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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应急服务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一、应急组织机构图

二、职责分工

（一）总经理

负责发生紧急交货任务的总体指挥。

（二）副总经理

负责协助指挥进行发生紧急交货任务的具体指挥。

（三）客服组

负责发生紧急交货任务及时传达和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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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组

负责技术措施方面的方案制定，负责紧急交货状况处理

中组织相关绿植的调配、对紧急配送的绿植进行检验。

（五）管理组

负责增加参与紧急任务的人员协调安排和配送安排。

第二节 应急保障措施

一、绿植租摆装车事故等应急处置抢险预案

（一）事故特征

1.危险性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

序号 作业活动内容 危险源 可能导致的事故

1 人力装车作业
跳板放置过陡、跳

板湿滑
人员滑倒摔伤

2 机械装车作业 脱钩，钢丝绳断裂 物体坠落

3 机械装车作业 指挥员作失误 物体打击

2.危险分析

进行绿植吊装时，由于、指挥操作失误或设备设施缺陷

等原因，可能导致脱钩砸人，钢丝绳断裂抽人，移动吊物撞

人，绞入钢丝绳或滑车等起重伤害事故，造成起吊物及周围

设备损坏、工人人身伤亡等意外事件。

3.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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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吊装绿植伤害事故，多发生在绿植吊装现场

作业面及其下方坠落半径以内。

（2）人力装载绿植伤害事故，多发生在绿植抬运过程，

特别是上下跳板作业过程中。

（3）事故可能发生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10月到

次年 6月绿植起掘作业时间，特别是雨季和湿滑天气。

（4）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绿植吊装方式不合理、

卷扬钢丝绳发出异响、吊物在空中不平衡或严重摆动、驾驶

员与指挥员协同配合不一致等迹象。

（二）应急组织及职责

1.应急组织

现场吊装作业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组长：公司总经理

副组长：项目经理

组员：应急小组成员

2.各成员职责

（1）现场作业人员

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现场安全管理员，并服从安

全员统一指挥，做好相应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2）副组长或安全员

负责大件吊装过程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与管理

及事故信息的上报。

（3）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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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安全员的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上报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接到报告后即向，上

级公司总经理和业主汇报，同时在 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报告。

（三）应急处置

1.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1）一般事故（指经济损失 3000元以下或工作人员轻

微受伤）：当现场发生一般安全事故时，现场应急救援领导

小组应立即启动预案，如有人员受轻伤，对受伤人员进行临

时处理；同时立即向公司经理报告事故情况，并通知事故当

事人、目击者在现场等候处理；公司经理接到事故报告后，

应立即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事故情况，并立即前往事故现场

进行处理，

（2）较大事故（指经济损失 3000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或多名工作人员受轻伤）

当现场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时，现场安全管理员或施

工员首先是组织人员排除险情，对受伤人员及时就近送医院

救治；同时立即向公司经理报告事故情况，并通知事故当事

人、目击者在现场等候处理；公司经理接到事故报告后，应

立即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并一起前往事故现场进行处理，

如需社会援助的由应急指挥中心组织安排。

（3）重大事故（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或 3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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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时，现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接

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上报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公

司应急指挥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即向上级公司董事长汇报，同

时在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报告。现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在向.

上级报告的同时首先必须组织人员排除险情抢救伤员，并视

情况向“110”、“119”、“120”报警，取得救助，把受

伤人员紧急送医院治疗。另外安排人员设置警戒线保护现场

配合事故调查。

2.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跳板上滑倒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当搬运绿植上跳板人员滑倒时，现场管理员看到情况后，

迅速开始抢救工作。如发现人员被重物压在下面，应立刻组

织人员搬去被压物，把伤员搬运至安全区域，视情况现场救

治或者打 120求救。

（2）绿植高空坠落伤害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突发事件发生后，应采取如下处置方式：起重机械发生

脱钩时，现场安全管理员或者吊车工应立即鸣铃警示周围人

员撤离，尽快观察周围场地及运行路线状况，尽可能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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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将吊物放置在安全地带。起重过程中物件突然失衡

或摆动时，现场安全管理员迅速指挥吊车工协同操作，平衡

物件，同时尽快将吊物下落至安全地带。钢丝绳断裂抽人或

吊物突然坠落时，现场安全管理员应指示吊车司机立即停车，

现场人员立即躲避至安全地带，待钢丝绳或吊物稳定后再做

处理。

移动吊物撞人时，现场安全管理员指挥吊车司机立即将

吊物放置安全地带，停止作业，地面人员对被撞者进行救护。

（3）物体打击伤害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人员救治：如有人员受伤，查看受伤程度的大小进行急

救。对于伤情较重者，应立即拨打 120或送往医院；对于一

些轻伤，可以进行简单的止血、消炎、包扎，然后送往医院

处理。伤员发生休克，呼吸、心跳停止时，应立即施行心肺

复苏术或人工呼吸。伤员脊椎受伤，创伤处用消毒的纱布或

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搬运时，将伤者平

卧放在帆布担架或硬板上，以免受伤的脊椎移位、断裂造成

截瘫，导致死亡。伤员肢体骨折时，不要盲目搬动，应在骨

折部位用夹板把受伤的位置临时固定，使断端不再移位或刺

伤肌肉、神经或血管。在无材料的情况下，一上肢可固定在

身侧，下肢与脚腱侧下肢束缚在一起。若有人员被困，确认

被埋人员的位置及被埋者周围物件堆放情况后，切勿生拉硬

拽，调用起重设备或千斤顶缓慢起升，确认安全后将伤者救

出。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后，现场应急小组要配合有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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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处理和善后处理，组长要按照有关要求组织人员进行现

场清理后，方可恢复生产活动。

3.事故报警联络方式、报告内容及要求

（1）报警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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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事故时，绿植装载现场应急救援小组在进行现

场抢救、抢险的同时，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电话进行报警，

如有人员重大伤亡的，拨打“120”，同时与公司应急指挥

机构取得联系。

（2）事故报告内容及要求

①事故发生时间、详细地址、联系人电话、伤亡情况、

事故简要经过，包括伤亡人员姓名、性别、年龄、工种、伤

害程度等；

②事故报告人员，在事发现场通往外部交通道路有明显

标志处迎候外部救援单位的到来

（四）注意事项

1.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1）参加抢险救援前，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帽；

（2）高空作业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带，安全带要高挂低

用，防止操作碰撞，并将绳子牢系在坚固的建筑结构上或金

属结构架上。

2.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使用前，检查所使用的救援器材是否完好无损，并掌握

正确使用方法，随身携带的工器具必须用绳索等系挂在身上，

防止掉落伤人。

3.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首先在确保自身安全后，方可参与救援；针对人员受伤

部位、伤势严重程度采取不同救援措施，严禁盲目搬运背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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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恰当的止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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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受伤人员没有能力摆脱被困环境时，在救援人员

没有到达之前，尽量保存自身体力等待救援，在救援人员到

来时，尽最大能力进行呼救；

（2）当受伤人员伤势不严重，且有能力摆脱被困环境

时，应尽快逃离危险境地，并查看周围有无被困人员，同时

向救援人员呼救。

5.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事项正确

判断事故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决不能因怕扩大事故影响，对

不能组织抢险自救的，强行组织自救，而不向外部请求救援。

6.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应急救援结束后，立即查看事故现场是否还有不

安全因素，是否还有被困人员，并采取妥善防范措施；

（2）抢险结束后，对应急预案的整个过程进行评审、

分析和总结，找出预案中存在的不足，并进行评审及修订，

使以后的应急预案更加适用。

二、配送过程中应急预案

运输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我单位承诺从准备到运输到指

定供货地点的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若绿植在运输途中造成

损伤可以视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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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途中有专人押运，以免造成走偏路、走差、绕道等

情况，耽误到场时间。若气温过高或运距较远应采取保温和

防晒措施。如遇大雪、大雾、雨天等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应

及时调整运输时间，与采购单位及时沟通，保证人身安全和

绿植的成活率。运送绿植的工具应当是封闭式或是有防雨篷

的车辆，以减少风力损坏。如没有带雨篷的交通车辆，需用

遮阴布完全覆盖，保证绿植到场的自身情况，提高成活率。

运输到目的地交货时我单位出具绿植“两证一签”等相

关证明材料（绿植质量检验证与种苗标签、植物检疫证

书），按一车一证随货同行提交。

三、运输过程中突发事件处理预案

（一）货物运输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为了提高对道路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降低突发事

故的危害程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及时、

有效地组织开展救援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结

合我公司道路运输管理实际，特制订本预案。

1.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公司以建设“以人为本，创造平安”为重要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道路交通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坚持“防、避、抢”

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重于抢、有备无患”的方针，

在全公司范围内建立起统一、规范、科学、高效的道路交通

事故道路运输应急处理指挥体系，以及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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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不懈的救援指挥体系，确保一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公

司各部门应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能，实施救援，最大限

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把突发事件危害降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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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反应、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协同应对、措施果断、

依靠科学的原则。

2.道路交通事故道路运输应急处置预案适用范围

道路运输应急处置是对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伤亡和

健康危害，需要道路运输做出应急处置，从而最大限度地减

少人员伤亡和降低对人员健康的危害程度。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或政府发出应

急救援支援指令的，需要公司各部门共同实施救援和处置的

道路运输事故。

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其应急救

援工作执行公司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普通货物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

3.报告程序

（1）基本情况。事故及险情发生的单位或车辆牌号（设

施名称）、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

（2）简要经过。事故及险情简要经过、伤亡人数、车

辆毁坏情况；

（3）经济估计。事故及险情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

计；

（4）原因判断。事故及险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5）控制情况。事故及险情发生后采取的应急救援措

施、处置以及事故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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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关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问题，如车型、车况、

核定绿植租摆数、实载人绿植租摆数、所在线路，或货物名

称等；

（7）报告联系。事故报告单位、报告人、报告时间及

联系方式。

4.预案启动程序

总经理根据所报告的事件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公司《道路

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当需要立即启动公司级预案时应

立即启动。当公司总经理接到有关政府、部门应急救援支援

指令时，总经理也可直接启动公司应急救援预案，对有关突

发道路交通事故进行救援。预案启动后，公司各应急救援部

门应立即组织人员、车辆和抢险物资奔赴救助现场进行抢险

工作。

按照国家事故管理原则，当公司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除立即上报公司和当地运输管理部门

外，还应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抢险救援工作。

5.应急救援保障（车辆和设备储备）

应急处置队伍：公司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为公

司的应急救援人员（共 XX 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应加强应

急专业知识的培训。

物资准备：公司指定 XX台轿车和 XX台货车作为事故抢

险使用，随时确保这两台车辆处于备用状态。同时，准备部

分事故抢险所必需的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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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调度权：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启动后，指

挥长有权指挥、调度各应急抢险人员、车辆和有关应急救援

物资。

应急资金保障：公司财务室必须加强应急资金的管理，

确保抢险工作中各项费用的支出。

通讯和信息报告：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道路

交通事故有关信息的收集、风险分析判断，各应急人员应保

证准确、及时报送信息，以便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

6.应急救援措施

（1）立即停车。凡发生道路运输事故，都要立即停车。

（2）立即抢救。停车后应首先检查有无伤亡人员，如

有受伤人员，应立即施救并拦截过往车辆，送就近医院抢救；

如伤员身体某部位被压或卡住，应立即设法将伤员救出，同

时应标出事故现场位置。

（3）现场保护。保护现场的主要内容：肇事车的停位、

伤亡人员的倒位、各种碰撞碾压的痕迹、刹车拖痕、血迹及

其他散落物。

7.应急救助结束

当道路交通事故结束时，应急救助工作也基本结束，公

司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对本次救援工作情况进行总

结和讲评。以便对预案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8.预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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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道路交通事故道路运输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

应当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编制演练方案，明确演练的课

题、人员、内容、范围、组织、评估和总结等。组织相关部

门和人员开展应急处置、救援演练和专项演练。演练要从实

战角度出发，切实提高应急救援能力，普及运输安全知识和

技能。

（二）运输中车辆突发火灾处理预案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预防和减少火

灾危害，确保我司驾驶员在营运生产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时，

能沉着冷静，果断地采取避险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特制订本操作规程。

1.火灾

（1）车厢内火灾

①车厢内火灾通常由于相关人员携带易燃、易爆物、吸

烟、电器短路等原因造成。因为我司使用的是压缩天然气，

而车内的内饰层板、座椅、地板等均为可燃物。因此一旦发

生燃烧，很容易将车内设施烧着，并产生高温将 CNG气瓶的

安全阀上的易熔合金烧化，导致大量压缩天然气喷出，而当

安全阀动作后瓶阀是无法关闭的，只能让其喷完。故在车辆

发生火灾时，一定要以尽快地速度完成应急操作程序：

②立即关闭天然气阀同时关闭发动机，就地停车，打开

驻车制动阀，注意与路旁栏杆留足距离，以利疏散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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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迅速开启车门，疏散人员，如所驾车的车门为气动则

同时应关闭总电源，如为电动门则待门开后，将手动开关关

闭后。再将总电源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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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指挥人员迅速离开车辆，如相关人员较多，可鼓励相

关人员打碎侧窗玻璃，从右边跳出。同时打 119火警电话报

警；

⑤待人员疏散完后，用车用灭火器灭火，或报告公司等

待救援。灭火时，灭火器应对准火源而不是火苗，同时应保

护好现场，防止火灾扩大后进一步伤人。

⑥注意事项：如所驾车辆为电动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开门，以免时间晚了电线烧断车门打不开；如为易燃物燃烧，

不要盲目搬动，一定要在可行的情况下用灭火器进行扑灭；

当相关人员疏散完，方可对车辆进行施救，而在对车辆施救

时必须注意保护自己；如车厢内火灾已经蔓延，而无法控制，

应放弃抢救车辆，尽管这时还有机会对车下的气瓶阀门进行

关闭，但作用已经不大，因为高温会将安全阀烧化。

（2）引擎盖下火灾

①发动机火灾一般是由于 CNG 系统减压阀以后至发动

机进气管之间出现天然气泄漏，积存于引擎盖内，遇到点火

系统火花而引燃。殃及引擎盖内的塑料橡胶制品，其特点是

味道难闻，烟雾较大，燃烧不充分，此时只要关闭气阀，待

发动机上的塑料橡胶制品烧完就再无可燃物了，但如果只要

一打开引擎盖，可燃物将得到充分燃烧，火焰将引燃车内可

燃物，从而不可收拾。因此在发生引擎盖下火灾时应，严禁

打开引擎盖：

②立即关闭天然气阀（同时关闭发动机）将车停在路边，

打开驻车制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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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迅速开启车门，疏散相关人员，关闭电源并报警；

④待相关人员疏散完后，可从车前下方或右下方观看火

灾情况，并关闭气瓶阀。并可用灭火器从车辆的下方伸向发

动机灭火；

⑤保护现场，等待救援。

⑥注意事项：平时注意引擎盖内天然气管接头应连接牢

固，引擎上不要存放棉纱、抹布等可燃物，灭火和关闭气瓶

阀时一定要注意自身保护。

（3）底盘火灾

①底盘火灾的原因是 CNG系统高压部分管道、瓶阀等出

现泄漏，天然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排气管冒出的火花，而发

生燃烧，其特点是火灾前和火灾中漏气的声音很大，一旦着

火火势较大较狂，因此，此类火灾的应急操作一定要果断迅

速：

②立即关闭天然气阀（同时关闭发动机），将车停在路

上，打开驻车制动；

③迅速打开车门，疏散相关人员，关闭电源并报警；

④待相关人员疏散完后，可在车外从下方观看火情，确

认在瓶阀周围无火焰的情况下，可将气瓶阀门关闭，以待救

援。

⑤注意事项：如气瓶阀门周围已经有火焰，或已有高压

天然气喷出时表明安全阀已被烧化，应放弃关闭瓶阀，如火

焰已将车厢烧燃，应放弃对车辆的抢救，疏散完相关人员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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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NG系统

（1）减压阀、低压管路、混合器泄漏

①这一部分为 CNG系统的低压部分，如果发生泄漏，由

于是低压，并且减压器的出气量是随发动机的需要产生的，

故泄漏的强度不大，几乎无声声音，只有当泄漏的天然气积

存在引擎盖内与空气混合达到一定比例后遇到火花才会燃

烧发生火灾，而在此之前只有天然气臭味，因此，当闻到天

然气臭味时应：

②立即关闭天然气阀（同时关闭发动机），将车停在路

边避开火源，并打开驻车制动阀；

③打开车门，关闭电源；

④确认无烟雾后，开启引擎盖检查泄漏处，并到车下报

修。

（2）高压管路泄漏

①CNG 高压管路、接头、仪表发生损坏导致的泄漏，是

较严重的故障且声音很大，同时泄漏的天然气很可能遇到火

花发生较大的火灾，因此当一听到强烈的漏气声应立即：

②关闭发动机，将车停在路边，避开火源打开驻车制动

阀；

③打开车门，疏散相关人员，关闭电源；

④关闭气瓶阀，并报修待救。报修打手机时应距开车辆

一段距离；

⑤如气瓶阀门无法关闭或泄漏处为安全阀，则应放弃关

闭而让其泄漏完。注意维护现场秩序，严禁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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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瓶掉落

①一个或几个气瓶从车辆上脱落后，会拉断高压气管，

发生严重的漏气现象，当听到较大拘掉落声响后伴随强烈的

漏气声，此时应：

②立即关闭发动机，将车停在路边避开火源，打开驻车

制动阀；

③打开车门，疏散相关人员，关闭电源；

④保护现场，严禁烟火，报告公司，在报告打手机时离

开车辆一段距离；

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可对其余气瓶的瓶阀进行

关闭。

（4）安全阀动作

安全阀的作用是当气压和温度超过一定值后防止气瓶

爆炸而设置的。它的工作原理是当气压或温度超过限值后，

双金属片被击穿，故该阀的工作是不可逆的，其排气通道不

受瓶阀控制，故安全阀动作后，关闭瓶阀是不起作用的，只

能让其天然气漏完为止，其特点是往往出现在刚加过气的车

上。同时气温及本车温度较高。一旦发生泄漏的声音很大。

因此当安全阀动作后应：

①立即关闭发动机，将车停在路边，避开火源，打开驻

车制动阀，关总电源；

②打开车门，疏散相关人员；

③保护现场，严禁烟火，待天然气放完，并报修，报修

打手机时应离开车辆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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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气瓶爆炸

气瓶爆炸是非常严重的事故，而一旦发生车辆及司机本

人已经受到很大伤害了，这时只能尽力而为地进行应急操作：

①关闭发动机，让车辆停下，打开驻车制动阀；

②打开车门，疏散相关人员，报警，报 120急救中心，

报公司；

③自我救助或抢救伤员。

（三）交通事故应急预案

1.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应立即进行自救，并报警。电

话：122（交警）、119（消防）、120（急救），应简明讲

清事故地点、伤亡、损失等情况，以及事故对周围环境的危

害程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保护货物财产并通报运输经

营者与保险公司。

2.当事人应立即切断车辆电源开关，使用消防器材，布

置好安全警戒线，应果断处置，不要惊慌出错，避免造成更

大的灾害。

3.对伤者的外伤应立即进行包扎止血处理，发生骨折者

应就地取材进行骨折定位，并移至安全地带，对死亡人员也

应移至安全地带妥善安置。积极协助 120救护人员救死扶伤，

避免事故扩大化，把伤害减至最低程度。

4.保护好自身的安全，积极配合交警、消防等部门进行

救护并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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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生一次死亡 3人以上的运输事故，应在 6小时内报

告当地交通主管部门。

（四）天气突变应急处理

如在运输作业期间遇天气突变，如降雨降雪等情况，及

时对货物进行遮盖并对车辆采取防滑措施，保证货物安全运

抵指定地点。

（五）车辆故障应急处理

在运输前，通知备用车辆及维修人员待命。如在途中运

输车辆出现故障，立即安排维修技术人员进行维修。如确定

无法维修，及时调用备用车辆，采取紧急运输措施，保证在

最短时间内运抵指定地点；

（六）道路紧急施工应急处理

对绿植运输经过的路线进行反复勘察，并在绿植起运前

一天再次确认道路状况，掌握运输路线的详细资料。尽管如

此，仍难以完全避免因道路紧急开挖施工导致的通行受阻情

况。遇到此类情况，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协调内外部资源，

及时提出运输路线整改方案，确保绿植运输顺利通行；

（七）道路堵塞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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