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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 为统一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标准$防止污染$改善

和保护环境$制定本规范%
!"#"& 本规范适用于海港’河港的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在

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价%
!"#"(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必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

规定%
!"#")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 一 般 规 定

!"# 评价阶段和评价程序

!"#"#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的组

成部分$
!"#"!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可分为 三 个 阶 段%第 一 阶 段 为 准 备 阶

段&第二阶段为评价阶段&第三阶段为报告书审批阶段$阶段划分

及各阶段的工作内容见图 ’"("’$
!"#")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应符合有关规定$
!"#"*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按附录 -.附
录 /和附录 0的要求编制$

!"! 评价类别和等级

!"!"# 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应根据项目的性质.规
模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所在地区的环境特征和区域环境功能规

划划分$
!"!"! 项目评价类别分 -./.0三类&环境要素评价分一.二.三

级$类别和等级可按表 ’"’"’规定划分$
!"!") -类评价项目必须进行详细.全面评价1/类评价项目应

根据评价重点进行评价10类评价项目可进行一般评价1-类和 /
类评价项目均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0类评价项目可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表$

!") 评 价 范 围

!")"# 港口建设项目的评价范围应根据项目评价类别.环境要素

’



评价等级和所在地区的环境特征确定!

图 "#$#" 环境影响评价的阶段划分及工作内容

%



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

与环境要素评价等级划分表 表 !"!"!

序号 工程性质 评价类别
水 环 境

评价等级

大气环境

评价等级

声环境评

价等级

生态环境

评价等级

#

煤 炭$矿

石$散 粮$散

化 肥 及 散 装

水泥

%类&年吞

吐量 #’’万 (
以上)

一 一

二&港界及

疏 港 公 路 两

侧 有 敏 感 目

标时为一级)

一

*类&年 吞

吐量 #’’万 (
以下)

二&工程显

著 影 响 水 动

力 条 件 时 为

一级)

二&有特殊

敏 感 区 时 为

一级)
二 二

!
石油$液化

气$散化及其

他危险品
%类 一 一 三 一

+
集装箱$多

用途码头等

%类&年吞

吐 量 +’万

,-. 及 以

上)

一 三

二 &港界处

有 敏 感 目 标

为一级)
二

*类&年 吞

吐 量 #’/+’
万 ,-.)

二&工程显

著 影 响 水 动

力 条 件 时 为

一级)

三

三 &港界处

有 敏 感 目 标

时为二级)
二

0类&年吞

吐 量 #’万

,-.以下)
三 三 三 三

1 客运站

%类&国际

客运站)
一

三&建有独

立 锅 炉 房 时

上调为二级)
二 三

*类&国 内

客运站)
二

三&建有独

立 锅 炉 房 时

为二级)
三 三

注2#"技术改造项目参照上述方法以对环境影响最大的货种为主确定

评价类别和环境要素评价等级3

!"在 评 价 区 域 内 如 有 养 殖 区$产 卵 场 和 生 长 区 或 生 态 自 然 保 护 区

等环境保护目标时4生态环境均按一级评价3

5"6"5 评价的时间范围应包括建设期和营运期3%类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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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同时评价建设期和营运期!"类评价项目应以评价营运期为

主!#类项目应对建设期和营运期进行影响分析$
%&’&’ 评价的空间范围应包括项目相关的陆域和水域在内的评

价区$(类和 "类评价项目的陆域范围应包括港区和与项目相邻

的生活区)疏港公路)铁路专用线及环境敏感目标!水域范围应包

括 港 池)进 港 航 道)新 建 锚 地*以 及 与 上 述 水 域 相 邻 的 环 境 敏 感

目标$

%&+ 评 价 内 容

%&+&, 港口建设项目的评价内容应根据项目的评价等级和评价

范围进行确定$评价时可按表 -&.&/的要求确定$
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表 -&.&/

评
价

等
级

评价内容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水 环 境

现状调查)监测和评

价*进行扩散参数和流

场的测试和计算*根据

工 程 分 析 选 择 合 理 模

式进行预测评价*提出

污染防治措施

现状调查)监测和评

价*根据工程分析进行

环 境 影 响 预 测 计 算 和

评价*提出防治措施

收 集 资 料*现 状 描

述*影 响 评 价*仅 作 类

比分析*提出环保措施

大 气 环 境

现状调查)监测和评

价*根据工程分析选择

合 理 模 式 进 行 预 测 计

算和评价*提出污染防

治措施

现状调查)监测和评

价*根据工程分析进行

环 境 影 响 预 测 计 算 和

评价*提出防治措施

收 集 资 料*现 状 描

述*影响评价仅作类比

分析说明*提出环保措

施

生 态 环 境

陆域生态)水域生态

详细调查和必要监测*
进行影响分析*提出减

缓影响的措施

陆域生态)水域生态

现状调查*进行影响分

析*提出防治措施

收集资料*现状单描

述*影响评价仅作类比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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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评
价

等
级

评价内容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声 环 境

进行现状监测评价!
选 用 有 关 模 式 预 测 交

通 噪 声 和 机 械 噪 声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范 围 和 程

度!提出控制措施

现状监测评价!选用

有 关 模 式 预 测 影 响 范

围和程度!提出控制措

施

现 状 和 影 响 评 价 仅

作类比分析

注"固体废物评价内容包括总量估算和性质分析!提出防治措施#

$



! 工 程 分 析

!"# 一 般 规 定

!"#"# 工程分析应以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和工程可行性研究技术

资料为依据$
!"#"% 工程分析应包括项目概况描述和项目建设期&营运期二个

阶段的污染源分析$分期建设的项目应按分期进行工程分析$
!"#"! 工程污染源强分析应根据建设项目的评价类别和污染物

性质’可采用类比分析法&物料平衡计算法&经验公式计算法&调查

统计法&查阅参考资料分析法等$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通过分析确定主要污染物和预

测评价因子$

!"% 建设期污染源强分析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进行施工活动分析’确定建设期

影响水环境和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及排放方式+采
用类比分析法&经验公式计算法确定未采取防污染措施和采取防

治污染措施二种状况下的污染负荷&污染强度及采取防污染措施

减少的污染负荷&污染强度$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采用类比分析法确定影响环境噪

声的主要施工机械噪声源强&施工车辆流量及交通噪声强度$
!"%"! ,类 评 价 项 目 可 采 用 类 比 分 析 法 确 定 建 设 期 影 响 水 环

境&大气环境和环境噪声的主要污染源和污染物$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宜采用类比分析法确定建设期固体

废物总量&主要成分及性质$
-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根据施工船舶的船型和施工期采

用类比分析法确定船舶污染物排放的种类和数量’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采用类比分析法或经验公式计算

法确定陆域形成)码头建设)进港航道疏浚产生悬浮物总量及排放

强度’疏浚作业悬浮物发生量可按下式计算*

+,--./0/12 34"5"67

式中 +88疏浚作业悬浮物发生量39:;7<
1288悬浮物发生系数39:=47<

-88发生系数 12时的悬浮物粒经累计百分比3>7<
-.88现场流速悬浮物临界粒子累计百分比3>7<

088挖泥船疏浚效率3=4:;7’

!"! 营运期污染源强分析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进行装卸工艺流程分析确定营

运期影响水环境)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及排放方式<可

采用类比分析法和经验公式计算法确定未采取防污染措施和采用

防污染措施二种状况下年排放污染负荷)污染强度及采取防污染

措施后的污染负荷)污染强度@采取防污染措施减少的污染负荷)
污染强度’
!"!"# 水环境一级和二级评价的污染负荷和污染强度计算应符

合下列规定’
!"!"#"? 生活污水量应包括陆域生活污水量和船舶生活污水量’
陆域生活污水量可按生活用水量进行计算<船舶生活污水量可根

据船型和到港艘次采用类比分析法确定’
!"!"#"# 船舶舱底油污水水量和含油量@可根据实测资料或采用

经验公式法)类比分析法确定’
!"!"#"! 油船压舱水的年水量和年压舱水中的油量@可分别按下

列公式计算*
AB,CD/E/F/G 34"4"5HI7

J



式中 !"##年压舱水量$%&’
()##无专用压载水舱设计船型载重吨$%*艘&’

+##无专用压载水舱的船舶年到港艘数’
,##压载水占设计船型载重吨的百分比$-&.可取 /0-

123-’
4##船舶压载水实载率$-&5

!67!"898 :
;333333 $2<2</=/&

式中 !6##年压舱水中油量$%&’
9##压舱水中的含油量$>?*@&.宜根据实测资料确定5

A<A<B<C 油船换装油品时的洗舱水量.宜按船舶载重吨的 ;3-
1/3-确定5
A<A<B<D 散装有毒液体卸船码头接收船舶洗舱水量和船舱残留

物.应根据有毒液体物质的分类和洗舱条件确定.并应满足下列要

求E
$;&F类物质卸船后的预洗舱水量应按从每个舱内排出的有

毒物质浓度计算5当排出浓度为 3<;3-时.水量可取 ;3>2’当排

出浓度为 3<3;-时.水量可取 ;33>25
需要达到装载另一种物质要求清洁条件的总洗舱水量.可按

载货舱容积的 2-10-计算5
$/&G类HI类和 J类物质卸船后达到清洁条件的洗舱水量.

大型散装液体化学品船每船可取 031/33>2’小型散装液体化学

品船每船可取 01/3>25
G类和 J类物质船舱残留物每舱可取 ;12>2’洗舱水量可

取2>25
A<A<B<K 煤炭H矿石码头 确 定 冲 洗 水 量 时 的 冲 洗 强 度 可 取 每 次

0@*>/’污水中煤炭H矿石的悬浮物含量.可采用类比实测资料确

定5堆场迳流雨水量可按下式计算E
(7L8M8N $2<2</=2&

式中 (##迳流雨水量$>2&’

O



!""迳流系数#可取 $%&’$%()
*""多年最大日降雨深+,-的最小值#应采用当地气象台

+站-&$年以上最大日降雨量资料#按大小排列#取最

小值)
.""汇水面积+,(-/

0%0%0 大气环境一级和二级评价的污染负荷和污染强度计算应

符合下列规定/
0%0%0%1 煤炭码头堆场起尘量和皮带机装卸起尘量#可分别按下

列公式计算2
3&4(%&+565$-789:& +7%7%7;&-

式中 3&""煤堆起尘量+<=>?8@-)
5""计算堆场起尘条件下的风速+,>A-)
5$""煤尘起动风速+,>A-#应根据项目煤炭品种的粉尘

风洞试验资料确定)
:&""与煤炭含湿量有关的系数/

3(4$%$75&%B8*89:( +7%7%7;(-
式中 3(""皮带机卸料起尘量+<=>?-)

5""计算条件下的风速+,>A-)
*""卸料时的落料高度+,-)
:(""与煤炭含湿量有关的系数/

0%0%0%C 石油D散装液体化学品装船和装罐作业排出的油气和化

学品气体排出量#可采用油品D化学品损失率计算/损失率宜采用

实测或统计法确定/
0%0%0%0 散粮码头的扬尘量可采用经验系数法确定/
0%0%0%E 散装化肥码头和散装水泥码头的粉尘排放量和排放浓

度#宜采用类比法确定/
0%0%0%F 港口燃煤锅炉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可分别按下列

公式计算2
G&4H8I8JKL8+&6M- +7%7%7;7-

式中 G&""锅炉烟尘排放量+<=>N-)

$&



!""锅炉燃煤的灰份 #$%&可根据锅炉使用煤质分析资

料确定’
(""锅炉耗煤量)*+,-%’
./0""烟气中烟尘占灰份量的百分数)$%’
1""锅炉配套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可根据配套除尘

器型号确定2
345467$89$8( ):6:6:;<%

式中 34""锅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9$""锅炉燃煤的全硫份&可根据锅炉使用煤质分析资料

确定’
(""锅炉耗煤量)*+,-%2

=6=6> 港口机械噪声?疏港车流量和交通噪声&宜采用类比实测

资料确定2
=6=6@ 港口船舶固体废物和陆域固体废物发生量宜采用统计分

析法确定2

AA



!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查

!"# 自然环境调查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进行评价区域的地质&地貌&水文

和气象等自然环境的调查’
!"#"( 地质调查应概要说明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地层构造等情况’
!"#") 地貌调查应收集建设项目所在地的海拔高度&地形特征&
地貌类型’
!"#"! 水文和气象调查应重点调查评价区内气象台和水文站的

长期观测资料’

!"( 社会环境调查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进行评价影响区域内的城镇与乡

村分布&交通&邮电&环保基础设施&工农业发展规划等社会环境调

查’
!"("( 城镇与乡村分布应收集批准的资料*确定评价区内的环境

敏感目标’
!"(") 交通&邮电及环保基础设施调查应重点收集与项目相关的

公路&铁路&水运&邮电通讯&污水处理设施现状及发展规划’
!"("! 工农业生产调查应收集项目相关的厂矿企业&工业结构&
能源消耗&土地利用等’

+,



! 水环境影响评价

!"# 水环境现状评价

!"#"# 水环境现状评价应包括评价区内的污染源评价和水质质

量$底质现状评价%
!"#"& 水环境现状评价应充分利用现有监测资料’现有资料的收

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 收集评价水域的水质$底质长规监测资料%收集的资料

应是国家三级及以上的环境监测站近三年的监测成果%
!"#"&"& 应收集评价水域及相邻水域近三年内经审查的环境评

价资料%
!"#"( 一$二级评价污染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 调查直接排入评价水域的陆域污染源$船舶污染源及对

评价水域有较大影响的相邻污染源%
!"#"("& 内 容 应 包 括 污 染 源 的 分 布$排 放 形 式$排 放 量$排 放 成

分$排放规律和排放途径等%
!"#"("( 调查可采用社会调查$实地监测和统计计算等方法%
!"#") 污染源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评价因子应选择排放量大$毒性大$对环境和人群健康

影响较大的污染物%
!"#")"& 评价标准应采用现行污水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
!"#")"( 评价方法可采用等标污染负荷法$等标排放量法$计算

污染源和污染物的分担率%
!"#")") 评价结果可用列表法和直方图法表示’并确定主要污染

源和排入评价水域的主要污染物%
*+



!"#"! 一$二级评价现有监测资料不能满足评价需要%进行补充

监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水环境现状监测包括水质监测和底质监测&
!"#"!"’ 监测断面$垂线和采样点设置应根据评价区域的水文$
地形条件和评价内容%采用射线法%轴线法或功能布点法确定%采

样垂线不应少于 (条&并满足下列要求)
*+,开敞式海港项目宜采用射线法由岸线向外设置 -./个断

面%每 个 断 面 布 设 近$中$远 三 条 采 样 垂 线%垂 线 间 距 为 (0012
+0001%近岸垂线不应被建设后的码头所覆盖3在锚地和环境敏

感目标处宜增设采样垂线3
*4,有掩护海港宜采用轴线法沿设计主航道两侧布设采样垂

线%在锚地$港池口门及环境敏感目标处宜增设采样垂线3
*-,河港宜在拟建码头及上游$下游共布设 -个断面%每个断

面布设 -条采样垂线%在锚地和环境敏感目标处应增设采样垂线3
*/,重要的排污口下游 (0012+0001处应设置监测断面3
*(,底质采样可按水质采样垂线的 (05设采样点%以近岸为

主%兼顾其他采样点&
!"#"!"6 水环境监测因子应根据评价因子筛选确定%并满足下列

要求)
*+,海港$河口港一$二级评价的水质必须监测的因子为)78$

油类$9:;$;:$<<$无机氮$无机磷和盐度3河 港 一$二 级 评 价 的

水质必须监测的因子为)78$石油类$高锰酸钾指数$;:3并应根

据项目性质及货种增加监测因子3
*4,一$二级评价的底质监测因子可根据需要从下列因子中选

取)油类$有机质$=>$?@$9A$9B$8C等&
!"#"!"D 水环境现状监测采样要求及分析方法满足下列要求)

*+,海域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E海洋调查规范F&
*4,河流及其他地面水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GH-I-IE地面水

环境质量标准F的有关规定&
!"#"!"! 监测时段及频率满足下列要求)
/+



!"#海港和河口港一级评价的水质监测次数应为大潮期和小

潮期各一次$每期高潮%低潮各采样一次$底质采样一次&二级评价

监测时段应根据项目要求确定$监测次数宜为大潮期和小潮期各

一次$每次高%低潮各采样一次$底质采样一次&
!’#河港一级评价的水质监测次数应为枯水期和平水期各一

次$每次连续二天$每天取样一次&二级评价的监测次数应为枯水

期或平水期中的一次$每次连续二天$每天取样一次&三级评价项

目已有资料不能满足评价需要时$可在平水期或枯水期进行一次

水质补充监测(
)*+*, 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评价因子应在监测因子中选择确定(
)*+*,*- 评价标准应经有关部门确认(
)*+*,*. 水质和底质宜采用单项指数法评价(
)*+*,*/ 评价结果满足下列要求0

!"#确定评价水域内的主要污染物质%污染程度和位置&
!’#分析各种污染物质的超标原因&
!1#综合确定水环境质量(

)*- 水环境影响预测

)*-*+ 水环境影响预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 对工程分析确定的污染因子进行预测(
)*-*+*- 当运载疏浚物的船舶选择的航线二侧无环境保护目标

和疏浚物在划定的抛泥区内抛弃时$可不评价悬浮物和疏浚物对

水环境的影响(
)*-*+*. 分析污染因子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 污染预测方法与计算模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污染预测的流场计算应符合附录 2的要求&污染预测

方法的选择应满足水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深度要求(一级评价应采

用数值模拟或模式计算方法$二级评价可采用模式计算方法$三级

评价可采用类比分析方法(
3"



!"#"#"# 水质预测模式的选择满足下列要求$
%&’空间维数与流场计算模式一致(
%)’满足污染物排放的代表性条件(
%*’反映预测因子的理化特性+

!"#", 水质预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海港一-二级评价可溶性污染物扩散预测可按下式计算$
./
.012

./

.314
./
.56

.
.3%78

./

.3’6
.
.579

./: ;.5 <=> %?")"*’

式中 /@@可溶性污染物浓度(
78@@纵向扩散系数(

79@@横向扩散系数(

2@@8方向的平均流速分量(
A@@9方向的平均流速分量(
=>@@可溶性污染物的排放率+

!"#"B 河港一-二级评价水质污染预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B"C 持久性污染物在平直河流混合过程段岸边排放和非岸

边排放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3D5’</E1
/FGF

H IJ9K 32
L8F6 25)

MJ5: ;N 3

1L8F62%)O65’
)

MJ5P QR3 %?")"MS&’

式中 /%3D5’@@%3D5’点污染物垂向平均浓度%TUVW’(
3D5@@笛卡儿坐标系的坐标%T’(
2@@河流断面平均流速%TVX’(
GF@@废水排放量%T*VX’(

/F@@污染物排放浓度%TUVW’(

/E@@河流上游污染物浓度%TUVW’(

H@@平均水深%T’(
J5@@横向混合系数%T)VX’(

I@@圆周率(

Y&



!""河流宽度#$%&

’#()*%+’,-
’./.

01 2345 (6
78.9 6*0

:34; <= ( -78.
6#0>-*%0

:34? @(

-78.96#0!90>9*%
0

:3*? @A( #BC0C:D0%

式中 >""排放口到岸边的距离#$%&
ECFCGCF 持久性污染物在弯曲河流混合过程段岸边排放和非岸

边排放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H

’#()I%+’,-
’./.

1#23J(%KL078.9
I0

:3J; <= (

-78.9#0/,9I%
0

:3I? @A( #BC0C:DM%

’#()I%+’,-
’./.

01#23J(%KL0
78. 9 I0

:3J; <= ( -78. 9
#0>169I%0

:3J? @A(

-78.9#0/,90>N69I%
0

:3J? @A( #BC0C:D:%

式中 /,""河流流量#$MLO%P

I""累积流量#$MLO%)I+16*P
1""平均水深#$%P
6""河底断面平均流速#$LO%P
*""4向距离#$%P
3J""累积流量坐标下横向扩散系数#$0LO%)

3J+10634P

34""横向混合扩散参数#$0LO%&
ECFCGCQ 非持久性污染物在平直河流混合过程段岸边排放和非

岸边排放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H

’#()*%+78.9RK 8; <ST:UU6 ’,-
’./.

1#23JV6%KL0
78.9 6*0

:34; <?= V

-78.96#0!9*%
0

:34; <@AV #BC0C:DB%

WK



!"#$%&’()*+,- #. /012334 !56
!*7*

89":;<=4&->8
()*+ 4%8

2;<. /?@ =

6()*+4"8A6%&
8

2;<. /= 6()*+4"8B+8A+%&
8

2;<. /CD=

"EF8F2G1&
式中 H-II耗氧系数"->J&$,-’KFL1M3FK2N
OFPFQFQ 非持久性污染物在弯曲河流混合过程段岸边排放和非

岸边排放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R

!"#$S&’()*"+,- )
012334!56

!*7*
9":;T=&@ ->8

()*+ S8

2;T. /= 6()*+875+S2;T. /? CD= "EF8F2GU&

!"#$S&’()*"+,- )
012334!56

!*7*
89":;T=&->8

()*+ S8

2;T. /?@ =

6()*+"8A946S&
8

2;T. /= 6()*+"875+8A94+S&
8

2;T. /CD=

"EF8F2G0&
OFPFQFO 河口和感潮河段可按下式计算R

VW
VX6Y’

VW
V#’;)

V8W
V#86;)

V8W
V%86Z3 "EF8F2GL&

式中 ;)II纵向扩散参数N
OFPFO 一[二级评价疏浚悬浮物污染扩散可按下式计算R
V
VX"9Z-&6

V
V#6 49Z-6 V. /V# "\9Z-&’ VV#,=] VZ-. /V#
6 VV%,=]

VZ-. /V% 67+^K-_‘-_Z- "EF8FE&

式中 aII时间"bcd&e
#[%II平面坐标"b&e

Z-II各粒子的 ff浓度"bg>h&e

4[\II)[<方向平均流速"b>i&e
9II水深"b&e

,j,kII)[<向的水平涡动扩散系数e

0-



!"##各粒径的 $$发生量%&’()*

+"##各粒径的沉降速度%,’-)*

."##各粒径的沉降系数/

01213 一4二级评价的吹填泄水口排放悬浮物的污染扩散可按下

式计算5

6%789): +
;<=7>

?@A =
<9<

+<7B C< %D1<1E)

式中 6%789)##距污染源不同距离的 $$浓度%,F’G)*
+##悬浮物排放率%F’-)*
=##扩散速度%,’-)*
>##沿 @方向轴线流速%,’-)/

0121H 混合输移扩散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0121H1I 海港和河港一级评价在有条件时8宜采用示踪试验确定

混合输移扩散参数*无条件时8可采用相似海区的试验结果或经验

公式计算/进行示踪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5
%")示踪物能反映代表性污染物质的特性*
%<)试验条件与水质预测条件相似/

0121H12 河流混合扩散参数可按下列方法确定5
%")非感潮河段横向混合扩散参数8当 J’>K"LL时可采 用

泰 勒%MNOPQR)公式计算8当 J’>S"LL时可采用菲希尔%TU-V(?R)
公式计算*

%<)河流纵向扩散参数可采用爱尔德%WPX?R)公式计算/
0121H1Y 海湾4河口平面混合扩散系数可分别按下列公式确定5

Z@:D1[\=7]:D1[\̂ ;_’]"’E‘a=a %D1<1bc")

ZO:D1[\=9]:D1[\̂ ;_’]"’E‘ada %D1<1bc<)
式中 =4d##@4O向垂向平均流速%,’-)*

e##糙率/
0121f 疏浚悬浮物扩散计算参数 749方向的水平流速 =4d5可按

疏浚区实测资料确定*749方向的水平涡动扩散系数 g@4gO5一级

["



评 价 项 目 应 由 现 场 实 验 分 析 确 定!二 级 评 价 项 目 可 类 比 分 析

确定"
#$%$& 水环境污染影响预测的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一(二级评价应达到设计水文条件下的污染物浓度控制

要求)给出预测因子的空间浓度分布图!确定影响范围和程度)定

量分析敏感目标和保护目标的影响程度"
#$%$&$% 三级评价分析主要污染物最大影响范围和污染程度"

*+



!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

!"#"#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应包括污染源评价和环境空气质量现

状评价$
!"#"%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应充分利用已有监测资料$已有监测资

料的收集应是评价区域内或相邻区域内&国家三级及以上的环境

监测站近三年的监测成果或经审查的环境评价资料$
!"#"’ 大气污染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一(二级评价调查评价区内的主要污染源以及与评价区

相邻的重大污染源$三级评价调查评价区内与拟建项目密切有关

的污染源$
!"#"’"% 调查内容包括污染源的分布(排放量(排放因子(排放方

式(排放规律和排放途径等$
!"#"’"’ 调查方法可采用社会调查(现场监测和类比分析$
!"#") 大气污染源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评价因子应选择排放量大&毒性大(对环境和人群影响

较大的污染物$
!"#")"% 评价标准应采用现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环境质

量标准$
!"#")"’ 评价方法可采用等标排放量法(等标污染负荷法&计算

污染源和污染物的分担率$
!"#")") 评价结果可用列表法和直方图法表示&确定评价区域内

的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
!"#"* 已有大气环境监测资料不能满足现状评价需要时&应进行

+,



补充监测并符合下列规定!
"#$#%#$ 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和评价区的气象&地理条件&敏感目

标采用的功能点法监测点位’一&二级评价不少于三个测点(并符

合下列要求!
)*+改建&扩建项目和污染源密集区内的监测点宜多于新建项

目和污染源稀少区内的监测布点’
),+评价区常风向下风侧(主要污染源的下风向设监测点’
)-+敏感目标处置设监测点!

"#$#%#. 监测点不应设置在污染源旁及主要交通干线处(应避开

树林和高层建筑物(周围应有 ,/01以上的自由空间!
"#$#%#2 一&二级评价监测 因 子 为 345&46,&768(并 根 据 项 目

性质&货种增加监测因子!
"#$#%#9 监测因子的测定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
"#$#%#% 监测时段和频次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级评价可选择典型月份监测二次(每次连续监测 -<=
天’

),+二级评价可择典型月份连续监测 ,<-天’
)-+三级评价在已有资料不满足评价需要时可进行连续监测

*<,天!
"#$#%#" 一&二级评价监测数据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采样分析的有效数据数和百分率’
),+各次监测的日均值与 *小时均值’
)-+日均值的超标率与 *小时均值的超标率’
)?+浓度分布和变化规律!

"#$#"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评价项目的监测因子作为评价因子!
"#$#"#. 评价标准应经有关部门确认!
"#$#"#2 评价方法宜采用单项指数法!
"#$#"#9 一&二级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



!"#确定评价区内的主要污染物$污染程度和范围%
!&#分析污染物超标原因%
!’#综合确定环境空气质量(

)*+*)*, 三级评价分析监测资料确定环境空气质量(

)*- 污染气象统计分析

)*-*+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应收集评价区内和相邻气象台站的气

象资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一 级 评 价 的 资 料 不 少 于 /年.二 级 评 价 资 料 不 少 于 ’
年(
)*-*+*- 一级评价项目.污染气象统计分析的内容应满足下列要

求(
!"#年$季的地面温度$湿度$降雨量%
!&#年$季的风玫瑰图%
!’#最大风速$最小风速$月平均风速及变化规律$典型日平均

风速%
!0#年各风向$各风速段$各类大气稳定度的联合频率(

)*-*- 风污染系数的计算与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 风污染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1

234
56789
86 !:*&*&;"#

2<4
5678&6
8&9

!:*&*&;&#

式中 23==气态污染物污染系数%

2<==颗粒污染物污染系数%

56==>风向出现频率!?#%

86==>风向平均风速!@AB#%

89=="C@高处各风向平均风速!@AB#(

)*-*-*- 绘 制 ":个 方 位 污 染 系 数 玫 瑰 图.确 定 主 要 污 染

方位(

’&



!"#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内容应根据工程分析确定的主要污染

因子进行预测%分析污染因子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 一(二级评价影响预测模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 连续点源扩散计算模式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平均风速大于 *,-.时%气态物质的扩 散 可 按 下 式 计

算/

0)1%2%3+4 5
6789:2:3;<=>?

@6

6:A B62
<=>?)C?DE+

6

6:F G6
3

H<=>?)CHDE+
6

6:F GI J6
3

)K"L"6M*+

式中 0NN污染物质浓度值),O-,L+P
5NN污染物质排放率),O-.+P
QNN排放源高度处的平均风速),-.+P

:2(:3NN横向扩散参数),+(垂直扩散参数),+%可按现行行

业标准 RS-T6"6U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V的附录 W
选取P

D<NN排放源有效高度),+%R<4RHXRP
DNN排放口高度),+P
XDNN烟气抬升高度),+P
YNN纵向距离),+P
@NN横向距离),+P
CNN垂向距离),+P

)6+当平均风速等于或小于 *,-.时%气态污染物质扩散可按

下式计算/

0)Z+4A B67
*-6

;[57\;
*

]6H^
6

\6;D
6
<

;<=>
?D6

<;Q6

6\6 ; *

]6H^
6

\6;D

_

‘

a

b
6
<

)K"L"6M6+

c6



式中 !"#$%%距污染源水平距离为 #处的地面浓度"&’(&)$*
+%%污染源到计算点的水平距离"&$*
,-.%%静风状态下扩散参数表达式中的系数"/01,2-,31

.2$4
")$颗粒物质扩散可按下式计算5

!"67879$1":;,$<=>?@0@ABCADE
F=

=@=0
E
G’BH?EIJ KC

=

=@

L

M

N

O=
3

"PQ)Q=R)$

式中 G’%%沉降速度"&(S$7

G’1T
=UV
:WX*

T-U%%颗粒粒径和密度*
V%%重力加速度*
X%%空气动力粘度系数*
,%%地面反射系数7可按表"PQ)Q=$选取4

地面反射系数",$ 表 PQ)Q=
粒径范围"Y&$ :Z[)\ ):[]̂ ]W[ Ẑ P̂[:\\

平均粒径"Y&$ == )W P\ WZ

反射系数",$ \QW \QZ \Q) \

_Q‘QaQa 颗粒物质的地面降尘量可按下式计算5
<b1GbB!"A707c$ "PQ)Q=R]$

式中 <b%%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和降尘量*
Gb%%颗粒物质沉积速度"&(S$*

!"A707c$%%颗粒物质地面浓度"&’(&)$4
_Q‘QaQ‘ 气态物质线源的扩散可按下式计算4

!"A707c$1J K=>
:(=

B <de,3BCAD
EI=

C

=,J K=
3

Bf
g=

g:
:
h=>

BCADEi
=

J K= BTi "PQ)Q=RZ$

式中 <d%%线源源强"&’(&BS$*
i:7i=%%i:1F:(/07i=1F=(/07其中 F:-F=为线

Z=



源始点和终点!

"
#$

#%&’()*
$

+ ,$ -*..查标准正态分布面积表取值/

0121314 面源和体源扩散计算宜采用虚拟等效点源法5以6789
78:;<67=97=:;分别替代点源模式中的扩散参数 78 和 7=!78:<7=:
的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6%;面源的 78:<7=: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78:? @
A1B 6C1B1$DC;

7=:?
E&

$1%F 6C1B1$DG;

式中 @..面源单元边长6H;!
E&..面源等效排放高度6H;/
6$;体源的 I8:<I=: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I8:? J
A1B 6C1B1$DK;

I=:? L
A1B 6C1B1$DM;

式中 J..体源的宽度6H;!
L..体源的高度6H;/

012131N 污染物长期平均浓度可按下式计算>

OP?Q
R

#?%
Q
%G

S?%
Q
F

T?%
Q
C

U?%
O(5S5T5UVWS5T5U9OX 6C1B1$D%Y;

式中 O..污染物长期平均浓度值6HZ[HB;!
O(5S5T5U..#污染源在 \风向<]风速<̂ 稳定度时的平均浓度

值6HZ[HB;!
WS5T5U..某平均时段内 \风向5]风速<̂ 稳定度的联合频率!

_..污染源总数目!
OX..污染物浓度背景值6HZ[HB;/

01212 一级评价可利用相似条件的实测资料对预测模式进行分

析验证/
C$



!"#"$ 预测评价的深度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 一’二级评价应分别对建设期和营运期进行污染预测%
三级评价应对营运期污染进行分析%
!"#"$"( 一级评价计算地面 )小时浓度’日均浓度和长期浓度*
并绘制浓度分布图+二级评价计算地面和日平均浓度%
!"#"$"# 一级评价应计算环境保护目标处典型气象条件下的 )
小时平均地面浓度%
!"#"$"$ 一’二级评价确定对评价区的影响范围和污染程度*定

量分析对敏感目标的影响+三级评价分析主要污染物最大影响范

围和污染程度%

,-



!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应根据评价等级和环境特点确定水域

生态和陆域生态的调查内容$
!"#"% 水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应以收集近 &年已有的资料为主’
资料不足时’进行补充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 海港(河口港一级评价进行浮游生物(水产养殖(渔业捕

捞(产卵场和生长区(洄游动物及珍稀动植物调查’岸线侵蚀(水域

冲刷与淤积调查$
!"#"%"% 海港(河口港二级评价进行水产养殖(渔业捕捞(产卵场

和生长区洄游动物及珍稀动植物调查$
!"#"%") 河港一(二级评价应进行水产养殖(渔业捕捞(洄游动物

和珍稀动植物调查’岸坡稳定(河道冲刷与淤积调查$
!"#") 海域生态调查的站位布设和调查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浮游生物调查站位的数量和位置宜与水环境现状调查

的站位一致$
!"#")"% 浮游生物调查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海洋监测规范+$
!"#", 海港(河港的一(二级评价应收集评价范围内陆域的地质

地貌(水土保持(土壤类型和主要植被的有关资料$
!"#"- 海港一(二级评价宜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生

态现状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确定水域生态 的 营 养 状 态’营 养 状 态 指 数 可 按 下 式 计

算.

/0



!"
#$%&’(&)(

*+,, &-,. /01-1+2-3

式中 !44营养状态指数5!6-时为富营养型5!7-时为贫营

养型8
#$%44化学耗氧量/9:;<38
’(44无机氮含量/9:;<38

)(44无机磷含量/9:;<3=

>1?1@1A 分 析 确 定 浮 游 生 物 的 种 类B数 量B优 势 种B分 布 及 多 样

性5多样性指数可按下式计算C

D"EF
G

("-
/)(3/<H:I)(3 /01-1+2I3

式中 D44群落多样性指数8
J44种类8

)(44样品中属于第 K种的个体比5)("L(;’5其中 L(为第

K种个体数5’为样品个体总数=
>1?1@1M 分析确定水产养殖B渔业捕捞和珍稀动植物种类B分布

和面积8分析确定洄游动物种类B洄游的性质B时间和路线=
>1?1N 陆域生态应根据调查分析 地 质 地 貌B水 土 流 失 及 植 被 状

况=

>1A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A1? 海港B河港一B二级评价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根据现状调查

岸线规划B环境功能规划及水环境影响评价等5分析项目的建设和

营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A1A 一级评价应采用定性和定 量 的 方 法5重 点 分 析 对 水 土 流

失B岸线变化B冲涮与淤积B水产养殖B渔业捕捞B珍稀动植物B洄游

动物以及动物产卵场和生长区的影响=
二级评价宜定性分析项目对水土保持B水产养殖B渔业捕捞B

珍稀动植物B洄游动物以及动物产卵场和生长区的影响=
三级评价宜定性分析项目对水产养殖B渔业捕捞的影响=

OI



!"#"$ 一%二级评价应分析和建设期施工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

性质%范围%程度和时段&
!"#"’ 一%二级评价应分析营运期主要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影响的

性质范围和程度&
!"#"( 一%二级评价应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资料分析防波堤%引

堤%护岸%码头等水工建筑物的对水动力条件变化%洄游动物%水产

养殖业的影响&

)*



! 声环境影响评价

!"# 声环境现状评价

!"#"# 声环境现状评价应包括噪声源调查和环境噪声现状评价$
!"#"% 声环境现状调查应采用收集资料和现场监测相结合的方

法$资料应为评价区内近三年的噪声监测资料和经审查的评价资

料$
!"#"& 噪声源调查应包括噪声源种类’数量及相应的声级$
!"#"( 环境噪声现状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测点按环境功能法在港区内’港界’港外的环境敏感目

标处及主要污染源布设$
!"#"("% 监测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 )*+,-./012城市区域环境

噪 声测量方法3’)*-01.42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3和现行

行业标准2环境监测技术规范3的有关规定$
!"#"("& 一’二级评价分别连续监测 1天’0天5每天昼间和夜间

各一次$
!"#"("( 一级评价应对环境敏感目标和港界处的测点进行连续

0.6监测$
!"#"7 环境噪声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7"# 评价标准应经有关部门确认的标准$
!"#"7"% 一’二级评价应分析噪声源的特性和变化规律$
!"#"7"& 一’二级评价应确定评价区内的敏感目标及港界处的声

级’超标状况$
!"#"7"( 一’二级评价应 综 合 分 析 和 确 定 评 价 区 内 的 声 环 境 质

量5三级评价描述声环境状况$
-1



!"# 声环境影响预测

!"#"$ 声环境影响预测内容应根据工程分析确定的主要噪声源%
预测对噪声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 预测评价量应为等效连续 ’声级&
!"#"( 噪声预测宜采用模式计算和类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模式

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码头独立单机和移动范围较小的装卸机械的噪声辐射

声级可按下式计算)
*+,-*./点0123450607*0809* -6"1":;</

式中 *+==预测点接受到的声级->?’/@
-*./点==某设备的噪声声级->?’/@

5==预测点到声源的距离-A/@
7*==墙壁隔声量->?’/@
8==屏障隔声量->?’/@
9*==其他因素衰减量->?’/&

!"#"("# 码头固定式连续输送机械的辐射声级可按下式计算)

*+,-*./线B<2C34 <5CDEF
<G HI J15 0607*0809*-6"1":;1/

式中 -*./线==输送机械的噪声声级->?’/@
*==输送带长度-A/&

!"#"("( 疏港公路的交通噪声的辐射声级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K/L,-*./LB12C34
8L
MLG H7 09*距 离B9*纵 坡B9*路 面0<:

-6"1":;:/

*K,<2C34N
F

L,<
<22"<-*K/I JL 09*<09*1 -6"1":;O/

式 中 P==疏 港 公 路 上 行 驶 的 车 辆 种 类%按 表 6"1":;<规 定 划

分&

1:



车 型 分 类 标 准 表 !"#"$%&
车 型 标准载货量’() 标定座位’座)

大型车 *"+以上 +,以上

中型车 #"+-*"+ #,-./

小型车 #"+以下 #,以下

’01)2334种类车辆的预测点的辐射声级 56’7)8
’09)2334种类车辆的噪声声级 56’7)8

’:2)334种类车辆昼间或夜间的平均车流量’辆;<)8

’=2)334种类车辆的平均速度’>?;<)8

@0距 离334类车辆行的距离衰减量 56’7)8

@0纵 坡33公路纵坡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 56’7)A可按大型

车 /!BC中型车 *$BC小型车 +,B计算AB为公路纵坡

坡度8
@0路 面33公路路面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 56’7)A根据不同

的路面按表 !"#"$%#规定确定8
路 面 修 正 量 表 !"#"$%#

路 面 @0路面56’7)

沥青混凝土路面 ,

水泥混凝土路面 &-#

@0&33公路曲线或有限长路段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 56
’7)8

@0#33公路与预测点之 间 的 障 碍 物 引 起 的 交 通 噪 声 修 正

量 56’7)D
E"F"G"H 铁路噪声可按下式计算D

01I’01)JK&,LMNOOJK@0 ’!"$"#%+)

式中 ’01)J33OJ处的参考位置声级8
OJ33测量参考声级处距声源距离’?)8

@033各种衰减量 56’7)D

$$



!"#"$"% 预测点的声级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总-./0123
4

5-.
.//".’(67 8,9 ’:";"<=>,

’()*+,预-./0127.//".’()*+,总?.//".’()*+,监8 ’:";"<=@,
式中 ’()*+,预AA预测点昼间或夜间噪声预测值’BC),D

’()*+,总AA预测点接受到的 4个噪声污染源的噪声值总

和 BC’),D
’()*+,监AA现状监测值 BC’),D

EAA可影响预测点的各类噪声污染源个数F
!"#"G 声环境影响评价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G"H 一I二级评价应确定建设期I营运期的噪声影响范围及

对港界和敏感目标处的影响程度F
!"#"G"# 一级评价应绘制噪声声级的等值分布图J分析对声环境

的影响规律F
!"#"G"$ 二级评价列表给出影响范围和程度

K;



! 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 船舶垃圾污染分析

!"#"# 船舶垃圾污染分析深度应根据评价类别$货种$船型$船舶

航区确定%
!"#"& 可采用类比分析法和统计计算法’估算停靠码头和停泊锚

地船舶的垃圾发生量%
!"#"( )类$*类评价项目应分析国内船舶$国外船舶垃圾的影

响%

!"& 陆域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 陆域固体废物污染分析的深度应根据港口建设项目评价

类别$货种确定%
!"&"& )类$*类评价项目应分析建设期和营运期的固体废物的

种类’采用类比法或统计法估算发生量%
!"&"( )类$*类评价项目应分析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和危

险废物的影响%
!"&"+ )类$*类 评 价 项 目 应 根 据 固 体 废 物 的 分 类 分 别 进 行 处

理,-类评价项目可只估算固体废物的发生量及去向%

./



!" 事故风险污染分析

!"#"#! 石油码头$液化气码头$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码头及有毒

固体化学品码头必须进行事故风险污染分析%风险分析范围包括

码头$锚地和库区&
!"#"#’ 溢油事故风险污染分析应根据工艺流程$自然条件(采用

类比分析法统计法确定事故污染的几率$类型$强度&
!"#"#) 宜采用定性方法分析事故风险污染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确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 水环境事故污染宜采用类比分析或数值模拟计算分析确

定%大气环境事故污染宜采用类比分析或模式计算分析确定&
!"#"#+ 水环境事故污染评价深度应给出污染物扩散面积$漂移

轨迹(确定污染范围$污染程度及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大气环

境事故污染评价深度应给出污染物质扩散范围$地面浓度分布(确
定污染程度及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



!! 社会影响分析

!!"! 公众参与调查

!!"!"! #类评价项目应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 公众参与调查的主要调查对象应为直接受影响的居民$
!!"!"& 可采用填调查表’座谈会等方式进行调查(回收的调查表

应不少于 )*张+回收率不低于 ,*-+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应不少于

.*人+被调查的人 /*-应是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居民$
!!"!"0 调查内容应为被调查人对建设项目的态度’意见’建议和

要求+记录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性别’民族’宗教’文化程度等内

容$
!!"!"1 应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公众对项目的态度’意见’建议和要

求$

!!"% 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

!!"%"! #类评价项目应评价征地拆迁安置对项目所在社区及接

受社区的影响+2类评价项目可根据需要分析征地拆迁安置对社

区的影响$
!!"%"% 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评价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调 查 项 目 所 在 社 区 及 拆 迁 安 置 接 受 社 区 的 人 群 结

构$
!!"%"%"% 调 查 征 用 土 地’拆 迁 房 屋’安 置 人 员 的 数 量 和 补 偿 情

况$
!!"%"%"& 调查拆迁居民的重新安置情况$
!!"%"& 调查可采用问卷’座谈会等方式+回收的调查表应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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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回收率不低于 $"%#座谈会的参加人数应不少于 &"人#被

调查的人应是直接受征地拆迁影响的人员’
(()*)+ 调查内容应为拆迁居民对重新安置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记录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性别,民族,宗教,文化程度等内容’
(()*)- 应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拆迁人员对重新安置的不同意见,
建议和要求’

((). 景观及文化设施影响分析

(().)( /类,0类评价项目宜根据需要进行景观及文化设施的

影响分析’
(().)* 景观及文化设施影响宜采用定性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 对项目建设前的景观及文化设施现状进行调查’
(().)*)* 对项目建成后的景观构思及文化设施状况进行分析’
(().)*). 对项目建设前后的景观及文化设施的变化进行对比分

析’

$1



!" 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监控

!"#! 环境保护管理

!"#!#! 新建项目应根据工程规模$性质确定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和环境监测设施%根据管理和监测需要配备 人 员$仪 器 设 备 和 设

施&
!"#!#" 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应分析已有环境保护管理机

构和监测设施的能力’根据需要增加人员$仪器设备及设施&
!"#!#( 应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制定人员培训计划&
!"#!#) 应编制管理和监控的设施$仪器设备清单及费用估算&

!"#" 环 境 监 控

!"#"#! *类和 +类评价项目应根据建设期和营运期对环境的

污染程度确定环境质量控制方案&
!"#"#" *类评价项目应根据建设期和营运期污染种类$污染影

响范围确定环境监测计划和需要制定的主要环境管理制度&环境

监测计划应包括监测断面和站位$监测因子$监测时段$监测方法

和数据处理等内容&
!"#"#( *类评价项目应提出项目建设期和营运期环境保护管理

计划和环境监控计划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及规章制度&

,-



!" 防治污染措施与环境经济

损益分析

!"#!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 港口建设项目应根据影响评价结果提出建设期$营运期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措施技术上应

可行&经济上应合理%
!"#!#’ 防治水环境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建 设 期 防 治 污 染 和 减 缓 影 响 的 措 施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确定现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的简易处理方案,
)-+确定施工船舶舱底油污水处理方案,
).+确定疏浚和陆域形成产生的悬浮物对保护目标影响的防

治措施%
!"#!#’#’ 营 运 期 防 治 污 染 和 减 缓 影 响 的 措 施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确定码头和锚地船舶的舱底油污水$船舶垃圾和船舶废油

的接收处理方案,
)-+确定石油$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码头船舶压舱水$洗舱水

的接收处理方案&泵房冲洗水$贮罐清洗水及贮罐区初期雨水处理

方案,
).+确定煤炭$矿石码头堆场雨水和冲洗水的处理方案,
)/+确定多用途码头$集装箱码头洗箱水的处理方案,
)0+确定港区生活污水处理方案,
)1+确定石油$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码头 事 故 污 染 的 应 急 措

2/



施!
"#$"$# 防治大气环境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确定建设期防治施工粉尘污染保护目标的措施%
"#$"$#$& 营运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确定煤炭*矿石*散粮*散装水泥和散化肥码头防治粉尘污

染的措施!
’+)确定石油*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码头有害气体污染防治措

施!
’,)确定生产*生活用锅炉烟气污染防治措施%

"#$"$- 减缓生态环境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确定防治陆域取土区水土流失的措施%
"#$"$-$& 确定减缓影响生态敏感区域的措施%
"#$"$-$# 确定防护绿化和环境绿化方案!
"#$"$. 控制声环境污染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确定控制施工噪声对环境保护目标影响的措施%
"#$"$.$& 确定控制装卸机械*空压机*锅炉房等机械噪声及疏港

公路交通噪声对环境保护目标影响的措施%
"#$"$/ 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确定施工建筑垃圾处置方案%
"#$"$/$& 确定营运期船舶垃圾*陆域生产废物*生活垃圾处置方

案%
"#$"$0 实行排放总量控制的污染物1应确定排放总量及控制方

案%
"#$"$2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措施的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2$" 3类和 4类评价项目的主要污染物的防治措施1应说

明处理工艺方案*处理效果1估算投资费用%
"#$"$2$& 事故风险污染的应急措施包括应急方案*组织机构及

主要设备和器材%

(5



!"#$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 %类&’类评价项目应进行环境经济损益分析(内容包括

经济效益和环境损益两部分)
!"#$#$ 环境损益分析应包括环保设施&设备&管理和监测机构建

设及运行费用估算*分析项目造成的环境损失和达到的环境质量*
给出环保设施建设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百分比(环保设施运行管

理费用占项目财务收入的百分比)
!"#$#" 经济效益分析应包括项目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部

分)直接经济效益可采用工程可行性研究中的财务分析资料进行

定量描述(社会效益可定性分析项目对地区交通设施&投资环境&
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



附录 !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文 本 格 式

"#



!"封面格式

###港##工程

$一号宋体%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一号宋体%

编制单位全称

$二号宋体%

年 月 中国&’’

((



!!"封里一

证 书 等 级 编 号#

单 位 负 责 人#

技 术 总 负 责 人#

评价机构负责人#

项 目 负 责 人#

审 核 人#

编 制 人#

注#封里二为评价证书 $%&比例彩印件’
封里三为评价协作单位"承担的专题名称及负责人’
评价大纲文本外形尺寸为 ()*+$,--.+/0--12

3)



目 录

!"# 总论

!"! 评价目的

!"$ 编制依据

!"% 评价标准

!"& 评价等级

!"’ 评价范围与评价重点

!"( 环境敏感目标和保护目标

$"# 工程概况

$"! 工程地理位置

$"$ 工程建设规模

$"% 总平面布置和主要工艺

$"& 前期工作进展和施工期安排

$"’ 设计拟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

%"# 环境概况

%"! 自然环境基本特征

%"$ 环境现状概况

%"% 社会环境概况

&"# 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

&"! 工程初步分析与环境影响识别

&"$ 评价因子筛选

’"# 专题设置及专题评价内容

’"! 专题设置

’"$ 水环境现状质量和影响评价

’"% 大气环境现状质量和影响评价

’"& 声环境现状质量和影响评价

’"’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和影响分析

(&



!"# 事故风险分析和应急措施

!"$ 社会影响分析

!"%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

!"& 防治污染措施与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 评价文件

#"( 提交的评价文件

#") 报告书章节设置

$"’ 评价工作实施计划

$"( 评价工作组织分工

$") 评价实施进度

%"’ 评价费用估算

%"( 编制依据

%") 费用估算

&"’ 附件

(’"’ 附图

$*



附录 !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文 本 格 式

"#



!"封面格式

###港##工程

$一号宋体%

环境影响报告书

$一号宋体%

编制单位全称

$二号宋体%

年 月 中国&’’

$三号宋体%

()



!!"封里一

单 位 负 责 人#

技 术 总 负 责 人#

评价机构负责人#

项 目 负 责 人#

注#封里二为评价证书 $%&比例彩印件’

封里三为专题报告名称"评价协作单位及负责人’

封里四为报告书章节的编制人"审核人及持证上岗证编号’

报告书文本外形尺寸为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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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 总论

!"! 评价目的

!"$ 评价依据

!"% 评价标准

!"& 评价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重点

!"( 环境保护目标和控制目标

!") 评价技术方法

$"# 工程分析

$"! 工程概况

$"$ 工程污染源分析

%"#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概况

%"! 社会环境概况

%"$ 自然环境概况

&"#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大气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分析

&"&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环境影响评价和防治污染及减缓影响的措施

("! 水环境影响评价和防治污染的措施

("$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和防治污染的措施

("%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 声环境影响评价和控制影响的措施

("( 固体废物污染分析和防治污染的措施

!(



!"# 事故风险污染分析和污染防治应急措施

#"$ 方案比选评价

#"% 比较方案概况

#"& 方案比选

’"$ 社会影响评价

’"% 公众参与调查

’"& 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

’"( 景观及文化设施影响分析

)"$ 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监控

)"% 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 环境监控计划

*"$ 防治污染措施和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 综合结论与建议

%$"% 综合结论

%$"& 建议

附件

参考文献

&!



附录 !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文 本 格 式

"#



!"封面格式

港 口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表

#一号宋体$

项目名称%
#二号宋体$
建设单位%
#二号宋体$ #盖章$
法人代表%
#二号宋体$

年 月 日

#三号宋体$

&’



!!"封里一

评 价 单 位#$署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证 书 等 级 编 号#

技 术 总 负 责 人#

评价机构负责人#

审 核#

编 制#

注#封里二为评价证书 &’(比例彩印件)
报告表文本外形尺寸为 *+$,&-../,01..%2

33



工 程 建 设 概 况 表 !

建设地点 建设依据

建设性质 占地面积

总 投 资 万元 环保投资 万元

建 设 规 模

年货运量 万吨 陆域挖方量 "#

主要货种 陆域填方量 "#

装卸船泊位 $吨级%个 水下疏浚量 "#

工作船泊位 个 装机功率 &’(

占用岸线长度 " 年耗煤 )

堆场面积 "* 年耗油 )

建筑总面积 "* 总供水量 )+,

定员 人 总排水量 )+,

总平面布置及主要装卸工艺

-.



总平面布置及主要装卸工艺 表 !

"#



工程建设前的环境现状分析 表 !

"#



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分析 表 !

"#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表 !
主管单位环境保护部门预审意见"

经办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

经办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附录 ! 水环境污染预测水域的流场计算

"#$#% 一&二 级 评 价 水 域 的 流 场 计 算 应 包 括’水 文 资 料 收 集 整

理&水文要素补充观测(流场计算与验证)
"#$#* 一&二级评价水文要素收集与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资料收集应满足下列要求’

+,-评价区域内或相邻基本水文站(以及为工程项目建设设置

的临时水文站观测资料.
+/-河港收集近期 0年资料(海港收集近期不少于一年的潮位

观测资料和近期的海流资料.
+1-河流水文资料包括丰水年&平水年及少水年的年泾流量(

码头设计最低水位对应的流量&流速(河段的比降&宽度&糙率(河

道地形及地形特征资料(感潮河段潮汐变化资料.
+2-海湾水文资料包括评价区海域的地形(海面风况(潮位&潮

流的周期变化规律.波浪常规观测资料)
"#$#*#* 水文要素观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已有水文资料不能满足要求(进行水文要素观测时(观测

站&观测断面&测流垂线&测点&观测频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343
/516水运工程测量规范7中有关规定.

+/-潮位观测站的个数应满足计算模式边界控制及计算结果

验证的要求(模式计算边界条件为开边界时(潮位观测站不少于 1
个(在大潮期连续观测时间不少于 /08(海流流速&流向测量垂线

不少于 /条(在大潮期&小潮期同步(连续测量不少于 /08.
+1-河港在评价控制断面设临时水位观测站(平水期或枯水期

与相邻基本水文站同步进行水位观测(不少于 1天(流速&流向可

采用表面浮标法测量(宽深比大于 ,55的河流(从码头一侧岸边至

河面中心线不少 1条流速流向轨迹线(轨迹线长度为上游评价断

,9



面至下游评价断面!
"#$#% 流场的分析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流 场 应 根 据 污 染 预 测 所 需 的 水 动 力 条 件 进 行 分 析 计

算!
"#$#%#’ 分析计算的深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河港一级评价进行评价河段的平水期或枯水期对应流量

的流场数值模拟计算或采用实测资料进行流场分析!二级评价进

行评价河段的枯水期的流场分析,
)-+感潮河段的河港一级评价进行平水期或枯水期不同潮期

的流场分析计算,
).+海港一级评价采用数值模拟计算不同潮期/潮时的流场和

余流场或采用实测资料进行流场分析0二级评价项目应分析评价

水域的流场!
"#$#%#% 流 场 计 算 模 式 空 间 维 数 应 依 据 评 价 水 域 的 流 态/
水体功能 进 行 选 择!计 算 中 可 按 表 1#2#.3*选 择 模 式 空 间 尺

度!
计算模式空间维数选择 表 1#2#.3*

计 算 水 域 空 间 维 数

河口/海湾 平面二维

宽深比4*22的顺直河段 一维

有限弯曲河段或宽深比5*22的河段 平面二维

"#$#%#6 河流流场的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河流水流流态应按表 1#2#.3-进行判定,

河流水流流态判定 表 1#2#.3-
判 定 条 件 流 态

洪水季节或上游有泄流,感潮河段 不恒定流

顺直河段平水期/枯水期 恒 定 流

上下游边界恒定 恒 定 流

)-+流场计算的基本方程应根据流态进行选择0恒定均匀流可

-7



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0#"12( )*+(+,-3/
式中 "44断面平均流速)567/8

044流量)5,67/8

&(44水面坡降域底坡8

2(44过水断面面积)53/8

%44水力半径)5/9%#2(6:8
:44湿周)5/8
$44谢才系数9$#.6;1%.6<8
;44床底糙率=

恒定渐变流可按下式计算!

>?@>)"
3

3A/@>BC@>BD#( )*+(+,-,/

式中 E44水位)5/8
BC44沿程摩阻损失)5/8

BD44局部损失)5/=
棱柱形河道不恒定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B
FG@"

FB
FH@A

FB
FH#( )*+(+,-I/

F"
FG@J

F"
FH@A

F"
FH#A)&(K&C/

式中 B44水深)5/8
A44重力加速度)5367/8

&(#
FE(
FH

E(44河道底高程)5/8

&C44沿程摩阻坡度9&C#;3L"L6%I6,8

"44断面流速=
非棱体形河道不恒定流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0!&
’,+12$%

)

")
!"
!*34$+567,68 59:;:<=>8

式中 (??单位河长侧向入流@入流为正@出流为负5A<BC8D
"??断面面积5A)8D

!"
!&34??

相应于某一高程 0断面沿程变化D

/??河宽5A8D
0??水位5A8D
67??侧向入流流速沿主流方向上的分量5ABC8E

F:G:H:I 河 道 水 流 计 算 参 数 的 选 取 及 边 界 条 件 应 符 合 下 列 要

求J
5K8河床糙率根据床质进行选取D
5)8计算断面应考虑河流的流向及河势的变化D
5<8边界条件根据 LM5佛汝德数8进行选取E

F:G:H:N 河口O海湾流场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J

连续方法J!0!#$
!5P68
!& $!5PQ8!R ’; 59:;:<=S8

动量方程J

!6
!#$6

!6
!&$Q

!6
!R’TQ,+

6 6)$QU )

V)P ,+!0!&$WX5
!)6
!&)$

!)6
!R)8

$Y)Z[Z\)]̂C%BP

!Q
!#$6

!Q
!*$Q

!Q
!_’,T6,+

Q 6)$QU )

V)P ,+!0!R$W‘5
!)Q
!&)$

!)Q
!R)8

$Y)Z[Z\)Cab%BP 59:;:<=c8
式中 0??从平均水平面起算的水面高度5A8D

P??水深5A8D
d??平均水平面以下的水深5A8D

6OQ??沿 &OR向流速分量5ABC8D

eS



!"##风应力系数$

%##柯式力常数&%’()*+,-$
)##地转角速度$
.##纬度$
/"##空气密度$

0##风速123*4$
5##风向与 6轴夹角$

7897:##沿 69;方向的涡粘扩散系数<

=>?>@>A 河口9海湾流场计算的时间与空间步长参数可按下式

计算B

CD’2+,1E69E; F43G HIJ K(LMF (G 1N>O>PQR4
式中 CD##时间步长1S4$
C69C;##69;方向的空间步长124$

H##重力加速度123*(4$
K##6方向的流速123*4$
M##;方向的流速123*4<

=>?>T 海港一级评价的计算参数及流场宜采用实测潮位9流速9
流向资料验证$河港一级评价的计算参数及流场宜采用实测流速

资料验证<

UV



附录 !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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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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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1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规定执行&书法为+应
按22执行,或+应符合22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照所指的标准

规范执行的&采用+可参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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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加 说 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参 加 单 位"青岛港务局

大连港务局

主要起草人"邓恩国 张万玉 鲍建国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治裕 王伟利 张光玉 魏新民

%&



!"! ##$%&’

条 文 说 明

($



制 定 说 明

根 据交通部综合计划司!"#$计综字 %&’号文下达的(港口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办法)编写要求*由交通部环境保护办公室组织以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交通部天津水运科学研究所为

主编单位*青岛港务局+大连港务局为参加单位的编写组,编写组

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收集+整理*完成了(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办法)!简称!评价办法$$+(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

定)!简称(评价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广泛征求有关单位

和专家的意见*由交通部综合计划司于 #""-年 "月组织了部审,
后经部综合计划司+基建管理司和部环办协调*并以交通部基技字

!#""&$%.号文改为(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主编单位

为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

究所*参加单位为青岛港务局+大连港务局,编写组在已完成的(评
价办法)和(评价规定)基础上修改编制了(评价规范)送审稿*#""/
年 #月 #/日通过部审,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共分 #0章*-个附录*各

章及附录的编写人员如下1
第 #+%章 张万玉+邓恩国

第 0章 邓恩国

第 ’章 魏新民

第 -章 张光玉+王伟利+文治裕

第 &章 魏新民

第 /章 鲍建国

第 2章 魏新民

第 "章 王伟利

"&



第 !"#!!章 鲍建国

第 !$章 张万玉

第 !%章 邓恩国#鲍建国

附录 &#’#(#) 邓恩国

附录 * 张光玉

为便于评价#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正确理解和掌握条文

规定+按照规范中章#节#条的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

"-



! 总 则

!"#"!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保护好环境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本规范主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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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目的是统一港口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标准$提高评价质量$使港口工程建设达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的原则%
!"#"+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除执

本规范外$尚应执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有关环境影响评价

的规定%
!"#",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具有被法律确定$执行具有强制性%除

环境保护法外$国家还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条例-国家还制定 .//多项有

关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环境基础(环境方法等标准为环境影响

评价所必须执行%
我国海岸线长(内河通航河流多$港口建设项目分布广%各地

方政府根据地方环境质量要求和环境功能规划还制定了地方法规

和地方环境标准$评价时必须执行%

01



! 一 般 规 定

!"# 评价阶段和评价程序

!"#"! 根据最近几年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中出现

的质量问题$将环评工作阶段作了适当调整$规定第三阶段为报告

书审批阶段$工作内容为审查报告书%修改补充报告书$报告书批

复$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报告书的质量&
!"#"’ 港口建设项目具有行业特点$不能完全采用(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办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规定的评价大纲%报
告 书*表+的格式和内容$最近几年由不同评价单位所编制的评价

大纲%报告书*表+的内容和深度差异较大$给审查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本条文规定了港口建设项目评价大纲和报告书*表+统一的文

本格式&

!"! 评价类别和等级

!"!"#,!"!"- 条文根据近五年 ./多个大中型港口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按照项目的性质%规模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项目

所在地的环境特征$提出了港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标准和环

境要素评价分级标准$以及各类评价项目的评价深度&评价时首先

应根据工程性质和规模确定评价类别$再根据环境特征确定环境

要素的评价等级&

!"- 评 价 范 围

!"-"- 0类和 1类评价项目的陆域范围和水域范围是指项目建

23



议书及批复规定的范围!

"#$ 评 价 内 容

"#$#% 条文规定的内容供编写评价大纲用&评价和报告书编写应

按环评大纲及批复规定的内容!

’(



! 工 程 分 析

!"# 一 般 规 定

!"#"#$!"#"% 工程分析是环境影响预测的基础&是报告书的重

要内容’条文规定了工程分析采用的资料(分析内容和分析方法’

!") 建设期污染源强分析

!")"#$!")"* 条文规定了 +类和 ,类评价项目建设期工程分

析的内容和应达到的深度&分析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 条文中的计算公式为经验公式&在使用时&公式中的系数

.和 ./宜采用现场试验资料或相同条件地区的试验数据’

!"! 营运期污染源强分析

!"!"# 条文规定了 +类和 ,类评价项目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工程

分析的内容和应达到的深度&分析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 条文提了港口营运期各环境单元的污染源强分析

确定的方法&并推荐了部分经验公式&这些经验公式已经多个项目

环评和工程设计所采用’在使用推荐的经验公式时&公式中的部分

需实测和试验确定的系数应采用实测和试验确定’
在 0"0"1"2款中的 +类(,类(3类和 4类物质系指按5国际

海事组织 60768防污公约9附则 ::根据散装有毒液体有毒有害程

度确定的分类名单’

;6



!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查

!"#"#$!"%"# 条文提出了 &类和 ’评价项目评价中描述自然

环境和社会环境所需收集的资料内容(方法)在调查时*可充分利

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资料)

+,



! 水环境影响评价

!"# 水环境现状评价

!"#"#$!"#"% 本条制定的原则是&充分利用评价水域内已有资

料’减少现场调查与监测工作量’缩短评价周期’满足项目建设需

要(
!"#") *国家现行污水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是指 ,-./0.
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23,-45/01海水水质标准2和 ,-4.4.1地面

水环境质量标准2(
!"#"! 本条 6"7"6"8款96:项 底 质 采 样 仅 适 用 于 海 港 和 湖 区 港

口;9<:项重要的排污口设置监测断面仅适用于河港(
!"#"="% 条 文 中*码 头 区 水 域+是 指 码 头 前 沿 和 船 舶 掉 头 区 水

域(

!"% 水环境影响预测

!"%"% 条文中的数值模拟计算适 用 于 海 港 和 河 口 港 一3二 级 评

价’模式计算适用于河港一3二级评价(
!"%"> 条文中的水质预测模式在使用时’应根据预测污染物的性

质和水动力条件’选择相应的计算公式(
!"%"% 条文中泰勒9?@ABCD:公式的表达式&

EAF5"6.GH5"55I6J KLGM
式中 EANN横向扩散系数9O8PQ:;

GNN平均水深9O:;
LNN重力加速度9O8PQ:;
MNN水力坡降(

I0



菲希尔!"#$%&’()公式的表达式*

+, -./01 234
爱尔德!567’()公式的表达式*

+8.90:;!234)<=>

式中 +8??纵向扩散系数!@>=$)A

BB



!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

!"#"$ 例行监测资料应由三级及三级以上的环境监测站提供%是
为了保证资料的质量&
!"#"’ 条文中的三个测点为一评价的下限&

!"$ 污染气象统计分析

!"$"$ 风污染系数是定性(客观评述大气污染趋势的相对量&气

态污染物质和粒径小于 )*+,的粉尘用气态污染物质污染系数-
粒径大于 )*+,煤尘(矿尘等颗粒物质可用粉尘污染系数&

!".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 港口工程性质表明0大气污染物质包括气态和颗

粒物两类%污染源几何排放高度在 1*,左右%污染距离较近%范

围较小%且多数港口周围地形平坦&近十年的港口工程评价结果表

明大气环境预测计算采用高斯扩散模式和修正的高斯扩散模式可

以满足工程评价需要&
点源指港区锅炉排气筒%适用于一级评价 )*234以上燃煤锅

炉%二级评价 5/)*234燃煤锅炉&
线源指港区皮带机(疏港公路等污染源&
面源指港区煤(矿堆场%油及散装有毒液体罐区及其他无组织

排放等污染源&
!"."6 条文中 )小时浓度适用颗粒物&

78



!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 条文中的$浮游生物%是指浮游植物和大&中型浮游动物’
珍稀动植物是指红树林&珊瑚礁以及国家现行法规列为保护对象

的其他动植物’
!"#"( 岸线侵蚀和水域冲刷与淤积的现状调查是指采用工程可

行性研究的有关内容进行初步的分析’
!"#") 计算公式*+","-./0为香农1威纳多样性指数公式’

!"(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 条文中分析项目对水土保持的影响适用于在近岸进行开

山填海造陆的港口建设项目’

2+



! 声环境影响评价

!"# 声环境现状评价

!"#"$ 条文中的环境敏感目标系指评价区内的学校%医院%疗养

院%政府办公机构%居民区及&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中 (%)类标

准规定区域*
尚未划定港界的新建项目应以城市规划部门划定的建筑红线

为港界*

!"+ 声环境影响预测

!"+"# 港口建设项目对港外学环境的影响主要为疏港公路和铁

路的交通噪声*
!"+", 计算式-.")"/0(1中的2其他衰减量-3415系指树木%绿地

及港内各种货场的堆垛等临时声屏等*

6.



! 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 船舶垃圾污染分析

!"#"# 本条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

例%的有关规定提出&
!"#"’ 本条文是在统计分析我国港口船舶垃圾发生量的基础上

提出(适用于 )类*+类和 ,类评价项目&
!"#"- 根据$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国际海事组织 ./0.1防污

公约%附则 2中的有关条款制定&

!"’ 陆域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 本条系根据港口生产垃圾发生情况统计资料及目前我国

的人均生活垃圾量提出&
!"’"- 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交通等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是指日常生活中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

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3 本条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我国目前港口固

体废物处理方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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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风险污染分析

!"#"#! 条文中的事故风险是指自然因素和人为原因造成对环境

重大污染影响$经济有重大损失的事故%
!"#"#&’!"#"#( 条文规定水环境和大气环境事故风险污染分析

的方法和深度%

)*



!! 社会影响分析

!!"! 公众参与调查

!!"!"! 本条适用于的 #类评价项目$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

银行贷款的评价项目%

!!"& 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

!!"&"! 本条适用于需要进行征地拆迁的大型’特大型的 #类评

价项目$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评价项目%

!!"( 景观及文化设施影响分析

!!"("! 条文中的景观是指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名胜古迹’
浴场和疗养区等%

条文中的文化设施是指文化娱乐场所’宗教活动场所’历史文

化遗迹’文物所在地等%

)*



!" 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监控

!"#! 环境保护管理

!"#!#!$!"#!#% 条文适用 &类’(类评 价 项 目 和 世 界 银 行’亚

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

!"#" 环 境 监 控

!"#"#* 条文主要适用 &类评价项目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贷款项目)

+,



!" 防治污染措施与环境

经济损益分析

!"#!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 条文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条(%水污染防

治法实施细则&%大气污染法实施细则&第 )*条+第 ),条(%大气污

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 )*条(%防治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 *-
条(第 )’条(%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 环 境 防 治

法&等有关法规要求提出.条文规定必须提出的措施(适用 /类和

0类评价项目.
!"#!#1 为能达到环境影响报告书指导建设项目的环保工程初步

设计(条文规定了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必须达到的深度.

!"#2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2#!$!"#2#1 为充分说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可行与否(采用

环境损益和经济效益作为评价指标(条文规定了环境损益和经济

效益分析的内容+方法和深度.适用 /类和 0类评价项目.
条文中3达到的环境质量4是指在采取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措

施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环境质量.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