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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1、山西中煤东坡煤业有限公司电厂坐落在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下团堡乡境

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12°23′20.51″，北纬 39°24′44.78″，占地面积 262

亩，职工总人数：200人。行业类别为火力发电。污染类别为废气、废水、噪声、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主要产品为电力，生产规模为二台 13.5万千瓦发电机组，

年发电量设计生产能力为 16.2×104万千瓦时。

2、东坡电厂成立于 2004年 8月 20日，2005年 8月山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完成《朔州市格瑞特实业有限公司 2×135MW煤矸石综合利用发电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2005年 9月山西省环境保护局以晋环函[2005]299号文对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初审，2005年 10月国家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05]834号文对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06年元月江西省电力设计院完成初步设计，

2010年 11月国家环境保护部以环验[2010]297号文对工程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2017年 6月 15日，我公司申领了国家统一编码的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

编号为 911400007435208403001P，2020年 6月 1日，我公司延续了排污许可证，

有效期为 2020年 6月 16日至 2025年 6月 15日。

（二）生产工艺简述

把经过破碎加工的燃料（煤矸石和洗中煤）及热空气送入锅炉内进行燃烧，

使其化学能转化为热能。将经过处理的水加热成高温高压蒸汽，蒸汽推动汽轮机

转动，将热能转变为机械能，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同

时工程配备辅助系统，包括脱硝系统、脱硫系统、除尘系统等系统。生产工艺流

程见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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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流程图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1）废气

①固定源废气

锅炉烟气采用布袋除尘器除尘，炉内喷钙和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选择性

非催化还原（SNCR）脱硝工艺，尾部加湿电除尘法进行烟气污染物治理，保证

达标排放。

其余各工序排放口采用布袋除尘器对废气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排放。

②无组织废气

主要的无组织废气为厂区扬尘和车辆行驶引起的扬尘，原煤棚采取全封闭设

置，针对车辆行驶引起的扬尘采取限速、清洗车身和轮胎及厂区洒水抑尘。同时

在厂区进行植被绿化。

2）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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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采用直接空冷技术，与常规湿冷发电机组相比可以节约水量 75%以

上；化学水系统采用全膜法取代了传统的水处理工艺，制水过程不需要酸、碱，

减少了化学药品对环境的污染。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有化学水处理产生的超浓

水、含煤废水、辅机循环系统排污水、脱硫废水和生活污水等，全厂废水经处理

后全部回收利用不外排。设有一体化生活污水装置，处理能力 15m3/h，处理合格

后用于全厂绿化喷淋；设有含煤废水处理装置，处理能力 2×10m3/h，处理合格后

用于输煤栈桥的冲洗和煤场喷淋；设有含油废水处理装置，处理能力 2×5m3/h；

设有脱硫废水处理装置，处理能力为 6m3/h，处理合格后用于灰库加湿搅拌；辅

机循环系统的排污水全部汇集至工业水池，用于脱硫工艺用水，超浓水回收至废

水池，用于灰库加湿搅拌，实现了全厂废水零排放。

3）噪声

厂址周边 1.1km范围内无生活居民,厂界噪声不会对村民造成影响，最近的

1.1km 处的沙涧村敏感点昼、夜间噪声测值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类标准。对噪声防治主要从噪声声源、噪声传播途径以及受

声体等方面采取防噪降噪措施。

采用低噪音的空冷岛，有效控制噪声；汽轮机及发电机均采用了配散热罩、

内衬吸声板、基础减振、加隔音罩的方式来减小噪声；锅炉本体采用了基础减振

的方式来减少震动带来的噪声；锅炉排气口、除氧器出口采用加装高效小孔消声

器的方法来减少噪声；引风机、一次风机等均采用安装消声器、密闭厂房，基础

减振的方法来减少噪声。

4）固体废物

东坡电厂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粉煤灰、炉渣和石膏。与朔州市开畅工贸有



4

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荒沟治理协议，采用我厂固废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共同对平鲁区

白堂乡上黑水沟村进行荒沟治理。

5）危险废物

东坡电厂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有废矿物油、废油桶和废滤芯。与山西晋北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废矿物油处置合同，与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生能源有限公

司签订废油桶处置合同。

6）重金属排放

东坡电厂脱硫废水处理合格后不外排，其重金属对环境无影响。

与原环评相比，建设内容没有变化。

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一）自行监测方案编制依据

1、依据《朔州市 2021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我厂属重点排污单位；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我厂为重点管理单位。

2、我厂自行监测方案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942-201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HJ 953-201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

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2017）、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1年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晋环函[2021]59号）和朔州市生态环

境局《关于切实做好 2021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及备案工作的通知》（朔

环函[2021]24号）进行编制。

（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我厂采取的自行监测手段及开展方式情况，见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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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自行监测手段及开展方式情况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手段 开展方式

1 1#机组脱硫塔净烟道 汞及其化合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 2#机组脱硫塔净烟道 汞及其化合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 烟囱 林格曼黑度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4 灰库 MF0056（DA008）库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5 灰库 MF0057（DA009）库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6 灰库 MF0051（DA007）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7 原煤仓 MF0017（DA010）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8 原煤仓 MF0018（DA011）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9 原煤仓 MF0019（DA012）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0 原煤仓 MF0020（DA013）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1 原煤仓 MF0075（DA014）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2 原煤仓 MF0076（DA015）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3 原煤仓 MF0077（DA016）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4 原煤仓 MF0078（DA017）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5 输送皮带 MF0040（DA018）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6 输送皮带 MF0041（DA019）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7 输送皮带 MF0038（DA020）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8 输送皮带 MF0037（DA021）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19 输送皮带 MF0035（DA022）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0 输送皮带 MF0034（DA023）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1
（11、12、13、14#）冷渣器(DA003)公用除尘器

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2
（21、22、23、24#）冷渣器(DA024)公用除尘器

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3 石灰石粉仓 MF0052（DA004）仓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4 石灰石粉仓 MF0053（DA005）仓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5 渣仓 MF0058(DA006)仓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6 厂界 颗粒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7

脱硫废水清水池

pH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8 总汞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29 总镉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0 总砷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1 总铅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2 流量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3 厂界噪声 1#-10#点位 Leq（A）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4 沙涧村距厂界最近的 1个点位 Leq（A）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5

沙涧村

TSP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6 PM10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7 SO2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8 NO2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39 沙涧村、葫芦堂煤矿办公区 pH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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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手段 开展方式

40 硫酸盐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41 氯化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42 总硬度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43 氟化物 手工监测 委托监测

44
1#机组脱硫塔净烟道

烟尘 自动监测 自承担监测

45 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自承担监测

46 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自承担监测

47
2#机组脱硫塔净烟道

烟尘 自动监测 自承担监测

48 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自承担监测

49 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自承担监测

（三）自动监测情况

我厂在#1、2炉净烟气烟道分别安装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 LGQ-05

型超低浓度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实时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安

装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SCS-900PM型抽取式粉尘仪，实时监测烟尘

排放浓度，设备名称、型号、数量及监测项目、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和验收

情况、运维情况等见表 2-2。
表 2-2 自动监测设备一览表

序

号

监测

类别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及依据

监测设备名

称、型号

设备

厂家

是否

联网

是否

验收

1

废气

1#机组
脱硫塔
净烟道

烟尘 光散射 SCS-900PM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 二氧化硫
紫外吸收
光谱法

LGQ-05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 氮氧化物
紫外吸收
光谱法

LGQ-05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

2#机组
脱硫塔
净烟道

烟尘 光散射 SCS-900PM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 二氧化硫
紫外吸收
光谱法

LGQ-05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是 是

6 氮氧化物
紫外吸收
光谱法

LGQ-05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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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内容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

1、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3-1、3-2。
表 3-1 废气污染源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

号

污染源

类型

污染源

名称

排放口

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

频次

样品

个数

1

固定源

1#机组 烟囱
1#机组脱硫塔净烟

道

汞及其化

合物
每季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2 2#机组 烟囱
2#机组脱硫塔净烟

道

汞及其化

合物
每季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3 1#、2#机组 烟囱 烟囱
林格曼黑

度
每季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4
灰库 MF0056

（DA008）

灰库 MF0056

（DA008）库顶除尘

器排放口

灰库 MF0056

（DA008）库顶除尘

器排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5
灰库 MF0057

（DA009）

灰库 MF0057

（DA009）库顶除尘

器排放口

灰库 MF0057

（DA009）库顶除尘

器排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6
灰库 MF0051

（DA007）

灰库 MF0051

（DA007）顶除尘器

排放口

灰库 MF0051

（DA007）顶除尘器

排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7
原煤仓

MF0017

原煤仓 MF0017

（DA010）除尘器排

放口

原煤仓 MF0017

（DA010）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8
原煤仓

MF0018

原煤仓 MF0018

（DA011）除尘器排

放口

原煤仓 MF0018

（DA011）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9
原煤仓

MF0019

原煤仓 MF0019

（DA012）除尘器排

放口

原煤仓 MF0019

（DA012）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0
原煤仓

MF0020

原煤仓 MF0020

（DA013）除尘器排

放口

原煤仓 MF0020

（DA013）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1
原煤仓

MF0075

原煤仓 MF0075

（DA014）除尘器排

放口

原煤仓 MF0075

（DA014）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2
原煤仓

MF0076

原煤仓 MF0076

（DA015）除尘器排

原煤仓 MF0076

（DA015）除尘器排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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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源

类型

污染源

名称

排放口

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

频次

样品

个数

（DA015） 放口 放口

13
原煤仓

MF0077

原煤仓 MF0077

（DA016）除尘器排

放口

原煤仓 MF0077

（DA016）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4
原煤仓

MF0078

原煤仓 MF0078

（DA017）除尘器排

放口

原煤仓 MF0078

（DA017）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5
输送皮带

MF0040

输送皮带 MF0040

（DA018）除尘器排

放口

输送皮带 MF0040

（DA018）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6
输送皮带

MF0041

输送皮带 MF0041

（DA019）除尘器排

放口

输送皮带 MF0041

（DA019）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7
输送皮带

MF0038

输送皮带 MF0038

（DA020）除尘器排

放口

输送皮带 MF0038

（DA020）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8
输 送 皮 带

MF0037

输送皮带 MF0037

（DA021）除尘器排

放口

输送皮带 MF0037

（DA021）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19
输 送 皮 带

MF0035

输送皮带 MF0035

（DA022）除尘器排

放口

输送皮带 MF0035

（DA022）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20
输 送 皮 带

MF0034

输送皮带 MF0034

（DA023）除尘器排

放口

输送皮带 MF0034

（DA023）除尘器排

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21

（11、12、

13、14#）冷

渣器

（11、12、13、14#）

冷渣器(DA003)公

用除尘器排放口

（11、12、13、14#）

冷渣器(DA003)公

用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22

（21、22、

23、24#）冷

渣器

（21、22、23、24#）

冷渣器(DA024)公

用除尘器排放口

（21、22、23、24#）

冷渣器(DA024)公

用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23
石灰石粉仓

MF0052

石灰石粉仓

MF0052（DA004）仓

顶除尘器排放口

石灰石粉仓

MF0052（DA004）仓

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24
石灰石粉仓

MF0053

石 灰 石 粉 仓

MF0053（DA005）仓

顶除尘器排放口

石 灰 石 粉 仓

MF0053（DA005）仓

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25 渣仓 MF0058

渣 仓

MF0058(DA006) 仓

顶除尘器排放口

渣 仓

MF0058(DA006) 仓

顶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每年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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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源

类型

污染源

名称

排放口

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

频次

样品

个数

26 无组织 厂界 /
厂界外下风向 4个

监控点
颗粒物 每季一次

非连续采

样至少3个

表 3-2 废气污染源自动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类型 污染源名称 排放口编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废气

1#机组

DA001

1#脱硫塔净烟

道

烟尘 每小时一次

2 二氧化硫 每小时一次

3 氮氧化物 每小时一次

4
2#机组

2#脱硫塔净烟

道

烟尘 每小时一次

5 二氧化硫 每小时一次

6 氮氧化物 每小时一次

2、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1#、2#机组脱硫净烟道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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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库顶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1#-4#煤仓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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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煤仓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1#转运站1#、2#输煤皮带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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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运站1#、2#输煤皮带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碎煤机1#、2#输煤皮带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11、12、13、14#）冷渣器公用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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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23、24#）冷渣器公用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渣库顶除尘器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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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无组织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3、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废气污染物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3。
表 3-3 废气污染物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序

号

监测

项目

采样方法

及依据

样品保存

方法

监测分析

方法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监测仪器设备名称

和型号

1
汞及其化

合物

《固定污

染源监测

技术规范》

（HJ/T397-
2007）《固

定污染源

排气中颗

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

方法》

（GBT161
57-1996）及
修改单

冰箱内

0~4℃保

存，5d内
测定

《固定源废气 汞的测
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暂行）》
（HJ543-2009）

0.0025mg/m3

崂应 3072智能双路

烟气采样器、JLBG
冷原子微分测汞仪

2
林格曼黑

度
/

《固定污染源烟气黑度
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

度图法》
（HJ/T398-2007）

/ 烟气黑度板

3
烟尘

（固定源）

密封妥善

保存，避

免污染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
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
量法》（HJ836-2017）

1.0mg/m3

崂应 3012H-D便携

式大流量低浓度烟

尘气测试仪、

AUW120D电子天平

密封妥善

保存，避

免污染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
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及

修改单

/
崂应 3012H自动烟

尘气测试仪、

AUY120电子天平

4
颗粒物

（无组织）

《大气污

染物无组

织排放监

测技术导

则》

（HJ/T55-2
000）

采样面向

里，将滤

膜对折，

放入滤膜

袋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
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15432-1995)及修

改单

0.001mg/m3

崂应 2050型空气/智
能 TSP综合采样器、

AUY120电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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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1、监测内容

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有化学水处理产生的超浓水、含煤废水、辅机循环系统

的排污水、生活污水和脱硫废水等，全厂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收利用，不外排。

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3-4。
表 3-4 废水污染物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样品个数 测试要求

1 /
脱硫废水清

水池

pH、总汞、总镉、

总砷、总铅
每季一次

非连续采样至

少 3个
同时监测流

量

2、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废水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3、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废水污染物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5。
表 3-5 废水污染物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序

号
分析项目

采样方法

及依据

样品保存

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监测仪器设备

名称和型号

1 pH

《污水监

测技术规

范》

（HJ91.1
-2019）

现场测定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6920-1986）
/

pHS-4C+智能酸

度计

2 总汞
加入浓硫

酸 5ml
《水质 汞、砷、硒、锑、铋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694-2014）
0.04μg/L

北京普希 PF31
原子荧光分光

光度计

3 总镉
加入浓硝

酸 5ml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7475-87）
0.05mg/L

北京普希

TAS-990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

4 总砷 加入浓盐 《水质 汞、砷、硒、锑、铋的测定 0.3μg/L 北京普希 PF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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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析项目

采样方法

及依据

样品保存

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监测仪器设备

名称和型号

酸 5ml 原子荧光法》（HJ694-2014） 原子荧光分光

光度计

5 总铅
加入浓硝

酸 5ml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7475-87）
0.05mg/L

北京普希

TAS-990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

6 流量 /
《河流流量测量规范》

（GB50179-2015）附录 B 流速仪法
/

旋浆式流速仪

LS1206B

（三）厂界噪声监测

1、监测内容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3-6。
表 3-6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仪器设备

名称和型号

厂界四周设置

10个监测点位
Leq（A）

每季一次

（昼夜各一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5测量方法
35dB(A)

HS6288智能

声级计

2、监测点位示意图

厂界噪声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四）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1、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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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故暂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五）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内容

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批复和其他环境

管理有要求，我公司根据要求监测周边的环境空气、地下水、敏感点噪声。监测

点位、项目、频次见表 3-7。
表 3-7 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内容一览表

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样品个数 测试要求

地下水
沙涧村、葫芦

堂煤矿办公区

pH、硫酸盐、氯化物、

总硬度、氟化物

每半年监测一

次
30 连续监测 3 天

环境空气 沙涧村 TSP、SO2、NO2、PM10
每半年监测一

次
8

连续监测 24 小

时

敏感点噪声

沙涧村距离厂

界最近的 1 个

敏感点

Leq（A）
每季一次

（昼夜各一次）
8 /

2、监测点位示意图

周边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示意图

3、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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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序

号

监测

类别

监测

项目

采样方法及

依据

样品保存方

法
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监测仪器

名称和型

号

1
地下

水

pH

《地下水环

境监测技术

规范》

（HJ164-20
20）

4℃ 玻璃电极法
GB/T5750.4-2006 /

PHS-4C+

酸度计

硫酸盐 原样保存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GB/T5750.5-2006 5.0mg/L

721分光光

度计

氯化物
0~4℃避光保

存

硝酸银滴定法

GB/T5750.5-2006
1.0mg/L 滴定管

总硬度

1L水样中加

浓
HNO310ml

酸化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

法 GB/T5750.4-2006
1.0mg/L 滴定管

氟化物 原样保存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5750.5-2006
0.2mg/L

PXJ-1C离

子活度计

2
环境

空气

TSP
《环境空气

质量手工监

测技术规

范》（HJ/T
194-2005）

密封保存 重量法 GB15432-1995 0.001mg/m3

崂应 2051
型智能 24
小时/TSP

综合采样器

SO2 密封保存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

光光度法 HJ 482-2009
0.007mg/m3

NO2 密封保存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479-2009
0.003mg/m3

PM10 密封保存 重量法 HJ618-2011 0.010mg/m3

3
敏感

点噪

声

Leq（A）

《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

准》

（GB12348
-2008）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5测量

方法

35dB(A)
HS6288智
能声级计

四、自行监测质量控制

（一）手工监测质量控制

1、监测机构和人员要求：我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委托山西清帆环境监测有限

公司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完成，该单位经过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单位组织的资质

认定工作，资质认定证书的编号为 170412051041，有效期为 2017年 8月 30日至

2023年 8月 29日，2019年 10月 12日在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备案。

2、监测分析方法要求：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行业标准方法或国家生态环境

部推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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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仪器要求：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使用，按规范定期校准。

4、环境空气、废气监测要求：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194-2017）及修改单、《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固

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373-2007）和《大气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等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按

规范要求每次监测增加空白样、平行样、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等质控措施。

5、水质监测分析要求：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处理

按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373-2007）等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按规范要求每次监测增加空白

样、平行样、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等质控措施。

6、噪声监测要求：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要求进

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7、记录报告要求：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准确、不得随

意涂改。监测数据和报告经“三校”“三审”。

（二）自动监测质量控制

1、运维要求：我公司委托运维，由中节能天融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和维

护。

2、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要求：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和《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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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76-2017）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校

准与维护。

3、记录要求：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各类原始记录内容应完整并有相关

人员签字，长期保存。

五、执行标准

各类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见表 5-1。
表 5-1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污染源

类型

序

号
污染源名称 标准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固定源
废气

1

1#机组、2#机组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14/T
1703-2019）中表 1

颗粒物 10mg/m3

现行标准

2 SO2 35mg/m3

3 NOx 50mg/m3

4 汞及其化合物 0.03mg/m3

5 烟气黑度 1级
6 1#灰库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颗粒物 120mg/m3 环评标准

7 2#灰库

8 3#灰库

9 1#原煤仓

10 2#原煤仓

11 3#原煤仓

12 4#原煤仓

13 5#原煤仓

14 6#原煤仓

15 7#原煤仓

16 8#原煤仓

17 1#转运站 1#输送皮带

18 1#转运站 2#输送皮带

19 4#转运站 1#输送皮带

20 4#转运站 2#输送皮带

21 碎煤机 1#输送皮带

22 碎煤机 2#输送皮带

23
（11、12、13、14#）

冷渣器

24
（21、22、23、24#）

冷渣器

25 1#石灰石粉仓

26 2#石灰石粉仓

27 渣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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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

类型

序

号
污染源名称 标准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无组织
废气

28 厂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颗粒物 1.0mg/m3 环评标准

废水

29

脱硫废水

《火电厂石灰石-石膏
湿法脱硫废水水质控

制指标》
（DL/T997-2006）

pH 6~9

现行标准

30 总汞 0.05mg/L
31 总镉 0.1mg/L
32 总砷 0.5mg/L
33 总铅 1.0mg/L

厂界噪
声

34 厂界
《工业排污单位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

昼间 60dB（A）
环评标准

夜间 50dB（A）

地下水

35

沙涧村、葫芦堂煤矿办

公区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表

1中的Ⅲ类标准

pH值 6.5～8.5

环评标准

36 总硬度 450mg/L
37 硫酸盐 250mg/L
38 氟化物 1.0mg/L
39 氯化物 250mg/L

环境空
气

40

沙涧村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TSP 300ug/m3

环评标准
41 PM10 150ug/m3

42 SO2 150ug/m3

43 NO2 80ug/m3

敏感点
噪声

44
沙涧村距离厂界最近

的 1 个敏感点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类
标准

昼间 55dB(A)
环评标准

夜间 4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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