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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大连科技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预案（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大连科技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试行）》经学校

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大连科技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试行）

大连科技学院

2022年8月26日

大连科技学院文件

大科校发〔2022〕86 号

抄送：学校党政领导。

大连科技学院 2022年8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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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连科技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试行）

一、编制目的

为了防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保证教学质量，规范实验室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和响应程序，及时有效、迅速妥善处置各类安全事故，

提高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快速反应和协调水平，最大限度地保障师生

人身安全，确保实验、实训教学等工作的有序进行，按照“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的原则，特制定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以下简称“预案”）。

二、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教育部

《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以及《大连科技学院

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制定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实验室（包括工程训练中心）所发生的机械伤害

事故、触电事故以及其它类似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

坏以及社会危害的事故、事件的救援及处理工作。

四、机构及职责

成立由实验实训中心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具体分工如下：

1.实验实训中心主任：预案实施的总负责人；

2.实验实训中心副主任：协助总负责人落实所分管的预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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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实验室及工程训练中心主任：具体落实预案的实施工作；

4.办公室主任：负责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

各项工作。

各实验实训场所指导教师为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时应急处置第一

负责人，主要职责为：

1.决定预案的启动和终止。

2.组织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确定现场指挥人员，采取相应的应对

措施。

3.负责应急队伍和资源的调动，安排开展相关的实施求救工作。

4.向公安、消防、急救等应急部门报告并保持密切联系。在消防、

急救等部门人员到达单位后，配合这些部门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5.根据现场需要对师生进行疏散，并根据事件性质，及时向学校

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事故情况。

6.负责或协助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五、实验室安全事故隐患分析

我校实验场所较为分散，有许多的机械设备、电工电子、计算机

以及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特种加工设备等，涉及到旋转机械、液压机

械、高低压用电、用水等，因此主要容易发生以下两种类型的事故：

1.机械伤害

使用机床等各种机械设备时，如因操作不当或机床带病运行等原

因，容易产生挤压、碰撞、切割等机械伤害。

2.触电

各种实验、实训仪器设备会由于以下原因造成触电事故：（1）

违反操作规程，乱拉电线等。（2）因设备设施老化而存在故障和缺

陷等造成的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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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类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机械伤害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机械伤害事故发生后， 应立即关闭运转机械，并拨打校医

务室电话，同时应立即向领导小组报告。报告内容为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事故的简要情况、伤亡人数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如有必要

则拨打 120 求助。

（2）在医务人员未赶到现场前，开展自救工作，进行消毒、止

血、包扎、止痛等临时措施。

（3）当伤势较重，出现呼吸骤停、窒息、休克等危及生命的紧

急情况时，在专业医护人员到达前，应当临时实施心肺复苏，设法控

制出血等情况。

对于创伤性出血的伤员，正确的现场止血处理措施：使伤员保持

头低脚高的卧位，并注意保暖。一般伤口小的止血，先用生理盐水冲

洗伤口，涂上红汞水，然后盖上消毒纱布，用绷带较紧的包扎，来增

强压力而达到止血。止血带止血，选择弹性好的橡皮管，橡皮带或三

角巾、毛巾，带状布条等，上肢出血结扎在上臂上 1/2 处（靠近心脏

位置）。下肢出血结扎在大脚上 1/3 处，结扎时，在止血带与皮肤之

间垫上消毒纱布棉垫，每隔 25～40 分钟放松一次，每次放松 0.5～1

分钟。

（4）如遇人员被机械、墙壁等设备设施卡住的情况，可立即向

消防部门和保卫处报警执行解救办法。

（5）若出现断肢、断指等，应立即用冰块等将其封存，封存物

与伤者一起送至医院。

（6）查看周边其他设施防止因机械破坏造成的漏电、高空跌落、

爆炸现象，防止事故进一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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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意保护现场，因抢救伤员和防止事故扩大，需要移动现

场物件时，应做出标志，拍照，详细记录和绘制事故现场图。

（8）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2.触电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首先要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越快越好，触电者未脱离

电源前，救护人不准用手直接触及伤员。使伤者脱离电源的方法有：

1）切断电源开关。

2）若电源开关较远，可用干燥的木棍、竹竿等挑开触电者身上

的电线或带电设备。

3）可用几层干燥的衣服将手包住，或者站在干燥的木板上，拉

触电者的衣服，使其脱离电源。

（2）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视其神智是否清醒，神智清醒着，

应使其就地躺平，严密观察，暂时不要站立或走动；如神志不清，应

就地躺平，且确保气道通畅，并于 5 秒时间间隔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

膀，以判定伤员是否意识丧失，禁止摇动伤员头部呼叫伤员。

（3）抢救的伤员应立即就地坚持用人工复苏法正确抢救，并联

系校医务室接替救治，如有必要则拨打 120 求助。

（4）向领导小组报告相关情况。

七、其他安全工作及相关要求

1.学生在进行实验、实训时，第一堂课，必须要进行相关的安全

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提醒学生时刻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2.对于学生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危及安全时，应及时给予制止；对

于不听劝告的，应立即停止实验、实训，并报告领导小组进行处理。

在实验、实训过程中，要留意状态不佳的学生，以免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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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加强仪器设备的安全性能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如设备外壳漏电、导线破损），确保设备的安全使用。

4.在学生的实验、实训过程中，应加强现场的巡查，对于发现糊

焦味、冒烟等异常情况，要及时关断电源查出故障原因及处理，以免

故障扩大导致安全事故。

5.每学期至少进行一次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并做好相关记

录。

八、实验室安全事故调查及处理

1.应急处置结束后，领导小组组织对事故进行调查。

2.相关人员接受学校或上级调查组的调查，分清责任，向上级有

关部门书面汇报情况。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亡情况、

经济损失、发生事故的原因及相关责任人员情况等。

3.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处理意见。提出追究直接责任人、间接责

任人、责任事故单位的初步处理意见，报学校做出处理决定。根据情

节轻重及责任人对错误的认识态度,给予批评教育、经济赔偿、行政

处分等处罚；触犯法律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九、实验室安全事故善后工作

1.在事故应急响应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必须做好事故过程、

损失及其他相关情况的整理、统计、记录工作。

2.事故现场调查完毕，即可对现场进行善后处理并恢复其正常状

态。

3.做好事故中受伤人员的医疗救助工作及学生和家属的安抚工作，

以维护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

4.定期全面检查设备、设施安全性能，检查安全管理漏洞，对安

全隐患及时整改，避免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