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环境风险防控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环境风险防控技术规范》编制组

二〇二四年九月





目 录

一、项目背景 ...................................... 1

（一）任务来源 ................................ 1

（二）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 1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2

（一）制定的必要性 ............................ 2

（二）制定的可行性 ............................ 3

三、主要起草过程 .................................. 3

四、标准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 4

（一）环境风险防控一般要求 .................... 4

（二）环境风险防控设施 ........................ 5

（三）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 7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 9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 9

（二）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 9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 9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 10

八、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 10

附件 1 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 11

附件 2 专家审查意见 ............................... 13





1

一、项目背景

（一）任务来源

2013年-2014年国务院先后印发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的

专项治理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工作的

通知》(晋安办发电〔2014〕60号)，均对企业液氨使用专项

治理工作重点做出了明确要求。

基于前期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持续的环境安全监管需求，

为进一步提升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的环境风险防控能力，构建

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2022年 10月，山西省生态环

境厅将《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环境风险防控技术规范》（以下

简称《规范》）的编制任务列入了《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推

进计划（2022-2025）》（晋环办发〔2022〕39 号）。2023

年 10月，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年度第五

批山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晋市监发〔2023〕

349号），将《规范》列入了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二）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标准起草单位：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贾丁治、闫卫军、刘志强、任攀杰、

马茹茹、蔡斌珍、郝智睿、张静、赵海霞、段雅欣、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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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珍、刘娜。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制定的必要性

1.贯彻落实国家政策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均明确提出了加

强环境风险防控和完善应急响应机制的要求，坚持预防为主，

加强环境风险常态化管理。液氨具有易爆、有毒等特性，液

氨贮存使用单位在贮存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环境风

险。一旦发生液氨泄漏、火灾或爆炸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可

能会对周边环境和人员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制定《液

氨贮存使用单位环境风险防控技术规范》是贯彻落实国家政

策、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

2.提升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液氨泄漏可能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人员伤亡，因此规

范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的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和措施，提升液氨

泄漏、火灾或爆炸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处置能力是保

障环境安全的重要举措。《规范》的实施能够推动液氨贮存

使用单位规范化建设风险防控设施，进而有效预防和减少液

氨泄漏、火灾或爆炸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保障环境安

全。

综上所述，制定《规范》是响应国家政策、提升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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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水平和保障环境安全的迫切需要。

（二）制定的可行性

《规范》的制定严格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有关风险防控的规定，确保了规范内容的合法性；环境风

险防控设施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等引用和参考了《石油天然

气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建设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企

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等相关技术文件和标准。

在制定本规范的过程中，编制组组织人员赴电力、屠宰、

制冷、化工等相关企业进行了专题调研，实地查看了液氨贮

存使用单位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及管理措施，分析其存在的差

距和问题，提出整改建议；同时调研了文水县液氨泄漏次生

突发环境事件，为标准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

因此，本标准的制定具有可行性。

三、主要起草过程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山西省生态环境

科学研究院）、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

织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对我省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已有

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和应有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进行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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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梳理，同时参考相关技术文件，结合对液氨贮存使用单位

实地调研成果和我省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的实际情况，经过反

复讨论，形成《规范》（草案）和编制说明，并组织环境应

急领域专家对其进行了咨询和修改。

2024年 9月 9日-9月 12日，我厅征求了各市生态环境

局、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阳煤丰喜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 8条，其中采纳 7条，

未采纳 1条。2024年 9月 26日，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组织专家对《规范》（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审查，专家

组同意通过审查。

四、标准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规范》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环境风险防控一般要求、环

境风险防控设施、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三个部分。

（一）环境风险防控一般要求

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环境风险防控一般要求，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应建立液氨突发环境事件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隐患排查的频次每月至少进行一次，便于及

时发现隐患。同时，根据排查发现隐患的严重程度和治理难

度进行分类治理：一般隐患立行立改，重大隐患制定治理方

案，按期整改。建立完善的隐患排查治理档案，为后续的环

境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第二，液氨的环境风险等级为较大及以上时，制定液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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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应急预案；液氨的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时，将液氨泄漏、

火灾、爆炸等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列入单位应急预案典型事件

情景之中，并编制现场应急处置方案。专项应急预案能够全

面涵盖液氨相关的应急处置流程、资源调配、人员职责等内

容；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则更侧重于在事件现场能够快速、

有效地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第三，为提升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环境风险防控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应急队伍中应配备具备液氨环境风险防控专业知

识与技能的人员。液氨的环境风险防控涉及到化学、环境、

应急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准确判断事

故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制定合理专业化的防控措施，从而提

高应急处置的质量和效果。

第四，定期开展液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

每年不少于 1次。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是提高液氨贮存使用

单位环境风险防控能力的基本要求。

第五，液氨贮存使用单位需配备相应种类的应急器材、

物资，并参见附录 A。在突发环境事件中，合适的器材和物

资是保障环境风险防控工作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污染物控

制类可用于控制液氨的泄漏扩散，环境监测设备可及时了解

环境受污染的情况等。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参

考附录 A合理配备。

（二）环境风险防控设施

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的环境风险防控设施主要包括以下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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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氨气预警设施

在厂界安装符合《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

警设计标准》（GB/T50493—2019）的氨气浓度监测仪和现

场报警器，并接入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监控预警系统，实现对

氨气泄漏的实时监测与预警，预警值≤21mg/m³。

《规范》所选的厂界氨气预警值（21mg/m³）数据来源

于美国能源部保护性行动标准（Protective Action Criteria，

PAC）中的 PAC-1。PAC-1 值指除了短暂的不利健康影响或

不良气味外，一般不会产生其他的不良影响，氨气 PAC-1值

为 21mg/m³。所以厂界氨气预警值设定为≤21mg/m³。

2.截留与收集设施

按照事故废水三级防控体系建设要求，液氨贮存区应建

围堰，在生产装置区、装卸区和工艺管廊管道设置截导流设

施，这些设施与事故应急池相连，同时加强厂界污水（雨水）

排口管理，形成完整的泄漏物截流与收集系统。事故应急池

应建在地势低洼处，便于收集事故废水，并配备氨气浓度监

测仪，确保应急响应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同时，根据附录 B

合理计算并确定事故应急池的有效容积，以满足不同规模事

故废水的存储需求。

此外，为加强厂区事故废水管控，要求在污水排口安装

氨氮监测监控设备和闸阀，在雨水排口安装闸阀。实时监控

水质变化，并在必要时切断事故废水，防止污染扩散。

3.风向标

为辅助应急响应和人员疏散，在液氨贮存区、装卸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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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的显著位置安装风向标，为应急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信息，

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判断风向，指导人员安全撤离和

应急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污染断源

为迅速切断污染源，立即关闭泄漏部位前端的阀门，并

对泄漏点进行封堵。同时，利用氨气易溶于水的特性，开启

喷淋、喷雾装置吸收泄漏到空气中的氨，减小空气中氨的扩

散量，降低氨在大气中的浓度。

2.有害气体防控

当厂界氨气浓度超过预警限值时，喷洒酸性水幕吸收、

中和空气中的氨，并对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开展监测。根据大

气环境风险受体氨气浓度监测情况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当

氨气的浓度大于预警值，小于 110mg/m3时，通报居民关闭

门窗，限制外出，因为在此浓度范围内，氨气可能会对人群

健康产生一定影响，通过关闭门窗等措施可减少居民暴露于

氨气中的风险；当氨气的浓度大于等于 110mg/m3时，组织

人员疏散，因为暴露于此浓度及以上的氨气环境会对人体健

康造成危害。

110mg/m3源自《建设项目风险评估导则》（HJ169—2018）

（以下简称《导则》）中的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当大气中

危险物质浓度低于毒性终点浓度-2时，暴露 1小时一般不会

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反则会对人体造成不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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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使用毒性终点浓度-2作为预测评价标准，对大于等

于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的影响区域，考虑提出相应的应急、

疏散等要求。

所以确定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氨气浓度大于等于

110mg/m3采取疏散措施；当氨气的浓度大于预警值，小于

110mg/m3时，通报居民关闭门窗，限制外出的措施。

3.事故废水防控

采取应急池—厂界—流域逐级防控措施。首先，确保所

有截留设施通向事故应急池的阀门处于开启状态，将含氨的

事故废水收集到事故应急池中；其次，关闭所有污水（雨水）

排口，并进行氨氮应急监测，防止事故废水进入外环境。当

含氨事故废水已经进入外环境，应立即采取截污和消污措施，

限制污染扩散，并与相关应急预案相衔接。

4.环境应急监测

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应根据环境风险受体的分布和可能

受影响程度，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要求制定环境应急监测方案，确定监测点位、监

测项目和监测频次等。其中，对于厂界外受影响的大气环境

风险受体，需监测氨气浓度；对于受影响的水环境风险受体，

应监测 pH值、氨氮等项目。

5.事后处理

事后处理要求对事故应急池内的事故废水进行及时处

置，可回用的应由相关单位回收利用，不可回用的应进行预

处理后送至污水处理厂。同时，对所有环境风险防控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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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和场所进行清理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规范》的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风

险防控的要求，编制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山西省标准化条例》等相关要求。

（二）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规范》的制定引用和参考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

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企业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分级方法》《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

指南》等相关技术文件和标准，确保了《规范》在技术层面

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这些技术文件为液氨贮存使用单位的环

境风险防控设施、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2024年 9月 9日-9月 12日，征求了各市生态环境局、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 8条，其中采纳 7条，

未采纳 1条。

未采纳意见及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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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办法》，氨气

属第一类有毒气态物质。针对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周边大气和

水环境敏感受体为 E1的，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禁止新

建或其他更严格的管控方式。（1条）

未采纳理由：新建项目选址应考虑当地城市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当地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等

相关要求，不属于环境风险防控内容。

对以上未采纳的意见，编制组已向提出意见的单位反馈

说明并达成一致意见。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按照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规定

“法律法规未规定强制执行的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以

推荐性标准的形式发布”，本《规范》为推荐性标准。

八、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为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规范》发布后应加大宣贯

力度，组织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确保《规范》能

够在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得到有效执行，提高整体的环境风险

防控能力，保障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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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反馈意见

单位
序
号

反馈意见
是否
采纳

部分采纳情况说明/
未采纳原因

晋城市生

态环境局

1

P1“本文件适用于液

氨……单位的突发环境风险
防控和……”修改为“本标准
适用于液氨……单位的环境

风险防控和……”

采纳

根据标准内容，适用范围修
改为：“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发
生液氨泄漏、爆炸等事故情形

下的环境风险防控工作。”

2 3.5的“事故废水”建议修
改为“含氨事故废水”

采纳

已将术语“事故废水”改为：

指在液氨泄漏、爆炸等事故以
及事故施救过程中产生的含有
氨及相关化合物的生产废水、

清净废水、雨水或消防水等。

3
4.2“环境应急目标”与技

术规范中的基本要求内容不

太搭配，建议删除。

采纳
根据标准内容，已将术语“环

境应急目标”删除。

4

6.2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后，建议增加配套制定液
氨贮罐泄漏、爆炸次生环境污

染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采纳

已在 4.2c）中要求编制液氨

专项应急预案，或将液氨泄漏
或爆炸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列入
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应急预案典

型事件情景。

5

7.6.2“可使用稀盐酸等酸性
溶液喷洒”建议修改为“可使

用 2%的硼酸等酸性溶液喷
洒”，稀盐酸也具有一定的腐

蚀性

采纳

已在 6.2a）中要求当厂界氨
气浓度超过预警限值时，开启

喷雾装置，喷洒酸性水幕。
已在 5.1d）中要求喷雾设施
及管道应耐酸腐蚀。

长治市生
态环境局

6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分级办法》，氨气属第一类

有毒气态物质。针对液氨贮存
使用单位周边大气和水环境
敏感受体为 E1 的，建议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禁止新建或其
他更严格的管控方式。

不采
纳

新建项目选址应考虑当地城市

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当地经济政策和
发展规划等相关要求，不属于

环境风险防控内容。

运城市生
态环境局

7

经征求阳煤丰喜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有关液氨

贮存使用单位意见，并经认真
讨论研究，建议进一步论证厂
区雨水排放口安装氨氮监测

监控设备的可行性。

采纳

已对厂区雨水排放口安装氨氮

监测监控设备的可行性进行了
论证，将相关内容修改为 5.2c）
厂区污水排口应安装氨氮监测

监控设备，污水（雨水）排口
安装闸阀；6.3b）关闭单位污水
（雨水）排口，开展排口氨氮

监测，防止超标事故废水通过
排口进入外环境。

阳煤丰喜
肥业（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8

4.3 截流、收集设施 c)厂区
雨水（污水）排口安装氨氮监
测监控设备和闸阀，氨氮 超

标雨水（污水）不能排出厂区。
针对上述条款“厂区雨水排口
安装氨氮监测监控设备”，一

是由于雨水排口除过下雨天，

采纳

根据意见，已将相关内容修改
为“5.2c）污水（雨水）排口安

装闸阀；6.3b）关闭单位污水（雨
水）排口，开展排口氨氮监测。



12

反馈意见
单位

序
号

反馈意见
是否
采纳

部分采纳情况说明/
未采纳原因

雨水渠道无水，监控设备如何
运行；二是监测设备委托第三
方运营，站房由政府环保部门

和第三方管控，下雨天如何及
时启动雨水氨氮监测设备等

问题。

晋中市生

态环境局
9 无意见 - -

太原市生
态环境局

10 无意见 - -

朔州市生
态环境局

11 无意见 - -

忻州市生

态环境局
12 无意见 - -

大同市生
态环境局

14 无意见 - -

吕梁市生
态环境局

15 无意见 - -

阳泉市生
态环境局

16 无意见 - -

临汾市生

态环境局
17 无意见 - -

阳煤集团
寿阳化工

有限责任
公司

18 无意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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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家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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