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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1 总则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我公司为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或由安

全生产次生、衍生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而制定的应急预案。规范了我公司应对突发

环境事件的应急机制，提出了我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程序和应

对措施，完善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我公司救援抢险队伍的衔接和联动体系，为我

公司有效、快速应对环境污染，保障区域环境安全提供科学的应急机制和措施。 

1.1 编制目的 

为正确应对和有序处置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进一步健全公司环境污染事件应

急机制，规范应急管理工作，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

增强综合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预防和控制次生灾害的发生，最大限度地保护员工

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将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影响降低至最小限度，

使应急准备和应急管理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提高全体员工风险防范意识，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和北京市各级环保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本公司环保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在切实加强环境风险源的监控和防

范措施，有效降低事件发生概率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环保应急管理和控制体系，

规定响应措施，对突发环境事件及时组织有效救援，控制事件危害的蔓延，减小环

境影响，提高公司对突发性事故的抵御能力。并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有效地展开

应急救援、人员疏散、污染跟踪和信息通报等活动，将事故损失和社会危害减少到

最低程度，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环境和周边水资源

安全，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制定环境突发应急预案就在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提高防范和处置各类重

大突发事件的能力。针对各危险源的危险性质、数量可能引起事故的危险化学品所

在场所或设施，根据预测危险源、危险目标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别、危害程度，制定

在发生事故时，采取消除、减少事故危害和防止事故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

的应急救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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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11.1 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12.1 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5.1 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1.1 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11.7 修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1.12.31 施行）； 

（9）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10）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 

（1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6.5 施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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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2002.5.12 施行）； 

（14）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12.1 施行）； 

（15）《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京应急办发〔2006〕10

号）； 

（16） 《北京市消防安全管理条例》（2011.9.1 施行）； 

（17）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

〔2012〕77 号； 

（18）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督总局令第 45号）； 

（19）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全监督总局令第 40

号）； 

（20） 《北京市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21） 《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版）； 

（22）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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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04）； 

（2）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 

（3）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4）； 

（4）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程》（GB 20576-GB 

20591）； 

（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6） 《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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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编制指南（试行）》（环

办〔2013〕28 号）； 

（8）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 2013〕34 号）； 

（9）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 

（10） 《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化工工艺目录》（2013 年完整版）； 

（11）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2008）； 

（12）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 15630-1995）； 

（1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 

（14） 《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5〕272 号）； 

（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16）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 

（17） 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 

（18） 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 

1.2.3 其他相关文件 

（1）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2） 《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5 年）； 

（3）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企业事业单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环发〔2015〕7 号）。 

1.3 适用范围 

（1）公司范围内：此预案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目录厂区范围内在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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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或不可抗力造成的危险化学品储罐区、生产车间废气泄漏事故现场处置预案和

危废库事故、废水处理站等环境污染事件。 

（2）公司范围外：在本公司应急能力范围内，响应上级主管部门调度，协助

周边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救援。 

1.4 工作原则 

公司在建立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及其响应程序时，本着实事求是、切

实可行的方针，贯彻如下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广泛宣传，增强公司员工的环境安全意识；针对性组织公司开展风险源调查工

作，提高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源的日常监督管理，

强化、落实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提高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和处置能力，加

强整改、努力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力争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尽

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影响。 

（2）坚持统一领导，属地负责 

在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市、区两级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形成市、区县两级管理，分级负责、分类指挥、综合协

调、逐级提升的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体系。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不同类型，实行分类

管理。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作用和各专业队伍的优势，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3）坚持资源整合，综合协作为主 

加强各部门如生态环境局、公安局、消防局、安监局之间协同与合作，整合现

有环境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和环境监测网络，充分利用在京专家资源，组建专家库，

建立专兼结合的应急队伍。企业积极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通讯联络准备、消防抢险准备、疏散引导准备，加强日常的培训和事故预案演练。 

（4）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 

按照“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的要求，强化、落实公司环

境安全主体责任，推动建立环境安全风险应急预案及管理制度，定期对厂区进行安

全环保大检查，努力消除环境安全隐患，提高防范意识，增强应急能力，力争做到

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消

除或减轻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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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应急预案体系 

应急预案体系由上而下一般可分为：国家级应急预案、市级应急预案、区级应

急预案和企业应急预案，下级预案不得和上级预案相冲突。在发生环境突发事件时，

公司启动本预案后同时接受北京海淀区应急预案的统一调度指挥。 

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海淀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图 1-1 应急预案体系 

1.5.1 公司应急预案体系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由综合环境应急预案、专项环境应急预案和现

场处置预案三部分组成，其中现场处置预案已经建立并应用，应急预案体系具体如

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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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相衔接的预案及关系  

 

《海淀区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本预案的上级预案，上级预案是下级

预案的参照预案。在预案制定时，《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在原则上要符合《海淀区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总体要求，在执

行中，下级预案要服从上级预案的需要。 

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公司现有工作人员 930 人。根据要求，公司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

系，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由应急指挥组、事故处置组、技术保障组、人员抢救组、安

全疏散警戒组、环境监测组、物资供应组、通讯联络组组成。由公司高管组成应急

领导组。发生重大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以应急领导组为基础，由总经理负责现

场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挥，运营总监负责协助总经理进行现场处置工作。若总

经理不在场时，由运营总监负责临时指挥，全权负责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公司

内部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出现突发环境事件时成立应急指挥部。 

2.1 内部应急组织体系与职责 

2.1.1 内部应急组织体系 

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内部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出现

突发环境事件时成立应急指挥部，应急组织架构如图 2-1 所示。 

 

 

 

 

 

海淀区 

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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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应急组织架构图 

表2-1  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名单列表 

应急领导小组职务 公司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手机 

总指挥 
总经理 濵田裕之 1000 13810762440 

副总经理 辛兆龙 1001 13910299350 

副总指挥 
统括部长 张哲 GM(环境) 1009 13693035108 

统括部长 萨茹拉 GM（安全） 1226 13910084610 

事故处置组组长 动力运行维护科科长 马岩 K 3110 13910135897 

事故处置组副组长 

动力运行维护科系长 谢亮 C 3113 13910967446 

仓库管理科系长 赵杰 C 2489 13641245843 

制造二科 于中建 3047 13661097684 

总务科系长 郭殿颜 C 1270 13693615101 

技术保障组组长 动力技术科科长 高远 K 1810 13910967409 

技术保障组副组长 
总务科科长 彭宾 K 1270 15011005181 

动力技术科系长 郭世喜 GL 1815 13910075372 

安全疏散警戒组组

长 
环境动力部主任 王晓毅 BZ 1801 13910967446 

安全疏散警戒组副

组长 
动力技术科主任 余新有 KZ 1840 13910967415 

人员抢救组组长 总务部总务科科长 李森 K 1270 13611151127 

人员抢救组副组长 总务部总务科系长 张鹏飞 C 1270 18210521303 

物资供应组组长 仓库管理科科长 丁杰 K 1710 13683527555 

物资供应组副组长 动力技术科工程师 何金明 E 1816 13671127170 

通讯联络组组长 人事部部长 汪霞 B 1226 13501287617 

通讯联络组副组长 环境动力部工程师 高迎春 E 3113 13691129178 

环境监测组组长 环境动力部系长 魏彩宏 1843 18610076494 

24 小时值班电话 公司应急救援队 57525050-3115、2119、1111 

总指挥（副总指挥）

应急指挥组 

事故处置组 技术保障组 人员抢救组 安全疏散警

戒组 

 

环境监测组 物资供应组 通讯联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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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1）应急指挥组：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 

总指挥：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有关部门关于环境安全的方针、政策

及规定；组织制定并颁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保障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保障经费的投入。 

副总指挥：组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出现突发环境事件时，负责抢险

应急全过程的决策、指挥与协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上报及可能受影响区域的通

报工作。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培训工作。监督应急体系的建设和运转，审查应

急救援工作报告。 

（2）事故处置组：小组接到通知后，小组成员迅速集合队伍奔赴现场，正确

佩戴个人防护用具，切断事故源，负责现场抢险过程泄漏物料的处理。 

（3）技术保障组：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和应急控制及处置措施提供提出救

灾方案、处置办法；指导现场事故处置人员自身防护，确定人员疏散范围的建议；

对环境污染的灾害损失和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4）安全疏散警戒组：负责布置安全警戒，人员疏散、提供应急措施。禁止

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区域，在人员疏散区域进行治安巡逻。 

（5）人员抢救组：主要负责受伤人员的现场救护，进行清洗消毒处理，作好

隔离控制，防止交叉感染和扩散。公司车辆或厂外救护车出动后，同时负责协助办

理住院等手续及通知伤者家属和办理保险事宜等。 

（6）环境监测组：负责环境污染物的监测、分析工作，如不能检测，则外委

有资质的单位协助。 

（7）物资供应组：要负责应急防范设施如堵漏器材、喷淋器材、防毒面具、

应急监测仪器、防护器材、救援器材和应急交通工具等的采购和保障，负责突发环

境事件下的抢险抢救物质及设备的供应和抢险救灾人员的生活保障 

（8）通讯联络组：主要负责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的联络事宜，调动各种手段，

确保应急期间内外通讯畅通，并协助监测部门做好应急环境监测工作。 

说明：如果厂区技术力量不能满足应急处置和救援的需求，需要技术专家提供

帮助时，主要负责应急处置的咨询，通过电话或聘请现场指导，提出污染应急处置

的建议，参与污染物性质、环境影响程度与范围的快速确定，研究和评估污染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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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疏散撤离等工作方案。 

此外，本公司应急组织机构作为公司的一个整体应急组织，其职责还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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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协助有

关部门及时消除污水管网的跑、冒、滴、漏；负责组织本预案的审批与更新（企业

应急指挥部负责审定企业内部各级应急预案）；负责组织外部评审；负责应急队伍

的调动和资源配置；接受上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令和调动，协助事件的处理；

配合有关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件调查、经验教训总结；负责保护事件现场及相

关数据；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培训，根据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向周边企业、社区、村落等人员聚集区提供本单位有关危险物质特性、救援知识等

宣传材料。 

2.1.3 人员替岗规定 

建立职务代理人制度，当公司总指挥不在岗时，由副总指挥履行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职责，副总指挥不在岗时，由被授权的组长履行应急小组组长职责；其他主管

人员不在岗时，由其职务代理人履行其职责。 

2.2 外部应急指挥与协调 

2.2.1 外部救援体系 

本公司建立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及周边企业之间的应急联

动机制，当事故超出厂区范围或厂区应急物资不足时，可尽快寻求支援，防止事态

的进一步扩大，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本公司内部应急组织与外部

应急指挥协调示意图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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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 副总指挥

海淀区环境保护局

海淀区人民政府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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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环
境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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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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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组

智学苑小区

上地国际创业园

上地科技大厦

百度大厦

通
讯
联
络
组

国际科技创业园

应急组织架构图

 

图 2-2  本公司内部应急组织与外部应急指挥协调示意图 

24 小时外部应急机构联系方式、主要医院或救助机构联系方式、周边企业联

系方式见附件 3。 

表2-2  24小时外部应急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电话号码 

1 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 010-66556006 

2 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 010-59321109 

3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12369 

4 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010-82571515 

5 北京市安监局 010-80886066 

6 海淀区安监局 010-82611220 

7 急救中心 120 

8 公安报警 110 

9 消防大队 119 

表 2-3 周边企业联系方式 

环境风险受体 相对位置 距离（m） 人数 联系电话 

智学苑小区 东侧 190 m 8200 010-82756033 

上地国际创业园 南侧 35 m 8300 010-53350099 

上地科技大厦、百度大厦 北侧 60 m 10000 
010-82237603/ 

010-599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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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受体 相对位置 距离（m） 人数 联系电话 

国际科技创业园 西侧 100 m 90000 010-62967677 

外部应急协调由本公司应急组织机构总指挥负责，并由副总指挥协助协调事件

现场有关外围工作，负责应急状态下请求外部救援力量。本公司应急组织机构应协

同一致，与周边企业联动应急，主动接受上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令和调动，协

助事件的处理，配合有关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件调查、经验教训总结。 

2.2.2 应急咨询专家组 

由公司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其职责为： 

（1）指导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及修改完善； 

（2）掌握公司内重大危险源的分布情况，了解国内外的有关技术信息、进展

情况和形势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 

（3）对事故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做出科学评估，为应急领导组的决策和指

挥提供科学依据； 

（4）参与污染程度、危害范围、事件等级的判定，对污染区域的警报设立与

解除等重大防护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5）指导各应急小组进行现场处置； 

（6）负责对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以及环境受污染程度的评估工作以及环境

恢复方案的制定。 

3 预防与预警机制 

3.1 事故预防与风险源监控 

3.1.1 储罐区泄漏事故防范 

化学品储罐（硫酸、盐酸、次氯酸钠等储罐）周围设置了 60cm 高的围堰，并

对地面进行硬化和防渗处理，形成了一个 15.3m³的收集槽。化学品存放仓库，地面

进行了防渗防腐蚀处理，并在化学品桶存放周边设置沟槽，沙土，周转桶等措施。 

（1）针对储罐区设置围堰，并做好防渗措施，如果出现化学品泄漏可以确保

不会外溢至储存间外。 

（2）加强储罐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入人员严禁携带火种。 

（3）在储罐区内准备一些防止泄漏和灭火的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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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储罐区所有设备、管线均做到防雷、防静电接地。 

（5）平时运行过程中操作人员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的步骤操作，禁止误操作

和野蛮操作。 

（6）定期检查贮罐、阀门和管道，经常对阀门、管道进行维护，发现问题立

即停产检修，禁止跑、冒、滴、漏。 

（7）呼吸阀每月检查不少于 2 次，大风、暴雨骤冷时立即检查。阀盘平面与

导杆应保持平稳，升降自由，不卡不涩。阀盘与阀座接触面积不少于 70%，保证密

封。平时尤其是冬天要经常对阀盘、阀杆进行擦拭，防止锈蚀。 

3.1.2 物资周转点（化学品库）事故防范 

（1）拥有化学品仓库或化学品储存间的部门，必须建立化学品储存制度、出

入库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安全及环境相关管理制度，并配备相应的消防及安全设

施和劳动保护用品，同时要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并做好相应的演练记录。 

（2）化学品仓库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必须进行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化

学品相关各项管理制度、应急预案、SDS 相关知识、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消防及安

全设施使用等。 

（3）按照理化特性对化学品进行分类，根据分类进行分区、分库存放，并在

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4）相互接触或混合后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化学品不能同库存放。 

（5）遇火、遇热、遇潮能引起燃烧、爆炸或发生化学反应的化学品不得露天

或在潮湿、积水的地方存放。 

（6）各种化学品的包装必须严密，不允许泄漏，重复使用的化学品包装物使

用前应进行检查。 

（7）化学品存放垛与垛间距不小于 1 米，垛与墙面间距不小于 0.5 米，垛与

梁、柱间距不小于 0.3 米。 

（8）化学品仓库或储存间应有隔热、降温、通风、防泄漏、防日光直射、防

雷及防静电等设施，并做好温湿度管理，地面应防潮、平整、坚实、易于清扫、不

发生火花。 

（9）储存易燃易爆化学品的仓库或储存间内使用的工器具、照明电器、线路、

开关等电气设施应满足防火防爆要求。 

（10）严禁电动叉车进入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品的仓库或储存间。 



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3 

（11）禁止在化学品存储区域内堆放可燃废弃物，储存区的各类废弃物按照公

司废弃物管理制度进行处置。 

（12）化学品仓库中需备有棉纱、沙土、应急周转桶和化学品个人防护装备等

应急物品。 

（13）使用及现场保管化学品的部门，必须建立化学品使用及现场保管制度、

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安全及环境相关管理及教育制度，并配置相应的安全设

施和劳动保护用品，同时要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并做好相应的演练记录。 

（14）化学品使用及现场保管人员必须经过本部门/科室的安全培训后方可上

岗作业，培训内容包括：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相关化学品的 SDS、劳动保护

用品的使用等。新化学品首次导入、已使用化学品发生任何变更时，应重新进行培

训。 

（15）化学品应放置在指定的保管柜中，保管柜上锁管理并揭示管理责任科室、

管理责任人、各化学品的 SDS 和最大保管量。 

（16）化学品保管柜应远离潮湿、高温、电源，放置位置不应太狭窄或拥挤。 

（17）化学品在使用及现场保管过程中产生废弃的，必须按照公司废弃物管理

制度进行处理，严禁随意抛弃。 

3.1.3 危险废物库事故防范 

（1）危废库房门口张贴“危废库”、“注意防火”、“泄漏处置方案”等标示。 

（2）危废库内设置完善的消防设备和灭火器材。 

（3）危废库内设置强制通风装置。 

（4）危险废物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并将塑料空瓶、金属空瓶、玻璃

空瓶、滤芯、污泥、废液等分类存放，不可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容

器损坏。 

（5）危废库地面进行防渗漏处理，建有防渗漏沟槽。沟槽为封闭式，不与任

何管线相连。废弃物中转站地面涂有防渗漏树脂涂层，意外事故发生时，不会向土

壤渗漏，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并进行上锁，专人管理。。 

（6）危险废物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置。 

3.1.4 环保处理装置事故防范 

3.1.4.1 化学品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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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中要求，在贮存和使用危

险化学品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1）贮存仓库必须配备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其库房及场所应设专人管理，

管理人员必须配备可靠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2）原料入库时，应严格检验物品质量、数量、包装情况、有无泄漏。按要

求摆放，不能超过三层，防止倾倒事故发生。入库后应采取适当的养护措施，在贮

存期内，定期检查，发现其品质变化、包装破损、渗漏等，应及时处理。 

（3）库房温度、湿度应严格控制、经常检查，发现变化及时调整。并配备相

应灭火器。 

（4）装卸和使用危险化学品时，操作人员应根据危险性，穿戴相应的防护用

品。 

（5）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过程中，泄漏或渗漏的包装容器应迅速移至安全区域。 

（6）仓库工作人员应进行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7）应制定应急处理措施，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应对意外突发事外。 

3.1.4.2 化学品储运及使用管理 

公司使用的腐蚀品包括酸性腐蚀品硫酸、硝酸。 

硫酸、硝酸在贮存和使用过程中除参照其它危险品管理措施外，还应注意： 

（1）包装必须严密，不允许泄漏，严禁与其他物品共存。 装卸、搬运贮酸容

器时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做到轻装、轻卸。严禁摔、碰、撞、击、拖拉、倾倒和滚

动。 

（2）根据酸类的理化性质，应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仓间，远离火

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应与发泡剂、易燃或可燃物、碱类、金属粉末等分开存

放。不可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

注意个人防护。 

（3）为避免发生意外泄漏事件时，可能产生的环境危害，对酸类包装要求为

塑料瓶外木板箱；耐酸坛外木板箱或半花格箱。均应采用小桶双层包装。 

3.1.4.3 危险废弃物风险防范措施 

（1）危险废弃物贮存区或投放箱：公司废弃物的投放，分区域，设置各类投

放箱。分布于各部门、各工序。用于按类投放各类危险废弃物。 

（2）危险废弃物的贮存区或投放箱需划分明确，并贴有标识。投放废弃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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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按照分类标识进行投放，严禁混投、混放。 

（3）生产现场废弃物投放箱分为： 

金属、废框架、橡胶、银浆树脂、润滑油、废树脂、不良 IC、塑料、织物、

纸类、灯管、电镀污泥、电镀废液、滤芯、丙酮、废弃溶液瓶等。 

（4）药液桶的废弃：使用后的药液桶，经清洗后才能废弃。并在其外部明显

处施画已清洗标识。对于未经清洗的药液桶，总务 CSR 科不予接收，并退回产生

部门。 

（5）装有液体危险废弃物的容器，张贴《危险废弃物》标识.标识应采用不干

胶纸，牢固粘贴在容器明显位置。 

（6）装有液体危险废弃物的容器，要求拧紧容器口，不要倒置。 

（7）各类废弃物，包括报废的固定资产不得在露天存放，不得随意丢弃。 

（8）危险废弃物的收集与转运： 

①危险废弃物在清理、运输时，应根据其要求佩带相应的防护用具，安全操作。 

②液体危险废弃物;确认容器口是否拧紧，容器上是否张贴《危险废弃物》标

识。在转运过程中容器口要向上，不要倒置。小心搬运，以避免途中掉落、遗撒、

造成人身伤害及环境污染。 

③液体危险废弃物只能码放一层，并拧紧容器口盖，不可倒置。放置地点应配

备干沙、棉布，手套等应急品，并按 MSDS 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 

④危险废弃物的处置  

处置方：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总务部和动力一、二科负责填写<危险废弃物>转移联单。相关记录、台帐参

照《固废收集作业要领书》执行。 

⑤检查：总务科负责定期检查废弃物的收集、存放、处置、运输、清理情况。

动力技术科定期对危险废弃物的投放、收集、处置进行检查。 

3.1.4.4 废水排放风险防范措施 

（1）为保证废水处理设施运转与保全，每日需定时对各关键项目进行点检。 

（2）废水处理系统日常维修：废水系统设备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维修。 

（3）设备定期保全：水泵、风机等转动设备都规定了计划保全项目及周期，

按计划实施并记录。 

（4）制定废水的紧急排放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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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紧急排放类型 对策 

废水处理系统排放水重金属超标或者 pH

值处于（6.5～9）基准值之外时，废水自动

排入紧急排水槽（430m
3），不向外排放。 

经常注意废水处理系统各在线监测系统及 PH

检测仪的数据，必要时进行人为干预（手动加

入硫酸、液碱）调整。 

废水系统设备较长时间内处于故障停机，

废水无法进行处理而向紧急排水槽排水。 
加强设备维护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5）对废水 PH 传感器及仪表进行定期清理校正，每月一次。 

（6）为确保酸碱、电镀、紧急排水槽等废水槽沉淀物不致太多，而影响水泵

排水，需要根据情况定期清理，一般情况下两年清理一次。 

（7）为保证废水系统正常、稳定的运转，定期对各废水槽内液位计及浮子式

流量计进行清洗，一般根据情况每六个月（干簧管式液位计不需清洗）清洗一次。 

（8）电镀废水运转时，会产生大量的污泥，需要用压滤机定期进行压泥操作，

压泥次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每班至少进行一次。 

3.1.4.5 火灾时封堵消防退水进入雨水管网风险防范措施 

（1）雨水管网管理 

1）环境动力部负责制定《全工厂区域内雨水排放管网图》，在曾发生过严重泄

漏导致雨水系统污染处醒目张贴相关警示标示。 

2）环境动力部制定《非雨水排放列表》，雨水管网是完全独立的排放系统，除

了天然水体外，任何水体均不可排入雨水管网。 

3）雨水排放系统周围严禁放置化学品、油品、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以防止

雨水管网系统受到污染。 

4）严禁向雨水排放系统中倾倒各种污染物，严禁擅自将生产、生活污水管接

到雨水管网上。 

5）环境动力部定期清理雨水管网内积泥、树叶等杂物，保证雨水管网畅通。 

6）环境动力部负责对雨水、污水管网图进行核对，杜绝历史遗留或偷排导致

雨水和污水管网直连的情况，如有发现，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彻底实现

雨污分流。 

（2）雨水管网的检查与清扫 

1）总务部门清扫工厂内道路时，不得把杂物及油污清扫到雨水沟内。 

2）每年 4 月份，雨季来临前，总务部应组织相关人员清扫厂区范围内的路面

雨水篦子下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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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动力部应每 3 年一次，检查雨水系统的有效性，检查内容包括雨水管

网的堵塞、污损情况等，确保暴雨时地面雨水能及时排入雨水沟，雨水沟排入地下

管道，地下管道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3）应急响应 

1）环境动力部负责协调厂区内所有与雨水相关的应急响应和报告活动。 

2)员工或巡查人员发现有污染物泄漏危及雨水系统，应立即报告动力环境部。

动力环境部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包括围堵、吸附、收集等措施，如泄漏物

有腐蚀或有毒等危险特性，还应佩戴相关防护用品。 

3)发生重大环境泄漏事故，导致雨水/污水管网均被污染，相关指标全面超标，

应立即用沙袋堵塞雨水总排放口，并用抽液泵将雨水抽入废水收集池处理。 

4)废水环境泄漏事故应做好调查、预防措施，并保存相关记录。 

5)动力环境部负责应急物资及防护用品的配备。 

3.1.5 环境风险源监控及隐患排查 

我公司建立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制订了体系有关运行控制的程序

文件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严格按要求执行对各风险源的日常监控。 

（1）化学品泄漏的隐患排查，主要由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分会实施，每季度一

次对化学品仓库及储罐进行专人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2）危险废弃物，主要由总务部相关人员按照环境因素识别方法，每年对危

废泄漏隐患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生产废水，主要由动力环境部进行隐患排查，废水中排放的重金属每月

进行外委检测，每周进行人工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生产废气：主要由动力环境部进行隐患排查，废气排放浓度每月进行外

委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2 预警分级及启动条件 

3.2.1 预警分级 

根据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即将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将

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分为二级。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

升级、降级或解除。 

（1）一级预警：日常监督检查、排查中发现环境安全隐患，预计将要发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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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突发环境事件时，发布一级预警。 

（2）二级预警：日常监督检查、排查中发现环境安全隐患，预计将要发生较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因在敏感时间、敏感地点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极易造成严重

后果时，发布二级预警。 

3.2.2 预警信息获取 

（1）外部获取信息 

①北京市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暴雨、地震等预警信息； 

②政府监督部门的监测结论或委托监测单位的监测结论； 

③周边企业发布的预警信息或其他外部投诉、报警信息； 

（2）内部获取信息 

①应急设施故障或应急物资不足； 

②安全检查发现的其他可导致泄漏、火灾的安全隐患。 

3.2.3 预警启动 

（1）一级预警： 

①环保处理装置：污水处理设备或设施发生故障，发生轻微泄漏，未流出废水

站，但不影响污水处理效果，未发生超标排放和污水渗漏、漫流，污水仅泄漏到厂

区范围内，未排至开发区污水管网，污水处理站内可以解决。酸雾净化系统或有机

废气净化器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废气排放浓度接近管理值，但不影响达标排放，

现场可以立即处置。 

②化学品区：化学品发生轻微泄漏，未流出化学品仓库及废水站，储罐阀门或

密封垫泄漏，并没有出现火灾、人员伤亡和中毒的事件发生。 

③危废库：危废库存放的危险废物超出设计存放量，出现轻微泄漏,未流出固

废收集站。 

④生产车间：生产车间出现阀门或密封垫泄漏，没有出现火灾、人员伤亡和中

毒的事件发生。 

（2）二级预警： 

①环保处理装置：污水处理设备或设施发生故障，对污水处理效果产生影响，

事故废水排放至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对污水处理厂造成超标影响。酸雾净化系统或

有机废气净化系统出现故障，发生超标排放，有害事故仅扩散至厂区内，厂区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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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化学品区：化学品发生泄漏，流出化学品仓库及废水站，储罐或管道泄漏，

造成人员出现轻伤或轻微中毒的事件发生。 

③危废库：危废库存放的较大量危险废物逸散至地面。 

④生产车间：生产车间管道或槽体泄漏，发生火灾、人员伤亡和中毒的事件发

生，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重大伤亡。 

3.3 预警发布及响应措施 

3.3.1 预警发布 

应急指挥部根据预警条件信息的可能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做出预

警决定，发布预警信息，通知相关部门和各应急小组进入预警状态。当应急指挥部

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故较大，超出公司的处置能力时，要立即启动一级响应，立刻向

120、119、110 申请增援，及时采取行动。同时组织人员对可能造成事故的源头进

行排查，关闭厂门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围堵事故区域，防止进入雨水管网，准备好

消防灭火器材等，并通知周边单位和居民疏散。 

应急指挥部跟踪事态的发展，根据事态的变化情况适时宣布预警解除或启动应

急预案。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预警信息的类别、预警级别、响应级别、起始时间、

可能影响的区域或范围、重点关注的事项和建议采取的措施等内容，可通过手机、

固定电话等形式发布。 

3.3.2 预警响应 

本公司预警响应级别与突发环境事件和相应分级对照见表 3-1。 

表 3-1  预警级别与事件分级对照表 

预警级别 事件分级 备注 

一级预警 二级突发环境事件 仅需公司事故部门参与应急，可申请其它部门支援 

二级预警 一级突发环境事件 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 

3.4 预警与解除程序 

当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得到控制，储罐区、危险废物库、污水事故排放、废气处

理装置非正常排放造成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无继发的可能时，应急领导小组方可解除

预警。 

预警解除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通过手机、固定电话等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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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处置 

4.1 突发环境事件及应急响应分级 

4.1.1 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参考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分级，针对本公司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程度、

影响范围和控制事态能力的差别，将突发环境事件分为二级：一级（社会级）、二

级（公司级），详见表 4-1 所示。 

一级：较大环境事件，污染超出厂区范围，影响周边区域，须请求外部救援，

并报告政府相关部门。 

二级：轻微环境事件，需公司事故部门统一调度处置，但能在公司控制内消除

的污染及相应的安全事故。 

表 4-1 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事件分级 突发环境事件情形 

一级 

(1) 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的储存装置（包括储罐区、危废库、生产车间的储

存装置）以及废气处理装置发生重大泄漏，发生火灾爆炸或气体中毒，扩散至厂外，

并形成重大环境影响，并需要外部力量救援； 

(2)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 万元以上的； 

(3)应地方政府应急联动要求。 

(4)厂区内不可控。 

二级 

(1) 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的储存装置（包括储罐区、危废库、生产车间储存

装置）以及废气处理装置发生泄漏，发生火灾或气体中毒，仅扩散至厂区内，厂区

可控，需要公司协调统一救援； 

(2)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 万元以下的； 

(3)应公司应急联动要求。 

(4)厂区内可控。 

4.1.2 应急响应分级 

针对突发环境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控制事态能力的差别，将响应级别分

为二级：一级、二级，响应级别与事件分级对照见表 4-2。 

 

 

 

表 4-2  响应级别与事件分级对照表 

事件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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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一级突发环境事件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 

二级突发环境事件 二级 需要事故部门或全公司力量参与应急 

4.2 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应急响应需遵循以下原则： 

（1）统一指挥，分工合作 

应急响应启动后，所有行动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指定各应急行动负责人（包含人员搜救、伤者救护、人员疏散与撤离、现场紧急关

断、紧急堵漏、事件现场的隔离警戒、安全环保、后勤保障、记录和信息报告等内

容）。 

（2）人员安全，环境保护 

所有参加应急响应行动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实

施应急响应行动。优先处理伤者，发现人员失踪或有受伤人员，立即开展搜救和现

场救护工作，并及时联系送往指定医院救治。应急响应行动过程中，各应急小组密

切注意环境保护，防止因事件本身或处理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3）控制为先，逐步消除 

应急响应行动首先考虑控制事件，采取紧急关断、紧急堵漏等措施，防止污染

事故扩大。当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后，再解决事故的消除问题。  

（4）及时报告，对外授权 

确保事件在第一时间内报告，当事件有新的发展以及事件失控或事故扩大时，

必须立即报告。向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报告原则上由应急办公室负责，现场任何越级

报告行为必须得到公司应急总指挥的授权。 

4.2.1 二级响应 

当值班人员发现出现二级突发环境事件时（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的储存

装置（包括储罐区、危废库、生产车间的储存装置）以及废气处理装置发泄漏，发

生火灾或气体中毒，仅扩散至厂区内，厂区可控，并需要公司协调统一救援。）需

立即报告公司应急办，由应急办总指挥启动突发环境事件二级响应。公司应急办公

室立即向所有应急小组传达应急启动指令，并立即到达应急现场。应急总指挥主持

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判断事件状态，事故发展与扩大的可能性，确定立即采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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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对措施；紧急会议期间，物质供应组准备好交通车辆；各应急小组按各自的职

责分工迅速开展工作。把污染范围控制到最小，避免造成二次污染，将环境风险范

围控制在公司区域范围内。 

4.2.2 一级响应 

当值班人员发现出现一级突发环境事件时（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的储存

装置（包括储罐区、危废库、生产车间、储存装置）以及废气处理装置发生重大泄

漏，发生火灾爆炸或气体中毒，扩散至厂外，并形成重大环境影响，并需要外部力

量救援。）需立即报告公司应急办，由应急办总指挥启动突发环境事件一级响应。

应急指挥部经确认后，立刻下达启动应急预案指令，迅速组织相关应急小组赶到突

发环境事件现场进行处置，同时向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及有关部门报告，配合政府做

好应急处置工作。 

（1）在公司应急指挥部成员未到达以前，事件现场人员按以下要求开展应急

行动： 

①现场指挥由当时的最高职务者临时担任，当上级领导赶到后，立即移交指挥

权；公司应急指挥部指令未到达前，现场应急响应行动按二级应急响应程序进行指

挥，当公司应急指挥部指令到达后，现场临时指挥立即贯彻执行； 

②事件当事人和已到达事件现场的其他人员听从临时指挥人员的统一指挥。 

（2）当公司应急指挥部成员到达事件现场后，按以下要求开展应急行动： 

①应急总指挥或授权人员到达事件现场后，立即接管现场应急指挥； 

②临时指挥人员立即向到达现场的指挥人员简要汇报应急响应现状，并协助指

挥； 

③各应急小组组长立即贯彻应急响应指令，带领本小组成员开展应急响应行动； 

④事件现场参与初始应对的响应人员回到各应急小组，听从各自小组长的指挥。 

（3）一、二级应急响应行动除掌握原则以外，还要注意以下事项： 

①在征得应急总指挥同意后，由应急办公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向海淀区生

态环境局报告事故。 

②做好人员疏散、撤离工作。 

③必要时在征得应急总指挥同意后，由应急办公室向周边协议单位发送支援请

求。 

④当需要将伤者送往较远医院抢救时，由通信联络组负责协调送往有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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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级响应程序 

本公司安保设 24 小时值班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事故所在地，现

场有关人员按分级响应程序向有关部门经理和应急办公室报告，值守电话：

010-57525050-3115、2119、1111，并进行分级响应，分级响应程序如图 4-1。 

 

图 4-1  分级响应流程图 

4.4 信息报告与通报 

4.4.1 内部报告  

第一发现人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立即向上级主管人员报告，具体报告内容包

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并将事件的发展态势以

事故部门负责人 

事件研判 

一级 

应急办公室 

海淀生态环境局 

1h 内 

第一发现人 

突发环境事件 

二级 

总指挥 

应急办公室 

总指挥 

启动应急预案 
启动应急预案 

立即 

立即 

立即 

立即 

立即 

确认事件级别 

组织各应急小组抢险 
组织各应急小组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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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严重程度及时向应急指挥部说明，总指挥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决定启动具体的响应

程序。公司将紧急应变流程图和各主管的联系电话在人员聚集位置张贴，以确保信

息沟通的顺畅。 

4.4.2 信息上报 

如果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范围控制在厂区内，并及时得到处理，未对周围环境

和社会造成影响的，公司在处理完成后 1 日内向环保部门报告；如果发生的环境污

染事故可能影响厂区外，需要其他环保力量支持的，在事故发生后立即（1h 内）

向海淀区生态环境局（010-82571515）报告，请求支援，现场指挥权转交之前，还

需随时报告事故进展情况，并在事故处理完毕后 3 日内向环保部门报告事故原因及

处理情况。外部及海地区生态环境局到大现场后，环境应急指挥权移交生态环境局，

企业总指挥及应急组织机构原则上各司其职，听从统一调遣。 

4.4.3 事件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1）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从发现事件后起 1 小

时内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

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2）续报：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

事件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

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

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处理结果报告至少包括事件基本情况，处理事件的措

施、过程和结果，事件造成的危害、损失和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肇事者

责任追究情况五个部分。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确保在事故后的 3 个工作日

内把以书面报告提交给上级主管部门。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

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并及时补充书面报告。书面报告中写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

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

多媒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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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信息通报 

联动机制：一旦出现突发环境事件，必须启动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向当地生态

环境局、公安局、消防局、安监局等部门通报，并马上通知事故可能涉及的周边相

关单位与环境敏感点。在公司生产车间建筑楼顶显著位置设立风向标，一旦出现火

灾事故，现场应急事故指挥部可组织人员向下风向的垂直方向疏散。 

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企业或单位的，应急办通过电话、网络等

方式及时通知周边企业或单位，并向海地区生态环境局提出向周边通报的建议。 

4.5 现场处置 

4.5.1 处置原则 

（1）安全第一原则 

保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优先，防止和控制事故蔓延及污染优先。要求员工在紧

急状态下首先避险和自救，重要性排序为：人员、环境、财产、工作进度。 

（2）迅速隔离原则 

发现储罐区、危险废物库、成品库、生产车间储存装置以及废气处理系统或有

机废气净化器处理装置等相关系统事故泄漏时，在保证人身安全前提下，快速查明

泄漏点，并将泄漏部位与系统隔离，设置警戒区，生产工艺废气无法控制泄漏事故

时，立即停止生产，从源头控制废气的产生。并将污染区人员撤离至上风处，并从

源头控制有毒有害气体和易燃液体的泄漏产生。对于生活污水处理站出现事故超标

排放时，将废水引入调节池进行临时储存。待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转时，将事故池中

的废水排入生活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3）减少损失原则 

按照救人重于救物、先隔离控制而后消除故障、防止次生事故发生的原则，进

行应急处置。 

（4）协同处置原则 

加强企业内部各部门以及与政府的沟通联系，迅速动员企业和申请政府的资源

进行应急处置。 

（5）事故影响范围及时控制原则 

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抢险救灾人员赶赴现场，将事故泄

漏的影响范围尽可能的控制在发生区域或厂区内，避免事故泄漏扩散至厂界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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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敏感点居民造成环境健康危害。 

4.5.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4.5.2.1 危险废物库泄漏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本公司危废库房主要贮存有废化学品包装容器、电镀废液、污泥等。如即将发

生或已经发生危险废物溢出、火灾、泄漏等事故时，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1）火灾 

发生火灾时立即启用消防设施，组织灭火，采用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等灭火

方式。火势较大时拨打火警电话 119，说明起火地点、可燃物种类、火势大小、联

系方式等。如果有人员被困或被烧伤立即组织救援。 

（2）泄漏 

发生危险废物泄漏时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如果有人员受到伤害，

立即采取救治措施。将泄漏区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泄漏

增加。切断火源，防止发生火灾。小量泄漏时可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

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排入厂区应急事故池。 

4.5.2.2 生产车间泄漏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积极抢救受伤者、疏散人员，让窒息人员立即脱离现场，到户外新鲜空

气流通处休息。严重烧伤或窒息这立即转运至附近医院救治。并及时通知公司消防

等有关部门。 

（2）小火用干粉灭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大火用喷水或喷水雾方式灭

火。 

（3）生产车间发生事故泄漏时，加强生产车间的通风，降低生产车间有机废

气的排放浓度。 

（4）当生产车间发生火灾时，首先启动固定式喷淋系统，对燃烧物质进行降

温。在未灭火之前要持续不间断的冷却，防止火灾扩大。 

4.5.2.3 废水处理储罐区泄漏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根据储罐区泄漏的扩散情况建立警戒区，设立安全警戒线，禁止一切与

救援无关的人员进入警戒区域。 

（2）值班人员察看现场有无受伤人员，若有人员受伤，以最快速度将受伤者

送至医院进行救护。 

（3）事故状态时应急总指挥负责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指挥部之间的通讯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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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提醒警戒区内抢险人员关闭手机。进入警戒区内的队员必须佩戴呼吸器及相应

的防护器具。 

（4）小量泄漏事故： 

①发现泄漏的第一人应立即停止作业，立刻关闭或切断气体来源的各相关阀门，

并报告当班负责人。 

②抢险抢修组抢险人员穿戴好防护用品赶赴泄漏点对泄漏物进行处置。对于液

体储罐泄漏，可使用喷雾水枪驱散、稀释沉积飘浮的气体。必要时可设置排风扇驱

散气体。 

（5）大量泄漏事故 

①抢险抢修组穿戴防毒面具、防化服赶至现场。可先组织一定数量的喷雾水枪，

驱散、稀释沉积飘浮罐区内的气体，靠近罐区判断泄漏位置，若泄漏口较小，流速

慢，泄漏量少，可进行堵漏。 

②抢修人员进行堵漏时，必须设喷雾水枪掩护。对贮罐顶部开口泄漏，要用喷

雾水枪托住下沉的气体，往上驱散，使之在一定高度飘散。 

③若管道泄漏或罐体孔洞型泄漏，应使用外封式、捆绑式充气堵漏工具进行迅

速堵漏，或用金属螺钉加粘合剂旋拧，或利用木楔、硬质橡胶塞封堵。 

④堵漏完毕后，继续使用喷雾水枪驱散、稀释泄漏气体。 

⑤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4.5.2.4 废水处理装置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当定期监测报告显示废水超标排放时，污水工立即开启回流，将超标废

水返回调节池内进行临时储存，并关闭调节池的出水阀门；同时打电话通知废水主

管。若回流后的污水系统进水量超过污水系统处理能力，则将多余废水暂存在应急

池内，应急池容积为 430m
3。 

（2）废水主管组织人员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排查，查找超标原因，同时报告

应急办公室。 

（3）事故发生时，废水主管对应急办先进行口头报告，事后 1 天内提交书面

报告。应急办通知维修人员对故障设备进行维修，使其保持正常。 

（4）若进水水质异常，或污水处理系统异常，废水主管则进行废水工艺参数

调整，同时将污水排入污水处理站调节池暂存。 

（5）当调节池的蓄水量达到其容量的 50%，而废水监测数据仍然不能达标时，



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8 

要求生产部门部分停止生产，减少废水排放；当综合废水受槽的蓄水量达到其容量

的 70%时，生产部门立即停止废水排放。 

（6）监测数据表明，连续三次污染物的含量均达标时，方可结束应急响应，

按正常程序处理废水； 

（7）事故处置结束，废水主管将本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处置措

施等详细记录，交与应急办公室存档。 

4.5.2.5 废气处理装置事故排放应急处置 

①首先，检查酸雾净化系统或有机废气净化系统的运行状况，检查废气量、排

气口污染物浓度等运转情况，如果无法控制泄漏事故，立刻停止生产线作业，减少

废气排放，检测检修。 

②其次，如果是碱液浓度不足（pH 值太低）造成酸雾喷淋净化效果不佳，及

时增加固体氢氧化钠；有机废气净化效果不佳，则及时更换活性炭，同时控制风量

和排气速率，使生产废气达标排放。 

③再次，如果风机类、泵类设备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立即切换至备用设备，

确保正常运行。 

④最后，监测并核实废气排放口污染物浓度，如果多次监测值均在标准值范围

内，确保无异常后可重新开启电镀车间等。 

4.5.3 应急调度及物资保障 

（1）发生或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按照事件分级执行分级响应，二级突

发环境事件需启动公司应急预案，组织各应急小组参与救援；事故发生后，应急指

挥中心根据现场情况，在自身救援条件受限，无力控制事故现场时（一级突发环境

事件），及时向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及有关政府部门求援，由政府部门来协调政府救

援力量。全公司的应急救援小组与物资服从政府部门的调配。 

（2）应急过程所需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数量、储存位置、负责人等详见附件

4。 

4.5.4 现场防护、救护与医院救治 

（1）现场救护注意事项 

①选择有利地形设置急救点； 

②做好自身及伤病员的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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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防止继发性损害； 

④至少 2-3 人为一组集体行动； 

⑤所用救援器材具备防爆功能。 

（2）现场防护及救护处理 

①救护人员必须佩带防毒面具或穿防腐防毒工作服或空气呼吸器； 

②迅速将受伤或中毒人员救离至空气新鲜处，医护人员到现场先对伤员进行初

步检查，按轻、中、重度分型。轻者可现场进行包扎或治疗，然后送至附近医院采

取进一步的治疗，中及重度立即送往医院救治。患者单纯接触有毒有害气体，并且

没有皮肤和眼的刺激症状，则不需要清除污染，只需立即转移至空气新鲜处。假如

接触的是有毒有害的液态危险化学品，并且其衣服已经被污染，则将衣服脱下并放

入双层塑料袋内。对于皮肤和头发接触者，则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

少冲洗 15 分钟以上。冲洗皮肤和头发时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皮肤接触毒有害的

液态危险化学品，并引起化学烧伤，可按热烧伤处理：适当补液，给止痛剂，维持

体温，用消毒垫或清洁床单覆盖伤面。对于眼睛接触或者眼睛有刺激感的，立刻用

大量清水或生理食盐水冲洗 20 分钟以上。如患者带有隐形眼睛，又容易取下并且

不会损伤眼睛的话，取下隐形眼睛。对于消化道化学灼烧的，口腔粘膜损伤是可用

生理盐水漱口，送往医院。 

③呼吸困难时给氧，呼吸停止时进行人工呼吸，心脏骤停进行心脏按摩； 

④当人员发生烧伤时，迅速将伤者衣物脱去，用流动清水清洗降温，用清洁布

覆盖创伤面，避免伤口污染，伤者口渴时，可适量饮用清水或含盐清水或含盐饮料；

眼睛接触时，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3）医院名称、联系方式、地址 

本公司周边分布的医院主要有北京市上地医院、北京清河医院等医院，应急状

况下可以求救。本公司周围主要医院或救助机构联系方式见表 4-3。 

表4-3  主要医院或救助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医院名称 联系方式 与公司距离 

1 北京市上地医院 62973150、62986606 公司南侧 4km 

2 北京清河医院 010-62926072 公司西南侧 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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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应急监测 

突发二级环境事件时，联系当地环境监测站赴事故现场进行环境监测，根据实

际情况，迅速确定监测方案，及时开展针对环境事件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用小型、便携、简易的仪器对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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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监测项目及频次明细表 

监测项目 采样（监测）人员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废气的监测因子：酸雾、有机物

等 
请有资质第三方 手动监测设备 每小时监测一次 

废水的监测因子：厂区污水总排

放口：COD、氨氮、总铜、pH。 

瑞萨半导体（北京）

有限公司 

在线监测设备 

手动监测设备 

每两小时监测一

次 

 

4.7 应急终止  

4.7.1 应急响应终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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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一切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再次免受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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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应急终止程序 

当突发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后，灾害性冲击已消除，社会负面影响消减，进入恢

复阶段时，本公司应急总指挥宣布应急结束。 

4.7.3 应急终止后行动 

4.7.3.1 事故现场的保护措施  

事故发生后，为方便事故的调查与处理，使事故调查人员看到事故发生后的原

始状态，及时查清事故原因，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避免类似事故发生。同时，避

免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受到意外伤害。因此，必须对事故现场采取有效的保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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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发生后，安全疏散警戒组组长王晓毅 BZ 在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即组

织有关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除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

事故现场。  

（2）事故现场除为避免进一步扩大事故，由操作人员和应急抢险人员开启、

关闭阀门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改变设备阀门、仪表、安全阀等设施的状态。  

（3）事故现场在未处理、勘查结束前，安排人员 24 小时保护现场。在事故现

场勘查结束后，由安全疏散警戒组组长通知疏散引导组撤离现场保护。 

4.7.3.2 事故现场的洗消  

事故发生后，由于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对事故现场设备、环境和其他人员造

成污染，因此在事故应急处理结束后，必须对事故现场进行洗消。 

（1）利用消防水带对现场设备、环境进行冲洗，同时控制避免洗消时洗消水

喷溅到身上。  

（2）对于不能用消防水带冲洗的设备设施，可利用简易喷雾器、盆、毛刷、

清洗海绵等进行清洗。  

（3）现场洗消时，围堵洗消区域废水，安装临时泵，将洗消废水抽至事故应

急池进行暂存，防止洗消废水外排造成二次污染。  

（4）将事故泄漏以及洗消污染的含有危险化学品成分的表层土壤清理掉，并

作为危废进行集中处置。 

事故现场的洗消工作由事故处置组和技术保障组负责，洗消过程中，需环境监

测组负责人协助环境监测站人员对处置后的事故现场进行分析化验和监测，确定合

格后为洗消结束。 

4.7.3.3 跟踪环境监测 

污染物进入周围环境后，随着稀释、扩散和降解等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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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急状态终止后，环境安全

监测组协助环境监测站人员进行污染物的跟踪监测，直至环境恢复正常。 

5 信息公开 

公司发生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后，如确定为需通报级别事故，由总指挥同时向

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及周边群众进行信息通报，讲明事故部位、有无其它次生灾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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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情况、人员伤亡情况。信息发布必须做到： 

（1）发生一级环境事故由总指挥向政府、社会、新闻媒体发布有关信息；发

生二级事故则由总指挥对外发布有关信息。 

（2）事故发生时，如有消防、公安、记者或公众来访，应急办负责接待，必

要时由生产部协助。任何来访人员未经总指挥之核准均不得放行进入厂区。 

（3）发布及时，信息准确。不得隐瞒任何事实。 

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处置 

（1）事故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尽快恢复到正常状

态，各级人员采取必要的措施或行动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 

（2）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急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对突发事件造成

的损失进行评估，对受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更换，组织受影响部门尽快恢复

生产。 

（3）相关部门负责对应急过程中消耗、使用的应急物资、器材进行补充，使

其重新处于应急备用状态。 

（4）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对受灾的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和损失赔偿，安置地

点、方式及赔偿金额、方式服从当地政府安排。 

6.2 调查与评估 

应急指挥办公室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调查事故原因和责任人，总结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应急救援能力进行评估，并制定改进措施。然后应急领导

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对预案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应急预案再行公布实施时，对修订版

进行必要的标注和说明，对修订或变更内容加以记录，然后再报各相关政府机关备

案。 

6.3 恢复重建 

待突发环境事件完全平息后，对损毁的设备、设施进行及时的恢复重建，确保

各项环保措施和应急措施恢复到正常应急状态，由公司采购部门对应急物资进行评

估和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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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应急总结 

企业在进行现场应急的同时，应急领导小组要抓紧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工作，全

面收集有关事故发生的原因，危害及其损失等方面的证据和资料，必要时要组织有

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鉴定与取证工作。 

现场应急处理工作告一段落后，由领导小组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据相关制度，

拟定追究事故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意见，报领导小组审批，对于触犯刑法的，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突发环境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认真总结事故经验教

训，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根据调查所获得数据，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

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

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

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最终形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7 应急保障 

7.1 人力资源保障 

公司应急指挥办公室是突发环境事件的指挥机构，由总经理、副总经理担任总

指挥，张哲 GM、萨如拉 GM 担任副总指挥，并由若干应急小组共同成立应急指挥

部，应急小组是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抢险、救援的骨干力量，担负着公司各类突

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任务，各生产车间也要组建应急救援、抢险、抢修队伍，随

时准备处理突发事件。详见“4.1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7.2 财力保障 

公司将应急经费预算纳入公司财务支出中，应急预算主要用于应急器材维护及

购置，应急培训，事故发生后的救护、监测、清消等处理费用。 

7.3 物资保障 

应急救援使用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用途、数量、存放位置、管理责任人等内容，

应急物资和装备的数量、储存位置、负责人等详见附件 4。 

按照责任规定，各部门必须保管好各自范围内的应急器材和设备，并定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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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发现问题，立即进行修复，确保各种器材和设备始终处于完好备用状

态。 

7.4 医疗卫生保障 

公司各部门设置应急小药箱，放在医务室。应急小药箱内装有应急药物（应急

止血、烫伤膏、脱脂纱布、创可贴、医用棉签、紫药水、体温表、碘酒、小镊子等），

能做现场简单的救护，必要时送往医院治疗。 

7.5 交通运输 

公司明确指定应急救援车辆，时刻保持公司有至少一部车随时待命，由专人负

责维护和保养，时刻保持车况良好，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时能够立即赶赴现场，完成应急救援任务。 

7.6 通信保障 

应急小组通过内部电话通讯网络和电话为主，进行有效的沟通与联络。部长级

以上人员手机须保持 24 小时开通。对各有关预案的人员和单位联系电话、联系人

定期进行收集更新；更新后的信息要在 24 小时内向各部门传达，并更新预案相关

附录。应急组织机构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2。 

7.7 其他应急保障 

7.7.1 技术保障 

厂区设有技术部，负责提供应急处置技术手段，现有技术人员，可进行简单的

应急处理；必要时请政府相关部门技术专家增援。 

7.7.2 治安保障 

厂里设有保卫处，在事发初态可以进行有效的警戒与治安维护，必要时可请

110 及周围单位进行增援。 

7.7.3 制度保障 

公司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加强管理，有效预防突发环

境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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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8.1 企业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针对本公司有可能出现的储罐区、危险废物库、生产车间生产装置、成品库的

储存装置以及生活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装置等泄漏事故环境事件，专门配备有应

急物资和装备，具体详见附件 4。 

8.2 外部共享物资情况 

当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厂区控制范围，扩散至厂界外时，应急指挥部将响

应联动机制，协同上级部门和周边企业共同应急处理，并与周边企业共享应急物资，

比如消防设施、应急车辆等。 

9 监督管理 

9.1 预案演练 

9.1.1 演练目的 

（1）使参加应急反应的各部门熟悉、掌握各自所在应急反应行动中的职责； 

（2）保证应急反应各有关环节快速、协调、有效地运作； 

（3）考核各级应急反应人员对所学理论与操作技能熟练掌握的程度； 

（4）及时发现应急反应计划和应急反应系统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以便予

以改进和完善。 

9.1.2 演练组织 

（1）应急办公室组织各部门召开第一次演练协调会议，讨论演练方案，明确

演练分工，确定演练的其他相关事宜。 

（2）应急办公室组织各部门召开第二次演练协调会议，核对准备进度，反馈

准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讨论演练方案，筹备桌面演练。 

（3）进行桌面演练，相关参与人员按照方案将整个过程在桌面上模拟演习一

遍，应急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点评桌面演习效果，提出预演中重点注意的问题。 

（4）举行现场演练，全程摄像或拍照和记录整个演练过程。总结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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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演练时间 

公司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至少每一年组织一次应急演练，现场应急处

置预案每年生产淡季组织一次应急演练。 

9.1.4 演练过程 

应急演练的过程可划分为演练准备、演练实施和演练评价、总结三个阶段。 

9.1.5 演练准备 

（1）做好演练方案，通过会议讨论确定最终方案。 

（2）工作分配，演练物资准备。 

（3）演练培训：消防器材、防护设备、监测和检测设备、堵漏设备使用及堵

漏措施培训等。 

9.1.6 演练实施 

演练实施阶段是指从宣布初始事件到演练结束的整个过程。演练过程中参演应

急组织和人员按照实际紧急事件发生时响应要求进行演示，由参演组织和人员根据

自己关于最佳解决办法的理解，对事故作出响应行动。 

9.1.7 应急演练评价、总结 

由总指挥进行演练总结和讲评，根据应急演练结果，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 

9.2 宣传培训 

为了确保快速、有序和有效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救援机构成员认真学习本预

案内容，明确在救援现场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厂内员工，必须开展应急培训，

熟悉生产使用的危险物质的特性，可能产生的各种紧急事故以及应急行动。 

9.2.1 培训内容 

（1）应急救援人员的培训主要内容 

针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的培训内容如下： 

a.如何识别危险； 

b.如何启动紧急警报系统； 

c.危险物质泄漏控制措施； 

d.各种应急设备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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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防护用品的佩戴、使用； 

f.如何安全疏散人群等； 

g.如何使用灭火器及灭火步骤训练； 

h.案例分析。 

（2）公司员工的培训主要内容 

针对公司员工的培训内容如下： 

a.潜在的危险事故及其后果； 

b.事故警报与通知的规定； 

c.灭火器的使用及灭火步骤训练； 

d.基本个人防护知识； 

e.撤离的组织、方法和程序； 

f.在污染区行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 

g.自救与互救的基本常识。 

9.2.2 培训方式 

培训的形式可以根据实际特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如定期开设培训班、上课、

事故讲座、广播、发放宣传资料以及利用厂区内黑板报和墙报等，使教育培训形象

生动。 

9.2.3 培训要求 

针对性：针对可能的环境事故情景及承担的应急职责，不同的人员不同的内容； 

周期性：一年一次； 

时间性：每次培训学时要求不低于 6 个学时； 

定期性：定期进行技能培训，时间由各部门自行安排； 

真实性：尽量贴近实际应急活动。 

9.2.4 周边人员应急响应知识的宣传 

针对公司可能发生的事故，每年进行一次周边人员应急响应的宣传活动。宣传

内容： 

（1）公司生产中存在的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健康危害、防护知识等； 

（2）公司可能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知识、导致哪些危害和污染，在什么条

件下，必须对社区和周边人员进行转移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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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转移、疏散的原则以及转移过程中的注意安全事项； 

（4）对因事故而导致的污染和伤害的处理方法。 

9.3 责任与奖惩 

9.3.1 责任追究 

在应急救援准备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人事部门等相关管理制度对有

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按规定要求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准备工作，经有关部门提出整改措施后，

拒不整改的； 

（2）迟报、谎报、瞒报事故； 

（3）事故发生时，玩忽职守或临阵逃脱、擅离职守的； 

（4）拒不执行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的通知、指示、命令的； 

（5）发生事故时，没有立即组织实施抢救或者采取必要措施，造成事故蔓延、

扩大和重大经济损失的； 

（6）妨碍抢险救援工作的； 

（7）不配合、协助事故调查的。 

9.3.2 奖励 

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人事规章制度给予表

彰、奖励。 

9.4 预案修订 

9.4.1 预案评估 

指挥部和各部门经预案演练后进行讲评和总结，及时发现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中

的问题，并从中找到改进的措施。评估的内容有： 

（1）通过演练发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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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器具、抢救设置等方面的改进意见； 

（5）对演练指挥部的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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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预案修正 

（1）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经演练评估后，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正、

补充、完善，使预案进一步合理化； 

（2）应急救援危险目标内的生产工艺、装置有所变化，要求对预案及时进行

修正。 

9.4.3 预案修正时限及条件 

应急预案三年修订一次，应急预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适时开展修订： 

（1）突发事件的风险环境发生变化； 

（2）预案中规定的措施存在不完善情况； 

（3）预案中设计的重要信息变更、过时或失效； 

（4）应急预案涉及的敏感目标发生变化。 

9.5 预案评审与备案 

（1）内部评审：由公司领导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内部评审。 

（2）外部评审：由公司、预案编制机构、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敏感点居民并

聘请相关专家等人员参与外部评审。 

（3）备案：完成评审后到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备案。 

（4）预案年终评审后对发现的问题将及时更新，同时向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备

案。 

9.6 应急预案的实施 

预案批准发布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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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组织应急预案演习，实

现应急预案持续改进。 

本应急预案主要负责人签署当天即生效。 

本应急预案由公司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编制，并负责最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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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项环境应急预案 

10 危险化学品专项应急、处置应急预案 

10.1 处置程序 

10.1.1 应急物资准备 

公司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并在有效期内使用，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及器材

存放区域管理单位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每周进行检查维护，保证在环境应急中有效、

有序、充足的提供应急救援物资。 

10.1.2 事故报告程序和内容 

值班室接报警或值班人员巡视时发现警报情况后，第一时间报告环境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中心（夜间报直管领导）。现场核实情况后立即展开就救援工作。 

报告人员要明确险情发生的具体位置和事故类别；报告人员可选择电话或当面

告知，内容要交待清楚险情具体部位、危害及报告时现场情况。 

10.1.3 应急响应程序 

现场发现警报情况后，根据事件级别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并第一时间报

告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件级别视现场情况确定是否申请扩大应急，

如现场为一级事件，应急指挥中心组长应立即向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报告。 

10.1.4 应急现场指挥 

应急指挥中心组长为环境应急援救中的最高领导，负责对各应急队伍下达救援

指令；如应急指挥中心组长不在，则由副组长暂代总指挥，负责组长的相关工作，

组长到场后移交指挥权，并详细说明应急救援情况。 

10.1.5 应急升级 

在应急援救过程中发现无法有效的控制事故现场情况，并有可能引发更大事故

时，必须申请扩大应急。 

扩大应急由应急指挥中心组长视现场情况，向海淀区生态环境局申请，上级救

援到场后，应急指挥中心组长权转移给上级救援队伍最高领导人，并详细说明救援

情况及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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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理措施 

考虑公司储存的危险化学物质种类、数量及存在状态，重点分析盐酸、硫酸、

硝酸、次氯酸钠酸等物质泄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凡遇危化品泄漏，现场应急人员配戴好个人防护用品，按实际情况用吸附棉或

沙土围堵泄漏处，防止流入雨水管道排入外环境，处理完后组织人员将事故污染物

送到指定地点密封保存； 

公司所用硝酸浓度为 65-68%，盐酸浓度为 31-37%，硫酸浓度 98%，次氯酸钠

浓度为 10%，如若发生泄漏：  

（1）硝酸 

应急处理：迅速撤离泄漏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电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

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危废处理场

所处置。 

（2）盐酸 

应急处理：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

至危废处理场所处置。 

（3）硫酸 

应急处理：迅速撤离泄漏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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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

至有处理危险废弃化学品资质的企业处置。 

（4）次氯酸钠 

应急处理：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

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喷雾状水冷却

和稀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0.3 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处理措施 

凡遇危化品火灾事故且为火灾初期，现场负责人员配戴好个人防护用品，按实

际情况进行灭火，如火灾、爆炸事故过大，应急指挥需迅速撤离污染区人员至安全

区，进行隔离，同时，发出警报并立即通知公司应急指挥办公室，寻求支援。 

灭火方法： 

 硝酸：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剂：雾状水、二氧化碳、

砂土。 

 盐酸：消防人员必须佩戴氧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防护服。用碱性物

质如碳酸氢钠、碳酸钠、消石灰等中和。也可用大量水扑救。 

 硫酸：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粉、二氧化碳、砂

土。避免水流冲击物品，以免遇水会放出大量热发生喷溅而灼伤皮肤。 

 次氯酸钠：用雾状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

不燃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灭火剂：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 

10.4 危险区域的隔离措施 

 危险区的设定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94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94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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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泄漏点为中心，厂内为危险核心区，厂周边为危害边缘区。 

 隔离区的划定方法 

对严重泄漏事故，在划定的危险区边缘以黄黑带设置警戒隔离区域，并设警戒

哨，限制人员、车辆进入。 

 隔离措施 

使用附近沙土封堵雨水口，防止危险物质和消防退水进入雨水管网。 

10.5 抢险、救援及控制措施 

抢险人员需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有序进行事故初期的抢险处置。 

所有应急救援人员由应急指挥中心组长统一调度，任何部门及人员必须无条件

服从。 

生产岗位应急救援人员接通知后，应立即按预案分工职责进行救援工作。 

10.6 应急结束 

化学品泄漏现场处理完毕，泄漏药剂全部收集或处置，无后续影响，应急结束。 

化学品库发生火灾事故的，火势消灭，消防退水进行无害化鉴定，泄漏化学品

全部收集或处置，无后续影响，应急结束。 

10.7 调查及整改 

根据调查结果，制定预防措施。因玩忽职守造成事故的，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

度进行处理。处理结果经经理部审批后实施。 

10.8 日常预防 

化学品库工作人员每日巡查，及时发现库房环境影响隐患，及时检查应急物资。 

应急预案演习。遇化学品库有新员工、存储物资种类数量有较大变动或上年度

发生应急状态时，进行应急预案演习。正常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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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附则及附件 

11.1 相关名词定义 

1.环境事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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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2.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

意外事故的发生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系统受到破

坏、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的突发性事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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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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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5.环境风险源：指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并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的环境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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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

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 

7.泄漏处理：泄漏处理是指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有毒气体等污

染源因事件发生泄漏时的所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泄漏处理要及时、得当，避免重

大事件的发生。泄漏处理一般分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两部分。 

8.小量泄漏：小包装（＜200L）泄漏或大包装小量泄漏。 

9.大量泄漏：大包装（＞200L）泄漏或多个小包装同时泄漏。 

10.应急救援：指在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故危害，防止

事故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和环境危害的措施。 

11.恢复：指事故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

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各种行动。 

12.应急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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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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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应急演习：为检验应急计划的有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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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涉及的内

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习（演练）、综合演习和指挥中心、现场应急组织

联合进行的联合演习。 

14.环境敏感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规定，指具有下列特征

的区域： 

1）需特殊保护地区：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或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的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森林公园、地质公

园、世界遗产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地等。 

2）生态敏感与脆弱区：沙尘暴源区、荒漠中的绿洲、严重缺水地区、珍稀动

植物栖息地或特殊生态系统、天然林、热带雨林、红树林、珊瑚礁、鱼虾产卵场、

重要湿地和天然渔场等。 

3）社会关注区：人口密集区、文教区、党政机关集中的办公地点、疗养地、

医院等，以及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 

本公司专项环境应急预案为危险化学品专项应急、处置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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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附件 

附件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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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急组织体系信息 

 

A、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名单列表 

应急领导小组职务 公司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手机 

总指挥 
总经理 濵田裕之 1000 13810762440 

副总经理 辛兆龙 1001 13910299350 

副总指挥 
统括部长 张哲 GM(环境) 1009 13693035108 

统括部长 萨茹拉 GM（安全） 1226 13910084610 

事故处置组组长 动力运行维护科科长 马岩 K 3110 13910135897 

事故处置组副组长 

动力运行维护科系长 谢亮 C 3113 13910967446 

仓库管理科系长 赵杰 C 2489 13641245843 

制造二科 于中建 3047 13661097684 

总务科系长 郭殿颜 C 1270 13693615101 

技术保障组组长 动力技术科科长 高远 K 1810 13910967409 

技术保障组副组长 
总务科科长 彭宾 K 1270 15011005181 

动力技术科系长 郭世喜 GL 1815 13910075372 

安全疏散警戒组组

长 
环境动力部主任 王晓毅 BZ 1801 13910967446 

安全疏散警戒组副

组长 
动力技术科主任 余新有 KZ 1840 13910967415 

人员抢救组组长 总务部总务科科长 李森 K 1270 13611151127 

人员抢救组副组长 总务部总务科系长 张鹏飞 C 1270 18210521303 

物资供应组组长 仓库管理科科长 丁杰 K 1710 13683527555 

物资供应组副组长 动力技术科工程师 何金明 E 1816 13671127170 

通讯联络组组长 人事部部长 汪霞 B 1226 13501287617 

通讯联络组副组长 环境动力部工程师 高迎春 E 3113 13691129178 

环境监测组组长 环境动力部系长 魏彩宏 1843 18610076494 

24 小时值班电话 公司应急救援队 57525050-3115、21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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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内部应急救援处置小组名单列表 

 

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络方式 应急救援分组 

马岩 动力运行维护科 科长 13910135897 

事故处置组 

谢亮 动力运行维护科 系长 13910967446 

赵杰 仓库管理科 系长 13641245843 

于中建 制造二科 科长 13661097684 

王晓静 制造二科 系长 13041212120 

值班人员 动力运行维护科 班长 3115（内线） 

段长四 动力技术科 工程师 13683590700 

肖永川 动力技术科 工程师 13701093371 

值班人员 动力运行维护科 班长 3115（内线） 

郭殿颜 总务部总务科 主管 13693615101 

高远 动力技术科 科长 13910967409 

技术保障组 

彭宾 总务部总务科 科长 15011005181 

郭世喜 动力技术科 工程师 13910075372 

李春意 动力技术科 工程师 13661273455 

左巍 动力运行维护科 维修系长 13711850227 

王晓毅 环境动力部 部长助理 13910967446 

安全疏散警戒组

组 

余新有 动力技术科 科主任 13910967415 

任国青 动力技术科 工程师 13911375915 

值班人员 动力运行维护科 副班长 3115（内线） 

李森 总务部总务科 科主任 13611151127 

人员抢救组组 

张鹏飞 总务部安全科 工程师 18210521303 

厂医生 总务部医务室 厂医生 1269 

值班人员 动力运行维护科 班长 3115(内线) 

值班人员 总务科 班长 2119（内线） 

丁杰 仓库管理科 科长 1710（内线） 
物资供应组 

何金明 动力技术科 工程师 13671127170 

汪霞 人事部 部长 13501287617 

通讯联络组组 
高迎春 环境动力部 工程师 13691129178 

田立国 动力运行维护科 维修班长 13641353747 

刘景胜 仓库管理科 系长 13621285343 

魏彩宏 环境动力部 系长 18610076494 

环境监测组 蔡长俸 动力运行维护科 水质分析员 13811218597 

周金霞 动力技术科 水质分析员 15901175221 

tel:1364135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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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外部救援单位信息 

24小时外部应急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电话号码 

1 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 010-66556006 

2 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 010-59321109 

3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12369 

4 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010-82571515 

5 北京市安监局 010-80886066 

6 海淀区安监局 010-82611220 

7 急救中心 120 

8 公安报警 110 

9 消防大队 119 

 

 

 

 

 

 



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0 

附件 4 应急物资清单 

序

号 
物品 数量 

完好情况

或有效期 
存放地点 所属部门 负责人 电话 

1 应急吸附棉 10 根 完好 中水处理机房 总务科 

肖涵 13651010683 

2 防酸碱靴子 2 双 完好 中水处理机房 总务科 

3 防护面罩 1 个 完好 中水处理机房 总务科 

4 沙子 1 桶 完好 中水处理机房 总务科 

5 防酸围裙 1 条 完好 中水处理机房 总务科 

6 防护眼镜 3 副 完好 危废库 总务科 

郭殿颜 13701320909 

7 防酸手套 3 双 完好 危废库 总务科 

8 防酸围裙 3 件 完好 危废库 总务科 

9 防酸碱胶靴 3 双 完好 危废库 总务科 

10 口罩 3 副 完好 危废库 总务科 

11 应急沙 4 箱 完好 危废库 总务科 

12 应急吸附棉 22 根 完好 危废库 总务科 

13 手套 3 副 完好 危废库 总务科 

14 应急沙土 1 盒 完好 开封室 品保科 

李军诚 57525050-3023 

15 应急棉布 1 盒 完好 开封室 品保科 

16 防护面罩 2 个 完好 开封室 品保科 

17 防酸碱靴子 4 双 完好 开封室 品保科 

18 防酸碱围裙 2 套 完好 开封室 品保科 

19 防酸碱手套 4 双 完好 开封室 品保科 

20 正压呼吸器 2 个 完好 中控室 安全科 李森 13611151127 

21 全身防化服 10 件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谢亮 18501236432 

22 全防护面罩 10 个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23 防酸碱面屏 4 个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24 防护目镜 8 个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25 防酸碱手套 10 双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26 防酸碱胶靴 10 双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27 围裙 10 件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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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物品 数量 

完好情况

或有效期 
存放地点 所属部门 负责人 电话 

28 
应急防护棉

布 
2 箱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29 
油泄漏应急

棉布 
1 箱 完好 水站 

动力运行维

护科 

30 应急沙袋 10 个 完好 外调机房 
动力运行维

护科 

31 橡胶手套 3 双 完好 电镀维修区 设备保全科 

张文华 13366216278 
32 防护眼镜 2 副 完好 电镀维修区 设备保全科 

33 防毒面具 4 件 完好 资材仓库 仓库管理科 

赵杰 13641245843 

34 防护手套 4 双 完好 资材仓库 仓库管理科 

35 护 目 镜 4 副 完好 资材仓库 仓库管理科 

36 防护上衣 4 件 完好 资材仓库 仓库管理科 

37 防护裤子 4 件 完好 资材仓库 仓库管理科 

38 防酸碱靴子 4 双 完好 资材仓库 仓库管理科 

39 酸碱吸附棉 7 根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王晓静 12521303719 

40 防酸碱靴子 5 双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41 防酸碱围裙 7 套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42 防护眼镜 10 副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43 防护面罩 4 套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44 
防酸碱橡胶

手套 
7 双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45 连体防护服 2 件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46 防毒面具 2 件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47 
紧急喷淋装

置 
5 套 

完好 
电镀 制造二科 

 

应急处理箱物品： 

序

号 
物品 数量 

完好情况

或有效期 
存放地点 所属部门 负责人 电话 

1 
创可贴、棉签、绷带、

碘伏等 
1 个 完好 医务室 总务科 

李森 
13611151127 

 
2 

创可贴、棉签、绷带、

碘伏等 
1 个 完好 中控室 总务科 

3 
创可贴、棉签、绷带、

碘伏等 
1 个 完好 中控室 总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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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公司总平面图  

 

 



瑞萨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3 

附件 6 厂区周边环境受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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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公司紧急疏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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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附近企业联系方式 

 

序

号 
环境风险受体 性质 方位 人员数量 联系电话 

距离厂界最近

距离 

1 智学苑小区 居住 东侧 8200 010-82756033 190 m 

2 上地国际创业园 办公 南侧 8300 010-53350099 35 m 

3 
上地科技大厦、百

度大厦 
办公 北侧 10000 

010-82237603 

010-59928888 
60 m 

4 国际科技创业园 办公 西侧 90000 010-82825690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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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应急处置卡 

A、化学品小量泄漏事故处置卡 

类别 内容 

硫酸、盐酸、硝酸、次氯酸钠及危险废物发生小量泄漏，相关人员可利用现有物资进行处置 

应急程序 应急处置操作 责任岗位 

报告程序 

车间内岗位人员发现各类事故，引发突发环境

事件时，应立即报告当班组长，并逐级上报，

由应急总指挥进行决策 

事件发现人 

上报内容 

时间、地点、事件类型、影响范围；人员遇险

情况；事件原因的初步判断；已采取的应急抢

救方案、措施和进展情况 

事件发现人 

预案启动 应急总指挥启动企业级预案 总指挥 

排查 逐点查找泄漏源 事故发生部门部长 

控源截污 
（1）立即切断化学品相关管路； 

（2）堵塞泄漏口，避免更多污染物流出或漏出； 
事故发生部门科长 

监测 无需监测  

信息联络 对企业内部发布信息 发生部门部长 

后勤保障 

提供消防沙、消防锹、警戒线等物资及个人防

护用品； 

迅速撤离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

故现场。 

物资供应组 

恢复处置 

将事故现场洗消干净，废消防沙集中收集，事

故现场恢复正常生产，洗消废物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置。 

事故处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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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化学品大量泄漏事故处置卡 

类别 内容 

硫酸、盐酸、硝酸、次氯酸钠及危险废物发生大量泄漏 

应急程序 应急处置操作 责任岗位 

报告程序 

车间内岗位人员发现各类事故，引发突发环境

事件时，应立即报告当班组长，并逐级上报，

由应急总指挥进行决策。 

事件发现人 

上报内容 

时间、地点、事件类型、影响范围；人员遇险

情况；事件原因的初步判断；已采取的应急抢

救方案、措施和进展情况。 

事件发现人 

预案启动 应急总指挥启动企业级预案 总指挥 

排查 逐点查找泄漏源 事故发生部门部长 

控源截污 

（1）立即切断化学品相关管路； 

（2）堵塞泄漏口，避免更多污染物流出或漏出； 

（3）用消防沙袋封堵厂内雨水收集口，避免泄

漏物质流入雨水管网 

事故发生部门科长 

监测 联系环保部门，启动大气或水体的应急监测 
通讯联络组 

当地环境监测站 

信息联络 

对外发布信息 

上报本地生态环境局 

通知四邻单位 

通讯联络组 

后勤保障 

提供消防沙、消防沙袋、消防锹、警戒线等物

资及个人防护用品； 

迅速撤离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

故现场 

事故处置组 

消防抢险组 

物资供应组 

恢复处置 

将事故现场洗消干净，废消防沙集中收集，事

故现场恢复正常生产，洗消废物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置 

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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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危险化学品库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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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库计划存放物品一览表（还未启用） 

仓库名称 
序

号 
品名 包装方式 

单桶/袋 

重量 
单位 固/液态 

最大在库重

量（kg） 

电镀液库

（碱性） 

1 电镀液 FN-72D 纸箱 10 L 液态 75 

2 电镀液 P-221 纸袋 20 kg 粉末状 400 

3 电镀液 N-1MKS 塑料桶 20 kg 粉末状 400 

4 磷酸三钠 编织袋 25 kg 粉末状 125 

电镀备品

库（一） 
5 

化学研磨复原剂
CU1211R 

铁桶 5 L 粉末状 525 

电镀液库

（酸性） 

6 电镀液 FN-72BM 塑料桶 20 L 液态 100 

7 电镀液 FN-72C 纸箱 10 L 液态 50 

8 电镀液 N-2009C 塑料桶 20 L 液态 200 

9 电镀液 TL-3480 塑料桶 20 L 液态 1,300 

10 电镀液 LT-2-700 塑料桶 20 L 液态 1,100 

11 电镀液 CU1211M 塑料桶 15 L 液态 1,200 

12 电镀液 RB 塑料桶 18 L 液态 90 

13 电镀液 N-2009A 塑料桶 20 L 液态 1,100 

14 电镀液 N-2009B 塑料桶 20 L 液态 400 

15 电镀液 119 塑料桶 20 L 液态 100 

16 电镀液 AM-P 塑料桶 20 L 液态 6,500 

17 电镀液 CU 塑料桶 5 L 液态 100 

18 电镀液 SM-4 塑料桶 20 L 液态 2,500 

19 稀硫酸 塑料桶 20 L 液态 1,900 

电镀备品

库（二） 

20 电镀液 FCM-22A 塑料桶 18 L 液态 180 

21 电镀液 FCM-22B 塑料桶 18 L 液态 450 

22 电镀液 CH 塑料桶 18 L 液态 270 

23 电镀液 FSM-45A 塑料桶 18 L 液态 540 

24 电镀液 FSM-45B 塑料桶 18 L 液态 270 

电镀间材

库（一） 
25 酒精 塑料桶 10 L 液态 150 

电镀间材

库（二） 
26 各类润滑油 铁桶 10 L 液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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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雨水污水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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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废水、废气、噪声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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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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