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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表水、空气、噪声、

海域、生态、生物等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包括监测技术路

线、监测技术规范、评价规范、监测的国家和行业标准、监

测质量控制和保证规范。但上述标准、规范所涉及的内容均

是综合性、普适性的，在运用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特点各

异的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时，存在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

强的问题，针对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监测目前我国没

有专用标准，施工期过程中缺乏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为规范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广东省环

境科学学会（下简称省学会）在组织专家评审立项论证与立

项公示无异议后，2022 年 4 月 7 日同意由珠江水利委员会珠

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牵头编制《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

境监测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参与编制工作还有生

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

研究所、广东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暨南大学、

深圳市粤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宇南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等多家单位。

二、项目立项目的与意义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等有关规定，生态影响类建设

项目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阶段。为规范

广东省内生态影响类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方案制定、实施等，

及时了解和掌握项目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并

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管理及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重要依据，加强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制定本技术规范。

http://www.baidu.com/link?url=WPdWb0Y3p7NmcGKJSb9YFgg7DxsNNd9N116MgQ2LdqNtuh88oaeH-Gu6X4qrRFTs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s00000EAMrnlPLIyhSCArtJpY_U8xQu5EF1aQU7WzvJyn1rDHtRIgh_nZNyHDeg3qcjVLStKsfiq_AyOO1kVooM-bdwuC-MkiRYlJoQodNgByiQWzaIDMF-qphnZshU4x6sCmqRAEagVdDTtSZfKZx_4CSa1FIfEnAn0IreNrJTVSFMpZsU6105VdtS50ZN5Eaz7-ZIUYC9zcHPNp4l6LSeDTCf.Db_iuxQK7eQM5CC6JIGHLWI6h9ikxIW9ltQ7qv1oWmJYulorrxj4qhZdq8ZvSrZ1LmIOZj_osSxH9qEZj__sSxH9qIvZulqT5M8se5-9Le_5M8sePvZukmsSX1jlqhZven5MEse5Zj_S8Z1lTr1v3I-hZ1lTrO3T5VS8Z1tTrOdselt5M33IOzsSLWdsSXej_LmxgW9tqSZxvmxU43x5u9qEdse5bk9tqvZdL3xgl3x5I9qxZjEtt5Mvmxgv3xUtrZ1vmxUqTrOv3x5GsSLW9vymx5GsS8ej_qT5MY3IMVseQn5MY3IOs3xUqT5MY3IOs3IhOj4etrOx9Lvmx5I9vU_5VSZj4e_r1l3xgudHzs1FuC5S9QAlEGlUPSeW_tTBknUoQQQQn-xQRze-kl-9h9mlIOAkf0.U1Y10ZDq8X5yLUlG_tSteQQB0ZKGm1Yk0Zfq8X5yLUlG_tSteQQBEQ12qI5f1ql4Jt8S0A-V5HczPfKM5yqbXWD0Iybqmh7GuZR0TA-b5Hf0mv-b5H6Y0AdY5HDsnH-xnH0kPdtznHnsg1nznW9xn1msnfKopHYs0ZFY5Hnzn0KBpHYkPHNxnHR3g1csP7tznHIxPH010AdW5HD3PWcLn1c3PHFxnHbsrHTsnj61r7t1n104n1nzrjnsg1DsnNts0Z7spyfqP0Kkmv-b5H6Y0ZFMIA7M5H00mycqn7ts0ANzu1Yz0ZKs5HDkP104nWmvns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D0ThCqn0KbugmqTAn0uMfqn0KspjYs0Aq15H00mMTqn0K8IjYs0ZPl5fK9TdqGuAnqTZnVuLGCXZb0pywW5R9rffKspZw45fKYmgFMugfqPWPxn7tkPHn0IZN15HcdPH6Lnj04rH6Yn1cvPjfvnW00ThNkIjYkPWc4rHmkrjDsPHfY0ZPGujd9rycLujFWnj0snj0snW040AP1UHdAfW0srj9jwWPjnDm3Pbw7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lIjYs0AdWgvuzUvYqn7t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sg1f4nH03nHF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H0Ln1TYnH6zP0K-IA-b5iYk0A71TAPW5H00IgKGUhPW5H00Tydh5H00uhPdIjYs0A-1mvsqn0K9uAu_myTqnfK_uhnqn0KbmvPb5HmvnRFafRR3wHcYnW0YPbRsnWRsrDcdwjRvwWcvPYPK0Zwzmyw-5Hm1njcznfKBuA-b5HTLfHPjnj9KP1csnYf4wjDzn1PjrRm1wRcLPWIAfYDs0AqW5HD0mMfqn0KEmgwL5H00ULfqn0KETMKY5H0WnanWnansc10Wna3snj0snj0Wnansc10WQinsQW0snj0snankQW0snjDsn0K3TLwd5HmLrjf3nHc0TNqv5H08rjFxna3sn7tsQW0sg108PjPxna3zP-tsQWb4g108n1-xnHc30AF1gLKzUvwGujYs0ZFEpyu_myTqn0KWIWY0pgPxmLK95H00mL0qn0K-TLfqn0KWThnqnHT1rH0&us=newvui&xst=TjYknHTsrHcvPWnKm1YvPW7afb77rDRzPjcsPju7njcdnj9aPRfdPbmzPWIjff7B5HTLfHPjnj9KP1csnYf4wjDzn1PjrRm1wRcLPWIAfYDs0gnqnHcznWbYP1Rsn1RznWnYnWRdPjNxnWcdg1cKI1v43qUIEJh11e1__82tEnodYqj5Lohoze3KTHv43qUIEJh11e1__8cKIHYvP16YrjDz0gfqnHmzrH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s00000EAMrnlPLIyhSCArtJpY_U8xQu5EF1aQU7WzvJyn1rDHtRIgh_nZNyHDeg3qcjVLStKsfiq_AyOO1kVooM-bdwuC-MkiRYlJoQodNgByiQWzaIDMF-qphnZshU4x6sCmqRAEagVdDTtSZfKZx_4CSa1FIfEnAn0IreNrJTVSFMpZsU6105VdtS50ZN5Eaz7-ZIUYC9zcHPNp4l6LSeDTCf.Db_iuxQK7eQM5CC6JIGHLWI6h9ikxIW9ltQ7qv1oWmJYulorrxj4qhZdq8ZvSrZ1LmIOZj_osSxH9qEZj__sSxH9qIvZulqT5M8se5-9Le_5M8sePvZukmsSX1jlqhZven5MEse5Zj_S8Z1lTr1v3I-hZ1lTrO3T5VS8Z1tTrOdselt5M33IOzsSLWdsSXej_LmxgW9tqSZxvmxU43x5u9qEdse5bk9tqvZdL3xgl3x5I9qxZjEtt5Mvmxgv3xUtrZ1vmxUqTrOv3x5GsSLW9vymx5GsS8ej_qT5MY3IMVseQn5MY3IOs3xUqT5MY3IOs3IhOj4etrOx9Lvmx5I9vU_5VSZj4e_r1l3xgudHzs1FuC5S9QAlEGlUPSeW_tTBknUoQQQQn-xQRze-kl-9h9mlIOAkf0.U1Y10ZDq8X5yLUlG_tSteQQB0ZKGm1Yk0Zfq8X5yLUlG_tSteQQBEQ12qI5f1ql4Jt8S0A-V5HczPfKM5yqbXWD0Iybqmh7GuZR0TA-b5Hf0mv-b5H6Y0AdY5HDsnH-xnH0kPdtznHnsg1nznW9xn1msnfKopHYs0ZFY5Hnzn0KBpHYkPHNxnHR3g1csP7tznHIxPH010AdW5HD3PWcLn1c3PHFxnHbsrHTsnj61r7t1n104n1nzrjnsg1DsnNts0Z7spyfqP0Kkmv-b5H6Y0ZFMIA7M5H00mycqn7ts0ANzu1Yz0ZKs5HDkP104nWmvns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D0ThCqn0KbugmqTAn0uMfqn0KspjYs0Aq15H00mMTqn0K8IjYs0ZPl5fK9TdqGuAnqTZnVuLGCXZb0pywW5R9rffKspZw45fKYmgFMugfqPWPxn7tkPHn0IZN15HcdPH6Lnj04rH6Yn1cvPjfvnW00ThNkIjYkPWc4rHmkrjDsPHfY0ZPGujd9rycLujFWnj0snj0snW040AP1UHdAfW0srj9jwWPjnDm3Pbw7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lIjYs0AdWgvuzUvYqn7t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sg1f4nH03nHF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H0Ln1TYnH6zP0K-IA-b5iYk0A71TAPW5H00IgKGUhPW5H00Tydh5H00uhPdIjYs0A-1mvsqn0K9uAu_myTqnfK_uhnqn0KbmvPb5HmvnRFafRR3wHcYnW0YPbRsnWRsrDcdwjRvwWcvPYPK0Zwzmyw-5Hm1njcznfKBuA-b5HTLfHPjnj9KP1csnYf4wjDzn1PjrRm1wRcLPWIAfYDs0AqW5HD0mMfqn0KEmgwL5H00ULfqn0KETMKY5H0WnanWnansc10Wna3snj0snj0Wnansc10WQinsQW0snj0snankQW0snjDsn0K3TLwd5HmLrjf3nHc0TNqv5H08rjFxna3sn7tsQW0sg108PjPxna3zP-tsQWb4g108n1-xnHc30AF1gLKzUvwGujYs0ZFEpyu_myTqn0KWIWY0pgPxmLK95H00mL0qn0K-TLfqn0KWThnqnHT1rH0&us=newvui&xst=TjYknHTsrHcvPWnKm1YvPW7afb77rDRzPjcsPju7njcdnj9aPRfdPbmzPWIjff7B5HTLfHPjnj9KP1csnYf4wjDzn1PjrRm1wRcLPWIAfYDs0gnqnHcznWbYP1Rsn1RznWnYnWRdPjNxnWcdg1cKI1v43qUIEJh11e1__82tEnodYqj5Lohoze3KTHv43qUIEJh11e1__8cKIHYvP16YrjDz0gfqnHmz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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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对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主要

是抓环保审批和竣工验收两个环节。但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

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施工阶段，等到工程竣工

验收时，许多生态破坏早已发生，尤其是对自然保护区、生

态功能保护区、湿地、珍稀动植物及其栖息地、自然景观等

的环境破坏已不可逆转。因此，我国环境管理制度不断在改

进，逐渐从事后管理转变为全程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应提出对建设项目实施环境监测

的建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中明确

规定按建设项目建设阶段、生产运行、服务期满后（可根据

项目情况选择）等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工况、不同环境影响

和环境风险特征，提出具体环境管理要求；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特征、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结合环境保护目标分布，

制定环境质量定点监测或定期跟踪监测方案；同时，《海洋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规定需依据环境评价与预测结

果，制定环境监测计划，明确环境监测的项目、方法、频率

及监测实施机构等要求。基于此，以生态影响为主的建设项

目必须在建设期进行环境监测。实施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

工期监测既能为评估施工期实施的环保设施和措施效果、施

工影响情况、掌握施工期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等提供基础

数据，也可以为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对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在实践中也面临严峻的

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编制过程中，关于施工期的监测计划制定方面，存在

一定的盲目性，没有从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和预测结果的实

际出发，科学合理地制定与施工规模、方式等相结合的监测

方案，难以真正为后续施工期监测起到正确的指导作用；二、

在建设项目施工期监测实施过程中，监测人员机械地按照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监测计划实施监测，没有结合施工实际情况

科学合理调整监测点位、项目及时间，难以真正发挥施工期

监测的作用；三、在监测结果分析评价方面缺乏合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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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对监测结果分析发掘不深入，难以找出隐藏在数

据背后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四、针对

建设项目施工期监测涉及的费用、工作程序、成果规范性管

理方面，监管单位、建设单位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依据。

上述问题在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监管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

的体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统一的规范来指导生态影响类

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各参与方及各环节工作的有序开

展。因此，为了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使生态影响性建设项

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有章可循，制定相关的标准规范势在必行。

“十四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引领被放在重要位置，将加快打造广

东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广东省将会迎来新一轮大

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同时也是绿色发展与山水林田湖草

一体化保护的机遇与挑战。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

监测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亟需进一步强化支撑、

引领、服务作用。《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技

术指南》编制及实施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积极举措，

是落实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要

求的需要，也是补充和完善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标

准规范体系的重要举措，不仅能为广东省生态影响类建设项

目相关管理单位开展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提供重要依

据和抓手，也能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和施工期环境监测

实施提供科学规范指导。因此，规范的编制和实施对推动广

东生态文明建设、粤港澳美丽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三、工作过程

（一）标准开题及前期准备

2022 年 3 月 16 日，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发布《关于征

集 2022 年度第一批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标准项目的通知》

（粤环学〔2022〕3 号）征集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当月珠

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完成了《生态影响类建设

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指南》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

2022 年 4 月 7 日，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组织专家开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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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论证，专家一致同意指南立项。同时，广东省环境科学学

会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完成标准立项公示，公示无异议，发

布《关于〈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指南〉

团体标准项目立项通知》（粤环学〔2022〕14 号），同意规

范编制项目立项。

由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牵头同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组建标准编制队伍。

（二）标准调研

2022 年 3 月 17 日，在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的大力支持

下，编制组结合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广佛环项目、珠海市洪

鹤大桥工程、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项

目、广河高速公路惠州段工程等交通运输工程施工期监测项

目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研讨，对其施工期可能造成的生态影

响时段、程度进行了充分的调研。

2022 年 3 月 25 日到 4 月 10 日，编制组结合雅鲁藏布江

藏木水电站、广西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山南市乃东区雅砻水

库工程项目、清远抽水蓄能电站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监测

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研讨，对其施工期监测时间和频率、

监测断面（点位）进行了深入考察。

2022 年 4 月 15 日到 4 月 25 日，编制组分别赴汕头和惠

州就广东华电丰盛汕头电厂“上大压小”新建项目配套码头

工程（含陆域形成等）和中广核惠州港口一海上风电场工程

等海洋工程施工期环境监测结果评价标准和方法以及报告

编制情况进行了深度调研。

（三）标准文本编制

2022 年 4 月，编制组对编制单位百余项施工期环境监测

报告进行了整理，对监测参数、频次、时间等进行了梳理，

对施工期监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同时编制组开展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工作。在政策法规方

面，编制组对国家及我省生态影响类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的

相关环保政策开展了研究，分析了新形势下生态影响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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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过程的环境管理需求；在生态影响特征方面，开展

了不同类型项目施工过程生态影响特征的文献调研；在行业

发展方面，收集到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概况。

在多次实地考察、多渠道的数据整理与文献调研后，编

制组草拟形成指南的草案稿及其编制说明。

（四）征求专家意见

2023 年 6 月 30 日，省学会在广州组织召开团体标准《生

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指南》（草案）专家

咨询会，来自暨南大学、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广东省

环境技术中心、广东省广业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

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等 5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本标注提

出如下意见：

1.进一步明确团标适用的行业范围，并调整表征名称，

建议本团标以指南形式编制。

2.补充完善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的工

作程序和成果形式。

四、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一）我国相关政策

在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方面，目前，在

国家层面，还没有针对施工期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指南等

标准文件发布，仅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八

条规定：建设项目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应当将环境保护设施

纳入项目的施工合同和计划，保障其建设进度和资金落实，

并采取防止、减少施工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开展

施工期间的环境监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

纲》3.4 中明确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要包含环境管理与监

测计划；9.4 中规定环境监测计划应包括污染源监测计划和

环境质量监测计划，明确自行监测计划内容。对以生态影响

为主的建设项目应提出生态监测方案。

（二）国内外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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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层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 第 1 部分：公路施工期环境质量监测》（JT∕T 1016.1

—2015；目前已废止），提出了《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公路运输枢纽及场站施工期环境质量监测（征求

意见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港口施工期环境监测（征求意见稿）》。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

4 部分：航道施工期环境监测（征求意见稿）》。水利部提

出了《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监测规范（征求意见稿）》（包含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环境监测相关内容）；在地方标准层面，

山西省于 2014 年 12 月发布了《高速公路施工期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DB14/T 1035—2014），山东省于 2019 年发布了

《核电厂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DB 37/T 3547—2019），

江西省 2019 年发布了《高速公路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 1 部

分：施工期环境质量监测》（DB36/T 1122.1—2019）。
表 1 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一览表

相关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发布单位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生态环境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务院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监测规范（征求意见稿）》 水利部

《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公路施工期环

境质量监测》（JT∕T 1016.1—2015）

行标 交通运输部

《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公路运输枢纽

及场站施工期环境质量监测（征求意见稿）》

行标 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 第 3部分：港口施工期环境监测（征求意见稿）》

行标 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 第 4部分：航道施工期环境监测（征求意见稿）》

行标 交通运输部

《高速公路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DB 14/T 1035

—2014）

地标 山西

《核电厂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DB 37/T

3547—2019）

地标 山东

（三）存在问题

对比分析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建设项目施工期监测相关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https://huanbao.bjx.com.cn/hot/hot_150862.shtml
https://huanbao.bjx.com.cn/hot/hot_1309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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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工作程序不明晰

现有施工期环境监测的标准规范在工作程序方面，未就

环评阶段环境监测计划制定、监测项目组织、时间节点等重

要内容作出明确规定。难以可科学指导施工期监测工作规范、

有序开展。

2、监测内容不全面

现有施工期环境监测的标准规范在监测内容方面主要

针对污染源、地表水、环境空气、噪声等方面做了规定，对

于陆生生态和水生生态未作具体规定，监测内容不全面，使

得对陆生生态和水生生态存在不利影响的施工行为不能给

予有序监督和指导，难以为项目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全

面而有效的支撑。

3、监测项目缺乏针对性

现有施工期环境监测的标准规范在确定监测项目方面，

没有从施工工艺、污染物种类、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等

方面有针对性的确定监测项目，例如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

一般水体和饮用水水源地等在确定监测项目时应有所区别。

4、监测频次规定缺乏适宜性

工程施工不同阶段施工工艺、施工强度以及产生的生态

环境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监测频次方面应根据实际

情况在不同阶段对监测频次做出差异化的要求，对提高施工

期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有效性有重要意义。现有的施工期

环境监测的标准规范大多以固定时间频次的方式进行规定，

缺乏适宜性。

（四）典型项目施工期主要环境问题及监测内容

1、核电类建设项目施工期主要环境问题及监测内容

（1）主要环境问题

核电类建设项目施工期长、规模庞大，对工程区域周边

环境空气、地下（表）水质、声环境、生态环境等均产生一

定的影响。而该类项目多建于沿海地区，对近岸海域水生生

态也会造成一定的扰动。

大气环境：核电类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土地平整、负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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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材料运输及堆放等作业，易造成大气环境的污

染，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 TSP） 、可吸入颗粒物

（ PM10） 等； 施工场地大型机械作业，以及公路汽车运

输产生尾气排放，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 NO2） ; 此外，

核电站由于选址偏僻往往配套不完善，需建设力能区，配套

燃煤或燃气锅炉，锅炉排放也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主要

污染物为二氧化硫（ SO2） 、氮氧化物（ NOx） 、烟尘等。

水环境： 核电站建设周期长，废水排放势必对项目周

边地表水、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一般配套建设施工营地满

足施工人员生活需求，会产生生活污水排放； 施工区域作

业易产生生产废水；常规主要污染物为 pH、悬浮物（ SS）、

石油类、化学需氧量（ COD） 、生化需氧量（ BOD5） 、

氨氮（ NH3－N） 、总磷（ TP） 、总氮（ TN） 等。

噪声和振动： 按照相关设计要求，核电站核岛和常规

岛应建于基岩层。目前核电类建设项目施工负挖阶段常规采

取的作业方式为爆破，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周围环境的振动影

响； 此外，大型机械（ 起重机、运输车辆） 易造成噪声

污染。

水生生态： 核电站由于需要大量的循环冷却水，一般

建于沿海地区，需配套建设一定的海工工程，施工船舶作业

过程会排放含油污水； 炸礁以及铺排、水上抛石、取排水

沟渠疏浚均会扰动近岸海域底质，导致底栖生物、浮游生物

及鱼类的栖息和活动环境发生变化，对施工区海水水质及海

洋水生生态造成一定影响。

表2 核电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推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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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

依据实际建设进度优化调整监测内容，选取噪声、水、

大气、水生生物指标等作为对施工期环境监测的指标； 同

时对固体废弃物处置、应急预案制定等环境管理内容进行调

查。

声环境： 重点关注施工期厂界及环境敏感点。重点选

取施工场界及其所建设的预制场、拌合场、取（弃） 土场

地外的环境敏感目标。原则上选择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同

的点位； 施工期间，存在环境保护投诉与纠纷的环境敏感

点优先作为监测点位。

水环境： 重点针对水域环境敏感目标，分析项目施工

对水环境的影响以及水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包括受项目

施工影响的河流、湖泊、水库、海洋等水体； 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要求关注的地下水监测点位；施工区域外排生产废水

及生活污水。原则上选择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同的点位，

除在影响范围内设监测点外，还应设置对照监测点。

大气环境： 重点调查施工期扬尘、燃料废气的控制情

况。包括施工场界及其所建设的预制场、拌合场、取（弃）

土（石） 场界；

项目施工影响的环境空气敏感目标； 施工配套锅炉等

有组织排放废气排气筒或废气处理设施排口。原则上选择与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同的点位或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点位；施工期间，存在环境保护投诉与纠纷的环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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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点优先作为监测点位。

水生生态： 项目施工涉及水上施工等对水生生态环境

有明显影响的项目，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涉及水生生态

环境监测的，均应开展水生生态环境监测。原则上选择与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同的点位，如果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未进

行监测或工程变更导致影响位置发生变化时，除在影响范围

内设点外，还应在非影响区设置对照点进行监测。

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重点调查生产垃圾（建

筑垃圾） 、生活垃圾的处置方式和去向； 调查施工期水上

施工工艺，重点关注项目的疏浚量、疏浚物的处置去向； 炸

礁的数量及炸礁废物的处理情况。核实固体废物处置是否符

合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危险废物处置应作为调查重点。

2、内核航道类设项目施工期主要环境问题及监测内容

（1）主要环境问题

水环境：内河航道建设项目最显著的环境影响是水环境

污染，底泥疏浚、河岸拓宽、水利设施建设都会产生大量的

污染物影响下游水体质量。其中，桥梁工程、底泥疏浚、河

岸拓宽、水利设施建设等水污染监测指标主要是水体悬浮物

（SS）和石油类；施工营地主要监测指标：水体悬浮物 (SS)、

化学需氧量（COD） 和生化需氧量（BOD)。

大气环境：桥梁工程、护岸工程、服务区建设、拌合站

和施工便道都会造成空气污染，伴随混凝土浇筑施工的全过

程，空气污染物指标主要是大气悬浮颗粒物 (TSP)。

声环境：内河航道施工期噪声污染主要是由施工机械和

车辆引起的。主要为桥梁桩基施工、水泥搅拌桩、服务区基

础施工使用的冲击钻机噪声，护岸施工噪声的影响主要是距

离施工现场较近（200m 以内） 的村庄、学校等噪声敏感点，

因此对施工噪声的监测主要都针对噪声敏感点的保护而进

行的。振动污染问题与施工噪声基本一致，主要为基础施工

阶段。

生态环境：服务区、营地场地平整，护岸基坑开挖会对

陆生生态产生较大影响，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两栖动

物及小动物等数量减少，活动栖息地减少。桥梁涉水桩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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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疏浚、拓宽作业会引起局部水域水质浑浊，不利于藻类

生长繁殖，挖掉水生维管束植物，改变原住底栖动物的生活

环境，从而对其种类、数量、分布产生一定的影响，河床淤

积多年的泥沙被释放到江水中，使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浮游生物、底栖动物等鱼类饵料生物量的减少，改变了原有

鱼类的生存、生长和繁衍条件。

（2）监测内容

表3 内河航道施工期环境监测点位设置与主要监测因子

实施阶段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时间和频

率

施工期

地表水环境
工程沿线有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的常规监测断面
/ /

施工废水

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排放

口，共设置4个监测站位

pH、SS、COD、

石油类

施工期每半年

进行一次监测，

必要时进行应

急监测。

距离敏感点较近的弃渣场

尾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pH、SS、COD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设施排放口共设

置2个监测点位

pH、BOD5、氨

氮、COD和动

植物油

施工期每半年

进行一次监测，

必要时进行应

急监测。

噪声

施工河道沿线船舶机械作

业繁忙路段和大型施工作

业场，共设置4个监测点位

（噪声）等效

连续A声级

施工期每半年

监测一次。噪声

每次监测一昼

夜。

施工扬尘

桥梁拆除地段、大型施工

机械作业现场、砼拌合点

厂界外10m，共布设6个监

测点位

TSP、NO2

施工期每半年

进行一次监测。

五、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监测现状

（一）施工期环境监测程序

现阶段在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监测程序方面存

在不规范的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施工期环境监测开展晚于工程开工时间 由于种种原

因，项目建设单位往往在工程开工后才开始确定施工期监测

服务单位，造成环境本底以及工程初期环境影响结果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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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后续跟踪监测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失去了参照，

给施工期监测分析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2、施工期监测存在分包现象 个别施工期环境监测服务

单位中标后，出于成本的考虑，把现场监测任务分包给其他

环境监测单位，使得现场监测和结果分析一定程度上割裂，

产生现场问题反馈不及时、环保建议缺乏针对性等诸多问题，

严重影响了施工期环境监测的作用。

（二）施工期环境监测服务情况

1、施工期环境监测能力方面

随着近几年生态环境检测机构的发展，环境监测的能力

取得的较大的提升，在大气、噪声和水环境监测方面基本能

满足施工期环境监测的需求。但是，在生态调查监测方面还

存在不少短板，第一，生态监测人员数量和经验能力不足。

不同于大气、噪声和水环境监测，生态监测需要具备较完整

的知识体系和长时间的专业训练，特别是物种鉴别等，专业

性较强。对于日益增长的生态监测需求， 存在一定的缺口。

第二，监测设备有待进一步加强。监测用船方面，特别是海

洋监测，大部分施工期监测租用渔船进行海上采样，在环境

卫生、安全、规范性方面均存在问题，严重影响环境监测质

量。

2、施工期环境监测市场竞争方面

目前，数量多，规模小是生态环境检测机构的主要特点

之一，市场竞争激烈，充分的竞争有力的促进了监测服务能

力和品牌意识设的提升；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低价竞争的

现象，给监测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三）施工期环境监测成效

施工期环境监测开展以来，环境监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耳目”“哨兵”“尺子”的作用，为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

作出了较大贡献。目前，施工期环境监测仍存在一些限制施

工期环境监测成效体现的问题。

1、时效性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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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过程中既有持续的、隐蔽的环境影响，也要短

时，间歇性的影响（如设备跑冒漏、施工扬尘等），对于第

二种情况，往往没有及时出具监测结果并快速向相关方反馈，

没有完全起到施工期环境监测的作用。

2、报告分析的深度不够

多数施工期监测分析报告经分析评价达标情况，对施工

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范围、程度、变化趋势分析不够深

入；对于施工对水生生物的影响缺乏科学系统的评价方法。

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施工影响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不能很好的为施工工艺、方式的优化改进提供基础支撑。

六、文件内容结构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5、 环评阶段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技术要求

6 、施工期环境监测准备阶段

7 、施工期环境监测实施阶段

附录 A（规范类）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监测施工

方案编制大纲

附录 B（规范类）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施工期监测报告

编制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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