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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策划
应急策划是制定应急预案的技术基础。它包括

风险评价、资源分析和法律法规要求。
1∙1　风险评价

应急预案中的风险评价主要是针对可能导致重

大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污染及严重社会影响等
重大事故灾害风险。对化工区码头所承运的货物进
行统计分析�并对货物的特性进行分析�列出易燃易
爆、有毒有害的重大风险货物的清单、逐一评估�统
计各码头泊位靠泊船舶的种类和大小�分析各类船
舶可能发生事故的概率�对一些事故发生概率较低、
但预期后果特别严重的重大风险应进行定量化风险

评价。
在风险评价过程中�应预先根据码头区域的地

理环境和水文气象资料�建立相应的气体和液体的
扩散模型。使用计算机动态模拟软件模拟各种风、
流以及岸线、岛屿、围油栏等障碍物对水面化学品及
油品等泄漏物的扩散和移动的影响�可以对某一特
定位置、特定数量的泄漏物的瞬间涌出或持续泄漏
的情况进行模拟�从而得到若干时间后泄漏物的扩
散面积、密度及其扩散趋势的预报�并对围油栏设置

的效果进行评估。也可对某一时刻的模拟结果数据
和界面进行存盘保留�然后在这一时间节点上预设
不同的防污措施�形成不同的处置方案分别继续模
拟�最后对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对不同的处置方案进
行评估�得出较优的处置预案。
1∙2　资源分析

资源分析应首先是根据应急救助活动需要资源

的类型（人力、装备、资金和供应）和规模�列出应急
资源包括消防设备、抢救防护器的明细表�其次是调
查清楚现有资源概况和尚欠缺的资源种类和数量�
然后提出资源补充、合理利用和资源集成整合的建
议方案。应急资源分析不仅包括本单位的应急力量
的配置�还应考虑到周边兄弟单位或各级海事主管
部门的应急力量。
1．3　法律依据

应明确国家、政府和行业法律法规要求中有哪
些关于应急方面的法律法规适合于组织或企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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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遵守相应的法规情况等�明确国际、国内有关环
境保护、化学工业品的安全运输和操作、安全生产等
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尤其关注一些和应急
反应活动密切相关的法规、标准的规定。

2　应急准备
包括应急机构与职责、应急设施、应急人员培

训、预案演练、公众教育和互助协议等要素。
应急指挥机构包括码头区域场内与场外两类应

急指挥中心和当地政府的应急联动中心。场外的职
责主要是整个应急救助活动的组织协调、资源调配
和扩大应急救助活动的指挥�而场内的应急指挥中
心直接承担起现场的控制灾害、救护人员和工程抢
险等具体实效的救助任务。政府的应急联动中心有
效整合相关力量和社会公共资源�对事件和应急求
助进行应急处置�包括海事局、消防局和相关企业等
应急力量和资源。

应急力量包括基本的物质和专用设备和器材、
火灾报警按钮、可燃气体探测器、烟雾探测器、火灾
气动探测盘、静电消除棒、水幕系统、便携式气体检
测仪、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保暖衣、黄沙、残液收集
桶、危险／有害物品盛装袋、污水集水池、冲淋洗眼
器、防化服、消拖两用船、防污染作业船、紧急泄漏处
理小推车、救生圈、急救药箱、高频对讲机等、经费支
持和现场相关专门应急人员。这些内容都要建立标
准化操作程序。

应急培训的目的是使应急队伍人员具备系统、
扎实的应急理论知识和应急反应行动的能力�熟悉
各自的岗位及职责�确保在发生事故时应急反应决
策和行动的正确合理与有效实施�应制定详细的培
训计划。一般每年定期培训2次。应急培训的主要
内容有：应急计划、应急救援预案、消防技术、医疗救
护基本知识、检测技术、应急反应系统的管理与使用
须知、风险预测软件应用技术等。根据不同的培调
入员�其培训的内容和侧重面各不相同。

一般每年定期举行演习4次。演习目的：（1）使
参与应急反应的各部门熟悉和掌握各自在应急反应

行动中的职责；（2）保证应急反应各有关环节快速、
协调和有效的进行；（3）考核各级应急反应人员对所
需理论与操作技能熟练掌握的程度；（4）及时发现和
应急反应计划和应急反应系统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

处�以便不断改进和完善。组织演习的部门应对演
习情况予以记录�并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化工区的危险事故�对周边地区的居民的安全

存在较大的威胁�有必要进行公众教育�公众教育的
目标是提高全体公众应急意识和能力。

互助协议主要是对紧急时刻需要协助的机构与

组织要建立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事先鉴定互助
协议的方式实现。

3　事故与应急响应
在化工码头装卸油品或化学品的动态作业过程

中�由于操作不当、溢油、雷击、静电火花、明火等�都
会引发火灾、爆炸、环境污染�并有可能使现场作业
人员不同程度的灼伤或中毒；同时由于风力作用、潮
汐作用�会导致油污扩散或火灾蔓延�将会造成事态
扩大�甚至会波及附近其他单位。

化工码头上的主要设备是管、泵、输液软管、装
卸臂等�这些设备的老化、缺陷或人为的过失均能发
生溢液或火灾、爆炸等事故。码头作业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事故类型和造成的后果见表1。

表1　事故类型和造成的后果
序

号

事故

类型
事故后果

1 船舶

事故

泄漏、火灾、爆炸、船员落水、船员中毒、船员受
伤（摔伤、化学灼伤、烧伤）、船舶受损

2 码头作

业事故

火灾、爆炸、装卸臂／软管破裂、气体、液体泄
漏、管道破裂、人员中毒、人员受伤、人员落水

3 公用设

施故障

停水、停电、停仪表空气、停压缩空气、计算机
控制系统故障、停氮气

4 车辆

事故

火灾、爆炸、泄漏、管架受损、人员中毒、人员受
伤、人员落水

5 地震
火灾、爆炸、泄漏、人员中毒、人员受伤、人员落
水

6 台风 人员落水、船与码头碰撞、人员受伤
7 海啸

火灾、爆炸、泄漏、管架受损、人员中毒、人员受
伤、人员落水

　　应急响应是应急预案中核心的内容�它包括现
场指挥与控制等11个要素。理场指挥与控制�要以
事故发生后确保公众安全为主要目标。按照应急预
案的响应程序指挥、协调救助行动、合理使用应急资
源�使事故迅速得到有效控制。报警与通知是应急
救助迅速启动的关键。接到报警后的初步分析�筛
选掉不正确的信息�落实事故的地点、时间、类型、范
围�初步分析事故趋势；警报系统及程序�事故被确
认后立即通报政府应急联动中心和相应的应急指挥

中心�及时向公众和各类救助人员发出事故应急警
报�建立通讯程序。保证报警和通讯器材完好�信息
渠道24小时畅通。

应急救助的事态监测包括制定的监测组织对大

气、土壤、水域和周边的农作物和水产品等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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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污染状况测定和对风险的全面评估�监测和分
析事故造成的危害性质及程度。以便升高或降低应
急警报级别及采取相应对策评估。

应急救助的人员疏散与安置。首先应使所有公
众熟悉报警系统、集合点、逃生线路、避难所及总体
疏散程序；准确地估计事故影响范围、人员影响区域
以便组织疏散、撤离；积极搜寻、营救受伤及受困、失
踪人员；建立现场毒物泄漏时人员的避难所；疏散区
域、距离、路线、运输工具及迂回程序；临时生活的保
障等。

发生事故的船舶应紧急撤离到紧急待泊区或拖

离码头水域。
警戒与治安是为保障现场救助工作顺利开展。

救助现场要有警戒线（区域）设定�执行事故现场警
戒和交通管制程序�保障救助队伍、物质供应、人员
疏散的交通畅通。

操作人员应掌握一定的中毒处理方法。应急救
助中的医疗与卫生服务�由专业和接受过急救和心
脏恢复培训的人员�事先组成医疗救援小组；在当地
卫生部门的配合下；及时地提供应急需要的医疗设
备和急救药品。

应急救助行动的原则应是优先确保公众和应急

救援人员的安全�严禁冒险指挥、防止造成次生灾
害。在重大事故中应明确应急过程中的媒体及公众
发言人；协调外部机构和及时的与各部门的联系及
相关社会服务。

4　现场核复
建立应急关闭程序�加确认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程序：下降警戒级别�撤出救援力量和宣布取消应急
的程序；对于现场清理和受影响区域的连续监测程
序；对于受灾的操作人员提供帮助和进入恢复正常

状态的程序等；以及对于破坏损失的评估；进行事故
调查和后果评价及重建的程序等。

对于事故后的复原�分为4个阶段：
（1）进入灾区：此阶段工作任务为判定灾区的安

全性�侦测是否有有毒气体残存、危险建筑等潜在危
害存在。

（2）灾区清理：包括残存化学物质清理回收工作
及设备的残骸的清理和恢复工作。

（3）恢复运作：视状况合乎卸装作业条件时�由
操作和安全部门依装卸作业程序表决定恢复装卸操

作。
（4）复原确认：由相关部门的专家确认事故后的

复原程度。

5　预案管理与修改
建立应急预案的编写、审核、批准、发放、修改、

检测和更新预案等程序�并通过预案演练和能力评
估对预案实现持续改进。

应急计划由安全环保部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修

订�并经化工区主管核准。修订后的应急计划及时
上报有关部门备案。修订后的应急计划公布实施
时�应对修订版本进行必要的标注和说明�通告持有
人�再转达至本公司有关人员�并配合教育训练�确
保熟悉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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