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闫海超 电话: (010)67164950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一 2015/08/24

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Top News
E-mail:zghjbzkyb@sina.com要闻 03

上接一版

四是面源污染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南阳市工
地扬尘管理普遍不够到位，多数只是采取简易
围挡措施。信臣路、迎宾大道等城区主干道路
扬尘严重，砂石运输车辆不苫盖近乎常态。唐河
县南阳亿瑞陶瓷公司等多个企业物料堆场抑尘措
施不足。小型畜禽养殖点普遍缺乏污染治理措
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问题较多，西峡县丁
河镇木寨村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未按设计要求建
设，污水在明渠内滞留，散发恶臭；新野县沙堰镇
北村整治项目，污水收集后没有进入污水处理系
统，直排河道。

五是部分企业违法违规排污突出。桐柏县明
星化工有限公司烟囱冒黑烟，脱硫设施简陋，大量
炉渣、煤粉、煤灰随意堆放，厂区积尘严重；西峡县
伟华实业公司烟囱冒黑烟，车间无组织排放严重；
淅川铝业铝锭切割作业时，治污设施未正常使用，
厂区大面积无组织排放；新野县腾飞纸业有限公
司锅炉冒黑烟严重，设在溧河的排污口直接排放
白色废水；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南阳晨光化工
有限公司、西峡县宛西制药公司、唐河县宏达造纸
有限公司、河南仙鹤特种浆纸有限公司等企业也
都存在违法、违规排污问题；内乡县湍东镇牡珠沟
飞云达等 20 多家石材加工企业，大量白色污水直
排牡珠沟，污染问题突出。

六是局部地区环境污染严重。卧龙区蒲山镇
目前仍有 20 多个石灰立窑，以及大量石材加工、
打磨作坊和矿山企业，污染严重；区域内货车往来
频繁，路面积尘严重，周边环境恶劣，区域性污染
突出。西峡县汉冶特 钢 工 业 区 距 新 野 县 城 仅 5
千 米 ，区 内 有 重 点 企 业 和 众 多“ 土 小 ”企 业 ，局
地污染也十分严重。据监测，今年上半年卧龙
区 蒲 山 水 泥 群 区 优 良 天 数 为 63 天 ，达 标 率 仅
34.8%；汉冶特钢区域优良天数为 37 天，达标率
仅 20.4% 。 另 外 ，南 阳 市 污 泥 处 置 项 目 至 今 未
能落实，市污水净化中心污泥长期临时堆放在
卧 龙 区 潘 庄 村 凹 沟 内 ，污 泥 总 量 超 过 10 万 吨 ，
防洪防渗难以保证，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部分
产 业 集 聚 区 与 城 市 建 成 区 交 织 一 体 的 问 题 需
要 引 起 重 视 ，今 年 初 ，镇 平 县 发 生 普 康 药 业 群
体性事件，根本原因是产业集聚区与城市建设
规划统筹不够，导致产业区周边存在大量居民和
商业地产，以致出现邻避效应。

约谈要求，南阳市应进一步提高认识，按照中
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切实健全环保机
制，强化综合整治，狠抓工作落实，严肃督导问责，
推进问题整改。有关整改方案应在 20 个工作日
内报送环境保护部，并抄报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要求，南阳市应深
刻反思，痛定思痛，按照约谈要求坚决推进整改工
作，真抓实干，切实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改效果。

南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这次约谈指
出的问题客观存在，南阳市诚恳接受约谈，深刻检
讨不足，一定正视问题，深刻反思，强化整改，狠抓
落实。同时，要举一反三，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尽
快拿出各类问题的整改方案，确保各项整改工作
落到实处。

上接一版

这天上午，记者再次穿越爆炸事
故中心禁行区，来到海滨高速监测点
位，在现场采访了天津市环境监测中
心总工程师魏恩棋。“我们目前有 120
多名监测人员在事故点周围开展大气
和水的应急监测工作。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的多位专家也赶到了现场，其中
有的专家是放弃休假，直接从休假地
点赶来的。”魏恩棋说。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
政府参事、市环保局原总工包景岭中
断了在哈尔滨的会议，订了最早的机
票，直接从会场奔赴现场，他也是最早
到达前线的专家之一。

将至正午，记者来到了此次环境
应急中唯一一处常规污染物监测点
位。在烈日高温下，值守工作的黄强、
陈美虎两名监测人员脸上已满是汗
珠，衣服也被汗水浸湿。当与记者同行
的工作人员提出想给两人拍张工作照
时，他们说：“浑身是汗，还是不拍了。”

下午 16 时，已到达现场的专家开
始汇总意见建议，并根据现场情况制
定 方 案 ，确 保 应 急 监 测 各 项 工 作 到
位。天津市环保局专家组主要由原先
设立的环境应急专家组和来自南开大
学、天津大学的志愿专家团队组成。
他们中很多人都已年过半百，他们和
年轻人一样 24 小时现场待命，用丰富
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制定一个个方案。

□8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血的教训极其深刻，必须牢牢
记取。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
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凌晨时分，温武瑞再次召开现场
会议，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及时调整
应急监测方案。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指导下，会议决定调整大气监测点位
和项目，加密监测频次；增加水质监测
点位，调整水质监测项目、频次，并确
保监测结果于第一时间报送事故现场
处置指挥部。

14 日 23 点 一 直 到 15 日 凌 晨 两
点，滨海新区监测站接到指挥部近距
离监测空气指标的命令。监测人员以
每小时一次的频率，共 3 次深入爆炸
中心下风向 100 米范围内进行气体监
测。据当时去现场的监测人员回忆，
那个时候周围什么人都没有，也没有
照明，只有还没有完全扑灭的余火成
为现场的最强光源。

现场的取样人员坚持以 1 小时一

次的取样频率，以车为家，风餐露宿，奔
波于现场和实验室之间；在实验室，24
小时的检测作业从未停歇，环保分析人
员昼夜在岗，废寝忘食，一丝不苟。这就是
一线环保人员最真实的工作状态，他们时
刻坚守自己的岗位，守护一方环境安全。

□8月16日

早上 8 时，保税区环保局全体环境
监察、监测人员携带仪器等从 40 千米外
的办公地，赶赴保税区扩展区污水处理
厂，搭建了临时监测数据分析实验室。

天津港保税区环保局的樊在义连续
6 天不分昼夜，144 个小时里仅休息了不
足 20 个小时，他们日夜奋战，先后组织
监测 542 项监测因子，牢牢盯住每一个
数字的变化情况，确保了污水临时处理
装置在方案确定后的 3 天时间里即以最
快速度建立起来，使污水厂于 8 月 16 日
下午具备了进水条件。陈吉宁部长对保
税区环境应急准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10 时 30 分，在天津“8·12”爆炸事故
第 6 场新闻发布会上，包景岭回应了社
会关切。他承诺，目前空气质量不会影
响事故发生地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含
有氰化物的废水没有外泄，已经开始着
手用科学方法处理处置。

“新闻发布会监测报告中的数据和环
保专有词汇，都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的，要
让公众更便于理解，让人们可以更直观地
了解真实的数据和情况。”包景岭说。

中午时分，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接到指示，11 名监测人员立即携带便携
式气质联机、傅里叶红外分析仪、有害气
体检测箱、便携式水质分析仪等专业设
备和防护装备迅速赶赴天津滨海新区。

他们是第一支抵达天津支援环境应
急监测的地方监测队伍，抵达后顾不上
休整，立刻与天津市环境监测站交流情
况，迅速投入现场监测筛查工作。

这天傍晚，陈吉宁到达天津滨海新
区。他第一时间召开座谈会，听取处理
事故汇报，查看了解环境应急工作情况，
并慰问战斗在第一线的环保干部职工和
专家技术人员。他对身边的翟青副部长
说，大气监测要准确、及时，土壤要监测，
要立即组织专家做好方案，含氰废水要
摸清情况迅速处理、处置，绝不能外泄。
人不够，就调动全国的监测人员过来支
援天津。

晚上 20 时，陈吉宁来到保税区扩展

区污水处理厂和北港路的提升泵站，摸
黑登上处理废水的沉淀池，详细询问工
作人员用活性炭吸附处理废水的情况。
他叮嘱在雨水到来之前，一定严防死守，
不能让一滴废水泄漏，并嘱咐环境监测
工作人员注意安全，努力及时、准确提供
监测数据。

□8月17日

从 8 月 16 号开始，天津市环境监测
站开始安排部署土壤监测。土壤监测的
每个点位都需要通过高清卫星图，细化
网格逐点核查。工作人员昼夜不停地设
计、测量、取样，仅用一天就完成了 73 个
点位从出方案到采样的全部过程。

“这些工作，如果不是紧急状态，至
少需要一周的时间。”天津市环境监测站
污染源监控部的高翔告诉记者。

天津市环境监测站污染源监控部和
水、生态监测部进行了有效资源整合，基
本合并办公，无论是现场取样、后台分析
还是运输器械、后勤保障，没有一个人有
时间休息，每个人任务都非常重。现场
监测一部的徐彬，在电脑前坚守了 50 多
个小时没有休息，确保第一时间汇总统
计数据。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在三十岁左
右，正是家里孩子年纪小的时候。感人
的事情很多，女同志中有单亲妈妈需要
自己照顾孩子的，有爱人瘫痪在家离不
开 人 需 要 照 顾 的 ，但 是 没 有 一 个 人 请
假。”魏恩棋告诉记者。

这天中午，翟青在开完现场办公会
后，再一次布置任务后返京汇报工作。
这是他在现场连续指挥工作的第五天。

下午，第四批增援的地方监测队伍，
江苏省环保厅环境监测中心分析部的两
位工作人员抵达天津，投入到紧张的环
境监测工作中。

环境保护部应急办主任田为勇、环
境监测总站副站长李国刚也于这天下午
抵达事故现场。

晚上 22 时，田为勇召集环境保护部
监测总站、规划院、固管中心专家及天津
市环保局召开工作协调会，成立了环境
保护部工作组，分为综合组、监测组、指
导协调组。闫景军牵头综合组，负责上
传下达、报告、协调工作，并与天津市环
保局综合组对接。会议确定了每天上午
10 点，环境保护部工作组与天津市环保
局工作组召开碰头会。

□8月18日

中午时分，山东省第一批环境监测
人员抵达天津支援。

下午 15 时，环境保护部应急办副主
任冯小波从北京紧急调运 10 套专业防
毒装备，赶赴现场。

晚 上 22 时 许 ，陈 吉 宁 再 次 来 到 天
津，下车后，他立即走进会议室主持召开
会议，听取近几天环境应急处置情况汇
报，详细询问并研究空气质量特征污染
物、含氰废水处置、土壤环境风险防控、
强降雨天气下应急准备等工作。会议结
束时已是零点，环境应急监测新的一天
又开始了。

参会各部门得到指示后，马不停蹄，
连夜去各自岗位落实陈吉宁部长在会议
上部署的工作安排。

会后，已经连续近 40 个小时没休息
的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张震，立
即赶往检出氰化物超标的一号雨水泵站。
监测人员连夜沿此处的雨水管网采样，共
计 18个。“这些天，一线人员连续作战，平
均睡眠时间都不足3小时。”张震说。

□8月19日

早上，天津滨海新区下起了雨，这让
现场每个人原本紧张的神经更加紧张起
来，如果雨水量大，与含氰废水一起涨起
来，那就很危险了。

这一天，事故现场周围水质监测点
位调整至 42 个，其中警戒区内点位 26
个、警戒区外点位 16 个，现场共采集各
类水样品 39个。

上午，陈吉宁冒雨、踩着泥泞的道路
来到事故现场，查看地下市政管网、疏水
井情况，之后，又来到天津港务局会议
室，在市政管网设计图纸上，与滨海新区、
天津港工作人员一起，逐条管网、逐个水井
口门，一个一个落实，研究指导含氰废水
封堵和处置工作。

下午，陈吉宁前往国家核生化应急
救援队，代表环境保护部慰问指战员，并
加强双方在应急处置方面的配合工作。
记者在现场听到核生化部队负责人说，
不仅仪器没有检测到神经性毒气类物
质，在检测过程中，战士们还看到一只鸽
子从被炸毁的集装箱堆垛废墟里飞了出
去，生物性检测体也印证了现场不会有
神经毒气。

中午，辽宁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在
两小时内调集 3 辆应急监测车、11 名专
家和技术人员，携带水质检测仪、便携式
气相色谱质谱仪、紫外分光光度计、保温
箱等专业设备和 30 余台（套）防护装备
迅速出动赶赴天津滨海新区。

下午，山东省环保厅安排省环境监
测站和济南、青岛市环境监测站分别组
成应急监测分队，支援天津危化品爆炸
环境应急监测。由于时间紧迫，监测人
员甚至来不及准备个人洗漱物品、换洗
衣物等，匆匆与家人电话告别后，就踏上
征程。

□8月20日

清晨 6 时，天津市环保局副局长吴
光亮带领固体处处长袁倩、市环科院副
总工赵文喜深入爆炸现场大坑周边的积
水点调查。当时，积水点旁边还冒着黑
烟和金属钠爆炸后的明火。他们淌水测
水深、步数测距离，现场取样，基本掌握
了积水点情况。

上午，陈吉宁来到核心区内外的各监
测点位，看望慰问来自全国各地环保部门
的应急监测专家和技术人员。他详细询问
了监测点位的布点和监测数据，并嘱咐大
家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注意安全。

下午，陈吉宁再次召集天津市、滨海
新区政府有关部门和环境应急专家，进
一步研究落实封堵管网和口门，保证处
理含氰废水工作正常。之后，陈吉宁进
入爆炸事故核心区，实地查看含氰废水
水坑积水情况，并与随行专家和工作人
员商议下一步处置安排。

下午 16 时，田为勇在第 11 场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事故发生以后，环境保护部
立 即 启 动 了 国 家 突 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指导天津市的环境应急处置工作。他
告诉在场记者，天津地方和支援天津的全
国各地环境应急监测人员已达 550人。

□8月21日

早上，在掌握积水点基本情况后，两
名环境保护部专家又进行了现场勘察，
经商讨决定，采用罐车外运、吸水纸吸附
的方式解决废水问题。

在指挥部的安排下，武警、中铁十八
局等单位负责清理集装箱和开挖深水
坑，创造抽水作业条件。

之后，负责废水处置的天津合佳威

立 雅 危 废 处 置 公 司 调 集 了 8 台 抽 水
车，在天津市环保局环保小组的 3 名
干部和天津合佳威立雅危废处置公司
总经理蔡凌，副总经理张世亮、华明良
3 人的带领下，兵分两路带领工人通
过现场十多小时的作业，两处积水点
的废水终于顺利清空。

从接到处理含氰废水任务后，现
场的环保人员一刻未停，在危险源附
近待了 20 多个小时，连续工作。在密
不透风的防护服与烈日炙烤下，全身
衣服湿透已习以为常，甚至连防毒面
具也基本没有更换，就是希望含氰废
水能够尽早清场。

20 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吴光亮
放在兜里的手机，已经被汗水浸透，无
法开机了。但在现场坚持指挥作业的
他却一刻也未停歇，和他的同事们一
样，坚守在环保应急战场上。

□8月22日

早上，天津市环保局水处安排对
洗消点洗消废水进行跟踪监测，水处
处长贾丽泉再次到现场考察车辆洗消
点洗消水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洗
消废水处理方案。

上午，记者在现场采访温武瑞，他
告诉记者，他最为关注的就是“通过监测
及时掌握气、水、土、海环境质量；严防死
守，加快处置，不让受污染水体入河进
海；及时发布监测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下午，记者又一次采访到了包景
岭。“这次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经验，
就是在爆炸发生以后，立刻把爆炸分
成 了 警 戒 区 、核 心 区 和 外 围 的 生 活
区。把污染控制在核心区，逐步解决，
而在外围生活区，保证没有有害污染
物扩散，让居民可以正常的生活。”包
景岭告诉记者。

作为“8·12”爆炸事故专家组组长
的包景岭，不仅需要给前方分发工作
设计方案，还要面对公众进行数据公
开，回答公众关切的问题。几乎每一
个突发问题，他都会亲自检验把关。

下午 16 时，田为勇和天津市环境
监测中心主任邓小文参加第 13 场新
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下一步的环境
应急工作和前一天的应急监测情况。

这是一次没有预期的事故，这是
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现场的环境在
瞬息万变，环境监测的任务也错综复
杂，但环保人始终恪尽职守斗志昂扬，
坚守在一线。

一次次监测，一项项数据，一篇篇
报告，与路边冷掉的一份份盒饭、一件
件汗水浸透的衣服、奔波没有停歇过
的一辆辆监测车一起，见证了环境应
急的“十天十夜”。

按照环境保护部统一部署，天津科技大学内设立临时实验室，承担测试 42 个水质采样点含
氰废水的检测。图为来自辽宁环境监测中心站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精确、及时地
对采集样品进行检测。 本报记者邓佳摄

8 月 23 日下午，天津港危化品仓库“8·12”
瑞海公司爆炸事故召开第 14场新闻发布会。

应急监测结果显示，8 月 22 日 0 点～24 点
期间，事发地警戒区外 10 个环境空气监测点位
和 8 个环境空气流动点位均未检出新的特征污
染物，各点位各项特征污染物浓度均未出现超
标。42 个水质监测点位共有 30 个点位检出氰
化物，其中 6 个污水点位超标，均位于警戒区
内。事故周边区域地下水氰化物检出，未超
标。事故区域临近近岸海域 6 个海水监测点位
氰化物均未超标。

第14场新闻发布会——
30个点位检出氰化物

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邓小文在发布会
上介绍了 8 月 22 日全天应急监测情况。8 月 22
日，事故现场周边共布设环境空气监测点位 18
个，水环境监测点位 42 个，地下水观测点位 1
个，海水环境监测点位 6个，持续实施 24小时不
间断监测。现场共采集空气样品216个。监测项
目为氰化氢及挥发性有机物。

监测结果显示，事发地警戒区外 10 个环境
空气监测点位和 8 个环境空气流动点位均未检
出新的特征污染物，各点位各项特征污染物浓
度均未出现超标。事故区域周边 5 个环境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站（6 项常规污染物）数据显示，
空气质量处于二级良好水平。

8 月 22 日，水质监测点位共 42 个，其中警
戒区内点位 26 个、警戒区外点位 16 个。监测结
果显示，共有 30 个点位检出氰化物，其中 6 个污
水 点 位 超 标 ，均 位 于 警 戒 区 内 ，超 标 浓 度 为
0.537～106 mg/L，超 标 倍 数 为 0.074～211 倍 ，
最大超标点位为天津港明渠 2 号点位；1 个地表
水点位超标，位于警戒区内天保酒店景观湖，超
标浓度为 0.363mg/L，超标倍数为 0.815 倍。警
戒区外 8 个地表水点位中 3 个点位检出氰化物，
最高检出浓度为 0.013mg/L，相当于地表水Ⅴ
类标准的 6.5%；警戒区外 8 个污水监测点位中
全部检出氰化物，最高检出浓度为 0.139mg/L，
相当于控制标准的 27.8%。

目前，所有氰化物超标废水仍全部封堵在
事故区域，未经处理达标不外排。

8 月 22 日，事故周边区域地下水氰化物检
出，最高浓度值相当于地下水Ⅳ类标准的 9%，

未超标。事故区域临近近岸海域 6 个海水监测
点位氰化物均未超标。

第13场新闻发布会——
3000 多吨含氰废水得到有效处置

8 月 22 日下午，在天津港危化品仓库“8·
12”瑞海公司爆炸事故召开的第 13 场新闻发布
会上，环境保护部应急中心主任田为勇通报了
此前的工作进展情况。

一是对已经封堵的废水处理的情况。前
期，从外地调运的污染治理设施已经安装调试
完毕，按照完善后的处理处置方案已经开始投
入运行。同时，安排了 24 辆槽罐车外运部分高
浓度的废水并进行暂存，约 3000 多吨的含氰废
水得到有效处置。

二是对土壤应急监测的问题。在事故区
5000 米范围内布设了 73 个土壤监测点，检测结
果显示 16 个土样有氰化物检出，但均不超标。
方位大致位于事故点南侧和东部偏北方向。目
前正在组织专家对已经检出的点位进行细化采
样分析，包括深层的取样、土壤当中的动植物取
样，以及墙体、路面等采样分析，为全面系统评
估分析打好基础。

三是关于增调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有关情
况。目前，环保系统参与本次应急处置工作的
总人数已经达到 550 多人。在前期紧急组织技
术力量和监测人员支援天津的基础上，根据处
置工作现阶段的需求，重点增加了含氰废水处
理、地下水处理、土壤风险防控、固体废物处置
以及环境损害评估等领域的专家，并对调集的
监测人员进行优化配置，充分保障工作的效率。

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邓小文介绍了应
急监测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一是天津市环保局已组织对事故区域内
3000 米范围内的河、湖、沟渠雨水和污水管网
甚至是施工工地和水洼的积水都进行了全面排
查和水质监测，测算了积存水量和水质变化的
情况，为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依据。排查了事
故周边所有区域的水面，不存在中毒危险。

二是进行了科学应对，坚决避免可能发生
的次生污染灾害。关闭封堵了污染口门和一些泵
站。针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问题，组织制定了
事故核心区域爆炸中污水的应急处理方案、防止
雨期含氰废水排入外环境的预案、洗消水收集
处理方案等一系列预案。到目前为止，此次事
故没有对周边的地表水和近岸海域造成污染。

第12场新闻发布会——
17日起启动土壤应急监测

8 月 21 日 下 午 ，第 12 场 新 闻 发 布 会 召
开。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邓小文通报了
8月 13日～20日的环境应急监测情况。

8 月 13 日～20 日期间，现场共采集空气
样品 2100 个，监测结果显示，事发地周边 18
个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在 8 月 13 日～20 日累
计有 3 个下风向点位（周边无敏感目标）甲
苯、挥发性有机物和氰化物超标，最大超标倍
数分别为 1.51 倍、1.62 倍、0.5 倍；各项污染物
浓度水平自 8 月 13 日～20 日持续下降，自 8
月 17 日起各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各项污染物
浓度均未再出现超标。事发地警戒区外环境
空气监测点和事故区域周边 5 个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站空气质量数据显示，其中两天
为二级良好水平，5天为三级轻度污染水平。

对于公众关心的水体中是否有氰化物超
标的问题，邓小文回应称，8 月 14 日～20 日期

间，共布设水质监测点位 42个，其中警戒区内点
位 26个、警戒区外点位 16个，现场共采集各类水
样品 850 个。对照《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12/356-2008）二级标准和《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五类水体标准，累计共有
25个点位检出氰化物，其中 8 个点位超标，超标
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最大超标点位为 1号
雨水泵站，超标 356倍；警戒区外检测出氰化物均
未超标，最高浓度值相当于控制标准的13.6%。

目前，所有氰化物超标废水仍全部封堵在事
故区域，未经处理达标不外排。在事故区域临近
的近岸海域 5 个海水监测点位经监测，氰化物
符合《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与历史监
测数据比较无变化，均未检出特征有机污染物。

8 月 17 起，启动土壤环境应急检测。截至 8
月 20 日，在事故区域 5000 米范围内布设 73 个
土壤监测点位，目前已完成 36 个土壤监测点位
样品的分析测试工作，其中 12 个点位有总氰化
物检出，各点位总氰化物含量均低于《展览会用
地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评 价 标 准（ 暂 行 ）》（HJ
350-2007）A 级标准要求。

天津“8·12”事故最新环境应急监测情况发布

警戒区内可控 警戒区外安全
处理废水的污染治理设施已开始投入运行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良吕望舒

环境应急的十天十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