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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进一步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建立统一指挥、

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环境应急管理体系，提高

深汕特别合作区应对突发环境危机的能力，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及其造

成的危害，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制订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环境保护

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

有关应急预案。 

1.3 工作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须坚持以下原则：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居安思危、

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依法规范、加强管理，快速反应、协同应

对，依靠科技、提高素质，公开透明、及时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

合作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立即按照本预案的相关规定开展应

急处置工作。 



 - 2 - 

1.4 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突发环境事件

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1.4.1 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 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

绝的。 

1.4.2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 人以上 30人以下死亡或 50 人以上 100 人

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1 万人以上 5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区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1.4.3 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上 50 人以

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上 1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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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相邻城市重要环境影响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1.4.4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区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深汕特别合作区内或者发生在其他地区涉及合作

区，需要合作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处置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或参与处置的特别

重大、重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突发辐射污染事故按《深圳市突发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执行，污染天气

按照《深汕特别合作区大气污染应急预案》执行。 

1.6 突发环境事件类型 

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汕尾市海丰县，距深圳市中心 120公里，由鹅埠、

小漠、鲘门、赤石四镇组成，总面积 468.3平方公里。合作区地处珠三角经

济圈和海峡西岸经济圈结合部，是珠三角通往粤东的桥头堡，深港向东拓展

辐射的重要战略支点。合作区位于广东连接福建、浙江东南沿海的主轴线，

西与惠州市接壤，目前正处于大开发大建设时期。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

事件的类型主要包括： 

（1）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危险化学品贮存、运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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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发生的火灾爆炸或危险物品（包括

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大面积泄漏导致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2）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危险物品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3）违法排污突发环境事件。企业或自然人违法排放废水、废气或倾

倒危险废物导致水体、大气和土壤污染。 

（4）自然灾害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因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极端天气

或自然灾害导致环境风险物质泄漏造成周边水体、大气和土壤污染。 

2 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深汕环境应急指挥

部）是合作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下设的专项应急指挥部，设置 1 名总指挥、

1 名执行总指挥、2 名副总指挥。合作区管委会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领导担

任总指挥，负责主持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的全面工作；1 名执行总指挥由市

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并兼任现场指挥官，履行现场决策、

指挥和协调职责，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信息报送、现场污染处置和应急监测工

作；1 名副总指挥由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

与现场处置工作；1 名副总指挥由事发地镇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协调

所属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工作，隔离事件现场，协助组织受事件影响区域内人

员的紧急疏散，为应急处置现场提供生活保障。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

位由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党政办公室、应急管理局、发展改革和财政

局、公共事业局、住房建设和水务局、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统战和社会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深汕公安分局、

深汕交警大队、深汕消防工作筹备组和各镇政府组成。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的职责：负责贯彻执行预防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

法律、法规和规章；统筹环境应急物资和装备的配备；按程序启动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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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辖区资源实施污染源控制、应急监测、污染消除工作；承办深汕合作区

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是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市生态环境局深汕

管理局，其职责是：承担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编制和

修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环境应急演练；依据区域环境风险

特征，按相关程序申请采购和贮备环境应急物资与装备；负责组织研判突发

环境事件级别，及时向合作区管委会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

息；提出启动本预案建议，协调有关应急力量参与现场处置；组织调查或协

助上级调查处理突发环境事件；完成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事

项。 

2.2 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急职责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统筹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组

织编制和修订本预案，适时开展环境应急培训和演练；按程序申请采购并妥

善管理环境应急物资与装备；及时向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

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组织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实施现场应急处

置；组织实施环境应急监测，及时提供污染监测数据；负责起草突发环境事

件新闻通稿；组织生态环境危害评估与修复；承办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交办

的其他工作。 

党政办公室：协调、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的新闻发布工作。 

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和指挥相关部门参与环境应急处置；负责

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发展改革和财政局：负责保障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相关费用。 

公共事业局：负责组织开展受污染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报告事件

伤亡情况和伤员救治信息。 

统战和社会建设局：负责受灾人员的临时救助与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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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配合做好突发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环境事件

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住房建设和水务局：负责配合做好突发水污染事件和燃气污染事件的应

急处置及调查处理；负责协调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用水保障。 

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负责协调区供电局和通信运营企业为应急处置

现场提供电力、通信保障。 

深汕公安分局：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疏散撤

离，加强人员撤离区域的治安管理；负责协助上级公安部门实施剧毒化学品

事故的应急救援。 

深汕交警大队：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保障

救援道路畅通。 

深汕消防工作筹备组：负责紧急状态下的人员搜救、抢险作业和扑灭火

灾；负责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有关设备容器的冷却。 

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协调市交通运输局开展危险物品运输事故的

现场应急处置。 

各镇政府：负责组织所辖应急力量对突发环境事件实施先期处置，及时

向党政办公室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做好应急处置现场的后勤保障。 

2.3 专家组的组成与职责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负责组建环境应急专家组，专家组成员须具有

环保、安全、化工和应急管理专业背景且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见附件 6）。

专家组的主要职责是：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的危害范围、危害程度、事件等

级、发展趋势等做出科学评估；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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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机制 

3.1 预防 

3.1.1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认真落实《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条例》和深圳市产业政策，严格按照环保“三同时”的规定控制高环境风险

项目的审批入驻。 

3.1.2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组织实施区域环境风险评估；指导企业开展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建立环境风险管理台账，依据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

监督管理。 

3.1.3 应急管理局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使用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

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通报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 

3.1.4 深汕交警大队加强道路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的安全监督检查，及时将可

能导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交通事故信息通报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 

3.1.5 企业作为环境风险的主体责任单位，应组织力量实施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适时排查治理环境安全隐患，组

织力量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适时开展应急演练，加强环境应急能力

建设，确保环境风险处于可控状态。 

3.2 监控 

3.2.1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加强环境监测工作，加强与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的信息沟通，发现监测数据异常时进行跟踪分析并及时报告。 

3.2.2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与公

安、应急管理部门建立长效的应急联动机制，第一时间掌握次生环境污染事

件信息。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对辖区相关火灾爆炸事故、危险化学品泄

漏事故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及时判断是否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3.2.3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依据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违法排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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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处罚，对于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司法部门报案。 

3.2.4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组织技术力量，依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

患排查与治理工作指南（试行）》对辖区企业实施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督促

企业采取措施治理隐患。 

3.2.5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组织力量排查污染防治设施的安全隐患，并

督促责任单位及时治理。 

3.2.6 企业作为环境风险管理责任主体，应当建立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适时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对于发现后能够立即治理的环境安全隐患，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对于情况复杂、短期

内难以完成治理，可能产生较大环境危害的环境安全隐患，应当制定隐患治

理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现场应急预案，及时消除隐患。 

3.3 预警 

3.3.1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预

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

级为最高级别。根据环境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

降级或解除。 

3.3.2 一、二级预警由省政府或省应急管理局根据省政府的授权发布；三级

预警由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四级预警信息由合作区管委会发布，同时报市应

急管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备案，通报可能受影响和危害的相邻地区生态环境

部门。特殊紧急情况下，合作区管委会认为有必要发布的预警信息，可不受

预警级别限制。 

3.3.3 当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市生态环境局深汕

管理局向合作区管委会提出发布预警的建议。预警信息内容包括：环境事件

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措施、发布

机关和咨询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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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合作区管委会通过“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在线”网站发布预警信息，

也可以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腾讯 TIPS 弹窗、手机短信、移动互

联网应用（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等）、热线电话、户外 LED 显示屏、交

通诱导屏、车载电视等通信手段和传播媒介发布预警信息。上级发布的可能

影响我区的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合作区管委会及时转发并注明信息来

源。 

3.3.5 发布环境预警信息后，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依法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1）及时收集和上报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信息。 

（2）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通知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和负有

特定应急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应急准备。 

（3）调集环境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装备、设备和工具，必要时准备应

急设施和避难场所，确保其可以随时投入使用。 

（4）加强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确保交通、

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 

（5）转移、疏散或撤离受环境污染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 

（6）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

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7）环境监测部门立即开展应急监测，随时掌握并报告污染情况。 

（8）采取其他必要的防范、保护和应急措施。  

4 应急处置 

4.1 信息报告与共享 

4.1.1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电话为：12345。 

4.1.2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建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员制度，聘请新闻媒

体记者，镇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企业安全环保管理人员等担

任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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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获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急立即通过电话

等各种渠道向所在地的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报告。 

4.1.4 有关环保监测机构、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点和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

员应当及时向事件所在地镇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报告突发环境

事件信息。 

4.1.5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

告合作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同时通报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单

位，并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等有关情况。 

4.1.6 事发地镇政府及时向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报送突发

环境事件信息，并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相关信息。 

4.1.7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的内容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

事件性质、主要污染物、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已经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和

联系方式等。 

4.1.8 值班人员接到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后应做好记录并立即上报，深汕环

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视紧急程度和污染类别通知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进入应急状态。 

4.2 信息上报时限要求 

4.2.1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时限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后，事发地镇政府应立即向应急管理局和市生态

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报告，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确认事件信息后即报市生

态环境局，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书面报告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 

4.2.2 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时限 

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后，事发地镇政府应立即向合作区管委会和市生

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报告，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确认事件信息后即报市

生态环境局，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30分钟、书面报告时间不超过 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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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事发地镇政府可直接向市委值班室、市政府总值班室报告。经

分析研判认为可能引发严重及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敏感信息、预警信息，按

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时限要求执行。 

4.2.3 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时限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后，事发地镇政府应立即向合作区管

委会和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报告，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确认事件信

息后即报市生态环境局，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书面报告时间不超

过 30分钟。 

4.2.4 特殊情形的信息报告 

发生以下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

应当按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时限上报： 

（1）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2）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3）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4）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5）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4.2.5 涉外事件的信息报告 

环境污染事件涉及港澳台、外籍人员伤害，需要向有关国家、国际机构

或地区通报的，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将相关信息报送合作区管委会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 

4.3 先期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时，事发单位、属地镇政府应当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在第一

时间采取应急救援行动，包括：营救受伤害人员，搜寻、疏散受威胁者；控

制污染源，标明危险区域、隔离危险场所，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

施；向合作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报告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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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急响应 

4.4.1 突发环境事件响应级别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启动Ⅰ级响应：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国务院有关应急指挥机构或省政府决定启动Ⅰ级响应的突发环境事件。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启动Ⅱ级响应：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国务

院有关应急指挥机构或省政府决定启动Ⅱ级响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跨市

的突发环境事件。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启动Ⅲ级响应：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市政

府或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Ⅲ级响应的突发环境事件。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启动Ⅳ级响应：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合作

区管委会或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Ⅳ级响应的突发环境事件。 

4.4.2 Ⅰ级、Ⅱ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措施 

（1）初步认定为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按照《深圳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规定的程序开展应急处置行动。深汕环境应急指

挥部启动本预案先期处置。上级处置力量到达后，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组织

成员单位全力配合处置工作。 

（2）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

处置队到达现场配合上级开展环境应急监测和污染处置工作。 

4.4.3 Ⅳ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措施 

（1）通常，对于危害程度低、影响范围小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市生

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启动应急程序处置。必要时，请市生态环境局、深汕消

防部门和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提供支援。 

（2）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不能独立完成现场应急处置任务时，深

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有权调动部分成员单位到达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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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环境污染事件难以控制或有可能扩大时，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提请启动本预案。预案启动后，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

本预案规定的职责立即参与应急响应行动。 

    （4）专家组重点对如何控制环境污染源、消除污染、应急监测、划分

警戒区域、应急人员安全防护、公众疏散及新闻发布等决策提出建议。 

4.4.4 合作区管委会相关部门接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通知时，应及

时组织力量参与环境应急处置行动。  

4.4.5 企事业单位对本单位的环境安全承担主体责任，也是突发事件的第一

响应责任单位。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时，应紧急调动本单位的应急资源全力开

展处置行动。 

4.5 指挥协调 

4.5.1 处置Ⅰ、Ⅱ、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指挥协调 

启动Ⅰ、Ⅱ、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时，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按

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专业处置”的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处

置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向合作区管委会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提出现场应急处置建议； 

（2）指挥协调所属各专业应急力量协助实施应急处置行动； 

（3）协调对受威胁的周边地区环境保护目标的监控工作； 

（4）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5）组织转移、疏散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人员。 

4.5.2 处置Ⅳ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指挥协调 

启动Ⅳ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时，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或者授权深汕

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实施指挥与协调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组织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参与应急处置行动； 

（2）审核现场处置方案、应急监测方案、安全保障方案，并组织实施； 



 - 14 - 

（3）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4）根据应急监测数据预测污染可能涉及的范围，确定转移和疏散群

众返回的时间点； 

（5）对是否需要扩大应急做出决定； 

（6）及时向合作区管委会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事件信息。 

4.6 现场指挥部与现场指挥官 

4.6.1 启动 I 级、Ⅱ级、Ⅲ级环境应急响应时，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和《深

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牵头成立现场指

挥部，合作区管委会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负责同志担任现场副指挥官，具体

负责组织辖区有关环境应急资源参与处置工作。 

4.6.2 启动 IV 级应急响应时，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由深汕环境应急指

挥部牵头，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应急管理局和事发地镇政府等单位配

合，组织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成立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和协调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4.6.3 现场指挥部设置 1 名现场指挥官和 3 名现场副指挥官，现场指挥官具

体负责决定现场处置和应急监测方案；调度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物资装备参

与现场应急处置；对事件级别调整及响应级别做出判断；及时向深汕环境应

急指挥部报告处置动态并提出建议。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公众应

当服从和配合现场指挥官的指挥。 

4.6.4 现场指挥官由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执行总指挥（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

理局主要负责人）兼任或其指定的负责人担任，全权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

应对工作。3 名现场副指挥官原则上由应急管理局、党政办公室、事发地镇

政府的负责同志分别担任。其中，党政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协调指导新闻发布

工作；应急管理局负责同志协调辖区有关应急资源，配合现场指挥官开展应

急处置；事发地镇政府负责同志组织街道有关应急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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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应急工作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4.6.5 与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各部门（单位），应当主动向现场指挥部和参

与事件处置的有关部门（单位）提供与应急处置有关的信息资料，为实施应

急处置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专家咨询组应当根据上报和收集掌握的情

况，对整个事件进行分析判断和事态评估，研究并提出处置意见，为现场指

挥部提供决策咨询。 

4.6.6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尚未确定现场指挥官的，最先带领处置力量到达

现场的有关单位负责人临时履行现场指挥官职责，负责指挥在场处置力量按

照各自职责开展处置工作。 

4.7 处置措施 

4.7.1 应急监测 

4.7.1.1 现场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由市生态环境局所属应急监测力量承担。

4.7.1.2 应急监测人员到达现场后，应迅速制定应急监测方案。环境应急监

测方案应充分考虑污染物的种类、性质、扩散趋势、事发地气象条件、地域

特点和环境保护敏感区。初期，可适当多布设监测点位；当污染形势明朗后，

再调整监测点位和方法。 

4.7.1.3 环境应急监测数据应准确判断污染物的种类与分布状况。 

4.7.1.4 根据监测数据和其他有关信息，专家组预测污染物迁移速度和影响

范围，向现场指挥官提供调整应急处置方案的相关建议。 

4.7.2 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负责有效防止泄漏物质、消防废水、污染

雨水等扩散至外环境的收集、导流、拦截、降污措施。 

4.7.3 公共事业局负责组织现场救护、伤员转移及伤亡人员统计工作。 

4.7.4 统战和社会建设局负责开展受灾人员的临时救助、安置工作。 

4.7.5 深汕公安分局负责群众的疏散转移和警戒区域周边、灾民安置点社会

治安的管理，对抢劫财物、伤害公民等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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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深汕交警大队负责维护事发现场交通秩序，必要时实施道路交通管

制。 

4.7.7 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负责协调相关运输单位实施应急物资运输。 

4.7.8 安全防护 

（1）环境应急处置现场应与外界可靠隔离，无关人员严禁进入。 

（2）应急处置现场存在有毒有害气体或易挥发性液态危险化学品时，

应急处置人员应视情况使用适宜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如穿轻型防化服、配

空气呼吸器或防毒面具、穿防护鞋等。 

（3）现场的应急处置作业，至少两人一组，不得一人单独行动。 

（4）水上作业人员必须穿救生衣。 

（5）根据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性质、特点，及时告知事发地办事处、

社区工作人员通知公众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当突发有毒有害气态或易挥发

性液态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时，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事发地当时的气象、

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确定群众疏散方式，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 

4.8 扩大应急 

4.8.1 当突发环境事件难以控制，事件级别有上升趋势时，现场指挥官报告

合作区管委会和市生态环境局，提请启动高级别应急预案。 

4.8.2 当突发环境事件衍生出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目前采取的应急措施不足

以控制严峻的态势，需由多家专业应急机构同时参与处置工作时，现场指挥

官应及时提请合作区管委会指挥其他专业应急机构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4.8.3 当上级救援力量到达现场后，现场指挥权相应上移，区所属应急力量

全力配合支持应急处置行动。 

4.9 社会动员 

4.9.1 当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现场的应急力量不足，需要征用社会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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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专项或生活应急物资时，现场指挥官提请合作区管委会实施动员征用。 

4.9.2 相关法人或公民在接到合作区管委会因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紧急动

员或物资征用通知时，应积极配合，不得借故拖延或借机敛财。 

4.10 信息发布与舆情应对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党政办公室负责协调和指导深汕环境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发布污染事件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展做好后续信息发布工作。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由国家或广东省或深圳市的行政机关授权发

布的，从其规定。 

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发布形式包括授权发布、提供新闻通稿、接受记者

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 

对可能引起国际社会或港澳台地区强烈关注的突发环境事件，党政办公

室协助新闻发布责任单位发布信息。 

对于网上舆情，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当正面回应，让市民了解

事实真相，避免社会恐慌。 

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由上级相关新闻发布责任单位发布信息。 

4.11 应急结束 

决定终止环境应急响应行动时，必须确认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有效控制，污染原因已经消除； 

（2）环境监测表明，污染因子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基本消除且无继发的可能； 

（4）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的安全健康免受再次危害，事

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现场指挥官下达终止应急工作指令；较大、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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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由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终止应急工作指令。 

 

5 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 

5.1.1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组织对处置现场采取必要的污染消除措施。 

5.1.2 环境应急监测人员继续跟踪监测事件现场的污染物变化情况，直至稳

定恢复。 

5.1.3 统战和社会建设局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5.1.4 对应急处置过程中征用的物资及时归还；对一次性或损坏的应急用品

照价赔偿；对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等社会有偿服务机构，依据其承担

的劳务、消耗的物资及运输量等进行补偿。事件责任单位应依法承担各种应

急处置费用。 

5.1.5 公共事业局视情况对污染区域采取防疫措施，协调医疗机构对伤员做

好医疗救治工作。 

5.2 社会救助 

因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群众遭受重大损失时，按照政府救济和社会救济相

结合的原则，统战和社会建设局负责组织对受灾群众进行救助，鼓励红十字

会、社会慈善机构、公益团体依法组织开展互助互济和救灾捐赠活动。 

5.3 保险 

企业应依据生态环境部和市生态环境局的相关规定购买环保责任险。突

发环境事件处置完毕，相关保险机构应及时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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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调查评估 

5.4.1 环境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通知环境损害评估单位收集相关佐证材料；调

查环境损害程度；评估突发环境事件直接经济损失；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阶段性污染损害评估报告。 

5.4.2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 

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广东省

生态环境厅负责组织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市生态环境局视情况负

责组织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应当查明下列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基本情

况；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和事件经过；突发环境事件造成

的人身伤亡、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情况；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单位和生态环境部门的应急处置情况；生态环境部门对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单位的日常监管情况等。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的概

况和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经过；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人身伤亡、直接经济损失、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性质；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单位对环境风险防范、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练和应急处置

情况；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管和应急处置情况；责任认定和对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单位、责任人的处理建议；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其他有

必要报告的内容。 

5.4.3 应急响应调查评估 

应急响应调查评估的内容包括：按规定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和对预案进行

评估、备案、演练等情况，以及按规定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环境应急预

案实施备案管理的情况；舆情应对情况（如果有）；按规定赶赴现场并及时

报告事件信息的情况；按规定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的情况；按职责规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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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急处置或者信息发布建议的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

行政区域时，向相邻行政区域生态环境部门通报的情况；接到相邻行政区域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生态环境部门按规定调查了解并报告的情况；按规定

开展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损害评估的情况；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的情况。 

5.5 恢复与重建 

5.5.1 必要时，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组织专家制定环境恢复计划，督促

责任单位予以落实。 

5.5.2 对于因环境污染造成重大损失的区域，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提请

合作区管委会提供必要的人力、资金、物资和技术扶持，帮助相关单位恢复

生产或重建家园。 

5.5.3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依法批准环境事件责任单位恢复生产前，应

确认以下事项得以实施完成： 

（1）生产设备设施已经过检修和清理，确认可以正常使用； 

（2）应急设备、设施、器材完成了消洗工作，足以应对下次紧急状态； 

（3）被污染场地得到清理或修复； 

（4）采取了其他预防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 

     

6 应急保障 

6.1 人力资源保障 

6.1.1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及成员单位持续开展环境应急培训与演练，提高

应急处置能力。环境紧急状态时，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可调动区属的各级人

力资源，确保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 

6.1.2 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是我市重要的环境事件现场处置力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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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与其建立协作联动机制。 

6.1.3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是重要的外部环境应急监测支撑力量，必要时

通过市生态环境局提请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予以支持。 

6.2 经费保障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所需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资金，按规

定程序纳入年度预算。需要财政支付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费用由市生态环境

局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拨付。 

政府鼓励慈善机构、公益组织、环保公司等社会力量在突发环境事件时

提供资金捐赠和支持。 

6.3 物资保障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结合各自的应急职能，提出装备计划，列

明所需应急物资种类和数量，按相关程序向市生态环境局或合作区管委会申

请资金，应急物资到位后，各责任单位负责对本部门应急物资储备的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根据辖区内主要环境风险特点，申请采购一定

量的常用应急物资；对于大型专业应急处置装备等应急物资可以通过协议方

式委托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储备，紧急情况时征用。 

6.4 医疗卫生保障 

公共事业局负责与辖区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和 120 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环

境污染事件导致人员伤亡时，及时指挥医疗机构救援。 

6.5 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建立健全应急通行机制，保障紧急情况下应急

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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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汕交警部门建立健全道路交通管制机制，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配合

环境应急处置工作。 

6.6 治安保障 

突发环境事件时，深汕公安分局依据本部门的应急预案实施治安维护工

作，警力向事发地集结，维护社会秩序。 

6.7 人员防护保障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环境事件特点，配备相应专业防护装备，

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应急处置人员自身安全。 

建立健全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机制。现场指挥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

性质、特点、严重度、可能涉及的范围、事发地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

度等，提出受灾区域人员疏散方案，由事件所在地镇政府配合深汕公安分局

将受影响区域的人员安全、有序地转移或疏散到安全地带。 

6.8 通信和信息保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讯系统包括事件报警、应急指挥、应急信息发布三

部分。 

（1）全市突发环境事件报警电话为 12345, 全天 24小时值守。 

（2）应急指挥系统由办公室有线电话、手机、对讲机、互联网组成，

采取有线通讯与无线通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应急通知的下达与接收，以有

线通讯为主，利用办公电话和网络实现。事发现场的应急人员联络，以无线

通讯为主，通过手机、对讲机通讯系统实现。 

（3）事件信息发布系统由广播、电视、网络及通信车辆等组成，公众

信息由指定的新闻发言人统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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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保障 

6.9.1 根据合作区环境风险特点，专业的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

装备采用协议方式委托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贮备，且能够保证环境应

急处置需要。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自购小型、常用的应急物资和装备。 

6.9.2 深汕消防部门负责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冷却容器等专用

救援设备的贮备。 

6.9.3 对于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各贮备单位应建立健全相应的维护保

养和调用制度，确保其具备良好的使用功能。 

6.10 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突发环境事件需要使用避难场所时，室内避难场所由统战和社会建设局

统一协调安排，室外避难场所由住房建设和水务局统一协调安排。避难场所

的归属单位应按照要求配置各种设施设备，划定各类功能区，设置规范标志

牌，贮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建立健全应急避难场所维护、管理制度和灾时应

急预案。 

6.11 科技支撑保障 

针对辖区环境风险特点，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组织力量进行技术攻

关，重点解决面临的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现场处置难题。 

6.12气象服务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加强与市气象部门联系，及时获取极端天气和

相关自然灾害的预报信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现场指挥部应充

分利用气象部门提供的相关气象信息，以提高现场处置工作效率。 



 - 24 - 

6.13 法制保障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过程中，合作区管委会根据需要依法发布紧急决定和

命令，保障环境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实施。 

6.14 其他应急保障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依据实际需要，可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保障

需求，报合作区管委会或市生态环境局批准实施。 

 

7 监督管理 

7.1 应急演练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

练，以检验和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应急响应能力。根据合作区管委会的统一

部署，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开展联合演练。 

环境应急演练完毕，牵头部门应做好应急演练的评估工作，评估内容主

要包括指挥协调能力、应急响应速度、信息报送准确性、现场处置效率、应

急物资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保障措施的可靠性及应急预案的适用性等。 

7.2 宣传教育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通过墙报、宣传册、公共讲座、街头咨询等方

式适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应急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公众的环境应急法

规和知识，提高公众预防、报警、避险、自救、互救和减灾的能力。 

7.3 培训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依据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关于环境应急的新

法规、新技术、新要求，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题培训，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



 - 25 - 

环境安全意识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对象为所有承担

环境应急职责的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环境管理人员及应急志愿者。 

7.4 责任与奖惩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与处置工作实

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纳入绩效考核。 

对在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救援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根

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突发环境事件实行责任追究制。合作区所属有关部门、镇政府违反本预

案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部门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拒绝或者拖延执行所在部门或者上级有关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决

定、命令的； 

  （2）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事件信息的； 

  （3）玩忽职守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的； 

  （4）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应急专项资金、物资的； 

  （5）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采取违法手段歪曲、掩盖事实逃避法律追究，

或者包庇对突发环境事件负有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企业违法或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7.5 预案管理 

本预案每三年进行一次回顾性评估，必要时组织修订。当环境应急管理

的法规发生重大变化、上级颁布了新的环境应急预案或合作区管委会职能部

门进行重大调整时，应及时修订本预案。 

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负责管理、修订、完善。本预案经专

家评审通过后报应急管理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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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8 附则 

8.1 名词术语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

素，导致污染物或者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

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

全，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

以应对的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指针对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为

确保迅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处置，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或者

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环境风险，是指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及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

程度。 

环境风险受体，是指突发环境事件中可能受到危害的企业外部人群、具

有一定社会价值或生态环境功能的单位或区域等。 

  环境敏感点，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环境敏

感区”的定义。 

  应急演练，是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

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

动。 

8.2 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组织制定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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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表 

 

报送单位（盖章）：                   审核人：            经办人：         

20   年  月  日    时    分，接到        单位       同志（电话           ）报

告：    月   日    时    分，在            发生一宗          类突发事件，初步

判定为      级别。 

事件起因、经过、损失和影响：  

已采取措施及效果： 

发展趋势及对策意见： 

现场联络方式： 

（一）现场指挥官                联系电话           

（二）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三）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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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境应急程序启动通知书 

 

                     ： 

自 20   年  月  日  时起，深汕特别合作区       镇突发环境

事件，初步判断为     级。 

经请示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主要领导同意，

现决定启动《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请你单位依

据《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立即组织

力量前往现场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特此通知。 

联络方式：           

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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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环境应急行动结束通知书 

 

各应急处置单位：  

发生于 20   年  月  日  时   分，深汕特别合作区     镇的突发环

境事件，经多方共同努力，应急处置行动已达到预期目的，现场情况满足《深

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关于应急结束的条件，现场指挥部经

请示领导同意，决定结束本次环境应急处置行动。请各单位清理物品，安全、

有序撤离现场。 

特此通知。 

 

 

 

 

 

 

 

                   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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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深汕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部门 联系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

管理局 

周小舟 — 13686843970 
195264190@qq.

com 

林炳佳 — 15219375899 
948554458@qq.

com 

党政办公室 
李锦蓉 — 18576423996 

ljr908823@163.co
m 

胡腾方 — 15776492178 
437191608@qq.

com 

应急管理局 
周彬彬 — 15602678862 — 

王佳 — 13826542541 — 

发展改革和财政局 

李文森 
0755-22108333

转 8075 
13632702860 

549202040@qq.

com 

李 玥 
0755-22108333

转 8075 
18846048661 

1544406337@qq

.com 

公共事业局 

陈聪 — 17398790415 
344356647@qq.

com 

刘琳 — 15975632763 
1730369815@qq

.com 

住房建设和水务局 

朱永旺 — 13828960967 
156080465@qq.

com 

查日辉 — 18326056875 
932063264@qq.

com 

科技创新和经济服

务局 

汪浩 
075522108338

（8079） 
15345589617 

23650484@qq.c

om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 

陈树家 — 13828966835 
81759130@qq.c

om 

杨溪圆 — 13422053080 
380066456@qq.

com 

统战和社会建设局 
魏安琪 — 15914961786 魏安琪 

肖俊远 — 18846434790 肖俊远 

深汕公安分局 梁智勇 20090110 18938088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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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挺贵 20090110 13600413888 — 

深汕交警大队 
赖俊勇 0752206100 13828780055 — 

朱汉斌 075522096110 13543113838 — 

深汕消防工作筹备

组 

郑镇波 — 13828709777 
ssxfdd119@126

.com 

杨继亮 — 13688830883 
ssxfdd119@126

.com 

市交通运输局深汕 

管理局 

刘毅博 — 13249857933 
2232349472@qq

.com 

余丹 — 18209227150 
810531705@qq.

com 

鹅埠镇政府 

邱志强 — 13302686855 
Hfeb123@126.c

om 

黄振兴 — 13172899206 
Hfeb123@126.c

om 

小漠镇政府 
叶少民 — 13509062989 — 

余胜秋 — 15813213499 — 

鲘门镇政府 

黄英权 0660-6792316 15016312626 
houmenzf@126.

com 

林向俊 0660-6792316 13929371175 
houmenzf@126.

com 

赤石镇政府 

涂文辉 — 13600208618 — 

宋嘉俊 0660-6718906 13502580101 
104576735@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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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通讯录 

专项应急指挥部 

名 称 
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专家组基本情况 

编号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类型 移动电话 

1 黄小武 
深圳市绿世纪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安全 13590391559 

2 车秀珍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

究院 
环境损害评估 13692184666 

3 高大明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现场处置 13530970635 

4 郭瑞霞 
深圳市环境工程科

技中心有限公司 
环境科学 18665866802 

5 梁  鸿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 
应急监测 13600192670 

6 刘德全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 
应急监测 13828719080 

7 徐友根 
深圳市福田区水务

局 
环境监测 13802272321 

8 高仁富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现场处置 13510154040 

9 曹  艳 
深圳市国寰环保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13590109060 

10 雷  雳 
深圳市绿世纪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 1380986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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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联系人 

1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83125905 13652388368 刘辉 

83125905 13510550291 尹淦 

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86676119 13928437672 贺春林 

27461246 13417518187 杨谷武 

3 
龙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36694400 13128860619 田树峰 

86616218 13602593918 孙志强 

4 深圳市绿绿达环保有限

公司 

28739026 13922819606 欧金华 

28739055 18823160079 梁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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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附 录 A 

 

 

 

实施后期

处置，开

展事件调

查处理和

环境损害

评估。 

 

 

突发

环境

事件 

 

事发地镇政府

首先响应，相

关人员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开

展警戒、疏散

群众、控制现

场 等 应 急 工

作；立即向合

作区管委会、

市生态环境局

深汕管理局报

告。 

向合作区管委

会、市生态环

境局报告。 

通知应急监测

人员到位。 

视需要通知深

圳市环境污染

应急处置队现

场处置。 

 

成立现场指挥

部 

 

评估事件

级别，组

织开展先

期处置。 

 
 

一般突发环

境事件由属

地镇政府实

施 先 期 处

置。 

 

对于较大、

重大、特别

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深

汕环境应急

指挥部组织

实施先期处

置。 

 

危害程度低、

影响范围小的

事件由市生态

环境局深汕管

理局处置。其

他情形启动本

预案实施应急

处置。 

 

 

上级主导环境

应 急 处 置 行

动，深汕环境

应急指挥部组

织所属应急力

量配合。 

现场处置

措施：应

急监测，

对污染物

实 施 收

集、导流、

拦截、降

污措施。 

是

否 

扩

大

应

急 
否 

是 

 

应

急

结

束 

向合作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市委市政府报告，

启动高级别环境应急预案或其他类别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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