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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制定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陆续有众多的港口建设项目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而港口

建设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在国内的开展只有几年时间，国家

环保总局的《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部

分正在编制当中，因此在该技术导则的指导下，制定一份针对港口建

设项目的环保验收技术规范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本技术规范的制

定，将进一步细化《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

范》中的各项技术要求，并针对港口建设项目的特点落实针对性的技

术方法和工作重点，给港口建设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的调查工作提供

有力的技术支持。 

2.制定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原则和总体思路 

2.1制定原则 

（1）认真贯彻国家、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原

则；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依靠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考虑区域的环

境特点，考虑与现有同类规范的衔接，提高规范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2）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实用的原则，从国情和行业特点

出发，综合分析规范实现的环境、技术、经济的可行性，使规范具有

可操作性； 

（3）充分考虑港口建设项目的特点和行业特性，编制的规范有

针对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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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总体思路 

（1）严格贯彻国家环保总局 13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管理办法》的规定，明确不仅对港口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进行验收，

同时还应对生态保护等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核查并验收，强化生

态保护及其相应环保措施的监督管理。 

（2）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将港口建设

项目所涉及的环境影响、管理制度、污染物总量控制、“以新带老”、

清洁生产、施工中工程环境监理等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等也列入验收

范围，把验收范围定位为项目竣工后的全面的环境保护验收。 

（3）我国港口建设项目有一套不断修订完善的法规，为避免与

其重复，在有关法规中已编入的，本技术规范不再编排。 

（4）根据环境组成特征和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特点，归纳为社

会环境、生态环境、水环境、环境空气、环境噪声和固废等六部分。 

（5）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的重点在于对调查情况的分析，具体

编写时，各专题均应有调查情况、调查结果分析、环境影响评估结论

和存在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等四部分内容。 

3.制定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任务来源 

依据 2004年 12月 29日《关于编制生态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提出了包括“非污

染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等在内的 6个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规范的编制任务要求，并将其中的

《非污染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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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航道篇》委托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接受工作任务后，及时制定了有

关工作计划，并根据标准司的要求更名为《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经过大量的调查分析与总结，交通部天津水运工

程科学研究所及时完成了编制任务并上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4.制定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工作过程 

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于 2004年 12月接受编制《非污

染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港口、航道

篇》的任务后，及时落实项目负责人，组建课题组。至 2005年 1月

落实了具体的工作方案，并明确了课题组成员的不同工作任务。制定

执行的技术路线包括： 

（1）广泛搜集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了解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调查工作的现状、发展趋势。 

（2）归纳总结国内目前进行的港口环境影响调查工作经验，结

合港口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要求，将港口环境影响调查工作

的开展目的、原则、技术方法与实际操作程序等上升到理论高度，搭

建环境影响调查实用技术框架。 

（3）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港口工程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

现状与特殊要求，根据行业特点，编制完成对本行业环境影响调查工

作有指导意义、可操作性较强的港口工程环境影响调查技术规程。 

（4）在规范编制过程中，与北京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建

立技术合作关系，同时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交通部环办等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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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提供政策、管理方面的资讯，以利工作的开展。充分利用电脑联

网检索系统、同时结合传统科技情报检索方式，查询有关技术成果，

追踪国内最新研究成果。 

2005 年 1 月至 2 月进行了前期调研工作，广泛搜集国内外主要

研究成果，了解港口、航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调查工作的现状、发展

趋势，收集有关背景资料，为编制本技术规范准备了必要的前期资料。

同时国家环保总局根据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将此次的工作任务改为对

港口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 

2005 年 3 月至 5 月，起草了《非污染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港口篇》，同时根据标准司的规范化要

求，将其更名为《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并落

实了具体的关键技术方法。 

2005 年 5 月至 7 月在继续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所作的多个

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调查工作，应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港口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调查的目的、作用及主要内容，并对环境影响调查

的评估指标、基本原则、调查技术、工作程序等内容进行研究探讨，

最终结合交通行业的特点，依据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编制的《生态影响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编制完成了《港口建设

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2005 年 8 月，经过反复多次的技术讨论会以及征求有关专家的

意见，对调查技术规范进行了多次修改，《港口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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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标准有关技术内容的说明 

5.1 环境敏感目标 

本标准提及的环境敏感目标包括： 

·需特殊保护地区：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的或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如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地等。 

·生态敏感与脆弱区：珍稀动植物栖息地或特殊生态系统、红树

林、珊瑚礁、鱼虾产卵场、重要湿地和天然渔场等。 

·社会关注区：人口密集区、文教区、党政机关集中的办公地点、

疗养地、医院等，以及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 

5.2  本技术规范涉及到港口工程系统、生态系统、空气、声学系统、

水动力系统。技术规范中引用的符号基本是各系统惯用的符号，所以

符号不尽统一和有重复，但按惯用符号均给予定义，名词解释未单列。 

5.3 工程核查 

港口建设项目应重点核查工程码头年通过能力、泊位数量、码头

长度、港池疏浚量、炸礁（石）量、抛泥量及施工方式、地基处理工

程、堆场面积、堆场容量、施工方式、能耗、用水量、总建筑物面积、

总构筑物面积等。 

除对表 5.3-1中的工程量进行核查以外，还应针对各工程施工方

式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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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港口项目工程核查表实例 

序号 项目 单位 环评阶段 实际落实情况 核查结论 
（包括变更原因）

疏浚     
抛泥量     
吹填量     
开山工程量     
填海工程量     
水下炸礁工程量     
陆上炸石工程量     
护岸工程     
地基处理     
总建筑面积     

主体

工程 

总占地面积     
堆场面积     
建筑面积     
交通工程     

辅助

工程 
给排水工程     
公用污水处理设备     
办公设施     

可依

托工

程 ⋯⋯     
装卸设备     
运输机械     
储运设备     

储运

工程 
⋯⋯     
绿化工程     
污水处理设备     
溢油设备     
噪声污染防治设备     
固体废物收集     

环保

工程 

⋯⋯     
 

5.4 清洁生产核查 

5.4.1  项目清洁生产工艺分析 

针对不同的港口项目，除了常规的调查，各类港口的清洁生产

工艺调查侧重点也不相同。 

5.4.1.1  煤炭、矿石、散粮、散化肥及散装水泥 

主要调查煤炭、矿石、散粮、散化肥及散装水泥的装卸各个环

节中为了减少粉尘发生量所采取的生产工艺以及环保措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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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石油、液化气、散化肥及其它危险品 

重点调查石油、液化气、散化肥等的装卸船工艺以及所采用储

存罐的工艺情况、管道吹扫方式以及管道接口的密封工艺，进而分析

其清洁生产落实情况。 

5.4.1.3  集装箱、多用途码头等 

集装箱、多用途码头等采用的装卸工艺属于清洁工艺，因此对

此类码头重点调查是否清洁燃料的使用，以及所采用的各种节约能源

的措施。 

5.4.1.4  客运站 

进行常规的节约用水和节约能耗、废水循环利用情况、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环境风险事故和生产事故发生几

率等方面的调查即可。 

5.5 总量控制指标执行情况检查 

主要采取以下步骤进行分析： 

（1）根据验收工况，调查或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2）根据现有工况下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预测在设计工况下的

污染物排放总量。 

（3）将预测的设计工况下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环境影响报告书

提出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相比较，分析项目正常运行期间的污染物排放

总量是否满足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 

5.6 公众调查 

    港口项目公众调查表格式参见表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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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     港口竣工环保验收公众调查表 
姓名  性 别  职 业  基本 

情况 文化程度  单位住址  补充意见 
港口建设征地 /拆迁 /补偿 /
重新安置是否满意 

□ 满意 □ 基本 
   满意 

□ 不满意  社会 
影响 

港口建设是否对您的生活

方式和个人收入有影响 
□ 有利 □ 无利 □ 不清楚  

晚 22：00～次日早 6：00
有无施工现象 

□  有 □  无 □ 不清楚  

施工疏浚对水质和渔业有

无影响 
□  有 □  无 □ 不清楚  

吹填是否采取环保措施 □  有 □  无 □ 不清楚  
施工期生活污水/油污水是
否随意排放 

□  有 □  无 □ 不清楚  

施工期对环境主要影响因

素是 
□ 噪声 
污染 

□  空气 
污染 

□  水体 
污染   

 

施工期对您影响最大是 □  生 活
休息 

□  渔业 
   养殖 

□  出入  

施工 
期环 
境影 
响 

对环境影响因素是否采取

有效环保措施 
□  有 □  无 □ 不清楚  

来往船只的生活垃圾/油污
是否有效回收 

□  有 □  无 □ 不清楚  

港区绿化是否满意 □ 满意 □ 基本 
   满意 

□ 不满意  

港口运营期对环境主要影

响是 
□ 噪声 
污染 

□  空气 
污染 

□  水体 
 污染   

 

对港区海洋生态影响程度 □ 严重 □ 轻微 □   无  
港口运营期对您主要影响

是 
□ 生活 

  休息 
□  渔业 

养殖 
□ 出入 

安全 
 

营运 
期环 
境影 
响 

对环境影响因素是否采取

有效环保措施 
□  有 □  无 □ 不清楚  

工程简介 
1 工程建设意义。 
2 工程基本概况（地理位置、建设日期、主体工程、建设规模、竣工日期等）。 
3 简明叙述工程建设产生环境影响（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及采取相应
措施等。 

4 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5 对积极参与调查的公众致以感谢。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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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生态环境调查指标 

5.7.1  生态环境背景或本底值 

（1）陆域生态：建设前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的背景值或本底值作为

参照标准，如土壤背景值、植被类型、动植物种类、物种多样性、植被覆

盖率与生物量、水土流失本底值等。 

（2）海域与内河生态：建设前项目所在地的水生生态环境的背景值或

本底值作为参照标准，如： 

·叶绿素 a； 

·水生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的生物

量、密度与生态结构（种类组成、多样性、均匀度）； 

·游泳生物与渔业资源的主要种类、资源量、产卵场与洄游通道的分

布、生态地位； 

·国家珍稀野生生物的种类、保护级别、分布、生活规律； 

·养殖区的养殖品种、数量、养殖方式、养殖生物对环境的要求； 

·自然保护区的位置、范围、保护等级、保护对象、保护要求等。 

5.7.2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指标 

（1）土地占用 

工程永久占地：占地类型和面积、指标对比率 

工程临时占地：占地类型和面积、指标对比率及土地恢复情况。 

（2）土石方量平衡统计 

（3）取土（石）场和弃土（石）场的占地类型和面积、恢复情况。 

（4）植被：绿化率（工程绿化实施情况，包括种植花草、树木的种类、



               
                                 

 10

数量、实施地点等）、生物量、植被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率等。 

（5）防护工程的防护方式及工程数量：如护坡工程、土地整治工程、

护岸工程等实施后带来的扰动土地整治率及生态保护措施恢复效果。 

（6）工程的施工方式和工程量：如挖方量（或疏浚量）、回填量（或吹

填量）、外抛量、围埝溢流口的设置、开挖面积、施工机械和施工船型、施

工船舶数量、工程实施进度安排、施工期船舶污染物及其他固废的处置方

式等。 

（7）工程的占海（内河）面积包括滩涂围埝和抛泥区使用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