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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1）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精神，落实原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05]152 号）、《关于检查化

工石化等新建项目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办[2006]4 号）和《关于开展化工石化建设项目环境风

险排查的通知》（环办函[2006]69 号）要求，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关于开展 2008 年度国家

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08〕44 号）文下达了标准修订任务，项目统

一编号：663.4； 

（2）标准承担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1.2 工作过程 

（1）《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在未正式下达编制任务前，就启动了修订工作。2006

年 1 月进行了修订工作的讨论，并征求了使用单位的意见形成标准初稿。 

（2）2006 年 1 月 11 日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召开了标准修订讨论会，明确了标准修订方

向。在广泛征求修订意见、讨论的基础上，完成了 2 次统稿和讨论。 

（3）2008 年环境保护部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正式列入 2008 年年度环境

保护标准制修订计划。由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承担标准修订任务。2008 年 10 月 22 日

在北京召开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修订）开题讨论会，进一步明确了标准修订

的方向。 

（4）经调研、内部研论，召开座谈会征求部分环评单位意见，编制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及编制说明。 

2 标准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提高建设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质量，2004 年 12 月 11 日原国家环保总局以环发〔2004〕174 号文颁布了《建设项目环

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标准的颁布实施对指导和规范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影响

评价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标准仍然不尽完善，尚存在不足之处。 

《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应成为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风险评价的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

评价单位应能基本上按标准规定的程序完成建设项目的评价工作，另一方面标准应该是评价结果

检验的尺度，以标准规定的基本内容要求去评估评价工作成果。标准的目的是规范建设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提高环境风险评价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使之能更有效地防范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原

标准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评价单位的使用情况调查说明，原标准可操作性相对差一些，对标

准的可操作性应该予以加强。 

2005 年 11 月 13 日吉化双苯厂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一方面暴露出企业和政府在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方面存在严重疏漏，另一方面也引起对《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

价技术导则》能否满足当前环境保护需要的反思。 

原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包括： 

（1）原标准的评价等级仅分为一级和二级两个等级，不够细化，且缺乏判断重大危险源的

危险物质及其临界量数据，如恶臭物质等；缺少事故的伴生/次生有毒有害物判据；环境敏感判

据未量化等。 

（2）原标准的评价范围仅确定了大气、地表水和海洋评价范围，不够细化和全面，未按环

境要素列表细化事故影响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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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标准的风险识别范围仅包括生产设施风险识别和生产过程所涉及的物质风险识别，

未涉及项目周边人口分布、大气污染系数分布、重要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因素识别；未提及事故

引发的伴生/次生风险识别(水、气、固等形式和途径)。 

（4）原标准的源项分析未细化源项分析程序，未细化最大可信事故确定原则和界定，缺乏

最大可信事故源项的合理性判据。 

（5）原标准的预测模式较为繁复，实用性不强。 

（6）原标准的风险评价部分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推荐、风险的分级评价、风险值计算和

判据方面尚存在欠缺，缺乏建设项目环境风险与周边环境的相关分析。 

（7）原标准的风险管理方面，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未突出对环境影响的防范，缺少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的反馈，未对事故环境风险技术支持和监测技术支持系统提出要求等。 

3 标准编制的依据与原则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自颁布以来，极大地促进了建设项目

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的开展。本次标准的修订工作是在原标准的基础上，补充、修订原标准中存在

的问题，而不是重新编制标准。修订后尽可能地使标准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简化评价过程，提

交的评价工作成果供决策部门和具体管理人员参考。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修订主要是针对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但其它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也可以

参考使用。标准中规定的环境风险评价的总体思路和指导原则、评价工作程序和目标、环境敏感

目标等内容可以用于一般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各种建设项目如果存在物质、能量的意外释

放可能性，存在引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存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途径，都应开展环境风险评价。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主要作用是切断可能产生环境事件的途径和减缓环

境事件的蔓延。 

4.2 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风险识别、源项分析、

后果计算、风险计算与评价和风险管理这九章主要内容，同时还有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和附

录 D。 

4.2.1 适用范围 

对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适当简化，区域环境风险评价不包括在本标准范围内。 

4.2.2 术语和定义 

标准修订删除了常用的术语，如重大事故、危险物质、临界量、池火、喷射火、火球和气爆、

突发火、化学爆炸、慢性中毒。对环境敏感区的解释尚不具体，对实际应用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

争议，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环境风险的解释也有问题，想强调事故后果和发生概率。 

4.2.3 总则 

调整评价工作程序；删除原标准“4.1 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和重点”；对评价工作等级划分

方法进行了修订，在确定评价工作等级时强调环境敏感区域和危险性物质，应注重危险性物质的

资料收集，增加三级评价；规定了各级评价工作的主要内容。 

4.2.4 风险识别 

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潜在事故分析”、“事故引发的伴生/次生风险识别”、“受影响的

环境因素识别”。在“潜在事故分析”中明确要求列出潜在的一系列事故。伴生/次生危险识别包

括危险物质燃烧、分解产物的危险性。 

4.2.5 源项分析 

源项分析内容是本次标准修订变化较大的章节。强调根据潜在事故分析列出的设定事故筛选

最大可信事故。对最大可信事故进行了说明。在事故源项的确定中推荐了事故源项参数，包括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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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物质名称、泄漏速率、泄漏时间、泄漏量、释放源几何参数等的确定原则和建议，但不反对按

经验公式进行估算。 

4.2.6 后果计算 

事故后果预测中，大气扩散将 HJ/T2.2-93 的非正常排放模式作为推荐模式之一。对水体后

果预测增加了有毒有害物质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分析内容。 

4.2.7 风险计算和评价 

标准修订增加后果计算的基本内容的规定，对一些大型建设项目（如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

乙烯、煤化工联合项目、涉及光气的建设项目等）建议考虑进行风险计算。 

4.2.8 风险管理 

在风险管理中，增加了有关防范措施论证的内容，明确经过论证为可实施的风险防范工程措

施列入“三同时”检查内容。 

4.2.9 风险评价结论 

使风险评价结果表达为一个评价体系，淡化只用预测计算的 R 来评价可接受程度；并增加环

境风险防范区及要求。 

此外，导则修订补充完善附录，提供了经验估算查表值。 

4.3 环境风险评价等级划分问题 

评价等级主要是在环评工作开展初期，对项目环境风险的概略判断，其主要目的是确定工作

量。标准修订力求简化判断方法，但对环境敏感区的定义还需明确。环境风险评价过程实际上包

含对环境风险的筛选过程，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和设计资料、环境敏感区域多次演算，选取对环

境影响较大的突发事故。 

对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等级的确定，除考虑危险化学品外，还要考虑可能产生的突发性环

境事件的后果。潜在发生较大环境事件使当地经济、社会活动受到影响的建设项目，评价等级不

应低于二级，工作内容应当进行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后果计算及分析，提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4 物质危险性识别 

物质危险性包括物质的毒性、火灾爆炸危险性。关于物质危险性识别应该依据国家相关标准

判断，在环境风险评价中经常使用的标准、规范包括《重大危险源申报范围》、《高毒物品目录》、

《剧毒化学品目录》（卫生部颁布）、《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石油化工企业

设计防火规定》GB50160、《建筑设计防火规定》GB50016-2006 等，以及《常用化学危险品安全

手册》、化学品安全数据表 MSDS 等资料。 

在使用《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 5044 应注意修正标准中的错误。 

4.5 风险识别对象和风险类型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的风险因素的识别包括 3 方面内容，受影响的环境要素和环境保护目

标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4.6 生产过程危险性识别 

非危险物质对人、环境要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转化为危险物质。氮气无毒是空气中的主要成

分，但具有窒息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引发重大死亡事故。生产过程危险性识别更强调确定危

险的条件，而不是仅危险物质才具有危险性。各种建设项目必须明确其生产特征，给出能反映生

产特征的参数。 

4.7 重大危险源辨识 

在重大危险源辨识应注意，《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中不包括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危险

源辨识。运输环节，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的运输，目前还没有列入安全管理部门重大危险源的监管

范畴之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穿越或临近环境敏感区的项目不需要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运输当中安全有较全面规定。主要是如何避免发生事故，一是运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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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路线，二是对于运输工具的选择的安全要求，还有对于人员的管理规定。虽然目前危险品运

输还没有被列入重大危险源监管范畴，但对它的管理，交通等部门也有相关的规定，国内也出现

了危险品运输监控系统。 

随着重大危险源类别的扩展，重大危险源评估扩展到煤矿、非金属矿山和尾矿库。 

4.8 确定最大可信事故的原则 

最大可信事故的确定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导则给出了确定最大可信事故的基本原则，在具体

评价工作中还需要针对具体项目的风险辩识、风险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事件进行分析。 

4.9 关于建设项目周界问题 

原标准对影响范围和评价范围的起始位置没有明确，本次标准修订明确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

评价范围以建设项目规划红线或已有法定边界为起始位置。 

最大可信事故确定时应注意，一般不包括极端情况。在评价工作中应针对具体项目情况进行

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说对极端情况可以不开展评价分析。 

4.10 有毒有害物质在大气中的扩散 

风险预测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要求选择计算参数，给出

统一的结果表达。 

大气中扩散可采用多烟团模式计算，应预测有毒有害物质引起半致死或伤害（IDLH）的浓度

分布。 

4.11 风险管理 

标准中的环境风险管理是指一个完整的过程，不仅包括建立管理制度，还要包括经济分析等

的过程。 

4.12 附录 D的使用 

有毒有害物质对人可能引发的影响可以从两种角度分析，一是浓度的影响，二是有性剂量负

荷的影响。 

物质在火的作用下的行为可分为如下几类：热解、燃烧、爆炸和火灾。物质的热解以 2 种形

式体现，即热分解、热降解。无机物受热后主要发生热分解，如一些化合物受热分解为两种或多

种新物质。热降解主要发生在长链的聚合物，如 PVC 在受热降解过程中，脱除 HCl 等小分子。燃

烧是指可燃物与氧化剂作用发生的放热反应，通常伴随有火焰、发光和（或）发烟现象。爆炸是

指由于物质发生急剧氧化或分解反应，使温度、压力急剧增加或两者同时急剧增加的现象。火灾

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 

烟气是物质在燃烧反应过程中由热分解生成的含有大量热量的气态、液态、固态物质与空气

的混合物。由极小的炭黑粒子完全燃烧或不完全燃烧的灰分及可燃物的其他燃烧分解产物组成。

烟气在水平方向的扩散流动速率，火灾初期阶段一般为 0.3m/s，猛烈阶段为 0.5～3m/s，在垂直

方向的扩散流动速率较大，通常为 3～4m/s。烟气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所引

起的的窒息和对人体器官的刺激以及高温作用。 

5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5.1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不确定性问题 

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注意到了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环评文件不可能包含全部环境风险事故，

预测后果的环境风险有可能不发生，而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风险极有可能环评文件中没列出。如

吉化苯胺污染松花江事故，对水环境的影响数百公里，吉化的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按此进行，

时间、技术方法等都是很难做到的。 

5.2 安全评价与环境风险评价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环境风险评价的内容基本上来自安全评价，危险识别、重大危险源、评价中使用的源

强估算模式、事故概率等。在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工作中不应排斥安全评价的技术方法、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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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环境评价的研究 

风险可接受分析需要建立指标体系。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不是科学研究，需要有研究部

门提出的成果作为环评的支撑。对最大可信事故的假定分析，还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工作来完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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