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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风险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风险预测和风险管理的

前提' 以医院建设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环境风险识别及源项等方面的分析$探讨了各源项可

能引起的后果影响$并就其影响提出了风险管理的具体方法$其中重点强调了事故的减缓防范及应急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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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项目潜在突发性事故风险主要来自医院污水处理站和医疗固体废物事故排放对环境的影响以及

中央供氧系统故障对医疗安全的影响. 其中#医院污水既含 =='6*I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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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等污染物#还含有多种细

菌'病毒'寄生虫卵以及有毒有害物质等$医院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治疗室'化验室'实验室'手术室等的感染

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化学性废物等医疗废物#以及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

卵的医院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等%#&

. 这些医院污水和医院固体废物如果不经过严格处理而混入城市市

政污水管网和垃圾中#将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极大危害#而医院相关的医疗设备又存在着潜在的电

磁辐射'放射性污染#如不妥善处置#将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而中央供氧系统的氧气一旦泄漏#遇到强还

原性物质或裸露导线'易燃物'明火等#极易引发火灾#造成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

. 因此在此类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风险评价显得尤为重要%K&

.

#(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

#+#(风险识别

医院项目潜在突发性事故风险主要来自医院污水处理站和医疗固体废物事故排放对环境的影响以及

中央供氧系统故障对医疗安全的影响%#&

. 医院污水和医疗废物具有空间传染'急性传染和潜伏性传染等特

征#其病毒'病菌的危害性是城市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J&

. 中央供氧系统一旦发生故

障#极易引发病房及手术室供氧不足#最终导致人员伤亡.

#+!(源项分析及后果影响

#+!+#(医院污水处理站事故风险分析

!#" 医院污水. 医院污水中含有大量有毒化学物质和多种致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卵等物质#其环境风险

危害主要在于疾病的传播. 医院污水处理站的密闭系统'监测'报警等装置一旦发生事故时#污水直接外排



至河流#医疗废水事故排放对河流水质将造成较大的污染.

!!" 二氧化氯溶液消毒剂. 医院污水处理站大多采用二氧化氯溶液消毒剂#其在制备过程中如操作

不规范'消毒溶液保存不当等#均存在泄漏的风险. 二氧化氯具有强氧化性#能与许多化学物质发生爆炸

性反应#受热'震动'撞击'摩擦#极易分解以致发生爆炸%D&

$同时其具有强烈刺激性#接触后主要引起眼和

呼吸道刺激#长期接触可导致慢性支气管炎#皮肤接触或摄入本品的高浓度溶液#可能引起强烈刺激和

腐蚀.

!K" 人员接触. 医院污水处理过程中处理设备的操作'设备的维修以及污泥'废气的处理处置过程等环

节若不加正确防护#极易对环境及人体产生危害.

#+!+!(固体废物事故风险分析

医院的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医疗垃圾#治疗室'实验室'化验室产生的各种含化学药剂的废液#以及污

水处理站的污泥. 在医疗废物分类收集'预处理等过程中#工作人员被医疗废物擦伤'刺伤时#病毒'细菌侵

入皮肤#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同时医疗废物在运送'暂时贮存过程中#发生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

将对周边环境和人群的健康产生影响.

#+!+K(中央供氧系统风险分析

氧气输送管道施工过程不符合!a6D@!KD4#""B"/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管道腐蚀等易造成

氧气泄漏. 一旦氧气泄漏#遇到强还原性物质或裸露导线'易燃物'明火#容易引发火灾#造成财产损失及人

员伤亡. 同时#若供氧系统故障#极易引发病房及手术室供氧不足#最终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

!(风险管理

!+#(医院污水处理站管理

!+#+#(医院污水处理与处置

加强对医院污水处理站的管理与维护#以防止发生污水处理系统非正常运转甚至故障%A#B&

. 医院污水

在医院污水处理站内经一级强化处理'二氧化氯消毒后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0预处理标准后#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不得事故性排放. 放射性医疗污水暂存于防渗'

防腐间歇衰变池内#存储时间满足放射性同位素 #@ 个半衰期后#送医院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外排.

!+#+!(二氧化氯溶液消毒剂处理与处置

制取二氧化氯的各种原料分开贮存#不得与易燃易爆炸物接触#应设置二氧化氯监测报警和通风系统.

!+!(医院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医院建设项目产生固体废物有医疗废物'普通生活垃圾以及污水处理站污泥#应分类收集和处置#严格

将有传染危害的垃圾与普通垃圾分开收集. 对临床废物做到存放密闭化'收集容器化'运输密闭化'焚烧无

害化.

医疗垃圾属于危险废物#须严格执行国务院!!@@K"第 KE@ 号令/医疗废物管理条例0#医院产生的各项

医疗废物应由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统一收集'运输'集中处理#并做到日产日清#严格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

术规范0要求进行$生活垃圾统一收集集中后由市政环卫部门送生活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医院污水处理站

产生的栅渣'污泥属于危险废物#采用有机或无机药剂对污泥进行化学调质后离心脱水机脱水#脱水后的污

泥密闭封装'运输#清掏后的污泥按照危险废物由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处置.

!+K(中央供氧系统管理

中央供氧系统尽可能建在离病房楼最近而又远离火源的地方#以减少质量损耗和防止发生危险事故.

室内应安装通风设施和防爆灯#同时应避免阳光直射%E&

. 氧气管道系统必须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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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氧气在管道内高速流动#造成高压静电. 为了确保中央供氧系统的正常运行#应将日常的维护保养与预

防相结合#同时相关管理人员应定期到病房巡修#测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K(环境风险污染事故的减缓防范及应急措施

K+#(污水处理站污染事故减缓防范及应急措施

!#" 污水处理站事故应急措施. 对于医院污水处理站的密闭系统#应配置监测'报警装置#并制定事故

时的应急措施.

!!" 二氧化氯溶液消毒剂.

+

防范措施)工作现场禁止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空气中浓度较高

时#佩戴防毒面具!化学安全防护眼镜'防腐工作服'防化学品手套等". 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

正压自给式呼吸器.

,

泄漏应急处理)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应急处理人员

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切断火源. 避免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切断气源#

喷洒雾状水稀释#抽排!室内"或强力通风!室外". 漏气容器不能再用#要经过技术处理清除可能剩下的气

体.

-

急救措施)人体吸入或皮肤接触到二氧化氯溶液消毒剂时#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

通畅#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至少 #D R2/#立即就医.

!K" 人员安全防护措施. 提高污水处理站自动化程度#避免人为接触造成交叉感染#操作和维修人员必

须经过技术培训和生产实践后持证上岗$医疗废水处理应当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为工作人员和

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防止受到健康损害$位于室内的污水处理系统必须设有

强制通风设备#并为工作人员配备全套工作服'手套'面罩和护目镜和防毒面具$医院污水处理站应做到清

洁整齐#文明卫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蚊蝇滋生#配备方便工作人员进行清洗的设施!带有洗手液'温水"#而

且应对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培训.

K+!(固体废物事故减缓防范及应急措施

!#" 医疗废物运输过程中风险防范措施. 检查好车况#运送线路避开人口密集区域和交通拥堵道路#不

得搭乘无关人员#不得装载或混装其他货物和动植物#车辆行驶时应锁闭车厢门确保安全#不得丢失'遗撒

和打开包装取出医疗废物等%"&

.

!!" 医疗废物事故应急措施. 若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及时

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确定流失'泄漏'扩散的医疗废物的类别'数量'发生时间'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组织有关人员尽快按

照应急方案#对发生医疗废物泄漏'扩散的现场进行处理. 采取适当的安全处置措施#对泄漏物及受污染的

区域'物品进行消毒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置#必要时封锁污染区域#尽可能减少对病人'医务人员'其他现场人

员及环境的影响#以防扩大污染. 对感染性废物污染区域进行消毒时#消毒工作从污染最轻区域向污染最

严重区域进行#对可能被污染的使用过的工具也须进行消毒. 处理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应当做好卫生安

全防护后排行工作#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事件的起因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预防类似事件的

发生.

!K" 人员安全防护措施. 医疗废物相关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当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熟悉本机构制定的医疗废物管理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各项工作要求$掌握医疗废物

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的正确方法和操作程序#以及被医疗废物刺伤'擦伤等伤害发生后的处理措施#掌

握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情况时的紧急处理措施.

医院应当根据接触医疗废物种类及风险大小的不同#采取适宜'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为本院内从

事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和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定期进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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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检查#必要时#对有关人员进行免疫接种#防止其健康受到损害. 医院内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被医疗

废物刺伤'擦伤等伤害时#应当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并及时报告机构内的相关部门.

K+K(中央供氧系统事故减缓防范及应急措施

!#" 中央供氧系统事故减缓防范措施. 气瓶间应通风良好#室内氧气浓度应小于 !Kt#放置液氧罐的

室内不允许有可燃或易燃气'液管线和裸露供电导线穿过$氧气管道系统材料为不锈钢管'脱氧铜管或纯铜

管#不锈钢管材应符合a6!!B@ 的要求#脱氧管和纯铜管应符合 a6#D!B 的要求$氧气阀门和其他附件的材

料#当工作压力大于 K \G;时应选用铜材或不锈钢材作基体#采用金属密封材料#当工作压力小于 K \G;时#

可选用其他与氧相容的金属管材做基体和其他与氧相容的难燃非金属材料做密封材料$管道不允许和燃

气'燃油管'导电线路'电缆共架敷设#也不允许与导电线路'电缆交叉接触防治漏电火花击穿管道造成事

故$凡是用氧气的管道'管件'仪表'阀门和其他一切接触氧气的附件#都必须事先进行脱脂#脱脂后管道用

不含油空气吹净$加强对中央供氧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将风险降至最低.

!!" 中央供氧系统事故应急措施.

+

医院应备有两套中央供氧系统#其中一套出现故障马上切换到另

一套供氧系统支持医院各部门氧气的供应. 并备氧气瓶供氧#医院电工 !J .值班. 值班人员如解决不了则

马上向维修部门联系.

,

如两套医用供氧系统同时出现故障#则启用备用氧气瓶供氧#不影响抢救病人的

用氧.

-

定期检查中心供氧系统'人工操作氧气瓶供氧系统的使用情况.

.

定期检查科室备用氧气瓶是

否备足.

J(结(语

环境风险评价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个完整的医院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

评价#一般包括建设项目概况'环境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及后果影响'风险管理'事故减缓措施及风险事故应

急预案等内容. 医院建设项目由于医院污水'医院固体废物及中央供氧系统存在多种不同性质的潜在风险

事故. 因此#对于此类医院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评价应作为必不可少的评价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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