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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论述 了在工业区建设环境管理中实施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必要性
,

$Jl 述了区域实施人气L7J 染物 偿
、

是扑制

的基本条件
,

提出在丁 业区建设环境管理中实施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步骤和方法

关键词
:

大气
:

总量控制
;
工业区

;

环境管理

A l ) s t r :一e t
`

f h e p a p e r l。 ( ) z n t s o u t . t 15 r l e e e s s : l r y th
a t t o t a l

a n 、 o u n t e ( ) I, r r o l ( )
f

a l r f) ( ) ll u t a n t 、
h
o t l l〔 1 b

e l r z z`) le l, l e x、 L e o l l x l l。。 , 1101

I n g ir一d o l s t r , : 、
l 盯。 :一 s o r s

f
o r t h i t s b

a s ie e o n
d i t旧

n s , t h e n p u t s f
o r w : 、 r d l t s s t e p s :* n d Tn e t h o

d
、

.

K e y w o r d s :
A i r P o l l u t a n t ; T o t a l a

m
o u n t e o n t r o l ; I n d u s t r ia l a r e a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1 实施总量控制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 的不断扩大
,

城市结构重新

调整
,

城 市功能区 日渐明显
,

昔 日零星分布的工业企

业逐步集 中
,

以工业 区的形式布局在城市中
。

工业 区

的出现使城市 的结构布局更加合理
,

污染源的集 中

分布和污染物的集中排放给治理污染和环境管理带

来方便
。

但是
,

如果依照过去单一的浓度控制法
,

尽

管工业 区内每个污染源的排放都能达标
,

但区域的

大气环境 质量却未得到改善或控制
。

因此
,

必须通过

合理有效的环境管理
,

实现以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

的转变
,

实施 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 的控制
,

才能达

到控制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
。

强化对工业区建设的

环境监督管理
,

认真 贯彻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
“

三同

时
”

制度
,

严格把关
,

控制新污染
,

这 是实现到 2 0 。。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 1 9 9 5 年水平的关键
。

2 实施总量控制的基本条件

总量控制是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方法
,

它将控

制 区视为一完整系统
,

优化配置区域 内各源 的允许

排放量并对其加以控制 以达到大气质量管理 的 目

的
。

为了实施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
,

大气环境容量的

确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

只有确定大气环境容量

后
,

才能建立污染源排放总量与环境目标的输人响

应 关系
、

负荷分配到源和总量控制方法的优化
。

具体

到工业 区中建设项 目的管理上
,

无论是经济建设项

目还是社会发展项 目
,

都将不同程度地改变工业区

的排污总量
,

都需要从总体上进行排污总量的调配
。

特别是对一个污染重的区域
,

仅靠各个污染源都达

标排放是不够的
,

必须按总量削减额度来分配各排

放源的排放值
。

大气环境容量的理论说明
,

总量控制不能仅仅

是一个数量的削减
,

它面对的是不同高度的各类源
,

在 确 定 环 境 质 量 目标 的 前 提 下
,

可 利 用 G B /’l
’

1 32 01 一 91 中的 A 一P 值法
,

通过箱模式来计算各

类源的污染物排放分配值
。

但是
,

该方法存在如下缺

点
:
( 1 ) A 一 P 值法对地形

、

气象条件考虑不细致
,

对

生产布局和环境敏感点的分布更未考虑
; ( 2) 由于工

业区开发的流动性
,

所有工业项目不是一步到位
,

因

而在用 A 一 P 值法给某一具体源分配排放量时
,

随

着工业项 目的不断引人
,

P 值必须一次次不断修正
,

原来己建成的工业项 目
,

其污染物排放量 也就相应

不断调整
,

这就给排污 单位制定治理措施和环保行

政部门制定环境管理措施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

可操

作性很差
。

因此
,

采用 A
一

P 值法确定工业区和各污

染源的允许排放量只能作为环境管理的宏观调控依

据
,

不能作
」

为制定具体的
、

付诸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

措施的依据
。

随着环境管理的科学化和定量化的发展
,

提 出

了环境管理的现代化
,

即环境管理的系统化
、

信息化

和最优化
。

现在推行的总量控制方法是克服 J
’

浓度

控制的弊端
,

以环境容量作为控制排污的依据
,

使环

境污染控制效果更佳
。

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优化

方案除源强优化外
,

还有经济优化等方法
。

在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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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
,

命令控制手段依然是环境质理管理方面的主

要措施
。

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
,

把传统的命令控制

手段同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结合起来
,

有助于更好

地解决环境管理
、

资源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

3 实施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步骤和方法

为 了制订实施工业 区大气 污染物 总量控制方

案
,

首先必须对工业 区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进行

分析
,

研究各层高度上的污染源排放 对环境质量的

影响
,

根据大气环境质量 目标值
,

制订出削减各个层

高度上的污染源排放量 的优化方案
,

最后确定实施

大气污染物控制方案

3
.

飞 根据制订的总量控制方案
,

制 汀出相应的措施

以保证总量控制 目标的逐步实现
。

以削减选址安排
、

源强排放高度等根据大气环境规划的布局要求
,

要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

模拟计算新增源对工业区

的影响情况
,

对照环境 目标值
,

根据大气环境容量确

定新增污染源排放量与环境 目标值的响应关系及分

配优化
。

同时
,

根据
“
以新带老

,

增 产不增污
,

增产减

污
,

总量减少
”

的建设项 目管理原 则
,

要求工业 区内

所有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 目都应带动老企业污

染的治理
。

3
.

2 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系统和环境地理信息系

统
,

对新
、

老污染源的排放 总量做到心 中有数
;
建立

公众参与机制
,

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
,

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

增强环境法制观念
,

提高全社会

的环境意识
。

3
.

3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

加快企业 内部环境质量管

理
,

也是实施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另一举措
。

环境

管理体系着眼于 生产管理过程
,

根据对标准和法规

要求的分析
,

制订切实可行的 目标方案和计划
,

建立

并通过 lS( ) 14 0 0 0 企业环境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论

证
,

以实现工业区污染物排放的最小量
。

3
.

4 环境是一种资源
,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

无偿占有它
。

在我国
,

由环保部门执行的经济手段主

要有
:

排污收费
、

排污申报登记
、

排污许可证
,

其中实

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有效手

段
。

根据排污收费的原则
,

将工业区中每个污染源的

排污收费与其总量控制
一

F 的允许排放量挂钩
,

将收

费的力度与治理污染所需经费挂钩
,

这样每个污染

源都拥有一个被允许排放的限值
,

即排污权
,

这种排

污同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

从而 可以

进行交易
,

促进排污买卖市场的建立
。

实质上
,

清洁

生产是一种可交易的技术
。

因此
,

通过采 用经济手

段
,

可为工业区中不同建设单位在如何进行 费用削

减方面提供了新的选择
,

起到了监督管理的作用
。

4 结语

我 国环境保护
“

九五
”

计划和 2 0 10 年远景 目标

要求
:

到本世纪末力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

势得到基本控制
·

城 市环境有明显改善
,

到 2 0 0 0 年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 1 9 9 5 年的水平
。

为 了确

保经济的持续发展
,

确保环境保护 目标能如期实现
,

国家提出对污染物的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

大气污染

物总量控制是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一个部分
,

根据木

文的论述
,

必须先从环境容量人手
,

建立动态的总量

控制监测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
,

在 已达到的经济技

术条件下
,

对所有排人区域的污染源实行科学
、

合理

地分配其污染物排放总量
,

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生产
、

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个效益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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