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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流域突发环境事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不断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

策划并组织开展相关应急演练。通过梳理演练全过程的设计、实施方案及脚本的编制、演练的实施等环节，总

结了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演练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原则，并结合我国某跨境河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

演练的组织实施过程，提出了综合演练及流域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的系统性建议。

关键词　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应急演练；演练策划 

  
目前，我国正处于突发环境事件高发频发期，其中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发生频率最高，具有处

置难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特点。2014—2017年全国发生的 10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中，7起为流域突发环境事件[1]。

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演练 (以下简称“综合演练”)旨在检验地方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及应

急响应机制，厘清相关部门职责分工，锻炼环境应急队伍、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综合演练是提高

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能力、保障流域水环境安全的必要措施。2005年，美国发布了国家应急演

练计划 (National Exercise Program，NEP)；2001年，澳大利亚出台了应急演练管理指南 [2]。我国也相

继发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4]《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 [5]《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6] 等办法与标准。在实际应急管理工作中，我国各级政府和

企事业单位对应急演练工作十分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以北京为例，每年开展的各级应急演练活

动至少也有数千次[2]。

经过多年发展，环境应急演练已从最初仅演示“如何处置”，向演练“发生事故后应急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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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在系统性、完整性及规范性逐渐增强的同时，演练时还需要调度更多部门，对各环节各部

门专业性及配合度的要求更高。因此，有必要对典型的综合演练案例进行流程上、技术上的深入

剖析和总结。本文以 2018年我国某跨境河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演练为例，结合该环境应急案

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演练各环节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提供参考。 

1    演练背景

本次综合演练地点位于我国某跨境河流 (以下简称 E河)，流域内移动型风险源主要为汽柴油

等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环节。E河所在省份 (以下简称 X省)的另一跨境河流近年曾发生油罐车侧

翻事故导致水体污染事件，虽因处置及时，最终未造成跨境污染，但暴露出 A省跨境河流诸多风

险隐患。E河流域沿河公路、跨河大桥众多，且部分距离国境线较近，存在较高环境风险，加之

干流水量大流速快，污染处置难度大。

此前，E河流域及所在地市 (以下简称 A市)已完成较系统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对风险路段

进行了识别与分级，摸清了环境风险底数，并根据评估结果完成了一系列风险防控工程及装备、

物资储备，初步具备了应对各类流域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同时，编制了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完善了各级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理顺了各部门职责分工；建设了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平

台，基本实现了环境应急管理的信息化。以上多项工作成果为本次综合演练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对提高演练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为检验 E河流域及 A市环境应急预案及应急响应机制、锻炼环境应急队伍，提高各应

急力量的快速响应、应急监测、应急处置和协调配合能力，开展本次 E河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综合演练。 

2    综合演练的筹备与策划
 

2.1    筹备组织机构

综合演练一般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或生态环境部门主办。如跨行政区划或涉及重要敏感目标，

可多地政府或与上级生态环境部门联合举办。如涉及较多企业职责，则应与相关企业联合举办。

本次 E河流域突然环境事件应急综合演练由 A市人民政府与 X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举办。相关部门

组成筹备领导小组，下设策划组、摄制组、现场调度组、后勤保障组等工作小组，分别负责演练

设计统筹及方案脚本编制、视频素材制作及现场拍摄、预演及演练现场组织调度、人员物资协调

保障等工作。 

2.2    参演部门及职责分工

根据所在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确定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及下属工作组，各工作组在指挥

部的统一调度下开展工作。本次演练设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控制在事发点所在县 (以下简称

B县)及下游县 (以下简称 H县)内，因跨国界河流区位较为敏感，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5]，应急总

指挥由该市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市长担任。根据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设置污染处置

组、应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调查评估组、专家组 7个工作组，指

挥部组织架构见图 1。其中，污染处置组由当地政府应急、消防、武警、公安等部门组成，应急监

测组、调查评估组、专家组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医学救援组、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分别由

当地卫生、宣传、公安部门牵头。 

2.3    各阶段任务分工

综合演练涉及的场景、参演单位、人员、物资众多，应制定详细的演练任务清单，以确保各

阶段有序推进。本次综合演练中，制订了信息上报、事态研判、污染处置、应急终止等阶段的任

 

  2906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第 15 卷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版
权
所
有



务清单 (污染处置阶段任务清单见表 1)，明确

了各参演单位在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参演人员

需求及物资配备，以便于各参演单位准备与配合。 

3    综合演练方案的设计
 

3.1    演练情景设计

演练的情景设计应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

尽量选择当地较常见的风险源，设置合理的事

件触发条件和场景。本次演练的情景设计内容

包括如下 2个部分。

1)确定污染物类别及泄漏量。污染物类别

一般选择环境风险较高的工业废水、危险化学

品、固体废物、重金属、石油类等污染物。根

据设定的突发环境事件触发条件及污染物，设

计符合情景、贴合实际的泄漏量、扩散范围、

污染浓度等参数，进而为各应急阶段的持续时间、应对措施等的把控提供数据支撑。本次综合演

练选取道路运输中较常见的柴油作为污染物，事件触发条件为道路追尾事故，导致约 20 t柴油泄

漏进入 E河，根据下游干支流流量、流速等参数，利用信息化平台中的模型推算污染扩散时间、

距离及污染浓度分布情况。

2)设计事故的发生及事态发展。事故发生的类型应充分考虑流域风险评估的结果及近年来突

表 1    污染处置阶段任务清单

Table 1    List of tasks in the pollution disposal stage of a drill

参演单位 工作环节 具体任务 人员需求 物资配备

B县政府

污染源处置
事发大桥柴油引流；

污染土壤清理及筑坝截流

3名高空作业人员

2名挖掘机司机

2名运土车司机

50 m导流管

10张防渗膜

2台挖掘机

2台运土车

污染物削减 1号处置点污染拦截处置工作

2名冲锋舟操作员

2名物资运输司机

60名处置人员

2艘冲锋舟

2辆物资运输车

600 m污染拦截屏障

500张吸油毡

80套救生衣

B县公安消防大队 污染源处置 封堵破裂油罐，将事故车辆拖离现场 10名消防人员
1辆消防车

1套油罐封堵装备

肇事企业 污染源处置 对剩余柴油进行倒罐作业 1名驾驶人员 1辆倒罐车辆

A市生态环境局 支援B县
调配全市应急物资、人员支援B县

应急处置工作

2名物资运输司机

20名物资搬运人员

2辆物资运输车

300 m污染拦截屏障

300张吸油毡

下游H县政府 污染物削减 负责本县4个污染处置点应急处置工作
80名处置人员

2名物资运输司机

2艘冲锋舟

2辆物资运输车辆

900 m污染拦截屏障

500张吸油毡

100套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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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急演练指挥部组织架构图

Fig. 1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e emergency drill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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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境事件的统计数据，模拟本流域内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或以历史上发生的典型流域突

发环境事件为蓝本进行情景设计。如发生率较高的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违法违规排污、水 (陆)交
通运输事故、尾矿库泄漏、自然灾害等引发的流域突发环境事件。本次演练以该省某河流近年一

起柴油车侧翻事故导致的污染事件为蓝本，模拟在 E河干流某跨河大桥上一辆油罐车引发追尾事

故而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

事态的发展设定应符合实际，并与后续的处置工作紧密结合。本次演练事发点设在距离出境

断面约 155 km处，若不及时处理可能产生跨国界污染。事故发生后，事发点所在县 B县公安、卫

生、消防、生态环境按照各自应急预案开展交通管制、伤员救治、污染源封堵、前期监测等前期

工作。B县政府初步研判大量柴油流入 E河干流可能造成跨国界污染，超出本县处置能力，在所

属地级市 A市政府及省生态环境厅支援下，有序开展应急监测、事态研判、信息报送、污染处置

等应急工作，最终事件得到及时妥善处置，未造成跨国界污染。 

3.2    综合演练流程

综合演练应体现示范效应和样板效果，为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提供参考。因

此，演练应尽可能保持应急流程的完整性及规范性。

本次综合演练为环境应急全流程演练 (流程见图 2)，包含事件发生、应急响应、污染处置至应

急终止及后续各项工作。演练各环节虽有所侧重，但尽量保持完整性，如应急监测环节包含制定

监测方案、开展应急监测至应急响应终止后的跟踪监测等。演练各环节应参照相关国家标准、规

范。如信息上报环节参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5] 中上报流程、时限等要求开展；应急
 

赶赴事发现场
（开展踏勘、监测及初判工作）

应急指挥部
（负责启动预案、事态研判、分配任务及事件调查等任务）

事件初报上级部门发布应急预警

召集专家组

污染处置
（开展水利调度、控制污染源及污染物削减工作）

后续工作
（开展现场恢复、废物处置及跟踪监测工作）

应急监测

发布终止信息

信息续报上级部门

信息终报上级部门应急终止

调查评估
（开展事件调查、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信息报送
（报送：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

事件发生报相关部门

图 2    综合演练流程图

Fig. 2    F low chart of a comprehensive drill

 

  2908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第 15 卷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版
权
所
有



监测工作参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

范》开展；其他环节如事故处置、消防抢险、

医学救援等也应遵循该专业领域相关规范要求

进行。 

3.3    演练的展示及观摩的形式

综合演练展示及观摩的形式大致可分为观

看预制视频、远程观看实况直播、现场观摩实

战演练或相互穿插结合等形式。观看预制视频

的形式场景可多次重拍及进行精细化的后期加

工，呈现较华丽的成片。远程观看实况直播的

形式可保持观摩人员不转场的情况下通过镜头

切换，较完整且更生动地展示应急工作的各环

节。现场观摩实战演练的形式可让观摩人员身

临其境地体验现场应急工作。3种形式对场

地、设备、参演人员等要求依次递增，实施难

度亦依次递增。在实际演练中，可根据情景设

计及演练目的等，各演练环节可灵活采用各种

形式展示，呈现最佳效果。

本次演练主要通过现场观看视频及实战演

练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各环节演练形式安排见

表 2。如事态研判环节主要通过现场桌面推演

方式展示。应急监测环节采取提前实战演练的

形式，并全程记录成片，在综合演练过程中穿

插播放，既锻炼了应急监测队伍，又兼顾了观

摩效果。对于事故发生、污染泄漏、筑坝截流、夜间作业等对环境影响较大或风险把控难度较大

的环节，采用预制视频辅以模拟替代、后期特效、剪辑等手段，兼顾演练的完整性及观摩效果。

本次演练观摩采用实地观摩形式，主要观摩事发点、1号处置点这 2个较有代表性的点位现场

情况，观摩现场布置见图 3。事发点观摩位置设置于场景最集中的跨河大桥下游河堤高地，视野开

阔能一览事故及污染源处置现场，辅以电子大屏，极大地保证了观摩效果。演练期间观摩团转场

至最近的 1号处置点，身临其境地体验污染处置的过程。 

4    演练脚本的编写及彩排

综合演练涉及内容繁多且关系复杂，故脚本是演练有序进行的关键。脚本应包含时间安排、

台词对话、场景展示及切换等内容，本次演练脚本 (节选)详见表 3。根据演练的目的和重心，脚本

中各场景、各参演单位宜安排不同程度的戏份并预估时间，以便于演练的整体把控。台词的设计

应符合场景氛围及人物身份的语言风格，可征求参演人员意见进行适当调整，以提高演练效果。

场景内容、对动作的描述应完整详细、指向清晰，并与台词相匹配，场景间的切换宜自然流畅。

本次演练脚本按照事态发展顺序，共分为演练背景、事故处置及信息报送、事态研判、1号处置点

演练、应急处置、应急终止 6个板块，对演练各阶段进行详细描述。

为确保演练效果，正式演练前需经过多次桌面推演及实地预演彩排。桌面推演通过对演练脚

本的虚拟演练，主要目的为帮助参演人员逐渐熟悉流程、场景及台词，同时进一步优化脚本。实

表 2    本次演练形式安排表

Table 2    Schedule of a drill

演练形式 工作阶段 演练环节

实战演练

指挥部事态

研判(桌面

推演)

应急监测组讨论及上报监测方案

专家组提出处置建议

污染处置组上报处置进度

应急指挥部开会综合研判

宣布应急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

事故处置

事故发生

交通管制

消防喷水

救助伤员

事故现场清理

应急监测

应急监测方案制定

采样送样

样品实验室分析

出具监测快报

污染处置
切断污染源

1号处置点污染物削减

视频播放

信息上报
信息报送

启动应急预案

事态研判 制作污染扩散模型

应急监测 插播监测实战演练相关视频

污染处置

水利调度

筑坝截流

应急物资运送

其余6个处置点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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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预演是在桌面推演基础上加入现场人员、车

辆、设备进出场及走位、场景切换等动态内

容，是正式演练全过程的完整彩排，建议在演

练前 1~3天开展。为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本

次演练共进行 2次桌面推演、2次实地预演，

为正式演练做好充分准备。 

5    演练实施
 

5.1    信息报送及应急响应的启动

信息报送及应急响流程的启动应按照本地

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响应级别根据演练情景设

计需求结合实际情况设定。本次演练设定为较

大级别，追尾事故造成油罐破裂及后车司机受

伤，油罐车司机立即拨打 110热线报告事故信

息，公安局接报后报告县政府并通报消防、卫

计部门，B县政府按照本县环境应急预案通知

县生态环境局并上报 A市政府，然后逐级上报

至省生态环境厅、本省政府及生态环境部，本

次演练信息报送流程见图 4。A市政府成立指

挥部，并根据初步研判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表 3    事态研判板块脚本内容 (节选)
Table 3    Script of the situation study and determine section (excerpt)

场景 形式 时长 人员 台词

油罐车被拖走，消防部门开始

冲洗路面
实战 30 s 女主持

下午14:05，经过消防部门的努力，油罐车破裂罐体成功封堵

后，被拖至安全地带；中石油救援队伍正在开展剩余柴油的倒

罐作业；消防部门准备对事故路面进行冲洗。

应急物资到达、卸货画面 视频 20 s 男主持 1号至5号处置点应急物资已陆续到位，并开展作业。

挖土机清挖污染土壤画面 实战 10 s 女主持 桥下的现场处置组仍在紧锣密鼓地清挖污染土壤和筑坝截流。

现场指挥部画面 实战 10 s 男主持 下午15点，应急监测组完成第一期监测快报，并上报指挥部。

实验分析画面

第一期监测快报及

结果显示动画

视频 50 s 应急监测组组长

报告总指挥，第一期监测快报结果如下：本期采样时间为8月
12日14:00；监测结果显示，0号背景断面石油类浓度为未检

出；1号监测断面浓度为0.98 mg/L，超标18.6倍；2号监测断面

浓度为0.07 mg/L，超标0.4倍；其余4个监测断面包括出境断面

南湾水文站石油类均为未检出。报告完毕。

现场指挥部画面 实战 10 s 总指挥 请专家组对第一期监测快报结果进行研判。

现场指挥部画面 实战

50 s 专家组组长

报告总指挥，第一期监测快报结果与污染扩散模型模拟结果基

本吻合，从第一期监测结果看：切断污染源阻止柴油下泄的措

施初见成效，事发点浓度呈下降趋势，河岸污染土壤清挖后将

彻底截断污染源。

污染扩散模型动画 视频

根据污染扩散模型推算，下午14:00污染团已往下游扩散约

22 km，从监测结果看，污染团前锋已到达2号处置点，污染团

预计17:00到达3号处置点。报告完毕。

现场指挥部画面 实战 5 s 总指挥 请污染处置组汇报各处置点现场情况。

 

观摩区

演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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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河

模拟事发点
上

游
土

石
坝

观
摩
区

指
挥
部

大屏幕

现场采样点

E河
下

游
土

石
坝

事
发
路
段

(a) 事发点

(b) 1号处置点 

图 3    事发点及 1 号处置点观摩现场平面布置图

Fig. 3    The layout of the emergency site and the 1# disposal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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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事态研判

事态研判环节主要发挥专家组的作用。专

家组综合考虑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利用污

染扩散模型，推算污染物到达各监测断面的时

间及浓度，为应急指挥部提供处置建议，以便

更合理地分配人力、物力进行应急处置措施的

实施。处置过程中，对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快

报进行研判，充分利用监测数据，为污染处置

措施及应急响应的及时调整提供建议。本次演

练中，主要利用该省应急管理平台的一维非恒

定流水质模型 [7] 模拟的污染物迁移过程来进

行。鉴于模型模拟及事态研判的专业性，且直

接影响应急效果，而地方科技力量相对薄弱且

缺乏相应的技术与经验，故该部分内容主要是

由省生态环境厅及外聘的应急领域专家牵头完

成，并由相关部门配合完成相应工作。 

5.3    应急监测

应急监测的目的是为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

关键数据支撑，主要由地方环境监测部门实

施。本次演练中，由于 A市监测能力较薄弱，

应急监测环节由省环境监测站牵头，调集 A市

及周边 3个地级市监测力量联合监测。根据污

染物特性及水文条件，制定了应急监测方案，

确定应急监测因子为石油类，参照《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相应水质类别标

准限值执行。同时布设背景断面、1#~5#断面、

出境断面等 7个监测断面，并设置 2个临时实

验室，监测断面布设见图 5，调配监测人员、

车辆、仪器、试剂等开展现场采样、实验分

续表 3  事态研判板块脚本内容 (节选)
场景 形式 时长 人员 台词

现场指挥部画面 实战

75 s 污染处置组组长

报告总指挥，1号处置点已经安装好两道污染拦截屏障，第三

道正在安装；2号、3号处置点已经安装好第一道截污屏障，第

二道正在安装；4号、5号处置点即将开始作业，预计18:00前完

成安装；6号、7号处置点人员已到位，应急物资预计19:00之前

到位开始安装；报告完毕。

45 s 总指挥

根据第一期监测快报和专家组研判结果，应急监测组继续开展

监测并及时上报监测数据；污染处置组加快1-3号处置点截污屏

障安装进度，务必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其余点位也要确保在污

染团到达前完成安装，异常情况随时汇报。

3 s 各组长 收到，立即执行。

 

B县生态环境局

省生态环境厅

油罐车司机

生态环境部

119

防火堵漏
110

事故处置
120

伤员救助

B县政府

A市生态环境局 A市政府

省人民政府

图 4    应急演练信息报送流程图

Fig. 4    Flow chart of emergency drill information submission

 

图 5    应急监测断面布设图

Fig. 5    The layout of water sampling the monitoring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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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具快报等系列工作。 

5.4    污染处置方案

污染处置方案由专家组配合当地政府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由地方政府组织消防等相关部门具

体执行。本次演练主要采取以下 3方面污染控制与处置措施。

1)水利调控。对事发点上下游所有支流、干流中的水库电站实行关闸或控流，减缓河道水流

速度，延缓污染物扩散速度及出境时间。

2)切断污染源。对油罐洒水降温；封堵破

损油罐；堵塞桥上排水口，将柴油引入临时收

集池暂存，并对受柴油污染的土壤进行清挖；

利用河道天然分岔，在事发点上下游筑坝截流

改道，对污染水体进行吸油处理，油罐洒水降

温及封堵现场见图 6。
3)污染物削减。吸油毡作为流域石油类处

置最常用的物资，也是地方储备量最充足的物

资之一，是本次演练中污染物削减的主要材

料。根据当地吸油毡尺寸 1 000 mm×500 mm×
10 mm、比重约 90 kg·m−3、饱和吸油量约 33.5
mg·g−1[8] 等参数，结合平均河宽约 200 m、流速

约 0.8 m·s−1 等实际条件，以及泄漏量 20 t、距

离出境断面 155 km等设定条件，经专家研判

及模型污染模拟结果，按每道截污屏障宽度

600 m，每个处置点 3道屏障设计，共需设置

7个污染处置点，对已流向下游河道的柴油污

染物进行吸附削减，确保出境断面水质安全，

截污屏障安装现场见图 7。本环节需大量人力

物力，为保障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开展，应急指

挥部调集了周边县市人员、物资等作为补充支援。 

5.5    应急响应终止及后续工作

应急响应的终止指令由应急指挥部根据污

染处置结果及专家研判意见下达。经过持续处

置，水体石油类污染物浓度全线达标后，再继

续跟踪监测 48 h。水质持续达标后，根据专家

组的研判及建议，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响应终

止，并安排现场恢复、废物处置、跟踪监测及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等后续工作。 

6    建议

1)编制完善的本级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各部门责任分工，明确工作流程，为演

练并开展流域环境应急工作提供依据；

2)补全本流域内风险源、风险物质等底数，为演练及应急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3)演练形式要逐步向实战方向靠拢，减少监测方案、处置方案等提前设计成分，可采用不提

 

图 6    油罐洒水降温及封堵现场

Fig. 6    Water cooling with site block

 

(a) 事发点截污屏障安装过程

(b) 截污屏障安装完成

图 7    截污屏障安装现场

Fig. 7    Installation site of pollution interception 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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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通知的“盲演”等方式开展，提高环境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

4)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容易造成跨区域污染，可联合上下游环境应急队伍开展综合演练，以提

升更高级别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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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emergency  drills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river  basins  –An
example  of  comprehensive  emergency  drill  for  an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in a cross-border rive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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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river  basins  and  enhance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need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conduct emergency  drill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lanning,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s  of  emergency drills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river  basins
by combing through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scheme and script prepar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rill,
and  provides  systematic  suggestions  on  emergency  drill  and  river  basin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s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of a cross-border river emergency drill.
Keywords    river basin;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emergency response; emergency drill; dril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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