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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件类型 

根据环境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

结合油气矿生产经营实际，川中油气矿突发环境事件主要分为五类： 

① 水环境污染事件； 

② 有毒有害气体污染事件； 

③ 固体废物污染事件； 

④ 危险化学品及废弃化学品污染事件； 

⑤ 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环境污染主要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以及死亡，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

殖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污染严重时，生物在形态特征、生存数量等方面

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1.2 主要风险分析 

在油气矿实际生产过程中主要环境风险为： 

① 尾气处理装置：由于操作人员、设备、天气等原因，造成尾气处理

装置停运，造成大气污染。 

② 污水池：由于污水池渗漏、垮塌等，污水进入周边自然环境造成环

境污染。 

③ 气田水输水管线：由于外力损伤或地质灾害以及材质老化等引起管

道泄漏或爆管，污水进入周边自然环境造成环境污染。 

④ 回注井：气田水回注井套管、表层等渗漏，污染周边环境。 

⑤ 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在运输、使用及管理等方面造成泄漏污染

环境。 

⑥ 井下及清管污物：清掏、运输、处理、填埋等方面处置不当，发生

泄漏污染周边环境。 

⑦ 废脱硫剂的运输及堆放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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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是《川中油气矿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下专项预案之一，用

于指导川中油气矿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它

突发事件次生、衍生的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救援。 

本预案适用于油气矿及所属各单位。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体系 

为了对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进行统一指挥和领导，在油气矿

应急领导小组下设环境突发事件现场应急指挥部，全面指导环境突发事

件，现场应急指挥部成员由油气矿分管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及各二级单位

负责人组成，应急办公室设在油气矿生产运行科。应急组织体系如图所示

图 1  应急组织体系图

矿应急领导小组 

专家咨询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 

油气矿机关

职能部门 

箭头说明： 

管理流程走向 

技术支持走向 

监测救护组 

 

抢险救援组 

 

保障协调组 

疏散警戒组 

 



 

3 

2.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2.2.1 现场应急指挥部 

现场应急指挥部由油气矿应急领导小组根据事件类别和现场情况确

定，行使现场应急指挥、协调、处置等职责,根据现场情况和需要临时成

立现场抢险组、现场疏散警戒组、现场监测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现

场应急指挥部可调配人员名单见附件。 

总 指 挥：分管业务的副矿长 

副总指挥：分管安全环保的副矿长 

成    员：由净化科、开发科、生产运行科、营销科、质安科、工程

技术与监督部、地面工程建设项目部、大修理项目部等相关业务科室（部

门）及矿属二级生产单位负责人组成。 

现场指挥部职责： 

① 负责现场应急指挥工作，针对事态发展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抢险

方案； 

② 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确保现场与应急领导小组之间信

息传递的真实、及时与畅通，向油气矿应急办公室和地方政府报告应急处

置情况； 

③ 负责整合调配现场应急资源； 

④ 负责组织协调相关专家参与环境突发事件的环境应急监测、现场

应急措施，为环境突发事件提供技术支持； 

⑤ 收集、整理应急处置过程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并形成应急处置报

告； 

⑥ 核实应急终止条件并向当地政府、分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请示应急

终止； 

⑦ 负责对外发布事件信息及其它相关信息； 

⑧ 负责事故损失的统计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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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现场应急专业组 

抢险救援组 

组长：业务主管科（部）室长 

成员：净化科、开发科、勘探科、生产运行科、管道与销售部、质安

科、工程技术管理部、基建工程管理部、物资采购办、生产单位和油气矿

消气防单位等相关人员组成。 

职  责： 

① 熟悉所参与事件抢险救援的应急预案，熟悉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的

使用，具有保证本人和其他抢险救援人员安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② 具有事件处理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并按现场应急指挥部意见，对

事件进行减轻危害性和影响性处理，防止次生事故或衍生事故； 

③ 为事件影响到的人员提供最及时和有效的救助，最大限度地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降低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快速消

除和控制险情； 

④ 做好事件处理的后期处置，达到恢复生产的条件； 

⑤ 协助事件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监测救护组 

组  长：质量安全环保科科长 

成  员：环境监测机构、职工医院、生产单位 HSE办公室等相关人员。 

职  责： 

① 负责对事件现场及事件影响或可能影响的范围进行环境质量状况

监测，并即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事故抢险组及疏散警戒组等部门提供监

测信息； 

② 负责同地方气象部门联系，收集有关气象信息，结合监测结果，

为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供事件影响预测； 

③ 按现场应急指挥部指令，负责应急结束后事件地点及影响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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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进行监测，为事件善后处理提供监测数据支持； 

④ 负责组织协调事件所在地和内部医护力量和救援设施，及时开展

现场医疗救护； 

⑤ 按照“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先危重、后轻伤”的原则，及时开

展现场救治或转送治疗相结合的救治方式，减轻事故对生命造成的影响和

危害，降低事故影响。 

疏散警戒组 

组  长：生产单位负责人 

成  员：质量安全环保科、维稳信访办公室、HSE 监督中心、生产单

位等相关人员。 

职  责： 

① 负责抢险救援区域治安秩序的维护，根据现场情况采取隔离、警

戒、设置警示标识等，并与地方相关部门协调保证事故处理现场道路畅通

和秩序稳定； 

② 根据事态发展情况，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指令，协调当地公安、

交警采取更高级别的现场管制方式，确保抢险救援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③ 协助抢险救援人员，做好现场居民疏散和转移工作，确保迅速、

有序、安全； 

④ 当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后，接受企地联合事故应

急指挥部下达的指令，同地方政府应急救援部门一道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 

保障协调组 

组  长：矿长（党委）办公室主任 

成  员：物资采购办、生产运行科、财务科、企管法规科、生产单位、

消防大队等相关人员。 

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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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负责事件抢险救援期间所需资金、物资、器材、车辆等调配和保

障； 

② 协调内部、外部各方力量，做好现场参与抢险救援人员、受影响

人员生活等方面的安排；开展协调受事件影响人员的情绪工作，稳定人心

和社会秩序； 

③ 协助事故善后处理等相关工作。  

2.2.3 应急职能部门及职责 

应急工作主要科（部）室是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和承

担重要职责的部门，包括：矿长（党委）办公室、质量安全环保科、生产

运行科、勘探科、开发科、净化科、规划计划科、信息站、科技信息科、

管道与销售部、企管科、党群工作科、行政事务中心、工程技术管理部、

基建工程管理部、物资采购部。 

矿长（党委）办公室 

负责应急值班值守、应急信息、应急协调和督办工作；及时向矿应急

领导小组汇报，负责联络现场应急指挥部和应急信息组；负责按应急事件

等级规定向上级单位和地方行政部门报送应急信息，组织起草经授权后的

新闻发布工作；负责应急处置期间的生活、交通及日常事务等后勤保障工

作；持续跟踪Ⅰ、Ⅱ、Ⅲ、Ⅳ级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

工落实督促落实应急领导小组指令。 

质量安全环保科 

跟踪掌握有关事件灾难类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职能分工

落实应急指令；组织或参与现场应急处置，协调实施应急处置方案，调动

和协调消气防等救援力量，联系地方环保应急救援机构和队伍，联络应急

专家组，组织环境监测和应急状态下的污染防治；负责应急处置后的调查、

统计、评估、善后和案例分析工作。 

生产运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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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 24 小时值守，负责预警及应急信息收集，协调相关地方部门与

相关职能科室及专家应急联动，接收和处理向矿应急领导小组报送的紧急

事项，跟踪掌握各类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工落实

指令；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突发事件后生产组织、天然气调度、

应急物资调运、通信保障、应急专业队伍组织与调配等工作。 

开发科 

跟踪掌握有关油气生产、集输管道、气田水回注等突发事件及应急处

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工落实指令；组织或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净化科 

跟踪掌握有关天然气脱水、净化、轻烃回收装置等突发事件及应急处

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工落实指令；组织或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规划计划科 

跟踪掌握各类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落实应急领导小组指令；

组织制定恢复重建规划；审批应急资源配置规划计划。 

管道与销售部 

负责终端销售各类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配合抓好用户衔接、天然气

调度等工作，并根据应急职能分工落实指令；组织或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

作。 

科技信息科 

负责相关应急技术研究和开发项目的立项、实施、研究成果验收及推

广应用工作；根据应急职能落实相关指令；在应急状态下，协调提供应急

管理工作中的技术支持。 

企管科 

跟踪掌握对外投资公司各类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

能分工落实指令；负责突发事件相关各方法律责任的分析判断，并提出建

议；负责参与应急处置中有关各方赔偿或补偿标准的制定和协调工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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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应急内控流程的设置工作，根据应急职能落实相关指令。 

党群工作科 

跟踪掌握环境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工落实指

令；组织应急新闻宣传工作，提高员工和公众应急意识。 

行政事务中心 

负责与地方政府及媒体沟通、协调工作，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工程技术管理部 

跟踪掌握有关井喷失控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

工落实指令；组织或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基建工程管理部 

跟踪掌握有关地面建设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

工落实指令；组织或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物资采购部 

负责应急物资储备及维护，紧急采购应急物资；跟踪掌握各类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工落实指令；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

作。 

信息站 

保障油气矿应急领导小组与上级单位以及矿属各单位的网络系统通

信畅通；负责油气矿信息应用系统和基础设施系统遭受攻击的应急处置的

组织工作。 

2.2.4 应急管理支持部门工作程序 

应急管理支持部门是在突发事件处置中提供各类支持的协助和保障

部门，包括：财务科、人事科、监察科、油气销售结算部、工程项目造价

管理部。 

财务科 

跟踪了解各类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落实应急领导小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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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应急资金的调拨，确保应急资源设施所需资金；负责落实应急领导小

组办公室日常应急费用，专款专用。 

人事科 

负责有关群体性上访人员的人事政策解释，配合信访办协调处理与疏

导有关群体性上访人员；配合制订各类应急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根据应

急工作需要，聘请专家并组织建立应急专家库。 

监察科 

负责应急工作过程的监督，对履行职责不力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进行责任追究；负责协调处理应急过程中的人员违反党纪、政纪问题。 

资金结算管理部 

负责应急工作费用的及时划拨。 

概预算管理部 

负责应急工作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管理工作。 

其他科（部）室按其职责分工负责或参与业务范围内的应急工作。 

3 处置程序 

3.1 预警 

油气矿所属各单位（部门）应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

开展对重大生产装置的异常情况、重点排污口常规环境监测数据、生产单

位上报预警信息 IV 级环境突发事件、政府部门通报信息的综合分析、风

险评估工作，包括对油气矿外有可能对油气矿造成环境影响事件信息的收

集与整理，并应将重大环境预警信息上报油气矿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 

3.1.1 预警行动 

油气矿应急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根据事件的影响范围、 

危害程度和发展事态、政府发布的预警，并结合实际情况，对预警信息做

出如下判断： 

① 达到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应立即进入本预案的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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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通知相关二级单位启动其应急预案，并通知油气矿机关职能部门

进入应急准备状态； 

③ 通知相关基层单位采取防范措施，并连续跟踪事态发展。 

3.1.2 预警解除 

当不利环境影响可控时，油气矿应急领导小组适时宣布预警解除，相

关部门应急终止。 

3.2 信息报送 

3.2.1 报送时限 

对发生三级（Ⅲ级）以上的环境突发事件，事件所在的二级单位应在

接到报告后 10 分钟内初报油气矿应急办公室；对发生四级（Ⅳ级）突发

环境事件，基层单位应在接到报告后 30 分钟内初报油气矿应急办公室，

矿区要按照国家、地方政府、分公司事件报送时限的要求，将事件初步信

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分公司。 

3.2.2 报送方式 

油气矿对环境突发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信息报告流程详见图 2。 

初报可通过电话或书面报告形式直接向油气矿应急办公室或生产运

行科值班室报告（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外线 0825-2516485，内线 516485；

传真外线 0825-2516486，内线 516486）；主要内容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的

类型、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人员受害情况、事件潜

在的危害程度、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发展趋势等初步情况，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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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报随事态发展或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 

续报可通过电话、网络或书面报告，视突发环境事件进展情况可一次

或多次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

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报告采用书面形式（格式

详见附件）。报告要将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

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

容写清楚，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资料。 

3.3 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程序分为先期处置、接警、判断响应等级、应急启动、应急

行动、扩大应急、应急终止和后期处置等步。各应急小组按照事先制定程

序进行各类事件的应急响应。 

箭头说明 

 

              主报告 

              支报告   

              通  知 
突发环境 

事件现场 

当地政府 

主管部门 

基层单位 

应急办公室 

川中油气矿 

应急领导小组 

油气矿 

应急办公室 

油气矿 

机关职能部门 

分公司 

应急办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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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应急分级 

    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环境

事件管理办法》（中油安〔2016〕475 号）及《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的相关规定，根据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污染物排放量、生态破坏、社会

危害等事件的严重程度，将突发环境事件分为四个级别：Ⅰ级环境突发事

件（集团公司级）、Ⅱ级环境突发事件（分公司级）、Ⅲ级环境突发事件（矿

区级）和Ⅳ级环境突发事件（矿属单位级）。 

Ⅰ级环境突发事件（集团公司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环境突发事件： 

（1）造成或可能造成饮用水源保护区、重要河流、湖泊、水库及沿海

水域大面积污染； 

（2）事件发生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等环境敏

感区，对周边自然环境、区域生态功能或濒危物种生存环境造成或可能造

成重大影响； 

（3）造成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 

（4）造成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 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

10 亩以上，其他土地 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遭受永久性破坏； 

（5）造成或可能造成区域大气环境严重污染，需疏散转移 1000 人以

上； 

（6）造成或可能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纠纷； 

（7）Ⅰ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或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失控导致人员急性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8）环境敏感区内油品泄漏量 10 吨以上，或非环境敏感区内油品泄

漏量 100吨以上； 

（9）其他两高《》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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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级环境突发事件（分公司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环境突发事件： 

（1）造成或可能造成河流、沟渠、水塘、分散式取水口等水体大面

积污染； 

（2）造成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 

（3）造成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或其他土地严重破坏； 

（4）造成或可能造成大气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 500 人以上 1000

人以下； 

（5）造成或可能造成跨地（市）级行政区域纠纷；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或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

控导致 10 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7）环境敏感区内油品泄漏量 1 吨以上 10吨以下，或非环境敏感区

内油品泄漏量 10 吨以上 100吨以下； 

（8）其他较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Ⅲ级环境突发事件（矿区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环境突发事件： 

（1）造成或可能造成大气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 500人以下； 

（2）造成或可能造成跨县（市）级行政区域纠纷； 

（3）Ⅳ类、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

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4）环境敏感区内油品泄漏量 1 吨以下，或非环境敏感区油品泄漏

量 10吨以下； 

（5）其他污染环境的情形。 

Ⅳ级环境突发事件（矿属单位级） 

低于Ⅲ级环境突发事件的为Ⅳ级环境突发事件，突然发生的环境污染

事件，对员工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和工作秩序造成一定危害或威胁，可



 

14 

能造成人员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矿属单位需要外调力

量和资源进行应急处置的事件。 

3.3.2 响应程序 

3.3.2.1 启动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经川中油气矿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启动本预案： 

① 发生Ⅲ级及以上环境突发事件； 

② 发生超出川中油气矿所属基层单位处置能力的环境突发事件； 

③ 分公司应急联动要求；  

④ 四川省、重庆市或地（市、州）政府应急联动要求； 

⑤ 发生次生或衍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达到本预案启动条件。 

3.3.2.2 启动程序 

① 应急办公室接到基层单位（Ⅲ级）及以上环境突发事件，应立即应

急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报告，应急领导小组副组长根据应急办公室提供

的情况，决定是否启动本预案，如需启动，应立即发出启动指令； 

② 应急办公室接到应急领导小组下达的应急启动指令后，立即按应急

程序开展各项工作，通知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及各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应急专家等做好应急准备； 

③ 各成员应迅速按应急办公室通知要求，到达集结地点； 

④ 应急领导小组召开首次应急会议，内容包括：通报发生环境事件情

况，指派现场负责人，明确各部门及联系人职责，初步确定应急处置方案

和确定其他需要紧急处置的事项； 

⑤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可以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召开后续的应

急会议，应急办公室可以根据事件进展，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会议，

沟通传达相关信息。矿区应急响应程序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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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应急指挥程序 

油气矿应急领导小组根据事件类别和现场情况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现场应急指挥部组建事件抢险组、监测救护组、疏散警戒组及保障协调组。

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指令下各小组根据职责开展现场应急事件抢险、监测

救护、疏散警戒、保障协调等相关应急工作。 

3.3.2.4 资源调配程序 

   现场应急指挥部依据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抢险、救援及处置的需求，整

是 

否 

是 

否 

事故发生 

接警 

判断响应级别 

信息反馈 

 报警 关闭 

应急启动 

应急人员到位 

信息网络开通 

应急资源调配 

现场指挥到位 

扩大应急 响应行动 

救助与医疗救护 

工程抢险 

警戒与交管 

应急联防与协同 

人员疏散与安置 

环境保护 

现场监测 

专家支持 

信息发布 

事态控制 申请增援 

应急状态解除 

恢复重建 

灾后评估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戒 

事故调查 

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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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油气矿现有应急资源，并统一调配使用。 

生产运行科会同质量安全环保科、物资采购部建立油气矿应急物资储

备库，由生产运行科在应急情况统一下调拨和紧急配送。物资采购部确保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所需的物资供应，质量安全环保科加强对物资储备的监

督管理，并督促补充和更新。各生产单位应建立各自应急物资储备库房，

并完善相应的登记、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 

3.3.2.5 应急救援程序 

   各生产单元及单位根据环境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在第一时间上报上

级单位，在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并确认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救援和应急处

置，实施警戒，通知受影响范围内的人员疏散。上级单位接到预警信息后，

对突发事件类型、风险等情况作出判断，组建队伍调配资源实施救援。 

3.3.2.6 扩大救援程序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在矿区现有的人力资源、抢险物质及

环境监测等方面无法满足环境突发事件的需要时，以分公司 HSE 监测评价

及研究中心（天然气研究院）作为环境应急技术咨询与服务中心，开展环

境突发事件的救援工作。可以依托分公司其它二级单位现有的环境监测中

心及地方环境监测站（环境应急监测见附件），在紧急状态下进行环境应

急监测。 

4 处置措施 

4.1 应急处置原则 

4.1.1 先期处置一般原则 

在油气矿或当地政府救援力量未到达前，事故单位应成立现场指挥组,

全力开展力所能及自救措施： 

① 有毒有害气体及危险化学品设定初始隔离区，封闭事故现场，紧

急疏散转移隔离区内所有无关人员； 

② 及时控制或切断危险源，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全力控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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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态势，严防二次污染和次生、衍生事件发生。 

③ 做好可能受影响区域的防控措施，切断一切可能扩大污染范围的

环节，严防对食物、畜禽及水源的污染。 

④ 迅速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组织制定现场处置方案并负

责实施；组织监测力量尽早实时监测，为事件处理提供科学依据。 

⑤ 根据现场情况，为应急办公室应急资源调配提供信息支持。 

在矿区或当地政府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后，应服从更高一级的应急指

挥机构指挥。 

4.2 应急处置 

突发环境Ⅲ级及Ⅲ级以上环境突发事件发生后，油气矿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领导小组、应急办公室及各应急工作支持部门应严格按照职责分工立

即开展应急救援及环境应急监测等相关工作。 

油气矿环境突发事件现场应急监测依托四川石油管理局遂宁环境监测

所，必要时联络地方环境监测站（见附件）。在Ⅲ级及Ⅲ级以上突发环境

事件发生时，组成应急监测中心，负责事发现场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 

① 应急领导小组启动本预案时，同时启动环境应急监测程序。 

② 应急办公室将基本情况通知相应的环境监测机构，并下令开展环境

应急监测工作。 

③ 接受环境应急监测任务后，相应的监测机构迅速成立现场应急监测

组，并组织相关监测人员对所掌握的污染事件有关资料和信息进行综合分

析，迅速编写应急监测方案。监测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1)初步确定监测项目； 

 2)选定监测分析方法； 

3)确定相应的监测仪器和采样设备； 

4)根据污染情况初步确定监测点位的布设、采样方式和频次； 

5)根据事件情况确定监测人员的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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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现场应急监测组按照应急监测方案，迅速落实人员与设备，以最

快速度赶赴现场，并与各区域环境监测中心联系，了解有关情况，通知作

好应急设备和人员准备。 

⑤ 油气矿应急办公室迅速派出专业人员与现场监测人员。进入现场

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监测方案作适当修改。 

4.2.1 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理 

① 尽快切断污染源； 

② 开展事发地及下游一定范围的地表及地下水文条件、重要保护目标

及其分布等情况调查。 

③ 开展布点监测，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物浓度，测量水体流速，估

算污染物转移、扩散速率； 

④ 针对特征污染物质，采取原油拦截、成品油吸附、气田水及化学品

稀释、危险品分解等措施，降低水环境中污染物质的浓度； 

⑤ 开展中毒人员的健康诊断及救治工作； 

⑥ 告知周边居民，同时对受污染区域人畜用水采用水罐车应急供水； 

⑦ 对污染状况进行跟踪调查，根据监测数据和其他有关数据编制分析

图表，预测污染迁移强度、速度和影响范围，及时调整处置措施。 

4.2.2 突发有毒有害气体扩散污染事件的处理 

① 按各专向应急预案开展工艺处置，尽快切断扩散污染源； 

② 立即设置隔离警戒区域，切断可能引起泄漏区发生燃烧爆炸的火

源和电源； 

③ 根据事发地地形地貌、气象条件、环境敏感点及其分布等情况确

定监测点； 

④ 开展环境应急监测，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以及现场气温、气

压、风向、风力，为疏散警戒范围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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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开展中毒人员的健康诊断及救治工作； 

⑥ 对污染状况进行跟踪监测，预测污染扩散强度、速度和影响范围，

及时调整处置措施。 

4.2.3 突发石油液体污染事件的处理 

① 立即切断和隔离污染源； 

② 设置危险隔离区域，切断隔离区域内可能引起泄漏油品燃烧爆炸

的火源和电源； 

③ 根据现场情况采取围、堵、吸、挖等措施控制防止扩散范围； 

④ 采用防爆泵抽汲和便携式集油池回收等方法，将溢油最大限度地

回收。 

4.2.4 突发有害化学品污染事件的处理 

① 尽快切断污染源； 

② 迅速了解事发地地形地貌、气象条件、地表及地下水文条件、重

要保护目标及其分布等情况，采取措施尽力保护重要目标不受污染； 

③ 若污染物质污染了水体，则实时监测水体中污染物质的浓度，预

测污染物质的迁移转化规律，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防发生饮水中毒事件； 

④ 实时监测大气、水及土壤中剧毒物质的浓度，并预测污染物的迁

移扩散及转化趋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⑤ 对土壤中的污染物质进行中和、洗消、清运等相应措施，最大限

度地消除危害； 

⑥ 做好可能受影响人群的疏散、健康诊断及救治工作。 

5 附则 

5.1 预案培训 

本预案经油气矿 HSE 专业委员会审查发布后，由质量安全环保科组织

油气矿相关科室及基层单位分管 HSE工作的领导进行集中培训，再由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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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层单位分管 HSE 工作的领导对科室或基层单位管理、技术人员进行集

中培训，最后由各基层单位 HSE 办公室到井站对员工进行培训。要求培训

覆盖率达到 100%，做到每位员工都掌握应急预案的内容及应急抢险体系。 

5.2 预案管理与更新 

（1）本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机构和人员发生重大变动、

或在执行中发现重大缺陷时，由油气矿应急办公室及时组织对本预案进行

评审和修订。 

（2）本预案由川中油气矿副矿长签发后方可生效。 

5.3 预案制定、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川中油气矿质量安全环保科组织制定并负责解释。 

5.4 预案演练 

    本预案的演练纳入油气矿应急演练统一安排，由油气矿 HSE 委员会负

责组织。 

5.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 附件 

附件 1  川中油气矿环境污染事件类型与危害识别表 

附件 2  应急预案简明手册 

附件 3  突发事件报告单 

附件 4  应急监测设备与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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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川中油气矿环境污染事件类别与危害识别表 

事故（事件）类型 原  因 主要污染物 危害或后果 

油 

气 

勘 

探 

 

大量设备冲洗废水进入雨水系统 排入水体或作物地 石油类、SS、COD、硫化物等 水体或植被、农作物污染 

废水处理池垮塌或污水大量外溢 排入水体或作物地 石油类、SS、COD、硫化物等 水体或植被、农作物污染 

废泥浆池垮踏或废泥浆大量外溢 排入水体或作物地 
石油类、SS、COD、硫化物、氯化

物、有机泥浆添加剂等 
水体或植被、农作物污染 

固废池垮踏 大量固废排入水体或作物地 石油类、SS、COD、硫化物等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井喷或井喷失控且未点火燃烧 含硫天然气喷入大气 H2S、CH4、CO2 等 人员中毒、农作物污染 

井喷或井喷失控点火燃烧 含硫天然气燃烧后喷入大气 SO2、烃类、CO2 等 人员中毒、农作物和植物污染 

井喷或井喷失控 钻井泥浆喷入水体或作物地 
石油类、SS、COD、硫化物、氯化

物、有机泥浆添加剂等 
水体或植被、农作物污染 

钻井过程中漏井 钻井泥浆进入水层 
石油类、SS、COD、硫化物、氯化

物、有机泥浆添加剂等 
水体污染、人畜中毒 

压裂酸化过程漏失 酸化液进入水层 pH、石油类、SS、COD 水体污染、人员中毒 

油 

气 

开 

发 

气田水储存、管输、车运过程中的大量泄

漏或外溢 
排入水体或作物地 石油类、SS、COD、H2S 等 中毒或水体、农作物污染 

气田水回注井地质露头外泄 气田水进入水层、地表 石油类、SS、COD、硫化物等 中毒或水体、农作物污染 

含硫天然气集输过程中大量泄漏或放空 排入大气 H2S 人员中毒、污染大气 

气田水脱出含硫气大量泄漏 排入大气 H2S 人员中毒 

场站废水处理池垮踏或废水进入雨水系

统 
废水排入水体或作物地 石油类、SS、COD 硫化物、氯化物 水体或植被、农作物污染 

场站固废池垮踏或大量外溢 排入水体或作物地 石油类、COD、硫化铁等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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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事件）类型 原  因 主要污染物 危害或后果 

 

天 

然 

气 

净 

化 

由于停电、设备故障或操作失误等非正常

的酸气或含硫天然气放空 

点燃放空排放 SO2、烃类、CO2 等 
影响林业、植被、农作物生长、

人员中毒 

未点燃放空排放 H2S 、CH4、CO2、有机硫等 
人畜中毒、影响林业、植被、

农作物生长 

酸气或含硫天然气管线、设备大量泄漏 

挥发至空气中 H2S 、CH4、CO2、有机硫等 人畜中毒 

燃烧爆炸 SO2、CH4、CO2 等 
人员中毒、伤亡、影响林业、

植被、农作物生长、 

污水处理池垮踏或高浓度有机物污水

大量外溢 

排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硫化物、氨氮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H2S 、氨等 人员中毒 

污水处理不达标或未经处理外排 
排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硫化物、氨氮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H2S 、氨等 人员中毒 

事故时的大量消防用水 
排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硫化物、氨氮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H2S 、氨等 人员中毒 

危 

化 

品 

生 

产 

储 

运 

与 

销 

售 

原油装卸、运输或生产时大量泄漏 

进入雨水系统或直接流入水

体、农作物地等 
石油类、COD、BOD5等 水体或植被、农作物污染 

燃烧 烃类、CO、CO2等 
大气、植被、农作物污染，人

员中毒 

成品油储存、装卸、运输大量泄漏 

进入雨水系统或直接流入水

体、农作物地等 
石油类、COD、BOD5等 水体或植被、农作物污染 

燃烧爆炸 烃类、CO、CO2等 
大气、植被、农作物污染，人

员中毒、伤亡 

原油管线、设备、储罐大量泄漏 
排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BOD5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燃烧爆炸 烃类、CO2等 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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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事件）类型 原  因 主要污染物 危害或后果 

 

 

 

 

 

 

 

 

危 

化 

品 

生 

产 

储 

运 

与 

销 

售 

成品油管线、设备、储罐大量泄漏 
排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BOD5、苯、甲苯、

甲乙酮、异丙醇、氨氮等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氨及汽油、苯、甲苯等烃类、 人员中毒 

炼油厂污水处理池垮踏或大量外溢 
排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BOD5、氨氮等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燃烧 烃类、CO、CO2等 大气污染、人员中毒 

炼油厂污水处理池垮踏或大量外溢 
排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BOD5、苯、甲苯、

甲乙酮、异丙醇、氨氮等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氨及汽油、苯、甲苯等烃类、 大气污染、人员中毒 

炼油装置停工大修吹扫 

 
排入空气中 烃类、H2S、恶臭气体 大气污染、人员中毒 

炼油厂事故时的大量消防用水 排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甲乙酮、异丙醇、

氨氮等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甲醇生产时设备、管线、储罐大量泄漏 

排入雨水系统 甲醇、石油类、COD、BOD5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甲醇 人员中毒 

燃烧爆炸 烃类、CO2等 人员中毒、伤亡 

由于停电、设备故障或操作失误等造成

甲醇大量外溢 

排入雨水系统 甲醇、石油类、COD、BOD5 污染水体或农作物 

挥发至空气中 甲醇 人员中毒 

燃烧爆炸 烃类、CO2等 人员中毒、伤亡 

甲醇厂污水处理池垮踏或大量外溢 
排入雨水系统 甲醇、石油类、COD、BOD5 水体或农作污染物 

挥发至空气中 甲醇 人员中毒 

甲醇厂污水处理装置运行不正常或未

投入使用 

污水处理不达标或 

未经处理外排 
甲醇、石油类、COD、BOD5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甲醇 人员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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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事件）类型 原    因 主要污染物 危害或后果 

甲醇厂事故时的大量消防用水 
排入雨水系统 甲醇、石油类、COD、BOD5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甲醇 人员中毒 

甲醇装运时甲醇大量外溢 

排入雨水系统 甲醇、石油类、COD、BOD5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挥发至空气中 甲醇 人员中毒 

燃烧爆炸 烃类、CO2等 人员中毒、伤亡 

加油站储存或加油设施大量泄漏 
进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BOD5等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燃烧爆炸 烃类、CO2等 人员伤亡 

加油、加气站事故时的大量消防用水 进入雨水系统 石油类、COD、、BOD5等 水体或农作物污染 

氦气、氮气、氩气、氧气和纯甲烷生产、

储存、运输过程中大量泄漏 
燃烧爆炸 烃类、CO、CO2、氦气、氩气等 人员中毒、伤亡 

液化气生产、充装、运输过程中大量泄漏 
进入大气 烃类 人员中毒 

燃烧爆炸 烃类、CO、CO2等 人员中毒、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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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急预案简明手册    

环境突发事件信息报告流程 

 

环境突发事件现场 

二级单位 

二级单位办公室 

矿应急办公室（总值班室） 

郭晓光：516047，15882534281 

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516485 

向质量安全环保科报告 

杨帆：516158，15828868655 

卢科：516038，13700925330 

林  青：517566，13982594566 

赵  铁：516162，13882525824 

值 班 室 ：

0825-2516485

（内线 516485） 

医院 120 

消防 119 

公安 110 

 

向二级单位环保主管部门报告 

张大椿：516919，15196940077 

向何骁副总经理、矿长，何小川

书记、杨子海副矿长报告。 

召开环境突发事件应

急工作首次会议 

矿应急办公室同质量安全环保科会

商判断事件级别，提出是否启动环境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 

1. 何骁副总经理、矿长，杨

子海副矿长启动环境突发事

件专项应急预案。 

2. 矿长办公室（总值班室）

负责通知参加会议人员。 

1. 总值班室向分公司总值班室

（应急协调办公室）(211689)报

告。 

2. 质量安全环保科向分公司质量

安全环保处（213981)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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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矿长或分管业务的副矿长主持召开

环境应急工作首次会议 

成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分管业务的副矿长 

副总指挥：分管环保的副矿长 

成    员：应急工作相关科（部）室

领导 

1. 业务管理科室（部门）汇报

事件动态，急处置方案。 

2. 质量安全环保科提出事件

救护方案以及环境监测方案

等。 

3. 生产运行科提出出动应急

抢险队伍、应急物资方案。 

现场应急处置 

预案关闭 

1. 现场应急结束后由分管业务

的副矿长宣布关闭预案。 

2. 预案关闭后由矿长办公室负

责通知相关部门和相关单位。 

 

恢复与重建 

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根据应急工作首次会议安排，

确定现场应急指挥部组长、副

组长、成员及应急专家，并立

即赶赴突发事件现场 

事件抢险组 

组  长：业务主管科室长 

负责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

事件应急进行抢险，防止事态

扩大。 

监测救护组 

组  长：质量安全环保科科长 

负责应急监测、应急救护

等。 

疏散警戒组 

组  长：生产单位负责人 

负责抢险救援区域治安秩

序、隔离及警示等。 

保障协调组 

组   长：矿长（党委）办公室

主任 

协调内部、外部各方力量，

负责应急人员的车辆、食宿、

通讯保障等。 

现场处置工作 

负责现场应急处

置、人员疏散及

撤离等工作。 

现场信息工作 

负责收集和发送

现场信息。 

现场后勤资源保

障 

负责与地方政府

协调，应急物资

的准备，现场及

周边秩序的维

护，现场应急人

员食宿、车辆安

排等工作。 

现场应急监测 

负责现场应急监

测工作。 

流程中各工作组所列人员不在岗时，由主管副职接任或由组长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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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油气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库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办公室电话 移动电话 

1 杨子海 川中油气矿 副矿长、HSE总监 516579  

2 杨帆 质量安全环保科 科长 516158 15828868655 

3 邹  祥 生产运行科 科   长 516163 13882518026 

4 香  进 矿长（党委）办公室 矿长助理、主任 516010 13882533877 

5 陈学忠 
磨溪开发 

项目部 
经理 517986 15881785388 

6 陈  林 龙岗作业区 经理 521500 13990802670 

7 王光虎 射洪作业区 经理 517333  

8 王亚辉 遂宁作业区 经理 517988 15808259111 

9 吴云波 潼南作业区 经理 517599 13550788667 

10 刘仁凯 南充作业区 经理 534426 13808267857 

11 李平元 南部作业区 经理 537001 13890829099 

12 蒋小全 广安作业区 经理 512108 15881750486 

13 李富元 龙岗净化厂 厂长 538001 13678251233 

14 李  涛 磨溪净化厂 厂长 516470 13778711680 

15 严崇荣 轻烃厂 厂长 517288 13909062965 

16 苏芝阳 石油输运部 经理 530716 13708277065 

17 张洪铭 油维中心 经理 516777 18282501949 

18 吴章寿 水电管理中心 经理 516268 13882511136 

19 杨  峻 QHSE监督站 主任 517169 13882531045 

20 米庆 行政事务中心 主任 517513 13909067881 

21 周小亮 信息站 副主任 516909 13547758336 

22 靳朝晖 新闻中心 主任 516519 13882501297 

23 杨  平 消防大队 大队长 516688 13982537976 

24 罗孝雄 工艺研究所 所长  13909061308 

25 林松 销售公司 经理 516090 13882507018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882518026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5881785388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990802670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5808259111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550788667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882531045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5908302766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547758336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882501297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90906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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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油气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系电话 

1 何  骁 川中油气矿 矿长 516666 13981937070 

2 何小川 川中油气矿 党委书记 516566  

 贾  静 川中油气矿 副矿长 516026 15282573333 

3 杨  真 川中油气矿 副矿长 516037 13708183126 

4 李  静 川中油气矿 副矿长 516028 13882569891 

5 杨子海 川中油气矿 副矿长 516579 13909061197 

6 蒋  彬 川中油气矿 党委副书记 516016 13980687787 

7 黄平辉 川中油气矿 总地质师 516013 18808253688 

8 王孝平 川中油气矿 副矿长 516399 13547776543 

 许深皓 川中油气矿 副矿长 516007  

9 赵洪斌 川中油气矿 总会计师 516959 13909069768 

10 张大椿 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主任 516919 15196940077 

11 赵俊生 工程监督部 
副总工程师 

主任 
516790 13882530893 

12 高维斌 生产运行科 副总工程师 516356 13882514189 

13 邹  祥 生运科 科长 516163 13882518026 

14 刘  路 规划计划科 科长 516627 18728556688 

15 岳  帆 人事科 科长 516001 13882511966 

16 肖  尧 地质科 科长 516080 13419372066 

17 楚玉映 开发科 科长 516049 15828875577 

18 余宗财 净化科 科长 516976 13882523478 

19 赵海军 党群科 科长 516817 13882530011 

20 蒋方泽 基建部 主任 516955 15828969090 

21 李正强 概预算部 主任 516499 18728515280 

22 包  彬 采购部 主任 516106 13882521766 

23 游  杰 信息管理部 副主任 516822 15108105799 

24 未顺匀 保卫部 主任 517839 15282580599 

25 蔡忠明 管道部 主任 516977 13882575859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882518026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8728556688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419372066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882530011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8728515280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882521766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5282580599
http://mobile/MobilelLog.aspx?var=13882575859


 

 29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 24 小时值班电话 

序号 单位 电话 传真 备注 

1 矿值班室 0825-2516485（516485） 0825-2516486（516486）  

2 广安作业区 0826-2355102（512102） 0826-2355103（512103）  

3 射洪作业区 0825-6620025 （514025） 0825-6675274  

4 遂宁作业区 0825-2517713（517713） 0825-2517974（517974）  

5 潼南作业区 023-44551932（360871） 023-44551932（360871）  

6 南部作业区 0817-5537027（537027） 0817-5537024（537024）  

7 南充作业区 0817-2630777（530777） 0817-2630777（530777）  

8 龙岗作业区 0817-7771555（521555） 0817-7771555（521555）  

9 石油输运部 0817-2630700（530700） 0817-2630700（530700）  

10 研究所 0825-2516242（516242）   

11 磨溪净化厂 0825-2516308（516308） 0825-2516308（516308）  

12 龙岗净化厂 0817—7771551（521551） 0817-7771551（521551）  

13 消防大队 0825-2516540（516540） 0825-2516540（516540）  

14 销售公司 0825-2516202（516202） 0825-2516202（516202）  

15 计量中心 0825-2516206（516206） 0825-2516206（516206）  

16 
油气田维修中

心 
0825-2516799（516799） 0825-2516799（516799）  

17 QHSE监督站 0825-2516534（516534）   

18 原油项目部 0825-2516286（51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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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川庆环境监测机构联系表 

分公司监测中心联系表 

序

号 
名      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安研院 HSE研究评价中心 成都市华阳镇 银小兵 
13980950187 

028-85604559 

2 重庆环境节能监测中心 
重庆市江北区 

大石坝 
赵  宏 

13709475086 

023-67313768 

3 
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 

环境监测中心 

重庆市长寿区 

海棠镇石桥坝 
易  容 

13996206189 

023-74651108 

4 川西北环境节能监测中心 
绵阳江油市 

三合镇 
李清英 

13778011572 

0816-3610118 

 

 

川庆钻探环境监测站联系表 

序

号 
名     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安全环保质量监督检测研究

院 

德阳广汉市成都

路东二段 72号 
陈立荣 

13219881080 

0838-5152079 

2 
安全环保质量监督检测研究

院遂宁环境监测所 
遂宁市 陈文俊 

13808262506 

0825-251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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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各地方环境监测站联系表 

序号 环境监测站名称 联系人 所在地 办公室电话 手机 

1.  射洪县环境监测站 何文学 射洪县太和镇文化路444号 
0825-6839839 

0825-6612968 
 

2.  盐亭县环境监测站 李拥军 盐亭县文同干道 0816-7322364  

3.  三台县环境监测站 李  辉 三台县潼川镇建设后街 0816-5223238  

4.  遂宁市环境监测站 - 遂宁市西山北路 228号 0825-2391029  

5.  南充市环境监测站 余向东 
南充市市政府新区南充

环境保护局 
0817-2666096 18008177069 

6.  广安县环境监测站 杜茂林 广安区翠坪路十号 
0826-2226911 

0826-2212738 
 

7.  达州市环境监测站 胡蕴明 达州市达县仙鹤路 0818-2389657  

8.  宣汉县环境监测站 刘有波 宣汉县多宝寺 49号 0818-5223475 13778375828 

9.  大英县环境监测站 冯  强 大英县政府新区 0825-7821943 13882576718 

10.  蓬溪县环境监测站 - 遂宁市蓬溪县 0825-5428126  

11.  潼南县环境监测站 周文龙 
重庆市潼南县江北新城

春阳街 252号 
023-44577129  

12.  合川市环境监测站 丁德君 合川市南坪路 91号 023-42725924 13883136900 

13.  邻水县环境监测站 邹玉华 邻水县乌龟碑 0826-3222330 13541558126 

14.  潼南县环境监测站 周文龙 
潼南县梓捅镇文化路 10

号 
023-44569323 13883567636 

15.  
四川省环境监测 

中心站 
杜明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

路 88号 

028-61501155 

028-6150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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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油气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程序 

一、成立应急监测领导小组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随即成立环境应急监测领导小组，下设应急监测办

公室和应急监测工作小组，具体组织如下： 

组织机构名称 组  成  人  员 

应急监测领导小组 分管领导、质量安全环保科科长、 

应急监测办公室 质量安全环保科及基层单位相关人员 

各监测中心应急监测小组 应急监测人员 

 

二、应急监测程序 

1、事故接报后，应立即向应急监测领导小组汇报，现场监测人员半小时内

出发（节假日 1小时内）•赶赴事故现场进行调查、监测和采样。实验室人员要

同步上岗，作好分析准备。相关资料信息应迅速调出备用。 

2、在应急监测过程中，各部门要服从应急监测工作需要，互相配合，顾全

大局，给予充分的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 

3、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后，现场人员尽快将监测分析的结果报告应急监

测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编写有关监测快报•(一般水污染监测报告在 4小时

内，气污染在 2小时内作出快报)。 

4、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准确地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监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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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报告》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总结报告》的基本

内容 

一、《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报告》 

（一）前 言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名称、时间类别以及人员伤亡、直

接经济损失等。 

事件调查组的组成情况。 

（二）事件单位概况 

事件单位成立的时间、改(扩)建时间、产品种类、生产工艺、生

产规模、污染产生及处理情况，劳动组织情况。 

（三）事件发生及应急救援情况 

1.事件经过 

事件发生过程、主要违法事实、事故后果等。 

2.事件报告（速报、确报）、处置情况。 

（四）事件原因及性质 

1.事件原因 

（1）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2.事件性质与分级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事件责任者的基本情况（姓名、职务、主管工作等），责任认定

事实、责任追究的法律依据及处理建议。并按以下顺序排列： 

1.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 

2.给与党纪政纪处分或经济处罚的； 

3.对事件单位的处罚建议。 

（六）防范措施 

主要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事件单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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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建议，并对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法规、规章及标准等方面

提出建议。 

（七）附 件 

1.事件现场平面图及有关照片； 

2.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环境监测数据或技术报告； 

3.直接经济损失计算及统计表； 

4.事件调查组名单及签字； 

5.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总结报告》 

（一）评价的基本依据： 

1.环境应急过程纪录； 

2.现场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总结报告； 

3.现场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掌握的应急情况； 

4.环境应急救援行动的实际效果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5.公众的反映等。 

（二）得出的主要结论应涵盖以下内容： 

1.环境事件等级； 

2.环境应急总任务及部分任务完成情况； 

3.采取的重要防护措施与方法是否得当； 

4.出动环境应急队伍的规模、仪器装备的使用、环境应急程度与

速度是否与任务相适应； 

5.环境应急处置中对利益与代价、风险、困难关系的处理是否科

学合理； 

6.发布的公告及公众信息的内容是否真实，时机是否得当，对公

众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 

7.成功或失败的典型事例； 

8.需要得出的其他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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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川中油气矿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格式）表 

报告单位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基本情况: 

事件类型：                                 事件时间： 

事件地点：                                 初步原因： 

主要污染物质：                             影响情况： 

抢险情况：                                 救护情况： 

自然保护区受害面积及程度： 

现场指挥部及联系人、联系方式： 

已联系的机构： 

企业内部单位：                                 

地方应急管理部门：                             

备注：填写相应的机构名称，如未联系则不填写。 

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预计事故事态发展情况： 

 

 

需要支援项目： 

 

 

 

信息接收人（签名）  接收时间  

预计下次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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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应急监测设备与物质 

序号 应急监测装备 型号 数量 

1 环境应急监测车 福特全顺、奔驰 Sprinter)524 2 

2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 美国 Torion TRIDION-9 1 

3 

便携式傅立叶红外气液固分析

仪 德国 Bruker Alpha 1 

4 便携式油份测定仪 江西 OCY-IC 1 

5 手持式 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 斯派克 1 

6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应急事故

检测快速部署系统 美国 RDK 1 

7 便携式流速流量测量仪 美国 ISCO 4250 1 

8 现场嗅辨测量仪 

美国 St. Croix Sersory Nasal 

Ranger 1 

9 苏码罐（带清洗系统） 美国 ENTECH 1 

10 便携式有机气体检测仪 美国华瑞 1 

11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MagicMini 1 

12 便携式分光光度计 NOVA60 1 

13 便携式多功能水质检测仪 U50 1 

14 多功能消解炉 TR420 1 

15 水质毒性检测系统 lumino Tox 1 

16 小型采样艇 信光 MS380 1 

17 表面油类采水器 QCC9-1 4 

18 多功能水质采样器 LB-8000D 1 

19 土壤样品采样器 荷兰 Eijkelkamp 04 15 SB 1 

20 激光粒度仪 LS-C(III)型 1 

21 油萃取振荡器 ＭＭＶ－１０００W 1 

22 原子吸收光谱仪 上海森谱 6810  1 

23 电子分析天平 瑞士 梅特勒 0.01mg、0.1mg 4 

24 精密噪声频谱分析仪 HS5660C型（Ⅰ级） 2 

25 声校准器 HS6020 型 2 

26 恒温培养箱 GNP-9050BS-Ⅲ 1 

27 紫外分光光度计 SP-756PC 1 

28 热脱附仪 ACEM9300美国 CDS 公司 1 

29 自动顶空进样器 HSS 8650 1 

30 防爆无线对讲机（带喉麦） 摩托罗拉 GP338 5 

31 防爆相机 

拜特尔，ExdIMb(煤矿 zbs1400)，

MA（煤安） 1 

32 防爆电筒 康铭 KM-T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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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便携式可燃气

体检测仪（台） 

便携式硫化氢气

体检测仪（台） 

便携式复合气体

检测仪（台） 

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套） 
逃呼（套） 

吸油棉/片/

卷（个） 

水处理剂

（吨） 
备注 

1 遂宁作业区 81 223 56 230 29  3  

2 潼南作业区 128 129   106 12  3  

3 射洪作业区 164   18 10    2  

4 南充作业区 65     10    2  

5 南部作业区 136 29   18    1  

6 龙岗作业区 43 113 27 187 101  5  

7 广安作业区 39     16    2  

8 磨溪净化厂 32 65   49 62  2  

9 龙岗净化厂 26 115   70 67  2  

10 油气田维修中心       21      

11 科研所 16 22   18 6    

12 消防大队 44 32   256 190    

13 QHSE监督中心 20 16   50      

14 计量中心   17          

15 石油输运部 2     4   65   

合计 796 761 101 1045 467 65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