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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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环境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山

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山西大地生态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郝智睿、赵海霞、陈旭东、吴俊松、杨成立、杜欣莉、王瑾、刘志强、尹臻、

武励鹏、郝千萍、任瑾涛、陈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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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的程序、方法和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评估工作。 

本文件不适用于工业园区的生物安全和核与辐射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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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HJ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94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园区 

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部门批准设立、认定的，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生态工业园区或示范园区、产业园区、工业集聚区等。 

3.2  

突发环境事件 

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

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3.3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简称“环境风险”。 

3.4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 

具有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易扩散等特性，在意外释放条件下可能对工业园区内部及周边人群和

环境造成伤害、污染的化学物质。简称“环境风险物质”。本文件环境风险物质同 HJ 941 的相关规定。 

3.5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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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物质或能量意外释放，并可产生环境危害的源，包括工业园区内可能造成突发环境事件的各类

生产、加工、储存、使用、运输环境风险物质的装置、设施和场所。简称“环境风险源”。 

3.6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受体 

在突发环境事件中可能受到危害的人群集中居住区、行政办公区等具有一定社会价值或生态环境功

能的单位或区域。简称“环境风险受体”。 

4 一般原则 

4.1  一区多园的工业园区，宜分区开展环境风险调查和识别，对不同分区分别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分

级。 

4.2  工业园区中相对独立设置的焦化、化工等产业区，应单独分区评估。 

4.3  环境风险评估应综合考虑社会关注度高、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和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历史突发环

境事件及同类工业园区多发、频发事件等因素。 

5 评估程序 

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宜按照环境风险调查与识别、环境风险评估与分级、环境风险防控

与应急能力差距分析、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编制等四个步骤实施，评估程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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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程序 

6 环境风险调查与识别 

6.1 基础资料收集 

6.1.1 收集工业园区基础资料和环境质量现状资料，包括总体规划、产业规划、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及审查文件，园区及周边区域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水文地质情况、地表水分布情况、人口数量及空间

分布、园区面积、环境质量现状及土地利用现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防控体系建设情况等内容。 

6.1.2 收集工业园区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应急预案和备案文件、近三年发生的突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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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事件情况、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和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等资料。 

6.1.3 绘制工业园区地理位置图、企业分布图、风向玫瑰图、地形图、地表水系图、环境功能区划图

和生态保护红线图等图件。 

6.2 环境风险物质调查与识别 

6.2.1 根据 HJ 941，调查工业园区内企业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重点调查工业园区内环境风险等级为

较大及以上企业的环境风险物质名称、种类、最大存储量、存储方式、存储位置和所属企业等情况。 

6.2.2 根据环境风险物质调查结果，识别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物质，给出工业园区内主要环境风险物质

分布清单和图件、工业园区各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的比值（Q）加和结果。 

6.3 环境风险源调查与识别 

6.3.1 调查工业园区内企业环境风险源分布和数量、涉及环境风险物质运输的道路走向及管线设置情

况、工业园区内工业废水处理和回用情况、危险废物贮存和处置情况、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等

情况。 

6.3.2 根据 GB 18218、HJ 941 的相关要求，结合工业园区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评估资料，

调查不同环境风险等级企业的分布情况，并辅以图、表形式表示。重点调查工业园区内环境风险等级为

较大及以上企业及其环境风险源分布情况。 

6.3.3 根据环境风险源调查结果，识别工业园区环境风险源，编制环境风险源的清单，主要包括环境

风险源类别、名称、地理坐标、主要环境风险物质名称、数量、所属企业及环境风险等级等信息，并绘

制工业园区（分区）水环境风险源分布图、大气环境风险源分布图等图件。 

6.4 环境风险受体调查与识别 

6.4.1 一般以工业园区边界周边 5km 范围作为大气环境风险受体调查范围；以工业园区地表水下游

10km 范围作为水环境风险受体调查范围；参照 HJ 610、HJ 964 确定地下水、土壤环境风险受体调查范

围；可参照 HJ 169 和 HJ 941、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对工业园区环境风

险受体调查范围进行调整。 

6.4.2 调查工业园区内部及调查范围内人口集中区、饮用水源分布、生态保护红线和土壤环境敏感目

标等大气、水、土壤环境风险受体的名称、位置和分布情况。 

6.4.3 根据 HJ 941，识别并列表给出水环境风险受体、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和土壤环境风险受体等清单，

包括受体类别、名称、地理坐标、规模、保护要求等，并相应给出环境风险受体分布位置关系图等。 

6.5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能力调查 

6.5.1 调查工业园区环境应急监控预警能力、环境应急救援能力、环境应急管理和响应联动机制建设

等情况。 

6.5.2 调查工业园区环境风险源监测监控点位布设、预警设备设施、监测频率、人员和机构配备等情

况。 

6.5.3 调查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的数量、分布、管理、维护、获得方式与保存时限等内容，

以图、表方式给出工业园区配置的应急物资种类、数量及分布的具体位置、管理部门及联系人。 

6.5.4 调查工业园区内企事业单位及园区外部应急救援能力，水污染物拦截、上游调水、导流、物化

反应等应急处理处置方式和能力，有毒有害气体泄漏后人员应急疏散方案及路线等情况。 

6.5.5 编制工业园区应急监测、预警设备设施、应急物资、环境风险防控工程措施、应急救援装备及



DB 14/T 2537—2022 

5 

队伍等清单和分布图；绘制拦截点位置图，园区应急疏散通道及安置场所布置图；给出风险防控与应急

救援相关管理部门及联系人等。 

7 环境风险评估与分级 

7.1 工业园区环境风险评估指标 

7.1.1 通过对工业园区环境风险源强度（S）、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

（M）进行评估，分别确定水环境风险等级（R 水）、大气环境风险等级（R 气）。 

7.1.2 根据 HJ 964，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时对土壤环境影响主要为污染影响型，影响途径主要为大

气沉降、地表漫流和垂直入渗，土壤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响应措施主要由水污染防控和大气污染防控措

施组成。本文件不单独设定土壤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指标。 

7.2 环境风险源强度（S）评估 

采用评分法，将水环境风险源强度和大气环境风险源强度各项指标分值分别累加后，分别确定水环

境风险源强度（S水）和大气环境风险源强度（S气），最高分为100分。具体指标和参考分值见表1。 

表1 环境风险源强度（S）分级指标 

序号 评估指标 
水环境风险源 大气环境风险源 

指标说明 情况 参考分值 指标说明 情况 参考分值

1 
环境风险企

业数量 

涉水环境风险企业数

量（个） 

＞10 5 

涉气环境风险企业数量

（个） 

＞10 5 

(5，10] 4 (5，10] 4 

≤5 2 ≤5 2 

2 

单位面积环

境风险物质的

存量与临界量

的比值 

各个涉水环境风险企

业中环境风险物质的数

量与临界量的比值（Q）

加和后除以工业园区 a面

积 

＞50 25 各个涉气环境风险企业

中环境风险物质的数量与

临界量的比值（Q）加和后

除以工业园区面积 

＞50 25 

（25，50] 15 （25，50] 15 

≤25 5 ≤25 5 

3 

等 级 为 较

大、重大的环

境风险企业数

量 

依据企业环境风险等

级划分相关文件，等级为

较大、重大的涉水环境风

险企业数量（个） 

>5 30 依据企业环境风险等级

划分相关文件，等级为较

大、重大的涉气环境风险

企业数量（个） 

>5 30 

[1，5] 21 [1，5] 21 

0 0 0 0 

4 

涉及危险化

学品的物流集

运企业数量 

涉及危险化学品装卸、

暂存的物流、集运、仓储

企业（涉水）数量（个）

≥2 20 
涉及危险化学品装卸、

暂存的物流、集运、仓储

企业（涉气）数量（个） 

≥2 20 

1 7 1 7 

0 0 0 0 

5 
危险化学品

吞吐量 

涉水危险化学品的吞

吐量（万吨） 

＞50 10 
涉气危险化学品的吞吐

量（万吨） 

＞50 10 

（10，50] 5 （10，50] 5 

≤10 3 ≤10 3 

6 

环境风险物

质公共输送管

线 

分布在企业边界外的

输送涉水环境风险物质

管线长度（千米） 

＞5 10 
分布在企业边界外的输送

涉气环境风险物质管线长

度（千米） 

＞5 10 

（2，5] 5 （2，5] 5 

≤2 3 ≤2 3 

a分区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工业园区，工业园区面积为各分区面积，面积单位为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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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评估 

根据 HJ 941，将工业园区水环境和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分别划分为类型1、类型2、类

型3，分别以E1、E2、E3标识，敏感程度顺序依次降低。具体指标和类型见表2。 

表2 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分级指标 

序

号 
评估指标 

水环境风险受体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指标说明 情况 类型 指标说明 情况 类型 

1 

水环境风

险受体敏感

性 

根据HJ941，

确定水环境风

险受体敏感程

度 

类型 1 E1 

 

  

类型 2 E2   

类型 3 E3   

2 

大气环境

风险受体敏

感性 

 

  根据 HJ941，

确定大气环境

风险受体敏感

程度 

类型 1 E1 

  类型 2 E2 

  类型 3 E3 

 

7.4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M）评估 

采用评分法，对工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能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评估。评估指标分为

公共指标和分项指标。公共指标与水环境风险评估分项指标、大气环境风险分项指标分别累加后，分别

确定工业园区水环境风险防控能力（M 水）和大气环境风险防控能力（M 气）指标数值，最高分为 100 分。

具体指标和参考分值见表 3 和表 4。 

表3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M）分级指标（公共指标） 

序号 评估指标 
水和大气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 

指标说明 情况 参考分值

1 
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编制情况 

评估工业园区内是否编制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政府环境

应急预案和部门环境应急预案

有无相关内容 

未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在部门和政府

预案中无相关内容 
20 

未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在部门和政府

预案中有相关内容 
14 

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 

2 
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决策支持 

是否成立环境应急专门机构

或部门（环境应急中心或具有相

关职能的部门）；是否建立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专家组 

未成立环境应急专门机构或部门，未建立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专家组 
10 

已成立环境应急专门机构或部门，但未建立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组 
7 

已成立环境应急专门机构，已建立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专家组 
3 

3 

应急人员及队伍

建设、联动机制建

立情况 

是否配备环境应急响应队伍、

是否具备环境应急监测力量、环

境应急联动机制建立情况 

应急人员及队伍能力建设、联动机制均未完成 10 

已完成本项指标其中任意两种 7 

环境应急响应队伍、应急监测能力、环境应急

联动机制均已具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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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M）分级指标（分项指标） 

序号 评估指标 
水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 大气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 

指标说明 情况 参考分值 指标说明 情况 参考分值

1 监测预警能力 

工业园区内，

通过采取水环境

应急监测、预测

预警等措施，具

备突发水环境事

件的预警能力 

未采取应急监

控、预警措施 
10 

工业园区涉

及有毒有害气

体的环境风险

企业是否安装

有毒有害气体

预警装置 

化工园区没有规

范安装有毒有害气

体预警装置；或者工

业园区50%以下的涉

及有毒有害气体环

境风险企业厂界安

装有毒有害气体预

警装置 

10 

在水排放口设

置应急监控、预警

设施并开展监测、

监控工作 

7 

非化工园区50%以

上80%以下的涉及有

毒有害气体环境风

险企业厂界安装有

毒有害气体预警装

置 

7 

在水排放口、水

体均设置应急监

测、预警设施，并

开展监测、监控工

作 

3 

化工园区已规范

安装有毒有害气体

预警装置；或者非化

工园区80%以上的涉

及有毒有害气体环

境风险企业厂界安

装有毒有害气体预

警装置 

3 

2 

污染物的拦

截、调水和处

置能力 

当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时，工业

园区通过建筑

坝、导流等方式

对污染物的拦截

能力；通过上游

调水降低水体中

污染物浓度的能

力；通过物化处

理、吸附等方式

对污染物就地处

置能力 

拦截、导流、上

游调水及物化处

理能力皆不具备

20    

具备拦截、导

流、上游调水及物

化处理其中一种

能力 

14    

具备拦截、导

流、上游调水及物

化处理其中任意

两种能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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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M）分级指标（分项指标）（续） 

序号 评估指标 
水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 大气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 

指标说明 情况 参考分值 指标说明 情况 参考分值

3 

可能受有毒

有害气体影响

的人员疏散方

案编制及落实

情况 

   

大气突发环

境风险事件应

急疏散方案制

定及落实情况

没有制定大气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疏

散方案 

20 

   

已制定大气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疏散

方案，未组织演练 

14 

   

已制定大气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疏散

方案并组织演练 

6 

4 
应急物资储

备情况 

突发水环境

事件应急物资

实物储备、协议

储备、生产能力

储备情况及其

他区域内应急

物资储备信息，

是否满足事件

应急需求 

物资不能满

足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需求，无

其他区域物资

储备信息 

20 

突发大气环

境事件应急物

资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生

产能力储备情

况及其他区域

内应急物资储

备信息，是否

满足事件应急

需求 

物资不能满足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需

求，无其他区域物资

储备信息 

20 

物资不能满

足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需求，但

有其他区域物

资储备信息，可

以进行调用 

10 

物资不能满足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需

求，但有其他区域物

资储备信息，可以进

行调用 

10 

物资基本满

足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需求，并

可从其他区域

调用 

5 

物资基本满足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需

求，并可从其他区域

调用 

5 

5 

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中其他

环境风险防控

要求的落实情

况 

水环境风险防

控要求落实情

况 

尚未落实 10 
大气环境风

险防控要求落

实情况 

尚未落实 10 

已部分落实 7 已部分落实 7 

全部落实 3 全部落实 3 

 

7.5 环境风险分级及表征 

7.5.1 环境风险等级确定和调整 

7.5.1.1 环境风险分级的等级确定采用矩阵法，根据环境风险源强度（S）、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

环境风险防控能力（M），按照表 5 确定工业园区（分区）水和大气环境风险等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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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环境风险分级（R）矩阵 

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

（E） 
环境风险源强度（S）

环境风险防控能力（M） 

＜40（M1） [40，70)（M2） ≥70（M3） 

E1 

＜40（S1） 低 中 中 

[40，70)（S2） 中 高 高 

≥70（S3） 高 高 高 

E2 

＜40（S1） 低 中 中 

[40，70)（S2） 中 中 高 

≥70（S3） 中 高 高 

E3 

＜40（S1） 低 低 中 

[40，70)（S2） 低 中 中 

≥70（S3） 中 高 高 

 

7.5.1.2 工业园区（分区）内近三年内发生过重大、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污染事故的，相应水或大气环

境风险等级为高；近三年内发生过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污染事故的，相应水或大气环境风险等级调高一级。 

7.5.2 环境风险等级表征 

7.5.2.1 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等级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结果表征可参考表 6，用包含类别、等

级、构成等信息的方式表征。进行工业园区风险等级分区评估时，应对各个分区分别按照分级结果进行

表征，采取 GIS 等技术方式，绘制大气、水环境风险不同等级分区图。 

7.5.2.2 以工业园区（分区）大气或水环境风险等级高者确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表6 工业园区（分区）环境风险等级表征示例 

项目 大气环境风险 水环境风险 

类别+等级+构成 气-R等级（S等级-E等级-M等级） 水-R等级（S等级-E等级-M等级） 

示例 工业园区（分区）气-R中（S1-E2-M2） 工业园区（分区）水-R高（S2-E2-M3） 

最终分级示例 工业园区（分区）环境风险等级高[气-R中（S1-E2-M2）+水-R高（S2-E2-M3）] 

8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差距分析 

根据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环境应急决策支持、应急人员和队伍能力建设、联

动机制建立情况，应急监测预警能力，水污染物的拦截、稀释和处置能力，有毒有害气体泄漏受影响人

员疏散方案和落实情况，应急物资储备情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其他环境风险防控要求落实情况等方

面进行分析，找出差距和问题，提出环境风险管理建议。 

9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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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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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大纲见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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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大纲 

A.1 前言 

A.2 总则 

A.2.1 编制原则 

A.2.2 编制依据 

A.2.3 环境风险评估分区与范围确定 

A.3 环境风险调查 

A.3.1 工业园区概况 

A.3.2 环境风险源调查 

A.3.3 环境风险受体调查 

A.3.4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能力调查 

A.4 环境风险识别 

A.4.1 环境风险源识别 

A.4.2 环境风险物质识别 

A.4.3 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识别 

A.5 环境风险评估与分级 

A.5.1 环境风险源强度（S）评估 

A.5.2 环境受体敏感性（E）评估 

A.5.3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M）评估 

A.5.4 环境风险分级结果及表征 

A.6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差距分析 

A.6.1 环境风险应急防控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及差距分析 

A.6.2 水环境风险应急防控设施建设情况及差距分析 

A.6.3 大气环境风险应急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及差距分析 

A.6.4 环境风险防控相关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A.6.5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建议 

A.6.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建议 

A.7 附图和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