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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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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共分为 6章和 5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编制原则、编制程序、编制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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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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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调水工程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调水工程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原则、编制程序以及

编制内容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型调水工程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L/Z 720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HJ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型调水工程 large-scale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为满足生活、生产、生态等需水要求，兴建的调水规模在 3亿 m3/a及以上的跨行

政区或跨水系的水资源配置工程，包括沿途所修建的水渠、涵洞、泵站、调蓄水库等。

3.2

突发水污染事件 abrupt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s

因突发性事件，导致污染物质进入大型调水工程水域及保护范围，造成水环境质量

下降，危及供水水质安全，需要采取应急处置的事件。

3.3

应急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水污染事件，为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行动，最大

程度地减少事件危害和损失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3.4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针对突发水污染事件，依据应急预案采取的应急行动。

4 编制原则

4.1 系统性原则

应识别和分析大型调水工程水污染风险信息、应急资源情况和可能发生的突发水污

染事件情景，以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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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协调性原则

应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相协调，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急预案有机衔接，与

大型调水工程供水任务相协调，与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联动。

4.3 针对性原则

应在调查和了解大型调水工程水污染风险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水污染事

件，制定应急处置措施。

4.4 操作性原则

突发水污染防治预案应具有可操作性，并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

5 编制程序

5.1 组建编制组

成立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组织，明确编制组组长和成员组成、工作职责和

任务分工，制定工作计划。

5.2 开展风险评估和调查

开展大型调水工程水污染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主要内容与要求参见附录 A。

5.3 分析事件情景

根据水污染风险评估结果，分析可能发生的突发水污染事件类型、污染源强、释放

途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突发水污染事件类型包括固定源水污染事件、流动源水

污染事件、内源污染事件、生物污染事件和其他水污染事件。

5.4 编制应急预案

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总则；

——应急组织、预防；

——应急响应：

——后期处置；

——应急保障；

——预案管理；

——附则、附件与附图；

编制提纲参见附录 B。

5.5 审查审批及发布

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按照有关规定审查审批后发布。

6 编制内容

6.1 总则

6.1.1 明确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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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应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结合大型调水工程实际情况，明确突发水

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实施的工作原则。

6.1.3 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应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急预案有机衔接，与相关单

位应急预案联动。可辅以预案关系图，说明预案之间上下衔接及横向联动关系。

6.2 应急组织

6.2.1 建立大型调水工程应急组织应包括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工作组。

6.2.2 应急指挥部应包括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应急办公室。

6.2.3 现场应急工作组可包括综合协调组、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后勤保障组、

技术保障组等。

6.2.4 根据突发水污染事件影响程度和应急工作需要，现场应急组织可包括上级主管

部门、地方应急救援部门、签订应急联动协议的企事业单位等外部救援力量。

6.2.5 明确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工作组及其外部应急救援力量人员的组成和职责分

工，可参考 SL/Z 720和附录 C。

6.3 预防

构建大型调水工程水污染风险预防机制，宜包括以下内容：

a） 明确水污染风险预防责任人、职责及其要求等；

b） 在水污染风险重点区域（重要取水口、饮用水水源地）等设置隔离防护措施、

保护标识和自动监测设施；

c） 加强日常监管和检查工作，尽早发现水污染风险行为，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d） 在水污染风险重点区域（重要取水口、饮用水水源地）等开展水污染风险源巡

检；

e） 应加强水质监测，并针对重要控制断面开展常规监测。

6.4 应急响应

6.4.1 应急响应机制

建立应急响应机制，明确应急响应程序，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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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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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预警

6.4.2.1 预警分级

根据发生突发水污染风险的可能性大小、影响范围、紧急程度对预警进行分级，明

确不同预警分级的启动条件和程序。

6.4.2.2 接警

明确大型调水工程突发水污染预警信息的接报和收集的责任人、职责、要求等。可

从以下途径获取突发水污染预警信息：

a）政府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预警信息；

b）政府相关部门告知的预警信息；

c）周边单位或社会群众告知的突发水污染风险信息；

d）日常隐患排查、风险源巡检、自动监测结果异常等发现的突发水污染风险信息。

6.4.2.3 预警研判

在接到报警时，应先对报警信息进行初步研判。若确定为假警，针对假警内容进行

相应信息处置；若确定报警信息属实，应上报应急指挥部，并明确预警研判的责任人、

程序、内容等。

6.4.2.4 发布预警和预警行动

确定预警信息后，由应急指挥部根据达到的预警级别条件发布相应级别的预警，并

采取预警行动对事态进行控制，明确发布预警和预警行动的范围、责任人、程序、时限、

内容等。

发布预警行动宜包括以下内容：

a）通知相关部门人员做好应急准备；

b）对可能造成或已造成污染的源头进行控制并加强监控；

c）安排现场人员进行先期处置，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避免进一步恶化；

d）调集应急资源，做好应急保障；

e）做好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或相关单位事件信息报告和通报的相关准备工作。

6.4.2.5 预警解除

当突发水污染风险已经消除，经过评估确认，由应急指挥部下达预警解除指令，明

确预警解除条件、责任人、解除程序等。

6.4.3 应急处置

6.4.3.1 应急处置分级

根据突发水污染事件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和自身应急处置能力，将应急处置进行分

级，明确不同应急处置分级的启动条件和程序等。

6.4.3.2 应急处置启动

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后，由应急指挥部根据达到的应急处置级别下达相应的应急处

置启动指令，明确应急处置启动的程序、时限、内容等。

6.4.3.3 污染源排查与切断

接到水污染事件信息后，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释放路径、影响范围以及当时的水

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确定污染来源后立即切断污染源，防止事态

进一步扩大，明确开展污染源排查与切断的责任人、程序等。

6.4.3.4 现场处置

根据可能发生的突发水污染事件情景，制定相应的现场处置方案。明确不同突发水

污染事件情景下现场处置方案的处置程序、基本内容、责任人等。不同类型突发水污染

事件现场处置方案参见附录 D。
6.4.3.5 应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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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突发水污染事件情景下产生的特征污染物种类、可能影响范围和程度以及

周边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等，结合自身应急监测能力，制定应急监测

方案，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依据。应急监测方案制定参见 HJ 589中的相关规定。

6.4.4 信息报告与通报

6.4.4.1 信息报告

应包括内部信息报告、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其要求如下：

a） 明确内部信息报告在接警、发布预警和预警行动、预警解除、应急处置启动等

方面信息报告的责任人、程序、对象和内容等，并明确各个阶段信息报告主要

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与 24 h应急值守电话；

b） 一旦确认事件发生，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急预案的要求，

立即向事发地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当政府有关部门介入或主导应急处置工作

时，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明确报告的责任人、程

序、时限和内容等。

6.4.4.2 信息通报

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或协助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向可能受影响单位和个人通报事件信

息。明确通报的责任人、通报方式、内容和要求等。

6.4.5 应急终止

当突发水污染事件得到控制，由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终止，明确应急终止条件、责

任人、终止程序等。

6.5 后期处置

6.5.1 信息反馈

应急终止后应自行或协助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突发水污染事件进行跟踪监测，对

监测情况进行反馈。

6.5.2 善后处置

应急终止后应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尽快恢复工程正常运行。

6.5.3 评估总结报告

应急终止后应配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开展评估总结并编制评估总结报告。

6.5.4 损害赔偿

按照规定程序开展突发水污染事件损害赔偿，包括水污染事件损害评估。

6.5.5 后期处置落实

应明确后期处置各项工作责任人、具体任务和工作要求等。

6.6 应急保障

6.6.1 应急组织保障

建立应急保障组织，明确应急组织部门、人员、职务及职责，制定应急组织管理办

法。

6.6.2 通讯与信息保障

建立应急保障组织人员通讯录，建立健全应急通讯系统与配套设施，确保应急状态

下信息通畅。

6.6.3 应急资源保障

配备必要的应急资源（包括物资、装备和设施），制定应急资源配备、保存、更新

及养护方案。应急资源可与工程抢险、防汛等应急资源结合。

6.6.4 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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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应急工作经费（包括预案编制、培训、演练、修订及应急资源配备等费用）来

源、预算编制、审核、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等。

6.6.5 技术保障

制定水污染风险评估、预防、预警、应急处置和应急监测等技术研究的保障方案和

管理办法。

6.7 预案管理

应根据有关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培训、演练和修

订工作：

a）建立预案培训制度，明确预案培训的具体要求，包括培训计划、方式和频次等。

b）建立预案演练制度，明确预案演练的具体要求，包括演练的方式、频次等。

c）总结、评价演练过程和结果，结合实际情况，适时修订应急预案。

6.8 附则

说明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中使用的、需要明确规定或解释的词语。明确突发

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解释权属以及批准和实施的具体日期。

6.9 附件与附图

6.9.1 附件

预案附件的内容及要求见表 1。应急处置明白卡和标准化格式文本具体格式相关示

例参见附录 E。

表 1 附件内容要求

附件名称 附件内容要求

应急通讯录 包括应急组织、外部救援力量及相关单位人员名录及联系方式等

应急处置明白卡
可将不同水污染事件情景下应急处置方案卡片化为应急处置明白卡，

应急处置明白卡应内容完善、易理解、易操作

应急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方案应包括依据的技术规范、实施人员、布点原则、监测频

次、监测项目、分析方法、监测结果记录和报告方式等

应急演练方案 明确应急演练的具体要求，包括演练目的、范围、内容、程序等

应急资源储备清单 包括应急资源名称、存放地点、相关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

标准化格式文本
宜包括应急处置启动令、应急终止令、应急预案培训记录表、应急预

案演练登记表等

6.9.2 附图

预案附图的内容及要求见表 2。

表 2 附图内容及要求

附图名称 附图内容要求

大型调水工程工程平面布局图 明确大型调水工程的平面布局情况

应急响应程序图
说明突发水污染事件发生时预警、应急处置、信息报告与

通报、应急终止等工作程序

水污染风险源分布图 明确大型调水工程水污染风险源分布情况

日常水质监测断面分布图 明确日常水质监测断面分布情况

应急资源储备场所分布图 明确应急资源及其他可利用应急资源储备场所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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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急空间与设施分布图
明确突发水污染事件发生时可利用的环境应急空间与设

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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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水污染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主要内容与要求

A.1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大型调水工程管理范围内所包括的水资源调出区、输水线路区、受水

区所有水域及保护范围。

A.2 调查内容与方式

A.2.1 调查内容包括环境概况调查、应急资源调查、历史突发水污染事件调查等方面

的内容。

A.2.2 调查主要包括以下方式：

a） 资料收集。可会同相关部门在调查范围内收集资料，清单参见表 A.1；
b） 影像识别。通过遥感影像识别调查范围内水污染风险源、环境敏感目标、水

文水系、应急资源、应急空间与设施等进行核对、补充和完善；

c） 现场踏勘。对调查范围内水污染风险源、环境敏感目标、水文水系、环境应

急资源、应急空间与设施等进行现场踏勘与核实，并采集现场照片。

表 A.1 资料收集清单

资料类别 资料内容

水污染风险源

重点水污染风险单位

跨越水体或沿河、沿湖泊（水库）建设的公路、铁路和桥梁，具有航运功能水体的

航道分布

农田径流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地下水污染等情况

环境敏感目标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地、重要湿地、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

水生生物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

水文水系
干、支流近 3年水文资料，丰、平、枯不同水期的平均流量、流速数据，调查范围

河湖名录、一河一策等资料

应急资源、应急

空间与设施

政府相关部门建设的应急资源库

可利用的应急空间与设施

河流常规水质监测断面、自动监测站和水文站点信息

应急预案、历史

突发水污染事件

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应急预案

历史突发水污染事件

A.3 环境概况调查

A.3.1 一般性调查内容

一般性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地理位置、工程任务及规模、工程总体布局、工程布置

及建筑物、工程运行调度方式等；

b）自然环境概况。包括水文、气象、水系等；

c） 水环境质量状况。包括水质现状、主要污染物、富营养状况、重要水生生物

等。

A.3.2 环境敏感目标调查

调查范围内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地、重要湿地、水产种质资源



10

保护区、重要水生生物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重点生态功能区等

环境敏感区。

A.3.3 水污染风险源调查

水污染风险源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固定源调查。固定源主要包括重点水污染风险单位，调查内容包括固定源排

放口的位置、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水污染风险物质类型及存量及其风险防

范措施等；

b） 流动源调查。流动源调查包括跨越水体或沿河、沿湖泊（水库）建设的公路、

铁路和桥梁及其现有水污染风险防控措施，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建设和危险

化学品运输车辆监管等情况；具有航运功能水体的航道分布，船舶运输油品

和化学品的种类和规模，水上交通运输水污染风险防控措施等；

c） 内源调查。内源调查包括内源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及浓度、污染释放

途径等；

d） 生物污染调查。生物污染包括水华、生物入侵等事件，调查内容包括水华事

件发生起因、处置方案等；生物入侵事件入侵物种类型、主要危害、处置方

案等；

e） 其他污染源调查。其他污染源调查包括农田径流污染状况、畜禽养殖污染状

况、农村生活污染状况、地下水污染状况等。

A.4 应急资源调查

调查第一时间可以调用的应急资源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应急队伍，包括应急组织机构和专家队伍；

b） 应急物资，包括个人防护物资、围堵物资、处理处置物资等消耗性物资；

c） 应急装备，包括应急监测、应急装置、应急交通、应急通讯等可重复使用的

设备；

d） 应急空间与设施，包括调查范围内可利用的水库、湿地、坑塘、河道、闸坝

（含拦河闸、泵站、橡胶坝、滚水坝）、引水式电站、坝式水电站、桥梁、临

时筑坝点及其他设施等。

A.5 历史突发水污染事件调查

包括调查范围内历史突发水污染的事件类型、事件原因、发生过程、主要影响、

处置情况等。

A.6 评估结果和调查结果

A.6.1 水污染风险评估成果

依据调查结果，参照相关的水污染风险评估方法，识别并预测水污染风险发生的

概率、可能发生的区域、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后果等，为后续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

作提供参考。水污染风险评估可参照 HJ 169。
应根据水污染风险评估成果，编制水污染风险评估报告，详细说明各类水污染风

险评估结果和结论。

A.6.2 应急资源调查成果

依据应急资源调查成果，编制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应说明调查目的、调查原则、

调查内容、调查程序、调查成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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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大型调水工程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提纲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1.2 编制依据

1.3 适用范围

1.4 工作原则

1.5 预案衔接与联动

2 应急组织

2.1 应急组织构成

2.2 应急指挥部

2.3 现场应急工作组

2.4 外部救援力量

3 预防

4 应急响应

4.1 预警

4.2 应急处置

4.3 信息报告与通报

4.4 应急终止

5 后期处置

5.1 事件跟踪

5.2 善后处置

5.3 评估总结

5.4 损害赔偿

6 应急保障

6.1 应急组织保障

6.2 通讯与信息保障

6.3 应急资源保障

6.4 经费保障

6.5 技术保障

7 预案管理

7.1 预案培训

7.2 预案演练

7.3 预案修订

8 附则

8.1 预案名词解释

8.2 预案解释权属

8.3 预案实施日期

9 附件与附图

9.1 附件

9.2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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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应急指挥部和现场应急工作组职责示例

表 C.1 应急指挥部和现场应急工作组职责示例

应急机构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

a）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

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b）对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内容进行审定、批准；

c）保障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的投入。

a）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总指挥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

现场应急工作；

b）接受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和调动；

c）按照预警、应急处置启动和终止条件，决定预警和应急处置的启动或终止；

d）参与研判突发水污染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应急处置方案；

e）组织开展后期处置工作。

副总指挥

a）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

b）组织指导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组织建设等工

作。

a）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工作；

b）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场具体指挥协调；

c）负责提出有关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建议。

应急办公室

a）负责组织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工作；

b）负责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工作，开展预案培训和演

练、应急组织建设等工作。

a）贯彻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各项指令和要求；

b）负责调动现场应急工作组、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救援力量；

c）收集整理有关事件数据，将信息汇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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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应急指挥部和现场应急工作组职责示例（续）

应急机构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

a）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

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b）对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内容进行审定、批准；

c）保障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的投入。

a）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总指挥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

现场应急工作；

b）接受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和调动；

c）按照预警、应急处置启动和终止条件，决定预警和应急处置的启动或终止；

d）参与研判突发水污染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应急处置方案；

e）组织开展后期处置工作。

副总指挥

a）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

b）组织指导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组织建设等工

作。

a）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工作；

b）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场具体指挥协调；

c）负责提出有关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建议。

应急办公室

a）负责组织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工作；

b）负责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工作，开展预案培训和演

练、应急组织建设等工作。

a）贯彻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各项指令和要求；

b）负责调动现场应急工作组、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救援力量；

c）收集整理有关事件数据，将信息汇总上报。

现场应急工作组

综合协调组
a）熟悉现场应急工作组基本情况；

b）参与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熟悉应急工作。

a）负责综合协调各现场应急工作组开展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b）负责现场人员疏散及车辆疏导。

应急处置组
a）熟悉可能发生的突发水污染事件情景及应急处置方式；

b）参与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熟悉应急工作。

a）负责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b）负责应急终止后善后处置工作。

应急监测组

a）负责水质日常监测；

b）熟悉应急监测方案；

c）参与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熟悉应急工作。

a）根据上级指令及专家建议制定应急监测方案；

b）突发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开展水质应急监测，为应急处置提供依据；

c）负责应急终止后事件跟踪评估工作。

后勤保障组
a）负责应急物资及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b）参与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熟悉应急工作。

a）负责应急资源的安排和调配工作，为现场应急工作提供后勤保障；

b）负责应急终止后应急资源的清点、维修和更新工作。

技术保障组 指导日常的应急工作，包括培训、演练、风险隐患排查等。 为现场应急工作提供建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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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典型突发水污染事件情景处置方案示例

表 D.1 典型突发水污染事件情景处置方案示例

事件情景 典型情景分析 代表性污染物 处置方法 主要应急资源

固定源水污染

事件

排放污染物企业事业单位非

正常排污引起水质污染

有机污染物 投加活性炭吸附处理 活性炭

重金属 投加石灰、铁铝盐等使重金属污染物分离沉淀 石灰、铁铝盐

酸碱 酸污染可撒入石灰进行中和；碱污染可喷洒稀酸中和 石灰、稀酸

氰化物 喷洒漂白粉或次氯酸钠溶液 漂白粉或次氯酸钠溶液

流动源水污染

事件

由交通事故导致油罐车侧翻

或航运船舶溢油导致水污染

事件

油类

a）布放围油栏，将油类污染物拦截、围控；

b）将撇油器或收油机施放入水面收油；

c）喷洒少量消油剂或施放吸油毡清除残油。

围油栏、撇油器、收油

机、吸油毡、消油剂等

内源污染事件

积累在底质的营养物质在一

定的环境影响作用下，从底质

释放造成水质污染事件

营养盐类

a）底泥疏浚法：挖除表层的污染底泥，减少底泥污染物释放；

b）人工曝气法：人工向水体充入空气或氧气，加速水体恢复至好氧状态；

c）化学絮凝法：投加絮凝剂处理。

曝气设备、絮凝剂等

生物污染事件

沿线调蓄水库、湖泊等封闭型

或半封闭型的水域，在营养条

件、水动力条件、光热条件等

适宜情况下，导致水华灾害事

件

藻类

a）物理法如下：

1） 机械清除法：利用集藻围栏将藻类富集，在集藻围栏内设置吸藻泵

或清藻船清除藻类；

2） 稀释、冲刷法：通过引调清水增加水量、稀释污水达到净化作用；

3） 底泥疏浚法：挖除表层的污染底泥，减少底泥污染物释放。

b）化学法如下：

1） 絮凝法：使用絮凝剂将藻类细胞沉降；

2） 化学除藻剂：投加化学除藻剂抑制藻细胞活性，阻碍藻类生长繁殖，

达到除藻的目的。

集藻围栏、吸藻泵、清

藻船、絮凝剂、化学除

藻剂等

其他水污染事

件

暴雨径流冲刷农业面源污染

物随地表或地下径流污染水
有机农药 投加活性炭吸附处理 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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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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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应急处置明白卡和标准化格式文本示例

表 E.1 应急处置明白卡

事件特征

事件情景

水污染风险源

水污染风险源特征

应急响应

现场处置方案

应急监测

应急资源

后期处置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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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应急处置启动令

应急处置分级

水污染事件类型

命令内容：

（包括信息来源、事件基本情况、宣布事项）

签发人 签发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传令人 传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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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 应急终止令

应急处置分级

水污染事件类型

命令内容：

（事件处置情况、应急终止条件、后期处置工作）

签发人 签发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传令人 传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T/CHES XXX—20XX

19

表 E.4 应急预案培训记录表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老师：

培训内容：

参加培训人员 签 到 参加培训人员 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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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5 应急预案演练登记表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演练名称 演练总指挥

演练参加人员范围

参加演练人数

演练目的

演练情况

（应急预案演练流程、现场情况，可附演练现场照片）

演练情况总结

（演练情况总结，对水污染应急预案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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