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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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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根据我国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研究现状，借鉴环境标准体系的

构成，提出了我国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及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

准体系制定的原则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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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和技术

的研究正在全面开展，但配套的相关标准规范

的研究滞后于制度和技术的研究。目前，入海

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本身缺乏标准和规范，现

有的海洋环境容量评估和总量控制分配等技术

方法尚不规范，整个标准体系尚未建立，不能

有效地为技术实施和管理提供技术准则和依据。

因此，加快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的标准化

与规范化步伐，重视标准体系研究，尽快构建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提高标准体系

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前瞻性，从而指导标准的

制定，是目前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和技术

研究的关键。

１　概念

依据环境标准的定义［１］，可将入海污染物

总量控制标准定义为：国家根据人群健康、生

态平衡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海洋环境质量和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要求，在综合考虑本国自然海

岸带环境特征、科技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基础上，

对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概念、各项具体工作

内容和某些技术要求加以限定的规范。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是由指导入

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实施、具有内在联系的

标准组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２］，它包括确保入

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顺利实施，有效完成所

需的现有的、正在制定的和应着手制定的各种

标准，并由多个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依

赖和相互补充的分体系构成。

２　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虽然在水污染的全过程控制

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利用环境标准进行全

过程控制却显得不够，大量的环境标准停留在

末端治理阶段，源头性、全过程性环境标准很

少。２１世纪初，部分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从源

头、全过程控制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性，并制定

了一系列相关的地方标准。如福建省人民政府

在２００１年制定了 《九龙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标准》ＤＢ３５／４２４—２００１和 《闽江水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标准》ＤＢ３５／３２１－２００１，在

２００４年制定了 《晋江、洛阳江流域水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标准》ＤＢ３５／５２９－２００４。为了规范

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测定，２００２年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制定了 《水污染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９２－２００２。

随着海洋工作的快速发展，海洋行政管理

与执法、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公益服务、海洋

科技调查等各项工作对标准的需求急剧增加。

《全国海洋标准化 “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

突出污染物入海控制、污染物排海监测、海洋

环境容量评价等领域标准的制定，以改善海洋

生态环境，提高海洋环境质量，实现海洋经济

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全国海洋标准化

“十二五”发展规划》再次提出了加大入海污染

物总量控制标准研究工作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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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的深入和实

施的推广，对其标准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目前

涉及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标准比较欠缺。“十

一五”期间，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对渤海入

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监测与评价技术进行了研究，

从不同的入海污染源进行分析，建立了渤海江

河入海、入海排污口、陆源非点源、海洋大气、

海上污染源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与评价技

术指南和渤海优先控制污染物筛选评价技术指

南等标准草案，并得到相关专家的肯定，但此

系列标准草案并未能实现标准立项及编制。国

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制定了 《陆源入海排污口

及邻近海域监测技术规程》ＨＹ／Ｔ０７６－２００５和

《江河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技术规程》ＨＹ／Ｔ

０７７－２００５，但只是局限于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

技术方面，还缺少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及

控制量确定、规划编制技术、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总量分配技术和海洋环境容量计算模式和

控制条件选取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总体来说，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正处于构建阶段，

无法满足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实施及管理

的需要，应该加紧构建该标准体系，制定相关

标准，争取在 “十二五”期间完成该标准体系

构建。

３　标准体系构建的意义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标准体系是对入

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所需标准的科学总结，

其建立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它能描绘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的

标准化工作和整体框架，科学合理地确立入海

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对标准的类目、内容、现

状和发展趋向的总需求和具体需求，并指导相

关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２）为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系统的建

设者选用所需遵循的标准、掌握标准的现状和

发展趋向提供了翔实的信息，通过标准体系表，

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

所需的全部标准的情况，能系统地了解国内和

国际标准，通过比较寻找差距和不足，为进一

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提供了可能性。

（３）为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主管部门

提供标准化总体框架和发展蓝图，指明未来标

准化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提供相关决策依据

和编制年度 （或季度）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

术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依据，避免盲目和与实

际脱节。

（４）为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标准体系

逐渐趋向科学化合理化和实用化打下基础。

４　标准体系框架构建的原则

４１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是标准化的最基本原则，是采用所

述标准的有关应用系统和技术系统安全、可靠、

稳定运行的根本保障。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

准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在对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

减排技术和管理技术进行深入研究、细心求证、

逐一论证的基础上。

４２　全面性原则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涉及管理、技术和工

程等各种活动，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也应

当涵盖入海污染物总量监督管理的各个方面，

形成一个完整、全面的整体，避免留有空白领

域。同时，各单项标准应有各自明确的领域范

围，不能出现标准之间雷同交叉的现象。

４３　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是标准体系中各个标准之间内部联

系和区别的体现。在编制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

标准体系框架过程中，在内容和层次上要充分

体现系统性，按照标准体系的编制要求和组成

原则，恰当地将具体类目的标准安排在相应的

位置上，做到层次合理、分明，标准类目之间

体现出互相依赖、衔接的配套关系。

４４　先进性原则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工作要随着科学的发

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管理的规范而不断创新，

这就要求标准体系也要不断地更新和充实，以

保证标准体系的先进性［３］。

５　标准体系的基本框架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是入海污染

物总量控制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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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是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制定的主要

依据，它可以避免标准制订计划安排的盲目性，

并保证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的系统性、配

套性和完整性，因此，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

准体系框架的构建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根据上述原则，除了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

基础标准外，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可

分为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调查规范、入海污染

物总量控制管理技术标准、入海污染物总量减

排技术政策与规范、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信息

标准４个类别；每个类别包括若干标准，形成

总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 （图１）。

图１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框架

（１）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基础标准。入海污

染物总量控制基础标准是为了制定、修订和执

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所需定义和统一的

术语、符号、代码标准等。

（２）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调查规范。入海污

染物总量监测调查规范是对各类不同来源、不

同排海方式的污染物的排海总量进行监测、调

查、估算的技术规范，包括江河入海污染物总

量、陆域直接排海污染物总量、陆域非点源污

染物入海量和大气污染物沉降入海量等的监测、

调查和估算技术规范。

（３）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技术标准。入

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技术标准是入海污染物

总量控制管理过程中提供科学管理依据的技术

和方法标准，包括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制

定指南、海域环境容量评估指南、海域排污总

量分配指南、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技

术指南、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考核评估规范等。

（４）入海污染物总量减排技术政策和规范。

入海污染物总量减排技术政策和规范是对入海

污染物总量控制涉及的各重点行业、各种总量

控制指标进行总量控制和减排的技术政策、工

程技术规范。入海污染物总量减排技术政策包

括畜禽养殖业排海总量控制、农村生活污染排

海总量控制、城镇污水处理厂脱氮除磷等的技

术政策。入海污染物总量减排工程技术规范包

括农村面源污染物总量控制工程、滨海湿地生

态修复工程、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程等的技术

规范。

（５）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信息标准。入海污

染物总量控制信息标准是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

所需运用的数据库、系统建设的标准，包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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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污染物控制总量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指南、入

海污染物总量监测系统监测指南。

（６）标准的规划符合性。根据 《全国海洋标

准化 “十二五”发展规划》，入海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系列标准被列入海洋污染控制和环境整

治标准体系中，用于确保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

控制，隶属于生态海洋标准体系。构建的入海

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中，江河入海污染物

总量监测与估算技术指南、污染物入海总量控

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指南、陆源非点源污染物

入海量评估技术指南、大气污染物沉降入海通

量评估技术指南、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制

定指南、海域排污总量分配指南、海洋环境容

量评估指南、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与核查规范

等标准均已列入 “十二五”期间计划主要修订

或制定的海洋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项目中。

６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的制定原则

与研究重点

６１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的制定原则

６１１　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的原则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涉及沿海陆域和入

海河流的污染防治与近岸海域的环境保护，

因此，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的制定应综

合考虑海陆关系，贯彻海陆一体，统筹协调

的思想。

６１２　坚持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的原则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核心是基于海域环

境容量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规划区域内主要污

染负荷的允许排放总量，从而制定对应的分配、

规划、减排管理制度和政策，实现污染控制从

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的真正转变［４－５］，因此制定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应以环境容量为基础，

坚持以海域环境容量核定排污总量的容量总量

控制策略。

６１３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应根据我国沿海

不同地区的海域自然属性特征、生态环境特征，

实行分类指导，体现区域差异。

６１４　坚持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相结

合的原则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的制定应立足当

前实际，使规划具有可操作性，又要充分考虑

发展的需要，使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６１５　坚持协调衔接、互相依存补充的原则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的制定应与现有

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和海洋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相衔接协调，标准体系内各标准之间应该相互

依存、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使其结构相对合

理，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协调性，避免标准内

容重复。

６２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的研究重点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技术标准和入海

污染物总量控制信息标准是入海污染物总量控

制标准体系的主体标准，制定难度较大，因此

应着重开展对这两类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其中，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制定标准、入海污染

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技术标准和入海污染物总

量控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标准是入海污染物总

量控制相关标准制定的关键，应予以关注并优

先制定。

６２１　关于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及其控制

量标准的研究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指的是进行总

量控制时，针对某些对人类和海洋生态健康

有较大影响的污染物进行控制，这些需要控

制的主要污染物定为控制指标。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的筛选应遵循人体健康与海洋生态

保护原则、分类、分区、分级原则、代表性

原则、海陆统一原则、可控性和可操作性原

则、经济效益原则等原则，通过规定的筛选

技术流程，根据不同海湾的环境功能与生态

保护需求选取适合的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指

标。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控制量的确定，

应以现行的海水质量标准、沉积物标准与生

物质量标准为基础，综合考虑社会发展需求、

经济现状、削减技术效率与工程成本分析，

因地制宜地确定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并通

过环境容量计算，考虑削减技术与削减成本

约束，确定海域污染物控制量。

６２２　关于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技术

标准的研究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是入海污染物总



第８期 戴娟娟，等：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６１　　　

量控制工作的成果集成，是总量控制政策和战

略的具体体现，制定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

编制技术标准能够指导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规

划的编制工作，为海洋环境管理和总量控制提

供科学依据。

规划编制技术标准应从规划编制的工作程

序和提交的主要成果方面对入海污染物总量控

制规划的编制提出程序及成果上的要求，并从

现状和污染源调查与评价、海域环境容量计算、

总量控制规划目标制定、总量控制与减排规划

主要任务、总量控制与减排重点建设项目、总

量控制监测与核查方案和保障措施等６个方面

对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的原则、内容

和方法提出具体的要求。

６２３　关于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标准的研究

　　目前，海洋行业已建立 《海域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技术规程》和 《海洋功能区划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技术规程》，但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

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实例并不多见，急需建立技

术规程以规范系统建设。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标

准应从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的目标、方针及应遵循的各项技术要求等方面

加以规定，从而规范系统建设的技术流程和系

统中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各种信息，保证系统平

台的总体一致性和数据存贮、交换格式的统一。

７　结论

（１）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体系框架应遵

循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和技术性的原则构

建，包括基础标准、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调查

规范、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技术标准、入

海污染物总量减排技术政策与规范和入海污染

物总量控制信息标准５个类别。

（２）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的制定应坚

持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的原则，因地制宜、突出

重点的原则，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相

结合的原则，以及协调衔接、互相依存补充的

原则，并且应以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技术

标准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信息标准这两类标

准为重点，积极开展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

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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