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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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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服务防暴演练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保安服务防暴演练的方案制定、演练准备、桌面和现场演练及后续工作。 

本文件适用于保安服务中的防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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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09-2019  公共安全 演练指南 

AQ/T 9007-201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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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练  exercise 

培训、评估、实践与提高组织绩效的过程。 

注： 演练可用于验证策略、计划、程序、培训、装备与组织间协调的有效性；明确人员岗位职责和开展相关的培训

活动；改进组织间的协调与沟通；识别资源的不足；提高个人绩效并识别改进机会；以及提供一个可控的练习

随机应变能力的机会。 

[来源：GB/T 38209-2019，3.4] 

3.3  

防暴演练  anti riot drill 

提高面对突发暴恐事件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而进行的演练活动。 

3.4  

桌面演练  tabletop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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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事故情景，利用地图、沙盘、流程图、计算机模拟、视频会议等辅助手段，进行交互式讨论和

推演应的应急演练活动。 

[来源：AQ/T 9007-2019，3.5] 

3.5  

现场演练  actuail exercise 

针对事先设置的突发事件情景及其后续的发展情景，通过实际决策、行动和操作，完成真实应急响

应过程的活动。 

4 制定方案 

4.1 演练目的 

明确举办演练的原因、演练要解决的问题和期望达到的效果等。 

4.2 演练需求 

对事先设定事件的风险及应急预案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需调整的人员、场地、需锻炼的技

能、需要的资源、需完善的应急处置流程和需进一步明确的职责等。 

4.3 演练范围 

根据演练需求、经费、资源和时间等条件的限制，确定演练情景、等级、地域、组织机构及人数等。 

4.4 演练方式 

应分为桌面演练和现场演练。 

4.5 演练日程安排 

安排演练准备与实施的日程，包括各种演练文件编写与审定期限、场地准备期限、资源准备期限、

演练实施日期等。 

5 准备 

5.1 人员准备 

根据演练规模和演练开展方式应成立演练领导小组或者工作组，负责演练活动筹备和实施过程中的

组织领导工作，审定演练方案制订、演练工作安排及其他需要决定的重要事项。根据演练规模大小，其

组织机构宜进行调整。演练工作领导小组或者工作组成员包含不限以下人员： 

—— 指挥人员； 

—— 策划人员； 

—— 参演人员； 

—— 保障人员。 

5.2 场地准备 

5.2.1 桌面演练宜搭建必要的模拟场景和操作设施，具备模拟测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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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现场演练应选择与实际情况相似的地点，并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功能。 

5.2.3 演练场地应满足现场演练活动需要，尽量避免干扰企业和公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5.3 资源准备 

5.3.1 信息材料 

主要包括应急预案和演练方案的纸质文本、多媒体文件、参演者脚本、地图等。 

5.3.2 物资设备 

主要包括各种防暴物资、防暴装备、安全应急与救援装备、防护用品或装备、录音摄像设备等。 

5.3.3 通信器材 

主要包括移动电话、对讲机、视频通信器材和其他配套器材等确保演练控制信息的快速传递。 

5.4 安全保障准备 

5.4.1 依法依规履行报备程序，提前发布公告，告知演练的内容、时间、地点及组织单位。 

5.4.2 大型演练应制定专项应急预案，采取预防措施，并对关键部位和环节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进行

针对性演练或者培训。 

5.4.3 参与实施演练的人员应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或装备。 

5.4.4 根据演练情况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测因素宜购买相关商业保险。 

6 桌面演练 

6.1 使用情景 

6.1.1 检测方案的可行性，宜根据情况开展桌面演练。 

6.1.2 大型或复杂程序较高的演练，宜根据情况开展桌面演练与现场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6.2 演练启动 

6.2.1 应将方案提前发放于参演人员，熟悉演练相关内容，做好演练前的沟通或者协调工作。 

6.2.2 演练实施前，指挥员应做好演练目的，演练过程中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介绍或说明。 

6.3 演练实施 

6.3.1 为保证演练秩序，演练的问题或者任务应按序号或编号分配或者下达，参演人员应密切关注相

关问题或者任务。 

6.3.2 指挥员通过多媒体文件，沙盘、模拟软件、消息单等多种形式向参演人员展示演练情景，将参

演人员代入演练情景中。 

6.3.3 情景展示完毕后，指挥员根据演练方案提出一个或多个问题，或者在场景中自动呈现演练任务，

供参演人员根据预先设定的角色或者职责分工开展问题回答或模拟操作。 

6.4 演练终止 

6.4.1 所有问题提问或者任务模拟完，指挥员宣布桌面演练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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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保障人员对桌面演练场地进行清理和恢复。 

7 现场演练 

7.1 演练启动 

按照 6.2 的要求。 

7.2 演练实施 

7.2.1 按照演练方案要求，演练指挥员指挥各参演队伍和人员，开展模拟演练情景的应急处置行动。 

7.2.2 参演人员根据控制消息和指令，按照规定的程序开展应急处置行动，完成各项演练活动中的现

场处置。 

7.2.3 演练过程控制：指挥员应负责演练方案过程控制，过程控制包括但不限于： 

—— 在现场演练中，要通过传递控制消息来控制演练进程； 

—— 按照演练方案发出控制消息，向参演人员及时传递控制消息或指令； 

—— 参演人员接收到信息后， 按照发生真实事件时的应急处置程序，或根据应急行动方案，采取

相应的应急处置行动； 

—— 控制消息可由人工传递，也可以用对讲机、固定电话、手机等方式传送，或者通过特定的声

音、标志、视频等呈现； 

—— 演练过程中，参演人员应随时掌握演练进展情况，并向指挥员报告演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7.3 演练终止 

7.3.1 演练完毕，指挥员发出结束信号宣布活动结束。 

7.3.2 由指挥员、策划员或邀请的相关领导等对演练现场做针对性地讲评和点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本阶段的演练目标； 

—— 参演队伍及人员的表现； 

—— 演练中暴露的问题； 

—— 解决问题的办法等。 

7.3.3 讲评后，按预定方案组织人员疏散。 

7.3.4 保障人员对演练现场进行清理和恢复。 

7.3.5 演练实施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经演练领导小组或者工作组商议决定，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和

指令终止演练：  

—— 出现真实突发事件， 需要参演人员参与应急处置时，要终止演练，使参演人员迅速回归其工

作岗位，履行应急处置职责； 

—— 出现特殊或意外情况，短时间内不能妥善处理或解决时，可提前终止演练。 

8 后续工作 

8.1 演练记录及总结 

8.1.1 记录 

做好演练活动记录，演练记录中宜注明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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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练实施过程中，一般要安排专门人员，采用文字、照片和音像等手段记录演练过程； 

—— 应详细记录可能出现的人员“伤亡”（如进入“危险”场所而无安全防护，在规定的时间内

不能完成疏散等）及财产“损失”等情况； 

—— 照片和音像记录可安排专业人员和宣传人员在不同现场、不同角度进行拍摄， 尽可能全方位

反映演练实施过程。 

8.1.2 总结 

8.1.2.1 演练领导小组或工作组成员宜对演练活动开展针对性的总结，以衡量方案的可行性，准备工

作的完整性及实施过程的可操作性，便于演练活动的提升和改进。 

8.1.2.2 总结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 组织评估会议； 

—— 填写演练评价表； 

—— 对参演人员进行访谈； 

—— 参演单位提供自我评估总结材料。 

8.1.2.3 总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演练执行情况； 

—— 预案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 应急指挥人员的指挥协调能力； 

—— 参演人员的处置能力； 

—— 演练所用设备装备的适用性； 

—— 演练目标的实现情况； 

—— 对完善方案的建议等。 

8.2 演练报告起草 

8.2.1 在全面分析演练记录及演练方案、现场总结等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比参演人员表现与演练目

标要求，对演练活动及其组织过程做出客观评价，并形成演练总结报告。 

8.2.2 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演练目的； 

—— 时间和地点； 

—— 参演单位和人员； 

—— 演练方案概要； 

—— 发现的问题与原因； 

—— 经验和教训； 

—— 后期改进有关工作的建议。 

8.2.3 演练组织单位在演练结束后应将演练方案、演练评估报告、演练总结等相关资料按照规定要求

归档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