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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风险单元特征

1.1环境风险单元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方法》（HJ941-2018）附录A中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及临界量清单，结合各种物质

的理化性质及毒理毒性，对公司所涉及化学品进行物质危险性判别，判别结果见如下：

1.1.1风险物质识别

经比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
2018），判别环境风险物质情况如下：

表1-1环境风险物质判别结果表
名称 最大储存量（t） 临界量（t） wn/Wn
甲醇 40 10 4
甲苯 40 10 4
二甲苯 40 10 4
溴素 336 20 16.8
环己烷 40 10 4
石油醚 40 10 4

亚硝基正丁酯 8.9 50 0.178
三光气 5.0 0.3 16.7
正己烷 1.0 50 0.02

三氯氧磷 1.0 50 0.02
异氰酸环已酯 3.0 50 0.06

乙酰氯 9.7 5 1.94
二氯甲烷 40 10 4
DMF 40 50 0.8
硝酸 5.8 7.5 0.77

氯乙酸乙酯 2.4 50 0.048
30%盐酸 19.5（折算为37%） 7.5 2.6

甲基磺酰氯 0.5 50 0.01
三乙胺 0.7 50 0.014
溴苯 4.9 50 0.098
氯磺酸 3.9 0.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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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啶 0.6 50 0.012
3,4-二氯三氟甲苯 6.9 50 0.138

间苯二酚 3.6 50 0.072
98%硫酸 3.9 5 0.78
二氯乙烷 1.0 7.5 0.13
三氯化磷 1.6 7.5 0.21
辛酰氯 7.8 100 0.078

氯甲酸甲酯 0.5 2.5 0.2
乙醇 40 500 0.08
石油醚 40 10 4
甲醇钠 5 10 0.5

高COD废水 200 10 20
危废 200 50 4

1.1.2理化性质

企业产品、主要原辅材料理化性质见表1-2。
表1-2 企业所涉及到的化学品原辅料理化性质

序号 名称 CAS号 理化性质
危规

号
毒理学性质及燃烧爆炸性

1 氢氧化

钠
1310-73-2 白色不透明固体，易潮解，熔点 318.4℃，沸点 1390℃，易溶于水、乙

醇、甘油，不溶于丙酮
82001 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不会燃烧。

2 甲醇 67-56-1
分子量：32.04，无色澄清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于水，可混溶于

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熔点：-97.8℃；沸点：64.8℃；相对密度（水

=1）：0.79
32058 低毒类，LD50 5628mg/kg（大鼠经口）。易

燃易爆。

3 甲苯 108-88-3 无色透明液体，有刺激性气味，沸点 110．8℃，闪点 7.2℃。能与乙

醇、乙醚、苯、丙酮、二硫化碳、溶剂汽油混溶。不溶于水。
32050 有毒。LD50：5000mg/kg(大鼠经口)。易燃，

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4 二甲苯 1330-20-7 无色透明液体。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33535 易燃易爆。低毒。

5 溴素 7726-95-6

分子量：159.81，暗红褐色发烟液体，有刺鼻气味。微溶于水，易溶于

乙醇、乙醚、苯、氯仿、二硫化碳、盐酸。熔点：-7.2℃，沸点：

59.5℃，相对密度(水=1)3.10，相对密度(空气=1)7.14，饱和蒸汽压：

23.33kPa(20℃)。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烯烃吸收剂、溴化剂。

81021 LC50：4905mg/m3，9分钟(小鼠吸入)，助燃，

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致人体灼伤。

6 环己烷 110-82-7 无色液体，有刺激气味。沸点 80.7℃，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

酮、苯等多种有机溶剂。
31004 低毒类，LD50：2705mg/kg(大鼠经口)。极易

燃易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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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硝基

正丁酯
544-16-1

无色或淡黄色油状液体。沸点 78℃,相对密度0.8823，折光率 1.3767。
闪点-13℃。能与乙醇、乙醚混溶,不溶于水。具有特殊气味,见光易分

解。

32153 LD50：3mg/kg（大鼠经口），高度易燃。

8 三光气
32315-10-

9
白色结晶，沸点 203-206℃(部分分解)；不溶于水，可溶于乙醚、苯、

氯仿等有机溶剂。几乎可在光气和双光气的所有反应中实现替代。

无资

料

LD50（大鼠经口）＞2000 mg/kg，LD50（大鼠

经皮）＞2000 mg/kg
9 正己烷 110-54-3 无色液体，沸点 68.7℃。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31005 易燃易爆。低毒，LD5028710mg/kg(大鼠经口)

10 三氯氧

磷
10025-87-

3

无色透明的带刺激性臭味的液体，在潮湿空气中剧烈发烟，熔点

（℃）：1.25，沸点（℃）

105.3，溶于醇，溶于水。

81040 LD50：380mg/kg（大鼠经口）；LC50：2ppm 4
小时（大鼠吸入）

11 咪唑 288-32-4 分子量68.07，无色棱形结晶或微黄色结晶，带有一种胺的气味，易溶

于水，沸点：256℃
无资

料
LD50：970mg/kg(大鼠经口)

12 异氰酸

环已酯
3173-53-3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具有刺激性气味。相对密度 0.980，沸点 168-

170℃，闪点 35℃，能与水反应。

无资

料
LD50：13mg/kg(大鼠腹腔注射)

13 乙酰氯 75-36-5
分子量：78.50，无色发烟液体，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溶于丙酮、醚、

乙酸。熔点：-112℃， 沸点：51℃，相对密度(水=1)1.11。用于有机化

合物、染料及药品的制造。

32119
LD50：910mg/kg(大鼠经口)，闪点4℃，易

燃，具强刺激性，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14 二氯甲

烷
75-09-2

分子量：84.94，无色透明液体，有芳香气味。相对密度(水=1)1.33；相

对密度(空气=1)2.93， 熔点：-96.7℃，沸点：39.8℃，蒸汽压：

30.55kPa(10℃)，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性质稳定

61552
LD50：1600～2000mg/kg(大鼠经口)；LC50：

56.2g/m3，8小时(小鼠吸入)，可燃，爆炸下限

（%,V/V）：12，爆炸上限（%,V/V）：19

15 三氮唑 288-88-0
分子量 69.07，白色针状晶体，工业品为粉红色或褐色固体，m.p.120～
121℃，分解点 220℃ 以上，易溶于水，微溶于丙酮、乙酸乙酯，不溶

于氯仿、苯。

无资

料

大鼠腹腔注射LD50为1000mg/kg，静脉注射

LD50为238mg/kg

16 DMF 68-12-2 透明无色液体，密度：0.948 g/mL，熔点：-61℃，沸点：153℃ 33627
LD50：2000mg/kg（大鼠经口）， LD50：

2900mg/kg（小鼠经口），LC50：

9400mg/m3，2小时（小鼠吸入）

17 硝酸 7697-37-2
分子量：63.01，纯品为无色透明发烟液体，有酸味。相对密度(水

=1)1.50(无水)；相对密度(空气=1)2.17，熔点：-42℃/无水 沸点：86℃/
无水，蒸汽压：4.4kPa(20℃)，与水混溶，性质稳定。

81002 LC50：9ppm/4小时（大鼠吸入），不燃

18 氯乙酸

乙酯
105-39-5

分子量：122.55；无色流动液体。有辛辣的刺激性气味。在热水或碱中

分解。能与乙醇和乙醚混溶，不溶于水。相对密度(d204)1.1498。凝固

点-26℃。沸点 144～146℃。

61102 LD50：50mg/kg(大鼠经口)；230mg/kg(兔经

皮)，闪点54℃，易燃

19 甲醇钠 124-41-4
分子量：54.02，白色无定形易流动粉末，无臭。对空气与湿气敏感。

遇水分解。溶于乙醇和甲醇，遇水分解成甲醇和氢氧化钠，在 126.6℃
以上的空气中分解。

82018 毒理性质无资料，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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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盐酸 7647-01-0 无色或微黄色发烟液体，有刺鼻的酸味。与水混溶，溶于碱液。 81013 LC50：3124ppm，1小时(大鼠吸入)，不燃，具

强腐蚀性、强刺激性。

21 甲基磺

酰氯
124-63-0 无色或微黄色液体，密度：1.48 g/mL（at 25℃），熔点：-33℃，沸

点：60℃（21 mmHg），闪点：＞230℉ 81127 LD50：200mg/kg(小鼠经口)

22 三乙胺 121-44-8
分子量 101.19；无色油状液体，有强烈氨臭； 熔点-114.8℃，沸点

89.5℃；蒸汽压8.80kPa/20℃；相对密度(水=1) 0.70，相对密度(空气=1)
3.48；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32168
LD50：460mg/kg(大鼠经口)，闪点：＜0℃，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

23 溴苯 108-86-1
分子量：157.01，无色油状液体，具有苯的气味。不溶于水，溶于甲

醇、乙醚、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熔点：-30.7℃；沸点：156.2℃；饱

和蒸气压(kPa)：1.33(40℃)

无资

料

LD50：2699mg/kg (大鼠经口)； LC50：

20411mg/m3(大鼠吸入)，闪点：51℃；易燃，

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

24 氯磺酸 7790-94-5
分子量：36.46，无色或淡黄色半油状液体，有极浓的刺激性气味。熔

点：-80℃，沸点：151℃， 相对密度(水=1)： 1.77，溶于二氯乙烷、二

氯甲烷、氯仿、醋酸以及三氟醋酸，不溶于二硫化碳和四氯化碳。

81023 LC50：38.5mg/m（大白鼠4小时）在空气中发

烟，遇水爆炸

25 石油醚 8032-32-4 无色透明液体，闪点：<-20℃ ，沸程 60～91℃。不溶于水，溶于无水

乙醇、苯、氯仿、油类等多数有机溶剂。
32003 易燃易爆，LC50：3400ppm，4小时(大鼠吸

入)

26 吡啶 110-86-1
分子量： 79.10，无色或微黄色液体，有恶臭， 溶于水、醇、醚等多数

有机溶剂。熔点(℃)：-41.6，沸点(℃)： 115.3，相对密度(水=1)：
0.9827

32104 LD50：1580mg/kg(大鼠经口)； 1121mg/kg(兔
经皮)，易燃易爆，闪点(℃)：17

27
3,4-二
氯三氟

甲苯

328-84-7

分子量：215.0；无色透明液体，有卤代苯气味。相对密度 1.478g/mL
（at25℃），熔点：-13℃， 沸点：173-174℃，折射率 1.475，不溶于

水， 能与乙醇、乙醚混溶。蒸汽压 1.6mmHg(20℃)，用作农药、医药

中间体。

无资

料

LD50：1150mg/kg（大鼠经口），LC50＞

2000ppm/1hr（大鼠吸入），易燃

28 间苯二

酚
108-46-3

分子量：110.11，无色结晶，见光或露置空气中变色，能升华。蒸汽

压：1.33kPa/118.3℃， 熔点：105℃，沸点：246℃，溶于水，易溶于乙

醇、乙醚，相对密度(水=1)1.34、(空气=1)3.79，性质稳定，用于照相、

染料、抗氧剂、光稳定剂，并为重要的医药中间体。

61725 LD50：260mg/kg(大鼠经口)； 800mg/kg(兔经

皮)，易燃

29 硫酸 7664-93-9
分子量：98.08，无色无味油状液体，是一种高沸点难挥发的强酸，易

溶于水，能以任意比与

水混溶。熔点 10.5℃，沸点：338℃
81007 LC50：510mg/m3，2小时(大鼠吸入)；

320mg/m3，2小时(小鼠吸入)

30 二氯乙

烷
107-06-2

分子量 98.97，无色或浅黄色透明液体，有类似氯仿的气味。相对密度

(水=1)1.26；相对密度(空气=1)3.35，熔点：-35.7℃ 沸点：83.5℃， 蒸

汽压：13.33kPa/29.4℃，微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氯仿，性质稳

定。

32035 LD50：670mg/kg(大鼠经口)；2800mg/kg(兔经

皮)；LC50：4050mg/m3，7小时(大鼠吸入)

31 三氯化 7719-12-2 无色澄清液体。能发烟。溶于水和乙醇，同时分解并放出热，溶于苯、 81041 LD50：550mg/kg(大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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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氯仿、乙醚和二硫化碳。相对密度 1.574，熔点-112℃，沸点 76℃有腐

蚀性

32 乙醇 64-17-5 无色液体，沸点 78.3℃，混溶于水、醇、醚等。 32061 LD50：7060mg/kg(兔经口)，易燃易爆，其蒸

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33 辛酰氯 111-64-8
分子量：162.66，无色至草黄色透明液体，具有刺激性气味。溶于乙

醚。熔点-6℃，沸点： 195～196℃，相对密度(水=1)0.953，相对密度

(空气=1)5.63。用于有机合成。

81633 闪点 75℃，可燃，有毒，具腐蚀性、强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34 苯醚甲

环唑
119446-
68-3

分子量：406.26，无色固体，熔点：76℃，沸点：220℃，蒸汽压：

120nPa(20℃)，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

无资

料
LD50：1453mg/kg(大鼠经口)

35 甲基硅

油
63148-62-

9
无色透明、无毒无嗅的油状物，比重：（25℃）0.960-0.970 g/cm3，折

光度：（25℃）1.400-1.410。
无资

料
无资料

36 甲维盐
155569-
91-8

分子量：1008.24；白色或淡黄色结晶粉末，熔点：141-146℃，溶于丙

酮和甲醇，微溶于水， 不溶于己烷。

无资

料
LD50：76mg/kg（大鼠经口）

37 虫酰肼
112410-
23-8 分子量：352，白色粉末，熔点：191℃，溶于水。

38 啶虫脒
160430-
64-8

分子量：222.68，白色晶体，熔点：101.0-103.3℃，密度：1.17±
0.1g/cm3，溶于水， 易溶于有机溶剂。

无资

料
LD50：＞2510mg/kg(大鼠经口)

39 吡丙醚
95737-68-

1 分子量：321.37，淡黄色晶体，熔点：45-47℃， 溶于水和甲醇。
无资

料
LD50：＞5000mg/kg(大鼠经口)

40 恶霜灵
77732-09-

3
分子量：278.4，无色晶体，熔点：104-105℃，密度：1.265g/cm3，蒸

汽压：3.3mPa(20℃)溶于水，乙醇、甲醇等。

无资

料
LD50：3380mg/kg（大鼠经口）

41 精甲霜

灵
70630-17-

0

分子量：279.33，浅棕色粘稠透明液体，比重：1.125g/cm3（20℃），

熔点：-38.7℃，蒸汽压：3.3×10-3Pa（25℃），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

剂。

无资

料
LD50：667mg/kg(大鼠经口)

42 福美双 137-26-8
分子量：240.44，无色无臭结晶，相对密度： 1.29，熔点：146-

148℃，易溶于苯、氯仿、丙酮、二硫化碳等有机溶剂，微溶于乙醚和

乙醇，不溶于水。

无资

料
LD50：780-865mg/kg(大鼠经口)

43 甲基硫

菌灵
23564-05-

8

分子量：342.4，纯品为无色结晶，原粉（含量约 93%）为微黄色结

晶，相对密度：（水=1） 1.5，熔点：172℃（分解），蒸汽压：

0.0095mPa(25℃)，不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醇、丙酮、氯仿等。

61904 LD50：＞500mg/kg(大鼠经口)

44 甲氰菊

酯
39515-41-

8

分子量：349.43，纯品为白色结晶固体，原药为棕黄色液体，熔点：

49-50℃（纯品），45-50℃（原药）；蒸汽压：纯品 7.33×10-
4Pa(20℃)， 原药 1.29×10-3Pa(20℃)，难溶于水，溶于丙酮、环己烷、

甲基异丁酮、乙腈、二甲苯、氯仿等有机溶剂。

无资

料
LD50：18mg/kg(大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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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三苯基

氢氧化

锡

76-87-9
白色或淡黄色结晶固体，熔点 116-120℃，蒸气压 0.47mPa，不溶于

水，可溶于大多数有机溶剂。室温下稳定，遇高温脱水。
61884 LD50：46mg/kg(大鼠经口)； 209mg/kg(小鼠经

口)

46 稻瘟灵
50512-35-

1

分子量：290.39，纯品为白色结晶，略有臭味， 熔点 54-54.5℃；原粉

为淡黄色结晶，具有有机硫臭味，密度：1.044，熔点：50-51℃，沸

点：167-169℃，蒸汽压：0.19×10-4mPa，溶于

水。

无资

料
LD50：1340mg/kg(兔子经口)

47 烯啶虫

胺
150824-
47-8

分子量：270.7；纯品为浅黄色结晶体，熔点：83-84℃，密度：1.40，
蒸汽压：1.1×10-9Pa(25℃)，溶于水和有机有机。

无资

料
LD50：1575mg/kg(大鼠经口)

48 氟菌唑
68694-11-

1 无色晶体，沸点：421.2℃，闪点：208.6℃ 无资

料
LD50：695 mg/kg（雌性大鼠 经口）

49 噻螨酮
78587-05-

0
分子量：352.9；原药为浅黄色或白色结晶，熔点：108-108.5℃，蒸汽

压：3.39×10-6Pa(20℃)，不溶于水，能溶于多种有机溶剂。

无资

料
LD50：＞5000mg/kg(大鼠经口)

50 恶醚唑

原药
119446-
68-3

纯品为无色固体，密度：1.41g/cm3，熔点：76℃，沸点：220℃，闪

点：284.6℃，折射率：1.641，水溶解性：3.3mg/L（20℃）

无资

料
LD50：1453mg/kg(大鼠经口)

51 丙环唑

原药
60207-90-

1

分子量：342.2，浅黄色至浅棕色粘稠液体，沸点：180℃，蒸汽压：

（20℃）0.133mPa，比重：（20℃）1.27g/cm3，溶于水，易溶于有机

溶剂。

无资

料
LD50：＞1517mg/kg(大鼠经口)

52 戊菌唑

原药
66246-88-

6

分子量：284.2，无色结晶粉末，熔点： 57.6-60.3℃；蒸汽压：0.37mPa
（25℃）；溶解度：水中 73mg/L（25℃）；有机溶剂中（g/L，

25℃）：乙醇中 730，丙酮中 770，甲苯中 610， 正己烷中 24，正辛醇

中 400；稳定性：水中稳

定，温度至 350℃仍稳定，不分解。

无资

料
LD50：2125mg/kg(大鼠经口)

53 溴螨酯

原药
18181-80-

1 淡黄色晶体，熔点：77℃，沸点：504.5℃，闪点：＞100℃ 61904 LD50：5000mg/kg(大鼠经口)

54 炔草酯

原药
105512-
06-9

乳白色晶体，熔点 39.5-41.5℃，沸点100℃(0.02mmHg)，蒸气压

2.9MPa(25℃)，比重 1.133(25℃)，水中溶解度 242mg/L(25℃)， 能溶于

乙醇、乙醚、丙酮、氯仿等有机溶剂，分解温度105℃，在强酸强碱条

件下分解。

无资

料
LD50：1392mg/kg(大鼠经口)

55
乙氧氟

草醚原

药

42874-03-
3

白色至橙色或红色-棕色结晶固体,带有一种像烟的气味，分子量

361.7，熔点 84～85℃，蒸气压 0.0267mPa(25℃)
无资

料
LD50：5000mg/kg(大鼠经口)

56 辛酰溴

苯腈原
1689-99-2 淡黄色蜡状固体，熔点 45～46℃，挥发性低。工业品有轻微油脂臭，

在 40～44℃范围间熔融，不溶于水，溶于丙酮、甲醇和二甲苯。稍有

无资

料
LD50：250mg/kg(大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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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腐蚀性，易被稀碱水解。

57 氯甲酸

甲酯
79-22-1

无色液体，有强烈刺激性气味，不溶于水，溶于苯、甲醇、乙醚等多数

有机溶剂；遇明火、高热易引起燃烧，并放出有毒气体。遇水或水蒸气

反应放热并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具有

腐蚀性。

32150 LD50：50mg/kg（大鼠经口）

58 氟利昂 75-45-6 无色气体，有轻微的发甜气味。熔点：-146℃，相对密度：1.18，饱和

蒸汽压：-76.4℃，临界温度：96℃。
22039 LD50：1000000mg/m3（大鼠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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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及情景

企业环境风险物质主要有甲苯、甲醇、二甲苯、溴素、环己烷等，根据对

同类项目的类比调查、企业潜在风险主要有：火灾、爆炸、泄漏引发的次生、

伴生污染、毒性伤害等。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

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企业突发环境事件，详见表1-3。
表1-3 本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

序号
突发环境事件类

型
事件引发或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最坏情景

1

火灾、爆炸、泄

漏等安全事故次

生、衍生厂外环

境污染及人员伤

亡

情景1：车间内部生产过程、罐区储存过程中硫酸泄露接触员工导致灼

伤事故发生，同时挥发引起硫酸雾次生/伴生污染，导致车间、厂区内部员

工中毒伤亡。

情景2：车间内部生产过程、罐区储存过程中盐酸泄露接触员工导致灼

伤事故发生，同时挥发引起氯化氢次生/伴生污染，导致车间、厂区内部员

工中毒伤亡。

情景3：车间内部生产过程及甲醇、甲苯、二甲苯等原辅料在储存过程

物料泄露遇明火、高热可能导致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不完全燃烧导致CO
次生/伴生污染，导致车间内员工中毒伤亡，同时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民。

情景4：罐区储存过程中溴素泄露接触易燃易爆物质，可能导致火灾、

爆炸事故发生，并且溴素可导致车间、厂区内部员工中毒伤亡，危害周边

员工人身安全，同时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民。

情景5：危废仓库内贮存的蒸馏反应残渣、蒸发有机物等泄漏遇明火、

高热可能导致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不完全燃烧导致CO次生/伴生事故，危

害周边员工人身安全，同时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民。

以上火灾事故伴生大量有毒烟雾污染下风向大气环境，可能造成下风

向人员中毒伤亡。

2
环境风险防控设

施失灵或非正常

操作

情景6：情景1、2、3、4、5因雨水切断或事故池引流措施失败，泄漏

物、事故废水、消防尾水流出厂外造成厂界外水体污染。

情景7：罐区、甲类仓库设置的可燃气体报警器发生故障，不能及时发

现泄漏事故，如遇火源引起火灾、爆炸事故，危害人体健康，污染下风向

环境空气，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民。

情景8：在生产操作过程中，如因阀门、管道密闭性不良或操作失误发

生废气泄漏，易引发人员中毒事故。

情景9：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若发生故障，发生火灾时无法及时处理，使

其影响进一步扩大。

情景10：雨水、污水切换阀失灵，导致事故废水排出厂区，导致地表

水污染。

3 非正常工况（如

开、停车等）

情景11：开车未先开废气处理装置、停车未后停废气处理装置，无组

织排放造成厂界超标，下风向大气污染。

4 污染治理设施非

正常运行

情景12：废气处理系统出现故障可能导致废气的非正常排放，废气收

集管道发生泄漏，甲醇、甲苯、氯化氢等直接排入空气中，超标排放，对

局部空气环境质量造成不良影响。

情景13：厂内污水处理站发生故障，废水不能处理达标后排放，影响

污水处理厂的运行。

情景14：固废堆放场所的固废发生意外泄漏，或者在运输过程中发生

泄漏，有污染大气、土壤、地下水与地表水的风险。

5 企业违法排污

情景15：污水处理厂处理废水倾入雨水管网，排出厂外，导致厂界外

水体污染。

情景16：未运行废气处理设施，直接排放工艺废气。

情景17：危险废物处置不当或非法处置，污染水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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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停电、断水、停

气等

情景18：企业全停电会造成照明、处理装置、主风机等系统停运，电

动仪表失灵，停水、停风，电动仪表等失灵，严重可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情景19：企业停电、断水、停气可能导致忽然停车，导致硫化工段设

备压力不稳，产生爆炸等影响。

情景20：企业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来自市政管网，断水主要影响职工

生活及生产，一般不导致环境事件。

7 通讯或运输系统

故障

情景21：厂内运输不当发生盐酸、硫酸、液碱等风险物质泄漏流入雨

水系统造成厂界外水体污染。

情景22：事故状态下通讯系统发生故障，不能第一时间通知厂内应急

机构成员及周边单位、居民，导致产生严重环境风险事故。

情景23：运输系统发生故障，当企业发生火灾时，会影响消防车辆通

行，不利于事故控制。

8
各种自然灾害、

极端天气或不利

气象条件

情景24：根据如东县多年气象资料分析结果，本地区最有可能出现的

自然灾害为台风及雷暴，可能导致企业灾难性事故的是雷电引起库房、生

产车间火灾，产生有毒烟雾污染下风向大气环境，可能造成下风向人员中

毒伤亡。

情景25：暴雨、洪水引起污水处理站废水外溢流入雨水系统造成厂界

外水体污染。

9 其他可能的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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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储运设施风险单元

本项目所有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原料拟委托具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社会

运输车辆单位承运，成品、非危险化学品由供方或需方承担运输，运输风险影

响相对较小。厂区内设有甲类仓库，根据对贮运系统的危险性和毒性分析，存

在甲醇、甲苯、二甲苯、环己烷等可燃、易燃物质的火灾爆炸风险，鉴于这些

物质发生火灾爆炸的影响范围主要在厂内，对外环境构成的风险相对较小。储

运过程中潜在的环境危险性识别详见下表。

表1-4 储运系统环境危险性分析一览表

装置名称 风险物质 风险因素 后果

罐区

甲醇、甲苯、二

甲苯、环己烷、

石油醚等原料

火灾、泄漏

物料泄露遇明火、高热可能导致火灾、爆炸事故

发生，不完全燃烧导致CO次生/伴生污染，导致

车间内员工中毒伤亡，同时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

民

溴素 毒性、泄漏
溴素泄露接触易燃易爆物质，可能导致火灾、爆炸事故

发生，并且溴素可导致车间、厂区内部员工中毒伤亡，

危害周边员工人身安全，同时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民

仓库

乙酰氯、氯乙酸

乙酯等原料

泄漏、火灾、

爆炸

物料泄露遇明火、高热可能导致火灾、爆炸事故

发生，不完全燃烧导致CO次生/伴生污染，导致

车间内员工中毒伤亡，同时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

民

硫酸、硝酸、盐

酸等
腐蚀性、泄漏

储存过程中硫酸、硝酸等泄露接触员工导致灼伤

事故发生，同时挥发引起硫酸雾、硝酸雾、氯化

氢次生/伴生污染，导致车间、厂区内部员工中毒

伤亡

运输车辆

硫酸、盐酸、硝

酸等
腐蚀性、泄漏

储存过程中硫酸、硝酸等泄露接触员工导致灼伤

事故发生，同时挥发引起硫酸雾、硝酸雾、氯化

氢次生/伴生污染，导致车间、厂区内部员工中毒

伤亡

甲醇、甲苯、二

甲苯、环己烷等

原料

泄漏 物料泄露遇明火、高热可能导致火灾、爆炸事故

发生，不完全燃烧导致CO次生/伴生污染，导致

周边人群中毒伤亡，同时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民交通事故

1.4公辅工程风险单元

（1）消防系统

消防系统有高压水泵、稳压水泵组成的水消防系统和低倍泡沫灭火系统。

运行中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有水泵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转动部件引起的机械伤

害及漏电引起的触电事故等。

（2）电气系统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电气系统的危险有害因素有：甲类属于爆炸危险性区域，若电气设备开关

未采用防爆型或设备防爆性能下降或安装在室内，设备运转时产生电气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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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引火源，引起火灾爆炸事故；防雷设施不符合要求，雷击可成为引火源，

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1.5生产车间风险单元

厂区车间内设有有机溶剂中转罐，根据对贮存的危险性和毒性分析，存在

一定的风险，鉴于这些物质的影响范围主要在厂内，对外环境构成的风险相对

较小。

表1.5-1 生产车间原料环境危险性分析一览表

装置名称 风险物质 风险因素 后果

生产车间

甲醇、甲苯、二甲

苯、环己烷等原料

火灾、爆炸、泄

漏

物料泄露遇明火、高热可能导致火灾、

爆炸事故发生，不完全燃烧导致CO次
生/伴生污染，导致车间内员工中毒伤

亡，同时影响下风向企业及居民

盐酸、硝酸、硫酸 腐蚀性、泄漏

车间内部生产过程中硫酸、硝酸等泄露

接触员工导致灼伤事故发生，同时挥发

引起硫酸雾、硝酸雾、氯化氢次生/伴
生污染，导致车间、厂区内部员工中毒

伤亡

企业生产工艺中含有风险工艺，本次直接摘录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内容，

企业涉及的风险工艺见下表。

表1.5- 2生产工艺涉及风险工艺和设备情况

生产工艺名称

反应条件（是否

高温、高压、易

燃、易爆）

是否有《重点监管危

险化工工艺目录》中

危险工艺

是否具有国家

规定限期淘汰

的工艺装备

对氰基酚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氟唑苯胺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涉及氯化工艺 否

醇胺盐酸盐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苯丙戊环溴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氟菌唑及EC制剂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噻螨酮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恶醚唑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丙环唑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戊菌唑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溴螨酯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氧化工艺 否

炔草酯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烷基化工艺 否

乙氧氟草醚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辛酰溴苯腈生产工艺 易燃、易爆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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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处置要点

现场应急处置要点如下表：

表2-1 现场处置要点
环境

风险

单元

环境风险

物质

危险情

景识别
污染物切断与控制

应急物

资调用
信息报告 应急防护

罐区

甲醇、甲

苯、二甲

苯、环己

烷等原料

泄漏、

火灾、

爆炸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

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

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

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

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利用罐区围堰收集。用泡沫覆盖，降

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若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应立即

报警，并疏散现场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将容器移离火场。

从应急

救援柜

中调用

防毒面

具、橡

胶手

套、消

防服、

呼吸器

等

发生事故

后罐区负

责人立即

上报总指

挥、副总

指挥

1、罐区应指派专人看守，严禁烟火； 2、灭火设备应规

定设置，放在明显容易取用之地点，并定期检查，同时

要熟悉使用方法； 3、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

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眼睛防护：佩戴化学安全防

护眼镜；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手防护：戴

橡胶耐酸碱手套；其他防护：衣着被污染须立即更换，

工作后洗手。

溴素
泄露、

中毒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

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

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露源。对溴素

储罐区的泄漏处理：启动事故应急装置，

开启事故风机用液碱进行喷淋吸收；立即

开启消防水幕和碱幕系统，防止溴废气扩

散；迅速将发生溴素泄漏的储罐中的溴素

从应急

救援柜

中调用

防毒面

具、耐

酸碱手

套、消

防服、

发生事故

后罐区负

责人立即

上报总指

挥、副总

指挥

1、罐区应指派专人看守，严禁烟火； 2、灭火设备应规

定设置，放在明显容易取用之地点，并定期检查，同时

要熟悉使用方法； 3、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

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眼睛防护：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手防护：戴橡胶

耐酸碱手套；其他防护：衣着被污染须立即更换，工作

后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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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应急或备用储罐；开启泄漏溴素收

集泵，将水封池水面下溴素收集池中的溴

素泵至备用储罐；发生溴素泄漏储罐等漏

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呼吸器

等

仓库

乙酰氯、

氯乙酸乙

酯等原料

泄漏、

火灾、

爆炸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

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

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

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

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利用仓库导流沟送入应急池暂存。仓

库被污染地面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

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引

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应立即报警，并疏

散现场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

器移离火场。

从应急

救援柜

中调用

防毒面

具、耐

酸碱手

套、消

防服、

呼吸器

等

发生事故

后仓库负

责人立即

上报总指

挥、副总

指挥

1、危化品仓库应指派专人看守，严禁烟火； 2、灭火设

备应规定设置，放在明显容易取用之地点，并定期检

查，同时要熟悉使用方法； 3、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

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眼睛防护：佩戴化

学安全防护眼镜；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手

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其他防护：衣着被污染须立

即更换，工作后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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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硝

酸

泄露、

腐蚀、

中毒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

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

面罩，穿化学防护服。合理通风，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
材、纸、油等)接触，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

漏。小量泄露：用使用适量的砂土、粉状

氧化钙（生石灰，CaO）等与泄漏物混合。

大量泄漏：利用仓库导流沟送入应急池暂

存，并疏散现场人员，用防爆泵转移至槽

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生产

车间

盐酸、硫

酸、甲

醇、甲

苯、二甲

苯、环己

烷等原料

泄漏、

火灾、

爆炸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

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面罩，穿化学防护服。

小量泄露：根据泄露物的理化性质，选择

吸附材料，易燃易爆原料用砂土或其它不

燃材料吸附或吸收，酸液使用适量的砂

土、粉状氧化钙（生石灰，CaO）等与泄漏

物混合。大量泄漏：利用车间导流沟送入

应急池暂存，并疏散现场人员，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引发火灾、爆炸等

事故，应立即报警，并疏散现场人员。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离火场。

从应急

救援柜

中调用

防毒面

具、耐

酸碱手

套、消

防服、

呼吸器

等

发生事故

后车间负

责人立即

上报总指

挥、副总

指挥

1、生产车间应指派专人巡查，严禁烟火； 2、灭火设备

应规定设置，放在明显容易取用之地点，并定期检查，

同时要熟悉使用方法； 3、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

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眼睛防护：佩戴化学安

全防护眼镜；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手防

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其他防护：衣着被污染须立即

更换，工作后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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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处置卡

关键岗位应急处置卡如下。

表 3-1 溶剂罐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处置程序 应急处置措施

环境风险物质 甲醇、甲苯、二甲苯、环己烷等原料

环境风险类型 泄露、火灾爆炸引发的次生伴生污染

污染源切断方式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

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

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利用罐区围堰收集。用

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应立即报警，并

疏散现场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离火场。

信息报告方式 发生事故后罐区负责人立即上报总指挥、副总指挥

应急物资 防毒面具、耐酸碱手套、消防服、呼吸器、灭火器等

责任人 李冬良 15380503339

表 3-2 溴素罐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处置程序 应急处置措施

环境风险物质 溴素

环境风险类型 泄露

污染源切断方式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

泄露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对

溴素储罐区的泄漏处理：启动事故应急装置，开启事故风机用液碱进行

喷淋吸收；立即开启消防水幕和碱幕系统，防止溴废气扩散；迅速将发

生溴素泄漏的储罐中的溴素转移到应急或备用储罐；开启泄漏溴素收集

泵，将水封池水面下溴素收集池中的溴素泵至备用储罐；发生溴素泄漏

储罐等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信息报告方式 发生事故后罐区负责人立即上报总指挥、副总指挥

应急物资 防毒面具、耐酸碱手套、消防服、呼吸器、灭火器等

责任人 李冬良 1538050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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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仓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处置程序 应急处置措施

环境风险物质 乙酰氯、氯乙酸乙酯、正己烷、DMF等原料、危废

环境风险类型 泄露、火灾爆炸引发的次生伴生污染

污染源切断方式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

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

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利用仓库导流沟送入应

急池暂存。仓库被污染地面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

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引发火灾、

爆炸等事故，应立即报警，并疏散现场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

容器移离火场。

信息报告方式 发生事故后仓库负责人立即上报总指挥、副总指挥

应急物资 防毒面具、耐酸碱手套、消防服、呼吸器、灭火器等

责任人 邢晓赖 15251357387

表 3-4 生产车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处置程序 应急处置措施

环境风险物质 盐酸、硫酸、甲醇、甲苯、二甲苯、环己烷等原料

环境风险类型 泄露、火灾爆炸引发的次生伴生污染

污染源切断方式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面罩，穿化学防护服。小量泄露：根据泄

露物的理化性质，选择吸附材料，易燃易爆原料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

吸附或吸收，酸液使用适量的砂土、粉状氧化钙（生石灰，CaO）等与泄

漏物混合。大量泄漏：利用车间导流沟送入应急池暂存，并疏散现场人

员，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若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应立即报警，并疏散现场人员。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离火场。

信息报告方式 发生事故后车间负责人立即上报总指挥、副总指挥

应急物资 防毒面具、耐酸碱手套、消防服、呼吸器、灭火器等

责任人

彭云书/一车间主任 15851328188
申昌生/二车间主任 15996507767
曹军/三车间主任 18752468471
彭彩众/四车间主任 18260538818

吴孝廷/制剂车间主任 1525137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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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废气处理设施事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处置程序 应急处置措施

环境风险物质 氯化氢、溴、甲醇、甲苯等废气

环境风险类型 废气处理设施事故引发的废气超标排放

污染源切断方式

发现废气监测数据异常时，发现人报告车间领导；车间领导立刻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停车，安排人员关闭排放口，联系维修人员；维修好

废气处理装置后，对留在车间内的废气进行处理。

信息报告方式 发生事故后废气装置负责人立即上报总指挥、副总指挥

应急物资 防毒面具、消防服、呼吸器等

责任人 邢晓赖 15251357387

表 3-6 污水处理设施事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处置程序 应急处置措施

环境风险物质 高浓度工艺废水

环境风险类型 废水处理设施非正常运行引发的废气超标排放

污染源切断方式

发现废水在线监测数据异常时，发现人报告污水站负责人；负责人

立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停车，安排人员关闭排放口，将尾水排污应急

事故池，联系维修人员；维修好污水处理装置后，将事故池内的污水重

新处理后排放。

信息报告方式 发生事故后污水处理设施负责人立即上报总指挥、副总指挥

应急物资 切换阀、应急事故池等

责任人 邢晓赖 15251357387

表 3-7 雨水排放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处置程序 应急处置措施

环境风险物质 消防废水、泄露物料

环境风险类型 消防废水、泄露物料通过雨水管网进入外环境

污染源切断方式

当厂区发生泄漏、火灾事件时，立即关闭雨水阀门，防止雨水管网

中的泄露物料、事故废水流入外环境，待污水处理设施故障排除，将应

急池中的废水抽至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

信息报告方式 发生事故后负责人立即上报总指挥、副总指挥

应急物资 切换阀、应急事故池等

责任人 邢晓赖 1525135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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