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模具事业部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备案版） 

 

 

 

 

 

 

 

 

 

重庆新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0 年 11 月 

修订时间：2020 年 12 月 



 

 

编制单位：重庆新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事业部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各专题负责人名单 

专题名称 负责人 专业背景 技术职务 签名 

项目负责人、前言、总

则、资料准备与环境风

险识别、环境风险评估

结论 

姜宇 环境工程 清洁生产审核师  

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

件及其后果情景分析、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等级 

刘刚 环境工程 清洁生产审核师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

急措施差距分析 
李青青 环境工程 清洁生产审核师  

 



目录 

目录 

1、 总则 .............................................................................................1 

1.1 风险评估范围 ........................................................................................... 1 

1.2 编制目的 ................................................................................................... 1 

1.3 编制依据 ................................................................................................... 1 

1.3.1 法律、行政法规 ................................................................................ 1 

1.3.2 标准、技术规范 ................................................................................ 2 

1.3.3 其他项目文件 .................................................................................... 3 

2、 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识别 .........................................................5 

2.1 企业基本信息 ........................................................................................... 5 

2.2 企业简介及现状 ....................................................................................... 6 

2.2.1 企业简介 ............................................................................................ 6 

2.2.2 企业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 6 

2.2.3 企业组织机构 .................................................................................. 10 

2.3 企业周边环境情况 ................................................................................. 10 

2.3.1 企业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状况 .......................................................... 10 

2.3.2 环境功能区划及环境质量标准 ...................................................... 12 

2.3.3 企业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情况 .................................................. 13 

2.4 企业生产情况 ......................................................................................... 20 

2.4.1 产品情况 .......................................................................................... 20 

2.4.2 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 20 

2.4.3 生产工艺简述 .................................................................................. 21 

2.4.4 主要生产设备 .................................................................................. 23 

2.4.5 企业污染物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 .............................................. 27 

2.5 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 29 

2.5.1 环境风险物质识别 .......................................................................... 29 

2.5.2 环境风险单元 .................................................................................. 30 

2.6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 33 

2.7 批复文件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 33 

2.8 现有环境风险应急资源 ......................................................................... 34 

2.8.1 环境风险单元截流措施 .................................................................. 34 

2.8.2 事故排水收集措施 .......................................................................... 35 

2.8.3 雨水排水系统防控措施 .................................................................. 35 

2.8.4 可燃气体泄漏处置措施 .................................................................. 36 

2.8.5 环境应急组织 .................................................................................. 36 

2.8.6 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 39 

2.8.7 环境应急物资 .................................................................................. 40 

3、 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后果情景分析 ......................43 

3.1 国内外类似风险源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 43 

3.2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预测 ......................................................................... 45 

3.3 各情景源强分析 ..................................................................................... 46 

3.3.1 气体类泄漏源强分析 ...................................................................... 46 

3.3.2 液体类泄漏源强分析 ...................................................................... 47 



目录 

3.3.3 固体类泄漏源强分析 ...................................................................... 48 

3.4 释放环境风险物质的扩散途径、应急资源情况分析 ......................... 48 

3.5 突发环境事件后果分析 ......................................................................... 50 

3.5.1 直接后果分析 .................................................................................. 50 

3.5.2 次生后果分析 .................................................................................. 54 

3.5.3 衍生后果分析 .................................................................................. 59 

4、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差距分析...............................61 

4.1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 61 

4.1.1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及落实情况 .............................................. 61 

4.1.2 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和培训 .......................................... 61 

4.2 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与应急措施差距 ..................................................... 62 

4.3 需要整改的项目 ..................................................................................... 63 

4.4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计划 ..................................................... 63 

5、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65 

5.1 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分级 ..................................................................... 66 

5.1.1 涉水环境风险物质储存量与临界量比值 ...................................... 66 

5.1.2 生产工艺过程与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评估 ...................... 67 

5.1.3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评估 ........................................... 71 

5.1.4 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 ...................................................... 72 

5.2 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 72 

5.2.1 涉气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 ......................................... 72 

5.2.2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评估 ....................................... 75 

5.2.3 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 ................................................. 76 

5.3 企业环境风险等级确定 ......................................................................... 76 

5.4 与上一次风险评估对比 ......................................................................... 76 

6、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结论 ...................................................79 

6.1 评估结论 ................................................................................................. 79 

6.1.1 环境敏感性 ...................................................................................... 79 

6.1.2 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 79 

6.1.3 环境风险单元识别 .......................................................................... 79 

6.1.4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 79 

6.1.5 后果分析 .......................................................................................... 80 

6.1.6 主要修订内容 .................................................................................. 80 

6.1.7 结论 .................................................................................................. 80 

6.2 建议.......................................................................................................... 81 

7、 附件 ...........................................................................................83 

 

附件 1：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事业部环境风险物质安全技术说明

书 

附件 2：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事业部监测报告 

附件 3：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事业部危废处置协议 



前言 

 重庆新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 

前言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事业部（以下简称“长安模具事业部”）位

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成立于 2010 年 3 月，生产主体包括位于重庆空港

工业园区 96 号地块（以下简称“96 号地块”）的模具车间和位于重庆空港工业

园区 77 号地块（以下简称“77 号地块”）的冲压车间、焊接车间。主要从事汽

车模具、夹具、检具的研发和制造，汽车冲、焊件产品及其它配套产品开发、生

产。 

长安模具事业部在进行汽车零部件和模具的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主要原辅材

料包括钢材、模具毛坯、检具板料、夹具板料、焊丝焊条、树脂、油漆、清洗剂、

氧气、乙炔、柴油、润滑油、液压油等，以上物质中的油类物质、油漆类物质、

乙炔等在发生泄漏后可能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同时也可能对事业部内部员工

以及厂区周边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长安模具事业部上一轮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开展于

2017 年 9 月，根据“应急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的周期性开展要求，企业决定

对现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为确保本轮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修订工作的顺利开展，长安模具事业部于

2020 年 5 月启动了本工作，并在推进工作的同时按照风险评估的结论进一步完

善了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应急处置储备以及应急队伍建设，完成环境安

全隐患治理，降低了环境风险。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长安模具事业部委

托重庆新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颜公司”）协助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修订的相关工作。 

新颜公司接到委托后，多次对长安模具事业部生产现场进行了调查，了解事

业部所在地的环境风险状况，深入调查项目工程概况、生产特点、产排污情况、

环境风险源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的落实情况和变更情况。根据国家环保部下发

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在全面调查和掌握长安模具事业

部物料、设备、工艺流程及厂区周边条件的基础上，对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因素

进行了重新分析，进一步重新识别了环境风险物质，明确了企业环境风险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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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了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定性分析了可能出现的突发环境事件及后果，分析和

评价了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措施的有效性，最终形成本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环境局、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模具事业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重庆新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总则 

 重庆新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 

1、 总则 

1.1 风险评估范围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事业部本次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针对位

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77号地块和96号地块的生产厂区储存、使用的环境风

险物质在发生泄漏、燃烧、爆炸、以及污染治理设施发生故障导致污染物超标排

放等突发环境事件进行。企业外购的环境风险物质在厂界外运输、储存时发生突

发环境事件不在本次风险评估范围内。 

1.2 编制目的 

（1）对企业生产工艺、设备、物料、周边环境等进行全面的梳理，明确企

业主要环境风险源及风险物质储存量，了解企业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现状。 

（2）对企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以及已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进行分

析，明确环境风险事件的源强、扩散途径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通过对企业的调查和分析，验证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有效性，

最大程度减少环境风险事件对环境的影响。 

（4）从环境保护角度，落实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环境风险是否在

可接受范围的结论，同时为企业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3 编制依据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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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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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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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9 日修正，

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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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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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公告〔2007〕7 号），2018

年 7 月 26 日第二次修正并实施 

1.3.2 标准、技术规范 

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2018 年 2 月 5 日

发布，2018 年 3 月 1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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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169-2018），2018 年 10 月 14

日发布，2019 年 3 月 1 日实施 

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2018 年 7 月 31

日发布，2018 年 12 月 1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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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2018 年 11 月 19 日

发布，2019 年 3 月 1 日实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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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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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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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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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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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施行 

11.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2013 年完整版）》 

12. 《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版）》 

13. 《国家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 年版）》 

1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5.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3.3 其他项目文件 

1.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的通知》（环

办应急〔2019〕17 号），2019 年 3 月 1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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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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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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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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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转发环境保护部办公厅企业事业单位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渝环办〔2018〕55 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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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调整方案》（渝府发〔2012〕4 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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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长安模具事业部相关文件、资料 

本次修订：更新了 2017 年以前发布的部分编制依据修订日期，增加了 2017

年以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地方规定等编制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