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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练目的

为普及全公司职工煤气中毒防范意识及涉煤气点检、作业常识，掌握

逃生自救知识和技能，有效防止各类有害气体(煤气、氮气)中毒事故，

公司本着直观规范的现场观摩，使职工掌握简单的中毒预防和逃生自救常

识。以此加强职工防煤气中毒的三个能力培养。即：

(1) 职工检查消除煤气中毒、爆炸隐患的能力，规范作业行为。

(2) 职工应急反应能力。

(3)职工抢险救援、逃生自救的能力。

二、 事故原因

高炉热风车间箱体煤气管道阀门，密封垫老化引起的煤气泄漏，

造成点检作业人员中毒事故。

三、 演练地点：炼铁厂热风箱体。

四、 演练时间：2022年 4 月 25 日

五、 物资准备

1、空气呼吸器 8 套。

2、便携式煤气报警仪 8 个。

3、对讲机 3 个。

4、急救箱 1 个。

5、苏生器 1 台。



6、担架 1 副。

7、警戒线 1 盘。

8、铜扳手两把、一字螺丝刀和小铲子。

六、演练队员：闻怡伟、孙振、张东、王嵛、郝兴、靳学涛、贾洪生、

任金满、 赵国东、王海东、靳宝忠。

七、 事故设定和准备工作

1、虚设事故：

(1) 高炉热风车间箱体煤气管道阀门，密封垫老化引起的煤气泄漏，

造成点检作业人员中毒事故。

(2)风向东风。

2、准备工作： 2022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00 协调工作负责人向指挥部

汇报应急物资及人员准备情况； 9:30 开始演练。

八、演练程序

1、闻怡伟向总指挥报告； 报告词：“报告总指挥， 华西特钢参加综合

演练实到 11 人，准备完毕， 请指示”。总指挥回答：“演练开始。”指挥员

回答：“是！”

2、闻怡伟：“各就各位”，队员跑步到指定位置， 演练开始。

3、班长分配热风岗位工赵国东、靳宝忠到热风箱体巡检作业，两人

分别持便携式煤气报警仪和对讲机自中控室出发开始点检作业(靳宝忠在

前，赵国东在后，间隔 5 米)，确认室外风向(东风)， 二人接近箱体煤气

管道 1#阀门处附近。

4、靳宝忠行至 1#阀门处附近点检 (检查动作)，赵国东在后5 米左

右处，靳宝忠中毒倒地。



5、赵国东发现靳宝忠中毒，迅速向东侧方向撤离，边撤离边用对讲

机向中控室报告：“报告中控室， 靳宝忠在 1#阀门处煤气中毒并可能伴有

外伤，请求救援。”撤离到安全地带开始现场警戒。

6、王海东 (班长) 接到报警立即命令：

(1)命令赵国东：你赶紧撤离到安全地带并负责现场警戒。

(2) 命令岗位工任金满、贾洪生：佩戴呼吸器、报警仪、警戒线奔赴

事故现场救援。

(3) 报告煤防站：上午 9:40 分岗位工靳宝忠在热风箱体 1#阀门处中

毒倒地并可能伴有外伤，请求救援。

(4) 报告调度室： 上午 9:40 分岗位工靳宝忠在热风箱体 1#阀门处中

毒倒地并可能伴有外伤，请求救援。

岗位工接到命令后先检查呼吸器、报警仪、警戒线， 两人到达现场后，

与赵国东进行交接，赵国东对事故现场拉警戒线。任金满、贾洪生将煤气

中毒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7、煤防站接到报警后

(1) 闻怡伟部署救援任务：“9 时 40 分，高炉热风车间箱体 1#阀门发

生煤气泄漏，造成一名员工中毒， 可能有外伤，请我站立即赶赴现场组织

应急处置”。询问煤防员：“是否明白”,煤防员回答“明白”。

(2) 指挥员发出“检查装备”的口令， 煤防员根据指挥员指令自检救

护装备和个人防护器材，而后佩戴空气呼吸器(面罩挂脖子上)。

(3)闻怡伟下达口令“携带器材出发”，队员开始奔赴现场。

(4) 闻怡伟与现场人员赵国东、任金满、贾洪生交接事故情况。 开始



分配任务：郝兴检查伤员(郝兴回答：无呼吸、无脉搏，左小臂伴有外伤，

下令心肺复苏)、王嵛准备止血包扎、 靳学涛协助处置事故点、张东、孙振

准备担架苏生器。

8、靳学涛和贾洪生切断箱体进口阀门，任金满和赵国东切断出口阀门，

彻底切断煤气后用氮气进行吹扫，吹扫完毕检验合格后，对老化的密封圈进

行更换。

9、伤者恢复自主呼吸 (命令郝兴、孙振给伤员供氧) 命令王嵛、张东

开始止血包扎完毕，队长下令上担架盖保温毯，送附近医院。 靳学涛向队

长报告： 泄漏点得到控制。

10、闻怡伟：“整队， 报数。 报告总指挥： 伤员已救出、事故点得到控

制，人员器材完好，完毕”。

11、总指挥 (梁志宝)：“演练结束，请领导点评”。

河北华西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17 日



河北华西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环境应急监测方案

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将对周围的环境空气质量、水质量和敏感点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保证应急处理措施得当、有效，必须对事件后果进行及时监

测。无法监测分析的项目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上报唐山市生态环境局海港经济

开发区分局报告由唐山市环境监控中心对下风向和排污口下游地区进行特征污

染物及质量监测。

公司环保处理组负责或协助相关单位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环

保处理组成员保证 24小时通讯畅通，接到指令，20分钟内到达单位，同时做好

准备。并配合外部支援人员做好监测工作，并将应急监测结果及时上报应急指挥

中心，对事件危害情况进行应急评估，为指挥中心做出撤离、疏散范围、控制范

围决策做出判断。

1.应急监测要求

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

术规范》（HJ589-2010）、《环境应急响应实用手册》、《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

监测与处理技术》规定进行采样和分析，对事故现场进行应急监测，掌握有毒有

害气体扩散区域，附近水系分布及流向，采取一切措施降低污染物浓度直至达到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2.应急监测一般原则

（1）准确：准确查明造成污染事故的有毒有害物质种类、浓度；

（2）快速：能在最短时间内报知监测结果，为及时处置事故提供科学依据；

（3）灵敏：检测方法要灵敏，即能发现低浓度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快速反应

事故因素变化；

（4）简便：由于污染事故时空变化很大，所以要求监测器材轻便，易于携

带，采样与分析方法应满足随时随地均可测试现场监测要求。

3.应急监测方案的确定

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警后，应问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大概清楚

污染物种类、性质、数量、污染范围、影响程度及事发地周边情况等，迅速通知

唐山市环境监控中心委托其进行应急监测，监测人员赶到事件现场后，迅速调出



相关资料信息进行分析并开展监测工作，尽快确定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与范围、

污染危害，出具现场监测数据。化验、综合分析人员同步上岗，作好准备。

（1）到达现场后，应急监测组根据现场情况在最短的事件内依据应急监测

技术规范要求及有关专家意见，提出应急监测实施方案，确认监测对象、监测点

位、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质控要求、数据管理和结果报告等。

（2）一般情况下应急监测可分三个阶段制定不同的应急监测实施方案，即

污染物定性阶段、定量和定污染范围阶段、监控污染状况进展并评价阶段。

3.1 涉气污染监测点位布点采样方法及原则

应尽可能在事故发生地就近采样，并以事故点为中心，根据事故发生地的地

理特点、风向及其他自然条件，在事故发生地下风向影响区域、掩体或低洼地等

位置，按一定间隔的圆形布点采样，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高度采样，同时

在事故点的上风向适当位置布设对照点，在距事故发生地最近的居民住宅区布点

采样，采样过程中应注意风向的变化，及时调整采样点位置。

3.2 监测项目

（1）根据环境污染事故的污染物类型，确定采用的不同的应急监测方案。

若污染物为已知的污染物，则可以立即根据污染物的特点，确定监测项目。

（2）若污染物为未知的污染物，则根据事故发生单位的生产、储存或运输

情况及遭受危害的人群和生物的表象等信息，采取快速、简便的技术手段进行定

性分析来确定污染物的种类，再依此确定监测项目。

具体监测项目见表 3-1。

表 3-1 监测内容

事件情景 事故类型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项目

煤气泄漏、火灾事故 大气污染 下风向厂界 CO、PM10、TSP等

氨水泄漏 大气污染 下风向厂界 氨气等

3.3 监测频次的确定

事故发生初期，可根据现场的水文、气象条件，适当加密采样频次，待摸清

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逐步减少采样频次。事故初期，监测频率一般不低于 2

小时一次。

具体监测频次见表 3-2。



表 3-2 监测频次

事故类型 监测点位 应急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污染事故

事故发生地
初始加密(6次/天)监测，随着污染物浓度的下

降逐渐降低频次

事故发生地周围居民区等敏

感区域

初始加密(6次/天)监测，随着污染物浓度的下

降逐渐降低频次

事故发生地下风向 4 次/天或与事故发生地同频次(应急期间)

事故发生地上风向对照点 3次/天(应急期间)

3.4 监测方法确定原则

（1）污染物定性阶段为迅速查明突发事件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程度，应充

分利用现场快速监测方法：

大气环境污染事故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具体情况，优先考虑利用便携式

监测仪器、快速监测仪器。

（2）定污染范围阶段，为确定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可采取现场快速监测

方法和室内标准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方式。

（3）监控污染状况阶段，应尽可能采用现场采样室内标准方法分析的形式，

以对污染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

监测方法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实施。应急

监测方法和标准如下表 3-3。

表 3-3 监测方法和标准

项目 方法 标准

颗粒物 重量法 GB/T15432-95

SO2 定电位电解法 HJ/T57-2000

氮氧化物 《环境空气氮氧化物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654-2013

CO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GB9801-1988

固定式 CO报警仪、移动式 CO检测仪 /

NH3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4669-1993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2009

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3.5 现场采样与监测

（1）按照应急监测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可能被污染的空气、水体、

土壤等进行应急监测，可使用监测管、便携式监测仪器等快速监测手段，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对污染物质的种类、污染物的浓度、污染的范围以及可能造成的危

害做出判断，并给出监测结果。

（2）无法进行现场监测或必须送回实验室分析的样品，应快速送回实验室

进行分析，分析人员对样品复核无误后，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分析，并将监测结果

交应急监测质控组。

（3）现场采集的样品，要做唯一性标识，采样人员应在现场填写采样原始

记录表。样品分析结束后，剩余的样品应按技术规范要求予以保存。监测仪器、

药剂等见表 3-4。

表 3-4 监测仪器和药剂

项目 样品采集仪器
实验室分析

仪器 药品

TSP 大流量或中流量采样器 分析天平、恒温恒湿箱 滤纸、称量瓶

SO2 采样管
定电位电解法二氧化硫

测定仪
二氧化硫标准气体

CO 采样管
气相色谱仪 氢焰离子

化检测器
标准气体

NH3 采样管 分光光度计
硫酸、水杨酸—酒石酸钾、次

氯酸钠

3.6 应急监测人员的安全防护

应急监测时，至少二人同行。进入事件现场进行采样监测，应根据突发性环

境污染事故的特性，为应急监测人员装备适当的安全防护措施。

（1）对于有毒有害气态污染物，应重点采用呼吸道防护措施，主要装备有

正压式氧气（空气）呼吸器、防毒防尘面具、滤毒设备以及浸水的棉织物等；

（2）对于易燃易爆气体或液体，应重点采用阻燃防护服和防爆设备（包括

采用各类具有可选择便携式水质监测仪器进行现场监测，结合遥感遥防爆安全等

级的监测仪器设备）等措施，主要装备有各种规格的阻燃式全身防化服等；

（3）对于易挥发的有毒有害液体，应重点采用全身防妒措施，主要装备有

各种规格的全身防化服等；

（4）对于不挥发的有毒有害液体，应重点采用隔离服防护措施，主要装备

有各种规格的防化服等。



3.7 应急监测设备

为保障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第一时间内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公司

应急指挥中心配备一定数量的监测设施（备），并委派专人对配备的环境监测设

施（备）定期检修、维护，使其处于良好状态，确保正常使用。企业应急监测设

施（备）配备情况见表 3-5。

表 3-5 企业环境监测设施（备）配备情况

序号 监测设施（备） 数量（台） 监测项目 位置

1 固定式 CO报警装置 517 一氧化碳 煤气各工段

2 固定式氨报警探头 5 NH3
烧结、水渣微粉、

发电脱硝氨水罐

3 PH计 1 PH 化验室

当公司发生煤气泄漏污染等应急指挥部需要请求外部救援时，企业可向唐山

市环境监测中心请求应急监测支援。

河北华西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202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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