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 测 与 评 价

2011 年 4 月 8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 （HJ19- 2011）》（简称

新生态导则），代替原来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非污染生态影响 （HJ/T19- 1997）》（简称老生

态导则），新生态导则在评价工作分级、评价范围

确定方法、生态环保措施等方面都进行了修订。新

生态导则于 2011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通过参加

新生态导则的培训以及学习， 对新生态导则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本文对新旧生态导则主要

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区别于老生态导则， 新生态导则在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了较大的修订：

（1）新导则在术语中对“生 态 影 响、直 接（间

接）生态影响、累积生态影响、生态监测、特殊生态

敏感区、重要生态敏感区、一般区域”等进行了说

明，而老生态导则中对"生物量、生态因子、生物群

落"等名词进行了解释。 新生态导则侧重对生态环

境影响评价中的有关生态影响以及敏感区进行定

义说明， 老生态导则侧重对名词术语进行定义说

明。
（2）评价工作等级及评价范围的确定方面，新

生态导则在评价工作等级及评价范围的确定方面

有了较大的修改。 老生态导则的评价等级确定见

表 1， 新生态导则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见

表 2。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新的生态导则中更

注重工程所在区域的敏感性， 要求评价工作者要

有识别工程所在区域的生态敏感性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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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态导则中指出“根据项目的性质、总投资

和产值，项目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的敏感程度，生态

影响的空间分布情况等， 对评价的级别作适当作

调整，但调整幅度上下不应超过一级，调整或从简

结果应征得环保主管部门同意”，这主要是因为原

来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评价工作大纲， 在大纲

阶段可由环保专家和主管部门对评价等级进行审

核后调整。 新生态导则在确定评价工作等级时更

为简化，并且评价等级不允许调整。新老生态导则

中对生态影响分别属于两个不同评价工作等 级

时，均依据较高的评价工作等级行进评价，这一点

是相同的。
老生态导则中对 1、2、3 级不同评价等级的生

态影响评价范围给出了具体的评价范围“对于 1、
2、3 级评价项目， 要以重要评价因子受影响的方

向扩展距离， 一般不能小于 8~30 km，2~8 km 和

1~2 km”， 而新生态导则中则对评价工作范围没

有具体数字要求，仅提出了原则“生态影响评价应

能够充分体现生态完整性， 涵盖评价项目全部活

动的直接影响区域和间接影响区域”，评价工作范

围更加切合实际， 这也对评价工作技术人员以及

审查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3）新生态导则中工程分析章节更加简洁扼

要，关注施工过程、方式和时序等，同时提出了工

程分析重点。老生态导则中为“工程调查与分析”，
其中对工程资料的收集以及对同类项目的类比调

查作出了说明，对工程分析的时段明确性不强。
（4）新生态导则中现状调查强调实测，并对不

同评价等级的现状调查内容作出了规定， 同时强

调用图示方式表达评价结果， 明确了具有强制性

的基本图件。 同时在新的生态导则中取消了对社

会经济状况调查的要求，明确生态现状调查要求，
其中包括生态现状调查范围、内容等，其中调查内

容中明确指出包括生态背景调查和主要生态问题

调查2 大内容。
（5）新生态导则中在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章

节中指出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容应与现状评价

表 1 老生态导则评价工作级别(1、2、3 级)

>50km2 20～50 km2 <20 km2

生物群落

生物量减少(<50%)
生产量锐减(≥50%)
异质性程度降低

相对同质

物种的多样性减少(<50%)
物种的多样性锐减(≥50%)
珍稀濒危物种消失

2
1
2
1
2
1
1

3
2
3
2
3
2
1

/
3
/
3
/
3
1

区域环境

绿地数量减少,分布不均,连通程度变差

绿地减少 1/2,分布不均,连通程度变极差

2
1

3
2

/
3

水和土地

荒漠化

理化性质改变

理化性质恶化

1
2
1

2
3
2

3
/
3

敏感地区 1 1 1

表 2 新生态导则评价工作级别划分

影响区域生态敏感性

工程占地（含水域）范围

面积≥20km2
或长度≥100km

面积 2~20km2
或长度 50~100km

面积≤2km2
或长度≤50km

特殊生态敏感区 一级 一级 一级

重要生态敏感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区域 二级 三级 三级

主要生态影响及其变化程度

评价工作级别
工程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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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相对应， 依据区域生态保护的需要和受影响

生态系统的主导功能选择评价预测指标。 相比老

生态导则， 新生态导则的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

容更为简单明确。
（6）新生态导则中生态保护措施要求更加具

体， 要求明确不同生态保护目标应采取的生态保

护和恢复措施、要求分时段设计管理措施等，并明

确施工期和运营期管理原则与技术要求。 相对于

老生态导则， 新生态导则增加了施工期工程环境

监理，环境保护阶段验收和总体验收、环境影响后

评价等环保管理技术方案等要求。
通过对新旧生态导则以上六大方面内容的对

比分析， 明确了新旧导则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要求的差异。 有助于对新导则的理解和掌握，
有利于新导则实施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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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文件和环评批复文件提出的生态保护要求的

落实情况。

3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环境监理

（1）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是否得到落实；
（2）试生产阶段是否发生过对环境或人群健

康造成损害的突发事故， 并检查事故发生后建设

单位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和效果；
（3）环境风险应急措施是否合理，应急机构设

置和应急队伍的培训情况， 各类应急物资的储备

是否到位；
（4）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改进措施

和建议。

4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环境监理

（1）环境管理情况，监督检查建设单位机构设

置、人员配备、规章制度、人员培训等情况；
（2）环保投资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程施工及

试生产阶段环境保护分项投资及总额， 并与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设计文件对比，检查环保投资落实

情况；
（3）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应对照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有关试生产阶段环境监测的要求， 逐一调查

监测计划的落实情况， 对各类污染源的排污情况

和治污设施设备的治污效果进行评估， 对治污效

果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提出环境监理意见， 对未落

实环境监测计划的提出补救措施。

5 其它环境监理

（1）对项目试生产前的全面检查，环境监理单

位应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评批复及变更项

目的环评文件和批复，全面进行检查，检查建设单

位是否具备试生产条件， 如不具备， 提出整改意

见。
（2）对移民和搬迁情况进行监理，对于集中安

置区的位置和环境进行监理， 安置区是否处于指

定位置， 安置区是否按照环评文件和批复的要求

建设配套环境保护设施， 厂区周围和灰场周围是

否按照有关规定搬迁到位等。

五 结束

燃煤电厂建设期环境监理， 是落实建设项目

全过程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落实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三同时”的一个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环

境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 对于建设项目的全过程

控制和管理也在逐步完善， 环境管理制度的健全

对于社会经济、环境、能源的共同和谐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作为建设项目环境监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的燃煤电厂建设期环境监理， 必将在环境保护方

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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