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伏电站应急预案汇编(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光伏电站应急预案汇编篇一

为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天气的安全管理工作，防止人身和设备
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特制定该应急预案，望认真遵
照执行。

（一）组织机构

厂部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其中厂长、书记任组长，副厂长任
副组长，成员由各部室党政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生产技术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二）基本内容

1、低温雨雪天气，进行户外正常巡视，应注意防滑跌防坠落，
防止造成人员意外伤害。

2、低温雨雪天气，确需进行室外检修施工作业，应在管理人
员确认现场施工条件合格后，并在其现场监护下施工。

3、低温雨雪天气，各相关单位应根据所辖责任区范围（包括
生活办公区、办公楼道路），安排工作人员及时清理必经路
面、平台、楼梯处的积雪积冰，留出通道，必要时撒上锯末
或铺上防滑垫以防滑，上下楼梯时要抓好扶手，防止人员滑
跌。



4、低温雨雪天气，职工上下班期间要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尽量搭乘厂内通勤车，当自驾私家车、骑自行车或摩托车上
下班时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5、低温雨雪天气，职工注意身体防寒保暖，避免因在室外行
走通行、搬运物品、爬高上低时缩手缩脚，出现事故。

6、低温雨雪天气，拖拉机、运渣车、运煤车、检修用车司机
在通过灰渣、煤场、河下道路时要小心驾驶，谨慎行车，避
免急刹车、急转弯。

7、低温雨雪天气，关好门窗玻璃，避免厂房内部环境温度过
低，放尽管道容器内部余水，以免冻坏设备。

8、低温雨雪天气，应尽量走室内楼梯通道，主控室、升压站、
锅炉房周围的安全通道必须铺设防滑垫，以免滑到摔伤。

通用安全预案：

1.冬季天气逐渐转凉，设备及管道的防寒防冻工作应纳入重
点工作日程，对缺损的保温及时联系修复，设备检修隔绝务
必放尽余水、余汽，防止存在流动死区造成设备冻裂，对室
外的设备尤其重点考虑。

2.天气寒冷严密关闭主厂房各门窗玻璃，并定期检查，对损
坏的及时联系修复或更换。

3.加强对辅机冷却水的巡视和检查，保持一定量的出水，发
现有管路堵塞或泄漏，应及时联系处理。

4.空气湿度增大，要加强对电动机绝缘的监视检查，启动前
要测试绝缘合格后方可送电。对于潮湿环境中的电动机，则
应增加测量次数，不合格的及时联系维修烘烤，同时尽快消
除潮湿因素。



5.雨雪天气检查厂房各处是否漏雨，对漏点标记并上报；同
时做好电机、电动门等设备被淋湿的防范措施。

6.各辅机润滑油的牌号要随季节转换及时更换，以保证设备
良好润滑。

7.雨雪天气进行户外巡视，注意防滑防跌，防止造成人员意
外伤害，尽量走室内楼梯，上下楼梯要扶好扶手，对于不牢
固的扶手及时上报处理。

8.大雪过后，各班组应及时清理主要通道上的积雪，以防人
员滑跌造成伤害。

9.巡回检查制度必须严格执行，要保证巡视次数与质量，发
电部将继续执行设备挂牌抽查制度以监督执行效果。

10.巡查时至少两人一组，加强班组、专业成员间的安全自保、
互保、联保意识。

11.秋冬季节天气寒冷职工要合理安排休息，保证充足睡眠，
杜绝精神状态不佳影响安全生产。

12.密切关注职工思想动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深入开展
反“三违”活动，严防低级错误的发生。

13.观察辅机油位要细致，不能走马观花，应根据油窗、油位
液面的轻微波动来判断真实油位，同时利用摸、听、闻的检
查手段，加强对电机、轴承温度、运转状况等方面的监视。

14.进行设备巡视时的劳保穿戴和防护器具要齐全，并配带手
电筒、听针；遇有如照明不足、通道上存积的少量杂物、障
碍物等，要随手处理，不留安全隐患；对发生泄漏的设备进
行检查时，靠近前要观察好安全通道，再进一步实施检查。



16.监盘人员操作时要精力集中，随时注意运行参数的变化，
及时做好对应调整，发现运行参数异常在调整无效后，要及
时汇报值长。

17.做好各类突发事故的预想，操作时要严格按要求做到勤调
整、细调整、小范围调整。

18.提高班前会的质量，坚决贯彻执行班前会“五讲清”（讲
清当班工作任务、内容；讲清工作现场条件、作业环境、系
统设备状态；讲清“两票”或安技措的使用和执行情况；讲
清检修（操作）设备名称、编号、位置和隔绝要求；讲清有
关劳保穿戴等安全注意事项。班组之间做到信息通畅，防止
交接不清。

19.对一些带“病”运行设备，要重点加强检查，并及时汇报，
采取措施，做好事故预想工作。

专业安全预案：

1、锅炉专业:

1）调整好适当的送煤风风量，特别是当发现落煤管有粘煤现
象发生时要加大送煤风风量，以防止造成斜管堵塞。

2）加强对给煤机落煤管的检查力度，应定时检查清理落煤直
管，勤检查落煤斜管。

3）在给煤机就地处准备好铁锨、长钢筋等工具，以便于发生
棚煤时能及时处理。

4）给煤机周围应无杂物、照明充足，处理棚煤、堵煤的人员
劳保穿戴要整齐，严格遵守《安规》中的有关规定，不准用
身体顶着工具或放在胸前用手推着工具以防打伤。



5）加强对运行参数的调整，特别是发生棚煤、堵煤时要做好
防止灭火事故的防范措施。

6）加强对运行中辅机轴承冷却水的巡视和检查，保持一定量
的出水，发现有管路堵塞或泄漏，应及时联系处理。

7）检修炉要在规程规定时间内将炉水放尽进行隔绝，排污门、
疏水门全开，尽可能把各管路、联箱等部位余水放完，必要
时在无检修工作时间段内，关闭锅炉所有挡板、风门、人孔
门等，以确保受热面管路以及其它要害部位的防寒防冻。

8）停运炉的高压流化风机润滑油站加热和循环要定期投入，
保证停运炉辅机正常完好备用。

9）锅炉各水压表、汽压表、流量表、水位计管路应在设备停
役后，及时联系相关单位将管路余水放尽。

10）遇有雨雪天气后要及时清理安全通道，避免出现人员滑
到、跌伤现象。对于大雾大风的天气，人员巡检时要注意安
全。

11）空压机房、燃油泵房等现场门窗应完整，玻璃齐全，关
闭严密。必要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保持室内环境温度不
低于5℃。

12）各储气罐按要求定期放水，以防放水阀冻住不能放水。

13）灰库冲洗地面用水管，不用时应保持小流量开度，以防
止水管冻住不能使用。

14）将启动炉放水做好防冻措施。

15）灰库、渣仓工作人员每天必须把洒落的灰、渣及时清理。

16）灰库、渣仓工作人员每天及时清除路面冰雪积水，确保



路面无积雪、积冰。

17）及时修复路基缺口或防护设施缺口，对因气候因素不能
及时修复的，设置警示标志，提醒灰渣车辆注意安全。

18）遇到雨雪天气，楼梯有积水并结冰时必须在楼梯踏步上
撒锯末或采取防滑措施。

2、汽机专业：

1）各岗位检查关闭汽机零米层、运转平台、除氧层及河下泵
房的窗户，做好设备防寒防冻工作。

2）各岗位仔细排查厂房内外设备及管道保温是否完善，缺损
填写保温单,设备及管道内余汽、余水应放尽。

3）厂房内环境温度0℃以下时要及时投入供暖,供暖汽投入后
应检查。

4）厂房内地面清扫干净，不应有积水。

6）根据循环水温度及时调整循环水压力，保证凝结水硬
度0μmol/l，超标应及时找漏,机组真空在合格范围
内(-0.094—-0.097mpa)。

7）加强循环水管线的巡视，重点关注循环水管道上伸缩节及
限位装置的情况。

8）汽机厂房顶部的通风机要保持完好备用，保证在运转层蒸
汽过大时投入使用，以消除运转层凝露现象。

9）零米层东门定时开关，保证厂房内环境温度在0℃以上。

开关时间：9：00～11：50



14：00～16：50

10）减温减压站供汽执行供汽规定及措施.

3、电气专业：天气逐渐转凉，巡视重点是电气充油设备的运
行工况，发现电气充油设备油位降低、渗油、漏油等情况，
应及时填报缺陷，并采取措施配合检修消缺。

1)密切关注各电气开关室电缆沟内进水情况，及时开泵排水，
保证电缆不浸泡在水中。

2)加强设备绝缘测试，各电气设备停运24小时后重新启动要
测试绝缘合格方可送电，测试不合格要及时联系维修烘烤，
直到合格为止。

3)遇有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或处于环境潮湿的电动机
（如#1、#2凝泵）启动前要测试绝缘合格后方可送电。

4)对于环境潮湿的电动机，则应增加测量次数，对不合格者
及时联系维修烘烤，同时尽快消除潮湿因素。

5)遇到阴雨天气，随时对停运电动机绝缘进行检查和监测，
并采取有效防雨措施。

6)大风前应检查室外配电装置周围有无可能被大风刮起引起
短路的杂草、物件等。

7)下雪时，检查变电站套管、端子落雪后是否立即融化，有
热气现象，有无冰柱及放电闪络现象；加强变压器油温监测；
并经常检查gis气室压力情况等应正常。

8)气温剧降应检查注油设备的油位不能过低。

9)大雪天气应及时将升压站内的道路、主要通道上的积雪清



除，以防人员滑跌造成伤害。

10)各种电气倒闸操作应严格执行操作管理制度，现场操作严
格执行“三核对”，认真合理使用安全工器具，确保各项操
作的安全顺利进行。

11)雨雪天气，做好联络线因故障跳闸的事故处理预想工作。

4、输煤专业:

1）煤场来煤要及时转堆，要尽量保证合理堆放，向棚内集中，
用煤遵循先外后内原则。

2）煤场各排水沟要经常清淤，确保畅通，各处屋顶落水管也
要定期检查，确保排水正常。

3）及时清理输煤车间各走道、楼梯上的积雪、积水。人行道
不得用水冲洗，以防上冻造成滑跌。铲车及时清理煤场积雪
积水。

4）各处可能造成冻害的部位要及时关闭门窗，防止管道阀门
损坏。确保室外供水管道阀门保温齐全。

5）各台排污泵要定期试转检查，确保其工作状态良好。

6）各岗位人员不当班时注意良好休息，在当班期间要时刻保
持头脑清醒，集中精力杜绝误操作或其他违章违纪行为。

7）每班班前会、安全例会要对季节性生产特点有所重点强调。

5、化水专业：

1)对已投运的絮凝池，每班要逐个开启排污门1次到2次，每
次开启时间可以很短（全开到全关一次），但必须要开启，
以防排污门冻坏。未投运的`絮凝池，为了防止进水管路冻坏，



要求每班投运一段时间，以带小流量保证水池及管路内的水
流动为主要目的。

2)加强煤质、水质、油和蒸汽品质的监督工作。

3)在冰冻天气来临以前，检查化水所有室外设备、管路，有
余水的.地方要放尽余水，主要设备为罗茨风机和管道泵、中
和泵等设备。

4)及时检查化水综合楼实验室、水处理车间、综合泵房、循
环水加药间等室内门窗关好，有暖气管道的地方，暖气要正
常投运，防止设备冻坏。

5)再生进酸碱液由于温度低，再生液与树脂的交换效果差，
为了保证效果完好，要降低再生液速度，延长时间。

6)外面水力池水位要保持高出斜板液位，防止其冻坏。

7)由于下雪天运输困难，对化学药品方面，在规定的范围内
（酸碱、混凝剂）及时填单至供应站，以保证药品能及时到
货。

（一）加强备品备件管理，确保应急检修工作的顺利开展

做好冬季应急检修的材料准备工作，重点做好输煤系统、灰
水系统、锅炉汽机等各种辅机的应急检修的材料准备工作，
积极同生产物资部联系，保证各种材料及时到货。

（二）加强冬季应急检修的人员调度管理

部门应急预案领导小组成员及各专业班组长、安全员，部门
特种车辆驾驶员必须保证通讯系统24小时畅通，遇有紧急情
况，由部门应急预案领导小组统一指挥调度。

（三）做好应急检修工作的安全防范工作



1、部门及各专业做好应急检修的人员力量配制，应急检修人
员必须按照新庄孜电厂及设备管理部关于安全管理的相关规
定，按照程序开展好应急检修的准备工作，如工作票的办理、
安全技术措施的办理及宣传贯彻等。

（四）做好雨雪天气的防滑跌工作。

1、各专业要做好雨雪天气的防滑跌工作，认真开好班前会，
做好危险点预控，要根据工作情况，避免冬季雨雪天气的室
外作业。检修人员进入生产现场必须劳保穿戴整齐，禁止奔
跑，做好自保、互保、联保工作。

2、雨雪天气，部门各专业职工上下班途中应搭乘厂内班车或
步行，避免骑自行车及摩托车，防止滑跌。

（五）做好冬季应急检修工作的工器具管理

各专业要做好冬季应急检修工作的工器具管理，各种工器具
要认真检查，确保良好备用。

（六）做好应急检修工作的安全技术支持工作

部门及各专业安全生产技术人员对出现的冬季应急检修要做
好安全技术支持工作，做好相关的分析、总结及记录，做到
有据可查。

生产物资方面：

a、提前储备，要求生产单位对消耗性物资在雨雪天气来临之
前，储备充足。

b、非紧急物资，尽量不安排在恶劣天气进货。

为加强冰雪天气下电厂运行班车的管理，确保安全行车和职



工上下班，制定如下保障措施。

一、预控措施

1、班车车辆所属单位、用车单位必须提高对车辆行车安全工
作的认识，加强法制观念，认真执行国家和上级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

2、防止“五漏”（油、水、汽、电、风）和“五不出车”
（刹车不良不出车；转向系统有故障不出车；喇叭不响不出
车；灯光不亮、雨刷不灵不出车；安全设备不齐全或无效不
出车。）

3、不准驾驶与证件规定不相符的车辆；

4、严禁酒后开车；

5、驾驶车辆时，禁止吸烟、饮食和闲谈；

6、不准将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

7、必要时，使用车辆专用防滑链。

8、严禁车辆超员行驶。

9、驾驶员应熟悉所驾驶车辆的性能、保养及操作方法，行车
前要认真检查，必须保持技术状况良好、设备齐全有效。

二、应急预案

（一）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组长：

成员：



（二）应急救援分工

组长：在应急救援工作中，负责同交通部门、车辆所在单位
的联系、沟通，提供相关物资、技术支持，负责组织制订应
急救援方案并指导和监督实施运行。

组员：

（1）参与现场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应急救援技术
方案的具体实施。负责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参与应急救援技术
方案的编制并现场指导实施，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安全技术
指导及保障工作。

（2）负责组织本单位人员制订应急救援技术方案和参与现场
指导、监督方案的实施运行。

（3）负责督促车辆所有单位落实和提供应急救援工作顺利进
行所需物资、设备的供给、配备、维护和提供使用。

（三）应急救援资源的使用

在发生冰雪交通阻碍时，职工班车驾驶员要及时同应急小组
联系，同时充分做好乘员的防寒保暖、安置工作，应急小组
要及时联系其他车辆对乘员进行转运，确保转运及时有效。
如发生交通事故，要在第一时间做好人员的疏散、分流工作，
避免事故的进一步扩大，并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请求支援，如医院急救120支援、公安警力110支援、火警支
援求救电话119支援等。

（四）应急救援通讯联络系统

应急救援通讯联络工作由办公室主任负责。应急救援联络途
径如下：



1、应急联络救援电话：

新庄孜电厂办公室电话：

办公室主任手机：

2、对外应急求救：

公安警力求救电话：110

火警支援求救电话：119

医疗急救求救电话：120

光伏电站应急预案汇编篇二

为不断提高光伏电站现场设备的运行管理水平，提高设备运
行的安全可靠性，正确、有效和快速地处理突发事故，最大
程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确保人身、电网和设备
安全，加强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和其他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的管理，特制定本预案。

事故分级：自然灾害事故、设备事故、系统失压事故、人身
伤亡事故。

预防自然灾害事故，防洪救灾等应急工作，明确各自的职责，
明确重点，狠抓薄弱环节，确保光伏电站不被洪水淹没和大
风破坏，保证供电正常，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国家财产和职
工人身安全，维护安定。

事故应急处理时，在确保人身和电网安全不受威胁的同时，
尽快消除事故根源，限制事故的发展，防止、缩小事故对设
备的危害。



系统失压，将可能导致光伏电站不能正常并网发电，在光伏
电站没有查明原因的情况下，同时在确保人身安全不受威胁，
应断开并网开关，防止由于设备故障向电网倒送电，保障电
网的安全运行。

事故应急处理，坚持以人为本、防御和救援相结合的原则，
在发生意外伤害突发事件中，以危急事件的预测、预防为基
础，以对危急事件过程处理的快捷准确为重点，以全力保证
人身安全为核心。

1、运值人员应全部经特种作业(电工作业)培训和电工进网作
业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资质，同时应有触电急救的培
训并经考试合格，会紧急救护法、心肺复苏法、止血、简单
的外伤包扎，会科学的对伤员进行转移搬运，会处理常见中
毒现象等。事故发生后，应在保证救护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
下使被施救者迅速脱离危险源，然后再向上级汇报有关情况。
事故现场由当值值班负责人进行指挥，直到上一级领导到达
现场，方可将事故处理权移交。事故发生后应及时将现场情
况报告公司领导和主管领导。

2、光伏电站设备维护工作和设备现场的各项安全措施必须符合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和《电力建设安全工作
规程》(dl5009)的有关要求。

3、根据设备维护工作和倒闸操作内容认真做好现场危险点分
析，并做好各项安全措施。定期进行危险点分析并检查此项
工作的完成情况，确保其针对性和有效性。

4、在开展设备维护工作和倒闸操作前，应认真组织进行“安
全三查”工作。

5、根据工作内容和现场情况，制定相适应的安全措施和危险
点分析报告。



6、按《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中的工作票制度，
办理工作票的许可、监护、间断、转移和终结。

7、认真开展规范化管理和标准化作业。

8、光伏电站运行人员应认真执行《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
作规程》中的倒闸操作制度。

9、在设备现场内可能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地点，设立安全警
示牌，并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10、运行人员在进行巡视维护工作和倒闸操作前应按规定正
确使用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服等安全工器具。

11、设备现场的防火、防毒、防爆、防尘、防静电、防感应
电等措施应齐备。

12、现场设备名称、编号应清晰正确，进行维护工作和倒闸
操作前应认真核对设备双重名称，防止误入、误登带电间隔。

13、光伏电站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规程、制度、技术等培训，
使其熟练掌握有关安全措施和要求，明确各自安全职责，提
高安全防护的能力和水平。对于新参加工作人员，必须强化
安全技术培训，经过“三级安全培训”，必须证明其具备必
要的安全技能，并在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带领下方可进行维护
工作和倒闸操作。禁止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指派新参加工作
人员单独从事危险性工作。

14、应结合生产实际，经常性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思想教育，
提高员工安全防护意识，掌握安全防护知识和伤害事故发生
时的自救、互救方法。

15、应积极开展有层次的反事故演习，提高队伍的综合实战
水平和员工单兵作战能力。



16、应针对性的开展技术练兵、技术比武活动，提高作业人
员的生产技能水平。

17、加强安全工器具管理。

18、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配备充足
的、经检测合格的安全工器具和防护用品，坚决淘汰不合格
的工器具和防护用品，提高设备维护工作和倒闸操作安全保
障水平。

19、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安全工器具管理规定》，对安全工
器具进行检查、使用、保管、存放、检验和试验。

光伏电站在生产、基建活动过程中，由于触电、高摔、物体
打击、机械伤害、灼烫、交通、自然灾害等原因突发人身严
重伤害(须住院治疗)及其以上情形的人身伤害事件时，可启
动本预案。

1、本预案所称事件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根据现场情况立
即进行必要的处置。并将事件的发生地点、基本情况、影响、
发展趋势等报告公司相关部门。

2、公司成立应急小组，并根据事件情况、严重程度、可能后
果和应急处理的需要，确定是否进入应急状态。经研究决定
启动光伏电站应急处理机制后，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宣布进
入应急状态，启动本预案，并报公司应急指挥部。

3、光伏电站应急小组根据本预案，按职责分工，立即开展应
急处理工作。

4、成立人身伤害事件应急救援小组。

5、光伏电站应急小组组长组织指挥、协调本站人员进入应急
救援状态;组织收集事故相关资料(如现场拍照或录像、查阅



相关记录、与事故相关的物品等)，调查事故原因。监督救援
工作现场的安全措施，防止救援人员发生人身伤害。负责组
织现场保卫工作，保护事发现场原貌，维持现场秩序。调查
非生产性事故的原因，搜集、保管相关资料和物证。对非生
产性事件，及时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的措施，必要
时请求当地公安、消防部门的支援。

6、光伏电站应急小组成员在组长的指挥下，负责现场应急救
援的具体指挥工作，并协助组长组织分析、评估发生人身伤
害的原因和严重程度;并及时与医院联系，请求医院医护人员
支援;组织应急状态结束后的后期处置。

7、光伏电站安全员负责对现场救援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并
参与预案的修订和完善工作;负责对救援现场进行全过程安全
监督，防止救援人员受到伤害;必要时，向120急救中心或其
他附近医院联系，请求支援。并依照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履
行上报职责。组织工伤人员进行伤残检查并向劳动部门进行
工伤申报工作;协助搜集事故相关资料;负责事故现场的录像、
拍照工作。参与应急状态结束后的后期处置。

8、光伏电站备品备件管理员负责各种应急物资的储备和供应，
参与应急状态结束后的后期处置。

9、光伏电站当值人员应负责事故处理中的后勤保障工作，并
参加应急救援和抢修工作，对人身伤害事件造成设备事故时，
组织收集设备事故方面的相关资料，调查和分析设备事故与
人身伤害的因果关系;因设备损坏而造成对人员救护阻碍时，
研究、制定解决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救援过程中再次发
生人身伤害。如事故发生的基建施工中，应做好基建施工现
场的控制管理，组织收集事故发生时的相关信息，调查了解
人身伤害事故的`原因以及由此引起的设备损坏等问题，研究
制定解决方案。

10、光伏电站其他人员服从应急工作组的指挥，积极参加应



急处理和善后处置工作。

1、人身伤害事件报告：人身伤害事件发生后，光伏电站当值
人员将发生人身伤害的情况(发生地点、基本情况、影响、发
展趋势等)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和应急处理工作组。

2、事件发生地点的有关人员必须严格保护现场，并迅速采取
必要措施抢救伤员。因抢救伤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
通等原因需要转移现场物件时，按照“生命第一”原则先行
救人，但事后必须作出标记(有条件时，要对现场进行录像、
拍照，详细记录事故相关信息和绘制事故现场图)，并妥善保
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等。

1、事件发生后，现场人员要按照“先人后设备”的原则，首
先对人员实施救护。

2、救援工作前，救援人员必须冷静观察现场环境，防止造成
对伤员的二次伤害或使救援人员受到伤害。必要时必须采取
有效安全措施后再实施救护工作。或在必要时设置临时隔离
区，并派专人看护。

3、伤员脱离险境后，要就地进行必要处置(必要时打电话请
求医院进行处置方法的指导)，然后迅速设法将伤员转移到就
近医院进行救治。

4、必要时，现场人员(或应急处理工作组)要向当地120或110
等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救援。

5、应急小组接到报告后，立即上报公司经理和主管经理，通
知有关成员迅速赶赴现场进行支援。

6、发生人身伤害事件后，光伏电站应急小组组长应迅速组织
人员、物资赶赴现场实施救援。同时指定专人对事故原因进
行调查、取证;记录救援现场的相关信息;协助保护现场和相



关物证。

1、光、伏电站安全员负责现场安全防护，同时上报公司领导，
请求派监督力量支援。

2、光伏电站应急小组负责人要指定专人负责应急现场的物资、
后勤保障。

高空坠落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高空坠落伤除有直接或间接受伤器官表现外，尚可有昏迷、
呼吸窘迫、面色苍白和表情淡漠等症状，可导致胸、腹腔内
脏组织器官发生广泛的损伤。

2、当发生高空坠落时,首先应去除伤员身上的用具和口袋中
的硬物。

3、在搬运和转送过程中，颈部和躯干不能前屈或扭转，而应
使脊柱伸直，绝对禁止一个抬肩一个抬腿的搬法，以免发生
或加重截瘫。

4、创伤局部妥善包扎，但对疑颅底骨折和脑脊液漏患者切忌
作填塞，以免导致颅内感染。

5、颌面部伤员首先应保持呼吸道畅通，撤除假牙，清除移位
的组织碎片、血凝块、口腔分泌物等，同时松解伤员的颈、
胸部钮扣。

6、复合伤要求平仰卧位，保持呼吸道畅通，解开衣领扣。

7、快速平稳地送医院救治。

人身触电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在接到事故现场有关人员报告后，凡在现场的应急人员必



须立即奔赴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做好现场保卫工作，保护好
现场并负责调查事故。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伤员生命，
减轻伤情，减少痛苦，并根据伤情需要，迅速联系当地医疗
部门救治。

2、发现有人触电，应立即断开有关电源，使触电者在脱离电
源后在没有搬移、不急于处理外伤的情况下，立即进行心肺
复苏急救，并根据伤情迅速联系医疗部门救治。发现触电者
呼吸、心跳停止时，应立即在现场就地抢救，用心肺复苏法
支持呼吸循环，对脑、心重要脏器供氧。

有害气体中毒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气体中毒开始时有流泪、眼痛、呛咳、咽部干燥等症状，
应引起警惕。稍重时会头痛、气促、胸闷、眩晕，严重时会
引起昏迷。

2、当怀疑可能存在有害气体时，应立即将人员撤离现场,转
移到通风良好处休息。施救人员正确进行自身安全防护的前
提下(进入险区应带防毒面具)，将中毒人员与毒源隔离。

3、及时向拨打120求救并向公司相关领导汇报。

4、已昏迷病员应保持气道畅通，有条件时给予氧气吸入。呼
吸心跳停止者，按心肺复苏法抢救，并联系医院救治。

5、迅速查明有害气体的名称,供医院及早对症治疗。

1、当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后，抢救的重点放在颅脑损伤、胸部
骨折和出血上进行处理。

2、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应马上组织抢救伤者，首先观察伤者
的受伤情况、部位、伤害性质，如发生休克，应先处理休克。
遇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压。



处于休克状态的伤员要让其安静、保暖、平卧、少动，并将
下肢抬高约20度左右，尽快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3、出现颅脑损伤，必须维持呼吸道通畅。昏迷者应平卧，面
部转向一侧，以防舌根下坠或分泌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
阻塞。有骨折者，应初步固定后再搬运。遇有凹陷骨折、严
重的颅底骨折及严重的脑损伤症状出现，创伤处用消毒的纱
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及时送就近
有条件的医院治疗。

1、不太严重的烫伤，赶紧用凉水冲洗或将伤处泡在水中，如
果有残雪，将残雪置水中，水越冷越能减轻症状。

2、烫后起水泡时，涂上烫伤膏，用纱布缠好，避免破裂。油
炸东西的热油烫到皮肤，皮肤会烂掉，应先用清洁纱布盖住，
立刻送医院。

3、身体一部分烫伤，并不会危害生命，如果超过20%的身体
面积，就有生命危险。遭受烫伤严重到起水泡，注意不要使
水泡破裂，用纱布轻盖，用冷水冷却。

4、烫伤与衣服相连不要脱下衣服，连衣服用水冷却。烫伤越
严重越觉口渴，要补充水分。

5、发生烧烫伤后的最佳治疗方案是局部降温,凉水冲洗是最
切实、最可行的方法。

1、检查是否有意识，是否有呕吐等。

2、检查是否受伤。

3、当手脚不能动时，检查是否骨折或脱臼。

4、有下列情况，应立即送附近医院：



无意识、抽搐、持续呕吐、伤口大，大量出血、手脚麻痹、
可能有骨折或脱臼、尿血等。

呕吐时，侧躺，避免堵塞气管，用干净毛巾按住大伤口。

出现肿包时，用湿毛巾冷敷。

1、受伤人员已得到妥善救治。

2、受困人员已全部得到解救。

3、失踪人员已全部找到。

4、事件现场潜在危险已全部解除。

5、警方已同意撤离现场。

光伏电站应急预案汇编篇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具
体要求，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发电生产的顺利进行，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认真贯彻国家防总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示精神，坚
持“以防为主，防重于抢，有备无患，安全第一，防患于未
然的原则”。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认真落
实“三不一保”方针，坚决做到“不溃堤、不垮坝、不淹发
电厂房，确保万无一失”。提高认识，克服麻痹思想，做好
充分准备，确保安全渡汛和正常发电生产。

（一）水工建筑部分和防洪排涝部分

1、牡丹江拦江坝。长670.5米，坝顶高程为海拔101.60米。



2、冲砂闸(12孔)、进水闸(8孔)。

3、引水渠（长2696米）和尾水渠（613米）的渠堤及护坡。

4、财宝沟排洪渠道等。

（二）发电生产部分

1、发电厂房；

2、机组设备；

3、升压站；35kv、110kv输电线路。

1、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部分老化，需认真检查，配好备件，及
时更换，保证发电生产正常进行。

2、引水渠道渠堤有滑坡和塌陷部位，汛前要修复好，雨淋沟
要填平压实。

3、汛期输电线路线杆易出现歪斜，要加强维护和巡视，及时
抢修，保证不影响送电。

1、防汛资金预算5万元，专款专用。防汛物资：抽水泵3个，
铁线0.5吨，编织袋xx个，铁锹30把，土筐20个，块石1000立
方米，砂石料1000立方米，运到引水渠重点险段。

2、汛期车辆安排。现有3辆车均为防汛车辆。奥迪车为防汛
指挥车，中巴车为后勤保障车，客车负责运送抢险人员和紧
急情况下转移。

1、根据汛情坚持发电、防汛两不误，坚持多发、多供、少损、
低耗的原则。



2、树立防重于抢，立足防大汛，坚持有备无患的原则。

1、由生技科安排专人负责水文气象资料收集，详细了解水情，
及时上传下达。

2、由运行车间负责微波通道、电台、电话及维修，保证通讯
畅通，负责和上游电站联系，随时掌握其水库放水情况。

3、加强汛期水位观测，即要保证发电用水量，又不能破坏渠
道，当渠道水位达102.60米时可临时决定提冲砂闸或关进水
闸。

4、机检、电检、水工、运行四车间各负其责，保证安全生产。
同时加强对重点部位巡视，保证冲砂闸、进水闸、启闭机、
各种水泵、电机运转正常，通讯良好，供电系统安全可靠，
以备急需。

5、组织20人抢险队24小时待命，对重点部位、险工弱段死看
死守，做到人在堤在。

6、防汛办负责汛期工作调度，组织对防汛重点部位进行检查，
要有记录，对安全隐患要提出解决方法并迅速落实。

文档为doc格式

光伏电站应急预案汇编篇四

根据分局要求及业主相关指示，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防洪
度汛预案进行调整。

砂石系统进入施工高峰期，为确保施工与系统运行及施工作
业人员的安全，一旦遭遇洪水事故发生。做到有计划，有措
施，有条不紊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有效的'将事故的影响和
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项目部根据沙沱水电站砂石系统运行



及水文气象等特点，特制订防洪度汛应急预案。

计划4月初由安全部牵头组织有关人员对系统范围内的有关防
汛项目逐一检查，对部分项目进行现场技术、安全交底，在
五月十五日前(汛前)完成已明确整改的度汛项目。

汛前将排水系统清理完善，保持畅通。

系统砂仓边坡及挡墙应严密监控，掌握其动态变化情况。

汛前对系统内高边坡进行一次认真的安全检查，发现隐患，
及时处理。

皮带洞监测，随时注意洞内渗水情况。

在防洪度汛期间，项目部对车辆，装运等设备实行统一调度
指挥，其中，吉普越野车1辆，皮卡货车2辆，装载机2台，自
卸车2辆，准备必要的防洪度汛物资和材料，雨衣、雨鞋、手
电筒、安全绳、安全带、撬棍、铁锹、锄头、撮箕等，存放
在物资库房，以备急用。

4.1项目部成立防汛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防汛办公室，林建国同志兼任防汛抢险办公室
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安全环保部。

4.2成立防汛抢险队，汛期随时处于待令状态，如遇险情，立
即投入抢险工作。抢险队由粗碎车间、中碎车间和施工一队
组成，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



4.3防汛抢险重点

任务是确保系统设备、材料、人员、房屋的安全。

汛期进行不定期检查(至少每周检查一次)，发现隐患及时上
报及处理。

防汛期间，安排人员日夜值班，随时接收、搜集、掌握天气、
水性变化情况，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

值班地点：

防洪抢险实行组长统一指挥，组长不在时，副组长履行其职
责，并根据天气及水情变化而实施抢险措施。

光伏电站应急预案汇编篇五

前言

为不断提高光伏电站现场设备的运行管理水平，提高设备运
行的安全可靠性，正确、有效和快速地处理突发事故，最大
程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确保人身、电网和设备
安全，加强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和其他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的管理，特制定本预案。

事故分级

事故分级：自然灾害事故、设备事故、系统失压事故、人身
伤亡事故。

自然灾害事故

预防自然灾害事故，防洪救灾等应急工作，明确各自的职责，
明确重点，狠抓薄弱环节，确保光伏电站不被洪水淹没和大



风破坏，保证供电正常，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国家财产和职
工人身安全，维护安定。

设备事故

事故应急处理时，在确保人身和电网安全不受威胁的同时，
尽快消除事故根源，限制事故的发展，防止、缩小事故对设
备的危害。

系统失压事故

系统失压，将可能导致光伏电站不能正常并网发电，在光伏
电站没有查明原因的情况下，同时在确保人身安全不受威胁，
应断开并网开关，防止由于设备故障向电网倒送电，保障电
网的安全运行。

人身伤亡事故

事故应急处理，坚持以人为本、防御和救援相结合的原则，
在发生意外伤害突发事件中，以危急事件的预测、预防为基
础，以对危急事件过程处理的快捷准确为重点，以全力保证
人身安全为核心。

应急组织机构

一、应急机构及职责

1.运值人员应全部经特种作业(电工作业)培训和电工进网作
业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资质，同时应有触电急救的培
训并经考试合格，会紧急救护法、心肺复苏法、止血、简单
的外伤包扎，会科学的对伤员进行转移搬运，会处理常见中
毒现象等。

事故发生后，应在保证救护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使被施救



者迅速脱离危险源，然后再向上级汇报有关情况。事故现场
由当值值班负责人进行指挥，直到上一级领导到达现场，方
可将事故处理权移交。事故发生后应及时将现场情况报告公
司领导和主管领导。

2.光伏电站设备维护工作和设备现场的各项安全措施必须符合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和《电力建设安全工作
规程》(dl5009)的有关要求。

3.根据设备维护工作和倒闸操作内容认真做好现场危险点分
析，并做好各项安全措施。定期进行危险点分析并检查此项
工作的完成情况，确保其针对性和有效性。

4.在开展设备维护工作和倒闸操作前，应认真组织进行“安
全三查”工作。

5.根据工作内容和现场情况，制定相适应的安全措施和危险
点分析报告。

6.按《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中的工作票制度，
办理工作票的许可、监护、间断、转移和终结。

7.认真开展规范化管理和标准化作业。

8.光伏电站运行人员应认真执行《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
作规程》中的倒闸操作制度。

9.在设备现场内可能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地点，设立安全警
示牌，并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10.运行人员在进行巡视维护工作和倒闸操作前应按规定正确
使用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服等安全工器具。

11.设备现场的防火、防毒、防爆、防尘、防静电、防感应电



等措施应齐备。

12.现场设备名称、编号应清晰正确，进行维护工作和倒闸操
作前应认真核对设备双重名称，防止误入、误登带电间隔。

13.光伏电站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规程、制度、技术等培训，
使其熟练掌握有关安全措施和要求，明确各自安全职责，提
高安全防护的能力和水平。对于新参加工作人员，必须强化
安全技术培训，经过“三级安全培训”，必须证明其具备必
要的安全技能，并在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带领下方可进行维护
工作和倒闸操作。禁止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指派新参加工作
人员单独从事危险性工作。

14.应结合生产实际，经常性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思想教育，
提高员工安全防护意识，掌握安全防护知识和伤害事故发生
时的'自救、互救方法。

15.应积极开展有层次的反事故演习，提高队伍的综合实战水
平和员工单兵作战能力。

16.应针对性的开展技术练兵、技术比武活动，提高作业人员
的生产技能水平。

17.加强安全工器具管理。

18.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配备充足的、
经检测合格的安全工器具和防护用品，坚决淘汰不合格的工
器具和防护用品，提高设备维护工作和倒闸操作安全保障水
平。

19.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安全工器具管理规定》，对安全工器
具进行检查、使用、保管、存放、检验和试验。

二、预案启动条件



光伏电站在生产、基建活动过程中，由于触电、高摔、物体
打击、机械伤害、灼烫、交通、自然灾害等原因突发人身严
重伤害(须住院治疗)及其以上情形的人身伤害事件时，可启
动本预案。

三、预案启动的工作流程

1.本预案所称事件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根据现场情况立
即进行必要的处置。并将事件的发生地点、基本情况、影响、
发展趋势等报告公司相关部门。

2.公司成立应急小组，并根据事件情况、严重程度、可能后
果和应急处理的需要，确定是否进入应急状态。经研究决定
启动光伏电站应急处理机制后，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宣布进
入应急状态，启动本预案，并报公司应急指挥部。

3.光伏电站应急小组根据本预案，按职责分工，立即开展应
急处理工作。

4.成立人身伤害事件应急救援小组。

5.光伏电站应急小组组长组织指挥、协调本站人员进入应急
救援状态;组织收集事故相关资料(如现场拍照或录像、查阅
相关记录、与事故相关的物品等)，调查事故原因。监督救援
工作现场的安全措施，防止救援人员发生人身伤害。负责组
织现场保卫工作，保护事发现场原貌，维持现场秩序。调查
非生产性事故的原因，搜集、保管相关资料和物证。对非生
产性事件，及时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的措施，必要
时请求当地公安、消防部门的支援。

6.光伏电站应急小组成员在组长的指挥下，负责现场应急救
援的具体指挥工作，并协助组长组织分析、评估发生人身伤
害的原因和严重程度;并及时与医院联系，请求医院医护人员
支援;组织应急状态结束后的后期处置。



7.光伏电站安全员负责对现场救援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并
参与预案的修订和完善工作;负责对救援现场进行全过程安全
监督，防止救援人员受到伤害;必要时，向120急救中心或其
他附近医院联系，请求支援。并依照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履
行上报职责。组织工伤人员进行伤残检查并向劳动部门进行
工伤申报工作;协助搜集事故相关资料;负责事故现场的录像、
拍照工作。参与应急状态结束后的后期处置。

8.光伏电站备品备件管理员负责各种应急物资的储备和供应，
参与应急状态结束后的后期处置。

9.光伏电站当值人员应负责事故处理中的后勤保障工作，并
参加应急救援和抢修工作，对人身伤害事件造成设备事故时，
组织收集设备事故方面的相关资料，调查和分析设备事故与
人身伤害的因果关系;因设备损坏而造成对人员救护阻碍时，
研究、制定解决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救援过程中再次发
生人身伤害。如事故发生的基建施工中，应做好基建施工现
场的控制管理，组织收集事故发生时的相关信息，调查了解
人身伤害事故的原因以及由此引起的设备损坏等问题，研究
制定解决方案。

10.光伏电站其他人员服从应急工作组的指挥，积极参加应急
处理和善后处置工作。

四、人身伤害事件报告和现场保护

1.人身伤害事件报告：人身伤害事件发生后，光伏电站当值
人员将发生人身伤害的情况(发生地点、基本情况、影响、发
展趋势等)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和应急处理工作组。

2.事件发生地点的有关人员必须严格保护现场，并迅速采取
必要措施抢救伤员。因抢救伤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
通等原因需要转移现场物件时，按照“生命第一”原则先行
救人，但事后必须作出标记(有条件时，要对现场进行录像、



拍照，详细记录事故相关信息和绘制事故现场图)，并妥善保
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等。

五、应急处理方案及具体措施

1.事件发生后，现场人员要按照“先人后设备”的原则，首
先对人员实施救护。

2.救援工作前，救援人员必须冷静观察现场环境，防止造成
对伤员的二次伤害或使救援人员受到伤害。必要时必须采取
有效安全措施后再实施救护工作。或在必要时设置临时隔离
区，并派专人看护。

3.伤员脱离险境后，要就地进行必要处置(必要时打电话请求
医院进行处置方法的指导)，然后迅速设法将伤员转移到就近
医院进行救治。

4.必要时，现场人员(或应急处理工作组)要向当地120或110
等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救援。

5.应急小组接到报告后，立即上报公司经理和主管经理，通
知有关成员迅速赶赴现场进行支援。

6.发生人身伤害事件后，光伏电站应急小组组长应迅速组织
人员、物资赶赴现场实施救援。同时指定专人对事故原因进
行调查、取证;记录救援现场的相关信息;协助保护现场和相
关物证。

六、现场安全防护、医务、交通、物资、后勤等的需求

1.光伏电站安全员负责现场安全防护，同时上报公司领导，
请求派监督力量支援。

2.光伏电站应急小组负责人要指定专人负责应急现场的物资、



后勤保障。

七、人员受伤紧急处理措施

高空坠落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高空坠落伤除有直接或间接受伤器官表现外，尚可有昏迷、
呼吸窘迫、面色苍白和表情淡漠等症状，可导致胸、腹腔内
脏组织器官发生广泛的损伤。

2.当发生高空坠落时,首先应去除伤员身上的用具和口袋中的
硬物。

3.在搬运和转送过程中，颈部和躯干不能前屈或扭转，而应
使脊柱伸直，绝对禁止一个抬肩一个抬腿的搬法，以免发生
或加重截瘫。

4.创伤局部妥善包扎，但对疑颅底骨折和脑脊液漏患者切忌
作填塞，以免导致颅内感染。

5.颌面部伤员首先应保持呼吸道畅通，撤除假牙，清除移位
的组织碎片、血凝块、口腔分泌物等，同时松解伤员的颈、
胸部钮扣。

6.复合伤要求平仰卧位，保持呼吸道畅通，解开衣领扣。

7.快速平稳地送医院救治。

人身触电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在接到事故现场有关人员报告后，凡在现场的应急人员必
须立即奔赴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做好现场保卫工作，保护好
现场并负责调查事故。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伤员生命，
减轻伤情，减少痛苦，并根据伤情需要，迅速联系当地医疗
部门救治。



2.发现有人触电，应立即断开有关电源，使触电者在脱离电
源后在没有搬移、不急于处理外伤的情况下，立即进行心肺
复苏急救，并根据伤情迅速联系医疗部门救治。发现触电者
呼吸、心跳停止时，应立即在现场就地抢救，用心肺复苏法
支持呼吸循环，对脑、心重要脏器供氧。

有害气体中毒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气体中毒开始时有流泪、眼痛、呛咳、咽部干燥等症状，
应引起警惕。稍重时会头痛、气促、胸闷、眩晕，严重时会
引起昏迷。

2.当怀疑可能存在有害气体时，应立即将人员撤离现场,转移
到通风良好处休息。施救人员正确进行自身安全防护的前提下
(进入险区应带防毒面具)，将中毒人员与毒源隔离。

3.及时向拨打120求救并向公司相关领导汇报。

4.已昏迷病员应保持气道畅通，有条件时给予氧气吸入。呼
吸心跳停止者，按心肺复苏法抢救，并联系医院救治。

5.迅速查明有害气体的名称,供医院及早对症治疗。

人身遭物体打击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当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后，抢救的重点放在颅脑损伤、胸部
骨折和出血上进行处理。

2.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应马上组织抢救伤者，首先观察伤者
的受伤情况、部位、伤害性质，如发生休克，应先处理休克。
遇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压。
处于休克状态的伤员要让其安静、保暖、平卧、少动，并将
下肢抬高约20度左右，尽快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3.出现颅脑损伤，必须维持呼吸道通畅。昏迷者应平卧，面
部转向一侧，以防舌根下坠或分泌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
阻塞。有骨折者，应初步固定后再搬运。遇有凹陷骨折、严
重的颅底骨折及严重的脑损伤症状出现，创伤处用消毒的纱
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及时送就近
有条件的医院治疗。

烫伤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不太严重的烫伤，赶紧用凉水冲洗或将伤处泡在水中，如
果有残雪，将残雪置水中，水越冷越能减轻症状。

2.烫后起水泡时，涂上烫伤膏，用纱布缠好，避免破裂。油
炸东西的热油烫到皮肤，皮肤会烂掉，应先用清洁纱布盖住，
立刻送医院。

3.身体一部分烫伤，并不会危害生命，如果超过20%的身体面
积，就有生命危险。遭受烫伤严重到起水泡，注意不要使水
泡破裂，用纱布轻盖，用冷水冷却。

4.烫伤与衣服相连不要脱下衣服，连衣服用水冷却。烫伤越
严重越觉口渴，要补充水分。

5.发生烧烫伤后的最佳治疗方案是局部降温,凉水冲洗是最切
实、最可行的方法。

摔伤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检查是否有意识，是否有呕吐等。

2.检查是否受伤。

3.当手脚不能动时，检查是否骨折或脱臼。

4.有下列情况，应立即送附近医院：



无意识、抽搐、持续呕吐、伤口大，大量出血、手脚麻痹、
可能有骨折或脱臼、尿血等。

呕吐时，侧躺，避免堵塞气管，用干净毛巾按住大伤口。

出现肿包时，用湿毛巾冷敷。

八、满足下列条件后，光伏电站应急处理小组可解除应急状
态：

1.受伤人员已得到妥善救治。

2.受困人员已全部得到解救。

3.失踪人员已全部找到。

4.事件现场潜在危险已全部解除。

5.警方已同意撤离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