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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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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以下简称评审）的一般要求、评审方法、

评审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3 一般要求 

3.1 生产经营单位应组织专家对本单位编制或修订的应急预案进行评审。 

3.2 应急预案评审包含形式评审、要素评审两个环节，形式评审合格后方可进行要素评审，由同一组

评审专家进行。 

3.3 应急预案应符合 GB/T 29639的要求，重点审查应急预案层次结构、内容格式、语言文字及编制过

程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3.4 应急预案的各要素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各个环节上，全面覆盖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风险点； 

b) 责任分工具体明确； 

c) 科学合理易于操作； 

d) 指导生产经营单位的事故预防、预警、应急处置、应急能力建设； 

e) 应急保障措施完备有效，掌握相关应急资源。 

4 评审方法 

4.1 资料分析：针对评审目的和评审内容，查阅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应急预案、风险评估等

相关的文件资料，梳理有关规定、要求及证据材料，分析应急预案存在的问题。  

4.2 现场审核：通过现场实地查看、操作检验等方式，核实和检查风险评估、应急资源、工艺设备等

各方面的问题情况。  

4.3 质询讨论：采取抽样访谈或座谈研讨等方式，向有关人员收集信息、了解情况、考核能力、验证

问题、沟通交流、听取建议，论证有关问题情况。 

5 评审流程 

5.1 评审准备 

5.1.1 生产经营单位应成立应急预案工作组（简称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并准备以下评审材料： 

a) 风险评估报告； 

b) 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c) 应急能力评估资料； 

d) 应急预案编制或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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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急预案文本及附件； 

f) 其他必要资料，例如往年的应急预案评审报告、事故调查报告中的应急处置评估报告、本单位
应急演练的评估报告等。 

5.1.2 应组织成立评审专家组，组内评审专家应不少于 5人，且总人数应为奇数。评审专家应符合下

列要求： 

a) 与生产经营单位无利害关系； 

b) 具备相关行业（领域）在安全生产、工艺装备、应急救援、应急管理等方面的专门技能或专业
知识。 

5.2 形式评审 

5.2.1 形式评审宜采用函审方式和资料分析的方法。 

5.2.2 评审专家在接到生产经营单位的评审材料后，按照附录 A对应急预案进行形式评审，并及时反

馈评审意见至工作组。 

5.2.3 评审专家应根据附录 A对各评审项目进行打分，形式评审结论判定如下： 

a) 未按照 GB/T 29639编制，要素未全覆盖所要求的相关内容的，以及未提供独立的风险评估和

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的，评审结论为不合格； 

b) 所有评审专家打分均高于等于70分的评审结论为合格，有任一专家打分低于70分即为不合格。 

5.2.4 不合格的预案应返回工作组重新修改完善，并再次进行形式评审。 

5.3 要素评审 

5.3.1 要素评审应采用会议评审的方式，宜使用资料分析、现场审核、质询讨论等方法。 

5.3.2 要素评审会议由预案编制单位负责组织和主持。 

5.3.3 评审专家组内专家共同推选 1名组长，由专家组长组织听取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资料分析、

质询讨论，如有必要，组织现场审核。  

5.3.4 评审专家应根据附录 B、附录 C、附录 D和附录 E对各要素评审项目进行打分，取所有打分表得

分合计的平均值作为要素评审得分。设要素评审最终得分为 Z，计算后 Z值取整。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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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专家数； 
m——预案数量； 
zij——第i个专家的第j张要素评分表合计得分。 

5.3.5 要素评审结论判定如下： 

a) 得分低于 70分的评审结论为不合格； 

b) 高于或等于 70分且低于 90分的评审结论为基本合格； 

c) 高于或等于 90分的评审结论为合格。 

5.3.6 专家组根据 5.3.5判定原则形成评审结论，出具专家组书面评审意见，并附专家签名的个人评

审表及资质材料，指出存在问题及不足。 

5.3.7 评审结论为不合格的应再次组织评审。 

5.4 持续改进 

5.4.1 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要素评审的具体意见和建议，认真修改完善。 

5.4.2 评审结论为合格的可修改后直接发布；评审结论为基本合格的应由专家组组长对修改情况进行

确认，直至确认后方可正式发布。 

5.5 评审流程图 

评审工作程序框图参见附录Ｆ。 



DB11/T 1481—2017 

3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应急预案形式评审表 

表A.1 应急预案形式评审表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封  面（10分） 

1 应急预案版本号、应急预案名称、生产经营单位名

称、编制单位名称、发布日期等内容。 

2 格式符合规范要求。 

1 预案封面反映的内容完整，缺一项扣 1分。（5分） 

2 预案封面反映的内容正确、合理。（5分）  

 

批准页（5分） 

1 对应急预案实施提出具体要求。 

2 发布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或单位盖章。 

3 批准时间标注规范。 

1 概述应急预案的内容及编制过程，对发布及实施提出具体要求。（2分） 

2 批准页设置预案发布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或发布单位盖章。（2分） 

3 预案签发日期（年、月、日）应与预案封面的预设颁布日期一致或更早。（1分） 

 

 

目  录（5分） 
1 目录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编号和标题编排合理。 

2 页码标注准确（预案简单时目录可省略）。 

1 包含批准页，章的编号和标题、条的编号和标题，附件等内容。（2分） 

2 编号和标题文字及顺序等正确无误。（2分） 

3 目录的页码与实际内容页码对应无误。（1分） 

 

 

正  文（30分） 

1 文字通顺、语言精炼、通俗易懂。 

2 结构层次清晰，内容格式规范。 

3 图表、文字清楚，编排合理（名称、顺序、大小等）。 

4 无错别字，同类文字的字体、字号统一。 

1 预案要素应与《导则》所要求相关内容一一对应，无重复或跳跃。（5分） 

2 段落结构清晰，层次明显，章节编排合理，可快速、方便地查找有关内容。（6

分） 

3 用词用语准确，句式语法规范，意思明确。（5分） 

4 图表标注规范，注释、索引等符号和语言等符合 GB/T 1.1的规定，排序无误。

（6分） 

5 无错别字，文字通常从左至右横写、横排，特殊除外。（4分） 

 

6 通常采用宋体或仿宋，不采用特殊的艺术字体。同类文字字体、字号大小统

一。（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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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应急预案形式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附  件（30分） 

1 附件项目齐全，编排有序合理。 

2 多个附件应标明附件的对应序号。 

3 需要时，附件可以独立装订。 

1 应包括企业应急人员联系表、企业区位图、重要设施场所平面布置图、、本单位应急

队伍、装备表。（6分） 

2 企业周边情况图表、消防等属地或上级相关应急机构联络信息表等相关社会应急资源

情况表。（6分） 

3 附件编排按照先本单位再社会力量，以及重要及相关程度的顺序编排，并标明附件的

对应序号，可独立装订。（6分） 

4 附件附录包括，或独立装订危险性分析、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评估报告。（3分） 

5危险性分析、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评估报告，内容符合规范要求。（9分） 

 

 

 

编制过程（20分） 

1 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 

2 全面分析本单位危险因素，确定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型及危害程度。 

3 针对危险源和事故危害程度，制定相应的防控措

施。 

4 客观评价本单位应急能力，掌握可利用的社会应

急资源情况。 

5 制定相关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建立应急预

案体系。 

6 充分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并对意见及采纳

情况进行记录。 

7 必要时与相关专业应急救援单位签订应急救援协

议。 

8 应急预案应经过评审。 

9 重新修订后评审的，一并注明。 

1 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应由单位负责人或主管领导负责，安全或应急部门牵头，应急相

关所有部门及基层单位代表参加。（2分） 

2 应用科学方法，参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危险有害因素分析，确定事故点或作业过程

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定性或定量分析事故后果。（3分） 

3 根据人员、装备、工艺、物料、作业、管理及环境等因素，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并在

预案中说明，特别应注意利用自动化监控设备实现早期预警、报警以及早期快速处置及

时应急响应。（2分） 

4 通过应急资源调查，掌握本单位的应急队伍、装备和设备设施情况，从事故概率和影

响范围的角度分析本单位的应急需求，并结合相关标准规范，客观评价本单位应急能力，

给出评估结论。调查登记并分析可利用的社会应急资源情况。（2分） 

5 根据本单位管理层次和结构，建立应急责任体系，划分各级各部门工作范围，制定相

关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建立应急预案体系，专项预案应覆盖所有事故风险。（2

分） 

6 在本企业范围内全面征求意见，并对意见及采纳情况进行记录和说明，必要时可向管

理部门、上级单位、专业机构、属地政府、专家等征求意见。（2分） 

7 说明与专业及周边应急救援单位或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情况，并将协议作为附件提

供。（2分） 

8 在单位内部或聘请专业机构组织评审会，邀请专家评审论证预案，并说明情况。（2

分） 

9 说明重新修订后评审的时间、责任人、背景、内容等情况。（3分） 

 

 

得分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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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综合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 

表A.2 综合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总  则 

（5分） 

 

编制目的 

（1分） 
目的明确，简明扼要。 1 简述应急预案编制的目的、作用等。（1分） 

 
 

编制依据 

（1分） 

1 引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准确有效。 

2 明确相衔接的上级预案，不应越级引用应急

预案。 

 

1 预案编制依据应为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及

规范性文件等。法律法规等文件的名称和文号正确。标准名称及编号正确，且

为最新有效版本。标准按照法律效力、相关性和编号顺序排列。（0.5分） 

2 编制依据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实际，重要依据不

应遗漏。（0.5分） 

 

 

适用范围＊ 

（1分） 
1 范围明确，适用的事故类型和响应级别合理。 

1 说明应急预案适用的事故类型以及单位级别和区域范围。（0.5分） 

2 预案启动的事故级别应与响应分级相协调，体现分级响应的衔接关系。（0.5

分） 

 

 

应急预案 

体系＊ 

（1分） 

1 能够清晰表述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应急预案组

成和衔接关系。 

2 能够覆盖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型。 

1 应使用图表说明本单位应急预案体系的构成情况。（0.5分） 

2 专项预案覆盖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故类型。（0.5分） 

 

 

应急工作 

原则（1分） 

1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2 结合本单位应急工作实际。 

1 符合相关规定，切合本单位应急需求，体现本单位的应急管理理念。（0.5分） 

2 内容应简明扼要、明确具体。（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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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综合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事 故 风 险

描 述 ＊

（20） 

生产经营单位

概况 

（3分） 

1 企业基本情况。 

1 主要包括单位地址及作业地点、从业人数、隶属关系、主要原材料、主要产

品、产量、工艺流程或作业方式、设备设施、应急力量、应急资源、安全监控

及设施等内容，建议以图表形式提供， 生产作业场所布局应附平面图（注明集

合地点、疏散路线等），工艺流程附示意图进行说明。（1分） 

 

 

2 周边环境、设备设施、场所等及布局情况。 

1 说明周边企事业单位、重大危险源、社区；道路、车站、管道等重要基础设

施；重要目标、场所；自然环境和周边布局情况等 附周边环境平面布置图，图

上标明距离、方位等相关信息。（0.5分） 

2 重大危险源及其周边情况需做重点说明。（0.5分） 

 

 

3 需要各方应急力量（包括外部应急力量）事

先熟悉的有关基本情况和内容。 

1 说明其他对各方应急联动及开展救援行动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如主要救援

道路交通流量及拥堵情况，周边企业区域联动情况等。（1分） 

 

 

危险源与风险

分析 

（17分） 

1 客观全面分析本单位存在的危险源及危险程

度。 

   

1 参照相关法规标准，紧密结合本单位生产流程或作业方式、物料、所使用的

设备设施及自动化程度、人员操作、作业场所、自然环境等情况选择合理方法

进行分析。（2分） 

2 涉危企业应说明生产、使用、经营、储存、运输危险化学的种类、数量、分

布等情况；矿山企业应说明瓦斯、水文地质条件、巷道、支护、采空区、堆场、

边坡及尾矿库等情况；粉尘、特种设备、民爆、易燃品、烟花爆竹、物料输送

设备等危险源情况；其他可能导致事故的危险源。（8分） 

3 自然及地质灾害（如台风、地震、洪水等）等危险因素应考虑。（1分） 

4 分析结果应明确表述，分析过程在专项预案或其他文件中的，应在综合预案

中指出明确的索引路径。（1分） 

5 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并详细说明情况。（1分） 

 

 

2 根据危险源及风险分析结果准确描述生产经

营单位存在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种类、发生

的可能性以及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等。 

1 事故风险类型全面，给出各类事故发生的概率分析，并说明后果最严重的事

故类型。（2分） 

2 采用定量方法的应说明所使用的方法并给出计算分析过程。重大危险源应给

出事故后果的定量分析。（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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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综合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组 织 机 构

及 职 责 ＊

（7分） 

应急组织体系

（4分） 

 

1 明确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组织形式及组成单

位或人员，用结构图的形式表示。 

 

1 依据企业组织形式和事故应急需求，设置分级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并以组织

机构图的形式表示。（2分） 

2 应明确组织体系的主要机构及人员构成、联系方式。（1分） 

3 应急组织体系及功能部门应保证能够准确及时地调动本单位的所有应急资

源。（1分） 

 

 

指挥机构及职

责（3分） 

1 构成部门的职责明确。 

2 根据事故类型和应急工作需要，可设置相应

的应急工作小组，并明确各小组的工作任务及

职责。 

 

1 应急组织机构的总指挥应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部门领导担任指挥部成员

或下设机构负责人。应急组织机构的条理性及上下组织管理的承接关系应明确。

（1分） 

2 明确应急组织成员和各职能部门在日常及应急状态下的工作职责。（1分） 

3 应急工作小组通常包括应急处置、通讯联络、医疗救护、疏散与治安、后勤

保障、善后处置以及由行业专家组成的应急专家组等，应明确各小组的组成及

具体职责和任务。（1分） 

 

 

 
危险源监控 （3

分） 

1 明确本单位对危险源监测监控的方式、方法。 

2 明确采取的预防措施。 

1 说明针对不同的危险源，安装的监控设备设施或采取的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

作业人员对危险源进行日常的监督、检查、维护和管理所遵守的操作规程或规

章制度，说明工作方法、频次和时限要求等。（2分） 

2 明确紧急情况下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明确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及报告的人

员、措施、流程均应落实到位。（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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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综合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预 警 及 信

息 报 告 ＊

（14分） 

预警＊ 

（4分） 

1 明确预警的条件、方式、方法和信息发布的

程序。 

1 根据突发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等，对突发事

件进行合理预警分级。（1分） 

2 明确预警信息收集、发布、解除、更正的工作方式、责任部门等，保证渠道

有效、畅通。（1分） 

3 预警条件和等级与政府或上级单位的相关设置一致。（1分） 

4 采取的预警措施与预警分级一一对应并科学合理。（1分） 

 

 

信息报告＊ 

（7分） 

1 明确 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事故信息接收、

通报程序和责任人。 

2 明确事故发生后向上级主管部门或地方人民

政府报告事故信息的流程、内容、时限和责任

人。 

3 明确事故发生后向本单位以外的有关部门或

单位通报事故信息的方法、程序和责任人。 

1 明确本单位 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及负责机构，应确保夜间及节假日应急值守

电话接收畅通。（1分） 

2 明确本单位内部信息报告的方式、要求与处置流程。（1分） 

3 明确事故信息上报和直报的部门、通信方式和内容、时限，给出事故信息报

送样表。（1分） 

4 明确向政府及有关单位发出请求支援的方式、要求和责任人。（1分） 

5 明确向事故相关单位(社区)通告、报警的方式、内容和责任人。（1分） 

6 明确与外界新闻舆论信息沟通的责任人以及具体方式。（1分） 

7 说明沟通不畅的处理方式。（1分） 

 

 

应急 

响应 

（30分） 

响应分级＊ 

（4分） 

1 分级清晰，且与上级应急预案响应分级衔接。 

2 能够体现事故紧急和危害程度。 

3 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 

1 响应分级应区分内部响应与扩大响应两类。（1分） 

2 企业内部响应分级标准应参照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事故影响范围、后果严

重程度及企业运行组织结构等因素确定。（1分） 

3 分级条件应切合实际，不可盲目扩大，也不能互相交叉；造成人员死亡应作

为企业最高等级响应的判定条件之一。（1分） 

4 明确扩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接口单位及响应办法。（1分） 

 

 

响应程序＊ 

（4分） 

1 立足于控制事态发展，减少事故损失。 

2明确救援过程中各专项应急功能的实施程序。 

3明确扩大应急的基本条件及原则。 

1响应程序应步骤明确，措施具体，责任到人，可操作性强。（1分） 

2应辅以图表直观表述应急响应程序。（1分） 

3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明确应急指挥、应急行动、资源调配、应急避

险、扩大应急等响应程序，及时控制和消除事故影响。（1分） 

4救援过程中的应急响应程序应与扩大应急的基本条件及原则相结合，明确指挥

权的交接。（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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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综合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应急处置 

（17分） 

1 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事故危害程度和影响

范围，明确了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2 明确处置原则和具体要求。 

1处置首要重在减少人员伤亡，处置措施应利于迅速控制事态，减少事故风险，

如分区隔离、紧急停车、转移物料、快速灭火等。（3分） 

2应依据企业现有设备设施及应急装备、应急队伍等应急资源，针对事故类型和

处置对象确定处置措施。（3分） 

3应明确疏散范围、路线、方式和责任人，强化人员搜索与救护，针对不同伤情，

说明现场救治要点及转移救治方式。（3分） 

4 说明现场人员撤离及应急救援人员处置时的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相关保障措

施。（3分） 

5 加强与周边单位的应急联动，防止次生、衍生灾害，事故对周边产生影响时

应明确人员疏散、社会面控制的工作要点、程序和责任人。（3分） 

6 说明处置时的注意事项。（2分） 

 

 

应急结束 

（5分） 

1 明确了应急响应结束的基本条件。 

2 明确应急响应结束的要求。 

1 明确应急终止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

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等。（1分） 

2 明确发布应急终止命令的组织机构、责任人和程序。（1分） 

3 明确事故应急救援结束后后续事宜及负责部门，包括但不限于： 

1）事故情况上报事项；（1分） 

2）需向事故调查处理小组移交的相关事项；（1分） 

3）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总结报告。（1分） 

 

 

信息公开（4分） 

1 明确向有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通报事故信

息的部门、负责人。 

2 明确向有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通报事故信

息的程序。 

3 明确向有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通报事故信

息的通报原则。 

1 事故信息应由事故现场指挥部或新闻发言人及时准确向新闻媒体或社会公众

通报。涉外或其他特殊情况时遵守国家有关规定。（1分） 

2 重大信息的发布应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发布，原则上不应发布未经确认

的信息。（1分） 

3 不应隐瞒、误导或扭曲相关事实。（1分） 

4 事故信息的通报应利于消除公众恐慌，维持社会稳定，为应急救援和事故处

理创造良好舆论和外部环境，争取多方支持。（1分） 

 

 

后期处置（3分） 

1 明确事故发生后，污染物处理、生产恢复、

善后赔偿等内容。 

2 明确应急救援评估等内容。 

1 明确后期处置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污染物及废弃物处理、事故

后果影响消除、环境恢复、生产秩序恢复、损失评估及核定、物资发放、抚恤

补偿、医疗康复、心理引导、保险理赔、事件调查评估、应急预案的修订等各

项工作。（2分） 

2 明确处置过程及应急救援能力评估工作的内容、要求、负责单位或机构。（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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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综合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保障措施＊（7分） 

1 明确相关单位或人员的通信方式，提供备用

方案，确保应急期间信息通畅。 

2 明确各类应急资源，包括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兼职应急队伍的组织机构以及联系方式。 

3 明确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及其存放位置清

单，以及保证其有效性的措施。 

4 明确应急工作经费保障方案。 

5 根据本单位应急工作需求而确定的其他相关

保障措施。 

1 应给出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或人员白天和夜间的 24小时通信联系方式和方

法，应提供备用方案。建立信息通信系统及维护方案。（1分） 

2 根据危险性分析的结果，应急队伍主要包括企业自身专兼职队伍、最近的消

防队及与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相关的其他专业队伍、周边企业及社会的各类专

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等，联系方式应包括夜间通讯方式，并保持有效。（2分） 

3 明确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的类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管理责任人及

其联系方式清单，以及保证其有效性的措施。（2分） 

4 说明应急工作经费的额度、使用方式和责任部门。（1分） 

5 说明其他保障措施（如：交通运输保障、治安保障、技术保障、医疗保障、

后勤保障等）的方案和责任部门。（1分） 

 

 

应急预案

管理 

（10分） 

应急预案培训（2

分） 

1 明确本单位开展应急管理培训的计划和方式

方法。 

2 如果应急预案涉及周边社区和居民，应明确

相应的应急宣传教育工作。 

1 说明培训的对象、内容和频次要求。（1分） 

2 说明周边公众告知的方式和内容。（1分） 

 

 

应急预案演练（2

分） 

1 明确不同类型应急预案演练的形式、范围、

频次、内容以及演练评估、总结等要求。 

1 明确应急演练的规模、方式、频次、范围、内容、组织、评估、总结等内容。

（1分） 

2 演练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形式和频次的要求。（1分） 

 

 

应急预案备案（2

分） 

1 明确本预案应报备的有关部门（上级主管部

门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抄送单位。 

2 符合国家关于预案备案的相关要求。 

1 按照有关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确定预案报备、抄送部门。（1分） 

2 符合国家及北京市关于预案备案的相关要求。（1分） 

 

 

应急预案修订（1

分） 

1 明确应急预案修订的基本要求。 

2 明确应急预案定期评审的要求。 

1 说明应急预案修订的具体条件或时限。（0.5分） 

2 说明定期评审的周期、组织形式、标准等，实现可持续改进。（0.5分） 

 
 

应急预案实施（1

分） 
1 明确应急预案实施的要求。 1 应急预案实施的具体时间不应早于发布时间。（1分） 

  

 

制定与解释 

（1分） 
1明确应急预案负责制定与解释的部门。 

1 说明负责制定综合、专项等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的部门。（0.5分） 

2 说明负责解释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的部门。（0.5分） 

 
 

术语和定义 

（1分） 

1对应急预案涉及的一些术语进行定义。 

 

1 常用术语不重复引用定义。（0.5分） 

2 专有术语的定义用词用语规范，文字简练，意思清晰。（0.5分） 

  

 

得分合计   

注：“＊”代表应急预案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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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专项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 

表A.3 专项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事故风险分析＊ 

（35分） 

1 针对可能的事故风险，明确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以

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等。 

1 客观分析本单位的事故风险。（共15分） 

1）对危险源及危险程度的分析应符合企业特点，结合企业在物料、工艺、装

备、工况、人员、管理、周边环境、分布和存量等方面的安全特性，选择合

适方法有针对性进行定性或定量风险分析。（8分） 

2）对事故风险的分析应全面，不应漏项，包括本条（1）中人、机、物、环

等环节可能存在的事故风险。（7分） 

2 科学分析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共20分） 

1）对事故可能性的分析应全面。（8分） 

2）在已进行的事故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存在的危险源要应用计算模型进行

定量计算分析，重点确定其事故后果及波及范围。（6分） 

3）涉及到影响公共安全的，结合周边情况对事故后果、个人风险进行分析评

估。（6分） 

 

  

应急指挥机构及 

职责＊（20分） 

1 清晰表述本单位应急指挥体系。 

2 应急指挥部门职责明确。 

3 各应急救援小组设置合理，职责明确。 

1 组织体系应与综合预案衔接一致，无变化者不必重复，只需指出明确的综

合预案索引路径。（3分） 

2 应急组织体系及机构组成与综合预案不同的，清晰表述其应急指挥体系，

说明职能部门和工作小组在日常及应急状态下的工作职责。（5分） 

3说明应急指挥机构及下设机构的负责人。应急组织机构的条理性及上下组织

管理的承接关系应明确。（6分） 

4确保能够准确及时地调动本单位的所有应急资源。（6分） 

 

 

处置程序＊ 

（20分） 

1 明确事故及事故险情信息报告程序和内容，报告方

式和责任人等内容。 

2 根据事故响应级别，具体描述了事故接警报告和记

录、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指挥、资源调配、应急

救援、扩大应急等应急响应程序。 

1 事故及险情逐级报告的责任人及联系方式明确、有效，确保事故状态下及

时、可靠传递信息和指令。（3分） 

2 明确事故及险情逐级报告的内容及格式要求，明确上报及接收反馈纪录的

内容及格式要求。（5分） 

3 明确紧急情况下应急响应决策的原则。（4分） 

4 明确各专项应急功能的实施程序。（3分） 

5 辅以图表直观表述处置程序（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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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专项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处置措施＊ 

（共 25分） 

1 针对事故种类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2 符合实际，科学合理。 

3 程序清晰，简单易行。 

1 充分发挥企业在事故处置，尤其是初期处置的重要作用，明确如何快速控

制险情。（1分） 

2 说明如何研判事故发展态势。（2分） 

3 说明企业应急与消防等专业及社会救援力量协作的方式和机制，明确指挥

权交接的程序和方式等。（2分） 

4 说明不同伤情的处置方法，必要时给出医疗器材和药品的用法和用量。（4

分） 

5 说明人员撤离、分区隔离、疏散的条件、程序和途径。（4分） 

6 说明现场相关人员防护要求。（4分） 

7 说明与政府及周边单位等社会应急力量联动的责任人、程序和工作机制。

（4分） 

8 说明处置时的注意事项。（4分） 

 

 

 

 

 

 

得分合计 
 

 

注：“＊”代表应急预案的关键要素。如果专项应急预案作为综合应急预案的附件，综合应急预案已经明确的要素，专项应急预案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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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现场处置方案要素评审表 

表D.1  现场处置方案要素评审表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事故风险分析＊（30

分） 

1 明确了事故类型。 

2 明确了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的名称。 

3 明确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4 明确了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5 明确了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1 事故类型和名称清楚无混淆。（5分） 

2 潜在事发对象明确具体。（4分） 

3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表述清楚准确，

宜有定量或半定量数据。（9分） 

4 说明事故征兆的表示物和特征。（6分） 

5 说明可能引发的其他事故的对象、事故类型和

后果。（6分） 

 

 

应急工作职责＊（20

分） 
1 明确各岗位人员的应急工作分工和职责。 

1 岗位与职责一一对应，若有交叉不应影响应急

救援。（8分） 

2 说明各岗位工作范围、界限和程序。（8分） 

3 岗位职责简明、实用、有效。（4分） 

 

 

应急处置＊ 

（30分） 

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及现场情况，明确事故报警、

各项应急措施启动、应急救护人员的引导、事故扩大及同生产经营单位

应急预案的衔接的程序。 

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针对可能发生的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

坍塌、水患、机动车辆伤害等，从人员救护、工艺操作、事故控制，消

防、现场恢复等方面制定明确的应急处置措施。 

3 明确报警负责人以及报警电话及上级管理部门、相关应急救援单位联

络方式和联系人员，事故报告基本要求和内容。 

1 分步骤说明应急处置程序，形势研判、处置和

救护等各步骤表述明确，衔接连贯。（9分） 

2 各类事故处置措施具体明确，有针对性，结合

现场物料理化特性、设备设施、工艺、环境和人

员操作，对扩大应急的情况有后续应对措施。（9

分） 

3 明确信息传递的双方责任人，联系方式可靠，

报告内容全面具体有示例。（9分） 

4 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场所、装置或者设施现场处

置简明、实用、有效。（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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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现场处置方案要素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注意事项（20分） 

1 佩带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3 有关救援措施实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4 现场自救与互救方面的注意事项。 

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方面和人员安全防护的注意事项。 

6 应急救援结束后续处置方面的注意事项。 

7 其他需要特别警示方面的注意事项。 

1 有注意事项，且明确提示。（2分） 

2 正反两方面的注意事项都应明确，表述不能含

糊不清，更不能有错误。（2分） 

3 器具、器材注意事项应重点说明使用条件、要

点以及严禁事项，避免误操作。（4分） 

4 救援措施注意事项应针对物料、工艺、设备、

环境等说明使用条件和严禁事项，避免施救不当

扩大事故。（4分） 

5 防护、救护及现场处置能力确认等相关事项应

坚持以人为本，重在保障现场人员安全。（4分） 

6 后续处置应考虑事故后的现场安全条件，避免

发生二次伤害。（3分） 

7 全面分析事故救援中的风险和禁忌事项，确保

无遗漏。(1分) 

 

 

 

 

 

 

 

 

得分合计 
 

 

注：“＊”代表应急预案的关键要素。现场处置方案落实到岗位每个人，可以只保留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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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应急预案附件要素评审表 

表E.1  应急预案附件要素评审表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有关部门、机构或人员的

联系方式（22分） 

1 列出应急工作需要联系的部门、机

构或人员的多种联系方式，并保证准

确有效。 

2 发生变化时，及时更新。 

1 表格说明所有参与应急指挥、协调人员的姓名、所在部门、职务和联系方式，

并保证准确有效。（8分） 

2 列出应急相关政府部门如应急、安监、消防、公安、医疗、环保、气象等，

以及周边属地政府、社区和企事业单位、交通设施、各类场所等的联系方式，

并保证准确有效。（8分） 

3 给出部门、机构的日间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联系方式，明确相关人员的24h

联系方式，并保证准确有效。（6分） 

 

 

应急物资装备的名录或

清单（24分） 

 

1 列出主要物资和装备名称、型号、

性能、数量、存放地点、运输和使用

条件、管理责任人和联系电话等。 

1 以表格形式列出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清单，清单应当包括种类、名称、型

号、数量以及存放位置、规格、性能、用途、用法和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

（8分） 

2 除企业自身储备外，还应包括可能用到的政府及相关企业的应急物资装备信

息。（8分） 

3 重大危险源或可能发生严重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应调查统计消防、医疗等相

关专业应急机构的应急物资装备信息，说明其应急救援能力。（8分） 

 

 

规范化格式文本 

（15分） 

1给出信息接报、处理、上报等规范化

格式文本，要求规范、清晰、简洁。 

1 以表格形式给出的，要求要素齐全、格式规范，与预案文本中的内容要求一

致。（5分） 

2 以例文形式给出的，要求句式规范、用词用语准确、简洁明确。（5分） 

3 覆盖预案中的各类规范化格式文本需求，无遗漏。（5分） 

 

 

 
 
 
 
 



DB11/T 1481—2017 

16 

表E.1  应急预案附件要素评审表（续） 

评审日期：                                               专家签名：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细则 得分情况 评审意见 

关键的路线、标识和图纸

（30分） 

1 警报系统分布及覆盖范围。 

2 重要防护目标、危险源一览表、分

布图。 

3 应急救援指挥位置及救援队伍行动

路线。 

4 疏散路线、重要地点等标识。 

5 相关平面布置图纸、救援力量分布

图等。 

6 物料及工艺相关图表。 

7 其他必要的图表。 

1 警报系统分布及覆盖范围标识清楚，有图例说明，并与现场情况一致。（4

分） 

2 重要防护目标、危险源一览表给出名称、所属部门、地点、性质或性能等信

息、分布图标明各类目标的名称、位置、距离和方位等。（6分） 

3 应急救援指挥位置及救援队伍行动路线标明名称、位置、方位和方向等。（5

分） 

4 疏散路线标明道路名称、路由、方向、标志性建构筑物等，疏散路线原则上

按两用一备标注。重要地点等标识名称、位置、距离和方位等。（4分） 

5 相关平面布置图纸、救援力量分布图等标明建构筑物、自然地物、河流、道

路、目标物的名称、位置、距离和方位等。（4分） 

6 物料提供MSDS，工艺提供工艺流程图并标示清楚。（4分） 

7 附图应比例得当，各类目标可用不同颜色和字体的文字，或者不同颜色和形

状的图标标示，文字及图例、图标等清楚易辨识。（3分） 

 

 

 

 

 

 

有关协议或备忘录 

（9分） 

1列出与相关应急救援部门签订的应

急支援协议或备忘录。 

1 应急支援协议或备忘录为正式签订文本的复印或扫描件，有单位公章或法人

签章。（3分） 

2 协议或备忘录应在预案实施期间有效。（3分） 

3 有多个协议或备忘录的应先列出题目，然后按顺序附文本。（3分） 

 

 

得分合计 
 

 

注：附件根据应急工作需要而设置，部分项目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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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应急预案评审流程图 

形式评审 企业修改预案

要素评审

持续改进

专家再次确认

预案发布

企业重新编排预案

不合格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基本合格

合
格

 
 

图 F.1应急预案评审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