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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1 制定标准的背景

1.1 开展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背景

随着我国工业经济从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粗放式企业管理模式造成的生态环境破

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需通过环境污染防治设施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

污量，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自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来，全国各地不

断加大对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投入，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然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问题十分突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方面的工作。2020
年 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首次明确由

生态环境部门“指导督促地方和相关企业单位对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评估

和隐患排查治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明确：“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多次发文督促企业对危险废

物、脱硫脱硝、挥发性有机物回收、RTO焚烧炉、污水处理等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专项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

因此，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是一项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内容。

1.2 编制标准的必要性

江苏是一个化工大省，涉及化工企业多，近期，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了环境污染防治

设施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整治，但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技术缺少政策指导，结合前期工作经验及

调研信息发现，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缺少工作机制、工作抓手、工作内容和专项

技术参考依据，同时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标准偏少，针对性较弱，安全隐患排查技术要点

分布零散，难以区分细化的安全技术要点，导致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对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开展难度大。

因此，亟需依靠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环保相关的行业学会制定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全

面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为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风险管控提供有效的

依据与参考。

1.3 编制标准的可行性

目前国家已将环境安全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要求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环境

安全责任。当前，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多次发文督促企业开展环境污染防治设施专项整治行动，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现将涉及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相关成熟技术标准中安全技术要点和实践工

作中的经验集于一体，形成本技术规范，这将大大提升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效率，投入应用将

具有便捷性。

2 编制标准的目的

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均积极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近期，江苏省、

天津市等地生态环境部门与应急部门联合发文推进该项工作。然而，由于缺乏系统、完善、

专业的标准规范，对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进行指导，呈现出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机制、排查要求、排查内容、排查深度不明确的现状问题。因此，拟制定本标准进一步规

范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实施。

3 标准编制的意义

为减少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事故的发生，补充其安全隐患排查标准，满足各地生态环

境部门及企业迫切需求，标准编制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与行业经验，严格按照最新的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结合前期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经验的积累等，特申请制定本标准。我省若结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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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尽快出台本规范，将有望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规范，对促进我省乃至全国环境污染防

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简况

1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王小平，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带领标准编制组进行现场调研，

负责标准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的评审，并提出修改建议。

余昂，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参与现场调研工作，标准立项申请

表、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的评审，并提出建议。

李晓芳，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参与现场调研工作，结合文献资料查

阅，负责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的撰写。

殷祥勇，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参与现场调研工作，参与撰写立项申

请表、标准文本中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现场排查的要点。

陈潇江，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参与撰写标准文本中废水设施现

场排查的要点。

徐翔，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参与现场调研工作，参与撰写标准

文本中废气设施现场排查要点等。

崔呈呈，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参与撰写标准文本中废水设施现

场排查要点等。

叶裴然，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参与立项申请表、团体标准文本的评

审，并提出修改建议，组织项目会议顺利开展。

朱睿，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参与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的评审，并提

出修改建议，组织项目会议顺利开展。

章正勇，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标准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的评

审，并提出建议，组织项目会议顺利开展。

贺凤至，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参与标准文本评审，并提出修改

建议。

张丽敏，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参与标准文本评审，并提出修改建议。

马珂，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参与标准文本的评审，并提出修改建议。

杨晴，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参与标准文本的评审，并提出修改建议。

吴菲，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标准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的评审，

提出修改建议。

孙佳佳，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级；参与标准文本评审，提出修改建议。

沈锦优，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参与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的评审，提出修改建议。

江心白，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参与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的评审，提出修改建议。

卢永，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参与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的评审，

提出修改建议。

吕振华，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参与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的评审，

提出修改建议。

韩炳泉，盐城市海兴集团有限公司，中级；参与立项申请表、标准文本的评审，提出修

改建议。

孟林，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滨海港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助理工程师；参与立项

申请表、标准文本的评审，提出修改建议。

刘乃群，江苏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科员；参与立项申请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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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评审，提出修改建议。

刘永军，江苏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生态文明办，主任科员；参与立项申请

表、标准文本的评审，提出修改建议。

尤文辉，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参与立项申请表、标准文

本的评审，提出修改建议。

严雷，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参与标准文本的评审，提出

修改建议。

2 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自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与应急管理厅联合发文《关于做好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部门联动工

作的意见》（苏环办〔2020〕101号）后，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积极响应政策要求，

作为主编单位，明确工作指导思想，制定工作原则，成立主编单位标准研究小组。

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盐城市滨海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如东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3家园区，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南大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4家企事业单位均积极参与本标准

的制定工作，最终成立了《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规范》标准编制组。

（2）开展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现状调研，明确标准制定方向

2020年 8-12月，标准编制组通过收集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相关政策文件、查阅国内外文

献资料，明确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期间赴江苏滨海经济开发

区沿海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滨海港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如东洋

口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熟生态环境局等生态环保部门进行调研，发现企业环境污染防治

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存在工作内容及边界不明确、工作机制不清晰、缺少工作抓手等问题。

另外，对常熟、徐圩等多个园区中不同行业领域典型企业进行现场深入调研，结合环保管家

团队的前期工作经验，明确企业在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方面存在不知如何下手，

并深入了解常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现场需排查要点。

因此，基于为填补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规范的空白，引导我省行业健康发展，

整体提升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管理水平，需尽快出台本规范以满足生态环境部门及企业的

迫切需求。

2021年 1-2 月，在前期现场调研及结合文献查阅的基础上，撰写了《环境污染防治设

施安全隐患排查规范》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并向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提交了立项申请表。

（3）召开《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规范》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

2021年 3月 10日，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组织召开了《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

规范》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与会专家认为该项目符合绿色发展、安全发展的产业政策，专

家一致同意该团体标准立项并于 2021年 3月 18日发布标准立项公告。专家建议修改标准名

称，且建议按照环境要素分别梳理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内容。

（4）《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规范》编制工作

2021年 4月-8月，标准编制组按照环境要素分别梳理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

要点，包括废水、废气、固废设施，通过相关标准资料查阅，结合编制组内环保管家团队骨

干人员的经验，充分结合用户的需求，并考虑实操性，从设施环保、安全手续的管理，及设

施本质上防爆防静电等方面确定设施现场排查需要的要点，据此提出《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

全隐患排查规范》团体标准审查稿草案。

（5）召开专家讨论会对标准初稿进行咨询论证

2021年 9月 13日，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组织召开了《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

规范》团体标准初稿审查会，与会专家提出了修改建议，会后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的建议进

http://ditu.so.com/?t=map&src=onebox&new=1&dspall=0&k=%E5%A6%82%E4%B8%9C%E6%B4%8B%E5%8F%A3%E6%B8%AF%E7%BB%8F%E6%B5%8E%E5%BC%80%E5%8F%91%E5%8C%BA&c=&new=1
http://ditu.so.com/?t=map&src=onebox&new=1&dspall=0&k=%E5%A6%82%E4%B8%9C%E6%B4%8B%E5%8F%A3%E6%B8%AF%E7%BB%8F%E6%B5%8E%E5%BC%80%E5%8F%91%E5%8C%BA&c=&new=1
https://www.so.com/link?m=bnhBJSETnT4JMf6VnIyN79p8dPql5ETVvWP49cBShyR%2BJvRI3Vp31olITTuEsi8Z1SJVR7XFSg0AbOYyqyHp0GimjuOSl66CwAUI7Gxbjk2ljYjJVKsA6EaJdMelx%2BRa9As7du7V3NAzM%2BkCsiV2%2BSQMhf4TFbW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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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的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1）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链接现有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将其涉及

安全环保法律法规及关键安全隐患现场排查要点“集成”到本标准中。在具体安全隐患现场

排查要点设置上，充分兼顾各行业领域差异、规模差异等。因此，本标准遵守兼容性原则。

（2）可行性原则

在整合我国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注重借鉴、吸收省内

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做法与经验，针对调研了解到的实际需求，并听取各方建议，用标准化

且易于接受的形式帮助企业发现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在综合各种因素的基础

上制定本规范，力求制定的规范简便易懂，切实可行，便于生态环境部门在开展环境污染防

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时有据可依，同时以更具操作性的方法带动企业主观能动性，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提高企业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现场管理水平，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3）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将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安全隐患排查的要求与企业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实际特点

有机结合，标准设置了总体要求、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现场排查要点，并设置了参考

的排查表格，可应用于企业自我排查、第三方排查，便于生态环境部门管理。

2 确定标准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的结构编制依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本标准的内容编制以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来源和带来的突出问题及相关标准规范为

基础，充分考虑引用标准的成熟程度、应用范围和覆盖度，并结合国家、地方的相关标准及

政策文件，严格按照各种标准、政策文件进行编制。

涉及的标准有：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28742 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 30871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3836.4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 4部分：本质安全型“i”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1283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 5226.1 机械电击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HJ/T 356 工业废气吸附净化装置

HJ/T 38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附净化装置

HJ 462 工业锅炉及炉窑湿法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HJ 562 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HJ 1093 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01 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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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2026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 工程技术规范

CJJ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AQ 4273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

DB32/T 3955 污水高位储罐安全技术规范

DB33/T 1177 城镇净水厂安全运行管理规范

DB33/T 1178 城镇污水处理厂安全运行管理规范

DB11/T1322.65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 65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再生水）

涉及的法律法规、管理文件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2009.5.1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号.2015.1.1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号.2021.9.1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8号.2018.12.29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9号.2007.11.1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7号.2008.6.1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7号.2016.1.1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8号.2020.9.1施行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5号.1999.10.1施行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34号.2015.6.5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2号.2019.9.1施行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6号.2021.9.1施行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应急厅函〔2020〕299号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45号.2016.10.1施行

燃煤发电厂液氨罐区安全管理规定.国能安全[2014]328号.2015.4.8施行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原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2011.2.1施行

关于废弃危险化学品纳入危险废物管理的条件和程序的复函.环办土壤函[2018]245号
江苏省化工园区（集中区）环境治理工程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9]15号
江苏省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方案.苏办〔2019〕96号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

办[2019]149号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
关于做好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部门联动工作的意见.苏环办[2020]101号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符合现有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五、重大分歧依据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暂无重大分歧意见，待正式征求意见后补充。

六、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标准结构

《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规范》结构上分为 9个部分，包括前言、范围、规范

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安全隐患分类、目标和总体要求、隐患排查内容、持续改进、附

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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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介绍标准编写规则、归口管理单位、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

范围：明确标准适用于哪些单位及应用场景。

规范性引用文件：给出标准引用的标准、规范列表。

术语和定义：对本标准中出现的高频重要术语进行释义。

安全隐患分类：明确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分类，从隐患潜在危害程度方面进

行分类。

目标和总体要求：包括工作目标、工作职责、排查实施、排查内容、隐患上报及告知、

制度化管理 6个方面。

隐患排查内容：包括基础管理要求、设施现场排查要点 2个方面。

持续改进：是企事业单位后续不断自我完善的要求，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附录：标准配套设计了基础管理要求、设施现场排查要点的具体内容。

企业事业单位、第三方或生态环境部门可参考排查表对排查对象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参考文献：对标准中引用的法律法规及文件的列表。

6.2 主要条款要求及其说明

6.2.1 术语和定义

文本内容编制说明：

3.1 环境污染防治设施

指为预防和治理废气、废水、危险废物等污染而建设的各种处理、净化、控制的装置或

贮存设施。

编制说明：结合本标准实际情况进行定义。

6.2.2 团体标准的目标和总体要求

文本内容编制说明：

5.1 工作目标

按照《关于做好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部门联动工作的意见》（苏环办〔2020〕101号）（以

下简称“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企业是环境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的责任主体。可知，企事业

单位对设施的安全隐患具有排查责任，因此本标准具有协助企事业单位进行排查作用。

5.2 工作职责

为规范、有序开展设施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在

工作布置、开展等需建立相应的职责。

5.3 排查实施

强化和规范开展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行为，需明确如何开展具体的隐患排查

工作，包括排查组、非排查组的具体工作内容等。

5.4 排查内容

隐患排查工作具体包括管理文件排查及现场排查 2方面。

5.5 隐患上报及告知

隐患排查后，需将结果及时告知。建立部门间的信息互通机制，重大事故隐患需立即将

内容及时上报，建立安全隐患公告制度，以便相关人员知悉。

5.6 制度化管理

企事业单位应注重并落实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方面相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的识别与

更新，确保合规经营的基础上，对隐患排查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进行规范制定，定期评估

与修订。同时在隐患排查工作中要完善隐患排查工作制度，并配套建立相应的档案管理制度

并规范执行。

6.2.3 隐患排查内容

文本内容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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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管理文件排查

履行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相关手续是企业环境守法的基本条件，也是目前生态环境

部门对企业守法的重要前置性管理手段。针对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安全管理文件，企事业单

位可从手续静态管理档案方面和运行管理（检修、维护、保养、技术人员管理）、现场管理

等动态管理档案方面进行排查。

6.1.1 静态管理档案的基本要求

具体而言，静态档案是相对固定的，其基本要求在建设项目过程需办理的相关手续进行

排查，具体如下：

6.1.1.1 根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原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

第二十二条，应对环境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安全评价，并取得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6.1.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一条，企事业单位应制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6.1.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第五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六条，企事业单位应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报批。

6.1.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二十二条，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

考核标准等内容。

6.1.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一条，企事业单位应制定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应制定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操作规程和培训计划。

6.1.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应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6.1.1.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企事业单位应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

度、消防作业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6.1.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条，

规定特种作业人员需持证上岗。

6.1.1.9 根据《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四条，对于企事业单位有爆破、吊装、危险场

所动火作业、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作业、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大

型检修等危险作业，应建立健全危险作业管理制度，制定危害风险作业方案、安全防范措施

和应急处置方案。

6.1.1.10 根据《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二条，应建立健全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监测

监控系统，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应与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监控

设备联网。

6.1.1.11 根据实际工作要求，需建立危险废物暂存的安全管理制度。

6.1.1.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产生危险废物的单

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6.1.1.13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

〔2019〕327号），应规范在厂区门口显著位置设置危险废物信息公开栏。

6.1.1.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明确危险废物产生单

位需与处置单位签订处理协议，且处理协议应在有效期内。

6.1.2 动态管理档案的基本要求

动态档案包括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检修、维护、保养、变更等方面，其内容具有变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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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排查包括以下：

6.1.2.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江苏省安全生产条

例》第三十条，明确应急预案演练、现场处置方案演练及应急预案备案均具有相应的次数规

定。

6.1.2.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二十二条，定期监督考核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建立监督考核台账。

6.1.2.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应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台账，包括运行

记录、检修记录、检查记录等。

6.1.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九条，明确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其中包括相应的内容。

6.1.2.5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条、《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

明确应对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安全隐患开展排查，对排查的隐患处理进行详细的规定。

6.1.2.6 根据《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四条，应执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危险作业管理

制度，建立其危险作业管理台账。

6.1.2.7 根据《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环境污染防治设施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进行经常性维护，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建立相关维护台账。

6.1.2.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明确应进行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岗位检查和专业性检查，对于检查次

数进行了规定，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台账。

6.1.2.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对于设施巡查、检修，职工培训，消防

管理台账均有规定。

6.1.2.10 根据《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 4部分：本质安全型“i”》（GB 3836.4-2020），
涉及相关爆炸物的环境污染防治设施，需具有防雷检测、报告。

6.1.2.11 根据《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苏环办〔2019〕149
号）、《关于废弃危险化学品纳入危险废物管理的条件和程序的复函》（环办土壤函﹝2018﹞
245号）、《关于做好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部门联动工作的意见》（苏环办〔2020〕101号），

对于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理具有相应的要求。

6.1.2.12 根据实际管理工作要求，应建立危险废物暂存的安全管理台账。

6.1.2.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对于危险废物的产

生种类、数量、性质、流向、处置等建立相应的台账。

6.1.2.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二条、《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管理办法》，转移危险废物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

单。

6.2 常见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排查要点

本标准选择企事业单位常见的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按环境要素废气、废水、危险废物分

为 3类。常见大气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有 RTO污染防治设施、吸附法污染防治设施、吸收法

污染防治设施、可燃性粉尘污染防治设施、脱硫污染防治设施、脱硝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排

查要点包括进出设施材质、防火、防爆等方面考虑。

由于废水污染防治设施种类较多，按照工艺梳理现场排查要点较难，本标准主要依据以

往发生事故的类型（中毒及窒息、火灾及爆炸、腐蚀、泄漏、机械伤害、触电、高空坠落）

进行分类梳理。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设施按照建筑安全要求及贮存中危险废物性质 2个方面进行梳理。具

体编制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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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RTO污染防治设施排查要点

6.2.1.1 根据设施运行具体要求，对于进入废气的成分较复杂，应具备安全风险分析报告，

以确保设施的安全运行操作。

6.2.1.2 根据《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093-2020）中 7.1.2，设施

换向阀宜采用提升阀、旋转阀、蝶阀等类型，其材质应具有耐磨、耐高温、耐腐蚀等性能，

适应频繁切换。

6.2.1.3 根据工作实际需求，需在前级水洗塔和 RTO焚烧炉之间相应位置废气总管上设置可

燃气体报警仪。

6.2.1.4 设施需设置联锁装置，根据《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093-2020）中 8.3.1要求，RTO系统与生产、风管压力计、中级风机、浓度检测仪等连锁控

制。

6.2.1.5 根据以往环保督查结果，设施电气仪表、管道等均应按照防爆等级进行设计。

6.2.1.6 设施与主体生产工艺间需安装阻火器或防火阀，符合《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

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093-2020）中 6.5.2的要求。

6.2.2吸附法污染防治设施排查要点

6.2.2.1 对于进入废气的成分较复杂，应具备安全条件分析报告，以确保设施的安全运行操

作。

6.2.2.2 对于设施吸附床内的温度安全要求，根据《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6-2013）中 6.5.4，温度应低于 83℃。

6.2.2.3 治理系统应安装自动报警装置，根据《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中 6.5.1要求，自动报警装置应符合相关的规定。

6.2.2.4 设施应设置高温报警停车灭火连锁，以及时处理吸附器温度超过一定温度引起的火

灾，应符合《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中 6.3.4.2、6.5.5要
求。

6.2.2.5 根据《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中 8.1.2，吸附装置

内部、催化燃烧器或高温焚烧器的加热室和反应室内部应装设具有自动报警功能的多温度检

测装置。

6.2.2.6根据《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中 6.5.2，治理系统

与主体生产装置之间的管道系统应安装阻火器（防火阀）。

6.2.2.7 根据《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中 6.5.3的要求，设

施的风机、电机和现场的电气仪表的防爆等级均按照相关要求设置。

6.2.2.8 根据实际工作要求，废气管线应具有防静电的措施。

6.2.2.9 根据《工业废气吸附净化装置》（HJ/T 356-2007）中 4.3.4，吸附单元应设置压力指

示、泄压装置性能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6.2.2.10根据《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中 6.3.2.5、8.1.3，
设施的过滤装置的压差计应符合相关要求。

6.2.2.11 设施应具备短路和接地保护设施，根据《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6-2013）中 6.5.10的要求，接地电阻应小于 4Ω。
6.2.2.12 根据《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中 6.5.10的要求，

治理工程应按照相关要求配置移动式灭火器。

6.2.3 吸收法污染防治设施排查要点

6.2.3.1 根据《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HJ/T 387-2007）中 4.3.2，
对设施装置本体主体的表面温度进行了规定。

6.2.3.2 根据《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HJ/T 387-2007）中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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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可知，设施控制温度的单元应设置温度指示装置、压力的单元应设置压力指示和泄压

装置等进行了安全规定。

6.2.3.3 根据《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HJ/T 387-2007）中 4.3.6，
吸收法治理装置在计算机控制的同时，具备手动操作功能。

6.2.3.4 根据《江苏省化工园区（集中区）环境治理工程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9〕15
号），规定企业应提高废气处理的自动化程度，吸收塔采用液位自控仪、pH自控仪和 ORP
自控仪等，加药槽配备液位报警装置，加药方式宜采用自动加药。

6.2.3.5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9.3.9、《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 50019-2015）6.9.24，对排除燃烧或爆炸危险气体的排风系统进行了规定。

6.2.3.6 根据《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15）6.7.8、6.9.17，对

风机传动装置等进行了安全规定。

6.2.3.7 根据《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15）6.9.19、6.9.30，对

于排除有燃烧或爆炸危险气体、粉尘时，防爆风机和电机进行了安全规定。

6.2.3.8 根据工作安全要求，需对吸收塔上设置检视窗和维修入口，并设有安全标志牌。

6.2.3.9 根据工作安全要求，企业应设专人定期检查管道与设备连接的焊缝处、阀门密封垫

片处、管段的变径和弯头处等位置。

6.2.3.10 根据《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中 5.2，设备检修时，

企业应按相关要求落实动火作业相关要求，根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设备检修

时，企业应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辨识、作业过程风险防控、作业事故应急救援等安全

要求。

6.2.4 粉尘污染防治设施排查要点

6.2.4.1 根据《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1.1、《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1.3、《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对粉尘爆炸危

险场所除尘系统按不同工艺分区域进行了规定。

6.2.4.2 根据《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1.2，对除尘系统不与带有可燃气体、

高温气体或其他工业气体的风管及设备连通进行了规定。

6.2.4.3 根据《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4.2，禁止采用干式静电除尘器和重

力沉降室除尘。

6.2.4.4 根据相关要求，干式除尘器和湿式除尘器应符合 GB15577、《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

规定》、AQ 4273相关规定。

6.2.4.5 根据《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4.9、《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

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4.2、《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五条，干式除尘

系统按照可燃性粉尘爆炸特性采取预防和控制粉尘爆炸的措施，选用降低爆炸危险的一种或

多种防爆装置。

6.2.4.6 根据《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15）7.2.10，湿式除尘

器采取保温、伴热等措施进行了规定。

6.2.4.7 根据《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八条，建立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粉尘清理

制度。

6.2.4.8 根据《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九条，对于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备设施或

除尘系统的检维修作业进行了安全管理规定。

6.2.4.9 根据《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 2000-2010）中 6.1.1.3，对于收集到的粉尘

如何妥善的回收和处理进行了安全规定。

6.2.5 脱硫污染防治设施排查要点

6.2.5.1 根据《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HJ 2001-2018）6.3.9、6.8.2、《工业锅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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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窑湿法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HJ 462-2009）5.3.2，对脱硫烟气系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6.2.5.2 根据《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HJ 2001-2018）中 6.8.2，对吸收塔入口烟

道进行了安全要求，需在入口设置烟气事故喷淋降温系统。

6.2.5.3 根据《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HJ 2001-2018）6.4.8、6.8.4，对氨法脱硫

工程中吸收剂系统设置相应安全措施进行了规定。

6.2.5.4 根据《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HJ 2001-2018）6.5.3，吸收循环系统应设

置事故池。

6.2.5.5 根据《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HJ 2001-2018）7.2.6，对排空和冲洗的设

施进行了安全规定。

6.2.5.6 根据《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HJ 2001-2018）8.2.8，脱硫治理设施的集

中监控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6.2.5.7 根据《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HJ 2001-2018）中 12.2.5，对于设施的检

查进行了规定。

6.2.5.8 根据《工业锅炉及炉窑湿法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HJ 462-2009）5.6.1，脱硫治理

设施中重要热工检测项目仪表多重设置进行了规定。

6.2.6 脱硝污染防治设施排查要点

6.2.6.1 根据《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 2000-2010）中 7.2.2.11、7.2.2.12，还原剂

储运制备系统区域内应配置风险指示标、摄像头等安全设施。

6.2.6.2 根据《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HJ562-2010）6.3.2.4，对

于液氨槽车卸料进行了规定。

6.2.6.3 根据《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HJ562-2010）6.3.2.6、《大

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 2000-2010）7.2.2.11，还原剂储运制备系统有关运输、消防、

疏散通道，储罐组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6.2.6.4 根据《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HJ562-2010）6.3.2.7，液

氨罐区对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防雷防静电装置、相应的消防设施、储罐安全附件、急救

设施设备和泄漏应急处理设备等进行了规定。

6.2.6.5 根据《燃煤发电厂液氨罐区安全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对液氨罐区的电气设备、静电释放装置、安全

标志、监控系统、检测装置等进行了规定。

6.2.6.6 根据《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HJ562-2010）8.1.1、8.1.3，
对脱硝治理设施采用集中监控，配备自动控制系统进行了规定。

6.2.6.7 根据《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HJ562-2010）8.3.2，对

重要的热工测量项目仪表设置双重或三重化冗余进行了规定。

6.3 废水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排查要点

6.3.1 中毒及窒息

6.3.1.1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中 2.2.25，对可

能含有有毒有害气体或可燃性气体的深井、管道、构筑物等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维修操作

前，环境浓度检测及人员操作安全要求应符合相关要求。

6.3.1.2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防毒技术规范》（AQ 4209-2010）7.2.3，对密闭空间检测顺序、

测氧含量及测有毒气体的浓度要求进行了规定。

6.3.1.3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防毒技术规范》（AQ 4209-2010）中 8节，规定了可能突然逸

出大量有毒物质或易造成急性中毒的化学物质的作业场所，设置自动报警装置和采取事故通

风设施及次数进行了规定。

6.3.1.4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中 6.1.4，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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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收集系统的封闭环境内进行检修维护时，通风情况及防毒操作安全均有相应规定。

6.3.2 火灾及爆炸

6.3.2.1 根据生产区域安全管理规定，在污水处理站严禁存放杂物和各种车辆、不准乱接电

源线、不准为车辆和大功率电器设备提供充电、维修等作业。

6.3.2.2 根据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污水处理设备和管道等因维修、改造须动用明火作业时，

必须要指定专人负责采取各项防火措施，并配备消防器材，满足作业现场应急需求。

6.3.2.3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 28742-2012）中 4.19，设施应安装消除静

电装置。

6.3.2.4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安全运行管理规范》（DB33/T 1178 2019）中 6.2.11，设施需

安装防火防爆等安全装置。

6.3.2.5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 28742-2012）中 4.21，设施主机及附件均

应使用防爆型设备。

6.3.2.6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 28742-2012）中 4.20，对于设施的排气孔

（管）末（外）端均应设有金属防火网和防火装置。

6.3.2.7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中 6.2.5，对于活

性碳存放，应采取防火措施。

6.3.2.8 根据《污水高位储罐安全技术规范》（DB32/T 3955-2020）中 7.2.1，可能产生 CH4、

H2S等气体的污水高位储罐废气排放口应设置水封。

6.3.2.9 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283-2020）（2020修订版），设施应

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仪，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6.3.2.10 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283-2020）（2020修订版），对于循

环冷却水站的电气设备防爆规定进行了安全规定。

6.3.2.11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2008）（2018年版），对于隔油池的

安全设置及使用均进行了安全规定。

6.3.3 腐蚀

6.3.3.1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中 3.3.8，应对污

泥脱水间内、沉砂池上的电气控制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养等进行抗腐蚀处理。

6.3.3.2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中 3.6.15，较长

时间不用的橡胶材质曝气器，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太阳曝晒。

6.3.3.3 根据安全技术要求，对于厂区内中输送液碱、次氯酸钠、盐酸、废水、废气的管道，

机泵、风机等输送设备应根据物料特性选择耐腐蚀的材质。

6.3.3.4 根据《城镇净水厂安全运行管理规范》（DB33/T 1177-2019）中 5.2.6，构（建）筑物

上的金属器件应根据腐蚀情况进行防腐处理，原液池、溶液池、储泥池和生化池等池体应每

年观察检测腐蚀情况，及时进行防腐处理。

6.3.3.5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中 8.2.12，室外

仪表箱（柜）应有防腐蚀功能，并应定期维护保持清洁。

6.3.3.6 根据《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T50046-2018）中 6.1，污水处理池的池体包

括结构材料、腐蚀等进行了规定。

6.3.4 泄漏

6.3.4.1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中 3.12.5、4.2.4，
对于漏氯检测仪的检查、维护次数进行了规定，并应制定泄漏紧急处理预案，化学清洗间用

于化学清洗的酸、碱泵，应按设备使用要求，定期检查和添加养护用油。

6.3.4.2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安全运行管理规范》（DB33/T1178-2019）中 5.2.2，对于构（建）

筑物渗漏维修、长期不使用养护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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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3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安全运行管理规范》（DB33/T1178-2019）中 5.3.1，对于地上

明管渗漏情况和地下管线上方路面沉降情况进行规定。

6.3.4.4 根据设备维护要求，应定期对厌氧系统进行有效的检测和维护。

6.3.5 机械伤害

6.3.5.1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T 28742-2012），设备中设有自动控制装置

时，配有一套手动装置、安全报警设施及互锁功能设施进行了规定。

6.3.5.2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T 28742-2012），设备中皮带、齿轮、联轴

器等传动部分设有防护罩进行了规定。

6.3.5.3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T 28742-2012），设备底脚的可固定的孔或

可焊接的底板进行了要求。

6.3.6 触电

6.3.6.1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T 28742-2012），对于电线、电气设备绝缘

部分做了要求。

6.3.6.2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T 28742-2012），对于静电接地进行了规定。

6.3.6.3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T 28742-2012），对于电机控制开关设有漏

电保护器及紧急停机按钮进行了规定。

6.3.6.4 根据工作安全管理要求，对于电气灭火器材进行了要求。

6.3.6.5 根据《机械电击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 5226.1-2008），
对于电气设备的控制按钮的警告牌进行了要求。

6.3.6.6 根据工作安全管理要求，对于防护用具、安全使用工具等进行了安全规定。

6.3.7 高空坠落

6.3.7.1 根据《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T 28742-2012），对设备上设置操作平台、

防护栏杆进行了规定。

6.3.7.2 根据生产区域安全管理规定，操作平台应平整防滑，不能有障碍物。

6.3.7.3 根据《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 65 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再生水）》

（DB11/T1322.65-2019），要求在构筑物上配备救生圈、安全绳等救生用品。

6.3.7.4 根据工作安全管理要求，对污水处理厂内的钢格板、铁栅栏、检查井盖、压力井盖

要进行了安全管理规定。

6.4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现场排查要点

6.4.1 根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

技术规范》（HJ 2025-2012）、《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

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19〕149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贮存设施应具备固定防雨、防扬散、

防流失、防渗漏等措施，并设置泄露液体收集装置。

6.4.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7-2001）、《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19〕
149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
327号附件 1，贮存设施的明显位置应按照规定设置警示标志、消防及应急防护用品。

6.4.3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

知》（苏环办〔2019〕149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

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附件 2，贮存设施的出入口、设施内部等关键位置应设置

视频监控。

6.4.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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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

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规定。

6.4.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7-2001）、《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19〕
149号），对于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危险废物的规范贮存进行了规定。

6.4.6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
327号）附件 1，设施应设置气体导出口及净化装置。

6.4.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

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19〕149号）、《省

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

对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安全标识进行了规定。

6.4.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

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19〕149号）、《江

苏省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方案》（苏办〔2019〕96号），对于贮存设施的危险废物贮

存周期、贮存量进行了规定。

七、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生态环境部门、企事业单位可将本标准作为开展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的参考

依据，能够快速便捷识别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安全隐患，建立隐患排查问题清单，可有效预

防和控制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事故的发生，有效降低企事业单位、园区整体安全风险水平，

消除或减轻因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导致的安全事故所造成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健康并

减少一定的财产损失。

八、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规范》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实施，并建议制定相应

的实施意见，如做好宣传培训，示范推广等工作。

采取“分级分类、循序渐进”原则，在省内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综合性开发区、

企业集中地区；在化工、医药、钢铁、水泥、纺织印染等重点行业，在全省重点污染源、较

大环境风险等级以上企业，先行开展标准应用试点，有重点、有计划的推行本规范。

定期组织对本标准实施情况调查，掌握动态，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及时解决实

施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升标准水平，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总

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广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规范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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