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试行) 
 

 

一、目的 

通过班组、部门、公司各级组织持续地识别和评价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各

种隐患和风险，并根据识别和评价结果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

安全生产中存在的环境隐患，并及时整改，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员

工生命安全及公司财产安全，结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适用范围 

2.1 本制度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的职责，环境隐患定义、分类，组

织形式与内容 及隐患整改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2.2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内所有车间及部门的环境检查及隐患整改管理。 

 

三、隐患定义 

3.1 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治理，是指生产经营单位企为防范火灾、爆炸、

泄漏等生产安全事故直接导致或次生突发环境事件而自行组织的突发环境事件

隐患（以下简称隐患）排查和治理。 

3.2 分类：隐患分为一般隐患和重大隐患。隐患分为一般隐患和重大隐患。具

有以下特征之一的可认定为重大隐患，除此之外的隐患可认定为一般隐患： 

（1）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并可能造成环境危害的隐患； 

（2）可能产生较大环境危害的隐患，如可能造成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

水、土壤等环境介质次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隐患。 

 

四、管理程序及要求 

4.1  职责与分工 

4.1.1 公司成立隐患排查领导小组，负责在每年的 3 月 15 日前编制完成当年

全面的突发环境事件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计划并下发至各部门，由策划安

监部、发电运行部、计划工程部、设备检修部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隐患检查

专业小组按自身业务 职能及拟定的计划，开展好各专项检查、季节检查、节假



日检查等。 

4.1.2 各相关部门及车间成立由第一安全责任人负责的隐患排查领导小组，

负责开展对本单位隐患的日常检查和发动员工进行隐患的自查活动。 

4.2 检查内容、检查方式、组织方法及相关要求。隐患检查以各单位辨识的

危险源为基础，以分级管理为原则制定各类检查表，实行各级管理人员定期检查、

员工随时检查和报告的执行方式，具体分为日常检查、季节性检查、专业检查，

节假日检查、不定期检查等。 

4.2.1 日常检查：分岗位工人检查和车间班组管理人员检查，岗位工人每班

次要检查并做好记录，班组管理人员每周至少检查一次，每月开展隐患检查一次。

主要内容为：检查设备情况、员工操作规范、定检复核、交接班检查和班中巡回

检查等； 

4.2.2 季节性检查：由各专业部门的部门负责人根据季节气候特点组织本系

统人员进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4.2.3 专项安全检查： 专业检查由涉及专业部门的部门负责人组织本系统人

员进行，每年至少进行二次。 

4.2.4 节假日安全检查：重要节假日（如：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前，

为保证节假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应进行隐患检查，由策划安监部组织相关职能部

门进行。 

 

五、隐患整改 

5.1 作业单位（车间）发现或接到员工事故隐患报告后，登记在《隐患报告

登记表》中， 并且立即由单位（车间）隐患排查领导小组组织本单位专业人员

对隐患进行核实，并尽快作出书面整改意见。 

5.2 日常检查发现的一般隐患，责任单位进行登记，按车间、班组两级管理

逐项落实整改措施，各部门自己能够解决的隐患应立即整改； 

5.3 对排查出的重大隐患( 如限于物质或技术条件暂不能解决的，必须采取

并落实风险消减措施，然后定出计划) ，责任单位要及时上报，由上一级领导根

据隐患的种类移交给相关职能责任部门。 

5.4 凡查出的重大隐患，在未彻底整改前，由有关职能部门和车间一起研究



有效的风险消减措施，由隐患所在单位落实执行，策划安监部监督执行提出书面

报告给总经理； 

5.5 对未按期整改的隐患，由管理人员填写隐患整改延期说明。 

六、宣传培训和演练 

6.1 由公司成立的隐患检查专业小组就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制度、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的操作要求、隐患排查治理案例等每年开展至少一次

宣传和培训，并通过演练检验各项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的可操作性，提高

从业人员隐患排查治理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如实记录培训、演练的时间、内容、

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并将培训情况备案存档。 

附则 

本制度于 2018 年 1月 1日开始试行。 

 

 

 

 

 

 

 

 

 

 

 

 

 

 



 

 

附表 1： 

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日常排查表 

  排查时间：  年  月  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内容 具体排查内容 排查结果 

达标 不达标 其他情况 

1.应急装备及物资 （1）应急车辆运行良好    

（2）灭火器材数量充足，没有失效    

（3）防护器材数量充足，没有失效    

（4）救援器材数量充足，没有失效    

2.罐区 （5）围堰、防火堤是否有破损    

（6）排放阀是否处于有效状态    

（7）流向应急池的管道是否堵塞、破损    

（8）氨罐、氢罐、酸碱罐罐体、管道及罐区连接

阀门是否有泄露 

   

（9）地面是否有裂纹、渗漏    

（10）氨罐、氢罐泄漏探测装置是否正常运行    

（11）各种标识是否正常    

3.应急池 （12）氨区、酸碱区应急池墙体是否有破损    

（13）排入管道是否堵塞、破损    

（14）连接厂区废水处理系统的潜水泵是否运行良

好 

   

4.雨水收集及排放 （15）雨水总排口的切断阀是否正常运行    

（16）雨水排放井及管道是否有堵塞、损坏    

（17）事故状态下用于抽雨水的应急泵是否运行正

常 

   

（18）雨水总排口是否设置监视，且运行良好    

5.废气及收集 （19）脱硝本体、电除尘本体、灰库以及吸收塔的

阀门、连接管道是否有跑冒现象 

   

（20）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21）是否委托第三方监测废气排放情况    

6.固废收集及排

放 

（22）固废处置设施是否运行正常    

（23）固废暂存处围堰是否有泄漏    

（24）危险废物贮存是否放入专用仓库    

（25）固废运输过程中是否泄漏到厂区地面

上，是否得到有效收集 

   

（26）固废转移是否手续齐全    

（27）固废暂存记录是否及时完备    

7.废水处理 （28）废水（含油污水）处理系统设施是否运

行正常 

   

（29）废水处理曝气是否正常    

（30）潜水泵是否运行良好    

（31）废水处理后总排放口阀门是否运行良

好 

   

（32）各种标识是否正常    

 

 

 

 

 

 

 

 

 



附件 2  隐患报告登记表 

 

部门： 

序号 隐患地点 隐患说明 隐患采取措施建议 报告人签字 整改完成时间 整改完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