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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３１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保护环境，防治

污染，规范和指导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批准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

项目》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ＨＪ ／ Ｔ ３４９—２００７）
该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

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ＨＪ ／ Ｔ ３４９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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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规范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以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ＨＪ ／ Ｔ ２ １ ～ ２ ３—９３；ＨＪ ／ Ｔ ２ ４—１９９５；ＨＪ ／ Ｔ １９—１９９７）及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ＨＪ ／ Ｔ １６９—２００４）为基础，结合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的
特点，详细、具体地规定了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内容。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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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分公司、

吉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保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ＨＪ ／ Ｔ ３４９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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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境内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一般性原则、内容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境内陆地石油天然气田勘探、开发、地面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集输、储

运、道路以及油气处理加工过程的建设项目。包括自油气井经各类站场，最终至处理厂的集输管线

和油区道路。如果集输管网规模大、线路长，其环评工作技术内容还应符合管道运输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的有关要求。如果油区路网规模大、线路长，其环评工作技术内容还应符合国家环保总局

的相关技术要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２７—２００１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ＧＢ ／ Ｔ ３８４０—９１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ＧＢ ／ Ｔ １４１５８—９３ 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 （比例尺：１ ∶ ５００ ００）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 地下水质量标准

ＨＪ ／ Ｔ ２ １—９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ＨＪ ／ Ｔ ２ ２—９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ＨＪ ／ Ｔ ２ ３—９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ＨＪ ／ Ｔ ２ ４—１９９５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ＨＪ ／ Ｔ １９—１９９７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非污染生态影响

ＨＪ ／ Ｔ ９１—２００２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１６６—２００４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１６９—２００４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ＤＺ ５５—８７ 城市环境水文地质工作规范

ＤＺ ／ Ｔ ０１３３—１９９４ 地下水动态监测规程

ＧＪ １３—８７ 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凿井操作规程

ＳＨ ３０２４—９５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ＳＹ ／ Ｔ ６２７６—１９９７ 石油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国环发 ［１９９８］８９ 号）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 ［２００２］１２５ 号）
《关于简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程序的通知》（环办 ［２００４］６５ 号）
《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 ［２００５］１５２ 号）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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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查化工石化等新建项目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办 ［２００６］４ 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 ［２００６］２８ 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包括石油天然气田勘探、开发、地面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集输、储运、道路以及油气处理

加工过程的建设项目。

３２ 环境因素

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

生动物、自然古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３３ 环境敏感区域

主要指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中所规定的特殊保护区，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社会关注区，如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

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具有特殊历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以及石油

天然气开发需关注的特征敏感区，如自然湿地、珍稀动植物栖息地等。

３４ 环境影响因素

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影响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占地以及

各种临时、永久改变环境因素功能的施工活动。

３５ 勘探期

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的物探、试采时期，布设少量探井的试验性开发工程，其工程内容包含

建设项目全过程，特点是井数少，分布范围小，影响范围较小。

３６ 施工期

建设项目的钻井、井下作业、地面井场、站场、集输设施、道路、油气处理厂等建设时段为施

工期。

３７ 运行期

建设项目的油气采集、油气集输、油气处理时段为其运行期。该时期包括修井过程。

３８ 闭井期

建设项目油气井服务期满后，停运、关闭、恢复土地使用功能时段为闭井期。

３９ 重复水

使用两次以上的水为重复水。

３１０ 落地油

指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由于非正常原因散落于地面的原油。

３１１ 替代方案

为保护环境敏感区域、规避环境风险，相对于建设项目原井场设置、管线走向设计方案，提出

的环境损失最小、抗风险能力强、费用合理的选址、选线方案。

３１２ ＨＳＥ
健康、安全、环境的英文缩写。

４ 一般规定

４１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分类

４１  １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分类，原则上执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中有关石

油开采、天然气开采部分的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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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２ 对于未开展开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应在勘探前编制勘探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在

初步环境现状调查和工程分析的基础上，回答建设项目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相符性，明确建

设项目选址的环境可行性，提出勘探期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４１  ３ 对于已完成开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且该规划已获有关部门批准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区块，在勘

探期前可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４１  ４ 开发方案确定后，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中的规定，对建设项目施工期、

运行期、闭井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编制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４１  ５ 已开展过规划环评的建设项目，在编制报告书过程中，可直接引用规划环评中已完成的技术

工作结论。

４２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管理

４２  １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应按 ＨＪ ／ Ｔ ２ １—９３、ＨＪ ／ Ｔ ２ ２—９３、ＨＪ ／ Ｔ ２ ３—９３、
ＨＪ ／ Ｔ ２ ４—１９９５ 的规定执行。按规定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应先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纲或工
作方案。对于符合 《关于简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程序的通知》要求的建设项目，可直接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４２  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项目总负责单位组织实施。总负责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各协作单位承担

的各项专题和分工，保证环境影响评价的进度和文件质量；负责审核各协作单位的各项工作成果，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综合评价结论负全面责任。协作单位分别对其承担的专题内容和结

论负责。

４３ 环境影响因素及评价因子

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因素见表 １，主要评价因子见表 ２。建设项目环评工作可根据自身特点
及周围环境敏感性，从表 １、表 ２ 中筛选环境影响因素和评价因子，并根据油气组分特点适当补充其
他特征评价因子。

４４ 评价标准的确定

４４  １ 环境质量评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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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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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优先执行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其执行标准应符合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４４  ３ 当建设项目采用的环境保护标准国内尚未制定，在经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同意后

可参照执行国外的相关标准。

表 １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因素一览表

环

境

因

素

影

响

因

素

施工期 运行期

占地

废气 废水 固体废物 噪声 风险 废气 废水 固体废物 噪声 风险

钻机、

车辆废气

单井罐挥

发的烃

类等

钻井

废水

生活

污水

落地油、

钻井岩屑

及泥

浆等

施工车辆、

钻机等

噪声

井喷

套外

返水

井漏

加热炉等

烟气无组

织挥发的

烃类

生产废水

及生活

污水

油气集输、

处理产生的

废干燥剂、

催化剂、

油泥等

加热炉及

机泵噪声

高 Ｈ２Ｓ气
田井喷、

管线泄漏、

储罐泄漏

装置爆

炸等

环境空气

地表水

地下水

声环境

土壤

植被

动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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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因子一览表

环境空气

评价因子 ＳＯ２ 烟尘 ＮＯｘ Ｈ２Ｓ 总烃 非甲烷总烃

现状调查

污染源调查

影响预测

地表水

评价因子 ＣＯＤ 石油类 氨氮 硫化物

现状调查

污染源调查

影响预测

地下水

评价因子 ＣＯＤ 总硬度 石油类 氨氮 硝酸盐氮

现状调查

污染源调查

影响预测

声环境

评价因子 等效声级

现状调查

污染源调查

影响预测

生 态

评价因子 植被 动物 土壤 土地利用结构

现状调查

影响预测 （分析）

４５ 评价工作等级

４５  １ 环境空气、地表水、声环境、环境风险

按照 ＨＪ ／ Ｔ ２ １—９３、ＨＪ ／ Ｔ ２ ２—９３、ＨＪ ／ Ｔ ２ ３—９３ 、ＨＪ ／ Ｔ ２ ４—１９９５ 、ＨＪ ／ Ｔ １６９—２００４ 中的评价
工作等级确定原则，确定环境空气、地表水、声环境、环境风险的评价工作等级。

４５  ２ 地下水

４５  ２  １ 划分原则

由于建设项目具有区块滚动开发的特点，因此，依据建设项目产生的生态影响范围、影响范围

内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将地下水影响评价工作级别划分为一、二、

三级。

４５  ２  ２ 划分方法

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判据详见表 ３。

４５  ２  ３ 影响范围、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及地下水环境的敏感程度判别方法

４５  ２  ３  １ 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范围划分方法

影响范围大 ≥１００ ｋｍ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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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范围中等 ５０ ～ １００ ｋｍ２

影响范围小 ≤５０ ｋｍ２

表 ３ 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判据表

评价级别 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范围 环境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一级

大 复 杂 敏 感

中等 复 杂 敏 感

大 较复杂 敏 感

二级

大 较复杂 较敏感

中等 较复杂 敏 感

小 复 杂 敏 感

三级

大 简 单 不敏感

中等 较复杂 不敏感

小 简 单 敏 感

注：对于天然气田开发建设项目，可根据其与地下水环境关系的紧密程度的差异性，在确定地下水评价级别

时可适度放宽要求。

４５  ２  ３  ２ 环境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划分方法

环境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分三类，划分判据见表 ４。对以上分类中未予包括的水文地质类
型，可按复杂程度相似性原则进行确定。

表 ４ 环境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划分判据表

分 类 环境水文地质特征

复杂
处于区域地下水补给区，具有多层含水层结构，地下水含水层与地表水联系密切，不利

于污染物的稀释、自净；区块内存在各种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较多，且较突出

较复杂
处于区域地下水径流排泄区，含水层结构较稳定，层数不超过 ３ 层，含水层与地表水联

系密切，与油田开发区块相关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较多

简单
处于区域地下水排泄区或主要为承压水含水层区，现存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较少、不突出，

地下水与地表水联系不密切

４５  ２  ３  ３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划分方法

地下水环境的敏感程度分三类，划分判据见表 ５。

表 ５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划分判据表

分 类 地下水环境敏感特征

敏 感
处于城镇生活集中供水水源地补给区和水源地保护区，天然矿泉水带，优于Ⅲ类地下水

水质的地区

较敏感 处于Ⅲ类地下水或Ⅳ类地下水水质区，使用功能主要是生产和零星生活供水

不敏感 处于Ⅴ类地下水水质的地区

４５  ３ 生态

４５  ３  １ 划分原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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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的生态影响范围、主要生态现状及可能受影响程度，将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级别划

分为一、二、三级。

４５  ３  ２ 划分方法

４５  ３  ２  １ 区域性建设项目，按表 ６ 中所列的生态现状及可能受影响程度，选择 １ ～ ３ 个方面，对
应生态影响范围进行工作级别划分，如果项目生态影响多于 １ 项，则选择其中评价级别最高的一项
确定评价工作等级。

４５  ３  ２  ２ 线状建设项目，根据沿线生态环境的不同，可参照表 ６ 中影响范围为 ５０ ～ １００ ｋｍ２ 对应
的评价级别进行评价。

表 ６ 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级别划分判据表

生态影响范围
评价工作等级

主要生态现状及可能受影响程度
≥１００ ｋｍ２ ５０ ～ １００ ｋｍ２ ≤５０ ｋｍ２

生态系统

系统类型多样、地形地貌多样、稳定性强、结构复杂、

环境异质性高
一 二 三

系统类型单一、稳定性差、结构简单、环境异质性较低 二 三 —

重要生境

以原始、次生为主，不易恢复，完整性生境 一 二 三

以人工生境为主，易于恢复，破碎性生境 二 三 三

区域环境

绿地数量减少，分布不均，连通程度差 二 三 —

绿地减少 １ ／ ２ 以上，分布不均，连通程度极差 二 二 三

水和土地

理化性质改变，土壤盐渍化 二 二 三

理化性质恶化，土地荒漠化 一 一 二

景观

影响持久性长，基本不可逆，影响难以控制 二 二 三

影响持久性短，易控制和恢复 三 三 —

环境敏感区域 一 一 一

４５  ３  ３ 主要生态现状及可能受影响程度判别方法

４５  ３  ３  １ 主要生态现状及可能受影响程度宜采用定量方式表述。难以定量的生态影响变化程度可

采取专家评估、历史图件综合比较、背景比较分析等方法确定。判定的依据是原始生态系统或次生

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否降低、降低的范围和程度。

４５  ３  ３  ２ 荒漠化的量化指标如下：潜在荒漠化的生物生产量为 ３ ～ ４ ５ ｔ ／（ｈｍ２·ａ），正在发展的荒漠
化生物生产量为１ ５ ～ ２ ９ｔ ／（ｈｍ２·ａ），强烈发展的荒漠化生物生产量为 １ ０ ～ １ ４ ｔ ／（ｈｍ２·ａ），严重荒漠化
生物生产量为 ０ ０ ～ ０ ９ ｔ ／（ｈｍ２·ａ）。

４５  ３  ３  ３ 水的理化性质变化依据 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 和 ＨＪ ／ Ｔ １９—１９９７ 的相应规定进
行判定。

４５  ３  ３  ４ 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化要对照本类型土壤的背景值进行度量。

４５  ３  ４ 评价工作等级调整原则

可根据开发项目的性质、总投资和产值，区域环境的敏感程度，环境影响的程度、时空分布情

况等，对评价的级别作适当调整，但调整幅度上下不应超过一级，调整结果应征得负责审批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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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评价范围及环境敏感目标

４６  １ 环境空气、地表水、声环境、环境风险

按照 ＨＪ ／ Ｔ ２ １—９３、ＨＪ ／ Ｔ ２ ２—９３、ＨＪ ／ Ｔ ２ ３—９３、ＨＪ ／ Ｔ ２ ４—１９９５ 、ＨＪ ／ Ｔ １６９—２００４ 中规定的
环境空气、地表水、声环境、环境风险的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确定评价范围。

４６  ２ 地下水

以废水渗入地下与地下水发生水力、水质联系，经稀释扩散后，地下水水质可能达标的范围为

地下水评价范围。

４６  ３ 生态

４６  ３  １ 确定原则

生态因子之间互相影响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划定评价范围的原则和依据。因此确定的生态影响

评价的范围应保证评价区域与周边环境的生态完整性。

４６  ３  ２ 区域性建设项目

以影响区范围向四周外扩原则确定评价范围：

ａ）一级评价范围为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并外扩 ２ ～ ３ ｋｍ （影响区边界涉及敏感区部分外扩 ３ ｋｍ）；

ｂ）二级评价范围为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并外扩 ２ ｋｍ；

ｃ）三级评价范围为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并外扩 １ ｋｍ。

４６  ３  ３ 线状建设项目

以向线状两侧外扩原则确定评价范围：

ａ）一级评价范围为油气集输管线 （油区道路）两侧各 ０ ５ ｋｍ带状区域为评价范围；

ｂ）二、三级评价范围为油气集输管线 （油区道路）两侧各 ０ ２ ｋｍ带状区域为评价范围。

４６  ４ 附图要求

给出附有风向玫瑰图、环境敏感点的评价范围彩图，并标明比例尺。环境空气评价范围图中应

标出环境空气监测点；地表水评价范围图应标出监测断面、水流方向、地表径流汇入口和污水排放

口；地下水评价范围图应标出监测点位、地下水流向；生态评价范围图应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

图。

４６  ５ 环境敏感目标

附图表说明评价范围内各环境因素的环境功能类别或级别，各环境因素敏感保护目标和功能，

及其与建设项目的相对位置及距离。

４７ 环境影响评价专题设置

按本标准 ４ １ 节中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一般应设置如表 ７
中所列评价专题；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应按负责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设置评价

专题。

———如果建设项目不向地表水体排放污水，可不设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及影响预测与评

价专题；或视其具体情况，只设置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专题。

———按本标准 ４ ５ ２ 节判别方法规定，建设项目对地下水影响范围中等以下 （含中等）、影响范

围内水文地质的复杂程度简单且不敏感，可不设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及影响预测与

评价专题；或视其具体情况，只设置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专题。

———如果建设项目评价区域内无声环境保护敏感点，可不设置声环境影响现状评价及预测与评

价专题，只进行厂界达标分析。

———未建集中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 （不含钻井泥浆储池）的建设项目，可不设置固体废物环境

影响分析专题。

———对于选址、选线合理可行、存在零替代方案的建设项目，可不设置替代方案及减缓措施专

题。减缓措施可并入环境保护措施论证分析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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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专题设置一览表

序号 专 题 名 称 专题设置要求

１ 区域自然与社会环境概况调查 

２ 工程分析 

３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分析 

４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４ １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４ ２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４ ３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４ ４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４ ５ 生态现状调查 

５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 １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 ２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 ３ 地下水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 ４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５ ５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５ ６ 生态影响预测与分析 

６ 环境风险评价 

７ 公众参与评价 

８ 环境保护措施论证分析 

９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１０ 替代方案及减缓措施 

１１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１２ ＨＳＥ管理体系及环境监控 

１３ 环境可行性论证分析 

注：必须设置；

 根据建设项目内容和开发区域环境特征按本节的规定选择设置。

５ 区域自然与社会环境概况调查

５１ 内容和重点

应重点调查了解以下内容：

———自然环境概况

ａ）地质、地貌；

ｂ）气象、气候；

ｃ）水文；

ｄ）水文地质；

ｅ）土壤类型与植被分布；

ｆ ）野生动物分布；

ｇ）周围自然遗迹、自然保护区的分布情况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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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概况

ａ）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ｂ）居住区、企事业单位及人口分布；
ｃ）土地利用状况；
ｄ）相关的文物保护遗址分布等。
———相关产业政策及地方区域发展规划

———环境功能区划及生态功能区划等

５２ 调查方法

现场踏查、相关部门走访、收集已有资料及图件 （如水系图、植被分布图、土地利用图、环境

功能区划图等）。

６ 工程分析

６１ 内容和重点

ａ）调查了解建设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性质、生产规模、工程组成内容、
占地面积、油气田储藏特征、地质构造、开发方案、地面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并给出区域位置图。

ｂ）调查了解建设项目依托的现有工程概况，并对建设项目进行工程分析。建设项目一般包括施
工期、运行期、闭井期三个时期。

１）施工期、运行期主要包括钻采、集输、处理三个过程，是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主要时期。
２）闭井期主要是环境功能恢复时期。由于建设项目在实施时，勘探过程已经发生，因此，工程

分析应对勘探期进行回顾调查分析，并以施工期、运行期为重点，进行环境影响因素及产污环节分

析，量化环境影响因素和评价因子。闭井期侧重于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６１  １ 现有工程分析

对于涉及 （依托）现有工程的建设项目，应调查了解并说明现有 （依托）工程的情况，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井网布设及产能情况；

———油气集输设施的规模、实际集输量及工艺方法；

———油气处理设施的规模、实际处理量及工艺方法；

———现有工程的 “三废”排放情况 （列表给出，表中列出评价标准规定指标；固体废物给出主

要成分、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要求的分类及编号）；

———污染防治设施的规模、实际处理量及工艺方法、实际运行效果 （进出口指标、去除效率）；

———采用标准指数法对污染源进行达标排放分析；

———现存的环境保护问题 （说明已运行井场是否存在套外返水、漏油问题，油气集输站场及管

线是否存在集输管线腐蚀泄漏问题、油气处理厂及其环保设施处理能力是否满足要求等）；

———按表 ８ 形式核定出现有工程的污染物产生总量、削减总量、排放总量。

表 ８ 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总量表

类 别 名 称 产生量 ／ （ｔ ／ ａ） 削减量 ／ （ｔ ／ ａ） 排放量 ／ （ｔ ／ ａ） 备 注

废气

废气量 单位：万 ｍ３ ／ ａ
ＳＯ２
烟尘

ＮＯｘ
Ｈ２Ｓ
总烃

非甲烷总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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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名 称 产生量 ／ （ｔ ／ ａ） 削减量 ／ （ｔ ／ ａ） 排放量 ／ （ｔ ／ ａ） 备 注

废水

废水量 单位：万 ｍ３ ／ ａ

ＣＯＤ

石油类

氨氮

硫化物

其他

固体废物
落地油

其他

６１  ２ 勘探期回顾

调查勘探期的探井布设、原辅材料及公用工程消耗、勘探过程、土地利用及 “三废”排放量，

以及已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查找遗留的环境保护问题。

６１  ３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６１  ３  １ 施工期

６１  ３  １  １ 钻井部分

ａ）调查并描述钻井、井下作业采用的工艺方法，重点调查钻井工艺过程中保护地下水含水层的
措施；

ｂ）调查并列表给出原辅材料及公用工程消耗量及来源、原辅材料的主要成分及物理化学性质。

６１  ３  １  ２ 集输部分 （主要包括集输站场、管线、阀室 ）

ａ）调查管线布设走向及站场 （阀室）布设位置，给出管线走向及站场 （阀室）位置图；

ｂ）调查并列表说明管线穿越或跨越交通路线、河流、隧道的次数，穿越交通道路的等级、河流
的大小等；

ｃ）调查并列表说明不同地段管线的敷设方式及工艺，包括开挖方式、选材、抗震、防腐等工艺
措施等。

６１  ３  １  ３ 道路部分

ａ）调查并说明道路、路网布设情况，附道路、路网布设图；

ｂ）调查并列表给出道路穿越的环境敏感点或区域；

ｃ）调查并说明道路的修建方式。

６１  ３  １  ４ 场地布置及土地利用

ａ）调查并说明井场、站场、处理厂分布及站场、处理厂平面布置情况，给出站场、处理厂平面
布置图 （标注方向和比例尺）；

ｂ）调查并列表给出建设项目永久、临时占用土地的数量、类型、土石方量以及拆迁数量。

６１  ３  １  ５ 环境影响因素及产污环节分析

分析施工期环境影响因素及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的产生环节，给出生产过程的示意图，

图中标出环境影响因素及产污环节。列表给出 “三废”排放情况，表中须列出评价标准规定指标及预

测所需的相关参数。

ａ）废气污染源表中列出：每个污染源的废气排放量 （ｍ３ ／ ｈ），其中各种污染物的排放质量浓度
（ｍｇ ／ ｍ３）、速率 （ｋｇ ／ ｈ）、排气筒 （烟囱）高度 （ｍ）、内径 （ｍ）、排气温度 （℃）、排放规律 （连续、

间断；间断排放的，要给出单位时间内排放次数，每次持续时间）、排放去向；对于无组织废气排放

源只需给出污染物的全年排放总量 （ｔ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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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废水污染源表中列出：每个污染源的废水排放量 （ｍ３ ／ ｈ），其中各种污染物的排放质量浓度
（ｍｇ ／ Ｌ）、排放规律 （连续、间断；间断排放的，要给出单位时间内排放次数，每次持续时间）、排放

去向；

ｃ）固体废物污染源表中列出：固体废物的名称、主要成分、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要求的分

类及编号、处理处置方式；

ｄ）噪声污染源表中列出：噪声设备名称、型号及参数、数量、声功率级 （或 １ ｍ处噪声级），安
装地点、噪声控制措施。

６１  ３  ２ 运行期

６１  ３  ２  １ 原辅材料、公用工程消耗及来源

调查并列表给出集输部分 （含单井罐）、处理、修井作业部分等原辅材料、公用工程消耗量及来

源，调查并列表给出原辅材料的主要成分及物理化学性质。

６１  ３  ２  ２ 工艺过程

ａ）调查并描述油气的集输工艺过程及各类型阀室、站场的工艺过程，给出集输工艺流程图及各
类型阀室、站场工艺流程图，图中标出 “三废”排放点；

ｂ）调查并描述油、气处理工艺过程，给出工艺流程图，图中标出 “三废”排放点；

ｃ）调查并描述修井工艺过程。

６１  ３  ２  ３ 给排水平衡及硫平衡

对于原油处理工程，调查用水、采出水、排水、回注水平衡情况，给出水平衡图或表；

对于天然气脱硫处理工程，调查天然气中硫元素的流向分布情况，并分析硫元素在天然气处理

过程流入、流出的平衡情况，给出硫平衡图或表。

６１  ３  ２  ４ 产污环节分析

分析油气集输、处理、修井等过程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的产生环节，列表给出 “三

废”排放情况。表中列出评价标准规定指标、预测所需的相关参数、排放去向；固体废物给出主要

成分、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要求的分类及编号。

６１  ３  ３ 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调查并简要介绍建设项目拟采取的，包括闭井期的以及解决勘探期遗留问题的环境保护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措施名称、方法、工程量、效果。

６１  ３  ４ 达标排放分析

采用标准指数法对废气、废水污染源进行达标排放分析，对于未做到达标排放的污染源，提出

进一步的技术经济可行的治理措施。

６１  ３  ５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

按表 ８ 形式核定出建设项目施工期、运行期在满足清洁生产、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污染物产生总
量、削减总量、排放总量。

６２ 方法及要求

６２  １ 方法

６２  １  １ 通过收集资料及现场监测对现有工程进行调查。

６２  １  ２ 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收集、监测进行勘探期的回顾分析。

６２  １  ３ 建设项目本身的工程分析方法主要采用收集工程设计资料、物料衡算、燃料衡算、经验公

式计算、同时类比同类工程已有污染源监测数据的方法量化污染因子排放量。对于建设项目对生态

影响，主要通过了解建设项目建设方案、施工方案、现场实地调查受影响的环境因素的方法，量化

其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占地类型及数量、土石方量、拆迁量等。

６２  ２ 要求

本标准工程分析内容是基于建设项目可能涉及的全部工程内容。但在油气田不同的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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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方案可能不一定完全包括勘探、钻井、道路修建、采油、集输、处理、修井全部过程，因此，

具体的建设项目的工程分析应做到结合其工程内容突出重点、分清层次。

修井过程为运行期的井下作业过程，其作业性质、施工方法、管理方法、“三废”产生过程及治

理方法均与施工期的钻井及井下作业相近。因此，为便于管理，使报告书更具有实用性，可将修井

过程与施工期的井下作业一起进行工程分析。

７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分析

７１ 工艺技术选择合理性分析

从采用工艺技术与设备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使用原辅材料的清洁性等方面分析钻井、井下作业、

油气集输、处理工艺技术选择的合理性及技术先进水平。

７２ 清洁生产措施

调查并详细说明建设项目从钻井至油气采出、处理加工全过程采取的清洁生产措施，分析其

效果。

７３ 清洁生产技术指标

给出钻井及井下作业过程、油气处理过程的以下量化指标：

———钻井及井下作业过程

ａ）钻井井场占地面积 （ｍ２ ／井）；
ｂ）钻井废弃泥浆 （ｔ ／ １００ ｍ标准进尺）；
ｃ）钻井泥浆循环率 （％）；
ｄ）落地油产生量 （ｔ ／井）；
ｅ）落地油回收率 （％）。
———油气处理过程

ａ）油气处理耗新鲜水 （新鲜水 ／标准油气）（ｍ３ ／ ｔ）；
ｂ）水的重复利用率 （％）；
ｃ）油气处理综合能耗 （标煤 ／采出液或采出气）（ｋｇ ／ ｔ）。
根据油、气田自身特点，选择上述可对比的指标与同类项目 （钻井及井下作业过程主要考虑同

类地区，油气处理过程主要考虑同水平规模、油气组分类似）进行对比，分析其先进生产水平。

７４ 循环经济分析

从企业或区域内的清洁生产技术、资源重复利用、“三废”治理及综合利用方面，分析建设项目

实施循环经济的途径和效果。

７５ 标准油气当量、标准钻井进尺污染物产生量折算系数及水的重复利用率计算方法

７５  １ 标准油气当量

根据原油和天然气的热值折算而成的油气产量，本标准规定：１ ２５５ ｍ３ 天然气 ＝ １ ｔ 原油。
７５  ２ 标准钻井进尺污染物产生量折算系数

根据不同井深和钻井产生的污染物量折算系数，折算出标准钻井进尺污染物产生量，本标准规

定的折算系数见表 ９。

表 ９




钻井污染物产生量折算系数

钻井进尺 ／ ｍ 系 数 钻井进尺 ／ ｍ




系 数

≤




２ ０００ ０ ８ ３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１ ２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１ ０ ≥４ ０００ １ ５

７５  ３ 水的重复利用率

水的重复利用率 （％） ＝ 重复水用量 ／ （新鲜水用量 ＋ 重复水用量）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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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建设项目具有分布范围较广、环境影响由点集面的特点，因此，在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中，

应做到点上调查，面上综合分析，点面结合。

８１ 环境空气

按 ＨＪ ／ Ｔ ２ ２—９３ 中规定，在充分收集、利用已有的有效数据前提下，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
测、评价。对存在的超标问题，分析原因。

８２ 地表水

结合建设项目排水特点及建设项目区域地表径流的特点，按 ＨＪ ／ Ｔ ２ ３—９３ 中的规定，在充分收
集、利用已有的有效数据前提下，对受纳水体进行布点、监测、评价。对存在的超标问题，分析

原因。

８３ 地下水

８３  １ 环境水文地质调查

８３  １  １ 调查内容

———地貌特征、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及主要外动力地质现象；

———包气带岩性、结构、厚度；

———含水层的岩性组成、厚度、渗透性和富水性；隔水层的岩性、结构、厚度、渗透性；

———地下水类型、水动力特征、地下水水位、水质、水量、水温及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

条件。

８３  １  ２ 原则与方法

———遵循重点关注有供水意义的含水层的原则。

———资料搜集与现场调查、试验相结合、本区调查与类比考察相结合。以搜集利用现有资料为

主，当现有资料不能满足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时，进行现场调查或勘探试验。

———环境水文地质调查精度一般应满足 １ ∶ ５０ ０００。其调查点总数，应根据当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程度确定。在调查区内允许存在不同的工作精度，但总体上应能满足评价和预测拟采用的

方法或模型所需资料或参数确定的精度要求。

———调查点以现有生产井、地下水天然露头、地表水体、主要现状环境水文地质问题以及对于

确定边界条件有控制意义的地点为主。

———对环境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而又缺少资料、地下水评价等级确定为一级的地区，应根据环境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和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性质，分别采用钻探、物探以及水土化学分

析和室内外测试、试验等手段开展调查工作，具体工作方法参见有关规范。

———环境水文地质试验项目通常有抽水试验、注水试验、渗水试验、浸溶试验、土柱淋滤试验、

弥散试验、潜水水量垂直均衡试验、流速试验 （连通试验）、地下水含水层储能试验等，有

关试验原则与方法见附录 Ｃ。在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可根据评价等级及资料占有程度
等实际情况选用。

８３  ２ 地下水环境质量调查

８３  ２  １ 监测点布设

８３  ２  １  １ 建设项目对地下水环境产生污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ａ）油气采集、加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生产、生活废水，排入到沟渠、湖库，经渗漏污染地下
水；采用土地处理系统处理废水对地下水产生污染。

ｂ）石油勘探、采油和运输储存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油对土壤、地下水的污染。

ｃ）采油井、注水井、废弃油井、气井套管腐蚀破坏和固井质量问题产生的套外返水、返油对地
下水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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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监测布点重点选择上述所提及的、受建设项目影响的敏感点及周围进行布点。

８３  ２  １  ２ 根据陆相油田沉积盆地特点，一般都具有多层叠置的含水层，因此地下水监测点布设：

ａ）一级评价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不得少于 ９ 个，并控制评价区各个含水层；

ｂ）二级评价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不得少于 ７ 个，并控制有供水意义和已开采的含水层；

ｃ）三级评价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不得少于 ５ 个点，主要控制上部和已开采含水层。一般要求上游
不得少于 １ 个点，下游影响区的地下水监测不得少于 ２ 个点。

８３  ２  ２ 监测因子

根据建设项目的排水特点及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 的要求，监测因子一般可选为：
———ｐＨ、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ＣＯＤ、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

氮、挥发酚。

———根据油藏特征，可适当补充铁离子、锰离子、Ｃｌ －、Ｓ２ －等。

８３  ２  ３ 监测时间和频率

ａ）一级评价应在枯、丰水期分别进行采样监测；

ｂ）二级评价应至少采样监测一个地下水水期；

ｃ）三级评价可根据评价工作进度适时安排监测，不受地下水水期限制。

８３  ２  ４ 监测结果统计与评价

按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 要求进行。

８４ 声环境

按 ＨＪ ／ Ｔ ２ ４—９５ 中的规定，在充分收集、利用已有的有效数据前提下，对声环境进行布点、测
量、评价。对存在的超标问题，分析原因。

８５ 生态

８５  １ 生态系统调查

调查并介绍评价范围内生态系统类型、结构、分布等。说明各类型生态系统的分布情况，包括

分布面积、占评价区总面积的比例等，附土地利用现状图。调查介绍评价范围内的生态功能区划，

有否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如有应说明其类型、级别、范围及主要保护对象等。

对于一级评价要调查并说明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及其产生历史。

建设项目一般涉及的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原、荒漠等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

系统、湿地生态系统。

８５  ２ 生态因子调查

８５  ２  １ 森林、草原、荒漠等生态系统

调查介绍植被类型、数量及分布，附植被分布图。野生动物种类及分布。珍稀动植物种类、种

群规模、生态习性、种群结构、生境条件及分布、保护级别与保护状况等。

进行一级评价时，应进行评价区域内敏感区的生物量调查或实测，调查敏感区内的自然系统生

产能力和稳定状况，附资源分布图 （以下均同）。

８５  ２  ２ 农田生态系统

———调查并介绍土地资源的自然历史及利用现状 （包括基本农田分布情况）；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包括自然灾害）；农作物类型及分布、生长情况；土壤肥力及作物的单产量。

８５  ２  ３ 水域生态系统

———调查并介绍水域浮游动植物、底栖生物、水生高等植物的种类、数量、分布；鱼类区系组

成、种类、产卵场；珍稀水生生物种类、种群规模、生态习性、种群结构、生境条件与分

布、保护级别与保护状况等。

８５  ２  ４ 湿地生态系统

———调查并介绍湿地生态系统的类型、特点、基本结构和功能、湿地的面积、水文、气候等自

４１

ＨＪ ／ Ｔ ３４９ ２００７



然地理特征，湿地动植物的种类、种群数量、生境基本状况、生物多样性、湿地资源利用

和开发现状及保护对策等。

８５  ２  ５ 土壤

调查评价区域内土壤类型及其分布、理化性质，一级评价附土壤类型分布图。

８５  ２  ６ 水土保持状况

调查评价区域水土流失现状，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强度、成因、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及治理效

果等。

８５  ３ 生态评价

在上述调查基础上，对生态系统及生态因子进行定性评述或定量评价。如植被覆盖率、生物量、

物种多样性、土壤理化指标进行定量评价。

一级评价应对评价范围内敏感区生态系统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及产生历史、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稳定性、抗干扰能力及其发展趋势做出评价。

８５  ４ 调查、评价方法与评价要求

８５  ４  １ 调查方法

———收集现有资料及历史资料。收集农、林、牧、渔业资源管理部门的政策文件、资源管理档

案资料、专业研究机构研究成果，以及该区域近期完成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

———野外调查、室内测定。植被的类型和分布情况需要进行现场实地样方调查；对于生态系统

的生产力的调查，必要时需要现场采样、实验室测定。

———对于需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可引用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资料。

———一级评价应采用 “３Ｓ”技术。收集遥感资料，建立地理信息系统，并进行野外定位验证。

８５  ４  ２ 评价方法

生态现状评价可以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常用的方法有：图形叠置法、系统分析

法、生态机理分析法、景观生态学法等 （具体方法参见 ＨＪ ／ Ｔ １９ 附录 Ｃ）。

８５  ４  ３ 评价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生态调查与评价内容是基于建设项目可能涉及的生态系统，但建设项目不一定涉

及本标准所列的所有生态系统，因此，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时应结合区域环境特点，做到突出重点、

分清层次。

９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具有由点集面、范围较广的特点，因此在以下专题的预测评价及影响分析

中，应做到点上解剖分析，面上综合分析，点面结合，充分全面地进行预测与影响分析。

９１ 环境空气

９１  １ 污染气象

按 ＨＪ ／ Ｔ ２ ２—９３ 中规定，收集评价区域内的地面气象资料。

９１  ２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９１  ２  １ 预测因子

根据工程分析结果，选择建设项目排放的、等标排放量较大的、当地污染较严重的废气污染物

进行影响预测。

９１  ２  ２ 预测内容

按 ＨＪ ／ Ｔ ２ ２—９３ 中规定确定环境空气影响预测内容。

９１  ２  ３ 预测方法

采用 ＨＪ ／ Ｔ ２ ２—９３ 中规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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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２  ４ 预测评价

采用选择的预测方法，对建设项目废气污染物进行影响预测，采用标准指数法对预测结果进行

评价，并进行影响分析。

９１  ２  ５ 按 ＧＢ ／ Ｔ ３８４０—９１ 要求，计算并规定各 （井）站场、处理厂、联合站、天然气净化厂的卫

生防护距离。

９１  ２  ６ 制定环境空气保护对策，反馈给环境保护措施。

９２ 地表水

９２  １ 预测因子

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可主要选择 ＣＯＤ、石油类进行影响预测，同时可结合当地地表水环境特点
进行适当筛选预测因子。

９２  ２ 预测内容

按 ＨＪ ／ Ｔ ２ ３—９３ 中规定确定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内容。

９２  ３ 预测方法

采用 ＨＪ ／ Ｔ ２ ３—９３ 中规定的方法。

９２  ４ 预测评价

采用选择的预测方法，对建设项目废水污染物进行影响预测，采用标准指数法对预测结果进行

评价，并进行影响分析。

制定地表水环境保护对策，反馈给环境保护措施。

９３ 地下水

９３  １ 预测点布设

９３  １  １ 已有或拟建的地下水供水水源区。

９３  １  ２ 有代表性的地下水长期监测井点。

９３  １  ３ 受影响的地下水下游地段。

９３  １  ４ 地下水环境影响的敏感地段 （如湿地、居民集中生活水源地等）。

９３  １  ５ 可能造成不良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主要地段。

９３  １  ６ 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地段。

９３  ２ 预测模式选择

９３  ２  １ 定解条件简单、明确，而且在已取得足够的水文地质资料和弥散参数资料时，可采用解析

模型或数值模型进行水质预测。

９３  ２  ２ 含水层的边界条件、结构和水文地球化学条件比较复杂，难以确定源汇项和求得弥散参数

时，可采用径流函数法、水动力渗流网法等近似的水质模型加修正的方法进行预测。

９３  ２  ３ 当影响水质的随机因素较多而又有较长时间的实测数据系列时，可采用回归分析、趋势外

推、时序分析等随机模型进行水质预测。

９３  ３ 地下水污染模型概化

地下水污染渗流场条件概化应根据当地水文地质条件和拟选用的水质预测模式确定。采用地下

水动力学模式预测污染物在含水层中的扩散时，通常对下列条件进行假定或概化：

———污染物进入地下水对渗流场没有明显的影响；

———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运移按 “活塞推挤”方式进行，且污水与洁净水之间的分界线接近于

垂直；

———预测区内含水层的基本参数 （如渗透系数、有效孔隙度等）不变或变化很小。常用地下水

水质模型可参见附录 Ｄ。

９３  ４ 预测评价

采用选择的预测模式，对建设项目废水污染物进行地下水影响预测，预测值与背景值叠加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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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比，评价其是否满足标准，并进行影响分析。

———一级评价须采用数值法；二级评价中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时应采用数值法，水文地质条件简

单时可采用解析法；三级评价可采用回归分析、趋势外推、时序分析和类比预测分析法。

———采用数值法或解析法模型时，数值法或解析法模型结构形式和参数数值确定之后，还必须

通过利用独立于识别模型的评价区地下水水位水质长期监测数据验证后，模型才能用于预

测。

———采用类比预测分析法时，类比预测分析的对象与拟建预测对象之间，应满足如下要求并给

出具体的类比条件：

ａ）二者环境水文地质条件、水动力场条件相似；

ｂ）二者工程特征及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具有相似性；

ｃ）在一级评价中对地下水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水质模型中的弥散参数须通过现场试验获取。

９３  ５ 含水层参数值的确定

９３  ５  １ 地下水水量 （水位）预测所需用的含水层渗透系数、导水系数、释水系数、给水度等参数

值，应从评价区以往水文地质勘查成果资料中选定，或根据相邻地区和类比区最新勘查成果资料

确定。

９３  ５  ２ 评价区内缺少可直接利用的参数值时，选择有代表性的机、民井，开展抽水、注水等试

验，求取所需参数值，评价等级较低时，可选用经验值。

９４ 声环境

按 ＨＪ ／ Ｔ ２ ４—１９９５ 中的规定，对声环境进行影响预测与评价，并进行影响分析。制定声环境保
护对策，反馈环境保护措施。对于声环境较简单的建设项目，该项工作可适当简化。

９５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按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环境影响分析。

对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分类，分析其处置方式的可行性和合

理性，尤其要注重对土壤、植被和水体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其处置方式最终必须符合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

未建集中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 （不含钻井泥浆储池）的建设项目，可不列该专题。应将对土壤、

植被和水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列入相应的评价专题。

９６ 生态

９６  １ 预测内容

９６  １  １ 森林、草原、荒漠等生态系统

———预测永久及临时占用土地造成生态系统中各类型植被分布及数量的变化，包括植被覆盖率、

种群数量、生物量等。

———预测野生动物生境变化及建设项目生产活动对各类野生动物生存及活动造成的影响。当所

占用的土地与某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有重合，应分析论证对该物种的生存所造成的影响

及未来生存趋势。

———对于沿集输管线敷设、油区道路建设施工区，应分析引发的生境切割影响。

９６  １  ２ 农田生态系统

预测永久及临时占用耕地造成生态系统中农业用地结构的变化，预测农作物产量及农业产业结

构的变化。

９６  １  ３ 水域生态系统

预测并分析建设项目废水对水域生态环境带来的理化性质及水域生态系统的可能改变。

９６  １  ４ 湿地生态系统

———预测并分析永久及临时占用土地造成湿地生态系统各类型植被分布及数量的变化，包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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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覆盖率、种群数量、生物量等。

———预测并分析建设项目废水对湿地生态系统水体带来的理化性质改变。

———预测野生动物生境变化，分析建设项目生产活动对各类野生动物的生存及活动造成的影响。

重点分析对濒危珍稀的物种的种群数量及生存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工程扰动土地面积较大的集输管线敷设工程、油区道路建设工程，应作水土流失影响

预测。

———一级评价以 “３Ｓ”技术为依托，对土地利用状况、土地荒漠化、植被覆盖状况、生物量、
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分析建设项目实施后，评价区域生态

环境功能是否符合当地生态功能区划要求。

９６  ２ 预测方法

生态影响预测一般采用类比分析、生态机理分析、景观生态学方法进行分析与描述，也可以辅

之以数学模拟进行预测 （具体方法见 ＨＪ ／ Ｔ １９ 附录 Ｃ）。

９６  ３ 预测与评价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生态影响预测与生态现状调查结果相对应，并结合区域环境特点，做到突出重点、

分清层次。

１０ 环境风险评价

建设项目的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后果计算、风险计算和评价、风险管理等除按 ＨＪ ／ Ｔ １６９—２００４
中规定执行外，还应满足国家环保总局 《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和 《关

于检查化工石化等新建项目环境风险的通知》中与本行业有关的具体技术要求。根据建设项目的特

点，按钻井、集输、处理等工艺过程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加强对井喷、套外返水、井管破损及集输

管线泄漏、储罐及处理装置发生火灾及爆炸的风险计算、评价和管理，重点提出具体环境风险应急

防范措施和制定应急预案，防止风险事故对周围环境敏感点造成次生污染。

１１ 公众参与评价

建设项目公众参与评价在满足本标准所规定要求外，必须执行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中的规定和要求。

１１１ 公众参与的对象

公众参与的对象包括：有关单位，即位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含风险事故）范围内的单位和社

区组织及其他组织，特别是与建设项目存在相关利益或承担环境风险的单位和社区组织及其他关心

项目建设的有关组织；专家，即熟悉建设项目所属行业专家、熟悉相关环境问题及所需要的其他特

定专业的专家和关心项目建设的有关专家；公众，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有关自然人，包括直接受影

响的人、预期要获得收益的人和其他关注项目建设的人。

根据建设项目周围单位、人口分布特点，充分注意公众意见调查的广泛性与代表性。建设项目

周围单位、人口分布较多，应并以直接受影响的单位和公众为主。直接受影响的调查人数不应低于

调查总人数的 ７０％，应列出公众意见调查主体对象的名单及其基本情况。如果建设项目周围无直接
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则公众参与对象主要是行业专家和关注项目建设的公众及有关部门。

１１２ 公众参与的形式

公众意见调查可根据实际需要和具体条件，采取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如会议讨

论、座谈，建立信息中心如设立网站、热线电话和公众信箱，新闻媒体发布，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如

问卷、通信、访谈等。通过上述方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１１３ 公众意见调查的实施

１１３  １ 告知公众建设项目的有关信息：包括建设项目概况、清洁生产水平、可能产生的主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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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对公众的环保承诺等，可针对征求意见对象的不同对上

述告知信息的深度和内容进行调整。

１１３  ２ 发布征求意见的内容：包括对建设项目实施的态度、对项目选址的态度、对项目主要环境

影响的认识及态度、对项目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对项目拆迁和扰民问题的态度与要求等。

１１３  ３ 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的份数应以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或沿线区域居民点的数量而定，一般以

５０ ～ １００ 份为适宜。

１１３  ４ 公众代表参加听证会或论证会的人数以 ２０ 人左右为适宜，特殊情况可增加人数。组织召开
公众代表听证会不限次数，以达到满足大多数公众合理要求为止。

１１４ 调查结果的分析和处理

对所征求意见，按征求意见的条款分别按 “有关单位、专家、公众”进行归类与统计分析，并

在归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述。对每一类意见，均应进行认真分析、明确采纳或不采纳并说明

理由。

１２ 环境保护措施论证分析

按 《建设项目开发方案》中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报告书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两个层次在

经济合理、技术可行两方面进行分析，环境保护措施论证目的是：解决 《建设项目开发方案》提出

的环境保护措施存在的问题，完善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进一步预防或减缓不良环境影响。上

述每个层次包括以下内容。

１２１ 污染防治措施

（１）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建设项目的废气污染防治措施主要有：

———减少烃类损失的油气集输的密闭流程及储存原油的浮顶罐；

———使用减少烟尘、二氧化硫排放的清洁燃料 （脱硫天然气）；

———减少恶臭硫化氢的天然气脱硫净化设施；

———无组织排放的烃类气体收集焚烧设施；

———气田伴生 ＣＯ２ 的综合利用及回注；
———其他管理措施。

对建设项目采取的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给出投资、运行费用，计算出减少物料损失产生的收益。

同时介绍工艺方法，对可作为独立单元的环保措施给出工艺流程示意图及设计指标 （进出口指标、

效率等），分析其技术经济可行性。

对依托原有设施，从原设施运行效果及可承受的负荷可行性进行技术分析。

（２）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建设项目的废水污染防治措施主要有：

———钻井废水处理设施；

———含硫等废水 （气田采出水）处理设施；

———含油废水 （油田采出水，包括高含盐废水）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废水回注措施 （包括高含盐废水回注措施）；

———其他处理设施。

对建设项目采取的废水污染防治措施给出投资、运行费用，计算出回收物料产生的收益。同时

介绍工艺方法，对可作为独立单元的环保措施给出工艺流程示意图及设计指标 （进出口指标、效率

等），分析其技术经济可行性。

对依托原有废水治理设施，从原设施运行效果及可承受的负荷可行性进行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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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对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如钻井过程产生的钻井泥浆、废岩屑、落地油、生活垃圾等，集输

管线敷设时产生的弃渣，天然气脱水时产生的废分子筛、天然气净化硫回收时产生的废催化剂、污

水处理产生的油泥 （或污泥）等，须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相关标准的

有关规定，对照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要求进行分类，根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分别提

出处理或处置措施，重点提出控制产生落地油的严格措施。

给出固体废物处置设施的一次性投资，对生产运行时产生的固体废物，给出处置费用；对于外

委处理处置的危险废物，报告书后应附与有运营资质单位的接收协议。

（４）噪声控制措施
对钻井过程、采油、采气过程及油气处理加工过程采取的控制噪声措施列一览表，注明投资估

算，分析其预期控制效果及达标可行性。

１２２ 生态保护措施

建设项目对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期占地减少植被覆盖、施工期和生产运行期的生产活

动改变生物的生境，上述改变可能造成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的改变。针对上述影响应提出以下措施，

减缓不良环境影响，恢复生态功能，确保评价区域符合生态功能区划要求。

———建设项目占用土地，减少林地、草原、荒漠植被及农田生态系统的农田数量，应严格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

务院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地方相关的环境保护法规要求提出恢复和补偿等措施，同时

提出合理的减少占用土地的方案。

———建设项目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必须提出切实可行减缓影响的措施和方案。对于影响程

度高、范围大的建设项目，应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遵循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

共存和谐持续发展的原则，选择典型的湿地类型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示范基地。

对已经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在按 《自然保护区条例》要求提出具体的生态保护措施、加强

管理、发挥作用的同时，加大经费投入，提出加强湿地监测方案，特别是对湿地资源利用

后的动态变化、生物多样性变化、湿地水文、水质等情况的监测建议。

———建设项目对珍稀濒危生物自然分布区、水源涵养区域、具有科学文化价值的自然遗迹、人

文古迹、古树名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法定保护对象造成的影响，应依据相关的

法律法规提出保护和减缓不良影响和恢复、补偿措施。防止破坏和干扰，保持其真实性、

完整性，达到原有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要求。

———建设项目对生态脆弱区或自然灾害多发区可能造成的影响，应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出

切实可行的生态重建和区域改善措施。

———建设项目由于敷设集输管线，修建油区道路，扰动土地面积较大，应将水行政主管部门已

审批的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的水土保持方案作为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纳

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建设项目应制定油气采区的绿化规划和景观设计方案，并提出油气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

管理措施，包括工程施工期、运行期以及生态监测和长期观察等方案。

———建设项目造成居民拆迁，应按相应规定提出拆迁、安置的补偿措施。

———应提出建设项目闭井期的生态保护、恢复方案，包括及时做好场地清理，污染物清除、填

埋，废弃井固井、封井等善后处理工作，恢复原有地表景观的措施。

———建设项目对已知的、潜在的和不可恢复等敏感区域或重要生境的影响，应提出影响最小的

选址、选线方案。对于一级评价应提出替代方案。

———依据 ＨＪ ／ Ｔ １９—１９９７ 的要求，对其他生态环境影响提出相应的防护、恢复措施。
对于提出的上述生态保护措施给出以下内容：措施名称、工程量、减缓效果、措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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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以新带老”措施

（１）对于涉及 （依托）现有工程的建设项目，若现有工程存在环境保护问题，应对其实施技术

合理、经济可行的 “以新带老”措施。

（２）给出 “以新带老”措施的名称、工艺或方法、投资、运行费用、效果。

（３）核定 “以新带老”措施对污染物的削减量。

１２４ “三同时”项目一览表

根据以上环境保护措施分析结果，列表给出环境保护 “三同时”项目一览表。表中包括：“三同

时”项目名称、投资、工程量、效果。

１３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１３１ 控制原则

建设项目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必须满足清洁生产、达标排放、“以新带老”的要求。

１３２ 控制因子

根据本行业特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因子选择如下：

———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烟尘；

———废水污染物：ＣＯＤ、石油类、氨氮；
———固体废物：工业固体废物；

———总量控制因子亦可根据国家环境保护规划及地方环境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建设项目特点做适

当调整。

１３３ 控制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中建设项目及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结果、“以新带老”措施削减污染物排

放总量核定结果，核定出的污染物最终排放总量，按项目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给建设

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析是否符合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在未下达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或超过项目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的情况下，首先由建设单位在企业内部采取削减措施，在企业内部削减后仍无法满足要求的前提下，

按最终核定结果提出总量控制建议值，采取由政府对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调配或采用污染物排放总

量交易等手段，使建设项目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１４ 替代方案及减缓措施

１４１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环境风险评价结果、公众参与评价结果及环境可行性及选址合理性

的评价结果，对于建设项目提出保护环境敏感区域、规避风险、满足公众合理要求的、技术经济合

理的井场、站场位置设置、集输管线走向的替代选址方案。

１４２ 替代方案的确定原则是所选择的方案具有环境损失最小、费用合理、抗风险能力强、生态环

境功能赋性最大，应达到与建设项目原方案同样的目的，并取得可接受的效益。

１４３ 对于生态评价为一级以上项目，要结合工程特点提出至少一种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替代方案，

并对各方案优缺点进行比较，同时要对关键的单项问题进行替代方案比较，并选择出最优方案。

１４４ 对于选址合理可行存在零替代方案的建设项目，应提出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１５ ＨＳＥ管理体系及环境监控

１５１ ＨＳＥ管理体系及环境监控现状
调查了解并介绍建设单位现有环境管理体系、监测计划。

１５２ 建设项目 ＨＳＥ管理体系及环境监控
在现有的 ＨＳＥ管理体系及环境监控制度下对建设项目进行 ＨＳＥ全面管理。

１２

ＨＪ ／ Ｔ ３４９ ２００７



可参照 ＳＹ ／ Ｔ ６２７６—１９９７ 规定，提出对建设项目全过程的 ＨＳＥ管理要求。同时将闭井后的环境管
理、监测全面纳入现有 ＨＳＥ管理体系、监测计划中，同时对现有措施进行完善。
１５３ 施工期开展环境工程现场监理建议

针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时间长、空间分布广且其生态影响主要在施工期的特点，提出开展施工

期环境工程现场监理工作的方案与建议。其中包括：

———分别说明业主、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期环境工程现场监理职责；对于外委施工应提出

严格的管理要求；

———施工期环境工程现场主要监理内容；

———施工期环境工程现场监理方法和手段；

———施工期环境工程现场监理费用估算。

１６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１６１ 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照建设项目开发方案，介绍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１６２ 项目内部环境保护措施效费分析

参照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规定，列表给出

建设项目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包括 “以新带老”措施）的内容及投资、每年的成本费用 （包括运行

费、设备折旧、维修费及排污费等）以及取得的收益 （钻井液重复利用、回收落地油等）。计算出环

境保护投资占建设项目总投资的百分比。

１６３ 项目外部环境损失

按市场价值法或防护费用法等方法，计算出可定量化的建设项目造成的外部环境损失。

１６４ 项目环境系统效费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开发方案的技术经济评价规定的有关参数及全部现金流量表，编制出项目环境系

统效费流量表 （见表 １０），同时将未计入建设项目效益、费用中的 “以新带老”项目的效益、费用及

项目可定量计算的外部环境损失计入该表中的项目间接效益、间接费用栏中，计算出项目环境系统

净效益现值。

表 １０ 建设项目环境系统效费流量表

序号
项目

年份

１ 现金流入

１ １ 销售收入

１ ２ 固定资产回收

１ ３ 流动资金回收

１ ４ 项目间接收益

２ 现金流出

２ １ 建设投资

２ ２ 经营成本

２ ３ 项目间接费用

３ 现金流量净增量

４ 现金流量净增量现值

５ 现金流量净增量累计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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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环境可行性论证分析

１７１ 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论证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清洁生产水平、环境保护措施、污染物达

标排放、总量控制、综合效益等方面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产业政策的符合性分析；

———清洁生产的先进性分析；

———环保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污染物排放的达标性分析；

———总量控制指标的可达性分析；

———综合效益的显著性分析。

１７２ 建设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结合建设项目实际情况，按照 “地下决定地上，地下顾及地上”的原则，从当地总体规划、环

境敏感程度、环境影响、产业布局、资源利用、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选址合理性论述并给出结论。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总体规划的相容性分析；

———选址的环境敏感性分析；

———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分析；

———环境影响的可接受性分析；

———环境风险的防范和应急措施有效性分析；

———公众参与的认同性分析。

１８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编制要求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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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审查和评估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和质量的主要依据。

１８２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编制应按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在充分调查了解建设项目开发方案，

研究国家、行业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并通过现场踏查，向当地环境保护管理行政部门了解

地方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调查了解环境功能区划、环境敏感因素基础上，识别环境影响因素、

筛选评价因子，明确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目标，正确确定出评价工作等级、评价范围、评价重点、

各评价专题及其工作内容和技术要求，最终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１８３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经技术评估后，如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采用的生产工艺发生重

大变化的，则评价大纲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并获得审查部门的批准。

１８４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格式与内容见本标准附录 Ａ。

１９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要求

１９１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一般规定。

１９１  １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及其技术评估意见和批复要求，对各项评价

专题工作成果进行概括、分析和提炼，提出科学、客观、公正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１９１  ２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全面概括反映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并突出建设项目特点，报告书要做

到文字简洁、精练，数据翔实、准确，评价结论客观、明确。

１９２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格式与内容见本标准附录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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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格式与内容

Ａ１ 总论

Ａ１ １ 项目由来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确立过程及建设意义。

Ａ１ ２ 编制依据

研究并列出国家、地方、行业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建设项目开发方案或 《可行性研

究报告》、立项文件等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依据。

Ａ２ 区域概况

Ａ２ １ 自然环境概况

介绍建设项目所处地区自然环境概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地形地貌；

———气象、气候；

———水文 （附水系图）；

———地质、水文地质；

———土壤类型与植被分布 （附植被分布图）；

———野生动物分布；

———周围自然遗迹、自然保护区的分布情况等。

Ａ２ ２ 社会环境概况

介绍建设项目所处地区社会环境概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居住区、企事业单位及人口分布；

———土地利用状况 （附土地利用图）；

———相关的文物保护遗址分布等。

Ａ２ ３ 产业政策及地方区域发展规划

介绍与建设项目相关产业政策和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建设项目与之符合性。

Ａ２ ４ 环境功能区划及生态功能区划

介绍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和生态功能区划，以及建设项目与之符合性。

Ａ２ ５ 区域环境质量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质量现状。

Ａ３ 建设项目概况

介绍建设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性质、生产规模、工程组成内容，占地面

积，附区域位置图。

介绍油气田储藏特征、地质构造、开发方案、地面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Ａ４ 初步工程分析

Ａ４ １ 现有工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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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及 （依托）现有工程的建设项目，应按本标准 ６ １ １ 规定要求，简要说明 （依托）现有工

程的情况，重点查清存在的问题。

Ａ４ ２ 勘探期回顾

按本标准 ６ １ ２ 规定要求，进行勘探期回顾简析。

Ａ４ ３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Ａ４ ３  １ 施工期

Ａ４ ３  １  １ 钻井部分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１ 规定要求，对施工期的钻井工程的工艺、原辅材料消耗进行介绍，并附要求
的列表。

Ａ４ ３  １  ２ 集输部分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２ 要求，初步说明管线走向及敷设工艺、站场 （阀室）布设情况，穿越的环境

敏感点或区域等，附要求的图表。

Ａ４ ３  １  ３ 道路部分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３ 规定要求，初步说明道路、路网布设情况，及穿越的环境敏感点或区域等，
附道路、路网布设图。

Ａ４ ３  １  ４ 土地利用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４ 规定要求，初步说明建设项目土地利用情况、土石方量以及拆迁数量，附要
求的图表。

Ａ４ ３  １  ５ 生产过程及影响因素 （产污环节）分析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５ 规定要求，进行初步生产过程及影响因素 （产污环节）分析，附要求图表。

说明污染源达标排放情况。

Ａ４ ３  ２ 运行期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２ 规定要求，对建设项目运行期的原辅材料及公用工程消耗量、来源、主要成分
及物理化学性质进行初步介绍；并对生产过程、产污环节、 “三废”排放进行初步分析。附要求图

表。对污染源达标情况进行说明。

Ａ４ ３  ３ 环境保护措施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３ 规定要求，简要介绍建设项目拟采取的、包括闭井期的以及解决勘探期遗留环
境问题的环境保护措施，内容包括：投资、规模或工程量、工艺、效果。

Ａ５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及评价因子筛选

按本标准 ４ ３ 所列，并结合建设项目的特点，分析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因素、确定评价因子，
并参照表 １、表 ２ 形式列出。

Ａ６ 评价工作总则

Ａ６ １ 评价目的和原则

按国家、地方、行业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要求，明确本次评价的主要目的和坚持的原则。

Ａ６ ２ 评价时段

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明确评价时段。

Ａ６ ３ 评价标准

按本标准 ４ ４ 的规定要求，详细列出建设项目使用的评价标准。

Ａ６ ４ 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目标

明确评价工作中的污染控制目标和环境保护目标，列表给出环境保护敏感点的相对距离、方位

及保护要求，附标有环境保护敏感点的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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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６ ５ 评价工作等级

按本标准 ４ ５ 规定的评价工作等级确定原则，确定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声环境、生态、
环境风险的评价工作等级。

Ａ６ ６ 评价范围

按照本标准 ４ ６ 规定的原则，确定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风险的评
价范围。并附要求的评价范围图。

Ａ６ ７ 专题设置及评价重点

按本标准 ４ ７ 的规定要求，列出报告书中应设置的评价专题。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因
素、环境敏感程度确定相应的评价工作重点。

Ａ７ 评价工作内容及技术要求

结合建设项目特点和所在地区环境敏感因素等特点，对所设置的专题和评价重点，确定评价工

作具体内容及相应技术要求。

Ａ８ 评价工作成果

明确评价工作拟提交的工作成果，详细列出拟提交的成果———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１ ～ ３ 级目录。

Ａ９ 组织分工、进度安排

由环评工作总负责单位明确各协作单位的分工、责任和工作进度安排。附工作进度计划表。

Ａ１０ 评价经费概算

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及

环评工作具体内容，核算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费用概算。附评价工作费用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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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格式与内容

Ｂ１ 前言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确立过程、建设意义，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

Ｂ２ 总论

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或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方案》、其技术评估及批复意见，详细列出以

下 Ｂ２ １ ～ Ｂ２ ８ 的内容：
Ｂ２ １ 编制依据。

Ｂ２ ２ 评价目的及原则。

Ｂ２ ３ 环境功能区划及评价标准。

Ｂ２ ４ 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目标。

Ｂ２ ５ 评价时段。

Ｂ２ ６ 评价工作等级。

Ｂ２ ７ 评价范围。

Ｂ２ ８ 评价工作内容及重点。

Ｂ３ 区域自然和社会环境概况

Ｂ３ １ 自然环境概况

介绍建设项目所处地区自然环境概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地质、地貌；

———气象、气候；

———水文 （附水系图）；

———水文地质；

———土壤类型与植被分布 （附植被分布图）；

———野生动物分布；

———周围自然遗迹、自然保护区的分布情况等。

Ｂ３ ２ 社会环境概况

介绍建设项目所处地区社会环境概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居住区、企事业单位及人口分布；

———土地利用状况 （附土地利用图）；

———相关的文物保护遗址分布等。

Ｂ３ ３ 产业政策及地方区域发展规划

介绍与建设项目相关产业政策和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建设项目与之符合性。

Ｂ３ ４ 环境功能区划及生态功能区划

介绍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和生态功能区划，以及建设项目与之符合性。

Ｂ４ 建设项目概况

介绍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性质、生产规模、占地面积，附区域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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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油气田储藏特征、地质构造、项目组成内容 （包括钻采、道路、集输、处理等工程内容）

及土地利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Ｂ５ 工程分析

Ｂ５ １ 现有工程分析

对于涉及 （依托）现有工程的建设项目，应按本标准 ６ １ １ 规定要求，说明 （依托）现有工程的

情况、重点说明现有环境问题。

Ｂ５ ２ 勘探期回顾

按本标准 ６ １ ２ 规定要求，对建设项目勘探期进行回顾分析。

Ｂ５ ３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Ｂ５ ３  １ 施工期

Ｂ５ ３  １  １ 钻井部分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１ 规定要求，对施工期的钻井工程的工艺、原辅材料消耗及性质。给出要求的
列表。重点说明钻井工艺过程中保护地下水含水层的措施。

Ｂ５ ３  １  ２ 集输部分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２ 规定要求，说明管线布设走向及站场 （阀室）位置 、管线敷设工艺及穿越的

环境敏感点或区域等情况，附要求的图表。

Ｂ５ ３  １  ３ 道路部分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３ 规定要求，说明道路、路网布设情况，修建方式，穿越的环境敏感点或区域
等，附道路、路网布设图。

Ｂ５ ３  １  ４ 场地布置及土地利用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４ 规定要求，说明建设项目站场布置及土地利用情况、土石方量以及拆迁数
量，给出要求列出的图表。

Ｂ５ ３  １  ５ 环境影响因素及产污环节分析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１ ５ 要求进行生产过程及影响因素 （产污环节）分析，附要求的图表。

Ｂ５ ３  ２ 运行期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２ 要求，对建设项目运行期的原辅材料及公用工程消耗量、来源、主要成分及物
理化学性质进行介绍；并对生产过程、产污环节、“三废”排放进行分析。附要求的图表。

Ｂ５ ３  ３ 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３ 规定要求，简要介绍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Ｂ５ ３  ４ 达标排放分析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４ 规定要求，对建设项目的污染源进行达标排放分析。

Ｂ５ ３  ５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

按本标准 ６ １ ３ ５ 规定要求，对建设项目排放污染物总量进行核定。

Ｂ６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分析

Ｂ６ １ 工艺技术选择合理性分析

按本标准 ７ １ 规定要求，对建设项目选用的工艺合理性及先进水平进行分析。

Ｂ６ ２ 清洁生产措施

按本标准 ７ ２ 规定要求，分析建设项目采取的清洁生产措施及效果。

Ｂ６ ３ 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按本标准 ７ ３ 规定要求，计算可对比的量化指标，并与同类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建设项目清洁
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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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６ ４ 循环经济分析

按本标准 ７ ４ 规定要求，介绍并分析建设项目采取的循环经济措施及效果。

Ｂ７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Ｂ７ １ 环境空气现状调查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８ １ 规定要求。
Ｂ７ ２ 地表水现状调查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８ ２ 规定要求。
Ｂ７ ３ 地下水现状调查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８ ３ 规定要求。
Ｂ７ ４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８ ４ 规定要求。
Ｂ７ ５ 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８ ５ 规定要求。

Ｂ８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Ｂ８ １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９ １ 规定要求。
Ｂ８ ２ 地表水影响预测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９ ２ 规定要求。
Ｂ８ ３ 地下水影响预测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９ ３ 规定要求。
Ｂ８ ４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执行本标准 ９ ４ 规定要求。
Ｂ８ ５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执行本标准 ９ ５ 规定要求。
Ｂ８ ６ 生态影响分析

执行本标准 ９ ６ 规定要求。

Ｂ９ 环境风险评价

执行本标准第 １０ 章规定要求。

Ｂ１０ 公众参与评价

Ｂ１０ １ 公众参与的对象

执行本标准 １１ １ 规定要求。
Ｂ１０ ２ 公众参与的形式

执行本标准 １１ ２ 规定要求。
Ｂ１０ ３ 公众意见调查的实施

执行本标准 １１ ３ 规定要求。
Ｂ１０ ４ 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

执行本标准 １１ ４ 规定要求。

Ｂ１１ 环境保护措施论证分析

Ｂ１１ １ 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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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标准 １２ １ 规定要求，论述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可行性，对项目设计存
在的环保问题，进一步提出污染治理措施。

Ｂ１１ ２ 生态保护措施

按本标准 １２ ２ 规定要求，主要从生态减缓、恢复、补偿三个方面论述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生态保
护措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对项目设计存在的环保问题，进一步提出生态保护措施。

Ｂ１１ ３ “以新带老”措施

执行本标准 １２ ３ 的规定要求。
Ｂ１１ ４ “三同时”项目一览表

执行本标准 １２ ４ 的规定要求。

Ｂ１２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按本标准第 １３ 章规定要求，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分析。

Ｂ１３ 替代方案及减缓措施

按本标准第 １４ 章规定要求进行分析。

Ｂ１４ ＨＳＥ管理体系及环境监控

执行本标准第 １５ 章规定要求。

Ｂ１５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执行本标准第 １６ 章规定要求。

Ｂ１６ 环境可行性论证分析

Ｂ１６ １ 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论证分析

按本标准 １７ １ 规定要求进行分析。
Ｂ１６ ２ 建设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按本标准 １７ ２ 规定要求进行分析。

Ｂ１７ 评价结论

简洁、准确、客观地总结、概括报告书各专题的主要内容，给出各专题评价结论，最终给出建

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综合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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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资料性附录）

环境水文地质试验方法

Ｃ１ 浸溶试验

目的是查明固体废物受雨水淋滤或在水中浸泡时，使其中的有害成分转移到水中，对水体环境

直接形成的污染毒性或通过地层渗漏对地下水造成的间接影响。有关固体废弃物的采样、处理和分

析方法，可参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 《工业固体废弃物有害物特性试验与监测分析方法》中的

有关规定执行。

Ｃ２ 土柱淋滤试验

目的是模拟污水的渗入过程，研究污染物在包气带中的吸附、转化、自净机制，确定包气带的

防护能力，为评价污水渗漏对地下水水质的污染影响提供依据。

试验土柱必须在评价场地有代表性的包气带地层中采取。通过滤出水水质的测试，分析淋滤试

验过程中有机物的降解，无机物的迁移累积等引起地下水水质变化的环境化学效应的机理。

试剂的选取或配制，宜采取评价工程排放的污水做试剂。对于取不到污水的拟建项目，可取生

产工艺相同的同类工程污水替代，也可按设计提供的污水成分和浓度配制试剂。如果试验目的是为

了制定污水排放控制标准时，需要配制几种浓度的试剂分别进行试验。

Ｃ３ 弥散试验

目的是研究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运移时其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并通过试验获得进行地下水环境

质量定量评价的弥散参数。

试验可采用示踪剂 （如食盐、氯化铵、电解液、萤光染料、放射性同位素１３１ Ｉ 等）进行。试验方
法可依据当地水文地质条件、污染源的分布以及污染源同地下水的相互关系确定。一般可采用污染

物的天然状态法、附加水头法、连续注水法、脉冲注入法。试验场地应选择在对地质、水文地质条

件有足够了解的代表性地区，其基本水文地质参数齐全。观测孔布设一般可采用以试验孔为中心

“十”字形剖面，孔距可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含水层岩性等考虑，一般可采用 ５ ｍ或 １０ ｍ；也可采用
试验孔为中心的同心圆布设方法，同心圆半径可采用 ３ ｍ、５ ｍ 或 ８ ｍ 布设观测孔，在卵砾石含水层
中半径一般为 ７ ｍ、１５ ｍ、３０ ｍ为宜。试验过程中定时、定深在试验孔和观测孔中采取水、土样，进
行水、土化学分析，确定弥散参数。

Ｃ４ 潜水水量垂直均衡试验

目的是获得评价区潜水均衡计算中有关均衡要素，以便配合其他水文地质资料，进行地下水均

衡计算。

通过试验，可以获取降水垂直入渗补给系数，潜水蒸发系数，灌溉水回渗补给系数以及不同岩

层的给水度等资料。同时，还可以研究入渗水在包气带的运移和分布规律。

试验方法主要有地中渗透仪和零通量面法。前者主要应用固定潜水位排水———补偿式地中渗透

仪；后者所用的基本仪器为负压计和中子水分仪。具体试验操作方法及仪器的设计、安装和场地要

求等，可参见 ＤＺ ５５—８７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Ｃ５ 流速试验 （连通试验）

一般是在地下水的水平运动为主的裂隙、岩溶含水层中进行。可选择有代表性的或已经污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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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预测的地段，按照地下水流向布设试验孔与观测孔。试验孔与观测孔数量及孔距，可根据当

地的地下水径流条件确定。一般孔距可考虑 １０ ～ ３０ ｍ，试剂可用染色剂、示踪剂或食盐等。投放试
剂前应取得天然状态下水位、水温、水质对照值；试验孔内投入试剂，在观测孔内定时取样观测，

直至观测到最大值为止，计算出地下水流速和其他有关参数。

Ｃ６ 地下水含水层储能试验

地下含水层储能可以调节地下水流量，储存地表水，恢复超采含水层的能力，扩大地下水水源，

又能抬高地下水位，有利于控制地面沉降；还可以借回灌水建立地下水幕，拦阻污水，防止海水入

侵或阻拦地下水水源外流，也可以调节地下水温、储藏冷、热源。在咸水或水质恶化地区，借助人

工回灌淡水，具有改善水质等效能，并可以获得地下水动力场、温度场、化学场等有关参数。

在地下水含水层储能试验过程中，可以开展地下水温度场的水温变化规律及储能含水层水动力

场和水质场变化规律的研究。

储能试验场的选择应根据评价区地质、水文地质条件、评价等级和实际需要确定。场地必须要

有代表性。试验场的观测设施和采灌工程，一般包括储能井、观测井、专门测温井、土层分层观测

标和孔隙水压力观测井、地表水准点等组成。工程布置可采用 “十”字形或 “米”字形剖面。中心

点为储能井，周围按不同距离布置观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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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资料性附录）

常用地下水水质模型

Ｄ１ 地下水水质污染预测的解析解法

ａ）一维弥散解析模式：适用于污染源为污水沟或被污染了的河流及坝脚侧向渗漏的评价。根据
污染源的排放特点，可分别采用下列数学模式：

１）瞬时污染源解析式：

Ｃ（ｘ，ｔ）＝ Ｍ
２ｎＨ πＤＬ ｔ ／槡 Ｒ

ｅｘｐ
（ｘ － ｕｔ ／ Ｒ）２
４ＤＬ ｔ ／ Ｒ

·λ[ ]ｔ （１）

２）连续污染源解析式：

Ｃ（ｘ，ｔ）＝
Ｃ０
２ ｅｘｐ

１ －β
２ＤＬ( )ｘ ｅｒｆｃ ｘ － ｕｔβ ／ Ｒ２ ＤＬ ｔ ／槡

[ ]Ｒ （２）

式中：ＤＬ———纵向弥散系数；

Ｍ———污染源强度；

Ｈ———含水层厚度；
ｕ———孔隙速度 （与 Ｘ 轴方向一致）；

Ｃ０———污染源浓度；

β ＝ ｕ ＋ ４λＤＬ槡 Ｒ；

ｅｒｆｃ （ｙ）———余误差函数；

ｎ———有效孔隙度；

λ———放射性衰变常数 （污染物衰减系数）；

Ｒ———阻滞系数，反映离子交换及吸附作用等反应过程；

ｔ———时间；
ｘ—笛卡儿坐标系中 Ｘ 方向坐标。

ｂ）二维弥散解析式：对于单向稳定态流的均质、各向同性含水系统，存在长 ２ａ （垂直于地下水
流向）的源，建立笛卡儿坐标系， Ｘ 轴沿水流方向。水流方向和垂直水流方向上的弥散系数值分别
为 ＤＬ 和 ＤＴ。

１）瞬时污染源解析式：

Ｃ（ｘ，ｙ，ｔ）＝ Ｍ
４πｎｔ ＤＬ·Ｄ槡 Ｔ

ｅｘｐ －λｔ －
（ｘ － ｖｔ）２
４ＤＬ ｖｔ

－
ｙ２

４ＤＴ[ ]ｖｔ （３）

２）连续污染源解析式：

Ｃ（ｘ，ｙ，ｔ）＝
Ｃ０Ｑ

４πｎ ＤＬＤ槡 Ｔ
ｅｘｐ ｘｕ

２Ｄ( )
Ｌ
Ｗ

Ｒ２
４ＤＬ ｔ

·
Ｒ· ａ
Ｄ槡[ ]
Ｌ

（４）

式中：ＤＴ———横向弥散系数；

Ｗ（ｕ，ｂ）＝∫
∞

ｕ
ｅｘｐ（－ ｙ － ｂ２ ／ ４ ｙ）

ｄ ｙ
ｙ
（汉吐什函数）；

Ｑ———污水入渗量；

ｖ———孔隙速度 （与 Ｙ 轴方向一致）；
ｙ———笛卡儿坐标系中 Ｙ 方向坐标；

其他符号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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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径向弥散解析模式：当污水渗坑、尾矿池、灰渣场等污染源，通过包气带不间断地向地下渗
漏抬高地下水位形成反漏斗，改变了地下水天然流场时，则：

１）定流量污染源解析式：

Ｃ（ｒ，ｔ）＝
Ｃ０
２ ｅｒｆｃ

ｒ２ －
Ｑｔ
πＨｎ

１６
３αＬ

Ｑｔ
π

( )Ｈｎ

３ ／

槡













２ （５）

２）变流量污染源解析式：

Ｃ（ｒ，ｔ）＝ Ｃ０ Ｉ －
Ｉ － ｅｘｐ ｒ ＋ ｒｅｘｐ槡ｂｔ

Ｉ － ｅｘｐ槡ｂｔ ＋ 槡ｂｔ ｅｘｐ槡
[ ]ｂｔ （６）

式中：αＬ———纵向弥散度；

ｒ———径向距离；

ｔ ＝ Ｉ
α
２
Ｌ∫
ｔ

０

Ｑ（ｔ）
２πＨｎｒ

ｄ ｔ

ｒ ＝ ｒ
αＬ

Ｉ———贝塞尔函数。
其他符号同前。

Ｄ２ 地下水水质污染预测近似解法

ａ）确定污染地下水流入水源地的可能性
判定水源地是否受到污染时，一般应绘制包括水源地开采后形成有限补给带范围的渗流场图。

根据污染源位置和流网中立流线位置进行判定。凡在补给带内的渗流污水都有可能进入水源地而污

染地下水。在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时，可根据计算的污染源预测点径流函数值 （φ１）与抽水井补给

边界中立流线径流函数值 （φＮ）加以比较判定。即当φ１ ＜φＮ 时，污染水将会流入水源地；反之，
当φ１ ＞φＮ 时，污染水不会流入水源地。

径流函数φ值与中立流线径流函数φＮ 值，可按下列模式计算：

１）无限含水层单井组成的水源地

φ ＝
Ｉ′
Ｍ ｑｙ ＋

Ｑ
２ｎ( )θ （７）

φＮ ＝
Ｑ
２ｍ

（８）

２）无限含水层线形井排组成的水源地

φ ＝
１
ｍ ｑｙ ＋

Ｑｘ
４πＬ

θ２ｔｇθ２ －θ１ｔｇθ１ － ｔｇ
ｒ２
ｒ( )[ ]
１

（９）

φＮ ＝
Ｑ
２ｍ

（１０）

式中：φ———任一点 （ｘ， ｙ）的径流函数；

φＮ———抽水井中立流线径流函数；

ｍ———含水层厚度；
ｑ———地下水天然单宽流量， ｑ ＝ ｋｍｉ， ｉ 为天然水力坡降；
Ｑ———水源地开采量 （当井孔呈直线排列时，为全排所有井孔的总流量）；

Ｉ′———水源地井孔直线排列长度的 １ ／ ２ （如果井数为 ｎ，相邻井间距为 ２δ，则 Ｉ′ ＝ ｎδ，即从最
后一个井排外推δ距离处的点为井排的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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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从 Ｘ 轴 （天然水流方向）算起的角度 （取正值）；

θ１、θ２———预测点到井排两末端点，从 Ｘ 轴 （天然水流方向）算起的角度 （取正值）；

ｒ１、 ｒ２———预测点至井排两末端点的距离；

其他边界条件和不同水源地类型，φ值与φＮ 值的表达式，参见 《城市地下水工程与管理手册》

及有关资料。

ｂ）确定污染地下水流入水源地的可能最大浓度
经预测计算污染水可能流入水源地时，只要污水在渗流途中不能完全自净，便可能对地下水造

成污染。其可能出现的最大浓度 Ｃｍａｘ值可按以下混合模式计算：

Ｃｍａｘ ＝ Ｃ ｅ ＋
Ｑ污ｍａｘ
Ｑ （Ｃ污 － Ｃ ｅ） （１１）

式中：Ｃ ｅ———地下水污染物天然浓度；
Ｃ污———渗入污水浓度；

Ｑ———水源地的开采量；
Ｑ污ｍａｘ———可能进入水源地的最大污水量。

对无限含水层单井组成的水源地，污染源所处位置不同，Ｑ污ｍａｘ可采用下列计算模式：
１）污染源位于中立流线控制区域内，且在 Ｘ 轴的一侧时：

Ｑ污ｍａｘ ＝ ｍ（φＮ －φ１）

２）污染源位于 Ｘ 轴的一侧，且在补给边界上，即φ２ ＞φＮ 而φ１ ＜φＮ 时：

Ｑ污ｍａｘ ＝ ｍ（φ２ －φ１）

３）污染源位于水源地上游 Ｘ 轴的两侧时：
Ｑ污ｍａｘ ＝ Ｑ － ｍ（φ１ ＋φ２）

４）污染源位于水源地下游补给带内的 Ｘ 轴两侧时：
Ｑ污ｍａｘ ＝ Ｑ － ｍ（φ１ ＋φ２）

式中：φ１、φ２———污染源两个边缘点的径流函数值；

φＮ———抽水井中立流线径流函数值；

ｍ———含水层厚度；
Ｑ———水源地的开采量。

ｃ）确定水源地补给区内污染地下水沿流线到达水源地所需的时间 （Ｔ）
１）无限含水层单井组成的水源地，可按下式计算：

Ｔ ＝ μｍｑ Ｘ －
Ｑ
２πｑ
ｌｎ ｘｙ ｓｉｎ

２πＱ
Ｑ( )ｙ ＋ ｃｏｓ ２πｑＱ( )[ ]{ }ｙ （１２）

２）无限含水层线形井排组成的水源地，按主流线 （Ｘ 轴）时：

Ｔ ＝
２πμｍｌ

２

Ｑ∫
Ｚ

１
２

ｄＺ

Ｚ ＋
２πｑｌ( )Ｑ

ｓｉｎＺ
（１３）

式中：Ｚ———ａｒｃｔｇ １Ｘ；

其他符号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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