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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本佳题全部根据 24 版大纲编排，对部分真题题干或选项进行了修正。删除了部分真题。

2、清洁生产内容只在工程分析中体现，将涉及到清洁生产的题目编排于工程分析中；污染防治措

施效率计算、规划分析方法编排在工程分析中。

3、总量控制的计算全部在工程分析，文字题穿插到各要素中。

4、题目以 20-24 年真题为主，计算题不仅要记住知识点，而且能够计算，动手练习。

5、2022 年 11 月补考收集到两道生态类题。23、24 涉及生态影响识别部分均调整到第二部分。

6、2024 年真题分值分布：工程分析 15分；环境影响识别 6 分；大气要素 15分，废气措施 7分；

地表水 8分，废水措施 4分；地下水 14分，地下水措施 2分；土壤 2 分；声要素 10分，声措施 8分；

固废 3 分；生态要素 13分，生态措施 6分；风险 3 分；环境监测 4 分。

7、历年分值分布：2024 年教材对工程分析作出较大调整，一、工程分析分值大幅上升，其中也统

计了两道规划分析题目，占比 3.3~12.5%左右；二、环境影响识别生态识别高频考核，占比 1.3~5%左右；，

三、大气要素历来分值比较高，占比 16.7~22%；四、地表水要素 23 年分值比 23 年有所下降，历年占

比 10%~16%之间；五、地下水要素分值占比 9.2%~16.7%，2020 年分值 高，措施部分仅 1 题；六、土

壤要素 24 年 2 分；七、声要素部分整体分值增加 1 分，措施部分分值增加 7 分，历年占比在 14%~15.8%

之间，分值比较稳定，一直是考试重点；八、固废每年 2~5 题；九、生态要素 24 年措施比重有所上升，

总分值占比 13.3%~18.3%之间；十、风险评价每年必考，24 考核 2 题，3 分；十一、环境监测与管理考

核 2 道题左右。

总体来说工程分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声和生态是考核的重点，尤其要学好；其他部分影响

识别、土壤、固废、风险和监测分值占比不大，但是也不能放弃，技法的每一分都很重要。

8、公参在 2022 年大纲中已删除，验收部分在大纲删除，本卷已删除。

由于编者水平和经验有限，本书如存在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佳成环评教育教研组

2024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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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工程分析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符合题意）

1.某项目拟新建以甲醇为原料的甲醛装置，以及配套的罐区、空压站、火炬等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

在工程分析过程中可以反映产污环节的图是（ ）。（2024-16）

A.工艺流程图 B.给排水管网图

C.污水处理场高程图 D.设备竖向布置图

2.关于污染型扩建项目现有工程污染源源强的确定方法（ ）。（2019-22）

A.实测法 B.物料衡算法

C.类比法 D.查阅参考资料法

3.某二氧化碳捕集项目采用高效复配醇胺为吸收剂的吸收工艺，捕集乙烯裂解炉和燃气动力锅炉烟

气中的 CO2，烟气排放量为 1010000Nm³/h，温度 45℃。在忽略对氮氧化物的治理效率时，水洗尾气氮

氧化物浓度应为（ ）mg/Nm³。（2024-17）

序号 锅炉 废气排放量(Nm³/h) CO2(%) 氮氧化物(mg/Nm³)

1 裂解炉烟气 970000 8.22 50

2 动力锅炉 230000 7.54 80

A.50 B.65 C.67 D.80

4.用空气(含氧量 20%)氧化法氧化烟气脱硫废液中的亚硫酸钠，氧利用率 25%，当进料空气量为

1000m3/h 时，氧化尾气的量约是（ ）。（2024-9）

A.1000m3/h B.950m3/h

C.800m3/h D.750m3/h

5.石料厂破碎工序无组织粉尘产生量为 100kg/h，集气罩效率为 90%，风机风量为 20000Nm3/h。风

机后设除尘器，除尘器出口颗粒物浓度为 22.5mg/Nm3，该除尘器的除尘效率是（ ）。（2020-21）

A.95.5% B.98.5% C.99.5% D.99.8%

6.某石化企业有机废气 RTO 处理设施，进口非甲烷总烃浓度 3g/Nm3、气量 25000Nm3，出口非甲烷

总烃浓度 70mg/Nm3、气量 35000Nm3，该设施非甲烷总烃的去除率为（ ）。（2020-32）

A.69.8% B.96.7% C.97.7% D.98.3%

7.某燃煤火电厂脱硫系统入口 SO2 浓度为 3500mg/Nm3，脱硫系统出口 SO2 浓度要达到超低排放限

值 35mg/Nm3，其脱硫系统的脱硫效率至少是（ ）。（2021-7）

A.99.86% B.99.72% C.99.00% D.97.15%

8.某 50t 燃油蒸汽锅炉烟气中 SO2实测浓度为 35mg/m3，氧浓度为 5%，该排气筒 SO2折算基准含氧

量（3.5%）的排放浓度为（ ）mg/m3。（2019-31）

A.32.8 B.35 C.38.3 D.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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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某气化炉从投煤开始至正常使用的持续时间为 2h，排放的二氧化硫为 6.5t/次·台。该型气化炉正常

使用至停车的持续时间为 0.5h，排放的二氧化硫为 3.5t/次·台。根据气化炉运行经验，全年气化装置 4

台气化炉共需开停车 24 次。计划开停车工况下污染物排放量计入全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数量是

（ ）。（2020-11）

A.84t/a B.156t/a C.240t/a D.960t/a

10.某建设项目从供水水库取水 527m3/h，回用废水 188m3/h，分别回用至脱盐水站、循环水系统，

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入海 488m3/h，以回用废水量占废水量的比率反映废水回用情况，则

该项目废水回用率是（ ）。（2023-7）

A.26.3% B.27.8% C.35.7% D.38.5%

11.某项目装置和空分装置循环水站的水平衡见下图。图中送废水深度处理系统的水量是（ ）。

（2021-13）

其他损失

蒸发损失

至深度处理系统

5

1243.8
1473.5

136自

回

用

水

系

统

5.2

1364.9
1750.1

甲醇装置

循环水站
空分装置

循环水站

动力锅炉排污水至深度处理系统

单位：t/h

A.224.7t/h B.380.0t/h C.604.7t/h D.740.7t/h

12.某建设项目工业新鲜水取水量为 530m3/h，总循环水量为 112236m3/h，循环水系统的补水为脱盐

水。污水处理站回用水处理系统的脱盐水制备规模为 182m3/h，其中 60m3/h 用于补充循环水系统，其余

122m3/h 用于工艺装置。该项目水重复利用率是（ ）。（2022-15）

A.55.87% B.34.34% C.99.37% D.99.53%

13.某企业工艺流程图如下，在进行物料流分析中下列环节不属于水损耗的是（ ）。（2024-8）

A.蒸发损失 B.风吹损失

C.供水 D.排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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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台总容积 10000m3固定顶汽油罐，储存有 5000m3汽油，储罐气相空间只与恒压(101.3kPaG)废

气收集处理系统相连通，储罐气相空间温度在上午 8 点至 9 点从 15℃匀速升高到 17℃过程中，储罐向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排放的气量是（ ）。（2021-37）

A.34.7m3 B.69.4m3

C.666.7m3 D.1333.3m3

15.下图是某有机产品生产物料流向及产排污环节简图，用于核算该过程中废气污染物产生量的是

（ ）。（2022-8）

A.原料 B.工艺尾气

C.产品 D.排放气体

16.某污水处理站接触氧化处理设施的有效容积为 2000m3，进水流量为 300 m3/h，进水 COD 浓度为

150mg/L，出水 COD 浓度为 70mg/L。该设施的 COD 有效容积去除负荷是（ ）。（2022-10）

A.0.252kg/m3·d B.0.288 kg/m3·d C. 0.144 kg/m3·d D.1.088 kg/m3·d

17.某生物制药项目设计生产装置年运行时间为 5000小时，废水处理设施年运行时间为 6000 小时，

核算生产废水污染物年产生量的小时数是（ ）。（2023-21）

A.1000 B.5000 C.6000 D.11000

18.某煤矿开采项目位于荒漠和草地过渡区域，井田面积 41.64km²，设 4 个井筒，掘进矸石直接充

填废弃巷道，井场新建自备锅炉供热。该项目运行期造成的生态影响是（ ）。（2024-15）

A.地表沉陷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B.井筒开挖弃土对草地的影响

C.供热管道焊接烟尘对大气的影响 D.煤层结构对掘进巷道方向的影响

19.关于供水水库扩建项目工程分析的说法，错误的是（ ）。（2020-44）

A.工程分析对象包括现有工程的基本情况

B.工程分析对象包括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及达标情况

C.工程分析对象包括现有工程与原规划符合性的论证

D.影响源识别应分析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

20.某山岭重丘区拟新建一条局部路段穿越基本农田的高速公路，在进行施工期工程分析时，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2020-45）

A.应分析工程对该区生态系统阻隔的影响 B.应分析工程建成后交通噪声的影响

C.应分析工程对沿线景观的影响 D.应分析工程对基本农田占用的影响

21.关于高速公路项目运行期工程分析技术要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2021-28）

A.应关注筑路材料临时堆场对环境的影响

B.应关注桥梁基础建设的底泥清淤弃渣影响

产品

工艺废气产品原料 工序 排放气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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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关注公路隧道施工排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

D.应关注管理服务区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影响

二、不定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一个符合题意）

22.改扩建项目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核算的方法有（ ）。（2022-53）

A.试验法 B.实测法

C.类比法 D.行业指南核算法

23.某新建项目进行水污染物源强核算时，需要考虑的排放口有（ ）。（2023-68）

A.含铬废水车间排放口 B.污水处理厂总排口

C.含铁废水车间排放口 D.温排水排放口

24.采用序批式、釜式苯氯化法生产1,4-二氯苯工艺，其生产工序顺序为釜内水清洗、釜内氮气置换、

苯进料、氯化反应、反应产物出料等。氯化反应的未反应氯气通过管道送入吸收塔净化。下列工序中，

排出含苯废气的工序有（ ）。（2024-47）

A.釜内氮气置换 B.苯进料

C.氯化反应 D.反应产物出料

25.某有机化学品生产采用釜式反应器，其生产工序为原料进料 氮气置换 升温反应 出料

反应釜水洗 反应釜备用，下列存在废气排放的工序有（ ）。（2019-76）

A.氮气置换 B.反应釜备用 C.反应釜水洗 D.升温反应

26.以含硫馏分油为原料油的加氢装置物料流向如下图，在进行该装置硫平衡计算时下列物料流中，

应考虑的物料流有（ ）。（2024-49）

酸性水

循环氢

新氢

原料油

气体产品

注水

加氢反应器 气液分离器 分馏塔

液体产品

A.原料油 B.液体产品

C.酸性水 D.循环氢

27.在对现代煤化工生产装置进行清洁生产评价时，下列指标中，作为能源消耗指标的有（ ）。

（2024-50）

A.燃料消耗量 B.电力消耗量

C.蒸汽消耗量 D.原料煤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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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某企业扩建项目生产规模与现有工程相同。现有工程包括空分装置、硫回收装置、甲醇装置、动

力站、储运系统等。现有工程以 2019年为基准年，其基准年污染物排放情况调查应选用的资料有（ ）。

（2021-54）

A.锅炉烟气在线监测记录 B.原辅材料消耗量统计台账

C.甲醇装置安全生产天数统计数据 D.储运系统挥发性有机物回收设施运行记录

29.某规划工业园区规划分析时，根据下列河流水系图、村庄分布图、项目区位置图，用叠图分析方

法判断正确的有（ ）。（2024-66）

A.村庄b在河流的左岸

B.村庄b与项目区在河流同侧而建

C.项目对村庄a潜水水质没有较大影响

D.项目与村庄a隔岸而建

30.某高新区规划环评工作中，调查发现高新区规划范围内涉及0.48km²基本农田，按《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要求，为直观反映高新区规划范围及产业布局、基本农田分布情况，需要调研的资料有（ ）。

（2024-54）

A.基本农田分布图 B.规划范围矢量图

C.高新区产业规划图 D.行政区交通图

31.某水库项目距大坝 20km 处的局部库区将淹没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黑熊的部分栖息地，该种动

物听觉和嗅觉很灵敏，善游泳，有随季节垂直迁徙的习性。在评价项目对黑熊影响时应考虑的问题有

（ ）。（2021-73）

A.工程施工对黑熊的噪声惊扰

B.水库蓄水淹没缩减黑熊栖息地

C.水库蓄水对两岸黑熊种群交流的阻隔影响

D.河谷小气候变化对黑熊及其栖息地的间接影响

32.某调水工程输水线路部分路段需以长隧洞方式穿越一山岭，拟采用钻爆法施工，在进行隧洞段工

程分析影响因素识别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2020-91）

A.需识别隧洞出渣对环境的影响

B.需识别隧洞开挖过程中爆破振动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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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需识别隧洞开挖过程中爆破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D.需识别隧洞施工对地下水的影响

33.下列生态影响型项目的工程分析内容中，属于该项目工程分析重点的有（ ）。（2021-66）

A.公路项目对动物迁通道的阻隔影响 B.水库项目对原生常绿阔叶林的淹没影响

C.油气田开采项目对邻近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D.风电场项目 35kV 集电线路的电磁辐射影响

工程分析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解析

1.【解析】A。在工艺流程图上绘制产污节点。

2.【解析】A。现有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应优先采用实测法，各行业指南也可根据行业特点确定其

他核算方法；采用实测法核算时，对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及排污许可证等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

污染因子，仅可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核算，对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及排污许可证等未

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因子，核算源强时优先采用自动监测数据，其次采用手工监测数据。

3.【解析】C。两股废气，先算出污染物总量之后再除以废气总量，算平均浓度，[(970000×50)+(230000

×80)]÷(970000+230000)=67mg/m³。

4.【解析】B。1000-1000×20%×25%=950。24新增大纲，物料平衡的计算，扣除氧气所占有的部

分，剩下的即为排放的。

5.【解析】C。已知出口浓度，先计算进口浓度=产生速率/风量；注意进入除尘器部分只有 90%，

10%为无组织排放，100kg/h*0.9*1000000/20000Nm3/h=4500mg/Nm3（kg 转化为 mg，×1000000），去除

率=去除浓度/产生浓度=（4500-22.5）/4500=99.5%。

6.【解析】B。质量守恒定律，（产生量-排放量）/产生量，需要知道甲烷总量：进口[3*25000-出口

(70*35000)/1000]/ (3*25000)=96.7%。

7.【解析】C。关于治理措施效率的计算，（3500-35）/3500=99%。

8.【解析】C。浓度折算系数=过剩空气系数/标准空气系数=（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即：C 折算=C 实测*浓度折算系数= C 实测*（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则：折算后的排放浓度为：35*（21-3.5）/（21-5）=38.3。

9.【解析】C。题意中的共是全部的意思，不需要乘以 4 台，注意排放量的单位没有 h，不需要乘以

时间，(6.5+3.5)*24=240 t/a。

10.【解析】B。污水回用率=污水回用量/（污水回用量+直接排入环境的污水量）；题干中回用废

水 188m3/h，直排量为 488m3/h，污水回用率=188/（188+488）=27.8%。

11.【解析】D。水平衡的计算，甲醇装置循环水站至深度处理系统的水量为 380 t/h，动力锅炉排污

水 136 t/h，空分装置循环水站排水 224.7 t/h，380+136+224.7=740.7 t/h。

12.【解析】D。用水重复利用率=重复利用水量/（重复利用水量+取用新水量），题干中总循环水

量为 112236m3/h，新鲜水取水量为 530m3/h，污水站 112236/(112236+530)=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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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解析】C。C 属于中间的用水过程，不属于水损耗。结合工程分析清洁生产的知识，可以读懂

问题。

14.【解析】A。恒压 P 不变，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得V1/T1=V2/T2，求V2，V2=T2*V1/ T1=（273+17）

*（10000-5000）/（273+15）=5034.7m3，油罐空余体积为 5000 m3，则排出的气体体积为 5034.7-5000=34.7 m3。

15.【解析】B。考核产生量和排放量的区别，污染物产生量为工艺尾气，经过措施处理后的为排入

环境的量。

16.【解析】B。工程分析计算，根据单位进行列式，（150-70）*1000*300*24/1000000=576 kg/·d，

再除以池子体积，为 0.288kg/m3·d。

17.【解析】B。设想已知每小时废水产生的流量，产生的浓度，这个时候算总量只能乘以运行时间

5000 小时。

18.【解析】A。煤矿开采项目为采掘类项目，在挖掘过程中地表沉陷对地表植被产生影响，BC 属

于施工期的影响，D 不属于环评关注的内容。

19.【解析】C。现有工程与原规划符合性的论证为项目符合性分析的内容，不属于工程分析的对象，

对象为主公辅，项目组成；改扩建的影响源识别还应分析原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识别原有工程影响

源和源强。

20.【解析】D。阻隔、交通噪声、景观的影响是在运行期产生的，施工期为施工噪声。

21.【解析】D。ABC 都属于施工期的影响。

二、不定项选择题解析

22.【解析】CD。无组织废气源强的核算方法：物料衡算、类比、反推。行业指南核算法属于类比法。

23.【解析】ABD。现状调查详细内容：分析确定建设项目所有排放口(包括涉及一类污染物的车间

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企业总排口、雨水排放口、清净下水排放口、温排水排放口等)的污染物源强，

明确排放口的相对位置并附图件、地理位置 (经纬度)排放规律等。改建、扩建项目还应调查现有企业所

有废水排放口。

24.【解析】CD。反应釜氮气置换保持氮气氛围，置换空气，无污染物排放，故A不选；反应釜保

持氮气的氛围下，处于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料必然是密闭进料的，故苯进料没有废气排放，B不选；

氯化反应带走氯气的同时，未反应的苯也会被一并带走，故C选；反应产物出料会含有未反应的苯以废

气排放，故D选。

25.【解析】ACD。进料之后进行氮气置换，带出废气，釜式反应器夹套中的热交换器，可以对釜

体进行加热或冷却。氮气置换，已加料，有废气。升温反应是夹套中的热交换器加热升温，密闭收集效

率高，尾气通过管道收集处理或有组织排放，反应釜水洗工序则有反应釜内气体随清洗废水排出。

26.【解析】ABC。元素平衡计算需要包括物料的进和出，不包括中间循环量。

27.【解析】ABC。D属于原料，不作为能源。

28.【解析】ABCD。现有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原辅料消耗情况，C 为工作时间，安全二字为故

意干扰，污染物排放回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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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解析】ABC。面向河流流去的方向，你的左手边即为左岸，右手边即为右岸。本题中，a村、b

村与本规划项目在左岸。ABC正确。

30.【解析】ABC。ABC均是规划环评的基础资料，行政区交通图是规划图件，不是规划环评的必

须图件。

规划数据 规划范围图，规划布局图，规划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环境现状和

区域规划数

据

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环境管控单元图，全国/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图，全国/省级生态

功能区划图，城市大气环境功能区划图，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图，城市水环境功能区划

图，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图，城市总体规划图，环境质量(水、大气、噪声、土壤)点位

图，主要污染源(水、大气、土壤)分布图，其他环境敏感区分布图，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分布图

31.【解析】ABCD。淹没其栖息地 B 受影响，在施工过程中的噪声对动物的生活产生影响，水库建

设造成的气候变化也是需要考虑的影响，两岸种族交流会造成阻隔。

32.【解析】ABCD。出渣属于固废；振动和噪声都属于物理污染，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因此

需要考虑；长隧洞方式穿越也会造成地下水污染，因此也需要识别。

33.【解析】ABC。根据评价项目自身特点、区域的生态特点以及评价项目与影响区域生态系统的相

互关系，确定工程分析的重点，分析生态影响的源及其强度。主要内容应包括：

(1)可能产生重大生态影响的工程行为；

(2)与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有关的工程行为；

(3)可能产生间接、累积生态影响的工程行为；

(4)可能造成重大资源占用和配置的工程行为。

选项 D 的影响属于污染类的影响，不是生态类项目工程分析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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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环境影响识别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符合题意）

1.某水库项目建设征占地涉及猕猴生境，下列因项目建设产生的生态影响中，属于长期生态影响的

是（ ）。（2024-34）

A.水库淹没缩减猕猴生境 B.施工噪声惊扰猕猴栖息

C.临时弃渣场影响植被覆盖度 D.施工粉尘影响周边植物光合作用

2.下列工程活动导致的生态影响中，属于短期生态影响的是（ ）。（2023-35）

A.水库运行调度对鱼类的影响 B.水库淹没对库区动物生境的影响

C.公路运输噪声对邻近动物的影响 D.公路隧洞爆破对邻近动物的影响

3.对评价范围内生物多样性进行影响预测时，可选为评价因子的是（ ）。（2024-35）

A.生境面积 B.植被覆盖度

C.物种均匀度 D.物种生物习性

4.某建设项目拟新建海水直流冷却系统，悬浮物按 150 mg/L 考虑，供水设计温度 33℃，直流冷却

系统排水温度 43℃，取水经沉淀处理，污泥脱水外运。该项目直流冷却系统排水主要评价因子是（ ）。

（2022-16）

A.水量 B.水温

C.沉淀污泥 D.COD

5.某 LNG 接收站外输天然气拟采用海水气化工艺，在海水取水泵房加入 EGD(天然双长链脂肪胺类)

杀生缓蚀剂替代电解海水制次氯酸钠经气化器排出的工艺，冷排水的主要评价因子（ ）。（2023-6）

A.余氯 B.盐度

C.重金属 D.海水温降

二、不定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一个符合题意）

6. 生态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应包含的信息有（ ）。（2024-72）

A.工程内容 B.影响性质

C.影响方式 D.影响程度

7.某水库项目建设导致的生态影响中，属于强影响等级的有（ ）。（2024-73）

A.大坝建设阻隔了某种洄游鱼类的洄游通道

B.施工土料场开采破坏了一小片果园

C.水库蓄水使库区主要浮游植物由硅藻类变为蓝、绿藻类

D.施工钢筋加工场地平整破坏部分次生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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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列工程建设产生的生态影响中，属于强影响程度等级的有（ ）。（2023-75）

A.导致某种植物种群数量损失 80%

B.破坏部分季节性冻土区植被导致生态修复难度较大

C.施工粉尘附着于周边野生植物叶片影响其光合作用

D.在当地洄游鱼类的通道上拦河筑坝影响水系连通性

9.关于生态环境影响识别的说法，正确的有（ ）。（2021-67）

A.应识别工程行为造成的直接影响

B.应识别污染影响造成的间接生态影响

C.应识别污染影响对施工人员造成的影响

D.应识别工程行为和污染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累积效应

10.采用矩形法对炼化一体化项目进行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运营期主要的负面影响有

（ ）。（2020-58）

A.废气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B.废水污染物排放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

C.项目余热代替居民采暖供热锅炉

D.增加区域环境风险

11.某陆上油田集输站原油脱水处理单元生产过程，生产废水产生环节有（ ）。（2022-52）

A.储油罐 B.一级三相分离器

C.二级三相分离器 D.原油稳定

【备注：工艺过程非真题给出，可参考上述工艺过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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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识别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解析

1.【解析】A。水库淹没属于长期影响，BCD 均为施工期影响。B 噪声影响为短期影响，C 为临时

弃渣场，待工程结束植被恢复；D 随着施工期结束影响消失。

2.【解析】D。爆破短期会消失。

3.【解析】C。生物多样性评价因子：物种丰富度、均匀度、优势度等。

4.【解析】B。高温水评价因子有水温。

5.【解析】D。为实现天然气管道外输，液化天然气站建设 LNG 海水气化系统，需配套海水取排水

工程，海水作为 LNG 气化装置加热用热源，使得 LNG 气化成 NG，而海水降温后排回大海。

本实用新型涉及液化天然气气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 LNG(Liquefied Natural Gas，液化天然气)气化

海水取排水系统。

二、不定项选择题解析

6.【解析】ABCD。表格包括内容：受影响对象、评价因子、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影响性质和

影响程度。

7.【解析】AC。A水系连通性显著影响，属于强；C种群结构明显改变，属于强。B属于弱，D属于

中。影响程度可分为强、中、弱、无四个等级，可依据以下原则进行初步判断：

影响因素 强 中 弱 无

生境 严重破坏 一定程度破坏 暂时性破坏 未受到破坏

水系开放连通性 显著影响 一定程度影响 变化不大 未受到影响

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 难以栖息繁衍 一定程度干扰 暂时性干扰 未受到影响

物种种类 明显减少 减少 变化不大 /

种群数量 显著下降 下降 变化不大 /

种群结构 明显改变 改变 变化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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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强 中 弱 无

生物多样性 显著下降 有所下降 基本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生物系统结构和功能 严重损害 一定程度破坏 基本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生态系统稳定性 难以维持 一定程度干扰 基本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自然景观、自然遗迹 永久性破坏 暂时性影响 基本未受到破坏 未受到破坏

生态修复难度 较大 一般，可通过措施减缓和控制
可以修复或自然

恢复
/

8.【解析】AB。强：生境受到严重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显著影响；野生动植物难以栖息繁衍

（或生长繁殖），物种种类明显减少，种群数量显著下降，种群结构明显改变；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难以维持；自然景观、自然遗迹受到永久性破坏；

生态修复难度较大。

9.【解析】ABD。生态影响识别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

10.【解析】ABD。主要识别的是负面的影响，用余热代替居民采暖供热锅炉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属于有利部分，不属于负面影响。

11.【解析】BC。三相分离器：第一级分离器，进行初步的油气水三相分离。过程中有水排放，稳

定塔：对原油进行稳定处理，分离含 4 个 C 及 4 个 C 以下的轻组分，减少原油储存运输过程中的蒸发

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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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大气环境要素

第一节 现状调查与影响预测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符合题意）

1.某建设项目燃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包括二噁英，以下选项中，（ ）属于该建设项目的物料。

（2024-7）

A.苯胺 B.1,4 二氯苯

C.丙烯酸 D.二甲基二硫醚

2.下列判定该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为达标区的依据是（ ）。（2022-33）

A.补充监测的 NH3和 H2S 达标

B.SO2、NO2、PM10、PM2.5、NH3和 H2S 达标

C.主要污染物 SO2、NO2、PM10和 PM2.5达标

D.SO2、NO2、PM10、PM2.5、CO 和 O3达标

3.SO21h 浓度 620ug/m3，超标倍数（ ），二级标准 500ug/m3。（2020-33）

A.0.24 B.1.24 C.3.13 D.4.13

4.某国家监测站点全年 SO2日均浓度有效监测值共 365 个，将 SO2 日均浓度值按数值从小到大排序

后， 后 15 位序列对应浓度见下表，该监测站点 SO2日均浓度第 98 百分位数（ ）。（2023-11）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22 22 22 23 23 23 23 24 24 24 24 24 24 24 25

A.22ug/m3 B.23ug/m3 C.24ug/m3 D.25ug/m3

5.对某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大气环境进行补充监测，该地常年风向为 E-ESE-SE，以下表格中为该建

设项目附近的两个村庄，应在（ ）进行布点。（2024-23）

位置 与建设项目的方位 与敏感点距离

村庄 1# 项目 SE 1.5

村庄 2# 项目 NE 1.9

A.冬季主导风向下风向的村庄 1#附近

B.夏季主导风向下风向的村庄 1#附近

C.冬季主导风向下风向的村庄 2#附近

D.夏季主导风向下风向的村庄 2#附近

6.环境空气补充监测点选择，首先需要考虑的气象要素是（ ）。（2021-6）

A.风向 B.风速 C.气温 D.气压



佳成佳题之技法 学员内部资料

佳成教育微信号：jchppx 关注公众号【佳成环保】14

7.苯并[α]芘补充监测采样满足要求的是（ ）。（2023-12）

A.3 天有效数据，每日 20 小时 B.3 天有效数据，每日 24 小时

C.7 天有效数据，每日 20 小时 D.7 天有效数据，每日 24 小时

8.某新建炼油项目开展大气环境影响一级评价，选择区域污染较重季节进行补充监测，关于该项目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补充监测布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2023-13）

A.补充监测季节主导风向上风向 5km 范围内设置 1~2 个监测点

B.近 20 年统计的主导风向上风向 5km 范围内设置 1~2 个监测点

C.厂址及补充监测季节主导风向下风向 5km 范围内设置 1~2 个监测点

D.厂址及近 20 年统计的主导风向下风向 5km 范围内设置 1~2 个监测点

9.某新建项目所在区域为达标区，大气评价等级为一级，预测因子为 SO2、NO2、PM10 和 PM2.5，

评价范围内有 m 站、n 站 2 个环境空气质量长期监测站点。该项目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及网格点环境质量

现状浓度的确定方法是（ ）。（2024-20）

A.取各污染物相同时间 m 站、n 站的监测浓度平均值

B.取各污染物相同时间 m 站、n 站的监测浓度较大值

C.先取相同时间 m 站、n 站的平均值，再取各监测时间平均值中的 大值

D.先取相同时间 m 站、n 站的较大值，再取各监测时间较大值的平均值

10.下列工程或设施中产生的废气污染源为线源的是（ ）。（2023-22）

A.化学制药企业废水地下集输管线

B.成品油配送库中的汽油罐

C.北京至天津的高速公路

D.榆林至郑州的天然气管

11.某农副食品加工企业拟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下列污染源中，属于

本项目大气污染源调查内容的是（ ）。（2021-10）

A.评价范围内现有污染源 B.评价范围内在建污染源

C.评价范围内拟建污染源 D.本项目污染源

12.针对非采暖区居民燃煤生活污染源排放，需要考虑的周期性系数是（ ）。（2021-11）

A.日变化 B.周变化

C.月变化 D.季变化

13.某公司新建镀锌车间，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评价范围是以厂址区域为中心、边长

5km×5km 的矩形，下列关心点应列为环境保护目标的是（ ）。（2020-14）

A.厂址北侧 2km 的水泥厂 B.厂址东侧 4km 的村庄

C.厂址南侧 8km 的学校 D.厂址西侧 1km 的乳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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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某项目大气评价范围内涉及环境保护目标有村庄，还有一处风景名胜区，问下列哪一项应该在环

境保护目标调查表内出现的内容有（ ）。（2022-34）

A.村庄中心坐标

B.村庄离项目中心的距离

C.风景名胜区中心坐标

D.风景名胜区边界距离厂界 近距离

15.某有色项目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其厂址东部 8km 处有一村庄。该项目有四个大气污染源，

估算模型计算结果为每个源的 Pmax 在 1.5%~2.0%。该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范围分别是（ ）。

（2020-16）

A.一级评价、评价范围 5km×5km

B.二级评价、评价范围 5km×5km

C.三级评价、评价范围 5km×5km

D.二级评价、评价范围 10km×10km

16.某新设煤化工产业园区开展规划环评，经核算，SO2和 NOx 的年总排放量为 2600t，预测二次污

染物 PM2.5应选择的模型为（ ）。（2024-21）

A.ADMS B.AERMOD

C.CALPUFF D.网格模型

17.某建设项目年排放 SO2600t、VOCs1700t，选用模型模拟法预测二次 PM2.5的推荐模型是（ ）。

（2022-36）

A.AERMOD 模型 B.ADMS 模型

C.CMAQ 模型 D.CALPUFF 模型

18.某污染类建设项目，排放主要废气污染物为颗粒物（以 PM10计，日平均浓度限值为 150ug/m³）

采用 AERSCREEN 模型估算 大 1 小时平均地面空气质量浓度 Cmax=15ug/m³，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应是（ ）。（2023-14）

A.一级 B.二级

C.三级 D.简化评价

19.某污染类建设项目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开展大气专项评价，进行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估算

时，必须收集的资料是（ ）。（2024-22）

A.区域湿度条件

B.90m 分辨率地形数据

C.评价基准年 高和 低环境温度

D.周边 1km 范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

20.空气质量估算模型参数选择城市依据是（ ）。（2019-17、2020-18）

A.项目周边 3km 半径范围内，城市+工业区面积＞50%

B.项目周边 3km 半径范围内，城市+工业区面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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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目周边 5km 半径范围内，城市+工业区面积＞50%

D.项目周边 5km 半径范围内，城市+工业区面积＞40%

21.单一排气筒某污染物地面浓度估算模式计算结果如下图，横坐标为下风向距离（m），纵坐标为

浓度（10-3µg/m3）。该源地面浓度大于 60×10-3µg/m3的影响距离约是（ ）。（2020-13）

A.500m B.2500m C.3000m D.5000m

22.某钢铁联合企业位于海边，其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模型应选择（ ）。（2020-17）

A.ADMS B.AERMOD C.CALLPUFF D.EDMS/AEDT

23.某项目拟建设 1 套高架火炬系统，火炬及配套设施包括蒸汽消烟火炬头、火炬分液罐、点火系统、

火炬头监测系统等。预测非正常工况火炬源环境影响时，需要的火炬系统参数是（ ）。（2021-16）

A.送火炬物料的热值 B.分液罐的尺寸

C.消烟过热蒸汽的温度 D.点火系统助燃气体量

24.大气环境预测模型 AERSCREEN 计算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时，不需要输入的参数是（ ）。

（2022-35）

A.城市/农村选项 B.静风频率

C.土地利用类型 D.地形参数

25.某水泥厂项目对所有网格点 PM2.5 年均浓度贡献值为 1.25ug/m3，日均浓度为 2.54ug/m3，区域削

减源对所有网格点年均贡献值为 1.64ug/m3，日均浓度为 3.42ug/m3，则该项目预测范围内年平均浓度质

量变化率 K 值为（ ）。（2019-16）

A.-23.8% B.-25.7%

C.-50.8% D.-52.0%

二、不定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一个符合题意）

26.在下列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含氮氧化物废气的设备有（ ）。（2024-48）

A.汽油储罐 B.以天然气为燃料的锅炉

C.开式循环水凉水塔 D.固废焚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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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某钢铁企业拟增建 1 条 180 万 t/a 球团矿项目，其球团焙烧烟气中主要污染因子有（ ）。

（2021-76）

A.颗粒物 B.氟化物

C.一氧化碳 D.氮氧化物

28.某拟建项目大气评价等级为一级，SO2、NOx、H2S的年排放量分别为220t、380t、0.3t，需要进

行预测分析的基本污染物有（ ）。（2024-60）

A.SO2 B.NO2 C.H2S D.PM2.5

29.下列大气污染物中，属于基本污染物的有（ ）。（2020-64）

A.SO2 B.PM2.5 C.H2S D.NH3

30.下列污染物中，属于二次污染物前体物的有（ ）。（2021-53）

A.挥发性有机物 B.氮氧化物

C.PM2.5 D.TSP

31.某拟建项目地处城东 20km，排放的特征污染物为 H2S，该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

评价范围 15km×15km，项目东侧 10km 有自然保护区，当地县城有两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县城及

项目所在区域为大气环境二类功能区，该项目大气环境现状评价中，必须补充监测的有（ ）。

（2021-47）

A.县城监测点的 H2S B.厂址的基本污染物

C.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污染物 D.自然保护区的 H2S

32.下列统计量中，可作为大气环境基本污染物年评价指标的有（ ）。（2020-66）

A.SO2年平均浓度

B.CO 年平均浓度

C.SO2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

D.CO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

33.某水泥厂改扩建项目，所在县城 2020 年 PM10年平均浓度为 82μg/m3；PM2.5年平均浓度为 53μ

g/m3；SO2 年平均浓度为 46μg/m3，24 小时平均浓度有 1 个超标；NO224 小时平均浓度有 10 个超标；

CO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数为 2.8mg/m3；O3日 大 8 小时滑动平均的第 90 百分数为 172μg/m3。除 PM10、

PM2.5外，县城 2020 年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因子还有（ ）。（2021-48）

A.SO2 B.NO2 C.CO D.O3

34.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中，需采用参比状态下浓度表示的污染物有（ ）。（2020-67）

A.SO2 B.NO2 C.CO D.苯并[α]芘

35.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其他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评价表内容应包括（ ）。（2022-70）

A.达标情况 B.污染物评价标准

C.污染物 大浓度占标率 D.年评价平均现状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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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某新建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涉及一处风景名胜区，该项目环境保护目标调查中应给出的内

容有（ ）。（2024-59）

A.风景名胜区中心坐标 B.风景名胜区边界距厂界 近点坐标

C.风景名胜区边界至厂界 近距离 D.风景名胜区边界距厂址中心距离

37.某冶金联合企业现有 2×1680m3高炉，2×90m2烧结机、2×120t 转炉，拟关停 2×90m2烧结机，新

建 2×360m2烧结机。该企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计算时，需要考虑的污染源有（ ）。（2020-69）

A.2×1680m3高炉 B.2×120t 转炉

C.2×90m2烧结机 D.2×360m2烧结机

38.下列污染源属于点源的有（ ）。（2022-47）

A.60m 高燃气锅炉烟囱

B.40m 高燃气工艺加热炉排气筒

C.敞开式地面火炬

D.2 米高的敞开式接触氧化池废气收集

39.下列排放方式中，属于体源排放的有（ ）。（2022-48）

A.焦炉炉体 B.高炉出铁场

C.原煤堆场 D.电解铝车间天窗

40.某新建大型钢铁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该项目排放的硫化氢污染物现状调查内容应

包括（ ）。（2023-53）

A.了解评价范围内污染源情况 B.了解硫回收工艺流程

C.按实际需要开展补充监测 D.收集评价范围内已有监测数据

41.通过以下资料，可确定某石化项目丙烯腈装置工艺废气污染物的有（ ）。（2022-49）

A.大气环境现状监测资料 B.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C.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丙烯腈生产工艺说明资料

42.改建、扩建项目现状工程的污染源和评价范围内拟被替代的污染源调查，可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依次优先使用（ ）等。（2019-72）

A.项目监督性监测数据、在线监测数据、年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自主验收报告、排污许可证数据、

环评数据或补充污染源监测数据

B.年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自主验收报告、项目监督性监测数据、在线监测数据、排污许可证数据、

环评数据或补充污染源监测数据

C.排污许可证数据、环评数据或补充污染源监测数据、项目监督性监测数据、在线监测数据、年度

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自主验收报告

D.环评数据或补充污染源监测数据、项目监督性监测数据、在线监测数据、排污许可证数据、年度

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自主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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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火炬作为石油化工企业重要的安全与环保设施之一，用于处理生产装置及辅助设施在开停车、事

故及紧急情况下排放的可燃气体。火炬排放源的主要参数有（ ）。（2020-61）

A.火炬热释放速率 B.火炬排放持续时间

C.火炬热辐射影响范围 D.火炬烟气温度

44.某水泥厂扩建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评价范围以厂址为中心 10km×10km。厂址

西部 2km 有一焦化厂，东部 20km 有一机场。下列污染源中，属于该项目环评污染源调查内容的有

（ ）。（2020-65）

A.本项目点源 B.本项目面源 C.焦化厂体源 D.机场源

45.某拟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排放 NOx、SO₂、颗粒物、二噁英等污染物，大气评价等

级为一级，该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源调查内容有（ ）。（2023-52）

A.本项目污染源 B.区域削减污染源

C.评价范围内在建、拟建污染源 D.用于光化学网格模型的污染源排放清单

46.某汽油油库有上卸式火车卸车站台、下装式汽车装车站台、站内油品输送管道、输油泵和内浮顶

汽油储罐等生产设施。这些生产设施运行时，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设施有（ ）。（2023-61）

A.内浮顶汽油储罐 B.输油泵

C.火车卸车站台鹤管 D.汽车装车站台鹤管

47.某拟建项目大气评价等级为一级，可选用CALPUFF模型开展预测分析的情景有（ ）。（2

024-61）

A.厂址距大型水体约3.0km，主要污染物 大1h 平均质量浓度占标率为120%

B.评价基准年内存在风速≤0.5m/s 长持续时间为80h

C.项目周边 近气象站距厂址超过80km，且与厂址区存在较大海拔和地形差异

D.项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以烟塔合一方式排放

48.某钢铁企业现有 2×360m2 烧结机、2×50t 转炉、3×500m3 高炉等及配套设施，拟关停 2×50t

转炉、3×500m3高炉，扩建 3×120t 转炉、1×1860m3高炉。为预测该改扩建项目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

需要输入预测模型的大气污染源有（ ）。 （2021-51）

A.2×50t 转炉 B.2×360m2烧结机

C.3×120t 转炉 D.1×1860m3高炉

49.大气环境预测模型 AERMOD 和 CALPUFF 均需输入的高空气象数据有（ ）。（2019-73）

A.气压和离地高度 B.干球温度

C.风速和风向 D.云量

50.建设项目所在地区气候资料调查的主要内容有（ ）。（2020-62）

A.年平均气温 B.年平均云量

C.年平均风速 D.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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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某造纸项目位于造纸原料林种植区，应用 AERSCREEN 模型时所需输入的基本参数有（ ）。

（2020-68）

A.污染源参数 B.区域湿度条件

C. 高环境温度 D.周边村庄人口数

52.下列气象参数中，大气预测估算模式需要输入的参数有（ ）。（2021-49）

A.当地近 3 年资料统计的平均气压

B.当地近 3 年资料统计的平均风速

C.当地近 20 年以上资料统计的 高气温

D.当地近 20 年以上资料统计的 低气温

53.ARESCREEN、AREMOD、ADMS 和 CALLPUF，都可以预测的污染源是（ ）。（2021-50）

A.点源 B.线源 C.面源 D.体源

54.某报告书项目，周边 2.5km处有一大型湖泊，距 近的城市规划区边界为 5.1km，距海岸线 2.5km，

采用 AERSCREEN 模型计算项目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大 1h 空气质量浓度时，应考虑的参数有（ ）。

（2022-71）

A.人口数 B.土地利用类型

C. 高环境温度 D.岸线熏烟

55.选用 AUSTAL2000 模型进行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时，应输入的参数有（ ）。（2022-72）

A.地面风向风速 B.地面相对湿度

C.离地高度 D.大气稳定度

56.某拟建化工项目，经工程分析设定了多项大气污染物非正常排放情景，污染物非正常排放量核算

表中应包括（ ）。（2024-62）

A.污染源与污染因子 B.排放原因

C.排放浓度与排放速率 D.次持续时间、年发生频次

57.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补充监测点位图中，需明确标出位置的有（ ）。（2023-54）

A.国家监测站点 B.地方监测站点

C.现状补充监测点 D.污染源监测点

58.使用 AERMOD 模型开展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时，关于地表参数确定方法的说法，正确的有

（ ）。（2023-55）

A.应根据项目周边 3km 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合理划分

B.应采用 AERSURFACE 直接读取可识别的土地利用数据文件

C.应根据项目周边 1km 范围内占地面积 大的土地利用类型来确定

D.应根据项目周边 3km 范围内占地面积 大的土地利用类型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