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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实验室机械伤害专项应急预案 

 

 

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少事故，在事故发生时能够达到分级负责，反应

快捷，行动迅速，统一指挥，尽可能的减少由于机械伤害事故所带来的危害，保

持建筑工程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本预案适用于学院各实验室与实训中心发生的各类机械伤害事故的应对工

作。 

一、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分析 

1、事故类型 

机械伤害事故是人们在操作或使用机械过程中，因机械故障或操作人员的不

安全行为等原因造成的伤害事故，主要涉及的工种有切割、机加工、数控加工、

特种加工、打磨、木工等。 

2、危害程度分析 

机械伤害事故主要对人体引起挤压、碰撞、冲击、剪切、卷入、绞绕、甩出、

切割、切断、刺扎等伤害。发生事故以后，受伤者轻则皮肉受伤，重则伤筋动骨、

断肢致残，甚至危及生命。 



3、根据其可控性、严重程度、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可能蔓延发展的趋

势等由高到低分为四级：I 级（特别重大）、II 级（重大）、III 级（较大）、IV

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进行预警。分级标准是突发事件信

息报送和分级处置的依据。 

 

 

二、应急处理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原则。应急预案工作要始终把保障作业人员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切实加强实验室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地

减少机械伤害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预防为主、加强演练。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加强危险源管理，做好事故预防、预测、

预警和预报工作。开展培训教育，实施组织应急演练做到常抓不懈，提高专业实

验室人员的意识和应急能力。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职责明确。机械伤害事故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遵循学院

统一领导，实验中心、专业实验室分级负责，专业实验室人员应明确职责，落实

应急处置的责任。 

相互协调、快速反应。实验中心、专业实验室应密切协作、相互配合，保证

机械伤害事故的信息及时报告、准确传递、快速处置，在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应

急预案。 

三、预防与警报 

1、危险源监控 



机械伤害危险源监控应根据国家、行业标准，结合实际生产情况，对专业实

验室的存在机械伤害的危险源进行详细辩识，并评价出重大危险源。针对重大危

险源，采取相应的措施、方案，进行监督控制。 

机械伤害事故基本安全要求： 

（1）各种加工机械附近要设有明确的操作注意事项； 

（2）认真严格地做好三级教育，提高全员的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机械加工

工作中操作人员必须熟悉机械设备的性能和正确的操作方法，严格执行安全操作

规程； 

（3）砂轮必须进行定期检查，砂轮应无裂纹及其它不良情况，砂轮机必须装

有钢板制成的防护罩，禁止使用无防护罩的砂轮机； 

（4）使用时操作人员应站在锯片的侧面，锯片应缓慢靠近被加工物体，不准

用力过猛?； 

（5）对机械的运动部件如旋转件等必须设置防护网，无法用罩网防护的部位

应设置警示标志，防止人体触及； 

（6）进入专业实验室人员必须按规定配戴防护用具； 

（7）对手提式电动工具、安全带等应进行测试，符合质量标准方可使用，不

符合标准的一律作废； 

（8）机械在使用过程中定期检查、按需修理，做好维护保养，及时修复存在

隐患的部位，杜绝机械带病作业； 

（9）机械/机具用电线路一律由电工按照规定要求进行安装，禁止“一闸多

用”； 

（10）机械维修期间要切断电源，悬挂不准合闸警示牌，必要时要设专人监



护； 

（11）操作起重机械、物料提升机械、搅拌机、焊机等必须经专业安全技术

培训，持证上岗。 

 2、预警行动 

（1) 机械伤害事故预警的条件 

①操作者缺乏应有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思想麻痹，有的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违反操作规程； 

②传动带、砂轮、电锯以及接近地面的联轴节、皮带轮和飞轮等，未设安全

防护装置； 

③平刨无护手安全装置，电锯无防护挡板，手持电动工具无断电保安器； 

④机械设备在非最佳状态下运转，机械设备在设计、结构和制造工艺上存在

缺陷，机械设备组成部件、附件和安全防护装置的功能退化等均可能导致伤害事

故；机械设备超负荷运作或带病工作； 

⑤操作人员野蛮操作，导致机器设备安全装置失效或失灵，造成设备本身处

于不安全状态 

⑥机械运转时加油、维修、清扫，或者操作者进入危险区域进行检查、安装、

调试，虽然关停了设备，但未能开启限位或保险装置，又无他人在场监护，将身

体置身于他人可以启动设备的危险之中； 

⑦没有穿戴合适的防护服和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护工具； 

⑧对发现的问题与违章没有按规定处理或出现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或未遂事

故。 

（2）安全预警的方式、方法 



如遇机械伤害事故发生时，在场的人员要立即采用电话、手机或其它快捷方

式第一时间向实验室负责人、实验中心负责和学院相关负责人汇报。 

 

四、应急处置 

1、响应程序 

（1）专业实验室负责人接到事故报警后，初步判断险情和响应等级，确定是

否启动应急预案； 

（2）立即向实验中心安全负责人、学院安全负责人报告； 

（3）实验中心安全负责人通知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做好应急准备，交向学校相

关部门报告； 

（4）专业实验室负责人利用现场资源组织抢险救援行动，并请求学校、医疗

救护，消防机构等应急支援； 

（5）学院和实验中心安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动学院内部资源，组

织、指挥、协调抢险救援方案和行动； 

（6）配合学校采取的警戒、治安、救援、消防、环保、交通管制、人员疏散

等应急措施； 

（7）随时学校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报告事态发展情况； 

（8）做好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保持队伍稳定； 

（9）做好应急恢复工作； 

 2、处置措施 

当实验人员发生机械伤害事故时，迅速确定事故发生的准确位置、可能波及

的范围、设备损坏的程度、人员伤亡等情况，观察伤者的受伤情况、部位、伤害



性质，急救人员应尽快赶往出事地点。 

（1）休克、昏迷急救  

让休克者平卧、不用枕头，腿部抬高 30 度。若属于心原性休克同时伴有心力

衰竭、气急，不能平卧时，可采用半卧，注意保暖和安静，尽量不要搬动，如必

须搬动时，动作要轻。  

（2）骨折急救  

①固定断骨的材料可就地取材，如棍、树枝、木板、拐杖、硬纸板等都可作

为固定材料，长短要以能固定住骨折处上下两个关节或不使断骨错动为准。  

②脊柱骨折或骨折或颈部骨折时，除非是特殊情况如室内失火，否则应让伤

者留在原地，等待携有医疗器材的医护人员来搬动。  

③抬运伤者，从地上抬起时，要多人同时缓缓用力平托；运送时，必须用木

板或硬材料，不能用布担架或绳床。木板上可垫棉被，但不能用枕头，颈椎骨骨

折伤者的头须放正，两旁用沙袋将头夹住，不能让头随便晃动。  

（3）严重出血的急救  

止血的方法：  

①一般止血法：一般伤口小的出血，先用生理盐水涂上红汞药水，然后盖上

消毒纱布，用绷带较紧地包扎。  

②严重出血时，应使用压迫带止血法。这是一种最基本、最常用，也是最有

效的止血方法。适用于头、颈、四肢动脉大血管出血的临时止血。即用手指或手

掌用力压住比伤口靠近心脏更近部位的动脉跳动处（止血点）。只要位置找的准，

这种方法能马上起到止血作用。  

（4）肢体切断  



断肢(指)后，有时即刻造成伤者因流血或疼痛而发生休克，所以应设法首先止

血，防止伤员休克。其急救要点为：  

   ①让伤者躺下，用一块纱布或清洁布块(如翻出干净手帕的内面)，放在断肢伤

口上，再用绷带固定位置。如果找不到绷带，也可用围巾包扎。  

   ②如是手臂切断，用绷带把断臂挂在胸前，固定位置；若是一条腿断了，则与

另一条腿扎在一起。  

   ③料理好伤者后，设法找回断肢。倘若离断的伤肢(指)仍在机器中，千万不能

将肢体强行拉出，或将机器倒开(转)，以免增加损伤的机会。正确的方法应是拆开

机器后取出。  

   ④取下断落的肢(指)体后，立即用无菌纱布或干净布片包扎，然后放人塑料袋

或橡皮袋中，结扎袋口。若一时未准备好袋子或消毒纱布，可暂置于 4℃的冰箱内

(不应放在冰冻室内，以免冻伤)。运送时应将装有断伤肢体的袋子放入合适的容器

中，如广口保温桶等，周围用冰块或冰棍冷冻（注意防止冰块与其直接接触，以

免冻伤），迅速同伤员一起送医院以备断肢(指)再植。 

    ⑤离断后的伤肢，如有少许皮肤或其他肌腱相连，不能将其离断，应放在夹

板或阔竹片上，然后包扎，立即送到医院作紧急处理。 

    ⑥严禁在离断伤肢(指)的断端涂抹各种药物及药水(包括消毒剂)，更不能涂抹

牙膏、灶灰之类试图止血。  

  （5）一般性外伤 

①视伤情送往医院，防止破伤风。 

②轻微内伤，送医院检查。 

3、应急救援结束 



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应急指挥中心应根据应急救援实际情况宣布

应急救援结束： 

（1）伤亡人员已经查清； 

（2）事故危害已经消除； 

（3）事故的次生、衍生隐患得到控制； 

（4）受伤人员基本得到救治； 

（5）紧急疏散的人员恢复正常生活。 

五、事故调查和处理 

按相关法律、法规、条例等以及学校的有关规定进行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六、培训和演练 

1、定期进行应急培训，由应急办负责制定培训计划和组织培训的实施。除计

划的正常培训外，对于演练中存在问题较多的环节，应进行强化培训。 

2、演练应每年至少一次，如实记录演练情况。当演练结束后，应进行演练评

估，发现不符合和不足并及时修订预案，组织培训，持续改进。 

七、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机械工程实验中心负责解释 

八、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机械工程学院实验中心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