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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锅炉泄漏、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适用范围

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公司锅炉泄漏、爆炸事故，是综合应急预案的一部分。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公司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2.2 动力车间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车间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组 长：李浩

副组长：张晋文

成 员：王辉、燕续中、赵聪玲、郝称心

2.2.1 组长职责

2.2.1.2 组织编制、修订本部门应急处置方案，确保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的程序。

2.2.1.3 处理本部门现场突发事故。

2.2.1.4 落实和调动可以调动的应急资源。

2.2.1.5 向公司报告突发事故的动态，按实际情况向公司提出支援请求。

2.2.1.6 贯彻执行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

2.2.1.7 协助其他作业单位处理突发事故。

2.2.1.8 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演习和培训。

2.2.1.9 应急结束后组织恢复工作和总结评估。

2.2.2 副组长职责

2.2.1.1 协助组长完成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

2.2.1.2 协助组长组织、指挥班组进行抢险救灾工作。对现场救援提供技术指导。

2.2.1.3 组织协调设备抢修、生产恢复。

2.2.3 成员职责

2.2.2.1 组织当班员工进行现场处置，扑救初期火灾、救助受伤人员、进行工艺处理。

2.2.2.2 协助制定急救现场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及方法。

2.2.4 车间各班长职责

2.2.4.1 各作业班组是面对突发事故的一线组织，大多数事故可以通过各作业班组的

努力，达到有效的控制事态扩大的目的。

2.2.4.2 组织初期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助。

2.2.4.3 及时向上级报告突发事故状况。

2.2.4.4 执行上级应急指令。

2.2.4.5 保障现场救生，消防等应急资源随时可用。

2.2.4.6 立即进行现场查看，安排班组人员设置警戒区，调配本部门应急器材至现场。

对事故进行初步处理。及时向调度汇报处置情况。

2.2.5 事故第一发现人职责

2.2.5.1 发生事故后立即通知当班班长、事故部门负责人、当班调度。

2.2.5.2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及时控制住当前局势，防止事故继续恶化

2.2.5.3 及时疏散现场无关人员撤离现场。

2.2.6 现场人员职责

2.2.6.1 现场人员接到报警或接到班长通知，穿戴空呼或长管到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移到空气新鲜处，并通过拉设警戒线防止其他人员误入。

2.2.7 中控人员职责

2.2.7.1 接报警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艺。

2.2.8 调度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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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 接到事故报告，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启动相应预警及应急响应，持续关注应急

处置情况，必要时启动更高级别应急响应。

3 响应启动

公司专项应急预案的响应启动见综合应急预案 3.3 响应启动。

4 处置措施

4.1 锅炉泄漏、爆炸事故的处置措施

4.1.1 侦察泄漏现场，确认是否有人员受伤或被困；确认泄漏点部位、泄漏形式、蔓

延方向、可能影响范围与阶段、对毗邻威胁程度；现场损坏程度；确定攻防路线、阵

地 ；现场及周边污染情况；

4.1.2 隔离、疏散。锅炉发生泄漏，首先要疏散无关人员，隔离泄漏污染区，确定警

戒区域，进行警戒、疏散、交通管制；设立警戒区的同时，有序组织警戒区内的无关

人员疏散。

4.1.3 泄漏源控制

4.1.3.1 锅炉泄漏主要是高温热水和饱和蒸汽，控制泄漏同时，必须立即消除泄漏污

染区域的各种电源，严格做好防触电等衍生事故防范工作。

4.1.3.2 锅炉发生重大泄漏和爆炸时，中控人员立即、迅速采取紧急停炉措施和防止

蒸汽烫伤措施。紧急停炉按以下步骤进行：立即停止给煤，停止送风、引风；将锅炉

与蒸汽母管隔断，开启向空排汽，迅速降低汽压；停炉后打开炉门，促进空气对流，

加快炉膛冷却；因缺水紧急停炉时，严禁向锅炉给水，并不得开启向空排汽，以防止

锅炉受到突然的温度或压力变化而扩大事故；因满水紧急停炉时，应立即停止给水，

开启排污阀放水，使水位适当降低，同时开启主蒸汽管路上的疏水阀门。

4.1.3.3 锅炉发生微小泄漏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堵塞和修补裂口，制止进

一步泄漏。

4.1.4 个体防护

4.1.4.1 参加泄漏处理人员应对泄漏品的化学性质和反应特征有充分的了解，要于高

处和上风处进行处理，必要时要用水枪（雾状水）掩护。要根据泄漏品的性质和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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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形式，选择适当的防护用品，防止事故处理过程中发生伤亡、中毒事故。

4.1.4.2 为了防止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呼吸系统侵入人体，应根据不同场合选择不同的

防护器具。对于蒸汽泄漏且有可能缺氧的情况下，必须采用空气呼吸器、送风式长管

面具等。

4.1.4.3 为了避免皮肤等部位烫伤，应穿戴隔热服进行现场处理。

4.1.4.4 为防止眼睛受到伤害，可采用化学安全防护眼镜、安全防护面罩等。

4.1.4.5

4.1.5 泄漏物处置

4.1.5.1 锅炉泄漏的主要物料为水或者蒸汽，对环境无毒无害，主要进行现场收容

(集)，可用沙子、吸附材料等吸收。

4.1.5.2 废弃，用消防水冲洗泄漏物料用于降温，后统一排入事故水池。

4.1.6 锅炉后续复位

4.1.6.1 根据事故类型制定事故抢险方案，经指挥部统一协调，由专业抢险人员对锅

炉进行抢修等，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抢修完毕。

4.1.6.2 事故抢修结束按程序，迅速恢复备用锅炉的正常工作。

4.1.6.3 泄漏、爆炸、火灾事故救援结束后，应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4.1.6.4 重大锅炉事故发生后，要及时通知有关质检部门协助处理。

5 应急保障

本专项应急预案应急保障见综合应急预案 5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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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力容器超温、超压泄漏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适用范围

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公司压力容器超温、超压泄漏爆炸事故，是综合应急预案

的一部分。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公司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2.2 各车间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车间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组 长：主任

副组长：副主任

成 员：技术员及当班班长

2.2.1 组长职责

2.2.1.2 组织编制、修订本部门应急处置方案，确保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的程序。

2.2.1.3 处理本部门现场突发事故。

2.2.1.4 落实和调动可以调动的应急资源。

2.2.1.5 向公司报告突发事故的动态，按实际情况向公司提出支援请求。

2.2.1.6 贯彻执行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

2.2.1.7 协助其他作业单位处理突发事故。

2.2.1.8 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演习和培训。

2.2.1.9 应急结束后组织恢复工作和总结评估。

2.2.2 副组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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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协助组长完成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

2.2.1.2 协助组长组织、指挥班组进行抢险救灾工作。对现场救援提供技术指导。

2.2.1.3 组织协调设备抢修、生产恢复。

2.2.3 成员职责

2.2.2.1 组织当班员工进行现场处置，扑救初期火灾、救助受伤人员、进行工艺处理。

2.2.2.2 协助制定急救现场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及方法。

2.2.4 车间各班长职责

2.2.4.1 各作业班组是面对突发事故的一线组织，大多数事故可以通过各作业班组的

努力，达到有效的控制事态扩大的目的。

2.2.4.2 组织初期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助。

2.2.4.3 及时向上级报告突发事故状况。

2.2.4.4 执行上级应急指令。

2.2.4.5 保障现场救生，消防等应急资源随时可用。

2.2.4.6 立即进行现场查看，安排班组人员设置警戒区，调配本部门应急器材至现场。

对事故进行初步处理。及时向调度汇报处置情况。

2.2.5 事故第一发现人职责

2.2.5.1 发生事故后立即通知当班班长、事故部门负责人、当班调度。

2.2.5.2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及时控制住当前局势，防止事故继续恶化

2.2.5.3 及时疏散现场无关人员撤离现场。

2.2.6 现场人员职责

2.2.6.1 现场人员接到报警或接到班长通知，穿戴空呼或长管到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移到空气新鲜处，并通过拉设警戒线防止其他人员误入。

2.2.7 中控人员职责

2.2.7.1 接报警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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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调度职责

2.2.8.1 接到事故报告，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启动相应预警及应急响应，持续关注应急

处置情况，必要时启动更高级别应急响应。

3 响应启动

公司专项应急预案的响应启动见综合应急预案 3.3 响应启动。

4 处置措施

4.1 压力容器事故发生后应首先侦察泄漏现场，确认是否有人员受伤或被困；确认泄

漏点部位、泄漏形式、蔓延方向、可能影响范围与阶段、对毗邻威胁程度；现场损坏

程度；确定攻防路线、阵地 ；再要疏散无关人员，隔离泄漏污染区，确定警戒区域，

进行警戒、疏散、交通管制；设立警戒区的同时，有序组织警戒区内的无关人员疏散。

发生重大事故后，现场或救援人员应根据不同情况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人员进行

抢救和救护。压力容器事故主要有如下事故：

4.1.1 超压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容器操作人员根据具体操作方案,操作相应阀门及排放装置,将压力降到允

许范围内；

（2）立即通知工艺运行、设备管理部门查明原因，消除隐患；

（3）超压情况可能会影响相关设备安全使用，应立即继续降压、直至停车；

（4）检查超压所涉及的受压元件、安全附件是否正常；

（5）修理或更换受损部件；

（6）详细记录超压情况，受损部件的修理、更换情况。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压力容器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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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超温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容器操作人员根据具体操作方案,立即操作相应阀门,喷淋装置将温度降到

允许范围内；

（2）立即通知工艺运行、设备管理部门查明原因，消除隐患；

（3）超温情况可能会影响相关设备安全使用，应立即继续降温、降压、直至停车；

（4）检查超温所涉及的受压元件、安全附件的外观、变形等安全状况；

（5）修理或更换受损部件；

（6）详细记录超温情况，受损部件的修理、更换情况。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管道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1.3 异常响动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容器操作人员立即观察设备压力、温度等运行参数是否正常；

（2）立即通知工艺运行、设备管理部门查明原因；

（3）原因不明应立即降压、直至停车；

（4）检查异常响声所涉及的受压元件、安全附件的外观、变形等安全状况；

（5）修理或更换受损部件；

（6）详细记录超温情况，受损部件的修理、更换情况。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压力容器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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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1.4 异常变形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容器操作人员根据具体应急预案,操作相应阀门,立即降压停车；

（2）通知工艺运行、设备管理部门查明原因；

（3）对变形部位进行检查；

（4）修理或更换变形受损部件；

（5）详细记录超压情况，受损部件的修理、更换情况。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压力容器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认真做好压力容器年度检查，加强平时巡查、记录容器及受压部件的变形等情

况，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4.1.5 异常振动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容器操作人员根据具体应急预案,确认振动源，并予以消除；

(2)有可能造成管线损伤的，应停车检测。

防范措施：

（1）严格工艺纪律，避免操作参数的异常波动；

（2）加强巡检，检查管道系统支吊件完好程度等情况，及时消除隐患

4.1.6 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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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容器操作人员根据具体应急预案,操作相应阀门,立即降压停车；

（2）通知应急人员救援队伍、设备管理部门、工艺运行部门；

（3）撤离现场无关人员，如有人员受伤应立即通报 120 急救电话，救助伤员；

（4）切断受影响电源,做好消防和防毒准备，防止泄漏的易燃易暴介质爆炸；

（5）封闭泄漏现场、将泄漏设备与周围相连系统断开；

（6）堵塞泄漏部位，将设备内介质倒入备用容器；

（7）通知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检验机构；

（8）查明泄漏原因，修理、更换受损部件；

（9）详细记录泄漏情况，受损部件的修理、更换情况；

（10）应注意泄漏物质对环境的影响，妥善处理或者排放，重大泄漏应及时向公众公

布，必要时作好疏散工作。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压力容器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按相关规程要求，按期进行压力容器的检验，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4.1.7 爆炸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容器操作人员根据具体应急预案,操作相应阀门,立即降压停车；

（2）通知应急人员救援队伍、设备管理部门、工艺运行部门；

（3）撤离现场无关人员，如有人员受伤应立即通报 120 急救电话，救助伤员；

（4）切断受影响电源,做好消防和防毒准备，防止泄漏的易燃易暴介质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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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封闭泄漏现场、将泄漏设备与周围相连系统断开；

（6）设置围堰，封堵泄漏介质；

（7）通知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检验机构；

（8）查明爆炸原因，修理、更换受损部件；

（9）详细记录泄漏情况，受损部件的修理、更换情况；

（10）应注意泄漏物质对环境的影响，妥善处理或者排放，重大泄漏应及时向公众公

布，必要时作好疏散工作。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压力容器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按相关规程要求，按期进行压力容器的检验，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4.2 个体防护

4.2.1 参加泄漏处理人员应对泄漏品的化学性质和反应特征有充分的了解，要于高处

和上风处进行处理，必要时要用水枪（雾状水）掩护。要根据泄漏品的性质和毒物接

触形式，选择适当的防护用品，防止事故处理过程中发生伤亡、中毒事故。

4.2.2 为了防止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呼吸系统侵入人体，应根据不同场合选择不同的防

护器具。对于可燃有毒介质泄漏且有可能缺氧的情况下，必须采用空气呼吸器、送风

式长管面具等。

4.2.3 对于泄漏中氧气浓度不低于 18%，毒物浓度在 2%以下，泄漏有毒有害气体单一

时，选用对应的滤毒罐，短时间应急处置时可以采用防毒面具，长时间应急处置时，

必须使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4.2.4 为防止眼睛受到伤害，可采用化学安全防护眼镜、安全防护面罩等。

4.2.5 为了避免皮肤受到损伤，应穿戴防化服进行现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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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场防护及泄漏物处置

要根据压力容器的介质采用不同的处置方式。

4.3.1 对于可能造成易燃液体外流，要关闭排水沟阀门，防止物料外泄，可使用消防

沙等建立临时筑堤堵截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的蒸发速度，可用

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或者采用

低温冷却来降低泄漏物的蒸发，或者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或者

用固化法处理泄漏物。现场处理的废水应统一排入事故水池。

4.3.2 对于可燃有毒气体，应立即通知电气车间对警戒区内停电（通知变电所或是上

级配电点），以防事故扩大。利用消防水雾进行降解，消除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现

场处理的废水应统一排入事故水池。

4.3.3 泄漏物处理完后，要对污染区域进行清洗消毒，直到检测分析合格后，方可终

止处理。

4.4 压力容器后续复位

4.4.1 根据事故类型制定事故抢险方案，经指挥部统一协调，由专业抢险人员对压力

容器进行抢修等，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抢修完毕。

4.4.2 事故抢修结束按程序，迅速恢复压力容器的正常工作。

4.4.3 泄漏、爆炸、火灾事故救援结束后，应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4.4.4 压力容器大量泄漏发生后，要及时通知有关质检部门协助处理。

5 应急保障

本专项应急预案应急保障见综合应急预案 5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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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压力管道超温、超压泄漏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适用范围

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公司压力管道超温、超压泄漏爆炸事故，是综合应急预案

的一部分。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公司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2.2 各车间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车间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组 长：主任

副组长：副主任

成 员：技术员及当班班长

2.2.1 组长职责

2.2.1.2 组织编制、修订本部门应急处置方案，确保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的程序。

2.2.1.3 处理本部门现场突发事故。

2.2.1.4 落实和调动可以调动的应急资源。

2.2.1.5 向公司报告突发事故的动态，按实际情况向公司提出支援请求。

2.2.1.6 贯彻执行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

2.2.1.7 协助其他作业单位处理突发事故。

2.2.1.8 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演习和培训。

2.2.1.9 应急结束后组织恢复工作和总结评估。

2.2.2 副组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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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协助组长完成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

2.2.1.2 协助组长组织、指挥班组进行抢险救灾工作。对现场救援提供技术指导。

2.2.1.3 组织协调设备抢修、生产恢复。

2.2.3 成员职责

2.2.2.1 组织当班员工进行现场处置，扑救初期火灾、救助受伤人员、进行工艺处理。

2.2.2.2 协助制定急救现场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及方法。

2.2.4 车间各班长职责

2.2.4.1 各作业班组是面对突发事故的一线组织，大多数事故可以通过各作业班组的

努力，达到有效的控制事态扩大的目的。

2.2.4.2 组织初期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助。

2.2.4.3 及时向上级报告突发事故状况。

2.2.4.4 执行上级应急指令。

2.2.4.5 保障现场救生，消防等应急资源随时可用。

2.2.4.6 立即进行现场查看，安排班组人员设置警戒区，调配本部门应急器材至现场。

对事故进行初步处理。及时向调度汇报处置情况。

2.2.5 事故第一发现人职责

2.2.5.1 发生事故后立即通知当班班长、事故部门负责人、当班调度。

2.2.5.2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及时控制住当前局势，防止事故继续恶化

2.2.5.3 及时疏散现场无关人员撤离现场。

2.2.6 现场人员职责

2.2.6.1 现场人员接到报警或接到班长通知，穿戴空呼或长管到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移到空气新鲜处，并通过拉设警戒线防止其他人员误入。

2.2.7 中控人员职责

2.2.7.1 接报警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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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调度职责

2.2.8.1 接到事故报告，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启动相应预警及应急响应，持续关注应急

处置情况，必要时启动更高级别应急响应。

3 响应启动

公司专项应急预案的响应启动见综合应急预案 3.3 响应启动。

4 处置措施

压力管道事故发生后应首先侦察泄漏现场，确认是否有人员受伤或被困；确认泄

漏点部位、泄漏形式、蔓延方向、可能影响范围与阶段、对毗邻威胁程度；现场损坏

程度；确定攻防路线、阵地 ；再要疏散无关人员，隔离泄漏污染区，确定警戒区域，

进行警戒、疏散、交通管制；设立警戒区的同时，有序组织警戒区内的无关人员疏散。

发生重大事故后，现场或救援人员应根据不同情况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人员进行

抢救和救护。压力管道事故主要有如下事故：

4.1.1 超压超温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管道操作人员按工艺规程，操作相应阀门及排放装置，调整压力和温度降

到允许范围内并及时汇报；

（2）立即通知工艺运行、设备管理部门查明原因，消除隐患；

（3）超压和超温情况有可能会影响相关设备安全使用的，应立即继续降压、直至停

车；

（4）检查超压、超温所涉及的管道系统受压元件、相关设备系统、安全附件是否正

常；

（5）详细记录超压情况及处理情况。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管道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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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1.2 管道超过额定参数、安全附件动作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管道操作人员立即观察管道系统压力、温度等运行参数，并按工艺规程，

操作相应阀门及排放装置进行调整；

（2）原因不明或安全阀起跳后不能正常回座时，应立即降压、直至停车；并立即通

知工艺运行、设备管理部门查明原因，消除隐患；

（3）对于有毒、有害、易燃、易爆介质，应注意检查有无介质排放或泄漏到周围环

境大气中；若有，则执行“管道泄漏处理方法”的 2、3、4、5条；

（4）安全阀起跳后正常回座的，应检查安全附件是否完好；安全阀起跳后不能正常

回座的，应重新进行校验；

（5）检查所涉及的管道系统受压元件、相关设备系统、安全附件是否正常。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管道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1.3 管道泄漏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管道操作人员按工艺规程，操作相应阀门和控制系统，立即降压停车；

（2）如有人员受伤应立即通报 120 急救电话，救助伤员；如有火情，立即通报 119

火警电话；

（3）切断受影响电源，介质泄漏区域严禁明火和金属物品的撞击等，防止泄漏的易

燃易爆介质燃爆；

（4）做好消防和防毒准备，同时，撤离现场无关人员、对介质泄漏周围区域进行人

员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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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封闭泄漏现场、设置安全警戒线；

（6）人员对泄漏部位进行处理，将泄漏部分与周围相连系统断开，将管道系统内介

质倒入备用容器或进行相关处理；

（7）查明泄漏原因，紧急情况下可以进行带压堵漏。

（8）应注意泄漏物质对环境的影响，妥善处理或者排放，重大泄漏应及时向公众公

布，必要时作好疏散工作。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压力容器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按相关规程要求，按期进行压力管道的在线检验，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4.1.4 其它：如管道或支吊架突发变形、失稳等情况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管道操作人员按工艺规程，操作相应阀门和控制系统，立即降压停车；

（2）立即通知工艺运行、设备管理部门查明原因，消除隐患；

（3）检查所涉及的管道系统受压元件、相关设备系统、安全附件是否有泄漏、破裂

等情况；若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泄漏到周围环境大气中，则执行“管道泄

漏处理方法”

防范措施：

（1）遵守工艺纪律，严格按照压力容器系统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2）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相关仪表的显示；

（3）加强工艺操作人员的培训，熟悉掌握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按相关规程要求，按期进行压力管道的在线检验，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5）加强巡查，注意观察、记录管道、支吊架的变形等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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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

4.1.5 异常振动

处置方法和步骤:

(1)压力管道操作人员根据具体应急预案,确认振动源，并予以消除；

(2)有可能造成管线损伤的，应停车检测。

防范措施：

（1）严格工艺纪律，避免操作参数的异常波动；

（2）加强巡检，检查管道系统支吊件完好程度等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4.2 个体防护

4.2.1 参加泄漏处理人员应对泄漏品的化学性质和反应特征有充分的了解，要于高处

和上风处进行处理，必要时要用水枪（雾状水）掩护。要根据泄漏品的性质和毒物接

触形式，选择适当的防护用品，防止事故处理过程中发生伤亡、中毒事故。

4.2.2 为了防止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呼吸系统侵入人体，应根据不同场合选择不同的防

护器具。对于可燃有毒介质泄漏且有可能缺氧的情况下，必须采用空气呼吸器、送风

式长管面具等。

4.2.3 对于泄漏中氧气浓度不低于 18%，毒物浓度在 2%以下，泄漏有毒有害气体单一

时，选用对应的滤毒罐，短时间应急处置时可以采用防毒面具，长时间应急处置时，

必须使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4.2.4 为防止眼睛受到伤害，可采用化学安全防护眼镜、安全防护面罩等。

4.2.5 为了避免皮肤受到损伤，应穿戴防化服进行现场处理。

4.3 现场防护及泄漏物处置

要根据压力容器的介质采用不同是处置方式。

4.3.1 对于可能造成易燃液体外流，要关闭排水沟阀门，防止物料外泄，可使用消防

沙等建立临时筑堤堵截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的蒸发速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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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或者采用

低温冷却来降低泄漏物的蒸发，或者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或者

用固化法处理泄漏物。现场处理的废水应统一排入事故水池。

4.3.2 对于可燃有毒气体，应立即通知电气车间对警戒区内停电（通知变电所或是上

级配电点），以防事故扩大。利用消防水雾进行降解，消除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现

场处理的废水应统一排入事故水池。

4.3.3 泄漏物处理完后，要对污染区域进行清洗消毒，直到检测分析合格后，方可终

止处理。

4.4 压力管道后续复位

4.4.1 根据事故类型制定事故抢险方案，经指挥部统一协调，由专业抢险人员对压力

管道进行抢修等，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抢修完毕。

4.4.2 事故抢修结束按程序，迅速恢复压力管道的正常工作。

4.4.3 泄漏、爆炸、火灾事故救援结束后，应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4.4.4 压力管道大量泄漏发生后，要及时通知有关质检部门协助处理。

5 应急保障

本专项应急预案应急保障见综合应急预案 5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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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梯困人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适用范围

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公司电梯困人事故，是综合应急预案的一部分。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公司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2.2 各车间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车间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组 长：主任

副组长：副主任

成 员：技术员及当班班长

2.2.1 组长职责

2.2.1.2 组织编制、修订本部门应急处置方案，确保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的程序。

2.2.1.3 处理本部门现场突发事故。

2.2.1.4 落实和调动可以调动的应急资源。

2.2.1.5 向公司报告突发事故的动态，按实际情况向公司提出支援请求。

2.2.1.6 贯彻执行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

2.2.1.7 协助其他作业单位处理突发事故。

2.2.1.8 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演习和培训。

2.2.1.9 应急结束后组织恢复工作和总结评估。

2.2.2 副组长职责

2.2.1.1 协助组长完成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1

2.2.1.2 协助组长组织、指挥班组进行抢险救灾工作。对现场救援提供技术指导。

2.2.1.3 组织协调设备抢修、生产恢复。

2.2.3 成员职责

2.2.2.1 组织当班员工进行现场处置，扑救初期火灾、救助受伤人员、进行工艺处理。

2.2.2.2 协助制定急救现场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及方法。

2.2.4 车间各班长职责

2.2.4.1 各作业班组是面对突发事故的一线组织，大多数事故可以通过各作业班组的

努力，达到有效的控制事态扩大的目的。

2.2.4.2 组织初期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助。

2.2.4.3 及时向上级报告突发事故状况。

2.2.4.4 执行上级应急指令。

2.2.4.5 保障现场救生，消防等应急资源随时可用。

2.2.4.6 立即进行现场查看，安排班组人员设置警戒区，调配本部门应急器材至现场。

对事故进行初步处理。及时向调度汇报处置情况。

2.2.5 事故第一发现人职责

2.2.5.1 发生事故后立即通知当班班长、事故部门负责人、当班调度。

2.2.5.2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及时控制住当前局势，防止事故继续恶化

2.2.5.3 及时疏散现场无关人员撤离现场。

2.2.6 现场人员职责

2.2.6.1 现场人员接到报警或接到班长通知，穿戴空呼或长管到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移到空气新鲜处，并通过拉设警戒线防止其他人员误入。

2.2.7 中控人员职责

2.2.7.1 接报警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艺。

2.2.8 调度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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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 接到事故报告，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启动相应预警及应急响应，持续关注应急

处置情况，必要时启动更高级别应急响应。

3 响应启动

公司专项应急预案的响应启动见综合应急预案 3.3 响应启动。

4 处置措施

4.1 电梯事故发生后应首先侦察现场，确认是否有人员受伤或被困；第一时间对电梯

内人员进行安抚并对通知相关人员停用电梯拉好警戒线，联系电梯维保人员到场。

4.2 联系电梯管理员把电梯主电源切断，防止电梯意外的启动，但必须保留轿厢内和

井道内的照明。

4.3 弄清电梯轿厢在井道中的位置。

当电梯停在距某层门平层位置约±60cm 范围内时，维修人员可以在该层层门外用

专门的钥匙打开层门，并用手拉开轿厢门，协助乘客撤离轿厢。

当电梯停在非上述的位置时，则必须用移动轿厢方法救人。步骤如下：

（1）、首先，通知被困乘客轿厢将会移动以救出他们，要求他们静待轿内，不要乱

动（此步工作如电梯有对讲电话时可充分利用之）。此时轿门应该保持关闭，如娇门

已被拉开，则要求乘客把轿门手动关上。

（2）、在曳引电动机轴尾装上盘车装置。

（3）、两人把持盘车装置，防止轿厢在机械松开抑闸时意外过快地移动，然后另一

个人采用机械方法松开抱闸。注意：仅当使轿厢移动时，才可松开抑闸，否则马上撤

消松开抱闸的动作。

（4）、按正确方向使轿厢连续、缓慢地移动到就近的层门口平层位置的±150mm 范围

内。

当电梯未超出顶层或底层的平层位置时，可向较省力的方向移动电梯。而当电梯

超出顶层（或底层）平层时，则应向顶层（或底层）方向移动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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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抱闸恢复正常，然后在平层的那层层门外用钥匙打开层门，拉开轿门，协

助乘客撤出轿厢。

（6）、当按上述方法和步骤操作时发现异常情况，应即停止救援，等待本电梯维修

保养单位或本公司派人到现场作出处理。

4.4 电梯后续复位

4.4.1 根据事故类型制定事故抢险方案，经指挥部统一协调，由专业抢险人员对电梯

进行抢修等，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抢修完毕。

4.4.2 事故抢修结束按程序，迅速恢复电梯的正常工作。

5 应急保障

本专项应急预案应急保障见综合应急预案 5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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