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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

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

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

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三十条规定：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要求港口经营人提供的统计资料，

港口经营人应当如实提供。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港口经

营人报送的统计资料及时上报，并为港口经营人保守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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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为掌握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环境保护的基本情况，加强公路、水路环境保护管理工

作，满足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制定公路、水路发展规划、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交通发展

的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和

《交通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环境统计调查制度》（交通运输部）的规

定，特制定本统计调查制度。

（二）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性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和项目公司、各市州交通运输局（以

下简称各填报单位）应按照本调查制度规定的计算方法、统计口径、范围、报表目录和报送渠道，认真

组织实施，按时报送。

（三）本调查制度的主要统计内容为环保投入情况、到港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情况、污染治理设施

设备情况、污染物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港口应急设备配备情况。

（四）本调查制度中的所有报表均为年报形式，年报报告期为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次年 1

月 10日前上报数据。

（五）本调查制度中各项统计指标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参见原交通部 2002年颁布的《公路、水路、

港口主要统计指标及计算方法规定》，但在本制度中另有说明的，以本制度规定为准。需要调整统计范

围、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的单位须由省厅上报交通运输部统计机构批准后，方可实行。

（六）本调查制度采用非全面调查的重点调查方法。

（七）本调查制度由省厅统一组织。高速公路数据由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和经营性高速公路运

营管理和项目公司单位分别填报后上报厅规划办。普通国省道和规模以上港口数据由各市州交通运输局

负责组织填报并上报厅规划办。厅规划办汇总、审核各单位数据后上报省厅。由省厅汇总、统计、分析，

编制当年的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环境统计年报。

（八）上报统计资料标明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送日期，并加盖单位公

章。

（九）统计资料公布

本调查制度中的部分汇总数据以年度公报形式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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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

方式

页

码

交环 1表 环境保护基本情况 年报
高速公路、普通国省

道、规模以上港口

厅规划办、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经营性高速公路

运营管理和项目公司、各市

州交通运输局

1月 10日前

系统报送和

纸质报表

3

交环 2表 到港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情况 年报 规模以上港口 4

交环 3表 污染治理设施使用情况 年报

高速公路、普通国省

道、规模以上港口

5

交环 4表 污染物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年报 6

交环 5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

执行情况
年报 7

交环 6表 突发污染事故应急设备配备 年报 规模以上港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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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一）环境保护基本情况

填表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规模以上港口 干线航道

甲 乙 丙 1 2 3 4

一、当年环境保护投入 万元 01

生态保护措施投入 万元 02

污染防治设施投入 万元 03

环境保护设计、咨询投入 万元 04

环境保护科研投入 万元 05

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理投入 万元 06

环境监测投入 万元 07

其它环境保护工作投入 万元 08

续表（一）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合计 公路 规模以上港口 干线航道

甲 乙 丙 1 2 3 4

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总数 人 09

其中：管理人员总数 人 10

其中：专职环境保护人员 人 11

监测网成员单位人员总数 人 12 - - -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人 13 - - -

获得交通行业环境监

测上岗证人员数量
人 14 - - -

续表（二）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综合规划
专项规划

公路 规模以上港口 干线航道

甲 乙 丙 1 2 3 4

三、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完成数量 项 15

其中：国家级 项 16

省（部）级 项 1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 明：1.统计范围：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规模以上港口、长江及珠江干线航道。规模以上港口即年吞吐量在 1000
万吨以上的沿海港口和 200万吨以上的内河港口，由交通运输部划定。

2.表内逻辑关系：

01行（当年环境保护投入）＝02行+03行+04行+05行+06行+07行+08行；

09行≥10行；09行≥12行；10行≥11行；12行≥行 13；12行≥14行；15行≥16行+17行。

表 号：交环 1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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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港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情况

填表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能力 — — —

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设施数量 个 01

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能力 — — —

船舶油类污染物 吨/年 02

船舶生活污水 吨/年 03

船舶垃圾 吨/年 04

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 吨/年 05

港口船舶污染物处理能力 — — —

船舶油类污染物 吨/年 06

船舶生活污水 吨/年 07

船舶垃圾 吨/年 08

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 吨/年 09

二、船舶污染物的接收量 — — —

船舶油类污染物 — — —

船舶油类污染物接收次数 次 10

其中：污油（残油、废油、油渣） 次 11

船舶油类污染物接收量 吨 12

其中：污油（残油、废油、油渣） 吨 13

船舶生活污水 — — —

船舶生活污水接收次数 次 14

船舶生活污水接收量 吨 15

船舶垃圾 — — —

船舶垃圾接收次数 次 16

船舶垃圾接收量 吨 17

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 — — —

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接收次数 次 18

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接收量 吨 19

三、船舶污染物的处理量 — — —

船舶油类污染物处理量 吨 20

其中：污油（残油、废油、油渣） 吨 21

船舶生活污水处理量 吨 22

船舶垃圾处理量 吨 23

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处理量 吨 2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 明：1.统计范围：规模以上港口，即年吞吐量在 1000万吨以上的沿海港口和 200万吨以上的内河港口，由交通运输

部划定。

2.表内逻辑关系：10行≥11行；12行≥13行；20行≥21行。

表 号：交环 2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5

（三）污染治理设施设备情况

填表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规模以上港口 干线航道

甲 乙 丙 1 2 3 4

一、污水治理设施 — — — — — —

污水治理设施原值 万元 01

污水治理设施总数 台（套） 02

其中：正常运行设施数量 台（套） 03

其中：达标排放设施数量 台（套） 04

污水治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能力 吨/年 05

污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万元 06

二、废气治理设施 — — — — — —

（一）锅炉废气处理与排放 — — — — — —

1.锅炉数量 台 07

2.锅炉除尘设备 — — — — — —

锅炉除尘设备总资产原值 万元 08

除尘设备总数 台（套） 09

除尘设备总设计处理能力 吨/年 10

3.锅炉脱硫设备 — — — — — —

脱硫设备总资产原值 万元 11

脱硫设备总数 台（套） 12

脱硫设备总设计处理能力 吨/年 13

（二）作业粉尘治理设备 — — — — — —

作业粉尘处理设备总资产原值 万元 14

作业粉尘处理设备总数 台（套） 15

作业粉尘设备总设计处理能力 吨/年 16

三、噪声治理设施 — — — — — —

声屏障 延米 17

隔声窗 平方米 18

防噪声林带 平方米 19

四、固体废弃物 — — — — — —

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原值 万元 20

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数量 台（套） 21

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能力 吨/年 2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 明：1.统计范围：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规模以上港口、长江及珠江干线航道。规模以上港口即年吞吐量在 1000
万吨以上的沿海港口和 200万吨以上的内河港口，由交通运输部划定。

2.表内逻辑关系：02行≥03行≥04行。

表 号：交环 3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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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污染物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填表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规模以上港口 干线航道

甲 乙 丙 1 2 3 4

一、污水处理与排放 — — — — —

污水产生总量 吨 01

污水处理总量 吨 02

污水达标排放总量 吨 03

污水回用总量 吨 04

污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 — — — —

化学需氧量 吨 05

石油类 吨 06

氨氮 吨 07

总磷 吨 08

二、废气处理与排放 — — — — —

锅炉燃煤消耗量 吨 09

锅炉燃油消耗量 吨 10

废气产生总量 万标立方米 11

其中：废气处理总量 万标立方米 12

其中：废气达标排放总量 万标立方米 13

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 — — — —

二氧化硫 吨 14

氮氧化物 吨 15

烟尘 吨 16

粉尘 吨 17

三、固体废弃物处置 — — — — —

固体废物产生量 吨 18

其中：危险废物 吨 19

固体废物处置量 吨 20

其中：危险废物处置量 吨 21

四、用水总量 吨 22

其中：船舶供水量 吨 2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 明：1.统计范围：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规模以上港口、长江及珠江干线航道。规模以上港口即年吞吐量在 1000
万吨以上的沿海港口和 200万吨以上的内河港口，由交通运输部划定。

2.表内逻辑关系：

11行≥12行≥13行；18行≥19行；18行≥20行；20行≥21行；22行≥23行。

表 号：交环 4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7

（五）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

填表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规模以上港口 干线航道

甲 乙 丙 1 2 3 4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 — — — — —

当年批复开工的建设项目数量 项 01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建设项目数量 项 02

1.按审批部门 — — — — — —

其中：通过国家环保主管部门审批 项 03

通过省级环保主管部门审批 项 04

通过市级环保主管部门审批 05

2.按建设项目分类管理 — — — — — —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项 06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 07

3.按建设项目性质 — — — — — —

新建 项 08

改、扩建 项 09

当年批复开工的建设项目总投资 万元 10

其中：环保投资估算总额 万元 11

二、施工期环境管理 — — — — — —

实施施工期环境监理的建设项目数量 项 12

实施施工期环境监测的建设项目数量 项 13

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 — — — — —

当年正式投入运行的建设项目数量 项 14

当年通过环保验收的建设项目数量 项 15

通过国家环保部门组织的验收 项 16

通过省级环保部门组织的验收 项 17

通过市级环保部门组织的验收 18

当年通过环保验收项目的工程总投资 万元 19

其中：环保总投资 万元 20

其中：水污染防治投资 万元 21

大气污染防治投资 万元 22

噪声污染治理投资 万元 2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投资 万元 24

绿化及生态恢复投资 万元 25

环境监测仪器、设备投资 万元 26

环境风险防范投资 万元 27

其它环境保护措施投资 万元 28

表 号：交环 5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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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规模以上港口 干线航道

当年通过环保验收项目新增处理设施数量 — — — — — —

1.废水处理设施 台（套） 29

生活污水 台（套） 30

油污水 台（套） 31

化学品废水 台（套） 32

2.废气处理设施 台（套） 33

脱硫装置 台（套） 34

除尘装置 台（套） 35

粉尘处理装置 台（套） 36

3.噪声治理设施 — — — — — —

声屏障 延米 37

隔声窗 平方米 38

防噪声林带 平方米 39

4.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 —

公路桥面径流集水系统 处 40

围油栏 米 41

消油剂 吨 42

吸油材料 吨 43

当年通过环保验收项目新增的污染物处理能力 — — — — — —

生活污水 吨/年 44

油污水 吨/年 45

烟尘 吨/年 46

脱硫 吨/年 47

粉尘 吨/年 48

化学品废水 吨/年 49

当年通过环保验收项目的绿化工程总量 — — — — — —

乔木 棵 50

灌木 株 51

草本植物 千平方米 5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 明：1.统计范围：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规模以上港口、长江及珠江干线航道。规模以上港口即年吞吐量在 1000
万吨以上的沿海港口和 200万吨以上的内河港口，由交通运输部划定。

2.表内逻辑关系：

02行（其中：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建设项目数量）＝06行+07行＝08行+09行；

02行=03行+04行+05行
15行（当年通过环保验收的建设项目数量）≥16行+17行+18行；

20行（其中：环保总投资）＝21行+22行+23行+24行+25行+26行+27行+28行；

29行（废水处理设施）＝30行+31行+32行；

33行（废气处理设施）＝34行+35行+36行；

10行≥11行；

19行≥20行。



9

（六）突发污染事故应急设备配备

填表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本年新增

甲 乙 丙 1 2

围油栏 米 01

收油机 台 02

油拖网 套 03

吸油材料 吨 04

消油剂 吨 05

消油剂喷洒装置 套 06

清污船舶 艘 07

储油装置 台（套） 08

其他辅助设备 台（套） 0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 明：1.统计范围：规模以上港口，即年吞吐量在 1000万吨以上的沿海港口和 200万吨以上的内河港口，由交通运输

部划定。

2.设备指规模以上港口自有设备。

3.表内逻辑关系：1列≥2列。

表 号：交环 6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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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环境保护基本情况

（交环 1表）

1.当年环境保护投入：指公路、港口、航道部门当年用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部资金投入。

按当年公路或港口建设、生产、运营等涉及环境保护的所有投入进行统计。

2.生态保护措施投入：包括绿化工程、临时占地恢复、保护土地资源措施、保护生物资源（如渔业

补偿、动物通道）和保护环境敏感区措施等费用投入。公路主体工程中具有环境保护作用的部分，按实

际投资比例划分投资额，计入生态保护措施投入。

3.污染防治设施投入：包括公路、港口、航道的环境污染治理与综合利用设施、船舶防污设备等固

定资产投资，环境污染治理与综合利用设施运行维护。按指标定义给出范围内的全部投入统计。

4.环境保护设计、咨询投入：指公路、港口、航道用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设

计、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验收、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节能评估、水资源论证等咨询费用。

5.环境保护科研投入：指有利于公路、港口、航道建设、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而开展的科研工作所

投入的费用。

6.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理投入：指为应对突发污染事故，采取有效防范和应对措施等而投入的费用，

包括应急设备配备、应急演习、应急预案编制、应急培训、污染事故应急处理等费用投入。

7.环境监测投入: 指用于环境监测设施建设运营、以及开展环境监测和应急监测业务的投入。

8.其它环境保护工作投入：当年环境保护投入中以上未包括的投入，包括环境管理、环境监理、环

境监测及培训等其它费用。

9.环境保护工作人员：指公路、港口、航道部门从事环境监管、监测、评价、危防、科研等工作的

人员。

10.监测网成员单位：指交通运输部委托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环境监测工作的监测机构。

11.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完成数量：指公路、港口、航道部门为加强污染防治、保护生态环境而编制的

各类环境保护规划项目数量。按当年编制完成的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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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港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情况

（交环 2表）

1.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设施数量：指到港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处理的固定设施数量，如污

水处理场站、油轮洗舱站，垃圾接收处理场，集装箱洗箱水处理站等，不包括移动接收船。

2.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能力：指规模以上港口的船舶污染物固定设施接收船舶油类污染物、生活污

水、船舶垃圾、危化品废水等污染物、废弃物的设计接收能力。

3.港口船舶污染物处理能力：指港口船舶污染物固定处理设施处理船舶油类污染物、生活污水、船

舶垃圾、危化品废水等污染物、废弃物的设计处理能力。按船舶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设计处理能力统计。

4.船舶油类污染物：包括船舶机舱、油轮压舱和洗舱含油污水及污油等。

5.船舶生活污水：船舶上主要由人员生活产生的污水，包括 a)任何形式便器的排出物和其他废物；

b)医务室（药房、病房等）的洗手池、洗澡盆，以及这些处所排水孔的排出物；c)装有活的动物处所的

排出物；d)混有上述排出物或废物的其他污水”替代原“生活污水”定义条目。

6.船舶垃圾：产生于船舶正常营运期间,需要连续或定期处理的废弃物,包括各种塑料废弃物、食品废

弃物、生活废弃物、废弃食用油、操作废弃物、货物物残留物、动物尸体、废弃渔具和电子垃圾以及废

弃物焚烧炉灰渣,《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MARPOL)附则 I、II、III、IV、VI所适用的物质除外,

也不包括以下活动过程中的鱼类(含贝类)及其各部分:a)航行过程中捕获鱼类(含贝类)的活动；b)将鱼类类

(含贝类)安置在船上水产品养殖设施内的活动 c)将捕获的鱼类(含贝类)从船上水产品养殖设施转移到岸

上加工运输的活动。

7.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船舶由于洗舱等活动产生的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有毒液体物质是指

对水环境或者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会对水资源利用造成损害的物质,包括在《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

舶构造和设备规则》(IBC规则)的第 17或 18章的污染物种类列表中标明的，或者根据《国际防止船舶

造成污染公约》( MARPOL)附则 II第 6.3条暂时被评定为 X类、Y类或 Z类物质的任何物质。

8.船舶污染物的接收量：指港口接收设施接收到的各类船舶污染物的数量。

9.船舶污染物的处理量：指港口接收设施接收到的船舶污染物的处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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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设施使用情况

（交环 3表）

1.污水治理设施：指用于防治水污染和经处理后综合利用水资源的设施。

2.污水治理设施原值：指污水治理设施在建造、购置固定资产时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支出，包括建

造费、买价、运杂费、安装费等。按指标定义给定的各类费用汇总统计。

3.污水治理设施总数：指用于防治水污染和经处理后综合利用水资源的实有设施数，以一个废水处

理单元统计，附属于设施内的水治理设施和配套设备不单独计算，已经报废的设施不统计在内。

4.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数量：指污水治理设施实际具有污水处理能力，正常运行的设施数量。

5.污水治理达标排放的设施数量：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且能够达标排放的设施数量，不包括不

能达标排放的设施。根据监测结果，填报能够做到达标排放的设施数量。

6.污水治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能力：指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建设的、在设施正常运行时，单位时间内可

能处理的废水量。按每一治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之和计算。

7.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费用：指维持废水治理设施运行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能源消耗、设备折旧、设

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药剂费等与设施运行有关的其他费用。按企业统计的实际运行费用填报。

8.锅炉废气处理与排放：主要指公路沿线附属设施（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等）和港口的锅炉烟

气、作业粉尘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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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交环 4表）

1.污水（废气、固体废物）产生总量：指在没有污染治理设施的情况下，企业正常生产、运行所排

放的污染物的量，即在正常技术经济和管理等条件下所产生的原始污染物的量。本组表涉及污水、废气

及固体废物。

2.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总量：指经过各种污染物处理设施处理（处置）后的污染

物排放量，包括未经处理也可以达标的比较洁净的水。按实际处理情况汇总统计，可通过实测、物料平

衡或在线监测系统获得。

3.污水（废气）达标排放总量：包括经过污染物处理设施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染物排放量与虽

未经处理设施处理，但符合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所排放的污染物排放量两部分之和，即所有排污口污染

物全部达标排放的总量。按污染物排放监测数据、排放标准和污水排放总量，计算获得达标排放量。

4.污水回用总量：指经各种水治理设施处理后回用的工业污水量。按实际回用量统计，或采用下面

公式：

污水回用总量（吨）= 未采用循环用水等措施时所需的新鲜水量（吨）— 采用循环用水等措施后

所需的新鲜水量（吨）

5.固体废物产生量：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物的总量。按实

际统计结果计算，或采用经验计算法计算。固体废物不含工程建设弃方。

6.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

具有爆炸性、易燃性、易氧化性、毒性、腐蚀性、易传染性疾病等危险特性之一的废物。按实际统计结

果直接填报。

7.固体废物处置量：指将固体废物焚烧或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所，并不再回取的工

业固体废物量。

8.用水总量：对公路来说，指沿线附属设施新鲜用水和重复用水的总和。对港口企业来说，指企业

用于生产方面，包括港（厂）区生活、船舶供水、机车用水、煤、矿石、散杂货堆场喷水、装卸作业、

洗箱等新鲜水和重复用水总和。新鲜用水量指企业从地面水、水井和城市自来水取用的水量。重复用水

量指企业内部循环使用、一水多用、串级使用和经处理后回用的水量。

9.船舶供水量：指港口供给到港船舶用水量。按实际统计数量填报。



1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

（交环 5表）

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指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2.当年批复开工的建设项目数量：指当年经国家、省级主管部门依审批权限批准开工的建设项目数。

按获得批复，符合开工条件的所有实际开工项目数量填报。

3.当年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建设项目数量：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程度，分为编制报告书、报

告表和填写登记表三种形式。按建设项目性质，分为新建和改扩建两类。

4.当年批复开工的建设项目总投资：指所有当年经国家或省级主管部门批复开工的建设项目的投资

总和。按相关批复文件中的数据进行统计。

5.环保投资估算总额：指所有当年批复开工的建设项目中环境保护部分投资总和。可从已获批复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获取。

6.当年正式投入运行的建设项目数量：指试运行期结束，正式投入运行的建设项目数量。

7.当年通过环保验收的建设项目数量：指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有关规定，当年通过国

家或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的建设项目数。按实际数目统计。

8.当年通过环保验收项目的工程总投资：指当年所有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工程的实际投资之和。可

从已获批复的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监测）文件中获取。

9.环保总投资：指当年所有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建设项目中的环保实际投资。包括工程前期、施工

期和试营运期用于水污染防治、噪声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绿化及生态恢复、环境监测仪器、

设备购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其它环境保护措施的投资（如施工期环境监理、环境监测、环境保护设

计及咨询等）。绿化及生态恢复投资中，公路包括工程绿化、边坡防护、取、弃土场等临时占地恢复等

投资。港口包括港区内防护绿化和环境绿化投资等。可从已获批复的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监测）

文件中获取。

10.当年通过环保验收项目新增处理设施数量：指当年通过环保验收的工程中，用于水污染、大气污

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等治理的设施数量之和。可从已获批复的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监

测）文件中获取。

11.废水处理设施：包括生活污水、油污水、化学品废水等处理设施的数量。如处理设施既处理生活

污水又处理油污水，计入生活污水设施数量。

12.废气处理设施：包括脱硫、除尘、粉尘治理装置等设施的数量。

13.噪声治理设施：包括各种材质的声屏障、低噪声路面、防噪声林带、机械噪声的隔声罩等数量。

14.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包括应急预案制定和应急设备配备等，如涉及公路桥面径流的集水系统，涉

及突发污染事故应急处理的围油栏、消油剂、吸油材料等）。

15.当年通过环保验收的项目新增的污染物处理能力：指当年通过环保验收的项目中，用于水污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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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水、油污水、化学品废水）、大气污染（烟尘、二氧化硫、粉尘）、固体废物污染等治理设施所新

增加的处理能力。可从已获批复的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监测）文件中获取。

16.当年通过环保验收项目的绿化工程总量：指当年通过环保验收的工程中绿化工程的数量，以种植

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的数量反映。公路的绿化工程包括工程绿化、边坡防护、取、弃土场等临时占地

恢复等投资，港口包括港区内防护绿化和环境绿化等。可从已获批复的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监

测）文件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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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污染事故应急设备配备

（交环 6表）

1.围油栏：指控制水面浮油运动的浮动机械屏障。统计各种型式围油栏的总和。

2.收油机：指能够回收溢油（或类油化学品）、遏制溢油污染的机械设备装置。统计各种型号、效

率的设备总和。

3.油拖网：指回收水面高粘度浮游、焦油球、巧克力冻状油的设备或材料。统计各种型式设备的总

和。

4.吸油材料：指由一种或多种材料组合而成的能够吸收水中溢油或化学品的材料。统计各种材质吸

油材料的总和。

5.消油剂：指溢油分散剂、凝聚剂、沉降剂等各类处理溢油的化学处理剂。溢油分散剂包括常规型

分散剂和浓缩型分散剂。统计各种型式、类型的消油剂总量。

6.消油剂喷洒装置：指在各种平台（飞机、船舶）上使用，能够喷洒分散剂的装置。统计各种型式

喷洒装置的总量。

7.清污船舶：指在溢油或化学品事故应急过程中，回收水面溢油或化学品的船舶，主要包括溢油回

收装置、回收油储存舱、驳运装置、机械动力系统和垃圾回收设备等。只统计专门的、直接服务于溢油

预防与应急处理有关的船舶。

8.储油装置：指在溢油应急作业过程中，存储和转运溢油的设备。统计各种类型的储油装置。

9.其它辅助设备：指溢油监视报警系统、溢油跟踪与报警浮标及未列入上述指标范围内应急处理设

备等。统计不在序号 1-8范围内的设备、材料范围内，与溢油应急处理相关的各类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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