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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类别，结合各部门职能分工，公司成立了应急预案

编制工作组，并明确了预案编制任务、职责分工和工作计划。预案编制人员由具

备应急指挥、环境评估、环境生态恢复、生产过程控制、安全、组织管理、医疗

急救、监测、消防、工程抢险、防化、环境风险评估等各方面专业的人员及专家

组成。具体编制小组成员如下表所示： 

 
表 1-1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名单 

编制任务 姓名 行政职务 职责分工 工作计划 

报告编写 

叶春花 EHS 部环保主管 

负责公司基本情况，风险

源与风险评价，后果分析，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等章

节的编写； 

2018.4.1-2018.7.31 

杨成芳 EHS 部经理 
负责预防与预警，信息报

告与通报，应急响应与措

施等章节的编写； 

黄永刚 EHS 副经理 
负责后期处置，培训演练，

应急保障，奖惩等章节的

编写； 

郭钱浩 生产技术部 
高级经理 

负责公司基本情况，风险

源与风险评价，后果分析

等章节的编写； 

李青青 外部协助人员 负责协助环境风险评估、

环境评估、环境事件应急

措施、监测等内容的编制 彭  轲 外部协助人员 

报告审核 韩兆峰 副总经理 负责应急预案的审核 2018.8.1-2018-8.10 

报告审批 冷明辉 总经理 负责应急预案的审批 2018.8.11-201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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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则 

2.1 编制目的 

为了保证我公司、周边社会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及时、有效地

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规范事发后的应对工作，加强与政府部门和邻近单

位的应对衔接，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后的应对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事件影

响，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对人身安全、财产以及环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防止重大

伤害及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本预案立足于本公司生产的特点，在辨识和评估潜在重大风险、事件类型、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事件后果以及影响严重程度的基础上进行编制，为重庆市长

寿区环境保护局及相关部门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应急行动提供信息参考和支撑。 

2.2 编制说明 

截至 2017 年底，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共编制、修订了 5 次应急预案：一

是 2008 年 12 月根据环境管理要求编制的整体预案；二是 2010 年 10 月按照专家

评审时提出的要求对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三是 2012 年 1 月变更企业法人，并

增加了盐酸克林霉素扩建项目等内容，根据要求对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四是

2013年 5月按照环境管理要求和专家评审要求对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五是 2015

年 6 月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修订的应急预案，

增加了溶剂回收及罐区建设项目等内容，应急预案采取的处置步骤基本合理、措

施有效，但该“应急预案”即将过期，且未包含企业目前在建的“产品结构调整

技改项目”，需要进行修订更新，以便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及时进行应急

处置。 

因此，为完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规章，以在环境事故发生时及时对

事故进行控制，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企业按照最新的要求以及目前

的实际状况对《应急预案》等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以便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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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应急处置。 

2.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位于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化南一路 3 号的重庆凯林制药有

限公司现有厂区范围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的预警、报告、处置、应急监测、

应急终止等工作，具体包括如下事件： 

（1）因“三废”处理设施发生故障导致的废气、废水超标排放，危废异常

排放等突发环境事件； 

（2）危险化学品及其它有毒有害物品在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泄

漏突发环境事件，以及泄漏后导致的火灾、爆炸等次生环境事件； 

（3）生产过程中因意外事件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 

（4）其它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 

2.4 工作原则 

（1）本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生产情况，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2）救人第一，环境优先。坚持救人第一的原则，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危

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第一时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坚持环境

优先的原则，提高突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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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3）先期处置、防止危害扩大。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制定专

项应急预案或处置措施，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防止事件对人员和环

境危害进一步扩大。 

（4）快速响应、科学应对。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各小组成员以

及内外部联系部门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不同污染源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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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应急工作与岗位职责相结合。规范岗位职责，将应急管理工作与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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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相结合，事件现场人员根据职责及时开展应对工作，减少突发环境事件扩大

带来的不利影响。 

2.5 编制依据 

2.5.1 法律、行政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年 8 月 29 日修订，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公布，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 年 4 月 1 日施行，

2016 年 11 月 7 日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8 月 30 日通过，20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 

6.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2011 年 2 月 16

日修订，2011 年 12 月 1 日施行，2013 年 12 月 7 日再次修订并施行 

7.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环发〔2015〕4 号），2015 年 1

月 8 日 

8.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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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8 日 

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保部令 第 34 号），2015 年 4 月 16

日 

10.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2011 年 4

月 18 日 

1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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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令第 40 号），2011 年 8 月 5 日 

12. 《重庆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公告〔2007〕7 号），2007

年 5 月 18 日通过，2007 年 9 月 1 日施行，2010 年 7 月 23 日修订，2017 年 3 月

29 日修订，2017 年 6 月 1 日实施 

2.5.2 标准、技术规范 

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2.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 

3.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04），2004 年 12 月 11

日发布并实施 

4.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2009 年 3 月 31 日发

布，2009 年 12 月 1 日实施 

5.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XG1-2013），2001 年 1

月 2 日发布，2013 年 6 月 8 日实施 

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5 年 5 月 1 日实施 

7.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GB 50351-2005），2005 年 3 月 27 日发布，

2005 年 7 月 1 日实施 

8.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2013 年完整版）》 

9. 《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版）》 

10. 《国家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 年版）》 

11.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保部令第 39 号），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布，

2016 年 8 月 1 日实施 

12.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13），2013 年

12 月 17 日发布，2014 年 11 月 1 日实施 

1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2010 年 10 月 19

日发布，2011 年 1 月 1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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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其他项目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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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3 日 

2. 《重庆市环保局关于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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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环发〔2015〕30 号） 

3. 《重庆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的通知》（渝府发〔2016〕19

号） 

4. 《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调整方案》（渝府发〔2012〕4 号） 

5.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抽查工作的通知》（渝环办〔2017〕293 号） 

6. 《重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7. 《重庆市长寿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8. 《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9. 公司其他相关文件、资料 

2.6 应急预案体系 

本预案为本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与公司内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以及现场处置方案配合使用，亦可单独使用，并且是公司各类环境现场处置措施

的指导性文件。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向上衔接《重庆长寿经开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流域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长寿区环

境保护局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环境应急预案。另外，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还与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在应急救援互助方面有所联系。 

公司应急预案体系图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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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安全生产

应急预案

重庆长寿经开区突发环境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救援互助

提供依据

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流域突发水

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重庆市长寿区环境保护局重大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灾难

应急预案

初期火灾
爆炸事件
现场处置

方案

有毒物质
泄漏事件
现场处置

方案

危险物质
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

方案

原辅料库
突发环境
事件专项

预案

溶剂回收
及储罐区
重点部位
突发生产
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

专项预案

相互联动

相互衔接

相互配合

向上衔接

 
图 2-1 公司应急预案体系图 

 

由上图可知，公司应急预案体系主要包括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突发环境

事件综合预案。环境综合预案中包括《初期火灾爆炸事件现场处置方案》、《有毒

物质泄漏事件现场处置方案》、《危险物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方案》、《原辅料库突

发事件专项预案》、《溶剂回收及储罐区重点部位突发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专项

预案》。 

公司还针对各环境风险物质制定了相应的现场处置措施，具体内容详见第八

章。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上级部门应急预案衔接的触发条件为；突发环

境事件影响范围超出厂界范围，所需处置能力超出公司处置能力。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与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衔接的触发条件为：本公司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时，人员、物资等存在不足，需要以上救援互助单位在

医疗救护和控制事态蔓延方面提供协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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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基本情况 

3.1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45041127XF 

法人代表：张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隶属关系：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 

所属行业：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业，行业代码 C2710 

生产地址：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化南一路 3 号 

成立时间：2000 年 7 月 

现厂区投产时间：2008 年 5 月 

中心经度：东经 E107°0′17.51″ 

中心纬度：北纬 N29°48′46.68″ 

占地面积：69.7 亩 

企业规模：小型 

从业人数：297 人 

通讯地址：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化南一路 3 号 

邮政编码：400060 

联系人：杨成芳（联系电话：130 6230 4618） 

3.2 公司概况 

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7 月，位于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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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南一路 3 号，是由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全资控股的高科技、国际化、外

向型的药品生产企业，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的生产和销售。公司于

2000 年 11 月被重庆市科委批准认定为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2001 年 6 月获国家

外经贸委批准为自营进出口企业。 

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前身为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下属的一个中试车间；

2000 年 7 月，在该中试车间的基础上注册成立了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原研

发中心及中试生产基地位于南岸区涂山路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内，用地属租赁性

质，由于占地面积限制等不能满足企业快速发展及引进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因此，

凯林制药于 2006 年决定在重庆（长寿）化工园区的精细化工区新建研发中心及

中试场地。2008 年 5 月，凯林制药研发中心及中试生产基地顺利通过了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正式投产，生产至今。 

公司在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建设了“研发中心及中试生产基地技术改造

项目”、“盐酸克林霉素扩产项目”、“溶剂回收及储罐区建设项目”等项目。凯林

制药建厂以来历次项目建设情况及产品结构，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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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公司各期建设项目情况介绍一览表 
时间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 备注 

2006 年 研发中心及中试生产基地技

术改造项目 

①盐酸克林霉素生产装置 1 套，规模 75t/a； 
②克林霉素磷酸酯生产装置 1 套，规模 17.16t/a； 
③格列美脲生产装置 1 套，规模 6t/a； 
④盐酸米托蒽醌生产装置 1 套，规模 15kg/a 盐酸克林霉素 225t/a、克林霉素磷酸

酯 17.16t/a、格列美脲 6t/a、盐酸米托

蒽醌 15kg/a 

正常生产 

2009 年 盐酸克林霉素扩产项目 新建盐酸克林霉素合成、精烘包生产装置 1 套，年增产

盐酸克林霉素 150t/a 正常生产 

2013 年 溶剂回收及储罐区建设项目 
建设无水乙醇、醇化物乙醇、丙酮、三氯甲烷回收装置

各 1 套（实际建设时取消三氯甲烷回收装置的建设），

建设 720m3的储罐区（60m3卧式储罐 12 个） 
正常生产 

2017 年 产品结构调整技改项目 

①将一车间盐酸克林霉素的规模 75t/a 调整至 50t/a，共

线新增产品穿琥宁 5t/a、盐酸克林霉素棕榈酸酯 10t/a； 
②新建四车间，设恩替卡韦、盐酸格拉司琼生产装置各

1 套，新增恩替卡韦 60kg/a、盐酸格拉司琼 15kg/a； 
③五车间格列美脲的规模由 6t/a 调整至 0.026t/a，共线

新增盐酸依匹斯汀 1.5t/a、盐酸文拉法辛 1.5t/a，新建醋

酸格拉替雷生产装置 1 套，新增醋酸格拉替雷 30kg/a； 
④建七车间，设前列地尔、盐酸帕洛诺司琼生产装置各

1 套，生产前列地尔 1kg/a、盐酸帕洛诺司琼 1kg/a 

盐酸克林霉素 200t/a、克林霉素磷酸

酯 17.16t/a、格列美脲 0.026t/a、盐酸

米托蒽醌 15kg/a、恩替卡韦 60kg/a、
盐酸格拉司琼 15kg/a、盐酸依匹斯汀

1.5t/a、盐酸文拉法辛 1.5t/a、醋酸格

拉替雷 30kg/a、前列地尔 1kg/a、盐酸

帕洛诺司琼 1kg/a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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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符合国际、国内现行药品生产管理规范的原料药生产基地，建立了

严格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质量保证体系，拥有十分先进的分析检测能力，检测

仪器均为欧美日进口的先进设备。 

公司始终全面贯彻并严格遵循 ICH 指南和国际 GPM 规范，目前已提交的原

料药注册文件共 80 多个。公司原料药产品主要销往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及日

本的国际市场，在亚洲、南美等市场的份额也在逐渐增大，并已与数家国际知名

跨国制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公司原料药产品主要为盐酸克林霉素、克林霉素磷酸酯、格列美脲、盐酸米

托蒽醌等，产品主要出口美国及欧洲市场。公司原料药产品分别获得了美国联邦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质量管理理事会（EDQM）、加拿大治疗

产品局（TPD）的认证批准，质量执行国标、美标、欧标等质量标准。 

公司产品方案和规模情况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公司产品方案和产品规模一览表 

车间 产品名称 生产线条数 年生产天

数（天） 
年生产批

次（批） 
每批产

量（kg） 规模 

一车间 

穿琥宁 
共用 1 套生产

装置 

41 32 160 5t/a 
盐酸克林霉素棕

榈酸酯 77 67 150 10t/a 

盐酸克林霉素 210 196 255 50t/a 

二车间 盐酸克林霉素磷

酸酯 1 套生产装置 280 273 63 17.16t/a 

三车间 盐酸米托蒽醌 1 套生产装置 300 84 0.18 15kg/a 

四车间 
恩替卡韦 1 套生产装置 300 71 0.85 60kg/a 

盐酸格拉司琼 1 套生产装置 60 27 0.56 15kg/a 

五车间 

盐酸文拉法辛 

共用 1 套生产

装置 

130 56 27 1.5t/a 
盐酸依匹斯汀 
（B 工艺） 105 42 23.81 1.0t/a 

盐酸依匹斯汀 
（A 工艺） 33 22 23.27 0.5t/a 

格列美脲 5 2 13 26kg/a 

醋酸格拉替雷 1 套生产装置 90 24 1.25 30kg/a 

六车间 盐酸克林霉素 1 套生产装置 300 250 600 150t/a 

七车间 前列地尔 1 套生产装置 300 33 0.03 1.0k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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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产品名称 生产线条数 年生产天

数（天） 
年生产批

次（批） 
每批产

量（kg） 规模 

盐酸帕洛诺司琼 1 套生产装置 19 10 0.1 1.0kg/a 

 

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其中废水主要

有生产废水以及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主要为蒸发冷凝废水、物料分层废水、设备

清洗废水等；废气主要为盐酸克林霉素生产线产生的氯化氢废气，同时还有各生

产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硫化氢废气等；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水处理污泥、废包装物、报废药品，以及生产装

置产生的蒸馏残渣、含磷无机盐、废活性炭、废硅藻土等，一般固废主要包括生

活垃圾、破损包装袋等。 

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平面处置、雨污管网情况，分别见“附图 1”、“附图 2”、

“附图 3”。 

3.3 厂区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 

公司位于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化南一路 3 号，本次调查了公司厂界周边

5km 范围和排口下游 10km 水域范围内的环境风险受体分布情况。 

公司位于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晏家组团 B 标准分区，厂区所在地周边 5km

范围内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森林公园、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等特殊生态环境敏感区。主要的环境敏感点有集中居

住区、取水口（生产用水）和长江重庆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 

（1）评价范围内（厂区周边 5km）人口和敏感点排查情况 

人口：厂区周边 5km 范围内主要为晏家街道、川维家属区，居民、农户共

计约 8.96 万人。 

（2）长江取水口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万州区等 36 个区县（自治县）集中

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通知》(渝府办[2016]19 号)，项目所在长江段无饮用水源保

护区等特殊敏感区。距中法水厂最近的（同侧）集中饮用水源为李渡水厂取水口，

距园区污水厂排放口下游距离为 3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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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段取水口 8 个，即：中法水厂取水口、江南镇扇沱水厂取水口、川江

船厂取水口、川维厂取水口、重钢取水口、川染能源公司取水口、三灵化肥取水

口、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取水口。 

（3）长江重庆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长江重庆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 12310 公顷，其中核

心区面积 3375 公顷，实验区面积 8935 公顷。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境内南岸区广阳

镇至涪陵区南沱镇的长江江段，范围在东经 106°43′45″-107°31′53″，北

纬 29°35′05″-29°51′34″之间。 

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排口位于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公司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点及周边企业分布情况，

主要环境风险受体分布情况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厂区周边 5km 范围内主要环境风险受体分布情况一览表 

类型 敏感点 类

别 方位 距离 
（m） 

常驻人口

（人）  联系电话  

大气 
环境 

晏家街道 

居

住

区 

NE 2300 约 7.5 万

人 40711221 

迎风场 E 300 约 800 人 / 

川维家属区 SE 1500 约 5376 人 68973236 

汪家湾 SW 1500 约 100 人 / 

沙塘村 W 2050 约 40 人 / 

晏家中学 
学

校 

NE 1350 约 2500 人 40711059 

川维中学 SE 1610 约 3200 人 81880660 

晏家实验小学 NE 2560 约 2600 人 40711059 

长寿化工园区医院 
医

院 

SE 1668 / 68977610 

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 NE 2228 / 40811222 

长寿泓原医院 NE 2749 / 40889883 

长寿火车站 车

站 SW 3150 / 64659175 

重庆善图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企

业 

E 紧邻 / 81880888 

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 NE 紧邻 / 68980201 

重庆康普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E 紧邻 / 40717011 
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 N 隔公路，

约 40m / 40717301 



3、公司基本情况 

  15 

类型 敏感点 类

别 方位 距离 
（m） 

常驻人口

（人）  联系电话  

福安药业集团重庆博圣制药

有限公司 NE 隔公路，

约 85m / 61027300 

地表水 
环境 

晏家河 河

流 
NE 1100 Ⅳ类水域 / 

长江 SE 3200 Ⅲ类水域 / 

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实验区 

保

护

区 
SE 3200 / / 

合计 约 8.96 万人 

 
表 3-4 厂区排口下游 10km 水域范围内取水口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敏感点 方位距离（m） 环境特征 保护级别 

1 川染能源公司取水口 园区污水厂排口下游

约 0.8km 生产用水 
满足《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

水体要求 

2 三灵化肥取水口 园区污水厂排口下游

约 2.5km 生产用水 

3 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取水口 
园区污水厂排口下游

约 4.5km 生产用水 

 

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位于重庆（长寿）化工园区的精细化工区化南一路 3

号，所在区域为长寿化工园区。现有厂区东面为重庆康普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善图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北面为重庆市秋田化工有限公司、福安药业集团

重庆博圣制药有限公司，西面为山坡。企业厂界周边 5km 范围主要分布有学

校、医院、住宅区、河流等，常住人口合计约 8.96 万人；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水

排放口位于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 

公司生产过程中若突发环境事件，对周边环境风险受体的影响主要是生产过

程中使用的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丙酮、乙醇等有机溶剂泄漏后对对厂区周边土

壤和水体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其次，丙酮、乙醇等易燃物质泄漏遇明火、静电

可能引发火灾，造成厂区周边大气环境污染的风险。最后，还存在污染治理设施

故障导致废水、废气超标排放的风险。 

公司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见“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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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保护目标 

（1）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公司所在区域属于长寿化工园区，厂区周边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2）水环境保护目标 

地表水维持在现状水平及其以上，水环境质量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Ⅲ类标准。 

（3）周边敏感点不受环境污染影响或受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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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风险源与环境风险评价 

4.1 环境风险源情况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二氯甲烷、三氯甲烷、DMF（二甲基甲酰胺）、

丙酮、无水乙醇、硼氢化钠、氢氧化钠、三乙胺、氨水、盐酸、液碱、三氯氧

磷、甲酸、四氢呋喃、乙酸乙酯、异丙醇、棕榈酰胺、甲苯、吡啶、甲醛等，

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蒸馏残渣、含磷无机盐、废活性炭、废

包装物、报废药品等属于环境风险物质。 

4.1.1 环境风险物质 

经过识别，公司环境风险物质情况表 4-1 所示。 

 
表 4-1 公司环境风险物质一览表 

序

号 风险物质 危害性 储存方式 存储位置 用途 

1 二氯甲烷 有毒 60m3储罐 

储罐区 

反应溶剂 

2 三氯甲烷 有毒 60m3储罐 提取溶剂 

3 DMF（二甲基甲酰胺） 易燃 60m3储罐 生产原料 

4 丙酮 易燃 60m3储罐 反应溶剂 

5 无水乙醇 易燃 60m3储罐 结晶溶剂 

6 乙醇母液 易燃 60m3储罐 内部周转 

7 回收乙醇液 易燃 60m3储罐 外卖 

8 丙酮乙醇母液 易燃 60m3储罐 内部周转 

9 回收丙酮乙醇液 易燃 60m3储罐 外卖 

10 丙酮母液 易燃 60m3储罐 内部周转 

11 回收丙酮 易燃 60m3储罐 反应溶剂 

12 37%盐酸 腐蚀性 8m3储罐 

六车间 
中转罐区 

原料 

13 30%液碱 腐蚀性 30m3储罐 
原料 

尾气中和 
14 丙酮母液 易燃 10m3储罐 辅料 

15 丙酮 易燃 10m3储罐 原料 

16 无水乙醇 易燃 3m3储罐 原料 

17 三氯甲烷 易燃 6m3储罐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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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风险物质 危害性 储存方式 存储位置 用途 

18 回收三氯甲烷 易燃 10m3储罐 辅料 

19 回收三氯甲烷 易燃 1.5m3储罐 辅料 

20 醇化物母液 易燃 3m3储罐 无害化处理 

21 结晶母液 易燃 10m3储罐 辅料 

22 提取液 易燃 6m3储罐 生产 

23 硼氢化钠 刺激性 25kg/桶 
固体原料库房 

原料 

24 氢氧化钠 腐蚀性 25kg/袋 原料 

25 三乙胺 易燃、有毒 140kg/桶 

液体原料库房 

原料 

26 氨水 腐蚀性 200kg/桶 原料 

27 盐酸 腐蚀性 200kg/桶 原料 

28 醋酸 腐蚀性 200kg/桶 原料 

29 三氯氧磷 腐蚀性 300kg/桶 原料 

30 甲酸 易燃 25kg/桶 原料 

31 原甲酸三乙酯 易燃 180kg/桶 原料 

32 四氢呋喃 易燃 180kg/桶 原料 

33 乙酸乙酯 易燃 180kg/桶 原料 

34 异丙醇 易燃 165kg/桶 原料 

35 棕榈酰氯 可燃 180kg/桶 原料 

36 甲苯 有毒 180kg/桶 原料 

37 吡啶 易燃 200kg/桶 原料 

38 甲醛 有毒 25kg/桶 原料 

39 20%盐酸 腐蚀性 5m3储罐 废水处理站加药

间 
pH 调节 

40 30%液碱 腐蚀性 5m3储罐 pH 调节 

41 废水处理污泥 有毒 50kg/袋 

危废暂存库 有资质单位

安全处置 

42 蒸馏残渣 有毒 50kg/桶 

43 含磷无机盐 有毒 40kg/袋 

44 废活性炭 有毒 10kg/袋 

45 废包装物 有毒 10kg/袋 

46 报废药品 有毒 10kg/箱 

47 废试剂瓶 有毒 15kg/箱 

48 废石蜡油 可燃 170kg/桶 

4.1.2 环境风险评估结论 

根据公司开展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的结论，通过对大气和水环境风险

物质分别计算储存量与临界量比值、调查企业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评价

企业生产工艺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等，最终，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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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为“较大[较大-大气（Q2M1E1）+较大-水（Q2M2E2）]”。 

4.1.3 主要环境风险源 

通过对环境风险源的识别，公司对内部存在环境风险的情况有了清楚的认

识，为积极应对公司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对厂区公共区域、周边环境造成

环境污染，使公司相关人员迅速、有序、有效地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

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和财产损失，确定了以下 6 个环境风险源。 

1 号环境风险源：储罐区 

2 号环境风险源：六车间中转罐区 

3 号环境风险源：固体原料库房 

4 号环境风险源：液体原料库房 

5 号环境风险源：废水处理站加药间 

6 号环境风险源：危废暂存库 

 

公司主要环境风险源分布情况如“附图 5”所示。 

4.1.4 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根据风险评估结论，公司可能出现的突发环境事件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序

号 环境风险单元 可能发生的 
突发环境事件 事件后果 

1 储罐区 

储罐、管道、阀门

等破损发生泄漏 

泄漏的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丙酮、乙醇、

DMF 等进入周边土壤，导致土壤污染；二氯

甲烷、三氯甲烷、丙酮、乙醇、DMF 等进入

地表水体，导致水体污染 
丙酮、乙醇、DMF
遇高温或禁忌物发

生燃烧、爆炸 
导致大气环境质量下降，甚至污染 

2 六车间中转罐区 储罐、管道、阀门

等破损发生泄漏 

泄漏的盐酸、液碱、丙酮、乙醇、三氯甲烷

等进入周边土壤，导致土壤及地下水 pH 等超

标，造成污染；盐酸、液碱等进入地表水体，

导致水体中 pH 等超标，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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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境风险单元 可能发生的 
突发环境事件 事件后果 

丙酮、乙醇遇高温

或禁忌物发生燃

烧、爆炸 
导致大气环境质量下降，甚至污染 

3 固体原料库房 包装袋破损发生泄

漏 

泄漏的氢氧化钠、硼氢化钠等进入周边土壤，

导致土壤及地下 pH 浓度上升，造成污染；氢

氧化钠、硼氢化钠进入地表水体，导致水体

中 pH 浓度上升，造成污染 

4 液体原料库房 

包装物破损发生泄

漏 

泄漏的环境风险物质进入周边土壤，导致土

壤及地下水 pH 超标，造成污染；环境风险物

质进入地表水体，导致水体中 pH 超标，造成

污染 
三乙胺、甲苯等遇

高温或禁忌物发生

燃烧、爆炸 
导致大气环境质量下降，甚至污染 

5 废水处理站加药间 储罐、管道、阀门

等破损发生泄漏 

泄漏的环境风险物质进入周边土壤，导致土

壤及地下水 pH 超标，造成污染；环境风险物

质进入地表水体，导致水体中 pH 超标，造成

污染 

6 危废暂存库 包装袋/桶破损发生

泄漏 
泄漏的危险废物进入周边土壤，造成污染；

危险废物进入地表水体，造成污染 

7 废水处理站 

废水处理站池体、

设备、阀门发生故

障，导致污水超标

排放 

生产废水超标排放，造成水体污染 

8 废气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本

体、阀门、管道发

生故障，导致废气

超标排放 

超标废气排入大气，导致大气环境氯化氢、

硫化氢等浓度上升，造成污染 

4.2 突发环境事件后果分析 

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丙酮、乙醇、二氯甲烷、三氯甲烷等有机溶剂和

酸、液碱等危险化学品发生泄漏可能造成地表水体、地下水体丙酮、pH 等污染

引起浓度超标；丙酮、盐酸等发生泄漏后挥发出的丙酮、HCl 气体，有机溶剂发

生燃烧、爆炸事故等都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最后，因污染物治理设施故障导

致的废水超标排放、废气超标排放也会对水体、大气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环境风险物质发生少量泄漏后，如及时处置，则影响范围在厂区内，对

厂区外环境影响不大；一旦泄漏量增大或处置不及时，将会导致泄漏物排入外环

境，对厂区外环境造成污染。当发生废水超标排放、废气超标排放等突发环境事

件时，可能对厂区外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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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整改项目 

为降低环境风险事件发生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公司设有以下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 

1）储罐区、六车间中转罐区均设有围堰，围堰内壁及地面进行了防腐防渗

处理，围堰设有管道通向应急池； 

2）固体原料库房、液体原料库房、废水处理站加药间门口设有围堤，周边

设有环形地沟或围堤，能够有效收集泄漏的固体原辅材料； 

3）设有容积为 550m3的应急池，能够有效收集消防废水、泄漏物及受污染

的雨水； 

4）雨水管网设有雨污切换阀、雨水收集池，有专人对阀门开关进行管理，

能够有效收集初期雨水、消防废水； 

5）废水处理站末端设有监视池，能够将未处理达标的废水回收至设施入口，

有效避免超标废水排放； 

6）厂区污水排放口设有监视及关闭设施，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关闭，避免超

标废水外排； 

7）在厂区内设有灭火器、防毒面具等应急物资，能够有效对发生的突发环

境事件进行处置。 

针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存在的不足，公司制订了整改计划，如表 4-1 所示。 

 
表 4-3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整改计划表 

存在问题 整改内容 项目 
种类 完成时间 

六车间中转罐区盐酸储罐未

设置围堰 
六车间中转罐区盐酸储罐设置围堰，围

堰内有效容积不小于 8m3 中期 2018.9.30 

废水处理站加药间盐酸储罐、

液碱储罐围堰和收集沟共用，

需隔开 
盐酸储罐、液碱储罐收集沟隔开 中期 2018.9.30 

4.4 次生及衍生危害 

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次生后果主要是在对处置丙酮、乙醇、DMF 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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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易挥发物质发生泄漏、燃烧爆炸等突发环境事件过程中产生的喷淋稀释水、消

防废水、拦截防堵材料等，对环境影响较大。以上喷淋稀释水、拦截防堵材料如

直接进入环境，将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衍生后果主要为爆炸的丙酮、乙醇等储罐造成的火

灾，由于火灾的蔓延造成公司内部向邻近构筑物的损坏，产生的烟气导致大气环

境质量下降甚至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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