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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改方案

1 隐患排查小结

根据场地现场踏勘情况和对企业工业活动和设施（散装液体存储、散装液体

的转运、散装和包装材料的存储与运输及其他活动）的重点排查，同时结合厂区

原辅材料使用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将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场地土壤可

能造成污染的隐患总结如下表 1-1。

根据现场勘查、资料分析以及人员访谈，发现存在隐患 5处，其中极易造成

土壤污染隐患的地方由 1处，易造成土壤污染隐患的地方有 2处，可能产生土壤

污染隐患的地方有 2处，对于位置相邻且疑似污染物相同的隐患点，布设一个点

位采样分析，各隐患排查点现状如照片 1-1~1-5所示。

表 5-1-1 场地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汇总

土壤污染

可能性
施工/设计 现场情况 潜在的特征污染物

极易造成

污染

散装和包装材料的存

储与运输—散装商品

的存储和运输

企业西北角铁皮边角料与

废弃设备露天堆放，铁皮

边角料用编织袋简单包

装，部分直接堆放，地面

未硬化，详见照片 5-1-1。

pH、重金属

易造成污

染

其他活动—紧急收集

装置

提纯车间旁地下紧急收集

池，设有挡蓬与围栏，围

栏外地面与导流槽颜色异

常，详见照片 5-1-2。

pH、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

其他活动—车间存储

提纯车间内堆放盛装二氯

乙烷的圆桶，圆通附近地

面有溢流现象，详见照片

5-1-3。

pH、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

可能产生

污染

散装和包装材料的存

储与运输—液体商品

的存储与运输

提纯车间制成的二氯乙烷

经圆桶密封后通过手推车

转运，可能发生泄露，详

pH、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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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

可能性
施工/设计 现场情况 潜在的特征污染物

见照片 5-1-4。

散装和包装材料的存

储与运输—液体商品

的存储与运输

危废暂存间用于堆放废活

性炭、蒸馏残渣以及氯乙

烯蒸馏产生的重馏分二氯

乙烷，危险品与危险废物

堆放区分区间隔不明显，

可能产生混装流失，详见

照片 5-1-5。

pH、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

注：①重金属与无机物包括：铜、铅、镉、六价铬、砷、汞、镍；

②挥发性有机物包括：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二氯乙烷、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

氯丙烷、四氯乙烷、四氯乙烯、三氯乙烷、三氯乙烯、三氯丙烷、氯乙烯共 13种；

照片 1-1 1号隐患点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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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2 2 号隐患点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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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 3号隐患点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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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4 4号隐患点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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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5 5号隐患点现状照片

2 整改方案

根据场地现场勘查和人员访谈，企业仍存在一些土壤污染隐患，为避免后续

可能对厂区内土壤造成污染，以及最大程度实现对土壤保护，提出如下整改方案：

（1）1号隐患点：对于存放固态物质的存储区，均需对地面进行防渗处理，

尤其需设置防雨水、防流失等防护措施，雨水如果渗入储存车间且在其附近自由

流动，会造成污染物从固态物质中释放进入土壤造成污染；

（2）2号隐患点：对紧急收集装置外导流槽进行加深、加宽设置，保证废

水能够全部进入导流槽，避免外溢造成对周边土壤的污染；

（3）3号隐患点：粘结剂提纯车间为半封闭式车间，污染物可能通过废气

扩散等方式对土壤造成污染，建议完善该车间不凝气的收集和处置措施，杜绝无

组织排放；

（4）4号隐患点：转运装卸区未设有溢流收集装置设施，建议外购防漏托

盘用于叉车装卸有机溶剂及危险废物，确保转运装卸时不发生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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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号隐患点：设立围挡将危险品贮存区与危险废物贮存区进行分隔，

避免危险品与危险废物混装流失，此外，企业需定期检查危险废物储存的包装，

及时转交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若有任何泄露需及时清理。

整体而言，还应对员工进行指导和培训相关保护措施检查要求，包括容器、

管道、泵和土壤保护控制设备的检查、紧急措施的使用、清理释放物质以及事件

报告的培训等。熟练的操作人员能降低生产活动区域的土壤污染风险。

3 整改情况

（1）1号隐患点：将固体废物暂存处设置防雨水、防流失等防护措施，并

将铁皮边角料堆放在内，废弃设备搬至车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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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隐患点：对紧急收集装置外导流槽进行了加深、加宽设置，保证

废水能够全部进入导流槽，避免外溢造成对周边土壤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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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号隐患点：粘结剂提纯车间设立了不凝气收集管道，通过二级冷凝

后收集至储罐，杜绝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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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号隐患点：购买了防漏托盘用于叉车装卸有机溶剂及危险废物，确

保转运装卸时不发生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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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号隐患点：设立了围挡将危险品贮存区与危险废物贮存区进行分隔，

避免危险品与危险废物混装流失；

（6）制定了培训计划，定期对员工进行指导和培训相关保护措施检查要求，

包括容器、管道、泵和土壤保护控制设备的检查、紧急措施的使用、清理释放物

质以及事件报告的培训等；

（7）制订了环境隐患管理制度（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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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境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度

为了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企业环保管理制度，

确保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物的环境危害因素得到有效控制，预防可能导致的污染事

故发生，通过采取环境事故隐患排查的手段及时发现隐患，加以治理消除。明确

自厂长、副厂长、环境保护管理人员到各车间、班组在环境隐患排查工作中的职

责，特制定本制度。

（一）厂长的职责：

1.对厂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负责，是厂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

2.组织制定并落实从管理人员到每个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和监控责任，

形成全员查隐患的排查治理机制；

3.督促检查厂的环境治理工作，及时消除环境事故隐患；

4.保证环保投入的有效实施。

（二）副厂长的职责：

1.在厂长的领导下，对环保工作全面负责。在确保不发生环境问题的前提下，

组织指挥生产工作。

2.组织落实厂级隐患排查工作计划或实施方案，推动隐患排查工作顺利开

展；

3.根据各级环保部门提出的检查整改意见，组织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参与

治理项目的验收；

4.负责隐患排查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5.负责生产工艺、环保设备设施运行的隐患排查工作，按照工艺设备技术管

理的要求，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和考核；

6.负责制定工艺设备隐患治理或整改方案，对治理过程实施技术指导，参与

隐患整改项目的验收；

7.负责环境治理设备的环保隐患排查，督促整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存在隐

患的提出停用处理措施。

（三）环保专门人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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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厂长的领导下，组织推动生产经营中的环境治理工作；

2.负责制定并牵头组织落实隐患排查工作计划或实施方案；

3.负责日常生产系统作业的环境检查与考核；协调和督促有关科室、车间对

查出的隐患制定防范措施和整改方案，签发隐患整改通知单，监督检查隐患整改

工作的实施过程，组织隐患整改项目的验收，签批验收单；

4.根据环保部门提出的检查整改意见，负责制定并监督落实整改方案；

5.负责制定并监督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资金使用计划。

6.负责制定并落实检测仪器、设备的定期检查、维护校准计划，监督使用情

况，对监测计量器具的使用负责，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7.参与隐患排查治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四）生产车间主任职责：

1.在副厂长的领导下，在环保专门人员的业务指导下，按照环保检查表规定

的内容、标准组织车间级环境检查，确保环保设备、防治装置、防护设施处于完

好状态；

2.作为本车间环保第一负责人，对本车间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负责，

组织制定并实施车间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计划或实施方案；

3.督促检查所辖班组、各岗位从业人员的岗位自查工作；

4.组织制定一般性环境隐患的治理方案并领导实施、消除。

（五）班组长职责：

1.作为本班组环保第一负责人，对本班组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负责。

组织制定并实施班组环保活动计划；

2.督促检查所辖各岗位从业人员的岗位自查工作，发现隐患应及时组织解决

或上报，并详细记录；

3.组织班组成员对相关的环保设备、防治设施、防护器具、监测仪器进行维

护保养和日常管理，保持完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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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隐患排查报告制度

一、要按照上级环境部门的要求，认真排查各类环境隐患，对所存在的隐患

进行辨识，凡属于环境隐患的，要立即上报。一般隐患排查结束后，认真汇总，

以文字形式报环保专门人员。对所排查的隐患要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整改期间

严格监控管理，防止发生环境问题。

二、隐患排查工作每年进行两次，根据情况可随时安排隐患大排查活动。

三、对排查出的环境隐患，要登记造册，跟踪管理，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期限。

四、对于重大环境隐患，必须由厂长负责，组织制定并实施隐患治理方案。

重大隐患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治理的目标和任务；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经费和物资的落实；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五、对不认真开展隐患排查，不按规定对环境隐患进行报告，不履行隐患整

改和危险源监控管理职责的，对车间、班组负责人进行严肃查处；导致环境事故

发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环保重大隐患督办制度

一、环保事故隐患分类

环保事故隐患分为一般隐患和重大隐患。一般隐患，能立即整改、在短时间

内调整工艺能消除的，不会造成大气、水体、土壤发生突发事件的；重大隐患，

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的隐患，可能产生较大环境危害的隐患，如可能

造成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次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隐患。

二、事故隐患分级管理

1、重大隐患：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的隐患。可能产生较大环境危

害的隐患，如可能造成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次生较大

以上突发环境事件隐患。

2、一般隐患：能立即整改、在短时间内调整工艺能消除的。不会造成大气、

水体、土壤发生突发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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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隐患要实施“挂牌督办”制度。要对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予以公

告公示，明确责任人、整改时限、督办部门。

4、对排查不彻底、报告不及时、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车间和相关人员，

要严肃追究责任；因隐患整改不力，导致发生环境事故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从

严从重予以责任追究。

四、环保隐患治理机制

重大隐患治理必须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隐患治理前或治理过程中无法保证

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并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或者停

止使用，限期排除隐患；完成隐患整改的，要向公司安全环保部申请隐患销号。

挂牌督办工作结束后，整改措施等相关文件报上级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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