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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过程概述 

1.1 编制目的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进一步健全我公司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机制，加强与政府和公司应急预案相衔接，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危害，提高企业应对环境污染事故的

能力，确保在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迅速做出响应，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

有步骤的按事先制定的抢险救援工作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抢险救援工作，采取及时有

效的措施，将事故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增强突发性环境事件的防范能力，减少风险，有

效的预防和控制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

害，以保障企业员工和周围居民的人身安全与健康，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免受侵害，

单位财产损失。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签署发布了《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企业环境风险级别为重大[重大-大气（Q3-M3-E1）+

重大-水（Q3-M2-E2）]，并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取得寿光市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

370783-2019-190-H。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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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企业结合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至少每 3 年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

一次回顾性评价”，公司对原有预案进行了修编，并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取得寿光市环

境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370783-2022-199-H。2021 年公司新建设《40，60 工程清洁

生产技术升级改造项目》与《酸性废气回收处理环保项目》项目后风险源发生了变化，

而 2022 年 5 月 18 日修编的应急预案未将 2021 年的两个技改项目纳入新的应急预案中。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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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面临的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对公司的应急预案重

新进行修编。我公司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参考《山东省突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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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事件应急预案》、《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寿光市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等文件，重新编制此预案。 

在报告编制过程中，我们严格学习和遵守国家出台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基本要求和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积极借鉴了同类行

业、同地区企业的应急预案，积极吸取相关的有效经验和意见，编制完成了《环境风险

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

件专项应急预案》和《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1.2 编制依据 

1.2.1 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0)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环办应[2019]17 号）； 

(11)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1 月 8 日起实施）； 

(12)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13)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14) 《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 第 2 号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15)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16)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令第 17 号）； 

(17)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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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19)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24 号）； 

(20)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2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的公告》（环境保护

部公告 2016 年第 74 号）； 

(22) 《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23) 《山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估导则（试行）》； 

(24)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

知》（鲁政办字[2020]50 号，2020 年 4 月 20 日） 

(25)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安全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

发[2013]4 号）； 

(26) 《关于构建全省环境安全防控体系的实施意见》（鲁环发[2009]80 号）； 

(27) 《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政办发[2014]15 号）； 

(28)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17]62 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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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 号）； 

(30) 《侯镇化工产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1 年版) 

(31) 《潍坊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潍政办字[2020]116 号）； 

(32) 《寿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寿政办发[2021]25 号）； 

(33)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2019 版）； 

(34)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2019 版）。 

1.2.2 标准、规范、规程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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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02）； 

(6)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2002）； 

(7) 《危险化学品名录》（2022 年版）； 

(8)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9)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 

(10) 《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 

(11) 《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劳动部发[1995]56 号）； 

(12)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GB13690-2009)； 

(13)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 

(14)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92）； 

(15)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19）； 

(16)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18）； 

(17)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18)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19)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 

(20) 《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QSY1190-2013)； 

(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版)； 

(2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 

(23)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2019 版）； 

(24)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2019 版）。 

(25)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生产、贮存、运输、装卸、使用和处置

过程中因突发环境事件引发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

炸、重点部位、危险废物泄漏等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危险化学品的

生产、使用、储存、装卸、运输、处置以及因安全事故发生后次生、衍生的环境污染事

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等内容。本预案涉及公司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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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制过程 

应急预案的编制过程如图 1.4-1 所示。 

 

图 1.4-1  应急预案编制过程图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结合企业实际，应急预案编制

小组成立以后，制定了编制工作计划，如下表： 

表 1.4-1  编制工作计划表 

阶段 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 责任部门及人员 

1、资料收集 

1、单位基本情况 

2、风险源基本情况、 

3、周边环境及环境保护目标 

4、周边交通状况 

2023.8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

员及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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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风险源识

别与环境风险评

价 

1、环境风险源识别 

2、最大可信事故预测结果 

3、污染物排放及进入环境途径 

4 次生伴生危害 

5、事故废水排放 

6、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 

7、周边企业对本公司环境安全的影响 

8、突发环境事件可能会造成的跨界影响 

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措施与园区环境应急

措施的衔接 

2023.8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

员及相关部门 

3、环境应急能力

评估 

1、消防能力 

2、污水储存、传输能力 

3、应急物资能力 

4、监测、预警能力 

5、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6、环保管理能力 

2023.8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

员及相关部门 

4、组织机构及职

责 

1、确定组织构架 

2、确定各救援队伍组长及成员 

3、职责分配 

2023.8 公司总经理 

5、预防和预警 

1、环境风险源监控 

2、预警行动 

3、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2023.8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

员及相关部门 

6、信息报告与程

序 

1、信息报告程序 

2、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内容、报告程序 

3、环境应急事件信息发布工作程序 

2023.8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

员及相关部门 

7、应急响应和措

施 

1、分级响应机制 

2、响应流程 

3、启动条件 

4、应急通讯方式 

5、应急准备 

6、应急措施 

7、应急监测 

8、应急终止的条件、程序和行动 

2023.8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

员及相关部门 

8、后期处置 
1、善后处置的情形、条件和程序 

2、保险 
2023.8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

员及相关部门 

9、应急培训和演

练 

1、编制环境应急演练计划 

2、环境应急培训和宣传 

3、实施环境应急演练计划 

2023.8 公司全员 

10、保障措施 

1、经费保障 

2、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3、应急队伍保障 

4、通讯和信息保障 

2023.8 
总经理、应急预案编

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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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布 

1、备案 

2、发布实施 

3、更新 

2023.9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根据风险源、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的状况，参考 2019

年和 2022 年备案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

行）》（环办[2014]34 号）、《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的要

求进行环境风险评价，阐述企业（或事业）单位存在的环境风险源及环境风险评价结果，

明确了以下内容： 

（1）环境风险源识别。 

（2）最大可信事件预测结果。明确环境风险源发生事件的概率，并说明事件处理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次生衍生污染。 

（3）火灾等事件状态下可能产生的污染物种类、最大数量、浓度及环境影响类别

（大气、水环境或其他）。 

（4）自然条件可能造成的污染事件的说明（汛期、地震、台风等）。 

（5）突发环境事件产生污染物造成跨界（省、市、县等）环境影响的说明。 

（6）可能产生的各类污染对人、动植物等危害性说明。 

在总体调查、环境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对本单位现有的突发环境事件预防措施、应

急装备、应急队伍、应急物资等应急能力进行评估，明确进一步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1）本单位依据自身条件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2）应急救援设施（备）包括医疗救护仪器、药品、个人防护装备器材、消防设

施、堵漏器材和应急交通工具等，明确了消防水收集系统、排放口与外部水体间的紧急

切断设施及清、污、雨水管网的布设等配置情况。 

（3）预警系统设置情况，应急通信系统、电源、照明等。 

（4）用于应急救援的物资，保证现场应急处置人员在第一时间内启用。 

（5）各种保障制度（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制度、日常环境监测制度、设备仪器

检查与日常维护制度、培训制度、演练制度等）。 

（6）本单位还明确了外部资源及能力，包括：请求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力量及设备

等。 

为了为预案编制工作提供科学、准确依据，项目小组广泛开展了涉及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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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等收集工作，掌握了其在编制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的成功做好和有效经验，听取其对编制工作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均为应急

预案编制奠定了坚实基础。项目小组依据经多次研究讨论，设计了应急预案的总体架构

和内容要素，确定了三项原则，即：规范化、科学化和可操作性原则。规范化，就是要

符合我国现行涉及应急预案编制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科学化，就是要吸收化

工企业应急预案编制的有效经验和成功做法；可操作性，就是要紧密结合化工企业环境

风险评估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项目小组明确了应急预案编制技术路线，并依此最终

完成了《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 

1.5 预案体系 

应急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生产经营单位的组织体系、管理模式、风险大小以及生

产规模不同，应急预案体系构成不完全一样。我公司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从公司级

到车间分别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形成体系，互相衔接。应急处置方案是应急预案体系

的基础，应做到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清楚，应急管理责任明确，应对措施正确有效，应

急响应及时迅速，应急资源准备充分，立足自救。我公司应急预案体系的构成为综合应

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三种级别。 

一、应急预案体系 

本公司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为因物料的泄漏和燃烧爆炸引发的水污染、大气污染事

件、土壤污染事件、危险化学品泄漏、突发火灾爆炸等事件，按照公司级事件、车间级

事件、班组级、岗位级事件分别制订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预案、水环境污染事件专

项预案、大气环境污染事件专项预案、土壤污染专项预案、危险化学品泄漏专项预案、

突发火灾爆炸事件专项预案、重点部位专项预案、危险废物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预

案等，形成体系，相互衔接。 

应急预案体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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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水环境
污染事
件专项

预案

大气环
境污染
事件专

项预案

土壤污
染事件
专项预

案

危险化
学品泄
漏专项

预案

突发火
灾爆炸
事件专

项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重点部
位专项
应急预

案

危险废
物专项
应急预

案

 

图 1.5-1  应急预案体系构成图 

二、应急预案关系 

公司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是潍坊市和寿光市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

组成部分，服从潍坊市政府和寿光市政府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公司内部各部门突发环

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是公司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组成部分，接受公司应急指挥

领导小组的具体指挥。公司内部突发环境事件属于公司范畴内的，则相应启动公司应急

预案，并及时上报集团公司，若是超出公司能力范畴，则需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启动更

高一级的应急预案即寿光市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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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突发环境预案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寿光市生态环境分局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本项目应急预案

寿光市消防大队

寿光市应急管理局

寿光市人民政府

寿光市第二人民医院

潍坊市消防支队

潍坊市环境监测站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

上级预案

外部救援

上级预案

山东联盟磷复肥有限公司
外部支援

上报集团公司

图 1.5-2  应急预案关系图 

本预案主要针对生产车间具体的装置、场所或设施、岗位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

现场处置方案根据风险评估及危险性控制措施逐一编制，做到了突发事件相关人员应知

应会，熟练掌握，并通过应急演练，做到迅速反应、正确处置。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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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内容说明 

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要求，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环境风险物质情况、生产工艺及安全管理、环境风险防

控与应急措施、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后果分析、突发环境事件的

预防与应急措施、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企业平面图、雨污管网图等。 

2.1 企业基本信息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盟化工”）位于寿光侯镇化工产业园，

是一家以生产销售合成氨、尿素和甲醇为主的煤化工企业，隶属于山东联盟化工集团。

注册地址为寿光市侯镇化工产业园（丰东路东、丰南路南侧）。联盟化工前身为寿光县

化肥厂，始建于 1970 年；2002 年完成“国有转民营”改制，成为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

2005 年，与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合资合作成功，成为晋煤集团子公司。2011 年 12 月，联

盟化工实施“退城进园”由寿光市建新街 199 号等量搬迁至寿光侯镇化工产业园。厂区

占地面积 853812m2。联盟化工厂区分两部分，丰南路将厂区分为北厂区、南厂区，北

厂区位于联盟化工现有厂区的东北部，大致呈长方形。北厂区物流出入口位于北厂界西

侧。主要有合成氨、尿素及甲醇生产装置，年产液氨 40 万吨、甲醇 20 万吨、尿素 60

万吨，配套建设酸性气体回收装年产 1.5 万吨硫酸。 

厂址位于寿光侯镇化工产业园内，临近丰东路和丰南路，厂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运输便利。 

2.2 环境风险识别情况 

风险识别的范围主要包括生产设施风险识别和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物质风险识别。生

产设施风险识别包括主要生产装置、设施、贮运系统、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及辅助生产

设施；物质风险识别主要包括原辅材料、燃料、产品和中间产品以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

“三废”污染物。 

根据环境风险评价专章的分析，本公司的环境风险源为装置区、储罐区，主要风险

为火灾、爆炸和泄漏，主要风险物质为液氨、甲醇、液碱、盐酸、氢气、一氧化碳、硫

化氢、天然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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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国内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事故频率分布 

事故原因 事故频率 事故比例（%） 顺序排名 

违章用火或灭火措施不当 82 40.2 1 

操作失误 51 25.0 2 

雷击、静电及电气引火 31 15.2 3 

仪表失灵 21 10.3 4 

设备损坏、腐蚀 19 9.3 5 

合计 204 100  

综合上表，主要风险因素从人员管理、物质风险分析、设备风险分析、不可抗力四

个因素做如下分析： 

1、人员管理风险分析 

（1）未制定完善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环境风险单元及相应的应急处置设施未实

行定岗及监管制度。 

（2）员工环境安全防范意识淡薄，操作不当、巡检不到位。 

（3）维修维护不及时，致使到达使用时限的仪器仪表及设施过期运行。 

（4）未扎实开展应急培训及演练工作，致使员工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现场处置能

力。 

2、物质风险分析 

项目生产使用的化学品主要为硫酸、盐酸、液碱、甲醇、液氨等，贮存量较大，多

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因此潜在的事故原因为储罐、包装桶的破损、裂缝而造成的泄漏，

潜在事故主要是泄露。 

3、设施风险分析 

本项目储存物料数量较大，设施风险主要为设备、管线及储罐发生泄漏以事故。泄

漏主要发生在储罐、管线、机泵及装卸过程。 

（1）储罐基础沉降不均导致罐体破裂、物料腐蚀导致罐体或生产设备破坏、焊缝

破裂等导致泄漏事故发生。 

（2）设备及储罐阀门、输送泵、管线损坏导致泄漏。 

（3）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作业。 

（4）不正确设置围堰、切断阀、无足够大的事故应急池，导致物料对外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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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满料、溢料、抽空等原因导致事故发生。 

4、不可抗力风险分析 

（1）汛期主要集中在 6、7、8 三个月，应完善雨污分流设施，建设足够大的事故

收集设施，确保事故状态下有足够容量的收集能力。 

（2）雷电多集中在汛期，应采取合理的防雷措施，储罐周边不宜种植木本植物。 

2.3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本项目为环境风险一级，

保护目标范围定为以厂址为中心外延 5 公里的矩形范围内。厂区环境保护目标及功能划

分情况分别详见表 2.3-1： 

表 2.3-1  区域内主要环境敏感点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方位 距离(m) 规模（人） 保护级别 

环境空气 

环境风险 

张家围村 NW 1400 22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项目区管委会 SW 2200 50 

金源小区 S 2300 450 

东南岭一村 SW 4800 446 

东南岭二村 SW 4800 306 

东岔河村 SW 5000 3516 

东南岭三村 SW 5000 439 

山东联盟磷复肥有限公司 S 20 920 

寿光市联盟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SW 450 710 

寿光市鲁源盐化公司 N 1058 325 

寿光永生化工公司 SW 1470 269 

东方宏业化工公司 SN 1820 968 

昊邦化工公司 SW 3490 398 

潍坊格尔化工公司 SW 4210 63 

潍坊晶润化工公司 SW 3690 42 

潍坊日兴化工公司 SW 3120 81 

永康化学工业 NW 1180 243 

厂址周边 500m 范围内人口数小计 1630 

厂址周边 5km 范围内人口数小计 9446 

地表水 官庄沟 E 2580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V 类标准 

地下水 厂址周围 6km2 范围内浅层地下水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I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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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后果分析 

（1）诱因： 

①废气处理系统在出现故障、未经处理的废气排入大气环境中； 

②装卸过程中由于设备老化、腐蚀、失误操作等原因造成废气浓度超标； 

③厂内突然停电，废气处理系统停止工作，致使废气不能得到及时处理而造成事故

排放； 

④对废气治理措施疏于管理，使废气治理措施处理效率降低造成废气浓度超标； 

⑤管理人员的疏忽和失职。 

（2）影响范围及危害后果： 

事故状态下主要危害为厂区内职工及周边保护目标影响。 

2.5 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与应急措施 

1、突发环境事故预防 

（1）加强设备管理 

a.加强管理，按规定检测设备、更新设备，杜绝跑、冒、滴、漏； 

b.推行设备专人管理制度，定期进行设备大检查和安全大检查； 

c.压力表、安全阀定期校验；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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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箱内用品完好、齐全； 

（2）加强生产管理 

a.加强管理，严格按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b.加强现场巡检，做到及早发现问题，及早解决问题，避免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

故的发生。 

对生产中可能有物料泄漏的设备和工作区域设有安全警示标志，并制定和实施严格

规范的设备维修制度，危废暂存区设置警示标志 

（3）制定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制度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安排专人实行定期（专项、季节、节假日等隐患检查）或

不定期（日常的隐患排查）的隐患排查，及时根据隐患产生的原因，制定隐患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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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范措施，并设立台账。 

针对本单位环境风险性分析，建立健全了三级防护体系。 

一级防控措施：（1）作业人员根据岗位危害性质配备个人防护设备，包括面罩、

安全眼镜、安全帽、安全带、安全手套、安全鞋、防护服等；（2）按照防雷设计标准

采取了有效的防雷、防静电措施。 

二级防控措施：为控制事故时围堰容纳量问题造成的物料外溢可能对地表水体造成

的污染，公司建有 2 座 10000m3 的事故水池，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收集到事故池后，

泵送到厂区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 

三级防控措施：三级防控即厂界防控，发生风险事故，污水不出厂界，公司厂区污

水及雨水总排口均设置切断措施，防止事故情况下废水经雨水及污水管线进入地表水水

体。污染物的拦截和处理由公司应急指挥部负责指挥，各救援小组参加救援，总指挥现

场指挥抢险救灾。 

同时做好公司事故水池的管理，安排专人进行定期巡检，确保各切断阀正常使用，

事故水池要保持空池状态，确保事故水池处于完好备用状态。 

2、应急措施 

泄漏：必须按照尽快截断危险物质来源，可以关闭相关阀门，减少泄漏。对泄漏出

的物质采用围堵、吸附、中和、引流等方式进行安全处理，防止危害扩大。 

火灾：如发生初期火灾，可以充分利用岗位配置的灭火器材或消防栓等进行扑救。

要注意灭火剂必须适合所灭火源，注意防范触电。灭火人员必须保证自身和他人安全。 

爆炸：如发生爆炸，首先确定爆炸设备、部位、可能伤害人员，并摸清是否可能发

生二次或多次爆炸、是否发生火灾。要尽快采取措施关闭爆炸部位相关的物料管路，切

断危险物质的补给。 

2.6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根据企业生产、使用、

存储和释放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的比值（Q），评估生产工艺过程

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以及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的评估分析结果，分别评估

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和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将企业突发大气或水环境事件风险

等级划分为一般环境事件、较大环境事件和重大环境风险三级，分别用蓝色、黄色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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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标识。同时涉及突发大气和水环境事件风险的企业，以等级高者确定企业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等级。 

根据《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企

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表示为“重大-大气（Q3-M2-E1）”，突发水环境事件风

险等级表示为“较大-水（Q3-M2-E3）”，则本企业风险等级表示为重大[重大-大气

（Q3-M2-E1））+较大-水（Q3-M2-E3）]。 

3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在预案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等各级环保部门、各评审专

家的大力支持，预案评审后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单位全部采纳，并逐一进行了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