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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防盗抢事故应急措施 

2021.6. V1R1 

 

情形一：储存场所经常出现可疑人员 

1. 监控人员根据监控记录报告相关学院分管领导； 

2. 由学院牵头组成调查小组对嫌疑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情况，确认身份； 

3. 调查小组根据调查结果判定是否上报校应急指挥部或当地公安部门。 

 

情形二：储存场所门窗、通气孔等被破坏，库存数量缺失 

1. 报警及联络 

1) 发现人员第一时间以对讲机、电话等方式向值班老师报警。报警要讲清楚：事故地点，

事故基本情况，库存遗失种类和数量，已采取和准备采取的措施等； 

2) 值班老师接到报警后立即以对讲机、电话等方式通知实验室人员按预定方案处理，同

时向保卫处报告。 

3) 保卫处根据事故级别决定是否向消防、医疗、公安等报告求援。如可能影响临近单位

则同时向临近单位通报。 

2. 处理措施 

1) 警戒：由警戒人员对往来人员进行控制，设立警戒区，疏散无关人员； 

2) 询问：现场应急指挥小组对现场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明确事故性质； 

3) 查看监控：现场应急指挥小组查看监控，追踪可疑人员；如有需要，联系其他相关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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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单位或校外部门进行通报。 

 

情形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存储、使用过程中被抢 

1. 报警及联络 

1) 发现人员第一时间以对讲机、电话等方式向值班老师报警。报警要讲清楚：事故地点，

事故基本情况，被抢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种类和数量，被抢后人员去向，已采取和准备

采取的措施等； 

2) 值班老师接到报警后立即以对讲机、电话等方式通知实验室人员按预定方案处理，同

时向单位分管领导报告。 

3) 校内应急部门根据事故级别决定是否向消防、医疗、公安等报告求援。如可能影响临

近单位则同时向临近单位通报。 

2. 处理措施 

1) 警戒：由警戒人员对往来人员进行控制，设立警戒区，疏散无关人员； 

2) 现场询问：现场应急指挥小组对现场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明确事故性质； 

3) 查看监控：现场应急指挥小组查看监控，追踪抢劫人员动向；如有需要，联系其他相

关院系单位或校外部门进行通报。 

4) 遗洒处理：如在盗抢过程中发生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遗洒事故，应对遗洒现场周围设置

警戒标示，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将收集的遗洒物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用水冲洗剩下的少量物料，根据水中含有物质将污水适当处理，禁止直接

冲入下水道； 

5) 医疗救护：如在盗抢过程中发生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泄漏造成实验人员受伤情况，及时

通过应急喷淋、实验室内应急药箱等物资处理伤员，并电话联系应急救援部门协助救

护； 

若现场存在人员中毒情况，应首先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处，现场应通风，严禁人员围观

造成通风不良。检查伤者意识是否清醒，进行必要的应急处理，若受伤严重或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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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送至医院，向医生讲明受伤情况，并携带物料的 MSDS。注意，救援人员到危

险场所转移伤员时，应佩戴好防护用具，不可盲目施救。 

6) 如事故性质较大，学校依靠自身力量不能满足抢险救援需要的，由应急总指挥决定以

最快速的方式（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提请区域内公安局或安监局进行增援，说明需

要增援的人员、技术、物资、设备等具体事项。 

3.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进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破坏、丢失、被盗、被抢事故现场的应急人员，必须注意自身的安

全防护，对事故现场不熟悉、不能确认现场安全或不按规定佩戴必需的防护装备（如防护服、

防毒呼吸器等）的，未经现场指挥/警戒人员许可，不应进入事故现场进行采样监测。 

4. 应急结束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 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 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3) 事件现场的各种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4) 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

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5. 应急终止的程序 

1) 现场救援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经现场救援指挥部批准； 

2) 现场救援指挥部向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6.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破坏、丢失、被盗、被抢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结束后，应组织相关部

门或实验室人员认真总结、分析、吸取事故教训，及时进行整改； 

2) 组织各专业组对应急计划和实施程序的有效性、应急装备的可行性、应急人员的素质

和反应速度等做出评价，并提出对应急预案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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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加应急行动的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应急队伍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使之始终保

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7. 善后处理 

应急完终止后应对事故现场采取妥善的保护措施，以利取得相关证据分析事故原因，制定

改善对策。同时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8. 事故调查 

事故应急响应结束后，相关职能部门和事故单位应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程度，

按有关规定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内容主要有：事故发生前设备状况、人员伤亡、设备损坏、

现场破坏及经济损失情况、事故原因、事故性质及相关人员责任。 

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善后工作等做出调查评估并形

成完整的总结材料。事故单位应吸取教训、及时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