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陵科技学院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

一．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分析

事故类型为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异常变化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现象或一系列事件。我国常见的自然灾害种类繁多，

主要包括：洪涝、干旱、台风、冰雹、暴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火山、地震、山

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

大生物灾害等。

常见的危害高校人员及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的主要自然

灾害有：台风、暴雨、高温、大风、沙尘暴、雷电、雾霾、地震、滑坡、泥石流

等。

二．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1. 预防为主，提前准备

各类自然灾害具有不同的预警时间，必须在有关部门指导下，根据预警等

级，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灾害发生之前的疏散、

转移、避险等预防及各项准备工作。

2. 统一指挥，协同应对

一旦发生灾害，做到及时上报，果断处置，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

等环节的紧密衔接；学校各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应对，系统联动,形成统一

指挥、协调有序的应急管理机制。

3. 科学决策，以人为本

充分发挥专业队伍和专家的作用，科学决策，合理安排。坚持以人为本，在

第一时间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确保受灾人员基本生活。

4. 政府主导，社会互助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互助、灾民自救，充分发挥学校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

织的作用。

5. 加强保障，控制损失

加强灾前、灾中、灾后的保障工作，在组织队伍、经费、物资、信息等救

灾措全面有力的保障。研判灾害发展态势，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避免次生、衍生

灾害发生。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

1. 组织机构

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突发事件处置组、安全（保卫）疏散

组、 宣传联络组、后勤保障组、医疗急救组、善后处理组。

2. 人员分工

总指挥：学校主要领导或分管校领导

副总指挥：分管校领导或牵头部门负责人

成员：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

3. 组织机构职责

（1）指挥部实施应急工作的指挥任务，执行上级部门有关指示要求，

组织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实施。

（2）协调各应急小组及配合有关部门应急救援组织的抢险、救灾、医

疗、救护、消防、安全保卫、物资供应等工作。

（须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及职责）

四．预防与预警

灾害类别 预警级别 采取的预防措施

蓝色： 24 小时内可能受热带低 1、做好防风准备并注意有关报道和通知；

压影响，平均风力可 达 6 级以 2、把门窗、围板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 妥善安

一、台风 上， 或阵风 7 级 以上：或者 置室外物品。

（四级预警） 己受热带低压影响，平均风力

为 6 〜 7 级， 或阵风 7 〜 8

级并可能持续。



；

；

；

黄色：24 小时内可能受热带风暴

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8 级上，

或阵风 9 级 以上或者己经受

热带风暴影响，平均风力为 8〜

9 级，或阵风 9〜10 级并可能

持续。

1、建议学校停课；

2、处于危险地带和简易房中的人员应到避风场所避风，户外作业

人员停止作业；

3、切断霓虹灯招牌及危险的室外电源；
4、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其它同上。

橙色：12 小时内可能受强热带风

暴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10 级以

上，或阵风 1 1 级以上；或

者己经受强热带风暴影响，平

均风力为 1 0〜 1 1 级，或阵

风11〜12 级并可能持续。

1、紧急防风状态，建议停课；

2、切勿随意外出，确保学生留在最安全的地方；

3、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落实应对措施；

4、停止室内大型集会，疏散人员；

5、加固易受破坏的房屋和设施；其它同上。

红色：6 小时内可能或者己经

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12

级以上，或者已达12 级以上并

可能持续。

1、特别紧急防风状态，建议停业、停课；

2、人员应尽可能呆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

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方案；

3、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应继续留在

安全处避风；其它同上。

二、暴雨

（三级预警）

黄色：6 小时降雨量将达 5 0 毫

米以上 ，或者己达 5 0毫米以上且

降雨可能持续。

1、学生、学校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采取防御措施

2、收盖露天晾晒物品，相关单位做好低洼、易受淹地区的排水

防涝工作；

3、驾驶人员应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检查排水系统，降低易淹校园湖泊水塘的水位。

橙色：3小时降雨量将达5 0 毫

米以上，或者已达5 0毫 米以

上且降 雨可能持续。

1、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尽可能停留在室内或者安全场所

避雨；

2、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切断低洼地带有

危险的室外电源；

3、交通管理部门应对积水地区实行交通引导或管制；

4、转移危险地带师生到安全场所避雨；其他同上

红色： 3 小时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100 毫米
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1、户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

2、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后启动抢险应急方案；

3、已有上课学生和上班人员的有关单位应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

4、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停课、停业，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暂避；其它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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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温（二级预警）

橙色：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要升至

37°C 以上。

1、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对老、 弱、病、幼人群提供

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2、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大而引发

火灾；

3、户外或者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应当釆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4、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5、应加强防暑降温保健知识的宣传，各相关部门、单位落实防暑降

温保障措施。

红色：24 小时内最高气温 将要升到

40°C 以上。
1、注意防暑降温，白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2、有关部门要特别注意防火；

3、建议停止户外露天作业；其它同上。

四、大风（ 除台风、

雷雨大风外）（四级

预警）

蓝色： 24 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

均风力可达 6 级以上，或阵风 7 级以上

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 6—7

级，或阵风 7—8 级并可能持续。

1、做好防风准备；

2、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

3、把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

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 响的室外物品。

黄色：12 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

风力可达 8 级以上，或阵风 9 级以上；或

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 8—9

级，或阵风 9—10 级并可能持续。

1、进入防风状态，建议停课；

2、关紧门窗，危险地带和简易房中的人员应到避风场所避风，通知

高空、水上等户外作业人员停止作业；

3、切断霓虹灯招牌及危险的室外电源；

4、停止露天集体活动，立即疏散人员；其它同上。

橙色： 6小时内可能受台风影响，

平均风力可达 10 级以上， 或阵风

11级 以上； 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

平均风力为 10 — 11 级， 或阵风

11 —12 级 并可能持续。

1、进入紧急防风状态，建议停课；

2、切勿随意外出，确保学生留在最安全的地方；

3、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加强值班，密切监视灾情，落实应对措

施；

红色： 6 小时内可能出现平均风力达

12 级以上的大风， 或者己经出现平均

风力达 12 级以上的大风并可能持续。

1、进入紧急防风状态，建议停业、停课 ；

2、人员尽可能呆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相关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

启动应急方案；其它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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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色 : 1 2 小 时 内 可 能 出 现 沙 1、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沙尘暴工作；

尘 暴 天 气（ 能 见 度 小于 100 0米 2、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吹动的搭建物，

），或已经出现沙尘暴天气并可能持

续。

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 遮盖建筑物资， 做

好精密仪器的密封工作；

3、注意携带口罩、 纱巾等防尘用品， 以免沙尘对眼睛和

五、沙尘暴
呼吸道造成损伤；

（ 三级预警）
4、呼吸道疾病患者、对风沙较敏感人员不要到室外活动。

橙色： 6 小时内可能出现强沙尘 1、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沙尘暴应急工作；

暴天气（ 能见度小于 5 0 0 米 ） 2、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

或者已经出现强沙尘暴天气并 3、驾驶人员注意沙尘暴变化，小心驾驶；

可能持续。 4、行人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户外人员应当戴好口罩、纱巾等

防尘用品，注意交通安全。

红色： 6 小时内可能出现特强沙
1、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沙尘暴应急抢险工作；

尘暴天气（ 能见度小于 50 米）
2、人员应当留在防风、防尘的地方，不要在户外活动；

或者已经出现特强沙尘暴天气
3、学校推迟上学或者放学，直至特强沙尘暴结束。

并可能持续。

黄色： 6 小时内可能发生雷电活

动， 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

1、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

2、密切关注天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六、雷电

（三级预警）

橙色： 2 小时内发生雷电活动的可

能性很大，或者已经受雷电活动影

响，且可能持续，出现雷电灾害事

故的可能性比较大。

1、相关部门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

2、人员应当留在室内，并关好门窗；

3、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

4、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

5、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 球拍、高尔夫球

杆等扛在肩上。

红色： 2 小时内发生雷电活动的可

能性非常大， 或者已经有强烈的雷

电活动发生，且可能持续，出现雷电

灾害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

1、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应急抢险工作；

2、人员应当尽量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并关好

门窗；

3、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 建筑物外墙，

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和其他类似金属装置。

4、尽量不使用无防雷装置或者防雷装置不完备的电视、电话等

电器；

5、 密切注意雷电预警信息的发布。

黄色： 12 小时内可能出现能见 1、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雾准备工作；

七、大雾
度小于 500 米的 雾， 或者己经 2、加强校园交通管理，保障安全；

（三级预警）
出现能见度 小 于 5 0 0 米 、大 于3、驾驶人员注意雾的变化，小心驾驶；

等 于 200 米的雾并将持续。 4、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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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 6 小时内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 200 米的雾， 或者

己经出现能见度小于 200 米、大于等于 50 米的雾并将持

续。

1、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雾工作；

2、学校加强交通调度指挥；

3、驾驶人员必须严格控制车、船的行进速度；

4、减少户外活动。

红色：2 小时内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 50 米的雾，

或者已经出现能见度小于 50 米的雾并将持续。

1、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雾应急工 作；

2、学校按照行业规定适时采取交通安全管制

3、驾驶人员根据雾天行驶规定，采取雾天预防措施，根据

环境条件采取合理行驶方式， 并尽快寻找安全停放区域停

靠；

4、 不要进行户外活动。

七、霾

（二级预警）

黄色：12 小时内可能出 现能见度小于 3000 米的

霾，或者己经出现能见度小于 3000 米的霾且可

能持续。

1、驾驶人员小心驾驶；

2、因空气质量明显降低，人员需适当防护；

3、呼吸道疾病患者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可带上口

罩。

橙色： 6 小时内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 2000 米的霾， 或者已

经出现能见度小于 2000 米的霾且可能持续

1、驾驶人员谨慎驾驶；

2、空气质量差，人员需适当防护；

3、人员减少户外活动，呼吸道疾病患者尽量避免外出，外出
。
时可带上口罩。

九 、 地 质 灾 害 （ 地

震、滑坡、泥石流等）

（三级预警）按照未来

24 小时内，地质灾害发

生的可能性大小，地质

灾害分别为：三级（可

能性较大） 二级（可

能性大），一级（可

能性很大）。

三级预警：排査阶段
1、迅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査，重点针对可能发生地质灾害

的宿舍、教室、食堂、办公楼等人员聚集区；

2、在专业技术队伍的指导帮助下，依靠基层政府组织，发动

广大师生，认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确保不留死角；

3、通知监测人员注意重点区域；

4、全面普及预防、避险、自救等地质灾害防御知识，提高师

生的临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二级预警：预报阶段 1、各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逐一

登记造册，纳入群防群测体系，加强监测预替，落实防范和治

理措施；

2、公开防灾责任人和监测责任人，切实落实工作责任；

3、要强化临灾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制订落实人员撤离转移

预案，做到监测责任人、撤离信号、 撤离路线、安置地点四落

实。

一级预警：警报阶段 1、无条件紧急疏散、转移学生和教职工；

2、对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线，防止群众再次进入，坚决避免群死群伤

事故发生；

3、密切观测，做好灾害到来之前最后一分钟的准备工作。



五. 信息报告程序

1.报告系统及程序

报告系统及程序见图 1-1

图 1-1 报告系统及程序网络图
2.与相关部门的通讯联络方式

（1）24 小时有效的内部通讯联络段

编号 姓名 岗位、职务 手机电话 办公室电话

1

2

…

（2）24 小时有效的外部通讯联络手段

序号 政府部门 联络电话 备注

1

2

…



六、应急处置

1.响应分级

应急响应级别 响应条件 影响范围

I 级应急响应 灾害造成人员重伤或亡、造成群体性事件、重 大事故 全校范围

Ⅱ级应急响应 灾害造成人员重伤、造成人员聚集、一般事故 学校内大范围

Ⅲ级应急响应 灾害造成人员轻微伤、小范围影响、轻微事故 学校局部区域

2.响应程序

应急响应流程见图 1 -2

图 1-2 应急响应流程图

3.处置措施

A.学校通知各有关组成单位负责人，立即成立应急救援处置机构。



B.学校按照职责规定立即就位，组织实施抗灾救灾工作。

C.在统一指挥协调下，组织师生员工紧急疏散、转移、避险，组织抢救伤员和

被困人员。

D.调查人员伤亡、失踪以及财产损失情况，上报学校。

E.根据政府发布的灾害信息，采取相应措施，有效防止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4.响应终止

灾情稳定后，次生、衍生灾害隐患消除，救灾应急工作结束，由学校根据地方

政府的意见提出建议，决定是否终止应急响应。

七．信息发布

1.发布原则

A.授权发布，及时准确

及时向上级汇报灾害的时间、地点、级别、范围、损失、救灾、保障等情况。

定时向师生通报灾情及救灾的基本情况。

B.宣传归口，强调纪律

对新闻媒体的息发布必须进行归口管理，由学校宣传部门统一发布，其他部门

无权发布消息或接受采访。

2.信息发布机构及人员

A. 汇报

由专人向学校汇报相关情况。

B.宣传

由宣传部门负责向师生通报灾情及救灾的情况。

八．后期处置

1. 救灾保障

多渠道落实救灾资金和物资，确保受灾学生就餐、饮水、住宿等基本生

活条件。

2. 抢救伤员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组织人力，解救被困人员，抢救受伤

人员。组织专业人员对受灾学生进行集体或个别的心理辅导。

3. 环境治理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受灾现场的卫生



防疫、环境清理工作，防止污染源引发次生、衍生灾害。

4. 调查统计

对灾害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进行详细的统计，为后续的救助安抚以及

校园恢复重建工作提供准确数据。

5. 恢复秩序

配合抢修受到灾害破坏的电力、给水、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确保学

校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教学、科研秩序。

6. 评估总结

对预警、应急、救灾、信息管理、后期处理等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估，总

结成功的经验，发现问题和不足，为以后的防灾、救灾工作提供经验和教训。

7. 修订预案

根据灾害评估总结报告，修订灾害应急预案，使预案更加合理有效。

8. 奖惩

对在应急、救灾工作中表现突出或有立功表现的应急人员以及师生员工

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在应急、救灾工作中严重失职，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

视情节和后果予以行政处罚，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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