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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查的实际，指出报告书中关于环境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编制依据的
有效性、工程分析的完整性、环境风险评价的规范性、公众参与的针对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真实
性、环境监理的适用性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指导性等问题。根据国家近期对环境风险防范方面的法律
法规等规定及研究成果，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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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十分重视环境风险防范工作，环境保护部先

后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Ｔ 169—200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2.1—20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

（HJ 616—2011）、《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 77 号）

等一系列文件，并将防范环境风险作为“十二五”四

大战略任务之一。由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及批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重要依据，也

直接影响后续的环境保护监管工作，但在所审查的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几乎都存在环境风险防范方面

的问题，所以对此进行研究十分重要。至今，有关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风险防范问题的研究鲜见

报道。丁峰等 [1] 指出，目前存在环境风险评价体系不

健全、评价范畴界定不明确、评价标准缺乏、评价方

法不完善、公众参与中缺乏风险沟通等方面的问题。

本文结合报告书审查的实际以及相关专题研究成果，

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风险防范问题的研

究，以供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和技术审查人员

参考借鉴，并进一步提高环境风险防范的意识与能力。

1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有关环境风险防范

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编制依据及技术规范引用不当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

Bian Guiguo

（Fujian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zhou 350003）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s, this paper pointed 
out several issues referr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chapter, which inclu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ilation basis, integrity of engineering analysis, norm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pertinenc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uthenticity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applic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uidance after project completed etc.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 research outcomes on the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by the 
author.

Keywords: construction project；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中国环境管理丨 2015 年第 2期丨 Vol.7  No.2

·62·

环境影响评价中与环境风险防范相关的主要内容

有法律法规、工程分析、环境风险评价、公众参与、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环境监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

国家近年来先后颁布了新的环境风险防范法律法规、

技术规范和标准。然而，许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依

然引用已过时或被替代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某地

拟建的烟花爆竹仓库的环境影响评价，在未按《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5 号）要求“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和零售经营

者的经营布点应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和依

法进行了安全评价”的情况下编制了报告书，结果未

通过专家审查，至今该项目仍在搁浅。另外，所有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编制依据及技术规范中均

未引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

发〔2010〕113 号）、《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等的规

定，所以编写的环境应急预案不论格式还是内容都与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

通知》文件的要求背道而驰。

1.2 工程分析欠深入，不能支持风险评价

工程分析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系统地分析其

产污环节、排污流程、给出准确的排污参数、确定经

济有效的污染控制措施和重大危险源是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工程分析的重要内容 [2]。但在某科技园市政基础

设施配套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工程分析中，

对具有一定环境风险的燃气及管道弃之不谈，对可能

性很小的危险品道路运输却大作文章。环境风险是由

环境风险物质、生产工艺过程和环境受体三部分构成

的，在工程分析中应说明企业生产工艺及其特征，包

括生产工艺名称、反应条件（包括高温、高压、易燃、

易爆），是否属于《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或

国家规定有淘汰期限的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等。

可某电子芯片项目有几十种危险化学品，其中含剧毒、

高毒物质以及钢瓶、储罐等风险源，但在工程分析中

对这些危险化学品的理化性质、毒理特征及其储存量、

类别等描述不清，存在泄漏、火灾、爆炸的事故隐患

工艺环节也不明确。其他内容面面俱到，而短缺的恰

恰是环境风险方面的内容。另有一琼脂粉、胶生产加

工建设项目的工程分析指出，该项目原辅材料及产品

均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表中的

危险物质，确定该项目无重大危险源。但在环境风险

评价中，又认定该项目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液氨属于重

大危险源。这种工程分析与环境风险评价不一致的情

况不是个例。

1.3 环境风险评价中的失误

1.3.1 评价对象：环境风险源的选择失当

近年来，城市道路爆炸事件接连发生。2013 年

11 月青岛黄岛的中石化黄潍输油管的爆炸事故，2014
年 8 月台湾高雄燃气管线爆炸事故等城市油、气管线

爆炸事件的接连发生，已经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但在某科技园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有关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措施

建议几乎都是围绕可能性很小的危险化学品的道路运

输，而对布置于两条横向和两条纵向人行道下的 1000
多米燃气及管道只字未提。某电子芯片项目拟使用 90
多种化学品，在环境风险评价中选取氨和氯进行预测，

而磷化氢、乙硼烷和砷化氢的毒性比氨和氯大得多却

未进行预测，这种因小失大的报告书并不鲜见。

1.3.2 环境风险物质临界量的确定不当

目前临界量的确定有《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

术导则》及《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0）、《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和《企

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三个规范。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中环境风险物

质的临界量是源于《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

2000），但其已被《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所

替代。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进行辨识，

必须对表 1 之外的危险化学品进行统计。某电子芯片

项目使用氟化氢和氢氟酸、硝酸、盐酸、硫酸、磷酸、

双氧水、氨气和氨水、乙硼烷、砷化氢、溴化氢、氯

气、磷化氢、乙酸、冰醋酸、乙二醇、无水酒精、丙酮、

天然气等，由于统计不完全，风险源识别结果 Q<1 属

非重大危险源，而实际上 Q=1.35，属于重大危险源。

1.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格式与内容不当

近年来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凸显出的是企业不

能积极履行加强环境应急预案管理、参与突发环境事

件应对工作的法律义务，影响了处置工作，最终造成

事态扩大 [3]。边归国 [4] 提出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规范性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方法。但是

至今，绝大多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依然沿

用《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条款编写环境

http://baike.haosou.com/doc/35416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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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这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

通知》要求“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评

估、备案和实施等，应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

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 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的规定相距甚远。

1.4 公众参与的不对称

近年来，国内发生了多起环境群体事件，主要和

公民环境权的缺位有一定的关系。我国环境立法中对

公众参与的条款过于原则抽象，可操作性欠缺 [5]。另

外公众参与信息渠道不畅，在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和审

批过程中，大多数普通公众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量。

同时公众介入时间较短，多为被动牵涉其中，主动参

与类型较少。由于建设项目环境风险问题专业性极强，

不经过认真细致的解释疏导，公众不可能了解其生产

运营和环境污染状况，更谈不上去理解和客观评价了 [6]。

公众参与应是全程参与，其中防患于未然最为重要。

对于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从建设项目的环评公告出

现开始，公民可以以合法合理又科学的方式引起政府

重视，继而对规划和项目重新核查，审慎定度，达到

预期效果。如果没有先期的公众参与，一旦这些项目

的建设已筑成不可更改的错误并且公众认为政府和企

业决策计划缺乏合理性、预判生存环境状况恶化，对

个人的环境权利和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所提出的

意见、建议又未被采纳时，就有可能成为更多群体性

事件的导火索，引发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冲突 [7]。

以某工业中心项目为例，该项目使用大量的天然

气（约 100 万立方米 / 年）和各种漆和固化剂，并含

有甲苯、二甲苯、乙基苯、环乙酮、甲基异丁基甲酮、

异丁醇、乙二醇单丁醚、二乙二醇单丁醚、丙醇、2,4,6-
三（二甲氨基甲基）苯酚、氨等多种化学品，但是在

公众参与调查中根本没有关于环境风险方面的内容。

恰恰建设项目所在地曾经因为 PX 项目爆发重大环境

群体事件。某油库拟建库容 3.1 万 m38 个内浮顶式油

罐 ( 柴油 4 个，汽油 4 个 )，其中汽油 1.6 万 m3，柴油 1.5
万 m3，库外新建输油管廊长 520m。虽然被列为重大

危险源，但既无公众参与调查，也没有征求公众对环

境风险污染防治措施的意见。

1.5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严谨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利益冲突却不断加剧，环境群

体性事件以 29％的速度递增，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引起公众舆论的高度关注 [8]。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

由现实的环境污染所引发，而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

由工程项目的潜在环境风险引发。风险型环境群体性

事件冲突基础在于公众对工程项目环境风险的认知与

专家的风险评估不一致，因此可以通过风险沟通的方

法使得公众对环境风险形成客观认知和理性态度，最

终消除公众的风险感知与专家的风险评估之间的分歧

以及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冲突基础 [9]。必须看到，

目前我国地方性重大项目进行环境影响及社会风险评

估面临诸多困境和制约因素。在不少地方政府对于能

为辖区内带来显著 GDP 增长效应的一些重大项目投

资论证要求不严，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千方百计地帮助

投资企业获得项目审批权，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及社

会风险评估更多地表现为“做形式”、“走程序”[10]。

由于未如实向公众进行潜在环境风险沟通，也没有收

集环境风险方面的反馈，所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基本

上对风险等级予以回避。

1.6 环境监理的失与过

1.6.1 环境监理管理体系存在欠缺

当前，我国的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存在管理体系不

完备、缺乏统一制度及规范、法律责任缺失、专业人

员不足以及的资质管理等诸多问题 [11]。《关于进一步

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规定：

对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隐患的相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应委托环境监理单位开展环境监理工作。环境监理单

位要督促建设单位按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建设环境风

险防范设施，并对环境监理报告结论负责，环境监理

报告应作为试生产审查和环保验收的依据之一。

某泊位项目码头设计年吞吐量为 75 万吨，其中

10 万吨为固体化工危险品。集疏运的危险固体化工品

主要有乙二酸、烧碱、已内酰胺、聚乙烯、聚丙烯、

片碱、苯酐、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煤沥青、顺酐、

苯酚、双酚 A、碳酸钠等，在运输、存储过程中存在

一定的环境风险。由于环境风险评价并未将码头装卸、

存储固体化工品列为重大危险源，虽然报告书提出环

境监理的要求，但却遗漏了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

的要求。万一项目运行期发生泄漏、燃烧和爆炸事故，

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又不到位，其后果不堪

设想。

1.6.2 环境监理人员能力不够全面

我国从事环境监理工作的人员部分来自于具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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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工程监理经验工程监理单位，但是对环境保护专

业知识欠缺；另一部分来源于具有丰富环保专业知识

的环境科学研究、环境影响评价等研究设计单位或高

等院校，但工程监理专业知识较为薄弱 [12]。

1.6.3 有限的环境监理资源存在浪费

在环境监理资源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应有效地利

用有限的环境监理资源，对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隐患的

建设项目开展环境监理工作。

某科技园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既不是安全

类的重大危险源，又达不到较大环境风险等级，但是

评价单位提出的环境监理项目竟涉及水环境、环境空

气、声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景观、环保设施施

工等 17 项内容。又如某商务金融用地（办公）、批

发零售用地（商业）房地产项目环境风险评价认为在

工程运营期存在火灾事故、高楼风（非环境风险）等

风险因素，因此提出施工前期、施工期、施工后期三

部分环境监理。这一方面是对环境监理有限资源的浪

费，另一方面所提环境监理要求完全有可能是纸上谈

兵、无从落实。

1.7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指标不具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应提出有可操作性的建设项目不同阶段的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目标，如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

为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所建成或配备的工程、设备、

装置和监测手段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

影响登记表和有关项目设计文件规定应采取的其他各

项环境保护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提出，各级环保部门应强化

建设项目试生产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分别对各项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现场检查和重点核查。

对不符合要求的建设项目，应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对

逾期未完成整改要求的，应依法予以查处。在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时，应对环境风险防

范设施和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相关建

设项目验收监测或调查报告，应设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专章，否则环保部门不得受理其

验收申请。但是大多数评价单位对国家相关规定置若

罔闻，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方面基本上是原则性提出

建立事故预防与控制体系、制定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加强的风险防范以及建立事故应急池、安装监控

设备、完善应急物资等建议，没有具体的指标，对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实际指导作用不大。

2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环境风险防范部分

编制的改进意见

2.1 编制依据及技术规范的时效性

近年来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防范，如《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环发 2015〔4〕号）、《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办函〔2011〕630号）、《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国

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等新规定陆续出台，作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技术审

查专家以及相关管理部门，都应及时跟踪有关新动态，

严格按国家要求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2.2 工程分析的完整性

工程分析是环境风险评价的基础，而环境风险评

价又是工程分析的延续和深入，两者必须有机结合。

在工程分析中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
纲》和《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要求进行

生产过程所涉及的物质风险识别和生产设施风险识

别，明确主要原辅材料、燃料、中间产品、最终产品

以及生产过程排放的“三废”污染物等的理化性质、

毒理特征及其消耗量、类别、构成与成分，分析具有

致畸、致癌、致突变的物质及具有持久性影响的污染

物的来源、转移途径与流向以及非正常工况和事故性

分析。生产设施风险识别范围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储

运系统、公用工程系统、工程环保设施及辅助生产设

施等。在此基础上详细、深入地进行环境风险评价，

然后再根据环境风险评价结果对工程分析予以进一步

的补充和完善。

2.3 环境风险评价的规范性

2.3.1 正确选择环境风险源物质

环境风险源物质的选择应以《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评估指南》（试行）作为首选，因为该指南所包

含的环境风险物质 310 种，其中 84 种是重点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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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其次，选用替代《重大危险源辨识》的《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但不能仅局限于表 1 中

所列 78 种危险化学品，必须参考《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2268—2012）分类等并对照表 2 临界量进一

步辨识，以保证结论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而预测因子

首先选择发生的事故可能对公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剧毒、

高毒物质，切不可避实就虚或图便利遗漏重要物质的

环境风险预测评价。

2.3.2 严格确定环境风险物质临界量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不仅所包含

的环境风险物质种类多，而且环境风险物质临界量均

严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和《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

评估导则》中氨的生产场所和储存场所临界量分别为

40T 和 100T、氯的生产场所和储存场所临界量分别为

10T 和 25T，《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氨和

氯临界量分别为 10T、5T，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指南》中氨和氯的临界量分别为 7.5T、1T。临

界量的减小，意味着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环境风险管

理的要求更加严格。

2.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格式与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了的具体规定。总则包括编

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等；应急组

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包括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地方机

构或者现场指挥机构、环境应急专家组等；预防与预

警机制包括应急准备措施、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

措施、预警分级指标、预警发布或者解除程序、预警

相应措施等；应急处置包括应急预案启动条件、信息

报告、先期处置、分级响应、指挥与协调、信息发布、

应急终止等程序和措施；后期处置包括善后处置、调

查与评估、恢复重建等；应急保障包括人力资源保障、

财力保障、物资保障、医疗卫生保障、交通运输保障、

治安维护、通信保障、科技支撑等；监督管理包括应

急预案演练、宣教培训、责任与奖惩等；附则包括名

词术语、预案解释、修订情况和实施日期等；附件包

括本单位的概况、周边环境状况、环境敏感点等；本

单位的环境危险源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环境危险源的基

本情况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及严重程度；应急物

资储备情况则针对单位危险源数量和性质应储备的应

急物资品名和基本储量等。

2.4 公众参与的针对性

公众之所以面对环境风险表现出抵制情绪，很多

情况下源于对邻避设施的不了解，他们掌握的社会资

源和知识都不够充分，因此主动提供全面、及时、准

确的环境风险信息，健全合理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使

得政府和公众进行直接对话，对于化解二者之间的矛

盾有着重要作用 [1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 2006〔28
号〕规定：应告知公众建设项目预计的环境风险和后

果，以及拟采取的主要对策措施和效果等。向公众公

告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或者减轻不

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关于进一步加强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要求对存在

较大环境风险的相关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工作，项目信息公示等内容中应包含项目实施可能

产生的环境风险及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

通过加强环境风险信息公开，促进有关政府管理部门

和企业及时、准确、主动地公开环境风险信息，保证

公众对环境风险的知情权，为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风

险的自我防范与社会监督作用提供基础 [14]。

2.5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可靠性

环境问题是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重要因

素。《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

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 号）要求对重大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报告的主

要内容包括项目建设实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

和可控性，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各方面意见及

其采纳情况，风险评估结论和对策，风险防范和化解

措施以及应急处置预案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

（1）合法性，即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

方针政策以及国家、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重大决

策以及暂行办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能源政策，区域、

流域规划和总体规划以及清洁生产等环保标准。

（2）合理性，即是否符合近期和长远发展规划、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否兼

顾了各方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以及地区的平衡性、

社会的稳定性、发展的持续性，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

后是否基本匹配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和生态功能

区划标准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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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行性，即是否经过充分论证，符合大多

数人民群众的意愿，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是否有

保障，是否能确保连续性和稳定性，时机是否成熟，

是否符合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4）可控性，即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污染以

及突发环境事件对群众利益和生产生活的影响、群众

对影响的承受能力、引发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可

能性方面进行评估，从环境保护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

社会稳定风险防范、降低和消除措施。拟采取的污染

防治措施能否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拟采取的生态保

护措施能否有效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等 [15]。

2.6 环境监理的适用性

环境监理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落实环境影响报告

书里所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许多报告书

提出的施工期的环保措施脱离实际，无法操作。通过

系统总结工程环境监理的工作经验，可以使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中的对策措施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环

境影响评价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将有利于工程环境监

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16]。开展环境监理的建设项目类型

应严格按《关于进一步推进建设项目环境监理试点工

作的通知》（环办〔2012〕5 号）范围，即“涉及饮

用水源、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区的建

设项目；环境风险高或污染较重的建设项目，包括石

化、化工、火力发电、农药、医药、危险废物（含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生活垃圾集中处置、水泥、造纸、

电镀、印染、钢铁、有色及其他涉及重金属污染物排

放的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包

括水利水电、煤矿、矿山开发、石油天然气开采及集

输管网、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码头、港口等

建设项目”，抓大放小，突出重点。

2.7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指导性

2.7.1 明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首先是建章立制，如环境安全管理、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重点岗位巡检、重要设施（包括交通、

通信、供水、供电、供气、报警、监控等）检测维护、

环境风险评估、日常监测、应急培训、信息报告、应

急救援物资储备供给和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应急演练

等制度。规定危险化学品储运场所的设计、施工、年

检标准与运行状态，控制危险化学品的存放数量。明

确卫生防护距离、防护带等措施。另外，编制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健全环境应急救援组织体系、预防

预警机制、环境应急响应流程与处置、应急救援能力

建设等内容。明确应急体系以及各个应急组的成员和

工作内容，确定预警条件与采取措施，制定事故信息

的提取、事故等级的判别、应急预案的启动、信息的

通知报送、监测信息的获取、现场处置方案、次生灾

害防控与人员防护、应急终止条件、后期处置、损害

评估等应急响应程序 [17]。

2.7.2 提出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具体指标

（1）水环境风险防范三级防范体系 [18]。一级防

范体系包括装置区围堰、罐区防火堤及其配套设施 ( 如

备用罐、储液池、隔油池、导流设施、清污水切换设

施等 )，防止污染雨水和轻微事故泄漏造成的环境污

染。二级防范体系包括应急事故水池、拦污坝及其配

套设施 ( 如事故导排系统 )，防止单套生产装置 ( 罐区 )
较大事故泄漏物料和消防废水造成的环境污染。三级

防范体系包括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及其配套设施，防控

两套及多套生产装置 ( 罐区 ) 重大事故泄漏物料和消

防废水造成的环境污染。

（2）环境风险监控与预警设施。强化对环境风

险监测、预测、预警、应对等管理措施的具体要求，

对生产加工环节，布设自动检测、报警、紧急停车装置。

对生产工艺进程中污染物的存量、温度、压力进行实

时监控，布设污染物浓度检测装置。对于可燃气体和

有毒气体检测器设置应满足《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50493—2009）的要求。

在企业污水排放口，增设自动监测特征污染物的仪器

设备等。

2.8 加强建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

参加审查会的专家必须按《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

家库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l6 号）的要求，

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掌握环境影响评价

审查技术规范和要求。必须加强化工石化等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涉及环境风险评

价的内容进行评审。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对风险

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评审。严格按《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的规定，评估项目建设存在的

环境风险制约因素，从环境敏感性角度评估建设项目

环境风险的可接受性。评估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

事故处理应急方案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提出具体可行

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通过双重评审消除建设

项目环境风险隐患，确保风险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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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环境风险较大的项目审查，最好有环境应急管理

的专家参与，从环境风险角度论证建设项目的可行性。

3 结语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

险的通知》要求对重点行业建设项目以及存在易燃易

爆、有毒有害物质（如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挥发

性有机物、重金属等）的建设项目，应进一步加强环

境影响评价管理，针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与审批、

工程设计与施工、试运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各个

阶段实施全过程监管，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管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批复是环境监理、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环境风险防范与管理的重要依据。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编制人员应绷紧环境

风险防范的弦，审查专家必须把好环境风险防范的关。

同时，相关部门应尽快修订完善《建设项目环境风险

评价技术导则》，拟定建设项目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

应急措施调查技术规范、社会稳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

规范、环境监理技术规范等，更好地发挥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在环境风险防范方面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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