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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的目的、意义、项目类型的确定及评价时机的选择 ,重点明确了回顾性评

价的程序和内容 ,以及如何提高回顾性环评针对性的方法 ,并得出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是对环评质量控制的有效手段 ,可

以有效监督建设单位落实环评中规定及环保主管部门批复的环保措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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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我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的研究始

于 20世纪 90年代 ,回顾性评价概念的提出缘于环

评制度在执行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影响了

环评制度的深入贯彻和环评的实际效果。回顾性

评价是对原环评的验证和重要补充 ,可以纠正原环

评的不足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产生的环境问题 ,

提出更为合理和实用的环境保护措施与对策。同

时 ,回顾性评价可以解决“三同时 ”项目竣工验收

的遗留问题等。我国现有的环保法规和制度中对

建设项目回顾性评价暂无明确规定 ,也未正式将其

列入环境影响评价的整体工作范围之内。目前开

展的建设项目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 ,一般是根据环

境管理部门特殊要求进行的 ,其内容和方法也有一

定的差别。因此应尽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

探索和创新建设项目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和

内容 ,形成规范性文件。

1　回顾性评价项目的确定与时机的选择

不是所有项目都需要进行回顾性评价 ,需结合

项目的污染程度、建设规模、敏感性等进行筛选 ,并

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项目“三同时 ”竣工验收时

予以明确。建议出现以下情形的项目应做回顾性

评价 :项目运行后出现污染纠纷 ,群众反应强烈的 ;

项目竣工验收时有遗留问题 ,比如区域环境容量较

小而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超标的 ;项目周围有重要

敏感目标的 ;项目规模大且排放特征因子多 ,毒性

比较强的等。

建设项目投产运行后何时进行回顾性评价 ,应

根据具体情况 ,视不同类型的建设项目区别对待。

一般来说 ,时间间隔越长 ,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将越

明显 ,项目所在地的环境必将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

展而变化 ,单个项目的环境影响必然与整个区域发

展的影响融合在一起 ,以致于难以区分原评价项目

的环境影响分担率 ,所以时间不宜拖得太久。从回

顾性评价的目的来看 ,起始时间放在项目竣工验收

后更有利于发挥回顾性评价的作用。而对于一些

在正式竣工验收前已进行了多年生产运行的项目 ,

如大型水电站、农田水利工程等 ,与竣工验收一起

进行回顾性评价较合适。

2　回顾性评价工作程序

一个良好的评价程序有助于评价准确、快速地

完成 [ 1 ]。因此 ,在开展回顾性评价工作时应综合

考虑与之有关的主要环境因子变化情况 ,项目对社

会的真实影响程度 ,现有的环境科技水平等诸多因

素 ,并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 ,确定其回顾性评价的

工作范围及评价的重点 ,力求对项目予以科学、公

正的评价 ,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容和特点 ,将

整个工作程序分为 3个阶段 (如图 1所示 )。

2. 1　准备、调查与监测阶段

(1)接到回顾性评价任务后 ,收集并研究与项

目有关的环评报告书、环评批复、项目竣工验收监

测报告、验收意见等资料 ,明确评价工作的内容和

范围 ,确定评价工作的方法与原则及评价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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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重点。

(2)调查、核实污染源的分布、污染源强、污染

物的种类、数量、排放状况及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

(3)组织开展大气、水、噪声、土壤等环境质量

现状监测。

(4)调查、核实环境风险应急防范措施的落实

情况及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情况 ;结合生产实际 ,

调查、核实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执行情况 ;检查环

境管理机构的建设情况。

(5)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6)核查“三同时”项目竣工验收的遗留问题。

2. 2　分析与评价阶段

汇总、整理所获得的各种现状监测数据和调查

情况 ,分析筛选所获取的各种资料 ,并采用一定的

评价方法 ,对项目进行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 ,得出

评价结论 ,提出切实可行的环保补救措施及整改措

施 ,验证原环评报告书中的有关结论 ,解决项目竣

工验收时遗留下的问题。

2. 3　报告书的编写和评审阶段

根据现状资料和回顾性评价结论 ,编写项目回

顾性评价报告书 ,并组织专家评审。

3　回顾性评价工作的内容

回顾性评价主要是对原环评的验证、补充和完

善 ,对项目提出更为合理和实用的环保措施与对

策 [ 1 ]。因此 ,回顾性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污染源

调查、环境质量影响验证分析 ,清洁生产、循环经济

阐述等 ,并通过分析原始资料和现状监测数据 ,评

估项目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 ,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

3. 1　污染源调查、清洁生产阐述

检查项目建设规模、产品类型与环评是否一致 ,

对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原辅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量 ,污

染物的种类、排放量、排放方式等进行详细的调查和

实测 ,得出确切或定量的结论。结合生产实际 ,对清

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执行情况作进一步的要求。

3. 2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及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与环评本底监测内容相应进行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 ,尤其要关注特征因子 ,通过实测数据与环评

本底 (即环境背景值 )进行比较分析 ,掌握项目对

环境质量的实际影响 ,验证原环评中的水、气、声、

土壤等环境影响预测的准确性。如果项目运行后

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大 ,则应从具体污染防治措施

这一环节加以补充和完善 ,减轻项目运行后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

3. 3　污染物达标监测及环保措施有效性分析

回顾性评价一般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开展 ,因此

可引用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中污染物达标监测

结果 ,以及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结果。也可在项目验

收后一年内 ,组织对达标情况的监督监测。在此基

础上对环保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并监督检查环

保措施的执行情况 ,结合当前环保科技水平 ,提出

切实可行的环保改进措施。

3. 4　总量控制及环境管理体系的阐述

结合项目竣工验收 ,对总量控制执行情况详细

阐述 ;检查环境管理机构建设情况 ,并评估环境管

理体系及运行状况的有效性 ;调查环境风险应急防

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情况 ,并

评价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 ;有针对性地回答项

目竣工验收时的遗留问题。

3. 5　公众调查

建设项目周围人群对项目建设前后的环境状

况最为了解 ,对公众进行广泛的调查 ,可以得出项

目对周围环境的实际影响 ,特别是一些较为敏感、

易引起社会问题的环境影响 ,并采取及时、合理的

对策 [ 2 - 4 ] ,同时核实环评时公众参与意见的落实情

况。结合环境质量监测与公众调查 ,说明项目运行

后对原环评中的主要敏感保护目标的影响。

(下转第 5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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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3年 8月 —2008年 12月太湖 Landsat27 SLC - OFF影像蓝藻水华解译结果

年份
Landsat27 SLC - OFF

数据获取景数

发生蓝藻水华景数

< 50 km2 ≥50 km2 ≥250 km2 ≥800 km2

湖面有云

覆盖次数

蓝藻水华遥感

监测捕获率 /%

2003 6 0 0 0 0 1 0

2004 19 2 0 0 0 5 10. 5

2005 15 2 1 0 0 5 20. 0

2006 17 1 1 0 0 8 11. 8

2007 12 0 2 1 1 6 33. 3

2008 18 1 3 2 0 7 33. 3

3　结语

对于湖泊及其他陆地生态系统的长时间尺度

动态监测 , Landsat27 SLC - OFF遥感数据是具有较

好价值的免费、公益性数据源 ,各地环境监测和其

他科学研究部门应充分利用基于互联网的

Landsat27 SLC - OFF遥感数据下载服务 ,长期积累

本地区生态环境遥感基础数据 ,构建长时间序列生

态影像数据库 ,及时分析生态环境状况渐变特征 ,

捕捉大型湖泊蓝藻水华等特异性生态事件 ,提供一

定的生态监视和风险评价能力 ,更好地为区域发展

服务。

同时也要看到 , Landsat27对同一地区重访周

期较长 (16 d) ,加之云层覆盖的影响 ,以上结果只

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太湖蓝藻水华发生态

势 ,今后还需要综合运用 MOD IS、Landsat25、SPOT、

ASTER、ALOS及国产环境卫星 HJ - 1、资源卫星、

气象卫星等多平台、多传感器遥感影像资源 ,从时

间上获得密次更加频繁的遥感数据资料 [ 6 - 10 ]
,以

更快速、精准地动态监测太湖蓝藻水华 ,提高基于

遥感技术的湖泊生态监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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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根据回顾性评价程序和内容等特点 ,回顾性

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一种对环评质量控制的有

效手段 ,因为任何开发行为的实际环境影响与预

测结果总会有一定的差距 ,原环评中提出的环境

影响补偿和减缓措施是否完全可行有待进一步

检验。同时可以有效监督建设单位落实环评中

规定的及环保主管部门批复的环保措施。因此

实行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是完善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的重要举措 ,对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将会产生

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 5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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