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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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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应急指挥机构及人员联系方式 

成员单位 分管领导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昆山市应急办 武军 13962691101 林珑 15950184682 

昆山市环保局 陆剑奋 18912662173 杨志强 18912661638 

昆山市委宣传部 王豪 13913244586 贾仲欣 15962686955 

昆山市发改委 朱雪明 13806266699 周晓雅 15995666218 

昆山市经信委 窦丹若 13951182670 张曦 13962689992 

昆山市公安局 
王维杰（治安） 13776333310 林仁青（治安） 13706266308 

徐强（交警） 13806266899 王敏（交警） 13809069780 

昆山市水利局 魏巍 13951189299 钱卫东 13706267166 

昆山市安监局 潘惠江 13912652406 柏鸣 18962662921 

昆山市交通运输局 陈春华 13776306866 姜勇 13962672889 

昆山市卫计委 周健 13656268769 濮正一 13906268763 

昆山市农委 于德山 13809063001 陈敏生 15335275687 

昆山市消防大队 李大伟 13776075444 吴珍 15950902119 

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范晓玲 13962699609 周季良 13906268766 

昆山市气象局 龚纪峰 13912665696 郁泰立 18962688205 

昆山市财政局 宋建华 18006260818 郭洁 13706264288 

昆山市民政局 宋桂兰 13962679570 何晓卒 13776352776 

昆山高新区 周国华 13906268416 王雪元 13913206993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贾佳 17312688005 陈惠青 17312688028 

花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沈寒冰 13913284318 沈文忠 13809067626 

巴城镇 芦枫 13405186123 汪晓良 13773106853 

周市镇 徐明 13862610331 顾志鹤 13773128268 

陆家镇 殷宏 13606265280 曹玉林 13806265216 

张浦镇 郭金军 13812943490 沈小青 18012680708 

千灯镇 朱晓亮 18006266266 何弦 15962673685 

锦溪镇 李凡 15951118865 顾国红 13914978048 

周庄镇 袁挺 18913244442 谭春林 13773108308 

淀山湖镇 彭永明 13962644957 何建中 13606268952 



附件 4 昆山市市级环境应急专家信息表 

序号 姓 名 单位（部门）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专业特长 

1 王惠中 
江苏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

查中心 

主任/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18951618178 环境应急 

2 常卫民 江苏省环境监察总队 
副总队长/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13951786914 环境应急 

3 陆朝阳 南京大学 高级工程师 13912928684 化工 

4 徐炎华 南京工业大学 院长 13451823312 环境科学 

5 钱谊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13952041535 生态修复 

6 沈耀良 苏州科技学院 副校长/教授 13706216746 环境工程 

7 李勇 苏州科技学院 院长/教授 13706136969 环境工程 

8 刘德启 苏州大学 教授 13073388966 环境工程 

9 徐彧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公共

卫生学院 
副院长/教授 13862042140 辐射 

10 徐国忠 
苏州市水利局 

（水务局） 
总工 13584868108 水利水文 

11 周保清 苏州市地方海事局 副局长 13004502778 海事应急 

12 王飞 苏州市消防支队 工程师 13771919191 消防应急 

13 陈飞 苏州市气象局 高级工程师 15952435647 气象 

14 杨海兵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18962168739 卫生 

15 沈国华 市水文资源勘测局 高级工程师 13962142190 水环境 

16 范德芳 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3806204032 化工 

17 张建平 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师 13962153614 化工 

18 戎馨亚 苏州市电镀协会 高级工程师 13862127978 电镀 

19 刘克俊 
苏州同和资源综合利用有

限公司 
博士 13771852050 环境 

20 黄文伟 
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

务有限公司 
副总/高级工程师 13812862938 化工 

21 陆爱新 
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

料有限公司 
安环经理 13506231396 

氢氟酸应 

急救援 

22 程新源 
中国化工中蓝连海设计研

究院 
教授级高工 13701419546 化工 

23 夏健伟 
苏州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

查中心 
高级工程师 13962102931 环境应急 

24 张仁泉 苏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站长/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13862023543 监测 

25 杨积德 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13182465201 环境科学 

26 夏豪刚 
苏州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

查中心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13962515963 监测 

 

 



附件 5 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表 

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 

信息报告表 

报送单位： 

报告单位：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签发：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信息来源  事件性质  

事故简况 

 

 

备注  

报告单位：              报告人：     电话：         手机：



附件 6 突发环境事件报送内容 

1.初报及续报 

（1）现场信息：报告时间、现场联系人、报告人及联系方式 

（2）事件基本信息：事件类型、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污染源、泄

漏数量、财产损失、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事故进展 

（3）现场勘查情况： 

A 周边是否有饮用水源地：分布情况（离事发地距离），供水范围（每

日供水量，影响人口量）。 

B 周边是否有居民点：离事发地距离 

C 水文、气象条件：流速、风速。 

（4）现场监测情况：附监测报告及监测点位图（关键点位离事发地

距离） 

（5）应急处置措施 

2、处理结果报告 

（1）事件基本情况 

（2）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 

（3）事件造成的危害、损失和社会影响 

（4）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5）肇事者责任追究情况 

 



附件 7 可求助的机构、人员及资源 

序号 联系单位 联系电话 

1 
环保部环境应急中心 

010-66556733 

2 010-66556454（传真） 

3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 0532-3889090 

4 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中心上海抢救中心 021-62533429 

5 江苏省政府应急值班室 
025-83396600 

025-86639336（传真） 

6 江苏省环保厅办公室 025-86266111 

7 省环保厅总值班室 
025-86266199 

025-86266288（传真） 

8 省环保厅应急中心 

025-86266803（办公室） 

025-86266800（传真） 

025-58512369（应急值守） 

9 苏州市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65237639 

10 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58675703 

11 常熟市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52814642 

12 太仓市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53520122 

13 吴江区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63938083 

14 吴中区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65259174 

15 相城区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85182769 

16 姑苏区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68725712 

17 苏州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62589721 

18 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 0512-12369，66672475 

19 火警 119 

20 急救 120 

注：以上单位均建有应急机构及应急装备物资，应急人员、物资均以相关单位（机构）调配、支援为主 



附件 8 应急物资储备表 

成员单位 物资及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昆山市环保

局 

气体致密性化学防护服 2 套 

液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或粉尘致密型化

学防护服 
5 套 

应急现场工作服 22 套 

医用急救箱 11 套 

应急供电、照明设备 15 套 

睡袋 1 套 

帐篷 4 套 

防寒保暖、给氧等生命保障装备 2 套 

易燃易爆气体报警装置 2 套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2 套 

辐射报警装置 2 套 

高精度 GPS 卫星定位仪 2 部 

激光测距望远镜 2 部 

应急摄像器材 1 部 

应急照相器材  3 部 

应急录音设备 4 部 

防爆对讲机 6 部 

无人驾驶飞机及 

航拍数据分析系统 
2 部 

昆山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消防器材-灭火机 MF2/ABC  

2-50AMODEL 
7 个 

消防器材-灭火机 MF2/ABC  

2-50AMODEL 
30 个 

消防器材-灭火器 MPOZ4 泡沫灭火器 2 个 

消防器材-灭火器 MSWZ/3 手提式水基

灭火器 
2 个 

消防器材-灭火器 MFZ/ABC8 手提式干

粉灭火器 
17 个 

消防器材-消防电泵 IS100-65-200 2 个 

消防器材-柴油泵 1 个 

消防器材-消防铲 4 个 

消防器材-蛇皮袋 48 个 

防护用品-防毒面具 2 个 

防护用品-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4 套 

防护用品-防冻手套 2  副 

防护用品-正压式呼吸机 PHZK-6.8/30 2 个 

防护用品-低温防护服 SHLD7088 2 套 

防护用品-正压呼吸机 RHZK6.8/30 4 个 

抢险物资-堵漏装置 1 套 



抢险物资-电套管 φ63、φ100、φ200、 220 个 

抢险物资-电弯头 φ40、φ63 130 个 

抢险物资-电三通 φ63 100 个 

抢险物资-电异三通 φ63×40 50 个 

抢险物资-PE 管 φ40 500 个 

抢险物资-堵漏装置箱枪、油缸、软管 1 套 

抢险物资-注塑软膏 10 支 

抢险物资-便携式测爆仪 2 只 

抢险物资-防爆头灯 4 只 

抢险物资-防爆对讲机 1 个 

抢险物资-油压紧急切断阀 50mm、

80mm 
1 个 

抢险物资-油压紧急切断阀 1 个 

抢险物资-截止阀 80mm 4 个 

抢险物资-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器

ES200 
3 个 

抢险物资-轴流风机 CBF-300 2 个 

抢险物资-移动放散塔 mz 2 个 

抢险物资-夹管器 DN32-160 4 个 

抢险物资-发电机 BS6800TE 1 台 

抢险物资-电熔焊机 DRJ-III 1 台 

抢险物资-套丝机 zit-n50 1 台 

抢险物资-空压机 V-0.1718 1 台 

抢险物资-氧浓度检测仪 XP-3180 1 套 

抢险物资-甲烷浓度检测仪 XP-3140 1 套 

抢险物资-四合一检测仪 GT-43 1 套 

抢险物资-四氢噻吩检测仪 AP-S-C4H8S 1 套 

抢险物资-检漏仪 MINI 4 套 

抢险物资-钢管 DN500 60m 个 

挖机（协议储备） 8 台 

推土机（协议储备） 9 台 

汽车吊（协议储备） 9 台 

卡车（协议储备） 20 台 

黄沙（协议储备） 200 吨 

安全网（协议储备） 600 张 

昆山市交通

运输局 

高压清洗车 1 台 

移动照明灯 1 台 

随车吊 1 辆 

信号指示牌 1 块 

推雪板 2 块 

挖装推一体机 1 台 

大型装载机 1 台 

滑移多功能机 1 台 



双钢轮压路机 1 台 

动力站 1 台 

高空作业车 1 辆 

清扫车 1 辆 

小型摊铺机 1 台 

车载式灌封机 1 台 

钢筋锈蚀测试仪 1 台 

全自动裂缝观测仪 1 台 

融雪剂（包含工业盐） 40 吨 

冷补料 25 吨 

扫把 170 把 

铁锹 150 把 

草片 1900 个 

标志牌 50 块 

便携应急消防泵 6 台 

吸附材料 300 公斤 

防爆灯具 8 套 

防毒面具 8 个 

防护服 6 套 

灭火器 16 台 

围油栏 300 米 

消油剂 120 公斤 

便携式冲锋舟 2 艘 

搜救艇 4 艘 

昆山市水利

局 

/ / / 

/ / / 

昆山市消防

大队 

六合一气体检测仪 3 套 

军事毒气检测仪 2 套 

一级化学防护服 8 套 

防爆输转泵 1 套 

简易洗消喷淋 1 套 

特级化学防护服 8 套 

昆山市 

安监局 

/ / / 

/ / / 

昆山市 

气象局 

/ / / 

/ / / 

昆山市 

财政局 

/ / / 

/ / / 

昆山市 

卫计委 

/ / / 

/ / / 

 

 



昆山市环境应急监测能力 

序号 种类 设备名称 数量（台） 

1 

监测设备 

便携式 pH 计 8 

2 DO 测定仪 2 

3 防毒面具 5 

4 空气呼吸器 2 

5 重型防护服 2 

6 傅里叶红外检测仪 1 

7 便携式 GC-MS 气体检测仪 1 

8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1 

9 便携式多参数气体分析仪 1 

10 手持式电波流速仪 1 

11 水质应急监测箱 1 

12 水质多参数测定仪 2 

13 发光细菌毒性检测仪 2 

14 便携式水质重金属分析仪 1 

15 便携式土壤重金属分析仪 1 

16 监测快艇 / 1 

 

 

苏州市环境保护局应急装备、物资情况 

序号 种类 设备名称 数量（台） 

1 

监测设备 

GASMET傅立叶红外气体分析仪 1 

2 PortasensⅡ气体泄漏仪 4 

3 车载式气质联用仪 1 

4 防爆大气采样仪 4 

5 手持式 PID 气体分析仪 2 

6 T60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1 

7 Thermo 红外固液测定仪 1 

8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2 

9 HACH溶氧仪 1 



10 HACH pH计 1 

11 综合毒性测定仪 1 

12 Gas Probe IAQ 空气质量监测仪 1 

13 盖格计数器 1 

14 大气采样器 1 

15 微生物采样器 1 

16 电子鼻 1 

17 

防护设备 

防护用具 1 

18 重型防护服(1个压缩空气瓶) 2 

19 应急医药箱 1 

20 防护手套 2 

21 轻型防护服 8 

22 

其他 

车载计算机 1 

23 Newcon TN 测距仪 1 

24 Kestrel4500 风速风向仪 1 

25 GPS 仪 1 

26 监测车 / 2 

27 监测船 / 1 

28 应急指挥车 / 2 



附件 9 各镇、开发区、高新区等环境应急救援队 

昆山高新区 周国华 13906268416 王雪元 13913206993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贾佳 17312688005 陈惠青 17312688028 

花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沈寒冰 13913284318 沈文忠 13809067626 

巴城镇 芦枫 13405186123 汪晓良 13773106853 

周市镇 徐明 13862610331 顾志鹤 13773128268 

陆家镇 殷宏 13606265280 曹玉林 13806265216 

张浦镇 郭金军 13812943490 沈小青 18012680708 

千灯镇 朱晓亮 18006266266 何弦 15962673685 

锦溪镇 李凡 15951118865 顾国红 13914978048 

周庄镇 袁挺 18913244442 谭春林 13773108308 

淀山湖镇 彭永明 13962644957 何建中 13606268952 

 



附件 10 昆山市重大环境风险企业概况 

序号 位置 企业名称 企业类别 风险源级别 

1 开发区 必成玻璃纤维（昆山）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 
重大 

2 开发区 丰田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重大 

3 开发区 高鼎精细化工（昆山）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 开发区 
光洋化学应用材料科技（昆山）有

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5 开发区 建大橡胶（中国）有限公司 橡胶制品业 重大 

6 开发区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7 开发区 金柯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8 开发区 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重大 

9 开发区 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 
重大 

10 开发区 昆山三星电机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重大 

11 开发区 昆山元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重大 

12 开发区 南亚电路板（昆山）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重大 

13 开发区 
南亚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铜

箔基板厂）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 
重大 

14 开发区 
南亚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环

氧树脂二厂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15 开发区 
南亚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环

氧树脂一厂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16 开发区 
南亚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铜

箔厂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 
重大 

17 开发区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18 开发区 新华电子零件（昆山）有限公司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 
重大 

19 高新区 
富士康（昆山）电脑接插件有限公

司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 
重大 



20 高新区 
富士康电子工业发展（昆山）有限

公司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 
重大 

21 高新区 昆山市锦昌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重大 

22 高新区 昆山同心表面科技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重大 

23 高新区 昆山旭发电子有限公司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 
重大 

24 高新区 昆山中环实业有限公司 
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 
重大 

25 高新区 欣兴同泰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 
重大 

26 张浦镇 昆山宝盐气体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27 张浦镇 昆山大世界油墨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28 张浦镇 昆山市亚盛环保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 
重大 

29 张浦镇 昆山市亚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 
重大 

30 张浦镇 永记造漆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31 周市镇 昆山华苏原料药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重大 

32 周市镇 长兴化学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33 陆家镇 庞贝捷涂料（昆山）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34 千灯镇 国都化工（昆山）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35 千灯镇 宏洋金属（昆山）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重大 

36 千灯镇 昆山大唐危险品储运有限公司 
装卸搬运和仓储

业 
重大 

37 千灯镇 昆山合峰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38 千灯镇 昆山金城试剂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39 千灯镇 昆山昆化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0 千灯镇 昆山森华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1 千灯镇 昆山石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2 千灯镇 昆山市佳立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3 千灯镇 昆山市利群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环境治理 重大 

44 千灯镇 昆山市千灯三废净化有限公司 环境治理 重大 

45 千灯镇 昆山玮峰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6 千灯镇 昆山翔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7 千灯镇 昆山欣谷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8 千灯镇 昆山雅鑫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49 千灯镇 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50 千灯镇 联仕（昆山）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51 淀山湖镇 旭川化学（昆山)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重大 



附件 11 昆山市化工园区基本情况 

序号 化工园区名称 规划面积（km
2） 化工企业数量（家） 

1 千灯精细化工区 4.17 65 



附件 12 昆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备用水源地概况 

 

 

  

序号 
净水厂

（名称） 
水源地 

现状应急水源取水能力

（万 m
3
/d） 

规划应急水源及规模

（万 m
3
/d） 

应急水源连通管 规划应急水

源建设进展 管径 数量（根） 

1 泾河水厂 长江、傀

儡湖互

为备用 

傀儡湖 150 长江 90 / DN1200 3 / 2 第三水厂 

3 第四水厂 



附件 13 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简本) 

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简本)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和依据 

1.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机制，提高我市应对突发

环境事件的能力，有效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及时控制、消除和

最大程度地减少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保障本市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根据近几年昆山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环境动态，及最新的有关法律、

法规和文件精神，对《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1.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环境保护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突发环

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昆山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昆山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制定

本预案。 

1.2 事件分级 

突发环境事件按照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分为特别重大（I 级）、

重大（II 级）、较大（III 级）和一般（IV 级）四级。 

1.2.1 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Ⅰ级） 



由于突发环境事件导致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环境事

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中毒或重

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群众 5 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

物种灭绝的。 

1.2.2 重大环境事件（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或 50 人

以上、100 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 1 万人以上、5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

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重要河流、湖泊、水库及沿海水域大面积

污染，或跨区域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重金属污染或危险化学品生产、贮运、使用过程中发生爆

炸、泄漏等事件，或因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等造成的突

发环境事件发生在国家重点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或

居民聚集区、医院、学校等敏感区域的； 

（7）跨省（区、市）界突发环境事件。 



1.2.3 较大环境事件（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

以上、50 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 5000 人以上、1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2000 万元以

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重要河流、湖泊、水库及沿海水域遭受污

染，或本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1.2.4 一般环境事件（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中毒或重

伤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 5000 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镇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

响的；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

数。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因企业事业单位排污或由其他事



件可能引发或者已经引发的次生、伴生以环境污染为主要灾害的突发

事件，主要包括大气环境污染事件、水环境污染事件、土壤环境污染

事件等环境污染事件的应对工作。 

核设施及有关核与辐射活动发生的辐射污染事件应急工作、重污

染天气应对工作应按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实施，不适用于本预案。 

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凡是可能造成人员伤

亡的环境事件发生前，要采取人员避险防范措施；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后，要优先开展抢救人员的紧急行动；要加强抢险救援人员的安全防

护，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高度重视环境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坚持预防与应急处置相结合，

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依据

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加强应急管理，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使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2）统一领导、分类管理 

在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调度下，根据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可

控性、所需动用的资源以及影响范围等因素，设定、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预警、报警、响应、监测、终止及善后等工作。当超出本级应急

处置能力时，及时向苏州市人民政府请求支援并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类别、事态发展情况实行分级响应机制，各部

门要加强协同与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不同类别的突发环境

事件，实行分类管理并启动相应预案，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专业优

势。 



（3）职责明确、规范有序 

明确各级责任单位及下属各级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建立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的规范工作流程，落实岗位责任制，明确责任人及其指挥权

限。贯彻防范为主、防御与应急相结合的方针，依法做好应对突发环

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建立健全应急处置专业队伍，提高应急救援

的能力。 

（4）整合资源、信息共享 

昆山市已编制昆山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昆山市饮用水

水源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昆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昆山各开发区

及各乡镇的应急预案等，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可整合相关

资源信息，同时以市环保局为核心建立应急监测网络，实现相关信息

共享，确保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5）依靠科学、注重实效 

积极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处置的技术储备，强化应急监

测仪器、设备及监测能力的建设和处置方法的研究，完善应急行动决

策支持系统。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采用先进的

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救援的科

技水平。 

（6）反应灵敏、运转高效 

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市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相关部门接到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知后，必须即时赶到现场。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2.1 组织体系 

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由领导机构、办事机构、现场

指挥及处置机构、专家组等组成并形成应急联动体系。各镇（区）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机构由各区镇人民政府（管委会）确定。 

2.2 领导机构 

在市政府和市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成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部，作为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处置工作的领导机构，全面负

责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 

主要职责有： 

（1）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环境应急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有关环境应急工作的指示和要求，研究、

决定和部署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 

（2）建立和完善环境应急预警机制，组织制定（修订）昆山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指导区镇人民政府（管委会）做好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工作； 

（3）统一领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组织指挥重大环境违法

案件的查处；指挥和协调全市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与应急响应工

作；决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重大事项；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监

测数据和应急处置情况； 

（4）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各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做好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并做好与上级有关部门沟通工作； 



（5）协调、确定宣传报道事项；指导开展善后和灾后重建工作。 

2.3 办事机构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环保局，由环保局局长兼任办公室

主任。 

办公室主要职责有： 

（1）负责全市突发环境事件的日常管理工作； 

（2）协助应急指挥部实施应急预案，落实应急指挥部的指令，

制定应急响应方案，甄别突发环境事件等级，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3）及时向省环保厅、苏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及有

关成员单位通报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提出应急处置建议； 

（4）建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专家库； 

（5）做好本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接报工作，实行全体 24 小时

值班制度； 

（6）建立和维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平台，接收、汇总、分

析全市有关环境安全的各类重要信息； 

（7）联系各成员单位，检查督促有关事故单位做好抢险救援、

信息上报、善后处理以及恢复生活、生产秩序等工作； 

（8）组织编制、评估、修订市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环

境应急管理的能力建设，指导各区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和

修订工作。 

（9）组织相关人员培训，制订应急演练计划。 

（10）组织开展全市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活动，积极防范环境风险。 

（11）加强与毗邻市的联系，建立健全应急工作协助机制。 



2.4 成员单位 

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由下列成员组成： 

总指挥：分管副市长（发生特别重大（Ⅰ级）和重大（Ⅱ级）

突发环境事件时，由市长任总指挥）。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主任、环保局局长、属地政府（管

委会）主要负责人。 

成员单位有：市应急办、环保局、宣传部、公安局、水利局、

安监局、交通运输局、卫计委、农委、消防大队、监察局、住建

局、气象局、财政局、电信局等市有关部门（依据事件类型可临

时增加）和所辖各乡镇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各成员单位职责： 

（1）市应急办： 

负责统一协调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传达市领导

对环境应急工作的指示。 

（2）环保局： 

牵头制定全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承担环境污染事

件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协调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与其它突发公

共事件之间的衔接； 

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与应急指挥体系和平台，组织环境应

急培训和应急演练； 

负责搜集与事故原因及过程有关的信息资料，依法对污染事

故责任单位作出处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现场调查，分析主要污



染物种类、浓度、污染程度和范围，并提出对现场应急处置和人

员保护措施的建议； 

市 12345（12369）便民服务中心热线全年 24 小时受理和收

集有关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并及时报告；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负责甄别环境事件级别，提出实施预

警或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现场应急指挥部成立后，根据职责分

工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提出处置和消除环境污染的措

施建议； 

负责应急救援有关物资组织与保障；负责组织有关抢险器材

和物资的筹备； 

组织专家对应急救援提供对策并提出建议；负责向上级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汇报事故及监测救援情况；分析事故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建立环境污染事故档案；提出事故现场生态修复的建议。 

（3）宣传部 

统一协调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预警与应急处置的信息发布工

作；做好应急救援中先进事迹的宣传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组

织好舆情分析和舆论引导工作，指导各新闻单位做好相关报道工

作。 

（4）公安局 

负责在第一时间进入事故现场，封锁危险区域、设立隔离区，

实行交通管制、维持治安秩序，协同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做好

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 



根据事故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适时调集消防、交巡

警、治安等警力参与救援；负责架设现场通讯网络并负责维护；

负责事故中失踪、死亡人员身份的核查及对死亡人员的法医鉴定

工作；指导转移安置灾民和遇难人员遗体的处置工作； 

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事故现场的记录、视听资料、证人证言收

集等取证工作；负责有关事故直接责任人的监控及逃逸人员的追

捕；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参加事故的调查

工作。 

（5）水利局 

负责提供相关水文资料，加强对饮用水源地水潮、水速、水

量的监测，开展重点水功能区水质监测和突发性水污染事故跟踪

监测； 

负责对相关河流、水体的应急控制处置工作，当某条河道发

生水污染事件时，关闭相应的函闸，尽量减少对其他河道的影响，

适时调度水资源，置换污染水体；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全市

蓝藻防控和打捞工作； 

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受到污染的情况下，启动饮用水应急供

水预案；指导启用备用水源，负责涉水事故区域善后处置和生态

恢复。 

及时处置本市范围内污水管网泄漏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 

（6）安监局 

在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全市各类工矿商贸企业的安全监管，督



促企业采取安全措施防范生产安全事故，防止发生因生产安全事

故引发的伴生、次生环境事件，为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提供有关

技术支持，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及时通报环保部门；

搜集与事故原因及过程有关的信息资料，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

事故进行调查处理，视情参与环境污染事件的调查。 

（7）交通运输局 

负责内河码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配合公安部门做

好管养公路交通事故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负责除国家交通运输部直接管理以外的本市其他内河通航水域、

码头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船舶防污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船舶污

染事故水上应急救援工作；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工作，维护事故现

场的通航秩序；调查、处理船舶污染事故及水上交通违法案件。 

负责应急救援所需的物资和人员疏散交通运输车辆的调度；

负责航道、桥梁、道路的排险、疏通、修复工作。 

（8）卫计委 

负责事故现场受伤、中毒人员的抢救工作；负责事故发生区

域疫情监测和防治工作；负责向应急指挥部和上级卫生部门报告

人员伤亡、疫情监测及防治情况；在紧急情况下向毗邻城市或上

级卫生部门寻求医疗支援。 

（9）农委 

负责农业环境污染的预防预警及应急处置；农业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灾后恢复； 



负责调查、处理渔业污染事故或者渔业船舶造成的水污染事

故。 

（10）消防大队 

负责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事故现场的防火、灭火、危

险化学品泄漏处置和抢险救援等各项工作，以及事故得到控制后

的洗消工作；参与制定和实施抢险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污染的工

作方案。 

（11）监察局 

参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调查工作；负责调查处理未按规定

履行职责，处置措施不得力、不到位，工作玩忽职守，失职、渎

职，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的相关责任人员，

并根据违法违纪行为的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2）住建局： 

参与有关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工程规划、选址、方案会

审以及项目建设； 

负责调集并征用起重机、挖掘机等抢排险设备；负责提供事

故影响区域内地下燃气管网情况，指导事故中相关市政工程、建

筑物的应急救援并提供技术支持；督促指导燃气公司及时修复事

故发生地的燃气供应。 

（13）气象局 

负责气象卫星资料的分析和气象情况的监测，分析气象条件

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事故区域的气象条件预警；



根据条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14）财政局 

在事权范围内负责安排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系统的运行、应急

救援物资和装备、应急救援处置、生态修复等费用，做好经费的

审核、划拨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15）电信局 

为应急救援提供信息通信保障。 

（16）所辖各区镇人民政府、管委会 

负责建立本辖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制定本辖

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演练；

做好环境应急队伍建设和应急人员培训工作，加强环境应急值守

和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上报工作；做好本辖区内的环境风险防范

和监测预警工作；负责指挥、组织、协调本辖区内一般突发环境

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处置工作；

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的社会稳定工作。 

2.5 现场指挥及处置机构 

发生 III 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应

急处置工作需要，视事件现场情况成立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负

责事故现场的应急指挥工作。 

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的组成原则是有利于现场应急处置工

作的顺利实施。由负有应急处置责任的政府部门、属地政府（管

委会）及事件发生单位等组成。由原发性环境事件引发的突发环



境事件，由环保局牵头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次生、衍生性环境

事件，由法律规定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牵头成立应急指挥部；码

头环境事件由昆山市交通运输局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的组成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

出建议，由总指挥确定。 

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根据事件类型分别由相应的责任部门

负责组建： 

（1）企业事业单位排污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应急现

场指挥部由环保局和公安局负责。 

（2）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应急现场指

挥部由安监局、消防大队和环保局负责。 

（3）交通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

由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和环保局负责。 

（4）由调引水或水质性缺水引发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由水利局、环保局、住建局负责。 

（5）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

由水利局、气象局和环保局负责。 

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可根据需要设立应急处置组、环境监测

组、事故调查组、新闻协调组、医疗救护组、警戒维稳组、物资

供应组、水源防治组、善后处理组。 

（1）应急处置组 

由环保局、公安局、水利局、安监局、交通运输局、消防大



队、住建局、农委、属地政府（管委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

部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应急工作。 

主要职责：迅速查明事故性质、类别、影响范围等基本情况，

根据事故发生状态和可能发展的趋势制定抢险和救援处置方案；

负责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场抢险作业，及时控制环境风险源，防止

事态扩大；统一管理和使用应急救援需要的各类人员、物资、设

备和占用场地；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指导事故后现

场遗留危险物质的清除，制定并组织实施受损环境修复方案；根

据应急处置方案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问题，及时提出调整、

修订和补充意见。 

（2）环境监测组 

由环保局牵头，组织水利局、交通运输局、卫计委、气象局

等有关部门负责污染物的监测和预警分析。 

主要职责：制定现场监测方案；负责事件现场及周边布点监

测、采样及分析化验，迅速确定污染物种类、毒性、污染程度、

影响范围及处置方法，及时报告监测结果；根据污染源的特征、

气象、水文等条件，预测和估算污染影响范围和发展趋势，指导

人员防护和疏散；参与事件现场调查取证和事件性质、等级的认

定。 

（3）事故调查组 

由环保局牵头组织安监局、公安局、监察局等有关部门负责

调查分析事故原因，并对责任单位和个人提出处理意见。 



主要职责：根据环境事件的性质不同，分别开展对突发环境

事件发生地的监控，对责任人、责任单位进行控制，对事件性质

进行界定；监督指导污染源的控制和处置；指导污染控制区的警

戒和防护；监督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参与环境事

件性质、等级的审定；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调查取证。 

（4）新闻协调组 

由宣传部牵头，环保局配合，负责统一指导、协调突发环境

事件信息报送工作。 

主要职责：负责保障事件现场与应急指挥部、上级应急指挥

机构及外界的通讯联络；负责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及新闻媒体发布

有关事故和事故救援情况；做好应急救援中先进事迹的宣传和群

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好舆情分析和舆论引导工作。 

（5）医疗救护组 

由卫计委牵头，组织消防大队、公安局、财政局、属地政府

（管委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开展伤病员

医疗救治。 

主要职责：制定受伤人群抢救方案，迅速组织急救人员开展

抢救工作，力争将人员伤亡数量降到最低程度；指导医疗机构诊

断、治疗抢救工作，紧急调用各类医疗物资、医疗设备、医务人

员和占用急救场所；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

统计人员伤亡数字并及时向上级报告；做好事故现场的卫生防疫

工作。 



（6）警戒维稳组 

由公安局牵头，组织交通运输局、属地政府（管委会）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事故现场安全保卫和维稳

工作。 

主要职责：确保救援道路畅通，使各抢险队伍、抢险机械、

物资快速到达事故现场；负责事故现场警戒，包括责任人控制、

道路控制，保证事故现场安全和救援秩序；进行事故伤亡人员和

失踪人员登记，对事故单位必要的人或物监督监控；对事发地疏

散区内的人员进行疏散、转移；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和救灾物资

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及有关

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

社会稳定。 

（7）物资供应组 

由环保局、交通运输局、财政局、住建局、属地政府（管委

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应急物资的储备、调运、发放。 

主要职责：及时组织调运事故救援、污染源和事故区域环境

控制所需的物资和设备；做好救灾物资、食品和设备的供应，确

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8）水源防治组 

由环保局牵头，组织水利局、交通运输局、消防大队、公安

局、安监局、属地政府（管委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等有

关部门负责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工作。 



主要职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周边水源地管理单位按照饮用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工作，通过切换水源、自

来水应急处理等措施，确保饮用水安全；必要时采取停止取水，

通过对置供水等措施保证供水；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宣传，加强巡

查，设立警示标志，防止周边群众取受污染水饮用、灌溉、喂养

牲畜，防止事态扩大；组织提供纯净水、矿泉水等其他可饮用水。 

（9）善后处理组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实际情况，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指定相关部门或单位负责善后处理。 

主要职责：组织对伤亡人员身份确认和善后处置，收集保管

好事故现场的物品；通知伤亡人员家属，并落实接待用的车辆和

住宿，做好伤亡人员家属办理善后处理有关事宜；及时向上级报

告事故善后处理动态。 

2.6 专家组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组由熟识其所在专业或者行业的国

内外情况和动态的专家组成，专业领域包括应急管理、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环境监测、水文地质、自然地理、化学、冶金等。 

由环保局负责建立专家库，当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由环保

局从专家库中选邀专家参与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方案的制定

和现场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为应急救援决策、事件防范措施和

恢复生产提出意见和建议。 



3 预防与预警 

3.1 信息监控与报警 

市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管委会）要按照早发现、早处置、早报

告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的环境质量监控网络系统，开展对环境信息、

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常规环境监测数据的收集、综合分析、风险评估

工作，建立日常的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测和预警信息反馈机制。对

可能造成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环境影响事件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市政

府。 

突发环境事件、生态环境安全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

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环保部门负责；内河航运船舶、码头污染事件

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分别由海事、交通

部门负责。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期

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当出现

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时，需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及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 

3.2 预警 

3.2.1 预警分级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程度，由高到低划分为 I 级、Ⅱ级、Ⅲ级、IV 级，分别用红色、橙色、

黄色和蓝色标示。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颜色

可升级、降级。 

蓝色（Ⅳ级）预警：可能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 

黄色（Ⅲ级）预警：可能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橙色（Ⅱ级）预警：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红色（Ⅰ级）预警：可能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3.2.2 预警信息处理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通过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管委会）

以及媒体和公众等多渠道收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当其他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环境污染时，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管

委会）应开展对环境污染信息的收集、综合分析、风险评估工作，并

及时向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1）企业事业单位排污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

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环保局负责。 

（2）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

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安监局负责，并向环保局通报。 

（3）交通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

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公安局和交通运输局负责。 

（4）由调引水或水质性缺水引发饮用水源地突发水环境事件信

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水利局和住建局负

责。 

（5）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

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气象局负责。 

3.2.2 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信息发布实行严格的审签制，增加信息发布的时效限制，在

严格审签的基础上突出时效，以防止因审签上的时间导致信息发布不

及时引起的社会恐慌。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根据情况及时研判，

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会商，形成预警信息发布建



议报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审批。Ⅰ级、Ⅱ级预警信息报昆山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确认后由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批准后发布。

Ⅲ级预警信息报昆山市人民政府、苏州市人民政府确认后由苏州市人

民政府组织发布。Ⅳ级预警信息应由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确认后发布。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

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发布、调整和

解除，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

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发布预警信息的部门、单位应加强对预警信息动态管理，根据事

态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预警级别、更新预警信息内容，并重新发布、

报告和通报有关情况。 

3.3 预警措施 

3.3.1  I、II 级预警措施 

发布Ⅰ、Ⅱ级预警后，在采取Ⅲ、Ⅳ级预警响应措施的基础上，

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

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1）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影响的人员，并进行妥

善安置。 

（2）指令各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应急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

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环境监测人员立即开展应急监测，

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3）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

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4）各相关成员单位实行 24 小时值守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加

强监测和会商，及时上报预警响应措施的执行情况。 

（5）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

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3.2  III、IV 级预警措施 

发布Ⅲ、Ⅳ级预警后，根据事件具体情况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后

果，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1）立即准备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准备工作。 

（2）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

报和预警工作。 

（3）组织有关部门、机构和专家，随时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进

行分析评估，预测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性、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

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级别。 

（4）指令各应急队伍进入应急状态。 

（5）调集环境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装备设备，确保环境应急保

障工作。 

（6）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避免、减轻突发环境事件危

害常识。 

3.3.3 预警支持系统 

利用昆山市环境质量自动监测信息化系统、昆山市环境预警与应

急指挥系统和固体废物安全管理系统等环境监测、污染源监控、固废

处置单位监管网络，密切监控全市水质、空气环境质量、污染源的情

况。 

各相关部门及各区镇人民政府（管委会）建立相应的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处置队伍，强化我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和处置能力，配置

并完善相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装备，建立和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系统及潜在环境风险源的调查建档。 

3.4 预防措施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协调突发环境事件

的预防工作。各环境风险源企业要认真落实主题责任，开展环境

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建立健全环境应急预案，明确重点部位，

完善防范措施。各镇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辖区内生产、销售、

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和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的危险

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建立风险源档案并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4 应急响应及处置 

4.1 启动条件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突发环

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特别重大（Ⅰ级响应）、重大（Ⅱ级响应）、

较大（Ⅲ级响应）、一般（Ⅳ级响应）四级。 

当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分别启动Ⅰ

级响应、Ⅱ级响应、Ⅲ级响应，请求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启动相应

预案，并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指导下，配合开展处置工作。 

当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若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较小，

由各区镇政府（管委会）启动Ⅳ级响应，并负责具体处置工作，

并通报昆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若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各

区镇政府（管委会）的处置能力，则由昆山市政府启动Ⅳ级响应，

负责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4.2 信息报告与处理 

4.2.1 内部信息交换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信息交换的有效性和及时

性是应急处置取得成功的关键。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与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个成员单位以及当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保证应急处置信息的双向畅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信

息主要以“昆山市环境应急管理系统”为载体，按照规定的范围进

行传播和交流。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的有关信息主要包括

事故发生后形成的信息和事故应急处置过程汇总随着应急处理



的进展而发生变化的信息。 

4.2.2 信息报告程序和时限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特别是事发单位，发现突发环境

事件后，应当立即向所在区镇政府（管委会）或镇（园区）环保

部门报告。 

当发生安全事故引发或可能引发环境事件时，先行介入处置

的部门和相关专业指挥机构，应即时向当地或市环保部门通报情

况。 

对一些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或者

可能转化为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的环境事件，不受分级标准限

制，第一时间向市政府报告。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应立

即报告市政府办公室和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应急处置过

程中，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及时续报有关处置进展情况信息。

应急结束后，报送事件全面汇总材料（包括事件基本情况、事件

性质、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已采取的措施和下一步工作等）。 

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Ⅲ级），事发地政府（管委会）

应立即报告市政府办公室和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时间

应当在 4 小时内；紧急情况下可先电话报告，应当在 4 小时内书

面补报。市政府办公室按规定流程在时限范围内向上级政府办公

室初报。应急处置过程中，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和事发地政

府（管委会）应及时向市政府续报事件处置进展情况；应急结束



后，报送事件总结材料，经市长同意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发生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事发

地政府（管委会）应立即报告市政府办公室和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报告时间应当在 2 小时内，紧急情况下可先电话报告，

应当在 2 小时内书面补报。市政府办公室按规定流程在时限范围

内向上级政府办公室初报。应急处置过程中，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和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应及时向市政府续报处置进展情

况信息；应急处置结束后，报送事件总结材料，经市长同意后报

上一级人民政府。 

4.2.3 报告方式和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1）初报：从发现事件后起 1 小时内上报，可采用电话或

短信等形式口头上报。初报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事件的类型、发

生时间、地点、原因、信息来源、污染源基本情况、主要污染物

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自然保护区受害面积及程度、事件潜在

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初步情况。 

（2）续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可通过

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包括事件

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采用书

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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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

文件等详细情况。 

4.3 先期处置 

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对本辖区内发生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失轻重，应迅速调度力量，尽快判

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全力控制事

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并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和

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4.4 分级响应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先期处置的基础上，由相关责任主

体按程序启动相应级别的响应措施。当超出相关责任主体自身处

置能力时，可向上一级应急管理机构提出请求，由上一级应急管

理机构决定是否启动更高级别的响应措施进行处置。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级响应），由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

会）按本地区应急预案组织进行应急处置，并及时报告市环保局

应急办；若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各区镇政府（管委会）的处置能力，

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组织进行应急处置，并及时报告上一级市环

境应急指挥部。 

特别重大（Ⅰ级响应）、重大（Ⅱ级响应）、较大（Ⅲ级响应）

突发环境事件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组织进行先期应急处置，并及

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在上级应

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实施应急处置。 



4.5 响应程序 

市政府总值班室接到有关环境事件的报告后，向市政府汇报，

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宣布启动本预案，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

挥中心召集各成员单位赶赴现场，迅速了解、掌握事件发生的具

体地点、时间、原因、人员伤亡情况，涉及或影响的范围，已采

取的措施和事件发展的趋势等，迅速制定事件处理方案并组织指

挥实施，及时向市政府及上级部门报告事件处理的最新进展情况。 

4.6 指挥与协调 

4.6.1 指挥和协调机制 

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及其应

急机构、救援队伍。各有关部门接到事件信息通报后，应立即派

出有关人员和队伍赶赴事发现场，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

按照各自的预案和处置规程，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实施环

境应急处置行动。 

发生环境事件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主动地向应急指挥

部提供应急救援有关的基础资料，环保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

等有关部门提供事件发生前的有关监管检查资料，供应急指挥部

研究救援和处置方案时参考。 

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积极配合，支持应急指挥部和各现场应

急救援队伍进行现场处置、应急监测、应急监察等工作的开展。 

4.6.2 指挥协调主要内容 

（1）提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2）指派有关专家和人员参与应急指挥部的应急指挥工作； 

（3）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实施应急救援行动； 

（4）协调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5）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

区域； 

（6）根据污染影响评估及现场监测结果，确定转移、疏散

群众的范围；污染影响消除后，组织疏散人员返回； 

（7）及时向市政府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 

4.7 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准备 

各成员单位、应急小组接到应急响应指令后，各司其职，根

据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现

场污染情况迅速做好人员、技术、车辆和物资准备。其中事故调

查组作好现场调查、取证的准备工作，针对事故特征向应急指挥

办公室提出应急处理技术措施；环境监测组针对事故特征，依据

监测技术规范和现有监测资源制定应急监测方案，确定污染物监

测项目、方法、仪器和防护要求，在接到指令后及时出发，尽快

到达事故现场。 

（2）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和核实的内容如下：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经过、原因、污染来源、可能污染物、污染途径、波及范围、污

染人群数量及分布、周边环境敏感点及人口分布、伤亡人数、直



接经济损失以及发生后当地应急处理情况、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

协助事故救援和处理相关事宜等。 

对固定源（如生产、使用、贮存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单位

和工业污染源等），可通过采取对相关单位有关人员调查询问方

式，对企业生产工艺、原材料、产品等信息进行分析，对事故现

场的遗留痕迹跟踪调查分析，以及采样对比分析方式，确定污染

源。对流动源（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运输）所引发的突发环境

事故，可通过对驾驶员、押运员的询问以及危险化学品的外包装、

准运证、上岗证、驾驶证、车号等信息，确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名称、数量、来源、生产或使用单位；也可通过污染事故现场的

一些特征，如气味、挥发性、遇水的反应特性等，初步判断污染

物质；通过采样分析，确定污染物质等。 

（3）污染源和污染区域环境控制 

针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和

方案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其中主要处置措施包括：停产、禁排、

封堵、关闭、灭火、隔绝、拦截、覆盖、泄压、转移和收集等措

施切断污染源。 

对受污染影响的区域实现有效的环境控制，防止污染物质扩

散，主要采用稀释、中和、沉淀、氧化、还原、捕集、吸附等措

施，迅速恢复环境状态。 

（4）应急物资供应 

及时组织调运污染源和污染区域环境控制所需物资和设备，



迅速识别所需物资种类、规格数量和性能要求，联系物资提供单

位、运输单位，设计运输路线，以最快速度将所需物资调运到位。 

（5）风险区域应急管制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区域一般可根据影响程度划分为：事故中

心区域、事故波及区域、事故影响区域等。对已受污染和可能将

要受污染影响的区域进行污染程度评价，划定各等级危险区域范

围。同时，在市应急指挥部统一部署下，组织事故中心区域和事

故波及区域内的非应急处置人员采用适当的方式撤离危险区域，

指导组织撤离人员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身防护，并设置防止人群

进入的警戒标识隔离危险区域。 

（6）人员救治 

将受到污染事故伤害的人员迅速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并将污

染物名称、污染时间、接触方式等信息及时通知医院，同时积极

指导现场受害人群做好自救和互救工作。 

（7）安全防护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环境事件的特点，配备相应的

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人员出入事发

现场规定。现场监测、监察和处置人员根据需要配备过滤式或隔

绝式防毒面具，在正确、完全配戴好防护用具后，方可进入事件

现场，以确保自身安全。 

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主要工作内

容如下： 



（1）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特点，告知群众应采取的

安全防护措施； 

（2）根据事发时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

确定群众疏散的方式，指定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 

（3）在事发地安全边界以外，设立紧急避难场所。 

4.8 应急监测 

应急监测专业队伍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和

事件发生地的气象、水文、地质及地域特点、周边敏感区域情况，

制定应急监测方案，布设相应数量的监测点位，确定污染物扩散

的范围和浓度。 

事发初期，根据事件发生地的监测能力和事件的严重程度，

加密监测频次和监测点位，并随着污染物的扩散情况和监测结果

的变化趋势做适当调整。 

根据需要，组织相关专家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进行动态分析、

评估，根据事件进展情况和形势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

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做出科学预测；判定污染

程度、危害范围、事件等级，对污染区域的隔离与解禁、人员撤

离与返回等重大防护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指导应急队伍进

行应急处置；指导环境应急工作的评价，进行中长期环境影响评

估。 

4.9 信息发布 

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发布在市委宣传部的管理与协调下，由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或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 

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正

确引导社会舆论，防止各种谣言引发社会不稳。信息发布形式主

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

新闻发布会等，通过昆山市主要新闻媒体和有关政府网站发布信

息。 

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

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

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4.10 应急终止 

4.10.1 应急终止条件 

根据事件调查以及应急监测结果，突发环境事件已得到控制，

紧急情况已解除，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终止。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

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负面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应急状态终止后，应急环境监测组继续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价

工作，直至污染影响彻底消除为止。 



4.10.2 应急终止程序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终止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根据终止应急程序条件，确认事件具备应急终止条件

后，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请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批准。 

（2）现场处置各单位接到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的应急终止通

知后，宣布终止应急状态，转入正常工作。 

（3）必要时，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向社会发布事件

应急终止的公告。 

（4）应急终止后，有关部门应根据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有关

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监测、监控和评估工作，直至本次事

件的影响完全消除为止。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宣布应急结束后，在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指导下，由相关部门、

相关单位和事发地政府（管委会）负责善后处置工作，及时组织

有关专家对受灾范围进行科学评估，提出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

进行恢复和补偿的建议，制订恢复重建计划和善后处理措施，并

组织实施。 

环保局负责危险化学品、消防废水的处置监管，提出生态环

境的恢复建议；水利局负责受污染的水环境的生态修复；交通运

输局负责事故地区的交通恢复工作；由当地人民政府做好受灾群

众的疏散、安置及回迁等工作。 

5.2 调查评估 

（1）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组织开展较大以上突

发环境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于应急终止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总结报告报送市政府和市环境应急指挥

中心。 

（2）应急过程评价。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组织事故的调查分

析工作，调查组分别由环保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监察局和

住建局等相关部门组成，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以

及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的应对工作，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开展全面客观的调查、分析、评估；针对存在的问题，总结经



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等建议。调查报告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部审核后存档。 

在应急处置总结报告和应急过程评价完成后，市环境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组织力量对本预案进行评估和修订 

5.3 保险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保险机构在第一时间对事件造成的损

失进行评估、审核和确认，根据保险条例进行理赔。



6 应急保障 

6.1 值守准备 

完善日常值班与应急值守相结合的接报、出警机制，并严格

组织实施；充分做好值守状态时的人员、设备、车辆、通讯及资

料准备工作，确保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所需各项技术手段顺畅，

做到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全面、有效衔接。 

6.2 联动机制 

根据区域或流域环境风险防范需要，加强与毗邻市环境应急

管理部门的互动，健全风险防范和应急联动机制；加强环保部门

与其他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协同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6.3 人力资源与应急队伍保障 

加强各级环境应急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其应对突发环境

事件的素质和能力，规范调动程序和管理制度，培训一支常备不

懈，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

环境应急专门力量。 

对各地所属大中型化工等企业的消防、防化等应急分队进行

组织和培训，形成市、镇（区）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环境应急网络，

保证一旦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排险、

消毒、监测等现场处置工作。 

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信息库，提供人才保障；研究制

定专家组联络制度，充分发挥专家的指导、建议等决策咨询作用。 



6.4 技术储备与保障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先进技术、装备的研究工作，建立

科学的应急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

污染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1）建立完善的市级环境风险基础信息数据库，结合市应

急管理平台，加强常态区域环境风险调查、评估、控制工作，提

供决策分析支持和信息保障。 

（2）增加应急处置、应急监测和防护设备的储备，提高应

急处置和应急监测的能力。 

（3）以属地管理为基础，各地区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基

础数据库、应急处置专家库。 

（4）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系统、应急处置联动系统和预警

系统。 

6.5 应急物资保障 

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制度。市政府、镇

人民政府（管委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环境应急物资储备计划，

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组织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存、更新、

补充、调拨和紧急配送等工作。 

6.6 资金保障 

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所必需的专项资金和有关的

战略物资储备资金，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

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工作的需要，提出支出预算项目，经市财政局



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所需财政负担的经费，按照现行事权、财

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 

应急处置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突发环境事件防控准备，包括预

防预警系统的建立、应急技术装备添置、人员培训及应急演练、

应急处置、生态恢复和应急工作奖励等相关费用及日常工作经费

等。 

6.7 通信保障 

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保证应急指挥部和有关部

门及现场各专业组、救援队伍间的联络畅通。突发环境事件现场

与现场应急指挥部之间实现视频、音频、数据信息的双向传递，

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职能部门值班电话保持 24 小时畅通。 

6.8 安全防护与生活保障 

现场监测和处置工作人员在正确、完全配戴好防护用具后，

方可进入事故现场以确保自身安全。 

由市卫计委负责调度卫生技术力量，抢救伤员，对重大疫情

实施管理，防止疫情、疾病的传播、蔓延；由民政部门管理、分

配救灾款物，指导转移、安置灾民，协助交通部门确保 24 小时

内应急物资运送到位。 



7 宣传教育、培训与演练 

7.1 宣传教育 

环保局应加强环境应急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媒体广泛宣传突

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和相关的应急法律法规，普及基本常识，

对公众开展环境污染灾害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教育，增强公

众自救互救意识和防护能力，鼓励公众及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 

7.2 培训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环境应急管理人员、

专业队伍等应急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制定人员培训计划，每年

至少开展 1 次突发环境事件管理人员、各级应急处置人员的培训，

提高各级环境应急人员的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对企业环境安全工

作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加强对境应急工作培训。 

7.3 应急演练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定期选择重点污染源地

区、环境敏感区，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环境应急演练，提高防范

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技能，做好跨部门的协调配合及通信联络，

确保紧急状态下的有效沟通和统一指挥，增强实战能力。各区镇

人民政府（管委会）组织本区域单位和公众开展应对突发环境事

件的演练。 

通过演练培训应急队伍，检验快速反应能力，落实岗位责任，

增强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熟悉应急工作指挥机制、决策协调和

处置程序，明确资源需求，评价应急准备状态，检验预案的可行



性，并根据演练取得的经验成果和存在问题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8 监督管理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

个人，由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地方政府给予表彰或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在抢险救援过程中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

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

纪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1）未依规定履行报告职责，迟报、瞒报、漏报和谎报或

授意他人迟报、瞒报、漏报和谎报突发环境事件重要情况的； 

（2）未依照规定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需设施、设

备、急需物资的生产、供应、运输和储备的； 

（3）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调

查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涉调查的； 

（4）在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控制、救治工作中玩忽职守、

失职、渎职的； 

（5）有关部门应履行而拒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的； 

（6）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7）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9 附则 

9.1 名词解释 

突发环境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重大财产损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

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

境事件。 

原发性环境事件：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及人体健康的环境污

染事件，以及影响饮用水源地水质的或其它的环境污染事件等；

因人为或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的废气、废水、固废（包括危险废

物）、危险化学品、有毒化学品、生物化学等环境污染事件。 

次生、衍生性环境事件：在生产、经营、贮存、运输、使用

和处置过程中因发生爆炸、燃烧、大面积泄漏有毒有害物质，或

在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 

原地处置：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事发地第一时间内所

采取的紧急措施。 

经济损失：包括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账面

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

施而发生的费用。 

应急预案：指根据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的类别、危害程度

的预测，而制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救援方案。要充分考

虑现有物质、人员及环境风险源的具体条件，能及时、有效地统

筹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行动。 



应急监测：指在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污染范围而

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和动态。 

应急救援：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危害

和防止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件损失的措施。 

应急演练：是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

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

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

为单项演练和综合演练。 

9.2 预案制定、管理与更新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制定和日常管理，并

根据昆山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环境动态，及时组织修订、更新，

并报市政府批准实施。 

9.3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9.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