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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朔州山水新时代水泥有限公司建设的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

泥生产线及7.5MW 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位于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吉

庄村北大忻线二级公路北 300 米处，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 112°

35′49.74″，中心纬度 39°23′59.89″，本项目占地 280 亩，现

有职工人数 230 人，本水泥制造企业总投资约 7 亿元，2007 年 7

月 18 日朔州市环境保护局朔城分局（现朔城区环境保护局）以朔

城环函[2007]24 号文《关于对“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申请的

意见》对该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申请进行了批复。2007 年 7 月 31

日朔州市环境保护局以朔环函[2007]133 号文《关于对“山西新时

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

污染物排放总量申请”的复函》对该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申请进行

了回复。2008 年3 月17 日，山西省环境保护局（现山西省环境保

护厅）以晋环函[2008]191 号文《关于<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进行了批复。2008 年 4 月

16 日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晋发改结构发[2008]322 号文《关

于核准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及 7.5MW 纯低温余热电站项目的通知》对该项目进行了

核准。2011 年7 月28 日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晋发改服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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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71 号文《关于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及7.5MW 纯低温余热电站项目变更企业名

称的复函》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该项目企业名称变更为“朔州山

水新时代水泥有限公司”。2012 年 4 月下旬正式开工，2013 年 5

月 28 日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朔发改服务发[2013]126 号文

《关于转发关于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4500t/d 熟料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及7.5MW 纯低温余热电站项目变更企业名称的复

函的通知》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2014 年10 月建成，建设规模为

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及 7.5MW 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年产熟料 140 万吨，水泥 200 万吨。本项目共建设生料制备设施、

熟料烧成设施、水泥制成设施、余热发电工程、办公生活设施、辅助

生产设施、给排水、供电设施、环保设施及储运设施等工程。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完善了相关环保手续。 2014 年10

月 21 日朔州市环境保护局以朔环审[2014]140 号文《关于朔州山水

新时代水泥有限公司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试生产

申请的复函》同意本项目进行试生产，2016 年10 月19 日朔州市环

境保护局以朔环审[2016]95 号文进行了环保竣工验收批复。2015

年 9 月熟料生产线脱销系统建成，总投资 226 万元，并于 2017 年7

月 19 日完成验收，2017 年12 月9 日新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91140600575982199E001P,目前该项目各项生产设施及环保设施运

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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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工艺简述

1、水泥生产工艺流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石灰石破碎、输送及预均化

石灰石由汽车运输送至厂区的堆场，将石灰石卸入破碎机前卸

料仓，经板式喂料机进入单段锤式破碎机破碎，将石灰石破碎成小

块石料。破碎石料由胶带输送机送至石灰石预均化库，设置 1 个φ

90m 的圆形预均化库，由 YG600/80 悬臂式堆料机分层布料，有效储

量 3650t。

均化后的石灰石由悬臂式刮板取料机取出，经胶带输送机送至

原料调配站的石灰石配料库中，设―座φ10×22 圆形配料库。堆料

机的能力为 1200t/h，刮板取料机的能力为 500t/h。破碎以及主要

受料点产生的粉尘引入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2）砂岩破碎、铁尾矿卸车及原料预均化

砂岩由汽车运输送至厂区，经卸车坑、板式给料机、反击式破

碎机破碎后，由胶带输送机送至辅助原料预均化库，经预均化后由

皮带输送至原料调配站的砂岩配料库。

铁尾矿由供应商按要求加工为成品，由汽车运至广内，经卸料

坑、板式给料机、胶带输送机送至辅助原料预均化库。辅助原料预

均化库为矩形预均化库，分别储存石英砂岩和铁矿石。两种物料由

隔墙隔开，利用悬臂式堆料机布料。均化后的各种物料由桥式刮板

取料机取出，经胶带输送机送至原料调配站的石英砂岩和铁尾矿配

料库中。堆料机的能力为 200t/h，取料机的能力为 150t/h。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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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输送机上设有除铁器以保护原料磨的安全运行。

该工序污染主要为砂岩破碎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和粉尘排放，预

均化过程中也会有少量粉尘排放。

（3）原煤预均化库及输送

原煤由汽车运输送至厂区的原煤堆场，经原煤卸车坑、板式给

料机，由胶带送至矩形原煤预均化库。再由 YG350/605 悬臂式堆料

机布料，均化后的煤由桥式刮板料机取出，经胶带输送机输送至煤

粉制备车间的原煤仓中。堆料机的能力为 200t/h，取料机的能力为

150t/h。预均化、卸车和输送过程都会产生粉尘。

（4）原料调配及输送

原料调配站设置 4 个配料库，分别储存石灰石、砂岩、铁粉和

粉煤灰四种原料。石灰石、砂岩、铁粉均由库下的定量给料机按比

例计量控制卸出，粉煤灰由转子秤按比例计量控制卸出，并经胶带

输送机送至原料磨粉站。在出料胶带输送机上设除铁器，以保护辊

式原料磨。粉煤灰由汽车运至厂区，由汽车自带的气力系统直接将

粉煤灰打入粉煤灰配料库中。原料调配和输送转运过程落料都有粉

尘排放，均引入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5）原料粉磨及废气处理

原料粉磨站内设一台辊式磨，入料物料粒度小于 80mm，产品细

度为 80μm，方孔筛筛余≤12%，功率 4500kw，单台加工能力为

400t/h。来自原料调配站的混合料经胶带输送机和生料锁风阀进入

原料磨内，经辊式磨碾磨过的细粒物料在风环处被高速气流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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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离器分离后粗粒物料重新落回磨内碾磨，细粉物料随气流溢

出，进入旋风分离系统。经旋风分离得到的成品经空气输送斜槽和

斗式提升机送入生料均化库。旋风分离器排风，一部分经循环风机作

为循环风重新回到磨内，剩余含尘废气进入窑磨废气处理系统， 经

袋式收尘器处理后排放。废气处理系统收集的窑灰经斗式提升机、

空气输送斜槽，再送入生料均化库。

辊式磨具有粉碎、烘干和粉选综合功能，烘干热源为窑尾排出

的高温废气。窑尾预热器排出的废气先经窑尾余热锅炉回收热能，

然后―部分作为烘干热源过进入原料磨，另一部分与出磨废气混合

后进入袋式收尘器处理，最后经系统风机排入烟囱。

原料磨停运时，窑尾预热器排出的废气经余热锅炉降温后，直

接进入窑尾袋式收尘器除尘；当窑尾余热锅炉发生故障时，窑尾预

热器排出的废气需经增湿塔增湿降温后才可以进入窑尾袋式收尘器。

增湿塔喷水量根据增湿塔出口废气温度自动控制，使废气温度处于

窑尾袋式收尘器的最佳工作范围内。袋式收尘器净化的气体， 经

引风机和烟囱排入大气，收尘器收集的粉尘同样经过提升机进入生

料均化库。原料粉磨系统设有自动连续取样装置，试样经过X— 荧

光分析仪检测并由计算机自动控制和调整各种原料的配合比例，

从而调整生料配比，保证出磨生料化学成分的合格与稳定。该工序

主要污染源为窑尾废气（粉尘、SO2、NOX）、原料磨和高压风机产

生的噪声。窑尾废气经袋收尘器净化后，经风机和 95 米高的烟囱

排入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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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料均化库及生料入窑喂料系统

本项目配置一座φ22.5 ×52m 的生料均化库， 有效储量为

17000t，储存期 2.5d。来自粉磨系统的生料和废气处理系统的回灰

分别经空气输送系统、链运机和提升机由库顶生料分配器多点进入

均化库。库底的环形区设有开式斜槽，由罗茨风机供气，供气系统

按程序对库底环形区的不同区域轮流充气使生料稳定从环形区卸

入中心室，并在中心室充分混合后由卸料装置定量卸出至生料计量

仓，生料计量仓带有荷重传感器、充气装置。仓下设有流量控制阀

和流量计，经计量后的生料通过空气输送斜槽、斗式提升机喂入窑

尾预热器系统。

生料进入窑尾预热器前设有生料取样装置，对入窑生料进行制

样、分析，为烧成系统的操作提供指导依据。

该工序主要污染为生料均化搅拌过程产生的粉尘和罗茨风机

的噪声。工程在均化库库顶和库底设布袋除尘器对均化粉尘处理后

排放；设置风机房对罗茨风机隔声。

（7）熟料烧成系统

熟料烧成系统由五级旋风预热器、分解炉、回转窑和篦冷机组

成。熟料煅烧采用 1 台φ4.8×72m 的回转窑，窑尾采用双系列列五

级旋风预热器和TDF 型分解炉对生料进行炉外预热分解，熟料系统

生产能力 4500t/d，熟料热耗 3094kJ／kg。入窑物料的碳酸钙分解

率大于 90％。

生料进入预热器后，在自上而下逐级运动的同时，逐渐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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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经过预热器和分解炉后，进入回转窑进行锻烧。回转窑采用

三档支撑，斜度为 3.5%，转速为 0.35～3.5r/min。窑头和窑尾都

配有多通道燃烧器。熟料冷却采用 TC-12102 型可控气流空气梁式

篦冷机，有效充气面积为 119.3m2，出口温度为 65℃＋环境温度，

冷却热效率在 70％以上。冷却机出口设有破碎机，出破碎机的熟料

经斗式输送机送入熟料库。冷却机废气―部分作为烘干热源进入煤磨，

另一部分经窑头余热锅炉回收热能后由电收尘器净化处理排入大气。

窑外预分解工艺需要向窑尾预热分解系统供应热空气，另外生

料和原煤烘干也需要热源，以上热源都来自窑头高温废气。篦冷机

排出的高温废气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作为二次风入窑助燃，一

部分作为煤磨烘于热源，其余废气经窑头余热锅炉回收热能后由电

收尘器处理排放；三次风由窑头罩抽出进入窑尾分解预热系统。

该工序主要有窑头冷却机排放部分粉尘、熟料破碎粉尘以及高

温高压风机噪声。窑头粉尘废气通过电除尘净化后排放，熟料破碎

粉尘通过袋除尘净化。

（8）煤粉制备

煤粉制备采用一套风扫式烘干粉磨系统，配备 1 台φ3.8×（7

＋2.5）m 风扫煤磨和 1 台动态选粉机。当原煤水分≤8.5％、粒度

≤25nm、出磨煤粉水分≤1％、煤粉细度为 80μm、筛余≤2～5％时，

系统能力为 35t/h。烘干热源为窑头篦冷机高温废气。

原煤经原煤仓下定量给料机计量后喂入煤磨，在磨内进行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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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磨，出磨物料随同气流进入动态选粉机，选出的粗粉经螺旋

输送机送回磨内继续粉磨，成品煤粉随同出磨气流一起进入高浓度

煤磨专用袋式收尘器收集，气体经净化后排入大气。

收下的煤粉经螺旋输送机送入煤粉仓。煤粉仓下设有煤粉计量

输送装置，煤粉经此计量后分别用压缩空气直接送入回转窑多通道喷

煤管及分解炉燃烧器。煤粉制备系统设防爆阀、CO 浓度监测仪、N2

自动灭火系统、消防水系统等安全设施。

该工序主要污染为煤磨和煤粉仓产生的煤粉尘、磨机和高压风

机的噪声。对于煤粉尘采用防爆式袋收尘器除尘后排放，煤粉输送

采取螺旋输送机封闭系统，磨机以及风机采取厂房隔声措施减噪。

（9）熟料储存及输送出

冷却机的熟料由链斗输送机送入熟料储存库，设置一座φ40×

40.5m 熟料储存库，储存量为 50000t，储存期为 10.7d。库底出库

熟料经扇型阀、胶带输送机（耐热 120℃）送至水泥调配站的熟料

库。项目配设 2 座φ10×20m 熟料配料库，储量为 900t。熟料库库

侧设有 1 套熟料汽车散装机（作为备用设备）,每台能力 200t/h，

在需要时可随时将熟料装汽车发运出厂。

该工序主要污染为熟料库顶和库底散装卸料时产生的粉尘。分

别设置袋除尘器净化。

（10）石膏破碎

石膏由汽车运输进厂区堆棚。由装载机取料喂入卸车坑，经调

速板喂机喂入单段锤式破碎机中进行破碎。破碎后的石膏经胶带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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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机、斗式提升机送至水泥调配站的石膏库。

锤式破碎机型号为功 LPC2012/11，当入料粒度≤350mm，出料

粒度≤25mm，破碎机生产能力 80t/h。

该工序污染物主要为破碎过程中的噪声和粉尘。工程设置破碎

机房隔声阻尘，破碎以及主要受料点产生的粉尘引入布袋除尘器除

尘后排放。

（11）水泥调配站及输送

水泥调配站设置 5 个配料库，分别储存熟料、石膏、石子、

炉渣及粉煤灰。粉煤灰由汽车运至厂区，由汽车自带的气力系统直

接将粉煤灰打入粉煤灰库。每种物料均由库下的定量给料机、粉煤

灰由转子秤按比例计量控制卸出，并经胶带输送机送至水泥磨粉磨。

该工序污染主要为水泥粉磨前的熟料、石膏、石子、炉渣及粉煤灰

配料仓产生的粉尘，以上粉尘均通过袋式收尘器除尘后排放。

（12）水泥粉磨

来自水泥调配站的混合料和出辊压机的料饼经提升机、胶带输

送机喂入Ⅴ形选粉机，由V 形选粉机分选出来的粗料回到辊压机，

较细料随气流进入粉磨机，辊压机或Ⅴ形选粉机故障时，混合料也

可直接喂入磨机内进行粉磨。出磨物料经提升机、斜槽喂入 O-sepa

选粉机，分选后粗粉回磨继续粉磨，细粉和袋收尘器收集的细粉作

为成品由空气输送斜槽送入水泥库。磨尾气体经 O-sepa 选粉机进

入袋收尘器处理后排放。

水泥粉磨系统采用两套由 TRP140/110 辊压机、φ4.2×13m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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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机组成的联合粉磨系统，每套系统能力为 150t/h。

本工段污染主要为水泥粉磨产生的粉尘、物料和水泥转运到环

节产生的粉尘以及水泥磨机和除尘风机噪声。以上粉尘均通过袋式

收尘器进行除尘后排放，磨机采取厂房声措施减噪。

（13）水泥储存、输送

设置 6 座φ15×40 水泥库，总储量为 6×7000t。水泥库底设

有减压锥及充气装置，由罗茨鼓风机供气。水泥经库底卸料装置、

空气输送斜槽、斗式提升机等分别送至水泥包装系统和水泥汽车散

装库。

该工序污染主要为水泥库顶和库底以及散装卸料时产生的粉

尘、水泥转运环节产生的粉尘排放以及罗茨鼓风机噪声排放。以上

粉尘均通过袋式收尘器进行收尘后排放，罗茨鼓风机置于室内隔声

减噪。

（14）水泥包装散装及外运

包装车间设置二套十嘴回转式包装机，每套系统能力为 90t/h。

袋装水泥经胶带输送机卸入汽车外运。水泥汽车散装发运系统，设

有 3 套φ7.5×19m 水泥汽车散装库，总储量为 1260t，来自水泥储

存的水泥可进入包装车间又可进入散装车间，散装库底设有充气装

置，由罗茨鼓风机供气。每个库设一套水泥汽车散装机，每套能力

200t/h。出库水泥经水泥汽车散装机装入水泥散装汽车。库顶和库侧

均设有袋收尘器。

该工序污染主要为水泥包装系统、水泥散装库产生的粉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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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过程的无组织排放粉尘，还有水泥包装机、罗茨鼓风机的噪声。

以上粉尘均通过脉冲袋式收尘器进行除尘后排放，包装机和风机置

于室内隔声减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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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一、废气污染物产生

1、废气污染源

（1）粉（烟）尘：

水泥行业最主要的污染物就是粉（烟）尘，其生产过程以起尘

物料处理量大、转运环节多、尘源分布广、废气量大、含尘浓度高为

显著特点，几乎每道工序都产生粉尘，其中回转窑烟尘排放量最大。

粉（烟）尘主要包括原料粉尘、燃煤粉尘、窑尾粉尘、熟料粉尘和

水泥粉尘等，来源于物料输送、粉磨煅烧、储存、包装等环节； 物料

堆存、输送、提升、转接、进出库仓时形成物料落差，也会产生扬尘。

（2）气态污染物：

二氧化硫：水泥厂 SO2 的排放源主要来自回转窑窑尾废气，窑

尾排放的SO2 是由于煤和原料中的硫份在窑内燃烧所产生。在预分

解窑中，因高活性CaO 与SO2 气固接触好，从而大量吸收 SO2，使

大部分的S 以硫酸盐的形式被滞留在水泥熟料中，据有关资料和工

程验显示，预分解窑对硫的吸收率可达 98％以上，因此 S02 的实际

排放量很小。

氮氧化物：氨氧化物在窑尾废气中含量与窑内温度、通风量关

系密切，因窑内的烧结温度高，过剩空气量大，NOX 排放较多。其

中 NO 和 NO2 是水泥窑 NOX 排放的主要成份（NO 占 9％，NO2 约占

10%），以热力型NO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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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本工艺不外加萤石，同时用砂岩和粉煤灰取代粘土，

氟化物排放量得到有效降低。本项目氟化物来源于原料中煤等物料

燃烧，原料中的微量氟在熟料烧成过程中排入大气。

2、废水污染源

本项目水泥生产线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冷却水及生活污水，经循

环利用或处理后基本没有污废水向外环境排放。

3、噪声污染源

水泥生产噪声设备较多，按其产生原因可分为空气动力噪声

（排风机、鼓风机）、机械振动噪声（破碎机、生料磨、水泥磨、

水泵、包装机等）、电磁性噪声（电动机、变压器等）、交通噪声

（厂内各种车辆），这些声源分布在厂区内各生产工段，使厂区周

围的噪声水平有一定程度增加。

4、固体废弃物污染源

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各生产环节中除尘

器收集的物料或产品粉尘，其它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和原料

包装袋。

5、危险废物污染源

水泥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危险废物。

二、废气污染源防治措施

1、废气污染源防治

（1）粉（烟）尘：

水泥生产过程中粉尘污染源数量多，排放量大，是其造成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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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主要因素。因此粉（烟）尘治理也是水泥厂污染防治工作的

重点。为了有效地控制粉（烟）尘的排放，减少其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本工程采取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优化平面布置，使有物料直接联系的工段相邻建设，最大限度

地精简物料运转节，减少扬尘污染源；

物料输送均在密闭的皮带廊或斜槽中进行，并尽量降低物料落

差，实现负压操作．含尘废气经集尘和除尘器后转化为点源排放；

破碎后干物料的储存均采用封闭库或堆棚，减少粉尘无组织排

放；

除石灰石等块状物料采用露天堆场，设置防风抑尘网外，其它

粉状原、辅燃料均采用封闭堆棚，减少了粉尘的大量无组织排放；

除窑头熟料冷却机采用静电除尘器外，对其它全部有组织排放

点均配设高效布袋除尘，其收尘效率高、技术可靠，是水泥生产中

普遍使用的成熟设备；

原料厂、运送道路在干燥季节用洒水车喷水抑尘。

经过上述治理，水泥生产中的粉尘都可以达到达标排放，无组

织扬尘也最大限度地得到控制。

（2）气态污染物

本项目采用窑外预分解工艺，国内多条新型干法生产线验收结

果和相关资料都表明，新型干法窑具有显著的降低 S02 和NOX 排放的

作用，由于在预分解炉窑中，物料与 SO2 气固接触充分、时间长，

CaO 活性高，对S02 的吸收率可达 98％以上。对于锻烧来讲，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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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产生的大部分 S02 也被物料中的氧化钙和其它碱性氧化物吸收，

生成硫酸钙和亚硫酸钙等中间物质；同时由于把 50%-60％的燃料转移

到温度较低（900℃）的分解炉中燃烧，使 NOX 生产量大大减少，而

且在预热器中由于生料粉的接触作用，有部分 NOX 被还原， 因此大

大降低NOX 排放量。

2、废水污染源防治措施

水泥生产用水量较少，主要是设备冷却循环水，对水污染的主

要防治措施是加强循环利用率和其它废水的处理回用。本项目采取

的具体措施如下：

保证设备冷却水循环利用率不低于 90％，控制新鲜水用量；

设备冷却水排污，回用于道路及采场喷洒等；

采用地埋式生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

厂区绿化和道路、堆场喷洒；

3、噪声污染源防治措施

本项目产噪设备多、声源比较分散，声压级较高，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分别治理，同时提高设备管理水平，注重综合防治，具体如

下：

尽量选择噪声低的设备；

给罗茨风机、引风机及空气压缩机的吸风口、进风口等空气动

力噪声源加装消声器，降低源强；

将磨机、破碎机、空压机、风机等强噪声源布置在厂房内，并

设置隔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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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设备管理水平，避免设备松动、磨损等原因引起的额外机

械噪声；

在车间周围，道路两旁尤其在破碎，球磨等高噪声设备厂房附近

以及厂区周围，合理种植树木或花草，利用其屏蔽作用降低噪声。4、

固体废弃物污染源防治措施

生产环节中除尘器收集的物料或产品粉尘，可以全部回用，不

外排，其它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和原料包装袋，包装袋定期交

给废品回收公司回收利用，生活垃圾按照朔州市环卫局要求定点倾

倒，统一处置。

5、危险废物防治措施

生产过程中无危险废物产生，不进行防治措施。

6、项目变更情况

我公司环评设计规模有矿山开采，实际建设不含矿山开采，现

使用的石灰石全部外购，其他生产及环保设施没有变更。

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简介

（一）编制依据

1、依据《朔州市 2020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说明我单位属重

点排污单位；依据《固定污染源排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说

明我单位为重点管理。

2、我公司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942-2018）《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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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自行监测方案。

（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朔州山水新时代水泥有限公司对企业污染源自行监测工作不

断推进和完善，积极开展自行监测工作，自行监测采取手工监测和

自动监测结合的手段，其中窑尾SO2、NOX、颗粒物及窑头冷却机颗

粒物、水泥磨A线、水泥磨B线为自动监测，其它有组织颗粒物、厂界

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氟化物、氨气、厂界无组织氨气、

厂界噪声为手工监测。开展方式为自承担监测+委托监测，其中窑尾

SO2、NOX、颗粒物及窑头冷却机颗粒物、水泥磨A线、水泥磨B线颗粒

物为自承担监测，其它有组织颗粒物、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汞及

其化合物、氟化物、氨气、厂界无组织氨气、厂界噪声为委托监测。

（三）在线自动监测情况

表 2-1自动在线监测设备一览表

序

号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设备名

称、型号
设备厂家

是

否

联

网

是

否

验

收

运营商

1
窑尾排

气筒

氮氧化物

RO-23A 烟气自动

分析仪

石家庄瑞澳
科技有限公

司
是 是 山东中节

能天融环
保技术有
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二氧化硫

颗粒物

2
窑头排

气筒
颗粒物

LFS800 烟尘浓度

在线监测仪

安荣信科技
（北京）有
限公司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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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泥

磨 A

线高

浓度

收尘

器出

口

颗粒物
RO-23A 烟气自动

分析仪

石家庄瑞澳
科技有限公

司

是 是

4

水泥

磨 B

线高

浓度

收尘

器出

口

颗粒物
LFS800 烟尘浓度

在线监测仪

安荣信科技
（北京）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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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室建设情况

我公司未设置实验室，委托第三方进行监测。

三、手工监测内容

（一）废气监测

1、废气污染源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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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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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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源

DA001

石灰石1007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
固定

污染源

DA002

辅材1312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
固定

污染源

DA003
辅材1604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
固定

污染源

DA004
镁渣12A03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
固定

污染源

DA005

生料均化库顶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
固定

污染源

DA006

生料均化库底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7
固定

污染源

DA007

大成品斜侧中

部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8
固定

污染源

DA008

原煤1508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9
固定

污染源

DA009

窑尾框架顶层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10
固定

污染源

DA010

原煤1506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11
固定

污染源

DA011

熟料放散库顶

1#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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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固定

污染源

DA012

窑头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小

时

每日连续

采样

故障时采样

手工采样,1

次/6

小时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13
固定

污染源

DA013
石灰石1003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半

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14
固定

污染源

DA014

1#水泥包装机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半

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15
固定

污染源

DA015

2#水泥包装机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半

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16
固定

污染源

DA016

原煤1806转运

站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17

固定

污染源

DA017

水泥窑及窑尾

电袋复合式除

尘器

排气筒上

设1个监

测点

颗粒物
1 次/小

时

每日连续

采样

故障时采样

手工采样,1

次/6 小时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氮氧化
物

1 次/小

时

二氧化
硫

1 次/小

时

汞及其
化合物

1 次/半

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3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氟化物

1 次/半
年

氨气
1 次/季

度

18
固定

污染源

DA018

熟料放散库顶

2#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半

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19
固定

污染源

DA019
B线配料皮带

机头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0
固定

污染源

DA020

粉煤灰库顶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5

烟气参数等

21 固定

污染源

DA021
辅材1307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2 固定

污染源

DA022

石灰石库底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3 固定

污染源

DA023
石灰石1109入
库皮带袋式除

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4 固定

污染源

DA024
石灰石1913收
尘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5 固定

污染源

DA0025
原料配料站中
转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6 固定

污染源

DA026
喂料库顶（排

渣库顶）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7 固定

污染源

DA027

水泥放散2#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半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8 固定

污染源

DA028

水泥放散3#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半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9 固定

污染源

DA029

1#水泥库顶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0 固定

污染源

DA030

2#水泥库顶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1 固定

污染源

DA031

3#水泥库顶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26

32 固定

污染源

DA032

4#水泥库顶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3 固定

污染源

DA033

5#水泥库顶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4 固定

污染源

DA034

6#水泥库顶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5 固定

污染源

DA035

辅材1605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6 固定

污染源

DA036

煤粉仓顶部大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7 固定

污染源

DA037

煤粉仓顶部小

袋式除尘器出

口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半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8 固定

污染源

DA038

熟料输送2829

皮带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39 固定

污染源

DA039

A线石子上料

地坑皮带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0 固定

污染源

DA040

A线高浓度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1 固定

污染源

DA041

水泥散装库顶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2 固定

污染源

DA042
A线成品斜槽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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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固定

污染源

DA043
B线成品斜槽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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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固定

污染源

DA044

1#水泥包装装

车机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5 固定

污染源

DA045
水泥散装提升

机尾部袋式除

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6 固定

污染源

DA046
水泥配料炉渣

库顶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7 固定

污染源

DA047

水泥配料石膏

库顶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8
固定

污染源

DA048

炉渣上料地坑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49
固定

污染源

DA049

A线粉煤灰库

顶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0
固定

污染源

DA050

A线矿粉库顶

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1
固定

污染源

DA051

熟料库顶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2
固定

污染源

DA052

熟料库侧1#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3
固定

污染源

DA053

熟料库侧2#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4
固定

污染源

DA054

熟料库侧3#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5
固定

污染源

DA055

水泥配料石子

库顶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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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固定

污染源

DA056

镁渣库底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7

固定

污染源

DA057

B线高浓度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8
固定

污染源

DA058

B线放风袋式除

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59

固定

污染源

DA059

1#水泥包装提

升机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0

固定

污染源

DA060

2#水泥包装提

升机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1

固定

污染源

DA061

2#水泥包装装

车机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2
固定

污染源

DA062

镁渣库顶袋式

除尘器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3

固定

污染源

DA063

B线粉煤灰库

顶袋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4

固定

污染源

DA064

水泥放散1#袋

式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5

固定

污染源

DA065

B线配料皮带

机尾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6

固定

污染源

DA066

A线配料皮带

机尾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7

固定

污染源

DA067

A线放风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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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固定

污染源

DA068

粉煤灰库底斜

槽侧袋式除尘

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69

固定

污染源

DA069

镁渣库顶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70
固定

污染源

DA070

原煤1807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上

设 1 个

监测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71

固定

污染源

DA071

原煤1808袋式

除尘器

排气筒

上设 1

个监测

点

颗粒物 1 次/年

每次非连

续采样至

少 3 个

记录工况、

生产负荷、

烟气参数等

集中连续

排放，环境

空气

72

无组织

废气

厂界

无组织

上风向

设一个

参照点，

下风向

设4 个

监

控点

颗粒物 1 次/季度

每次采样

至少 4 个

记录风速、

风向、气

温、气压等

无组织排

放，环境空

气
氨气 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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