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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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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公安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保恒杰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华荣远诚服务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

鹏徽市场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马鞍山市保安服务业行业协会、马鞍山市保安有限责任公司、安徽中

医药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安徽建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征红蔓、蒋爱兵、苗二珍、黄启富、郑晓娟、汪小翠、马保、朱雪城、吴春、

吴臣军、周荣、吕庆跃、姜锟、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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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服务应急处置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保安服务应急处置的制定方案、处置及后续工作。 

本文件适用于保安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应急事件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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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94-2013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37228-2018  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GA/T 594-2006  保安服务操作规程与质量控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保安服务  security service 

为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安全需求，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由依法设立的

企业、组织提供的专业化安全防范服务及相关服务的行为。保安服务一般按照合同约定，采取门卫、守

护、巡逻、押运、随身护卫、人群控制、技术防范、安全咨询等形式，保护客户人身、财产和信息等安

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 

[来源：GA/T 594-2006，2.1] 

3.2  

应急处置  emergency disposal 

对突发险情、事故、事件采取紧急措施或行动，消除、阻止或延缓事态恶化而进行的应对处置。 

3.3  

事件  event 

特定情况的发生。 

注1：事件可能是确定的，也可能是不确定的。 

注2：事件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系列的。 

注3：对于给定时间内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估算出来。 

[来源：GB/T 23694-2013，3.1.4] 

3.4  

应急准备  emergency perparedness 

为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所做的准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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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7228-2018，3.3] 

4 制定预案 

4.1 编制应急预案 

4.1.1 针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件，从事保安服务的机构应组织编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编制应

注重预案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满足科学、实用、简明的基本原则，编制过程宜对风险进行评估，评估

的内容包含不限下列： 

—— 服务过程中的危险因素，确定事件危险源； 

—— 分析可能发生的事件类型及事件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 

—— 针对事件相应的预防措施或处置措施等。 

4.1.2 应急预案宜包含目的、编制依据、使用范围、工作原则及应急组织体系或流程图等。 

4.2 应急预案评审 

应急预案编制完成后，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评审和论证。评审或论证合格后，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审

批下发。 

4.3 应急预案宣贯和培训 

组织保安员对应急预案进行宣贯或培训，强化全员风险意识，提高保安员应急事件发生时处置的能

力和效率。 

4.4 应急准备 

4.4.1 应急队伍筹建 

根据应急事件发展情况和严重程度，应在服务场所成立应急处置小组或相关队伍，包括专业、规模、

能力、分布等，以满足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要求。 

4.4.2 通讯与信息准备 

明确与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相关的单位和人员的联系方式，确保应急状态下的信息畅通。 

4.4.3 物资与装备准备 

明确满足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要求的应急物资、装备的储备情况，包括种类、规格、功能、数量、存

放地点、责任人，必要时包含其生产、供应和储备单位基本情况以便补给。 

5 处置 

5.1 发现 

值班保安员在保安服务过程中发现应急事件时： 

—— 迅速分析判断突发事件的性质、可控性及危害性； 

—— 应采取果断有效措施消除、阻止或延缓事态恶化或升级； 

—— 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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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施 

5.2.1 一般情况  

现场处置保安员应保持冷静，根据平时应急预案演练及时对事件进行平息和缓和，处置过程中应做

到以下要求： 

—— 正确使用防护用具； 

—— 正确使用抢险救援设施设备； 

—— 设立应急救援场地的警示警戒； 

—— 正确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 

—— 现场自救和互救； 

—— 及时上报项目队长。 

5.2.2 事态发展较严重时 

除满足 5.2.1 现场处置外，项目队长应通知应其他保安员配合处理，并向公司主管领导报和服务

单位领导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突发事故的地点； 

—— 时间； 

—— 有无人员伤亡； 

—— 贵重物品损坏情况。 

5.2.3 事态严重时 

除满足 5.2.1 及 5.2.2 现场处置外，应向事件行政归属主管部门报告，请求处理。 

5.2.4 处置过程注意事项 

保安员在处置中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开展处置工作，应注意保护自身安全，处置

过程中注意事项包含不限下列内容： 

——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 安全警戒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 抢险救援器材使用方法的注意事项； 

—— 紧急避险及逃生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等。 

6 后续工作 

6.1 后处理 

应急事件解除后，应急处置小组应对应急事件开展以下方面的后处理。 

—— 应急场地清理； 

—— 应急事件起因描述； 

—— 应急事件发展过程； 

—— 过程的可操作性及实际执行情况； 

—— 处置人员预案的掌握情况； 

—— 处置人员的配合性及反应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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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的时效性； 

—— 处置程序是否规范； 

—— 处置的符合性； 

—— 处置的目的和效果； 

—— 应急事态影响等； 

6.2 归档 

应急事件结束后，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应对应急处置中的相关资料形成文件，并按要求进行档案期限

保存及备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