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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涉重金属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在环境标准、环境风险、总量控制指标、评价

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问题成因提出对策：完善重金属防治环境标准，改革总

量控制制度，科学规划重金属污染企业布局，建立重金属等特殊污染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体系，引入环境影响后评价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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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jor issues existing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heavy mental
pollution project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risks, total amount control system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such as perfect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eavy metals
pollution, improving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system, planning a scientific layout of enterprises
with heavy metal pollution, establishing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for heavy
metals and other special pollutants emissions, and introducing a post-evalua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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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铅、镉、汞、铬和类金属砷行业主要为有

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及表面处理业、 含铅蓄电池

业、金属废料回收利用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02)）。

涉重金属污染项目排放污染物中的重金属具

有累积效应，排入环境进入生物链社会危害大，必

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从把好环评关着

手，以保障涉重金属项目的重金属污染环境安全，

从源头上减少重金属环境影响。 目前涉重金属污

染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关于 重 金 属 的 污 染 风

险、监测、控制、防范等内容出现不平衡现象，导致

涉重金属污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质量存在一定

差异，不仅未能给审批部门提供有用的决策意见，
而且也缺乏重金属污染环境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因此，本文对涉重金属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问题进行探析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1 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分析

1.1 缺少相关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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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准制度是世界各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

制度，对于保护各国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节

能减排、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了重要的

作用。 我国现有的环境标准体系已经不足以解决

重金属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现行的《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对于重金属

污染物仅有对铅含量规定了年平均和季平均浓度

限值，其它只对镉、汞、砷、六价铬提出了年平均参

考浓度限值， 具体由各省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环境

保护的需要，针对环境污染的特点，制定并实施地

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而目前也没有地方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 因此涉重金属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中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不统一。
土壤是接受重金属污染的最终载体。 在土壤

环境质量重金属影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

商榷的问题，包括确切理解土壤环境质量的概念。
这不完全是一个土壤污染的问题， 而是包含了背

景状况、外来物质的侵袭与累积(沾污)状况、污染

状况。 所谓土壤沾污是指由人类活动而引入土壤

的外源物质或制剂的现象； 而土壤污染则是指人

为因素将对人类本身和其他生命体有害的物质或

制剂施加到土壤中， 使其增加了新的组分或某种

成分的含量明显高于原有含量、 并引起土壤环境

质量恶化和相应危害的现象。 土壤沾污是普遍存

在的，是外源物质的侵袭和累积的现象，而污染是

沾污的极端情况与发展的后果。 因而要明确区分

土壤沾污和土壤污染问题， 需采用合适的评价参

比值进行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对土壤环境质量评

价的最重要依据是其质量标准， 目前我国现行的

国 家 标 准 为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15618-
1995)。由于我国土壤的类型十分复杂，各种土壤类

型之间在性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现有的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太粗泛，针对性不强，
不能适应实际需要， 一些重金属标准的定值可能

存在过保护或保护不足的问题。 因此现行土壤环

境标准不健全， 使目前土壤环境污染评价与分区

都缺乏适宜的依据，针对复杂的土壤类型，只用一

个标准来衡量不同土壤欠科学。 亟须统一标准与

细分标准相结合，进行土壤环境质量分级，才能更

有针对性的环境影响评价与治理修复措施开展[2]。
1.2 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突出

由于矿产资源赋存条件、 土地资源分布与利

用情况以及园区规划环评滞后等原因， 有大量涉

重金属污染企业位于基本农田、 人口密集区及水

源保护区不足一公里的地方， 且分布格局方面普

遍较为分散， 不仅为集中管理重金属污染造成了

困难，线性地扩大了重金属污染对土地、水体等自

然环境的影响范围， 同时还会增加重金属污染防

治的成本， 加大了重金属污染集中监管和防治的

难度；最为重要的是由于选址的原因，环境影响报

告确定的卫生防护距离均多数为有条件满足。 随

着企业与人口密集区的渐行渐近， 环境影响报告

原先确定的卫生防护距离不能满足， 使得环境风

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幅增加， 同时也增加企业的

投诉及拆迁风险。
1.3 重金属总量控制指标的确定问题

环境影响评价时， 在重金属总量控制指标的

确定方面会碰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根据《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

划》， 由于重金属污染排放的区域性非常明显，所

以在总量控制指标上， 区分为重点区域与非重点

区域。 重点区域的重点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 2007
年减少 15 %，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排放

量不超过 2007 年的水平。
其次， 现行的综合排放标准和行业排放标准

中各重金属的排放限值存在差别， 重金属相关的

环境质量标准又有不完善之处， 再加上实际运行

过程中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比如总量的

摸底、监测、分解和考核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等。
再者，涉重企业发展历程、工艺水平、原辅料

来源、以及与重金属防治相关的“三废”污染治理

情况均差异较大， 缺少可借鉴的比较切合项目实

际的产排污系数。
因此， 涉重金属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总

量控制指标的确定就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1.4 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失衡

涉重金属污染项目排放污染物中的重金属可

以直接从大气、水体中迁移到土壤，并且很难被微

生物降解。随着土壤中重金属不断累积，造成土壤

重金属污染，并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土

壤→水→人体”间接被人吸收，危害人体健康。 土

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是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部

分。长期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土壤重金属污染

评价做了大量的研究， 形成了各种评价方法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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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这些评价方法和标准既各具特色，在应用方面

又各有局限性， 适用范围不一。 早在 50 年代，日

本、 美国等发达国家就研究和制定了相关的土壤

质量标准，如 1970 年日本早期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包括标准）。 对于土壤污染的评价主要是土壤污

染的风险评价，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土壤污染对

生态环境的评价和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的评价。
我国在土壤环境污染评价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在 1994 年 正 式 颁 布 了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15618-1995），对于土壤污染的评价方法很多

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有的从环境地球化学角

度、提出了单因子指数评价法、地质累积指数法、
潜在风险指数法、尼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有的引

入富集因子的标准化方法，并结合模糊数学理论、
提出了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改性灰色聚类法等。 这

些方法适用范围不一[3]。鉴于各评价方法具有局限

性， 评价人员综合能力不一， 环评时限要求等因

素，导致在重金属的污染风险、监测、控制、防范等

内容上出现不平衡现象， 导致涉重金属污染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的质量存在一定差异。
1.5 缺乏开展人体重金属现状评价

重金属暴露于人体的途径主要有消化道、呼

吸和皮肤接触， 因此重金属在环境的累积存在潜

在的健康风险。目前，全国时而爆发的金属污染事

件， 尤其是人体重金属暴露造成的血液重金属含

量超标事件， 更为重金属污染防治提出更高的要

求， 同时也为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的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因此有必要对项目周边人群重金属

现状调查， 为今后投产运行后定期跟踪评价调查

范围内人群重金属暴露情况提供一定的基础和依

据。 但是鉴于环评时限、经费、调查样本数和调查

群体的确定， 以及开展该调查人们可能产生的恐

惧心理等多方原因， 多数环境影响评价均未开展

人体重金属现状评价。

2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问题对策

2.1 制定科学、合理的重金属防治环境标准

环境标准制度是世界各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

制度，对于保护各国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节

能减排、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了重要的

作用。
我国国家环境标准主要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和

污染排放标准。 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质量标准是

根据人体和其他动物的长期试验结果得出的，以

在一定条件下确保人体健康的污染承受限值为人

体健康标准。 而污染物排放标准是综合考虑技术

经济特点和环境特点， 对排入环境的有害物质或

有害因素所做的控制规定，是环境执法的依据。也

就是说， 达到工业排污标准也完全可能对人体造

成危害。 我国现有的环境标准体系已经不足以解

决重金属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危害。
“在环境与健康问题真正引起足够重视之前，

我国的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并没有在制度设计上

予以保障， 要通过环境法律实现保障健康的立法

预期，要在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中引入健康考量，
最为便捷的就是完善现有的环境标准体系 [4]。 ”在

企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 如何确保周边环境或人

群不受污染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就需要对重金属

企业周边的工业布局、企业数量、环境自净能力或

者富集能力进行统筹规划， 建立科学的环境容量

标准， 从而转变为以人群监控为宗旨的重金属污

染防控体系。
环保部要以人群监控为宗旨修订与重金属相

关的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监测方

法标准、环境标准样品标准、环境基础标准、环境

影响评价以及清洁生产标准。 对于重金属污染排

放的浓度控制， 不但要规定企业重金属污染排放

口的浓度限值，还要规定企业周边学校、居民区等

环境敏感区域的浓度限值， 重点考虑人体健康安

全。
通过重金属防治环境标准的制定， 提高行业

准入门槛， 环境影响评价要将环境与健康风险评

价作为重要内容，以此强制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企

业转型或转产。 对于符合准入要求的企业、技术、
设备、产品等，在绿色信贷、环保监管、政府绿色采

购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2.2 改革完善总量控制制度，持续推进污染减排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要求环

境质量改善， 要求生态环境统筹、 山水林田湖一

体；改革完善总量控制制度，持续推进污染减排，
强调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总量控制制度。 应

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重大减排工程为抓手，
优化总量控制指标。减排与环境质量密切相关，对

于环境质量达标，环境容量还很大的地区，就需要

维持稳定，而对于环境质量较差的地区，就要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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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减排，要实施重大的减排工程。对于重金属污

染排放的总量控制，要在总量摸底、监测、分解的

基础上，确定主要重金属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指标。
2.3 科学规划重金属污染企业布局

重金属污染企业的布局规划是做好重金属污

染环境监管和防治的前提条件， 在进行城市总体

规划时应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根据交通、区位、
水系、风向以及地形等，对重金属污染企业布局进

行科学规划，分为不适宜、基本适宜以及适宜重金

属污染企业区域， 对重金属污染企业进行集中监

管和控制， 这样能够有效的减小重金属企业对土

壤、水体、大气造成的污染范围和影响程度，尽可

能的降低重金属污染在时间以及空间上的环境风

险，同时降低重金属污染监管和防治的成本。值得

注意的是，在进行重金属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时，还

应该考虑区域经济发展， 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状

况进行重金属污染企业的科学规划， 尽可能的避

免出现城市规划发展变化导致的重金属污染企业

投诉及拆迁风险。
2.4 建立重金属等特殊污染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体系

建立重金属等特殊污染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体系， 是涉重金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体

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针对方法学的研究。 据报

道， 环保部评估中心和环保部环 境 发 展 中 心 自

2012 年成立《建立重金属等特殊污染物排放环境

影响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研究组以来，以北方锌冶

炼企业为代表，调研了现生产工艺、污染源排放现

状以及污染防治水平；研究了重金属污染物来源、
分布、影响范围；与企业和地方环保部门就环保措

施运行情况、环保投入、环境防护距离设置的合理

性、制定方法和执行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调

研的基础上确定试点企业，开展污染源监测、环境

质量监测工作， 已为重金属等特殊污染物排放环

境影响评价体系的建立做了大量 的 基 础 调 研 工

作， 有望重金属等特殊污染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体系会于不久的将来出台， 这对于规范以及不断

提高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环评审批等工作的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5 引入环境影响后评价机制

鉴于涉重金属污染项目对环境影响具有复杂

性，很强的复合性，土壤污染防治仍存在基础信息

底数不清，土壤修复起步晚、技术缺乏、标准滞后

等难题，有必要引入环境影响后评价机制。其作用

主要体现在：
①通过污染源的监测、分析和评价，可以获得

企业产排污系数的第一手资料， 为以后的同类企

业建设提供借鉴。 通过环保设施有效性的监测和

分析评价，可提出补救措施和改进建议或要求，最

大程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
②通过环境质量的跟踪监测、评价和分析，可

能掌握项目投产后项目区环境质量变化情况，了

解项目建设实施对环境的实际影响程度， 验证分

析项目前期环境影响评价的准确性； 验证评价方

法的科学性；总结经验和规律并进行反馈，促进环

境管理部门、企业改善和提高环境管理水平，促进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高环评质量和技术水平。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目前涉重金属污染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中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重金

属防治环境标准，改革完善总量控制制度，科学规

划重金属污染企业布局， 建立重金属等特殊污染

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引入环境影响后评价

机制， 这样对提高涉重金属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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