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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保护标准是国家环境保护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

了国家环境保护规划，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行政的依据，推

动着环境保护科技的进步，对投资具有导向作用，也是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的准绳。近年来，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具体执行过程中，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专业人员、专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具

体实践反馈，环境质量标准存在一定问题。目前有相关专家学者

对其做过宏观或综合探讨，也有部分针对具体环境保护标准分析。

论文结合笔者多年工作实践，提出环境质量标准执行中的几个常

见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2 环境保护标准现状

环境保护标准是国家为了保证公众健康，促进生态良性

循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根据国家的环境政策和法规，

在综合考虑本国自然环境特征、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的

基础上，规定环境中的物质质量（含量 / 浓度）或污染物的

允许含量和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排放方式，

以及检测方法和其他有关技术规范。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两级五类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分

别为国家级和地方级，类别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

放（控制）标准、环境监测类标准、环境管理规范类标准和

环境基础标准。论文重点讨论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是为了保护公众健康、维护生态环境和

保障社会物质财富，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对环境中

有害物质和因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常见的质量标准有空气

质量标准、地表水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土壤质量标

准、噪声质量标准等。当前中国已发布了 GB3095-2012《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097-1997《海水水质标准》、GB14848-2017《地下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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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GB36600-

201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上述标准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

执法工作展开 [1]。

3 中国环境保护标准在具体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①由于行业复杂，污染物繁多，环境保护标准中规定和

涵盖的污染因子不够全面，其规定的污染因子，从数目看，

远远小于企业实际生产中排放的因子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中，通过实际调查研究，发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

并排放的部分污染物，环境质量标准中并未涉及。当污染物

因子限值缺失时，可类比国外标准，如 CH 245-71《前苏联

居民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浓度》，但该标准仍不能

涵盖所有污染物（如二氯甲烷、三氯甲烷）[2]。

②综合性污染物不能涵盖所有污染物，地表水质量标准

中的 COD 指标、空气质量标准中的 VOC、非甲烷总烃均为

有机污染物的综合性指标，但不同的污染物，如乙酸乙酯、

乙酸、甲醇、乙醇、二氯甲烷等即使浓度相同其环境影响亦

不同，所以在考虑综合性指标同时也得兼顾单一污染物指标。

③部分可查得的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限值只有一次值或

小时均值，没有日均值和年均值等，不例于环境影响预测，

无法对拟建项目周边敏感点的特征因子的日均值进行预测，

给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造成了困难。

4 解决问题的对策

当一种污染物缺失国内质量浓度限值，又没有其他国家

类比质量浓度限值，可以采用公式法来获得环境质量浓度限

值。当前常见的公式有多介质环境目标值法（MEG 法，美国

环境保护局 (USEPA) 工业环境实验室推算出的公式）、苏联

算法。

其中，多介质环境目标值 (multimedia environmental goals，

简称 MEG )[3] 为美国环境保护局 (USEPA) 工业环境实验室推

算出来的化学物质或其降解产物在环境介质 ( 空气、水、土壤 )

中的含量及排放量的限定值。预计化学物质的量在不超过

MEG 时，不会对周围人群及生态系统产生有害影响。环境质

量标准采用 MEG 中的 AMEG( 周围环境目标值 )，AMEG 包

括 AMEGH（以健康影响为依据）和 AMEGE（以生态影响

为依据）。AMEG 主要由经验数据推算，其所依据的毒理学

数据主要有：①阈限值，美国政府卫生学专家会议 (ACGIH)

制定的车间空气容许浓度，mg/m3；②推荐值，美国国家职

业安全卫生研究院 (NIOSH) 制定的车间空气最高浓度推荐

值，mg/m3；③半致死剂量 LD50，mg/kg。④半致死浓度

LC50，mg/m3；⑤ TLm，导致半数水生生物死亡的浓度。苏

联算法 [4] 只针对空气质量，依据的毒理学数据为车间卫生标

准，mg/m3。

空气、地表水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限值算法说明如下。

4.1 空气环境质量浓度限值算法

空气环境质量浓度限值可采用 MEG 法和苏联算法。

4.1.1 MEG 法

以健康影响为依据的计算公式如下：

AMEGAH（μg/m3）＝阈限值 /420×103

或者，AMEGAH（μg/m3）＝ 0.107×LD50

以生态影响为依据的计算公式如下：

AMEGAE（μg/m3）＝ 0.1× 污染物的最低作用浓度

（μg/m3）

AMEG 法为长期环境质量标准，可视为日平均质量浓度

限值 [5]，根据 HJ2.2-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对仅有 8h 平均质量浓度限值、日平均质量浓度限值或年平

均质量浓度限值的，可分别按 2 倍、3 倍、6 倍折算为 1h 平

均质量浓度限值”，故 1h 平均质量浓度限值＝ AMEG×2。

4.1.2 苏联算法

苏联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苏联专家推算公式，当污染物环境质量一次值 Cm

缺失时，可用车间卫生标准 C 生来计算，计算公式如：

ln Cm ＝ 0.607 lnC 生 -3.166（无机化合物）

ln Cm ＝ 0.470 lnC 生 -3.595（有机化合物）

ln Cm ＝ 0.0426 lnC 生 -0.28（脂芳族和芳香烃）

ln Cm ＝ 0.702 lnC 生 -1.933（氯烃类）

一次值约等于 1h 平均质量浓度限值，依据上述比例折

算日平均质量浓度限值。

为了表征各种算法计算结果的不同，论文选取的污染因

子包括：有中国标准、其他国家标准的污染因子甲苯、甲醇、

HCl；没有中国、其他国家标准的污染因子，如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7783



131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5卷·第 12 期·2021 年 06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gcjsygl.v5i12.

表 1 不同算法计算空气质量浓度限值比较   单位：μg/m3

污
染
因
子

浓度
类型

国家
标准
（HJ 
2.2—

2018）

前苏联
标准
（CH 
245—
71）

EPA 计算结果 前苏
联算
法计
算结
果

备注
AMEGAH AMEGAE

甲
苯

小时值
或一次

值
200 600 1605 1371 920 LD50：

5000mg/kg
日均值 / 600 535 457 307 

甲
醇

小时值
或一次

值
3000 1000 1806 / 124 LD50：

5628 mg/
kg

日均值 1000 500 602 / 41 

HCl

小时值
或一次

值
50 200 289 / 823 LD50：900 

mg/kg
日均值 15 200 96 / 274 

二
氯
甲
烷

小时值
或一次

值
/ / 513 / 5968 LD50：

1600 mg/
kg

日均值 / / 171 / 1989 
三
氯
甲
烷

小时值
或一次

值
/ / 291 / 1185 LD50：908 

mg/kg
日均值 / / 97 / 395 

由表 1 可知，美国 EPA 算法和前苏联算法结果不同，

EPA 算法与国家标准更为接近，作参考的意义更大。基于保

守原则，论文建议，环评工作如有需要，可将两种算法计算，

择其严格者执行。

4.2 水环境质量浓度限值算法

地表水环境质量浓度限值可采用 MEG 法（地下水质量

标准除溶解氧外，其余可类比采用），以健康影响为依据的

计算公式如下：

AMEGWH（μg/L）＝ 13.8× 阈限值

或者 AMEGWH（μg/L）＝ 0.4×LD50

以生态影响为依据的计算公式如下：

AMEGWE（μg/L） ＝ 50×TLM96 （ 半 衰 期 ＜ 4 天，

TLM 指 96 小时导致半数水生生物死亡的浓度，下同）或者

AMEGWE（μg/L）＝ 10×TLM96 （半衰期≥ 4 天）。

或者 AMEGWE（μg/L）＝鲜鱼体内污染物最高容许浓度

（不会产生不正常味道、气味和颜色的污染物的最低浓度）/

浓缩因数（浓缩因数指生物体内蓄积的估计浓度与生物体所在

水域中污染物浓度的比值）。

由表 2 可知，美国 EPA 算法总体上宽松于国家标准，不

过在污染因子缺失情况下仍有参考价值。

4.3 土壤质量浓度限值算法

土壤环境质量浓度限值可采用 MEG 法：

AMEGLH（μg/g）＝ 0.2×AMEGWH

AMEGLE（μg/g）＝ 0.2×AMEGWE

表 2 不同算法计算水质量浓度限值比较 单位：μg/L

污染
因子

国家标准
（HJ 2.2—

2018）

EPA 计算结果
备注

AMEGAW AMEGAW

甲苯 700 2000 250 LD50：
5000mg/kg

甲醇 / 2250 50000 LD50：5628 
mg/kg

二氯
甲烷

20 640 5000 LD50：1600 
mg/kg

三氯
甲烷

60 363 500 LD50：908 
mg/kg

由表 3 可知，美国 EPA 算法总体上宽松于国家标准，不

过在污染因子缺失情况下仍有参考价值。

表3 不同算法计算土壤质量浓度限值比较 单位：μg/g（mg/kg）

污染
因子

国家标准（GB36600—2018） EPA 计算结果

备注筛选值 管制值
AMEGAH AMEGAH一类

用地
二类
用地

一类
用地

二类
用地

甲苯 1200 1200 1200 1200 400 50 LD50：
5000mg/kg

甲醇 / / / / 450 10000 LD50：
5628 mg/kg

二氯
甲烷

94 616 300 2000 128 1000 LD50：
1600 mg/kg

三氯
甲烷

0.3 0.9 5 10 72.6 100 LD50：908 
mg/kg

5 结语

对于环境质量标准缺失的污染因子，可以采用公式法确

定环境质量浓度限值，备选方案有多介质环境目标值 (Mul-

timedia Environmental Goals，简称 MEG) 法和前苏联算法。

MEG 法可用于估计水、空气和土壤中环境浓度限值；前苏联

算法可用于计算空气中环境浓度限值。环评工作如有需要，

可将两种算法计算，择其严格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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