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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控制理论在海洋环评中的应用

张民声
(辽宁省瓦房J占市海洋与渔业局 瓦房店 116300)

摘 要：文章通过阐述污染总量控制理论在海洋环评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海洋环

评中实施总量控制的方法步骤，进而探讨总量控制理论在海洋环评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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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面临着陆地资源逐渐枯竭和人口

增加的危机，要求向海洋索取更多的能源和食

物，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已成为当今先进国

家的重要标志。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广阔，

海洋资源的可开发利用潜力很大。海洋工程是

开发利用海洋的一种手段，但海洋工程的建设

不仅是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更表现为对海洋生

态环境的影响。因此，为了减小海洋工程对海

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海洋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排放总量分析与控

制”是海洋T程环境影响评价大纲中应该包括

的一部分内容，《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规定，在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鼍控制的区域

和海域，应进行建设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分

析并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分析与控制实施方案。

通过阐述污染总量控制理论在海洋环评中

的重要性，以及在海洋环评中实施总量控制的

方法步骤，进而探讨总量控制理论在海洋环评

中的具体应用。

l海洋环评的重要性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拟议中的建设项目、

区域开发计划和国家政策实施后可能对环境产

生的影响(后果)进行的系统性识别、预测和

评估。其根本目的是：鼓励在规划和决策中应

考虑环境因素，最终达到更具环境相容性的人

类活动。

从海洋污染的原因来看是多方面的，有陆

源污染，也有海洋T程污染。其中，海洋工程

主要以影响海洋水文动力条件、地质地貌，改

变或破坏区域生态系统等为主要特征，工程多

位于浅海近岸区域，这些区域是海洋生态系统

向陆地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海洋特性突出，

生态环境敏感而脆弱，受人为影响较大。鉴于

海洋工程对海域造成的影响，2006年11月1

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

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该《条例》中

规定，“新建、改建、扩建海洋工程的建设单

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

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有核准权的海洋主

管部门核准”。海洋环评从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

工程的特点出发，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适

应性和理论方法，实现了客观反映海洋环境的

特殊性、保护管理的专业性、海洋资源与环境

管理的统一性，从而使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真正做到真实、客观、可靠地

预测和评价。

2海洋环评中总量控制的重要性

总量控制，指在污染严重、污染源集中的

区域或重点保护的区域范围内，通过有效的措

施，把排入这一区域的各种主要污染物的总量

分别控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使其达到预定环

境目标的一种控制手段。

污染总量控制分为目标总量控制和容量总

量控制2种方法。目标总量控制是根据基准年

的排污量来确定总量指标；容量总量控制是根

据水体功能区要求的水质来确定总量指标，与

水功能区管理的要求相一致。海洋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中的总量控制就应采取容量总量控制。

在环评工作中，总量控制是决定项目是否可行

的一项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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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总鼍分析与控制”是海洋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中应该包括的一部分内容，

根据《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

T19485--2004)中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总量分

析与控制是指，在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

区域和海域，应进行建设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总

量分析并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分析与控制实施

方案，主要包括依据环境质量控制要求，给出

纳污混合区的位置、面积，提出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建议，确定污染物排放削减方式和方法

的建议值，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计划

等内容。

建设项目所排放的污染物浓度应当符合国

家和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例如：GBl8486--

2001等)。在国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的海域，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要素、浓度和

总量应符合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同

时应符合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的

环境质营要求。

3海洋环评中实施总量控制的必要性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

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污水离岸排放工程排

污口的设置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境

保护规划，不得损害相邻海域的功能。污水离

岸排放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在实行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的海域，不得超过

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这项规定体现出，

现阶段的海洋环评只局限于指出建设项目投产

后主要污染物在海域的浓度分布情况，而未能

结合海域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容量提出污染物

允许排放的指标，更没有定量说明由于污染可

能造成损失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只要纳污水

域符合功能区的水质要求，而且污染物达标排

放，混合区范围不涉及生态敏感区域，基本就

认为环境可行，而实际上大都忽略了环境容量

的问题。

由于污染物浓度控制忽视了环境总量的要

求，不利于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无法有效

地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只有通过总量分析，才

可以明确区域允许的纳污量和评价项目的允许

最大排污量，使环境影响评价与区域环境目标

相协调。海洋环评中的总量控制是将进入某一

海域的污染物总量限制在允许容纳量之内，在

此总量下限制来自个各种排放源的污染物数餐，

使海域环境质量处于受控状态。因此，为了实

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这一最终目标，我们不仅

要通过控制海水和海底沉积污染物，更应为保

护海洋环境制订切实可行符合海洋特征的污染

总量控制方案，即在环评工作中，对于T程海

域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总量剩余较多的应以保

护周围环境功能为目的；对于各项建设工程海

域中的污染物总量已接近饱和的项目，在T程

竣工验收中应严格认真检查其污染防治措施的

落实情况，确保工程不再增加污染物排放量；

对于各项建设T程海域中污染物总量已超标的

项目应严格控制。

4海洋环评中实施总量控制的方法步骤

在海洋T程环境影响评价中实施总量控制

应按以下方法步骤进行：首先，通过对海域环

境的综合分析，结合工程可研报告提供的数据

和相关建设项目资料，详细阐明建设项目施t

阶段和生产阶段的污染物排海方式和排海总量，

根据海域中污染物含量的变化规律对主要受控

污染物进行筛选；其次，通过分析主要受控污

染物的产污时段、受控种类、受控成分，提出

环境质量控制要求和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预测和

控制方法，并给出应受控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纳

污混合区时空分布；再次，结合项目的性质和

污染特点，给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具体方

案，该方案应该包括控制污染物要素、污染物

排放削减方式和方法的建议值(计算公式为：

允许排放量一水质标准／响应系数，削减量一实

际排放量一允许排放量，削减率=削减量／实际

排放量)；最后，给出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的建议。

5 结论

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

断发展，海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污染和海洋生

态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尤其是对近海海域

生态功能退化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海洋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日趋显著。然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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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海洋环评只局限于指出建设项目投产后

主要污染物在海域的浓度分布情况，而未能结

合海域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容奄提出污染物允

许排放的指标，忽视了环境总量的要求。因此，

只有在海洋环评中对总量控制理论加以应用，

才可以明确区域允许的纳污量和评价项目的允

许最大排污量，使环境影响评价与区域环境目

标相协调。

在海洋环评中实施总量控制，应根据建设

项目的T程特点和所在海域的环境特征，详细

阐明建设项目施工阶段和生产阶段的污染物排

海方式和排海总量，环境质量控制要求和污染

物排放总量的预测、分析和控制方法，给出应

受控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纳污混合区时空分布，

给出应控制的污染物要素和污染物排放削减方

式和方法的建议值，给出受控污染物排放总鼍

控制的措施和方法，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方案和建议。

本研究通过阐述总量控制理论在海洋环评

中的重要性以及实施步骤，表明总量控制理论

在海洋环评中的应用十分必要，它已成为海洋

环评工作者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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