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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背景

施工现场环境复杂，存在多种潜在危

险因素，如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触

电等。

制定紧急救援预案旨在确保在发生紧

急情况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救

援，降低事故损失。



施工现场
进行各类建筑工程的场地，包括房屋建筑、市政工程、交通工程等。

潜在危险因素
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危险源和不利条件，如高处作业、机械设备、
电气设施等。

紧急救援预案
为应对施工现场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而制定的救援计划，包括救援
组织、救援流程、救援设备和资源等方面的安排。

定义与概念



施工现场紧急情况

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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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坠落
工人从高处坠落，可能导致骨折、脑震荡等

严重伤害。

物体打击
施工现场的物体、材料等掉落或飞溅，可能

造成人员伤亡。

机械伤害
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操作不当或维护不当，

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死亡。

触电
施工现场的电线、电器设备等可能因老化、
破损或操作不当而引发触电事故。

常见风险因素



事故树分析法

通过分析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对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进行评估。

风险矩阵法

根据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对风险
进行等级划分。

专家评估法

邀请专家对施工现场的风险因素进行评估，给出相应
的建议和措施。

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等级划分

低风险

中等风险

高风险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后果较严重。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后果非常严重。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后果较轻。



紧急救援预案的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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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施工现场紧急救援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和实施紧急救援工作。

救援组织

明确救援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包括现场指挥、医疗救治、安全疏散、物资保障等，确保救援工作有序进行。

职责分工

救援组织与职责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立即启动报警系
统，通知救援小组及有关人员迅速到
达现场。

报警与响应

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和恢复，做好事
故调查和总结工作。

后期处理

对事故现场进行初步评估，了解事故
性质、范围及可能造成的后果，为制
定救援方案提供依据。

现场评估

根据现场评估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
救援方案，明确救援目标、措施和资
源需求。

救援方案制定

按照救援方案展开救援行动，确保人
员安全、减少财产损失。

实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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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流程与步骤



人力资源

确保有足够的救援人员，具备相

应的技能和经验，能够胜任紧急

救援工作。

物资资源

储备必要的救援物资，如急救药

品、消防器材、防护用品等，以

满足现场救援需要。

设备资源

配备先进的救援设备，如消防车

辆、救护车、无人机等，提高救

援效率。

救援资源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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