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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工作对策研究

朱丽莎

（上海友通环保高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201900）

摘　要　通过环境风险评价，可以制定针对性的方案，抵御风险，保护环境质量。本文立足于工作实例，从产业

园区规划和建设项目两个层面，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对环境风险评价过

程和工作要点进行研究，旨在为促进其他产业园区的环境风险评价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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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产业园区

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风险，可能会威胁到周边环境和

居民健康。因此，通过环境风险评价，从源头上对产

业园区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的潜在环境风险进行防控，

可有效保障园区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全。

1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风险评价工作分析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风险评价的基本任务为通过辨

识规划实施的环境风险，对潜在的环境风险进行预测

与评价，据此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为规划的优化

调整以及环境风险防范对策、环境管理与环境准入要

求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实现对规划环境

风险的防控。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风险评价的主要工作：一是通

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确定重点关注的环境风险物

质、环境风险受体及其分布情况，调查产业园区环境

风险防控联动状况，分析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水平

与环境安全保障要求的差距。二是通过辨识主要环境

风险类型和因子、明确环境风险的主要扩散介质和途

径，再根据识别结果预测评价各类突发性环境事件对

重要环境敏感区的风险影响后果。三是从产业园区环

境管控分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出发，结合预测与评

价结果，分别论证园区产业布局、重大建设项目选址

以及规划规模、结构等的环境合理性。四是针对规划

实施的潜在环境风险，结合园区环境风险管理现状的

调查结果，提出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对策，包括相关

产业发展的约束性要求，企业、园区、区域环境风险

防控体系的完善对策，以及产业园区与区域风险防控

体系的衔接机制 [1]。五是强化环境管理措施，以提高

园区的环境管理能力和水平。对于涉及危险物质的产

业园区，其重点管控区域环境准入还应提出相应的环

境风险防控要求。

2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风险评价实际工作案例

以湖南省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调扩区规划为例，

规划在原核准范围的基础上将其中不适宜园区工业发

展需要的区域调出，同时根据产业发展规划目标进行

扩区。规划主导产业为生物医药、机械制造、新材料

产业，辅助产业为电子信息和物流产业，根据产业特

征分析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的生产、使用、

贮存等，因此需对规划实施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价，以

科学防控可能的环境风险，实现评价的源头预防作用。

2.1　环境风险与管理现状调查

通过现状调查确定重点关注的环境风险物质为危

险化学品及企业生产过程产生 /排放的污染物，规划

范围周边存在居民点等环境敏感点以及水环境风险保

护目标。园区尚未建设统一的环境事故应急物资储备

库，仅依托于各企业应急物资储备，难以实施统一管理。

2.2　环境风险识别及影响预测、评价

在环境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结合园区环境风险现

状调查结果和规划的产业布局，确定规划实施后可能

产生环境风险事故为危险物质泄漏，以及火灾、爆炸

等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将

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环境，危害人群健康。

2.3　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及优化调整建议

园区规划范围周边存在居民点等环境敏感点，在

引入涉及环境风险物质的企业尤其是新材料和生物医

药行业企业时，应严格环境准入要求，并合理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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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将涉及重点风险源的企业布局在规划范围边界或

敏感点周边；而对于园区内现有的重点环境风险源，

已明确要求保持现状发展规模和产能不再扩建、新增

排污。通过优化调整，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园区规划

方案是合理的。

2.4　环境风险防范对策

园区建立完善企业环境风险源信息动态管理库 /

清单，对重点环境风险源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包括对

危险物质的在线量 /储存量有限制要求的项目、涉及

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特殊污染因子的企业。

根据规划范围变化及时对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进行修编，并做好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的衔接；完善园区统一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并建设统

一的环境事故应急物资储备库；完善“风险单元—企

业—园区”三级环境风险防范和“企业—园区—地方

政府”三级环境风险管控体系。

2.5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与环境准入

园区建立完整的环境管理机构，负责区域环境风

险管理，建立健全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对入园项目的

选址提出建议并对环保审批程序的执行情况、“三同时”

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日常运行情况进行监管。对属于

重点环境风险源的企业，通过在线监控系统或加强监

察频次等手段进行重点监管；对涉及危险物质的项目，

提出禁止或限制某些高风险危险物质准入的要求，对

某些危险特性较大的危险物质提出在线量 /储存量限

制要求，并对其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对风险评价等级可能较高行业的发展（改扩建）提出

规模控制要求；对危险废物实行全过程环境监管；对

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落实评价提出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措施或

污染土壤修复管控要求，落实土壤环境质量跟踪监测。

2.6　小结

随着本次调扩区规划的实施，各类环境风险事故

发生时可能对一定范围内的居民、环境等造成影响，

园区在完善企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实现与区

域环境风险防控体系相衔接，落实各类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和更新修编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可有效减少环境

风险事故发生概率，而一旦发生事故，通过迅速采取

有力的应急措施，可将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减小

对环境的影响。

3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工作分析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工作：一是对项目风险源

和环境敏感目标的调查，划分环境风险潜势、评价工

作等级。二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设定风险事故情

形 [2]，并进行源项分析。三是选取适用的预测模型、

参数和评价标准，对各环境要素（大气、地表水、地下水）

环境风险进行预测评价。四是根据项目发生环境风险

事故时的可能影响范围与程度，从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方面提出环境风

险管理对策 [3]。

通过分析、预测和评估项目的环境风险，提出合

理可行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科学的技术手段和管理

方法，使项目的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4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工作实际案例

以湖南省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某新材料建设项

目为例，项目属于新建项目，涉及有毒有害和易燃易

爆危险物质使用、储存，因此需对该项目建设可能引

发的突发性事故进行环境风险评价，以科学防控项目

的环境风险。

4.1　风险调查、风险评价等级的确定

首先通过对项目涉及的危险物质以及生产工艺过

程涉及的危险工艺进行调查，确定项目危险性（P）等

级为 P1；再根据项目环境风险受体的敏感性，结合事

故情形下环境影响途径，判定各环境要素风险潜势等

级分别为大气环境Ⅳ级、地表水环境Ⅲ级、地下水环

境Ⅲ级，则项目环境风险潜势综合等级取各要素等级

最高值Ⅳ级，环境风险评价综合评价等级为一级；最

终确定各环境要素的风险评价等级分别为：大气环境

风险评价为一级，地表水环境风险评价为二级，地下

水环境风险评价为二级。

4.2　风险识别、风险事故情形分析

根据风险识别结果，设定项目对环境影响较大并

具有代表性的风险事故情形为危险化学品储罐输送管

道泄漏以及泄漏物质发生火灾、爆炸的伴生 /次生污

染物进入外环境对大气环境、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

2018）附录 E和附录 F的推荐方法对泄漏频率、泄漏

量以及火灾、爆炸事故中伴生 /次生污染物的释放量

等事故源强进行估算。其中液体泄漏按附录 F推荐的

伯努利方程计算，由于泄漏物质沸点均高于环境温度，

且为常温储存，因此不考虑闪蒸蒸发和热量蒸发，蒸

发速率按照附录 F推荐的质量蒸发估算公式计算。而

泄漏物质火灾伴生 /次生 CO产生量按附录 F的公式 G

一氧化碳 =2 330qCQ计算，式中：C为物质中碳的含量；

q为化学不完全燃烧值，评价按最不利原则取 6%；Q为

参与燃烧的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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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风险预测与评价

4.3.1　有毒有害物质在大气中的扩散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

2018）附录 G2判断气体性质，首先计算污染物排放时

间及其到达最近受体点的时间，前者大于后者计算结

果，判定项目烟团 /烟羽属于连续排放，再根据连续

排放的理查德森数（Ri）计算结果判定是否属于重质

气体。由理查德森数的计算公式可知，初始烟团密度

小于空气密度，可直接判定为轻质气体；而对于连续

排放，重质气体的理查德森数不小于 1/6，轻质气体的

理查德森数小于 1/6。则火灾伴生 /次生污染物 CO为

轻质气体，其他烟团的 Ri均大于 1/6，为重质气体，

因此选取附录 G1推荐的 AFTOX模型对轻质气体扩散、

SLAB模型对重质气体扩散分别进行模拟预测。根据项

目大气环境风险评价等级判定结果，选取最不利的气

象条件及事故发生地的最常见气象条件分别进行后果

预测 [4]，评价标准为附录 H中选取的大气毒性终点浓

度值。根据下风向最大浓度预测结果，出现毒性终点

浓度 -1和毒性终点浓度 -2影响区域范围的为火灾伴

生 /次生污染物 CO，其最大影响范围在厂区内；各关

心点的预测浓度均未出现超标情况。

4.3.2　有毒有害物质在地表水、地下水环境中的运移

扩散

在厂区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的情形下，消防废

水可能会进入周边地表水环境。项目通过设置厂区事

故水三级防控系统，可有效将消防废水封堵截留在厂

区内，其通过地表径流进入地表水体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周边 500 m范围内无地表水体，故不涉及污染迁

徙途径。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

2016）推荐的地下水溶质运移解析法预测模型——瞬
时注入失踪剂——平面瞬时点源模型对有毒有害物质
在地下水环境中的运移扩散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

随着时间的增长，污染晕的中心随着水流向下游迁移，

迁移过程中污染物不断被稀释，浓度逐渐降低，污染

范围随之扩大，但在预测期内污染物沿地下水流向的

最大超标距离尚未超出厂区边界。

4.4　环境风险管理对策

4.4.1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选址符合园区产业规划，与规划范围边界或

敏感点周边的距离满足规划布局要求，不涉及园区禁

止或限制的危险物质。项目生产装置区设可燃、有毒

气体检测仪及导流沟，导流沟与事故池相连。在发生

大气风险事故时，组织厂区人员从疏散通道撤至安全

区域；储罐区设围堰及报警仪器，围堰内设事故液输

送管网连接事故池；按规范要求设置事故池，建立水

环境风险防控三级体系（危险单元—厂区—园区 /区

域）；各涉污区域均采取防渗措施，对储罐区、生产

装置区等主要风险源，设立风险监控及应急监测系统，

同时按要求配备应急物资和组建应急队伍。

4.4.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要求

企业应按要求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预案

按照分级响应、区域联动的原则，与园区、地方政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衔接，明确分级响应程序。

4.5　小结

通过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企业应急

指挥机构体系，并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类型

制定详细的环境风险事故预防措施，能大大减小事故

发生概率，并在事故发生后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减小

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在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

基础上，项目的环境风险是可防控的。

5　结束语

产业园区的环境风险评价工作，首先从园区规划

层面，通过环境风险评价，从产业布局、项目选址、

产业发展的约束性要求、环境管理和环境准入等方面，

对园区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环境风险防范对策及

环境风险管控要求；再具体到企业层面，对建设项目

的环境风险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环境风险预防、

控制、减缓措施 [5]，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对环境风险

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控，从而使项目能顺利落地。因此，

通过将产业园区规划和建设项目两个层面的环境风险

评价工作有效结合后，可以提高园区的安全性及可持

续发展水平，打造安全、绿色和可持续的园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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