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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编制目的。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应急工作，确保破

坏性地震发生后学校应急处置工作迅速、高效、有序地进行，最

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条 编制依据。根据《山东省地震应急预案》、《烟台市

地震应急预案》、《芝罘区地震应急预案》，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制定本地震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第三条 指导思想。坚持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

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信息畅通、反应及时，加强协

作、整体联动”的工作原则，保证学校及时、准确、有效地实施

预防、控制疏散和自救互救等措施，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

财产安全。

第四条 适用范围。预案适用于学校各部门及全体师生应对

处置我校发生破坏性地震或受其他破坏性地震影响，造成人员伤

亡和经济损失时的地震应急救援工作。

第五条 启动条件。我校所在地受其他破坏性地震影响，造

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时，立即启动本预案。

第六条 组织机构及职责。在校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地震

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应急疏散组、抢险救灾组、安全保卫组等应急工作机构。

学校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见附件一，电

话联系表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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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健全制度。学校建立健全包括地震应急救援知识宣

传、日常值班、灾情报告、应急检查与演练等地震灾害防范和应

急处置各项规章制度，并落到实处，常抓不懈。

第八条 明确责任。学校建立健全应急岗位责任制度，明确

应急管理机构、应急处置组织、管理人员以及各级各类人员的震

时应急责任。完善各项技术规范和程序，明确人员疏散、报警、

指挥以及现场抢险等程序，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第九条 应急准备。坚持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和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认真做好以下地震应急准备工作：

1、明确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地点及通讯方式，在学校明

显的位置张贴使用，并印发给相关部门和应急人员。

2、指挥部办公室（校办公室）定期修订学校预案，并组织

指挥部成员学习和熟悉预案，适时组织演练；周密计划和充分准

备抗震救灾设备、器材、工具等装备，落实数量，明确到人。少

先队经常组织学校广播、宣传栏开展防震科普知识宣传。

3、学校利用已有的宣传阵地和载体宣传防震、避震、自救

互救、应急疏散、逃生途径和方法等地震安全知识，并向师生发

放地震安全知识画册、应急疏散路线图。

4、应急疏散组要制定并让全校师生熟悉应急疏散方案、疏

散路线、疏散场地和避难场所。

5、抢险救灾组定期进行训练和演练，熟悉预案，明确职责，

负责抢险工具、器材、设备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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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定治安管理措施，加强对重点部门、设施、线路的监

控及巡视；

7、出现地震谣传时，校办公室、少先队要及时平息地震谣

传或误传，开展防震科普知识宣传培训，提高师生识别地震谣传

的能力，安定人心，保证学校稳定。

8、备足备齐并及时补充更新地震应急所需要的药品、器械、

消毒、隔离、防护用品等。

9、安排人员负责应急物资储备库管理。预案启动后，应急

物资由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调用。

第十条 应急演习。学校经常性地开展地震应急工作检查，

每年定期开展 1-2 次综合性地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演习，提高

学校师生地震应急意识和在地震应急状态下的应变处置能力。

第十一条 临震应急反应。学校接到政府发布的临震预报后，

领导小组应及时主持召开应急会议，宣布校区进入临震应急状态。

按本预案做好地震应急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进一步学习和熟

悉地震应急预案、应急工作程序，开展防震科普知识的强化培训、

避震及疏散演练，落实抢险救灾设备、物资保障，检查并排除水、

火、电、暖设施和危险建筑物等安全隐患。

校抗震救灾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以下工作：

1、召开校防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工作会议，通报震情趋势，

部署紧急避险和抢险救灾工作。

2、随时了解、掌握地震动态并及时向学校抗震救灾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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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各应急工作组通报。

3、检查学校各部门、各应急救援工作组的应急措施和防震

减灾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

4、督促校重点部位和易发生次生灾害的部位，采取紧急措

施和特殊保护措施，检查消防设施。

5、根据上级指挥机构发布的地震动态宣布临震应急期的起

止时间，根据震情发展趋势决定师生避震疏散时间及范围。

6、强化地震知识的宣传教育，防止地震信息误传和谣传，

稳定社会秩序。

第十二条 震时应急反应。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学校地震应

急工作领导小组自动转为学校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

师生疏散、抢险救援等应急处置工作。

1、应急指挥。学校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部署、协调和开展

应急救援和救护工作。保持学校与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教育部

门、地震部门的通信联系，向有关部门了解地震震级、发生时间

和震中位置、震情趋势等情况。保证 24 小时通信畅通。

2、人员疏散。应急疏散组应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和人员疏散、

转移方案，组织师生按疏散、转移至安全区域。在疏散、转移时，

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救护措施。

3、抢救伤员。抢险救灾组应立即组织开展自救互救，抢救

被埋压人员；组织校区内搜救工作，对需要救治的伤病员组织现

场抢救，并帮助其迅速脱离危险环境。协助专业救援队搜救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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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协助卫生医疗救护队抢救伤病员、开展校区疾病预防和水

源卫生监控等工作。

4、抢排险情。抢险救灾组对震后破坏的供排水、供电、校

内道路、基础设施进行抢排险，尽快恢复学校基础设施功能；协

助公安、消防部队扑灭火灾和保护校内重点文档资料、重要设施。

5、安全保卫。安全保卫组尽快组织人力，加强治安管理和

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园秩序，配合公安部门预防和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加强对学校公共财产、

救济物品集散点、重点实验室的警戒。

6、信息收集。学校在开展救援工作的同时，立即将伤病员

数量、救治情况、救援力量以及建筑物倒塌、震灾损失的初步估

计等情况报告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和教育行政部门。

7、应急响应终止。学校的地震灾害救援工作完成，伤病员

在医疗机构得到救治，师生情绪稳定，并得到妥善安置，学校及

时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经批准可宣布地震应急响应终止。

第十三条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地震应急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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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
一、领导小组组成及职责

组 长：姜 刚

副组长：王秀超 李娜

成 员：王斌 倪晓玲 丁学芳 郭广超 张兆珂 贺丹丹

各年级组长

领导小组职责：

（一）全面负责学校地震应急工作，进行自救互救、避震疏

散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师生应急意识和学校抵御地震灾害

的能力；

（二）参加同级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执行有关指示、

批示，服从统一领导。领导小组成员按其所在部门的职能、职责

各负其责；

（三）在临震预报发布后，负责对学生进行防震、避震、自

救互救知识的强化宣传，组织学校地震应急预案的实施；

（四）震后，负责指挥各应急工作组按预案确定的职责投入

地震应急抢险工作，调度学校的应急疏散、抢险救灾、医疗救护

和物资配备；

（五）及时调查、统计和上报震后人员伤亡等灾情；

（六）负责同级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及职责

组 长：王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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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王斌、贺丹丹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一）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

（二）制定和定期修订校地震应急预案和应急工作程序；

（三）具体协调各工作组之间的应急救援工作；

（四）负责组织防震知识的宣传、培训，组织应急演练；

（五）承担地震应急工作总结、报告以及上情下达，下情（灾

情）上报等职责；

（六）进行应急资金的调度及所需物资、装备、设备、器材

的供应；

（七）安排应急期间的值班工作；负责接待及其他后勤保障

工作。

三、应急疏散组组成及职责

组 长：王秀超

成 员：丁学芳、所有上课教师、班主任和各年级组组长

应急疏散组职责：

（一）以谁上课谁负责和方便疏散为原则，负责组织师生震

时就近避震；利用学校操场、绿地和空旷地带，组织学生就地避

震并在震后有序、快速疏散；

（二）编制学校地震应急疏散平面图、各年级疏散路线图，

建立紧急避难场所并设置标志等；

（三）妥善安置生活必须食品（吃、穿、住、用）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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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妥善安置受伤师生，做好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五）组织开展师生避震、疏散、简单救护演练。

四、抢险救灾组组成及职责

组 长：王斌

成 员：张国伟、张兆珂

除学校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当班代课教师，各

班班主任、年级组长要在第一时间组织学生疏散和学生伤亡统计、

上报、安抚学生外，其他人员全部为抢险救灾组成员，包括：学

校人事干部、医务人员、非当班代课教师、图书室管理员、学校

保管员、后勤工作人员等。

抢险救灾组职责：

（一）组织实施自救互救，抢救被埋压师生；

（二）抢救重要财产、重要档案等；

（三）负责轻伤员救治、联系急救中心抢救重伤员；

（四）尽快恢复被破坏的供水、供电等设施；

（五）负责预防和扑救可能发生的火灾。

五、安全保卫组组成及职责

组 长：郭广超

成 员：宫东平、传达、保安

安全保卫组职责：

（一）破坏性地震或强有感地震发生后，负责重点部门（部

位）的安全保卫保护工作，避免哄抢和人为破坏 ；



9

（二）负责维护治安，协助开展伤员救治和火灾等扑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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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地震时采取的自护自救措施

如果我们遭遇了地震怎么办呢？应该说，地震发生时的躲避

方法要根据不同的地方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否则会造成不必要

的伤亡。如果遇到地震，首先应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慌乱，应利

用各种设施就地就近避险。在震中及其附近地区，从地震发生到

房屋倒塌，一般有 12 秒钟左右的时间，作为个人，应当保持冷

静、镇定，并在 12 秒内作出正确躲藏的抉择，采取果断措施来

保护自己。

在不同的环境，我们要学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1、发生地震时，如果我们在家里，切记最大的危害是掉下

来的那些碎片，此刻，要动作机灵的躲避。若住的是平房，且离

门很 近，则应冲出门外。如住在楼房，可以躲到结实的床、桌

下，或 躲进跨度较小的房间，如卫生间、厨房或远离门窗的墙

角等地。注意保要护头部，以防异物 砸伤；记住头靠墙就地蹲

下。注意千万不要跳楼、跳窗，以免摔伤或被玻璃扎伤；不要上

阳台，不要去乘电梯。一般来说，不要跑出建筑物，最好就近找

个安全处躲避，待地震后，如果需要疏散，再沉着离开。

2、发生地震时，如果我们在户外，我们会感到站立不稳，

这时候，我们都会想要扶、靠、抓住什么东西的本能，身边的门

柱、墙壁大多会成为扶靠的对象。但是，这些看上去挺结实牢固

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危险的。这时候，我们务必不要靠近水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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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板墙、门柱等躲避。在繁华的街道、楼很密集的地方，最危险

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下来砸伤人。要注意保护好头部。

再就是我们在室外，千万不要冒着大地的震动进屋去救亲人，只

能等地震过后，再对他们及时抢救。如果我们在公共汽车上，不

要心慌，坐在座位上的要双手撑直，紧握前面座椅背上的扶手；

靠窗的要注意保护头部，防止被震碎的玻璃划伤；同时一定要记

住低着头，降低重心。如果停住车了，也不可盲目地拥挤下车，

应该有组织有秩序地下车。如果在山坡上感到地震发生，千万不

要跟着滚石往山下跑，而应躲在山坡上隆起的小山包背后，同时

要远离陡崖峭壁，防止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威胁。

3、发生地震时，如果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老师首先必须

冷静地指挥同学们避灾，决不可带头乱跑，同学们也一定要听从

老师的指挥。如果我们的教室在一楼离门近的地方，应立即跑出

门外；如果在高楼里，靠墙近，应紧靠无窗户的墙根蹲下，如果

在教室中间应该立即钻到课桌底下。在地震发生时，我们一定不

要慌乱，因为我们的教室里人员比较密集，我们决不能乱跑，或

拥向门口、楼梯，只有这样才不会造成无谓的伤亡。在地震过后，

我们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组织有秩序地疏散到操场或其它空旷

的地方，这样才能更好地躲避余震。

4、地震被困时的自护自救，如果在发生地震时，我们被埋

在废墟下，不可慌乱，应鼓起求生的勇气，要有与困难长时间做

斗争的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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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压在废墟下，首先应该设法将手脚挣脱出来，消除压

在身上的物体，特别是压在腹部以上的物体，如身上没有压物，

要检查身体是否受伤，对流血或其它较重的伤害作应急处理。假

如身体没有受伤，应该用衣服捂住口鼻，防止直接吸收烟尘而导

致窒息。然后观察四周情况，防止支撑不稳的重物出现新的塌落，

并寻找新的较为安全的地方，尽量设法寻找食品和水，为生存创

造有利条件，等待救援。如果环境和体力许可，应该想办法逃离

险境，如发觉受埋周围有较大空间通道，可以试着从下面爬过去

或者仰面蹭过去。无力脱离自救时，应该尽量减少气力的消耗，

静待外面有救援人员的时候再采取呼叫、敲击物件等方法引起救

灾人员注意及时抢救，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地震灾害的发

生是地域性的，所以救援比较缓慢，这就要求我们要尽量减少体

力消耗，坚持时间越长，得救的可能性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