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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主要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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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影响评价作为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与基石，对于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机械工业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产业门类之一，其加工生产过程涉及大量的能源消耗、“三废”排放以及

噪声污染等，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论文针对机械加工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EIA）的特殊性展开深入分析，

揭示了当前环评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旨在强化机械加工类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全面提升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水平，确保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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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s a prerequisite and cornerstone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one of the largest 
industrial categories in China, the mechanical industry involves a large amou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three wastes” 
emissions,	and	noise	pollution	in	it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process,	which	has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pecial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for 
mechanical processing projects, revealing the main problems in current EIA work. A series of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is technology, aiming to strengthen the EIA work of mechanical processing project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IA in China, and ensure the coordinated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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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涉及对区域

规划或项目建设投入使用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预测和评估。基于评估结

果，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旨在消除或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在传统的观念中，机

械加工类项目往往被认为是工艺简单、体量较小的项目，因

此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许多问题容易被忽视 [1]。然而，

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机械加工类项目不仅品类繁多，工艺

类别多样，而且生产设备也各不相同，导致生产过程中产生

大量的噪声、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鉴于上述情况，对机

械加工类项目进行严谨的环境影响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1 机械加工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特殊性

1.1 噪声污染严峻且具有多样性
噪声来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机床设备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机械噪声，二是空气动力设备如压缩空气、风机等产

生的气动噪声。机械噪声级别通常在 70~120dB，气动噪声

级别在 85~100dB。这些噪声通常具有连续性、高声响和高

频率的特点。对工人的听力造成损害，长期暴露可能导致听

力损失、耳鸣、头痛、失眠等职业病；同时，对周围办公和

居住环境的人群造成噪声污染，影响生活质量，导致睡眠质

量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等问题。

1.2 废气污染繁杂且风险偏高
废气来源主要包括焊接过程中高温电弧作用产生的固

体微粒、金属切割和磨削过程中产生的金属粉尘、酸洗过程

中产生的酸性气体、切削或磨削等过程中润滑油和冷却液

挥发产生的油雾以及涂装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和颗粒物 [2]。废气污染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

包含多种有害物质，如颗粒物、酸性气体、有机气体等。易

燃粉尘污染物处理不当易引起爆炸，腐蚀性气体直接损害健

康，有机气体和胶体污染物与其他有效气体协同作用，造成

大范围严重环境空气污染。

1.3 废水污染显著且具有隐蔽性
废水来源主要为用于去除工作件表面油脂的废水、喷

漆废气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油漆残渣的废水、金属加工中

使用的水基冷却废液、清洗设备和场地时产生的废水。这些

污染物含有大量油脂类有机物，难以自然降解，对水体造成



环境与发展论坛 7卷 1期 ISSN：2661-3735(Print)；2661-3743(Online)

32

长期污染。单个项目的废水产量相对较小，但排放形式隐

蔽，不易被发现和监控。废水可能通过滴漏、冲洗、倾倒等

方式进入环境和水体。油质类污染物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影响水质和水生生态系统，长期积累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破坏。受污染的水体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对人类健康构

成威胁。

1.4 固体废物繁多且具分散性
固体废物的种类繁多，既有一般固体废物，也有危险

固体废物。一般固体废物包括加工过程中的边角料、废纸箱、

废纸板等，这些固体废物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通常会被出

售给回收单位进行再利用。危险固体废物包括废液、废油、

废包装桶、漆渣、废水处理污泥、废水处理废活性炭等 [3]。

这些固体废物含有有害物质，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固体废

物的产生地点和数量在不同的项目中各不相同，分布较为分

散，如果处理不当，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态

系统构成威胁。

2 机械加工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2.1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不力
机械加工类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方面存在显

著问题，主要表现为“未批先建”现象普遍。这一现象由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一是普法宣传不足。许多企业主对环

保法规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没有充分的认识，遇到相关问题

时不知如何处理。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缺乏监督和举报的动力。二是引导不足。在办理营业手续

的过程中，相关部门未能向企业明确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的

要求，导致企业在项目启动前未进行必要的环境影响评价。

企业在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时，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指

导，导致报告质量不高，难以通过审批。三是监管不到位。

相关部门在项目审批和建设过程中，未能有效监督企业的行

为，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未批先建”等违规行为。即使发

现了违规行为，相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宽松态度，未

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导致企业违规成本低，

缺乏遵守规定的动力。由于上述原因，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未

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无法有效预防和减轻项目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

2.2 项目选址和平面布局合理性欠佳
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项目选址和平面布局的合理

性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分析。由于机械加工类项目

的特殊性和污染的隐蔽性，选址和布局的问题容易被忽视，

导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影响敏感目标环境。项目排放的

污染物可能导致周围敏感目标（如居民区、学校等）的环境

质量降低或超标 [4]。不合理的项目选址和布局可能引发环境

污染事件，影响公众健康和生活质量。环境污染事件可能引

发社会矛盾，增加社会治理制度。另一方面，内部污染相互

影响。布局规划不合理导致现场布置散乱，增加管理难度。

内部污染相互影响，加大了环境和安全风险，可能导致事故

频发。

2.3 污染物源强判定存在偏差
在机械加工类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污染物源

强的判定是一个关键环节，但目前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缺少实际运行数据积累。许多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

缺乏足够的实际运行数据，导致源强核算缺乏可靠依据。部

分项目依赖经验估算，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核算方式

五花八门、漏洞百出。不同的评价机构或个人可能采用不同

的核算方法，导致结果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和规

范，增加了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三是污染物产生强度和后

期变化估计精准性不够。由于数据不足和方法不当，对污染

物产生强度和后期变化的估计存在较大偏差。项目建成后实

际污染物产排情况与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预测存在较大差异，

尤其是噪声类污染。

3 加强机械加工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策略

3.1 强化宣传教育、制度保障与监督落实
针对机械加工类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方面存

在的“未批先建”现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加强宣传教育。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联合其他

行政单位，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环保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定

期组织企业和管理人员参加环保法规培训，让投资者和企业

主清楚了解开办企业需要满足的环保要求，增强他们的环保

意识和法律意识。制定并发放环保法规宣传资料，普及环保

知识，鼓励公众参与环保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的环

保意识和监督能力。

其次，强化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的法律法规，明确各项要求和处罚措施，确保制度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建立项目审批和建设的台账，记录每个项目的审

批和建设过程，便于监督和管理。在办理营业手续时，明确

高质企业需要完成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提供技术支持和指

导，帮助企业编制高质量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确保报告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

最后，加强监督落实。加大对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督力度，

及时发现和制止不符合规定的项目，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的有效执行 [5]。定期对在建项目进行检查和随机抽查，防止

企业违规操作。对违反规定的企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处以

高额罚款，将违规企业的信息纳入信用记录，增加其违规成

本，绝不姑息“先建设后补评”的现象。建立信息公开机制，

公开项目的审批和建设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增加透明度。

3.2 加强项目选址和建设合理性评价
为了确保机械加工类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完

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对项目选址和布局合理性的评价内

容。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完善评价内容。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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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项目选址的合理性，包括地理位置、气象条件、水文条

件等。在选址阶段进行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估，确保选址远离

敏感目标。根据生产工艺和污染物排放特点，合理规划项目

平面布局，减少内部污染相互影响。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

技术，优化项目布局，降低环境和安全风险。对多个可能的

选址方案进行比较分析，选取最优方案，确保项目与周边生

态环境的协调性。

第二，强化评审与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人员

应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确保报告内容全面、准确。评审部门

要严格评审，着重加强对选址和布局合理性的审查，确保其

符合相关法规与标准要求。审批部门需严谨审批，在审批过

程中重点关注选址和布局合理性，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从

源头把控项目环境风险，提高项目建设质量与环境友好性，

为项目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保障，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与转型发

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第三，统一发展与生态环境。项目选址和布局必须将

自身的发展与周围生态环境状态统一起来，形成内部环境与

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原则，确保项目选址和

布局不会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3.3 构建环境影响评价大数据分析体系，实现动态

评估
机械加工类项目的污染物源强分析是环境影响评价的

关键环节。为了提高源强核算的精准性和评估的科学性，建

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建立大数据平台。通过项目监测、行业报告、科

研数据等多渠道收集污染物源强数据。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将机械加工类项目

的污染物源强数据纳入大数据平台，整合历史数据和实时数

据 [6]。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促进不同项目和机构之间的数据

交流和共享。

二是推动动态与静态评价相结合。运用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深入开展数据挖掘与分析，实现污染

物源强的动态评估，及时反映项目实际运行情况，结合历史

数据与项目具体内容进行静态分析，确保评估结果全面、准

确，通过动静结合的评估方式，精准把握项目环境影响动态

变化特征，提前制定针对性的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应对项目

运行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提升环境管理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三是打造污染源强数据库。持续构建并完善机械加工

类项目污染源强数据库，积累丰富历史数据，基于数据分析

结果，通过专业分析与建模，提供精准的核算系数或模型，

供其他项目参考使用，形成行业内部数据共享与经验传承机

制，提升整个行业的环评工作质量与效率，减少因数据和方

法差异导致的评估误差，规范环评工作流程与方法，推动行

业标准化发展，为环保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提供数

据支持，促进环境管理的精细化与科学化。

四是实现历史数据与预测数据的统一。将历史数据与

预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模型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根据

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模型，提高预测精准度，使环评预测

结果更贴合项目实际情况，增强环评对项目环境影响的预判

能力，为项目决策与环境管理提供可靠依据，降低项目环境

风险与不确定性，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升环

境管理的前瞻性与科学性，推动环境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

预防转变。

4 结语

综上所述，机械加工类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系

统性的工程，涉及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和协调。为了确保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需进

行系统性分析与规划，加强动态跟踪与评估，以实现多重效

益。在未来的环评工作中，应继续加强对机械加工类项目的

动态跟踪和评估，不断优化评价方法和手段，提升评价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同时，推动政策和技术创新，促进环保技术

的应用和推广，为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通过这些努力，机械加工类项目不仅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的最

大化，还能有效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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