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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以污染

影响为主要特征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包括制造业，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热

力生产项目，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研究和试验

发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不包括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事业与服务业的有化学或生物实验室

的学校、胶片洗印厂、加油加气站、汽车或摩托车维修场所、殡仪

馆和动物医院，交通运输业中的导航台站、供油工程、维修保障等

配套工程，装卸搬运和仓储业，海洋工程中的排海工程，核与辐射

（不包括已单独制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格式的核与辐射类建

设项目），以及其他以污染影响为主的建设项目。其他同时涉及污

染和生态影响的建设项目，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生态

影响类）》。

以污染影响为主要特征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依据本指南

进行填写，与本指南要求不一致的以本指南为准。

二、总体要求

一般情况下，建设单位应按照本指南要求，组织填写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需要深入论证的，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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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开展专项评价工作。根据建设项目排

污情况及所涉环境敏感程度，确定专项评价的类别。大气、地表水、

环境风险、生态和海洋专项评价具体设置原则见表 1。土壤、声环境

不开展专项评价。地下水原则上不开展专项评价，涉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的开展地下

水专项评价工作。专项评价一般不超过两项，印刷电路板制造类建

设项目专项评价不超过三项。

表 1 专项评价设置原则表

专项评价的类别 设置原则

大气
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

1
、二噁英、苯并[a]芘、氰化物、氯气且厂界外

500 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2
的建设项目

地表水
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目（槽罐车外送污水处理厂的除外）；

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

环境风险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超过临界量
3
的建设项目

生态
取水口下游 500 米范围内有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

洄游通道的新增河道取水的污染类建设项目

海洋 直接向海排放污染物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注：1.废气中有毒有害污染物指纳入《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不包括无排放标准

的污染物）。

2.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指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居住区、文化区和农村地区中人群较集中

的区域。

3.临界量及其计算方法可参考《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附录 B、附录 C。

三、具体编制要求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指立项批复时的项目名称。无立项批复则为可

行性研究报告或相关设计文件的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指发展改革部门核发的唯一项目代码。发展改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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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未核发项目代码，填写“无”。

建设地点：指项目具体建设地址。海洋工程建设地点应明确项

目所在海域位置。

地理坐标：指建设地点中心坐标。坐标经纬度采用度分秒（秒

保留 3 位小数）。

国民经济行业类别：填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小类。

建设项目行业类别：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中项目行业具体类别。

是否开工建设：填写是否开工建设。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

为的，填写已建设内容、处罚及执行情况。

用地（用海）面积（m2）：指建设项目所占有或使用的土地水平

投影面积。租用建筑物的建设项目填写实际租用面积。海洋工程填

写占用的海域面积。改建、扩建工程填写新增用地面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需要设置专项评价的，填写专项评价名称，

并参照表 1 说明设置理由。未设置专项评价的，填写“无”。

规划情况：填写建设项目所依据的行业、产业园区等相关规划

名称、审批机关、审批文件名称及文号。无相关规划的，填写“无”。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情况：填写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名称、召

集审查机关、审查文件名称及文号。未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

填写“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分析建设项目与相关规

划、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审查意见的符合性。

其他符合性分析：分析建设项目与所在地“三线一单”（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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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符合性。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内容：填写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

储运工程、依托工程，明确主要产品及产能、主要生产单元、主要

工艺、主要生产设施及设施参数、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的种类和用

量（改建、扩建及技改项目应说明原辅料及产品变化情况）。简要

分析主要原辅料中与污染排放有关的物质或元素，必要时开展相关

元素平衡计算。产生工业废水的建设项目应开展水平衡分析。明确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简述厂区平面布置并附图。

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简述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绘制包

括产排污环节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改建、扩建及技改项目说明

现有工程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手续等

情况，核算现有工程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梳理与该项目有关的主

要环境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常规污染物引用与建设项目距离近的有效数据，

包括近 3 年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监测数据，国家、地方环境空气

质量监测网数据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质量数据等。排放

国家、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有标准限值要求的特征污染物时，

引用建设项目周边 5 千米范围内近 3 年的现有监测数据，无相关数

据的选择当季主导风向下风向 1 个点位补充不少于 3天的监测数据。

根据建设项目所在环境功能区及适用的国家、地方环境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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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及地方环境质量管理要求评价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达标情况。

2.地表水环境。引用与建设项目距离近的有效数据，包括近 3

年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监测数据，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内国家、地

方控制断面监测数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水环境质量数据或

地表水达标情况的结论。

3.声环境。厂界外周边 50 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

项目，应监测保护目标声环境质量现状并评价达标情况。各点位应

监测昼夜间噪声，监测时间不少于 1 天，项目夜间不生产则仅监测

昼间噪声。

4.生态环境。产业园区外建设项目新增用地且用地范围内含有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时，应进行生态现状调查。

5. 电磁辐射。新建或改建、扩建广播电台、差转台、电视塔台、

卫星地球上行站、雷达等电磁辐射类项目，应根据相关技术导则对

项目电磁辐射现状开展监测与评价。

6.地下水、土壤环境。原则上不开展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建设

项目存在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途径的，应结合污染源、保护目标

分布情况开展现状调查以留作背景值。

环境保护目标：

1.大气环境。明确厂界外 500 米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居住区、文化区和农村地区中人群较集中的区域等保护目标

的名称及与建设项目厂界位置关系。

2.声环境。明确厂界外 50 米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

3.地下水环境。明确厂界外 500 米范围内的地下水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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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态环境。产业园区外建设项目新增用地的，应明确新增用

地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填写建设项目相关的国家、地方污染物

排放控制标准，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浓度、排放速率限值。

总量控制指标：填写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定的总量控制指

标。没有总量控制指标的，填写“无”。

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要素，应在表格中填写调查和评价结果。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填写施工扬尘、废水、噪声、固体废物、

振动等防治措施。产业园区外建设项目新增用地的，应明确新增用

地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保护措施。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以下内容参考源强核算技术指南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要求填写。

1.废气。产排污环节、污染物种类、污染物产生量和浓度，排

放形式（有组织、无组织）、治理设施（处理能力、收集效率、治

理工艺去除率、是否为可行技术）、污染物排放浓度（速率）、污

染物排放量、排放口基本情况（高度、排气筒内径、温度、编号及

名称、类型、地理坐标）、排放标准，监测要求（监测点位、监测

因子、监测频次）。废气污染物排放源可列表说明，并在表格后以文

字形式简单阐述其源强核算过程。结合源强、排放标准、污染治理措

施等分析达标排放情况。生产设施开停炉（机）等非正常情况应分

析频次、排放浓度、持续时间、排放量及措施。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未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排污许可技术规



— 18 —

范中可行技术或未明确规定为可行技术的，应简要分析其可行性。

结合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项目采

取的污染治理措施及污染物排放强度、排放方式，定性分析废气排

放的环境影响。

2.废水。产排污环节、类别、污染物种类、污染物产生浓度和

产生量，治理设施（处理能力、治理工艺、治理效率、是否为可行

技术）、废水排放量、污染物排放量和浓度、排放方式（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排放去向、排放规律、排放口基本情况（编号及名称、

类型、地理坐标）、排放标准，监测要求（监测点位、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结合源强、排放标准、污染治理措施等分析达标情况。

废水污染治理设施未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排污许可技术规

范中可行技术或未明确规定为可行技术的，应简要分析其可行性。

废水间接排放的建设项目应从处理能力、处理工艺、设计进出

水水质等方面，分析依托集中污水处理厂的可行性。

3.噪声。明确噪声源、产生强度、降噪措施、排放强度、持续

时间，分析厂界和环境保护目标达标情况，提出监测要求（监测点

位、监测频次）。

4.固体废物。明确产生环节、名称、属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及编码）、主要有毒有害物质名称、物理性状、环境危险

特性、年度产生量、贮存方式、利用处置方式和去向、利用或处置

量、环境管理要求。

5.地下水、土壤。分析地下水、土壤污染源、污染物类型和污

染途径，按照分区防控要求提出相应的防控措施，并根据分析结果

提出跟踪监测要求（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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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态。产业园区外建设项目新增用地且用地范围内含有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的，应明确保护措施。

7.环境风险。明确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等危险物质和风险源分

布情况及可能影响途径，并提出相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8.电磁辐射。明确电磁辐射源布局、发射功率、频率范围、天

线特性参数、运行工况，电磁辐射场强分布情况，环境保护目标达

标情况，监测要求（监测点位、监测频次）。当建设项目存在多个

电磁辐射源时，应考虑其对环境保护目标的综合影响，并说明相应

的环境保护措施。

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要素，应在表格中填写主要环境影响评价

结论。

（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按要素填写相关内容。

（六）结论

从环境保护角度，明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可行或不可行的结论。

（无需重复前文所述的项目概况、具体的影响分析及保护措施等内

容）

附表：填写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其中现有工程污染

物排放情况根据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填写，无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或执行报告中无相关内容的，通过监测数据核算现有工程污染物排

放情况。

（七）其他要求

1.涉密建设项目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非涉密建设项目不

应包含涉密数据及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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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表中含有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不可公开内容的应注明

并说明理由，未注明的视为可公开内容。

3.附图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厂区平面布置图、环境

保护目标分布图，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可附具现状监测布点图、地下

水和土壤跟踪监测布点图等。附图中应标明指北针、图例及比例尺

等相关图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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