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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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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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规定

2.1 评价阶段和评价程序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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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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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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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2 环境影响评价的阶段划分及工作内容
21.3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应符合有关规定。

2.1.4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按附录A、附录B和附录C的要求编制

2.2 评价类别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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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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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项目评价类别分A,B,C三类，环境要素评价分一、二、三级。类别和等级可按表2.2. 2规定

划分

2.2.3 A类评价项目必须进行详细、全面评价;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评价重点进行评价汉类评价项目

可进行一般评价;A类和B类评价项目均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C类评价项目可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表。

2.3 评价范围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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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2 港口趁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与环境要索评价等级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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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煤炭、矿石、

散粮、散化肥及

散装水泥

  A类(年吞吐

盆 100万 t以

上)

  二(港界及疏

港公路两侧有

敏感 目标时为

一级)

  B类(年吞吐

to 100万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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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石 油、液 化

气、散化及其他

危险品

A类

3
  集装箱、多用

途码头等

  A类(年吞吐

It 30万 TEU

及以上)

  二(港界处有

敏感 目标为一

级)

  B类(年吞吐

盘 10~ 30万

TEU)

  二(工程显著

影响水动力条

件时为一级)

兰(港界处有徽

感目标时为二

级)

  C类(年吞吐

量 10万 TEU

以下)

A 客运站

  A类(国际客

运站)

  三(建有独立

锅炉房时上调

为二级

  B类(国内客

运站)

  三(建有独立

锅炉房时为二

级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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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评价等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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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均按一级评价

2.3.2 评价的时间范围应包括建设期和营运期。A类评价项目必须同时评价建设期和营运期;B类评

价项目应以评价营运期为主;C类项目应对建设期和营运期进行影响分析。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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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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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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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航道、新建锚地，以及与上述水域相邻的环境敏感目标。

2.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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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的

要求确定。

表2.4.1 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i}ffrf5a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水环境

  现状调查、监测和评价，进行

扩散参数和流场的侧试和计算.

根据工程分析选择合理模式进

行预侧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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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计

算和评价。提出防治惜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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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分析选择合理棋式进行预

测计算和评价，提出污染防治措

施

  现状调查，监侧和评价，根据

工程分析进行环境影响预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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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城生态、水域生态详细调查

和必要监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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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环境

  进行现状监侧评价，选用有关

模式预测交通噪声和机械嗓声

对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提出

控制猎施

  现状监侧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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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估算和性质分析，提出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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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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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A类和a类评价项目，应通过分析确定主要污染物和预测评价因子，

3.2 建设期污染源强分析

3.2.1  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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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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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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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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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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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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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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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一RRo·T·w。 (3.2.6)

式中 Q— 疏浚作业悬浮物发生量,t/h;

    Wo 悬浮物发生系数，t/m';

      R— 发生系数W。时的悬浮物粒经累计百分比，%;

      R. 现场流速悬浮物临界粒子累计百分比，%;

      T 挖泥船疏浚效率，m'/h,

3.3 营运期污染源强分析

3.3.1 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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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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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生活污水量应包括陆域生活污水里和船舶生活污水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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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2

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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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N·S·K                              (3.3.2-1)

式中:Y,— 年压舱水量，价
      认— 无专用压载水舱设计船型载重吨，t/艘;

      N— 无专用压载水舱的船舶年到港艘数;

      S— 压载水占设计船型载重吨的百分比(%)，可取25% "3000;

      K- 船舶压载水实载率，%。

                                                              _ I,

                        Y, = Y, - C X 1 000 000                           (3.3.2-2)
式中:Y,— 年压舱水中油量,t;

      C— 压舱水中的含油量(mg/L)，宜根据实测资料确定。

33.2.4 油船换装油品时的洗舱水量，宜按船舶载重吨的10%-20%确定。

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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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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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排出浓度为
0.10%时，水量可取10m';当排出浓度为。.01%时，水量可取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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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计算。

    (2) B类、C类和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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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0 m';小型散装液体化学品船每船可取5-20 m's

    B类和D类物质船舱残留物每舱可取 1̂-3 m';洗舱水量可取3 m',

3.3-2.6 煤炭、矿石码头确定冲洗水量时的冲洗强度可取每次5 L/m';污水中煤炭、矿石的悬浮物含

量 可采用类比实测资料确定。堆场逸流雨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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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p·H ·F                                (3.3.2-3)

式中:V- 通流雨水量，m3;
      Sb- 通流系数，可取。.1̂-0.2;
      H一一多年最大日降雨深(m)的最小值，应采用当地气象台(站)10年以上最大日降雨量资料，按

            大小排列，取最小值;

      F— 汇水面积，m%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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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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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2. 1(u一“o )'·er (3.3.3-1)

式中:Q一一煤堆起尘量，kg/(卜“);

        u— 计算堆场起尘条件下的风速，m/s;

      uo— 煤尘起动风速(m/s )，应根据项目煤炭品种的粉尘风洞试验资料确定;

      r,— 与煤炭含湿量有关的系数。

                                  Qz=0. 03u'‘·H·e'a                            (3.3.3-2)

式中:Q:— 皮带机卸料起尘量，kg/t;

      u— 计算条件下的风速>m/s;

      H— 卸料时的落料高度，m;

      ri— 与煤炭含湿量有关的系数。

3.3.32 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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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损失率计算。损失率宜采用实测或统计法确定。

3.3-3. 3 散粮码头的扬尘量可采用经验系数法确定。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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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5 港口嫩煤锅炉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G 二A·B·d jh·(1一7)                          (3.3.3-3)

式中:G- 锅炉烟尘排放量，kg/h;
      A- 锅炉燃煤的灰分(写)，可根据锅炉使用煤质分析资料确定;

      B- 锅炉耗煤量.kg/h;
    司h— 烟气中烟尘占灰分量的百分数，%;

      ，— 锅炉配套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可根据配套除尘器型号确定。
                                      G2=2.8%，S%·B                             (3.3. 3-4)

式中:G}- 锅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蚤,kg/h;

    S% 锅炉燃煤的全硫分，可根据锅炉使用煤质分析资料确定;

      B一一锅炉耗煤量，kg/h,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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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港口船舶固体废物和陆城固体废物发生俊宜采用统计分析法确定.

4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资

4.1 自然环境调查

4.1.1 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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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地质调查应概要说明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地层构造等情况.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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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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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社会环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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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  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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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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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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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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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水环境影响评价

5.飞 水环境现状评价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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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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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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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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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一、二级评价污染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51.3.1 调查直接排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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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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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3 调查可采用社会调查、实地监测和统计计算等方法。

5.1.4 污染源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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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2 评价标准应采用现行污水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

5.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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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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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一、二级评价现有监测资料不能满足评价筋要，进行补充监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5.1.5.1 水环境现状监侧包括水质监测和底质监测。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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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并满足下列要求:

    (1)开敞式海港项目宜采用射线法由岸线向外设置3-4个断面，每个断面布设近、中、远三条采样

垂线，垂线间距为500 m̂ -1 000 m.近岸垂线不应被建设后的码头所砚盖，在锚地和环境敏感目标处宜

增设采样垂线;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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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断面，每个断面布设3条采样垂线，在锚地和环境

敏感目标处应增设采样垂线;

    (4)重要的排污口下游500 m -̂1 000 m处应设置监测断面;

    (5)底质采样可按水质采样垂线的50%设采样点，以近岸为主，兼顾其他采样点。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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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港、河口港一、二级评价的水质必须监测的因子为:pH、油类、COD, DO, SS、无机氮、无机磷

和盐度;河港一、二级评价的水质必须监测的因子为:pH、石油类、高锰酸钾指数、DO;并应根据项目性

质及货种增加监测因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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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Zn,Cu,Cd,

Hg等。

5.1.5.4 水环境现状监测采样要求及分析方法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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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域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海洋调查规范》。

    (2)河流及其他地面水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GB 3838((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有关规定。
5.1.5.5 监测时段及频率满足下列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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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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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门.6.1 评价因子应在监侧因子中选择确定。

5.1.6.2 评价标准应经有关部门确认。

5.1.6.3 水质和底质宜采用单项指数法评价。

5.1.6.4 评价结果满足下列要求:

    (1)确定评价水域内的主要污染物质、污染程度和位置;

    (2)分析各种污染物质的超标原因;

    (3)综合确定水环境质量。

5.2 水环境影响预测

5.2.1 水环境影响预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5.2.1.1 对工程分析确定的污染因子进行预测。

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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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 分析污染因子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5.2.2 污染预测方法与计算模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5.2.2. 1 污染预测的流场计算应符合附录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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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2 水质预测模式的选择满足下列要求:

    (1)空间维数与流场计算模式一致;

    (2)满足污染物排放的代表性条件;

    (3)反映预测因子的理化特性。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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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可按下式计算:

ac 。 ac 。 ac    al。acl    a 1，aci

ac宁"as一v ay一a}}"- as)一ay}"ray}一Jo (5.2.3)

式中:C— 可溶性污染物浓度，

      D, 纵向扩散系数; ，

    Dy 横向扩散系数;

      u—      x方向的平均流速分量;

      v—      y方向的平均流速分量;

      So— 可溶性污染物的排放率。

5.2.4 河港一、二级评价水质污染预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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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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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Y)=Ch+
C,Q, u(2B一Y)}

、甲磊二一
exp卜 u葬{+exp厂一

      悦 生乙丫x尹 ‘ 4E,x 」{ (5. 2.“，
式中:C(x.Y)

                犷 .y

(二，y)点污染物垂向平均浓度，mg/I;

笛卡儿坐标系的坐标，m;

河流断面平均流速，m/s;

废水排放量，m'/s;

污染物排放浓度，mg/L;

河流上游污染物浓度，mg/L;

平均水深,m;

横向棍合系数，MVs ;

圆周率;

河流宽度，mo

u
q

几

叭

H

式

兀

B

C(X,Y) =C,+
CA

2H   sE,xu
exp

UY}).____厂
丁万 二 I-厂七孟FI
任。，沈I L

u(2a+-Y )2
4E,x

4E,x
(5.2.4-2)

︸日
川

u (2B一2a一yY
PXe+

式中:a— 排放口到岸边的距离，m,

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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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C(x,q)=Cn+ CA
exp

      「 、(2Qh一q)'71
十 exp{一 一二二布-，~ }1

        ‘ 任乃�z J)
(5. 2. 4-3)

C(x,q)=Ch+ exp +exp「-
(2aHu一4)z

4风x

 
 
一
X

-
r

卫
[E

护
一风

们
川+exp[-

(2Qh一2ahu一q),

4E,x
(5. 2. 4-4)

式中:Qh— 河流流量,m'/s;

      q 累积流量(m'/s),q二HUY ;
      H— 平均水深，m;

      u— 河底断面平均流速，m/s;

      Y- Y向距离，m;

      E, 累积流量坐标下横向扩散系数(MVS),

            E,=H'uE,;

      E,— 横向混合扩散参数，m'/se

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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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C‘二，Y，=exp(一K】     x丽    ' f' 86 400u/ lLh+
    CA

H(rE,Xu)liz【exp
砚夕2
4E,X

川+ exp
u (2B一Y )'
4E,X

(5.214-5)

C(x,q，=exp{一K'百‘    z丽    I }C"86 400u +
    CPQ,

2H(uE,Xu)"2[exp
uy2
4E,X

川+ exp
  u (2a+y)2).__(
      Ac vv一一 1T - I'l一
      - 1- r 、

u(2B一2a一y)2
      4E,X (5.2.4-6)

A+5-2.
k,— 耗氧系数(1/d),K,=3.96p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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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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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 ，， 二 曰 C.Q。
          Lla,q’一“xp{一K,丽400u) l}h十H(n E,X)'

          Lexp(一q'4E,X卜exp(一2Q - q4E,X」}

      C(z,q’=exp(一K】丽s丽{       JK' 86 400u1 lC"+CA2H (}E,X )' i= [exp(一q'4E,X)
          +exp(一(2aHu + q)'14E, X +exp!一(2Qn只2aHu - q)'fE,X 」}

5.2-4. 5 河口和感潮河段可按下式计算:

            豁+一尧一E,井十E,络十S,,

(5.2.4-7)

(5.2.4-8)

(5.2.4-9)

式中:E.- 纵向扩散参数。

5.2.5 一、二级评价疏浚悬浮物污染扩散可按下式计算:

a t (HS, )+a)s+(UHS,+aax卜HS,，一a(Kx·       a S-j,- KXH a , x I }+a ' }KX. 'S'}y       dy+Q一W,一
(5.2.5)

式中:t— 时间。min;

  二、y— 平面坐标，m;

    S,— 各粒子的SS浓度，mg/l-;

    u,v—      x,y方向平均流速，m/s;

    H— 水深,m;

Kx,KY- x,31向的水平涡动扩散系数;
    Q— 各粒径的SS发生量，t/h;

    W,— 各粒径的沉降速度，m/s ;

    d— 各粒径的沉降系数。

5.2.6

式中: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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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W ____{12312}- - -Y，一 下不二二共=xF}l *r下币二1     1
                V 2uxH 、rr c }

(5.2.6)

S (Z,刃— 距污染源不同距离的SS浓度，mg/L;
    W 悬浮物排放率，g/s;

      。— 扩散速度，m/8;

    14- 沿x方向轴线流速，m/s,

5.2.7

5.2-7.1

混合输移扩散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海港和河港一级评价在有条件时，宜采用示踪试验确定混合翰移扩散参数;无条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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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示踪物能反映代表性污染物质的特性;

    (2)试验条件与水质预测条件相似。

5.2.7.2 河流混合扩散参数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非感潮河段横向混合扩散参数，当B/H<100时可采用泰勒(Taylor)公式计算，当B/H> 100

时可采用菲希尔(Fischer)公式计算;

    (2)河流纵向扩散参数可采用爱尔德(Elder)公式计算。

5.2-7.3 海湾、河口平面混合扩散系数可分别按下列公式确定:

                          D,=5. 931 zh=5.93n V -g/h"' ·lul                        (5.2.7-1)

                          几=5. 93uyh二5.931  I--glh"'·wI                         (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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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5.2.8

u,v—      x,y向垂向平均流速，m/S;

r1-一 糙率
疏浚悬浮物扩散计算参数二、Y方向的水平流速“,v:可按疏浚区实测资料确定;z,y方向的水

平涡动扩散系数K,、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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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水环境污染影响预侧的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5.2.9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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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2 三级评价分析主要污染物最大影响范围和污染程度。

6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6.1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

6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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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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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大气污染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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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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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3 调查方法可采用社会调查、现场监测和类比分析。

6门.4 大气污染源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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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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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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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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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已有大气环境监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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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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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下列要求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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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评价区常风向下风侧，主要污染源的下风向设监测点;

    (3)敏感目标处置设监测点。

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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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以

上的自由空间。

6.1.5.3 一、二级评价监测因子为TSP, SOS , NO,，并根据项目性质、货种增加监测因子。

6.1.5.4 监测因子的测定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6.1.5.5 监测时段和频次应满足下列要求。

    (I)一级评价可选择典型月份监测二次，每次连续监测 3̂-5天;

    (2)二级评价可择典型月份连续监测2-3天;

    (3)三级评价在已有资料不满足评价需要时可进行连续监测1-2天。

6.15.6 一、二级评价监测数据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采样分析的有效数据数和百分率;

    (2)各次监测的日均值与1h均值;

    (3)日均值的超标率与1h均值的超标率;

    (4)浓度分布和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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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6门.6.飞 评价项[]的监测因子作为评价因子。

6.1.6.2 评价标准应经有关部门确认

6.1.6.3 评价方法宜采用单项指数法

6门.6.4 一、二级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1)确定评价区内的主要污染物、污染程度和范围;

    (2)分析污染物超标原因;

    (3)综合确定环境空气质量「

6.1.6.5 级评价分析监测资料确定环境空气质量。

6.2 污染,(象统计分析

6.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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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1 一级评价的资料不少于s年.二级评价资料不少于3年。

6.2.1.2 一级评价项目，污染气象统计分析的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年、季的地面温度、湿度、降雨量;

    (2)年、季的风玫瑰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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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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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一全u (6. 2. 2-1)

f,·u
(6.2.2一2)

式中K、一气态污染物污染系数;

      K .r一 颗粒污染物污染系数;

      f 一 ;风向出现频率.%;

      rz,-..;风向平均风速，m/s;

      “门一 lo m高处各风向平均风速，m/s e

6. 2.2.2 绘制16个方位污染系数玫瑰图，确定主要污染方位。

6. 3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6. 3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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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一、二级评价影响预测模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6.3.2门 连续点源扩散计算模式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平均风速大于1 m/s时，气态物质的扩散可按下式计算:

〔、‘xyz，=
  Q

2nua,-ai
.exp

Ỳ {{ 「

2avI }}CXPL
(2一H.)2
    2a; ]+exp I-(Z+H.,)-7    2a: 」{(6.3.2-1)

式中:C

      Q

              1Z

口v ,a77

一污染物质浓度值，mg/m' ;

  污染物质排放率,mg/s;
  排放源高度处的平均风速，m/s;

一横向扩散参数(m)、垂直扩散参数(m),可按现行行业标准HJ/T2.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的附录H选取;

准标网 www.zhunbiao.com 免费下载



JTJ 226一1997

H,.-一 排放源有效高度(m).

  衬 一排放日高度，m;

4Fi 烟才1抬升高度.m:

  X一一纵向距离，m;

  y一 横向距离.m;

  2 一垂向距离，m

(2)’与平均风速等于或小于1

ii一II+AH

m/。时，气态污染物质扩散可按下式计算

’e‘p}2Y H一丁〕):一Hz l          ， 」

(6.3.2-2)

式中:‘、〔，、

          K

          21;“ 8Q 1

                            !t'+ 二 ·H三
                                          Y=

距污染源水平距离为K处的地面浓度

污染源到计算点的水平距离,m;

，rn只/m3

Y- 静风状态下扩散参数表达式中的系数(a,=a',a,=Y) e
颗粒物质扩散可按下式计算:

          a、

      (3)

式中:V,

C(x.r.n=
U 十 a)Q

2m,民6= !Va.X一“r\ 左 j

        28:

(6.3. 2-3)

一一沉降速度，m/s;

V,

d, p

    万一

    /艺

      a 一—

d' pg
181,’

一颗粒粒径和密度;

重力加速度;

空气动力粘度系数;

一地面反射系数.可按表6. 3.2选取。

  表 6.3.2 地面反射系数(a)

PlL径范围/;am 15- 30 31̂ 47 48- 75 76-100

平均粒径/Om 22 38 60 85

反射系数(a) 0. 8 0. 5 0. 3 0

6.3-2.2 颗粒物质的地面降尘量可按下式计算:

Q。二Va·Cc.. (6. 3. 2-4)

式中:Qd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和降尘量

V}I- 颗粒物质沉积速度，m/S;

一颗粒物质地面浓度，mg /m'' .
气态物质线源的扩散可按下式计算。一

          /2}”， Qi.       1一Ha rl,  1        i

七 价一(刘 ’呱‘exP} 2j-) " jP，二赢 “ expl- P,2d尸 (6. 3. 2-5 )

Q,— 线源源强，mg/(m。S);

P, .P,-一P, =Y, /a,. ,几二矶/。，其中Y"Y:为线源始点和终点;

升dP -查标准正态分布面积表取值·
面源和体源扩散计算宜采用虚拟等效点源法，以(8v+8vo). (8z+几分别替代点源模式中的

扩散参数8、和8z;8vn.8z。的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_)面源的al-al,，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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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3
(6. 3.2-6)

占n H,2.15 (6. 3. 2-7)

式中:1.一一面源单元边长，m;

H — 面源等效排放高度，m.

(2)体源的ay() I Sz。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Syo=

占11)=

」.3
(6. 3. 2-8)

4.3
(6. 3. 2-9)

式中:a— 体源的宽度，m;

      6— 体源的高度，m.

6.3-2.5 污染物长期平均浓度可按下式计算
丫 17 5 6

c一艺艺艺艺价r小，·人。+c (6-3.2-10)
尸=i ,=  ; /-i去牛

式中:C— 污染物长期平均浓度值，mg/m,;

  c�.，*一一P污染源在1风向、7风速、K稳定度时的平均浓度值，mg/m,;

  关了.*— 某平均时段内I风向，J风速、K稳定度的联合频率;

    N— 污染源总数目;

    C 一 污染物浓度背景值，mg/m a,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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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预测评价的深度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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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2 一级评价计算地面1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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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4. 3 一级评价应计算环境保护目标处典型气象条件下的1h平均地面浓度

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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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7.1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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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水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应以收集近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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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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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徊游动物及珍稀

动植物调查，岸线侵蚀、水域冲刷与淤积调查。

7.1.2.2 海港、河口港二级评价进行水产养殖、渔业捕捞、产卵场和生长区涧游动物及珍稀动植物

调查

7.1.2.3 河港一、二级评价应进行水产养殖、渔业捕捞、徊游动物和珍稀动植物调查，岸坡稳定、河道冲
刷与淤积调查。

7.1.3

7.13.1

7.1.3.2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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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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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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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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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1 确定水域生态的营养状态，营养状态指数可按下式计算:

F,=
COD X N; X P; __

一一 456o—      x iu0 (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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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 化学耗氧量，mg/L;

    N— 无机氮含量，mg/1;

    P— 无机磷含量，mg/L.

7.1.5.2 分析确定浮游生物的种类、数量、优势种、分布及多样性，多样性指数可按下式计算

H一艺(P;) Qogip) (7-1.5-2)

式中:月一一群落多样性指数;

      S— 种类;

      P— 样品中属于第i种的个体比P,=n,/N，其中，为第i种个体数，N为样品个体总数。

71.5.3 分析确定水产养殖、渔业捕捞和珍稀动植物种类、分布和面积;分析确定徊游动物种类、徊游

的性质、时间和路线。

了.，.6 陆域生态应根据调查分析地质地貌、水土流失及植被状况。

7.2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7.2.1 海港、河港一、二级评价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根据现状调查岸线规划、环境功能规划及水环境影响

评价等，分析项目的建设和营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7.2.2 一级评价应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重点分析对水土流失、岸线变化、冲捌与淤积、水产养殖、渔

业捕捞、珍稀动植物、徊游动物以及动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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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渔业捕捞、珍稀动植物、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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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捕捞的影响。

7.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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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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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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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游动物、水产养殖业的影响。

8 声环境影响评价

8.1 声环境现状评价

8，.， 声环境现状评价应包括噪声源调查和环境噪声现状评价。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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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噪声源调查应包括噪声源种类、数量及相应的声级。

8门.4 环境噪声现状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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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2 监测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GB/T 1462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GB 12349《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测量方法》和现行行业标准《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8门-4.3 一、二级评价分别连续监测3天、2天，每天昼间和夜间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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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4 一级评价应对环境敏感目标和港界处的测点进行连续24 h监测。

8.1.5 环境噪声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8.1.5.1 评价标准应经有关部门确认的标准

8.1.5.2 一、二级评价应分析噪声源的特性和变化规律。

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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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4 一、二级评价应综合分析和确定评价区内的声环境质量，三级评价描述声环境状况。

8.2 声环境影响预测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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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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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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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二(L�)}一2o1gr一8一TL一N一,AL                  (8.2.3-1)

式中:Lv-一 预测点接受到的声级，dB(A);

  (L� ) };— 某设备的噪声声级，dB(A);

      r- 预测点到声源的距离，m;

    TI,- 墙壁隔声量,dB(A);

      N— 屏障隔声量,dB(A);

    at.— 其他因素衰减量，dB(A),

8. 2.3.2 码头固定式连续输送机械的辐射声级可按下式计算:

LP = (L�)u+lolg[ ,r·，二(_12r)」一8一TL一N一“ (8.2.3-2)

式中:

8.2.3

式中:

(L,)线— 输送机械的噪声声级，dB(A);

    L一 输送带长度，m。

.3 疏港公路的交通噪声的辐射声级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L,)+201g(翻一、，+、。十、。一13 (8. 2. 3-3)

*，一:Olg[艺   100. 」一‘一“z (8. 2. 3-4)

:一一疏港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种类，按表8.2. 3-1规定划分。

                              裹 8.2-3-1 车型分类标准

车 型 标准载货量is 标定座位/座

大型车 7. 5以上 50以上

中型车 2. 5--7. 5 20 49

小型车 2. 5以下 20以下

(Lp)r ;种类车辆在预测点的辐射声级，dB(A);

(L')一 i种类车辆的噪声声级，dB(A);

  (N)— ，种类车辆昼间或夜间的平均车流量，辆/h;

  (V)一 ;种类车辆的平均速度，km/h;

4Lv;,o,---i类车辆行的距离衰减量,dB(A);

,IL,、一一公路纵坡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dB(A))，可按大型车98p、中型车73R、小型车5叩计

          算,R为公路纵坡坡度;

,2L,�m— 公路路面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dB(A))，根据不同的路面按表8. 2. 3 2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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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32 路面修正t

口L路角./dB(A)

沥青混凝土路面

水泥混凝土路面

0

1~ 2

。L，一一公路曲线或有限长路段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dB(A);

乙L:— 公路与预测点之问的障碍物引起的交通噪声修正量，dB(A)

8.2.3.4 铁路噪声可按下式计算

                                  LP=(LF)。一1019

式中:(LF)— r。处的参考位置声级;

        汽一一测量参考声级处距声源距离，m;

        乙L一 各种衰减量，dB(A)。

8.2.35 预测点的声级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二一。乙
r。

(8.3.2一5)

(大*。)。一，0，9[艺10。’(LP)，] (8.3.2一6)

                          (L，。，)，=1o19〔1护’“̂·。’。+100“气。，。〕 (53.2一7)

式中:(L八L，)、— 预测点昼间或夜间噪声预测值，dB〔A);

      (L、猛-— 预测点接受到的K个噪声污染源的噪声值总和，dB(A);

      (L、。。)监一一现状监测值，dB(A);

            K— 可影响预测点的各类噪声污染源个数。

8.2.4 声环境影响评价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8.2，4，1 一、二级评价应确定建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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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2 一级评价应绘制噪声声级的等值分布图，分析对声环境的影响规律。

8.2.4.3 二级评价列表给出影响范围和程度。

9 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91 船舶垃圾污染分析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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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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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八类、B类评价项目应分析国内船舶、国外船舶垃圾的影响。

9，2 陆域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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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Z A类、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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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 A类、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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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A类、B类评价项目应根据固体废物的分类分别进行处理;C类评价项目可只估算固体废物的

发生帚及去向。

10 事故风险污染分析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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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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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J 226-1997

率、类型、强度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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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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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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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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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张，回收率不低于80%,

1
11
12
1.3

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应不少于20人，被调查的人60%应是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居民。

11.1.4 调查内容应为被调查人对建设项目的态度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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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应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公众对项目的态度、意见、建议和要求。

11.2 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

11.2.1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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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评价项目可根据

需要分析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

11.2.2 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评价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1.2.2.1 调查项目所在社区及拆迁安置接受社区的人群结构。

11.2.2.2 调查征用土地、拆迁房屋、安置人员的数量和补偿情况。

11.2.2.3 调查拆迁居民的重新安置情况。

11.2.3 调查可采用问卷、座谈会等方式，回收的调查表应不少于50张，回收率不低于80%，座谈会的

参加人数应不少于20人，被调查的人应是直接受征地拆迁影响的人员。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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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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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景观及文化设施影响分析

11-3.1 A类、B类评价项目宜根据需要进行景观及文化设施的影响分析。

11.3.2 景观及文化设施影响宜采用定性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1.3.2.1 对项目建设前的景观及文化设施现状进行调查。

11.3.2.2 对项目建成后的景观构思及文化设施状况进行分析。

11.3.2.3 对项目建设前后的景观及文化设施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

12 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监控

12.1 环境保护管理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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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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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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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应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制定人员培训计划。

12-1.4 应编制管理和监控的设施、仪器设备清单及费用估算。

12.2 环境监控

12. 2.1 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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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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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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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防治污染措施与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13.1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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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 防治水环境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3.1.2.1 建设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1)确定现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的简易处理方案;

    (2)确定施工船舶舱底油污水处理方案;

    (3)确定疏浚和陆域形成产生的悬浮物对保护目标影响的防治措施。

13.1.2.2 营运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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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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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确定煤炭、矿石码头堆场雨水和冲洗水的处理方案;

    (4)确定多用途码头、集装箱码头洗箱水的处理方案;

    (5)确定港区生活污水处理方案;

    (6)确定石油、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码头事故污染的应急措施;

13.1.3 防治大气环境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3.1.3.1 确定建设期防治施工粉尘污染保护目标的措施。

13.1.3.2 营运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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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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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确定生产、生活用锅炉烟气污染防治措施。

13门 4 减缓生态环境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3.1.4.1 确定防治陆域取土区水土流失的措施。

13. 1.4.2 确定减缓影响生态敏感区域的措施

13.1.4.3 确定防护绿化和环境绿化方案;

13-1.5 控制声环境污染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3.1.5.1 确定控制施工噪声对环境保护目标影响的措施。

13.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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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3.1.6.1 确定施工建筑垃圾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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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门.6.2 确定营运期船舶垃圾、陆域生产废物、生活垃圾处置方案。

13.1.7 实行排放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应确定排放总量及控制方案。

13.1.8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措施的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3.1-8.1 A类和B类评价项目的主要污染物的防治措施，应说明处理工艺方案、处理效果，估算投资

费用

1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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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13.21 A类、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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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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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财务收人的百分比。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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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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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格式

XXX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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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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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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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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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10 ..X297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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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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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面格式

XXX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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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三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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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里一

单位负责人:

技术总负责人:

评价机构负贵人:

项目负责人:

注:封里二为评价证书1/3比例彩印件;

    封里三为专题报告名称、评价协作单位及负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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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10..X297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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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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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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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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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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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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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工程建设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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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万吨 陆城挖方量 m3

主要货种 陆城城方量 m3

装卸船泊位 (吨级)个 水下硫演量 m，

工作船泊位 个 装机功率 kW ·h

占用岸线长度 m 年耗煤 t

堆场面积 m2 年耗油 t

建筑总面积 m2 总供水t t/d

定员 人 总排水t t/d

总平面布t及主要装卸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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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表 3

  表 4

总平面布置及主要装卸工艺

工程建设前的环境现状分析

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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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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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见:

经办人(签字) 盖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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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水环境污染预测水域的流场计算

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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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 一、二级评价水文要素收集与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D. 0. 2. 1 资料收集应满足下列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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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河港收集近期5年资料，海港收集近期不少于1年的潮位观测资料和近期的海流资料;

    (3)河流水文资料包括丰水年、平水年及少水年的年径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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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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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0. 2.2 水文要素观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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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J 203《水运工程测量规范》中有关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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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在大潮期连续观测时间不少于25 h，海流流速、流向测量垂线不少于2

条，在大潮期、小潮期同步，连续测量不少于25 h;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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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流速、流向可采用表面浮标法测量，宽深比大于100的河流，从码头一侧岸边至河面中

心线不少3条流速流向轨迹线，轨迹线长度为上游评价断面至下游评价断面。

D. 0. 3 流场的分析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D.0.11 流场应根据污染预测所需的水动力条件进行分析计算。

D. 0. 3.2 分析计算的深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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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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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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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评价项目应分析评价水域的流场。

D. 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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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 3-1

选择模式空间尺度。

                              表D. 0. 3-1 计算模式空向维数选择

计 算 水 域 空 间 维 数

河 口、海湾 平面二维

宽深比<100的顺直河段 一维

有限弯曲河段或宽深比》100的河段 平面二维

D. 0. 3.4 河流流场的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河流水流流态应按表D. 0. 3-2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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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0. 3-2 河流水流流态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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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流场计算的基本方程应根据流态进行选择，恒定均匀流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C  RSo
Q=u·Aa

(D. 0. 3-1)

(D. 0. 3-2)

式中:。— 断面平均流速，m/s;

    Q一 流量,m2/s;
    Sa— 水面坡降域底坡;

    Ao— 过水断面面积，m2;

      K— 水力半径(m) ,R=Ao/P;

      P- 湿周，m;
    C 谢才系数,C=1/n·Rvs;

      ，— 床底糙率。

    恒定渐变流可按下式计算:

                                      dZ十d

式中:Z— 水位，m;
      h, 沿程摩阻损失，m;

      h— 局部损失，m。

    棱柱形河道不恒定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_u22x+dh,+dh二0 (D. 0. 3-3)

dh. dh 。 dh 。
石万 一厂 “ 二二二州尸x - 一 V
U ‘ 口 孟 口 沈

(D. 0. 3-4)

子“ _刁u . au
万丁，广U了二 州r8
Q ‘ 口 去 口 J

一8(So一S,)

式中 h— 水深，m;

a- 重力加速度，m'/s;

s。一a_ Z.ax
Zo一一河道底高程，m。

沿程摩阻坡度，S，二W IuI/R'";
断面流速.

非棱体形河道不恒定流可按下式计算

aA+aQ
Jt a s

aQat+2Q aQZAaX+k，一QZB) aZA =  a r
      _。 q aA一 一 911'1-气二 戈下于

                              ‘月 一 口 J、 +9(u。一u) (D.0.3-5)

式中:9 单位河长侧向人流，人流为正，出流为负，m3/s;

A-一 断面面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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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_一_。 一_ __L__、。，一，.

-z}:一 TH 1A士呆一局程‘wr圆衔w3m;
      B— 河宽,m;

      2-一 水位，m;

      u�— 侧向人流流速沿主流方向上的分量，m/s o

D. 0. 3.5 河道水流计算今数的选取及边界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河床糙率根据床质进行选取;

    (2)计算断面应考虑河流的流向及河势的变化;

    (3)边界条件根据F(佛汝德数)进行选取。

D. 0. 3,6 河口、海清流场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连续”法:a z  a (Hu)  a. (Ha)at + a .x  +  ay一。 (刀.0.3-6)

动量方程:

劣十·劣+·架= fv-8u了u}+v}C H
    az.，{a'u.a,u)

-K 石二厂尸‘川 - 2T n丁万}
      口法 、0试 口y j

+Y; p,W,cosQ/H

avat十“avax十?avayy 、一二v了u,十v'C H
    az、，f a,v，a'v }

-K万二二了‘川 下二iT - }
      U少 、}}   0y ;

                      +Y; p,W 'sinQ/H

式中:z— 从平均水平面起算的水面高度，m;

      H— 水深,m;

      h— 平均水平面以下的水深,m;

    u,v一一沿S,y向流速分量，m/s;

      r,— 风应力系数;

      f— 柯式力常数，f=2Asino;

      月— 地转角速度;

      Y"一一纬度;

      C�— 空气密度;

      W-一 风速，m/s ;

      Q— 风向与二轴夹角;

  E., F, 沿=,y方向的涡粘扩散系数。

D.0.3.7 河口、海海流场计算的时间与空间步长参数可按下式计茸:

(D. 0. 3-7)

                        4t二min(ar,勿)/}4刃 士了矿+vz I   (D. 0. 3-8)
式中:,At— 时间步长，s;

  Ax ,Ay— 二、y方向的空间步长，m;

      Pa— 重力加速度,m/s,;
      。— ，方向的流速，m/s;

        v- y方向的流速,m/s.

D.0.4 海港一级评价的计算参数及流场宜采用实测潮位、流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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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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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E.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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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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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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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p.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规定执行，书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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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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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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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文 说 明

制 定 说 明

    根据交通部综合计划司(91)计综字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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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见，由交通部综合计划司于1995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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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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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17日通过部审。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共分13章,5个附录，各章及附录的编写人员如下:

    第1,2章 张万玉、邓恩国

    第3章 邓恩国

    第4章 魏新民

    第5章 张光玉、王伟利、文治裕

    第6章 魏新民

    第7章 鲍建国

    第8章 魏新民

    第9章 王伟利

    第10,11章 鲍建国

    第12章 张万玉

    第13章 邓恩国、鲍建国

    附录A,B,C,E 邓恩国

    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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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则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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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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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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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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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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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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般规定

2. 1 评价阶段和评价程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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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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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评价类别和等级

2. 2. 1 -2. 2. 3 条文根据近五年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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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时首先应根据土程硅质和规模确定4价类别，再根据环
境特征确定环境要素的评价等级。

2.3 评价范围

2.3.3 A类和B类评价项目的陆域范围和水域范围是指项目建议书及批复规定的范围。

2.4 评价内容

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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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工程分析

3门 一般规定

3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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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建设期污染源强分析

12.1-12.5 条文规定了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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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条文中的计算公式为经验公式，在使用时，公式中的系数R和R。宜采用现场试验资料或相同

条件地区的试验数据。

3.3 营运期污染源强分析

3.3.1 条文规定了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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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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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经验公式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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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5款中的A类、B类,C类和D类物质系指按《国际海事组织73/78防污公约》附则9根

据散装有毒液体有毒有害程度确定的分类名单。

准标网 www.zhunbiao.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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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查

4.1.1-4.2门 条文提出了A类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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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水环境影响评价

5.1 水环境现状评价

5.1.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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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国家现行污水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是指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3097((海水水

质标准》和GB 3838《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5.1.5 本条5.1.5.2款(5)项底质采样仅适用于海港和湖区港口;(4)项重要的排污口设置监测断面仅

适用于河港。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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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评价，模式计算适用于河港一、二级评价.

5

5.

5.2.2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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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条文中泰勒(Taylor)公式的表达式

E，二0. 58h+0. 0065B

式中:E,— 横向扩散系数，m'/s;

      h— 平均水深,m;

9一 一重力加速度,m/s';

I— 水力坡降。

菲希尔(Fischer)公式的表达式:

                                ￡，=0. 6 刃
爱尔德(Elder)公式的表达式:

                                E、一5.93(ghl)-
式中:E,— 纵向扩散系数，MI/s.

6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6.1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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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条文中的三个测点为一评价的下限。

6.2 污染气象统计分析

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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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ro的粉尘

用气态污染物质污染系数;粒径大于10 I'm煤尘、矿尘等颗粒物质可用粉尘污染系数。

6.3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6.3.1 6.13 港口工程性质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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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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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锅炉排气筒，适用于一级评价10 t/h L;(上燃煤锅炉。二级评价5--10 t/h燃煤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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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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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条文中1h浓度活用颗粒物

了 生态环墉影响分析

了门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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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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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门 5 计算公式((7.1.5-2)为香农一威纳多样性指数公式。

72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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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声环境影响评价

8门 声环境现状评价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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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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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声环境影响预测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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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计算式((8.2.3-1)中的“其他衰减量(AL)”系指树木、绿地及港内各种货场的堆垛等临时声
屏等。

9 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9.1 船舶垃圾污染分析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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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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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B类和C类评价

项目。

9-1.3 根据《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国际海事组织73/78防污公约》附则V中的有关条款制定。

92 陆域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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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提出。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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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废物是指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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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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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事故风险污染分析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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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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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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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会影响分析

11.1 公众参与调查

11.1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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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评价项目。

11.2 征地拆迁安置对社区的影响

11.2.1 本条适用于需要进行征地拆迁的大型、特大型的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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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景观及文化设施影响分析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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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环境保护管理

.1 12.1. 4 条文适用A类、B类评价项目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

  环境监控

3 条文主要适用A类评价项目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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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防治污染措施与环境经济握益分析

13-1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13.1.1 13.1. 3 条文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条，《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大气污染法实施细

则》第21条、第23条，《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21条，《防治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19条，第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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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和B类评价项目。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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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13. 2.1 1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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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和B类评价项目。

    条文中“达到的环境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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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