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触电应急演练方案 触电事故应急演
练方案(大全8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以
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触电应急演练方案篇一

触电事故的危害程度：电流通过人体内部器官，会破坏人的
心脏、肺部、神经系统，使人出现痉挛、呼吸窒息、心室纤
维式颤动、心跳骤停甚至死亡。电流通过体表时，会对人体
外部造成局部伤害，对人体外部组织和器官造成伤害，如电
灼伤、金属溅伤、电烙印。

事故征兆：由于施工用电不规范或者违章作业，可能导致触
电。触电者有疼痛发麻，肌肉抽搐，严重的会引起强烈痉挛。
触电事故一般多发生在每年空气湿度较大的7、8、9月。

触电应急演练方案篇二

根据《应急准备与响应控制程序》，重大事故应急救援指挥、
救援行动组织体系及职责如下：

总指挥：项目总经理，负责全盘指挥。

副总指挥（现场指挥）：质保经理，负责施工现场指挥。

（一）医疗救护组：负责现场人员紧急撤离的安全疏散工作，
负责运送受伤人员到医院救治，负责事故区域警戒工作。

（二）信息联络组：负责事故现场的通讯和对外联系。



触电应急演练方案篇三

1、触电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向车间值班人员和厂值班人
员报告，同时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施救。

2、厂值班人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根据事故发展的实
际情况，由输送带厂现场应急处置小组组长确定是否启动现
场处置方案。

3、事故超出现场处置能力时，应立即向公司调度人员汇报。
由公司根据触电事故的级别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二）、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触电事故发生后，最先发现者应迅速切断使触电者带电的
开关、刀闸或其它断路设备，或用适合该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绝缘手套、穿绝缘鞋、并使用绝缘棒）等方法，将触电者
与带电设备脱离进行急救，同时向车间、厂值班人员汇报。

2、厂值班人员接到报警后,应迅速通知输送带厂应急指挥组
成员迅速赶往事故现场。有关部门,应查明事故原因、部位和
人员伤亡情况,并对警情作出判断，汇报给应急救援小组组长，
启动输送带厂触电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3、厂应急指挥组成员到达事故现场后,根据事故状态及危害
程度，作出局部或全部停工的决定，并命令各应急救援队立
即开展救援。如事故扩大时,应请求支援。

4、应急处置结束后，应急小组应做好事故现场的保护、勘查；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原因的调查取证工作。

（三）报警电话、事故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1、相关部门联系电话



厂值班电话：

公司调度室：

公司安监部门：

公司技术部门：

医疗急救：

应急指挥组成员电话联系方式、人体触电的脱离方法和对触
电人员急救方法见附件。

2、事故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触电事故发生后，从现场人员到厂长中间的各个环节都必须
及时上报事故情况。上报内容必须是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
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伤亡人数、救援情况等，
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绝不能匿报或谎报，更不能虚报
假报事故信息。

触电应急演练方案篇四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应急救援办公室:

组长：组织指挥本单位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向公司领导报
告。

副组长：协助组长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各司其职。



各成员单位或人员的具体职责：

应急救援办公室：协助组长做好事故报警、情况通报及事故
处置工作；负责协助组长组织人员疏散；定期进行组织预案
培训和演练，并提交演练报告；负责向上级安全部门及时报
告。

成员：在应急救援小组的领导下积极、认真的开展好救援工
作。

触电应急演练方案篇五

切断电源的方法一是关闭电源开关、拉闸或拔去插销;二是用
干燥的木棒、竹竿、扁担等不导电的物体挑开电线，使触电
者尽快脱离电源。急救者切勿直接接触伤员，防止自身触电。

2.紧急救护

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根据触电者的具体情况，迅速组织
现场救护工作。

人触电后不一定会立即死亡，出现神经麻痹、呼吸中断、心
脏停跳等症状，外表上呈现昏迷的状态，此时要看作是假死
状态，如现场抢救及时，方法得当，人是可以获救的。现场
急救对抢救触电者是非常重要的。有统计资料指出，触电后1
分钟开始救治者，90%有良好效果;触电后12分钟开始救治者，
救活的可能性就很小。

触电失去知觉后进行抢救，一般需要很长时间，必须耐心持
续地进行。只有当触电者面色好转，口唇潮红，瞳孔缩小，
心跳和呼吸逐步恢复正常时，才可暂停数秒进行观察。如果
触电者还不能维持正常心跳和呼吸，则必须继续进行抢救。
触电急救应尽可能就地进行，只有条件不允许时，才可将触
电者抬到可靠地方进行急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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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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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果触电者失去知觉，呼吸停止，但心脏还在跳动，应立
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并及时请医生到现场。

(4)如果触电者呼吸和心脏跳动完全停止，应立即进行口对口
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急救，并迅速请医生到现场。

(1)在进行人工呼吸和急救前，应迅速将触电者衣扣、领带、
腰带等解开，清除口腔内假牙、异物、粘液等，保持呼吸道
畅通。

(2)不要使触电者直接躺在潮湿或冰冷地面上急救。

(3)人工呼吸和急救应连续进行，换人时节奏要一致。如果触
电者有微弱自主呼吸时，人工呼吸还要继续进行，但应和触
电者的自主呼吸节奏一致，直到呼吸正常为止。

(4)对触电者的抢救要坚持进行。发现瞳孔放大、身体僵硬、
出现尸斑应经医生诊断，确认死亡方可停止抢救。

触电者一旦出现呼吸、心跳突然停止的症状时，必须立即对
其施行心肺复苏急救。心肺复苏法是指伤者因各种原因(如触
电)造成心跳、呼吸突然停止后，他人采取措施使其恢复心跳、
呼吸功能的一种系统的紧急救护法，主要包括气道畅通、口
对口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及所出现的并发症的预防等。



1.呼吸、心跳情况的判定方法

如触电者失去意识，救护人员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判定伤者的
呼吸、心跳情况。方法是：看触电者的胸部、腹部有无起伏
动作;听触电者的口鼻处有无呼气声音;用手试测口鼻处有无
呼气的气流，或用手指测试喉结旁凹陷处的颈动脉有无搏动。
如果既没有呼吸，又没有颈脉搏动，可判定触电者呼吸、心
跳停止。

2.气道通畅

凡是神志不清的触电者，由于舌根回缩和坠落，都可能不同
程度堵住呼吸道人口处，使空气难以或无法进人肺部，这时
就应立即开放气道。如果触电者口中有异物，必须首先清除，
操作中要注意防止将异物推到咽喉深部。具体步骤如下：抢
救者一手放在触电者前额，另一只手将其下颌骨向上抬起，
使其头部向后仰，舌根随之抬起，气道通畅。

3.口对口人工呼吸触电者仰卧，肩下可以垫些东西使头尽量
后仰，鼻孔朝天。救护人在触电者头部左侧或右侧，一手捏
紧鼻孔，另一只手掰开嘴巴(如果张不开嘴巴，可以用口对鼻，
但此时要把口捂住，防止漏气)，深吸气后紧贴其嘴巴大口吹
气，吹气时要使他胸部膨胀，然后很快把头移开，让触电者
自行排气。儿童只能小口吹气，以胸廊上抬为准。抢救一开
始的首次吹气两次，每次时间约1～秒。

4.胸外心脏按压法让触电者仰面躺在平硬的地方，救护人员
立或跪在触电者一侧肩旁，两手掌根相迭(儿童可用一只手)，
两臂伸直，掌根放在心口窝稍高一点地方(胸骨下1/3部位)，
掌根用力下压(向触电者脊背方向)，使心脏里面血液挤出。
成人压陷3--4cm，儿童用力轻些，按压后掌根很快抬起，让触
电者胸部自动复原，血液又充满心脏。胸外心脏按压要以均
匀速度进行，每分钟80次左右。每次放松时，掌根不必完全
离开胸壁。做心脏按压时，手掌位置一定要找准，用力太猛



容易造成骨折、气胸或肝破裂，用力过轻则达不到心脏起跳
和血液循环的作用。应当指出，心跳和呼吸是相关联的，一
旦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应当及时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
外心脏按压。如果现场仅一个人抢救，则两种方法应交替进
行，救护人员可以跪在触电者肩膀侧面，每吹气1～2次，再
按压10～15次。按压吹气一分钟后，应在5～7秒内判断触电
者的呼吸和心跳是否恢复。如触电者的颈动脉已有搏动但无
呼吸，则暂停胸外心脏按压，而再进行2次口对口人工呼吸，
接着每5秒钟吹气一次，如脉搏和呼吸都没有恢复，则应继续
坚持心肺复苏法抢救。在抢救过程中，应每隔数分钟再进行
一次判定，每次判定时间都不能超过5～7秒。

在医务人员没有接替抢救前，不得放弃现场抢救。如经抢救
后，伤员的心跳和呼吸都已恢复，可暂停心肺复苏操作。因
为心跳呼吸恢复的早期有可能再次骤停，所以要严密监护伤
员，不能麻痹，要随时准备再次抢救。

当伤员脱离电源后，立即检查全身情况，特别是呼吸和心跳。
发现呼吸、心跳停止时，应立即就地抢救。同时拨打120求救。

(1)轻症患者，即神志清醒，呼吸心跳均存在者。让伤员就地
平卧，暂时不要站立或走动，防止继发休克或心衰。

(2)呼吸心跳停止者，立即对其进行心肺复苏。

(3)处理电击伤时，应注意有无其他损伤。如触电后弹离电源
或自高空跌下，常并发颅脑外伤、血气胸、内脏破裂、四肢
和骨盆骨折等。如有外伤、灼伤均需同时处理。

(4)现场抢救中，不要随意移动伤员。

3.急救时应注意的问题

1)不要轻易放弃抢救。触电者呼吸心跳停止后恢复较慢，有



的长达4小时以上，因此抢救时要有耐心。

施行心肺复苏术不得中途停止，即使在救护车上也要进行，
一直等到急救医务人员到达，由他们接替并采取进一步的急
救措施。

触电应急演练方案篇六

1、危险性分析

由于电气设备故障、绝缘老化或者操作人员操作不当，易造
成触电事故的发生。发生触电事故，会造成人员伤亡、设备
损坏、生产中断，会给厂、公司和广大职工造成极大的经济
损失和伤害。触电伤害的主要形式可分为电击和电伤两大类。

2、事故发生的区域和地点

3、事故可能发生的季节和造成的危害程度

触电事故并无明显的季节特征，但由于夏季空气湿度大、气
温高造成设备线路绝缘老化，比较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事故的危害程度：电击和电伤

4、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仪器、仪表指示不正常，电气保护装置频繁动作，有异味，
接地保护不完善等。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应急救援办公室:

组长：组织指挥本单位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向公司领导报
告。

副组长：协助组长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各司其职。

各成员单位或人员的具体职责：

应急救援办公室：协助组长做好事故报警、情况通报及事故
处置工作；负责协助组长组织人员疏散；定期进行组织预案
培训和演练，并提交演练报告；负责向上级安全部门及时报
告。

成员：在应急救援小组的领导下积极、认真的开展好救援工
作。

（一）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1、触电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向车间值班人员和厂值班人
员报告，同时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施救。

2、厂值班人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根据事故发展的实
际情况，由输送带厂现场应急处置小组组长确定是否启动现
场处置方案。

3、事故超出现场处置能力时，应立即向公司调度人员汇报。
由公司根据触电事故的级别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二）、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触电事故发生后，最先发现者应迅速切断使触电者带电的
开关、刀闸或其它断路设备，或用适合该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绝缘手套、穿绝缘鞋、并使用绝缘棒）等方法，将触电者
与带电设备脱离进行急救，同时向车间、厂值班人员汇报。



2、厂值班人员接到报警后，应迅速通知输送带厂应急指挥组
成员迅速赶往事故现场。有关部门，应查明事故原因、部位
和人员伤亡情况，并对警情作出判断，汇报给应急救援小组
组长，启动输送带厂触电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3、厂应急指挥组成员到达事故现场后，根据事故状态及危害
程度，作出局部或全部停工的决定，并命令各应急救援队立
即开展救援。如事故扩大时，应请求支援。

4、应急处置结束后，应急小组应做好事故现场的保护、勘查；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原因的调查取证工作。

（三）报警电话、事故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1、相关部门联系电话

厂值班电话：

公司调度室：

公司安监部门：

公司技术部门：

医疗急救：

应急指挥组成员电话联系方式、人体触电的脱离方法和对触
电人员急救方法见附件。

2、事故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触电事故发生后，从现场人员到厂长中间的各个环节都必须
及时上报事故情况。上报内容必须是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
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伤亡人数、救援情况等，
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绝不能匿报或谎报，更不能虚报



假报事故信息。

1、参与救援的专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用电安全常识和触电急
救常识，其他救援人员必须穿戴合适的劳动防护用品。

2、使触电者脱离电源的工器具必须使用合格的绝缘工具或干
燥木棒等绝缘物。

3、救护人不可直接用手或其它金属及潮湿的构件作为救护工
具，而必须使用合格的绝缘工具。救护人要用一只手操作，
以防自己触电。

4、防止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可能的摔伤。特别是当触电者在高
处的情况下，应考虑防摔措施。即使触电者在平地，也要注
意触电者倒下的方向，注意防摔。

5、拨打急救电话时，必须向相关单位说明事故发生时间、地
点、事故情况、人员受伤情况，并指派专人到车辆必经路口
为车辆引路。

6、如事故发生在夜间，应迅速解决临时照明，以利于抢救，
并避免扩大事故。

触电应急演练方案篇七

生产现场配置的电气设备、开关箱外壳、机械设备、电机没
有触电保护接地，或保护接地线对地电阻超标，装置出现漏
电时，作业人员有发生触电的危险。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安
全管理不到位、高温造成电线绝缘部分破损或在潮湿多雨的
夏季，操作人员易发生触电，导致触电事故。

触电事故分为电击和电伤事故。电流通过人体内部，能使肌
肉产生突然收缩效应，产生针刺感、压迫感、打击感、痉挛、
疼痛、血压升高、昏迷、心律不齐、心室颤动等症状。数十



毫安的电流通过人体可使呼吸停止，数十微安的电流直接流
过心脏会导致心室纤维性颤动。室颤电流约为50ma，发生心
室纤维性颤动后，如得不到及时救治，数分钟甚至数秒即可
导致生物性死亡。

2、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应急处置工作方针，树
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落实各项应急救援措施，确保
受伤人员得到及时救治，确保应急救援人员安全施救；应急
救援行动实行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协同作战、以公司自救
为主，同时和社会救援相结合的应急处置工作原则。

3、组织机构及职责

3．1应急组织体系

公司应急组织体系由应急救援指挥部组成。应急救援指挥部、
安环部、综合办公室、生产技术部、1号车间、2号车间、3号
车间、机电维修、仓库。质管部。

3．2指挥机构及职责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机构为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指挥：总经理

副总指挥：副总副经理

成员：安环部、综合办公室、生产技术部、1号车间、2号车
间、3号车间、机电维修、仓库、质管部。

主要职责：负责领导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的抢救和处置工作，决策有关重大应急事项，调集救援力



量和物资，确保总体决策和救援方案的顺利实施，最大程度
的减少事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预防和控制次生事故的发
生，防止事故扩大。

总指挥职责

(1)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请示并落实指令。

(2) 审定并签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负责组织应急
救援预案的修订。

(3) 下达预警和预警解除指令。

(4) 下达应急预案启动和终止指令。

(5) 审定本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的指导方案。

(6) 确定现场指挥部人员名单和专家组名单，并下达派出指
令。

(7) 统一协调应急资源。

副总指挥职责

(1) 按照应急指挥中心指令，负责现场应急指挥作。

(2) 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针对事态发展制定和调
整现场应急抢险方案。

(3) 负责整合调配现场应急资源。

(4) 及时向应急指挥部和地方政府汇报应急处置情况。

(5) 协调地方政府应急救援工作。



(6) 按照应急指挥部指令，负责现场新闻发布工作。

(7) 收集、整理应急处置过程有关资料。

(8) 核实应急终止条件并向应急指挥部请示应急终止。

(9) 负责现场应急工作总结。

3．2．3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在生产现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时，按指挥部下达的指令，
处理抢险救援工作中的日常工作。

（2）了解掌握事故救援信息，及时向总经理和生产副总经理
汇报，向下传达总指挥部的抢险救援指令。

（3）与上级有关部门取得联系。

（4）负责现场受伤人员分类抢救和护送医院工作。

（5）负责应急救援人员的调配、补充及教育培训。

（6）负责事故受伤人员及家属的安抚慰问工作。

（7）负责应急救援物资的供应和运输，保证救援物资的及时
供给。

（8）完成指挥部和上级交办的指令。

综合办公室职责

（1）负责应急救援人员的联系、协调工作。

（2）负责应急救援车辆的协调工作。



（3）在应急救援指挥部授权下，负责发布有关应急救援的信
息。

（4）负责应急救援工作通讯联系移动电话的统计及更新，确
保通信通畅

机电维修职责

负责设备、设施应急救援及抢险抢修工作。

各生产车间职责

（1）负责先期的事故应急响应，并及时向应急救援指挥部办
公室报告。

（2） 负责事故现场的保护。

（3） 负责本单位应急物资的准备以及事故先期应急力量的
调动。

（4） 在本预案启动后必须听从公司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和命令。

（5） 负责指派本车间人员参与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6） 参与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7）负责组建本车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按照指挥部的指令参
加应急救援行动；负责本车间的应急管理工作。

4、预防与预警

各单位、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或其他任何人如果发现电气设
备设施、用电场所、电动工具等存在事故征兆，应立即报厂
长、生产车间主任、公司安环部，安环部应立即组织人员进



行分析研究，如果原因不明或事故不可避免，应迅速报告公
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部接到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信
息后，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应急救
援指挥部成员部门，一边采取相应措施预防事故发生，一边
评估事态发展状况，做好启动应急预案准备工作。一旦确认
事故发生并符合应急预案启动条件，按照相关程序，由指挥
部总指挥发布指令，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5、信息报告程序

5．1报警方式和程序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报警系统为通过电话报警。当确认发生
安全生产事故后，现场任何人员应立即报警，在向车间领导
报告事故的同时，立即上报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办
公室及时向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汇报事故情况，并立即通
知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应急指挥部接报后确认符合应急预
案启动条件时，总指挥下达指令，启动应急救预案，开展事
故应急救援工作。

触电应急演练方案篇八

事故类型

各种用电设备，如果管理不当或在潮湿多雨的夏季，易发生
触电事故。

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的名称

车间装置现场各带电设备都有可能发生人员触电事故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



人员触电事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的可能。

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

轻型触电：触电后表现面色苍白、无力、触电手指麻木，轻
度肌肉痉挛，但易于松手脱离电源，短时间头晕、心悸、恶
心、呼吸急促、触电部位皮肤疼痛，一般神志清楚。

重型触电：触电后当即昏迷，呼吸浅快或暂停，迅速发生呼
吸麻痹，血压下降，心律不齐，心动过速或心室性纤颤，复
苏不利，终致呼吸心跳停止，治疗及时大部分触电者可以获
救。

事故的影响范围

车间生产区域内设备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

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操作人员操作漏电设备可能发生人员触电事故。

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基层应急抢险自救小组

发生触电事故时，现场要成立临时的应急抢险自救小组，主
要由车间主任、技术人员、班组长、操作人员组成。

职责

a) 应急抢险自救小组职责

负责组织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撤离和紧急疏散工作，对人员



进行清点；车间负责人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上报事故发生情
况、班组员工伤亡、失踪等安全情况、事故事态和应急救援
处理进展情况；事故应急处理时，按应急指挥小组命令，指
挥本班组生产系统进行安全的开、停车；按应急指挥小组命
令，组织本班组人员进行抢险、抢修。

b) 现场应急指挥小组人员职责

（1）车间主任：负责组织当班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撤离和紧
急疏散工作，对人员进行清点，及时上报事故发生情况，组
织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抢险。

（2）当班班长：及时向车间负责人上报事故发生情况，协助
车架主任对现场进行抢险。

（3）操作人员：及时向当班班长上报事故发生情况，协助当
班班长对现场进行抢险。

应急处置程序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2、将伤员立即脱离危险地方，组织人员进行抢救；

5、通知有关现场负责人。

对症救治

对于触电者，可按以下三种情况分别处理：

(1)对触电后神志清醒者，要有专人照顾、观察，情况稳定后，
方可正常活动；对轻度昏迷或呼吸微弱者，可针刺或掐人中、
十宣、涌泉等穴位，并送医院救治。



(2)对触电后无呼吸但心脏有跳动者，应立即采用口对口人工
呼吸；对有呼吸但心脏停止跳动者，则应立刻进行胸外心脏
挤压法进行抢救。

(3)如触电者心跳和呼吸都已停止，则须同时采取人工呼吸和
俯卧压背法、仰卧压胸法、心脏挤压法等措施交替进行抢救。

人胸部自然扩张，空气进入肺部。按照上述方法重复操作，
每分钟16～20次。 仰卧压胸法：被救者仰卧，背后放上一个
枕垫，使胸部突出，两手伸直，头侧向一边。救护者两腿分
开，跪跨在病人大腿上部两侧，面对病人头部，两手掌心压
放在病人的胸部，大拇指向上，四指伸开，自然压迫病人胸
部，肺中的空气被压出。然后把手放松，病人胸部依其弹性
自然扩张，空气进入肺内。这样反复进行，每分钟16～20次。

心脏挤压法：触电者心跳停止时，必须立即用心脏挤压法进
行抢救，具体方法如下：

(1)将触电者衣服解开，使其仰卧在地板上，头向后仰，姿势
与口对口人工呼吸法相同。

(2)救护者跪跨在触电者的腰部两侧，两手相叠，手掌根部放
在触电者心口窝上方，胸骨下1/3处。

(3)掌根用力垂直向下，向脊背方向挤压，对成人应压
陷3～4cm，每秒钟挤压1次，每分钟挤压60次为宜。

(4)挤压后，掌根迅速全部放松，让触电者胸部自动复原，每
次放松时掌根不必完全离开胸部。

上述步骤反复操作。如果触电者的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应
同时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如果现场仅一人
抢救，两种方法应交替进行。每次吹气2～3次，再挤
压10～15次。



报警方式及内容

报警方式：电话报警

医院救护中心：120

安全环保部：

车间主任：

车间工艺主任：

车间设备主任：

报警内容：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事故的严重程度、是否能
够处置。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注意个人防护器具的选型及正确佩戴，应穿戴绝缘服、绝缘
手套、绝缘鞋；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使用前应检查抢险救援器材是否完好，不得使用有缺陷或已
失效的抢险救援器材；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停电回路开关操作把手上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示牌。
送电时要对现场电气设备进行绝缘摇测，绝缘合格方能送电，
试车、运行。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在未脱离电源时，切不可用手去拉触电者；

3、注意保护好事故现场，便于调查分析事故原因；

4、要求心肺复苏要坚持不断的进行（包括送医院的途中）不
随便放弃；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事项

现场处置主要依靠公司兼职应急救援力量及专业应急处置力
量来完成，因此只有公司兼职应急救援力量及专业应急处置
力量具备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其他无关人员原则上不得参与
事故救援。

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应根据需要携带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佩
戴安全防护用品，严格执行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和离开事故现
场的相关规定。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组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
护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