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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近年来我国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呈上升趋势，在分析总结我国近 10年的交通事故次生突发

环境事件基础上，聚焦目前危化品道路运输风险底数不清、缺乏环境风险防控工程体系和有效技术支撑以及部

门联动协作等主要问题，为提高交通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防控能力，基于环境敏感受体等因素，提出了相

关对策建议。具体对策建议包括：通过建立危化品运输道路环境风险评估体系，识别全国重大环境风险路段，

摸清风险底数；推广“南阳实践”经验，消除或减轻事件影响；加强和完善部门沟通协作机制；建立健全危化品

道路运输应急处置体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关键词　危化品道路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防范 

  
截至 2020年 9月 12日，该年度由生态环境部调度的突发环境事件共 66起，其中危化品交通

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件有 24起，占总量的 37%。一直以来，危化品道路运输是仅次于安全生产事

故的突发环境事件重要诱因，近年来呈总体上升趋势 [1]。当前，针对危化品道路运输的评估研究大

多是基于交通事故本身带来的危害，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相关道路风险评估、预警等方

面的研究也聚焦在托运、承运、装卸、车辆运行、罐车、罐体、车速、加速度等因素 [2-3]。对于由

道路运输事故危化品泄漏导致的次生环境危害的研究则较少，有关交通道路突发危化品泄漏对下

游敏感受体 (包括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影响研究更少。另外，大部分研究仅考虑岸上的

影响，并未考虑入河的风险，未综合考虑运输路线及其与河流的关系等因素 [4-7]。而一旦污染物泄

漏进入河道，产生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将造成更大影响。因此，为提高交通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

件防控能力，本文通过分析近 10年交通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总体特征，梳理问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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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出防范化学品道路运输中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对策建议。 

1    近 10 年我国危化品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特征

2010—2019年，由生态环境部调度的突

发环境事件共 1 053起。其中，最多的为安全

生产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为 523起，占比 50%。

而交通运输为第 2大突发环境事件诱因，具体

数据见图 1。
近年来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主要特点为：

1)交通运输事故多发，近 5年呈上升趋

势。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共 278起，占

全 国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总 数 量 的 26%。 2012 —
2015年，交通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件数量和占

比均逐年下降，2015—2019年，其数量及占

比呈总体上升趋势，2019年一年达到 38起，

占当年总数量的 46%。

2)事故主要涉及危化品运输。2010—2019年

仅 危 化 品 运 输 事 故 次 生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共

275起，占交通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 99%。

事故主要发生在陆路运输过程。水运运输过程

中发生的事故仅 23起，占比不足 9%。

3)事故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陕西、江

苏、山东、湖北等省份，占交通运输次生突发

环境事件的 51%。其中，山西、青海、新疆等

省 (自治区)交通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占该省

(自治区 )突发环境事件总数量的 40%以上 (见
图 2)。

4)事故危化品主要为石油类、苯及其苯系

物、无机酸等，占比超过 59%(见表 1)。因交通

运输具有流动性强、运输物质复杂等特点，所

载危险化学品入水后易快速扩散，处置难度相

表 1    2010—2019 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危化品种类及数量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n hazardous chemicals types and quantity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序号 特征污染物 数量/起 占比/%

1 汽油、柴油、原油、燃料油、润滑油、焦化油等石油类 62 22

2 盐酸、硫酸、硝酸、氢氟酸等酸类 46 17

3 苯乙烯、苯、粗苯、苯酚、甲苯、二甲苯等苯系物 43 16

4 甲醇 17 6

5 其他 107 39

合计 2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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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图 1    2010—2019 年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统计

Fig.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secondary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traffic accidents from 201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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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9 年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较多的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统计

Fig. 2    Statistics of provinces with high numbers of traffic
accidents and secondary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from 201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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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大，且极易造成流域性污染。 

2    近 5 年我国危化品交通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上升的原因

1)由于我国的化工产业地域布局不均，“产销分离”决定了危化品生产后需要经历物流运输过

程。我国以石油、天然气等为基础原料的化工产业集群大多分布在西部，而其产品销售地和下游

深加工企业又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 [8]。目前，我国 5 000余种化工原料产销地域分布不均，

95%以上原料需要异地运输。

2)危化品物流运输量呈上升趋势，危化品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增多。据统计，我国每

年经道路运输的危化品超过 1×1010 t，占危化品运输总量 60%以上，占公路年运输总量 30%以上。

我国从事危化品货物运输的企业超过 1×104 家，危化品运输汽车车辆超过 3.6×105 辆。我国是石油

与化工产品消费大国，危化品物流需求强劲，运输量年均增长 10%，而 2019年危化品物流市场规

模已超过 1.8×1013 元 [9-10]。近几年，随着危化品运输量的增加，我国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呈

总体上升趋势。

3)随着原油产量和原油加工量的不断增长，石油类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上升趋势明

显。据统计，我国炼油产能年均增加 (2~4)×107 t。2010—2019年，石油类运输事故次生的突发环

境事件从 3起增至 16起，占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总数量的比例由 11%上升至 42%。2020年

1—9月，石油类运输事故次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为 11起，占比 45%，上升趋势尤为明显。 

3    事故应急处理中的主要问题

1)风险底数不清。危化品运输属于高风险行业，一旦发生事故，具有影响大、波及范围大、

危害大等特点[11-12]。然而，我国现行环境风险评估技术体系尚无专门针对危化品道路运输风险评估

的技术方法，且各级政府生态环境部门也不掌握危化品运输种类、运输数量、运输路线、周边环

境等运输状况和环境底数等基本信息，导致危化品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底数不清，难

以采取有针对性的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准备措施。针对此类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往往比较被动，

容易贻误战机，造成事件影响升级。

2)环境风险防控工程体系缺乏。一旦危化品因运输事故造成泄漏，往往沿着公路边坡、边沟

进入水体，或者翻车泄漏直接进入水体。进入水体的污染物会随水流迅速下泄，进而影响到下游

饮用水源，甚至可能造成跨国界水污染风险 [13]。若事先能探明高风险路段下游的可用于截流、引

流、导流、贮存污染物的场地，以及可用于应急处置的环境应急基础设施，将污染物控制在封闭

水体或有限范围内，就能够迅速控制事态。然而，由于底数不清、环境风险防控工程体系缺乏，

因此目前很难做到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拦控污染物。

3)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目前，我国道路运输的危化品种类繁多、性质多样，次生突发环境

事件后的应急处置技术及措施非常复杂[14-15]。然而，由于环境应急处置技术研究不够深入，环境应

急处置装备及标准的缺乏，故难以有效支撑事故发生后的科学应对措施。

4)部门联动协作机制有待加强。危化品道路运输监管及次生事故处置涉及公安、交通、应

急、生态环境、卫计等多个部门 [16]。按照职责分工，运输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卫计等部门

一般早于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现场交通疏导、应急处置、人员救援等工作。一些地方部门间缺乏有

效联动协作机制，相关部门在先期处置中未及时采取有效的封堵、拦截等处置措施，造成槽罐车

内危化品全部泄漏并迅速向下游迁移，增加了后续的环境应急处置难度。如 2020年 4月河北省涞

源县酚油罐车泄漏事故、广东揭阳 9·9交通事故苯酚泄漏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就是如此。 

4    事件防范对策建议

1)建立危化品运输道路环境风险评估体系，识别全国重大环境风险路段。推进全面评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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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道路运输环境风险路段并定级，绘制全国“危化品运输道路环境风险路段一张图”，以指导

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准备等工作。环境风险评估程序如图 3所示。主要包括资料准备，路段识

别，参数确定，评估方法，等级表征等 5个方面。危化品道路运输环境风险评估采用“环境敏感受

体影响推导法”，即以环境敏感受体为评估基础，依据危化品泄漏对环境敏感受体的影响程度及环

境敏感受体敏感性等来筛选环境风险路段并定级。

在评估参数的选择与确定方面，应充分考虑危化品泄漏对应的监测指标及其标准限值、道路

运输的最大泄漏量、不同情形下危化品的入河量，以及泄漏时间、污染物在水中的扩散模型等诸

多因素。

以环境敏感受体为基准点，以危化品在水中表征指标的标准限值为基础，通过上述水质模型

计算泄漏事故发生后污染团随时间、距离的变化情况 (泄漏点为该路段的最下游点)，得到污染团

浓度衰减至污染物在水体中的标准限值时迁移的距离，并在此距离内寻找环境风险敏感受体。如

无环境敏感受体，则该路段为无风险路段；如有环境风险敏感受体，以此环境敏感受体为基础并

向上游反推 (若有多个环境敏感受体，则从环境敏感受体等级从高到低依次进行 )，并找到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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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风险评估程序图

Fig. 3    Diagram of the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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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污染物若在此临界点泄漏，则下游环境敏感受体处的污染物浓度刚好达标 (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 3838-2002)[17] 相关指标限值要求)，设为 Z点。Z点以上为无风险路段，若危化品在

此路段泄漏，不会造成下游环境敏感受体处水体相关污染物超标；Z点以下为有风险路段，若危

化品在此路段泄漏，将会造成下游环境敏感受体处水体相关污染物超标，即环境敏感受体和 Z点

内的危化品运输路线为有风险的路段。当危化品在 Z点以上泄漏，对下游环境敏感受体无风险；

在 Z点以下泄漏则对下游环境敏感受体存在风险。环境敏感受体与临界点 Z间的距离即为环境风

险路段长度。

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四川省成都市、陕西省汉中市和宝鸡市开展道路交通突发环境事件高

发路段风险评估试点工作。

2)推广“南阳实践”经验，减轻或消除危化品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在全国重点

区域大力推动环境高风险路段所属流域，实施 “以空间换时间”的“南阳实践”经验 (因首先在淇河污

染事件中提出，故为“南阳实践”)。即在危化品运输道路风险评估基础上，提前探明危化品运输高

风险路段下游可用于截流、引流、导流、贮存污染物的场地，以及可用于应急处置的桥梁、闸、

坝等环境应急基础设施，构成临时应急池。该应急池既可有效拦截隔离污水，又不影响上游清水

下泄，通过“空间”换取污染物处置的“时间”。可构成的“空间”设施包括引水式电站、湿地、干枯

河床、引水管道、江心洲型河道、坑塘、槽车、排水管道 (排渠)、连通水道、多级拦截坝等十余

种设施。在此基础上，将南阳实践成果转化成“一河一策一图”电子化成果，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的

科学处置，努力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重大转变。

3)加强和完善部门沟通协作机制，防范化解危化品运输事故次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发

生。建立健全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危化品道路运输事故联合

预防和应对机制，形成“基本信息共享、动态监控通报、同步联合应对”的工作格局。通过部门基

础信息共享，生态环境部门可形成全国危化品道路运输环境风险路段汇总，并共享给交通运输、

应急管理等部门，推进危化品道路运输车辆运输路线优化及环境风险实时预警，从源头化解运输

事故次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4)建立健全危化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处置体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环境应急总体系统包括

风险源监控与预警体系，环境质量监测与预警体系，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环境后评估与善后

体系。其中，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包括查清切断污染来源、应急监测、污染物削减、调水控

污、供水保障、卫生应急预案、生态环境影响后评估、事故应对综合调度、事故舆论引导等 9大

方面。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一般应急顺序为“一气、二水、三土”，以短时间大范围高浓度的

污染物影响转化成小范围长期低损害的自然过程，并尽量避免与人、食物、生物等接触，防止向

毒性变大方向发展为应急处置原则。阻源顺序为：危化品运输车辆罐体、岸上、支流或短的河

段、河床、较大水域。由以上顺序可以看出，事件发生时间越长，阻源难度越大，故先期处置十

分重要。可采用的主要削污措施包括围阻、回收、吸附、烧除、掩埋、削沉、掺混、修复。应根

据污染物的性质及污染程度来确定，具体采取一种或者多种联合的削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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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ising trend of secondary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traffic accident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main  problem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secondary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traffic  accidents  in  my country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y include unclear  road
transport  risk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the  lack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system,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technical support and inter-departmental linkage and cooperation.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improv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of  secondary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sensitive  receptors  and  other  factors.  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system  for  road  transport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dentify  road  sections  with
high environmental  risks across  the  country,  find  out  the  risk  base,  promote  the  experience  of   “Nanyang
Practice”, eliminate or reduce the impact of incidents, strengthen depart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for  road  transport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improve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Keywords    road transport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econdary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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