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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令

为保障公司经营安全健康发展，规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

提高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使事故发生后能快速、有效、有序地实施应急

救援，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88

号、《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和《日照市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标准规范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组

织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本预案是公司实施应急救援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用于指导公司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行动，公司各部门及其全体员工均应严格遵照执行。

本预案已经专家组进行评审，并已按照专家组评审意见进行修订，现予

发布。自 2019 年 5月 1 日起实施。由公司安全管理部制定学习、贯彻、

演练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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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本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提高事故应急处置能

力，在事故发生后能快速、有效、有序地实施应急救援，最大限度地减

少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十三号〔20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六十九号

〔2007〕）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六号〔2009〕）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九号〔2014〕）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主席令第四号〔2013〕）

（6）《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主席令第五十二号〔2011〕）

（7）《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8）《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自 2017 年 5月 1 日施行）

（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1 号）

（10）《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的通知》（安委〔2013〕8 号）

（1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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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条例》（国务院令 708 号 2019 年

4月 1 日实施）

（18）山东省应急安全事故应急办法（省政府令第 341 号）

（19）其他安全生产应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出现的人员拥挤踩踏、火灾、爆恐

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对周边环境及单位造成重大影响

的、需要公司整体资源应对的生产安全事故。

1.4 应急预案体系

本应急预案体系由日照市山泽海洋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日照海

洋公园生产安全事故综合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构成（详见图

1）。

日照市山泽海洋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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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游客、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减少和消除生产

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

（2）坚持“早期预警，快速处置”的原则。在事故发生和扩大蔓

延之前，通过预警期的活动迅速提高警备级别，在应急救援过程中，一

旦发生异常情况或出现危险迹象，应立即发出预警信号，采取应变措施。

（3）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在公司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各部门、专业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参

加应急处置工作。

（4）坚持“依靠科学，依法规范”的原则。采用先进的应急救援

技术和装备，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

案的科学性、权威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5）坚持“整合资源，协同应对”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公司应急

指挥体系，整合现有应急救援资源，充分利用社会应急资源，实现组织、

资源、信息的有机整合，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

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2 事故风险描述

2.1 公司概况

公司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碧海路 88号，是海洋生物旅游展示综合体，

由海洋馆和花鸟园组成，建筑面积约 5万平方米，日照海洋公园景区总

占地面积约为 10.78 万平方米，其中可游览面积约 2 万平方米（不包括

室外参观项目的游览面积），周边应急疏散区面积约 6 万平方米，景区

具备紧急情况下疏散游客的能力。经测算，每位游客的平均游览时间为

120 分钟，景区的瞬时承载量为 15000 人，全天最大游客承载量为 60000

人，考虑到景区安全管理及游客游览感受，对外公示的日承载量为 5

万人。地上 3层、地下 1层。各楼层均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室内外消火栓系统；防排烟系统；消防水炮系统；应急双

语广播系统，应急照明和安全智能疏散设施等。各楼层严格按照《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设置防火分区及防烟分区，高清视频监控约为 400多个。

公司供电由 10千伏单路供电，配有 4台干式变压器 2个为 1250KVA、
2个为 1600KVA、1台 800KVA的发电机组。供水由自来水公司城市管

网直接供应。楼顶设有 44立方消防高位水箱 1个，消防泵房设在-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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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池储水量 918立方、消防监控中心设在 1层。1层为游客展览区，

2层为参观游览区域以及海洋剧场表演区。现有在职员工约为 230人，

其中：拥有“应急第一响应人”资格证书的 1人、安全培训合格证书的

5人、注册安全工程师 1人、消防中控资格证书的 6人。公司东面毗邻

万平口海洋公园、南邻绿化用地、西靠绿化用地、西北为东夷小镇、北

面停车场及莱顿小镇。公司距烟台路消防特勤中队 3.7公里，距医院 5.5

公里。

公司内部设有安全管理部、财务部、动物表演部、花鸟业务部、企

划部、市场部、设备工程部、生物技术部、水族部、运营部、主题酒店

部、综合管理部，共设置 12个部门，由安全管理部负责公司的具体安

全生产及应急管理工作。

2.2 事故风险分析

作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爆炸、

人员拥挤踩踏、雨水倒灌、人员触电、紧急医疗等生产安全事故。

（1）火灾风险分析：公司箱变、配电室及众多的配电柜等若检查

维护不到位，可能发生短路、接地、超负荷运行等，成为点火源，引发

电气火灾及其他火灾；防雷、防静电设施不符合要求，或维修不够，遭

雷击或因静电火花引起火灾；众多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时，可能用到电

气焊，若执行动火制度不严格，可能引发火灾；公司商业经营的毛绒玩

具为可燃物，若用电、用火管理不善，均有可能引发火灾；后场水箱使

用加热棒，若没有按照流程操作进行无水干烧，同样会引发火灾。参观

车辆自燃或游客随意吸烟、违章动火等，可能引发火灾。景区营业期间

人员密集、客流量大，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爆炸风险分析：公司燃气锅炉房倘若管理不善，操作不当都

有可能发生着火爆炸，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构件）损毁和经济

损失。

（3）人员拥挤踩踏风险分析：银色风暴区域、珊瑚隧道区域、海

底之光一二层表演区域、海洋剧场及相关展区，部分时间段人员密度较

大，一旦遇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由于参观游客对景区疏散设施、通道

不熟悉，若现场缺少有效引导组织，极易形成人员拥挤踩踏，造成人员

伤亡。景区共有客运电动扶梯 1 部，无障碍电梯 1 部、员工用电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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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货运电梯 1部，扶梯出入口游客上下扶梯不慎摔倒，导致游客后面

的游客不断上行导致拥挤踩踏伤害事故。

（4）雨水倒灌风险分析：一旦遭受台风暴雨袭击时，有可能导致

后勤入口通往负一区域的通道雨水倒灌，进入负一。

（5）水泄漏：有可能发生水泄漏的区域为：鲨鱼湾、银色风暴、

珊瑚隧道、海底之光、海豚湾等。展窗玻璃为日本生产的“亚克力”材

料，其上承受着海水的压力，受外力冲击可能导致变形，会产生海水渗

漏。如果发生火灾，高温长期烘烤，可能造成亚克力展窗软化变形而发

生海水泄漏，均有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

（6）触电风险分析：景区内所需的辅助用电设备众多，各类用电

设备、线路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过载、绝缘降低、机械卡住等，

尤其是违章操作或错误操作可能诱发短路、接地、漏电、其他设备故障

等导致触电事故，还可引发其他次生事故。

（7）紧急医疗风险分析：海洋公园游客众多，健康状况不一，特

别是旺季期间，加上游客参观劳累，有可能发生如心脏病、精神病等急

症，特别是在游客聚集区，对相关游客突然发病，易造成局部游客游览

秩序混乱，导致人员拥挤踩踏伤亡。

3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3.1 应急组织机构

公司成立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应急指挥中

心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办），作为应急指挥中心办事机构。应急

办设在安全管理部监控中心。应急专业队伍分别成立现场处置组、抢修

维护组、疏散引导组、警戒治安组、医疗救护组、物资保障组、事故调

查组和善后处理组八个应急工作小组，从而组成一套完整的应急工作组

织体系。

公司应急组织机构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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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应急组织机构图

3.1.1 应急指挥中心人员组成

总 指 挥：总经理

副总指挥：副总经理 安全总监

成 员：各部门负责人

3.1.1.1 应急办人员组成

应急办主任；安全总监

应急办成员：综合部经理、安全管理部主管、监控人员、设备部总

监。

3.1.2 现场处置组人员组成

组 长：安全管理部主管

副 组长：部门领班

队 员： 现场安保员、就近岗位安保员，所在楼层志愿应急员（现

场第一梯队人员）。

3.1.3抢修维护组人员组成

组 长：动物表演部总监

副 组长：设备工程部经理

队 员：设备工程部主管、领班、员工、水族部副经理、主管、领

应急指挥中心

综合应急预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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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及员工。

3.1.4 疏散引导组人员组成

组 长：运营部经理

副 组长：运营部主管、商业主管、花鸟业务部主管

成 员：商业领班、每层的安保员、讲解员、服务人员、保洁人员、

促销人员等。

3.1.5 警戒治安组人员组成

组 长：营销总监

副 组长：安全管理部领班

成 员：车场保安员、车场保洁员、班车司机、机动人员。

3.1.6 医疗救护组人员组成

组 长：综合管理部经理

副 组长：营销部经理

成 员：综合管理部主管、公司司机、营销部员工及机动人员。

3.1.7 物资保障组人员组成

组 长：财务部经理

副 组长：企划部经理

成 员：财务部员工、企划部员工机动人员。

3.1.8 事故调查组人员组成

组 长：总经理

副组长：副总经理

成 员：综合、安全、财务、营销、设备、水族、运营、商品各部

门经理。

3.1.9 善后处理组人员组成

组 长：总经理

副组长：副总经理

成 员：综合、安全、财务、营销、设备、水族、运营、各部门经

理及公司法律顾问。

3.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3.2.1应急指挥中心职责

（1）负责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区各级“事故应急救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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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2）负责组织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监督、检查应急预案

的贯彻实施情况。

（3）根据本预案规定的程序，由总指挥宣布本预案的启动和终止。

（4）负责应急救援现场的统一指挥调度。

（5）决定事故上报。

（6）组织协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总结和事故调查工作。

3.2.2 应急办职责

（1）参与组织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负责组织各部门学习、培训、演练本预案，并在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时，在指挥部的指挥下，具体组织实施本预案。

（3）承担公司应急值班工作，受理事故报告并分析研判，做好事

故信息上传下达、信息报告工作。

（4）根据报警判断态势发展，向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报告，并提出

启动预案的建议。

（5）协助、指导各应急小组及相关单位实施应急指挥部各项行动

方案、指令。

（6）根据事态发展，向应急指挥部提出调整工作组人员构成的建

议。

（7）沟通协调外部救援的应急物资和应急力量。

（8）掌握事故动态、收集相关信息，向应急总指挥提供进展情况

报告。

（9）根据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规定和总指挥的意见进行事故上报。

（10）进行事故应急评估。

3.2.3 现场处置组职责

（1）根据公司专项预案、现场处置方案及现场应急情况，确定具

体的现场抢救处置方案。

（2）确定事故危险区域，控制事态发展，搜救失联失踪人员，及

时向指挥中心报告现场情况。

（3）根据现场事态发展，灵活实施各类现场应急抢险方案。

（4）保护事故现场，做好现场记录。

（5）救援队员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注意个人安全和环境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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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脱离危险场所的情况下，当遇到可能危及救援人员人身安全等紧急

情况时，现场处置组长有权终止现场抢险救援行动，立即撤出现场。

3.2.4抢修维护组职责

（1）主要负责展区及后场的应急电力供应、工程抢修、设备维护

和生物保护转移等。

（2）在展区的设备、水族、花鸟部等相关人员，负责所在区域逃

生通道的畅通，协助相关人员疏散游客逃生。

3.2.5疏散引导组职责

（1）迅速到达现场，组织各展区工作人员正确引导事故现场游客

按疏散的方向和就近安全通道进行有序疏散。

（2）必要时，紧急移除影响安全疏散的障碍物，确保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畅通无阻。

（3）告知警示、阻止相关人员误入非安全疏散通道、出口；扶助

老、幼、弱、残、孕以及座轮椅人员安全疏散；检查事故现场，防止人

员滞留。及时将人员疏散情况报告抢险救援队和指挥中心。

3.2.6警戒治安组职责

（1）负责事故现场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带、禁止无关人员、车辆进

入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疏导外围人员疏散。

（2）引导外来救援队伍车辆进入事故现场，协助公安、消防、交

警人员做好警戒和治安工作，必要时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3）维护事故现场周边秩序。

3.2.7医疗救护组职责

（1）负责在事故现场附近安全区域设置临时救护点，对事故现场

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护及应急处理。

（2）负责联系 120 救护，协助受伤人员送至医院作进一步治疗。

（3）做好伤亡人员及送医人员记录。

（4）配备和保持应急救护所需要的医疗器材和药品。

3.2.8 物资保障组职责

（1）负责抢险过程中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包括应急物资、车辆、

工器具的调配使用。

（2）根据现场处置组的要求负责联络供配电、供水的处置。

（3）负责抢险人员的防护用品、餐饮等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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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紧急物资的采购及配送。

3.2.9 事故调查组职责

（1）负责配合政府调查组进行事故调查，对未造成人员伤亡或政

府委托的事故进行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情况及直接

经济损失。

（2）评估及协助事故调查组评估事故的影响，认定事件、事故性

质和责任。

（3）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四不放过”的原则对相关责任人员提出

处理意见，提出整改和防范措施。

（4）提交事件调查报告。

（5）对事故应急救援能力（包括对应急预案的评价和改进等）进

行评估总结，提出对预案的调整和修改意见。

3.2.10 善后处理组职责

（1）检查事故现场，在保证安全情况下，按规定对受事故影响的

设备、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修复恢复经营秩序；必要时，应进行

技术鉴定工作。

（3）规范处理各类污染物，消除环境污染。

（4）妥善处理相关损失的善后理赔工作。

（5）按照规定做好事故伤亡人员及家属的善后处理工作。

（6）保护事故现场，对现场有关物证进行拍照保存或经事故调查

组同意后才可移动。

4 预警及信息报告

4.1预警

4.1.1 出现下列情况时，公司应予预警：

（1）政府部门、气象部门、新闻媒体发布恶劣灾害信息，游客量

超载可能影响到公司营业或其他安全时；

（2）现场人员、安全巡查人员发现并报告事故隐患，可能导致安

全事故发生时；

（3）自动报警、监控设施发出报警信号时；

（4）当游客数量达到最大允许值时应报告预警，

（5）周边单位发出事故通告，可能影响到本公司安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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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政府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由应急办根据本公司实际，发出预警。

4.1.3 应急值班人员、监控中心值班人员接到预警信息后，立即研判处

置，并向应急办或总指挥报告，及时派人现场检查。当确认预警信息

属实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引发和酿成安全事故。待隐患消除

或经紧急处置，确认不会发生相应安全事故后，报应急办或总指挥解

除预警。监控中心通过视频、探头报警等收到异常信息时，应立即报

告安全管理部负责人，并安排人员予以处置，监控中心必须跟踪监视，

直至问题消除，并做好记录。各展区安保人员发现异常信息（如所在

区域的烟感探头报警及火险等）应立即报警，安全管理部应立即作出

应对。必要时应采取疏导游客撤离，停止营业，甚至派出相关应急救

援力量现场进行监护措施。

4.2 信息报告

4.2.1 信息接收与通报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向应急办，部门负责人、公司值

班领导报告，情况紧急时应同时拨打 119、110、120 报警。相关人员接

报后，应迅速赶到现场，根据事态立即组织抢险救援，采取相应措施进

行现场处置，控制事态进一步扩大、恶化，并向应急办报告。应急办接

报后，及时研判事故发展态势，向总指挥报告并提出启动相应预案的建

议。当总指挥下达命令，决定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办立即通知指挥部

成员及各应急小组人员到场按职责展开救援行动。

应急办（安全管理部监控中心）24小时值班电话：外线：8993119

/8993110。
4.2.2 信息上报

应急办接报后，根据总指挥指示，应将事故信息于第一时间上报日

照市东港区应急管理局、东港区文化和旅游局、日照城投集团，必要时

可直接上报东港区区政府、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事故类别，还应分别向

东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属于特种设备事故）、日照市消防救援支队（属

于火灾事故）报告。如事故可能影响到周边单位、街区，还应及时向有

关单位、派出所做出事故通报。

报告内容应包含：事故类别；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初步原因；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已采取的措施；需要支援的事项；当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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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及环境污染情况等。

4.2.3 信息传递

信息传递流程如图 3所示。

5 应急响应

5.1 响应分级

公司应急响应分为两级，一级响应最高。

（1）一级应急响应

当发生火灾爆炸、人员拥挤踩踏事故，或造成人员死亡、三人以上

重伤、十人以上轻伤的生产安全事故，需动用公司全部人员、设备等资

源紧急处置，应启动公司安全生产综合应急预案或专项应急预案。

（2）二级应急响应

未达到一级响应标准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5.2 响应程序

公司应急响应的程序为：接警、判断警情、应急预案启动、应急指

挥、应急行动、资源调配、应急避险、事态控制、扩大应急、应急结束

等。

公司发生安全事故后，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故态势，确定响

应级别。需要扩大应急启动高一级响应时，本级响应必须完成启动。

（1）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事故发现人员立即向部门负责人或值班

领导报告，同时拨打应急办值班电话（8993119）报告应急办并拨打“119、

110、120”电话报警。部门负责人或当值领导应立即启动现场处置方案，

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进行抢险，抢救受伤人员，疏散游客和无关人员。

紧急情况下，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或当值领导有权下令撤出所有人员。

（2）应急办（监控中心）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判断，向总指挥

报告，符合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建议启动本预案，由总指挥下令启动本

预案。通知指挥部各成员、各应急小组人员，按照本预案规定立即赶到

相应区域，根据各自职责进行事故抢险救援。现场处置组长到达现场后，

事故现场人员 部门或值班领导 应急办

应急总指挥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相关周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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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作出判断，根据事故类别，依据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结合现

场情况，确定危险区域，采取相应救援措施。重大事宜应报告总指挥，

紧急情况下可以先做后报。按程序、时限向东港区应急管理局及有关主

管部门报告。

（3）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迅速到位，现场判断、指挥、协调应急行动，

调配应急资源，对事故影响范围内的参观游客及非应急人员进行疏散，

指挥各应急救援小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4）当事态有继续扩大趋势，本单位应急力量无法控制时，总指挥

应向东港区应急管理局或区应急办公室报告，请求社会应急救援机构支

援。上级相应预案启动后，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实施救援。

（5）事态得到控制后，应急救援总指挥宣布应急结束，安排布置应

急恢复和信息发布有关事宜。

应急响应程序框图如图4所示：

情况紧急注意事项

符合政府预案

一般事故

上报东港区政府有关部门

确定事故级别

现场处置 报告指挥中心办公室

事故发生现场

拨打 120、119、

救援组进入事故现场

处置结束

报告总指挥

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启动本应急预案

实施应急响应程序

轻微

各救援组开展工作

ᅱ䕒ࠀ

ᇁ䕒本�ᄀ响ᄀᄀᇁ䕒

ᇁ
䕒
案

ᇁ

䕒



14

5.3 处置措施

（1）值班领导或部门负责人按照相应现场处置方案进行处置。

（2）搜救伤亡人员，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必要时开展现场抢救。

（3）迅速疏散游客和非应急救援人员，封闭事故现场，按规定实

施警戒和警示。

（4）在指定安全区域，进行现场人员清点，确认事故场所是否还

有未撤离人员，人员撤离后实施事故区域隔离。

（5）根据事故现场的实际情况，应及时采取灭火、切断电源、堵

漏等有效措施，对有关设备、设施、材料进行转移，防止事故扩大和引

发次生事故，发现危及人员生命的征兆，现场处置组长有权下令撤离抢

险人员并报告总指挥。

（6）及时向区市政府安全生产事故应急主管部门报告应急救援的

进展情况，根据区市政府的要求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7）当现有应急力量和资源不能满足应急行动要求时，及时向临

近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5.4 应急结束

宣布应急结束的条件是

（1）事故现场已经得到控制。

（2）受伤人员全部得到有效救治，失踪失联人员全部找到。

（3）事故现场及相关影响范围内的环境符合有关标准。

（4）导致次生、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经现场处置组组长检查确认，符合上述条件后，向应急指挥部提出

建议，由总指挥宣布现场应急结束。应急结束后的撤离应有序进行，注

意为后期处置创造良好条件。

6 信息公开

在应急指挥中心领导下，各应急组织信息汇集到公司应急办，由应

急办如实报告相关情况至公司董事会及城投集团应急办、政府安全生产

事故应急主管部门。报告的信息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内容详实、及时准确。如需对外发布事故及抢险救援信息，则由

应急办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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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应急响应结束后，经应急指挥中心批准，在保证事故调查所需物证

不灭失的前提下，做好污染物处置、伤员救治、生产秩序恢复、事故调

查与处理、善后赔偿、抢救过程和应急救援能力评估及应急预案的修订

等后期处置工作。

7.1 污染物处置

经事故调查组同意后（含政府组成的调查组），所有事故应急过程

中产生的污染物由事故发生部门及时彻底清理和统一收集，并严格按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分类处理。

7.2 经营秩序恢复

经事故调查组同意后，事发部门、设备部、安全管理部应尽快组

织恢复经营秩序，要对建（构）筑物、设备和设施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

检查检测，必要时开展技术鉴定工作，认真查找设备和设施在危急事件

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要配合消防、应急管理、环保、公安、质检、

电力等部门做好后期处置，必要时对受影响区域环境开展连续检测、评

估，直至正常值。同时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稳定员工情绪。

7.3 伤员救治

对在事故中受伤的人员，应配合医疗机构做好后续治疗康复工作。

对事故伤亡人员按国家规定予以赔偿、抚恤。

7.4 事故调查与处理

由事故调查组负责或积极协助上级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事

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事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事故的直接

责任者、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及预防措施，落

实调查报告提出的预防措施、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

7.5 善后赔偿

若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周边单位生产生活受影响的，由善后处理组

负责与伤亡人员及其家属、受影响区域内的单位有关人员进行沟通和协

商，及时救助，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赔偿。

处理事故受损财产的理赔，涉及保险理赔的，与相关保险公司联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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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7.6 应急救援评估

应急办对救援过程中应急行动的程序、步骤、措施、人力、物资等

进行分析，对是否满足应急救援的需要进行评估，总结评估结果要形成

书面报告，根据总结评估意见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8 保障措施

8.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公司应急办应建立公司内、外部应急联络机制，编制相关单位、人

员联络名册。公司应急联络必须保持 24小时畅通，列入应急机构的人

员必须保证 24小时手机开机。

应急人员通讯录见附件 1。

外部应急部门及电话见附件 2。

8.2 应急队伍保障

公司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队伍，为应急救援人员配备相应的装备和

防护用品，定期进行相关培训和演练，不断提升其应急救援能力。应急

人员工作岗位调整后，按照应急工作需要，及时调整更换，确保人员齐

整。

应急响应启动后，所有应急人员应立刻设法停止现有工作，按照应

急办或各应急小组组长的指令，投入应急抢险工作中去。

8.3 物资装备保障

应急物资、装备由安全管理部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实际需

要，汇总各部门提出的应急物资装备明细，提出保障计划，确定应急物

资的品种及数量，明确储存地点、保管人员，粘贴应急标识，定期进行

盘存、维护。公司各部门、岗位对本管理区域内应急设施设备负责日常

维护保养。

应急物资和装备由应急办统一管理，各应急工作小组提出物资和装

备储备计划，经总经理批准后，由综合管理部负责采购。

应急物资清单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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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其他保障

日常应急管理工作经费由安全管理部提出年度预算，总经理批准后

专款专用。应急状态下，经费从安全生产专项费用中列支，不足部分直

接从财务总账列支，事后补批申请。

医疗救护组负责对相关人员做医疗救护培训，事先备好担架，急救

药品、器械等。

后勤保障组应保证应急响应的运输车辆数量及状态，应急抢险人员

的就餐及住宿，全面保障应急救援期间的正常秩序。

9 应急预案管理

9.1 培训

（1）公司安全管理部制定年度安全生产培训计划的同时制定应急预

案培训计划。

（2）培训方式包括：应急救援知识辅导、救援设备现场操作、有奖

知识问答等，使公司一线人员 100%经过心肺复苏法培训，100%经过消

防器材使用的培训。注：目前公司有“国家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

紧急救援职业技能证书的专业人员 1人。

（3）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本公

司的应急预案体系构成，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程序、应急资源保

障情况和针对不同类型生产安全事故的预防和处置措施等。

（4）要求每名员工有自我保护意识，掌握突发事故后各类自救常识，

会正确引导顾客疏散、使用灭火器等一般应急器材等技能，明确自己的

职责分工，熟悉自己所在位置的逃生路线。

9.2 演练

安全管理部每年年初制定公司年度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计划编

制演练方案，进行应急预案演练。演练方式为桌面推演、功能性演练和

实战演练三种。其中专项预案及现场处置方案现场演练每半年一次，确

保相关岗位员工熟悉现场处置方案。综合预案每年现场演练一次，并做

好演练记录，演练结束后对演练情况进行总结，逐步修改完善应急预案。

9.3 修订

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与专项预案由公司应急办（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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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牵头组织修订；现场处置方案由系统管理部牵头，组织各部门根

据岗位特点组织修订。预案及处置方案修订后报总经理批准实施。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预案修订情况应有记录并归档。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及时修订，修订后按照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1）公司隶属关系发生变化。

（2）公司经营规模发生较大变化或进行重大调整。

（3）公司管理机构发生较大变化。

（4）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形成重大危险源；

（5）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发生较大变化；

（6）应急预案评估报告要求修订和应急预案管理部门要求修订时。

9.4 备案

本预案按照要求向东港区应急管理局进行备案。

9.5 实施

本预案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起实施。

10 附件

附件 1：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录

附件 2：外部应急部门及电话

附件 3：应急资源调查情况

附件 4：现场处置方案目录

附件 5：公司平面图

附件 6：应急疏散平面图

附件 7：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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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录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 联系电话 备注

1 徐凯 安全管理部总监 应急副总指挥 18660263321

2 韩磊 安全主管 现场处置指挥 18053835051

3 王晓 消防主管 现场处置指挥 13561959006

4 厉建政 安全领班 现场抢险、疏散引导 188633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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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外部应急部门及电话

外部应急部门及电话

序

号
外部机构 通讯电话 地址

1 万平口风景区派出所 0633-8788770 日照市东港区碧海路 369 路

2 日照市消防支队 0633-8099061 日照市东港区山东路 639 号

3 日照市人民医院 0633-3365206 日照市东港区泰安路 126 号

4 日照市东港区应急管理局 0633-7677089 日照市莒州路 69 号农检中心 14 楼

5 日照市东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633-8224937 日照市东港区兴海路 101 号

6 火警电话 119

7 报警电话 110

8 救护电话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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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应急资源调查情况

3.1 应急装备清单
序

号
名称 地点

数

量
规格型号 联系电话 保管人

1 消防战斗服套装（14 款） 微型消防站 6 ZFMH-HBC 13561959006

王晓

2 消防战斗服套装（02 款） 微型消防站 5 GAFHF-A 13561959006

3 单杠梯 微型消防站 1 TD3Z 型 13561959006

4 呼救器 微型消防站 6 RHJ240 型 13561959006

5 手抬机动消防泵 应急器材库 1 JBQ5.0/8.6 13561959006

6 强光照明灯 微型消防站 4 通用型 13561959006

7 佩戴式照明灯 微型消防站 6 YJ7620A 13561959006

8 消防腰斧 微型消防站 6 RYF285 13561959006

9 室外消火栓栓扳手 微型消防站 2 FB400 13561959006

10 佩戴式呼吸器 微型消防站 12 TZL30 13561959006

11 安全绳 微型消防站 6 13561959006

12 分水器 微型消防站 2 FII6.5Ⅹ2 13561959006

13 水带 微型消防站 12 25M 13561959006

14 直流水枪头 微型消防站 6 QZ3.5/7.5 13561959006

15 绝缘剪断钳 微型消防站 2 600mm 13561959006

16 消防斧 微型消防站 2 GFP810 13561959006

17 消防撬棍 微型消防站 2 110mm 13561959006

18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微型消防站 2 RHZK6.8 13561959006

19 消防铁锹 微型消防站 10 通用型 13561959006

20 担架 微型消防站 1 通用型 13561959006

21 干粉灭火器 应急器材库 50 MFZ/ABC5 13561959006

22 防暴头盔
出入口岗

亭、安检处
6 QWK 13561959006

23 防刺服
出入口岗

亭、安检处
6 FCF-2 13561959006

24 防暴盾牌
出入口岗

亭、安检处
6 FBP-TL 13561959006

25 防暴棍
出入口岗

亭、安检处
6 橡胶长棍 13561959006

26 防暴钢叉
出入口岗

亭、安检处
6 伸缩型 13561959006

27 防暴手棍 出入口岗 6 丁字型 1356195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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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安检处

28 防割手套 出入口岗亭 6 FG2018-I 13561959006

29 催泪喷雾 出入口岗亭 6 110g 13561959006

30 防爆毯 安检处 1 FBT-AT100 13561959006

31 防爆罐 安检处 1 FBG-G1.5-TH101 13561959006

32 雨衣 应急器材库 30 通号 13561959006

33 雨靴 应急器材库 26 通号 13561959006

34 对讲机 安全管理部 30 S780-02 13561959006

35 手电筒 监控中心 6 XL658 13561959006

36 担架 客服中心 1 通用型 15553393009 楚惠玲

37 潜水面镜 水族仓库 10 通用型 18661651273

宋林源

38 手电 水族仓库 2 通用型 18661651273

39 对讲机 水族仓库 3 S780-02 18661651273

40 潜水服 水母区 20 mares 18661651273

41 呼吸器 水族仓库 13 mares 18661651273

42 安全帽 水族仓库 6 通用型 18661651273

43 水鞋 水族仓库 25 37-45 不等 18661651273

44 空压机 花鸟园 1 科尔奇 18661651273

45 空压机 空压机房 1 18661651273

46 潜水泵 水族仓库 2 8000 瓦 18661651273

47 潜水泵 水族仓库 1 10000 瓦 18661651273

48
潜水泵

水族仓库
15 5000-1000 不等

15762793631 唐庆

49 临展区 15762793631 唐庆

50 对讲机 水族办公室 6 S780-02 15621070332 郑圣珍

51 防毒面具 办公室 2 3M 17306331344

张山

52 防护服 应急办公室 3 MC3000 17306331344

53 安全带 应急办公室 4 单腰\C 型 17306331344

54 潜水服 应急办公室 3 5mm 17306331344

55 呼吸调节器 应急办公室 3
一级+二级

Rover 2S
17306331344

56 气压表 应急办公室 3 360bar 17306331344

57 潜水 BCD 浮力背心 应急办公室 3
2 个 M 号 1 个 S

号
17306331344

58 脚手架 应急办公室 4 铁 17306331344



23

59 折叠梯 应急办公室 1 8 米 17306331344

60 保温棉 应急办公室 1 厚 5cm 17306331344

61 电源线 应急办公室 1 50 米 17306331344

62 液化气 应急办公室 1 5L 17306331344

63 平板车 应急办公室 1
120x65配8寸充

气轮
17306331344

64 冲击扳手 应急办公室 1 通用型 17306331344

65 琢美电磨机 应急办公室 1 带手柄系列 17306331344

66 货物捆绑带 应急办公室 15
带棘轮拉紧器

50mm
17306331344

67 堵漏胶带 应急办公室 8
宽 5cm 以上厚度

2mm 以上
17306331344

68 应急灯 应急办公室 7 LED 17306331344

69 手持式工作灯 应急办公室 5 LED 17306331344

70 水陆两用潜水电筒 应急办公室 2 A8 17306331344

71 橡胶管堵 应急办公室 11 Ø110 17306331344

72 橡胶管堵 应急办公室 14 Ø160 17306331344

73 橡胶管堵 应急办公室 14 Ø200 17306331344

74 橡胶管堵 应急办公室 8 Ø250 17306331344

75 潜水服
动物表演部

办公室
24 BESTDIVE 5mm/3mm 13066066760

张震

76 水靴
动物表演部

办公室
6 38--43 13066066760

77 抽水泵 饵料间仓库 1 通用型 13066066760

78 强力风扇 暂养区 2 通用型 13066066760

79 潜水镜 男更衣室 8 M27型号潜水面镜 13066066760

80 手电
动物表演部

仓库
1 通用型 13066066760

81 对讲机
表演部办公

室
8 S780-02 13066066760

82 电焊机
灌溉机房仓

库
2 KBC-760 13863302038 田文东

83 水靴 花鸟部仓库 20 通用型 15762375828 田恬

84 一次性隔离服
生物技术中

心仓库
9 通号 15206336520 尹晓惠

85 担架 解剖室仓库 1 通用型 15206336520 尹晓惠

3.2 应急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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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内部救援力量

公司专门成立了 8个应急救援小组，共 200 人，其中拥有“应急第一响

应人”资格证书的 1人、注册安全工程师 1 人、安全培训合格证书的 5

人、消防中控员资格证书 5 人。

3.2.2 外部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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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现场处置方案目录

1.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箱变配电发电机房

2.锅炉房火灾处置专项预案

3.防拥挤踩踏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4.雨水倒灌现场处置方案

5.水泄漏专项预案

6.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7 紧急医疗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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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日照海洋公园景区平面图

5.1海洋公园展区平面图-1

海洋公园实景平面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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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应急疏散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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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风险评估报告

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人员拥挤踩踏、雨水倒灌、

水泄漏、人员触电、紧急医疗等生产安全事故。

（1）火灾风险分析：公司箱变、配电室及众多的配电柜等若检查

维护不到位，可能发生短路、接地、超负荷运行等，成为点火源，引发

电气火灾及其他火灾；防雷、防静电设施不符合要求，或维修不够，遭

雷击或因静电火花引起火灾；众多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时，可能用到电

气焊，若执行动火制度不严格，可能引发火灾；公司商业经营的毛绒玩

具为可燃物，若用电、用火管理不善，均有可能引发火灾；后场水箱使

用加热棒，若没有按照流程操作进行无水干烧，同样会引发火灾。参观

车辆自燃或游客随意吸烟、违章动火等，可能引发火灾。景区营业期间

人员密集、客流量大，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爆炸风险分析：公司锅炉房倘若管理不善，操作不当或天然

管道漏气有可能发生爆炸，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构件）损毁和

经济损失。

（3）人员拥挤踩踏风险分析：银色风暴、珊瑚隧道、海底之光、

海洋剧场表演区域及相关展区，部分时间段人员密度较大，一旦遇紧急

情况或突发事件，由于参观游客对景区疏散设施、通道不熟悉，若现场

缺少有效引导组织，极易形成人员拥挤踩踏，造成人员伤亡。景区共有

客运电动扶梯 1部，残疾人电梯 1 部，货运电梯 2 部，扶梯出入口游客

上下扶梯不慎摔倒，导致游客后面的游客不断上行导致拥挤踩踏伤害事

故。

（4）雨水倒灌风险分析：一旦遭受台风暴雨袭击时，有可能导致

雨水倒灌，进入景区负一区域。

（5）水泄漏：有可能发生水泄漏的区域为：鲨鱼湾、造浪池、银

色风暴、珊瑚隧道、大洋池、海豚湾、热带雨林淡水鱼展示区、出口商

店企鹅水体区。展窗玻璃为日本生产的“亚克力”材料，其上承受着海

水的压力，受外力冲击可能导致变形，会产生海水泄露。若果发生火灾，

高温长期烘烤，可能造成亚克力展窗软化变形而发生海水泄露，均有可

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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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触电风险分析：景区内所需的辅助用电设备众多，各类用电

设备、线路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过载、绝缘降低、机械卡住等，

尤其是违章操作或错误操作可能诱发短路、接地、漏电、其他设备故障

等导致触电事故，还可引发其他次生事故。

（7）紧急医疗风险分析：海洋公园游客众多，健康状况不一，特

别是旺季期间，加上参观劳累，有可能发生如心脏病、精神病等急症，

特别是在游客聚集区，对相关游客突然发病，易造成局部游客游览秩序

混乱，导致人员拥挤踩踏伤亡。

针对以上分析情况，公司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综合预案、专项

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根据要求计划进行相关演练的落实，以保障经

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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