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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风

险

调

查 

危险物质 
名称 油类        
存在

总量/t 300        

环境敏感

性 

大气 
500m 范围内人口数（<1000）

人 5km 范围内人口数（）人 

每公里管道周边 200m 范围内人口数（最大） （   ）人 
地表

水 
地表水功能敏感性 F1□ F2□ F3□ 
环境敏感目标分级 S1□ S2□ S3□ 

地下

水 
地下水功能敏感性 G1□ G2□ G3□ 
包气带防污性能 D1□ D2□ D3□ 

物质及工艺系

统危险性 

Q 值 Q<1□√ 1≤Q<10□ 10≤Q<100□ Q>100□ 
M 值 M1□ M2□ M3□ M4□ 
P 值 P1□ P2□ P3□ P4□ 

环境敏感程度 

大气 E1□ E2□ E3□ 
地表

水 E1□ E2□ E3□ 

地下

水 E1□ E2□ E3□ 

环境风险潜势 Ⅳ+□ Ⅳ□ Ⅲ□ Ⅲ□ Ⅰ□√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简易分析 □√ 

风

险

识

别 

物质危险

性 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 

环境风险

类型 泄漏□ 溢油事故 □√ 

影响途径 大气□ 地表水□ 地下水□ 

事故情形分析 源强设定方

法 计算法□ 经验估算法□ 其他估算法□ 

风

险

预

测

与

评

价 

大气 
预测模型 SLAB□ ATFOX□ 其他□ 

预测结果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影响范围（  ）m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影响范围（    ）m 

地表水 最近敏感目标（  ），到达时间（     ）h 

地下水 
下游厂区边界到达时间（         ）d 

最近敏感目标（      ），到达时间（      ）d 

重点风险防范

措施 

一、工程设计严格按照规范进行，配备安全及报警措施。 
二、加强海上施工人员培训教育，督促进出港船舶加强港内航行与靠离

泊风险控制；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及撤离计划；配备溢油应急设备等 

评价结论与建

议 

评价结论：本项目制定了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在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

措施后，项目的环境风险可防可控。 
建议：严格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在运行期加强员工风险防范意识，

积极开展事故应急演练。 
注：“□”为勾选项，         为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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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

等级

与范

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 km□ 

评价

因子 

SO2 +NOx排放量 ≥ 2000t/a□ 500 ~ 2000t/a□ ＜500 t/a□√ 

评价因子 SO2、NOx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评价

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 地方标准□ 附录 D□ 其他标准
□ 

现状

评价 

环境功能区 一类区 □√ 二类区□ 一类区和

二类区□ 
评价基准年 （2019）年 

环境空气质量现

状调查数据来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 现状补充监测□ 

现状评价 达标区 □√ 不达标区□ 

污染

源 调
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本项目非正常排放

源□ 
现有污染源 □ 

拟替代的污染源□ 
其他在建、

拟建项目 污
染源□ 

区域污染

源□ 

大气

环境

影响

预测

与 评
价 

预测模型 
AERMO

D 
□ 

ADMS 
□ 

AUSTAL200
0 
□ 

EDMS/AE
DT 
□ 

CALPU
FF 
□ 

网格模

型 
□ 

其他 
□ 

预测范围 边长≥ 50km □ 边长 5～50km □ 边长 = 5 km □ 

预测因子  包括二次 PM2.5  □ 
不包括二次 PM2.5  □ 

正常排放短期浓

度贡献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100% □ 

正常排放年均浓

度贡献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C 本项目最大标率＞30% 

□ 
   

非正常排放 1h 浓

度 贡献值 

非正常持

续时长 
（  ）h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 
C 非正常占

标率＞
100%□ 

保证率日平均浓

度和年平均浓度

叠加值 
C 叠加达标□ C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量的

整体变化情况 k ≤-20%□ k  ＞-20% □ 

环境

监测

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 有组织废气监测 □ 
无组织废气监测 □ 无监测□ 

环境质量监测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数（ ） 无监测□ 

评价

结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 
大气环境防护距

离 距（项目）厂界最远（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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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年排放量 SO2:
（）t/a NOX:（）t/a 

NMHC:
（）t/a  

注：“□” 为勾选项 ，填“√” ；“（ ）”  为内容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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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建设项目基础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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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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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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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资质证书 
 
  



 

426 

 

 

 
 
  



 

427 

 
  



 

428 

附件 5 备案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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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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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跟踪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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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原平台不动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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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原平台环评核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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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原平台补充环评专家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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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关于海上多功能休闲渔业平台配

套码头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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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船级社检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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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生活污水接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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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含油污水接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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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固废接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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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基槽挖泥接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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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CMA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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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关于秦皇岛市海东青食品有限公

司海上多功能休闲渔业平台配套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用海

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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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专家审查意见及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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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 

序

号 
专家意见 修改说明 

1 按照《海洋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有关改扩

建工程的环评要求，增补

已建项目的回顾性环境影

响评价章节； 

按照《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有关改扩建工程的环评要求，增加了“2.6
原平台环评落实情况分析”，根据原环评

影响分析的结论在“6.3.1原平台海水水质

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中对原平台建设前

后水质影响进行分析。 
2 补充运营期船舶污染因子

及环境影响分析； 
在“1.3.3.8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与评价范

围”中增加了运营期风险识别；在“3.2.2
营运期污染环境与环境影响分析”中补充

了运营期船舶含油污水的污染因子，在

“6.3.3运营期海水水质环境影响分析”中

补充了运营期船舶含油污水的处理措施。 
3 补充完善气候特征、地质

地貌条件（附水深地形

图）、冲淤状况自然环境

现状内容，完善风暴潮发

生频率及影响程度，更新

环境质量现状概况数据； 

在“4.1.1 气候条件”中补充了截止至

2020年的气象要素分析，更新了地形地貌

条件，补充了“图4.1-7 项目周边水深地形

图”和“图4.1-8 1937~2015 年工程区附近

等深线对比”；完善了风暴潮的发生频率

及损失情况；环境质量现状概况采用秦皇

岛市生态环境局最新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见“4.4 环境质量现状概况”。 
4 核实增殖放流品种规格、

数量，平衡增殖放流投入

与生物资源损害价值的关

系，优化调整增殖放流方

案； 

在“10.3.2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对策

措施”中将放流规格修改为中国对虾1cm、

褐牙鲆8cm，并根据实际价格及生物资源损

害价值优化了方案。 

5 完善运营期大气环境影响

分析，核实运营期总量控

制分析内容，补充运营期

生活垃圾的收集与管控内

容； 

本项目运营期电气设备依托于主平台，因

此在“6.6大气环境影响分析”中补充了原

平台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分析；在“9.1.1各
阶段污染物排放总量”补充了营运期的总

量控制内容；在“6.7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分

析”中完善了对营运期生活垃圾的收集要

求，在“10.1.2.3固废污染防治措施”中要

求加强游客管理，严禁垃圾入海，并在建

议中提出建议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6 补充运营期船舶通航溢油

风险分析和溢油环境影响

预测； 

补充了“7.2溢油扩散事故影响分析”中补

充了施工期及运营期溢油事故的影响分

析，并结合溢油扩散时间、范围对环境敏

感目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7 完善与海洋功能区划、海

洋生态红线符合性分析。 
在“12.1.3项目用海对相邻功能区的影响分

析”补充了评价范围内的功能区影响分

析，并增加了悬沙与功能区的叠加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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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3项目用海对相邻海洋生态红线的

影响分析”补充了评价范围内的红线区影

响分析，并增加了与红线区的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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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专家复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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