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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1.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表1-1 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朔州销售分公司山阴玉井路加油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621792244627G

法人代表 冯惠源

所属行业 机动车燃油零售

污染物类别 废水、废气、固废、噪声

地理位置 山西省山阴县岱岳乡七里沟村南

生产周期 年工作8760h

开业时间 2004.03

职工总数 5人

占地面积 3000m2

主要产品名称 汽油、柴油

设计生产能力 汽油900吨/年、柴油1800吨/年

实际生产能力 汽油226吨/年、柴油1437吨/年

环评审批时间 2018年12月29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孙华伟 13653493047

排污许可证编号 91140621792244627G001U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 自2020年07月30日起至2023年07月29日止

1.2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竣工验收情况以及其他环保手续的履行情况

表1-2 环评审批及竣工验收情况以及其他环保手续的履行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朔州销售分公司山阴玉井路加油站项目

开业时间 2004年建成投运

环评手续

审批部门 审批文号 审批时间

山阴县环境保护局 山环发【2009】23号 200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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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工艺简述

生产工艺流程：我单位具体卸油、加油工序简述如下：

1、汽油卸车工艺

汽油油罐车运至加油站，通过罐车与储油罐间的管道依靠重力自流的

方式卸入储油罐中，我单位采用浸没式密闭卸油的方式，卸油管出油口距

罐底高度小于200mm。油罐设置了防溢措施，油料达到油罐容量90%时，会

自动触发高液位报警装置；油料达到油罐容量95%时，自动停止油料继续进

罐。为防止在卸油，进储油罐过程中油料挥发产生油气逸入大气造成污染，

储油罐与油罐之间设置油气回收管道以收集储油罐内产生的油气。

2、汽油加油工艺

油品卸入储油罐中后，由加油机内置的油泵将储油罐内的油品输送至

流量计，经流量计计量后的油品通过加油枪加至汽车内。在加油机内，设

置油气分离阀，实现油气分离，油品加入汽车中。经分离后的油气通过回

气管道输入储油罐中，减少油品因挥发而逸入大气的量。

3、柴油卸车工艺

柴油油罐车运至加油站，通过罐车与储油罐之间的管道依靠重力自流

的方式卸入储油罐中，我单位采用浸没式密闭卸油的方式，卸油管出油口

距罐底高度小于200mm。油罐设置了防溢措施，油料达到油罐容量90%时，

会自动触发高液位报警装置；油料达到油罐容量95%时，自动停止油料继续

进罐。

4、柴油加油工艺

油品卸入储油罐中后，由加油机内置的油泵将储油罐内的油品输送至

流量计，经流量计计量后的油品通过加油枪加至汽车内。工艺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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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图：

图1 工艺流程图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1、废气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表1-3 废气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类型

污染源名

称
治理设施

治理设施

数量

排放口编

号

排放口类

型

排气筒高

度（m）
排放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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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组织

废气

汽油罐卸油过

程产生的挥发

性有机物

卸油油气

回收装置 1 / / / 大气环境

2
无组织

废气

汽油枪加油过

程产生的挥发

性有机物

加油油气

回收装置 1 / / / 大气环境

2、废水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我单位所产生废水的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具体措施见表1-4。

表1-4 废水污染源分析及防治措施汇总表

3、噪声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

我单位运营期产生噪声的设备主要有油泵、加油机、油罐车及外来车辆。

通过选择低噪声和符合国家噪声标准的设备，确保设备定期检修，避免在非正

常状态下发出刺耳的声音；以及限制车辆进出站行驶速度，禁止在夜间鸣笛等

措施来控制噪声。

4、固废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表1-5 固废源分析及防治措施汇总表

序号 污染源类型 污染物名称
污染

防治措施

排放

方式

排放口

数量

排放口

编号
环评要求

1 生活污水
SS、COD、BOD5、

氨氮
道路洒水 不外排 / /

道路洒水，合

理处置

序号
固体废物

来源

固体废

物名称

固体废物种

类

固体废物产生

量（t/a）

固体废物处

理方式

固体废物处

置量（t/a）

固体废物处置

方式

1 储罐 油渣 危险废物 0.23

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

不在本单位

储存

0.23

清罐油渣由威

顿水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清

运处理

2 职工生活
一般II

类固废
生活垃圾 2.2

站内设垃圾

箱进行收集
2.2

当地环卫部门

统一收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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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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2022年度朔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我单位属非重点排污单

位；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我单位为

简化管理单位。

该自行监测方案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储油库、加油站》

（HJ 1249-2022）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储油库、加油站》

（HJ 1118-2020）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编制完成。

（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为认真履行企业自行监测的职责，我单位拟采取的自行监测手段为手

工监测，手工监测开展方式为委托监测。

我单位自行监测任务委托西安昆仑检测有限公司按照监测要求进行监

测并出具相应自行监测报告。委托监测项目为：油气回收系统：气液比、

液阻、密闭性；厂界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油气泄漏监测：非甲烷总

烃。

（三）在线自动监测情况

我单位未安装在线自动监测设备，不进行在线自动监测。

三、手工监测内容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内容

1、无组织废气：液阻、气液比、密闭性、非甲烷总烃，监测点位、监

测项目、监测内容及监测频次见表3-1。

表3-1 废气污染源监测内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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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要

求

排放方

式和排

放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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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组织

废气
/ 厂界

上风向

设1个参

照点，下

风向设3

个监控点

非甲烷

总烃
1次/年

非连

续采

样至

少4个

同步记

录风速、

风向、气

温、气压

等

环境 空

气

2
无组织

废气
/ /

油气回收

系统
密闭性 1次/年 /

密闭性

检测 方

法

/

3
无组织

废气
/ /

油气回收

系统
气液比 1次/年 /

液阻检

测方 法
/

4
无组织

废气
/ /

油气回收

系统
液阻 1次/年 /

气液比

检测 方

法

/

2、废气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2。

3、废气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废气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2。

图2 无组织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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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手工监测废气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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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3）

监测仪器

设备名称

和型号

备

注

1

挥发

性有

机物

（非

甲烷

总烃）

《加油站大气

污 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952-2020）

样品避

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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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604-2017）

0.07
气相色谱

仪

气

袋

2

无组

织废

气

《加油站大气

污 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952-2020）

/

《加油站

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

准》（GB

20952-202

0）密闭性

检测方法

《加油站

大气污

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952-20

20）表2中

限值

油气回收

检测仪
/

3

无组

织废

气

《加油站大气

污 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952-2020）

/

《加油站

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

准》（GB

20952-202

0）气液比

检测方法

大于等于

1.0-小于

等于1.2

油气回收

检测仪
/

4

无组

织废

气

《加油站大气

污 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952-2020）

/

《加油站

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

准》（GB

20952-202

0）液阻检

测方法

18.

0L/

min

40P

a

油气回收

检测仪
/

28.

0L/

min

90P

a

38.

0L/

min

155

Pa

（二）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根据我单位环评报告，未对我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提出要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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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排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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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委托自测机构为西安昆仑检测有限公

司，该公司已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资质认定证书的编号为212714240081，

有效期为2021年12月14日至2027年12月13日，检测能力包含委托监测项目；

并在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检测人员均通过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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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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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监测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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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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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朔州销售分公司山阴玉井路

加油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山环发[2009]23号，未对我单位污

染源提出安装在线监测设施的要求，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不进行自动监

测。

五、执行标准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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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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组

织废

气

1 挥发性

有机物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20952-2020）

非甲烷总

烃
4.0㎎/m³

现行

标准

无组

织废

气

2 油气回

收系统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20952-2020）
密闭性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20952-2020）表2中限值

无组

织废

气

3 油气回

收系统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20952-2020）
气液比 1.0-1.2

无组

织废

气

4 油气回

收系统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20952-2020）
液阻

18.0L/min 40Pa

28.0L/min 90Pa

38.0L/min 15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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