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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应急演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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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预案编制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或职务

1 陈浩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2 郭鹏辉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环安部负责

人

3 王帅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消防应变科

主管

4 李毅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科主管

5 尤晓燕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6 郑泽萱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7 邓远兴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支持部

负责人

8 高春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厂务化学科

主管

9 姜疏雨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10 刘润泉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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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现场处置预案、主要风险物质特性识别及应急处置卡

污水处理站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公司废水处理系统因停电、设备故障等因素而出现废水事故排放，则出水的

污染物浓度会增加十几倍，尤其是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含磷废水处理系统

等，其废水中的氟、氨氮等会导致微生物的中毒，严重的时候将导致微生物

大量死亡，导致污水处理厂水质突然恶化，从而影响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

行。此外，因为项目放废水含有大量的酸碱，具有腐蚀性，废水非正常排放

进入内田水质净化厂污水管网，将导致管道腐蚀等，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杜

绝废水的事故性排放。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

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

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发现者/在线监测异常/报警器报警（消控室）→污水处理站工程师

→应急指挥中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戴少华；电话：13950152732；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

施

1、 发现废水不达标时，系统自动报警并停止向外排放废水。

2、 废水处理系统可自动将不达标废水抽到应急池，若自动系统失效，技术

人员通过手动将生产废水引到应急池。

3、切断进口废水与出口废水后， 负责人立即组织人员查明事故原因：

1 若是设备故障：技术人员立即更换设备。

2 若是加药系统故障：

a.检查管道是否堵塞。

b.检查药剂投加量是否合理。

3 若是停电：启动备用电源。

4、事故修复后，打开回流泵，将不达标废水抽到调节池或中和池处理。

5、污水站恢复正常运行时，将应急池内的废水抽到废水处理系统处理。

注意事项

①关闭、切换阀门应及时，应在最短时间内切断污染源。

②抢修人员必须穿戴防护用品，抢修时必须有监护人员。

③尽量将污水控制在本厂范围内，防止污水扩散到外界。

④若污水扩散到外界，应第一时间告知厦门市翔安生态环境局、内田水质净

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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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处理设施故障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公司废气种类较多，主要包括氮氧化物、氯化氢、硫酸、氟化物、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其中酸雾排放会造成工作场所的空气中酸雾和酸性气体

弥漫，排入大气后又会造成大气环境中的酸沉降。它不仅危及工人及厂房

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而且腐蚀厂房设备及精密仪器，造成生产和生活的

损失。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

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

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发现者/VOC在线数据异常（消控室）→设施负责人→应急指

挥中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 龚胜球，电话：13666045969 ；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施

1、若发生停电，则生产线停止生产，将不在产生废气，此时启动 UPS
系统，废气处理风机将继续运行，将残留废气抽到洗涤塔继续处理，防止

未经处理的废气排向外界。

2、当监测到废气不达标排放时，立即查看洗涤塔是否正常运行，若洗涤

塔未正常运行，开启备用洗涤塔，将废气抽到备用洗涤塔处理。

3、若发生风机故障，机修人员查明原因，若段时间内不能修复，则停止

相关生产，停止废气产生，并抓紧更换备用风机，防止未处理废气向车间

无组织扩散。

4、消控室与生产线保持密切联系，若发现废气处理系统无法短时间修

复，立即通知生产线停止生产，防止产生废气得不到处理。

急救措施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分钟。就

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碳酸

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就医。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

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穿

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

安排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做应急处置工作，特别是抢修设备时，一定要安排

1-2名监护人员，保障抢修人员安全。

http://baike.baidu.com/view/3847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47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67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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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化学品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腐蚀性物质是通过化学作用使生物组织接触时会造成严重损伤，或在渗漏

时会严重损害甚至毁坏其他货物或运载工具的物质，腐蚀性物质挥发的蒸

气，能刺激眼睛、钻膜，吸人会中毒。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

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

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发现者/漏液报警器报警（消控室）→仓库负责人→应急指挥中

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黄金胜，电话：15959453929；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施

1、泄漏报警系统报警；

2、酸/碱房地面铺设防渗层，化学品四周设置有围堰，并有导流沟，泄漏的

液体沿着导流沟流到房内一收集池，收集池配有抽水泵，事故时打开抽水

泵将事故液抽到应急桶内；

3、组织人员将破损设备修复；

4、用水清洗污染地面，清洗废水流向收集池，由泵抽到应急池内；

5、将应急池内的废液抽到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

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

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人员佩戴呼吸器，穿戴防护服。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3. 安排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做应急处置工作，特别是抢修设备时，一定要安

排 1-2 名监护人员，保障抢修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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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品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企业有机化学品房存放较多易燃化学品，有机化学品若发生泄漏，遇到热

源或明火，将产生火灾，若泄漏未及时控制，火灾未及时扑灭将有可能引

发较大火灾事故，进而有可能引发爆炸危险，若发生爆炸，将产生较大影

响。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

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

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发现者/漏液报警器报警（消控室）→仓库负责人→应急指挥中

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黄金胜，电话：15959453929；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施

1、监控系统显示漏液等异常或是巡检发现泄漏；

2、应急人员穿戴防护服、呼吸器进入有机房，关闭泄漏处相关阀门；

3、疏散警戒组人员立即疏散有机房周边人员，并划定警戒区，安排人员警

戒；

4、消除静电及产生明火设备（如手机等）；

5、修复损坏部位;
6、用吸液棉片和吸液棉枕吸取残余的废液；

7、产生废物按照危险废物委托处置（有资质厂商）。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

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

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人员佩戴呼吸器，穿戴防护服。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3. 安排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做应急处置工作，特别是抢修设备时，一定要安

排 1-2 名监护人员，保障抢修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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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气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分子式 N2O， CAS 号 10028-97-2。无色气体，有甜味；密度(空气

1)1.52；
溶于水、乙醇、乙醚、浓硫酸。本品助燃，具麻醉性，能够对大脑神经细

胞起麻醉作用，但大量吸入可使人因缺氧而窒息致死； LC50 1068mg/m3(4
小时，大鼠吸入)。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92)将该物质划

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

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

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GDS检测仪自动报警（消控室）→特气站负责人→应急指挥中

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 陈茂盛，电话：18860011409；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施

1、泄漏报警系统报警；

2、切断气瓶间阀门，打开应急排气；

3、判断风向，疏散警戒组人员立即疏散周边人员，并划定警戒区，安排人

员警戒；

4、消除各类火源；

5、组织人员佩戴相应的防护措施对泄漏气瓶进行抢修。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1、无关人员及时撤离事故区；

2、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3、现场应急小组需至少一名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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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烷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硅烷是一种无色、与空气反应并会引起窒息的气体。该气体通常与空气接触会

引起燃烧并放出很浓的白色的无定型二氧化硅烟雾。它对健康的首要危害是它

自燃的火焰会引起严重的热灼伤，如果严重甚至会致命。如果火焰或高温作用

在硅烷钢瓶的某一部分会使钢瓶在安全阀启动之前爆炸。如果泄放硅烷时压力

过高或速度过快会引起滞后性的爆炸。泄漏的硅烷如没有自燃会非常危险，不

要靠近。

吸入高浓度的硅烷会引起头痛、恶心、头晕并刺激上呼吸道。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

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

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GDS检测仪自动报警（消控室）→硅烷站负责人→应急指挥中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 陈茂盛，电话：18860011409；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

施

1、GDS 监测系统自动报警，联动气阀自动关闭阀门，启动水喷淋系统；

2、GDS 系统报警后，消控室会同时接到报警信息，当班工作人员立即将报警

信息传达给应急指挥中心；

3、值班人员立即确认阀门是否已关闭，水喷淋系统已开启；

4、硅烷站周围 100 米范围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不得进入；

5、在警戒区内消除一切火源，消防人员携带灭火器待命；

6、小量泄漏使用堵漏泥堵住泄漏处；少量泄漏使用 Y-CAP（泄漏处理装置）

密闭硅烷钢瓶泄漏处，以充分将泄漏物质局限其内，再运回供货商处理；

7、监测人员携带便携监测仪在泄漏点附近做监测，调查泄漏污染情况。

8、当气体监测正常时，解除警戒，恢复生产。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1、立即撤离受影响区域。

2、不受控制的泄漏需要由经过培训的人员按照事先拟好的计划进行处理。

3、硅烷的泄漏一般都会引起火灾。

4、如果硅烷泄放时压力过高或速度过快会引起滞后性的爆炸。泄漏的硅烷如

没有自燃会非常危险，不要靠近。

5、如有可能切断泄漏的气源，隔离泄漏的钢瓶。如果不能阻止泄漏(或不能接

近阀门)，让钢瓶在原地泄放或将钢瓶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泄放。

6、所有人员都要有防护，泄漏区要受到控制。

7、所有应急反应人员都要有适当的防护，以避免暴漏于硅烷中。监测周围环

境中的硅烷含量。只有硅烷含量在允许范围内时，人员才能在有自给式呼吸器

的情况下进入。进入前，可燃性气体的浓度一定要低于 0.14%，也就是硅烷

LEL的 10%。进入前要争取关闭气体的总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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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烷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磷烷具有毒性，其毒性主要损害神经系统、心、肝、肾脏。急性中毒最初

感到头痛、 胸部不适、呕吐、隔机部位疼痛，随后则有呼吸困难、无力、

头昏，瘫痪和昏迷，乃至死亡。

磷烷还具有极易燃性、强还原性。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暴漏

在空气中能自燃。与氧接触会爆炸，与卤素接触激烈反应。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

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

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GDS检测仪自动报警（消控室）→特气站负责人→应急指挥中

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 陈茂盛，电话：18860011409；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施

1、GDS 监测系统自动报警，联动气阀自动关闭阀门，并自动开启抽风系

统，将管道内气体抽到磷烷吸附塔处理；

2、GDS 系统报警后，消控室会同时接到报警信息，当班工作人员立即将

报警信息传达给应急指挥中心；

3、值班人员立即确认阀门是否已关闭，抽风系统已开启；

4、特气站周围 100 米范围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不得进入；

5、在警戒区内消除一切火源，消防人员携带灭火器待命；

6、应急抢修人员佩戴安全防护用具进入磷烷房，查看事故原因，并做检

修；

7、监测人员携带便携监测仪在泄漏点附近做监测，调查泄漏污染情况；

8、当气体监测正常时，解除警戒，恢复生产。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1、无关人员及时撤离事故区；

2、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戴防护服；

3、救援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

4、现场应急小组需至少一名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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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氟化硼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三氟化硼为无机化合物，无色气体，有窒息性，在空气中遇湿气立即水

解，分解形成有毒和腐蚀性的烟(氟化氢)，腐蚀眼睛、呼吸道和皮肤，吸入

毒烟会导致肺气肿，甚至死亡，与其接触后有咽喉刺痛、咳嗽、呼吸困

难、眼睛及皮肤充血、疼痛、视力模糊、皮肤灼烧现象。反应性极强，遇

水发生爆炸性分解。与金属、有机物等发生激烈反应，冷时也能腐蚀玻

璃。高毒。兼有氟化氢与硼两者毒性。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

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

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GDS检测仪自动报警（消控室）→特气站负责人→应急指挥中

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 陈茂盛，电话：18860011409；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施

1、GDS 监测系统自动报警，联动气阀自动关闭阀门，并自动开启抽风系

统，将管道内气体抽到酸性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2、GDS 系统报警后，消控室会同时接到报警信息，当班工作人员立即将

报警信息传达给应急指挥中心；

3、值班人员立即确认阀门是否已关闭，抽风系统已开启；

4、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泄漏点周围 100 米范围划定警戒

区，无关人员不得进入；

5、在警戒区内消除一切火源，消防人员携带灭火器待命；

6、应急抢修人员佩戴安全防护用具进入三氟化硼房，查看事故原因，并做

检修；

7、监测人员携带便携监测仪在泄漏点附近做监测，调查泄漏污染情况；

8、当气体监测正常时，解除警戒，恢复生产。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1、无关人员及时撤离事故区；

2、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戴防护服；

3、救援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遇水发生爆炸性分解，所以严禁用水

直接稀释。

4、现场应急小组需至少一名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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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氨是一种无色而具有强烈刺激性臭味的气体，比空气轻(比重为 0.5)，可感觉

最低浓度为 5.3ppm。氨是一种碱性物质，它对接触的皮肤组织都有腐蚀和刺

激作用。可以吸收皮肤组织中的水分，使组织蛋白变性，并使组织脂肪皂化，

破坏细胞膜结构。氨的溶解度极高，所以主要对动物或人体的上呼吸道有刺激

和腐蚀作用，减弱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浓度过高时除腐蚀作用外，还可通过

三叉神经末梢的反射作用而引起心脏停搏和呼吸停止。氨通常以气体形式吸入

人体，进入肺泡内的氨，少部分为二氧化碳所中和，余下被吸收至血液，少量

的氨可随汗液、尿或呼吸排出体外。

氨被吸入肺后容易通过肺泡进入血液，与血红蛋白结合，破坏运氧功能。短期

内吸入大量氨气后可出现流泪、咽痛、声音嘶哑、咳嗽、痰带血丝、胸闷、呼

吸困难，可伴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乏力等，严重者可发生肺水肿、成

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同时可能发生呼吸道刺激症状。所以碱性物质对组织的损

害比酸性物质深而且严重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

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

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GDS检测仪自动报警（消控室）→特气站负责人→应急指挥中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 陈茂盛，电话：18860011409；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

施

1、GDS 监测系统自动报警，联动气阀自动关闭阀门，并自动开启抽风系统，

将管道内气体抽到事故洗涤塔处理；

2、GDS 系统报警后，消控室会同时接到报警信息，当班工作人员立即将报警

信息传达给应急指挥中心；

3、值班人员立即确认阀门是否已关闭，抽风系统已开启；

4、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泄漏点周围 100 米范围划定警戒区，

无关人员不得进入；

5、在警戒区内消除一切火源，消防人员携带灭火器待命；

6、若泄漏无法控制，开启喷淋水，并用消防废水喷淋，防止氨扩散，喷淋水

抽到应急桶。将应急桶内的废液抽到相应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7、应急抢修人员佩戴安全防护用具进入氨房，查看事故原因，并做检修；

8、监测人员携带便携监测仪在泄漏点附近做监测，调查泄漏污染情况；

9、当气体监测正常时，解除警戒，恢复生产。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1、无关人员及时撤离事故区；

2、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戴防护服；

3、工作场所禁止饮食、吸烟、禁止明火、火花；

4、现场应急小组需至少一名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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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气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危险性分析

氯气是一种有毒气体，对人体的作用有急性中毒和慢性损害两种。急性中

毒临床上分为刺激反应、轻度、中度、重度中毒四种。其表现为；⑴氯气

刺激反应：出现一般性的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⑵轻度中毒：主要表现

为支气管炎，有咳嗽，可有少量痰、胸闷等现象；⑶中度中毒；主要表现

为支气管肺炎、间质性肺水肿或局限的肺泡性肺水肿。咳嗽、咳痰、气

短、胸闷或胸痛，可有轻度发绀，两肺有干性或湿性罗音；⑷重度中毒：

临床上表现为：①咳嗽、咯大量白色或粉红色泡沫痰，呼吸困难，胸部紧

束感，明显发绀，两肺有弥漫性罗音；②严重窒息；③中、重度昏迷；④

卒死；⑤出现严重并发症，如气胸、纵隔气肿等，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即为

重度氯气中毒。氯气对人体的慢性影响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眼结膜、皮

肤方面的刺激症状及神经衰弱综合症、氯痤疮，牙齿酸蚀症等。

信息报告

上报内容：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

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

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上报程序：GDS检测仪自动报警（消控室）→特气站负责人→应急指挥中

心；

方式：电话；

责任人： 陈茂盛，电话：18860011409；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电话：3588888-6119；

应急处置措施

1、GDS 监测系统自动报警，联动气阀自动关闭阀门，并自动开启抽风系

统，将管道内气体抽到事故洗涤塔处理；

2、GDS 系统报警后，消控室会同时接到报警信息，当班工作人员立即将

报警信息传达给应急指挥中心；

3、值班人员立即确认阀门是否已关闭，抽风系统已开启；

4、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泄漏点周围 100 米范围划定警戒

区，无关人员不得进入；

5、若泄漏无法控制，开启喷淋水，并用消防废水喷淋，防止氨扩散，喷淋

水抽到应急桶。将应急桶内的废液抽到相应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6、应急抢修人员佩戴安全防护用具进入氯房，查看事故原因，并做检修；

7、监测人员携带便携监测仪在泄漏点附近做监测，调查泄漏污染情况；

8、当气体监测正常时，解除警戒，恢复生产。

应急物资 紧急应变柜

注意事项

1、无关人员及时撤离事故区；

2、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戴防护服；

3、现场应急小组需至少一名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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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风险物质特性识别及现场处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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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应急疏散图

厂内应急疏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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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外应急疏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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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应急设施及物资现状照片

废水处理设施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废水处理设施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不合格废水回流管

生产废水总排口在线监测

围堰

废气处理设施

污水站应急池及提升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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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有害气体风险防控及应急措施

泄漏检测点

喷淋设施

磷烷事故吸附塔

特气站

围栏

风向标

氨气事故风机

氯气事故洗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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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供应车间、化学品仓库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双套管
泄漏废液提升泵

储罐围堰 泄漏废液收集

化学品装卸区应急导流沟 化学品装卸区应急导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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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管理制度上墙

危废库

标识标牌

泄漏废液收集

埋地式柴油储罐区
初期雨水收集池

雨水池闸阀电控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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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放口

应急阀门

监控界面 中控室

雨水排口闸阀电控柜

消防事故池
消防水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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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变室

应急物资
清洗舱

消防器材柜应急物资柜

消防救火车 洗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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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应急监测协议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51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52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53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54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55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56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57

10.17公共意见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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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相邻企业安全应急救援互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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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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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表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隐患排查表

排查时间： 年 月 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内容 具体排查内容

排查结果

是，

证明

材料

否，

具体

问题

其

他

情

况

1.是否按

规定开展

突发环境

事件风险

评估，确

定风险等

级

（1）是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并与预案一起备案。

（2）企业现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种类和

风险评估报告相比是否发生变化。

（3）企业现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数量和

风险评估报告相比是否发生变化。

（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种类、数量

变化是否影响风险等级。

（5）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是否正确合

理。

（6）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是否通过评审。

2.是否按

规定制定

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

预案并备

案

（7）是否按要求对预案进行评审，评审意见

是否及时落实。

（8）是否将预案进行了备案，是否每三年进

行回顾性评估。

（9）出现下列情况预案是否进行了及时修

订。

1）面临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需要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2）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

化；

3）环境应急监测预警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报

告联络信息及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4）环境应急应对流程体系和措施发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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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内容 具体排查内容

排查结果

是，

证明

材料

否，

具体

问题

其

他

情

况

5）环境应急保障措施及保障体系发生重大变

化；

6）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7）在突发环境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

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调整

的。

3.是否按

规定建立

健全隐患

排查治理

制度，开

展隐患排

查治理工

作和建立

档案

（10）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

（11）是否制定本单位的隐患分级规定。

（12）是否有隐患排查治理年度计划。

（13）是否建立隐患记录报告制度，是否制定

隐患排查表。

（14）重大隐患是否制定治理方案。

（15）是否建立重大隐患督办制度。

（16）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4.是否按

规定开展

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

培训，如

实记录培

训情况

（17）是否将应急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

（18）是否开展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

（19）是否健全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培训时

间、内容、人员等情况。

5.是否按

规定储备

必要的环

境应急装

备和物资

（20）是否按规定配备足以应对预设事件情景

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

（21）是否已设置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应急

救援队伍。

（22）是否与其他组织或单位签订应急救援协

议或互救协议。

（23）是否对现有物资进行定期检查，对已消

耗或耗损的物资装备进行及时补充。

6.是否按

规定公开

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

预案及演

练情况

（24）是否按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及演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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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表

排查时间： 年 月 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 查 项 目 现状

可能导致的危

害(是隐患的

填写)

隐

患

级

别

治

理

期

限

备

注

一、中间事故缓冲设施、事故应急水池或事故存液池（以下统称应急池）

1.是否设置应急池。

2.应急池容积是否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等

相关文件要求。

3.应急池在非事故状态下需占用时，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并设有在事故时可以紧急

排空的技术措施。

4.应急池位置是否合理，消防水和泄漏物

是否能自流进入应急池；如消防水和泄漏

物不能自流进入应急池，是否配备有足够

能力的排水管和泵，确保泄漏物和消防水

能够全部收集。

5.接纳消防水的排水系统是否具有接纳最

大消防水量的能力，是否设有防止消防水

和泄漏物排出厂外的措施。

6.是否通过厂区内部管线或协议单位，将

所收集的废（污）水送至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

二、厂内排水系统

7.装置区围堰、罐区防火堤外是否设置排

水切换阀，正常情况下通向雨水系统的阀

门是否关闭，通向应急池或污水处理系统

的阀门是否打开。

8.所有生产装置、罐区、油品及化学原料

装卸台、作业场所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场所）的墙壁、地面冲洗水和受污染的

雨水（初期雨水）、消防水，是否都能排

入生产废水系统或独立的处理系统。

9.是否有防止受污染的冷却水、雨水进入

雨水系统的措施，受污染的冷却水是否都

能排入生产废水系统或独立的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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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查 项 目 现状

可能导致的危

害(是隐患的

填写)

隐

患

级

别

治

理

期

限

备

注

10.各种装卸区（包括厂区码头、铁路、

公路）产生的事故液、作业面污水是否设

置污水和事故液收集系统，是否有防止事

故液、作业面污水进入雨水系统或水域的

措施。

11.有排洪沟（排洪涵洞）或河道穿过厂

区时，排洪沟（排洪涵洞）是否与渗漏观

察井、生产废水、清净下水排放管道连

通。

三、雨水、清净下水和污（废）水的总排口

12.雨水、清净下水、排洪沟的厂区总排

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闭闸（阀），是否设

专人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关闭总排口，确保

受污染的雨水、消防水和泄漏物等排出厂

界。

13.污（废）水的排水总出口是否设置监

视及关闭闸（阀），是否设专人负责关闭

总排口，确保不合格废水、受污染的消防

水和泄漏物等不会排出厂界。

四、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

14.企业与周边重要环境风险受体的各种

防护距离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

复的要求。

15.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企业是

否在厂界建设针对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

风险预警体系。

16.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企业是

否定期监测或委托监测有毒有害大气特征

污染物。

17.突发环境事件信息通报机制建立情

况，是否能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及时通

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