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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管理和响应程序，提高对突发环境事件的

应急处置能力，作好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造成危害和损失，制定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唐山科澳化学助剂有限公司范围内在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因素

引发的所有可能造成环境危害以及可能导致重大财产损失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现

场处置工作。

2 危险性及可能发生的事件特征

一、环境风险物质及储存情况

表 2-1 企业环境风险物质及存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物质名

称
状态 包装方式 规格

最大储

量 t
临界值 t 储存地点

1
丙烯酸

甲酯
液体 储罐 99% 70 10 储罐区

2 甲酸 液体 桶装 85% 4 10 原料库

3
氢氧化

钾
液体 桶装 90% 2 —— 原料库

4 己二胺 液态 桶装 98% 3 —— 原料库

5 甲苯 液体 储罐 98% 21 10 储罐区

6 二甲苯 液体 储罐 98% 19.2 10 储罐区

7 甲醇 液体 储罐 98% 19.2 10 储罐区

8 乙醇 液体 储罐 98% 12 500 储罐区

9
草酸乙

酯
液态 桶装 99% 20 —— 原料库

10 乙醇胺 液态 桶装 99% 1 —— 原料库

11
氮（液化

的）
液体 储罐 99% 15 —— 空压站外

12
多聚甲

醛
固体 袋装 98% 4 1 原料库

13 邻甲酚 固体 袋装 98% 3 —— 原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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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辛硫

醇
液体 桶装 98% 5 —— 原料库

15
三聚氰

酸
固体 袋装 98% 5 —— 原料库

16 十三醇 液体 桶装 98% 5 —— 原料库

17 硫酸 液体 桶装 92.5% 1 10 原料库

18 水合肼 液体 桶装 40% 3 —— 原料库

19 2,6 酚 液体 储罐 99% 90 —— 储罐区

20

二月桂

酸二丁

基锡

液体 桶装 40% 2 —— 原料库

21 天然气 气体 管道 / 0.02 10 天然气管道

22
抗氧剂

1098
固体

25kg 纸桶

包装
98% 30 —— 成品库

23
抗氧剂

MD-697
固体

25kg 纸桶

包装
98% 20 —— 成品库

24
抗氧剂

1024
固体

25kg 纸桶

包装
98% 10 —— 成品库

25 抗 氧 剂

3114

固体

25kg 内衬

塑料袋包

装

98% 10 —— 成品库

26
抗 氧 剂

1520
固体

25kg 塑料

桶包装
98% 30 —— 成品库

27
抗氧剂

1077
固体

25kg 塑料

桶包装
98% 30 —— 成品库

28
3,5 甲

酯
液体 储罐 99% 50

——

车间

中间罐

29
3,5 甲

酯
固体 25kg 袋装 99% 10 成品库

30

低值

3,5 甲

酯

液体
25kg 塑料

桶装

20%～

30%
10 —— 成品库

31
低值

抗氧剂

液体/

固态
桶装/袋装

20%～

30%
20 —— 成品库

32 硫酸 液体 罐装 10% 0.25 10 硫酸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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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过滤残

渣及反

应釜釜

残、化验

室残液

液体/

固体
桶装 —— 29.361 ——

暂存于危险废

物暂存间内储

存，定期交由有

资质单位处理

34
废紫外

灯管
固体 —— —— 0.005 ——

35
废催化

剂（液）
液体 桶装 —— 0.0-2 ——

36

废离子

交换树

脂

固体 —— —— 0.38 ——

37

污水处

理站污

泥

固体 —— —— 0.2 ——

38
废活性

炭纤维
固体 —— —— 29.361 ——

二、危险性及可能发生的事件特征

（1）危险化学品发生泄漏

1）、储罐泄漏事故

①、甲苯储罐泄漏

甲苯属于易燃物质，发生泄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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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后产生的消防废水进入水环境后，对水环境造成

污染；泄漏的甲苯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对人体

造成健康危害。

②、丙烯酸甲酯储罐泄漏事故

丙烯酸甲酯属于易燃物质，发生泄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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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后产生的消防废水进入水环境后，对水环境

造成污染；泄漏的丙烯酸甲酯可能对人体造成中毒危害。

③、二甲苯储罐泄漏

二甲苯属于易燃物质，发生泄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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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后产生的消防废水进入水环境后，对水环境造

成污染；泄漏的二甲苯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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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造成健康危害。

④、甲醇、乙醇储罐泄漏

甲醇、乙醇储罐发生泄漏事故时，泄漏的甲醇、乙醇进入水环境对外界水环

境造成污染；甲醇、乙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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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产生的气体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灭火后产生

的事故水进入水环境后，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⑤、液氮储罐泄漏

液氮储罐发生泄漏，皮肤接触后会对皮肤造成冻伤；若容器压力过大或遇高

热发生爆炸、火灾后产生的气体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灭火后产生的消防废水对

外界水环境造成污染。

⑥、2,6 酚储罐发生泄漏

2,6 酚储罐发生泄漏，泄漏的 2,6 酚易分解放出氨气，温度越高，分解速度

越快，可形成爆炸性气体，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灭火后产生的消防废

水进入水环境后，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⑦、硫酸发生泄漏

硫酸是强酸，具有强腐蚀性，发生泄漏，产生的硫酸烟雾，对物体造成腐蚀，

被人体吸收后，对人体机能造成危害；泄漏的硫酸进入外界水环境，对外界水环

境造成污染。

2）、原料库原料发生泄漏

①、甲酸发生泄漏

甲酸有强烈刺激性酸味，发生泄漏，人体接触后，引起皮肤、粘膜的刺激症

状；泄漏的甲酸进入水环境造成水环境污染。

②、己二胺发生泄漏

己二胺发生泄漏，泄漏的己二胺与人体接触，对人体粘膜有明显刺激作用，

可引起结膜炎、上呼吸道炎症等；泄漏的己二胺进入水环境造成水环境污染。

③、草酸乙酯发生泄漏

草酸乙酯有强烈刺激性，与人体接触后，对人体呼吸道、皮肤造成危害；

泄漏的草酸乙酯遇热产生易燃的有毒气体，遇明火后燃烧，灭火后产生的消防废

水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3）、抗氧剂发生泄漏



5

抗氧剂储存在成品库内，发生泄漏后，若成品库地面破损，泄漏的抗氧剂通

过破损的地面进入水环境，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4）、天然气管线发生泄漏或爆炸事故

天然气管泄漏发生泄漏，泄漏的天然气进入大气环境，对人体造成危害，可

能造成人体中毒；若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灭火后产生的消防废水，对水环境造成

污染。

（2）废气治理措施非正常运行

3,5 甲酯、抗氧剂 1520、抗氧剂 1077 有组织有机废气经一套冷凝器+水喷淋

装置+过滤干燥器+活性炭吸附装置+UV光催化氧化装置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

放，若治理装置非正常运行，将导致有机废气超标排放；抗氧剂 1098、抗氧剂

MD-697、抗氧剂 1024、抗氧剂 3114 有组织有机废气经一套冷凝器+水喷淋装置+

过滤干燥器+活性炭吸附装置+UV 光催化氧化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

若治理装置非正常运行，将导致有机废气超标排放；导热油炉及蒸汽锅炉均加装

超低氮燃烧器及滤筒除尘器，若治理装置非正常运行，将导致 NOX超标排放。

（3）、污水处理站非正常运行

污水处理站非正常运行，将导致污水处理的不彻底，水质不能满足南堡污水

处理站进水水质要求。

（4）危废泄漏事故

企业产生的危废主要为废催化剂、废离子交换树脂、化验室残渣等，若发生

泄漏后，泄漏的危废进入外界水环境，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3 应急组织与职责

3.1 现场处置小组及人员构成情况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公用工程部长

现场处置小组副组长：环保管理员张静

3.2 职责

3.2.1 应急自救小组组长的职责

（1）根据事故现场的情况，确保应急资源配备投入到位，组织现场应急救

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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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援助部门紧密合作，共同处理好事故，如果事故有扩大、发展趋势，

应及时报请公司应急指挥部，启动公司专项应急预案。

3.2.2 应急自救小组副组长的职责

（1）协助组长开展应急指挥工作，组长不在位时，代行其职责；

（2）负责现场应急处置，落实应急行动，根据险情发展，提出改进措施；

（3）组织做好善后工作。

3.2.3 事故第一发现人职责

（1）发生事故后立即通知部门主任或经理及现场人员；

（2）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及时控制住当前局势，防止事故继续恶化；

（3）及时疏散现场无关人员撤离现场。

3.2.4 现场处置小组成员职责

（1）对泄漏、火灾、爆炸事故，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时有毒气体及消防废水

应急处理措施的落实。

（2）负责检查相关阀门的关闭是否符合应急处置要求。

（3）对具有火灾、爆炸性质的危险点进行监控和保护，防止环境事件扩大。

（4）负责抢修设备，切断电源，防止事故扩大，抑制危害范围的扩大。

4 应急处置

4.1 应急处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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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现场应急处置程序

4.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4.2.1 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4.2.1.1 泄漏应急处置一般原则

化学品泄漏事故包括化学品的喷溅、泄漏事故。对于化学品泄漏事故，事故

指挥人员应明确以下信息：泄漏的化学品种类；蒸汽云下风向环境情况；泄漏源

位置；泄漏是否可以控制；泄漏过程的描述；点火源是否在扩散通道上；泄漏后

果；估计控制时间；是否蒸汽云存在及其位置；蒸汽云是否可燃；确定是否扩大

应急。

化学品泄漏事故可采取如下措施：

(1)泄漏源控制

关闭有关阀门、停止作业或通过物料走副线、局部停车、打循环、减负荷运

行等方法。

容器发生泄漏后，根据泄漏点的危险程度、泄漏孔的尺寸、泄漏点处实际的

突发事故

立即呼叫周边人员

发现泄漏、火灾、爆炸次生环

保事件无法控制

厂外警戒

穿戴好防毒面具

及防护服，准备

应急物品

报告当班班

长
现场急救

伤员

打电话通

知总指挥

班组自救进行

人员救护
打 120
急救

通知周边

企业，协议

救援单位

大量有毒物质泄漏

厂内警戒，

人员疏散

外部救援：消防、

环保

报警

第一发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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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潜在的压力、泄漏物质的特性，采取措施修补和堵塞裂口，制止进一步泄漏。

对于贮罐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立即关闭罐区围堰污水阀，将泄漏物限制在围堰

内。堵漏方法可参考表 4.2-1。

表 4.2-1 一般容器泄漏堵漏方法

部位 形式 方法

罐体

砂眼 使用螺丝加粘合剂旋进堵漏

缝隙
使用外封式堵漏袋、电磁式堵漏工具组、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潮

湿绷带冷凝法或堵漏夹具、金属堵漏锥堵漏

孔洞 使用各种木楔、堵漏夹具、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金属堵漏锥堵漏

裂口 使用外封式堵漏袋、电磁式堵漏工具组、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堵漏

管道

砂眼 使用螺丝加粘合剂旋进堵漏

缝隙
使用外封式堵漏袋、金属封堵套管、电磁式堵漏工具组、潮湿绷带冷凝法或堵

漏夹具堵漏

孔洞 使用各种木楔、堵漏夹具、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堵漏

裂口 使用外封式堵漏袋、电磁式堵漏工具组、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堵漏

阀门 使用阀门堵漏工具组、注入式堵漏胶、堵漏夹具堵漏

法兰 使用专用法兰夹具、注入式堵漏胶堵漏

(2)泄漏物处置

泄漏被控制后，要及时将现场泄漏物进行覆盖、收容、稀释、处理使泄漏物

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泄漏物处置主要有几种方法：

a.围堤堵截。如果化学品为液体，泄漏到地面上时会四处蔓延扩散，难以收

集处理。为此，需要筑堤堵截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贮罐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

及时关闭污水阀，防止物料沿明、暗沟外流。

b.稀释与覆盖。为减少大气污染，通常是采用水枪或消防水带以泄漏点为中

心，在储罐、容器的四周设置水幕或喷雾状水进行稀释降毒，使用雾状射流形成

水幕墙，防止泄漏物向重要目标或危险源扩散，但不宜使用直流水。在使用这一

技术时，将产生大量的被污染水，因此应疏通污水排放系统。对于可燃物，也可

以在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破坏燃烧条件。对于液体泄漏，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

的蒸发速度，可用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

抑制其蒸发。

http://www.hxpaq.com.cn/yjcl.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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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倒罐转移。储罐、容器壁发生泄漏，无法堵漏时，可采取倒罐技术倒入其

他容器或储罐。利用罐内压力差倒罐，即液面高、压力大的罐向它罐导流，用开

启泵倒罐，输转到其它罐，倒罐不能使用压缩机。压缩机会使泄漏容器压力增加，

加剧泄漏。采取倒罐措施，须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共同论证研究，在确认安

全、有效的前提下组织实施。

d.收容(集)。对于大型泄漏，可选择用隔膜泵将泄漏出的物料抽入容器内或

槽车内当泄漏量小时，可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

e.废弃。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用消防水冲洗剩下的少量

物料，冲洗水排入应急事故污水系统收集。

（3）泄漏处理注意事项

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理时，应注意以下几项：

a.进入现场人员应根据泄漏物质性质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b.应急处理人员严禁单独行动，至少两人一组进出泄漏区域，必要时用水枪、

水炮掩护。

c.应从上风、上坡处或侧风处接近现场，严禁盲目进入。

4.2.1.2 公司主要风险物质泄漏应急处置

公司主要化学品泄漏风险包括甲酸、硫酸、天然气、甲苯、二甲苯等风险物

质，公司罐区设有围堰，事故时关闭罐区污水阀门，可确保泄漏风险物质存于围

堰内，泄漏事故应急措施主要包括应急措施、泄漏处置措施、急救措施、个人防

护措施等。

（1）、甲醇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如果甲醇发生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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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急救人员必须做好个人防护进入现场，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③对发生泄漏的岗位进行工艺停车处理，尽可能的切断甲醇来源；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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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汽灾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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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丙烯酸甲酯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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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人

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用干粉、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灭火。用水保持火场中容器冷却。

（3）、甲酸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人

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用干粉、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灭火。用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并用

水喷淋保护去堵漏的人员。

（4）、甲苯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人

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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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用干粉、抗溶性泡

沫、二氧化碳灭火。

（5）、二甲苯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人

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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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用干粉、抗溶性泡

沫、二氧化碳灭火。

（6）、草酸乙酯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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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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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

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

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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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乙醇胺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人

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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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用干粉、抗溶性泡

沫、二氧化碳灭火。

（8）、液氮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人

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用雾状水保持火场中容器冷却。可用雾状水喷淋加速液氮蒸发。

（9）、邻甲酚等物质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人

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用干粉、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灭火。

（10）、硫酸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穿戴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③用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

（11）、水合肼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①遇大火，消防人员须在有防护掩蔽处操作。

②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

③用雾状水、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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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废泄漏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防护用具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人员注意，

无关人员限制入内。

③首先对发生泄漏的危废桶进行堵漏或是进行倒桶操作。

④将泄漏的危废进行收集至铁桶内，对于少量泄漏危废，可用沙子进行覆盖，

然后将此部分物质一起装桶，作为危废处理。

（4）、废气处理装置非正常运行

①第一发现者迅速将情况报告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将情况报公司总调度

室。

②车间主任下达启动应急预案指令，应急组按各自职责进行现场处置。

③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对生产进行减产减量处理，以保

证外排污染物达标。

④组织人员进行抢修。

（5）、污水处理站非正常运行

①第一发现者迅速将情况报告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将情况报公司总调度

室。

②车间主任下达启动应急预案指令，应急组按各自职责进行现场处置。

③立即停止外排水并组织人员进行检测。

④组织人员进行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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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火灾、爆炸事故次生环保事件应急处置

4.2.2.1 火灾、爆炸事故次生环保事件处置的一般原则

①及时关闭阀门，切断物料来源及各种加热源；开启冷却水等，进行冷却

或有效的隔离；关闭机械通风装置。

②如果是带有压力的设备中的物料泄漏引起着火时，除立即切断进料外，

还应打开泄压阀门，进行紧急放空；同时将物料排入系统或其他安全部位。

③现场人员应迅速果断作出是否需要全装置或局部工段停车的决定。

④对易溶于水的物质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引发的环保事件，首先考虑用水吸

收有毒有害气体的扩散，同时将事故水进行截流，引至事故水池。

4.2.2.2 主要风险物质火灾、爆炸事故次生的环保事件应急处置

（1）、甲醇、乙醇火灾事故应急措施：

①如果甲醇发生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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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急救人员必须做好个人防护进入现场，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③对发生泄漏的岗位进行工艺停车处理，尽可能的切断甲醇来源；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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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汽灾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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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天然气管线发生火灾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

人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用泡沫、雾状水、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剂灭火。

（3）、甲苯、二甲苯发生火灾事故应急措施

①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尽快报告指挥部，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②应急人员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岗位人员通知相关联岗位

人员注意，下风向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③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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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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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进行灭火。

4.3 注意事项

4.3.1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1）注意个人防护器具的选型，应根据不同化学品的性质选择适当的防护

器具（详见现场处置卡）

（2）注意正确佩戴个人防护器具，特别是防毒面具要与自己的脸部紧密结

合；

（3）使用前应检查防护器具是否完好，不得使用有缺陷或已失效的器具。

4.3.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1）使用的器具器材不得与泄漏物质的性质相抵触，发生新的危险；

（2）使用前应检查抢险救援器材是否完好，不得使用有缺陷或已失效的抢

险救援器材。

4.3.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1）处理泄漏物质应谨慎小心，不得盲目采取措施，防止泄漏量的扩大；

（2）人员救护、灭火、处理泄漏、人员疏散时一定把握风向，人员一定要

在上风向进行救援；人员疏散时一定要向上风向或侧风向进行。

4.3.4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对于烫伤烧伤人员的救护，一定注意不要触及其伤口部位；

（2）对于中毒人员的救护，一定要明确伤者汲入体内的化学物质，按照相

应的措施进行施救；具体见现场处置卡。

4.3.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事项

（1）根据事态的发展，如泄漏源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控制，应立即扩大应急

范围，请求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及公司应急预案；

（2）剧毒品泄漏应将人员撤离到 100 米以外；有发生爆炸危险的事态下，

应将无关人员撤离到 150 米以外；当事态发展到影响整个厂区时，应立即撤离

到厂区以外安全地点。

4.3.6 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清点救灾人员；

（2）对救灾中接触到有毒物质人员进行医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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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点应急物质的使用情况，并及时更新和维护。

4.3.7 其他特别警示的事项

（1）救援中要记录好抢险救援的人数，作业中要轮流作业；

（2）及时发布有关事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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