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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1.I~zO∞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运输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免 1)归 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钱大琳、肖贵平、董倩

`张
会娜、张辉、雷黎、刘家欣、李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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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运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运输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步骤、预案内容以及文本格式与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编制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的事故应急预案。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事故 tra11sport accidents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过程中 ,突然发生的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

以应对的紧急事故 [如 道路交通事故 ,运 输车辆着火燃烧 ,车 载危险货物发生泄漏、燃烧、爆炸等

事故 [

2.2

事故等级 traI△sport accideⅡ “d怂踊 ca△on

根据事故的社会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 .将其划分成的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事故(I级 )、 重大

事故 (Ⅱ 级 )、 较大事故(Ⅲ级 )、 一般事故(Ⅳ级 ):

2,3

危险因素 Hsk factor

引起事故的主要影响因素 ,包括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危险货物及包装、运输车辆及安全设各、道路

条件、交通状况、沿途的地质环境和恶劣天气。

2.4

应急预案 emergeⅡcy pIan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 ,为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与救援行动 ,消 除或减少事故危害 ,降低

事故造成的损失而预先制订的行动计划或方案。

2.5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依据事故等级 ,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组织、物资准各和应急处置工作

部署。

2.6

应急处置 emergency disposal

事故发生后 ,为消除、减少事故危害 ,防止事故扩大或恶化 ,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

而采取的救援措施和行动。

2,7

应急资源 emergency resource

应急装各、物资、储各的运力和应急救援队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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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步骤

3.1 编制准备

3.1.1 成立由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组成的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指定负责人。

3.1.2 制订应急预案编制计划 ,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

评估应急预案编制必要性 ;a)

b)

C)

d)

3.1.3

a)

b)

C)

d)

3.1.4

3.1.5

明确编制人员职责 ;

确定工作方案、进度 ;

制订应急预案编制讠

收集、调查应急预

相关法律法规

国内外同行

车辆技术

运输线

依据附

分析本

3.2 应急预案

根据本标 科学适用、便于

操作 ,并注重与

3.3 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编

要负责人签署后

案 ,并经企业主

3.4 应急预案更

有下列情形之一

a) 原则上每两

b) 应急预案依据

c) 应急预案涉及的要

d) 应急演练结束后、企业

4 预案内容

4.1 企业概况

企业基本情况 ,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

a) 企业地址 ;

b) 从业人数 ;

c) 运输车辆车型、罐车罐体材质 ;

d) 主要运输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UN编号)、 品名、运量、起始地、目的地、行驶路线图等 ;

e) 企业应急资源。

2

种资料 ,至少应包

从业人员事故违章处理记录 ;

评审通过后

善应急预案 ;

变化 ,或者出台新的

果预测表 c

、机构狃岜口饪行评

故应急行葫缔束后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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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应急救援组织设置

设置应急救援组织 ,至少包括应急领导组、技术指导组和现场工作组 ,明确各组职责。

4.3 事故及其灾害后果预测

依据附录 A确定可能引起的事故、预测灾害后果 ,形成事故及其灾害后果预测表 ,示例参见附录 B。

4.4 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应急处置

4.4.1

a)

b)

4.4.2

a)

b)

C)

d)

4.4.3

a)

b)

C)

d)

e)

f)

g)

4.4.4

a)

b)

C)

d)

e)

停车处置 ,至少应明确以下内

立即停车 ,明确停车后 于无法立即停车的,明确移动

后停车的条件以及停

撤离驾驶室时需

事故发生时的信

事故发生地

事故发生

事故信息

事故信息

事故信息

报告人

发生的

发生时

车辆牌 J

UN编号

人员伤

已采取或

现场处置 ,

个体防护措

初期应急处

放置警告标志 (

现场保护方案 ;

配合政府部门开展

4.5 企业应急处置

4.5.1 信息报送与通信联络 ,至少应明确

a) 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环境保护、公安、卫生主管部门有效的联络方式和手段 ;

b) 本企业和托运人⒉h有效的应急通信联络方式 ;

c) 事故信息接收和通报程序、内容、时限

4.5.2 卩向应分级

依据事故等级 ,确定应急响应级别。

4.5.3 应急响应和行动

依据应急响应级别 ,至少应明确以下内容 :

a) 应急指挥 ;

b) 分析、评估事态及发展 ;

重要资料清单。

应明确以下方面 :

容和方式。

容 ,至少应包

物品名、数量 ,

协助疏散人员方案 ;

。
ˉ ˉ

卜
事故和灾害后果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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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现场应急处置的技术指导 ;

: 璧曩墅昼屡罟乩组织、调度和指挥 ,协助应急救援 ;

f) 扩大应急。

4.5.4 应急结束 ,至少应明确以下内容 :

a) 应急终止条件 ;

b) 事故情况上报事项 ;

c) 需向事故调查处理小组移交的相关事项。

4.6 信息发布

明确事故信息发布的条件、部门、范围和内容等

4.7 后期处置

恢复和重建等后期处置措施 ,至少应明确以下内容 :

a) 污染物处理 ;

b) 受伤人员处理 ;

c) 事故后果影响消除和生产运输秩序恢复 ;

d) 善后赔偿 ;

e) 事故经过、原因和应急处置工作经验教训报告 ;

f) 应急预案的更新。

4.8 应急保障

应急保障 ,至少应明确以下内容 :

a) 与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或人员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 ,并提供各用方案 ;

b) 本企业和托运人的应急救援队伍 ;

c) 应急装各、物资和储各运力 ,主要包括名称、型号、数量、性能、存放地点、管理者及其通信联系

方式等 ;

d) 应急专项经费 ,主要包括来源、使用范围、额度和监督管理措施 ;

e) 其他相关保障 ,如运输保障、治安保障、技术保障、医疗保障、后勤保障等。

4.9 应急培训和演练

4.9.1 应急培训 ,至少应明确以下内容 :

a) 培训对象 ;

b) 培训内容 ;

c) 培训方式 ;

d) 培训频率和时间。

4.9.2 应急演练 ,至少应明确以下内容 :

a) 演练目标、内容、规模 ;

b) 参加演练的部门及人员 ;

c) 演练频次 ;

d) 评估、总结。

4.10 附件

应急预案相关附件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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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危险货物安全技术说明书 ;

b) 相关部门和单位通讯录 ;

c) 本企业应急通讯录 ;

d) 应急装备、物资和储备运力的名称、型号、存放地点、管理者及其通信联系方式 ;

e) 信、息接收、处理、上报等规范化格式文本 ;

o 事故及其灾害后果预测表 ;

g) 本企业与周边应急救援队伍签订的协议。

5 文本格式与要求

5.1 格式

应急预案文本格式应包括以下内容 :

a) 封面 :应急预案名称、编号、版本号、企业名称、实施 日期、签发人、公章 ;

b) 目录 ;

c) 前言:应急预案在企业应急预案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编制目的、依据、适用范围 ;

d) 应急预案 :主要章、条及内容 ,见 4.1~4.9;

e) 附件。

5.2 字号及装订基本要求

应急预案编爿F格式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

a) 封面应急预案标题采用黑体 3号字 ,其他采用黑体 4号字 ;

b) 文中章、条的编号及标题采用黑体 4号字 ;

c) 正文内容采用宋体4号字 ;

b) 应急预案文本应打印后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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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及其灾害后果预测见表 A。 1。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

事故及其灾害后果预测

表 A.1 事故及 灾害后果预测

J能引起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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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

事故及其灾害后果预测范本示例

液氯罐车事故及其灾害后果预测见表 B。 1c氯气浓度对人体产生的效应见表 B.2。

表 B.1 液氯罐 其灾害后果预测

丨起的事故危 险 因 素   ∷发生危险

包装及罐

体容器

罐体自身

缺陷引起

罐体破损

1.健康危害

(1)侵人途径 :吸人 ;

(2)健康危 害:对

眼、呼吸道黏膜有

刺激作用 ;

(3)急性中毒 ;

4)慢性影响;

5)液态氯蒸发时

吸收大量的热 ,

液氯可引起严

伤 ;

氯气浓度与对

产生的效应见

植物、禽兽、具有

同程 度 的破 坏

用

体压力升高

炸或安全阀

液氯介质泄

交通状况

发液氯罐车

损,安 全 阀、

、液位计和

坏 ,导致

B.2 氯气浓度对人体产生的效应

氯气浓度 (

L定的耐受性 )

1⒛ ~1gO                   min可 引起中毒性肺水肿及肺炎

3∞                     可造成致命损害

3cXKl         i           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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