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调查

王淑华, 张永金

(天津市武清区环境监测站,天津  武清区  301700)

摘  要:对天津市武清区境内发生的危险品运输车翻车, 造成丙烯腈泄露事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该次丙烯腈泄

露事故,对附近一排水渠造成了严重污染; 而散布于空气中的丙烯腈, 对附近人群、温血动物和水生生物基本没有影响或影

响程度较轻,但危险品泄露事故造成 103 国道 2 000 m 范围内交通中断23 h,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提出,应建立健全区域

性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系统;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开展警示教育,大力宣传环境安全的内涵、特点、迫切

性;加强区域性环境管理, 建立生产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和重点污染源信息档案; 加强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技术储备 ,鼓

励环境监测技术、生态恢复技术的超前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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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3月 3日 8: 30, 天津市武清区境内发

生一起危险品运输车翻车泄露事故。该车是从山

东省出发,开往北京方向, 装载了 39 t 丙烯腈(超

载 24 t) , 行至武清区某庄立交桥附近时翻车, 外溢

的丙烯腈约 40 kg, 经公路边缘雨水管道流入附近

一排水泵站。泵站工作人员及时将闸门封住,使得

泄露的丙烯腈滞留在出事地与泵站之间的管道内。

由于事故发生地位于某居民村东150 m、京津 103

国道与立交桥下, 公安交通部门迅速切断了道路

2 000 m范围内的交通。天津市武清区环保局在接

到 12369专线电话后, 立即组织事故处理小组,奔

赴事故发生地, 对周围大气、水体及生态环境影响

进行了跟踪调查。

1  调查方法

1. 1  大气污染物监测

监测事故现场空气中丙烯腈质量浓度。在事

故发生地下风向 150 m 处设 2 个监测点位, 分别

为: 下风向偏东侧、下风向偏西侧, 2 点位相距约

50 m,每 2 h采集一个样品,跟踪监测直至事故现

场清理完毕。

1. 2  水环境监测
监测相关水体中丙烯腈的质量浓度。采样点

位分别设在泵站蓄水池、排水渠 50 m 处、排水渠

250 m 处,每隔 6 h采集一个样品。

1. 3  生态环境调查

调查区域为事故发生地附近人群稠密区、渔业

养殖区。

调查对象为事故现场 1 000 m 范围内受害人

群 、温血动物和水生生物。

2  调查结果
2. 1  环境空气

3月 4日环境空气中丙烯腈质量浓度监测结

果见表 1。

表 1  3 月 4 日环境空气中丙烯腈质量浓度监测结果¹
mg/ m3   

点位 样品个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大值出现时段 中位数 平均值

下风向偏东侧 12 ) 0. 190 4: 00~ 6: 00 0. 022 1 0. 047 8

下风向偏西侧 12 ) 0. 236 4: 00~ 6: 00 0. 022 4 0. 048 2

  ¹ 方法检出限: 0. 005 mg/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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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可见,环境空气中丙烯腈的质量浓度值

低于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6( GB 16297 1996)中无

组织排放监控质量浓度限值( 0. 60 mg/ m3) ,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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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亦低于中国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最高容许质

量浓度值( 0. 05 mg/ m3)。因为监测现场当时主导

风向为西北风,平均风速 2. 5 m/ s, 对于污染物的

稀释扩散十分有利。

2. 2  水环境

事故发生后, 现场处理人员制定了水处理方

案,向排水泵站蓄水池及其下游 50 m 渠内抛洒了

大量的硫代硫酸钠, 同时采用机械搅拌以加速其与

丙烯腈反应。并对处理前后不同点位水质进行了

连续的跟踪监测,直到丙烯腈质量浓度值达到5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6( GB 3838 2002)为止。水体

中丙烯腈质量浓度监测结果见表 2。

表 2 水体中丙烯腈质量浓度监测结果¹
mg/ L

监测点
泵站蓄

水池

排水渠

50 m 处

排水渠

250 m 处

处理前 3日, 11: 00 29. 6 ) )

4日, 17: 00 63. 4 4. 58 )

处理后 5日, 9: 00 25. 7 0. 793 )

6日, 10: 00 0. 605 0. 052 )

6日, 16: 00 0. 066 ) )

  ¹ 方法检出限: 0. 05 mg/ L

由表 2可见,对封闭于泵站和排水渠内的水质

连续的跟踪监测, 至 6日下午, 3 个点位的丙烯腈

质量浓度值均达标。

2. 3  生态环境

对事故发生地 1 000 m 范围内各年龄段的 20

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距事故发生地东南 50 m 处的

排水泵站职工和铁路巡道工 4日凌晨 6: 00左右,

间断地隐约嗅到发甜的气味, 但未出现中毒症状。

其余被调查者均未闻到任何异常气味。

距事故发生地最近的养殖肉鸡和肉鸽的农户,

未发现其饲养物有异常反应和中毒症状。在事故

发生地东南侧 500 m 处有一养鱼池,由于正值冰冻

期,冰面上开有若干透气口,未发现其中鱼有异常

反应。

经过畜牧养殖中心和卫生防疫站的有关人员

现场联合鉴定, 确定污染区附近的温血动物和水生

生物均未发生中毒反应。

3  结论

( 1)这次丙烯腈泄露事故, 对附近一排水渠造

成了严重污染。由于现场处理时向泵站蓄水池内

抛洒了大量的硫代硫酸钠,与丙烯腈反应后, 生成

的新生盐类使水体的盐含量增高, 对于农灌用水

不利。

( 2)散布于空气中的丙烯腈, 对附近人群、温血

动物和水生生物基本没有影响或影响程度较轻。

但危险品泄露事故造成 103国道 2 000 m 范围内

交通中断 23 h,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4  建议

( 1)建立健全区域性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

理系统。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和管理模式,建立

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危机应急系统,包括应急监测

体系、预警通报体系、协调监督体系、救援防护体

系、环境影响评估体系等。同时完善与之相适应的

监测预警机制、应急指挥处理机制、信息发布与社

会稳定机制等, 提高应急反应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智能化水平, 在短时间内实现应急反应的最佳决

策、行动程序和抢险措施。

( 2)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重大的、区域性

的突发性环境问题的预防和处理应有充分的法律

依据,对应急准备、应急对策、应急机构、应急资金、

应急状态终止和善后处理,以及物质保证等应作出

明确规定。

( 3)在全社会开展警示教育,大力宣传环境安

全的内涵、特点和迫切性, 将当前与今后存在的环

境问题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的不利影

响公布于众, 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 4)加强区域性环境管理, 建立生产和使用危

险化学品企业和重点污染源信息档案;建立严格的

预防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目标责任制,行使环保第

一审批权,确保环境安全。

( 5) 加强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技术储备, 鼓励

环境监测技术、生态恢复技术的超前性研究。对挥

发性强、毒害作用大的污染物的监测,应尽量采用

遥感遥测技术和信息解析技术;对环境质量变化应

实时跟踪、预警、监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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