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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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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制定。

本标准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新疆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新疆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志成，白雁斌，贾广成，党新群，柳军荣，王琳，李扬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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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工作程序、评价内容和报告书的编写等。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影响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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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或修订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均不适用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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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T 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T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非污染生态影响》

HJ/T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GB/T14848《地下水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环境影响后评价（Pos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指对建设项目实施后的环境影响以及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性评价，并提出补

救方案或措施，以实现项目运行与环境相协调的方法与制度。

4 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程序分为准备阶段，监测阶段和报告书编制阶段，参见图 1。

4.1 准备阶段

4.1.1 资料收集、现场勘察

4.1.1.1 报告资料

包括设计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编制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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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4.1.1.2 文件资料

包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初步设计批复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试生产报批手续、设计和

施工变动报批手续的批文；建设单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报告。

4.1.1.3 图件资料

包括厂区总平面布局图（含厂区周边环境情况）、生产工艺流程图、废水废气排放监测点位平

面图。

4.1.2 资料整理与研究

将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与整理。

4.1.3 大纲的编制

应在开展后评价工作之前编制，是具体指导运行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技术文件，也是检查报

告书内容和质量的主要判据，其内容应具体、详细。环境影响后评价大纲格式及内容见附录 A。

4.2 现场监测阶段

包括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原环境影响报告书预测点位及污染防治措施前后污染物浓度的监测。

4.3 报告编制阶段

通过相符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得出结论，以报告书形式反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结果。

5 评价内容

5.1 要求

环境影响后评价应针对原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如工程分析、大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

境等的预测结论进行验证分析，评价工程环保设施的使用情况和运行效率，指出项目运行中存在的

主要环境问题以及影响程度，必要时对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做出分析，为环境管理和监督职能部门提

供依据。

5.2 主要内容

5.2.1 项目概况及运行状况

包括已建成的项目内容（主、辅工程及环保工程）、建设规模、生产工艺、主要原辅材

料料及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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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工程运行现状及主要污染源

5.2.2.1 废气

排气筒、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治理设施情况。

5.2.2.2 废水

各类生产废水来源、主要污染因子、排放量、处理率及各类废水汇集、排放或循环利用情况；

生活废水来源、排放量处理情况；主要外排口的规范化及受纳水体。

5.2.2.3 噪声

声源在厂区平面布设中的具体位置及与厂界外噪声保护敏感点的距离。

5.2.2.4 固废

固体废物来源、种类、数量、临时及永久性贮存处理场类型、位置、运行管理； 贮存处理场

可能造成的大气、土壤、地下水等二次污染敏感点的确定。

5.2.3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5.2.3.1 大气

按 HJ/T 2.1 和 HJ/ 2.2 中相关条款规定执行，监测点位应与原环境影响评价设置的点位相同。

5.2.3.2 水

地面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按 HJ/T 2.1 和 HJ/T 2.3 中相关条款规定执行；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按 GB/T14848 规定执行，监测点位应与原环境影响评价设置的点位相同。

5.2.3.3 声

对声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按 HJ/T 2.1 和 HJ/T 2.4 相关条款规定执行，对噪声值监测并进行评

价，影响小的项目可不进行监测。

5.2.3.4 生态

按 HJ/T 2.1 和 HJ/T 19 相关条款规定执行，主要对土壤质量与生态保护的环境指标（植被覆

盖率、水土流失率）做出评价。对于生态影响范围很大的开发建设项目，必须利用“3G”技术对生

态环境现状做全面评价。

5.2.4 相符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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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原环评报告书工程内容与正在运行的工程内容的相符性；对原环评报告书中的预测点布点

进行实测，与原环评的预测值进行对比分析，判断相符性。

5.2.5 有效性评价

通过对污染物排放口的监测分析并与设计数据、验收监测数据对比判断环保措施的有效性。

5.2.6 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通过比较分析不相符的原因，通过环保措施有效性评价指出项目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以

及影响程度。

5.2.7 改进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针对项目运行中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并分析其可行性。

5.2.8 监测管理计划

制定科学合理的监测计划。

5.2.9 公众参与

设计科学合理的调查表，对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众进行现场调查，了解项目运行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程度。

5.2.10 评价结论

5.2.10.1 概括地描述环境质量现状，同时要说明环境中现已存在的主要环境质量问题，例如某些

污染物浓度超过标准，某些重要的生态破坏现象等。

5.2.10.2 简要说明原环评工程内容与项目实际内容的相符性。

5.2.10.3 总结环保措施的有效性。

5.2.10.4 环境保护补救措施或环保措施的改进建议。

5.2.10.5 说明项目运行是否符合环境保护各项要求。

5.3 项目报告书的编写

5.3.1 总论

5.3.1.1 编制目的

结合评价项目的特点阐述编制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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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编制依据

5.3.1.2.1 采用标准

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拟参照的国外有关标准

5.3.1.2.2 引用材料

a.委托书；

b.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c.竣工验收报告书；

d.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其它相关材料。

5.3.1.3 评价工作重点及范围

根据项目特点及原环境影响报告书确定评价工作重点及范围。

5.3.1.4 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项目所处区域的环境特点确定环境保护目标。

5.3.2 主要内容

项目报告书的编写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项目概况及运行状况；

----工程运行现状及主要污染源；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相符性评价；

----有效性评价；

----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改进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监测管理计划；

----公众参与；

----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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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程序

建设单位委托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

现场调查 资料收集

公众参与相符性评价有效性评价

编写大纲

是 否

合理

是

否

监测

环境现状监测 措施效果监测 预测验证监测 运行工程与报告书工程符合性

评价结论

补救措施或改进措施可行性论证

编制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提交并通过技术评估

建设单位报环评审批部门备案或审批

不相符原因及存在主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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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境影响后评价大纲编写格式及内容

A1 总论

A1.1 编制目的

结合评价项目的特点阐述编制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的目的。

A1.2 编制材料

列出本次后评价要引用的材料。

A1.3 采用标准

列出要采用的标准。

A1.4 评价工作重点及范围。

通过初步调查，掌握本次评价的重点及范围。

A1.5 控制污染与保护环境的目标

通过调查，掌握控制污染与保护环境的目标。

A2 项目概况及运行状况

A2.1 项目概况

包括已建成的项目内容（主、辅工程及环保工程）、建设规模、生产工艺、主要原辅材

料料及产品等。

A2.2 工程运行现状及主要污染源

A2.2.1 废气

排气筒数量、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治理设施情况。

A2.2.2 废水

各类生产废水来源、主要污染因子、排放量、处理率及各类废水汇集、排放或循环利用

情况；生活废水来源、排放量处理情况；主要外排口的规范化及受纳水体。

A2.2.3 噪声

声源在厂区平面布设中的具体位置及与厂界外噪声保护敏感点的距离。

A2.2.4 固废

固体废物来源、种类、数量、临时及永久性贮存处理场类型、位置、运行管理； 贮存

处理场可能造成的大气、土壤、地下水等二次污染敏感点的确定。

DB65/ T30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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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制定详细的监测计划，包括环境要素、监测因子、监测制度、监测点位置及数量（通过

附图说明）。

A4 相符性评价

明确相符性评价中要比较的内容。

A5 有效性评价

明确环评中提出哪些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判断环保措施有效性的方法。

A6 公众参与

提出公众参与方式、调查范围、公众征求意见调查表的设计方案、公众意见反馈的方式

等。

A7 成果清单

A8 工作组织及计划安排

A9 经费概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