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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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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安部消防局、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丽英、何宁、李鹏、付合东、陆春、刘桂彬、薛林、张永丰、黄昊、谭易、张磊、刘朝辉、

傅杰文、宋芳、吴沛、黄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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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指南

１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电动汽车发生火灾、碰撞、泡水等灾害事故时的灭火和应急救援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专职救援人员对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事故应急救援。

本标准不适用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事故应急救援。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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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９０７（所有部分）　消防词汇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　电动汽车术语

ＧＡ／Ｔ１２７６　道路交通事故被困人员解救行动指南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９０７和ＧＢ／Ｔ１９５９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主动式灭火　狅犳犳犲狀狊犻狏犲犪狋狋犪犮犽

当发生有人员被困或高压电池未起火时，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主动的灭火战术。

３．２　

防护式灭火　犱犲犳犲狀狊犻狏犲犪狋狋犪犮犽

当高压电池发生燃烧且没有人员被困时，在灭火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防护式的灭火

战术。

４　基本原则

４．１　评估

电动车出现灾害事故时，首先需要对现场进行评估，通过外部观察和仪器监测，判断事故车辆动力

电池和高压电系统的受损情况以及动力电池可能引发的爆炸燃烧的危险因素及后果，做好事故救援

准备。

４．２　警戒

４．２．１　对于事故现场，首先需考虑通过侦测现场情况，确定警戒范围，设置警戒标志。

４．２．２　通常在事故车辆周边１０ｍ范围设置工作区，尽可能禁止无关车辆、人员、船只进入；在５ｍ范围

设置作业区，只允许直接负责治疗或解救被困者的救援人员进入。

４．２．３　需持续监测易燃、有毒气体，监测事故车辆动力电池部位温度，适时调整警戒范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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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漏液处置

４．３．１　当出现除电解液外的其他液体从车辆中漏出时，宜按照燃油车辆处置方法进行处置。

４．３．２　电解液泄漏时，有大量的有毒气体溢出，需要佩戴全套呼吸防护装备，并控制外部火源，避免电

解液被引燃。

４．３．３　如有可能，宜尽量使用吸附材料等收集电解液，防止其污染环境。

４．４　救援人员能力和装备配备

４．４．１　技术能力

救援人员需要熟悉电动汽车及其结构，接受相关培训，在事故现场可做到快速切断电源和避免高压

电的威胁。

４．４．２　个人防护装备配备

电动汽车发生事故时，尤其是电池发生破损或燃烧时，除电击危险外，还会释放大量有毒、有害气

体，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个人防护装备参照以下配备：

ａ）　处置火灾事故时，救援人员尽可能穿戴全套的个人防护装备和呼吸防护装备；

ｂ）　处置碰撞、涉水事故时，救援人员尽可能佩戴全套电绝缘装具，水域救援时穿戴所需的水域救

援防护装备。

５　车辆识别

５．１　车辆外部标识识别

５．１．１　车辆号牌识别

在车辆号牌无损坏的情况下，可通过国家电动汽车号牌的规则来识别事故车辆是否为电动汽车，

如：绿色号牌等。

５．１．２　电动汽车标识识别

可通过观察车身，尤其是检查车尾部后备箱盖上是否有电动汽车标识，如“ＥＶ”“Ｈｙｂｒｉｄ”“电动汽

车”“混合动力”等字样或其他标识来确定是否为电动汽车。

５．２　车辆内部标识识别

５．２．１　可根据车辆信息提前了解高压部件及断电开关的位置。

５．２．２　在对车辆进行操作时，首先需要观察高压／低压电缆或部件的情况，特别是橙色的高压电缆或部

件，同时，其他相关标识也需要进行查看。

６　车辆固定

６．１　固定车轮

宜根据事故车辆状态、位置等情况，合理采取短足、长足等稳固技术，运用支撑杆等器材装备，对车

体实施有效稳固，创建安全作业条件，有效防止车辆移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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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汽车制动装置

根据不同车辆的制动装置，尽可能确保车辆处于驻车状态。

７　切断电源

７．１　自动断电

关闭车辆启动开关，宜将具有自动启动功能的车辆钥匙装入信号屏蔽袋或置于距离事故车辆１０ｍ

之外。

７．２　手动断电

大部分车辆均设计了在碰撞事故中自动断电的安全系统，但为了确保动力线路处于断电状态，以防

止次生事故，避免对被困人员或救援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在确保事故车辆自动断电之后，仍需要对其进

行手动断电。首先找到切断低压电源的位置，切断低压线路，并按照应急救援说明书，切断动力线路。

８　碰撞事故救援

８．１　处置程序

电动汽车碰撞事故救援处置程序如下：

ａ）　设置警戒标志；

ｂ）　识别车辆，评估后确定救援方案；

ｃ）　做好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ｄ）　操作之前固定车辆、切断电源；

ｅ）　确定高压电池及部件位置；

ｆ）　人员搜救及车辆处置；

ｇ）　现场清理。

８．２　人员搜救

８．２．１　在碰撞事故现场，当有人员被困在车内时，需要充分考虑救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确定

救援方案。

８．２．２　宜按照ＧＡ／Ｔ１２７６的相关要求，开辟救援通道。

８．２．３　必要时，使用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对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实施呼吸保护；当

出现电池有电解液泄漏、打火、冒烟或冒泡声等现象时，需打开车窗和后备箱通风，防止烟气大量积聚；

若现场通风条件差，可采取人工鼓风、利用排烟机送风等方式驱散现场有毒气体。

８．２．４　利用破拆、起重、撑顶、牵引等器材装备救援时，需要避开高压电线缆和动力电池，采用合理的施

救方法，救助遇险人员脱离困境。

８．２．５　对相撞或倾翻的客车，可外侧手动开启车门一侧的手动应急开关打开逃生通道；车门无法打开

时，宜迅速破拆车门窗，救出被困人员。

８．２．６　根据被困人员受困状态、受伤部位等情况，会同医疗急救人员采取相应救治措施，维护生命体

征，并及时消除触电、漏电等风险，遇险人员救出后需交由医疗急救人员进行救护。

８．３　车辆处置

８．３．１　为避免动力电池电解液喷溅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造成伤害，尽可能使用灭火毯从电池箱外部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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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覆盖。

８．３．２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电击危险，破拆过程中不得接触损坏的电池系统，不得使用工具切割高压供

电线路或穿透高压供电系统组件。

８．３．３　对切断电源的车辆，可利用破拆工具，如无齿锯、扩张器、牵引器、气动切割器、双轮异动切割器、

液压剪切器、液压顶杆等，破拆牵引变形的车厢外壳，救出被困人员。

８．３．４　在对事故车辆进行破拆等操作时，需要动态观察动力电池状态，对电池受损车辆，救援人员需对

受损电池进行全程观察，并利用热成像仪、测温仪等器材对电池温度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内部温度

急剧升高或有烟雾释放时，存在燃烧或爆炸的危险，需立即停止作业，采用喷雾水枪实施掩护，防止突发

事故威胁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安全。

８．３．５　对事故造成燃油泄漏的，在破拆时需喷射泡沫覆盖泄漏区域，防止因金属碰撞或破拆时产生的

火花引发燃油蒸汽爆炸燃烧。

８．４　现场清理

８．４．１　灾害事故处置结束后，宜全面、细致地检查清理现场，并向车主和有关部门移交现场。撤离现场

时清点人员，整理器材装备。

８．４．２　提醒车主和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受损电池，合理采取转运方式，防止事故车辆在转运及后期静置

过程中起火。

８．４．３　在高压电池电量全部放出之前，尽可能将车辆置于距离建筑物或其他车辆１５ｍ之外的地方，当

条件无法满足时，宜将车辆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安全区域，避免对周边建筑物和车辆造成破坏。

８．４．４　在转移车辆时，不能直接进行拖挂，宜根据电动汽车转运要求进行转移，否则强行拖行驱动轮会

导致高压电池系统发生火灾。

９　水域事故救援

９．１　处置程序

电动汽车水域事故救援处置程序如下：

ａ）　识别车辆，侦查环境情况，评估后确定救援方案；

ｂ）　做好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ｃ）　确定高压电池及部件位置；

ｄ）　解救被困人员；

ｅ）　如果无人员被困，直接进行车辆处置；

ｆ）　现场清理。

９．２　侦查

侦查包括以下内容：

ａ）　水域温度、深度、水面宽度、水流方向、岸边地形等情况，了解事故现场及周边的道路、交通、水

源等情况；

ｂ）　遇险人员的位置、数量和伤亡情况；

ｃ）　通过外部观察，判断事故车辆动力电池和高压电系统的受损情况；

ｄ）　评估现场救援处置所需的人力、器材装备及其他资源；

ｅ）　做好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进行人员搜救；

ｆ）　查明车辆牵引部位、牵引途径，明确车辆停放的安全区域；

ｇ）　调大型吊车到场，将落水车辆吊上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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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人员搜救

９．３．１　在水域事故现场，当有人员被困在车内时，需要分析现场情况，充分考虑救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危险因素，确定救援方案。

９．３．２　击破车窗或打开车门，救助车内人员；遇险人员救出后交由医疗急救人员进行救护。

９．４　车辆处置

９．４．１　车辆处置过程中，需要避免接触高压部件、电缆或断电开关等，防止可能存在的电击危险。

９．４．２　宜交由有资质的机构，根据车辆水域救援要求进行车辆打捞。

９．４．３　车辆打捞至路面后，按照８．３的要求进行车辆处置。

９．５　现场清理

按照８．４的要求进行现场清理。

１０　火灾事故扑救

１０．１　处置程序

火灾事故救援处置程序如下：

ａ）　设置警戒标志；

ｂ）　识别车辆，评估后确定采取的灭火方案；

ｃ）　做好救援人员防护；

ｄ）　火灾扑灭后固定车辆；

ｅ）　如有需要，进行断电；

ｆ）　现场清理。

１０．２　灭火剂

１０．２．１　高压电池未出现明火时，可按照传统车辆火灾处置方法进行灭火。

１０．２．２　当高压电池着火时，大量消防水的使用可降低电池及其内部的温度，可有效阻止燃烧和防止复

燃，因此需要使用大量的、持续的消防水，如扑灭电池着火的乘用车时应确保１０ｔ以上的消防水。

１０．３　灭火战术

１０．３．１　主动式灭火

１０．３．１．１　当有人员被困或高压电池未起火时，需选择进行主动式灭火。

１０．３．１．２　不能为了将灭火剂顺利喷射到电池内部，而对车辆的结构进行刺穿、切割、撬、拆除等操作。

１０．３．１．３　不能使用工具刺穿引擎盖，以免穿透发动机区域的高压部件而造成严重的电击。

１０．３．１．４　如果高压电池区域着火，宜使用热像仪监控电池区域温度，以防止复燃。

１０．３．２　防护式灭火

１０．３．２．１　当高压电池发生燃烧，没有人员被困以及没有足够水源的情况下，可采用防护式灭火。

１０．３．２．２　当灭火剂很难到达电池的燃烧单元时，可控制现场、稳定燃烧。

１０．３．２．３　任何未佩戴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的人员尽可能置于火灾上风向，避免吸入烟气中的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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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３　无明火情况的作业

当电池发生事故未见明火，有大量白烟冒出时，在确保其他完好电池从车上卸载之后，需采用大量、

持续的水对冒烟部位进行连续喷射，以减少有毒、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１０．４　现场清理

火灾扑灭后，固定车辆并断电，按照８．４的要求进行现场清理。

１１　充电情况下事故救援

１１．１　为避免发生次生灾害，需首先确定充电站电源位置并切断。

１１．２　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需首先断开充电设备与车辆的连接，可采用拔出电动汽车的充电枪或

剪断充电线等手段，再按照以上程序进行灭火和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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