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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要点及案例研究

丁  峰, 李时蓓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北京 100012)

摘  要: 由于规划项目涉及面广、不确定性强、行业多样等特点,目前还没有针对规划环评的通用方法。虽然很多

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可以直接用于规划环评, 但二者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结合规划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特点与评价要求,参考国内现有行业标准规范与新发布的大气评价导则技术要求, 提出了规划项目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工作流程和 4 个工作要点,并通过具体案例应用,分别从基础资料收集与分析、环境影响

预测方案制定、规划方案的比选及环境承载力的测算给出具体说明与实施方法。通过预测评价分析及方案比选,

对规划选址、发展规模、规划布局、产业结构以及区域规划发展方式等进行综合分析, 最终针对规划项目的污染控

制及规划方案提出调整建议,为今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供依据和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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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简称/规划环评0)是目前环

境影响评价领域的一个热点, 同时也是一个难点。

由于规划项目的不确定性强、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复

杂,如何做好规划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在国内仍然

是个值得不断研究的领域。区别于项目环评, 规划

的大范围性与高水平性使规划环评能够较好地解决

长期的、区域性的环境问题,有助于解决不能在项目

层次上解决的冲突,并且能够分析大量项目的累积

影响。由于规划的种类繁多, 涉及的行业千差万别,

目前还没有针对所有规划环评的通用方法, 虽然很

多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可以直接用

于规划环评,但在详尽程度、工作重点及特征水平上

仍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 1]
。

1  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特点与一般
方法

1. 1  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特点

根据规划层次性及规划环评开始介入时规划所

处的阶段性等特点,可将规划分为政策导向型和项

目导向型 2种不同类型。政策导向型规划环评是宏

观的,评价对象主要是政策性、指导性的计划与规

划,评价方法多以定性为主,参考5环境影响评价法6

第七条规定, /一地三域0规划一般要求编写环境影

响篇章或说明;项目导向型规划环评主要评价行业

规划、项目规划、区域规划等,评价方法多以定量、定

性相结合,此类专项规划一般要求编写环境影响报

告书。两者在评价对象、评价时段、评价范围、评价

层次以及评价因素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 2]。

开展规划环评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否定那些可

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规划,而是通过系统地、科学

地评价,从众多的替代方案中选择出能够以较小环

境代价达到既定目标, 在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社会

认同等方面可行的规划方案,并通过评价对其可能

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减缓措施,使不利

的环境影响消除或降低到合理的、可接受的水平。

作为规划的替代方案一般有 2 层含义: 一种是指为

了实现某一规划目标, 除推荐方案外,其他可供比较

和选择的规划方案, 这层含义属于规划方案之间的

小替代;第 2层含义是指不去实现这一规划目标的

方案,即不做方案[ 1] 。不做方案不仅是一种对规划

目标/大的替代0选择, 而且代表了/原始状态0, 它是

各个规划方案环境效益的基点, 规划方案的取舍正

是参照它排序后决定的。



1. 2  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一般方法与要求

规划环评由于是在空间范围大、时间跨度长、规

划的酝酿阶段就开始考虑环境影响,一直到规划的

实施, 内容上更强调累积影响分析和不确定评估 [ 3]。

其一般评价方法除了可以借鉴项目环评的许多方

法,累积影响的分析方法更为适用;而情景分析法常

用于处理规划不确定评估。同时,由于规划环评的

评价因子复杂, 数目较多,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困难,

评价时完全采用定量方法也较为困难, 方法上偏重

于定性方法和多目标综合决策方法。

规划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一般内容包括:

规划方案分析、区域环境现状分析、区域污染物排放

分析、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确定、大气环境影响

预测分析、治理措施分析及推荐方案等,并从大气环

境保护角度,分析规划选址、产业布局、规模、产业结

构等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2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流程及要点
分析

2. 1  基本工作流程
2003年颁布的5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行) 6中并没有详细规定规划项目的大气环境影

响评价的具体步骤与内容,其工作方案与要求只能

参考修订后的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6

( H J2. 2-2008)。结合现行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的技术要求及规划项目的特点, 一般规划项目的大

气环境影响评价基本路线如图 1所示。

图 1  规划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基本路线图

Fig . 1  T echnical Route of Atmo sph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 ssessment fo r P lanning P roject
 

2. 2  工作要点分析

与常规建设项目相比, 规划项目的大气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要点与难点在于: 对基础数据要求更加

全面,规划方案和评价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以

及项目环评所不包括的规划方案比选、环境承载力

分析等工作内容。

2. 2. 1  基础资料收集与分析

充分和可信的基础数据是整个大气环境影响评

价的工作基础 [ 4] ,对于规划环评而言,基础资料的收

集除常规的气象参数、地形数据和污染源数据之外,

更侧重于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现状监测数据  现状监测数据一方面来源于区

域内近年的历史监测资料,此外还应根据规划项目

区域和污染源布局、敏感点布局、规划方案等合理设

置监测点进行现场监测, 以分析规划区内的环境空

气质量现状和变化趋势, 并为确定区域内的背景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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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供依据。监测因子应选择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

的重点控制污染物、规划产业类型的特征污染物及

区域环境最为敏感的污染因子, 特别应关注规划区

现有及规划行业的特征污染因子。

区域污染源分布与变化资料  规划项目的污染

源包括评价区域内所有的工业源、生活面源、交通线

源以及评价区外的重要工业污染源等资料。对于涉

及到不同规划期的污染源数据, 除考虑规划新增的

污染源外,还应特别注意规划期内被替代和被削减

污染源的变化情况,以反映不同规划期和规划方案

的特点。

规划方案及环境管理资料  包括当地发展规划

方案、替代方案、零方案的收集与分析, 以及当地环

境功能区划、环境保护目标与指标、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分配情况等。规划方案的收集与分析应注

意其具体性及可实现性, 并应有明确的规划目标与

指标。而作为规划方案及实现规划目标的各个替代

方案,也应是具体明确、可操作的,并且应注重规划

替代方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同一层次上各替代方

案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此外, 作为/零方案0或/不做

方案0,应注意/保持现有发展趋势0的可能性, 也就

是在该规划没有实施的情况下可能的发展状况[ 5]。

2. 2. 2  环境影响预测方案制定

预测方案的设计,关键因素是合理选择污染源

的组合方案。选择污染源及其排放方案, 应注意区

域及规划方案分析特点, 考虑现状评价区域内、区域

外污染排放影响、不同规划期新增污染源的布局及

排放特点、规划替代方案建议的污染布局与排放特

点等。此外对于规划区内设置的行业专区可能存在

局域性的特征污染物的污染影响,还应针对这些行

业专区在不同规划期建成不同规模进行预测模拟分

析。对于规划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方案, 常规

方案一般包括: 环境质量现状模拟、规划近期环境影

响预测、规划远期环境影响预测、规划替代方案环境

影响预测、行业专区不同规划期环境影响预测以及

风险事故环境影响预测。

此外在制定不同的环境影响预测方案时, 还应

根据规划比选方案特点、分析对象及评价深度,合理

选择评价因子、预测区域、计算点位以及输出结果,

以达到优化工作方案、减少计算工作量的目的。

2. 2. 3  规划方案分析

规划方案分析常见的方法是多目标规划方法,

多目标规划方法是研究多个目标函数在给定区域上

的最优化方法, 是一种有效的综合评价方法。该方

法从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及能源发展规划为切入点,

在实现区域大气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综合目标最优

的情况下,预测规划期内区域产业发展的最大规模,

并核算污染物的污染物排放量, 预测区域环境质量

的变化情况[ 6] 。

规划方案的比选根据预测评价结果进行,通过

分析不同规划方案下各关心点及区域浓度叠加背景

值后(小时平均浓度、日均浓度、年均浓度)的变化情

况,对规划选址、工业区建设规模、规划布局、产业结

构以及区域规划发展方式等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优

化调整建议。针对规划项目的不确定性的特点, 规

划方案的大气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可从 3 方面进

行:一是根据当地气象特征及污染浓度的分布特征

对集聚区的选址、规划布局进行分析;二是根据大气

环境承载力对规划规模、主导产业进行分析;三是根

据分析结果,提出规划方案优化调整的建议直至提

出取消规划方案的建议。

2. 2. 4  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
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是规划环评中大气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 规划环评的战略意义就在

于评价与管理的目标已经由初期的重点控制浓度指

标逐步过渡到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而环境承载力

的确定也是有效控制大气环境污染, 改善环境质量

的基础,是政府制定大气污染控制决策和推动总量

控制的主要依据。从目前国内的应用研究来看, 环

评中常见的环境承载力计算方法有几种: A-P 值控

制法以及多源模式加数学规划法。不同优化方法各

有其优越性和不足, 目前应用较多的仍然是多源模

式加线性规划方法[ 7~ 10]。受不同多源预测模式的

适用范围影响,对于规划范围在 50 km 以内的规划

项目,计算大气环境承载力采用的多源模式一般可

采用新修订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所推荐的

法规模式 AERM OD或者 A DM S; 对于规划范围超

过 50 km 的规划项目, 多源模式一般则推荐使用

Calpuf f模式系统
[ 11]
。

3  规划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实例

3. 1  项目基本背景
项目实例为宁波市某开发区区域发展规划,行

政面积为845 km2 (其中陆地面积约 585 km2 ) , 大气

预测模拟区域设定为 60 @ 40 km
2
。评价区域地形

成狭长不规则三角形, 西北为滨海水网平原区, 东南

为低山丘陵区, 属复杂地形。区域气象特征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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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171 1 e , 年均风速 41 8

m/ s,静风频率 31 3%。

项目设置现状监测点位共 15个,污染源调查统

计结果现状 69处,规划近期污染源 133处, 规划远

期污染源 103处(不含生活面源、交通线源) , 其中现

状主要污染源分布及现状监测点位参见图 2。

图 2  规划项目区域示意图

Fig. 2  Reg ion of Planning P ro ject

3. 2  规划方案比选说明

该区域产业规划重点任务是建成四大产业基

地、十大产业以及建设大港口,能源以自供给及外供

为主。规划期分为规划近期( 2005~ 2010年)、规划

中期( 2010~ 2020年)和规划远期( 2020年以后) , 基

准年为 2003年。由于规划近期内大部分项目已经

立项或者列入规划近期内, 因此近期规划方案可基

本确定,不考虑替代方案的比选。

而规划远期的规划方案则根据规划区域的能源

利用与需求分析,考虑能源需求水平达到国内中等

水平(即能耗弹性系数 01 5)下,新增燃煤电厂或燃

气电厂 2种不同的规划方案的环境影响。作为规划

比选方案,同时设计能源需求水平按能源需求预警

性水平(即本地区目前能耗弹性系数 01 818)和国内

清洁生产水平(即能耗弹性系数 01 4)两种替代方案

下,为满足能源需求,新增燃煤电厂或燃气电厂后的

污染排放水平及对环境的影响。

此外由于该规划区域未来发展重点将建立钢铁

专区和石化专区,特征污染物分别对应为 PM 10、苯

并芘和丙烯腈、苯乙烯、非甲烷总烃等。规划方案的

分析与比选还增加评价不同行业专区在不同规划

期、不同发展规模下对环境的影响及管理控制方案

(如划定环境防护距离等)。

3. 3  环境影响预测方案

环境影响预测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 4 方面:

¹ 模拟现状环境浓度分布,说明现状环境状况及主

要环境影响因素; º 预测不同规划年限不同规划方

案及替代方案下,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 »
核算主要工业区(石化专区、钢铁专区)不同规划期

的环境防护距离及区域环境影响; ¼计算区域内主

要污染物的大气环境承载力(最高允许排放量)。根

据规划方案比选及评价需求,最终制定的环境影响

预测方案如表 1。

3. 4  方案比选与规划调整建议

3. 4. 1  方案比选结果
( 1) 在现有燃煤电厂采用高效脱硫装置后, 为

达到规划方案所需能源需求, 新增燃煤电厂排放

SO 2 对地面浓度的影响有所减小, 但排放的 NO 2 对

地面浓度的影响加剧, 区域内个别点位日均浓度超

标。若新增电燃气电厂, 可有效降低 SO 2 浓度, 同

时缓解 NO 2 污染恶化的趋势。

( 2) 在对能源需求的预警性方案、国内中等水

平及国内清洁生产水平, 分别采用燃煤或燃气电厂

6种替代方案比选结果显示: 新增燃煤电厂时,提高

清洁生产水平有助于降低地面 NO 2 浓度,区域平均

浓度较预警方案能降低 28% , 地面 SO 2 浓度降低

11%。而采用燃气电厂时,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对地

面浓度的改善作用有限, SO 2、NO 2 浓度减少约

8%。

3. 4. 2  污染控制建议
( 1) 针对中低点源及面源实施污染治理, 对于

无组织排放源加强管理措施,重点应减少 A 钢厂及

配套铁矿石码头的无组织排放。适当限制钢铁企业

生产规模,严格执行钢铁厂环境防护距离标准, 环境

防护距离内不宜有居民居住。

( 2) 目前规划区内现状电厂和热电厂均未设置

脱氮设备,如规划期再不实施脱氮,该区域多年实施

脱硫的成果将会被氮氧化物全部抵消, 酸雨程度继

续恶化, 并将从硫酸型转为硝酸型酸雨。规划远期

若采用燃气电厂,可有效降低 SO 2 浓度, 同时缓解

NO 2 污染恶化的趋势, 但要控制并减少酸雨的形

成,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控制现有燃煤电厂和热电厂

氮氧化物的排放。

( 3) 由于紧邻评价区域外的各类污染物排放量

较大,区域外污染源对评价区的污染也有较大的贡

献率,在本地区加强污染控制的同时,应考虑界外污

染源的治理与削减。

3. 4. 3  规划调整建议
( 1) 该区域发展规划方案中高能耗的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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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钢铁、造纸、纺织和化工石化等规模过大, 产业

结构不合理,建议在规划中除了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之外,更应当注意解决产业结构以及发展规模的问

题,对于单位产值能耗较高的产业进行限制,并对区

域产业发展规模进行综合平衡。鼓励引进单位产值

能耗相对较低,容易采用清洁能源的产业类型。

表 1  环境影响预测方案表

T ab. 1  Pr ediction Scheme of A tmospheric Envir onmental Impact

方案名称 污染源 评价因子 预测区域 浓度均值 计算点 方案说明

现状模拟 现状工业污染源

SO 2

NO 2

PM 10

60 @ 40 km2 日均浓度/
年均浓度

15个监测点
2 501个网格

1.分析现状区域污染物浓度分布情况

2.分析现状主要污染浓度来源

规划近期环境
影响预测

现状工业污染源+
近期新增污染源

SO 2

NO 2

PM 10

60 @ 40 km2 日均浓度/
年均浓度

15个监测点
2 501个网格

1.分析规划近期年各监测点浓度贡献值

2.分析叠加背景浓度后,各监测点浓度变化

3.分析规划近期区域各类污染物的浓度分布

规划远
期环境
影响预
测

规划
方案一

现有电厂脱硫+ 近
期新增燃煤电厂+

A钢厂扩建至
600万 t

规划
方案二

现有电厂脱硫+
新增燃气电厂+

A钢厂扩建至
600万 t

SO 2

NO 2

PM 10

60 @ 40 km2 日均浓度/
年均浓度

15个监测点
2 501个网格

1.分析到规划远期各监测点浓度贡献值;

2.分析叠加背景浓度后,各监测点浓度变化

3.分析规划远期区域各类污染物的浓度分布

4.分析规划远期不同污染源高污染源对监测

 点浓度的浓度贡献度

替代
方案

现有电厂脱硫+
不同能源需求
水平下新增电厂

SO 2

NO 2

PM 10

60 @ 40 km2 日均浓度/
年均浓度

15个监测点
分析按 3种不同能源需求水平,新增燃煤/燃

气电厂时,区域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

石化区

特征污

染物影

响预测

近期规
划方案

近期石化区
污染源

远期规
划方案

近期污染源+
化工 B厂二期

丙烯腈
苯乙烯
非甲烷

总烃

6 @ 6 km2 日均浓度/
一次浓度

等间距
网格点

1.确定环境防护距离

2.分析特征污染物影响范围

钢铁区
特征污
染物影
响预测

近期规
划方案

近期钢铁区
污染源

远期规
划方案

近期污染源+ A钢
厂扩建至600万 t

PM 10

苯并芘
15 @ 15 km2 日均浓度/

一次浓度
等间距
网格点

1.确定环境防护距离

2.分析特征污染物影响范围

  ( 2) 逐步改变以燃煤为主能源结构。原则上不

得新建、扩建燃煤电厂。对符合国家能源政策和环

保要求的热电联产项目, 应同步配套建设脱硫脱氮

设施。中小型工业锅炉和炉窑,禁止使用燃煤,应选

用燃轻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城市民用炉灶应使用

电、燃气等清洁能源。

( 3) 石化专区特征污染物影响范围均在各企业

环境防护距离之内, 石化区环境防护距离可按300~

700 m 执行。而钢铁专区由于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影

响范围较大,同时由于区域背景浓度较高,建议环境

防护距离按 2 000~ 2 500 m 执行。而到规划远期 A

钢厂扩建后,环境防护距离则最少不应低于 6 km。

建议 A 钢厂扩建部分重新进行选址, 远离中心城

区,或取消该规划扩建方案。

4  结论

规划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目前在国内仍然

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过程中,现行的大气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也没有针对规划环评给出对应的技术

方法。从规划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特点出发,同时

结合不断发展的环境管理要求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方法的发展,确定了当前规划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重点应从基础资料收集与分析、合理制定环境

影响评价方案、规划方案的多方案比选分析以及大

气环境承载力分析出发, 对规划项目进行多方位的

预测、分析与评价, 对规划选址、发展规模、规划布

局、产业结构以及区域规划发展方式等进行综合分

析,提出优化调整建议及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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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S AND CASE STUDY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PLANNING PROJECT

DING Feng, LI Sh-i bei
( Apprais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Engin eering, M inist 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T here is currently a lack of g eneral metho d for assessm 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for planning,

most ly because o f the w ide rang e of pro jects, high level of uncertaint ies, and the diversity o f industr ies in-

v olved. A lthough many of the methods that are used in enviro nm ental im pact assessm ent for const ruct ion

pro jects can also be used for planning, great difference exists betw een the tw o. This w or k is based on analy-

sis of characterist ics and requirements for planning pro ject, in specif ic reference to indust ry-standard to do-

m est ic and guidelines fo r atmospheric enviro nm 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quirem ents. We proposed a gen-

eral w or king scheme and four key elements. Through some case studies, w e illust rated collection and analy-

sis of basic infor mation, schem e m aking of enviro nm 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cheme com parison of plan-

ning , and calculat io n of env ir onm ental capacity. T 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lan select ion,

site select ion, scale of developm ent , planning layout , indust rial st ructure and r eg ional planning develop-

m ent , proper sug gest ions o f planning project and pollut ion control for the planning w ere presented. T his

w il l g iv e a technical reference to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 ent for planning pro ject.

Key words: planning env ir onm 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tm ospheric environmental im pact assessment ; en-

viro nm ental capacity; scheme com 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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