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沿江化工园区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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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述了江苏沿江化工园区存在的环境风险!分析了园区区位特征和产业结构矛盾#监控预警体系及应急保障体系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应加强环境应急队伍建设!完善监控预警体系!强化应急预案管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以降低环

境风险!维护区域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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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江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
了全国重要的化工产业集聚区" 沿江而建的众多
化工园区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潜在环境安

全隐患也在不断增加
)#* " 近年来!沿江化工园区

发生了多起影响较大的突发环境事件!对周边环境
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根据沿江
化工园区的自身特点!结合典型突发环境事件!分
析可能存在的环境安全隐患!进而提出相应的防范
措施和应急策略!对于园区降低环境风险#维护区
域环境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沿江化工园区环境风险
#N#!园区区位特征和产业结构矛盾

江苏处于长江下游地区!长江江苏段承载着所
有来自中上游的污染威胁!水体的环境容量较低"
同时作为沿江 ' 市主要的集中式饮用水来源!全线

共有 %" 个饮用水水源地!一旦突发环境事件!会导
致污染物大量进入长江水体!若处置不及时!容易
诱发水环境危机!威胁下游城市乃至上海市的饮水
安全

)" ,%* " "$#% 年!苏中某化工园区发生食用油
污泄漏事件!由于处置措施不当!导致含油废水大
量排入长江水体!扩散后引起了江面大面积污染!
影响了下游饮用水水源地"

作为化工业集聚发展的沿江化工园区!产业本
身具有高环境风险的特征" 长江江苏段有 #V 个化
工园区!各类码头 # *"- 座!其中万 D以上码头
V$$ 座#危险化学品码头 #'* 座 )+* " 同时由于化工
生产的需要!每年有超过 " 亿 D危险化学品运输!
运输船只一旦发生船体碰撞事故!导致物料仓破
损!泄漏的化学品与水体混合的同时!会在横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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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扩散" 加之长江的水文条件复杂!化学品的扩
散极易形成大面积污染带!难以跟踪预测 )V* "
"$#" 年!苏南某地发生自来水 +异味,事件!经环
保#公安#海事等部门多方排查!锁定污染源为某外
籍苯酚运输船只!该船在某化工码头卸货时由于船
舱内部阀门损坏!部分货物%苯酚&通过该船的水
下排放管泄漏!大量苯酚进入长江水体!造成下游
取水口异味!甚至一度引发了部分区域的供水紧
张" 此外!沿江化工园区的部分储罐离居民区和长
江水体较近!一旦发生泄漏!大量有害化学物质的
瞬间释放!会对周边敏感目标造成严重威胁 ))* "
#N"!园区的监控预警体系不健全

%#&部分园区的风险源档案不健全!企业风险
源数量#等级#分布等基础数据缺失$

%"&不少园区仅仅拥有污染源在线系统!尚未
建立一体化的监控预警平台" 对于园区内部重点
风险企业#厂界#园区边界等敏感目标!缺乏实时监
控!难以全方位掌握园区的环境状况$

%%&园区对于辅助决策系统的重视程度不够!
未将辅助决策系统应用到日常的环境管理中!未充
分发挥模型在污染物质扩散路径模拟和来源追溯

中的重要作用"
#N%!园区的应急保障体系不完善

%#&缺乏专业的应急队伍" 沿江不少园区缺
乏专业的环境应急处置队伍!便携式应急监测仪
器#车辆配备不足!园区监测部门特征因子的监测
能力不足" 事故发生时往往依靠匆匆赶来的环保
部门开展应急监测和应急处置工作!应急工作的时
效性差$

%"&缺乏应急物资储备" 应急物资!如吸油
毯#沙包#个人防护用具等!是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
支撑" 不少园区缺乏专门的应急物资储备!处置突
发事件时!往往需要远距离调运!极大地影响了事
故处置的及时性$

%%&应急设施不完善" 沿江地区由于特殊的
地理条件!河网密布!地下水含量丰富!一旦突发事
故导致污染物质进入外界水体!极易对长江水体构
成威胁" "$#+ 年!苏南某园区大型石化企业由于
操作不当!突发火灾爆炸事故!事故处置过程中产
生大量的高浓度消防废水" 由于企业未实行雨污
分离!管网建设和污水处置能力不足!加之雨水排
口位于通江河道之上!导致部分消防废水持续进入
外界水体!威胁到长江水质$

%+&预案管理不科学" 虽然国家对于化工园
区应急预案的编制#备案和演练有明确的规定!但
实际上各园区的预案往往是委托相关单位编制!预
案内容与实际风险状况相差较大!预案的演练也容
易流于形式!实际的指导作用和可操作性较差"

"!风险防范和应急策略
"N#!加强园区环境应急队伍建设

园区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环境应急管理工
作" 有条件的园区可尝试在消防的基础上!通过自
身建设和系统培训!或者依托社会力量!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建立专业的环境应急处置队伍!配备便
携式应急监测仪器#应急处置工具#车辆等必要装
备!同时提升园区环境监测部门对于特征因子的监
测能力" 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园区指导企业开展
应急处置!必要时组织力量进行驰援!可提高处置
工作的时效性!最大程度地减轻事故对环境的损
害" 在日常管理中!园区应督促重点企业加强应急
队伍建设!建立企业间的应急驰援机制!同时组织
业务培训!提升园区整体的环境应急处置水平"
"N"!健全园区监控预警体系

%#&加强园区风险源管控工作" 根据环保部
和江苏省环保厅的相关要求!积极开展园区企业的
风险评估和安全达标建设!摸清企业风险源数量#
类型#等级等要素!建立园区风险源档案!做到+一
企一档,!有效提高日常的风险防范水平和事故时
的污染物质溯源效率$

%"&建设园区风险监控系统" 园区根据自身
的产业特点!梳理企业的常规和特征污染因子!通
过科学的选址布点!建立多角度#立体化的污染物
实时监控系统" 同时!针对重点企业的化学品储
罐#清下水排口#雨水排口等风险源!建立视频监控
系统$

%%&开发辅助决策系统" 园区结合自身的需
求!开发园区的突发环境事件辅助决策系统" 通过
科学的计算模型!在发生事故时!能够对污染物质
的时空分布#扩散趋势和危害程度进行有效研判!
为最终的应急决策提供参考

)** "
"N%!完善园区预案管理体系

应急预案是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完整的园区预案体系包含园区总体预案#部

分园区专项预案和企业预案" 预案体系明确了发
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各个机构在事件前#事件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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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后的具体职责!应急机制和应急措施等" 沿江
化工园区在制定预案体系时!要充分考虑自身特
点!尤其是针对长江饮用水水源地的风险防范"

应急演练是检验预案可操作性的重要手段"
定期开展企业级别和园区级别的应急演练!以贴近
实战的方式模拟突发环境事件!启动应急预案" 演
练结束后!组织专家进行效果评估!开展对预案的
修编完善工作"
"N+!提升园区应急处置能力

%#&建立应急物资储备" 在园区内或周边建
立环境应急物资库!储备常用应急物资" 有条件的
园区可以对企业的应急物资进行梳理建档!或者与
专门的物资公司进行合作!建立+代储备,的模式!
实行先调用#后结算的调用方式" 在应对突发环境
事件时!便于就近调运应急物资!节省处置时间#降
低环境损害$

%"&完善园区和企业的事故应急池" 园区企
业!尤其是较大风险企业!事故应急池的容量要满
足实际需要!确保发生事故时!生产废水和消防废
水不进入外环境" 有条件的园区可尝试建立公共
事故应急池!或将相邻企业的应急池相连!提高污
水受纳空间!有效预防外泄的风险$

%%&控制园区入江河道" 沿江园区的入江河
道是事故污水进入长江水体的主要途径!应加以控
制" 有效途径为在入江河口设立节制闸坝!日常闸
口正常开起!一旦事故产生的污水进入长江河流!
便立即关闭入江闸口!确保污水不会进入长江而影

响饮用水水源地!将事故污染控制在较小范围内"

%!结语
结合江苏省沿江化工园区的实际情况!深入分

析了化工园区的风险特征和来源!尝试从加强园区
应急队伍建设#健全监控预警体系#完善预案管理
水平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 个方面提出风险防范
和事故应急策略!为沿江园区提高防范能力#降低
环境风险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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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北京雾霾成因比伦敦更复杂!中英携手共克环境污染难题
人民网消息!"$#* 年 # 月 V 日!英国伯明翰大学校长大卫-伊斯特伍德%\(a9\0(.?:RR\&携专家代表团一行前往

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研究中心!与中科院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两所院校的环境及地球科学领域的专家们将共同在空气

污染#纳米材料和环境基因学%即人类基因健康如何应对环境变化&等领域进行研究合作" 伊斯特伍德教授表示!北京雾霾

的成因比伦敦雾霾更复杂!需要技术的发展#政策的支持!以及人类消费行为的改变三者相结合才能完成雾霾的治理"

伯明翰大学专家宣布与中科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双方携手解决中英两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

\(a9\0(.?:RR\教授表示'+伯明翰大学非常荣幸能够和中科院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为双方所面临的共同

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此次双方专家的创新联合也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定的研发基础",

+能够与中科院建立伙伴关系!也正说明了伯明翰大学在中国的声誉正在逐步提升!同时也为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

提供了建立强大国际关系的机会" 作为一所全球性的市立大学!伯明翰大学有责任和义务丰富我们的家乡以及更广阔世

界的生活",

中科院是中国最大#也是最负声望的研究机构!此次研讨会是伯明翰大学和中科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静海教授表示'+环境和气候都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解决" 伯明翰大学和中科院之间的合作已

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我希望这次研讨会以及其他交换项目能够将双方合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摘自 LLLNZB6SN87MNA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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