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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消防事故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与依据 

为做好突发事件紧急状态下的疏散工作，增强安全自护意识，

明确各消防区域责任、各部门的责任，熟悉和落实安全疏散的具

体路线与要求，维护重庆研究院员工、学生的生命安全，依据《国

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国科学院安全管理标准》等

相关法律制度，结合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以下

简称“重庆研究院”）实际，按照重庆研究院安全保卫领导小组

办公室要求，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重庆研究院消防事故应急疏散工作的应急准备与响

应的控制措施。 

二、组织体系 

（一）领导机构 

成立重庆研究院消防事故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应

急领导小组”），组织和部署重庆研究院的消防事故应急工作。 

组  长：主管院领导 

副组长：安全保障处负责人 

成  员：综合办公室、人事教育处、科技处、产业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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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科研公共服务平台以及电子信息所、智能制造所、三峡

生态所负责人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指挥和协调突发消防事件处理工作，及

时发布命令，对现场进行果断处置，及时拨打 119 报警。 

（二）工作机构 

为了保障应急预案的实施，成立重庆研究院消防事故应急工

作组： 

组  长：安全保障处负责人 

成  员：重庆研究院应急救援队伍 

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灭火行动组、紧急疏散组、护送

救护组、通信联络组、外围控制组应急小组，由重庆研究院消防

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统一指挥。 

1.灭火行动组。由安全保障处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由重

庆研究院义务消防队员构成。发生火灾时迅速针对火势实施积极

扑灭和抢救。 

2.紧急疏散组。由科技处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由科研公

共服务平台、智能制造所应急救援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组织人员

按指定路线方向进行有序撤离现场。 

3.伤员救护组。由综合办公室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由工

会、电子信息所应急救援人员组成。主要是护送老、弱、病和受

伤人员到安全区域，并进行简单救治，送往就近医院。 

4.通信联络组。由安全保障处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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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监控人员等组成。根据事态发展及时上报领导小组。 

5.外围控制组。由产业处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由三峡所

应急救援人员组成。负责维护紧急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秩序，对疏

散出来的人员防止重返事故现场，设置警戒线，划定警戒区。 

6.善后处置组。由人事教育处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由人

事教育处和资产财务处应急救援人员构成。负责事故伤亡人员家

属（亲属）的接待和思想安抚工作。 

三、应急报警指挥 

1.发生事故时，应急领导小组及工作人员应在笫一时间赶

到现场，按照制定的应急救援预案，立即自救或者实施救援。 

2.在接到安全事故报告或发现火警后，值班人员立即开启

火灾警铃报警。 

3.各区域各楼层的疏散小组指挥被困人员沿逃生路线逃生，

明确救生器材放置位置，并指明安全区域。 

四、火灾突发事故报警号码、方式及要求 

发生火警时，需要遵循报警和救火同时进行的法则。拨打

报警电话时应说明以下内容并派人员到路口指引消防车进入。 

1.紧急电话号码：公安消防局 119 

2.拨打 119 报警时注意说明： 

①火警大厦的名称、地址。 

②着火燃烧物品，火警蔓延的范围及位置；突发事故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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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报警用的电话号码。 

五、救火、疏散逃生 

  1.火灾发生时灭火行动组应根据现场情况，研判灭火方式，

并迅速组织扑救。通讯联络组立即通知相关领导，并根据现场

情况马上报警。 

2.消防门责任人在发生火警信号时第一时间把门打开，便

于人员快速疏散。大声呼喊引导逃生人员。 

3.紧急疏散组、伤员救护组用最快速度，按疏散路线通道

进行有序疏散。所有逃离火场的人员，须听从义务消防队的指

挥和指导。身处火场的人员应前往与之最近的出口逃生。 

4.紧急疏散组在疏导人员时要用镇定的语气呼喊指引路

线，稳定撤离人员情绪，使疏散人群能够积极配合，按指定路

线撤退。为防止疏散时人流走错方向，疏散组人员应在拐弯抹

角叉道地方呼喊提示疏散方向。 

5.疏散中如有威胁到其他人员安全情况出现，为防止出现

不必要死伤事故，疏散队员可采取强制手段进行疏导。 

6.疏散撤离时大家相互跟紧，紧贴楼梯或通道两侧进行小

步幅、快节奏、少说话、不推搡、不挤压、有序撤离。通道中

间留给救护人员使用。 

7.下楼梯时，不跳跃、逐级走、前面人员发生拥挤不能畅

通，后面人员不得超越前面人员，以免造成踩踏事故。 

8.所有逃离火场人员，若因浓烟关系而不能通往规定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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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逃生，则应保持镇定，并快速前往其它消防通道。 

9.当楼道内充满烟雾，防止有害气体吸入体内使人窒息，

有条件时可用湿毛巾等隔绝烟气并蹲下身子或爬行逃生。若

因烟雾太浓而不能通往消防楼梯，应关上门，打开窗户或打

破玻璃保持空气流通，并向窗外发出求救讯号。 

七、附则 

本预案由重庆研究院安全保障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