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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突发环境事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以下简称“队伍”）的专业救援能力、综合保障能

力、技能提升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组建的队伍能力建设，不适用于核事件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Z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2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突发环境事件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cue team 

依托有关单位或企业组建的，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执行应急救援任务的组织。 

4 专业救援能力要求 

4.1 基础能力 

4.1.1 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具有值守预警、调度指挥、装备管理、技术培训、应急处置、后勤保障

等工作职能，岗位分工明确。 

4.1.2 应在接到报警或指令后 40分钟内快速集结，到达现场高效有序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4.1.3 应具备大气、水体、土壤等污染物监测、分析能力，有毒有害污染物防护和处理能力。 

4.1.4 应具备应急现场伤病员简单紧急医学救援的能力。 

4.1.5 应参加国家应急救援员和紧急医疗救护资格培训考核。 

4.1.6 队伍人员应包括应急值守、应急指挥、现场处置和应急保障等四类。 

4.1.7 队伍人员应满足下列要求：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363012DB6CFBFAEE05397BE0A0A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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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有 1年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工作经验； 

b） 具有 1次及以上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经历； 

c） 应通过资格考核并完成相关培训； 

d） 应急指挥人员应具备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相关等专业知识，具有 5年及以上突发环境事

件现场工作经验和 2次及以上环境应急处置组织指挥工作经历。 

e） 现场处置人员应具有 2次及以上环境应急监测或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经历。 

4.2 技术能力 

4.2.1 应急值守人员应具备以下能力： 

a） 详细收集信息，信息需记录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规模等； 

b） 根据收集信息初步判断救援现场状况； 

c） 准确向上级报送信息； 

d） 及时联络各专业队。 

4.2.2 应急指挥人员应具备以下能力： 

a） 确定应急救援现场风险沟通策略； 

b） 确定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方案； 

c） 落实现场应急排险方案，明确应急处置人员安全防护措施； 

d） 及时上报救援现场信息和状况； 

e） 调度和监督队伍进行现场作业； 

f） 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化趋势综合分析。 

4.2.3 现场处置人员应具备以下能力： 

a） 准确测定现场数据，迅速查明有毒有害物的种类； 

b） 确定警戒区域，设置警示标志，保障人员及周边环境安全； 

c） 进行现场环境应急监测，具体操作应符合 HJ 589要求； 

d） 操作各类应急救援设备； 

e） 采取封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f） 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 

g） 收集、清理、安全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和洗消废水、废液等； 

h） 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

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 

i） 营救遇险人员； 

j） 检查与维护设备。 

4.2.4 应急保障人员应具备以下能力： 

a) 维护保养相关设备； 

b) 熟练驾驶各类救援车辆； 

c) 协助应急指挥人员、现场处置人员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d) 维护事故现场秩序。 

5 综合保障能力 

5.1 基础保障 

5.1.1 各类用房和场地设置应满足车辆停放、值班调度、装备物资存放和维保、日常培训和训练以及

办公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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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队伍驻址内部道路设计应便于车辆快速进出。 

5.1.3 设有 24小时应急值守值班室，值班电话不应少于 2部。 

5.1.4 根据需求配备分析实验室、危险化学品贮存间、危险废物贮存间等。 

5.1.5 危险废物贮存间选址、设计、建设及运行管理应符合 GB 18597、GBZ1和 GBZ2 有关要求，危险

废物的收集和运输应符合 HJ 2025要求。 

5.1.6 危险化学品贮存间应符合 GB 15603的有关要求，应明确专人按照 GB 13690的要求进行分类管

理。 

5.1.7 应急物资储备库房和应急装备库房的设置应满足分类存储、安全存放、利于养护的要求。 

5.1.8 设置相对固定的培训或训练场地，并设有危险化学品、废弃钢瓶和放射性物质监测及应急处置

相关的训练设施。 

5.2 装备保障 

5.2.1 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个人防护类、抢险救援类、综合保障类等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救援物资。 

5.2.2 装备性能良好、轻便高效、功能多样、通用性强，装备数量应符合队伍发展要求。 

5.2.3 个人防护类装备及物资的配备应满足不同救援场景的防护需要，相关示例见附录 A。 

5.2.4 抢险救援类装备及物资应满足现场检测装、破拆起重、特种作业、不同事故场景处理处置的需

要，相关示例见附录 B。 

5.2.5 综合保障类装备及物资应满足现场保障、废液废水围堵、紧急医疗救援等需要，相关示例见附

录 C。 

5.2.6 应急救援装备功能正常，保持完好，保证其在有效期或检定期内。 

5.2.7 应急救援装备应明确专人管理，对其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保养。若有或影响安全使用的，

应及时修理、更换损坏装备，必要时报废处理。 

5.2.8 应急救援装备应按用途分类分区存放。 

6 技能提升能力 

6.1 培训要求 

6.1.1 应急指挥人员首次培训时间不少于 48 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少于 16 学时。 

6.1.2 队伍其他成员首次培训时间不少于 72 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少于 20学时。 

6.1.3 队伍应规范培训内容，具体培训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 

a) 环境保护； 

b)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c) 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 

d) 防范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侵害的基本常识。 

6.2 训练 

6.2.1 制定训练计划，每年训练总时长不应少于 160学时。 

6.2.2 队伍应规范训练内容，具体训练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提高预防和自救能力； 

b) 环境应急处置、检验、监测； 

c) 应急救援装备操作使用； 

d) 体能专项训练。 

6.2.3 队伍每季度应至少参加 1次环境应急救援实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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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演练 

6.3.1 队伍应制定救援年度演练计划和救援演练方案。救援演练方案应包括针对不同突发环境事件实

施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等。 

6.3.2 每年组织应急演练不应少于 2次，形成记录档案。 

6.3.3 应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对预案进行整改。 

7 组织管理能力 

7.1 队伍应建立健全以下制度和规定： 

a）应急救援岗位责任制； 

b）应急值守制度； 

c）信息报送制度； 

d）应急响应制度； 

e）设备维护保养管理制度； 

f）设备物资出入库制度； 

g）教育培训制度； 

h）应急预案与演练制度； 

i）技术资料管理制度； 

j）后勤保障制度。 

7.2 队伍应建立健全以下日常管理台账和记录： 

a） 人员基本信息档案； 

b） 规章制度执行记录； 

c） 日常维护保养管理记录； 

d） 物资使用统计台账； 

e） 特殊性的危化材料、设备或仪器储存、保管记录。 

7.3 队伍应根据事故类型及影响程度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编写应符合 GB/T 29639

的要求。 

7.4 应做好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救援事后总结复盘工作，收集文字、图片或视频材料，进行统计、

汇总，总结和评估。 

7.5 队伍应组织人员定期参加心理测试和体检。 

7.6 宜统一规范队伍的标志标识。 

7.7 应制定救援人员意外伤害保障措施。 

7.8 应建立专家支持机制，专家应参加应急救援的决策会商，协助提出救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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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个人防护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表A.1给出了队伍个人防护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表 A.1 个人防护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序号 类型 名称 主要用途 

1 个人防护装备 过滤式防毒面具 用于紧急救援时预防有毒气体 

2 氧气呼吸器 用于缺氧或有毒现场作业时的呼吸防护 

3 
连续送风长管呼吸器 

用于在缺氧或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中的抢险救

援人员提供长时间呼吸保护 

4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用于应急救援人员在充满浓烟、毒气、蒸汽

或缺氧的恶劣环境下安全地进行抢险救援工

作（蒸汽不能为高温蒸汽），技术性能应符

合 XF 124 的规定 

5 呼吸器高压瓶 用于缺氧或有毒现场作业时的呼吸防护 

6 阻燃防护服 用于灭火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7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 

用于防护化学物质对人体伤害的服装，技术

性能应符合 XF 770 的规定 

8 个人防护物资 

 

防尘口罩 用于紧急救援时预防有毒气体 

9 
防护眼罩 

用于防护液体或者固体飞溅到眼部，技术性

能应符合 GB 32166.1 的规定 

10 防腐蚀液护目镜 眼部防护 

11 
防（耐）酸碱鞋（靴） 

用于防护足部免受酸、碱及相关化学品的腐

蚀或刺激 

12 防化学品手套 用于避免化学品对手部或手臂的伤害 

13 耳塞 防止噪音 

14 反光背心 警示标志 

15 全身式安全带 坠落防护 

16 安全警示带 警示标志 

17 安全帽 头部防护，技术性能应符合 GB 28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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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抢险救援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表 B.1给出了队伍抢险救援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表 B.1 抢险救援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序号 装备分类 装备名称 主要用途 

1 

现场检测装备 

便携式傅立叶红外分析仪 检测分析污染源 

2 便携式气相-质谱联机 检测分析污染源 

3 四合一多功能气体检测仪 检测分析污染源 

4 

破拆起重装备 

移动吊机 救援作业中的起重 

5 液压剪 救援作业中的破拆 

6 轮式挖掘装载机 救援作业中的起重 

7 

特种作业装备 

应急指挥车 应急指挥 

8 工程抢险车 应急抢险 

9 高真空吸污车 处置污染物 

10 装备运输车 运输 

11 泵类 输送水源 

12 便携式手提空气压缩机 处置污染物 

13 

处理处置物资 

氢氧化钠 污染物的应急处置 

14 干粉 污染物的应急处置 

15 吸酸棉 污染物的应急处置 

16 移动电源 紧急供电 

17 灭火器 消防灭火 

18 泡沫 污染物的应急处置 

19 防腐蚀密闭容器 污染物的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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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综合保障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表C.1给出了队伍综合保障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表 C.1 综合保障类装备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序号 装备分类 装备名称 主要用途 

     1 

现场保障装备 

移动发电机 救援现场照明 

2 移动照明车 救援现场照明 

3 防爆对讲机 通信保障 

4 防爆工具 综合保障 

5 背负式排烟机 综合保障 

6 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紧急救援 

7 

围堵物资 

沙包沙袋 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8 橡胶围油栏 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9 PVC 围油栏 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10 防火围油栏 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11 一般围油栏 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12 
医疗救援物资 

应急药箱 提供紧急医疗救援 

13 简易救援装备 提供紧急医疗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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