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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３］２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加强环境管理，现批准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
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ＨＪ／Ｔ８９—２００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
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自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３年１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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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以 ＨＪ／Ｔ２１～２３—１９９３、ＨＪ／Ｔ２４—１９９５、ＨＪ／Ｔ１９—１９９７《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为基础，结合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的特点，对该导则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规定了石油化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都是本标准的附录；本标准的附录Ｅ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安全环保局，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中国石

化洛阳石化工程公司，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本标准自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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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石油化工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内容和方

法。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系指以石油和石油气 （包括天然气和炼厂气）为原料，从事炼油、化工、化

纤和化肥生产以及相关的储存、运输、科研等建设项目。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化工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２　引用标准

ＨＪ／Ｔ２１—９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ＨＪ／Ｔ２２—９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ＨＪ／Ｔ２３—９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ＨＪ／Ｔ２４—１９９５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ＨＪ／Ｔ１９—１９９７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非污染生态影响
ＳＨ３０２４—９５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３　术语

本标准所列术语，是专为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所使用的。

３１　依托单位
建设项目在原料供应、公用工程、储运或环保治理设施部分或全部依托的企业，则称该企业为

依托单位。

３２　以新带老
通过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对依托单位原有的环境保护设施不符合标准要求，需要

逐步完善的环境保护设施，一般称 “以新带老”。

３３　废水
３３１　工业废水：生产过程中使用后排放的或产生的水，这种水无进一步利用的价值，但不包括
未受污染或受轻微污染以及水温稍有升高的即石油化工行业称之为假定净水、清净下水或净下水的

水。　　　　
３３２　厂区生活废水：生产企业中各生产装置、车间、单元、设施内人员活动过程中排出的废水。
３４　燃烧废气

在加热物料和发生蒸汽的过程中，煤、油、气等燃料燃烧时排放的废气，如加热炉、锅炉等排

放的废气。

３５　工艺废气
在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并排入大气的废气。

３６　单位排放量
单位产品或加工单位原料的污染物排放量。

３７　工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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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或设施生产运行的状态。

３７１　正常工况：装置或设施按设计工艺参数进行生产的状态。
３７２　不正常工况：装置或设施开工、停工、检修或工艺参数不稳定时的生产状态。
３７３　事故：指违反操作规程和有关规定或由于设备和管道的损坏，使正常生产秩序被破坏，造
成环境污染的状态。

４　工作原则和一般规定

４１　工作原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坚持政策性、针对性、科学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在工程分析中必须

贯彻清洁生产、达标排放、“以新带老”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方针。

４２　一般规定
４２１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分类

执行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根据国务院第２５３号令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所制定的 《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中有关石油化工部分。

４２２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按ＨＪ／Ｔ２１～２４和 ＨＪ／Ｔ１９的规定进行，由环评总负责单位组织实

施。

总负责单位在环评工作三个阶段中，均应对总体及各专题的工作内容、方案和进度有明确的指

导思想、统一安排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对本单位和协作单位的工作成果进行认真的审查、反馈和汇

总。总负责单位应对环评结果全面负责；协作单位应对其所承担的专题内容及结果负责。

４２３　建设项目实施过程的阶段划分
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一般分为建设过程和生产运行两个阶段。新建项目、需新征土地，扩大厂区

的改、扩建项目、长输管线、码头等建设项目应分析上述两个阶段的环境影响，在原厂区内进行的

建设项目一般只分析生产运行阶段的环境影响，如需作建设期的影响，在大纲阶段确定。管线、码

头项目如有要求，也可进行退役阶段的环境影响分析。

４２４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中报告书的专题设置和报告表、登记表的专项设置和内容
４２４１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
染和对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详细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专题设置按表１，并应按下列规定，选择设
置环境影响评价专题。

表１　环境影响评价专题的设置要求

序　号 专　题　名　称 专题设置要求

１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现状调查 

２ 　评价区污染源现状调查与评价 

３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３１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３２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３３ 　海域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３４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３５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３６ 　生态环境 （动植物、土壤和作物等）现状调查 

３７ 　人群健康及地方病现状调查 

２



ＨＪ／Ｔ８９ ２００３

续表

序　号 专　题　名　称 专题设置要求

４ 　工程分析 

５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１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２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３ 　海域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４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５５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５６ 　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６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影响分析 

７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８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９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制度建议 

１０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１１ 　环境风险分析 

１２ 　公众参与 

　注：一般均应设置；
建设项目内容和建设地址环境特征按４２４１１～４２４１９款规定选择设置。

４２４１１　建设项目外排废水排入海域，应设置海域环境影响评价专题。
４２４１２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可能影响到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地下水）、二、三级保护区，

应设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专题。

４２４１３　评价范围如涉及渔业水域，应在水域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水域环境影响预测与
评价专题中增加有关渔业的分析内容。

４２４１４　厂界噪声达标、且评价区又无特殊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 （包括厂界内建设项目），

可不设置声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专题。

４２４１５　大中型中外合资建设项目，应设土壤环境影响分析专题。
４２４１６　新建固体废物填埋场，应设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专题。
４２４１７　新建大型企业，应设置人群健康现状及地方病调查专题。
４２４１８　长输管线、海洋油气集输、大型油码头和油库以及生产工艺中具有剧毒和强恶臭性物
质 （如光气、丙烯腈、甲胺、硫化氢等）的建设项目应设置环境风险评价专题。

４２４１９　大中型建设项目，应设置公众参与专题。
４２４２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轻度影响，并符合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中对环

境可能造成轻度影响的建设项目界定原则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４２５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
４２５１　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应符合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的规定。
４２５２　在进行单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时，污染物排放量应以建设项目所产生的污染物
量为基准。

４２６　污染因子的筛选
污染因子 （即主要污染物），应按照建设项目所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构成的影响程度来筛选，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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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染源调查与评价、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总量控制分析等专题中确

定为各环境要素的污染因子。

４２７　评价范围的确定
根据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结合建设项目和建设地址的环境特征，按照ＨＪ／Ｔ２１～２４

和ＨＪ／Ｔ１９的规定，确定各环境要素的评价范围。
４２８　评价标准的确定
４２８１　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应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要求执行相应环境要素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或地方环境质量标准。

４２８２　污染物排放标准应执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或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当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时优先执行地方排放标准。

４２８３　对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规定标准值的特征污染物的评价标准，可参照有关标
准，但须经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４２８４　采用的评价标准应得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确认。
４２９　控制污染与环境保护目标
４２９１　控制污染的目标

说明清洁生产、污染物浓度控制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

４２９２　环境保护的目标
说明各环境要素的敏感点位或水域区段的环境特征 （结合图表说明与建设项目拟建地址的相对

位置和距离）及各有关环境要素应达到 （或符合）的环境质量要求。

４２１０　已有资料的利用
４２１０１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应尽量利用已有资料。
４２１０２　对引用的资料，必须进行准确性、时效性和实用性的审核，并说明资料的名称、来源、
编制单位和编制时间 （包括调查时间）。

４２１０３　由于引用资料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评价单位负责。

５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现状调查

调查的原则、方法及调查内容执行 ＨＪ／Ｔ２１～２４和 ＨＪ／Ｔ１９的规定 （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

删）。

６　评价区污染源现状调查与评价

６１　污染源现状调查的原则和方法
６１１　污染源现状调查的原则和方法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６１２　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特点，结合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筛选出应调查的污染
源及有关参数。

６２　污染源现状调查内容
６２１　工业、交通、农业的污染源现状调查中，一般以工业污染源为主，包括现有、在建和已批准
待建的项目。

６２２　各企业污染源按各环境要素列表，表中应包括企业名称、与建设项目的方位关系、距离 （应

附平面图），污染物排放量、有毒有害物质成分、排放方式和规律及排放去向等。

６２３　各企业环境保护防治措施及达标排放情况。
６３　污染源评价内容
６３１　根据污染源现状调查结果，按等标污染负荷比对主要排污企业及污染物进行排序。
６３２　分析评述各企业环境保护措施，达标排放、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可能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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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７１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７１１　监测布点

布点一般有扇形布点、网络布点，或以功能区为主兼顾均布性原则等方法。应具有代表性和科

学性，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７１２　大气监测布点图

应标明指北向、比例尺、风玫瑰图、监测点位和敏感点位置，并列表说明其与建设项目拟建地

址的距离。

７１３　污染因子的筛选
选择建设项目等标排放量 Ｐｉ较大的污染因子和特征因子，如苯、甲苯、二甲苯、乙烯、丙烯

腈、苯乙烯、氨和恶臭物质等。

７１４　对一、二、三级评价项目的调查方法，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７１５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一般按下列内容进行分析。
７１５１　大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布。
７１５２　大气污染物浓度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７１５３　对各评价因子用单项质量指数评价其污染水平。
７２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７２１　调查范围可按评价等级在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审查阶段确定。
７２２　调查时间、水文调查、水文测量、污染源分类、水质调查、各类水域布设水质取样断面及取
样点的原则与方法，均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７２３　地表水监测断面设置

应标明指北向、比例尺、水流方向、各监测断面，及为保护目标设置的控制断面与排放口的相

对距离，可根据水环境敏感程度决定水系图的范围。

７２４　污染因子的筛选
从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给出的石油开发与炼制、无机原料、化肥、橡胶、塑料及化
纤、有机化工建设项目水质参数中筛选。

７２５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７３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分析
７３１　调查范围与取样
７３１１　调查范围按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及评价区地貌、地质结构、水文地质条件及评价工作等因素
考虑，在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审查阶段最终确定。

７３１２　取样布点可暂选择点状、线状、面状，沿地下水流方向布点，一般可选择现有民井取样，
不另钻孔。

７３２　污染因子的筛选
以常规因子为主，增加建设项目特征污染因子。

７３３　调查地下水水质状况
７３４　已被污染的地下水，应对废水渗漏的可能途径、污染物的种类进行分析。
７３５　地下水水质现状评价

执行ＧＢ／Ｔ１４８４８—９３《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６的规定。
７４　海域 （海湾）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７４１　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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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方法，一般以岸边排放口为圆心、５～２０ｋｍ为半径，取其半圆面积作为海域调查范围。具
体调查范围按建设项目废水排放量大小、排放口的位置和排放方式、海域的类别和评价工作等级来

确定。

７４２　布点原则和方法及数目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７４３　污染因子选择
按本标准中７２４执行。

７４４　海域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７４４１　根据调查资料评述污染水平。
７４４２　说明废水排放口的数量、位置和排放方式的合理性。
７５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分析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７６　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分析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７７　人群健康现状调查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８　工程分析

８１　工程分析应遵循政策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８１１　政策性：根据建设项目的工程内容进行工程分析，并充分体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
家、地方及行业的有关政策、法规和规定。

８１２　准确性：建设项目技术文件中记载的资料、数据等应通过复核校对，能满足工程分析需要和
精度要求时方可引用。

８１３　科学性：凡可定量描述的内容，如污染物排放量等，应通过类比分析，给出定量结果。
８２　工程分析的内容和工作重点

工程分析包括工程概况、污染影响因素分析、清洁生产分析和环境保护措施四项基本内容。必

要时可增加厂址选择、总图布置和建议等部分，并给出工程分析小结。

两个阶段的分析重点：

８２１　建设期
对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扬尘、弃石、弃土、植被破坏以及河流、航道、港池清

淤等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恢复措施。

８２２　生产运行期
生产运行期一般分析正常排放量和不正常排放量两种情况。

８２２１　正常排放量是指按操作规程和设计生产参数负荷运行时污染物的排放方式和排放量；
８２２２　不正常排放量是指生产运行期的开车、停车、检修、事故泄露等情况下，污染物的排放
量；

８２２３　噪声源分布情况。
８３　工程分析的工作内容和方法
８３１　建设项目的工程概况
８３１１　工程简介

包括工程名称、建设性质、建设地点、建设规模、项目组成 （表）、产品方案、年运行时数、占

地面积、职工人数、建设投资等，并应附区域位置图和总平面布置图。建设项目组成中应同时考虑

相关装置、储运工程、公用工程、辅助设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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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２　工艺路线与原料
根据原料和产品方案，用方块流程图表示并说明总流程方案。如有几个方案比较时，应对各方

案的特点进行分析说明，但对推荐方案应进行详细论述。

８３１３　物料、产品、能源及资源消耗
包括主要物料的物化性质、数量、产地、储运方式及其它说明。

能源及资源消耗包括水源、水量、水质、用电负荷及其来源、蒸汽用量及来源、全厂燃料种类、

物化性质、消耗量 （作燃料平衡图）、辅助原材料的种类、性质、用途及消耗量等。

８３１４　主要经济指标
包括建设投资、建设期、年销售收入、投资利税率、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等。

８３２　污染影响因素分析
８３２１　已建、在建工程部分

调查已建、在建装置 （单元）的种类、数量、规模和运行状况等特点。核实各工艺装置 （单

元）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的排放量、排放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并分析论述各种环保设施的

运行状况和处理效果及其可行性、实用性和经济合理性。

８３２２　新建、改建、扩建部分
对各装置 （单元）污染源的分析应以装置 （单元）或产生污染的辅助设施为单位，以工艺过程

为基础，绘制各装置 （单元）的污染源分布流程图 （见附图Ａ１）。在流程图上，应按污染物种类冠
以不同符号，并按排放点依次编号，标明排放部位。同时列出各装置 （单元）废气、废水、固体废

物排放表，并标明各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浓度等。表中污染物排放点的编号应与污染源分布流程图

中的编号一致，以使图、表一一对应。排放表的格式见附表Ａ１。同时应对各种污染源进行分析说明
各排放点所产生的污染物的成分、浓度、数量与工艺过程所加工的原料、辅助物料、催化剂组分和

工艺参数等的关系。

对废气排放源，应按点源、面源、无组织排放源进行分析。说明源强、排放方式、排放源特征

参数等；

对废水排放源应说明种类、数量、成分、浓度、排放方式与去向等；

对固体废物排放源，应说明数量、有害成分、处理 （置）方法、排放去向等；

对噪声污染源应表明其源强及分布。

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均应提出正常排放量和不正常排放量。

８３２３　污染源分类及分析
分别对全厂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源进行分析。

全厂污染源的分析包括已建、在建、新建装置 （单元）的废气排放量、排放方式、去向、成分、

浓度及排放特征等参数。评价其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分别以汇总表的形式列出 （见附

表Ａ２）。
对炼油厂应以方块图表示硫在加工过程中的流向状况，并作出全厂硫平衡图、全厂硫平衡表

（见表Ａ３）。
全厂废水污染源的分析应论述全厂废水系统划分的原则 （清污分流、污污分流）和特点，绘制

废水水质水量平衡图表。

全厂固体废物污染源分析应说明固体废物的种类、毒性类别、数量及合理利用情况和效果，并

论述再资源化的可能性。

噪声污染源的分析应列表说明大于８５ｄＢ（Ａ）的设备名称、数量、源强声学特点及分布情况。
８３２４　环境保护措施

对建设项目拟采用的环境保护措施按废气环境保护措施、废水 （预）处理措施、固体废物处理

（置）措施、噪声环境保护措施等，从工艺方案、设备、构筑物、处理效果以及投资、技术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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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予以论述。对新、改、扩建工程需依托原有环境保护设施时应以原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达标

情况为基础，以新、改、扩建工程所排各类污染物 （特别是新增的污染因子）的量、质等方面论述

原环境保护设施对接纳新增污染物后达标排放的可行性做详细分析和明确的结论。

８３２５　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
统计污染物排放量时，可按以下两种情况进行统计：

新建项目：

（１）工程污染物核定排放量；
（２）按治理措施实施后能够实现的污染物削减量；
（３）上述两项之差的污染物量即为最终排入外环境的量。
改、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

（１）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前现有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２）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按计划实施后的污染物排放量；
（３）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后能够实现的污染物削减量。
以上三项之代数和，即为建设项目最终排入外环境的污染物量。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见附表Ａ４。
８３３　清洁生产分析内容

从减少污染物排放，节约资源、能源为目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清洁生产进行分析：

８３３１　用类比分析的方法，与国内 （外）同行业的已建、在建装置在经济规模、工艺路线、装

置选择、机械设备、原料和燃料、产品结构、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量和环境保护治理设施以及清

洁生产对社会环境保护效益等方面，进行全过程论证。

８３３２　水利用情况的分析，可从以下主要量化指标说明，其计算方法详见附公式Ａ１～Ａ４。
重复利用水量和重复利用率；

废水回用水量和废水回用率；

单位 （ｔ）产品 （原料）废水排放量；

单位 （ｔ）产品 （原料）新鲜水用量。

８３３３　对改扩建工程的已建部分清污分流的合理性，已颁布的清洁生产实用技术的采用情况进行
分析。

８３４　给排水方案合理性的分析
８３４１　遵照 “节约用水、一水多用”的原则，对设计中采用的给排水方案 （包括新鲜水、循环

水、重复利用水等）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８３４２　按照 “清污分流、分级控制＂的原则，对设计中采用的排水管道系统的合理性、可行性
进行分析。

８３４３　在对给排水方案合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废水利用的可能性、存在问题和应采取的
措施进行分析。给出废水回用项目一览表。

８３５　厂址及总图布置方案分析
８３５１　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城市的发展规划，分析厂区与周围保护目标之间是否符合卫生防护距离
的规定。

８３５２　根据气象、水文等自然状况，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厂区内各装置、单元之间平面布置、总
图运输布置的合理性和存在问题，从而对厂址及总图布置方案提出分析意见。

８３６　工程分析小结
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小结：

８３６１　项目在拟选地址建设的合理性。
８３６２　总图布置中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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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６３　主要污染物的削减与治理措施。
８３６４　污染物排放总量。
８３６５　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和投资。
８３６６　清洁生产分析的意见和建议。
８３６７　其它建议。

９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９１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９１１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包括以下内容：
９１１１　预测任务。
９１１２　预测内容 （包括预测因子的确定）。在确定预测因子时，可根据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因

子，增加特征因子，如氨、丙烯腈、苯乙烯、恶臭物质等。

９１１３　预测范围 （附图）。

９１１４　预测方法。
９１１５　多源叠加问题。
９１１６　扩散模式和烟气抬升公式。
９１２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９１２１　确定环境目标值。
９１２２　计算单项评价指数和污染分担率。
９１２３　分析超标时的气象条件。
９１２４　评价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９１２５　确定分担率。
９１２６　制定大气环境保护对策 （反馈于环境保护措施分析专题中）。

９２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９２１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９２１１　预测原则。
９２１２　预测范围和预测断面的布设 （附图）。

９２１３　环境影响时段的划分和预测地表水环境影响的时段。
９２１４　预测水质参数的筛选。
９２１５　地表水环境和污染源的简介。
９２１６　预测方法。
９２２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９２２１　评价的原则。
９２２２　评价的基本资料。
９２２３　评价项目及内容。
９２２４　评价方法。
９３　海域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参照执行本标准中９２的规定。
９４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对有害污染物下渗对地下水影响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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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地下水不受污染的要求。

９５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执行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

９６　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污染源 （如固体废物填埋场、排污明渠等）分布及农业灌溉状况，结合评价区水

文地质等环境特征，分析建设项目对土壤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１０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影响分析

１０１　建设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的贮存、运输、处置必须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

１０２　应按照原国家环保局制定的 《固体废物名称和类别编号代码对应表》的要求，对所产生的工

业固体废物 （如废催化剂、废碱液、废酸液、污泥、灰渣等）进行分类，并分别核算其产生量。新

建固体废物填埋场，需列专题评价。

１０３　论述固体废物回收和合理利用的途径及其可能性。
１０４　利用当地固体废物填埋场的可行性分析。
１０５　拟贮存、填埋固体废物的场所 （附位置图），应分析论述下列内容：

１０５１　预处理的必要性，填埋方式的可行性。
１０５２　对周围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对地下水的影响）。

１０５３　拟采用的防洪、防渗、防扬尘等工程措施的可靠性。
１０５４　渗滤液的处置。

１１　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１１１　环境保护措施分析的工作内容和方法
１１１１　水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１１１１１　减少废水排放量的措施和效果。
１１１１２　排水系统划分清污分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１１１１３　防止物料进入废水系统的措施分析。
１１１１４　提高循环水浓缩倍数，减少废水排放量的措施。
１１１１５　废水处理方案、分级控制水质指标、废水处理流程的分析比较，技术经济分析与运行可
靠性，接纳能力和达标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论述或分析。

１１１１６　废水处理设施承受冲击负荷的能力分析 （依托原有废水处理设施时应注重新污染物对设

施的冲击负荷）。

１１１１７　废水管道和废水储存、处理设施防渗漏分析。
１１１１８　废水排放口设置的合理性分析。
１１１２　废气、粉尘污染的防治
１１１２１　外排有毒、有害工艺尾气、粉尘、恶臭、酸雾等废气的除尘、吸收等回收利用、处理设
施的分析。

１１１２２　含易挥发物质的原料、成品、中间产品等储存设施、防治挥发物质逸出和回收的措施分
析。

１１１２３　可燃性气体回收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２４　回收废溶剂、废催化剂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２５　剧毒的化学药品 （如氰化钠、二硫化碳等）密闭储存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２６　含硫废水、含酚废水等输送、储存过程中，防止有毒气体泄漏、逸散措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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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２７　废水处理设施防止恶臭、可燃气体逸散措施分析。
１１１３　固体废物的环境保护措施
１１１３１　工艺装置排出的高浓度废液进行预处理或焚烧处理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３２　针对固体废物的不同性质，采取合理利用、回收、无害化填埋处理等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３３　催化剂、吸附剂、煤炭等粒料、粉料的装卸、储存、输送过程中采用的防止逸散、扬尘
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３４　设备检修及开停工时排出的各种固体废物收集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３５　对固体废物填埋场的分析，包括填埋场的选址、水文地质条件、使用期和工程结构合理
性分析，防扬尘、防洪、防渗漏、渗滤液处理及监控措施的分析等。

１１１４　噪声环境保护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４１　设计中选用的低噪声设备和气体吹扫放空噪声控制措施的分析。
１１１４２　离厂界较近的高噪声源如锅炉、加热炉、空压站、破碎机等采取噪声控制措施的分析。
１１２　补充措施和污染物外排总量

在对设计中已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达标排放有影响的因素，应遵照污染

物总量控制、“以新带老”的原则，提出补充措施和建议。并提出污染物进一步削减量。

１１３　环境保护对策小结
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对策进行小结，对环境保护措施按水、气、固废、声等分别归纳整理，

列出环境保护措施五项汇总表，包括较详细的内容、投资和计划完成时间，便于环境管理部门监督、

检查。

１２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１２１　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的原则
１２１１　污染物排放总量，应在贯彻 “清洁生产”的原则下，达标排放。并按生产装置 （设施）批

准规模计算。

１２１２　应结合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和总量允许限额要求，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建议。

１２２　总量控制因子的选择
石油化工行业有关的污染因子有８个：
大气污染物指标３个：二氧化硫、烟尘、粉尘。
废水污染物指标４个：化学耗氧量、石油类、氰化物、氨氮。
固体废物指标１个：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总量控制因子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特点及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在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审查阶段确定。

１２３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计算
根据污染物总量控制计算结果，再结合环境保护补充措施的削减量，给出污染物外排总量。

１２４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建议指标
当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允许限额指标有明确规定时，经达标分析后的排放总

量符合限额指标要求，可直接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建议指标；如果经达标分析后的排放总量超

过限额指标要求时，应对该地区主要排污企业排放水平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确定各企业污染物排

放总量削减顺序，提出该地区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负荷调整的分配建议方案，并以此提出建设项目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建议。

１３　环境风险分析

１３１　调查收集国内外同类建设项目的风险事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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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表示下列内容：

年份日期，地点，装置规模，引发原因，物料泄露量，影响范围，事发后采取的应急措施，事

故损失，关注并分析事故发生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１３２　根据资料分析建设项目发生风险事故的概率和可能影响的范围。
１３３　提出现场监控报警系统和应急措施 （如应配置的设备、器材，应急计划）。

１４　环境管理及环境监测制度建议

应根据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ＳＨ３０２４及石化行业有关环保工作的规定设置环保
管理机构；制订监测制度；确定环境监测站类型；确定监测项目和监测频率以及配置必须的监测仪

器和设备。

１５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１５１　根据环境保护对策分析及其补充建议所确定的环境保护项目 （包括 “以新带老”），列出各项

目的内容和投资。

１５２　根据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计算环境保护投资占建设项目建设投资的百分比。

１５３　核算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的治理成本及其合理利用收益。
１５４　因推行 “清洁生产”、“清洁产品”对社会环境产生的 “正效应”。

１６　公众参与

１６１　向有代表性的团体及个人发放征询意见表，数量宜为１００份，并召开小型 （２０人左右）征询
意见会１～２次。
１６２　统计分析研究各方面意见。小结公众对建设项目的观点和回答有关问题。
１６３　征求意见表中应对拟建工程的性质、环境治理的预期效果等作简要介绍。

１７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编制

１７１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总体设计和工作方案，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指导
性文件，也是审查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和质量的主要依据。

１７２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编制应按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并在充分研读建设项目的技术资料、
对建设地址环境状况进行踏堪和调查、征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编制。

１７３　在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审查后，如建设项目内容发生重大调整，则评价大纲须进行相应变动，
并取得审查单位的认可。

１７４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格式及内容见附录Ｂ（标准的附录）。

１８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１８１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一般规定
１８１１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全面概括地反映环境影响评价的全部工作，突出石油化工工程特点，文
字应简洁、准确，并尽量采用图表形式，以使提出的资料清楚。有条件的，也可附照片说明。报告

书要做到论点明确，利于阅读和审查。原始数据、全部计算过程等不必在报告书中列出，必要时可

编入附录。所参考的主要资料应按其发表的时间顺序由近至远列出目录。评价内容较多的报告书，

重点评价专题可另编专题报告。

１８１２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评估意见，汇总分析各分项专题所提供
的各种资料、数据和存在的问题。通过综合分析、评价，提出科学、公正的结论。

１８２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见附录Ｃ（标准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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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其他规定

１９１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包括以下附图：
１９１１　建设项目区域位置图

标明指北向、比例尺、风玫瑰图、图例符号、建设项目拟建地址、建设项目周围的城镇、村落、

工矿企业、地表水体、交通干道以及保护目标等。

１９１２　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标明指北向、比例尺、风玫瑰图、图例符号、生产装置、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位置。

１９１３　单项环境要素评价范围及监测布点 （水体断面设置）图

标明指北向、比例尺、风玫瑰图、图例符号、评价范围、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向、监测点位 （水

体断面）和环境敏感点 （断面）位置，并列表标明其与建设项目拟建地址的距离。

１９１４　各种附图都应突出主要内容，以粗线条明显表示出建设项目范围、监测点位、断面，环境
敏感点位置等。

１９２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其它附图可根据各专题工作的需要设置。
１９３　现场监测数据统计中，应逐点逐项列出实测值后，再对照标准值以达标率或超标率来说明环
境质量或环境保护措施的处理效果。

１９４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排格式结构应符合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有关规定及
本标准，见附录Ｄ（标准的附录）。
１９５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提供如下照片资料：全厂鸟瞰图，拟建项目厂址，拟淘汰装置及拟改扩
建装置，主要污染防治设施，废水排放口。

１９６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英文缩写、名称要有英、中文对照表，并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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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Ａ２　全厂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示例）

附表 Ａ２　全厂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废

气

污

染

物

（Ｇ）

编

号

污染物

名称

排放量／

（１０４ｍ３／ｈ）

污染物量／（ｋｇ／ｈ） 排放源参数

烃类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烟尘 高度／ｍ 直径／ｍ 温度／℃

排放方式

与去向

装置

合计

废

水

污

染

物

（Ｗ）

编

号

污染物

名称

排放量／

（ｍ３／ａ）
ｐＨ

污染物量／（ｋｇ／ｈ）

石油类 硫化物 化学耗氧量 氨氮

排放方式

与去向

装置

合计

固

体

废

物

（Ｓ）

编

号

污染物

名称

排放量／（ｔ／ａ）

废催化剂
废碱渣

（液）

废脱 （吸）

附剂
“三泥” 其他

主要组分
排放方式

与去向

装置

合计

附表 Ａ３　全厂硫平衡表 （示例）

附表 Ａ３　全厂硫平衡表
项　　目 进料／（ｔ／ａ） 出料／（ｔ／ａ） 占总硫百分比数 （％）
原油带入硫

硫磺产品

生成二氧化硫的硫

产品带走硫

其　　他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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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Ａ４　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汇总表 （示例）

附表 Ａ４　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汇总表

废　气

污染物名称
产生量／
（ｔ／ａ）

削减量／
（ｔ／ａ）

外排量／
（ｔ／ａ）

去除率 （％） 备　　注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粉　　尘

烃　　类

氢■氰■酸

丙■烯■腈

其　　他

废　水

石油类

化学耗氧量

硫化物

氨　　氮
对二甲苯

其　　他

固
体
废
物

废催化剂

废吸附剂

“三　泥”
其　　他

附表Ａ５　废水处理场构筑物去除率表 （示例）

附表Ａ５　废水处理场构筑物去除率表

处理设施
废水采样点

名称

处理量／
（ｍ３／ｈ）

ｐＨ
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石油类 化学耗氧量 硫化物 氨氮

均质池

隔油池

浮选池

生化池

砂滤池

氧化塘

均质池出口

隔油池出口

污染物去除量

去除率 （％）
浮选池进口

浮选池出口

污染物去除量

去除率 （％）
生化池进口

生化池出口

污染物去除量

去除率 （％）
砂滤池进口

砂滤池出口

污染物去除量

去除率 （％）
氧化塘进口

氧化塘出口

污染物去除量

去除率 （％）

　　注：如流程与表中设施不同时，应根据处理流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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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公式Ａ１～Ａ４　清洁生产分析中４个主要量化指标的计算方法

附公式Ａ１单位产品 （原料）废水排放量 （ｍ３／ｔ）

单位产品或原料废水排放量＝排放的生产废水总量
产品或原料总量

附公式Ａ２单位产品 （原料）新鲜水用量 （ｍ３／ｔ）

单位产品或原料新鲜水用量＝ 新鲜水总量

产品或原料总量

附公式Ａ３废水回用水量及废水回用率
废水回用水量：指经过处理的废水又回用于生产的水量 （ｍ３／ｈ）

废水回用率＝ 废水回用量

废水回用水量＋正常情况下废水处理场排放量×１００％

附公式Ａ４重复利用率

重复利用率＝ 循环水量

循环水量＋新鲜水量×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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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标准的附录）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格式及内容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应按建设项目实施过程阶段划分的规定，选择下列部分或

全部内容进行编制。

Ｂ１　前言

Ｂ１１　建设项目名称及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Ｂ１２　环境影响评价任务的委托 （招标）情况。

Ｂ１３　编制依据
应给出以下文件 （或资料、标准等）的名称、文号 （标准号）、发布 （编制）单位和日期。

Ｂ１３１　项目建议书及批复文件。
Ｂ１３２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任务委托书或招标文件。
Ｂ１３３　建设项目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Ｂ１３４　国家和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Ｂ１３５　国家和地方及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
Ｂ１３６　国家和地方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收费标准。

Ｂ２　建设项目依托单位概况

Ｂ２１　基本情况
Ｂ２１１　主要生产装置及规模。
Ｂ２１２　平面布置 （附图）。

Ｂ２１３　主要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用量、来源及主要性质。
Ｂ２１４　工艺流程。
Ｂ２２　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概况
Ｂ２２１　主要原料和产品的储运状况。
Ｂ２２２　新鲜水、循环水、脱盐水、蒸汽、电、燃料、压缩空气等的用量、来源及燃料的硫含量。
Ｂ２３　主要污染物外排总体状况

主要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排放量、去向。

Ｂ２４　与建设项目相关的环保设施状况
环保设施名称、处理规模、处理工艺、实际处理量、处理效果、达标状况及存在问题。

Ｂ３　建设项目概况

Ｂ３１　基本情况
Ｂ３１１　建设项目名称、建设项目组成、建设性质、生产规模。
Ｂ３１２　建设地点和平面布置 （附图）。

Ｂ３２　生产装置
Ｂ３２１　主要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来源、用量和性质。
Ｂ３２２　产品方案。
Ｂ３２３　拟采用的生产工艺技术和原则流程。
Ｂ３３　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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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３３１　主要原料和辅助材料、产品 （含中间产品）的储存、运输方式和数量。

Ｂ３３２　给水排水系统的划分。
Ｂ３３３　新鲜水、循环水、脱盐水、除氧水、蒸汽和电等的用量及来源。
Ｂ３３４　燃料种类、性质 （包括硫和氮含量等）、用量及来源。

Ｂ３４　主要污染物排放状况
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种类、排放方式、排放浓度、排放量、去向。

Ｂ３５　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建议或预可行性研究资料中已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Ｂ３６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Ｂ３７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Ｂ４　拟建地区的环境概况

Ｂ４１　自然环境
Ｂ４１１　地理位置 （区域位置），附图。

Ｂ４１２　地形地貌。
Ｂ４１３　气候与气象。
Ｂ４１４　地表水体。
Ｂ４１５　水文地质状况及地震烈度。
Ｂ４１６　土壤植被。
Ｂ４１７　风景名胜古迹。
Ｂ４２　社会环境
Ｂ４２１　建设项目拟建地区的行政区划。
Ｂ４２２　工矿企业、城镇、主要村落及居民区分布。
Ｂ４２３　农林牧渔业结构和种类及产量。
Ｂ４２４　土地利用状况。
Ｂ４３　环境质量概况
Ｂ４３１　当地政府部门正式确定的各环境要素功能区划。
Ｂ４３２　说明评价地区是否属二氧化硫控制区或酸雨区。
Ｂ４３３　简要描述建设项目所在地区主要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现状。

Ｂ５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总则

Ｂ５１　建设项目实施过程的阶段划分
执行本标准４２３的规定。

Ｂ５２　污染因子的筛选
执行本标准４２６的规定。

Ｂ５３　环境影响评价专题的设置和评价重点。
执行本标准４２４的规定。

Ｂ５４　单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确定
执行本标准４２５的规定。

Ｂ５５　采用的评价标准
执行本标准４２８的规定。给出：

Ｂ５５１　污染物排放标准 （标准名称、标准号、执行级别或类别）。

Ｂ５５２　各环境要素质量标准 （标准名称、标准号、执行级别或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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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５６　控制污染与环境保护目标
执行本标准４２９的规定。

Ｂ６　环境影响评价专题工作内容和实施计划

Ｂ６１　工程分析
Ｂ６１１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类别、所在地区的环境特点、评价项目的工作等级和重点，以及环境影响预测的

需要等因素，按本标准８的规定详细说明。
Ｂ６１１１　工程分析的原则。
Ｂ６１１２　工程分析的内容和重点。
Ｂ６１１３　工程分析的方法。
Ｂ６１２　建设项目依托单位污染源调查与评价

结合建设项目污染源分析及污染因子的筛选结果，尽量详细说明：

Ｂ６１２１　调查范围和内容
Ｂ６１２２　调查方法
Ｂ６１２３　评价方法。
Ｂ６２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现状调查

执行本标准５的规定。
Ｂ６３　评价区污染源现状调查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６的规定。
Ｂ６４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根据建设项目类别、所在地区的环境特点、评价项目的工作等级和重点，以及环境影响预测的

需要等因素，分别说明各主要环境要素的：

Ｂ６４１　调查时间、期次和频率
Ｂ６４２　调查内容和参数
Ｂ６４３　调查范围 （附图）

执行本标准４２７的规定。
Ｂ６４４　调查方法
Ｂ６４５　采样和分析方法。采样和分析方法应采用国家标准和国家推荐方法；尚无国家标准和国
家推荐方法，应采用石油化工行业标准和石油化工行业推荐方法，采用其他采样和分析方法时，应

取得石油化工行业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同意。

Ｂ６４６　评价方法。
Ｂ６５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尽量详细地说明：

Ｂ６５１　预测内容。
Ｂ６５２　预测时段和范围。
Ｂ６５３　预测方法 （包括有关参数的估值方法）和评价方法。

Ｂ６５４　预测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Ｂ６６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Ｂ６６１　建设项目依托单位环境保护措施。
Ｂ６６２　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Ｂ６６３　建设项目需补充完善的环境保护措施。
Ｂ６６４　 “以新带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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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６７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Ｂ６７１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因子的确定

执行本标准１２的有关规定。
Ｂ６７２　根据项目建议书和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主要污染物 （外排废水化学耗氧量和废气二氧

化硫等）排放总量进行估算，判断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趋势。

Ｂ６７３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Ｂ６７３１　分别确定各控制因子的排放总量。
Ｂ６７３２　应以贯彻清洁生产要求和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按生产装置和设施的批准规模计算污染
物排放总量。

Ｂ６７３３　根据Ｂ６７３２的结果，对比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提出企
业削减的措施或区域综合调控的建议。

Ｂ７　评价工作成果清单

评价工作拟提出的成果应包括：

Ｂ７１　环境影响报告书 （列出章节设置）。

Ｂ７２　有关专题的专题报告。

Ｂ８　评价工作的组织与计划安排

应列表说明：

Ｂ８１　评价工作的组织与分工，包括评价单位名称、工作性质 （总体负责或协作）、承担专题工

作内容。

Ｂ８２　评价工作进度计划。

Ｂ９　评价工作经费概算

按照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收费原则和方法的有关规定和标准，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所包括的工作范围、内容和深度、分专题逐项列出所需费用。

Ｂ１０　附件

应包括以下内容：

Ｂ１０１　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或招标文件。
Ｂ１０２　建设项目立项申报或批复文件。
Ｂ１０３　环境影响评价引用资料清单 （注明资料来源、引用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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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标准的附录）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格式与内容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按本标准１８的规定，选择下列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编制。

Ｃ１　前言

简述项目的由来、性质、规模；建设意义；委托单位、评价单位、评价协作单位及分工情况；

工程进展情况及目前的工作阶段；评价指导思想等。

Ｃ２　总论

Ｃ２１　项目的基本情况
扼要介绍建设项目，结合其特点阐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目的。

Ｃ２２　编制依据
应给出以下文件 （或资料、标准）的名称、文号 （标准号）、发布 （编制）单位、日期。

Ｃ２２１　项目建议书及批复文件。
Ｃ２２２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评估意见。
Ｃ２２３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Ｃ２２４　国家和石油化工行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Ｃ２２５　国家和地方及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
Ｃ２３　采用的标准

按本标准４２８的规定选用。
Ｃ２４　评价工作等级、评价区域范围

按审定的评价大纲所确定的评价工作等级和相应的评价区域范围进行评价。

Ｃ２５　环境保护的目标
按本标准４２９２的规定编写。

Ｃ２５１　大气
评价区居民点、文教卫生单位、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温泉、名胜古迹、疗养区等。

Ｃ２５２　地表水、海域
排放口所涉及的水域区段内的水源地、水产保护区、浴场等。

Ｃ２５３　地下水
评价区内可供利用的地下水资源。

Ｃ２５４　噪声
临近厂界的居民点及文教卫生单位。

Ｃ３　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现状调查

Ｃ３１　地理位置 （区域位置）附图。

Ｃ３２　地形、地貌、地质和土壤情况，河流、湖泊 （水库）、海湾的水文情况，气候与气象情况，

地震烈度。

Ｃ３３　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环境质量状况，包括浓度、等级，该评价区是否属于二氧
化硫控制区、酸雨区，以及水产和农作物的情况。

Ｃ３４　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名胜古迹、温泉、疗养区以及文教卫生等设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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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５　社会经济情况，包括：现有工矿企业和生活居住区的分布情况、人口密度、农业概况、土
地利用情况、交通运输情况及其它社会经济活动情况。

Ｃ４　评价区污染源现状调查与评价

Ｃ４１　评价区内现有、在建、已批准待建的工矿企业、农、林、交通等的污染源情况，并根据等
标污染负荷比排序。

Ｃ４２　分析评价区内的主要工矿企业、农、林、交通的污染物治理及达标排放情况。

Ｃ５　建设项目概况

Ｃ５１　建设项目名称。
Ｃ５２　建设项目内容组成表、建设性质、生产概况、年运行时数。
Ｃ５３　建设地点、占地面积及厂区平面布置 （附图）。

Ｃ５４　土地利用情况和发展规划。
Ｃ５５　工程投资及定员。

Ｃ６　建设项目依托单位概况

Ｃ６１　基本情况
Ｃ６１１　列表说明主要生产装置及规模 （说明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变化内容）。

序　　号 装置名称 规　　模 说　　明

１

２

Ｃ６１２　平面布置 （附图）。

Ｃ６１３　主要原料和辅助材料用量、来源及主要性质。
Ｃ６１４　工艺流程。
Ｃ６２　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概况
Ｃ６２１　列表说明主要原料、材料和产品的储运状况 （说明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变化内容）。

序　　号 原材料或产品名称 储运状况 说　　明

１

２

Ｃ６２２　新鲜水、循环水、脱盐水、蒸汽、电、燃料、压缩空气等的用量。来源及燃料的含硫量。
Ｃ６３　主要污染物外排总体状况

列出主要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排放量、去向。

序　　号 装置名称 污染物名称 单　位 排放量 组　　成 去　　向

１

２

Ｃ６４　与建设项目有关的环保设施状况
环保设施名称、处理规模、处理工艺、实际处理量、处理效果、达标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Ｃ７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Ｃ７１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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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监测点、各期的污染物现状监测统计值进行评价，并根据监测季节的日均浓度变化说明与

地面风向、风速的相关特点。应附大气监测布点图。

Ｃ７２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及评价
对丰水期、枯水期各监测点污染物的检出率、超标率等统计值进行评价，并说明其水文条件。

应附监测点或断面设置图。

Ｃ７３　海域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包括海域的自然环境概况、海域功能、海域的海洋生物情况和污染现状的调查与评价，应附站

位布置图。

Ｃ７４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分析
了解评价区内水文地质情况及地下水水质，以及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的程度。已被污染的地下水，

应对废水渗漏的可能途径、污染物的种类进行分析。

Ｃ７５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及评价
按本标准７５规定的内容工作。

Ｃ７６　生态与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及分析
按本标准７６规定的内容工作。

Ｃ７７　人群健康现状调查
通过资料收集、类比调查，获得有关人群健康状况等基础资料。

Ｃ８　工程分析

工程分析的原则、实施过程的阶段划分、基本内容和工作重点、工作方法、工程概况、污染源

排放特征及分析等执行本标准８的规定，并详细阐明下列问题。
Ｃ８１　原料性质及主要组分
Ｃ８２　装置污染物排放情况的说明
Ｃ８２１　分装置概述新建和改、扩建装置的工艺流程并绘出污染源分布流程图和相应的污染物排
放表。

Ｃ８２２　现有、在建和已批准的待建装置，列出装置污染物排放汇总表。
Ｃ８２３　分别列出工程投产后全厂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的排放汇总表。
Ｃ８３　给出全厂物料平衡、燃料平衡、给排水平衡、废水水质水量平衡和硫平衡。
Ｃ８４　清洁生产分析

应用清洁生产的原则，对有污染物排放的设施从原材料、工艺、生产过程和产品以及废气、废

水、固体废物再资源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达到持续整体预防污染，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

Ｃ８４１　对原料及辅助材料 （如溶剂、催化剂、助剂、添加剂等）中的有毒、有害组分及其在生

产中会形成污染源的分析。

Ｃ８４２　对全厂装置的工艺流程的先进性和合理的分析，对燃料进行清洁化使用与分析。
Ｃ８４３　对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状况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可靠性进行类比分析。
Ｃ８４４　对原料、辅助材料、中间产品、产品在储存、包装、装卸、运输和使用中对环境的影响
进行分析，对剧毒物质应进行由各有关单位分工负责的全过程的分析。

Ｃ８４５　对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再资源化的可行性进行论述和分析。
Ｃ８４６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Ｃ９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Ｃ９１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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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ＨＪ／Ｔ２１～２４和ＨＪ／Ｔ１９相关条款的规定，利用数学模式，估算建设项目大气污染因子在
评价区域内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绘制等浓度曲线图。

Ｃ９２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所定水体功能，选用国家 “环评导则”相关条款中相应的模式进行计算，并确定混合区的

范围以及与保护目标的距离。附浓度分布图。

Ｃ９３　海域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Ｃ９３１　计算在正常排放和不正常排放条件下各评价因子在评价海域的浓度分布图。
Ｃ９３２　计算各评价因子预测值与现状值叠加后的浓度，并绘制浓度曲线图。
Ｃ９３３　如石油类的浓度超过水质标准，必要时应对海域的水生生物作出影响预测分析。
Ｃ９４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的防治措施，分析其防止有害污染物渗漏的可靠性。

Ｃ９５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按本标准９５规定的内容论述。

Ｃ９６　生态与土壤环境质量影响预测与分析
按本标准９６规定的内容论述。

Ｃ１０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分析

按本标准１０中规定的内容论述。

Ｃ１１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Ｃ１１１　水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Ｃ１１２　废气、粉尘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Ｃ１１３　固 （液）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Ｃ１１４　噪声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Ｃ１２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Ｃ１２１　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计算
Ｃ１２２　总量控制因子的选择
Ｃ１２３　总量控制达标分析
Ｃ１２４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建议指标

Ｃ１３　环境风险分析

按本标准１３中规定的内容论述。

Ｃ１４　环境管理及监测制度建议

按本标准１４中规定的内容论述。

Ｃ１５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按本标准１５中规定的内容论述。

Ｃ１６　公众参与

按本标准１６中的内容论述。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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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７　结论及建议

Ｃ１７１　结论
应重点定量说明以下问题：

Ｃ１７１１　环境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环境质量问题。
Ｃ１７１２　根据工程分析和环境影响预测的结果说明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及是否符合总量控制要
求，并提出总量控制建议指标。

Ｃ１７１３　根据环境影响预测结果，从环境角度说明建设项目是否可行。
Ｃ１７２　建议

应对环保措施不足部分提出改进建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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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标准的附录）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编排结构

Ｄ１　一般规定

Ｄ１１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由下列三部分构成
Ｄ１１１　前置部分：封面、封二封三、目次页。
Ｄ１１２　主体部分：正文。
Ｄ１１３　附录部分：对正文的补充和说明。
Ｄ１２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均应保持整体协调和统一，其数据来源、处理方式和
结果的表达方式，以及名词术语、编写格式等必须一致，采用的评价标准和引用的法规文件必须相

同。

Ｄ２　前置部分

Ｄ２１　封面
Ｄ２１１　封面格式见附录Ｅ（提示的附录）。
Ｄ２１２　封面的建设项目名称与申报或批准立项的文件使用的建设项目名称相同。
Ｄ２１３　封面的评价单位名称应与所持有的环境影响评价证书上的单位名称完全相同，并加盖单
位公章。

Ｄ２１４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封面应注明送审稿或报批稿。
Ｄ２１５　封面的字体要求，“建设项目名称”使用黑体、小一号字，“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或 “环

境影响报告书”使用黑体、小初号字， “评价单位”和 “年、月、日”使用黑体、四号字， “送审

稿”或 “报批稿”使用黑体、一号字。

Ｄ２２　封二
封二为环境影响评价证书 （复印件）。

Ｄ２３　封三
封三应给出下列信息：

Ｄ２３１　编制单位：名称应与所持有的环境影响评价证书上的单位名称完全相同。
Ｄ２３２　法人代表：姓名、职务、技术职称。
Ｄ２３３　项目负责人：姓名、职务、技术职称。
Ｄ２３４　技术审查人：姓名、职务、技术职称。
Ｄ２３５　编制人员：姓名、技术职称、从事专业、环境影响评价岗位培训证书号、编制内容。
Ｄ２３６　评价协作单位：名称应与所持有的环境影响评价证书上的单位名称完全相同。
Ｄ２３７　协作单位法人代表。
Ｄ２３８　协作单位评价证书：发证机关、证书等级、编号。
Ｄ２３９　协作单位评价项目负责人：姓名、职务、技术职称。
Ｄ２３１０　协作单位编制人员：姓名、技术职称、从事专业、环境影响评价岗位培训证书号、编制
内容。

Ｄ２４　目次页
Ｄ２４１　目次应使在阅读和评审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对其有一个总体概念，
而且便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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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４２　目次通常只需列出两个层次的正文标题和附录。
Ｄ２４３　目次页的内容包括：层次序号 （附录英文字母序号）、标题名称、圆点省略号、页码。

Ｄ３　主题部分

Ｄ３１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主题部分的编制内容见附录Ｂ（标准的附录）。
Ｄ３２　环境影响报告书主题部分的编制内容见附录Ｃ（标准的附录）。

Ｄ４　附录部分

Ｄ４１　附录部分应提供有助于帮助理解主题部分的补充信息。
Ｄ４２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附录部分见Ｂ１０。
Ｄ４３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附录部分见附录Ｃ有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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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提示的附录）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封面格式

Ｅ１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封面格式

建设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公　　章

评价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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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２　环境影响报告封面格式

建设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

（送审稿）

公　　章

评价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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