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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分析和预测建设项目存在的潜在危险、有害因素，建设项目建设和

运行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事故（一般不包括人为破坏及自然灾害），引起有毒有害和

易燃易爆等物质泄漏，所造成的人身安全与环境影响和损害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应急

与减缓措施，以使建设项目事故率、损失和环境影响达到可接受水平。环境风险评价工作重点

是事故引起厂（场）界外人群的伤害、环境质量的恶化及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预测和防护。

1环境风险识别

1.1物质危险性识别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附录 B，对厂区内的主要原辅材

料、燃料、中间产品、副产品、最终产品等物料进行危险性识别，其物质危险性判别详见下表。

根据判别结果，确定本项目中所涉及危险物质如下表所示。

表 1.1-1 本项目危险物质存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物料名称 性状

危险物质最大存

储量或在线量 t
危险特性 CAS号

存储地

点

1 有机硅树脂
甲苯 液态 0.024 易燃 108-88-3

离型膜

车间

硅油，油类物质计 液态 0.01 可燃 /

2 庚烷
以健康危险急性毒

性物质类别 3计
液态 0.0167

易燃、刺激

性
142-82-5

3 20%硝酸 液态 0.000067 强腐蚀性 7697-37-2

聚脂薄

膜膜车

间

4
水性涂料

(HYDRAN
RCP-A-220)

三乙胺，以健康危

险急性毒性物质类

别 3计
液态 0.0002

易燃、刺激

性
121-44-8

5
水性涂料

(BECKAMINE
PM-80)

甲醇 液态 0.000003
易燃、刺激

性
67-56-1

甲醛 液态 0.000003
易燃、刺激

性
50-00-0

6
水性涂料

(HYDRAN
AP-50RI)

三乙胺，以健康危

险急性毒性物质类

别 3计
液态 0.00002

易燃、刺激

性
121-44-8

7 有机硅树脂
甲苯 液态 7 易燃 108-88-3

甲类仓

库

硅油，油类物质计 液态 3 可燃 /

8 庚烷
以健康危险急性毒

性物质类别 3计
液态 5

易燃、刺激

性
142-82-5

9 20%硝酸 液态 0.02 强腐蚀性 7697-37-2

10
水性涂料

(HYDRAN
RCP-A-220)

三乙胺，以健康危

险急性毒性物质类

别 3计
液态 0.05

易燃、刺激

性
121-44-8

原料仓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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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性涂料

(BECKAMINE
PM-80)

甲醇 液态 0.001
易燃、刺激

性
67-56-1

甲醛 液态 0.001
易燃、刺激

性
50-00-0

12
水性涂料

(HYDRAN
AP-50RI)

三乙胺，以健康危

险急性毒性物质类

别 3计
液态 0.005

易燃、刺激

性
121-44-8

13 乙酸乙酯（含量≥99%） 液态 16 易燃 141-78-6
储罐区14 二甲苯 液态 8 易燃 1330-20-7

15 异丙醇 液态 7 易燃 67-63-0

16 异丙醇 液态 0.04 易燃 67-63-0
碟片检

验室

17 废油 油类物质 液态 6 可燃 /
危废暂

存间18 废液

CODCr浓度

≥10000mg/L的有

机废液

液态 7.6 / /

19 高浓废水

CODCr浓度

≥10000mg/L的有

机废液

液态 7.2 / /

污水站

涂布废

水收集

池

20 导热油 油类物质 液态 6 可燃 /
导热油

炉房

21 天然气 气态 0.14 易燃 74-82-8
天然气

锅炉

22 CO 气态 / 易燃 630-08-0

火灾事

故产生

的次生

污染物

1.2生产系统危险性识别

本项目所涉及危险物质在储存、使用过程中均可构成潜在的风险源，其潜在的风险为泄漏、

火灾和爆炸引发的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

根据总图布置和各生产单元位置以及物质危险性识别，对生产系统、储存系统中主要的风

险设施进行识别。本项目对环境和人群健康具有潜在风险性的危险单元主要有离型膜车间、聚

酯膜车间、甲类仓库、原料仓库、储罐区、危废间、天然气管道、碟片检验室、导热油炉锅炉

房及厂区内化学品装卸搬运路线，各危险单元内危险物质的最大存储量或存在量详见表 1.1-1。

本项目危险单元分布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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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本项目危险单元分布示意图

各危险单元风险特征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2-1 各危险单元风险特征一览表

危险单元 风险源 危险性 存在条件 转化为事故的触发因素

离型膜车间 包装桶
易燃、刺激性、

强腐蚀性
常温常压

包装桶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遇明火、高热

导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聚酯膜车间

包装桶、地

上一体化

清洗池（酸

槽）

易燃、刺激性、

强腐蚀性
常温常压

包装桶、地上一体化清洗池（酸槽）破损导致

发生泄漏事故；遇明火、高热导致发生火灾爆

炸事故

甲类仓库 包装桶
易燃、刺激性、

强腐蚀性
常温常压

包装桶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遇明火、高热

导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原料仓库 包装桶 刺激性 常温常压 包装桶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

储罐区 储罐
易燃、刺激性、

强腐蚀性
常温常压

储罐管线或阀门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遇明

火、高热导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危废间 包装桶 易燃、刺激性、 常温常压 包装桶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遇明火、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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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腐蚀性 导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天然气管道 /
易燃、刺激性、

强腐蚀性
常温常压

天然气管道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遇明火、

高热导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碟片检验室 包装桶
易燃、刺激性、

强腐蚀性
常温常压

包装桶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遇明火、高热

导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导热油炉锅

炉房
导热油炉 易燃、刺激性

最高温度

220℃，常压

导热油炉管线或阀门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

遇明火、高热导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厂区内化学

品装卸搬运

路线

包装桶
易燃、刺激性、

强腐蚀性
常温常压

包装桶破损导致发生泄漏事故；遇明火、高热

导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1.3危险物质向环境转移的途经识别

根据前述生产系统危险性识别和物质危险性识别结果，识别各危险单元可能发生的环境风

险类型、危险物质影响环境途径，可能影响的环境敏感目标。

具体识别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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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本项目环境风险识别结果一览表

序

号
危险单元 风险源

主要危险物

质

环境风险

类型
环境影响途径

可能受影响环境敏感

目标

1 离型膜车间 包装桶
甲苯、硅油、

庚烷

泄漏、火

灾爆炸

①液体物料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物料遇明火燃烧产生的次

生污染物排至大气；③存放区设置防泄漏托盘，小规模泄漏后

可收集在托盘内；车间门口设置墁坡，大量泄漏收集在车间内；

④消防废水可经雨水管网收集至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消

防废水、可能经雨水排口流出厂区进入下游水体；⑤车间内物

料无爆炸风险，车间地面硬化，并做防腐防渗措施，无地下水

污染途径。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观河道、红排河；

地下水环境风险目标：

无

2 聚酯膜车间

包装桶、

地上一体

化清洗池

（酸槽）

硝酸、三乙

胺、甲醇、甲

醛

泄漏、火

灾爆炸

①液体物料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物料遇明火燃烧产生的次

生污染物排至大气；③存放区设置防泄漏托盘，小规模泄漏后

可收集在托盘内；车间门口设置墁坡，大量泄漏收集在车间内；

④消防废水可经雨水管网收集至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消

防废水、可能经雨水排口流出厂区进入下游水体；⑤车间内物

料无爆炸风险，车间地面硬化，并做防腐防渗措施，无地下水

污染途径。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观河道、红排河；

地下水环境风险目标：

无

3 甲类仓库 包装桶
甲苯、硅油、

庚烷、硝酸

泄漏、火

灾爆炸

①液体物料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库房内设置防泄漏托盘，

小规模泄漏后可收集在托盘内；库房门口设置墁坡，大量泄漏

收集在库房内，无地表水污染途径；③火灾情况下，泄漏物料

产生的次生污染物排至大气；④消防废水可经雨水管网收集至

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消防废水可能经雨水排口流出厂区

进入下游水体；⑤库房内无爆炸风险，无地下水污染途径。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景观河道、红排河；

地下水环境风险目标：

无

4 原料仓库 包装桶
三乙胺、甲

醛、甲醇
泄漏

①液体物料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库房内设置防泄漏托盘，

小规模泄漏后可收集在托盘内；库房门口设置墁坡，大量泄漏

收集在库房内，无地表水污染途径。③库房内无爆炸风险，无

地下水污染途径。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地下水环

境风险目标：无

5 储罐区 储罐 二甲苯、乙酸 泄漏、火 ①液体物料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物料遇明火燃烧产生的次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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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酯、异丙醇 灾爆炸 生污染物排至大气；③储罐区设置围堰，围堰外围设置排污阀，

泄漏的物料可拦截在围堰内；④若排污阀未正常关闭泄漏的物

料可经雨水管网收集至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泄漏物料可

能经雨水排口流出厂区进入下游水体；⑤消防废水可经雨水管

网收集至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消防废水可能经雨水排口

流出厂区进入下游水体；⑥爆炸可能会导致储罐下方承台发生

破裂，物料可能透过承台裂缝渗入地下水中。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观河道、红排河；

地下水环境风险目标：

无

6 危废间 包装桶 废液、废油等

泄漏、火

灾爆炸次

生事故

①液体物料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危废暂存间门口设置墁

坡，单桶最大泄漏量为 200L，废液泄漏后可被收集在危废间

内，无地表水污染途径；③火灾情况下，泄漏物料产生的次生

污染物排至大气；④消防废水可经雨水管网收集至事故水池

内，若防控不当，消防废水可能经雨水排口流出厂区进入下游

水体；⑤车间内物料无爆炸风险，无地下水污染途径。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观河道、红排河；

地下水环境风险目标：

无

7 天然气管道 / 甲烷
泄漏、火

灾爆炸

①天然气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消防废水可经雨水管网收集

至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消防废水可能经雨水排口流出厂

区进入下游水体。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观河道、红排河

8 碟片检验室 包装桶 异丙醇

泄漏、火

灾爆炸次

生事故

①液体物料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实验室内设置试剂柜和托

盘，泄漏的物料可拦截在检验室内，无地表水污染途径；③火

灾情况下，泄漏物料产生的次生污染物排至大气；④消防废水

可经雨水管网收集至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消防废水可能

经雨水排口流出厂区进入下游水体；⑤检验室内无爆炸风险，

无地下水污染途径。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观河道、红排河；

地下水环境风险目标：

无

9 导热油炉锅炉房 导热油炉 油类物质

泄漏、火

灾爆炸次

生事故

①导热油沸点较高，泄漏后无大气污染途径；②房间门口设置

墁坡，泄漏后可收集在房间内，无地表水污染途径；③火灾情

况下，导热油遇明火燃烧产生的次生污染物排至大气；④消防

废水可经雨水管网收集至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消防废水

可能经雨水排口流出厂区进入下游水体；⑤导热油无爆炸风

险，无地下水污染途径。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观河道、红排河；地

下水环境风险目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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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厂区内化学品装卸

搬运路线
包装桶

甲苯、硅油、

庚烷等
泄漏

①液体物料泄漏后挥发排至大气；②液体物料泄漏后可被收集

在事故水池内，若防控不当，泄漏物料可能经雨水排口流出厂

区进入下游水体。

大气环境风险目标：详

见表 2.2-18；
地表水环境风险目标：

景观河道、红排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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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风险等级判定

2.1 P分级确定

（1）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

根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需要计算所涉及的每种危险物质在厂界内的最大存在总量与

其在附录 B中对应临界量的比值 Q。

当只涉及一种危险物质时，计算该物质的总量与其临界量比值，即为 Q；

当存在多种危险物质时，则按下述公式计算物质总量与其临界量比值（Q）：

式中：q1、q2‥‥‥qn—每种危险物质的最大存在总量，t。

Q1、Q2‥‥‥Qn—每种危险物质的临界量，t。

当 Q<1时，该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 I。

当 Q≥1时，将 Q值划分为：1≤Q<10；10≤Q<100；Q≥100。

表 2.1-1 本项目 Q值确定表

序

号
物料名称

危险物质最大存

储量或在线量 t
临界量 Q值

1 甲苯 7.024 10 0.7024
2 硅油（油类物质计） 3.01 2500 0.001204
3 庚烷（以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 3计） 5.0167 50 0.100334
4 20%硝酸 0.020067 7.5 0.0026756
5 三乙胺（以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类别 3计） 0.05522 50 0.0011044
6 甲醇 0.001003 10 0.0001003
7 甲醛 0.001003 0.5 0.002006
8 乙酸乙酯（含量≥99%） 16 10 1.6
9 二甲苯 8 10 0.8
10 异丙醇 7.04 10 0.704
11 废油 油类物质 6 2500 0.0024

12 废液
CODCr浓度≥10000mg/L 的有

机废液
7.6 10 0.76

13 导热油 油类物质 6 2500 0.0024

14 涂布清洗废水
CODCr浓度≥10000mg/L 的有

机废液
7.2 10 0.72

15 天然气 0.14 10 0.014
16 合计 5.412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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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及生产工艺

分析项目所属行业及生产工艺特点，按照下表评估生产工艺情况。具有多套工艺单元的项

目，对每套生产工艺分别评分并求和。将M划分为（1）M>20；（2）10<M≤20；（3）5<M≤10；

（4）M=5，分别以M1、M2、M3和M4表示。

表 2.1-2行业及生产工艺分值（M）

行业 评估依据 分值

石化、化工、医药、轻

工、化纤、有色冶炼等

涉及光气及光气化工艺、电解工艺（氯碱）、氯化工艺、硝化工艺、

合成氨工艺、裂解（裂化）工艺、氟化工艺、加氢工艺、重氮化工

艺、氧化工艺、过氧化工艺、胺基化工艺、磺化工艺、聚合工艺、

烷基化工艺、新型煤化工工艺、电石生产工艺、偶氮化工艺

10/套

无机酸制酸工艺、焦化工艺 5/套

其他高温或高压、且涉及危险物质的工艺过程 a、危险物质贮存罐区
5/套（罐

区）

管道、港口/码头等 涉及危险物质管道运输项目、港口/码头等 10

石油天然气
石油、天然气、页岩气开采（含净化），气库（不含加气站的气库），

油库（不含加气站的油库）、油气管线 b（不含城镇燃气管线）
10

其他 涉及危险物质使用、贮存的项目 5
a高温指工艺温度≥300℃，高压指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P）≥10.0MPa
b长输管道运输项目应按战场、管线分段进行评价。

根据本项目行业及生产工艺特点，本项目不涉及上述生产工艺，乙酸乙酯、二甲苯、异丙

醇贮存在储罐区，M分值为 5，以M4计。

（3）P分级结论

根据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和行业及生产工艺（M），按照风险导则提供的等

级判定表确定，分别以 P1、P2、P3、P4 表示。根据前述分析结论，本项目危险物质及工艺系

统危险性（P）等级为 P4。
表 2.1-3 危险物质及工艺系统危险性等级判断（P）

危险物质数量与临

界量比值（Q）
行业及生产工艺（M）

M1 M2 M3 M4
Q≥100 P1 P1 P2 P3

10≤Q＜100 P1 P2 P3 P4
1≤Q＜10 P2 P3 P4 P4

2.2 E分级确定

（1）大气环境

依据环境敏感目标环境敏感性及人口密度划分环境风险受体的敏感性，共分为三种类型，

E1为环境高度敏感区，E2为环境中度敏感区，E3为环境低度敏感区，分级原则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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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大气环境敏感程度分级

分级 大气环境敏感性

E1
周边 5km 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机构人口总数大于 5万人，

或其他需要特殊保护区域；或周边 500m范围内人口总数大于 1000人；油气、化学品输送管线

管段周边 200m范围内，每千米管段人口数大于 200人。

E2
周边 5km 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机构人口总数大于 1万人，

小于 5万人；或周边 500m范围内人口总数大于 500人，小于 1000人；油气、化学品输送管线

管段周边 200m范围内，每千米管段人口数大于 100人，小于 200人。

E3
周边 5km 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机构人口总数小于 1万人，

或其他需要特殊保护区域；或周边 500m范围内人口总数小于 500人；油气、化学品输送管线

管段周边 200m范围内，每千米管段人口数小于 100人。

根据表 2.2-8环境敏感目标调查，本项目周边 5km范围内大气环境敏感目标大于 5万人；

周边 500m范围内的企业仅为建设单位，人口总约为 1064人，大于 500人。综上，本项目大

气环境属于 E1环境高度敏感区。

（2）地表水环境

依据事故情况下危险物质泄漏到水体的排放点受纳地表水体功能敏感性，与下游环境敏感

目标情况进行分级，其中地表水功能敏感性分区和环境敏感目标分级见下表。

表 2.2-2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

环境敏感目标
地表水功能敏感性

F1 F2 F3
S1 E1 E1 E2
S2 E1 E2 E3
S3 E1 E2 E3

表 2.2-3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

敏感性 地表水环境敏感特征

敏感 F1
排放点进入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为Ⅱ类及以上，或海水水质分类第一类；

或以发生事故时，危险物质泄漏到水体的排放点算起，排放进入受纳河流最大流速时，24h流经

范围内涉跨国界的

较敏感 F2
排放点进入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为Ⅲ类及以上，或海水水质分类第二类；

或以发生事故时，危险物质泄漏到水体的排放点算起，排放进入受纳河流最大流速时，24h流经

范围内涉跨省界的

低敏感 F3 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

表 2.2-4环境敏感目标分级

分级 环境敏感目标

S1

发生事故时，危险物质泄漏到内陆水体的排放点下游（顺水流向）10km范围内，近岸海域一

个潮周期水质点可能达到的最大水平距离的两倍范围内，有如下一类或多类环境风险受体：集

中式地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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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水生生物的

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及洄游通道；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红树林、珊瑚礁等滨海湿

地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盐

场保护区；海水浴场；海洋自然历史遗迹；风景名胜区；或其他特殊重要保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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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发生事故时，危险物质泄漏到内陆水体的排放点下游（顺水流向）10km范围内，近岸海域一

个潮周期水质点可能达到的最大水平距离的两倍范围内，有如下一类或多类环境风险受体：水

产养殖区；天然渔场；森林公园；地址公园；海滨风景游览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

生存区域。

S3
排放点下游（顺水流向）10km范围内，近岸海域一个潮周期水质点可能达到的最大水平距离

的两倍范围内无上述类型 1和类型 2包括的敏感保护目标。

本项目地表水体景观河道、红排河，不涉及上述表中所列保护目标，故敏感目标分级为

S3，水敏感性分区属于低敏感 F3，根据风险评价导则查表可知，本项目水环境属于 E3低环境

敏感度。

（3）地下水环境

依据地下水功能敏感性与包气带防污性能进行定级，其中地下水功能敏感性分区和包气带

防污性能分级分别见下表。

表 2.2-5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

环境敏感目标
地表水功能敏感性

G1 G2 G3
D1 E1 E1 E2
D2 E1 E2 E3
D3 E2 E3 E3

表 2.2-6地下水环境敏感性分级

敏感性 地表水环境敏感特征

敏感 G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在建和规划的饮用水源）准保

护区；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水源以外的国家或地方政府所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他保护

区，如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

较敏感 G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在建和规划的饮用水源）准保

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未划定准保护区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其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

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特殊地下水资源（如热水、矿泉水、温泉等）保护区以外的分布区等其

他未列入上述敏感分级的环境敏感区 a

不敏感 G3 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

a“环境敏感区”是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所界定的涉及地下水的环境敏感区

表 2.2-7包气带防污性能分级

分级 包气带岩石的渗透性能

D3 Mb≥1.0m，K≤1.0×10-6cm/s，且分布连续，稳定

D2
0.5m≤Mb≤1.0m，K≤1.0×10-6cm/s，且分布连续，稳定

Mb≥1.0m，1.0×10-6cm/s≤K≤1.0×10-4cm/s，且分布连续，稳定

D1 岩（土）层不满足上述“D2”和“D3”条件

Mb：岩土层单层厚度。K：渗透系数。

本项目场地位于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内，附近无集中式和分散式地下水饮用水源地

等地下水环境敏感、较敏感保护区，也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所界定的

涉及地下水的环境敏感区。因此，区域场地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感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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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引用《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天津)有限公司 APP310电动汽车驱动电机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中的岩土单层厚度和渗透系数，该项目位于本项目东侧约 0.8km，地层岩性和土壤

类型相近，根据报告，岩土层单层厚度约为 2m，渗透系数为 8.36×10-5cm/s，因此本项目包气

带防污性能为 D2，综上，本项目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为 E3低环境敏感度。

综上，本项目大气、地表水、地下水环境风险敏感目标调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2-8 建设项目环境敏感特征表

类别 环境敏感特征

环境空气

厂址周边 5km 范围内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相对方位 距离/m 属性 人口数/人
1 天弘公寓 西北 3530 居住区 1000
2 蓝领公寓 西北 3550 居住区 500
3 航天公寓 北 3482 居住区 500
4 新业派出所 东北 3797 行政办公 40
5 消防总队新昌路中队 东北 3927 行政办公 30
6 西区投资服务中心 东北 4163 行政办公 50
7 海燕公寓 东北 4391 居住区 1000
8 天渤公寓 东北 4210 居住区 800
9 长城汽车公寓 西北 694 居住区 2500
10 和顺家园 西北 2684 居住区 37900
11 国翔公寓 东北 1532 居住区 8000
12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东北 2308 学校 4000
13 军星辅城 西南 4891 居住区 896
14 东堼村 西南 4300 居住区 1830
15 丽水公寓 南 3017 居住区 810
16 园月里 南 3346 居住区 1070
17 何月里 南 2790 居住区 3220
18 择月里 南 3067 居住区 3200
19 天津钢管中学 南 2718 学校 1500
20 畅月里 南 2968 居住区 4560
21 荣月里 南 2639 居住区 1640
22 端月里 南 2645 居住区 1700
23 钢管公司小学 南 2830 学校 1600
24 丽霞里 南 2355 居住区 6336
25 春霞里 南 2445 居住区 8992
26 聚贤里 南 2781 居住区 4048
27 纲暇里 南 2122 居住区 1890
28 滨海实验学校 南 2262 学校 2000
29 博才里 南 2472 居住区 2832
30 滨暇里 南 2760 居住区 1980
31 华盛里 南 2161 居住区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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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民惠里 南 2454 居住区 4872
33 森淼里 南 2588 居住区 2660
34 秋霞里 南 2816 居住区 2928
35 月季园别墅 东南 3237 居住区 1640
36 桂花园小区 东南 3369 居住区 3200
37 塘沽区中心庄小学 东南 4320 学校 1100
38 八堡村 东南 4503 居住区 2876

厂址周边 500m范围内人口数小计 1064
厂址周边 5km 范围内人口数小计 132372

大气环境敏感程度 E值 E1

地表水

受纳水体

序号 受纳水体名称 排放点水域环境功能 24h内流经范围/km
1 景观河道 IV类 /
2 红排河 IV类 /

内陆水体排放点下游 10 km（近岸海域一个潮周期最大水平距离两倍）范围内敏感目标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环境敏感特征 水质目标 与排放点距离/m
/ / / / /

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 E值 E3

地下水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环境敏感特征 水质目标 包气带防污性能
与下游厂

界距离/m
1 / / / D2 /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E值 E3
备注：建设单位周边 500m 范围内的企业为天津泰达西区第二热源厂、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天津实发

新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津路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总人数为 100人+392人+500人+72人=1064人。

2.3风险潜势划分结论

根据潜势分析，本项目涉及的物质和工艺系统的危险性及其所在地的环境敏感程度，结合

事故情形下环境影响途径，按照下表确认分析潜势。

表 2.3-1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潜势划分

环境敏感程度（E）
危险物质及工艺系统危险性（P）

极高危害（P1） 高度危害（P2） 中度危害（P3） 轻度危害（P4）
环境高度敏感区（E1） Ⅳ+ Ⅳ Ⅲ Ⅲ
环境中度敏感区（E2） Ⅳ Ⅲ Ⅲ Ⅱ
环境低度敏感区（E3） Ⅲ Ⅲ Ⅱ Ⅰ

注：Ⅳ+为极高环境风险

综合上述分析，本项目风险潜势划分结果为：大气环境为 III 类，地表水环境 I类，地下

水环境 I类。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规定，建设项目环境风

险潜势综合等级取各要素等级的相对高值，则本项目风险潜势为 III 类。

2.4环境风险评价等级确定

环境风险等级判定依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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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评价工作等级划分

环境风险潜势 IV、IV+ Ⅲ Ⅱ Ⅰ
评价工作等级 一 二 三 简单分析 a

a是相对于详细评价工作内容而言，在描述危险物质、环境影响途径、环境危害后果、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

给出定型的说明。见辅录 A。

综上，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其中大气环境为二级、地表水环境为简单分析、

地下水环境为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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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事故情景分析

3.1代表性风险事故情景设定

经调查，本项目涉及的危险物质大气毒性终点浓度值详见下表。

表 3.1-1各物质的大气毒性终点浓度值

序

号
物料名称 CAS号

1级大气毒性终点浓度

（mg/m3）

2级大气毒性终点浓度

（mg/m3）

1 甲苯 108-88-3 14000 2100
2 20%硝酸 7697-37-2 240 62

3
三乙胺*（以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

质类别 3计）
121-44-8 4122 701

4 甲醇 67-56-1 9400 2700

5
甲醛 50-00-0 69 17

乙酸乙酯（含量≥99%） 141-78-6 36000 6000
6 二甲苯 1330-20-7 11000 4000
7 异丙醇 67-63-0 29000 4800
8 天然气 74-82-8 260000 150000
9 CO 630-08-0 380 95

*：数据来源于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影响评价数值模拟重点实验室”（www.lem.org.cn）网站

大气风险等级为二级，地表水和地下水风险等级为简单分析，因此重点对大气环境的代表

性风险事故情景设定并进行源强分析，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3.1-2大气环境代表性事故设定

环境风险

类型

危险

单元
风险事故

危险因

子
危害 风险评价因子选取原则

火灾次生/
伴生事故

储罐

区

二甲苯储罐全破裂，发生泄漏，同

时遇明火燃烧，产生的次生污染物

CO进入到大气环境中

CO
CO进入到大

气环境中

储罐储存量大；CO毒性

终点浓度较低

泄漏
储罐

区

二甲苯储罐全破裂，发生泄漏，形

成液池，受热蒸发进入到大气环境

中

二甲苯

二甲苯蒸发

进入到大气

环境中

储罐储存量大；二甲苯毒

性终点浓度较低

3.2源项分析

一、泄漏事故

1、泄漏源强计算

泄漏液体的蒸发分为闪蒸蒸发、热量蒸发和质量蒸发三种，其蒸发总量为这三种蒸发之和。

本项目主要涉及质量蒸发。其蒸发速率按下式计算：

式中：Q3——质量蒸发速率，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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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液体表面蒸气压，Pa；

R ——气体常数，J/（mol·K）；

T0——环境温度，K；

M——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u ——风速，m/s；

r ——液池半径，m；

α ,n——大气稳定度系数。

二甲苯泄漏液池蒸发速率计算参数取值如下：

表 3.2-1二甲苯泄漏液池蒸发速率计算参数

最不利气象条件

计算参数 计算结果

液体表面蒸气压 Pa 环境温度 K
摩尔质量

kg/mol
风速 m/s

液池半径

m
α n 蒸发速率kg/s

1333.22 298 0.106 1.5 6.6 0.005285 0.3 0.0139
备注：液池半径为储罐区面积的等效半径，储罐区面积为 150m2，4个储罐占地约为 13m2，剩余面积为 137m2，

等效半径为 6.6m。

（3）理查德森数计算

预测计算时，区分重质气体与轻质气体排放，选择合适的大气风险预测模型。判定烟团/

烟羽是否为重质气体，取决于它相对空气的“过剩密度”和环境条件等因素。通常采用理查德森

数（Ri）作为标准进行判断。根据不同的排放类型，Ri的计算公式不同。排放类型分为连续排

放和瞬时排放，对应的 Ri计算公式为：

连续排放：Ri =
g（Q/ρrel）

Drel
×（

ρrel−ρa
ρa

）
1/3

Ur

瞬时排放：Ri = �（��/����）
1/3

��
2 × （

����−��
��

）

式中：

ρrel——排放物质进入大气的初始密度，kg/m3；

ρa——环境空气密度，kg/m3；

Q——连续排放烟羽的排放速率，kg/s；取蒸发速率；

Qt——瞬时排放的物质质量，kg；

Drel——初始的烟团宽度，即源直径，m；取液池直径；

Ur——10m高处风速，m/s；最不利气象条件取风速 1.5m/s。

判定连续排放还是瞬时排放，可以通过对比排放时间 Td和污染物到达最近的受体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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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点或敏感点）的时间 T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T=2X/Ur

式中：

X——事故发生地与计算点的距离，m；一般计算点选取 10m间距开展预测，则 X=10m；

Ur——10m高处风速，m/s；最不利气象条件取风速 1.5m/s。

不同事故情景下计算参数取值与计算结果如下。

表 3.2-2 泄漏参数一览表

气象条件 X（m） Ur（m/s） T（min） Td（min） 排放形式

最不利 10 1.5 0.11 30 连续排放

综上，本项目泄漏事故有毒有害气体排放形式为连续排放。对于连续排放，Ri≥1/6为重质

气体，Ri<1/6为轻质气体。则不同事故情景的理查德森数计算参数取值及计算结果如下。

表 3.2-3 理查德森数计算一览表

气象条件

*排放物质

进入大气的

初始密度

kg/m3

环境空气

密度 kg/m3

连续排放烟羽

的排放速率

kg/s

源直径

m
10m高处

风速 m/s
理查德森数 气体类型

最不利 4.34 1.293 0.0155 13.2 1.5 0.1378 轻质

注：*根据 PV=nRT计算得最不利气象条件下（298K）1mol气体对应的体积为 24.45L，则排放物质进入大

气的初始密度=分子量/体积

二、大气环境火灾事故

二甲苯燃烧速度计算：

当液体沸点高于环境温度时：

式中：mf——液体单位表面积燃烧速度，kg/（m2·s）；

Hc——液体燃烧热；J/kg；

Cp——液体的比定压热容；J/（kg·K）；

Tb——液体的沸点，K；

Ta——环境温度，K；

HV——液体在常压沸点下的蒸发热（气化热），J/kg。
二甲苯的燃烧速度参数取值如下表所示：

表 3.2-4二甲苯的燃烧速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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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利气象条件

计算参数 计算结果

Hc燃烧热
J/kg

Cp比定压热容 J/
（kg·K）

Tb沸点
K

Ta环境

温度 K
HV气化热

J/kg
表面积燃烧速度

kg/（m2·s）
液池面

积 m2
燃烧速

率 kg/s
4.3052E+07 1360 417.55 298 4.98E+05 0.065 137 8.905
备注：液池半径为储罐区面积的等效半径，储罐区面积为 150m2，4个储罐占地约为 13m2，剩余面积为 137m2。

②次生污染物产生速率计算：

二甲苯的 LC50的值为 19747mg/m3，贮存量为 8t，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169-2018）附录 F，火灾爆炸事故中不再考虑二甲苯的挥发。

火灾情况下二甲苯不完全燃烧产生 CO，不完全燃烧方程式如下：

2C8H10+13O2=16CO↑+10H2O

不完全燃烧率可取持续燃烧物料的 5%，则 CO的产生速率为 8.905×0.05×2.09=0.9306kg/s。

③火焰高度计算：

火焰高度计算公式：

式中：h——火焰高度，m；

ρa——空气密度，kg/m3；

r——池火半径，m；

g——重力加速度，9.81m/s2；

dm/dt——液体单位表面积燃烧速度，kg/（m2·s）。

火焰高度计算参数取值及计算结果如下。

表 3.2-5火焰高度计算参数

气象条件 表面积燃烧速度 kg/（m2·s） 池火半径 m 火焰高度 m
不利 0.065 6.6 21.43

备注：液池半径为储罐区面积的等效半径，储罐区面积为 150m2，4个储罐占地约为 13m2，剩余面积为 137m2，

等效半径为 6.6m。

3.3源项汇总

本项目筛选的代表性事故源强核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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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本项目源强一览表

风险事故情形描述 危险单元 危险物质 影响途径
释放或泄

漏速率

释放或泄漏

时间

最大释放

或泄漏量

泄漏液体蒸发

量
其他事故源参数

二甲苯储罐全破裂，发生泄漏，

同时遇明火燃烧，产生的次生污

染物 CO进入到大气环境中

储罐 CO 扩散大气环境 0.9306kg/s 240min / /

AFTOX 模式。
二甲苯储罐全破裂，发生泄漏，

形成液池，受热蒸发进入到大气

环境中

储罐 二甲苯 扩散大气环境 0.0139kg/s 30min / 25.0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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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预测与评价

4.1有毒有害物质大气中扩散

1、模型筛选

根据前述情景设定及源项分析结论，本次风险评价模型选取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1-1大气扩散模型筛选结果

事故类

型

危险单

元
危险物质

环境风速及

大气稳定度
理查德森数

泄漏液体蒸发

量

模型筛选结

果

火灾 储罐区 CO 最不利气象

条件风速：

1.5m/s，稳定

度：F

0.9306kg/s AFTOX

泄漏 储罐区 二甲苯 0.0139kg/s AFTOX

2、预测范围及计算点

本次预测范围为预测物质浓度达到评价标准时的最大影响范围，本次评价选取 5km。

计算点包括特殊计算点和一般计算点，本项目最近的环保目标为长城汽车公寓，作为本次

评价特殊计算点；一般计算点选取 10m间距开展预测。

3、参数选取

本次预测模型参数选取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1-2大气风险预测模型主要参数表

参数类型 选项 参数

基本情况

事故位置 储罐区

事故源经度/(°) E117°30'57.13"
事故源纬度/(°) N39°03'55.69"
事故源类型 火灾/泄漏

气象参数

气象条件类型 不利气象

风向 N
风速（m/s） 1.5

环境温度（℃） 25
相对湿度% 50
稳定度 F

其他参数

地表粗糙度 1.0
是否考虑地形 是

地形数据精度 90m

4、预测结论：

（1）火灾事故

采用 AFTOX模式进行预测，由预测结果可知，当储罐发生全破裂泄漏蒸发，同时遇明火

燃烧产生 CO后，最不利气象条件下的最大预测浓度为 97.00mg/m3，未超过 1级大气毒性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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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380mg/m3），超过 2级大气毒性终点浓度（95mg/m3），范围为 380m。

图 4.1-1 火灾事故 CO影响范围图

本项目关心点长城汽车公寓不在上述影响范围内，关心点处 CO浓度随时间变化情况如下

表所示。从预测结果可知，最不利气象条件下的预测最大浓度为 60.8mg/m3，均未超过 1级大

气毒性终点浓度（380mg/m3）和 2级大气毒性终点浓度（95mg/m3），表明不会对环保目标处

的人群造成影响。

表 4.1-3 关心点处 CO浓度随时间变化情况一览表 单位 mg/m3

关心点 气象条件
最大浓度

（mg/m3）

最大浓度出

现时间
7min 246min 249min 251min 252min

长城汽车

公寓
最不利气象 60.8 7min 60.8 58.3 6.24 0.0306 0

表 4.1-4 CO事故源项及事故后果最不利气象条件下基本信息表

风险事故情景分析

代表性风险事

故情形描述
储罐全破裂，二甲苯泄漏，遇明火燃烧产生 CO

环境风险类型 火灾

泄漏设备类型
储罐全破

裂
操作温度/℃ 常温 操作压力/MPa 常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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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危险物质 /
最大存在量

/kg
/ 泄漏孔径/mm /

泄漏速率

（kg/s）
/ 泄漏时间/min / 泄漏量/kg /

泄漏高度/m /
泄漏液体蒸发

量/（kg/s）
/ 泄漏频率 /

火灾次生污染

物
CO

燃烧速度

kg/（m2·s）
/

火灾次生污染物产生

量/（kg/s）
0.9306

事故后果预测

大气

危险物质 大气环境影响

NO2

指标 浓度值（mg/m3） 最远影响距离/m 到达时间/min
大气毒性终点

浓度-1
380 / /

大气毒性终点

浓度-2
95 380 /

敏感目标名称 超标时间/min 超标持续时间/min
最大浓度

（mg/m3）

/ / / /

（2）泄漏事故

采用 AFTOX模式进行预测，由预测结果可知，二甲苯储罐全破裂泄漏后蒸发的二甲苯在

最不利气象条件下的最大预测浓度为 86.2mg/m3，未超过 1级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1000mg/m3）

和 2级大气毒性终点浓度（4000mg/m3）。

表 4.1-5 二甲苯事故源项及事故后果最不利气象条件下基本信息表

风险事故情景分析

代表性风险事

故情形描述
二甲苯储罐全破裂泄漏后蒸发的二甲苯进入到大气环境中

环境风险类型 泄漏

泄漏设备类型
储罐全破

裂
操作温度/℃ 常温 操作压力/MPa 常压

泄漏危险物质 二甲苯 最大存在量/t / 泄漏孔径/mm 5
泄漏速率

（kg/s）
/ 泄漏时间/min 30 泄漏量/kg /

泄漏高度/m /
泄漏液体蒸发

量/（kg/s）
0.0139 泄漏频率 /

火灾次生污染

物
/

燃烧速度

kg/（m2·s）
/

火灾次生污染物产生

量/（kg/s）
/

事故后果预测

大气

危险物质 大气环境影响

二甲苯

指标 浓度值（mg/m3） 最远影响距离/m 到达时间/min
大气毒性终点

浓度-1
11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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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毒性终点

浓度-2
4000 / /

敏感目标名称 超标时间/min 超标持续时间/min
最大浓度

（mg/m3）

/ / / /

本项目关心点长城汽车公寓不在上述影响范围内，关心点处二甲苯浓度随时间变化情况如

下表所示。从预测结果可知，最不利气象条件下的预测最大浓度为 1.21mg/m3，均未超过 1级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1000mg/m3）和 2级大气毒性终点浓度（4000mg/m3），表明不会对环保

目标处的人群造成影响。

表 8.5-6 关心点二甲苯浓度随时间变化情况一览表 单位 mg/m3

关心点 气象条件
最大浓度

（mg/m3）

最大浓度

出现时间
7min 8min 54min 55min 56min 57min 59min

长城汽

车公寓

最不利气

象
1.21 8min 0 1.32 1.18 0.855 0.212 0.0958 0

4.2有毒有害物质在地表水环境中的运移扩散

本项目地表水环境风险等级为简单分析，在此仅定性分析说明地表水环境影响后果及应急

措施。室内的危险化学品包装规格最大为 50kg/桶，发生泄漏后，可采用托盘、吸附棉、消防

沙等吸附泄漏的物资，一般可控制在室内，不会流出室外。当室外发生泄漏或火灾事故后，根

据第 5.2小节，事故水最大产生量为 228m3，厂内设置 1座 300m3事故水池，可满足需求。接

到事故通知后立即关闭厂区雨水总排口处的雨水截止阀，并打开通往事故水池的切换阀，自流

到事故水池，不会进入地表水环境。在火势控制不住或防控不当时，消防废水可能经厂区雨水

管网进入市政雨水管网，市政雨水管网进入红排河之前设置闸阀，为常闭状态，可将事故废水

截留在市政管网内，地表水环境风险可防控，一般情况下无地表水污染途经。综上分析，本项

目主要对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进行介绍。

4.3有毒有害物质在地下水环境中的运移扩散

根据风险识别，本项目可能对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的潜在风险事故情形主要为储罐区发生

火灾爆炸时可能导致地面防渗层发生破坏，泄漏物料（比如二甲苯等）进入地下水中和涂布废

水收集池池体或管线发生泄漏，进入到地下水环境中。

本项目针对储罐区、涂布废水收集池进行防渗，防渗标准为：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

K≤1×10-7cm/s，即使发生事故，进入到地下水环境的污染物量也不大，并且厂区所在位置潜水

含水层渗透系数较小，水力坡度平缓，污染物进入厂区地下水含水层，其运移速率也将极其缓

慢，且污染物在运移过程中逐渐扩散，浓度也会随之逐渐变低，预计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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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风险管理

5.1大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储罐区

（1）储罐间的距离应充分考虑呼吸阀、量液孔等的扩散距离；储罐一旦发生火灾，其火

焰热辐射对邻近罐产生影响，罐区间要有足够的防火距离，周边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2）储罐的建设要严格按照防火规范，确保防火间距、消防通道、消防设施等满足规定

要求。

（3）储罐地基强度满足抗震要求；在相对较高位设置罐区时，围堰容积大于最大储罐容

量的 100%，围堰强度在液体冲垮时不跨塌；在低洼位设置罐区时，围堰容积应大于最大储罐

容量的 50%；围堰内表面应设计能防止液体冲击时不损坏的坚实防护层。

2、甲类库、生产车间、原料仓库

（1）甲类库、生产车间等的危险区域电缆铺设及配电间的设计按《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92）要求考虑防火、防爆，并按照《建筑物防雷击设计规范》

（GB50057-94（2000年版））和《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接地设计规范（试行）》（GBJ65-83）

的要求，设防雷击、防静电系统。

（2）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98）规定，在甲类库、生产车间等应

设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系统。

（3）危险区内电气设备及控制仪表等设施应严格按照《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

计规范》的要求选型。

3、危废间

（1）电缆铺设及配电间的设计按《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92）

要求考虑防火、防爆，并按照《建筑物防雷击设计规范》（GB50057-94（2000年版））和《工

业与民用电力装置接地设计规范（试行）》（GBJ65-83）的要求，设防雷击、防静电系统。

4、其他防范措施

（1）厂区内安装监控及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覆盖建设单位所有危险源。各危险单元

处安装可燃气体探测自动报警、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室内及室外消防水系统、泡沫灭火和水冷

却系统。（2）建立相关巡检制度，安全环保部门人员每 2小时巡查一次，及时发现泄漏、火

灾爆炸事故的发生。

5、应急措施：①当厂区内发生火灾、泄漏等突发环境事故时，应立即对厂区内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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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厂区内人员按照指示迅速至厂区门口集合。建设单位应及时联系外部第三方监测单位对

厂区内大气进行应急监测，根据可能释放的物质确定应急监测因子，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监测技术规范》进行现场布点和采样监测，直至测定结果恢复为正常值方可结束应急监测。②

各危险单元处应准备适当数量的灭火器具和相应的应急物资，配备消防沙或吸收棉等污染物收

集物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防毒面具、耐腐蚀手套等个人防护物资，以保证事故发生时能在第

一时间内进行处理。

本项目建成后厂区应急疏散示意图如下所示。根据预测分析结果，本项目可能造成环境影

响最大事故为当二甲苯储罐全破裂发生泄漏后，需疏散 380m范围以内人群，建设单位负责人

需立即通知其管理人员并上报开发区生态环境局，由政府部门人员进行疏散，实现区域联动，

380m影响范围内人群的应急疏散示意图如下所示。

本项目厂区应急疏散图如下：

图 5.1-1 厂区应急疏散图

区域级应急疏散范围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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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点 1

安置点 2

安置点 3

安置点 4

安置点选择仅供参考，实际发生事故时应根

据当时风向在疏散范围外确定安置点

图 5.1-2 区域级应急疏散图

5.2 地表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企业按照“单元-厂区-园区”水环境风险防控体系要求设置事故废水收集和应急储

存设施，防止环境风险事故造成水环境污染，本项目事故废水具体防控措施如下图所示：

380m疏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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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厂区内雨水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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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厂区内污水管网图

①单元级防控系统：

生产车间、甲类库、原料仓库、危废间、门口设置墁坡，若发生泄漏事故可将泄漏液体控

制在房内；危废暂存间内设置防溢流托盘，泄漏液体作为危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储罐区发生

泄漏，罐区设置围堰，围堰外围设置排污阀，正常情况下关闭，泄漏的物料可拦截在围堰内，

若未及时关闭，泄漏的物料通过自流流至事故水池中。

②厂区级防控系统：

火灾事故时最大的事故水量来源于二甲苯储罐发生泄漏后同时遇明火发生火灾产生消防

废水及泄漏物料。参照《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Q/SY 08190-2019）

中事故缓冲设施总有效容积计算公式估算事故水量：

V 总=（V1+V2-V3）max+V4+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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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10qF

q=qa/n。

式中：

V 总—事故缓冲设施总有效容积，单位为 m³；

V1—收集系统范围内发生事故的物料量，单位为 m³；

V2—发生事故区域的消防水量，单位为 m³；

V3—发生事故时可以转输到其他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单位为 m³；

V4—发生事故时仍必须进入该收集系统的生产废水量，单位为 m³；

V5—发生事故时可能进入该收集系统的降雨量，单位为 m³；

q—降雨强度，按平均日降雨量，单位为 mm；

qn—年平均降雨量，单位为 mm；

n—年平均降雨日数，单位为天（d）；

F—必须进入事故废水收集系统的雨水汇水面积，ha。

计算参数取值如下：

V1：最大物料量

事故状态下，二甲苯泄漏量为 10m3。

V2：最大消防水量

储罐区消防用水量为 15L/s，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表 3.6-2，火灾延续时间按 4h计，则消防水量为 216m3。

V5：雨水量

天津市年平均降雨量为 580mm，年平均降雨天数为 70天，储罐区汇水面积约 0.02公顷，

计算 V5=10×0.02×580/70=2m3。

V3：可转输到其他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

本次评价考虑最不利情况，将可转输到其他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设置为 0m3。

V4：生产废水量

生产废水量为 0m3。

综上，事故废水最大产生量约为 10+216+2=228m3。厂区设置 1座 300m3的事故水收集池，

可满足本项目事故水暂存需求。

厂区雨水总排口设置截止阀，正常情况下雨水总排口截止阀处于关闭状态，发生事故时，

打开通向事故水池的切换阀，事故水池位于厂区最低点处，雨水管网内的事故废水自流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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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待事故结束后，通过检测事故水池内事故废水水质，再判断将事故废水引入厂区污水处

理站或作为危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本项目初期雨水主要为储罐区前 15~30min收集雨水，储罐区设置切换阀，初期雨水引入

事故水池内，然后经事故水池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15~30min后进行切换进入厂

区雨水系统，排至雨水管网。

③园区级防控系统：在极端事故情况下，厂内事故废水应急储存设施无法有效收集本项目

的事故废水时，启动园区应急预案。事故废水通过厂区雨水总排口排入下游景观河道，通过关

闭河道下游雨水泵站，将事故废水截留在河道内，地表水环境风险可防控。

红排河

景观河道

图 5.2-3 企业雨水排口下游 10km走向示意图

（2）应急措施

开发区西区

雨水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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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厂区内发生火灾、泄漏等突发环境事故导致事故废水流出厂区时，建设单位应及时联

系外部第三方监测单位对雨水总排口处进行应急监测，根据可能释放的物质确定应急监测因子，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进行现场布点和采样监测，直至测定结果恢复为正常

值方可结束应急监测。②各危险单元处应准备适当数量的灭火器具和相应的应急物资，配备消

防沙或吸收棉等污染物收集物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防毒面具、耐腐蚀手套等个人防护物资，

以保证事故发生时能在第一时间内进行处理。

5.3 地下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源头控制

（1）加强污染源底部及周边地面的防渗设计，避免污染物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中。采取严

格的废气治理措施，确保废气中沉降污染物满足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对厂区占地范围进行

绿化，绿化植物应选择具有较强吸附能力的植物。

（2）工作人员应加强场地的检修、加固，防止渗漏，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3）对管道、设备及相关构筑物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止和降低污染物跑、冒、滴、漏，

将项目污染物泄漏的环境风险事故降低到最低程度；管线敷设尽量采用“可视化”原则，做到

污染物“早发现、早处理”。尽量减少管道接口，提高管材选用标准及接口连接形式要求。加

强管道的内外防腐设计，管道尽量采用地上敷设。

（4）切实贯彻执行“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方针，所有场地全部硬化和密封，严禁下

渗污染。按“先地下、后地上，先基础、后主体”的原则，通过规划布局调整结构来控制污染，

对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有重要的作用。

2、防扩散措施

项目在建设及运营期应采取以下措施：

（1）项目建设运营期环境管理需要，厂区内建设的地下水防控井应设置保护罩及设置安

全台或设置单独保护房，以防止污水漫灌进入环境监测井中。

（2）应对该项目土壤环境和地下水环境设置必要的检漏时间及周期，在一个检漏周期内，

对可能有污染物跑冒滴漏等产生的地区进行必要的检漏工作，及时发现污染物渗漏等事件，采

取补救措施。

（3）需要在地下水流向下游设置专门的地下水污染防控井，以作为日常地下水防控及风

险应急状态的地下水防控井。

3、防渗分区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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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环评文件“5.2.2.3 分区防控措施”。

4、应急措施

一旦发生地下水污染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查明并切断污染源，加密下游地下水水

质跟踪监测井的监测频率，一旦发现监测井中污染物浓度超标，应立即开启下游水质监测井抽

水工作，控制污染物继续向下游运移，同时进一步探明地下水污染深度、范围和污染程度，并

依据探明的地下水污染情况和污染场地的岩性特征，合理布置污染物控制井点的深度及间距，

并进行井点试抽工作。依据井点抽水设计方案进行施工，抽取被污染的地下水体，并依据各井

点出水情况进行调整。将抽取的地下水进行集中收集处理，并送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当地下

水中的特征污染物浓度满足地下水功能区划的标准后，逐步停止井点抽水，并进行土壤修复治

理工作。

5.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

本项目实施后，建议建设单位应根据环保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令第 34 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

号）、环保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等的规定和要求，编制应急预案并备案。

同时注意编制的应急预案应与沿线各区域、各相关企业、地方政府应急系统衔接，并保证在事

故状态下的环境监测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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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综上，本项目涉及危险物质为二甲苯、乙酸乙酯等。涉及的危险单元包括储罐区、危废间、

甲类库等以及厂区内化学品装卸搬运路线。本项目危险因素主要为泄漏事故、火灾爆炸事故。

根据预测分析结果，本项目可能造成环境影响最大事故为二甲苯储罐区全破裂发生泄漏泄

漏遇明火燃烧产生 CO后，需疏散 380m以内的人群，未涉及环境敏感目标。

物料泄漏后遇明火发生火灾产生消防废水及泄漏物料，经分析可知，建设单位厂区事故水

池可满足事故废水的暂存，若防控不当，污染物流出厂区进入下游景观河道、红排河，其对地

表水体的影响较小；在充分落实防渗措施、应急处理措施的基础上，本项目环境风险事故泄漏

的污染物对地下水的环境较小。

考虑事故触发具有不确定性，厂内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应纳入经开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中，

一旦事故影响超出厂区应急能力，立即上报至经开区生态环境局，启动经开区应急预案，实现

厂内与经开区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及管理的有效联动，可有效防控环境风险。

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在落实一系列事故防范措施，制定完备的环境风险应急

预案和应急组织结构，保证事故防范措施等的前提下，本项目环境风险可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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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自查表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风险调

查

危险物质

名称 存在总量/t 名称
存在总量

/t
名称 存在总量/t

甲苯 7.024 硅油 3.01 庚烷 5.0167
硝酸 0.020067 三乙胺 0.05522 甲醇 0.001003
甲醛 0.001003 乙酸乙酯 16 二甲苯 8

异丙醇 7.04 天然气 0.14 废油 6
废液 0.76 导热油 6 涂布废水 7.2

环境敏感性

大气
500m范围内人口数 1064人 5km范围内人口数 13.24万人

每公里管段周边 200m范围内人口数（最大） ____/___人

地表水
地表水功能敏感性 F1□ F2□ F3
环境敏感目标分级 S1 S2□ S3

地下水
地下水功能敏感性 G1□ G2□ G3
包气带防污性能 D1 D2 D3

物质及工艺系统危险性

Q值 Q＜1□ 1≤Q＜10 10≤Q＜100 Q＞100
M值 M1□ M2□ M3 M4
P值 P1□ P2 P3□ P4

环境敏感程度

大气 E1 E2□ E3
地表水 E1□ E2 E3
地下水 E1□ E2 E3

环境风险潜势 IV+□ IV□ III II□ I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简单分析□

风险识

别

物质危险性 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

环境风险类

型
泄漏 火灾、爆炸引发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

影响途径 大气 地表水 地下水

事故情形分析 源强设定方法□ 计算法 经验估算法 其他估算法□

风险预测

与评价

大气

预测模型 SLAB□ AFTOX 其他□

预测结果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影响范围/m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影响范围_/m

地表水 最近环境敏感目标___/__，到达时间___/___h

地下水
下游厂区边界到达时间__/__年

最近环境敏感目标___/__，到达时间____/__d

重点风险

防范措施

一、大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储罐区

（1）储罐间的距离应充分考虑呼吸阀、量液孔等的扩散距离；储罐一旦发生火灾，其火焰热辐

射对邻近罐产生影响，罐区间要有足够的防火距离，周边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2）储罐的建设要严格按照防火规范，确保防火间距、消防通道、消防设施等满足规定要求。

（3）储罐地基强度满足抗震要求；在相对较高位设置罐区时，围堰容积大于最大储罐容量的

100%，围堰强度在液体冲垮时不跨塌；在低洼位设置罐区时，围堰容积应大于最大储罐容量的

50%；围堰内表面应设计能防止液体冲击时不损坏的坚实防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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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类库、生产车间、原料仓库

（1）甲类库、生产车间等的危险区域电缆铺设及配电间的设计按《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设计规范》（GB50058-92）要求考虑防火、防爆，并按照《建筑物防雷击设计规范》（GB50057-94
（2000年版））和《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接地设计规范（试行）》（GBJ65-83）的要求，设防

雷击、防静电系统。

（2）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98）规定，在甲类库、生产车间等应设置

可燃气体泄漏报警系统。

（3）危险区内电气设备及控制仪表等设施应严格按照《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的要求选型。

3、危废间

（1）电缆铺设及配电间的设计按《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92）
要求考虑防火、防爆，并按照《建筑物防雷击设计规范》（GB50057-94（2000年版））和《工

业与民用电力装置接地设计规范（试行）》（GBJ65-83）的要求，设防雷击、防静电系统。

4、其他防范措施

（1）厂区内安装监控及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覆盖建设单位所有危险源。各危险单元处安装

可燃气体探测自动报警、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室内及室外消防水系统、泡沫灭火和水冷却系统。

（2）建立相关巡检制度，安全环保部门人员每 2小时巡查一次，及时发现泄漏、火灾爆炸事故

的发生。

5、应急措施：①当厂区内发生火灾、泄漏等突发环境事故时，应立即对厂区内人员进行疏散，

厂区内人员按照指示迅速至厂区门口集合。建设单位应及时联系外部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厂区内

大气进行应急监测，根据可能释放的物质确定应急监测因子，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

术规范》进行现场布点和采样监测，直至测定结果恢复为正常值方可结束应急监测。②各危险

单元处应准备适当数量的灭火器具和相应的应急物资，配备消防沙或吸收棉等污染物收集物资，

并配备一定数量的防毒面具、耐腐蚀手套等个人防护物资，以保证事故发生时能在第一时间内

进行处理。

二、地表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企业按照“单元-厂区-园区”水环境风险防控体系要求设置事故废水收集和应急储存设施，防

止环境风险事故造成水环境污染

1、单元级防控系统：

危废暂存间、甲类库、生产车间、原料库门口设置墁坡，若发生泄漏事故可将泄漏液体控制在

库房内；危废暂存间内设置防溢流托盘，泄漏液体作为危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储罐区发生泄

漏，罐区设置围堰，围堰外围设置排污阀，正常情况下关闭，泄漏的物料可拦截在围堰内，若

未及时关闭，泄漏的物料通过自流流至事故水池中。

2、厂区级防控系统：

厂区雨水总排口设置截止阀，正常情况下，雨水总排口截止阀处于关闭状态，发生事故时，打

开通向事故水池的切换阀，事故水池位于厂区最低点处，雨水管网内的事故废水自流至事故水

池。待事故结束后，通过检测事故水池内事故废水水质，再判断将事故废水引入厂区污水处理

站或作为危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3、园区级防控系统：在极端事故情况下，厂内事故废水应急储存设施无法有效收集本项目的事

故废水时，启动园区应急预案。事故废水通过厂区雨水总排口排入下游景观河道，通过关闭河

道下游雨水泵站，将事故废水截留在河道内，地表水环境风险可防控。

三、地下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源头控制

（1）加强污染源底部及周边地面的防渗设计，避免污染物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中。采取严格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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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治理措施，确保废气中沉降污染物满足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对厂区占地范围进行绿化，

绿化植物应选择具有较强吸附能力的植物。

（2）工作人员应加强场地的检修、加固，防止渗漏，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3）对管道、设备及相关构筑物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止和降低污染物跑、冒、滴、漏，将项

目污染物泄漏的环境风险事故降低到最低程度；管线敷设尽量采用“可视化”原则，做到污染

物“早发现、早处理”。尽量减少管道接口，提高管材选用标准及接口连接形式要求。加强管

道的内外防腐设计，管道尽量采用地上敷设。

（4）切实贯彻执行“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方针，所有场地全部硬化和密封，严禁下渗污染。

按“先地下、后地上，先基础、后主体”的原则，通过规划布局调整结构来控制污染，对控制

新污染源的产生有重要的作用。

2、防扩散措施

项目在建设及运营期应采取以下措施：

（1）项目建设运营期环境管理需要，厂区内建设的地下水防控井应设置保护罩及设置安全台或

设置单独保护房，以防止污水漫灌进入环境监测井中。

（2）应对该项目土壤环境和地下水环境设置必要的检漏时间及周期，在一个检漏周期内，对可

能有污染物跑冒滴漏等产生的地区进行必要的检漏工作，及时发现污染物渗漏等事件，采取补

救措施。

（3）需要在地下水流向下游设置专门的地下水污染防控井，以作为日常地下水防控及风险应急

状态的地下水防控井。

3、防渗分区及措施

罐区基础一般防渗区防渗标准为：

①承台及承台以上环墙应采用抗渗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低于 P6。
②承台及承台以上环墙内表面宜涂刷聚合物水泥等柔性防水涂料，厚度不应小于 1.0mm。

③承台顶面应找坡，有中心坡向四周，坡度不宜小于 0.3%。

罐区防火堤内的地面防渗层一般防渗区防渗标准为：应符合《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

（GB/T 50934-2013）第 5.2节的规定。

围堰一般防渗区防渗标准为：

①防火堤宜采用抗渗钢筋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低于 P6。
②防火堤的变形缝应设置不锈钢板止水带，厚度不应小于 2.0mm。

③防火堤变形缝内应设置嵌缝板、背衬材料和嵌缝封料。

罐区基础防渗符合性分析：300mm 厚干铺黄沙，100mm 厚沥青砂浆绝缘层，中粗砂垫层，压

实系数大于 0.97，850mm厚 C30钢筋混凝土筏板，100mm 厚的 C20素混凝土垫层。

其余地区防渗标准为防渗性能等效于 1.5m厚渗透系数为 1.0×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

危废暂存间：参照 GB18597 防渗区，防渗标准为“基础必须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1m厚黏土层

（渗透系数≤10-7cm/s），或 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至少 2mm 厚的其他人工材料，渗透系数

≤10-10cm/s”。一般固废暂存间：防渗标准：参照 GB 18599防渗，使其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中的防渗要求。

4、应急措施

一旦发生地下水污染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查明并切断污染源，加密下游地下水水质跟

踪监测井的监测频率，一旦发现监测井中污染物浓度超标，应立即开启下游水质监测井抽水工

作，控制污染物继续向下游运移，同时进一步探明地下水污染深度、范围和污染程度，并依据

探明的地下水污染情况和污染场地的岩性特征，合理布置污染物控制井点的深度及间距，并进

行井点试抽工作。依据井点抽水设计方案进行施工，抽取被污染的地下水体，并依据各井点出

水情况进行调整。将抽取的地下水进行集中收集处理，并送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当地下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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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污染物浓度满足地下水功能区划的标准后，逐步停止井点抽水，并进行土壤修复治理工

作。

评价结论

与建议
建设单位采取相应的措施后，环境风险可防控。

注：“□”为勾选项；“_____”为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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