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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有关规定，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园区

开始陆续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对于现状环境承载力

的分析，以及规划的后续实施开发强度的预测需量化，才能

满足分析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黄钦佩 >��提出了使用类比分析法和排污系数法计算规划

区内不同规划阶段各个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量，利用不同行

业的类比或排污系数，从而量化预测出未实施规划的污染物

排放量。同时，他提出要使用 �—3值控制法、数学规划等

多种方法对环境承载力进行计算分析。但是利用类比法或排

污系数法计算环境承载力，工作量较大。

莫云 >��通过各单项环境指标的相对剩余容量和各环境要

素的权重，计算区域的综合环境承载力及饱和度，用来预测

区域持续发展及综合能力的走向与趋势。但论文未体现出单

项因素的剩余容量的计算方法，在单项环境因素承载能力的

判断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

郑博福等 >��利用向量模法对中国浙江省长兴县各分区水

环境承载状态进行综合评价，量化分析了长兴县水环境承载力。

论文浅谈了河流一维水质模型量化分析地表水环境容量

和 �值法量化分析大气环境容量在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中的

应用。

2�方法与应用

论文以中国北京市通州区的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的跟踪评

价为例，通过一维水质数学模型量化分析地表水环境容量、

�值法量化分析大气环境容量，明确了该产业园区所在区域

的地表水和大气的环境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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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各类综合性规划和专项规划实施可能对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其规划编制机关已陆续开展规划的环境影响跟踪评
价。但目前尚未公开发布评价技术导则和技术方法，论文以中国北京市通州区某产业园区为例，通过河流一维水质模式量化
分析地表水环境容量、�值法量化分析大气环境容量，明确了园区所在区域的大气和地表水的环境承载能力，浅谈了环境承载
力量化分析方法在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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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地表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河流一维水质模型属于典型的迁移扩散方程。对于河流

来说，其深度和宽度相对于长度来说是非常小的，绝大多数

的河流水质计算可简化为一维水质问题。根据污染物在水体

中的迁移与转化过程，利用质量守恒定律，可建立污染物迁

移转化数学模型。

论文中北京市通州区的产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入

的地表水是凤港减河，以凤港减河为例，量化其环境承载力。

������地表水环境容量计算模式

计算单元采用一维水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计算模式如下：

� （�）

式中，�——容量计算单元的环境容量，W�D；

�——计算单元设计流量，P��V；

�V——计算单元出水控制浓度，PJ�/；

��——计算单元来水控制浓度，PJ�/；

�——降解系数，��G；

�——计算单元河道长度，P；

�——计算单元平均流速，P�V。

������水文参数确定

背景浓度：以上游水环境监测断面的平均浓度作为背景

浓度。

设计流量：选取河流枯水期流量进行容量计算。

控制因子：根据流域水污染现状和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现

状，选择 &2'&U、氨氮、总磷作为容量计算的控制因子。

水质目标：评价河段执行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中的Ⅴ类标准。

凤港减河评价河段的主要水文参数见表 �。

表 1�凤港减河评价河段水文参数表

评价河段
枯水期流

量 4

最小河宽

E

平均水深

K
坡降 L

平均流速

X

凤港减河 �P��V ��P ���P ������ ���P�V

凤港减河评价河段水环境容量计算属性见表 �。

表2�凤港减河评价河段水环境容量计算属性表（单位：mg/L）

容量计算区域 评价河段背景浓度 &� 功能区类别（Ⅴ类水域）&V

&2'&U � ��

氨氮 ����� �

总磷 ���� ���

备注

①降解系数 N：&2'&U：

����、氨氮：����、总磷：

���；

②计算单元为自产业园

区上游 ��P，至园区排

污口下游混合过程段边

界，河道长度 ����P

������水环境容量计算结果

将各参数带入公式（�），得出凤港减河评价河段的剩

余环境容量，详见表 �。

表 3�凤港减河评价河段的剩余环境容量表（单位：t/a）

&2'&U 氨氮 总磷

�������� ������� ������

论文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凤港减河，将后续规

划实施后废水污染物新增排放量与凤港减河剩余水环境容量

作对比，即可判断剩余水环境容量是否能满足后续规划实施

的需求。

2.2�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

大气环境容量依据 �%�7�����—��《制定地方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推荐的 �值法确定。�值法

是基于箱模型计算出控制区的某种污染物的理想容量，对区

域大气污染物进行宏观总量控制的一种方法。

������大气环境容量测算模式

��� （�）

式中，��N—总量控制区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

值，万 W；

�L—第 L功能区面积，NP�；

�—总量控制区中功能区总数；

�NL—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第 L功能区相应的年日

平均浓度限值，PJ�P�；

�R—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年日平均浓度，PJ�P�；

�—地理区域性总量控制系数，���W�NP��D。

������总量控制因子

根据工业园区规划项目的排污特征，选取 62�、12�、

粉尘（颗粒物）作为控制因子。

������参数的选取

总量控制模式参数选取见表 �。

表 4�总量控制模式参数选取

类别 日均值（PJ�P�） 规划用地面积

（NP�）污染控制因子 62� 12� 30��

年均标准限值 ���� ���� ����

�������论文产业园区监测年

均值
����� ����� �����

注：论文产业园区处于 �%���������的二类区，故均取二级标

准年日均值浓度限值。

中国各地区总量控制系数见表 �。

参数 �是由通风能力确定的一个参数，取决于平均风速

的大小和混合层高度。评价区处于北京市通州区境内，考虑

到所处区域的平均风速不大、混合层高度不高等因素，本跟

踪评价 �值取中间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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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国各地区总量控制系数

地区序号 省（市）名 �

� 新疆、西藏、青海 �������

�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阴山以北） �������

�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 �������

�
内蒙古（阴山以南）、山西、陕西（秦岭以北）、

宁夏、甘肃（渭河以北）
�������

�
上海、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

安徽、海南、台湾、福建、江西
�������

�
云南、贵州、四川、甘肃（渭河以南）、陕西

（秦岭以南）
�������

� 静风区（年平均风速小于 �P�V） �������

������大气环境容量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模式和方法计算得到论文产业园区所处区域各

控制因子的大气环境容量，见表 �。

表 6�区域大气环境容量测算结果表（单位：t/a）

62� 12� 30��

���� ����� �����

由表 �可知，论文产业园区区域内，执行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的情况下，62�尚有剩

余环境容量，12�和颗粒物均已没有剩余环境容量。将产业

园区后续规划实施后 62�新增排放量与剩余大气环境容量作

对比，即可判断剩余大气环境容量是否能满足后续规划实施

的需求。

3�结语

在规划区进行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时，可通过量化手段分

析环境承载力以及预测后续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结果。论文

简单示范了一维河流水质模型量化分析地表水环境容量、�

值法量化分析大气环境容量的应用。为规划编制机关日后开

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起到实际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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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针对钻井现场作业应急处理做的一次重要调整，也

是现场设备应用的一次大胆创新。为满足钻井现场工作实际

需要，现场设备管理人员敢于推翻固有模式勇于进行尝试创

新。完成了应急电机控制系统分离的改造。使设备结构构成

更加合理，在减小紧急情况下的井下风险的同时，创造了大

量的经济价值，通过应急操作已累计减少经济损失 ���万元

左右。几次应急电机应急处理，证明了应急电机控制系统分

离控制的必要。作为现场维护人员，我们需要熟悉设备的原

理及特性。对不满足钻井现场作业的钻井设备要勇于进行改

造，从设备本质上解决设备运行存在的缺陷，保证钻井设备

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有应急处理手段及时作出应急处理，真

正做到钻井设备保证钻井工程，满足现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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