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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朔州市亿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废矿物油、废铅酸蓄电池收集

贮存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下团堡乡店坪村南，具体

地址位于朔州市晶鑫粉煤灰制砖有限公司厂区西北角的部分闲置空

地内，厂区东侧为 S212，交通条件十分便利。项目实际总投资 210 万

元，全部为企业自筹。项目实际总劳动定员 6 人，年工作 365d，每天

工作 8h。年收集、储存废铅酸蓄电池 1000t、废矿物油 5000t。 

朔州市亿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正式委托山

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朔

州市生态环境局朔城分局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以朔城环函[2019] 026

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环评批复。 

2020 年 3 月，建设单位进行了自主验收，朔州市生态环境局朔

城分局以编号 0600-0602-2020-003 对本项目进行了备案。 

2020 年 5 月 15 日 办 理 了 排 污 许 可 证 ， 编 号 ：

91140600MA0KKQ363Y001W 

（二） 生产工艺简述 

根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中

规定：“危险废物运输应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按照其许

可证的经营范围组织实施，承担危险废物运输的单位应获得交通运输

部门颁发的危险货物运输资质”。本项目主要从事废矿物油、废蓄电

池的收集、贮存，运输委托具有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的单位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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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周转流程及产污环节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周转流程及产污环节详见下图 1。 

破损铅酸蓄电池

装卸区叉车搬运、分类

进   厂

G1、Z

废铅酸蓄电池

专用的运输车辆

职工办公生活 W1、S1

G2 完好废铅酸蓄电池

破损铅酸蓄电池暂存区 完好废铅酸蓄电池暂存区

专用的运输车辆

相应有资质的处置单位

G1

 

图 1  本项目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暂存、周转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流程简述： 

（1）进厂 

本项目回收的废旧铅酸蓄电池来自朔州市全市内的汽车 4S 店、

二手车市场、电动车销售维修点、电池生产企业等。收集运输人员配

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耐酸工作服、专用眼镜、耐酸手套等。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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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收集点收集时，按要求将完好废铅酸蓄电池和破损废铅酸蓄电池

分别装入专用加盖钢质内村环氧树脂专用回收箱内分开收集，在专用

回收箱上贴上危险废物标志，并加盖密封。为防止废铅酸蓄电池因短

路造成燃烧、爆炸等风险，本项目在收集废铅酸电池时，在每层电池

间均垫有绝缘板。 

分类后，由山西晋清运输有限公司的专用车辆运输至本项目厂址

所在地。入库周转、贮存，贮存仓库安装电子监控，并建立入库检验

制度。 

（2）叉车搬运 

废旧铅酸蓄电池运输进厂后，使用叉车将电池由运输车搬运至储

存车间内。该工序有叉车搬运噪声 Z1 及叉车尾气 G1 产生。 

（3）分类 

本项目从收集点收集到专用回收箱后，在厂区内进行完好电池及

破损电池回收箱的分类，在进入厂内储存区后不再进行开盖分拣等工

作，全程为专用回收箱密封运输及储存。 

将专用回收箱从运输车辆上由叉车运输至车间内的储存区即可。

进入储存区的电池按一般废铅酸蓄电池和破损废铅酸蓄电池分类存

放。 

①完好废铅酸蓄电池的场内贮存：废铅酸蓄电池暂存车间内东南

角设置完整电池暂存区，暂存区占地面积约 150m2，储存区地面防渗

处理，每个专用回收箱均放置在托盘上，单层放置。 

②破损废铅酸蓄电池的场内贮存：偶尔会有破损的废铅酸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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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点即分类装箱，破损电池放入密封的、带有锁扣的、专用回收

箱内，本项目厂房内废铅酸电池暂存间西南角设置破损电池储存区，

暂存区占地面积约 50m2，地面防渗处理。 

项目废铅酸电池储存区密闭，并设有负压系统。破损电池回收箱

专箱专用，厂内不进行清洗。运输车辆如果被破损电池沾污，应在有

资质单位内进行清洁处理。 

因破损铅酸电池量约占总废铅酸电池量的 10%，年回收量约为

100t/a，平均每天 0.27t，进入暂存区暂存。 

因破损电池回收箱在周转过程中时间较短，不考虑周转过程硫酸

雾挥发。但破损电池回收箱在暂存间内暂存过程中，破损电池中的废

电解液稀硫酸可能会从盖上缝隙少量挥发形成硫酸雾（G2）。 

废旧铅酸电池在收集点收集、运输进场、储存过程中均储存在专

用回收箱中。完整电池不存在泄漏液等问题，极少量破损电池的成分

主要为铅块、电解液稀硫酸、外壳，由于全过程均储存在耐酸密闭容

器中，铅比重大且以铅块的形式存在，因此，该过程几乎无铅尘产生，

本报告不进行详细分析。 

（4）运输出厂 

根据本项目性质，本项目属于废铅酸蓄电池储存项目，根据《废

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19-2009）中 4.4 贮存要求，

暂存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60d，长期贮存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a 的要求。

本项目平均周转量为 2.74t/d，转运周期为 9d，符合要求；破损废旧电

池尽快运输，建议 1d 运输出厂。运输至山西亿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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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本项目地面清洁采用清扫工具清扫、干拖，不进行地面冲洗，运

输车辆委托专业交通运输单位，车辆保洁由资质单位自行清洁。 

2、废矿物油回收周转流程及产污环节 

废矿物油周转流程及产污环节详见图 2。 

废油

G3、Z

装车运输 卸车贮存 装车 相应有资质的处置单位

G3、ZG1、Z

 

图 2  本项目运营期废矿物油周转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介绍： 

（1）收集、装车 

本项目不承担废矿物油的原始收集工作。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自行

收集，收集后贮存于各生产单位的危废贮存间内。 

（2）运输 

本项目委托具有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的山西晋清运输有限公司进

行废油运输，因此，本项目不涉及运输车辆的清洗。具体运输方式如

下： 

运输车辆抵达危废产生单位后，一种方式是通过车上的输油软管

将危废产生单位的废矿物油过滤后抽至油罐车中，然后运往本项目厂

区；另一种方式直接将装有废矿物油的油桶放在运输车辆上，运往本

项目厂区。 

（3）卸车贮存 

载有废矿物油的运输车辆到达公司危废装卸区后，桶装的废矿物

油和罐装的废矿物油中转时油桶、油罐均不下车，直接将输油软管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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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油桶或油罐中，用装卸区内的输油泵将废矿物油泵入卧式罐中，储

油罐自带过滤网去除废矿物油中杂质。废矿物油贮存时间最长不超过

2 个月。本项目废矿物油贮存过程中不清洗油罐。 

（4）装车、外运 

当厂区内贮存的废矿物油达到一定数量时，委托山西晋清运输有

限公司派专用车辆，将厂区贮存的废矿物油转运出去。厂区内油罐中

的废矿物油经输油泵打入槽罐车的槽罐中，运输至文水县兴盛新能源

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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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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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气筒内径（m） 备注 

1 有组织废气 
废矿物油车

间废气排口 
活性炭吸附 1 DA001 一般排放口 15 0.5  

2 无组织废气 贮存 负压抽吸+防酸滤铅网 / / / / /  

表 1-2  废水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一览表 

序号 
废水

类别 
污染物种类 

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去向 排放方式 排放规律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名

称 

排放口

类型 
污染治理

设施编号 

污染治理设

施名称 

污染治理

设施工艺 

1 
生活

污水 

化学需氧量,氨氮

（NH3-N）,总氮（以

N 计）,总磷（以 P

计）,pH 值,悬浮物,五

日生化需氧量 

/ / / 不外排 无 无 / / / 

表 1-3  固体废物及危废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一览表 

固体废物排放信息 

序号 
生产线名

称 

生产线编

号 

固体废物

来源 

固体废物

名称 

固体废物

种类 

固体废物

类别 

固体废物

描述 

固体废物

产生量

（t/a） 

处理方式 

处理去向 

其他信

息 

自行贮

存量

（t/a） 

自行利

用

（t/a） 

自行处

置

（t/a） 

转移量（t/a） 
排放量

（t/a） 
委托利

用量 

委托处

置量 

1 
危险废物贮

存 
scx001 

贮存单

元 

废矿物油滤渣及废活性

炭 

危险废

物 

危险废

物 

废矿物油滤渣及废活性

炭 
5.5 

委托处

置 
0 0 0 0 5.5 0  

2 危险废物贮 scx001 贮存单 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 危险废 危险废 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 0.05 委托处 0 0 0 0 0.05 0  



 - 8 - 

存 元 用品 物 物 用品 置 

3 
危险废物贮

存 
scx002 

贮存单

元 
废防酸滤铅网 

危险废

物 

危险废

物 
废防酸滤铅网 0.01 

委托处

置 
0 0 0 0 0.01 0  

 

委托利用、委托处置 

序号 固体废物来源 固体废物名称 固体废物类别 委托单位名称 
危险废物利用和处置单位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 

1 贮存单元 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 危险废物 山西中材桃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HW省 1411290001 

2 贮存单元 废矿物油滤渣及废活性炭 危险废物 山西中材桃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HW省 1411290001 

3 贮存单元 废防酸滤铅网 危险废物 山西中材桃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HW省 1411290001 
 

自行处置 

序号 固体废物来源 固体废物名称 固体废物类别 自行处置描述 

 

固体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序号 设施类型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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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简介 

（一） 编制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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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1）《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2）《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

（HJ1033-2019）； 

（3）《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48 号）； 

（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编制模板（2020 版）》； 

（二） 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我单位监测手段为手工监测，手工监测项目为委托监测。 

委托监测项目废矿物油车间废气排口，厂界无组织废气以及厂界噪声

的监测。 

（三） 在线自动监测情况 

本项目未要求安装在线监测设施。 

三、手工监测内容 

（一）废气监测 

1、废气监测内容 

废气主要来源于废矿物油车间废气排口，共计 1 个有组织排放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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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监测频次 手工监测采样方法及个数 测试要求 
排放方式和排放

去向 

1 固定源废气 
废矿物油车

间废气排口 
排气筒上 非甲烷总烃 1 次/半年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同期监测烟气流速、烟气

温度、烟气含湿量，记录

生产负荷 

集中排放，大

气 

2 无组织废气 厂界 

厂界上风向 1 个

背景点，下风向

4 个监控点 

非甲烷总烃、硫酸

雾 
1 次/半年 每次至少 4 个样 

同期监测温度、气压、风

速、风向，记录生产负荷 

无组织排放，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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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1）有组织排放监测 

本项目共有 1 个大气有组织排放口，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2007）、《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836-201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

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373-2007）中

的要求进行。有组织废气监测布点见下图。 

①废矿物油车间废气排口（DA001） 

 

图 3-1   废矿物油车间废气治理流程图（DA001） 

（2）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 

本项目厂界无组织监测布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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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废矿物油车间废气治理流程图（DA001） 

图 3-2   厂界无组织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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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向 

无组织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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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废气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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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方法及依

据 

检出限

（mg/m3） 

仪器设备

名称和型

号 

备注 

1 

有

组

织

废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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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GB/T16157-

1996 

避光保

存，

48h 内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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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38-

2017） 

0.07 
气相色谱

仪 

以委

托监

测报

告中

方

法、

仪器

为准 

2 
无

组

织

废

气 

非甲

烷总

烃 

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监测技术

导则 HJ/T55—

2000 

避光保

存，

48h 内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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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相色谱

仪 

3 
硫酸

雾 

大气无组织排放

监测技术导则

HJ/T 55-2000 

/ 

《空气和废气

监测分析方

法》见 481 页 

/ 
离子色谱

仪 

 (二)废水监测 

1、废水监测内容 

项目生活污水排至厂区旱厕，定期清掏回田。 

（三）厂界噪声监测 

1、厂界噪声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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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依据 

仪器设备名称

和型号 
备注 

厂界北侧 1#、厂界

东侧 2#、厂界南侧

3#、厂界西侧 4# 

Leq 

1 次/季度，1

天/次，每天

昼夜各一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

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0 

以委托监测

单位监测方

法、仪器设

备为准  

2、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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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噪声监测布点为厂界四周，厂界四周各设 1 个点，共 4 个监测点

位，具体见图 3-4。 

 

（四）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根据《朔州市亿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废矿物油、废铅酸蓄电池收

集贮存项目》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对项目周边地下水进行监测。 

1、监测内容 

根据环评报告要求，企业对周边环境质量提出监测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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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 
店坪村水井 pH、氨氮、砷、氰化物、汞、

硝酸盐、硫酸盐、亚硝酸盐、
每季一次 

长头村水井 

▲ 表示噪声监测点位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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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事故池下游 

（新掘） 

挥发酚、六价铬、总硬度、

铅、氟化物、耗氧量、氯化

物、石油类、镉、铁、锰、菌

落总数、溶解性总固体、总大

肠菌群。 

2、监测点位示意图 

监测点位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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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图 

3、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全年,静风21.89%

N

NE

E

SE

S

SW

W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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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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方法及依据 

监测仪器名

称和型号 

备

注 

2 

地

下

水 

pH 

《地下水质

量标准》

（GB/T148

48-2017） 

4℃ 
玻璃电极法

GB/T5750.4-2006 
pH 计 

 

氨氮 
H2SO4 酸化，

PH≤2 

HJ536-2009 水质 氨

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

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氰化

物 

加 NaOH 到

PH≥9,1-5℃冷

藏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484-2009 

分光光度计 

硝酸

盐 
/ 

HJ 198-2005-T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气

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气象色谱仪 

硫酸

盐 

1-5℃冷藏，

除去悬浮物 

HJ 342-2007-T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

钡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亚硝

酸盐 
/ 

GB 7493-1987 水质亚

硝酸盐氮的测定分光

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挥发

酚 

4℃冷藏，加

磷酸使

PH=4，加硫

酸铜使在样品

含量为 1g/L 

HJ503-2009 水质 挥

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总硬

度 
/ 

水中总硬度的测定--

EDTA 滴定法 
滴定管 

氟化

物 
1-5℃，避光 

《水质 氟化物的测

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

法》（HJ 488-2009) 

分光光度计 

耗氧

量 
   

氯化

物 
/ 

HJ-T 343-2007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

汞滴定法 

微量滴定管 

铁 采样瓶置于硝

酸中浸泡

24h，之后实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光谱仪 
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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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水洗净，样

品采集后通过

滤膜过滤，加

入适量硝酸到

1%，如测元

素总量，采样

后立即加入硝

酸 

谱法 

 

菌落

总数 

单独采样，避

光 

HJ347-2007T 水质_粪

大肠菌群的测定_多

管发酵法和滤膜法 

微孔性滤膜 

溶解

性总

固体 

/ 

水质 溶解性总固体

的测定 生活饮用水

标准检验方法 (GBT 

5750.4-2006 8.1) 

分析天平 

总大

肠菌

群 

单独采样，不

能预洗，样品

瓶灭菌 0-4℃

冷藏 

HJ 755-2015 水质 总

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

群的测定 纸片快速 

水样量纸片 

汞 

充满，每升加

10ml 浓盐酸

使 ph＜1，加

0.5g 重铬酸钾

使水呈淡黄

色，冷藏 

HJ597-2011 水质总汞

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铬 

可溶性铬和总

铬分别采样，

可溶性需过滤

都需加 1%硝

酸 

水质 铬的测定 火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57-2015) 

分光光度法 

镉 14d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铅 14d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砷 14d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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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类 

单独采样，不

要预洗，充

满，加 HCL

到 PH≤2,2-

5℃冷藏 

HJ 637-2012 石油类

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

度计 

 

（五）手工监测质量保证 

（1）机构和人员要求：接受委托的监测机构必须通过山西省检验检

测资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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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部推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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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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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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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164-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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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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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动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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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未安装在线监测设施，不开展自动监测。 

1、污染源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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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 

排放速

率

（kg/h

） 

确定依

据 

固定源

废气 
1 

废矿物油

车间废气

排口 

《山西省重点行业挥

发性有机 VOCs2017

年专项治理方案》表

1 中的参考排放限值 

非甲烷总烃 50 / 
现行标

准 

无组织

废气 
2 厂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 GB16297-1996 
非甲烷总烃 10 / 

现行标

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 GB16297-1996 
硫酸雾 1.2 / 

厂界噪

声 
3 

厂界 1-4#

点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二

级标准 

昼间 60 / 

现行标

准 夜间 50 / 

地下水

环境质

量 

4 

/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pH 6.5-8.5 / 

现行标

准 

5 氨氮 0.5 / 

6 砷 0.01 / 

7 氰化物 0.05 / 

8 汞 0.001 / 

9 硝酸盐 20 / 

10 硫酸盐 250 / 

11 亚硝酸盐 1.0 / 

12 挥发酚 0.002 / 

13 六价铬 0.05 / 

14 总硬度 450 / 

15 铅 0.01 / 

16 氟化物 1.0 / 

17 耗氧量 3.0 / 

18 氯化物 250 / 

19 镉 0.005 / 

20 铁 0.3 / 

21 锰 0.1 / 

22 菌落总数 
100CFU/

mL 
/ 

23 溶解性总固 1000CF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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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监测 

我公司暂时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需委托通过山西省检验检测资质的

公司代为开展手工自行监测。 

委托监测协议应与自行监测方案一同报环保部门备案。委托监测协议

后应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等证明材料。 

 

体 mL 

24 总大肠菌群 3.0 / 

25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

2002）Ⅲ类标准值 

石油类 
0.05mg/

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