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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为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应急能力，

规范处置程序，明确相关职责，及时对实际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和紧急情

况做出响应，快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环境

污染和生命财产损失，预防和减少伴随的环境影响，特制订本应急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规章、指导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 年 4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 日）； 

（5）《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 号）； 

（6）《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2014 年 4 月 4 日）； 

（7）《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环发[2015]4 号）； 

（8）《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 年 5 月 1 日）； 

（9）《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2013 年 5 月）；

（10）《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 年）； 

（11）《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企业事业单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环发[2015]7 号）。 

1.2.2 标准、技术规范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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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易燃液体》 

（GB 20581-2006）； 

（3）《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04）； 

（4）《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T 18597-2001）； 

（5）《危险化学品名录》； 

（6）《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技术规范》（2014 年 5 月）； 

（8）《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 

（9）《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1]199 号）； 

（10）《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DB11/T 1191-2015)。 

1.2.3 其他参考资料 

（1）《北京农学院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汇编》； 

（2）《北京农学院实验室管理制度汇编》。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校内人为或不可抗力造成的废气、废水、固废（包括危

险废物）等环境污染、破坏事件；在贮存、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燃烧、

大面积泄漏等事故；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及人体健康的环境污染事故；以

及影响环境的其它严重污染事故等。 

1.4 工作原则 

学校本着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方针，始终贯彻如下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3）快速反应，有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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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管理，预防为主； 

（5）先期处置，环境优先。 

1.5 应急预案体系说明 

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

发[2015]4 号）的相关规定，应急预案体系应由总体应急预案（综合）、专

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重大

活动应急预案等六大类构成。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见图 1-1。 

 

 

 
 

 

 

 

图 1-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图 

根据本校事故类型及处置手段情况，本次仅编制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综合）和现场处置预案，不再单独制定各专项应急预案。同时根

据实际需要和情势变化，适时修订应急预案。本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程

序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为本校内部预案，当突发环境事件为“一级

（重大级）”突发环境事件时，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进行救助，启动项目所

在地的环境应急预案和北京市昌平区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1.6 事件分级 

本校突发环境事件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根据事故危害、影响范围以

及控制事态的难度分为：一级（重大级）和二级（一般级）。 

北京市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北京市昌平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北京农学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 
 

1.6.1 一级（重大级）： 

（1）由于实验室化学物质、校园服务中心药品库农药或实验人员操作

不当等引发的火灾、爆炸事故； 

（2）由于实验室化学试剂、危险废物等化学物质发生大量泄漏，或化

学物质随事故消防废水进入雨水收集口，流至校外的； 

（3）由于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引起的以上事件，从而导致水体、土壤、

大气污染的。 

1.6.2 二级（一般级）： 

由于实验室化学试剂及危险废物等化学物质发生小量泄漏，未扩散至

校外。 



5 
 

2 学校基本信息 

2.1 学校概况 

北京农学院始建于 1956 年，是一所特色鲜明、多科融合的北京市属都

市型高等农业院校。学校现有 11个二级学院和 4个教学部，有教职员工 1200

余人，研究生、本科生、高职生、留学生等各类在校生 8000 余人。本校有

6个学院的11座实验楼涉及化学品的贮存与使用，各学院的实验楼分别为：

动科楼、园林楼、食品楼、北校兽医综合实验室、综合实验室、北校组培

实验室、生物组培中心、研究生 B 座、植物生产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楼 A

座、研究生实验楼 A 座。同时，中水处理站、校医院及科技产业集团均涉

及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贮存。 

学校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农路7号，占地面积1136亩，建筑

面积216369.66m
2。校内包括教学楼、实验楼、家属楼、学生宿舍及辅助建

筑。涉及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各环境风险单元的位置简图见图2-1。 

 

 

 

 

 

 

 

 

 

 

 

 

图 2-1 各环境风险单元的位置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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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工作由学校统一管理，各学院/部门分级负责。

各环境风险单元的环境、安全职责划分见表 2-1。 

表 2-1 各环境风险单元的环境、安全职责划分 

序号 环境风险单元 职责学院/部门 

1 实验楼 A 座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园林学院 

2 研究生实验楼 A 座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3 研究生 B 座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4 北校组培实验室 城乡发展学院 

5 综合实验室 城乡发展学院 

6 北校兽医实验室 城乡发展学院 

7 食品楼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 植物生产试验教学中心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9 生物组培中心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10 动科楼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11 园林楼 园林学院 

12 危险废物暂存库 科技产业集团 

13 校医院 校医院 

14 中水处理站 国有资产管理处 

15 校园服务中心药品库 校园管理服务中心 

2.2 周边环境 

2.2.1 自然环境 

本校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农路7号。东经：116°18′30.817″；北

纬：40°5′38.004″，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件3。 

昌平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全区地处温榆河冲积平原和燕山、太行山

脉的结合地带，区域地理坐标东经 115°50′17″~116°29′49″，北纬

40°2′18″~40°23′13″。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

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冬季寒冷干燥，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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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11.8℃，区域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550.3mm。昌平区

境内的河流分属于海河流域的北运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和潮白河水系，有

南沙河、北沙河、东沙河等平原河道 28 条(含温榆河和清河)、排水沟渠 35

条、山区沟道 16 条。距本校距离最近的河流为西侧 1.2km 的南沙河支流。

2.2.2 周边受体情况 

本校校区较大，各环境风险单元的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均为校内的学生

公寓及办公楼等。校内主要的环境风险受体为：科技综合楼，4 号办公楼，

锅炉房，职工宿舍，家属楼 1、3、5 号楼，经济管理学院，动科园林楼，5、

6 号学生公寓及食品楼。各风险单元周边环境关系表 2-2。 

表 2-2 各环境风险单元周边环境敏感点情况 

序号 名称 
相对各环境风险

单元距离（米） 
规模（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科技综合楼 87 0 郑江锋 13683345642 

2 4 号办公楼 124 170 张丽强 13693668926 

3 职工宿舍 57 130 张秋芝 13910683625 

4 锅炉房 5 20 王永涛 13718139855 

5 家属 3 号楼 53 130 

陈继富 13552964519 6 家属 1 号楼 56 120 

7 家属 5 号楼 56 120 

8 经济管理学院 42 100 王艳霞 13681161032 

9 动科园林楼-A 62 100 王旭华 13910843188 

10 动科园林楼-B 73 100 莫建玲 13661367033 

11 5 号学生公寓 46 170 
崔鸣声 13901326053 

12 6 号学生公寓 53 170 

13 （旧）食品楼 37 60 敖日嘎 13691541222 

2.2.3 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区域属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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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GB 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地表水

属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规定的Ⅴ类环境功能区，

执行（GB 3838-2002）中的Ⅴ类标准；该区域的地下水质量执行《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 14848-1993）中的 III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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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3.1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的建立 

北京农学院有教职员工 1200 余人，研究生、本科生、高职生、留学生

等各类在校生 8000 余人，设有 11 个二级学院和 4 个教学部。根据学校实

际情况，各学院实验室、校医院及危废暂存库发生小量泄漏时，由各学院

及相应管理部门应急队伍负责处置，当发生火灾、爆炸及大范围泄漏等事

故时，由学校应急队伍参与事故应急处置。本次预案针对学校、各学院、

校医院及科技产业集团进行应急分组，为应急工作顺利进行提供各方保障。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2013

年 5 月）要求，学校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应急指挥体系

分为校级及院级/部门级应急指挥体系，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启动不同级

别的应急指挥体系。各级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由均应急领导组、应急救援组、

应急保障组、应急信息联络组组成。其中，校长任校级应急领导组组长，

副校长任副组长；各学院院长、科技产业集团处长、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及校医院院长分别任院级/部级应急组组长，各学院书记、办公室主任、中

水处理站站长及校医院副院长任院级/部级副组长。发生重大或较大突发环

境事件时，以应急领导组为基础，由组长负责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

指挥，副组长负责协助组长进行现场处置工作。若组长不在场时，由副组

长任临时组长，全权负责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应急组织机构及联系方

式见《北京农学院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构架图见图

3-1，应急指挥体系框架图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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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构架图 

图 3-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 

3.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污染事故

发生和应急救援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2）组织制定、修改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建环境污染事故

应急救援队伍，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的培训与演练。 

（3）审批并落实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防护器材、救援器材等

的购置。 

应急领导组 

应急保障组 应急救援组 应急信息联络组 

区域救援

联动相关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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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查、督促做好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

督促、协助现场工人及时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跑、冒、滴、漏。 

（5）批准应急救援的启动和终止。 

（6）及时向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局报告环境污染事故的具体情况，

必要时向外部联动单位发出增援请求，并向周围单位通报相关情况。 

（7）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负责人员、资源分配、应急队

伍的调动。 

（8）协调事故现场工作，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故调查、

经验总结。负责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基本防护方法的培训，向周围单位

提供本单位有关污水性质、救援知识等的宣传材料。 

3.2.1 应急领导组职责 

（1）组长：组织指挥学校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并指挥启动

学校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副组长：协助组长负责救援具体工作。向各应急小组传达组长的

指令，向组长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处置过程中应考虑和采取的安全措施和

技术方案，并及时监督、反馈。同时，由相应部门负责人负责与环保、安

监、消防等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沟通。 

（3）组员：负责组长、副组长命令的执行，协助副组长进行事故应急

救援的实施，反馈事故应急处理的进展，协助组长、副组长对应急救援组

人员、应急保障组人员、应急信息联络组等进行调动。 

应急救援组人员职责： 

3.2.2 应急救援组职责 

（1）参加应急预案培训、演练；落实事故预防措施；对危险源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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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查处危险源事故隐患。 

（2）事件发生时，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控

制污染源，切断污染途径，防治污染影响的扩大，最大程度减少环境污染。 

3.2.3 应急保障组职责 

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组人员要保障充足的应急资金、购买和提供应急物

资、参与现场人员救护、保持通信联络畅通、维护现场治安及为现场救援

人员和伤员提供保障等。 

3.2.4 应急信息联络组职责 

应急信息联络组人员要保障应急现场的信息交流渠道畅通，并执行与

各外部救援单位及周边环境风险受体的通信联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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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环境风险分析 

4.1 危险化学品使用情况 

本校各实验楼、中水处理站、校园服务中心药品库及校医院危险化学

品的最大存储情况见表 4-1。 

表 4-1 本校危险化学品的存储情况 

序号 名称 液体危险化学品 固体危险化学品 

1 动科楼 278L 22kg 

2 园林楼 83.5L 1.001kg 

3 食品楼 50.5L 11.1kg 

4 北校兽医综合实验室 2L 1.5kg 

5 综合实验室 11.5L 14.725kg 

6 北校组培实验室 3L 1kg 

7 生物组培中心 42.5L 8kg 

8 研究生 B 座 4.5L 0kg 

9 植物生产实验教学中心 155.75L 39.8kg 

10 实验楼 A 座 338.45L 79.175kg 

11 研究生实验楼 A 座 298.75L 78.825kg 

12 中水处理站 500kg 500kg 

13 校园服务中心药品库 120L 0kg 

14 校医院 0kg 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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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我校的危险废物的产生情况见表 4-2。 

表4-2 危险废物的产生情况 

序

号 
名称 

是否为危

险废物 

危险废

物类型 

日常最

大存储

量（t） 

年产

量（t） 
存储位置 处置方式 

1 

固体废弃物

（废试剂瓶

等） 

是 

HW49 

1 2 

危险废物

暂存库 

北京金隅红树

林环保技术有

限责任学校负

责转运处置 
2 无机废液 是 1.5 2 

3 有机废液 是 1.5 2 

4 

医

疗

废

物 

感染性

废物 
是 

HW01 

0.0001 0.06 

污物间 

北京市金州安

洁废物处理有

限公司 
损伤性

废物 
是 0.0001 0.01 

4.3 中水处理站工艺流程 

本校设有中水处理站，主要处理校内的生活废水、实验室废水及医疗

废水，达标后用作中水及绿化用水。中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4-1。 

 

 

 

 

 

 

 

 

 

 

 

 

 

 

 

图 4-1 中水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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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本校设燃气采暖锅炉，废气定期进行检测；设教职工、学生食堂 3 个，

各食堂均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各学院实验室均安装活性炭处理设施，对实

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进行处理。 

（2）废水 

本校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实验室废水及医疗废水，污水均进入本

校自设的中水处理站统一处理。中水处理站的设计处理量为 1500 吨/天，日

常处理量为 1200 吨，处理后作为中水及绿化用水进行回用，回用量为 700

吨/天，其他出水排入下一级污水处理厂。 

（3）固体废物 

本校的固体废物为一般工业废物、危险废物及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废

物为中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污泥暂未进行处置，存储于中水处理站院内，

年产生量为 50 吨；危险废物为各院实验室产生的实验室废液、废试剂瓶等

以及校医院医疗废物，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由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

有限做转运处置，医疗废物由北京市金州安洁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做转运处

理；生活垃圾存于垃圾暂存地，由海淀环卫集团转运，产生量为 9 吨/天。 

4.5 学校环境风险等级 

本校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与其临界量的比值 Q 为 0.1015，由于 Q 值小

于 1，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中风险等级的确定方法，可

判定本校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环境风险评估具体内容详见《北京农学

院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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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环境风险单元及环境风险分析 

本校主要环境风险单元为中水处理站、危险废物暂存库及存有危险化

学品的各实验室。中水处理站盐酸及氯酸钠易发生遗洒、泄漏事故，二氧

化氯发生器可能发生爆炸等事故，将污染土壤及水体环境；危险废物在贮

存、转移过程中，易发生遗洒、泄漏事故，经危废暂存库外的雨水收集口

流至校外，污染水体及土壤；各实验室存有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因

人员操作不当等原因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将对环境及人员造成较大影响。 

校园服务中心药品库为我校次要的环境风险单元，最可能发生的环境

事件为火灾、遗洒事故。敌敌畏、百草枯及汽油均可燃，火灾状态下，消

防退水流至库房东侧为湖体，将污染水体；发生遗洒、泄漏事故时也易污

染水体。我学校根据上述风险单元特点及应急物资现状，拟定增加必要的

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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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防与预警 

5.1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5.1.1 环境风险源视频监控设施 

表 5-1 环境风险源监控设施一览表 

监控设施名称 数量 安置位置 监控内容 

视频监控探头 1200 个 校园各处 校园内的工作及生活情况 

5.1.2 环境风险源管理措施 

学校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北京农学院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汇编》及

《北京农学院实验室管理制度汇编》。包括《剧毒化学品管理规定》、《危

险废弃物管理办法》、《实验室剧毒、危险物品管理办法》及《实验室安

全管理制度》等，规定了各类化学品的相关管理办法。 

《实验室剧毒、危险物品管理办法》对本校剧毒危险品的采购、贮存

及领用作出规定： 

（1）剧毒品的采购秉持用什么买什么，用多少买多少的原则，每次采

购按一个学期使用安排，不超购超贮； 

（2）采购剧毒化学品必须由 2 名人员同时专车前往； 

（3）剧毒物品柜实行五双制度，即双人双管双人发放、双人领用、双

账本和双锁，做到日清月结，账物相符； 

（4）领用时秉持谁领用谁负责，危化品到哪里责任到哪里的原则，使

用危化品的实验室要对全过程负责； 

（5）领用剧毒物品，有实验室专职人员提报领用计划，室主任签字。

主管系主任批准，并经保卫处签字备案，方可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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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预警分级 

为了加强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特制定预警机制。各岗位人员在遇到

以下突发环境事件时，应立即上报，由应急领导组启动突发环境事件预警。

预警的级别应根据事故的发展进行调整，预警级别和条件如下： 

（1）社会级预警（Ⅰ级）： 

北京市政府发布台风、暴雨红色预报，地震 6 级及以上预报等，可能

引起学校次生环境污染事故时； 

校内发生火灾、爆炸、泄漏等安全事故，可能引起环境污染事故时； 

相邻单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可能引起本校次生环境污染事故时； 

（2）校级预警（Ⅱ级）： 

北京市政府发布台风橙色或黄色预报，暴雨橙色预报，地震 4.5～6 级

（含 4.5 级）预报等，可能引起学校次生环境灾害的情况下； 

学校发生火灾、爆炸及化学品大面积泄漏等事故，可能引起环境污染

事故时。 

（3）院级/部门级预警（Ⅲ级）： 

各院及相关存储化学品的部门发生小量化学品的遗洒，不能引起环境

污染事故。 

5.3 预警发布与措施 

5.3.1 预警发布 

应急领导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级别做出预警决定，发布预警信

息，应急小组和外部联动单位立即进入预警状态。同时应急领导组应密切

关注事态状况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适时宣布解除预警或启动应急预

案。预警信息包括：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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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措施等。 

5.3.2 预警措施及响应 

当应急领导组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后，应急小组和外部联动单位根

据预警信息，立即进入各自相应工作状态。应急领导组组长或其指定代理

人指挥应急小组，调配应急物资，有效疏导校内无关人员安全有序撤离，

应急小组对可能造成事故的风险源进行排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

境事故发生。 

院级/部门级预警响应：各环境风险单元应急小组积极排查、预防环境

事故的发生，当环境事件可能影响范围较大时，及时向上级（校级）汇报

事态进展，必要时联系学校救援。 

校级预警响应：事故单元应急小组与校级应急小组积极排查、预防环

境事故的发生，当环境事件可能影响范围较大时，及时向上级汇报事态进

展，必要时联系社会救援。 

社会级预警响应：应急小组积极排查事故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

境事故的发生，及时汇报事态发展情况，必要时联系社会救援；立即关停

可能造成环境事件升级的设施设备，确保环境风险处置设施正常运行，及

时汇报现场情况，必要时联系设备厂家进行咨询。 

5.4 预警解除或预警升级 

5.4.1 预警解除 

当应急领导组确定能够引起突发环境事件的源头得以控制，环境风险

彻底消除且无继发可能时，宣布解除预警。 

5.4.2 预警升级 

当应急领导组确定引起突发环境事件的源头难以及时控制，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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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马上消除或有继发可能时，宣布预警升级。 

院级/部门级预警升级为校级预警，校级预警升级为社会级预警，社会

级预警升级为环境应急事件响应，此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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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处置 

应急处置原则：事件发生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领导组须立即启动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指挥应急救援队伍营救受害人员，做好现场人员疏

散和公共秩序维护；控制危险源，采取措施切断污染途径，防止次生、衍

生灾害的发生和危害的扩大，尽量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1 应急预案启动 

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启动院级或校

级救援行动。 

6.2 信息报告 

6.2.1 信息报告与接警 

岗位人员发现各类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时，应立即报告院级/部门

级应急领导组组长，并逐级上报，由应急领导组组长进行决策是否上报校

级应急应急组。 

校  级应急领导组组长： 王慧敏 ，电话： 010-80799012  

部门级应急领导组组长： 张海明 ，电话： 13811150775  

院  级应急领导组组长： 郭  勇 ，电话： 13911341632  

 马晓燕 ，电话： 13651131311  

 仝其根 ，电话： 13910570666  

 杨为民 ，电话： 13520477701  

 李奕松 ，电话： 13120236079  

 潘金豹 ，电话： 13801262719  

校园报警电话： 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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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信息的上报与通报 

学校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应立即响应，并由应急领导组组长指挥应急

行动，防止事故蔓延扩大。现场指挥员应掌握事态进展情况，做出现场紧

急关停仪器、疏散撤离的决策和警报，并由应急信息联络组在第一时间内

（事故发生 1 小时内）向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局进行报告。同时，向当

地政府和周边单位发布警报，由应急信息联络组发布消息，提出请求援助。 

报告的信息内容如下： 

（1）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原因以及已造成的污染范围； 

（2）污染源种类、数量、性质； 

（3）事故危害程度、发展趋势、可控性及预采取的措施； 

（4）事故的简要经过、火灾或爆炸的范围、风险物品泄漏情况； 

（5）受事故影响的地区、单位，及其应采取的避险措施； 

（6）需要启动校外应急救援的事宜； 

（7）事故报告人所在单位、姓名、职务和电话联系方式。 

6.2.3 紧急集合地点： 事故区域附近空旷地点  

6.3 分级响应 

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学校对可能发

生的安全事件实行二级应急响应：一级（重大级）和二级（一般级）。 

6.3.1 一级应急响应 

由一级事件引起，已对周边区域的环境安全构成影响，且不能被事故

发现者或学校人员利用现场应急资源进行紧急处理或不能控制其事态发展。 

6.3.2 二级应急响应 

由二级事件引起，对周边区域的环境安全不构成影响，能被事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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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本校人员利用现场应急资源进行紧急处理或能够控制其事态发展。 

6.3.3 响应程序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发生一级事件时，要密切关注事故现场情况，发

展动态，当学校二级应急响应不能有效处理事故，事故有扩大发展的趋势，

并影响周边环境时，应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同时报当地政府，外部联

动单位请求支援，告知受事故影响的周边单位实施事故避险措施。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岗位人员发现初期事故应立即就近使用应急器材

消除、控制事故发展，同时报告当班现场负责人，现场负责人立即指挥当

班人员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同时报告应急领导组组长，学校进入二级应急

响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见图 6-1。 

 

 

 

 

 

 

 

 

 

 

 

 

 

 

图 6-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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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应急监测 

学校发生重大环境事件，如化学试剂、危险废物及农药发生泄漏，火

灾、爆炸事故导致大量消防废水经雨水收集口流至校外明渠，对当地大气、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产生影响的情况下，需由应急信息联络组立即通知

昌平区环境保护局进行应急环境监测，本校不具备应急监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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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现场处置 

本校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见表 6-1。 

表 6-1 环境突发事件现场处置 

序

号 
事件描述 

响应 

级别 
应急救援组 

应急保

障组 

应急信息

联络组 

1 

实验室及

校园服务

中心库房

等发生火

灾、爆炸，

燃烧产生

的烟尘和

有毒有害

气体直接

进入空

气，污染

大气环

境。实验

室化学试

剂、农药

等随消防

废水流至

校外 

一级 

响应 

（校

级响

应） 

① 隔离、疏散、转移遇险人员到安全

区域，建立 500m 左右警戒区，除救援

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并

迅速撤离无关人员； 

② 应急救援组组长穿戴好防护装备指

挥现场人员紧急疏散至上风向； 

③ 停止现场设备的运行，关闭电闸； 

④ 应急救援组组员穿戴好防护装备用

消防栓、灭火器等进行灭火； 

⑤ 使用消防沙袋封堵校内的雨水收集

口，并对场地内泄漏物质和消防废水进

行拦截和围挡，防止泄漏物质和消防废

水流出学校范围； 

⑥ 对污染场地进行洗消，洗消废水收

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化学安

全防护

眼镜； 

防尘口

罩； 

防火服； 

灭火器； 

消防栓； 

消防沙； 

胶鞋； 

消防桶；

消防铲； 

警戒线； 

手套；防

毒面具。 

报警，迅速

向当地 119

消防、政府

报警； 

对内、对外

发布信息；

上报北京

市昌平区

环境保护

局； 

通知当地

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

部门。 

2 

由于实验

室化学试

剂，中水

处理站盐

酸、氯酸

钠，危险

废物及农

药等化学

物质发生

小 量 泄

漏，未扩

散至校外 

二级 

响应 

（院

级响

应） 

① 在事发地点周围设立小范围警戒

区，除救援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

警戒区，并迅速撤离无关人员； 

② 救援人员应佩戴好全套个人防护用

品，做好个人防护后，对现场进行收集

处置； 

③ 查找泄漏源，堵塞泄漏口，避免更

多污染物流出或漏出； 

④ 用消防沙、硅藻土收集和吸附遗撒

物，收集到的遗撒物应放入贴有相应标

签的密闭容器中，并运至有资质的单位

处理 

化学安

全防护

眼镜； 

防尘口

罩； 

消防沙； 

硅藻土； 

胶鞋； 

警戒线； 

手套。 

对内发布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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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环境突发事件现场处置 

序

号 
事件描述 

响应 

级别 
应急救援组 

应急保

障组 

应急信息

联络组 

3 

由于实验

室化学试

剂，中水

处理站盐

酸、氯酸

钠，危险

废物及农

药等化学

物质发生

大 量 泄

漏，未扩

散至校外 

一级 

响应 

（校

级响

应） 

① 在事发地点建立一定范围的警戒

区，除救援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

进入警戒区，并迅速撤离无关人员； 

② 查找泄漏源，堵塞泄漏口，避免更

多污染物流出或漏出； 

③ 救援人员应佩戴好全套个人防护用

品，做好个人防护后，对现场进行

收集处置； 

④ 使用消防沙袋封堵校内的雨水收集

口，防止泄漏物质经雨水收集口流

出校区，并用消防沙和硅藻土对场

地内泄漏物质进行收集，收集到的

遗撒物应放入贴有相应标签的密闭

容器中，并运至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⑤ 对污染场地进行洗消，洗消废水收

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化学安

全防护

眼镜； 

防尘口

罩； 

消防桶；

消防铲； 

消防沙； 

硅藻土； 

胶鞋； 

警戒线； 

手套；防

毒面具。 

对内、对外

发布信息；

上报北京

市昌平区

环境保护

局； 

通知当地

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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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应急疏散、急救 

6.6.1 应急疏散 

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时，要保持镇定，有序的开展救援工作。根据

事故的发生地点、性质、级别，对周边人员进行告知、疏导工作。 

6.6.2 现场防护、急救 

（1）救护人员穿戴防护用具； 

（2）设置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禁止围观人员堵塞道路； 

（3）发现现场有人中毒窒息或烧伤时，立即转移至上风向空气新鲜的

安全区域，如呼吸停止应立即实施人工心肺复苏。烧伤人员应注意保护创

面并防止二次受伤，如有外伤流血应立即包扎。待医护人员赶到后作进一

步处理。初步确定受伤人员已经死亡时，立即组织人员封锁现场，等待公

安和医护人员到达，以证实该人员的合法死亡性。 

（4）报上级安全主管部门，协助公安和医护人员的现场及后续工作。

在救人的同时，应保护现场。当医护及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后，协助医护人

员共同抢救，与公安人员积极合作。待妥善处理好事件后，向学校上级主

管部门汇报。外部应急机构及主要联系电话见附件 1。 

6.7 信息发布 

事故发生后，由信息联络组负责及时将事故经过向上级环保主管部门

汇报，必要时安排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严禁私自发表言论，接受采访时要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内容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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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终止 

7.1 终止条件 

事故应急终止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无火灾蔓延、无化学品及危险废物泄漏等情况；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

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7.2 终止程序 

经应急领导组检查评估，符合终止条件后，经应急领导组批准后，由

应急信息联络组宣布现场应急结束。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需成立事

故调查组，调查事故原因，分析事故责任，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向有关部

门上报事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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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期处置 

8.1 善后处置措施 

应急终止后由应急救援组对现场进行清理和清洁；应急保障组清点各

类设备，逐步恢复。 

应急领导组指导应急保障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

损失，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规定计

算赔偿金额，提出赔偿方案，做好事故的善后工作。 

场地清洁中产生的洗消废液、废水以及受污染的土壤应集中收集并按

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中的要求进行存储。

洗消废液、废水经收集后送至有资质单位处理，受污染的土壤集中收集由

有资质的单位统一清运处理。（技术服务合同及最近废物清运联单见《北京

农学院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8.2 调查与评估 

应急领导组组长组织学校内部专家和环境保护部门专家对本次环境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进行评价，编制应急总结报告，结合评价结果，对现有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补充和修订。 

8.3 秩序恢复重建 

待突发环境事件完全平息后，对损毁的设备、设施及时进行修复重建，

确保各项环保措施和应急措施恢复到正常应急状态，由后勤服务集团对应

急物资进行评估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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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保障 

9.1 人力资源应急保障 

学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设应急领导组、应急救援组、应

急保障组和应急信息联络组。各小组成员均为本校教职工，发生突发环境

应急事件时，根据事件分级启动相应的响应。各组在响应中的调动如下： 

9.1.1 一级应急响应： 

校级及相应院级应急领导组、应急救援组、应急保障组、应急信息联

络组全体成员区域救援联动单位相关人员。 

9.1.2 二级应急响应： 

院级应急领导组、应急救援组、应急保障组和应急信息联络组全体成

员。 

9.2 资金保障 

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储备费用列入年度费用计划，由应急保障组

组长负责应急救援资金申请，经各级应急领导组组长审批，确保有充足的

添置、更新及紧急购置应急处置装备的经费，保障应急状态时应急经费能

及时到位。 

9.3 物资保障 

根据环境风险事件应急抢险救援需要，由应急保障组组长组织，购买、

更新、储备应急物资，定期维护、保养应急仪器和设备，使之始终保持良

好的技术状态，以确保参加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时救助人员的自身安全，及

时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和扩散。环境应急物资见《北京农学院应急资源调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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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医疗卫生保障 

校医院院长负责落实与地方医疗卫生、职业病防治部门的应急医疗救

援协议的签订。环境事件应急保障组组长落实急救药箱药品，急救器材的

配备与更新。聘请相关协作单位人员定期对现场应急保障组组员进行医疗

急救知识与技术的培训，确保校医院人员及应急保障组人员在发生突发环

境事件时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救护伤员队伍中。应急医用急救箱清单见《北

京农学院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9.5 交通运输保障 

学校能够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调配至少一部车辆随时待命。发生

重大火灾时，拨打火灾报警电话 119，向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支队请求支援。 

9.6 治安维护 

对事故发生点设置警戒线，维护现场治安，控制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及

非安全区域内人员的疏散及隔离，同时维护其他重要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负责对非安全区域内的道路进行交通管制，确保抢险救灾车辆顺利通行。 

9.7 通讯保障 

配备维护日常学校电信设施，确保电话完好，保障应急通讯畅通。记

录预案人员名单、联系电话及相关单位联系电话，定期收集更新联系信息，

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环境事件应急领导组组长和副组长手机保持 24 小时开机。本校应急主

要负责人和相关的联动单位的联系电话见附件 1 及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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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其他保障 

学校配有应急物资储备情况一览表（见附件 3）、人员疏散路线示意图

（见附件 4）、各环境风险单元周边敏感点分布图（见附件 5）、雨水收集口

分布图（附件 6），能够有效地提高应急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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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监督与管理 

10.1 预案演练 

10.1.1 演练目的 

（1）为了加强学校应急管理工作，增强教职工及周边人员的公共安全

意识和应急处置意识； 

（2）提高管理人员和应急人员的组织指挥水平和专业水平，强化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的自救和抢险技能； 

（3）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应急救援与协同作战能力； 

（4）发现应急预案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及时改进和完善。 

10.1.2 演练方式及内容 

学校对于火灾、泄漏等事故以实战演练的方式，结合综合演练以及单

项演练的内容相互组合进行。 

10.1.2.1 综合演练内容 

演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信息收集汇报，通信报警程序； 

（2）人员指挥调动，物资供给调配； 

（3）人员安全疏导，警戒范围控制； 

（4）安全隐患排查，隐患防范控制； 

（5）个人安全防护，现场自救互救； 

（6）信息发布警示，社会救援准备。 

对于消防演练时，可邀请周边单位、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参与演练指

导和观摩。每次演练应做好记录，包括全员签到登记，演练现场记录，预

案演练计划以及现场拍照等资料，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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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 单项演练内容 

单项演练内容着重针对综合演练的某一环节，适用于学校的定期演练，

相应记录存档备查。 

10.1.3 演练频次 

学校每年组织两次由相关人员参加的突发环境事件演练，每次演练时

间一般不少于 2 小时。 

10.2 宣教培训 

应急培训主要依据本预案内容，通过课堂学习、现场讲解、讨论分析、

事故发生模拟等方式，使教职工和管理者从理论层明确自己的应急职责，

初步掌握一般的应急常识和步骤。 

10.2.1 培训内容 

主要进行的培训内容： 

（1）学校各环境风险单元人员进行环保知识及应急知识培训； 

（2）了解、掌握本应急预案的内容； 

（3）《北京农学院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 

（4）个体安全防护知识； 

（5）各类消防、防护器具的使用； 

（6）防火、防雷电、防泄漏等的安全应急知识； 

（7）类似单位突发环境事件案例分析； 

（8）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及处置方法； 

（9）报警及社会救援流程； 

（10）发生事故后自救与互救方法； 

（11）人员疏散和逃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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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培训频次 

学校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对相关各实验室人员及安全稳定工作部人

员进行“三级教育”培训。学校级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预案培训，院级

每半年组织一次应急预案培训。 

10.2.3 周边公众应急响应安全知识宣传 

以每年不少于一次的频次，定期举行安全应急知识讲座、教育宣传等，

向周边公众进行宣传、交流、教育，针对安全疏散、社会援助、个体防护

等内容进行宣传培训。 

10.3 责任与奖惩 

10.3.1 责任追究 

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

定，对有关责任人视情节轻重及危害后果由学校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不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而引发环境事件的； 

（2）不依照规定制订学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拒绝履行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准备义务的； 

（3）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不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的； 

（4）拒不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在事件应急响

应时临阵脱逃的； 

（5）盗窃、贪污、挪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6）妨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7）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8）有其他危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行为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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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个人，依据有关规

定给予表彰： 

（1）出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对防止突发环境事件发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

或减少损失，成绩显著的； 

（3）对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做出其他特殊贡献的。 

10.4 预案修订 

10.4.1 预案修订要求 

学校经过预案演练后进行评价总结，发现存在的不符合项，提出改进

措施，确保应急预案持续适宜、有效、充分。 

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情况发生时，须及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1）对预案演练程序、内容提出有效意见及建议的； 

（2）预案演练后发现存在不符合项，需要改进的； 

（3）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的； 

（4）预案涉及的敏感目标发生变化的； 

（5）校内的危险目标（种类、数量、位置）发生变化的； 

（6）应急设施设备发生变化的； 

（7）应急小组和应急人员的身份和联系电话发生变化的。 

10.4.2 预案修订时限 

应急预案至少三年修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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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预案评审与备案 

10.5.1 预案评审 

一级评审：由学校组织进行内部评审； 

二级评审：由学校、预案编制机构、周边敏感点人员代表、外聘专家

等人员共同参与外部评审。 

10.5.2 预案备案 

预案经过外部评审通过后到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局进行备案，当预

案发生修订、更新时，应同时向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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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则 

11.1 名词与术语定义 

（1）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

准和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2）环境事件——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

以及由于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

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财富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的事件。 

（3）突发环境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

大财产损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

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4）应急救援——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件危害和

防止事件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件损失的措施。 

（5）应急监测——指在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

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6）恢复——指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生活

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7）应急预案——指根据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的类别、危害程度的预测，

而制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方案。要充分考虑现有物质、人员及环境

风险源的具体条件，能及时、有效地统筹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行动。 

（8）分级——分级指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及危害程度，对

不同环境事件划分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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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预案解释权限 

本预案由北京农学院制定，所有解释权限由北京农学院负责解释。 

11.3 预案修订情况 

本预案于 2016 年 07 月制定，为第一版。 

11.4 预案的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批准签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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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件 

附件 1：应急组织机构及联系方式； 

附件 2：外部应急机构及主要联系电话； 

附件 3：应急物资储备情况一览表； 

附件 4：校区人员疏散路线示意图； 

附件 5：各环境风险单元周边敏感点关系图； 

附件 6：校区雨水口收集口分布图； 

附件 7：学校相关的安全制度。 



 
 

附件 1：应急组织机构及联系方式 

表 1 校级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王慧敏 校长 组长 010-80799012 

2 范双喜 副校长 副组长 13910036239 

3 姚允聪 副校长 副组长 13910831039 

4 张国柱 安全稳定工作处处长 组员 13718125898 

5 张海明 科技产业集团处长 组员 13811150775 

6 朱  力 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组员 13693673173 

7 杨宝东 宣传部处长 组员 13681457145 

8 张秋芝 后勤集团处长 组员 13641313518 

9 白秋菊 校医院院长 组员 13701025336 

应急救援组 

1 张国柱 安全稳定工作处处长 组长 13718125898 

2 白秋菊 校医院院长 副组长 13701025336 

3 李俊升 消防科科长 副组长 13810619568 

4 郑瑞英 校医院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 13520605426 

5 王留柱 保安队长 组员 13910830320 

6 牛书亮 保安班长 组员 13661339390 

7 邓先升 保安 组员 17778191901 

8 祝美富 保安 组员 13520067897 

9 王高森 保安 组员 18811316166 

10 刘  伟 保安 组员 15201332205 

11 谢华伟 保安 组员 15839695941 

12 宋根春 保安 组员 15210959271 

13 马  勇 保安 组员 15810461217 

14 白金书 保安 组员 15993123033 

15 刘  宾 保安 组员 13436637809 

 

  



 
 

（续）表 1 校级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保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朱  力 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组长 13693673173 

2 张秋芝 后勤集团处长 副组长 13641313518 

3 聂  萌 后勤集团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 13621288277 

4 申建忠 国有资产管理处能源科科长 副组长 13693673173 

5 高宏伟 保安 组员 13691125538 

6 周  彪 保安 组员 15501198790 

7 吴文成 保安 组员 13718282669 

8 吴广金 保安 组员 15636180879 

9 白林明 保安 组员 13716779159 

应急信息联络组 

1 张海明 科技产业集团处长 组长 13811150775 

2 杨宝东 宣传部处长 副组长 13681457145 

3 刘林场 
科技产业集团综合办公室主

任 
副组长 13716605402 

4 张丽萍 宣传部办公室负责人 副组长 13581676622 

5 周超进 
科技产业集团运营管理部副

主任 
副组长 15210916079 

6 李  峰 保安 组员 13240989972 

7 郝  军 保安 组员 18310019522 

8 刘世杰 保安 组员 13041252650 

9 葛太周 保安 组员 18610674576 

 

  



 
 

表 2 部门级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张海明 科技产业集团处长 组长 13811150775 

2 朱  力 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组长 13693673173 

3 白秋菊 校医院院长 组长 13701025336 

4 王用峰 中水处理站站长 副组长 15701283002 

5 赵桂英 校医院副院长 副组长 13651373896 

6 刘林场 
科技产业集团综合办公室

主任 
副组长 13716605402 

7 郑瑞英 校医院办公室主任 组员 13520605426 

应急救援组 

1 周超进 
科技产业集团运营管理部

副主任 
组长 15210916079 

2 申永臣 校医院检验科主任 副组长 13701000574 

3 齐中秋 中水处理站管理员 组员 13693664033 

4 升  曈 科技产业集团人事人员 组员 15810398211 

应急保障组 

1 聂  晶 校医院护理部主任 组长 15301397590 

2 屈传峰 科技产业集团人事人员 组员 13718192367 

应急信息联络组 

1 刘林场 
科技产业集团综合办公室

主任 
组长 13716605402 

2 郑瑞英 校医院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 13520605426 

3 昝永海 中水处理站管理员 组员 13694001206 

 

  



 
 

表 3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小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郭  勇 院长 组长 13911341632 

2 鲁  琳 党总支书记 组长 13911829843 

3 李焕荣 副院长（教学） 副组长 13681493570 

4 牟玉荣 副院长（学生） 副组长 13521181240 

5 王旭华 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 13910843188 

应急救援组 

1 鲁  琳 党总支书记 组长 13911829843 

2 穆  祥 实验室学术副主任 副组长 13661182220 

3 沈  红 教授（科研团队负责人） 组员 13011107765 

4 倪和民 教授（科研团队负责人） 组员 13601129177 

5 侯晓林 副教授（科研团队成员） 组员 13521095760 

6 刘凤华 教授（科研团队负责人） 组员 13601068000 

7 陆  彦 实验员 组员 18500608455 

8 张银花 实验员 组员 13681029611 

9 李  佳 实验员 组员 13260287289 

应急保障组 

1 李焕荣 副院长（教学） 组长 13681493570 

2 崔德凤 实验室管理副主任 副组长 13681378950 

3 王建舫 实验员 组员 13681405756 

4 杨  宇 实验员 组员 18911908799 

5 常  迪 实验员 组员 13581832744 

应急信息联络组 

1 牟玉荣 副院长（学生） 组长 13521181240 

2 王旭华 办公室主任 组员 13910843188 

3 高立云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组员 13331099018 

 

  



 
 

表 4 园林学院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马晓燕 院长 组长 13651131311 

2 王文和 副院长（教学） 副组长 13521395274 

3 张克中 副院长（科研） 副组长 13522181328 

4 李金苹 副院长（副书记）（学生） 副组长 13681303219 

5 莫建玲 办公室主任 组员 13661367033 

应急救援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张克中 副院长（科研） 组长 13522181328 

2 于建军 实验员 副组长 13810886670 

应急保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王文和 副院长（教学） 组长 13521395274 

2 崔金腾 实验室管理 副组长 010-80797210 

应急信息联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李金苹 副院长（副书记）（学生） 组长 13681303219 

2 莫建玲 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 13661367033 

 

  



 
 

表 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仝其根 院长 组长 13910570666 

2 陈  俐 党总支书记 副组长 13501078100 

3 伍  军 副院长（教学） 副组长 13520426034 

4 党登峰 副院长（副书记）（学生） 副组长 13641005951 

5 敖日嘎 办公室主任 组员 13691541222 

应急救援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伍  军 副院长（教学） 组长 13520426034 

2 黄漫青 实验中心副主任 副组长 15810012830 

3 张馨如 实验员 组员 13401092325 

4 王晓东 实验室主任 组员 13683200085 

5 张艳艳 实验员 组员 13671318020 

应急保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陈俐 党总支书记 组长 13501078100 

2 杜东升 实验员 组员 13552958507 

3 许  丽 实验员 组员 18600056865 

4 李树臣 实验员 组员 13261427096 

应急信息联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党登峰 副院长（副书记）（学生） 组长 13641005951 

2 敖日嘎 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 13691541222 

 

  



 
 

表 6 城乡发展学院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杨为民 院长 组长 13520477701 

2 赵洪娥 党总支书记 副组长 13621198722 

3 董  磊 副院长（学生） 副组长 13581809862 

4 王学坤 办公室主任 组员 13718538805 

5 陈洪伟 实验室主任 组员 13810613245 

应急救援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杨为民 院长 组长 13520477701 

2 陈洪伟 实验室主任 副组长 13810613245 

3 洪陪陪 综合实验室实验员 组员 13522042525 

4 遇  玲 组培实验室实验员 组员 15210198430 

应急保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赵洪娥 党总支书记 组长 13621198722 

2 傅业全 教师 副组长 15010137909 

应急信息联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董  磊 副院长（副书记）（学生） 组长 13581809862 

2 王学坤 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 13718538805 

 

  



 
 

表 7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李奕松 院长 组长 13120236079 

2 刘悦萍 副院长（教学） 副组长 13681425789 

3 马兰青 副院长(科研） 副组长 13552436037 

4 赵晓萌 副院长（学生） 副组长 13683015591 

5 王  燕 办公室主任 组员 15210927378 

应急救援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马兰青 副院长(科研） 组长 13552436037 

2 姬谦龙 组培中心主任 副组长 13693344293 

3 梁  丹 实验员 组员 13671067918 

4 于涌鲲 实验员 组员 13683045109 

5 申晓鸿 实验员 组员 13501054909 

6 张  婧 实验员 组员 13811849043 

7 赵筱萌 实验员 组员 13621280462 

8 刘玉芬 实验员 组员 15204159196 

应急保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刘悦萍 副院长（教学） 组长 13681425789 

2 王文平 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副组长 13681549204 

3 黄体冉 实验员 组员 13810437597 

4 魏朝俊 实验员 组员 13391737769 

应急信息联络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赵晓萌 副院长（学生） 组长 13683015591 

2 王  燕 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 15210927378 

3 张淑萍 实验员 组员 13552099387 

  



 
 

表 8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应急人员及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王绍辉 党支部书记 组长 13521657570 

2 潘金豹 院长 副组长 13801262719 

3 尚巧霞 副院长（科研） 组员 13520343168 

4 董清华 副院长（教学） 组员 13911047500 

5 赵宇昕 副院长、副书记（学生） 组员 13811195251 

6 刘超杰 工会主席 组员 13911642195 

7 李  梅 办公室主任 组员 13641109035 

应急救援组 

序号 姓名 日常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1 王绍辉 党支部书记 组长 13521657570 

2 尚巧霞 副院长（科研） 副组长 13520343168 

3 董清华 副院长（教学） 副组长 13911047500 

4 赵宇昕 副院长、副书记（学生） 副组长 13811195251 

5 杨  柳 
农业应用新技术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主任 
组员 13910505057 

6 南张杰 植物生产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组员 13718139869 

7 韩  俊 农学系主任 组员 13810304826 

8 张  杰 园艺系主任 组员 13811793796 

9 赵晓燕 植物保护系主任 组员 13683136129 

10 高  凡 农业资源与环境系主任 组员 13810491540 

 

  



 
 

附件 2：外部应急机构及主要联系电话 

序号 名称 联系方式 热线电话 联系人 地址 

1 史各庄派出所 15810097398 110 程警官 昌平区亢山路东侧 

2 交警 — 122 接线员 — 

3 
积水潭医院回龙

观分院 
010-58516688 120 值班员 

昌平区回龙观镇回南

北路 68 号 

4 
昌平区公安消防

支队回龙观中队 
/ 119 值班员 昌平区文华路 

5 
昌平区环境保护

局 
010-69746293 12369 值班员 

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

泉路 15 号 

6 
昌平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010-69706133 — 值班员 昌平区南环东路 1 号 

7 
回龙观街道办事

处 
010-81749002 — 值班员 

昌平区回龙观镇东大

街 199 号 

8 校园报警电话 9110 — 接线员 学校内部 

 

 

 

 

 

 

 

 



 
 

附件 3：应急物资储备情况一览表 

表1 学校消防设施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一览表 

名称 数量 位置 检修部门 

5kg 干粉灭火器 

55个 教学楼 A 

安全稳定工作部 

118个 教学楼 B 

150个 实验楼 A 座 

29 个 实验楼 B 座 

24 个 国际关系学院 

238 个 动科园林楼 

87 个 食品楼 

51 个 一食堂 

52 个 二食堂 

60 个 三食堂 

15 个 研究生实验楼 A 座 

3kg 干粉灭火器 72个 实验楼 A 座 

4kg 干粉灭火器 15 个 组培中心 

消防栓 

11个 教学楼 A 

30个 教学楼 B 

26个 实验楼 A 座 

4个 实验楼 B 座 

4个 国际关系学院 

108个 动科园林楼 

6个 食品楼 

4个 一食堂 

6个 二食堂 

8个 三食堂 

7个 研究生实验楼 A 座 

消防泵 

2个 图书馆 

2个 动科园林楼 

2个 实验楼 A 座 

紧急喷淋 
2个 图书馆 

2个 动科园林楼 

消防水池 

15000m
3（地下） 图书馆 

20000m
3（地下） 动科园林楼 

10000m
3（地下） 实验楼 A 座 

 

  



 
 

表2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一览表 

动科楼二层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通讯设备

/照明设

备 

电话（应急专用） 3 部 208、211、213 室 

张银花 13681029611 

手机（应急专用） 1 部 207 室 

传真（应急专用） 1 台 207 室 

电脑（应急专用） 1 台 207 室 

便携式应急照明灯 2 个 207 室 

固定式应急照明灯 6 个 
204、206、207、208、

211、213 室 

视频监控探头 5 个 
204、206、208、211、

213 室 

消防设备 灭火器 5 个 
204、206、208、211、

213 室 

设备个人

防护 

紧急喷淋 4 个 
206、208、211、213

室 

洗眼器 3 个 208、211、213 室 

防毒面具 3 个 208、211、213 室 

手套 3 副 208、211、213 室 

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10 副 208、211、213 室 

橡胶手套 10 副 208、211、213 室 

防尘口罩 10 个 208、211、213 室 

其他物资

和装备 
应急医药箱 2 个 206 室 

动科楼四层 

消防设备 
灭火器 8 个 各实验室 

杨  宇 18911908799 

消防栓 2 个 楼道 

个人防护

设备 

紧急喷淋 2 个 

实验室 

洗眼器 12 个 

手套 10 盒 

橡胶手套 10 盒 

防尘口罩 10 个 

动科楼七层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消防设备 
灭火器 12 个 各实验室 

李  佳 13260287389 
消防栓 1 个 楼道 

个人防护

设备 
洗眼器 13 个 各实验室 

 



 
 

（续）表2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一览表 

动科楼八层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通讯设备

/照明设

备 

电话（应急专用） 2 部 

805 室 

李艳玲 13676527767 

传真（应急专用） 1 台 

电脑（应急专用） 1 台 

个人防护

设备 

手套 10 盒 

812 室 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5 副 

橡胶手套 10 盒 

防腐工作服 30 套 809 室 

防尘口罩 10 盒 
812 室 

胶鞋 5 双 

 

表3 园林学院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一览表 

园林楼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消防设备 灭火器 2 个 园林楼 9 层 

崔金腾 010-80797210 个人防护

设备 
洗眼器 12 个 园林楼 9 层 

 

表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一览表 

食品楼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照明设备 

固定式应急照明灯 6 个 各层走廊 物业 / 

视频监控探头 6 个 各层走廊 保卫处 
010-8079903

4 

消防设备 
灭火器 31 个 

各实验室、各层走

廊 
物业 / 

消防栓 6 个 各层走廊 物业 / 

个人防护

设备 

橡胶手套 20 副 各实验室 
王建舫 

1368140575

6 防尘口罩 2 盒 二、三层 

 

  



 
 

表5 城乡发展学院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一览表 

兽医综合实验室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消防设备 灭火器 4 个 各实验室 傅业全 15010131909 

综合实验室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消防设备 灭火器 14 个 各实验室 洪培培 13522042525 

组培实验室 

消防设备 灭火器 4 个 实验室第一间 陈洪伟 13810613245 

 

表6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一览表 

研究生实验楼 A 座二层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消防设备 灭火器 21 个 二层实验室 

魏朝俊 13391737769 个人防护

设备 
洗眼器 24 个 二层实验室 

研究生实验楼 A 座二层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通讯/照

明设备 
固定式应急照明灯 8 个 实验室 

王文平 13681549204 消防设备 灭火器 10 个 实验教学中心 

个人防护

设备 
橡胶手套 10 盒 实验楼 A501 

组培中心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通讯/照

明设备 
固定式应急照明灯 6 个 

实验室 于涌鲲 010-80794376 消防设备 灭火器 20 个 

个人防护

设备 
橡胶手套 10 盒 

 



 
 

表7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一览表 

植物生产实验中心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消防设备 
灭火器 20 个 实验室、楼道 

南张杰 13718139869 

消防栓 4 个 楼道 

个人防护设备 

紧急喷淋 2 个 

实验室 

洗眼器 12 个 

手套 100 双 

橡胶手套 10 双 

防尘口罩 100 个 

其他物资 

和装备 
应急医药箱 6 个 各实验室 

实验室 A 座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联系电话 

消防设备 
灭火器 123 个 各楼层 

田  佶 

毕  扬 

15117967429 

13811992265 

消防栓 2 个 各楼层 

个人防护设备 

紧急喷淋 2 个 

实验室 

洗眼器 2 个 

防毒面具 4 个 

手套 500 双 

橡胶手套 50 双 

防尘口罩 400 个 

研究生 B 座 

消防设备 灭火器 6 个 

各实验室 

王志忠 13641246506 

个人防护设备 

紧急喷淋 2 个 

洗眼器 13 个 

防毒面具 1 个 

手套 300 双 

防尘口罩 300 个 

橡胶手套 20 双 

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 
3 个 

防腐工作服 6 套 

其他物资 

和装备 

警示牌 5 套 楼层及实验室 

防爆手电筒 1 个 保卫处 

应急医药箱 2 个 实验室 

 



 
 

附件 4：校区人员疏散方向及紧急集合地点示意图 

 

 

 

 

 

 

 

 

 

  

紧急疏散方向 紧急集合地点 



 
 

附件 5：各环境风险单元周边敏感点关系图 

 

 

 

  



 
 

附件 6：校区雨水收集口分布图 

 



 
 

 

附件 7：学校相关的安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