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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评〔2023〕104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本市建设项目 
环评文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方法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

区管理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核算

方法，有效衔接环评“三本账”和排污“许可量”，推动排污单

位落实自行监测要求，依据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以及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等

有关技术规定以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关于优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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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沪环规〔2023〕4 号）的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

现就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以下简称“总量”）

的相关核算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量核算要求 

（一）主要污染物的种类 

主要污染物的种类包括废气污染物、废水污染物和重点重金

属污染物，具体的污染因子按照沪环规〔2023〕4 号文中规定的

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范围执行。 

（二）主要污染物的源项核算范围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涉及排放主要污染物

的，应全口径核算总量。总量的源项核算范围应包括建设项目正

常工况下排放的废气污染物、废水污染物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

原则上施工期、非正常工况（开停工及检维修等）、事故状况下

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不纳入核算范围。 

废气污染物的源项核算范围，包括建设项目涉及的主要排放

口、一般排放口、特殊排放口（火炬）以及无组织排放源等。 

废水污染物的源项核算范围，包括建设项目涉及的废水排放

口、一类污染物的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不包括雨水排放

口、仅排放生活污水的排放口（间接排放）、仅排放直流式冷却



— 3 — 

水的排放口。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的源项核算范围，包括废气和废水中排放

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具体的源项核算范围可参考废气和废水污

染物的源项核算范围执行。 

二、总量核算方法 

（一）新（改、扩）建工程的总量核算方法 

新（改、扩）建工程的总量核算原则上应按照相关行业污染

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中规定的技术方法核算总量。其中，涉及排

放挥发性有机物的建设项目，还可参考使用本市发布的关于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等相关技术方法核算挥

发性有机物的总量。 

通过实施“以新带老”措施以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建设

项目，应同步核算相关减排量。对实施优化现有生产工艺、完善

现有管理措施、改造现有污染治理设施等“以新带老”措施的建

设项目，原则上应按照相关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中规定

的技术方法核算措施实施后的预测排放量，并对照原环评文件中

的预测排放量计算“以新带老”措施的减排量。对实施淘汰、取

缔、关闭企业或部分生产设施等“以新带老”措施的建设项目，

原则上应按照淘汰、取缔、关闭前一年的实际排放量作为“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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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老”措施的减排量，其中电力行业原则上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载

明的许可排放量作为“以新带老”措施的减排量。已用作抵扣新

增总量的“以新带老”措施的减排量，不得重复作为需实施削减

替代的新增总量的削减替代来源。 

（二）现有工程总量核算方法 

现有工程的总量核算应优先采用实测法。无法实施监测的或

监测因子低于检出限的（不得排放的因子除外），可选用类比法、

物料衡算法、产污系数法、排污系数法等适当方法估算现有工程

的总量，并予以说明。在建工程的总量核算原则上可引用已批准

的环评文件中相应工程的预测排放量。 

排污许可证持证单位在开展现有工程的总量核算时，原则上

应使用上一年度的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若生产负荷未达纲的，相关排放量可进行折算并予以说明。其他

排污单位在开展现有工程的总量核算时，原则上应优先采用近三

年内具有代表性的生产负荷下获取的监测数据核算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若生产负荷未达纲的，相关排放量可进行折算并予以说

明。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

设施要求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等有关规定，有自

动监控设施安装要求的排放口，应优先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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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其他排放口可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

或手工监测数据核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手工监测的监测频次应

满足相关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

以及环评文件要求，并在监测期间同步记录生产工况。 

现有工程的总量核算原则上不得突破原环评文件中的预测

排放量以及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许可排放量。因国家或本市核算

要求变化导致现有工程达纲产能下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增

加的，应予以充分论证并说明原因。在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

严格环评审批的前提下，现有工程新增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可纳

入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台账，其中纳入主要污染物削减替代实施

范围的新增总量，还应按规定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交总量来源说

明。 

1. 废气污染物的总量核算 

（1）有组织排放口的总量核算。采用自动监测数据核算有

组织废气污染物（含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时，应按在线监

测系统中每个时间段浓度、流量累加核算。采用手工监测数据核

算有组织废气污染物（含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时，应采用

实测平均排放浓度、平均烟气量和运行时间核算。 

（2）无组织排放源的总量核算。废气无组织排放源指符合

法律法规要求的、大气污染物无规则排放源（一般指未经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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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包括开放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

开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源。建设项目应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减少无组织排放。原则上同一行业的建设项目的无组织排放量

核算方法应保持一致。 

在开展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与挥发调和损失，有机液体装载

挥发损失，设备与管线组件泄露（包括采样），废水集输、储存、

处理处置过程逸散，冷却塔、循环水系统释放等挥发性有机物无

组织排放源的总量核算时，结合项目实际，原则上应按照实测法、

物料平衡法、公式法、系数法的优先顺序，客观准确核算挥发性

有机物的无组织排放总量，具体核算方法可参照相关行业污染源

源强核算技术指南、本市发布的关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的计算

方法、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放源统计调

查产排污核算方法等相关技术方法。在核算挥发性有机物工艺废

气的无组织排放量及其他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量时，原则上应按

照环评文件的预测排放量进行核算。 

（3）特殊排放口（火炬）的排放总量核算。原则上应计算

特殊排放口（火炬）中的助燃气体和废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量，以及废气燃烧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量。应当结合自身实际选用操作性强、准确性高的核算方法进

行总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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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废水污染物的总量核算 

（1）废水排放口的总量核算。废水纳管排放的排污单位，

废水污染物的总量核算以排放生产废水的废水排放口为主，计算

该排放口的废水污染物排放量。向地表水体直接排放生产废水或

生活污水的排污单位，废水污染物的总量核算应覆盖所有向地表

水排放污废水的废水排放口，并逐一计算各排放口的废水污染物

排放量。 

采用自动监测数据核算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时，应按在线监测

系统中每个时间段浓度、流量累加核算；采用手工监测数据核算

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时，应采用实测平均排放浓度、废水排放量进

行核算。废水排口已安装流量计的，废水排放量原则上应按照自

然年累计流量计算。废水排口未安装流量计的，废水排放量可按

照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的废水排放量或者根据实际用水量折

算排水量等方法进行估算，原则上应选取更接近实际生产负荷的

废水排放量。 

（2）一类污染物的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的总量核算。

核算废水中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时，原则上应采用排放重

点重金属污染物的对应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的废水排放

浓度和流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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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一）本通知中关于主要污染物总量核算的要求和方法主要

用于环评文件的现有工程回顾章节以及总量控制章节。在排污许

可证管理工作中可参考本通知执行。 

（二）本通知中涉及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有更新时，应适

用最新版本。 

（三）本通知与沪环规〔2023〕4 号文同步实施。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6 月 26 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