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公司液化气罐区（重大危险源）G-415 泄漏、火灾、

人身伤害及防水体污染应急救援演练总结评估报告 
 

为深刻吸取液化气泄漏火灾爆炸事故教训，发现应急预案、

应急组织、应急人员、应急机制、应急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

不足，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总结演练中好的做法和主要优点等，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对公司6月27日举行的

应急救援演练进行总结评估。 

一、演练基本情况 

2024 年 6 月 27 日 10 时 30 分，风向西南，济南炼化公司在

储运部重大危险源罐区（液化气）举行了液化气泄漏火灾、人身

伤害及防水体污染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事故模拟储运部液化气罐区 Q－415 罐根部阀前法兰（无法

通过关阀切断）泄漏起火，有一人受伤，巡检人员立即向储运部

控制室报警，启动现场处置方案。 

注水设施电缆烧坏无法注水，事态扩大，公司接到报警后，

启动企业级应急预案。公司成立现场指挥部，前方现场职能组到

达现场，从人员抢救、工艺处置、现场灭火、设备抢修、废水收

集、防水体污染系统的启用、新闻发布等方面进行演练。 

后方处置组，在生产指挥控制中心 1 楼会议室集中，从善后

处置、车辆安排、通讯保障、应急上报等方面进行演练。 

10 时 30 分整，演练开始，操作人员发现险情，现场确认后

向 119、120 及应急指挥中心应急值班报警，运行部启动现场处

置方案，两名人员佩戴空气呼吸器进行伤员救治；两名操作工携

带防爆工具，佩戴空气呼吸器进行工艺处置；拟启动注水系统（线



缆烧坏无法启动），开 Q-415周边的消防水炮进行扑救冷却、打

开球罐喷淋；两名操作工携带便携式报警仪，划定警戒范围，拉

好警戒绳进行人员疏散和现场警戒，杜绝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警

戒区。 

10时33分，消防队、调度应急值班室、协议医院分别接到报

警。随后，救援车辆赶到事发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启动公司

火灾爆炸、重大危险源专项及人身伤害应急预案，抢救伤员，消

防车辆站位出水，对着火设备进行扑救，对相邻设备进行冷却，

防止事故扩大，各职能组成员也陆续到达现场，演练全面展开，

10时55分左右，综合演习全部结束。 

现场演习结束后，公司领导、各功能组组长对这次演练进行

了总结点评。  

二、演练评估过程 

安排安全环保部管理人员为演练评估人员，根据《实战演练

实施情况评估表》，对评估人员进行培训，演练开始后，演练评

估人员到达指定岗位，通过观察、记录和收集演练信息和相关数

据、信息和资料，观察演练实施及进展、参演人员表现等情况，

发现演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演练情况分析 

1.事故发生后，储运部员工报警准确，现场处置方案启动及

时，动作规范、劳保着装符合实际、现场处置步骤正确。  

2.消防队从接警出动至到达事发地用时 3 分钟，符合要求，

现场指挥部初期选位得当，消防车站位准确，出水冷却着火及相

邻罐体，车辆出动合理，高喷车、自动消防水炮操控准确，火灾

扑救控制方法得当。 



3.指挥中心成员、现场职能组能按时（15 分钟内）到达事发

现场，及时向现场总指挥报到，各职能组能够按照各自的职责和

程序合理安排本职能组工作。 

工艺处置组：储运部联系上游单位停止收料，打通物料转移

流程，将 Q-415物料疏导至低瓦紧急放空，总体协调得当，措施

有效正确。 

设备抢修组及时调集了抢修人员和设备，在个体防护到位、

工具到位、时机恰当情况下进行抢险。 

环境污染处置组到达及时，组织制定环境应急监测方案，在

液态烃罐区周边布点开展大气、污水监测，对污染物的扩散和污

染趋势进行预测预警，及时通报或疏散可能受伤害的单位和居

民，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防止发生次生、

衍生事件。同时，在液态烃罐区围堰外西北处用沙袋进行控制封

堵，将事故污水收集引入水体防污染系统。 

综合保障组到达及时，16台对讲机及时带到并分发使用。 

治安保卫组及时调集人员对事故现场周边进行交通控制，并

对警戒区内无关人员进行了疏散。 

启动公司人身伤害应急预案，将受伤人员用担架向东南抬至

安全区域，进行紧急抢救，伤员救治及时，120 救护车到达后送

至医院救治。 

着装方面，消防战斗员戴消防头盔，穿消防员隔热防护服、

灭火防护靴、消防手套、正压空呼器。其它进入现场救援人员，

应急处置时佩戴正压空呼器。 

4.通过本次演练，也发现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演练人员进入状态较慢。 



②部分救援车辆停放位置不当。 

四、改进意见及要求 

上述问题，反映了部分人员对风向改变带来的风险认识不

足，要求做好以下工作。 

1.提高安全应急意识，快速进入应急状态。点评会上已重点

点评，完成整改。 

2.救援车辆停放不得影响其他救援车辆通行。已进行点评并

当场整改。 

五、评估结论 

本次演练，是一次近似实战的应急救援演练，反映了公司在

应急准备、应急启动、应急响应、应急保障等环节的实际应急能

力，演练环节虽然发现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从整个演

练效果看，公司的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和突发水体环境污染事件专项应急预案适宜性比较好，无

需对预案进行修改，只是演练时个别细节需要完善和强化。 

 

 

 

 



 

 

 

 

 

 

 

 

 

 

 

 

安全环保部整理 

 2024 年 6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