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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说 明

    为统一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根据交通部交

基发(1996)1091号文“关于下达一九九六年水运工程标准、定额计

划的通知”的要求，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主要包括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类别、环境

要素评价等级的划分、评价范围、评价内容，评价重点、工程分析、

环境现状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等内容。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参加单

位交通部环境保护办公室和交通部天津水运科学研究所。本规范

是在大量调查研究和总结我国内河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几经修改编制而成。

    本规范共分14章24节和4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本规范

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1 总则:邓恩国

    2 基本规定:邓恩国

    3工程分析:罗宪庆
    4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查:罗宪庆

    5 水环境影响评价:张光玉

    6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禹金彪

    7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韩 伟

    8声环境影响评价:韩 伟
    9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张万玉

    10 事故风险影响分析:邓恩国

    11社会影响评价:禹金彪
    12 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监控:张万玉



    13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罗宪庆
    14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罗宪庆
    附录A一附录B:邓恩国

    附录C:罗宪庆

    附录D:邓恩国

    附加说明:邓恩国

    本规范于2001年2月24日通过部审，于2001年9月5日发

布，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解释。请各有关单位在使

用本规范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部水运司和

本规范管理组，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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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统一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适应防治
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内河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内河船坞、船台和滑道建设项目可参照本规

范执行。内河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刀J226)的有关规定。

1.0.3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1.0.4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 基 本 规 定

2.1 评价 程序

2.1.1  A类评价项目的评价工作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评价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为评价阶段，第三阶段为报告审批阶段。

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工作内容见图2.1.l0

                    A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图

AREM {供已批准的项目
理评价任务委托

第

收集分析项目有关资料

有关法规 、规章和标准 地区环境功能规划

围
子

范
因
价
价

评
评
定
选
确
筛

提出评价等级
确定环境目标

阶

段

编写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审查评价大纲

环境现状调查 环境影响预侧、分析 设项目工程
  分析

评价项 目的环境影响

第

二

阶

段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薪一1熹颤赢落1筛蕃

修改补充环境影响报告书

}F1竟 }}7#61093#fl#H

第

三

阶

段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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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价类别

2.2.1 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应

根据项目规模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所在地区的环境特征和环境

功能区划的要求划分。

2.2.2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可
分A,B两类。评价类别可分别按表 2.2.2-1、表2.2.2-2和表

2.2.2-3划分。
                    通航建筑物工程评价类别划分表 表2.2.2-1

评价类别 工 程 规 模 环境功能 环境保护目标

A类

1

m级及m级以上船闸或
1ooot及 1000以上的升

船机，总投资在2.0亿元
及以上的项目

地表水 B一IV类控制水

域，环境空气三级控制标

准，环境噪声4类控制标

准

2

m 级船 闸或 1000,及

loon以上的升船机.总

投资在1.0亿元及以上、

2.0亿元以下的项目

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地表

水IV一v类控制水域，环
境空气三级控制标准，环

境噪声 4类控制标准

涉 及特殊保

护目标

3

IV级船闸或 SOOT及 5001

以上的升船机，总投资在

0.5亿元及以上的项目

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地表
水N一V类控制水域，环
境空气二级控制标准，环

境噪声 4类控制标准

涉及特殊保

护目标

B类

ry和v级船闸或3001及
300以上的升船机，总投

资在05亿元以下的项
目

非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地

表水ry一v类控制水域，
环境空气三级控制标准，
环境噪声4类控制标准

不涉及特殊

保护目标#z $?
左后

注:(!)A类1级评价项目中，不界定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和不涉及特殊保护目标;

  ②A类2级和3级评价项目中，当环境功能为非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不涉及特

  殊保护 目标时，可按 B类进行评价;当环境功能为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不涉及

  特殊保护目标或当环境功能为非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时，

  可按 A类进行评价;

  ③B类评价项目中，当环境功能为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涉及特殊保护 目标时，宜

  按 A类进行评价;当环境功能为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不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或当

  环境功能为非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时，可按 B类进行评价

                                                                        3



航运枢纽工程评价类别划分表 表 2.2.2-2

评价类别 工 程 规 模 环 境 功 能 环境保护目标

A类
含有 5001及 5001以上通

航建筑物的航运枢纽

地表水II-IV类控制水

域

B类
含有 3001及 300.以下通

航建筑物的航运枢纽
地表水 BI一V类水域

回水区和淹

没 区内不涉

及特 殊保护

目标

注:B类评价项目中，当环境功能为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时，应

  按 A类进行评价

                    航道工程评价类别划分表 表2.2.2-3

评价类别 工 程 规 模 环 境 功 能 环境保护目标

A类

I

IV级及IV级以上航道，

总投资在 05亿元及以

上的项目

地表水 II一IV类控制水

域

2

v级及V级以下航道，总

投资在 0.5亿元及以上

的项目

地表水 II一V类控制水

域

3

ry级及 w级以上航道，

总投资在 03亿元及以

上、。.5亿元以下的项目

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地表

水11-ry类控制水域

涉及特 殊保

护目标

4

v级及V级以下航道，总

投资在03亿元及以上 、

0.5亿元以下的项目

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地表

水III一V类控制水域

涉及特殊 保

护目标

B类

1

“级及 ry级以上航道，

总投资在 03亿元以下

的项目

非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地

表水工卜 IV类控制水域

不涉及特 殊

保护目标

2

v级及V级以下航道，总

投资在 0.3亿元以下的

项目

非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地

表水II -V类控制水域

不涉及特 殊

保护目标

注 A类3级和4级评价项目中，当环境功能为非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涉及特殊保

    护目标或当环境功能为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不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时，可按 A

    类进行评价;当环境功能为非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不涉及特殊保护 目标时，可

    按B类进行评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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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A类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项目产生的污染和
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详细的评价。B类项目可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表，对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或专项评

价。

2.3 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

2.3.1 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A类评价项目的环境要

素评价等级应分为一、二、三级。评价等级可按表2.3.1划分。
                A类评价项目环境要素评价等级划分表 表 2.3.1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袖 志 >k 环 倍 生态环境

评价等级

环境空气

评价等级

声环境

评价等级评价等级

1

通 航 建 筑

  物 工 程

2
航 运 枢

纽 工 程

3 航 道 工 程

    注:①当库区为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时，航运枢纽工程的水环

        境评价等级宜为一级;

      ②当库区、闸坝河段和整治河段为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并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时，

      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的生态环境评价等级宜为二级;

      ③当枢纽河段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时，航运枢纽工程的环境空气评价等级宜为

        二级;

      ④当整治河段沿岸涉及特殊保护目标时，航道工程的声环境评价等级宜为二

        级口

2.3.2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应根据项目评价类

别、环境要素和环境特征确定。通航建筑物工程应包括船闸或升

船机、_上下游引航道和船舶停泊区;航运枢纽工程应包括枢纽和库

区;航道工程应包括航道整治工程和航道疏浚工程影响的河段。

2.3.3

2.3.4

评价的时段应包括施工期和营运期。

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的A类评价项目环境要

                      5



素的评价范围可按表2.3.4确定。B类评价项目环境要素的评价

范围可参照A类执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A类评价项目环境要素评价范围 表2.3.4

工程类别 水 环 境 生 态 环 境 环 境 空 气 声 环 境

通航建筑

物工程

上游引航道末端以上 1000.至下

游引航道末端以下 1000一1500.

及外侧 200.和弃土区

船闸或升船机外侧 ，刃n及弃

土区

航运枢纽

  工程

  一

  库区回水末端

  以上 500.至下

  游引航道末端

  以 下 1000

  1500.及弃土区
一
一

库区 回水 末端

以上，OOn至下

游引航道末端

以 下 1000-

1500.及枢纽外

侧 200- 库 区

最高水位线 以

上 20。和弃土

区

枢 纽 外 侧

500.及弃土

区

枢 纽 外 侧

51刃111

航道工程

工程起点 以上

5(pn至终点以

下 1000 ~

1500..潮 汐 河

段起点 以上 和

终 点 以 下 各

1500.及弃土区

水域生态，同水

环境评价范围;

陆域生态，平原

河流为最高洪

水 位 线 外

100.，山区 河

流为最高洪水

位线以上 20.

工程河段最

高 洪水位线

外 200.

工程 河段最

高洪水 位线

外200.

注:当评价范围邻近特殊保护 目标时 评价范围应适当扩大。

2.4 评价内容和评价重点

2.4.1 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的评价内容可根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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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要素、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可按表2.4.1确定。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表2.4.1

} i},"Zwjt 1,一 级 二 级 三 级

水环境

进行现状调查、监测

和评价;进行扩散参

数和流场计算与分

析，根据工程分析选

择合理的模式，进行

预测计算和评价;提

出污染防治措施

收集资料、进行补充

监侧和评价;根据工

程分析进行环境影

响预测评价;提出污

染防治措施

收集资料，进行现状

伴 价 ;进仃 那啊坝 侧

分析;提出污染防治

措施

生态环境

进行水域生态、陆域

生态和水土流失详

细调查;进行影响预

测分析;提出保护生

态环境措施和水土

保持方案

进行水域生态、陆域

生态和水土流失调

查;进行影响分 析;

提出保护生态环境

措施和水土保持方

案

收集资料，进行现状

评价;进行影 响分

析，提出保护生态环

境措施

环境空气

进行现状调查、监测
和评价;根据工程分

析选择合理的模式，

进行预侧计算和评
价;提出污染防治措

施

收集资料、进行补充

监测和评价;根据工

程分析进行环境影

响预测评价;提出污

染防治措施

收集资料，进行现状

评价;进行影响预测

分析;提出污染防治

措施

声环境

进行现状监测评价;

选择合理的模式，进

行预测计算和评价;

提出控制措施

进行现状监测评价;

选择合理的模式，进

行预测计算和评价;

提出控制措施

进行现状描述和影

响预测分析;提出控

制措施

2.4.2 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的评价重点可根据项目
的环境要素和评价等级确定，评价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环境要素
应列为评价重点。

2.4.3  A类评价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和环境影响报告书文

本格式见附录A、附录Bo

2.4.4  A类评价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SC20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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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 程 分 析

3.1 一般规定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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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工程分析应包括项目概况描述、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环

境影响途径分析，并应突出非污染项目的特点。分期建设的项目

应分期进行工程分析。

3.1.3 工程环境影响途径可采用类比分析法，工程污染源强可采
用物料平衡计算法、经验公式计算法、调查统计法、查阅参考资料

分析法或实测法确定。

3.1.4  A举和B举评价项目.应分析确定主要污染物和评价因子。

3.2 施工期环境影响途径分析

3.2.1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进行施工期的活动分析，确定施

工期影响水环境和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及排放方
式，采用类比分析法、经验公式计算法或实测法确定未采取防治

污染措施和采取防治污染措施两种状况下的污染物总量、污染源

强。

3.2.2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采用类比分析法或实测法确定影

响声环境的主要施工机械噪声源强、施工车辆流量和交通噪声强

度。常用施工机械噪声测试值可按附录C选取。

3.2.3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技术资料提

出的疏浚、炸礁、土方开挖量和弃土、弃渣总量，分析弃土、弃渣的

主要成分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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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施工船舶的船型和施工工期，
采用类比分析法确定船舶污染物排放的种类和数量。

3.2.5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采用类比分析法或经验公式计算
法确定疏浚作业产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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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W0 
 
T.R--.RO

 
 
 
 

--
 
 
Q

式中 Q— 疏浚作业悬浮物发生量(t/h) ;
      R— 现场流速悬浮物临界离子累计百分比(%);

      Ro— 发生系数为Wo时的悬浮物粒径累计百分比(%);

      2一 挖泥船疏浚效率(m3/h);

      wo 悬浮物发生系数(t/时) o

3.2.6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分析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3.2.6.1 应确定弃土、弃渣覆盖损害的植被和形成裸露的面

积 。

  3.2.6.2 应确定取土和边坡开挖面、裸露土的面积。

  3.2.6.3 应确定高填方和高边坡及植被恢复后的裸露土的面
积 。

3.2.7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工程A类评价项目，应根据工程回
水计算分析确定淹没区植被损失量和受抬高水位影响产生的崩塌

土方量。

3.2.8 航运枢纽工程应进行移民安置区流行病调查和分析。

              3.3 营运期环境影响途径分析

3.3.1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项目规模、功能和性质分析

确定营运期影响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

源、污染物及排放方式，采用类比分析法和经验公式计算法或实测

法确定未采取防治污染措施和采取防治污染措施两种状况下的污

染物总量、污染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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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水环境一级评价和二级评价的污染物总量和污染源强计

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3.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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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工程定员及服务

区人员配备的生活用水量计算;船舶生活污水量可根据船型及待

泊船舶艘次采用类比分析法确定。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可按附录

C选取，其中陆域生活污水排放量可取上限，船舶生活污水排放量

可取 下限。

  3.3.2.2船舶舱底油污水量和含油量，可采用实测法、类比分
析法或经验公式计算法确定。不同编组船队油污水发生量可按附

录 C选取 。

3.3.3环境空气一级评价和二级评价的污染总量和污染源强计
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3.3.3.1 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跨河通道的汽车道路扬尘量

可按下式计算:

          口=0.123(V/5)(W/6.8)0 6'(P/0.05)0'Z  (3.3.3-1)
式中 Q— 汽车扬尘量【kg/(km·辆)〕;

      V— 汽车行驶速度(km/h);

      『— 汽车载重量(“辆);

      尸— 道路表面积尘量(kg/k.?).
  3.3.3.2 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和船闸生活服务区的燃煤锅
炉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G,=A"B"确"(1-0            (3.3.3-2)

                  G2=2-S"Sop-B                  (3.3.3-3)

式中 G, 锅炉烟尘排放量(kg/h);

      A— 锅炉燃煤的灰分(%)，可根据锅炉使用煤质分析资
            料确定;

      B— 锅炉耗煤量(kg/h);
      dJh 锅炉烟气中烟尘占灰分量的百分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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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配套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可根据配套除尘
      器的型号确定;

G2- 锅炉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kg,/h);

5— 锅炉燃煤的全硫分(%)，可根据锅炉使用煤质分析
      资料确定;

S}-一-燃煤中硫分进人烟气中的百分比(%)，可取80%;
B— 锅炉耗煤量(kg/h).



4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查

4.1 调 查 内容

4.1.1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对工程的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基本情况进行调查。

4.1.2 自然环境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所在地地质、地形、地貌、水文和气象等自然环境基

本特征;

    (z)工程所在地环境质量报告;

    (3)工程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评价区域执行的环境质量标
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保护目标;

    (4)工程评价区域内水域水质监测资料和底质监测资料;
    (5)评价区域内环境空气现状资料和声环境现状资料;
    (6)评价区域内现有污染源资料;

    (7)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现状资料，包括植被、土地资源利用

和生物增减量等。

4.1.3社会环境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所在地的社会经济、交通、社区活动和人群生活质量

概况等;

    (z)工程建设引起的征地、移民安置情况;
    (3)工程所在地公众对工程建设的意见等。

                    4.2 调 查方 法

4.2.1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资料调查可通过收集有关部门的文
档资料进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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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环境现状资料可通过当地环境保护监测部门收集，当不能

满足需要时，应进行现场监测。

4.2.3 收集公众对工程建设的意见，宜采用问卷调查、座谈访问

等方法。

                    4.3 调查范围和深度

4.3.1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查范围不得小于项目评价范围，并

应满足第4.1节的要求。

4.3.2 调查资料的时效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4.3.2.1 自然环境资料应为工程评价时段近3年内的资料。

  4.3.2.2社会环境资料应采用近期统计分析资料。

  4.3.2.3 现场监测的资料应与评价时段同步。



5 水环境影响评价

5.1 水环境现状调查

5.1.1 水环境现状调查的范围和时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5.1.1.1调查范围应符合第4.3.1条的规定。

  5.1.1.2 调查时期应根据评价等级确定。一、二级评价应具有

一个水文年平水期和枯水期水质现状监测资料，三级评价应具有

一个枯水期水质现状监测资料。

5.1.2 水文和地形调查应以资料收集为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1.2.1 应收集调查范围内的水文站或邻近水文站及工程临

时水文站1一5个水文年的观测资料。

  5.1.2.2 收集的水文资料应包括丰、平、枯水期的水位、流量和
流速资料，河段的比降、宽度、糙率和地形等资料。

  5.1.2.3 收集的资料应满足流场计算及验证的需要。
5.1.3 污染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5.1.3.1 调查的污染源应包括直接排人评价河段的主要陆域

污染源、船舶污染源和对评价河段有较大影响的上游河段污染源。

  5.1.3.2 调查内容应包括污染源的性质、排放方式、排放量、排

放成分和排放浓度等。

  5.1.3.3 调查应以资料收集为主。当资料不足时，应对污染源

进行监测 。

5.1.4 水质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5.1.4.1 水质调查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常规监测资料。
  5.1.4.2 收集的资料应为国家三级以上的环境监测站近3年

内的监测资料和调查河段近3年内经审查通过的环境评价资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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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3 当资料不足时，应进行水质现状监测。水质监测宜与
水文测量同步进行。

  5.1.4.4水质监测取样次数应根据调查时期，每期调查一次，
每次不应少于2天。

  5.1.4.5 水质监测断面及取样垂线设置应根据评价区域地形、

工程平面布置、水环境特征和保护目标分布等确定，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1)在评价河段水文特征突变处、较大污染源排放口和重点

保护目标处布设监测断面;
    (2)通航建筑物工程A类评价项目在上游引航道末端以上

1000M和下游引航道末端以下1500m夕卜布设监测断面，B类评价

项目在上游引航道末端以上500m和下游引航道末端以下1000m

布设监测断面;

    (3)航运枢纽工程在枢纽处及库区回水末端以上500m和下

游引航道末端以下1500m处布设监测断面;
    (4)航道工程在工程起点以上500m处和终点以下1500m处

布设监测断面;

    (5)取样垂线根据河面宽度按表5.1.4设置;

                        取样垂线数f及设里 表5.1.4

河 面 宽 度(B)

取样垂线数量

取样垂线设置位置

          < l图m

        2条
                            r

按河面宽等分点设置

      B/3,2B/3

        }- 1仪h,

        3条

按河面宽等分点设置

  B/4,2B/4,3B/4

    (6)每条取样垂线根据水深确定取样点，水深为lom及lom以
上时，设表、中、底层3个取样点;水深为5m及5m以上，且小于lom

时，设表、底层2个取样点;水深小于5m时，设表层1个取样点。
  5.1.4.6水样采集、保存及分析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HZBI)执行。
  5.1.4.7 水质监测因子可在下列常规水质监测因子和特征水
质监测因子中选取:



    (1)常规水质监测因子包括pH值、水温、溶解氧、高锰酸盐指
数、BODS、总磷、总氮、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2)特征水质监测因子包括石油类和悬浮物等。

5.1.5 底质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5.1.5.1 底质调查应以资料收集为主，资料应满足第5.1.4.1

款和第5.1.4.2款的要求。

  5.1.5.2 当资料不足时，一、二级评价应进行底质现状监测。
断面和采样点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通航船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工程的施工区域设置2一3条
监测断面，每条监测断面根据河宽设置取样点，河宽小于loom

时，设置1一2个取样点，河宽大于或等于loom时，设置2一3个取
样点;

    (2)航道工程在工程区域设置3个以上监测断面，每条断面
根据河宽设置 1一3个取样点。

  5.1.5.3 底质监测因子应包括石油类、有机质、Pb,Zn,Cu,Cd,

Hg等。
  5.1.5.4 底质采集、保存及分析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海洋监测

规范:沉积物分析》(GB17378.5)的有关规定执行。

5.2 水环境现状评价

5.2.1 水环境现状评价应包括污染源评价、水质现状评价和底质

现状评价。

5.2.2污染源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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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2评价标准应采用国家及地方现行排放标准。

  5.2.2.3评价方法应采用等标污染负荷法。
  5.2.2.4 评价结果应确定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可用列表

法表示。并应重点分析与工程特征污染物相同的污染源的分布、
排放特征、排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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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水质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2.3.1 监测的水质因子应作为评价因子。

  5.2.3.2评价标准应采用环境保护部门确认的标准。
  5.2.3.3 评价方法应采用达标率法。

  5.2.3.4评价结果应包括评价范围内水域和保护目标处的水
质等级、主要水质因子的污染程度，并应分析超标原因。

5.2.4底质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2.4.1监测的底质参数应作为评价因子。
  5.2.4.2评价标准应采用环境保护部门确认的标准。

  5.2.4.3评价方法应采用标准指数法。
  5.2.4.4 评价结果应包括评价范围内水域底质的主要污染因

子及污染程度，并应分析超标原因。

5.3 水环境影响预测

5.3.1 水环境影啊 的坝侧范 围、时段 、内答 和万法应根据 工程坝

目性质、评价等级、评价水域环境特性、保护目标分布和评价河段

的流态、地形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3.1.1预测范围应与水环境评价范围一致。

  5.3.1.2 预测时段应包括施工期与营运期。预测时段的选择，

应满足下列要求:

    (1)一、二级评价对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环境影响分别进行预

测;

    (2)分期建设项目，按评价等级分期、分时段进行环境影响预测
  5.3.1.3 水质预测因子应为工程分析确定的评价因子。

  5.3.1.4水环境影响预测内容应根据工程性质、评价等级、水

域功能和保护目标确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根据不同水期不同时段的要求，一、二级评价对水质预测

因子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三级评价对主要水质预测因子的环境

影响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

    (2)重点预测水文特征突变处、较大污染源排放口和重点保

                                                                                    17



护目标处的水质质量变化;

    (3)分析水工建筑物引起水动力显著变化对污染物迁移扩散

规律和浓度场分布的影响。

  5.3.1.5水环境预测方法应满足下列要求:
    (1)一、二级评价在正常排放条件下选择模式计算法或物理

模型试验法，三级评价采用模式计算法或类比分析法;
    (2)一级评价在非正常排放条件下选择模式计算法，二、三级

评价选用模式计算法或类比分析法。

5.3.2 当采用模式计算法进行水环境影响预测时，一、二级评价

应进行流场计算。

5.3.3 水质预测模式的适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与评价河段流态特性、地型特征相适应;

    (2)与污染物的理化特性相一致;

    (3)与污染源排放特性相一致。

5.3.4 预测模式维数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河段宽深比(B/H)}--20时，选择一维模式;

    (2)当河段宽深比(B/H)>20时，选择二维模式。

5.3.5 预测模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5.3.5.1点源连续恒定排放的矩型河道或水深变化不大的库
区，宜采用下列二维解析模式:

    (1)持久性污染物在平直河流混合过程段岸边排放和非岸边

排放二维解析模式:

。(一)=Cn·C QI   { expH  aEyxu ̀‘一uYz4Eyx，一[-u(2B-   2,4Eyx}
                                                (5.3.5-1)

。(一卜C h+ =  h+    C概      {exp2H  ;rEyxu‘一u }24Eyx，一[-u(2a+ 2,4EyJx
·二[一u(2B-2a - y)24 E, x     I} (5.3.5一)

式中 C(x,y)—      (x,y)点污染物垂向平均浓度(mg/L);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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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河流上游污染物浓度(mg/L);

          Cp— 污染物排放浓度(mg/L);

        Qp— 废水排放量(m3/s);
            H— 平均水深(m);

            二— 圆周率;
        E,— 横向混合扩散系数(m2/s);
        x,y— 笛卡儿坐标系的坐标(m);
            u— 河流断面平均流速(m/s) ;

            B— 河面宽度(m);

            a— 排放口到岸边的距离(m).

    (2)持久性污染物在弯曲河流混合过程段岸边排放和非岸边

排放二维解析模式:
l

-3

，
1

..

.

.
J

‘
J

。(一。卜一CQ{expH  ,,EgxI(一C4Eyx)一[
(2Qh一q)2
  4Eyx

。(二，。)二。、+婴攀
              2H 丫XP-'gx{-p(一株)·exP!(2aHu +exp      4Eyx
+exp

(2Qh一2ahu一9 )z
4Eyx 7} (，3.5-4)

式中 Qh— 河流流量(m3/s);

      二— x向距离(m);
      9— 累积流量(厅/s),9=Huh;
      Y - Y向距离(m);
        h— 水深(m);

    凡— 累积流量坐标下横向扩散系数(n?/s), Ey =护uE,;
    Ey— 横向混合扩散系数(mZ/s)o
    (3)非持久性污染物在平直河流混合过程段岸边排放和非岸

边排放二维解析模式:

。(二，，卜exp(- K,赢)l .Ch十对条l exp(一毒



+ exp (   u(2B 4E-yx  z̀]}
C(二，Y)二exp Klx   lK, 86400.1{Ch +    CA   [e-P(2H  nEyxu
·exP(-u(exp粉严)·exP(u(2B-2a- ti)'exp( -    4E,x

  (5.3.5-5)

_-!EL)
  4Eyxl

川
                                                  (5.3.5-6)

式中 K,— 衰减系数(1/d) o
    (4)非持久性污染物在弯曲河流混合过程段岸边排放和非岸

边排放二维解析模式:

。(二，q) =一(一1x){‘h场            C Qo-K}86400u){Ch+H  nEyx[exp(一z4Eyx
+exp(-一2Qh二(〕)21

  4E,x
(5.3.5-7)

。(·，q) = exp(- K,    x86400u){一场CA2H  nEyx!一(一4Eyx
+exp((2aHu+q )z  4E,x )+exp(

(2口h一2 allu一q)2
      4E,x

                                                  (5.3.5-8)

  5.3.5.2恒定水域非恒定排放或非恒定水域的各类排放宜采
用下列数值模式:

    (1)一维动态水质混合模式:

      aCat二acax二i.a(AMI   ac)A ax  ̀}"} ax·“·(5.3.5-9)
式中 u— 河流流速(m/s) ;

      t— 时间(5);

A— 河流过水断面面积(扩);
M,— 纵向分散系数(澎/s);

  SP 源汇(g/s)o
  (2)二维动态水质混合模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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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t二acax二acay=M·al c2·、ya?cMr y,2·Sp(5.3.5-10)
式中 u 、向流速(m/s) ;

      v- y向流速(m/s) ;
    M,— 纵向紊动混合扩散参数(澎/S);

    MY 横向紊动混合扩散参数(m2/s)o
  5.3.5.3 一、二级评价悬浮物的影响预测宜采用下列模式计

算:

    (1)一维悬沙输移扩散模式:

召早(HS)十
炎

旦
H,

二
脚

=一a. (S一S')(5.3.5-11)

(5.3.5-12)

式中 B— 河面宽度(m);

      H— 平均水深(m);

      S- 悬浮物断面平均浓度(mg/L);
      a— 含沙量恢复饱和综合系数，。取0.25 - 0.5;
      。— 悬移物泥沙沉降速度(m/s) ;

    S'— 悬移物水流沙力(mg/L);

      k,— 经验系数，k。取0.12一0.18;

      m— 经验系数，m取0.92;

      R— 水力半径(m).

    (2)二维悬沙输移扩散模式:

at(H,)+ax(H.)·易(Hvs )=·5zEs 2(Hs)
  ⋯篆( Hs，一(“一“‘，

式中 :— 悬浮物垂线平均浓度(mg/L);
    。— 泥沙紊动扩散系数，:，=lay " -H;

k— 卡门系数，k取0.4一0.41;



— 摩阻流速，。‘=g ,1为水力坡度;
— 流速(m/s) a

5.3.6混合输移扩散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5.3.6.1一级评价可采用跟踪试验确定混合输移扩散参数，一
级评价无条件时和二级、三级评价宜采用下列经验公式估算:

    (1)泰勒公式计算横向混合扩散参数:

            Mr=(0.058H+0一0065B)月1-gH-I       (5.3.6-1)

式中 Mr— 横向混合扩散参数(m'/s);
      刀— 平均水深(m);
        B— 河面宽度(m);

        了— 水力坡度;
      9— 重力加速度(m/s') o

    (2)爱尔德公式计算纵向混合扩散参数:

                  M,= 5.93H崛初 (5.3.6-2)

式中 M,— 纵向混合扩散参数(M2/s).
  5.3.6.2 浅滩、汉道、库区回水变动区和丁坝等水工建筑物下
游回流强烈区域，混合输移扩散参数宜采用下列公式估算:

H、二
m'khu

或M, = m-,.ho.833      (5.3.6-3)

M，二桩9iDY+[.}豁:} 9+zly
并

-5

石

6

‘
U

6

或M，二mey诚0.833r

              (5.3

              9i二(u一u;)(h;+h,-,)勿/2

                    ey=0.23h;u"
式中 m— 系数，m取40一50;

      k— 卡门系数，k取0.4一0.41;

      h— 水深(m);

    “‘— 摩阻流速(m/s);

    m-— 系数，取300一5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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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断面二向平均流速(m/s) ;

        n— 糙率;

      n;— 积分分段的流速(m/s) ;

      EY Y向泥沙紊动扩散系数;
      qi— 积分分段的流量(厅/S) ;

      Ab— 过水断面面积(mZ);

    mer— 系数，取30一50;

    勿1— 积分分段宽度(m);

      h;— 积分分段的水深(m)o

5.3.7 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5.3.7.1 一、二级评价预测结果应包括水质预测因子的浓度分
布图、影响范围和程度。

  5.3.7.2 一、二级评价应定量分析对保护目标的影响程度。
  5.3.7.3 三级评价应主要水质预测因子的最大影响范围和程

度。



6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6.1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6.1.1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6.1.1.1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应根据评价等级和环境特征确定

水域生态和陆域生态的调查内容。

  6.1.1.2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应以收集近3年内的资料为主，

一、二级评价资料不足时应进行补充调查。

  6.1.1.3 生态环境调查范围应符合第4.3.1条的规定。

6.1.2通航建筑物工程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的内容和深度应满足

下列要求:

    (1)水域生态一、二级评价包括水产养殖、渔业捕捞、徊游动

物、珍稀动植物调查和河流底质调查;

    (2)陆域生态一、二级评价包括地形、地质、地貌，主要土

壤类型、自然植被、人工植被、农业种植和土壤污染物背景值调

查。

6.1.3 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的内容和深度应

满足下列要求:

    (1)水域生态一、二级评价包括水产养殖、渔业捕捞、徊游动
物和珍稀动植物调查及岸坡稳定、河道冲淤、地面径流和河床底质

调查;

    (2)陆域生态一、二级评价包括地形、地质、地貌、自然植

被、人工植被、农业种植、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调查及水土流

失、土壤侵蚀类别、土壤侵蚀模数、降雨和土壤污染物背景值调

查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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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生态环境现状评价

6.2.1通航建筑物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的方法和深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

  6.2.1.1水域生态应分析确定水产养殖，渔业捕捞，珍稀动植
物种类、分布和面积，徊游动物种类，徊游性质，时间和路线。一、

二级评价尚应计算河床底质污染物标准指数，对底质现状进行评
价。

  6.2.1.2 陆域生态应分析主要土壤类别、水土流失和植被状
况。一、二级评价尚应计算土壤污染物标准指数，对土壤背景状况
进行评价。

6.2.2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的方法和深度应
符合下列规定。

  6.2.2.1水域生态应分析确定水产养殖，渔业捕捞，珍稀动植
物种类、分布和面积，徊游动物种类，徊游的性质、时间和路线;一

级评价尚应测定主要水产鱼类的生物残毒。一、二级评价尚应计

算河床底质污染物标准指数，对底质现状进行评价。

  6.2.2.2应分析确定水域生态的营养状况，营养状态指数可按
下式计算:

E=
COD x N; x P;

4500
x1护 (6.2.2-1)

式中 E— 营养状态指数，E-}_ 1时为富营养型,E<1时为贫营

            养型;

    。，。— 化学耗氧量(mg/L);
      N;— 无机氮(mg/L);

      P;— 无机磷(mg/L) o

  6.2.2.3 应分析确定浮游生物的种类、数量、优势种群、分布及
多样性。群落多样性指数可按下式计算:

              H=一谷(P;)(10g2p;)            (6.2.2-2)



式中 H— 群落多样性指数;

      S— 种类;

      P;一一样品中属于第i种的个体比，P;二n;/N，其中n;为

            第i种个体数，N为样品个体总数。

  6.2.2.4 陆域生态应分析植被状况和水土流失。一、二级评价
尚应计算土壤污染物标准指数，对土壤背景状况进行评价。

                  6.3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6.3.1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6.3.1.1一、二级评价应根据现状调查和区域生态规划等，分
析工程施工期和营运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6.3.1.2 工程对水土流失、岸坡稳定、河道冲淤和水产养殖、渔
业捕捞、珍稀动植物、泅游动物及动物的产卵场和生长区的影响，

一级评价应进行定量分析，二级评价应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三级

评价可定性分析。

6.3.2 通航建筑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的内容和深度应符合
下列规定。

  6.3.2.1水域生态一、二级评价应分析水下挖方对河道冲淤的
影响及悬浮物对水产养殖、渔业捕捞和珍稀动植物的影响。

  6.3.2.2 陆域生态一、二级评价计算弃土压地、施工占地破坏
植被的数量、侵占农田和渔塘面积，分析工程对植被恢复、土地复

耕和渔业养殖的影响程度及弃土中的污染物对当地土壤和水环境

的影响程度。

6.3.3 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和深度应
符合下列规定。

  6.3.3.1水域生态一、二级评价应分析水下挖方对河道冲淤的
影响及悬浮物对水产养殖、渔业捕捞和珍稀动植物的影响;航运枢
纽工程尚应分析枢纽对水土流失、岸线稳定、河道冲淤的影响;航

道工程尚应分析引堤、护岸、丁坝、顺坝等水工建筑物对水动力条
件变化的影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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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2 陆域生态一、二级评价除应按第6.3.2条的要求评价

外，尚应计算填方区、挖方区和弃土区等产生的水土流失量。
  6.3.3.3水土流失量可采用下列模式计算:
    (1)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水土流失计算模式:

E=R"K-L,"尸

*二荤1.735A[1.51g(r2/r)一。.8188]
K = g (0.0075 W一0.05)

(6.3.3-1)

(6.3.3-2)

(6.3.3-3)

    L, = (3.284 )0.5 x [ 0.0076 + 0.0065 + 0.00076 x (1.118) 2 ]

                                                  (6.3.3一)

                    P=18982.63C-2.3             (6.3.3-5)

式中 E— 水土流失侵蚀模数(v亩·年);

      R— 降雨因子;

      K 一一土壤可蚀性因子;

    L,— 地形因子(坡长、坡度);
      p-一一植被因子，当计算坡度大于1:1.25时，应乘以校正

          系数0.75;
      A— 一个特定地块上单位面积的年平均土壤流失量

            (t/km2 )，通过调查取得;

      r,— 月降雨量(mm);
      r— 年降雨量(Inln );

      9— 有机质含量校正系数，见表6.3.3;
                      有机质含，校正系数 表6.3.3

土壤粉砂与细砂含量 W(%) 5-2.0 一2.0-2.512.5-3.0 13.0-3.5

有机质含量校正系数9 0.9 一 0.8

W- ~土壤粉砂与细砂含量(%);

A— 坡长(m);

S— 坡度(%);

C— 植被覆盖率(%)，通过调查取得。



(2)黄淮流域及以北地区水土流失计算模式:

E 二9.35
i 1.4 s 0.93 Ho .76

Co.m
(6.3.3-6)

式中 E-— 水土流失量((t/hat) ;
        S— 地面坡度(%)，通过调查取得;

        H— 径流深(mm)，通过调查取得;

        i— 径流期平均降雨强度(mni/min )，通过调查取得;

        C— 植被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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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7.1 环境空气现状调查与评价

7.1.1环境空气现状调查与评价应包括污染源调查、环境空气质
量现状调查和环境空气现状评价。

7.1.2 环境空气现状评价应充分利用评价区域和相邻区域已有

监测资料，收集的资料应为国家三级及三级以上环境监测站近3
年内的监测资料或经审查通过的环境评价资料。

7.1.3 当已有资料不能满足现状评价需要时，应进行补充监
测。

7.1.4 大气污染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7.1.4.1 一、二级评价应调查评价区域内的主要污染源和与评
价区域相邻的重大污染源，三级评价应调查与拟建项目相关的污

染源。

  7.1.4.2调查内容应包括污染源的分布、排放量、排放因子、排
放方式、排放规律和排放途径等。

  7.1.4.3 大气污染源调查可采用资料收集和现场监测的方
法。

7.1.5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7.1.5.1 调查范围应符合第4.3.1条的规定。

  7.1.5.2现状调查宜采用功能布点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扩建项目和污染源密集区内的监测点多于新建项目和污

染源稀少区内的监测点;

    (2)在评价区域内主导风向下风向和主要污染源下风向布设监
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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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3 监测点数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通航建筑物工程一、二级评价监测点不少于2个;

    (2)航运枢纽工程一级评价监测点不少于4个，二级评价监

测点不少于2个;
    (3)航道工程一、二级评价监测点每40km不少于1个。

  7.1.5.4 监测因子可在'SP, S02, N02和PM,o中选取。

  7.1.5.5 监测因子的测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执行。

  7.1.5.‘ 监测时段和频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一级评价进行夏季和冬季监测，每次连续监测5一7天;

    (2)二级评价选择典型月份连续监测3一5天;

    (3)三级评价连续监测2一3天。

  7.1.5.7 监测数据及处理应包括下列内容:
    (1)统计采样分析的有效数据和百分率;

    (2)计算各次监测的日均值和小时均值;
    (3)统计日均值的超标率和小时均值超标率。

7.1.6 大气污染源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7.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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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2 评价标准应采用国家现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环境质量标准。

  7.1.6.3 评价方法可采用等标排放量法和等标污染负荷法，计
算污染源和污染物的分担率。

  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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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7.1.7.1评价标准应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认。

  7.1.7.2 评价方法宜采用单项指数法。
  7.1.7.3 评价结果应明确提出各功能区的主要污染因子;分析

污染物超标原因，确定各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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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污染气象统计分析

7.2.1环境空气影响评价应收集项目所在地区气象台站的气象
资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7.2.1.1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应采用近3年内的气象资料。

  7.2.1.2 污染气象资料的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年、季的风玫瑰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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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不同风向、不同风速段和各类大气稳定度的联合频率。
7.2.2风污染系数的计算与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7.2.2.1风污染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K。=   fiuoe   U.

K!=f u?K̀= u20

(7.2.2-1)

(7.2.2-2)

式中 Ke— 气态污染物污染系数;

      f, i风向出现频率(%);

      UO—      lom高处各风向平均风速(m/s) ;

      uj- i风向平均风速(m/s) ;

      K,- 颗粒污染物污染系数。

  7.2.2.2 应绘制16个方位污染系数玫瑰图，并分析确定主要
污染方位。

                  7.3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

7.3.1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内容应根据工程分析确定的主要评价

因子进行预测，分析评价因子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7.3.2 一、二级评价宜采用模式计算或模式计算与类比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三级评价宜采用类比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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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可采用下列模式:

    (1)当平均风速大于lm/s时，气态污染物质的扩散按下式计

算 :

。， 、 Q      I二 、l [
ukx,y,z}=- exp、一，2 1、expl一

                }yruaya} 、 ‘以y,‘

    [(:+HQ)211
十}p l一 。z             I(

                    ‘ 0 沈 J i

(7.3.3-1)

式中 C(x,y,z)— 下风向(x,Y,z)处污染物浓度预测值(n官时);

            Q— 污染物排放率(mg/s);
              u— 排放高度处的平均风速(m/s) ;

ay ,a}— 横向和垂向扩散参数(m);
    x— 纵向距离(m);

            Y - 横向距离(M);
              z— 垂向距离(m);

          Hp— 排放源有效高度(m), H。二H+AH;
            刀— 排放口高度(m);

            △刀一一烟气抬升高度(m).

    (2)当平均风速等于或小于lm/。时，气态污染物质的扩散按

下式计算 :

C(R)={呈)1/2.8Q
            、汀 / 冗Y

f二一奥u1, i
(‘y-

HZ

12R2 + ap , H}
        y /

 
 
exP  

一
H

 
 
一
a
一
丫矛

 
 
一

十

 
 
一

R

                                                  (7.3.3-2)

式中 C(R)— 距污染源水平距离为R处的地面浓度(gym');
          R— 污染源到计算点的水平距离(m);

      a,y— 静风状态下扩散参数表达式中的系数，。，二。’，
                  a}= ỳa

    (3)颗粒物质扩散按下式计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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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韶expI
                        Vg =

式中 Vg-一一沉降速度(m/8) ;
      d - 颗粒粒径(澎);

      p- 颗粒密度(t/时);

(7.3.3-3)

(7.3.3一)

卫
城
丛
18r

9— 重力加速度(m/s') ;

k— 空气动力粘度系数;
a— 地面反射系数，按表7.3.3选取。

                    地 面 反 射 系 数 表7.3.3

粒径范围(r, n)} 15一30 31 -47 礴8 ~ 75 76- 100

平均粒径(W-)} 22

反射系数 Q } 0.8

    (4)颗粒物质的地面降尘量按下式计算:

                    Qd=VdC(x,y,0)             (7.3.3-5)

式中 Qd—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的降尘量〔mg/(MZ"s)];
      Vd 颗粒物沉降速度(m/s) ;

C(x,y,0) 颗粒物地面浓度(mg/.,) a

    (5)面源污染物的扩散宜采用虚拟点源法，以(ay + alq)和(a,
+ U护分别代替点源中的扩散参数。，和。:，ayo和。，采用下式计
算 :

                                          L

                          a,o --不3

                                  H,

                        a'o二泛万亏

式中 L— 面源单元边长(m);

    H,— 面源等效排放高度(m) o

(7.3.3-6)

(7.3.3-7)



(6)污染物长期平均浓度按下式计算:

c,=客睿睿息CP.i.i.k'fi,i,k+ Co       (7.3.3-8)
式中 Co 污染物长期平均浓度值(.g/.3) ;

  伟.i.j.k P污染源在i风向、J风速、k稳定度时的平均浓度
            值(nlg/耐);

    f,j,k— 某平均时段内i风向、J风速、k稳定度时的联合频
            率;

        N - 污染源总数目;

      co— 污染物浓度背景值(mg/.;) o
7.3.4 类比分析采用的资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相似工程已有的监测资料;
    (2)采用经审查通过的相似工程环境评价资料。

7.3.5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7.3.5.1 一级评价应计算地面小时、日均和长期平均浓度，确

定对评价区域内各功能区的影响程度，定量分析对保护目标的影

响。

  7.3.5.2二级评价应计算地面小时浓度和日均浓度，确定对评

价区域内各功能的影响范围和污染程度，定量分析对保护目标的

影响。

  7.3.5.3 三级评价应分析主要污染源的最大影响程度，分析对

保护目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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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声环境影响评价

8.1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8.1.1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应包括噪声源调查、环境噪声现状

调查和声环境现状评价。

8.1.2 噪声源调查应包括噪声源种类、数量及相应的声级。

8.1.3 声环境现状调查应采用资料收集和现场监测相结合的方

法。资料应为评价区域近三年内的噪声监测资料和经审查通过的

环境评价资料。

8.1.4 噪声现状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

量方法》(GB/T14623),《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GB12349),

《建筑施工场噪声测量方法》(GB12524)和现行行业标准《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8.1.5环境噪声现状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8.1.5.1 环境噪声现状调查范围应符合第4.3.1条的规定。

  8.1.5.2 监测点的布设应采用环境功能布点法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1)在环境保护目标处和主要噪声污染源周围布设测点;

    (2)通航建筑物新建工程一、二级评价范围内无明显噪声源
且声级小于50dB(A)时，噪声监测点为2一3个，三级评价为卜 2

个;

    (3)通航建筑物扩建工程一、二级评价，至少在原通航建筑物

岸边不同距离处布设一组监测点，对船舶交通噪声进行监测;

    (4)航运枢纽工程和航道工程一、二级评价在典型河段岸边

不同距离布设2一3组测点，监测船舶交通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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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3

8.1.5.4

一、二级评价应连续监测2天，昼夜各 1次。

三级评价应监测1天，昼夜各1次。

8.1.6环境噪声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8.1.6.1 评价标准应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认。

  8.1.6.2 一、二级评价应分析噪声源的特性和变化规律。

  8.1.6.3 应确定各功能区噪声声级、超标状况和主要噪声源。

  8.1.6.4 一、二级评价应综合分析和确定各功能区的声环境质

量，三级评价应描述声环境状况。

8.2 声环境影响预测

8.2.1 声环境影响应预测工程分析确定的主要噪声源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8.2.2 预测评价量应为等效连续A声级。

8.2.3 噪声预测宜采用模式计算和类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计

算模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8.2.3.1室外点声源噪声辐射声级可按下式计算:

          L,= L。一201g(贡，一△L           (8.2.3-1)
式中 L,— 距声源;处的A声级【dB(A) ];

      L,— 参考位置:。处的A声级「dB(A) ];

      ,}L— 其他因素引起的A声级衰减量[dB(A)]a

  8.2.3.2航道船舶交通噪声辐射声级可按下式计算:

(L,)i二(:*)!·1。、(_N;llolg( V; TI·l01g( WD)““一，3
        Lp = 101g{客100“、，.}一二

(8.2.3-2)

(8.2.3-3)

式中 (Lp)i i种类船舶在预测点D处小时辐射声级[dB(A)I;
      (L� ); i种类船舶的平均的辐射声级【dB(A) ];

        N; i种类船舶昼间或夜间的平均流量(艘/h);

        V, i种类船舶的平均速度(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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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预测时间，取lh;

D.- 测试船舶辐射声级的参考距离(M), D。取15m;

  a— 地面参数;

  n— 船舶种类;

LP n种类船舶在预测点D外的小时辐射声级之和

      [dB(A)l;
AL— 其他因素引起的噪声衰减量[dB(A)la

8.2.3.3 预测点的声级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LAN，总=lolgf惠100. uLP>> l (8.2.34)

          (LAeq) fk=101gl 1护‘(呱)总+1护I(LAI)}l   (8.2.3-5)
式中 (LA,、— 预测点接受到的K个噪声污染源的声级总和

                [dB(A)l;

      ( LAeq场— 预测点昼间或夜间噪声预测值〔dB(A) 1;
      (LAS瓜— 现状监测值「dB(A) 1;

            K— 影响预测点噪声的污染源数量。

8.2.4 声环境影响评价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8.2.4.1声环境评价应预测噪声源各阶段的幅射值。

  8.2.4.2 应评价工程施工期和营运期噪声对各功能区的影响
范围及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程度。



，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9.0.1  A类和B类评价项目陆域施工弃土和弃渣等对陆域生态

环境影响的评价应按第6.3.2条、第6.3.3条和第6.3.4条的有关

规定执行。

9.0.2  A类和B类评价项目水下施工弃土和弃渣等对水域生态

环境影响的评价应按第6.3.2条、第6.3.3条和第6.3.4条的有关

规定执行。

9.0.3 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工程A类评价项目宜采用类比分

析法或调查统计法估算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的发生量，并应分

析其对环境的影响。

9.0.4航道工程A类评价项目应根据预测的船舶类型和装载货

种，估算固体垃圾的发生量，并应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
9.0.5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影响评价结果，提出陆域和

水下施工的弃土、弃渣，船舶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的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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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故风险影响分析

10.0.1  A类评价项目应进行事故风险评价，B类评价项目应设

立事故风险分析专题。风险评价或分析的范围应包括工程相应的

通航建筑物、库区和航道。

10.0.2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船型、运载物质的性质和自
然条件，采用类比分析或调查统计法确定石油和危险品船舶在通

航建筑物、库区和航道的事故污染的几率、类型和强度。

10.0.3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宜采用模式计算预测事故污染对环

境的影响，可采用类比分析法分析事故污染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10.0.4  A类评价项目事故污染评价深度应包括污染物漂移轨
迹、污染面积、污染范围、污染程度及对保护目标的影响。B类评

价项目事故污染评价深度应包括污染范围、污染程度及对保护目

标的影响。

10.0.5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影响评价结果，提出事故污
染预防措施。



11 社会影响评价

                    n.1 公众参与调查

11.1.1    A类评价项目应进行公众参与调查。主要调查对象应包
括工程所在地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直接受影响的人群。

11.1.2公众参与调查的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2.1 当采用调查表方式进行调查时，回收的调查表不应
少于50张，回收率不应低于80%.

  11.1.2.2 当采用召开座谈会方式进行调查时，参加座谈会的

人数不应少于20人，被调查人数的60%应为受工程直接影响的居

民。

11.1.3 公众参与调查应调查公众对工程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并
从被调人的年龄、职业、性别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分析其代

表性。

n.2 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对社区的影响分析

11.2.1 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对社区的影响分析应符合下列规

定。

  11.2.1.1  A类评价项目应评价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对工程所

在社区及接受安置的社区的影响，B类评价项目可根据需要分析
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对社区的影响。

  11.2.1.2  A类评价项目应评价征地对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影

响，拆迁安置对生活质量的影响，B类评价项目可参照执行。

11.2.2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公众参与、征地拆迁与移民

安置的调查结果，分析工程对社区的影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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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景观和文化设施影响分析

11.3.1  A类评价项目应进行工程与景观和文化设施的相容性分

析。

11.3.2 工程对景观和文化设施的影响可进行定性分析，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1.3.2.1工程建设前的景观和文化设施可通过查阅资料和现

场调查相结合确定。

  11.3.2.2 工程建成后的景观可通过对设计方案进行景观分析

或与已建工程类比分析确定。

11.3.3 工程对重要文化设施的影响可通过水环境、生态环境和

环境空气等进行综合分析。

                  n.4 人群健康影响分析

11.4.1  A类评价项目应进行人群健康调查。调查内容应包括对

库区居民进行自然疫源性疾病、介水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和地方病

等疾病流行情况的抽样调查。

11.4.2 航运枢纽工程A类评价项目应根据人群健康调查资料，

分析工程建设后疫情发生、发展趋势及可能达到的环境质量，综合
评价工程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12 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监控

12.0.1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可根据工程规模和性质，提出环境

保护管理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2.0.1.1应根据污染性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提出主

要的环境管理制度。

  12.0.1.2应根据管理和监测需要列出配备的仪器设备、设施
清单和人员构成。

  12.0.1.3 应按工程建设进度提出人员培训计划。

  12.0.1.4应按现行的环境管理程序，明确环境管理执行机构

和监督机构。

U.0.2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可根据施工期和营运期对环境的影
响程度，提出环境质量控制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2.0.2.1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污染物种类和影响范围

提出环境监测计划。计划应包括监测断面、监测站位、监测因子和

监测时段等。

  12.0.2.2  A类评价项目应提出工程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环境监

控方案，环境监测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等建议。

12.0.3    A类和B类评价项目应分项列出环境保护管理方案和环

境监测计划所需的费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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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13.0.1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应根据影响评价结果提出施工期、营
运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应技术

可行、经济合理。

13.0.2 防治水环境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3.0.2.1 施工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
容:

    (1)确定现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处理方案;

    (2)确定施工船舶舱底油污水处理方案;
    (3)确定疏浚产生的悬浮物对保护目标影响的防治措施。

  13.0.2.2 营运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
容:

    (1)确定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设施的生活污水处理方案;

    (2)确定船舶舱底油污水、船舶垃圾的接收处理方案;

    (3)确定石油和危险品船舶事故污染的应急措施。

13.0.3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确定工程取土区和弃土区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
    (2)确定生态敏感区域的保护措施;
    (3)确定防护绿化和环境绿化方案。

13.0.4 防治环境空气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3.0.4.1应确定施工期施工粉尘污染保护目标的防治措施。

  13.0.4.2 营运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
容:

    (1)确定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跨河通道的道路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



    (2)确定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生活锅炉烟气污染防治措

施 。

13.0.5控制声环境污染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确定施工噪声对环境保护目标影响的控制措施;

    (2)确定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发电机组和锅炉房的噪声污

染控制措施。

13.0.6 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确定施工建筑垃圾及弃土、弃渣处置方案;

    (2)确定营运期船舶垃圾、陆域生活垃圾处置方案。

13.0.7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的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3.0.7.1  A类和B类评价项目的主要污染物的防治措施，应
包括处理工艺方案、处理效果、投资估算和费用清单。

  13.0.7.2事故风险污染的应急措施应包括应急方案、组织机
构、主要设备和器材。

13.0.8实行排放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应确定排放总量及控制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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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14.0.1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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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 经济效益分析内容应包括项目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分析两部分。直接经济效益可采用工程可行性研究中的财务收益
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社会效益可通过工程对地区交通、投资环境和

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
14.0.3环境损益分析内容应包括环保设施、设备、管理机构和监

测机构建设的费用及运行费的估算，工程造成的环境损失和达到
的环境质量分析，计算环保设施建设费占工程总投资的百分比和

环保设施运行费占工程财务收人的百分比。



附录A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大纲文本格式

A.0.1封面格式(附件1)0

A.0.2 封一格式(附件2)0

A.0.3 封二为评价资格证书1/3缩比彩印件。
A.0.4 目录(附件3)0

A.0.5 评价大纲文本外形尺寸为A4(210mm x 297=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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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文本格式

B.o.l 封面格式(附件 1)0

B.o.z 封一格式(附件z).

B.0.3 封二为评价资格证书1/3比例彩印件。

B.0.4 封三为评价协作单位的评价资格证书1/3缩比彩印件。

B.0.5 封四为专题报告名称、协作单位及负责人。
B.0.6 封五为报告书各章节编制人、审核人及持证上岗编号表。

B.0.7 目录(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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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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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三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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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目 录

前言

1 总论

  1.1 评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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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环境保护目标和控制目标
  1.6 评价技术方法

2 工程分析

  2.1工程概况

  2.2工程环境影响途径分析

3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概况

  3.1 自然环境概况

  3.2 社会环境概况

4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1 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2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3 环境空气现状调查与评价

  4.4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 环境影响评价及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5.1 水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防治措施

:_: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保护生态措施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和污染防治措施

声环境影响评价和控制影响措施

固体废物污染分析和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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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事故风险污染分析和污染防治应急措施

6 社会影响评价

  6.1 公众参与调查

  6.2 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

  6.3 景观及文化设施影响分析

7 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监控

  7.1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7.2环境监控计划
8 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8.1 环境保护措施

  8.2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9综合结论和建议

  9.1综合结论
  92 建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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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机械噪声测试值、生活污水

排放量和油污水发生量

C.o.1 常用施工机械噪声测试值见表C.o.1.

                      常用施工机械噪声测试值 表 C.O.1

FF41 机 械 类 型 型 号
测点至施工

机械距离cm>

最大声级

L-(dB)

1 轮式装载机 ZL40型 5 oo

z 轮式装载机 zL50型 5 90

3 平地机 PY160A型 5 90

4 振动式压路机 、刀IOB型 5 86

5 双轮双振压路机 CC21 5 81

6 三振压路机 5 81

7 轮胎压路机 ZL16型 5 76

8 推土机 T140型 5 86

9 轮胎式液压挖掘机 W4一印C 5 84

10 摊铺机(英国) Fifa.d311ABG CO 5 82

11 摊铺机(德国) VOGELE 5 87

12 发电机组 FKV一75 I 93

13 冲击式钻井机 22型 1 87

14
锥形反转 出料棍凝

土搅拌机
9050 I 79

15 挖泥船
电动发动 15 58

柴油发动 1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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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见表C.0.2.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t 表 C.0.2

地区名称
华北 、东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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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人·日)
150-201 21旧-250 100-150

时变化系数 1.8-1.5 1.8一1.5 1.8-1.5

排放系数 0.85 0.80 0.75

C.0.3 不同编组船队油污水发生量统计资料见表C.0.3.

                  不同编组船队油污水发生.统计资料 表C.0.3

船 型 主 机 功 率 油污水发生量 船 员 人 数

一顶+Zx 2000 2 x 2200 4.5一6.5甲 卜 拖轮26人，每驳7人

一顶十2x1o〕) 2 x 184kW 4.0一6.0味 h 拖轮26人，每驳7人

一顶十2 x 500 2 x 99kW 3.5一4.5kg/h 拖轮 16人，每驳4人

一拖 +4x500 2 x 99kW 3.5一4.5kg/h 拖轮 17人，每驳4人

一拖 十6x31幻 2 x 184kNi 2.4一4.4kg/h 拖轮 13人，每驳4人

一拖 +11 x 100 2 x 136k1i 2.1一4.2kg/h 拖轮 13人，每驳4人

一拖 +12x印 2 x 88kM 1.8一3.8kg/h 拖轮 13人，每驳4人

801挂桨机 3 x 9.7ka + 0.02 kg/h 5人

注:挂桨机为漏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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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D.0.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飞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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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时，写法
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或“应按⋯⋯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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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 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主要起草人、

      总校人员和管理组人员名单

主 编 单 位: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参 加 单 位:交通部环境保护办公室
                交通部天津水运科学研究所

主 要 起 草 人:邓恩国(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张万玉(交通部环境保护办公室)

                罗宪庆(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张光玉(交通部天津水运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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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伟(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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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人员名单:邓恩国(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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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伟(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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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从90年代初国家加大了内河航运建设的投资力度，一批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相继开工建设;规范组调查了从1993年至2000

年立项或开工的9个项目，这9个项目是浙江省的乍加苏线和杭

申线航道改造工程、湖南湘江(衡阳至株州)航运工程、广西西江贵
港航运枢纽工程、广东西江下游航道改造工程、江苏内河航运工

程、湖北汉江崔家营航电枢纽及白河至襄樊航道整治工程、贵州西

南水运出海通道(中线)工程和赤水河航运建设工程。这9个项目
均根据《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
环境保护的法律、条例、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编制了环境影响

报告书，但由于项目的规模、各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特征、承担评

价的单位技术水平的差异，部分工程的报告书没有达到应有深度，

个别项目由于评价的失误使施工过程发生了不应发生的污染事

故，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本规范是在对9个内河航运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分析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以统一内河航运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标准，提高评价质量，使内河航运建设项目达到“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

1.0.2条文规定了本规范适用范围，内河航运建设项目中的港口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按现行的《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 JTJ226-97)执行。

1.0.3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已被法律确定，执行具有强制性，国家
颁布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标准，不仅是编制本规范

的依据，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也要执行。

1.0.4 条文中所述规范主要指《船闸总体设计规范》(JTJ305),((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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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程枢纽总体布置设计规范》(J'FJ22o )、《航道整治工程技术规
范》(JTJ/1312)和《航道疏浚工程技术规范》(JTJ319)等。

准标网 www.zhunbiao.com 免费下载



2 基本 规 定

                      2.1 评价 程序

2.1.1条文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结合交
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已运作多年的工作程序，仅对内河航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A类项目评价程序进行规定。B类项目的

评价程序依据项目所在地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的要求执行。

2.2 评 价类别

2.2.2 规范编制中共调查了9个内河航运建设项目，8个项目中

有3个航运枢纽，6个船闸，10条航道。3个航运枢纽工程的水库

库容、电站装机容量和通航船闸尺度差异较大，6个船闸工程的尺
度相近，10条航道工程的整治长度、航道等级和整治工程量相差

悬殊，制定三类项目的评价类别难度很大，规范系根据国家环保总
局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名录，结合内河航运建设项目规模、内

容及可能触及的环境问题，在广泛调查、综合分析后确定。表

2.2.1-1、表2.2.2-2和表2.2.2-3中的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和特殊环

境保护目标应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
类管理名录》有关规定进行界定。

2.3 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

2.3.1条文规定，当项目确定需进行A类评价时应对环境要素划

分相应的等级，以便按划定的等级确定相应的评价内容和评价深

度。内河航运建设项目对水环境和生态环境，尤其对水域生态影

响较大，评价区属生态敏感或脆弱区，有特殊保护目标时，应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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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一级进行评价。

2.3.2一2.3.4 条文原则规定了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

程评价工程范围、评价时间范围，并对各环境要素的评价范围作了
规定，以达到在评价中不要盲目扩大评价范围，减少不必要的评价

工作量和评价费用，也不要为了节省评价费用而减小工作量，达不

到应的评价目的。

2.4 评价内容和评价重点

2.4.1一2.4.2 条文规定了各环境要素一、二、三级的评价内容、

评价深度和评价重点，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质量。

2.4.3 目前各省、市和不同评价单位编制的内河航运项目的环评

大纲和报告书，其内容和格式不统一，有的达不到评价目的，给审

查和工程建设带来不利。条文规定了统一的内容和格式，以达到

提高评价质量。

2.4.4 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工程施工期大量的土石方工程均

产生较大的水土流失，其流失量远大于航道工程。条文规定A类

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工程评价项目应编制水土保护方案，其目
的是使工程在施工期及建设后减少水土流失和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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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 程 分 析

3.1 一 般 规 定

3.1.1一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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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明确了在工程分析中突出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的非污染性项目特

点。

3.2 施工期环境影响途径分析

3.2.1- 3.2.8 条文规定了A类和B类评价项目施工期工程分析

的内容和需要达到的深度，分析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3.3 营运期环境影响途径分析

3.3.1 -3.3.3 条文规定了A类和B类评价项目营运期工程分析

的内容和需要达到的深度，分析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采用类比测试和模拟实验的方法确定拟建项目的污染源强，只适

用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采用。



4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查

4.1 调 查 内容

4.1.1-4.1.3 条文从保证环境影响评价质量出发，提出了自然

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查的调查内容及深度要求。

4.2 调 查方 法

4.2.1- 4.2.2 条文强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资料，以及环境现
状资料调查应充分利用项目所在地已有文史档案资料，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中的资料和环境监测资料，只有环境现状资料不足时
才进行现场监测，这对减少评价工作量、缩短评价周期、节约评价

费用、保证评价质量都具有效的。

4.3 调查范围和深度

4.3.1一4.3.2 条文规定调查的深度和资料的可靠性，并明确了

A类项目的调查范围和必须达到的深度，B类评价项目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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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环境影响评价

5.1 水环境现状调查

5.1.1水环境调查范围应能包括建设项目对水环境影响较显著

的水域。对于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工程，因河流水环境动力条件

改变所引起的各个水环境要素时空分布变化的范围一般不超过工

程上游回水变动区，对下游河段水环境影响较显著的范围一般不

超过工程污染源下游断面均匀混合距离(Lm)的2倍。对于航道
工程，对水环境影响较显著的范围一般在航道上游起点以上500m

至航道下游末端以下1500m以内。
5.1.2 水文调查内容与要求应满足水环境影响预测方法中所需

参数的要求。河流的流量、水位、流速、比降、地形等是水环境影响
预测方法中常用参数。

5.1.3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及航道工程将引起水流条件的改
变，间接影响到评价区域内现状水质的空间分布，评价区域内重点

污染源的调查是分析工程对水质空间分布影响的基础。

5.1.4一5.1.5水质、底质调查中所收集的资料应满足有关法规

和规范的要求。监测因子的选取是根据国家《水质质量标准》中规

定有浓度现值的污染物和项目施工期与营运期的主要污染物加以

确定的。

5.2 水环境现状评价

5.2.1评价区域内污染源与水质质量、底质质量存在着因果关
系，因此水环境现状评价应综合反映污染源、水质质量、底质质量

及其内在关系。

                                                                              71



5.2.2 《排放标准》是污染源评价的基本依据。评价因子的选取
根据国家《排放标准》中规定有浓度现值的污染物和项目施工期与

营运期的主要污染物确定的。

5.2.3  GHZBI-199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及项目所在地环保

要求是污染源评价的基本依据。评价因子的选取应根据国家

GHZBI-199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有浓度现值的污染物

和项目施工期与营运期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加以确定的。评价方法

是目前采用的方法。评价结果应综合反映评价因子与标准的关

系。

5.2.4 《底质质量标准》及所在地水质环保要求是底质现状评价

的基本依据。评价因子的选取是根据国家《底质质量标准》中规定
有浓度现值的污染物和项目施工期与营运期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加
以确定的。评价方法是目前常用的方法。评价结果应综合反映评

价因子与标准的关系。

5.3 水环境影响预测

5.3.1 水环境影响范围是指项目对水环境影响较显著的水域。

工程特征水质参数是指因工程建设和营运而对水环境产生影响的

主要污染因子。

5.3.2 制定水环境影响预测深度要求的原则是满足工程环境可

行性论证需要的原则、满足国家与地方环境功能区区划与要求的

原则、不同等级评价施行不同预测深度的原则。

5.3.3水质预测模式在使用时，应根据预测因子的性质和水动力

条件，选择相应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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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6.1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6.1.1一6.1.3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工程建设施工中将对陆域
生态环境和水域生态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航道工程主要对水域

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条文规定了陆域、水域生态调查的范围、

内容和深度，为影响评价提供详细的基础资料。条文中“珍稀动植

物”是国家现行法规列为保护对象的其他动植物。

                  6.2 生态环境现状评价

6.2.1一6.2.2 条文规定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的方法和评价深度。

计算公式(6.2.2-2)为香农一威纳多样性指数。

6.3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6.3.1一6.3.3 条文规定了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和航道工程生

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方法和深度。生态环境影响评价采用定

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其方法可根据项目类别和
评价等级选用。



7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7.1 环境空气现状调查与评价

7.1.2 条文规定已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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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2 条文中功能布点法是指结合评价区域内的环境功能

区划而进行的大气测点布置方法。

  7.1.5.7 条文中1h均值不适用于TSP和PM1oo

                  7.2 污染气象统计分析

7.2.1条文规定收集的污染气象资料应达到的深度。

                  7.3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

7.3.4 条文中点源指锅炉排气筒等排放源，面源指工程涉及的陆
域开挖、取土区和弃土区等排放源。

7.3.5 条文中1h浓度不适用于，'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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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声环境影响评价

8.1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8.1.5.1 条文中的环境保护目标系指学校、医院、疗养院、图书

馆、政府办公机构及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8.1.5.2条文中功能布点法是指结合评价区域内的环境功能
区划而进行的噪声测点布置方法。典型河段的提出是根据“以点

代线，反馈全线”的评价原则，通过对典型河段的监测，达到反映全
线河段环境噪声现状的目的。

8.2 声环境影响预测

8.2.3 计算式(8.2.3-1)和(8.2.3-3)中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噪声
衰减量(瓦)”是指树木、草地及其他声屏引起的A声级衰减量。

    计算式(8.2.3-2)和(8.2.3-3)适用于通航建筑物工程进、出船
闸船队的交通噪声计算，其他工程船舶交通噪声宜采用调查资料

进行类比分析或近似采用点声源衰减模式进行计算。



9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0.1一，.0.z 条文规定陆域和水域的施工弃土、弃渣属于固体

废物，影响评价的方法和深度执行本规范相应的条文规定。
9.0.3条文中的工业固体废物系指通航建筑物和航运枢纽的废

弃设备、机修间的废弃物等。

9.0.4条文中的船舶固体垃圾系指航行在航道上船舶清仓废物、

机修废弃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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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故风险影响分析

10.0.1 石油、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船舶在枢纽库区、船闸和航道

上发生事故，泄漏的石油和有毒化学品，对水质、生物严重污染，由
于水质的污染还可能给社会和经济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必须进

行事故评价，通过评价提出预防措施。

10.0.2一10.0.4 条文规定事故风险分析的方法和深度。



11 社会影响分析

11.1 公众参与调查

11.1.1 本条适用于的A类评价项目，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

银行等国外金融组织贷款的评价项目。

11.2 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对社区的影响分析

11.2.1 本条适用 于需 要进竹让地拆迁 的大型 、特 大型的 A类伴

价项目，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外金融组织贷款的评
价项 目。

11.3 景观和文化设施影响分析

11.3.1 条文中的文 化设 施是指群众 文化活动设 施(包拈 :公共 图

书馆、报纸杂志出版业、电影院、艺术团体、广播、电视等)、宗教活

动场所 、历史文化遗迹 、文物所在地等。

n.4 人群健康影响分析

11.4.1一11.4.2 航运枢纽工程建设将改变工程区及周围的环境

卫生条件，原有的流行病、传染病可能因移民迁移至新的定居点，

也可能因环境卫生条件变化而产生新的流行病，对人群健康进行

调查，以便掌握流行病和传染病现状，为影响分析和防治措施提供

相应的基础材料。条文仅适用A类航运枢纽工程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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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监控

  12.0.1.4 环境管理执行机构一般指工程建设单位的环境管理

部门，环境管理监督机构是指县级或县级以上具有环境保护主管

的行政执法部门。

  12.0.2.2 环境监测的执行机构一般是指县级或县级以上具有

环境监测职能的部门或经国家资格确认的环境监测单位。环境监

测的监督机构是指县级或县级以上具有环境保护主管行政执法部

门及其委托的上一级环境监测部门。



13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13.0.1一13.0.8条文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要求及对已建成的内河
航运建设项目的调查，提出防治污染和生态保护的措施，适用A

类和B类评价项目。

    为能达到环境影响报告书指导建设项目的环境工程初步设

计，条文规定了防治污染和生态保护措施必须达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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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14.0.1一14.0.3 为充分说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可行与否，采用

环境损益与经济效益作为评价指标。条文规定了环境损益与经济

效益分析的内容、方法和深度，适用于A类评价项目。B类评价项
目仅作定性、半定量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