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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填写说明 

1、请保持表格的完整性，一级标题用黑体二号，二级标题用宋体五号加粗，正文用

宋体五号字，1.5 倍行距填写； 

2、表名用黑体五号字，图名用宋体小五号字加粗； 

3、表格用三线表； 

4、表格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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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展壮大，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有些

企业在生产的同时，并没有注意对环境的影响，排放污水、废气，影响了周围群众的生活和健康，

对周围环境造成了影响。有的企业虽然达标排放，但是也会受到周边群众的质疑。 

解决环境纠纷的途径有自行和解、调解、行政处理、行政复议、仲裁、自力救济等形式,在无

法通过协商、行政处理等方式解决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

就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和最权威的途径。过去人们解决环境纠纷和矛盾主要依靠环境行政部门,但

随着人们法治理念的加强和诉讼制度的完善,环境诉讼也日益成为解决环境污染纠纷、获得经济赔

偿、实现环境正义的手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1997 年,我国环境纠纷一直稳定在每年 10 万

件左右,2000 年超过了 30 万件。依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05 年仅投诉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就达

到了 60 余万件,近几年更是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根据环境案件专业性强的特点,一些地方还设立

了环境保护庭。 

环境司法鉴定是环境案件当事人进行诉讼和法院进行环境案件审理的重要技术依据。然而,由

于环境污染具有时间上的突发性、空间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因果关系上的复杂性,使环境维权诉讼的

司法处理具有很大的难度。一方面我国环境法属于“新法”,开展环境法学教育起步迟,具有环境法

专业知识背景的法官数量极少;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取证意识不强和取证手段有限,导致环境案件的

证据不能及时有效收集和保全,并进行相关鉴定,法院往往难以判定是否构成侵权或确定损害的程

度。建立专门的环境司法鉴定机构,既可以为环保法庭和各级法院审理环境案件提供有效的判定依

据和证据支持,同时也可以为调解、仲裁、行政处理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提供证据,满足日益 

增长的环境维权需要。 

环境司法鉴定机构系指在环境诉讼活动中对诉讼涉及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其产生的损害等

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业务的机构。司法鉴定业务可分为法医类、物证

类和声像资料类 3 大类。环境司法鉴定主要从事“物证鉴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改革的大方向和总体框架，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必将促进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环境司法鉴定是为环境违法、环境侵

害诉讼案件提供鉴定支持的一项技术活动，属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的一个分支。它运用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和仪器分析等方法，通过对有关物质材料的组成及其结构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判定

送检样品的种类、状态或与嫌疑样品的同类性、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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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直接由公检法提供的司法鉴定时常会受到当事人的质疑，所以其他社会性的环境检测资源

也开始进入环境司法鉴定市场。 

环境司法鉴定和环境监测有相似之处，都应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运用现代分析技术，

手段是一致的，且都以客观性为追求目标。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环境监测是一项政府行为，具

有准行政性，监测相对人（监测机构—排污者）是不平等的。环境监测由财政投入，成果为国家所

有、社会共享。其任务可概括为“说清环境质量状况、说清环境污染原因、说清环境变化趋势”，

监测结论可以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可能性做出评估。而环境司法鉴定是一项服务行为，具

有准司法性，委托方和鉴定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鉴定方为委托方提供有偿服务，并以其全部资产

对鉴定结论承担有限责任，鉴定结论一般不加任何分析说明，只需客观地直接反映检查测试所见或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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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研究内容及预期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内容 

1.收集资料。熟悉安徽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企业文化。 

2.熟悉环境司法鉴定的程序。 

3.熟悉所要参与的司法鉴定项目所要鉴定的指标。 

4.学习该项目的方案制定，了解制定的原因。 

5.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与实验人员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 

6.学习项目中其他指标的测定过程。 

7.跟踪司法鉴定的结果。 

8.探索司法鉴定中遇到的问题。 

1. 预期研究成果 

1.熟悉环境司法鉴定程序。 

2.熟悉司法鉴定方案的制定。  

3.掌握一些指标的实验方法。 

4.能够通过数据对司法鉴定结果进行解读。 

2.  

 

 

 

 

三、主要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参观合大检测有限公司。 

2.查阅文献、书籍了解环境司法鉴定。 

3.请教公司项目负责人，了解该司法鉴定的背景，学习方案的制定。 

4.独立做常规指标实验，比对实验人员的实验结果，分析相似或不同的原因。 

5.学习其他指标的实验。 

  6.查看检测报告，学会分析实验结果，得出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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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时间安排和阶段目标 

  08.01—08.05 熟悉合大检测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熟悉仪器的使用。 

  08.08—08.12 熟悉环境司法鉴定的程序。 

  08.15—08.16 了解该司法鉴定的背景，熟悉鉴定方案。 

  08.16—08.19 独立进行常规指标的平行样实验，与实验人员数据进行对比。 

  08.22—08.24 学习其他指标的实验数据。 

  08.24—08.26 通过检测报告，学会分析实验结果，得出鉴定结论。 

 

 

 

 

五、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级 本科专业 所属系部 承担的主要研究任务 

鲁 晶 女 15 级 环境工程 生物系 查找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学习、了

解和参与某地司法鉴定。 

主要参加人员 

金玉娟 女 15 级 环境工程 生物系 
查找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学习、了

解和参与某地司法鉴定。交流自己

的心得。 

      

      

      

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预算经费（元） 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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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承诺与保证 

我保证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我（与本项目参加人员）将严格遵守合肥

学院科研管理有关规定，保证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达到预期研究目

标，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审批意见 

指导教师意见 

 
 
 
 
 
 
 

   校内外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学系（部）审批意见 

 
 
 
 
 

                     

             
                       系（部）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