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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9 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

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9〕12 号）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

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

准。 

本标准共分为 5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定义、工程防控设施、管

理防控措施、应急保障措施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归口管理，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

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给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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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适应公路建设绿色发展的需要，提升公路跨越敏感水体路段的环境保护和危化品泄

露事故应急防范能力，降低水环境安全风险，特编制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公路穿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渔业用水区、景观

娱乐用水区及 II 类以上地表水等敏感水体的桥梁段水环境安全保障设施的建设，其他等级

公路相关设施建设可参照执行。 

1.0.3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跨敏感水体路段的桥面排水设施、收集处理设施、监控应急系统等

方面的工程防控设施及相关管理养护和应急保障措施。 

1.0.4 公路跨敏感水体路段水环境安全保障工程施工应严格执行工地现场安全操作规程，保

障施工人员的职业健康和施工安全。 

1.0.5 公路桥面排水和应急防范设施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

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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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1  敏感水体 Sensitive Waterbody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Ⅰ类、Ⅱ类地表水体，重要湿地、重要水生生物

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等。 

2.2  危化品 Hazardous Chemicals 

危化品即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放射性等特性，在运输装卸

和储存保管过程中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而需要特别保护的化学物品。 

2.3  事故应急池 Emergency Pool 

用于临时储存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发生事故时产生的泄漏液和稀释液的池体结构。其一

般应保持放空状态，保证在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后的特殊时间段内发挥临时储存功能。 

2.4  径流处理池 Runoff Treatment Pool 

对桥面径流中 SS、COD、重金属等污染物具有去除功能，对径流水质具有净化处理效

果的池体结构。 

2.5  一体池 Integrated Pool 

同时具备事故泄露应急储存和桥面径流净化处理的池体结构。 

2.6  刚性管道 Rigid Pipeline 

主要依靠管体材料强度支撑外力的管道，在外荷载作用下其变形很小，管道的失效是由

于管壁强度的控制。本规范指钢筋混凝土、预（自）应力混凝土管道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道。(GB50268-200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2.0.3) 

2.7  柔性管道 Flexible Pipeline 

在外荷载作用下变形显著的管道，竖向荷载大部分由管道两侧土体所产生的弹性抗力所

平衡，管道的失效通常由变形造成而不是管壁的破坏。本规范主要指钢管、化学建材管和柔

性接口的球墨铸铁管管道。(GB50268-200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2.0.4) 

2.8  刚性接口 Rigid Joint of Pipelines 

不能承受一定量的轴向线变位和相对角变位的管道接口，如用水泥类材料密封或用法兰

连接的管道接口。(GB50268-200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2.0.5) 

2.9  柔性接口 Flexible Joint of Pipelines 

能承受一定量的轴向线变位和相对角变位的管道接口，如用橡胶圈等材料密封连接的管

道接口。(GB50268-200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2.0.6) 

2.10 公路排水系统 Drain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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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拦截、汇集、输送、排放公路用地范围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设施组成的系统。(JTGT 

D33-2012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2.1.1) 

2.11 径流系数 Coefficient of Runoff 

径流量占总降水量的百分率。(JTGT D33-2012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2.1.9) 

2.12 设计径流量 design rate of runoff 

由设计降雨重现期和降雨历时的降雨引起的设计点径流量。(JTGT D33-2012 公路排水

设计规范，2.1.10) 

2.13 设计降雨重现期 Design Recurrence Interval of Rainfall 

某一预期强度的降雨重复出现的平均周期。(JTGT D33-2012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2.1.11) 

2.14 汇流历时 Time of Concentration 

径流从汇水区内最远点(按水流时间计)流至设计点所需的时间。(JTGT D33-2012 公路

排水设计规范，2.1.12) 

2.15 降雨历时 Rainfall Duration 

降雨引起的径流由汇水区最远点到设计控制点的汇流时间，其值为由汇水区最远点到排

水设施处的坡面汇流历时和在沟或管内由人口到控制点的沟管汇流历时之和。(JTGT D33-

2012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2.1.13) 

2.16 有效容积 Usable Volume 

一体池或径流处理池内实际可容纳液体的最大容积。 

2.17 调蓄容积 Adjusting and Saving Volume 

一体池或径流处理池内用于沉淀调蓄作用的有效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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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防控设施 

3.1 一般要求 

3.1.1 应设置径流收集系统收集排水，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事故泄漏物或降雨时桥面初期

雨水径流通过排水系统引入后续收集处理设施。 

3.1.2 收集处理设施应具备临时安全储存危险化学品事故泄漏排水的功能，宜兼顾具备净化

初期雨水径流的功能。 

3.1.3 具备接电条件及监控能力的桥梁段，收集处理设施可设置视频监控，有条件的应与公

路管理处监控中心联网，通过视频监控加强风险监控，缩短应急反应时间，降低影响范围和

程度，提高运营的安全保障能力，减轻管养工作。 

3.1.4 可根据桥梁所跨水体环境敏感程度和跨越地点与集中式饮用水取水口的位置关系，分

等级建设工程防控设施，分级标准见表 3.1.4。 

表 3.1.4 工程防控设施分级保护等级 

跨越水体类型 与集中式饮用水取水口位置关系 保护等级 

饮用水源二级保护

区或 I 类水体 

跨越河流段与下游最近取水口距离 3-5km； 

跨越河流段与上游最近取水口距离 300-500m。 

一级 
所跨为小型湖泊或中小型水库； 

所跨大中型湖泊、大型水库截线与取水口最短距离 2.5-

4.5km。 

跨越河流段与下游最近取水口距离大于 5km； 

跨越河流段与上游最近取水口距离大于 500m。 

二级 

所跨大中型湖泊、大型水库截线与取水口最短距离大于

4.5km。 

饮用水源准保护区

或 II 类水体 

跨越河流段与下游最近取水口距离 5-10km； 

跨越河流段与上游最近取水口距离 500m-1000m。 

三级 

所跨大中型湖泊、大型水库截线与取水口最短距离 4.5-

9.0km。 

跨越河流段下游 10km、上游 1km 范围内无取水口。 

四级 
所跨大中型湖泊、大型水库截线与取水口最短距离大于

9km。 

3.1.5 不同保护等级的工程防控设施功能设置可参考表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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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各等级工程防控设施的功能设置要求 

系统功能 
保护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雨水径流排导收集 ○ ○ ○ ○ 

事故水应急储存 ○ ○ ○ ○ 

初期雨水径流净化 ○ ○ ○ × 

池体液位控制与自动排空 ○ ○ × × 

事故监控与主动预警 ○ × × × 

3.2 桥面排水设施 

3.2.1 管道系统 

1 为保障桥面径流快速集中排放，应设置完善的桥面排水设施。桥面排水系统应与桥梁

结构及桥下排水条件相适应，避免水流下渗对桥梁结构耐久性造成影响。宜考虑与桥面铺装

设计相协调。 

2 桥面应设置足够的横向和纵向坡度，使落在桥面上的降水迅速排向桥面行车道两侧，

横向坡度宜为 1.5%-2.5%，纵向坡度不宜小于 0.5%。当桥面纵坡小于 0.5%时，宜在桥面铺

装较低边缘设置纵向排水系统。 

3 桥面表面水应采取设置纵向、横向排水系统等措施，集中收集处理。 

4 桥面径流通过桥面横坡和纵坡排入泄水口后，应汇集到纵向排水管，并通过设在墩台

处的竖向排水管汇入地面收集处理设施。 

5 桥面径流排水管管径应根据所在区域设计暴雨强度、桥面集雨面积、路面类型、横坡、

纵坡及泄水口间距进行管道水力计算确定。 

6 收集桥面表面水的集水沟（管）和集中水处理设施应采取防渗措施。 

7 应根据设计径流量 Q 计算相应管沟尺寸，且不小于最小管径尺寸。排水设施设计径

流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𝑄 = 16.67𝜓𝑞𝑝,𝑡𝐹 

式中：𝑄——设计径流量(m3/s)； 

𝑞𝑝,𝑡——设计重现期和降雨历时内的平均降雨强度(mm/min) ； 

𝜓一一径流系数； 

𝐹一一汇水面积(km2 ) 。 

8 设计重现期和降雨历时内的平均降雨强度𝑞𝑝,𝑡的取值，当地气象站有 10 年以上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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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计资料时，宜利用气象站观测资料，采用当地降雨强度公式计算。当地缺乏自记雨量计

资料时，可利用标准降雨强度等值线图和有关转换系数，按下式计算： 

𝑞𝑝,𝑡 = 𝐶𝑝𝐶𝑡𝑞5,10 

式中：𝑞5,10——5 年重现期和10min 降雨历时的标准降雨强度(mm/min) ； 

𝐶𝑝——重现期转换系数； 

𝐶𝑡——降雨历时转换系数。 

9 径流系数𝜓应根据路面形式选择，常用材质如下：沥青混凝土桥面 取 0.95；水泥混凝

土路面 取 0.9；透水性沥青路面 取 0.6-0.8。 

10 汇水面积𝐹的计算应根据桥面面积进行划分，对于有中分带的桥梁应结合中央分隔

带防排水系统的设置情况进行合理划分。 

11 钢桥的预制装配排水系统设计应结合桥梁结构统一进行一体化排水系统设计。 

12 对于集水量大、距离长的情况，纵向排水管可根据需要设置在箱梁中间的开口箱室

内。 

3.2.2 泄水口 

1 泄水口宜设置在桥面行车道边缘处，泄水口间距可依据设计径流量计算确定，但最大

间距不应超过 20m；在桥梁伸缩缝的上游方向应增设泄水口，在凹形竖曲线的最低点及其前

后 3-5m 处也应各增设一个泄水口。 

2 泄水口可采用圆形或矩形截面，泄水管的截面面积宜按排泄 3 倍设计径流量考虑，且

圆形泄水口直径宜为 15-20cm，矩形泄水口的宽度宜为 20cm-30cm，长度宜为 30cm-40cm。 

3 泄水口顶部应采用铸铁格栅盖板，其顶面应比周围路面低 5mm-10mm。 

4 泄水口周围应配置补强钢筋，使之具有足够的强度承受车辆荷载的作用。 

5 泄水管可采用铸铁管、PVC 管或复合材料管，最小内径宜为 15cm。 

6 泄水口水力计算应包括依据设计流量和截流要求确定泄水口尺寸和布设间距，在凹形

竖曲线底部的开口式泄水口的设计泄水量，应按泄水口处的水深和泄水口的尺寸确定，应符

合 JTGT D33 的计算要求。 

3.2.3 排水管 

1 排水管可采用铸铁管、钢管或塑料管(聚氛乙烯或聚乙烯)，其内径应不小于泄水管的

内径。寒冷地区应采取增加保温层或内涂层等保温防结冰措施，泄水立管管径应在理论水力

计算基础上放大一级。寒冷地区的竖向排水管，其末端宜距地面 500mm 以上。 

2 纵向排水管的坡度不得小于 0.5%，桥梁伸缩缝处的纵向排水管或排水槽应设置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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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的柔性套筒，竖向排水管末端应距地面 50 cm 以上。 

3 排水管接头应考虑桥梁和排水管二者在纵向伸缩上的差异，在穿过结构伸缩缝、抗震

缝及沉降缝敷设时采用柔性连接。 

4 排水管支托宜为高度可调节的不锈钢制品，支托装置应牢固附着在桥梁构件上。 

5 排水管应设置在悬臂板外侧，同时考虑桥面景观要求，宜采取遮盖或装饰措施予以遮

掩。 

6 排水管道的水力计算按如下公式： 

𝑣 =
1

𝑛
• 𝑅

2
3 • 𝐼

1
2 

𝑄 =
1

𝑛
• 𝑆 • 𝑅

2
3 • 𝐼

1
2 

式中：Q——流量(m3／s)； 

S——过水断面面积(m2)；  

𝑣——流速(m/s)； 

𝑅 ——水力半径(m)； 

𝐼 ——水力坡度； 

𝑛——管壁粗糙系数，根据管渠材料而定，钢管为 0.013，塑料管为 0.010。 

3.2.4 管道附属构件 

1 镀锌扁钢排水管卡设置间距宜为 1m。 

2 桥桥面雨水通过在桥墩处设置的雨水口由雨水管沿墩柱引入收集处理设施；就近排入

地面道路上的排水系统，在坡度最低点处相应布置排水系统。 

3 弯接头与排水管间粘结强度应不小于母材强度。 

4 排水管直径最小宜为 150mm，附属构件应与之配套。 

5 排水管悬吊管坡度应大于等于 0.5%。 

6 排水短管的组合长度需大于等于 80mm。 

7 排水管伸入集水斗深度不小于 100mm。 

8 施工时应做好防漏措施，严防垃圾及混凝土落入集水井和排水管内。排水管须与桥面

集水井、地面排水系统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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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收集处理设施 

3.3.1 一般规定 

1 收集处理设施的平面布置和埋深，应根据桥面排水管网布置、敏感水体水位高程、设

施排水与溢流设计需求以及周围环境等综合确定，收集处理设施宜设于地上。 

2 按照设施功能可分为事故应急池与径流处理池，事故应急池应具备危险化学品泄露事

故排水临时安全储存的功能，径流处理池应具备净化初期雨水径流的功能。 

3 按照结构形式可分为一体化设施与分体式设施，应根据降雨强度、汇水面积和水环境

敏感程度，选择合适的结构类型。 

4 当雨水径流量较低、水环境敏感程度较低时，宜采用一体化设施，在同一池体单元中

同时实现事故应急池与径流处理池功能，桥面排水全部引入一体化池体。 

 

事故应急与径流处理一体化设施 

 

事故应急与径流处理分体式设施 

5 当雨水径流量较高、水环境敏感程度较高时，宜采用分体式设施，事故应急池、径流

处理池分两个独立池体单元建设，危险化学品事故排水与初期雨水径流分别引入两个独立的

池体单元。 

3.3.2 池体设计 

1 池体总有效容积包括调蓄容积和安全容积。其中调蓄容积应大于由设计径流量计算所

得 4mm 降雨量或前 30min 形成的桥面初期雨水径流量，安全容积应大于 20 m3。 

2 一体化设施的池体总有效容积应大于 60 m3，单个池体的有效容积宜为 100-200m3。

如计算所需总有效容积高于 200 m3，应根据桥梁周围地形条件设置多个池体。 

桥面 

排水 

一体池 

（兼具事故应急与径

流处理功能） 

溢流 

放空 

阀门 

事故泄露液

或混合物 

桥面 

排水 

径流处理池 

事故应急池 

非事故雨水 溢流 

放空 阀门 集水池 

（可与径流处

理池整合） 

阀门 

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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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分体式设施，事故应急池的有效容积宜为 60-100 m3；径流处理池的有效容积宜

满足收集处理前 4mm 降雨量或前 30min 桥面初期雨水径流的需求，并根据周围地形和空间

进行合理设计；如设置集水池，其容积宜大于 10 m3。 

4 一体池和事故应急池的池体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中危废堆放要求，

采取严格的防渗措施，池体渗透系数应小于 10-10 cm/ s。 

5 一体池和径流处理池的超高宜大于 0.5m。 

6 根据雨水径流净化需求的不同，一体池和径流处理池内可设置隔油单元、沉淀单元、

过滤单元及其组合等形式。 

7 事故应急池与径流处理池宜采用共用池壁的贴建形式。 

8 径流处理池的防渗、防腐、防冻分别参照 DL/T 5199、SL 23 等标准执行。 

9 应合理设置便于池内结构、设备检修和池底清淤工作的检修设施。 

3.3.3 进水与放空 

1 一体化设施宜在池内设置水力固定堰进行进水控制。 

2 分体式设施宜采用前置集水池、阀门和设置径流处理池水力固定堰等方式及其组合方

式进行进水控制；选用阀门的启闭时间不应大于 2min。 

3 一体池、事故应急池和径流处理池应采用重力放空，在末端应设溢流口和放空阀门，

放空阀门采用手动阀门时，应设置便于操作阀门启闭的措施；有条件设置监控应急系统时，

宜采用电动阀门，阀门启闭的自动控制方式见下述条目。 

4 放空管管径应大于根据放空时间和出口流量计算的理论放空管径。放空时间和出口流

量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𝐷 = [
4𝑄

𝜋𝐶𝑑√2𝑔(∆𝐻)
]

0.5

 

式中：𝐷——理论放空管径(m)； 

𝑄——出口流量(m3/s)； 

𝐶𝑑一一放空管道径流系数，取 0.62； 

𝑔一一重力加速度(m/s2 )； 

∆𝐻一一池内最高水位与排放口的高差(m )。 

𝑄 =
𝑉

𝑡0
 

式中：𝑉——调蓄容积(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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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0——放空时间，一体池宜小于 30min。 

5 一体池和径流处理池应在最高设计水位设置溢流口或溢流管，总溢流过水断面不宜小

于进水过流断面。 

6 溢流和放空出水可接入后续生态滞留池等设施进行进一步深度处理，或汇入桥梁两侧

排水边沟排放。 

3.4 监控应急系统 

3.4.1 一般规定 

1 对于跨越敏感水体或所跨水体邻近重点环境敏感目标的大桥和特大桥，在工程防控设

施的基础上宜配套建设监控应急系统。 

2 监控应急系统主要包括桥面状况监测设施、桥下池体监测设施、现场控制设施和反应

控制系统。 

3.4.2 桥面状况监测设施 

1 桥面状况监测设施由路面高清卡口、监控摄像机和气象监测器等组成，对桥面环境状

况和车辆事故状况进行监测，并应符合 GB 50198-2011、GB 28181-2016 的有关规定。 

2 路面高清卡口宜设置在桥梁两端 500m 范围内。 

3 路面高清卡口应为各车道设置 1 个抓拍摄像机并配套抓拍闪光灯，实现记录车辆信

息及其进出桥梁段时间的功能。 

4 桥梁段路侧每 500m 应设置 1 处红外高清摄像机，实现预警启动时对桥梁全线拍摄观

测的功能。 

5 若无法获取桥梁区域的气象数据，可设置气象监测器，采集记录风向、风速、气温、

气压、降水和相对湿度等气象数据。 

3.4.3 桥下池体监测设施 

2 桥下池体检测设施包括池体状况监控、液位监测和水质检测装置，对池内液位、阀门

状态和收集水质进行监测。 

3 应对桥下收集处理设施状况进行日常或不定期监控。 

4 在一体池、事故应急池和径流处理池应设置液位监测装置，实现池内液位实时监测的

功能，宜选用浮球式、浮筒式或反射式液位计，其量程应覆盖所测池体的最低和最高液位范

围，还应符合 JJG971-2002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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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水环境极其敏感、有安全风险防范需求且具备较高管理养护条件的桥梁路段，为

实现更高的水环境保护功能，可对一体池和径流处理池内收集水的 pH、COD、油类和挥发

性有机物等水质参数进行自动在线监测，选用的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应符合 HJ 915-2017 的有

关规定。 

3.4.4 现场控制设施 

1 现场控制设施包括阀门和现场电控柜，实现对阀门的现场自动控制、远程控制和应急

控制。 

2 阀门应具备手电动一体控制和故障自动反馈功能，支持远程-现场和手动-自动等多种

启闭模式，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宜选用闸阀或蝶阀。 

2) 选择阀门时要考虑电机电压、管径等参数，还要便于日常维护。 

3) 进水阀和放空阀需应做防腐处理。 

4) 阀门及其电机应满足可在地区极端气温条件下的工作需求。 

3 现场电控柜宜设于桥下池体附近，一般采用金属外壳，其防护等级不宜低于 IP41。 

4 现场电控柜接收监测得到的液位信号和监控中心发出的指令信号，通过自动控制程序

转化为进水和放空阀门启闭的行为信号，并将液位和阀门状况信号传输至监控中心。 

5 通过现场电控柜根据液位信号对电动阀门的本地控制，实现日常状态下对初期雨水径

流进行蓄积净化和自动排空的功能。 

3.4.5 反应控制系统 

1 应在监控中心设置专用的显示屏，可以调取管辖路段范围内各处系统设施各个摄像机

的监控画面和显示池内液位信息，并能自动提示各处系统设施的预警和报警信息。 

2 应在监控中心设置专用的服务器，或在已有服务器集成安装专用软件，实现以下主要

功能： 

1) 对各处系统设施的信号和数据进行处理和反馈。 

2) 对监控路段车辆非正常滞留进行自动识别、跟踪和预/报警。 

3) 启动预警后提示监控中心管理人员进行核查。 

4) 对现场摄像机和阀门进行远程控制。 

3 触发预警后 5min 内或启动报警后，自动控制预/报警处池体排空阀和溢流阀关闭，直

至现场人工开启或解除报警后自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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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护栏与标志警示 

3.5.1 桥梁两端宜设置危险品车辆警示牌、报警电话号码等标志标识。 

3.5.2 保护等级一、二级的桥梁两端驶入方向宜设置可变信息情报板，发布谨慎驾驶提示和

桥面气候信息，并在事故发生是发布事故信息。 

3.5.3 如图 3.5.3 所示，警示牌版面包括危险品车辆谨慎驾驶警示内容和报警救援电话，采用

黄底黑字和黑色边框。 

 

图 3.5.3 警示牌版面示意图 

3.5.4 护栏、标志及隔离栅等按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执行。 

3.5.5 应在桥下池体设施周边设置网格式隔离栅。隔离栅高度不宜低于 1.5m，隔离栅距离池

外边缘净距不宜小于 1m。。 

3.5.6 桥梁护栏优先采用混凝土连续护栏，设计时速为 120 时，护栏防护等级选用六（SS、

SSm）级；设计时速为 100、80 时，护栏防护等级选用五（SA、SAm）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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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防控措施 

4.0.1 应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建立健全系统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制度，防治环境风险事件的

产生。 

4.0.2 应加强桥面排水日常养护，力求排水通畅、防水可靠、养护或更换便捷，尤其应注重

防范冬季泄水孔及排水管冰冻堵塞及冻裂。应符合《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的规定。 

4.0.3 定期对桥面进出水孔及排水管渠进行清淤疏通，确保排水顺畅，宜每月检查疏通一次。

对于管道维护和检查的要求及管道淤积、破损修复应符合《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6）的规定。 

4.0.4 应加强收集处理设施及监控系统的日常养护，防范池体的开裂渗漏，液位计、阀门等

装置应定期检查其正常工作情况。 

4.0.5 应定期清理径流处理池沉淀物，雨季应增加清理频次，宜每半年清理一次，沉淀物应

运送至合理地点做无害化处置。 

4.0.6 危化品运输车辆行驶应加强监控，必要时应采取现场押运方式限时限速通过，大风、

雨、雾等不良天气宜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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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保障措施 

5.0.1 应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 号）有关要求，

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环保部门备案，与当地政府、环保部门等有关应急预

案相衔接，建立畅通的应急救援机制。 

5.0.2 应根据自身条件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建立应急处置队伍，包括通讯联络

队、应急抢险组、应急救援组、应急疏散组、后勤保障组和善后处理组等专业处置队伍，并

明确事故状态下各级人员和各专业处置队伍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并定期开展预案演练，确保

应急措施有效。 

5.0.3 应配置必要的消防等应急设备设施，为防止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还应添置与环

境风险相关的应急物质，如吸油毡、围油栏、石灰、粗砂等不可缺少的应急物资。 

5.0.4 危化品运输事故发生时，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应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态严重程度，并及时

与所在地区公安、消防和环保部门取得联系，以便采取应急措施，有效防止污染事态扩大。 

  



 

15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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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标准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标准；不注日期

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198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06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788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32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CECS 164:2004 埋地聚乙烯排水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HJ 915-2017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JJG 97    液位计 

JTG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T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TTG D80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