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电气事故应急演练方案(实用5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
素，包括资源的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等，以确
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实施。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电气事故应急演练方案篇一

中暑是指高温或烈日暴晒引起体温调解紊乱所致的一组临床
疾病群，以息热、皮肤干燥无汗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特征，
一般分为中暑息热、中暑衰竭、中暑痉挛和日射病类型。日
常生活中，劳动生产中偶有发生中暑伤害事件，重者可当场
死亡，轻者如不及时抢救也危及生命，因此，如发生相应伤
害应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处理，以尽可能降低对人体的危害，
为后期抢救赢得时间。

电气事故应急演练方案篇二

2.1中暑多发生在夏季高温环境，如通风不良的高温车间、露
天作业现场等。

2.2中暑初期表现为头痛、头晕、疲乏、无力、口渴等，随后
出现体温显著升高，脉搏快速，面红、恶心、呕吐等。严重
时可出现昏迷、呼吸急促等，最后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2.3如伴有因大量出汗所致的氯化纳丢失，可出现全身肌肉痉
挛，最常见的为小腿抽筋。

电气事故应急演练方案篇三

2.1.1先兆中暑。其症状为：在高温环境中劳动一段时间后，



出现大量流汗、口渴、身感到无力、注意力不能集中，动作
不能协调等症状，一般情况此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但不
会超过37.5°。

2.1.2轻症中暑。其症状为：除有先兆中暑外，还可能出现头
晕乏力、面色潮红、胸闷气短、皮肤灼热而干燥，还有可能
出现呼吸循环系统衰竭的早期症状，如面色苍白、恶心、呕
吐、血压下降、脉搏细弱而快、体温上升至38.5°以上。此
时如不及时救护，就会发生热晕厥或热虚脱。

2.1.3重症中暑。一般是因为未及时适当处理出现的轻症中
暑(病人)，导致病情继续严重恶化，随着出现昏迷、痉挛或
手脚抽搐。稍作观察会发现，此时中暑病人皮肤往往干燥无
汗，体温升至40°以上，若不赶紧抢救，很可能危及生命安
全。

2.2发生中暑事故的应急预案

2.2.2对重症中暑者，除按上述条件施救外，还应对病人进行
严密观察，并动用工地的交通工具或拦截出租车及时将病人
送往就近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治疗。

电气事故应急演练方案篇四

3.1合理处理热源。改革工艺，减少热源，将强热源移出车间
或安放在下风口。采取隔热措施，将热源分开。

3.2加强通风降温。自然通风，根据单位的情况，使热空气自
然流出，冷空气自然吹入。机械通风，采用风机，冷却处理，
电风扇、空调等进行通风高温。

3.3加强个人防护。根据作业环境特点，采用适当的防护用品
和防护措施。



3.4适当饮用含盐清凉饮料，以补充氯化纳和水分。

3.5如果在阳光下作业，可适当避开中午强烈的日光。

电气事故应急演练方案篇五

落实区文教局有关安全教育的精神，坚持“预防为主，安全
第一”的原则，建设平安和谐校园。通过地震应急预案现场
演练，让低年级学生在在发生地震时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自
救，能够迅速、有序、安全地撤离疏散，最大限度地减少财
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组 长：年段组长

组 员：一、二年级各班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班级演练：

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向学生讲解地震自救知识，进行班级模拟
演练。

参考资料：从你意识到这是一次地震，到地震结束，一般只
有十几秒钟的时间，很少会持续一分钟以上。要把握好最早
的几秒钟，赶紧躲到最近的安全地方。躲避到地面停止摇动，
再也没有东西落下来为止。

当听到地震发生的信号后，应该做到：

1、要保持镇定，切莫惊慌失措。学生就地躲避尽快躲避到安
全地点，千万不要匆忙逃离房屋。

2、在室内的学生，应立即就近躲避，身体采用卧倒或蹲下的
方式，使身体尽量小，躲到桌旁、墙角或桌下，以保护身体
不被砸，尽量不要靠近窗口。



3、躲避的姿势：将一个胳膊弯起来保护眼睛不让碎玻璃击中，
另一只手用力抓紧桌腿。在墙角躲避时，把双手交叉放在脖
子后面保护自己，可以拿枕头或其他保护物品遮住头部和颈
部。

4、卧倒或蹲下时，也可以采用以下姿势：脸朝下，头近墙，
两只胳膊在额前相交，右手正握左臂，左手反握右臂，前额
枕在臂上，闭上眼睛和嘴，用鼻子呼吸。

5、在走廊的同学，也应立即选择有利的安全的地点，就近躲
避，卧倒或蹲下，用双手保护头部，不要站在窗边。

6、在厕所内的同学，也要采取应变措施，就近躲避。

7、在室外的同学，应跑到空旷的地方，要用双手放在头上，
防止被砸，要避开建筑物和电线。

8、老师要正确指导学生，发现有采取不正当措施的，及时纠
正。

各班班队课时间。

安全应急预案演练是各位教师切记提醒学生不要慌张，安全
第一，防止学生以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