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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文件

晋环发〔2023〕19 号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

和分析研判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各市生态环境局：

现将《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和分析研判工作指南

（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3 年 8 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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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

和分析研判工作指南（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和分

析研判工作，及时报告事件信息，科学确定（调整）预警范围、

响应等级和处置方案，确保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根据《国

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关于做好突发事件报告工作的十条

措施》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对突发环境

事件的信息报告和分析研判工作。

第三条 本指南所称的分析研判工作，是指在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必要时进行专家

会商），根据事件情况及发展态势，围绕确定预警范围、决定响

应等级和制定处置方案而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一）预警研判。根据事件时间、地点、性质和特征污染

物及对环境敏感目标可能的影响等情况，确定预警范围，提出

预警建议。

（二）响应研判。通过全面分析事件现状和发展态势、环

境敏感目标影响情况等，提出响应级别建议和应急目标，为“一

键启动”应急响应做好准备。

（三）处置研判。现场指挥部在考虑事件发展态势、水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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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先期处置等情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应急监测和污染迁移扩散

模拟等手段，及时对污染断源、截流引流、工程削污、调水稀释、

供水保障及资源调配等进行技术分析，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第四条 事件发生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当立即核实确

认以下情况：

（一）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初步原因，主要污染物种类、

理化性质、泄漏量，可能的扩散途径和区域等；

（二）污染物进入河流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情况，包括

河流名称、流量、流速，下游是否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源地的性质、取水方式、供水范围、日供水量，以及备用水源

地情况等）或自然保护地，是否可能存在跨市/省界情况；

（三）污染物进入大气情况，包括需要疏散转移的范围和

人员数量等；

（四）主要污染物进入土壤情况，包括受影响土壤面积、

土地性质和持续时间等。

第五条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事件直报速报的要求，

对初判为较大及以上和敏感突发环境事件的，在事发后 30 分钟

内电话报告、60 分钟内书面报告省生态环境厅。

以下事件为敏感突发环境事件。

（一）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二）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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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

（三）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四）有可能产生跨省影响的；

（五）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第六条 初报应当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

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

监测数据、人员伤亡等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

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

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第七条 在工作中要运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

变化的观点开展分析研判。

（一）定性定量分析。既对事件的性质和影响情况进行总

体分析，也对污染物情况以及对环境影响情况进行科学分析。

（二）预警预测并行。既根据事件现状发布预警信息，也

对事件发展趋势和处置效果进行预测。

（三）动态调整优化。根据事件处置需要及时调整预警范

围、响应级别和处置方案，避免响应过度或不足。

第八条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在接报后，要及时进行预警研

判，提出预警建议、确定预警范围：

（一）污染源周边 5公里范围内涉及居民区、学校、医院

等敏感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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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源下游 50 公里流经范围内涉及饮用水水源地或

涉及自然保护地的；

（三）污染水体排入受纳水体后 24 小时流经范围（按受纳

河流最大日均流速计算）内涉及跨市/省的。

对预警范围超出本市或本省范围的，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向

相关市或省通报情况。

第九条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在初报的基础上，要持续收集、

核实事件和事发地先期处置等情况并进行响应研判，提出应急

响应建议。

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涉及重要环境敏感目

标或重要时段时，提出的应急响应建议可适当调高级别。

第十条 根据应急响应级别，按照或参照《山西省重大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一键启动”机制》启动相应层级的应急

响应，将应急响应指令通知到各主要响应部门、现场指挥部各

功能工作组和应急队伍，成立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和指

挥应急处置工作。

第十一条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在充分了解现场情况、准确

评估污染态势、全面掌握事件影响和处置措施切实可行的基础

上，要以“最大限度减小事件环境影响，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为原则，根据污染态势、处置难度、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等

因素，围绕污染态势得到有效控制，在事发初期确定具有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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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科学性的应急目标。

第十二条 在现场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及时组织专家会商，

进行处置研判，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包括污染断源、截流引流、

工程削污、调水稀释、供水保障、应急监测、资源调配及污染

调查等。

第十三条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在直报速报事件的同时，

加强信息报告工作，并及时将预警研判、响应研判和处置研判

等情况，向省生态环境厅报告。

当事发地周边有河流的，要报送包含事发地、周边河流、

监测点位、处置措施等信息的示意图。

第十四条 本指南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指南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 年 8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