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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和灾害下特种设备安全应急指南
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1．高温

酷暑 锅炉

1．锅炉燃料（煤粉，稻壳，柴油等）

如未妥善存放易发生自燃引发火灾。

2．锅炉的油、气等燃料易发生爆炸。

1．燃料堆放应符合消防规范，控制燃料堆放数量，并且配备

灭火设备。

2． 加强通风措施，降低可燃易爆燃料挥发后在空间的浓度。

1．如早期火势较小，尽快灭火，火势

较大应报警，疏散人员，迅速撤离；

2．重要场所可配备自动喷淋装置。

3．高温酷暑天电网非正常供电或停电

导致锅炉不正常运行或发生故障。

1．加强供电网建设维护，确保备用电源及时供电，或相关备

用发电机组处于随时能用状态，且能满足最低功率要求；

1．对内部电网进行检修，确保无异常

后及时联网供电；

4．高温天气停炉进入锅炉作业时，有

限空间作业人员的生命体征受到危害。

1．高温酷暑天应尽量避免最热时间段进入锅炉内作业，应选

择清晨等温度较低时间段进炉作业；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的通

风和温湿度检测，并有专人监控，在设备停产检修期间的人员

内部操作，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注意监测氧浓度等安全指标，

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发现人员生命健康出现问题，开展

急救并及时送医。

5．水泵，炉排电机等功率较大用电设

备的电源线路易老化，引起漏电或火

灾。

1．功率较大的用电设备应可靠接地，加强设备保养检查，发

现电源老化时及时更换；

2．高温酷暑天应增加自动保护装置的功能试验，确保其可靠

工作；

3．做好散热不佳重点设备的周边空间通风等辅助散热工作，

1．当锅炉辅机等失灵时，应按紧急停

炉操作停炉；

2．自动保护装置失灵时，应加强人工

控制，并及时修复；

3．对发生事故的设备应进行全面检验，

6．某些自动保护装置在高温条件下容

易失灵，丧失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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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1．高温

酷暑

确保设备正常有效工作。

4．注意检查冷却水进出口温度差、压力差，冷却系统需定期

进行反冲洗。

5．做好高温酷暑天的防暑降温工作，操作室内加装空调设备，

锅炉控制柜等设备放入操作室内；人员应按要求配备劳保用具

和急救药品，重要场所可配备监视装置。

6、认真做好锅炉停电保护演练工作，防止锅炉出现超压或缺

水事故。

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入使用。

4．发生超温后要及时采取措施，降低

冷却系统温度。同时检查轴承振动、发

热情况是否超标，油质是否劣化。

5．发现人员中暑应按中暑后处理方式

进行救助，必要时打 120急救电话或送

医。

6、停炉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7．水泵、风机等设备的轴承润滑冷却

系统可能因冷却水温度高、流量不足、

冷却系统结垢导致超温。

8．锅炉房内闷热，司炉操作人员容易出

现离岗脱岗或中暑现象。

9、高温跳闸造成停电。

压力容器

1．对液化石油气、液氨等液化气体介

质的可能发生超温超压现象，甚至可能

导致爆炸。

1．对液化气体介质的露天储罐应及时检查喷淋降温装置、浓

度报警装置能否正常使用，必要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措施。

2．严格控制液化气体贮槽的液位。

3．对盛装氢氟酸、液氯等剧毒介质的贮槽区域，可进行全封

闭处理。

1．液化气体介质的储罐发生超温超压，

果断采取其他喷淋降温、强制通风等措

施。

2．温度升高可能导致安全阀、爆破片

等安全泄压装置动作，介质向外排放。

3．因可燃介质外排，遇点火源导致燃

烧发生，甚至爆炸。

1．及时检查安全阀、压力表、液面计、确保安全附件正常工

作，必要时可安装超温超压报警装置；

2．控制容器内介质液位，尽可能处于低液位工况运行，一旦

爆破片等安全附件，出现超压等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倒罐作业。

3．检查各密封面、点。

1．如早期火势较小，尽快灭火，火势

较大应报警，疏散人员，迅速撤离；

2．对火场周围设备进行倒罐，将容器

内介质转移至安全处。

4．因有毒介质外排，导致发生附近人

员中毒。

1．对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应避免安全阀超压排放，一旦压力上

升，采用喷淋、通风等降温手段。

1．当出现泄漏时采取紧急堵漏措施；

2．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3．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5．放热反应类容器供电不正常或停电

引起反应速度无法控制。

1． 放热反应类容器应有可靠自备电源或冷却装置。 1．紧急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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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1．高温

酷暑

6．高温天气进罐作业时，有限空间作

业人员的生命体征受到危害。

1．高温酷暑天应尽量避免最热时间段进入容器内作业，应选

择清晨等温度较低时间段进罐作业；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的通

风和温湿度检测，并有专人监控，在设备停产检修期间的人员

内部操作，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注意监测氧浓度和有害物质

含量等，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发现人员生命健康出现问题，开展

急救并及时送医。

7．移动式压力容器行车在高温路面导

致轮胎磨损加剧，内部气压升高，车辆

轮胎爆裂。

1．加强移动式压力容器车辆检查，防止爆胎；

2．控制车速，防止车辆侧翻；避免长时间行驶，避免午间时

间段行车。

1．当出现容器泄漏时采取紧急堵漏措

施；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进行交通管

制；

3．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4．总结处置的经验与教训，完善管理

制度。

8．气瓶在烈日下暴晒引起超压变形、

泄漏或者爆炸。

1．气瓶的运输和储存应避免在烈日下暴晒，应存放在阴凉处，

必要时采取降温措施。

压力管道

1．液化气体介质的管道可能发生超温

超压现象，甚至可能导致爆炸，特别是

装卸装置中液相管截止阀、紧急切断阀

之间管段。

1．保温，监控压力管道压力和温度等参数，确保在正常可控

范围之内。

2．装卸装置中液相管截止阀、紧急切断阀之间管段加设回流

管。

3．打开相关阀门，使压力管道内介质流动。

1．紧急停车，降压处理。

2．对发生事故的压力管道进行全面检

验，满足要求方能投入使用。

2．温度升高可能导致安全阀、爆破片

等安全泄压装置动作，介质向外排放，

引起燃烧、爆炸、中毒等安全事故

1．严格控制操作参数。 1．可燃、有毒介质引至事故罐等安全

地方；

2．当出现泄漏时采取紧急堵漏措施。

3．压力管道因温度升高产生膨胀，可

能导致支吊架异位、热应力增大等安全

隐患。

1．严格按规范安装压力管道，确保压力管道的柔性，保证足

够的膨胀量。

1．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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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1．高温

酷暑

电梯

1．室外电梯或观光电梯轿厢内温度过

高，导致乘客中暑；

2．电梯故障率明显增大，导致人员被

困；

3．引起曳引系统的电动机温升超标、

制动片摩擦及减速箱润滑性能降低；

4．控制系统因高温而出现工作不稳定

现象。

1．加强日常管理，对达不到电梯使用条件的电梯应停止使用；

2．加强对电梯的检查，更换不稳定的部件，降低电梯的故障

率；

3．检查电梯应急报警装置的有效性，发现应急报警装置故障

应立即进行修复；

4．机房温度过高，应增加降温装置；

5．检查电梯曳引机的工作性能，发现异常时应立即停用。

1．发现电梯困人应按电梯标牌指示的

电话号码拨打求救电话，并立即进行科

学的救援；

2．对产生故障的原因进行分析，防止

再次发生事故；

3．对产生故障的电梯，待整改后满足

电梯使用条件要求，方可投入使用；

4．对温度超标的机房，加装降温装置；

5．对出现异常情况的曳引机、制动器、

电动机、减速箱、电子元器件、润滑油

进行维修或更换。

起重机械

1．处于室外的起重机械操作室内因温

度过高，导致作业人员中暑；

2．液压系统故障；

3．电器元件过热烧毁，起重机电线电

缆受到高温辐射，易加速老化，造成绝

缘层脱落，或电缆开裂，引发触电，电

气火灾等事故；

4．高温使润滑油的粘度减少，降低润

滑的效果，加速起重机主要零部件的磨

损。

1．高温酷暑天应尽量避免最热时间段进入露天操作室内作业，

有条件时应选择清晨等温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起重操作；

2．注意对液压系统油液的冷却，防止处于曝晒之中；更换符

合作业环境要求的润滑油和液压油；

3．注意电器房的防暑降温工作，有条件的在电器房装空调，

或者避开高温作业；

4．电线电缆和电气元件要经常性检查，发现破损开裂及时修

复。

1．发现人员中暑应按中暑后处理方式

进行救助，必要时打 120急救电话或送

医；

2．修复液压系统故障；

3．修复或更换变形或失效的电器元件、

电线电缆、零部件；

4．对发现的问题查找原因，研究对策，

避免同类问题的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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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1．高温

酷暑

场（厂）

内机动车

辆

1．液压系统故障；

2．发动机过热，车辆自燃；

3．高温导致轮胎磨损加剧，内部气压

升高，车辆轮胎爆裂；

4．高温使润滑油的粘度降低，导致润

滑变差，加速车辆零部件的磨损；

5． 高温导致水箱“开锅”。

1．司机室配备灭火器，及时对失效的灭火器进行更新，做好

相关防自燃检查；

2．经常性对轮胎的状况进行检查，及时更换老化、破损轮胎，

减少车胎压力，减速行驶，有条件的单位更换成实芯轮胎；

3．清洗水道，清除冷却系统的水垢，疏通散热器的散热片。

经常检查风扇传动带的松紧度，调整蓄电池电解液密度，并疏

通蓄电池盖上的通气孔，视情况加注蒸馏水。

4．确保车辆不缺水、不漏油、不缺电，定期检查润滑油，有

条件时使用夏季专用润滑油。

1．修复液压系统故障；

2．发生车辆自燃及时扑救；

3．更换或修复爆裂的轮胎；

4．及时更换或添加冷却水；

5．对出现的问题查找原因，研究对策，

避免同类问题的重复出现。

大型游乐

设施

1．橡胶轮变形、开裂；

2．传感器故障引起非正常停机保护；

3．气管膨胀引起故障报警；

4．设备散热不良引起故障报警，电气

元件过热失效；

5．液压油粘度下降，密封不良，温升

过高（包括气压系统）；

6．乘客中暑。

1．加强日常检查，如有开裂磨损及时更换；

2．易由高温引发故障的传感器，对其做相应替换或避高温运

行，设备运行前做好传感器检测工作；

3．每日点检加强检查气管、油管情况，监护运行；

4．定期对电器设备除尘工作；

5．检查冷却系统，定期检测油压排油泄压；

6．封闭舱室内空调降温，提供防暑药品，设置遮阳棚，在候

车室安装空调。

1．停机更换橡胶轮；

2．停机检查更换传感器，并试运行达

到稳定；

3．停机更换气管；

4．排查电气线路；

5．加装散热系统或冷却系统，确保系

统工作正常；

6．将中暑人员进行降温和送医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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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客运索道

1．设备润滑油温度过高；

2．高温容易引起沿线森林火灾；

3．高温导致影响设备散热，可靠性下

降，故障停车；

4．电子元器件及安全保护装置失效。

1．监控设备温度，合理控制运行速度；

2．加强对线路沿线森林的监控，事先整理防火带；

3．密闭的车厢加装通风扇（24伏电瓶），也可以采用冰凉垫，

提供防暑药品，设置遮阳棚，在候车室安装空调；

4．加强电气控制柜内降温，减轻负荷、避免长时间运行；

5．加强设备巡检，特别是电子安全装置检查。

1．更换老化/损坏的元器件、部件；

2．彻底清除防火带内的易燃物。

锅炉

1．锅炉被雷电击中，金属管道支架等

附近的工作人员仍有被电击的危险。

2．电气、控制系统因雷击短路、误动，

发生设备损坏和跳停事故。

1．锅炉应有防雷以及接地等防止电击事故的装置；

2．电气设备应有可靠接地，并带有漏电保护装置。

3．注意检查防雷接地设施是否正常，控制系统抗干扰能力是

否符合设计要求

1．应及时抢救被雷击或电击人员。

2．及时修复防雷接地设施并检验合格。

压力容器

1．易燃易爆储罐区遭受雷击，引起燃

烧爆炸。

1．在储罐区安装防雷避雷及消除静电装置，防雷设施定期检

验，确保各区域防雷、防静电设施的完好、有效；

2．采取措施加强对高空放空点及高空可能泄漏点进行重点控

制，防止泄漏遇雷击着火；

3．有高强闪电或雷击频繁时应停止充装作业。

1．组织抢险工作；

2．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外泄，

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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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2．雷电

压力管道

1．压力管道遭受雷击导致外加电流防

腐保护系统失效。

1．检查压力管道安全保护系统，确保各区域防雷、防静电设

施的完好、有效。

1．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电梯

1．雷击时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影响电

梯正常运行；

2．雷击时产生的电流骤增，导致电气

元件烧毁。

1．雷电气候高处或露天的电梯应停止使用和维修，防止雷击

或触电事故发生；

2．当雷电天气来临前应做好预防工作，注意检查机房顶防水，

机房门窗是否完好；

3．提高设备的电磁抗干扰性，必要时加装抗电磁干扰装置。

1．增加抗电磁抗干扰装置，或更换相

关电气元件。

起重机械

1．雷电易造成电气元件被击穿；

2．雷电时所产生的电磁脉冲对起重机

的控制系统会产生影响，严重时还会损

坏电器元件；

3．雷电可能造成起重机钢结构破坏。

1．避免在雷电天气进行起重作业；

2．设置避雷针，钢结构之间使用跨接线，确保良好的接地性；

3．经常测量电气线路对地绝缘性；

4．雷电天气避免人员停留在露天的起重机上，避免被雷击。

1．修复或更换在雷电天气中损害的电

气设备；

2．修复或更换在雷电天气损坏的钢结

构；

3．雷电后，应对整机的绝缘和接地连

通性做一次检测；

4．雷电后应对起重机做一次全面的性

能试验，确认安全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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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2．雷电

场（厂）

内机动车

辆

1．车辆被雷电击中，电气元件击穿，

控制失效引发事故。

1．避免在雷电天气出车。 1．人员伤亡及车辆事故及时救治；

2．对出现的问题查明原因，更换失效

的元器件，修复后经测试合格。

大型游乐

设施

1．电气设备遭雷击损坏；

2．设备雷击，乘客滞留空中。

1．雷电接近时暂停营运，关闭设备。水上游乐设施雷电期间

停止运行，及时疏散；

2．遭雷电突袭故障停机，乘客滞留空中时，应急运行撤回滞

留乘客--辅机撤回滞留乘客--实施救援；

3．加装雷电预报装置；

4．定期检测接地电阻。

1．及时修复雷击损坏设备；分析雷击

损坏原因，完善防雷关机程序；

2．检查雷击设备，维修受损的电气部

件；

3．对受损设备进行安全评估。

客运索道

1．电气设备遭雷击损坏；

2．雷电设备停止，乘客滞留空中。

1．遭雷电突袭故障停机，乘客滞留空中时，应急运行撤回滞

留乘客--辅机撤回滞留乘客--实施救援；

2．雷电接近时暂停营运，关闭设备，挂接接地线；

3．加装雷电预报装置；

4．定期检测接地电阻，雷电高发季节下班执行防雷关机程序。

1．确认雷雨天气停止后才能运行；

2．运行前检查线路设备、支架地基、

地质灾害，评估损坏情况，根据评估结

果，确定是否运行；

3．及时修复雷击损坏设备；分析雷击

损坏原因，完善防雷关机程序；

4．检查设备，维修受损的电气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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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3．台风

锅炉

1．处于电站锅炉高台上的操作人员被

风吹落，另外在锅炉旁人员可能被锅炉

上坠物砸中。

1．台风到来前，应对锅炉进行巡检，防止有杂物或者固定不

牢固的零件被大风吹落。台风到来时，应避免到电站锅炉高台

处与锅炉附近作业，如在室外工作戴好安全帽，锅炉烟囱拉绳

应牢固。

1．如有人员受伤，应紧急抢救。

2．有机热载体锅炉的高位槽常装设在

屋顶位置，如固定不好可能被台风吹

移。

1．应定期检查高位槽安装和固定情况，如有隐患及时修正。 1．高位槽损坏时，应紧急停炉。

3．锅炉连接管道、主蒸汽管道等被刮

落的重物砸破，造成爆炸或漏汽。

1．巡检室外管道，如有处于易被台风吹倒设施附近的管段应

装设防砸的装置。

1．管道爆炸或漏汽时，应切断事故段

阀门，然后组织修理。

压力容器

1．压力容器受风载荷的影响，基础松

动，设备倾斜。

1．严格按规范安装压力容器，保证压力容器基础牢固，能抵

御台风的袭击

1．若发现基础松动，设备倾斜，紧急关

闭第一道容器进出口阀门及相关管线。

2．高空坠物，导致设备损坏。 1．检查并加固厂内罩棚、脚手架、立柱等薄弱部位，减少迎

风面，停止高空作业;必要时辅助支撑加强。

1．若设备损坏，紧急停止运行。

3．风载荷增大引起的设备破裂或法兰

密封面失效，介质外漏，继而引起燃烧、

爆炸或中毒。

1．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介质外泄，关闭相关阀门，

启动应急预案。

1．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压力管道

1．支架移位，造成管道变形，失稳，

吹倒。

1．安排安全人员巡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2．对压力管道管廊附近构筑物进行加固或拆除，防止其失稳

击中管道；

3．对管架基础进行加固。

1．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介质

外泄，闭相关阀门，启动应急预案；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电梯

1．室外高处的自动扶梯乘用人员有被

台风吹落的风险；

2．高层孤立建筑的电梯运行时有明显

晃动，导致电梯故障；

3．在台风影响下电梯无法正常关门；

导致机房门、窗的损坏。

1．落实防止人员进入措施，防止意外发生；

2．对高层孤立建筑的电梯宜停止使用，防止困人事故发生；

3．调整电梯的强迫关门力矩，使其在强风的天气条件下工作

正常；

4．检查机房门窗是否存在漏水、脱落等隐患，确保门窗牢固

可靠。

1．做好预防措施，避免人员误入风大

区域而发生意外；

2．加强台风期间电梯管理，停用有风

险的电梯；

3．对损坏的门窗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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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3．台风

起重机械

1．起重机被风吹动，冲出轨道发生倾

覆，翻入海（江河）中；

2．同轨起重机互相碰撞，引起起重机

倒塌、出轨、钢结构和机构损伤等事故；

3．大型门式起重机主梁上的小车电缆

牵引装置和小车机房护罩被风吹翻；

4．露天起重机上的浮放物未固定牢靠，

被风吹落对地面人员和设施造成伤害；

5．露天起重机在工作状态下遇突发性

阵风，使起重机不能停车制动，造成起

重机被风吹着跑，严重时被吹至海（江

河）中，造成机毁人亡事故。

1．在台风来临前锁紧锚定装置，拉好防风拉索或者对起重机

进行加固；

2．在台风来临前把钢丝绳变幅的臂架起重机的臂架放到地面；

对塔式起重机，使回转制动器处于常开状态，必要时应将塔式

起重机降至安全高度；

3．停止在台风天进行起重作业，并锁紧起重机大小车制动器；

4．检查清理设备上未固定的各种零件，对栏杆、防护罩等部

件进行加固；

5．每天工作结束后，起重机械要开到指定地点停放，起重机

械要锚定牢固，让防滑装置处于防滑制动状态；

6．卸船机和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应将前大臂收起，以减少迎风

面积。

1．修复损坏的钢结构及零部件；

2．把起重机各机构恢复到正常工作状

态；

3．进行起重机整机性能检查，确认安

全后方可投入作业；

4．台风过后，对本单位防台应急预案

进行评估，并针对性加以完善。

场（厂）

内机动车

辆

1．作业过程车辆被风吹动而引发事故；

2．大风引起车辆附近物体移动，造成

对车辆的撞（打）击损害；

3．室外停放车辆被台风移位，并对其

它设施或人员造成损（伤）害。

1．台风天气避免出车；

2．台风前尽量将车辆移入车库；室外车辆要停放在不会被其

它物体撞、砸到的适宜地点，并做好车辆锚固工作。

1．车辆受损及时修复；

2．对出现的问题查找原因，研究对策，

避免同类问题的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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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3．台风

大型游乐

设施

1．周边设施、树木、建筑倒塌压在设

备上；

2．物体坠落，设备损坏变形；

3．线路损坏或传感器失效。

1．台风来临前停止运行；

2．搬移可能影响设备安全的物品或设施，检查设备周边的排

水设施；

3．加强检查设备周边设施、树木、建筑的安全状况；

4．加强风速监测，超过规定要求必须停止运行。

1．全面检查主体结构、电气系统、安

全保护装置及各传感器等，对受损情况

进行评估，并全面维护保养；

2．修复或更换损坏的部件；

3．重大维修应按法规规范要求进行。

客运索道

1．钢丝绳脱索；

2．沿线树木倾倒，影响车厢运行

3．吊具坠落损坏

1．台风来临前停止运行；

2．对钢丝绳作捆绑处理；

3．检查沿线树木；

4．加固或拆卸易坠物件，吊具入库。

1．台风过后运行前沿线检查，检查钢

丝绳有无脱索，支架是否变形，沿线树

木是否有倾倒及其他异物是否会影响

设备正常运行；

2．检查设备供电、控制系统、线路托

压索轮、钢丝绳等，正常后低速空转试

运行。

锅炉

1．发生洪涝灾害时，处于地下室或低

洼处的锅炉、水泵、风机等设备易被水

淹，尤其在用燃气锅炉，若熄火保护等

保护功能失灵，造成燃气外泄，发生危

险。有机热载体低位槽可能被水冲走或

浮起。

1．处于地下室或低洼处的锅炉房应有可靠的排水设施，如遇

洪涝灾害，有可靠的切断燃料供给的自动阀门和手动阀门；

2．有机热载体低位槽应固定；

3．对有可能产生水淹的锅炉事先停止运行。

1．地下室锅炉发生洪涝，应采取措施

进行排水，如积水过多，应立即停炉，

并切断燃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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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4．暴雨

洪涝

2．电机、控制系统因雨淋水淹短路、

误动，发生设备损坏和跳停事故。.
1．注意检查防洪排涝设施是否正常，屋面是否渗漏，极端天

气应急预案及措施准备是否到位。

1. 发生水淹事故后，要立即停运设备，

防止事故扩大。

2.对水淹电气设备、控制系统要全面检

查清洗，防止短路和误动；对转动设备

要仔细检查润滑回路，防止污水进入润

滑系统，造成轴承损毁。

压力容器

1．埋地压力容器浸泡在雨水中可能浮

起。

1．埋地罐要严格按规范安装，包括支座地脚螺栓和容器的抱

箍都应该牢固可靠，埋地罐区有良好排水功能。

2．及时排除罐区内的积水，防止压力容器浸泡水中。

1关闭压力容器第一道进出口阀门。

2.浮起压力容器应经检查后重新就位安

装；水浸泡压力容器必要时进行防腐处

理。

2．地质滑坡、基础沉降引发设备位移、

变形、开裂等。

1．在可能发生地质滑坡区域应加固堤坝，防止滑坡，防止泥

石流对设备造成损坏。软土流沙地段应进行必要的基础加固。

加强气象预警，在暴雨、滑坡、泥石流、洪涝等灾害前后巡查

加固设备基础、支架等。必要时停用压力容器。

2．检查紧急切断装置是否有效。

1．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紧急切断设备

进出口阀门；

2．如设备发生位移、变形、开裂等，

应经检验鉴定，并经修复、监督检验合

格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压力管道

1．地质滑坡、基础沉降引发埋地管上

浮及支架冲毁、变形、移位，引起管道

失稳，开裂、泄漏等。

1．观察埋地管道地理环境，必要时采取压力管道固定及围堰

防水冲措施。加强气象预警，在暴雨、滑坡、泥石流、洪涝等

灾害性天气前后注意巡查管道支架，确保完好无冲毁、变形、

移位等，确保压力管道没有因此承受相关附加载荷。

1．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外泄，

启动应急预案。

2．如设备发生位移、损坏，应经检验

鉴定，并经修复、监督检验合格后方可

重新投入使用。

2．保温层浸水或脱落。 1．预先检验压力管道保温层完好情况 1．对发生损伤的压力管道保温层应进

行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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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4．暴雨

洪涝

电梯

1．暴雨时会导致机房、底坑、井道内

进水，引起电气短路故障；

2．洪涝水灾发生漏电、电击等次生事

故或灾害；

3．水灾导致相关机械部件被水淋或浸

泡发生锈蚀。

1．加强巡视检查，事先将电梯停在较高楼层，并立即切断电

源。

2．注意底坑排水设备工作是否正常，对地势低洼的电梯底坑，

应提前做好防洪堵漏工作；

3．对于室外电梯，应停止使用。

1、排水前应确保外部电源处于关闭状

态，避免发生触电事故；排水后应仔细

检查电梯部件是否受到水的侵蚀，如发

现有浸水痕迹，应拆卸检查，电子元器

件还需进行单独测试。

2、长时间浸泡的电梯还应注意井道是

否存在松软、垮塌等安全隐患，必要时

应该进行安全评估。

3、通电前，应对电梯进行绝缘测试，

满足要求后方可进行通电试验。

起重机械

1．暴雨造成洪涝水灾情况下，室外起

重机械可能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造成电

气设备因进水引起损坏或者故障；

2．暴雨影响视线，易发生作业人员伤

亡事故；

3．暴雨易造成电气房（或电气控制柜、

箱）渗、漏水，引发电气故障；

4．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冲击起

重机和轨道基础，致使起重机整机倾覆

和轨道基础损坏；

5．暴雨可能使露天的传动机构制动器

打滑，摩擦力下降。

1．避免在暴雨天气进行起重作业；

2．平时注意检查，使起重机轨道或电缆沟的排水畅通；使电

气房（或电气控制柜）不渗漏水。

3．露天起重机轨道基础要有足够的强度，防止暴雨冲刷掏空

基础使起重机坍塌；

4．将起重机开至指定位置，夹好夹轨器、锚下地锚等防护装

置，并将链条包或砂包等安放到位。

1．修复或更换在雷雨天气中损害的电

气设备；

2．修复或更换在暴雨天气损坏的钢结

构；

3．暴雨后，应对起重机做一次全面的

检查和性能试验，确认符合要求方可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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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4．暴雨

洪涝

场（厂）

内机动车

辆

1．作业人员在暴雨天作业视线不清发

生事故；

2．暴雨时地面积水过深，造成车辆进

水熄火；

3．制动系统受潮打滑，造成制动距离

加大；

4．车辆陷入水坑，车轮打滑空转，造

成车辆受困。

1．将车辆停靠到地势较高的防雨棚内，尽量不趟水使用，如

需涉水作业时，应该掌握水的深度，流速，流向和水底情况，

制定涉水路线；

2．雨天作业，应低速平稳行驶，避免中途换档，停车和急转

弯；

3．雨天作业前，先检查车况，特别需确认制动器（包括手制

动）的状况。

1．遇到车辆受困及时救助；

2．车辆受损及时修复。

大型游乐

设施

1．山坡设备基础冲垮、塌陷；

2．设备受淹；

3．电气系统、电气安全装置、电机密

封等部件进水失效，电气短路。

1．检查设备基础，疏通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畅通；

2．低洼地带加设防水墙，增设排涝设施；

3．对易浸水的设备做好绝缘工作，防止锈蚀。

1．检查设备基础，对冲垮、塌陷的设

备基础进行修复并加固；

2．全面检查受淹设备，评估损坏情况，

进行清理保养，及时更换损坏部件，并

经全面测试、试运行合格后方可投用。

客运索道

1．冲毁支架、支架地基、站房；

2．浸泡造成线路短路及锈蚀。

3．山体滑坡、基础沉降引起支架冲毁、

变形、移位，引起索道事故。

1．检查支架站房等基础，疏通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畅通；

2．对易浸水的设备做好绝缘工作，防止锈蚀；

3．事先停止运行。

1．确认暴雨天气停止后才能运行，

运行前检查线路设备、支架地基、地质

灾害等情况，评估损坏情况，根据评估

结果，确定是否需要修复后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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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5．大雪

冰冻

锅炉

1．简易锅炉房和电站锅炉炉顶的防雨
棚可能被大雪压塌，进而引发人身和设
备伤害。

1．锅炉房及电站锅炉炉顶雨棚应有足够强度，并合理设计其
装设角度，以防积雪过多。当出现大雪天气时，应根据情况及
时清除顶部积雪。

1．及时清理掉杂物，确保人身和设备
安全。

2．停用状态下的锅炉，某些部位水管
和玻璃管式液位计容易冰冻胀裂。

1．冰冻天气时，应放掉锅内存水或者拆卸下水位计玻璃管。
对于存水管道应有保暖措施。

1．及时更换冻坏的玻璃管或管道。

3．寒冷环境下，进行排污或开启蒸汽
阀门操作时容易发生管道水击现象。

1．开启阀门时，严格按操作规程，加长暖管时间，充分暖管
后再进行全开操作。

1．发生管道水击现象时，应根据水击
现象严重程度进行相关锅炉操作；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4．当安全阀与锅炉之间的连接管较长
或者安全阀排放管内容易积水时，安全
阀可能被冻住，不能及时泄压排汽。
水封管冰冻。

1．安全阀排放管上应在合适位置装设放水管，确保排除管内
积水，寒冷天气时，应对安全阀进行手动排放操作；
2．蒸汽锅炉水封管，放空管应有防冻措施，锅炉停用后应放
尽锅内积水，锅炉启动时应进行暖管，缓慢升温。

1．发现安全阀不能正常排汽，且无法
及时恢复时，应停炉。

5．水泵、风机等设备的轴承润滑冷却
系统可能因冷却水温度低发生冻结、流
量不足导致轴承超温。

1. 注意检查冷却水进出口温度差、压力差，冷却系统需定期
进行反冲洗。

1. 发生轴承超温后要及时采取措施，降
低轴承温度。同时检查轴承振动、发热
情况是否超标，油质是否劣化。

压力容器

1．雪载荷引起容器失稳，造成容器倒
塌或连接管道的断裂。

1．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冰冻严寒防护的物资准备。做好应急
救援预案演练，做好实施带压堵漏的人员和器材的应急准备，
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2．安排安全人员巡视，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做好室外作业人
员的防寒工作；
3．若设计时未考虑雪载荷的，应给设备加盖顶棚。

1．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外泄，
启动应急预案；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2．仪表、液位计等出现冻裂；

3．安全附件失灵。

1．对仪表、液位计等安全附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冰冻，及时清除结冰；

2．给容器或管道进行保温，防止设备冻裂，必要时采取外部缓

慢升温措施，但禁止用明火直接烘烤或采用高强度加热办法。

1．对冰冻的阀门、仪表和管接头用热

水进行解冻。

4．设备因低温发生脆性失效或密封面

泄漏，导致介质外漏，继而引起燃烧、

爆炸或中毒。

1．若发现密封面泄漏的，及时采取适当的堵漏措施；

2．必要时设备停用。

1．采取带压堵漏措施；

2．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外泄，

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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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5．大雪

冰冻

压力容器
5．积雪容易引起高空坠物。 1．及时清除周围高空环境如树木、顶棚等处积雪，防止积雪

压垮。

1．对于积雪的厂房、顶棚，要及时扫

雪除冰，防止坍塌事故导致次生事故的

发生。

6．移动式压力容器车辆打滑。 1．注意行车安全，做好出车前检查工作，冰冻路段使用防滑

链。

1．对已严重打滑并发生次生交通事故

的移动式压力容器走行装置（车辆）要

求暂时停运。

压力管道

1．管道挂冰、积雪载荷作用导致超重。 1．加强管道支撑，防止超重。 1．清除积雪。

2．管道组成件出现冻裂；

3．安全附件失灵。

1．给管道进行保温，防止设备冻裂，必要时采取外部缓慢升

温措施，但禁止使用明火直接烘烤或者采用高强度加热的办

法。

1．对冰冻的阀门、仪表和管接头用热

水进行解冻。

4．高空坠物导致管道压塌、变形破裂。 1．及时清除周围高空环境如树木、顶棚等处积雪，防止积雪

压垮。

1．对于积雪的厂房、顶棚，要及时扫

雪除冰，防止坍塌事故导致次生事故的

发生。

5．管道失稳，导致变形、破裂；

6．管道因低温发生脆性失效；

7．管道因冷缩引起密封面泄漏，导致

介质外漏，继而引起燃烧、爆炸或中毒。

1．若发现泄漏，及时采取适当的堵漏措施；

2．给管道进行保温，减少因管道低温下韧性大幅降低所产生

的脆性失效倾向。

1．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外泄，

启动应急预案；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电梯

1．室外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在踏

板和梯级上积聚雪或冰，导致人员跌到

和滑落的伤害事故；

2．室外的垂直电梯因积雪和结冰，引

起运行受阻而困人；

3．电梯内部结构会产生制动器无法正

常工作、润滑油粘度增加、导线或传输

线因受冷发生断裂、因低温导致机械部

件变形，发生卡阻现象。

1．对室外使用的电梯，在大雪冰冻天气应停止使用；

2．检查电梯应急报警装置的有效性，发现电梯困人应立即进

行科学的救援；

3．对停止使用的电梯应做好严格防止人员进入的措施；

4．加强对制动器、润滑系统、控制系统的检查和维护保养，

确保其安全可靠运行；

5．检查电梯配置的加温装置的性能。

6． 机房温度过低，应增加加温装置。

1．加强日常巡查，检查防止人员进入

的措施可靠性，避免人员误入危险区域

发生意外；

2．防止有风险的电梯强行投入使用；

3．采取必要的清理冰雪措施，防止人

员的跌到、滑落和电梯运行受阻；

4．对电梯进行全面检测，确认合格后，

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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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5．大雪

冰冻

起重机械

1．车轮及制动轮结冰现象；造成车轮

打滑，制动器性能下降；大跨度起重机

行走不同步，造成起重机纠偏装置动

作，严重时，使起重机倾覆；

2．对于易积雪的简易厂房，易发生因

简易厂房坍塌事故继而导致起重机械

次生事故的发生；

3．雨雪冰冻使起重机钢结构发生脆性

破坏，轨道发生低温脆裂或断开，造成

事故；

4．低温使润滑剂粘度增大，降低润滑

效果，加剧设备磨损；

5．低温会使起重机的钢丝绳挠性变差，

容易从滑轮上跳槽或者在卷筒上排列

不齐，从而挤伤钢丝绳或加剧钢丝绳的

磨损；

6．低温使起重机变频器及其它电气元

件故障率大大增加，影响到起重机安

全；

7．在臂架类起重机的拉杆、钢丝绳、

桁架梁结构上结成冰皮、积雪，形成冰

雪载荷，而且会增大起重机迎风面积。

8． 低温易使操作者肢体僵硬，由此导

致误操作。

1．起重机配备雪铲等除冰雪设备和黄沙等防滑物资；

2．易积雪的简易厂房，在冰雪天气来临前应做好厂房加固工

作；

3．经常检查起重机轨道；

4．在低温天气来临时应更换符合使用要求的润滑油；

5．低温天气使用起重机应对起重机的钢丝绳状况注意观察，

防止起重机跳槽和在卷筒上乱绕；

6．低温天气使用起重机，应加强对起重机电气房的保暖，采

用变频控制的，必须在电气房加装空调；

7．低温冰雪天气应尽量避免使用起重机械进行起重作业，如

必须要用，需经单位设备管理部门同意后降载使用。

8． 在司机室内装设取暖设施。

1．修复损坏的电气设备；

2．修复或更换起重机钢结构，无修复

价值或修复成本超过期望值时，应对整

机进行报废处理；

3．更换挠性更好的钢丝绳；

4．冰冻天气使用起重机前，应先清理

轨道和机身上的积雪，去除轨道和制动

轮及起重机上的附冰，同时对起重机进

行整机检查并试验，确认安全后方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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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5．大雪

冰冻

场（厂）

内机动车

辆

1．制动力下降，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制

动力不足或车辆在结冰路面上出现打

滑现象，或在转弯时速度过快出现侧

滑、翻车；

2．冷却水结冰，导致水箱破裂，或因

燃油管路冻住导致车辆不能打火启动。

3．低温易使操作者肢体僵硬，由此导

致误操作。

1．使用对应牌号的燃油和机油，车辆启动前进行预热；

2．每天作业结束后把冷却水放净，正确使用防冻液；

3．对轮胎及刹车加强点检，行车速度严格控制，必要的时候

对轮胎加装防滑装置；

4．尽量不要在结冰的路面上行驶，在积雪路面行驶时尽量不

要急打方向和紧急制动；

5．车辆尽量不在露天过夜。

6．为操作者配置保暖性能良好且较轻薄的防寒工作服，同时

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以避免长时间室外低温环境工作导致冻

伤、误操作等发生。

1．车辆工作前先检查制动力，清除路

面的冰雪；

2．车辆不能启动时可以先解冻油路再

点火启动；

3．对出现的问题查明原因，采取相应

措施，避免同类问题重复出现。

大型游乐

设施

1．气管冷缩、导致气管破裂；

2．油温过低导致故障报警；

3．液压系统启动困难，各轮轴轴承温

度过低出现故障报警，运行速度慢；

4．轮胎打滑无法启动设备；

5．气动系统或设备水箱水管容易冰冻

爆裂；

6．制动、摩擦驱动、转动轮系失效。

1．检查控制电缆沿线、设备连接及气压液压装置情况；

2．提前更换老化、冰冻气管，将空压机水、气放掉，将水箱

水管水排干，运行时注水；

3．使用加热器升温，自然升温，热机后运行；

4．开机前除雪、除冰；

5．清除裹冰积雪，使制动、驱动装置工作正常；

6．严重冰冻时应停止运行。

1．停机更换气管，加强点检和监护运

行；

2．停机增温；

3．停机除雪除冻，多进行试机运行；

4．更换破裂水管、水箱；

5．进行全面检查，对受雨雪冰冻影响

的设备进行重点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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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客运索道

1．钢丝绳结冰、轮衬打滑；

2．冰冻气候抱索器蓄能器密封不良导

致吊箱抱索力下降；

3．设备及线路易短路；

4．树木积雪压靠架设在树林中的控制

电缆；

5．严重结冰可能损坏轮衬，引发脱索；

6．支架筒体内结冰 。

1．冬季检查抱索器蓄能器密封情况，严防进水；

2．检查控制电缆沿线及设备连接情况；

3．设置支架筒体排水孔；

4．设置防滑警示标志，除冰、扫雪；

5．有条件的吊厢移至室内；

6．停止运行。

1、 1．开机先低速运行，消除钢缆和托压

索轮上积雪和结冰，如出现问题及时停

车；

2．清理索道范围内的积雪、结冰；清

除靠压控制电缆的积雪和树木；

3．待雪、冰清理后检查设备，正常后

低速空转试运行；

4．更换老化损坏的电缆。

6．火灾 锅炉

1．火灾引燃存放的锅炉燃料以及有机

热载体锅炉其介质具有可燃性，造成更

严重的二次灾害；

2．火灾造成锅炉的自动控制装置或辅

机失灵，无法监控锅炉运行情况及控制

锅炉运行，引起锅炉事故发生；

3．高温导致其强度降低甚至材质劣化。

4．安全附件失效；

1．存放燃料应符合消防要求；

2．操作人员应该熟悉逃生路线；

3．锅炉房内应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

4．按要求配备吹灰和灭火装置。

5．检查安全附件是否完好

1．发生火灾，拨打 119电话，早期应尽

快灭火；

2．火势较大时，通知他人逃生，并尽

快停炉，切断电源及燃料源；

3．热载体锅炉发生火灾时，应关闭管

道阀门，采用筑堤围栏或者挖导流沟等

措施拦截易燃液体，尽量把火势限制在

一定范围内；

4.灭火后未能及时进行炉膛吹扫的应当

尽快实施补充吹扫，不应当向已经熄火

停炉的锅炉炉膛内供应燃料；

5．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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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6．火灾

压力容器

1．高温导致材料强度降低甚至材质劣

化；

2．对液化气体介质的可能发生超温超

压，直至爆炸（包括气体储罐）；

3．因有毒介质外排，导致附近人员中

毒；

4．基础失稳，致使设备开裂、泄漏、

起火、爆炸、中毒等；

5．安全附件失效；

6．房屋倒塌。

1．制定严格的进厂，动火制度，并定期安全培训，严格执行；

2．易燃易爆介质区域尽量避免产生静电、明火等点火源；

3．配备可燃易燃介质浓度报警仪，作业时对可燃气体进行测

量；

4．检查安全附件是否完好

1．火灾发生立即断电，停机，打 119
报警，组织灭火；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压力管道

1．温度升高引起超压、受热变形、材

料强度降低甚至材质劣化；

2．管道失稳，开裂、泄漏，从而引起

爆炸、中毒；

3．安全附件失效。

1．制定严格的进厂，动火制度，并定期安全培训，严格执行；

2．易燃易爆介质压力管道区域尽量避免产生静电、明火等点

火源；

3．配备可燃易燃介质浓度报警仪，作业时对可燃气体进行测量；

4．检查安全附件是否完好。检查阀门启闭是否正常。

1．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

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

入使用。

电梯

1．含有电子元器件的控制板被烧毁；

2．机械部件被烧毁或发生变形；

3．电气绝缘被损坏，导线发生粘连；

4．因以上原因发生电梯困人事故或导

致被困人员由于烟道效应发生窒息。

1．进行必要的火灾逃生演练，明确火灾情况下严禁使用电梯；

2．如果电梯前室作为逃生通道的必经之路，应确保足够的安

全照明以及电梯层门可靠闭合；

3．根据相关建筑标准，在必要隔离处采取阻燃材料的隔离装

置，如安全门、消防门。

1．火灾发生后停用电梯，从应急通道

撤离，打 119呼叫援助，组织灭火和救

援；

2．对受损部件进行维修或改造，如无

维修、改造价值应报废或重新安装；

3．经电梯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后，电梯

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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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6．火灾

起重机械

1．设备烧毁。 1．禁止在司机室电暖器上烘干物品，禁止在司机室抽烟，禁

止在司机室用电炉烧煮食物；

2．破损的电线电缆和电气元件应及时更换，禁止超载使用起

重机；

3．司机室和电气房摆放灭火器；定期检查，减少火灾隐患；

4．大型起重机机房内放置的润滑油和布置的集中润滑系统应

有防火措施。

1．火灾发生时，司机应立即关掉电源，

呼叫援助，并用起重机上的灭火器材扑

救，当火灾不可控时应迅速撤离起重

机，严禁从起重机上直接跳下，以免造

成更大的伤害；

2．修复或更换损坏的起重机；

3．对起重机进行应力测试，确保起重

机的强度和刚度处于正常使用值；

4．对起重机进行整机性能试验，确认

安全后才可继续使用。

场（厂）

内机动车

辆

1．车辆烧毁。 1．平时对车辆注意检查，防止漏油；

2．配备灭火器，及时对失效的灭火器进行更新；

3．停车时尽量避免停靠在易燃物附近，车辆检修时切勿将可

燃物遗弃在发动机附件上。

1．车辆烧毁及时修复，如无修复价值

应报废；

2．车辆在运行过程发生火灾，司机应

立即停车灭火；

3．若火灾不能控制或蔓延到其他车辆

或建筑物，应立即呼叫救援。

大型游乐

设施

1．设备变形、烧毁、基础破坏，线路

损毁；

2．设备无法启动；

3．控制室及液压系统等火灾，设备受

损停运，乘客滞留空中。

1．检查容易引起高温的部件，做好降温处理；

2．定期检查保养，保存好易燃易爆物品，保持设备完好，消

除线路老化和电器接触不良等自身失火隐患；

3．密闭车厢及设施周围禁烟，防止烟蒂引发火灾和车厢失火；

4．配备充足消防器具，落实消防措施，演练应急救援，加强

员工培训，及时扑灭初期火灾。

1．火灾发生时停运、疏散游客；拨打

119 呼叫援助，组织灭火；并采取应急

运行撤回滞留乘客--辅机撤回滞留乘客

--实施救援；

2．全面检查设备受损情况，评估设备

安全性能，维修受损的部件；

3．分析火灾原因，杜绝隐患；

4．重大维修应按法规规范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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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客运索道

1．森林火灾；

2．设备烧毁、基础破坏；

3．站内火灾设备受损停运，乘客滞留

空中。

1．定期清理防火带；

2．支架沿线配备一定数量的灭火器材；

3．定期检查保养，保持设备完好，消除线路老化和电器接触

不良等自身失火隐患；

4．密闭车厢及禁烟，防止烟蒂引发森林火灾和车厢失火；

5．配备充足消防器材，加强员工培训，及时扑灭初期火灾。

1．遇火灾时停运、疏散游客；采取紧

急断电灭火措施，拨打 119呼叫援助，

同时安抚乘客。灭火后检查设备并采取

应急运行撤回滞留乘客--辅机撤回滞留

乘客--实施救援；

2．全面检查线路、支架有无变形；

3．清理设备及沿线易燃物；

4．分析火灾原因，杜绝隐患；

5．检查评估设备完好情况，维修受损

的部件；

6．重大维修应按法规规范要求进行。

锅炉

1．处于电站锅炉高台上的操作人员可

能坠落，锅炉旁边操作人员可能被锅炉

上的坠物砸中。

1．高台处操作人员应熟悉逃生路线，地震发生时尽快转移至

较安全处。

2．锅炉采用抗震设计。

1．遇到地震时，应紧急停炉切断电源

和燃料供给。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及相

关设施应进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

状况后再投入使用。
2．锅炉的连接管道、主蒸汽管道可能

被高处坠落的重物砸中，造成爆炸或者

漏汽。

1．电站锅炉巡检时，如发现固定不牢的零件或杂物应及时固

定或清理；

2．紧急停炉，应按照紧急停炉操作规程进行。

3．安全附件（安全阀、爆破片、压力

表、液面计）损坏或失灵

1．加强对安全附件（安全阀、爆破片、压力表、液面计）的

日常巡查，确保一直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1．安全附件必须经全面检验，确定完

好或者更换后再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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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7．地震

压力容器

1．容器本体变形、损伤；
2．容器与管道连接的各管口变形、扭
曲、断裂、泄漏；
3．安全附件（安全阀、爆破片、压力
表、液面计）损坏或失灵；
4．保温（保冷、绝热）层破损；
5．地脚螺栓松动、弯曲或断裂；
6．基础沉降、倾斜；
7．介质外漏，继而引起燃烧爆炸或中
毒。

1．做好日常防震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2．大型压力容器（包括塔类容器）采用抗震设计；严格按规

范安装压力容器，保证压力容器基础牢固，能抵御地震的袭击；

3．安排安全人员巡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对厂内罩棚、脚

手架、立柱等薄弱部位进行加固；

4．定期检查配备的发电机或发电机组能正常运转；

5．加强对安全附件（安全阀、爆破片、压力表、液面计）的

日常巡查，确保一直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1．地震时紧急停用所有设备，快速关

闭进出口阀门，切断电源，人员撤离至

空旷地带；

2．受地震影响已经损毁或严重损坏，

且可能发生次生险情的，应当尽快报告

政府，组织相关力量排除危险状况;
3．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及相

关设施应进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

状况后再投入使用。

压力管道

1．地震波形成管道（含阀门、法兰、
膨胀节、支吊架、保温层等）变形、扭
曲、塌陷、开裂、泄漏；
2．地震断层错动引起的地表开裂或砂
土液化引起的侧向位移、滑坡、崩塌等
地质灾害形成管道断裂、开裂、扭曲、
密封面失效等；
3．安全附件（安全阀、爆破片、压力
表、液面计）损坏或失灵；
4．介质外漏，继而引起燃烧爆炸或中
毒。

1．压力管道采用抗震设计，使管道具有足够的柔性，采用抗

震性好的材料和焊接结构；

2．检查阀门启闭状态是否完好，一旦出现问题应能及时切断

管内介质，防止次生事故；

1．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压力管道

及相关设施应进行全面检验，确定设备

安全状况后再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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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7．地震

电梯

1．轿厢和对重脱离导轨或产生卡阻；

2．曳引钢丝绳脱槽；

3．轿厢与对重发生撞击，导致轿厢变

形；

4．对重铁脱离对重架，导致对重块坠

落；

5．主机移位，井道变形；

6．因以上原因发生电梯困人事故或导

致人员无法逃生。

1．定期进行地震逃生演练，明确在地震逃生中不应使用电梯

作为逃生工具；

2．对重应穿入对重框架中轴中，确保对重压板压紧防护；

3．检查曳引钢丝绳挡绳装置的尺寸与位置，确认曳引机固定

状况牢固；

4．在地震多发地区，应在设计、安装电梯前进行相应的核算，

必要时安装具有特殊抗震能力的电梯。

1．地震后应对电梯和井道进行全面检

查；

2．对损坏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如无

维修、改造价值应报废或重新安装。对

电梯进行全面检测，确认合格后，方可

投入使用；

3．检查并对电梯整体尺寸进行调整；

4．经电梯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后，电梯

方可投入使用。

起重机械

1．起重机在地震中倾覆、坍塌；

2．地震可能造成起重机金属结构损坏，

整机失去结构稳定性；

3．地震导致工厂厂房结构坍塌，对室

内起重机造成损伤；

4．地震可能对起重机轨道和基础造成

损伤。

1．制定起重机地震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2．如果地震能够被提前预报，应在地震前对起重机进行加固，

防止晃动；

3．当地震发生时，正在工作的起重机操作人员应当立即鸣响

警铃，并且将吊起的载荷立即放到下方无人的空旷地点。撤离

前地面工作人员应当立即切断起重机的供电电源；

4．在设备采购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设备抗地震等级；

5．发生地震时，远离起重机，以免二次灾害和余震灾害。

1．修复或更换损坏的起重机；

2．震后使用前应把经过加固的起重机

恢复到正常状态；

3．震后对起重机焊缝进行全面检查、修复；

4．应对起重机的基础承载能力进行评

估，满足要求后方可进行整机测试；

5．对起重机进行整机性能试验，确认

安全后才可继续使用。

场（厂）

内机动车

辆

1．地震为突发自然灾害，地震来临时正在

作业的车辆易发生倾覆、陷入地面、被倒

塌墙体或建筑物掩埋等事故，造成设备人

员损失。

1．地震发生时，正在作业的车辆应迅速就地停车，作业人员

迅速撤离。

1．震后对受损的车辆进行修复，无修

复价值的车辆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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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

灾害模式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7．地震

大型游乐

设施

1．设备基础移位或部分基础塌陷；

2．钢结构损坏、变形；

3．物体从高处坠落；

4．设备功能损坏失效；

5．乘客滞留空中。

1．加强设备基础检查；

2．疏散游客，针对设施或等候区的游客第一时间疏散到安全

地带；

3．加强设备、建筑物抗震能力；

4．发生地震立即停车，震后检查设备情况，乘客滞留空中，

采取应急运行撤回线路滞留乘客--实施救援；

5．设备严重损坏，公园不能有效组织救援工作时，按应急预

案要求，请求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救援。

1．对设备基础进行校准；

2．对公园内设备各种隐患进行排查；

3．全面检查园内设施钢结构、电气系

统、动力系统、安全及保护装置等；

4．对园内设施受损情况及安全性能进

行评估，并进行全面的维护保养；

5．修复或更换损坏的部件；

6．重大维修应按法规规范要求进行。

客运索道

1．支架及钢结构变形、站房开裂；

2．物体从高处坠落；

3．支架歪斜，设备损坏；

4．钢丝绳脱索；

5、乘客滞留空中。

1．事前及时停止运行；

2．加强建筑抗震强度；

3．定期检查支架地基及锈蚀情况，清理可能坠落物；

4、发生地震立即停车，震后检查支架和设备情况，乘客滞留

空中，采取应急运行撤回线路滞留乘客--实施救援；

5、设备严重损坏，索道站不能有效组织救援工作时，按应急

预案要求，请求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救援。

1．震后运行前排查各隐患，检查支架地基、

钢结构是否受损，高处设备是否牢固，确

保一切正常后才能恢复运行；

2．全面检查设备供电、控制系统、线

路托压索轮、钢丝绳及站房、支架基础，

评估受损情况；

3．维修受损的部件；

4．重大维修应按法规规范要求进行。

*台风引起的洪涝见暴雨洪涝灾害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