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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故类型和危险程度分析 

1.1危险目标的确定 

根据（GB18218－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的定义与

分类，公司新项目有氟化氢、氢氟酸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根据重大

危险源辨识结果，该项目危险化学品仓库构成三级重大危险源。危险

品仓库 2号库构成危险目标。  

1.2具体危险特性 

1.2.1健康危害： 

氟化氢对呼吸道粘膜及皮肤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急性中毒：

吸入较高浓度氟化氢，可引起眼及呼吸道粘膜刺激症状，严重者可发

生炎或肺水肿，甚至发生反射性窒息。眼接触局部剧烈疼痛，重者角

膜损伤，甚至发生穿孔。氢氟酸皮肤灼伤初期皮肤潮红、干燥、坏死，

继而呈紫黑色或灰黑色。深部灼伤或处理不当时，可形成难以愈合的

深溃疡，损及骨膜和骨质。本品灼伤疼剧烈。慢性影响：眼和上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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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刺激症状，或有鼻衄，嗅觉减退。可有牙齿酸蚀症。骨骼Ｘ线异常

与工业性氟病少见。                                           

1.2.2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空气、环境及水源可造成污染。 

1.2.3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但能与大多数金属反应，生成氢气而引起爆炸。  

1.3对周边的影响 

虽然危险品仓库有严密的管理,安装有监控施设,发生事故的几

率很小，但一旦发生大规模泄漏，有发生火灾和污染环境的可能。危

险品仓库内配置有毒气体报警装置及相应的消防灭火系统，一旦发生

泄漏，有毒气体报警装置联锁打开事故通风机，有毒气体由排风机送

入厂区废气处理系统总管。故一般情况下可将泄漏事故控制在一定的

程度内不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大的危害，另四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

紧急情况下人员可顺利疏散，故对周边社区一般不会造成大的伤亡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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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2.1建设项目重大危险源辨识 

2.1.1重大危险源辨识概述 

单元：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装置、设施或场所，分为生

产单元和储存单元； 

临界量：某种或某类危险化学品构成重大危险源所规定的最小数

量；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储存、使用或

经营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生产单元：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及使用等的装置及设施，当

装置及设施之间有切断阀时，以切断阀作为分隔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

元； 

储存单元：用于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储罐或仓库组成的相对独立的

区域，储罐区以罐区防火堤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仓库以独立库

房（独立建筑物）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混合物：由两种或者多种物质组成的混合体或者溶液。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辨识依据是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及

其数量。 

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表 1、表 2 中规定的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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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被定为重大危险源。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根据危险

化学品种类的多少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a）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

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单一品种时，该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即为单元内危

险化学品的总量，若等于或超过相应的临界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b）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多品种时，则按式（1）

计算，若满足式（1），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S=q1/Q1 + q2/Q2 + … + qn/Qn  ≥ 1                      （1） 

式中： 

S          ——辨识指标 

q1,q2,…qn     ——每种危险化学品的实际存在量，单位为吨（t）； 

Q1，Q2，…Qn——与每种危险化学品相对应的临界量，单位为吨

（t）。 

危险化学品储罐以及其他容器、设备或仓储区的危险化学品的实

际存在量按设计最大量确定。 

对于危险化学品混合物，如果混合物与其纯物质属于相同危险类

别，则视混合物为纯物质，按混合物整体进行计算。如果混合物与其

纯物质不属于相同危险类别，则应按新危险类别考虑其临界量。 

2.2建设项目重大危险源辨识 

2.2.1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标准，建

设项目涉及的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及分布场所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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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及分布场所 

序号 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 类别 分布场所 

1 氟化氢 表 1 六氟磷酸钾车间、危险品仓库 

2 氢氟酸 表 2J2 六氟磷酸钾车间、危险品仓库 

2.2.2单元划分 

建设项目各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主要分布在六氟磷酸钾车间、危

险品仓库，将各装置划分为生产单元、储存单元，生产单元、储存单

元划分为相应单元。 

将建设项目各装置划分为生产单元、储存单元，生产单元、储存

单元划分为相应单元，具体见表 2。 

表 2  单元划分表 

序号 单元 单元 备注 

1 生产单元 六氟磷酸钾单元  

2 储存单元 危险品仓库单元  

2.2.3生产单元重大危险源辨识 

a、六氟磷酸钾车间单元 

六氟磷酸钾车间单元安装产品生产设备，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标准，六氟磷酸钾车间单元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的临界量及最大存在量见表 3。 

表 3  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临界量及最大存在量表 

序号 物质名称 
实际最大存在量

qn（t） 

临界量 Qn

（t） 
qn/Qn 备注 

1 氟化氢 0.66 1 0.66 毒性物质（表 1） 

2 氢氟酸 7.2 50 0.144 毒性物质（表 2 J2） 

合计 —— —— —— 0.804 —— 

六氟磷酸钾车间单元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分布情况见表 4。 

表 4  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分布情况表 

序号 物质名称 分布位置 设备名称、规格及数量 数量（t） 

1 氟化氢 六氟磷酸钾车间 1 只钢瓶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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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氢氟酸 六氟磷酸钾车间 
10m³吸收塔×1 

2m³储存×1 
7.2 

根据公式：q1/Q1＋q2/Q2＋…＋qn/Qn=0.804＜1,所以六氟磷酸钾车

间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所以，建设项目生产单元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2.2.4储存单元（危险品库单元）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标准，危

险品仓库单元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的临界量及最大存在

量见表 5。 

表 5  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临界量及最大存在量表 

序号 物质名称 
实际最大存在

量 qn（t） 

临界量 Qn

（t） 
qn/Qn 备注 

1 氟化氢 6.6 1 6.6 毒性物质（表 1） 

2 氢氟酸 2.6 50 0.052 毒性物质（表 2J2） 

合计 —— —— —— 6.652 —— 

根据公式：q1/Q1＋q2/Q2＋…＋qn/Qn=6.652＞1,所以危险品仓库单

元构成重大危险源。 

所以建设项目储存单元构成重大危险源。 

2.3重大危险源分级 

2.3.1重大危险源分级概述 

2.3.1.1重大危险源的分级指标 

采用单元内各种危险化学品实际存在量与其相对应的临界量比

值，经校正系数校正后的比值之和 R作为分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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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重大危险源分级指标的计算方法 

重大危险源的分级指标按式（2）计算。 

         （2） 

式中： 

R       ——重大危险源分级指标 

α      —— 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厂区外暴露人员的校正

系数。 

β 1，β 2…,β n—与每种危险化学品相对应的校正系数； 

q1,q2,…,qn —每种危险化学品实际存在量，单位为吨（t）； 

Q1,Q1,…,Qn —与每种危险化学品相对应的临界量，单位为吨（t）。 

2.3.1.3校正系数β 取值 

根据单元内危险化学品的类别不同，设定校正系数β 值。在表 6

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其β 值按表 6确定；未在表 6范围内的危险化

学品其β 值按表 7确定： 

表 6  毒性气体校正系数β 取值表 

名称 校正系数β  

一氧化碳 2 

二氧化硫 2 

氨 2 

环氧乙烷 2 

氯化氢 3 

溴甲烷 3 











n

n
n

Q

q

Q

q

Q

q
R 

2

2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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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4 

硫化氢 5 

氟化氢 5 

二氧化氮 10 

氰化氢 10 

碳酰氯 20 

磷化氢 20 

异氰酸甲酯 20 

表 7  未在表 6中列举的危险化学品校正系数β 值取值表 

类别 符合 校正系数β  

急性毒性 J1 4 

J2 1 

J3 2 

J4 2 

J5 1 

爆炸物 W1.1 2 

W1.2 2 

W1.3 2 

易燃气体 W2 1.5 

气溶胶 W3 1 

氧化性气体 W4 1 

易燃液体 W5.1 1.5 

W5.2 1 

W5.3 1 

W5.4 1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W6.1 1.5 

W6.2 1 

有机过氧化物 W7.1 1.5 

W7.2 1 

自燃液体和自燃固体 W8 1 

氧化性固体和液体 W9.1 1 

W9.2 1 

易燃固体 W10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

物 

W11 1 

2.3.1.4校正系数α 的取值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厂区边界向外扩展 500 米范围内

常住人口数量，按照表 8设定暴露人员校正系数α 值。 

表 8  暴漏人员校正系数α 取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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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外可能暴露人员数量 校正系数α  

100人以上 2.0 

50人～99人 1.5 

30人～49人 1.2 

1～29人 1.0 

0人 0.5 

2.3.1.5分级标准 

根据计算出来的 R值，按表 9确定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级别。 

表 9  重大危险源级别和 R值的对应关系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级别 R值 

一级 R≥100 

二级 100>R≥50 

三级 50>R≥10 

四级 R<10 

2.3.2重大危险源分级 

2.3.2.1校正系数β 取值 

经对比表 6、表 7 建设项目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校正系数β 取值

见表 10。 

表 10  重大危险源辨识物质校正系数β 取值表 

序号 物质名称 
实际量 

qn（t） 

临界量 

Qn（t） 
qn/Qn 物质类别 

β n取

值 
β nqn/Qn值 

1 氟化氢 6.6 1 6.6 毒性物质（表 1） 5 33 

2 氢氟酸 2.6 50 0.052 
毒性物质（表

2J2） 
1 0.052 

合计 —— —— —— 6.652 —— —— 33.052 

2.3.2.2校正系数α 的取值 

建设项目位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厂区周边无居民区。

建设项目周围 500m 范围常住人口是周边企业工作人员、周边道路通

行人员，道路白天通行人员较多，估计建设项目周围 500m 范围瞬时

存在人员多于 50人，少于 100人，所以 α 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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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分级标准 

根据公式： 

 

R=1.5×33.052=49.578，所以建设项目储存单元危险品仓库构成

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恒盛药业应建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档案、明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责任制，并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备案。 

第三章 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首位，预防和减少事故，切实加强企业员工的安全防护，充分发

挥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和职工群众的基础作用。 

2）统一指挥原则。抢险救灾工作必须在紧急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统

一领导下开展。 

3）安全抢救原则。在火灾事故抢救过程中，应采取措施确保救护

人员的安全，严防事故再次扩大。 

4）预防为主，防战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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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结合。加强重大危险源

管理，做好火灾事故预防、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开展培训教育，

组织应急演练，做到常备不懈。 











n

n
n

Q

q

Q

q

Q

q
R 

2

2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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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4.1  应急组织体系 

依据危险化学品事故危害程度的级别，建立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指

挥部，由公司董事长，主要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组

成。下设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设在公司西门卫），日常工作由安环部

监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时，以应急救援指挥部为基础，迅速成立化

学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总经理为总指挥，负责全厂应急救援工作

的组织和指挥。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必须在公司应急救援小组

统一指挥下，按照“遵循预案、决策果断、救人第一、先控后处、降

低损失、不留遗患”的原则，组织开展应急救援。 
 

公司应急指挥机构设四级。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各应急小组及

应急人员组成。应急小组包括：通讯联络组、消防应急组、安全警卫

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应急疏散组、设备抢修组。公司内部

应急组织网络图见 4-1。 

 

 

 

 

 

 

  

 

 

总指挥：营海平 

现场总指挥：赵刚（或中夜班值班领

导） 

现场指挥：刘华 日志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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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图 4-1  应急管理体系图 

公司成立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总经理任总指挥，

生产副总（安全总监）任现场指挥。应急救援管理日常工作由安全部

负责。发生重大化学事故后，若领导小组组长不在公司时，由副组长

全权负责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4.2指挥机构及职责 

4.2.1应急救援指挥部 

主要职责： 

(1)指挥领导小组： 

1）负责本单位“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修订； 

2）组建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并组织实施和演练； 

3）检查督促做好重大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

 

4）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时由指挥部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

信号。 

5） 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

急队伍的调动。 

6） 向上级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汇报事故情况，必要时按总指挥

安全警卫

组 

 

组长： 

朱卫忠 

副组长： 

孙存军 

汪玉宝 

 

后勤保障

组 

 

组长： 

卢晓峰 

副组长： 

黄敏 

杜海亚 

设备抢修

组 

 

组长： 

陈国香 

副组长： 

何德凤 

孙红 

应急疏散

组： 

 

组长： 

刘华 

副组长： 

冷小华、

季裕生 

 

医疗救护

组： 

 

组长： 

常新亮 

副组长： 

穆苏玲 

吴建峰 

消 防 应

急组： 

 

组长： 

顾华  

副组长： 

李琰、 

顾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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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向外发出救援请求。 

7）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经验

教训。 

 

(2)指挥部:  

1）发生事故时,由指挥部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信号;  

2）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  

3）向上级汇报和向友邻单位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

出救援请求;  

4）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经验教训。 

1、总指挥 

职责：全面指挥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工作。分析紧急状态和警告

级别；批准启动和终止紧急反应预案；指挥全厂紧急反应行动，监督

现场指挥和协调后勤支援。其不在工厂时，由其后备人员代替行使其

职能，第一后备人员为生产副总（安全总监），第二后备人员为 HSE

经理，假期或夜间由值班主管代替行使其职能。 

2、现场指挥 

职责：接受总指挥的命令，负责事故现场的指挥调度。其不在

工厂时，第一后备人员为 HSE经理，假期或夜间由值班主管代替行使

其职能。 

4.2.2  应急行动组 

1、消防应急组 

组织事故现场的泄漏处理、消防灭火及人员营救、事故现场警戒、

事故周围道路管制、事故后现场保护或洗消除污等工作，并向上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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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援力量提供燃烧介质类别、数量并协助官方消防队员灭火等。其

不在工厂时，由副组长代替行使职能。 

组长:顾华 

副组长：李琰、顾晓宇 

组员：义务消防队队员 

中夜班：组长由当班班长临时担任 

2、应急疏散组 

负责组织引导本部门人员安全有序疏散至指定的疏散集合地点，

清点本部门人员，向日志管理员顾华汇报本部门人员疏散情况。如果

发现有人员未能及时疏散或受伤时，立即报告总指挥，请求援助。其

不在工厂时，由副组长代替行使职能。 

组长：刘华 

副组长：冷小华、季裕生 

中夜班：组长由当班班长临时担任 

3、医疗救护组 

负责组织医疗救护组组员（主要是公司的医疗救护队队员）对受

伤人员进行初步急救和处理。必要时向外部急救单位 120 求助，并

陪同受伤人员紧急就医。其不在工厂时，由副组长代替行使职能。 

组长：常新亮 

副组长：穆苏玲、吴建峰 

中夜班：组长由当班班长临时担任 

4、设备抢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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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组织水、电、排风等公共设备、设施的供应或隔离。必要时，

组织切断其他设备的电源，关闭雨水、污水总排口并进行液位和水质

监控。事故后协助事故单位进行事故现场恢复。其不在工厂时，由副

组长代替行使职能。 

组长：陈国香 

副组长：何德凤、孙红 

中夜班：组长由值班机修和值班电工临时担任 

5、后勤保障组 

向企业应急总指挥汇报后援情况，包括物资供应、通信支持和对

外信息发布；物资供应包括饮食供应、车辆安排和需要的其它需要的

物资。通信支持包括电话、传真等相关需要的支持；对外消息发布为

在需要的情况下，与应急总指挥确定后，对媒体及政府机构发布相关

事故信息。其不在工厂时，由副组长代替行使其职能。 

组长：卢晓峰 

副组长：黄敏、杜海亚 

中夜班：组长由当班安全巡检员临时担任 

6、安全警卫组 

负责火灾现场外围的警戒任务分配，负责外来救援协助队伍的接

待引导，负责工厂各入口处管制，保证通往火灾现场的通道畅通。必

要时与外部消防队和周围工 厂进行沟通。 

组长：朱卫忠 

副组长：孙存军、汪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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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夜班：组长由当班班长临时担任 

7、日志管理员 

刘剑峰 

负责维持疏散集合区域秩序，统计并向总指挥报告全厂疏散情况。

发现有人员未能及时疏散或人数有差异时，立即报告总指挥请求援助。

必要时，评估疏散集合区域安全状况，若发现潜在风险，向总指挥建

议更换集合地点。同时将事故发生期间的所有事件按发生时间记录。

指定的事件日志管理员保存事件日志，事件日志保存期为 3年。其不

在工厂时，由 HSE经理指定人员行使其职能。 

第五章 预防与预警 

5.1危险源监控 

危险源 监控监测方式、方法 技术性预防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 

氟化氢 

设有毒气体报警装置、视

频监控装置、24 小时巡回

检查 

二级水喷淋装置 

少量泄漏：用清水刷洗污染地

面，经稀释的水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抢修、抢救人员必须

佩戴空气（氧气）呼吸器，穿全

身耐酸碱衣。喷雾状水稀释，构

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

废水。 

氢氟酸 设有毒气体报警装置、24 二级水喷淋装置 少量泄漏：用清水刷洗污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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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巡回检查 面，经稀释的水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抢修、抢救人员必须

佩戴空气（氧气）呼吸器，穿全

身耐酸碱衣。喷雾状水稀释，构

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

废水。 

5.2预警行动 

5.2.1预报 

组长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研究确定应

对方案，并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 

5.2.2预测 

组长应对本公司出现的异常情况或事故隐患迅速做出是否符合

应急救援预案启动的条件准确判断。 

5.2.3预警 

接到事故报告后，组长应当根据对事故的判断结果，对符合应急

救援预案启动条件的事件立即做好启动预案的准备。 

5.2.4预警解除 

事故现场进行了有效控制，应急处理救援完成结束，由组长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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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事故警报，并负责通知安全部门和相关救援部门。  

第六章 信息报告与程序 

6.1信息报告与通知 

公司安环部值班室 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号码是 0512-58726725。 

1）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设于公司西门卫，电话号码：58726737。一旦

事故发生，现场人员应立即将事故情况报告相关部门经理和当班安全

巡检员，部门经理应和当班安全巡检员立即将事故情况报告给 HSE经

理、生产副总（安全总监）、总经理。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按照现

场处置程序立即开展自救。 

2）HSE 部门在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应记录报告时间、对方姓名、双

方主要交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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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报流程见图 6-1 

 

事故发现者 安全巡检员 

值班主管 

部门经理 HSE 经理 通讯联络组 

总经理、生产副总 

警情判断 

响应级别 

应急启动 

应急人员到

位 

应急资源调

配 

现场指挥到

位 

人员救助 

工程抢险 

警戒与交通

管制 

医疗救护 

人群疏散 

环境保护 

现场检测 

专家支持 

救援行动 

事态控制 

应急恢复 

应急结束 总结评审 

申请救援 

现场清理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 

扩大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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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信息上报 

应急总指挥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研究确

定响应等级，并下令立即启动对应等级的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

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于接到

报告后 1小时内向张家港市和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告、消防

队或环保局报告。涉及周边人员生命安全的，应及时请求政府组织周

边群众进行疏散。 

事故报告的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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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七章 应急响应 

7.1  响应分级 

我公司响应分级采用工业企业一般采用的三级分类系统。 

三级：三级应急预案启动条件是现场可控的异常事件或容易被控

制的事件。包括用灭火器可以控制的火灾、不属于恒盛药业可报告的

化学品泄漏、轻伤事故。此种事故对于厂内员工和厂外社区的影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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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忽略，由事故区域经理/主管启动三级预案，事故发生区域的主管

负责现场指挥。三级预案不必拉响全厂警报。 

二级：二级预案启动条件是现场发生已经影响整个工厂的火灾爆

炸、气体泄露属于恒盛药业可报告的化学品泄漏（不超出企业边界）

和重伤事故。此时工厂的义务消防队、急救队及其他应急小组应立即

行动，由总经理启动二级预案，现场指挥负责现场的指挥。火灾时全

厂警报，其他人员撤离；泄漏时，受影响区域疏散。 

一级：一级预案启动的条件是现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紧急情况，

事故已经超出了企业的边界。火灾、爆炸的救援已经不能由现场的应

急小组来实现，需要由外部的消防、医疗和社区的应急救援中心来支

持。由总经理负责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负责全面的指挥与协调。全厂

警报，全部人员撤离。通知周围可能受影响的工厂做好应急准备。 

7.2  响应程序 

7.2.1  公司应急指挥机构的应急响应 

事故、事件发生后，现场人员应立即向应急总指挥汇报，请求启

动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总指挥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研究确定响

应等级，并下令立即启动对应等级的应急预案。工厂启动应急预案后，

应急救援指挥小组成员应立即赶到应急指挥中心（公司西门卫）。听

取事故简单情况汇报，接受总指挥命令。如果总指挥确认事故态势严

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超出我公司应急救援能力，应立即向当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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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上级部门进行报告，要求政府给予应急救援指示和支援。公司原

有救援人员积极配合、服从政府、上级部门开展的应急救援行动。  

7.2.2  应急救援人员的应急响应 

预案一旦启动，指挥部迅速组织、调集相关人员和装备，立即赶

赴事故现场。 

1、现场人员应迅速按照应急反应程序对生产装置进行处置，如

冷却反应装置、关闭进料阀门、启动应急处置设施等方式进行应急处

理和紧急停车； 

2、开启应急处理设施对事发部位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对周

边设施采取必要的防护手段防止事故扩大； 

3、应急救护人员配备必备器材后，进入现场进行现场情况检查

和初步处置，并将受伤人员带离危险场所； 

4、厂内相关部门人员对现场的危险物料数量种类进行核实，对

危险性和应急防护方法进行确认，按照应急处理程序安排人员工具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危险物料进行疏散； 

5、按照应急预案对不需要坚持岗位和参加救护的人员进行疏散，

在紧急集合点进行人员清点，确定各类人员情况； 

6、应急指挥人员对事故情况进行判定，紧急情况下建议周边单

位进入应急处理状态，对生产装置紧急停车并进行人员疏散撤离； 

7、由总经理指定专人负责对外信息的发布和社会公共关系的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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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应急指挥人员收集各类信息与到来的 119、110、120 应急救

护人员进行沟通； 

9、应急指挥人员做好各应急小组的分工合作，保证救援工作顺

利有序进行，防止事故扩大，确保应急人员的安全。对应急工作所需

的各项应急物资的征用调配，对现场危险物料安排人员、工具进行疏

散； 

10、安排人员对事故情况和应急处理过程进行记录，便于事故调

查和事后总结吸取经验教训； 

11、在必要情况下向所在地的应急指挥办公室指挥人员移交现场

指挥权，并对相关信息如实进行通报，配合应急指挥人员进行相关工

作。 

12、安排人员对事故原因进行初步调查，并对可能的事故责任人

进行控制，防止事故责任人抽逃资金和外逃。 

7.3  应急结束 

7.3.1  应急终止的条件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与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制内，且事件所造成的

危害已被消除，无继发可能； 

（3）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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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

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7.3.2  应急终止的程序 

（1）公司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或由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确认终

止时机后提出； 

（2）公司指挥部或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向各应急救援队伍下达

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结束后，相关善后处理队伍应根据有关指示和实

际情况，继续进行监测和处理评价工作直至结束。 

第八章 处置措施 

8.1  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置 

8.1.1叉车装卸过程中操作失误，钢瓶损坏造成氟化氢洒漏 

      应急处置 

1）钢瓶泄漏，无关人员立即撤离现场；抢救人员佩戴重型防护

服，查找泄漏源，尽可能采取措施使泄漏点朝上部，避免液相无水氟

化氢泄漏，通过气相排空来泄压，减少液相酸的泄漏，利用尾气吸收

装置的吸风罩把泄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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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应急处置的注意事项 

（1）发生泄漏时应迅速划定警戒隔离区域，必须将人员疏散到上

风向安全地带。 

（2）消除所有火源（泄漏区附近严禁吸烟、闪光、火花或其它任

何形式明火），严禁使用发火类工具进行敲击作业。处理产品时所用

的设备必须接地，用无火花工具清理现场。 

（3）在泄漏装置区域进行动火作业，必须用消防水对泄漏点进行

稀释，降低空气中可燃气体的蒸汽浓度，降低中毒、火灾和爆炸危险

性，并对作业环境做动火分析，分析合格方可进行动火作业。 

（4）小量泄漏，可以用雾状喷头，用水稀释。 

（5）大量泄漏，远离泄漏气体，所有人员撤至集合点。控制室操

作员留下将工艺控制在安全条件。 

（6）如果泄露是有毒物质，应使用专用防护服，为了在现场上能

正确使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 

（7）如果泄露是腐蚀性物质，应使用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

触泄漏物。 

8.3  火灾事故的应急处置 

1）控险 

启用消防栓等固定或半固定消防设施 

2）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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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灭火：向泄漏点，主火点进攻之前，应将外围火点彻底扑

灭 

生产装置紧急应对措施如图 8-1 

 

3）灭火 

灭火条件：    ①外围火点已彻底扑灭，火种等危险源已全部控制； 

②灭火人员、装备、灭火剂已准备就绪。 

生产装置发生火灾 

现场人员发现 

按响警铃/通知现场其他人员 

上报班长或负责人 

现场人员切断相关管道及区域管制 

应急响应 

实施初期救火 

无法控制 

现场撤离至安全地带 

请求外部支援 应急救援 应急终止 

清点人数 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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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灭火人员、装备、灭火剂已准备就绪。 

灭火方法：    ①关阀断料法：关阀断料。熄灭火源； 

②泡沫覆盖法：对釜、容器等和地面流淌火喷射泡沫

覆盖灭火； 

③砂土覆盖法：使用干砂、水泥粉、煤灰、石墨、蛭

石等覆盖灭火； 

④干粉抑制法：视燃烧情况使用推车或手提式干粉灭

火器灭火。 

4）注意事项： 

●生产车间起火，关闭所有进程；但不论如何，关闭所有阀门，所有

人员疏散； 

●在确认无五氧化二磷条件下可用水、泡沫等灭火剂； 

●不能确保自身安全时，需尽快撤离火场，等待专职消防队员的支援。 

●停止工厂内所有活动——安环巡检室进行广播通知 

8.4、应急处置的注意事项 

（1）先救人，将无关人员疏散，再进行处理。 

8.4.1  中毒事故的应急处置 

吸入：转移至新鲜空气处，保暖。如呼吸停止，给人工呼吸。如

呼吸困难，给氧。立即就医。 

误服：如果患者意识清楚，给服大量水或牛奶，催吐。昏迷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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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服任何东西，立即就医。 

皮肤、眼镜接触：用流动清水冲洗 15-20分钟，如仍有刺激，就

医。 

8.4.2 人员紧急疏散、撤离 

1.警报响起，所有员工应时刻牢记你个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在保证

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 

1）第一时间进行现场扑救 

2）关闭防火门 

3）盖好所有附近的装有易燃物料的容器 

4）切断正在运转的设备、泵和液体转移等操作 

5）从最近的出口有秩序的离开。 

6）避免惊慌—不要喊叫、推挤、跑或引起混乱。 

2. 平时所有安全通道应保持畅通。 

3. 所有人员撤离后应到指定区域报到。部门主管或经理应迅速查清

本部门人数，只有消防队员及应急人员可在指定区域外。 

4. 再次强调：不要耽误时间。人员统计结果要立即报告给点名组组

长。 

5. 来访者：被访问的员工负责将来宾带到访客疏散集合地点，等待

点名。 

6. 承包商：所有承包商须在门卫登记，在紧急疏散时到集合处集合

等待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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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疏散救援：紧急疏散时若由于受伤或任何其他原因不能撤出或知

道有其他人需要帮助，用对讲机呼叫寻求援助。届时请说清你的位置，

在原地等候救援人员，并在他们的协助下撤离。 

8. 夜班或周末，所有厂内人员应疏散到疏散集合地点，由轮班主管

进行点名。 

9. 紧急疏散也可能源于炸弹恐吓，爆炸，自然灾害、火灾、化学品

泄漏、停电及其它目前尚不能确定的原因。 

10. 疏散集合区域 

行政楼室外右边的空地，参见平面图位置。如果行政楼发生火灾

或有倒塌风险或者地震，由于其太靠近行政楼建筑物有一定风险，不

适合作为疏散集合点。当有上述情况发生时，事件日志管理员应进行

风险评估，向总指挥建议到公司生产区 2道门保安室外的空地集合。 

注：紧急疏散时要根据溶剂回收塔上的风向标判断风向，选择上

风向撤离。 

8.4.3危险区的隔离 

确定事故发生时现场区域的划分，以确保救援人员和撤离人员都

能够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活动范围。各区域将由警示带加以分隔，并

用警示牌作为提示标志。 

1）危险区域 

    无论危险等级如何，事故发生地点和可能扩散的区域均为危

险区域。此区域内应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划分，使一般人员可以排除在

此区域外，而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和有特殊装备的应急救援小组人员能

够在该区域内进行特殊的作业。凡是进入此区域人员都必须得到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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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指挥的授权，同时现场总指挥要在救援初期向所有的救援人员

包括第一批进入危险区域和后援人员能够通行的紧急入口，并确保此

入口到事故地点的相对安全。 

 2）安全区域（支持区域） 

    此区域作为事故发生时的指挥和准备区域。在所有员工都需

要疏散的异常情况下，需马上确立现场指挥人员和必要的工作区域。

安全区域的确认需要考虑的几个条件是：当时的天气、风向等情况，

事故的危害程度和事故发生地点在厂区的位置等因素。可选择的地点

有公司西门卫或生产区 2道门保安室室外安全的开阔地。 

8.4.4检测、抢险、救援及控制措施 

8.4.4.1检测的方式、方法及检测人员防护、监护措施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应对空气进行检测。如爆炸性气体的浓

度未超过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由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宣布终止现

场隔离；如仍超标，应继续隔离。 

8.4.4.2抢险、救援方式、方法及人员的防护、监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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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必要时用水枪掩

护。 

8.4.4.3现场实时监测及异常情况下抢险人员的撤离条件、方法 

事故现场出现危急状况时，应在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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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按规定路线撤离现场至安全区域。 

8.4.4.4应急救援队伍的调度 

一旦发生险情，形成特大火灾、甚至爆炸危险时，将对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及严重后果时，救援工作统一由政府部门指挥、安

排。非特大严重事故情况下的救援队伍的调度由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

组指挥安排。 

8.4.4.5控制事故扩大的措施 

（1）及时报告和求助当地政府的支持； 

（2）加强对事故现场的监控和抢救。 

8.4.4.6事故可能扩大后的应急措施 

（1）由政府有关部门逐级向上请示报告； 

（2）继续加强抢险救援力量； 

（3）如确定无法控制火情，危险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时，抢险救

援人员在指挥部现场的统一指挥下，迅速撤离现场。 

8.4.5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紧急事故发生时将遵循“救人第一”的原则，尽最大可能保障人

身安全。医疗救护组人员应积极参与抢救，对受伤人员进行简单救护，

并抓紧时间通知医院派人抢救或将伤员送医院救治，对受伤严重的人

员送到条件比较好的医院进行救治，并向医院提供本企业危险化学品

的名称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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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现场保护与现场洗消 

事故现场的保护措施由车间应急分队全面负责。 

明确事故现场洗消工作的负责人和专业队伍。 

事故现场洗消工作由设备抢修组全面负责。 

第九章 应急保障 

9.1内部保障 

应急救援队人员名单 9-1 

队伍 负责人 成员 联系方法 备注 

总指挥 营海平 - 13910521701 8700 

现场指挥 赵刚 - 18606249875 8368 

消防应急

组 
顾华 

李琰、顾晓宇和兼

职消防队员  
13862231405 8705 

应急疏散

组 
刘华 冷小华、季裕生 13914902801 8707 

医疗救护

组 
常新亮 穆苏玲、吴建峰 13773285397 8705 

设备抢修

组 
陈国香 何德凤 、孙红 15962353256 8771 

后勤保障

组 
卢晓峰 黄敏、杜海亚 13812983338 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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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卫

组 
朱卫忠 孙存军、汪玉宝 13584469861 8727 

9.1.1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1.个人防护用品 

消防靴、气密型防化服、正压式空气呼吸器、防毒面具、防护手

套。 

2.急救器材 

洗眼器和冲淋设备、急救药品、绷带、纱布等。 

3.联络器材 

电话、防爆对讲机 

4.急救车辆 

公司公务车。 

5.消防器材 

各作业区域均设有灭火器、消火栓及消防喷淋，室外区域设有消

防栓和消防车接口。 

6.防泄漏工具 

生产车间、库存在大量液体泄漏的工作区域有防泄漏处理箱。 

7.应急电源 

公司有 400KW柴油发电机组一台，能够保证全公司在出现停电时

作为应急电源使用。 

8. 应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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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及各重点部位都配有应急照明灯，当班各岗位配有防爆手电

筒 2支，以备在紧急停电时使用。 

9.外部应急装备 

张家港市保税区消防中队配置了 8辆消防车。 

应急救援管理器材清单见表 9-2 

序号 名称 数量 用途 配备位置 配备时间 设施情况 

1 
正压式空

气呼吸器 
2台 应急救援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2 烟雾弹 2个 应急演练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3 安全带 2卷 应急警戒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4 警戒线 6卷 应急警戒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5 担架 1个 应急救援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6 防护服 3套 特殊作业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7 
手推式灭

火器 
2台 消防应急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8 广播系统 1套 应急警报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9 
防毒面具/

滤毒罐 

3个/5

个 
防毒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10 消防带 2根 消防应急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11 
防爆对讲

机 
12台 应急联络 相关部门 2012-9-1  完好 

12 大功率喊 1台 应急联络 应急器材库 2012-9-2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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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器 6 

13 药箱 1个 备用药品 应急器材库 2012-9-1  完好 

1 冻疮膏 40g/支 1支 药箱 
 

有效期限内 

2 烫伤膏 40g/支 1支 药箱 
 

有效期限内 

3 创可贴 

100片/

盒 58片 
药箱 

 有效期限内 

4 医用纱布 

10卷/

包 5卷 
药箱 

 有效期限内 

5 

一次性棉

签 8cm 5袋 
药箱 

 有效期限内 

6 

过氧化氢

溶液 

100ml/

瓶 4瓶 
药箱 

 有效期限内 

7 甲紫溶液 

20ml/

瓶 2瓶 
药箱 

 有效期限内 

8 

霍香正气

水 6支/盒 14盒 
药箱 

 有效期限内 

9 人丹 

0.04克

/袋 60袋 
药箱 

 有效期限内 

10 医用胶带   3卷 药箱 
 

有效期限内 

注：应急救援管理器材存放在应急器材库，位于二道门卫室后面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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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保障制度 

(1)责任制度 

 公司根据各部门、单位的实情制定有安全责任制，在安全责任

制的基础上，每年初公司与各部门；各部门与车间、班组；车间、班

组与个人都层层制订了安全生产承诺书。 

(2)值班制度  

公司建立了公司领导、安全、生产 24小时值班制度。 

(3)培训制度  

公司建立了新入厂职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转岗人员培训制

度、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制度以及日常安全教育制度。 

(4)危险目标管理制度 

  对危险目标实行了承包和监控。 

(5)安全检查制度  

 包括现场检查及消防物资、应急救援器材的检查、维护和保养。 

9.2 外部救援 

火警电话：119 

匪警：110 

急救电话：120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56919585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58223735-1608 

     张家港市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56226742 

     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安环局：58320821 

     张家港市环保局环保投诉中心：5867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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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市环境监测站：58670884 

张家港市应急管理局危化品科电话：56323122 ，值班电话：

56323100 

张家港疾控中心职业卫生科：58282902 

张家港市气象局：58222510 

应急救援信息咨询，可向国家应急救援中心咨询，请求派专家救援抢

险。 

 

第十章 应急预案管理 

10.1 应急预案培训 

10.1.1培训内容 

1）如何识别危险 

2）如何启动应急报警系统 

3）危险物质泄漏控制措施 

4）扑灭初期火灾的方法及人员中毒急救 

5）各种应急救援设备、器材的使用方法 

6）事故预防、避险、自救、互救方法 

7）防护用品的正确穿戴和使用 

8）如何安全疏散人员 

9）应急救援小组培训：对各应急救援小组进行培训，熟知自己

的岗位责任、抢险任务，以及小组之间的紧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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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培训的其他内容：鉴别异常情况并及时上报的能力与意识；

如何正确处理各种事故；自救与互救能力；各种救援器材和工具使用

知识；与相关部门联系的方法和各种信号的含义；工作岗位存在危险

隐患的辨别；防护用具的使用和自制简单防护用具；紧急状态下如何

行动等。 

10.1.2培训方式 

为全面提高应急能力，组织应急管理机构及应急人员进行应急培

训及演练，提高应急人员的自我保护能力和互救能力。 

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由本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对应急人员培训

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报警 

1）使应急人员了解并掌握如何利用身边的工具最快最有效的报

警，比如使用手机、固定电话、对讲机或其他方式报警。 

2）使应急人员熟悉发布紧急情况通告的方法，如使用警笛、警

钟、电话或广播。 

3）当事故发生后，为及时疏散事故现场的人员，应急队员应掌

握如何在现场贴发警示标志。 

（2）疏散 

为避免事故中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培训足够的应急队员在事故现

场安全、有序的疏散被困人员或周围人员，对人员疏散的培训主要在

应急演习中进行，通过演习还可以测试应急人员的疏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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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救 

组织应急人员现场抢险救灾，主要对人员的抢救和救助，对生产

设备的运输。尽可能减少伤员和财产损失，在应急救援演习中具体体

现。 

（4）其他方面 

1）每年对所有职工进行生产安全应急管理培训，熟悉事故应急

预案和事故现场处置方案，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 

2）让所有员工都知道应急救援预案的内容，在事故发生时知道

如何采取应急措施，并有针对性地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情景进行演练。 

3）应急救援小组培训：对各应急救援小组进行培训，熟知自己

的岗位责任、抢险任务，以及小组之间的紧密配合。 

4）培训的其他内容：鉴别异常情况并及时上报的能力与意识；

如何正确处理各种事故；自救与互救能力；各种救援器材和工具使用

知识；与上下级联系的方法和各种信号的含义；工作岗位存在哪些危

险隐患；防护用具的使用；紧急状态下如何行动等。 

5）对周边社区和居民，要做好宣传教育和告知等工作。 

10.2 应急预案演练 

各应急救援组织要组织训练，熟练掌握应急抢险任务。每季度进

行一次模拟演习，通过演习找出不足，及时修改预案。 

应急救援需社会救援应与医院、消防、公安、安全交通等部门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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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应急预案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应当及时修订并归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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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3）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7）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原则上每三年至少修订一次。 

10.4应急预案备案 

本预案经应急指挥部审核、评审、修订后，报安监部门备案。 

10.5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相关专家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安

监局 88 号令）评审通过后，正式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