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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化学品污染事故风险特征分析及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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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对天津港已发生的化学品污染事故的统计分析，得出码头操作性事

故占天津港主要化学品泄漏事故首位，需要重点监管；海上撞船事故所占比重不大，但会

造成较大危害，需要时刻关注。分析了天津港承载的化学品类型及危害特性，结合天津港

未来发展规划，提出了应对天津港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安全管理、风险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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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品行业是事故的多发领域，随着近几

年环渤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化工企业进

驻天津滨海新区，同时随着我国北方最大的对

外贸易口岸———天津港的建设发展，其承运的

化学品的规模不断扩大，种类、数量不断增多。

与此同时，化学品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污染

事故也不断发生，严重威胁着区域人群生命财

产健康安全，同时对周围海洋环境造成巨大的

危害。

化学品事故往往具有突发性的、扩散迅速、

持续时间长、污染严重、涉及面广的特性。一

旦事故发生，易引起人们的慌乱，处理不及时

还会引起二次污染危害。尤其是港口运输繁忙、

过往船只比较多、人员比较集中，一旦发生化

学品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因此，摸清天

津港口事故多发区主要化学品种类，了解化学

品的危险特性，对主管部门建立可靠的防范应

急机制，快速有效地应对化学品事故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１　天津港简介

１１　地理位置及港区功能区划

天津港地处华北水陆交通枢纽，沟通京哈、

京沪两条大干线铁路，直接服务天津、北京和

河北、山西等八大省区及河南、山东二省的部

分地区，是北方十几个省市通往海上的交通要

道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对

外贸易口岸。

《天津港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将天津

港划分为北疆港区、东疆港区、南疆港区、大

沽口港区、高沙岭港区、大港港区、海河港区

和北塘港区８个港区，并将独流减河北岸规划

为预留发展区。按照规划，南疆港区、大沽口

港区、大港港区将作为化学产品及原料的主要

中转及运输区［１］。

１２　自然环境

天津港受温带季风性气候影响，港区冬季盛

行偏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影响本海域的主波

向为ＮＮＥ－Ｅ向。全年平均雾日为１４．６ｄ，多见

于秋、冬两季。影响本海域的主要水文气象灾

害为风暴潮、海冰、海浪。风暴潮灾害多发于

盛夏台风活动季节和春秋过渡季节［２－３］；海浪多

发于春、秋两季；自１２月至翌年２月为冰期，

除严重冰情外，一般不会影响船舶的通航。

１３　港口化学品种类及吞吐量

据 《天津统计年鉴》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进出天津港的化学品主要为石油、天然气与制

品，化工原料及制品，化学肥料及农药，其进

出口总量见表１
［４］。由统计数据得出，天津港进

出口的化学品以石油、天然气及制品所占比重

最大，几乎占年度化学品吞吐量的８０％以上，

其次为化工原料及制品，化学肥料及农药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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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最小。

通过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天津港港口

进出主要化学品进行了细致分类。天津港进出

口的化学品主要包括原油、成品油、氢氧化钠、

电石、苯、氯乙烯、丙烯、对二甲苯、丙烯腈、

甲醇、乙烯、醋酸、甲基异丁基甲酮、硫酸、

环氧丙烷、乙醇、甲苯、丙烷、二氯乙烷、粗

苯等。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进出天津港的化学品统计　　万ｔ

化学品类别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４８７６ ６１５１ ５９３４

化工原料及制品 ９８２ １４３６ １５６６

化学肥料及农药 １２ ２７ １９

２　化学品污染事故统计及事故特征分析

２１　化学品污染事故统计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天津港记

录在案的污染事故共计８４次，其中操作性事故

占事故发生频次的７０．２％，因设备问题导致的

污染事故占１７．９％，违章排放造成的污染事故

占７．１％，碰撞性事故占４．８％。可见，天津港

发生的化学品污染事故多为操作性事故［５］。事

故泄漏的多为柴油、燃油，以及运输的液体化

工品泄漏，如原油、棕榈油、对二甲苯等化学

品，基本为液态化学品。

２２　化学品特性分析

从天津港的化学品货物吞吐量及以往泄漏

事故的化学品种类分析，天津港涉及的化学品

具有易燃、易爆、腐蚀性，一旦发生泄漏会对

人体造成直接的或潜在的危害，造成大气环境

污染［６］，泄漏入海的化学物质除少量通过氧化

作用被分解外，大部分会存留在海洋或其海岸

带，从而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并通过食物链对

人体造成伤害［７］。

２３　化学品污染事故特征分析

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可知，操作性事故、

因设备问题导致的泄漏事故占天津港化学品泄

漏事故的比重最大。这两种类型的事故一般发

生在泊船等待或港口进行输送作业的过程中，

以燃料油泄漏的事故居多，其次为运输的液体

化工品泄漏，如对二甲苯等。事故一般具有反

应快速、打捞迅速、泄漏量较小、不会造成严

重污染的特征。

违章排放事故其排放过程未报告海事管理

部门，因此主管部门无法第一时间对其做出反

映，但其排放量较小，且排放的多为含油污水，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太大污染。

碰撞性事故占天津港化学品发生事故的比

重最小，但因事故地点一般远离岸线，因此无

法第一时间开展打捞作业，造成化学品泄漏量

大，对周围海洋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较大。

在海上化学品泄漏事故中，溢油事故发生的概

率要远高于其他化学品［５］。如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３

日，在大沽灯塔北１．５ｎｍｉｌｅ处发生的 “塔斯曼

海”轮碰撞事故中，导致大约１６０～２００ｔ货油

（原油）溢出，海事部门将其定义为严重污染

事故。

３　天津港化学品风险防范措施建议

根据天津港的发展规划［１］，化学品的运输

将成为天津港运输产业的重要支柱。随着天津

港承载的化学品种类的不断增多、规模的持续

增大，天津港所要面临的化学品泄漏的风险也

在不断增大。为了快速、有效地应对天津港化

学品泄漏事故，避免或减少事故带来的危害，

保护周围人群及环境的安全，建立合理、快速

的防范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对天津港已发生的化学品泄漏事故进

行分析评价，结合天津港未来的发展规划、涉

及的主要化学品种类及危害特性，提出了应对

天津港突发化学品泄漏事故的防治措施及管理

建议。

（１）建立健全完善的化学品安全管理体

系［８］。借鉴国外化学品管理的成熟经验，建立

起从生产—储存—运输一系列完整的管理程

序。我国于２０１１年发布实施的 《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严格规定了危化品生产、经

营、储运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各项法律规定，该

《条例》的实施则需要各管理部门加强协调、

明确分工，建立从上而下的分级管理、追责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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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制订详细快速有效的化学危险品风险

应急预案，并能得到有效实行。

（３）建立港口化学品风险评估及灾后损失

评估体系，充分掌握港口敏感风险源敏感信息，

并能于事故发生后及时进行损失评估、救援，

开展灾后治理。

（４）根据天津港功能区划及涉及的主要化

学品种类，按照其理化特性，制定详细的事故

防范及应急处置措施。如港口、码头化学品泄

漏应急方法措施；存储区火灾、大气扩散、液

体泄漏风险减缓措施等。鉴于海上撞船事故具

有严重的危害性，加强海上巡逻，制定专门的

海上应急救援、治理措施。

（５）加强化工厂、存储区、石化区、港口

的监督管理，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并得到

有效执行，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检查，发现隐患

及时整改。对天津港规划的主要化学品载运港

区 （南疆港区、大沽口港区、大港港区）重点

关注，加强日常巡视。

（６）加强人员安全教育，规范操作程序，

配备合格的应急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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