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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声明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

案（下称应急预案）依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

评价导则》编制，是规定本公司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的范围和应用，阐明本

公司船舶污染清除工作的方针和目标，明确各项船舶污染清除工作应遵循的原

则和要求的强制性文件。

本应急预案由我负责审批，并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

本公司各处室、部门、单位及全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本应急预案的各

项要求，确保应急预案有效运行，以实现船舶污染清除的方针和目标，确保船

舶污染清除应急反应行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级主管机关文件规定的要

求，并为本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

                                                 总经理：

                      

2024 年 1 月 01 日



 

1．总   则

1.1  编制目的

1.1.1  贯彻执行国家相关防污染法律、法规，有效履行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1.1.2  补充连云港市海上船舶污染应急体系，配备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在船

舶发生海上污染事故时，做出快速、有效的应急反应，控制和清除污染，将损

失和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1.1.3  保护连云港市海上生态环境和资源，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造成的

污染损害，保障人命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科学发展。

1.2  编制法律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

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反应管理规定》、《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预案》及《1990

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经 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年国际防

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年国际

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1.3.1  地理区域

南、北界线之间的连云港港口及其近海水域。

南界线：自岸边沿 32°40′00″N 纬度线向正东延伸至 32°40′00″

N/121°05′00″E，再沿 121°05′00″E 经度线向正北延伸至 33°00′00″

N/121°05′00″E，再沿 33°00′00″N纬度线向正东延伸。

北界线：自 35°05′10″N/119°18′00″E 至平岛北端再沿 35°08′30

″N纬度线向正东延伸(同山东海事局南界线)。

1.3.2  适用物质



 

（1）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

（2）类油物质：指《经 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约》附则П有关条款的统一解释中所指不溶于水且比重小于 1的类油物质；

（3）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

1.3.3  适用污染事故

（1）适用于协议船舶对海洋造成的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

漏污染事故；

（2）适用于超出公司应急反应能力，需启动《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预案》

进行处置的溢油污染事故；

（3）适用于本公司作业船舶发生的溢油污染事故。

1.3.4  适用于参加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的公司所有单位、船舶、设施和人员。

1.4  权利义务

1.4.1 协议船舶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及有关作业单

位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就近向海事管理机构报

告，通知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并根据应急预案采取污

染控制和清除措施。

1.4.2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接到船舶污染事故通知后，应当根据船舶污染清除协

议及时开展污染控制和清除作业，并及时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污染控制和

清除工作的进展情况。海事管理机构经核实有关情况、评估船舶污染事故等级

后按规定启动《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预案》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有义务在

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参与应急反应行动，并有权利就适

当、合理的清污费用向肇事方提出索赔。

1.4.3船舶在终止清污行动前应当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经海事管理机构同

意后方可停止应急反应行动。



 

1.5  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在应急反应的各个环节，把人命安全放在首位。

1.5.2 预防为主。加强对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过程中危险源的识别、监测、监

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

高对船舶污染事故的防范和应急反应能力，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3 统一指挥。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由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参加现场应

急反应的部门和个人必须服从中心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

1.5.4 快速反应。建立污染预警及控制的快速反应机制，进行必要的物质储备，

加强演练，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时，及时采取措施，迅速控制事态。

1.5.5 分级控制。船舶污染事故实行分级控制的原则，发生协议船舶污染事故时，

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专项应急预案，同时强调部门间的密切配合。



 

2．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组织机构和岗位职责

2.1 应急反应的组织机构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应急反应的组织机构分为：应急反应

一级组织机构、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和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

2.2 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和成员岗位职责

2.2.1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

    本公司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为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是执行应急反应

的最高组织、决策、指挥机构。主要成员有本公司曾接受有关机构专业培训并

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领导兼任，包括：应急反应总指挥、应急反应副总指挥、

应急对外协调组长、后勤保障组长、应急反应技术专家等。应急反应一级组织

机构图如下：

2.2.2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污染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序号 职务 成员姓名 资质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1 总指挥 王立华 高级指挥员 总经理 15161345888

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指挥员

应急对外协调组长 应急反应副总指挥 后勤保障组长 应急反应技术专家

组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指挥

员



 

2 副总指挥 朱日芹 高级指挥员 副总经理 13805111778

3 对外协调组长 韩桂生 高级指挥员 业务经理 13705133576

4 后勤保障组长 张兆磊 现场指挥员 业务经理 13815666266

5 技术专家组长 丁仁京 高级指挥员 业务经理 13608960338

应急反应成员名单及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  位 联系电话

1 王立华 高级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5161345888

2 韩桂生 高级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3705133576

3 朱日芹 高级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3056099811

4 寇海亮 现场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8961378980

5 薛松霞 现场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3812322844

6 张文佳 现场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3305133795

7 刘庆宏 现场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3705133576

8 沈伟 现场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7384581172

9 王立功 现场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8036584696

10 张兆磊 现场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3815666266

11 董自阳 现场指挥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 15151265554

2.2.3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岗位职责

2.2.3.1王立华（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总指挥）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审核公司《应急反应预案》并报总经理批准；

b) 批准应急反应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批准作业人员培训、演习计划；

d) 批准应急反应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报警、预警或上级部门指令后，立即宣布启动“应

急反应预案”；

b) 按应急反应级别组织应急反应组织机构成员于应急反应指挥中心集合；

c) 批准“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并及时呈报上级应急反应指挥机构批

准；

d) “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批准后，发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

e) 参与上级部门指定或其他机构、单位的应急指挥机构，接收由上级部门

指定或应其他机构、单位请求动用本公司应急资源或协助；

f) 批准本公司应急反应情况报告的对外公布；

g) 确认应急反应现场工作情况，宣布结束现场应急反应命令；

h) 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工作；

i) 主持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总结会议。

2.2.3.2朱日芹（副总指挥）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主持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

b) 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制订应急反应作业人员培训、演习计划：

d) 组织应急反应作业人员培训、演练；

e) 制订应急反应备用金储备计划；

f) 负责组织污染应急反应各部门进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调查；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宣布启动“应急反应预案”的指

令后，在规定时限内到达“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b) 通知应急反应现场指挥员实施应急待命；

c) 汇集各方情报，组织“应急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按应急反应级别制

定相应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d) 将拟定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及时呈报总指挥审核批准；

e)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将制定的“应

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及时通知应急反应现场指挥员组织实施；

f) 及时获取应急反应现场指挥员关于“应急反应现场情况报告”，并通报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

g) 根据“应急反应现场情况报告”，汇集各方情报，组织“应急反应指挥中

心”主要成员制订各阶段相应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h)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后，组织应急反应效果评估，编写应急反应情况报告；

i) 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2.3.3韩桂生（应急对外协调组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负责《应急反应预案》中，对外协调程序部分的新编和定期修订；



 

b) 负责各类联合演习、学习、培训和会议交流的对外联系、协调和计划：

c) 负责应急反应现场情况所需各类记录设备、材料的配备计划；

d) 负责制订各类应急反应联合演习、学习、培训、各类记录设备材料和会

议交流的资金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宣布启动“应急反应预案”的指令后，

在规定时限内到达“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b) 组织搜集外来各方情报，及时呈报副总指挥；

c) 协助“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其他成员按应急反应级别制定相应的“应急

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d) 将总指挥审核批准后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及时与外协方或应

急反应主管方交流；

e) 对外发布经总指挥批准的本公司应急反应情况报告；

f) 及时获取应急反应现场各协助方的信息，并通报“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主要成员；

g)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对外的相关工作和总

结会议。

2.2.3.4张兆磊（后勤保障组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负责《应急反应预案》中，后勤保障程序部分的新编和定期修订；      

b) 制订应急反应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制订应急反应作业人员职业伤害防护、卫生防疫培训和定期体检计划；



 

d) 组织后勤保障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制订应急反应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宣布启动“应急反应预案”的指令后，

在规定时限内到达“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b) 协助副总指挥拟定“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后勤保障方案和实

施计划”部分；

c)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将制定的“应

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及时通知船舶队长、车队长和现场后勤保障组长组织

实施；

d) 及时获取应急反应现场指挥员关于“应急反应现场后勤保障情况报告”，

通报“应急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

e) 根据“应急反应现场后勤保障情况报告”，汇集各方情报，协助“应急反

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制订各阶段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f)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组织实

施应急反应后期后勤保障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2.3.5丁仁京（应急反应技术专家组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负责《应急反应预案》中应急反应技术运用程序的部分新编和定期修订；

b) 制订应急反应新技术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制订应急反应作业人员专业技术培训、演练计划；

d) 制订应急反应新技术研发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宣布启动“应急反应预案”的指令后，

在规定时限内到达“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b) 协助副总指挥汇集各方技术情报，拟定“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

“应急反应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部分；

c)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及时获取应

急反应现场指挥员关于“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运用情况报告”；

d) 根据“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运用情况报告”及各方情报，协助“应急反应

指挥中心”主要成员制订各阶段相应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e)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协

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f) 及时组织实施后期相关技术工作和总结会议。

2.3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和成员岗位职责

2.3.1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执行应急反应

现场的组织和指挥，机构如下：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指挥员

现场记录主

管

技 术 主

管

后勤保障主

管管

安全主

guaguan
管管管

车辆队长 船舶队长作业主

管

现场应急反应作业班

组



 

2.3.2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污染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序号 职  务 成员姓名 资  质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1 现场总指挥 朱日芹 高级指挥员 副总经理 13805111778

2 现场记录主管 沈伟 现场指挥 业务经理 17384581172

3 作业主管 张文佳 现场指挥 业务经理 15961388603

4 技术主管 寇海亮 现场指挥 业务经理 18961378980

5 后勤保障主管 张兆磊 现场指挥 业务经理 13815666266

6 安全主管 薛松霞 现场操作 业务经理 18061394696

7 船舶队长 刘庆宏 现场指挥 业务经理 13347872337

8 车队队长 谢祥双 现场操作 业务经理 13092389532

9 仓库主管 张晶晶 现场指挥 业务经理 13775493360

2.3.3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岗位职责

2.3.3.1朱日芹（应急反应二级机构现场总指挥）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制定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

b) 主持《应急反应预案》中二级组织机构的日常运行管理；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储备、采购；

d) 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的日常维护保养计划和组织实施；

e) 协助制订作业人员培训、演练计划，并协助组织实施；

f)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行动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副总指挥实施应急待命通知后，按应急反应



 

级别立即通知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成员于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接受到“应急反应方案和组织实施计划”后，按“应急反应方案和组织

实施计划”要求立即组织应急反应资源待命；

c) 接受总指挥发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立即组织实施；

d) 确认“应急反应现场情况报告”，按《应急预案》要求及时向应急反应一

级组织机构报告；

e) 应急反应现场突发情况的应急反应组织、决策、指挥；

f) 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2张文佳应急反应作业主管）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制定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

b) 协助《应急反应预案》中二级组织机构的日常运行管理；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储备、采购；

d)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的日常维护保养计划和协助组织实施；

e) 协助制订作业人员培训、演练计划，并协助组织实施；

f)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行动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接到“应急反应方案和组织实施计划”后，按“应急反应方案和组织实

施计划”要求立即组织应急反应班组人员待命，填写“参与应急反应作业人员

信息表”；

c) 接收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发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立即组织实施；



 

d) 执行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反应现场突发情况的应急反应组织、决策、

指挥；

e) 应急反应结束后，组织应急反应班组人员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和

总结会议。

2.3.4.3寇海亮（应急反应技术主管）岗位职责

(1)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应急反应预案》中应急反应技术运用程序的部分新编和定期修订；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新技术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技术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计划；

d) 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技术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填写相关报告；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作业人员专业技术培训、演练计划；

f)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新技术研发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孙燕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应急反应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部

分要求立即组织技术组人员准备应急反应技术设备、物资，填写“应急反应技

术设备、物资信息表”；

c) 组织技术组人员，按车队长安排的车辆装车，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

挥员待命；

d)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立即实施“应急反应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

e) 及时统计获取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设备、物资和材料的消耗情况；

f) 做好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设备、器材和材料的补充计划，填写关于“应急



 

反应现场技术设备、物资使用情况报告”，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g) 协助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汇集各方技术情报；

h) 应急反应行动中，及时获取应急反应技术信息，按规定时限报告；

i) 协助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按应急反应现场情况，及时修正“应急反应方

案和实施计划”；

j) 接到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将“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运用情况报

告”通报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汇总；    

k) 及时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l)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技术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4张兆磊（应急反应后勤保障主管）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后勤保障程序部分的内容；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作业人员职业伤害防护卫生防预培训和定期体检计划；

d) 协助组织后勤保障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后勤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部分组

织后勤保障组人员准备相应的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填写“后勤保障设备、物

资信息表”：

c) 组织后勤保障人员，按车队长安排的车辆装车，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



 

指挥员待命；

d)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立即组织实施“后勤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

e) 及时统计获取应急反应现场后勤保障设备、器材和材料的消耗情况，制

定各阶段后勤保障设备、器材和材料的补充计划，填写关于“应急反应现场后

勤保障情况报告”，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将“应急反应现场后勤保障情况报告”

通报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汇总；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后勤保障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5沈伟（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应急反应现场记录程序部分；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记录设备、物资和材料的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人员培训计划；

d) 协助组织现场记录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记录设备、物资和材料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f) 协助整理应急反应情况报告；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现场记录方案和实施计划”部分组

织现场记录组人员准备相应的现场记录设备、物资，填写“现场记录设备、物

资信息表”，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待命；

c)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及时搜集统计动用应急资源情况，及时填写



 

“应急反应实际动用应急资源情况表”；

d) 应急反应行动中及时获取应急反应现场录像和照片资料，及时传送至“应

急反应指挥中心”，并安全保管原始资料；

e) 汇集处置现场各方情报，协助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制订下阶段的“应急

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后，立即汇集处置现场各方情报；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h) 协助编写“应急反应情况报告”和后期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6薛松霞（应急反应安全主管岗位职责）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应急反应现场安全作业程序

部分；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安全作业设备、物资和材料的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安全作业设备、物资和材料的日常检查、检测、

维护保养计划和实施；

d)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安全监督人员培训计划；

e) 协助组织现场安全监督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f)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安全设备、物资和材料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g) 协助整理应急反应情况报告；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现场安全管理方案和实施计划”部



 

分组织安全监督员准备相应的现场安全管理设备、物资，填写“现场安全管理

设备、物资信息表”，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待命：

c)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及时搜集统计动用安全管理设备、物资情况，

及时填写“应急反应实际动用管理设备、物资情况表”；

d) 应急反应行动中及时对应急反应现场每一环节进行安全检查和监督，如

果发现安全隐患，必须立即要求停止作业，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e) 汇集处置现场各方安全检查情报，协助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制订下阶段

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后，立即汇集处置现场各方安全管理情报；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h) 协助编写“应急反应情况报告”和后期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7谢祥双（应急反应车队长岗位职责）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运输车辆管理程序部分；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运输车辆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运输车辆日常维护和保养计划和实施；

d.) 协助组织运输车辆驾驶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运输车辆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运输车辆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部

分组织车队驾驶人员准备相应的运输车辆，填写“运输车辆信息表”：



 

c) 配合各组人员，按车队长安排的车辆装载应急资源，及时报告应急反应

二级指挥员待命；

d)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立即实施“运输车辆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

e) 及时统计获取应急反应运输车辆保障和油料的消耗情况，制定各阶段运

输车辆保障的补充计划，填写关于“应急反应运输车辆保障情况报告”，报告应

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将“应急反应运输车辆保障情况报告”

通报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汇总；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运输车辆保障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8刘庆明（应急反应船舶队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船舶管理程序部分；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作业船舶辅助设备、材料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作业船舶日常维护和保养计划和实施；

d) 协助组织作业船舶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作业船舶辅助设备、材料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f) 应急反应作业区海图、海况、通航信息的收集管理；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实施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船舶基地待命；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作业船舶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部

分，通知船舶人员准备相应的应急反应作业区海图、海况、通航信息，填写“填

写应急反应作业航海日志”，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备车起锚待命；



 

c) 应急行动命令发布后，立即通知有关船舶起航实施“作业船舶保障方案

和实施计划”；

d) 及时获取应急反应作业区海况、通航信息，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e) 及时统计获取应急反应作业船舶保障和油料的消耗情况，制定各阶段作

业船舶保障的补充计划，填写关于“应急反应作业船舶保障情况报告”，报告应

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将“应急反应作业船舶保障情况报告”

通报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汇总；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作业船舶保障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4 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和成员岗位职责

2.4.1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

2.4.2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污染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序号 职务 成员姓名 资  质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1 作业主管 张文佳 现场指挥 作业主管 15961388603

2 作业 1班长 寇海亮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8961378980

3 作业 2班长 薛松霞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8061394696

4 作业 3班长 刘庆明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3347872337

5 作业 4班长 董自阳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5151265554

6 仓库管理员 张兆磊 现场操作 管理员 13815666266

作业 1 班长

作业主管

作业 2 班长 作业 3 班长 作业 4 班长



 

2.4.3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岗位职责

2.4.3.1应急反应作业班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按要求执行应急反应设备、物资的日常维护保养计划；

b) 协助组织作业人员培训、演练计划；   

(2) 应急反应行动状态管理职责

a) 作业主管宣布应急待命后，立即通知本班人员到应急反应基地集合；

b) 按要求组织装运应急反应设备、物资；

c) 应急反应作业开始前，按作业要求科学分配作业任务；

d) 及时对每个作业岗位进行安全监督和检查；

e) 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

2.4.3.2应急反应作业人员岗位职责

(1) 日常职责

a) 按要求执行应急反应设备、物资的日常维护保养；

b) 积极参加作业人员岗位培训、演练；

c) 熟练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

(2) 应急反应行动状态职责

a) 一切行动听从作业主管和班长的指挥；

b) 作业主管宣布应急待命后，按班长要求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待命；

c) 按要求组织装运应急反应设备、物资；

d) 应急反应作业开始前，按作业要求科学分配作业任务；



 

e) 及时对每个作业岗位进行安全监督和检查；

f) 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

3．海上船舶污染风险和应急反应行动的分级

3.1  服务海域海上船舶污染风险

3.1.1 服务海域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连云港港地处我国沿海中部、黄海海州湾西南岸、江苏省东北部，位于横

贯中国的陇海—兰新—北疆铁路的东端终点，东距韩国釜山港 522 海里、日本

长崎港 587海里，南距上海港 383海里、香港 1106海里，北至青岛港 107海里、

大连港 339 海里，是中国东、中、西部各省区物资进出口最为便捷的口岸，地

理位置十分优越，港域辽阔，港口终年不冻，港口倚山临海，气候温和，雨量

适中，是宜人的滨海旅游胜地，有丰富的水产资源，美丽的海滨浴场和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

港口所在海区冬季受大陆干冷空气团的控制，盛行东北及北风；夏季受太

平洋暖湿空气团的影响，盛行偏南风；春秋两季风况不稳定；年平均风速由大

陆沿岸向海区逐渐增大，年平均风速约为 5～7m/s，最大风速 40m/s，6级以上

大风日数全年 120～125天，8级以上大风日数约 24天。侵袭江苏沿海的寒潮主

要集中在 12月至次年 3月间，平均每月 3～4次，寒潮侵袭期间会使海区出现 6

级以上的强风，部分地区可达 8级，并伴有显著的降温或降雪、冰霜等天气现

象，寒潮大风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海雾的分布很广，多呈带状沿海岸分



 

布，年平均雾日为 30～50天（能见度≤1公里）， 3～4月雾日数最多。热带气

旋（包括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台风、变性的温带气旋）平均每年 1.4个，除

少数年份未出现外，年出现频数变化于 1～3个之间，最多的年份出现 5个，热

带气旋到达黄海的时间主要在 7～9月，其中 7月中旬至 9月中旬出现频数占总

数的 86%。在江苏北部沿海潮汐，多属不正规半日潮，小部分区域是正规半日潮，

靠近海岸线大多属非正规半日浅海潮，连云港的平均潮差为 3.3m，车牛山岛的

平均潮差为 2.95m，连云港和车牛山岛的最大可能潮差分别为 6.32m和 5.43m。

连云港外海区潮流以旋转流为主，港口湾内水域涨、落潮流均从东口门进出，

涨潮流向西，落潮流向东，落潮历时大于涨潮历时，涨潮流速大于落潮流速，

涨、落潮最大流速均出现在中潮位附近，东口门航道附近流速最大，达到 4节。

连云港港口区域为半封闭的海湾，大部分水域波浪较小，近口门段受外海波浪

影响较大，所在海区全年盛行偏北向浪，多为以风浪为主的混合浪，秋季是全

年风浪盛行的季节，本海区实测最大波高为 4.6 m，波向 NNE，是由寒潮大风造

成的风涌混合浪。

3.1.2服务海域环境评价　

3.1.2.1连云港港腹地内有以陇海、兰新铁路为骨架，连云港－霍尔果斯国道主

干线为纽带，五种运输方式齐备的交通运输网络，使港口成为亚洲与欧洲两大

经济地域间集装箱国际水陆联运的中转港之一，港口地理位置优越，为港口发

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进出港船舶明显增多。

3.1.2.2连云港港台风和每年的雾日是影响港口水上交通安全的主要因素。因海

雾造成的船舶沉没、碰撞事故而伴发的船舶污染事故时有发生。

3.1.2.3连云港港内港可航水域较小，航道长且转向点多，毗邻养殖区，码头泊



 

位拥挤，避风锚地集中在航道两侧，使可航水域更少，对船舶航行安全影响较

大，也增大了发生船舶污染事故风险和危害风险

3.1.2.4连云港海上旅游业、养捕业和船舶修造业发展迅速，大建港热潮持续推

进，港作施工船舶活动剧增，使连云港港口船舶交通量迅速增加，通航密度在

日益增大，船舶会遇险情增加，船舶交通危险度和污染事故风险度提高。旅游

船、施工船舶等适铅船舶良莠不齐，防污意识不强，增大了防污管理难度。船

舶修造过程中的油舱柜的清洗、燃油转驳作业存在较高溢油风险。

3.1.2.5 2010年散装油类货物吞吐量达 127.5万吨，较上年同比增长 25.24%，

加上船舶供受燃润油的装卸量，2010 年度总计船舶装卸油量达 220 万吨。常年

在港的各类船舶多达数百艘，这些船舶每年在航行、营运过程中产生约 1.25万

吨含油污水。建设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江苏”对环境的要

求越来越高，对海域防污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港口潜在的溢油风险对防止船

舶溢油污染的监管和污染应急反应能力建设形成了巨大压力。

3.1.3 服务海域船舶污染事故(1997年-2010年)

1997 年—2010 年服务海域共发生船舶溢油事故 74 起（未发生其它船舶散

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污染事故）,其中 10 起为船舶在港口水域以东外海

沉没、碰撞发生的溢油事故，在连云港港口水域发生的船舶溢油事故共计 64次，

占服务海域船舶溢油事故统计次数的 86.5%，平均每年达 4.6次。

连云港港口水域发生的 64次船舶溢油事故中，因船员操作因素导致船舶溢

油事故的 39次、占总数的 61%，因设备故障导致的 25次占总数的 39%。

连云港港口水域发生的 64次船舶溢油事故中，因加油作业引起的 12次，

因油类货物作业引起的 8次，因尾轴、液压系统、滑油系统故障漏油引起的 19



 

次，因油污水接收作业引起的 4次，因违法排放油污水引起的 15次，其它原因

引起的 6次。

3.1.4 服务海域船舶溢油事故风险分析

3.1.4.1定性分析

为保证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下面根据连云港港 1997年—2010年船舶溢

油事故情况的统计分析，对连云港港口溢油风险作定性分析。

可能性定性分类　分析方法主要依据现有统计数据，利用“可能性定性分

类表”，得出连云港港口船舶溢油所属的可能性分类。连云港港口船舶溢油事故

年平均 4.6次，对应分类为 L1。

可能性定性分类表

分类 说明 定义

L1 频繁 每周到每年发生一次的事件

L2 很可能 每年到每十年发生一次的事件

L3 可能 每十年到每一百年发生一次的事件

L4 极少 在一百年中发生几率不到一次的事件

危害后果定性分类　同样，利用“危害后果定性分类表”，可得出连云港港

口船舶溢油所属的危害后果级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

船舶非法排放油类物质污染海洋环境的，行政处罚在 3至 20万元之间，甚至更

重，再加上海上船舶污染污染清除费用，因此，船舶溢油事故危害后果所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一般均在人民币 1 万元以上，但迄今为止连云港港尚无直接直

接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 5 千万元以上的溢油事故，故船舶溢油事故危害后果级

别为 C4，轻微的损害，直接经济损失 RMB＜5千万。

危害后果定性分类表

级别 描述语 详细说明举例

C1 灾难性的 损害面广，直接经济损失 RMB＞2亿



 

C2 重大 重大损害，直接经济损失 RMB1亿—2亿

C3 一般 较小的损害，直接经济损失 RMB5千万—1亿

C4 较小 轻微的损害，直接经济损失 RMB＜5千万

C5 可以忽略 可以忽略的损害，直接经济损失 RMB＜1万

定性确认风险级别　将上述的船舶溢油风险的可能性与危害后果级别用矩

阵表示，则连云港港船舶溢油风险所属的可能性分类 L1 与危险后果级别 C4 对

应的风险等级下表所示，即可定性确认连云港港船舶溢油风险级别为高级。

定性风险级别表

风 险 等 级     

危害后果

适应性

可以忽略 较小 一般 重大 灾难

极少 低 低 一般 一般 高

可能 低 一般 高 极高 极高

很可能 一般 高 极高 极高 极高

频繁 高 高 极高 极高 极高

我们还可以赋予船舶溢油风险可能性频率和危害后果级别以相应的指数，

而后得出可能性频率和危害后果级别的指数之和来表示风险级别，分为 2 至 9

级，严重程度逐级递增，如下表所示，依此可得出连云港港船舶溢油风险级别

的严重程度为 6级。

排序风险级别表

严重程度

1 2 3 4 5F1 频率

可以忽略 较小 一般 严重 灾难性的

4 频繁 5 6 7 8 9

3 很可能 4 5 6 7 8

2 可能 3 4 5 6 7

1 极少 2 3 4 5 6

3.1.4.2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就是用数值来表示溢油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后果，分析风险程

度的一种方法。



 

鉴于连云港港历史上船舶污染事故溢油量统计数据的不完整性，本报告采

用一次事故可能的溢油量分析方法来进行定量分析，为了表征港口发生一次事

故的最大溢油风险，通常用本港历史上进出港船舶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最大

可能溢油量和最坏情形下的溢油量三个指标来表示：

（1）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溢油量少于 7.3吨或船舶在装卸作业过程中，

溢油量少于所装货油量的 1%。

（2）最大可能溢油量：对载货容量大于或等于 3650 吨的船舶，溢油量为

365吨或其载货容量的 10%。

（3）最坏情形下的溢油量：船舶在恶劣天气条件下，所有货油溢出的最大

溢油量。

据统计，连云港港历史上一次装卸货油量最大的进出港油船为“浙甬油 10”

轮，装卸燃料油 7000 吨，大于 3650 吨，综合考虑船舶污染事故的可能性和历

史上实际发生情况，依据上述方法取小值计算，可定量得出连云港港口发生一

次事故的最大溢油风险，即：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少于 7.3 吨，最大可能溢油

量为 365吨，最坏情形下的溢油量为 7000吨。也就是说连云港港口发生一次事

故的最大可能溢油风险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后果。

3.2  应急反应等级划分

3.2.1应急反应等级

    根据海上船舶污染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事态发展趋势，结

合国家有关规定，及连云港海上溢油应急预案，将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

分为一般、较大和重（特）大污染事故三个等级。

3.2.1.1一般污染事故：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量不足 50 吨，



 

且事故发生在非敏感区域，水面污染不威胁环境敏感区和岸线，动用本应急

预案污染应急反应队伍和设备能够控制污染源，并能围控和清除海面污染。

3.2.1.2 较大污染事故：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量大于 50 吨

不足 100吨，或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

①污染事故发生在敏感区内或距离敏感区有一定距离但极有可能对敏感区域或

岸线造成污染损害； 

②围控和清除水面污染所需资源超出公司应急清污能力，需启动《连云港市海

上溢油应急预案》处置。

3.2.1.3重（特）大污染事故：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量在 100

吨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①污染对环境敏感区及岸线构成一般或严重威胁，动用本辖区资源较难防护敏

感区和清除污染； 

②污染源不能控制，围控和清除水面污染所需资源明显超出本辖区应急清污能

力，需启动《东海海区溢油应急预案》处置。

3.3  应急反应等级确定

3.3.1应急反应等级一般由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值班员根据险情报告和核实的情

况，对照应急反应等级的标准进行初步评估，确定相应的应急反应等级。

3.3.2因各种情况导致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值班员不能直接判断应急反应等级的，

应立即报告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根据险情初步评估情况及时确定应急反应

等级，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对险情进行评估。

3.3.3根据险情情况无法确定应急反应等级的，报总指挥决定。

3.3.4应急反应等级确定后，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应急反应等级发生变更的，

应及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反应等级。



 

4．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的接警和待命

4.l 应急反应的接警

4.1.1应急反应的接警方式

4.1.1.1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全天侯 24小时人员值班接警

应急反应值班领导

序号 职务 成员姓名 公司职务 值班日期 联系电话

1 总指挥 王立华 总经理 星期一 15161345888

2
副总指挥

技术专家组长
朱日芹 副总经理 星期二 13805111778

3 对外协调组长 韩桂生 业务主管 星期三 13705133576

4 后勤保障组长 张兆磊 业务主管 星期四 13815666266

5 现场总指挥 沈伟 业务主管 星期五 17384581172

6 现场记录主管 孙燕 业务主管 星期六 13655131876

7 作业主管 张文佳 业务主管 星期日 15961388603

应急反应值班人员

序号 职务 成员姓名 公司职务 值班日期 联系电话

1 安全主管 沈伟 业务经理 星期一 17384581172

2 船舶队长 张文佳 业务经理 星期二 15961388603

3 仓库主管 王勇 业务经理 星期三 13337980588



 

4 作业 1班长 王立功 业务经理 星期四 13515104085

5 作业 2班长 薛松霞 业务经理 星期五 18061394696

6 作业 3班长 刘庆宏 业务经理 星期六 13347872337

7 作业 4班长 寇海亮 业务经理 星期日 18961378980

4.1.1.2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全天候 24小时接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5—82323799；15161345888

联系传真：0515—82323728

电子邮件：623428354@qq.com

4.1.1.3其他应急联系方式

   （1）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8—12395；0518-82310309

（2）连云港海事局监管二处

联系电话：0518-82231731（13056099881）

（3）连云港海事局连云海事处

联系电话：0518-82339760

（4）连云港海事局墟沟海事处

联系电话：0518-82380419

（5）连云港海事局赣榆海事处

联系电话：0518-86230729

（6）盐城海事局滨海海事处

联系电话：0515-82056205

（7）盐城海事局射阳海事局

联系电话：0515-82200410



 

（8）盐城海事局大丰海事处

联系电话：0515-83555012

（9）交通部海事局搜救值班室

联系电话：010-65292218/19；010-65292245

4.2 应急反应接警信息报送

4.2.1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接到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报警或指令后，应

尽可能按《应急反应接警信息记录表》详细准确地记录，立即电话向值班领导

汇报。

4.2.2值班领导立即电话向总指挥汇报，总指挥发布启动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

预案命令，召集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成员初步判断事件的严重性，必要时以电话

或传真方式，报告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4.2.3应急指挥中心会同应急专家组根据反馈的信息确定事件级别。

4.2.4接到应急反应待命通知后，应急对外协调组长负责组织收集应急反应相关

信息，填写《应急反应信息情况表》，每 30分钟（特殊或紧急事件即时）报送

副总指挥；

4.2.5对外报送相关信息时，应急对外协调组长填制《应急反应对外相关信息报

送表》，报请副总指挥核查，总指挥负责审批、签署后，报送；

4.2.6现场记录主管负责组织相关岗位人员进行现场应急反应信息收集，填写

《应急反应现场信息表》；

4.2.7现场记录主管负责填写《应急反应现场内部信息报送表》，每 30分钟（特

殊或紧急事件即时报送）向应急对外协调组报送；

4.2.8信息报送时限和方式



 

4.2.8.1信息报送时限和程序

4.2.8.1.1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接到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报警或指令

后，应在 5分钟内，以电话或当面向值班领导汇报，及时呈交《应急反应接警

信息记录表》；

4.2.8.1.2值班领导收到《应急反应接警信息记录表》后应在 5分钟内电话向总

指挥汇报；

4.2.8.1.3重（特）大事件由总指挥批示，在 1小时内由对外协调组长以电话和

传真方式向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4.2.8.2报送内容

    突发船舶污染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初报从发现事

故后 l小时内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事

故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报告应采用适当方式，避免在事发地公众中造成不利

影响。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事故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

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人员受害情况、自然保护区受害面积和程度、事故潜

在的危害和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初步情况。

    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的数据，事故

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事故的措

施、过程和结果，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

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

况。



 

4.2.9报送内容表格

4.2.9.1《应急反应信息情况表》

4.2.9.3《应急反应对外相关信息报送表》

4.2.9.4《应急反应现场信息表》

4.2.9.5《应急反应现场内部信息报送表》

4.2.9.6相关原始记录按档案管理要求存档于公司资料室。

4.3 应急反应待命

4.3.1应急反应待命的级别

船舶污染清除应急防备待命级别资源配置要求（见附件 1）

4.3.2应急反应待命的方式为:

应急反应待命的方式为

（1）应急反应一级指挥机构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待命；

   （2）应急反应二级指挥机构应急反应待命；

   （3）应急反应三级指挥机构应急反应待命；

   （4） 船舶、车辆等原地待命。



 

5．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

5.1  应急反应的总方针

5.1.1应急反应总方针

    污染事故发生的情形及其周围环境多种多样，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根据具

体情况采用可行的措施制定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5.1.2 污染应急反应对策

污染应急反应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事故的地点、污染物及其数

量、可动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等，没有一种措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一般来说，

污染应急反应措施包括以下几种：

（1）监控但不采取行动

    如果污染发生在海上且没有对海岸或敏感区造成威胁时可以这样做。

（2）围控并回收

    用围油栏围控溢油，然后用撇油器回收，用围油栏保护敏感区域，用吸油

毡吸油并回收等；使用这些设备和器材前应考虑风、流和海况条件是否许可。

（3）使用消油剂

    化学消油剂需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要有效地使用消油剂必须

及时决策，以便在溢油到达岸边之前将油消除。    



 

（4）生物降解和现场焚烧

连云港为敏感海域，一般禁止采用生物降解和现场焚烧方式处置溢油。

5.1.3化学品污染应急对策化学品污染对策应根据化学品的特性决定，同时需监

控其对环境的影响，并及时告知公众，相关应急措施包括：

（1）气体和蒸汽

    气体或蒸汽的泄漏可导致易燃或有毒物质的快速扩散，也有可能导致吸入

危险，应尽量快根据现场气象情况预测其扩散模式并评估其潜在影响，还应监

测气体浓度以评估泄漏的严重程度，必要时疏散群众；

（2）溶于水的化学品

    分散稀释可能是这类物质泄漏唯一可用的应急措施，个别情况下也可使用

中和剂，但须考虑使用的后果，如需使用须经慎重评估；

（3）易挥发的化学品

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疏散人群，如果化学品易燃，可喷洒水以控制火源，

同时要监控其挥发情况以便警告公众并预测对环境的影响；

（4）漂浮的化学品

    其应急措施与溢油应急措施类似，但要考虑其是否会与应急设备发生反应；  

（5）易沉降的化学品

    在浅水区可用挖掘或真空设备吸取回收，可行的情况下用遥控潜水摄像机

监控以便作业。包装化学品可用机械抓斗、船吊、渔网等方法回收，成功与否

取决于包装的大小及其是漂浮于水面或沉在海底。



 

5.2  应急反应优先保护原则

5.2.1任何情况下都应最先保障人的安全与健康；

5.2.2 一旦污染发生，首要目标是保护重要区域和限制污染扩散，其次是清除污

染；

5.2.3如果设备、材料和人力不足于对敏感区域提供有力的保护，则必须按优先

次序对重要区域优先作出保护；

5.2.4决定哪些区域必须优先保护，可以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1）该区域遭受污染损害的程度；

（2）保护敏感区域的实际效果；

（3）清除工作的能力和可能性；

（4）季节性因素影响的程度。

5.3  应急反应优先保护次序

本应急预案对敏感资源优先保护的基本次序为:

（1）自然保护区；

（2）核电站冷却水和其他工业取水口；

（3）连岛、苏马湾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4）水产资源及养殖区；

（5）旅游资源；

（6）海上运动场；

（7）岸线和港口设施。



 

5.4  应急反应安全作业程序



 

5.4.1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安全风险评价

5.4.1.1为加强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过程的安全管理，确保应急反应作业的安

全性，严格按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安全风险评价制度进行安全风险评价；

5.4.1.2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副总指挥负责组织对本次污染应急反应行动进

行安全风险评价，填制《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区安全风险评价表》（下称评价表），

报请总指挥负责审批、核准、签署；

5.4.1.3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区安全风险评价超出应急反应能力范围，总指挥有权

报请连云港海事局建议启动《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预案》；

5.4.1.4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区安全风险评价结果在可控范围内，制定《污染应急

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下称实施计划）；

5.4.1.5根据评价表结果和实施计划内容，对各岗位进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由副总指挥负责组织填制《污染应急反应作业中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表》和

《应急反应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报请总指挥负责审批、核准、签署。

5.4.2 制定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评估

5.4.2.1为切实加强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过程的管理，确保应急反应作业组织

科学、安全、快速、有效，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副总指挥负责组织制订实施

计划；

5.4.2.2副总指挥组织应急反应技术专家组制定《应急反应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



 

和《应急反应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和实施计划》；

5.4.2.3后勤保障组长组织制定《应急反应后勤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

5.4.2.4填制分阶段实施计划，报请总指挥审批、核准、签署，并报送上级指挥

部门；

5.4.2.5总指挥宣布执行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副总指挥负责发送至应急反应二

级指挥员；

5.4.2.6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负责实施计划的具体实施；

5.4.2.7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有权根据应急反应现场实际

情况，对拟定的实施计划进行适当修改，但必须及时报送（电话或传真）污染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副总指挥，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在通讯不畅的紧急状态下

可免责，先执行后报告。

5.5  污染清除作业安全方案

5.5.1油品的基本特性

    油不仅具有易燃易爆危险性，还具有一定的毒性，当其溢出后，涉及的安

全问题是多方面的，既可能影响到个人，也可能影响到公共场所和社会群体，

一旦处理不当，对应急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公共安全都可能造成威胁。因此，在

溢油应急作业中注意安全防护，采取相当的作业安全措施以及提供必要的安全

保障是十分重要的。

5.5.2污染清除作业个人安全方案

安全防护是保障溢油应急作业人员健康和安全的必要措施。要做好这一点，

溢油应急组织者和应急作业人员，都要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认识应急作业每



 

一个环节的潜在危险，并掌握避免这种危险的相关知识，采取预防性措施。对

于溢油应急作业人员来说，至少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防护：

（1）听力保护，长时间在产生噪声的机器旁工作时应戴耳朵保护装置；

（2）头部保护，在作业的全过程都应戴安全帽，以防坠落物件砸伤头部或

因头部撞到硬物上造成伤害；

（3）眼睛保护，在所有的工作场所都要带上合适的防护眼镜，以防各种作

业对眼睛造成伤害。有时一般性的防护镜还达不到安全要求，可根据实际危险

性配戴特殊防护镜；

（4）配戴呼吸器或口罩，以防止油蒸气的吸入；

（5）配戴防油手套，以防止溢油的接触危害，减少皮肤的暴露和磨损（不

推荐棉线或橡胶手套）；

（6）保护靴，通常以带有纹理底并在足趾处带有钢性支撑的橡胶靴为宜，

可以防滑、耐油，以防止砸伤；

（7）穿着带有阻油层的衣服，以防止油渗透污染；

（8）在近海、近岸、码头或在船舶甲板上操作，作业人员都要穿上经过认

可的救生衣；

（9）在寒冷、恶劣天气下工作应穿着保温服；

（10）作业时，尽管注重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但也难免出现意外伤害情况。

因此，在作业前应对现场可能出现的伤害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如作业人

员出现油蒸气中毒症状，应立即撤离作业区，严重的应送到医院急救；如油滴

溅入眼睛内，应立即用洗眼器清洗；如发生皮肤擦伤，应立即包扎，避免接触

油污。



 

5.5.3污染清除作业安全是多方面的，它既有污染带来的自然危害，也有在作业

中产生的危害，根据服务区的作业情况总结了以下各种安全危害及防范措施。

5.6.3.1防止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处置措施

溢油对人体的危害途径有油蒸气的吸入、皮肤接触和摄取，当出现味觉迟

钝、昏迷、丧失知觉、反应迟缓、头痛或眼睛流泪时，就要意识到可能发生了

溢油中毒，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应注意如下几点：   

（1）在初始反应期间，作业人员接触的是新鲜油，油气浓度较高，应尽量

在上风处工作，以减少对油蒸气的吸入。如果存在溢油蒸气吸入可能，有必要

使用带有过滤功能的呼吸器．来阻止油气的吸入。对此还应注意的是，不要因

为那些气体没有气味，或气味并不讨厌就认为它们是无害的。在作业现场不得

吸烟。在岸线清除作业时，通常不需要呼吸保护装置；

(2) 石油蒸气通常比空气重，油蒸气会流动并聚集在低洼的地方，如码头岸

壁附近和防护堤附近。因此，在油蒸气浓度较高的区域作业时，要待蒸气彻底

消散后，再进入现场：

(3) 如果皮肤沾上油，用肥皂或特殊清洗液清洗尽快擦掉，不能用汽油作为

清洗剂；

(4) 应急作业人员应在饭前洗手，减少对油的摄取量；

(5) 由于风化油毒性影响会增大，在处理时应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

(6) 如果采用化学剂或其他清洁品如清洁剂、分散剂以及生物制剂等溢油处

理措施，应使用完好的保护装置，防止皮肤接触和蒸气的吸入；

(7) 溢油应急作业期间，要着防护服，并保持完好，以保证对人体的防护 5，

5.5.4 污染清除作业中火灾和爆炸危险的防范措施



 

在原油、汽油或其他轻质燃料油溢出的初始阶段（未风化），由于其轻组分

的蒸发，在油膜附近存在易燃气体，火灾和爆炸危险很大。油风化后轻组分已

挥发掉，危险程度减少。风也能减少火灾和爆炸危险，它能分散易燃气体，降

低易燃气体浓度。进行溢油应急作业时应事先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1）作业前，应查阅或测定溢油的相关参数，对火灾和爆炸的潜在危险进

行评估；

（2）如果一定要在具有可燃气体的区域进行作业，应推迟反应时间，采用

测爆仪进行现场多点检测，确认无火灾、爆炸危险时，才可以进行作业。作业

时，应在溢油区域的上风向进行；

（3）当作业区域内存在易燃气体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 不得使用明火，不得吸烟；

b) 不得使用非防爆电器，不得进行摄录像；

c) 不得使用内燃机械，如汽油机；

d) 作业人员应穿着防静电服装，不得穿带有钉子的鞋；

e) 对所有的螺丝刀、锤子、扳手等普通工具应进行特殊处理，以防止产生

火花；

f) 在此区域作业的船舶，应装有火星熄灭器．或带防火帽；

g) 作业船舶要关闭门窗，不得在甲板进行无关作业；

h) 进出作业区域的车辆应加防火帽。

5.5.5 污染围控与回收作业的注意事项

(1) 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2) 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如手套、防护镜、安全鞋、呼吸面具等。如果有



 

人没有或拒绝穿戴安全装备，不得让其进入现场；

(3) 作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通信；

(4) 在甲板上操作围油栏时，卷轴应事先加固，防止将作业人员拖入海中；

(5) 布放和回收撇油器时，要注意不要被撇油器碰伤；

(6) 作业人员应与泵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7) 不要在场地上乱扔工具、软管、绳子等；  

(8) 船舶甲板上应备有适量的吸油毡，以擦净洒落的油污。

5.5.6 溢油分散剂喷洒时的危害防范

溢油分散剂是化学制剂，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因此，使用时要注意个人

安全，穿戴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如 PVC防护手套、防护眼镜，为防止吸入分

散剂雾滴，还要戴上呼吸面罩。喷洒作业后，要用肥皂洗净手和脸，特别是饭

前一定要洗手。严禁使用存放时间过长超过有效期的溢油分散剂。

5.5.7 岸线作业安全注意事项岸线类型随海岸的延伸而变化，有些岸线具有一定

的潜在危险，初始应急人员熟悉工作环境是很重要的。进入这些岸线前，应考

虑所有危险因素，以便确认潜在的危害，如：野生动物、岸线类型、在水中工

作、不利的气象条件。在岸线作业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1) 小鹅卵石或鹅卵石海滨凹凸不平，而且光滑，在这样区域工作的人员应

穿着防滑水靴；

(2) 在悬崖、沼泽地和泥泞的海岸线工作，应急人员活动不便，作业困难，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带来危险，应格外小心；

(3) 从水上清除悬崖区域污染时，船长要考虑船舶的可操纵性，确定船舶能

否安全接近悬崖；



 

(4) 如果作业人员从悬崖顶部开始清除作业，应系牢安全绳；

(5) 在水中作业时，作业人员一定要穿着救生衣，不得单独行动。在有急流、

涨潮、回头潮和潮汐的水域作业，应格外小心；

(6) 在岸线清除作业中，安全与健康最为重要，指挥人员必须向作业人员讲

明安全规定，对那些不能遵守操作程序的人员，应劝其离开工作区域，因为不

遵守安全操作程序会损害他人安全。

5.5.8 驳载和运输的安全措施

    大型车辆的进入，作业人员的增多，或很滑的油污地面，都可能对人员和

设备安全带来影响，因此应注意如下事项：

(1) 任何进入现场的车辆应熟知行车路线和目的地，司机应有相应的地图或

说明；

(2) 应有专门人员负责与司机联系；

(3) 应在清除作业区域标明汽车进出路线，即使在夜间，标志也应明显可见；

(4) 为使汽车能有效刹车，汽车行驶区域不能被油污染；

(5) 为防止汽车驶入坑中，储油的坑应设置围堰；

(6) 如果夜间工作，工作区域应有足够的照明，所有工作人员应配戴可视反

光标志物，以使司机能够辨认；

(8) 在发生人员受伤的情况下，负责人员应知道如何寻求帮助。

5.5.9 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的作业安全恶劣的天气条件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长期在炎热或寒冷的天气下作业，会对作业人员造成生

理上和心理上的不利影响，继续工作可能造成身体不适，效率低下，甚至发生

意外事故和伤害。为保证作业的安全，应做好以下工作：



 

(1) 合理安排任务；

(2) 安排休息时间，准备休息场所

(3) 准备充足的饮料和食品、药品

(4) 恶劣天气下的防护装备

(5) 指挥人员与现场工作人员保持无线电话联系

(6) 注意最新天气预报

5.5.10 安全保障

在污染事故应急处理中，为了避免对作业人员造成伤害或对公共安全造成

危险，做好安全保障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应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指挥人员应在应急作业前向作业人员宣布作业计划、作业方案和注意事

项；应急作业人员应听从指挥，严格按照作业程序和设备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2) 海上交通保障。对海上船舶污染区域进行警戒，发布航行警告，以保证

应急作业的正常进行；

(3) 现场管制。应有专人负责和秩序的管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作业现场；

(4) 后勤保障，这对污染应急作业的顺利进行是十分重要的。后勤保障应包

括人事和设备支持的所有方面：

a)准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包括安全防护装备、通信设备、必备的药品食物、

临时休息的帐篷、必要的灭火设施、清洁眼睛和身体的洗浴措施；

b)建立与医疗急救部门的联系，一旦发生事故，能立即得到支援；

c)规定指挥人员与现场操作人员在安全方面的相互责任；

d)保障作业安全是指挥人员与现场操作人员的共同责任，现场监督人员有

权阻止不安全的操作行动。应急作业机构与雇用作业人员之间应明确安全责任；



 

e)指挥人员应识别清除行动和有关行动的危险性，提供安全防护装备以减

少危险性，提供安全知识培训；

f)现场操作人员应使用提供的安全装备，遵守操作程序和指挥人员的指令，

报告不安全的情况，如能自行进行处置的，及时采取措施。

溢油应急安全问题事关重大，应急人员必须对此引起足够重视，了解安全

作业常识，掌握相关防范措施，避免事故发生，对个人和公共安全带来危害。

5.6  服务区域典型污染应急反应方案

5.6.l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港作业时船舶

污染应急防备方案。

5.6.1.1制定本“应急防备方案”的目的

    为提高服务区内船舶港内作业时船舶污染应急清除能力，控制、减轻船舶

污染事故造成服务海域内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5.6.1.2制定本“应急防备方案”的依据

(1)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 服务海域内码头及靠港船舶吨位（船型）具体情况；

(3) 服务海域内码头海况、风、流等情况；

(4) 作业船舶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特性情况；

(5) 服务海域内或码头、船方要求的其他情况。

5.6.1.3应急防备具体实施方案和步骤

5.6.l.3.1应急防备具体实施方案

(1) 浮子式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a) 廊桥码头船舶污染防备方案：

廊桥码头围油栏围控污染防备方案

b)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防备方案：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防备方案

（2) 根据服务海域内码头海况、风、流等特定情况，采用 WGV1500型浮子式

围油栏（主要技术参数见表）围控污染防备。

型号 WGV1500 生产厂家 青岛新京华环保工业有限公司

主要技术参数

总高度

（MM）

干铉

（MM）

吃水

（MM）

节长

（MM）

允许工作拉

力（KN）

最大抗

波高（M）

最大抗风

速（m/s)

最大抗流

速（kn)

1500 520 760 20 130 3.0 20 3.0

5.6.1.3.2应急防备具体实施步骤

（1）了解作业码头和船舶



 

a) 了解船舶作业码头类型、码头附近海域海况、风、流、潮汐等情况；

b) 提前了解作业船舶吨位和载运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情况。

（2）制定浮子式围油栏围控方案和作业人员防护方案

a) 当船舶停靠泊位后，按船舶停靠泊位情况，选定浮子式围油栏栏绳固定

桩位，并固定围油栏栏绳；

b) 按拟定浮子式围油栏围控方案连接适当长度的浮予式围油栏；

c) 围油栏防备准备就绪后，通知船舶方和码头方；

d) 得到船舶方和码头方确认后，由监护船舶拖带围油栏布放围控船舶作业

区域，实施污染防备作业；

e) 围油栏布放围控船舶作业区域结束后，及时通知船舶方和码头方；

f) 监护船舶定时对布放围油栏情况进行检查；

g) 收到船舶方和码头方解除污染防备离港通知后，监护船舶立即解除围油

栏围控，作业人员将围油栏回收至码头，清洗围油栏，结束此次污染防备作业，

待命。

5.6.1.3.3主要应急防备资源情况一览表（见附件 1）

5.6.1.3.4应急防备值班制度

（1）目的

为加强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港作业时

船舶污染一应急防备作业各工种、岗位安全管理，规范操作，保障作业安全。

制定本值班制度。

（2）适用范围

适用于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港作业时



 

船舶污染应急防备作业的规范化。

（3）职责

a) 作业响应部负责本制度的制订、修订和日常管理；

b) 主管副总经理负责监督；

c) 财务行管部门负责对记录的检查；

d) 总经理负责仓库安全管理的重大决策。

（4）应急防备作业值班制度

a) 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港作业时船舶

污染应急防备作业为全天 24小时值守，分三班作业，每班 8小时，按应急防各

级别配备相应数量作业人员；

b) 各工种、岗位人员接班时需提前 10分钟到达接班岗位，签署到岗记录；

c) 接交班人员，交接班时需对设施、设备、工具及辅助材料进行清点，填

写《设施、设备、工具及生产辅助材料交接班记录表》；

d) 接交班时需对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

港作业时船舶污染应急防备作业情况进行交接，填写《应急防备作业交接班记

录表》；

e) 上下班交接人员必须在现场进行实物交接；

f) 交接班人员需对实物及相关记录核实确定后签字确认。

5.6.2 船舶港内作业时发生船舶污染的应急反应方案

5.6.2.1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目的

为提高服务区内船舶港口作业发生船舶污染应急清除能力，有效控制、减

轻船舶污染事故造成服务海域内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5.6.2.2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依据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事故船舶吨位（船型）、靠港码头及海域内具体情况；

（3）事故码头海域海况、风、流等特定情况；

（4）事故船舶载运货物的污染危害性特性情况；

（5）事故船方、码头要求的其他情况。

5.6.2.3应急反应的具体实施方案

5.6.2.3.1溢油应急围控

（1）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a) 廊桥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廊桥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b)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2）溢油应急围控设备的选用：

船舶港内作业时发生溢油污染应急围控围油栏，根据服务海域内码头海况、

风、流等情况，按《海上船舶污染围控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3）浮子式围油栏的施放方式：

浮子式围油栏采用快艇配合工作船施放。

5.6.2.3.2溢油应急回收

船舶港内溢油污染应急围控后，根据污染物特性和事故码头海域内海况、

风、流等情况，采用工作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

相应撇油器的选用按《海上船舶污染回收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5.6.2.3.3溢油应急清除

采用工作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后，水面少量

或不能集中应急回收的溢油，采用以下方式应急清除：

（1）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配合工作船施放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较大面积水面溢油。

（2）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溢油采用快艇、工作船投放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

小范围的溢油。

（3）喷洒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溢油小范围的溢油，在确认溢油分散剂清除

效果良好的情况下，经海事主管部门许可下，可采用适量溢油分散剂喷洒清除

水面小范围的溢油。

（4）溢油应急清除按《海上船舶污染清除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5.6.3 距岸 20海里内船舶发生交通事故或触礁、搁浅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时的应



 

急反应方案

5.6.3.1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目的

为提高服务区内船舶发生船舶污染时应急反应能力，有效控制、减轻船舶

污染事故造成服务海域内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5.6.3.2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依据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事故船舶吨位（船型）及海域具体情况；

（3）事故海域海况、风、流等特定情况；

（4）事故船舶载运货物的污染危害性特性情况；

（5）事故船方、码头要求的其他情况。

5.6.3.3应急反应的具体实施方案

5.6.3.3.1按程序了解相关具体情况和信息，请求发布事故海域通航警告并实施

监管；

5.6.3.3.2溢油应急围控

(1) 事故船舶污染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围油栏围控船舶污染清除方案 1



 

围油栏围控船舶污染清除方案 2

(2) 围油栏的布放方式

a) 围油栏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 1配合辅助船舶 1施放上图方案 1所示 J型，

以便污染应急反应船 1回收水面溢油。

b) 围油栏采用两艘溢油应急辅助船舶 1、2配合施放上图方案 2所示 U型，

以便污染应急反应船 1回收水面溢油。

(3) 溢油应急围控设备的选用

    船舶距岸 20海里内船舶发生交通事故或触礁搁浅发生溢油污染时应急围控

围油栏，根据事故海域海况、风、流等情况，按《海上船舶污染围控技术设备

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4)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应急卸载

    在溢油应急围控的同时，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 2上的卸载装置应急卸载事

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减少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溢漏。辅助船

舶 3过驳运输。

5.6.3.3.3溢油应急回收

   (1) 船舶距岸 20海里内船舶发生交通事故或触礁、搁浅发生溢油污染时溢油

污染采用 J型（或 U型）应急围控后，根据污染物特性和事故海域内海况、风、



 

流等情况，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

收。

   (2) 相应撇油器的选用按《海上船舶污染回收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

行。

5.6.3.3.4溢油应急清除

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后，

水面少量或不能集中应急回收的溢油，采用以下方式应急清除：

(1) 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水面溢油采用快艇配合辅助船施放吸油索围控吸附

清除较大面积水面溢油。

(2) 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溢油采用快艇、辅助船投放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小

范围的溢油。

(3) 喷洒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溢油小量的溢油，在确认溢油分散剂清除效果

良好的情况下，经海事主管部门许可下，可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溢油分散剂喷

洒系统喷洒适量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小范围的溢油。

(4) 溢油应急清除按《海上船舶污染清除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5.6.4船舶污染发生时岸边敏感资源区（水产资源及养殖区、国家级旅游渡假区）

的应急防护处置方案

5.6.4.1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目的

为提高服务区内船舶发生船舶污染时岸边敏感资源区（水产资源及养殖区、

国家级旅游渡假区）的应急防护处置能力，有效控制、减轻船舶污染事故造成

岸边敏感资源区海域内海洋环境和陆地污染损害。

5.6.4.2制定本“应急防护处置方案”的依据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事故船舶吨位（船型）及海域具体情况；

(3)事故海域海况、风、流等特定情况；

(4)事故船舶载运货物的污染危害性特性情况；

(5)船舶污染发生时岸边敏感资源区（水产资源及养殖区、国家级旅游渡假

区）的情况；

(6)事故船方、码头要求的其他情况。

5.6.4.3.应急反应的具体实施方案

5.6.4.3.1按程序了解相关具体情况和信息，请求发布事故海域通航警告并实施

监管。

5.6.4.3.2溢油应急围控

（1）事故船舶污染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2）围油栏的布放方式

a) 围油栏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 l 配合辅助船舶 l 施放上图方案 1 所示 J 型，

以便污染应急反应船 l 回收水面溢油。

b) 围油栏采用两艘溢油应急辅助船舶 1、2 配合施放上图方案 2 所示 U 型，

以便污染应急反应船 l 回收水面溢油。



 

c) 围油栏采用两艘溢油应急辅助船舶 4、5 配合施放上图方案所示广 U 型，

以便防护、导流溢油，阻止进入敏感资源区。

(3)溢油应急围控和导流设备的选用

    船舶发生溢油污染时应急围控围油栏，根据事故海域海况、风、流等情况，

按《海上船舶污染围控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4)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应急卸载

    在溢油应急围控的同时，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 2 上的卸载装置应急卸载事

敌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减少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溢漏。辅助船

舶 3 过驳运输。

5.6.4.3.3 溢油应急回收

(1) 船舶发生溢油污染时溢油污染应急围控后，根据污染物特性和事故海域

内海况、风、流等情况，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

油进行应急回收。

   (2) 相应撇油器的选用按《海上船舶污染回收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5.6.4.3.4 溢油应急清除

    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后，

水面少量或不能集中应急回收的溢油，采用以下方式应急清除：

(1) 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配合辅助船施放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较大面积水面溢油。

(2) 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辅助船投放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小范围的溢油。

(3) 禁止喷洒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溢油



 

为保护敏感资源禁止喷洒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溢油。

5.6.5 岸线的保护及溢油清除

5.6.5.1 不同岸线相对敏感性

岸线相对敏感性的划分应考虑下列因素：

   (1) 岸线类型；

   (2) 岸线的暴露程度；

   (3) 波浪和潮汐对岸线作用的强度；

   (4) 生物潜在损害程度，生物的生产率和对油的敏感性；

   (5) 清除难易程度。

根据上述因素，岸线的相对敏感性可用敏感指数(ESI)来表示，敏感指数

(ESI)分为 10 级，也可以粗略的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来表示，具体见下表。

在确定保护和清除优先次序时，还应考虑野生动物和人类对岸线的使用情况。

敏感指数（ESI）分级表

敏感性 海湾岸线类型 说明

1
暴露的岩石海岸和垂直、

坚硬的人工构筑物

◆波浪反射作用有助于使油离岸

◆不需要清除
低

2 暴露的浪蚀岩平台
◆波浪掠过，侵蚀

◆在几周内油可自然的除去

3 细沙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油不渗入海滩

◆用机械方法清除有效

◆在 12个月内油可自然的除去

4 中、粗粒沙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油可能渗入海滩或很快被沙掩埋，不宜清除

◆大多数油需经数月后才会自然的消除

中

5 沙和砾石混合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移易动的（动态的）沉积物

◆大部分油不渗入沉积物

◆大约一年油可自然的消除



 

6 防冲乱石砌岸线、砾石滩

◆油迅速的渗入海滩、不易清除

◆清除应集中在离潮汐冲刷区

◆在掩蔽处油可能要存留数年

7 暴露的潮间带

◆中等生物量受影响

◆沉积物较少移动

◆大部分油不渗入沉积物

◆油可能存留一年左右

8
掩蔽的岩石海岸和沿岸人

工构筑物

◆中等到高生物量受影响

◆该地区波浪作用较少

◆油可能损害中间潮汐地带

◆油可能存留多年

◆必须除去集中在一起的重质油

◆需优先保护和清除

9 掩蔽的潮间带

◆高生物量受影响

◆波浪作用极少

◆油可能损害中间潮汐带

◆油可能存留多年

◆必须除去集中在一起的重质油

◆需优先保护和清除

高

10 沼泽地、湿地、红树林

◆肥沃的水栖动植物环境

◆非常低的能量

◆沉降速度高的油灰带入沉积物中

◆非常低的能量

◆沉降速度高的油会带入沉积物中

◆油可能存留多年

◆清除的损害可能要比油自然降解的损害大

◆不应改造红树林

◆用分散剂或清洁剂比用机械清除更有益

◆各地区应最优先保护

5.6.5.2 不同岸线溢油清除技术及步骤

    岸线清除技术的应用与岸线类型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岸线，在受到

溢油污染时，所采取的清除方法是不同的。

5.6.5.2.1 岩石和人造结构

    裸露在浪潮中的岩石一般具有较高的自洁能力，建议不对其进行清除作业。

但对浪潮冲击较弱或人们经常活动的人造建筑（海港、码头），应进行清除。这

种情况的作业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使用撇油器、泵等设备回收被围控的水面飘浮溢油。在潮汐



 

地带，油被汐从岩石上冲洗下来流向围油栏与撇油器结合使用的围控区域。

    (2) 第二阶段，使用高压清洗设备清洗岩石／混凝土结构物。清洗时可使用

海水，使用热水清洗时，应考虑环境中的微生物是否会因高温而遭破坏。这些

微生物群体是其他更复杂生物生存的基础，使用热水清除会造成比微生物生活

在油中或比冷水清洗更严重的问题。使用围油栏和撇油器回收冲洗下来的溢油。

    (3) 第三阶段，在涨潮前将分散剂喷洒在潮汐带上，但这种作业需要得到批

准。这种情况也推荐使用吸油材料回收油膜。

5.6.5.2.2 圆石、小鹅卵石、鹅卵石

    由于大量溢油会渗透到石头缝隙中，所以清洁这些类型的岸线是非常困难

的。这些石头常被重要的植物群体覆盖，因此应细心清洁。

    (1) 第一阶段，使用的技术与岩石、人造建筑的清洁技术相同。但是，由于

这种岸线承载能力差，会损害植物群体，不能使用重型机械。

(2) 第二阶段，使用海水高压清洗设备，将石头表面溢油冲入布放有围油栏

和撇油器的水中。在这种操作过程中，有些溢油会渗透到更深的岸线中，溢油

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只有在移开石头后才能进行清洁的地方，应考虑海岸线受

到侵蚀的影响。

(3) 第三阶段，将清洗过但仍粘有油的石头推入海中，这些石头将被海浪冲

刷干净。这一过程应考虑海岸线可能受到的侵蚀。应使用围油栏将需清洁的区

域围起来，不推荐使用分散剂，因为溢油会渗透到沙滩的深处。

5.6.5.2.3 沙滩

    纯沙滩往往受强烈的海浪和潮流作用，具有较高的自洁能力。沙滩具有较

高的娱乐价值。在夏季，通常采取立即清除措施，并尽可能的回收污染的沙子，



 

防止进一步侵蚀沙滩。回收沙子应慎重考虑，进入娱乐性沙滩的通道要求路况

良好，并用石头铺好，以使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第一阶段，回收污染的表面沙子。这种操作既可以使用重型机械设备也

可以使用铁锹和塑料袋。

    (2) 第二阶段，人力收集油污沙子，直接装入车辆，运送到临时储存场地，

如果车辆不能进入沙滩，收集的沙子应装在塑料袋里，并防止直接在太阳下曝

晒，以免塑料快速老化。如果将所有油污染的沙子都移走，那工作量会很大。

在涨潮前，应用岸摊围油栏将一段沙滩围控起来，围油栏距离沙滩约 20 米。这

些围油栏正好布放在高于涨潮区并横穿整个岸线前沿，岸滩围油栏应与围控围

油栏相连，在高潮时，犁起或搅拌被潮淹没的污染沙滩。由于搅拌的区域在水

面以下，溢油会再浮到水面上来，可用喷水装置直接向搅拌起来的区域喷射水

流，以使油与沙子分开。

    (3) 第三阶段，对于残存的油，可在涨潮前 30 分钟喷洒分散剂，用海水清

洗没有潮汐的岸线，收集焦油球，清除变色的沙子后，覆盖上一层新沙。

5.6.5.2.4 有沉积物的岸线

    (1) 在多数遮蔽区域，沉积物中含有少量泥和大量的海洋生物。这些区域还

通常是鸟类的重要觅食地，生物对油污非常敏感，泥泞区域和遮蔽区域不宜接

近，这些特点都会给清污工作带来不便，如果进行溢油清除作业，对其造成的

损害可能比溢油本身造成的污染损害还要大，任何清除污染的决定都应经过细

致的讨论。

    (2) 如在这些区域进行清除作业，要挖排泄沟以使低压海水冲洗出来的油流

入收集池中，然后将油泵走。人工对上层油污的清除仅仅适用于非常柔软的泥



 

沙岸线。盐沼泽和红树林是两个非常特殊的生物种群，对油污染和机械清除非

常敏感。经验表明，一般情况不采取行动就是最好的处理措施，即使油污损害

的恢复时间需要十年，甚至更长。

5.6.6 有毒液体物质的应急反应措施

由于目前国际上还没有针对有毒液体物质的相关的应急处理措施，所以一旦发

生有毒液体物质溢漏事故，我们首要解决的就是维护应急反应人员及公众的安

全问题，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民众发出警示，并封锁相

关区域，遵守主管机关采取的疏散警戒与交通控制要求，实施泄漏源控制和泄

漏物处置，并对泄漏危险化学品的分布、扩散范围及对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不间

断地监测和评估。具体见《危险化学品污染应急处置方案》。

5.6.7 溢油分散剂的使用

5.6.7.1 分散剂的组成、分类及作用

分散剂主要由两种组分组成，即表面活性剂和溶剂。按照 2000 年国家的溢

油分散剂标准( GB18188.  1-2000)，依据其所含表面活性剂和溶剂的比例，溢油

分散剂分为常规型（也称普通型）和浓缩型。

(1) 常规型分散剂溶解溢油能力强，处理高粘度油及风化油的效果好，使用

时应直接喷洒，但喷洒后要搅拌。该类分散剂使用前不能用水稀释，使用比率

（分散剂／油）在 1：1 至 1：3 之间为宜。

（2）浓缩型分散剂分散溢油效率高，处理高粘度油效果差，使用时可直接

喷洒，也可以与海水混合喷洒，但前者效果更好。该类分散剂喷洒后不需搅拌，

使用比率（分散剂／油）在 1：10 至 1：30 为宜。

5.6.7.2 使用分散剂的管理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船舶，码头、设施

使用化学消油剂应事先按照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溢油事故发

生时，如需使用分散剂，按有关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的同时，还应附

送由中国海事局签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2) 根据我国分散剂生产和使用管理的实际情况，为了减少和防止使用海面

溢油处理剂造成二次污染，中国海事局于 2000 年又制订了《消油剂产品检验管

理办法》，对海上使用分散剂、凝聚剂、沉降剂的生产、检验和发证做出了规定。

   (3) 《溢油分散剂使用准则》中规定可使用分散剂的情况有：

a) 溢油发生或可能发生火灾、爆炸，危及人命安全或造成财产重大损失；

b) 溢油用其他方法处理非常困难，而使用分散剂将对生态及社会经济的影

响小于不处理的情况。

   (4) 《溢油分散剂使用准则》中规定禁止使用分散剂的情况有：

a) 溢油为易挥发性的汽油、煤油等轻质油品；

b) 溢油已被强烈乳化，形成了含 50%以上水分的油包水乳状液或在环境温

度下呈块状；

c) 溢油发生在对水产资源的生存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海域。

5.6.7.3 分散剂的使用及其限制

不同水域对分散剂的使用要求也不同，根据水域的水深、水体交换能力以

及海洋生物等情况将使用分散剂的水域分成三种情况；

(1) 允许使用分散剂。当被分散的油能均匀的混合进入水体，并能发生大范

围的混合稀释，使得分散油的浓度很低，对该水域的任何生物都不会造成影响，

这种水域对分散剂的使用可不做任何限制，使用量根据油量确定。如水深在 20



 

米以上的开阔海洋属于这一类。

(2) 允许使用分散剂，但使用时间受限或使用量受限，像封闭的海湾和港湾，

如这类水域具有较强的水体交换能力，一天内可以交换 90%以上，就允许使用，

但在使用时还要考虑季节、水深和潮汐特点，如在敏感生物产卵季节就要限制

使用或限量使用。

（3）愿通常情况下不允许使用分散剂，如敏感岸线不宜使用分散剂。但当

油的影响周期很长的话，也可以考虑使用。

使用或不使用分散剂的建议

水域或敏感区 建  议

开阔的海洋，水深在 20米以上 A.可以使用分散剂，并且可能是较好的方法

封闭的海湾和海港

与不稳定的潮间带相邻的水域

与海滨相临的水域

近岸的沙滩、卵石、沙砾区

B.使用分散剂是减轻溢油的一种可行的方法，但

有水体交换能力和水深的限制，还可以优先采用

其他方法，有事可以几种方法同时使用。

沼泽地

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

盐滩

潮间带、海草床

掩蔽的岩石性潮间带

掩蔽的卵石海滩

卵石

流砂

C.原则上不宜使用或避免使用分散剂。但在某些

情况下允许使用，如在哪里使用分散剂可被潮和

流充分的冲洗，为了避免油对这些环境的长期影

响，使用分散剂可能被批准。

如在溢油的威胁对一处或几处敏感区有长期的

影响，可以考虑使用分散剂。

5.6.7.4 分散剂的用量

在不同水域允许用量是依据分散及产品对生物的毒性确定的。目前，美国

确定分散剂的允许使用量的方法：

（1）根据已被普遍接受的扩散和混合原理，短时间内被分散的油能否均匀



 

的混合于水体；

（2）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所用的分散剂以及被处理的油决定“油一分散剂”

在水中的最高允许浓度为多少；

（3）“油—分散剂”的最高允许浓度对使用分散剂的水域规定的水质标准

是否可接受；

（4）另外，也可采用现场观察的方法。

5.6.7.5 分散剂与溢油的使用比率

（1）一分散剂的使用比率取决于溢油的类型和分散剂本身的特征。不同类

型溢油的可分散性不同，不同分散剂对同一类型溢油的分散能力也不同。因此，

要确定分散剂阿使用比率：既要考虑溢油的比重、粘度、倾点，又要考虑分散

剂的种类和其组分，还要考虑油膜的厚度及其流动状态等因素。

（2）根据经验，分散剂／油的使用比率在 1/10 0—1/10 之间，视油的类型、

油膜的厚度而定。相同规模的溢油，比重大、粘度高、倾点高、油层厚，分散

剂的使用比率大；同一规模、同一类型的溢油，油膜越厚，分散剂中的表面活

性剂越不容易进入油层，分散剂的使用比率越大。因此，通常对厚油层进行回

收之后，对海面的飘浮油膜使用分散剂进行处理，表面活性剂容易进入油层，

使分散剂保持正常的使用比率。按照分散剂的实验和使用经验，分散剂与溢油

的使用比率为：

a) 常规型的分散剂／油：1:3—1:1

b) 浓缩型的分散剂／油：1:30—1:10

c) 稀释型的分散剂与水的比率为 1:10，直接使用与清洗油污。

5.6.7.6 分散剂的喷洒



 

分散剂可通过船舶喷洒、空中喷洒和人工喷洒。选用何种喷洒方法，主要

取决于分散剂的类型、溢油的位置、面积的大小以及喷洒分散剂的船舶或飞机

的有效利用率。

5.6.7.6.1 船舶喷洒系统

（1）船舶喷洒系统包括下列设备：一个装消油剂的防腐蚀舱、一个消油剂

泵／水泵（纯／稀释的消油剂）、一套测量系统、有喷嘴的喷洒杆、连接的管系。

（2）使用船舶的优点是操作灵敏性高，可对大面积溢油直接喷洒。喷洒杆

的长度从几米到 8~10 米不等。喷嘴常通过可伸缩的水管与喷洒杆相连以使喷嘴

尽量接近水面。

（3）虽然系统的喷洒量相差非常大，大多数喷洒系统的设计结构既可以满

足喷洒纯消油剂，又可以满足喷洒稀释的消油剂的要求。

5.6.7.6.2 手持喷洒

手持喷洒是采用人工手持喷洒系统喷洒用具进行喷洒，这只能由一个人来

操作。

5.6.7.7 喷洒作业的控制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在海上进行喷洒作业，都要求客观的、连续的评价喷洒

工作的有效程度，以防浪费价格昂贵的分散剂。为此，在船舶或飞机进行喷洒

作业时应给予有效的引导。喷洒作业时注意如下几点：

（1）通常，喷洒次序要从油膜的较厚部分以及油膜的外部边缘开始，不要

从中间或油膜较薄的地方开始。

（2）如果油膜在近岸海域，最好的作业方式是尽可能与岸线平行作业。

（3）船舶顺着风向作业以避免分散剂被吹到甲板上，飞机最好逆风作业。



 

（4）如果油带为一窄条，与风向垂直，则飞机或船舶都应在油膜的上风向

沿着油带喷洒。鉴于分散剂因为受风的影响而横向偏移，船舶只能用下风侧单

臂喷洒。

（5）分散剂的喷洒作业应尽可能在溢油事故发生后的短时间内进行，因为

时间过长，油的风化会造成“乳化”，降低分散效果。

5.6. 7. 8 分散剂喷洒时的安全措施

（1）消油剂是化学品，这就需要人们在操作消油剂时注意安全。在使用消

油剂时一定戴好安全眼镜和 PVC 手套，同时建议使用呼吸面具以防吸入消油剂

的蒸气。

（2）使用消油剂后，一定要用肥皂清洗手和脸。特别是在吃东西之前一定

要洗手。

（3）在使用旧消油剂（保存时间多于十年）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们

可能分解成毒性更大的组分。现行法规也可能不允许它们的使用了。

（4）当合理使用后，消油剂将油从海水表面清除并使它分布于下层水中。

海水表层三米的水中，油／消油剂的含量可能达到有毒程度。通常这只持续很

短一段时间，因为海水的运动会使油滴不断迅速的被稀释。

（5）在允许使用消油剂的国家，消油剂的使用通常遵守特定的法规。在水

深不小于 10 米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使用消油剂，一些国家要求 20 米。消油剂

要经过检验和允许后方可使用。消油剂和油反应后的毒性不能大于油的毒性。

即使允许使用，消油剂也不能用于静水海域及工厂的进水口（如脱盐，电厂的

冷却水，盐田）。



 

5.7  应急反应中回收污染物处理方案

5.7.1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中回收污染物处理的总体要求和策略

    为了加强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过程中污染物的临时储存、接收运输和送

岸处置管理，保障接收运输作业安全，防止环境二次污染的发生，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连云港

市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和交通部制定的《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及危险

废物运输的特殊性制定处理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

5.7.2 回收到的污染物的种类和类别

5.7.2.1 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的种类和类别

（1）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的种类一般为油类和非油类危险品。

（2）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的种类为油类的危废类别为：HW08，HW09。

5.7.2.2 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的种类和类别

（1）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的种类一般为含油类、生活垃圾和非油类危险品。

（2）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的种类为含油类的危废类别为：HW08。

5.7.3 回收到的污染物的临时储存方案

5.7.3.1 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临时储存方案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中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或溢油

应急辅助船的污油水舱临时储存，各船污油水舱临时储存容量情况见附件三。

5.7.3.2 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临时储存方案

    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的临时储存采用“固态污染物临时储存篮”袋装后临

时储存，“固态污染物临时储存篮”需配备帆布盖，以防雨水。

5.7.4 应急清污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清洗方案



 

5.7. 4.1 应急清污船舶的清洗

（1）应急清污船舶外侧壁的清洗可采用适量消油剂擦拭后，用高压清洗机

清洗；

（2）应急清污船舶甲板可采用适量消油剂擦拭后，用高压清洗机清洗，清

洗废水收集后运送岸处理。

5.7.4.2 应急清污设施、设备和器材清洗

5.8  应急反应结束

5.8.1 应急反应结束的条件

(1) 污染事件现场已经得到控制，事件装置已处于安全状态。  

(2) 已采取保护公众免受污染危害的有效措施，造成的危害已经消除且无继

发的可能。

(3) 环境质量处于恢复之中。

(4) 事件现场的应急反应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8.2 宣布应急结束

(1) 重（特）大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由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

中心报请市或省政府部门批准后，下达结束应急工作指令；一般、较大船舶污

染事故由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指挥中心报请连云港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

批准后，下达结束应急工作指令；

(2) 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收到结束应急反应工作指令后，

下达本公司结束应急反应工作指令。

5.8.3 应急结束后的其它工作



 

(1) 相关专业应急人员对遭受污染的应急装备、器材实施消毒去污处理。

(2) 现场应急指挥中心指挥应急人员有序撤离。

(3) 应急反应工作评估。

5.9  对外信息发布

公司作业船舶如发生重（特）大污染事故，对外相关公众信息由海上船舶

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请示上级批准后，由公司授权指定的新闻发言人统一发

布，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应急信息或接受媒体采访。

6．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保障

6.1  应急反应的外部支持保障

6.1.1 安全保障

6.1.1.1 污染清除作业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是溢油清除作业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部门应加以重视，

因为这最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即使很小的岸线清除活动也要处理好这一问题。

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作业时应划定作业区，并设定警示标志。应有专门人员对作业区进行

警戒，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公众应与作业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妨碍有关

人员、材料、设备的调动；

（2）相关部门对易燃气体或有毒气体可能扩散到的地方进行监测，并设置

警示标志；

（3）志愿者必须进行简短的培训后方可参与一些简单的作业；

（4）如果允许记者和摄影者到溢油现场，应告知他们要采取的安全措施。



 

6.1.1.2污染应急反应专家组在溢油应急指挥中心领导下开展工作，成员主要是

法律、环保、水产、污染物清除、化学品处理、航运、保险等方面的专家，主

要职责是为污染应急反应提供技术支持，为污染事故的防治对策、应急反应行

动、污染损害评估、索赔等方面提供技术建议，并对溢油事故总结和本预案的

修改完善提出参考意见；

6.1.1.3 在连云港海事主管部门按防护和应急反应作业的不同要求，将海上船舶

污染可能涉及的范围划分为应急反应作业区域、防护区域和安全区域，提出各

区域监控点位的布局要求，及时发布通航警示、警告或交通管制后，实时调整

警戒区域范围，并明确各专业应急人员在各区域、各时段的应急重点。

6.1.2  交通运输保障

6.1.2.1 提请交通道路主管部门根据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的需要，保证应急处理运

输车辆途径道路的畅通，确保应急车辆和所运输应急资源顺利快捷到达。

6.1.2.2 提请港口码头为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和辅助船舶提供应急资源装载专

用通道。

6.1.2.3 海上船舶污染的快速监测和跟踪

针对海上船舶污染的分布情况及特点，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中心由应急

指挥中心专业技术方明确监测方法，装备监测仪器，配备专业监测人员，制定

应急监测方案，以保证在海上船舶溢油后，通过现场监测布点、采样、分析化

验等快速反应行动，尽快将监测数据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为应急决策提供数据

支持。

6.1.4 医疗保障

提请卫生主管部门明确承担医疗卫生保障的医院，配备足够的技术力量和



 

医疗物质，保证在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过程中受伤的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

效治疗。

6.1.5 海洋气象预报

    根据连云港市气象局针对事故海域提供的气象信息及近期气象预报趋势，

及时制定相关处置技术方案，并避免气象灾害带来的风险。

6.1.6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的外部支持保障应急联系一览表

序号 支持保障部门 支持保障内容 联系电话

1
连云港海上搜寻

救助分中心

设立事故应急反应海域警戒警区域和通

航警示、警告或交通管制。

0518-12395

0518-82310309

2
连云港港口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保障、港口码头为海上船舶污染

应急反应和辅助船舶提供应急资源装载

专用通道。

0518—82383501

3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医疗卫生保障，保证在海上船舶污染应急

反应过程中受伤的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

效治疗。

120

0518—82309111

4
国家海洋局连云港

海洋环境监测站
海上船舶污染的快速监测和跟踪。 0518—82230072

5 连云港市气象局
及时提供事故海域气象信息及近期气象

趋势。
0518—85803609

6
污染应急反应专家

组

应急反应技术支持，为污染事故的防治对

策、应急反应行动、污染损害评估、索赔

等方面提供技术建议，并对溢油事故总结

和本预案的修改完善提出参考意见。

15161345888

6.2  公司应急物资储备和资金保障

6.2.1 公司应急物资储备保障

6.2.1.1 各责任单位结合其应急职能，根据服务海域主要环境污染物种类、性质

以及辖区海域内船舶特点，提出应急反应技术装备和消耗材料的储备计划，列

明所需应急物资品种、数量等，经应急反应专家组审查，报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总指挥审定后予以配置； 



 

6.2.1.2 各责任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应急反应物资储备的管理。

6.2.2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资源情况（见附件 2、3、4）

6.2.2.1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资源储备方式为：直接购置仓库、处置船储

存储备和与供应商协议生产储备；

6.2.2.2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资源储存仓库地点和值守电话

序号 仓库名称 地  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连云港信海清

污溢油应急仓

库

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东路 

265 号

34044 419 N 119.22 926E

张兆磊 13815666266

6.2.2.3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物资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 支持保障内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青岛新京华环

保技术有限公

司

围油栏系列、收油机、消油剂、

吸油材料、相关辅助设备
丁仁京

0532-86171936

13608960338

6.2.3 公司根据需要建立应急反应专项资金账号，常备 100 万元专项资金，并日

常储备 10 万元现金，确保应急物资及时到位和后勤保障急需。

6.3  应急反应通讯保障

6.3.1 应急反应行动通讯设备

6.3.1.1应急反应指挥中心通讯设备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设立固定电话 3 部，移动电话 6 部，无线电高频电话 1

台，16和 69频道上常开。

6.3.1.2现场指挥人员通讯设备



 

    移动电话 8部，手持对讲机 30部，无线上网笔记本电脑一台。

    以上设备由现场指挥人员赴现场时携带，用于现场与应急指挥部的通信联

络，以及将现场情况（包括图像、图片资料）传输至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6.3.2 应急反应通讯方式

    指挥系统由有线电话、手机和对讲机组成，采取有线通讯与无线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应急通知的下达与接收，以有线通讯为主，利用有线电话和网

络实现与事发现场的应急人员联络，以无线通讯为主，通过手机、对讲机通讯

系统实现。

7．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后期处置和管理

7.1  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7.1.1 应急监测队伍继续监测事故现场和评价环境污染状况，直至基本恢复，必

要时，对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应作跟踪监测。

7.1.2 应急指挥中心组织专家进行应急反应效果评估，责成责任单位予以落实。

7.1.3 应急指挥中心组织对应急过程实施评估

7.1.3.1 评估的依据：

（1）应急反应过程记录；

（2）各应急反应机构的总结报告；

（3）现场应急过程的其它应急信息；

（4）应急的实际效果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5）公众的反应等。

7.1.3.2 评估的主要结论包括：



 

（1）事件等级；

（2）应急各项任务完成情况；

（3）是否符合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要求；

（4）人员的出动是否及时；

（5）应急保障物质是否充分、有效；

（6）应急反应机构、人员之间的协作是否高效；

（7）应急反应是否科学合理；

（8）发布的公众信息内容是否真实、时机是否得当，公众的反应如何；

（9）应急预案是否需要修订；

（10）需得出的其它结论等。

7.2  应急反应费用结算和索赔

7.2.1 索赔途径

7.2.1.1 可以向连云港海事局提交索赔调解申请，要求进行调解；

7.2.1.2 向船舶污染事故责任方直接提交索赔；

7.2.1.3 也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或申请仲裁。

7.2.2 申请索赔应提供的资料

7.2.2.1 污染清除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污染事件的情况概述；本单位（部

门）参与应急反应行动的情况介绍；污染清除费用的详细说明（包括计算方法

和计算依据、标准等）等。

7.2.2.2 关于污染损害和清污工作的详细记录、日志、图片、录音、录像资料等。

 8．海上船舶污染培训和演习



 

8.1  培训计划

8.1.1组织单位：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8.1.2参与单位、人员：公司所有单位及相关人员

8.1.3培训类别：

   （1）应急预案培训

   （2）应急预案内容更新培训

   （3）应急预案演习培训

8.1.4应急预案培训内容：

     （1）污染事故的相关知识；

     （2）建立污染应急反应预案的必要性；

     （3）《应急预案》的组成及各环节的主要内容；

     （4）各类污染应急反应设备的使用方法及适用范围；

     （5）污染应急反应策略的相关知识；

．   （6）其他有关知识。   

8.1.5培训时间：

    （1）每年组织二次培训

    （2）应急预案内容更新后三个月内组织知识更新培训

    （3）应急演习结束后针对演习内容及问题可组织培训

8.2  演习计划

8.2.1组织单位：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8.2.2参与单位、人员：公司所有单位及参加过应急预案培训的工作人员



 

8.2.3 演习频次： 每年 2 次适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综合

演练。

8.2.4演习目的

（1）促进公司各单位及相关人员熟练掌握各自应急职责；

（2）促进应急反应各个环节快速、协调、有效地运作；

（3）检查应急设施设备的性能；

（4）检验和考核各级应急反应人员业务技能水平，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应

急反应系统。

8.3  演习内容

8.3.1桌面演习

桌面演习是一假定的溢油情景，在参与应急反应的成员间开展相互讨论，

不需动用设备。演习的重点在于各参演人员在演习中的作用和行动、不同成员

间的相互影响、有关信息的形成和反应策略等。主要检验下述几个方面的应急

能力：

（1）报警通知

（2）快速、准确地传送信息

（3）各成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初期简单的室内演习形式可以针对某一种情景，由参演人员按照应急计划

的内容，开展各自应反应行动。

复杂的学习可以如今成员单位参与，各单位成员参与扮演应急反应中各自

的角色。

桌面演习应该事先做好通知，以确保人员到位，通常持续 2到 8个小时。

8.3.2现场模拟演习



 

现场模拟演习是假设某一溢油情景，按照预案提供的反应策略开展应急反

应。主要演练和检验下述几方面内容：

（1）反应速度

（2）应急反应资源调配

（3）人员调配

（4）设备操作

（5）反应人员能力

根据污染规模可将现场模拟学习分为两类：

（1）中小规模污染的应急演习，模拟情景可以是一起较小的海事或油管道

事故，演习行动通常只动用公司资源。通常需要半天时间。

（2）重大污染事故的应急演习，模拟情景可以是重大海上事故，演习行动

需要动用当地资源，必要时动用国家资源。大规模的应急演习较为复杂，需要

模拟溢油事故中多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和各成员单位的参与，而且可能需要成立

一个演习指导委员会来组织和开展演习。通常需要持续一整天，第二天再进行

汇总。

尽管演习的规模和内容不同，但都应遵循以下指导性原则：

（1）严密的组织和管理

（2）设定明确、逼真和可量化的演习目标

（3）初期经常开展简单的学习有助于迅速提高演习水平

（4）在参演人员缺乏经验时不要开展复杂的演习

（5）演习行动、地点和参演人员不宜过于复杂

（6）演习后的评估与演习同等重要



 

8.4  演习评估

8.4.1 评估演习情况对继续提高反应能力至关重要，演习的这一分阶段包括对演

习数据和报告的收集和分析、整理演习结果、做出对有关应急计划、设备或人

员以及队伍培训方面的改进意见。

8.4.2 演习信息来自演习指导人员的报告、指定评估人员的报告，以及所有参演

者和在演习中扮演有关角色的人员反馈的意见。

8.4.3 演习情况分析工作应基于演习结果是否与事先确定的演习目标相吻合，以

及每个参演人员在各自担任的角色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还应根据应急队伍及

个人在演习中表现以及各成员内部的关系推断出实际发生溢油时的可能情形。

分析内容还应包括影响演习目标的各种积极和消极因素,分析各成员对一些重

大问题的不同认识,并做出解释。

8.4.4 整理演习结果就是用适当的报告格式汇总演习情况,公平的反应评估人和

协调人员的一致意见，向各成员单位和所有参演人员反馈演习情况，并报备连

云港海事局。

8.4.5 经过上述过程后，根据演习报告对整个溢油反应工作提出建议，这些建议

可包括对应急计划的修订、增加培训、人员调整、设备维护或重新布置、增加

通讯设施等内容。

8.4.6 最后由应急预案编制单位落实修改意见。

8.4.7 所有培训和演习应按要求做好记录。



 

9．奖励与责任追究

9.1对积极参加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由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给予表彰、奖励，并报连云港海上搜救分中心、连云

港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建议给予表彰、奖励。

9.2对推诿、故意拖延、不服从、干扰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和连云港搜救分中

心协调指挥，未按照本应急预案规定履行职责的单位、责任人，由公司应急反

应指挥中心给予通报批评，并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或给予处分。

9.3有关人员因参加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行动导致伤亡的，按相关规定和政策

给予抚恤优待。



 

10.应急预案的管理

10.1  预案编制与运行管理

10.1.1 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负

责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管理，并按规定报送连云港海事局批准备案。

10.1.2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负责应急预案的日常运行管理和监督。

10.2  预案修订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组织修订预案：

（1）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对应急组织机构、政策和管理做出了调整；

（2）应急反应的技术和对策有新的发展；

（3）环境敏感区发生变化。

10.3  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连云港信海清污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负责解释。



 

11.附   则

11.1  名词术语解释

11.1.1污染事故：是指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发生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它有

毒有害物质排放、泄漏或释放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事故。

11.1.2应急反应：旨在防止、控制、清除、监视、监测等防治船舶溢油污染所

采取的任何行动。

11.1.3 应急预案：是指按规定报连云港海事局批准、备案的连云港信海清污有

限公司盐城分公司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反应预案。

11.2  实施时间

    本应急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船舶污染清除应急防备待命级别资源配置要求

应急防备待命资源 待命级别防务资源数量序

号 应急资源名称 单位 1级 2级 3级 4级

溢油应急反应船 2 1 0 0
1

应急

船舶 溢油应急辅助船
艘

8 6 3 2

高粘度 150 100 50 15
2 卸载泵

中、低粘度
T/h

150 100 50 10

高粘度 300 150 30 15
3 收油机

中、低粘度
M3/h

100 100 50 10

900型固体浮子 3000 1000 1000 1000

1500型固体浮子 2000 1000 0 0

WQV750T岸滩式 4000 2000 1000 400
4

围

油

栏
FW900防火式

米

400 200 200 0

吸油拖栏 米 4000 1000 500 300

吸油毡 吨 12 6 3 15
消耗

材料
溢油分散剂 吨 20 10 2 1

6 临时储存装置 吨 1600 1000 400 100

热水型 台 4 2 1 1
7

清洁

装置 冷水型 台 2 1 1 1

船用 台 4 2 0 0
8

喷洒

装置 手持 台 8 4 2 1

高级指挥员 名 3 3 2 2

现场指挥员 名 8 6 4 39
应急

人员
清洁作业工人 名 40 30 20 15

10 通讯保障 按计划配置

11 后勤保障 按计划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