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GSJZSYYSSYD-YJYA-2022001

2022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022 年修订版）

如皋市人民政府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I

1 总则............................................................................................................ 1
1.1编制目的......................................................................................... 1
1.2编制依据......................................................................................... 1

1.2.1 法律、法规和规章............................................................... 1
1.2.2有关预案、标准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2
1.2.3相关资料和文件................................................................... 3

1.3 适用范围......................................................................................... 3
1.4 预案衔接......................................................................................... 4
1.5 事件分级......................................................................................... 4
1.6 工作原则......................................................................................... 5

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7
2.1 组织体系......................................................................................... 7
2.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7

2.2.1应急指挥小组....................................................................... 7
2.2.2应急办公室............................................................................8
2.2.3相关成员单位....................................................................... 9
2.2.4 专家组..................................................................................10

2.3 应急现场指挥部............................................................................11
2.3.1机构组成..............................................................................11
2.3.2小组组成及职责..................................................................11

3 应急响应...................................................................................................14
3.1 预警................................................................................................14

3.1.1信息收集与研判................................................................. 14
3.1.2 预警分级及启动条件......................................................... 16
3.1.3 预警发布及解除................................................................. 18
3.1.4 预警行动..............................................................................20
3.1.5 预警支持系统..................................................................... 20

3.2信息报告与通报.......................................................................... 21
3.2.1信息接报..............................................................................21

3.2.2 内部信息报送..................................................................... 21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II

3.2.3信息报告内容..................................................................... 22
3.2.4信息报送程序和时限......................................................... 22
3.2.5信息报送形式..................................................................... 23
3.2.6信息通报..............................................................................23

3.3 事态研判....................................................................................... 24
3.4 应急监测....................................................................................... 24
3.5 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26

3.5.1 明确排查对象..................................................................... 26
3.5.2切断污染源......................................................................... 27

3.6 应急处置....................................................................................... 28
3.6.1 响应分级..............................................................................28
3.6.2 应急处置..............................................................................28
3.6.3供水安全保障..................................................................... 30

3.7 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30
3.8 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31
3.9 响应终止....................................................................................... 31

3.9.1应急终止的条件................................................................. 31
3.9.2应急终止的程序................................................................. 31

4 后期工作...................................................................................................33
4.1 后期防控....................................................................................... 33
4.2 事件调查....................................................................................... 33
4.3损害评估........................................................................................33
4.4 善后处置....................................................................................... 34

4.4.1损害赔偿..............................................................................34
4.4.2水生态修复..........................................................................34

5 应急保障...................................................................................................35
5.1 通讯与信息保障........................................................................... 35
5.2 应急队伍保障............................................................................... 35
5.3 应急资源保障............................................................................... 35
5.4 经费保障....................................................................................... 36

5.5其他保障........................................................................................36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III

6 附则.......................................................................................................... 37
6.1名词术语........................................................................................37
6.2 预案解释权属............................................................................... 37
6.3 预案演练和修订........................................................................... 37
6.4 预案实施日期............................................................................... 38

7 附件...........................................................................................................39
附件 1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机构.40

附件 2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主要部

门成员及联系方式..................................................................................... 41
附件 3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库专家

名单............................................................................................................. 42
附件 4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一览表......................................... 43
附件 5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46

附件 6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登记表.............47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

1

1.1

为切实做好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建立职责明确、规范有序

的应急指挥体系，在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因突发环境事件影响供水时，及

时、有效、科学地处置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有效控制和消除污

染，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维护自然生态环境，

维护社会稳定，结合如皋市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2

1.2.1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11月 1 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 日修正）；

（4）《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 月 26 日修正

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主席令第四十三

号）；

（7）《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8）《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

（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

（10）《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务院 224号令）；

（1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1〕第 591号）；

（1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7月 16 日修订）；

（13）《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环发〔2009〕130号）；

（1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

（15）《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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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人民政府令第75号）；

（16）《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苏环规〔2014〕2
号）；

（17）《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

（苏环规〔2014〕33号）；

（18）《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损害评估规程》（苏环办〔2017〕

87号）；

1.2.2

（1）《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应急办函〔2009〕62号）；

（2）《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3）《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苏政办函〔2020〕37号）；

（4）《江苏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苏政发〔2020〕6号）；

（5）《南通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修订版）》（通政办发

〔2020〕46号）。

（6）《环境应急预案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境应急〔2019〕17
号）；

（7）《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试行）》（公告：2018年 第 1号）；

（8）《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
号）；

（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

（10）《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
2015）；

（11）《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2021年修正）；

（1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13）《南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通政

办发〔2020〕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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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南通市内河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通政办发〔2016〕

54号）；

（15）《南通市水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通政办发〔2019〕

75号）；

（16）《如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皋政办发〔2019〕157号）；

（17）《如皋市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皋政办发〔2019〕

158号）；

（18）《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如皋环

（2019）26号）。

1.2.3

（1）《南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报告》；

（2）《省政府关于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

案的批复》（苏政复〔2009〕2号）；

（3）《省政府关于同意如皋市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

案的批复》（苏政复[2017]94号）；

（4）《如皋市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方案》；

（5）《如皋市长江长青沙饮用水源地长效管理与保护评估》；

（6）《南通市西北片引江区域供水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达标建设

自评估报告》；

（7）《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019年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报告》；

（8）其他相关资料。

1.3

本预案适用于如皋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发生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

害、生产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等因素，导致风险物质进入长江长青沙

饮用水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保护区或其上游的连接水体，突然

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地水质超标，影响或可能影响饮用水供水单位正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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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等事件的应对工作，包括预警监测、应

急监测和报告、应急调度、后备水源应急供给等。

1.4

本预案作为如皋市政府的专项应急预案独立编制，与如皋市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的组织指挥体系、信息报告、应急保障等方面进行衔接。突

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本预案适用范围外，按照事发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进行应急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本预案适用范围内，或突发环境事件

污染物迁移至本预案适用的范围时，按照本预案进行应急应对。本应急预

案与上位预案和下位预案之间互为衔接，一旦发生下列事件时，同时启动

相关预案并建立联动机制，各预案间衔接拓扑图如下所示：

1.5-1

1.5

依据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分为特别重大 ( Ⅰ级）、重大 ( Ⅱ级）、较大 ( Ⅲ级）

和一般 ( Ⅳ级）四级。

（1）特别重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 Ⅰ级）：指因上游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

受污染水过境、入江河流受污染、船舶运输污染、企业污染物偷排或事故

排放、危险化学品贮罐区泄漏、港口码头危化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导致鹏

鹞水厂水源水受到污染，水质指标严重超标（有一项以上监测指标超过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标准），经水厂应急处理

后仍未达到饮用水标准）或存在明显异常气味、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导致取水或供水中断且存在人员伤亡的污染事件。

（2）重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 Ⅱ级）：指因企业污染

物偷排或事故排放、危险化学品储罐区泄漏、港口码头危化品泄漏等突发

事件，导致水源地受污染，水质指标严重超标（有一项以上监测指标超过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标准，经水厂应急处理后

仍未达到饮用水标准）或存在明显异常气味，需启用备用水源的污染事件。

（3）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 Ⅲ级）：指因船舶运输污染、企业污染物偷

排或事故排放、危险化学品贮罐区泄漏、港口码头危化品泄漏等突发事件，

导致水源所在的一级河道受污染，经水厂应急处理后满足饮用水标准的污

染事件。

（4）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 Ⅳ级）：指因突发事件造成二级及三级以下

河道大面积受污染，可能导致水源所在的一级河道受污染的事件。

1.6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加强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集中式

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风险防范体系，将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工作落实在

日常管理之中，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防范和处理突发事

件的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突发事件造

成的影响和损失，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供水安全。

（2）分类管理，属地为主

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针对事件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采取准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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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对措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职能作用，坚持属地为主，实行分级响应。

（3）平战结合，科学处置

积极做好应对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准备，加强

培训演练，充分利用现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整合监测网络，引导鼓励实

现一专多能，发挥经过专门培训的应急救援力量的作用。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7

2

2.1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日常应急体系由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指挥小组、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各成员单位、环境应急专家组组

成，发生事故时，结合事件类型组成现场指挥部。

如皋市人民政府成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小组（ 以下简称

“应急指挥小组”），统一领导协调饮用水源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应

急指挥小组总指挥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副总指挥由分管副市长担任。

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可成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现场指挥部，负

责事故现场应急指挥工作。发生特别重大 ( Ⅰ级）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重

大 ( Ⅱ级）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时，根据现场处置情况将指挥权移交上级人

民政府。

应急指挥小组下设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应急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设在南通市如皋

生态环境局。

成员单位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确定，主要包括市政府办公室、市委

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南通如皋海事处、市农业农村局、市融

媒体中心、市卫生健康委、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气

象局、市水务集团、市电信公司、市移动公司、市联通公司、市供电公司、

市消防救援大队、各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南通鹏

鹞水务有限公司等。

2.2

2.2.1

应急指挥小组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涉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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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急体系建立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

（2）统一领导、指挥和组织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警及应急处

置工作。

（3）负责组织、协调、指挥、督促各成员单位做好水源地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现场处置工作，在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进行决策，并做好

与上级有关部门沟通工作。

（4）统一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舆情处置工作。

（5）定期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

（6）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善后处置及维护工作。

2.2.2

应急指挥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设在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主要职责如下：

（1）执行应急指挥小组的决定和指示。

（2）负责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的综合协调及

相关组织管理工作。

（3）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综合管理系统，接受、

汇总、分析水源地周边水文、水质、气象等有关饮用水源安全的各种重要

信息，向应急指挥小组提出科学的处理建议。

（4）联系各成员单位，对其履行应急预案中的职责情况进行指导、

督促和检查。

（5）承担组织编制、评估、修订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的具体工作。

（6）加强与毗邻地区的联系，建立健全应急工作协作机制。

（7）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建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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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相关成员单位职责见表 2.2-1。

2.2-1

/

1 市政府办公室
负责协调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传达市领导对环境应急工

作的指示。

2 市委宣传部
负责统一协调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宣传报道工作，负责

指导、支持和督促融媒体中心发布预警信息。

3 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通用性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 ，按程序组织调出物

资；协调电力部门、通信部门，保障应急救援的电力输送与电力设施

安全以及通信畅通；负责协调全市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在突发环境事件

期间加大生产，增加库存、确保供应。

4 市公安局

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及刑事犯罪人员进行立案侦查；负责会同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对公路（含高速）交通事故可能

引发环境污染的信息报告和应急处置工作；参与制定和实施抢险救援

过程中防范次生污染的工作方案；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所在区域警戒，

组织群众疏散工作，保障区域社会治安的稳定和道路交通的通畅。

5 市民政局 指导属地区镇政府、街道做好受难居民的临时生活救助工作。

6 市财政局
负责调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系统建设和运行费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工作所需经费保障及监督工作。

7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参与有关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救援工程规划、选址、方案会审以及项

目建设。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对饮用水水源地造成影响时负责组织相关

部门启动供水应急预案，组织相关自来水厂、城镇污水处理厂做好风

险防范及应急供水等保障工作。

8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交通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实施应急

处置所需重点物资运输和紧急运输；负责通航水域突发环境事件的内

河救助打捞工作。

9 市水务局

调度水利工程改善内河水源地水质； 当长江干流发生污染事件时，关

闭污水团所经的沿江涵闸； 当通江河道发生较大水污染事件时，关闭

相应的控制建筑物，尽量减少对长江干流水体的污染；指导启用备用

水源；参与相关善后处置和生态恢复等工作；负责提供突发环境事件

预警所需的水文资料；负责应急处置时对水资源合理调度。

10 如皋海事处
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长江如皋段水域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和事

故调查。

11 市农业农村局

拟订并实施农业生态建设规划，指导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工作。组织、指挥和协调由农业面源引发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依法组织事故的调查和处理等。

12 市融媒体中心

负责预警信息、应急处置过程中的信息发布工作，负责信息发布平台

的维护和更新，配合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开展环境应急宣传教育工

作。

13 市卫生健康委

组织、协调、指导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受伤（ 中毒）人员现场急救、转

诊救治、洗消和卫生防疫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提出可能产生的疫情

和防治信息。

14 如皋生态环境局

负责污染源排查，组织专家制定环境应急处置和生态重建方案；负责

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及时通报可能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

的相邻县级、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醒采取预防措施；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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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及时向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和市政府应急办公室报告，寻求上级

部门援助；负责事故调查、定级，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责任追究；组织

制定事故次生的环境恢复、生态修复工作方案；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突

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

15 市应急管理局

加强对风险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督促企业防止发生因生产安全事故

引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指挥和协调

由安全生产事故次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依法组织事故

的调查和处理，并监督事故查处的落实情况。

16 市气象局

负责气象卫星资料的分析和气象情况的监测，及时提供受污染区域气

象条件分析和预测信息，分析气象条件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产生的影

响。

17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

协助市水务局、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开展紧急调水工作，组织相关自来水厂、

城镇污水处理厂做好风险防范及应急供水等保障工作。

18
市电信公司、市移

动公司、市联通公

司

负责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提供通信保障。

19 市供电公司 日常供电设备维护、检修，负责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提供电力保障。

20 市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组织对火灾、爆炸以及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现场的抢险救援，控

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污染蔓延，实施救援后的洗消。

21
各园区管委会、各

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

参与组织和指挥本地区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和应急处置；负责协调解

决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设备、车辆、物资等，组织发动当地群众投入救

援工作，配合辖区内居民的疏散撤离等。

本预案未列出的其他部门和单位应根据应急指挥小组的指令，按照本

部门、本单位职责和应急处置工作需要，依法做好突发环境应急处置的相

关工作。

2.2.4

设立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应急专家组（以下

简称专家组），其主要职责是：

（1）为如皋市饮用水源安全提出中、长期规划建议。

（2）为如皋市饮用水水源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和应急处置提供

意见和建议。

（3）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影响

范围、危害程度、演变规律等进行研判分析，提出应对方案、处置办法。

（4）向应急指挥小组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方案。

（5）对饮用水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处置后的灾害损失和恢复方案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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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2.3

2.3.1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指挥小组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成

立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以下简称“现场指挥部”），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指

挥工作。发生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指挥小组开展先期处置工作，

待上级人民政府到达后，现场指挥权移交上级人民政府，并配合上级人民

政府开展处置工作。

现场指挥部由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南

通如皋海事处、市农业农村局、市融媒体中心、市卫生健康委、南通市如

皋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水务集团、市电信公司、市

移动公司、市联通公司、市供电公司、市消防救援大队、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等负责同志组成。总指挥为市政府主要领导，副总指挥为分管副市

长。

2.3.2

现场指挥部根据事件类型及工作需要，设立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

医学救援组、应急保障组、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事故调查组、专家

组等。其中：

1 由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牵头，南通市如皋生态环

境局、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南通如皋海事处、市公安局、

市应急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农业农村局、鹏鹞水厂等联合组成。

其中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污染源的排查，如皋市住建局会同专家组负责制

订现场处置方案，指挥鹏鹞水厂进行应急处置工作；市水务局负责调度水

利工程调水引流、引清释污等措施；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由安

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事故次生的突发水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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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局负责交通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内

河救助打捞工作；南通如皋海事处负责组织实施长江如皋段水上交通事故

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管理长江如皋段水上通航秩序；市公

安局负责受污染水源地周边治安秩序管理；鹏鹞水务负责应急供水水质监

测，无法监测的因子由如皋市监测站支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对饮用

水污染所致疾病进行防治；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水产品和农副产品保护工作。

2 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牵头，南通鹏鹞水务有

限公司等相关企事业单位监测机构配合。负责污染物应急监测，确定污染

物种类、影响范围、变化趋势等。

2.3-1

水温、pH、电导率、溶解氧、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

磷、总氮、挥发酚、二氯甲烷、反式-1,2-二氯乙烯、顺式-1,2-二
氯乙烯、三氯甲烷、1,2-二氯乙烷、苯、三氯乙烯、 甲苯、四氯

乙烯、氯苯、 乙苯、苯乙烯、异丙苯、1,4-二氯苯、1,2-二氯苯、

石油类、粪大肠菌群、氨氮、硫酸盐、总氮、生化需氧量、氯化

物、铁、锰、硝酸盐

长江长青沙

水源地和长

青沙水库应

急水源保护

区范围内水

质监测

南通鹏鹞水务

有限公司

水温、pH、电导率、溶解氧、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

磷、总氮、挥发酚、二氯甲烷、反式-1,2-二氯乙烯、顺式-1,2-二
氯乙烯、三氯甲烷、1,2-二氯乙烷、苯、三氯乙烯、 甲苯、四氯

乙烯、氯苯、 乙苯、苯乙烯、异丙苯、1,4-二氯苯、1,2-二氯苯、

石油类、粪大肠菌群、氨氮、硫酸盐、总氮、生化需氧量、氯化

物、铁、锰、硝酸盐、铅、镉、镍、化学需氧量、铜、pH 值、

锌、氟化物、硫化物、银、钙、镁、钠、钾、铬、氰化物（易释

放氰化物）、色度、透明度、悬浮物、六价铬、亚硝酸盐氮、总

砷、汞、总铬、动植物油、离子表面活性剂、苯胺类、硒、 甲

醛、钙和镁总量（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矿化度、细菌总数、

总大肠菌群、 四氯化碳、三溴甲烷

保护区范围

外的长江水

域

南通市如皋生

态环境局

3 由市卫健委牵头，市内医院公共卫生专业机构配

合。负责制定伤员抢救方案，迅速组织急救人员开展抢救工作；及时对抢

救方案提出调整、修订和补充意见等。

4 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牵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等组成。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调运

事故救援、污染控制所需物资和设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协助做好救灾

人员和受灾群众膳食等后勤保障。市供电公司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应急现

场用地需求。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3

5 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成员单

位、市融媒体中心配合。主要负责把握全市的舆论导向，指导各新闻单位

做好相关报道工作。

6 由市公安局牵头，负责事故现场的安全保卫和警

戒维稳、交通疏导和人员疏散等工作。

7 由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牵头，环境应急现场指挥

部成员单位配合，负责调查分析事件原因，并对责任单位或个人追偿恢复

和重建的费用，提出处理意见。

8 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确定，指导现场

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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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应急预案应急响应流程图见图 3-1。

3-1

3.1

3.1.1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应按照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加强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定期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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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巡查工作，开展对市备用水源预警信息、常规监测数据的收集、综合

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对可能导致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

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研判。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应当加强日常环境监测，应急、交通、公安、

住建、水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气象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

及时收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并报告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

通过日常监管渠道发现水质异常或群众举报、事故单位报告等获取突

发事件信息的部门，应立即通知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接收到事件信息后，

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第一时间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

位针对事件信息进行研判，必要时组织专家组进行会商，形成预警信息发

布建议后报应急指挥小组审批。

主要措施如下：

（1）
各类事件的主要监测预警方式如下：

①由交通事故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

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公安局、交通局、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

责）：道路视频监控系统；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日常巡查。

②上游水域船舶污染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

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交通局、南通如皋海事处负责）：水政巡

查制度。

③由自然灾害次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

析、预警信息监控由气象局负责）：气象站自动发布公告。

2 重点关注固定源、流动源和

非点源；①如公路、加油站等固定源；②如陆运、航运等流动源；③如耕

地、生态缓冲带等非点源。

3 在水源地取水口和预警断面安装

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器要实行联网，实现水质数据实时共享；加强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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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质监测自动化水平，增强水质污染变化预警能力和应急防范能力，实

时监测部分水质指标，重点加强对原水的监测，并根据存在的安全隐患情

况，加大对特征污染物的监测频率；发现饮用水源地水量、水质达不到国

家规定标准时，应立即向政府报告，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和可能受到影响

的供水单位。②监测工作必须按照国家有关监测规范与标准方法，严格执

行质量管理规定与要求，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 ①加强对环境监测数

据分析。②密切关注舆情动态。及时获取并核实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

报道的事件信息。③充分利用“12369”等举报热线，及时获取突发环境事

件信息。

5 加强相关部门之间水源地突发事件信息的

互通共享。当公安、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获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可能发生时，应及时告知应急指挥小组各成员单位；当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件可能影响到相邻行政区域时，应做好通报工作。

6 加强如皋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公安局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加强与毗

邻市县环境应急管理部门的互动，健全风险防范和应急联动机制，协同高

效处置各类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3.1.2

1、预警分级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分级与如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预警

分级相互衔接，为提高效率、简化程序，将预警等级简化为红色 ( Ⅰ级预

警）和橙色 ( Ⅱ级预警）两级预警。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

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和解除。

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但水源保护区或其

连接水体尚未受到污染，或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但应

急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时，为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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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Ⅱ级）预警；发布橙色 ( Ⅱ级）预警时，一般仅采取预警行动。

当污染物已进入（或出现在）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且应急

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大、影响取水时，为红色 ( Ⅰ级）

预警。

2、预警启动条件

按照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

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分为二级，分别为 Ⅰ级

预警（红色预警）、Ⅱ级预警（橙色预警），Ⅰ级为最高级别。根据事态的

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和解除。

（1）Ⅱ级橙色预警

①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保护区边界向连接水体上游上溯 10km 范围

内的水域及分水岭内的陆域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

②通过监测发现，在二级保护区上游汇水区域2 小时流程范围内出现

水体理化指标异常情况，包括：

A、水质监测指标异常；

B、水体感官性状异常，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

C、水体生态指标异常，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

③可能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致使生态破坏、

少量人员中毒伤亡的或对长江可能造成污染，或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

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较大生态破坏、较多人员中毒伤亡的，发布橙色

预警。

（2） Ⅰ级红色预警

①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发生固定源或流

动源突发环境事件。

②通过监测发现，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出现水体理化指标异

常情况，包括：

A、水质监测指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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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体感官性状异常，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

C、水体生态指标异常，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

③情况紧急，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生态破坏严重、众多

人员中毒伤亡的，发布红色预警。

3.1.3

（1）预警发布

应急指挥小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对可能

出现的突发事件进行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向市人民政

府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橙色预警由如皋市人民政府发布；

红色预警按规定由上级人民政府直接发布和根据国务院授权发布。

（2）预警发布内容及途径

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应遵循“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分类管理、分级预警，及时无偿、规范发布”的原则，及时进行发布。

预警信息发布后，应急指挥小组各成员单位应立即做出响应，进入相应的

应急工作状态，同时应依据已发布的预警级别，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预警信息内容：预警信息要素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水源地突发

事件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

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内容。

②预警信息发布途径：预警信息的发布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

信、互联网、手机短信、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

对可能受影响地区的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和通信、广播、电视

盲区及偏远地区的人群，应当充分发挥基层信息员的作用，通过走街串巷、

进村入户，采用有线广播、高音喇叭、鸣锣吹哨等传统手段传递预警信息，

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并提出有关个人生命健康防护和可能的人员疏散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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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发布后，各相关成员单位要实行 24 小时值守制度，保持通

讯畅通，加强监测和会商，及时上报预警响应措施的执行情况。

（3）预警信息调整及更新

应急指挥小组应加强对预警信息动态管理，根据事态发展变化，适时

调整预警级别、更新预警信息内容，并重新发布、报告和通报有关情况。

（4）预警信息解除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或者通过采

取有效措施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预警信息的部门、单位应当及时宣布终

止预警，预警信息解除。

预警发布流程图见图 3.1-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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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进入预警状态后，可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

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视情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

域设置警示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告知公众避险，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

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3）应急准备。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做好参加

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

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加强环境监管，立即组织

开展环境监测，适时掌握污染动态。通知自来水厂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停

止取水、深度处理、低压供水等准备。

（4）信息监控。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来源、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种

类和总量、污染扩散范围等信息。

（5）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

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和应对工作。

（6）通知水源地周边及上下游相关地区的用水调度部门做好应急调

度准备。

（7）根据水情、水质情况及时控制或关闭可能受污染的河或水库的

有关涵闸、泵站。

（8）做好事件信息上报和通报。

（9）通报地方政府，通知和发动群众储备饮用水。

3.1.5

（1）环境预警信息系统。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如皋市饮用水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系统建设，实时提出应急响应平台建设内容。

（2）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市委宣传部、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

完善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广播系统，建立健全电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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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信息平台，并做好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

（3）环境应急资料库。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组织建立如皋市饮用

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物资数据库、应急处置技术

库等应急资料库。完善应急物资调用机制。

3.2

3.2.1

市有关部门或单位接到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立

即通知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置，在跟踪了解情况的同时，应尽快向南通市

如皋生态环境局发出应急快报。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实行全天 24 小时

值班制度，值班人员一旦接到报告或信息，应在可能的情况下认真记录以

下内容：

（1）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2）事故类型：火灾、爆炸、泄漏（暂时状态、连续状态）；

（3）事故单位情况：名称、行业类型、企业规模等；

（4）事故污染物的种类、泄漏量、现场污染情况、污染持续的时间；

（5）事故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算；

（6）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定；

（7）事故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8）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故抢救和处理的相关事宜；

（9）事故的报告单位、报告人姓名和电话、报告时间。

值班人员将事故情况迅速报告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主任，应急指挥小

组办公室在对接报信息进行初步分析和评价后，及时报告应急指挥小组。

3.2.2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与应急指挥小组、有关部门、地方街道/

乡镇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接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的报告及时将相关信息报送应急指挥小组及有关部门，保证应急处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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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向畅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信息要按照规定的范围进行传

播和交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有关信息主要包括事故发生后形成的

信息和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随着应急处理的进展而发生变化的信息。

3.2.3

（1）初报：

①事件基本情况：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

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伤亡情况、水源地受影响情况；

②已采取的措施：赶赴现场情况、采取处置措施情况、处置效果；

1 监测情况：布点监测方案、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④下一步工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2）续报：

①事件最新进展：人员、环境受影响最新情况、事件重大变化情况、

采取应对措施的效果；

2 监测情况：取样监测的具体时间、监测结果超标情况；

3 下一步工作：需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3）处理结果报告：

即总结报告，包括处理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水

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

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3.2.4

应急指挥小组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

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应急指挥小组根据《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苏政办函〔2020〕37号）等文件要求，结合

如皋市人民政府应急要求，信息报送时限和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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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初步认定为一般 ( Ⅳ级）或者较大 ( 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应当在立即向如皋市人民政府和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报告，由如皋市人民政府启动Ⅲ级或Ⅳ级应急响应。

（2）对初步认定为重大 ( Ⅱ级）或者特别重大 ( Ⅰ级）突发环境事

件的，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应当立即向如皋市人民政府、南通市生态环

境局、省生态环境厅报告，紧急情况下可先采用电话报告，并在 30 分钟

内报送书面信息。

3.2.5

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

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

充书面报告。报告格式见附件。通过传真或网络发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

告后要主动致电确认对方是否收到传真或电子邮件。

书面报告中应当说明如皋市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

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

体资料。

3.2.6

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应

当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告知事故发生地点、时间、性质、原因、污染物的

种类和泄漏量、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接到通报的政府和部门应当及时

调查了解情况，对经核实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按照相关规定报

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并向如皋政府报告和有关部门通报。

通报的部门至少应包括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卫健、水务、应急、供

水等部门；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和情景，还应通报消防（遇火

灾爆炸）、公安（遇火灾爆炸）、应急管理、农业（遇大面积死鱼）等部门。

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时，应急指挥小组应当及时通报相邻

区域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相邻区域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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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小组应将事件处理情况，损失情况，救援情况以规范格式向

媒体公布，必要时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公众及媒体公布，信

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

3.3

发布预警后，应急指挥小组总指挥按照本预案中涉及的各成员单位，

迅速组建参加应急指挥的各个工作组，跟踪开展事态研判。

事态研判内容：事故点下游沿河水利设施工程情况、判断污染物进入

河流的数量及种类性质、事故点下游水系分布（包括清洁水情况）、距离

水源地取水口的距离和可能对水源地造成的危害。

事态研判的结果，应作为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

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的重要基础。

3.4

应急监测由应急监测组完成，事故发生地企业提供事件相关的信息和

地点，应急监测组负责进行监测。

事件处置初期，应急监测组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命令，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设置监测点位（断面）、确定监测频次、组

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第一时间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监测结果和

污染浓度变化态势图，并安排人员对突发环境事件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

录。

事件处置中期，应根据事态发展，如上游来水量、应急处置措施效果

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点位（断面）和监测频次。

事件处置末期，应急监测组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停止应急监

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

应急监测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布点

①布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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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断面的设置一般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及其附近区域为主，同时

必须注重人群和生活环境，重点关注对水源地的影响，并合理设置监测断

面，以掌握污染发生地状况、反映事故发生区域环境的污染程度和范围。

对被突发环境事件所污染的地表水，应设置对照断面、控制断面、削

减断面，尽可能以最少的断面获取足够的有代表性的所需信息，同时考虑

采样的可行性和方便性。

②布点方法

在事故发生地及其下游布点，同时在事故发生地上游一定距离布设对

照断面，在水源地取水口必须设置采样断面。

③监测频次

A针对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固定源排放口附近水域、下游水源

地附近水域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B针对流动、非点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事发区域下游水域、下游水

源地附近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2）采样

①采样防护。采样和监测人员应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泄漏物的理

化性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防毒口罩、耐酸碱防毒手套、防酸碱长筒

靴等，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②采样频次的确定。主要根据现场污染状况确定。事故刚发生时，采

样频次可适当增加，待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减少采样频次。依据不

同的环境区域功能和事件发生地的污染实际情况来确定。

（3）监测项目

A对于固定源污染，可以通过该固定源负责人了解可能产生的污染物

信息来确定监测项目；

B对于流动源污染，可以通过询问当事人、查看运载记录或者从移动

载体泄漏物中获得可能产生的污染物信息来确定监测项目；

C对于未知源污染，监测项目的确定须从事件的现场特征入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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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周边的交通及地理环境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来确定监测项目。

必要时咨询组专家意见。

（4）分析方法

具备现场监测条件的监测项目，应尽量在现场监测。必要时，备份样

品送实验室监（复）测，以确认现场定性或定量监测结果的准确性。现场

监测仪器和分析方法应参照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标准，并做好质量

控制和保证及记录工作。

（5）监测结果与数据报告

应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进行数据处理。监测结果

可用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式报出。监测结果可采用电话、传真、快报、

简报、监测报告等形式第一时间报告现场应急指挥部。

（6）监测数据的质量保证

应急监测过程中的样品采集、现场监测、实验室监测、数据统计等环

节，都应有质量控制措施，并对应急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

（7）监测数据的整理分析和上报

应本着及时、快速报送的原则，以电话、传真、监测快报等形式立即

上报给现场应急指挥部，作为决策的依据。

3.5

3.5.1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应明确负责开展溯源分

析的部门、责任人及工作程序。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

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

染源排查。

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

（1）有机类污染：重点排查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站，调查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尾水排放的异常情况。

（2）营养盐类污染：重点排查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站、畜禽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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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田种植户、农村居民点、医疗场所等，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农药化肥施用、农村生活污染、医疗废水处理及消毒

设施的异常情况。

（3）细菌类污染：重点排查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站、畜禽养殖场（户）、

农村居民点，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医疗场所、农

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

（4）农药类污染：重点排查果园种植园（户）、农田种植户、农灌退

水排放口，调查农药施用和流失的异常情况。

（5）石油类污染：重点排查加油站、运输车辆、运输船舶、油气管

线，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

（6）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重点排查危化品运输车辆等，

调查上述流动源的异常情况。

3.5.2

对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内的污染源，应明确负责实施切断污

染源的部门、程序、方法及工作要点；对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外

的污染源，按有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进行处置。

处置措施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关闭管道阀门等，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对发生非正常排放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

应尽快采取关闭、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源或泄漏源。

（2）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若无导流槽、

应急池等装置时可紧急设置围堰、闸坝等，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

物。

（3）对水上船舶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利用运输船上

储备的应急处置物资，主要采取救援打捞、油毡吸附、围油栏、闸坝拦截

等方式，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4）启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设立拦截设施，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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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在陆域漫延，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置。

（5）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

3.6

3.6.1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应急响应分为特

别重大 ( Ⅰ级响应）、重大 ( Ⅱ级响应）、较大 (Ⅲ级响应）、一般 ( Ⅳ级

响应）四个级别。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的，应及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指挥

机构启动应急预案。 Ⅰ级响应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

Ⅱ级响应由省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市政府实施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发展，

同时报请省政府，在省级应急领导机构指挥下开展处置工作；Ⅲ级响应由

南通市政府组织实施；Ⅳ级响应由如皋市政府组织实施。

3.6.2

为保障水源地水质和正常供水，应对集中式地表水水源地的突发环境

事件，采取先分流后治理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针对不同类型污染源事件，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如下：

（1）由固定源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切断和控制厂（场）内

泄漏的有毒有害物料，防止泄漏物料进入外环境造成污染，立即做好消防

废水、废液等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企业或生产经营者无

法处置进入外环境的污染物时，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要调集设备，组织

救援力量进行处置。如遇涉事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不明，事发地区人民

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救援力量，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扩散，南通市如皋生态环

境局会同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对污染源开展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

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切断污染源。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迅速赶往现场，利用快

速监测设备确定特征污染因子。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方式，防止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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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

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等污

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

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现场应急指挥部应立即通知南通鹏鹞水务有限公司做好启动水厂应急

预案的准备，保证应急状态下供水水质达标。

（2）由流动源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公路、铁路等危化品运输车辆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交通事故引发

突发环境事件，农业种植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天然气管道破裂引发的突

发环境事件，市交通运输局要会同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公安、消防等部

门督促涉事企业（运输单位或供货单位）或经营者开展处置，企业或经营

者无法处置时，交通运输局要会同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公安、消防等部

门和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市公安局、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等立即进行现场勘

察，通过向当事人询问、查看运载记录，或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利用

应急监测设备等方法迅速判明危险化学品种类、危害程度、扩散方式。根

据事故点地形地貌、气象条件，依据污染扩散模型，确定合理警戒区域。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对事件现场进行应急监测、扩散规律分析，明

确污染边界，确定拦截范围：根据污染物的特征，应急现场指挥部主要责

任部门会同专家制定污染物减轻和消除方案，经应急现场指挥部确认后实

施。可通过对污染物进行分段阻隔，并采用拦截、吸附（如活性炭吸附）、

吸收等措施防止污染物扩散；通过采用中和、固化、沉淀、降解等措施减

轻或消除污染。

（3）由非点源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水土流失、农田径流污染、渔业养殖等非点源引发突发环境事件，市

农业农村局会同生态环境、水务、应急管理等部门处置因农业面源、渔业

养殖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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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

组织、指挥和协调由农业面源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依法

组织事故的调查和评估工作等。

3.6.3

当出现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在启动预警时由南通

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通知供水单位，并将应急监测信息通报至供水

单位。供水单位在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期间，应确保正常供水，启用

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供水。

3.7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各责任单位应该在应急指挥小组的统一指挥下，

按责任分工依据突发事件性质、类型、规模和危害程度启动相应的应急物

资储备及调用预案，及时调拨应急物资和技术装备，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

行论证和指导。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物

资、场所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和相关责任部门负责提供相关处置方案并配

合开展相关工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环境污染事件所需应急物资的

储备和协调供应，物资调集实行“就近调度”原则。市水务局负责当长江

干流发生污染事件时，关闭污水团所经的沿江涵闸；当通江河道发生较大

水污染事件时，关闭相应的控制建筑物，尽量减少对长江干流水体的污染。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和相关责任部门负责提供相关处置方案并配合开展

相关工作，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应负责环境污染事件监测、调查、处置

所需应急物资的储备和协调供应。

环境应急储备物资原则上实行有偿使用，紧急情况下实行“先征用、

后结算”的办法。企业、事业、社会组织及市民的应急物资用于突发事件

的处置，事后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相关规定给予必要的补偿，补偿费用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首先由责任主体个人或单位承担；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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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确或追究责任主体时，可由属地政府先行垫付，由牵头部门负责监督

执行和落实。

其他物资、场所的征用，由市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负责。

3.8

现场应急指挥部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

并针对舆情及时发布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

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

3.9

3.9.1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止应急响应。

（1）进入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的污染物已成功围堵，且清运至水源

保护区外，未向水域扩散时。

（2）进入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污染团已成功拦截或导流至水源保

护区外，没有向取水口扩散的风险，且水质监测结果稳定达标。

（3）水质监测结果尚未稳定达标，但根据应急专家组建议可恢复正

常取水时。

3.9.2

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终止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专家组根据应急监测、应急调查、应急处置等报告情况，确认

事件已具备应急终止条件后，依次报请应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和应急指挥

小组批准。

（2）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接到应急指挥小组的应急终止通知后，宣

布终止应急状态，转入正常工作。

（3）必要时，由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向社会发布事件应急终止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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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急终止后，有关部门应根据应急指挥小组有关指示和实际情

况，继续进行监测、监控和评估工作，直至本次事件的影响完全消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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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事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应采取措施妥善、合法处置。事故

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水污染物收容后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委托有处理能

力的单位处理达标后排放；事故处置过程产生的固废污染物需妥善安全暂

存，委托有能力处置单位妥善处置，若为危废须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4.2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

局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调查组，组织开展事件调查工作，查明事件原因和性

质，评估事件影响，认定事件责任，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按照

有关规定，组织相关部门参加深度调查。

应急指挥小组应将事件处理情况，损失情况，救援情况以规范格式向

媒体公布，由应急指挥小组指导根据事故发展需要组织专家组开展应急过

程评价。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全过程的应对工作，进行全

面客观的调查、分析、评估；针对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

措施等建议。必要时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公众及媒体公布，

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

4.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必要时，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及时

组织开展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配合上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污染损

害评估工作，并依法向有关政府报告，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

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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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1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及时组织有关专家对受灾情况进行科学

评估，提出补偿和对遭受污染的饮用水源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建议。根据

评估结果和专家建议，如皋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恢复重建工作。

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伤害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或按

规定给予抚恤，对紧急调集、征用的人力物力按规定给予补偿，做好安民、

安抚、社会救助、理赔等工作。及时采取心理咨询、慰问等有效措施，消

除突发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积极稳妥、认真细致地做好危机过后有关工作，

弥补损失，消除影响，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进一步落实应急防范措施。

4.4.2

针对不同环境事件类型、发生地点及持续时间等要素，分别采取科学

有效的措施对污染的水源进行环境修复。

水生态修复技术包括“控源减污、基础生境改善、生态修复和重建、

优化群落结构”四项技术措施。水体生态修复不仅包括开发、设计、建立

和维持新的生态系统，还包括生态恢复、生态更新、生态控制等内容，同

时充分利用水调度手段，使人与环境、生物与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

环境达到持续的协调统一。其中生态修复和重建要注意：1.种植水生植物

要选择适合的种类和品种并合理搭配；2.生态修复要选择适当时机；3.生

态修复要创造适宜的生物生长环境；4.合理养殖水生动物；5.提倡乡土品

种，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本地生态系统的侵害。6.优化群落结构。

水生态修复主要作用是通过保护、种植、养殖、繁殖适宜在水中生长

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改善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增加水体的自净能

力，消除或减轻水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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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1

各级有关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系统、应急处置联动系统和预警

系统。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启动时应急指挥小组

和有关部门及现场各应急分队间的联络畅通。

5.2

各有关主管部门要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队伍，并加强应急队伍的建设，

提高其应对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形成应急网络。保证在突发事件发生

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监测、防控等现场处置工作。

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保护区人力资源保

障部门由相关专业队伍、单位和部门等组成，并且成立应急救援队伍，包

括工程技术组、环境监测组、应急处置组、安全警戒组、善后处理组等。

应急救援队伍应经过专业的应急救援培训、训练及演练，熟悉环境应急知

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预备应急力量，保证在处置突

发环境事件中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排险、消毒、监测等现场处置工作。

5.3

各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先进技术、装备、物

资的储备研究工作，建立科学的应急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信息综合集

成、分析处理、污染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有

效防范应对。建立与其他省、市和地区之间的物资调剂供应渠道，以便需

要时迅速调入应急物资；必要时，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动员和征用

社会物资。

外部救援物资可依托市内备有应急物资的大型企业、南通市生态环境

局以及临近的海安市，比如临近的泰州市靖江市、苏州市张家港市。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以及南通鹏鹞水务有限公司应建立处置如皋市

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日常和战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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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物资储备，增加储备必要的应急处置、快速机动和自身防护装备和物资，

维护、保养好应急仪器和设备，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确保参加处置突发

环境事件时救助人员的自身安全，及时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和扩散。

应急物资管理部门应定期检查应急药剂的保质期，及时更新药剂；定

期对防护装备及设施进行养护与更新。针对不同应急物资的特性按照不同

的存放规范进行存储安置。

5.4

用于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预警系统建设、运行和应急处置、工作机构日常运行以及生态修复的经费，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分级负担原则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5.5

在应急事件期间，如皋市人民政府及各成员单位应积极做好群众工作，

保证社会稳定，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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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1

（1）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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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环境风险单位

指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生产、贮存、经营、使用、

运输危险物品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

（3）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指进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且具有一定取水规模（供水人口一般大于

1000人）的在用、备用和规划的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6.2

本预案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6.3

如皋市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演练。应急指挥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地方街道/乡镇政府、各水厂，积

极参与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通过培训、演

练，及时修订和完善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

技能，增强实战能力。

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制定和日常管理，并根据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和水环境的动态，及时组织修订、更新，并报市政府批准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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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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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1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机构

附件 2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主要部门成

员及联系方式

附件 3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库成员名单

及联系方式

附件 4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一览表

附件 5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

附件 6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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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皋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

如皋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局长

市委宣传部

市发展改革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水务局

如皋海事处

市农业农村局

市融媒体中心

市卫生健康委

如皋生态环境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气象局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市电信公司

市移动公司

市联通公司

市供电公司

市消防救援大队

各街道办事处

各镇人民政府

鹏鹞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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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如皋市人民政府 0513-87658185

2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 0513-87529545

3 如皋市委宣传部 0513-87658152

4 如皋市发展改革委 0513-87651082

5 如皋市公安局 0513-87316000

6 如皋市民政局 0513-87658463

7 如皋市财政局 0513-87623851

8 如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513-87512496

9 如皋市交通运输局 0513-87539008

10 如皋市水务局 0513-87199032

11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0513-87280412

12 如皋市卫生健康委 0513-87513659

13 如皋市应急管理局 0513-87199130

14 如皋市气象局 0513-87652683

15 南通如皋海事处 0513-87513617

16 如皋市消防救援大队 0513-87533058

17 如城街道 0513-87651759

18 城南街道 0513-87651759

19 城北街道 0513-87651759

20 长江镇 0513-87581050

21 东城镇 0513-87541030

22 丁堰镇 0513-88567408

23 白蒲镇 0513-88576504

24 下原镇 0513-87718666

25 九华镇 0513-87575719

26 石庄镇 0513-87561090

27 吴窑镇 0513-87946035

28 江安镇 0513-87596486

29 搬经镇 0513-88501010

30 磨头镇 0513-885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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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 豪
化工工业安全、环境保

护

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安

全评价师
13962913902

2 崔伟伟 安全、环保 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15706271352

3 葛 刚
环境影响评价、环保咨

询服务

高级工程师、注册环境影响评

价师
13962918926

4 葛卫兵
生态环境执法、环境安

全应急、核与辐射执法
工程师 15051283546

5 郭益峰 生态环境监测监控 工程师 13912410193

6 杭仕荣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13862932692

7 黄海啸 环境监测、应急监测
高级工程师、注册环境影响评

价师、注册环保工程师
13962861533

8 李 政 安全环保管理
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安

全评价师
13646260158

9 李益群 水环境攻坚

高级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

师、安全评价师、注册环评工

程师

13921681386

10 刘伯健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18912208071

11 乔启成 环境保护
副教授、清洁生产审核师、环

境监理工程师
15962992419

12 陶玉梅
项目立项咨询、项 目环

评咨询
高级工程师 13584636025

13 王爱华
投资咨询、环评申报咨

询、环保安全咨询

高级工程师、注册环评工程

师、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安

全评价师

18912208108

14 杨春和 环境工程技术
教授、清洁生产审核师、环境

管理体系内审员
13275298498

15 支蓉蓉 环境管理、现场执法 高级工程师 13626278128

16 朱正宏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13706298282

17 朱爱华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1392160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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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农业面源排入备用饮用水源地的巡查，严格做好农业面源排

水水质的常规监测。

2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加强水源地保护区及上游农业面源污染的监督检查力度，

定期对备用水源水质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并报告备用水

源水质发展趋势和污染物变化情况。

3 市卫健委加强督察，并建立备用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

资源动态数据库，根据应急需要，制定医疗卫生设备、物资调度方案。

4 市生态环境局同相关部门一起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适当位置，逐步建立水质在

线监测系统，对水源污染事件进行预警。

/

1

污染源排查和切断：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迅速赶往现场，利用快速监测设备确

定特征污染因子。市水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根据特

征污染及周边水洗特征，排查流域内可能受污染的河道、沟渠，通过采取拦截、

筑坝等措施切断污染源。

2 确定污染范围及趋势：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应做好事件现场的应急监测、扩散

规律分析，明确污染边界，确定拦截范围。

3
物资调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各成员单位应在应急指挥小组的统一指挥下，

启动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及调用预案，及时调拨应急物资和技术装备，必要时可

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指导。

4
减轻与消除污染：根据污染物的特征，通过对污染物进行分段阻隔，并采用拦

截、吸附（如活性炭吸附）、吸收等措施防止污染物扩散；通过采用中和、固

化、沉淀、降解等措施减轻或消除污染。

5

应急监测： 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制订应急监测方案，在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时第一时间制订应急监测方案，对污染物质的种类、浓度、影响范围进行监

测，并对监测数据审核和汇总分析，判断突发环境事件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危

害，为现场处置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6

后期处置：应急工作结束后，在应急指挥小组的指导下，各成员单位应积极配合

做好善后处置、调查、损害评估、责任追偿和恢复重建等工作，并由南通市如皋

生态环境局及时总结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并向上级环保部门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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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单位： 报告单位：（盖章）

报告时间： 签发：

事件名称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污染物种类

事故简况

（事件起因和

性质、基本过

程、主要污染

物和数量、人

员受害情况、

环境敏感点受
影响情况）

已采取的措施

（赶赴现场情

况、采取处置

措施情况、处
置效果）

下一步工作

（需进一步采

取的措施）

备注

报告人： 电话：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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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单位（人、电话）： 报告时间：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污染物种类

事故简况

备注

接报人： 电话： 手机：

接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时，除应记录来电人员姓名、联

系电话、时间、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外，还应尽可能询问和记录事故类别、污

染范围、污染程度、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先期处置情况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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