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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大同市华胜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朔州梁郡路加油站位于朔州市郑

武街南侧、梁郡路西侧，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2°26′41.6″，北

纬 39°21′35.53″。行业类别为机动车燃油零售，污染类别为废气、噪

声、固体废物。公司主要建设站房、加油区罩棚、加油机、储油罐及

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有 4个地下直埋式储油罐，其中 3个 30m³汽油

罐，1个 30m³柴油罐，年售 4200吨机动车燃油。

2、环保制度履行情况

大同市南郊区华胜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朔州分公司梁郡路加油站

于 2014年 4月委托朔州市华维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该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朔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4年 5月 29日以朔环审

[2014] 64 号文对其进行了批复，2014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3 年 12

月建设完成。2016 年 8 月委托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了该

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并通过了验收。

2020年 7 月 8 日，大同市华胜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朔州梁郡路加

油站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911406003962551486002U，2023 年 6

月 30日，对排污许可证进行延续，有效期限：2023-7-8至 2028-7-7。

（二）生产工艺简述

本加油站采用常规自吸式加油工艺：装载有成品油的汽车槽车通

过软管和导管，将成品油卸入加油站地埋式贮油罐内，加油机本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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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泵将油品由储油罐吸到加油机内，经泵提升加压后给汽车油箱加

油，每个加油枪设单独管线吸油。具体卸油、储油、加油工序简述如

下：

（1）卸油工序

汽车槽车进站后至计量场地，检查安全设施是否安全有效后连接

静电接地线，按规定备好消防器材，经计量后准备接卸。通过液位仪

确认储油罐的空容量（以防止跑、冒油事故发生）后，连接卸油管，

做到接头结合紧密，卸油管自然弯曲，检查确认油罐计量孔密闭良好

后开启罐车卸油阀。

本加油站储油罐建有卸油密闭油气回收装置，即一级油气回收装

置（油气回收只针对汽油），使卸油过程中挥发的油蒸汽经过收集重

新回到槽车内，油蒸汽基本不外排。地下油罐有高液位报警功能的液

位计。卸油完毕，经确认油品卸净后关好阀门，拆卸油管，盖严罐口

处的卸油帽，收回静电导线，并引导油罐车离站。

（2）储油工序

地下储油罐在储油过程中，由于温差变化而使油品蒸发损耗。储

油罐中静止的油品，白天受太阳辐射使油温升高，引起上部空间气体

膨胀和油面蒸发加剧，罐内压力随之升高，当压力达到呼吸阀允许值

时，油蒸汽就逸出罐外造成损耗。夜晚或暴雨天气等使罐区储罐温度

下降，罐内气体收缩，油气凝结，罐内压力随之下降，当压力降到呼

吸阀允许真空值时，空气进入罐内，使气体空间的油气浓度降低，这

样反复循环过程称为储罐的“小呼吸”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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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油工序

加油机通过潜油泵把油品由储油罐中泵吸到加油机中，流经精油

滤、电磁阀、单向阀进入各自流量计，然后通过输油导管，由加油枪

对外供油，再经加油枪加自汽车油箱内，同时油箱内的汽油油气通过

加油枪的二次油气回收系统返回汽油储油罐。

①定量加油（微机加油）

根据客户要求的油品型号将对应的加油枪插入车辆油箱中，根据

客户要求输入加油数量，打开加油枪进行加油。加油完毕，对照加油

机显示屏的显示值确认无误后，收回油枪，拧紧油箱盖，关闭油箱盖

板。

②非定量加油

根据客户要求的油品品种将对应的加油枪插入车辆油箱中进行

加油，确认所加品种、数量及加油机显示屏的显示值无误后，收回油

枪，拧紧油箱盖，关闭油箱盖板。

加油过程中，由于储油罐油量的减少所引起的大呼吸作用，会有

部分汽油蒸汽产生；同时，气温、压力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小呼吸作用，

也会有部分汽油蒸汽产生。

（4）油罐清洗：

本项目油罐需定期由专业公司清洁。清洗过程产生的清洗废油

水、废油渣、废油泥由有资质单位负责收运处置，不在站内储存。

汽油卸油、储油、加油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见图 1-1，柴油卸

油、储油、加油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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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汽油卸油、储油、加油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图 1-2 柴油卸油、储油、加油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1、废气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有组织废气：主要污染源为油气处理装置废气，污染物为挥发性

有机物。储油工序设油气处理装置（三次油气回收系统），排放口距

地高度 12m。

无组织废气：①储罐挥发（卸油），采用密闭式卸油方式，并设

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卸油过程挥发的油气通过管线回到油罐车内；②

加油枪挥发，设置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回收加油过程汽车油箱内逸散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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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废气污染源及治理措施见表 1-1。
表 1-1 本项目废气污染源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污染源

类型

排放口

编号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治理措施

固定源

废气
DA001

油气处理装

置
挥发性有机物 设油气回收处理装置

无组织

废气

/ 储罐挥发 挥发性有机物
密闭式卸油方式，并设卸油油气回

收系统

/ 加油枪挥发 挥发性有机物
设置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回收加油

过程汽车油箱内逸散汽油

/ 厂界 非甲烷总烃
设置油气回收系统、油气回收处理

装置

/

油气回收系

统

密闭性

设置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回收加油

过程汽车油箱内逸散汽油

/ 液阻

/ 气液比

/ 泄漏检测值

2、废水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为生活废水、外来人员如厕废水、洗车废水，

全部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3、噪声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本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为加油机、各类泵体、空压机等产生的运

行噪声以及加油车辆噪声。

本项目通过产噪设备基础减振、隔声、柔性接头；加油车辆减速

慢行、限制鸣笛等治理措施降低噪声对站内职工以及周围居民的影

响。

4、固体废物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本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当地环卫

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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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危险废物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沙、含油废棉纱、含油废手套暂

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油罐由专业油罐清理单

位进行清理，清理过程产生的清洗废油水、废油渣、废油泥由有资质

单位负责收运处置，不在站内暂存。

6、重金属污染物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未涉及重金属污染物。

7、变更情况

为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新增油气处理装置（三次油气回收），

采用活性炭吸附对挥发性有机物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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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朔州市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我单位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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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位为简化管理单位。

2、本项目自行监测方案编制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储油库、加油站》（HJ1249-2022）、《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 储油库、加油站》（HJ1118-2020）、《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

南 总则》（HJ819-2017）。

（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本公司自行监测污染物为废气（油气处理装置非甲烷总烃、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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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油气回收系统密闭点泄漏检测值）、油气回收系统（气

液比、液阻、密闭性）、噪声。自行监测手段为手工监测、开展方式

为委托监测。

（三）自动监测情况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储油库、加油站》

（HJ1249-202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本站不涉及在线自动监测情况。

三、监测内容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

1、监测内容

废气主要排放源、废气排放口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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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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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处

理装置

油气处

理装置

废气排

放口

排气口上
挥发性

有机物
1次/年

每次非续采样至少 3
个

2 无组织 站界 /

站界外上方

向 1个监控

点，下风向

4个监控点

非甲烷

总烃

1次/年，

每次一

天，一天 4
次

每次非连续采样至

少 4个

3
无组织

/
油气回

收系统
/

油气回收系

统密闭点

泄漏检

测值
1次/年

依据《泄漏和敞开液

面排放的挥发性有

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733中的要求

加油油气回

收立管
液阻 1次/年

GB20952-2020液阻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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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性 1次/年
GB20952-2020密闭

性检测方法

加油枪喷管 气液比 1次/年
GB20952-2020气液

比检测方法

2、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本项目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3-1~图 3-3。

图 3-1 有组织、厂界无组织废气及泄漏检测值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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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液阻和密闭性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3-3 气液比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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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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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甲

烷总

烃

《固定污染源

废气监测技术

规范》

HJ/T397-2007

避光密

闭保存

《固定污染源废

气 总烃、甲烷和

非甲烷总烃的测

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0.07mg/m³
气相色谱仪

GC-2014C

2

无组

织非

甲烷

总烃

《大气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

测技术导则》

HJ/T55-2000

封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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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mg/m³
气相色谱仪

GC-2014C

3

油气

回收

系统

泄漏

检测

值

《设备泄漏挥

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技术规

程（试行）》

/

泄漏和敞开液面

排放的挥发性有

机物检测技术导

则 HJ 733-2014

/
火焰离子化检测

器

4
气液

比

《加油站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20952-2020

/

《加油站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20952-2020附
录 C

/
适配器、气体流

量计、液体流量

计、秒表

5 液阻 /

《加油站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20952-2020附
录 A

/
氮气瓶、压力表、

浮子流量计、秒

表

6
密闭

性
/

《加油站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20952-2020附
录 B

/
氮气瓶、压力表、

浮子流量计、秒

表

（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废水、外来人员如厕废水、洗车废

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根据《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 储油库、加油站》（HJ1118-2020），单独排入城镇集中污水

处理设施的生活污水仅说明去向，故不设生活污水监测点。



11

（三）厂界噪声监测

1、监测内容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3-3。
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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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厂界北侧 Leq 每季度一

次（昼、

夜各一

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35dB(A)

HS6288E型噪

声分析仪

2#厂界东侧 Leq
3#厂界南侧 Leq
4#厂界西侧 Leq

2、监测点位示意图

本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3-4。

图 3-4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四）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企业不属于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因此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

测。

（五）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根据《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储油库、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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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1118-2020），结合我站实际情况，不开展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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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委托有资质的第

三方监测公司开展，该监测公司需通过山西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且资质在有效期范围内，相关监测人员均持有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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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55-2000）、《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HJ

733-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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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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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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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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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储油库、加油站》

（HJ1249-202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本站不涉及在线自动监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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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处

理装置

《加油站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20952-2020）
挥发性有机物 25g/m³

环评

批复

执行

标

准、

现行

标准

无组

织废

气

1 站界

《加油站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20952-2020）

非甲烷总烃 4mg/m³

2 油气回

收系统
泄漏检测值

500µmol/m
ol

/ 1 油气回

收系统
液阻

通入氮气流

量

18L/min、
28L/min、
38L/min

时，液阻最

大压力限值

分别为

40Pa、90Pa、
155Pa



14

密闭性

大于等于表

2规定的最

小剩余压力

限值

气液比 1.0-1.2

厂界

噪声
1 厂界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GB12348-2008）
中 2类标准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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