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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
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1.总则

1.1编制目的

进一步健全沈阳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应对特

种设备事故的能力，规范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控制

和消除突发性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保障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管理办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规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

质检总局特种设备特大事故应急预案》、《沈阳市人民政府突发

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辽宁省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突发安

全事件应急预案》、《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沈阳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下列特种设备事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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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置工作：

（1）跨区、县（市）行政区域的一般事故；

（2）特种设备较大事故的先期处置；

（3）特种设备重大、特别重大事故的先期处置；

（4）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市政府责成处置的特种设备事故。

本预案指导全市特种设备事故应对工作。

1.4预案体系

本预案与《辽宁省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

案》和《沈阳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衔接，

是《沈阳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处置特种设备

事故的部门预案。

本预案的支持预案为各区、县（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特种

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1.5工作原则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贯彻政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

合、属地为主的原则，快速反应，协同应对。

2.组织体系及职责

2.1组织体系

市局成立沈阳市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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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市局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局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市局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分管领导担任，成员由市局承压处、机电

处、应急处、办公室、科技和财务处、新闻宣传处、各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主要负责人组成。市局领导

小组下设承压类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机电类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设在市局承压类、

机电类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办公室主任由处长兼任。办公室下

设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

用机动车辆、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 8个应急处置工作组，组

长、副组长分别由市局承压类、机电类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业务

负责人员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相关业务负责人担任。

2.2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负责本预案适用范围内特种设备事

故的应急处置重大事项决策和指挥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职责：

（1）组织建立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之间的联络协调

机制；提出启动本预案的建议；组建特种设备应急救援与事故调

查专家库。

（2）研究事故预防、救援措施，制订特种设备专项应急预案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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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组建特种设备重大以下事故现场应急指导协调组建

议。

（4）负责落实领导小组的重大决定，并督查决定的执行情况；

迅速了解、收集和汇总事故信息、损害情况；了解、汇总应急救

援工作情况；办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

承压类、机电类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负责接受事故报告，

对突发安全事件进行信息汇总、分析研判，提出应急救援处置建

议，按照领导小组的决定实施应急救援组织指导，并承担领导小

组日常工作。

应急处：负责向上级机关上报事故信息，组织协调各部门做

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办公室：接收传达市政府及领导重要指示；负责应急处置后

勤保障工作。

科技和财务处：负责应急处置经费安排。

新闻处：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对外信息发布及舆情管控工作。

3 事故预防预警分级与信息报告

3.1预防措施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依法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建立岗位责任、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

制定操作规程，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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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情况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

职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

（3）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4）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

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审批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

得使用登记证书；

（5）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

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

（6）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

（7）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应当对其进行

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方可继续使用。

承压处、机电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

（质检总局 2015年第 5号公告）的规定，加强对重点行业、重

点场所、重点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

3.2预警分级

按照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

程度，事故的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Ⅰ级、Ⅱ级、III级和Ⅳ级，分

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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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级预警（红色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种设备

特别重大事故的；或事故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

造成特别重大危害的。

Ⅱ级预警（橙色预警）：情况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种设

备重大事故的；或事故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

成重大危害的。

III级预警（黄色预警）：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

种设备较大事故的；或事故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

造成较大危害的。

Ⅳ级预警（蓝色预警）：可能发生或引发特种设备一般事故

的；或事故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公共危害

的。

特种设备事故的预警信息发布，按照省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

规定执行。对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危害的突发事件，市局应急处

会同承压处或机电处应起草 III级应急响应建议，经市局主要领导

签发后由应急处上报市政府。

3.3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险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按照《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将其划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

大事故和一般事故四级。

（1）特别重大事故，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0人以上死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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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亿元以

上直接经济损失的；600兆瓦以上锅炉爆炸的；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15万人以上转移的。

（2）重大事故，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10人以上 30人以下死亡，

或者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600兆瓦以上锅炉因安全故障中断运行 240小

时以上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5万人以上

15万人以下转移的。

（3）较大事故，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

或者 10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爆炸的；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1万人以上 5万人以下转移的；

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

（4）一般事故，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500人以上 1万人以下

转移的；电梯轿厢滞留人员 2小时以上的；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

客运索道高空滞留人员 3.5小时以上的；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

人员 1小时以上的。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特种设备事故的分级标准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保持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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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3.4事故报告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按照《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

执行，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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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

部门。

接到报告后，市局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

室（承压处或机电处）应当尽快核实有关情况，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的要求，由应急处立即向本级人民政

府报告，并逐级报告上级市场监管部门直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 2小时，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事故情

况。

信息报告主要包括事故单位及时间、地点；事故设备有关参

数；事故的简要经过、影响范围、事故发展趋势和已采取的措施

等，并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事故处置情况。

4 应急响应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特种设备重大以下事故，启动本预案。

本预案与《沈阳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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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当启动上述专项应急预案Ⅱ级及以下响应的事故灾难涉及

特种设备时，及时启动本预案。

4.1响应行动

接到事故报告后，事故发生单位须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

开展自救，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事发地市场监管部门主要领导

应当带领职能部门人员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及时采集现场各类所

需信息和有关资料，参与抢救和事故处理工作。

当启动本预案时，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领导小组赶赴现场，会同有关部门协助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当不能有效控制事故危害时，在取得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应急处立

即报请省市场监管局派出指导协调组。

4.2现场指导协调的主要内容

根据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组织有关专家指导现场应急

处置工作，协助当地政府提出救援方案。针对事故引发或可能引

发的次生灾害，提出防范措施和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建议。（承

压处或机电处、特检院负责）

4.3现场紧急处置工作程序及要求

我局应急处置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及时做好下列工作：

①尽快对事故发生时所涉及的特种设备的基本情况做出初始

评估，提出对事故所涉及的特种设备进一步处置的方案。（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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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或机电处负责）

②搜集和整理涉及的事故特种设备相关资料，为事故调查做

好准备。（承压处或机电处负责）

③迅速对事故发生场所周围的其他特种设备提出应急处置的

技术方案，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及时有效地控制事

故的扩大，消除事故危害和影响，并防止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

（特检院负责）。

④在不影响应急救援的前提下，积极介入对事故现场特种设

备及其相关设施的保护（特检院负责）。

4.4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参加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应当装备齐全各种安全防护用品

和安全设施、设备（承压处、机电处负责）。

4.5群众的安全防护

根据事故发生的特性和应急救援的需要，市局特种设备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压处、机电处）提出事故周围

居民和群众疏散的建议，应急处协调当地政府，由当地人民政府

下达人员疏散指令。

4.6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在应急处置救援过程中，市局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

导小组办公室（承压处、机电处）根据需要建议市政府负责依法

动员、调动、征用有关人员、物资、设备、器材、以及占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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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负责报市政府。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配合并提

供便利条件。

4.7特种设备事故的调查分析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承压处、机电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组织或者参加事故调查，在进行救援的同时，开展事故调查和

现场取证，进行事故分析，提出事故调查处理意见。

4.8信息发布

特种设备事故信息发布实行审核制。遵循实事求是、及时准

确的原则。市局新闻宣传处会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等相关部门，

按照《沈阳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有关规定，做好信

息发布工作。

4.9应急救援结束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时，市局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

小组办公室（承压处、机电处）根据应急救援实际情况，提出建

议，由应急处在报请市政府同意后宣布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结

束：

死亡和失踪人员已经查清；事故危害得以控制；次生事故因

素已经消除；受伤人员基本得到救治。



- 12 -

5 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理

应急处置工作紧急调用物资、设备、人员和场地所发生的费

用，按有关规定由相关单位负责。

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后，必须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核准的

有资质的单位对特种设备进行全面的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重

新投入使用。对严重损毁、无维修价值的，使用单位应当予以报

废。（承压处、机电处负责）

5.2事故调查报告

市局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压处、

机电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事故调查，并提出调查报告，并

按照政务信息公开相关要求依法公开。

5.3应急救援工作总结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市局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

小组办公室应当及时进行总结分析，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承

压处、机电处负责）

6 保障措施

6.1应急救援的资源、物资、装备、信息保障

（1）建立市级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的通信联络数据库，针

对可能发生的特种设备事故类型，设立各种对应专业救援专家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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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队伍。(承压处、机电处、特检院负责)

（2）组织建立全市特种设备动态信息监管系统，及时反应特

种设备的基本情况、安全状况。(承压处、机电处、特检院负责)

6.2技术储备与保障

（1）建立全市特种设备专家组，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和

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和技术保障。（承压处、机电处、特检院负

责）

（2）根据辖区内特种设备数量、种类及分布情况，建立相应

的专家组。专家组成员由检验检测机构、特种设备生产和使用单

位、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行业协会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承

压处、机电处、特检院负责）

（3）专家组应当定期召开会议，对国内外近期发生的事故案

例进行研究、分析。专家组应当积极开展与特种设备应急处置有

关的科学研究，参与起草或修订完善本地区的特种设备应急处置

预案。（承压处、机电处、特检院负责）

6.3宣传、培训和演习

（1）协助政府做好事故的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等

知识的宣传教育，并向社会公布应急值班电话。（承压处、机电

处、新闻宣传处负责）

（2）协助政府组织或者督促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和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开展相关人员的应急培训，锻炼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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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应急救援综合素质。（承压处、机电处负责）

（3）督促有关单位定期开展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演练结束

后，应当对演练情况进行评估、总结，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和完

善。（承压处、机电处负责）

6.4监督检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有关部门和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制定应急预案及演练的情况进行检查。（承压处、机电处负

责）

7 附则

7.1名词术语解释

特种设备：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

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

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

事故：指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突发性事件总称，

通常会使正常活动中断，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事故隐患：指可导致事故发生的设备缺陷、人的不安全行为

及管理上的缺陷。

7.2预案修订

本预案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修订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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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

7.4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沈阳市特种设备安全技术专家组成员名单

2.沈阳市特种设备抢险救援队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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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沈阳市特种设备安全技术专家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 作 单 位

1 韩若拙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盖军宝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公司

3 刘宝顺 沈阳电梯安装维保技术协会

4 李 泰 富士达电梯沈阳分公司

5 王业伟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6 刘 闯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7 王忠梁 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8 宋天吉 三菱电梯辽宁分公司

9 蔡艳青 通力电梯沈阳分公司

10 庞志华 辽宁中梁天业机械有限公司

11 李文全 沈冶重型装备（沈阳）有限责任公司

12 李树林 申威检验（辽宁）有限公司

13 康常波 沈阳创奇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14 王计宝 辽宁安全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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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冯 辉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6 国 宝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7 孙治国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8 宋吉民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9 徐 勇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0 冯 辉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1 吴 岩 辽宁省安科院

22 孟 闯 沈阳第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23 宋 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4 王 进 沈阳正鼎特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5 刘汉斌 沈阳新光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26 苏云海 沈阳工业大学

27 张 海 沈阳东北制药装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28 金 炎 沈阳统业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

29 张洪军 沈阳东方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刘 岩 沈阳天润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31 龚 斌 沈阳化工大学

32 金志浩 沈阳化工大学

33 柳东洲 沈阳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34 杨俊峰 沈阳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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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沈阳市特种设备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名单

一、电梯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1.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宋天吉 刘 安 杨 俭 付 俊

2.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靳 凯 王富强 吕 野 王小鹏

3.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李 泰 赵 博 刘 伟 李成华

4.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盖军宝 张沧海 刁金海 栾国兴

5.日立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鲍常涛 田凤义 杨佳伟 何联群

6.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曾繁奇 杨立欢 周子健 白超

7.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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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梁 张 东 潘云峰 刘嘉

8.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 爽 杨旭彤 赵铁刚 纪文平

二、起重机械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9.沈冶重型装备（沈阳）有限责任公司

李文全 李建华 赵 含 张占福

10.辽宁中梁天业机械有限公司

庞志华 张心毅 于明刚 姜 涛

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11.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车辆部

孙治国 于浩洋 孙悦 贾海鹏

四、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12.沈阳白清寨滑雪场

付江波 张优亮

13.沈阳东北亚滑雪场有限公司

韩昌勇 孙 伟

14.方特欢乐世界

郭 锐 王 迪

15.南湖公园

刁宇光 王晓磊 王俊庆 代 岩

五、锅炉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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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傅 江 刘文博 刘 宇 张国华

18.沈阳圣达热力有限公司

崔 宇 刘 军 李 庆 李明贵 常忠信

六、压力容器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19.沈阳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邸 鹏 张 崇 羿文思 赵鹏 魏金鹏 郭洋 黄龙 张胜轩

20.沈阳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明君 苏宝剑 杨宇 沈志强 陈伟 陈玉宝

七、压力管道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21.沈阳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邸 鹏 张 崇 羿文思 赵鹏 魏金鹏 郭洋 黄龙 张胜轩

22.沈阳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明君 苏宝剑 杨 宇 沈志强 陈 伟 陈玉宝



- 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