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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一）任务来源

2023年 10月 20日，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第五批山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晋市监函

〔2023〕349号），批准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

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起草单位共同组织编制《公

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指南》（立项编号 2023-05075）。技术归口

单位为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13）；提出、组

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单位为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二）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起草单位：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山西晋环

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吕东、王晓鹏、韩国然、冯鹏杰、李娇、梁宇坤、

刘祥凯、王建辉、吴俊松、郭家兴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制定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总体向好，但是大部分地市

仍存在 PM10、PM2.5年均浓度不达标的情况。根据部分地市大气污染

源排放清单及源解析结果，道路扬尘和施工扬尘是大部分城市扬尘的

重要来源之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2021 年 11月） 中第十四条明确提出：加强大气面源和噪

声污染治理，强化施工、道路、堆场、裸露地面等扬尘管控。《中共

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2022 年 6月）中提出：强化大气面源污染治理，加强施工扬

尘精细化管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我省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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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环境、空气质量再提升和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晋政办发〔2022〕95 号）中也提出：要深入推进城市扬尘综合治

理，强化扬尘精细化管控。《山西省深入推进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晋环委办函〔2022〕4 号）中要求：有效控制施工工地扬尘污染，

大力整治渣土车等物料运输车辆遗撒、泄漏等交通运输扬尘污染问

题，着力解决各类道路扬尘污染，切实降低各类露天堆场扬尘污染。

《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山西省落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发〔2024〕7 号）中提出：深化扬尘污

染综合治理，常态化开展扬尘专项整治，统筹推进施工、道路、裸地、

堆场、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扬尘“五尘”同治。

目前，山西省公路总里程 14.5万 km，公路密度达到 92.5km/百

平方 km。其中高速公路建设里程 1705km，普通国省道建设里程

2257km，通村公路建设里程 31446km、养护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里程

36485km、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里程 32249km，旅游公路建设

里程 3497km。当前，公路工程具有施工路线长，作业面多，施工规

模大，施工范围广泛等特点，部分公路工程还可能会涉及到跨省、跨

市，同时使用机械和设备多，施工过程中还要保障社会车辆通行。公

路工程一般包含多个土建工程，如隧道工程、桥梁工程、路基工程等，

在施工工程中，扬尘来源范围广，呈现多点、多线、多面的扬尘爆发，

主要集中在弃渣场扬尘、取土场扬尘、拌和站扬尘、料场堆放扬尘、

施工便道车辆扬尘、土方开挖与外运扬尘以及拆除工程扬尘等方面。

扬尘产生的原因多且较为复杂，这给公路工程施工现场的扬尘污染防

治带来极大的难度。

公路工程施工排放扬尘属于无组织排放源，是城市扬尘的重要来

源，除了各类施工操作产生的扬尘污染外，施工工地会因其各类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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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土方等物料堆放及运输，造成大面积扬尘污染。施工扬尘中产生

的粗细颗粒物（TSP、PM10、PM2.5等），粒径分布范围较广，当大

量的颗粒物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大气的能见度会变小，会造成一定

的大气污染，进而影响环境空气质量、危害人体健康。现阶段公路工

程施工现场未建立健全的扬尘管理制度，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

单位等对扬尘治理责任划分不明确，所采用的防尘措施不规范，亟待

制订适用山西省地域性公路工程施工特征的《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

防治指南》，以规范、指导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

（二）制定的可行性

目前，山西省对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方面并无相关标准，

因此《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指南》的形成，不仅填补了山西省

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无标准可依的空白，而且有助于指导山西

省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的防治工作，有助于协助我省公路工程施工

扬尘治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解决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问题，

持续改善周边环境空气质量。

三、主要起草过程

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

源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了山西省地方标准《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

指南》起草组。

第一阶段：起草组持续开展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相关标

准、政策文件等调研，了解国家及其他省份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治理方

面相关做法、经验、政策等，并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梳理研究。积极

对接地市生态环境部门等，咨询相关领域专家，研究技术细节和标准

框架体系。

第二阶段：起草组对全省有代表性的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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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

理进展、存在问题等。

第三阶段：起草组基于对前期调研情况的分析研究，确定了本标

准的基本框架，分析了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的主要来源，就施工扬

尘管理要求和施工扬尘防治要求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

第四阶段：与相关公路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运

输单位开展座谈会，咨询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

第五阶段：形成本标准的初稿，向相关部门开展征求意见工作。

第六阶段：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并于 2024年 10月 30日召开专

家审查会。

第七阶段：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成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开展全

社会公示程序。

四、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1、科学性

在标准的编写的过程中，开拓思路，立足于调研山西省公路工程

扬尘污染治理的先进技术、规范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同时借鉴吸收

河南省、江西省等的公路水运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要求和管理指

南，结合山西省的省情和自然地理条件，编写适合山西省的公路工程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指南，充分体现该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与实用性。

2、规范性

针对我省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在管理责任划分、管理等方

面的薄弱环节，着眼于我省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措施、工作标

准和机制等方面的空白和薄弱环节，进行本标准的编写，以规范和指

导我省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公路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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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污染治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进而有效提升我省公路工

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防治工作。

3、实用性

本标准在明确防治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围绕施工场站、施工道路、

施工过程等重点区域和环节，提出了覆盖面广、可操作性强的扬尘污

染防治具体措施，便于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执行，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

性，使用者可以快速掌握本标准的要点，增强了本标准的操作性。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山西省地方文件要求，在

充分调研山西省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及防治情况的基础上，参考国

家、行业其他标准，形成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

染防治要求主要包括 7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范围：规定了本指南的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山西省新

建、改（扩）建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养护工程可参照执行。

第二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指南引用的相关标准和文件，

包括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环评导则、高速公路施工期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等。

第三部分术语和定义：对指南中涉及的主要术语进行了定义，包

括公路、施工扬尘、施工场站扬尘、施工道路扬尘、施工过程扬尘、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等。

3.1 公路：联结城市、乡村和工矿基地等，主要供汽车行驶、具

备一定技术条件和设施的道路。

来源于《公路工程名词术语》（JTJ 002-87，1.01）。

3.2 施工扬尘：施工过程中地表松散颗粒物质在自然力或人力作

用下进入到环境空气中形成的一定粒径范围的空气颗粒物。施工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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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施工场站扬尘、施工道路扬尘和施工过程扬尘。

参考了《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3.1 扬

尘定义，并依据公路工程中的施工扬尘特点重新定义。

3.3 施工场站扬尘：施工场站内物料堆积、装卸、输送等操作以

及风蚀作用进入环境空气中的扬尘，包括堆料场、拌和站及预制场等

场站产生的扬尘。

参考了《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3.5 堆

场扬尘定义，并依据公路工程中的施工场站扬尘特点重新定义。

3.4 施工道路扬尘：施工道路积尘在一定的动力条件（风力、机

动车碾压、人群活动等）的作用下进入环境空气中的扬尘。

参考了《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3.4道

路扬尘定义，并依据公路工程中的施工道路扬尘特点重新定义。

3.5 施工过程扬尘：指路基路面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房

屋建筑工程、拆除工程、取弃土工程等公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

依据公路工程中的施工过程扬尘特点定义。

3.6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按 GB 3095 规定划分为一类区的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二类区中的居住区、

文化区和农村地区中人群较集中的区域。

来源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3.1）。

第四部分总体要求：提出了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总体原则，主要

包括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综合采用源头控

制、技术控制和管理措施，监督管理贯穿整个施工过程等。

第五部分防治要求：从施工场站扬尘、施工道路扬尘和施工过程

扬尘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防治措施。施工过程又细分为路基路面、

桥涵、隧道、房建、拆除、取弃土等工程，并针对性提出扬尘防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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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防治措施包括覆盖防尘、边坡防护、场地硬化、洒水抑尘、密闭

运输、喷淋降尘、选用先进工艺等。

第六部分监测要求：规定了施工期扬尘监测的布点、项目及频次、

方法、评价等要求，为评估扬尘防治效果提供依据。

第七部分管理要求：明确了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在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中的责任。要求建设单位组织编制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

案，并建立健全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

明确各岗位、各区域扬尘管控责任人及其职责。

目前，本标准的制定已基本完成，具备了评审的条件。希望各位

专家对标准提出宝贵意见，使标准更加完善。

（三）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

1、总体依据

（1）参考国际标准和经验

通过对国外扬尘相关标准的调研发现，美国、欧盟等地区已经制

定了较为完善和严格的扬尘控制标准。如美国内华达州克拉克郡最新

《空气质量条例》第 94章对建筑工程颗粒物控制提出了具体要求，

包括许可证申请、颗粒物控制监管、起尘土稳定性标准等，并规定建

筑施工产生的扬尘平均不透光度不能超过 20%。欧盟的《关于控制建

筑工地扬尘及污染气体排放的指导》明确了不同建筑材料形成颗粒物

的浓度标准，并根据工程规模将建筑工地划分为三种污染威胁程度，

分别规定了相应的环境管理措施。

国际上在施工扬尘控制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如：由环保部

门进行监管，对建设工程实施分类管理；由建设单位承担控制责任，

突出源头控制和全过程管理；制定工地扬尘排放浓度限值及行动水平

的量化指标；重视行业环保宣传教育与培训等。本标准在参考国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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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合山西省公路

工程施工特点的扬尘污染防治技术指标。

（2）借鉴国内标准成果

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市陆续发布了施工场地扬尘在线监测、防治

与监测技术规程及排放控制等相关标准。这些标准着重于排放限值的

确定以及各类具体控制措施的制定。通过对国内相关标准的调研发

现，陕西、上海、深圳、辽宁、河北、福建、南京等地均给出了施工

场地颗粒物浓度限值，为本标准扬尘排放限值的确定提供了参考。同

时，这些标准中提出的扬尘控制措施，如施工场地围挡、裸土覆盖、

洒水抑尘、运输车辆清洗、路面硬化等，也为本标准防治措施的选取

提供了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充分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 GB 3095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HJ 2.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T 393防治城

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等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在此基础上查阅了大量

的文献资料，对全省有代表性的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及防治情况进

行了调研分析，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的经验

和教训，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技术内容。

（3）结合山西省实际情况

山西省地处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较少，干旱多

风。本标准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山西省的气候特

点和公路工程实际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技术指

标。如根据山西省干旱多风的气候特点，提高了施工场地洒水降尘频

次的要求；针对施工便道扬尘污染突出的问题，提出了硬化措施；结

合隧道施工的特点，提出了湿式施工等防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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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1）洗车平台设置要求

洗车平台是控制道路扬尘的重要方法，在确定本指南洗车平台技

术参数过程中，编制组综合参考了《长沙渣土处置工地洗车作业平台

及配套设施标准化建设技术和管理要求》（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

法局 2018.4）、《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快完成重点用车单位门禁

视频系统和洗车平台的建设（或升级）及联网工作的通知》（并环办

发〔2024〕28号）、《江西省地方标准《公路水运工程施工扬尘污

染防治技术管理指南》（DB36/T 1291-2020）附录 A、《机动车类型

术语和定义》（GA802-2008）以及其他单位反馈意见和评审会专家

意见等，要求洗车平台建设时采用底喷、侧喷相结合的格栅平板式（即

通过式）汽车轮胎冲洗工艺，清洗水压宜高于 1.0MPa，冲洗高度不

得低于 1.4米，设定车辆冲洗时间应不少于 15秒，洗车平台出口处

应设置长度不低于 2米的抖水减速带，四周应合理设置防溢座、废水

导流渠、废水收集池、沉砂池及其他防治设施，收集洗车、施工以及

降水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泥浆。

（2）施工道路硬化长度

在确定本指南施工道路硬化长度的过程中，编制组综合参考交通

运输行业标准《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技术要求》（JT/T

1514-2024）5.3.1.2 c）中“隧道洞口、拌和场、预制场等重点作业区

域进出场便道 200 m 范围应进行硬化”；河南省地方标准《公路水

运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要求》（DB41/T 1582-2018）中“4.6.1 施

工便道应硬化，与国道、省道或其他主要道路交叉口应采用水泥混凝

土硬化处理，长度不少于 80m”；江西省地方标准《公路水运工程施

工扬尘污染防治技术管理指南》（DB36/T 1291-2020）中“6.2.1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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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施工便道应采用硬化防尘措施，与国道、省道或其他主要道路交叉

口应采用硬化处理，长度不可少于 80 m”。

本标准参考交通运输行业标准与相邻省份地标要求，结合山西省

实际情况，要求施工道路与国道、省道或其他主要道路连接段采用水

泥混凝土硬化处理，原则上硬化长度不少于 80m。

（3）防尘网技术参数

在确定本指南防尘网技术参数的过程中，编制组综合参考了《防

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中“5.2.11 施工期间，

应在工地建筑结构脚手架外侧设置有效抑尘的密目防尘网（不低于

2000 目/100 厘米 2）或防尘布”；河南省地方标准《公路水运工程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要求》（DB41/T 1582-2018）中“4.5.2 采用密目

网时目数密度应不小于 800 目/100 cm2”；江西省地方标准《公路水

运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技术管理指南》（DB36/T 1291-2020）中

“5.3.2 采用防尘网时目数不可小于 800目/100 cm2”。

根据以上资料、山西省实际情况并结合评审会专家意见，对房屋

建筑工程主体施工及土石方作业进行分别规定：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

工时，脚手架外侧安装不低于 2000目/100cm2密目式防尘网；施工期

停止土石方作业时，作业处覆盖不低于 800目/100cm2防尘网。

（4）扬尘污染物防治重点区域

在确定扬尘污染物防治重点区域的过程中，编制组综合参考了河

南省地方标准《公路水运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要求》（DB41/T

1582-2018）中“4.4.1 工程施工应在以下位置设置围挡：b)沿线 50 m

距离内有环境空气敏感点区段”；江西省地方标准《公路水运工程施

工扬尘污染防治技术管理指南》（DB36/T 1291-2020）中“5.2.1 工

程施工现场应在以下位置设置围挡：b)沿线 50 m距离内有环境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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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点区段”。

根据以上资料、山西省实际情况并结合评审会专家意见，要求在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50m范围内的施工场站、施工道路、施工作业区

采取更严格的扬尘污染物防控措施。

3.开展现场调研

为了进一步了解山西省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及防治现状，标准

编制组开展了现场调研工作。通过对太旧高速改扩建工程、晋阳高速

改扩建项目、省道岗大线临县境内小马坊至上南沟段改建工程、国道

109 线、208 线大同市过境公路、国道 307 线阳泉坡头至榆次段-

级公路新建工程等在建公路项目的实地走访，掌握了不同施工工艺、

不同路段的扬尘污染特点，识别了扬尘的主要来源。并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扬尘污染防治设施的调研。

本标准确定的内容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实用性”的原则，

经相关专家评审，对建设、施工、监理、运输等单位征求意见而确定

本标准的可行性，按照征询—反馈—修改的步骤不断循环，最终保证

该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四）预期效益分析

1. 环境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控制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减少粉尘等污

染物的排放，改善公路沿线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针对公路工程施

工过程扬尘、施工道路扬尘和施工场站扬尘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防

治措施和要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从长远来看，标准的

实施对于推进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略，进一步降低环境空气中

颗粒物的浓度，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社会效益

http://www.baidu.com/link?url=PmZuWY2oHdNxeeRTq34JtKb_GeNanQQ65ASGJZsvdRltjmKy6WoGF6ZwCCEbBJWUDur6Sw4TDrG1LkwbqhS4F6NEbt3rw1erIsblxpTkkJW
http://www.baidu.com/link?url=PmZuWY2oHdNxeeRTq34JtKb_GeNanQQ65ASGJZsvdRltjmKy6WoGF6ZwCCEbBJWUDur6Sw4TDrG1LkwbqhS4F6NEbt3rw1erIsblxpTkk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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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明确了公路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运输单

位等各参建单位在施工扬尘管理中的职责和要求。通过规范各单位行

为，强化源头控制和过程管理，形成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合力，促进

各参建单位环保意识的提高，推动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的落实。

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协助我省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治理的规范化、标准化

管理，切实改善空气质量，保障公众健康利益。通过施工扬尘防治，

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的目

标奠定坚实基础。

3. 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将为各参建单位提供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技术指

导，促进先进防治技术在全省公路工程中的推广应用，提高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的整体水平和技术经济性。同时，标准的实施也将带动除尘

设备、抑尘材料、监测仪器等相关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扩大相关环

保产业的市场规模，促进产业升级，为全省环保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此外，标准有助于

解决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问题，避免因扬尘污染问题导致工程延

期、罚款等额外经济损失，从而降低工程建设成本，提高工程建设的

经济效益，促进全省公路工程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五、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与外省同类标准的联

系与区别

本标准编写中按照“强化评估、完善手段、过程控制”的指导思

想，与现行的外省同类标准《公路水运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技术管

理指南》（DB36/T 1291-2020）、《公路水运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

要求》（DB41/T 1582-2018）相比较，本标准突出了以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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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管理角度，系统规定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所

承担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责任。并要求建设单位应将扬尘污染防治费

用列入工程造价。

2. 基于公路工程施工扬尘产生来源，从施工过程、施工道路、

施工场站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施工扬尘防治要求。

3. 本标准增加了施工扬尘的监测要求和管理要求两部分内容。

在监测要求部分，规定了施工期应对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开展环境空气

质量监测，监测布点、项目及频次、方法参照 DB14/T 1035 执行。

监测结果按照国家、地方标准及相关要求进行评价，明确各监测点位

的达标情况。评价结果超标的应排查超标原因并强化相应扬尘控制措

施。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山西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以及《山西省深入推进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晋环

委办函〔2022〕4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

计划>的通知》（国发〔2023〕24号）、《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

发山西省落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晋

政发〔2024〕7 号）等相关要求及精神。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的制定先后经过两次征求意见，征求了 13个管理部门和

5家行业企业的意见，其中 9个管理部门和 2家行业企业无意见。其

余单位共反馈 24条意见，其中采纳 20条，未采纳 4条。关于反馈意

见采纳情况及未采纳意见的理由说明见附件 1。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按照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规定“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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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未规定强制执行的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以推荐性标准的形式

发布”，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九、宣贯措施及建议

为使标准能更好地发挥技术指导作用，规范山西省公路工程施工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建议如下：

（1）标准发布后，建议山西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等

相关部门，组织对全省交通系统管理部门、公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和运输单位等进行专项培训和宣贯，帮助各单位全面了解和

掌握标准的各项要求，提高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意识和能力。

（2）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项目开展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示范工程

创建活动，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做法和经验，通过现场观摩、经

验交流等方式，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3）建议将本标准要求纳入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各环节，将

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作为工程质量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建立

健全施工扬尘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同时，适时开展标准实施情况的监

督检查，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持续改进，促进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为改善全省大气环境质量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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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征求意

见批次
反馈单位 序号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理由说明及修改情况

一次征

求意见

山西省公路局 1

建议将“指南”中“6.2.1.3其他措施 c）暂时不

能开工的施工场站，应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
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覆盖”。

修改为：“6.2.1.3其他措施 c）暂时不能开工的

施工场站，应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修改理

由：一是季节不一定适合种植；二是额外增加

工程费。

未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

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

遮盖。本指南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设定。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
1.“3术语和定义”中 3.5施工过程扬尘中，建

议增加交安、机电、绿化工程施工过程扬尘。
未采纳

施工过程扬尘的定义已经涉及了公路工程的主要施工

过程，交安、机电、绿化工程施工过程因属于公路工

程的辅助工程而在本指南中未定义。同时在实际施工

工程中，交安、机电、绿化工程施工过程扬尘产生量

均较少，不是公路工程施工扬尘的主要来源。

3
2.“5管理要求”中 5.3 监理单位中，建议明确

工程监理、环保监理相关管理要求。
采纳

已增加监理单位相关管理要求，要求监理单位应按合

同约定承担相应扬尘污染防治责任：

7.1 建设单位承担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统筹

协调和督促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落实；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扬尘污染防治责任。

4
3.“6 防治要求”中 6.1.4 建筑材料工程措施应

为建筑材料施工防尘措施。
采纳

征求意见稿“6防治要求”中 6.1.4建筑材料施工防尘

措施，主要针对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
建筑垃圾提出防尘措施。结合其他单位及评审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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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此条意见进行了如下修改：删除了原先建筑材料

工程措施条款，增加了“5.3.6 取弃土工程”，对施工

工程中产生弃土的防尘措施进行了规定；在主要产生

土石方、建筑垃圾的路基路面、拆除工程中，对建筑
垃圾的防尘措施进行了规定。

5
4.“6防治要求”中 6.4 施工过程扬尘污染防治

中，建议增加交安、机电、绿化工程施工过程

扬尘防治要求。

未采纳

施工过程扬尘的定义已经涉及了公路工程的主要施工

过程，交安、机电、绿化工程施工过程因属于公路工

程的辅助工程而在本指南中未定义；同时在实际施工

工程中，交安、机电、绿化工程施工过程扬尘产生量

均较少，不是公路工程施工扬尘的主要来源。

6

5.“6 防治要求”中 6.4 施工过程扬尘污染防治，

现场扬尘污染治理措施要与交通运输部颁布的

公路工程路基、路面、桥梁隧道、房建等专业

施工技术规范相适应。

采纳

经查询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工程路基、路面、桥梁

隧道、房建等专业施工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

范”），技术规范主要规范内容为保证施工质量和施

工安全，其中提出的扬尘污染治理要求在本指南中均

已体现，虽指南文本内容与技术规范中原文不完全一

样，但其扬尘污染防治要求及思路一致。

阳泉市生态环境局

7

1.“6.2.1.1设置围挡、围栏及防溢座。在环境空

气保护目标 50m 范围内的施工场站，其边界应

设置高度 2.5m以上的围挡。其余区域设置 1.8m
以上围挡，围挡底端应设置防溢座，围挡之间

以及围挡与防溢座之间无缝隙”增添内容“围

挡顶部加装雾化装置，并 24小时开启”。

采纳

根据反馈意见，结合山西省实际情况和评审会专家意

见，此条修改为：

5.4.2 在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50m范围内，施工场站、房

屋建筑作业区其边界应设置高度 2.5 m 以上的围挡，

并在围挡顶端安装喷雾系统，施工作业时同步开启，

其余区域设置 1.8 m 以上围挡；施工道路应增加洒水

频次和强度。

8
2.“6.4.1.2路基开挖、路面切割、铣抛等作业时

采用湿法作业”增添内容“采取封闭式作业”。
未采纳

根据现行公路工程施工技术，并结合实际情况，在路

基开挖、路面切割、铣刨等作业时不能做到封闭式作

业。本指南对路基开挖、路面切割、铣抛等作业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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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有效、可行的扬尘防治措施如下：

5.3.1.3 路面切割、铣刨等作业时采用湿法作业。
5.4.1 施工期土石方作业时，宜采用湿法作业。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

9
1.建议增加施工单位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

案的审核与监管方面的内容。
采纳

已增加施工单位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审核与

监管方面内容，建立考核制度：

7.2 建设单位应组织编制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案，

并建立健全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

考核制度，明确各岗位、各区域扬尘管控责任人及其

职责。

10 2.建议增加检查考核方面内容。 采纳

已增加施工单位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检查考

核方面内容：

7.2 建设单位应组织编制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案，

并建立健全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

考核制度，明确各岗位、各区域扬尘管控责任人及其

职责。

11
3.建议增加“施工单位应建立扬尘防治逐级技术

交底制度，履行交底手续”要求。
采纳

已增加施工单位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扬尘污染防治

责任的要求：

7.1 建设单位承担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统筹
协调和督促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落实；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扬尘污染防治责任。

12
4.建议增加洗车平台冲洗装置的水压和冲洗时

间的要求，建议增加洗车废水收集处理装置处

理、容积、排放等要求。

采纳

已增加洗车平台冲洗装置的水压和冲洗时间的要求，

针对建议增加的洗车废水收集处理装置处理、容积、

排放等要求，本指南提出应合理设置防溢座、废水导

流渠、废水收集池、沉砂池及其他防治设施。本条修

改为：

5.1.3.1 施工场站进出口设置全自动控制洗车平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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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底喷、侧喷相结合的格栅平板式（即通过式）汽

车轮胎冲洗工艺。车辆驶离场站前，应在洗车平台清

洗轮胎及车身，不应带泥上路。

5.1.3.2 洗车平台的建设技术参数应满足最大施工车辆

冲洗需要。清洗水压宜高于 1.0MPa，冲洗高度不得低

于 1.4米，设定车辆冲洗时间应不少于 15秒。

5.1.3.3 洗车平台出口处应设置长度不低于 2米的抖水

减速带。

5.1.3.4洗车平台四周应合理设置防溢座、废水导流渠、

废水收集池、沉砂池及其他防治设施，收集洗车、施

工以及降水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泥浆。

13
5.建议明确与主要道路交叉口需硬化的施工道

路长度。
采纳

综合参考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

标准化技术要求》（JT/T 1514-2024）、其他省份公路

工程施工扬尘地标，结合山西省实际情况和评审会专

家意见，此条修改为：

5.2.1 施工道路采取硬化或铺设碎石路面，减少机动车
轮碾压扬尘污染。施工道路与国道、省道或其他主要
道路连接段采用水泥混凝土硬化处理，原则上硬化长

度不少于 80m。

14
6.建议增加工地内部和门口洒水次数，春夏季无

雨时一天不少于 3 次，秋冬季一天不少于 2 次

的要求。

采纳

综合山西省实际情况及评审会专家意见此条修改为：

5.4.3 施工场站地面应采取硬化、绿化和洒水抑尘等措
施，春夏季无雨时一天不宜少于 3 次，秋冬季一天不
宜少于 2 次。

15
7.建议明确涉及防尘网表述的目数，不同目数的

防尘网防尘效果差异较大。
采纳

综合参考《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其他省份公路工程施工扬尘地标，结合

山西省实际情况和评审会专家意见，对房屋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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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施工及土石方作业进行分别规定，此条修改为：

5.3.4.1 主体施工时，脚手架外侧安装不低于 2000 目

/100cm2密目式防尘网。

5.4.1 施工期土石方作业时，应采用湿法作业。遇到四
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应停止土石方作业，同时作
业处覆盖不低于 800 目/100cm2防尘网，并辅以洒水

抑尘。

16
8.建议增加禁止露天拌合白灰和露天存放白灰

的要求。
采纳

结合公路工程施工实际情况及评审会专家意见此条修

改为：

5.1.1.1 水泥、石灰、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建筑物料不

应露天堆放，应存放在筒仓、封闭料库内，仓顶设置

布袋除尘器，封闭料库内设置洒水抑尘设施。

5.1.2.2 粉状物料转运、拌和应在密闭状态下进行；砂

石转运、上料等应采取封闭措施，各产尘点应设置集

尘设施。

17 9.建议围挡顶端安装全线喷淋系统。 采纳

结合公路工程施工实际情况，公路工程施工区域通常

距离环境空气保护目标较远，鉴于此，“反馈意见”

中提出的“围挡顶端安装全线喷淋系统”的建议在本

指南中部分采纳。综合其他单位反馈意见此条修改为：

5.4.2 在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50m 范围内，施工场站、
房屋建筑作业区其边界应设置高度 2.5 m 以上的围
挡，并在围挡顶端安装喷雾系统，施工作业时同步开
启，其余区域设置 1.8 m 以上围挡；施工道路应增加

洒水频次和强度。

18
10.建议增加“对工地出入口左右各 200m 道路

加强保洁”。
采纳

综合参考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10-2019）并结合山西省实际施工过程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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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会专家意见，本指南增加条款：

5.2.2 施工道路采取定期清扫、洒水抑尘等方式，保持

路面清洁，减少扬尘污染。清扫前宜采取洒水等抑尘

措施。

19
11. 6.3.1改成“施工道路采取硬化或铺设石屑、

碎石、钢板等措施”。
采纳

综合反馈意见和评审会专家意见此条修改为：

5.2.1 施工道路采取硬化或铺设碎石路面，减少机动车

轮碾压扬尘污染。

晋中市生态环境局 20

指南中 6.2.1.2 车辆冲洗与管理中未对洗车平台

的建设与使用明确相关具体要求，实际生产生

活中，建设施工单位对洗车平台的建设与使用

存在标准不一，未能对进出车辆进行有效冲洗，

带泥上路现象时有发生，加大了日常公路清理

保洁的工作量，建议在指南中对洗车平台的建

设与使用进一步明确相关标准。

采纳

综合参考了其他省份公路工程施工扬尘地标、《机动

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08）以及其他相关政

策文件，结合其他单位反馈意见和评审会专家意见，

此条修改为：

5.1.3.1 施工场站进出口设置全自动控制洗车平台，应

采用底喷、侧喷相结合的格栅平板式（即通过式）汽

车轮胎冲洗工艺。车辆驶离场站前，应在洗车平台清

洗轮胎及车身，不应带泥上路。

5.1.3.2 洗车平台的建设技术参数应满足最大施工车辆

冲洗需要。清洗水压宜高于 1.0MPa，冲洗高度不得低

于 1.4米，设定车辆冲洗时间应不少于 15秒。

5.1.3.3 洗车平台出口处应设置长度不低于 2米的抖水

减速带。

5.1.3.4 洗车平台四周应合理设置防溢座、废水导流渠、
废水收集池、沉砂池及其他防治设施，收集洗车、施
工以及降水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泥浆。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21 无意见 / /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 22 无意见 / /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23 无意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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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生态环境局 24 无意见 / /
朔州市生态环境局 25 无意见 / /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 26 无意见 / /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 27 无意见 / /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 28 无意见 / /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 29 无意见 / /

二次征

求意见

山西路桥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30

1.5.6.3款取弃土工程中 5.6.3.1条原条文表述“取

弃土作业应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根据公路

工程地形复杂的特点，部分山区作业区域如高

陡坡处，只有挖机可以到达，无法采取洒水措

施，建议增加地点或施工区域条件，在市政区

域采取此措施。或将“应”改为“宜”。

采纳
结合二次征求意见此条修改为：

5.3.6.1 取弃土作业宜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

31

2.5.4.1款中 5.4.1条原条文“施工期土石方作业

时，应采取湿法作业。遇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

风天气，应停止土石方作业，同时作业处覆盖

不低于 800目/100cm2防尘网，并辅以洒水抑尘。

1.同上原因，建议增加地点或施工区域条件，在

市政区域采取此措施。或将“应”改为“宜”。

2.“遇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应停止土石方

作业”，四级风总体风力较小，公路工程野外

施工满足此施工条件的气候条件较少，不能保

证正常施工，建议增加地点或施工区域条件，

在市政区域采取此措施，或将“应”改为“宜”

采纳

结合二次征求意见此条修改为：

5.4.1 施工期土石方作业时，宜采用湿法作业。遇到四

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宜停止土石方作业，同时作

业处覆盖不低于 800目/100cm2防尘网，并辅以洒水抑

尘。

山西路桥第六工程

有限公司
32

1.“5防治要求”中建议增加扬尘污染防治费用：

建设单位应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

价，作为不可竞争费用纳入工程建设成本。施

采纳

结合二次征求意见及目前指南结构，将该条意见内容

增加到“7.3”，此条修改为：

7.3 建设单位应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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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位应合理使用扬尘污染防治费用、专款专

用。监理单位负责监督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费用

使用情况。

为不可竞争费用纳入工程建设成本；施工单位应合理

使用扬尘污染防治费用、专款专用；监理单位负责监

督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费用使用情况。

33
2.“5防治要求”中建议增加扬尘污染防治实施

方案及技术交底，明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

项目部各级职责。

采纳

本指南“7.2 建设单位应组织编制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

项方案，建立健全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机构、管理

制度和考核制度，明确各岗位、各区域扬尘管控责任

人及其职责”中已提出。

山西路桥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
34 无意见 / /

山西路桥第五工程

有限公司
35 无意见 / /


	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
	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一、项目背景
	（一）任务来源
	（二）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制定的必要性
	（二）制定的可行性

	三、主要起草过程
	四、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
	（三）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
	（四）预期效益分析

	五、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与外省同类标准的联系与区别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九、宣贯措施及建议
	附件：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已增加施工单位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审核与监管方面内容，建立考核制度：
	7.2 建设单位应组织编制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案，并建立健全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