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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我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依法、迅

速、科学、有序应对我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防范城镇燃气

安全事故的发生和升级，提高应对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降低财产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和公共安全，促进燃气事业健康发展编制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 6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修正，2021年 9月 1日

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公布，2007 年 11月 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三十六号，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

（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

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8〕1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3〕101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

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3〕1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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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3 号）

（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708 号）

（10）《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666号，2016年 2月 6日修订）

（1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反恐办关于印发〈城镇

燃气行业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的通知》（建城〔2016〕203

号）

（1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2 号）

（13）《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2016 年 12月 2日福

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

过，2017年 3月 1日起施行）

（14）《福建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2018 年 1 月 23

日省人民政府第 121次常务会议通过，2018年 7月 1日起施

行）

（15）《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2002 年 9月 27日福

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7年 9月 27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修订，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2 年 3 月

29 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修改）

https://baike.so.com/doc/6746865-6961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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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福建省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闽政办

〔2015〕132号）

（17）《福建省城市供气系统重大事故应急预案》（闽

建城〔2008〕62号）

（18）《泉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泉政文

〔2006〕388号）

（19）《泉州市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泉政办

〔2020〕38号）

1.3 工作原则

（1）坚持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弘扬生命至上思想，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

为首要任务，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首要原则，切实加强

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程度地降低事故风险，减少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影响及对环境的危害，

防止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

（2）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

导下，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全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的应急救

援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职责和权限，分级负责城镇燃气安

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3）坚持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建立健全快速反应、

协同应对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合作，密

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4）坚持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贯彻落实“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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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预防与应急相结合。

将日常管理工作和应急救援工作相结合，按照长期准备、重

点建设的要求，做好应对事故的思想准备、预案准备、物资

和经费准备、工作准备，加强培训演练，做到常备不懈。

（5）坚持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遵循科学原理，充分

发挥专家和专业队伍的作用，实现科学民主决策。依靠科技

进步，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的装备、设施和手段。依法

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泉州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燃气行业发生下

列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1）适用于城镇燃气生产、储存、输配、经营、使用

等环节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以及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

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衍生的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2）适用于泉州市区所有级别和泉州地区较大及以上

城镇燃气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3）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生产和进口，液化石油气

的槽车（船）运输，城市门站以外的天然气管道输送，燃气

作为工业生产原料的使用，沼气、秸秆气的生产和使用以及

工业企业为生产、生活配套的自用燃气设施的建设及其运行

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不适用本预案。

1.5 预案体系

（1）本预案属于《泉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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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处置城镇燃气行业安全事故的专项应急预案。

（2）本预案与福建省级的燃气事故应急预案具有衔接、

联动的关系。福建省级应急预案启动时，本预案服从福建省

级预案，泉州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配合福建

省应急指挥机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

商投资区管委会制定的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与本

预案衔接，在本预案启动后，各地应配合泉州市应急指挥机

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各燃气企业制定的生产安全应急预案应与本预案

衔接，在本预案启动后，各燃气企业应配合泉州市应急指挥

机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6 事故分级

按照事故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

的分级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城镇燃气安全事故、重大城

镇燃气安全事故、较大城镇燃气安全事故、一般城镇燃气安

全事故四个级别。

1.6.1 特别重大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在城镇燃气行业发

生的火灾、爆炸、泄漏等事故灾难，已经严重危及周边社区、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 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下同）、

或 100人以上重伤、或 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社会影

响特别重大，事故态势发展特别严重的。

1.6.2 重大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在城镇燃气行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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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爆炸、泄漏等事故灾难，已经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 10人以上 30人以下死亡、或 50人以

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的。

1.6.3 较大燃气安全事故：在城镇燃气行业发生的火灾、

爆炸、泄漏等事故灾难，已经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上 50 人

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或较大社会影响的。

1.6.4 一般燃气安全事故：在城镇燃气行业发生的火灾、

爆炸、泄漏等事故灾难，已经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或一定社会影响的。

上述内容中涉及数字或等级的，以上为含本数，以下不

含本数。

上述内容中所称的“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

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

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

2 城镇燃气行业风险概述

2.1 风险辨识

2.1.1 泉州市城镇燃气行业概况

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已广泛使用于泉州市辖区内工业

生产、商业经营和居民生活等领域，与泉州市城市发展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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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泉州市城镇燃气行业中主要涉及液化石油气供应基地

（储配站、储存站）35 家（其中 1 家停业），储罐总容积

66175 m3；液化天然气气化站 7座，天然气门站 5座，天然

气调压站 9 座，天然气加气站 10 座。天然气高压、次高压

管道约 152.8公里，天然气中低压管道网约 6000公里。天然

气门站设计日供气量合计 2388万 Nm3，储气能力合计 171.4

万 Nm3，形成较完善的天然气供气输配系统。（注：以上数

据统计时间为 2022年 8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二十二条之规

定，泉州市城镇燃气行业中涉及的 35 家液化石油气供应基

地，7座液化天然气气化站，5座天然气门站，9座天然气调

压站，10座天然气加气站均为安全防范目标。

2.1.2 危险有害因素和事故类型

根据《泉州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天然气、液化

石油气属于易燃、易爆气体，在生产、储存、输配、经营、

使用等环节可能导致燃气事故的发生。综合分析国内外燃气

事故案例，安全管理不善、违章作业、燃气使用方法不当、

燃气设备设施故障、第三方损坏燃气设施以及台风、雷击等

自然灾害影响是导致发生燃气泄漏、火灾事故、爆炸事故等

的主要原因。城镇燃气事故往往会引发其他突发事件，呈现

连锁性、复杂性和放大性的特点。泉州市城镇燃气行业主要

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为：泄漏、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

毒和窒息、触电、车辆伤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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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事故后果及影响程度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一旦发生泄漏引发火灾、爆炸、容

器爆炸等事故，将对周边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周边环境

造成重大危害，这将威胁城市公共安全及社会和谐稳定，造

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2.3 风险等级

参照《泉州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可知，市城镇燃

气行业涉及燃气场站风险分级情况见下表 2-1、表 2-2 和表

2-3。
表 2-1液化石油气场站风险分级情况表

序号 风险源名称 类型 重大危险源级别 风险等级

1 泉州华星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存站
一级

重大风险
（红色）

2 福建华星石化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存站
一级

重大风险
（红色）

3 泉州昭商石化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二级

重大风险
（红色）

4
福建省晋江厦华石化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三级

重大风险
（红色）

5
泉州市泉港大地石化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三级

较大风险
（橙色）

6 石狮市博江煤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三级

较大风险
（橙色）

7 泉州惠晟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三级

较大风险
（橙色）

8
福建省安溪县源丰液化气

发展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三级

较大风险
（橙色）

9
泉州市泉港大晟燃气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四级

较大风险
（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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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风险源名称 类型 重大危险源级别 风险等级

10
惠安县新宏星液化气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四级

较大风险
（橙色）

11 德化县物资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四级

较大风险
（橙色）

12
福建省晋江市锦马液化石

油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四级

一般风险
（黄色）

13
福建省安溪县聚源燃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四级

一般风险
（黄色）

14
泉州鲤城金源液化气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5
泉州泉港泽川液化气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6
泉州泉港鑫港液化气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7
晋江市深沪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8 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玉湖

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9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辉耀液

化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0
福建省晋江市恒盛液化石

油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1
福建省晋江福埔液化气供

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2 泉州市百源液化气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3
石狮市丰沧液化气有限公

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4
福建省南安市福联液化石

油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5
南安市鸿江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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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风险源名称 类型 重大危险源级别 风险等级

26
南安市诗山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7
南安市东区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8
南安市东方液化石油 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9
南安市官桥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30
南安市鑫源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31
泉州新鸿都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32
南安市维新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33 永春县桃城液化气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34
福建省永春兴盛燃气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35
泉州润闽液化石油气有限

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储配站
已停业

/

表 2-2天然气场站风险分级情况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重大危险源级别 风险等级

1 泉州门站（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气

化站和门站
三级

重大风险
（红色）

2 德化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

气化站

三级
重大风险
（红色）

3 晋江储配站 四级
重大风险
（红色）

4 安溪南翼新城 LNG 储配站 四级
重大风险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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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类型 重大危险源级别 风险等级

5 永春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

气化站

四级
重大风险
（红色）

6 苏坑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7 普莲储配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8 霞美门站

天然气门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9 晋江门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10 水头门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11 惠安门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12 泉港门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13 罗山调压站

天然气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4 紫帽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5 石狮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6 内坑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7 水头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8 泉惠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19 中化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20 泉港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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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类型 重大危险源级别 风险等级

21 宝洋调压站 天然气调压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表 2-3天然气加气站风险分级情况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重大危险源级别 风险等级

1 惠安惠兴加气站

天然气加气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2 丰泽北峰加气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3 鲤城展览城加气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较大风险
（橙色）

4 晋江陆地港加气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5 美旗城加气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6 丰泽城东加油加气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7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

有限公司泉州朋山加油

站

加油和天然气

加气合建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一般风险
（黄色）

8 丰泽东星加气站

天然气加气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低风险

（蓝色）

9 石狮狮城大道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低风险
（蓝色）

10 石狮北环路加气站 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低风险
（蓝色）

3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主要职责

3.1 应急指挥机构

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市应

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和成员单位组成，下设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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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市应急指挥部可根据事故抢险需要决定是否成立现

场指挥部。

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城镇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工

作的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城市管理局局长、市应急管

理局局长、市公安局分管领导担任。成员单位由市委宣传部、

市委网信办、市城市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生态

环境局、市民政局、市气象局、市商务局、市水利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等燃气供应单

位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

区管委会组成。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城市管理局，办

公室主任由市城市管理局分管副局长担任。

3.2 市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

（1）组织领导全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发布应急救援命令；全市范围内紧急调用各类应急力量、物

资和设备，必要时协调军队、武警参加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根据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发生情况，统一部署有关

应急工作的实施工作，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并对应急

救援工作发生的意外情况，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3）协调、解决城镇燃气安全事故救援过程中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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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上级预案启动时，按照上级指挥部的指示开展救

援工作。

（5）负责指导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3.3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利用各种信息报送途径，及时掌握、分析全市城

镇燃气安全事故信息，提出处置建议报市应急指挥部。

（2）协助总指挥进行紧急状态下各成员单位和应急小

组间的联络、协调等工作。

（3）及时提供事故灾难及救援的相关信息，按要求上

报事故抢险救援情况。

3.4 主要成员单位职责

（1）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

工作；负责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联络和协调，及时

向市政府、市应急指挥部和省城镇燃气行业安全主管部门报

告事故和应急救援情况；负责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的组织编制、修订和综合管理；负责督促、指导各地和

相关单位编制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负责建立泉州地区城

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根据市政府的授权，参与

或牵头组织城镇燃气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2）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城镇

燃气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牵头组织相关事故的调

查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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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公安局：负责事故危险区域的警戒和道路交通

管制，配合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做好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

撤离；参与事故调查和证据收集，配合核实事故伤亡人员的

身份；根据事故的情况，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采

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犯罪嫌疑人逃匿的，迅速追捕归案。

（4）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控制和扑灭火灾，控

制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泄漏的事故现场；负责伤员的搜救，

参与事故现场的清理和有毒物质的洗消。

（5）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督促、指导、协调事发地政

府开展事故现场环境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周边大气、水环境

污染物的环境应急监测；负责对事故得到控制后现场遗留环

境污染物进行监测，负责督促、指导、协调有关单位的环境

污染物后续处置，直至符合环境质量标准。

（6）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确定市级救治定点医院，加

强医护人员培训，指导市、县定点医院做好医疗救治准备；

负责指导事故现场的医疗救治和伤员转运，必要时做好急救

力量的支援调配；协调指导事发地政府（管委会）组织开展

卫生防疫工作。

（7）市交通运输局：根据职责，配合做好所辖区域道

路运输城镇燃气安全事故的应急抢险工作；负责城镇燃气事

故应急救援所需运力保障；组织做好城镇燃气事故中人员转

移运送、应急救援物资的道路和内河水上运输保障工作；参

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16

（8）市民政局：负责指导各地对因城镇燃气安全事故

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且符合条件的家庭给予临

时救助；负责指导各地对遇难人员遗体的处置。

（9）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特种设备事故灾难应急

工作；提出事故现场特种设备的处置方案；负责监督抢救伤

员所需药品、医疗器械的质量；参与相关燃气安全事故的调

查处理工作。

（10）市气象局：负责为事故现场提供周边站点风向、

风速，温度、气压、湿度、雨量等气象资料，组织专业人员

预测事故现场周边未来气象条件；参与雷电引起的爆炸、火

灾、人员伤亡等事故的调查、鉴定和评估。

（11）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燃气事故中相关建设

工程、建筑物的应急救援并提供技术支持；负责组织对燃气

事故中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和鉴定；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处

理工作。

（12）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配合有关单位和企业开

展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及时提供相关企业基本情况，负责应

急救援有关物资组织与保障；负责组织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的

生产和调运。

（13）市水利局：负责指导燃气事故现场周边水系水资

源调度。

（14）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燃气事故现场测绘工

作，根据抢险的需要提供事发地的区域地形图、所辖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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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及地下基础设施等相关资料。

（15）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将全市安全生产发展

规划目标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根据市级救灾物

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市级救

灾物资的采购、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市应急管理局

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

（16）市财政局：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为燃气安全事

故防治、应急演练和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17）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指导新闻单位对较大以上

及有一定影响燃气安全事故的宣传报道工作；负责指导、组

织协调有关新闻发布工作。

（18）市委网信办：统筹指导、协调督促有关地方和部

门做好安全事故相关网络舆情监测通报、分析研判和协调处

置工作。

（19）市商务局：参与组织协调商贸流通行业领域事故

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

（20）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电信、移

动、联通及铁塔公司做好事故现场的通信保障工作。

（21）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

投资区管委会：负责燃气安全事故的前期处置工作，配合市

应急指挥部做好本辖区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工作。

（22）其他有关部门：服从市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配

合做好事故的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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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等供气单位：负责事故应急

救援所需的应急物资及城镇燃气保障工作；第一时间调集公

司燃气专业应急处置队伍参与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3.5 现场指挥部构成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原则。现

场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和专业处置工作组的负责人及

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专家组负责人组成。

现场总指挥一般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或由市应急指挥部

委派有关负责同志担任。现场副总指挥由市城市管理局局

长、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市公安局分管领导、事发地县级政

府（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3.6 现场指挥部职责

在市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救援方案的确定和实

施；组织、协调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指挥、调动所有

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

事态及救援情况；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参加

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部统一

指挥。与事故有关的各部门（单位），应当主动向现场指挥

部和参与事故处置的有关部门（单位）提供与应急处置有关

的信息资料，为实施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3.7 专业处置工作组及职责

（1）综合协调组：由市城市管理局牵头，组长由市城

市管理局分管负责人担任，市应急管理局、事发地县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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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配合成立。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等

为组员，负责较大及以上燃气事故灾难综合协调工作；通知、

联络市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

现场；组织召开事故应急救援现场会议，协调各专业处置组

的抢险救援工作；按规定程序及时向省政府（省政府安委会、

省应急管理厅）及市委、市政府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工作情况。

（2）安全警戒组：市公安局牵头，以属地公安机关为

主，组长由属地公安机关分管负责人担任。负责现场警戒、

秩序维护、交通疏导及伤亡人员身份确认等工作，配合属地

政府（管委会）做好群众疏散工作。

（3）现场救援组：由市消防救援支队及市城市管理局、

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

会），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等燃气供气单位和其他有关专业

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力量配合成立，组长由泉州市消防

救援支队负责人担任。负责组织协调消防以及其他专业抢险

队伍进行抢险救援 。

（4）医疗救护组：以属地卫健部门为主，市卫健委、

市市场监管局、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协助配合，组长

由属地卫健部门分管领导担任。负责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和专

家对事故受伤人员实施医疗救治。市卫健委做好伤员救治的

统筹、协调和支援。

（5）环境保护组：以市生态环境局为主，事发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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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配合，组长由市生态环境局分管负责人担任。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等为组员，负责及时测定事故

现场环境污染物的成分和程度；对可能存在较长环境影响的

区域发出警告，提出控制措施并进行监测；事故得到控制后

监督现场遗留环境污染物的消除。

（6）后勤保障组：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市应急管

理局为主，组长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市交通运输局分管负

责人担任。负责组织协调落实物资保障和抢险救援运输等工

作。

（7）舆情导控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城市管理局、

市应急管理局、市委网信办、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和事发

地政府（管委会）等部门配合，组长由市委宣传部分管负责

人担任。指导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的信息发布工作

和网络舆情的监控。

（8）事故调查组：根据事故情况依法组成。负责事故

的调查处理工作或配合上级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工作。

（9）善后处理组：以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和事

故单位为主，组长由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人

担任，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配合，负责事故的各

项善后工作。

3.8 燃气企业的应急职责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本企业（单位）应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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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与上位预案进行衔接，组建本企业专（兼）职应急救

援队伍。对燃气用户开展应急知识宣传，及时向有关部门预

警和报告突发事件情况。事件发生后开展燃气安全事故先期

应急处置，听从指挥，协助有关部门实施抢险救援。

3.9 专家技术组职责

由省、市城镇燃气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等方面的专家组

成（名单见附件 7），组长由市城市管理局安全生产与燃气

管理科室负责人担任。负责参加指挥部统一组织的活动及专

题研究；为应急抢险指挥调度等重大决策提供指导与建议；

协助制定应急抢险方案，对燃气突发事故的发生和发展趋

势、抢险救援方案、应急处置方法、灾害损失和恢复方案等

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4 预防

4.1 日常预防工作

各级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应指导本辖区内

抢险应急组织及抢险应急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掌握本地区应

急工作力量和应急储备物资，时刻做好应对城镇燃气安全事

故的应急准备。各燃气企业应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的原则，定期检查本单位事故应急预案的落实情况，定期组

织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4.2 安全形势分析

各级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应定期召开燃气安全

生产形势分析会，对辖区内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动态、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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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薄弱环节和事故原因进行多方位分析，共同探讨研究对

策。各燃气供应单位应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情况适时召开安全

例会，判断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危险源，开展风险分析，提

出有效的预防和防范措施。

4.3 隐患排查治理

各级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应加强城镇燃气安全

生产的监督检查工作，广泛开展供用气安全宣传和培训教

育，督促燃气供应单位及时消除隐患，防患于未然。各燃气

企业应经常、全面、系统地排查各类事故隐患，建立隐患排

查治理档案，及时组织整改，对于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

应明确责任领导、整改措施、整改资金、整改时限和应急方

案，加强监控，确保整改到位。

5 预警

5.1 预警级别设定

按照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

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事故的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Ⅰ级、Ⅱ

级、Ⅲ级、Ⅳ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分

别对应总则 1.6事故分级中的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

城镇燃气事故。

5.2 预警信息发布

（1）Ⅰ级预警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警建议，

经市政府审核后，及时报告省政府。

（2）Ⅱ级预警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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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应急指挥部审核后签发，并及时报告省住建厅。

（3）III 级、Ⅳ级预警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

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决定，并报告市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

5.3 预警信息内容

预警信息内容主要包括：信息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发

生或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

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咨询电话、发

布范围等。

5.4 预警方式

充分利用各种有效通信手段和传播媒介，如广播、高音

喇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网上

社区、电子显示屏、有线电视、宣传车通信手段和传播媒介、

基层信息员发布预警信息；对特殊人群以及特殊场所和警报

盲区，应当采取指定专人负责预警信息传递工作。

5.5 采取预警措施

发布事故预警信息后，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市直有关

单位和事发地县政府（管委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分级负

责的原则，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通知有关

单位采取处置行动（包括信息跟踪、专家咨询、应急救援队

伍集结、应急救援装备转运、派出工作组和应急准备检查等

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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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预警信息的调整和解除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预警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并依据

事态或情况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当事故得到妥善处理、

危险性降低或消除时，适时降低预警级别或宣布解除预警。

6 应急响应

6.1 响应级别

全市燃气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等级分为Ⅰ级、Ⅱ级、Ⅲ级、

Ⅳ级。

Ⅰ、Ⅱ级响应：发生重大以上事故，或超出市政府应急

处置能力的事故，或跨设区市行政区域的事故，在市指挥部

的统一领导下，应急指挥部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力量做好先期

应急处置和救援，上级应急预案启动后，组织、协调本辖区

各方面应急资源，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做好应急处置工

作。

Ⅲ级响应：发生较大事故，或超出县级政府应急处置能

力的事故，或发生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事故，由应急指挥部启

动Ⅲ级响应，并负责组织实施，市指挥部启动Ⅲ级响应后，

在市指挥部领导下，各专业处置组服从市指挥部指挥调度，

全力配合、积极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县级政府应根据事故灾

难或险情的严重程度，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服从指挥调度，

全力配合组织救援，及时向市政府总值班室、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市直有关单位报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

Ⅳ级响应的组织实施由县级政府决定。当超出县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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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请应急指挥部提高应急响应

级别。

对一些比较敏感或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或可能演化

为特别重大、重大事故的突发事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

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6.2 事故报告

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和事故发生单

位应当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

启动本单位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同时立即报告市城市管理

局、所在地政府（管委会）、城市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

各级各有关部门接到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或达到速报机

制要求的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我市关于建立突发事件信息

速报机制的要求，在 15 分钟内向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

（0595-22282150）报告，并同时报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市

城市管理局 24 小时值班电话：0595-28986600、22595110）

和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0595-22572820），30 分钟内及时

书面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单位名称、地址；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的类别（火灾、爆炸、泄漏等）、

初步认定的事故涉及的燃气品种类（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数量、危害的形式；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

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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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能波及影响范围（企业、居

民区、重要设施等）；已经采取的措施、事故能否控制；需

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宜；联系人、联

系电话等。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自事故发生

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

时补报。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 7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

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事故发生单位应及时、主动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

与事故应急救援有关的资料。事故发生单位主管部门应提供

事故前监督检查的有关资料，为研究制定救援方案提供参

考。

6.3 信息发布

事故发生后，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和指导事发地政府及

有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工作。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要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最迟要

在 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根据事态发展及处置工作进展，

开展后续发布；并在 24 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可能产

生国际或国内影响的重大敏感事件或涉外事件，由市委宣传

部按规定及时组织对外报道。

6.4 应急响应

6.4.1 主要成员单位响应

（1）立即启动本部门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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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向应急指挥部和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应急救援

工作进展情况。

（2）组织本部门负责人、有关领域的应急专家和相关

人员赶赴事故现场，参与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应急救援、应

急处置、减灾救灾等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3）协调、指导事故或险情发生地县级政府（管委会）

和下级业务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4）其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6.4.2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响应

当启动Ⅲ级及以上应急响应时，在市应急指挥部的统一

领导下，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市应急指挥部的指示做好

以下内容响应：

（1）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基本情况、事态发

展和救援进展情况。

（2）保持与事故发生地现场指挥部、相关专业应急救

援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态发展情况。

（3）按照市应急指挥部的要求，通知市直有关单位和

专家，赶到现场指挥部组织协调指挥。

（4）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建议，通知相关应急救援

机构随时待命，为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和专业应急救

援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5）对可能或者已经引发次生事故的情况，及时上报

市应急指挥部，同时通报相关部门应急救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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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协调落实其他有关事项。

6.4.3 市应急指挥部响应

（1）综合指导、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传达并督促

有关单位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决定事项。

（2）根据事故现场救援需要，协调市消防救援支队、

有关专业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

（3）及时掌握事故事态进展情况，并向市委、市政府

报告。

（4）采取其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6.4.4 指挥协调

当启动Ⅲ级及以上应急响应时，在市应急指挥部的统一

领导下，现场指挥部具体指挥协调以下内容：

（1）根据现场救援工作需要，成立相关工作组，指挥

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2）根据现场的情况，组织制订并实施现场处置方案，

防止引发次生、衍生事故。

（3）确定重点防护区域，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

区域，协调开展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4）各工作组按照工作任务制定工作方案，各单位应

服从工作组牵头单位协调指挥，工作组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汇

报救援工作情况。

（5）现场指挥部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报告救援处置、

事态评估情况和工作建议，并落实市应急指挥部有关决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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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6.5 燃气事故处置措施

按照事故类别和处置工作需要，现场指挥部应采取一项

或多项处置措施。现场处置主要依靠市有关专业应急力量和

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应急力量。

（1）综合协调组：通知、联络市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

单位相关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

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抢险救灾物

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2）安全警戒组：做好事故现场周边交通管制、封锁

有关现场、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等。明确群众疏

散、转移和安置的方式、范围、路线、程序。启用应急避难

场所。做好人员疏散以及疏散集合点治安管理、医疗卫生、

物资保障等工作。

（3）现场救援组：根据事故类别和伤害类型，在充分

考虑专家等各方意见基础上，初步评估事故后果和事态发展

状况，迅速制定人员搜救、险情排除、危险源控制、基础设

施抢修等应急处置方案，合理调配专业人员、抢险装备和应

急物资。并迅速组织开展抢险工作，控制危险源、减轻或消

除危害，并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

（4）医疗救护组：对事故受伤人员实施医疗救治。做

好伤员救治的统筹、协调和支援。

（5）环境保护组：及时测定事故现场环境污染物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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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程度；对可能存在较长环境影响的区域发出警告，提出

控制措施并进行监测；事故得到控制后监督现场遗留环境污

染物的消除。

（6）后勤保障组：落实抢险救援运输和物资保障，及

时为应急救援提供所需要的物资。

（7）舆情导控组：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的信

息发布，实时监控事故发生后网络舆情的发展。

（8）事故调查组：立即着手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

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

责任；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

防范和整改措施；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9）善后处理组：立即着手开展对事故死亡人员家属

慰问工作，安抚家属情绪，了解家庭生活情况；做好事件跟

进、稳控及相关法律解释工作，杜绝因本次事故再引起其他

事件的发生，及时报告事件新情况新态势；密切关注社会舆

论导向，引导舆论往积极方向发展，最大限度降低事件的消

极影响。

6.6 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事件衍生事故应对办

法

6.6.1 先期处置

（1）事发单位应当立即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工

作人员开展应对处置工作，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

置受威胁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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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扩大；迅速控制可疑的传染

源，积极救治病人，组织医疗卫生人员加强个人防护；向所

在地县级政府（管委会）及其有关单位报告。对因本单位的

问题引发的或者主体是本地区、本单位人员的社会安全事

件，有关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上报情况，并及时开展劝解、疏

导工作。

（2）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要立即进行宣传动员，

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或按照上级

政府的决定、命令组织开展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

（3）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和有关单位要立即采

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启动县级政府（管委会）突发公共事

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并及时向市政

府报告。

（4）市政府接到报告后，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研判、

评估，决定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必要时，及时向上级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充分发挥社会应急

联动机制在先期处置中的作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应急

联动机制，快速响应、协同配合，有序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

工作。

（5）先期处置措施：

①及时向社会发出危险信息或避险警告；

②根据事件严重程度划定警戒区域，采取必要管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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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立即紧急调配辖区内可以使用的应急资源开展应急

处置；

④实时进行动态监测，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⑤立即实施紧急疏散和开展救援行动，组织群众开展自

救互救；

⑥及时向县级政府（管委会）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和县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报告，并提出应急处置建议

和支持请求；波及或可能波及其他县（市、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的，要同时通报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并报告市政府；

⑦其他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

6.6.2处置措施

（1）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事件衍生的安

全事故发生后，事发地的县级政府（管委会）有关专项应急

指挥机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有关单位应当

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应急措施：

①立即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并

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

②迅速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范围，封锁危险场所，

划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以及采取其他如防止发生次生、

衍生事件的控制措施；交通、公安（交警）等部门（单位）

应当保证紧急情况下抢险救援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

度、优先放行，确保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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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立即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

供气、输油等城市生命线工程设施，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的，

要实施临时过渡方案，优先保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保

障社会生产生活基本需要。

④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

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

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⑤启用财政预备费和储备的应急救援物资，必要时调用

其他急需物资、设备、设施、工具。

⑥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提供食品、饮用

水、衣被、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避难场所、临时住所，

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

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确保灾后不出现疫情。

⑦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

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⑧依法从严惩处哄抢财物、干扰破坏应急处置工作等扰

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⑨进入有关场所进行检查和封存物品。拆除、迁移妨碍

应急处置和救援的设施、设备或其他障碍物等。

⑩组织动员公民参与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鼓励和指导

应急志愿者队伍、有特定专长的人员提供服务。

（2）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

应立即组织有关单位参与事件处置工作。其中，公安机关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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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件的性质和特点，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应急措施：

①尽快了解和分析事件起因，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

和说服教育，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和冲突。

②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对使用器械相互对抗或以暴力行

为参与冲突的当事人实行强制隔离，妥善解决现场纠纷和争

端，控制事态发展。

③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

燃料、燃气、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制。

④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

制有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

⑤加强对易受冲击的核心机关和单位的警卫，在国家机

关、军事机关、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单位附近设置临时警戒

线，加强对重要敏感人员、场所、部位和标志性建筑的安全

保护。

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事件发生时，立即依法出动

警力，加大社会面检查、巡逻、控制力度，根据现场情况依

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尽快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⑦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

6.7 扩大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

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市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当事故发展到本市层面难以控制和处置

时，由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上一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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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预案。

在上级预案启动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

救援。上级应急预案启动之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

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

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6.8 应急终止

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发生特大城镇燃气安

全事故和重大城镇燃气安全事故的应急结束应在上级应急

指挥机构宣布救援结束后，市应急指挥部才能终止本预案。

当较大及一般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处置工作基本完成，遇

险人员得救，事故现场相关危险因素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

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由现场指挥部组

织专家组讨论研究，经现场检测评估确无危害和风险后，提

出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市应急指挥部确认和批准后，由

现场指挥部宣布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

现场。

6.9 应急恢复

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或上级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

后，各参与应急救援的机构、组织、部门、队伍及有关人员，

投入救援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消耗的救援物品、药

剂及损坏物品等，要尽快恢复、补充、维修，在 48 小时之

内恢复正常应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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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事故分析、检测与后果评估

根据需要，现场指挥部组织技术力量对现场事故规模、

影响边界及气象条件、水体、空气、土壤中爆炸性物质或毒

物的种类和浓度，受损建筑等进行监测。综合分析和评价检

测数据，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

为制订现场抢救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参考。

6.11 事故调查

市应急管理局根据职责和授权按程序牵头组成事故调

查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参与城镇燃气安全事故

的调查处理工作。

7 后期处置

7.1 善后处置

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由事发地县级政府（管

委会）负责组织，包括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

组织开展遇难人员善后和赔偿、征用物资补偿、协调应急救

援队伍补偿、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工作，尽快消除事故

影响，恢复正常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7.2 保险理赔

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应及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保险受

理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

7.3 总结与评估

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总结应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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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总结报告报送市应急指挥

部。市城市管理部门要认真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

教训，作为本预案修改完善的依据之一。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事故基本情况、事故信息接收与

报送情况、应急处置组织、应急预案执行情况、应急救援队

伍工作情况、主要技术措施及其实施情况、救援成效、经验

教训、相关建议等。

8 保障措施

8.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建立市应急指挥部和各组成单位

的联系方式，确保通信联络畅通（见附件 1）。市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市城市管理局）24 小时值班电话：0595-28986600、

22595110。

有关紧急情况求救电话：

市燃气公司 24 小时应急抢修电话：95158，公安（110、

122），消防（119），医疗急救中心（120），电力抢修（95598），

污染事故（22574308）， 安全隐患举报电话（12350），市

政府总值班室：0595-22282150、0595-22386229（传真）。

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移动、联通、电信、

铁塔等公司保障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通信畅通。及时组织抢修

当地中断的通信线路，建立并启动卫星或微波等机动通信方

式，保证应急指挥信息畅通。

市直有关单位和县级政府（管委会）负责本部门、本地



38

区相关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

送，重要信息和变更信息及时报送。

8.2 应急队伍及救援装备保障

8.2.1 应急救援队伍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专家库；建立以消防专业应急队伍为

骨干的应急力量；燃气企业依法组建和完善专（兼）职救援

队伍；各级政府（管委会）应掌握区域内所有综合、专业应

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准备

情况 。

8.2.2 救援装备保障

各应急救援队伍和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应急救

援装备，保持装备良好与熟练使用。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应当掌握本专业的特种救援装备情况。

8.3 资金保障

燃气企业应当做好事故应急救援资金准备。事故应急救

援资金首先由事故发生单位承担，事故发生单位暂时无力承

担的，由当地政府协调解决。市政府处置事故所需工作经费

（包括燃气安全事故防治、应急演练和应急救援等应急工作

经费），由市城市管理局按照市政府制定的应急保障预案规

定的程序申报。

8.4 应急物资保障

市直有关单位和县级政府（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燃

气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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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频率和特点，建立应急救援设施、设备、救治药品

和医疗器械等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

各燃气企业应根据处置燃气事故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

抢险装备，明确抢险装备管理的责任人、存放地点；建立和

完善应急抢险装备维护、保养和调用制度，确保装备处于良

好状态；并根据应急工作需要，随时调用，随时更新补充。

应急抢险基本装备的常规品种有：隔热服（防冻服）、

堵漏工具、空气呼吸器、防毒面具、安全帽（带）、防爆通

风机、钢瓶密封桶、可燃气体泄漏检测仪、移动式发电机、

消防器材、铜制五金工具、放散点火装置、抢修工程车、防

爆灯、备品备件、通讯器材、医疗救护用品等。应急保供基

本装备主要有：LNG 槽车、CNG 管束车、临时供气装置等。

8.5 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应急联动机

制，保障紧急情况下的综合运输能力。必要时，可紧急动员

和征用社会交通运输工具。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后，当地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对事故现场及有关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根据需

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确保救援物资、器材和人员运送

及时到位，保障人员疏散所需车辆。

市直有关单位要明确本部门应急救援专用车辆，以便及

时赶赴事故现场。

8.6 医疗卫生保障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加强急救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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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技术、设备和人员，提高医疗卫生机

构应对事故的救治能力。燃气企业针对本企业可能发生事故

的类别，加强员工自救、互救技能培训，最大限度降低突发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8.7 基本生活保障

事发地县级政府（管委会）负责做好受事故影响群众的

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保障被转移人员和救援人员所需的食

物、饮用水供应，提供临时居住场所及其他生活必需品。

9 预案管理

9.1 培训与宣传

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培训

制度，针对本行业领域、本辖区特点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应急

预案的宣传和教育培训工作。

燃气企业应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和应急知识宣传培训，普

及广大从业人员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提高从业

人员应急救援素质和能力，有效防范因施救不当导致伤亡扩

大或发生次生事故。

9.2 预案演练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指导、协调全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

应急演练工作，市直有关单位应当至少每 2年组织本行业、

本领域开展 1次综合应急演练或专项应急演练。

燃气企业应当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根据本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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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

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9.3 预案修订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本

预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

重大变化；

（2）市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

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9.4 奖励与责任追究

9.4.1 奖励

在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

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事故灾难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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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责任追究

在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

关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其中，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

政机关任命的其他工作人员，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给予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1）不按照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

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事故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

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

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未经授权，擅自向媒体提供涉及事故成因、责任

等相关敏感信息的；

（8）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10 附则

10.1 联系人信息变更

本预案各相关部门及人员调整时，接任者自动成为本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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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相应的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应及时向本预案编制单位

（市城市管理局）更换新联络人、联系方式等信息。

10.2 预案编制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编制。

本预案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

10.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4 名词解释

城镇燃气：指从城市、乡镇或居民点中的地区性气源点，

通过输配系统供给居民生活、商业、工业企业生产、采暖通

风和空调等各类用户公用性质的，且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GB50028)燃气质量要求的可燃气体。城镇燃气一般包

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

调压站：将调压装置放置于专用的调压建筑物或构筑物

中，承担用气压力的调节。包括调压装置及调压室的建筑物

或构筑物等。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具有将槽车或槽船运输的液化天然

气进行卸气、储存、气化、调压、计量和加臭，并送入城镇

燃气输配管道功能的站场。又称为液化天然气卫星站(LNG

satellite plant)。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兼有液化石油气储存站和灌装站两

者全部功能的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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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储存站：储存液化石油气，并将其输送给灌

装站、气化站和混气站的液化石油气储存站场。

液化石油气供应基地：城镇液化石油气储存站、储配站

和灌装站的统称。

天然气加气站：具有储气设施，使用加气机为机动车加

注车用 CNG或 LNG等车用燃气并可提供其他便利性服务的

场所。

天然气门站：是长输管线终点配气站，也是城市接收站，

具有净化、调压、储存功能。

各级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指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及其有关单

位在城镇燃气安全事故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

善后管理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运用正确的指

挥而充分发挥有限的应急力量控制事态发展，采取一系列必

要措施，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

有关活动。

https://baike.so.com/doc/9095576-9427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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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机构、单位通讯联络方式

附表 1-1 泉州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市委办公室 2228212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2118701

市委宣传部 22285877 市城市管理局
28986600

22595110

市委网信办 22282037 市消防救援支队 22582466

市政府办公室 22386869 市气象局 22545699

泉州市总值班室 22282150 鲤城区政府办公室 22355670

市安委会办公室 22572820 丰泽区政府办公室
22508830

22508884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2980550 洛江区政府办公室 22633381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2285400 泉港区政府办公室 87987111

市公安局 22180500 石狮市政府办公室 88711779

市民政局 22500611 晋江市政府办公室 85681444

市财政局 28066966 南安市政府办公室 8638220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2769913

22769919
惠安县政府办公室 87393232

市生态环境局 22579382 安溪县政府办公室 2323240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178985 永春县政府办公室 23875163

市交通运输局 22558169 德化县政府办公室 23522880

市水利局 22572830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办公室
22350388

市商务局 22386715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

会办公室
27559633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2273996 市燃气有限公司 95158

市应急管理局 2257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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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主要应急救援队伍

单位 应急值班电话 备注

公安 110、122

消防 119

医疗急救中心 120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22596119

119

泉州市鲤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22202376

泉州市丰泽区消防救援大队 22579119

泉州市洛江区消防救援大队 22650119

泉州市泉港区消防救援大队 87991000

石狮市消防救援大队 88783119

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 85693656

南安市消防救援大队 86386119

惠安县消防救援大队 87332873

安溪县消防救援大队 26081999

永春县消防救援大队 23682119

德化县消防救援大队 23591881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22491006

泉州台商投资区消防救援大队 27557119

泉州市第一医院 22277300

120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10 医院 22500137

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8067800

晋江市医院 85681718

晋江市中医院 8565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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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应急值班电话 备注

南安市医院 86394100

120

南安市中医院 86278120

石狮市医院 88579120

惠安县医院 68191016

惠安县中医院 87373825

安溪县医院 23232360

安溪县中医院 23232024

德化县医院 23519120

德化县中医院 23522152

永春县医院 23882852

永春县中医院 23882495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9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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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泉州市城镇燃气场站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区域 名称 类型 企业地址
重大危险

源级别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鲤
城
区

泉州鲤城金源液化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上村

工业区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林志强

13506097130

2 鲤城展览城加气站
天然气

加气站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

南街亭店社区池峰路南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刘永镇

13506091150

3

丰
泽
区

泉州润闽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存站

丰泽区丰泽街建设银行

大厦第 19 层 A 座（储配

站停业）

储配站

已停业
王有梁

13805028177

4 泉州昭商石化有限公司
丰泽区后渚港招商液化

气储配库
二级

吴建辉

13905058375

5 泉州门站（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

气化站和门

站

泉州市丰泽区玉石路

247 号
三级 徐水生

13860779291

6 丰泽东星加气站

天然气

加气站

泉州市丰泽区城东街道

东星社区玉石路 66 号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柯永志

15906061422

7 丰泽北峰加气站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北

峰软件园经八路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许冠楠

13960296038

8 丰泽城东加油加气站
泉州市丰泽区城东片区

东排涝泵站西侧江滨路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柯永志

15906061422

9
洛
江
区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

泉州朋山加油站

加油和天然

气加气合建

站

泉州市洛江区双阳中路

与省道 307 线交叉处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林浦生

0595-2206989

2

10

泉
港
区

泉州市泉港大晟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泉港区白水岭 四级 王长亮

13358424326

11 泉州泉港泽川液化气有限公司 泉港区南埔天湖村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柯明勇

13960338550

12 泉州泉港鑫港液化气有限公司
泉港区南山公路 4公里

处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洪清森

13055612239

13 泉州市泉港大地石化有限公司 泉港区南埔岭口开发区 三级
林忠和

13960335289

14 泉州华星燃气有限公司 泉港区后龙镇上西村 一级 陈金塔

1395977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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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区域 名称 类型 企业地址
重大危险

源级别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5

泉
港
区

福建华星石化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泉州市泉港区后龙镇上

西村
一级 陈金塔

13959775600

16 泉港门站 天然气门站
泉州市泉港区 s201 滨海

北路旁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李永彬

18159261213

17 泉港调压站
天然气

调压站

泉州市泉港区滨海北路

石化园区新奥燃气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李永彬

18159261213

18

石
狮
市

石狮市博江煤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湖
滨街道八七路
1400-1412 号
（场站位置：石狮市蚶江

镇莲中村莲兴区 5号）

三级
吴光镇

13905982636

19 石狮市丰沧液化气有限公司 石狮市灵秀镇灵秀山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蔡荣瑜

13905982450

20 石狮调压站
天然气

调压站

石狮市狮城大道新奥加

气站内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万江龙

13960283340

21 石狮狮城大道站
天然气

加气站

石狮市灵秀镇仕林村路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李丹鸣

15159597651

22 石狮北环路加气站
石狮北环路南侧宝盖后

垵村段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庄鹏敏

13860794918

23

晋
江
市

福建省晋江厦华石化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港区 三级 王志坚

18050016940

24 晋江市深沪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深沪运伙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陈其晓

17750978888

25 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玉湖液化气

站
晋江市东石镇湖头村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蔡瑞荣

13805954969

26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辉耀液化气有

限公司
安海前埔林厝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黄振生

13808558899

27
福建省晋江市锦马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晋江市永和镇马坪 四级 林平源

18959990779

28
福建省晋江市恒盛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晋江磁灶张林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张谋波

13905059222

29
福建省晋江福埔液化气供应有限

公司

晋江市罗山街道办事处

福埔中区 5号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陈建军

15905026999

30 泉州市百源液化气公司 晋江市池店镇东山村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吴海东

139050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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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区域 名称 类型 企业地址
重大危险

源级别

负责人

（联系电话）

31

晋
江
市

晋江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

气化站

晋江市磁灶镇宝洋工业

区 3号
四级 万江龙

13960283340

32 晋江门站 天然气门站
晋江市磁灶镇锦美村高

架桥下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万江龙

13960283340

33 罗山调压站

天然气

调压站

晋江市晋光路罗山段

559 号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万江龙

13960283340

34 紫帽调压站
晋江市紫冒镇茂厝村西

区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万江龙

13960283340

35 内坑调压站
晋江内坑镇疏解大道

324 国道旁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万江龙

13960283340

36 宝洋调压站
晋江市磁灶镇宝洋工业

区 3号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万江龙

13960283340

37 晋江陆地港加气站
天然气

加气站

福建省晋江市内坑镇高

铁物流区晋江陆地港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潘耀宗

15860360608

38 美旗城加气站
晋江市西园街道长兴路

美旗城停车场内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陈志强

15059537825

39

南
安
市

福建省南安市福联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南安市水头镇大盈田头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林承金

13906096719

40 南安市鸿江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南安市石井镇菊江工业

区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李振兴

13505969891

41 南安市诗山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南安市诗山镇一村青林

格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吕志法

13805963988

42 南安市东区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南安溪美莲塘村坝头工

业区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陈伟斌

13655972285

43 南安市东方液化石油 气有限公司
南安柳城办事处特殊学

校后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阮雪霞

13960231612

44 南安市官桥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南安市官桥镇后田工业

区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柯志坚

13850769777

45 南安市鑫源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南安市金淘镇亭川村保

福岭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陈亚民

15959983861

46 泉州新鸿都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南安市洪瀨镇东林村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张贻坤

1350596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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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区域 名称 类型 企业地址
重大危险

源级别

负责人

（联系电话）

47

南
安
市

南安市维新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南安市罗东镇新雨亭工

业区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刘鑫鹏

13636966331

48 霞美门站

天然气门站

泉州市南安市霞美镇八

尺岭 666 号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刘春水

1379945909

49 水头门站 南安水头镇长圆村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万江龙

13960283340

50 水头调压站
天然气

调压站

南安官桥镇前梧村山前

135 号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万江龙

13960283340

51

惠
安
县

泉州惠晟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惠安县螺城镇南洲村 三级 王美强

15294521106

52 惠安县新宏星液化气有限公司 崇武龙西工业区 四级 张国忠

13506903455

53 惠安门站 天然气门站
惠安县網川镇玉溪工业

区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李永彬

18159261213

54 泉惠调压站
天然气

调压站

惠安县东桥镇泉惠石化

园区二号路旁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李永彬

18159261213

55 中化调压站
惠安县东桥镇中化园区

7 号门旁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李永彬

18159261213

56 惠安惠兴加气站
天然气

加气站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

324 国道与惠兴街交叉

口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颜伟林

13358577275

57

安
溪
县

福建省安溪县聚源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安溪县湖头镇溪美村 四级 施双兴

13599215182

58
福建省安溪县源丰液化气发展有

限公司
安溪县城厢镇涝港 三级 施双全

13505037328

59 安溪南翼新城 LNG 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

气化站

泉州市安溪县官桥镇碧

一村过溪 66 号
四级

桌荣地

13305953695

60
永
春
县

永春县桃城液化气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城东南街 131 号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潘文才

13850710068

61 福建省永春兴盛燃气有限公司 永春县石鼓镇桃星村
未构成重

大危险源
林志俭

1350505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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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区域 名称 类型 企业地址
重大危险

源级别

负责人

（联系电话）

62
永
春
县

永春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

气化站

永春县榜德工业区B区9

号
四级

吴永灿

13615916936

63 苏坑储配站
永春县苏坑工业区松泰

路 12 号
四级

吴永灿

13615916936

64
德
化
县

德化县物资公司
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潯中镇西门街 1号 四级

黄民贤

13808536376

65 德化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

气化站

德化县三班镇紫云开发

区 69 号
三级

林进榜

1351503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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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泉州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附图 2 泉州市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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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心市区城镇燃气场站可调用应急资源

附表 3-1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可调用应急物资表

企业名称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刘增烨 应急联络电话 15060880195

序号 名 称/型 号 配置地点 单位 数量 功能是否完好

1 抢修车（依维柯） 泉州门站 辆 2 完好

2 抢修车（厢式货车） 泉州门站 辆 1 完好

3 抢修车（江铃皮卡） 泉州门站 辆 3 完好

4 移动照明设备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3 完好

5 潜污泵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2 完好

6 冲击水钻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7 封堵囊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个 7 完好

8 刨边器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9 电动充气泵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0 万用表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5 完好

11 电动切管机（虎牌）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2 防爆配电控制箱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3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6 完好

14 热熔对接机 DRJ-315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2 完好

15 热熔对接机 DHJ-160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2 完好

16

四合一多用途气体泄

漏检测仪杰恩

SSG,G43857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7
激光甲烷遥测仪 CH4、

AR2619B0030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8 电火花检测仪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9 电熔焊机 DRJ-VS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2 完好

20
防爆轴流风机

BSFT-350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4 完好

21 虎头牌电动套丝机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6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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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刘增烨 应急联络电话 15060880195

序号 名 称/型 号 配置地点 单位 数量 功能是否完好

ZT-50BF

1 便携式测氧仪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4 完好

2 往复锯（博世）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4 完好

3
防爆对讲机

GP328(672TSJ7244)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5 完好

4 便携式气体分析仪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5 液压弯管器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2 完好

6 无齿锯（博世）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把 1 完好

7 止气夹具 DZJ-160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4 完好

8
便携式风速风向仪

AR866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2 完好

9 单回路液压动力站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0 液压法兰扩张器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套 1 完好

11
钢管不停输开口

DN40-DN100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套 1 完好

12 电子标签探测仪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把 1 完好

13 乙烷分析仪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2 完好

14 氩弧焊机 WS-200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4 完好

15 电镐 Z1G-CZ-95A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6 救援三脚架 LF 180KG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7
坡口机

SY80(161102108)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18 手拉葫芦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套 1 完好

19

双封双堵设备

PE160-315

SDR11/SDR17.6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套 1 完好

20
四氢噻吩检测仪

Multi-OD600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21 三相发电机组 GX620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4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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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刘增烨 应急联络电话 15060880195

序号 名 称/型 号 配置地点 单位 数量 功能是否完好

22
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

器 JL269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23 超声波测厚仪 26MG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5 完好

24 防冻服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套 1 完好

25 防爆线缆盘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台 1 完好

26 防火服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套 1 完好

27 救生衣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套 4 完好

28 防汛沙袋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个 20 完好

29 雨鞋、雨衣 抢维中心装备基地 套 8 完好

附表 3-2 泉州鲤城金源液化气有限公司可调用应急物资表

企业名称 泉州鲤城金源液化气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廖崇伟 应急联络电话 18150990256

序号 名 称/型 号 放置地点
单

位
数量

功能是

否完好

1 DN65 消防水带 微型消防站 条 6 完好

2 消防水枪 微型消防站 把 4 完好

3
MF/ABC8 型手提式干

粉灭火器

储罐区、微型消防站 、灌瓶间、

压缩机室、消防泵房、变配电室、

柴油发电机房、烃泵房

个 24 完好

4
MFT/ABC35 型推车式

干粉灭火器
灌瓶间、回车场 个 2 完好

5 防火服 微型消防站 套 5 完好

6
TZL30 过滤式消防自

救呼吸器
微型消防站 套 2 完好

7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微型消防站 套 1 完好

8 防毒口罩 微型消防站 个 5 完好

9 防护手套 微型消防站 副 5 完好

10 警示隔离带 微型消防站 条 5 完好

11 便携式应急照明灯 票房 个 6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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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泉州鲤城金源液化气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廖崇伟 应急联络电话 18150990256

序号 名 称/型 号 放置地点
单

位
数量

功能是

否完好

12 固定式应急照明灯 厂区 个 2 完好

13
便携式可燃气体报警

仪
票房 个 1 完好

14 急救药箱 微型消防站 个 1 完好

15 防刺服 微型消防站 套 2 完好

16 防恐叉 微型消防站 把 2 完好

17 防恐盾牌 微型消防站 个 2 完好

18 喷雾剂 微型消防站 瓶 2 完好

19 防爆头盔 微型消防站 个 2 完好

20 铁锹 微型消防站 把 2 完好

21 水鞋 微型消防站 双 5 完好

22 防爆五金工具 微型消防站 套 1 完好

23 雨衣 微型消防站 件 5 完好

24 铜制活动扳手 微型消防站 把 2 完好

25 沾水棉 微型消防站 块 1 完好

26 堵漏夹 微型消防站 个 1 完好

27 防撞阻马 入口 个 1 完好

28

应急救援抢险车 5座

小汽车车牌号闽

C0256S

停车区 辆 1 完好

29

瓶装液化气的危化品

运输车辆的车牌号闽

C55510

停车区 辆 1 完好

附表 3-3 泉州昭商石化有限公司可调用应急物资表

企业名称 泉州昭商石化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尤志远 应急联络电话 13348524988

序号 名 称/型 号 放置地点 单位 数量
功能是

否完好



58

企业名称 泉州昭商石化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尤志远 应急联络电话 13348524988

1 DN65 消防水带 储罐区、微型消防站 条 24 完好

2 消防水枪 储罐区、微型消防站 把 18 完好

3
MF/ABC8 型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罐区 、微型消防站 个 34 完好

4
MFTZ/ABC35 型推车式

干粉灭火器

灌瓶间、压缩机房、罐区、卸

车台 个 7 完好

5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应急救援仓库 套 2 完好

6 防火服 应急救援仓库 套 6 完好

7 防毒口罩 应急救援仓库 个 2 完好

8 防护手套 微型消防站 副 6 完好

9 警示隔离带 应急救援仓库 条 4 完好

10 便携式应急照明灯 消控室 个 1 完好

11
便携式可燃气体报警

仪
库区 个 2 完好

12 急救药箱 应急救援仓库 个 1 完好

13 防刺服 微型消防站 套 4 完好

14 防恐叉 微型消防站 把 4 完好

15 防恐盾牌 微型消防站 个 4 完好

16 应急斧头 微型消防站 把 2 完好

17 铁锹 微型消防站 把 2 完好

18 水鞋 微型消防站 双 6 完好

19 防爆五金工具 微型消防站 套 1 完好

20 铜制活动扳手 微型消防站 把 3 完好

21 堵漏夹 微型消防站 个 15 完好

附表 3-4 泉州润闽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可调用应急物资表

企业名称 泉州润闽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郭德法 应急联络电话 13960396596

序号 名 称/型 号 配置地点 单位 数量 功能是否完好

1 干粉灭火器 MFZ/ABC-8 丰泽区鲤城区各站点 只 77 完好



59

企业名称 泉州润闽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应急物资管理负责人 郭德法 应急联络电话 13960396596

2 二氧化碳灭火器 MT/2 丰泽区鲤城区各站点 只 16 完好

3
钢瓶专用堵漏工具（自

制）
丰泽区鲤城区各站点 套 8 完好

4
便 携 式 燃 气 测 漏 仪

K-100(EX)
技术支持部售后仓库 把 3 完好

5 抢修皮卡车（尼桑牌）
丰泽区明湖路美泰大

厦 辆 1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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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心市区城镇燃气应急救援单位分布图

附图 4-1 中心市区城镇燃气应急救援单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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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泉州市城镇燃气场站分布示意图

附图 5-1 泉州市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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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2 泉州市天然气储配站、门站、调压站、管网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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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3 泉州市天然气加气站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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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泉州市城镇燃气专家组名单
附表 6-1 泉州市城镇燃气专家组名单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1. 刘柱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13306099977

2. 陈小华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8065509966

3. 吴飞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高压分公司代总经理/

工程师
15159598692

4. 陈金塔 福建华星石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注册安全工

程师
13959775600

5. 汪俊宁 泉州市城市燃气中心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
13905068140

6. 林世章 泉州华星燃气有限公司
运营部副总监/注册安

全工程师
18905079100

7. 罗水星 泉州华星燃气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高级工程

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18605000228

8. 林俊杰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安全部主任/高级工程

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15392088877

9. 郭德法 泉州润闽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注册安全工程师 13960396596

10. 曾祥平 泉州市城市燃气中心 工程师 19959889820

11. 谢平 泉州昭商石化有限公司
安全经理/注册安全工

程师
1330699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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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燃气场站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城镇燃气安全事故现场需及时掌握的内容、现场应急处置及保

障措施、具体事故类型应急处置要点如下：

7.1 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1.1 火灾事故处置原则

（1）必须遵循：“救人第一，科学施救”的原则。

（2）立即确定着火部位，并迅速查明燃烧范围、燃烧物品，

主要危险特性、火势可能蔓延的主要途径、燃烧的物品及燃烧产物

是否有毒，立即清理着火部位周围可以移动的可燃物品。

（3）正确选择最适合的灭火剂和灭火方法。火势较大时，应

先控制火势蔓延，控制燃烧范围，然后逐步扑灭火势。灭火时要注

意以下几点：

①先控制，后灭火。燃气行业火灾有火势蔓延快和燃烧面积大

的特点，应采取统一指挥、以快制快；堵截火势、防止蔓延；重点

突破、排除险情；分割包围、速战速决的灭火战术。

②扑救人员应位于上风或侧风位置，切忌在下风侧进行灭火。

③进行火情侦察、火灾扑救、火场疏散的人员应有针对性地采

取自我防护措施，佩戴防护面具，穿戴专用防护服等。

（4）对有可能发生爆炸、爆裂、喷溅等特别危险需紧急撤退

的情况，应按照统一的撤退信号和撤退方法及时撤退（撤退信号应

格外醒目，能使现场所有人员都看到或听到，并应经常演练）。

（5）火灾扑灭后，仍然要派人监护现场，消灭余火。对于可

燃气体没有完全清除的火灾应注意保留火种，直到介质完全烧尽。



66

火灾单位应当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协助消防部门调查火灾原

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责任；未经消防部门的同意，不得擅

自清理火灾现场。

7.1.2 可燃气体火灾事故处置原则

（1）扑救可燃气体火灾切忌盲目灭火，在没有采取堵漏措施

的情况下，必须保持稳定燃烧。否则，大量可燃气体泄漏出来与空

气混合，遇着火源就会发生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

（2）首先应扑灭外围被火源引燃的可燃物火势，切断火势蔓

延途径，控制燃烧范围，并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

（3）如果火焰中有压力容器或有受到火焰辐射热威胁的压力

容器，能搬离的应尽量搬离到安全地带，不能搬离的应采用足够的

水枪采用雾状水进行冷却保护。为防止容器爆裂伤人，进行冷却的

人员应尽量采用低姿射水或利用现场坚实的掩蔽体防护。对卧式贮

罐，立即启动贮罐冷却喷淋系统，同时应急人员应选择贮罐四侧角

作为射水阵地，采用雾状水进行冷却。

（4）如果是输气管道泄漏着火，应首先设法找到并关闭气源

阀门，同时应急人员应选择上风向作为射水阵地，采用雾状水进行

灭火和冷却管道。

（5）储罐或管道泄漏关阀无效时，应根据火势大小判断气体

压力和泄漏口的大小及其形状，准备好相应的堵漏材料（如软木塞、

橡皮塞、气囊塞、黏合剂、弯管、卡管工具等）。

（6）堵漏工作准备就绪后，即可用雾状水稀释，也可用泡沫、

二氧化碳灭火，但仍需用水冷却储罐或管壁。火势扑灭后，应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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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堵漏材料堵漏，同时用雾状水稀释和驱散泄漏出来的气体。

（7）如果泄漏口很大，根本无法堵漏，只能靠水冷却着火容

器及其周围容器和可燃物品，控制着火范围，一直到燃气燃尽，火

势自动熄灭。

（8）现场指挥部应密切注意各种危险征兆，当出现以下征兆

时，总指挥必须及时作出准确判断，下达撤退命令。现场人员看到

或听到事先规定的撤退信号后，应迅速撤退至安全地带。

①可燃气体继续泄漏而火种较长时间没有恢复稳定燃烧，现场

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极限；

②受辐射热的容器裂口或安全阀出口处火焰变得白亮耀眼、泄

漏处气流发出尖叫声、容器发生晃动等现象。

7.2 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立即停止供气，立即关闭储罐或管道截断阀，现场操作

人员立即对储罐、管道附近其他管线或电缆采取必要的防火保护措

施，确定爆炸发生位置及引起爆炸的物质类别及爆炸类型（物理爆

炸、化学爆炸），以及爆炸地点燃气残留情况及周围环境，初步判

断是否存在二次爆炸和次生火灾、中毒事故的可能性。

（2）发生物理爆炸时重点关注爆炸现场相邻装置的运行情况；

发生化学爆炸须关注现场点火源的情况，现场监测组加强事故现场

的易燃易爆气体浓度及气象条件监测。

（3）确定应急需求，调集应急救援力量，调集相应的消防救

援队伍、企业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专家等救援力量

赶赴现场。全力救助伤员，采取隔离、警戒和疏散措施，避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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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入现场危险区域。及时疏散泄漏点下风方向附近的人员，并

采取措施禁止明火。

（4）根据地形地貌、风向、天气等因素采取有效的围堵措施，

控制着火区域。对空气中未燃烧的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采用高压水

雾水幕进行稀释或隔离，防止再次发生爆炸。灭火完毕，立即清理

火灾现场，组织力量进行封堵抢修。

（5）组织企业、专家及各应急救援队，根据事故特性、燃气

的性质、现场气体浓度及爆炸源的情况确定是否有二次爆炸的危

险，确定应采取的处置措施。

（6）充分考虑着火区域地形地貌、风向、天气等因素，制定

降温控制和灭火现场处置方案，并合理布置消防和救援力量。

（7）处置人员应配备必要的个体防护装备。出现意外情况时，

立即撤离。

（8）各救援队伍要将现场事态的发展及处置行动进展情况及

时报告指挥部。指挥部根据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处置方案。

7.3 天然气泄漏事故处置要点

（1）消除着火源。抢险救援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

穿防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

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若可能翻转容器，使之溢出气体而非液体。

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禁止

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源。防止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

密闭性空间扩散。隔离泄漏区直至气体散尽。扩散区内的电气设备

若不是防爆设备，只能保持原来的状态，应从扩散区外围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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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排险队员的动作要格外谨慎，不能碰撞出火星，也不能使用有

金属触点的电话和手机，非防爆工具要抹上一层油，抢险救援人员

穿上工作服进行抢险，并用水壶洒水，防止碰撞火花产生，扩散区

内的所有车辆必须停放在原地，不得随意发动行驶，消防车必须选

择上风方向，切不可贸然驶入扩散区。

（2）设置警戒区。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

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

离距离至少为 100m。如果为大量泄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

至少为 800m。

（3）消除泄漏。关闭泄漏点两端阀门，对泄漏部位进行开挖，

更换漏气的管线。

7.4 液化石油气泄漏事故处置要点

（1）消除所有点火源。现场救援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

器，穿防静电、防寒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

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若可能翻转容器，使之溢出气

体而非液体。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

泄漏物。禁止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源。防止气体通过下水道、

通风系统和密闭性空间扩散。隔离泄漏区直至气体散尽。扩散区内

的电气设备若不是防爆设备，只能保持原来的状态，应从扩散区外

围切断电源；抢险救援人员的动作要格外谨慎，不能碰撞出火星，

也不能使用有金属触点的电话和手机，扩散区内的所有车辆必须停

放在原地，不得随意发动行驶，消防车必须选择上风方向，切不可

贸然驶入扩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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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警戒区域：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

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静风泄漏时，液化石油气沉在

底部并向低洼处流动，无关人员应向高处撤离。作为一项紧急预防

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100m。如果为大量泄漏，下风向的初

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m。

（3）消除泄漏。储罐、阀门、管道、法兰、安全阀、液位计

等泄漏，操作人员立即停止作业，立即启动冷却喷淋设施，同时设

置警戒线，禁止一切火源，待液化石油气稀释后，可燃气体报警器

报警信号停止，冷却喷淋设施继续工作，抢险组要立即派人带上相

关防护用具和设备到泄漏点前检查是否具备堵漏处理条件，如具备

堵漏处理条件，抢险人员立即使用堵漏设备进行泄漏处理。如不具

备堵漏处理条件，现场负责人在做好冷却喷淋设施继续工作，设置

警戒线，禁止一切火源，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采取倒灌作业，转移泄

漏设备内的液化石油气，同时即报告单位应急指挥部，并向 119报

警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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