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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统筹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市应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和信安诚风险管理技

术有限公司、北京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鹏、张戬、刘耀峰、李爱东、廖丹、吕品、于晖、崔来宝、赵奎富、杜艳飞、

谢昱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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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重大活动应急预案总体要求、编制程序、内容要素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重大活动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GB/T 33170.1 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1部分：安全评估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大活动 major event 

有计划性的具有重大意义或者重要影响的事件。 

注：本文件所指的重大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及其部门主办或承办的活动和大型群众性活动。 

4 总体要求 

4.1 编制原则 

构建与重大活动特点相适应，覆盖各环节、各类别风险，兼顾内、外部衔接的应急预案体系，及时

根据风险因素及现状条件变化修订完善。 

4.2 组织职责 

4.2.1 重大活动总指挥机构应统筹规划、综合协调重大活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本级

应急预案的编制； 

4.2.2 各级分指挥机构应负责分管领域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本级应急预案的编制；

各工作组负责根据任务需要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 

4.3 分级分类 

应急预案按照指挥层级划分为总指挥机构应急预案、分指挥机构应急预案，以及各工作组应急预案；

按照功能类别划分为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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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制程序 

5.1 确定编制工作组 

重大活动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根据需要组成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小组，可吸收预案管理专家及有现

场处置经验的人员共同参与编制工作。 

5.2 开展资源调查与风险评估 

5.2.1 概述 

应组织应急资源调查、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为构建突发事件情景、编制应急预案提供依据。 

5.2.2 应急资源调查 

应全面调查和客观分析重大活动承办区域内可调用的应急资源，以及周边单位和政府部门可请求

援助的应急资源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应急队伍、装备、物资、场所等； 

a) 针对重大活动举办过程中涉及的风险可采用的监测、监控及报警设施等； 

b) 可协调使用的安保、医疗、消防、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及其他社会化应急救援力量等； 

c) 通过改造可利用的应急资源状况。 

5.2.3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可从人员行为因素、设备设施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管理因素等方面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

风险要素参见附录A。风险评估方法宜符合GB/T 27921和GB/T 33170.1相关要求。 

5.3 构建预案体系 

应根据应急指挥机构的组成和风险评估结果构建重大活动应急预案体系（见图1）。 

 

 

 

 

 

 

 

 

 

 

图1 重大活动应急预案体系构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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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复杂 

风险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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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编写应急预案 

按照本文件第6章的内容要素编写应急预案。 

5.5 征求意见 

形成应急预案初稿后，应征求本预案涉及部门、单位意见建议。 

5.6 预案演练 

应组织应急预案演练，验证应急预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根据演练结果完善应急预案。 

5.7 审批发布 

5.7.1 总指挥机构应急预案应由重大活动总指挥机构审批印发。 

5.7.2 分指挥机构应急预案、现场处置工作方案，应由分指挥机构审批印发，报总指挥机构备案。 

5.7.3 社会单位主办或承办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应急预案依法报送公安部门审查，以主办或承办单位名

义印发。 

6 内容要素 

6.1 总体应急预案 

6.1.1 概述 

总体应急预案内容框架宜包括总则、应急指挥体系、监测与预警、应急响应、应急保障、附件等

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6.1.2 总则 

6.1.2.1 总则宜包括指导思想、目的依据、适用范围、风险概述、应急预案体系构成等。 

6.1.2.2 目的依据应明确重大活动突发事件应对的总体和优先目标，以及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等。 

6.1.2.3 适用范围应明确应急预案适用的时间、空间范围，适用的应急保障对象及应对突发事件类

型。 

6.1.2.4 风险概述宜包括重大活动总体风险及各类风险概况、风险分布的位置、存在的活动环节及时

间，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重点防护区域和重要保护目标情况。 

6.1.2.5 应急预案体系应明确预案分级、分类构成的描述，以及下一级预案目录（可用附件以图表陈

列）。 

6.1.3 应急指挥体系 

应急指挥体系应明确重大活动应急指挥机构层级设置，应急指挥机构组成人员、成员单位（部

门）及其应急工作职责。 

6.1.4 监测与预警 

6.1.4.1 监测应明确对重大活动风险点的全过程监测体系、制度、措施，规范监测信息的获取、报

送、分析的途径、方法和程序等。应明确对重点活动环节、重点设施设备、重点部位和区域、环境状

态等的监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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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 预警应明确重大活动可预警事件的预警发布、预警响应和预警解除等内容，对于难以预警的

事件，可根据实际情况原则性描述。 

6.1.5 应急响应 

6.1.5.1 应急响应宜包括信息报送、先期处置、分级响应、协同处置、扩大响应、熔断调整、信息发

布等内容。 

6.1.5.2 信息报送宜包括但不限于指挥机构应急值守安排及联络方式（可在附件中陈列），信息接收

及内部报送程序、方式和责任人，向上级初报、续报、终报信息的渠道、流程、内容、时限和责任人

等要求。 

6.1.5.3 先期处置宜包括先期响应控制事态、减少影响的主要工作等内容。 

6.1.5.4 分级响应宜包括各级应急响应启动的条件、主体和程序，分级处置的原则、各层级指挥机构

的处置权限及处置程序等内容。 

6.1.5.5 协同处置宜包括重大活动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和相关单位的指挥协同关系，专业处置的工作流

程及内容。如需将总体预案和专项预案合并编制，在此分项列举需要重点防范的突发事件及其应对处

置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主责和协同处置责任、信息报告流程、应急处置的主要措施和目标要求等，详

细内容可在附件中表述。 

6.1.5.6 扩大响应宜包括扩大响应的条件及启动程序，重大活动应急指挥机构与上级有关部门、属地

政府、驻京单位、社会力量等之间的应急联动工作机制，需要协调处置的重点任务和联系单位。 

6.1.5.7 熔断调整应明确启动熔断调整的相应情形，如：接到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对重大活动有严重

危害的自然灾害类别和预警信息等级，或者活动过程中实时监测发现的影响活动正常举行的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应明确熔断调整的相关事项，如：调整活动举办时间、地点、内容，

直至中断活动举办，避免或减少危害损失的工作机制。 

6.1.5.8 信息发布应按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执行，明确重大活动主办、承办机构或应急指挥

机构信息发布的职责，负责或配合做好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工作。 

6.1.6 应急保障 

6.1.6.1 应急保障宜包括应急力量保障、交通保障、通信保障和其他保障等内容。 

6.1.6.2 应急力量保障包括安保、消防、医疗、志愿者、后勤等应急力量总体部署情况。 

6.1.6.3 交通保障包括交通引导、车辆部署、应急通道设置等情况。 

6.1.6.4 通信保障包括重大活动应急通信保障力量部署情况。 

6.1.6.5 其他保障包括对场地、设备设施等要素的服务保障情况。 

6.1.7 附件 

附件宜包括应急指挥体系图、应急联络表、重大活动应急指挥机构位置、区域划分、疏散路线和

集结点的标识等内容。 

6.2 专项应急预案 

6.2.1 概述 

专项应急预案内容框架宜包括适用范围、风险分析、应急指挥机构及任务分工、监测预警、信息

接报、指挥处置、响应终止、应急保障、附件等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6.2.2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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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明确应急预案适用的时间、空间范围，适用的应急保障对象或应对的突发事件的类型，与之上

下衔接的应急预案名称、体系。 

6.2.3 风险分析 

宜包括风险分布的位置、存在的活动环节及时间，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概况，重点防护区域和重

要保护目标情况。 

6.2.4 应急指挥机构及任务分工 

依据重大活动总体应急预案明确专项指挥机构组织形式、构成单位(部门)，专项指挥机构指挥人

员，以及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专项指挥机构可以设置相应的现场应急工作组,明确各小组具体构

成、位置设置、职责分工及行动任务。 

6.2.5 监测预警 

明确风险监测预警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分析、评估可能产生的后果，确定需要采取的预警响应

措施。如：消防安全监测、设施设备运行安全监测、重要场地人员流量及活动秩序监测、活动场所环

境安全监测、交通、通讯、卫生、舆情、气象等服务保障事项安全监测。 

6.2.6 信息接报 

宜包括信息接收及内部报送程序、方式和责任人，上级初报、续报、终报信息的渠道、流程、内

容、时限和责任人等要求。 

6.2.7 指挥处置 

明确应急指挥处置的基本流程和措施，宜包括明确先期抢险救援、排除设备故障、消除事故危

害、控制事态发展的措施，各区域专业处置力量响应的程序、具体处置内容。如：开设隔离带或设置

障碍物，实行现场人员管制、组织营救受伤人员、疏散撤离受威胁的人员、及时上报突发事件信息

等。 

6.2.8 响应终止 

明确应急处置结束或响应终止的条件、权限和程序。 

6.2.9 应急保障 

根据重大活动各点位、线路、场所突发事件应对共性特点，分区域明确现场应急力量预置情况。 

6.2.10 附件 

宜包括应急指挥调度体系、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急联络表，现场应急指挥部位置、应急疏散路

线、救援路线设置，主要物资和装备名称、型号、性能、数量、存放地点、运输和使用条件、管理责

任人和联系电话等（可用表格形式表述）。 

6.3 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重点规范各工作组层面行动，内容框架宜包括风险描述、应急响应、应急保障、附

件等。现场处置方案的形式、要素和内容可结合实际灵活调整，力求简明实用。 

6.3.1 风险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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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明确业务范围内主要风险（包括点位风险、区域风险、管理风险、环境风险等）； 

b) 分析可能造成的危害。 

6.3.2 应急响应 

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职责分工：明确活动现场本业务范围内应急组织、人员职责分工； 

a) 信息报告：明确信息报告的流程、内容等要求和责任人； 

b) 指挥协同：明确指挥协同关系，以及现场力量与各应急救援力量的衔接等内容； 

c) 处置措施：明确人员疏散、现场抢险、事件控制、应急协同等方面的应急处置措施，关闭或
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人员疏散转移的路线、转移方式，提供相关应急保障

的措施。 

6.3.3 应急保障  

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应急救援队伍力量分布； 

b) 相关应急物资装备配备。 

6.3.4 附件 

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现场处置组、上级指挥机构等相关人员岗位应急联络表； 

b) 风险清单及分布图、应急疏散路线、救援路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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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重大活动风险排查要素参考表 

重大活动风险排查要素参照表A.1。 

表A.1 重大活动风险排查要素参考表 

风险

因素 
序号 风险描述 风险点位 风险分析 引发后果 

人员

行为

风险 

1 人员聚集拥挤 

检票口、楼梯及

通道、集散区、

环廊、看台 

观众进退场时 (特别是退场时 )因滑倒、拥挤

等原因，发生踩踏事件，出现人员伤亡，产生

恶劣影响 

拥挤踩踏事件 

2 人员不当行为 活动区域 
在活动区域打出不当标语或旗帜，或者身着带

有示威抗议性质的服装 
舆情事件 

3 传播不当言论 活动区域 

向媒体或利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

媒体发布、传播不利言论，或者泄密，引起舆

情 

舆情事件 

4 重要人员无法到场 活动区域 
与活动相关重要人员因故不能按时到场，观众

不满引起群体冲突 
群体事件 

5 
观众与服务人员言

语或肢体冲突 

楼梯及通道、检

票口、集散区、

环廊、看台 

观众因对服务不满或其他纠纷，对服务人员进

行言语攻击，甚至肢体攻击 (单向、双向)，引

起群体冲突 

群体事件 

6 
部分服务人员缺勤

或延迟到岗 
活动区域 

服务人员因为极端天气或个人原因等出现缺勤

或不能按时到岗 
应急能力不足 

7 
发生车辆、行人交

通事故 

运输道路和人车

交汇处 

交通事故导致相关人员受伤，人员在上下车或

行进途中摔倒、磕碰等，引起聚集围观和交通

堵塞 

交通事故 

8 私人物品高空坠落 
看台、场馆扶梯

下方 

演出或等待过程中由于个人原因 (有意、无意) 

导致个人物品坠落，对他人生命安全、财产安

全带来影响 

高处坠落事件 

9 
高空作业等发生意

外事故 

高空设备安装区

域 

工人在高空作业等施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

致人员受伤 
高处坠落事件 

10 操控失误 指挥大厅 
操作员操作错误导致流程中断或异常，引起观

众不满 
设备安全事件 

11 餐饮工作人员烫伤 餐饮厨房 餐饮工作人员被蒸汽烫伤，昏迷休克 意外伤害事件 

12 素材泄漏 互联网 演出训练影像素材泄漏及传播 泄密事件 

13 食物中毒 餐饮区 
发生人员食物中毒事件，有头晕恶心、呕吐、

腹泻、休克等症状 
食物安全事件 

14 投毒 餐饮就餐区 
餐饮食品及原材料的储存、制作、售卖和餐用

具的消毒等过程中，出现投毒等恶意破坏行为 

社会安全事件及

食品安全事件 

15 遗留物品 活动区域 
活动区域出现未经审核批准的出版物或不明遗

留物品 

治安事件或暴恐

事件 

16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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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重大活动风险排查要素参考表（续） 

风险

因素 
序号 风险描述 风险点位 风险分析 引发后果 

环境

风险 

1 大风 悬挂物下方 
风力作用或设备安装不稳固使悬挂设备掉落伤

人 
高处坠落事件 

2 低温 设备安装区域 
设备在寒冷的条件下出现设备停止运行情况，

造成活动中断或影响活动效果 
设备安全事件 

3 

暴雨、冰雹、冰

冻、降雪等极端天

气 

活动区域 

由于暴雨、冰雹、冰冻、降雪等极端天气影

响，导致路径结冰湿滑、低洼区域水浸、设备

损坏、人员受伤甚至死亡、活动中断 

气象灾害 

4 
自然灾害导致电网

大面积停电 
活动区域外电网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外力因素影响，或由于

电源接入不稳定、设备故障、内部控制运行差

错等原因，造成电网大面积停电 

供电安全事件 

5 其他 … … … 

设备

设施

风险 

1 新能源车起火 充电区 电车充电时发生电池起火燃烧 火灾事故 

2 通信机房失火风险 机房 通信机房失火 
火灾事故 

通信安全事件 

3 
餐饮区域发生火灾

事故 
就餐区 

场馆餐饮区域发生火灾事故，场面混乱，有可

能造成人员伤害。 
火灾事故 

4 临电设施故障 
场馆区域灯光控

台、音响控台 

自身质量问题及人员异动、外力破坏等易造成

临电设施损坏 
供电安全事件 

5 通讯故障 

通信机房、工作

部署区、转播综

合区、场馆内观

众区 

集群联络沟通中断，转播中断，公众通讯中断 通信安全事件 

6 服务器宕机 指挥监控机房 服务器遭遇突发故障宕机、网络信息中断 设备安全事件 

7 
检票设备、系统故

障 
验票口 检票设备、系统故障导致观众无法入场 设备安全事件 

8 
重要区域摄像监控

系统故障 
摄像头监控区 

重要区域监控摄像头、线路突发故障，无法实

现动态监控 
设备安全事件 

9 
核心网络设备单机

故障 
指挥监控机房 因质量问题导致核心网络设备单机故障 设备安全事件 

10 
固定设施五金件损

坏 
场馆区域 

永久设施固定件损坏或紧固件松动，影响正常

使用，甚至造成坠落伤人等 
设备安全事件 

11 看台座椅损坏 看台区 坐席座椅破损等 设备安全事件 

12 
水泵故障、管道冻

裂跑水 
生活区域 

由于水泵故障或极寒天气导致供水管道冻裂，

发生停水情况 
设备安全事件 

13 空调管道故障 场馆区域 影响制冷效果 制冷安全事件 

14 
燃气管道、阀门故

障 
生活区域 燃气泄漏起火、爆炸 火灾、爆炸事故 

15 热力站设备故障 热力站 循环泵无法正常运转、影响正常生活 供暖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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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重大活动风险排查要素参考表（续） 

风险

因素 
序号 风险描述 风险点位 风险分析 引发后果 

设备

设施

风险 

16 场馆餐饮设备故障 餐饮厨房 场馆餐饮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设备安全事件 

17 
食物出现大面积腐

烂变质 
餐饮厨房 

食材储藏区出现食物大面积腐烂变质，无法使

用，并且怪味四溢、病菌滋生 
食品安全事件 

18 

后勤物资和设备出

现火情、漏电、盗

窃、毁坏 

所有服务空间及

工作部署区 

因后勤物资仓库管理不当，出现消防安全问

题。或因管理人员疏漏，或管理人员自身问题

出现物资失窃、毁坏情况 

治安事件 

19 其他 … … … 

其他

保障

服务

风险 

1 
重要无线电通信受

到干扰 

活动内外保障区

域 

重要无线电通信受到干扰，影响赛事或转播正

常进行 
通信安全事件 

2 
系统感染病毒或木

马分析 

相关系统业务领

域 

主机感染病毒、木马等恶意代码、遭受钓鱼邮

件诱导等风险 
通信安全事件 

3 

关键信息记录不

当，影响信息传达

准确性 

使用该集群设备

的点位 

监听人员记录关键信息时出现漏记或错记现

象，导致信息传达不准确 
通信安全事件 

4 集群业务信道拥塞 
工作人员、竞赛

组织 

馆内有突发事件，用户同时使用集群终端造成

信道被占满，呼叫排队 
通信安全事件 

5 
流程信息与现场导

演要求不符 
指挥大厅 节目调整顺序或时长导致流程信息与现场不符 通信安全事件 

6 流程处理引擎故障 指挥监控机房 突发流程处理引擎故障，导致活动无法进行 通信安全事件 

7 
网络安全被非法侵

入 

相关系统业务领

域 
核心网络被攻击/黑客入侵造成不网络可用 通信安全事件 

8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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