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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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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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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与附近环境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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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项目与周边环境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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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项目应急疏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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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环境应急物质放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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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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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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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环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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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消防验收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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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危险废弃物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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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储油罐机械清洗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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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周边单位和社区联系电话

表 15 周边单位和社区联系电话

单位 序号 保护目标名称 功能 相对方位 距离/m 规模 联系电话

1000m
范围内

1 多善村 生活居住 N 66 约 200人 0898-65383955
2 多浦村 生活居住 N 350 约 100人 0898-65383955
3 鸿洲江山 生活居住 WN 150 约 3000人 0898-65818888
4 儒创村 生活居住 N 620 约 200人 0898-65383955
5 琼秀晋文村 生活居住 S 650 约 300人 0898-65383955

注：附近村落无联系电话，均标注灵山镇政府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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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应急物资及装备明细表

表 1 应急物资及装备明细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存放位置 使用功能

1

装备

总电源切断开关 / 1个 配电间 电源控制

2 静电接地报警系统 PX-SGA-A 1套 卸油区、罩棚、油罐区、气罐区 安全防护

3 紧急切断阀 / 2个 值班室 安全防护

4 油罐泄漏控制仪 WFLLD 1个 值班室 安全防护

5 管道泄漏控制器 WB-CLK100 1个 值班室 安全防护

6 高/低液位报警装置 PD-SP1 1套 值班室 安全防护

7 视频监控系统 / 1套 值班室 安全防护

8 火灾报警控制器 / 1套 营业室收银台 报警系统

9

物资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4kg 27个 站区 灭火器械

1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3个 卸油区、值班室 灭火器械

11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7kg 2个 配电间 灭火器械

12 消防沙箱 3m³ 1座 卸油区 灭火器械

13 应急灯 / 7个 罩棚、站房、营业室、办公室 应急照明

14 警戒线 / 1套 值班室 警戒

15 安全帽 / 2个 值班室 安全防护

16 铝桶 / 3个 危废暂存间 收集油品

17 垃圾分类收集桶 / 3个 罩棚、营业室 固废收集

18

待补

充

医疗救护箱 / 1个 值班室 紧急救援

19 吸油棉 / 2包 值班室 污染物收集

20 集污袋 / 2个 站区 污染物收集

21 风向标 / 1个 站区 观察风向

22 防毒面具 / 3个 值班室 安全防护

23 防护服 / 3个 值班室 安全防护

24 防护手套 / 6双 值班室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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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应急救援队伍成员及主要负责人通讯录

表 2 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组成名单及通讯录

类别 组成 姓名 联系电话

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指挥 周以锐 13976380828
副总指挥 吴清学 13876678201

应急办公室
组长 林明赛 13687550279
组员 潘在程 18976036873

应急监测组
组长 林明赛 13687550279
组员 潘在程 18976036873

现场处置组
组长 冯玉妹 13876965321
组员 栾昕格 18143461660

救护后勤组
组长 吴启平 18789262295
组员 方娇婷 1312078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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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外部救援名单通讯录

表 3 企业外部应急资源通讯录

类别 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外部救援力量

消防电话 119
急救电话 120
报警电话 110

海南省应急管理办公室 0898-65342277/65342162
海口市美兰区政府办公室 0898-65321229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人民政府 0898-65722057
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 0898-65326829
海口市美兰区环境监察局 0898-65360421
海口市美兰区应急管理局 0898-65309272

海口市美兰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 0898-65309014
海口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0898-65958505

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 0898-66223730
海南莱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0898-6865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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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储罐区应急处置卡

天然气储罐区应急处置卡

主要负责人 周以锐（站长13976380828）

岗位职责
1.确保装置运行正常，做好日保工作；

2.如果发现化学品泄漏引起火灾等情况，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

应急物资 医疗救护箱、灭火器等

主要风险物质 液化天然气

警示标识

风险事故预测
1.LNG发生泄漏后，影响空气环境质量；

2.LNG泄漏后与电火花发生火灾，产生次生CO等物质污染大气。

个人防护 工作人员须穿防护服，佩戴防毒面具，佩戴防护手套等

安全须知
1.加油站禁带火种，绝对禁止抽烟。

2.准备应有的防火用具，安置灭火材料，定期检查。失效的物品立即更换。

应急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寻求医生意见，严禁催吐。

泄漏收集、处置措施

1.少量泄漏时，立即封口，疏散无关人员，隔离泄漏污染区；大量泄漏时，及时报告

上级、报警，请求专业人员救援，同时保护、控制现场。

2.立即切断所有火源。

3.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4.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禁止用水直接冲击泄

漏物或泄漏源。

火灾事故应对措施

1.一旦当班人员或者巡检人员发现发生火灾，立即告知现场负责人并报告应急指挥部。

2.地面火势较小：现场人员采用配备的干粉灭火器对火灾进行镇压扑救，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转移火灾周围其他物资。

3.地面火势较大、发生爆炸：现场人员有序撤离，报告应急指挥部并等待应急救援组

救援。

事故后处置

1.处理完毕后，将情况汇报应急指挥部，并做好记录；

2.泄漏物由应急行动和监测组落实处置；

3.危险解除后及时对事故区域进行整理恢复。

注意事项

1.应急救援人员不准穿戴化纤衣服和带铁钉皮鞋，防止静电起火和摩擦起火；

2.应急救援人员应正确穿戴防毒面具和防护服，防治窒息、冻伤；

3.产生的消防废水通过站区管道自留至隔油池，经隔油池处理后排放；

4.应急人员需熟知应急物资存储地点，并能熟练使用；

5.牢记安全第一的处置原则。

应急联系电话

内部：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13976380828

外部：火警 119、急救 120、公安 110、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人民政府：0898-65722057、

海口市美兰区应急管理局：0898-65309272、美兰区生态环境局：0898-6532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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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埋储罐区应急处置卡

主要负责人 周以锐（站长13976380828）

岗位职责
1.确保装置运行正常，做好日保工作；

2.如果发现化学品泄漏引起火灾等情况，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

应急物资 医疗救护箱、灭火器、消防沙等

主要风险物质 汽油、柴油

警示标识

风险事故预测
1.汽油、柴油发生泄漏后，影响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2.汽油、柴油泄漏后与电火花发生火灾，产生次生CO等物质污染大气。

个人防护 工作人员须穿防护服，佩戴防毒面具、防护手套等

安全须知
1.加油站禁带火种，绝对禁止抽烟。

2.准备应有的防火用具，安置灭火材料，定期检查。失效的物品立即更换。

应急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寻求医生意见，严禁催吐。

泄漏收集、处置措施

1.少量泄漏时，立即封口，疏散无关人员，隔离泄漏污染区；大量泄漏时，及时报告

上级、报警，请求专业人员救援，同时保护、控制现场。

2.立即切断所有火源。

3.少量泄漏使用黄沙等材料进行吸附，收集于收集桶内。大量泄漏使用沙袋进行堵截，

并用黄沙等覆盖物进行覆盖，而后进行收集。收集后的吸附材料和覆盖物由危废资质

单位统一处置。

4.事后用水冲洗被污染的地面，并用水泵将废水收集至收集桶，而后交由监测单位监

测。

火灾事故应对措施

1.一旦当班人员或者巡检人员发现发生火灾，立即告知现场负责人并报告应急指挥部。

2.地面火势较小：现场人员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对火灾进行镇压扑救，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转移火灾周围其他物资。

3.地面火势较大、发生爆炸：现场人员有序撤离，报告应急指挥部并等待应急救援组

救援。

事故后处置

1.处理完毕后，将情况汇报应急指挥部，并做好记录；

2.泄漏物由应急行动和监测组落实处置；

3.危险解除后及时对事故区域进行整理恢复。

注意事项

1.应急救援人员不准穿戴化纤衣服和带铁钉皮鞋，防止静电起火和摩擦起火。

2.产生的消防废水通过站区管道自留至隔油池，经隔油池处理后排放；

3.应急人员需熟知应急物资存储地点，并能熟练使用；

4.牢记安全第一的处置原则。

应急联系电话

内部：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13976380828

外部：火警 119、急救 120、公安 110、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人民政府：0898-65722057、

海口市美兰区应急管理局：0898-65309272、美兰区生态环境局：0898-6532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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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加油岛及其附属设备应急处置卡

加油岛及其附属设备应急处置卡

主要负责人 周以锐（站长13976380828）

岗位职责
1.确保装置运行正常，做好日保工作；

2.如果发现化学品泄漏引起火灾等情况，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

应急物资 医疗救护箱、灭火器、消防沙等

主要风险物质 汽油、柴油

警示标识

风险事故预测
1.汽油、柴油发生跑冒滴漏后，影响大气环境质量和人群健康；

2.汽油、柴油泄漏后与电火花发生火灾，产生次生CO等物质污染大气。

个人防护 工作人员须穿防护服，佩戴防毒面具、防护手套等

安全须知
1.加油站禁带火种，绝对禁止抽烟。

2.准备应有的防火用具，安置灭火材料，定期检查。失效的物品立即更换。

应急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寻求医生意见，严禁催吐。

泄漏收集、处置措施

1.少量跑冒滴漏时，立即停止加油，立即用黄沙进行吸收和覆盖，用不能产生静电的毛

巾、拖把擦干地面，处理用的黄沙、毛巾、拖把收集封入塑料袋作为危废处置。

2.大量泄漏时，立即封锁现场，暂停所有加油活动，通知总经理关闭隔油池出水口的截

止阀，待地面油品处理干净后，恢复加油作业。

火灾事故应对措施

1.一旦当班人员或者巡检人员发现发生火灾，立即告知现场负责人并报告应急指挥部。

2.地面火势较小：现场人员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对火灾进行镇压扑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转移火灾周围其他物资。

3.地面火势较大、发生爆炸：现场人员有序撤离，报告应急指挥部并等待应急救援组救

援。

事故后处置

1.处理完毕后，将情况汇报应急指挥部，并做好记录；

2.泄漏物由应急行动和监测组落实处置；

3.危险解除后及时对事故区域进行整理恢复。

注意事项

1.应急救援人员不准穿戴化纤衣服和带铁钉皮鞋，防止静电起火和摩擦起火。

2.产生的消防废水通过站区管道自留至隔油池，经隔油池处理后排放；

3.应急人员需熟知应急物资存储地点，并能熟练使用；

4.牢记安全第一的处置原则。

应急联系电话

内部：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13976380828

外部：火警 119、急救 120、公安 110、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人民政府：0898-65722057、

海口市美兰区应急管理局：0898-65309272、美兰区生态环境局：0898-6532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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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海南省突发环境应急专家库组成人员名单

表 4 海南省突发环境应急专家库部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技术职称 专业领域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1 符瞰 男 研究员 环境科学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13707578919

2 林积泉 男 高级工程师 环境科学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18976552310

3 陈表娟 女 正高级工程师 环境科学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18976552313

4 林生 男 研究员 环境工程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13876027378

5 刘阳生 男 研究员 环境科学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18089762585

6 黄梅婷 女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 海口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13379982363

7 陈坚 男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 海口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13807630303

8 葛成军 男 教授 环境工程 海南大学 13648659888

9 林锋 男 高级工程师 环境工程 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3322061681

10 莫海绵 男 高级工程师 环境工程 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3322086788

11 苏恩勇 男 高级工程师 环境工程 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3976905563

12 梁学坚 男 高级工程师 环境工程 海南人驰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1364755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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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主要风险物质的MSDS

表 5 汽油理化性质及危险特性表

标识

中文名：汽油 英文名：gasoline；petrol

分子式：/ 相对分子质量 UN编号：1203

序号：1630 CAS号：8006－61－9

理化

性质

熔点（℃）：＜-60 沸点（℃）：40～200

相对密度（水＝1）：0.7~0.79 相对密度（空气＝1）：3.5

饱和蒸气压（KPa）：/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无资料

燃烧热（kJ/mol）：无资料 临界温度（℃）：/
溶解性：不溶于水，易溶于苯、二硫化碳、醇、脂肪 临界压力（Mpa）：/

危险

性概

述及

消防

危险性类别：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燃烧性：易燃 闪点（℃）：-50~10

爆炸下限（%）：1.3 引燃温应（℃）：415～530

爆炸上限（%）：6.0 最小点火能（mJ）： /

最大爆炸压力（MPa）：0.813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

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用水灭火无效。

毒性
急性毒性：LD50 67000mg/kg（小鼠经口） LC50 103000mg/m³，2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人经眼：140PPm（8小时），轻度刺激。

对人

体危

害

危险性类别：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慢性中毒：神经衰弱综合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周围神经病。严重中毒

出现中毒性脑病，症状类似精神分裂症。皮肤损害。

健康危害：急性中毒；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轻度中毒症状

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步态不稳、共济失调。高浓度吸入出

现中毒性脑病。极高浓度吸入引起意识突然丧失、反射性呼吸停止。

可伴有中毒性周围神经病及化学性肺炎。部分患者出现中毒性精神

病。液体吸入呼吸道可引起吸人性肺炎。溅入人眼内可致角膜溃疡、

穿孔，甚至失明。皮肤接触致急性接触性皮炎，甚至灼伤。吞咽引

起急性胃肠炎，重者出现类似急性吸入中毒症状，并可引起肝、肾

损害。

急救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分钟，就医。

若不慎吸入应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牛奶或用植物油洗胃和灌肠。就医。

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手防护：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泄漏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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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或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就地焚烧。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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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运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内温度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桶装堆垛不可过大，应留墙距、顶距、柱距及必要的防火检查走道。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意流速（不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

表 6 柴油理化性质及危险特性表

标识

中文名：柴油 英文名：diesel oil；diesel fuel
分子式：无资料 相对分子质量 无资料

序号：无资料 CAS号：无资料

理化

性质

熔点（℃）：＜-18 沸点（℃）：200～350
相对密度（水＝1）：0.87~0.9 相对密度（空气＝1）：无资料

自然点（℃）：257 临界温度（℃）：无资料

燃烧热（kJ/mol）：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无资料

溶解性：不溶于水，易溶于苯、二硫化碳、醇，易溶于脂肪。

危险

性概

述及

消防

危险性类别：第 3.3类高闪点 易燃液体

燃烧性：易燃，具殴刺激性 闪点（℃）：45~55
爆炸下限（%）：1.5 引燃温应（℃）：257
爆炸上限（%）：4.5 稳定性：稳定

避免接触条件：明火、高热 禁配物：强氧化剂、强酸、强碱、卤素

聚合危害：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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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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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

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毒理

性与

对人

体危

害

急性毒性：LD50 无资料 LG50 无资料

危险性类别：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皮肤接触可为主要吸收途径，可致急性肾脏损害。柴油可引起接触性皮炎、油性痤疮。吸入其雾滴或液体呛入可引起吸入性肺炎。

能经胎盘进入胎儿血中。柴油废气可引起眼、鼻刺激症状，头晕及头痛。

职业接触限值：MAC(mg/m³)：未制定标准 TWA(mg/m³)：未制订标准

急救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吸入：迅

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食入：尽快彻底洗胃。就医。

防护

工程控制：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泄漏

处理

应急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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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般作业

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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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

收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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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运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内温度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桶装堆垛不可过大，应留墙距、顶距、柱距及必要的防火检查走道。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意流速（不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

表 7 LNG理化性质及危险特性

标识

中文名：天然气[含甲烷，液化的]；液化天然气 危险货物编号：21008
英文名：Liquefied natural gas，LNG UN编号：1972

分子式：/ 分子量：/ CAS号：8006-14-2

理化

性质

外观与现状 无色无臭液体

熔点（℃） / 相对密度(水=1) 0.45 相对密度(空气=1) /
沸点（℃） -160～-164 饱和蒸气压（kPa） /

溶解性 /

毒理

性与

对人

体危

害

侵入途径 /
毒性 LD50：无资料 LC50：无资料

健康危害
天然气主要由甲烷组成，其性质与纯甲烷相似，属“单纯窒息性”气体，高浓度时因缺氧而引起窒息。液化天然

气与皮肤接触会造成严重灼伤。

急救方法

应使吸入天然气的患者脱离污染区，安置休息并保暖；当呼吸失调时进行输氧；如呼吸停止，应先清洗口腔

和呼吸道中的粘液及呕吐物，然后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并送医院急救；液体与皮肤接触时用水冲洗，

如产生冻疮，就医诊治。

燃烧

爆炸

危险

性

燃烧性 易燃 燃烧分解物 /
闪点（℃） / 爆炸上限（%） 14（室温时）；13（-162℃）

引燃温度（℃） / 爆炸下限（%） 5（室温时）；6（-162℃）

危险特性

极易燃；蒸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当液化天然气由液体蒸发为冷的气体时，其密度与常温下的天然

气不同，约比空气重 1.5倍，其气体不会立即上升，而是沿着液面或地面扩散，吸收水与地面的热量以及大气

与 太阳的辐射热，形成白色云团。由雾可察觉冷气的扩散情况，但在可见雾的范围之外，仍有易燃混合物存

在。如易燃混合物扩散到火源，就会立即闪回燃着。当冷气温热至-112℃左右，就变得比空气轻，开始向上升。

液化天然气遇水生成白色冰块，冰块只能在低温下保存，温度升高即迅速蒸发，如急剧扰动能猛烈爆喷。

储运条件与泄露处理

储运条件：液化天然气应在大气压下稍高于沸点温度(-160℃)下用绝缘槽车或槽式驳船运输；用大型保温气柜

在接近大气压并在相应的低温(-160～-164℃)下储存，远离火种、热源，并备有防泄漏的专门仪器；钢瓶应储

存在阴凉、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与五氟化溴、氯气、二氧化氯、三氟化氮、液氧、二氟化氧、氧化剂隔

离储运。

泄漏处理：切断火源，勿使其燃烧，同时关闭阀门等，制止渗漏；并用雾状水保护阀门人员；操作时必须穿

戴防毒面具与手套。对残余废气或钢瓶泄漏出气要用排风机排至空旷地方。

灭火方法 用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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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事故“四不放过”登记表

表 8 事故“四不放过”登记表

事故简况

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海口美华加油加气站

事故原因

事故责任者和群众受教育情况

教育情况

对事故责任者处理防范措施

防范措施

项目 完成日期 责任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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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表

表 9 应急预案启动（终止）令表

请求预案启动部门/个人 请求预案启动原因 指令下达人

表 10 应急预案变更记录表

修改日期 修改内容 修改人 审核人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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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

表 11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初报）

报告方式
1 电话报告

报告人
内部

2 书面报告 外部

报告时间 年月日时分

单位名称

地址 省市区街道（乡、镇）路号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泄漏、火灾、爆炸、其它

污染物名称

已污染的范围

可能受影响区域

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向趋向

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建议采取措施

直接人员伤亡和财产经济损失

表 12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续报）

报告方式 电话报告或网络报告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年月日时分

单位名称

地址 省市区街道（乡、镇）路号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泄漏、火灾、爆炸、其它

污染物名称 数量 排放去向

事故发生原因

事故发生过程

事情进展情况

采取的应急措施

建议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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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处理结果报告）

报告方式 电话报告或网络报告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年月日时分

单位名称

地址 省市区街道（乡、镇）路号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泄漏、火灾、爆炸、其它

污染物名称 数量 排放去向

报告正文：

一、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

二、污染的范围和程度：

三、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

四、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五、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分和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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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突发事件接警记录表

表 14 突发事件接警记录表

报警人姓名 报警人单位 报警人电话

事件地点 发生时间 报警时间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被困人数

事件措

施说明

事件影

响范围
有无明显的发展趋势

事件性质
其他事件性质描

述

接警后的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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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环境应急知识培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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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应急处置卡上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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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华加油加气站项目应急预案专家评审意见修改说明表

项目
序

号
评估意见

采纳

情况
修改说明

编制

说明

1
说明企业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环境风险装置、周边环境受体、构

建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企业环境风险等级等情况。
采纳

已说明企业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环境风险装置、周边环境

受体、构建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企业环境风险等级等情况。

2
根据企业环境风险和周边环境受体特点、本预案编制期间对企业环

境风险问题排查的情况，列出环境风险管控问题清单。
采纳

已根据企业环境风险和周边环境受体特点、本预案编制期间

对企业环境风险问题排查的情况，列出环境风险管控问题清

单，见 P5-P6。

突发

环境

事件

应急

预案

3
复核图 3.1-1。建议设现场处置组、后勤保障组，补充各机构责任与

联系电话，完善各应急行动组的职责分工。
采纳

已复核并完善现场处置组、后勤保障组，已补充各机构责任

与联系电话，完善各应急行动组的职责分工，见 P11-P15。

4
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卡要与构建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情景一致,优
化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卡防止污染扩散的应急措施要具体有效。

采纳
已优化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卡防止污染扩散的应急措施，

见附件 11、附件 12。

5
根据构建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情景以及影响范围，完善环境应急监

测方案。
采纳

已根据构建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情景以及影响范围，完善环

境应急监测方案，见 P37-P39。

环境

风险

评估

报告

6
核实企业涉环境风险物质、环境风险装置、以及配套建设的环境风

险管控设施。
采纳

已核实企业涉环境风险物质、环境风险装置、以及配套建设

的环境风险管控设施。

7
根据企业环境风险特点和环境受体的情况，复核企业环境风险等级，

优化构建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采纳

已根据企业环境风险特点和环境受体的情况，复核企业环境

风险等级，优化构建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情景，见 P29-P42。

8
核实企业环境风险管控问题排查及整改内容、整改任务的具体责任

人和完成时限。
采纳

已核实企业环境风险管控问题排查及整改内容、整改任务的

具体责任人和完成时限，见 P49。
环境

应急

资源

调查

报告

9
企业环境应急物质准备要适应构建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与现场处置

需要。核实现有环境应急物质需要补充的环境应急物质清单。
采纳

已核实并补充现有环境应急物质需要补充的环境应急物质清

单，见附件 19。

10
核实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外部救援力量、环境应急专家组、可能受到

污染影响的周边单位和社区的联络信息。
采纳

已核实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外部救援力量、环境应急专家组、

可能受到污染影响的周边单位和社区的联络信息已补充，见

P2、P3 和附件 20。



附件

附图

11
补齐和规范企业环境风险管控设施、环境风险物质、环境应急物质、

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卡上墙、环境应急知识培训与环境应急演练

现场照片。

采纳

已补齐和规范企业环境风险管控设施；

已补齐环境风险物质，见附件 14；
已补齐环境应急物质，见附件 8；
已补充应急处置卡上墙照片，见附件 20；
已补充环境应急知识培训照片，见附件 19；目前未开展应急

演练，4月份将会开展应急演练。

12 补充环境应急物质放置位置图。 采纳 已补充环境应急物质放置位置图，见附图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