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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价目的、依据和范围 

1.1 评价目的 

环境风险是指突发性事故对环境（或健康）的危害程度，用风险值 R

表征，其定义为事故发生概率 P 与事故造成的环境（或健康）后果 C 的乘

积，用 R 表示，即： 

R[危害/单位时间]=P[事故/单位时间]×C[危害/事故] 

常熟阿里山加油站涉及经营易燃易爆的化学品，经营过程中环境存在危

险因素，若不注意就会出现火灾、爆炸、中毒等伤亡事故。我单位开展对

常熟阿里山加油站风险评价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

认真执行环发[2012]7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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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 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

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要求。 

本专项评价的第二个目的是对常熟阿里山加油站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危

险、有害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价，以寻求最低事故率、最少的事故

损失和最低的安全投资效益、减少和控制经营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

降低安全、环境风险，保护企业的财产安全和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本专项评价的第三个目的是通过对常熟阿里山加油站的风险评价，提

出相关意见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对进一步提高建设方的本质安全度。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依据）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2)《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 

(3)《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5)《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6)《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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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94(2000 年版)； 

(8)《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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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环境保护

部，2017 年 01 月 01 日施行； 

(1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08），国家环境保护

部，2008 年 12 月 31 日； 

(1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国家环境保护部，

2010 年 4 月 1 日； 

(12)《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2004 年 12 月 11 日；  

(13)《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2012]77

号； 

(14)《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2014）。 

1.3 评价内容 

本风险评价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常熟阿里山加油站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常熟阿里山加油站进行风险识别和分

析。 

（2）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常熟阿里山加油站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常熟阿里山加油站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风

险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与减缓措施，制定初步应急预案。 

（3）得出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1.4 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路线 

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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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路线图 

 

 

 

 

 

否 

定性 

事故树法 

步聚 对象 方法 目标 

原料、辅料、中间

和最终产品、工厂

综合评价法 

风险识别 

评价 系统 

检查表法，评分

法、概率评价法 
确定危险因素

和风险类型 

类比法 

加权法 确定最大可

信事故及其

概率 指数法 源项分析 

定量 概率法 

已识别的危险
因素和风险类
型 

最大可信事故 
大气扩散计算 
水体扩散计算 
综合损害计算 

确定危害程度

危害范围 

后果计算 

风险评价 
最大可信事故风险

风险评价标准体系 
外推法 

等级评价法 

确定风险值 

和可接受水平 

风险 
可接受水平 可接受风险水平 

不可接受风险水平 
代价利益分析 确定减少风 

险措施 

事故现场 
周围影响区 

类比法 

模拟 

事故损失 

减至最少 

风险管理 

应急措施 

是 



 

 5

第二章 环境风险评价 

2.1 概述 

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分析和预测建设项目存在的潜在危险、有害因

素，建设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事故（一般不包括

人为破坏及自然灾害），引起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等物质泄漏，所造成的人

身安全与环境影响和损害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应急与减缓措施，

以使建设项目事故率、损失和环境影响达到可接受水平。 

本项目为二级加油站，主要为储存经营汽油、柴油，但经营的原料——

汽油、柴油为易燃液体，具有危险程度较高，其贮运系统、公用工程系统、

加油设施系统均存在环境事故风险源。本次评价主要依据《建设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的要求进行评价。 

2.2 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只针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常熟阿里

山加油站常熟阿里山加油站储存系统、公用系统、进发油设施进行环境风

险评价。本项目风险影响评价范围为：距离源点 5 公里范围。5km 范围内

敏感目标见下表： 

表 2-1  5km 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表 

环境要素 保护目标 方位 距离(m) 规模 环境功能 

水环境 
白茆塘 N 960 中等河流 

地表水Ⅳ类区 
小姚泾 S 18 小型河流 

大气环境 

小姚泾居民 N 81 100 人 

大气环境二类

区 

同管泾新村 NW 500 500 人 

谭家宅基 SW 1800 600 人 

康博村 SW 2000 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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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塘镇区居民 NE 590 35000 人 

支塘客运站 E 700 400 人 

华东食品城 E 800 300 人 

朗逸湾 E 1200 600 人 

文昌苑 NE 1400 800 人 

淹北泾新村 N 1200 550 人 

阳桥村 NE 1500 700 人 

王淦昌中学 NE 1600 1000 人 

二郎庙村 NE 1800 800 人 

支塘中心小学 NE 2000 800 人 

滋润花园 E 1800 700 人 

水岸花苑 E 2100 700 人 

东方瑞景 E 2300 1000 人 

常熟市白茆职业中

学 
W 4400 800 人 

范家桥 E 4700 200 人 

高家桥 N 4600 120 人 

佳园 E 2400 1000 人 

声环境 小姚泾居民 N 81 100 人 声环境 2类区 

生态 
七浦塘（常熟市） 

清水通道维护区 
S 7200 

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

规划（二级管控区）：东连

枫桥路，南至金门路，西

临大运河，北至上塘河。

总面积 0.14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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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环境风险识别及分析 

2.3.1 物质危险性识别 

（1）本项目存的主要危险、有害物质 

本项目存在的主要油品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本项目储存的油品 

物质名称 规格 年销售量（t/a） 日常最大储量（t） 储存方式 备注 

汽油 
92＃ 2920 43.8 储罐 30m3储罐 2个 

95＃ 1460 21.9 储罐 30m3储罐 1个 

柴油 0＃ 2920 24.9 储罐 30m3储罐 1个 

 

（2）汽油、柴油的理化性质 

本项目所储存销售的物质的理化性质、毒理性质如下： 

①汽油的化学特性 
A 标识 

中文名：汽油              英文名：Gasoline；Petrol     

成  份：C5～C12            危规号：31001  UN.No.：1203 

B 理化特性 

沸点：40～200℃              熔点：－60℃以下     

相对密度[水=1]：0.70~0.79      相对密度[空气=1]：3.5 

外观性状：无色或淡黄色液体，具有挥发性和易燃性，有特殊气味。 

毒性：有低毒，当空气中汽油蒸气浓度达到 30~40mg/l 时，人呼吸半小

时后，即导致生命危险； 

溶解性：不溶于水，易溶于苯、二硫化碳和醇，可混溶于脂肪。 

稳定性：稳定。 

主要用途：用作汽油机的燃料，用于橡胶、印刷、制鞋、颜料等行业，

也可用作机械零件去污剂。 

C 爆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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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50～10℃             爆炸极限：1.3%~6.0% 

自燃点：415~530℃         最大爆炸压力：0.813MPa 

火灾危险类别：甲            接触限值：300mg/m3（前苏联） 

爆炸危险组别/类别：T3/IIA 

其蒸气与空气混合成为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氧化剂时极易引

起燃烧爆炸危险。 

②柴油的化学特性 

A 标识 

中文名：柴油             英文名：Diesel oil；Diesel fuel   

B 理化特性 

相对密度（水＝1）：0.84～0.9  

外观与性状：稍有粘性的浅黄至棕色液体。 

毒性：本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皮肤接触柴油可引起接触性皮炎、

油性痤疮。吸入柴油雾滴可引起吸入性肺炎。 

稳定性：稳定。 

主要用途：用作柴油机的燃料。 

C 爆炸特性 

闪点：≮65℃               自燃点：350～380℃ 

火灾危险类别：乙 B或丙 A 

爆炸危险组别/类别：T3/IIA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

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3）危险特性识别： 

由上表可以看出，本项目中所经营的物质为汽油和柴油，遇明火、高

热具有燃烧性。其风险类型为火灾和泄漏。 

（4）重大危险源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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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09），重大危险源的

物质及临界量见表 2-3。 

表 2-3  重大危险源的物质及临界量 

物质名称 GB 18218-2009 中临界量，t 项目情况 

汽油 200 65.7（最大） 

柴油 5000 24.9（最大） 

 
根据重大危险源判定公式，若满足下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q1/Q1+ q2/Q2……+ qn/Qn≥1 

式中 q1，q2…，qn为每种危险物质实际存在量，t。 

Q1.Q2…Qn为与各危险物质相对应的生产场所或贮存区临界量 t。 

经计算，Q=65.7/200+24.9/5000=0.45＜1。因此，项目不存在重大危险

源。 

（5）环境风险评价等级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 20 04）中评

价工作级别判别表（详见表 2-4），本项目汽油、柴油属于易燃液体，项目

地距离小姚泾居民约 81m，周边分布有多处敏感保护目标，项目地处环境

敏感区，因此，确定本项目风险评价等级为一级。             

表 2-4   评价工作级别（一、二级） 

 剧毒危险性 
物质 

一般毒性

危险物质 
可燃、易燃 
危险性物质 

爆炸危险性 
物质 

重大危险源 一 二 一 一 
非重大危险源 二 二 二 二 
环境敏感地区 一 一 一 一 

2.3.2 危险性识别 

(1)油品自身火灾爆炸危险特性分析 

本项目所经营的汽油和柴油采用 4 只 30M3埋地式储罐进行储存，汽油、

柴油为易燃液体，按照《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2014）中油品的火

灾危险性分类，汽油属于甲类，柴油属于丙 A类，火灾危险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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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油品的易燃、易爆性 

油品挥发出来的蒸气与空气混合，浓度处于爆炸浓度范围内时，遇有

一定能量的着火源，容易发生爆炸，爆炸浓度(或极限)范围越宽，爆炸危险

性就越大。在油品储运过程中，爆炸和燃烧经常同时出现。由于油品蒸气

具有燃烧和爆炸性，因此在生产操作过程中，应防止其可燃性蒸气的积聚，

尽可能将其浓度控制在爆炸下限以下，以防止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 

②油品有较大的蒸气压 

油库储存物品都是蒸气压较大的液体，它们易产生能引起燃烧所需要

的最低限度的蒸气量，蒸气压越大，其危险性也越大。另外，温度对蒸气

压的大小影响很大，温度升高，其蒸气压将迅速增大。所以盛装易燃油品

的容器，如储罐、槽车等，应有足够的强度，以防止容器胀裂。此外，还

应使油品远离热源、火源。 

③油品易积聚静电 

据资料介绍,电阻率在 1010～1515Ω.cm 范围内的油品容易产生和积聚

静电，且不易消散。油库储存的油品都具有易积聚静电荷的特点，在油品

储运和生产过程中，其静电的产生和积聚量的大小与管道内壁粗糙度、流

速、运送距离以及储运设备的导电性能等诸多因素有关。静电放电是导致

火灾爆炸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④油品的易扩散、流淌性 

易燃油品的粘度一般较小，容易流淌扩散。同时，由于其渗透、浸润

和毛细管引力等作用，而扩大其表面积，使蒸发速度加快，并向四周迅速

扩散，与空气混合，遇有火源极易发生燃烧爆炸。 

⑤油品的受热易膨胀性 

油品受热后，温度升高，体积膨胀，若容器灌装过满，管道输油后不

及时排空而又无泄压装置，会导致容器和管道的损坏，可能引起油渗漏和



 

 11 

外溢。另一方面，由于温度降低，体积收缩，容器内有可能出现负压，也

会使容器变形损坏。 

（2）设备火灾爆炸危险特性分析 

油罐等设备本身设计不合格，或制造存在缺陷，造成其耐压能力不够，

发生破裂，导致油品泄漏，遇点火源则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油罐与外部

管线相连的阀门、法兰、人孔等，若由于安装质量差，或由于疏忽漏装垫

片，以及使用过程中的腐蚀穿孔或因油罐底板焊接不良而产生疲劳造成的

裂纹等，都可能引起油品泄漏，泄漏油品遇点火源则易导致火灾、爆炸事

故；另外，油罐在防雷设施失效的情况下遭受雷击、遭受电火花或在罐区

内违禁使用明火、检修清洗时违规操作等情况，也易诱发火灾、爆炸事故。 

装卸油泵所输送的介质为汽油、柴油等易燃易爆品，因操作压力处于

较高范围内，若泵的出口压力超过了正常的允许压力，泵盖或管线配件就

可能崩开而喷油，油泵亦会因密封失效或其它故障造成原油泄漏，当有点

火源存在时，将可能导致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 

(3)卸油、发油过程火灾爆炸危险特性分析 

①油罐漫溢。卸油时液位检测不及时易造成油罐漫溢。油罐漫溢后，

周围空气中油蒸气的浓度迅速上升，达到或超过爆炸极限，遇明火即可能

发生爆炸燃烧事故。 

②油品滴漏。卸、发油时，若油管破裂、密封垫破损、接头、紧固螺

栓松动等原因使油品泄漏至地面，遇明火即可发生燃烧。 

③静电起火。由于油管线无静电接地连接、油罐车无静电接地或静电

接地不良等原因，造成静电积聚可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④操作过程遇明火。在非密闭卸油、发油过程中，大量油蒸气从卸油

口逸出，当周围出现烟火、火花时，就会产生爆炸燃烧。 

（4）其它火灾危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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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电气老化、绝缘破损、短路、私拉乱接、超负荷用电、过载、接线

不规范、发热、电器使用管理不当等引起火灾。 

②站房耐火等级达不到要求，一旦明火管理不当，生产、生活用火失

控，就容易导致火灾。 

2.3.3 单元划分和风险类型 

（1）根据本建设项目的生产特征并结合物质危险性识别，根据导则中

对功能单元和重大危源源的释义，本项目其主要危险单元为地埋式油罐，

地埋式油罐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2）风险类型：根据导则的释义并给合本项目的物质危险性和设备设

施危险性识别，本项目存在的环境风险类型为：泄漏、火灾和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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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源项分析 

3.1 最大可信事故概率分析 

最大可信事故是指在所有预测的概率不为零的事故中，对环境（或健

康）危害最严重的重大事故。 

按石油化工装置划分事故，根据“世界石油化工企业近 30 年发生的 100

起特大型火灾爆炸事故”可统计归纳出如下事故比率表 3-1。 

表3-1  事故比率表 
装置 次数 所占比例（%） 

烷基化 6 6.3 

加氢 7 7.3 

催化气 7 7.3 

焦化 4 4.2 

溶剂脱沥青 3 3.16 

蒸馏 3 3.16 

罐区 16 16.8 

油船 6 6.3 

乙烯 7 7.3 

乙烯加工 8 8.7 

聚乙烯等塑料 9 9.5 

橡胶 1 1.1 

天然气输送 8 8.4 

合成氨 1 1.1 

电厂 1 1.1 

从表 3-1 中，可以清楚地得到罐区发生火灾爆炸的比例最高。 

如果按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则得出表 3-2 所列结果。 

表3-2 按事故原因分类的事故频率分布表 
序号 事故原因 事故频率数（件） 事故频率（%） 所占比例顺序 

1 阀门、管线泄漏 34 35.1 1 

2 泵、设备故障 18 18.2 2 

3 操作失误 15 15.6 3 

4 仪表、电气失控 12 12.4 4 

5 突沸、反应失控 10 10.4 5 

6 雷击自然灾害 8 8.2 6 

从事故频率分布来看，由于阀门、管线泄漏造成的特大火灾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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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很大，占 35.1%；而泵、设备故障及仪表、电气失控列第二，占

30.6%；对于完全可以避免的人为事故亦达到 15.6%；而装置内物料突沸和

反应失控占 10.4%；不可忽视的雷击也占到 8.2%；因此，防雪、避雷应予

以重视。此外，在 100 起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中，报警及消防不力也是事态

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有 12 起是因消防水泵无法启动而造成灾难性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烃类、蒸汽等飘逸扩散的蒸气云团以及烃类、蒸气积聚弥漫

在建筑物内产生的爆炸不仅所占事故比例高达至 43%，而且这种爆炸是最

具毁灭性的，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热辐射以及飞散抛掷物等还会造成二

次事故。 

1950～1990 年间，我国石化行业发生的事故经济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

的有 204 起，其中经济损失超过 100 万元的有 7 起。所公布的这 204 起事

故原因分析见表 3-3。在石化行业发生的事故中属于违章用火、用火不当、

操作失误等明显人为因素造成的占 65%左右。全国石化储运系统中事故起

因和后果分布状况统计见表 3-4。石化储运系统事故详细起因见表 3-5。 

表3-3  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违章用火、用

火不当 
失误操作 

雷击、静电及

电器 
仪表失灵 

设备损坏、腐

蚀 
比例（%） 40 25 15 10 10 

表3-4 全国石油储运系统中事故起因和后果分布状况 

后果 
分析 火灾爆炸 人身伤亡 设备损坏 跑冒  

比例（%） 30.8  9.8 59.4  

原因 
分析 明火 电器设备 静电 雷击 其他 

比例（%） 49.2 34.6 10.6 3.4 2.2 

表3-5 石油储运系统事故详细起因 
序号 事故起因 有关细节 

1 明火 
生产过程中的焊接和切割动火作业、现场抽烟、机动车辆喷烟排

火等，为导致火灾爆炸事故最常见、最直接的原因 

2 违章作业 
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误操作、擅离工作岗位、纪律松驰及思想

麻痹等行为是导致火灾爆炸事故的重要原因，违章作业直接或间

接引起火灾爆炸事故占全部事故的 60%以上 

3 
设备、设施质

量缺陷或故

障 

电气设备设施：选用不当、不能满足防火要求；存在质量缺陷 
储运设备设施：储运设施主体选材、制造安装中存在质量缺陷或

受腐蚀、老化及不正常操作而引起的泄漏；附件和安全装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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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故起因 有关细节 
质量缺陷和被损坏 

4 
工程技术和

设计缺陷 

建筑物布局不合理，防火间距不够 
建筑物的防火等级达不到要求：如消防设施不配套、装卸工艺及

流程不合理 

5 静电、放电 
物料在装卸、输送作业中，由于流动和被搅动、冲击，易产生和

积聚静电；人体携带静电 

6 
雷击及杂散

电流 
建筑物、储罐的防雷设施不齐备或防雷接地措施不足；杂散电流

窜入危险作业场所 
7 其它原因 撞击摩擦、交通肇事、人为蓄意破坏及自然灾害 

根据以上分析，储罐区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事故发生概率最高，因此

选择储罐区泄漏以及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作为最大可信事故。 

根据《化工装备事故分析与预防》中统计 1949 年～1988 年的全国化

工行业事故发生情况的相关资料，储罐发生泄漏事故的概率为 1.2×10-6。 

根据表 3-4，可知储罐发生火灾爆炸的概率为 1.2×10-6×0.308＝

3.7×10-7。 

在本次评价工作中，选择汽、柴油储罐泄漏以及可能引发火灾、爆炸

作为最大可信事故，储罐发生泄漏事故的概率为 1.2×10-6，储罐发生火灾爆

炸的概率为 3.7×10-7。 

3.2 事故后果计算 

3.2.1 爆炸、燃烧对大气环境的影响预测 

汽油、柴油在燃烧、爆炸过程中同时会伴生大量的烟尘、CO、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会在短时间内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事故中

不完全燃烧产生的 CO毒性较大，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较大。因此对油品

储罐燃烧过程中产生排放的 CO在环境空气中的扩散进行预测，评价储罐燃

烧爆炸对评价区环境空气质量造成的影响。 

3.2.1.1 虚拟点源多烟团模式 

本项目采用虚拟点源多烟团模式，气计算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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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yxC ,, —下风向地面（x,y）坐标处的空气中污染物浓度（mg/m3） 

ooo zyx ,, —烟团中心坐标； 

—事故期间烟团排放总量，mg； 

zyx  —为 X、Y、Z方向的扩散参数（m）。常取 yx    

3.2.1.2 预测结果 

在各稳定层结下，在风速 1.5m/s 和 0.5m/s 的不同状态下，污染源下

风向的落地浓度和距离如表下所示。 

（1）风速 1.5m/s 情况 

表3-1  5min时主导风向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1.5m/s）  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0 0 0 0 0 0 

2 100 377.0881 831.3321 996.7556 2,031.88 673.6453 888.8062 

3 200 88.029 179.8153 102.4802 22.8771 0.0035 0 

4 300 18.9431 15.2425 4.6191 0.0509 0 0 

5 400 3.5443 1.3263 0.3643 0.0005 0 0 

6 500 0.8337 0.1727 0.0498 0 0 0 

7 600 0.2204 0.0315 0.0099 0 0 0 

8 700 0.0711 0.0076 0.0026 0 0 0 

9 800 0.0268 0.0023 0.0009 0 0 0 

10 900 0.0114 0.0008 0.0003 0 0 0 

11 1000 0.0054 0.0003 0.0001 0 0 0 

13 2000 0 0 0 0 0 0 

14 3000 0 0 0 0 0 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度范围,30mg/m
3
 

271.6 274.1 238.5 195.9 141.6 135.2 

半 致 死 浓 度 范 围

点,2069mg/m
3
 

38.0 56.1 60.3 98.3 - - 

表 3-2 10min 时主导风向 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 1.5m/s）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0 0 0 0 0 0 

2 100 377.0881 831.3321 996.9701 2,035.51 719.5105 907.4856 

3 200 95.3175 240.7002 299.1453 789.1705 1,183.40 1,950.66 

4 300 42.1142 112.8685 118.3559 152.0705 3.9116 0.3056 

5 400 19.6481 49.5961 26.7643 5.0017 0.00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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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0 8.5646 14.4122 4.7736 0.1429 0 0 

7 600 3.0927 3.4659 0.9057 0.006 0 0 

8 700 1.1332 0.8591 0.2042 0.0004 0 0 

9 800 0.4389 0.2352 0.0547 0 0 0 

10 900 0.1823 0.0722 0.0171 0 0 0 

11 1000 0.0812 0.0247 0.0061 0 0 0 

13 2000 0.0003 0 0 0 0 0 

14 3000 0 0 0 0 0 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度范围,30mg/m
3
 

343.9 443.9 393.2 350.3 275.6 266.5 

半 致 死 浓 度 范 围

点,2069mg/m
3
 

38.0 56.4 60.3 98.4 - - 

表 3-3 15min 时主导风向 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 1.5m/s）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0 0 0 0 0 0 

2 100 0 0 0.2145 3.6264 45.8652 18.6794 

3 200 7.2885 60.8848 196.7026 767.427 1,269.39 1,995.53 

4 300 23.2195 98.4957 137.724 400.1637 872.9384 1,561.90 

5 400 17.5417 65.1862 79.3242 169.6455 32.6315 15.1911 

6 500 11.404 41.9878 35.9814 24.2712 0.0721 0.0004 

7 600 6.4504 22.7255 11.8623 1.9965 0.0001 0 

8 700 3.4748 9.9067 3.5048 0.1584 0 0 

9 800 1.7781 3.8011 1.0468 0.0147 0 0 

10 900 0.888 1.4027 0.333 0.0017 0 0 

11 1000 0.444 0.5245 0.1148 0.0002 0 0 

13 2000 0.0016 0.0002 0.0001 0 0 0 

14 3000 0 0 0 0 0 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度范围,30mg/m

3
 

- 559.3 517.8 490.9 401.6 392.0 

半 致 死 浓 度 范 围
点,2069mg/m

3
 

- - - - - - 

（2）风速 1.0m/s 情况 

表3-4 5min时主导风向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1.0m/s）  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382.5314 1,811.91 2,301.83 1,247.78 75,854.64 105,606.47 

2 100 7.1245 24.3151 59.8842 95.2766 144.3617 202.1015 

3 200 1.6202 5.1034 9.7151 10.9158 11.4147 15.9804 

4 300 0.6025 1.6106 1.7588 0.9469 0.5326 0.7457 

5 400 0.2577 0.5329 0.2397 0.0416 0.0096 0.0135 

6 500 0.1131 0.1639 0.0215 0.0008 0.0001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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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00 0.0483 0.0443 0.0012 0 0 0 

8 700 0.0195 0.0102 0 0 0 0 

9 800 0.0073 0.002 0 0 0 0 

10 900 0.0025 0.0003 0 0 0 0 

11 1000 0.0008 0 0 0 0 0 

13 2000 0 0 0 0 0 0 

14 3000 0 0 0 0 0 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度范围,30mg/m
3
 

51.8 103.7 165.6 188.3 - - 

半 致 死 浓 度范 围

点,2069mg/m
3
 

6.6 12.5 18.9 23.9 -  

表 3-5 10min 时主导风向 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 1.0m/s）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382.6608 1,812.68 2,305.56 1,258.41 75,880.09 105,642.10 

2 100 7.2741 25.2507 65.2683 111.5625 180.4444 252.617 

3 200 1.7805 6.0935 15.1224 24.6371 35.8927 50.2495 

4 300 0.7615 2.5225 5.6605 8.0217 10.1148 14.1607 

5 400 0.4042 1.2716 2.4121 2.7152 2.7751 3.8851 

6 500 0.2389 0.6991 1.0396 0.8443 0.653 0.9142 

7 600 0.1498 0.3985 0.4284 0.2274 0.1243 0.174 

8 700 0.0969 0.2291 0.1636 0.0513 0.0185 0.0259 

9 800 0.0637 0.1305 0.0568 0.0095 0.0021 0.003 

10 900 0.0421 0.0729 0.0177 0.0014 0.0002 0.0003 

11 1000 0.0278 0.0396 0.0049 0.0002 0 0 

13 2000       

14 300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 度 范

围,30mg/m
3
 

- 12.5 18.9 24 - - 

半 致 死 浓 度范 围

点,2069mg/m
3
 

51.9 105.1 178.4 227.8157.8 - - 

表 3-6 15min 时主导风向 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 1.0m/s）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0.1538 0.9116 4.4343 12.6449 30.2449 42.3427 

2 100 0.1763 1.0998 6.2849 19.0341 42.4871 59.4818 

3 200 0.1888 1.1687 6.4433 16.8549 31.2938 43.8111 

4 300 0.1888 1.0984 4.9727 10.0663 15.39 21.546 

5 400 0.1769 0.9256 3.1695 5.0795 6.7747 9.4846 

6 500 0.1562 0.7149 1.8567 2.4911 2.9364 4.111 

7 600 0.1312 0.5201 1.0677 1.2019 1.2217 1.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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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00 0.1059 0.3661 0.6105 0.5575 0.4739 0.6634 

9 800 0.083 0.2544 0.3438 0.244 0.1682 0.2354 

10 900 0.0639 0.1762 0.1887 0.0995 0.0539 0.0755 

11 1000 0.0488 0.1219 0.1 0.0375 0.0155 0.0217 

13 2000       

14 300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度范围,30mg/m

3
 

- - - - - - 

半 致 死 浓 度 范 围
点,2069mg/m

3
 

- - - - - - 

（3）风速 0.5m/s 情况 

表3-7 5min时主导风向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0.5m/s）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453.3076 2,180.50 2,971.52 1,658.57 21.0372 6.4467 

2 100 5.0289 16.6304 36.6097 55.161 12.2605 4.5002 

3 200 1.0985 3.2408 4.8671 4.6226 1.3847 0.6465 

4 300 0.3846 0.9203 0.6762 0.2716 0.0517 0.0271 

5 400 0.1527 0.2684 0.0683 0.0078 0.0006 0.0004 

6 500 0.0616 0.0718 0.0044 0.0001 0 0 

7 600 0.024 0.0167 0.0002 0 0 0 

8 700 0.0088 0.0033 0 0 0 0 

9 800 0.003 0.0005 0 0 0 0 

10 900 0.0009 0.0001 0 0 0 0 

11 1000 0.0003 0 0 0 0 0 

13 2000 0 0 0 0 0 0 

14 3000 0 0 0 0 0 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度范围,30mg/m
3
 

41.6 75.6 108.6 124 - - 

半 致 死 浓 度 范 围

点,2069mg/m
3
 

- 6.3 9.2 - - - 

表 3-8 10min 时主导风向 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 0.5m/s）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453.461 2,181.43 2,976.66 1,673.49 40.5912 23.3841 

2 100 5.1908 17.6271 42.245 71.0285 31.7389 21.5602 

3 200 1.2567 4.1639 9.2158 14.1636 11.4798 9.9505 

4 300 0.528 1.6684 3.1565 4.0037 3.3694 3.2934 

5 400 0.2738 0.8062 1.2034 1.1426 0.8303 0.8592 

6 500 0.1573 0.4215 0.4564 0.2938 0.1658 0.1767 

7 600 0.0955 0.227 0.1636 0.0646 0.026 0.0282 

8 700 0.0596 0.1227 0.0539 0.0118 0.0032 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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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00 0.0377 0.0654 0.016 0.0018 0.0003 0.0003 

10 900 0.0239 0.0341 0.0043 0.0002 0 0 

11 1000 0.0151 0.0172 0.001 0 0 0 

13 2000 0.0001 0 0 0 0 0 

14 3000 0 0 0 0 0 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 度 范

围,30mg/m
3
 

41.8 76.9 117.8 148 106.8 - 

半 致 死 浓 度 范 围

点,2069mg/m
3
 

- 6.3 9.3 - - - 

表 3-9 15min 时主导风向 E，下风向落地浓度（风速 0.5m/s）单位：mg/m3 

序号 
下风向距
离,m 

各稳定度情况下风向最大浓度， mg/m
3
 

A B C D E F 

1 0 0.1823 1.1114 6.1067 17.748 24.9071 23.3638 

2 100 0.1919 1.1826 6.7031 19.0256 25.3232 24.0772 

3 200 0.1887 1.1111 5.4061 12.4922 15.2007 15.4447 

4 300 0.1738 0.9305 3.4229 6.0495 6.9135 7.6061 

5 400 0.1506 0.7077 1.8938 2.6777 2.9018 3.3721 

6 500 0.1238 0.5017 1.0058 1.176 1.1629 1.3934 

7 600 0.0976 0.3409 0.5323 0.5048 0.4358 0.5316 

8 700 0.0746 0.2275 0.2797 0.2065 0.1499 0.1848 

9 800 0.0559 0.1511 0.144 0.0792 0.0467 0.058 

10 900 0.0414 0.1004 0.0719 0.0282 0.0131 0.0163 

11 1000 0.0306 0.0666 0.0345 0.0092 0.0033 0.0041 

13 2000 0.0013 0.0006 0 0 0 0 

14 3000 0 0 0 0 0 0 

短时间接触允许 
浓度范围,30mg/m

3
 

- - - - - - 

半 致 死 浓 度 范 围
点,2069mg/m

3
 

- - - - - - 

由上述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在风速为 1.5m/s 的情况下，该风险事故最

大半致死浓度范围出现在泄漏后第 10min 时，最大半致死浓度范围点在 D

稳定度状态下，污染源下风向 98.4m 处；短时间接触浓度范围出现在根据

事故影响最大是发生泄漏后第 15min 时, 短时间接触浓度范围点在 B 稳定

度状态下，污染源下风向 559.3m 处。 

在风速为 1.0m/s 的情况下，该风险事故最大半致死浓度范围出现在泄

漏后第 10min 时，最大半致死浓度范围点在 D 稳定度状态下，污染源下风

向 24m 处；短时间接触浓度范围出现在根据事故影响最大是发生泄漏后第

10min 时, 短时间接触浓度范围点在 D稳定度状态下，污染源下风向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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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在风速为 0.5m/s 的情况下，该风险事故最大半致死浓度范围出现在泄

漏后第 10min 时，最大半致死浓度范围点在 C 稳定度状态下，污染源下风

向 9.3m 处；短时间接触浓度范围出现在根据事故影响最大是发生泄漏后第

10min 时, 短时间接触浓度范围点在 D 稳定度状态下，污染源下风向 148m

处。 

经计算，本项目油品爆炸、燃烧时 CO导致的半致死浓度距离为 98.4m，

项目地北侧的小姚泾居民与本项目最近距离为 81m，对关心点居民健康可能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3.2.2 溢油事故对地表水的影响预测和评价 

根据国内外溢油事故的统计分析数据，近岸固定风险源多发生小于 10

吨的溢油事故，大规模溢油事故比较少见。油品距白茆塘有一定距离，按

泄漏量的 1%、5%和 10%进入白茆塘 3 个等级，评价中等、重大和特重大规

模的溢油事故影响。 

1、溢油扩散模型 

根据 Fay 的研究成果，在无干扰的条件下，油在水面的分散呈圆形，溢

油的最大面积为： 

75.052
maxmax 10 VRA π  

式中： maxA 为溢油的最大面积，V为溢油量。 

溢油达到最大面积之后，油膜的平均厚度为： 

max/ AVh   

2、溢油漂移模型 

油进入水后很快扩展成油膜，然后在水流、风流作用下产生漂移，同

时溢油本身扩散的等效圆油膜继续扩散，因此，溢油污染范围就是这个不

断扩大的等效圆油膜所经过的水域面积。漂移与扩展不同，它与油量无关，

漂移大小通常以油膜等效圆中心位移来判断。油膜中心漂移速度为： 

Qvvv 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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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v 为油膜运行速度； 1v 为水面流速； rv 为水面 10m 高处的风速；Q 为

风速对水流的贡献率，取经验值 3%。 

溢油水体污染影响程度评价指标见下表 3-10，本项目不同泄漏量油品

溢入河流事故预测结果见下表 3-11，油膜漂移距离与油品溢出时间关系见

表 3-12。 

表 3-10  溢油水体污染影响程度评价指标 

污染程度 水面油膜厚度/10
-6
m 水面油膜面积/km

2
 

极重污染 ≥50 ≥100 

严重污染 25~50 50~100 

中度污染 10~25 10~50 

轻度污染 5~10 5~10 

一般影响 1~5 1~5 

轻度影响 ＜1 ＜1 

表 3-11 不同泄漏量油品溢入河流事故预测结果 

溢油规模 

2.1t 10.5t 21t 

油膜面积

/km
2
 

油膜厚度

/10
-6
m 

油膜面积

/km
2
 

油膜厚度

/10
-6
m 

油膜面积

/km
2
 

油膜厚度

/10
-6
m 

预测数据 0.17 12.35 0.58 18.10 0.98 21.43 

评价结果 轻度影响 中度污染 轻度影响 中度污染 轻度影响 中度污染 

表 3-12  油膜漂移距离与油品溢出时间 

溢出时间/h 油膜漂移距离/km 平均泄漏速率/（kg/s） 溢油量/t 

1 0.9 13 11.5 

2 1.8 14 12.4 

综上所述，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溢油事故，会对河流水质和水生生物

产生较严重的污染损害，其影响将是显著和较长期的。根据预测表明：各

种溢油事故可造成油膜厚度中度污染，油膜面积较小，影响范围不大，总

体上影响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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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火灾、泄漏、爆炸事故对地下水的影响 

加油站属于一级防火单位，油罐储存的油品泄漏、燃烧或爆炸引起的

后果相当严重，将对地下水、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其影响是一个相当

长的时间，被污染的水体和土壤中的各种生物及植物将全部死亡，被污染

的水体和土壤得到完全净化、恢复其原有的功能，需要十几年甚至上百年

的时间。根据项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需做好防火防爆工作，加强加油站

地表、管道、油罐区的防腐防渗措施，落实各项措施和制度，确保加油站

不发生火险。 

3.3 风险计算及评价 

风险值是事故的发生概率和事故的危害程度的函数，定义为： 























每次事故

后果
危害程度

单位时间

事故数
概率

时间

后果
风险值

 
以公式表示为： R P C   

式中：R ——风险值；P ——最大可信事故概率（事件数/单位时间）； 

C ——最大可信事故造成的危害（损害/事件）。 

即：本项目风险值(死亡/年)=死亡区人数×出现不利爆炸条件概率 

根据对项目所在地和周围情况调查可知，项目周围 100m 范围内有居住

区，同时鉴于周围人员的不确定性，因此取本项目范围内人口数量作为计

算参数进行风险可接受水平分析，项目配置劳动定员 10 人，实行 3 班轮换

作业，则平均在职人数 6 人。计算项目发生事故时死亡人数见表 3-12，则

本项目最大可信事故风险为 3×10-6/年。 
表 3-12 事件发生死亡人数计算 

名称 伤亡面积 伤亡人数 事故概率 风险值 
储罐发生泄漏 0 0 1.2*10-6 0 

油品发生火灾爆炸 929m2 6 3.7*10-7 2.22*10-6 

在工业和其它活动中，各种风险水平及其可接受程度列于表 3-12。 

表 3-12  各种风险水平及其可接受程度 

序号 风险水平(a-1) 危险性 可接受程度 

1 10-3 数量级 
操作危险性特别高，相当于人

自然死亡率 
不可接受，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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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 数量级 操作危险性中等 应采取改进措施 

3 10-5 数量级 
与游泳事故和煤气中毒事故

属同一量级 
人们对此关心，愿意采取措施预防 

4 10-6 数量级 相当于地震和天灾的风险 人们并不当心这类事故发生 

5 10-7～10-8 数量级 相当于陨石坠落伤人 没有人愿为此事投资加以预防 

本项目的最大可信事故风险值为 2.22×10-6/a，属于可接受水平。 

根据全国化工行业统计，可接受的事故风险值为 8.33×10-5/a。因此，

本项目加油站正常情况下火灾爆炸事故环境风险值（2.22×10-6/a）小于化工

行业（8.33×10-5/a）可接受的风险值，属于可接受水平。 

第四章 风险管理 

4.1 风险防范措施 

（1）加强定期安全检查，对安全隐患要坚决消除，对出现的泄漏要及

时采取措施，实行以防火为中心的安全管理。 

（2）准备足够的消防灭火器材。 

（3）周围坚决杜绝明火，特别要注意防止电火花引起火灾及爆炸。 

（4）个人防护措施 

①配备专用的劳动防护用具和器具，专人专管，定期检修和检验，保

持完好； 

②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工作结束后必须更换工作服，清洗后方可

离开作业场所。 

（5）除工作区域内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警示标志》的要求设立安

全标志、警示牌、警示红线，设备设施应施行安全管理。同时应设置风向

标，并设置泄漏报警系统。 

（6）消防防范应急措施 

①安装雨、污水切断阀门。 

  ②设置消防水收集管线，100m³的应急事故池可以满足消防火灾，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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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水收集储存的要求。 

风险防范措施详见下表 4-1 和表 4-2。 

表 4-1  储运系统防范措施 
事故类型 工程防治对策 应急措施 

贮料溢出 

溢出

监测 

贮罐的结构，材料应与储罐条件相适应，采取防腐

措施，进行整体试验。 
紧急切断油品阀门 

贮罐设报警器等设施，设立检查制度。 紧急关闭防火堤内排水

等有可能泄漏的阀门 设置截止阀、流量检测和检漏设备。 

设置仪器探头及外观检查等监测溢出手段。 防火措施 

防止

溢出

扩散 

建设备防火堤，应有足够的容量和干舷，严格按设

计规范设置排水阀和排水道。 采取紧急工程措施，防

止物质溢出或扩散 贮罐地表铺设防渗及防扩散的材料。 

设专门废水收集系统，切水阀设自动安全措施。 

火灾爆炸 

管理 建立完善的消防系统。 

采取紧急工程措施，防

止火灾扩大。消防救火。

紧急疏散、救护。 

防爆 
贮罐顶设安全膜等防爆装置。 

设立防爆检测和报警系统。 

抗静

电 

贮罐设备设置永久性接地装置。 

在装罐、输入时防静电，限制流速，禁止高速输送，

禁止在静止时间进行检尺作业。 

贮罐内不安装金属性突出物。 

作业人员穿戴抗静电性能的工作服和具有导电性能

的工作鞋。 

表 4-2  总风险防范措施 
序号 项目 规模 实施情况 备注 

1 排水系统 - 已建 
项目污、雨水分流，分别建有相对独立

的收集排放系统；设有消防水收集管线 

2 事故池 100m
3
 拟建 发生火灾时可作为消防尾水事故池 

3 截流系统 - 拟建 雨、污水排放口设置切断阀门 

4 卫生防护设施 - 已建 均按规定配备 

5 应急预案 - 拟制定 拟制定，并定期演练 

 

4.2 应急预案 

4.2.1 应急计划区 

根据本项目贮存化学危险物品的品种、数量、危险性质以及可能引起

化学事故的特点,并考虑现阶段实际情况，确定以下 2 个危险场所(设备)为

应急救援危险目标。 

1 号目标：储罐区； 

2 号目标：加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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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应急组织机构、人员 

本项目应急组织依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常熟阿里

山加油站进行组织实施救援工作。 

本企业的应急救援组织机构设置如下： 

 

 

  

 

 

 

 

图 4.1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图 

指挥部：公司办公室负责 

消防组：由常熟市公安消防大队派员组成。 

医疗救护组：由常熟第二人民医院负责。 

治安保卫组：由当地派出所负责。 

应急监测组：委托常熟市环境监测站监测。 

4.2.3 预案分级响应条件 

应急救援体系响应采取分级响应原则，并逐级响应和上报。 

事故发生后，操作人员或现场人员应立即进行紧急处理。迅速查清着

火或泄漏部位、着火、泄漏物质及其来源，及时准确地关闭阀门，切断物

料来源及各种加热源；开启冷却水等，进行冷却或有效隔离；这样做可以

有效地控制火势，有利灭火。根据火势、泄漏量大小和设备、管道的损坏

程度，现场当班人员应迅速果断做出是否需要全装置或局部工段停止的决

定，并及时向安保、消防队报警。在报警时要讲清着火单位、地点、着火

指挥部 

消
防
组 

医
疗
救
护
组 

治
安
保
卫
组 

应
急
监
测
组 



 

 27

部位和物质，最后报告自己的姓名。现场人员一旦发现火情，根据火势大

小应果断采取措施；如果是小火，应使用就近配备的一定数量的灭火器材

及时扑灭；如果火势不能扑灭，火势扩展速度快不能有效控制（或发生大

火）时，应立即边向消防队 119 报警，边进行扑救，为专业消防队伍赶到

现场扑救赢得时间。当发生爆炸事故时，当班操作人员或现场人员应采取

自救互救措施，无人员受伤时，采取自救，可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氧气呼

吸器、滤毒罐等）或逆风脱离现场；有人员受伤时，采取互救，使用劳动

防护用品（氧气呼吸器、滤毒罐等）协助受伤人员逆风脱离现场，脱离现

场后必要采取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同时向消防队报警。为防止油品泄漏

燃爆对消防车辆和作战阵地构成的威胁，消防车辆停靠离装置距离应在 30

米以上，车辆停靠位置、指挥阵地等应设置在上风或侧上风。 

火灾或爆炸发现人应迅速报告当班班长或直接报告单位领导。在上报的

同时，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实施救援行动。单位领导接到报警后，应迅速赶

赴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即通知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各成员，如各成

员在短时间内不能赶赴现场，则按职务高低和能力大小依次临时安排其他

人员担任其相应职务，履行相应职责。并根据应急事故种类、严重程度、

本单位能否控制初期事故等考虑因素，决定是否启动厂级应急救援预案。

如果应急事故不足以启动厂级应急预案，则组织现场人员按本预案要求，

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实施救援，如果险情排除，则恢复正常状态。如果险情

未能排除，则启动厂级应急预案，并迅速向厂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报警。 

当应急事故发生后，如不能控制应迅速报警，根据应急事故种类确定

报何种警。首先拨打所报警电话号码（见应急联络表），接通后，报单位、

应急事故种类、发生部位、介质、报警人姓名、所用电话号码。 

针对本加油站的风险隐患特点，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规范各类突

发事件的预警、报告、处置，常熟市管理部门加强对加油站预案的指导，

确保改预案与政府应急工作机制、资源联动衔接，确保加油站、常熟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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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各部门之间预案无缝对接。 

加油站若发生较大以上的环境风险事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控制事故

灾情，应第一时间上报常熟市政府和常熟市环保局，特殊情况下立即启动

《常熟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按响应程序和响应级别，由政府部

门开展救援行动。 

4.2.4 应急救援保障 

 本站有轿车 2 辆，驾驶员 2 人，每天夜间及节假日均安排有值班车辆，

随时可用。本站办公室内备有急救药品箱，但无专业医护人员，主要仍依

靠医院提供装备和药品。本站配套用房内应备有各危险目标内重要设备的

备件和事故应急救援时所需要的部分物资、器材、工具等。 

本站主要灭火设备如下：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4kg                          8 具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 台 

灭火毯                                        5 块 

消防沙                                        2m3 

消防器材箱                                    1 座 

消防沙箱                                      1 座 

灭火器箱（内置 2 具 4kg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4 个 

4.2.5 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1）报警方式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有效，本站商议应急救援信号为人工和电话

报警，如有突发性事故发生由办公室迅速通知有关人员进行集中救援，如

夜班发生突发性事故，由值班人员迅速通知总指挥，由其发布救援命令。 

（2）通讯联络方式 

本企业在发生事故后，主要采取电话联络方法进行联系，有关联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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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号码列表如下： 

表 4-3  应急救援内部及外部联系方式表 

序号 组织机构 部门 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1 指挥部 办公室 周林华 18915553311 

2 消防组 
常熟市公安消防

大队 
/ 119 

3 治安保卫组 安保队、派出所 / 110 

4 医疗救护组 新区人民医院 / 120 

5 应急监测组 

环保局 / 12369 

监测站 / 52824002 

4.2.6 应急监测、抢险、救援及控制措施 

（1）监测人员到达现场后，应查明油气体浓度和扩散情况，根据当时风

向、风速、判断扩散的方向、速度，并对下风向扩散区域进行监测，监测

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必要时根据指挥部决定通知气体扩散区域内的员

工撤离或指导采取简易有效的保护措施。 

（2）发生事故单元应迅速查明事故发生源点，凡能消除事故的，则以自

救为主。如无法控制时，应向指挥部报告并提出抢修的具体措施。 

（3）当进发油发生泄漏后，应切断进出料阀和平衡阀，及时关闭压缩机

进出气阀，停压缩机，将冷却区压力及时卸至常压。 

（4）指挥部成员到达现场后，根据事故状况及危害程度作出相应的应急

决定，并命令各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立即开展抢险。如事故扩大时，应请求

救援。如易燃易爆气体大量泄漏，则由治安保卫组命令在发生事故一定区

域内停止一切动火作业，所有电气设备和照明保持原来状态，机动车辆就

地熄火停驶并及时通知邻近厂区。 

（5）消防组、抢险抢救组、治安保卫组到达现场后，会同发生事故的区

域在查明事故部位或装置及范围后，视能否控制，以最快的速度及时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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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 

（6）如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联络调度组立即通知指挥部和外部人员，按

专业对口迅速向主管部门和公安、消防、安监、卫生、环保等上级领导机

关报告事故情况。 

（7）一旦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本单位抢修抢险力量不足或有可能危

及社会安全时，由指挥部立即向上级和友邻单位通报，必要时请求社会力

量帮助。社会援助队伍进入厂区时，由治安保卫组人员联络、引导并告知

注意事项。 

4.2.7 防护措施、清除泄漏措施和器材 

抢险、救援人员进行事故区域必须事先了解事故区域的建筑物分布，

易燃易爆物品的分布情况，选择合适的消防护具，可选择正压式空气呼吸

器或防毒面具及消防服进入事故现场。 

应至少 2-3 人为一组集体行动，以便互相监护照应。每组人员中必须明

确一位负责人作为监护人，各负责人应用通迅工具随时与现场指挥部联系。 

现场救援人员应实行分工合作，做到任务到人，职责明确，团结协作。 

4.2.8 人员紧急撤离、疏散 

当发生火灾事故时，由指挥组实施紧急疏散、撤离计划。事故区域内

的所有员工必须执行紧急疏散、撤离命令。治安保卫组应立即到达事故现

场，设立警戒区域，指导警戒区域内的员工有序离开。警戒区的当班班长

应清点撤离人员人数，检查确认区域内无任何人员滞留后，向治安保卫组

汇报撤离人数，进行最后撤离。 

员工在撤离过程中，应按平面图所示方向逃生撤离现场。撤离过程中

应有序行进至指定的集中地点，集中地点由指挥组根据当时气象条件确定，

总的原则是集中点位于当时风向的上风处。 

当发生火灾爆炸等重大事故时，在可能威胁到厂外周边区域的单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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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时，指挥部应立即与周边单位及安监局等部门取得联系，通知周边单位

做好应急疏散的准备工作和实施工作。 

4.2.9 事故应急救援终止程序 

  当抢险抢修组对设备装置抢修结束，消防人员灭火洗消完成，应立即

向指挥部报告，经总指挥到事故现场检查确认，可确定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结束。 

    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结束，由指挥部通知各部门事故危险已解除。 

   涉及周边人员疏散的，由指挥部向有关部门报告后，由有关部门确认

后，宣布解除危险。 

4.2.10、应急培训计划 

    对应急救援各专业队人员的业务培训，由单位每年组织一次，培训内容： 

  （1）了解、掌握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内容； 

（2）熟练使用各类防护器具； 

（3）如何展开事故现场抢险、救援及事故的处置； 

（4）事故现场自我防护及监护的措施。 

  员工应急响应的培训，由各部门结合每年组织的安全技术知识培训考

核工作一并进行，培训内容： 

（1）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防火、防爆、防毒的基本知识； 

（3）汽油、柴油的特性； 

（4）生产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排除、处理方法； 

（5）事故发生后如何开展自救和互救； 

（6）事故发生后的撤离和疏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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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公众教育和信息 

对周边人员应急响应知识的宣传由厂办以发放宣传材料形式，每年进

行一次，宣传知识为： 

（1）化学品的危险特性； 

（2）防火防爆、防毒等安全常识； 

（3）事故发生后的撤离和疏散方法。 

4.2.12 应急演练 

（1）演练目的：通过开展应急演练，使员工熟悉并掌握各类事故发生后

所采取的正确方法及应急程序，以便将事故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 

（2）演练方法 

a）以现场应急事故处理，消防设施的使用，人员急救、抢险模拟演练

为主； 

b）在可能发生同类事故的地点、部位进行模拟演练； 

c）加油站每年开展一次事故应急演练。 

综上，本项目应根据经营特点和事故隐患分析，具体按表 4-4 的有关内

容和要求制定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表 4-4  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序号 项目 内容及要求 

1 总则  

2 危险源概况 详细说明危险源类型、数量、分布及其对环境的风险 

3 应急计划区 加油站区域 

4 应急组织 加油站： 

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全面指挥 

专业救援队伍—负责工厂事故控制、救援、善后处理 

地区： 

地区指挥部—负责加油点附件地区全面指挥、救援、管制、

疏散 

专业救援队伍—负责对公司专业救援队伍的支援 

5 应急状态分类及应急

响应程序 

规定事故的级别及相应的应急分类相应程序 

6 应急设施、设备与材料 1、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措施、设备与材料，主要为消防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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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易燃物质外溢、扩散，主要是水幕、喷淋设备等 

3、烧伤、中毒人员急救所用的一些药品、器材。 

7 应急通讯、通知和交通 规定应急状态下的通讯方式，通知方式和交通保障、管制。 

8 应急环境监测及事故

后评估 

由专业队伍负责对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应急监测，对事故性

质、参数与后果进行评估，为指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9 应急防护措施、消除泄

漏措施方法和器材 

事故现场：控制事故、防止扩大、漫延及连锁反应，消除

现场泄漏物，降低危害，相应的设施器材配备。 

邻近区域：控制防火区域，控制和消除污染措施和相应设

备配备。 

10 应急剂量控制、撤离组

织计划、医疗救护和公

众健康 

事故现场：事故处理人员对现场及邻近装置人员撤离组织

计划及救护。 

工厂邻近区：受事故影响的邻近区域人员及公众撤离组织

计划及救护。 

11 应急状态终止于恢复

措施 

规定应急状态终止程序 

事故现场善后处理，恢复措施 

邻近区域解除事故警戒及善后恢复措施 

12 人员培训与演练 应急计划制定后，平时安排人员培训和演练 

13 公众教育和信息 对邻近地区开展公众教育、应急培训和发布有关信息 

14 记录和报告 设置应急事故专门记录，建档案和专门报告制度，设专门

部门和负责管理 

15 附件 与应急事故有关的多种附件材料的准备和形成。 

 

4.3 泄漏应急处理措施 

（1）一旦发现油品泄漏，立即采取措施，防治泄漏油品继续扩散，有

效控制泄漏量，避免继续泄漏。 

（2）立即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消防、环保、安全及卫生等部门报

告，以征得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援助，启动风险应急预案，同时通知河流

下游和周边群众做好污染防范工作。 

（3）回收泄漏成品油，恢复污染现场的环境。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流程详见下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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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流程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5.1.1 风险识别 

本项目主要为汽油、柴油的零售经营活动。汽油、柴油为易燃液体，

遇明火或高热容易引起火灾爆炸，对附近的人群健康和动植物正常生长造

成危害，造成环境污染事故。因此本项目主要危险因素为汽油、柴油泄漏，

发生火灾、爆炸。 

5.1.2 风险后果计算 

根据风险后果计算，在油品泄漏燃烧爆炸后的死亡半径为 17.2 米，财

产损失半径为 63.4 米，泄漏后可造成下风向 130 米范围内非甲烷总烃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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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在发生油品泄漏或燃烧爆炸的情况下会对本企业人员、装置和建筑

物造成伤害，对周边的居民不会造成人身伤害。 

5.1.3 事故防范措施及救援预案 

由于环境风险具有突发性和短暂性及危害较大等特点，必须采取相应

有效预防措施加以防范，编制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预案演练，加强控制和

管理，杜绝、减轻和避免环境风险。把本项目存在的环境风险降低至可接

受的程度。 

5.1.4 环境风险评价总结论 

本项目为改建项目，评价单位通过实地调查分析，认为只要公司员工

严格遵照国家有关规定生产、操作，发生危害事故的几率极小。发生事故

时如能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防止环境污染的措施和要求，采取紧急

的工程应急措施和社会应急措施，事故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控制的。 

本项目油品泄漏导致可能发生的油品爆炸事故对环境的影响最为严

重，在切实落实和严格执行相关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工作人员思想意识和

应急处理能力的培养，使工程环境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前提下，预计本

项目发生各类事故的机率很小，环境风险影响属可接受水平。 

5.2 建议 

（1）生产中应按规定对设施定期检修、更换，杜绝人为因素造成事故

发生； 

（2）派专人进行日常维护及保养，建立重大危险源等级台帐，并定期

进行检测和组织演练，定期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