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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资源调查目的 

突发性环境事件是威胁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其危害制约着

生态平衡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做好突发性环境事件的预防，提高

对突发性环境事件处置的应急能力。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

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建立重大事故环境应急救援体系，组织及时有

效的应急救援行动，已成为抵御事故风险或控制灾害蔓延、降低危害后果的关键

手段。 

应急资源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基础。目前大部分企业自身应急资源不

足应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若不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则无法对应急人力、财力、

装备进行科学地调配和引进，据此特编制本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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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发环境事件所需应急资源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第 4

章给出了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主要有（1）火灾、爆炸；（2）污染治

理设施故障；（3）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泄漏；此外，本项目在遇到极端天气条

件台风或暴雨的情况下，如处置不当也会造成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评估报告还指出：（1）应急设施要求包括有效容积、应急阀门、围堰等

必须满足相关要求；（2）应急物资要求做好水消防设备、灭火设备的配备、应急

监测设备以及个人防护设备及应急通信设备的配置，并符合安监、消防的要求；

（3）应急救援队伍首先要组建厂内应急队伍，人员要定岗，各岗位人员还要有

备份，以满足事故应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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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应急人力资源调查 

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人、

财、物”三大资源中，人力资源居于首位。本报告从人员配置、培训、应急演练

等方面评价人力资源配置现状，为企业合理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3.1 内部应急人力资源组成 

为能有效预防突发环境事故发生，并能做到在事故发生后能迅速有效地实现

控制和处理，最大程度减少事故带来的损失，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小组（简称“应急指挥小组”），由总经理任总

指挥，副总经理任现场指挥。当出现紧急情况时，由总指挥统一指挥应急救援处

置工作。总指挥不在现场，由现场指挥具体负责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应急办公室

负责环境风险源点日常巡查、应急物资装备等核实检查、应急预案管理等工作。

应急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处置组、环保疏散组、现场处置组、应急保障组、环境监

测组等职能小组。 

表 3.1-1 公司应对突发性事件领导小组名单列表 

组织结构 姓名 职务、部门 电话 备注 

组长 
刘凤东 董事长 13920419802  

何光明 总经理 13621270359  

副组长 
李金伟 副总经理 18201335886  

王巍 副总经理 13501158551  

领导小组成员 

杨永红 副总经理 13901082615  

谷秀志 副总经理 13488747679  

岳敬平 副总经理 13910037202  

房跃 总经理助理 13502115416  

冯秀艳 总经理助理 13910694090  

信息处置组 徐承君 总经理助理 1580143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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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疏散组 
组长 王颢 综管部经理 13810010525  

成员 冯高朋 综管部人员 13718418709  

现场处置组 
组长 张力川 综管部人员 18301472528  

成员 朱鹏 综管部人员 13439236046  

应急保障组 
组长 许晓伟 综管部人员 15601240371  

成员 侯鑫健 综管部人员 13801156553  

环境监测组 

组长 马国儒 副总经理 13601305386  

成员 
万皓 环保事业部 15901578250  

李巍 环保事业部 15101110621  

 

3.2 应急小组机构职责 

应急领导小组负责落实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及时向应急指挥部及其

成员报告事件应急处置情况；在应急指挥部的授权下，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工作；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方案，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应急领导小组包

括：信息处置组、环保疏散组、现场处置组、应急保障组、环境监测组。其职责

分别为： 

1、现场处置组 

现场处置组当发生事故时，依据污染防治的程序，进行现场抢险活动，并参

与生产恢复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1）协助预防各区域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危害行为； 

（2）应急处理，制定排险、抢险方案； 

（3）提出落实抢险救援装置、设备抢修所需物资； 

（4）组织落实排险、抢险方案，控制事故蔓延； 

（5）依现场状况，按照救援程序，进行现场抢险活动，并按事件的发展，

将事件发展信息向现场指挥部汇报； 

（6）参与事故调查。 

2、信息处置组 

在环境事件发生时主要负责对内、外信息报送和指令传达等任务。启动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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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的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有关部门报告，配合应急指挥中心做好内外的联络通信

工作。执行现场警戒与保卫工作 

（1）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发生在本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的实时进展

情况； 

（2）负责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具体处置的指导、协调和督促； 

（3）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发现负面报道后，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并提

出工作建议； 

（4）向周边单位社区、政府部门通报事故情况； 

（5）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媒体应对。 

（6）执行应急指挥中心命令，组织人员紧急疏散及秩序维护措施； 

（7）进行现场警戒及保卫工作； 

（8）根据警情迅速组织出警、参与制定灭火方案、组织控制火势、火灾现

场人员搜救、灭火抢险物资的保管及补充事故调查。 

3、环保疏散组 

（1）指导现场附近居民和抢险人员自身防护，确定人员疏散范围的建议。 

（2）负责本公司事故应急预案的制订、修订；组织建立应急救援专业队伍，

组织实施和演练；检查、督促做好环境风险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

备工作； 

（3）负责保护事件现场及相关数据；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救援的培训，根据应急预案进行演练，向周边企业、村落提供本单位有关危险物

质特性、救援知识等宣传资料等。 

4、应急保障组 

做好医疗救护应急药品、医疗器械、设备及卫生防护用品等物资的储备与保

管； 

5、环境监测组 

（1）对事故时、事故后的污染物排放、周边环境质量进行环境监测工作； 

（2）定期对各污染治理设施排放口进行监测工作，起到风险预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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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外部救援人力资源 

如果紧急状况或已经发生时，相关负责人应立即向市环保局、安监、公安、

消防、医疗部门汇报。报告内容包含： 

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 

发生事故的单位名称和地址； 

事件发生时间或预期持续时间； 

事故类型； 

当前状况，如污染物的传播介质和传播方式； 

伤亡情况； 

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和预防措施； 

已知或预期事故的环境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以及关于接触人员的医疗建议； 

其他必要信息。 

企业外部可以请求援助的应急队伍及联系方式见下表。 

表 3.3-1 外部救援联系单位及联系方式一览表 

序号 单位 电话号码 备注 

1 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 66556006 

政府部门 

2 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 59321109 

3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12369 

4 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 010-68876190 

5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12350 

6 石景山区应急管理局 010-68689526 

7 急救中心 120 

8 公安报警 110 

9 消防大队 119 

10 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 010-68886208 

11 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010-68861103 

12 北京市监测站 010-68413195 

13 北京市政府应急办公室 010-66011988 

14 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中医医院 010-68863570 
距离较近

的医院 
15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010-57830000 

1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010-5698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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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应急设施装备调查 

应急装备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重要物质保障，也是保证应急队伍有效

开展工作的基础。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已从初期强调编制应急预案，逐步注重做好

应急资源配置、早期预警能力建设等方面应急准备工作。本次调查不仅包括企业

内部应急资源调查，还包括外部应急资源调查，摸清周边可依托的应急资源储备

情况，有利于构建应急装备动态数据库，建立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装备紧急调

度机制，做到应急装备资源共享，使有限的资源在应急处置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4.1 内部应急设施及装备 

企业内部应急装备调查，可查明企业自身应急处置设备及个人防护设备方面

存在不足，在后续工作中进行优先配置，确实做到“有备无患”企业现有及拟增加

的应急物资及装备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附件 2。 

按照《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13）中对应的

应急救援物资总体配备要求、作业场所配备要求等，配备的应急物资与装备较完

整，但还需要进行完善。如：应增加各种便携式监测设备（pH 试纸、便携式 COD

检测仪、便携式氨氮检测仪等）、应急救援物质及装备（担架、急救箱等）以及

个人防护装备（耐酸碱手套、耐酸碱鞋、护目镜等）。 

企业内部应急设施及装备见表 4.1-1。 

企业内部应急设施及装备表 4.1-1。 

类型 名称 数量 位置 责任人 联系电话 

通讯设备、

照明设备 

防爆灯 5 
试剂库、锅炉房、

燃气表间 
许晓伟 15601240371 

应急照明灯 180 
大厦及实验楼点

位 
许晓伟 15601240371 

消防设备 

灭火器 950 
大厦及实验楼点

位 
许晓伟 15601240371 

消防栓 88 
大厦各消防栓点

位 
许晓伟 15601240371 

消防水泵 8 消防设备间 许晓伟 1560124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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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数量 位置 责任人 联系电话 

消防水池 1 
大厦地下一层

（500m³） 
许晓伟 15601240371 

火灾报警器 1200 大厦点位 许晓伟 15601240371 

灭火喷头 5000 大厦点位 许晓伟 15601240371 

堵漏、围

堵、维修、

设备及物

质 

沙土 8m³ 试剂库 许晓伟 15601240371 

编织袋 若干 按需 许晓伟 15601240371 

围堰 若干 按需 许晓伟 15601240371 

化学品泄漏收

集池 
1 试剂库 许晓伟 15601240371 

监测和 

检测设备 

摄像头 195 大厦及厂区点位 许晓伟 15601240371 

感烟探测器 800 大厦点位 许晓伟 15601240371 

个人防护

设备及其

他应 

急物资 

应急防护服 100 实验室 许晓伟 15601240371 

护目镜 50 实验室 许晓伟 15601240371 

防护面罩 50 实验室 许晓伟 15601240371 

一次性手套 若干 按需 许晓伟 15601240371 

胶靴 若干 按需 许晓伟 15601240371 

铁锹 若干 按需 许晓伟 15601240371 

 

4.2 外部可依托应急设施及装备 

企业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当遇到较大或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及时向临

近公司或政府部门请求援助，以便将事故造成的危害控制降至最低。 

当前市政府已建成以公安消防队伍及其他优势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依托的

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他们除承担消防工作外，同时还承担危险化学品事故、环境

污染事故等突发事件的抢险救援工作，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且综合应变能力强的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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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应急专项经费调查 

应急救援经费保障是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迅速开展应急工作的前提保障，

没有可靠的资金渠道和充足的应急救援经费，就无法保证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和维护应急管理体系正常运转，为此公司应制定应急救援专项经费保障措施，具

体如下： 

 

5.1 建立应急经费保障机制 

可考虑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需要，按照战时

应战、平时应急的思路，将现有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抢险救灾领导机构和各应急救

援专业小组有机结合起来，平时领导抢险救灾和做好动员准备，战时指挥动员实

施职能。应急救援财力保障专业小组要把抢险救灾经费、物资装备经费等项目进

行整合和统一管理。主要职责是：平时做好动员准备、开展动员演练的经费保障，

以及防灾抗灾经费管理的基础工作，负责对包括应急投入和应急专项资金在内的

所有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制定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经费保障的应急

经费保障预案、紧急状态下的财经执行法规和制度；与包括抢险救援、医疗救护、

通信信息、交通运输、后勤服务在内的各有关职能小组建立紧急状况下的经费协

调关系。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突发紧急事件，经费保障管理机构即成为应急救援

经费管理指挥中心，负责召集上述相关部门进行灾情分析和项目论证、救灾资金

的紧急动员、各部门资金需求统计和协调、救灾物资的采购和统一支付以及阶段

性资金投入使用。 

 

5.2 建立有机统一的协调机制 

首先要明确经费保障的协调主体及其职责。总体上可考虑依托企业应急救援

领导组建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由企业应急办公室统一管理调度，发生重

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积极响应防灾救灾经费保障统管部门组织工作。由企业

组织抗灾救援工作时，后勤部门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对口协调企业防灾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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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经费保障统管部门，申请企业财务资金及时划拨应急保障；其次要进一步理顺

企业内部需求上报渠道。经费保障跟着需求走，企业内部需求提不出来，经费申

请和下达就缺乏相应依据。企业进行抗灾救灾活动要逐渐形成统计上报制度，并

保证企业内部各系统之间信息渠道的顺畅。各救援组可指定专人负责将所需经费

保障数额上报至企业抗灾救灾指挥机构，经由抗灾救灾指挥机构专人汇总后及时

报送企业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审核。 

 

5.3 建立可靠的资金保障体系 

企业要建立一定规模的应急资金。企业每年在制定安全生产投入计划时要预

留部分应急资金，并把这部分应急资金列入企业预算。 

 

5.4 强化经费保障监管力度 

首先要建立全方位监管制度。完善的法规制度是实施经费保障监管工作的根

本依据。要健全完善救灾经费管理的规章和管理办法，使经费监管工作有章可循。

其次要建立全过程全方位监控机制。监督管理工作要能够覆盖经费筹措募集、申

请划拨、采购支付全过程。 

 

5.5 完善经费保障体系 

要进一步整合完善在应对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等突发事件中制定的各项标

准和经费保障管理规定。根据企业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对救援经费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及时修订整理和完善，使应对突发事件的经费保

障管理制度更加体系化、规范化、条理化。此外，还要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

应急救援经费保障工作规章。明确相关人员在应急救援经费保障工作中的职责、

任务、行动方式、协作办法，形成一套条款详细、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使各部

门、各环节在应急救援经费保障中能够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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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资源调查的结论 

本次应急资源调查从“人、财、物”三方面进行了调查：本企业已组建了应急

救援队伍并按安全、消防、环保等部门要求配备了必要的应急设施及装备（但还

需进一步配备完善）。由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类型较多，各类事故造成的危害也

难以预测，而企业自身的应急资源又是有限的，通过本次调查摸清与政府配套的

公共应急资源及队伍，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如果能及时有效的利用好这些资源，

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控制是非常有利的。此外，为了使突发事件发生时各项应急救

援工作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经费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企业还制定了专项经费保

障措施，只要企业落实好措施是能够满足事故应急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