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 :

2(D⒛ 年度自行监测报告

蔓限公司  (盖章)    报告日期￡ ⒛⒛ 12

企业

基本

概况

简述

朔 建陶有限公司投资 辊“0万元,在朔州市应县臧寨乡韩家坊村村北
实施

“
年产 万平方米高档墙地砖生产线项目

”
,项 目主要建设年产 11OO万平方米

地板砖、内墙 条,建设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库房、管理用房及相关设飓 F/Xπ亨、 lAJ墒攸奋^氽 ,建哎王产牛丨日刂、原料厍厉、成品厍厉、管理用房及相关设
备购置 ,配套建设给排水、供配电、办公生活等公辅工程以及废气治理设施、废水
处理设施、噪声治理措施、固废暂存设施等环保工程。项目建成后年产地板砖 11OO
万平方米,年产内墙砖 11OO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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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组织废气 :

(1)破碎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破碎车间产生的废气 ,

艮用集气罩收集后,集中送袋式除尘器净化处理,处理后废气
皇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口编号 DA003。
(2)配料废气 :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喂料机在配料过程中会
艺
生一定量的含尘的废气,在各落料口设置半密闭集气罩收集

手,集中送袋式除尘器净化处理,处理后废气通过排气筒排放。
专有 2套配料系统,均配套相应治理设施 ,各配有 1个排气筒 ,

冒度为 15m和 18m,排放口编号分别为 DA004、 DAoo5。
(3)压制成型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粉料压制成坯体的
±程中会有少量粉尘从压机的进、出口逸出,在压机进、出口
二方安装顶吸罩对含尘废气进行收集,然后送袋式除尘器净化
L理 ,处理后废气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 ,排放 口编号 DA001。
(4)喷雾干燥塔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1物。喷雾干燥塔废气采用多管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双碱法脱
i进行净化处理,处理后通过 35m高烟囱排放,排放口编号为
A002。

(5)干燥窑尾气 :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l气黑度、氟化物、氯化物、镉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
1及其化合物。釉烧辊道窑采用煤气发生炉煤气为燃料,燃烧∶生的高温烟气经烟道送往干燥窑利用,干燥窑尾气采用双碱

黹雪嚣绥F筇簇琶蜃乌曩爸黯
喷雾干燥塔合用的35m高

‘
组织废气的排放量为 :

i粒物 :4.87t/a、 二氧化硫 :19.88t/a、 氮氧化物:⒛。13t/a
、无组织废气 :

Ξ   筲属鬣遢慝胥饔鲨髯喜枨
少量粉尘,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原型装卸及转运过程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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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车间内完成,并定期洒水抑尘。
(2)生产车间无组织废气:生产车间粉料过筛、釉料原料拆袋

装料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粉尘,同时压制成型过程受集气罩集
尘效率限制也会产生少量的粉尘,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粉料
过筛、釉料原料拆袋装料、压制成型均在整体密闭的车间内完
成,并定期洒水抑尘。
(3)原煤堆场无组织废气:原煤堆场中原煤卸料及转运过程中

会产生少量的粉尘,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采用块煤,堆场与
转运过程整体密闭,堆场定期洒水抑尘。

主要

污染

物产

生治

理和

处理

情况

废水污染物防治措

施、排放量、排放

方式及排放口数量

(1)坯体洗边废水、施釉线清洗废水、磨边废水、抛光废水、
车间地面冲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ss。 收集后送车间污水处理
站经絮凝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磨边、抛光工序,不外排。
(2)坯料球磨机清洗废水、坯料浆料除铁器和振动筛清洗废水、

煤气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软水制备排污水、机泵循环冷却系
统排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SS。 收集后直接作为坯料浆料球磨工
序用水,不外排。
(3)釉料球磨机清洗废水、釉料除铁器和振动筛清洗废水,主

要污染物为 ss。 收集后直接作为球磨工序用水,不外排。
(4)酚氰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Ss、 cOD、 氨氮、按发酚、氰

化物。由泵喷入链排炉热风管燃烧处理,不外排。
(5)喷雾干燥塔和干燥窑尾气脱硫废水,部分定期排入沉淀池

反应沉淀并加碱调节 PH值后返回脱硫塔循环利用,不外排。
(6)生活及车间杂用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ss、 cOD。 收集经

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坯料料浆球磨,不外排。

全厂镶哀堇篝霰爹
的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收利用不外排,实现

噪声防治措施

噪声:主要为设备噪声,采用低噪设备,产噪设备做基础
减震,所有设备直接使用柔性连接,采取引风机加装消声器 ,

辱誓蘑喜霁暑舅趸霜尸霪虿靥墅隹艿瞩暑糨

噪措施,控制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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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的类

型、产生量、处置

方式、数量以及去

向

自行监测方案的制
定、修订情况 羹FT挈

氕旯徨骂璀尼季舀嚣笞谫;f晕圭晷驿鹰霄卺量毋誓馨

企业按照自己制定

并在环保部门备案
的自测方案开展工

作的情况 (如未能
正常开展,必须说

明原因 )

⒛⒛ 年第一季度由于新冠疫情严重工厂未开工,故未开展
自行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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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坝0⒛ 年度自行监2

污染物

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生

数

年

天

全

产

全年应监

测次数

全年实际

监测次数

全年达

标次数

全年超

标次数

废气

脱硫塔排气

筒出口

二氧化硫 自动 1 次//l`日寸 233 5592 5592 5592 0

氮氧化物 自动 l‘夕(/刊′日
^f

233 5592 5592 5592 0

颗粒物 自动 l 次//l、 日寸 233 5592 5592 5592 0

烟气黑度 手工监测 1次/半年 233
0
∠

0
乙

0
乙 0

氟化物 手工监测 l次/半年 233
0
∠

0
乙

0
∠ 0

氯化物 手工监测 1次/半年 233 0
乙

0
∠

0
乙 0

镉及其化

合物
手工监测 1次/半年 233

0
∠

0
乙

0
‘ 0

铅及其化

合物
手工监测 1次 /半年

0
彡

0
乙

0
乙

0
乙 0

镍及其化

合物
手工监测 l次/半年 233 0

乙
0
∠

0
乙 0

配料车间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1 0

配料车间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压制成型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1 1 0

破碎车间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1 1 l 0

下风向4个监

控点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次/年

0
彡

1 1 1 0

废水
生产车间排

口

总铅 手工监测 1次 /季 233 4 0

总铬 手工监测 l次/季 233 4 3 0

总镉 手工监测 l次/季 233 4 3 3 0

总镍 手工监测 l次/季 233 4 3 3 0

总钴 手工监测 1次/季
0
彡 4 3 0

总铍 手工监测 1次 /季 233 4 3 0

厂界

噪声

厂界北
昼间噪声 手工监测 l次 /季 233 4 3 0

夜间噪声 手工监测 1次/季 233 4 3 0

厂界南
昼间噪声 手工监测 1次/季 233 4 3 3 0

夜间噪声 手工监测 1次/季 233 4 3 3 0

厂

区

周

边

环

境

质

量

∵
|晕晕

pH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l 0

高锰酸盐

指数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l 1 0

溶解性总

固体
手工监测 1次/年

0
∠

1 1 0 l

总硬度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0 1

硝酸盐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亚硝酸盐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1 o
氯化物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1 1 0 1

硫酸盐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1 0 1

氨氮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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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家

坊

村

水

井

厂

区

内

水

井

岍
水

厂

区

周

边

环

境

质

量

挥发酚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l 1 1 0

氟化物 手工监测 233 1 1 1 0

氰化物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l 0

铅 手工监测 l次/年
0
乙

1 1 1 0

六价铬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l 1 1 0

镉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l l 0

汞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1 0
由
叩 手工监测 1次 /年

0
∠

l 1 l 0

铁 手工监测 l次/年
0
乙

1 1 1 0

锰 手工监测 l次 /年 233 l l l 0

细菌总数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总大肠菌群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铜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1 0

锌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l 0

pH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l 0

高锰酸盐指

数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l 0

溶解性总固

体
手工监测 1次 /年

0
彡

l l 1 0

总硬度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1 l 0

硝酸盐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I 0

亚硝酸盐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l 0

氯化物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l l 1 0

硫酸盐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1 l l 0

氨氮 手工监测 l次 /年 233 I 1 1 0

挥发酚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1 1 1 0

氟化物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氰化物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1 0

铅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六价铬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1 1 0

镉 手工监测 1次/年 、 233 1 1 l 0
工水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l 0
石申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l 1 0

铁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l l 1 0
锰 手工监测 1次/年 ◇

,
0
乙

1 1 1 0
细菌总数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1 0

总大肠菌群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l 1 0
钅丨可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l 1 0
锌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I l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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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区

周

边

环

境

质

量

地下

水

屯

儿

村

水

井

pH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l l 0

高锰酸盐指

数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l l 1 0

溶解性总固

体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l 1 0

总硬度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l 1 0

硝酸盐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1 1 0

亚硝酸盐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l 1 0

氯化物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1 1 1 0

硫酸盐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1 1 0

氨氮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1 1 l 0

挥发酚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1 0

氟化物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氰化物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l l l 0

铅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l 1 0

六价铬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镉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汞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石申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I 1 1 0

铁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1 0

锰 手工监测 1次/年
0
‘

1 l 1 0

细菌总数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l 1 1 0

总大肠菌群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1 0
帚
叫

用
羽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l 1 0

锌 手工监测 1次/年
0
乙

1 1 1 0

土壤

下风

向 I

个采

样点

pH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l 1 l 0

阳离子交换

量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I 1 1 0

铜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l 0

铅 手工监测 1次 /年 233 1 1 1 0
亠
苄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l 0

铬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1 1 0

石申 手工监测 1次/年 233 1 l 1 0

镍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1 1 l 0
百
同 手工监测 l次/年 233 l l 1 0

汞 手工监测 1次/年
0
∠

1 1 1 0

填报说明:

1、 按每个监测点位的每个项目单独成行填报。
2、 不涉及本企业填报的表格不填或者填无。
3、 全年生产天数按实际生产天数填写 ;

4、 全年应监测次数按 下表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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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貅/ 勰  
ˉ
 ￠

△天数×24次/天

数=天数×12次 /天

次数=天数×l次/天

全年应监测次数=全年生产周数×1次/周

全年应监测次数=全年生产季度数×1次/季

全年应监测次数乇 次

全年应监测次数=1次

l 次/刂、时

1汐(/2/J`日寸

1次 /日

1次/周

1次/季

1次/半年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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