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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应急处置

◆张旭辉

10版

百万方污水因何直

排小清河？

山东省济南水务一厂

因 设 备 检 修 减 少 进 水 ，导

致 污 水 由 管 网 溢 流 口 外

排 ；究 其 根 源 ，在 于 污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能 力 不 足 ，应 扩

大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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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企业联手开发

“绿色气田”

3 家公司推进利用有机

废弃物生产车用沼气，准备

投入 30 多亿元建设 60 多座

加气站

要对化学品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要对化学品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
应急处置中应考虑健康代价、环境影响、成本、效率等，做好源头控制

本 期

点看

案 例

美国危废存储区爆炸后场地如
何修复？

应急处置，修复、评估、再修复，
历经 19年

编者按

天 津 港“8.12”爆 炸 事 故 发

生之后,含氰化物废水处理、受

污染土壤修复、环境监测等工作

受到公众高度关注。目前，各项

污染处理处置工作已经启动，有

不少企业参与其中。

本期报道对受关注较多的

几个问题进行采访 ，探 讨 环 境

应 急 处 置 工 作 如 何 在 不 同 领

域开展。

3D监测设备
助力环境
应急监测
需加强政企配合

加大科研投入

本报记者崔煜晨报道 随着我国
环境应急监测标准化建设的逐年推
进，环保部门有能力对突发事故做出
基础响应。此次 天 津 港“8.12”爆 炸
事 故 发 生 后 ，现 场 环 境 复 杂 ，环 境
应急监测人员无法第一时间获取爆
炸 中 心 区 域 的 监 测 数 据 ，只 能 在 警
戒 区 外 围 设 立 多 个 固 定 监 测 点 ，使
用大气应急监测车进行空气质量的
流动监测。

对此，北京怡孚和融科技有限公
司市场总监刘猛认为，在环境应急监
测人员无法第一时间进入核心现场的
时候，大尺度的监测设备 3D 可视型激
光雷达可以作为当前监测手段的补
充，对污染团进行定位和追踪，使监测
更有针对性，提高监测效率。

他 表 示 ，这 类 监 测 设 备 的 监 测
范 围 可 达 水 平 方 向 10 公 里 ，垂 直 方
向 20 公 里 ，可 以 监 测 污 染 浓 度 及 扩
散趋势，3D 扫描对事故区域污染源
的 扩 散 走 势 起 到 更 直 观 的 监 测 效
果 ，可 为 前 线 应 急 指 挥 部 提 供 及 时
可 靠 的 应 急 决 策 数 据 。“ 目 前 ，国 内
很多环境监测站缺少此类针对污染
源 扩 散 的 大 尺 度 监 测 设 备 ，应 急 监
测 设 备 种 类 相 对 单 一 ，应 急 监 测 能
力尚需完善。”

相比国外，我国环境监测技术起
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国家的支持
和应急监测标准的建立，各省市逐渐
配齐了相关便携式应急监测设备，环
境应急监测设备行业企业成长很快，
也能参与到突发事件中。

“政府和应急监测设备企业之间
的配合对提高我国应急监测水平至关
重要，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对环境应急
监测设备的科研投入，并对应急监测
企业进行扶持，合理布控技术资源，增
强现场监测仪器的技术储备，防患于
未然。”刘猛说。

目前，这家公司自主研发的应急
监测车系列仪器已经为各环保部门监
测站所用。在此次天津事故的应急工
作中，企业的流动监测车可对特征污
染物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提供空
气污染物的精准量化数据，为灾后空
气质量监测提供强有力的监测手段和
技术支持。

“与常规污染场地修复相比，重大爆炸
事故污染场地应急治理缺乏必要的参考
标 准 和 储 备 技 术 ，但 其 必 须 在 短 期 内 完
成 实 施 ，而 且 社 会 关 注 度 极 高 ，具 有 紧
迫 性 、敏 感 性 和 复 杂 性 ，所以要保证治理
工程的安全高要求和环保高标准。”参 与
过 2005 年 吉 林 石 化“11.13”爆 炸 事 故 土
壤 应 急 修 复 的 清 华 大 学 环 境 学 院 教 授
刘建国指出。

据了解，在环境突发事件中，同大气和
水污染一样，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
环境有严重危害。由于土壤的自净能力较
弱，其危害期更长。因此，必须在应急处理
阶段考虑到土壤污染，否则后患无穷。

国际经验也表明，从事危险化学品生
产、加工、储存、处置等的企业在起火爆炸
后，不仅影响周边空气、地表水，对土壤和
地下水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应及时
迅速地进行修复。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土壤污染的
认识也不断在加深。2014 年 年 底 修 订 的

《国 家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应 急 预 案》就 明 确
了 需 要 对 土 壤 污 染 采 取 紧 急 措 施 予 以
应对。

刘建国认为，本 次 天 津 港“8.12”爆 炸
事 故 污 染极为复杂，应尽快召集有经验的
专 家 组 建 场 地 污 染 应 急 治 理 技 术 支 撑
队 伍 ，制 定 应 急 治 理 工 作 方 案 ；开 展 场
地 污 染 类 型 、范 围 和 程 度 调 查 ，在 此 基
础 上 编 制 应 急 治 理 技 术 方 案 ，明 确 治 理
目 标 、优 先 次 序 和 技 术 可 靠 性 、先 进 性 ，
并 由 环 境 保 护 部 组 织 进 行专家论证；在
论证通过的技术方案基础上制定应急治理
工程方案、环境监测方案和工程验收方案，
确保治理工程不产生次生安全事故和二次
污染。

一位参与过国内某石油石化应急项目
调查的修复专家表示，应急修复应该特别
注意人员防护，尽可能多使用现场监测设
备（比 如 PID、FID、LEL 仪）保 证 人 员 安
全 。现场调查时因为不完全清楚污染情
况，必须对污染物进行全扫描，且一定要高
效完成调查，尽快确定污染类型和深度，以
便于后期尽快启动修复工作。

此外，本次事故中可能释放剧毒氰化
物涉及的入场人员防护问题应高度重视，
一 定 要 避 免 事 故 处 理 和 修 复 过 程 中 的
二 次 伤 害 。 曾 参 与 过 氰 化 物 污 染 土 壤
修 复 的 某 修 复 专 家 表 示 可 利 用 化 学 氧
化 方 式 破 氰 ，再 结 合 后 续 处 理 ，二 次 污
染的防治也很关键。
作者为中国环境修复研究院产业研究员

要重视土壤
污染应急修复
突发事件土壤污染修复

目前还缺乏参考标准和储备技术

◆本报记者张蕊

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发生以
来，对于事故产生的含氰化物废水，
应急处理指挥部指导污水处理运营
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
比如封存含氰化物废水、投药化学
分解氰化物、臭氧氧化、混凝、活性
炭吸附等。

同时，对于危险化学品泄漏导
致的水污染事件，在应急处置过程
中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应该注意哪
些问题？危险化学品的风险如何防
范？国外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这
些问题值得深思。

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中科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子健。

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效果

我国很多应急处置措施是
在污染区域修建储水池塘，把
受污染的水引入后慢慢处理

记者：现在有哪些难点制约着
危险化学品污染事件发生后的预警
和应急处置？

王子健：从吉林石化硝基苯污
染松花江和此次天津“8.12”事故中
发现，像氰化钠和甲苯二异氰酸酯
这种作为发泡塑料生产中间体的大
众化原料，一旦发生事故根本没有
检测方法和应急方法。

因为发生事故时应急处置人员
对于是什么化学品发生的事故并不
十分清楚，有的事故是苯泄漏、有的
是 硝 基 苯 、氯 苯 或 者 氯 酚 泄 漏 等 。
有些化学品在国家管理范围内，而
绝大部分都不在管理范围内。

现在看来，对于危险化学品的
污染事件还没有适用的防范方法。
因为水质监测的污染物种类有限，
水体中有多少种有毒有害污染物很
难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按照欧盟化
学品登记管理记录，目前，在欧洲生
产和使用量 1 吨以上的化学物质约
15 万种，在美国登记的化学物质约
8.3万种，中国约有 4万种。

事实上，我国生产和使用的化
学物质估计在 10 万种以上。随着分
析手段的进步，已有数据显示，这其
中约有 10%～15%的化学品是有毒
性的，这意味着我们生活的环境中
至少有 1 万种以上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而国家不可能针对这些化学品
制定 1 万种检测方法和应急处置方
法。我认为可以采用另外一种较为
简单的途径，即生物毒性预警方法。

记者：水污染事件预警后的应

急处置工作一般会出现哪些情况？
针对不同情况会采取什么措施？

王子健：预警之后的应急处置，
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知道是
什么有毒化学品的情况下进行分析
和相应措施处理。比如氰化钠在酸
性 情 况 下 易 水 解 ，容 易 生 物 降 解 。
这时就会采用防菌剂或者填埋等方
法，而不会选择用水冲等处理方式。

另一种情况是在事故发生时不
知道泄漏的化学品是什么，经过一
段时间的分析检测才知晓是哪种毒
性物质。在这种未知情况下一般采
用的处置措施是封堵。

具体来说，在我国，很多应急处
置措施就是在污染区域修建一些储
水的池塘，把受污染水引入其中，之
后再慢慢处理。此次天津“8.12”事
故发生后应急处置采用的就是这种
办法，很及时、到位。但是像长江流
域、珠江流域，饮用水水源的取水口
就在江边，这时采用的方法就是在
生物预警后紧急关闭取水口。

记者：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环境
代价、成本等方面有哪些问题值得
注意？

王子健：在应急处置过程中有
些问题应该注意，比如要用最小的
代价获得最大的处置效果，这其中
的代价包括人的健康代价、环境影
响、成本、效率等。过去我们常听说
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污染处置，这是
不合适的。

比如，在进行化学品污染应急
处置时，针对有机物采用活性炭吸
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成本非常高，
并非一切有机物污染都要采用这种
方法。再如，硝基苯应急处置最好
的方法是厌氧降解。因此，在应急
处置时最终要由地方政府的负责人
进行决策分析，将代价最小化非常
重要。

全过程管理才能防患未然

工 业 园 区 必 须 有 明 确 清
单 ，对 每 种 化 学 品 进 行 识 别 、
追踪

记者：我国现在化学品的生产
现状如何？近年来，化学品引起的
污染事件屡有发生，其原因是什么？

王子健：由重化工业引起的河
流突发污染事件曾在发达国家某一
时期非常多 见 。 比 如 莱 茵 河 曾 经
爆 发 阿 特 拉 津 污 染 。 化 学 品 污 染
事 件 在 重 化 工 阶 段 是 不 可 避 免

的。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向第三产
业过渡的阶段。我国的 GDP 还主要
依靠重化工业，基本是以原材料生
产加工为主。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预测，到 2020 年，我国化学品的产量
和 产 值 将 占 全 世 界 化 学 品 产 量 的
25%～30%。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各占一半，我国在发展中工业
体中占 1/2 强。在这个阶段，我国生
产化学品的种类非常多，是化学品
事故高发期。

据 2002 年的统计显示，我国出
口化学品的税则号约有 1 万多个，现
在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精细化
工中间体生产是我国的支柱产业，
这 些 化 学 品 只 要 有 一 种 泄 漏 就 会
导 致 污 染 事 件 。 由 于 我 国 在 化 学
品 生 产 和 管 理 上 还 有 很 不 成 熟 ，
缺 少 专 业 化 的 工 作 人 员 是 我 国 和
发 达 国 家 非 常 显 著 的 区 别 。 比
如 ，现 在 我 国 化 工 厂 的 工 人 多 是
农 民 工 ，职 业 工 人 很 少 ，大 部 分 是
临 时 聘 用 ，人 员 流 动 性 非 常 大 。
这 些 原 因 就 造 成 我 国 在 未 来 一 个
阶段化学品污染事故的风险较高。

记者：现在我国对化学品管理
最为迫切的工作是什么？国外有什
么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王子健：目前，我国对危险化学
品的管理非常薄弱，应该对其进行
全 过 程 管 理 。 其 中 危 险 化 学 品 生
产 、存 储 、运 输 过 程 是 看 得 见 的 过
程，而当它们被生产成材料，进入公
众生活时，其缓慢影响往往是看不
见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对公众
健康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管理还
停 留 在 针 对 危 险 化 学 品 ，而 不 是
化 学 品 。 危 险 化 学 品 包 括 易 燃 、
易 爆 、易 腐 蚀 、剧 毒 的 化 学 物 质 ，
对 其 监 管 应 该 贯 穿 于 生 产 、存 储 、
运 输 、使 用 过 程 。 对 这 个 过 程 的
监管主要是安监部门的职责。

当 务 之 急 是 对 化 学 品 管 理 立
法 。 在 美 国 有 有 毒 化 学 物 质 管 理
法，由美国环保局协调其他部门进
行管理。在欧洲有化学品登记管理
法，由欧洲化学品局管理。

目前，在欧洲，化学品从实验室
合成后，能否进入市场是需要有关
部 门 批 准 的 第 一 个 问 题 。 像 氰 化
钠、汞等高毒物质，未来禁用将是发
展 趋 势 。 但 是 氰 化 钠 也 有 其 特 殊
性，就是作为一些行业化学合成的
中间体，因此对这些行业的应用会
有豁免。而在我国对化学品的管理
是分散到很多部门管理，没有对化
学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记者：我国目前对化学品管理
已经在进行哪些探索？有哪些新的

技术手段可以应用？

王子健：我国也在向欧美学习
借鉴一些化学品管理经验，现在环保
部门在江苏南京化工园区的示范项目
就是为了理顺化学品管理机制。

它包含如下工作：首先，在任何
工 业 园 区 必 须 有 明 确 的 化 学 品 清
单，要包括化工园区用了多少化学
品、生产多少化学品；每种化学品的
物理性质、化学性质、毒性以及对人
健康影响、对环境健康影响的数据。

然后，在这些数据清单基础上，
要 做 化 学 品 转 移 释 放 登 记

（PRTR）。比如，进入园区工厂化学
品为 1 吨，其中有 0.9 吨生产成产品，
剩 下 的 0.1 吨 会 向 水 、气 等 方 面 转
移。而这些物质如果离开园区进入
环境，我们称之为释放。如果把这
个转移释放的过程拓宽一点，比如
化学品出园区后进行运输，那么它
就是潜在风险源。

之后我们需要对每种化学品进
行识别。由于每个化工园区生产的
物质都不同，就要对化学品的毒性
数据、物理危害、化学危害每项进行
打分，判断它是高、中、低风险。然
后再结合产量判断化学品是大风险
源、中风险源还是小风险源。

比如一个化工园区生产 1200 种
化学品，那么就可以依照每种化学
品的毒性、产量、转移释放途径进行
登记。其中，氰化钠没有挥发性转
移释放途径是水，反应性很高。甲
基二异氰酸酯是以粉尘形式进行转
移释放。了解了这些信息，我们就可
以对危险源进行跟踪。而现在需要做
的就是研究如何跟踪这些过程。

在跟踪过程中，需要从生产开
始就给每种化学品一个二维码，二
维 码 记 录 了 这 种 化 学 品 的 所 有 信
息，包括生产者、产量、物理化学性
质、环境性质、毒性数据等。

到化学品进入下一个环节，用
手机扫一下就可以知道它的信息，
判断其风险源大小，按照风险分级
管理制度决定如何运输、存储。

这套管理体系在全球叫作《全
球 化 学 品 统 一 分 类 和 标 签 制 度》

（GHS）。 目 前 我 国 已 经 拥 有 对 应
的 标 准 ，但 是 在 细 化 和 执 行 中 还
存在挑战。

图为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核心区域 资料图片

● 据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UNEP）预 测 ，到 2020 年 ，我 国

化学品的产量和产值将占到全

世界 化学 品产量的 25%～30%。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各

占一半，我国在发展中工业体中

占 1/2 强。在这个阶段，我国生

产化学品的种类非常多，是化学

品事故高发期

●我国目前对化学品的管

理分散到很多部门，没有对化学

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特别是对

危 险 化 学 品 的 管 理 非 常 薄 弱 。

当务之急是对化学品管理立法，

理顺化学品管理机制

企业家说

应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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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制定修复处置方案
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新情况进

行灵活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