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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编写及技术复核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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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影响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的因素 ,从技术复核的总体要求及复核要点出发 ,结合现行的《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及其修订版中相关的技术要求 ,提出了在环评报告中大气预测部分的编写应注意的 11个要素 ,并

对报告书的编写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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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预测的结论 ,将直接影响到环评报告

对工程实施后的影响及污染治理措施的最终评价

结论。大气环境影响预测部分有其自身的特点 ,如

扩散范围广 ,气象、地形参数复杂 ,污染源的不确定

性等诸多因素。我国 1993年在《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T 2. 2 - 93)中具体规定

了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的方法及相关参数的确定方

法 [ 1 ]
,但大气预测部分仍然是整个环评报告中容

易出现误差甚至错误的章节 ,同时这部分内容在技

术评估过程中也较难以准确把握。

1　技术复核总体要求

为了给技术评估部门及环境管理部门提供良

好的技术支持 ,客观、公正评价各环评报告中大气

预测部分的预测方法和评价结论 ,环境保护部环境

工程评估中心逐步对环评报告中预测部分内容提

出技术复核的要求。

技术复核的目的并不等同于抛开原环评报告

重新进行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而是着眼于对

环评报告中的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的技术方法、预测

参数及预测结论进行分析与评价 ,在技术导则所规

范的计算程序下 ,针对部分预测点位及高质量浓度

区域进行计算对比与验证 ,并给出环评报告中大气

环境影响预测结论是否正确、可信的结论。

2　环评中大气预测存在的主要问题

影响大气预测结果的因素很多 ,除污染源因素

之外 ,项目所在区域地形条件、地表特征、气象参数

的不同 ,以及预测范围、预测方法、预测方案的选择

都会影响到最终结论。虽然《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导则 　大气环境 》(HJ /T 2. 2 - 93)对预测模式的

基本公式作了规定 ,但未提供统一的计算程序 ,不

同环评人员在大气预测中的编程理念及方法处理

的差异 ,以及不同预测方法或模式的不同 ,都可能

出现千差万别预测结果。

2. 1　大气预测所需基础数据不全面

大气预测所需基础数据包括污染源排放参数、

气象数据和地形数据 3大类。任何一类的基础数

据缺失 ,都将导致结果的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环评

报告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包括由于工程分析不当导

致污染源数据不准确 ;气象数据和地形数据不充分

或无法反映评价区域气象特点及地形特点。

2. 2　预测方法或预测方案不满足评价要求

预测方法主要包括选择的预测模型、针对项目

特点所选用的预测参数以及对输出质量浓度的处

理要求等方面。环评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 :预测

模式不符合导则要求 ;未根据项目特点合理选择预

测参数 ;小时质量浓度、日均质量浓度计算方法不

能反映项目对当地环境的实际影响程度 ;遗漏特征

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 2 ]
;未叠加考虑背景质量浓

度的影响等。

2. 3　预测范围及预测受体选择不当

预测范围至少应包括整个评价范围 ,并覆盖所

有关心的敏感点 ,同时还应考虑污染源的排放高

度、评价范围的主导风向、地形和周围环境敏感区

的位置等。环评中出现的该类问题包括 :预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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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小 ,未能覆盖建设项目可能影响到的最远距离 ;

未考虑靠近评价范围的重大污染源或敏感点 ;在预

测方案中遗漏重要关心点等方面。

3　大气预测中的主要关注点及复核要求

为保证环评报告中的大气预测部分完整、科

学、结论可信 ,同时结合现行及当前正在修订的大

气环境影响评价导则的要求 ,环评报告中大气预测

部分在编写过程中应注意明确以下各方面的内容。

3. 1　大气污染源参数

准确的大气污染源参数是整个预测的基础。

对于区域环评或规划环评项目 ,应列表说明不同预

测方案下参与预测的污染源排放参数。对于排放

工况应说明正常排放、非正常排放或风险事故排

放。在技术复核过程中 ,对于污染源的复核主要针

对于污染源的排放参数进行经验性复核 ,对于污染

源强则通过类比分析进行简单分析 ,如根据复核结

果反馈发现对地面质量浓度影响偏大或偏小 ,需对

污染源排放源强进行校核时 ,将由相关行业工程分

析专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3. 2　预测模式的选择

为了避免不同预测模式计算方法的不同可能

导致评价及评估尺度的不统一 ,《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T 2. 2 - 200 ×报批稿 )已经

给出一系列适用于不同条件的推荐预测模式 ,包

括 : ADMS、AERMOD 和 CALPUFF等 ,以上 3种预

测模式基本适用于常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预测

范围、预测情景及预测要求 [ 3 ]。在修订后的大气

环境影响评价导则正式启用时 ,大气预测应首选导

则中所推荐的模式 [ 4 - 6 ]
,不同预测模式软件的适用

范围见表 1。

表 1　不同预测模式适用范围

预测模式 E IAA ADMS - E IA AERMOD CALPUFF

评价范围 ≤50 km ≤50 km ≤50 km > 50 km

污染源类型 点源、面源、线源、体源 (AERMOD不包括线源 )

污染源变化 稳定排放 随小时及以上时间周期变化 随小时及以上时间周期变化 随小时及以上周期变化

复杂地形 简单修正 适用 适用 适用

复杂风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建筑物下洗 没有 有 有 有

干、湿沉降 没有 有 有 有

化学反应 没有 有 有 有

其他 街谷模式 长时间静风、岸边熏烟

模拟污染物 气态污染物、颗粒物 气态污染物、颗粒物 气态污染物、颗粒物 气态污染物、颗粒物、恶臭、能见度

3. 3　气象参数收集

不同的预测软件运行所需气象参数不同 ,近些

年随着评审专家及环境管理部门对评价报告的要

求日益严格 ,对于一级评价项目 ,一般都不再认可

所谓的“典型日气象条件 ”或不利气象条件组合的

预测方案 ,大多要求提供 1 a甚至多年逐日气象条

件 ,通过逐日计算取日均质量浓度最大值作为评价

结果。对于这种评价要求 ,则必须提供评价项目所

在地区有效的至少 1 a的逐日地面气象条件参数 ,

每日地面气象观测时次应至少 4次或以上 ,对于仅

能提供 1 d 3次的气象数据 ,应按国家气象局《地

面气象观测规范要求 》对夜间 2 h的缺测数据进行

补充 [ 7 ] ,见表 2。

3. 4　地形参数收集

对于复杂地形的判断方法 ,在 HJ /T 2. 2 - 93

表 2　不同预测模式气象参数要求

预测模式 E IAA ADMS - E IA AERMOD CALPUFF

常规地面

气象观测

数据

必须一次

气象条件

或气象条

件组合

必须地面

逐时气象

参数

必须地面

逐时气象

参数

必须地面逐

时气象参数

高空气象

数据

可选 可选 必须对应

每日至少

1次探空

数据

必须 1个或以

上探空站 ,对

应每日至少 1

次探空数据

近地面补

充高空数据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中规定的是 :山区、丘陵、沿海、大中城市的城区等

地区。而在 HJ /T 2. 2 - 200 ×报批稿中的规定是 :

距污染源中心点 5 km 内的地形高度 (不含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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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等于或超过排气筒高度时 ,定义为复杂地形。

如果评价区域属于复杂地形 ,应该根据模式需要 ,

收集可行的地形参数。地形数据除包括预测范围

内各网格点高度外 ,还应包括各污染源、预测关心

点、监测点的地面高程。此外 ,对于不同的预测范

围 ,地形数据应该满足一定的分辨率要求。不同的

预测范围所对应的地形参数精度 ,见表 3。

表 3　不同评价范围建议地形数据精度

评价范围 5 km～10 km 10 km～30 km 30 km～50 km > 50 km

地形数据

网格距

≤100 m ≤250 m ≤500 m 500 m～

1 000 m

3. 5　模式参数选择

在技术复核过程中 ,对于模式参数的核对主要

针对区域特征及污染物性质 ,对模式参数进行比较

分析 ,以确认参数选择的合理性。针对不同的污染

物及预测范围、预测时段 ,需要合理选择不同的模

式参数。如计算 TSP的长期平均质量浓度 (日均

及以上平均时段 ) ,应注意合理选择重力沉降及

干、湿沉降参数 ,计算 SO2 和 NO2 质量浓度时 ,应

注意根据输出结果选用合理的半衰期及化学转化

系数等。不同预测模式主要输入参数见表 4。

3. 6　预测范围确定

预测范围应至少包括整个评价范围 ,并覆盖所

表 4　不同预测模式所需主要参数要求

预测模式 E IAA ADMS - E IA AERMOD CALPUFF

地表参数 农村或城市 地表粗糙度 ,最小 M - O

长度

地表反照率、BOW EN率、地

表粗糙度

地表粗糙度、土地使用类型、植

被代码

干沉降参数 沉降速度、地面反射系数 沉降率 干沉降参数 干沉降参数

湿沉降参数 湿沉积清洗系数 清洗率 湿沉降参数 湿沉降参数

化学反应参数 半衰期 化学反应选项 半衰期、NOx 转化系数、臭

氧质量浓度等

化学反应计算选项

其他参数 扩散参数、风速幂指数 模拟建筑物 /山区 时区 时区、地形影响半径、气象台站

影响半径、风速幂指数、静风域

值、混合层域值

有关心的敏感点 , 同时还应考虑污染源的排放高

度、评价范围的主导风向、地形和周围环境敏感区

的位置等。在使用 AERMOD及 CALPUFF时 ,应注

意保证预测范围要略大于评价范围 ,以避免在气象

预处理时可能产生的边界效应对质量浓度的影响。

而对于 CALPUFF,则需注意气象网格的有关参数

应完全按 CALMET中的有关设置 ,并与其输入一

致。计算网格的范围应在气象网格的内部 ,不能超

出气象网格的边界。同时为了减少气象网格的边

界影响效应 ,计算范围一般要在气象网格内部 ,距

离气象网格边界有一缓冲空间。

3. 7　预测受体选择

预测受体即为计算点 ,一般可分为预测网格点

及预测关心点。对于需要计算网格质量浓度的区

域 ,网格点的分布应具有足够的分辨率以尽可能精

确预测污染源对评价区的最大影响 ,网格计算点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直角坐标网格或极坐标网格 ,

计算点网格应覆盖整个评价区域。而预测关心点

的选择则应该包括评价范围内所有的环境空气质

量敏感点 (区 )和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需要注意

的是 ,针对 GB 9137 - 88划分的对 SO2、氟化物等

污染物敏感农作物的集中种植区域 ,文物古迹 ,现

状环境空气质量已超标的区域等也应该结合实际

情况考虑列入相应的预测关心点。

3. 8　预测方法选择

预测方法的选择 ,主要针对预测质量浓度结果

的计算方法而言。由于在 93版大气环境评价导则

编制期间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有限 ,在 HJ /T 2. 2 -

93中对小时质量浓度和日均质量浓度的计算方法

没有严格要求 ,而在 HJ /T 2. 2 - 200 ×中则明确提

出 :小时气象条件应采用长期气象条件 ,进行逐时

或逐次计算。根据针对环评报告的复核结果比较 ,

对于小时质量浓度 ,采用全年逐时气象条件预测的

小时最大质量浓度要大于根据气象组合条件计算

的一次最大质量浓度 ,而与根据熏烟模式计算的一

次质量浓度结果比较接近。

3. 9　预测因子选择

预测因子应根据评价因子而定 ,选取有环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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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量标准的评价因子为预测因子。对于项目排

放的特征污染物也应该选择有代表性的作为预测

因子。预测因子应结合工程分析的污染源分析 ,区

别正常排放、非正常排放情况下的污染因子。尤其

在非正常排放情况下 ,应充分考虑项目的特征污染

物对环境的影响。此外 ,对于评价区域污染物质量

浓度已经超标的物质 ,如果拟建项目也排放此类污

染物 ,即使排放量比较小 ,也应该在预测因子中考

虑此类污染物。

3. 10　预测方案设定

合理有效的预测方案有利于用最小的计算量

满足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预测方案的设计 ,关键

因素是合理选择污染源的组合方案。在选择污染

源及其排放方案时 ,应注意结合工程特点 ,将污染

源类别分为新增加污染源、削减污染源、被取代污

染源以及评价范围内其他污染源 ,而新增污染源又

分正常排放和非正常排放两种形式。在预测结果

中 ,应能明确反映出拟建项目新增污染源在正常排

放、非正常排放下对环境的最大影响 ,并能有效分

析预测范围内是否超标、超标程度、超标位置、超标

概率等 ;不同厂址布局、污染排放方式、污染治理方

案对环境污染物质量浓度的变化 ;改扩建项目建成

后对环境污染物质量浓度的变化情况 ;以及叠加背

景质量浓度后环境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等。

3. 11　评价结论与建议

在评价报告中预测部分的最后 ,应结合不同预

测方案的预测结果 ,从项目选址、污染源的排放强

度与排放方式、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承载能力以及总量控制等方面综合进行评价 ,

并明确给出大气环境影响可行性结论。

而在技术复核报告中 ,对于评价报告的复核结

论一般为 :评价报告中所采用的预测模式、模式参

数及预测方案是否可行 ,预测结果是否可信 ,预测

方案中需要补充完善的内容等方面。此外 ,对于项

目提出的项目选址、污染治理方案、优化调整建议、

总量控制等 ,复核报告中也将结合复核结果给出部

分调整和改进的建议供评估部门或评价部门参考。

4　结语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 ,

虽然在现行的以及在修订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大气环境 》中对大气预测部分的内容都提出

了具有指导性的说明和意见 ,但由于在整个大气预

测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很多 ,从污染源、预测模式、气

象参数、地形参数、模式参数 ,到预测范围、预测方

法、预测因子、预测点以及预测方案 ,都可能影响到

预测结果的可信程度、合理性和准确性。

为了更好地达到环评技术要求 ,同时给技术评

估部门及环境管理部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客观

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大气预测部分的预测方

法和评价结论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开始

对部分敏感项目提出环评预测复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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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江苏推出太湖流域排污权有偿使用细则
经江苏省政府同意 ,近日 ,江苏省环保厅、财政厅和物价局联合推出了《江苏省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试点方案细则 》,确定从现在起 ,太湖流域年排放 COD 10 t以上的工业企业、接纳污水中工业废水量大于 80%的污

水处理厂、报批环评报告书 (表 )需新增 COD排污量的新、改、扩建各类项目排污单位 ,都要推行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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