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部公告

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标准和程序，提高可操作性，我部制定了《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现予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5 月 15 日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8 年 5 月 16 日印发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1 适用范围

本技术指南规定了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总体要求，提出了验收程

序、验收自查、验收监测方案和报告编制、验收监测技术的一般要求。

本技术指南适用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已发布行业验收技术规范的

建设项目从其规定，行业验收技术规范中未规定的内容按照本指南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2.1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是指主要因污染物排放对环境产生污染和危害的建设项目。



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是指在建设项目竣工后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及技术规范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调试、管理及其效果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的查验、监测等

工作，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主要技术依据。

2.3 环境保护设施

环境保护设施是指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开展环境监测所需的装置、设备和工程

设施等。

2.4 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是指预防或减轻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管理或技术等措施。

2.5 验收监测报告

验收监测报告是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要求，对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得出结论的技术文件。

2.6 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是记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和结果的文件，包括验收监测报告、验

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三项内容。

3 验收工作程序

验收工作主要包括验收监测工作和后续工作，其中验收监测工作可分为启动、自查、编

制验收监测方案、实施监测与检查、编制验收监测报告五个阶段。具体工作程序见图 1。验

收推荐程序与方法见附录 1。





4 验收自查

4.1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初步设计（环保篇）等文件，

国家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项目的督查、整改要求的落实情况，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变动及相

应手续履行情况，是否按排污许可相关管理规定申领了排污许可证，是否按辐射安全许可管

理办法申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4.2 项目建成情况



对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文件，自查项目建设性质、规模、

地点，主要生产工艺、产品及产量、原辅材料消耗，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

储运工程和依托工程内容及规模等情况。

4.3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4.3.1 建设过程

施工合同中是否涵盖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内容和要求，是否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

资金使用内容，项目实际环保投资总额占项目实际总投资额的百分比。

4.3.2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按照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的顺序，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中的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建成情况，如废水处理设施类别、规模、工艺及主要

技术参数，排放口数量及位置；废气处理设施类别、处理能力、工艺及主要技术参数，排气

筒数量、位置及高度；主要噪声源的防噪降噪设施；辐射防护设施类别及防护能力；固体废

物的储运场所及处置设施等。

4.3.3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按照环境风险防范、在线监测和其他设施的顺序，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建成情况，如装置区围堰、防渗工程、事故池；规

范化排污口及监测设施、在线监测装置；“以新带老”改造工程、关停或拆除现有工程（旧

机组或装置）、淘汰落后生产装置；生态恢复工程、绿化工程、边坡防护工程等。

4.3.4 整改情况

自查发现未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的，

应及时整改。

4.4 重大变动情况

自查发现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

发生重大变动，且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建设单位应及时依法依规履行相关手续。

5 验收监测方案与验收监测报告编制



5.1 验收监测方案编制

5.1.1 验收监测方案编制目的及要求

编制验收监测方案是根据验收自查结果，明确工程实际建设情况和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

况，在此基础上确定验收工作范围、验收评价标准，明确监测期间工况记录方法，确定验收

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方法、频次等，确定其他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检查内容，制定验收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方案。

验收监测方案作为实施验收监测与检查的依据，有助于验收监测与检查工作开展得更加

规范、全面和高效。石化、化工、冶炼、印染、造纸、钢铁等重点行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项目推荐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建设单位也可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是否编制

验收监测方案。

5.1.2 验收监测方案推荐内容

验收监测方案内容可包括：建设项目概况、验收依据、项目建设情况、环境保护设施、

验收执行标准、验收监测内容、现场监测注意事项、其他环保设施检查内容、质量保证和质

量控制方案等。

5.2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

编制验收监测报告是在实施验收监测与检查后，对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得出结论。结论应明确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包括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环境保护

设施处理效率达到设计指标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与总量指标符合情况，建设

项目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情况，其他环保设施落实情况等。

5.2.1 报告编制基本要求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应规范、全面，必须如实、客观、准确地反映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落实情况。

5.2.2 验收监测报告内容

验收监测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建设项目概况、验收依据、项目建设情况、环境保护设施、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

结论与建议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验收执行标准、验收监测内容、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验

收监测结果、验收监测结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等。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可视情况自行决定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书或表。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书参考格式与内容见附录 2-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表参考格式见附录 2-2。

6 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6.1 工况记录要求

验收监测应当在确保主体工程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并如实

记录监测时的实际工况以及决定或影响工况的关键参数，如实记录能够反映环境保护设施运

行状态的主要指标。典型行业主体工程、环保工程及辅助工程在验收监测期间的工况记录推

荐方法见附录 3。

6.2 验收执行标准

6.2.1 污染物排放标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污染物排放标准原则上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所规定的标准。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之后发布或修订的标准对建设项

目执行该标准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新发布或修订的标准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实施地域范

围、时间，按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建设项目排放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包括的污染物，执行相

应的现行标准。

对国家和地方标准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决定中尚无规定的特征污染因子，可

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和工程《初步设计》（环保篇）等的设计指标进行参照评价。

6.2.2 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期间的环境质量评价执行现行有效的环境质量标准。

6.2.3 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



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的相关要求进行评价，也可参照工程《初步设计》（环保篇）中的要求或设计指标进行

评价。

6.3 监测内容

6.3.1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监测

6.3.1.1 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监测

1)各种废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

2)各种废气处理设施的去除效率；

3)固（液）体废物处理设备的处理效率和综合利用率等；

4)用于处理其他污染物的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

5)辐射防护设施屏蔽能力及效果。

若不具备监测条件，无法进行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的，需在验收监测报告（表）中说

明具体情况及原因。

6.3.1.2 污染物排放监测

1)排放到环境中的废水，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有回用或

间接排放要求的废水；

2)排放到环境中的各种废气，包括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

3)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固（液）体废物，需要进行危废鉴别的，按照相关危废鉴别技术

规范和标准执行；

4)厂界环境噪声；

5)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总量控制污染物的

排放总量；



6)场所辐射水平。

6.3.2 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环境质量影响监测主要针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关注的环境

敏感保护目标的环境质量，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海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环境、辐

射环境质量等的监测。

6.3.3 监测因子确定原则

监测因子确定的原则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确定的污染物；

2)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涉及，但属于实际生产可能产生的

污染物；

3)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涉及，但现行相关国家或地方污染

物排放标准中有规定的污染物；

4)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涉及，但现行国家总量控制规定的

污染物；

5)其他影响环境质量的污染物，如调试过程中已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国家或地方生

态环境部门提出的、可能影响当地环境质量、需要关注的污染物等。

6.3.4 验收监测频次确定原则

为使验收监测结果全面真实地反映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和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效果，采

样频次应能充分反映污染物排放和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情况，因此，监测频次一般按以下原

则确定：

1)对有明显生产周期、污染物稳定排放的建设项目，污染物的采样和监测频次一般为

2～3 个周期，每个周期 3～多次（不应少于执行标准中规定的次数）；

2)对无明显生产周期、污染物稳定排放、连续生产的建设项目，废气采样和监测频次一

般不少于 2天、每天不少于 3 个样品；废水采样和监测频次一般不少于 2 天，每天不少于 4

次；厂界噪声监测一般不少于 2 天，每天不少于昼夜各 1 次；场所辐射监测运行和非运行两



种状态下每个测点测试数据一般不少于 5 个；固体废物（液）采样一般不少于 2 天，每天不

少于 3个样品，分析每天的混合样，需要进行危废鉴别的，按照相关危废鉴别技术规范和标

准执行；

3)对污染物排放不稳定的建设项目，应适当增加采样频次，以便能够反映污染物排放的

实际情况；

4)对型号、功能相同的多个小型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监测和污染物排放监测，可采用

随机抽测方法进行。抽测的原则为：同样设施总数大于 5个且小于 20 个的，随机抽测设施

数量比例应不小于同样设施总数量的 50％；同样设施总数大于 20 个的，随机抽测设施数量

比例应不小于同样设施总数量的 30％；

5)进行环境质量监测时，地表水和海水环境质量监测一般不少于 2 天、监测频次按相关

监测技术规范并结合项目排放口废水排放规律确定；地下水监测一般不少于 2天、每天不少

于 2 次，采样方法按相关技术规范执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一般不少于 2 天、采样时间按相

关标准规范执行；环境噪声监测一般不少于 2 天、监测量及监测时间按相关标准规范执行；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至少布设三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至少采集 1个样品，采样点布设和样品

采集方法按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6)对设施处理效率的监测，可选择主要因子并适当减少监测频次，但应考虑处理周期并

合理选择处理前、后的采样时间，对于不稳定排放的，应关注最高浓度排放时段。

6.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

验收监测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均按照《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