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人交通违法的应急预案 

行人交通违法的应急预案（通用 8 篇） 

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难免会突发一些事故，为了避免事情

往更坏的方向发展，总归要预先编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该怎么编

制才好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人交通违法的应急预案（通用8

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行人交通违法的应急预案 1 

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特制

定本预案。 

一、预防办法和措施 

1、加强对广大师生交通法规的安全教育。 

2、加强对乘车师生的交通安全教育，特别要教育学生不要把头、

手伸出车窗外。 

3、师生集体乘车外出时，租用车辆的驾驶员要求经验丰富、驾驶

技术熟练、驾龄较长、自觉守法。 

4、选择认真负责的老师随车，做好学生的安全保护工作。 

二、应急处理程序 

一旦发生校车交通事故，按下列程序处理。 

1、报警。 

2、报教育局及相关部门(先口头后书面)。 

3、处置乘车人员。 

(1)、发现学生受伤者，要尽快及时送医院救治(或视情拨打 120)。 

(2)、另外调动车辆接送学生，换乘车辆时，随车教师要看清周围

交通、车辆行驶情况，避免发生新的交通事故。 

4、通知家长。 

5、配合交通事故处理部门调查，并参与调解。 

6、及时做好学生及家长安抚工作，控制事态，维持学校教育教学

秩序正常进行。 



7、保险介入。 

三、工作机构及职责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职责:下达启动处置交通应急预案命令。依据上级批示和现场情况，

适时决策、发布指令，组织指挥处置行动。组织调集人员、物资及交

通工具，指挥现场处置工作。向市委、市政府、上级教育部们报告事

件的情况，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发出通报或协处请求。同时负责与有关

部门协调工作，检查监督突发事件的调查及善后处理工作。 

行人交通违法的应急预案 2 

一、行人交通事故 

1、应急方案 

1）行人与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在不能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应立即

拨打 122 报警，并记下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等候交通警察前来处理；

如行人被严重撞伤，应同时拨打 120 求助，同时检查伤者的受伤部位，

并采取初步的救护措施，如止血、包扎或固定；应注意保持伤者呼吸

通畅，必要时须进行人工呼吸； 

2）遇到撞人后逃逸的情况，应及时追上肇事者或求助周围群众拦

住肇事者； 

3）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时，伤者很可能会脊椎骨折，不要翻动病人； 

2、预防措施 

1）行人须在马路右边的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则要在靠

右侧的路边行走； 

2）穿越车行道，须走斑马线，禁止追逐、猛跑； 

3）行走时，思想要集中，不在交通拥挤的地方停留，不得进入快

速路； 

4）行人不准穿越、倚坐人行道、车行道和铁路道口的护栏，不准

在道路上扒车、追车、强行拦车或抛物击车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

其他行为； 



5）学龄前儿童、精神疾病患者、智力障碍者出行应有人带领； 

6）严禁在机动车道上兜售物品、卖报纸、散发小广告等； 

7）不要在街上滑旱冰、踢足球等； 

二、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1、应急方案 

1）非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后，应及时了解伤者的伤势，保护好

事故现场并报警。如伤势较重，在征得伤者同意的情况下，应迅速求

助他人将伤者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2）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后，在无法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应

迅速报警，并保护好事故现场，如当事人受伤较重，应求助其他人员，

并拨打120 求助； 

3）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事故后，非机动车驾驶人应记下肇事车

的车牌号，保护好现场，及时报警；如伤势较重，应及时到医院治疗； 

2、预防措施 

1）骑自行车时，不要抢行、猛拐、争道，不要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不要打闹； 

2）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过人行横道时，要注意避让行

人，遇停车等信号时，不要越过停车线，拐弯时要伸手示意； 

3）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 

4）非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行驶； 

三、乘车时发生交通事故 

1、应急方案 

1）乘客在车内闻到烧焦物品的气味或看到有不明烟雾时，要及时

通知司售人员； 

2）如感觉到有翻车的危险，车内乘客应迅速趴到座椅上，抓住车

内的固定物，使身体夹在座椅中，稳住身体，避免身体在车内滚动而

受伤；翻车时，应向车辆翻转的相反方向跳跃；落地时，应双手抱头

顺势向惯性的方向滚动或跑开一段距离，避免遭受二次损伤； 

3）汽车翻进河里，若水较浅，不能淹没全车时，应待汽车稳定以

后，再设法从安全的出处离开车辆；若水较深时，先不要急于打开车



门和车窗玻璃，因为这时车门是难以打开的，此时，车厢内的氧气可

供司机和乘客维持 5―10分钟，应首先使头部保持在水面上，迅速用力

推开车门或玻璃，同时深吸一口气，及时浮出水面； 

4）乘坐公交车遇到火灾事故，乘客应迅速撤离着火车辆，不要围

观； 

5）公交车辆运行中，乘客如发现可疑物，应迅速通知司售人员，

并撤离到安全位置，切勿自行处置； 

6）发生乘车意外事故，切忌惊慌、拥挤，应及时报警，并服从司

售人员的指挥，积极开展自救、互救； 

7）出现伤亡情况时应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2、预防措施 

1）乘坐公共汽车、电车和长途汽车须在站台或指定地点依次候车，

待车停稳后，先下后上或前门上、后门下；在道路上搭乘机动车，应

当从车身右侧上车，不得强行上下或者攀爬行驶中的车辆。 

2）机动车行驶中，乘车人不准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车未停

稳不准跳下；不得与驾驶员闲谈或者有妨害驾驶员安全操作的行为； 

3）不要让儿童在行驶的车内跑跳、打闹；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 

1、应急方案 

1）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并在来车方向 50 米至 100 米处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应迅速转移到

路边或应急车道内，并迅速报警； 

2）因抢救伤员而需变动现场时，应标明事故车和人员位置； 

3）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轻微的，

当事人应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 

2、预防措施 

1）机动车驾驶员应遵守交通规则，切忌超速行驶； 

2）禁止酒后驾车，禁止非司机驾车，禁止驾驶中使用手机，不要

疲劳驾驶； 

3）不要驾驶有机械事故的“带病车”上路； 



4）通过铁路道口时，要主动避让火车，坚决杜绝强行、闯行通过

道口的行为； 

五、火车交通事故 

1、应急方案 

1）在站台、候车大厅、电梯等处遇到意外情况时，一定要听从站

内工作人员的指挥，以便迅速而有秩序地脱离事故现场，切忌乱闯、

乱跑，以防迷路； 

2）列车发生事故时，正站在或坐在过道上，应立即侧身蹲下，双

腿屈膝，护住胸腹，双手抱住头部；在座位上的乘客应紧靠在牢固的

物体上，低下头，下巴紧贴胸前，以防颈部受伤； 

3）列车运行中如遇到爆炸事故，乘客应迅速使用车厢内报警器报

警，并尽可能远离爆炸事故现场； 

4）车厢内出现明火时，应在连续揿响报警按钮的同时，迅速拿出

座位底下的灭火器将火扑灭，切忌打开玻璃窗往下跳；列车司机应就

近停车，尽快打开车门疏散人员； 

5）列车滞于隧道时，乘客应耐心等待救援人员到来，千万不要扒

车门、砸玻璃；救援人员将悬挂临时梯子并打开前进方向右侧的车门，

引导乘客依次下车疏散； 

6）列车运行中发现可疑物时，应迅速利用车厢内报警器报警，并

远离可疑物，切勿自行处置； 

2、预防措施 

1）火车出轨向前冲时，不要尝试跳车，否则会发生危险； 

2）火车停下来后，不要贸然在原地久留观察，车厢起火爆炸时有

发生； 

3）离开火车后，设法电话报警，通知救援人员，一般在信号灯附

近备有报警电话； 

4）即使列车全部停电，列车上还有可维持 45 分钟至 1 小时的应

急通风，乘客被关在密闭的车厢里，不必担心会出现呼吸困难。 

六、高速公路交通事故 

1、应急方案 



1）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发生交通事故，司机应该向后续车辆发

出危险信号，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夜间还需同时开启示宽灯和

尾灯；能够移动的机动车应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应急车道或服务区停放； 

2）司机和乘车人必须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紧急停车带内，

并在肇事车后 150 米外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牌； 

3）立即通过紧急电话报告交通警察或高速公路监控室，简要叙述

以下内容：事故地点、时间、状态（碰撞、翻车、燃烧等）、规模及

人员伤亡情况； 

4）出现人员伤亡时，应该采取措施，救护伤员，拨打 120 求救，

同时保护现场，如有需要立即送医院救治的伤员，可向过往车辆发出

求救信号，但不能试图强行拦截车辆求助或自行在行车道上抢救伤者； 

2、预防措施 

1）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破坏高速公路设施，以免造成事故隐患； 

2）保护现场主要是指：标记现场位置，标记伤员倒卧的位置，保

全现场痕迹物证，协助公共安全专家机关寻找证明人； 

七、水运交通事故 

1、应急方案 

1）船舶遇险时，要保持冷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指挥； 

2）船上有救生衣、救生圈的，要迅速拿上穿好，没有救生衣可用

其他漂浮物体作为救生用具，要尽可能向水面抛投漂浮物，如大块泡

沫、空木箱、船舱木板，木凳等； 

3）当船上发生火灾时，要用湿手巾或湿棉织品捂住口鼻，向起火

的上风位置逃避烟火，在上风（即迎风）一侧下水逃生； 

4）如船只正在下沉，千万不要在倾倒的一侧下水，以防被船体压

入水下难以逃生；如果船体尾部先下沉，应逃到船头处下水； 

5）跳水逃生前不要慌张，要观察船只及周围情况，要避开水上漂

流硬物； 

6）穿救生衣跳水，要双臂交叠在胸前，压住救生衣，跳时要深吸

一口气，用手捂住口鼻，眼望前方，双腿并拢伸直，脚先下水，不要

向下望，防止身体向前扑进水里受伤； 



7）落水后往下沉时，要保持镇静，紧闭双唇，咬紧牙齿憋住气，

不要在水中拼命挣扎，应仰起头，使身体倾斜，保持这种，就可以慢

慢浮出水面； 

8）浮上水面后，不要将手举出水面，要放在水面下划水，使头部

保持在水面上，以便呼吸空气，如有可能，应脱掉鞋子和身上的重物，

寻找漂浮物并牢牢抓住； 

9）不要离出事船只太远，要通过各种方式（呼喊或摇动色彩鲜艳

物等）向岸上发出求救信号，并自行有规律地划水，慢慢向岸边游动，

可尝试游上岸，如水流很急，应顺着水流游向下游岸边，如河流弯曲，

应游向内湾水浅、流速较慢处上岸或等待救援； 

10）木质船舶翻船后，一般不会下沉，人被抛入水中后，应立即

抓住船舶并设法爬到翻扣的船底上，等待救助；其他非木质船翻了会

下沉，但有时船翻后，因船舱中有大量空气而漂浮在水面上，这时不

要将船翻正过来，要尽量使其保持平衡，避免空气跑掉，并设法抓住

翻扣的船只，以等待救援； 

11）穿救生衣要注意保持体温，最好的姿势是双脚并拢屈到胸前，

两肘紧贴身旁，交叉放在救生衣上，使头部露出水面； 

2、预防措施 

1）在海上，船舶遇到危险不能自救时，船长在宣布弃船前，会发

出求救无线电信号，国家海上搜救中心收到求救信号后，会指派其他

船舶及救助船立即前往搜救； 

2）如船舶失火并且海面上有油火，跳水前，尽量不穿化纤衣物和

救生衣，可将救生衣和笨重衣服、鞋包扎好用一小绳系在腰上，在上

风处跳水，入水后向上风方向潜游，若须换气，应用手将水面火拨开，

头露出水面转向下风换气，在下潜向上风游出油火区； 

3）在海面救生艇、救生筏上等待救援时，如感到口渴，千万不能

喝海水，否则体内盐分增加，致使肾脏负担过重，功能丧失； 

八、航空交通事故 

1、应急方案 

1）遇空中减压应立即带上氧气面罩； 



2）飞机紧急着陆和迫降时，应保持正确的姿势：弯腰，双手在膝

盖下握住，头放在膝盖上，两脚前伸紧贴地板； 

3）舱内出现烟雾时，一定要把头弯到尽可能低的位置，屏住呼吸

用饮料浇湿毛巾或手帕捂住口、鼻后再呼吸，弯腰或爬行到出口处； 

4）若飞机在海洋上空失事，要立即穿上救生衣； 

5）在飞机撞地轰响瞬间，要飞速解开安全带，朝着外面有亮光的

出口全力逃跑； 

6）飞机紧急着陆迫降时，在机上人员与设备基本完好的情况下，

要听众工作人员指挥，迅速而有秩序地由紧急通道撤离； 

2、预防措施 

1）在飞机的飞行全程不要使用手机； 

2）登机后，熟悉机上安全出口，听、阅有关航空安全知识，不清

楚的地方要及时请教乘务人员； 

3）飞机起飞、着陆时必须系好安全带，飞行途中应按要求系好安

全带； 

4）飞机失事前的预兆：机身颠簸；飞机急剧下降；机舱内出现烟

雾；机身外出现黑烟；发动机关闭，一直伴随的飞机轰鸣声消失；高

空飞行时发出一声巨响；舱内尘土飞扬等； 

行人交通违法的应急预案 3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事故处理工作为经济建设

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综合效能，快速

处理事故，抢救伤员，及时疏导交通，有效地处置人为事件造成的交

通堵塞，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二、预案适用范围 

（一）发生一次死亡 3 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 

（二）一次死亡 5 人以上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三）周边地区群死群伤特大交通事故及恶性肇事逃逸交通事故； 

（四）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严重道路交通堵塞。 

三、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原则 



（一）接到事故报警后，派出所、卫生院、安监站、司法所等职

能部门应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抢救伤者，勘察现场，掌握案情，按照

上报范围及时将情况报告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机关。 

（二）有通行条件的应及时疏导群众和车辆，恢复交通，确保安

全。 

（三）事故调查应实事求是，依法公正，按程序进行，在法定时

限内结案。 

四、处置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指挥系统和工作职责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工作必须在乡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

牵头部门负责，相关部门分工合作，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

展，并成立新街乡处置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指挥部。 

总指挥：乡长 

副总指挥：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乡长、武装部部长、安监站站长、

派出所所长、司法所所长 

成员：综合办公室、综治办公室、国土所、卫生院、建设局、卫

生院、武装部、信访站、民政所、安监站、司法所和各村“两委”负

责人等相关部门。 

职责任务： 

（一）指挥部负责辖区发生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置的组织指

挥。 

（二）研究确定总体处置、救援方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适时

调整工作方案，并下达命令。 

（三）安排调动分配工作任务。 

（四）随时将事故进展情况报县政府和相关部门。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置指挥部下设： 

（一）应急处置、救援指挥组： 

组长：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乡长 

成员：综合办公室、派出所、安监站、司法所、卫生院、民政所、

文化站等相关部门领导。 

职责任务：组织有关部门按照预案统一部署，迅速开展处置、抢



救工作，力争将事故车、物损失和人员伤亡降到最低程度；根据预案

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问题，及时予以调整、修订；紧急调用各类

所需物资、设备、人员等；配合上级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做好稳

定社会秩序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和安抚工作；适时发布公告，将事故的

原因、责任及事故受伤人员救治意见公布于众；办理指挥部日常事务

及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现场勘察调查组。 

组长：派出所所长 

成员：司法所、安监站、事故发生地村两委负责人 

职责任务：组织抢救伤员，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

据，对肇事车辆进行检验，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拟写事故调查报

告。 

（三）现场保护、交通疏导组。 

组长：派出所所长 

成员：司法所、安监站、事故发生地村两委负责人和治安观察员 

职责任务：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下达的交通管制命令，保护现

场，堵截设卡，救护伤员，维护疏导交通秩序，控制肇事嫌疑人。 

（四）医疗救护、卫生防疫组。 

组长：卫生院院长 

成员：卫生院成员、计生服务所成员、事故发生地村卫生室人员 

职责任务：负责事故发生后伤员的医疗救护工作及死尸的防腐、

防疫工作。 

（五）善后安置组。 

组长：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乡长、民政所所长 

成员：民政所、财政所、安监站、事故发生地村两委负责人 

职责任务：负责事故发生后的有关善后、接待安置工作。 

（六）现场救援组。 

组长：武装部部长 

成员：民兵应急小分队、义务消防队 

职责任务：负责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强制驱散；对现



场发生的火灾进行及时扑救，抢救火灾现场被除数困群众及财物；做

好重点部位的防火、抢救工作。 

五、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置救援程序 

（一）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管辖村两委必须以最快

捷的方式立即将所发生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情况报告归口管理部门

和综合办公室、安监站、派出所。 

事故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肇事车辆单位、型号、车号；肇事驾

驶员基本情况；死、伤人员情况；车物受损情况。 

2、事故的简要经过。 

3、事故的救援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二）有关部门接到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综

合办公室，同时应通知派出所、安监站、卫生院等部门迅速派人赶赴

事故现场，救护伤员，了解掌握情况。 

（三）综合办公室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乡长或分管副乡长根据

事故情况，确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协调事故处置和医疗救援

事宜。 

（四）应急预案启动后，处置救援指挥部应立即投入，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应迅速到位履行职责。 

（五）各相关部门按照处置指挥部指令开展事故处置和救援工作。 

六、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应急措施 

（一）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地的村两委、群众、事故当事人必

须立即报警，并严格保护现场，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救伤员。因抢救伤

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导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

出标志、拍照、详细记录和绘制事故现场图，并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

迹、物证等。 

（二）任何单位和成年公民都有参加有组织的事故抢险救灾的义

务。 

（三）所在地治安观察员和治保组织及村两委配合派出所加强事

故现场的安全保卫和交通疏导工作，预防和制止各种破坏活动，对肇



事者等有关人员应采取监控措施，防止不安全事件发生和肇事逃逸。 

（四）在事故处置应急过程中紧急调用车辆、物资、设备、人员

和占用场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阻拦和拒绝。 

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置注意事项及要求 

（一）事故处置要坚持统一指挥，科学决断，有效处置，确保安

全。 

（二）事故处置、救援人员要认真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努力增强

安全意识和业务素质。 

（三）各相关部门要落实事故处置所需的设施、物资、器材的配

备，确保应急使用。 

（四）事故处置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积极主

动完成自己承担的工作任务。 

八、责任追究制度 

对在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工作中，工作滞后，反应迟钝和不

听从指挥，工作不负责任，违反事故处置工作纪律，影响事故处置工

作的有关责任人，由县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从严查处，直至追

究刑事责任。 

九、其他事项 

（一）本预案是乡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发生在道路上的重特大交通

事故，组织实施处置救援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不

同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置决策。 

（二）各部门和各村两委应结合自身特点，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

提高全社会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意识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三）各村两委和相关部门应根据本预案的要求，结合本地、本

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订本地区、本行业的车辆在道路上发生不

安全事故的处置预案，报综合办公室备案。 

（四）各相关部门要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掌握预案的内容和

相关措施，明确职责任务和要求，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按照预案的要求，

有条不紊地开展事故处置、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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