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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山西智微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10月，位于怀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

沙滩生物医药园区内，生产经营场所中心地理坐标为：经度 113°11′，纬度 39°50′，

总占地面积约为 20亩。公司职工总数 25人，生产车间采用三班倒制度，单班工

作时间 8h，全年运营天数 300天。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行业类别为“其他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公司单批次生产周期为 1d，每批次生产改性微米硅胶 34.5kg

（0.0345t），全年生产 300d，设计生产规模 10t/a。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分离材料

及装备、催化材料和下游产品的生产销售。

山西智微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新建生物医药分离纯化材料建设项目，怀

仁市发展和改革局于 2019年 2月 19日，以怀发改备案 [2019]11号出具了“关于

山西智微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生物医药分离纯化材料建设项目备案证”；怀仁市人

民政府于 2019年 9月 29日以“怀政函【2019】201号”出具了“关于山西智微科技

有限公司入驻怀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滩生物医药园区的批复”。2022年 1月，

公司对已建成工程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备案。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91140624MAOK8Q042C001V,有效期自 2021年 11月 12日起至 2026年 11月 11

日止。

（二）生产工艺简述

本项目生产工艺包括五个阶段，按照工艺顺序，分别为：二氧化硅纳米溶胶

制备、半成品加工组装、硅胶成品制备、成品硅胶表面修饰、产品包装。各阶段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说明如下：

1、第一阶段：二氧化硅纳米溶胶制备

本阶段首先采用离子交换方式对原料水玻璃中的金属钠离子和树脂中的氢

离子进行交换，之后加入甲醛溶液进行陈化，得到中间产品二氧化硅纳米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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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详述如下：

1）浓盐酸稀释：将原料浓盐酸（35%-37%）加入纯水稀释至 3~5%以便于

后续离子交换树脂再生使用。本项目浓盐酸塑料桶装入厂，规格为 100kg/桶，进

厂浓度 35%-37%，入甲类库待用。配酸工序在 3.1m3配酸罐内进行，按照既定

比例首先向配酸罐中泵入纯水，随后缓慢泵入浓盐酸，搅拌稀释至 3-5%，由泵

通过管道泵入稀盐酸储罐备用。

配酸罐为密闭罐，配酸工序每三天操作一次，每次操作时间为 10-15min。

此环节的污染环节为配酸过程中浓盐酸挥发（G1），主要污染物为 HCl。

2）水玻璃稀释：将外购的固体硅酸钠加入纯水溶解得到 21-23%水玻璃溶液

（溶解过程加热），再加纯水稀释至 6%备用。

3）离子交换（除钠）：稀释后的水玻璃经离子交换系统交换后，将金属钠

离子和树脂中的氢离子进行交换，转换成超高纯度的硅酸（99.9%）。

a.树脂清洗：在进行树脂交换之前，先将交换柱置于离子交换釜中，泵入

4%NaCl溶液浸泡 15-20min，之后泵入纯水反复清洗 3次。清洗完毕后，打开进

料口，通过管道泵入稀释好的 6%水玻璃溶液进行离子交换反应。树脂清洗每半

年进行一次。

b.离子交换：6%水玻璃溶液用泵打入离子交换釜进行离子交换，搅拌，硅酸

钠中的钠离子与离子交换树脂上的氢离子进行交换，流出液控制 pH值为 2.5左

右，同时除去液体硅酸钠溶液中其他阳离子杂质，制得超高浓度硅酸液。

c.树脂再生：饱和离子交换树脂要尽快再生，以防残余的硅酸在离子交换反

应釜中形成胶凝。交换过程中交换和树脂再生轮换进行，搅拌下交换 15min，再

生 30min。再生过程包括 1次酸洗、1次碱洗和两次水洗。

树脂交换工艺原理：Na2SiO3 + H2O+ 2Resin-H+= Si(OH)4 + 2Resin-Na+

树脂再生工艺原理：2Resin-Na++HCl= 2Resin-H++NaCl

离子交换工序产污环节包括树脂清洗废水W1，主要污染物为钠盐；树脂再

生冲洗废水W2，主要污染物为酸性废水；同时，由于树脂交换柱需要定期更换

（更换频率为半年 1次），会产生少量的的废离子交换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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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次陈化

树脂交换工序产生的超高纯度硅酸液（>99.9%）由泵分别泵入 1#-4#密闭陈

化釜与 35%甲醛溶液进行混合陈化，陈化料添加顺序为先甲醛溶液、后超高纯度

硅酸液。陈化温度 40-60℃，加热热源采用电加热小型油浴锅，一次陈化得到半

成品 SiO2纳米溶胶。

小型油浴锅加热方式为：加热介质为甲基硅油，油浴锅为密闭结构，甲基硅

油经电加热温度升至 60℃时，加热后的甲基硅油由泵经封闭输送管道进入陈化

釜隔套进行间接加热，降温后甲基硅油通过回路返回油浴锅二次加热，本环节使

用 1#-4#陈化釜进行陈化，每个油浴锅同时加热两个陈化釜，共两个油浴锅。

陈化反应的工艺原理：Si(OH)4 SiO2 + 2H2O

陈化釜为密闭结构，此过程无出料操作，不产生废气、废水。

2、第二阶段：半成品加工组装：

本阶段采用二次陈化、液固分离、焙烧、三次陈化对第一阶段制备的二氧化

硅纳米溶胶进行加工，得到半成品微米氧化硅硅胶。详述如下：

1）二次陈化：第一阶段一次陈化工序得到的 SiO2纳米溶胶由泵泵入 5#-8#

陈化釜，并加入表面活性剂（16烷基苯磺酸钠）和固体尿素调节 pH值和表面的

电负性后进行二次陈化。反应控制条件为：陈化温度 40-60℃、PH5-6，表面电

负性调整至（负 20-30mv）。

加热热源采用电加热小型油浴锅。小型油浴锅加热方式为：加热介质为甲基

硅油，油浴锅为密闭结构，甲基硅油经电加热温度升至 60℃时，加热后的介质

由泵经封闭输送管道进入陈化釜隔套进行间接加热，降温后甲基硅油通过回路返

回油浴锅二次加热，本环节使用 5#-8#陈化釜进行陈化，每个油浴锅同时加热两

个陈化釜，共两个油浴锅。

此过程主要是通过加热的方式调控硅胶的 PH，从而达到微米硅胶的组装过

程，其发生的主要反应团簇的聚合，反应方程式为：

OSi-OH+O-Si-OH = 2SiO2 + 2H2O

陈化釜为密闭结构，此过程无出料操作，不产生废气、废水。

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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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液固分离：二次陈化后产生的 SiO2纳米硅胶溶液采用静置重力分层，分

为上、下两层，上层为 SiO2纳米硅胶液，下层为 SiO2微米硅胶液。上层 SiO2

纳米硅胶液采用纳滤膜过滤，去除其中大部分的甲醛、表面活性剂、水合氨（去

除效率 90%），膜上 SiO2纳米硅胶作为原料返回二次陈化工序使用，过滤废水

（W4）去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下层为 SiO2微米硅胶液进入后续工序。

此工序产物环节包括W4，主要污染物为低浓度甲醛、表面活性剂、NH3。

3）焙烧：液固分离后产出的 SiO2微米硅胶用托盘放入马弗炉中进行焙烧脱

水（焙烧温度 600-800摄氏度），一次焙烧，通过焙烧去除多余水分和表面附着

的甲醛、氨。

此工序的主要污染环节为 G2（甲醛、氨）。

4）三次陈化：焙烧后半成品硅胶人工放入 9#陈化釜并通过泵泵入 1%氨水

进行三次陈化。此过程中主要是加入少量的弱碱水进行陈化，陈化过程中需要加

热到 40-60℃，此过程主要实现硅胶表面的活化过程，其发生的主要反应是：

氧化硅的活化过程：SiO2+OH-+2H2O=Si(OH)4+OH-

陈化温度 40-60℃，加热热源采用电加热小型油浴锅。小型油浴锅加热方式

为：加热介质为甲基硅油，油浴锅为密闭结构，甲基硅油经电加热温度升至 60℃

时，加热后的甲基硅油由泵经封闭输送管道进入陈化釜隔套进行间接加热，降温

后甲基硅油通过回路返回油浴锅二次加热，本环节使用 9#陈化釜进行陈化，使

用 1个油浴锅。

陈化釜为密闭结构，此过程无出料操作，不产生废气、废水。

3、第三阶段：硅胶成品制备

本阶段采用过滤洗涤、干燥、质量检验对第二阶段制备的二氧化硅微米溶胶

进行加工，得到成品微米氧化硅硅胶。详述如下：

1）过滤洗涤：第二阶段得到的半成品微米硅胶溶液首先用滤纸进行过滤后

得到固体溶胶，然后水洗去除表面附带的弱碱水，洗水排入到废水预处理站进行

处理，过滤得到的硅胶进入干燥工序。

此工序的主要污染环节为W5（碱性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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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燥

水洗过滤得到的硅胶用托盘放入 1#、2#真空干燥箱进行一次干燥，干燥的

过程会产生少量的水蒸气，干燥方式采用真空干燥箱。

3）质量检验：干燥后成品采用检验试剂进行检验，检验试剂为有机溶剂。

此环节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检验溶剂。

4、第四阶段：成品硅胶表面修饰

本阶段采用陈化、过滤洗涤、干燥工艺对第三阶段产生的成品微米氧化硅硅

胶进行表面修饰，获得最终产品改性微米硅胶固体。

1）4次陈化：干燥后的硅胶成品放入 10#陈化釜，随后加入芳烃溶剂（99%

二甲苯溶液）和修饰试剂（硅烷试剂），进行 4次陈化，陈化温度 40-60℃。其

主要的反应为：

Si-OH+R-Si-OH=Si-O-Si-R+H2O

加热热源采用电加热小型油浴锅。小型油浴锅加热方式为：加热介质为甲基

硅油，油浴锅为密闭结构，甲基硅油经电加热温度升至 60℃时，加热后的甲基

硅油由泵经封闭输送管道进入陈化釜隔套进行间接加热，降温后甲基硅油通过回

路返回油浴锅二次加热，本环节使用 10#陈化釜进行陈化，使用 1个油浴锅。

陈化釜为密闭结构，此过程无出料操作，不产生废气、废水。

2）过滤洗涤：四次陈化工序产生的改性成品硅胶进溶液采用抽滤瓶+布氏漏

进行过滤洗涤，洗涤剂为芳烃试剂（二甲苯），滤纸上方获得的改性微米硅胶进

入后续工序，滤出的废溶剂用专用容器收集后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及时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

本工序存在的排污环节 S1（二甲苯、表面修饰剂混合废溶剂，以二甲苯为

主）。

3）二次干燥：过滤得到的改性微米硅胶进行二次干燥，干燥采用真空干燥

箱（3#），去除表面附着的二甲苯和多余的水分。

本工序存在的排污环节为 G4（二甲苯、NMHC）。

包装：本项目产量较小，每天产品产出 34.5kg，且价格贵重，因此包装方式



6

采用在密闭空间内人工包装的方式，包装容器为遮光塑料桶。包装规格根据客户

的需求分为 2L、5L、10L三种。

厂区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1。

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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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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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1、废气

(1) G1 浓盐酸稀释废气

本项目使用 35-37%浓盐酸配置成 3~5%的稀盐酸进行树脂再生，配置及使

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盐酸雾。因此在配置稀盐酸时，浓盐酸易与水作用产生

一定量的酸雾，稀释成 3~5%的稀盐酸后，储存及使用时基本不产生挥发性 HCl

气体。浓盐酸采用进料泵计量泵入配酸罐内，稀释后的稀盐酸酸经过出料泵计量

泵入稀盐酸储罐备用。

配酸工序三天进行一次，每次配酸时间 10-15min，配酸罐容积 3.1m3。经与

设计单位沟通，鉴于配酸过程为间歇性且持续时间较短，决定采取通入密闭碱液

罐方式进行治理。配酸罐为顶部带孔密闭罐，配酸时产生的盐酸雾采用顶部孔接

软管方式通入密闭碱液吸收罐方式处理。密闭碱液吸收罐位于配酸罐底部，材质

为玻璃罐，容积 40L，吸收液为 10%NaOH溶液。采用上述方式处理后，正常工

况下盐酸雾排放量可忽略不计。

(2) G2焙烧废气

第二阶段焙烧环节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甲醛、NH3。甲醛、NH3均属于

极易溶于水的物质，此股废气首先经水洗塔预处理后再经活性炭吸附+脱附+催

化燃烧处理后排放。

(3) G3真空干燥废气

第四阶段真空干燥工序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二甲苯、NMHC（硅烷试剂

性质稳定、不易挥发且使用量极小，此部分废气全部以二甲苯计），经活性炭吸

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放。

(4) G4厂区污水处理站废气

本项目厂区污水处理站恶臭主要来自污水处理间、污泥压滤间及污泥池，恶

臭污染物主要为 NH3、H2S、恶臭气体等。污水、污泥处理间全封闭，车间整体

设风机及风道将臭气引至臭气处理系统，除臭系统设计风量 4500m3/h，除臭系

统设置 1根高度为 15m的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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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

(1) 生活污水

运营期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2.38m3/d（排水系数 95%），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

处理后后再通过厂区污水管道排入生物医药园区配套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2) 生产废水

浓盐酸稀释、水玻璃溶解稀释、氢氧化钠溶液配制、绿化洒水环节无废水产

生，生产废水产排水环节分析及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如下：

1）树脂清洗废水（W1）

树脂交换前需要对交换树脂进行清洗，产生的废水为含盐废水。一次清洗使

用 4%氯化钠溶液 1.5m3、 纯水 0.5 m3，废水产生量 2m3。该环节半年进行一次，

则全年产生量为 4m3。

W1属间歇排水，水量很小，通过厂区污水管道直接排入生物医药园区配套

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2）树脂再生（W2）

此环节产生的废水为含 HCl的酸性废水，产生量为 12.3m3/d。产生的废水首

先进入 1号中和罐进行酸碱调节，调节 PH至 6-9，经厂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

通过厂区污水管道排入生物医药园区配套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3）纯水制备（W3）

纯水制备系统自来水消耗量为 30.97m3/d，设计出水率为 70%，则含盐浓水

产生量为 9.29m3/d。

根据设备生产厂家提供的资料，软化水制备产生的浓水含盐度<1500mg/l，

园区污水处理厂纳管含盐指标为<6000 mg/l，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纳管要求。因

此，含盐浓水处理方式为直接送园区配套污水处理厂处理，不进行单独处理。

4）固液分离（W4）

此环节产生的废水中污染因子为低浓度甲醛、表面活性剂、水合氨，废水产

生量为 3.16m3/d。

W4经厂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通过厂区污水管道排入生物医药园区配套

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5）过滤洗涤（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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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环节产生的废水中污染因子为水合氨，废水产生量为 1.15m3/d。

W5经厂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通过厂区污水管道排入生物医药园区配套

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6）设备冲洗废水（W6）

各反应阶段的反应釜和第三阶段的过滤/洗涤装置需要定期进行清洗，平均

用水量约为 1.5m3/d，该部分用水全部为纯水。排水系数取 95%，废水产生量为

1.43 m3/d。经厂区内自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经由排污管网排入园区配套的污

水处理厂处理。

7）车间地面冲洗废水（W7）

本项目主车间建筑面积为 2025m2，地面冲洗水用水指标取 0.5L/d·m2，则车

间地面冲洗用水为 1.01m3/d。排水量按用水量的 95%计，则地面冲洗排水量为

0.96m3/d。经厂区内自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经由排污管网排入园区配套的污

水处理厂处理。

8）碱液吸收罐定排水（W8）

配酸工序三天进行一次，每次配酸时间 10-15min，配酸罐容积 3.1m3。经与

设计单位沟通，鉴于配酸过程为间歇性且持续时间较短，决定采取通入密闭碱液

罐方式进行治理。配酸罐为顶部带孔密闭罐，配酸时产生的盐酸雾采用顶部孔接

软管方式通入密闭碱液吸收罐方式处理。密闭碱液吸收罐位于配酸罐底部，材质

为玻璃罐，容积 40L，吸收液为 10%NaOH溶液。补水量为 0.03m3/d。

9）水洗塔定排水（W9）

焙烧工序产生的废气 G2含有甲醛和 NH3，拟安装 1套水洗装置进行预处理。

水洗装置吸收液液气比（L/m3）为 0.8:1。装置设计引风量为 600m3/h，操作时间

为 3h/d，则水洗塔用水量为 600×3×0.8×10-3=1.44m3/d，补水量按用水量的 2%计，

则补水量为 0.03m3/d。

3、噪声

企业的主要噪声源为设备运行时的噪声，为减小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

设单位须采取如下防治降噪措施：

1）设备选型时首选低噪声设备；

2）水泵、风机等置于室内，水泵等安装基础减振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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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各种产生气流噪声的设备，在气体进出口部位安装适当的消声器，对

具有中、高频特性的风机，应采用阻性消声器，而对于具有低、中频特性的空压

机噪声，则宜安装抗性消声器；

4）对循环水泵要采用柔性接头和基础减振等措施，安装减振基座、弹簧减

振器等；

5）设备应采用橡胶材料等软性连接，避免用钢性接头；

6）在总图布置时考虑地形、厂房、声源方向性和车间噪声强弱、绿化植物

吸收噪声的作用等因素进行合理布局，同时将主要噪声源车间或装置远离办公

楼，或将高噪声设备集中以便于控制，以起到降噪的作用。

4、固体废物

(1) 一般固废

1）生活垃圾

本项目员工 25 人，员工生活垃圾按 0.5kg/(人·天)计，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

量为 4.13t/a，生活垃圾分类袋装收集后集中堆放在垃圾房，由园区环卫部门定期

清运。

2）固液分离固体

第二阶段固液分离阶段产生出分离固体（纳米溶胶），属中间产品，产生量

为 36t/a，全部回收作为原料返回陈化工序使用。

(2) 危险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包装材料、废修饰试剂、废树脂、废

滤膜、废滤纸、废活性炭等。

1）废包装材料

本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材料主要为浓盐酸、氢氧化钠、尿素、甲醛、烷烃试剂、

硅烷试剂等的包装材料，属危废，危废代码 HW49，900-041-49，产生量约 0.2t/a。

2）废修饰试剂

第四阶段洗涤过滤工序产生废有机溶剂，主要成分为二甲苯，同时含有少量

硅烷试剂，属危废，危废代码 HW06，900-403-06，产生量为 36.09t/a。

3）废树脂

本项目离子交换树脂在使用一定频次之后会失效，根据实际生产情况，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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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离子交换树脂每半年更换一次，因此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树脂，该固体废弃物属

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代码为 HW13，900-015-13，产生量约 0.2t/a。

4）废油、废油桶

设备日常维护过程中产生废油、废油桶，产生量分别为 0.5t/a、10个/a。

5）废滤膜、废滤纸

第二阶段固液分离工序产生废滤膜、第四阶段过滤洗涤产生废滤纸，属危废，

危废代码 HW49，900-039-49，产生量分别为 0.05t/a、0.1t/a。

6）废活性炭

本项目有机废气末端治理装置和污水处理站除臭装置产生废活性炭。废活性

炭属危废，危废代码 HW49，900-039-49。经计算，废活性炭最大产生量约 2t/a

（有机废气最大吸附量为 0.456t/a）。

7）污水处理站污泥

污水处理站污泥经浓缩压滤脱水后（含水率低于 60%）量为 4.92t/a，属危险

废物，危废代码 HW49，900-046-49。

上述危废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危废暂存间采用彩钢瓦对四周进行围封，盖有

房顶。尺寸：5×8×2.5米。

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简介

（一）自行监测方案编制依据

1、依据《朔州市 2022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本单位属非重点排污单位；

依据《固定污染源排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本单位为重点管理单

位。

2、编制自行监测方案主要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942-2018）、《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无机化学工业》

（HJ1035-20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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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为履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职责，企业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废水、环

境空气、地下水、土壤及厂界噪声均委托给大同万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按期进行

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

（三）自动监测情况

企业安装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未验收。

三、监测内容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

1、监测内容

企业废气主要有非甲烷总烃、二甲苯、甲醛、氨气、硫化氢、臭气浓度。具

体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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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点

位

监测项

目

监测频

次

样品

个数

测试

要求

排放方式

和排放去

向

1

固定源

废气

焙烧、

干燥废

气排放

口

DA001 氨气 1次/半年

每次

非连

续采

样至

少 3
个

同步

记录

工

况、

生产

负

荷、

烟气

参数

等

集中排

放，环境

空气

2

焙烧、

干燥废

气排放

口

DA001 二甲苯 1次/半年

3

焙烧、

干燥废

气排放

口

DA001 甲醛 1次/半年

4
焙烧、

干燥废

气排放

DA001 非甲烷

总烃
1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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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5

污水处

理站臭

气排放

口

DA002 硫化氢 1次/半年

6

污水处

理站臭

气排放

口

DA002 氨气 1次/半年

7

污水处

理站臭

气排放

口

DA002 臭气浓

度
1次/半年

8 无组织

废气
厂界

厂界外

下风向 4
个监控

点

臭气浓

度、氨

气、硫化

氢、氯化

氢、二甲

苯、甲

醛、非甲

烷总烃

1次/季

每次

非连

续采

样至

少 4
个

同步

记录

风

速、

风

向、

气

温、

气压

等

无组织排

放，环境

空气

2、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3-1、3-2、3-3。

图3-1 焙烧、干燥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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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污水站臭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3-3 无组织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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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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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废气污染物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序

号

污染

源类

别

监测

项目
采样方法和依据

样

品

保

存

方

法

分析方法及依据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

称和型号

1

有组

织废

气

氨气

《固定污染源排

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16157-199
6）《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2007）

密

闭

遮

光、

冷

藏

《环境空气和废

气 氨的测定 纳

氏试剂分光光度

法》（HJ533-2009）

0.01
mg/m3

3012H自动

烟尘（气）测

试仪 3072智
能双路烟气

采样器

分光光度计

723型

2 二甲

苯

《固定污染源排

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16157-199
6）《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2007）

避

光

《环境空气苯系

物的测定 活性炭

吸附/二硫化碳解

析－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0.0015
mg/m3

GC3012H自

动烟尘（气）

测试仪 3072
智能双路烟

气采样器

GC-4000A气

相色谱仪

3 甲醛

《固定污染源排

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16157-199
6）《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2007）

避

光

《空气质量 甲醛

的测定 乙酰丙酮

分光光度法》

0.008
mg/m3

3012H自动

烟尘（气）测

试仪 3072智
能双路烟气

采样器

分光光度计

723型

4
非甲

烷总

烃

《固定污染源排

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法》

（GB/T16157-199
6） 固定源废

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2007

避

光

《固定污染源排

气中总烃、甲烷和

非甲烷总烃的测

定气相色谱法》

HJ38-2017

0.07
mg/m3

崂应 3036废
气 VOC采样

器 GC-4000A
气相色谱仪

5 硫化

氢

《固定污染源排

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密

闭

遮

光

亚甲基蓝分光光

度法《空气和废气

监测方法》（第四

版增补版）

0.001
mg/m3

3012H自动

烟尘（气）测

试仪 3072智
能双路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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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6157-199
6）《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2007）

采样器

分光光度计

723型

6 臭气

浓度

《恶臭污染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

（HJ905-2017）
《固定污染源排

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16157-199
6）

采

样

袋

密

封

保

存、

避

光

《空气质量 恶臭

的测定 三点比较

式臭袋法》

（GB/T14675-199
3）

/ 固定源臭气

采样器

7

无组

织废

气

硫化

氢

《大气污染物无

组织排放监测技

术导则》

（HJ/T55-2000）

避

光

亚甲基蓝分光光

度法《空气和废气

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增补版)第五

篇 第四章 十

（三）(国家环保局

2002年)

0.001
mg/m3

中流量空气

总悬浮颗粒

物采样器
TH-150C

723分光光度

计

8 氯化

氢

避

光

《环境空气和废

气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549-2016

0.02
mg/m3

TH-150C中

流量空气总

悬浮颗粒物

大气采样器

ICS-1100离
子色谱

9 二甲

苯

避

光

《环境空气苯系

物的测定 活性炭

吸附/二硫化碳解

析－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0.0015
mg/m3

GC-4000A气

相色谱仪

10
非甲

烷总

烃

避

光

《环境空气 总

烃、甲烷和非甲烷

总烃的测定 直接

进样-气相色谱法》

HJ604-2017

0.07
mg/m3

GC-4000A气

相色谱仪

11 甲醛
避

光

《环境空气 二氧

化硫的测定 甲醛

吸收—副玫瑰苯

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2009）

0.007
mg/m3

中流量空气

总悬浮颗粒

物采样器

TH-150C、分

光光度计

12 臭气

浓度

采

样

密

《空气质量 恶臭

的测定 三点比较

式臭袋法》

/ 10L真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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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保

存、

避

光

（GB/T14675-199
3）

13 氨气

密

闭

遮

光、

冷

藏

《环境空气和废

气 氨的测定 纳

氏试剂分光光度

法》(HJ533-2009)

0.01
mg/m3

TH-150C中

流量空气总

悬浮物颗粒

物采样

分光光度计

723型

（二）废水监测

1、监测内容

废水主要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具体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3-3。

表 3-3废水污染物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污染源

类型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

频次

样品个

数

测试要

求
备注

1

DW001
生活废

水和生

产废水

废水

总排

口

pH值

1次/半
年

至少 3
个混合

样

记录工

况、生

产负荷

/

2 悬浮物

3 五日生化需

氧量

4 化学需氧量

5 总氮

6 氨氮

7 总磷

8 氟化物

9 硫化物

10 石油类

11 总氰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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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3-4 废水监测点位示意图

3、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废水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见表 3-4。

表 3-4废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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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方法及依据 检出限

仪器设备

名称和型

号

1 pH值

《污水监

测技术规

范》

（HJ91.1-
2019）

冷藏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6920-1986）

0.01
（无量

纲）

酸度计

PHS-3C

2 总氰

化物

NaOH,P
H>12

《水质 氰化物的测

定》（HJ484-2009）
0.004
mg/L

可见分光

光度计 723

3 悬浮

物

避光冷

藏

《水质 悬浮物的测

定 重量法》

(GB11901-89)
4mg/L

鼓风干燥

箱

GZX-9140
MBE，电子

天平天平

ME104

4 COD 硫酸，

pH≤2

《水质 化学需氧量

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

光光度法》

（HJ/T399-2007）

4mg/L
COD快速

测定仪

5B-3C

5 石油

类

浓 HCl，
pH≤2，

《水质石油类和动植

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
0.06mg/L 红外测油

仪

污水总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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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光冷

藏

分光光度法》

（HJ637-2018）
JLBG-126+

6 硫化

物

2ml乙
酸锌溶

液、1ml
氢氧化

钠溶液

和 2ml
抗氧化

剂溶液

《水质 硫化物的测

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

法》（HJ1226-2021）
0.01mg/L 可见分光

光度计 723

7 BOD 冷藏

《水质 五日生化需

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

0.5mg/L

恒温生化

培养箱

SPX-250B-
Z

8 氨氮
硫酸，

pH≤2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

法》（HJ 535-2009）

0.025
mg/L

可见分光

光度计 723

9 总氮
硫酸，

pH≤2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

（GB 636-2012）

0.05 mg/L
紫外分光

光度计

TU-1810

10 总磷
硫酸，

pH≤1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89）
0.01 mg/L

可见分光

光度计

723型

11 氟化

物
/

HJ84-2016《水质 无机

阴离子(F- 、Cl-、NO2-、

Br-、NO3-、PO42-、SO32-、

SO42-)的测定 离子色

谱法》

0.006
mg/L

ICS-1100
离子色谱

（三）厂界噪声监测

1、监测内容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3-5。

表 3-5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

点位布设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及依据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

和型号

厂界四周

1#—4# Leq(A) 每季一次

昼夜监测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0dB(A)

多功能环境噪

声测量仪

AWA6228+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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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3-5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1#受道路交通噪声影响）

（四）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排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根据朔州市 2021年发布的“2021年朔州市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中，

我公司不属于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五）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1、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要求对企业周边环境质量监测。监测内容见

表 3-6。

表 3-6 企业周边环境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

号

检测

类别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

频次

测试

要求

监测

方式

1

环境空

气

下寨农

场、陈庄

村

二甲苯

1次/年

同步记

录温度、

大气压、

风速、风

向等

手工监测
2 甲醛

3 硫化氢

4 氨气

1#

2#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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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

厂区内危

废暂存间

附近

石油烃 1次/5年 /

6

地下水
厂区内水

井

耗氧量

1次/半年 /
7 PH
8 氨氮

9 硝酸盐

10 细菌总数

2、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3-6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布点示意图

图 3-7 土壤、地下水监测布点示意图

陈庄村

下寨农场

山西智微科技有限公司

北

主生产厂房（丁类）

原
料

库
(
甲

类
)

办公楼

预留用地 

预留用地 

4.0020.6030.0030.0045.00

2
8
.
5
0

33.00 33.00 33.00 30.20

1
5
.
5
3

1
.
5
017.20 4.5015.90

1
.
5
0

1
.
5
0

11.50

3
.
7
6

33.00 15.60 12.40 30.00 30.00

3.90

3
5
.
0
0

2
6
.
5
0

2
.
0
0

1
4
.
5
0

4
2
.
2
3

12.70

3.60

3
3
.
0
0

预留用地 

22.1021.40 28.65

20.50

4.55

1.50

1.50

5.80

政府加压水站占地

1
0
.
9

14.9

图     例

高程点

污水井

独立坟

房屋

坟群

等高线

砖

建筑中等外公路

控制点

小路

围墙

危废暂存间

厂区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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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见表 3-7。

表 3-7 企业周边环境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序

号
类别

分析

项目

采样方

法及依

据

样品保存

方法
分析方法及依据

检出

限

仪器设备名称

和型号

1

环境空
气

氨气

《环境

空气质

量手工

监测技

术规范》

HJ
194-201

7

避光冷藏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

HJ533-2009

0.01
mg/m3

TH-150C中流

量空气总悬浮

颗粒物大气采

样器/723可见

光分光光度计

2 硫化氢 避光冷藏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

法《空气和废气监测

分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第三篇第一

章十一（二）（国家

环保局 2007年））

0.001
mg/m3

TH-150C中流

量空气总悬浮

颗粒物大气采

样器/723可见

光分光光度计

3 二甲苯 避光

《环境空气苯系物

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

/二硫化碳解析－气

相色谱法》

HJ584-2010

0.0015
mg/m3

GC-4000A气

相色谱仪

4 甲醛 避光

《环境空气 二氧化

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

—副玫瑰苯胺分光

光度法》（HJ
482-2009）

0.007
mg/m3

中流量空气总

悬浮颗粒物采

样器

TH-150C、分

光光度计

5 土壤 石油烃

《土壤
环境监
测技术
规范》
HJ/T166-
2004

密封

《土壤和沉积物 石
油烃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HJ
1021-2019）

6
mg/kg

GC-4000A气

相色谱仪

6
地下水

耗氧量

《地下

水环境

监测技

术规范》

HJ/T164
-2004

H2SO4，

pH≤2

《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

合指标》

GB/T5750.7-2006
1.1酸性高锰酸钾滴

定法

0.05
mg/L

滴定管、锥形

瓶

7 氨氮 H2SO4， 《生活饮用水标准 0.02 723可见光分

https://www.so.com/link?m=aQpNQk0y5XHCwTk6mkLaWfcNxj7FjD48Hgtar6SKdEnEYUORzkxQ5d15hbAVZNds2bDiRfewkNeVyaQ1yYCZKlnVK2taaoK6jeq5YwExFHUogC6eiYSfHUXdJTS6SdiwCKWuEL1HBQhnnqq4AC2l2eUqmZ8f/4m2bh7xlorU+e90lMhb9XioMz+WS6ViL60dfXzFL8aD7fswrPQl1tRWT3nBupLvgbs0oCmSkujsrjK2ap6uh
https://www.so.com/link?m=aQpNQk0y5XHCwTk6mkLaWfcNxj7FjD48Hgtar6SKdEnEYUORzkxQ5d15hbAVZNds2bDiRfewkNeVyaQ1yYCZKlnVK2taaoK6jeq5YwExFHUogC6eiYSfHUXdJTS6SdiwCKWuEL1HBQhnnqq4AC2l2eUqmZ8f/4m2bh7xlorU+e90lMhb9XioMz+WS6ViL60dfXzFL8aD7fswrPQl1tRWT3nBupLvgbs0oCmSkujsrjK2ap6uh
https://www.so.com/link?m=aQpNQk0y5XHCwTk6mkLaWfcNxj7FjD48Hgtar6SKdEnEYUORzkxQ5d15hbAVZNds2bDiRfewkNeVyaQ1yYCZKlnVK2taaoK6jeq5YwExFHUogC6eiYSfHUXdJTS6SdiwCKWuEL1HBQhnnqq4AC2l2eUqmZ8f/4m2bh7xlorU+e90lMhb9XioMz+WS6ViL60dfXzFL8aD7fswrPQl1tRWT3nBupLvgbs0oCmSkujsrjK2ap6uh
https://www.so.com/link?m=aQpNQk0y5XHCwTk6mkLaWfcNxj7FjD48Hgtar6SKdEnEYUORzkxQ5d15hbAVZNds2bDiRfewkNeVyaQ1yYCZKlnVK2taaoK6jeq5YwExFHUogC6eiYSfHUXdJTS6SdiwCKWuEL1HBQhnnqq4AC2l2eUqmZ8f/4m2bh7xlorU+e90lMhb9XioMz+WS6ViL60dfXzFL8aD7fswrPQl1tRWT3nBupLvgbs0oCmSkujsrjK2ap6uh
https://www.so.com/link?m=aQpNQk0y5XHCwTk6mkLaWfcNxj7FjD48Hgtar6SKdEnEYUORzkxQ5d15hbAVZNds2bDiRfewkNeVyaQ1yYCZKlnVK2taaoK6jeq5YwExFHUogC6eiYSfHUXdJTS6SdiwCKWuEL1HBQhnnqq4AC2l2eUqmZ8f/4m2bh7xlorU+e90lMhb9XioMz+WS6ViL60dfXzFL8aD7fswrPQl1tRWT3nBupLvgbs0oCmSkujsrjK2ap6uh
https://www.so.com/link?m=aQpNQk0y5XHCwTk6mkLaWfcNxj7FjD48Hgtar6SKdEnEYUORzkxQ5d15hbAVZNds2bDiRfewkNeVyaQ1yYCZKlnVK2taaoK6jeq5YwExFHUogC6eiYSfHUXdJTS6SdiwCKWuEL1HBQhnnqq4AC2l2eUqmZ8f/4m2bh7xlorU+e90lMhb9XioMz+WS6ViL60dfXzFL8aD7fswrPQl1tRWT3nBupLvgbs0oCmSkujsrjK2ap6uh
https://www.so.com/link?m=a8jQLVFaWKtJ5JY6W3Qa5U++egeMO2n1R1004WKv+n8PQy8hrw7dRxl6R63hwhc8nmAqXwlF2h9WGud23M8dd1peFYVOSDFgXiS7hziY12Vc8jnfdEL8Y5O3kQhc9PqlgyhFuVTi1a0GU3sj0DvMGznvAut21Rear6TJfYFNBexdn710tPaU9GlQ2VBRPOsMMAB4Yq+6dCKA9a6/1TfJcnP9ND/dtzbRlyIPIOQ==
https://www.so.com/link?m=a8jQLVFaWKtJ5JY6W3Qa5U++egeMO2n1R1004WKv+n8PQy8hrw7dRxl6R63hwhc8nmAqXwlF2h9WGud23M8dd1peFYVOSDFgXiS7hziY12Vc8jnfdEL8Y5O3kQhc9PqlgyhFuVTi1a0GU3sj0DvMGznvAut21Rear6TJfYFNBexdn710tPaU9GlQ2VBRPOsMMAB4Yq+6dCKA9a6/1TfJcnP9ND/dtzbRlyIPIOQ==
https://www.so.com/link?m=a8jQLVFaWKtJ5JY6W3Qa5U++egeMO2n1R1004WKv+n8PQy8hrw7dRxl6R63hwhc8nmAqXwlF2h9WGud23M8dd1peFYVOSDFgXiS7hziY12Vc8jnfdEL8Y5O3kQhc9PqlgyhFuVTi1a0GU3sj0DvMGznvAut21Rear6TJfYFNBexdn710tPaU9GlQ2VBRPOsMMAB4Yq+6dCKA9a6/1TfJcnP9ND/dtzbRlyIPIOQ==
https://www.so.com/link?m=a8jQLVFaWKtJ5JY6W3Qa5U++egeMO2n1R1004WKv+n8PQy8hrw7dRxl6R63hwhc8nmAqXwlF2h9WGud23M8dd1peFYVOSDFgXiS7hziY12Vc8jnfdEL8Y5O3kQhc9PqlgyhFuVTi1a0GU3sj0DvMGznvAut21Rear6TJfYFNBexdn710tPaU9GlQ2VBRPOsMMAB4Yq+6dCKA9a6/1TfJcnP9ND/dtzbRlyIPIOQ==
https://www.so.com/link?m=a8jQLVFaWKtJ5JY6W3Qa5U++egeMO2n1R1004WKv+n8PQy8hrw7dRxl6R63hwhc8nmAqXwlF2h9WGud23M8dd1peFYVOSDFgXiS7hziY12Vc8jnfdEL8Y5O3kQhc9PqlgyhFuVTi1a0GU3sj0DvMGznvAut21Rear6TJfYFNBexdn710tPaU9GlQ2VBRPOsMMAB4Yq+6dCKA9a6/1TfJcnP9ND/dtzbRlyIPIOQ==
https://www.so.com/link?m=a8jQLVFaWKtJ5JY6W3Qa5U++egeMO2n1R1004WKv+n8PQy8hrw7dRxl6R63hwhc8nmAqXwlF2h9WGud23M8dd1peFYVOSDFgXiS7hziY12Vc8jnfdEL8Y5O3kQhc9PqlgyhFuVTi1a0GU3sj0DvMGznvAut21Rear6TJfYFNBexdn710tPaU9GlQ2VBRPOsMMAB4Yq+6dCKA9a6/1TfJcnP9ND/dtzbRlyIPI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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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2 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

GB/T5750.5-2006
9.1 纳氏试剂分光光

度法

mg/L 光光度计

8 PH /

《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

GB/T5750.5-2006
2.2 离子色谱法

0.02
mg/L

ICS-1100离子

色谱

9 硝酸盐
HNO3，

pH≤2

《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 金属指

标》

GB/T5750.6-2006
8.1 原子荧光法

0.01
µg/L

AFS-230E原

子荧光光度计

10 菌落总

数

4℃以下冷

藏

《水质 细菌总数的

测定 平皿计数法》

HJ1000-2008
/ /

四、自行监测质量控制

（一）、手工监测质量控制

1、机构和人员要求：我公司不具备监测条件，所以委托大同万维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所有项目的监测，大同万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省级行政部门的

监测业务能力认定，并且具有经过考核颁发的环境监测上岗证的人员。

2、监测分析方法要求：手工监测项目使用方法均为国家标准方法、行业标

准方法。

3、仪器要求：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监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使用，按规范定期校准。

4、废气监测要求：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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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采样室按照标准规范采样后，暂时保存在规范要求的环境条件下，依据样品

的时效性，及时将样品送达分析室，按要求完成交接，分析室检测人员要及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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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进行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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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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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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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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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执行标准

各类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见表 5-1、5-2、5-3、5-4。

表 5-1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污染

源类

型

污染源名

称
标准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确定

依据

固定

源废

气

焙烧、干

燥废气排

放口

《无机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氨气 10mg/m3

环评及排

污许证中

要求的执

行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二甲苯 70mg/m3

甲醛 25mg/m3

《山西省重点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

（VOCS)2017年专

项治理方案》（晋

气防办[2017]32号）

非甲烷总烃 60mg/m3

污水处理

站臭气排

放口

《无机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氨气 10mg/m3

硫化氢 5mg/m3

《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14554-1993）
臭气浓度

2000
（无量纲）

无组

织废

气

/

《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14554-1993）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无机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硫化氢 0.03mg/m3

氨气 0.3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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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1573-2015） 氯化氢 0.05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甲醛 0.2mg/m3

二甲苯 1.2mg/m3

《挥发性有机物无

组织排放控制标

准》

（GB37822-2019）

非甲烷总烃 2.0μg/m3

厂界

噪声

厂界北面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4类标准

昼间 70dB(A)

夜间 55dB(A)

厂界东、

南、西面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3类标准

昼间 65dB(A)

环评及排

污许可证

中要求的

执行标准

夜间 55dB(A)

废水
废水

总排口

《无机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pH值 6-9（无量纲）

悬浮物 100mg/L

五日生化需

氧量
350mg/L

化学需氧量 200mg/L

总氮 60mg/L

氨氮 40mg/L

总磷 2mg/L

氟化物 6mg/L

硫化物 1mg/L

石油类 6mg/L

总氰化物 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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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周边环境环境空气执行标准

编

号
监测项目

标准浓度限

值 单位 执行标准

1小时平均

1 氨气 200

μg/m3

《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 大气

环境》（HJ2.2
3-2018）附录 D

标准

2 硫化氢 10
6 二甲苯 200

7 甲醛 50

表 5-3 周边环境地下水执行标准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值 依据

1 耗氧量 ≤3.0 mg/L
《地下水环境质量

标准》

（GB/T14848-2017）
三类

2 氨氮 ≤0.50 mg/L
3 PH 6.5-8.5
4 硝酸盐 ≤20.0 mg/L
5 菌落总数 ≤100CFU/ml

表 5-4 周边环境土壤执行标准

序号 项目

筛选值

（mg/kg）
管制值

（mg/kg） 备注

第二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1 石油烃 4500 90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筛选值中第二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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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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