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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于对自然的认识，人类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有序状态，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休闲都是有规律、
可控制、可以想象和预料其后果的，即使结果不完全与预料一致，往往可以分析其原因，只是人们知
识不全面，忽略了某些因素，导致结果与预期不一致。
但事情是可以寻找原因的，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探索、寻找规律，并根据规律性，不断修正自己行为
的过程。
然而也有一些事情出乎人们的“预料”，其中一些事件，在时间、地点、发生方式、造成后果、损失
和损伤的程度等方面均超出人们的预料和承受限度，一般称之为突发性事件。
突发性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4类。
这些事件，往往可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人身和环境重大危害和污染，使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并且影响
相当长的时间。
实际上，所谓“突发性事件”也有其原因和规律，只是人类尚未认识或充分认识。
例如有些事件发生频率极低、二次时间间隔很长，对人的生命周期或个人而言，可能一生不一定能够
遇到一次，因此研究不多，一旦发生人们就感到突然；有许多生产事故、交通事故、运输事故、贮存
事故等往往是制度不严、监管不力、操作人员疏忽所造成。
更需注意的是：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和善后处理中，由于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惊慌失措、处置方
法错误，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损害，影响极大；事后对其危害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处置不当，这种例子
屡见不鲜。
许多突发性事件不是不可以预见和预防的；并且，一旦发生事件，事先有无准备、处置是否确当，其
损失和损害差别极大。
我国突发性事件不仅总量很大，而且频率很高、损失巨大，研究相对较少、应对能力相对较差，因此
加强这方面研究十分必要。
本书仅就突发性污染事件论述产生原因、存在规律、法律和法规、处置方法、生态恢复等方面进行论
述和探讨。
全书根据奚旦立教授多年讲稿整理、充实而成，由陈季华教授编写第二章并对全书进行统稿；徐淑红
副教授编写第六章和第七章部分，马春燕讲师编写第五章；宋新山副教授编制突发性污染事件现场应
急监测软件(另附)；陈玲、戎静、张静文、唐艳等研究生协助整理、核对资料；奚旦立教授负责第一
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案例等部分以及全书统稿、校对。
本书是在编者长期教学过程中，收集资料、研究整理并不断充实内容，开始仅为个别例子、逐步萌发
写作意愿，当然由于见闻有限、许多事件无法及时亲临现场，难以得到第一手、“真实”的详细资料
，因此疏漏难免，望读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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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叙述了突发性污染事件的产生原因；危害形式；扩散理论；有关法律法规；处置顺序和方法
；处置工程及生态恢复工程技术，以及典型突发性污染事件实例并对事例加以点评。
全书共七章，包括：突发性事件和突发性污染事件；突发性污染事件处置顺序；毒性重气及其泄漏；
有毒物质地表水扩散；危险化学品处置和突发性污染事件处置方法及实例分析。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工程专业用书，也可供从事本领域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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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突发性事件和突发性污染事件尽管当今世界科技高度发达，但突发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
等“天灾”，决策失误、恐怖主义、地区性军事冲突等“人祸”仍时有发生。
国外“9·11”恐怖袭击、新奥尔良洪水泛滥，国内的矿难、事故⋯⋯这些突发事件不仅给受害者而且
也给应急救援人员的家庭造成巨大的生命、精神和财产损失。
第一节 灾害的概念及分类灾害是一种自然形成或人为的状况或事件，它可使人们受到死亡的袭击，威
胁到社区的环境，经常导致人类的苦难，是一种能够改变社区环境和冲击社区资源的事件。
突发的自然灾害（台风、洪水、风暴潮等）和人为的灾害（爆炸、火灾、传染病的传播、大型交通事
故、建筑物的倒塌等）几乎每年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灾害的预防、应对和修复是人类必须了解、学习并掌握其处置方法。
一、灾害及其基本概念有关名词基本概念（1）灾害英语是“disaster”其中“dis”是坏、恶之意，
“aster”是星星的意思。
即恶星降临会带来厄运。
Quaranteli（1998）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灾害加以区分并说明如下。
①类似战时状况（外部因素）：20世纪50年代，人们认为灾害是洪水、台风、暴雪等自然现象引发的
，灾害现场类似战场。
认为这是上天安排的，只能对灾后情况采取对策。
②社会脆弱阶层的灾害（内部因素）：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逐渐意识到灾害对社会脆弱群体受害程
度比其他阶层大，而且他们的恢复能力低，受灾后变得更脆弱。
从而对内部因素开始引起重视，并从灾害预防管理角度出发对待灾害。
③无法预测的灾害（crisis）：未来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灾害，对它的对策也是无法预测的。
因此，认为“灾害是因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造成生活环境发生突然变化或者因其影响生命或财产在短
期内受到严重损害的现象”。
（2）多种原因性事件（multiplecasualtyincidents）：指对社区的危害不大，但造成很多人员伤亡的大型
事故。
（3）灾害管理（disastermanagement）：指围绕着灾害预防、应对、恢复等对灾害危险因素所做的计划
，包括整个过程的管理。
灾害管理类型根据其组织体系分为以居民为中心的体系和以急救医疗为中心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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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发性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程》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工程专业用书，也可供从事本领域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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