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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应急资源调查要求 

1.1 调查目的和任务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是威胁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其危害

制约着生态平衡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做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

预防，提高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置的应急能力。 

查清企业环境应急资源现状，为建立企业环境应急资源数据库和管理信息

平台提供统一完整、及时准确的基础资料和决策依据，为加强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管理能力服务。 

在本公司化学品发生泄漏与火灾事故后能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

行动，阻止和控制污染物向周边环境的无序排放，最大可能避免对公共环境（大

气、水体）造成的污染冲击，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

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对本公司应急救

援工作、存在的问题、救援资源进行了调查，并编制了本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2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第一时间可调用的环境应急队伍、装备、物资、场所和

可请求援助或协议援助的应急资源状况。 

1.3 调查分类 

根据企业应急资源的来源，分为企业应急资源调查和外协应急资源调查。 

企业应急资源调查是指对企业内部第一时间可调用的环境应急队伍、装备、

物资、场所的调查。 

外协应急资源调查是指对企业外部可请求援助或协议援助的应急资源的调

查。 

1.4 调查时间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在完成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之后，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进

行了本项目的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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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发环境事件所需应急资源 

《赛得利（九江）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中第 4.2 节给出了

企业可能发生的五类突发环境事件，具体如下：（1）火灾爆炸事故；（2）罐区使

用的化学品泄漏事故；（3）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失灵或非正常操作；（4）污染治理

设施异常；（5）企业违法排污；（6）停电、断水等；（7）各种自然灾害、极端天

气或不利气象条件。 

报告重点针对上述事故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1）应急设施要求包括事故

应急池、有效容积、应急阀门、提升泵等必须满足相关要求；（2）应急物资要求

重点做好水消防设备、干粉灭火设备的配备及个人防护设备及应急通信设备的配

置，并符合安监、消防的要求；（3）应急救援队伍首先要求组建厂内应急队伍，

人员要定岗，各岗位人员还要有备份，以满足事故应急需要。 

3、企业应急资源调查 

3.1 环境应急队伍调查 

3.1.1 企业应急组织机构图 

本次应急预案首先要求公司建立应急组织机构，并以公司文件形式正式发

布，落实各项应急工作。应急组织体系由应急指挥部、专家组、现场应急指挥部、 

各应急处置小组（包括综合协调组、 现场救援组、应急消防组、 后勤保障组、 

物资调度组、应急环境监测组、信息发布组）、车间应急小组、重点岗位员工组

成。具体应急机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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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公司应急组织机构图 

在应急过程中，所有应急人员应以一定形式将事故状况、应急工作状况等

报告应急指挥部。指挥部根据事故及其处理状况，下达应急指令。应急队伍接受

指令后，立即按照职责、分工行动。在行动过程中，随时将事故状况反馈给指挥

部；指挥部根据反馈情况再次下达指令，直到完成应急事故处理。 

应急过程中各应急人员以及应急指挥部应佩戴相应的标志性袖章，以示辨

识。 

3.1.2 应急处置专业队伍职责 

应急处置小组主要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快速、有序、有效地开

展应急救援行动，以尽快处置事故，使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各应急处置小组职

责见表 3-1。 

表3-1  各应急处置小组职责划分 

处置小组 职责 

综合协调组 

1、接到警报后，立即通知检修人员及技术人员待命，中断一般外线电话，

确保事故处理外线通畅，应急指挥部处理事故所用电话迅速、准确无误； 

2、迅速通知救援组及有关部门、车间，查明事故源部位及原因，采取应急

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下达按应急预案处置的指令。 

现场救援组 1、接到通知后，迅速集合队伍奔赴现场，根据事故情形正确佩戴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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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切断事故源；根据指挥部下达的抢险指令，迅速抢修事故设施、控制事

故；  

2、迅速查明有毒有害物质的种类，可能引起急性中毒的浓度范围，确定警 

戒区域，设置警示标志；  

3、有计划、有针对性的预测各类设施印发事故的部位，进行计划性检修， 

并进行封、围、堵等抢救措施的训练和实战演习。 

应急消防组 

1、接到报警后，消防队员佩戴好防毒面具，携带抢救伤员的器具赶赴现场， 

查明有无中毒人员及操作者被困，及时使严重中毒者、被困者脱离危险区域； 

2、现场指导抢救人员，消除危险物品，开启现场固定消防装置进行灭火； 

3、协助事故发生单位迅速切断事故源和排出现场的易燃易爆物质； 

4、负责现场灭火过程的通讯，视火灾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请求联防力 

量救援；  

5、有计划地开展灭火预案的演习，熟悉消防重点的灭火预案，提高灭火抢 

救的战斗力。 

后勤保障组 

1、熟悉厂区内危险物质对人体危害的特性及相应的医疗急救措施； 

2、负责储备足量的急救器材和药品，并能随即取用，事故发生时根据需要

分发急救器材、药品； 

3、事故发生后，应迅速做好准备工作，对受伤人员及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

施； 

4、当厂方急救力量无法满足需要时，向其他医疗单位申请救援并迅速转移

伤者； 

5、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迅速奔赴现场，根据事故影响范围布置岗哨，加强

警戒，巡逻检查，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禁区；维持厂区道路交通秩序，引导 外来

救援力量进入事故发生点，严禁外来人员入厂围观。 

物资调度组 

1、物资保障组在接到报警后，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准备抢险抢救物资及设

备等工具；  

2、根据生产部门、事故装置查明事故管线、法兰、阀门、设备等型号及几

何尺寸，对照库存储备，及时准确地提供备件； 

3、根据事故的程度，及时向外单位联系，调集物资、工程器具等； 

4、负责抢救受伤、中毒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5、负责抢险救援物资的运输。 

环境监测组 

1、负责事故期间厂区污水、雨水、应急池系统应急阀门的开闭、切换； 

2、掌握一般的废水、废气监测方法，协助由余杭区环保局派出的监测人员， 

根据环境污染事故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和事故发生地的气象和地域特点，确定污

染物扩散范围；  

3、负责事故现场及可能的影响扩散区的清洗、消毒、监测工作； 

4、根据监测结果，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方式，综合分析环境污染事故污染

变化趋势，预测并报告环境污染事故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 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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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事故应急决策的依据。 

信息发布组 
1、负责收集、整理，并向厂内外各级部门及时发布各类与事故相关的信息； 

2、必要时代表指挥部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对外发布有关环保方面的信息。 

3.1.3 企业内部应急指挥部成员 

企业内部应急指挥部成员及处置专业队伍联络通讯表情况详见表 3-2 和表

3-3。 

表 3-2  企业内部应急指挥部成员及通讯联络表 

姓名 公司职务 小组内职位 办公室电话 手机号码 

彭善俊 工厂厂长 指挥 -- 15949588143 

唐烷家 生产经理 副总指挥 -- 13879277660 

张永雷 公用工程经理 组员 -- 15870805001 

张静 人事部经理 组员 -- 13907025094 

摆生俊 安环部经理 组员 -- 17879820532 

樊欣 维保部经理 组员 -- 18986128553 

 

表 3-3  企业内部应急处置专业队伍及通讯联络表 
小组名称 姓名 公司职务 小组内职位 办公室电话 手机号码 

综合协调组 唐烷家 生产经理 副总指挥 -- 13879277660 

现场救援组 

樊欣 维保部经理 组长 -- 18986128553 

刘勇 暖通部副部长 成员 -- 15870885615 

王钢 一期纺炼部长 成员 -- 13979255092 

司宁强 二期纺炼部长 组员 -- 18770923929 

张彬 水厂部长 组员 -- 18870260612 

应急消防组 

王德江 消防主管 组长 -- 18809482124 

曹斌 电厂部长 组员 -- 13879239622 

潘云山 回收部长 组员 -- 13755263940 

物资调度组 
何晓飞 调度长 组长 -- 13870218303 

林正春 物流部经理 组员 -- 13813549053 

环境监测组 

摆生俊 安环部经理 组长 -- 17879820532 

商慧斌 环保工程师 组员 -- 18070242887 

代仁杰 环保管理员 组员 -- 15779595931 

后勤保障组 

徐星 行政部部长 成员 -- 15870877484 

徐江建 仪表部长 成员 -- 13426629456 

骆平丰 电气部长 组员 -- 13607920511 

信息发布组 王飞 事务部经理 组长 -- 18879270500 

厂区24小时联系电话 0792-6486056；1387021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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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应急预案处置小组责任人在事发之时因客观因素不在现场或不能及时

到位，则按职级排列由在位最高职级排列顺序接替对应的应急职务，并履行职责

与权力。 

②对应职务人员离职，由该职务的继任者承接其在应急预案中的职级，并履

行职责与权力。 

③事发在夜间或假日，由当值最高职级的员工暂代总指挥之职，指挥协调应

急救援；总指挥到位后职责移交并协助总指挥进行后续的应急预案指挥协调工

作。 

④隶属于应急预案职务的成员，手机需要 24 小时处于开启状况，以应对紧

急事故的联系需求 

3.2 环境应急设施装备调查 

企业内部应急装备调查，可查明企业自身应急处置设备及个人防护设备方面

存在不足，在后续工作中进行优先配置，确实做到“有备无患”，企业现有应急物

资及装备见表 3-4、表 3-5、表 3-6，灭火器、消防箱和消防栓存放位置见表 3-7、

3-8。 

表3-4 企业现有应急物质状况 

物资类别 设施与物资 数量 用途 存放位置 备注 

消防物资 

灭火器 2102 只 火灾抢险 全厂 已有 

水带（水枪） 944 套 火灾抢险 全厂 已有 

消防栓 162 套 火灾抢险 全厂 已有 

移动式消防箱 17 个 火灾抢险 全厂 已有 

堵漏物资 

应急黄沙箱 2 个 围堤 危废库 已有 

铁锹 10 把 搬运应急黄沙 主厂房区 已有 

编织袋 10 只 黄沙沙包 主厂房区 已有 

木塞 4 根 嵌入堵漏 主厂房区 已有 

金属堵漏套管 1 套 套管堵漏 维保车间 已有 

防护物资 

防化服 18 套 人员防护 酸碱操作车间 已有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2 套 人员防护 
电厂、cs2 车间、

原液 
已有 

防毒口罩 50 个 人员防护 车间 已有 

防化手套 30 副 人员防护 
原液、纺练、酸

站车间 
已有 

防护眼镜 800 副 人员防护 安全帽自带 已有 

防化鞋 800 双 人员防护 员工 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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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滑手套 30 双 人员防护 仓库 已有 

安全腰带  人员防护 仓库  

安全帽 1000 人员防护 员工 已有 

医疗物质 

急救箱 19 个 应急医疗 各部门车间 已有 

医用脱脂棉酒精 60 瓶 应急医疗 办公室 已有 

湿润烧伤膏 57 支 应急医疗 办公室 已有 

云南喷雾剂 37 瓶 应急医疗 办公室 已有 

救援物质 

升降器 5 台 应急救援 维保、生产车间 已有 

折叠式担架 1 架 应急救援 行政 增加 

安全绳 5 根 人员防护 仓库 已有 

监测物资 

分析化验室 2 间 应急监测 
污水化验室、分

析室 
已有 

手持式CS2检测报警

仪 
23 个 应急监测 安环部 已有 

便携式检测抽气筒 10 个 应急检测 
安环部及 CS2车

间 
已有 

崂应 3012 便携式烟

气自动检测仪 
1 个 应急检测 

电厂一期在线

房 
已有 

含氧量气体探测仪 3 应急检测 安环部 已有 

红外测温仪 4 应急检测 电厂 已有 

水质分析仪 3 应急检测 污水化验室 已有 

标识物资 

风向标 3 个 疏散指示 仓库 已有 

隔离警戒带 5 盘 隔离、警示 仓库 已有 

锥形事事故柱 10 根 隔离、警示 仓库 已有 

出入口标志牌 10 盘 标识、引导 仓库 已有 

危险警示牌 5 块 警示 仓库 已有 

通讯物质 

 

对讲机 30 部 应急联络 车间 已有 

手机 1 个/每人 应急联络 员工 已有 

通讯指挥系统 1 套 应急指挥 行政楼 已有 

其他物资 

防爆照明灯 5 应急照明 电厂、生产车间 已有 

扩音喇叭 2 个 应急疏散 仓库 已有 

报警铃 1 只 应急报警 全厂 已有 

抽水泵 2 台 应急抽水 消防物资库 已有 

液压破拆工具 1 套 应急破拆 机械库 已有 

叉车 8 辆 应急救援 车间 车间部长 

小汽车 4 辆 应急运输 车队 车队队长 

从目前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来看，企业应急设施能满足需求，应急物资较

为完善，同时应急物资必须按指定位置进行存放，安排专人负责管理、维修保养，

确保所有设施和物资完好、有效，并随时可投入使用，在应急期间所有物资进行

统一调用。 

其它物资情况见表 3-5 及环境监测能力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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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其它物资情况表 

类型 应急器材名称 规格/单位 数量 设置位置 保管人 

消防器材 

红外线激光束 

套 45 成品库 彭勇根 

套 3 纺炼 唐志华 

套 2 热电部 刘杰辉 

烟感火灾探测

器 

套 179 原液 邹恒良 

套 194 纺炼 唐志华 

套 18 热电部 刘杰辉 

温感火灾探测

器 
套 2 热电部 刘杰辉 

手动报警按钮 

套 192 原液 邹恒良 

套 137 纺炼 唐志华 

套 36 浆粕成品库 彭勇根 

套 85 热电部 刘杰辉 

应急设施 

石灰 吨 20 污水场、酸站部 

安环部 

细沙 立方米 5 危化品库、CS2 回收部 

酸性废水事故

灌 
立方米 2×3000m3 污水厂 

雨水沟回打系

统 
套 1 酸站、原液、纺炼 

表 3-6 实验室、化验室环境监测能力表 

表 3-7 一期消防器材存放部门及地点统计表 

部门 区域 名称 型号 数量（瓶） 合计 

原液部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64   

原液部 9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32   

原液部 12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32   

原液部 17.5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8   

分析实验室 仪器名称 监测人员 检测因子内容 

 

 

 

 

 

污水站化验室 

COD 快速测定仪 
刘芳 

COD 

BOD 检测仪 BOD 

总磷分析仪 何小珍 磷离子 

PH 计 蔡文娟 PH 

可见分光光度计 张琴霞 硫化氢、悬浮物 

氨氮快速测定仪 柳华荣 氨氮 

万分之一天平 陈小燕 
颗粒物 

万分之一天平 带防风罩 王凤 

其它仪器 / H2S、色度、盐份 

实验分析室 锌离子分析仪 / 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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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液部 21.5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6   

原液部 3.5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2   

原液部 29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8   

原液部 23.7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4 176(瓶） 

原液部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32（盘）只   

原液部 9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6（盘）只   

原液部 12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6（盘）只   

原液部 17.5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9（盘）只   

原液部 21.5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8（盘）只   

原液部 3.5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盘）只   

原液部 29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4（盘）只   

原液部 23.7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原液部 35.54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90（盘）90

只 

纺炼部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98（瓶）   

纺炼部 6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2（瓶)   

纺炼部 8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20（瓶）   

纺炼部 11.5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2（瓶)   

纺炼部 12.7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纺炼部 14.8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20（瓶） 166（瓶） 

纺炼部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49（盘）只   

纺炼部 6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6（盘)只   

纺炼部 8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0（盘）只   

纺炼部 11.5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6（盘)只   

纺炼部 12.7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纺炼部 14.8 米层 消防水带 65（型） 10（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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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枪） 

纺炼部 屋顶试验栓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纺炼部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50（型） 6（盘)只 

91（盘）91

只 

酸站部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36(瓶）   

酸站部 7.5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30（瓶）   

酸站部 13.8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28（瓶）   

酸站部 18.6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32（瓶） 126（瓶） 

酸站部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8(盘）只   

酸站部 7.5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5(盘）只   

酸站部 13.8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4(盘）只   

酸站部 18.6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6（盘）只   

酸站部 屋顶试验栓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65（盘）只 

电厂输煤棚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3（盘）只   

输煤桥架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1（盘）只 24（盘）只 

电厂主厂房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28(瓶）   

  35 公斤干粉 ABC(型） 3(瓶）   

电厂主厂房  8 公斤干粉 ABC(型） 5(瓶）   

电厂主厂房 4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2（瓶)   

电厂主厂房  8 公斤干粉 ABC(型） 3(瓶）   

电厂主厂房 8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8（瓶）   

电厂主厂房  4 公斤干粉 ABC(型） 6（瓶）   

电厂主厂房  35 公斤干粉 ABC(型） 2(瓶）   

电厂主厂房 11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8(瓶)   

电厂主厂房 15.5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6(瓶)   

电厂主厂房 28.5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7(瓶) 98(瓶） 

电厂主厂房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6（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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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主厂房 4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6（盘)只   

电厂主厂房 8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6（盘）只   

电厂主厂房 11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6（盘)只   

电厂主厂房 15.5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5（盘）   

电厂主厂房 28.5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5（盘）   

电厂主厂房 屋顶试验栓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56（盘）只 

 

 

 

 

 

二硫化碳室

外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2 米-607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6(瓶） 20（瓶）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8（盘）只   

2 米-607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0（盘）只   

屋顶试验栓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20（盘）只 

 

 

 

机修车间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22(瓶）   

二层楼 4 公斤干粉 ABC(型） 16(瓶） 38（瓶）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11（盘）只   

二层楼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8（盘）只 19（盘）只 

二硫化碳废

气 

 

 

 

 

 

 

0.2 米层 4 公斤干粉 65（型） 10（瓶）   

4.7 米层 4 公斤干粉 65（型） 4（瓶）   

6.7 米层 4 公斤干粉 65（型） 4（瓶） 18（瓶） 

0.2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5（盘）只   

4.7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607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屋顶试验栓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11（盘）只 

化水站 0 米层 消防水带 65（型） 7（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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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枪） 

4.5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3（盘）只 10（盘）只 

电厂材料库 0 米层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盘）只 2（盘）只 

外物流仓库 

 

1----9 号库 4 公斤干粉 ABC(型） 45(瓶） 45（瓶） 

1----9 好库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36（盘）只 36（盘）只 

质量部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5(瓶）   

二层楼 4 公斤干粉 ABC(型） 3((瓶） 8（瓶） 

维保电气部 

 

 

粘胶厂配电室 4 公斤干粉 ABC(型） 55(瓶）   

电厂配电室 4 公斤干粉 ABC(型） 53((瓶）   

110 千伏变电站 35 公斤干粉 ABC(型） 2(瓶） 110（瓶） 

污水厂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0(瓶） 10（瓶） 

暖通部 0 米层 4 公斤干粉 ABC(型） 10(瓶） 10（瓶） 

行政办 

 

 

饭堂 4 公斤干粉 ABC(型） 8(瓶)   

办公区域 4 公斤干粉 ABC(型） 8(瓶)   

化水站宿舍楼 4 公斤干粉 ABC(型） 3(瓶） 19（瓶） 

物料码头 

 

 

件杂货码头 
消防水带

（水枪） 
65（型） 22（盘）只 22（盘）只 

件杂货码头 4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件杂货码头 20 公斤干粉 ABC(型） 1(瓶） 5（瓶） 

生产区室外

栓 
粘胶厂片区域 室外消防栓 65（型） 52 只   

电厂区室外

栓 
电厂片区域 室外消防栓 65（型） 12 只 64 只 

电厂 

 

0 米--7.5 米层 移动消防箱 4X4 型 8 个   

0 米--7.5 米层 移动消防箱 4X2 型 4 个 12 个 

暖通部 0 米层 移动消防箱 4X2 型 4 个 4 个 

物料码头 件杂货码头 移动消防箱 4X4 型 1 个 1 

表 3-8 二期消防器材存放部门及地点统计表 

部门 区域 名称 型号 数量（瓶） 合计 

原液部 0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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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液部 9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30  

原液部 12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30  

原液部 17.5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16  

原液部 21.5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14  

原液部 3.5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2  

原液部 29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6  

原液部 23.7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4 162(瓶） 

原液部 0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30（盘）只  

原液部 9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4（盘）只  

原液部 12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4（盘）只  

原液部 17.5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8（盘）只  

原液部 21.5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7（盘）只  

原液部 3.5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盘）只  

原液部 29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4（盘）只  

原液部 23.7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2（盘）只  

原液部 35.54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盘）只  81（盘）只 

纺炼部 0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140（瓶）  

纺炼部 6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14（瓶)  

纺炼部 8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22（瓶）  

纺炼部 11.5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14（瓶)  

纺炼部 12.7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纺炼部 14.8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22（瓶） 216（瓶） 

纺炼部 0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67（盘）只   

纺炼部 6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6（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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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炼部 8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0（盘）只   

纺炼部 11.5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6（盘)只   

纺炼部 12.7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2（盘）只   

纺炼部 14.8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3（盘）只   

纺炼部 屋顶试验栓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2（盘）只 

106（盘）106

只 

酸站部 0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40(瓶）  

酸站部 7.5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34（瓶）  

酸站部 13.8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30（瓶）  

酸站部 18.6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36（瓶） 140（瓶） 

酸站部 0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9(盘）只  

酸站部 7.5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6(盘）只  

酸站部 13.8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4(盘）只  

酸站部 18.6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9（盘）只  

酸站部 屋顶试验栓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2（盘）只 

70（盘）70

只 

电厂 
输煤系统水幕消

防 
4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电厂 锅炉房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32（盘）只   

电厂 锅炉房 4 公斤干粉 ABC(型） 64(瓶）   

电厂 锅炉房 50 公斤干粉 ABC(型） 2(瓶）   

电厂 主厂房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32（盘）只   

电厂 主厂房 5 公斤干粉 ABC(型） 70(瓶）   

电厂 主厂房 50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电厂 主厂房 7 公斤  CO2 MT7(型） 20（瓶）   

电厂 脱硫综合楼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8（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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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 脱硫综合楼 4 公斤干粉 ABC(型） 6(瓶）   

电厂 脱硫综合楼 5 公斤干粉 ABC(型） 2（瓶）   

电厂 脱硫综合楼 7 公斤  CO2 MT7(型） 6（瓶） 
水带：72（盘）

72 只 

电厂 除尘控制室 5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4 公斤 72

（瓶） 

电厂 除尘控制室 7 公斤  CO2 MT7(型） 2（瓶） 
 5 公斤 78

（瓶） 

电厂 灰库 5 公斤干粉 ABC(型） 2（瓶） 
 50 公斤 6

（瓶） 

二硫化碳回

收 
0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20（瓶）  20 瓶 

二硫化碳回

收 
0 米层 20 公斤干粉 ABC(型） 2(瓶） 2 瓶 

二硫化碳回

收 
0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8（盘）只 

 8（盘）8

只 

二硫化碳库

区 
0 米层 8 公斤干粉 ABC(型） 30（瓶）  30 瓶 

二硫化碳库

区 
0 米层 20 公斤干粉 ABC(型） 2(瓶） 2 瓶 

二硫化碳库

区 
0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8（盘）只 

 8（盘）8

只 

管廊 1# 二层楼 3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4（瓶） 

 管廊 1# 二层楼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2（盘）只 

 2（盘）2

只 

 管廊 1# 二层楼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8（盘）只 19（盘）只 

外物流仓库 1----9 号库 3 公斤干粉 ABC(型） 276(瓶） 276（瓶） 

外物流仓库 1----9 好库 
消防水带（水

枪） 
65（型） 128（盘）只 128（盘）只 

维保电气部 粘胶厂配电室 3 公斤干粉 ABC(型） 60(瓶）   

维保电气部 粘胶厂配电室 3 公斤  CO2 MT3(型） 20（瓶）  

维保电气部 电厂配电室 3 公斤干粉 ABC(型） 40((瓶）   

维保电气部 电厂配电室 3 公斤  CO2 MT3(型） 10（瓶） 30（瓶） 

维保电气部 110 千伏变电站 3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103（瓶） 

维保电气部 110 千伏变电站 4 公斤干粉 ABC(型） 4((瓶） 4（瓶） 

维保电气部 110 千伏变电站 35 公斤干粉 ABC(型） 2((瓶） 2（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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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保电气部 110 千伏变电站 3 公斤  CO2 MT3(型） 4（瓶） 4（瓶） 

污水厂 0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66(瓶） 66（瓶） 

暖通部 0 米层 3 公斤干粉 ABC(型） 36(瓶） 36（瓶） 

暖通部 0 米层 
消防水带（水

枪） 
25（型） 4（盘）只 4（盘）4 只 

生产区室外

栓 
粘胶厂片区域 室外消防栓 65（型） 70 只   

水厂区室外

栓 
电厂片区域 室外消防栓 65（型） 28 只 98 只 

 

3.3 环境应急场所调查 

公司厂区内环境应急场所调查情况如下表 3-9 所示。 

表 3-9  现有环境应急场所调查情况汇总表 

4、企业外部应急资源调查 

4.1 外部可协助部门调查 

（1）援助部门 

当事故扩大化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政府部门可以发布支援命令，进行全力

支持和救护，主要参与部门有： 

A、公安部门（110） 

协助公司进行警戒，封锁相关要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和污染区。 

B、消防队（119） 

发生火灾事故时，进行灭火的救护。主要有湖口县消防大队这支专业应急救

序号 项目 厂区实际情况 

1 应急物质储备室设置情况 公司厂区内设有 1 个物资储备室。 

2 应急集合（避难）点设置情况 厂区门口 

3 应急救助站设置情况 厂区内不设置应急救助站。 

4 应急供水供电 厂区设有消防水池。有直流屏和 UPS。 

5 应急标示标牌设置情况 
环境风险物质、应急物资与设备等存放处均有

应急指示标牌。 

6 
应急疏散撤离路线设置 

情况 
设置有应急疏散撤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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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队伍。 

C、环保部门（0792-6320089） 

由公司通讯组联系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现场检测，环保部门协作事故时的实

时监测和污染区的处理工作。 

D、医疗单位（120） 

提供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的药品和人员。 

E、安监单位（0792-6336505） 

    开展安全方面管理工作，调查事故原因，提供安全方面咨询工作。 

（2）专职队伍救援 

一旦发生重大环境事件，本单位抢救抢险力量不够时，或有可能危及社会安

全时，指挥部必须立即向上级和友邻单位通报，必要时请求社会力量支援。突发

环境事件时，当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无法应对时，可向辖区内政府部门请求支援。

外部应急救援单位和有关政府部门通信联络方式见表 4-1。 

表 4-1  外部应急救援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通讯联络表 

序号 单位 单位电话/手机  

协

作

单

位 

1 火警/消防 119 / 

2 报警 110 / 

3 交通事故报警 122 / 

4 环保热线 12369 / 

5 九江市安监局 0792-8585369 / 

6 湖口县环保局 0792-6329579 / 

7 湖口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0792—6336505  

8 九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792-8371339 / 

9 湖口县人民医院 0792-6332229 / 

10 湖口县卫生监督所 0792-6326710 / 

11 湖口县消防大队 0792-6329950 / 

12 九江市环境监察大队 0792-622080 / 

13 九江市救援中心 0792-8903747 / 

14  江西省化学品登记中心 0791-6256279 应急咨询电话 

15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服务热线 0532-3889090 / 

 

4.2 外部可协助单位调查 

4.2.1 调查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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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确定兄弟企业等协议援助单位应急资源。注明相关援助协议签订情况。 

4.2.2 调查内容 

充分掌握可利用的社会应急资源，建立联动协调机制，借用附近单位等各种

社会救援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公司周边已建成投产的企业内部均有应急人

员，当公司遇到突发环境事件时，可向他们请求援助。周边村庄及企业联系电话

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周边企业及村庄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 
单位电话/

手机 
备注 

相关援助

协议签订 

周边

企业 

1 
湖口县金沙湾工业园综合污

水处理厂 
15070296337 黎宵月（厂长） 无 

2 江西晨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15979996961 姜林炜（副总） 无 

3 九江宏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18720203507 王永满（安环部长） 无 

与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伤救助协议书 

4.2.3 协议救援 

（1）单位互助 

与公司邻近的江西晨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口县金沙湾工业园综合污水处理

厂长期以来，同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两家相互依存，互利互惠。在事故

时，该公司能够给予公司消防、事故废水处理、运输、人员、救治、救援部分物

资以及环境监测等方面的帮助。同时也能够依据救援需要，提供其他相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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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应急专项经费调查 

应急救援经费保障是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迅速开展应急工作的前提保障，

没有可靠的资金渠道和充足的应急救援经费，就无法保证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和维护应急管理体系正常运转，为此公司应制定应急救援专项经费保障措施，具

体如下： 

（1）建立应急经费保障机制 

可考虑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需要，按照战时

应战、平时应急的思路，将现有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抢险救灾领导机构和各应急救

援专业小组有机结合起来，平时领导抢险救灾和做好动员准备，战时指挥动员实

施职能。应急救援财力保障专业小组要把抢险救灾经费、物资装备经费等项目进

行整合和统一管理。主要职责是： 

平时做好动员准备、开展动员演练的经费保障，以及防灾抗灾经费管理的基

础工作，负责对包括应急投入和应急专项资金在内的所有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

营；制定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经费保障的应急经费保障预案、紧急状态

下的财经执行法规和制度；与包括抢险救援、医疗救护、通信信息、交通运输、

后勤服务在内的各有关职能小组建立紧急状况下的经费协调关系。一旦发生自然

灾害或突发紧急事件，经费保障管理机构即成为应急救援经费管理指挥中心，负

责召集上述相关部门进行灾情分析和项目论证、救灾资金的紧急动员、各部门资

金需求统计和协调、救灾物资的采购和统一支付以及阶段性资金投入使用。 

（2）建立有机统一的协调机制 

首先要明确经费保障的协调主体及其职责。总体上可考虑依托企业应急救援

领导组建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由企业应急办公室统一管理调度，发生重

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积极响应防灾救灾经费保障统管部门组织工作。由企业

组织抗灾救援工作时，后勤部门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对口协调企业防灾救

灾经费保障统管部门，申请企业财务资金及时划拨应急保障；其次要进一步理顺

企业内部需求上报渠道。 

经费保障跟着需求走，企业内部需求提不出来，经费申请和下达就缺乏相应

依据。企业进行抗灾救灾活动要逐渐形成统计上报制度，并保证企业内部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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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信息渠道的顺畅。各救援组可指定专人负责将所需经费保障数额上报至企业

抗灾救灾指挥机构，经由抗灾救灾指挥机构专人汇总后及时报送企业应急救援资

金协调管理小组审核。 

（3）建立可靠的资金保障体系 

企业要建立一定规模的应急资金。企业每年在制定安全生产投入计划时要预

留部分应急资金，并把这部分应急资金列入企业预算。 

（4）强化经费保障监管力度 

首先要建立全方位监管制度。完善的法规制度是实施经费保障监管工作的根

本依据。要健全完善救灾经费管理的规章和管理办法，使经费监管工作有章可循。

其次要建立全过程全方位监控机制。监督管理工作要能够覆盖经费筹措募集、申

请划拨、采购支付全过程。 

（5）完善经费保障体系 

要进一步整合完善在应对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等突发事件中制定的各项标

准和经费保障管理规定。根据企业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对救援经费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及时修订整理和完善，使应对突发事件的经费保

障管理制度更加体系化、规范化、条理化。此外，还要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

应急救援经费保障工作规章。明确相关人员在应急救援经费保障工作中的职责、

任务、行动方式、协作办法，形成一套条款详细、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使各部

门、各环节在应急救援经费保障中能够相互配合。 

6、应急资源调查的结论 

本次应急资源调查从“人、财、物”三方面进行了调查：本企业已组建了应急

救援队伍并按安全、消防、环保等部门要求配备了必要的应急设施及装备。由于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类型较多，各类事故造成的危害也难以预测，而企业自身的应

急资源又是有限的，通过本次调查摸清了周边可依托的互助单位与协作单位，突

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如果能及时有效的寻求外界帮助，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控制是

非常有利的。此外，为了使突发事件发生时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有序开展，应急救

援经费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企业还制定了专项经费保障措施，只要企业落实好

措施是能够满足事故应急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