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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1、山西右玉玉龙煤业有限公司位于右玉县城东南 30km的元堡

子乡辛屯村西南，井田范围由 9个拐点连线圈定，面积 5.5599km2。

批准生产能力 120万 t/a，批准开采 9～11号煤层，实际生产能力为

120万 t/a。

2、该项目于 2010年 8月委托太原核清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

制了环境影响报告书，2010 年 10月 29日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以晋环

函【2010】1181号文对该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2年 4月 5日山西

省环境保护厅出具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文号为晋环函

【2012】662号。

（二）生产工艺简述

本工程所采用的工艺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1）井田开拓方案：利用原有工业场地，结构合理，维护费用

低，有效断面大，通风条件好。

（2）采用综采放顶煤、一次采全高采煤法，全部垮落法管理顶

板，具有工作面生产效率高等特点，采煤方法成熟可靠先进。

（3）回采工作面的采、装、运、支工序全部采用机械化，采煤

机自动落煤、装煤，可弯曲刮板输送机运煤，减少搬家次数。

（4）煤炭输送采用胶带运输机，运量大、效率高，容易实现集

中控制和自动控制，具有连续运输的优越性。

（5）地面设施原煤输送采用封闭式皮带机通廊，这在我省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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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煤矿中属于较为先进的设施。

（6）矿井排水和生活污水均采用了水处理装置，可以满足废水

回用要求，复用于井下及地面生产、绿化等，提高了废水综合利用率。

（7）供电采用双回路电源，供电具有保障性。

（8）该矿井装备有一套 KJ98 型矿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可对瓦

斯、风速、负压、烟雾、温度、煤位、水位、流量、电压、电流等井

下参数及局部通风机的开停、主要风门的开闭状况进行连续监测，对

掘进工作面实现“三专两闭锁”，此外还对固定设备，采掘设备、供电

系统等的开停工况、馈电开关状况及其它相关参数进行连续监测。

工艺流程及产排污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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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1、废气

玉龙煤业有组织废气污染源为 3台燃煤锅炉，三台锅炉产生的废

气主要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

无组织废气污染源为输煤皮带与五座储煤筒仓产生的无组织颗粒物。

针对以上污染源，公司均采取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我公司废

气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情况详见表 1-1。

表 1-1 废气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治理设施信息表

生产设施

名称

对应产

污环节

名称

污染物种类
排放

形式

污染治理

措施

有组织

排放口

编号

有组

织排

放口

名称

排气

筒高

度

排放

口

类型

1#、2#、

3#锅炉 燃烧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

物、汞及其

化合物、烟

气黑度

有组

织

布袋除尘

器
DA001

1-3#

锅炉

废气

排口

40m

一般

排放

口

无组织

废气

输煤储

煤过程

无组织

排放

颗粒物
无组

织
全封闭 / / / /

2、废水

企业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矿井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及锅炉循

环冷却水。

工业场地内建有一座矿井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 75m3/h，采用调

节→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处理工艺，矿井水经处理后进入废水深

度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深度处理设施工艺为超滤反渗透，处理能力为

62.5m3/h。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井下生产与工业场地绿化，余量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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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煤厂利用，不外排，与环评相比增加了深度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 15m3/h，采用调节→二级接触氧化→

沉淀→活性炭吸附→消毒处理工艺，废水经处理后工业广场绿化、降

尘、防火灌浆，不外排，符合环评要求。

初期雨水经管网收集后汇至工业场地东南侧的初期雨水收集池，

雨水收集池容积 100m
3
，不符合环评要求的 400m

3
。

锅炉循环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符合环评要求。

3、噪声

玉龙煤矿噪声污染源有电锯、鼓风机、引风机、风井风机、水泵、

压风机等，通过选择使用低噪声设备、对设备底座加装减振装置等措

施进行噪声源头控制，所有生产设备均在车间内布置等措施进行噪声

污染防治，符合环评要求。

4、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处置情况

玉龙煤矿开采的原煤经主斜井提升至地面后不进行筛分，直接使

用汽车运输至山西玉龙集团右玉洗煤有限责任公司，故不产生煤矸

石，原煤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有生活垃圾、炉渣、脱硫渣等。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炉渣和脱硫渣委托山西玉龙集

团右玉洗煤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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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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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为简化管理单位。

2、本次编制自行监测方案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

则》（HJ 819-201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火力发电及锅

炉》（HJ 820-2017）、《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锅炉》（HJ

953-2018）等规范文件编制。

（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1、监测手段：我单位监测项目均采用手工监测方式。

2、开展方式：委托监测。

（三）自动监测情况

本企业自行监测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进行，不设置在线自动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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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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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锅炉

废气排口
DA001 排气筒上

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颗粒物、

汞及其化合物、

烟气黑度

1次/月

非连续采

样至少 3

个

2 无组织 厂界 /
厂界外上风向 1 个

点，下风向 4 个点
颗粒物

1次/季
度

非连续采

样至少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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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

手工监测有组织废气具体点位见图 1，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

图见图 2。

图 1 锅炉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2 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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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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废气污染物监测方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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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
粒
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
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

16157-1996）

密封保
存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

3012H型自
动烟尘（气）
测试仪、万
分之一电子

天平

2

二
氧
化
硫

《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
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

16157-1996）

带加热
和除湿
装置的
烟气采
样管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二氧化硫的测定定电

位电解法》
（HJ 57-2017）

3mg/m
3

3012H型自
动烟尘（气）

测试仪

3

氮
氧
化
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
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

16157-1996）

带加热
和除湿
装置的
烟气采
样管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
氧化物的测定定电位

电解法》
（HJ 693-2014）

3mg/m
3

3012H型自
动烟尘（气）

测试仪

4

烟
气
黑
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
烟气黑度的测定林
格曼烟气黑度图

法》
（HJ/T 398-2007）

/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
气黑度的测定林格曼

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2007）

/
林格曼黑度

仪

5

汞
及
其
化
合
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暂行)》（HJ

543—2009）

封闭样
品吸收
管进出
气口，避
光保存

《固定污染源废气汞
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暂行)》
（HJ 543—2009）

0.0025m
g/m

3

冷原子吸收
测汞仪

6
颗
粒
物

《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监测技术导
则》（HJ/T 55-2000）

滤膜对
折，密封
保存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
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 15432-1995）

0.001mg
/m

3

智能综合大
气采样器

EM-2068、万
分之一分析

天平

（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我单位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均不外排。因此我单

位废水无需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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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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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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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监测点）
Leq

1 次/季度

（昼、夜

各一次）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35dB(A)
多功能噪声分析仪

HS-6288E

2、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3 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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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的要求，我公司土壤无需监测。

（五）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内容

参照本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对工业场地环境空气质量进

行监测，监测点位、项目、频次见表 3-4。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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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空

气

员工生

活区
TSP、SO2、NO2、PM10

1 次/年，

连续监

测 7天。

/ /

2、监测点位示意图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3。

3、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5。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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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空气
TSP

《环境空气质
量手工监测技
术规范》（HJ
194-2017）

滤 膜 对
折，密封
保存

《环 境空 气
总悬 浮颗 粒
物的 测定 重
量法》（GB/T
15432-1995）

0.001mg/m3

智能综合

大气采样

器

EM-2068、

万分之一

分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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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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O2

《环境空气质
量手工监测技
术规范》（HJ
194-2017）

封闭样品
吸收管进
出气口，
避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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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mg/m3

智能综合

大气采样

器

EM-2068、

723分光

光度计

3 NO2

《环境空气质
量手工监测技
术规范》（HJ
194-2017）

封闭样品
吸收管进
出气口，
避光保存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
氧化氮和二
氧化氮）的测
定盐酸萘乙
二胺分光光
度法》（HJ
479-2009）

0.004mg/m3

智能综合
大气采样

器
EM-2068、
723分光
光度计

4 PM10

《环境空气质
量手工监测技
术规范》（HJ
194-2017）

滤膜对
折，密封
保存

《环境空气
PM10和 PM2.5的
测定重量法》

（HJ
618-2011）

0.003mg/m3

智能综合
大气采样

器
EM-2068、
万分之一
分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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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测机构应当在山西省生态

环境厅备案，自测机构的监测人员应当在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备案；接

受委托任务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必须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并在有

效期内，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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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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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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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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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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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动监测质量控制

1、运维要求：委托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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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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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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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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m

3）
标准来源

固定源
废气

1 锅炉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DB14/1929-2019）

颗粒物 20

现行
标准

二氧化硫 100

氮氧化物 150

汞及其化合
物

0.05

烟气黑度 ≤1

无组织
废气

2 厂界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426-2006）

颗粒物 1.0
竣工验收
执行标准

厂界噪
声

3

厂界
1#-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4 类

昼间 70

竣工验收
执行标准

夜间 55

厂界
5#-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 类

昼间 60

夜间 50

环境空
气

4
员工生
活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

TSP 0.3

环评
要求

SO2 0.15

NO2 0.08

PM10 0.15


	目  录
	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一）自行监测方案编制依据
	（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三）自动监测情况

	三、监测内容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
	（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三）厂界噪声监测
	（四）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的要求，我公司土壤无需监测。
	（五）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内容

	四、自行监测质量控制
	（一）手工监测质量控制
	（二）自动监测质量控制

	五、执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