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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故防范

安全防范措施

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事故发生的原因



事故防范一

事故发生的原因

事故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是由隐

患或危险源所引起的，在具备了一定的客

观条件下导致了我们所不期望的而且是无

法预料的后果。

因此可以认为，隐患就是事故的起因，

事故就是隐患的后果。事故源于隐患，隐

患是滋生事故的土壤和温床。



事故防范一

事故隐患的定义

       事故隐患是指违反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安全规程和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

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

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

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事故隐患

管理上
的缺陷

物的不安
全状态

人的不安
全行为



事故防范一

事故发生的原因

1、人的隐患：人员缺

乏安全知识，疏忽大意

或采取不安全的操作动

作等而引起事故。

（1）违章指挥

（2）违章操作

（3）违反劳动纪律



事故防范一

事故发生的原因

2、物的隐患：

机械设备工具等有缺

陷或环境条件差而引

起事故。



事故防范一

事故发生的原因

3、管理上的缺陷：
主要有7类，也是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管理上的主要间接原因。

u技术和设计上缺陷。

u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够。

u劳动组织不合理。

u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导错误。

u没有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或者不健全。

u没有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或者不健全。

u对事故隐患整改不力，经费不落实。



事故防范一

2

安全防范措施

1 3

安全生产条

件的保障措施

（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投入、管理

机构配置等）

其他从业人

员的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日常

培训、四新培训、

特种作业培训等）

建设项目的

安全生产保障措

施（建设项目

“三同时”等要

求）



事故防范一

4

5

6

安全设备的安全生产保障措施（设备设计、制造、使用、

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等）

危险物品及危险源管理（岗位的危险源管理、安全措施

等）

其他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员工宿舍、“厂中

厂”管理、承包发包项目管理、安全标志、工伤

保险等） 



事故防范一

事故现场
处置要点

4 维护现场秩序和做好现场保护

5 做好当事人和目击者的保护

2 事故现场紧急抢救

3 现场危险分析

1 现场紧急营救



二
自救互救

消防安全四懂三会

触电、中毒、机械伤害等急救方法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自救互救二

懂岗位消防流程

懂火灾危险性

懂预防火灾的措施

懂基本消防安全常识

消防安全“四懂三会“



自救互救二

会报警 会操作消防设施 会扑救初起火灾



自救互救二

懂火灾危险性

火灾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其中致人伤亡因素主要有六种。

浓烟
长时间暴露在烟粒中，会损伤呼吸
器官，严重情况下会中毒死亡。

有毒气体
包括一氧化碳、氰化氢、二氧
化碳、硫化氢、二氧化氮等。

缺氧

燃烧消耗了空间内的氧
气致人死亡。

烧伤
被直接烧伤或高温烤伤。

吸入热气
火场温度过高吸入高温热气。

行为失当
错误的逃生行为造成的伤亡。



自救互救二

懂基本消防安全常识

把着火物与空气隔绝。窒息法

降低火场温度。冷却法
把着火物与未燃物分隔，不让火势

扩延。隔离法
采用化学物质的灭火器,喷洒于着

火物上与其产生化学反应抑制火势。抑制法

燃烧

可燃物

助燃物

着火源
灭火
的基
本方
法



自救互救二

懂基本消防安全常识

火灾发生的常见原因：

（1）电气

（2）吸烟

（3）生产作业不慎

（4）设备故障

       

电线、电器
n 工业电线使用寿命：8--20年

n 民用电线使用寿命：10年左右

n 家用电器使用寿命：10年左右

n 凌晨2—7点为火灾高发期！

烟头表面温度：200-300℃

烟头中心温度：700-800℃



自救互救二

懂基本消防安全常识

Ø 国家标准《火灾分类》（GB/T4968-2008）根据火灾中可燃物的类型和燃烧特性分六类。

Ø A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木材、纸。

Ø B类火灾：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汽油、沥青。

Ø C类火灾：气体火灾-煤气、天然气。

Ø D类火灾：金属火灾-镁、钾。

Ø E类火灾：带电火灾-大型机电设备。

Ø F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火灾 –动物油脂。



自救互救二

懂岗位消防流程

各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岗位编制相对应的岗位消防流程



自救互救二

懂预防火灾的措施

检查和消除火灾隐患

ü 单位应建立防火检查、巡查队伍

ü 单位应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ü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每月至少

组织一次防火检查

ü 单位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ü 部门负责人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防火检查

ü 员工每天班前、班后进行本岗位防火检查

一查 设施器材 禁损坏挪用

二查 通道出口 禁封闭堵塞

三查 照明指示 禁遮挡损坏

四查 装饰装修 禁易燃可燃

五查 电器线路 禁私搭乱接

六查 用电设备 禁违章使用

七查 吸烟用火 禁擅用明火

八查 场所人员 禁超员脱岗

九查 物品存放 禁违规存储

十查 人员住宿 禁三合一体

做
到
“
十
查
十

禁”



自救互救二

懂预防火灾的措施

1

2

3

4

5

生产过程中的火灾危险，要按类型分别管理

严格控制生产火源的使用范围，严格用火管理

生产物料分开存放、管理和使用，减少火灾隐患

做好易燃易爆车间的火灾防护

机械操作，防范火花飞溅

6

7

8

9

做好电火花和静电防护

警惕生产热能，减少热能聚集

及时处理生产性粉尘，防范爆炸事故

锅炉操作，严守防火防爆安全规程



自救互救二

会报警

1、地址
起火详细地

址

2、火灾信息
起火物、着火部

 位、火势、有无人员被困

3、联系方式
报警人的姓名及

电话号码

4、指引
派人到主要路口
指引消防车辆

正确的报警方法：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报警，报警时应说明以下情况：

报警早
损失小



自救互救二

会操作消防设施

1、干粉灭火器使用方
法

提
起
灭
火
器

拔
下
保
险
销

用力压下手柄 对准火源根部扫射



自救互救二

会操作消防设施

2、室内消火栓使用方法

连接水枪 连接水带

打开水阀门 对准火源根部灭火



自救互救二

会扑救初起火灾

扑救初

起火灾

的原则：

（1）发现火情，沉着镇定。

（2）扑灭小火，争分夺秒。

（3）大声呼救，及时报警。

（4）生命至上，救人第一。

（5）灭火器材是扑救初起火灾的不二之选。

（6）燃气泄漏，小心谨慎。

（7）电气火灾，断电第一。

（8）房间着火，门窗慎开。

（9）火势凶猛，撤退求援。



自救互救二

会扑救初起火灾

      火灾通常都有一个从小到大，逐步发

展，直至熄灭的过程。火灾过程一般可

以分为初起、发展、猛烈、下降和熄

灭五个阶段。扑救火灾要特别注意火灾的

初期、发展和猛烈阶段。

温
度 

初
期

成
长
期 

最盛期

衰退
期

形成对流后燃烧转剧，
温度上升，并出现火舌。

密闭空间时，空气逐渐减少，
成闷烧状态、特征为烟量多。

燃烧速度增加，高温持续，结
构体受到压力，混凝土爆落。

燃烧殆尽，火势转弱，
火烟转淡而稀薄。 

火灾发展过程



自救互救二

会扑救初起火灾

初起阶段的火灾，

燃烧面积不大，

火焰不高，

热辐射不强，

烟气流动缓慢，

燃烧速度不快，

如发现及时，方法得当，用较少的人力和简单的灭火器具就能扑灭。

扑
救
的
好
时
机



自救互救二

会扑救初起火灾

根据统计资料表明，1/3的案例中消防队

到达现场时火灾已经燃烧10分钟以上。此

时火灾有61.2%已经处于发展阶段或猛烈

燃烧阶段。为减少火灾损失，单位与个人

应组织力量，扑救初起火灾。



自救互救二

会扑救初起火灾

Ø 报警早、损失少

报警应沉着冷静，及时准确:简明扼要的报出起火

部门和部位、燃烧的物质、火势大小；如果拔叫

119火警电话，还必须讲清楚起火单位名称、详

细地址，报警电话号码，同进派人到消防车可能

来到的路口接应，并主动及时的介绍燃烧的性质

和火场内部情况，以便迅速组织扑救。



自救互救二

会扑救初起火灾

Ø 边报警，边扑救

      在报警同时，要及时扑救初起火，在初起阶

段由于燃烧面积小，燃烧强度弱，放出的辐射热

量少是扑救的有利时机，只要不错过时机，可以

用很少的灭火器材，如一桶黄砂，或少量水就可

以扑灭，所以，就地取材，不失时机地扑灭初起

火灾是极其重要的。



自救互救二

会扑救初起火灾

Ø 先控制，后灭火
    在扑救火灾时，应首先切断可燃物来源，然

后争取灭火一次成功。

Ø 先救人，后救物
    在发生火灾时，如果人员受到火灾的威胁，人和物相比，人是主要的，应贯彻执行救

人第一，救人与灭火同步进行的原则，先救人后疏散物资。



自救互救二

会扑救初起火灾

Ø 防中毒，防窒息

    在扑救有毒物品时要正确选用灭火器材，尽可能站在上风向，必要时要佩戴面具，以防中毒

或窒息。

Ø 听指挥，莫惊慌

    平时加强防火灭火知识学习，并积极参与消防训练，才能做到一但发生火灾不会惊慌失措。



自救互救二

一场火灾降临，你能否成为幸存者，固然与火势的大小、起火时间、楼

层位置和建筑物内有无报警、灭火设施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还与

被困者的自救能力以及是否懂得逃生的步骤和方法等因素密切相关。面

对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焰，如果能冷静、机智地运用火场自救与逃生知识，

就有极大可能拯救自己。因此，多掌握一些火场自救要诀，困境中也许

就能获得第二次生命。

火场自救要诀



自救互救二

1

逃生预演  临危不乱

2

明辩方向，迅速撤离

3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4

简易防护，蒙鼻匍匐

5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6

火己及身，切勿惊跑

火场自救要诀



自救互救二

7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8

避难场所，固守待援

9

保全性命，积极求援

火场自救要诀



自救互救二

     用手触摸门把手感到发烫时，这时千万不可开门，

否则大火浓烟扑进室内将失去逃生机会。首先应关紧

迎火的门窗，用湿毛巾湿布塞堵门缝，或用水浸湿棉

被蒙上门窗，然后不停用水淋透房间，防止烟火渗入；

打开背火的门窗向外求助，固守待援。

火场自救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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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

Ø普通电梯发生火灾时会切断电源停止使用；

Ø电梯井直通大楼各层，由于烟囱效应致使烟、热、火容易涌入，

可危及人的生命；

Ø高温下，电梯会失控甚至变形，乘客被困其中，生命安全得不

到保障；

Ø火灾时，水容易流到电梯内，会发生触电的危险；



自救互救二

火及已身，切勿奔跑：

Ø火场上的人如果发现身上着了火，千万不可惊跑

或用手拍打，因为奔跑或拍打时会形成风势，加速

氧气的补充，促旺火势。当身上衣服着火时，应赶

紧设法脱掉衣服或就地打滚，压灭火苗；能及时跳

进水中或让人向身上浇水、喷灭火剂就更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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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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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1、如果大火逼着你非得跳垫子一定记住尽量让屁股和后背先

着地，但四楼以上不鼓励跳。

  2、要严守秩序，才能在火场中安全撤退。倘若争先恐后，互

相拥挤，阻塞通道,导致自相践踏，会造成不应有的惨剧。

  3、在非上楼不可的情况下，必须屏住呼吸上楼。因为浓烟上

升的速度是每秒3－5米，而人上楼的速度是每秒0.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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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

自我防护

脱离电源

紧急呼救

现场救护:心肺复苏

             简易包扎

1.触电急救方法

触电的现场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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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拉闸 迅速按下电源关闭按钮或者拉下断
路器

拔线使用干燥的木棒或木板将电线剥离
触电者

砍线 用有绝缘柄的斧子砍断电线

拽衣用干燥毛巾包手，拽触电者干衣服，
使其脱离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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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救护方法

（1）

（2）

触电者神志清醒，但有些心慌、四肢发麻、全身无力或触电者在触电

过程中曾一度昏迷，但已清醒过来。应使触电者安静休息、不要走动、严

密观察，必要时送医院诊治。

触电者已经失去知觉，但心脏还在跳动、还有呼吸，应使触电者在空

气清新的地方舒适、安静地平躺，解开妨碍呼吸的衣扣、腰带。如果天气

寒冷要注意保持体温，并迅速请医生到现场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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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如果触电者失去知觉，呼吸停止，但心脏还在跳动，应立即进行口对

口(鼻)人工呼吸，并及时请医生到现场

如果触电者呼吸和心脏跳动完全停止，应立即进行口对口(鼻)人工呼

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急救，并迅速请医生到现场。应当注意，急救要尽快进

行，即使送往医院的途中也应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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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CPR）

口对口人工呼吸   胸外心脏按压   



自救互救二

高压电源下触电怎么办？

l 立即通知供电局停电

l 拨打110报案

l 通知120救人

l 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靴，做好自

我防护，再处理

l 距触电点直线距离30米禁止进入



自救互救二

2.中毒急救方法

中毒急救原则

注意：急救顺序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确保自身安全后再进入中

毒现场实施救援。

脱离中毒环境，终止毒物接触，减

少毒物吸收。

对意识不清的患者，

检查呼吸、脉搏，必要

时进行心肺复苏。
搜集现场的遗留的毒物、

药物、药瓶、患者的呕吐物

等,交代给医护人员。
打急救电话——120

②

①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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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急救应当根据毒物品种、性质、中毒方式和患者的病情确定急救方法。

　　窒息性气体中毒的抢救工作，必须立即向中毒事故现场内送

风；救护者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氧式面具，并系好安全带；抢救现

场设置警戒岗，由专人对抢救情况进行监视，及时处理紧急情况。如

现场缺乏防护面罩，在救护人员进入现场之前，应当先向现场放置动

物，观察动物的变化，在确认动物没有毒性反应表现时，人员才能进

入现场。对窒息性气体中毒的病人．应立即搬移至事故现场的上风侧，

给予吸痰、人工呼吸等处理。　　

窒息性气体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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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者进入现场，必须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和系好安全带。

紧急情况下可以用湿毛巾掩口鼻进入现场，但必须系好安全带，

进入现场停留时间不宜太长。对刺激性气体中毒的病人，应立即

搬移至事故现场的上风侧处理。

刺激性气体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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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脱离现场后的紧急处理措施

清除口腔、鼻腔分泌物和

假牙等，维持呼吸道畅通。

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

进行心肺复苏。
③

④呼吸急促、脉搏细弱的应

给予人工呼吸、吸氧等。

注意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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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⑤ ⑦

刺激性气体中毒的病

人，无论是否有症状，都

应安静休息，加强观察，

预防迟发性肺水肿。

检查头、胸、腹等部

位是否有外伤，特别要注

意是否有骨折。

就近送医院作进一步

的抢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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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人迅速拨打急救电话，

向医疗救护单位求援。

1. 急救检查应先看神志、呼吸，接着摸

脉搏、听心跳，再查瞳孔有条件者测血压。检

查局部有无创伤、出血、骨折、畸形等变化，

根据伤者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人工呼吸、

心脏挤压、止血、包扎、固定等临时应急措施。

机械伤害急救基本要点 

3.机械伤害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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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遵循“先救命、后救肢”的原则，

优先处理颅脑伤、胸伤、肝、脾破裂等

危及生命的内脏伤，然后处理肢体出血、

骨折等伤。

4.检查伤者呼吸道是否被舌头、分

泌物或其他异物堵塞。

5.如果呼吸已经停止，立即实施人

工呼吸。

6.如果脉搏不存在，心脏停止跳动，

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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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伤者出血，进行必要的止血及包扎。 

8.大多数伤员可以毫无顾忌地

抬送医院，但对于颈部背部严重受

损者要慎重，以防止其进一步受伤。

9.让患者平卧并保持安静，如

有呕吐，同时无颈部骨折时，应将

其头部侧向一边以防止噎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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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动作轻缓地检查患者，必要时剪开其衣服，避

免突然挪动增加患者痛苦。

不要给昏迷或半昏迷者喝水，以防液体进人呼

吸道而导致窒息，也不要用拍击或摇动的方式试图

唤醒昏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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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锐奇日用品公司“9.29”

重大火灾事故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事故概况：2019年9月29日13时10分许，位于浙

江省宁海县梅林街道梅林南路195号的宁波锐奇日用品

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事故，作业人员将加热后的异构

烷烃混合物倒入塑料桶时，因静电释放引起可燃蒸汽起

火蔓延，事故造成19人死亡，3人受伤，过火总面积约

1100㎡，直接经济损失约2380.4万元。是一起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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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认定，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锐奇公

司员工孙某松将加热后的异构烷烃混合物倒入

塑料桶时，因静电放电引起可燃蒸气起火并蔓

延成灾。

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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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锐奇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存储危化品，事故企业生产工

艺，未经设计，违规使用易产生静电的塑料桶，灌装非极性液体化学品。加工过程中多

次搅拌产生并积聚静电，违规使用没有温控、定时装置的电磁炉和铁桶，加热可燃液体

原料产生大量可燃蒸气，因静电放电引起可燃蒸气起火。

间接原因

（2）建筑存在重大隐患，厂房建筑为违法建筑，未办理规划审批、施工许可、消

防验收等手续，擅自违法翻建、投入使用。



自救互救二

（3）安全生产管理混乱。企业主要负责人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未及时组织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建筑内生产车间和仓库未分开设置作业，区

域内堆放大量易燃可燃物。企业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为组织开

展消防安全疏散逃生演练，未制定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安全生产意识淡薄，企业负责人重效益，轻安全，安全生产工作资金

投入不足，各项基础薄弱企业违规租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房，用于生产日

用化工品。未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疏散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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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加工区域疏散通道不足2个或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存在占

用、堵塞、封闭以及其它妨碍人员疏散情形且当场不能整改的，

一律依法停产整改；

易燃易爆场所未按标准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电气不防爆，设备

设施未按要求进行静电接地的，一律依法停产整改；

未指定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工作或未制

定危化品使用安全操作规程的，一律依法

停产整改；

违章搭建厂棚占用间距，

影响消防安全及火灾扑救的，

一律依法停产整改；

1

隐患排查整治“十个一律”措施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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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墙门窗设置影响逃

生、灭火救援障碍物的，一

律依法限期拆除；

6.生产加工区域与储存

区域未采用防火隔墙或防火

门进行有效分隔的，一律依

法限期整改；

7.未设置符合标准要求的危化品储存场地或危化品超量存放、禁忌物质混放

混存，危化品存放场地和使用场所未张贴安全周知卡的，一律依法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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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易燃易爆危化品存放场地

和使用场所未配备符合要求的灭

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设施或

配备的器材设施不完好的，一律

依法限期整改；

9.易燃易爆危化品使用环节

采用不易导除静电的塑料管道、

塑料容器等设施，燃气装置未设

置防熄火或点火失败情况下快速

切断燃气紧急切断阀的，一律依

法停止使用；

10.员工不掌握岗位火灾危险性和消防安全“四懂三会”的，

一律依法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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