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行 业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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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General principles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制定本标准。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方法、内容及要求。

1.2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其它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也可参照本标准所规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

2 引用标准

HJ/T 2.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 2.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3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3-1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如图所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主

要工作为研究有关文件，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筛选重点评价项目，确定各单项环境影

响评价的工作等级，编制评价大纲；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其主要工作为进一步做工程分析和环境

现状调查，并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环境影响；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段，其主要工作为汇总、分

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各种资料、数据，给出结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3- 2 在进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时，如需进行多个厂址的优选，则应对各个厂址分别进行预测和评

价。

3-3 如通过评价对原选厂址给出否定结论时，对新选厂址的评价应按 3.1的规定重新进行。

4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

4：1 划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是以下列因素为依据进行划分的：

4-1-1 建设项目的工程特点

这些特点主要有：工程性质、工程规模、能源及资源（包括水）的使用量及类型、污染物排放特点
（排放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主要污染物种类、性质、排放浓度）等。

4-1.2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特征

这些特征主要有：自然环境特点、环境敏感程度、环境质量现状及社会经济环境状况等。

4-1.3 国家或地方政府所颁布的有关法规（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国家环境保护局 1993-09-18 批准 1994-04-0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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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图

4.2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概要

4-2.1 环境影响的评价项目 . . “
权 根据环境的组成特征，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通常可进一步分解成对下列不同环境要素（或称评

册项目）的评价，即：大气、地面水、地下水、噪声、土壤与生态、人群健康状况、文物与“珍贵”景

觊以及日照、热、放射性、电磁波（ 振动等。

裁 建设项目对上述各环境要素的影响评价统称为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简称单项影南评价）。

赛22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2- 2-1 按威 4.1中的划分依据，可将上述各单项影响评价划分为三个工作等级。例如，大气环境影响

卿价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地面水环境影响评价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等等，依此类推。一级评

价最详细，二级次之，三级较简略。各单项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的详细规定，可参阅相应的导则.

一般情况，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包括一个以上的单项影响评价，每个单项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

不一定相同。

女 2.2.2 对于单项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均低于第三级的建设项目，不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只需按国

环境影响预测

I ；.二7二
I 建设单位提出已
I 批准的建设项目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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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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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对于建设项目中个别评价工作等级低于第三级的单项影响评价，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简单的叙述、分

析或不做叙述、分析。

4.3 对于某一具体建设项目，在划分各评价项目的工作等级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所在地区

的环境特征或当地对环境的特殊要求等情况可作适当调整。

5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编制

5-1 评价大纲应在开展评价工作之前编制，它是具体指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文件，也是检查

报告书内容和质量的主要判据，其内容应该尽量具体、详细。

5-2 评价大纲一般应按 3.1中所表明的顺序，并在充分研读有关文件、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

调查后编制。

5-3 评价大纲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5- 3-1 总则

其中包括评价任务的由来、编制依据、控制污染与保护环境的目标、矛用的评价标准、评价项目及

其工作等级和重点等。

5. 3-2 建设项目概况（如为扩建项目应同时介绍现有工程概况）。

5- 3-3 拟建地区的环境简况（附位置图）。

5- 3.4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的内容与方法

根据当地环境特点、评价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与重点等因素，说明工程分析的内容、方法

和重点。

5- 3-5 建设项目周围地区的环境现状调查

5. 3- 5. 1 一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现状调查。

5- 3- 5- 2 环境中与评价项目关系较密切部分的现状调查

根据已确定的各评价项目工作等级、环境特点和影响预测的需要，尽量详细地说明调查参数、调查

范围及调查的方法、时期、地点、次数等。

5.3.6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根据各评价项目的工作等级、环境特点，尽量详细地说明预测方法、预测内容、预测范围、预测时

段以及有关参数的估值方法等。如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应说明拟采用的评价方法。

5. 3.7 评价工作成果清单、拟提出的结论和建议的内容。

5- 3.8 评价工作的组织、计划安排。

5- 3-9 评价工作经费概算。

54 在下列任意一种情况下应编写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作为大纲的必要补充：第一，由于

必需的资料暂时缺乏，所编大纲不够具体，对评价工作的指导作用不足；第二，建设项目特别重要或环

境问题特别严重，如规模较大、工艺复杂、污染严重等；第三，环境状况十分敏感。

6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6-1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全面、概括地反映环境影响评价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并尽量采用图

表和照片，以使提出的资料清楚，论点明确，利于阅读和审查。原始数据、全部计算过程等不必在报告

书中列出，必要时可编入附录。所参考的主要文献应按其发表的时间次序由近至远列出目录。评价内容

较多的报告书，其重点评价项目另编分项报告书, 主要的技术问题另编专题技术报告。

6.2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根据环境和工程的特点及评价工作等级，选择下列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编制。

6- 2.1 总则
. 0

& 2. 2.1 结合评价项目的特点阐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目的。



hj/t 2.1—93

g. 2-1-2 编制依据： < •

a. 项目建议书；

b. 评价大纲及其审查意见；

c. 评价委托书（合同）或任务书；

d.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一

6. 2- 1-3 采用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拟参照的国外有关标准（参照的国外标准应按国家环系

保护局规定的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

6. 2.1-4 控制污染与保护环境的目标.
一

6. 2.2 建设项目概况

6. 2- 2- 1 建设项目的名称、地点及建设性质。

6. 2- 2- 2 建设规模（扩建项目应说明原有规模）、占地面积及厂区平面布置（应附平面图）。

6 2. 2. 3 土地利用情况和发展规划。

6. 2. 2- 4 产品方案和主要工艺方法.

6.2- 2-5 职工人数和生活区布局。

6. 2. 3 工程分析

报告书应对建设项目的下列情况进行说明，并作出分析：

6.2- 3-1 主要原料、燃料及其来源和储运，物料平衡，水的用量与平衡，水的回用情况。

6. 2- 3- 2 工艺过程（附工艺流程图）。

6- 2- 3- 3 废水、废气、废渣、放射性废物等的种类、排放量和排放方式，以及其中所含污染物种类、性

质、排放浓度 1 产生的噪声、振劫的特性及数值等。

6. 2- 3. 4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方案。

62.3·5 交通运输情况及厂地的开发利用。

6·2"建设项目周围地区的环境现状

6. 2- 4- 1 地理位置（应附平面图）。

6- 2- 4- 2 地质、地形、地貌和土壤情况，河流、湖泊（水库）、海湾的水文情况，气候与气象情况.

l6・24・3 大气、地面水、地下水和土壤的环境质量状况。 -
62·4.4 矿藏、森林、草原、水产和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农作物等情况。

6- 2- 4- 5 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名胜古迹、温泉、疗养区以及重要的政治文化设施情况。

62·4·6 社会经济情况，包括：现有工矿企业和生活居住区的分布情况，人口密度，农业概况，土地利

用情况，交通运输情况及其它社会经济活动情况。

和2.47 人群健康状况和地方病情况。

第·2.4.8 其它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的现状资料。

出25 < 环境影响预测小.. .
砂2·5.1 预测环境影响的时段。

62·5.2 1 预测范围。
'

6，2.53 预测内容及预测方法。

梅·2·5.4 预测结果及其分析和说明。

626 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6-2- 6-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特征。

€•2. 6-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性质。

6-2- 6-3 如要进行多个厂址的优选时，应综合评价每个厂址的环境影响并进行比较和分析。

[ 6-2.7 环境保护措施的评述及技术经济论证，提出各项措施的投资估算（列表）

净2.8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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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环境监测制度及环境管理、环境规划的建议

6.2.10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7 建议项目的工程分析

7.1 工程分析的原则

7-1.1 当建设项目的规划、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等技术文件中记载的资料、数据等能够满足工程分析的需

要和精度要求时，应通过复核校对后引用。

7-1-2 对于污染物的排放量等可定量表述的内容，应通过分析尽量给出定量的结果。

7.2 工程分析的对象

主要从下列几方面分析建设项目与环境影响有关的情况：

7. 2.1 工艺过程

通过对工艺过程各环节的分析，了解各类影响的来源，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各种废物的治理、回

收、利用措施及其运行与污染物排放间的关系等。

7. 2.2 资源、能源的储运

通过对建设项目资源、能源、废物等的装卸、搬运、储藏、预处理等环节的分析，掌握与这些环节

有关的环境影响来源的各种情况。
1

7.2-3 交通运输

分析由于建设项目的建设和运行，使当地及附近地区交通运输量增加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7.2.4 厂地的开发利用

通过了解拟建项目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了解土地利用现状和环境间的关系，以分析厂地开发利用带

来的环境影响。

7- 2-5 对建设项目生产运行阶段的开车、停车、检修、一般性事故和漏泄等情况时的污染物不正常排放

进行分析，找出这类排放的来源、发生的可能性及发生的频率等。

7.2.6 其它情况

7.3 工程分析的重点

工程分析应以工艺过程为重点，并不可忽略污染物的不正常排放（简称不正常排放）。资源、能源的

储运、交通运输及厂地开发利用是否分析及分析的深度，应根据工程、环境的特点及评价工作等级决定.

7.4 建设项目实施过程的阶段划分与工程分析

7-4-1 根据实施过程的不同阶段可将建设项目分为建设过程、生产运行、服务期满后三个阶段进行工程

分析。

7-4.2 所有建设项目均应分析生产运行阶段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生产运行阶段要分析正常排放和不正常

排放两种情况。对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影响有可能增加较大的建设项目，同时它的评价工作等级、环 j
境保护要求均较高时，可将生产运行阶段分为运行初期和运行中后期，并分别按正常排放和不正常排放 j
进行分析，运行初期和运行中后期的划分应视具体工程特性而定。

7-4.3 个别建设项目在建设阶段和服务期满后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对这类项目的这些阶段进行工程分

析。

7-4-4 在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所酿成的爆炸、火灾、中毒等后果十分严重的、造

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事故，属风险事故。是否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应视工程性质、规模、建设项目

所在地环境特征以及事故后果等因素确定。

目前环境风险评价的方法尚不成熟，资料的收集及参数的确定尚存在诸多困难。在有必要也有条件

时，应进行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或环境风险分析。

7.5 工程分析的方法 -
当建设项目的规划、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等技术文件不能满足评价要求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适当

136



一
hj/t 2·1—93

另法进行工程分析。目前采用较多的主程分析方法有：类比分析法、物料平衡计算法、查阅参考资料

新法等。

由类比分析法要求时间长，工作量大，所得结果较准确。在评价时间允许，评价工作等级较高，又有

国卷考的相同或相似的现有工程时，应采用此方法。如果同类工程已有某种污染物的排放系数时，可

j直接利用此系数计算建设项目该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不必再进行实测。

.步物料平衡计算法以理论计算为基础，比较简单。但计算中设备运行均按理想状态考虑，所以计算结

F南时偏低。此方法不是所有的建设项目均能采用，具有一定局限性。

K查阅参考资料分析法最为简便，但所得数据准确性差。当评价时间短，且评价工作等级较低时，或

:法采用以上两种方法的情况下，可采用此方法，此方法还可以作为以上两种方法的补充。

门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环境现状的调查

j番了环境现状调查的原则和方法

h-i 环境现状调查的一般原则

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特点，结合各单项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确定各环境要素的现状

1查范围，并筛选出应调查的有关参数。

环境现状调查时，首先应搜集现有的资料，当这些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再进行现场调查和测

判,13 环境现状调查中，对环境中与评价项目有密切关系的部分（如大气、地面水、地下水等）应全

i、详细，对这些部分的环境质量现状应有定量的数据并做出分析或评价；对一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际周查，应根据评价地区的实际情况,

伏不 2 ，环境现状调查的方法

参照 8.2 条所规定的内容，适当增删。

- 环境现状调查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收集资料法、现场调查法和遥感的方法。

F 收集资料法应用范围广、收效大，比较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环境现状调查时，应首先通过此方

售获得现有的各种有关资料，但此方法只能获得第二手资料，而且往往不全面，不能完全符合要求，需

卜其它方法补充。

卜生现场调查法可以针对使用者的需要，直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以弥补收集资料法的不足。这

我方法工作量大，需占用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有时还可能受季节、仪器设备条件的限制。

k表遥感的方法可从整体上了解一个区域的环境特点，可以弄清人类无法到达地区的地表环境情况，如

员些大面积的森林、草原、荒漠、海洋等。此方法不十分准确，不宜用于微观环境状况的调查，一般只

即作辅助性调查。在环境现状调查中，使用此方法时，绝大多数情况不使用直接飞行拍摄的办法，只判

k和分析已有的航空或卫星相片。

E我3�与各单项影响评价有关的环境现状调查方法的细节，请参照相应的各单项影响评价的技术导则。

电2 环境现状调查内容

此.口;地理位置

［建设项目所处的经、纬度，行政区位置和交通位置（位于或接近的主要交通线），并附平面图。

f 2.2 地质

般情况，只需根据现有资料，选择下述部分或全部内容，概要说明当地的地质状况，即；当地地

g况，地壳构造的基本形式（岩层、断层及断裂等等）以及与其相应的地貌表现，物理与化学风化情

占，当地已探明或已开采的矿产资源情况。

象: 若建设项目规模较小且与地质条件无关时，地质现状可不叙述。

入 评价矿山以及其它与地质条件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时，对与建设项目有直接关系的地质

而造，如断层、断裂、坍塌、地面沉陷等，要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一些特别有危害的地质现象，如地

去，也应加以说明，必要时，应附图辅助说明。若没有现成的地质资料，应做一定的现场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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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3 地形地貌

一般情况，只需根据现有资料，简要说明下述部分或全部内容：建设项目所在地区海拔高度，地形

特征（即高低起伏状况），周围的地貌类型 �（山地、平原、沟谷、丘陵、海岸等等）以及岸溶地貌、冰川

地貌、风成地貌等地貌的情况。崩塌、滑坡、泥石流、冻土等有危害的地貌现象，若不直接或间接危胁

到建设项目时，可概要说明其发展情况。

若无可查资料，需做一些简单的现场调查。 - 7 .
当地形地貌与建设项目密切相关时，除应比较详细地叙述上述全部或部分内容外，还应附建设项目

周围地区的地形图，特别应详细说明可能直接对建设项目有危害或将被项目建设诱发的地貌现象的现状

及发展趋势，必要时还应进行一定的现场调查。 .

8. 2.4 气候与气象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主要气候特征，年平均风速和主导风向，�年平均气温，极端气温与月平均气温

（最冷月和最热月），年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降水量、降水天数，降水量极值，日照，主要的天气特征

（如梅雨、寒潮、霍和台、飓风）等。

如需进行建设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除应详细叙述上面全部或部分内容外，还需根据HJ/T 2.2
中的规定，增加有关内容。

8. 2. 5 地面水环境

如果建设项目不进行地面水环境的单项影响评价时，应根据现有资料选择下述部分或全部内容，概

要说明地面水状况，即：地面水资源的分布及利用情况，地面水各部分（河、湖［库］）之间及其与海湾、

地下水的联系；地面水的水文特征及水质现状，以及地面水的污染来源。

如果建设项目建在海边又无需进行海湾的单项影响评价时，应根据现有资料选择下述部分或全部内

容概要说明海湾环境状况，即：海洋资源及利用情况，海湾的地理概况，海湾与当地地面水及地下水之

间的联系，海湾的水文特征及水质现状，污染来源等。

如需进行建设项目的地面水（包括海湾）环境影响评价，除应详细叙述上面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外，还

需根据HJ/T 2.3 中的规定，增加有关内容。 ,
8. 2-6 地下水环境

当建设项目不进行与地下水直接有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时，只需根据现有资料，全部或部分地简述下 ；
列内容：地下水的开采利用情况，地下水埋深，地下水与地面水的联系以及水质状况与污染来源。

若需进行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除要比较详细地叙述上述内容外，还应根据需要，选择以下内容进

一步调查：水质的物理、化学特性，污染源情况，水的储量与运动状态，水质的演变与趋势，水源地及；
其保护区的划分，水文地质方面的蓄水层特性，承压水状况等。当资料不全时，应进行现场采样分析。

8. 2-7 大气环境质量

如果建设项目不进行大气环境的单项影响评价，应根据现有资料，简单说明下述部分或全部内容：建

设项目周围地区大气环境中主要的污染物质及其来源，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
如需进行建设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除应详细叙述上面部分或全部内容外，还需根据HJ/T2. 2

中的规定，增加有关内容。

8- 2-8 土壤与水土流失 ；
当建设项目不进行与土壤真接有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时，只需根据现有资料，全部或部分地简述下列

内容：建设项目周围地区的主重土壤类型及其分布，土壤的肥力与使用情况，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及其

质量现状。建设项目周围地区的水土流失现状及原因等。 • ，

当需要进行土壤环境影响评价时，除要比较详细地叙述上述全部或部分内容外,，还应根据需要选择

以下内容进一步调查：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土壤结构，土壤一次、二次污染状况，水土流失的原因二
特点、面积、元素及流失量等，同时要附土壤图。

8.2.9 动、植物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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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 ?

-若建设项目不进行生态影响评价，但当项目规模较大时，应根据现有资料简述下列部分或全部内容:

近项目周围地区的植被情况（覆盖度、生长情况），有无国家重点保护的或稀有的、受危害的或作为资

及（野生物、植物，当地的主要生态系统类型（森林、草原、沼泽、荒漠等）及现状。若建设项目规模

》、，又不进行生态影响评价时，这一部分可不叙述。

，若倩要进行生态影响评价，除应详细地叙述上面全部或部分内容外，还应根据需要选择以下内容进

E调查：本地区主要的动、植物清单，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物质循环状况，生态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关

吸及影响生态系统的主要污染来源.
加10 噪声

_
一

》如果建设项目不进行噪声环境的单项影响评价，一般可不叙述环境噪声现状；如需进行此类评价时，

t根据噪声影响预测的需要决定现状调查的内容。

^2；11 社会经济

主要根据现有资料，结合必要的现场调查，简要叙述下列部分或全部内容：

K2-11-1 人口

, 包括居民区的分布情况及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等。

82。11。2 工业与能源

包括建设项目周围地区现有厂矿企业的分布状况，工业结构，工业总产值及能源的供给与消耗方式

涉.
8：2-11-3 农业与土地利用

包括可耕地面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构成及产量，农业总产值以及土地利用现状；若建设项目需

;进行土壤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则应附土地利用图。：8·2.11.4 交通运输

包括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公路、铁路或水路方面的交通运输概况，以及与建设项目之间的关系。

8.2.12 文物与“珍贵”景观

!1 文物指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物，一般包括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

册址、纪念物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

“珍贵”景观一般指具有珍贵价值必须保护的特定的地理区域或现象，如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

, 疔养区、温泉以及重要的政治文化设施等。

一 如不进行这方面的影响评价，则只需根据现有资料，概要说明下述部分或全部内容：建设项目周围

具有哪些重要文物与“珍贵”景观；文物或“珍贵”景观对于建设项目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其基本情况

以及国家或当地政府的保护政策和规定。

〔 如建设项目需进行文物或“珍贵”景观的影响评价，则除应较详细地叙述上述内容外，还应根据现

有资料结合必要的现场调查，进一步叙述文物或“珍贵”景观对人类活动敏感部分的主要内容。这些内

:容有：它们易于受那些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学的影响，目前有无已损害的迹象及其原因，主要的污染

或其它影响的来源，景观外貌特点，自然保护区或风景游览区中珍贵的动、植物种类，以及文物或“珍

责”景观的价值（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和科学的价值等）。

8.2.13 人群健康状况

当建设项目规模较大，且拟排污染物毒性较大时，应进行一定的人群健康调查。调查时，应根据环

『 境中现有污染物及建设项目将排放的污染物的特性选定指标。

8- 2.14 其它

根据当地环境情况及建设项目特点，决定电磁波、振动、地面下沉等项目是否调查。

9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预测 -
9-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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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确定的评价项目，都应预测建设项目对其产生的影响，预测的范围、时段、内容及方法均应

根据其评价工作等级、工程与环境的特性、当地的环保要求而定。同时应尽量考虑预测范围内，规划的

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

9.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的方法

预测环境影响时应尽量选用通用、成熟、简便并能满足准确度要求的方法。目前使用较多的预测方

法有：数学模式法、物理模型法、类比调查法和专业判断法。

数学模式法能给出定量的预测结果，但需一定的计算条件和输入必要的参数、数据。一般情况此方

法比较简便，应首先考虑。选用数学模式时要注意模式的应用条件，如实际情况不能很好满足模式的应

用条件而又拟采用时，要对模式进行修正并验证。 * -

物理模型法定量化程度较高，再现性好，能反映比较复杂的环境特征，但需要有合适的试验条件和

必要的基础数据，且制作复杂的环境模型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在无法利用数学模式法预测而

又要求预测结果定量精度较高时，应选用此方法。 1

类比调查法的预测结果属于半定量性质。如由于评价工作时间较短等原因，无法取得足够的参数、数

据，不能采用前述两种方法进行预测时，可选用此方法。

专业判断法则是定性地反映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建设项目的某些环境影响很难定量估测（如对文

物与“珍贵”景观的环境影响），或由于评价时间过短等原因无法采用上述三种方法时，可选用此方法。

9.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时期的划分和预测环境影响时段

9-3-1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按照此项目实施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划分为建设阶段的环境影响，生产.

运行阶段的环境影响和眼务期沸后的坏墙影响二种，生产法行阶印�可分为运行切期到运行十后期

9- 3-2 所有建设项目均应预测生产运行价没，正常排放和不正常排放为神情况的环境影喇。
9- 3-3 大型建设项目，当其建设阶段的噪声、振动、地面水、大气、土壤等的影响程度较重，且影响时

间较长时，应进行建设阶段的影响预测。

9- 3.4 矿山开发等建设项目应预测服务期满后的环境影响。 心

9-3.5 在进行环境影响预测时，应考虑环境对影响的衰减能力。一般情况，应该考虑两个时段，即影响

的衰减能力最差的时段（对污染来说就是环境净化能力最低的时段）和影响的衰减能力一般的时段。如

果评价时间较短，评价工作等级又较低时，可只预测环境对影响衰减能力最差的时段。

9.4 预测的范围

9-4-1 预测范围的大小、形状等取决于评价工作的等级、工程和环境的特性。一般情况，预测范围等于

或略小于现状调查的范围，其具体规定参阅各单项影响评价的技术导则。

9-4-2 在预测范围内应布设适当的预测点，通过预测这些点所受的环境影响，由点及面反映该范围所受

的环境影响。预测点的数量与布置，因工程和环境的特点、当地的环境要求及评价工作的等级而不同，清 j 1

参见各单项影响评价的技术导则。 I
9-5 预测的内容 . j

对评价项目环境影响的预测，是指对能代表评价项目的各种环境质量参数变化的预测。环境质量参.
’

数包括两类：一类是常规参数，一类是特征参数。前者反映该评价项目的一般质量状况，后者反映该评：
价项目与建设项目有联系的环境质量状况。各评价项目应预测的环境质量参数的类别和数目，与评价工;
作等级、工程和环境的特性及当地的环保要求有关，请参见各单项影响评价的技术导则。

9-6 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与环境影响预测 ：
如建设项目需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优选厂址时，应根据 9.1 9. 5 条有关规定，预测该项目建设在不同 ：

厂址时的环境影响，并经综合比较，提出选址意见。

10 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10-1 单项评价方法及其应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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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1 单项评价方法是以国家、地方的有关法规、"标准为依据，评定与估价各评价项目的单个质量参

H的环境影响。预测值未包括环境质量现状值（即背景值）时，评价时注意应叠加环境质量现状值。

ipJ.2 在评价某个环境质量参数时，应对各预测点在不同情况下该参数的预测值均进行评价。

[Q.13 单项评价应有重点，对影响较重的环境质量参数，应尽量评定与估价影响的特性、范围、大小

气重要程度。影响较轻的环境质量参数则可较为简略。

0.2 多项评价方法及其应用原则

jO. 2.1 多项评价方法适用于各评价项目中多个质量参数的综合评价，所采用的方法分见有关各单项影

话评价的技术导则。

加2。2 采用多项评价方法时，不一定包括该项目已预测环境影响的所有质量参数，可以有重点地选择

握当的质量参数进行评价。

3 建设项目如需进行多个厂址优选时，要应用各评价项目（如大气环境、地面水环境、地下水环

境等）的综合评价进行分析、比较，其所用方法可参照各评价项目的多项评价方法。

ii 报告书结论的编写

（11.1 编写原则

一
报告书的结论就是全部评价工作结论，编写时要在概括和总结全部评价工作的基础上，客观地总结

建设项目实施过程各阶段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与当地环境的关系。

用：2 编写要求

编写结论与编写报告书其它部分一样，应该文字简洁、准确，同时最好分条叙述，以便阅读。

：中.3 内容

报告书结论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 概括地描述环境现状，同时要说明环境中现已存在的主要环境质量问题，例如某些污染物浓度

（超过了标准，某些重要的生态破坏现象等。

11.3.2 简要说明建设项目的影响源及污染源状况

根据评价中工程分析结果，简单明了地说明建设项目的影响源和污染源的位置、数量，污染物的种

类、数量和排放浓度与排放量、排放方式等.

11-3.3 概括总结环境影响的预测和评价结果

「一一 结论中要明确说明建设项目实施过程各阶段在不同时期对环境的影响及其评价。特别要说明叠加背

:常值后的影响。

M1-3.4 对环保措施的改进建议

L 报告书中如有专门章节评述环保措施（包括污染防治措施、环境管理措施、环境监测措施等）时，结

:论中应有该章节的总结。如报告书中没有专门章节时，在结论中应简单评述拟采用的环保措施。同时还

;应结合环保措施的改进与执行，说明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的各不同阶段，能否满足环境质量要求的具体

；倩况。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开发监督司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强主要起草人李兴基、俞珂、裴成虎、杨榕。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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