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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雨水管理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认证类型：环境管理体系  

审核人员：刘金明等 

案例：初期雨水管理 

一、 前言 

初期雨水一般是指降雨开始15min左右，已形成地表径流的降水。由于降雨

初期，雨水溶解了空气中的大量酸性气体（酸雨）、工厂废气等污染性气体，降

落地面后，又由于冲刷地表，使得初期雨水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如果不经过

处理，经雨水管直排入地表水体，给水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涉及化工行业的初期雨水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一般要求项目单位厂区实行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保证初期雨水与废水一并处理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后进

行排放。另外，化工行业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环境影响评价还要求项目单位

建立事故应急池（消防尾水池），以用于收集液体化学品的泄漏和或消防尾水，

且正常状态下，紧急事故池应该是留空，以便应急。 

本案例描述的是审核组进行现场审核时发现：受审核方未发生紧急情况（泄

漏和消防救灾），而紧急应急池（消防尾水池）中几乎盛满废水，审核组通过：

一阶段审核——发现问题（应急池被沾满）——二阶段验证整改情况——未解决

（还是被占）——审核发现（雨水阀和事故阀错误）——整改，促进了受审核方

从根本上解决了初期雨水管理不正常从而占用应急池的风险。  

二、 案例背景  

该案例发生于曾田香料（昆山）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日本曽田和台湾曽田

共同投资组建，原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由于张浦镇产业机构调整，该公司

于 2014年搬迁到昆山市千灯镇罗倪路，主要从事食用香精和日用香精的生产。

受审核方主要设施包括一个甲类车间和一个乙类车间，一个甲类仓库和罐区，以

及配套的消防、配电、废水处理设施等。受审核方的主要工艺流程是混合、搅拌，

无合成和蒸馏过程，主要的环境因素是挥发性废气的排放，清洗废水、初期雨水

的排放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5%B8%E6%80%A7%E6%B0%94%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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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发生的过程 

2016年 12 年 14日，审核组两人对该公司进行了一阶段现场审核，审核组

发现该公司按照 ISO14001:2015标准建立的环境管理体系存在 18项问题，涉及

现场的污水池中积满清下水、围堰的阀门开启错误、确定的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

遇不适宜等，上述均得到受审核方的认可。审核组与受审核方商定了整改要求和

期限。在受审核方向审核组提交了书面的整改材料，基本具备开展第二阶段审核

的条件后，审核组于 2016 年 12 月 26-27日进行第二阶段审核。审核组在第二阶

段审核时，对第一阶段发现的问题点整改有效性予以现场验证，审核过程中形成

2项不符合项。 

四、 主要沟通过程 

1. 一阶段审核 

1.1 审核计划见附件一 

1.2 主要审核发现： 

1) 紧急事故池中积满初期雨水； 

2) 污水处理站的化学品防泄漏围堰的阀门打开，通向污水沟； 

3) 部分目标不适宜，如重大火灾、重大泄漏为零，未定义何为重大；废气

超标排放次数为零，无法评价； 



4) 未将环保设施的故障，污染物（总量、浓度）超标等作为需要应对的风

险不合适，鉴于公司大部分产品为液态，运输过程中交通事故造成泄漏

也是应该需要应对的风险； 

…… 

1.3 沟通方式： 

审核组通过一阶段问题清单的形式与受审核方沟通了体系策划的问题，同时

包括了现场观察发现的运行问题，得到受审核方的认可。 

具体见《一阶段问题清单》（见附件二） 

2. 二阶段审核 

2.1 审核策划 

认证审核是 2016年 12月 26-27日，审核组一行 3人对受审核方的环境管理

体系的实施情况进行审核，重点关注废水排放管理过程、废弃物管理过程、废气

排放管理过程以及泄漏风险的管理过程，其中，审核组长审核罐区风险管理及所

涉及的环境因素管理，并在审核计划中策划了泄漏、初期雨水管理的审核要求。 

   审核策划具体见二阶段审核计划（附件三）。 

2.2 主要审核发现： 

审核第一天，天气状态是中雨，而第二天的天气状态是晴。按照计划的安排，

现场审核的第二天，审核组长对甲类仓库及罐区进行现场审核，在进行到罐区现

场审核时发现：罐区有 2 只 20m³乙醇储罐， 一只 20m³丙二醇储罐，储罐上物料

标识、防泄漏围堰等等均处于良好状态。在现场针对一阶段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

跟踪时发现：审核组所提的应急池中积满雨水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液位

还是很高），现场询问管理人员，紧急事故池中的废水是抽排进入废水处理系统

处理后排放的，但是从开始投产到目前，基本处于满载状态，一直没有解决的办

法，可能的原因是前一天雨水倒灌。审核员现场就此现象在审核记录中进行了记

录并标注沟通和？（见附件四）。 

审核员在现场进一步审核发现：此时（雨停天晴），该区域通向雨水管井的

雨水阀（公司编号 2号）呈开启状态，而通向紧急事故池，紧急情况排放泄漏物

和初期雨水的事故阀（公司编号 1号）呈关闭状态；而在正常情况下，此时的两

个阀门都应该是关闭状态，初步断定雨水阀、事故阀启闭错误。审核员进一步询

问受审核方管理人员，两个阀门是如何进行启闭控制的，得到的回答是通过雨量

传感器进行自动控制，审核员因此要求去到雨量传感器控制系统机房进一步确认



1号事故阀、2号雨水阀的启闭控制状态。在控制机房现场观察发现：控制器也

显示通向雨水管井的 2号阀门呈开启状态，而通向事故池的 1号事故阀门呈关闭

状态，进一步确认了用于控制阀门启闭的雨量传感器发生了故障。 

附图：事故阀及雨水阀阀井 

附图：罐区及事故池局部 

2.3 沟通： 

正确的雨水阀、事故阀的启闭状态应该是： 

 开始下雨至前 15min左右，通向紧急事故池的 1号事故阀门开启，此时

初期雨水进入污水池，往通往雨水管井的 2号雨水阀门关闭； 



 开始下雨过 15min后，通向紧急事故池的 1号事故阀门应该关闭，切断

进入事故池的清下水，此时清下水通过打开的 2号雨水阀通向雨水管井； 

 停止下雨一段时间后，通向事故池的 1号事故阀和通向雨水井的 2号雨

水阀门均关闭。 

审核组通过不符合项报告的形式与受审核方沟通了该审核发现（见附件五）。 

五、 组织整改取得的结果 

受审核方针对该不符合项的事实进行了原因风险，分析的原因是雨量传感器

控制系统发生了故障（设置错误），该错误造成本应该在下雨15min后通向雨水

管井的清下水进入事故池，造成事故池一直处于收集本应该排入雨水管网的清下

水，从而导致事故池被不正常占用。另外，由于该事故池中的废水需要进入废水

处理系统处理，而废水处理需要运营成本，因此也大量增加了公司的废水处理成

本。 

针对该不符合，受审核方立即要求建设方维修（重新设置）雨量传感器控制

系统，同时，为了防止雨量传感自动控制系统的故障，还建立了人工检查确认的

机制，以确保雨水阀和事故阀一直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上述整改的证据见附件

五。 

六、 成果验证 

2017年监督审核发现，受审核方的紧急事故池中已经没有了多年来积满的雨

水，处于正常的状态，确保在紧急情况发生后应急设施发挥可靠的作用。目前的

事故池状况见附件六。 

见附件 

七、 案例体会 

审核员丰富的审核经验、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发现了受审核

方初期雨水运行上存在的缺失。而受审核方对不符合项进行整改，从根本上消除

了紧急事故池自从投入运营以来一直被清下水沾满而不能发挥应急作用的隐患，

也节约了受审核方的废水处理成本。此审核发现是有效审核的良好体现。 

 

刘金明 

2017-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