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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明确厂区内突发事故性废气排放的应急处理程序，使之规范、快速、高效，尽可能

减少废气排放事故造成的对环境的污染和公司生产的损失，特编制本预案。

预案遵循以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标准规范要求，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坚持

以人为本，加强环境污染事件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污染事件风

险防范体系，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的原

则，实现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事故事件预警和应急机制。注意与上级主管部

门、政府相关部门或其他外部单位的应急预案相衔接，相兼容，提高我公司管理水平和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1.2 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3 修订，2015.1.1 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 69 号，2007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 13 号，2014 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 6号，2019 年修订）；

（6）《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7）《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20 号，2012.5.31）；

（8）《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政办发〔2014〕15 号）；

（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10）《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11）《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

（12）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

知（鲁环发〔2012〕85 号）；

（13）《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14）《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

（15）《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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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急预案文本管理及修订

应急预案在以下情况下应及时修订，不断充实、完善和提高：

适用的法律法规变化；应急预案在紧急状态下暴露不足和缺陷，甚至完全失效；废气

处理设施的设计、操作、维护改变；可能导致泄漏、处理效率风险提高的其他条件改变；

应急协调人改变；应急装备改变；应急技术和能力发生变化；各个生产班组、生产岗位发

生变化。

1.4 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本公司区域内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重大、较大、一般突发环境

事件的应对工作。具体包括：

（1）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导致污染物超标排放；

（2）物料在生产、输送、储存过程中发生泄漏，导致人员中毒及环境污染；

（3）物料泄漏后引发火灾爆炸事故，产生次生有毒有害气体，导致人员中毒及环境

污染。

1.5 工作原则

坚持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处置，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

展观。本着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方针，切实提高企业及各级部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

力。着重贯彻如下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加强对环境事件污染风险源点的监测、监控并实施

监督管理，建立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环境事件

防范和处理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环境事件造成的

中长期影响，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坚持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响应。接受政府环保部门的指导，使企业的突

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成为区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行“法人代表统一领导指挥，

各单位积极参与和具体负责”的原则，加强公司各部门之间协同与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

力。针对大气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污染特点，实行特别管理，充分发挥部门的专业优势，使

采取的措施与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范围和社会影响相适应。

（3）坚持平战结合，专兼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做好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

事故的思想、物资、技术和工作准备，加强培训演习，应急系统做到常备不懈，可为本企

业和其它企业及社会提供服务，做到应急快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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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指挥机构单独设立，应急不能职能交叉、分散力量的原则。

（5）坚持按照应急体系设置机构职权，应急指令下达应急部门应在一条线上，以减

少执行时间、增强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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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基本情况调查

目前，企业厂区废气处理设施见表 2-1。

表 2-1-1 企业废气处理设施一览表

主要设施／设备／措施及数量

有 组

织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环保设施 排气筒

锅炉 锅炉烟气 SO2、NOx、烟尘 低氮燃烧器 经 50m P6排气筒排放

天然气锅炉 天然气燃烧废气 SO2、NOx、烟尘 低氮燃烧器 经 25m P7排气筒排放

乙酰乙酸乙酯

酯化反应废气 三乙、乙醇、乙酸乙酯、丙酮、二氧化碳、三乙胺、醋酸

1 级水吸收塔+RTO

经 24m P1排气筒排放

低沸塔不凝气 三乙、醋酸、乙醇、乙酸乙酯、丙酮、三乙胺

2#精馏塔不凝气 三乙、乙醇、乙酸乙酯、丙酮、三乙胺

1#精馏塔不凝气 三乙、醋酸、乙醇、乙酸乙酯、丙酮、三乙胺

乙酰乙酸叔丁

酯

酯化反应废气 乙酰乙酸叔丁酯、叔丁醇、乙酸叔丁酯、丙酮、二氧化碳 1级水吸收塔+RTO

低沸塔不凝气 乙酰乙酸叔丁酯、醋酸、叔丁醇、乙酸叔丁酯、丙酮、醋酐 1级水吸收塔+RTO

1#精馏塔不凝气 乙酰乙酸叔丁酯、醋酸、叔丁醇、乙酸叔丁酯、丙酮、醋酐 1级水吸收塔+RTO

2#精馏塔不凝气 乙酰乙酸叔丁酯、醋酸、叔丁醇、乙酸叔丁酯、丙酮、醋酐 1级水吸收塔+RTO

三嗪环

硫脲合成不凝气
氨气、二甲苯 3 级水吸收 经 20m P4 排气筒排放

二甲苯蒸馏不凝气

硫脲合成离心废气 二甲苯

2 级水吸收+RTO 经 24m P1 排气筒排放硫脲合成烘干废气不凝气 二甲苯

单效蒸发器不凝气 二甲苯

甲醇钠合成不凝气 甲醇、氢气 2 级水吸收 经 20m P5 排气筒排放

草酯合成不凝气 乙醇、甲苯、草酸
1 级水吸收+RTO

经 24m P1 排气筒排放草酯精馏不凝气 乙醇、甲苯、草酸二乙酯

环合反应废气 甲醇、乙醇、醋酸、HCl 1 级水吸收+RTO



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突发大气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5

环合压滤废气 甲醇、乙醇、醋酸、HCl 1 级水吸收+RTO

精制釜废气

甲醇、乙醇、盐酸
3 级水吸收+RTO

精制离心废气

精制离心母液蒸馏不凝气

三嗪环烘干粉碎废气 三嗪环、甲醇、乙醇、盐酸

草酯废水蒸馏不凝气 乙醇、甲苯、草酸
1 级水吸收+RTO

环合母液蒸馏不凝气 甲醇、乙醇

环合母液蒸馏残渣压滤废气 甲醇、乙醇 2 级水吸收+RTO

DCC

硫脲合成不凝气
硫化氢、二甲苯、二硫化碳、环己胺

3 级碱液吸收+RTO

经 24m P1排气筒排放

硫脲离心废气 2 级碱液吸收+RTO

硫脲烘干废气不凝气 二甲苯 2 级碱液吸收+RTO

粗品合成反应不凝气 甲苯 2 级碱液吸收+RTO

粗品合成抽滤不凝气 甲苯 2 级碱液吸收+RTO

析硫釜反应废气 甲苯 2 级碱液吸收+RTO

析硫抽滤不凝气 甲苯 2 级碱液吸收+RTO

蒸甲苯釜不凝气 甲苯 2 级碱液吸收+RTO

精馏釜不凝气 甲苯、DCC 低沸物 2 级碱液吸收+RTO

硫磺烘干废气 甲苯 2 级碱液吸收+RTO

二甲苯蒸馏不凝气 二甲苯、二硫化碳、环己胺 2 级碱液吸收+RTO

硫化碱处理工序反应废气 硫化氢 5 级碱液吸收+RTO

硫化碱处理抽滤、烘干废气 氯化氢、甲苯 2 级碱液吸收+RTO

乙腈

氨化反应不凝气

氨气、乙腈、丙酮、醋酸

5级水吸收+RTO

经 24m P1排气筒排放
脱轻塔不凝气 5 级水吸收+RTO

减压塔不凝气 4 级水吸收+RTO

加压塔不凝气 4 级水吸收+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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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馏塔不凝气 乙腈、丙酮 4 级水吸收+RTO

1#废水塔蒸馏不凝气 乙腈、丙酮 5 级水吸收+RTO

2#废水塔蒸馏不凝气 氨气、乙腈、丙酮 5 级水吸收+RTO

AABI

环合反应不凝气 氯苯、氨气

4 级水吸收+1级盐酸吸收 经 18m P2 排气筒排放
分水废气、氯苯罐、废水罐

排空废气
氯苯

环合离心废气 氯苯

硝化反应废气 二氧化氮、非甲烷总烃 2 级碱液吸收+RTO 经 24m P1 排气筒排放

加氢还原废气 氢气 水封 经 15m P3 排气筒排放

脱色废气 二氧化硫 2 级碱液吸收+RTO

经 24m P1 排气筒排放
酰化废气 二氧化碳、丙酮 1 级碱液吸收+RTO

烘干粉粹废气 5-乙酰乙酰氨基苯并咪唑酮 布袋除尘+RTO

环合、硝化废水蒸馏不凝气 氯苯、氨 1 级碱液吸收+RTO

无 组

织

装置区 有机液体物料密闭输送，固体物料密封转移

污水站 厌氧系统密封罐，好氧池密封负压集气，废气进 RTO；MVR蒸馏不凝气进 RTO

罐区 乙腈罐区储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其他罐区有机物料储罐呼吸废气排入 RTO

根据厂区内验收监测、在线监测、自行监测结果表明，目前厂区内各排气筒主要污染物均实现达标排放。

表 2-1-2 修订后企业废气处理设施一览表（200 吨/年 N，N’-二异丙基硫脲项目）

项目 产污环节 污染物组成 治理措施

废气 生产过程

H2S 经两级碱吸收装置处理

最后依托厂区现有 RTO 处

理装置处理后经 24m 高排

气筒 P1 排放

SO2

各工段废气经各装置冷凝后，再经车

间深冷

NOx

颗粒物

甲苯

C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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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

异丙胺

NH3 --

表 2-1-2 修订后企业废气处理设施一览表（培南类高端医药中间体项目有组织废气）

废气产生点位 收集措施 治理措施 排气筒编号 排气筒参数（m）

车间生产废气、危废库、污水站废气、罐区

废气
密闭管道

废气预处理（树脂吸附、水洗、碱洗等）+RTO预

处理（1级酸洗+1级碱洗+1级水洗）+RTO燃烧+

水冷++1级碱洗+1级水洗

P1 H30，D1.3

甲醇钠生产废气 密闭管道 两级水洗 DA004 H20，D0.15
表 2-1-3 修订后企业废气处理设施一览表（培南类高端医药中间体项目无组织废气）

项目 本项目控制要求

5、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

要求

1、项目 VOCs物料储存于密闭的储罐、料桶或包装袋内。

2、VOCs物料储罐密封良好，料桶及包装袋存放于密闭仓库，并在非取用时封口，保持密闭。

项目挥发性有机液体采用储罐采用常压固定顶罐，储罐呼吸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6、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

放控制要求

液体物料通过密闭容器或管道由仓库或罐区运送至装置区；装置区液体物料的转移均采用管道密闭输送。

粉粒状物料采用密闭的包装袋或容器由仓库转移至装置区。

项目产品为固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醋酸及丙酮废液废气连接至气相平衡系统。

7、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

要求

液体 VOCs物料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或高位槽等给料方式密闭加料；颗粒状物料选用密闭投料器；

VOCs出料过程废气密闭收集后进入车间废气处理系统。

反应设备进料口、出料口、检修口、搅拌口、观察孔等开口（孔）在不操作时，保持密闭；置换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均进入车间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1、本项目离心机、过滤器密闭，离心、过滤等废气进入车间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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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燥单元采用密闭烘干机，干燥废气进入车间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3、吸收、洗涤、蒸馏、萃取、结晶等单元操作排放的废气，冷凝单元操作排放的不凝尾气，吸附单元操作的脱附尾气等均排至车间 VOCs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

4、分离后母液密闭暂存，储槽产生的废气排至车间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项目采用干式真空泵

1、企业运行过程应按照要求，建立台账

2、车间厂房按照相关要求，采取合理通风

3、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排至车间

处理系统；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排至车间处理系统。

4、盛装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桶加盖密闭

8、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漏控制

要求

项目装置采用 LDAR技术，控制无组织排放

企业运行过程中，应参照标准要求进行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

企业运行过程中，应参照标准要求进行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

企业应该规范的设置泄漏检测台账

1、反应釜排气进入车间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按照要求配备相应的措施；

3、气态 VOCs物料和挥发性有机液体取样需要按照规范要求操作

9、敞开液面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

要求

废水输送均采用密闭管道进行，接入口和排出口均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本项目厂区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产生废气的单位均加盖密闭，废气经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

项目循环水系统按要求进行检测记录

10、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要求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车间生产工艺设备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

后投入使用

1、项目废气采用分类收集处理。

2、项目 VOCs废气收集均位于密闭环境内，建设单位运行过程应针对输送管道采用 LDAR 技术，防止收集废气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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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VOCs污染物排放均满足行业标准要求。

2、本项目各废气处理系统有机废气综合处理效率均大于 80%

项目排气筒高度均大于 15m，本项目同一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涉及不同的排放标准时，按各排放标准中最严格的规定执行

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应该按照标准，建立台账制度，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11、企业厂区内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项目建成后，厂界及周边 VOCs的监控应按 GB16297和 DB37/2801.6-2018、GB 37823-2019排放标准的规定进行

12污染物监测要求
1、本次环评针对项目特点布设了监测方案

2、监测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项目特点，确保监测时段涵盖排放强度大的时段进行监测

表 2-1-4 修订后企业废气处理设施一览表（高端医药创新研发中心改造项目有组织废气）

废气产生点位 收集措施 治理措施 排气筒编号 排气筒参数（m）

实验废气
通风橱内保持微负压

状态，对废气进行收集

废气收集率高于 95%

经收集的废气进入二级活性炭吸附+酸雾喷淋罐处理后经

15m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P1、P2 H30，D0.5

无组织实验废气 车间通排风系统排放 / /

表 2-1-5 修订后企业废气处理设施一览表（35t/h 燃气锅炉项目）

废气产生点位 治理措施 排气筒编号 排气筒参数（m）

锅炉废气 经低氮燃烧系统处理后通过 20m高排气筒集中排放 P1 H20，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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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风险源与风险评价

3.1 风险源危害辨识

根据厂区实际情况，项目厂区主要环境风险物质主要包括双乙烯酮、氯苯、盐酸、乙

醇、乙酰乙酸乙酯、乙酰乙酸叔丁酯、二甲苯、环己胺、醋酸、甲醇、草酸二乙酯、乙腈、

叔丁醇、液氨、二硫化碳、硝酸、磷酸、三乙胺、甲基肼、液碱、硫氢化钠、亚硫酸氢钠、

邻苯二胺、金属钠、甲醇钠、氢气等。

新增风险物质：①N，N’-二异丙基硫脲项目：异丙胺、硫化氢。②培南类高端医药

中间体项目：甲醛、二氯甲烷、氯化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油类物质、丙醇、乙

酸乙酯、4-二甲氨基吡啶、正庚烷、叔丁基氯、四氢呋喃、乙醛、甲醇、环己酮、过氧乙

酸、次氯酸钠、二氧化硫。③高端医药创新研发中心改造项目：甲基肼。

主要理化性质和危险特性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汇海医药涉及的风险物质可分为

毒性气体、易燃易爆气体、毒性液体、易燃液体、腐蚀性液体、可燃固体等。

3.2 环境风险评价

毒性气体发生泄漏事故将会导致人员中毒及环境污染；毒性液体发生泄漏事故，泄漏

物料挥发将会导致人员中毒及环境污染；易燃易爆气体、易燃液体、可燃液体泄漏后引发

火灾爆炸事故，产生次生有毒有害气体，导致人员中毒及环境污染；废气处理装置故障将

会导致废气超标排放，直接污染环境。

厂区主要风险设施及危险类型见表 3-1。

表 3-1 厂区主要风险设施及危险类型

物质分类 系统名称 设施风险 风险物质 事故类型

毒性气体
生产装置、储罐、

管道

装置故障，管道、

储罐破裂
液氨

泄漏、中

毒

易燃易爆

气体

生产装置、储罐、

管道

装置故障，管道、

储罐破裂
氢气、天然气

火灾、爆

炸

毒性液体
生产装置、储罐、

管道

装置故障，管道、

储罐破裂
盐酸、氨水

泄漏、中

毒

易燃液体
生产装置、储罐、

管道

装置故障，管道、

储罐破裂

氯苯、甲苯、二甲苯、甲醇、双乙烯酮、

乙腈、乙醇、乙酰乙酸乙酯、乙酰乙酸

叔丁酯、甲醇钠等

火灾、爆

炸、泄漏

腐蚀性液

体

生产装置、储罐、

管道

装置故障，管道、

储罐破裂
盐酸、氢氧化钠溶液、氨水 泄漏

可燃固体 生产装置、仓库
装置故障、仓库火

灾
活性炭等 火灾分解

环保治理 废气处理系统 系统故障 有毒有害废气 废气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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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3.3 环境事故危险性分析

1、毒性物料泄漏后果分析

毒性气体、毒性液体在生产、输送、存储过程中如因管道制造、安装有缺陷，材料选

型不当，腐蚀穿孔，可能导致毒性气体、毒性液体泄漏，造成人员中毒；毒性气体管道在

运行中，可能发生气体压力、流量的波动，管网积水、堵塞等故障，也会发生设备泄漏等

现象，为连续排放，这些都会影响安全生产。因此，一旦发生这类故障，必须准确、及时

地判断、排除，才能保证生产的安全、连续与稳定。违章作业致使设备超温、超压，密封

损坏、设备破裂，也可导致毒性物料泄漏。

2、废气非正常排放后果分析

厂区废气经处理后通过相应的排气筒排放，正常工况时，废气的排放浓度可以满足达

标排放要求。废气处理装置出现故障，致使废气连续超标排放，随着有害气体的不断扩散、

漂移，污染范围会逐渐扩大，严重时将对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图 3-1 大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体系框架图

3.4 环境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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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级，事件级别由低到高，等级依次为Ⅲ级（一般环境污染事件）、Ⅱ级（较大环境

污染事件）、Ⅰ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Ⅰ级：

（1）可能造成 2-3 人重伤或中毒等的突发环境事件；

（2）可能造成 10-100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突发环境事件；

（3）可能造成厂区相邻单位人员全部疏散的突发环境事件；

（4）可能造成有毒有害物品泄漏量在 1-5 吨的突发环境事件；

（5）可能影响 2个车间正常生产的突发环境事件。

Ⅱ级：

（1）可能造成 1人以上重伤或中毒等的突发环境事件；

（2）可能造成 1-10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突发环境事件；

（3）可能造成厂区工作人员疏散，相邻单位不需要疏散的突发环境事件；

（4）可能造成有毒有害物品泄漏量在 100Kg-1 吨的突发环境事件；

（5）可能影响事发车间正常生产的突发环境事件。

Ⅲ级：

（1）可能造成人员轻伤的突发环境事件；

（2）可能造成 1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突发环境事件；

（3）可能造成发生岗位人员疏散的突发环境事件；

（4）可能造成有毒有害物品泄漏量在 100Kg 以下的突发环境事件；

（5）不会影响车间正常生产的突发环境事件。

3.5 企业应急能力评估

对企业现有环境应急能力评估主要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措施、应急装备、应急队伍

和应急物资等几方面。

1、现有防范措施

（1）厂房内设备布置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防火防爆的规范、规定，设备之间保证有足

够的安全距离，并按要求设计消防通道。

（2）严格限制生产区、罐区的人员出入，加强管理，佩戴便携式有毒气体报警器。

（3）敏感地点安装消防设施、防静电接地装置，并定期检测，确保完好备用。对爆

炸、火灾危害场所内可能产生静电危害的物体采取工业静电防范处理措施。

（4）企业成立了应急组织机构，建立了由各科室负责人组成的应急指挥部，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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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制定了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措施。企业事故应急组织人员充分、职责及分工明确、分

级响应体系较完善、应急资源充足，故能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2、应急措施、装备和物资

调查企业应急物资储备现状，企业设置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厂区消防应急物资布置情

况见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3、应急队伍

（1）公司已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各应急小组组成。

（2）公司根据目前项目的具体情况，与厂区周围的公安、安全、医疗、消防等部门

积极合作，作好应急预案的实施。

（3）河口区设有公安、应急响应中心、消防、急救等组织机构，一旦发生突发环境

事件，可协助公司应急指挥部开展救援行动。

（4）公司应根据本应急预案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各应急小组人员的责任，争取责任到

岗，并加强对应急小组成员的培训和演练。

（5）抢险救援严格执行公司相关安全制度和要求。

4、综合应急能力评估

汇海医药已制定《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企业已经在安全、

环保管理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如生产岗位责任制、交接班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各个岗位的操作规程。除此之外，企业领导还在组织机构上加强了

对安全、环保的管理，成立了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环保领导小组等机构，配备有专职

安全环保管理人员，具体负责企业日常的安全环保管理、检查和技术措施的落实，事故隐

患整改、安全教育组织培训，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公司严格执行公

司相关安全制度和要求，同时定期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购买、更换应急物资，确保应急物

资处于随时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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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切实做好应急处理工作，最大程度减少突发大气环境事

件造成的环境污染。

（2）居安思危，预防为主：高度重视日常巡查工作，确保不发生泄漏、火灾爆炸事

故，确保废气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并坚持预防与应急结合，常态和非常态相结合，做好

应对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公司应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专业应急机

构作用，快速反应，协同应对，确保总口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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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机构及职责

5.1 应急组织体系

本企业的应急组织体系具体见图 5-1。

图 5-1 应急组织体系

根据各级文件精神，结合企业实际的防污防突发危害形势，厂区结合部门职能分工，

成立了以单位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的应急预案工作组，并明确预案任务、职责分工和工作计

划等，负责指导、协调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对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为：

（1）根据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制定本单位环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组织相关人员学

习和交流，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保障生产的安全运行；

（2）根据安全环保生产的要求，保障用于安全环保生产相关的设备设施投入和运行；

公司应急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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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环保安全检查组织，及时积极对安全环保生产进行监督和维护，预防和消

除环保安全事故隐患；

（4）熟悉应急预案的具体要求，并根据应急预案提出的应急物资计划组织采购储备

应急物资，从人员、财力、物力等方面保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的实施需要；

（5）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后，根据本预案制定的时限，及时、主动向环境应急指

挥部提供应急救援有关的基础资料，如实报告有关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危害等。

（6）全权负责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并根据事故的性质、类别实施应急措施，

结合实际决策总体救援处置方案；

（7）调度事故救援所需要的人、财、物的力量，并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事故处

置方案。

5.2 指挥机构及职责

汇海医药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总经理王乐强担任总指挥，副总经理姜

福元、安全总监张海担任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 7个现场处置组，现场处置组组长包括：

行政人事部经理段秀进、设备工程部经理刘金鹏、安监部经理刘宝珠、质量部经理殷福东、

环保部经理郭刚、生产部经理孙亚南。进入现场后，现场处置组受总指挥指挥。

成立应急救援小组办公室，选定相应的负责人员，日常情况下，对公司员工进行应急

事件的培训、演练。

（1）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名单

总指挥：总经理王乐强 13406115618；

副总指挥：副总经理姜福元 13792066185；

安全总监张海 13792066190；

现场处置组成员：行政人事部经理段秀进 18653358166；

设备工程部经理刘金鹏 15965464110；

安监部经理刘宝珠 15263857778；

质量部经理殷福东 13792066189；

环保部经理郭刚 18678666300；

生产部经理孙亚南 15965299323；

（2）总指挥职责

①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潜在后果等，决定本预案的启动；

②负责应急行动期间各单位的运作协调，部署应急策略，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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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③指挥、协调应急程序行动及对外消息发布；

④事故或突发事件超出企业处置能力时，向公司、政府应急救援机构提出救援申请。

（3）副总指挥职责

①协调总指挥组织或根据总指挥授权，指挥完成应急行动；

②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

③协调、组织应急行动所需人员、队伍和物资、设备调运等；

④当总指挥不在时，副总指挥行使应急组长的现场决策职能。

（4）现场处置小组职责

①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和应急救援的方针、

政策及有关规定。

②组织制定、修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有计划地组织应

急救援培训和演习。

③审批并落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所需的监测仪器、防护器材、救援器材等的购置。

④检查、督促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⑤批准应急救援的启动和终止。

⑥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具体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增援请

求，并向周边单位通报相关情况。

⑦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⑧协调事件现场有关工作。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恢复、事件调查等工作。

⑨负责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基本防护方法的培训，向周边企业、敏感点等提供本单

位有关危险品特性、救援知识等的宣传材料。

公司现场指挥部通讯录见表 5-1。

表 5-1 公司现场指挥部通讯录

机构 职务 工作职务 联系人姓名 固定电话 手机

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 总经理 王乐强 0546-3635281 13406115618

副总指挥 常务副总经理 姜福元 0546-3635681 13792066185

副总指挥 安全总监 张海 0546-3638013 13792066190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 安监部经理 郭刚 0546-3638010 1867866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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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联络组 组长 行政人事部经理 段秀进 0546-3636681 18653358166

警戒保卫组 组长 设备工程部经理 刘金鹏 0546-3636653 15965464110

应急处置技术组 组长 安监部经理 刘宝珠 0546-3631038 15263857778

医疗救护组 组长 质量部经理 殷福东 0546-3636656 13792066189

环境监测组 组长 环保部经理 郭刚 0546-3638010 18678666300

物资供应组 组长 生产部经理 孙亚南 0546-3636659 15965299323

内部专家组 组长 副总经理 姜福元 0546-3635681 13792066185

24 小时应急值守电话：0546-3636652

5.3 应急救援小组及其职责分工

表 5-2 应急救援小组主要职责

应急救援小组 责任部门 任务及职责

应急处置技

术组
安监部

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按照制定的抢险救援方案，第一时间内将

处于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救险物资、消防器材、工具进行

现场救援,配合外部救援力量救援,将事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防止事

故扩大与蔓延；彻底排除事故隐患，预防次生事故的发生。

警戒保卫组 设备工程部

负责对事故现场的警戒；负责事故现场道路交通管制、疏导，做到消

防车、救援车及其他有关车辆能畅通进出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

进入危险区域;维护现场治安、防止事故现场破坏。

通信联络组 行政人事部
负责事故现场内外及相关方的联络，并保障通讯联络通畅；负责事故

现场的照明及通信联络,确保信息畅通；及时收集事故有关的信息资料。

医疗救护组 质量部

负责联系河口区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和周围单位救援队伍以及上一级

医疗救援队伍；对救离现场的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将受伤人员及时转

运至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物资供应组 生产部

负责组织协调事故应急救援所需要物资保障工作，保障事故救援所需

物品的供应。负责事故现场所需的物资、器材及车辆调度，保证现场救援

所需的各类生活物资和抢救物资及器材的供应，为抢险救援工作有序进行

提供保障。

环境监测组 环保部

负责组织本小组成员参加培训和演练。当发生事故时，制定检测方案；

做好现场检测工作为指挥部提供有效真实的监测数据；协助事故调查工作；

总结应急检测经验。

负责检测事故现场环境危害的成分和程度，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

影响的区域发出警告，提出控制措施并进行监测，事故控制后指导消除危

险物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负责事故水收集处理，防止进入河道。

内部专家组 指挥部

为环境应急指挥部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前方指挥部研究、分析事态，

提出应急处置建议或赶赴现场进行技术指导，进行事件后果评价，为政府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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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公司环境应急救援队伍名单

救援小组名称 姓 名 小组职务 联系方式

总指挥 王乐强 总指挥 13406115618

副总指挥 姜福元 副总指挥 13792066185

副总指挥 张海 副总指挥 13792066190

应急指挥办公室 郭刚 主任 18678666300

通信联络组

段秀进 组长 18653358166

王政超 成员 13335227728

姚康 成员 13853383770

崔岑 成员 15288882331

警戒保卫组

刘金鹏 组长 15965464110

刘金刚 成员 15154651005

徐洋 成员 18678635273

应急处置技术组

刘宝珠 组长 15263857778

王志慧 成员 13625467520

崔建强 成员 15254601396

医疗救护组

殷福东 组长 13792066189

娄丽丽 成员 13854686975

奚燕楠 成员 15275643833

环境监测组

郭刚 组长 18678666300

任吉建 成员 15154688769

姜琳超 成员 13792065158

物资供应组

孙亚南 组长 15965299323

侯利国 成员 15552762367

王少敏 成员 15905463763

王亮亮 成员 13656478572

张翠翠 成员 1340546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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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防与预警

6.1 危险源监控

为了及时掌握污染风险源点的情况，对危险事故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降低或避免危险

事故造成的危害，必须建立健全污染风险源点监控体系，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监控内容：主要包括监控对象、监控部位、监控方式、监控时间以及监控频率。

其次是监控人员、物资配备：监控人员落实到位，监控仪器（如电子视频）、监控设

施、化验药品配备齐全，并且落实到位。

各个污染风险源点的监控体系，主要措施有：

（1）在装置区、罐区安装有有毒有害气体报警仪器、可燃气体报警仪，当可燃气体

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爆炸下限、有毒气体达到一定浓度时，便发出声光信号报警，并与控

制中心联网，以尽快进行排险处理。安装监控摄像头，全天候监测整个厂区的安全；

（2）对于罐区设置专人监管。正常情况下，每班巡检不少于两次，检查内容主要为

柜体、管道、阀门的状况，管道阀门连接部位的状况，压力、温度是否正常，设备运转是

否正常，并做好详细记录；

（3）物料输送系统作业场所使用的设备、压力容器符合有关规定，要专人定期检查

和日常维护，并做好记录；

（4）各生产车间主要工序工段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设置专人监控，正常情况下，

每班巡检不少于两次，巡检内容主要为温度、压力、物料进出量等设施及参数的情况；

（5）本应急物资的配备，由仓库管理员负责进行定期检查，检查内容主要有消防器

材的摆放，急救箱、事故柜内用品完好、齐全；

（6）企业各工段的环保设施设置专人负责定期检查运行状态。正常情况下每班巡检

不少于两次，巡检内容主要为废气净化设施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废气中的各种污染物质是

否达标等。

6.2 预防措施

1、装置区泄漏事故防护措施

（1）物料的加工、储存、输送过程采用密闭的方式，避免操作人员的直接接触，减

少对人员的危害。

（2）采用 DCS 系统对生产过程进行远距离遥控，减少操作人员的接触机会。

（3）装置区内设备、管线均为露天布置，基本以框架结构为主，利于有害物质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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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稀释。

（4）可能泄漏并积聚可燃气体的场所，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

2、储罐区泄漏事故防护措施

（1）严禁吸烟、携带火种、穿带钉皮鞋等进入易燃易爆区。

（2）动火作业必须严格执行《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3）使用防爆工具，严禁钢质工具敲打、撞击、抛掷。

（4）按规定要求采取防静电措施，安装避雷装置，并定期进行检测，保证完好。

（5）转动设备部位要清洁，防止杂物等因摩擦燃烧。

3、废气处理系统预防措施

（1）各系统设备应有专人负责，按照规范操作，操作时配备必要的防护措施，注意

配料箱、管道的维修、保养工作。配备合格的水电工作人员和备用发电机组，认真落实工

作人员责任制，经常对供电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对机械设备执行定期检修。

（2）定期检查尾破处理系统、焚烧烟气处理系统、水洗碱洗系统、脱硫系统、燃烧

系统等废气处理装置，管路及软联接是否有破损现象。

（3）针对必要的检查点位，要求相关人员按要求佩戴各种防护用具后方可进入生产

现场，防止灼伤和中毒。

4、管理及操作环节危险预防措施

（1）对工作人员应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工作人员具备良好的危险预防意

识，并熟悉岗位操作规程；

（2）加强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加强各废气处理设备间的安全管理。加强员工安全培

训，使其掌握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和应急救援措施；

（3）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操作，并按照要求穿工作服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对劳保用品如防毒面具等应定期检测，以确保其有效性；

（4）严格执行巡回检查制度，并将巡视结果记录在运行记录上，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如果处理不了的情况，要立即汇报给领导及调度。

（5）对厂区应急物资进行定期检查，发现损坏或丢失及时补齐。

6.3 预警行动

6.3.1 预警分级

当值班人员发现监控设施报警，情况异常时应立即报告车间负责人，安排操作人员进

行现场核查，查明异常原因，当确定为突发险情时，应立即报告应急救援领导小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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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及其成员，由总指挥启动救援预案。

根据事件险情等级可采用三级预警，预警级别视事件伤害影响的范围而定。

1、蓝色预警

当发生废气处理设施故障、毒性物料少量泄漏等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或存在重大环

境安全隐患时发布蓝色预警。预警范围及措施：主要由班组长负责处理，但也向上级汇报。

并对厂区范围内主要受影响的部位进行清理，做好预防措施，并派专人管理。

2、黄色预警

情况紧急，可能发生较大级事件或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已经发生，且抢救无效，短时间

内不能制止，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的，发布黄色预警。当生产装置局

部发生火灾或有害气体泄漏，污染物排放少量超标，预测能控制在厂区内，发现者把事故

现场情况及时报告给值班室和班组长或车间负责人，车间负责人及时进行协调配合做好应

急救援工作。

3、橙色预警

可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已经发生，且抢救无效，短时间内不能制

止，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时，发布橙色预警。当发生的事件如火灾、爆炸等事故或污

染物大量超标排放使周围居住的人群受到影响，超出厂区，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处置。

发现者把事故现场情况及时报告给值班室和班组长或车间负责人，值班室报告给应急指导

小组，现场应急救援人员赶到后及时进行协调配合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6.3.2 预警条件

当事件发生后，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当事人或发现者及时把信息向值班室和班组长或

车间负责人报告，值班室根据事件情况及时汇报应急指挥部，由应急指挥部发布预警并进

行前期处置，避免事件扩大。应急指挥小组及时通过对讲机、互联网、手机短信、当面告

知等渠道或方式向厂区内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地区。应急指挥部

根据事件情况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6.3.3 预警程序

（1）接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启动大气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按照环境污染事故发布预警的等级，若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特别严重，应当及

时向河口区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部门汇报，由市领导决定后发布预警等级。

（3）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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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令各应急专业队伍进入应急状态，环境监测人员立即开展应急监测，随时掌

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5）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

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其他应急保障工作。

6.3.4 预警解除

在应急预警阶段，预警级别的确定、警报的宣布和解除、预警期的开始和终止、有关

措施的采取和解除，都要与紧急危险等级及相应的紧急危险阶段保持一致。一旦突发事件

的事态发展出现了变化，以及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

突发事件警报的人民政府应当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并立即宣布解除相应的预警

警报，或者终止预警期，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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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报告程序

7.1 报告程序

现场巡查人员发现险情后可采用办公电话等报警方式向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进行报告，

公司发布预警。

7.2 通讯方式

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生后，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第一发现人应立即向上一级主管报告，

紧急情况下可以越级上报，同时向环保部经理（郭刚：18678666300）、安监部经理（刘宝

珠：15263857778）和生产部经理（孙亚南：15965299323）报告。非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

生单位的人员发现突发性事件后也有同样的报告义务。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生单位立即组

织进行现场调查。

企业环保部、安监部、生产部应立即向总指挥、副总指挥报告，应急救援指挥部响应

成立。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态发展作出初步认定，对初步认定为一级突发环境事件

的，企业应当在 1小时内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等部门报告；对初步认

定为二级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应当在 2小时内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

等部门报告。报告内容涉及报告企业、环境事件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

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咨询电话等。

7.3 报告内容

发生大气环境污染突发事件时应立即向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值班人员报告，报告应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大气环境事件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人员受害情况、危害程

度及范围；

(2)事故简要经过，以及潜在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趋势；

(3)应急处置情况；

(4)现场负责人名单和联系方式；

(5)现场应急医疗救护、救治器械、药品和物资储备情况，员工及公众疏散情况以及

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在处理过程中，事发单位应及时掌握事态发展情况，并随时用电话、传真等方式，向

公司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大气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发展与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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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置进程以及下一步处置安排；

(3)事态评估和控制措施；

(4)对初次报告进行补充和修正。

确认突发事件在公司级时，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安排专人立即电话通知相邻相关单

位，通报事故发生原因、危害程度、危害范围、防护措施、潜在的发展趋势以及应急疏散

的范围等。

确认突发事件在公司级以上或事故超出公司处理能力时，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安排专

人立即电话通知厂区周边相关单位，并电话请求外单位支援，请求支援时说明事故发生地

点、位置、事故经过、事故危害、物料性质、潜在危险及救援注意事项等。

在环境突发事故发生 1小时内，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向河口区生态环境局、东营

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报告，存在安全事故需要同时报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内容应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伤亡人数及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在大气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事发单位应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送事件处置结

果，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突发大气环境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可能、社会影响；

（2）有无次生及衍生事件发生；

（3）参加援救单位的应急工作内容和现场资料收集等详细情况，

（4）以后对类似事件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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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处置

8.1 应急响应

8.1.1 响应分级

根据公司突发事件分级，应急响应分为一级响应（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二级响应（较

大突发环境事件）和三级响应（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①一级响应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事故范围大，难以控制，如超出了本单位的范围，使临近的单位

受到影响，或者产生连锁反应，影响事故现场之外的周围地区；或危害严重，对生命和财

产构成极端威胁，可能需要大范围撤离；或需要外部力量，如政府派专家、资源进行支援

的事故。

②二级响应

较大范围的事故，如限制在单位内的现场周边地区或只有有限的扩散范围，影响到相

邻的生产单元，特别是本公司废气处理系统；或较大威胁的事故，该事故对生命和财产构

成潜在威胁，周边区域的人员需要有限撤离。

③三级响应

某个事故或泄漏可以被第一反应人控制，一般不需要外部援助。除所涉及的设施及其

邻近设施的人员外，不需要额外撤离其他人员。事故限制在单位内的小区域范围内，不立

即对生命财产构成威胁。

在一级响应状态下，单位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向政府有关部门、上级管理部门或其他外

部应急/救援力量报警，请求支援；并根据应急预案或外部的有关指示采取先期应急措施。

在二级响应状态下，需要调度专业应急队伍进行应急处置；在第一时间内向单位高层

管理人员报警；必要时向外部应急/救援力量请求援助，并视情随时续报情况。外部应急/

救援力量到达现场后，同单位一起处置事故。

在三级响应状态下，可完全依靠单位自身应急能力处理。发生事故时，往往会出现次

生事故或衍生事故，甚至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若应急救援行动采取了不当的措施，同

样极有可能导致事故升级，使小事故变成大事故。因此，在实际应对事故时，需要应急协

调人随时判断形势的发展，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要按照制定的应急救援预案分级响应，立即组织救援，并逐

级上报。指挥部各成员接到通知后要立即赶赴事件现场，按分工职责迅速开展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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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及应急响应分级一览表

序号 环境风险因素 触发事件 预警分级指标 预警等级 响应等级

1
储罐、输送管

道

泄漏、火

灾、爆炸

少量泄漏，无火灾危险 蓝色 三级

泄漏，易引发火灾 黄色 二级

大量泄漏，火灾爆炸风险极大 橙色 一级

2 装置区
泄漏、火

灾、爆炸

小范围泄漏 蓝色 三级

大量泄漏，引发火灾、中毒风险极大 黄色 二级

大量泄漏，引发爆炸 橙色 一级

3 废气处理系统
泄漏、直

排

排气管道故障引发废气泄漏 黄色 二级

废气处理系统故障造成大量有毒有害气

体直排
橙色 一级

8.1.2 响应程序

事故现场发现人员，及时逐级上报，企业相关领导和政府部门负责指挥协调应急抢险

工作，并启动响应预案。

企业环境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事故现场的主要内容包括：

（1）提出企业事故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2）协调各职能小组、各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应急支援行动；

（3）严格督促受威胁的周边地区污染风险源点的监控工作；

（4）划定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5）根据现场救援进展情况，确定被转移群众的疏散及返回时间；

（6）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

（7）如有必要，请示上级邀请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参与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的应急

指挥工作；

以下具体叙述本企业发生不同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响应过程。

1、一级响应程序

发生一级突发环境事件时，事故发现人员立即通知负责人，负责人观察现场后，立即

上报企业领导，并告知具体情况，由应急领导小组值班人拉响警铃通知全分公司人员，并

立即通知总应急指挥，根据严重的程度，上报河口区相关部门，遇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挥

部时，移交政府指挥部人员指挥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配合协助应急指挥

与处置。同时通知周边企业，启动周边企业相应的应急救援响应。

2、二级响应程序

当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如废气处理设备发生故障，污染物超标排放等，事故发

现人员在做好自身防护时，立即报告车间负责人和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公司应急值班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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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查看现场后，立即上报领导，并告知具体情况，由应急领导小组值班人拉响警铃通

知全分公司人员，并立即通知总应急指挥，应急领导小组总指挥决定启动二级响应。同时

应急总指挥应立即通知企业应急小组成员，第一时间召集本企业的应急工作小组到事故现

场待命，各应急专业队携带应急设备迅速赶赴事故现场，在外来救援队伍到来之前，坚决

服从企业应急总指挥的统一指挥，立即进入抢险救援状态，进行必要的疏散、隔离和抢险

工作。

3、三级响应程序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由事故发现人及时上报给车间当班负责人，说明具体情况，

车间负责人立即查看现场后报告应急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指挥长决定是否启动二级响

应，通知各应急小队集中待命，在应急指挥长统一指挥下，立即投入抢险工作。

8.1.3 警戒与治安

明确事故应急状态下的现场警戒与治安秩序维护的方案，包括单位内部警戒和治安的

人员以及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作关系。事故应急状态下，必要时应当在事故现场周围建立

警戒区域，维护现场治安秩序，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应急现场，保障救援队伍、物资的运输

和人群疏散等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伤亡。

交通保障、管制：根据事故情况，建立警戒区域，危险区边界警戒线，为黄黑带，警

戒哨佩带臂章，救护车鸣灯。事故发生后，应根据泄漏的扩散情况或火焰辐射所涉及的范

围建立警戒区，警戒区一般设定以事故源为中心，半径由具体泄漏量而定。并在通往事故

现场的主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同时注意一下几点：

（1）警戒区域的边界应设警告标志并有专人警戒；

（2）除消防及应急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域；

（3）由于厂区内原料及产品大部分为易燃品，区域内应严禁火种。

8.1.4 响应结束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对外新闻消息发布或委托新闻消息的发布，宣布解除应急状

态，安排善后工作。

8.2 应急措施

8.2.1 有毒气体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1）车间人员发现氨气发生泄漏时，立即向上风向撤离，同时用对讲机向班长等领

导及主控报警；

（2）车间人员佩带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好防毒服进行急救，关闭泄漏部位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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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其他在场人员在车间四周 150m（小量泄漏）或者 300m（大量

泄漏）处设置警戒线，严禁无关人员进场，并向上风向疏散人员；

（3）车间负责人立即通知医疗救护组展开人员救护工作；

（4）少量泄漏时负责人组织车间工人在泄漏部位四周构筑围堤收容产生的事故废水，

利用泵转移至专用收集装置，同时封堵车间四周明沟；

（5）事故负责人通知物资保障组准备防爆潜水泵和耐腐蚀水带，将明沟受到污染的

废水抽进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6）大量泄漏时利用车间周围围堰及环形沟，将事故水引至事故水管网，事故水管

网阀门负责人切断雨水及污水总排水口，打开事故水池进水口阀门，将事故水引至事故水

池，事故水池容积不够时，将事故废水抽排入污水处理站；

（7）对车间周围明沟内污水定时监测，监测结果及时反馈现场指挥人员；

（8）应急监测人员做好防护的基础上，根据综合应急预案环境监测方案对大气中氨

气进行监测，安全警戒组根据泄漏量隔离安全距离；

（9）洗消组用水清理事故现场及明沟内残留的事故废水直至无害化。

8.2.2 有毒液体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生产过程中有毒液体包括氯苯、甲苯、二甲苯、氨水、盐酸等。氯苯、甲苯、二甲苯、

氨水、盐酸泄漏的应急处理程序：

（1）当氯苯、甲苯、二甲苯、氨水、盐酸泄漏事故发生，值班人员立即组成应急抢

险小组两个，每小组 2-3 人，值班班长任抢险小组的组长，由小组长马上通知报告有关人

员；

（2）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对泄漏事故现场进行隔离。

（3）应急救援人员进入现场应佩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及早

切断泄漏源。

（4）泄漏现场应彻底去除可燃和易燃物质，防止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

氯苯、甲苯、二甲苯、氨水、盐酸泄漏堵漏器具的使用方法：

（1）管道壁发生泄漏，又不能关阀止漏时，可使用不同形状的堵漏垫、堵漏楔、堵

漏胶、堵漏带等器具实施封堵。

（2）微孔泄漏可以用螺丝钉加粘合剂旋入孔内的办法封堵。

（3）罐壁撕裂泄漏可以用充气袋、充气垫等专用器具从外部包裹堵漏。带压管道泄

漏可用捆绑式充气堵漏袋，或使用金属外壳内衬橡胶垫等专用器具施行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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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阀门、法兰盘或法兰垫片损坏发生泄漏，可用不同型号的法兰夹具并注射密封

胶的方法实施封堵，也可以直接使用专门阀门堵漏工具实施堵漏。

（5）对泄漏可先用密封器堵漏，然后用专用工具处置。

氯苯、甲苯、二甲苯、氨水、盐酸泄漏中毒或受伤人员的现场急救措施：

（1）当氯苯、甲苯、二甲苯、氨水、盐酸喷溅到衣服和皮肤上时，应立即把被氯苯、

甲苯、二甲苯、氨水、盐酸溅湿的衣服脱去，用清水冲洗皮肤，再涂上消毒凡士林或植物

油脂。

（2）当呼吸道受氯苯、甲苯、二甲苯、氨、氯化氢刺激引起严重咳嗽时，可用湿毛

巾或用水弄湿衣服捂住鼻子和口。

（3）当呼吸道受氯苯、甲苯、二甲苯、氨、氯化氢刺激较大，而且中毒比较深时，

可用硼酸水滴鼻漱口，并给中毒者饮入 0.5％的柠檬酸水或者柠檬汁。注意：切勿饮用白

开水，因氨、氯化氢易溶于水，饮水会助长氨、氯化氢的扩散。

（4）无论中毒深浅，都要将中毒者移到空气新鲜处。

8.2.3 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扩散应急处置措施

(1)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扩散事件发生后，现场第一发现人应立即撤出现场，向班长、

车间主任或调度室报告。当班班长、车间主任、调度中心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报告应

急指挥中心，启动本预案；

(2)应急领导小组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理；

(3)抢险救援人员佩戴护具、防护服，迅速进入现场，查看情况，并通知现场其他所

有人员撤离泄漏污染区，至上风处，并将现场中毒人员转移至安全地点，在专业医疗人员

到达之前进行施救；

(4)后勤保障组立即进行警戒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5)排险堵漏组切断火源，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覆盖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

止气体进入，污染水体，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或其他液体中和、稀释、溶解。

漏气容器、管道妥善处置，修复、检验后再用；

(6)毒性气体泄漏现场以及挥发性有毒有害液体泄漏，根据物料泄漏部位、装置、设

备特点、按照岗位操作规程进行处置；

(7)对于较大泄漏，污染处置组可向有毒有害物蒸气云喷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扩

散。对于易燃易爆气体，可以在现场喷雾状水，破坏燃烧条件；

(8)环境监测组人员检测空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浓度，并上报现场总指挥。根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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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等气象条件，确定警戒疏散范围，并发出有毒有害气体扩散警报。

(9)应急领导小组立即联系政府等有关部门，对影响范围内的周边村民、居民、企业

职工等人员进行疏散。

(10)后勤保障组立即落实加强现场人员个体防护，配置相应的个体防护用品，并安排

中毒就医人员的陪护等事宜。

8.2.4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应急措施

当现场人员发现设备故障、无法启用等情况时，要及时与应急领导小组联系：

（1）本企业中控人员及时关注在线监测仪表数据，掌握污染物扩散情况，若公司废

气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出现不足时，由环保部通知生产部，再由生产部通知生产车间立即采

用临时停产或限产的方法降低废气排放，保障排放的废气都经过处理并达标；

（2）当污染治理设施损坏时，生产车间应停止废气排放，直到废气处理设备良好运

作；

（3）应急小组组长接到报告后及时联络通知应急小组有关成员赶赴现场，组织事故

的分析处理、设备的抢修、现场的清理，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生产部及时调整生产计

划；

（4）事故抢修清理结束后，事故调查小组进行事故原因分析，制定纠正预防措施，

并就事故原因、造成的损失、纠正预防措施要求在专题会议上进行沟通；

（5）每年定期组织一次污染治理设施意外事故的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和应急设备完好

情况的检查。

8.3 应急救援

8.3.1 突发环境事故的疏散隔离

安全警戒组主要负责事故发生时疏散与应急抢险无关的人员并将其统一撤离到安全

距离以外，同时设置隔离警戒线。

（1）人员疏散

事故发生后，企业应急领导小组根据事故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及时下令组织无关人员

迅速撤离。现场负责人根据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达的紧急疏散命令，立即通知附近岗位人员

和周边村委会负责人，组织员工、周边居民进行疏散。疏散时，由疏散引导小组引导和护

送疏散人员至泄漏区上风方向的安全区，并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

同时做好人员的清点和安置工作，安全区由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指定地点。由安全防护小

组对泄漏事故现场周围划分禁区并加强警戒和巡逻检查。除应急抢险人员外，其他人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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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进入警戒区。必要时，应对企业进厂公路进行暂时的交通管制，当有毒气体浓度降到允

许范围后，将其解除，恢复正常通行。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人群疏散路线见公司综合应急预案附图。

（2）泄漏危险区的隔离

泄漏时的隔离区域分为一、二、三级。

一级区域：指现场污染风险源点周围 150 米。在此距离内应设立警戒线。救援人员可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隔离危险化学品，杜绝扩散并采取稀释、中和、收容等适当措施。

在此区域除救援小组成员外，禁止任何其他人进入。

二级区域：距离污染风险源点上风向 150 米以外至三级距离之间为二级区域。通常情

况下，二级区域与污染风险源点的距离应在 200 米左右。在二级区域内要设立专人监管。

主要负责杜绝无关人员进入并督促区域内遗留人员的继续撤离。

三级区域：指在安全距离设立警戒点。通常情况下，三级区域与污染风险源点的距离

应在 300 米，距离外为安全距离。该距离至二级区域之间为三级区域。

事故应急临时救援指挥部宜设在二级区域与三级区域之间有利于兼顾指挥与安全双

重需要的地方。

8.3.2 受影响区域人群疏散方式

当环境事故发生后严重影响到了厂内以及受保护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时，应当组

织人员疏散，疏散时，遵循以下原则：

1、保证疏散指示标志明显，应急疏散通道出口通畅，应急照明灯能正常使用；

2、明确疏散计划，由应急领导小组发出疏散命令后，疏散小组按负责部位进入指定

位置，立即组织人员疏散。

3、疏散小组用最快速度通知现场人员，按疏散的方向通道进行疏散。

4、积极配合好有关部门（公安消防队）进行疏散工作，主动汇报事故现场情况。

5、事故现场有被困人员时，疏导人员应劝导被困人员，服从指挥，做到有组织、有

秩序地疏散。

6、正确通报、防止混乱。疏导人员首先通知事故现场附近人员先疏散出去，然后视

情况公开通报，告诉其他区域人员进行有序疏散，防止不分先后，发生拥挤影响顺利疏散。

7、口头引导疏散。疏导人员要用镇定的语气，呼喊、劝说人们消除恐惧心里，稳定

情绪，使大家能够积极配合进行疏散。

8、广播引导疏散。利用广播将发生事故的部位，需疏散人员的区域，安全的区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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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标志告诉大家，对已被困人员告知他们救生器材的使用方法，自制救生器材的方法。

9、事故现场直接威胁人员安全，疏散组人员采取必要的手段强制疏导，防止出现伤

亡事故。在疏散通道的拐弯、叉道等容易走错方向的地方设疏导人员，提示疏散方向，防

止误入死胡同或进入危险区域。

10、对疏散出的人员，要加强脱险后的管理，防止脱险人员对财产和未撤离危险区的

亲人生命担心而重新返回事故现场。必要时，在进入危险区域的关键部位配备警戒人员。

11、专业救援队伍到达现场后，疏导人员若知晓内部被困人员，要迅速报告，介绍被

困人员方位、数量。

12、紧急避难场所

（1）选择合适的地区或建筑物为紧急避难场所；

（2）做好宣传工作，确保人人了解紧急避难场所的地址，目的和功能；

（3）紧急避难场所必须有醒目的标志牌；

（4）紧急避难场所不得作为他用。

13、交通疏导

（1）发生严重环境事故时，应急领导小组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汇报事故情况，安

排好交通封锁和疏通；

（2）设置路障，封锁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防治车辆或者人员再次进入事故现场；

（3）配合好进入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小队，确保应急救援小队进出现场自由通畅；

（4）引导需经过事故现场的车辆或行人临时绕道，确保车辆行人不受危险物质的伤

害。

8.3.3 受伤人员救治方案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级别，受伤人员的伤害程度以及附近疾病控制与医疗救治机构的

设置和处理能力，企业的应急救治方案具体如下：

救援人员实施抢险时，一定要站在上风头，服从总指挥的统一指挥。到现场抢险时不

能一人到现场，要两人以上方可进入现场；进入现场前首先要检查防护用品有效性，然后

要戴好防护用品方可进入现场；进入后，要随时保持与现场指挥保持联系，以便及时实施

救援。

（1）初步检查病人神志、呼吸、脉搏、血压等生命体征，并随时观察其变化，5 分

钟观察一次；

（2）保持病人的正确体位，切勿随便推动、搬运病人，以免加重病情；昏迷发生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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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病人头侧向一边；脑外伤、昏迷病人不要抱着头乱晃；哮喘发作或发生呼吸困难，病人

取半卧位。

（3）保持病人呼吸通畅，已昏迷的病人，应将呕吐物、分泌物掏取出来或头偏向一

侧顺位引流出来。

（4）病人发生呼吸道异物阻塞，运用腹部冲击法等急救手法，使异物排出。

腹部冲击法：适用于清醒的成人和儿童。抢救者站于病人身后，双手穿过其腰部，一

手握拳，拇指侧朝向病人腹部，置于脐与剑突连线的中点。另一手抓住握拳手，使用快速

向上的力量冲击病人腹部。应反复冲击直至异物排出或病人转为昏迷每一次冲击应单独、

有力地进行，以促使异物排出。注意应置于腹部正中位置进行冲击，勿偏左或偏右，避免

放于剑突或肋弓上。

（5）心跳呼吸停止，及时进行心肺复苏术，即人工呼吸和体外心脏按压。如患者是

因有毒气体中毒，则不可采取口对口人工呼吸，可采用仰卧压胸式人工呼吸法。

仰卧压胸式人工呼吸法：①病人取仰卧位，背部可稍加垫，使胸部凸起；②救护人屈

膝跪地于病人大腿两旁，把双手分别放于乳房下面（相当于第六七对肋骨处），大拇指向

内，靠近胸骨下端，其余四指向外，放于胸廓肋骨之上；③救护人俯身向前，慢慢用力向

下压缩，用力的方向是向下、稍向前推压，当救护人的肩膀与病人肩膀将成一直线时，不

再用力，在这个向下、向前推压的过程中，即将肺内的空气压出，形成呼气，然后慢慢放

松回身，使外界空气进入肺内，形成吸气；④反复有节律地进行，每分钟 14--16 次。

（6）针对中毒情况，在现场进行及时预处理后，尽快送到附近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理。

8.4 应急救援队伍调动

应急救援队伍的调度及物资保障统一应急指挥部协调，突发环境事件时主要采取下列

行动：

（1）结合实际启动并实施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2）启动本部门的应急指挥机构；

（3）协调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4）需要其他应急救援力量支援时，向有关部门请求。

现场配备的应急救援器材，主要有防毒面具、各种应急药品、堵漏木塞等。

8.5 应急终止

1、应急终止的条件

①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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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③事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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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终止的程序

①现场救援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经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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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①有关部门及突发环境事件单位查找事件原因，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

②应急指挥部应根据上一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安排和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环境

监测和评价工作。

③对应急事件进行记录、建立档案。并根据实践经验，组织有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部

门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并及时修订环境应急预案。

④参加应急行动的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环境应急队伍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使之

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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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

9.1 内部保障

9.1.1 应急救援队伍

企业针对突发环境事件成立了专门的应急指挥部，由企业主要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

人组成。应急指挥部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此外，企业还依据自身条

件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建立了应急处置技术组、警戒保卫组、通信联络组、医

疗救护组、物资供应组、环境监测组、内部专家组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在指挥部的统一

指挥下，快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行动以尽快处置事故，使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

9.1.2 财力保障

企业做好事故预防预警及应急救援所必须的资金储备。主要由环境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组织储备。应急经费按《财政应急保障预案》规定纳入每年的企业预算，装备量严格

按《财政应急保障预案》比例执行，确保应急预案启动之后，能够满足现场救援所需（包

括救援物资以及受灾人员的救治和妥善安置）。

9.1.3 通讯与信息保障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指挥部门根据案发现场的信息报告，及时准确的下达救

援命令，现场的救援小组也可通过通讯设施及时将最新情况报告上级领导。因此，通讯设

施的畅通对应急抢险顺利进行都是非常必要的，企业必须做好通信与信息的保障工作。主

要保障措施如下：

（1）各应急小组将本小组抢险队员联系方式报企业应急指挥部（包括姓名、办公电

话和移动电话），联系方式如有变动及时到应急指挥部登记，应急指挥部将根据应急指挥

系统成员的组成完善应急指挥系统通讯录。确保突发应急事故时，能够保证通讯畅通。

（2）各应急小组组长手机要 24 小时保持畅通，当接到抢险命令后，及时联系，按照

指挥部的要求，迅速组织本专业人员到位抢险救灾，不得贻误时机。如果由于不能及时到

现场或组织不力造成损失，将严厉追究该小组组长的责任，并对该部门进行考核。

（3）当事态扩大或发生非常紧急情况时，报警人员可通知调度室，调度室把事故类

型、严重程度、应急等级等情况通知总指挥，然后由总指挥向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及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通报事故情况。同时，根据事故的紧急程度，调度室通知相关外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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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应急物资保障

为保证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有效，公司根据危险目标需要，将抢险抢修、个体防护、医

疗救援、通讯联系等装备器材配置齐全到位。平时各部门安排专人负责本区域内所有装备、

器材的使用管理，维护、保管、检查、送验管理工作，确保始终处于完好备用状态。企业

主要应急物资见环境应急物资调查报告表。

9.2 其它保障

1、治安维护

厂区成立了警戒疏散组，根据应急指挥中心的安排，采取有效管制措施，控制事态，

维护秩序。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和设备的安全保护。

2、技术支撑

厂区成立了应急专家组，专业人员负责专项事件时的事件处理。对事件处理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技术或设备等方面的问题时，指挥部可联系行业专家咨询或同行业单位进行协

助。

3、后勤保障

厂区成立了综合保障组，应急预案启动后，应急指挥部有权调动厂区各种力量以及协

调社会力量投入到应急救援中去。如事件扩大，指挥部可请求当地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力量

确保应急后勤保障。

4、医疗保障

厂区成立了医疗救护组，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依据事件分类、分级，

附近疾病控制与医疗救治机构的设置和处理能力，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处置方案，包括以

下内容：可用的急救资源列表，如急救中心、医院、疾控中心、救护车和急救人员；应急

抢救中心、毒物控制中心的列表；伤员的现场急救常识。

5、外部救援保障

（1）单位互助

与本公司邻近的单位在运输、人员、救治以及救援等方面能够给予帮助。同时也能够

依据救援需要时，提供其他相应支持。

（2）请求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力量

当事件趋于扩大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及时向河口区人民政府、河口区生态环境局或

河口区应急管理局报告，由政府应急办发布支援命令，调动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全力支持和

救护，主要参与部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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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安部门：

协助我厂进行警戒，封锁相关道路，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件现场和污染区。

②消防部门

发生火灾事件时，可在十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灭火、救护。

③应急管理部门

发生事件时，到我厂指导事件救援工作及调查事件情况。

④环保部门

提供事件发生时的实时监测和同时监督企业对污染区的处理工作。

⑤电信部门

保障外部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能够及时准确发布事件的消息和发布有关命令。

⑥医疗单位

提供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的药品和人员。

⑦其他部门

可以提供运输、救护物资的支持。

公司应急救援物资及内、外部保障见应急资源调查表。

10 附则

本预案与厂区综合应急预案一并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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