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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公路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规范(试行))}的通知

交公路发[19961660号

    各省、自治区交通厅，北京、天津市公路局.上海市市政工程局，部属公路设计、施工、

科研单位，有关院校:

    现发布《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试行)》(行业编号为J丁J 005-1996)，作
为交通行业标准，自1997年1月1日起试行。

    请各有关单位将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函告交通部公路科研所，以便修订时
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一九九六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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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为满足公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需要，交通部于1990年下达编制《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的任务，由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主编)、交通部科技信息研究所、西安公路交通

大学、长沙交通学院，共同组成《规范》编制组

    编制组于1991年初收集我国近年来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科研、

监测资料及国外有关环保法规、环境评价等资料，并做了具体试验研究和实地监测。编制过程的讨论、审

查得到交通部、国家环保局的具体指导，并广泛征求各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经审查和协调后定稿。

    本《规范》共五章和五个附录，主要内容 总则、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噪声影响

评价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包括专业多、涉及面广，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起步较晚，积累的经验不多，加之编制本《规范》尚属首次，不足之处，有待今后工作中充实和完善。

    在执行过程中，希各单位结合工作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1 总则

1.0.1 本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和《交通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制定。

1.0.2 本规范适用于汽车专用公路及其他有特殊意义公路的新建、改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1.0.3 为了加强公路建设项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管理，统、评价范围、评价标准、评价内容和评价方

法，保证环境影响评价质量侍制定本规范· ‘ _少 卜一_
1.0.4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程序见附表1,

1.0.5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要素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宜用环境影响矩阵筛选方法，见附表2.

1.0.6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经过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保护区、经济林带、

大中城市的二级汽车专用公路，以及有特殊意义的公路，应编制《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和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其格式和内容要求及印刷规格见附录AI、附录A2。环境要素筛选认

为必要时，应增设单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飞0.了 对于公路建设规模较小，沿线环境状况比较简单的二级汽车专用公路及其他有特殊意义的公

路，可只编制《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其格式和内容要求勇印刷规格见附录A3,

{;.:
评价分为现状评价和预测评价，预测年限取公路竣工投人营运后第7年和第15年。
本规范按现行国家标准编制，当新的国家标准颁布后，自动替换。

2 社会环境影响评述 ‘

2门 社区发展的影响

2.1.， 评述范围:应是建设项目沿线的实际影响范围。当实际影响范围难以确定时，宜用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中所规定的直接影响区域作为实际范围。

2.1.2 评述内容:社区概况、人口结构、经济发展、路线对两侧交往的阻隔等。

2.1.3 社区现状调查及影响分析

2.1. 3. 1 调查建设项目沿线的社区划分(以县或地、市为单位)、隶属管辖、地理位置、社区面积，评述建

设项目对其影响。

2.1.3.2 调查社区人口结构及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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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调查社区内的人口分布、数量、劳力、文化结构及人口自然增长率

    2.评述建设项目对文化结构及劳动者就业的影响

2.1.33 调查社区经济发展及影响分析

      1.调查建设项目沿线工农业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年出口总额、粮食年产量等

主要经济和产品指标，并计算其人均占有量，与该地区所在省(区)的人均占有量进行比较，评价其发展

水平。

      2.评述建设项目对社区主要经济指标和产品产量的影响

2.1.3.4 评价路线对两侧交往阻隔的影响。

      1.调查人口居住分布、土地隶属状况、交往道路状况。

      2.评述路线两侧对交往阻隔的影响，提出交往通道设置建议。

2.1:4 评述因路线布设对社会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应提出降低或消除不利影响的方法和措施。

2.2 居民生活质量和房屋拆迁的影响

2.2门 评述范围:同本规范2.1.1条。

2.2.2 评述内容:居民生活收人、公共卫生、文化设施、房屋拆迁等。

2.2.3 生活质量现状调查及影响分析

2.2-3.1 居民生活收人

    调查影响区域内职工年人均收人、农民年人均纯收人、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收人，并与该地区所在

省(区)的人均收人比较，评述生活现状水平，分析建设项目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2.2-3.2 调查社区内的万人占有医生数、公共医疗保健设施、人群健康状况，分析建设项目对医疗卫生

保健事业发展的影响。

2.2. 3. 3 调查社区内文化设施现状，分析建设项目对文化设施发展带来的影响。

2.2-3.4 居民房屋拆迁。可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线位和资料，对拆迁量较大的居民点，实地调

查其居民的房屋状况，根据拆迁政策.提出拆迁安置建议。

2.3 基础设施的影响

2.3. 1 评述范围:交通设施评述范围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给定的建设项目直接影响区域，其余项目评

述范围为《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中心两侧各200 m范围内。

2.3.2 评述内容: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水利排灌设施及电力设施。

2.3.3 基础设施现状调查及影响分析

2.3-3.1 交通、通讯设施

    1.调查交通、通讯设施现状，各种交通方式的通行能力，并分析其相互的关系。

    2.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线位资料，建设项目对现有公路、铁路、航道、管道运输、航空及通

讯设施的影响.应对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案。

2.3-3.2 水利排灌设施

    1.调查评述范围内的水利排灌设施的使用现状。

    2.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线位，现有水利设施与线位的相关位置，分析建设项目对水利排

灌设施的影响，应对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2.3.3.3 迁移电力线和通讯管线。调查迁移设施的类别和数量，并对迁移方案作出评述。

2.4 资源利用的影响

2.4.1 评述范围

2.4. 1门 文物古迹评述范围是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范围内，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布的文物古迹

保护单位。

2.4.1.2 资源开发利用的评述范围可适当扩大至直接影响区域范围.

2.4.1.3 土地利用价值预测评价范围，是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线永久性利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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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评述内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文物古迹资源。

2.4. 3 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及影响分析

2.4.11 土地资源

    路线永久性占地数量(水田、旱田等)，农作物种植类别、单产及人均土地占有量，土地经济价值，对

原价值及建路使用效益进行影响分析，提出对策。

2.4.3.2 矿产资源

    1.调查矿产资源的种类，开发利用现状，使用的运输方式和流向。

    2.分析项目建设期对矿产资源开发所造成的影响，应对不利影响提出相应对策。

2.4-3.3 旅游资源

    1.调查已开发和未被开发的旅游资源在沿线的分布状况。

    2.分析项目建设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路线经过地带对旅游资源开发区域可能造成的损

害，应对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防止和治理措施。

2.4. 3.4 文物古迹资源

    1.路线经过文物古迹保护区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对其影响进行评价。

    2.调查文物古迹保护区的保护级别、分布状况、保护价值和保护现状。

    3分析建设项目对文物古迹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应对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2.5 景观环境的影响

2.5. 1 评述范围:《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范围内有特殊景观要求地带，在重

要景观较集中的区域，评述范围可以适当扩大。

2.5.2 评述内容:在景观环境评述中，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筛选，对风景名胜资源较集中，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观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可供人游览、观赏、休息和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

或路段作出评述.

2.5.3 评述标准:对作为评述内容确定的景观环境路段按国务院颁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及

地方有关部门颁发的关于《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实施办法为依据进行环境评述。

2.5.4 评述方法

2.5.4.1调查区域内原有景观的地貌、植被、水体、建筑及现有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应评述路线布局及施

工现场对景观的影响程度。确定景观环境区域路段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保护目标。

2. 5.4.2 公路的各种构造物，如桥梁、隧道、互通立交、排水构造物、防护工程和服务设施及深挖高填路

段，应结合评述区域内的自然景观和现有的人文景观对其建筑造型、色调、格局与周围景观环境相协调，

作为景观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出为公路使用者提供安全、优美、舒适、整洁的旅行和休息环境的设计

要求。

2.5-4.3 路线经过较有名的和有影响的景观区域时，应有针对性地邀请设计、施工、风景园林、文物古

迹、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进行咨询口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3.1 野生植物与动物及栖息地的影响

3.1.1 评价范围:一般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范围内。对动物作评价

时可按其活动规律适当扩大评价范围。

11.2 评述内容:主要指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自然保护区、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植物，以及公路直接影

响的其他自然植被、动物栖息地等。

3.1.3 现状调查及评述

3.1.3.1 现状调查:调查野生动植物的种类、保护级别、分布概况、生活(生长)习性、活动规律、经济和

学术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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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现存数量及栖息环境特征。

    植物:优势群落组成，植被覆盖率，公路用地，占用林地和草地面积或砍伐林木数量等。

3.1.3.2 调查方法:以收集当地文献资料为主，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应注重向有关专家咨询。当植

物既有资料不完全时，可针对沿线的主要植物群落，筛选出代表性的样点进行样方调查。

3.1.3.3 现状评述:主要对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分布及其栖息环境进行评述.对植被覆盖率进

行说明等。

3.1.4 预测评述

3.1.4.1 预测方法:采用生态机理分析法或类比法，分析生存环境的变化对动植物个体和群落的影响。

3-1.4.2 影响程度按表3.1.4分级。

                                    表 3.1.4 影响程度分级

无影响 一般影响 严重影响

保护物种的数量、分布、

未引起改变

生存环境均}保护物种的数量、分布、生存环境只

产生一般改变，仍能正常生存

使保护物种数童减少或因生存环境

破坏而迁移它处

3.1.4.3 预测评述:对自然保护区的整体影响;对植物生长分布及动物活动规律、栖息环境的影响;对

植被覆盖率的影响，根据预测及影响程度进行综合分析，评述影响范围、深度、形式和持续时间等。

3.1.5 环保措施:根据评述结论，综合建设项目的不利影响，对恢复生态环境及减少不利影响提出措施

或建议。

3.2 水土流失的影响

3.2.1 评述范围:公路两侧路界内以及取、弃土(渣)场地等。

3.2.2 评述标准:采用路线经过地区多年平均水土流失量为参照量，按表3.2.2分级。

                                表 3.2.2 水力怪蚀强度分级指标

级 别 授蚀棋数/Et/(km'·年)1

I 微度侵蚀(无明显俊蚀) <200,50011 000

1 轻度侵蚀 (200,500,1 000^2 500

月 中度侵蚀 2 500̂ -5 000

N 强度俊蚀 5 000- 8 000

V 极强度侵蚀 8 000̂  15 000

n 剧烈俊蚀 >巧 000

    注 由于各流域的成土自然条件的差异，可按实际情况确定土坡允许流失f的大小，从200, 500,1 000 t / (kml·年)

        起算，但允许值不得小于200或超过1 000 t/(km1·年)

3.2.3 评述内容:公路施工中高填、深挖处的坡面及取弃土(渣)场地，扰动后容易引起塌方、泥石流等

地质病害的路段。

3.2.4 现状评述

3.2.4.1 现状调查:调查沿线水土流失现状，土壤侵蚀类别、地形、地貌、地质、植被硬盖率、降雨情况及

土壤侵蚀模数等。

3.2-4.2 现状评述:给出调查各项目的结果，综合评述路线经过地区的国家、省(区)、县人民政府批准

的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一般地区的水土流失现状与治理情况。1

3.2.5 水土流失的侵蚀量预测

    水土流失侵蚀量二水土流失侵蚀模数x水土流失面积

    1.水土流失侵蚀模数，宜采用路线经过地区的市、县级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当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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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可采用式(3. 2. 5-1)计算

E 二 R ·K ·LS ·尸 (3.2.5-1)

各参数定义及选用见附录Cl.

3.黄淮流域及以北地区可采用式((3.2.5-2)计算:

E = 9.35
P.令 S.-H-s

    C0。9
(3. 2.5-2)

    各参数定义及选用见附录C1

3.2.6 预测影响分析:根据预测结果，结合路线在施工期对地表植被的破坏程度，以及填、挖路段状况，

分析路线在施工期和营运初期对沿线水土流失的影响，并提出治理措施或对策建议。

33 农业土壤与农作物中铅含量的影响

3.3.1 评价范围: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范围内。

3.3.2 评价标准

3.3.2.1 路线经过地区A层土壤中铅含量的评价标准，按式((3.3.2)计算。

                                                    B = MDT                                     (3.3.2)

式中:B— 评价标准值，mg/kg;

    M— 路线经过省(区)内A层土壤中铅含量的几何平均值，mg/kg;

      D- 路线经过省(区)内A层土壤中铅含量的几何标准差。

    式中M,D取值，可从《中国土坡元素背景值》中查得。当查不到M,D值时，可取未受污染的对照点

土样中铅含量均值为标准。

3.3.2.2 A层土壤铅的环境容量限值(CK)。酸性土地区(pH<6. 5)铅含量采用200 mg/kg;中性和碱

性土地区(pH)6. 5)铅含量采用300 mg/kg,

13.2.3 土壤铅污染等级划分见表3.3-2.

                                衰3.3.2 土坟铅污染等级划分

r;Mx49V P (w长
尸为铅的环境评价指数

非污染

尸c1.0

  轻污染

1. 0<P52. 5

中污染

2.5<P‘7. 0

重污染

尸; . 0

    注

3.3.2.4 路线经过地区农作物中含铅限量标准:按《食品中铅限量卫生标准》(GB 14935-1994)执行。

    豆类镇0. 8 mg/kg;薯类成0. 4 mg/kg;

    粮食<0.4 mg/kg;蔬菜G0. 2 mg/kg
3.3.3 评价因子

    农牧业土壤中的铅(Pb)含量、pH值、有机质含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粮食作物、蔬菜、水果等，测定

其可食部位的铅(Pb)含量。

3.3.4 现状评价

3.3.4.1 现状调查:调查沿线评价范围内土坡的类型、现有铅污染排放源和排放量及其对土壤的影响

程度，调查农作物种植种类、播种面积与亩产等。

3.3-4.2 现状监测:选取有代表性的农牧业土壤和农作物布设采样区。布点原则和监测方法如下:

    1.在评价范围内没有其他公路时，平原微丘区采用梅花形。山岭重丘区采用蛇形布点，每个区不少

于3个采样点。

    2.在评价范围内与二级以上公路并行或者相交时，筛选1-2个具代表性采样区，以原公路中心线

为起点，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一侧，设置不等距的采样点，每个断面不少于3个采样点。

    3.土壤和农作物应同点同时采样。

    4.测试方法 铅按《环境监测分析方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其他因子按《公路土工试验规程hJTJ
051-1993)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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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3 现状评价，用评价指数法，按式(3. 3. 4)计算:

                                                P=C/B                                     (3. 3. 4)

式中 尸— 铅的环境评价指数;

      C— 铅的实际测试值，mg/kg;

      B— 铅的评价标准植，mg /kg ,

    根据3.3.2条评价标准对土壤和农作物可食部位中铅含量的污染现状及其他因子含量作现状

评价。

3.3.5 A层土壤铅含量影响预测

3.3. 5门 铅含量预测按式((3. 3.5-1)计算:

W}一BaK"+K艺尺。尺一 (3.3.5-1)

式中:W�- 预测n年A层土壤中铅含量的累积量,mg/kg;

      K— 铅在土壤中的残留率，一般取950o;

      Bo- A层土壤中的铅含量背景值，mg/kg，从《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中查得

      凡— 铅排放在A层土壤中的年输人量,mg/kg，其计算见附录C2;

        。— 预测年数，年;

        m- 营运年度，1,2,3 ... n.

3.3. 5.2 土壤铅环境容量按式((3.3.5-2)计算:

Q = G1 000(CK一Bo一Cp) (3.3.5-2)

式中:Q— 土壤铅环境容量，9/公顷;

    CK— 土壤中铅环境容量限值，mg/kg;

      Bo— 同式(3.3-5-1);

      Cp— 铅的输人增量[Cp= W}，将式((3.3.5-1)中n=20代人〕,mg/kg;

      G— 每公顷耕层土的质量，kg/公顷。

3.3.5.3 A层土壤中铅含量的预测评价

    1.评价方法:用铅的环境评价指数法〔同式(3.3.4)〕进行，其中C值所表示的为铅的预测值。

    2预测评价:根据土坡环境中铅含量预测结果和土壤铅环境容t，对评价范围内土壤中铅含量作

出趋势分析，评述沿线土地利用前景以及土坡环境变化对农牧作物产生的影响。

3.3.6 防治对策:依据预测结果，结合公路沿线的具体情况，提出防治土壤铅污染的具体对策，对评价

范围内土地的合理种植提出建议。

3.4 水环境的影响

3.4.1 评价范围:一般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范围内。当遇到地方政

府部门规定的饮用水源地，可扩大到1 000 m范围内。

3.4.2 评价标准:按《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198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1988),《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1992),Q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1989)有关规定执行。

3.4.3 评价内容:施工期污水、生活服务区污水和洗车污水，不得排人《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所规定

的I、II类水域。排人其他水域时，必须符合相应的水质标准，不符合时要进行水质处理。

3.4.4 评价因子:pH值、铅((Pb), COD,,、石油类、悬浮物。

3.4. 5 现状调查评述

    1.调查评价范围内地面水域及功能分类;

    2.调查了解工程的施工方案，生活服务区的位置及规模;

    3.调查公路建设项目两侧地表径流方位及水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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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评价范围内现有水污染排放源;

3.4.6

3.4-6.1

对水环境现状进行评述，

污水排放预测评价

生活服务区污水排放预测量按式((3.4. 6-1)计算:

                                Q.= (Kq,V,) /1 000 (3.4.6-1)

式中:Q，-一 生活区污水排放量,t/d;

      9一 一每人每天生活污水量定额(按附录C表C2选用),L/(人·d);
      V-— 生活服务区人数，人;

      K— 生活服务区排放系数，一般为。.6-0.9，北方取小值，南方取大值。

    生活污水成分参考值见附录C表C3,

3.4.6.2 冲洗汽车用水预测量按式((3.4.6-2)计算:

                                      认 =(qYX 1 000                              (3. 4.6-2)

式中:Qu- 冲洗汽车污染水排放量,t/d;

      9— 冲洗一辆汽车用水量,L/辆(按附录C中表C4选用);

      Vi一 冲洗车辆数，辆/d(按预测昼间交通量的2%计)。

    冲洗汽车污水成分参考值见附录C表C4,

3.4.6.3 当取样测试有害成分含量值高于排放标准时，必须进行污水处理.当排放污水难以取样时，可

参考附录C表C3,C4中有害成分含量值和排人水体标准值比较，决定排人污水是否应处理。

3.4.7 保护和治理措施

    1当路线经过当地政府部门确定的饮用水源地时，应对公路选线、桥址选择提出水环境保护要求。

    2.对不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污水，应提出治理措施。

    3.交通事故可能对水体造成污染时，应提出应急处理措施。

4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4.1 一般规定

4门 1 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公路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应依据建设规模、污染特征、环境条

件、保护对象的环境功能要求以及当地环境质量现状等，一般路段评价从简.敏感路段应适当加深。

4.1.2 评价范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范围内，如果在评价区内或边

界外附近含有城镇、风景旅游区、名胜古迹等法定保护对象时，评价距离可适当扩大到路中心线两侧各
300 m的范围内。

4门.3 评价因子: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 )、总烃(THC)和总悬浮顺粒物(TSP),

4.1.4 评价内容:CO,NO:作现状监测和预测评价;TSP只作现状监测与评价;THC只作排放总量

计算。

4.1.5 评价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1996)或地方规定的标准。

4.1.6 评价方法

4门.6. 1 评价按路段进行，在路段内采取“以点为主，点段结合，反馈全线”的评价原则.

4.1-6.2 评价路段应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测交通A、气象、工程及地形环境特征划分，并选具有

代表性的路段进行评价。

4.1.6.3 环境空气敏感点应作逐点评价;交通枢纽、高浓度污染区宜进行单独评价。

4.1.6.4 营运期环境影响预测采用模式计算或类比法。

4. 1. 7 施工期可不作污染浓度预测计算，必要时可作类比估算与评价.

4.2 环境现状评价

4.2-1 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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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调查沿线地形、地貌特点和现有工业污染源的排放特性，收集当地政府制订的功能区划分、环

境空气质量执行标准和发展规划，划分评价路段，确定环境空气敏感点。

4.2.1.2 收集评价区内环境空气质量常规监测资料，统计分析各点的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值、超标量和

变化趋势等。

4.2.1.3 收集评价路段近1-3年常规气象资料，包括年、季、月的气压、气温、降水、湿度、日照、主导风

向、平均风速、稳定度出现频率等项内容。

4.2.2 现状监测

4.2.2.1 充分利用已有的空气环境质量资料和常规气象资料。当没有资料或资料不完整时，应进行现

状监测。

4.2.2.2 采样、样品分析执行《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4.2.2.3 监测布点:以环境空气敏感点为主，兼顾全路均布性的原则布设点群。监测点应具有代表性，

能反映路段内环境空气污染水平和浓度分布规律。

4.2-2.4 监测制度:一般取一期监测。

    每期监测至少监测5天并保证3天有效数据，每天至少4次(北京时间7:00,11:00,14:00,19:00

时)。

    监测应与气象观测(各监测时间的地面风向、风速、气温等)同步进行。

4.2.3 现状评价

    分析评价因子的一次最高值和日均浓度值变化范围、超标率及超标原因，并对环境空气质量现状作

出评价。

4. 3 环境预测评价

4.3.1 预测交通量

4.3.1.1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段预测年交通量和车型构成比，计算各类车型的高峰小时交

通量、昼间平均小时交通量。

4.3.1.2 按附录B的方法计算各类型车预测年的平均行驶速度。

4.3.2 车辆排放污染物线源强度

4.3.2.1 行驶丰辆排放源按连续污染线源计算，线源的中心线即路线中心线。

4.3.2.2 气态污染物排放源源强按式((4. 3.2-1)计算:

Q;一名3 600-̀A;E (4.3.2-1)

式中:Q— 1

A —

E—

类气态污染物排放源强度，mg/(s·m);

型车预测年的小时交通量，辆//h;

汽车专用公路运行工况下:型车j类排放物在预测年的单车排放因子(推荐值见附录表

D1),mg/(辆·m)

4.3.3 车辆排放污染物扩散浓度预测

4.3.3.1 扩散模式具体形式及参数确定与适用条件见附录D中D2,

4.3-3.2 按评价路段预测，预测结果可用图或数据表格表示，表格格式见附录D中D2- L

4.3.3.3 预测点浓度做日平均浓度预测和1h平均浓度预测。日平均浓度在日均交通量和典型气象

(风向、风速和稳定度等)条件下预测;1 h平均浓度在日高峰小时交通量和不利扩散气象条件下预测。

4.3-3.4 预测交通枢纽对预测点影响时，应将各线源贡献量线性叠加。

4. 3.4 类比预测

4,3.4.1 类比预测模型见附录D中D2. 4 ;

4.3-4.2 类比原型选择应符合下列原则:

    I.与预测路线交通量和平均车速应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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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有与预测路线相近的地形和气象条件。

    3 类比原型监测点和路线预测点与路中心线垂直距离相同。

4.3.5 预测评价

4.15门 将预测点的预测扩散浓度与背景浓度线性叠加后与标准值比较，分析其达标和超标情况

4.35.2 对敏感点评价时，应分析出现超标时的气象条件和污染程度。

4.3.5.3 根据预测污染程度，作出评价结论。

4.3.6 根据评价结论，提出环境保护治理措施，供选择的环境保护措施见附录D3,

5 环境噪声影响评价

5.， 一般规定

5.1.1 评价范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范围内。

5.1.2 评价对象:现有的环境噪声敏感建筑物，一般以200人以上的学校教室150户以上的居民住宅，

2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病房、疗养院住房及待殊宾馆等，作为重点评价对象。其他地带为一般评价对象。

5.1.3 评价年限:预测评价年限按总则1.0.8条规定。

5.1.4 评价标准

    一般评价对象和重点评价对象中的居民住宅，应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今中4类标准。

    重点评价对象中的学校教室、医院病房、疗养院住房和特殊宾馆，应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芳

中2类标准。

5门.5 评价量:以等效连续A声级Lnn,为评价量，单位为dB,

5.2 环境现状评价

5.2.1 现状调查

    对环境噪声影响重点评价对象的一般状况应进行调查与分析。在路线平面图中标出重点评价对象，

并列表给出评价对象桩号、距路中心线距离、朝向、高度、受噪声影响的人数，并给出位置示意图。

52.2 现状监测

    布点原则:在重点评价对象受交通噪声影响较大地区布2-3个测点;在评价对象受其他噪声(包括

铁路、交通量大于10。辆八的公路、工业噪声等)影响较大地区布2̂-3个测点。每个测点连续监测2天。

    监测方法:按《环境噪声测量方法》执行。

5.2. 3 现状评价

    根据监测的环境噪声值，按本规范5.1.4条评价标准，进行环境噪声现状评价。当环境噪声现状值

超标时，应说明超标的原因。 、

5.3 环境预测评价

5.11 预测方法

5.3.1.1 公路交通噪声预测

    1.，型车辆行驶于昼间或夜间，预测点接收到小时交通噪声值按式((5.3.1-1)计算:

(L,,,; =L_ + 1叫杀卜‘、。
                                      十AL wx十L1LRs一13

式中:(Lgeq)I—       i型车辆行驶于昼间或夜间，预侧点接收到小时交通噪声值，dB,
(5-3.1一1)

L�-一 第i型车辆的平均辐射声级，dB;

从— 第i型车辆的昼间或夜间的平均小时交通量(按附录B计算)，辆/h;

i型车辆的平均行驶速度，km/h;

1 ne。的预测时间，在此取1 h;

队

T

△标离— 第i型车辆行驶噪声，昼间或夜间在距噪声等效行车线距离为r的预测点处的距离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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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量,dB;

      ,AL, w— 公路纵坡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dB;

      41.,,— 公路路面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dB,

    2.各型车辆昼间或夜间使预测点接收到的交通噪声值应按式(5. 3

                          (几。), =101g仁l00. III,、」+10o. i,r.n,}}M
                                十100.1(L,,’ ,]一ill�一此:

式中:(Lnm,)L. (LA,y)M, (LA,)5-一 分别为大、中、小型车辆昼间或夜间
                                      dB;

.12)计算:

                      (5.3. 1-2)

预测点接收到的交通噪声值，

                    (L,,),— 预测点接收到的昼间或夜间的交通噪声值。

                          ,AL— 公路曲线或有限长路段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dB;

                        △及— 公路与预测点之间的障碍物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dB

    上述公路交通噪声预测公式中各参数的确定方法见附录El中El. 2,

5.3.1.2 复合地区交通噪声预测

    公路互通立交及公路铁路立交周围接收到的交通噪声预测值应按式((5. 3. 1-3)计算:

                    Ln,v1e.1 =1019C10o.i"n,0's vv]+100. ; u.n,0'}e.az+⋯+
                                    100. -A.v' x +100.’ u.A,vrz_e〕                             (5.3. 1-3)

式中:(L,,), — 立交周围接收到的交通噪声预测值;dB;

      (LA,y)R.2}- 预测点接受到的第1条公路交通噪声值，dB;

      (Ln>v)it kz— 预测点接受到的第2条公路交通噪声值，dB;

      (Ln,v )$.I. - 预测点接受到的第i条公路交通噪声值，dB;

      (Lnev ) 4.1k— 预测点接受到的铁路交通噪声值，dB,

    上述值按式((5-3.1-2)计算。

5.3.1.3 预测点昼间或夜间的环境噪声预测值应按式((5-3.1-4)计算:

                          (Ln�)9i二101gC100'"A}'x+100.;(LAro)*)                    (5.3.1-4)

式中:(LAPV)$1一一预测点昼间或夜间的环境噪声预测值，dB;

      (L,,�)x— 预测点预测时的环境噪声背景值，采用本规范5.2.2条监测的该预测点现状环境噪

                  声值，dB,

5. 3.2 评价结论

    在环境噪声现状评价与影响预测的基础上，根据采用标准，做出评价结论:

    1对一般评价对象中需进行城市规划的路段，划出不同的评价时期的公路交通噪声等声级线图，

并标出昼间70 dB与夜间55 dB等声级线。

    2.对重点评价对象，应定量计算不同评价时期的环境噪声值，并按5. 1.4条评价标准予以评价。

    3.对于交通噪声防治对策，应进行多方案的技术与经济论证，提出分期实施方案或建议。

5.4 施工期环境噪声影响评述

5.4. 1评述范围:施工场外缘100 m，料场100 m范围内
5. 4} 2 评述对象:本规范5.1.2条规定中的重点评价对象。

5.4. 3 评述标准:参照《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 12523-9的标准。

5.4.4施工期环境噪声影响评述:通过调查和类比预测，简要评述公路施工期环境噪声的影响程度，提
出噪声防治对策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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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1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格式和内容

A1. 1 评价大纲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工程概况

    第三章 沿线环境概况

    第四章 环境影响要素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

    第五章 环境影响现状评价

    第六章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第七章 提交成果

    第八章 组织分工与实施进度

    第九章 经费概算

    注:在评价特殊路段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时，应增设公众参与、危险品运物、拆迁与安置、可替代方案等项目。

A1. 2 评价大纲编制内容

                              前 言

主要说明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的背景及任务的由来，项目前期工作委托和进展情况，立项批文时间和

文号等。

296

                        第一章 总 论

项目建设意义

评价目的

编制依据(有关法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价项目委托书等)

评价范围

评价执行标准

评价预测时段

评价方法

                    第二章 工程概况

路线方案及主要控制点(附地理位置图和路线方案平纵面图)

预测交通量

建设规模及主要技术标准

主要工程数量及工期安排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第三章 沿线环境概况

社会环境:社区发展、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基础设施、资源利用、景观环境。

生态环境 动植物环境概况(包括水生动植物、野生动植物、森林、珍稀和濒危物种、自然保护区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

三

四

五



JTJ 005-1996

等);水土流失概况、地质、地形、地貌等;重要土壤类型和农业概况及水环境等。

、环境空气质量:建设项目经过区域气候概况及主要污染源，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因子。

、环境噪声:路线经过地带环境噪声概况;主要噪声源(交通噪声、工业噪声、生活噪声);受环境

一二

四

噪声影响的保护目标

第四章 环境影响要素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

      一、环境影响要素的识别

    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工程行为及有关的环境要素按附表2进行识别。

    二、环境要素的分类与筛选。

    1社会环境

    2.生态环境

    3 环境空气质量

    4 环境噪声

    对环境有长期负影响的应做详细评价，对环境只有短期影响的不作详细评价。

    三、确定评价重点和保护目标

    依据筛选的评价因子，确定评价内容和评价重点，根据区域规划的环境功能、

成的影响范围与程度，确定主要的环境保护目标

    四、明确应设置的单项影响评价内容

    单项环境影响评价一般分为: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噪声等

建设项目实施可能造

第五章 环境影响现状评价

    一、社会环境影响评述

    1.评述路线走向与沿线社会发展的关系。

    2.社区发展概况:路线经过地带社区划分和隶属关系、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及受影响的主要村

镇等

    3.给出现状调查分析的内容与深度。

    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1现状调查:动植物种类、保护级别、分布状况、生长习性和活动规律、经济和学术价值;植被覆盖

率，动物栖息特征。

    沿线水土流失现状、土壤侵蚀类别及侵蚀模数等。

    调查沿线土壤类型及农牧作物种类，现有铅污染排放源和排放量及对土壤和农作物的影响程度。

    沿线水环境功能调查。

    2，现状监测:划分具有代表性的监测路段与代表水域，选定监测因子，布点、采样、分析及进行数据
处理。

    3.现状评价:应给出沿线动植物现状、植被覆盖率现状、水土流失状况;农牧业土壤和农作物的铅

含量;代表水域的水环境现状，给出评价模式、参数与评价方法。

    三、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评价

    1.现状调查:调查沿线已有的空气污染源的源强、种类。污染排放特性，应根据区域功能规划，确定

空气敏感点和重点评价路段。收集当地常年监测的空气质量资料和常规的污染气象资料。

    2.现状监测:监测点布设，应按地形和工程特点，选择能反映环境空气污染规律的有代表性路段布

点(附布点平面图)，并说明采样和分析方法。

    3.现状评价:给出评价模式与方法，提出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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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环境噪声影响评价

      1 现状调查:应调查城镇现有和规划功能区域划分，现有声源的类型(生活、交通、工业噪声等)

    2.现状监测:应描述布点位置、环境简况(附布点平面图).并说明监测方法、取值时段和数据处理

方法。

      3.现状评价:给出评价方法.并对超标现象做出分析

                        第六章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一、社会环境

      1.下程项目对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房屋拆迁的影响;路线阻隔对行人的影响;

对交通设施协调发展的影响;对沿线电力、通讯设施、水利排灌等设施的影响;对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影

响;对景观环境的影响等。

      2.给出预期评述方法。

    3.措施和建议

    4.评述结论。

    二、生态环境

      1.预测评价:建设项目对沿线动植物、水土流失、土壤和农作物中铅含量增加等的影响 污水排放

对水环境影响，应给出预测评价。

    2.给出预测模式、参数与分析方法。

    3.措施和建议

    4.评价结论。

    三、环境空气质量

    1.给出营运期污染源源强计算公式、预测模式及参数，并对施工期污染源种类及其对环境空气质

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2.措施和建议。

    3，评价结论。

    四、环境噪声

    1预测评价

    应给出交通噪声预测模式及参数，并对施工期和营运期的噪声进预测评价。

    2.措施和建议

    3.评价结论

                          第七章 提 交成果

    明确应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成果目录及《报告书》的章节内容。

                      第八章 组织分工与实施进度

    一、介绍参加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人员的分工情况，应对评价单位及协作单位承担工作能力的背景

加以说明.给出组织总体分工设计网络图示。

    二、制定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实施进度，应说明在整个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每月份的工作内容

                          第九章 经费概算

    应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容的实际工作量，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省级环保部门制定的《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收费标准》，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经费概算，应按每一分项内容工作量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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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3 大纲的规格

    一、大纲规格应为复印纸A4，封面白底草绿色字 应印刷建设项目名称、编制单位、《环境影响评价

证书》类别和编号、编制完成时间。样式见表Al-10

二、封里一应附原《环境影响评价证书》缩印件(按1/3比例缩印)

三、封里二应列出评价单位法人代表、总技术负责人、技术审核人

样式见表Al-2.

评价项目负责人、各单项影响评

价负责人和参加人员的姓名、专业和职称

    四、封里三应列出《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目录和页码。

    五、《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正文用四号宋体字，附件用五号宋体字，标题用相应字号的黑宋体。

A1. 4 附件和附图

    一、附件

    应给出在《环境影响评价大纲》中作为主要依据的文件，如《项目建议书》批件、环评任务委托书

    二、附图

    应给出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附在大纲目录之后;路线方案平面图(标示出主要城镇、村庄、河流、文

物保护区等)和纵面图附在路线方案及主要控制点之后;环境影响评价中监测点布设平面图附在大纲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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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Z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格式和内容

AZ门 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录

        目U两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工程概况

    第三章 环境概况

    第四章 环境影响现状评价

    第五章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第六章 防治措施与对策建议

    第七章 经济损益分析

    第八章 评价结论

    注:在评价特殊路段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时，应增设公众参与、危险品运输、拆迁与再安置、可替代方案、环境

        保护管理与监侧计划等。

AZ.2 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

言

描述建设项目名称及项目建设单位

概述大纲评审情况及评价工作简况

    前

、评价单位、参加单位和协作单位情况及参加人员。

第一章 总 论

    一、编制《报告书》的目的。

    二、编制依据:1项目建议书;2.评价大纲及其审查意见;3.评价委托书;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等。

    三、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及执行标准

    四、环境保护目标及环境污染控制

    五、在评价中采用的主要技术和方法

                          第二章 工程 概 况

    一、描述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地理位置、路线方案起讫点名称及主要控制点、建设规模、技术标

准、预测交通量、主要工程数量、建设进度计划、占地面积、总投资额。

    二、根据以上要求对路线比较方案进行描述。

                          第三章 环 境 概 况

    一、评述环境概况(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噪声)

    二、评述环境要素识别和污染因子筛选结果

    三、评述建设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污染排放特征

    四、描述评价重点和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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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一、社会环境:根据大纲对沿线社区概况

现 状 评 价

居民生活质量和拆迁安置、基础设施、资源利用、景观环

境的调查结果 给出现状评述结论。

    二、生态环境:根据大纲的现状调查与监测结果，给出现状评价结论。

    三、环境空气质量:根据对沿线污染调查与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结果，给出环境空气现状评价

结论。

    四、环境噪声:根据环境现状调查情况，环境噪声现状监测结果，给出环境噪声现状评价结论。

    五、对建设项目沿线环境总体现状给出综合评价结论。

                          第五章 预测及评价

    一、社会环境评述以下方面:对社区经济发展的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房屋拆迁安置;对基

础设施的合理利用;提高其利用价值，以及产生的相互干扰;对沿线的资源开发与利用;项目建设与沿线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结合。给出预期评述结论并提出建议。

      二、生态环境

    1.应对项目建设沿线受保护动植物的影响，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和深挖高填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作

出定性或定量的预测评价;对营运期交通车辆排放的铅微粒对农业土壤和农作物的影响作出定性或定

量预测评价;对施工期和营运期污水排放对沿线水环境影响作出预测评价。

    对敏感生态系统中的占用农田、湿地、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等，造成不可逆或不可恢复的损害，应作出

预测评述。

    2.说明预测与分析方法

    3.环保措施与建议

    4.评价结论

    三、环境空气质量

    1.应对施工期产生的总悬浮颗粒物，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作出分析;应对营运期(按预测年)交

通流排放源强，受影响区域的范围和影响程度作出预测评价。

    2.治理措施和建议

    3.评价结论

    四、环境噪声

    1.分析施工机械设备噪声对声敏感点或敏感区域的影响，给出结论;预测营运期不同交通流(按预

测年)产生的声级，应对沿线筛选的敏感点或敏感区域作出环境噪声影响预侧评价，并给出交通噪声各

预测年的等声线值或图。

    2措施和建议

    3.评价结论

    五、对建设项目沿线预测给出综合评价结论

                      第六章 防治措施与对策建议

    一、描述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应列出将这些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或消

除这些影响的方法与措施方案。应对投资较大的措施进行多方案比较。

    二、对环境有重大的不利影响时，应在报告中提出如何调整和完善建设项目设计和线位方案，必须

把不利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并应在实施计划和设计中提出消除、减缓或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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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改善和提高人类生存环境质量的可能性。

、宜提出项目建设期和营运期环境影响监督与监测计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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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经济损益分析

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济效益分析的基础上作如下分析

一、定量或定性地评价环境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直接环境保护的投资估算

1.噪声防治设施投资。

2.环境保护设施和设备投资。

3.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或人员所需经费，一般按20年估算。

4.营运期的回顾监测与常规监测经费。

5.绿化工程估算投资.

三、兼顾环境保护作用的工程设施投资估算:

1.通道工程估算投资。

2.防护工程估算投资。

3.排水工程估算投资。

根据环境特点和上述工程所起的环境保护作用，其估算投资的部分或全部移入环境保护投资估算

四、环境保护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1.直接环境保护投资占总投资(工程估算投资加环保估算投资)的比例。

2环保投资加兼顾环境保护作用的工程设施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五、应对建设项目环境损益给出定量或定性结论。

第八章 评 价 结论

一、应概述建设项目的环境效益，给出定量或定性的结论。

二、为消除和减缓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应对防治措施及预期效果，给出定量或定性的结论。

三、环境损益分析结论。

四、应明确给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可行性结论。

A2.3 报告书的规格

、规格应为复印纸A4，封面白底草绿色字。应印制建设项目名称、编制单位、《环境影响评价证

书》类别和编号、编制完成时间。样式见表A2-1o

封里一应附原《环境影响评价证书》缩印件(按113比例缩印)。样式见表A1-2,

封里二应给出评价单位法人代表、总技术负责人、技术审核人、评价项目负责人、报告书编制

二

三

人、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负责人和参加人员的姓名、专业和职称。

四、封里三应给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目录和页码。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正文用四号宋体字，单项报告及其他附件用五号宋体字印刷，标题用相应字

号的黑宋体

A2.4 附件和附图

附件

(一)建设单位给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环境影响评价大纲》评审的函。

(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审查的批复。

(三)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评执行标准的函

(四)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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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二、附图

(一)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附在目录之后)

(二)路线方案平纵面图(附在线路方案介绍中)

(三)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的图表。

                              表n2-1 报告书封面样式

证书编号(字、四宋) 项目编号(I? q.T)

XXX公路
(字号三仿)

环境影响报告书
(字号一黑)

编制单位(宇号琳)

时 间、字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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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3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格式和内容

Al 1 报告表的内容

、工程概况:地理位置、建设意义。按表A3-1填写。

二、环境概况: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环境空气质量、声环境。按表A3-2一表A3-5填写。在实际评价

中，根据确定的环境要素选填相应的表格或评述项目。

三、环境影响评述。

表 A3-1 工程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起讫地点

建设单位 技术等级

设计车速/(km/h) 总投资额

预测交通量(中、后期日交通量)

主要工程数量估算

谊表说明。

A3.2 报告表的规格

、规格应为复印纸A4，封面为白底草绿色字。应印制建设项目名称，编制单位、《环境影响评价证

书》类别和编号、编制完成时间。样式见A3一6

封里一应附原《环境影响评价证书》缩印件(按1/3比例缩印)。样式见表Al-2.

封里二应给出填表单位法人代表、技术负责人、技术审核人、填表项目负责人、填表人和参加人

二

三

员的姓名、专业和职称。

四、封里三应给出《环境影响报告表》目录和页码

表A3-2 社会环境调查

类 别 名 称
规 模

户数(户) 人数(人)

居民区

市、县

乡、镇

村庄

学 校

小学

中学

医 院 医院

工 业 工矿企业

占地面积 包括水田、早田、荒地、林地等

农作物

经济作物

社会环境评述并给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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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3 生态环境调查

土壤、植被、珍稀动植物的调查分析结论。

公路占地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分析结论

工程实施对沿线水土流失的影响分析结论。

提出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的对策

水环境分析

生态环境影响的简要分析结论

生态环境评述并给出结论.

表n3-4 环境空气质f影响估算

评价范围/m 评价标准

主要敏感点名称 桩号 距路巾心距离/。
日平均值/(mg!.')

co N%

环境空气质量影响简要分析结论

注:只作预测交通量排放的估算值。

表A3一5 环境噪声影响估算

评价范围/m 评价标准

主要敏感点名称 桩号 距路中心距离/m 昼间L,,ldB 夜间Ln,, /dB

环境噪声影响简要分析结论

注 只作预测交通量噪声估算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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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6 报告表封面样式

证书编号(字号四、) 项目编号〔字号四*)

XXX公路
〔字号二仿)

环境影响报告表
〔字号一黑)

编制单位〔字、三仿)

时 间。字号三。

A3.3 附件和附图

一、附件

应给出作为《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主要依据，如《项目建议书》批件，评价任务委托书

关于只作《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文件等有关资料名录。

二、附图

应给出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路线方案平面图(示出主要城镇、村庄、河流等)。

        附 录 B

汽车平均行驶速度的计算

B1 适用于在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因汽车排放，交通噪声预测所需要的汽车行驶速度计算

B2 车耀分为小、中、大三种，车型分类标准见表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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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车型分类标准

车 型 汽车总质量

小型车(、) 3. 5 t以下

中型车(m) 3. 5 t以上~12 t

大型车(L) 12 t以上

    注:大型车包括集装箱车、拖挂车、工程车等 实际汽车排放量不同时可按相近归类

B3 车型比应按《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给定的或通过实地调查确定

B4 汽车行驶平均速度计算

    1.小型车平均速度计算公式

                                          Y =237 X-1.1602 (B4-1)

式中:Y— 小型车的平均行驶速度，km/h;

      X一一预测年总交通量中的小型车小时交通量，车次//h,

    2.中型车速度计算公式:

                                        Ym=212 X-0.1'4' (B4-2)

式中 Y�.一一中型车的平均行驶速度，km/h;

      X-— 预测年总交通量中的中型车小时交通量，车次/h。

    3.大型车平均行驶速度按中型车车速的80%计算。

B5 公式适用条件

    1.用于高等级公路双向四车道，设计车速小型车120 km/h,

    2.小型车计算公式Y,=237 X-0'60“适用于小型车占总交通量的50%以上和小型车小时交通量70

一3 000车次//ho

    3·中型车计算公式Ym=212 X-0.174,适用于中掣车小时交通量25-2 000车次//ho
    4.只适用于昼间平均行驶速度的计算。

B6 公式修正

    1‘当设计车速小于120 km/h，公式计算平均车速按比例递减。

    2.当小型车交通量小于总交通量的50%时，每减少10。车次，其平均车速以30%递减，不足100

车次按100车次计。

    3.按式(B4-1)、式(B4-2)计算得出车速后，折减20%作为夜间平均车速。

              附 录 C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模式及参数的确定

C1 水土流失预测各参数的定义及选用

1.水土流失预测模式按式((3.2.5-1)计算:

E = R 。K 。LS ，尸

式中:E一 水土流失侵蚀模数;

      R一 降雨因子;

      K— 土壤可蚀性因子;

    LS一 地形因子;

      P一 植被因子。

    各因子取值范围或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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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因子K按魏斯曼经验公式(CIA)计算:

2一艺1. 735A[1. 51g(r;/r)一0.818 8] (C1一1)

式中 A--一一个特定地块上单位面积的年平均土壤流失量，t/km-,调查取得;

      r 年降雨量，mm;

      r一 一月降雨量，mm;

      g— 有机质含量校正系数，见表Cl.

    2)土壤可蚀性因子K与土壤中粉砂与细砂((0. 002--0. 10 mm)的含量W和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关，

按式(Cl-2)计算:

                                    K=g(0.007 SW 一0.05)                              (C1-2)

式中:W— 土壤粉砂与细砂含量，%;

      g— 有机质含量校正系数，见表Cl.

    3)地形因子LS按式(Cl-3)计算:

      LS二(3.28A)0' X [0.007 6+0.006S+0. 000 76 X 0. 11SY]

坡长，m;

(C1-3)

式中:义

        S 一 坡度，%。

表 c1 有机质含f校正系数

土壤粉砂与细砂含量 w/% 1.5 2.0

有机质含量校正系数“ {
4)植被因子P按式(C1-4)计算:

十2.0-2. 50.8
= 18 982. 63C-2.1

2.5̂ 3.0 3. 0- 3. 5

(C1-4)

式中:C— 植被覆盖率(调查确定)，%。

    当计算坡度大于1:1. 25的边坡植被覆盖率时，植被因子应乘以校正系数/z=O. 750

    2 水土流失预测式((3. 2. 5-2)参数的定义及选用:

E'= 9. 3.5
i 1. aso. IIHo. 76

Co. o,

式中:E.一 水土流失量,t/公顷;

      C— 植被覆盖率，%;

        S— 地面坡度(调查确定)，%;

CZ

  月— 径流深(调查确定),mm;

    i— 径流期平均降雨强度(调查确定),mm/min,

A层土壤铅含量预测式((3.3.5-1)中R 的计算

1铅排放在A层土壤中的年输人量按式(C2-1)计算:

                            R，一兄F;V; (C2-1)

式中:R, - A层土壤中的铅年输人量，mg/kg;

F,—      i型车单车年排放源强[按式(C2-2)计算口,mg/kg;

v— i型车年交通量，辆/年;

一 表示大、中、小型车((n=3) ,

型车单车年排放铅源强按式(C2-2)计算:

                              F;=武Pb,17P365/C (C2-2)

式中:F;- i型车单车年排放源强,mg/kg;

      J ，Tj车平均耗油量,L/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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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 车用汽油中添加铅化物数量(一般取]40 mg/1.);

      9— 排气管排放率(」般为75Y,);

      尸 在评价范围内铅尘的沉降量(一般取40%);

      ‘— 在评价范围内1 km长度耕层土壤的重量(一般可取8.96X107k妒.kg;

      :-一表示小、中、大型车。

C3 排放污水参考值

    1.尽人甸天生活污水量定额(见表〔’助

                                表C2 每人每天生活污水f定额

地 区 名 称
东北、华北、河南

北部、西北大部分

华南、西南、

中南大部分

新疆、青海、西藏

  及高原地区

平均日用水量/(L/(人 ·日” 55- 90 65- 100 45- 60

时变化系数 1.8-1.5 1.8-1.5 1. 8-1. 5

2.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成分(见表CS)

                        表C3 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成分参考值

组 分
浓 度/(mg八_)

高浓度 中浓度 低浓度

总固体 1 200 720 350

总溶解固体(DS) 850 500 250

固定的(DS) 525 300 145

挥发的(DS) 325 200 105

总悬浮固体((SS) 350 220 100

固定的(SS) 75 55 20

挥发的(SS) 275 165 80

l3()于)石 400 220 11 0

Toc 290 160 80

(一()注久「 1 000 500 250

总氮(N) 85 40 20

有机氮 3吕 15 8

游离氨 50 25 12

亚硝酸盐氮 0 0 0

硝酸盐氮 0 0 0

A.磷(P) 15 8 4

有机磷 5 3 1

无机磷 10 5 3

氯化物
                                                    一、 ....

100 50 30

碳酸钙 200 100 50

油 脂 150 100 5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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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汽车冲洗用水量标准

汽车冲洗用水量标准如下:

小轿车 2,50-400 1/车

客车、载货车 400-600 L/车

在沥青混凝土或水泥混凝土路面上行驶的和沾污程度较轻的汽车，采用卜限标准

4.冲洗汽车污水成分参考值(见表C4)

直流水系统采用低值，每次循环系统水采用高值

                            表CQ 冲洗汽车污水成分参考值

  1分H

6.5- 8.

COD..

黑
悬浮物

25- 200 0.2- 1.0 500- 4 000

注 冲洗汽车污水含污量单位(mg/L)

                                                附 录 D

                          环境空气质f影响预测模式及参数的确定

D1 源强模式有关参数的确定

    气态排放污染物等速工况单车排放因子从推荐值如表D1所列。

                        表D1 车辆单车排放因子推荐值(g/ (km·辆”

平均车速/(km/h) 50.00 60.00 70. 00 80. 00 90. 00 100. 00

小型车

CO 31. 34 23. 68 17. 90 14. 76 10. 24 7 72

THC 8. 14 6. 70 6.06 5.30 166 4.02

NO, 1. 77 2. 37 2.96 3.71 3、85 3.99

中型车

CO 30. 18 26. 19 24. 76 25. 47 28. 55 34. 78

丁HC 15.21 12.42 11.02 10. 10 9 42 9. 10

NO, 5. 40 6.30 7. 20 8. 30 8. 80 9. 30

大型车

CO 弓.25 4.48 4. 10 4.01 4.23 1. 77

THC 2.08 1.79 1.58 1.45 1.38 1.35

NO 10. 41 10."18 11‘10 14. 71 15.64 18 38

D2 排放污染物浓度扩散模式、参数确定及适用条件

D2.甲 扩散模式的具体形式及适用条件

D2. 1.1 扩散模式的具体形式

    1.当风向与线源夹角为。<e<90。时，计算任意形状线源的积分模式(可以计算有限长和无限长线

源的浓度分布)，如图D-1公路作为有限长线源(AB段)，其扩散模式为:

      qf"   1 「 1;Y、“〕

L PR一司，乏开石二. a.exp[一创言}X}. ! 1

{二;)〔一告}zz-h〕+expI_生(二土1 (D2-1)伽式中 日、— 公路线源AB段对预测点K。产生的污染物浓度，mg/m3;

预测路段有效排放源高处的平均风速(见D2. 2),m/s;

气态i类污染物排放源强度，mg/(辆。m);

V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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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水平横风向和垂直扩散参数(见D2. 2),m;

                                    吓y=口(r)，口=a(二)

    二一一线源微元中点至预测点的下风向距离,m;

    .Y— 线源微元中点至预测点的横风向距离,m;

    Z - 预测点至地面高度，M;

    h一一有效排放源高度，m;

A,B— 线源起点及终点。

2其扩散模式几何参数关系:

①直线线源测点至微元中点的二与Y见图D-1，按下式计算
                                          x二 LcosO )

                                    Y=LsinO一S/cosB)

② 圆弧曲线线源测点至微元中心点的了和y按下式计算:

(D2-2)

.
一

.
十

叮

                  L. i go
v = W十 a= ;宁一二 十 a

                                          1、 ，‘

(D2-3)

cosB

乌

沪

式中:

            z，二PcosO+Rsin ($+0)一Rsin6

            y=R[cosB一cos (,,p+9)]+L'sinO一

曲线线段弧长，m;

与I,。相对应的圆心角，(“)

夕或9'一 风速矢蛋与线源(公路中心线)夹角，简称风向角，(0);

    乙— 微元中点至线源起点A的距离 m;

    L'— 曲线起点至线源起点A的距离.m;

    R-一 曲线公路的曲率半径长，m;

    0 一曲线微元中点至曲线起点的圆心免，();

S或S'一一预测点至线源中心线或微元段中心点切线的垂直距离，。

        图n-1 公路作为线源的污染物浓度扩散计算示意图



JTJ 005-1996

3.当风向与线源垂直(0= 900)时，其地面污染物浓度扩散模式如下

        {2i’“Q， _} 尸{
I,。一}引   U xp(一2a; (D2-4)

上述无限长线源近似式的浓度与横风向位置无关。

式中符号意义同前。

4.当风向与线源平行(0= 00)时，其地面污染物浓度扩散模式如下

C fn一}gal‘“ZIa. (r) (D2-5A)

一}。Z ) V2-e
=a,/a,

(D2-5B)

    无限长线源的浓度与顺风向位置无关。

式中:厂一 微元至测点的等效距离，m;

      ‘— 常规扩散参数比;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D2.1. 2 扩散模式适用条件

    1.源强连续均匀。

    2.风向和风速均匀稳定。

    3.平原微丘地区。

D2.2 模式各参数的确定。

D2- 2-1 平均风速U

    有效排放源高度处的平均风速U，可现场监测得出。

    如引用气象资料中的风速Uo,当Uo<2 m/s时，考虑车辆高速行驶的空气拖动效应，应按式(D2-6)

作修正。

                                          U=AUo 'F̂cosa0                                  (D2-6)

式中:A— 与车速相关的系数，车速为80-100 km/h,A=1. 85;

      0— 风速矢量与线源夹角((0) 0

    当计算得出的U<U。时，仍用U。代人式(D2-1)或式(D2-4)或式(D2-5)中。

D2.2.2

D2. 2.3

大气稳定度分级确定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T 2.2--1993的附录B0

垂直扩散参数a‘按式(D2-7)计算:

                            a,一(a。十嵘)’/2

                                a}=a(O.001x)'
(D2-7 )

式中:‘— 常规垂直扩散参数，m;

    ,,b-一 分别为回归系数和指数(取值见表D2);

      ‘一一初始垂直扩散参数(取值见表D3).m;

      二— 线源微元至预测点的下风向距离，m.

                                  表D2 回归系数和指数值

大气稳定度等级 口 L

不稳定(A. B, C) 110.62 0. 931 98

中性(D) 86.49 0.923 32

稳定(E, F) 61.14 0.91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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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3 初始垂直扩散参数

风速 口/(m/5) 1泛召百3

口下./nl 35}牛工)

DZ.2.4 水平扩散参数。按式(D28)1卜算:

                                      汀、斗 (J舀 卜J认)}了

                                  J、，二465.1袱(‘).o01了)tano

                                夕。=‘一d火In(0.oolJ)

式中:氏L 常规水平横风向扩散参数，m;

      。 初始水平扩散参数(取值见表[)4)，m;

      夕} 烟羽水平扩散半角，(“);

      二 一线源微元中点至预测点的下风向距离，m;

    。、d 回归系数，取值见表1)5

                                        表D4 认n取值

咬1)2吕)

风速 厂少/(m/5) ( 1 1(U<3

寻3
心口m 1O 2口

嗯一

表 DS 回归系数

娜
一
侧

大气稳定!变等级

不税定(A、于弓、C)

中性(1))

稳定(E、F) 0吕三7

DZ.2.5 风向平行于公路中心线时的常规扩散参数确定

    1)常规垂直扩散参数。二‘p，按式(1)2一9)计算:

                                          J___一a(否)_001，)t， 、

              ;二未瓜试’丫一。.7{
式中:r 微元至测点的等效距离，m;

      尸一 常规扩散参数比，靠近路中心线扩取小值，反之取大值;

      y 线源微元至预测点的横向距离，m。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2)常规水平横向扩散参数。。。，按式(DZ一10)计算:

(1)2一9)

(I)21())
。，二465.1沐(0.001夕)tan[c一dxln(0.001夕)」

式中符号意义同前

3)初始水平和垂直扩散参数同前

DZ.2.6 气态排放物扩散式(DZ一1)积分上、下限取值

1)下限A点为监测点R。作风速矢量垂线与线源中心线的交点(见图D一1);

2)L_限”点随顶测精度要求所需的线源长度确定，按表D6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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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线源长度取值

公 路 线 形 直 线 曲 线

风速矢量与线源交角/0 夕> 4界巴 45。)夕)22.5。 夕< 22.5。 R点在曲线内侧

预测线源 长度/m 80(〕 15()0

                        一

2000

�l

2000

    3)线源微元cll取值范围为。.2~Zm，也可将线源微元段作注、8、16.二4xZn划分，当，，和。+1两

次取值计算结果相差不超过2%，即为达到要求。

DZ.3 预钡U结果表格标准格式:见表D7和表DS。

DZ.4 类比预测模式及参数的确定

Cp，一ClaR
Q仁msin氏

QnUpsinop

表 D7 拟建公路

( 类稳定度)

_污染物浓度预测结果汇总表
单位:mR/m3

交通状况

    高峰

      日均

    高峰

      卜1均

    高峰

    日均

    高峰

    日均

    高峰

    日均

    高峰

      日均

CP=CPk叶一CP、 CnlR=C。一Cn、

式中:(

(段
、〔【们

、(、n一

、〔、.R一

Q 、Q

之厂。、之几T

  夕，、0

分别为评价年预测点的污染物浓度和背景浓度，mg/m，;

分别为类比原型对应点的污染物监测浓度和背景浓度，mg/m3;

分别为评价点和监测点由车辆产生的污染物浓度，m川m，;

分别为评价年预测点和原型监测点的源强，mg/(5·m);

分别为评价年预测点和原型监测点处的风速，m/5;

分别为评价年预测点和原型监测点风速矢量与公路中心线夹角(简称风向角)，(。);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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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8 主要敏感点环境质t一览表

                        污染物

桩号
敏感点

  各称

与拟建公路

路肩距离/m
评价年限 交通状况 执行标准

  任一次浓度

  达标距离/m

}

执行标准
日均浓度达

标距离/m
备注

一

高峰

    日均
l

高峰

fl均

高峰

日均
一{

供选择的环境保护对策

  施工期环保对策

1.1 沥青混凝土搅拌站站址应远离一、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区，站址可设于距环境空气敏感点300 m 
 
 
 
 
 
 
 
 
 
 
 
 
 
 
 
 
 
 
 
 
 
 
 
 
 
 
 
 
 
 
 
 
 
 
 
 
 
 
 
 
 
 
 
 
 
 
 
 
 
 
 
 
 
 
 
 
 
 
 
 
 
 
 
 
 
 
 

目

﹃
J

C
工J

勺
」

D

D

D

以外的地域。

D3.1- 2 材料场和材料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应避开环境空气敏感点，采取定期对路面喷水等措施以防止

较大扬尘口

D3.2 营运期环保对策

D3.2门 建立地方法规，降低各类污染物的单车排放因子标准值或强制性规定加装排气净化装置等

D3.2.2 加大环保管理力度，包括环境监测，减少非正常排放等事故发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等。

D3.2.3 加强交通管理，如规定车速范围、严格车管制度等。

D3.2, 4 有针对性地优化绿化树种、绿化结构和层次，提高绿化防治效果

D3.2.5 在环境背景值偏高的情况下 应对非公路污染源提出防治措施。

              附 录 El

环境噪声影响预测模式及参数的确定

El. 1
E]一}.

公式((5.3.1-1)中参数的确定方法

  各类型车的平均辐射声级Lw,，应按式(E1-1)计算:

                      大型车:L_ =77.2十。.18v,

                      中型车:I,-,=62.6+。，32vm

                      小型车:L_ =59.3十。，23v,

一 一表示大((L)、中(m)、小(s)型车，按附录B划分;

-一 各T)车平均行驶速度，按附录B计算，km/h.

  即离衰减量,AL,,,的计算:

计算;型车昼间与夜间的车间距d，应按式((El-2)计算

(dB) (E1-1)

、
1

.
‘、
盯
!

式中:，

          v,

El. 1. 2

d一000分 (m) (E1-2)

式中:N一一，型车昼间或夜间平均小时交通量，辆/ha昼问与夜间的交通量比、可依据《可行MI.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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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确定或通过实际调查确定 测量时问一般分为:昼间((06:00 22:00)和夜间(22:00

-̂06:。。)两部分

.预测点至噪声等效行车线的距离(r,)按式(El-3)计算:

(m) (E1-3)

式中:I), 预测点至近车道的距离，m;

      I)F..-一 预测点至远车道的距离，m

    3. 4L,;,,应按式(E1-4)计算:

                当r,(试/2时:6L,,

一丫瓦瓦

=K, K, 201gr,T59 (dB)

“r2>d;/2 Rf:-,ILFX一20K, (K,lg黔+lg濡 冲)
(E1-4)

l
es

.
f

J

式中:K, 预测点至公路之间地面状况常数，应按表El-1取值口

      K— 与车间距d，有关的常数，应按表E I-2取值。

                                      表 E1-1 地面状况常数

硬 地 面 K,=0.9

一般土地面 K玉幸1.0

绿化草地地面 KI=1. 1

注 硬地面是指经过铺筑路面，如: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条石、块石及碎石地面等。

                              表E下2 与车间距有关的常数

d,/m 20 25 30 40 50 60 70 80 100 140 160 250 300

K, 0. 17 0.5 0. 617 0. 716 0. 78 0. 806 0.833 0.840 0. 855 0. 88 0. 885 0. 89 0. 908

El-1_ 3 公路纵坡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LvAa，应按式((EI-5)计算:

                                大型车:L..=98 X R  (dB) 1

                                      中型车:L��.= 73 X R  (dB) S

                                小型车:LfAt}=50 X )3 (dB))

式中:fl--一公路的纵坡坡度，%

El. 1. 4 公路路面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AL,,，按表E1-3取值。

                                      表 El-3 路面修正f

(E1-5)

路 面 ,5LM./dB

沥青混凝土路面

水泥混凝土路面 1-2(注)

    注:当小型车比例占60%以上时，取上限，否则，取下限.

El. 2 公式((5.3.1-2)中参数确定方法

El. 2门 公路弯曲或有限长路段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L,,应按式(EI-6)计算:

180
(dB) (El-6)

式中:0

El. 2.?

                          ,},L,=一101g

一 预测点向公路两端视线间的夹角，(。)

公路与预测点之间障碍物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4L,，应按式((E1-7)计算:

。乙:=,AL,M#+。乙2.筑物+。乙:声形， (E1-7)

1. 1}1几a，为树林障碍物引起的等效A声级衰减量

预测点的视线被树林遮挡看不见公路。且树林高度为4.sm以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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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树林深度为30 m.,AL,mI+一5 dB;
当树林深度为60 m,}L2树 y}一10 dB;

最大修正量为10 dB.

2. AL2,,，为建筑障碍物引起的等效A声级衰减量，按下述方法取值。
当第一排建筑物占预测点与路中心线间面积的40%-60%时，△及am"=3 dB;

当第一排建筑物占预测点与路中心线间面积的700o-90%时，4L2g%M=5 dB;
每增加一排建筑物 。及Ex"值增加1. 5 dB，最多为10 dB,

3.△九，。为预测点在高路堤或低路堑两侧声影区引起的等效A声级衰减量。

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判断预测点是在声照区或声影区(如图E1-1，图El-2所示)。
                                                            s

声源高度;h,-预侧点A至路面的垂直距离,D--预测点A至路中心线的垂直距离

机一预测点探头高度.h,=1.2 .;d一公路宽度的112

  图E1-1 高路堤声照区及声影区示意图

由△SER可得

D                H+ (h一h,)
d= 一 一H -一

d 预测点A至路堑边坡顶点Q的距离汤 一预测点A至路面的垂直距离

其他符号含义同图El-1,

图E I-2 路堑声照区及声影区示意图

若D<H+(A奋-hz)d,
                              了了

预测点在A点以内(如B点)，则预测点处于声影区

若D>11 + (h,-h2--   H 1“，预测点在‘点以外，则预测点处于声照区。
由dSER

若D> h

可得:Dd一h, }-(h, --H)-- h2

士(h,-H、，、点在，点以外(如。点)，则、点处于声影区
若(。一、)<1)<1=2士畏笋丝)、·预测点在、点以内，则预测点处于声照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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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顶测点处于声照区，。几-aL=0
    当预测点位于声影区，0几, y。决定于声波路差S

    由图El -3 i上算S.S=A +-B一Ce再由图E1-4查出。几At R

El. 2.3 预测模式的适用范围

    1 预测点在距噪声等行车线 7. 5 m以远处。

    2.车辆平均行驶速度在20̂-100 km/h之间。

    3.预测精度为士2. 5 dB o

声屏

声源

~孤森~窃赢蕊篡
图El-3声程差计算示意图

    /万
最大减4kt为20dB

即

15

10

 
 
 
 

国
p、
7
V
喇
哪
龙

0 众03 0.06 0.15  0.3  0.6    1.6

      声波路程差占/m

3     6

图E1-4                      }IL,6。二一S关系曲线

        附 录 E2

施工机械噪声测试值汇总表

公路工程施工机械噪声测试值

序号
}
一

型 号
测点距施工

机械距离/m

最大声级

I. /dB

    }

一2一
轮式装载机 ZL40型 5 90

一ha 机 一 ZL50型 5 90

3 平地机 PY160A型 弓 9O

4 振动式压路机 YZ110B型 5 86

一
双轮双振压路机

气轮压路机

CC21型 5 81

5

.. 一 . 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一 r、一 一 一 一 一 一

            81

轮胎压路机 ZL16塑 5
1- 一 —

              76

推 {机 下110型 一— 万 —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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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械类型 型 号
测点距施工

机械距离/m

最大声级

Ln./dB

9 轮胎式液压挖掘机 W4一60C型 5 84

又0 摊铺机(英国)
flfond311

ABG CO
5

D，

82

1l 摊铺机(德国) V()(子El_E 5 87

12 发电机组(2台) FKV一7导 I 98

13 冲击式钻井机 22型 l

~ 一 - - .，-

              87

14 锥形反转出料混凝土搅拌机 J2C350型 l 79

沥青混凝土搅拌机噪声测试值

序号 搅拌机型号 测点距施工机械距离/m
  最大声级

Lo./〔dB(A)]
I ParkerLBIQ00型(英国) 2 88

2 LB30型(西筑) 2 9O

3 LBZ.5型(西筑) 2 84

4 MARINI(意大利) 2 90

注:以上数据是施工机械满负荷运转时测试的

                              附表1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任务委托

砚场角勘，资料收典

编制环境形响评价大纲

政府环保部门审批

签订评价合同

工程分析 现状钾价 环瑰现状调查

因子

环垃影晌分级及孩洲评价

主
见

保
愈
环
门
方
部
地
普器胳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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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环境影响的矩阵筛选

施工行为
前期 施 工 期 运营期

f4gfT-井 资
          一就业 、劳务

占地}拆迁安置
取弃土

  (酒 )
路基}路面}桥涵{材料运输}机械作业}运输行驶}绿化}复垦}桥涵边沟

村会发展

物质资源

生态资源

生活质量

经济

旅游

农业

水利

土地利用

土质

地面水文

地面水质

水土保持

陆地植被

陆栖动物

声学环境

空气质量

居住

美学

填表说明口/J:长期/短期影响;涂黑/白:不利/有利影响;空白:无相互作用.

附加说明:

主编单位: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参加单位:交通部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西安公路交通大学、长沙交通学院。

主要起草人:第1,2章:宋国真。

            第3章:刘书套、曹申存、蔡志洲

            第4章:罗友乔、李国香。

            第5章:聂嘉宣。

            附录A:曹申存。

            统稿:宋国真、刘书套。

主要参加人:刘红、翁小雄、吴勇.P-Li二巫、何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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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试行)》

JTJ 005-1996

条 文 说 明

编 写 说 明

    公路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特点是公路线形的带状影响，其长约几十公里或数百公里，宽几公里或

几十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其环境亦是多种多样的。

    一、建设项目施工及营运特点，主要包括下列内容:工程性质、工程规模、使用的能源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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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浓度或强度)等。工程特点对环境影

响主要有:施工期和营运期、长期和短期、可逆和不可逆，有利和不利影响等。

    二、环境内容包括甚广，涉及多学科知识。主要有: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生态

环境(包括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农林牧业、水土保持、水质保护);环境空气;环境噪声(包括生活、工

业、交通噪声)。

    三、本《规范》是首次编制，内容上只能择其重点，确定编制内容的原则是:

    1.建设项目在施工期和营运期，对环境影响的因子或因素明显确切;

    2在国家或地方所颁布的有关法规(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有明确规定的环境

影响因子限值的做为环境评价因子;

    3.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因素虽然明显确切，但目前尚无国家或地方有关法规限值规定的做为一般

环境评述，有国家和地方法规限值规定的做为环境影响评价。

    四、由于公路建设项目线形的带状特点，其对环境影响较广，在内容取舍上难以面面俱到，本《规

范》的编排原则是

    1.我国公路建设项目有一套不断修订完善的法规，为避免与其重复，在公路建设的有关法规中已

编入的，本《规范》不再编排。例如，经济损益分析(在公路建设法规中称经济效益分析)等。在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中，认为必须作评价的，可引用有关法规内容。

    2.根据环境组成特征和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特点，归纳为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环境空气、环境噪

声四部分，电磁波、振动等未列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后认为必要时再编人。

    3，在编制大纲时暂定名称为《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与文件编制办法》，在初稿送审时分

为《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和《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办法》两个文件。在 送审

稿”审查会议纪要中决定“将《办法》与《规范》合并，《办法》内容列人《规范》的总则与附录中”，定名为《公

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4.在编制中凡国家或地方有环境质量标准能够定量描述的内容(或因子)统称为环境影响评价;凡

国家和地方没有环境质量标准，只能定性描述的内容统称环境影响评述;“动词形式”按国标

GB/"1' 1.1  1993规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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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各章的条文说明分两个层次，一是木章的编制说明;二是有关条文的说明。

    六、本《规范》涉及到公路工程系统、生态系统、空气、声学系统。《规范》中引用的符号基本是各系统

惯用的符号，所以，符号不尽统一和有重复，但按惯用符号均给予定义。名词解释未单列，在条文说明中

给予解释。

    七、本条文说明由各章的主要起草人编写，由统稿人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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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则内容为编制规范的依据、适用范围，制定目的、预测年限;而《评价大纲》和《评价报告》的格式和

内容，以及环境影响要素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列人附录。

1.0门 本规范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的第二条，环境保护法的任务:是保证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人民群众营造清洁适宜的

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第三条，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

草原、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护区、生活居住区等。

第四条，环境保护的方针是: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

为民造福。

1.0.2 汽车专用公路是指《公路工程技术标准S)(JTJ 01-88)第2.0. 2条规定的汽车专用公路;有特殊

意义的公路是指通过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区等的公路。上述公路对环境保护都有特别

的要求，要评价公路建设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1.0.6 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深度，但是根据对工程规模和环境因子筛选后，如某一专题内容较多，报告

的篇幅较长时，必须编制专题报告才能论证清楚，这时就要设《专题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将其结论纳入

总报告

1.0.8 预测年规定为竣工投入营运后7年和15年，是根据汽车专用公路的使用年限一般为20年。如

果预测竣工投入使用的第7年，环境质量指标超限，应在工程施工阶段就设置环境保护设施。汽车专用

公路在使用10年左右要大修一次，如果预测竣工投人使用的第15年，环境质量指标超限，应在大修时

加设环境保护设施。故规定预测年限为竣工投人使用的7年和15年。

2 社会环境影晌评述

    一、社会是宏观的动环境。它是从整个社会角度出发，评述公路建设项目对地区经济或部门经济发

展带来的效果;对提高地区或部门科技水平的影响;对提供就业机会的影响;对提高产品质量和对产品

用户的影响;对资源利用和远景发展的影响;对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及改善社会福利的影响

等。由于工程建设需要拆迁房屋、迁移电力和通讯设施，对水利排灌设施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二、在编制中曾试图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科研成果— 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

系，用综合指数方法对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在“送审稿”的审查中认为社会经济环境的体系

指标评价方法尚不够成熟，建议有关部门专题研究后再纳人规范。

    三、社会环境影响评述是根据已作的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实践，总结出的评价内容列人

的，在评价工作中按项目的实际影响状况评述。

2.1.1 评价内容

    社区概况:是指建设项目路线经过地带的社会和区域划分概况，以地、市或县为单元计。

    人口结构:是指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反映城市化水平);职工人数和农业劳动力(反映劳动力服

务方向)。人口文化结构:主要指初中以上人口占总人n比重;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

    经济发展:是指工业、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和变化的比例关系(反映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反映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产值(反映产业结构和社会化程度);年出口总额(反映

外向型经济水平);粮食年产量(反映粮食自给程度)。

    路线对两侧交往的阻隔:是指汽车专用公路建成后影响路线两侧人员交往，反映路线设计应设置必

要的方便人员交往的通道。

    以上各项指标用地方(省、地、县)统计资料，或辅以实地调查取得。

2.2.2 评述内容

    居民生活收人:是指居民的纯收入，是反映居民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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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P.生:是指万人占有医生数、病床及其医疗保健设备数，人群健康状况和地方病的医疗防治等

    文化设施:是指公共图书馆、报纸杂志出版业、电影院、艺术团体、广播、电视等群众文化活动设施

    房尾拆迁:是指公路建设所引起的房屋拆迁，它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要加以评述。

2. 3.2 评述内容

    交通设施:是指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设施，与建设项目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在评述中应提

出互相促进和避免相互干扰的对策

    通讯设施、水利排灌设施及电力设施与建设项目发生相互于扰时，涉及迁移或避让，要进行经济

论证.

2.4.1 评述范围

    该条评述范围分两类，一类是建设项l-1提供服务的资源开发利用，其评述范围应是实际影响范围，

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直接影响区域范围;一类是建设项目对资源的占用或十扰，其评述范围限定

在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

3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一、生态环境包括内容甚广，它是与人类相联系的无机条件和有机条件的总和，亦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本章的内容涉及公路建设项目的施工期和营运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野生动植物

及其生存环境的影响，重点是评述对濒危种群生存环境的影响;水土流失，重点是评述公路建设破坏地

表植被而引发的水土流失量;农牧业土壤和农作物中的含铅量，重点是评价土壤中可溶解的铅离子含量

和农作物中可食部位的铅含量;水环境是按使用功能评价，公路建设项目污水排放到不同功能的水域

巾，按其相应的功能标准控制排放标准。

    二、野生动植物。由于野生动植物包括范围较广，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在编制本章时重点考虑受

国家保护的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方面。对于珍稀濒危动物和植物群落，国家均颁布有相应的法规.在现

状和预测评价中，按相应的法规进行评价或评述。

    三、水土流失。有风雨侵蚀的水土流失和由于公路建设破坏植被引起的水土流失 本章所指的水土

流失是公路建设中破坏植被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公路施工期和营运初期。由于土程防护措施

和恢复植被措施的实施，水土流失到营运中后期将基本稳定

    四、农牧业土壤和农作物含铅量。汽车专用公路多建于经济发达地区(沿线多是农田)和城间地带，

是交通量较大的公路。

    目前的车用汽油中一般均加有铅的化合物，在汽车运行过程中铅将随废气排出，有相当数量将沉积

在公路两侧的农田中。随时间的延续，这种积累会逐渐增加，严重时会影响农作物生长和使农产品中的

含铅量增加，进而影响食用者的健康，因此，将农业土壤与农作物中铅含量的影响列人评价内容。

    土壤中铅含量的控制标准，世界各国也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和《农用粉煤灰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 8173)中铅及其化合物(以Pb计)的控制标准，结合公路

环评中公路两侧土壤中铅的监测资料和有关资料，总结采用了当土壤的pH值<6. 5时，控制标准为

200 m盯kg，当pH--,6. 5时控制标准为300 mg/kg。同时还提出了铅在公路两侧土壤中积累的预测公
式 对于农作物中铅含量的评价标准，采用1994年国家颁发的《食品中铅限量卫生标准》(GB 14935--

94)但农作物可食部分的采样测试受季节限制，能采样时要做测试，取不到时亦可不做。

    五、水环境污染控制目前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水体中某污染物总容量控制;第二种是排放源污染

物控制，即排放源污水排放到某类功能水体中，其排放污水污染物必须在某类功能水体限值以内，否则，

必须经过处理方可排放。本章采用第二种方法。

11门 评价范围

    山于动物的活动范围比较大，对于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活动范围宜向有关专家咨询后确定评
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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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评述内容

    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包括陆生和水生动植物

3门.3 现状调杳及评述中陆生植物样方调查内容说明

    1.样地选择:可以采用半客观的办法。首先，普遍了解沿线评价范围内植被情况，确定本地区有代

表性的植物群落，或工程将要严重影响的植物群落，并选择调查样地。其后，于群落中采集和辨认植物，

如一时不可识别者，注意采集标本后鉴定 对于分布较不均匀的物种，应该选取多个样方进行调查，结果

列出“频度”项目。

    频度:群落内一种在一定地段上出现或者分布的均匀度，川该种在不同地点出现频率表示.用同等

面积的样方来统计 如统计5个样方，该种在每个样方中都出现，则频率为loo ;在4个样方中出现，

则频率为80写。

    群落(bioticcommunity ):在一定的地段里，由各种生物的种群结合在一起，彼此相互联系，又各具

有不同重要性的结构单元。具有一定的外貌和结构，并且在生物的种群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都具有一

定的相4.关系。植物群落是指单位地段内草、灌、乔木等植物组成的群体 命名时根据群落内的优势种，

称为红松林群落、马尾松林群落一映山红群落等

    2.形状与面积:采用嵌格的矩形或方形样方的形式，在大样方中再划定小样方。样方的面积应该足

够大，包括足够的物种数和个体数，一般为:草本1 mxl m,灌木4mX4m，乔木15 m X 15 m(见图1),
                                                                                                  15.

三

  3口
        1m

                                              I- _ . 4m ..  I

                                  图1 样方示意图

3.样方调查表格形式、内容、符号及说明(见表1)

群落名称<环境特征以及优势种类命名):

调查地点: 与公路的距离(m),

总覆盖率(%): 海 拔(m):

坡 度(%):

坡向:E,SE,S,SW,W,NW,NE,N

样方大小(m2);

调查时间(年、月、日):

周围环境概要描述:土壤类别、其他动物、河、谷环境特征物、社会影响等。

                                  表 1 样方调查表

种 名   结构

(层次)
株数或
  多度

冠幅/m 高度/m 摹径/m
茂盛度 生活型 背养期

最大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大 平均中文名
}. _
拉 了各

调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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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层次)由于组成种类生长高度的不同所形成的垂直空间结构一层，例如森林群落的四个基本

层次是: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地被层和层外植物

    株数或多度:株数可以直接计数。多度是表示一个种在群落中的存在数目。一般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种是个体直接记数法统计面积内的个体株数;另外一种是目测估计法。草本植物的多度统计，采用
Drude多度制

    Soc(sociales) .....................·····················································。·⋯植株密闭、形成背景

    c"Ei3(copiosae3) .........................................................................................植株很多

    Cop2((opiosae2)·····················································································⋯⋯ 植株多

    Cop 1(copiosa月)·············，··········，，··········，，、·· ，·················，甲，··· ··甲，一 植株尚多

    Sp(sparsae)‘· ，，·，·························，·················‘·······，·，，，·······⋯⋯ 植株不多、零散

    Sol(soliarae) ......................................................................................，一 植株少、偶见

    Un(unicum)..........................................................................................⋯ 仅单一个体

    基径:约在距地面1. 3 m处的测量值。

    茂盛度:盛、中、衰。

    生活型:常绿、落叶、一年生、多年生等

    营养期:花期、抱子期、新芽期、落叶期等。

3.1.4 预测评述中生态机理分析法

    生态机理分析法:动植物与其生存的环境构成有机整体，公路在施工期和背运期均会影响公路经过

地区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通过对动植物生存环境变化的研究.来分析对动植物的影响状况。其主要步骤

如 卜:

    1.调查现状并收集资料;

    2.描述评价范围内植被的分布特点;

    3.识别有无国家保护的动、植物及具有科研价值的物种;

    4.预测公路施工后对沿线评价范围内，生物生长环境的变化以及对生物个体和群落的影响

3.2.3 评价内容中高填、深挖路段

    本规范中所称的高填、深挖路段:指填方路基的路堤高度在8m以上的路段;挖方路堑深度在lo m

以上的路段

3.2.5 水土流失的侵蚀量预测

    式(3.2.52)是黄委会水科所经过试验建立的，在采用该公式时最好先进行验ilf ,当公路经过地区

水利部门能提供适合当地的计算公式时，可直接采用。

3-3.2 评价标准

    A层土壤，即耕种层土壤，是指地表以下20 cm厚度层。这里所指的对照点土样，是指与公路经过地

区的自然条件、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大体相同，相对未受污染或少受污染的土样。一般可理解为距干

线公路路肩边沿200 m以外的样点。

3.3.3 评价因子

    目前我因车用汽油中添加有四乙基铅，随着汽车的运行.添加在汽油中的铅又随尾气排放出来。这

种铅在大气中扩散有部分沉降在公路两侧的土壤中，而土壤中的pH值与有机质含量等.对铅在土壤中

的迁移与转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此在评价铅的污染状况时，应监测土壤的pH值与有机质含量。

3.33.43 现状评价

    当评价范围内地势平坦、地形开阔，土壤均匀时，应采用梅花形采样法采样。当评价范围内的地势不

太平坦，土壤又不够均匀，应采用蛇形采样法采样。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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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梅花形 b)蛇形
                                      图 2 采样点示意图

    采样深度为地表以下20 cm厚度的耕层土壤，每分点的采样量为1 kg。进行测定时，应根据实际需

要反复按四分法弃取，最后留下所需土量

    所谓并行是指与拟建公路间距在200 m之内的路段。若拟建公路与当地原有2条以上干线公路并

行或相交时，应视地理位置、原有干线公路上的交通量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从中选择具代表性路段的

下风向路侧设点取样。不等距取样点示意如图3所示。

}原

一干

一，

一“

}‘
100 .  200

距公路同距离的分样点间距

      25        50

              距公路边距离/m

    图3 不等距取样点示意图

可视地形而定，一般为5-10 m.每个距离为一个样点。其分点的采样

深度与采样量与前述相同。

    农作物采样时只采可食部位 每个样点的农作物株数不少于20株。对大白菜、玉米及果树等大型

物种则不少于10株，每点采样的鲜重不少于1 kg.

    农作物采样可结合采土样进行，每个样区应由3个样点组成。

3.4.3 评价内容

    1施工中砂石的冲洗污水，在建设工地调查认为，破口石不用冲洗、卵石一般不冲洗，只有污染的

卵石需要冲洗，但一般不用。唯有搅拌机清洗时用水，但用水量不大;混凝土养护用水多被吸收或蒸发，

所以这部分污水可忽略不计。

    在桥梁的钻孔灌注桩工程施工中需出渣，需采取措施，不能直接排放水体，以防污染。如果排人水体

要作出影响评述。

    2.生活服务区污染水量，按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居民生活用水量定额计算。表C3引自《废水工程处

理、处置及回收利用》(第二版)仅供参考，在评价中要作类比测试而定。

    3冲洗汽车用水量，引自《室内给排水及热水供应设计规范》，表C4冲洗汽车污水含污量是三个洗

车厂取样分析化验数据，仅供参考，在评价中要取样实测，或类比测试而定。

4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一、排放物对环境的危害

    经国内外的试验研究，已明确机动车辆排放物中 对人体健康有直接危害作用的为CO,NO,,IP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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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排放物的二次衍生物一光化学烟雾等。同时，也发现上述污染物对其他动物、植物和人类赖以生存的

水、土等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监测中，已发现环境空气的上述污染物中，车辆排放量占有较高的分担率，如

C0:65写-80环;NO,;50%--60%;THC:80%-90%0随着我国车辆保有量近年来以15%以上的年增

长率递增，F.述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量亦将上升 毋庸置疑，车辆排放物将成为我国环境空气的主要污染

源之一。

    在公路附近地区上空，往往形成一浓度较高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排放污染物区域，对人体健康形成危

害，同时亦将对动、植物和水、土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我国公路和车辆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抓住这一关键问题，无疑是会造福子孙后代的。

    二、编写原则

    1.紧密结合公路建设和车辆运行特点，贯彻国家环保政策，执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管理规定和充

分考虑国家的技术、经济实力。

    2严格执行国家已发布实施的有关标准。

    3.重视和结合国情，借鉴国内外已执行的有关规范，国内外已有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公路沿线的空

气监测资料。

    4.简明扼要，便于操作应用。

    三、主要内容的编制依据和条文说明

4.1.1 评价工作等级划分:根据评价项目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周围地形的复杂程度以及当地应执行

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等因素，考虑公路建设项目的特点，工程治理措施的可能性，对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可适当从简

4.1.2 评价范围 ‘

    根据已做的评价项目和类比监测表明，公路营运期车辆排放污染物的扩散与公路沿线地形和气象

条件有关，扩散后所吸盖的地域为公路两侧与线形平行的带状区域，即便是交通量很大的公路，距公路

中心线150 m以外的污染物浓度已接近背景值。故将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的狭长地带作为评价区。

考虑到评价区内或边界外附近含有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功能区的要求和不利扩散气象条件可能造成的影

响，评价范围可扩大到路中心线两侧各300 m的地带。

4.1.3 评价因子

    1.所列举评价因子是根据下述原则确定:

    1)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规定有浓度限值的污染物。

    2)公路营运期车辆排放此类主要污染物。

    2.一氧化碳(CO)是汽车排放物中含量较高的一种。汽车排放CO的贡献量约占空气中的75写，个

别城市更高。据我国1989年对11城市(清洁区)调查统计，一氧化碳浓度日均值在。.86-8.2 mg/m'

之间，有4城市日均值在4̂-8 mg/m“之间(已超标)
    co进人人体血液后，产生炭氧血红蛋白(CO-Hb )，降低血掖输氧能力，对人体心血管和神经系统

构成危害。这种危害与CO的浓度和人体暴露在CO的时间有关。为此，将CO作为首选评价因子。

    3.氮氧化物(NO,)也是汽车的主要排放物。空气中的NO、由车辆排放的约占50%以上。全国监测

NO、浓度的年日均值的混合平均值为0. 046 mg/m'，实测表明公路两侧明显高于此值。

    汽车排放的NO，中有95%以上的NO与空气接触后，很快氧化成NOD, NO:对人体和动物的呼吸

系统具有很强的毒性。研究还发现，NO 和SO:的协同作用可对一些植物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必须对

NO、在空气中的含量作出评价。

    4.悬浮颗粒物(TSP )

    悬浮颗粒物分为总悬浮颗粒物(TSP，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100 Km);和可吸人颖粒物(PM- ,空

气动力学直径《10 um是TSP的一部分)。监测结果表明，我国有65%的城市TSP最高日均浓度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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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5 mg/m'，明显高于国外。

    TSP中的PM,。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车辆，特别是柴油车的排放物。车辆排放的PM,。中，含有铅的卤

化物、有机碳和硫化合物

    TSP浓度超过0. 1 mg/m，时，造成大气能见度下降和到达地面的辐射能减少。PM。如进人人体呼

吸系统，对呼吸道和肺部疾病产生严重影响，将TSP选作评价因子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5.非甲烷总烃可作为评价因子，但是，不作浓度分布预测，只作排放总量计算，这是因为:

    1)我国目前无总烃浓度限值标准，因总烃是多种碳氢化合物组成，各地车用汽油来源不同，排放的

总烃成分的组成比例并不一致，单个碳氢化合物成分的毒性差异很大。非甲烷总烃对人体和动物的危害

不取决于各种成分的累加浓度，而是取决于其中有害成分的大小。

    2)对人体健康有危害作用的光化学烟雾，是由大气中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和氧化剂的共同作

用所产生，而这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知道非甲烷总烃的浓度可判别光化学烟雾产生的可

能性

4.1.6 评价方法

    公路建设项目的线路较长，一般在数十至数百公里之间，预测交通量全线并不一致，而是按划分的

路段预测的。针对上述特点结合我国环评工作的实践，评价应按预测交通量所划分的路段分段进行。在

路段内选择一个或几个地点作为评价代表点，进行现状调查、监测和浓度分布预测，并以评价点的结论

代表该路段的评价结论。据此，评价方法可归结为:“在路段内以点为主，点段结合，反馈全线。”

4.2.， 现状调查

    现状调查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1拟建公路沿线可能造成环境空气污染的工业企业状况。

    2.拟建公路沿线污染源排放特征及危害情况(如污染源种类、排放方式、排放量、排放规律、危害对

象及程度)。调查对象不能完全局限于评价大纲规定的评价因子，因为其他污染物在一定的浓度下可能

与评价因子共同作用而产生危害。如已知NO:的浓度值为。.19 mg/m0,SO:浓度值为。.26 mg/m'，在
上述浓度的二种气体共同作用下，萝卜、大豆和燕麦等植物会出现轻度的叶损伤。而NO:和SO:在更大

浓度的单独作用下，却不会出现对植物的任何损伤作用。

    3调查评价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地方标准、发展规划;收集沿线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常规监测资

料;沿线近工̂-3年的常规气象监测资料。要注意收集在逆温、静风和局部地区环流等不利扩散气象条件

下的污染物浓度及分布情况。

    4.调查拟建公路沿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分布、规模及发展规划(如村庄、居民区、医院、学校、

文物保护区和游览景点等)，以确定环境空气敏感点并划分评价路段。

4.3.1 预测交通量

    各路段的日或小时平均交通量可由《可行性研究报告》取得，并换算成各型车绝对小时交通量。

4.3.2 车辆排放污染物线源强度

    气态排放污染物等速工况下单车排放因子瓦[g/(km·辆)」推荐值参考了美国环保局(EPA )1991
年执行的MOBILE4. 1版本模式、因素和计算方法，结合我国对部分车辆所进行的实测结果统计修正得

出。具体数据是由国家发布的有关标准，以i型车出厂作产品一致性检查时的i类气态排放物的单车排

放因子标准值为基础，考虑了车速、环境温度、行驶里程增值、车辆折旧更新和曲轴箱泄漏及油箱、化油

器的蒸发等因素修正后，从大量的在用车辆排放侧试数据中统计计算得出的。

4.3.3 车辆排放污染物扩散浓度预测

    1.大量试验发现，连续点源气态污染物在扩散过程中，顺风水平和铅垂方向的浓度分布都近似高

斯分布。因此高斯烟羽扩散式为各国环保工作者所公认，并被普遍采用。汽车行驶时，尾气扩散的现象，
严格说是随机流动点源群。但是，在研究公路两侧空间的污染物浓度分布时，

r_的连续线源并不会带来很大的误差。因此，
将车辆排放物等效为车道

此种近似为世界各国采用，本《规范》也将车辆排放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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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线源处理

    2.排放污染物浓度扩散模式，以高斯扩散模式为基础，各国曾推导出多种实用的气态污染物扩散

模式，如我国常用的近似式、内插式 美国EPA的HI W AY-2、加州运输部的CALINE4，得克萨斯州的

TXLINE和英国的简单桌面模式等。经过监测、验算和对比，除内插式和桌面式差别较大外 对平原微

丘地区的直线公路，其他模式的计算结果相差并不大。本《规范》附录推荐的为HIWAY-2积分模式，

理由为:

    1)此式适用于各种风向角和直线、曲线各种线形的公路。

    2)算法相对较简单，且有较高的精度。

    3)式中选用的各种参数(主要为扩散参数)经过大量试验和多次修正，可信度较高。

    3.复杂地形车辆排放污染物扩散模式及其参数的确定可参考下列各式选用，

    ①公路傍靠峭壁，可按式①计算

。 _ 9 {___「 1{y
一PR一}oY}“FL一万{可
r1=Q;/[、/不Uo,(Y)]

Y=仁犷+ (z/e),1"

e之口二/口

12〕，_.，_「 1{2Lo-y I’〕II

I JT00''L- 2(一’」‘一 ①
:CPR 预测点R有效源排放高度处污染物浓度，mg/m';

  Lo- 峭壁至线源中心线距离，m;

其余符号意义同附录D,

②公路穿越谷地，可按式②计算

②川

式中

式中

CPR一}  {expr一1' 2L,-J{’碑+exPr一1 12Ro+y
      了2R0, 1 “ 、 a,   I J ‘ z{ 丐

:L�— 路中心线至左谷壁距离，m;

  Ro— 路中心线至右谷壁距离，m;

其余符号意义同附录D,

①和②两模式使用条件:

a. 风向与峭壁和谷地走向一致;

b. 用无限长线源近似有限长线源;

c 山岭重丘区扩散参数的回归系数和指数按表2取值。

                                    衰 2 回归系数谊

，嗜奋C]13*
a� =a (0. OOls)' ,.-465. 1 X (0. OOlr)tan[c-dln(O.OOls)]

a b c d

不稳定(A工B) 110.62 0. 931 98 18.333 1. 809 6

不称定〔C) 98. 55 0.927 65 18. 333 1.809 6

中性tD) 9855 0.927 65 18.333 1.809 6

稳定(E、F) 86. 49 0.923 32 14.333 1. 770 6

    ③沿海地区扩散参数的确定

    沿海地区空气扩散比内地平原地区好，确定常规扩散参数时，应将沿海地区计算得出的稳定度按表

3进行修正，再按表4和表5选择a,b,c,d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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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大气稳定度修正

沿海地区的稳定度等级

确定扩散参数时应修正等级

A,Br 4回归系数和指数值
大气稳定度等级

不稳定(A,B,C) 110.62 0. 931 98

  中性(D)

稳定(E,F)

86. 49 0. 923 32

61. 14 0. 91465

表 5 回归系数

大气稳定度等级

不稳定(A,B,C) 18. 333 1. 809 6

  中性(D

稳定(E,F)

14.333 1. 770 6

12.500 1.085 7

④城郊环形公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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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0— 风向角，(o)

    其余符号意义见附录D,

    ⑤ 路面高度随道路走向而变化(即变源高线源)的扩散模式:

。 Q; ('     1 } 「 1 1 vsinO+=cos9)111
In 一 不万于} 二-，丁、exPI一 二 1— { 曰’

          Lnv J一【，U丫一“zl ‘ L 、 Uv        1 J)

1 .,.... f 1 1二一H}+.vRl}l._一_「 1/x+Hm一yfll,ll
I、 ̂,一- i— i  I一「cnP}一 二丁1— i  it
、 “ 、 。z i 」 L ‘ 、 0. I  J)

④

式中:刀。— 立交桥最大净高，m;

        Q— 桥面坡度，%;

其余符号意义见附录D。

5 环境嗓声影响评价

    本章是为适应汽车专用公路建设，也是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保障居民
的生活声环境质量而制订的。

    影响居民的生活声环境质量的环境噪声，除自然噪声外，还有生活噪声、工业噪声和交通噪声。本章

仅规定对交通噪声中的公路交通噪声影响进行评价。其中，公路营运期交通噪声影响是长时间而且较严

重的，所以需要进行定量评价。施工噪声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它是短时期影响，所以本章只规定做影响

评述。

    下面对某些条文作一些说明。

5.1.1 评价范围

    规定评价范围为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大量监测数据证实，目前汽车专用公路交通噪声影响在此

范围内。

5.飞2 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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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评价范围内现有的环境噪声敏感建筑物为重点评价对象，要求对其环境噪声影响进行定量的

重点评价。在评价中认定确有影响时，要提出交通噪声防治的分期实施方案或建议。

    评价范围内其他地带为一般评价对象，仅要求对需进行城市规划的路段，划出不同评价时期的公路

交通噪声等声级线图，并标出昼间70 dB与夜间55 dB等声级线。其目的在于为地域规划提供环保参考

资料

5，飞.5 评价量

    根据《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93)规定，以等效声级为环境噪声评价量。等效声级是在

某规定时间内A声级的能平均值。又称等效连续A声级，用玩、表示，单位为dB.
5.3.1.1 公路交通噪声预测(附录Ell

    本章列出的公路交通噪声预测公式，是编制组在交通部科技信息所承担的部“七五”重点科技项目

— 《公路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研究》(87-118-L)成果基础上，又对汽车专用公路交通噪声进行大量监

测研究提出的。在87-118-L项目研究中，对我国南北方九条普通一、二级公路的交通噪声进行了测

试。测点设置在不同位置，并考虑到不同的路面、路侧状况及不同的交通量。共测取122组24 400个交
通噪声数据，研究提出了公路交通噪声扩散规律.编制组在本《规范》编制时，又在汽车专用公路两侧取

137组27 400个公路交通噪声数据，对己提出的预测公式和参数傲了进一步修正。

    附录E1公路交通噪声预测公式中各参数，是通过大量调查、监测与试验而确定的。其依据如下;

    I.车辆分类法.参照国家标准《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制定。

    2. i型车辆的平均辐射声级L�,，依据((公路交通嗓声排放源试脸Y.根据((1993年全国民用汽车保

有量统计资料》，选择保有f大且有代表性的大、中、小各类27辆车，侧试研究车外噪声与行驶速度之间

的关系。对209次测试中取得的24 520个噪声测试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论证实，噪声值与车速的

线性相关性很好(见表6)，各类车辆回归方程中相关系数都远大于某临界相关系数，即:r>r.n'o线性回

归与指数回归相关系数相近。表2为我国机动车辆外噪声与车速线性回归与指数回归比较。

                          衰 6 我国机动车辆吸声与车傀钱性回归分析班

车 型
L回归方程

    (dB)

试脸次致

    N

采样数量

        月

相关系数

        r

显若性水平

          口

临界相关系数

      r. o'

剩余标准差

  S (dB)

小型车 L=59.3+ 0. 23v 112 11 020 0.873 5 0.01 0.254 0 3.2

中型车 L=626+0.32v 68 7 940 0. 932 2 0.01 0.324 8 2.5

大型车 L=77.2t0.18v 31 5 460 0.859 5 0.01 0.448 7 1. 7

衰7 我国机动车辆外噪声与车速线性回归与指数回归比较

车 型
线性回归方程

      (dB)

指数回归方程
    (dB)

相关系数

        r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L=59. 3+0. 23v

L=62. 6+0. 32v

L=77. 2+0. 18v

去= 60. Oeo. 00肠

L=63. 5e0. 004v

L=77. 5"O. 005v

0.87

092

0. 86

    注 ①L为试脸车辆外部噪声.侧童方法依照《机动车辆噪声侧量方法)(GB 1496-77).

        ②二为试49车辆的车速，单位为km/h.

    3.公路交通噪声距离衰减量4I.。离的计算方法，是对我国11条高速公路、一级汽车专用公路和一、

二级普通公路进行测试研究，并参考美国、日本的公路交通噪声预测模式确定的。

    4.公路纵坡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4Lm, g .是依据国家环保局“七五”科研项目— 《城市道路交通

噪声控制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

    5公路路面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4L$f，是依据我国沥青混凝土路面和水泥混凝土路面公路两

侧交通噪声测试数据，并参考国外资料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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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路弯曲或有限长路段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L,的计算方法，是参照国外资料确定的。

    7.公路与预测点之间障碍物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乙:的计算方法，是参照国外资料，并依据

1988年在京张公路路侧有30 m绿化林带的昌平路段所进行的“绿化降低交通噪声测试试验”而确定

的。

5.3.2 评价结论

    要求对于建设项目交通噪声防治对策，进行多方案的技术与经济论证，从而提出噪声防治对策的分

期实施方案或建议。

    1.调整线位，使其与现有环境噪声敏感建筑物保持为不超标距离。

    2.修建公路隧道或降低路堤。

    3在公路超标一侧修建声屏障。

    4.修建低噪声路面。

    5.采取禁止行驶车辆鸣笛等交通管制措施。

    6.在公路与现有环境噪声敏感建筑物之间，种植绿化林带。

    7.为现有环境噪声敏感点因交通噪声影响而超标的部分建筑物，安装隔声设施。

    8.对现有环境噪声敏感点受交通噪声影响而超标的部分建筑物或使用者，予以搬迁或采取其他有

效措施。

    除以上提出的八项防噪对策之外，更为重要的对策是控制车辆噪声。建议汽车制造、保修及交通管

制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控制车辆噪声法规，加强管理。

    在公路之侧修建声屏障，是防治交通噪声污染的有效途径.有足够高度的声屏障，一般来说可以减

少噪声 5̂-15 dB,

    修筑低噪声路面，也是防治交通噪声污染的有效途径。国外近十年来，对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减

噪特性进行了研究。此种低噪声路面可降低车辆的轮胎噪声2-8 dB,

    种植绿化带有一定的减噪效果，但占用土地面积较大，其减噪效果稍差于前面两种措施，但该项措

施却同时兼有美化环境的重要功能。

    任何一种减噪措施在技术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并要付出不同的代价，因而需要根据工程实际，进

行防噪措施的技术与经济论证，在多方案比较之后，采用最佳方案。

5.4 施工期环境噪声影响评述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公路施工噪声限值标准，只能参照《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标准，对施工期

的环境噪声影响进行定性评述。对个别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且引起纠纷的敏感点，采取临时防噪措施。

    为便于定性评述，将公路工程噪声参考值列于附录E2中。
    公路工程施工噪声防治对策，概括有以下几点:保证施工机械的噪声符合限值标准;调整施工作业

时间，调整同时作业的施工机械数量;给予噪声受损者适当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