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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目的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

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

或者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

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

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

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概念与目的



概念与目的

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目的

（1）通过调查了解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类型、环境危险源的基本情况以及可能产生的环境危害后果及严重程度，

全面分析企业环境风险情况；

（2）全面评估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的现有应急能力，加强企业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管理能力，全面预防突发环境

事件的发生；

（3）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机制，提高企业应对公共危机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够

及时、有效处理事故源，控制事故扩大，减小事故造成的损失；

（4）降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环境危害。通过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环境应急监测、事故信息的

及时发布、受影响人员迅速转移等措施，将事故所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

（5）通过应急预案的编制，促进企业提高环境风险意识，并通过应急物资、设备的落实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完

善，降低企业环境风险发生概率。



现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文件依据

文件依据

国家层面：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部令第34号
2、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
3、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8]8号 
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
5、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号
6、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公告 2018年 第1号
7、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8、《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7年第48号
9、《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2010〕10号
10、《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2015〕48号
8、《典型行业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
9、《油气管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



文件构成

浙江省层面：

1、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浙政办发〔2016〕139号

2、浙江省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实施办法-浙环函〔2015〕195号

3、《浙江省企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浙环办函〔2013〕165号

4、《浙江省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浙环办函[2015]146号

5、浙江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浙政办发〔2016〕117号

编制导则：

1、浙江省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全本）

2、浙江省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简本）

3、浙江省企业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技术规范

4、《浙江省企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修订版）》



适用于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相关活动发生的以下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

（1）公司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及其它有毒有害物品运输、储存过程中发生的爆炸、燃烧和大面积泄漏等

事故；

（2）公司在非正常工况或污染物处理装置非正常运转条件下向外环境排放污染物造成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3）公司发生爆炸、火灾、泄漏等事故向外界排放污染物造成突发性污染事故；

（4）公司由于自然条件（暴雨初期、自然灾害等）造成的突发性环境事件。

适用范围和分级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根据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实际情况，将突发环境事件细分为三级，即：Ⅰ级事故（厂外

级）、Ⅱ级事故（厂区级）、Ⅲ级事故（车间级）。

Ⅰ级：厂外级，事故超出了企业的范围，影响事故现场之外的周围地区。

Ⅱ级：厂区级，事故限制在企业内的现场周边地区，影响到相邻的生产单元。

Ⅲ级：车间级，事故出现在企业的某个生产单元，影响到局部地区，但限制在单独的装置区域。



预案的上下衔接

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危险化学品原料以及

排放的污染物，因处置不当会产生火灾、爆炸、

泄漏及环保设施非正常运行等突发环境事件，

可该部分事故产生厂外级环境风险事故，在这

种情况下，单纯依靠企业自救已不足以应对事

故紧急处置，必须依靠政府力量加以救援，因

此企业须做好本应急预案与当地各级政府应急

预案的衔接工作。此类情况发生时，应急指挥

权应交给上一次的应急组织单位，本单位人员

听从上级单位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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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物质和
影响



有毒有害物质分析
序号 分类/名称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一 有毒气体

1 液氨
（氨气）

1易燃，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包装容器受热可发生爆炸，液氨在温度变化时，体积变化的系数很大。2强烈的刺激性气体，对眼和呼吸道有强烈刺
激和腐蚀作用，可致眼和皮肤灼伤。3急性氨中毒引起眼和呼吸道刺激症状，支气管炎或支气管周围炎，肺炎，重度中毒者可发生中毒性肺水肿。可因喉
头水肿和呼吸道黏膜坏死脱落引起窒息。高浓度氨可引起反射性呼吸和心搏停止。

二 腐蚀品

1 盐酸
1本品不燃，与活泼金属反应，生成氢气而引起燃烧或爆炸。2对皮肤和黏膜有强刺激性和腐蚀性；接触盐酸烟雾后迅速出现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可发
生喉痉挛、水肿和化学性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眼和皮肤接触引起化学性灼伤。

2 液碱
（氢氧化钠）

1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粉尘刺激眼和呼吸道，腐蚀鼻中隔；皮肤和眼直接接触可引起灼伤；误服可造成消化道灼伤，粘膜糜烂、出血和休克。2本品不燃，
但遇潮时或其溶液对铝、锌和锡有腐蚀性，并放出易燃易爆的氢气，若氢气积聚，遇着火源即可发生爆炸。

3 氨水
1碱性腐蚀品。吸入后对鼻、喉和肺有刺激性，引起咳嗽、气短和哮喘等；重者发生喉头水肿、肺水肿及心、肝、肾损害。溅入眼内可造成灼伤。皮肤接
触可致灼伤。口服灼伤消化道。 2慢性影响：反复低浓度接触，可引起支气管炎；可致皮炎。3不燃，具腐蚀性、刺激性。
4与酸中和反应产生热。有燃烧爆炸危险。

4 氢氧化钙
1强碱，有刺激和腐蚀作用。2吸入本品粉尘，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可引起化学性肺炎。眼接触有强烈刺激性，可致灼伤。误落入消石灰池中，能造成
大面积腐蚀灼伤，如不及时处理可致死亡。3长期接触可致皮炎和皮炎溃疡。

5 PAC
（聚合氯化铝）

1本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吸入高浓度可引起支气管炎，个别人可引起支气管哮喘。误服量大时，可引起口腔糜烂、胃炎、胃出血和粘膜坏死。慢
性影响：长期接触可引起头痛、头晕、食欲减退、咳嗽、鼻塞、胸痛等症状。2本品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三 易燃液体

1 柴油 1麻醉和刺激作用，雾滴吸入后可致吸入性肺炎，皮肤接触柴油可致接触性皮炎。2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四 其他化学品

1 煤 1可燃物质，粉尘具燃爆性。2场所内作业人员防护用品佩带不全，很容易引起尘肺病等职业病危害。

2 透平油 可燃，油状液体，淡黄色至褐色，无气味或略带异味。闪点76℃。

3 绝缘油 可燃，油状液体，淡黄色至褐色，无气味或略带异味。闪点76℃。

4 石灰石
（碳酸钙）

1有刺激性。2难溶于水和醇。溶于酸，同时放出二氧化碳，呈放热反应。也溶于氯化铵溶液。3在空气中稳定，有轻微的吸潮能力。有较好的遮盖力。

5 尿素
1属微毒类，有刺鼻性气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2溶于水、醇，难溶于乙醚、氯仿。呈弱碱性。3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次氯酸钠、次氯酸
钙反应生成有爆炸性的三氯化氮。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6 葡萄糖 可燃。在水溶液中结晶时，带有一分子结晶水，熔点83℃。具有还原性和右旋性。



重点环境风险区域
序号 名称

环境风险

大气污染风险 水体污染风险 固体废物污染 土壤污染风险

1 废水处理区
污水处理区产生恶臭气体超标排放造成厂区或周
边环境质量下降，影响到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

人员健康

污水超标排放对绍兴柯桥江滨水处理有限公司产生
冲击

/ 厂区内土壤污染

2 酸碱罐区
盐酸、液碱等泄露造成厂区或周边环境质量下降，

影响到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泄露物料盐酸、液碱以及消防废水二次污染造成厂

区内雨水系统污染、滨海内河水体污染
泄露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沙土等污

染物
厂区内土壤污染

3 氨水区
氨水等泄露造成厂区或周边环境质量下降，影响

到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泄露物料氨水以及消防废水二次污染造成厂区内雨

水系统污染、滨海内河水体污染
泄露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沙土等污

染物
厂区内土壤污染

4 柴油区
柴油泄露造成厂区发生火灾爆炸或周边环境质量
下降，影响到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泄露物料柴油以及消防废水二次污染造成厂区内厂
区内雨水系统污染、滨海内河水体污染

泄露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沙土等污
染物

厂区内土壤污染

5 液氧区 液氧泄露遇火源引发火灾引起环境空气质量问题 / / 厂区内土壤污染

6 污泥干化区
恶臭气体泄露造成厂区或周边环境质量下降，影

响到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 / 厂区内土壤污染

7 锅炉房
粉尘、SO2、NOx、HCl、氨气、二噁英、烟尘、
Hg、Cd、Pb、CO等泄露造成厂区或周边环境质量
下降，影响到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 / 厂区内土壤污染

8 废气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导致SO2、NOx、HCl、氨气、
二噁英、烟尘、Hg、Cd、Pb、CO等废气超标排放
造成厂区或周边环境质量下降，影响到厂区职工

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 / 厂区内土壤污染

9 湿污泥堆放区
废水等泄露造成厂区或周边环境质量下降，影响

到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泄露物料废水等以及消防废水二次污染造成厂区内

雨水系统污染、滨海内河水体污染
/ 厂区内土壤污染

10 危险废物仓库
危险固体废物泄露造成厂区或周边环境质量下降，

影响到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危险固废泄露造成厂区内清下水污染、排涝河水体

污染、曹娥江水体污染
危险固废泄漏处置过程产生带原

料的废沙土等
厂区内土壤污染

11 危化品仓库
气瓶泄露导致厂区或周边环境质量下降，影响到

厂区职工健康或居民区人员健康
油漆泄露造成厂区内清下水污染、排涝河水体污染、

曹娥江水体污染
泄露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沙土等污

染物
厂区内土壤污染



涉水风险物质
根据企业现有使用物质分析，企业涉水风险物质包括如下：

序号 物质名称 贮存量（t） 临界量 Q 类别

1 20%氨水 184.6(36.92) 10 3.692 第三部分  有毒液态物质

2 30%盐酸 80.5(24.15) 100 0.2415 第八部分 危害水环境物质

3 32%液碱 216.6（64.98） 30 2.166 参照《浙江省企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强腐蚀性物质

4 油漆 2 50 0.04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5 废包装桶 5 50 0.1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6 废油漆 1 50 0.02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7 废除尘布袋 15 50 0.3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8 化验室废液 1 50 0.02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9 柴油 45 2500 0.018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 油类物质

10 废矿物油 10 2500 0.004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 油类物质

 ∑Q 6.6015



涉气风险物质
根据企业现有使用物质分析，企业涉气风险物质包括如下：

序号 物质名称 贮存量（t） 临界量(气) Q 类别

1 20%氨水 184.6(36.92) 10 3.692 第三部分  有毒液态物质

2 30%盐酸 80.5(24.15) 100 0.2415 第八部分 危害水环境物质

3 乙炔 0.065 10 0.0065 第二部分  有易燃易爆气态物质

4 油漆 2 50 0.04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5 废包装桶 5 50 0.1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6 废油漆 1 50 0.02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7 废除尘布袋 15 50 0.3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8 化验室废液 1 50 0.02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2，类别3）

9 柴油 45 2500 0.018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 油类物质

10 废矿物油 10 2500 0.004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染物 油类物质

 ∑Q 4.442



重点应急物资配置
物资类别 设施与物资 数量 用途 存放位置

消防物资
 

消防泵 2台 火灾抢险 综合水泵房

消防水箱 1个 火灾抢险 主厂房顶部

灭火器 577只 火灾抢险 各车间、仓库、配电室

消防水带 50盘 火灾抢险 各车间

消防栓 35只 火灾抢险 厂区

消防服 8套 火灾抢险

义务消防站、应急物资库
 

消防水带 8根 火灾抢险

安全带 4副 火灾抢险

安全绳 5根 火灾抢险

绳梯 1部 火灾抢险

消防斧 1个 火灾抢险

个人防护器材

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16个 个人防护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14个 个人防护

长管空气呼吸器 2台套 个人防护

便携式空气呼吸器 2套 个人防护

防毒面罩 2个 个人防护

化水站、应急物资库

护目镜 8个 个人防护

防化手套 4双 个人防护

防化服 4套 个人防护

防化手套 2副 个人防护

防化学品鞋 2双 个人防护



重点应急物资配置
物资类别 设施与物资 数量 用途 存放位置

通讯器材
手摇式报警器 1个 通讯

义务消防站
扩音喇叭 2个 通讯

医疗物资

急救药品箱 6个 医疗救治 值班室

担架 2副 医疗救治 应急物资库

洗眼器 3个 医疗救治 氨水罐区、酸碱罐区

监测物资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2台 监测

化水站、应急物资库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 1台 监测

水质检测仪 2台 监测

标识物资

盐酸、液碱安全周知卡及安全技术说明书 1 告知 酸碱罐区

柴油安全技术说明书 1 告知 柴油仓库

氨水安全周知卡及安全技术说明书 1 告知 氨水罐区

彩旗 3袋 标识

应急物资库应急手电 3个 标识

风向标 1个 标识

其他物资 事故应急池 864m3 应急处理 /

抢险堵漏物资

吸油棉 20条 应急处理
油库

黄沙 1m3 应急处理

潜水泵 3台 应急处理

应急物资库

电源盘 2个 应急处理

防爆风机 2台 应急处理

救生衣 3件/套 应急处理

救援三角架 1套 应急处理

缓降器 1套 应急处理

液体收集桶 2个 应急处理

铁锹 2把 应急处理

扫把 2把 应急处理



应急队伍设置
应急机构 姓名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指挥组

王伟峰 总指挥 13867563378

洪礼斌 副总指挥 13615758939

王一升 副总指挥 13587335953

唐建平 副总指挥 13306751188

王余奎 指挥部成员 13588570674

王家赞 指挥部成员 13757529887

外联组

唐建平 组长 13306751188

张建刚 组员 13575552070

王余奎 组员 13588570674

保障组

洪福礼 组长 18806753678

肖海亮 组员 13758552896

任海龙 组员 15068539171

抢险组

田关海 组长 13957589855

卓宣军 组员 18257562727

鲁海忠 组员 15067500658

救援组

曾庆军 组长 18664131669

廖汉兴 组员 13616015951

蒋阳春 组员 18858576799

救治组
肖海亮 组长 13758552896

陈梅 组员 15161099176

检测组
赵伟 组长 18957572536

寿晓峰 组员 13777315475

后勤组
任桂芬 组长 13757517037

李佳 组员 15215958087

王余奎 组长 13588570674



事故的预警
v 环境污染事故响应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根据事故危害、影响范围和控制事态的能力，本预案应急响应分为三级应急响应，

即：三级（车间级）应急响应、二级（厂区级）应急响应、一级（厂外级）应急响应。

v 1、三级（车间级）响应

v 三级（现场级）响应是指事故发生的初期，事故尚处于现场可控状态，未波及到其它现场，而做出三级响应。

v 2、二级（厂区级）响应

v 二级（厂区级）响应是指事故超出现场可控状态，或可能波及到其他现场，尚处于公司可控状态，未波及相邻企业的状态，

而做出二级响应。

v 3、一级（厂外级）响应

v 一级（厂区级）响应是指事故超出企业可控状态，或可能波及到周边企业，超出企业可控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序号 预警分级 响应分级 指挥机构分级 预案体系分级

1 三级预警 三级响应 现场应急小组 现场处置方案

2 二级预警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 综合、专项应急预案

3 一级预警 一级响应 滨海工业区及以上指挥中心 滨海工业区及以上应急预案



应急响应流程
事故发生

启动三级响应

预警级别是否超出三级

启动二级响应

预警级别是否超出二级

启动一级响应

1、事故发生后，现场应急小组应根据事故类别，立即启动

现场处置方案，并判定预警级别是否超过三级预警，若超过

三级预警，则上报车间应急指挥小组，并请求启动二级响应；

2、车间应急指挥小组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判定预警级别，

若预警级别超过二级，车间应急指挥小组立即上报公司应急

指挥中心，并请求启动一级应急预案。

3、执行应急响应后，若事故不能有效控制，或者有扩大、

发展趋势，或者影响到周边人群企业时，预警级别超过二级，

则由应急总指挥立即启动公司一级应急预案，并上报滨海工

业区管委会及生态环境分局请求支援。上级应急救援队伍未

到达前，总指挥负责指挥应急救援行动，上级应急救援队伍

到达后，总指挥负责向上级应急救援队伍负责人交代现场情

况，服从上级应急救援队伍的指挥。



应急响应步骤
1、事故发生后，最早发现者应立即通知附近同事，并立即向安环部、企业总值班报告，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发生的地点、事故性质、

泄漏的化学品名称、大致的态势、人员伤亡等基本情况，同时通过停泵、关阀等方法尽可能地一切办法切断事故源。

2、值控中心、安环部接到报警后，迅速通知事故现场的主管部门，要求查明事故部位和原因，下达按应急预案处理的指令，同时

发出警报，通知企业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和专业小组迅速赶往事故现场。

3、指挥部成员到达现场后，立即在上风向或侧风向安全地带集合设立临时指挥部（可以以插红色旗帜为标志），并根据事故状态

及危害程度，作出相应的应急决定，并命令各应急救援小组立即开展救援，消防队迅速查明发生源点泄漏部位、原因，凡能以切

断电源、事故源等处理措施而消除事故的，则应企业内自救为主。如事故源不能自己控制，有扩大倾向，应向绍兴市公安局消防

大队、柯桥区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滨海工业区管委会和绍兴市应急管理局、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报告，根据事件

的严重程度逐级启动应急预案，由滨海工业区管委会统一部署指挥，组织区域内救援力量进行处理。

4、企业抢险组到达事故现场时，应穿戴好防护器具，首先查明有无中毒或伤害人员及其确实人数，以最快速度使这些人员脱离危

险区域；若发生火灾，则应开启消防喷淋，对周围罐体、设备、管道进行降温冷却，同时使用泡沫进行扑救和控制化学品挥发。

5、医疗救治组接警后立即携带担架、急救箱到达现场，对于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护，若伤势较重，在对伤员做初期处理后，及时

送临近医院抢救。

6、消防安全、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到场后，协同发生事故部门查明判断事故危害程度，视能否控制作出局部或全部停车并疏散人

员的决定，若需要紧急停车的则按紧急停车程序进行。



应急响应步骤
7、应急环境监测组与各救援专业组配合，对事故现场周围区域进行气体浓度检测，确定危险区域范围，环境监测小组在整个事故

的抢救过程中必须时刻关注现场的易燃易爆或有害气体浓度变化，及时告知指挥部，作为制定决策和设定警戒区的重要参考依据。

8、保障组到达现场后，组织相关人员的有序疏散，并根据环境监测小组提供的信息划定警戒区域，设定警戒线，其间担负治安和

交通指挥，组织纠察，加强巡逻检查。

9、抢险组到达现场后，根据指挥部下达的抢修指令，迅速进行对损坏的设备、管道、建筑设施等的抢修，控制事故以防止事态扩

大。

10、后勤组应迅速、及时组织和提供抢险所需物资、防护用品和运输车辆等，如企业物资供应困难，指挥部应立即向友邻单位请

求支援。

11、外联组及时将事故事态发展情况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并根据指挥部的命令通知扩散区域的人员撤离或采取简单有效的保护

措施。

12、消防大队、政府领导等到达现场后，企业所有员工行动服从领导统一指挥。

13、滨海工业区管委会、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绍兴市生态环境部门的环境监测专家到达现场后，厂区应急监测组成员应

协助他们迅速查明泄漏和扩散情况以及发展事态，根据风向、风速、水沟分布，判断扩散方向和速度，会同监测专家开展扩散区

气、水采样快速监测，并及时汇报指挥部，必要时根据扩散区域人员分布情况、动植物特征通知人群撤离或指导采取简易有效的

应急措施。

14、在事故得到控制后，立即成立事故专门处置小组，调查事故原因和落实防范措施及抢修方案，并组织抢修，尽快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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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PART

现场处置



现场处置措施
污染源切断

指挥小组接到岗位报告后，应立即下令发生事故车间关闭阀门或停车，并及时赶到现场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组织技术人员和检修人

员进行抢修。

对事故发生车间，企业现场最高领导（负责人）负责现场应急指挥，组织现场作业人员及现场其他人员采取下列应急措施：

1、管线破裂泄漏：应及时关闭泄漏两端最近的阀门；

2、储罐或装卸管线或阀门破裂泄漏：应及时关闭泄漏源上端最近的阀门或紧急切断阀；

3、生产装置破裂泄漏，按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中应急开停车步骤实施，DCS系统联锁装置马上启动。

4、罐体破裂：应立即关闭围堰阀门，将泄漏物料控制在围堰内；如果储罐体泄漏点位置较低，如罐底侧阀破裂引起泄漏，则应组

织临时倒罐措施，及时抢运罐内存余物料。

5、如发生台风、暴雨或其他严重自然灾害，应关闭各种料液储罐的进出阀门、液位计阀门，以防因淹没而导致储罐移动和料液泄

漏。应清空各种地下池的料液，防止雨水灌入导致料液溢出泄漏。应切断低楼设备电源防止短路和引起火花。

6、实施现场物资紧急疏散与电气运行控制

由物资部负责执行实施重要设备紧急关闭，及时疏散受火灾爆炸威胁的邻近储罐内的可燃物品。由企业工程部负责，实施事故应急

供电或切除部分电气运行的指挥。 

7、对受到影响的其他生产车间，立即在各车间的第一负责人指挥下实施紧急停车，严格按照企业紧急停车相关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现场处置措施
序号 污染源 药剂 工具 备注

1 危化品泄漏 醋酸、稀盐酸、液碱、纯碱、小苏打等 黄沙、铁锹，桶、罐、隔膜泵等 /

2 化学品爆炸、火灾 醋酸、稀盐酸、液碱、纯碱、小苏打等 黄沙、铁锹，桶、罐、隔膜泵等 /

3 污水泄漏 酸、碱等 应急池、紧急切断阀、活性炭等 /

4 大气污染 酸、碱等 尾气应急装置 喷淋、吸附

5 危废污染 酸、碱等 黄沙、包装物 焚烧处置



废水治理设施应急处置程序

污染处置

1、废水治理设施应急处置程序

废水超标排放对废水处理设施所造成的冲击，从而对污水处理站及绍兴柯桥江滨水处理有限公司造成一定的影

响。其应急措施如下：

（1）当污水站运转异常时，操作人员立即通知维修组，并上报至安环部和生产部，生产部通知废水产生工段停

止生产；

（2）安环部将事故上报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并派机修人员对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检修。

（3）环保人员将尚未处理的废水采用泵转移至集水池和（或）应急事故废水罐暂存。

（4）废水站正常运转后，将集水池和应急事故池中废水用泵打入污水处理池中，正常处理后排入企业废水站。

（5）应急指挥部及时对事故发生情况、应急措施等进行记录，并调查事故起因，及时进行总结。



废气治理设施应急处置程序

2、废气治理设施应急处置程序

废气处理设施出现故障，其应急措施如下：

（1）若末端废气处理装置出现异常无法正常运行时，废气处理装置所在车间人员应立刻通知抢修部门对装置进

行抢修，并报告应急指挥部，指挥部通知各产生废气的生产岗位停止生产，关闭通往废气管各阀门。

（2）应急指挥部将事故上报至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并指派人员进行应急抢修；

（3）抢修部门接到通知后，及时到达现场进行抢修，判断故障原因，并及时修复，使之正常运行。

（4）抢修期间，环保人员及时对各生产岗位进行巡回检查，确保无废气外漏。

（5）抢修结束后，废气处理装置运行正常后，环保人员通知各生产岗位恢复生产。

（6）应急指挥部及时对事故发生情况、应急措施等进行记录，并调查事故起因，编写汇报材料，及时进行总结。



危险化学品泄漏导致的固体废物应急处置程序

3、危险化学品泄漏导致的固体废物应急处置程序

危险化学品泄漏后形成的固废或生产中产生的固废在更换、存储外送委托处置过程发生泄漏事故，按其毒性和隔离距离做好

防护，其应急措施如下：

（1）对事故发生现场要有充分的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遇险人员情况；②容器贮量、泄漏部位、泄漏量、泄漏时间、扩散范围；③周围应急设施；④消防设施、工艺措施、到场

人员处置意见。

（2）检测组工作：①使用检测仪测定泄漏物质、浓度、扩散范围；②确定收集处理方案；③现场及周边污染情况控制。

（3）后勤组警戒工作：①明确警戒区域隔离距离、防护距离参数；②将警戒区域划分为危险区、安全区，设立警戒标志和隔

离带。③合理设立出入口，管制各区域进出人员、车辆、物资并进行安全检查、逐一登记。

（4）抢险救援小组工作：①消防人员组成救生小组，携带救生器材迅速进入现场；②采取正确方式将遇险人员转移到安全区

域；③对获救人员登记、标识、现场急救；④伤情较重者转移医疗救护部门救治。

（5）控险工作：①关阀断源。生产装置发生泄漏，消防队员积极配合事故，单位有关技术人员和业务技术熟练的工人在严密

防护措施的前提下，断绝物料供应，切断事故源。②用沙土、水泥等物资围堵、防止泄漏物质流向重要目标、危险源或雨水

管网；③如容器破裂，可将废物转移至完好容器中。

（6）排险工作：①少量物质泄漏，小心扫起，避免扬尘，置于专用密封桶或有盖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危废储存场所；②若大

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清理工作：①将污染现场设备场地用彻底细沙清扫少量回收做危废处置，再用洗涤剂清洗，大量清水清扫，低洼、沟渠

确保不留残液；②如遇土壤应剥离表层收集做危废处置③废水收集进入污水处理站、危险固废收集合法处置。④清点人员、

器材及车辆，撤出警戒、做好移交，安全撤离。



人员紧急撤离和疏散
危险区是根据危化品波及的范围，为减少人员伤亡或其他次生灾害而划定的一个区域。根据侦察和检测情况，确定危险

区警戒范围，设立警戒标志，布置警戒人员。根据需要由公安部门派出所和交警对周边区域的相关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在相关

路口设治安人员疏导交通。

根据泄漏物质特性以及当时风向和厂区内地面环境状况，由应急指挥部划定紧急隔离禁区（重度危险区）、防护区（中

度危险区）和安全区（轻度危险区）。

重度危险区（禁区），为泄漏事故发生地点。该区域人员

可能因吸入危化品蒸气危及生命；其安全管制距离，随着

化学物质种类及泄漏火灾状况的不同有差异。

中度危险区（防护区、除污区），主要作用是供除污设备

架设，可作为指挥部及救护站架设位置所在区域(冷区)的缓

冲区域。这个缓冲地带根据现场除污设备的需求，大约需

要25米的距离，但考虑大量泄漏、伴随火灾、及大量气体

扩散时，必要时可加倍。除污站必须设在事故地点上风处，

但仍需注意火灾爆炸的破片以及有害气体扩散的威胁。

轻度危险区（支援区），由于缓冲区域可能因任务需求而

扩大，导致冷区也有部份区域或全部遭污染。指挥人员、

救援队伍以及后勤人员，均在冷区集结，必要时可向后撤

至适当距离。



人员紧急撤离和疏散

事故隔离现场方法：

1、在确定的隔离范围内拉警戒线，并在明显的路段标明警示标志。

2、禁止交通。以防止不名情况的人误入毒区，造成灾害的扩大。

3、禁止火源。切断电源、控制一切火源，禁止携带手机等电子移动设备、穿易产生静电的衣物进入现场，防止爆炸。

4、疏散、禁止与事故处理无关人员进入现场，控制人员流动。

事故现场人员的清点、撤离的方式、方法

当发生车间级、厂区级（即三级、二级）环境污染事故时，事故现场人员用对讲机或高音喇叭通知事发岗位附近车

间与救援无关人员，按企业生产区域应急疏散线路图在不同风向时，沿上风向从公司内道路向大门紧急撤离，并在

大门口清点撤离出人员报应急指挥部；同时，通知相邻车间作好撤离和疏散准备；

当发生厂外级（一级）事故，各车间与救援无关人员按企业生产区域应急疏散线路图在不同风向时，沿上风向从企

业内道路向大门紧急撤离，交由上级应急小组人员按上级预案组织紧急撤离。

事故发生后，企业由治安组负责人作为疏散、撤离组织负责人，若治安组负责人不在现场，则应由指挥部指定专人

作为疏散、撤离组织负责人。涉及外部人员由滨海工业区管委会责组织，涉及滨海工业区以外的村庄、街道，由马

鞍街道上报柯桥区政府通过当地政府组织疏散。



应急监测

事故类型 监测点位 应急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污染事故

事故发生地
初始加密（6次/天）监测，随着污染物浓度

的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事故发生地周围居民区等敏感区域
初始加密（6次/天）监测，随着污染物浓度

的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事故发生地下风向 4 次/天或与事故发生地同频次（应急期间）

事故发生地上风向对照点 3次/天（应急期间）

地表水环境污染事故 事故发生地河流及其下游
初始加密（4次/天）监测，随着污染物浓度

的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地下水污染事故

地下水事故发生地中心周围2km内水井 初始2次/天，第三天后，1次/周直至应急结束

地下水流经区域沿线水井 初始2次/天，第三天后，1次/周直至应急结束

地下水事故发生地对照点 1次/应急期间，以平行双样数据为准

土壤污染事故

事故发生地受污染区域、危化品仓库、危废
仓库、柴油仓库、储罐区

2次/天（应急期间），视处置进展情况逐步
降低频次

对照点 1次/应急期间，以平行双样数据为准



现场洗消

（1）现场清洁净化

现场清洁净化和环境恢复是为了防止危险物质的传播，去除暴露于有毒、有害化学品环境场所的污染，对事故现场

和受影响区域的个人、救援装备、现场设备和生态环境进行清洁净化和恢复的过程，它包括人员和现场环境的净化，

以及对受污染环境的恢复。

（2）净化和恢复的方法

清洁净化和恢复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1、稀释，用水、清洁剂、清洗液来稀释现场和环境中的污染物料。

2、处理，对应急行动工作人员使用过的衣服、工具、设备进行处理。当应急人员从受污染区撤出时，他们的衣物或

其他物品应集中储藏，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3、物理的去除，使用刷子或吸尘器除去一些颗粒性污染物。

4、中和，中和一般不直接用于人体，可用苏打粉、碳酸氢钠、醋、漂白剂等用于衣服、设备和受污染环境的清洗。

5、吸附，可用吸附剂吸收污染物，但吸附剂使用后要回收，处理。

6、隔离，隔离需要全部隔离或把现场和受污染环境全部围起来以免污染扩散，污染物质要待以后处理。



应急终止

 （1）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2） 明确应急终止的程序。

1、现场救援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经现场救援指挥部批准；

2、现场救援指挥部向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直到其它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3）应急状态终止后，继续进行跟踪环境监测和评估的方案。

应急状态终止后，应根据事故发生地点、污染物的性质和当时气象条件，明确事故泄漏物污染的环境区域。由应急

环境监测组继续对污染区域进行现场检测分析，至少保持1-2天的监测周期，最后确认无异常情况出现。



应急周知卡



04
章节 PART

突发环境事故应急
演练的实操培训



应急演练的基本任务
   事故应急救援是一项社会性减灾救灾工作，企业应建立和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加快应急救援基地和

队伍建设。应急救援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1)控制危险源。及时控制造成事故的危险源，是应急救援工作的首要任务，只有及时控制住危险源，

防止事故的继续扩展，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援。 

(2)抢救设施及受害人员。抢救受害人员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任务。在应急救援行动中，及时、有序、

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与安全转送伤员是降低伤亡率，减少事故损失的关键。

(3)指导群众防护，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突然、扩散迅速、涉及面广，危害大，

应及时指导和组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身防护，并向上风向迅速撤离出危险区或可能受到危害的区

域。在撤离过程中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工作。

(4)做好现场清消。消除危害后果对事故外逸的有毒有害物质和可能对人和环境继续造成危害的物质，

应及时组织人员予以清除，消除危害后果，防止对人的继续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对发生的火灾，要及

时组织力量洗消。



应急演练的实施

v应急救援过程一般包括报警、紧急疏散、现场急救、溢出或泄漏处理和火灾控制等几个方面。

v1．事故报警

v及时报警并传递事故信息，通报事故状态，是使事故损失降低到最低水平的关键环节。这个环节若处

理得当，可能会降低事故的严重程度，避免灾难性事故的发生。反之，一些小事故若处理不当，延误时

间，也可能形成灭顶之灾。 

v当发生突发性危险化学品泄漏或火灾爆炸事故时，现场人员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及时检查

事故部位，并向有关人员和“119”报警。如果是发生在企业内部，应立即向当班班长、公司领导小组报

告；如果是在运输途中，则应立即向当地应急救援部门或“119”报警。对于重大或灾害性的化学事故，

应尽早争取社会救援，以便尽快控制事态发展。

v报警的内容应包括：事故单位、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化学品名称和泄漏量、事故性质(外溢、爆炸、

火灾)、危险程度、有无人员伤亡以报警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



应急演练的实施

v 2．紧急疏散

v (1)建立警戒区域

v 事故发生后，应根据化学品泄漏的扩散情况或火焰辐射热所涉及的范围建立警戒区，并在通往事故

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

v ①警戒区域的边界应设警示标志并有专人警戒；

v ②除消防及应急处理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域；

v ③泄漏溢出的化学品为易燃品时，区域内应严禁一切火种和非防爆型工器具。

v (2)紧急疏散

v 迅速将警戒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的人员撤离，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紧急疏散时应注意： 
v ①如事故物质有毒时，必须佩戴合适的个体防护用品，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

v ②应向上风方向转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

指明方向；

v ③不要在低洼处滞留；

v ④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与着火区。 



应急演练的实施
v 3．现场急救

v 在事故现场，化学品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为：中毒、窒息、冻伤、化学灼伤、烧伤等，进行急救时，

不论患者还是救援人员都需要进行适当的防护。当现场有人受到化学品伤害时，应立即进行以下处理：

v (1)迅速将患者脱离现场并移至空气新鲜处。

v (2)呼吸困难时给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心脏骤停应立即进行心脏按摩。

v (3)皮肤污染时，脱去污染的衣服，用流动清水冲洗，冲洗要及时、彻底、反复多次；头面部灼伤时，

要注意眼、耳，鼻、口腔的清洗。 

v (4)当人员发生冻伤时，应迅速复温。复温的方法是采用40—42℃的恒温热水浸泡，使其温度提高至

接近正常；在对冻伤的部位进行轻柔按摩时，应注意不要将伤处的皮肤擦破，以防感染。

v  (5)当人员发生烧伤时，应迅速将衣服脱去，用水冲洗降温，用清洁布覆盖刨伤面，避免伤面污染；

注意不要把水泡弄破。患者口渴时，可适量饮淡盐水或含盐饮料。

v (6)口服者，可根据物料性质，对症处理。

v (7)经现场处理后，应迅速护送至医院救治。



应急演练的实施
v 4．泄漏控制

v 易燃化学品的泄漏处理不当，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火灾爆炸事故，而火灾爆炸事故又常因泄漏事故蔓
延而扩大。因此，要成功地控制化学品的泄漏，必须事先进行计划，并且对化学品的化学性质有充分
的了解。

v  (1)泄漏处理注意事项

v 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理时，应注意以下几项：

v ①进入现场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v ②如果所泄漏物化学品是易燃易爆的，应严禁火种，并使用防爆型工器具。

v ③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必要时用水枪、水炮掩护。

v (2)泄漏控制

v 如果有可能的话，可通过控制化学品的溢出或泄漏来消除化学品的进一步扩散。

v 这可以通过以下方法：

v ①在应急救援指挥部或企业调度室的统一指挥下进行，通过关闭有关阀门、停止作业或通过采取改变
工艺流程、物料走副线、局部停车、打循环、减负荷运行等方法。

v ②容器发生泄漏后，采取措施修补和堵塞裂口，制止化学品的进一步泄漏，对整个应急处理是非常关
键的。能否成功地进行堵漏取决于几个因素：接近泄漏点的危险程度、泄漏孔的尺寸、泄漏点处实际
的或潜在的压力、泄漏物质的特性。 



应急演练的实施
v (3)对泄漏物的处理

v 泄漏被控制后，要及时将现场泄漏物进行覆盖、收容、稀释、处理，使泄漏物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

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v 泄漏物处置主要有四种方法：

v ①围堤堵截。如果化学品为液体，泄漏到地面上时会四处蔓延扩散，难以收集处理。为此需要筑堤堵

截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对于储罐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及时关闭雨水阀，防止物料沿明沟外流。

v ②稀释与覆盖。为减少大气污染，通常是采用水枪或消防水带向有害物蒸气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

向高空扩散，使其在安全地带扩散。在使用这一技术时，将产生大量的被污染水，因此应疏通污水排

放系统。对于可燃物，也可以在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氮气，破坏燃烧条件。对于易挥发物品，可用

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

v ③收容(集)。对于大型泄漏，可选择用隔膜泵将泄漏出的物料抽入容器内或槽车内；当泄漏量小时，

可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

v ④废弃处理。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用消防水冲洗剩下的少量物料，冲洗水排入含

油污水系统处理。



应急演练的实施
v 5．火灾控制

v 危险化学品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但不同的化学品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火灾时，其扑救方法差

异很大，若处置不当，不仅不能有效扑灭火灾，反而会使灾情进一步扩大。此外，由于化学品本身及

其燃烧产物大多具有较强的毒害性和腐蚀性，极易造成人员中毒、灼伤。因此，扑救危险化学品火灾

是一项极其重要又非常危险的工作。 
v 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储存、运输的人员和消防救护人员，平时应熟悉和掌握危险化学品的主

要危险特性及其相应的灭火措施，并定期进行防火演习，加强紧急事态时的应变能力。

v (1)灭火注意事项

v 发生化学品火灾时，灭火人员不应单独灭火，出口应始终保持清洁和畅通，要选择正确的灭火剂，灭

火时还应考虑人员的安全。 
v (2)灭火对策

v ①扑救初期火灾。在火灾尚未扩大到不可控制之前，应使用适当的移动式灭火器来控制火灾。迅速关

闭火灾部位的上下游阀门，切断火灾事故地点的一切物料，然后立即启用现有各种消防设备、器材扑

灭初期火灾和控制火源。 



应急演练的实施
v ②对周围设施采取保护措施。为防止火灾危及相邻设施，必须及时采取冷却保护措施，并迅速疏散受

火势威胁的物资。有的火灾可能造成易燃液体外流，这时可用沙袋或其他材料筑堤拦截飘散流淌的液

体或挖沟导流将物料导向安全地点，另外，用草帘堵住下水井、地漏等处，防止火焰蔓延。

v ③火灾扑救。扑救危险化学品火灾决不可盲目行动，应针对每一类化学品，选择正确的灭火剂和灭火

方法来安全地控制火灾。化学品火灾的扑救应由专业消防队来进行。其他人员不可盲目行动，待消防

队到达后，介绍物料介质，配合扑救。

v ④必要时采取堵漏或隔离措施，预防次生灾害扩大。火灾扑灭后，仍然要派人监护，清理现场，消灭

余火。

v 应急处理过程并非是按部就班地按以上顺序进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同时进行，如危险化学品

泄漏，应在报警的同时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等等。

v 化学品事故生成的特点是发生突然，扩散迅速，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一旦发生化学品事故，往往

会引起人们的慌乱，处理不当，又会引起二次灾害。因此，应制订和完善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每一个员工都应熟悉应急方案，增强应付突发性灾害的应变能力，做到遇灾不慌，临阵不乱，正确判

断，正确处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减少伤亡。



应急器材的使用
v 一、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v 1．防尘口罩

v 用于滤除空气中的颗粒状有毒、有害物质，但对于有毒、有害气体和蒸汽无防护作用。 

v 防尘口罩适用的环境特点是，污染物为非发挥性的颗粒状物质，不含有毒、有害气体和蒸汽。

v 2．防毒护罩

v 与防尘口罩相比，防毒口罩既能防护空气中的大颗粒灰尘、气溶胶，同时对有害气体和蒸气也具有一

定的过滤作用。

v 防毒口罩适用的环境特点是：工作或作业场所含有或可能含有较低浓度的有害蒸气、气体、气溶胶。

v 3．过滤式防毒面具

v 它包括滤毒罐，滤毒盒、过滤元件三部分，与直接式防毒口罩相比，它们的差别在于过滤式防毒面具

滤除有害气体、蒸气浓度范围更宽，防护时间更长，所以更安全可靠。从保护部位考虑，过滤式防毒

面具除可以保护面部呼吸器官(口、鼻)外，同时还可以保护眼睛及面部皮肤免受有毒有害物质的直接

伤害，且通常密合效果更好，具有更高和更安全的防护效能。



应急器材的使用
v 二、隔绝式防护用品

v 1．氧气呼吸器

v 于常见的是闭路式氧气呼吸器，使用时，打开气瓶开关，氧气经减压器、供气阀进入呼吸仓，再通过

呼吸气软管、供气阀进入面罩供人员呼吸；呼出的废气经呼气阀、呼吸软管进人清净罐，去除二氧化

碳后也进入呼吸仓，与钢瓶所提供的新鲜氧气混合供循环呼吸。

v 氧气呼吸器是人员在严重污染、存在窒息性气体、毒气类型不明确或缺氧等恶劣环境下工作时常用的

呼吸防护设备。

v 2．空气呼吸器

v 又称储气式防毒面具，有时也称为消防面具。它以压缩气体钢瓶为气源，钢瓶中盛装气体为压缩空气。

常见的是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使用时，打开气瓶阀门，空气经减压器、供气阀、导器管进入面罩供人

员呼吸；呼出的废气直接经呼气活门排出。由于其不需要对呼出废气进行处理和循环使用，所以结构

相对氧气呼吸器简单。

v 空气呼吸器的工作时间一般为30-360min，根据呼吸器型号的不同，防护时间的最高限值有所不同。



THANK YOU
感谢聆听，批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