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电站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总结报告
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总结(汇总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
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电站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20xx年1月11日下午13：00，安保课针对全公司员工组织了一
次全厂范围内的消防知识培训和消防应急预案实战演练。整
个演练共分为现场（生活区和生产区）模拟火灾疏散急救、
初起火灾灭火器实射演练与室外消火栓操作演练三个过程，
培训及整个演练历时1小时，涉及全厂所有干部及基层人
员150余人。（附：演习图片资料）

安保课针对本次应急预案演练，做了充分的准备，成立了临
时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报警组、灭火救援组、设备维护组、
安全警戒组、疏散引导组、急救护理组与后勤保障组协同作
战。本次应急预案演练共使用2千克/3公斤手提式干粉abc灭
火器共18只，35千克abc推车式干粉灭火器1只，消防水枪3支，
担架1付，设专业抢救车1辆。警卫队队长陆庆丰、副队长晏
有生在模拟火源、消防器具、现场解救器具、后勤补给等方
面，准备齐全，资源充备，为本次应急预案的演练，真正做
到了计划在前保障到位。本次应急预案演练，从火情发生到
疏散解救、扑灭火源共历时50分钟，及时、有效地控制了火
情的扩大、保障了人身安全，避免了财产损失。真正做到了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在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冷静、沉
着，每个员工应该做什么，如何正确报警，如何正确扑救，



如何疏散，如何自救和逃生。

任同喜总经理、陈留种主任十分重视本次防火演练，不但参
加灭火和应急疏散演习培训讲座还亲自参加灭火器和消防栓
的实战演练。通过本次应急预案的演练，充分体现了公司上
下全体员工的'精神面貌，加深了广大员工对消防安全知识的
理解和消防器材正确使用的实战技能，使员工清晰的认识到
如何面对突发的紧急情况，为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科学、安全、有序、快速”应对火
灾事故的目标，强化了员工在生活区、生产区火灾中应急逃
生的方法，提高了各部门主管应对突发事件的指挥处置能力，
取得了预期的演练效果。全体员工认真对待，牺牲了休息时
间，克服低温和劳累顺利完成演练。演习不足之处：逃生时
不严肃，吵杂声大，不能体现紧张气氛，有些员工比较被动。
减少事故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是每个员工义务和责任。公司员
工和各级管理人员都必须密切配合处理突发事件，一旦接到
处理突发事件的指令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义不容
辞的快速执行。不得以任何借口推托责任或拒绝执行。这样
我们的公司才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有战斗力和执行力的集体。
同时我们希望在下次的演习中，大家能够更为积极主动；预
祝公司20xx年以零事故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实现战略目标。

电站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为增强职工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提高职工使用避难硐室的操
作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能力，强化应对突发矿井灾
害事故的自救和抢险技能，检验避难硐室人员生存的可靠性，
我矿于20xx年5月日9：009：36，组织开展了矿井顶板事故应
急逃生演练活动，演练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整体演练策划、部署能够从矿井安全工作的实际出发，目的
明确，力争做到演练与实际统一；从演练效果上，满足安全
生产要求。此次演练单位为综采队，参演人数13人，演练现
场，现场职工严格服从现场指挥的命令，严于律己，整装排



队，积极参与，认真进行了演练的每一个环节，顺利完成了
演练任务。

（二）演练地点：东翼回风大巷及永久避难硐室

（三）演练项目：事故预想机掘一队东翼回风大巷距迎头70
米处发生顶板冒落事故，无人员埋压，不能正常通风，人员
无法通过，需要进入永久避难硐室避灾，对避难硐室内通讯、
监控、人员定位、电力、照明、医疗及各类生命保障系统进
行演练。

（一）下达命令

1、9：00，调度指挥中心通过语音广播通知东翼回风大巷距
迎头70米处发生顶板冒落事故，要求现场人员进入永久避难
硐室避灾。

调度员：东翼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所有人员请注意，我是矿
值班调度员李建功，东翼回风大巷距迎头70米处发生顶板冒
落事故，请立即停产作业，按避火灾路线撤离进入永久避难
硐室避灾。

2、调度员向总指挥汇报：杨矿，我是矿值班调度员李建功，
顶板事故应急逃生演练已按照预案启动，事故预想机掘一队
东翼回风大巷距迎头70米处发生顶板冒落事故，无人员埋压，
不能正常通风，人员无法通过，已通知东翼回风大巷掘进工
作面参演人员按避火灾路线撤离进入永久避难硐室，请指示。

杨矿：同意撤至永久避难硐室避灾，抓紧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1）立即启动《茂华白芦煤矿顶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进入避难硐室时，不要慌乱，按照避难硐室操作规程进
行操作。



（二）撤离进入避难硐室

1、机掘一队早班跟班队长冯建华带领早班人员12人、安检员、
瓦斯检查员，佩戴好自救器到达永久避难硐室。

9：12冯建华汇报：我是机掘一队跟班队长冯建华，现已带领
早班人员12人、安检员、瓦斯检查员佩戴自救器到达永久避
难硐室。

2、到达永久避难硐室门口。通过观察窗，查看是否有人，避
免同时打开过渡室和生存硐室密封门。确认无人后，由跟班
队长冯建华顺时针转动手柄，打开防护密闭门进入过渡硐室，
压风气幕与防护密闭门联动，自动开启压风气幕。

3、9：16进入过渡硐室后，立即关闭防护密闭门，打开单向
排气阀的手动控制阀。

4、9：17开启压风喷淋装；开启压气气幕装，每次冲洗约30
秒，完毕后关闭气阀阀门。

5、9：18气幕冲洗结束后，打开生存硐室门，进入生存硐室

后，立即关闭生存硐室门。

6、9：18打开生存硐室的压风自救过滤装阀门，并将其流量
设为0。3立方/每分钟〃人（如：总共13人，则流量计风量设
为每分钟3。9立方）。关闭压风，假设在压风管路没有压风
的情况下，打开氧气流量计（逆时针开大，顺时针为关小），
并将其流量设为0。5升/每分钟〃人。（如：总共13人，则氧
气流量计流量设为每分钟6。5升。

7、9：21观察硐室内监测传感器数值，假设一氧化碳浓度大
于24ppm，取出相应的一氧化碳吸附剂，按照包装使用说明操
作。操作无误完成后，取下配戴的自救器。



8、9：23避难硐室内人员通过调度电话向矿调度室汇报情况。
机掘一队跟班副队长汇报：我是机掘一队跟班队长冯建华，
现已带领东翼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早班12人、瓦斯检查员、
安检员，已撤至永久避难硐室，并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了启动。

调度员：进行下一步演习。

9、永久避难硐室避灾人员对硐室内配有的食品、饮用水、急
救包、工具包、灭火器、隔离式自救器、应急照明矿灯及担
架等辅助装备进行熟悉操作。

（三）演习结束

1、9：36，机掘一队跟班队长冯建华汇报。

我是机掘一队跟班队长冯建华，已按照预案完成避难硐室所
有科目演习，并对硐室内装备进行了复原。

2、调度员：请撤离避难硐室，并恢复门窗等设施。

3、调度员：报告杨矿，截止14：36，紧急避险应急演练已完
成所有科目演习，汇报完毕，请指示。

4、杨矿：我宣布：山西朔州平鲁区茂华白芦煤业有限20xx年
顶板事故应急逃生演练圆满结束。

1、此次演习参演职工15人，组织得当，人员分工细致，检验
了发生火灾、瓦斯、煤尘事故避难硐室的启动和硐室内设备
操作的动手能力，整个演习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有条不紊，
取得了圆满成功。

2、应急程序启动、硐室内设备操作、以及信息沟通、人员反
应、组织配合等能够满足应急救援需要。



3、通过本次演习，进一步提高了职工在紧急状态下应变处能
力和进入避难硐室后的操作能力，检验了避难硐室人员生存
的可靠性。

通过这次演习提高了职工的应急处能力和避难硐室的使用操
作能力，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

1、个别参演职工对演练程序不熟悉，操作不到位，下一步要
加大培训力度，确保所有下井职工熟练掌握避难硐室的使用
方法。

2、此次演习是在提前制定方案、并预先下达了通知的前提下
进行的，因此，演习离实战还有一定差距。

3、参演职工在演练过程中，紧张气氛不够，不够严肃，下一
步演练要严肃纪律，保持紧张气氛，做到紧上加紧、实上加
实，确保演习的实战性和实效性。

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要加强应急演练知识培训力度，加强避
难硐室实际操作培训，做到在避难硐室启动时，能够做到熟
练操作；做到紧急避险系统设施定期检验，确保设施完好，
在应急期间能够正常使用。

电站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站长:负责整个演练过程的组织、协调、集中学习、现场演练、
分组配合站长

加油员:根据各自分工进行分批次学习、模拟集中学习、现场
演练、分组配合作业班长

联防人员:根据油站反映情景，出动相应人员协防集中学习、
现场演练、分组配合联防人员



备注：1、演练形式：(1)学习培训(2)现场演练(3)逐项考
核(4)分组现场演练

2、培训的师资及器材：站长;本着节俭的原则因地制宜，尽
量使用旧的，需要购买新的器材，按程序申报审批。

学习地点：办公室

模拟演练地点：站内空地

电站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按照新城煤矿关于做好矿井灾害事故应急演练的要求，为增
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应对各类突发矿
井灾害事故的自救和抢险技能，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应急救
援能力以及协同作战能力，全面提升抵御重大突发矿井灾害
事故的能力，确保一旦发生突发矿井灾害事故，能够有效组
织快速反应、高效运转、临事不乱，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危
害，我井于20xx年9月26日进行了矿井灾害应急演练活动。

1、通过实战演练，加深本井广大干部、员工对煤矿安全知识
的理解和救灾器材正确使用的实战技能。

2、进一步提高救援人员的井下工作人员的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3、强化培训突发事件发生时，事故现场人员撤离速度、撤离
路线的选择和自我保护能力。

4、进下步了解重点岗位职工和新录用职工对预案的学习、应
用和掌握能力。

5、检查应急救援的启动能力，以及各工种在突发事件来临时
的整体协同能力和应急水平。



6、检查各应急物资的准备情况是否能满足应急救援的要求。

对拟定的水灾事故进行现场应急处理以及对假定的灾害事故
发生后人员紧急撤离的应急演练。

时间：20xx年9月26日早班8：30分地点：42#层返上主运巷

8：35分城子河二井安全井长鲍龙连汇报（模拟）：城二
井42#层返上主运巷工作面迎头巷道顶板涌水。井口调度接到
事故汇报后，8：37分用电话通知一采区调度，8：50徐区长
及主任工程师付荣、测量组朱成林在接到通知后以最快速度
到达井口，主任工程师付荣、测量组朱成林入井至现场查看
水情（模拟）。

9：15分付荣电话汇报调度室，（我所在位置为42#层返上主
运巷，工作面打探眼时涌水较大，预计为小井采空区水，进
行简单的容积法测量后，现涌水量为20m3/h，工作面及最近
的水泵已开启，但水量有增大趋势，无法预计总水量。

9：18分主任工程师付荣安排地测朱成林留现场观测水位变化
情况，并每隔10分钟汇报所在井下具体位置、水位变化情况、
排水运行情况。

9：20分井口重大预案指挥部启动，徐区长和行政井长为总指
挥，成员：一采区及井口管理人员。立即通知1201队（42#层
返上主运巷）、1203队（42#层返上左一片采煤）立即停止作
业，人员由返上回风巷撤到主运巷待命，同时观测水位、积
极组织排水、并有专人负责守住通讯系统，保证通讯畅通。

9：50分新城矿总指挥（矿长）及副总指挥（总工程师）到达
城子河二井。9：52分新城矿安书记、安全矿长：王永安、通
风矿长王喜全、安监科长杨光、生产科长姚发洲、通风科长
穆立华、机电科长高立山、地测科长姜道荣分别达到井口。



9：54分付荣汇报涌水量增大过快，水位上涨快速，水已上
涨0.5米。9：56分矿长下达命令：要求井下组织好抢险、维
修、排水设施的人员，留下瓦检员密切观测异常气体，有异
常及时汇报并撤离。

9：58分矿总指挥向集团公司相关处室汇报请示。（1）井下
撤离人员情况

1201队（42#层返上主运巷）4人、1203队（42#层返上左一片
采煤）14人、瓦检员3人、机电3人、绞车司机2人、把钩工2
人、合计28人。通过井下人员统计：所有参与对组均实现安
全撤离。

10：10分地面参与单位进行汇报，参与演练的单位和个人全
部在工业广场待命。

10：20分由矿长、总工程师以及所有生产口科室、井口管理
人员对井下突水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对城子河二井周边井和
原小井掌握情况进行排查，对巷道容量、排水管路、排水设
施、排水系统、通风系统、供电系统进行计算验证，同时对
控制水灾进行物资调拨程度进行分析、并针对突水应急预案
完善程度解剖。

（2）应急组织方案

4、当排水量基本上控制突水位后，上报集团公司，并提出初
步隔断突水点实施方案，由各级领导下达具体封闭隔离、注
浆治理总体方案。并付诸实施治理，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一）领导高度重视，亲临实战部署

矿领导对这次井下水害事故应急演练，从演练策划、前期准
备、组织实施到模拟演练，都进行了具体部署、亲临实战,尤
其是刚开始通知过程较为真实。



（二）演练目的明确，预案策划周密

从我矿安全工作的实际出发，确定井下水害事故的应急演练。

演练检验：

1、应急人员对水害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度。

2、调度系统对接听电话、记录等的规范、时效；

3、救护队、各科室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对现场的应急处置能力；

4、应急物资、材料的准备情况。

（三）井下撤人比较成功，并且通过地测科、安全科

进行人员统计，除个别人员早出井外，其它人员均能与现场
相符。通过演练，可反映出井下人员对突发事故的应急反应。

（四）通过本次演练，根据井下实际排水能力、采区巷道的
容水量进行科学计算，通风系统、供电系统的可靠程度进行
了论证，并认识到了抢险救援物资、设备设施能力。制定出
具有实效性的救援方案，对突水应急预案进行完善和补充。
提高矿井在突发事故发生时，做到人心不慌乱、统一指挥、
分级负责、有序进行、安全撤离，实现重大事故伤亡降至最
低点。

（一）现场演练的汇报程序乱，没有达到实战的`要求。

（二）在应急人员对水害应急救援预案的熟悉程度方面：

1、部分应急人员对应急救援预案还不熟悉，演练时应用得不
太熟悉；

2、各归口责任分工还责任分工还不太明细。



（三）在调度系统对接听电话、记录等规范、时效方面：

1、调度在启动演练程序出现错误。

2、所有人员在对待演练只是走走过程。

3、记录不规范，没有完整的演练情况记录下来：

4、电话通知顺序没有按预案要求执行；

5、接听电话也有个别记录错误；

6、现场应急人员对汇报的内容不规范。

（四）本次演练未能对应急物资进行全面的检验，但从现有
的物资难以达到矿井突水应急抢救救灾的能力。

（五）本次演练也反应出我矿在突水应急演练方面的工作做
得还很差，在组织协调、演练程序存在较大差距，在突发事
故面前，不能够按照调度指挥、分级管理、快速反应、通力
协作。

（六）在井下人员撤离方面，仍有个别工人对井下具体位置
不清楚。在撤离过程中不能准确控制井下各零散点、单岗、
动态人员。因演练未能对井下所有人员撤离进行全面统计。

（七）本次演练在基础资料汇报过程中，仍有不足之处。如
充水性图、避灾路线图、排水系统图不能反映及时；地测人
员有灾情汇报时不能全面、准确的汇报灾情，造成决策时间
延长。

（八）排水系统、排水设备均未能得到检验，并且在实施抢
救过程中只是凭空设想，无法具体落实。井底水泵35m3/h不
能满足在突发的情况下保证正常的排水量。



（九）井下避灾线路上的安全标志牌数量不够。

（一）要进一步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理顺部门职责，加强统
筹领导。

（二）建立应急救援资源数据库，对有关单位应急物资种类，
设备、装备配备情况，计时信息进行调查摸底，建立管理台
帐，将物资种类、数量、质量、位置、技术指标、用途、负
责人、联系方式等信息统一纳入信息库并及时更新、动态管
理、实现资源共享，确保应急物资调度及时有效。

（三）科学储备，提高应急救援物资设备、装备的配套性和
科技含量，规范应急物资源共享的货源组织、运输、储存、
装卸、搬运、包装、配送以及信息处理等运行程序。

（四）参与救援必须要有自己的加工体系，在应急救援抢险
救灾实施中。应全力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专业的
技术工人，专用的小型加工工具如：电焊、氧焊、切割机、
矿用砂轮机、小电钻等。

（五）在巷道设计中，一定要体现大系统的完善，充分考虑
突发事故时会造成各类后果。在实施快捷有效排水的同时，
必须考虑大规模排水系统的形成。机电部门、供应部门充分
考虑应急抢险救灾过程中所需的各类设备实施。用最快的时
间形成安全保障体系，减少灾害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六）矿井水文地质资料仍不够健全，需对基础资料加强管
理，及时分析修订完善归档，保证资料的准确可靠。

电站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20xx年下半年应急预案演练活动的通知》
精神，结合应急预案管理专题会议精神，厂于20xx年11月2日
上午9-11点按预定计划在厂区内成功进行一次消防预案应急



演练，收到一定成效。针对这次应急演练，我们做了如下工
作：

厂长、书记亲自抓应急演练工作，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演练指南》要求，结合应急预案，精心指导编制消防应急演
练计划和工作方案，并责成质安部组织实施。

1、厂班子两次召开专题会议，根据冬季”四防“要求决定有
针对性的开展应急演练，结合洗煤厂属于在建工程的实际，
制定详细的《厂20xx年冬季消防安全演练方案》，并按时
于20xx年11月29日组织实施，取得较好效果，达到预期目的。

2、进行全厂动员，号召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尤其让新进厂工
人现场观摩，亲身体会，接受消防教育，通过较逼真演练，
提高广大干部职工对应急预案演练的认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为今后有效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应对紧急情况提供宝贵经验。

认真吸取事故救援中作业人员统计不清的教训，按大有01号
文，在应急演练现场着重人员管理，准确定位演练区域人数，
做到无一遗漏。

1、针对这次演练，我们成立了义务救援小分队，确保在突发
灾害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实施初始救援，把灾害尽量控制在
可控范围内。

2、积极与救援中队联系，争取在灾害发生时能得到快速救援，
并积极参与指导我厂救援演练工作。救援中队对我们这次演
练十分重视，派分队长和有经验的队员到厂指导工作，教会
义务消防队员如何使用消防灭火器材，注意事项等。并提供
学习资料，供义务消防队员学习，他们的支持是我们增强了
演练成功的信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保证这次演练出较好成效，我们积极与上级领导请示汇报
演练计划，征求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技术指导，并在演



练结束后，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

1、个别部门反应慢，部门间协调欠佳；

2、对消防演练的意义认识不到位；

3、应急预案虽已制订，但相关条款、内容不完善。针对上述
不足，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完善预案，随时做好应急准备，
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