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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测 与 评 价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
2008）[1]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发布，2009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新版大气导

则的发布实施，代替了 93 版（HJ/T2.2-93）导则 [2]，
那么新版（08 版）导则作为现阶段大气环境影响

评价的技术指导， 在污染源调查这个基础工作方

面与老版（93 版）有哪些异同，哪些可作为大气预

测中污染源调查的重点。

1 大气污染源调查与分析对象

1.1 一、二级评价项目

新版导则：对于一、二级评价项目，应调查分

析项目的所有污染源 （对于改、 扩建项目应包括

新、老污染源）、评价范围内与项目排放污染物有

关的其他在建项目、 已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未建项目等污染源。如有区域替代方案，还应调查

评价范围内所有的拟替代的污染源。
老版导则：对于一、二级评价项目，应包括拟

建项目污染源 （对改扩建工程应包括新、 老污染

源）及评价区内工业和民用污染源。
新老导则对于拟建项目的污染源调查是相同

的，都要求调查项目的所有污染源（对于改、扩建

项目应包括新、老污染源）。
两版导则在对于评价范围内的污染源调查则

有明显的不同：新导则明确了应调查"评价范围内

与项目排放污染物有关的其他在建项目、 已批复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未建项目等污染源"。 这一点

体现了新版导则的先进性： 首先不用调查已生产

项目污染源， 只调查其他在建项目和已批复环评

文件的未建项目污染源， 因为已生产项目对环境

的影响可从环境背景值 （现状监测值） 中得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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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其次只调查与本项目排放污染物有关的在建

和已批复环评文件的未建项目污染源， 不是所有

在建和未建项目都要调查， 与本项目排放无关的

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与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是无关

的。 另外，新导则明确了"如有区域替代方案，还应

调查评价范围内所有的拟替代的污染源。 "这是老

导则中没有出现的。
1.2 三级评价项目

新版导则： 对于三级评价项目可只调查分析

项目污染源。
老版导则： 对于三级评价项目可只调查拟建

项目工业污染源。
对于三级评价项目，新老导则基本相同。
从污染源调查与分析对象可以看出， 新版导

则比老版导则更全面。

2 污染源调查与分析方法

新版导则：对于新建项目可通过类比调查、物

料衡算或设计资料确定； 对于评价范围内的在建

和未建项目的污染源调查， 可使用已批准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的资料；对于现有项目和改、扩建项

目的现状污染源调查， 可利用已有有效数据或进

行实测；对于分期实施的工程项目，可利用前期工

程最近 5 年内的验收监测资料、 年度例行监测资

料或进行实测。 评价范围内拟替代的污染源调查

方法参考项目的污染源调查方法。
老版导则： 对于新建项目可通过类比调查或

设计资料确定； 对于改扩建项目的现有工业污染

源调查，可以现有的“工业污染源调查资料”为基

础，再对变化情况进行核实、调整。
新版导则在对新建项目污染源调查与分析中

多了“物料衡算”的方法；对于评价范围内在建和

未建项目的污染源，新版导则明确“可使用已批准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资料”，而老版导则对此项

未提及；对于现有项目和改、扩建项目的污染源调

查，处理用已有有效数据外，提出了“进行实测”，
这点在老版导则中未明确；同时，新版导则给出了

对于分期实施的工程项目和评价范围内拟替代污

染源的调查方法，这些在老版导则中均未提及。
通过污染源调查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 新版导则

比老版导则更详细、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3 污染源调查内容

3.1 一级评价项目污染源调查内容

3.1.1 污染源排污概况调查

新版导则在 “按分厂或车间逐一统计各有组

织排放源和无组织排放源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

时候，比老版导则特别增加了一条要求“在满负荷

排放下”，这一点比老导则更严谨，避免了在未满负

荷情况下调查所得污染源数据偏小的结果出现。
新版导则和老版导则在对改、扩建项目的污染

源排污概况调查内容是相同的： 现有工程排放量、
扩建工程排放量，以及现有工程经改造后的污染物

预测削减量，并按上述三个量计算最终排放量。
新老导则对于毒性较大的污染源调查内容要

求相同：还应估计其非正常排放量。
另外，新导则还单独提出了一条：对于周期性

排放的污染源，还应给出周期性排放系数。周期性

排放系数取值为 0~1，一般可按季节、月份、星期、
日、小时等给出周期性排放系数。

从对污染源排污概况调查的比较， 体现了新

版导则更严谨。
3.1.2 污染物排放方式

新版导则将污染物的排放方式分为：点源、面

源、体源、线源，对污染源调查内容也是按点、面、
体、线四种不同的排放方式进行。老版导则对于污

染源的统计仅划分为点源和面源两种，同时把“厂

区内某些属于线源性质的排放源可并入附近的面

源，按面源排放统计”，更没有考虑体源的统计。
从污染物排放方式的分类统计来看， 新版导

则更科学、先进。
3.1.3 点源调查内容

新老导则对于点源调查内容大体相同： 排气

筒底部中心坐标；排气筒几何高度（m）及排气筒

出口内径（m）；烟气出口速度（m/s）；排气筒出口处

烟气温度（K）；各主要污染物正常排放量（新版导

则单位为 g/s，老版导则单位为 t/a 或 t/h 或 kg/h），
排放工况，年排放小时数（h）； 毒性较大物质的非

正常排放量（新版导则单位为 g/s，老版导则单位

为 kg/h），排放工况，年排放小时数（h）。
最明显不同的就是新版导则在调查排气筒底

部中心坐标的同时， 需要调查排气筒底部的海拔

高度， 这也体现了新版大气导则在预测模式中考

虑了地形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另外，对于污染物

排放量给出是以“g/s”计，老版导则是以“t/a”或“t/
h”或“kg/h”，对于连续排放的正常源来说，新老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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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单位没有实质性的不同， 但是对于非正常排

放的源或者是毒性较大的物质，单位越小，则更能

反映其峰值及对外环境的影响。
3.1.4 面源调查内容

新老导则在面源的调查内容方面只有两点相

同：面源的排放高度（m）；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新

版导则单位为 g/s.m2，老版导则单位为 t/h.km2），排

放工况，年排放小时数（h）。
新导则在进行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时， 由于地

形参数参与计算， 所以在一开始就使用了绝对坐

标（经纬度坐标或 UTM 坐标），在污染源调查时需

要提供污染源的绝对坐标。对于面源应调查：面源

起始点坐标，以及面源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m）；
矩形面源：初始点坐标，面源的长度（m），面源的

宽 度（m），与 正 北 方 向 逆 时 针 的 夹 角；多 边 形 面

源：多边形面源的顶点数或边数（3~20）以及各顶

点坐标； 近圆形面源： 中心点坐标， 近圆形半径

（m），近圆形顶点数或边数。
老导则由于在进行大气预测时，不考虑地形，

所以对于污染源的坐标可以采用相对坐标。 老导

则中的面源是将评价区在选定的坐 标 系 内 网 格

化，如网格内排放高度不等时，可按排放量加权平

均取平均排放高度。另外，老导则对面源的划分相

对简单，如果面源分布较密且排放量较大，当其高

度差较大时， 可酌情按不同平均高度将面源分为

2~3 类。
3.1.5 体源调查内容

新版导则对于体源需要调查如下内容： 体源

中心点坐标，以及体源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m）；
体源高度（m）；体源排放速率（g/s），排放工况，年

排放小时数（h）；体源的边长（m）； 初始横向扩散

参数（m），初始垂直扩散参数（m）。
老版导则中污染源调查中没有体源。

3.1.6 线源调查内容

新版导则对于线源需要调查如下内容： 线源

几何尺寸（分段坐标），线源距地面高度（m），道路

宽度（m），街道街谷高度(m)；各种车型的污染物排

放速率（g/km.s）； 平均车速（km/h），各时段车流量

（辆/h）、车型比例。
老版导则是将线源纳入面源考虑的。

3.2 二级评价项目污染源调查内容

新版导则： 二级评价项目污染源调查内容参

照一级评价项目执行，可适当从简。
老版导则：对于二级评价项目，污染源调查可

参照一级进行，但可适当从简。
对于二级评价项目，新老导则基本相同。

3.3 三级评价项目污染源调查内容

新版导则： 三级评价项目可只调查污染源排

污概况，调查内容见 3.1.1，并对估算模式中的污

染源参数进行核实。
老版导则：对于三级评价项目，可只调查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排放方式，点源、面源的排放参数。
对于三级评价项目， 新导则在污染源调查内

容上更简洁。

4 结语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
2008）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T2.2-2003）中关于污染源调查的内容相比，更科

学、详细、严谨、更具可操作性，对于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更具指导性。 新版导则对老版导则起到了补

充、完善和修正的作用，为提高环评工作中的大气

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奠定了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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