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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附录为资料性附录。

本文件由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2

印染企业突发环境事故风险评估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为纺织印染生产企业或综合性纺织生产企业中印染车间的环境事故风险评估给

出了评估要求、评估流程以及技术指引。

本文件适用纺织印染生产企业或综合性纺织企业印染车间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

告编写和事故分析。其他纺织企业可参考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000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51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GB 50483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程设计标准

GB 50747 石油化工污水处理设计规范

SH/T 3015 石油化工给水排水系统设计规范

HJ 941 企业突发环境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企业突发环境时间风险评估指南（试行）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HJ 9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印染企业 printing and dyeing enterprise

是以纺织品染色、整理和印花为主要业务的生产企业。

3.2

压力设备

是指使用时0.1MPa<设备的压力<10MPa的设备。

3.3

高压设备

是指使用时压力≥10.0MPa 设备。

3.4

高温设备

是指使用时温度≥300℃的设备。

3.5

加热设备

是指使用时，室温<温度<300℃的设备。

4 评估边界和范围

4.1 评估边界是以企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能源申报批复确定
的边界或实际控制和管理的区域，包括所有的生产车间、辅助生产车间和附属生产车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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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估范围包括所有的生产设备、辅助生产设备和附属生产设备。

5 环境风险评估程序

印染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含基础资料调查及环境风险识别、环境风险分析、差距

分析风险分级、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编制等五个步骤。见图1。

图1 印染企业环境事故风险评估程序

6 基础资料调查及环境风险识别

6.1 企业概况

调查企业基本情况包括：

a)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单位所在地、企业性质、所属行业类别、建

厂及改扩建年月、主要联系方式、厂区面积、从业人数等；

b)地形、地貌、中心经度和纬度、气候类型、年风向玫瑰图、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极端

天气情况和自然灾害情况；

c)主要产品、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工序；

d)环境功能区划情况、最近一年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e)企业周边的环境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

6.2 生产工艺与设备

调查企业的生产工艺及设备基本情况包括：

a)主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并明确各工序使用的原辅材料、能源、水和产生的污染物种

类（废气、废水、固废和噪声）；



4

b)加热设备、高温设备、压力设备和高压设备；使用易燃易爆等物质和突发环境风险物

质的工艺过程和设备；

c)调查企业生产工艺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有淘汰期限的淘汰类落后生

产工艺装备。

6.3 环境风险物质

根据 HJ941，调查企业环境风险物质的情况，包括：

a)环境风险物质名称、种类、年使用量、最大存储量、存储方式、存储位置等情况。印

染企业常见的风险物质及其临界量见表1。
表 1.印染企业常见的风险物质及其临界量表

序号 风险物质 属性 临界量 Q/T
1 冰醋酸

易燃液态物质
10

2 盐酸（浓度 37%或更高） 7.5
3 保险粉 遇水生产有毒气体物质 5
4 硫化钠 危害水环境物质（急性毒性类别 1） 100
5 机油

油类物质

2500
6 柴油 2500

7 润滑油 2500

8 导热油 2500

9 废矿物油 2500
10 乙炔

易燃易爆气态物质

10
11 天然气 10
12 石油气 10
b)环境风险物质的使用方法以及使用过程的风险。

c)主要环境风险物质分布清单和图件、企业各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的比值(Q)加
和。

6.4 环境风险源

6.4.1 环境风险物质储存

6.4.1.1 环境风险物质的储存地点，例如，冰醋酸储罐、盐酸储罐、保险粉仓、染料仓、危
险化学品仓、危险废物暂存仓等。

6.4.1.2环境风险物质的意外事故，例如，化学品泄漏、化学品燃烧以及发生化学反应等等。

6.4.1.3环境风险物质事故处理，例如，灭火过程中产生的消防废水对周边土壤、地表水、

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

6.4.1.4环境风险物质包装材料收集和处理，例如，废旧助剂桶的堆放。

6.4.2 生产废水

6.4.2.1各种生产废水的产生地点，例如，染色车间、印花车间等等。

6.4.2.2各生产废水的收集点和输送管道，例如，污水池、污水输送管等等。

6.4.2.3各生产废水处理站（厂）的各种设施（含回用水的深度处理），例如，气浮反应器、

沉淀池、厌氧池、好氧池、臭氧系统等等。

6.4.3 工业废气

6.4.3.1各种工业废气的产生地点，例如，定形车间、前处理车间的烧毛等等。

6.4.3.2各种工业废气收集和输送装置或管道，例如，定形机废气输送管、烧毛机废气管道

等等。

6.4.3.3各种工业废气处理装置，例如，定形机废气处理装置、烧毛机废气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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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锅炉房

6.4.4.1锅炉本体，例如，超压爆炸等等。

6.4.4.2燃料堆放或输送，例如，煤场燃烧、天然气管道泄漏等等。

6.4.4.3废气处理设施与装置，例如，脱硫塔和静电除尘塔意外事故等等。

6.4.5 其他情况

6.4.5.1燃料存放地点和输送装置，例如，柴油罐、天然气和液化气管道等等。

6.4.5.2原材料和成品等等物料存储地点，例如，原材料仓库、成品仓库、染化助剂仓等等。

6.4.5.3大型电气设备和装置，例如，变压器和电柜等等。

6.4.6 根据环境风险源调查和识别的结果，编制环境风险源的清单，主要包括环境风险源

类别、名称、主要环境风险物质名称、数量、环境风险等级等信息，并绘制环境风险源分

布图等图件。

6.5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6.5.1 危险品和危险固废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6.5.1.1调查厂区内涉危险化学品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各个生产装置、罐区、装卸区、作

业场所（如冰醋酸储罐、盐酸储罐、保险粉仓、染料仓、危险化学品仓、柴油储罐、危险废

物贮存设施（场所）等），是否按原材料理化性质进行分类堆放，是否设置符合要求的围堰、

防腐防渗、防风防雨措施，其正常情况下排水管道（如围堰、防火堤、装卸区污水收集池）

接入雨水或清净下水系统的阀（闸）是否关闭，通向应急池或废水处理系统的阀（闸）是否

打开。

6.5.1.2调查受污染的冷却水和上述场所的墙壁、地面冲洗水和受污染的雨水（初期雨水）、

消防水等是否都能排入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或独立的处理系统。

6.5.1.3调查有排洪沟（排洪涵洞）或河道穿过厂区时，排洪沟（排洪涵洞）是否与渗漏观

察井、生产废水、清净下水排放管道连通。

6.5.2 废水风险防控与应急

6.5.2.1调查厂区内是否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明管输送”的原则，实行雨污分

流。

6.5.2.2调查是否设置中间事故缓冲设施、事故应急水池或事故存液池等各类应急池。

6.5.2.3调查应急池容积是否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应急池位置是否合理，

是否能确保所有受污染的雨水、消防水和泄漏物等通过排水系统接入应急池或全部收集。

6.5.2.4调查所收集的废（污）水是否能通过厂区内部管线或协议单位，送至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

6.5.3 废气风险防控与应急

6.5.3.1 调查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企业是否在厂界建设针对有毒有害特征污染物

的环境风险预警体系。

6.5.3.2 调查是否定期监测或委托监测有毒有害大气特征污染物。

6.5.4 雨水分离

6.5.4.1调查雨水系统、清净下水系统、生产废（污）水系统的总排放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

闭闸（阀）。

6.5.4.2调查是否设专人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关闭总排口，确保受污染的雨水、消防水和泄漏

物等全部收集。

6.6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6.6.1调查企业周边的学校、居民区、风景区以及水源保护区等等。

6.6.2调查企业边界外延 5 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6.6.3调查企业雨水排口、清净废水排口、污水排口下游 10 公里范围内的水环境风险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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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通过列表法、矩阵法、地理信息系统(GIS)支持下的叠图法等方法识别环境风险受体，

包括环境风险受体类别、名称、地理位置、规模、保护要求等。

6.7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能力调查

6.7.1制度建设、人员安排。

6.7.2设备和设施安排，例如，沙包、消防器材的配备等等。

6.7.2.1失火事故的防控。

6.7.2.2泄漏事故的防控。

6.7.2.3污染物处理设施事故的防控。

6.7.3应急情况下各方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6.7.3.1厂内联系人。

6.7.3.2外厂联系人、联系电话等等。

7 环境风险分析

7.1 典型突发环境事件案例分析

典型突发环境事件案例分析包括：

——收集多个国内外同类型企业近年以来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典型案例，并开展分析；

——分析内容包括事件发生事件和地点、引发的原因、环境事故特点、采取的应急措施

以及应急措施的成效情况、事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造成的损失等等。

7.2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设置及影响分析

7.2.1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a）火灾：如烧毛机、定型机及其废气治理系统因操作不当或机械事故导致的火灾事件；

燃料泄漏，遇到明火导致的火灾事件；废水处理设施厌氧池因甲烷积蓄过多遇明火导致的火

灾事件；保险粉遇水发生自然导致的火灾、爆炸事件等。

b）泄漏：如包装袋、包装桶、储罐及生产设备因多次使用、老化、人员操作不当以及

外部力量碰撞等因素引起的风险物质的泄漏；各种池体损裂、管道阀门失灵、输送管道系统

泄漏、池液溢流等，致使废水发生泄漏；废水深度处理设施臭氧系统出现故障发生泄漏。

c）污染物处理设施故障：如废水处理设施，锅炉废气、定型机废气、烧毛机废气等废

气的处理设施故障、管理不到位未能正常运行。

d）其他：如停电、断水、停气、运输系统故障等其他突发事件。

7.2.2突发环境事件情景的影响

a) 火灾：火灾事故导致的次生、伴生事件，如保险粉仓火灾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对大

气造成的污染；灭火过程中产生的消防废水，从雨水排口、清净下水排口、污水排口、厂门

或围墙排出厂界，对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

b）泄漏：泄漏造成的环境事件，如冰醋酸、盐酸等化学品泄漏从雨水排口、清净下水

排口、污水排口、厂门或围墙排出厂界，对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化学

品泄漏、混合并反应生成的有毒有害气体对大气造成的污染；液化气、臭氧等有毒有害气体

泄漏对大气造成的污染。

c) 污染物处理设施失灵：污染物处理设施失灵造成的环境事件，如废水处理设施故障，

导致废水未经处理达标直接排放，对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废气处理设

施故障、管理不到位废气污染物设施不正常运行，导致污染物超标排放等，对大气造成的污

染。

d) 其他：停电、断水、停气、运输系统故障等其他突发事件，如定型生产过程中突然

停电，导致废气处理设施停机，定型机依然产生废气，造成废气超标排放。

8 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能力差距分析与完善计划

8.1.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能力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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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能力差距可从以下方面分析：

a) 环境风险管理人员的配备。

b)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的健全和落实情况。

c) 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管理情况。

d) 环境应急队伍组织和建设。

e) 环境应急资源储备以及环境应急监测能力。

f) 环境风险事故的后续处理方案和管理。

8.2 应急能力完善计划

8.2.1 针对排查出来的每一项差距和隐患，根据其危害性、紧迫性和治理时间的长短，提出

需要完成整改的期限，分别为短期（3个月以内）、中期（3-6个月）和长期（6个月以上）

完善项目。

8.2.2 以列表的方式说明需要整改的项目内容，包括：整改涉及的环境风险单元、环境风险

物质、目前存在的问题（环境风险管理制度、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应急资源）、可能

影响的环境风险受体等等。

8.2.3 整改项目要制定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目标、

项目责任人、完成时限、需制定或执行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需落实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需开展的环境应急能力建设等等。

9 环境风险分级

9.1.环境风险分级的流程

a) 定量分析企业生产、加工、使用、存储的所有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的比

值（Q）;；
b) 评价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以及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
c) 根据定量分析和评估的结果，运用矩阵法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环境风险等级划分为一般环境风险、较大环境风险和重大环境风险三级，分别用蓝色、黄色

和红色标识。同时涉及突发大气和水环境事件风险的企业，以等级高者确定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等级。

9.2 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

针对企业的生产原料、燃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催化剂、辅助生产原料、“三

废”污染物等，列表说明下列内容：

a）物质名称，化学文摘号（CAS号），目前数量和可能存在的最大数量，在正常使用

和事故状态下的物理、化学性质、毒理学特性、对人体和环境的急性和慢性危害、伴生/次
生物质，以及基本应急处置方法等。

b) 判断以上物质是否为涉气（水）环境风险物质(混合或稀释的风险物质按其组分比

例折算成纯物质)。
c) 按照涉气（水）环境风险物质计算所涉及的每种环境风险物质在厂界内的最大存在

总量（如存在总量呈动态变化，则按公历年度内某一天最大存在总量计算；在不同厂区的同

一种物质，按其在厂界内的最大存在总量计算）与其在HJ941中对应的临界量的比值Q：
-----当企业只涉及一种环境风险物质时，计算该物质的总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即为Q；
-----当企业存在多种环境风险物质时，则按式（1）计算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Q）：

� = �1
�1

+ �2
�2

+ . . . + ��
��

（1）

式中：

w1, w2, ...,wn——每种环境风险物质的最大存在总量，单位吨（t）；

W1, W2, ..., Wn——每种环境风险物质的临界量，单位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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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Q＜1时，企业直接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以Q表示。

当Q≥1时，将Q值划分为：（1）1≤Q＜10；（2）10≤Q＜100；（3）Q≥100，分别以Q1、
Q2和Q3表示。

9.3 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9.3.1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环境风险控制水平

采用评分法对企业生产工艺过程、大气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进

行评估，将各项指标分值累加，确定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1）生产工艺过程含有风险工艺和设备情况

对企业生产工艺过程含有风险工艺和设备情况的评估按照工艺单元进行,具有多套工艺单

元的企业，对每套工艺单元分别评分并求和，该指标分值最高为30分。纺织印染企业可能涉及

的生产工艺过程情况可见表2.
表2 企业生产工艺过程评估

评估依据 分值 印染企业情况

其他高温或高压、涉及易燃易爆等物质的工艺过程 a 5/每套
锅炉、烧毛机、燃气

定形机等

具有国家规定限期淘汰的工艺名录和设备 b 5/每套
各企业实际情况不

同

不涉及以上危险工艺过程或国家规定的禁用工艺/设备 0
各企业实际情况不

同

注：a 高温指工艺温度≥300℃，高压指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p）≥10.0MPa，易燃易爆等

物质是指按照 GB30000.2 至 GB30000.13 所确定的化学物质；

b 指《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有淘汰期限的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2）大气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生情况

企业大气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评估指标见表3。对各项评估指标

分别评分、计算总和，各项指标分值合计最高为70分。

表3 企业大气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与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评估

评估指标和依据 分值
印染企业情

况

毒性气体泄

漏监控预警

措施

（25分）

（1）不涉及表 1中有毒有害气体的；或（2）根据实际情

况，具备有毒有害气体（如硫化氢、氰化氢、氯化氢、光

气、氯气、氨气、笨等）厂界泄漏监控预警系统的

0
采用硫化染

料、硫化钠、

保险粉等原

料的企业会

产生硫化氢

气体

不具备厂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监控预警系统的 25

符合防护距

离情况

（25分）

符合环评及批复文件防护距离要求的 0 各企业实际

情况不同不符合环评及批复文件防护距离要求的 25

近三年内突

发大气环境

事件发生情

况

发生过特别重大或重大等级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 20

各企业实际

情况不同

发生过较大等级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 15

发生过一般等级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 10

未发生过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 0

9.3.2生产工艺过程与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

采用评分法对企业生产工艺过程、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进行评

估，将各项指标分值累加，确定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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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工艺过程含有风险工艺和设备情况

同9.2.1部分。

（2）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情况

企业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评估指标见表4。对各项评估指标分别

评分、计算总和，各项指标分值合计最高为70分。

表4 企业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与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评估

评估指标和依据 分值 印染企业情况

截流措施

（1）环境风险单元设防渗漏、防腐蚀、防淋溶、防流失措

施；且

（2）装置围堰与罐区防火堤（围堰）外设排水切换阀，正

常情况下通向雨水系统的阀门关闭，通向事故存液池、应

急事故水池、清净废水排放缓冲池或污水处理系统的阀门

打开；且

（3）前述措施日常管理及维护良好，有专人负责阀门切换

或设置自动切换设施，保证初期雨水、泄漏物和受污染的

消防水排入污水系统

0
各企业实际情

况不同

有任意一个环境风险单元（包括可能发生液体泄漏或产生

液体泄漏物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截流措施不符合上述

任意一条要求的

8

事故废水收

集措施

（1）按相关设计规范设置应急事故水池、事故存液池或清

净废水排放缓冲池等事故排水收集设施，并根据相关设计

规范、下游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和易发生极端天气情况，

设计事故排水收集设施的容量；且

（2）确保事故排水收集设施在事故状态下能顺利收集泄漏

物和消防水，日常保持足够的事故排水缓冲容量；且

（3）通过协议单位或自建管线，能将所收集废水送至厂区

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有任意一个环境风险单元（包括可能

发生液体泄漏或产生液体泄漏物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

事故排水收集措施不符合上述任意一条要求的

0
各企业实际情

况不同

有任意一个环境风险单元（包括可能发生液体泄漏或产生

液体泄漏物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事故排水收集措施不

符合上述任意一条要求的

8

清净废水系

统风险防控

措施

（1）不涉及清净废水；或

（2）厂区内清净废水均可排入废水处理系统；或清污分流，

且清净废水系统具有

下述所有措施：

①具有收集受污染的清净废水的缓冲池（或收集池），池

内日常保持足够的事故排水缓冲容量；池内设有提升设施

或通过自流，能将所收集物送至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且

②具有清净废水系统的总排口监视及关闭设施，有专人负

责在紧急情况下关闭清净废水总排口，防止受污染的清净

废水和泄漏物进入外环境

0
各企业实际情

况不同

涉及清净废水，有任意一个环境风险单元的清净废水系统

风险防控措施不符合上述（2）要求的
8

雨水排水系

统风险防控

措施

（1）厂区内雨水均进入废水处理系统；或雨污分流，且雨

水排水系统具有下述所有措施：

①具有收集初期雨水的收集池或雨水监控池；池出水管上

设置切断阀，正常情况下阀门关闭，防止受污染的雨水外

0 各企业实际情

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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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和依据 分值 印染企业情况

排；池内设有提升设施或通过自流，能将所收集物送至厂

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②具有雨水系统总排口（含泄洪渠）监视及关闭设施，在

紧急情况下有专人负责关闭雨水系统总排口（含与清净废

水共用一套排水系统情况），防止雨水、消防水和泄漏物

进入外环境

（2）如果有排洪沟，排洪沟不得通过生产区和罐区，或具

有防止泄漏物和受污染的消防水等流入区域排洪沟的措施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 8

生产废水处

理系统风险

防控措施

（1）无生产废水产生或外排；或

（2）有废水外排时：

①受污染的循环冷却水、雨水、消防水等排入生产废水系

统或独立处理系统；

②生产废水排放前设监控池，能够将不合格废水送废水处

理设施处理；

③如企业受污染的清净废水或雨水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则废水处理系统应设置事故水缓冲设施；

④具有生产废水总排口监视及关闭设施，有专人负责启闭，

确保泄漏物、受污染的消防水、不合格废水不排出厂外

0 各企业实际情

况不同

涉及废水外排，且不符合上述（2）中任意一条要求的 8

废水排放去

向

无生产废水产生或外排 0

部分工业园企

业废水排入集

中污水处理厂

（1）依法获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进入城镇污水处理

厂；或

（2）进入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或

（3）进入其他单位

6

（1）直接进入海域或进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或

（2）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江、河、湖、库或再进入海域；

或

（3）未依法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进入城镇污水处

理厂；或

（4）直接进入污灌农田或蒸发地

12

厂内危险废

物环境管理

（1）不涉及危险废物的；或

（2）针对危险废物分区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具有完善

的专业设施和风险防控措施

0
各企业实际情

况不同
不具备完善的危险废物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设施和风

险防控措施
10

近 3年内突

发水环境事

件发生情况

发生过特别重大及重大等级突发水环境事件的 8

各企业实际情

况不同

发生过较大等级突发水环境事件的 6

发生过一般等级突发水环境事件的 4

未发生突发水环境事件的 0

注：本表中相关规范具体指 GB 50483、GB 50160、GB 50351、GB 50747、SH 3015

9.3.3 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

将企业生产工艺过程、大气（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大气（水）环境事件发生情况

各项指标评估分值累加，得出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值，按照表5划分为

4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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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类型划分

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值 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类型

M＜25 M1 类水平

25≤M＜45 M2 类水平

45≤M＜65 M3 类水平

M≥65 M4 类水平

9.4 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评估

9.4.1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评估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按照企业周边人口数进行划分。按照企业周边5公里或500
米范围内人口数将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划分为类型1、类型2和类型3三种类型，分别以 E1、
E2和E3表示，见表6。

表6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划分

敏感程度类型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类型 1（E1）

企业周边 5公里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科研单位、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场、公园等人口总数 5万人以上，或企业周边

500米范围内人口总数 1000人以上，或企业周边 5公里涉及军事禁区、军

事管理区、国家相关保密区域

类型 2（E2）
企业周边 5公里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科研单位、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场、公园等人口总数 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

或企业周边 500米范围内人口总数 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

类型 3（E3）
企业周边 5公里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科研单位、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场、公园等人口总数 1万人以下，且企业周边

500米范围内人口总数 500人以下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按类型1、类型2和类型3顺序依次降低。若企业周边存在多种敏

感程度类型的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则按敏感程度高者确定企业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

9.4.2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评估

按照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同时考虑河流跨界的情况和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将水

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划分为类型1、类型2和类型3,分别以E1、E2和 E3表示，见表7。
表7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划分

敏感程度类型 水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类型 1（E1）

（1）企业雨水排口、清净废水排口、污水排口下游 10公里流经范围内有如

下一类或多类环境风险受体：集中式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

括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农村及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废水排入受纳水体后 24小时流经范围（按受纳河流最大日均流速计算）

内涉及跨国界的

类型 2（E2）

（1）企业雨水排口、清净废水排口、污水排口下游 10公里流经范围内有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或具有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其他水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

区，如国家公园，国家级和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产养殖区，天然渔

场，海水浴场，盐场保护区，国家重要湿地，国家级和地方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国家级和地方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国家级和

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国

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世界、国家和省级地质公园，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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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程度类型 水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草原；

（2）企业雨水排口、清净废水排口、污水排口下游 10公里流经范围内涉及

跨省界的；

（3）企业位于溶岩地貌、泄洪区、泥石流多发等地区

类型 3（E3） 不涉及类型 1和类型 2情况的

注：本表中规定的距离范围以到各类水环境保护目标或保护区域的边界为准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按类型1、类型2和类型3顺序依次降低。若企业周边存在多种敏感

程度类型的水环境风险受体,则按敏感程度高者确定企业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

9.5 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

根据企业周边大气（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涉气（水）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

值(Q)和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按照表8确定企业突发大气（水）环

境事件风险等级。

表8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矩阵表

环境风险

受体敏感

程度（E）

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

量比值（Q）

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M1 类水平 M2 类水平 M3类水平 M4类水平

类型 1
（E1）

1≤ Q＜10（Q1）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10≤ Q＜100（Q2） 较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Q≥ 100（Q3） 重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类型 2
（E2）

1≤ Q＜10（Q1）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10≤ Q＜100（Q2）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Q≥ 100（Q3） 较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类型 3
（E3）

1≤ Q＜10（Q1）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10≤ Q＜100（Q2）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Q≥ 100（Q3）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9.6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与调整

9.6.1 风险等级确定

以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和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高者确定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等级。

9.6.2 风险等级调整

近三年内因违法排放污染物、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等行为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罚的

企业，在已评定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基础上调高一级，最高等级为重大。

9.6.3 风险等级表征

（1）只涉及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的企业

风险等级表征分为两种情况:
1）Q<1时，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表示为“一般-大气(Q0)”。
2）Q>1时，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表示为“环境风险等级-大气(Q水平-M类型-E类
型)”。
（2）只涉及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的企业

风险等级表征分为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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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1时，企业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表示为“一般-水(Q0)”。
2）Q>1时，企业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表示为“环境风险等级-水(Q水平-M类型-E类型)”。
（3）同时涉及突发大气和水环境事件风险的企业

风险等级表示为“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表征+突发水环

境事件风险等级表征1”，例如:重大[重大大气(Q1-M3-E1)+较大-水(Q2-M2-E2)]。
10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编制

印染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应包括总则、环境风险调查、环境风险识别、环境

风险评估与分级、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差距分析、附图和附件等内容。编制大纲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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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大纲

1 前言

2 总则

2.1 编制原则

2.2 编制依据

3 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识别

3.1 企业基本信息

3.2 企业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3.3 涉及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3.4 生产工艺及设备

3.5 安全生产管理

3.6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情况

3.7 现有应急物资与装备、救援队伍情况

4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后果分析

4.1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

4.2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源强分析

4.3 释放环境风险物质的扩散途径、涉及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 措施、应急资源情况分析

4.4 突发环境事件危害后果分析

5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差距分析

6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

7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8 附图

企业地理位置图、厂区平面布置图、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企业雨水、清净下水收集、
排放管网图、污水收集、排放管网图以及所有排水最终去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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