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设备进行全面的维修保养，确保出水水质与设备全部安全后报应急指挥部恢

复生产；善后处理组负责进行事故原因调查，询问事故发现人有关情况，包括设备

运行情况、故障部位等。

1.1.1.1.1 突发停电事故应急措施

在突发性停电故障紧急状态、应急事故处理中，在确保人、机械设施维持安全

的基础上，当班人员应全力以赴，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快恢复生产。

1、遭遇突发停电时，首先联系泵站人员配合停泵。

2、到低压配电房查看 A1和 A6柜有无指示灯亮，如果有指示灯亮，说明是总

低压开关跳闸。待检查全厂设备及各路低压开关都正常后，按 A1和 A6柜上的绿色

按钮，恢复供电。恢复供电后打开进水闸井阀门，让生产继续进行。

3、如果 A1 和 A6柜无指示灯亮，说明高压设备故障或供电部门停电。到高压

配电房检查进线 G1和 G2柜，查看进线电源小指示灯是否亮。

4、如果进线电源小指示灯亮，说明供电局并未停电，是高压柜或变压器出故障。

需立即通知公司领导和电气设备负责人，尽快联系电力设备供应商上门解决问题。

5、如果进线电源小指示灯不亮，说明供电局停电，需立即通知公司领导和电气

设备负责人，尽快联系供电局问清何时恢复供电。

6、待供电部门来电后（发现 G1和 G2柜进线电源小指示灯亮），到低压配电房，

按 A1和 A6柜上的绿色按钮，恢复供电。恢复供电后打开进水进水闸井阀门，让生

产恢复运行。

1.1.1.1.2 火灾应急处置

（1）出现火情，现场当班人员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控制火情，切断

电源、燃烧源、各种气体阀门，紧急转移各种易燃、易爆和危险化学品，并利用就

近地点的灭火器材进行扑救，同时及时报告班长，班长报告应急指挥部，指挥部根

据情况作进一步指令。

（2）若事态严重，厂内人员无法控制住火情，应急指挥部及时拨打 119报警，

并向上级汇报。报警后应急指挥部要安排人员到厂门口或约定地点接应消防车，同

时积极组织各应急工作组开展应急抢险工作。抢险过程中，必须把人身安全作为第



一要素，防止事故扩大或再次伤害。要求各小组成员进入指定位置，各组组长进行

现场组织指挥，领导灭火救灾工作。应急指挥部发布灭火救灾、人员物资疏散、暂

时停工停产、应急终止、恢复生产等命令及对外信息发布；应急工作组根据职责分

工，立即进入应急状态。公安消防队到场后，厂应急指挥部及时向公安消防部门的

火场总指挥报告情况，并带领本厂应急力量服从统一指挥。

1.1.1.1.3 暴雨、洪水、雷击、大风等自然灾害应急处置

遇暴雨、洪水、雷击、大风等极端天气可能出现较大灾害时，应急指挥部要及

时掌握情况，研究对策，指挥防汛抗灾抢险工作，尽可能地减少灾害损失，并做好

信息报送和处理工作，及时汇总情况，向香洲区环保局报告。

（1）汛期水量大，进水水质淡，环境监测组取进水水样化验水质，工艺技术人

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汛期的工艺运行方案，报厂领导批准实行。汛期结束后，技术

人员研究提出工艺恢复方案，并报厂领导准予落实。必要时，应急指挥部派出专家

咨询组协助技术人员制定工艺调整方案。

（2）在汛期，应急指挥部关注每日天气预报，在极端天气来临之前，通知运行

班人员预先对各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完好；对厂区雨水管线进行疏通，确保畅通。

（3）暴雨、洪水、雷击、大风等极端天气期间，应急指挥部所有成员、电工、

机修班人员全部到位，一律不得请假，手机 24小时开通，随时待命，保证一旦接到

通知可以立即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充分利用厂内内部电话网和社会通信公网，确保

防汛、抗雷雨大风通信系统完好畅通、指挥调度指令及时传递。物资保障和运输组

准备好防汛抗灾物资和车辆，随叫随到，严阵以待，以处置突发事故的发生。

（4）遇到突然降雨时，物资保障和运输组应将各配电房、风机房、在线监测房

门窗关紧，防止雨水流入操作间影响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物资保障和运输组预备

好沙袋，合理配置，特别是在配电房、风机房、在线监测房等重点防汛部位。当班

人员注意观察雨水井水位和室外积水，如水位过高，雨水淤积，有可能漫延至配电

房、风机房、在线监测房等构筑物时，立刻汇报班长，班长汇报应急指挥部，应急

指挥部立即组织抢险救援组在构筑物四周用沙袋筑起堵水墙，防止水漫进构筑物。

（5）抢险救援组增加提升水泵运行台数，降低集水池水位，直到所有水泵满负

荷运行。如果水泵全部开启仍不能满足进水负荷，则在集水池周围设置沙袋，防止



污水溢出。必要时，由应急指挥部请示市环保局后调整进水闸门以控制进水量。

（6）暴雨、大风等天气，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由抢险救援组人员按二人

一组成立两个巡逻队，进行全面全天不间断巡视，察看各提升泵、反应池进出水闸

门和配电房等关键设备和部位情况，做好设备运转状况记录。雷雨天气，电工及时

检查防雷设备是否发挥作用。发现故障和其它异常情况及时通知机修班人员或通知

应急指挥部。构筑物上巡视或操作一定要注意防滑。

（7）如果超过本厂处置能力，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向上一级部门报告，请求支援。

1.1.1.2 危险化学药品泄漏的应急措施

（1）酸、碱等腐蚀性液体泄漏

酸碱物质具有腐蚀性、氧化性、挥发性和吸湿性等，一旦泄漏所产生的酸雾会

对人体造成酸碱烧伤，对周围的设施产生腐蚀，对环境造成污染。

化验室酸、碱等腐蚀性液体泄漏时，现场人员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穿耐酸

碱服和胶靴、戴长袖橡胶手套后（如有挥发性气体产生还须佩戴防毒面具），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可用砂土覆盖或用大量水冲洗，冲洗水稀释、中和后排入污水处理系

统。现场人员皮肤接触泄露物时，应立即脱去污染的衣服，用大量流动清水迅速冲

洗，再碳酸钠或碳酸氢钠弱碱溶液冲洗（对于强酸），或用醋酸或硼酸溶液冲洗（对

于强碱）；进入眼睛时，撑开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15分钟，再送医院治疗。

（2）危险化学品固体泄漏

危险化学品固体在出现少量泄露时，现场人员应避免扬尘，可用洁净的铲子将

泄漏的药品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现场人员皮肤接触泄露物时，应立

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用棉花或纱布擦掉皮肤上的泄露物，再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应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并就医；呼吸道吸入时，

应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如呼吸困难，应给氧并及时就医；

误服时应立即大量饮水，催吐就医。

1.2人员救护、救治

若在事故中出现人员不适甚至出现中毒的，将受伤人员护送至医院治疗；入院

前主要工作是维持受伤人员生命体征的稳定；入院后根据病情进行全面治疗。



此外，将向医院提供以下信息：

（1）受伤人员应有单位人员护送，给医生提供个人一般信息（年龄、职业、婚

姻状况、原病史等资料）；

（2）所接触毒物的名称、接触的时间、毒物浓度及现场抢救情况；

（3）接触的有毒物质理化性质。

1.3应急监测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南区水质净化厂的应急监测人员应迅速组织监测人员赶

赴事故现场，根据实际情况，初步确定监测方案，及时开展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环

境应急监测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采集水样送至化验室进行化验，并根据污

染物质浓度和污染的范围及其可能的危害作出判断，以便对事故能及时、正确的进

行处理。

1.3.1 应急监测项目与仪器

在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南区水质净化厂能采集水样到本厂化验室进行检测，

但部分检测项目所需时间较长，故在较重大环境事件发生时，应急现场企业需协助

环保局进行快速监测。

（1）企业能进行监测的项目：

COD、SS、TN、TP、pH、BOD、氨氮、色度。

（2）企业不能及时进行监测的项目：

重金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动植物油、H2S、NH3、或其他进入系统的未知污

染物质。

南区水质净化厂化验室配备常用的检测仪器和试剂，以配合环保局专业人员的

监测，为他们提供方便。化验室监测仪器如表 6-3 所示。

表 6- 3化验室监测仪器

序号 类型 仪器名称 检测项目 负责人

1
实验室监测

化学滴定 CODcr
杜静贤

（15919191266）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NH3-N、TN、TP、硝酸盐

氮



3 分析天平、干燥箱 SS

4 分析天平、干燥箱 MLSS

5 分析天平、干燥箱 污泥含水率

6 恒温培养箱 粪大肠菌群数、BOD5

7 pH计 污泥 pH值

8 化学滴定 氯化物

9 分析天平、马弗炉 污泥有机物

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11 便携式监测 LDO便携式溶解氧仪 DO

12 pH计 pH

1.3.2 监测点位布设及采样

1.3.2.1 布点原则

（1）采样段面(点)的设置一般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点及其附近为主，同时必

须注重人群和生活环境，考虑饮用水源地、居民住宅区空气、农田土壤等区域的影

响，合理设置参照点，以掌握污染发生地点状况、反映事故发生区域环境的污染程

度和污染范围为目的；

（2）对被突发环境事件所污染的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和土壤均应设置对照断

面(点)、控制断面(点)，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还应设置削减断面，尽可能以最少的断面

(点)获取足够的有代表性的所需信息，同时需考虑采样的可行性和方便性。

1.3.2.2 布点采样方法

（1）对于环境空气污染事故

1）应尽可能在事故发生地就近采样，并以事故地点为中心，根据事故发生地的

地理特点、当时盛行风向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在事故发生地下风向(污染物漂移云团

经过的路径)影响区域、掩体或低洼等位置，按一定间隔的圆形布点采样，并根据污

染物的特点在不同高度采样，同时在事故点的上风向适当位置布设对照点。在距事



故发生地最近的工厂、职工生活区及邻近村落或其他敏感区域应布点采样。采样过

程中应注意风向的变化，及时调整采样点的位置；

2）对于应急监测用采样器，应经常予以校正(流量计、温度计、气压表)，以免

情况紧急时没有时间进行校正；

3）利用快速检测仪快速监测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范围，现场确定采样流量和采

样时间。采样时，应同时记录气温、气压、风向和风速，采样总体积应换算为标准

状态下的体积。

（2）对于地表水突发环境事件

1）监测点位以事故发生地为主，根据水流方向、扩散速度(或流速)和现场具体

情况(如地形地貌等)进行布点采样，同时应测定流量；

2）对企业周边河流监测应在事故发生地、事故发生地的下游布设若干点，同时

在事故发生地的上游一定距离布设对照断面(点)。如河流流速很小或基本静止，可根

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水层采样；在事故影响区域内饮用水和农灌区取水口必须设

置采样断面(点)。

1.3.3 监测频次的确定

污染物进入环境后，随着稀释、扩散、降解和沉降等自然作用以及应急处理处

置后，其浓度会逐渐降低。为了掌握事故发生后的污染程度、范围及变化趋势，需

要实时进行连续的跟踪监测。应急监测全过程应在事发、事中和事后等不同阶段予

以体现，但各个阶段的监测频次不尽相同，如表 6-4 所示。

表 6- 4应急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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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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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发生地上风向对照点 3次/天

地表水突发

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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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监测结果报告制度

应急环境监测组应尽快向指挥中心报告有关便携式监测仪的监测结果，定期或

不定期编写监测快报（一般水污染在 4小时内，气污染在 2小时内作出快报）。污染

跟踪监测则根据监测数据、预测污染迁移强度、速度和影响范围以及主管部门的意

见定时编制报告。

1.3.5 监测人员的防护措施

（1）进入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人员，必须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

对事故现场不熟悉、不能确认现场安全或不按规定配备必需的防护没备（如防护服、

防毒呼器等）时，未经现场指挥、警戒人员许可，不得进入事故现场进行采样监测；

（2）应急监测时，至少应有 2人同行。进入事故现场进行采样监测，应经现场

指挥、警戒人员的许可，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按规定配备必需的防护设备（如防

护服、防毒呼吸器等）；

（3）进入水体或登高采样，应穿戴救生衣或佩带防护安全带（绳），以防安全

事故；

（4）对需送实验室进行分析的有毒有害或性状不明样品，特别是污染源样品应

用特别的标识（如图案、文字）加以注明，以便送样、接样和分析人员采取合适的

处置对策，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

（5）对含有有毒有害化合物的样品，特别是污染源样品，不得随意处置，应做

无害化处理或送至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1.4应急终止

1.4.1 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符合环境应急终止条件：

（1）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得到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内；

（3）事件已造成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无继续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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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影响趋于合理并且尽可能低的水平。

1.4.2 终止程序

（1）Ⅲ级由副总指挥批准，Ⅱ级应急终止由总指挥批准，Ⅰ级由相应政府部门

批准；

（2）应急指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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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

作，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1.4.3 终止后的行动

（1）通知企业工作人员以及附近周边企业、村庄和社区危险事故已经得到解除；

（2）对现场中暴露的工作人员、应急行动人员和受污染设备进行清洁净化；

（3）对于此次发生的环境事故，对起因，过程和结果向有关部门做详细报告；

（4）全力配合事件调查小组，提供事故详细情况，相关情况的说明以及各监测

数据等；

（5）弄清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事故造成的损失并明确各人承担的责任；

（6）对环境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总结，并向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领导汇报；

（7）针对此次突发环境事件，总结经验教训，并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

修订；

（8）由各负责人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以及后期处置。

2 后期处置

2.1现场清洁净化和环境恢复

2.1.1 现场保护与现场洗消

设置内部警戒线，以保护现场和维护现场的秩序；



保护事故现场被破坏的设备部件，碎片、残留物等及其位置。

现场清洁净化和环境恢复是为了防止危险物质的传播，去除有毒、有害物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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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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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液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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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可用石灰粉、醋、清洁剂等用于衣

服、设备和受污染环境的清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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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现场清洁净化和环境恢复计划

（1）现场人员和设备的清洁净化计划

在危险区上风处设立洗消站，对事故现场人员和防护设备进行洗消，防止污染

物对人员的伤害。

事故得到控制后，在事故发生地设立警戒线，除清洁净化队员外，其它人严禁

入内。清洁净化人员根据现场污染物的性质、事故发生现场的情况等因素，在专家

的指导下，进入事故现场，快捷有效地对设备和现场进行清洁净化作业，净化作业

结束后，经检测安全后方可进入。

（2）环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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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应急咨询相应专家对污染区域进行现场检测分析，明确污染环境中涉及

的化学品、污染的程度、天气和当地的人口等因素，确定一个安全、有效、对环境

影响最小的恢复方案。

2.2善后工作

2.2.1 善后处置

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应做好受灾人员的安置工作，配合政府，协助专家对突

发环境事件中长期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下，对受污染生态环境

进行恢复。

2.2.2 保险

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应建立突发环境事件社会保险机制。按照有关法规的要

求，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依法办理相关责任险或其他险种。



3 应急保障

3.1通信与信息保障

负有救援保证任务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必须随时保证通信和信息的畅通，各

种联络方式必须建立备用方案，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人员通讯录。通讯方式如有变

更要及时通知预案维护和修订部门。

3.2应急队伍保障

按照本预案规定成立应急组织体系，包括：应急总指挥、副总指挥、现场指挥、

应急办公室和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各专业队伍定期开展培训、演练、准备好应急救

援物资。南区水质净化厂相关负责人进行监督检查，促使其保持战斗力，常备不懈。

3.3外部应急能力保障

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作为南区水质净化厂的承建单位。当需要外部应急救援

协助时，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将协调内外部力量，使南区水质净化厂进一步控制

事态扩展。

3.4其他保障

（1）运输保障

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要掌握一定数量安全系数高、性能好的车辆，确保处于

良好状态，并制定驾驶员的应急准备措施和征用的启用方案。在预案启动后确保组

织和调集足够的交通运输工具，保证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并进行编号或标记，

方便车辆的调度与管理。

（2）医疗卫生保障

后勤救护组负责受伤人员的救护工作，及时有效的现场急救和转送医院治疗，

是减少事故人员伤亡的关键。医疗救治要贯彻现场救治、就近救治、转送救治的原

则，及时报告救治伤员以及需要增援的急救医药、器材及资源情况。常备应急救援

所需的常用药品，必要时报请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医疗救治力量支援。



4 监督管理

4.1培训

4.1.1 应急培训的要求

（1）针对性：针对可能的事故情景及承担的应急职责，不同的人员应培训不同

的内容；

（2）周期性：培训时间相对短，但有一定周期，一般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3）定期性：定期进行技能训练；

（4）真实性：尽量贴近实际应急行动。

4.1.2 应急人员的培训

（1）人员分类培训

培训包括应急指挥人员、各应急救援专业人员培训。

（2）应急指挥人员培训

向应急办公室申请接受应急救援的培训。应急救援人员的教育、培训内容：

1）对本预案体系的培训，主要了解本预案的组成体系；

2）应急预案体系的日常管理、建设；

3）应急救援指挥、组织协调实施救援。

（3）应急救援专业组人员培训

应急救援专业组人员培训由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根据专业组内容进行分类别、

分工种培训（或委托培训），应根据本预案实施情况每年制定相应的教育、培训计划，

采取多种形式对应急有关人员进行应急知识或应急技能培训。教育、培训应保持相

应记录，并做好培训结果的评估和考核记录。

培训内容包括：

1）熟悉本专业组的工作职责；

2）掌握预案中规定的各类抢险操作或作业；

3）各种事故的应急处理措施；



4）各种应急设备的使用方法；

5）防护用品的配戴方法。

4.1.3 应急培训的评估

应急指挥人员培训的评估：采取考试、现场提问、沙盘演练操作考核等方式，

并对考核结果进行记录。

应急专业组的培训：培训效果的评估采取考试、现场提问、实际操作考核等方

式，并对考核结果进行记录。

4.2演练

4.2.1 演练分类

（1）桌面演练：由应急组织（机构）的代表或关键岗位人员参加的，按照应急

预案及其标准工作程序讨论紧急情况时应采取行动的演练活动。桌面演练的主要特

点是对演练情景进行口头演练，作用是锻炼参演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应

急组织相互协作和职责划分的问题。

（2）功能演练：针对某项应急响应功能或其中某些应急响应行动举行的演练活

动。主要作用是针对应急响应功能、检验应急人员以及应急体系的策划和响应能力。

例如指挥和控制功能演练，其目的是检测、评价多个部门在紧急状态下实现指挥与

控制和响应能力。

（3）联合演练：针对应急预案中全部或大部分应急响应功能，检验、评价应急

组织应急运行能力的演练活动。全面演练，一般要求尽量真实，调用更多的应急人

员和资源，并开展人员、设备及其他资源的实战性演练，以检验相互协调的应急响

应能力。

企业根据要求制定南区水质净化厂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按厂内的事故预防重

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

4.2.2 演练内容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内容包括：



（1）事故应急抢险，现场救护，危险区域隔离，人员疏散；

（2）应急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的防护指导；

（3）通讯和报警讯号的联络，报警与接警；

（4）新闻发布和向政府、友邻单位的通报；

（5）事故的善后处理；

（6）当时当地的气象情况对周围环境对事故危害程度的影响。

4.2.3 演练人员

演练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

事故应急救援的演练者：主要由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及南区水质净

化厂相关的工作人员组成，直接参加按事故应急程序进行的基本操作；

演练控制人员：主要由应急办公室人员担任，其要保证事故应急预案得到充分

的演练和顺利的进行，回答演练人员的疑问，解决演练出现的问题，监督演练过程

的安全；

演练的评价人员：由应急指挥中心人员组成，其对演练的每个程序进行评价考

核，演练后与事故应急救援人员进行讲评和总结。

4.2.4 演练准备

（1）成立演练策划小组

演练策划小组是演练的领导机构，是演练准备与实施的指挥部门，对演练实施

全面控制，其主要职责如下：

1）确定演练目的、原则、规模、参演的部门；确定演练的性质与方法，选定演

练的地点和时间，规定演练的时间尺度和公众参与和程度；

2）协调各参演单位之间的关系；

3）确定演练实施计划、情景设计与处置方案，审定演练准备工作计划、导演和

调整计划；

4）检查和指导演练的准备与实施，解决准备与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

5）组织演练总结与评价。



（2）演练方案

根据不同的演练情景，由演练策划小组编制出演练方案，演练情景设计过程中，

应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1）应将演练参与人员、公众的安全放在首位；

2）编写人员必须熟悉演练地点及周围各种有关情况；

3）设计情景时应结合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4）情景事件的时间尺度最好与真实事故的时间尺度相一致；

5）设计演练情景时应详细说明气象条件；

6）应慎重考虑公众卷入的问题，避免引起公众恐慌；

7）应考虑通信故障问题。

4.2.5 演练总结

训练结束后，各专业救援队伍通过讲评和总结，写出书面报告交应急办公室，

应急办公室将上述书面报告汇编成综合报告，对应急救援预案提出意见，对预案进

行修改和补充。报告内容包括如下：

（1）通过演练主要发现的问题；

（2）对演练准备情况的评估；

（3）对预案有关程序、内容的建议和改进意见；

（4）在训练、器材设备方面的改进意见；

（5）演练的最佳时间和顺序。

4.3奖惩

4.3.1 奖励

（1）对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的救援组或个人予以奖励；

（2）及时发现事故或事故隐患的救援队伍或个人予以奖励；

（3）能迅速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对减少损失、防止事故扩大化的专业组和个人

予以奖励；

（4）其他有利于应急救援工作表现的救援队伍或个人予以奖励。



4.3.2 惩处

（1）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应急反应迟缓、应急物资不充分、应急组成员严

重不足等情况予以处罚；

（2）应急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不高，未能积极有效的进行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队

伍或个人予以处罚；

（3）未按规定及时采取处置措施，或处置不当造成事故扩大化的队伍或个人予

以处罚；

（4）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信息，未按规定及时发布事故警报的队伍或

个人予以处罚；

（5）其他。

具体处罚办法由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决定。



5 附则

5.1名词术语

（1）突发环境事件

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

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

人民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2）环境污染事件（事件）

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由于意外因素的

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人体健

康受到危害，社会财富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事件）。

（3）环境污染事件危险源

指可能导致环境污染事件的污染源，以及生产、贮存、经营、使用、运输危险

物质或产生、收集、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备和装置。

（4）危险化学品

指属于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

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和腐蚀品的化学品。

（5）危险废物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危险废

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6）环境风险源

衡量是否构成环境风险源的重点是：发生事件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程度。环境

风险源的危险程度由所涉及的危险物质的特性（物质危险性和物质的量）、危险物质

存在的安全状态、所处的周边环境状况三个要素决定。

（7）环境保护目标

指在环境污染事件应急中，需要保护的环境敏感区域中可能受到影响的对象。

（8）应急预案

根据预测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别、环境危害的性质和程度，而制定的应



急处理方案。

（9）应急准备

指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

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10）应急响应

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11）应急救援

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件危害和防止事件恶化，最大限

度降低事件损失的措施。

（12）应急监测

指在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

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13）应急演习

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

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

5.2预案评审、发布、实施和更新

5.2.1 预案评审

企业在环境应急预案草案编制完成后，组织评估小组对本单位编制的环境应急

预案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应急预案草案进行修改。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评估小组的组成人员应当包括环境应急预案涉及的相关部门

应急管理人员、相关行业协会、相邻重点风险源单位代表、周边社区（乡、镇）代

表以及应急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专家。

5.2.2 预案发布

预案经批准后，分发给有关部门、企业和社区，并建立发放登记，记录发放时

间、发放分数、接受部门、接受时间、签收人等有关信息。并按规定报当地环保管

理部门备案。



5.2.3 应急预案的实施

预案批准发布后，企业组织落实预案中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明确各项职责和任

务分工；并对员工加强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实

现应急预案持续改进。

5.2.4 预案的更新

在下列情况下，应对应急预案进行及时更新：

（1）日常应急管理中发现预案的缺陷；

（2）训练、演习或实际应急过程中发现预案的缺陷；

（3）组织机构、人员及通讯联络方式发生变化；

（4）应急设备和救援技术发生变化；

（5）企业厂址、布局、原材料、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发生变化；

（6）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发生变化。

5.2.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6 相关附件

6.1附件 F1：应急组织体系联系方式

表 11- 1珠海市南区水质净化厂应急人员名单

序号 部门 职务 姓名 职务/工种 固定电话 联络电话

1

应急指挥

部

（应急专

家组）

总指挥 郝晓龙 总经理 3332858 13928089838

副总指

挥

余立川 常务副总 / 13702763434

吴平胜 副总经理 3320930 13016328876

指挥部

成员

詹梅樱 财务总监 3357718 13302875558

吴朝辉 总助兼综合部经理 3378303 13702573838

席世义 生产部经理 3357781 13016338513

贺淑芳 技术部经理 3378318 15018342957

2
应急抢险

组

组长 林伟涛 生产部副经理 / 13532211155

组员

胡元勇 南区厂机修班长 / 15916345815

赵国朝 南区厂运营班长 / 13192222034

郭宝民
南区厂运营班副班

长
/ 13543016027

吴宗全 机修人员 / 15916255225

黎锦雄 运营班人员 / 13138108183

3
应急疏散

组

组长 甄恩锋 南区生产主管 / 15976993186

组员 黄金城 南区后勤管理员 / 13902538636

4
医疗救护

组

组长 茹冬梅 南区技术员 / 13417722191

组员
吴伟婵 南区化验员 / 13926959703

陈浩 机修人员 / 13128571316

5
通讯联络

组

组长 刘岩 综合部行政主管 / 13823086118

组员 邱海成 运营班人员 / 13570641136

6
应急监测

组

组长 黄晓丹 工艺主管 / 13622961874

组员
杜静贤 化验班长 / 15919191266

王仲帅 化验员 / 15919188214

24小时待机电话 胡元勇：15916345815



6.2附件 F2：政府有关部门及周边单位联系统方式

表 11- 2 外部应急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公

安

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

公安消防局指挥中心 119

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公安分局防火科 0756-8643140

珠海市公安消防局 0756-2222929/2228518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湾大队 1中队 0756-8675838

安

监

珠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0756-2155555（值班）

珠海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0756-2122373

珠海市疾控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信息报告电话 13392982088(24小时)

珠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120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0756-8136555

珠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0756-2236469

香洲区环保局 0756-2128701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 0756-2622910

供水故障咨询 8899110

电力呼叫中心 95598

周围敏感点

裕联围 0756-3316678

红东村 0756-8671910/13539597901

龙生围村 0756-3384286

小钓村 0756-3386735

永丰围村 0756-3385574

tel://0756-8671910


6.3附件 F3: 应急物资/装备一览表

表 11- 3 应急物资一览表

序号 分类 名称 数量 所在位置

1

安全防护

物资

水裤 4条 中控室

2 安全帽 10顶 中控室

3 口罩 40个 发放到各人

4 绝缘鞋 2双 中控室

5 绝缘手套 2双 中控室

6 活性炭呼吸器 5个 中控室

7

现场抢险

物资及设

备

消防栓（供

水）
标准 8个 厂区路边

8
消防带（带接

头）
75mm 100米 库房

9 干粉灭火器 3公斤 2个 楼道、中控室

10 干粉灭火器 2公斤 16个
办公区、楼道、资料室、化验室、

宿舍

11
二氧化碳灭

火器
4公斤 14个

配电房、风机房、仪表室、化验

室

12 应急灯 3个

13 应急车辆 1 台

13

检测仪器

与药品

紫外分光光度计 1台 化验室

14 分光光度计 1台 化验室

15 在线 COD分析仪及试剂 2台 在线监测房，进出水各一台

16 在线氨氮分析仪及试剂 2台 在线监测房，进出水各一台

17 在线 TP、TN及试剂 2台 在线监测房，进出水各一台

18
医疗救护

器械
急救箱 1个 平时及应急时使用



6.4附件 F4：应急物资分布情况



6.5附件 F5：应急疏散路线





6.6附件 F6: 地理位置图



6.7附件 F7：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图



6.8附件 F8：水环境风险受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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