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政办字〔2020〕51号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川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和淄川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

有关单位：

《淄川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淄川区非

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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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应

急管理，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增强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预防和处

置能力，迅速、有效地控制危险化学品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事

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

稳定，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山东省安全

生产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本预案对上衔接《淄博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淄博

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发生下列事故应对工作：

（1）一次 1人以上死亡或重伤；

（2）其他性质较严重、产生一定影响的生产安全事故。

1.4 危险目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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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后果，危险化

学品事故主要分为三类：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和易燃、易爆或有

毒物质泄漏事故。全区现有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190家，其中，

生产企业 23家，经营企业 136家，使用企业 31家。涉及的危险

化学品主要有硫酸二甲酯、液氨、环氧乙烷、氯化亚砜、氯、甲

醇、三氯化铝、汽油、硫酸、盐酸、硝酸、液碱等。根据全国及

省、市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的危害程度，确定氯、硫酸二甲

酯、甲醇、汽油为主要危险物质。其中，我区有涉氯企业 6家，

主要分布在双杨镇、昆仑镇、洪山镇、寨里镇；硫酸二甲酯生产、

使用企业 4家，主要分布在双杨镇、昆仑镇、寨里镇；甲醇使用

企业 7家，主要分布在双杨镇、寨里镇、昆仑镇、罗村镇、龙泉

镇；汽油经营主要为加油站，各镇（街道、开发区）均有加油站。

1.5 工作原则

本预案必须在预防为主前提下，贯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区域为主、单位自救与社会救援相结合”的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在应急救援工作中，要始终把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应急救援工作的首要

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

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公共危害。

（2）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区应急

管理局负责指导、协调全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事故

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分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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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企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应

急预案体系和应急机制。

（3）依靠科学，依法规范。尊重科学，充分发挥专家作用，

实行科学决策。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装备、

设施和手段。依法规范和不断完善应急救援工作，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

（4）预防为主，关口前移。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救援与平时预防相结合。按照

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的原则，重点做好常态下的安全隐患排查、

风险评估、物资和经费储备、队伍建设、预案演练及事故灾难的

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2.1 组织体系

成立淄川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

简称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 7个工作组。

2.2 机构组成及其职责

2.2.1 指挥部职责

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总指挥由分管副区长担

任，副总指挥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区检察院、

区法院、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区工信局、区公安分局、区人

社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健局、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交警大队、区气象局、区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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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大队、区应急救援保障服务中心、区联通公司、区移动公司

和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主要负责人组成。

指挥部主要职责：

（1）组织制订、修改和实施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指挥、协调、调动参加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的单

位，并就已发生的应急救援发布指令；

（3）检查各相关职能部门单位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和措施落实情况，并督促各部门单位定期组织演练；

（4）定期检查相关职能部门单位救援设备、器材、物资的

配备和保养，以及所有软、硬件的建设；

（5）负责组建危险化学品事故专家组、数据库；

（6）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资金的落实。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 509室，作为指挥部的常设

机构，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日常工作，特别是接

警的处理，按事故危急及严重性启动应急救援系统。办公室主任

由区应急管理局分管负责人兼任，设立 24 小时值班电话：

0533-5181128。

2.2.2 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及工作组职责

区工信局、区财政局、区公安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健

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

援大队及区供电中心、区联通公司、区移动公司等职能部门单位

平时必须做到专人值班，准备好充分的物资、车辆、人员，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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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在接到危险化学品事

故通报后迅速作出响应，保证相关抢救工作及时、有效进行。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相关企业调度救援物资，事故现场的抢

救、抢险协调联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的综合管理、

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及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急救援预案制

订的监督工作；事故现场的抢救、抢险协调联络。

区财政局：负责在政府预算中保证应急救援经费计划的落实。

区公安分局：负责事故现场的治安警戒。

区交警大队：负责事故现场的交通疏导。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火灾现场的消防抢险及受伤人员的抢

救脱险；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有关设备容器的冷却；

事故得到控制后负责现场洗消。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定抢险运输单位，监督抢险车辆的保

养，驾驶人员的培训；组织事故现场抢险物资和抢救人员运送；

事故现场及周边需要紧急疏散人员的运送。

区卫健局：负责确定事故伤害人员的专门抢救治疗医院或医

疗点；医疗抢救队伍、药品、器械、车辆的准备；做好和现场医

疗单位的联络；安排事故现场受伤人员的抢救。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环保物资、器材、仪器设备、车辆的

准备；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影响的区域发出警告，提出控制

措施并对现场进行监测；事故控制后，指导消除现场遗留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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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污染的危险物质。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提出事故现场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

种设备处置方案。

区供电中心：负责应急救援时，事故现场及相关救援单位电

力供应（包括断电要求）。

区联通公司、区移动公司：负责保证应急救援通讯畅通。

（1）警戒保卫组。由区公安分局牵头，区交警大队参与，

根据职责分工负责现场保护、交通管制和维护现场秩序。

（2）抢险救灾组。根据事故类型，由专业监管部门牵头，

主要负责组织各专业抢险队伍，制定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3）技术保障组。根据事故类型，由专业监管部门负责，

区交通运输局、区卫健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

市场监管局、区气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有关部门和相关专业

技术人员参加，主要负责组织各类专家对事故救援及现场处置进

行专业技术指导；分析事故信息，做好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咨询

服务；提出救援的技术措施，为指挥部决策提出科学的意见和建

议；提出控制和防止事故扩大的措施；组织快速检测检验队伍，

测定事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害区域及危害程度，对事故造成的

环境危害进行监测、处置；公布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

信息；提供与应急救援有关的气象保障服务。

（4）医疗救护组。由区卫健局牵头，各有关医疗单位参加，

负责组织专家及医疗队伍对受伤人员的应急处置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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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闻宣传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负责协调有关部门

及时组织新闻发布，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做好媒体记者的接待和

服务引导工作；加强媒体报道情况和网上舆情的收集整理、分析

研判，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6）后勤保障组。由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牵头，

有关部门参加，负责抢救物资、装备的供应，组织运送伤员和无

关人员疏散撤离等后勤保障工作。

（7）善后工作组。由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牵头，

区人社局、区总工会及有关保险机构负责人参加，负责事故伤亡

人员及家属的安抚、抚恤、理赔等善后处理和社会稳定工作。

3 预测与预警

3.1 预测与预警

各镇（街道、开发区）、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和危险场所的监控，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对可能引发危

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险情，或者其他灾害、灾难可能引发危

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重要信息应及时上报，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处置。

3.2 信息报告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

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区应急管理局、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关部门和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

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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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报告事故应当包

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

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事故发展态势、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各镇（街道、开发区）及有关部门单位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

即核实并在 15分钟内电话报告区委值班室、区政府值班室，同

时报区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单位；事发后 30分钟内，书面报

告初步核实和先期处置情况。对要求核报的信息，事故发生地镇

（街道、开发区）及有关部门单位要迅速核实，及时反馈相关情

况，电话反馈初步核实情况时间不超过 10分钟；对于明确要求

报送书面信息的，反馈时间不超过 35分钟，有关情况可以续报。

4 应急响应

4.1 分级响应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划分为

特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四

级响应。事故发生后，一般级别事故由指挥部启动分级应急响应

程序，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应急响应启动后，指挥部成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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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当按照预案分工全力以赴组织救援，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救

援工作进展情况。

发生较大以上级别事故或超出区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启动

区级应急响应程序进行先期处置，同时报请市政府启动市级应急

响应实施救援。

4.2 应急响应

淄川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启动由指挥部决

定，总指挥发布命令，启动应急响应。

4.3 基本响应程序

进入事故响应程序后，指挥部办公室通知指挥部成员单位负

责人，迅速调集有关应急救援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并成立现场指挥

部。

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和先期到达的应急救援队伍必须科学、

迅速、有效地实施先期处置，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负

责协调，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故发生，果

断控制或切断事故灾害链。

现场指挥部根据指挥部命令，安排抢险救援、人员疏散、医

疗救护、治安警戒、交通管制等工作任务，有关部门和救援队伍

按照规定和要求，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要及时向指挥

部报告应急救援进度情况。

4.4 指挥和协调

总指挥统一指挥各镇（街道、开发区）及区有关部门单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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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应急处置工作。总指挥未能到场时，由副总指挥代行其权限负

责指挥，或由总指挥指定指挥部相关人员代行其权限负责指挥。

发生或确认即将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启动本预案进

行先期处置，同时向市委、市政府、市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报

告，并协助上级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4.5 先期处置

（1）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在迅速报告事故的同时，

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组织现场人员及时、有序撤离到安全

地点，减少人员伤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抢救遇险人员，

控制危险源，封锁危险场所，杜绝盲目施救，防止事态扩大，并

保护好事故现场。

（2）各镇（街道、开发区）、有关部门单位在接到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后，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当地

应急救援机构及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同时按规定上报事故情况。

4.6 医疗卫生救助

区卫健局负责组织开展紧急医疗救护和现场卫生处置工作。

及时协调有关专业医疗救护机构、有关专家、特种药品和特种救

治装备，全力救治事故受伤人员，并根据事故情况，按照专业规

程进行现场防疫等工作。

4.7 应急人员安全防护

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特点及应急救援人员的职责分工，携



— 14 —

带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切实保证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1）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

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

靴等。

（2）工程抢险、消防及其他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

备密闭型防毒面具、防酸碱性防护服和空气呼吸器等。

（3）救援结束后，做好现场人员、设备、设施和场所等可

能接触到毒性物品的洗消工作。

4.8 群众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

（1）根据不同危险化学品特性，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

采用简易有效的自我防护措施。

（2）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组织群众

撤离危险区域时，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到达安全区域后，应尽

快去除受污染的衣服，防止继发性伤害。

（3）确定应急避难场所，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实施医疗

救治、疾病预防和控制。

4.9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当发生危险化学品重大火灾、重大爆炸、易燃易爆或剧毒物

品泄漏等事故灾难时，如果现场救援队伍的人力和物力不足时，

由指挥部依据有关法律，开展社会力量动员和救援物资征用。

4.10 现场检测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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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现场指挥部成立环境监测组，综合分析和评价监

测数据，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为

制订现场抢救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参考，检测与评估报告要及时

上报现场指挥部。

4.11 信息发布

区委宣传部、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发布工

作。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对发布信息内容中

涉及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事故原因和责任问题等重

要内容，发布前应送指挥部审核。

4.12 应急结束

在事故现场得以控制，整个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区生态环境

分局等有关部门对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的危害进行监测、处置，

直至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

经总指挥批准，由指挥部宣布解除应急状态，并向有关新闻单位

发布信息，宣布应急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5.1.1 善后处置工作由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负责，

救援工作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物资，应当及

时返还，造成损坏或无法返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或做出

其他处理。

5.1.2 相关部门和事故发生单位要妥善处理事故伤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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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属的安置、救济、补偿和保险理赔。

5.1.3 参加救援的部门单位应认真核对参加应急救援的人

数，清点救援装备、器材，核算救援发生的费用，整理保存救援

记录、图纸等资料，各自形成救援报告，上报指挥部办公室。

5.1.4 事故发生单位做好污染物的收集、清理与处理等工作。

5.1.5 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消除事故后果和影响，安抚受灾

和受影响人员，确保社会稳定。

5.2 社会救助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发地镇（街道、开发区）、区应

急管理局负责对困难家庭的救助；区民政局负责社会各界提供的

慈善资金的接收、分配和使用。

5.3 保险理赔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要及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

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保险监管机构要督促有关承保单位快

速勘察并及时理赔。

5.4 总结与评估

指挥部负责收集、整理应急救援工作的记录、方案、文件等

资料，对应急救援预案的启动、决策、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全过程

进行评估，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总结评估报告报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5.5 事故调查

按照事故调查的权限组成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起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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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责任、经验教训等进行调查。调查组于 60日内向区政府

提交书面调查报告。

6 保障措施

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各成员单位要指定负责日常联络的工作人员，充分利用有线、

无线通讯设备和互联网等手段，切实保障通讯畅通。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实行 24小时值守制度，随时接收、处理事故报告信息。

6.2 队伍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区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

中心负责组织危险化学品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应急救援。没有

条件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企业，要建立兼职救援队伍，或与

临近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心签订应急救援协议。

6.3 装备保障

区消防救援大队、各危险化学品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必须按标

准配齐应急救援装备和防护装备。

6.4 物资保障

指挥部成员单位、专业救援队伍、危险化学品企业应急救援

队伍应按照职责分工，配备足够的应急救援物资、救援器材并保

持完好。

6.5 经费保障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做好必要的应急救援资金储备，应急

救援资金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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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健局负责组织医疗卫生队伍及时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医

疗救治、卫生防疫等救援工作。

6.7 交通运输保障

区公安分局、区交警大队要按照各自职责，制定本系统的运

输保障预案，在应急救援时开通应急特别通道，确保救援队伍尽

快赶赴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6.8 治安保障

区公安分局、区交警大队、区消防救援大队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事故现场安全警戒和治安、交通、消防管理，加强对重点地

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工作，及时

疏散群众，维护现场治安、交通秩序。

7 监督管理

7.1 宣传

各镇（街道、开发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相关部门和危

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广泛

宣传事故应急预案、应急救援常识，增强应急救援人员和从业人

员的应急救援意识，提高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的能力。

7.2 培训

指挥部各相关成员单位，区消防救援大队、危险化学品从业

单位等应急救援队伍应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岗前和常规性技能培

训和战备训练，确保救援队伍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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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演练

7.3.1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定期组织不同类型的危险化学

品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7.3.2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特点，按照国家

规定定期组织本单位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7.3.3 演练结束后，演练单位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客观评

价演练效果，分析存在的问题，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7.4 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应当及时修订并归档：

（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

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三）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五）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

大问题的；

（六）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7.5 奖惩

7.5.1 对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惩。

7.5.2 对单位和个人未按照预案要求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

失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构成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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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附则

8.1 预案管理

8.1.1 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要根

据本预案和职责分工，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8.1.2 本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机构和职能发生

重大改变的，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有关单位修订本预案，并报区

政府备案。

8.2 发布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淄川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联系表

2.淄川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成员联系表

3.淄川区危险化学品事故社会救援力量联系表

4.淄川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资源登记表

5.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区域划分及要求

6.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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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淄川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联系表

指挥部 姓名 职务

总指挥 郭亦华 区委常委，副区长

副总指挥 刘 波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 员

王红梅
区法院党组成员、

机关党委副书记

段德泉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闫盛霆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郑向忠 区总工会主席

张 烨 区财政局局长

付志欣 区工信局局长

周长德 市公安局副调研员

贺滨业 区民政局局长

张 伟 区人社局局长

刘鹏飞 区住建局局长

翟纯乾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其雪 区卫健局局长

贾士龙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孙启喜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高利长 区应急救援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邱远民 区供电中心主任

王立侠 区交警大队大队长

杜 斌 区气象局局长

韩 雷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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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淄川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成员联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专业 专业技术特长 所在单位

1 陈 博 男 60 高工 化工 化工工艺
山东德辰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2 刘德英 女 56 高工 化工 化工工艺
山东德辰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3 张善民 男 52 高工 化工 化工工艺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 许本璞 男 56 工程师
压力
容器

锅炉压力容器 区市场监管局

5 杨军喜 男 48 高工 化工 化工工艺 山东鑫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6 郑兆田 男 50 工程师 化工 化工工艺 山东博克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 尚志民 男 43 工程师
环境
工程

环境工程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司

8 刘书涛 男 41 工程师
设备
管理

设备管理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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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淄川区危险化学品事故社会救援力量联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提供服务

1
鲁中危险化学品事故应

急救援中心
应急救援咨询

2 区消防救援大队 应急救援

3 国家化学登记中心 应急救援咨询

4 区医院 医疗服务

5 区中医院 医疗服务

6 淄矿中心医院 医疗服务

7 区疾控中心 医疗服务

8 市职业病防治院
烧伤急救

中毒急救

9 区市政工程公司 应急器材支援

10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

应急器材支援

11 山东凯盛新材料
有限公司

应急器材支援

12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司 应急器材支援

13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应急器材支援

14 淄博南韩化工有限公司 应急器材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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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淄川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资源登记表

名称 型号 数量 所属单位 存放地点 联系人

消防车

水罐消防车

2辆

淄川消防救援大队

般阳中队 王秀强

1辆 昆仑中队 燕 宇

2辆 双杨中队 娄在亮

1辆 服装城中队 翁志勇

泡沫消防车

3辆 般阳中队 王秀强

3辆 昆仑中队 燕 宇

1辆 双杨中队 娄在亮

举高消防车
1辆 般阳中队 王秀强

1辆 双杨中队 娄在亮

抢险救援消防车
1辆 般阳中队 王秀强

1辆
昆仑中队 燕 宇

云梯消防车 1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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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水罐消防车 16辆 危险化学品鲁中
应急救援中心

齐鲁消防支队 张和平
泡沫消防车 20辆

水罐消防车 1辆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淄川区龙泉镇
镇政府西首

刘成信

水罐消防车 2辆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
司

淄川区双杨镇
孟机村

袁 柱

探测设备

视频生命探测仪 1台

省危险化学品堵漏应

急救援中心

张店区华光路

2号 李国庆

音频生命探测仪
（BF-V5000E） 1台

电子气象仪
（希玛 AS8556） 2台

热成像仪
（福禄克 TIS60） 1台

漏电探测仪
（TAC STICK） 2台

测温仪
（优利德 UT300S） 2台

手持式气象仪
（NK4500-NK5925
风速风向气象仪）

1台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淄川区昆仑镇

晟地路 288号 王世勇

测温仪
（FLUKE62 MAX） 1台

正压式 正压式氧气呼吸器 2台 省危险化学品堵漏应 张店区华光路 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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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器 急救援中心 2号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6台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7台 淄博南韩化工有限公

司

淄川区罗村镇

南韩村
张 骞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14台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淄川区龙泉镇

镇政府西首
张 丽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8台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

司

淄川区双杨镇

孟集村

赵 帅

苏成飞

冯汝信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4台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淄川区双杨镇 谢圣斌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27台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淄川区昆仑镇

晟地路 288号 王世勇

气体检测

设备

呼吸器检测仪

（TEST-TT6100、
RZ25）

10台
淄矿集团

矿山救护大队

淄矿集团

矿山救护大队
李刚业

多功能气体检测仪

（PGM-2000）
10台

便携式环境空气分

析仪

（US61M/J059）
1台 省危险化学品堵漏应

急救援中心

张店区华光路

2号 李国庆

气体检测

设备

有毒气体探测仪

（希玛 ST-8900） 2台 省危险化学品堵漏应

急救援中心

张店区华光路

2号 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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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英思科M40PRO） 2台

可燃气体探侧器

（希玛 AS8800L） 2台

多功能可燃气体检

测仪

（BWMC2-XW00）
2台

硫化氢检测仪

（BWGAXT-C/CL2） 2台

氯气检测仪

（BWGAXT-C/CL2）
2台

一氧化碳检测仪

（希玛 ST8900） 2台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4台
淄博南韩化工有限公

司

淄川区罗村镇

南韩村

张 骞可燃气体探侧器 3台
一氧化碳检测仪 1台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2台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淄川区龙泉镇

镇政府西首
张 丽

气体检测

设备

便携式可燃气体探

测仪（瑞安）
4台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

司

淄川区双杨镇

孟机村

赵 帅

苏成飞

冯汝信三合一气体检测仪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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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1台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英思科M40PRO） 1台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淄川区昆仑镇

晟地路 288号 王世勇
便携式可燃气体监

测仪（SQJ-IA）
10台

防化服

内置式重型防化服

（海固 HG-3NP） 10套 省危险化学品堵漏应

急救援中心

张店区华光路

2号 李国庆

轻型防化服 6套
内置式重型防化服

（海固 HG-3NP）
2套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淄川区龙泉镇

镇政府西首
张 丽

轻型防化服 4套
内置式重型防化服 4套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

司

淄川区双杨镇

孟机村

赵 帅

苏成飞

冯汝信
轻型防化服 6套

内置式重型防护服 4套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淄川区双杨镇 谢圣斌

轻型防化服 4套
重型防化服 13套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淄川区昆仑镇

晟地路 288号 王世勇
轻型防化服 16套

堵漏器材

高温高压不停车快
速堵漏装备

（AGLS400G-II）
4套

省危险化学品堵漏应

急救援中心

张店区华光路

2号 李国庆
内封式堵漏袋
（50-1000）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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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封式堵漏袋
（AKT-WF） 2套

捆绑式堵漏袋
（AKT-WF） 2套

金属堵漏套管
（32-100） 2套

粘贴式堵漏工具
（LWF-ZT） 2套

电磁式堵漏工具
（KJ-9） 2套

木楔堵漏工具 6套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淄川区昆仑镇
晟地路 288号 王世勇

救援破拆

与支撑装置

破拆与支撑
CT4120C 1套 淄矿集团

矿山救护大队
淄矿集团

矿山救护大队
李刚业

无齿锯 5套

淄川消防救援大队

般阳中队 2套 王秀强

昆仑中队 2套 燕 宇

双杨中队 1套 娄在亮

液压剪扩器 4套
般阳中队 2套 王秀强

昆仑中队 1套 燕 宇

双杨中队 1套 娄在亮

救援破拆

与支撑装置

无齿锯 1套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淄川区昆仑镇

晟地路 288号 王世勇
磨光机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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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起重

气垫

救援气垫

（8、10、18、30T）
1套 淄矿集团

矿山救护大队

淄矿集团

矿山救护大队
李刚业

起重气垫

（ AKTQ-40） 1套 省危险化学品堵漏应

急救援中心

张店区华光路

2号 李国庆

水泵

手抬泵机动泵 3台 淄川消防救援大队

般阳中队 1台 王秀强

昆仑中队 1台 燕 宇

双杨中队 1台 娄在亮

机动消防泵（BJ9D） 2台 淄矿集团

矿山救护大队

淄矿集团

矿山救护大队
李刚业

卧式离心泵

（12SH-28） 1台

一干渠管理处 一干渠管理处 李晓庆卧式离心泵

（IS-150-125-250A） 4台

深井潜水泵 2台

潜水电泵 1台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淄川区龙泉镇

镇政府西首
张 丽

气动隔膜泵 1台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淄川区昆仑镇

晟地路 288号 王世勇
潜水泵 1台

应急发电车

和发电机

500kVA
应急发电车

1辆
区供电中心

区供电中心

后院
孙 铭

100kVA
移动式发电机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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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照明装备升
降探照灯

1套 张 坤

消防用发电机 2台 淄川消防救援大队
般阳中队 1台 王秀强

昆仑中队 1台 燕 宇

30KW发电机 3台 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
淄城东路 491
号市政院内

王涛田

8H3900EX发电机 1台 星辰供水公司 星辰工业园 司书江

洒水车

虹宇重型专项作业

车 20吨
（HYJ5163GSS）

1辆
区园林绿化和公园管

理服务中心

淄矿北路

55号 肖书永虹宇重型专项作业

车 20吨
（HYS5250GPSE）

1辆

斯太尔 20吨 2辆 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
区环卫处石门

停车场
陈小成

洒水车 5t 1辆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淄川区双杨镇 谢圣斌

疏通车 东风 140 1辆 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
淄城东路 491
号市政院内

王涛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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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

PC60 1辆 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
淄城东路 491
号市政院内

王涛田

PC60 1辆
星辰供水公司 星辰工业园 司书江

PC320 1辆

YC-50 1辆 区公路事业服务中心 城南公路站 赵莉珠

履带式 920E 1辆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

司

淄川区双杨镇

孟机村
冯 鑫

装载机

LW300F 1辆 区公路事业服务中心 城南公路站 赵莉珠

海宏 1吨 1辆
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

双杨中转站白

沙村、石门村

王涛田

山工 5吨 1辆 张笃岳

压路机

MRH-700DS 1辆 区公路事业服务中心 城南公路站 赵莉珠

LTC6 1辆 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
淄城东路 491
号市政院内

王涛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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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区域划分及要求

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危害范围、危害程度与危化品事故源

的位置划分为事故中心区域、事故波及区域及事故可能影响区域。

（一）事故中心区域。即距事故现场 0—500m 的区域。此

区域危险化学品浓度指标高，有危险化学品扩散，并伴有爆炸、

火灾发生，建筑物设施设备损坏，人员急性中毒。

该区域的救援人员需要全身防护，并佩戴隔绝式面具。救援

工作包括切断事故源、抢救伤员、保护和转移其它危险化学品、

消除渗漏液态毒物、进行局部的空间洗消及封闭现场等。非抢险

人员撤离到中心区域以外后应清点人数，并进行登记。事故中心

区域边界应有明显警戒标志。

（二）事故波及区域。即距事故现场 500—1000m的区域。

该区域空气中的危险化学品浓度较高，作用时间较长，有可能发

生人员或物品的伤害或损坏。

该区域的救援工作主要是指导防护、监测污染情况，控制交

通，组织排除滞留化学品蒸汽。视事故实际情况组织人员疏散转

移。事故波及区域人员撤离到该区域以外后应清点人数，并进行

登记。事故波及区域边界应有明显警戒标志。

（三）受影响区域。指事故波及区域外可能受影响的区域，

该区域救援工作重点是及时指导群众进行防护，对群众进行有关

知识的宣传，稳定群众的思想情绪，做基本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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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措施

一、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及处置措施

（一）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救援防护措施

1.进入现场救援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2.如果泄漏物是易燃易爆的，事故中心区域应严禁火种、切

断电源、禁止车辆进入、立即在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

和事故发展，确定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

3.如果泄漏物是有毒的，应使用专用防护服、隔绝式空气面

具。为了在现场上能正确使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训

练。立即在事故中心区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

展，确定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

4.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必要时用水枪、

水炮掩护。

（二）泄漏源控制

1.关闭阀门、停止作业或改变工艺流程、物料走副线、局部

停车、打循环、减负荷运行等。

2.堵漏。采用合适的材料和技术手段堵住泄漏处。

（三）泄漏物处理

1.围堤堵截：筑堤堵截泄漏液体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贮罐

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及时关闭雨水阀，防止物料沿明沟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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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稀释与覆盖：向有害物蒸汽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

空扩散。对于可燃物，也可以在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氮气，破

坏燃烧条件。对于液体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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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收容（集）：对于大型泄漏，可选择用隔爆泵将泄漏出的

物料抽入容器内或槽车内；当泄漏量小时，可用沙子、吸附材料、

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

4.废弃：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用消防水

冲洗剩下的少量物料，冲洗水排入污水系统处理。

（四）常见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措施

1.氨气泄漏：迅速撤离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

体散尽，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带正压式自给式呼吸器，

带厂商特别推荐的防化服（完全隔离）。切断气源，高浓度泄漏

区喷含盐酸的雾状水中和、稀释、溶解，然后抽排（室内）或强

力通风（室外）。也可以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

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容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

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2.氯气泄漏：发现漏气应立即关闭漏气阀门，如无法修复，

应将漏气钢瓶搬出仓库。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

隔离直至气体散尽，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

厂商特别推荐的化学防护服（完全隔离），处理泄漏物必须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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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面具和手套。避免与乙炔、松节油、乙醚、氨等物质接触。

切断气源，喷雾状水稀释、溶解，然后抽排（室内）或强力通风

（室外）。如有可能，用管道将泄漏物导至还原剂（酸式硫酸钠

或酸式碳酸钠）溶液；也可以在空旷地方将漏气钢瓶置于石灰乳

液中；漏气容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

气体。

3.硫酸二甲酯泄漏：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

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

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

漏。喷水雾会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

燃性。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

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4.汽油泄漏：切断火源。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禁止泄漏

物进入受限制的空间（如下水道等），以避免发生爆炸。喷水雾

可减少蒸发。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或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就地焚烧。如大量泄漏，

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5.甲醇泄漏：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汽扩散的

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至安全区。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防静电服。作业

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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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抗溶性泡沫覆盖，减少蒸发。

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减低泄漏物在受限空间内的易燃性。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喷雾状水驱散蒸气、稀释

液体泄漏物。

二、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及处置措施

（一）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应急救援要点

1.先控制，后消灭。针对危险化学品火灾的火势发展蔓延快

和燃烧面积大的特点，积极采取统一指挥、以快制快；堵截火势、

防止蔓延；重点突破、排除险情；分割包围、速战速决的灭火战

术。

2.扑救人员应占领上风或侧风阵地。

3.进行火情侦察、火灾扑救，火场疏散人员应有针对性地采

取自我防护措施。如佩戴防护面具，穿戴专用防护服等。

4.应迅速查明燃烧范围、燃烧物品及周围物品的品名和主要

危险特性、火势蔓延的主要途径，燃烧的危险化学品及燃烧产物

是否有毒。

5.正确选择最适合的灭火剂和灭火方法。火势较大时，应先

堵截火势蔓延，控制燃烧范围，然后逐步扑灭火势。

6.对有可能发生爆炸、爆裂、喷溅等特别危险需要紧急撤退

的情况，应按照统一的撤退信号和撤退方法及时撤退。（撤退信

号应格外醒目，能使现场所有人员都看到或听到，并应经常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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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火灾扑灭后，仍然要派人监护现场，消灭余火。起火单位

应当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协助公安消防监督部门和上级安

全管理部门调查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责任，未经

公安监督部门和上级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同意，不得擅自清理火

灾现场。

（二）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火灾事故及处置措施

压缩或液化气体被储存在不同的容器内，或通过管道输送。

其中储存在较小钢瓶内的气体压力较高，受热或受火焰熏烤容易

发生爆裂。气体泄漏后遇火源已形成稳定燃烧时，其发生爆炸或

再次爆炸的危险性与可燃气体泄漏未燃时比小得多。压缩或液化

气体火灾救援一般采取以下基本对策。

1.扑救气体火灾切忌盲目灭火，即使在扑救周围火势以及冷

却过程中不小心把泄漏处的火焰扑灭了，在没有采取堵漏措施的

情况下，也必须立即用长点火棒将火点燃，使其恢复稳定燃烧。

否则，大量可燃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遇着火源就会发生爆

炸，后果将不堪设想。

2.首先应扑灭外围被火源引燃的可燃物火势，切断火势蔓延

途径，控制燃烧范围，并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

3.如果火势中有压力容器或有受到火焰辐射热威胁的压力

容器，能疏散的应尽量在水枪的掩护下疏散到安全地带，不能疏

散的应部署足够的水枪进行冷却保护。为防止容器爆裂伤人，进

行冷却的人员应尽量采用低姿射水或利用现场坚实的掩蔽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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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卧式贮罐，冷却人员应选择贮罐四侧角作为射水阵地。

4.如果是输气管道泄漏着火，应首先设法找到气源阀门。阀

门完好时，只要关闭气体阀门，火势就会自动熄灭。

5.贮罐或管道泄漏关阀无效时，应根据火势大小判断气体压

力和泄漏口的大小及其形状，准备好相应的堵漏材料（如软木塞、

橡皮塞、气囊塞、粘合剂、弯管工具等）。

6.堵漏工作准备就绪后，即可用水扑灭火势，也可用干粉、

二氧化碳灭火，但仍需用水冷却烧烫的罐或管壁。火扑灭后，应

立即用堵漏材料堵漏，同时用雾状水稀释和驱散泄漏出来的气体。

7.一般情况下完成了堵漏也就完成了灭火工作，但有时一次

堵漏不一定能成功，如果一次堵漏失败，再次堵漏需一定时间，

应立即用长点火棒将泄漏处点燃，使其恢复稳定燃烧，以防止较

长时间泄漏出来的大量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从而存在发生爆炸的危险，并准备再次灭火堵漏。

8.如果确认泄漏口很大，根本无法堵漏，只需冷却着火容器

及其周围容器和可燃物品，控制着火范围，一直到燃气燃尽，火

势自动熄灭。

9.现场指挥应密切注意各种危险征兆，遇有火势熄灭后较长

时间未能恢复稳定燃烧或受热辐射的容器变亮耀眼、安全阀尖叫、

晃动等爆裂征兆时，指挥员必须适时做出准确判断，及时下达撤

退命令。现场人员看到或听到事先规定的撤退信号后，应迅速撤

退至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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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气体贮罐或管道阀门处泄漏着火时，在特殊情况下，只

要判断阀门还有效，也可违反常规，先扑灭火势，再关闭阀门。

一旦发现关阀已无效，一时又无法堵漏时，应迅即点燃，恢复稳

定燃烧。

（三）易燃液体火灾事故及处置措施

易燃液体通常也是贮存在容器内或用管道输送的，与气体不

同的是，液体容器有的密闭，有的敞开，一般都是常压，只有反

应锅（炉、釜）及输送管道内的液体压力较高。液体不管是否着

火，如果发生泄漏或溢出，都将顺着地面流淌或水面漂散，而且

易燃液体还有比重和水溶性等涉及能否用水和普通泡沫扑救的

问题以及危险性很大的沸溢和喷溅问题。

1.首先应切断火势蔓延的途径，冷却和疏散受火势威胁的密

闭容器和可燃物，控制燃烧范围，并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

如有液体流淌时，应筑堤（或用围油栏）拦截漂散流淌的易燃液

体或挖沟导流。

2.及时了解和掌握着火液体的品名、比重、水溶性以及有无

毒害、腐蚀、沸溢、喷溅等危险性，以便采取相应的灭火和防护

措施。

3.对较大的贮罐或流淌火灾，应准确判断着火面积。

（1）小面积（﹤50m2）液体火灾，一般可用雾状水扑灭，

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卤代烷（1211，1301）灭火。

（2）大面积（﹥50 m2）液体火灾则必须根据其相对密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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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水溶性和燃烧面积大小，选择正确的灭火剂扑救。

（3）比水轻又不溶于水的液体（如汽油、苯等），用直流

水、雾状水灭火往往无效。可用普通蛋白泡沫或轻水泡沫扑灭。

用干粉扑救时灭火效果要视燃烧面积大小和燃烧条件而定，最好

用水冷却罐壁。

（4）比水重又不溶于水的液体（如二硫化碳）起火时可用

水扑救，水能覆盖在液面上灭火。用泡沫也有效。用干粉、卤代

烷扑救，灭火效果要视燃烧面积大小和燃烧条件而定。最好用水

冷却罐壁，降低燃烧强度。

（5）具有水溶性的液体（如醇类、酮类），虽然从理论上

讲能用水稀释扑救，但用此法要使液体闪点消失，水必须在溶液

中占很大比例，这不仅需要大量的水，也容易使液体溢出流淌，

而普通泡沫又会受到水溶性液体的破坏（如果普通泡沫强度加大，

可以减弱火势）。因此，最好用抗溶性泡沫扑救，用干粉扑救时，

灭火效果要视燃烧面积大小和燃烧条件而定，也需用水冷却罐壁，

降低燃烧强度。

4.扑救毒害性、腐蚀性或燃烧产物毒害性较强的易燃液体火

灾，扑救人员必须佩戴防护面具，采取防护措施。对特殊物品的

火灾，应使用专用防护服。考虑到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毒范围的局

限性，在扑救毒害品火灾时应尽量使用隔绝式空气面具。为了在

火场上能正确使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

5.扑救原油和重油等具有沸溢和喷溅危险的液体火灾，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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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计算可能发生沸溢、喷溅的时间和观察是否有沸溢、喷溅的

征兆。一旦现场指挥发现危险征兆时应迅即做出准确判断，及时

下达撤退命令，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扑救人员看到或

听到统一撤退信号后，应立即撤至安全地带。

6.遇易燃液体管道或贮罐泄漏着火，在切断蔓延方向并把火

势限制在规定范围内的同时，对输送管道应设法找到并关闭进、

出阀门，如果管道阀门已损坏或是贮罐泄漏，应迅速准备好堵漏

材料，然后先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或雾状水等扑灭地上的流

淌火焰，为堵漏扫清障碍；其次扑灭泄漏口的火焰，并迅速采取

堵漏措施。与气体堵漏不同的是，液体一次堵漏失败，可连续堵

几次，只要用泡沫覆盖地面，并堵住液体流淌和控制好周围着火

源，不必点燃泄漏口的液体。

（四）爆炸性物品火灾事故及处置措施

爆炸物品一般都有专门或临时的储存仓库，受摩擦、撞击、

震动、高温等外界因素激发，极易发生爆炸，遇明火则更危险。

遇爆炸物品火灾时，一般采取以下基本对策。

1.迅速判断和查明再次发生爆炸的可能性和危险性，采取一

切可能的措施，全力制止再次爆炸的发生。

2.切忌用沙土盖压，以免增强爆炸物品爆炸时的威力。

3.如有疏散可能，人身安全上确实有可靠保障，应迅速组织

力量及时疏散着火区域周围的爆炸物品，使着火区周围形成一个

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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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扑救爆炸物品堆垛时，水流应采用吊射，避免强力水流直

接冲击堆垛，以免堆垛倒塌引起再次爆炸。

5.灭火人员应尽量利用现场现成的掩蔽体或尽量采用卧姿低

姿射水，尽可能地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消防车辆不要停靠离爆炸

物品太近的水源。

6.灭火人员发现有发生再次爆炸的危险时，应立即向现场指

挥报告，现场指挥应迅速作出准确判断，确有发生再次爆炸征兆

或危险时，应立即下达撤退命令。灭火人员看到或听到撤退信号

后，应迅速撤至安全地带，来不及撤退时，应就地卧倒。

（五）遇湿易燃物品火灾及处置措施

遇湿易燃物品能与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可燃、有毒气体和

热量，有时没有明火也能自动着火或爆炸，如金属钠、固体甲醇

钠、三氯化磷等。因此，这类物品有一定数量时，绝对禁止用水、

泡沫、酸碱灭火器等湿性灭火剂扑救，一般采取以下基本对策。

1.首先应了解遇湿易燃物品的品名、数量、是否与其他物品

混存、燃烧范围、火势蔓延途径。

2.如果只有少量（一般 50g以内）遇湿易燃物品，则不管是

否与其他物品混存，仍可用大量水或泡沫扑救。水或泡沫刚触着

火点时，短时间内可能会使火势增大，但少量遇湿易燃物品燃尽

后，火势很快就会熄灭或减少。

3.如果遇湿易燃物品数量较多，且未与其他物品混存，则绝

对禁止用水或泡沫、酸碱等湿性灭火剂扑救。遇湿易燃物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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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二氧化碳、卤代烷扑救，只有金属钾、钠、铝、镁等个别

物品用二氧化碳、卤代烷无效。固体遇湿易燃物品应用水泥、干

砂、干粉、硅藻土和蛭石等覆盖。水泥是扑救固体遇湿易燃物品

火灾比较容易得到的灭火剂。对遇湿易燃物品中的粉尘如镁粉、

铝粉等，切忌喷射有压力的灭火剂，以防止将粉尘吹扬起来，与

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而导致爆炸发生。

4.如果有较多的遇湿易燃物品与其他物品混存，则应先查明

是哪类物品着火，遇湿易燃物品的包装是否损坏。可先用开关水

枪向着火点吊射少量的水进行试探，如未见火势明显增大，证明

遇湿物品尚未着火，包装也未损坏，应立即用大量水或泡沫扑救，

扑灭火势后立即组织力量将淋过水或仍在潮湿区域的遇湿易燃

物品疏散到安全地带分散开来。如射水试探后火势明显增大，则

证明遇湿易燃物品已经着火或包装已经损坏，应禁止用水、泡沫、

酸碱灭火器扑救，若是液体应用干粉等灭火剂扑救，若是固体应

用水泥、干砂等覆盖，如遇钾、钠、铝、镁轻金属发生火灾，最

好用石墨粉、氯化钠以及专用的轻金属灭火剂扑救。

5.如果其他物品火灾威胁到相邻的较多遇湿易燃物品，应先

用油布或塑料膜等其他防水布将遇湿易燃物品遮盖好，然后再在

上面盖上棉被并淋上水。如果遇湿易燃物品堆放处地势不太高，

可在其周围用土筑一道防水堤。在用水或泡沫扑救火灾时，对相

邻的遇湿易燃物品应留一定的力量监护。

（六）毒害品、腐蚀品火灾事故及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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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害品和腐蚀品对人体都有一定的危害。毒害品主要经口或

吸入蒸气或通过皮肤接触引起人体中毒。腐蚀品是通过皮肤接触

使人体形成化学灼伤。毒害品、腐蚀品有些本身能着火，有的本

身并不着火，但与其它可燃物品接触后能着火。这类物品发生火

灾一般应采取以下基本对策：

1.灭火人员必须穿防护服，佩戴防护面具。一般情况下采取

全身防护即可，对有特殊要求的物品火灾，应使用专用防护服。

考虑到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毒范围的局限性，在扑救毒害品火灾时

应尽量使用隔绝式氧气或空气面具。

2.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限制燃烧范围。毒害品、腐蚀

品火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灭火人员在采取防护措施后，应立即

投入寻找和抢救受伤、被困人员的工作，并努力限制燃烧范围。

3.扑救时应尽量使用低压水流或雾状水，避免腐蚀品、毒害

品溅出。遇酸类或碱类腐蚀品最好调制相应的中和剂稀释中和。

4.遇毒害品、腐蚀品容器泄漏，在扑灭火势后应采取堵漏措

施。腐蚀品需用防腐材料堵漏。

5.浓硫酸遇水能放出大量的热，会导致沸腾飞溅，需特别注

意防护。扑救浓硫酸与其它可燃性物品接触发生的火灾，浓硫酸

数量不多时，可用大量低压水快速扑救。如果浓硫酸数量很大，

应先用二氧化碳、干粉、卤代烷等灭火，然后再把着火物品与浓

硫酸分开。

（七）易燃固体、易燃物品火灾事故及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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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固体、易燃物品一般都可用水或泡沫扑救，相对其它种

类的化学危险物品而言是比较容易扑救的，只要控制住燃烧范围，

逐步扑灭即可。但也有少数易燃固体、自燃物品的扑救方法比较

特殊，如 2，4-二硝基苯甲醚、二硝基萘、萘、黄磷等。

1.2，4-二硝基苯甲醚、二硝基萘、萘等是能升华的易燃固体，

受热发出易燃蒸气。火灾时可用雾状水、泡沫扑救并切断火势蔓

延途径，但应注意，不能以为明火焰扑灭即已完成灭火工作，因

为受热以后升华的易燃蒸气能在不知不觉中飘逸，在上层与空气

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尤其是在室内，易发生燃烧。因此，扑救

这类物品火灾千万不能被假像所迷惑。在扑救过程中应不时向燃

烧区域上空及周围喷射雾状水，并用水浇灭燃烧区域及其周围的

一切火源。

2.黄磷是自燃点很低在空气中能很快氧化升温并自燃的自

燃物品。遇黄磷火灾时，首先应切断火势蔓延途径，控制燃烧范

围。对着火的黄磷应用低压水或雾状水扑救。高压直流水冲击能

引起黄磷飞溅，导致灾害扩大。黄磷熔融液体流淌时应用泥土和

砂袋等筑堤拦截并用雾状水冷却，对磷块和冷却后已固化的黄磷，

应用钳子钳入储水容器中。来不及钳时可先用砂土掩盖，但应作

好标记，等火势扑灭后，再逐步集中到储水容器中。

3.少数易燃固体和自燃物品不能用水和泡沫扑救，如三硫化

二磷、铝粉、烷基铝、保险粉等，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处理。宜

选用干砂和不用压力喷射的干粉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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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全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规

范非煤矿山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增强应对和防范非

煤矿山安全生产事故风险和事故灾难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事

故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社会稳定，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

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家安监总局

矿山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

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区行政区域内非煤矿山企业发生下列事故

灾难应对工作：

（1）造成 1人以上死亡或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生产

安全事故；

（2）其他性质较严重、产生一定影响的生产安全事故。

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非煤矿山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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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切实

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事故灾难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2）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

非煤矿山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各镇（街道、开发区）、有关

部门和企业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事故灾难的应急管理和应

急处置工作，专家提供技术支持，企业充分发挥自救作用。

（3）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遵循科学原理，充分发挥专家

的作用，实现科学决策。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

援的装备、设施和手段。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预案的科

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4）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相结合。按照长期准备、

重点建设的要求，做好应对非煤矿山事故的思想准备、预案准备、

物资和经费准备、工作准备，加强培训演练，做到常备不懈。将

日常管理工作和应急救援工作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专业力量，

努力实现一队多能；培养兼职应急救援力量并发挥其作用。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领导机构

成立淄川区非煤矿山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

部），具体领导、指挥矿山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2.2 机构组成及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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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机构组成

总指挥由分管副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区政府办公室、区应

急管理局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委宣传部、

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人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健

局、区矿业安全服务中心、区自然资源局、区供电中心、区交警

大队、区消防救援大队和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主要负

责人担任。

2.2.2 主要职责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提供非煤矿山事故单位相关信息，参与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承担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区公安分局：负责警戒保卫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保障应急救援队伍、物资、设备的畅通

运输。

区卫健局：负责医疗救护和检测检疫工作。

区矿业安全服务中心：负责提供事故单位矿区及周边私开滥

挖的有关基础资料。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提供有关开采和地质方面的基础资料。

区供电中心：负责救援工作中的电力供应。

区交警大队：负责道路交通指挥。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相关救援工作。

区委宣传部：负责对媒体报道情况的收集整理、分析研判。

区检察院、区法院、区人社局：负责配合事故发生地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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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开发区）做好稳定、政策解释和善后处理工作。

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负责后勤保障和善后处理

工作。

2.3 指挥部工作机制及各部门职责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 9个工作组。

2.3.1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副主

任由区自然资源局和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等有关单位

负责人担任。

主要职责：

（1）负责应急值守，调度救援工作；

（2）及时向指挥部报告事故信息，传达上级领导关于事故

救援工作的批示和意见，并负责督办落实；

（3）组织协调各应急救援工作组间的工作；

（4）负责事故信息发布工作，与有关新闻媒体联系，做好

事故现场新闻发布工作，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

（5）协调组织专家咨询，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

2.3.2 现场指挥组。由救护队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主要

负责指挥现场抢险工作，及时处理突发事件。

2.3.3 抢险救灾组。由矿山救护队、事故单位和应急救援指

挥部紧急调集的有关单位组成，具体负责实施指挥部制定的抢险

救灾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2.3.4 技术专家组。由有关技术专家组成，为矿山事故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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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提供技术支持。主要职责是：

（1）参与研究制定矿山事故灾难救援方案；

（2）研究分析事故信息、灾害情况的演变和救援技术措施，

为应急救援提出意见和建议；

（3）提出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4）为恢复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2.3.5 物资供应组。由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及事

故发生企业组成，主要保证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的及时调度和供

应。

2.3.6 警戒保卫组。由区公安分局、区交警大队组成，主要

负责事故发生后的人员疏散、警戒保卫、维持秩序、道路交通等

工作。

2.3.7 医疗救护组。由区卫健局和有关医疗机构组成，主要

负责对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护及卫生防疫工作。

2.3.8 新闻宣传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负责协调有关部门

及时组织新闻发布，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做好媒体记者的登记接

待和服务引导工作；加强对媒体报道情况和网上舆情的收集整理、

分析研判，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2.3.9 后勤保障组。由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和事

故发生企业组成，主要负责道路修护、食宿安排、车辆调度等后

勤保障工作。

2.3.10 善后处理组。由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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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区检察院、区法院、区人社局负责伤亡人员家属安抚、抚恤、

理赔等善后处理工作。

3 预测预警

3.1 信息监测与报告

（1）危险目标的确定。全区非煤矿山主要危险来自井下的

水、有毒有害气体和顶板等，所有矿井都有发生重特大事故的潜

在可能性。事故类型主要有透水、冒顶和有毒有害气体等。根据

全区矿山分布情况、地质特点、生产现状、古井、古空分布和历

年来发生的矿山重特大事故概率统计分析，岭子镇是事故多发区

和重点防护区。

（2）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全区非煤矿山企业重特大事故信息

的接收、报告和初步分析处理；建立全区非煤矿山企业基本情况

数据库。

（3）矿山企业根据地质条件、可能发生灾害的类型、危害

程度，建立本企业基本情况和危险源数据库。

3.2 预警预防行动

区应急管理局应定期分析、研究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

息，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针对性的措

施预防事故发生。发生事故后，根据指挥部命令，组织实施救援。

必要时，请求上级机构协调增援。

3.3 信息报告

3.3.1 事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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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应急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报告。情

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

明的人数和受困人员）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事故发展态势、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各镇（街道、开发区）和区有关部门单位接到事故报告后应

立即核实并在 15分钟内电话报告区委值班室、区政府值班室，

同时报区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单位；事发后 30分钟内，书面

报告初步核实和先期处置情况，有关情况可以及时续报。

3.3.2 事故现场保护

事故发生后，事故企业应保护好事故现场；当地公安部门应

迅速赶赴现场，负责做好警戒保卫和维护治安秩序。

4 应急响应

4.1 分级响应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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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Ⅰ级（特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

般）四个级别。

4.1.1 Ⅳ级响应

Ⅳ级（一般）响应启动后，由各镇（街道、开发区）和区有

关部门单位进行先期处置，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预案分工全力以

赴组织救援，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救援工作情况。

4.1.2 Ⅰ级、Ⅱ级、Ⅲ级响应

Ⅲ级（较大）以上级别响应或超出区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

启动区级应急响应程序进行先期处置，同时报请市政府启动市级

应急响应实施救援。

4.2 事故应急救援

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向指挥部报告，由指

挥部总指挥决定是否启动本预案。确需启动本预案的，由指挥部

办公室负责组织各成员单位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事故企业和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首先组织职工、

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并通知有关专业救援机构；事故发生地镇

（街道、开发区）要充分利用本单位和就近社会救援力量，立即

组织实施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本单位和就近医疗救护队伍

抢救现场受伤人员；指挥部根据事故情况，制定事故的应急救援

方案并组织实施，结合实际及时修订救援方案。根据矿山事故的

危害程度，及时疏散、撤离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人员；事故发生

地镇（街道、开发区）、公安、交通等部门负责开辟抢险救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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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保障应急救援队伍、物资、设备的畅通运输；在矿山事故救

援过程中，出现继续进行抢险救灾对救援人员的生命有直接威胁，

极易造成事故扩大化，或没有办法实施救援，或没有继续实施救

援的价值等情况时，经过矿山应急救援专家组充分论证，提出中

止救援的意见，报指挥部决定。

4.3 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助救援人员，根据矿山事故的

类别、性质，要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救援井下矿山事故必

须由专业矿山救护队进行，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员的数量。所有

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救援区

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所有应急救援工作地点都要安排专人检测

气体成分、风向和温度等，保证工作地点的安全。

4.4 信息发布

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区委宣传部负责矿山事故救援信息对外

发布工作。

4.5 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

故隐患消除后，经指挥部确认和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负责组织善后处置工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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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遇难人员亲属的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救援费用的支付，

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消除事故后果和影响，安抚受害和受影响人员，确保社会稳定。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参加救援的部门单位应认真核对参加

应急救援人数，清点救援装备、器材；核算救灾发生的费用，整

理应急救援记录、图纸，形成救援报告，上报指挥部办公室。

5.2 保险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及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保险

受理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

5.3 工作总结与评估

应急响应结束后，事故发生地镇（街道、开发区）和有关部

门应认真分析事故原因，制定防范措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收集、整理应急救援工作记录、方案、文

件等资料，组织专家对应急救援过程和应急救援保障等工作进行

总结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并形成总结评估报告及时上

报。

矿山企业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

入，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制定安全措施，

防止事故发生。

6 保障措施

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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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和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保证能够随时取

得联系，调度值班电话保证 24小时有人值守。通过有线电话、

移动电话等通信手段，保证各有关方面的通讯联系畅通。

矿山企业负责保障本单位应急通信、信息网络的畅通。

6.2 应急支援与保障

6.2.1 救援装备保障

（1）非煤矿山事故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的储备以区应急管

理局、矿山企业设备物资库、部分生产厂家等为主储备，建立应

急救援物资和设备信息库，形成信息网络。

（2）矿山企业负责局部通风机、风筒、施工材料等必要救

灾装备和物资的储备。

6.2.2 救援物资设备的调运

根据救援的需要，由指挥部随时调集各储备库的物资。

6.2.3 紧急征用救援装备

在应急救援中，储备的资源不能满足救灾需求，指挥部根据

救援的需要紧急征用有关部门的救援装备时，相关部门必须全力

支持，积极配合，保证救灾的顺利进行。征用救援装备所需的费

用，事故企业负责支付。

6.2.4 救援队伍保障

（1）各有关镇应建立矿山应急救援队伍。

（2）矿山企业必须建立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矿山救援队

伍。并与临近的专业救援队伍签订救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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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督管理

7.1 宣传

各镇（街道、开发区）、有关部门和非煤矿山企业要充分利

用各种宣传媒体，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

互救、减灾等常识，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

7.2 培训

各镇（街道、开发区）和组建单位要有计划、有层次、有重

点地组织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学习、教育、培训和演练，不断提

高应急救援人员的处置能力。非煤矿山企业负责组织本企业职工

救援与自救、互救知识的培训。

7.3 演练

矿山救护队要加强日常战备训练，并按规定对救护队组织培

训，确保矿山应急救援队伍的战斗力。

矿山企业负责组织本企业职工救援与自救、互救知识的培训。

矿山企业要按规定向公众和员工说明矿山作业的危险性及发生

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广泛宣传应急救援有关法律法规和矿山事

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的常识。

矿山企业要严格按规定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矿井应急救援演

练。

矿山企业救援演练要突出季节特点和针对矿山企业实际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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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奖惩

对在非煤矿山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对单位和个人未按照预案要求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附则

8.1 预案管理

（1）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各

非煤矿山企业要根据本预案和职责分工，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2）本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机构和职能发生

重大改变的，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有关单位修订本预案，并报区

政府备案。

8.2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淄川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

联系表

2.淄川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

公室成员联系表

3.应急救援队伍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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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淄川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联系表

指 挥部 姓名 职务

总指挥 郭亦华 区委常委，副区长

副总指挥 刘 波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

王红梅
区法院党组成员、机关党委副书记

段德泉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闫盛霆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苏兴田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张 伟 区人社局局长

张学文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翟纯乾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其雪 区卫健局局长

邵成镇 区矿业安全服务中心主任

邱远民 区供电中心主任

王立侠 区交警大队大队长

韩 雷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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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成员联系表

指挥部

办公室
姓名 职务

主 任 刘 波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副主任

苏振峰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孙启勇
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主任

成 员
李易衡 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

孙浩 区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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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应急救援队伍通讯录

队伍名称 人数 专业 所在地 负责人

淄川区消防救

援大队
117 综合性应急救援

淄川区

般阳路

189号
韩 雷

淄博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救护大队

96 矿山事故应急救

援

淄川区

洪山镇

聊斋路

326号

李刚业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8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