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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项目由来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风集团”）成立于 1993 年 5

月 18 日，是中国最大的低速汽车和三轮汽车生产基地，国家特大型企业；主导

产品为三轮汽车、低速货车、轻卡汽车、拖拉机、发动机、轮胎、联合收割机、

电动车等。2003 年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时风单缸发动机、大中马

力拖拉机为“中国名牌”产品，时风三轮汽车、拖拉机为“国家免检产品”，时

风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时风品牌价值超过 500 亿元。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为保障浸胶工

序供热的稳定性，该工序拟供热方式由时风热电产业园提供更改为燃烧天然气供

热, 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中规定的“燃料变化，导致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 。因此需重新环评，

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拟建于时风化纤产业园内，总投资 40000 万元。项

目主要建设 1 座浸胶车间及配套设施，部分原料库、成品库等依托现有工程，项

目建成后，年产锦纶 6 工业布 2 万 t。 

本项目属于重新环评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

该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为此，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7 月委托山东朗格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此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单位在

对该项目详细工程分析和对厂址所在地及周围环境的现场勘探、调查的基础上，

收集有关资料，编制了《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

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项目特点 

1、拟建项目规模为年产锦纶 6 工业布 2 万 t，本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中“二十五、化学纤维制造业  合成纤维制造

282 中全部（单纯纺丝、单纯丙纶纤维制造的除外）”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 

2、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分为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主

要为工艺废气，浸胶废气经水喷淋+RTO 处理后通过 1 根 43m 高排气筒排放。废



气经相应处理措施处理后均可达标排放。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城市

污水管网，进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其他废水经时风农

装产业园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水水质

要求后，排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设备噪声经减震、隔

声、消声等处理后均能达标。固体废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中有关规定执行。 

3、拟建项目位于时风化纤产业园内，占地属于工业用地，符合高唐县总体

规划、高唐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4、项目生产车间存在废气的无组织排放，经车间扩散后，厂界浓度可满足

相应标准的要求，因此在污染防治措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项目对敏感目标影响

较小。 

三、项目环评编制过程 

2022 年 7 月，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山东朗格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承担此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等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在环评项目组接受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后，立即组织人员到工程建设所在地进

行了现场勘查与实地调查，收集有关项目基础资料。报告编制期间根据项目排污

特点及周边地区的环境特征，开展了环境现状调查监测与评价工作，编制工程分

析，对各环境要素进行影响预测与评价。其中现状监测由聊城产研检验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承担。 

建设单位根据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规

定，分别于 2022 年 7 月、2022 年 9 月在网站和报纸进行了报告书公众参与公告。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最终完成报告书。 

四、分析判定的相关依据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拟建项目属于允许类，另外，

项目已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登记备案号为：1315080098。项目建设符

合国家、地方产业政策要求。 

五、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影响 



1、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 

（1）拟建项目与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的相符性问题。 

（2）拟建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噪声等环境要素的污

染及治理问题。 

2、环境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从大气环境影响角度考虑，拟建项目属于二级评价，对评价区环境空气质量

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在切实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空气

影响角度考虑，该工程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2）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生产废水由时风农装产业园现有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达到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由于拟建项目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水均得到

有效的处理，因此外排废水对外环境的影响不大。 

（3）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在做好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地防止拟建项目对厂

区附近地下水造成污染，项目运营过程对周围地下水不会造成明显影响，不会影

响当地地下水的原有利用价值。 

（4）声环境影响分析 

噪声预测评价结果表明：项目运行后各厂界噪声贡献值和预测值均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和 4a 类标准的要

求，且对敏感点杜庄、田楼噪声预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标准要求。因此，拟建项目的建设对当地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六、环境影响主要结论 

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要求，选址位于时风化纤产业园内，符合高唐

县城市总体规划、高唐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及省、市相关环保管

理要求；车间布局合理；在采取污染防治、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各类污染

物均可稳定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区域地表水环境、空气环境、声

环境质量可达到相应标准限值要求。从环保角度而言，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高唐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监测公司和设计单位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建设单位的积极配

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项 目 组 

                                                           二Ｏ二Ｏ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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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依据 

1.1.1 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9月1日，2018年12月29

日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正，2018年1月

1日实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

订）；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实施）；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3月1日）；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7月1日）；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年10月26日修改）；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13） 国发[2013]37号《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2013年9

月10日）； 

（14） 国务院第645号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年12月7日修

订）； 

（15） 环保部令第31号《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2015年1月1

日）； 

（16） 环发[2015]4号《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15年1月8日）； 

（17） 国发[2015]1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2015

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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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环保部令第34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6月5日起施

行）； 

（19） 环大气[2016]45号《关于积极发挥环境保护作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指导意见》（2016年4月15日）； 

（20） 国发[2016]31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2016年5月28日）； 

（21） 环环评[2016]150号《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的通知》（2016年10月26日）； 

（22） 国办发[2016]8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

施方案的通知》（2016年11月10日）； 

（23） 环保部令第42号《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2016年12月31日）； 

（2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

若干意见》（2017年2月7日）； 

（25） 国务院令68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10月1日起实

施）； 

（26） 环办环评[2017]84号《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证衔接

相关工作的通知》（2017年11月14日）； 

（27） 环环评[2018]11号《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

实施意见》（2018年1月25日）； 

（28） 环办土壤函[2018]266号《关于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进

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的通知》（2018年5月10日）； 

（29） 中发[2018]17号《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2018年6月16日）； 

（30）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 

（31） 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公告 2019年 第4号《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名录（2018年）》（2019年1月23日）； 

（32） 生态环境部公告2019年第8号《关于发布<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年本）>的公告》（2019年2月27日）； 

（33） 环办应急[2019]17号《关于印发<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                                总则 

 1-3 

的通知》（2019年3月1日）； 

（34） 环土壤[2019]25号《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2019

年3月28日）； 

（35） 环大气[2019]56号《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

知》（2019年7月9日）； 

（36） 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公告 2019年 第28号《有毒有害水污染物

名录（第一批）》（2019年7月23日）； 

（37） 环办固体函[2019]719号《关于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2019年9月2日）； 

（38） 环固体[2019]92号《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

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2019年10月15日）； 

（39） 国家发改委令第29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19

年10月30日）； 

（40） 环办环评函[2020]463号《关于印发<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

（2021～2023年）><生态环境部2021年度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工作方案>的通

知》（2020年9月1日）； 

（41） 环办土壤[2020]23号《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2020

年9月8日）； 

（42） 生态环境部令第16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1月1日施行）； 

（43）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的通知》（2020年12月13日）； 

（44） 国务院令第736号《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年1月24日）； 

（45） 发改环资[2021]96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四五”循环经

济发展规划的通知》（2021年7月1日）； 

（46） 环大气[2021]65号《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

通知》（2021年8月4日）； 

（47） 发改办产业[2021]635号《关于“十四五”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

目入园及严控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的通知》（2021年8月16日）； 

（48） 环办固体[2021]20号《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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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2021年9月1日）； 

（49） 环大气[2021]104号《关于印发<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方案>的通知》（2021年10月28日）； 

（50） 发改环资[2021]152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

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的通知（2021年10月29日）； 

（51） 环办综合函[2021]495号《关于印发<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版）>

的通知》（2021年11月2日）； 

（5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年

11月2日）； 

（53） 环环评[2021]108号《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

导意见（试行）（2021年11月19日）； 

（54） 国务院令第748号《地下水管理条例》（2021年12月1日实施）； 

（55） 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令第23号《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

法》（2021年11月30日）； 

（56） 环办环评[2021]26号《关于开展工业固体废物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

知》（2021年12月21日）； 

（57） 环土壤[2021]120号《关于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2021年12月29日）； 

（58） 生态环境部公告2021年第82号《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

账制定指南（试行）>的公告》（2021年12月30日）； 

（59） 环固体[2022]1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2022

年3月3日）； 

（60） 建城[2022]29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2022年3

月28日）； 

（61） 环环评[2022]26号《关于印发<“十四五”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22年4月1日）。 

1.1.2 山东省地方法规及文件 

（1） 鲁政办发[2015]249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2015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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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政办发[2015]259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危险

化学品企业安全治理规定的通知》（2015 年 12 月 18 日）； 

（3） 鲁政发[2015]31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落实〈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2015 年 12 月 31 日）； 

（4） 鲁环发[2017]176 号《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生态保护

红线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2016 年 9 月 28 日）； 

（5） 鲁环办函[2016]14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固体废物环境管理

的通知》（2016 年 9 月 30 日）； 

（6）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 年 11 月 1 日）； 

（7） 鲁政办发[2016]37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的通知》（2016 年 12 月 31 日）； 

（8）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17 年 5 月 1 日）； 

（9） 鲁环函[2017]561 号《关于进一步严把环评关口严控新增大气污染物

排放的通知》（2017 年 9 月 19 日）； 

（10）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67 号《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办法》（2018 年 1 月 23 日修订）； 

（11）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47 号《关于修改<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2018 年 1 月 23 修订）； 

（12）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05 号《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2018 年 1 月 23 日修正）； 

（13）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2018 年 1

月 23 日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正）； 

（14）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07 号《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2018 年 1 月 23 日修订）； 

（15）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27 号《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2018

年 1 月 24 日）； 

（16）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48 号《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12

年 1 月 4 日颁布，2018 年 1 月 24 日修订）； 

（17）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1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山东省节约

用水办法>等 33 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2018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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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鲁政发[2018]90 号《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2018 年 4 月 24 日）； 

（19） 鲁政字[2018]166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打好危险废物

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2018 年 8 月 2 日）； 

（20） 鲁环发[2018]190 号《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环境保护

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监管办法>的通知》（2018 年 8 月 6 日）； 

（21） 鲁环发[2018]5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贯彻落实<排污许可制全

面支撑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实施意见》（2018 年 11 月 8 日）； 

（22）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99 号《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11

月 30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正，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3） 鲁政办字[2019]29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打好

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的通知》（2019 年 2 月 8 日）； 

（24） 鲁政办字[2019]58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危险

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2019 年 3 月 24 日）； 

（25） 鲁环发[2019]112 号《关于印发山东省扬尘污染综合整治方案的通知》

（2019 年 5 月 8 日）； 

（26） 鲁环发[2019]113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建设和管理的意见》（2019 年 5 月 28 日）； 

（27） 鲁环发[2019]126 号《关于严格执行山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通

知》（2019 年 8 月 2 日）； 

（28） 鲁环发[2019]132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建设项目主

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指标核算及管理办法》（2019 年 9 月 2 日）； 

（29） 鲁环发[2019]134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制定和污染源自动监测安装联网管理规定的

通知》（2019 年 9 月 9 日）； 

（30） 鲁应急发[2019]66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的若干意见》（2019 年 9 月 20 日）； 

（31） 鲁建城建字[2019]26 号《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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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2019 年 10 月 16 日）； 

（32）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3 号《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 

（33） 鲁环发[2020]5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2020 年 1 月 16 日）； 

（34） 鲁政发[2020]6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

实施意见》（2020 年 4 月 7 日）； 

（35） 鲁政办字[2020]50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2020 年 4 月 20 日）； 

（36） 鲁政办字[2020]83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2020 年 6 月 19 日）； 

（37） 鲁环发[2020]29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2020 年 6 月 22 日）； 

（38） 鲁环发[2020]48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环评“放管

服”改革的若干意见》（2020 年 11 月 6 日）； 

（39） 《山东省清洁生产促进条例》（2020 年 11 月 27 日修正）； 

（40） 《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0 年 11 月 27 日修订）； 

（41） 鲁环字[2021]58 号《关于严格项目审批工作坚决防止新上“散乱污”

项目的通知》（2021 年 3 月 4 日）； 

（42） 鲁环字[2021]81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物资储备

的通知》（2021 年 4 月 4 日）； 

（43） 鲁政发[2021]5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2021 年 4 月 6 日）； 

（44） 鲁环字[2021]92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落实<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的实施意见（试行）》（2021 年 4 月 9 日）； 

（45） 鲁政字[2021]143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能源发展“十

四五”规划的通知》（2021 年 8 月 11 日）； 

（46） 鲁环委办[2021]30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山东

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山东省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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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2021-2025 年）、山东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的通知》（2021 年 8 月 22 日）； 

（47） 鲁政发[2021]12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2021 年 8 月 22 日）； 

（48） 鲁环委[2021]3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新一轮

“四减四增”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的通知（2021 年 10 月 26 日）； 

（49） 鲁环发[2021]8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

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2021 年 11 月 13 日）； 

（50） 鲁环字[2021]249 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集

中收集贮存转运工作的通知》（2021 年 11 月 19 日）； 

（51） 鲁环发[2021]9 号《关于印发山东省 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2021 年 11 月 25 日）； 

（52） 鲁环委[2022]1 号《关于印发《山东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若干措施》的通知》（2022 年 4 月 3 日）； 

（53） 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1 号《聊城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2018.1.2）； 

（54） 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6 号《聊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18.8.30）； 

（55） 聊政字[2019]6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高耗能行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56） 聊政字[2019]7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声环境功能区

划分调整方案>的通知》； 

（57） 聊政办字[2019]19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聊城市打好

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攻坚战作战方案>的通知》； 

（58） 聊气办发[2019]39 号《关于印发<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整改方

案>的通知》（2019 年 7 月 17 日）； 

（59） 聊政办字[2020]3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聊城市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2020 年 01 月 17 日）； 

（60） 聊政字[2020]8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打好碧水保卫战

2020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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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聊环函[2020]17 号《聊城市涉挥发性有机物工业企业分行业深度治

理工作 施方案》； 

（62） 聊政♯字[2020]49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公室关于印发聊城市重污

染天气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2020 年 10 月 29 日）； 

（63） 聊政通字[2020]65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山东省区域性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用控制区范围的通知》； 

（64） 聊政发[2021]6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2021 年 05 月 21 日）； 

（65） 聊政发[2022]2 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2022 年 01 月 21 日）； 

（66） 高政♯字[2018]62 号《高唐县人民政府♯公室关于印发高唐县重污

染天气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2019.12.25）； 

（67） 高政♯字[2019]30 号《关于印发高唐县打好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攻

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2019.10.18）； 

（68） 高政♯字[2019]29 号《关于印发高唐县打好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

攻坚战作战方案的通知》（2019.10.18）； 

（69） 高政♯字 [2021]34 号《高唐县人民政府♯公室关于印发高唐县重污

染天气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2020.11.11）； 

（70） 高政♯字[2021]3 号高唐县人民政府♯公室关于调整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适用控制区范围的通告(2021.4.9)。 

1.1.3 技术规范及相关规划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 

（7）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9）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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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2015-2012）； 

（11）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35-2013）； 

（12） 《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2034-2013）； 

（1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14）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42-2014）； 

（1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16）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学纤维制造业》（HJ 1139-2020）； 

（1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2018）； 

（1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化学纤维制造业》（HJ 

1102-2020）； 

（19） 《挥发性有机物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用手册》； 

（20）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21）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2015.11）； 

（22） 《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9.26）； 

（23） 《山东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 

（24） 《高唐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 

1.1.4 项目依据 

（1） 委托书（附件1）； 

（2） 立项文件（附件2）； 

（3） 营业执照（附件3）； 

（4） 土地证（附件4）； 

（5） 聊城市环保局《关于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5万吨锦

纶6薄膜/高强长丝用切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聊环审[2007]21号）（附

件5）； 

（6） 聊城市环保局《关于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5000t/a锦纶6

薄膜/高强长丝用切片项目的验收意见》（聊环验[2010]12号）（附件6）； 

（7） 聊城市环保局《关于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5000t/a锦纶6

薄膜/高强长丝用切片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的备案意见》（附件7）； 

（8） 高唐县环保局《关于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纤轮胎产业

园机械加工数控化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高环报告表[20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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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附件8）； 

（9） 高唐县环保局《关于对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纤轮胎产

业园机械加工数控化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高环验[2018]31

号）（附件9）； 

（10） 高唐县环保局《关于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塑料装饰件车

间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高环报告表[2018]96号）（附件10）； 

（11） 高唐县环保局《关于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钢化玻璃车间

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高环报告表[2018]207号）（附件11）； 

（12） 聊城市环保局《关于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

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聊环审[2019]7号）（附件12）； 

（13） 聊城市环保局《关于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

建项目（一期工程）验收报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附件13）； 

（14） 危废合同（附件14）； 

（15） 总量确认书（附件15）； 

（16） 排污许可（附件16）； 

（17） 高唐工业园区审查意见（附件17）。 

1.2 评价目的、指导思想与评价重点 

1.2.1 评价目的 

通过对项目厂址周围环境现状的调查和监测，掌握评价区域内的环境质量现

状以及环境特征；通过工程分析，分析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环节和排放量；结合

项目所在地区环境功能区划要求，预测工程建成后主要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程度、影响范围，论证拟建工程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与

合理性，从环境保护角度上提出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减轻污染的对策及建议，

为工程设计提供科学依据，为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使工程建设达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2.2 指导思想 

根据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针对工程排放污染物的特点，依据国家、行业、

部门和山东省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分析项目排放的各类污染物能否达标排放，

工程设计中是否采用了清洁生产工艺，对拟采取的环保治理措施进行合理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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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论证。评价中贯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城市规划”、“达标排放”、“清

洁生产”、“总量控制”、“事故风险可接受”的原则，充分利用已有数据，在保证

报告书质量前提下，尽量缩短评价周期。 

1.2.3 评价重点 

根据项目排污特点及周边地区环境特征，本次评价以工程分析为基础，以环

境空气影响评价、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评价为工作重点，同时注重

污染物防治措施经济技术论证。 

1.3 评价因子的确定 

1.3.1 环境影响因素的识别 

根据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和区域环境状况，本次评价分为施工期和营运期。 

1.3.1.1 施工期 

施工期主要污染因素为废气、废水、噪声及固废等。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见

表 1.3-1。 

表 1.3-1  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因素识别一览表 

环境要素 产生影响的主要活动内容 主要影响因素 

环境空气 车间拆除、土石方、建材运输、存放、使用 扬尘 

水环境 施工人员生活废水、施工废水 SS、COD、BOD、氨氮 

声环境 施工机械作业、车辆运输噪声 噪声 

生态环境 土地挖掘、回填及工程占地 水土流失、植被破坏 

 

1.3.1.2 运营期 

项目运营期主要污染因素为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等。本次评价主要

环境影响因子识别见表 1.3-2。 

表 1.3-2  营运期主要环境影响因素识别一览表 

环境要素 

影响因素 

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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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表 水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Ⅳ类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表 1 旱地作物 

地 下 水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 

噪    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3 类、4a 类 

土    壤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 

表 1、表 2 筛选值第二类用地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15618-2018） 

表 1 风险筛选值 

表 1.4-2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  单位：mg/m3 

项目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年均值 标准来源 

SO2 0.50 0.15 0.0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NO2 0.20 0.08 0.04 

PM10 — 0.15 0.07 

TSP — 0.30 0.20 

PM2.5 — 0.075 0.035 

CO 10 4 — 

O3 0.2 0.16（8 小时平均） — 

NOX 0.25 0.10 0.05 

甲醛 0.05 — —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
环境》（HJ2.2-2018）附录 D 其
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 

氨 0.2 — — 

苯 0.11 — — 

甲苯 0.2 — — 

二甲苯 0.2 — — 

非甲烷
总烃 

2.0 — — 

参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
解 p244 页非甲烷总烃推荐值（单

位：mg/m3） 

表1.4-3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单位：mg/L 

项目 pH 溶解氧 SS CODCr BOD5 氨氮 

Ⅳ类标准 6～9 ≥3mg/L ≤100mg/L ≤30mg/L ≤6mg/L ≤1.5mg/L 

项目 高锰酸盐指数 
总磷（以 P

计） 
铜 锌 硒 砷 

Ⅳ类标准 ≤10mg/L ≤0.3mg/L ≤1.0mg/L ≤2.0mg/L ≤0.02mg/L ≤0.1mg/L 

项目 汞 镉 铬（六价） 铅 硝酸盐 氯化物 

Ⅳ类标准 ≤0.001mg/L ≤0.005mg/L ≤0.05mg/L ≤0.05mg/L ≤10mg/L ≤250mg/L 

项目 氟化物 氰化物 硫酸盐 挥发酚 石油类 粪大肠菌群 

Ⅳ类标准 ≤1.5mg/L ≤0.2mg/L ≤250mg/L ≤0.01mg/L ≤0.5mg/L ≤20000 个/L 

项目 硫化物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 

Ⅳ类标准 ≤0.5mg/L ≤0.9mg/L ≤0.01mg/L ≤0.7mg/L ≤0.5mg/L — 

表1.4-4  地下水质量评价标准（Ⅲ类） 

单位：mg/L，pH 无量纲、总大肠菌群 MPN/100mL、菌落总数 CFU/mL 

项目 pH 总硬度 氨氮 硫酸盐 氯化物 亚硝酸盐氮 硝酸盐氮 

标准限值 6.5~8.5 ≤450 ≤0.50 ≤250 ≤25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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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溶解性总固体 耗氧量 氟化物 硫化物 挥发酚 总大肠菌群 菌落总数 

标准限值 ≤1000 ≤3.0 ≤1.0 ≤0.02 ≤0.002 ≤3.0 ≤100 

项目 镉 锰 铁 砷 铅 汞 六价铬 

标准限值 ≤0.005 ≤0.1 ≤0.3 ≤0.01 ≤0.01 ≤0.001 ≤0.05 

项目 氰化物 铝 锌 铜 苯 甲苯 二甲苯 

标准限值 ≤0.05 ≤0.20 ≤1.00 ≤1.00 ≤0.01 ≤0.7 ≤0.5 

项目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Ca2+ Mg2+ CO3

2- HCO3
- K+ 钠 

标准限值 ≤0.3 -- -- -- -- -- ≤200 

表1.4-5  声环境评价标准     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2 类标准值 60 50 

3 类标准值 65 55 

4a 类标准 70 55 

表1.4-6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风险筛选值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1 镉（其他） 0.3 0.3 0.3 0.6 

2 汞（其他） 1.3 1.8 2.4 3.4 

3 砷（其他） 40 40 30 25 

4 铅（其他） 70 90 120 170 

5 铬（其他） 150 150 200 250 

6 铜（其他） 50 50 100 100 

7 镍 60 70 100 190 

8 锌 200 200 250 300 

表1.4-7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试行）	‹�ƒ�Æ

1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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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四氯乙烷 2.6 

1,1,2,2-四氯乙烷 1.6 

四氯乙烯 11 

1,1,1-三氯乙烷 840 

1,1,2-三氯乙烷 2.8 

三氯乙烯 2.8 

1,2,3-三氯丙烷 0.5 

氯乙烯 0.43 

苯 4 

氯苯 270 

1,2-二氯苯 560 

1,4-二氯苯 20 

乙苯 28 

苯乙烯 1290 

甲苯 1200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570 

邻二甲苯 640 

半挥发性有机物 

硝基苯 76 

苯胺 260 

2-氯酚 2256 

苯并[a]蒽 15 

苯并[a]芘 1.5 

苯并[b]荧蒽 15 

苯并[k]荧蒽 151 

䓛 1293 

二苯并[a，h]蒽 1.5 

茚并[1,2,3-cd]芘 15 

萘 70 

石油烃类 

石油烃（C10 –C40 ） 4500 

 

1.4.2 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1.4-8~表 1.4-13。 

表 1.4-8  排放标准 

项目 执   行   标   准 标准分级或分类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37/801.6-2018） 

表 1 有机化工企业或生产设

施 VOCs 排放限值、表 2 

废气中有机特征污染物及排

放限值和表 3 厂界监控点浓

度限值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 
表 1 重点控制区 

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二级标准、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 1 和表 2 排放标准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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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整改工作方案》的

通知聊气办发[2019]39 号 
NOx排放标准 

废水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和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公司进水水质的要求 

GB/T31962-2015 表 1A 等级

标准限值要求 

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GB12523-2011）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4a 类 

固体 

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 
— 

表 1.4-9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序

号 

排气

筒编

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标准来源 

排气筒高度m 二级 

1 P1 

颗粒物 10 

43m 

45.3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排放浓度限值

和《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整改工作方案》的通

知（聊气办发[2019]39 号），

速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二

级标准 

SO2 50 — 

NOX 50 — 

VOCs

（以非
甲烷总
烃计） 

60 3.0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37/801.6-2018）其他

行业表 1 中Ⅱ时段的排

放限值。 

氨 — 4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 

排放标准值 

甲醛 5 —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37/801.6-2018）表 2

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4 标

准 

酚类 15 — 

表 1.4-10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序号 污染物 监控浓度限值（mg/m3） 标准来源 

1 颗粒物 1.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2 甲醛 0.2 

3 酚类 0.08 

4 VOCs（以非 2.0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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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总烃

计） 

有机化工行业》（DB37/801.6-2018）表

3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 

5 氨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表 1 中二级标准限

值要求 

6 NMHC 
监控点处 1h 平均浓度值 6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厂房外监控点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20 

表1.4-11  废水外排标准    单位：mg/L 

序号 污染物项目 GB/T31962-2015 表 1A 等级 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1 pH 6.5~9.5 6.5~9.5 

2 COD 500 300 

3 BOD5 350 150 

4 氨氮 45 20 

5 TN 70 — 

6 全盐量 -- 1600 

7 甲醛 5 — 

表 1.4-12  噪声排放标准 

类型 
昼间 

dB（A） 

夜间 

dB（A） 
标准来源 

施工期 70 55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运营期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 

运营期 70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a 类 

表 1.4-13  固体废物排放标准 

类型 执行标准 

一般固废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 

1.5 评价等级的确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及拟建项目所处地理位置、环境状况、

所排污染物量、污染物种类等特点，确定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级见表 1.5-1。 

表 1.5-1  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判定表 

项目 判           据 
评价

等级 

环境

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类别  Ⅱ类 

二级 
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为生产车间无组织排放

的氨 1%≤Pmax=4.88%＜10% 

地表

水 
废水间接排放 

项目建成后废水排放量 75.65m3/d，生产废水

经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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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达标排放。 

噪声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声环

境功能区类别 
3 类功能区 

三级 
受建设项目影响人口的数

量 

建设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噪声

级小于 3dB(A) 

建设项目建设前后所在区

域的声环境质量变化程度 
受影响人口数量变化不大 

地下

水 

项目类型 属于Ⅱ类项目 
三级 

环境敏感程度 不敏感 

环境 

风险 

时风化纤

产业园 

环境风险潜势 Ⅲ级 
二级 

环境敏感区 高度敏感区（E1） 

时风热电

产业园 

环境风险潜势 Ⅲ级 
二级 

环境敏感区 高度敏感区（E1） 

土壤 污染影响型、“Ⅱ类”项目，规模为小型，土壤环境敏感程度为敏感 二级 

生态   

 

1.6 评价范围及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根据当地的气象、水文地质条件和拟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厂址周围敏感

目标分布特点，确定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和重点保护目标见表 1.6-1。 

项目厂址周围敏感目标见表 1.6-2、敏感目标分布图见图 1.6-1、图 1.6-2。 

表 1.6-1  评价范围和重点保护目标 

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 

环境空气 项目所在厂区为中心边长 5km 的矩形区域 

地表水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排入河流下游 500m 至下游 2000m 

地下水 
以本项目生产车间为中心，西南侧和东北北侧向外扩 1000m，西侧向上游扩

1000m，东南侧向下游外扩 2000m 的矩形范围，面积为 6km2 

噪声 厂界及周边 200m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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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里岔村 N 116.196E 36.859N 765 403 115 

6 

时风电动

汽车产业

园职工 2#

院 

N 116.191E 36.859N 780 2800 1400 

7 兴隆苑 E 116.212E 36.845N 840 3385 967 

8 
仁恒城市

花园 
E 116.212E 36.847N 880 567 162 

9 滨湖佳园 NE 116.210E 36.855N 970 417 119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                                总则 

 1-21 

29 窦官屯 SSW 116.190E 36.830N 1690 492 140 

30 大顺花园 NE 116.214E 36.862N 1700 2695 770 

31 
新城金樾

府 
SSE 116.210E 36.830N 1710 710 200 

32 
县委家属

院 
NE 116.211E 36.863N 1730 98 28 

33 希望家园 NNE 116.204E 36.865N 1760 945 270 

34 

高唐北京

双海湖实

验学校 

SSE 116.208E 36.829N 1770 400 114 

35 西街西村 N 116.199E 36.869N 1800 469 134 

36 辛庄 WSW 116.172E 36.842N 1810 693 198 

37 汇鑫小区 NNE 116.210E 36.864N 1820 1050 300 

38 龙海嘉苑 ENE 116.222E 36.851N 1830 560 160 

39 

高唐县第

二实验小

学 

NE 116.212E 36.864N 1850 1670 -- 

40 
高唐县时

风中学 
NNE 116.202E 36.867N 1860 350 -- 

41 名门世家 NE 116.219E 36.860N 1870 791 226 

42 

高唐县第

五实验小

学 

NNE 116.205E 36.867N 1880 300 -- 

43 五杨村 NNW 116.191E 36.867N 1890 116 33 

44 盛世豪庭 NE 116.215E 36.865N 1980 2205 630 

45 团结小区 ENE 116.224E 36.850N 2000 994 284 

46 安庄 W 116.170E 36.849N 2040 787 225 

47 

山东电力

汇鑫希望

小学 

NNW 116.186E 36.868N 2060 850 -- 

48 蓝天花园 NE 116.217E 36.865N 2150 840 240 

49 祥和嘉苑 NNE 116.208E 36.868N 2170 1610 460 

50 
中奕紫宸

苑 
ENE 116.226E 36.850N 2170 882 252 

51 西街东村 NNE 116.768E 36.229N 2250 462 132 

52 学府景苑 NE 116.216E 36.870N 2370 840 240 

53 韩屯 NW 116.176E 36.869N 2390 539 154 

54 
医药公司

家属院 
NE 116.221E 36.866N 2430 1820 520 

55 
高唐县实

验幼儿园 
ENE 116.225E 36.860N 2480 450 -- 

56 邹阁 SW 116.174E 36.826N 2530 1463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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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于庄村 N 116.191E 36.878N 2550 1386 396 

58 人和花园 NE 116.220E 36.868N 2580 350 100 

59 御景嘉园 NE 116.219E 36.867N 2580 630 180 

60 
五美天湖

景园 
ENE 116.224E 36.859N 2590 578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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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和谐家属

院 
ENE 116.235E 36.853N 3130 385 110 

87 袁庄 WNW 116.166E 36.862N 3170 1064 304 

88 赵庄西 NW 116.168E 36.869N 3170 539 154 

89 姜堂 SE 116.230E 36.829N 3180 683 195 

90 孙屯 NNE 116.208E 36.877N 3210 998 285 

91 福明家园 NE 116.232E 36.863N 3210 210 60 

92 陈庄 W 116.159E 36.855N 3220 546 156 

93 温州城 NE 116.230E 36.866N 3230 595 170 

94 宏运小区 ENE 116.230E 36.855N 3260 420 120 

95 金裕花园 NE 116.225E 36.871N 3270 1260 360 

96 

高唐县职

业教育中

心 

E 116.237E 36.844N 3290 350 -- 

97 
金城南华

苑 
E 116.237E 36.843N 3320 840 240 

98 
中奕仕林

名邸 
ENE 116.237E 36.857N 3350 630 180 

99 
粮油公司

住宅小区 
ENE 116.236E 36.860N 3370 87 25 

100 
华银时代

城 
NE 116.222E 36.874N 3380 1260 360 

101 泰地新城 NE 116.224E 36.873N 3380 560 160 

102 
阳光新天

地小区 
NE 116.233E 36.865N 3380 350 100 

103 麻屯村 SW 116.170E 36.823N 3420 308 88 

103 顺风小区 ENE 116.236E 36.862N 3460 280 80 

105 

高唐县第

一实验小

学 

ENE 116.237E 36.860N 3480 300 -- 

106 大杨村 SE 116.227E 36.823N 3480 347 99 

107 金兴社区 NE 116.224E 36.874N 3500 1680 480 

108 热电小区 NE 116.235E 36.865N 3520 350 100 

109 十里铺 W 116.155E 36.850N 3520 592 169 

110 名仕园 NE 116.230E 36.871N 3540 1134 324 

111 风帆小区 ENE 116.236E 36.863N 3540 455 130 

112 
进修校家

属院 
ENE 116.237E 36.862N 3580 168 48 

113 
锦绣园住

宅小区 
ENE 116.239E 36.859N 3610 2310 660 

114 刘郭村 SSE 116.214E 36.815N 3610 50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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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富源商城 ENE 116.240E 36.855N 3620 1260 360 

116 小寨村 SSW 116.179E 36.815N 3620 546 156 

117 和谐家园 ENE 116.238E 36.863N 3640 315 90 

118 
时风创业

小区 
NE 116.236E 36.865N 3670 2205 630 

119 聚兴广场 NE 116.232E 36.870N 3680 455 130 

120 
世家如意

府 
E 116.241E 36.844N 3680 840 240 

121 永泰公馆 ENE 116.242E 36.849N 3690 840 240 

122 姚王村 SW 116.167E 36.821N 3700 364 104 

123 
时风集团

创鑫小区 
ENE 116.241E 36.858N 3710 560 160 

124 金寨 SE 116.236E 36.829N 3710 455 130 

125 周官屯 ESE 116.238E 36.832N 3710 728 208 

126 北韩村 SW 116.163E 36.824N 3770 504 144 

127 沙刘村 NW 116.159E 36.86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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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水韵华城 ENE 116.249E 36.849N 4370 630 180 

148 小杜庄 SE 116.234E 36.816N 4430 168 48 

149 一里庄 NE 116.246E 36.866N 4450 462 132 

150 
南芳园小

区 
NE 116.244E 36.870N 4490 1260 360 

151 邵庄 NNE 116.206E 36.889N 4500 672 192 

152 正华文苑 NE 116.246E 36.867N 4550 525 150 

153 后郭庄 ESE 116.250E 36.836N 4550 616 176 

154 姜家铺村 SW 116.163E 36.824N 4580 210 60 

155 
北芳园小

区 
NE 116.242E 36.874N 4610 3360 960 

156 前郭庄 ESE 116.248E 36.829N 4610 455 130 

157 
郭五里安

置区 
ENE 116.252E 36.848N 4620 700 200 

158 十里铺 SE 116.226E 36.809N 4660 536 153 

159 杨老村 NW 116.145E 36.866N 4730 269 77 

160 太平庄 NNW 116.180E 36.891N 4760 578 165 

161 林庄 E 116.253E 36.843N 4760 539 154 

162 枣园村 SSE 116.200E 36.802N 4760 357 102 

163 曹庄村 SSW 116.173E 36.806N 4780 259 74 

164 太和庄 NNE 116.209E 36.892N 4870 809 231 

165 水岸香榭 ENE 116.256E 36.858N 4940 1015 290 

166 
十五里铺

村 
W 116.139E 36.851N 4940 315 90 

167 小田楼 NE 116.254E 36.863N 4980 462 132 

168 管五里 ENE 116.257E 36.847N 4990 182 52 

169 宋楼村 S 116.188E 36.798N 5080 432 123 

170 西郭村 SW 116.212E 36.798N 5060 510 145 

171 蒋官屯村 SW 116.144E 36.819N 5160 815 232 

地表

水 

1 北管道沟 NE 6200 —— —— 
(GB3838-2002)中

类Ⅳ标准 

2 环城新河 W 400 —— —— 
(GB3838-2002)中

类Ⅲ标准 

地下

水 
1 厂址周围 6km2评价范围内浅层地下水 

(GB/T14848-2017)

中的Ⅲ类标准 

噪声 1 —— 厂界外 200m 200 —— —— 
(GB3096-2008) 

2 类 

土壤 1 —— 
项目厂址区域及周边 200m

范围 
200 —— —— 

(GB36600-2018)

筛选值第二类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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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有工程分析 

2.1 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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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时风集团建设项目环评情况 

备注内打“√”的为已完成环保验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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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有工程分析 

2.2.1 现有工程简介 

қ ̂ ̃ ᴋῈ ҙ ᵝԍ ֟ҙ Ȃ

֟ҙ ᵝԍ қ ץ ̆ қ̆ץ ү ץ ̆

ץ ̆ΐᵣᵝ 2.1-1Ȃ 

֟ҙ ῤ Һ ̔45000t/a 6 / Ҝ ℗

ȁ ⱴ ȁ ᴆ ȁ

ȁ ҙ ȁ⁞ ȁ ȁ ֟ Ȃ 

֟ҙ ῤ ҈ ’ 2.1-1Ȃ 

֟ҙ ╠ ῏ Ⱳ ԅ ̆ ֟ҙ ҙ

≢̔ ᴆ ᴆ└ ̆ └ ᵞ └ ̆

913715261682127528005UȂ 

2.2.2 现有工程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 

֟ҙ ֟ ֟ 2.2-1Ȃ 

表 2.2-1  时风化纤产业园现有工程产品方案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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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现有工程组成 

’ 2.2-2Ȃ 

表 2.2-2  时风化纤产业园现有工程组成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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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ҍ ᴆ ῍ ̆ ȁ℗◓

ȁ ȁ ȁ ȁ ȁҬ ֟ ȁ

ȁ Ȃ 

ҙ

 

№ԋ ѿ̆ ԋ̆ ̆ ╠ѿ ̆

ԋ ╠ Ҭ̆ҹ ῤ Ȃѿ 1

̆ ȁ ȁ ℗ ȁ ȁ

ȁ ȁ Ҝ ȁ ᵈ ȁ

Ҝ ȁ Ȃ 

⁞  
ԍ ⱴ ῤ̆ 1 ̆⁞ 1

Ȃ 

 ԍ ῤ̆ 2 Ȃ 

֟  
1 ֟ ̆ ◄℗ ȁ ῀ ȁ

ȁ ȁ ℗ ѿ ֟ Ȃ 

ꜛ 

 

ⱲῈ  1 ̆Һ ԍⱲῈȂ 

   1 ̆Һ ԍ Ȃ 

Ữ  

 

1 
1 ̆ᵝԍ қ ᶷ̆Һ ԍ ҙ ȁ Ữ ̆қ

ᶷ 1 ᵬҹ ԋ Ȃ 

2 
1 ̆ᵝԍ қ ᶷ̆ 1 ᶷ̆Һ ԍ Ҝ Ữ ̆

ῒҬ ᶷ қ ᶭ Ҋ ȁ ꜛ ȁ Ȃ 

3 
1 ̆ᵝԍ Ҭ ̆ѿ ȁ҈ ᶷ̆Һ ԍ℗ ȁ

Ҝ ҙ Ữ Ȃ 

4 1 ̆ᵝԍ ᶷ̆Һ ԍ℗ ȁ ȁ Ҝ Ữ Ȃ 

Ҝ  1 ̆ᵝԍ ᶷ̆Һ ԍ Ҝ Ҭ Ȃ 

 
2 ̆1 ᵝԍ ᶷ̆1 ᵝԍ ῤ ᴆ ֟

̆ ԍ Ữ Ȃ 

ῤ                                                             

Ữ  

8 ҩ̆ῒҬ 1ҩᵝԍѿ ᶷ ῤ̆2ҩ

ᵝԍԋ ᶷ̆1ҩᵝԍ҈ ѿ ̕

ҩ ҹ 170m3 2̆ҩᵝԍ ᶷ̆ ҩ ҹ 51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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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ҩᵝԍ ᶷ̆ ҩ ҹ 1000m3̆ ԍ ῤ Ữ

Ȃ 

 3ҩ̆№≢ᵝԍ ҩ ҹ 400kğ ԍ Ữ Ȃ 

Ữ  
2 ҩ̆№≢ᵝԍ ԋ ᶷ̆ ҩ ҹ 2.0m3̆

ԍ Ữ Ȃ 

Ữ  
2 ҩ̆№≢ᵝԍ ѿ ԋ ῤ̆ ҩ ҹ 2.0m3̆

ԍ Ữ Ȃ 

Ὲ  

 

ᶫ  ֟ҙ ᶫ ᶫȂ 

ᶫ  ֟ҙ ᶫ Ȃ 

ᶫ  ֟ҙ ᶫ Ȃ 

Ḡ 

 

 

№ └ Ȃ ῀ ̆

῀ ̆ ῀ 

ᴋῈ Ҭ ̕ ֟ ῀ ῾ ֟ҙ

̆ ⌠  ᴋῈ

̆ ῀  ᴋῈ Ҭ Ȃ 

 

 

45000t/a 6

/ Ҝ

℗  

ŵ ȁ ȁ╠ ȁ ȁ҈ ȁ

℗ ῀ 1 40m

̂DA012ȁDA017ȁDA022̃ ̂ ѿȁ ԋ ̃  ̕

Ŷ Ҝ ῀ 25m

̂DA023ȁDA026̃ ̂ ѿȁ ԋ ̃̕  

ŷ҉ Ῥ 15m

̂DA027ȁDA028̃ Ȃ̂ ѿȁ ԋ ѿ ̃̕  

Ÿ ȁ ȁ Ữ ѿ

30m ̂DA013ȁDA019̃

̂ ѿȁ ԋ ѿ ̃̕  

Ź ѿ ῤ╠

35m ̂DA014̃ Ҭ̆

35m ̂DA015̃ ̕ ԋ

35m

̂DA020̃ ̕ 

ź ᵈ ȁ

35m ̂DA016ȁDA021̃ ̂ ѿȁ ԋ

ѿ Ȃ̃ 

ⱴ

 

Έ ᾣ ֟ 1

15m ̂DA31̃ Ȃ 

ᴆ

 

ŵ ֟ ̆

UV ᾣ   ̆ 1 15m

̂DA007̃ Ȃ 

Ŷ ̆ ᴆ ֟ VOCs

̆ ̆ҍ /

+ UVᾣ   ̆ 1 26m

̂DA005̃ Ȃ 

ŷ ̆

1 15m ̂DA008̃ Ȃ 

 

 

┘ȁ ȁ ֟ UVᾣ ̂ҍ

ᴆ ῍ ̃ ̆ 1 15m ̂DA007̃

Ȃ 

ҙ

 

ŵ ȁ╠ ȁ ȁ҈

ѿ 1 44m ̂DA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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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 ℗ ȁ ȁ ╕ ȁԋ Ҝ ᵣ

Ҝ 1 30m

̂DA024̃ ̕ 

ŷԋ Ҝ ᵣ

20m ̂DA018̃ ̕ 

Ÿ҉ 25m

̂DA029̃ Ȃ 

 

45000t/a 6

/ Ҝ

℗  

ŵ ᵣȁ ᵣ ȁ ᵣ ȁ ȁ ℗ ȁ

Ҝȁ Ҝ ᴆ ῒזᴑҙ̆

ῤ ̆ ԍ ֟̕ 

Ŷ ҙ ҙ ῒזᴑҙ̆

ԍ ⱴ ̕ 

ŷ ֜ ѿ ̕ 

Ÿ ֟ ̕ 

Ź ֜ ѿ Ȃ 

ź ̂ ȁ ȁ̃ ԍ

ῤ̆ ᵝ Ȃ 

Ҝ 

Ῥ≠

 

ŵ ₮ ֟ ≠ ̕ 

Ŷ ֟ ѿ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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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现有工程平面布置 

֟ҙ 2ҩ₮῀ ̆№≢ᵝԍқ ᶷ ᶷȂ 

֟ҙ қᶷ ᶭ Ԋ ȁⱲῈ ȁ ȁ

2ȁ 1ȁ ԋ ̕Ҭ ᶭ ȁ

Ҝ Ῥ≠ ȁ ᴆ ד ȁ ΐⱴ ȁ

ѿȁ ԋȁ ȁ ѿ ѿ̕ ᶷ ᶭ

ȁ ᴆ 4ȁ 3ȁ ȁ

Έ ȁ ̂ ԍ қ Ⱶ Ὲ ȁ̃

ԋ Ȃ 

֟ҙ ’ΐᵣ 2.2-1Ȃ 

2.2.5 公用工程 

2.2.5.1 给排水 

֟ҙ ֟ ȁ 2.2-3Ȃ 

表 2.2-3  时风化纤产业园现有工程废水产生环节及处理措施一览表 

  ֟   

1 
45000t/a 6 /

Ҝ ℗  

Һ ҹ ȁ ‛

ȁ ȁ

‖ ȂῒҬ

ȁ ‛ ȁ ȁ

‖  
῀

̕ ֟

῾

֟ҙ

῀

 

3 
ⱴ

 
 

4 
ᴆ

 
ȁ  

5 
 

ȁ Ҝ

 

6 ҙ  

ȁ ‛ ȁ

ȁ ‖

 

 

2.2-2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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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现有工程水平衡图    单位 m3/a 

 

12285.6 

 
61428 49142.4 

45000t/a



қ ̂ ̃ ᴋῈ ҙ ̂ԋ ̃                         №  

 2-13 

2.2.5.2 供电 )à�9��0;

+
 

2.2.

2.  +X+e+a�&Nþ'�+e

 

2.5.22.

2.

2.  )à�9��0;2.2. 2. 2.2. 2.2 .)à�9��0;2 . 



қ ̂ ̃ ᴋῈ ҙ ̂ԋ ̃                         №  

 2-14 

ⱴ ╠ -⁞ ̂ ̃ ң ̆ⱴ ╠ Һ

ῤ ̆ ⱴ Ȃ⁞ ̂ ̃ Һ

̆ № ₮̆ᶏ № ⌠ Ȃ 

ῤ ⱴ ῤ ῀ ῤ ̆ Ҋ

ⱴ ⌠ѿ ̆ ῀╠ Ҭ ⱴ ╠ Ȃ

╠ ҉ Һ ̆ ᶫȂ╠

Ҋ Һ ⱴ ̆ Ӟ ᶫȂ ╠

₮ ̆ № ῀ ̆ ⁞

̆ ҉ ⱴ ̆ҬȁҊ Ḡ Ȃ 

⌠ № ᵣ ̆

ᵣ ₮̆ Ҋ℗ ‛ ҉ ῀ ‛ ‛

̆ ℗ ҉ ℗ ѿ ℗ ℗̆ ꜚ № Ҍ

̆ ῀℗ Ȃ‛ ѿ ‛ Ȃ 

╠ ȁ Ҭ ῤ ̂G1-3ȁG1-4̃֟ ̆╠

‛₀ ѿ̆ ׆ Ҋ̆ ῤ

ᵣ ‛₀ ᵣ ῀ ᵣ ̕ ‛₀

̆ ‛₀ ᵣ ῀ ᵣ Ȃ ֟ ᵣ S1-1̕

ᵣ׆ ₮ ᵣ ֟ S1-2̕

ԍ ᵣ Ҭ̆ᴪ֟ G1-5̆

℗ ̆G1-5 ҍ 1

40m ̂DA012ȁDA017ȁDA022̃ ̆ ῤ

ᵣ ѿ ῀ ᵣ ̕ ↕֟ S1-3̕℗

Ҭ֟ ℗ S1-4Ȃ 

̂3̃  

℗ ℗ Ҭ ₮ ₮ ̆ ℗

῀ Ȃ ̆℗ № ̆ ℗

Ȃ Ҭ̆℗ ҉ Ҋ̆ Ҋ ҉ ꜚ̆ᾟ№

̆℗ ҬẢ ̆℗ Ҭ 10%

⌠ 0.5%Ȃ ℗ ₮ └ ₮ ̆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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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Ҭ ⌠ ̆҉ץ10% ῀

ᵣ Ȃ 

̂4̃℗  

℗ ῀ ℗̆ ῀ ̆

₮ Ȃ 

̆ ῤᴆ׆ Ḡ ℗ ℗̆

ⱬ ҉ Ҋ̆ ῃ ῤ Ȃ

№ң ׆ Ҭ ῀ Ҭ Ҭ̆ ῀ Һ ℗

ᴍ̆ ⱴ ℗ ̆Ҋ ῀ ↕ ℗ ῤ ᵩ ᴍ̆ ғᶏ№

Ȃ℗ Ả ̆₮ ℗ ҊȂץ0.06%

℗ ⌠℗ ‛ ̆ד ‛ Ҋ ‛ ⌠

℗̆ ℗ ‛Ȃד ד ᵬҹҬ ̆ד

℗ᶏץ ῀ ╠ד ᵬȂ 

׆ ₮ ̆ ѿ ⱴ ѿ̆ № ⱴ

ⱴ ⌠ Ҭ׆̆ ῀ ̆ ѿ № ↕ ῀

ҍ׆ ‛ ₮ ׆̆ ‛ Ҋ ῀ Ῥ̆ҍ׆

‛ ҉ ⱴ῀ ̆ ‛ ȁ ׆ ‛ ̂

ᴍ ̃₮ ̆ ̆ ῀ ԋ

̆Ῥ ⱴ ⱴ ̂ ̃⌠ Ҋ׆̆ ῀

ᶏ Ȃ׆ ‛ Ҋ ₮ ᵣ ↕ ᵣ ᶏ

׆̆ ԅ Ȃ 

℗ ‛׆ ד ῀ ̆ ℗ ⌠℗ ד

̂ ד Ȃ̃ ℗ Ҋד ℗ Ȃ ׆

ד ₮ ̆ ̆ ‛ ‛ ̆ ⱴ Ῥ

ᶏ Ȃ 2ҩ℗  Ȃד

̂5̃ ᵣ  

ῤ ᵣ ᵣ Ҭ̆ ᵣ

ѿ ֟ ᵣ Ȃ ᵣ Ҭ ץ ̆ ᾢ

ᵣ Ῥ̆ ҈ 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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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ѿ ѿ ̆ └

ⱬ̆ᶏ 80~85%̆ ԍ Ȃ 

҈ ֟ G1-6̆ ‛₀ ‛₀ ҍ ȁ ȁ

╠ ȁ ȁ ℗ ῀ 1 40m

̂DA012ȁDA017ȁDA022̃ ̆‛₀ ԍ ╠

Ȃ ֟ ᵣ S1-5Ȃ 

2.2.6.1.2 纺丝工序 

̂1̃  

℗ ׆ ῀ ῤ̆ ⱴ Ҋ ℗̆

ᵣ̆ ѿ ⱬ̂ѿ Ҍ 20Mpã̆ ᶫ

≠ ῀̕ ‛ ̆ ℗ Ȃ ₮

Ḡ ̆ ℗ ҍ ̆ ⌠ ℗ Ḡ ᵬ Ȃ Ҝ

ᵣ ᵣ№ ῀ Ҝ ᵣȂ 

℗ Ҭ ῤ ᵣ ֟ G1-7Ȃ 

̂2̃ Ҝ̆ ‛ Ҝ 

№ ץ̆ Ả № ⌠ ѿҩ Ҝ

ᵝȂ ҩ Ҝᵝ 2 ̆ ᵣץ ȁ‰ ᶫ Ҝ

ᴆ̕ ᴆ₮ҜҊ ‛ⱴ ̆ Ḡ Ҝ ̕

Ҝ ᶫ ̆ ᵣ ȁ ̕ ᵣ Ҝ ₮ ̆

ᶷ Ҝ ̆ ‛ Ҝ ῀ ᵈ Ȃ 

Ҝ Ҭ ֟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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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ҹ ̆ ҹ 20~25Ņ̆ ‛ №‛₀ҹ ᵣ̆

῀ № ̆ ᵣ ̆֟ S1-7̕ῒᵩ Ῥ

15m ̂DA027ȁDA028̃ ̂ ѿȁ ԋ

ѿ Ȃ̃ 

̂4̃ Ҝ̆ №  

ᵈ Ҝ ̆ ᵬ ̆ Ҝԑ ᵞ

Ҝ̆ Ҝ ῀ ̆ ⌠ѿ ̆

ꜚ ᵬȂ Ҝ № ̆ѿ № ̆ ѿ № ῀

Ȃ ȁ ֟ Ҝ S1-8֟̕ ֟ S1-12Ȃ 

2.2.6.1.3 捻织工序 

ֲ̆ Ҝ ῀ ̆ Ҝң

̆ⱴ ҙ ̆ ҙ ̆ № ῀ ̆

№ ȁṕ Ȃ 

Ҭ̆ Ҍ ҹ ҙ S1-9Ȃ 

2.2.6.1.4 浸胶工序 

└ ȁ ȁ ȁ ᵈȁ Ȃ 

└ ңҩ ̆ ᾢ ῤⱴ῀ ̆

└ ̆ ꜚ ̕ӊ ⱴ῀ ̆ ῃ ̆

Ῥⱴ῀ ԋ ̆ ῃ ̆ⱴ῀ ̆ ̆ᶏ

ԋ Ỳ Ҋ ̆ ҬḠ 20~30Ņӊ

Ȃ ԋ - ⌠1.3~2.3 Ả ῀ ̆

῀ ӊ╠̆ ῤᾢⱴ῀ ȁҀ Ӳ Ҁ Ӳ̆

ꜚ ̆ ῀ ̆ ⱴ

῀ pHṿ̆ ̂25 Ҋ̃ץ ̆ Ҭ̆ ҍӲ Ҍ

Ȃ 

└ Ҭ̆ ԋ ȁ ⱴ῀ ᴪ֟

G1-10̆ ᴪ֟ G1-11̕ ȁ Ữ ╠ᾢ

̆ ȁ Ữ ῤ̆Ữ

̆ ֟ Ữ G1-16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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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ԅ ̆

ҍ ȁỮ ѿ ῀ 1

30m ̂DA013ȁDA019̃ ̂ ѿȁ ԋ ѿ Ȃ̃ 

̆ ᶭ ╠

҉̆ ѿ ⱬ └Ҋ ̆ ╠Ữ ⌠

Ȃ Ҭ ֟ G1-12̆ ԍ ᵬ ῤ̆

̆ ̆ ҍ ̆

ᵩ ̆ № ῀ ̆ №

ᾢ ң № ᶏ ᵣҍ ᾟ№№ №̆

ᵣ ̆ ᵣҍ ȁ ȁỮ ѿ ѿ

30m ̂DA013ȁDA019̃ ̂ ѿȁ ԋ

ѿ Ȃ̃ 

ҙ ᾢ ῀╠ ȁҬ ȁ ̆ ≠

№҉Ҋң Ȃ ҙ ῀ ᵈ ᵈ ᶏ̆ ҙ

ΐ ѿ ᵈ Ȃ ᵈ ̆ ҙ ῀ ץ̆

ҙ Ȃ ӊ ҙ ῀‛ ‛ ̆ ̆

Ữ ȁ ̆ ȁ ῀ Ȃ 

╠ ȁҬ ȁ ȁ ᵈ ȁ ֟ G1-13ȁ

G1-14ȁG1-15̆ ȁ ᵈȁ ҉ ̆G1-13ȁG1-14ȁG1-15

35m ̂DA014ȁDA015ȁDA016ȁ

DA020ȁDA021̃ ̕ ȁ ֟ ҙ S1-10̆ ҙ

֟ S1-12Ȃ 

֟ ֟ 2.2-3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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ῤ  

 

╕  

╠  

G1-3╠  

 

 

ᵣ  

 

℗  

 

 

 ד

S1-2 

S1-4 

ᵣ

 

҈

 

 
 

 

G1-6҈  

图 2.2-3（1）  聚合工序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G1-2  

 

 

 

ԍ

֟ 

G1-1  

H2O 

S1-1 

‛₀  

+  

 

S1-1 

G1-4  

 

‛₀  

S1-3 

G1-5 ℗  

 

‛₀  

‛₀ ԍ

֟ 

℗  

H2O 

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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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Ҝ ᵣ 

Ҝ+ ‛ 

G1-8 Ҝ  

 

‛ Ҝ 

҉  

ᵈ  

 

 

FDY ╕ 

G1-9҉  

S1-8 

图 2.2-3（2）  纺丝工序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G1-7 Ҝ ᵣ  

S1-6 

 

 

№  

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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Ҝ    

S1-9 

图 2.2-3（3）  捻织工序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图 2.2-3（4）  浸胶工序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H2O 

 

ԋ  

 

 

G1-10  

 

G1-11  

 

H2O 

Ҁ Ӳ 

Ҁ Ӳ 

 

 

 

G1-12  

╠ ȁҬ ȁ  

G1-13  

 

 

 

ᵈ 

G1-14 ᵈ  

 

 

 

G1-15  

 

S1-10 

 

 

 

G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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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 机械加工数控化升级改造项目 

2.2.6.2.1 金六车间 

Έ Һ ⱴ ⁞ ȁ ȁ ҈ ֟ ̆ ֟

2.2-4~2.2-6Ȃ 

 

 

 

 

图 2.2-4  减震器油缸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图 2.2-5  车把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图 2.2-6  自卸油缸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2.2.6.2.2 锻造车间 

 

 

 

 

图 2.2-7  锻压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2.2.6.2.3 开发车间 

Һ Ὲ ΐ ⱴ ȁ ᴆ └ȁ ֟ ̆

ѿ ᵬ̆Ҍ Ȃ 

2.2.6.3 汽车内饰件生产升级项目 

 

ᴆ 
 ‖    

G2-4 

֟  

S2-3 

G2-3 

S2-4 

ᴆ Ҭ ⱴ   

S2-10 

 ȁῤ ⱴ  

S2-11 

Ҋ  

⁞  

ᴆ 
ṕ  ⱴ  

S2-1 

 

G2-1 

ᾣ 

G2-2 

֟  

S2-2 

ᴆ 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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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Ȃ 

2.2.6.4 塑料装饰件车间迁建项目 

֟ ῍№ԓҩ ̆№≢ҹⱴ ȁ ȁḱ ȁ ȁ

Ȃ 

̂1̃ⱴ  

ᶛ ̆ ⌠ / /

ⱴ ῤ̆ⱴ └ 60~110ŅȂ ᶏ ҹ

̆  ̆ⱴ ֟ Ȃ 

̂2̃ ȁ ȁ  

ῤ ⌠ ̂ ̔ѿ 150Ņ̆ԋ 160Ņ̆҈

165Ņ̆ 175Ņ̆ Ḡ 180Ņ̃̆ Ḡ 30 № Ȃ ꜚ Ȃ

ΐ ‛ ̆ ₮└ Ȃ 

Ҭ ⱴ ȁⱴ ̆ᶏӊ ҹ ꜚ ̆ ׆

ῒ ₮ Ȃ └ ȁ ȁ ȁ ȁ ȁ ȁ Ȃ 

̔ ₮ ⌠ ̆ ̂ ⱴ ⌠

̃̆ ԍ Ҭ̆ ῤ ῀ ̆ᶏ

ΐῤ ҉̆ ‛ ̆ ⌠ Ҭ └ Ȃ 

̂3̃ḱ  

/ / └ ┬ ḱ ̆ ̆ ῀

ȁ ȂҌ ֟ ḱ ┬ ̆ῃ ᵬҹ

ԍ ֟Ȃ 

̂4̃  

ᴆ̆ ̆ ῀ Ȃ 

̂5̃  

    ̆ ḱ ȁ ᴆ ̆ ῀ Ȃ 

֟ ֟ 2.2-8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5%A1%91%E6%80%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8%E5%B0%84%E6%88%90%E5%9E%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6%A8%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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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 钢化玻璃车间迁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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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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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ᴪ ̆ѿ ѿ ̆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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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ғ ̆ Ҍᴪ

Ȃ 

̂4̃ ̔ ȁ ῀ ̆

̆ ῀ ̂ ҹ 8m3̃ ᶏ Ȃ 

֟ ҹ ȁ ̆ ῤ

≠ ̆ ̆ ̆ 1ҩ ѿ ̆

8m3̆ ԍ ҬҺ ҹ SS̆ ῀

̆ ῤ №Һ ҹ ȁ ̆ ҍ

ѿ ᵬҹ ֟ ≠ Ȃ 

̂5̃Ҝ ┘ȁ ̔ ֟ Ҭ̆ № ԍᵞ ꜚ ȁ

┘ ̆ ┘ ֲ Ҝ ┘̆ ┘ ֟

̕ ┘ ̆ Һ ҹ Ȃ ┘

Ҝ ̆֟ ῾ҙ ֟ҙ

ȂҌ ┘ ῀ Ȃ 

̂6̃ ̔ ῤⱴ 700 ▲ ‛

̆ ̆ ₮ⱴ ̆Ῥ ‛ ң

̆ᶏῒ ғ ‛ ̆ └ ̆ Һ ҹ

֟ Ȃ 

̂7̃ ̔‛ 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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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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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6 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 

  ҙ Һᵣ ᶏ ľⱴ ╠ -⁞ ̂ ̃

ῤ Ŀ ľѿ Ҝ ĿȂ 

ᵣ ῤ ҹ ̆ ԅ ̆

̆ └ Ҭҍ ῤ ̆ ῀

Ҭ̆ ҬҌ ̆ ⱴ῀ ᵣ ᵣ

Ȃ ╕ ⱴ ℗ ̆ῒᵩҍ 45000t/a 6 /

Ҝ ℗ ᵌȂ 

 ԍ ҍ 45000t/a 6 / Ҝ ℗ ᵌ̆

2.2.6.1.1 ̆ ֟ 2.2-10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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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0（1）  一期工程聚合工序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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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0（2）  一期工程纺丝工序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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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现有工程污染治理措施及“三废”排放情况 

2.2.7.1 废气 

2.2.7.1.1 有组织废气 

一、45000t/a 锦纶 6 薄膜/高强长丝用切片项目 

֟ 2.2-5Ȃ 

表 2.2-5  有组织废气产生环节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   

G1-1   

῀ 1 40m

̂DA012ȁDA017ȁDA022̃ Ȃ̂ ѿȁԋ ̃ 

G1-2   

G1-3 ╠  ╠  

G1-4   

G1-6 
҈  

 

҈  

 

G1-5 
 

℗  

℗

 

G1-7 
Ҝ ᵣ

 
Ҝ  ῀ 25m

̂DA023ȁDA026̃ Ȃ̂ ѿȁ ԋ ѿ ̃ 
G1-8 Ҝ  Ҝ  

G1-9 ҉  ҉  
Ῥ 15m

̂DA027ȁDA028̃ Ȃ̂ ѿȁ ԋ ѿ ̃ 

G1-12   

ѿ 30m

̂DA013ȁDA019̃ Ȃ̂ ѿȁ ԋ ѿ ̃ 

G1-10   

G1-11   

G1-16 
Ữ

 

ȁ

Ữ  

G1-13   

ѿ ῤ╠

35m ̂DA014̃ ̆Ҭ

35m ̂DA015̃ ̕

ԋ ╠ Ҭ

35m ̂DA020̃ Ȃ 

G1-14 ᵈ  ᵈ  35m

̂DA016ȁDA021̃ Ȃ̂ ѿȁ ԋ ѿ ̃ G1-15   

 

֟ ȁ ’ 2.2-11~2.2-14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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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1  一期工程聚纺一车间有组织废气产排情况示意图 

图 2.2-12  二期工程聚纺二车间有组织废气产排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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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3  浸胶一车间有组织废气产排情况示意图 

图 2.2-14  浸胶二车间有组织废气产排情况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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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4 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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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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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Ҭ  

  

G1-10  

 

G1-11  

G1-16Ữ    

DA021  



қ ̂ ̃ ᴋῈ ҙ ̂ԋ ̃                         №  

 2-33 

 

’ ᶛ ᴇ̆

֟ Ȃ ҹ̔

̂2022̃ C220189 ̆ԍ 2022 1 19 қ Ὲ

̕ Ҝ ҹ̔ ̂2021̃ C210848-20 ̆ԍ

2021 12 11 қ Ὲ ̕҉

ҹ̔ ̂2022̃ C220189-02 ̆ԍ 2022 3 10 -12

қ Ὲ ̆ ȁ ȁ ҹ̔

̂2022̃ C220189-03 ̆ԍ 2022 4 3 қ

Ὲ Ȃ ᶛ 2.2-6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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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项目现有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ṿ̂kg/h̃ 
̂ mȁ
ῤ m̃ 

‰ṿ 
 

’   
 

̂m3/h̃ 

 

̂mg/m3̃ 

 

̂kg/h̃ 
̂mg/m3̃ ̂kg/h̃ 

DA012 

 

 

2022.1.19 

1 2022 1.5 0.00303 

0.00364 

40/0.5 

10 39  2 2207 1.7 0.00375 

3 1976 2.1 0.00415 

VOCs 

ץ̂
 ̃

1 2022 4.52 0.00914 

0.00855 60 3.0  2 2022 4.10 0.00829 

3 2022 4.06 0.00821 

DA022 

 

 

2022.1.19 

1 2509 9.4 0.0236 

0.0276 

30/0.5 

10 23  2 3564 7.8 0.0278 

3 3512 8.9 0.0313 

VOCs 

ץ̂
 ̃

1 2509 4.13 0.0104 

0.0109 60 3.0  2 2509 4.28 0.0107 

3 2509 4.58 0.0115 

DA017 

 

 

2022.1.19 

1 683 7.6 0.00519 

0.00607 

35/0.3 

10 31  2 936 8.1 0.00758 

3 747 7.3 0.00545 

VOCs 

̂
̃ 

1 683 3.92 0.00268 

0.00258 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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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3.27 

1 2169 1.2 0.00260 

0.00348 15 ĺ  2 2609 1.6 0.00417 

3 2041 1.8 0.00367 

 

DA015 

 

VOCs 

ץ̂
 ̃

2022.1.20 

1 12375 11.9 0.147 

0.164 

30/0.8 

60 3.0  2 12375 13.7 0.170 

3 12226 14.3 0.175 

 

1 12375 0.8 0.00990 

0.00905 5 ĺ  2 12375 0.8 0.00990 

3 12226 0.6 0.00734 

 

1 12375 2.9 0.0124 

0.00631 10 23  2 12226 2.4 0.00359 

3 10883 2.7 0.00293 

 

1 12375 2.62 0.0324 

0.0365 ĺ 20  2 12375 3.08 0.0381 

3 12226 3.19 0.0390 

 2022.3.27 

1 4860 5.6 0.0272 

0.0231 15 ĺ  2 5589 3.5 0.0196 

3 5241 4.3 0.0225 

DA020 

 

VOCs 

ץ̂
 ̃

2022.1.20 

1 2884 5.71 0.0165 

0.0175 

30/0.8 

60 3.0  2 2884 6.12 0.0177 

3 2884 6.36 0.0183 

 

1 2884 1.4 0.00404 

0.00512 10 23  2 2908 1.6 0.00465 

3 3514 1.9 0.00668 

 

1 2884 2.40 0.00692 

0.00724 ĺ 20  2 2884 2.97 0.00857 

3 2884 2.16 0.00623 

 1 2884 0.8 0.00231 0.00212 5 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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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884 0.7 0.00202 

3 2884 0.7 0.00202 

 2022.3.27 

1 2733 1.2 0.00328 

0.00367 15 ĺ  2 2953 1.8 0.00523 

3 2786 0.9 0.00251 

DA016 

 

VOCs 

ץ̂
 ̃

2022.3.07 

1 5606 3.63 0.0203 

0.0213 30/0.8 60 3.0  2 6160 3.97 0.0245 

3 5529 3.48 0.0192 

DA021 

 

VOCs 

ץ̂
 ̃

2022.3.07 

1 10657 3.02 0.0322 

0.0320 30/0.8 60 3.0  2 10496 3.03 0.0318 

3 10343 3.08 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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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 № ̆

ȇ ‰Ȉ̂ GB16297-1996̃ 2 ᾛ

ȁ ȇ ‰Ȉ̂ DB37/2376-2019̃

1 └ ‰ ̕ ȇ ‰Ȉ̂GB14554-93̃

2 ṿ ̕VOCŝ ̃ қ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1Ҭň ‰ ṿ ̆ қ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2 ‰ ṿ ̕

ȇ ҙ ‰Ȉ̂ GB31572-2015̃ 5

≢ ṿ қ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2 ‰ ṿ Ȃ 

̆ ҹ 132917m3/hȁ111650.28҆ m3/ă

ҹ 1.883t/ăVOCŝ ̃ ҹ 7.661t/ă ҹ

1.955t/ă ҹ 0.213t/ă ҹ 0.497t/aȂ 

二、机械加工数控化升级改造项目 

Һ ҹ Έ ᾣ ֟ Ȃ ᾣ

1 15m ̂DA031̃ Ȃ 

’ ᶛ ᴇ̆

֟ Ȃ ҹ̔ ̂2021̃ C210848-20

̆ԍ 2021 12 13 қ Ὲ

ԅ Ȃ 

ᶛ 2.2-7Ȃ 

表 2.2-7  项目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ṿ

̂kg/h  ̃

̂

ῤ

m̃ 

‰ṿ 

’   

 

̂m3/h  ̃

 

̂mg/m
3̃ 

 

̂kg/

h̃ 
̂mg/m3  ̃ ̂kg/h  ̃

DA0

31

₮

 

 

2021.

12.13 

1 8822 5.1 0.045 

0.0402 15/0.35 10 3.5 
 

2 8640 5.6 0.0484 

3 6469 4.2 0.0272 

 

2.2-7 ̆ № ̆



қ ̂ ̃ ᴋῈ ҙ ̂ԋ ̃                         №  

    2-40 

ȇ ‰Ȉ̂ GB16297-1996̃ 2 ᾛ

ȁ ȇ ‰Ȉ̂ DB37/2376-2019̃

1 └ ‰ Ȃ 

̆ ҹ 7977m3/hȁ5743.44҆ m3/ă

ҹ 0.29t/aȂ 

三、塑料装饰件车间迁建项目 

Һ ҹ / ̂G4-1 ȁ̃ ̂G4-2 ȁ̃

̂G4-3 ȁ̃ ̂G4-4̃̆ ’ 2.2-8Ȃ 

表 2.2-8  有组织废气治理措施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G4-2  

֟ ̆ UVᾣ

  ̆ 1 15m ̂DA007̃

 

G4-1 

G4-3 

ȁ

/  

̆ ᴆ ֟ VOCs ̆

ҍ̆ / + UVᾣ 

 ̆ 1 26m ̂DA005̃  

G4-4  
̆ 1 15m

̂DA008̃  

 

’ ᶛ ᴇ̆

֟ Ȃ Ὲ ԍ 2020 12 22

ԅ Ȃ 2.2-9Ȃ 

表 2.2-9  项目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kg/

h̃ 
m 

‰ṿ 

’ 
 

 

 

̂m3/h̃ 

 

̂mg/m
3̃ 

 

̂kg/h̃ 
̂mg/m

3̃ 

̂kg/

h̃ 

DA00

7

 

VOCs 

ץ̂

̃ 

2020. 

12.22 

1 6467.255 8.13 0.0526 

0.049

0 
15 60 3.0 

 
2 6467.255 7.50 0.0485 

3 6467.255 7.12 0.0460 

DA00

5

 

VOCs 

ץ̂

̃ 

2020. 

12.22 

1 5125.481 1.79 0.00917 

0.006

79 

26 

50 2.0 
 

2 5125.734 2.64 0.00135 

3 5056.011 1.95 0.00986 

 

1 5125.481 ₮ ĺĺ 

ĺĺ 0.5 0.2 
 

2 5125.734 ₮ ĺĺ 

3 5056.011 ₮ ĺĺ 

 

1 5125.481 0.023 0.000118 
0.0001

11 
5.0 0.6 

 
2 5125.734 0.020 0.000103 

3 5056.011 ₮ ĺ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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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1 5125.481 ₮ ĺĺ 

ĺ 15 0.8 
 

2 5125.734 ₮ ĺĺ 

3 5056.011 ₮ ĺĺ 

 

1 5125.481 4.6 0.0236 
0.025

4 
10  

 
2 5125.734 5.3 0.0272 

3 5056.011 5.0 0.0253 

DA00

8 

 

 
2020. 

12.22 

1 4264.790 4.0 0.0171 
0.016

9 
15 10 3.5 

 
2 3814.772 4.3 0.0164 

3 4540.407 3.8 0.0173 

 

̂DA007̃ VOCŝץ ҹ ̃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1ň ‰ ṿ ̕ ȇ ‰Ȉ

̂GB16297-1996̃ 2 ᾛ ȁ ȇ

‰Ȉ̂ DB37/2376-2019̃ 1 └ ‰ ̕ ȁ

̂DA005̃ VOCsȁ ȁ ȁԋ ȇ

‰ 5 №̔ ҙȈ̂ DB37/2801.5-2018̃ 2

ṿ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1ň ‰ ṿ Ȃ 

̆ ҹ 15776m3/hȁ3783.84҆ m3/ăVOCs

̂ ̃ ҹ 0.134t/ă ҹ 0.27kg/ă ҹ

0.102t/aȂ 

四、钢化玻璃车间迁建项目 

Һ ҹ ┘ ̂G5-3 ȁ̃ ̂G5-4̃

̂G5-5̃̆ ’ 2.2-10Ȃ 

表 2.2-10  有组织废气治理措施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G5-3 ┘  ┘ȁ ȁ ֟ ̆

UVᾣ ̂ҍ ᴆ ῍ ̃

 ̆ 1 15m ̂DA007̃ Ȃ 

G5-4  

G5-5  

 

2.2-9Ҭ DA007 ץ ₮̆ ┘ȁ ȁ

VOCs ȇ ‰ 4 №̔ ┘ҙȈ

̂DB37/2801.4-2017̃ 2 ṿ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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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 

֟ 2.2-11Ȃ 

表 2.2-11  有组织废气产生环节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   

G6-1   

ѿ 1

44m ̂DA025̃ Ȃ 

G6-3 ╠  ╠  

G6-4   

G6-6 
҈  

 
҈  

G6-5 
 

℗  
℗  

№ 1

30m ̂DA024̃  

G6-2   

G6-7 
╕

 

╕

 

G6-8 
ԋ Ҝ

ᵣ  
Ҝ  

G6-9 Ҝ  Ҝ  

G6-8 
ԋ Ҝ

ᵣ  
Ҝ  

№ 20m

̂DA018̃ Ȃ 

G6-10 ҉  ҉  
№ 25m

̂DA029̃ Ȃ 

 

’ ᶛ ᴇ̆

֟ Ȃ ҹ̔ ̂2022̃ C220189-02 ԍ̆ 2022

3 18 қ Ὲ

ԅ Ȃ ᶛ 2.2-12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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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2  项目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ṿ

̂kg/h̃ 

̂

mȁῤ

m̃ 

‰ṿ 
 

’ 
 

 

̂m3/h̃ 

 

̂mg/m3̃ 

 

̂kg/h̃ ̂mg/m3̃ ̂kg/h̃ 

DA018

 

 

1 20265 24.4 0.494 

0.449 

30/1.2 

ĺĺ ĺĺ ĺĺ 2 19567 22.6 0.442 

3 19374 21.2 0.411 

VOCs 

ץ̂

 ̃

1 20265 16.5 0.334 

0.278 ĺĺ ĺĺ ĺĺ 2 19567 14.0 0.274 

3 19374 11.7 0.227 

DA018

₮  

 

1 39277 3.1 0.122 

0.108 10 23  2 41294 2.6 0.107 

3 40116 2.4 0.0963 

VOCs 

ץ̂

 ̃

1 41294 11.4 0.185 

0.207 60 3.0  2 41294 11.4 0.173 

3 41294 11.4 0.264 

DA024

 

 

1 7673 21.5 0.165 

0.167 

30/0.6 

ĺĺ ĺĺ ĺĺ 2 8093 22.2 0.180 

3 7631 20.5 0.156 

VOCs 

ץ̂

 ̃

1 8093 3.36 0.0272 

0.0264 ĺĺ ĺĺ ĺĺ 2 8093 3.10 0.0251 

3 8093 3.32 0.0269 

DA024  1 6636 2.4 0.0159 0.0191 1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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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562 3.0 0.0197 

3 6616 3.3 0.0218 

VOCs 

ץ̂

 ̃

1 6562 3.05 0.0200 

0.0216 60 3.0  2 6562 3.50 0.0230 

3 6562 3.36 0.0220 

DA025

 

 

1 3130 21.4 0.0670 

0.0652 

30/0.5 

ĺĺ ĺĺ ĺĺ 2 3054 22.1 0.0675 

3 2968 20.6 0.0611 

VOCs 

ץ̂

 ̃

1 3054 3.51 0.0107 

0.00983 ĺĺ ĺĺ ĺĺ 2 3054 3.14 0.00959 

3 3054 3.01 0.00919 

DA025

₮  

 

1 3352 2.3 0.00771 

0.01 10 23  2 3664 3.2 0.0117 

3 3329 3.2 0.0107 

VOCs 

ץ̂

 ̃

1 3664 2.91 0.0106 

0.0105 60 3.0  2 3664 2.73 0.0100 

3 3664 2.94 0.0108 

DA029

 

 

1 11495 23.9 0.275 

0.256 

25/0.5 

ĺĺ ĺĺ ĺĺ 2 12271 20.2 0.248 

3 11321 21.6 0.245 

VOCs 

ץ̂

 ̃

1 11495 14.1 0.162 

0.167 ĺĺ ĺĺ ĺĺ 2 12271 15.0 0.184 

3 11321 13.6 0.154 

DA029  1 9601 3.5 0.0336 0.0292 10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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ȇ ‰Ȉ̂ GB16297-1996̃

2 ᾛ ȁ ȇ ‰Ȉ

̂DB37/2376-2019̃ 1 └ ‰ Ȃ 

VOCŝץ ̃ қ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1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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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Ȃ ҹ̔ ̂2021̃ C210848-08

ԍ̆ 2021 9 30 қ 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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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6  监测期间气象参数一览表 

 

2.2-15 ̆ № ̆ ҉Ҋ

HClȁ ȁ ȇ ‰Ȉ

̂GB16297-1996̃ 2 ṿ ̕ ȁ

ȇ ‰Ȉ̂ GB14554-93̃ 1Ҭԋ ‰ ṿ ̕

VOCŝ ץ ̃ ȇ ‰ 4 №̔

┘ҙȈ̂ DB37/2801.4-2017̃ 3 ‰ ṿ ȁȇ ‰ 5

№̔ ҙȈ̂ DB37/2801.5-2018̃ 3 ‰ ṿ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3 ‰ ṿ Ȃ 

2.2.7.1.3 卫生防护距离 

一、45000t/a 锦纶 6 薄膜/高强长丝用切片项目 

ȇ қ ̂ ̃ ᴋῈ 45000t/a 6 / Ҝ ℗

ᴇ ӥȈҬ ҹ 100mȂ 

╠ ֟ ̂ ̃ ҹ ᶷ

̆ ╠ 100m ῤץ ̂11 ̃ ᵝ

ӯ ̆ ᵟ Ȃ 100m ῤ №

̆ 100m Ȃ 

二、塑料装饰件车间迁建项目 

Ḡ ȇ῏ԍ қ ̂ ̃ ᴋῈ ᴆ

Ȉ̂ [2018]96 ̃Ҭ

ҹ ֟ 100m̆ ῤ Ȃ 

三、钢化玻璃车间迁建项目 

Ḡ ȇ῏ԍ қ ̂ ̃ ᴋῈ

Ȉ̂ [2018]207 ̃Ҭ

ҹ ֟ 100m̆ ῤ Ȃ 

日期 气温(Ņ) 风向 风速 （m/s) 
湿度 

% 

 

气压 

(hPa) 
云量（总/低） 

2021.9.30 

09:00 20.6 S 1.5 65.8 1005.1 3/2 

11:00 23.5 S 1.6 60.1 1004.8 3/1 

13:00 25.6 S 1.5 58.1 1003.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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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 

Ḡ ȇ῏ԍ қ ̂ ̃ ᴋῈ ҙ

ӥ Ȉ̂ [2019]7 ̃Ҭ ҹ

ҹҬ 100m ץ̆ ҹҬ 100m ץ̆

Ữ ҹҬ 50m ̆ ῤ Ȃ 

2.2.7.2 废水 

2.2.7.2.1 现有工程废水及污染物产生情况 

֟ҙ ֟ 2.2-17Ȃ 

表 2.2-17  时风化纤产业园现有工程废水产生环节及处理措施一览表 

  ֟   

1 
45000t/a 6 /

Ҝ ℗  

Һ ҹ ȁ

‛ ȁ ȁ

‖ ȂῒҬ

ȁ ‛ ȁ

ȁ ‖  
῀

̕ ֟

῾ ֟ҙ

῀ 

ᴋ

Ὲ Ȃ 

2 
ⱴ

 
 

3 
ᴆ

 
ȁ  

4  
ȁ Ҝ

 

5 ҙ  

ȁ ‛ ȁ

ȁ ‖

 

 

2.2.7.2.2 废水处理措施 

῀ ̕ ֟ ῾ ֟ҙ

῀  ᴋῈ Ȃ 

一、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设计规模、处理工艺 

῾ ֟ҙ ҹ 1000m3/d̆ ľ

+ + + Ŀ ̆ 2.2-16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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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水水质 

῾ ֟ҙ ̆ ԅ2022

7 2.2-18Ȃ 

表 2.2-18  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总排口 2022 年 2 月在线监测数据一览表 

 ̂m3/d̃ CODCr̂mg/L̃ ̂mg/L̃ ̂mg/L̃ 

2022-07-01 2576 4.23 0.377 0.0555 

2022-07-02 3459 5.29 0.529 0.0835 

2022-07-03 4079 12.7 0.301 0.117 

2022-07-04 4126 32.7 4.86 0.435 

2022-07-05 2868 14.6 2 0.122 

2022-07-06 1380 11.3 1.3 0.00957 

2022-07-07 1525 15.8 1.53 0.0095 

2022-07-08 1230 3.8 0.436 0.00671 

2022-07-09 1206 5.74 0.649 0.0039 

2022-07-10 1476 22 1.56 0.0445 

 

 

 

    

PAC 

PAM 

1# 

  
Ὲ  

 

 

‖     2# 

PAC 

PAM 

 

图 2.2-16  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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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ᵣ ̆֟ ’

2.2-20~2.2-25Ȃ 

ѿȁ45000t/a 6 / Ҝ ℗  

֟ ’ 2.2-20Ȃ 

 

表 2.2-20  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   ≢ 
֟
̂t/ã 

 

ᵣ  ѿ  -- 0.35 

ῒזᴑҙ̆
ῤ

̆
ԍ
֟ 

ᵣ
 

ᵣ  ѿ  -- 8 

  ѿ  -- 40 

℗  ℗  ѿ  -- 20 

ᵣ
 

 ѿ  -- 128.53 

Ҝ Ҝ  ѿ  -- 185 

Ҝ  ѿ  -- 265 

 ҉   
HW08

̂900-249-08̃ 
0.12 

֟
 

ҙ   ѿ  -- 70 
ῒזᴑҙ̆

ԍ
ⱴ  

ҙ   ѿ  -- 82 

ᴆ
 

ᴆ  ѿ  -- 12 

ῒזᴑҙ̆
ῤ

̆
ԍ
֟ 

  ѿ  -- 150 
֜
ѿ  

̂ ȁ
̃ 

--  
HW49

̂900-041-49̃ 
12 

ԍ

ῤ̆
Ḡ

Ὲ  
   

HW08

̂900-249-08̃ 
26t/4a 

֜
 

 ѿ  -- 0.4 
ѿ

 

 

֟ ̆ ֟ ԍ 2000

10 20 ľѿ Ŀ Ȃ ֟ Ҋ̔ 

 

 

̆ ≠  

 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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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ȁ ⱴ  

֟ ’ 2.2-21Ȃ 

 

 

 

表 2.2-21  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   ≢ 
֟
̂t/ã 

 

 ⱴ  ѿ  -- 10 
ԍ

 

 ⱴ   HW08̂900-249-08̃ 
1.0 ≠

≠   ⱴ   HW08̂900-249-08̃ 

╝  ⱴ   HW09̂900-006-09̃ 1.2 ԍ
ῤ̆

Ḡ Ὲ
 

 --  HW09̂900-006-09̃ 2.0 

  ѿ  -- 0.03 ֜
ѿ    ѿ  -- 60 

 

҈ȁ ᴆ  

֟ ’ 2.2-22Ȃ 

表 2.2-22  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   ≢ 
֟
̂t/ã 

 

 ḱ  ѿ  -- 2.0 ῃ
ԍ ֟  Ҍ  ѿ  -- 6.0 

   
HW12

̂900-252-12̃ 
6.2 

ԍ
ῤ̆

Ḡ 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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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Ҋ  ℗ ȁ  ѿ  -- 18 ⱴ
ᴑҙ
≠  

  ѿ  -- 0.5 

Ҍ   ѿ  -- 4 

 Ҝ ┘   
HW12

̂900-253-12̃ 
0.02 ԍ

ῤ̆

Ḡ Ὲ
 

   
HW49

̂900-041-49̃ 
2 

 UVᾣ   
HW29

̂900-023-29̃ 
0.01 

  ѿ  -- 4.8 
֜
ѿ  

ԓȁ ҙ  

֟ ’ 2.2-24Ȃ 

表 2.2-24  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  

֟

̂t/ã ≢  

ѿ  

ᵣ  0.27 ѿ  

ῒזᴑ

ҙ̆ ῤ ̆

ԍ

֟ 

ᵣ  ᵣ  6 ѿ  

  31 ѿ  

℗  ℗  15 ѿ  

ᵣ   69.943 ѿ  

Ҝ Ҝ  142 ѿ  

Ҝ  206 ѿ  

 ҉  0.16  
֟  

ᴆ  ᴆ  7 ѿ  

ῒזᴑ

ҙ̆ ῤ ̆

ԍ

֟ 

 ⱲῈ  32 ѿ  
֜ ѿ

 

 

̂ ̂FDY

╕ȁҀ Ӳ ̃
̂ ԋ ȁ
╕ ̃̃ 

-- 2  ԍ

ῤ̆

Ḡ Ὲ  
  5t/4a  

  10t/4a  

֜   0.45 ѿ  
ѿ

 

׆ 2.2-21~2.2-24 ץ ₮̆ ⌠ԅ Ȃ 

2.3 化纤产业园厂区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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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ΐᵣ 2.2-25Ȃ 

 

 

 

 

表 2.2-25  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 

 ’ 

  

̂҆m3/ã 148618.2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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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Ҝȁ└ ȁ ֟ ̆ ѿ ȁRTO

RCO ̆ ѿ ⁞ VOCs ̆ 2022

11 Ȃ 

3ȁ ȇ қ ᵝ └ ꜚ

Ȉ Ȑ2019ȑ134 “ VOCS ̂

̃ ԍ 0.5 ᾥ/ ԍ 10000 /

” ̆ ᴆ ̆ ѿ Ҭ DA015 ȁ ԋ

ᵈ DA021 ȁ ԋ Ҝ DA023 ȁ ѿ Ҝ DA026

ȁ ԋ ҉ DA027 ̆ 2022

11 Ȃ 

2.5 同期工程分析 

2.5.1 同期工程简介 

қ ̂ ̃ ᴋῈ ֟4.5҆ ҙ ֟

╠ Ҭ̆ №ԋ ̆ѿ ԍ қ ץ ̆

қ̆ץ ү ץ ̆ ץ ̆ ֟ҙ ῤ̆ԋ ԍ қ

ץ ȁ ץ ֟ҙ ῤȂ 

2.5.2 同期工程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 

表 2.5-1  同期工程主要产品产量及去向一览表 

֟  ֟ ̂҆ t/ã  

ѿ  
6 ҙҜ 3 50% ԍѿ 5̆0% ԍԋ  ̆

6 ҙ  1.5  

ԋ  6 ҙ  3  

 

2.5.3 同期工程组成 

’ 2.5-2Ȃ 

表 2.5-2（1）  拟建项目一期组成情况一览表(时风化纤产业园厂区) 

 

≢ 
 Һ ῤ

 

Һᵣ 

 

̂ Ҝ̃  

1 6̆ ̆ 22858m2̆ᵝԍ ᶷ̆ ѿ Ҝ

֟ ̆ ȁ ȁ ‛ Ҝȁ ᵈ ȁ

Ȃ 

 1 ̆1 ̆ 6950m2̆ᵝԍ қ ᶷ̆ 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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ꜚ ֟ ȁ ֟ Ȃ 

 
1 ̆6 ̆ 5592.66m2̆ᵝԍ қ ᶷ̆ ѿ

֟ ̆ └ ȁ Ȃ 

ꜛ 

 

ⱲῈ  1 ̆ᵝԍ қ Ȃ 

└  ̆ ⱬ 1t/hȂ 

 

 

 1 ̆ 666m2̆Һ ԍ℗ Ȃ 

1 
1 ̆ 4032m2̆ᵝԍ қ ᶷ̆Һ ԍ ҙ ȁ

Ữ қ̆ ᶷ 1 ᵬҹ ԋ Ȃ 

2 

1 ̆ 4032m2̆ᵝԍ қ ᶷ̆ 1 ᶷ̆Һ

ԍ Ҝ Ữ ̆ῒҬ ᶷ қ ᶭ Ҋ ȁ

ꜛ ȁ Ȃ 

3 
1 ̆ 4368m2̆ᵝԍ Ҭ ̆ қᶷ̆Һ

ԍ℗ ȁ Ҝ ҙ Ữ Ȃ 

4 
1 ̆ 1152m2̆β ԍ ᶷ Һ̆ ԍ℗ ȁ ȁ

Ҝ Ữ Ȃ 

Ҝ  1 ̆ 2000m2̆ᵝԍ ᶷ̆Һ ԍ ҜҬ Ȃ 

 1 ̆ 7.5m2̆ᵝԍ ᶷ̆ ԍ Ữ Ȃ 

 1ҩ̆ᵝԍ ῤ̆ ҹ 800L̆ ԍ Ữ Ȃ 

Ữ  1ҩ̆ᵝԍ ῤ̆ ҹ 3.9m3̆ ԍ Ữ Ȃ 

Ữ  1ҩ̆ᵝԍ ῤ̆ ҹ 3.9m3̆ ԍ Ữ Ȃ 

Ὲ  

 

ᶫ  ֟ҙ ᶫ ̆ ҹ 3304.7҆ kWh 

ᶫ  ֟ҙ ᶫ ̆ ҹ 4872t 

ᶫ  ֟ҙ ᶫ ᶫ 

 ᶭ ῾ ֟ҙ ῤ  

 ᶭ қ ᶷ  

 ᵝԍ ῤ̆ 1  

‛‟  ᵝԍ ῤ̆ 1  

‛  

 
‛ ̆ᵝԍ Ҝ  

└  ᵝԍ ԋ ̆ 1 160m3/h└  

Ḡ 

 

 

№ └ Ȃ ῀ ̆

῀ ̆ ȁ ‛

ȁ ȁ ‖ ῤ

̆ ῾ ֟ҙ

̆ ⌠  ᴋῈ ̆

῀  ᴋῈ Ҭ Ȃ 

 

ŵ ╕ ȁ Ҝ ᵣ Ҝ

ѿ ѿ 30m ̂P1-1̃

̕ 

Ŷ҉ ᾢ № ̆

Ῥ ѿ 30m ̂P1-2̃ ̕  

ŷ № ҍ └ ȁ ȁ

╠ ѿ ̆Ữ

̆ ᵞ ̆

ῒᵩ ѿ ῀ RTO ѿ ҍ ѿ 43

̂P1̃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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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ȁ ȁⱴ

Ȃ 

 

ŵ Ҝȁ Ҝ ᴆ ῒזᴑҙ  ̕

Ŷ ҙ ҙ ῒזᴑҙ̆

ԍ ⱴ ̕ 

ŷ ֜ ȁ ᵣ ѿ

̕ 

Ÿ ȁ ȁ ̂ ȁ ̃

ԍ ῤ̆ ᵝ ̕ 

Ź ֜ ѿ Ȃ  

 

 

表 2.5-2（2）  拟建项目二期组成情况一览表(时风热电产业园厂区) 

 

≢ 
 Һ ῤ  

Һᵣ 

 

 
1 1̆ ̆ 10000m2̆ᵝԍ қ ᶷ̆ Ҝ

ꜚ ֟ ȁ ֟ Ȃ 

 
1 6̆ ̆ 19008m2̆ᵝԍ қ ᶷ̆ ң

֟ ̆ └ ȁ Ȃ 

ꜛ 

 

ⱲῈ  1 ̆ᵝԍ қ Ȃ 

└  ̆ ⱬ 2t/hȂ 

 

 

 1 ̆ 4 ̆ Ҝ 1 ̆ҍѿ ῍ Ȃ 

 1 ̆ 20m2̆β ԍ ᶷ̆ ԍ Ữ Ȃ 

Ữ  2ҩ̆ᵝԍ ῤ̆ ҹ 3.9m3̆ ԍ Ữ Ȃ 

Ữ  2ҩ̆ᵝԍ ῤ̆ ҹ 3.9m3̆ ԍ Ữ Ȃ 

Ὲ  

 

ᶫ  ֟ҙ ᶫ ̆ ҹ 1379.2҆ kWh 

ᶫ  ֟ҙ ᶫ ̆ ҹ 1512tȂ 

ᶫ  ֟ҙ ᶫ ᶫ 

 ᶭ ῾ ֟ҙ ῤ  

‛  

 
‛ ̆ᵝԍ Ҝ  

Ḡ 

 

 

№ └ Ȃ ῀ ̆

῀ ̆ ȁ

‛ ȁ ȁ ‖ ῤ

̆ ῾ ֟ҙ

̆ ⌠  ᴋῈ

̆ ῀  ᴋῈ Ҭ Ȃ 

 

ѿ ֟ ѿ ̆ № ҍ

└ ȁ ȁ ╠ ѿ

̆Ữ

̆ ᵞ ̆ ҍῒᵩ ѿ

῀ RTO ѿ 43 ̂P1-3 P1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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ŵ ҙ ҙ ῒזᴑҙ̆

ԍ ⱴ ̕ 

Ŷ ֜ ȁ ᵣ ѿ

̕ 

ŷ ̂ ȁ ̃ ԍ

ῤ̆ ᵝ ̕ 

Ÿ ֜ ѿ Ȃ 

2.5.4 同期工程平面布置 

ѿ ̂ Ҝ̃ ᵝԍ ᶷ̆ ᶷ₮῀

ᶷ̆ ᵝԍ қ ᶷȂ 

ԋ ᵝԍ ֟ҙ Ȃ 

֟ҙ ’ΐᵣ 2.2-1Ȃ 

2.5.5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分析 

2.5.5.1 工艺流程的变化 

қ ̂ ̃ ᴋῈ ᵣ ῤ Ạҹ ̆

֟ ῤ ℗ ̆ ῤ ℗

ⱴ ҜȂ 

Ҝ ҙ ѿ ѿ ̆ ҍ 45000t/a 6

/ Ҝ ℗ ѿ Ȃ 

2.5.5.2 工艺流程的介绍 

ȁ Ҝ ȁ ȁ ̆ῒ

Ҭѿ ȁ Ҝ ȁ ȁ ֟ ̆ԋ

ֽ Ȃ 

1ȁ                                                                                                                                                                                                                                                                                                                                                                                                                                                                                                                                                                                                                      

Ḡ Ҋ׆ ̆ ̆ד ԋ

ᵝ  Ȃד

׆ ᵝ ד ῀ ד ῀ Ữ̆

⌠ 140-150ŅȂ ҹ ᾟ ̆ ᶏץ ’Ҋ

Ȃ 

̆ ῤᴆ׆ Ḡ ℗

̆℗ ⱬ ҉ Ҋ̆ ῃ ῤ Ȃ

№ң ׆ Ҭ ῀ Ҭ̆ ῀ ᶏץ ῤ

№ ׆̆ ⌠ Ȃ℗ Ả 24-36h̆ 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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ⱴȂ ℗ ⌠℗ ‛ ̆ד ‛ Ҋ

‛ ⌠ 18ŅץҊ ̆℗ ℗ ‛Ȃד ד

ᵬҹҬ ̆ד ℗ᶏץ ῀ ╠ד ᵬȂ 

׆ ₮ ̆ ѿ ⱴ ѿ̆ №

ⱴ ⱴ ⌠ 90Ņ左右̆׆Ҭ ῀ ̆ ѿ № ↕ ῀

ҍ׆ ‛ ₮ ׆̆ ‛ Ҋ ῀ Ῥ̆ҍ׆

‛ ҉ ⱴ῀ ̆ ‛ ȁ 18Ņ ׆

‛ ̂ ᴍ ̃₮ ̆ ̆ ῀ ԋ

̆Ῥ ⱴ ⱴ ̂ ̃⌠ 90Ņ左右 Ҋ׆̆

῀ ᶏ Ȃ׆ ‛ Ҋ ₮ 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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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1）  一期工程纺丝工序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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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2）  一期二期工程捻织工序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图 2.5-2（3）  一期二期工程浸胶工序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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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同期工程污染治理措施及“三废”排放情况 

2.5.6.1 废气 

2.5.6.1.1 有组织废气 

֟ 2.5-3Ȃ 

表 2.5-3  有组织废气产生环节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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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4  同期工程建成后废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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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 

VOCŝ 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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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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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 VOCŝ 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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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ȁ

P1-4 
SO2 3.4 0.085 0.716 3.4 0.085 0.716 43/1.2 

P1-3

P1-4̔

43/0.8 

NOx 13.7 0.342 2.871 13.7 0.342 2.871 

VOCŝ ץ

̃ 
17.8 0.446 3.75 0.4 0.0089 0.075 

 18.6 0.464 3.898 1.86 0.0464 0.3898 

 2.2 0.054 0.454 0.04 0.0011 0.0091 

 1.1 0.027 0.227 0.02 0.00054 0.00454 

 

2.5-4 ̆ ȇ ‰Ȉ

̂GB16297-1996̃ 2 ᾛ ̂45.3kg/h̃ ̕ ȁԋ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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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2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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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   同期工程废水及污染物产生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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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 ҹ 10878m3/ăCODCr ֟ ҹ 7.67t/a

3.88t/a̕ ԋ ֟ ҹ 15599.5m3/ăCODCr ֟ 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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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同期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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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7  同期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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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3.684 

VOCŝ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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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拟建工程分析 

3.1 项目背景 

2019 年 1 月 28 日聊城市环境保护局以聊环审[2019]7 号文对《山东时风（集

团）有限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进行了环评批复。 

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生产规模为 3.5 万吨锦纶 6 工业丝项目，目前

已建成，企业于 2019 年 6 月 23 日对该一期工程进行了自主验收。 

二期生产规模为锦纶 6 工业布 2 万吨，2022 年 1 月开始建设，目前正在建

设中，项目原环评中浸胶工序供热采用时风热电产业园的蒸汽，根据《山东省

发布“十四五”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规划》、《关于开展 3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关

停工作督查的通知》（鲁发改能源〔2020〕17 号）等文件要求“在确保电力、

热力接续稳定供应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单机容量 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关停整

合。”“对各市单机容量 3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及配套锅炉关停工作进行督查”。

时风热电产业园目前为 5×130t/h 锅炉，1 台 5 万千瓦发电机组和 1 台 2.4 万千

瓦发电机组，由于时风热电产业园单台发电机组容量较小，属于拟关停范围。

因此，为保障浸胶工序供热的稳定性，该工序拟供热方式由时风热电产业园提

供更改为燃烧天然气供热。 

相比原环评阶段，项目发生的变化情况见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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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文规定，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

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

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本项目燃料由蒸汽更改为燃气供

热，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中规定的“燃料变化，

导致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因此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工程需重新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并报审批部门审批。 

3.2 项目概况 

3.2.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 

项目性质：重新环评 

建设单位：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拟建于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汇鑫路以西，太平路以东，华丰路以

南，政通路以北，时风化纤产业园内，地理位置图见图2.1-1。 

建设内容：建设 1 座捻织车间、1 座浸胶车间及配套设施，建成后，项目年

产锦纶 6 工业布 2 万 t。 

目前建设进度：目前捻织车间已建成，浸胶车间建设中。 

项目投资：40000万元 

劳动定员及工作时间：项目劳动定员 60 人，三班制，每班 8 小时，年工作

350d，8400h。 

3.2.2 产品方案 

项目主要产品产量及去向见表 3.2-1，产品规格见表 3.2-2。 

表 3.2-1  拟建项目主要产品产量及去向一览表 

产品项目 产量（万 t/a） 去向 

锦纶 6 工业布 2 自用或外销 

项目捻织工序依托现有 35000t/a 锦纶 6 薄膜/高强长丝用切片项目捻织车间

进行，捻织后的白坯布全部进入浸胶车间进行浸胶、烘干等工序做成工业布。拟

建项目建成后全厂物料走向见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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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项目建成后物料走向图 

表 3.2-2  锦纶 6 工业布产品质量指标（GBT9102-2016） 

序

号 
项目 单位 

规格/(dtex/股） 

2100/2 1870/2 1400/3 1400/2 930/2 

V1 V2 V1 V2 V1 V2 V1 V2 V3 V1 V2 V3 

1 经密 
根

/10cm 

88 74 88 74 88 74 100 74 52 126 94 60 

2 边经密 92 78 92 78 92 78 105 78 55 130 98 64 

3 纬密 8 10 8 10 8 10 8 10 16 10 12 14 

4 纬纱线密度 tex 28~30（棉纱或其他收缩率较小的纱线） 

5 布长 m L±2%；可根据用户要求协商确定。 

6 幅宽 cm 145±3 

7 
布

头 

纬纱股

数 
股 2~10（28tex-30tex 的棉賧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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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制水 采用反渗透处理工艺，设计处理能力 1t/h。 新建 

贮运 

工程 

成品库 1 

1 座，占地面积 4032m2，位于厂区东北侧，主要用于工

业布、白坯布的储存，东南侧设 1 处独立封闭的空间作

为间苯二酚存放间。 

依托现有 

成品库 2 

1 座，占地面积 4032m2，位于厂区东北侧，成品库 1 南

侧，主要用于原丝的储存，其中北侧由东向西依次布置

下脚料存放区、辅助材料区、原料区。 

依托现有 

成品库 3 
1 座，占地面积 4368m2，位于厂区中部，聚纺车间东侧，

主要用于切片、原丝及工业布的储存。 
依托现有 

成品库 4 
1 座，占地面积 1152m2，位于厂区西南侧，主要用于切

片、纸管、纺丝油的储存。 
依托现有 

包丝库 
1 座，占地面积 2000m2，位于厂区西北侧，主要用于原

丝中转。 
依托现有 

危废暂存间 
1 座，占地面积 7.5m2，位于厂区西北侧，用于危险废物

的储存。 
依托现有 

氨水储罐 1 个，位于浸胶车间内，容积为 3.9m3，用于氨水的储存。 新建 

甲醛储罐 1 个，位于浸胶车间内，容积为 3.9m3，用于甲醛的储存。 新建 

公用 

工程 

供电 由时风热电产业园供给，年用电量为 750 万 kWh 依托 

供热 由时风热电产业园供给，年用蒸汽量为 4872t 依托 

供水 由时风化纤产业园供水管网提供 依托 

污水处理站 依托时风农装产业园内污水处理站 依托 

污水暂存池 依托厂区东北侧污水暂存池 依托 

循环冷却 

系统 
设有冷却塔，位于纺丝工序楼顶 新建 

环保 

工程 

废水 

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雨水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水喷淋系

统排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脱盐水站排水、设备及地

面冲洗废水由厂内污水暂存池暂存，然后用泵输送至时

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达到高唐县清源净

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高唐县清源

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 

依托 

废气 

浸胶废气气液分离后与浸渍液配制氨水、甲醛等投料废

气、白坯布浸胶后前干废气一起经水喷淋预处理氨和颗

粒物，储罐抽真空废气采用水封预处理，天然气采用低

氮燃烧，预处理后的废气和其余废气一起进入 RTO 统一

处理后经 43 高的排气筒（P1-1）排放。 

新建 

噪声 
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震、厂房隔声、加装消声器及

柔性接头等措施进行降噪处理。 
新建 

固废 

①废工业线及废工业布等收集后外卖给其他企业，直接

或间接用于绳子加工； 

②废离子交换树脂和废反渗透膜、废蓄热体送一般固废

处置场所处置； 

③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废包装袋）及收集后暂存于

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 

④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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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具体见表 3.2-4。 

表 3.2-4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一 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   

1 锦纶 6 工业布 t/a 20000 

二 年操作日 d/a 350 

三 劳动定员 人 60 

四 项目新增占地面积 m2 1800 

五 总投资 万元 40000 

六 销售总收入 万元/年 152159 

七 总成本 万元/年 143434 

八 销售利润 万元/年 8458 

九 所得税 万元/年 2117.2 

十 税后利润 万元/年 6340.8 

十一 投资利润率 % 21.1 

十二 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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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辅助材料名称 主要成分 

1 丁吡胶乳 乙烯基吡啶（α-甲基-5-乙烯基吡啶）和丁二烯的二元共聚物 

2 丁苯胶乳 乙烯基吡啶（α-乙烯基吡啶或 5-乙基-α-乙烯基吡啶） 

 

3.2.5.2 能源消耗情况 

拟建项目能源消耗情况见表 3.2-7 所示。 

表 3.2-7  项目能源消耗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用量 来源 

1 新鲜水 18438m3/a 供水管网 

2 电 750 万 kWh/a 时风热电产业园 

3 蒸汽 1260t/a 时风热电产业园 

4 天然气 477.6408 万 m3/a 市政 

 

3.2.6 平面布置及其合理性分析 

3.2.6.1 平面布置方案 

项目所在时风化纤产业园厂区设2个出入口，分别位于厂区东南侧及西南侧。 

拟建项目浸胶车间位于厂区东南侧；捻织车间依托现有工程，位于厂区中部。 

拟建项目厂区总平面布置情况具体见图 3.2-3。 

3.2.6.2 拟建项目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拟建项目平面布置从方便生产、安全管理和保护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具体分析如下： 

（1）拟建项目位于时风化纤产业园内，总平面布置时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现

行的防火、防爆、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规范要求，在总图布置过程结合厂址

场地具体条件，综合考虑了生产工艺流程顺畅。 

（2）各生产环节连接紧凑，物料输送距离短，便于节能降耗，提高生产效

率。 

（3）根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建设项目的主要排气筒，布置在厂区常年

主导风向（SSW）的下风向。拟建项目浸胶车间位于办公楼南部，不位于主导风

向的下风向，企业通过设置排气筒尽量远离生活区以减轻对生活区的影响。 

综上所述，拟建项目平面布置做到功能区明确、工艺管线短捷、物流顺畅、

布局紧凑合理、节约用地，从工艺、节约用地和对外环境影响来看，从环保角度

讲，厂区总平面布置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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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主要生产设备 

拟建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具体见表 3.2-8。 

 

表 3.2-8  拟建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直捻机 152/168 锭 33 台 
利用现有

工程设备 
2 织布机 MNB190CM 14 台 

3 空气接捻机 -- 18 台 

4 浸胶系统设备 --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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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反应条件使其发生反应但未发生缩聚反应形成树脂时终止反应，该工序最终

的产物为常温液体，能够浸入白坯布，不同于常规的固体合成树脂胶。 

常规合成树脂胶生产过程需先升温至 45℃~50℃左右，然后在反应过程中继

续升温至 85℃左右，最后升温至 95℃左右，这个反应包含加成、缩聚反应，最

终形成高分子化合物，根据树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为粘液状、中期为橡

胶状、末期为坚硬的固体，树脂胶主要用于物体表面，起到胶粘剂的作用，不能

起到浸渍的作用。 

因此拟建项目所用胶的生产工序不同于传统的制胶工序，可定义为浸渍液配

制工序。 

浸渍液配制工序包含反应及混合两个步骤，首先，按照配方要求，将一定数

量的脱盐水加入间苯二酚-甲醛反应罐中，调节好温度后，投入配方要求的间苯

二酚，启动搅拌装置搅拌，待间苯二酚完全溶解后，投入甲醛溶液，继续搅拌。

之后投入氢氧化钠，继续搅拌。溶液在一定条件下开始反应。反应过程中初始温

度 25℃，反应过程中保持系统温度不超过 35 度，以保证反应均匀、温和地进行。

当间苯二酚-甲醛反应液粘度达到 1.3~2.3 时停止搅拌并将该溶液放入混合罐。该

过程反应方程式如下： 

C6H6O2+HCHO+H2O=(C6H6O2·HCHO)x+H2O 

浸渍液配制过程中间苯二酚与甲醛反应，间苯二酚稍过量，甲醛完全反应，

理论上浸渍液中不含游离甲醛，含极少量游离甲苯二酚。 

由于聚合度检测难度较大，一般工业化生产均用当量粘度（简称粘度）来间

接衡量间苯二酚-甲醛反应液的聚合度，粘度越高，聚合度越高。为了得到较好

的浸渍性能，使胶液能充分渗透到纤维中去，所以在浸胶过程中，期望得到的是

分子结构为线性的聚合物，故间苯二酚-甲醛反应液的粘度较低，反应较温和。 

在间苯二酚和甲醛反应过程中，提前按照配方要求，将一定数量的脱盐水、

丁吡胶乳、丁苯胶乳投入胶液混合罐中搅拌均匀待用。 

等间苯二酚-甲醛溶液反应即将达到规定的要求时，检测间甲液 PH 值和粘

度，当间甲液 PH 值和粘度达到工艺要求时，浸渍液的 PH 值约 10 左右，粘度

2.0Cps 左右， 各组分干品含量约 18%左右，终止反应，立即将间甲液迅速放入

胶液混合罐，一边放料一边搅拌，最后加入氨水。搅拌 15 分钟后停止。至此，

浸渍液配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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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渍液配制过程中，间苯二酚、甲醛及氨水等原料加入时会产生投料废气

G1 和 G2，间苯二酚和甲醛过秤后，人工投料，上部设集气罩。同时原料在反应

时会产生反应尾气 G3，反应罐常压反应，顶部侧方位设置管道收集。 

3、浸胶工序 

白坯布浸胶主要包括白坯布浸胶、烘干、拉伸、定型工序。 

在捻织车间织造好的白坯布运送至配置好的浸渍液进行浸胶工序，按照品种

和架号依次吊运至前展开架上，在一定速度和张力控制下向后运行，经过前储布

架后到达浸胶槽浸渍胶液。该过程中胶液挥发产生废气 G4，浸胶槽设置于独立

的操作间内，浸胶完成后，含有浸渍液的白坯布经过吸胶咀，吸胶咀与布面轻微

接触，靠负压抽吸方式吸除掉布面附着的多余的浸渍液，同时有部分空气被吸入

抽吸系统，该部分废气经抽吸系统收集先经两级液气分离设备使液体与空气充分

分离，分离后的液体回流至浸胶槽，气体再经水喷淋系统+RTO 通过 43m 高排气

筒（P1）排放。 

浸过胶的工业布先后进入前干区（110-140℃）、中干区、后干区进行干燥，

干燥利用天然气燃烧器加热的烟气循环方式分上下两端进行干燥，干燥温度分别

在 110-140℃，干燥过程如下图： 

 

         

 

 

 

 

 

 

循环流程示意图                                  燃烧室局部放大图 

 

注释：1. 循环风机  2.进风管道  3. 加热烘箱  4.回风管道  5. 燃烧器    6.燃烧室  7.

排湿管道  8.排湿风机  9.RTO 设备  10.排放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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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风机将加热后的热空气经过进风管道 2 送到加热烘箱 3，热空气在加

热烘箱内对帘子布进行加热处理，并完成热交换，加热完成后的热空气变成低

温气体被循环风机抽回到回风管道 4，经过燃烧室 6 被燃烧器 5 燃烧产生的火

焰重新加热，变成新的热空气进入循环风机。这样完成一个循环过程。排湿风

机 8 将帘子布加热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气及烘箱内完成热交换后的低温气体经过

排湿管道 7 送入到 RTO 设备 9 进行催化燃烧处理，燃烧处理完的尾气在满足当

地排放标准以后，经过冷却，由排气筒 10（P1）排出。 

干燥后的工业布进入拉伸区进行拉伸，拉伸温度约 200℃左右，使工业布具

有一定的强伸性能。经过拉伸区后，工业布进入定型区进行 200℃左右高温定型，

以提高工业布的尺寸稳定性。定型之后的工业布进入冷却区自然冷却至常温，最

后，通过后储布架、后卷取装置卷绕成卷，经过包装、检验后入库待销。 

白坯布浸胶后前干、中干、后干工段、拉伸工段、定型工段产生废气 G5、

G6、G7，烘干、拉伸、定型工段上方设置集气罩，白坯布浸胶后前干废气经水喷

淋预处理氨和颗粒物，预处理后的废气与天然气低氮燃烧废气（G8）、其余浸胶

预处理后的废气统一收集后通过 RTO 统一处理后通过 43m 高排气筒（P1）排放；

设备调试、故障产生废工业布 S2。 

拟建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具体见图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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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公用工程 

3.2.9.1 给水 

1、给水系统 

项目所需新鲜水由时风化纤产业园内供水管网提供，供水管网为生产、生

活、消防合用系统。 

2、给水量 

项目用水分为设备及地面冲洗用水、脱盐水站用水、循环冷却系统补水、

工艺用水、水喷淋系统用水及职工生活用水等。其中工艺用水全部采用脱盐水

站制备的脱盐水。 

（1）设备及地面冲洗用水 

设备和地面冲洗水采用新鲜水。 

项目浸胶车间设备及地面冲洗用水为 4m3/d（1400m3/a）。 

（2）脱盐水站用水 

项目浸胶工艺用水均为脱盐水，由脱盐水站制备。 

浸胶工艺用脱盐水需求量为 9.6m3/d（3360m3/a），则脱盐水站需用新鲜水

12.8m3/d（4480m3/a）。 

（3）循环冷却水系统补水 

项目循环冷却系统补水采用蒸汽冷凝水和新鲜水。 

生产所需冷却水循环量为 35m3/h、294000m3/a，补水量按照循环水量的 3%

考虑，则循环冷却水补水量为 1.05m3/h、25.2m3/d、8820m3/a。                                                                                                                                                                                                                                                                                                                                                                                                                                                                                                                                                                                                                                                                                                                                                                                                                                                                                                                                                                                                                                    

（4）水喷淋系统用水 

浸胶车间水喷淋系统补充新鲜水用量为 6.6m3/d（2310m3/a）。 

（5）生活用水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劳动定员60人，生活用水定额取120L/人·天，

则生活用水量为 7.2m3/d、2520m3/a。 

（6）蒸汽 

项目所需蒸汽由时风热电厂提供。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所需蒸汽

量为 0.15t/h、1260t/a。其中损耗 0.02t/h、168t/a，剩余 0.13t/h、1092t/a 蒸汽冷凝

后用作水喷淋系统补水。 

综上，项目用水量为 18480m3/a，其中新鲜水用量 13608m3/a，回用蒸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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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水量 1092m3/a。 

3.3.9.2 排水 

项目排水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和初期雨水。排水方式采用“雨污分流“

根据污水的水质和清污分流的原则雨水利用 厂区内现有的雨水排水系统；生活

污水 经厂区现有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生产废水经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

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生产废水主要包括：车间设备及地面冲洗废水、脱盐水站排水、循环冷却系

统排水、水喷淋系统排水等 由厂内污水暂存池暂存然后用泵输送至时风农装

产业园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达到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水水质要

求后排入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び排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项目水

平衡情况具体见图 3.2-9。蒸汽平衡情况见图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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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3 供电 

项目用电由时风热电产业园供给。项目为二级用电负荷，依托产业园区内低

压变配电站为项目设备负荷提供电源，年用电量为 750 万 kWh。 

3.2.9.4 供热 

项目供热分蒸汽供热和天然气燃烧器加热三部分。 

项目所需蒸汽来自时风热电产业园，由蒸汽总管接入。主要用于浸渍液配制

工序蒸汽伴热，蒸汽冷凝水用作循环冷却水系统补水。 

浸胶烘干工序采用天然气燃烧器，利用天然气加热后的热空气进行烘干，天

然气用量 520.7m3/h，437.388 万 m3/a。 

废气处理 RTO 采用天然气供热，天然气用量 47.92m3/h，40.2528 万 m3/a。 

3.2.9.5 储罐 

项目设氨水储罐、甲醛储罐，储罐参数具体见表 3.2-11。 

表 3.2-11  项目储罐参数一览表 

储罐名称 
数量 

（个） 
储罐形式 

直径 

（m） 

高度 

（m） 

容量 

（m3） 

充填 

系数 

贮存量 

（t） 

氨水储罐 2 
立式 

固定顶罐 
1.5 2.2 3.9 0.8 2.84 

甲醛储罐 2 
立式 

固定顶罐 
1.5 2.2 3.9 0.8 2.54 

3.2.9.6 配套设备 

1、脱盐水站 

脱盐水站采用的是 EDI 除盐技术，EDI（Electrodeionization，连续电解除盐

技术）是一种将离子交换技术、离子交换膜技术和离子电迁移技术相结合的纯水

制造技术。它巧妙的将电渗析和离子交换技术相结合，利用两端电极高压使水中

带电离子移动，并配合离子交换树脂及选择性树脂膜以加速离子移动去除，从而

时风热电产业园 
0.15 浸渍液配制

蒸汽供热 

0.02 

0.13 循环冷却水

系统补水 

图 3.2-12  项目蒸汽平衡图    单位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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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废气（G7）、定型废气（G8）、甲醛、氨水储罐抽真空废气和烘干天然气加热

废气（G6）和 RTO 天然气加热废气；无组织废气为浸胶车间未完全收集废气。 

由于项目二期浸胶工艺流程与产污环节与现有 45000t/a 锦纶 6 薄膜/高强长

丝用切片项目完全一致，仅废气处理措施有水喷淋改进为水喷淋+RTO，因此，

污染物产生情况类比现有例行监测数据。 

拟建项目废气产生、处理及排放情况见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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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工程有组织废气产排情况示意图 

G4浸胶废气 液气分离 

P1-3 排气筒排放 

G5烘干废气 

水喷淋 

G7拉伸废气 

G8定型废气 

水喷淋 

前干 

中干 

后干 

G3反应尾气 

储罐抽真空废气 水封罐 

低氮燃烧 

RTO 

G1甲醛投料废气 

G2氨水投料废气 

G6浸胶烘干天然气加热 

低氮燃烧 
RTO 天然气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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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有组织废气 

项目有组织排放的废气主要为浸渍液配制和浸胶各工序产生的废气。浸胶废

气的主要产污工序、污染物及各种处理措施见表 3.3-1 和图 3.3-1。 

表 3.3-1  浸胶废气污染物产生及治理情况一览表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预处理措施 处理措施 

浸渍液配制甲醛等投

料废气（G1） 
颗粒物、甲醛、酚类 

浸胶废气气液分离后

与浸渍液配制氨水和

甲醛等投料废气、白

坯布浸胶后前干废气

一起经水喷淋预处理

氨和颗粒物。 

各股废气

预处理后

统一引入

RTO 处理

后经一根

43m 高的

排气筒排

放。 

浸渍液配制氨水等投

料废气（G2） 
氨、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 

浸胶废气（G4） 
颗粒物、酚类、氨、甲醛、VOCs

（以非甲烷总烃计） 

白坯布浸胶后前干烘

干废气（G5） 

颗粒物、酚类、氨、甲醛、VOCs

（以非甲烷总烃计） 

浸渍液配制反应尾气

（G3） 
酚类、甲醛  — 

储罐抽真空废气 甲醛、氨 
储罐抽真空废气经水

封预处理。 

白坯布浸胶后中干、

后干工段烘干废气 

颗粒物、酚类、VOCs（以非甲

烷总烃计） 
— 

烘干工序加热天然气

（G6）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采用低氮燃烧技术 

RTO 天然气加热废气 

干燥后的工业布拉伸

废气（G7）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 — 

定型废气（G8）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 — 

（1）浸胶烘干工序天然气加热废气 

①废气量 

参照《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锅炉》（HJ991-2018）附录 C 烟气量的计算，

气体燃料理论空气量、烟气排放量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对于 1m3 气体燃料，理论空气量可按其气体组成用下式（C.3）计算 

 
)]()()

4
()(5.1)(5.0)(5.0[0476.0 2220 OHC

n
mSHHCOV nm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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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0—理论空气量，m3/m3；Ψ 

            —一氧化碳体积分数，%； 

            —氢体积分数，%； 

            —硫化氢体积分数，%； 

             —烃类体积分数，%，m 为碳原子数，n 为氢原子数； 

           —氧体积分数，%。 

项目所用天然气的成分见下表： 

表 3.3-2  天然气成分一览表 

成分 

种类 
CH4 C2H6 C3H8 C4H10 C5H12 C5+ H2 H2S CO2 N2 

天然

气 
96 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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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H2O—烟气中水蒸气量，m3/m3； 

—氢体积分数，%； 

α ——过量空气系数，本项目为燃气工业炉窑，过剩空气系数取 1.75； 

按照以上公式进行计算：VRO2=1.034，VN2=7.703 

Vg=1.034+7.703+(1.75-1)×9.732=16.036m3/m3 

本项目天然气用量为 520.7m3/h，437.388 万 m3/a，因此，本项目天然气燃烧

烟气量为 7013.95 万 m3/a。 

②二氧化硫 

参照《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锅炉》，二氧化硫排放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ESO2=2R×St×(1-ηs/100)×K×10-5 

式中：ESO2——核算时段内二氧化硫排放量，t； 

      R——核算时段内锅炉燃料耗量，万 m3； 

      St——燃料总硫的质量浓度，mg/m3； 

      ηs——脱硫效率，%； 

      K——燃料中的硫燃烧后氧化成二氧化硫的份额，量纲一的量。 

根据《天然气》（GB17820-2018）表 1 中二类天然气质量要求，总硫（以硫

计）质量浓度为 100mg/m3。本项目天然气燃烧废气未设置脱硫设施，故脱硫效

率取 0，K 取 1。经计算，二氧化硫排放量 ESO2=2×437.388×100×10-5=0.875t/a。 

③颗粒物 

通过调查其他企业同类型天然气燃烧设备，颗粒物排放浓度可控制在

10mg/m3 以下，本次环评按最不利因素考虑，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10mg/m3，则颗

粒物排放量为 0.701t/a。 

④氮氧化物 

本项目天然气燃烧器配套低氮燃烧器控制氮氧化物的产生量，其原理是由混

合充分、均匀的燃气和空气混合物流向由金属纤维织物结构的燃烧头，在透气性

均匀的金属纤维织物表层进行悬浮燃烧。燃烧以两种方式进行：即红外热辐射方

式和蓝焰方式。由于燃烧头中燃气与空气混合均匀和透气性均匀，燃烧火焰快速、

充分、稳定悬浮在金属纤维织物表面上，且温度分布均匀，完全没有局部高温产

生，这样就有效抑制了 NOx 的生成，确保氮氧化物浓度控制在 50mg/m3以下，

本次环评按最不利因素考虑，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 50mg/m3，则氮氧化物排放量

)(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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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507t/a。 

本项目天然气废气产排情况见表 3.3-3。 

表 3.3-3  天然气燃烧废气污染物排放与达标情况一览表 

名称 
烟气量 

万 Nm3/a 

污  染  物 

烟尘（颗粒物） SO2 NOx 

排放量
t/a 

排放浓度
mg/Nm3 

排放量
t/a 

排放浓度
mg/Nm3 

排放

量 t/a 

排放浓度
mg/Nm3 

天然气燃烧器 7013.95 0.701 10 0.875 12.2 3.507 50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7/2376-2019）

表 1 重点控制区 

—— 10 —— 50 —— 100 

关于印发《聊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整改工作方案》的

通知聊气办发[2019]39 号 

—— —— —— —— —— 50 

 

由表 3.3-3 可知，项目天然气燃烧器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浓度能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重点

控制区标准限值（烟尘 10mg/m3，二氧化硫 50mg/m3，氮氧化物 100mg/m3）要

求及《关于印发<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整改方案>的通知》（聊气办发[2019]39

号）中工业窑炉标准（氮氧化物 50mg/m3）要求。该部分废气经 1 根 43m 高的

排气筒（P1）统一外排。 

（2）RTO 

①RTO 技术参数 

拟建项目选用三床式 RTO 装置，根据参考现有工程各收集工序实际风量情

况，本项目设计处理风量为 3.5 万 Nm3/h，设计净化效率≥98%。 

拟建项目 RTO 装置相关设计参数见表 3.3-4。 

表 3.3-4  拟建项目 RTO 装置运行参数一览表 

设计风量 25000m3/h 

设计浓度 1000mg/m3 

VOCS 去除效率 ≥98% 

废气停留时间 ≥0.75 秒 

陶瓷蓄热体换热效率 95% 

正常废气入口温度 ≤80℃ 

系统压降 ≤5000Pa 

占地面积 系统总占地面积约 1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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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热量核算 

拟建项目进入RTO装置的废气主要为分别经过预处理的浸渍液投料废气、浸

胶废气、烘干废气、反应废气、拉伸定型废气等，主要污染因子为VOCs、酚类、

甲醛、颗粒物、氨等，其中有机废气主要为丁苯胶乳、丁吡胶乳、甲醛、间苯二

酚类挥发性有机物。 

a.废气进出口温差 

 

 

式中： 

Tcom——装置燃烧室温度，℃； 

Tout——装置出口气体温度，℃； 

Tin——装置进口气体温度，℃。 

拟建项目 RTO 装置炉膛均温为 760℃，RTO 进口温度为 80℃，RTO 装置

设计热效率≥95%。根据上式，计算出 RTO 装置出口的废气温度为 114℃，即

进出口温差△T=114℃-80℃=34℃。 

b.空车运行天然气的消耗量 

RTO 系统排放的热量散失的途径为废气带走的热量和 RTO 系统表面散热。

因系统排放的热量中系统表面散热远小于废气带走的热量，故理论计算中 RTO

系统的表面散热可以忽略不计。 

计算没有 VOCs 进入 RTO 装置时天然气空烧的耗量，即空车运行状态的天

然气耗量，公式如下： 

Q=CM△T 

式中： 

C—空气定压比热容，kJ/（kg·℃）； 

M—空气进气速率，kg/h； 

△T—废气进出口温差，℃ 

则 RTO 装置空车运行时的需热量 Q 热量=1.005kJ/（kg·℃）×1.293kg/Nm3× 

40000Nm3/h×34℃=1767272.4k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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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而 计 算 出 天 然 气 的 耗 量 V 天 然 气 =1767272.4kJ/h ÷

36440kJ/Nm3=48.50Nm3/h。 

c.废气氧化分解释放的热量 

拟建项目废气主要成分热力学参数见表 3.3-5。 

表 3.3-5  VOCs 废气主要成分热力学参数表 

名称 热值（kJ/mol） 
摩尔质量 

（g/mol） 

进口浓度
（mg/m3） 

去除
效率 

产生热值（kJ/h） 

间苯二酚 2847.8 110.111 0.9 

98% 21295 
甲醛 2345 30.026 1.8 

丁吡胶乳 2826.51 263.377 14.9 

丁苯胶乳 2826.51 105.137 14.9 

备注：胶乳类比同类物质燃烧热。 

废 气 燃 烧 的 热 量 可 减 少 天 然 气 消 耗 量 21295kJ/h ÷

36440kJ/Nm3=0.58Nm3/h。 

因此，项目需要天然气消耗量 48.50Nm3/h-0.58Nm3/h=47.92m3/h。年消耗量

40.2528 万 m3 天然气。 

③RTO 天然气废气量 

参照《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锅炉》（HJ991-2018）附录 C 烟气量的计算，

气体燃料理论空气量、烟气排放量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对于 1m3 气体燃料，理论空气量可按其气体组成用下式（C.3）计算 

 

式 中：

V0—理论空气量，m3/m3；Ψ 

            —一氧化碳体积分数，%； 

            —氢体积分数，%； 

            —硫化氢体积分数，%； 

             —烃类体积分数，%，m 为碳原子数，n 为氢原子数； 

           —氧体积分数，%。 

项目所用天然气的成分见表 3.3-2。 

根据公式（C.3）进行计算，V0=9.732m3/m3 

锅炉中实际燃烧过程是在过量空气系数α＞1 的条件下进行的，1kg 气体燃料产

生的烟气排放量可用式（C.4）计算。 

)]()()
4

()(5.1)(5.0)(5.0[0476.0 2220 OHC
n

mSHHCOV nm   C.3 

)(CO

)( 2H

)( 2SH

)( nmHC

)( 2O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                           拟建工程分析 

 3-28 

 

 

 

 

 

 

 

 

式中：Vg—干烟气量，m3/kg； 

VRO2—烟气中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容积之和，m3/m3； 

             —二氧化碳体积分数，%； 

             —一氧化碳体积分数，%； 

              —硫化氢体积分数，%； 

              —烃类体积分数，%，m 为碳原子数，n 为氢原子数； 

      VN2—烟气中氮气量，m3/m3； 

V0—理论空气量，m3/m3； 

—氮体积分数，%； 

      VH2O—烟气中水蒸气量，m3/m3； 

—氢体积分数，%； 

α ——过量空气系数，本项目为燃气工业炉窑，过剩空气系数取 1.75； 

按照以上公式进行计算：VRO2=1.034，VN2=7.703 

Vg=1.034+7.703+(1.75-1)×9.732=16.036m3/m3 

本项目 RTO 天然气消耗量 47.92m3/h，40.2528 万 m3，烟气量为 645.49 万

m3/a。 

④RTO 天然气二氧化硫 

参照《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锅炉》，二氧化硫排放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ESO2=2R×St×(1-ηs/100)×K×10-5 

式中：ESO2——核算时段内二氧化硫排放量，t； 

      R——核算时段内锅炉燃料耗量，万 m3； 

      St——燃料总硫的质量浓度，mg/m3； 

      ηs——脱硫效率，%；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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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燃料中的硫燃烧后氧化成二氧化硫的份额，量纲一的量。 

根据《天然气》（GB17820-2018）表 1 中二类天然气质量要求，总硫（以硫

计）质量浓度为 100mg/m3。本项目天然气燃烧废气未设置脱硫设施，故脱硫效

率取 0，K 取 1。经计算，二氧化硫排放量 ESO2=2×40.2528×100×10-5=0.08t/a。 

⑤RTO 天然气颗粒物 

通过调查其他企业同类型天然气燃烧设备，颗粒物排放浓度可控制在

10mg/m3 以下，本次环评按最不利因素考虑，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10mg/m3，则颗

粒物排放量为 0.065t/a。 

⑥RTO 天然气氮氧化物 

本项目天然气燃烧器配套低氮燃烧器控制氮氧化物的产生量，其原理是由混

合充分、均匀的燃气和空气混合物流向由金属纤维织物结构的燃烧头，在透气性

均匀的金属纤维织物表层进行悬浮燃烧。燃烧以两种方式进行：即红外热辐射方

式和蓝焰方式。由于燃烧头中燃气与空气混合均匀和透气性均匀，燃烧火焰快速、

充分、稳定悬浮在金属纤维织物表面上，且温度分布均匀，完全没有局部高温产

生，这样就有效抑制了 NOx 的生成，确保氮氧化物浓度控制在 50mg/m3以下，

本次环评按最不利因素考虑，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 50mg/m3，则氮氧化物排放量

为 0.323t/a。 

本项目 RTO 天然气加热废气产排情况见表 3.3-6。 

表 3.3-6  RTO 天然气加热废气污染物排放与达标情况一览表 

名称 
烟气量 

万 Nm3/a 

污  染  物 

烟尘（颗粒物） SO2 NOx 

排放量
t/a 

排放浓度
mg/Nm3 

排放量
t/a 

排放浓度
mg/Nm3 

排放
量 t/a 

排放浓度
mg/Nm3 

天然气燃烧
器 

645.49 0.065 10 0.08 12.4 0.323 50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7/2376-2019）

表 1 重点控制区 

—— 10 —— 50 —— 100 

关于印发《聊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整改工作方案》的
通知聊气办发[2019]39 号 

—— —— —— —— —— 50 

由表 3.3-6 可知，项目 RTO 天然气加热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能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重

点控制区标准限值（烟尘 10mg/m3，二氧化硫 50mg/m3，氮氧化物 100mg/m3）

要求及《关于印发<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整改方案>的通知》（聊气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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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9 号）中工业窑炉标准（氮氧化物 50mg/m3）要求。该部分废气与其余废

气一起经 RTO 处理后经 1 根 43m 高的排气筒（P1-3）统一外排。 

（3）浸胶其他废气 

浸胶生产工序：浸胶废气气液分离后与浸渍液配制氨水等投料废气、白坯布

浸胶后前干废气一起经水喷淋预处理氨，储罐抽真空废气采用水封预处理，天然

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预处理后的废气与其余废气一起进入 RTO 统一处理后经

43m 高的排气筒外排。 

现有工程浸胶车间浸胶所有产污环节处理工艺均为水喷淋，现有处理措施水

喷淋对 VOCs 去除率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化学纤维制造业》

（HJ 1102-2020），D.1 化学纤维制造业废气产排污系数表中“锦纶 6 工业用长

丝产污系数 56.16g/吨产品，经吸收+分流处理后，排污系数 38.19g/吨产品”。因

此现有工程 VOCs 去除率按照 32%考虑折算产生量。 

由于水喷淋对酚类基本无处理效率，因此现有工程酚类污染物监测数据即为

酚类产生量。 

各主要产生氨的工序均采用水喷淋预处理，与现有项目处理措施一致，因此

氨的排放情况类比现有工程监测数据，颗粒物的预处理措施为水喷淋，与现有工

程相同，因此颗粒物排放情况类比现有工程监测数据。颗粒物去除效率类比现有

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纺丝工序颗粒物去除效率 85-89%，本项目取 85%。 

甲醛现有工程处理措施为水喷淋，拟建项目更改为 RTO，RTO 的保守估计

去除效率可以达到 98%以上，现有工程水喷淋按照 80%考虑。 

现有工程浸胶一车间和浸胶二车间浸胶处理锦纶工业布的规模为 2.05 万吨，

拟建项目处理锦纶工业布的规模为 2 万吨，生产和产污环节完全一致，具有可类

比性，因此，拟建项目的源强类比现有浸胶车间的监测数据。项目选用三床式

RTO 装置，综合天然气加热和类比现有废气产生情况，综合考虑设计处理风量

为 25000Nm3/h，设计净化效率≥98%。拟建项目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

3.3-7。 

表 3.3-7  拟建项目 P1 各污染物产排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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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

筒 
污染物 

产生量

(t/a) 

产生速

率（kg/h） 

产生浓

度

(mg/m3) 

废气量

(m3/h) 

处理措

施 

去除

效率

(%) 

排放量

(t/a)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P1 

颗粒

物 
1.9252 0.229 9.2 

25000 

浸胶

和投

料水

喷

淋，

氨气

甲醛

储罐

水

封，

天然

气低

氮燃

烧，

预处

理后

统一

RTO

处理

后

43m

高排

气筒

排放 

51.2 0.94 0.112 4.5 

SO2 0.955 0.114 4.6 0 0.955 0.114 4.6 

NOx 3.83 0.456 18.2 0 3.83 0.456 18.2 

VOCs

（以

非甲

烷总

烃计） 

4.998 0.595 23.8 98 0.10 0.012 0.5 

 氨 5.46 0.65 26 90 0.546 0.065 2.6 

 甲醛 0.605 0.072 2.9 98 0.0121 0.0014 0.06 

 酚类 0.294 0.035 1.4 98 0.00588 0.0007 0.03 

 

该项目与《年产 4.5 万吨锦纶工业布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1.5

万吨浸胶生产线共用一根排气筒，该项目污染物排期情况见下表。 

表 3.3-8  年产 4.5 万吨锦纶工业布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P1 各污染物产排

情况一览表 

排气

筒 
污染物 

产生量

(t/a) 

产生速

率（kg/h） 

产生浓

度

(mg/m3) 

废气量

(m3/h) 

处理措

施 

去除

效率

(%) 

排放量

(t/a)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P1 

颗粒

物 
1.4452 0.172 6.9 

25000 

浸胶

和投

料水

喷

淋，

氨气

50.9 0.71 0.085 3.4 

SO2 0.716 0.085 3.4 0 0.716 0.08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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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2.871 0.342 13.7 

甲醛

储罐

水

封，

天然

气低

氮燃

烧，

预处

理后

统一

RTO

处理

后

43m

高排

气筒

排放 

0 2.871 0.342 13.7 

VOCs

（以

非甲

烷总

烃计） 

3.75 0.446 17.8 98 0.075 0.0089 0.4 

 氨 3.898 0.464 18.6 90 0.3898 0.0464 1.86 

 甲醛 0.454 0.054 2.2 98 0.0091 0.0011 0.04 

 酚类 0.227 0.027 1.1 98 0.00454 0.00054 0.02 

由表 3.3-7 和表 3.3-8 可知，本项目和年产 4.5 万吨锦纶工业布智能化生产线

建设项目建成后排气筒 P1 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 3.3-9。 

表 3.3-9  P1 各污染物产排情况一览表 

排气

筒 
污染物 

产生量

(t/a) 

产生速

率（kg/h） 

产生浓

度

(mg/m3) 

废气量

(m3/h) 

处理措

施 

去除

效率

(%) 

排放量

(t/a)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P1 

颗粒

物 
3.3704 0.401 8.0 

50000 

浸胶

和投

料水

喷

淋，

氨气

甲醛

储罐

水

封，

天然

气低

氮燃

烧，

预处

理后

统一

RTO

处理

后

51.2 1.65 0.197 3.9 

SO2 1.671 0.199 4.0 0 1.671 0.199 4.0 

NOx 6.701 0.798 16.0 0 6.701 0.798 16.0 

VOCs

（以

非甲

烷总

烃计） 

8.748 1.041 20.8 98 0.175 0.0209 0.4 

 氨 9.358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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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酚类 0.521 0.062 1.2 

43m

高排

气筒

排放 

98 0.01042 0.00124 0.02 

 

 

由表 3.3-7 和表 3.3-9 可知，P1 颗粒物排放速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45.3kg/h）要求；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烟尘 10mg/m3，二氧化硫 50mg/m3，

氮氧化物 100mg/m3）要求及《关于印发<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整改方案>的

通知》（聊气办发[2019]39 号）中工业窑炉标准（氮氧化物 50mg/m3）要求；酚

类、甲醛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酚类 15mg/m3，甲醛 5mg/m3）和《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表 2 标准值要求（酚类 15mg/m3，甲醛

5mg/m3），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排放浓度和速率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801.6-2018）表 1Ⅱ时段标准限值

（VOCs60mg/m3、3.0kg/h）要求；氨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 排放限值（41kg/h）要求。 

拟建项目各工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的产生、治理措施及排放情况具体见表

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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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  项目各工段有组织废气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产生 

环节 

污 

染 

物 

产生情况 

治理 

措施 

去除 

效率 

排放情况 排放标准 排气筒（m） 

废气
量 

（Nm3

/h） 

浓度 

（mg/m3

） 

速率 

（kg/h） 

产生量 

（t/a） 

浓度 

（mg/

m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浓度 

（mg/m3

） 

速率 

（kg/h

） 

编
号 

高度 
内 

径 

G1 浸渍液配制
甲醛等投料废
气、G2 浸渍液
配制氨水等投
料废气、G3 浸
渍液配制反应
尾气、G4 浸胶
废气和储罐抽
真空废气、 

G5 烘干废气、
G6 浸胶天然气
加热废气、RTO

天然气加热废
气、G7 拉伸废
气、G8 定型废

气 

颗粒物 

25000 

9.2 0.229 1.9252 
浸胶和投
料水喷
淋，氨气
甲醛储罐
水封，天
然气加热
低氮燃
烧，预处
理后统一
RTO 处
理后 43m

高排气筒
排放 

51.2

% 
4.5 0.112 0.94 10 45.3 

P1 43 0.8 

SO2 4.6 0.114 0.955 0 4.6 0.114 0.955 50 — 

NOx 18.2 0.456 3.83 0 18.2 0.456 3.83 50 — 

VOCs（以非
甲烷总烃
计） 

23.8 0.595 4.998 98% 0.5 0.012 0.10 60 3.0 

氨 26 0.65 5.46 90% 2.6 0.065 0.546 — 41 

甲醛 2.9 0.072 0.605 98% 0.06 0.0014 0.0121 5 — 

酚类 1.4 0.035 0.294 98% 0.03 0.0007 0.00588 15 — 

合计  

21000 

万
m3/a 

颗粒物排放量 0.94t/a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排放量 0.1t/a，SO2 排放量 0.955t/a，NOx 排放量 3.83t/a，
氨排放量 0.546t/a，甲醛排放量 0.0121t/a，酚类排放量 0.00588t/a。  

— — — 

 

由表 3.3-8，拟建项目建成后有组织废气排放量为 21000 万 Nm3/a，颗粒物排放量 0.94t/a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排放

量 0.1t/a，SO2 排放量 0.955t/a，NOx 排放量 3.83t/a，氨排放量 0.546t/a，甲醛排放量 0.0121t/a，酚类排放量 0.00588t/a。各工段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能够满足相应排放标准限值的要求。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                         拟建工程分析 

 3-35 

3.3.1.2 无组织废气 

拟建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浸胶车间未完全收集废气。 

浸胶车间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为浸渍液配制时投料、烘干、拉伸、定型等工

序集气系统未收集的废气，考虑各工序集气效率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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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  拟建项目废水水质产生情况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 废水量 m3/a 浓度 mg/L 产生量 t/a 

1 CODcr 

12439 

752 9.35 

2 BOD5 379 4.71 

3 氨氮 13 0.16  

4 总氮 21 0.26  

5 全盐量 1220 15.18  

6 甲醛 2.1 0.03 

由表 3.3-10 可知，项目废水产生量为 12439m3/a，CODCr 和氨氮产生量为

9.35t/a 和 0.16t/a。 

3.3.2.2 废水治理措施 

项目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市政管网；生产废水经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

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废水治理措施与现有工程相同，详见“2.2.7.2.2 废水处理措施”。 

根据时风农装产业园 2022 年 7 月在线监测数据可知，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

处理站总排口平均出水水质 CODcr 为 18.5mg/L，氨氮 1.69mg/L，能够满足《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A 等级排放标准和高唐县

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水水质的要求。 

3.4.2.3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高唐县污水处理厂）概况 

（1）设计规模、处理工艺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高唐县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于 2004

年 8 月投入运行，设计处理规模 4 万 m3/d，采用德国百乐克工艺技术，出水水

质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排放标准。污水处理厂二期及

中水回用工程于 2007 年 9 月开工建设。该工程采用百乐克工艺，项目建成后全

厂处理能力达到 8 万 m3/d、中水回用 4 万 m3/d，确保城市污水全部得到处理，

处理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1 一级 A 标准要求。该工

程于 2009 年 5 月建成，同年 8 月通过省环保厅验收并投入正式运行。污水处理

厂出水排入污水处理厂厂区东侧的北官道沟，向北约 16km 汇入马颊河。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理工艺如下： 

污水在厂内首先经过粗格栅去除大的漂浮物，然后自流入集水池。污水经立

式污水泵提升至栅隙为 0.9mm 的变频细格栅，通过机械的方法除去部分的砂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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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杂质被细格栅的压榨机压榨，并收集在容器中。经过细格栅之后污水经过

沉砂池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砂粒，污水沉砂后被分成两股水流进入厌氧池，由推

进器将进水和厌氧污泥混合进行厌氧处理，然后自流入 BIOLAK 生化池，利用

悬链式曝气器曝气充氧进行好氧处理，处理后的污水，经二沉池沉淀分离活性污

泥后再进入稳定池进行曝气充氧稳定。从稳定池出来的水经过紫外线消毒后可直

接排放。沉砂池内的沉砂由吸砂泵吸出运走，Bl0lAK 反应池产生的剩余污泥用

污泥泵送入污泥池，污泥由螺杆泵送入带式浓缩脱水一体机。污泥池产生的上清

液和压滤机产生的滤液等富磷污水收集，投加化学药剂除磷，脱磷污水再重新回

流到污水处理系统二次处理。BlOLAK 反应池需要的氧气由风机供给，预处理设

施产生的机械杂物外运填埋处置，产生的剩余污泥经机械脱水后外运用于施肥。

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3.3-3。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设计进水水质为 pH 6~9 、

CODCr≤300mg/L、氨氮≤20mg/L、BOD5 ≤150mg/L、石油类≤15mg/L，设计出水

水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及《关

于印发高唐县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高政发[2017]5 号）

CODCr≤40mg/L、NH3-N≤2mg/L，排入北官道沟，最终汇入马颊河。 

（2）出水水质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7 月出水水质在线监测数据见表

3.4-16。 

市政

污水 
粗格栅 

机械搅拌澄清池 

消毒池 综合生化池 细格栅 

经官道沟

进入泉林

潜流人工

湿地最终

由官道沟、

唐公沟汇

入马颊河 

污泥浓缩池 污泥脱水 

外运干化堆肥 
砂滤池 

清水池 回用水泵房 

泉林纸业

公司、市政

洒水 

深度处 

理区 

加药 

污泥 二次提升 

图 3.3-3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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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6 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7 月在线监测数据一览表 

日期 
废水排放量 

(m3) 

pH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无量纲 浓度(mg/L) 

202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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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县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高政发 [2017]5 号）

CODCr≤40mg/L、NH3-N≤2mg/L标准要求。废水能够稳定达标排放。 

（3）本项目废水排放去向 

本项目废水经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度处理，处理后出水水质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及山东

省环境保护厅及《关于印发高唐县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高

政发[2017]5 号）CODCr≤40mg/L、NH3-N≤2mg/L 标准后进入泉林湿地净化，净

化后排入北官道沟，最终汇入马颊河。 

3.4.2.4 废水排放情况 

本项目废水经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后排放情况见表 3.4-17。 

表 3.4-17  项目废水污染物最终排放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 

排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公

司 
排入外环境 

废水量

m3/a 

浓度

mg/L 

排放量

t/a 

废水量

m3/a 

浓度

mg/L 

排放量

t/a 

1 CODcr 

12439 

18.5 0.23 

12439 

15.9 0.20 

2 BOD5 9 0.11 8 0.10 

3 氨氮 1.69 0.021 0.653 0.008 

4 总氮 3 0.04 1.2 0.02 

5 全盐量 1220 15.18 1220 15.18 

6 甲醛 0.2 0.002 0.2 0.002 

 

项目建成后废水经化粪池、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和高唐县清源净水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后，排入地表水环境的废水量废水量 12439m3/a，污染

物 CODCr 和氨氮排放浓度分别按照 15.9mg/L 和 0.653mg/L 计算，污染物 CODCr

和氨氮总排放量分别为 0.20t/a 和 0.008t/a。 

3.3.3 噪声 

3.3.3.1 噪声源及源强 

拟建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运行，主要噪声源为风机、泵、卷绕机、网络

器、空压机、压缩机、冷却塔等，其噪声源强约为 80～95dB(A)。拟建项目主

要设备噪声级见表 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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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9  拟建项目主要设备噪声级一览表 

序

号 

建筑

物名

称 

声源

名称 
型号 

声源源强 

声源控制措

施 

空间相对位置/m 
距室内

边界距

离/m 

室内边界

声级
/dB(A) 

运行

时段 

建筑物插入

损失 / 

dB(A) 

建筑物外噪声 

（声压级/距声源距

离）/（dB(A)/m） 
X Y Z 

声压级
/dB(A) 

建筑

物外

距离 

1 

浸胶

车间 

浸胶

系统

设备 

—— 85/1 
厂房隔声、

基础减震 
274 -507 32.57 5 71.0 24h 26 45.0 1 

2 风机 —— 90/1 

厂房隔声、

消声器、基

础减震 

285 -508 30.11 2 84.0 24h 26 58.0 1 

3 
传动

电机 
—— 85/1 

厂房隔声、

基础减震 
254 -488 31.36 5 71.0 24h 26 45.0 1 

4 
空压

机 
40Nm3/min 90/1 

厂房隔声、

基础减震 
304 -494 30.13 2 84.0 24h 26 5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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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FDY 油剂、丁吡胶乳、丁苯胶乳、甲醛、氨水等

包装桶、废包装袋：间苯二酚、氢氧化钠、苯甲酸、防老剂等包装袋）、废联苯

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 

拟建项目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详见表 3.4-20。 

表 3.4-20  项目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工段 
产生量

（t/a） 

固废

类别 
代码 处置措施及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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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类（t/a） 0.294 0.28812 0.00588 

无组

织 

颗粒物（t/a） 0.129 0 0.129 

车间扩散后无组织

排放 

VOCs（以非甲烷

总烃计）（t/a） 
0.555 0 0.555 

氨（t/a） 0.6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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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2 非正常工况废气排放情况 

废气的非正常运行工况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发生故障，处理效率为 0，废气不

经处理直接排放，拟建项目非正常工况下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 3.3-24。 

表 3.3-24  非正常工况下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排气筒 

污 

染 

物 

排放情况 排放标准 
达标

情况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浓度 

（mg/m3） 

速率 

（kg/h） 

P1 

颗粒物 9.2 0.229 10 45.3 

达标 

SO2 4.6 0.114 50 — 

NOx 18.2 0.456 50 — 

VOCs（以非

甲烷总烃计） 
23.8 0.595 60 3.0 

氨 26 0.65 — 41 

甲醛 2.9 0.072 5 — 

酚类 1.4 0.035 15 — 

 

可见，非正常工况下，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能满足相应排放标准的要求，但是，

非正常工况会大大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建设单

位应加强废气处理设备的管理，加强检修频率，确保设备在良好状态下运行。在

运行过程中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启动停产程序，查明事故工段并安排专业维修人

员进修维修，确保事故状态下不生产，从而避免事故状态下废气排放对环境空气

的影响。 

3.3.8 拟建项目建成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汇总情况 

拟建项目建成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汇总情况具体见表 3.4-26，同期工程仅一

期位于时风化纤产业园，因此该厂区仅汇总同期一期污染物排放量。 

表 3.3-26  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时风化纤产业园污染物排放汇总情况一览表 

种

类 
污染物名称 

现有 

工程 
同期工程 

“以新带

老”削减

量 

拟建项目

排放量 

项目建成

后全厂排

放量 

项目建设

前后 

变化量 

废

水 

废水量（t/a） 218901.86 10878 0 12439 242218.9 +12439 

COD（t/a） 4.247 0.21 0 0.20 4.657 +0.20 

氨氮（t/a） 0.055 0.003 0 0.008 0.066 +0.008 

总磷（t/a） 0.044 — 0 — 0.044 — 

总氮（t/a） 1.885 0.09 0 0.02 1.995 +0.02 

废

气 

废气量（万

m3/a） 
148618.2 71400 0 21000 241018.2 +21000 

颗粒物（t/a） 3.672 2.264 0 0.94 6.876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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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工艺路线是成熟的浸胶生产线，在国内和厂区已有数套装置投产运行。基

本不存在技术风险。 

（2）设备的清洁性分析 

一个工程的控制水平直接关系到工程总体的清洁生产水平，关系到工程的

产品质量、能耗和环保等多方面问题。 

拟建项目在生产中用到的设备包括直捻机、织布机、浸胶系统等配套设备。

在设备选择上主要购买国内和国际同类中较先进的设备；设备材质选择均考虑

了在生产过程中设备操作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以及设备接触物料的化学特性，主

要设备、管道选择不锈钢、碳钢、搪瓷等防腐蚀材料。 

由以上分析，项目生产工艺及设备基本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3.4.3 过程控制 

（1）设备工艺节能：选用先进适用的节能型生产设备，充分运用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合理布置生产工艺流程，以达到节约能源降低成本的目的；在

工艺上，合理调整工艺路线，使得物流通畅、运输便捷，降低能源消耗，以达到

节能目的。 

（2）电气节能：全厂的供电设备均选用国家推荐使用的节能型电器，供电

系统采用集中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和最优的供电方案，可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电能

损耗；项目对泵类等采用变频调速节电装置，使电机启动平滑，消除机械的冲击

力，保护机械设备，而且对电机具有保护功能，降低电机的维修费用，节电量可

达 20%以上；选用节能型的照明灯具，合理选择照度标准；各建筑物走廊灯和楼

梯灯采用声控自动开关。 

（3）节水：冷却水循环使用，可节约新鲜水资源；给水阀门选用高质量的

防泄漏阀门，卫生器具选用延时自闭冲洗阀，可节约水资源，降低能源费用；供

水系统采取防渗、防漏措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3.4.4 资源与能源利用 

拟建项目吨产品综合能耗指标与现有工程相比见表 3.5-1。 

表 3.5-1  拟建项目吨产品能源消耗情况与现有工程对比一览表 

名称 单位 
单位产品消耗指标 

拟建项目 现有工业布项目 

一次水 m3/t 0.92 1.5 

电 kWh/t 37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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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 t/t 0.06 1.75 

天然气 m3/t 238.8 — 

由表 3.5-1 可看出，拟建项目每吨产品综合能耗指标除了增加了天然气消耗，

其余能耗均低于现有项目，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3.4.5 原辅料消耗 

拟建项目吨产品综合能耗指标与现有工程相比见表 3.4-2。 

表 3.4-2  拟建项目吨产品原辅料消耗情况与现有工程对比一览表 

名称 单位 
消耗指标 

拟建项目 现有项目 

锦纶 6 工业丝 t/t 0.98 0.92 

丁吡胶乳 t/t 0.076 0.06 

丁苯胶乳 t/t 0.02 0.02 

由表 3.5-1 可看出，拟建项目主要原辅料锦纶 6 工业丝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进

行了微调，浸渍液主要原辅料除了丁吡胶乳，每吨产品综合消耗指标均等于现有

项目，且原辅料较清洁，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3.4.6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指标清洁生产分析 

拟建项目吨产品污染物排放指标与现有工程相比见表 3.4-3。 

表 3.4-3  拟建项目吨产品原辅料消耗情况与现有工程对比一览表 

名称 单位 
消耗指标 

拟建项目 现有项目 

颗粒物 kg/t 0.05 0.12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 kg/t 0.005 0.03 

拟建项目工艺上排放的颗粒物和 VOCs 均低于现有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且

各工艺废气经相应的废气处理措施处理后，均能满足相应的排放标准要求，拟建

项目单位产品的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较小，充分体现了企业技术优势。因而项

目在污染物产生指标上具有一定的清洁生产水平。 

3.4.7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清洁生产分析 

拟建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可节约大量新鲜水。 

由此可见，拟建项目在废物回收利用指标上具有较高的清洁生产水平。 

3.4.8 环境管理要求清洁生产分析 

环境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企业中，建立健全环保机构，加

强环保管理工作，并把环保工作纳入生产管理，对于减少企业内污染物排放，促

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回收，提高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着重要意义。拟建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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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投产后，充分利用环保管理机构，进行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具体方案见表 3.4-4。 

 

表 3.4-4  拟建项目环境管理实施方案一览表 

项目 指标 实施方案 

1 
环境法律

法规标准 

严格遵守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

求；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废水经化粪池、时风农装产

业园污水处理站和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后，最终

达标排入北官道沟。废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标准、《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9）表 1 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 1、表 2 标准、山东省地方标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801.6-2018）表 1、表 2、表 3 标准限值、《合成树

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5、表 9 标准限值要求；噪

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4a 类标

准要求；固体废物贮存遵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修改单要求。 

2 组织机构 设置节能环保科，环保专职人员 3 名 

3 环境审核 
项目投产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健全环境管理制度，

保证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4 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

废物转移制度。 

5 
生产过程

环境管理 

对每个生产装置制作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下发作业指导书；在易造成

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位建立警示牌；对生产装置进行分级考核；健

全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境管理程序；健全环境管理监测制度和污染

事故应急程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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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1 地理位置及交通状况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的西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北纬 36°40′。同时处于华

东、华北、华中三大行政区交界处。辖区内有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和代表中国农业

文明的黄河在此交汇，贯穿中国南北的京九铁路和连接祖国东西的胶济邯铁路及

高速公路在此交汇，为聊城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北部和东北

部与德州市接壤，东南部以黄河为界与济南市、菏泽地区相接，南部依金堤河同

河南省濮阳市毗邻，北部靠漳卫河与河北省的邯郸、邢台地区隔水相望。 

高唐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隶属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的东北部，介于东经

116°00′00"～116°30′00"，北纬 36°37′30"～37°02′30"之间，南临茌平县，东与禹

城、齐河两县相邻，西与夏津县和临清县接壤。县域东西宽 40.8km，南北长

42.4km，行政区土地面积 960km2，现辖 9 镇、3 个街道、1 个经济开发区，603

个行政村、42 个城市社区，51.4 万人口。 

高唐位居济南、德州、聊城三大城市构成的“金三角”中心，交通运输条件

便利，东依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速公路，西靠京九铁路，连接京九、京广、京沪三

大南北铁路的东西通道邯济铁路穿境而过。国道 105、308 线和两条省道交汇于

县城。境内有 2 条国道和 2 条省道通过，沿 308 国道向东 107km 到达济南，向

西则可以到达石家庄；沿 316 省道南下 56km 则到达聊城市，高唐成为聊城、德

州之间的最重要的中转枢纽。高唐东距济南国际机场 70km，距京九铁路聊城站、

临清站均 50 多 km。环省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以及县乡道等的新建改造，更

使高唐县的交通更加便利发达。 

本项目位于高唐县汇鑫路以西，太平路以东，华丰路以南，政通路以北，时

风化纤轮胎产业园内。本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2.1-1。 

4.2 自然环境概况 

4.2.1 地形、地貌 

高唐县属黄河冲积平原区，地势平坦，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面高程在

32.00m～22.00m 之间，平均海拔 27m，最高点为南张庄村西（海拔 32.1m），最

低点在涸河乡三甲王西北（海拔 22.6m），地面自然坡降为 1/7000～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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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上黄河历次改道淤积和决口泛滥，形成了微度起伏的平原地貌，其

主要类型有缓平坡地、河滩高地、古河床高地、背河槽洼地、河间浅平洼地和沙

质河槽地。地面缓岗与洼地呈微波状起伏，高差不过 3m。缓岗主要是小沙丘，

集中于西南部，个别分布于西北部。其中缓平坡地占 56.25%，河滩高地占 17.65%，

古河床高地占 10.83%，背河槽洼地占 6.94%，河间浅平洼地占 5.11%，沙质河槽

地占 3.22%。 

高唐县地处黄河下游地带的鲁北平原，由于黄河长期冲积作用及多次迂回改

道，形成了巨厚层的第四系、新第三系松散堆积层，主要岩性为砂质粘土、粘质

砂土、粉土、粉砂及细砂等，层位不稳，相互叠加。高唐地处华北板块之华北拗

陷的临清坳陷区内，新构造运动以缓慢沉降为主要特征，第三、第四纪以来，沉

降厚度上千米。根据国家地震局和山东省地震区划，高唐县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 

4.2.2 区域地质特征 

4.2.2.1 地层 

山东省地层在全国地层区划中属于华北地层大区之晋冀鲁豫地层区的东南

隅，根据全国三级地层区划原则，可将山东省划分为华北平原地层分区（V4
8）、

鲁西地层分区（V4
10）、鲁东地层分区（V4

11），高唐处于华北平原地层分区（V4
8）

中，自第三纪以来，受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的强烈影响，临清拗陷下伏基底

中生界侏罗-白垩系地层进一步沉降，沉积了巨厚的新生代松散地层，新生界地

层厚度一般为 2000-3500m。新生界地层由新到老分别为第四系平原组、新近系

明化镇组、馆陶组、古近系东营组、沙河街组、孔店组。根据高唐县相关石油、

地热钻孔资料揭示，该区第四系厚度 250m 左右。 

1、第四系(Q) 

由一套松散的河湖相沉积物质组成。上部岩性以浅黄、灰黄色粉质粘土、粘

土、粉土为主，夹粉砂；下部为浅灰色、棕红、灰绿色粉质粘土、粘土与粉砂、

细砂互层，钙质结核发育，粘性土结构致密。底部见钙质胶结砂岩。厚度一般为

240-300m，与下伏的新近系明化镇组呈假整合接触。 

（1）全新统(Q4) 

广泛分布于全区，厚 12-58m。主要为冲积相、湖沼相沉积，按岩性分上、

下两段。上段自地表至 15m 左右，为土黄色至褐黄色粉质粘土、粘土夹粉土、

粉细砂透镜体，顶部 0.5m 左右大部为耕植层。粉质粘土在不同地段发育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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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本段结构松散具层理结构和虫孔构造，含较多植物根茎。粉土常有锈黄色花

斑及灰绿色浅纹。下段为灰黑色、黑色淤层或泥炭层，夹薄层粉砂、粉细砂，绪

构松软，饱水，富含有机质及软体动物遗骸。淤泥层在本区较为稳定，一般普遍

可见 1-2 层或 2-3 层，单层厚度 l-5m，底部常为灰色粉土或粉砂层。该层厚度一

般 20-30m。 

（2）更新统(Q1—3) 

主要为河湖相沉积，厚 90-206m。上部以土黄、黄褐色粉土为主，夹粉砂、

粉细砂层，结构松散，常具有明显的层理，砂层中含少量钙质结核。其下为褐黄、

灰绿等色，锈染普遍，钙质结核增多，局部较富集，灰绿色一般发育在 60-70m

之间。下部为棕黄、灰绿、棕红色粉质粘土夹细砂、中细砂层，局部夹薄层粘土，

结构致密，锈染也很普遍。钙质淀积物较发育，含钙质结核。豆状锰质结核在下

部开始出现，局部富集。砂层厚一般 3-6m，局部超过 l0m，底部常有钙质小砾

石，有时为钙质胶结，呈厚 10-20m 的砂岩、砂砾岩。局部地区在 50-70m，l00-200m

深度可见到灰色、灰褐色淤泥层。该层顶板埋深 150m 左右，向西埋深增大，大

部分在 200m 以上，最深可达 230m。 

2、新近系(N) 

在区内广泛分布，自下而上分为：馆陶组和明化镇组。 

明化镇组：上部岩性以土黄、棕红、棕黄等杂色粉质粘土、砂质泥岩、泥岩

和灰白色、浅灰色粉砂岩、细砂岩为主，局部夹灰绿色泥岩及钙质结核。泥岩成

岩性较差，遇水膨胀，砂岩多为松散状，为泥质或钙质胶结。下部为棕红、灰绿

色砂质泥岩、泥岩及灰白色、浅灰色细砂、中细砂岩，局部含石膏晶片。泥岩成

岩性较好；砂岩胶结（固性）较差，颗粒分选性及磨圆度中等，成分以石英为主，

长石次之。厚度 500-800m。 

馆陶组：上部岩性为灰白色、浅灰色细一中砂岩及棕红色、灰绿色泥岩 

与细砂岩互层；下部岩性为灰白色、灰色厚层状或块状砾岩、含砾砂岩、砂砾岩、

细砂岩、棕红色泥岩及砂质泥岩；底部普遍发育砾砂岩。属河流相，厚度

300-l000m，与下伏的古近系呈不整合接触。 

3、古近系(E) 

    被第四系和新近系覆盖，属湖相沉积，主要岩性为：灰、灰绿、红色、紫红

色泥岩、砂岩、砾岩及油页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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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地质构造 

本区隶属于华北板块（地台，Ⅰ级），聊城——兰考大断裂，将其分为两个

II 级构造单元：断裂以西为华北拗陷（山东部分，有称辽冀台向斜），断裂以东

为鲁西地块（台背斜）。III 级构造单元临清拗陷区又包含莘县凹陷和高唐凸起两

个Ⅳ级构造单元区。 

项目所在的高唐县全境以及周边的临清市、冠县、莘县全部及东昌府区的大

部、阳谷县小部分地区处于华北拗陷的临清拗陷区内，茌平县、东阿县的全部及

阳谷县的大部、东昌府小部分地区处于鲁西地块的鲁中隆起区内。 

区域断层分布一般为北东向，主要断层为聊城—兰考断裂，次一级断层有馆

陶断层、冠县断层、堂邑断裂、杨官屯断层、东阿断层等。 

聊城——兰考断裂北起聊城东北部与齐河一广饶断裂交汇处，向西南经范县

至河南兰考，全长 270km。走向 NEl0o-30o，倾向 NW，倾角 40o-70o。在南段向

西弯曲呈弧形，为西盘下降、东盘上升的正断层。该断层在三叠纪就已存在，侏

罗纪-古近纪活动强烈，新近纪-第四纪亦有轻微活动。它是鲁西地块与华北拗陷

的分界断裂。根据地震物探资料，聊考断裂带在本区的宽度为 6.3m，它的西缘

在东昌府区市区，东缘大致沿小眉河西侧向南至王屯一线。本区段断裂带东侧奥

陶系灰岩顶板埋深 800-l000m，西侧 6500-7000m，落差 5000-6500m，倾角 40o-45o。 

临清拗陷区内的杨官屯断裂，北起茌平县杨官屯镇，南到莘县，全长约 55km，

走向北东，倾向东南；堂邑断裂北起高唐县北部，向南过东昌府区堂邑镇，在莘

县北与杨官屯断裂相交后向南西延伸，全长约 145km。 

聊考断裂及其所属次生构造，将本区切割成一系列升降断块，构成了沉积

基底的基本轮廓。 

项目区位于临清拗陷区（III 级）的临清拗陷（IV 级）的高唐凸起（V 级）

内，高唐周边地质构造图见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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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高唐县周边地质构造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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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区域水文地质 

4.2.3.1 含水岩组分布及水文地质特征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的差异，山东省共分为鲁西北平原松散岩类水文地质区、

鲁中南中低山丘陵碳酸盐岩类为主水文地质区和鲁东低山丘陵松散岩、碎屑岩、

变质岩类水文地质区等三个大区，本项目位于鲁西北平原松散岩类水文地质区冲

积、海积冲积平原咸淡水水水文地质亚区的高唐——德州岛状咸水、孔隙水文地

质小区的西南部。黄河的多次泛滥与改道对本区晚更新统及全新统地层的形成及

含水条件影响很大。区内新生界含水层，主要是由上第三纪明华镇组和第四纪不

同成因类型、不同沉积来源的地质体组成。它们在空间分布上重叠交错，地质结

构颇为复杂。致使赋存于地层内的各含水层的水文地质特征差异性很大。 

由于在地层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古地理、古气候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地下水水化

学水平分带和垂直分带。 

本项目厂区所处的高唐城区属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地下水资源丰富程度一

般，区域地下浅层淡水区、浅层咸水区、深层淡水区相间分布（分为浅层潜水—

微承压含水层组、中深层承压含水层组、深层承压含水层组）。 

高唐县地处黄河下游地带的鲁北平原，由于黄河长期冲积作用及多次迂回改 

道，形成了巨厚层的第四系、新第三系松散堆积层，主要岩性为砂质粘土、粘质

砂土、粉土、粉砂及细砂等，层位不稳，相互叠加，为地下水的赋存创造了极其

优越的条件，形成了单一的地下水类型-松散岩类孔隙水。区内地下水水化学类

型较复杂，受沉积环境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形成了上淡-中咸-下淡的三元结

构或多元结构，大部分地区上部(50m 以内)分布浅层淡水(矿化度小于 2g/L)，局

部浅层为微咸水或咸水；中层为咸水(50-120m 之间)(矿化度 2-5g/L)；深层淡水

分布在 120-140m 以下(矿化度小于 2g/L)。各层地下水其埋藏条件不同，富水性

及分布规律均有差异。 

4.2.3.2 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本区潜水、浅层微承压水以及深层承压水总的流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均由西

南向东北方向运动，但其补排形式却截然不同：潜水、浅层微承压水以垂向运动

为主，而水平径流仅在河渠两侧和漏斗范围内才占主导地位；深层承压水则以水

平方向的补给和排泄为主，径流条件很差；另外，潜水、浅层微承压水动态季节

性变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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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变化规律很强；而深层承压水动态与季节性变化几乎无关，年动态变

化比较稳定。 

1、浅层水（潜水、微承压水）的补给、径流与排泄条件 

区内分布的浅层水以垂直方向的补排为主，其补给来源是大气降水、地表水

及灌溉回归水，这些水以垂向渗入的方式补给浅层水，并通过垂向蒸发或植物蒸

腾进行排泄。因其补给来源是季节性的，故渗入补给也是断续的，但蒸发消耗则

是连续的。本区地形平坦，地表径流缓慢。所以，浅层水呈现就地补给，就地排

泄；断续补给、连续排泄的水循环交替迅速的特征。仅在开采季节形成的漏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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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水、浅层淡水地下水之间有一定的水力联系。 

4.2.4 地表水 

高唐县地处海河流域，县内主要河流有 17 条。徒骇河、马颊河是县境内的

骨干河道，自西南向东北纵贯全境，以其自然流势分为徒骇河和马颊河两个流域。

徒骇河、马颊河均属于海河流域，水文特征相同，都为过境河流，由西南流向东

北，形成平行水系，河道平直，河谷宽浅，属坡水性河流；同时地表径流季节变

化大，为季节性间歇河流。 

高唐县境内主要排水河流为徒骇河和马颊河，依其自然流势自西南向东北纵

贯全境。徒骇河为省级行洪排涝河道，流域面积 4181.2km2，县境内河道自姜店

乡南镇以南入境，至固河镇李集东南出境，境内长 26km，流域面积 393.62km2；

徒骇河在县境内长 26km，流域面积 393.6km2，较大支流 9 条，其中流域面积

100km2 以上的有七里河、管氏河；100km2 以下的有尚官屯沟、辛浦沟、侯桥沟、

靳家沟、友谊沟、李集沟、下四新河。马颊河县境内自清平镇代官屯难入境，至

梁村镇董姑桥出境，长 28km，流域面积 432.3km2，较大支流 6 条，其中 100km2

以上的有唐公沟、官道沟、沙河沟；100km2 以下的有王浩沟、西干沟、张官屯

沟。 

高唐县地表水系分布见图 4.2-2。 

4.2.5 气象 

高唐县地处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四季

气候的基本特征为“春旱多风，夏热多雨，晚秋易旱，冬季干寒”。 

高唐县多年平均气温 13.1℃，最热月平均气温 26.6℃，极端最高气温

41.2℃(出现在 1958 年 6 月 18 日)；最冷月平均气温-3.0℃；极端最低气温-20.8℃ 

(出现在 1981 年 1 月 26 日)；1 月份最低平均气温为-3.1℃，7 月份最高平均气温

26.8℃；多年平均无霜期 195 天；最大冻土深 43cm，最大积雪厚度 31cm。 

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3.7m/s，月平均最大风速发生在 4 月份，为 4.7m/s，月平

均最小风速发生在 8 月份，为 2.5m/s，全年主导风向为南风和偏东北风。 

高唐县多年平均降水量 508.8mm，其中 7、8、9 月份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73.2％左右，最大年降水量为 975.9mm（1961 年），最小年降水量仅 287.1mm（2002

年），丰枯极值之比为 3.4。月平均最小降雨量 1.2mm；日最大降雨量 121.6mm；

小时最大降雨量 56.1mm；最大降雪厚度 150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644.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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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皿型号 E601），年最大蒸发量为 1892.3mm，出现在 1994 年；年最小蒸发

量为 1368.1mm，出现在 2007 年。最大风速（距地面 10m 高，10 分钟平均）24m/s；

冬季平均风速 2.3m/s；夏季平均风速 1.9m/s；年平均风速 2.3m/s；主导风向夏季

南风 18%；冬季南风 4%；全年风向南风 18%。年平均雷电日 20 天/年。 

4.2.6 地震烈度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高唐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为 0.15g，相当于地震基本烈度为 VII 度。高唐地处华北板块之华北拗陷的临清

坳陷区内，新构造运动以缓慢沉降为主要特征，第三、第四纪以来，沉降厚度上

千米。 

根据国家地震局和山东省地震区划，高唐县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 

4.2.7 资源 

土地资源：土地总面积 142 万亩；其中可利用地 119 万亩，占总面积的

76.79%；永久性占地 33.41 万亩，占总面积的 23.21%．在可利用面积中，耕地

总面积 94.4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65.41%，有林地 8.87 万亩，占 6.15%；沙碱

荒地 7.5 万亩，占 5.2%，水面 1.46 万亩，占 1%。在永久性占地中，村镇占地

22.32 万亩，占总面积的 15.5%，河、沟、渠、路占地面积 11.01 万亩，占 7.71%。 

水资源：水资源总量 18.68 亿 m3，主要包括地下水、地表径流和过境客水。

可利用水资源 2.7 亿 m3，现已利用 1.56 亿 m3。由于地势平坦，地下水径流迟缓，

水化学条件复杂，按矿化度高低分为淡水、咸水两种。约计 60m 浅层地下水总

储量 16.7 亿 m3，其中淡水 15.9 亿 m3，咸水 0.8 亿 m3。淡水可开采量约为 1.34

亿 m3。地表径流水中，徒骇、马颊河的平均客流径流量共 3.9974 亿 m3。 

生物资源：兽类有狐狸、獾、黄鼠狼、野兔、刺猬等。野生禽类有麻雀、喜

鹊、鹌鹑、野鸭、燕子、鹰、啄木鸟、布谷鸟等。野生鱼类有草鱼、黑鱼、鳝鱼、

泥鳅、鲇鱼等。野生植物有茅草、青蒿、苦菜、水稗子等百余种。 

中药材有蟾蜍、土元、蝉蜕、蛇蜕、蝎、水蛭、天花粉、枸杞、车前子、苍

耳子、蒲公英、猫眼草、茵陈、马齿苋、芨芨草等。 

4.2.8 土壤 

高唐县共有土地总面积 142 万亩，可利用面积 119 万亩，可以分为潮土、盐

潮土和风沙土三个土类，土层深厚，砂粘相间，自然肥力较低，土壤按照质地可

以分为壤土、粘土、沙土三种，以壤土为主，有 83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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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砂壤土 19.9 万亩，占总面积的 14%，壤土耕性良好，但是自然肥力较低，

保水保肥性差。主要分布在高唐城区、姜店镇高茌公路以西、张庄乡西北部，旧

城及三十里铺西部及韩寨、梁村等七个乡镇，粘土 40 万亩，占总面积的 27%。 

地下水位偏高，理化性能较差，适合种植各种农作物，潜水埋深 2—3m 左右，

保水保肥能力差，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主要分布在琉璃寺、张大屯和南镇乡东

部及杨屯西部。沙土 20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15%。土壤疏松、好耕作，但是土

壤结构极差，养分含量低，漏水漏肥，适合种植花生和林木，主要分布在旧城镇

中部、东部、北部，三十里铺乡东南部。 

4.2.9 植被 

高唐林地面积 58715.8 亩，农田林网化面积 338500 亩，林木覆盖率 8%。林

木树种 93 个，见乡土树种有毛白杨、旱柳、榆、刺槐、国槐、臭椿、枣树、杞

柳、紫穗槐等。当前栽种以欧美杨、大青杨为主，毛白杨、泡桐次之。 

 

4.3 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当地的环境功能区划，拟建项目所在区域中环境功能区划如下： 

1、环境空气功能区划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2、地表水环城新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北官道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3、地下水水质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 类； 

4、声环境功能区划为 3 类区； 

5、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筛选值第二类用地及《土壤质量标准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GB15618-2018）风险筛选值标准。 

 

4.4 相关规划 

4.4.1 高唐县县城总体规划 

《高唐县县城总体规划》规划期限为 2018 年~2035 年，近期到 2022 年，远

期到 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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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中心城区总体布局 

1、空间布局 

（1）城市开发边界 

根据高唐县县城总体规划，高唐县城市开发边界为：东至新唐公沟、南至城

市南环路、西至高干分渠、北至城市北环路，面积为 54.6 平方公里；汇鑫片区

开发边界为东至城市西环路、南至裕华路、西至沙河沟、北至 308 国道北侧，面

积为 0.6 平方公里。 

（2）城市空间布局结构 

高唐县规划形成“蓝绿绕城、轴网连通、三心八区”的城市空间结构。 

①“蓝绿绕城” 

连通高干分渠、二干渠、新唐公沟、韩尹沟等水系，构筑环城水系，形成城

区周边的蓝绿空间。 

②“轴网连通” 

“轴”指城市发展轴，包括南北魅力发展轴和东西活力发展轴。其中，南北

魅力发展轴，依托滨湖路、北湖路、南湖路，串联城市三大中心。东西活力发展

轴，依托金城路、鼓楼路，贯通汇鑫街道、产业园区、老城休闲居住区、东部商

贸服务区。“网”指由城市绿带和公共服务设施耦合形成的网络。 

③“三心八区” 

“三心” 

城北产业服务中心，依托生态林地、果子市支渠的景观优势，在滨湖路两侧

的区域发展为产业区服务的科技创新、商业等功能。中部商业服务中心，结合鱼

丘湖周边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市更新，提升商业服务、文化展示与体验等功能，

形成以商业服务为主的城市中心。南部书画文创中心，结合双海湖周边地区的景

观塑造，布局城市的行政、文化、书画文化创意等设施，形成以文创、旅游服务

为主的城市中心。 

“八区” 

老城休闲居住片区，北至泉林路、西至汇鑫路、南至时风路、东至春长街，

用地面积为 6.7 平方公里。积极推进滨湖路以西老工业区的城市更新，增加居住、

社区服务等功能；提升鱼丘湖周边的商业服务功能，打造城市商业服务中心。 

东部商贸服务片区，北至泉林路、西至春长街、南至时风路、东至环城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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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为 6.4 平方公里。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增加绿地、

广场等，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商贸服务业发展水平。 

南部文旅新城片区，北至时风路、西至汇鑫路、南至南环路、东至东兴路，

用地面积为 12.1 平方公里。依托双海湖、二干渠、官道新河良好的景观优势，

在滨湖地区发展文化创意、旅游服务和生态居住功能。 

战略新兴产业园，北至北环路、西至高干分渠、南至金城路、东至滨湖路，

用地面积为 7.4 平方公里。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

技术、信息、数据等为支撑，成为环保型产业的集聚地、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园。 

时风装备制造园，北至金城路、西至高干分渠、南至二干渠、东至汇鑫路和

滨湖路，用地面积为 6.1 平方公里。发挥时风集团的带动作用，重点发展装备制

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泉林循环经济园，北至北环路、西至滨湖路、南至泉林路、东至新唐公沟，

用地面积为 9.8 平方公里。发挥泉林集团的带动作用，重点发展造纸及纸制品产

业。 

汇鑫片区，用地面积 0.6 平方公里。限制跨越 308 国道向北发展，沿金城

路向东拓展，逐步推动城市更新。 

城际站前片区，用地面积 0.3 平方公里。依托城际站，布置商业服务、客运

站等设施。 

4.4.1.2 居住用地布局 

高唐县规划居住用地 1064.1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25.5%，人均用地面积

为 30.4 平方米。规划形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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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用地规模控制在 0.8 平方公里以内。“两副”，指两个城市副中心，一

是，双海湖周边以文化创意、旅游服务、行政办公为主的城市副中心，用地规模

控制在 0.6 平方公里（含滨水绿地）；二是，滨湖路两侧以科技研发、产业区服

务为主的城市副中心，用地规模控制在 0.4 平方公里。 

社区级中心结合社区生活圈布局，共布置 13 处。基于市民日常生活，规划

15 分钟可达的便捷服务的社区生活圈，每个社区生活圈服务人口 2-3 万人。在生

活圈内合理布局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商业、教育、卫生、体育、养老等

设施，强化社区生活圈作为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2、行政办公用地规划 

规划行政办公用地 47.6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1%，人均用地面积为 1.4

平方米。规划保留双海湖北侧的行政办公用地，适度调整优化行政办公用地布局。 

3、文化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文化设施用地为 22.2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0.5%，人均用地

面积为 0.6 平方米。 

健全城市级、社区级两级文化设施的建设。规划在双海湖北侧新增城市级文

化设施，包括城市文化活动中心、博物馆、美术馆、会展中心等，形成高唐县城

市文化中心；保留李苦禅纪念馆、李奇茂纪念馆等现状文化设施。结合新建居住

区设置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并逐步完善原居住社区文化设施。 

4、教育科研用地规划 

规划教育科研用地为 146.8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3.5%，人均用地面积为 

4.2 平方米。 

5、体育用地规划 

规划体育用地为 37.4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9%，人均用地面积为 1.1

平方米。 

6、医疗卫生用地规划 

规划医疗卫生用地为 60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4%，人均用地面积为 1.7

平方米。 

配置城市级—社区级两级医疗卫生设施。规划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

位数达到 7 张，其中医院床位数 5 张/千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2 张/千人。

保留现状高唐县人民医院、高唐县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县医院西院区、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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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院区、县医院东院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设施，进行原址扩建、更新，提高

规模和服务水平。建立健全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主体的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7、社会福利用地规划 

规划社会福利用地为 15.6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4%，人均用地面积为

0.4 平方米。 

3.4.1.4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为 263.2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6.3%，人均用地面积

为 7.5 平方米。 

4.4.1.5 工业与物流仓储用地规划 

1、工业用地 

规划工业用地为 1206.1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28.9%，人均用地面积为

34.5 平方米。规划工业用地集中布局在城区的西部和北部。整合城区内现状零散

工业用地，调整用地功能。切实加强集约利用土地，不断提高现状工业用地的绩

效，新入驻企业须满足《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

意见》鲁政办发（2013）36 号的要求。新建工业项目容积率应控制在 1.0 以上。 

2、物流仓储用地 

规划物流仓储用地为 65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6%，人均用地面积为 1.9

平方米。规划设置 1 处综合物流中心，位于城区的北部。逐步取消城区内零散的

仓储用地。城区内不得建设任何危险品仓库，新建危险品仓储必须按照国家有关

规范及安全防护要求远离城区选址。 

4.4.1.6 产业体系构建 

构建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相协调的特色产业体系。重点发展新

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农业机械、造纸及节能环保等支柱产业等新兴制造业，

提升纺织服装、健康功能食品、林木板材加工等传统产业；现代服务业以生态旅

游、文化创意、健康养老、现代物流业为主导，积极发展“锦鲤+科技、文化、

教育、休闲、贸易”产业；生态农业重点打造包含种植、养殖、加工、贸易、物

流、休闲等环节的全产业链。 

4.4.1.7 本项目与《高唐县县城总体规划》符合性 

本项目位于高唐县时风化纤轮胎产业园和时风热电产业园，在《高唐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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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三心八区”中的时风装备制造园。本项目在《高

唐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 年）》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中属于工业用地。因

此，项目符合高唐县县城用地规划要求。高唐县县城总体规划图见图 4.4-1。 

4.4.2 高唐县经济开发区规划 

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原名为山东高唐工业园区，2014 年 12 月，经山东省人

民政府研究，同意高唐工业园区更名为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山东冠县工业园区和高唐工业园区更名的批复》，鲁政字[2014]220 号）。 

根据《山东高唐工业园区环境影响报告书》（2008，山东大学）和《高唐县

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2018 年，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即高唐工业园园区）规划面积 23km2 范围，范

围包括东起滨湖南路向北，沿泉林路东延至盛世北路，向北至北外环路，然后向

西至滨湖北路向南，沿城市规划西界向西至西外环（316 省道），再转向南经政

通西路-太平南路到南外环（322 省道）。 

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规划布局充分考虑产业结构和布局现状、预期发展趋势、

土地集约利用，并考虑到与城市总体规划协调一致性，遵循“一区多园，循序渐

进”开发原则。产业结构以二类、三类工业为主，一类工业为辅。高唐自然地形

是南高北低，主导风向是南风，东西方向分频较小，自南向北将工业园区划分为：

汽车工业园、机械电子工业园、纺织服装工业园、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园、

肥料与精细化工工业园、造纸工业园六个主要工业园。加上中东部的居住混合区，

总共划分了七个功能区。为了远期发展，在规划范围内规划的一类、二类、三类

工业用地范围内还各自规划了工业仓储用地，重点发展机械、服装、家具、工艺

品等无污染项目。 

1、鼓励类 

符合开发区发展方向，且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清洁生产水平处

于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建设项目列为开发区鼓励项目，主要有：新能源、环保

产业、物流仓储等。 

2、允许类 

机械电子、汽车配件、汽车组装、金属加工、健康功能食品、包装和纸制品、

环保建材、服装纺织及资源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产业项目。 

3、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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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能耗、耗水量大、污染物排放量大、治理难度大的项目入驻。包括

但不限制于：含印染工艺项目、制浆、橡胶制品制造、陶瓷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

物加工项目等。 

4、禁止类（负面准入清单） 

跟踪评价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山东

省化工投资项目管理暂行规定》、《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安监总管三

[2013]12 号）等文件，并结合园区产业定位及行业准入条件等，制定经济开发区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具体见表 3.4-1。 

表 3.4-1  开发区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行业清单 工艺清单 产品清单 

1、化工、石化、医药中间体，农药等

项目 

2、金属、非金属矿石采选、洗选项目 

3、煤炭加工、石油加工、炼焦项目 

4、水泥制造项目 

5、皮革、毛皮鞣制类项目 

6、火力发电项目 

7、其他：不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

行业规划、开发区产业规划、区域污染

防治规划的项目；污染物不能达标排

放，园区无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

建设项目；其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

案（试点版）》（发改经体〔2016〕442

号）禁止投资、建设项目，其他《山东

省推进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

（2015-2020 年）》鼓励淘汰的项目。 

1、排放高盐废水或高浓度有机

废水，且不能有效处置的项目。 

2、排放异味或高浓度有机废气，

且不能有效处置的项目。 

3、燃煤、重油、渣油项目。 

4、涉及冶炼工艺的项目 

5、光气及光气化工艺 

6、电解工艺（氯碱） 

7、氯化工艺 

8、硝化工艺 

9、合成氨工艺 

10、氟化工艺 

11、煤化工、石油化工工艺 

12、电石生产工艺 

1、新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中的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2、列入“高污染、高风险”产品

目录的生产项目。 

3、新建光气及光气化产品生产

装置的项目。 

4、产品附加值低、单位产品能

耗水耗高、污染物排放量大的

项目 

5、产品含高毒、高残留物质及

对环境影响大的生产项目。 

 

拟建项目为锦纶工业布项目，不属于禁止入园区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因此拟建项目符合高唐经济开发区产业规划要求。高唐经济开发区规划见图

4.4-2。 

4.5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5.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5.1.1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达标区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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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21 年全市空气质量及考核情况的通报中高唐

县汇鑫街道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具体见表 4.5-1。 

表 4.5-1  高唐县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单位：μg/m3） 

项目 

 

点位 

SO2 NO2 PM10 PM2.5 CO O3 

年均值 年均值 年均值 年均值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

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

数 

高唐县 11 33 81 49 1.4mg/m3 159 

标准值 60 40 70 35 4 mg/m3 160 

  

由上表可知，2021 年高唐县汇鑫街道主要污染物中 SO2、NO2 年均值浓度、

CO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和 O3 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

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PM10 年均值、PM2.5

年均值出现了超标现象，不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限值要求。PM2.5、PM10 超标主要受村庄生活面源、道路施工及大风扬尘有

关。 

2、达标区判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相关规定，本次评

价优先采用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情

况，判断项目所在区域是否属于达标区。 

根据表 4.5-1 聊城市委办公室发布的《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21 年

全市空气质量及考核情况的通报》中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PM10 年均值、PM2.5

年均值出现了超标现象，不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限值要求。因此，判定高唐县属于环境空气不达标区域。 

4.5.1.2 环境空气现状监测 

（1）监测布点 

项目所在区域常年主导风向为南风（S），环境空气监测引用厂区《山东时风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4.5 万吨锦纶工业布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监测数

据。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要求，在项目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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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风向敏感点共布设 2 个环境空气现状监测点，具体见表 4.5-2，监测布点图见

图 4.5-1。 

表 4.5-2  环境空气现状监测点及项目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相对方位 
距离

（m） 
监测项目 选取意义 

1# 杜庄村 化纤轮胎产业园 N 100 

TSP、甲醛、氨、

非甲烷总烃、酚

类、苯、甲苯、

二甲苯、臭气浓

度 

了解主导风向下风向敏

感点背景值 

（2）监测项目 

环境空气 TSP、甲醛、氨、非甲烷总烃、酚类、苯、甲苯、二甲苯、臭气

浓度共 9 项。在空气质量采样的同时，进行气温、气压、风向、风速、总云量、

低云量等气象观测。 

（3）监测时间与频率 

聊城产研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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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

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1995 0.01mg/m3 

 

（5）监测结果 

采样现场气象条件见表 4.5-4，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4.5-5。各监

测点污染物监测结果统计见表 4.5-6。 

表 4.5-4 采样现场气象条件一览表 

采样日期 
采样 

时间 
风向 

风速
(m/s) 

气温
(℃) 

气压
(kPa) 

天气 

状况 

总云量/

低云量 

2022.01.18- 

2022.01.19（杜庄
村） 

13:48 S 1.6 7.3 100.34 多云 10/7 

19:47 S 1.4 -3.2 102.27 多云 / 

01:47 S 1.3 -3.7 102.35 多云 / 

07:46 S 2.1 0.2 101.46 多云 10/8 

2022.01.19- 

2022.01.20（杜庄
村） 

14:02 S 1.9 5.7 102.16 多云 10/7 

20:25 S 2.3 -2.8 102.33 多云 / 

02:17 S 1.7 -6.3 102.50 多云 / 

07:56 S 2.0 -6.2 102.63 多云 9/6 

2022.01.20- 

2022.01.21（杜庄
村） 

13:50 S 1.4 1.3 102.21 多云 10/7 

19:50 S 1.2 -2.2 103.24 多云 / 

01:50 S 1.1 -4.6 103.31 多云 / 

07:50 S 1.2 -4.5 103.31 多云 10/9 

2022.01.21- 

2022.01.22（杜庄
村） 

13:47 S 1.8 2.7 102.24 多云 10/7 

19:49 S 1.9 -2.7 102.31 多云 / 

01:49 S 2.1 -5.9 102.49 多云 / 

07:49 S 1.9 -6.3 102.52 多云 9/7 

2022.01.23- 

2022.01.24（杜庄
村） 

10:27 S 2.0 1.5 102.53 多云 10/7 

13:48 S 1.5 1.8 102.52 多云 10/7 

19:47 S 1.2 0.6 102.53 多云 / 

01:48 S 1.4 -2.9 102.56 多云 / 

07:47 S 1.1 -4.2 102.58 多云 10/8 

2022.01.24- 

2022.01.25（杜庄
村） 

13:52 S 1.9 2.6 102.29 多云 10/7 

19:58 S 1.6 1.5 102.30 多云 / 

02:31 S 1.7 -1.8 102.33 多云 / 

07:51 S 2.0 0.4 102.34 多云 10/8 

2022.01.25- 
2022.01.26（杜庄

村） 

13:48 S 1.3 4.5 102.14 晴 3/1 

19:50 S 1.2 -1.2 102.20 晴 /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20 

01:52 S 1.2 -4.2 102.50 晴 / 

07:50 S 1.2 -4.0 102.51 晴 3/1 

 

表 4.5-5 （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结果    单位：mg/m³ 

编

号 
时间 

甲醛 NH3 非甲烷总烃 

14:00 20:00 02:00 08:00 14:00 20:00 02:00 08:00 14:02 20:01 02:01 08:02 

1

# 

2022.1.18- 

2022.1.19 
未 未 未 未 未 0.02 0.02 0.04 0.62 1.30 1.12 0.78 

2022.1.19- 

2022.1.20 
未 未 未 未 未 0.02 0.02 0.03 1.00 0.96 0.92 0.69 

2022.1.20- 

2022.1.21 
未 未 未 未 未 0.02 0.02 0.02 0.76 0.62 0.96 1.04 

2022.1.21- 

2022.1.22 
未 未 未 未 未 0.02 0.02 0.03 0.68 0.79 0.76 0.62 

2022.1.23- 

2022.1.24 
未 未 未 未 未 0.02 0.02 0.02 0.78 0.63 0.60 0.66 

2022.1.24- 

2022.1.25 
未 未 未 未 未 0.02 0.02 0.02 0.56 0.64 0.47 0.71 

2022.1.25- 

2022.1.26 
未 未 未 未 未 0.02 0.02 0.02 0.40 0.77 0.62 0.44 

 

注：未=未检出 

 

表 3.5-5（2）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结果   单位：mg/m³ 

编

号 
时间 

苯 甲苯 二甲苯 

14:00 20:00 02:00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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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 

2022.1.21 
0.004 0.004 0.004 0.004 0.132 12 14 13 14 

2022.1.21- 

2022.1.22 
未 未 未 未 0.147 12 14 14 13 

2022.1.23- 

2022.1.24 
未 0.004 0.004 0.004 0.168 11 14 14 13 

2022.1.24- 

2022.1.25 
未 未 未 未 0.182 11 15 12 13 

2022.1.25- 

2022.1.26 
未 0.004 0.004 0.004 0.126 12 14 13 14 

注：未=未检出 

 

表 4.5-6  各监测点污染物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m³ 

监测点位 污染物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样品数 
浓度范围 

样品数 
浓度范围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1# 

TSP —— —— —— 7 0.126 0.182 

甲醛 28 未 未 —— —— —— 

氨 28 未 0.03 —— —— —— 

非甲烷总烃 28 0.40 1.30 —— —— —— 

酚类 28 未 0.004 —— —— —— 

苯 28 未 未 —— —— —— 

甲苯 28 未 未 —— —— —— 

二甲苯 28 未 未 —— —— —— 

臭气浓度 28 11 15 —— —— —— 

注：未=未检出。 

4.5.1.3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 

（1）评价因子 

本项目选择非甲烷总烃、氨、TSP 进行评价，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未检

出，不予评价，酚类和臭气浓度无评价标准，不予评价，仅留作本底。 

（2）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质量标准及《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浓度标准值具体见表 1.4-2。 

（3）评价方法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进行评价，计算公式为： 

i

i
i

C

C
P

0

  

其中：Ci—第 i 种污染物的实测浓度，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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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i—第 i 种污染物的浓度标准值，mg/m3； 

          Pi—第 i 种污染物的单因子指数。 

（4）评价结果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果见表 4.5-7。 

表 4.5-7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果 

监测

点位 
污染物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单因子 

指数范围 

超标

率 

% 

最大 

超标倍数 

单因子 

指数范围 

超标率 

% 

最大 

超标倍数 

1#杜

庄村 

TSP — — — 0.42~0.61 0 0 

NH3 0.03~0.15 0 0 — — — 

非甲烷总烃 0.20~0.65 0 0 — — — 

注：未检出按照检出限的一半考虑。 

 

由表 4.5-7 看出，现状监测中，氨能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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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改造的要建立清单并落实到户。加强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农业

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提前做好冬季调峰保供资源储备,确保清洁取暖气源电

源稳定供应。支持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等能源用于清

洁取暖。依法将整体完成清洁取暖改造并稳定运行的区域划为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  

(三)深入开展锅炉炉窑综合整治排查抽测行动。开展燃煤锅、炉窑排查抽测

专项行动，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督促整改。淘汰关停燃煤机组 2 台 3.6 万千瓦。。

2021 年 12 月底前,取缔燃煤热风炉；以煤炭为燃料的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

等改用工业余热或电能，推动铸造行业 10 吨/小时及以下冲天炉、岩棉行业冲天

炉改为电炉。 

采取脱硫除尘一体化、脱硫脱硝一体化等低效治理工艺的应进行升级治理，

确保稳定达标排放。采用氧化镁、氨法、单碱法、双碱法等脱硫工艺的，要防止

脱硫系统堵塞，确保脱硫设施稳定运行。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对低氮燃

烧器、烟气再循环系统、分级燃烧系统、燃料及风量调配系统等关键部件要严把

质量关，确保低氮燃烧系统稳定运行；推动燃气锅炉取消烟气再循环系统开关阀，

确有必要保留的，可通过设置电动阀、气动阀或铅封等方式加强监管。生物质锅

炉应采用专用锅炉，配套旋风+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禁止掺烧煤炭、垃圾、工

业固体废物等其他物料，氮氧化物浓度超过排放标准限值的应配备脱硝设施；推

进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采用 SCR 脱硝工艺的，要检查催化剂

使用状况，确保脱硝系统良好稳定运行。 

 (四)扎实推进 VOCs 治理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行动。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关

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要求，完成挥发性有机液体

储罐、装卸、敞开液面、泄漏检测与修复、废气收集、废气旁路、治理设施、加

油站、非正常工况、产品 VOCs 含量等 10 个关键环节排查工作。对所有排污许

可重点管理企业进行检查抽测。2021 年 12 月底前，对检查抽测及监督帮扶发现

存在突出问题的企业，督促制定整改方案，按期完成整治。培育树立 VOCs 治理

标杆企业。加强生产、销售环节已有 VOCs 含量限值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涂料、油

墨、胶粘剂、清洗剂等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五)组织开展移动源多环节污染治理检查。开展柴油车尾气排放抽查专项行

动。组织开展国六排放标准重型燃气车专项检查，核实环保信息公开、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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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和排放等情况，重点核实三元催化器和后氧传感器是否异常，对异常车辆按

规定处罚，并倒查年检情况。全面完成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任

务目标，严防已淘汰车辆在城市周边、农村等地区非法营运或进入工矿企业内部

使用。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查处

场内作业机械、车辆超标和冒黑烟问题，实现重点场所全覆盖。持续开展非道路

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和定位管控，核查编码质量。支持以“以新换旧”、拆解报废、

更换发动机、出境销售、技术改造等方式推进工作。 

（六）强化秸秆禁烧管控巡查。落实地方各级政府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村组

基层组织作用，完善网格化监管体系。 

 (七)开展扬尘污染综合整治行动。强化城市降尘监管，平均降尘量不得高

于 7 吨/月·平方公里。开展扬尘污染管控专项检查。 

 (八)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监督检查。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

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及其补充说明要求，严格落实差异化减排措施，做到减排

清单涉气企业覆盖全、保障类企业名单真实有效、非保障类企业管控措施可落地、

可核查。 

采取的保障措施：加大财政政策和信贷融资支持力度，严格落实清洁取暖等

各项补贴。(县财政局牵头)建立以机动车排放为重点，涵盖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移

动源监测体系，2021 年 12 月底前，在排放控制区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测。

依法将涉 VOCs 和氮氧化物的重点企业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覆盖率不低于工

业源 VOCs、氮氧化物排放量的 65%，重点排污单位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控平台联网，确保正常运行。严格查处

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通过旁路、废弃烟道等偷排直排，超标排放，在线数据

造假，台账弄虚作假，未安装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排污口不规范等

行为，及时曝光违法典型案例。对 2021 年以来监督帮扶及各专项检查发现问题

实行“拉条挂账”式跟踪管理，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方案，按要求完成整改。(县

生态环境分局牵头)对机动车检测机构开展部门联合抽查，2022 年 3 月底前，公

开一批数据质量差甚至篡改、伪造数据的机构名单。（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县

市场监管局、县交警大队配合）各有关部门要积极落实相关任务要求，制定实施

方案，进一步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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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落实上述一系列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将得以改善。 

4.5.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5.2.1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1）监测布点 

根据本项目废水经时风现代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及化粪池预处理后由管

网排入高唐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泉林湿地，经泉林湿地进一步净化后排入北

官道沟。 

地表水监测引用厂区《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4.5 万吨锦纶工

业布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监测数据。 

为了解有关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根据项目区废水排放去向及纳污水体的情

况，地表水现状监测共布设 2 个监测断面，具体见表 4.5-8 及图 4.5-2。 

表 4.5-8   地表水现状监测布点表 

断面 位置 布设意义 

1# 北官道沟与泉林湿地出水口下游 200m 混合断面 

2# 北官道沟与泉林湿地出水口下游 2000m 衰减断面 

 

（2）监测时间与频率 

地表水现状监测于 2022 年 1 月 20~23 日连续采样 3 天，每天上、下午各监

测一次。 

（3）监测项目 

本次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工作由聊城产研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 

监测项目包括：pH、溶解氧、SS、CODCr、BOD5、氨氮、总氮、总磷、铜、

锌、硒、砷、汞、镉、六价铬、铅、硝酸盐、亚硝酸盐、氯化物、氟化物、氰化

物、高锰酸盐指数、硫酸盐、全盐量、挥发酚、石油类、粪大肠菌群、硫化物、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共 32 项，同步测量各断面的水面宽度、平均水深、流

速、计算流量、水温等参数。 

（4）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规定进行，具体

见表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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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  地表水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

号 
检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依据 检出限 

1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

测定法 

GB/T 

13195-1991 
/ 

2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2009 / 

3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 

4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 

5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mg/L 

6 
五日生化需

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0.5mg/L 

7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0.01mg/L 

8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

L 

9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0.05mg/L 

10 铜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T 

7475-1987 

 

0.05mg/L 

11 锌 
 

0.05mg/L 

12 镉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9.1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0.5µg/L 

13 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

荧光法 
HJ 694-2014 

0.3µg/L 

14 硒 0.4µg/L 

15 汞 0.4µg/L 

16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

光度法 

GB/T 

7467-1987 

0.004mg/

L 

17 亚硝酸盐氮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 

7493-1987 

0.003mg/

L 

18 硝酸盐氮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试行） 
HJ/T 346-2007 0.08mg/L 

19 全盐量 水质 全盐量的测定 重量法 HJ/T 51-1999 / 

20 氯离子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
-、Br-、

NO3
-、PO4

3-、SO3
2-、SO4

2-）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07mg/

L 

21 硫酸盐 
0.018mg/

L 

22 氟化物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4-1987 
0.05mg/L 

23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 HJ 484-2009 0.004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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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L 

24 
高锰酸盐指

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89 
0.5mg/L 

25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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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测结果 

地表水现状监测数据见表 4.5-10。 

表 4.5-10   地表水现状监测数据一览表   

                       

时间 

 

监测项目 

1# 2# 

2022.1.20 2022.1.21 2022.1.23 2022.1.20 2022.1.21 2022.1.22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水温（℃） 1.0 1.0 1.1 1.1 2.8 2.9 1.0 1.0 1.3 1.2 3.4 3.4 

河深（m）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6 0.6 0.6 0.6 

河宽（m）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流量（m3/h） 0.04 0.04 静流 静流 0.08 0.08 0.04 0.04 0.04 0.04 0.08 0.08 

pH 值 7.1 7.1 7.2 7.2 7.2 7.3 7.1 7.2 7.1 7.3 7.3 7.3 

CODCr（mg/L） 24 21 27 23 25 20 23 26 21 26 25 28 

BOD5（mg/L） 5.0 4.2 5.2 4.6 5.2 4.4 5.2 5.4 4.6 4.8 5.0 4.6 

SS（mg/L） 13 10 19 12 16 11 15 17 12 16 15 19 

氨氮（mg/L） 1.41 1.44 1.42 1.43 1.40 1.42 1.04 1.07 1.02 1.09 1.08 1.05 

总磷（mg/L） 0.39 0.40 0.46 0.48 0.42 0.43 0.52 0.51 0.55 0.56 0.58 0.59 

总氮（mg/L） 4.81 5.05 5.13 5.10 5.28 5.13 4.83 4.88 4.75 4.80 4.96 4.83 

溶解氧（mg/L） 5.6 5.7 5.6 5.6 5.8 5.9 5.5 5.4 5.6 5.5 5.7 5.7 

铜（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锌（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硒（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砷（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汞（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镉（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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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铬（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铅（μg/L） 33.8 34.0 34.4 32.0 35.8 35.4 33.7 32.3 34.7 31.6 35.4 31.3 

硝酸盐（mg/L） 4.11 4.03 4.10 4.15 4.10 4.09 4.23 4.16 4.02 4.06 4.16 4.15 

亚硝酸盐（mg/L） 0.113 0.117 0.113 0.115 0.113 0.117 0.180 0.180 0.176 0.170 0.174 0.172 

氯化物（mg/L） 408 418 363 374 360 365 448 458 441 442 457 462 

氟化物（mg/L） 1.19 1.16 1.41 1.28 1.28 1.12 1.32 1.28 1.16 1.22 1.22 1.32 

氰化物（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高锰酸盐指数（mg/L） 5.4 4.8 5.6 4.9 5.4 4.7 5.5 5.3 5.7 5.3 5.4 5.1 

硫酸盐（mg/L） 220 218 220 22 230 232 218 212 202 202 217 192 

全盐量（mg/L） 1620 1500 1760 1190 1600 1370 1630 1500 1850 1280 1770 1470 

挥发酚（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石油类（mg/L） 0.02 0.03 0.03 0.02 0.03 0.03 0.02 0.02 0.03 0.03 0.02 0.03 

硫化物（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甲醛（m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苯（μ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甲苯（μ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二甲苯（μg/L）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粪大肠菌群 MPN/L 2800 1600 2200 1400 1700 1300 5400 3500 1400 3500 2400 3500 

注：未=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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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1）评价因子 

评价因子：pH、溶解氧、SS、CODCr、BOD5、氨氮、总磷、铅、硝酸盐、氯化物、

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硫酸盐、石油类、粪大肠菌群共 15 项。铜、锌、硒、砷、汞、

镉、六价铬、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甲醛、苯、甲苯、二甲苯共 14 项未检出，不

予评价，亚硝酸盐、全盐量无评价标准，不予评价，总氮仅留作本底，不予评价。 

（2）评价标准 

北官道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硫酸盐、氯化

物、硝酸盐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2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

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限值，SS 参照《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表 1 旱地作

物标准。具体标准值详见表 1.4-3。 

（3）评价方泐

4 3

评

价

因

子

：

项。

。

鄒紈紈

、

4

鄒紈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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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j

DO
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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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910                           sj DODO   

式中：
jDOS ——DO 的标准指数； 

fDO ——某水温、气压条件下的饱和溶解氧浓度，mg/L，计算公式常采用： 

)6.31/(468 TDO f  ，T 为水温，℃； 

jDO ——溶解氧实测值，mg/L； 

sDO ——溶解氧的评价标准限值，mg/L。 

（4）评价结果 

按上述方法计算各污染物在评价断面的单因子指数，结果见表 4.5-11。 

表 4.5-11  地表水现状评价结果一览表 

      因子 

 

项目 

1# 2# 

2022.1.20 2022.1.21 2022.1.23 2022.1.20 2022.1.21 2022.1.22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pH 值 0.05 0.05 0.10 0.10 0.10 0.15 0.05 0.10 0.05 0.15 0.15 0.15 

化学需氧量 0.80 0.70 0.90 0.77 0.83 0.67 0.77 0.87 0.70 0.87 0.83 0.93 

五日生化 

需氧量 
0.83 0.70 0.87 0.77 0.87 0.73 0.87 0.90 0.77 0.80 0.83 0.77 

SS 0.13 0.10 0.19 0.12 0.16 0.11 0.15 0.17 0.12 0.16 0.15 0.19 

氨氮 0.94 0.96 0.95 0.95 0.93 0.95 0.69 0.71 0.68 0.73 0.72 0.70 

总磷 1.30 1.33 1.53 1.60 1.40 1.43 1.73 1.70 1.83 1.87 1.93 1.97 

溶解氧 0.77 0.76 0.77 0.77 0.74 0.73 0.78 0.79 0.77 0.78 0.74 0.74 

铅 0.68 0.68 0.69 0.64 0.72 0.71 0.67 0.65 0.69 0.63 0.71 0.63 

硝酸盐 0.41 0.40 0.41 0.42 0.41 0.41 0.42 0.42 0.40 0.41 0.42 0.42 

氯化物 1.63 1.67 1.45 1.50 1.44 1.46 1.79 1.83 1.76 1.77 1.83 1.85 

氟化物 0.79 0.77 0.94 0.85 0.85 0.75 0.88 0.85 0.77 0.81 0.81 0.88 

高锰酸盐指数 0.54 0.48 0.56 0.49 0.54 0.47 0.55 0.53 0.57 0.53 0.54 0.51 

硫酸盐 0.88 0.87 0.88 0.09 0.92 0.93 0.87 0.85 0.81 0.81 0.87 0.77 

石油类 0.04 0.06 0.06 0.04 0.06 0.06 0.04 0.04 0.06 0.06 0.04 0.06 

粪大肠菌群 0.14 0.08 0.11 0.07 0.09 0.07 0.27 0.18 0.07 0.18 0.12 0.18 

 

由表 4.5-11 可以看出，现状监测期间，1#和 2#监测断面总磷和氯化物超标，其他

因子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说明北官道沟水质

一般。总磷超标主要由于河流两侧部分生活污水排至水体所致和农村面源污染有关。另

外，地表水体容量较小，且自身净化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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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3 例行断面监测 

本项目废水经时风农装产业园现有污水处理站及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高唐县清源

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度处理后最终汇入马颊河，本次评价收集了 2021 年 8~2022

年 4 月地表水水质监测数据。具体监测数据见表 4.5-12，例行监测点位见图 4.2-2。 

表 4.5-12  董姑桥例行监测断面监测数据一览表  单位：mg/L 

时间 监测点位 pH 溶解氧 
化学需

氧量 
氨氮 

氟化

物 

生化需

氧量 

高锰酸

盐指数 
总磷 总氮 氰化物 挥发酚 硫化物 石油类 

2021.08 

马颊河董

姑桥断面 

6.89 7.09 29 0.360 0.52 8.2 5.60 0.30 1.44 未检出 0.0058 0.022 0.04 

2021.09 6.81 7.11 29 0.284 0.52 8.9 0.80 0.07 1.79 未检出 0.0007 未检出 未检出 

2021.10 7.6 7.2 22 1.35 0.278 5.3 3.10 0.33 1.79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21.11 7.29 10.81 27 1.20 0.28 9.4 3.10 0.27 1.5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21.12 7.5 5.8 31 1.07 0.437 7.6 3.30 0.25 1.68 未检出 0.0008 未检出 0.03 

2022.01 7.2 7.6 30 0.410 0.360 7.2 7.80 0.10 7.82 未检出 0.0007 未检出 0.03 

2022.02 7.2 5.7 19 0.924 1.34 5.0 8.20 0.15 1.9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3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33 

施并通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和镇街依法组织处理到位，保障断面稳定达标。所有河道

上的桥梁依法依规逐步推进建设桥面径流收集系统，避免应急情况发生后，有毒有害物

质、危险化学品及处置废水进入河道。 

（三）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污水管网建设。推进城中村、老旧城区、

城乡结合部污水收集处理和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科学实施沿河沿湖截污管道建设。开展

建筑小区、企事业单位内部和市政雨污水管道混错接改造。暂不具备雨污管网分流改造

条件的区域，应采取增加截留倍数、调蓄等措施降低溢流量，采取快速净化措施对溢流

污染进行处理，逐步降低雨季污染物入河湖量。新建城区应同步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和配套管网，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未接入污水管网的新建建筑小区或公共建筑，不得交

付使用。 

（四）不断提升污水治理能力。为提高处理水量同时进一步稳定出水水质，2019

年县污水处理厂谋划了提标改造项目，该项目 2020 年 5 月开工建设，截止目前，土建

工程基本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预计 2020 年底建成投运。项目建成后污水处

理技术提升为 A2O 工艺，处理设施抗冲击能力加强，处理水量将大幅提升，进一步提

高城区污水收集处理能力。配合工艺设计人员做好项目调试，熟知相关技术，加强各工

艺段监测频次，使提标改造项目稳定达到设计效果，出水指标更加稳定达标排放。 

（五）加强闸坝管控，做好生态基础流量保障工作。优化水资源调度管理，针对河

道天然径流少等问题，通过调度拦河闸、争取客水引水指标等措施，科学补充主河道生

态水量，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因调蓄、施工等需要提闸放水时，提前告知环保部门采取

加密监测等措施，确保不影响下游水质。加大上级河道治理资金的争取力度，积极开展

河道清淤等综合治理，避免因河底淤泥原因造成水体二次污染。 

（六）加大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一是编制专项规划。城市建成区河道（黑臭）治

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立足整体水系，编制好全流域水系整体规划和河道整治、排

污管网等专项规划，统筹好长计划与短安排、建成区与全流域、治标与治本、建设与管

理的关系，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确保河道水环境整治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二是改革

管养体制。积极探索河道管养市场化，研究养护企业的竞争机制，推行养护作业公开招

标，严格制定标准化养护规范和技术要求。同时研究河道养护一体化，将河岸、水面、

泵站等养护保洁统筹考虑，形成合理有效的一体化方案，从而避免以往因养护单位不同

而造成的推诿扯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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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河道水质综合修复工程和太平水库供水工程。加快唐公沟下游人工湿地

综合修复工程建设进度，同时运行好现有河道水质提升工程，确保达到预期提升效果。

目前，政府已发专项债券用于太平水库供水工程建设，解决断面氟化物超标问题。 

（八）加大水生态环境监管力度。目前主要涉水企业均已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定期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人工监测，确保水质达标排放。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开展网格化

巡查，通过在城市总排、污水处理厂等重要断面每日进行人工采样分析，及时掌握河流

水质情况，督促相关单位做好达标排放，确保主要指标排放达到地表水五类标准。 

4.5.3 地下水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5.3.1 地下水质量现状调查 

（1）监测布点 

地下水监测引用厂区《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4.5 万吨锦纶工业布智

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监测数据。 

根据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西南向东北，以及项目所在区域周边村庄的分布情

况，在评价区域内共布设 8 个地下水监测点，监测其浅层水水质，了解现有地下水水质

及水位情况。具体见表 4.5-13 和图 4.5-1。 

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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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GB/T5760-2006）、《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

手册》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中有关规定执行。各监

测项目分析方法见表 4.5-14。 

表 4.5-14  地下水监测项目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依据 检出限 

1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 

2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

法（温度计法） 
GB/T 13195-1991 / 

3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

法 
HJ 694-2014 

0.3μg/L 

4 砷 0.04μg/L 

5 总硬度 

GB/T 5750.4-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7.1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滴定法 

 1.0mg/L 

6 
溶解性总固

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

指标 8.1 称量法 
GB/T 5750.4-2006 / 

7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8 铁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GB/T 11911-1989 

0.03mg/L 

9 锰 0.01mg/L 

10 铜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4.1 无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法 4.2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5μg/L 

11 锌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金属指标5.1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0.05mg/L 

12 镉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9.1 无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9.2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0.5μg/L 

13 铅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11.1无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11.2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2.5μg/L 

14 铝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1.1铬天青S

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0.008mg/L 

15 挥发酚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

标 9.1 4-氨基安替吡啉三氯甲烷萃取分光光度

法 

GB/T 5750.4-2006 0.002mg/L 

16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

度法 
GB/T 7494-1987 0.05mg/L 

17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0.005mg/L 

18 氟化物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4-1987 0.05mg/L 

19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0.004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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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耗氧量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1.1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GB/T 5750.7-2006 0.05mg/L 

21 
亚硝酸盐

氮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 7493-1987 0.003mg/L 

22 硝酸盐氮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

行） 
HJ/T 346-2007 0.08mg/L 

23 氯离子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二氧化氮-、Br-、

NO3
-、PO4

3-、SO3
2-、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

法 

HJ 84-2016 

0.007mg/L 

24 硫酸盐 0.018mg/L 

25 苯 

水质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 639-2012 

0.4μg/L 

26 甲苯 0.4μg/L 

27 邻二甲苯 0.2μg/L 

28 
间+对二甲

苯 
0.5μg/L 

29 甲醛 水质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HJ 601-2011 0.05mg/L 

30 Na+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22.1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0.01mg/L 

31 K+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22.1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0.05mg/L 

32 Ca+ 水质 钙和镁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GB/T 11905-1989 

0.02mg/L 

33 Mg+ 0.002mg/L 

34 六价铬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金属指标 10.1 二苯碳

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0.004mg/L 

35 总大肠菌群 第五篇 第二章 五（一） 多管发酵法（B） 
水和废水监测分

析方法 
20MPN/L 

36 菌落总数 水质 细菌总数的测定 平皿计数法 HJ 1000-2018 1CFU/mL 

37 碳酸根 地下水质检验方法滴定法测定 碳酸根、重碳

酸根和氢氧根 
DZ/T0064.49-2021 

5mg/L 

38 重碳酸根 5mg/L 

（4）监测时间与频率 

2022 年 1 月 18 日、19 日和 24 日进行监测，各因子监测 1 天，采样 1 次。 

（5）监测结果 

地下水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4.5-15 和表 4.5-16。 

表 3.5-15 地下水埋深表 

采样日期 2022.01.24 2022.01.18 2022.01.18 2022.01.19 2022.01.18 2022.01.19 

采样点位 倪官屯 1# 
时风化纤轮胎

产业园 2# 
杜庄村 3# 西孙 4# 田楼 5# 三里岔 6# 

水温（℃） 9.7 9.7 10.1 10.3 10.4 9.8 

水深（米） 8 10 9 6 7 8 

井深（米） 12 12 13 9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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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6  地下水现状监测结果一览表 

             点位 

项目 

2022.1.24 2022.1.18 

1# 2# 3# 

pH 值（无量纲） 7.1 7.1 7.0 

总硬度（mg/L） 1588 1042 1692 

溶解性总固体（mg/L） 3.15×103 2.25×103 2.71×10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耗氧量（mg/L） 1.42 1.64 1.34 

铁（mg/L） 未检出 未检出 0.22 

锰（mg/L） 0.04 未检出 0.07 

铜（µg/L） 45 未检出 未检出 

锌（mg/L）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铝（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氨氮（mg/L） 0.422 未检出 0.463 

硫化物（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亚硝酸盐氮（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硝酸盐氮（mg/L） 0.53 1.40 0.17 

氟化物（mg/L） 0.30 0.88 0.44 

氰化物（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硫酸盐（mg/L） 822 700 732 

氯离子（mg/L） 1079 650 707 

挥发酚（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汞（µ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砷（µ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铅（µg/L） 6.2 7.0 8.1 

镉（µ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六价铬（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苯（µ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甲苯（µ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邻二甲苯（µ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间+对二甲苯（µ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甲醛（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K+（mg/L） 3.71 1.33 1.33 

Na+（mg/L） 690 164 171 

Ca2+（mg/L） 264 24.2 193 

Mg2+（mg/L） 234 260 278 

重碳酸根（mg/L） 615 457 650 

碳酸根（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5.3.2 地下水质量现状评价 

（1）评价因子 

选择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耗氧量、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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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硝酸盐、氟化物、铅共 16 项作为地下水现状评价因子。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铝、硫化物、亚硝酸盐氮、氰化物、挥发酚、汞、砷、镉、六价铬、

苯、甲苯、二甲苯、甲醛指标均未检出，不予评价；K++Na+、Ca+、Mg+、CO3
2-、HCO3

-

无评价标准，不予评价。 

（2）评价标准 

地下水现状评价标准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详见

表 1.5-4。 

（3）评价方法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进行现状评价。 

①计算公式  Pi=Ci/Si 

式中： 

Pi—标准指数； 

Ci—评价因子 i 的实测浓度值，mg/L； 

Si—评价因子 i 的评价标准限值，mg/L。 

②pH 值标准指数的计算公式 

①pH≤7时，Pi=(7.0-pH)/(7.0-pHsd)； 

②pH>7 时，Pi= (pH -7.0)/(pHsu-7.0)。 

式中： 

Pi—pH 值的标准指数； 

pH—pH 实测值； 

pHsd—评价标准中 pH 的下限值； 

pHsu—水环境标准中 pH 的上限值。 

（4）评价结果 

地下水现状监测评价结果见表 4.5-17。 

表 4.5-17  地下水现状监测评价结果 

                 点位 

评价值 

2022.1.24 2022.1.18 

1# 2# 3# 

pH 值 0.07 0.07 0.00 

总硬度 3.53 2.32 3.76 

溶解性总固体 3.15 2.25 2.71 

耗氧量 0.47 0.55 0.45 

铁 0.05 0.05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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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 0.40 0.05 0.70 

铜 0.045 0.003 0.003 

锌 0.400 0.025 0.025 

氨氮 0.84 0.03 0.93 

硝酸盐氮 0.03 0.07 0.01 

氟化物 0.30 0.88 0.44 

硫酸盐 3.29 2.80 2.93 

氯离子 4.32 2.60 2.83 

铅 0.62 0.70 0.81 

由现状监测结果可知：浅层地下水 3 个监测点中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和

氯化物存在点位超标现象，其他监测因子均可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说明周围地下水环境质量一般。总硬度、溶解性总固

体、硫酸盐和氯化物超标与当地地下水水质有关。 

4.5.4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5.4.1 噪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1）监测布点 

为掌握项目所在地噪声环境现状，噪声监测引用厂区《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年产 4.5 万吨锦纶工业布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监测数据。根据项目厂区及其周

围环境特点布设监测环境噪声，在厂界外 1m 及敏感点共布设 6 个监测点，噪声现状监

测布点情况见表 4.5-20 及图 4.5-3。 

表 4.5-20  噪声现状监测一览表 

监测点位 位  置 功  能 

1# 

时风化

纤轮胎

产业园 

东厂界 

了解本项目厂界环境噪声现状 
2# 南厂界 

3# 西厂界 

4# 北厂界 

5# 田楼 
了解敏感点环境噪声现状 

6# 杜庄 

 

（2）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为等效连续 LAeq。 

（3）监测时间和方法 

监测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9 日-1 月 20 日进行，共监测 2 天，监测单位为聊城产研

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在白天和夜间各监测一次。监测方法按照《声环境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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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GB3096-2008）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有关规

定进行。 

（4）监测结果 

噪声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4.5-21。 

表 4.5-21  噪声现状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 

时间 

监测 

点位 

监测数据 

昼间 夜间 

2022.1.19 
时风化纤

产业园 

1#东厂界 57.4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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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化

纤轮胎

产业园 

1#东厂界 57.4 

70 

-12.6 47.1 

55 

-7.9 

2#南厂界 58.6 -11.4 47.7 -7.3 

3#西厂界 57.7 -12.3 47.1 -7.9 

4#北厂界 58.9 65 -6.1 47.8 -7.2 

5#田楼 49.9 
60 

-10.1 40.5 
-9.5 

-9.5 

6#杜庄 53.4 -6.6 43.2 -6.8 

由表 4.5-22 可看出，本项目所在厂区时风化纤轮胎产业园北厂界昼夜间噪声均能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其余厂界昼夜间噪声

值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a 类标准要求。项

目附近敏感点田楼和杜庄均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说明厂址周围声环境质量较好。 

4.5.5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5.5.1 土壤环境现状监测与评价 

（1）监测布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要求，土壤监测

引用厂区《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4.5 万吨锦纶工业布智能化生产线建设

项目》监测数据。结合厂区平面布置及当地主导风向，本次环评在项目所在厂区及周围

共布设 10 个土壤监测点位，对土壤进行了现状监测，布点情况见表 4.5-23，监测布点

见图 4.5-4。 

表 4.5-23  土壤监测布点情况 

编号 布点位置结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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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时风化纤轮胎

产业园拟建浸

胶车间附近 

116.200E 36.845N 0~0.2m 特征因子 
项目建设地 

本底值 
建设用地 

（2）监测项目 

根据项目特点，1#点位监测项目为 GB15618-2018 中表 1 基本项目及本项目特征因

子：pH 值、镉、汞、砷、铅、总铬、铜、镍、锌、石油烃、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

甲苯、邻二甲苯共 13 项。 

3#点位监测项目为 GB36600-2018 中表 1 基本项目及本项目特征因子：砷、镉、铬

（六价）、铜、铅、汞、镍、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

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

[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石油烃共 46 项。 

2#、4#、5#、6#点位监测项目为本项目特征因子：石油烃、苯、甲苯、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邻二甲苯共 5 项。 

（3）监测时间及频率 

聊城产研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对土壤进行了监测，监测 1 天，

采样一次。 

（4）监测方法 

本项目土壤监测项目监测分析方法具体见表 4.5-24。 

表 4.5-24  土壤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方法依据 检出限 

1 pH 值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 962-2018 / 

2 砷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2013 
0.01mg/kg 

3 汞 0.002mg/kg 

4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0.01mg/kg 

5 六价铬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082-2019 0.5mg/kg 

6 铜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1mg/kg 

7 铅 10mg/kg 

8 镍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3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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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
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1.0µg/kg 

10 氯乙烯 1.0µg/kg 

11 二氯甲烷 1.5µg/kg 

12 
顺-1,2-二氯

乙烯 
1.3µg/kg 

13 
反-1,2-二氯

乙烯 
1.4µg/kg 

14 
1,1-二氯乙

烷 
1.2µ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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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䓛 0.1mg/kg 

41 苯并[a]芘 0.1mg/kg 

42 
苯并[b]荧

蒽 
0.2mg/kg 

43 
苯并[k]荧

蒽 
0.1mg/kg 

44 
二苯并[a,h]

蒽 
0.1mg/kg 

45 
茚并

[1,2,3-cd]芘 
0.1mg/kg 

46 苯并[a]蒽 0.1mg/kg 

 

（5）监测结果 

①理化特性调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HJ 964-2018）要求，评价区域内土壤理

化特性情况表 4.5-25。 

表 4.5-25(1)  土壤理化特性调查一览表 

检测时间 2022.2.9 

检测点位 
1# 

0~0.2m 

经纬度 
东经：116.19757° 

北纬：36.84259° 

颜色 黄棕 

结构 片状 

质地 轻壤土 

砂砾含量 5% 

其他异物 无 

pH（无量纲） 7.92 

阳离子交换量（cmol+/kg） 2.8 

氧化还原电位（mV） 466 

饱和导水率（mm/min） 0.491 

土壤容重（g/cm3） 1.43 

孔隙度（%） 50.5 

表 4.5-25(2)  土壤理化特性调查一览表 

检测时间 2022.2.9 

检测点位 
3# 

0~0.5m 0.5~1.5m 1.5~3m 

经纬度 
东经：116.20436°  

北纬：36.84593° 

颜色 黄棕 灰 暗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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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片状 片状 片状 

质地 轻壤土 中壤土 重壤土 

砂砾含量 5% 5% 5% 

其他异物 无 无 无 

pH（无量纲） 7.86 8.12 8.01 

阳离子交换量（cmol+/kg） 3.0 3.1 3.4 

氧化还原电位（mV） 457 449 468 

饱和导水率（mm/min） 0.497 0.475 0.485 

土壤容重（g/cm3） 1.45 1.51 1.53 

孔隙度（%） 49.3 48.9 48.5 

 

②土壤现状监测结果 

1#点位土壤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4.5-26，2#点位土壤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4.5-27，4#、5#、6#点位土壤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4.5-28，3#点位土壤质量现状监测

结果见表 4.5-29。 

表 4.5-26  1#点位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监测项目 pH（无量纲） 镉 汞 砷 铅 总铬 铜 

1# 7.92 0.42 0.150 8.85 37 53 23 

监测项目 镍 锌 
石油烃

（C10-C40） 
苯 甲苯 间+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1# 22 146 39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表 4.5-27  2#位土壤监测结果 石油烃单位：mg/kg，其余μg/kg 

监测 

项目 

监测结果 

2# 4# 5# 6# 

表层 0~0.5m 0.5~1.5m 1.5~3m 0~0.5m 0.5~1.5m 1.5~3m 表层 

石油烃（C10-C40） 21 18 20 26 46 23 29 45 

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甲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间+对二甲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邻二甲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注： 未=未检出 

表 4.5-28  4#、5#、6#点位土壤监测结果    石油烃单位：mg/kg，其余μg/kg 

监测 

项目 

监测结果 

8# 9# 10# 

0~0.5m 0.5~1.5m 1.5~3m 0~0.5m 0.5~1.5m 1.5~3m 表层 

石油烃（C10-C40） 16 19 14 23 20 24 15 

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甲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间+对二甲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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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二甲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注： 未=未检出 

表 3.5-29  3#点位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检测项目 

监测结果 

3# 

0~0.5m 0.5~1.5m 1.5~3m 

砷 mg/kg 10.5 10.7 9.56 

镉 mg/kg 0.37 0.31 0.34 

六价铬 m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铜 mg/kg 19 23 22 

铅 mg/kg 43 53 44 

汞 mg/kg 0.068 0.053 0.047 

镍 mg/kg 23 29 26 

四氯化碳 µg/kg 未 未 未 

氯仿 µg/kg 未 未 未 

氯甲烷 µg/kg 未 未 未 

1,1-二氯乙烷 µg/kg 未 未 未 

1,2-二氯乙烷 µg/kg 未 未 未 

1,1-二氯乙烯 µg/kg 未 未 未 

顺-1,2-二氯乙烯 µg/kg 未 未 未 

反-1,2-二氯乙烯 µg/kg 未 未 未 

二氯甲烷 µg/kg 未 未 未 

1,2-二氯丙烷 µg/kg 未 未 未 

1,1,1,2-四氯乙烷 µg/kg 未 未 未 

1,1,2,2-四氯乙烷 µg/kg 未 未 未 

四氯乙烯 µg/kg 未 未 未 

1,1,1-三氯乙烷 µg/kg 未 未 未 

1,1,2-三氯乙烷 µg/kg 未 未 未 

三氯乙烯 µg/kg 未 未 未 

1,2,3-三氯丙烷 µg/kg 未 未 未 

氯乙烯 µg/kg    

苯 µg/kg 未 未 未 

氯苯 µg/kg 未 未 未 

1,2-二氯苯 µg/kg 未 未 未 

1,4-二氯苯 µg/kg 未 未 未 

乙苯 µg/kg 未 未 未 

苯乙烯 µg/kg 未 未 未 

甲苯 µg/kg 未 未 未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µg/kg 未 未 未 

邻二甲苯 µg/kg 未 未 未 

硝基苯 mg/kg 未 未 未 

苯胺 mg/kg 未 未 未 

2-氯酚 mg/kg 未 未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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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ɑ]蒽 mg/kg 未 未 未 

苯并[ɑ]芘 mg/kg 未 未 未 

苯并[b]荧蒽 mg/kg 未 未 未 

苯并[k]荧蒽 mg/kg 未 未 未 

䓛mg/kg 未 未 未 

二苯并[a,h]蒽 mg/kg 未 未 未 

茚并[1,2,3-cd]芘 mg/kg 未 未 未 

萘 mg/kg 未 未 未 

未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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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i/Si 

式中：Pi—土壤中 i 种污染物的标准指数； 

Ci—i 种污染物的含量实测值，mg/kg； 

Si—i 种污染物的评价标准，mg/kg。 

（4）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见表 4.5-230。 

表 4.5-30（1）   1#点位土壤质量评价结果 

监测项目 镉 汞 砷 铅 总铬 铜 镍 锌 石油烃 

单因子指数 0.70 0.04 0.35 0.22 0.31 0.23 0.12 0.49 0.0087 

 

表 4.5-30（2）   2#、4#、5#、6#点位土壤质量评价结果 

点位 

监测项目 
2# 

4# 5# 
6# 

0~0.5m 0.5~1.5m 1.5~3m 0~0.5m 0.5~1.5m 1.5~3m 

石油烃 0.005 0.004 0.004 0.006 0.01 0.005 0.006 0.01 

点位 

监测项目 
— 

8# 9# 
10# 

0~0.5m 0.5~1.5m 1.5~3m 0~0.5m 0.5~1.5m 1.5~3m 

石油烃 — 0.004 0.004 0.003 0.004 0.004 0.005 0.003 

表 4.5-30（3）   3#点位土壤质量评价结果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砷 镉 铜 铅 汞 镍 石油烃 

3# 

0~0.5m 0.18 0.006 0.001 0.05 0.002 0.03 0.006 

0.5~1.5m 0.18 0.005 0.001 0.07 0.001 0.03 0.005 

1.5~3m 0.16 0.005 0.001 0.06 0.001 0.03 0.006 

 

由表 4.5-30 可知，1#点位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表 1 风险筛选值要求，其他点位土样的各项土

壤指标均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说明项目周围土壤环境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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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5.1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ҙ ̆ ԍ ҹ ̆ ╠ ̆

ῤ Һ ̆ ԍ ╠

̆ ̆ Һ ҹ ҍ ̆ ᵬҙ ̆ ῤ

ᵬҙ ғ̆ ֟ ҹ ᶷ 100m

ᶷ 130m ̆ ֟ ҹ 500m̆

600m̆ ̆ ⁞

Ȃ 

5.2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5.2.1 污染气象特征分析 

№ ȁ ̆

ҹ ᶫ 20 ̂2001͘2020 ̃Ȃ ̆ ᵝԍқ

116Á16ǋEȁ36Á52ǋN̆ ≢ ѿ Ȃ ̆ ҍ Ṝ

ᴆҍ ѿ ̆ғ ̆ ΐ

Ȃ 

ᵝԍ қ ̆ Ṝ ȂҺ Ṝ

̔ № ȁ ү ȁ Ẓ ȁ Ȃ 20 ̂2001͘2020

̃ ҹ 22.0m/ŝ 2005 ̃̆ ᵞ №≢ҹ 41.5Ņ

̂2013 ̃ -19.2Ņ̂2001 ̃̆ ҹ 802.9mm̂2009 ̃̆ 20

ῒ Һ Ṝ 5.2-1̆ 20 5.2-2̆ 5.2-1 ҹ

20 Ȃ 

表 5.2-1 高唐气象站近 20 年（2001～2020 年）主要气候要素统计 

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ῃ  

(m/s) 2.2  2.6  3.2  3.2  2.7  2.3  2.0  1.7  

1.7 

 

2.0 22.3 2 2.3 2.048( )] TJ
ET
Q
 EMC  /P <</MCID 212/Lang (en-US)>> BDC q
482.86 129.82 22.664 05.6 re
W* n
 T
/F5 7.56 Tf
1 0 0 1 354.048114.98 Tm
0 g
0 G
[(2)] TJ
ET
Q
 EMC Q
q/P <</MCID 212>> BDC 09.464 125.94 0.48 0.47804 1e
f*
79.944 155.94 04.6 0.47804 1e
f*
734.54 125.94 0.48 0.47804 1e
f*
735.02 125.94 27.864 0.47804 1e
f*
732.89 125.94 0.48 0.47804 1e
f*
733.37 125.94 23.52 0.47804 1e
f*
736.89 125.94 0.48 0.47804 1e
f*
737.37 155.94 23.04 0.47804 1e
f*
716.41 125.94 0.48 0.47804 1e
f*
716.89 125.94 23.04 0.47804 1e
f*
715.93 125.94 0.48 0.47804 1e
f*
714.41 125.94 09.064 0.47804 1e
f*
715.47 125.94 0.47998 0.47804 1e
f*
715.45 125.94 29.16 0.47804 1e
f*
705.11 125.94 0.48001 0.47804 1e
f*
705.15 125.94 23.04 0.47804 1e
f*
734.63 125.94 0.48001 0.47804 1e
f*
703.11 125.94 03.04 0.47804 1e
f*
734.15 125.94 0.47998 0.47804 1e
f*
764.63 125.94 09.064 0.47804 1e
f*
793.7 125.94 0.47998 0.47804 1e
f*
764.18 125.94 29.16 0.47804 1e
f*
723.34 125.94 0.48001 0.47804 1e
f*
723.82 155.94 03.04 0.47804 1e
f*
752.86 125.94 0.47998 0.47804 1e
f*
753.34 125.94 03.04 0.47804 1e
f*
752.38 125.94 0.48001 0.47804 1e
f*
728.86 125.94 02.664 0.47804 1e
f*
715.52 125.94 0.47998 0.47804 1e
f*
79.464 129.82 2048 15.6 re
W*
734.54 129.82 2048 15.6 re
W*
732.89 129.82 2048 15.6 re
W*
738689 129.82 2048 15.6 re
W*
716.41 129.82 2048 15.6 re
W*
715.93 129.82 2048 15.6 re
W*
717.47 109.82 2.47998 05.6 re
W*
705.11 129.82 2048 01 05.6 re
W*
703.63 109.82 2048 01 05.6 re
W*
704.15 129.82 2.47998 05.6 re
W*
709.7 129.82 2.47998 05.6 re
W*
723.34 129.82 2048 01 05.6 re
W*
752.86 129.82 2.47998 05.6 re
W*
722.38 129.82 2048 01 05.6 re
W*
715.52 129.82 2.47998 05.6 re
W*
7EMC q
79.944 19.7 4 14.48 15.6 re
W* n
 /P <</MCID 122>> BDC q
79.944 19.7 4 14.48 15.6 re
W* n
 T
/F1 6.48 Tf
1 0 0 1 8677 4 19.838 Tm
0 g
0 G
[<1DA30D77424424590] TJ
ET
Q
 EMC  /P <</MCID 122/Lang (en-US)>> BDC q
79.944 19.7 4 14.48 15.6 re
W* n
 T
/F1 6.48 Tf
1 0 0 1 113.66 19.838 Tm
0 g
0 G
[<((] TJ
ET
Q
 EMC  /P <</MCID 2129> BDC q
79.944 19.7 4 14.48 15.6 re
W* n
 T
/F1 6.48 Tf
1 0 0 1 816.4919.838 Tm
0 g
0 G
[<1107>] TJ
ET
Q
 EMC  /P <</MCID 123/Lang (en-US)>> BDC q
49.944 19.7 4 14.48 15.6 re
W* n
 T
/F1 6.48 Tf
1 0 0 1 113.34819.838 Tm
0 g
0 G
[<()] TJ
ET
Q
 EMC  /P <</MCID 123/Lang (en-US)>> BDC q
49.944 19.7 4 14.48 15.6 re
W* n
 T
/F1 6.48 Tf
1 0 0 1 1136.7 19.838 Tm
0 g
0 G
[< )] TJ
ET
Q
 EMC Q
q
135.02 19.7 4 17.864 15.6 re
W* n
 /P <</MCID 203/Lang (en-US)>> BDC q
165.02 19.7 4 17.864 15.6 re
W* n
 T
/F5 7.56 Tf
1 0 0 1 146.7 198.90 Tm
0 g
0 G
[< )] TJ
ET
Q
 
165.02 19.7 4 17.864 15.6 re
W* n
 T
/F5 7.56 Tf
1 0 0 1 146654 198.90 Tm
0 g
0 G
[-0.10 Tc[<(.38)] TJ
ET
Q
 EMC  /P <</MCID 213/Lang (en-US)>> BDC q
165.02 19.7 4 17.864 15.6 re
W* n
 T
/F5 7.56 Tf
1 0 0 1 141.42 198.90 Tm
0 g
0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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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60  55  60  72  64  79  83  78  73  68  68  69  

(mm) 3.6  7.1  9.4  27.9  43.5  74.1  110.7  105.2  63.2  41.5  7.3  4.0  497.6  

(h) 149.9  156.9  203.7  222.5  246.3  210.9  179.2  189.7  187.3  158.6  154.7  133.0  2192.8  

表 5.2-2  高唐气象站近 20 年（2001～2020 年）各风向频率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C 

 5.1  9.0  8.0  5.2  3.3  2.8  3.3  5.8  17.4  14.0  4.5  2.5  1.4  2.1  3.4  5.3  7.0  

 

 

 

 

 

 

 

 

 

 

 

 

 

 

图 5.2-1  高唐近 20 年（2001-2020 年）风向频率玫瑰图 

 

5.2.2 环境空气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 ’̆ ȇ ᴇ ↕ 

Ȉ̂ HJ2.2-2018̃Ҭľ5.3 ᴇ ∞ Ŀ ᴇ

Ȃ 

5.2.2.1 参数选取 

ȇ ᴇ ↕ Ȉ̂ HJ2.2-2018̃ ̆

ᴇ ѿ Pi ȂῒҬ Pi ӈҹ  ̔

%100
0


i

i
i

C

C
P

 

Ҭ̔Piðð i ҩ ̆%̕ 

      Ciðð ᵀ ₮ i ҩ ̆mg/m3̕ 

C0iðð i ҩ ‰̆mg/m3Ȃ 

Һ ҹ └ ȁ └

ȁ ȁỮ ȁ ȁ ⱴ ȁ 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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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Ȃ Һ ҹ ῃ Ȃ AERSCREEN

ᵀ ᵀ Ȃ 

ᴇץ ȁ ‰Ҥ ҹ ‰̆

ᵀ Ȃ 

ᵀ ṿ ’ 5.2-3̆ Һ №≢

5.2-4 5.2-7Ȃ ᴇ 5.2-2Ȃ 

表 5.2-3  估算模型参数取值情况一览表 

  

/῾  
/῾   

ֲ ̂ ̃ 50 ҆ 

/Ņ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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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本项目拟建有组织排放污染物点源参数表 

 

 

Ҭ  
 

/m 

 

/m 

₮

ῤ /m 

 

/̂m/s̃ /Ņ 

 

/h 
’ /̂kg/h̃ 

X Y 

P1

 
116.200E 36.846N 29 30 0.8 16.59 114 8400  

0.112kg/h 

SO20.114kg/h 

NOX0.456kg/h 

VOCŝץ ̃0.012kg/h 

 0.065kg/h 

0.0014kg/h 

0.0007kg/h 

P1 ῃ

 
116.200E 36.846N 29 30 0.8 16.59 114 8400  

0.197kg/h 

SO20.199kg/h 

NOX0.798kg/h 

VOCŝ ץ 0̃.0209kg/h 

 0.01114kg/h 

0.0025kg/h 

0.00124kg/h 

 

表 5.2-5  本项目拟建无组织排放污染物面源参数表 

 

 

 

/m 
/m /m 

ҍ  

/° 

 

/m 

 

/h 

 

’ 

/̂kg/h̃ 

X Y 
 

VOCs 

ץ̂  

̃ 

   

 116.193E 36.843N 33 90 20 10 33 8400  0.0154 0.066 0.0723 0.00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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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本项目现有和同期有组织排放污染物点源参数表 

 

 

Ҭ   

/m 

 

/m 

₮

ῤ /m 

 

/̂m/s̃ /Ņ 

 

/h ’ 
/̂kg/h̃ 

X Y 

DA012  116.198E 36.849N 29 40 0.5 3.54 30 8400  
 0.00364kg/h 

VOCŝץ ̃0.00855kg/h 

DA022  116.196E 36.849N 29 30 0.5 4.95 30 8400  
 0.0276kg/h 

VOCŝץ ̃0.0109kg/h 

DA017  116.195E 36.849N 29 35 0.3 3.70 30 8400  
 0.00607kg/h 

VOCŝץ ̃0.00258kg/h 

DA026  116.196E 36.850N 29 35 1.2 5.41 30 8400  VOCŝץ ̃0.0624kg/h 

DA023  116.195E 36.850N 29 30 0.80 17.69 30 8400  VOCŝץ ̃0.253kg/h 

DA028  116.196E 36.849N 29 35 0.6 7.67 30 8400  
 0.0276kg/h 

VOCŝץ ̃0.0519kg/h 

DA027  116.195E 36.850N 29 35 1.2 9.83 30 8400  
 0.138kg/h 

VOCŝץ ̃0.108kg/h 

DA013  116.198E 36.849N 29 28 0.3 6.41 20 8400  

 0.00313kg/h V̕OCŝ ץ

̃0.0990kg/h̕ 0.00835kg/h̕  

0.00133kg/h̕ 0.00375kg/h 

DA019  116.200E 36.849N 29 30 0.5 2.57 20 8400  

 0.00374kg/h V̕OCŝ ץ

̃0.074kg/h̕ 0.00846kg/h̕  

0.00147kg/h̕ 0.00238kg/h 

DA014  116.199E 36.849N 29 30 0.5 1.89 20 8400  

 0.00293kg/h̕VOCŝץ

̃0.00691kg/h̕ 0.00293kg/h̕  

0.000757kg/h̕ 0.00348kg/h  

DA015  116.199E 36.849N 29 30 0.8 5.48 20 8400  

 0.00631kg/h V̕OCŝ ץ

̃0.164kg/h̕ 0.0365kg/h̕  

0.00905kg/h̕ 0.0231kg/h  

DA020  116.200E 36.849N 29 30 0.8 1.79 20 8400  

 0.00512kg/h V̕OCŝ ץ

̃0.0175kg/h̕ 0.00724kg/h̕  

0.00212kg/h̕ 0.00367kg/h  

DA016  116.199E 36.849N 29 30 0.8 3.48 20 8400  VOCŝץ ̃0.0213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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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21  116.200E 36.849N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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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ץ ̃0.0089kg/h 

 0.0464kg/h 

0.0011kg/h 

0.00054kg/h 

P1-4  116.193E 36.843N 30 43 0.8 13.82 114 8400  

0.085kg/h 

SO20.085kg/h 

NOX0.342kg/h 

VOCŝץ ̃0.0089kg/h 

 0.0464kg/h 

0.0011kg/h 

0.00054kg/h 

注：DA012 现有聚一 A 线聚合排气筒；DA022 现有聚一 B 线聚合废气排气筒；DA017 现有聚二聚合废气排气筒；DA026 现有聚一纺丝废气排气筒；DA023 现有聚二纺丝废

气排气筒；DA028 现有聚一上油废气排气筒；DA027 现有聚二上油废气排气筒；DA013 现有浸一浸胶废气排气筒；DA019 现有浸二浸胶废气排气筒；DA014 现有浸一前干

废气排气筒；DA015 现有浸一中后干废气排气筒；DA020 现有浸二烘干废气排气筒；DA016 现有浸一拉伸定型废气排气筒；DA021 现有浸二拉伸定型废气排气筒；DA031

现有金六抛光废气排气筒；DA005 喷涂废气排气筒；DA007 吹塑废气排气筒；DA008 粉碎废气排气筒；DA025 现有聚三聚合排气筒； DA024 现有聚三纺丝喷丝废气排气筒；

DA018 现有聚三纺丝废气排气筒；DA029 现有聚三上油废气排气筒；DA001 为热电锅炉废气排气筒；DA002 为自保温砌块芯体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排气筒；P1-1 同期纺丝

废气排气筒；P1-2 同期上油废气排气筒；P1、P1-3、P1-4 同期浸胶废气排气筒。 

表 5.2-7  本项目同期无组织排放污染物面源参数表 

 

 

 

/m 
/m /m 

ҍ  

/° 

 

/m 

 

/h 

 

’ 

/̂kg/h̃ 

X Y 
 

VOCs 

ץ̂  

̃ 

   

ѿ ֟  116.196E 36.846N 29 78 62 10 27 8400  0.137 0.0223 ĺ ĺ ĺ 

ѿ ֟  116.199E 36.846N 29 90 25 10 33 8400  0.0116 0.0495 0.0515 0.006 0.003 

ԋ  116.193E 36.843N 30 66 47 10 33 8400  0.0232 0.099 0.1031 0.012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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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本次拟建项目评价范围地形图 

5.2.2.2 评价等级的判定 

表 5.2-8 本项目评价等级确定表 

  

 

̂mg/m3̃ 

 

̂m̃ 

D10% 
‰ṿ 

̂mg/m3̃ 

% 

̂Pmax̃ 

P1  

 0.00048 197 ₮  0.45 0.11 

SO2 0.000485 197 ₮  0.5 0.10 

NOX 0.001946 197 ₮  0.20 0.78 

VOCŝץ

̃ 

0.000051 197 ₮  2 0.0026 

 0.000027 197 ₮  0.2 0.01 

 0.000006 197 ₮  0.05 0.01 

֟

 

 0.001983 46 ₮  0.9 0.22 

VOCŝץ

̃ 

0.008497 46 ₮  2 0.42 

 0.009308 46 ₮  0.2 4.65 

 0.00103 46 ₮  0.05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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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组织粉尘评价标准以 PM10日均浓度的 3 倍计算，无组织粉尘按照 TSP 日均浓度的 3 倍计算。 

҉ ∞ ̆ Pmax ҹ ֟ ̆1%̖

Pmax=4.65%̖10%Ȃ ȇ ᴇ ↕Ȉ̂HJ2.2-2018̃̆

ᴇ ҹԋ Ȃ 

5.2.2.3 环境空气评价范围确定 

ȇ ᴇ ↕ðð Ȉ̂HJ2.2-2018̃Ҭľ5.4.2 ԋ

ᴇ ᴇ 5kmĿ̆ ᴇ ҹץ ֟ ҹ

Ҭ ̆ 5km ̆ ᴇ ΐᵣ 1.6-1 1.6-1Ȃ 

5.2.3 环境空气污染源调查 

Һ ’̆ ῤ ȁ

Ȃ ῤ ȁ /ῤ ȁ ȁ

Ȃ 

̆ ῤῒז ҊȂ 

表 5.2-9  其他同类型拟建项目大气污染源调查一览表 

 

 

Ҭ  

 

/m 

 

/m 

₮

ῤ

/m 

 

/̂m/s  ̃

/Ņ 

 

/h 

’ 

/

̂kg/h̃ 
X Y 

P1-1

 

116.196E 36.846N 29 30 0.8 16.59 30 8400  

 0.08kg/h 

VOCŝץ

̃0.097kg/h 

P1-2

 

116.196E 36.846N 29 30 0.8 16.59 30 8400  

0.105kg/h 

VOCŝץ

̃0.039kg/h 

P1

̂

 ̃

116.2000E 36.846N 29 43 1.2 6.14 114 8400  

0.085kg/h 

SO20.085kg/h 

NOX0.342kg/h 

VOCŝץ

̃0.0089kg/h 

 0.0464kg/h 

0.0011kg/h 

0.00054kg/h 

 

5.2.4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 ̆ԋ ᴇҌ ѿ ҍ ᴇ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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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污染源排放量核算 

5.2-10̆

5.2-11̆ 5.2-12Ȃ 

表 5.2-10  拟建项目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一览表 

 
 

 
 

 

 

̂mg/m3̃ 

 

 

(kg/h) 

 

 

(t/a ) 

‰ 

 

̂mg/m3̃ 

 

̂kg/h̃ 

Һ  

1 P1  

 4.5 0.112 0.94 10 45.3 

SO2 4.6 0.114 0.955 50 ĺ 

NOx 18.2 0.456 3.83 50 ĺ 

VOCŝ ץ

̃ 

0.5 0.012 0.10 60 3.0 

 2.6 0.065 0.546 ð 41 

 0.06 0.0014 0.0121 5 ĺ 

 0.03 0.0007 0.00588 15 ĺ 

Һ  

0.94t/a ̆VOCŝץ ̃ 0.1t/ăSO2

0.955t/a N̆Ox 3.83t/ă 0.546t/ă 0.0121t/ă
0.00588t/aȂ 

 

表 5.2-11  拟建项目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核算一览表 

 

 

 

֟

 
 

Һ

 

 

‰ 

̂t/ã ‰  
ṿ/

̂mg/m3̃ 

1 
֟  

└

ȁ

ȁ

ᵈȁ

 

 ‰Ȉ

̂GB16297-1996̃ 2

ṿ

 

1.0 0.129 

 0.2 0.067 

 0.08 0.033 

 

ȇ ‰Ȉ

̂GB14554-1993̃  1 Ҭ

ԋ ‰ ṿ  

1.5 0.607 

VOCs

ץ̂

̃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3

ṿ 

2.0 0.555 

 

 

̂t/ã 0.129 

̂t/ã 0.067 

̂t/ã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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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0.607 

VOCŝץ ̃̂ t/ã 0.555 

表 5.2-12 拟建项目大气污染物非正常排放量核算一览表 

  
̂%̃ ̂m3/h̃ ̂mg/m3̃ ̂kg/h̃ 

‰ṿ 
 

’ 

/h 
/  

 mg/m3 kg/h 

P1 

 0 

25000 

9.2 0.229 10 45.3 

 

1 1 

Ả֟

 

SO2 0 4.6 0.114 50 ĺ 1 1 

NOx 0 18.2 0.456 50 ĺ 1 1 

VOCŝ ץ

̃ 

0 23.8 0.595 60 3.0 1 1 

 0 26 0.65 ð 41 1 1 

 0 2.9 0.072 5 ĺ 1 1 

 0 1.4 0.035 15 ĺ 1 1 

 

 

5.2.6 卫生防护距离 

5.2.6.1 现有和同期项目 

一、45000t/a 锦纶 6 薄膜/高强长丝用切片项目 

ȇ қ ̂ ̃ ᴋῈ 45000t/a 6 / Ҝ ℗

ᴇ ӥȈҬ ҹ 100mȂ 

╠ ֟ ̂ ̃ ҹ ᶷ

̆ ╠ 100m ῤץ ̂11 ̃ ᵝ ӯ

̆ ᵟ Ȃ 100m ῤ № ̆

100m Ȃ 

二、塑料装饰件车间迁建项目 

Ḡ ȇ῏ԍ қ ̂ ̃ ᴋῈ ᴆ

Ȉ̂ [2018]96 ̃Ҭ

ҹ ֟ 100m̂ ᴆ ῍ ѿҩ ̃̆

ῤ Ȃ 

三、钢化玻璃车间迁建项目 

Ḡ ȇ῏ԍ қ ̂ ̃ ᴋ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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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 [2018]207 Ҭ̃ ҹ

֟ 100m̆ ῤ Ȃ 

四、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 

Ḡ ȇ῏ԍ қ ̂ ̃ ᴋῈ ҙ

ӥ Ȉ̂ [2019]7 Ҭ̃ ҹ

ҹҬ 100m ץ̆ Ữ ҹҬ 50m ̆

ῤ Ȃ 

五、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 

ȇ қ ̂ ̃ ᴋῈ ֟ 4.5 ҆ ҙ ֟

Ȉ Ҭ ҹ ҹҬ

100m ץ̆ Ữ ҹҬ 150m ̆

ῤ Ȃ 

5.2-3Ȃ 

5.2.6.2 拟建项目 

ȇ ↕ Ȉ

̂GB/39499-2020̃̆ ᴑҙ ̔₄Ҍ 15m

Ҋץ ᵣ ̆ ̆֟ ֟ ᾝ̂

֟ ᵬҙ ̃ ӊ Ȃ 

Ҋ ̔ 

  DC

mC LrLBACQ 
50.0225.0/1/  

Ҭ̔QCðð ̆ ᵝҹ ᾥ ̂kg/h̃̕  

Cmð ‰ ṿ̆ ᵝҹ ᾥ ̂mg/m3̃̕ 

Lðð ∆ṿ̆ ᵝҹ ̂m̃̕  

rðð ֟ ᾝ ̆ ᵝҹ ̂m̃̕  

AȁBȁCȁDð ∆ṿ ̆ ̆ ҙᴑҙ

5 ׆≢ 1 ̕ 

5.2-13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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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3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一览表 

 

 
 

 

m 

 

m 

∆

 

m 

 

(kg/h) 

‰ 

̂mg/m3̃  

 

̂m̃ 

 

 

90 20 33 

0.0154 0.9 1.0 50 

100 
VOCs 0.066 2 2.2 50 

 0.0723 0.2 22.9 50 

 0.008 0.05 8.9 50 

 

5.2-13 ₮ ҹ 100m̆

ҹѿ ֟ҙ ᶷ 100m ᶷ 130m

̆ ֟ №≢ҹ 500m 600m̆ ᵝԍ ץ ̆

ῤ Ȃ ΐᵣ 5.2-4̆

ᴑҙῃ 5.2-5Ȃ 

5.2.6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ҹԋ ᴇ ׆̆ ̆ ᴇ

ץ ̆ ℗ Ḡ ╠ Ҋ̆

׆ ̆ ΐ Ȃ 

ҹ 100m̆ ῤ Ȃ 

҉̆ Ȃ 

5.2.7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ᴇ 5.2-14Ȃ 

表 5.2-14  拟建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一览表 

ᵬῤ   

ᴇ

ҍ
 

ᴇ  ѿ Ǐ ԋ ã ҈ Ǐ 

ᴇ  =50kmǏ =5~50kmǏ 
=5kmã 

ᴇ
 

SO2+NOX 

 
Ó2000t/aǏ 500~2000t/aǏ ̖500t/aã 

ᴇ  
̂SO2ȁNO2ȁPM10ȁPM2.5ȁCOȁO3̃ 

ῒז ̔̂ TSPȁ ȁ ȁ ȁ ȁ ȁ ȁԋ
ȁ ̃ 

ᴇ
‰ 

ᴇ ‰ ‰ã ‰ã DǏ ῒז ‰ã 

ᴇ 

ᴇⱳ  ѿ Ǐ ԋ ã ѿ ԋ Ǐ 

ᴇ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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ᶛ ‰Ǐ Һ ã ᾟ ã 

ᴇ Ǐ Ҍ ã 

 

ῤ  

ã 

Ǐ 

ã 

ף
Ǐ 

ῒז ȁ
ã Ǐ 

ҍ
ᴇ 

 
AERMO

DǏ 

ADMS

Ǐ 

AUSTAL200

0Ǐ 

EDMS/ 

AEDTǏ 

CALPUF

FǏ 

 

 

Ǐ 

ῒ
ז
Ǐ 

 Ó50kmǏ 5~50kmǏ =5kmǏ 

 ̂ ̃ 
ԋ PM2.5Ǐ 

Ҍ ԋ PM2.5Ǐ 

ṿ 

C Ò100%Ǐ 
C 

>100%Ǐ 

ṿ 

ѿ  C Ò10%Ǐ 
C 

>10%Ǐ 

ԋ  C Ò30%Ǐ 
C 

>30%Ǐ 

1h

ṿ ̂ ̃h 

C 

Ò100%Ǐ 

C 

>100%Ǐ 

Ḡ

ⱴṿ 

C ⱴ Ǐ C ⱴҌ Ǐ 

ᵣ
’ 

kÒ-20%Ǐ k>-20%Ǐ 

 

 

⅞ 

 

̔̂ ȁSO2ȁNOxȁ
VOCŝץ ̃ȁ ȁ

ȁ ̃ 

ã 

ã 
Ǐ 

 

 
̔̂̃ ᵝ ̂  ̃ Ǐ 

ᴇ
 

ץ   ã Ҍ ץ  Ǐ 

 
̂ ) ̂ ̃m 

 

 
SO2:(0.955)t/a NOx:(3.83)t/a 

:(0.94)t/a 
VOCs:( 0.1)t/a 

̔ñ Ǐ ò̆ ñãò̕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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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5.3.1 项目废水排放情况 

֟ Һ ȁ ‛ ȁ ȁ

‖ Ȃ ᶭ ̆

ȁ ‛ ȁ ȁ ‖ ᶭ

῾ ֟ҙ ̆ ֟

⌠ȇ ῀ Ҋ ‰Ȉ̂ GB/T31962-2015̃ 1A

 ᴋῈ ῃ ῀ 

ᴋῈ Ȃ 

≢ȁ Ḥ 5.3-1̆

’ 5.3-2̆ ‰ 5.3-3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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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   

 

 

 

 
 

 

   

1  

CODCrȁ

BOD5ȁῃ

ȁ  

̆

῀ᶫ ̆

 ᴋῈ

 

̆

 

T1  
ȁ

 
DW001 

ã  

Ǐ  

ãᴑҙ  

Ǐ  

Ǐ Ҋ  

Ǐ  

Ǐ

 
2 

ȁ

‛

ȁ

ȁ

‖

 

CODCrȁ

BOD5ȁῃ

ȁ ȁ

ȁ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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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ȇ

‰ Ȉ

̂GB18918-2002̃ѿ

A ‰

CODCrÒ40mg/L ȁ

NH3-NÒ2mg/L ‰

῀  ̆

 ῀

̆ ῀  

 70 

 5 

 

 表 5.3-3  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 

   
‰ ῒז  

 ṿ/̂mg/L̃ 

1 DW001 

CODCr 

ȇ ῀ Ҋ

‰Ȉ̂ GB/T31962-2015̃

1A  

500 

BOD5 350 

 45 

 70 

 5 

CODCr 


ᴋῈ  

300 

 20 

BOD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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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地表水评价等级 

ԍ ̆ ȇ ᴇ ↕  Ȉ

(HJ2.3-2018) ᴇ ҹ҈ BȂ-2018)�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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ᵝԍ ῤ̆  ᴋ

Ὲ  ᴋῈ Ⱶ ӊῤ̆ 

ᴋῈ 8 ҆ m3/d̆ 2021.7 ᶛ ̆ ╠

5.9091 ҆ m3/d̆ 35.54m3/d̆ ▼ᵩ

0.17%̆ ҉ ῀  ᴋῈ Ȃ 

CODcrÒ18.5mg/LȁBOD5Ò9mg/Lȁ Ò1.69mg/L̆ ץ

 ᴋ Ὲ CODcrÒ300mg/Lȁ

BOD5Ò150mg/Lȁ Ò20mg/L̆Ҍᴪ  ᴋῈ

‖₯Ȃ 

ȁ ҉ ̆ ῀  ᴋῈ

̆Ҍᴪ Ȃ 

5.3.5 对马颊河的影响分析 

 ᴋῈ ῀ ̆

ԍ ῃ ҹ 12439m3/ă ̆ғ 

ᴋῈ ⱴ ῀ CODCr 0.20t/ă ⱴ NH3-N

0.008t/ăғ ῀ ᵣ COD ᵞԍ 40mg/L̆ ̆

ṿ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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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建设项目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 ̆ ᴇ 5.3-4Ȃ 

表 5.3-4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ᵬῤ   

≢ 

 ã̕  Ǐ 

Ḡ  

Ḡ  Ǐ̕  Ǐ̕ Ḡ  Ǐ̕  Ǐ̕ 

Ḡ ҍ  Ǐ̕ ֟ ȁ  ȁ ҙ ᵣ Ǐ̕  Ǐ̕

ῒז ã 

 
  

 Ǐ̕  ã̕ῒז Ǐ  Ǐ̕  Ǐ̕  Ǐ 

 
ӄ Ǐ̕ Ǐ̕ ӄ  ã̕pH

ṿ ã̕  Ǐ̕ Ῑ  ã̕ῒז ã 
 Ǐ̕ ᵝ̂ ̃ Ǐ̕  Ǐ̕  Ǐ̕ῒז Ǐ 

ᴇ  
  

ѿ  Ǐ̕ԋ  Ǐ̕҈ A Ǐ̕҈ B ã ѿ  Ǐ̕ԋ  Ǐ̕҈  Ǐ 

 

 

  

 Ǐ̕  Ǐ̕  Ǐ̕ῒז 

Ǐ 
ף  Ǐ 

 Ǐ̕  Ǐ̕ Ḡ  Ǐ̕  Ǐ̕  Ǐ͂̕  Ǐ̕

ῒז Ǐ 

ᵣ

  

  

ү  Ǐ̕ Ǐ̕ ã̕—  Ǐ 

 Ǐ̕  Ǐ̕  Ǐ̕  Ǐ 
Ḡ Һ Ǐ̕ ᾟ ã̕ῒז Ǐ 

≠

’ 
 Ǐ̕ Ҋ Ǐ̕ץ40%  Ǐ ҉ץ40%

ל   

  

ү  Ǐ̕ Ǐ̕ Ǐ̕—  Ǐ 

 Ǐ̕  Ǐ̕  Ǐ̕  Ǐ 
Һ Ǐ̕ ᾟ Ǐ̕ῒז 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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ᵬῤ   

ᾟ   

  ᵝ 

ү  Ǐ̕  Ǐ̕ ã̕—  Ǐ 

 Ǐ̕  Ǐ̕  Ǐ̕  Ǐ 

̂pHȁ ȁSSȁCODCrȁBOD5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Έᴇ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ῃ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ԋ ̃ 

ᵝҩ

̂2 ̃ҩ 

ᴇ 

ᴇ  ̔ ̂̃km̕ ȁ ̔ ̂   ̃km2 

ᴇ  
̂pHȁ ȁSSȁCODCrȁBOD5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Έᴇ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ῃ ȁ ȁ ȁ ȁ ȁ ȁ ȁ ȁԋ ̃ 

ᴇ ‰ 

ȁ ȁ ̔Ň  Ǐ̕ň  Ǐ̕ŉ Ǐ̕Ŋ  ã̕ŋ Ǐ 

̔ ѿ  Ǐ̕ ԋ  Ǐ̕ ҈  Ǐ̕  Ǐ 

⅞ ᴇ ‰̂   ̃ 

ᴇ  
ү  Ǐ̕ Ǐ̕ ã̕—  Ǐ 

Ǐ̕  Ǐ̕ Ǐ̕ ã 

ᴇ  

ⱳ ⱳ ȁ ⱳ ’ Ǐ̔  Ǐ̕Ҍ  Ǐ 

└ ᾝ ’ Ǐ̔  Ǐ̕Ҍ  Ǐ 

Ḡ ’ Ǐ̔  Ǐ̕Ҍ  Ǐ 

ȁ └ ף ’ Ǐ̔  Ǐ̕Ҍ  ã 

ᴇ Ǐ 

ҍ ≠ ῒ ל ᴇ Ǐ 

ᴇ Ǐ 

̂ ̃ ̂ ̃ҍ ≠ ᵣ ’ȁ ҍ ȁ

’ҍ ’ Ǐ 

 Ǐ 

Ҍ  ã 

 

 ̔ ̂   ̃km̕ ȁ ̔ ̂   ̃km2 

 ̂   ̃ 

 

ү  Ǐ̕  Ǐ̕  Ǐ̕—  Ǐ 

 Ǐ̕  Ǐ̕  Ǐ̕  Ǐ 

ᴆ 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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ᵬῤ   

 

 Ǐ̕ ֟  Ǐ̕ Ⱶ  Ǐ 

’ Ǐ̕ ’ Ǐ 

└ ⁞  Ǐ 

̂ ̃  Ǐ 

 
ṿ  Ǐ̔  Ǐ̕ῒז Ǐ 

↕  Ǐ̔ῒז Ǐ 

ᴇ 

└

⁞

ᴇ 

̂ ̃  Ǐ̕ ⁞╝ף  Ǐ 

ᴇ 

 Ǐ 

ⱳ ⱳ ȁ ⱳ  Ǐ 

Ḡ  ã 

└ ᾝ  Ǐ 

└ ̆ ҙ ̆ Һ ⁞ ף  ã 

̂ ̃  Ǐ 

ל ᴇȁҺ ṿ ᴇȁ ᴇ Ǐ 

ԍ ῀ ̂ ȁ ̃ ̆ ᴇ Ǐ 

Ḡ ȁ ȁ ≠ ҉ ‰῀  ã 

 

 /̂t/ã /̂mg/L̃ 

̂CODcrȁ ̃ 

῀  Ὲ ҹ 12439m3/ă

CODCr №≢ҹ 0.23t/a 0.021t/aȂ ῀

ҹ 1243*m3/ăCODCr №≢ҹ 0.20t/aȁ0.0087t/aȂ 

 ᴋῈ

̂CODcr ҹ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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ᵬῤ   

 

Ḡ   ã̕ ⁞  Ǐ̕ Ḡ  Ǐ̕ ╝⁞ Ǐ̕ᶭ ῒז  Ǐ̕ῒז Ǐ 

⅞ 

   

 ꜚǏ̕ ꜚ Ǐ̕  Ǐ ꜚã̕ ꜚ ã̕  Ǐ 

ᵝ ̂̃ ̂  ₮ ̆    ̃ 

 
̂ ̃ ̂ ȁpHȁCODcrȁ ȁTPȁTNȁBOD5ȁ

̃ 

 ã 

ᴇ ץ   ã̕Ҍ ץ  Ǐ 

̔ñǏòҹ ̆ ã̕ñ̂   ̃òҹῤ Ώ ̕ñ òҹῒז ᾟῤ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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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5.4.1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5.4.1.1 区域地质条件 

ῃ ̂Ň̃ ѿ №̆ ҹ

ῃ №ҹ 2 ҩ ᾝ ῒ̆ ҹ ῟ ̂ň1̃̆ қ ҹ ̂ň2 Ȃ̃

῟ Ҭ 2 ҩ҈ ᾝ̆ ҳ ̂ŉ1̃ ῤ ̂ŉ2̃̕

Ҭ 1 ҩ҈ ᾝ̆ ̂ŉ3̃̕ ῒ ̆ қ № 7

ҩ ᾝ̕ € ̂Ŋ1 ȁ̃ҳ ₭ ̂Ŋ2 ȁ̃ € ̂Ŋ3 ȁ̃

₭ ̂Ŋ

R±?¯
 6ü�Ì�]�9

Eí�°
 
A�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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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聊城市地质构造图 

 

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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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区域水文条件 

Ҋ ̆ ԍ ‖ ᵬ

̆ ԅ ȁ ҈ ̆Һ ҹ ȁ

ȁ ȁ ̆ ᵝҌ ̆ ԑ ⱴ̆ҹ Ҋ ⇔ ԅ ῒ

ᴨ ᴆ̆ ԅ ѿ Ҋ - Ȃ ῤ Ҋ

̆ └ ̆ ԅ҉ -Ҭ -Ҋ ҈ᾝ

ᾝ ̆ № ҉ (50m №(ῤץ ( ԍ 2g/L)̆

ҹ ̕Ҭ 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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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 -Ҭ ̆ ̆ ᾣ ̆ᵞ ̆

ᵞ ̆ Ԑ ̆ Ȃ № ̆ ̔1.30~2.50m̆ 1.78m̕

̔-18.80~-18.20m̆ -18.44m̕ ̔18.30~18.90m̆ 18.54mȂ 

7 ̔ ̆ ̆Ҭ ̆ ̆ ᾣ ̆ Ԑ ̆

Ȃ № ̆ ̔6.10~7.10m̆ 6.68m̕ ̔-25.40~-24.70m̆

-25.08m̕ ̔24.80~25.50m̆ 25.18mȂ 

8 ̔ ̆ ̆₴℗ ᾣ ̆ ȁ

̆Ҭ ̆Ҭ ̆ Ȃ Ȃ 

סּ 5.4-2~5.4-5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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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2  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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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3  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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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4  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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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地下水评价工作等级及评价范围的确定 

5.4.3.1 评价等级的划分 

̂1̃⅞№ᶭ  

ȇ ᴇ ↕̇ Ҋ Ȉ̂ HJ610-2016̃̆ Ҋ

ᴇ ᵬ ⅞№ ҙ№ Ҋ

№ ∞ ̆ ҹѿȁԋȁ҈№⅞ץ Ȃ 

ŵ ≢ 

ҹ ҙ ֟ ̆ ȇ ᴇ ↕ð Ҋ Ȉ

̂HJ610-2016̃ Að Ҋ ᴇ ҙ№ ̆ ԍľO

 119ȁ └ Ŀ̆ Ҋ ᴇ ≢ҹň Ȃ 

Ŷ Ҋ  

ᵝԍ ֟ҙ ῤȂ ҍ

Ḡ ̆ Ҍ Ҋ Ḡ ῤ̆ӞҌ

Ḡ ⅞ ῤ̆ ̆ Ҋ

ҹҌ Ȃ 

表 5.4-1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表 

№  Ҋ  

 

Ҭ ̂ ȁ ȁ ̆ ⅞

̃‰Ḡ ̕ Ҭ ץ ҍ Ҋ

῏ ῒ Ḡ ̆ ȁ ȁ Ҋ Ḡ Ȃ 

 

Ҭ ̂ ȁ ȁ ̆ ⅞

̃‰Ḡ ץ ̕ ⅞ ‰Ḡ Ҭ ̆ῒḠ

ץ ̕№ ̕ Ҋ ̂ ȁ ̃

Ḡ ץ № ῒ ↓῀҉ № Ȃ 

Ҍ  ҉ ӊ ῒ  

 

̂2̃ ᴇ  

ȇ ᴇ ↕ð Ҋ Ȉ̂ HJ610-2016̃̆

ᴇ ҹ҈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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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评价工作等级分级表 

       ≢ 

 
Ň  ň  ŉ  

 ѿ ѿ ԋ 

 ѿ ԋ ҈ 

Ҍ  ԋ ҈ 三 

 

4.4.3.2 评价范围 

ȇ ᴇ ↕ð Ҋ Ȉ̂ HJ610-2016̃ ̆

̂ ̃ Ҋ ᴇ Ὲ ȁ

ӈ Ȃ 

ᴇ ̆ Ҋ ᴇ ̆

҈ ᴇ Ҋ ᴇ ҹÒ6km2Ȃ 

表 5.4-3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表 

ᴇ  ᴇ ̂km2̃  

ѿ  Ó20 

Ҋ Ḡ ̆

 
ԋ  6-20 

҈  Ò6 

Ҋ ҹ қ ̆ Ҋ ᴇ ץ ֟

ҹҬ ̆қ ᶷ ᶷ 1000m̆ ᶷ ҉ 1000m̆қ ᶷ Ҋ

2000m ̆ ҹ 6km2Ȃ 

5.4.4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5.4.4.1 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分析 

֟ ̆ ῤҌ Ԛ̆ғ ̆

Ҍᴪ ⱴ Ҋ ⱬȂ 

ῤ ̆ Ҋ Ῑ Ҍ Ȃ ̆

Ҋ Ȃ 

5.4.4.2 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分析 

Ҋ ҹ ̆ Ҋ ̆

≠ Ҋ ȁ ̆ᵖ Ӟ

῀ Ҋ̆ᶏ Ҋ Ȃ ̆ ῤ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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Ҋ ל̆ ᴪᶏ Ҋ № ׆

ᶏ Ҋ Ȃ 

Ҋ Һ ̔ 

̂1̃  

֟ Һ ȁ ȁ ‛ ȁ

‖ Ȃ Ҍ ῀ Ҋ̆ᴪ Ҋ

Ȃ ᴍ ̆֟ ̆ Ҍ ̆ᴪ Ҋ

Ȃ ᶭ ̆ ֟

ᶭ ̆ ֟

⌠ȇ ῀ Ҋ ‰Ȉ̂ GB/T31962-2015̃ 1A

 ᴋῈ ῃ ῀ 

ᴋῈ Ȃ ῤ ԅ ̆

Ҋ Ȃ 

̂2̃ ᵣ  

֟ ҙ Ҋ ̆῏ ԍ

ץ ⌠ᵝȂ Ҥ ̆

ȁ ȁ ҳ Ạ ̆

ᵞ Ҋ Ȃ 

5.4.4.3 项目建设对水源地的影响 

ȇ Ӡᶫ Ḡ ⅞Ȉ̆ ᶫ Ḡ ҹ

ԋ ץ ̆ қ̆ץ № ץ ̆ Ὲ ץ ̆ 100km2 ̆

Ḡ ᵝ ΐᵣ 5.4-6̆ Ҍᵝԍ Ḡ ̆

Ҋ ҹ қ ̆ ᵝԍ Ҋ

Ḡ 2km̆ Ȃ 

5.4.4.4 工程采取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ѿȁ Ҋ ↕ 

Ҋ ̆ Ҋ ľ └ȁ

ȁ ȁ 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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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Һ ȁ ȁ ȁ Ữ

̆ ᵞ ̆ Ԋ

⌠ ᵞ ̕ ľ Ŀ ↕̆ ҉̆

Ạ⌠ ľ ȁ Ŀ̆⁞ ԍ Ҋ Ȃ 

̂2̃ └ ̔Һ ῤ ȁ

̆ ̆ ῀ Ҋ̆

̆ Ҭ ̕ └ №

̆ ȁѿ ≢

↕Ȃ 

̂3̃ ᵣ ̔ ֟ Ҋ ̆

└ ȁ ᾢ ת ȁ ȁ Ҋ Ԛ̆

ȁ └Ȃ 

̂4̃ ̔ ѿ Ҋ Ԋ ̆ ꜚ ȁ

└ Ҋ ̆ ᶏ ⌠ Ȃ 

ԋ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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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  本项目拟采取的分区防渗一览表 

№
 

֟ ᾝ   

 

ȁ
 

ῃ ҹ ₀ ̆600 3:7

̆300 C30 ₀ ₮ᾣ 

Ҍ ᵞԍ
6.0m 

ҹ 1.0×10-7cm/s

 

ѿ

 

֟  

ⱬ ₀ ̆ 100

C10 ₀ Ạ ̆ 20

̆±0.00 Ҋ̆C35ץ

₀  

Ҍ ᵞԍ
1.5m 

ҹ 1.0×10-7cm/s 

 

 
ⱲῈ ȁ  

素土夯实，3:7 灰土 300 厚， 

非防渗混凝土 
-- 

ῤ ₀ Ҍ ᵞԍ C30̆ ᵣ ҹ P8̆

Ҍ ԍ 250mm̆ Ҍ ԍ 150mm̆ғῤ ┘

̆ ₀ ῤ ⱴ ╕̆

Ҍ ԍ 1.0mmȂ ┘ ӊ╠̆ Ȃ ȁ

̆ Ȃ 

̆⁞ Ȃ ԍ Ҋ ̆ѿ ȁԋ

└ ̆ ᵩ Ҍ ԍ 2mm ῤ ̆

ⱴ ̆ Ȃ Ҋ Ә

₀ ̆ῒ Ӟ ῏ ̆

Ԛ̆ῒ Ҍ ԍ 100mȂ

2 ҉ץ Ә ῒֲז Ȃ 

ԍ ̆ ҊҌ ȁҌ ᵣ

ῤ№≢ ̆ ↕ ῀ ῤ̆ Ҍ ̂ ԑ ̃

ѿ ῤ Ȃ ̆ ҹ 1m

̂ Ò10-7cm/s̃̆ 2mm Ә ̆ 2mm ῒ ֲ

̆ Ò10-10cm/s̕ ѿҩ ҉̆

ῒ ₮ ⌠ ̆ ҍ ̆ ҉ ȁ

₮ ̕ ȁ ȁ Ȃ 

ѿ Ҍ ᵞԍ 1.5m ҹ 1×10-7cm/s

Ȃ 

№ ῤ ₀ Ҍ ᵞԍC25̆ Ҍ ᵞԍP6̆

Ҍ ԍ100mm̆ ῤ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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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ῒ ̆ ҉ץ ₀ ̆ Ҍᵞԍ

P6̆ ҉ץ ῤ ┘ ̆ Ҍ ԍ

1.0mm̆ ̆ Ҭ ̆ Ҍ ԍ0.3%Ȃ

HDPE Ȃ 

ѿ Ȃ 

5.4.4.5 现有工程采取的地下水污染防渗措施及本项目依托可行性 

̂1̃  

ᴑҙ Һ ȁ ȁ ȁ Ữ ȁ

ȁ Ạԅ ȁ ̆ ᵝ ᶫ ̆

5.4-5Ȃ 

表 5.4-5  项目厂区防渗分区及采取的措施一览表 

№  
֟ ᾝ  

 
 

 

 

 
300mm̆ 400mmC30

 
P8 

Ҍ ᵞԍ

6.0m ҹ

1.0×10-7cm/s

 

 
 

300mm3:7 200mmC30  P6 

ȁ

Ԋ  

2500mm̆ 350mmC30

 
P8 

ѿ

 

֟

ȁ ȁ

ד  

ⱬ ₀ ̆

100 C10 ₀ Ạ ̆

20 ±̆0.00 ץ

Ҋ̆C35 ₀  

ð 

Ҍ ᵞԍ

1.5m ҹ

1.0×10-7cm/s

 

 

 

ⱲῈ  
素土夯实，3:7 灰土 300 厚，非防

渗混凝土 
ð --  

̂2̃ ᶭ  

֟ҙ ῤ ̆ ᶭ ῾ף ֟ҙ

ῤ ̆ ᶭ ȁԊ ̆Ҍ

Ȃ 

5.4-5̆ ȁ Ԋ ῃ

ԅ ̆ ̆ ҍ

Ȃ ȁ ȁ ȁ ̆

ῒ ҹ ̆ғ ̕ 2 ҉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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Ә ῒֲז ̆ ̆ ȁԊ

̆ ᶭ

Ȃ 

ד ѿ ԅ ̆ ᶭ ד

Ȃ 

5.4.4.6 污染监控措施 

̆ ֟ҙ Ҋ 1 Ҋ

ԚȂ ₮ Ҋ Ȃ Ԛ ᵝΐᵣ

5.4-7Ȃ 

Ҋ ⅞ 5.4-6 Ȃ Ԛ ᶭ Ҍ ⱴ ⁞

ȂῈ Ḡ Ҋ ꜚ ̆Ғֲ Ȃ

Ԋ ̆ ⱴ ̆ № ̆ ̆

Ȃ 

表 5.4-6  厂区地下水监测计划  

 

Ԛ 

ᵝ  
 

 
  

 

1 
֟ҙ

қ  
 

116.200Ĕ

36.849N 
 

pHȁ ȁ ȁ

ȁ ȁ ȁ֒

ȁ ȁ

ᵣȁ ȁ  

ѿ

 

 

ѿ ’̆ ῤ Ԛץ

Ԛ ̆ № Ȃ ̔ ѿ ̆

Ȃ ῏ ̆Ạ ᵬ̆

̆ ḱ Ȃ 

5.4.4.7 风险事故应急响应措施 

ҹԅẠ Ҋ Ḡ ҍ ̆ ꜜⱬ ᾧ ⁞ Ҋ

̆ └ Ҋ Ԋ ̆ ̆Ԋ

Ȃѿ Ҋ ᾠ Ҋ ̆

ᵝ ҩֲ ῒ Ҋ Һ ȁ ᴋ ᵝ

῏ ’Ȃ ̆ ҍ 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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ꜚ̆ Ғ Ԋᴆ ȁ ȁ ̆№ ̆ל

₮Ҋѿ ̆ └ ℗ Ԋᴆ ̆ ȁ

̆ ⌠ ᵞ Ȃ ᵬ ̆ ῏ ᵝ̆Ạ

ᵬ̆ ₮ Ԋᴆľ Ŀ ȁ ̆

Ȃ 

ⱴ ̆ⱴ ̆ ῃᵣ Ḡ ̕ẫῃ └̆

ԍ ȁ ̆ ẫῃ └ ̆

̆ ‗̕ ׆ ȁ ȁ ȁ ֟ ᵬץ ḱῃ ẫῃ

ᵣ ̆ Ḡ ȁ ᵬ Ȃ 

5.4.5 小结 

֟ Ҋ ̆ Ḡ

ץ ̆ ⱴ ╠ Ҋ̆ └ ῤ

Ҋ ̆ ᾧ ҍ Ҋ ⱬ Ҋ ̆

Ҋ ֟ Ȃ 

5.5 声环境影响评价 

№ ̆ Һ Ҝȁ ȁ

̆ῒ ѿ 80~90dB(A) Ȃ ԍ ֓ ̆ №≢ ⱴ

ȁ ȁ ⁞ ȁ Ȃ 

5.5.1 噪声源强 

Һ 5.5-1ȂҺ

ΐᵣ 5.5-2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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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主要噪声源强及降噪措施     单位：dB(A) 

 

 
 

 
 

 

└

 

ᵝ /m 

ῤ

/m 

ῤ

/dB(A) 
 

῀  / 

dB(A) 

 

̂ /

̃/̂dB(A)/m̃ 
X Y Z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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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 拟建项目主要噪声设备与各厂界距离一览表 

 
̂m̃ 

1#қ  2#  3#  4#  

 40 30 355 385 

 50 35 350 380 

ᴰꜚ  40 30 355 385 

 60 35 350 380 

 

5.5.2 噪声环境影响预测 

5.5.2.1 预测点的选择 

Ҭ 4 ҩ ȁ ᵬҹ ᵝ̆

Ḡ Ҋ 5.5-3Ȃ 

表 5.5-3 工业企业声环境保护目标调查表 

 
Ḡ

 

ᵝ /m 

/m 

ᵝ 

‰/ⱳ

≢ 

Ḡ

’  X Y Z 

1   -69 572 32.01 100  ȇ

‰Ȉ̂ GB3096-2008̃

2  

ᵣ ȁ

ȁ ȁ

 
2  -893 60 32.17 130  

 

5.5.2.1 预测模式选择 

ᴇ ȇ ᴇ ↕ Ȉ̂ HJ2.4-2021̃Ҭ

̆ ῒז ҙᴑҙ ⁞ ’̆ A ̆

Ҋ̔ 

)()()( 0 miscgrbaratmdivAA AAAAArLrL   

Ҭ̔LA(r)ðð r A ̆dB(A)̕ 

LA(r0)ðð ᵝ r0 A ̆dB(A)̆ ̕ 

Adivðð₃ᵥ ⁞̆dB(A)̕  

Aatmðð ⁞̆dB(A)̕ 

Abarðð ⁞̆dB(A)̕ 

Agrðð ⁞̆dB(A)̕ 

Amiscððῒז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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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ҩ ֟ A ҹ LAĭ T ῤ ᵬ

ҹ ti̕ j ҩ ֟ A ҹ LA,j̆ T ῤ ᵬ

ҹ tj̆↕ ҹ̔ 

                N        M 

Leqg̗10lg[(1/T)̂Ɇti100.1L
Ai+Ɇtj100.1L

Aj̃] 

                i=1       j=1 

Ҭ̔T ҹ ̆N ҹ ҩ ̆M ҹ ҩ

Ȃ 

5.5.2.2 参数的确定 

（1） 几何发散引起的衰减（Adiv） 

   aȁ       Adiv=20Lg(r/ro) 

       bȁ ̂Lõ  

          r>Loғ ro>Lo        Adiv=20Lg(r/ro) 

          r<Lo/3 ғ ro<Lo/3        Adiv=10Lg(r/ro) 

          Lo/3<r<Loғ Lo/3<ro<Lo        Adiv=15Lg(r/ro) 

（2）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Aatm） 

Ҭᵞץ ҹҺ̆ ⁞ ̆ Ҍ Ȃ 

（3）障碍物屏蔽引起的衰减（Abar） 

ᴰ Ҭ ⌠ ῒ ׆̆

⁞̆ΐᵣ ⁞ Ҍ ᴰ ̆

’̆ 20dB(A)Ȃ 

（4）地面效应引起的衰减（Agr） 

’̆ Ȃ 

（5）其他方面效应引起的衰减（Amisc） 

’̆ Ȃ 

5.5.2.3 预测结果 

ṿ̆≠ ҉ץ

Һ ֟ ṿ 5.5-3Ȃ

№ 5.5-4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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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3 主要噪声设备对厂界的贡献值 

ᵝ 
ᵝ /m 

 
ṿ

̂dB(A)̃ 
‰ ṿ

̂dB(A)̃ 
’ 

X Y Z 

қ  
408 -518 28.97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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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ⱴץ ̆ ⁞ ̆℗ Ạ⌠ ╠

ҍ └̆ Ḡ Ȃ 

(3) ֟ ̆ⱴ Һ ᵬ̆ץḂ

‗Ȃ 

5.5.4 建设项目噪声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ᴇ ѿ 5.5-5Ȃ 

表 5.5-5  声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ᵬῤ   

ᴇ

ҍ

 

ᴇ  ѿ Ǐ ԋ Ǐ ҈ Ś 

ᴇ  200mŚ        ԍ 200mǏ         ԍ 200mǏ 

ᴇ

 
ᴇ  A Ś  A Ǐ  Ǐ 

ᴇ

‰ 
ᴇ ‰ ‰Ś             ‰Ǐ            ‰Ǐ 

ᴇ 

ⱳ  0 Ǐ 1 Ǐ 2 Ǐ 3 Ś 4a Ś 4b Ǐ 

ᴇ  ∆ Ǐ Ǐ Ҭ Ǐ Ǐ 

 
Ś     ⱴ Ǐ    

Ǐ 

ᴇ №   

 

 
 

Ǐ                Ś           Ǐ 

ҍ

ᴇ 

 ↕ Ś ῒזǏ   

 200 mŚ          ԍ200 mǏ           ԍ200 mǏ 

 A Ś A Ǐ Ǐ 

ṿ 
Ś                           Ҍ Ǐ 

Ḡ

ṿ 
Ǵ                            Ҍ Ǐ 

⅞ 

 
Ś ᵝ Ǐ  ꜚ Ǐ   ꜚ Ś   

Ǐ 

Ḡ

 
̔̂̃ ᵝ ̂   ̃ Ǐ 

ᴇ

 
 Ś Ҍ Ǐ 

ñǏòҹ  ̆ ã̕ñ̂  ̃òҹῤ Ώ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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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5hm2 Ȃ̃ 

̂3̃  

ᶭ ȇ ᴇ ↕ ( )Ȉ̂ HJ964-2018̃̆

№ҹ ȁ ȁҌ ҈ҩ ̆ΐᵣ 5.6-2Ȃ 

表 5.6-2  污染影响型敏感程度分级表 

 ∞≢ᶭ  

 
ȁ ȁ ȁ ȁ ȁ ȁ

Ῑ ȁῙ Ȃ 

 ῒז Ȃ 

Ҍ  ῒז ’Ȃ 

ᵝԍ ֟ҙ ῤ̆ Һ ҹ ⅞ ҙ ̆

֟ҙ ֽ 100m̆ 1000m ῤ

̆ ̆ ҹ Ȃ 

̂4̃ ᴇ ∞  

ҹ ̆ ≢ҹň ̆

ҹ ̆ ҹ ̆ ȇ ᴇ ↕  ̂ Ȉ̃

̂HJ964-2018̃ ᵬ ∞ ̆ 5.6-3Ȃ 

表 5.6-3  污染影响型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表 

 Ň  ň  ŉ  

 Ҭ   Ҭ   Ҭ  

 ѿ  ѿ  ѿ  ԋ  ԋ  ԋ  ҈  ҈  ҈  

 ѿ  ѿ  ԋ  ԋ  ԋ  ҈  ҈  ҈  - 

Ҍ  ѿ  ԋ  ԋ  ԋ  ҈  ҈  ҈  - - 

҉̆ ᴇ ҹԋ Ȃ 

5.6.1.2 土壤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 ᴇ  

 HJ964-2018 Ҭ 8.2 ѿ ҍ ѿ ̆

ῤ 1.0km ῤȂ 

̂2̃ ᴇ  

50 Ȃ 

̂3̃  

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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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4̃ ᴇ  

ᴇ ҹ Ȃ 

̂5̃ ᴇ  

ᵝ Ҭ Ҋ ̔ 

ȹS=n̂Is-Ls-Rs̃/̂pb×A×D̃ 

Ҭ̔ȹSðð ᵝ Ҭ ̆g/kg̕ 

Isðð ᴇ ῤ ᵝ ᴍ Ҭ ῀ ̆g̕

5880g/ă 940000g/aȂ 

Lsðð ᴇ ῤ ᵝ ᴍ Ҭ Ҭ ₮ ̆g̕0 

Rsðð ᴇ ῤ ᵝ ᴍ Ҭ Ҭ ₮ ̆g̕0 

pbðð ̆kg/m3̕ 14800kg/m3̕ 

Aðð ᴇ m̆2̕ ᴇ ֟ҙ 200m ҹ 474800m2  ̕

Dðð ̆ѿ 0.2m̆ ’ ̕ 

nðð ᴍ̆aȂ 

↕ E ₮ ̆ Ҍ ₮ Ȃ 

S=Sb+ȹS̕ 

Sbðð ᵝ Ҭ ṿ̆g/kg̕ ṿȂ 

Sðð ᵝ Ҭ ṿ̆g/kg̕ 

̂6̃  

῏ ῀҉ Ὲ ̆↕ ֟ n Ҭ

Ȃΐᵣ 5.6-4Ȃ 

表 5.6-4  不同年份土壤中污染物累积影响预测表 

 
  

ȹŜmg/kg̃ Ŝmg/kg  ̃ ȹŜmg/kg̃ Ŝmg/kg  ̃

10 ᵝ Ҭ  0.000041838 ð 0.006688 ĺ 

20 ᵝ Ҭ  0.000083677 ð 0.013377 ĺ 

30 ᵝ Ҭ  0.000125515 ð 0.020065 ĺ 

40 ᵝ Ҭ  0.000167354 ð 0.026754 ĺ 

50 ᵝ Ҭ  0.000209192 ð 0.033442 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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ᴇ ‰̂g/kg̃ ĺ 

҉ ץ ₮̆ ῀ ̆ Ҭ ⱴ̆

̆ 5~50 Ҭ ̆

̆ Ȃ 

5.6.1.3 土壤污染控制措施 

ҹ⁞ ̆ Ҋץ ̔ 

1ȁ └ Ȃ ⱬ ȁ ⁞ץ̆ ̕

└ ̆ᶏӊ ‰ └ Ȃ 

2ȁ ֟ Ҭ̆Ạ ȁ ḱ̆ ȁῳȁ ȁ Ȃ ̆

ⱴ ֟ Һ ῃ ȁ Ḃץ̆ Ԋ ̆

Ȃ 

҉̆ ֟ ⱴ ̆ └ ץ ῀

׆̆ ֟ Ȃ 

5.6.1.4 土壤跟踪监测计划 

֟ ̆ҹ ԅ ’̆ᴑҙ

⅞̆ ⅞ΐᵣ 5.6-5Ȃ 

表 5.6-5  土壤环境根据监测计划 

 ῤ   ‰ Ḥ Ὲ ῤ  

Һ ҉  
 ѿ ѿ  

ȇ  ῾

‰̂

Ȉ̂̃GB15618-2018̃ 1 

ṿ ‰  

ԍ Ὲ

 
Һ Ҋ  

 

5.6.1.5  土壤环境影响自查表 

5.6-6Ȃ 

表 5.6-6  建设项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ᵬῤ  ’ 

 

 

 

≢ 

 ã̕ Ǐ̕ң Ὶ Ǐ 

≠  ã̕῾ ã̕ ≠ Ǐ 

Ḥ  ̔   ᵝ̔N  ̔100m 

 ã̕ Ǐ̕ ῀ Ǐ̕ Ҋ ᵝǏ̕ῒ̃̂ז 

ῃ  
ȁVOCŝ ȁ̃SO2ȁNOXȁTSPȁ ȁ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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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ȁ  

ᴇ ≢ 
Ň Ǐ̕ň ã̕ŉǏ̕ŊǏ 

 ã̕ Ǐ̕Ҍ Ǐ 

ᴇ ᵬ  ѿ Ǐ̕ԋ ã̕҈ Ǐ 

ῤ

 ãã̕b̃ã̕c̃Ǐ̕d̃Ǐ 

  4.5-23 

ᵝ 

 ῤ   

 1 2 0~0.2m 

 3 0 

0~0.5m 

0.5~1.5m 

1.5~3m 

 

pH ṿȁ ȁ ȁ ̂Έᴇ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ᴏȁ ȁ1,1-ԋ Ә ȁ1,2-ԋ Ә ȁ1,1-ԋ Ә

ȁ -1,2-ԋ Ә ȁ -1,2-ԋ Ә ȁԋ ȁ1,2-ԋ Ҙ ȁ

1,1,1,2- Ә ȁ1,1,2,2- Ә ȁ Ә ȁ1,1,1-҈ Ә ȁ

1,1,2-҈ Ә ȁ҈ Ә ȁ1,2,3-҈ Ҙ ȁ Ә ȁ ȁ ȁ

1,2-ԋ ȁ1,4-ԋ ȁӘ ȁ Ә ȁ ȁ ԋ + ԋ

ȁ ԋ ȁ ȁ ȁ2- ȁ [a] ȁ [a] ȁ

[b] ȁ [k] ȁ ȁԋ [ăh] ȁ [1,2,3-cd]

ȁ ȁ  

 

 

 

ᴇ

 

ᴇ  

ȁ ȁ ̂Έᴇ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ᴏȁ ȁ1,1-ԋ Ә ȁ1,2-ԋ Ә ȁ1,1-ԋ Ә ȁ

-1,2-ԋ Ә ȁ -1,2-ԋ Ә ȁԋ ȁ1,2-ԋ Ҙ ȁ1,1,1,2-

Ә ȁ1,1,2,2- Ә ȁ Ә ȁ1,1,1-҈ Ә ȁ1,1,2-

҈ Ә ȁ҈ Ә ȁ1,2,3-҈ Ҙ ȁ Ә ȁ ȁ ȁ1,2-

ԋ ȁ1,4-ԋ ȁӘ ȁ Ә ȁ ȁ ԋ + ԋ ȁ

ԋ ȁ ȁ ȁ2- ȁ [a] ȁ [a] ȁ

[b] ȁ [k] ȁ ȁԋ [ăh] ȁ [1,2,3-cd] ȁ

ȁ  

ᴇ ‰ GB 15618ã̕GB3660ã̕ D.1Ǐ̕ D.2Ǐ̕ῒ̃̂ז 

ᴇ  Ȃ 

 

 

 

 

 ȁ  

 Eã̕ FǏ̕ῒ̃̂ז 

№ ῤ  
̂ ῤ 200m̃ 

̂ ̃ 

 
̔ãã̕b̃Ǐ̕c̃Ǐ 

Ҍ ̔ãǏ̕b̃Ǐ 

 

 

 

 

 Ḡ ã̕ └ã̕ ã̕ῒ̃̂ז 

 
   

2 ҩ  ҈ ѿ  

Ḥ Ὲ   

ᴇ  
̆ ̆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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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固体废物的产生及处置情况 

ᵣ ֟ ’ 5.6-7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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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7   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

 
֟ ̂t/ã  Һ №  №  

֟

 ≢ 
ף   

 

S1 ҙ  

 

209 
 

ῤ

 
ĺ  

ѿ

 
282-999-99 ĺ 

ῒזᴑҙ̆

ԍ ⱴ

 

S2 ҙ  

 

672.6 
 

ῤ

 
ĺ  

ѿ

 
282-999-99 ĺ 

ð 

֜

 

 
0.15 

 
 ĺ 4 ҩ  

ѿ

 
28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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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或综合利用分析 

5.6.3.1 一般固废 

֟ ѿ Һ ҹ ҙ ȁ ҙ ̆ № ῤ Ҝ

ᵣ̆ΐ Ῥ≠ ᴇṿ̆ ≠ ̆ ֜ ѿ

̆ Ȃ 

5.6.3.2 危险废物 

Һ ҹ ̆ ȇ Ȉ̂ 2021 ̃ ̆

̆ ̆ ᵝ Ȃ 

5.6.3.3 生活垃圾 

ѿ ̆ № ᵣ

Ҭ ȁ ̆ Ҍ ̆Ғ Ữ ̆ ̆ῒ

֟ Ҍ≠ └⌠ ᵞ Ȃ 

5.6.4 工业固废厂内贮存及管理要求 

5.6.4.1 一般工业固废 

ѿ ̆ ȇѿ ҙ ᵣ └ ‰Ȉ

̂GB18599-2020̃ ̆ѿ Ҋץ  

̂1̃ ԍ ̆ ̆

Ȃ 

̂2̃ѿ ᵣ ῤ ֲ ̆ѿ ᵣ

ԍ 1×10-7cm/sȂ 

̂3̃ѿ ҙ ᵣ GB1556.2-1995

Ȃ 

̂4̃ └ ̆ ᵣ ץ̆

̆ Ḡ ̆ᶫ Ȃ 

5.6.4.2 危险废物 

̆ ῏ ȁỮ ȁ

̆ ԍ ῤȂ 

̂1̃ ȇ Ȉ ȇ

└ ‰Ȉ̂ GB18597-2001̃ 2013 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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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ԍ Ữ ̆ Ữ Ҍ 1 Ȃ 

̂2̃ Һ Ҋ̔ 

ŵ ȇ └ ‰Ȉ̂ GB18597-2001̃ 2013 ḱ

Ḡ Ȃ 

Ŷ ȁ ȁ ῃ ΐ̆ Ȃ 

ŷ ̔ 

a. ҍ ȁ ̆ ҍ Ὶ ̆

ѿҩ ҉̆ ῒ ₮ ⌠ ̆

҉ ȁ ₮ ̕ 

b. ῤ ῃ ̕ 

c. ̆ғ ̕ 

d. ̆ ҍ Ҍᵞԍ

Ữ Ữ 1/5̕ 

e.ҌῚ № ̆ ̕ 

f. ᵣ ῤ ̆ ҍ ᵣ ӊ Ḡ

100mm ҉ץ Ȃ 

̂3̃ ̔ ȇ׆ Ⱳ Ȉ

̆֜ ᵝ ̆ Ώ ̆

҉ץ ḠҺ ‰̆ Ȃ 

̂4̃ ΐ ᵝ ῃ ̆Ҍ

῀ Ȃ 

̂5̃ ᵝ ñῃ ò̆ ȁ ȁ ȁ

Ȃ ҉ ̆ Ҥ ҉

ȁỮ ȁ ̆ ̆ ץ ԋ ̆ ȇ

└ ‰Ȉ̂ GB18597-2001̃ 2013 ḱ ῏ Ȃ↕

֟ Ҍᴪ ֟ Ȃ 

ᶭ ̆ ҉ץ Ȃ 

̆ פ 23 ȇ Ⱳ ȈҤ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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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Ȃ 

̂2̃ ̆ └ ̆

Ȃ 

̂3̃ ̆ Ḥ Ҋץ̂ Ḥ

̃ Ώȁ ̆ ᶭ ῏ Ὲ

῏ Ḥ Ȃ 

̂4̃ ̆ ῏ Ȃ Ὲ

῏ ‰̆ Ҍ ῀ └ Ȃ 

ᴑҙ Ҭ̆ Ҥ ᴆ ῏ Ȃ 

5.6.5 小结 

֟ ’Ҋ ῤ̕

֟ ᵣ ⌠ԅ ̆ ⱴ ̆

ᵣ ≠ ῃ ╠ Ҋ̆ῒ

ץ Ȃ 

5.7 环境风险评价 

Ԋ Ԋᴆ̆ ΐ

ȁ ̆ Ҍ ̆ṛ ѿ

̆ῒ ̆ ᴪ֟ Ҥ Ȃ 

ᴇ № ȁ ̆

Ԋᴆ Ԋ ̆

̆ ֲ ῃҍ ̆ ₮ ȁ

ҍ⁞ ᶏץ̆ Ԋ ȁ ⌠ Ȃ 

ᴇ Ḡ [2012]77 ȇ῏ԍ ѿ ⱴ ᴇ

Ȉ ȇ῏ԍ℗ ⱴ Ҥ ᴇ

Ȉ̂ [2012]98 ̃ ȇץ̆ ᴇ ↕Ȉ̂HJ169-2018̃

ҹ ̆ ȁ ∞ל ȁ ≢ ̆

№ ̆ҹ ᶫ ᶭ ̆ ⌠ ᵞ ȁ⁞ Ȃ 

5.7.1 现有工程环境风险回顾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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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 现有工程主要风险源 

֟ҙ Һ 45000 6 / Ҝ ℗ ȁ

֟ҙ ⱴ ȁ ᴆ ȁ

ȁ⁞ ȁ ȁ ֟ ҙ

̆ῃ Һ ῤ ȁ ȁ ȁ ȁ ȁ ԋ

ȁ ȁ ȁ ȁ ȁ ȁFDY ╕ȁ ╕ȁ ȁ

ȁ ȁ ᾣ ȁ ╕ȁҀ ᴍ ̆

֓ ΐ Ҍ ȁ ̆ ᴪ

Ȃ ᶏ ȁ ╕ ̆ ╕ ԋ ̆

ԍ Ȃ ᵬҙҬ ⌠ѿ ̆ѿ ᴪ

Ԋ Ȃ ⱬ Ữ ̆ ῤ ȁ ȁ Ữ Ữ ̆Ữ

Ȃ ̆ ḤԊ ҹ ȁ

Ԋ Ȃ 

5.7.1.2 主要风险防范措施 

1ȁ  

5.7-1Ȃ 

表5.7-1 现有工程采用的风险防范措施一览表 

   

1 Ԋ  

1ȁ ֟ҙ ῤ ѿҩ 760m3 Ԋ ̆ΐ Ԋ ⱬȂѿ

Ԋ Ԋ ̆ № ῀ ῾ ֟ҙ

ῃ ̕ 

2ȁ Ԋ ̆Ḡ ȁ ῃ Ҭ⌠Ԋ

‖ Ԋ Ȃ 

2 ֟  

1ȁ ꜚ └ ̆ ῃ ת ȁ └ ̆

ȁ ᵣ  

2ȁ ҈  

3 
 

Ữ  

1ȁ ̆ ̕ 

2ȁ ̆ ‛ ̕ 

3ȁ ᵣ ꜚ ̆ ᵣ Ҭ ⌠ Ҋ

̆ Ḃ ₮ ᾣḤ ץ̆ ̕ 

4ȁ ȁ ץ ῒז ҉̆ ӄ ̕ ᵣ

֟ ̆ ᵬֲ ᵬҙ̕ 

5ȁ ꜚ └ └ ̆ №≢

ԅ ȁ ᵣ ȁ ̆ ꜚ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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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ȁ  

֟ҙ ᴑҙ ’ 5.7-2̆ ֟ҙ

’ 5.7-3Ȃ 

表5.7-2  化纤产业园现有工程应急物资一览表 

 ̂ ̃  

 8kg 299 

 4kg 9 

 12kg 299 

 35kg 25 

CO2  3kg 82 

  158 

  627 

  76 

  975 

  19 

  144 

  6 

  200 

  40 

  40 

  3 

  2 

  10 

̂ ̃  20 

  5 

  485 

  485 

ῤ   485 

  29 

  3 

  1 

  28 

  56 

   

  43 

  21 

  1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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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70 

  388 

  30 

  9 

  5 

3ȁ  

֟ҙ ᴑҙ 5.7-3Ȃ 

表5.7-3  时风化纤产业园现有工程应急监测设备一览表 

   ̂ / ̃ 

1 pH  PHS-3C 1 

2 COD ⱴ  JH-12 1 

3 COD  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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Ҍ ̆ῒ Ữ ֽ Ҭ ̆ ῤ 16cm ̆ ῤ

1.5km ̆↕ 30m3̆ ҹ 24kgȂ 

Һ 5.7-4Ȃ 

表 5.7-4  危险物质参数一览表 

 
ᶏ

̂t/a  ̃
̂t/ã 

 
ԍ

 

֟

ҙ

 

 

ԋ ד̆ 7 93    

̂37%  ̃ 105 
2.54̂

0.94̃ 
3.9m3 Ữ 1 ҩ  

̂20-25%̃ 
75 2.84 3.9m3 Ữ 1 ҩ  

ד̆ 0.1 1.5    

Ҁ Ӳ 1520 87 ̆ד   

Ҁ Ӳ 400 23 ̆ד   

̂

̃ 

477.6408

҆̂m3  ̃
0.024   

 
 ĺ 0.00588 ĺ  

VOCs ĺ 0.1 ĺ  

 

5.7.2.2 生产工艺特点 

Һ ֟ ҹ └ȁ ̕ ֟ Ҭ

̆ ₮ ᵬҌ ̆ ֲ ᴴ֙

֟ Ȃ 

5.7.2.3 危险物质基础资料 

MSDS ’ 5.7-5~ 5.7-10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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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5  间苯二酚 MSDS 基础资料情况一览表 

Ҭ  ԋ   m-Dihydroxybenzene 

ҍ  
̆ Ҍ ̆

ԍ Ҭ  
᷅῀  ῀ȁ ῀ȁ  

№  C6H4(OH)2 №  110.11  608Ņ  127Ņ 

 110.7Ņ  276.8Ņ  ð 

 
=1 1.28 

(kJ/mol) 
2847.8 

=1 3.79 ҳ   

(vol%) ð ╕ 
ȁ ȁ ȁԋ ȁ

Ȃ 

Һ  ԍ ҙȁ ҙȁ ȁ Ȃ 

≢ 6.1   ̆ ̆ΐ┬  

 ȁ ȁ ȁ ╕ȁ Ȃ  
ԍ Ә ȁӘ ̆ ԍ ᴏ ̆

Ҍ ԍ  

 

LD50301mg/kg( ) ̕

3360mg/kg(ᾮ )ֲ̕ 29mg/kğ

╕ Ȃ 
 

Ȃҍ ȁ ᵣ
ᾟ№ ̆Ῥ Ȃ 

№ ֟  ѿ ȁԋ  UN  2876 CAS NO. 108-46-3 

 61725 
≢ 

O53  ĺ 

 ȁ Ȃҍ ╕ Ȃ № ₮ ᵣȂ 

 
ֲ ῃ ̆ᵹ ̂ῃ ̃ ΐ̆ ҉ Ȃ℗ Ȃ
‛ ̆ ׆ Ȃ 

ẫ  

Ҭ ҍ ᵌ̆ ȁ ȁ ȁ ȁ ( ԍ )ȁ ȁ
ꜚ ȁ Ȃᵣ Ҋ ̆ Ȃ

Ȃ ᵞ ̆ ┬ ̆ ҙ Ȃ 

 

̔ ̆ ꜚ ‖ Ȃ 

̔ ҉Ҋ ̆ ꜚ ‖ Ȃ Ȃ 

῀̔ Ȃ Ȃ 

῀̔ ̆Ỳ ̆ Ȃ Ȃ 

 

└̔Ҥⱴ Ȃ ᶫᾟ№ ῃ ᶫ ῃ Ȃ 

̔ Ҭ ̆ Ȃ Ԋ ̆
ᵹ Ȃ 

̔ ῃ Ȃ 

ᵣ ̔ ᵬ Ȃ 

̔ Ȃ 

ῒז ̔ ᵬ ȁ Ȃ ᵬ ̆ ̆Ḡ ӟ Ȃ 

 

̆ ̆ ֲ ΐ̆ ȂҌ
̆ ȁ ̆ ᾧ ̆ ԍ

 Ҭ̆ ȂӞ ץ ‖ ̆ ῀
Ȃ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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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6  甲醛的 MSDS 基础资料情况一览表 

Ҭ    formaldehyde 

ҍ  
̆ΐ ┬ ᵣ̆

ҹῒ Ȃ 
᷅῀  ῀ȁ ῀ȁ  

№  CH2O №  30.03  430Ņ  50Ņ(37%) 

 -92Ņ  -19.4Ņ  13.33kPa(-57.3Ņ)( ) 

 
=1 0.82 

(kJ/mol) 
2345 

=1 1.07 ҳ  137.2Ņ 

(vol%) 7.0͘7.3 ╕ 
ȁ ȁ ȁԋ ȁ

ȂȂ 

Һ  ԍ ̆ ԍӘ ╕Ȃ 

≢ 8.3 ῒ   Ȃ 

 ╕ȁ ȁ   
ѿ ̆Ӟ ȁ ȁ

ȁ̔ Ӟ̆ᵬ ╕ȁ ╕ Ȃ 

 

LD50 ̔ 800mg/kg(

vol%)800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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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7  氨水的 MSDS 基础资料情况一览表 

Ҭ    Ammonium hydroxide̕Ammonia water 

ҍ  ᵣ̆ ┬  ᷅ ῀  ῀ȁ ῀  

№  NH4OH №  35.05  ӈ  ð 

     1.59kPa(20Ņ) 

 =1 0.91 (kJ/mol) ӈ 

=1  ҳ  -- 

(vol%) ӈ ╕ ȁ ȁ  

Һ  ԍ└ ҙ̆ ҙ̆ ̆῾ҙ  

≢ 8.2   

 ð  ԍ ȁ  

№ ֟   UN  2672 CAS NO. 1336-21-6 

 82503 ≢ ŉ  20 

 № ₮ ̆ ̆№ ̆ Ȃ ̆ ῤ ̆

Ȃ 

ẫ  ẫ ̔ ῀ ȁ ┬ ȁ ̕

֙̕ ̆ ֙Ȃ ῀ ῤ̆ Ҥ ̆ ̕

ᴴȂ 

   ̔ ‖ 15 № Ȃ ᴴ̆ Ȃ 

  ̔ ̆ ꜚ ‖ 15 № Ȃ 3% ‖

Ȃ Ȃ 

  ῀̔ ȂḠ Ȃ Ȃ Ả ̆

ֲ Ȃ Ȃ 

  ῀̔ ̆ ̆ Ȃ 

  ̔ ῒ ̆ ᵹ ΐȂ Ԋ ̆ ᵹ

Ȃ 

 ̔ ῃ Ȃ 

 ̔ ᵬ Ȃ 

 ̔ Ȃ 

 ῒ ̔ ᵬ ȁ Ȃ ᵬ ̆ ȂḠ ӟ Ȃ 

 

 

  ֲ ῃ ̆ ῏ֲ ῀ ̆ ֲ

̆ ȂҌ ̆ Ḡ ῃ ’Ҋ Ȃ ‖ ̆

῀ Ȃ ȁ ῒ ̆ ץ ⱴ῀ Ҭ̆

Ҭ ̆Ῥ ῀ Ȃ ̆≠ ̆ ȁ ȁ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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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8  氢氧化钠的 MSDS 基础资料情况一览表 

Ҭ    Sodiun hydroxide̕Caustic soda 

ҍ  ᵣ̆ Ȃ ᷅῀  ῀ȁ ῀ȁ  

№  NaOH №  40.01  -  - 

 318.4Ņ  1390Ņ  0.13kPa(739Ņ) 

 
=1 2.12 

(kJ/mol) 
- 

=1 - ҳ  - 

(vol%) - ╕ ȁ  

ҳ  - MAC 2   

≢ 8.2   
Ҍ ̆ΐ ȁ ┬ ̆ ֲᵣ

ᴴȂ 

 
ȁ ȁԋ ȁ

ȁ Ȃ 
 ԍ ȁӘ ȁ ̆Ҍ ԍҘ  

 
̔LD50̔  

LC50̔  
 

╠ ῏ ȂҬ

ȁ ̆ ῀ Ȃ 

№ ֟  ֟ Ȃ UN  1823 CAS NO. 1310-73-2 

 82001 ≢ ň   - 

 
ҍ Ҭ Ȃ Ҍᴪ , , Ȃΐ

Ȃ 

 ȁ ̆ᵖ ֟ ̆ ᴴȂ 

ẫ  
ΐ Ȃ ┬ ̆ Ҭ ̕ ᴴ̕

ᴴ̆ ȁ₮ ̆ᴡᾥȂ 

 

̔ ̆ ꜚ ‖ 15 № Ȃ Ȃ 

̔ ̆ ꜚ ‖ 15 № Ȃ Ȃ 

῀̔ ȂḠ Ȃ ̆ Ȃ Ả ̆

ֲ Ȃ Ȃ 

῀̔ ̆ Ȃ Ȃ 

 

̔ ῒ ̆ ᵹ ꜚ Ȃ ̆

ᵹ Ȃ 

̔ Ҭ ᵬ Ȃ 

ᵣ ̔ Ȃ 

̔ Ȃ 

ῒז ̔ ᵬ ȁ ̆ ╠ Ȃ ᵬ ̆ Ȃ ҩ

ֲ Ȃ 

 

̆ └₮῀Ȃ ֲ ΐ(ῃ )̆ ᵬ ȂҌ

Ȃ ̔  ԍ ȁ ȁ ҬȂӞ ץ

‖ ̆ ῀ Ȃ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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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9  天然气基础资料一览表 

Ҭ  ̂ ̃  Natural gas dehydration 

ҍ  ȁ ȁ ᵣ ᷅῀  ῀ 

№  CH4 №  16.05  537Ņ  -218Ņ 

 -182.6Ņ  -160Ņ  53.32kPa(-168.8Ņ) 

 
=1 0.45( )  890.8kJ/mol 

=1 0.6 ҳ  -82.25Ņ 

 5͘15(vol%) ╕ ȁ ȁԋ  

Һ  
̆ ᵬ└ ȁ ȁ ץ ῒ ̆֞ ᴨ

Ȃ 

≢ 2.1 ᵣ  ̆ΐ ┬  

 ╕ȁ ȁ ȁ   
ԍ ̆ ԍӘ ȁӘ ȁ ȁ

 

 -  
̆ ԍ

Ҭ 

№ ֟  ѿ ȁԋ  UN  1971 CAS NO. 74-82-8 

 21007 ≢ ň  ȁ  

 

ҍ ̆ ȁ Ȃҍ ȁ ▲

Ȃῒ ̆ ᵞ ⌠ ̆ ᴪ Ȃ

̆ ῤ ̆ Ȃ 

 
℗ Ȃ Ҍ ℗ ̆↕Ҍᾛ ᵣ̆ ‛ ̆

׆ Ȃ 

ẫ  

Ҭ ̆ ȁ ȁ ȁӎⱬ Ȃ Ҭ ₮ ̆ Ҍ

̆ ӄ ̆ ꜚ Ẓ Ȃ ̆ ₮

Ȃ 

 ῀̔ ̆ ̆ ̆ Ȃ Ȃ 

 

└̔ ᵬȂ ᶫ ᴆȂ 

̔ Ҭ̆ᵹ ᶫ Ȃ 

̔ѿ Ҍ ̆ ῃ Ȃ 

ᵣ ̔ ᵬ Ȃ 

̔ Ȃ 

ῒז ̔ ᵬ Ҥ Ȃ ᾧ ῀Ȃ ῀ ῒ ᵬҙ̆ ֲ

Ȃ 

 

℗ Ȃ ̆ ѿ Ȃ ̆ ῀ └

( Ҋ ץ̆( ᾧ Ȃ℗ ̆ ̆ ( ῤ) ⱬ (

)Ȃ Ҍ Ῥ ̆ғ ץ ▼Ҋ ᵣ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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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10  其他物质和废气 MSDS 基础资料一览表 

   

1 
Ҁ

Ӳ  

Ҁ Ӳ Ә ̂Ŭ- -5-Ә ̃ Ҁԋ ԋᾝ῍ ̆ ҹҀ

Ӳ̂butadiene vinyl-pyridine rubber latex̃ȂҀ Ӳ └ ҍҀ Ӳ

ᵌ̆ Ә ף Ә ̆ №ҹ ‛ ң Ȃ ╠ѿ

̆ ҹ 50Ņ̕ ԍ ӲҬ ԅ ̆ ⱴԅ ̆

̂ ≢ ֲ Ҝȁ ȁ ̃ҍ ⱬȂ

ᶏ ѿ ҍ Ҁ Ӳ ̆ ҍ ԋ - ѿ ᶛ

Ȃ 

2 
Ҁ

Ӳ 
 

Ә ̂Ŭ-Ә 5-Ә -Ŭ-Ә ̃̆ Ә ̆Ҍ ῃ

ԍ ȁ ᴏȂ ҹ 0.9͘0.95, ҹ-60Ņ͘-75ŅȂ50/50

Ӳ pH ṿҹ 10.0͘11.5, 41%͘63%Ȃ75/25 Ӳ pH ṿҹ 9.5͘

11.0̆ 26%͘42%Ȃ 

3  
 

̂-OH̃ҍ ̂ ̃ Ȃ 

̆ ҹ ᵣ̕ ̆

ᾣ ̆ Ȃ 

ᵞ ┬ ̆ ῒ ȁ ȁ ┬

ᵬ ̆ ᶏ ῃḠ Ȃ 

Ҭ ̔ ῀ ȁ ȁӎⱬȁ ȁ Ȃ

ᴴ̆ ₮ ̆ ₮ ̆ Ḃ ̆

̆ ₮ ᴡᾥ ȁ ȁ Ȃѿ 48 ῤ

₮ ⱳ  ̆ Ȃ 

ᴴ̔⇔ ∆ ҹ ̆ Ȃ ň ᴴȂ

ᴴ ̆ ѿ ᴟ ₮ ⱳ Ҭ Ȃ 

̔ ᴴȂ 

Ҭ ̔ Ȃ 

̆ ꜚ ‖ 20 № ̕ Ӟ

ᾢ 50% ⇔ ȁ Әԋ Әԋ  (7 : 3) 

ꜚ ‖ Ȃ 

̔ ȁ‛ ‖ 10 № ̆ Ȃ 

4 VOCs 
 

VOC Һ № ̔ ȁ ף ̆ ̔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Ȃ 

VOC ֲᵣẫ Һ ┬ ᶏ̆ ᶏֲ̆֟

ȁ ҍӎⱬ̆ῒҬ ԅ Ȃ 

 

5.7.3 环境风险潜势初判和评价等级 

5.7.3.1 环境风险潜势初判 

1ȁ ̂P̃№  

̂1̃ ҍҳ ṿ̂Q̃ 

ῤ ҍῒ BҬ 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9%E7%83%AF%E5%9F%BA%E5%90%A1%E5%95%B6/44355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1%E8%8B%AF%E8%83%B6%E4%B9%B3/21227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1%E8%8B%AF%E8%83%B6%E4%B9%B3/21227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B4%E8%8B%AF%E4%BA%8C%E9%85%9A/25336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2%E9%86%9B%E6%BA%B6%E6%B6%B2/778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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ṿ QȂ Ҍ ѿ ̆ ῒ ῤ Ȃ

ԍ ̆ ңҩ ӊ Ȃ 

ѿ ̆ ҍῒҳ ṿ̆ ҹ Q̕ 

̆↕ ̂C.1̃ ҍῒҳ ṿ̂Q̃̔  

Q=q1/Q1+ q2/Q2+éqn/Qn                           ̂C.1̃  

Ҭ̔q1̆q2̆é̆qnðð ̆t̕ 

Q1̆Q2̆é̆Qnðð ҳ ̆tȂ 

Q̖1 ̆  ҹŇȂל

QÓ1 ̆ Q ṿ⅞№ҹ̔ŵ1ÒQ̖10̕Ŷ10ÒQ̖100ŷQÓ100Ȃ 

ȇ ᴇ ↕Ȉ(HJ 169-2018) B ≢

̆ῒҳ ṿ 5.7-11Ȃ 

表 5.7-11  拟建项目危险物质临界量 

  CAS  ̆t ҳ ̆t q1/Q1 Q ṿ 

֟ҙ

 

ԋ  108-46-3 7 5 1.4 

1ÒQ=3.

5664̖
10 

̂37%̃ 50-00-0 
2.54̂

0.94̃ 
0.5 1.88 

̂20-25%̃ 1336-21-6 2.84 10 0.284 

̂ ̃ 74-82-8 0.024 10 0.0024 

̂2̃ ҙ ֟ ̂M̃ 

№ ҙ ֟ ̆ ȇ ᴇ ↕Ȉ

(HJ 169-2018)C.1 ᵀ ֟ ’Ȃΐ ᾝ ̆ ֟

№≢ Ȃ M ⅞№ҹŵM̘20̕Ŷ10̖MÒ20̕ŷ5̖MÒ10̕ŸM=5̆

ץ≢№ M1ȁM2ȁM3 M4 ̆ M ṿ 5.7-12Ȃ 

表 5.7-12  拟建项目 M 值确定表 

  ᾝ  ֟  
/

 
M №ṿ 

1 
֟ҙ

 
 Ữ  1 5 

M ṿř 1 
֟ҙ

5 

Һ ᶏ ȁ ̆M=5̆ ԍ M4Ȃ 

̂3̃ ̂P̃№  

ҍҳ ṿ̂Q̃ ҙ ֟ ̂M̃̆ 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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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ץ≢№ P1ȁP2ȁP3ȁP4 Ȃ 

表 5.7-13   危险物质及工艺系统危险性等级判断（P） 

ҍ

ҳ ṿ̂Q  ̃

ҙ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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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15  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 

 
ⱳ  

F1 F2 F3 

S1 E1 E1 E2 

S2 E1 E2 E3 

S3 E1 E2 E3 

表 5.7-16  地表水功能敏感性分区 

  

F1 

῀ ⱳ ҹň ̆҉ץ № ѿ ̕ 

ץ Ԋ ̆ ⌠ ᵣ ̆ ῀

̆24h ῤ  

F2 

῀ ⱳ ҹŉ ̆ № ԋ ̕ 

ץ Ԋ ̆ ⌠ ᵣ ̆ ῀

̆24h ῤ  

ᵞ F3 ҉ ӊ ῒז  

 ᴋῈ ῀

̆ ԍ IV ᵣ̆ ῀ ῀

̆ ̆ ֟ Ԋ ⱬ ̆Ҍᴪ

Ȃ ⱳ № ҹᵞ F3Ȃ 

表 5.7-17  环境敏感目标分级 

№   

S1 

Ԋ ̆ ⌠ῤ ᵣ Ҋ ̂ ̃10km

ῤȁ ѿҩ ⌠ ңṐ ῤ̆

Ҋѿ ᵣ̔ Ҭ Ḡ ̂ ץ

Ḡ ȁԋ Ḡ ‰Ḡ ̃̕ ῾ № Ḡ ̕

Ḡ ̕ ̕ ꜚ Ҭ№ ̕

֟ ȁ  ̕ҕ ֟ ̕

ȁ ̕ ȁ Ҭ№ ̕

≢Ḡ ̕ ҉ Ḡ ̕ Ḡ ̕ ̕

̕ ̕ ῒז Ḡ  

S2 

Ԋ ̆ ⌠ῤ ᵣ Ҋ ̂ ̃10km

ῤȁ ѿҩ ⌠ ңṐ ῤ̆

Ҋѿ ᵣ ̔ ֟Ῑ ̕ ̕ Ὲ ̕

Ὲ ̕ ̕ΐ ᴇṿ  

S3 
Ҋ ̂ ̃10km ȁ ѿҩ ⌠

ңṐ ῤ ҉ 1 2 Ḡ  

Ҋ ̂ ̃10km ⌠ ңṐ

ῤ ҉ 1 2 Ḡ ̆ № ҹ S3Ȃ 

ⱳ № ᵞ F3ȁ S3̆ 5.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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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ҹ E3Ȃ 

̂3̃ Ҋ  

ᶭ Ҋ ⱳ ҍ ̆῍№ҹ҈ ̆E1 ҹ

̆E2 ҹ Ҭ ̆E3 ҹ ᵞ ̆№ ↕ 5.7-18Ȃῒ

Ҭ Ҋ ⱳ № № №≢ 5.7-19 5.7-20Ȃ

ѿ ңҩ G № D № ҉ץ ̆ ṿȂ 

表 5.7-18  环境敏感目标分级 

 

Ҋ ⱳ  

G1 G2 G3 

D1 E1 E1 E2 

D2 E1 E2 E3 

D3 E2 E2 E3 

表 5.7-19  地下水功能敏感性分区 

 Ҋ  

G1 

Ҭ ̂ ȁ ȁ ̆ ⅞

̃‰Ḡ ̕ Ҭ ץ ҍ

Ҋ ῏ ῒזḠ ̆ ȁ ȁ Ҋ Ḡ

 

G2 

Ҭ ̂ ȁ ȁ ̆ ⅞

̃‰Ḡ ץ ̕ ⅞ ‰Ḡ Ҭ

ῒ̆Ḡ ץ №̕ ̕ Ҋ ̂

ȁ ȁ ̃Ḡ ץ № ῒז ↓῀҉ №
a 

Ҍ G3 ҉ ӊ ῒז  

añ ò ȇ ᴇ№ ȈҬ Ҋ

 

 

ᶫ ȁ ȁ Ḡ ̆ ̆

Ҋ ⱳ ҹҌ G3Ȃ 

表 5.7-20  包气带防污性能分级 

№   

D3 MbÓ1.0m̆KÒ1.0×10-6cm/s̆ғ№ ȁ  

D2 
0.5mÒMb̖1.0m̆KÒ1.0×10-6cm/s̆ғ№ ȁ  

MbÓ1.0m̆1.0×10-6cm/s̖KÒ1.0×10-4cm/s̆ғ№ ȁ  

D1 ̂ ̃ Ҍ ҉ ñD2ò ñD3ò 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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ῤ ץ ҹҺ̆ 4.16 ̆ ҹ

3.47×10-5cm/s̆ № ԍ D2Ȃ 

Ҋ № D2ȁ Ҋ ⱳ ҹҌ G3̆

5.7-18 ∞ Ҋ № ҹ E3Ȃ 

3ȁ  

̆ ᴇ ῤ Ḡ ȁ Ḡ ̆

Ḡ Һ ҹ ᴇ ῤ ᵟ Ȃ 5.7-21Ȃ 

表 5.7-21  建设项目环境敏感特征表 

≢ 
 

 

  ᵝ (m)  ֲ ֲ̂̃ 

5km 1.6-1Ȃ 

֟ҙ 500m ῤֲ  2223 

֟ҙ 5km ῤֲ  144072 

E ṿ E1 

 

ᵣ 

 ᵣ  ⱳ  
24h ῤ

/km 

1  Ŋ  6.72 

2  Ŋ  ĺ 

3  ŉ  ĺ 

Ԋ ῾ ֟ҙ ῀ 

ᴋῈ ̆ ̆ ῀ Ȃ

῀ ῀ ̆ ̆ ֟ Ԋ

֟ Ȃ 

E ṿ E3̂F3ȁS3  ̃

Ҋ

 

    

1 Ҍ  ŉ  10-6 10-4cm/s ӊ  

Ҋ E ṿ E3̂ D2ȁG3  ̃

4ȁ ∞ל  

+ҹŇȁňȁŉȁŊ/Ŋ№⅞ל Ȃ 

ῒ ̆

Ԋ Ҋ ̆ № ̆

5.7-22  Ȃ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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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22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潜势划分 

̂Ẽ 
̂P̃ 

̂P1  ̃ ̂P2  ̃ Ҭ ̂P3  ̃ ̂P4  ̃

̂E1  ̃ Ŋ+ Ŋ ŉ ŉ 

Ҭ ̂E2  ̃ Ŋ ŉ ŉ ň 

ᵞ ̂E3  ̃ ŉ ŉ ň Ň 

̔Ŋ+ҹ Ȃ 

 

҉ ̆ ҹ P4̆

ҹ E1̆ ȁ Ҋ ҹ E3̆

ҹŉל ̆ ȁ Ҋ ҹŇל ̆

ҹŉ№⅞ל Ȃ 

5.7.3.2 评价等级 

ᴇ ᵬ ⅞№ҹѿ ȁԋ ȁ҈ Ȃ

̆ל ȇ

ᴇ ↕Ȉ̂ HJ 169-2018̃ 1 ᴇ ᵬ Ȃ ҹŊל ץ

҉̆ ѿ ᴇ̕ ҹŉ̆ל ԋ ᴇ̕ ҹň̆ל ҈

ᴇ̕ ҹŇ̆ל № Ȃ 

表 5.7-23  评价工作等级划分 

 ŊȁŊ+ ŉ ň Ň ל

ᴇ ᵬ  ѿ  ԋ  ҈  №  

№ ̔ ԍ ᴇ ᵬῤ ̆ ȁ ȁ

ȁ ₮ Ȃ 

ҹP4̆ ҹE1̆

ȁ Ҋ ҹE3̆ ҹŉל ̆ ȁ Ҋ

ҹŇל ̆ ҹŉ№⅞ל ̆

ᴇ ҹԋ ᴇȂ 

̆ ԋ ᴇ̆ Ҋ № Ȃ 

5.7.3.3 评价范围 

∞ל ̆ ҹԋ ᴇ̆ ȁ

Ҋ ҹ № Ȃ ȇ ᴇ ↕Ȉ(HJ 169̇

2018) ̆ ᴇ ҹ ֟ҙ 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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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ᴇ ᴇ ̆ Ҋ

ᴇ Ҋ ᴇ Ȃ 

҉̆ ᴇ ҹ ֟ҙ 5km

Ȃ ᴇ ᴇ ̆ Ҋ

ᴇ ҹ 6km2Ȃ 

ᴇ ῤ Ḡ № ’ΐᵣ 1.6-1 1.6-1ȁ 1.6-2Ȃ 

5.7.4 风险识别 

ȇ ᴇ ↕Ȉ̂ HJ 169-2018̃ ̆ ≢

≢ȁ ֟ ≢

≢Ȃ 

≢̔ Һ ȁ ȁҬ ֟ ȁ◐֟ ȁ ֟ ȁ

ȁ ᵄ / Ȃ 

֟ ≢̔ Һ ֟ ȁỮ ȁῈ ꜛ ֟

ץ̆ Ḡ Ȃ 

≢̔ №

̆ ≢ ̆№ Ȃ 

5.7.4.1 物质危险性识别 

֟ ῒ Һ ̔ 

̔ ԋ ȁ ̂37% ȁ̃ ̂20-25% ȁ̃Ҁ ӲȁҀ Ӳȁ

ȁ ̂ Ȃ̃ 

ԋ ȁ ҹ ȁ ̆ Ȃ

Ữ Ữ ̆ ȁ Ȃ ₮

ᵣ Ԋ Ȃ 

̔ ȁVOCs ᴪ Ȃ 

5.7-5~ 5.7-10Ȃ 

5.7.4.2 生产系统危险性识别 

֟ Һ └ ̆ ֟ Ҭ

̆Һ └ȁ ̆ ֟ Ҭ

ȁ Ữ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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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Ҭ ₮ ᵬҌ ⱴ

ֲᵣ ᴴ Ȃΐᵣ 5.7-24Ȃ 

表 5.7-24  生产系统中危险性识别一览表 

 ᾝ Ԋ   ֲ  

  
ȁ

ȁ Ҥ  
 

ֲᵣ̆

 

 

Ữ  

Ữ  

Ữ ȁ

ȁ  
 

ֲᵣ̆

 

ԋ ȁҀ

ӲȁҀ Ӳ 
/ ̆   

ֲᵣ̆ ȁ

 

ᶏ   
ᵬ ȁ ᵬ 

ȁ  

ȁ ȁ

 

ֲᵣ̆

 

֟ VOCs    
ֲᵣ̆ ȁ

 

 

5.7.4.3 危险物质向环境转移的途径识别 

Һ ҹ ԋ ȁ ̂37% ȁ̃ ̂20-25% ȁ̃Ҁ Ӳȁ

Ҁ Ӳȁ ̂ ̃ ̆ ֟ ȁVOCs

ᴰ ̆ ԋ ȁ ȁ ȁҀ ӲȁҀ Ӳ ꜛ

ᴰ 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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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风险事故情形设定 

5.7.5.1 最大可信事故 

ԍԊ ΐ Ҍ ̆ Ԋ Ҍ ῃ

̆ᵖ ΐ ף Ԋ № ҹ ᶫ ᶭ ȂԊ

≢ ҉ ̆ Ԋ ΐ ȁ

ȁ ף Ȃ 

’̆ Һ ԍ

ԋ ȁҀ Ӳ ȁҀ Ӳ ȁ Ữ ȁ Ữ

Ԋ Ԋ Ȃ 

ԋ Ӟҹ Ữ ̆ ֟ Ҭ ҹ ̆ ҹ 110.7Ņ̆

ҹ ̆ ₮ Ҋᴪ ̆ ԍ └

Ȃ 

̆ ȁ ֟ ≢̆Ԋ ȁԊ

Ҥ ̆ ḤԊ ҹ̔ Ữ Ԋ Ȃ 

5.7.5.2 最大可信事故概率 

ȇ ᴇ ↕Ȉ(HJ 169-2018)̆ E ₮ԅ 10

ῖ ῖ Ȃΐᵣ 5.7-26Ȃ 

表 5.7-26  泄漏频率表 

ᴆ    

/ Ữ  

/ ᵣỮ /  

ҹ10mm  

10minῤỮ  

Ữ ῃ  

1.00×10-4/a 

5.00×10-6/a 

5.00×10-6/a 

Ữ  

ҹ10mm  

10minῤỮ  

Ữ ῃ  

1.00×10-4/a 

5.00×10-6/a 

5.00×10-6/a 

Ữ  

ҹ10mm  

10minῤỮ  

Ữ ῃ  

1.00×10-4/a 

1.25×10-8/a 

1.25×10-8/a 

ῃ Ữ  Ữ ῃ  1.00×10-8/a 

ῤ Ò75mm  
ҹ10%  

ῃ  

5.00×10-6/̂m·ã 

1.00×10-6/̂m·ã 

75mm̖ῤ Ò150mm  
ҹ10%  

ῃ  

2.00×10-6/̂m·ã 

3.00×10-7/̂m·ã 

ῤ ̘150mm  
ҹ10% ̂ 50mm̃ 

ῃ  

2.40×10-6/̂m·ã 

1.00×10-7/̂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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ᵣ  

ᵣ ҹ

10% ̂ 50mm̃ 

ᵣ ῃ  

5.00×10-4/a 

1.00×10-4/a 

 

ҹ10% ̂

50mm̃ 

ῃ  

3.00×10-7/h 

3.00×10-8/h 

 

ҹ10%

̂ 50mm̃ 

ῃ  

4.00×10-5/h 

4.00×10-6/h 

 

ҹ Ữ ̆ Ữ ̆ѿ ’Ҍᴪ₮ ̆

ḤԊ ҹ Ҭ ₮ ̆ 5.7-33 ̆

Ữ ҹ 10% ҹ 4.0×10-5/hȂ 

5.7.6 风险事故影响分析 

5.7.6.1 源项分析 

1ȁ  

ᴇԊ ҹ Ữ ₮

ҹ 10% ̂  50mm̃̆ Ȃ 

ҹ 3.9m3̆₮ 0.02mȂ 

ᵣ QL ᴿꜜ≠ ̆ Ҋ ̔ 

 

Ҭ̔QLðð ᵣ ̆kg/s̕ 

Pðð ῤ׃ ⱬ̆Pa̕ 

P0ðð ⱬ̆Pa̕ 

ɟðð ᵣ ̆kg/m³̕  

gðð ⱬⱴ ̆9.81m/s2̕ 

h ðð ӊ҉ ᵝ ̆mȂ 

Cdðð ᵣ ̆ 0.65̕ 

Aðð ̆m2Ȃ  

ҹ 30min̆ 5.7-27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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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27  泄露计算参数表 

 P̂Pã P0̂Pã ɟ̂kg/m³̃  ĥm̃ Âm2̃ QL̂kg/s̃ 

 101325 101325 815 2 0.00000314 0.0104 

̆ ҹ 0.0104kg/s̆ ҹ 30min̆

18.72kgȂ 

2ȁ  

ȇ 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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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0.3 5.285×10-3 

ȇ ᴇ ↕Ȉ̂ HJ/T169-2018̃̆ ԋ ᴇ

Ҍ≠ ᴆ F ̆1.5m/s ̆ 25Ņ̆ 50%Ȃ 

҉ ̆ 5.7-29Ȃ 

表5.7-29  质量蒸发速率计算结果 

ᴆ 
n Ŭ P̂Pa  ̃ ûm/s  ̃

̂m2̃ 
r̂m  ̃

̂miñ 

Q3

̂kg/s̃ 

F 
0.3 5.285×10-3 194 1.5 73.5 4.84 30 0.00032 

ҹ 0.00032kg/s̆ 30min̆ ҹ 18.72kğ

ҹ 0.576kgȂ 

5.7.6.2 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 

1ȁ ҍ ᴇ 

Ữ ֟ ῀ Ȃ 

҉ ∞ ̆ ҹԋ ̆ ȇ

ᴇ ↕̂HJ16-2018 Ȉ̃Ҭ ̆ ԋ ᴇ

Ҍ≠ ᴆ ̆ ₮Ҋ Ҍ

ץ̆ ⌠Ҍ Ȃ 

̂1̃  

ȇ ᴇ ↕Ȉ̂ HJ/T169-2018̃̆ ԋ ᴇ

Ҍ≠ ᴆ Ȃ Ҍ≠ ᴆ F 1̆.5m/s ̆ 25Ņ̆

50%Ȃ 

̂2̃ ᴇ ‰ 

ᴇ ‰ҹ ̆ ȇ ᴇ

↕Ȉ̂ HJ/T169-2018̃ H̆ CAS ҹ 50-00-0̆1 ҹ

69mg/m³̆ 2 ҹ 17mg/m³Ȃ 

̂3̃  

Ԋ 30minȂ 

̂4̃  

ȇ ᴇ ↕Ȉ̂ HJ/T169-201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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ԍ ᵣ ̆ AFTOX Ȃ 

̂5̃ ҍ ᴇ 

F ̆1.5m/s ̆ 25Ņ̆ 50% ᴆҊ

5.7-30̆ ð 5.7-5̆Ԋ Ҋ

ṿ № 5.7-6̆Ԋ Ҋ 5.7-7Ȃ 

表5.7-30  甲醛泄漏事故大气环境风险影响预测结果 

 (m) 
₮  

̂miñ 

 

(mg/m3) 

1 10 0.11 115.44 

2 60 0.67 8.29 

3 110 1.22 3.95 

4 160 1.78 2.43 

5 210 2.33 1.66 

6 260 2.89 1.21 

7 310 3.44 0.93 

8 360 4.00 0.74 

9 410 4.56 0.60 

10 460 5.11 0.50 

11 510 5.67 0.42 

12 560 6.22 0.36 

13 610 6.78 0.32 

14 660 7.33 0.28 

15 710 7.89 0.25 

16 760 8.44 0.22 

17 810 9.00 0.20 

18 860 9.56 0.18 

19 910 10.11 0.16 

20 960 10.67 0.15 

21 1010 11.22 0.14 

22 1060 11.78 0.13 

23 1110 12.33 0.12 

24 1160 12.89 0.11 

25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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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560 17.33 0.07 

33 1610 17.89 0.07 

34 1660 18.44 0.06 

35 1710 19.00 0.06 

36 1760 19.56 0.06 

37 1810 20.11 0.06 

38 1860 20.67 0.05 

39 1910 21.22 0.05 

40 1960 21.78 0.05 

41 2010 22.33 0.05 

42 2060 22.89 0.05 

43 2110 23.44 0.05 

44 2160 24.00 0.04 

45 2210 24.56 0.04 

46 2260 25.11 0.04 

47 2310 25.67 0.04 

48 2360 26.22 0.04 

49 2410 26.78 0.04 

50 2460 27.33 0.04 

51 2510 27.89 0.04 

52 2560 28.44 0.04 

53 2610 29.00 0.03 

54 2660 29.56 0.03 

55 2710 34.11 0.03 

56 2760 34.67 0.03 

57 2810 35.22 0.03 

58 2860 35.78 0.03 

59 2910 36.33 0.03 

60 2960 36.89 0.03 

61 3010 37.44 0.03 

62 3060 38.00 0.03 

63 3110 38.56 0.03 

64 3160 39.11 0.03 

65 3210 39.67 0.03 

66 3260 40.22 0.03 

67 3310 40.78 0.03 

68 3360 41.33 0.02 

69 3410 41.89 0.02 

70 3460 42.44 0.02 

71 3510 43.00 0.02 

72 3560 43.56 0.02 

73 3610 44.11 0.02 



қ ̂ ̃ ᴋῈ ҙ ̂ԋ ̃                     ҍ ᴇ 

 5-79 

74 3660 45.67 0.02 

78 3710 46.22 0.02 

76 3760 46.78 0.02 

77 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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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6  甲醛事故状态下甲醛浓度等值线分布图 

 

 

 

 

 

 

 

 

 

 

 

 

 

 

 

 

 

 

 

图 5.7-7  最不利气象条件下事故状态下甲醛浓度最大影响区域图 

̆ ṿҹ 17mg/m3̆ ṿ ҹ 40m ₮̆ 0.5min

ῤ̆ץ ṿҹ 69mg/m3̆ ṿ ҹ 10m̆₮ 0.5min ῤ̆ץ

ҹ ῤ ̆ Ԋ ̆β ԍ ῤ ῤ Ȃ

ᴑҙ ⱴ ̆ Ԋ ̆ ⱴ ῃ ╠ 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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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Ԋ Ԋ Ḥ 5.7-31Ȃ 

表 5.7-31 事故源项及事故后果基本信息表 

Ԋ №  

ף Ԋ

 
Ữ  

 Ữ 10%  

ף Ԋ

 
Ữ  

 Ữ 10%  

 
Ữ  

ᵬ /Ņ 25 ᵬ ⱬ/Mpa 0.101325 

  /kg 2540 /mm 2 

/

̂kg/s̃ 
0.00032 /min 30 /kg 18.72 

/m 2 
ᵣ
/kg 

0.576  4.0×10-5/h 

Ԋᴆ  

 

  

 

 
ṿ/

̂mg/m3̃ /m 

⌠
/min 

-1 
17 40 0 

-2 
69 10 0 

 
/min /min 

/

̂mg/m3̃ 

ῤ  0 0.35 115.44 

2ȁ ҍ ᴇ 

’Ҋ ῾ ֟ҙ ⌠ȇ

῀ Ҋ ‰Ȉ̂ GB/T31962-2015̃ 1A 

ᴋῈ ῃ ῀  ᴋῈ

Ȃ 

ҹ Ԋ ̆ ҈ ᵣ ̆ѿ ̆

ῤ̆ ̆ Ԋ ̆ ԍԊ

Ҭ̕ԋ ̆ └ ῤ̆

̆ ̕҈ ℗ ̆ └

ῤ̆ Ԋ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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ῤ Ԋ ’Ҋ̆Ԋ Һ ̆ Ҭ Һ

pHȁCODȁSSȁ ȁ ȁ ȁ ̆ ῀Ԋ ̆ ῤ

ᾝ Ȃ 

҉№ ̆Ԋ ’Ҋ̆ Ԋ ⌠ ̆

Ԋ Ȃ 

3ȁ Ҋ ҍ ᴇ 

ȁ ȁỮ ȁ Ҍ⌠

ᵝ ̆ ᵣ ῀ Ҋ ̆ Ữ

̆ ᵣ ₮Ԋ ̆

ᵣ ῀ Ҋ ̆ Ҋ Ȃ 

Ҋ Ҭ̆ ‗ԍ ȁ

ȁ ̆ Ҭ

ᵬ Ȃ 

Ҥ ñ └ȁ№ ȁ ȁ ò ↕Ạ

Ҋ Ḡ ҍ ᵬ̆ Ҭ ẫῃ Ҋ Ḡ ҍ

ҍ ̕ └ ̆ѿ Ҋ ̆

̆ ̕ ⁞ ῀ Ҋ ᴪ Ȃ 

5.7.7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5.7.7.1 废气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1ȁ  

̂1̃ ֟ Ҥ ֟ ῏ ̆ⱴ ḱ ḠῙ̆

ֲ ̆ Ḡ ԍ ̆ᶏ ⌠ Ȃ 

̂2̃ ᵬҙֲ ’̆ ȁ ȁRTO

ᵬ̆ Ғֲ ̆ Ҍ ᵬ ’ Ả ῏ᵬ

ҙ̆ ḱ Ῥ ᵬҙ̆ Ԋ Ȃ ḱ Ῥ ֟

῏ Ȃ 

̂3̃ ᵣ  Ȃת

2ȁ Ҭ  

̂1̃ Ҥ ȇ Ȉ̆ ῃ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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ᵣ Ҭ̆Ҥ ȁ ̆ ҉̆

҉ ȁ Ȃ ֟ ᵝ

ΐ̆ ̆ ֓ ҒֲḠ ̆ ץ̆

Ԋ Ȃ 

̂2̃ ȁ ̆ ̆

Ȃ 

̂3̃ ₮ ̆

̆ ̆ ᵝ Ȃ 

̂4̃ ת Ғҙ ȇ ⱬ Ȉ

̆ Ҭ ֟ ̆

Ȃ ԍ ד ̆ ≢ȁ ȁ ̆

̆Ḡ Ҍ₮ ̆ ԍת ΐȁ ȁ

Ḡ ῃ Ȃ 

̂5̃ Ҭ ȁ ̆ ᶏ ׃

ᵬ Ȃ ԍ

̆ Ȃ ̆

Ȃ 

5.7.7.2 废水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1ȁ └ 

֟ ῾ ֟ҙ ῀

 ᴋῈ ̆ Ҭ Ḡ ̆ΐᵣ

Ҋ̔ 

̂1̃ ȁ ̆ ᾟ№ ₯ȁ ꜚ

Ȃ ץ̆ ḂԊ ḱȂ ᵝ

̆ ῒ ̕ 

̂2̃ ᵝ ̆ ȁ ῃ ̆ ȁ ῃ

ȁ ̆ ⱴ ȁ Ȃ ḱ

ᴆ̆ Ҍ ȁ ̆ ḱ̆ץ ᵞ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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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ҍ ӊ ̆ ῏ ̆

ץ Ԋ ῀ Ȃ 

2ȁ ҈ ᵣ  

ҹ Ữ ̆ᴑҙ ҈ ᵣ ̔ 

ŵѿ ̔ └ ֟ ȁד Ữ ̕ᴑҙ ԍ

Ữ ȁ Ữ ̆ῒҬ Ữ ῍ ̆

ҹ 17.5m×4.2m×1.2m̆ ᵣ Ҭ ῀Ԋ

Ȃ℗ ҍ ̆ └ ῤȂ ֟ҙ

ᶭ Ԋ ̆ Ԋ ᵝԍ ᶷ̆ ҹ

19m¦8m¦5m̆ ҹ 760m3Ȃ 

Ŷԋ ̔ ℗ Ȃ ℗ ̆

Ԋ Ҋ ῀ ᵣȂ 

ŷ҈ ̔ ℗ ̆ └

ῤ̆ Ԋ Ȃ 

Ԋ ȇ Ḡ ‰Ȉ̂GB/T50483-2019̃

Ҭ Ԋ = Ԋ - ῤ

-Ԋ ̆Ԋ Ҋ Ȃ 

V Ԋ =̂V1+V2+V ̃max-V3 

ῒҬ̆̂ V1+V2+V ̃maxĺĺ Ԋ ̆m3̕ 

V1ĺĺ ѿ Ữ ̆m3̆ ֟

3.9m3̕ 

V2ĺĺ ̆

Ḡ ‛ ̆m3̕ 

ҹ 25L/s̆ѿ ҹ 2 ̆ѿ ҹ

180m3̕ 

V ĺĺԊ ῀Ԋ ̆m3̕ 

V3ĺĺ ῏ ȁ ȁ ץ Ԋ ̆m3̕

88.2m3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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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Ԋ  
Ԋ

 

 ∆  

 

图 5.78  事故废水导排关系图 

Ԋ  Ԋ  

V =10qF 

qĺ ̂mm̃̆ ̂q=qa/n̆qa ҹ

̆ ҹ 508.8mm̆n ҹ ̆ҹ 60 ̃̆ ↕

ҹ 8.48mmȂ 

Fðð ῀Ԋ ̕

֟ҙ 2.2152hm2Ȃ 

̆ Ԋ ῀ ֟ҙ V5ҹ

187.85m3̕ 

֟ҙ V =3.9+180-88.2+187.85=283.55m3̆ Ԋ ҹ

760m3̆ Ԋ Ҋ Ԋ ̆ ᶭ Ԋ ֽ̆

Ԋ ῀ Ԋ ̆Ҍ Ԋ Ȃ 

Ԋ ῏ 5.7-8Ȃ 

 

 

 

 

 

 

 

҈ ᵣ 5.7-9Ȃ 

 

5.7.7.3 危险化学品事故防范措施 

Һ ҹ ԋ ȁҀ ӲȁҀ Ӳȁ ȁ ȁ

Ԋ  

 ԋ  ҈  

 

℗  ȁ

 

ѿ  

图 5.7-9  三级防控体系示意图 



қ ̂ ̃ ᴋῈ ҙ ̂ԋ ̃                     ҍ ᴇ 

 5-86 

ȁ ȁVOCsȁ ̆ ᵝ ȁỮ ȁ ֟

ҩ Ԋ Ȃ 

̂1̃ ̔ ᶫ ⌠ ̆ ᵝҌ Ғ

Ȃ ₮ Ҥ ̆ ẽ ȁ ’

₮ Ȃ 

̂2̃Ữ ̔ ԍỮ Ҭ̆ ԋ ȁ ȁҀ Ӳ

Ҁ Ӳ Ữ ԍד ῤ̆ᴑҙ Ғ ד ԍ ԋ ȁ

ȁҀ Ӳ Ҁ Ӳ̆ᴑҙҺ ֲ ֲ Ḡ ᵝ

ם ῏ ȁ ȁ ‰ ̆

ᵝ ῃ ̆ ȁҡ Ȃ ̆└ Ҥ ד ₮

ῃ └ ̆ ҡ ᾧץ̆ ῃԊ Ȃ

Ԋ ̆ └ ῤ ῒ №

( )ῤȂ ̆ ‖ ̆ ‖

῀  ᴋῈ Ҭ ̆

Ҍᾛ ₮ Ȃ 

̂3̃ᶏ ̔ ֟ Ҭᶏ ѿ ⱴ ῃ

Ȃ ̆ ᵹ ΐȂ ᵬ ȁ

Ȃ ᵬ ȁ Ȃ Ȃ Ԋ

Ԋ ̆ Ȃ ̆ Ȃ 

̂4̃ ̔ ᶏ Ҭ ֟ Ȃ 

5.7.7.4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Ὲ └ ҹ ῃ ֟ └ ̆ └ Һ Ҋῤץ ̔ 

1ȁ ԅᴑҙľ ῃ ѿȁ ҹҺȁ Ŀ ľ

֟ ῃĿ ῃ ֟ ↕̕ 

2ȁ ԅ҉ ֲ ľ҈ Ŀ ῃ Ғҙ

҉ ᵬ ̕ 

3ȁ ԅ Ғ ῃ ֟ ֲ ̕ 

4ȁ ԅ ֟ ᵬ Ҥ └ ᵬ ̕ 

5ȁ└ ԅ Ḡ 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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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ȁᴑҙ ֟ ȁד ȁ ῏ ץ̆

̕ 

7ȁᴑҙ ֟ ȁד ԅ ȁ ȁ  ̕

8ȁᴑҙ Ἕ ץ̆ Ȃ 

5.7.7.5 设备的安全管理 

1ȁᴑҙ ֟ Ҥ ῃ ֟└ ῏ ̆ ῃ

̆ ȁת ̆ ῤ ȁ ȁֲ ̆

ῃ Ḡ Ȃ ῃ ῃ └ ԅ ῃ  ̕

2ȁᴑҙ ֟ ῤ Ḡ ̆ ̔ ȁ ȁ

ȁ ̕ 

3ȁ ֟ Ғ ᴋֲ ᴋֲ ḱ̆ Ạ

Ȃ 

5.7.7.6 生产活动的安全管理 

1ȁ ̔ᴑҙ └̆ ḱ ῃ ȁ‰ ̆

̕ 

2ȁᴑҙҤ ῤ ̆ ҳ ̆ ᴋֲ

̕ 

3ȁ ῃ ֟ ̆ Ҥ ῃ ֟ ԇץ ̕

ᵬ ̆ ץ ̕ 

4ȁῈ ῃ └ ̆ ðð Һᴋðð

ðð ᵬ ֲ ῃ ᴋ └ ̆ ῃ  ̕

5ȁᴑҙ ֟ ̆ Ԋ ̆

̆ └Ԋ Ȃ 

Һ 5.7-31Ȃ 

表 5.7-31  项目风险防范措施一览表 

  ῤ  

1  

1ȁ ȁ ᵣ

Ȃ 

2ȁ Ԋ Һ ȁ ȁ ̆ ῏
ᶫ ̆ ḱ ̕ ꜚ ̕

῏ ̆℗ ̆ Ԋ ̆ 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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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Ҋ֟ Ȃ ̆ ֲ ⁞ץ̆
ֲ ᴴ Ȃ 

3ȁ ҍ ῃ ̆ Ữ ȁ ȁ
Ȃץ ⁞ ᾧᶏ Ȃ 

4ȁ ֟ ᵬֲ Ḡ ḠῙ̆
ḱ ֲ Ȃ 

5ȁԊ ̆ ȁ ̆
⌠ ȁ Ҭ Ȃץ ᵞԊ Ҋ ȁ
ȁ⁞ Ȃ 

5.7-10Ȃ 

2 
Ԋ

 

1ȁỮ ̆ ȇ ᴑҙ

Ȉ̂ GB50160-2008̃Ҭľ ῤ Ҍ ԍ ῤ

Ữ Ŀ̕ ῤ Ԋ ̆ ֟

ῤ ̆ Ԋ Ԋ Ȃ 

2ȁ ֟ҙ ᶭ ѿ 760m3 Ԋ ̆ ̆

└ ̆ ҩ ̆

ҍԊ Ȃ Ԋ ̆ № ῀ ῤ

ῃ Ȃ 

3 
Ҋ

 

̔ ֟ ῤѿ ̆

Ữ Ȃ 

4  

̆ ȁ Ҋ
ᵝ ⅞ ̆ ᴑҙ └ ̆

Ȃ Ḡ ̆ Ȃ 

5 ᶭ  Ữ ̆ ᶭ ȁ Ȃ 

6  ῀ Ḡ Ḡ ῤ Ȃ 

7 
҈ ҈

 

ᴑҙ ҈ ᵣ ̆Ԋ ֟ҙ ῀ ѿ

760m3̆ᴑҙ ҈ ̆ ῤҍ /

ꜚ̆ Ȃ 

 

5.7.8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要求 

4.7.8.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қ ̂ ̃ ᴋῈ ԅ

ᵣ ̆ └ԅȇ қ ̂ ̃ ᴋῈ Ԋᴆ Ȉ̆

ᵣ ȁ └ȁ ȁḤ ȁ ȁ

ȁ ȁԊ ȁḠ ȁ ȁ ȁ

ῤ ̆ Ḡ ԍ2020 12 30 ԅ ̆ ֟ҙ

371526-2020-001-HȂ 

֟ ̆Ὲ ҉ ḱ

Ȃᴑҙ ӟ ̆ 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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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Ȃ 

4.7.8.2 需对应急预案补充的主要内容 

̂1̃ ᾟ 

ȁ ȁԊ

̆ ⱴ ȁ Ḡ Ȃ 

̂2̃ ᾟ 

Ԋ ̆ Ԋ ̆ ֲ

Ḡ ῃ ’Ҋ ῀ Ȃ ̆ Ԋ ΐᵣ

’ ᵬ Ȃ 

ŵ  

̔ Ԋ Ȃ 

̔ Ԋ ‗ ̆ Ԋ Ҥ ‗

Ȃ Ԋ ̆ 1 ̆ 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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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ҩ ̆ΐᵣᵝ 5.7-43Ȃ 

表5.7-43  水质监测断面布设一览表  

ᵝ   

₮  pHȁBOD5ȁCODȁSSȁ ȁ ȁ ȁ ȁ
ȁῃ ȁ   

 

2ȁ ᾟ  

Ὲ Ԋᴆ ḱ ῃ Ḡ Ὲ

‰̆ ‰ ̆Ὲ ̆ ᵬ Ȃ 

ῃ Ḡ Ḡ ᵝ Ȃ 

3ȁ ḱ  

ᴑҙ ’ ̆ ȁ ’

ḱ ̆ ≢ Ҋץ ₮ Ҍ ̆

ῃ ֟ ȁ Ḡ Ȃ 

ŵ ȁ ‰ ץ ῏ ȁ ‰ ḱ Ȃ 

Ŷ Ԋᴆ Ҭ Ҍ Ȃ 

̆ ₮ḱ ̆ ῏

Ȃ ̆ 3 ѿ Ȃ 

ԋȁ ꜚ  

ᵝԍ қ ῤ̆ Ԋ ל̆

ᴪ ֟ ̆ ̆ └ ҉ ᴑҙ ҉̆

ҍ └̆ ȁԊ ȁ

ᴨ ȁ ꜚ └̆⁞ Ҍ ⁞ Ԋ

Ȃᴑҙҍ қ ꜚ ῤ Ҋ̔ 

(1) ̔ Ԋ ̆ қ ̂ ̃ ᴋῈ ꜚᴑҙ

̆ Ԋ ῏ ’҉ қ Ҭ ̆Ԋ

ῤ ̔Ԋ ȁ ( )ȁ∆ ∞ ᴴ֙ ’ȁ ᴴ

֙ ȁ ȁ ѿ ᴝȁ ֲȁ Ȃ

Ԋ ᴰ ̆ Ҭ ᾢ

ꜚ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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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қ Ҭ Ḡ 24 ֲṿ ̆

ֲ Ạ ̆ ∞ Ȃ ֲ

ȁ ȁ ȁ ȁ Ȃ 

(3)₮ ̔ қ Ҭ ֲ Ԋ

’ ∆ Ғҙ ᴝȁҒ ȁ ֲ

̆ ҉ץ ’ Ҭ Һᴋ̆ Ҭ Һᴋ

̆ ₮ Ҭ ̆פ ꜚ Ȃ 

(4)№ ̔ Ԋ Ҥ ̆ қ Ҭ

ΐᵣ ’̆ Ԋ ȁ Ҭ ꜚ ȁ ⱬ

₮ꜚ ȁ ȁ ̆ ≢⅞№ҹ 3 ̔ 

ŵ҈ ̔ᴑҙ ≠ ’Ȃ ≠

ᴑҙ ῤ ≠ ̆ ֲⱬ ⱬ Ȃ ≢ ᴑҙ

̆ ꜚᴑҙ ̆ אל ȁֲ ῒז

ᴑҙῤ ‗Ȃ 

Ŷԋ ̔ қ ’ȂԊ

῏ ᵬ̆ ᶫֲ ȁ ῒז Ȃ

Ҭ ₮ ̆פ ѿ└

ꜚȂ 

ŷѿ ̔ ֲ ’̆ қ

’Ȃ ̆

Ạ₮Ḡ ץ֟ └Ԋ ‗ ̆ ҩ Ԋᴆ

Һ ‗ ̆ ֲ Ҭ Ạ₮Ȃ 

(5)  

қ Ҭ ₮ ᴝ ̆ᴑҙ

Ԋ Ḥ ȁԊ ȁ ȁ ̆

ᴝ ᴑҙ ’ҍᴑҙѿ Ԋ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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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44  环境风险评价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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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生态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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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1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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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 

拟建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是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为

了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量，拟建项目严格遵守“三同时”制度，建设主体工程的

同时建设相应的环保设施。本次评价在对拟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和污染防治措

施详细描述的基础上，论证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 

 

6.1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6.1.1 污染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废水主要为水喷淋系统排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脱盐水站排水、

设备及地面冲洗废水和生活污水等，总产生量为 12439t/a，CODCr和氨氮总产生

量为 9.35t/a 和 0.16t/a。 

脱盐水站排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水喷淋系统排水、设备及地面冲洗废水，

该部分废水经时风农装产业园现有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达到高唐县清源净水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

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集中处理，最终达标排入北官道沟。 

6.1.2 技术经济论证 

6.1.2.1 污水处理工艺技术可行性分析 

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拟建项目依托的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为

1000m3/d，采取“隔油+气浮+水解酸化+接触氧化”工艺，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

工艺流程见图 2.2-16。 

拟建项目除生活污水外其他废水均进入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进行处

理，其他废水（脱盐水站排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水喷淋系统排水、设备及地

面冲洗废水）废水量为 10423m3/a，平均 29.78m3/d。 

目前，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拟建项目依托的污水处理站）目前废水

处理量约为 600m3/d，污水处理能力为 1000m3/d，处理余量为 400m3/d，大于拟

建项目其他废水产生量 29.78m3/d，因此对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的负荷基

本不会形成冲击。另外，根据监测数据，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能

够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A 等级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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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水水质的要求。因此，拟建项目废水依

托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处理是可行的。 

拟建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其他废水经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处

理达标后排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最终达标排入北官道

沟。经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要求后外排，排入地表水环境的废水量为 12439m3/a，CODCr和氨氮排放量

分别为 0.20t/a 和 0.008t/a。 

综上，拟建项目采取的废水治理措施技术上是可行的。 

6.1.3 污水处理经济可行性分析 

拟建项目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投资约为 2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40000 万元）

的 0.05%，环境效益显著。从经济上来说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拟建项目污水处理工艺经济技术是合理可行的。 

6.2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6.2.1 拟建项目采取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拟建项目各有组织废气采取的治理措施及排放方式如下： 

浸胶废气气液分离后与浸渍液配制氨水、甲醛等投料废气、白坯布浸胶后前

干废气一起经水喷淋预处理氨和颗粒物，储罐抽真空废气采用水封预处理，天然

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预处理后的废气与浸渍液配制反应尾气、烘干中后干和拉

伸定型工序废气一起进入 RTO 统一处理后经 43 高的排气筒（P1）外排。 

6.2.2 技术可行性分析 

项目浸胶废气中含有浸渍液，该部分废气先经液气分离设备使液体与空气充

分分离，分离后的液体回流至浸胶槽，气体与氨水、甲醛投料和前干工序含有氨

和颗粒物的废气再经水喷淋系统预处理去除氨和颗粒物，然后与其他浸胶废气一

起进入 RTO 处理后证达标排放。 

浸渍液配制反应尾气、烘干中后干和拉伸定型工序废气主要成分为甲醛、酚

类和 VOCs 类，采用 RTO 统一处理后确保可达标排放。 

蓄热焚烧法即将燃烧尾气中的热量蓄积，用于加热待处理废气，节能效果明

显，此方法的去除效率可达98%以上。 

RTO 装置是指热氧化装置中加入蓄热式热交换器，预热 VOCs 废气再进行

氧化反应。通过蓄热陶瓷或其他高密度惰性材料床层从处理后气体中吸收并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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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工艺设计

要求 

废气收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协调一致。

在保证收集效果的前提下，应力求结构

简单，便于安装和维护管理 

有机废气通过DN200的碳钢

管道接至 RTO 装置 
符合 

预处理设备应根据废气的成分、性质和

污染物的含量进行选择 

拟建项目废气含有氨类，因

此设水吸收塔等预处理设备 
符合 

燃烧室燃烧温度一般应高于760℃ 

拟建项目 RTO 起炉温度为

760℃，燃烧室温度设定为

750～850℃ 

符合 

6.4 
二次污染

控制 

废气预处理、后处理所产生的废水、排

凝液宜纳入厂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集中

处理，当不具备集中处理条件时，应单

独处理并满足排放要求 

废气预处理、后处理所产生

的废水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

处理 

符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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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厂区总平面布置中的防噪措施： 

在厂区总平面布置中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噪声源尽量远离办公区。对

噪声级高的设备所在车间单独布置，与其它建筑物间距适当加大，以降低噪声的

影响。 

6.3.2 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 

拟建项目运行后，时风化纤产业园北厂界噪声预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其余厂界预测值均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 4a 类标准的要求；且

对敏感点杜庄、田楼噪声预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

标准要求。因此，拟建项目的建设对当地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拟建项目的噪声设备属于常规噪声设备，采取的控制措施是成熟和定型的，

噪声降噪措施投资大约为 2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40000 万元）的 0.05%，环境

效益显著。从经济上来说是合理的。。 

因此，拟建项目降噪措施从技术角度讲是可靠的，经济上是合理的。 

6.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6.4.1 污染源 

拟建项目产生的固废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一般固废主要包括废工业

线、废工业布、废离子交换树脂和反渗透膜、生活垃圾等；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

包装材料（废包装桶、废包装袋）等。 

6.4.2 污染防治措施 

6.4.2.1 一般固废处置措施 

拟建项目一般固废等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处后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生活垃

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6.4.2.2 危险废物处置措施 

拟建项目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废包装袋）等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

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FDY 油剂、

丁吡胶乳、丁苯胶乳、甲醛、氨水等包装桶、废包装袋：间苯二酚、氢氧化钠等

包装袋）废物类别为“HW49 其他废物 900-041-49 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

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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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拟建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理。 

6.4.3 技术经济论证 

拟建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通过分类收集、综合利用，不但可以减少固体废物

处置的投资，更有利于保护环境。 

总之，拟建项目固体废物处理措施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只要严格按

上述处理措施对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全部固体废物均可得到有效处置。拟建项目

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是合理、可行的。 

6.5 污染防治措施、效果和“三同时”验收汇总 

拟建项目建设完成后，在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的前提下，污染防治措施、

效果和“三同时”验收内容汇总具体见表 6.5-1。 

表 6.5-1  拟建项目污染防治措施、效果和“三同时”验收内容汇总表 

项

目 
类别 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防治效果 

“三同时” 

验收内容 

废

气 

浸渍液配制

甲醛等投料

废气 

浸胶废气气液分

离后与浸渍液配

制氨水、甲醛等

投料废气、白坯

布浸胶后前干废

气一起经水喷淋

预处理氨和颗粒

物，储罐抽真空

废气采用水封预

处理，天然气采

用低氮燃烧技

术，预处理后的

废气与其余废气

一起进入 RTO

统一处理后经

43 高的排气筒

（P1）外排。 

颗粒物排放速率能够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要求；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区

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

制区标准限值要求及《关于印发

<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整改

方案>的通知》（聊气办发

[2019]39 号）中工业窑炉标准要

求；酚类、甲醛排放浓度能够满

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2-2015）表 5 大气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和《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

机化工行业》表 2 标准值要求，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排放

浓度和速率能够满足《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

化工行业》（DB37/801.6-2018）

表 1Ⅱ时段标准限值要求；氨排

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表 2 排放限

值（41kg/h）要求。 

排放速率及浓度满

足相应标准要求。 

浸渍液配制

氨水等投料

废气 

浸渍液配制

反应尾气 

浸胶废气 

储罐抽真空

废气 

烘干废气 

天然气加热

废气 

拉伸废气 

定型废气 

无组织 

废气 

加强管理，减少

废气排放量；强 颗粒物、甲醛、酚类浓度能够满
厂界外无组织废气

浓度满足相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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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绿化，减小废

气环境影响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厂界无组

织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氨、臭气

浓度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表 1 中二

级新扩改厂界标准限值要求；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排放

浓度能够满足山东省地方标准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 分 ： 有 机 化 工 行 业 》

（DB37/801.6-2018）表 3 标准限

值要求；氨排放浓度能够满足

《 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4554-1993）表 1 中二级

标准限值要求 

要求 

废

水 

水喷淋系统

排水、循环冷

却系统排水、

脱盐水站排

水、设备及地

面冲洗废水

和生活污水 

脱盐水站排水、

循环冷却系统排

水、水喷淋系统

排水、设备及地

面冲洗废水经时

风农装产业园现

有污水处理站进

行处理，达到高

唐县清源净水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厂进水水质要求

后，排入高唐县

清源净水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厂集

中处理；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接入城市污水

管网，进入高唐

县清源净水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集

中处理，最终达

标排入北官道

沟。 

出水水质达到高唐县清源净水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水水质要

求及《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

标准》（GB/T31962-2015）表 1A

等级标准 

出水水质达到高唐

县清源净水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处理厂

进水水质要求及

《污水排入城市下

水道水质标准》

（ GB/T31962-201

5）表 1A 等级标准

要求。 

噪

声 

生产装置 

安装消声、减振、

隔声设施 

时风化纤产业园北厂界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

求，其余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4a 类标准要

求。 

验收消声、减振、

隔声设施；3 类标

准 厂 界 外

1mLAeq(A)昼间：

≤65dB(A)，夜间：

≤55dB(A)；4a 类

标 准 厂 界 外

1mLAeq(A)昼间：

≤70dB(A)，夜间：

≤55dB(A) 

辅助装置 

固

废 
废工业线 外卖综合利用 

有效减小固体废物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 

固废收集设施、固

废综合利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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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工业布 

废离子交换

树脂和反渗

透膜 

由一般固废处置

单位处置 

生活垃圾 
收集后交环卫部

门统一处理 

危

险

废

物 

废包装

材料（废

包装桶、

废包装

袋） 

收集后暂存于危

废暂存间内，委

托有资质的危废

处置单位处置 

 

6.6 小结 

综上所述，拟建项目投产后，对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和噪声采取有效的

防治措施后，最终的排放量和噪声值均能达到或低于国家及地方的有关环保标准

要求。同时拟建项目所采取的污染物及噪声治理措施技术方法较为简单，便于操

作实施，处理效果较好，且经济合理。因此，从环保和经济技术角度而言，拟建

项目所选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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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7.1 经济效益分析 

拟建项目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具体见表7.1-1。 

  表 7.1-1  工程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一 总投资 万元 40000 

二 销售总收入 万元/年 152159 

三 总成本 万元/年 143434 

四 销售利润 万元/年 8458 

五 所得税 万元/年 2117.2 

六 税后利润 万元/年 6340.8 

七 投资利润率 % 21.1 

八 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 15.2 

九 全部投资净现值（含建设期） 万元 2202 

十 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年 7.1 

十一 盈亏平衡点 % 47.1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项目总投资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5.2%，高于行业基准

收益率；投资回收期7.1年，低于行业基准投资回收期9.0年；盈亏平衡点47.1%，表

明项目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因此，拟建项目经济效益较好。 

 

7.2 环保投资及效益分析 

7.2.1 环保投资估算 

拟建项目环保投资为 272 万元，占总投资（40000 万元）的 0.68%。各项环保投

资见表 7.2-1。 

表 7.2-1  工程环保投资估算表 

序号 污染源 环保设施名称 数量 
投资 

（万元） 

处理 

效果 
进度 

1 
废水 

处理设施 
污水收集系统 1 10 达标排放 与基建同步 

2 
废气 

治理设施 

水封罐 2 10 

达标 

排放 

与设备安装 

同步 

水喷淋 2 20 

油气分离设备 1 15 

液气分离设备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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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 装置 1 150 

排气筒 1 10 

3 噪声治理设施 减振、隔声 — 20 厂界达标 

4 厂区绿化 绿化 — 2 — 

5 防渗地坪、防渗措施等 — 15 — 

合计  — — 272  —  — 

 

7.2.2 环境经济效益分析 

上述环保投资所能够带来的环境效益不仅能够确保拟建项目落实各项环保措

施，而且能保证其“三废”及噪声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的要求。 

拟建项目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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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ҍ ᴑҙ Ҭ Ȃ ᴑҙҬ̆ ẫῃ Ḡ

ⱴ̆ Ḡ ᵬ̆ ῤ ȁ ̆ Ḡ ᵬ ῀ ֟ ̆

ԍ⁞ ᴑҙ Ḇ̆ ≠ ҍ ̆

ӈȂ 

 

8.1 环境管理 

8.1.1 └  

1ȁ └  

қ ̂ ̃ ᴋῈ └ Ḡ ᵬ └ ̆ΐᵣῤ

Ҋ̔ 

ȁ Һ ֲҹ ȁ Ḡ ᵬ ѿ ᴋֲȂ

Ḡ ᵬᴋⱵ Ḡ ֲ ̆ Ὲ Ḡ

Ȃ 

Ὲ Ḡ Һ ̔ 

ŵ ᴰ Ḡ ȁ ȁ ̆ ᶭ Ὲ

Ḡ ȁ └ ᵝ ῏ Ⱳ ↕Ȃ 

Ŷ Ὲ Ḡ ȁ Ḡ └ Ȃ 

ŷ Ὲ Ḡ ȁ ᵬȂ 

Ÿ ẫῃῈ Ḡ Ḡ └ ̆ Ḡ

Ḡ ῃȁ ȁ Ȃ 

Ź Ὲ Ԋ ̆ └ Ḡ Ԋᴆ ̆

Ԋᴆ ῒ Ԋᴆ̆ ̆ ȁ

Ԋᴆ Ԋ 24 ῤ҉ ҉ Һ Ȃ 

ź └Ὲ Ḡ ῏ ̆ Ḡ

Ḡ ꜛ Ȃ 

Ż Ὲ Ḡ Ḡ ᵬ̆ Ԋ Ȃ 

ż Ὲ Ḡ ⇔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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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ȁ֟ҙ └  

ᵝԍ ֟ҙ ̆ Ḡ ᵬ ῀ ̆ ֟ҙ

└ └ ֟ҙ Ḡ ᴋ⅞№Ȃ 

̂1̃ ᴋ⅞№ 

ŵ ̂ ̃̔ ֟ҙ Ḡ ᵬ ѿ ֲ̆ ֟ҙ Ḡ ᵬȂ 

Ŷ◐ ̔ ֟ҙ Ḡ ᵬ ̆ Ḡ ῏Ḥ ȁ

ȁ ᴰ ̕ⱲῈ ῃ ̕ Ḡ

Ȃ 

̂2̃ΐᵣ  

ŵ֟ҙ Ḡ ᵬ Ḡ ѿ ̆ Ḡ

ᴋ└̆№ ̆ Ȃ 

Ŷ Һ  

aȁ ҉ ῏ Ḡ ᵬ ȁ ȁ ‰

Ȃ 

bȁ ҉ ῏ ̆ ֟ҙ Ḡ ᵬ̆└

῏ Ḡ ᵬ └ ȁ ⅞ Ȃ 

cȁ ֟ҙ Ḡ ⅞̆ ῏ Ḡ ̆ ҉

Ȃ 

dȁ ѿ Ḡ ᵬᶛᴪ̆ Ҋѿ ᵬȂ 

ŷ Ḡ ⱲῈ Һ ̂ Ḡ ⱲῈ ֟ ̃ 

aȁ Ҋ̆ ҉ ῏ Ḡ ᵬ

ȁ ȁ ‰ Ȃ 

bȁ└ ֟ҙ ȁ ȁ Ḡ ≠ └ ȁ ⁞

⅞ ̆ ȁ Ȃ 

cȁ └֟ҙ Ḡ ⅞̆ ⅞ Ȃ 

dȁ ⱴ҉ Ḡ ᵬᴪ ̆ ֜ Ḡ Ȃ 

Ÿ֟ҙ ȁ ẫῃ Ḡ ̆ ֲᴋ

Ḡ ̆ ᴋⱵ Ȃ Ḡ ᵝ Ғ̂ Ὶ̃

ֲ ̆ ȁ ȁ ȁ Ḡ ≠ ᵬ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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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污染源排放清单及管理要求 

8.2-1Ȃ 

ᴑҙ ’̆ ץ ̆

̆ ȁẠ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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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  拟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清单及管理要求一览表 

≢ 
  

Ḡ 

 
Ḡ   ‰   

t/a 

  

 

└

ȁ

ȁ

└

ȁ

Ữ

ȁ 

ȁ 

ⱴ ȁ 

ᵈ ȁ

 

ȁ 

SO2ȁ 

NOxȁVOCs

ץ̂

ȁ̃ ȁ

ȁ  

+RTO 

№

ҍ └ ȁ

ȁ

╠

ѿ

̆Ữ

̆ ᵞ

̆

ҍῒᵩ

ѿ ῀RTO ѿ

ѿ ֟ 1

43

̂P1-3ȁP2-1 P2-2

῍ 3 ̃ Ȃ 

4.5 mg/m3 ȇ ‰Ȉ

̂GB16297-1996̃ 2 ԋ

‰ ṿȁȇ

‰ Ȉ

̂DB37/2376-2019̃ 1

└ ‰ ṿȁȇ

ҙ ‰ Ȉ

̂GB31572-2015̃ 5

≢ ṿȁ қ

‰ȇ

‰ 6 №̔ ҙȈ

̂DB37/801.6-2018̃ 1Ҭň

ṿȁȇ

‰Ȉ̂ GB14554-93̃ 2

ṿ 

0.94t/a 0.94 

43m

1  

ȁ

VOCŝ ץ

ȁ̃

SO2ȁ

NOxȁ

̆

ȁ ȁ

ѿ  

SO24.6mg/m3 SO20.955t/a 0.955 

NOx18.2mg/m3 NOx3.83t/a 3.83 

VOCŝ ץ

̃

0.5mg/m3 

VOCŝץ

0̃.1t/a 

0.1 

0.06mg/m3 0.0121t/a 

0.03mg/m3 0.00588t/a 

2.6mg/m3 0.546t/a -- 

 

ȁ

VOCŝ ץ

ȁ̃ ȁ

ȁ  

-- -- -- -- 

ȁ ȇ

‰Ȉ

̂GB16297-1996̃ 2

ṿ ̕ 

ȇ ‰Ȉ

̂GB14554-1993̃  1Ҭԋ

‰ ṿ V̕OCs ȇ

‰ 6

0.129t/aȁ

VOCŝץ

̃

0.555t/aȁ

0.607t/aȁ

0.067t/aȁ

0.033t/a 

 -- 

VOCŝ ץ

ȁ̃

ѿ ̕

ȁ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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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ҙ Ȉ

̂DB37/801.6-2018̃ 3

ṿȂ 

ѿ  

 

NMHC -- -- -- -- 

ȇ

└ ‰Ȉ̂ GB37822-2019̃

 

VOCŝץ

̃

0.555t/a 

 -- 

VOCŝ ץ

̃

ѿ  

 

 

 

pHȁCODCrȁ
NH3-N 

῾

֟ҙ

 

῾ ֟ҙ

̆ ⌠

̆ ῀

Ҭ

 

CODCr50mg/L 

5mg/L 

⌠ȇ ῀ Ҋ

‰Ȉ̂ GB/T31962-2015̃

1A ‰

 

� F

mg/
L

--m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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ⱲῈ   ֜ ѿ  -- 0 -- 

 ̂ ȁ

̃ 

ԍ ῤ̆

ᵝ  
-- 

ȇ └

‰Ȉ̂ GB18597-2001̃ ῒḱ

‰ 

0 -- 

 

ȁ ȁ

 
Leq ⁞ ȁ ȁ  -- 

ȇ ҙᴑҙ

‰Ȉ̂ GB12348-2008̃3ȁ4a

‰ 

-- -- -- ѿ  

 
ȁ  ҈ ̆ └ ̆ Ԋ  

 

└  ȁԊ ȁỮ ȁ Ữ ̆ ̔ Mb≥6.0m̆k≤1×10-7cm/s̆ GB18598  

ѿ └  ῒז ̆ ̔ Mb≥1.5m̆k≤1×10-7cm/s̆ GB1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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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环境监测计划 

⅞ ᵬ №̆

Ȃ 

8.3.1 └  

֟ ̆ ’̆ ẫῃ └

Ḡ ῒ Ȃ̓͂ ԍ ȁ

ҍ  └ ҙȈ̂ HJ 1102-2020̃ ȇ ᵝ

 └ ҙȈ̂ HJ 1139-2020̃ Ȃ №

ȇ Ȉ( №) ̆ № ҙ

‰ ῏ Ȃ └ ῤ 8.3-1Ȃ 

表 8.3-1  企业监测制度表 

≢ ᵝ    
ᵝ 

 

̂P1̃ 

ȁVOCŝ ץ ȁ̃

SO2ȁNOxȁ  
 

 

ᵝ 

ȁ ȁ ȁ  ѿ  

֟ҙ

 

VOCŝץ ȁ̃  ѿ  

ȁ ȁ  ѿ  

 NMHC ѿ  

 

῾ ֟ҙ

₮ ȁ

 

pHȁCODCrȁ ȁ ȁ    

BOD5ȁSSȁ ȁῃ  ѿ  
 

ᵝ 

  A  

ѿ ̆№

̆

’

ⱴ  

 

Ҋ

 

 

Ҋ Ԛ 

pHȁ ȁ ȁ ȁ

ȁ ȁ֒ ȁ

ȁ ᵣȁ ȁ

 

ѿ  
 

ᵝ 

ᵣ

 
 

ȁ֟ ȁ ȁ

 
ѿ  

Ὲ

 

 

Ҋ

ȁ

 

Ԋ  Ԋ  
 

ᵝ 

֟ ҹ̆ ԅ ’̆ ᴇ ≢

Ȃ ῤ ΐᵣ 8.3-2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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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2  环境监测内容一览表 

  ῤ   

 

 
֟ҙ ᶷ pHṿȁ  ѿ  

 

ת 8.3.2 ȁ  

Ḡ ѿ ת ץ ᵬ ̆ Һ

ת ȁ 8.3-2Ȃ 

表 8.3-2  环境监测配备主要仪器、设备一览表 

    

1 №ᾣ  JDC-109 1 ת

 GC-14C 1 ת 2

 GC-2010 1 ת 3

4 ᾣ  AA7002 1 ת

5 COD ⱴ  JH-12 1 

6  PHS-3C 1 

7 COD  2 -- ת

8 



қ ̂ ̃ ᴋῈ ҙ ̂ԋ ̃                  ҍ ⅞ 

 8-9 

8.4.2  

̂1̃ ̆ ȇ ̂

Ȉ̃̂ [1996]470 ̃ ᴆ ̆ Ȃ 

̂2̃ ȇ қ Ḥ Ὲ Ȉ

̂DB37/T 2463-2014̃ ̆ ₮ ȁ

₮ Ȃ 

̂3̃ ȇ ᵝ

Ȉ̂ DB37/T3535-2019̃ ῏ Ȃ 

ŵ ↕ ҉̆ Ḃԍ ֲ

ᵬ̆ ֲ ᵬ Ȃ 

Ŷ ԍ ᵣ ̆ ̕

Ҍ ̆ Ȃ 

ŷ ‰ 0.5m ҉ץ

̆ ů1.2mȂ 

Ÿ ̆ Ҍ ԍ 100mm¦2mm

└ ̆ῒ ӊ҉ ů100mm̆ Ů10mmȂ 

̂4̃ ȁ ȁ Ȃ 

8.4.3  

̂1̃ ̆ ̘600mm̆ ̘300mm̆

҉ 2mȂ 

̂2̃ ȁ ȁ ȁ

ȁ ץ ᵣ GB15562.1 ȇ῏ԍ

Ȉ̂ Ⱳ[2003]95 ̃ ῏ Ȃ 

̂3̃ ꜛ ῤ ᶭ ҹ *̔* ȁ ȁ

‰ȁҺ ᾛ ṿȁ ȁ** Ḡ └ȁ

ҽ Ȃ 

̂4̃ ꜛ ҉ ̆ ԍ Ὲᴧ

Ḡ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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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总量控制 

8.5.1 └ ↕  

8.5.1.1 └ ↕ 

₮ ľ └Ŀ ҉ ̆Ӟ ̆ Ҍ ᾧ

ⱴ ̆ ҙ ῤ ╝⁞ ᶏ̆ ῤ

└ ѿ ῤ ᶏ̆ ᵣȁ

⌠ Ȃ 

└ ᴑҙ Ḡ ᴋ└

̆Ӟ ΐᵣ ӊѿȂ ╠̆

└ ↕ ̔ № ȁҊ └ ̆ Ῥ

ῤᴑҙ ⅞ ⅞ ’̆ ᴑҙ№ ȁҊ ΐᵣ └ Ȃ

̆ ᾢ ľ҈ Ŀ ̆ ץ ̆

Ạ⌠ ֟Ҍ Ȃ ⱴ ̆ ᴑҙ ̆

ᴆ̆׆ └ ╕ ‗Ȃ 

8.5.1.2 └  

ȇľ ҈ԓĿ Ḡ ⅞Ȉ̆ľ ҈ԓĿ └⁞ Һ

ԋ ̂SO2 ȁ̃ ȁ ̂NOX ȁ̃ ҙ

̂COD ȁ̃ ̂NH3-N ȁ̃ ȁ Ȃ 

8.5.2 └ №  

̂1̃  

῀ ̆ ῀

Ҭ ̕ ֟ ῀ ῾ ֟ҙ ̆ ⌠

̆ ῀ Ҭ ̆

12439m3/ă CODCr №≢ҹ 0.20t/a

0.008t/ăCODCr └ ῀ └

Ҭ̆ CODCrȁ └ Ȃ 

̂2̃  

ŵ  

̆ ̔VOCŝ ץ ̃ 0.10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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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1t/ă 0.00588t/aȂSO2 0.955t/a N̆Ox

3.83t/ă 0.94t/aȂ 

VOCs ̂ ȁ ȁ ̃ ҹ

0.11798t/a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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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 ȁ ȁ ̃ ҹ

0.655t/aȂ 

҉̆ ῃ VOCs 0.77298t/a S̆O2 0.955t/a N̆Ox

3.83t/ă 1.069t/aȂ 

ȇ῏ԍ қ Һ ף

Ⱳ Ȉ̂ [2019]132 ̃ ̆҉ѿ

Ҍ ̆ ῏ ף

2Ṑ ╝⁞ ̆ף ԍҌ ̆ Ṑ  Ȃף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锦纶工业布扩建项目（二期）                 厂址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9-1 

9 厂址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9.1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9.1.1 产业政策的符合性分析 

拟建项目为化学纤维生产项目，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9 号令），拟建项目不属于鼓励

类、限制类和淘汰类范畴，属于允许类项目，因此，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9.1.2 “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2021 年 5 月 19 日，聊城市人民政府以聊政发[2021]6 号公布了《聊城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本项目位

于时风化纤产业园和时风热电产业园内，位于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范围内，根据

聊城市县（市、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属于重点管控单元，

详见附图 9.1-1。 

项目与聊城市 “三线一单”中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

性分析见表 9.1-1。 

表9.1-1  项目与聊城市“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内容 
聊城市 “三线一单”中 

相关内容 
符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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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水质控制断面，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

不低于 40%，省控及以上断面优良水质比

例不低于 28%；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市级

水功能区达标率达到 90%以上；县（市、

区）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面消除，水质优良

的水环境控制单元比例不低于 14%。大气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市 PM2.5 浓度不高

于 48ug/m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不低

于 70%，臭氧污染得到有效遏制，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数比率在 2020 年的基础上

持续下降，达到省下达的目标。土壤环境

质量稳中向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管控，

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率分别不低于 92%。 

气 质 量 标 准 》

（GB3095-2012）二级

标准要求。项目聚浸胶

车间废气采用水喷淋和

RTO 处理；处理后的废

气经处理后能够达标排

放，且根据要求申请总

量指标，保证区域排污

不增加的条件下，对区

域环境质量改善具有正

效益，项目建设符合环

境空气质量底线要求。 

项目所在区域地表

水现状水质不能满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Ⅳ

类标准要求，项目生产

废水经时风农装产业园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

后排入污水管网由高唐

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深度处理，项目

废水基本不会影响周围

地表水环境。 

建设单位在落实好

各构筑物防渗措施的基

础上，同时加强管理，

减少跑冒滴漏，项目运

营过程中不会对厂区周

围区域地下水造成不良

影响。 

本项目所在区域声

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

2 类和《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

和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限值要求，项目设备运

营噪声采取减振、隔声

和距离衰减后对周围敏

感点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项目运

营后对区域环境影响较

小，符合环境质量底线

要求。 

聊城市环境空间布局

约束行业准入清单 

14 食品制造业 146 调味品、发酵制品 

制造；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 19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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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制品加工；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202 人造板制造 203 木质

制品制造；22 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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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采取有效防治、应急措施的项目；污

染地块经治理与修复后经检测达到修复

标准及相关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的方可开展建设项目； 

5、禁止准入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严重干

扰、污染和 

安全隐患的工业项目，现有此类项目需布

置绿化防护用地。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2、对于高耗水行业，新（改、扩）建项

目工艺及主要污染物治理达到国内同行

业先进水平且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

或减量置换；入驻工业园区的工业企业排

放的废水应当按照分类收集、分质处理的

要求进行预处理，达到工业园区集中处理

设施处理工艺要求后方可排放；完善工业

园区和企业厂区雨水、污水管网建设，实

施雨污分流；污水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工

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排，现有直排企业限

期纳管（安装废水在线监测的企业除外）；

园区要推进“一企一管”和地上管廊的建

设与改造，并逐步推行废水分类收集、分

质处理；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

具备相应的处理能力并正常运行，保证工

业园区的外排废水稳定达标，不能稳定达

标的，工业园区不得建设新增水污染物排

放的项目（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除外）；对

高唐县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进行脱氮除磷

提标改造，使污水厂出口或配套湿地出口

出水水质满足水功能区划要求；  

4、以人造板、零部件、纸浆制造、化工

等行业 VOCs 治理为重点，做好胶原辅

材料使用及工艺产污环节管理，鼓励使用

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替代； 

6、表面涂装行业宜使用低 VOCs 涂料替

代溶剂型涂料，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

原辅材料应密闭储存，调配、使用、回收

等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

操作；喷塑工序宜采用大旋风除尘设备； 

10、落实园区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加强

车间、料仓等密闭，负压收集、处置，减

少无组织排放；  

11、加大工业堆场扬尘管控力度，园区内

高唐热电厂、泉林热电等所有煤场、渣场、

原料堆场建立密闭料仓与传送装置，露天

堆放的应加以覆盖或建设自动喷淋装置，

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

除、交通 

运输、道路保洁、物料运输与堆存、采石

取土、养护绿化等活动的扬尘管理。 

本项目不属于高耗水行

业，项目废水主要为水

喷淋系统排水、循环冷

却系统排水、脱盐水站

排水、设备及地面冲洗

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处

理达标后排入高唐县清

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项目为化学纤维行

业，不属于VOCs治理重

点行业，项目产生的

VOCs（以非甲烷总烃

计）收集后通过“水喷

淋+RTO”装置处理后有

组织达标排放。项目原

料均堆放于车间内，不

露天存放。 

环

境

1、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

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

本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

Ⅲ，环境风险均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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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

防

控 

Ⅳ+（极高环境风险）的建设项目；  

2、生产、使用、储存、运输危险化学品

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风险防范措

施，完善三级防护体系；企业和园区应编

制环境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  

3、建立各企业危险废物的贮存、申报、

经营许可、转移及处置管理制度，并负责

对危废相应活动的全程监管和环境安全

保障； 

4、涉酸、涉重等土壤、地下水高污染风

险企业的车间、危废间、污水处理站、罐

区等重点管控区进行重点防渗；  

5、重点监管涉重企业及土壤重点监管企

业应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

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

染防治；  

6、定期对园区及周边地下水进行检测。 

评价，采取相应的风险

防范措施，完善三级防

护体系；企业编制环境

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

练。 

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按

要求管理，项目不涉及

重金属外排，项目建成

后按要求进行例行监

测。 

综上，项目符合山东高

唐经济开发区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内执行高唐县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文件的管控要求；  

2.未经许可不得开采地下水，禁采深层地

下水，加快供水厂及管网建设，逐步减少

地下水开采量，2022 年全部封存企业自备

水井并禁止开采地下水，加快中水回用管

网建设，2025 年热电企业全部使用中水；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高唐

蓝山集团总公司 2025 年中水回用率达 

50%，2030 年实现中水全部回用； 

3、严格执行《产业园区水的分类使用及

循 环 利 用 原 则 和 要 求 》（ GB/T 

36575-2018）；  

4、按照园区规划、环评等文件设定的总

投资、投资强度、单位产值水耗、用水效

率、单位产值能耗等指标，无认定的执行

全市统一要求且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

平；  

5、调整能源利用结构，控制煤炭消费量，

实现减量化，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 

本项目不涉及高污染燃

料使用，项目用水量较

少，项目不涉及煤炭使

用，项目能耗及水耗较

低，能够达到园区要求。 

综上，项目符合山东高

唐经济开发区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9.1.3 与《关于严格项目审批工作坚决防止新上“散乱污”项目的通知》（鲁环字

〔2021〕58 号）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与《关于严格项目审批工作坚决防止新上“散乱污”项目的通知》符

合性分析见表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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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3  项目与《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符合性分析 

分类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文件要求 项目情况 

第二章 

监督管

理 

第十五条 禁止建设不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的小型造

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汞、炼油、

电镀、农药、石棉、水泥、玻璃、钢铁、火电以及其他严

重污染环境的生产项目。 

项目为化学纤维生产

项目，不属于被禁止

建设的项目 

第三章 

保护和

改善环

境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环境状况，在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明确禁止、限制开发的区域和活动，制定严格的环境

保护措施。 

项目不属于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 

第五章 

信息公

开和公

众参与 

第六十二条 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建设

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报批前向社会公开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征求公众意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后，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

私的内容外，应当向社会公开。 

建设单位已按照规定

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 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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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减量、碳排放减量和常规污染物减量等“五个减量”，

新建项目要按照规定实施减量替代，不符合要求的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要坚决拿下来。严禁新增水泥熟料、粉

磨产能，严禁省外水泥熟料、粉磨、焦化产能转入我省。 

三、深入

调整能

源结构 

（七）严控化石能源消费。 

严控能源消费总量，在满足全社会能源需求的前提下，

持续推进煤炭消费压减，增加清洁能源供给，加大清洁

能源替代力度，进一步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实现新

增能源需求主要由清洁能源供给。到 2023 年，全省化石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39600 万吨标准煤以内，非化石能

源消费总量力争达到 4400 万吨标准煤以上；煤炭消费总

量压减 6%以上，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 5 个百分

点。 

本项目不使用化石能

源，供热采用清洁能

源天然气。 

四、深入

调整运

输结构 

（十一）提升综合运输效能。 

初步形成大宗货物和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以铁路、水路

或管道为主的格局。到 2023 年，铁路水路货物周转量增

长 10%以上，继续推动保持公路运输比例由增转降趋势。

大力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支持煤炭、钢铁、电解铝、

电力、焦化、水泥、砂石等大宗货物年运输量 150 万吨

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以及大型物流园区新（改、扩）建

铁路专用线。新建涉大宗货物年运输量 150 万吨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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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无尘等级要求车间需设置成正压的，宜建设内层正

压、外层微负压的双层整体密闭收集空间。对采用局部收

集方式的企业，距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低于0.3m/s；推广以生

产线或设备为单位设置隔间，收集风量应确保隔间保持微

负压。当废气产生点较多、彼此距离较远时，在满足设计

规范、风压平衡的基础上，适当分设多套收集系统或中继

风机。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应密闭、无破损。 

产生，项目采取在

设备上方设置集气

罩或者管道的局部

收集方式，使VOCs

产生部位风速不低

于0.3m/s。 

七、有机

废气治理

设施 

治理要求。新建治理设施或对现有治理设施实施改造，应

依据排放废气特征、VOCs 组分及浓度、生产工况等，合

理选择治理技术；对治理难度大、单一治理工艺难以稳定

达标的，宜采用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除恶臭异味治理外，

一般不使用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技术。 

加强运行维护管理，做到治理设施较生产设备“先启后停”，

在治理设施达到正常运行条件后方可启动生产设备，在生

产设备停止、残留 VOCs 废气收集处理完毕后，方可停运

治理设施；及时清理、更换吸附剂、吸收剂、催化剂、蓄

热体、过滤棉、灯管、电器元件等治理设施耗材，确保设

施能够稳定高效运行；做好生产设备和治理设施启停机时

间、检维修情况、治理设施耗材维护更换、处置情况等台

账记录；对于 VOCs 治理设施产生的废过滤棉、废催化剂、

废吸附剂、废吸收剂、废有机溶剂等，应及时清运，属于

危险废物的应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 

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的企业，应根据废气排放特征，按照

相关工程技术规范设计净化工艺和设备，使废气在吸附装

置中有足够的停留时间，选择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活

性炭，并足额充填、及时更换。采用颗粒活性炭作为吸附

剂时，其碘值不宜低于800mg/g；一次性活性炭吸附工艺宜

采用颗粒活性炭作为吸附剂。活性炭、活性炭纤维产品销

售时应提供产品质量证明材料。 

本项目有机废气主

要为浸胶各工序挥

发的VOCs，主要成

分为非甲烷总烃、

酚类和甲醛，采用

RTO的处理方式，

处理工艺先进可

行。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符合《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

通知》的相关要求。 

9.1.7 与《山东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 年）》（鲁环委办

[2021]30 号文）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与《山东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 年）》（鲁环

委办[2021]30 号文）符合性分析见表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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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6  项目与《山东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鲁环委办[2021]30 号文）符合性分析 

分类 山东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年） 项目情况 

一、淘汰

低效落后

产能 

聚焦钢铁、地炼、焦化、煤电、水泥、轮胎、煤炭、化工8

个重点行业，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严格执行质量、环

保、能耗、安全等法规标准，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对“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落后产品全部淘汰出

清。 

本项目为化学纤

维制造行业，不属

于上述淘汰类行

业。 

四、实施

VOCs全

过程污染

防治 

实施低VOCs含量工业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原辅

料使用替代。新、改、扩建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含VOCs

原辅材料使用的项目，原则上使用低（无）VOCs含量产品。

2025年年底前，各市至少建立30个替代试点项目，全省溶

剂型工业涂料、溶剂型油墨使用比例分别降低20、15个百

分点，溶剂型胶粘剂使用量下降20%。2021年年底前，完成

现有VOCs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排查

工作，对达不到要求的收集、治理设施进行更换或升级改

造；组织开展有机废气排放系统旁路摸底排查，取消非必

要的旁路，确因安全生产等原因无法取消的，应安装有效

的监控装置纳入监管。2025年年底前，炼化企业基本完成

延迟焦化装置密闭除焦改造。强化装载废气收集治理，2022

年年底前，万吨级以上原油、成品油码头全部完成油气回

收治理。2025年年底前，80%以上的油品运输船舶具备油气

回收条件。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储油库和依法被确定为重

点排污单位的加油站，应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并与

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持续推行加油站、油库夜间加油、卸

油措施。推动企业持续、规范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

提升LDAR质量，鼓励石化、有机化工等大型企业自行开展

LDAR。加强监督检查，每年O3污染高发季前，对LDAR开

展情况进行抽测和检查。2023年年底前，石化、化工行业

集中的城市和工业园区要建立统一的LDAR信息管理平台。 

项目VOCs废气产

生工段为浸胶各

工序，产生量较

少。项目均对产生

有机废气VOCs

（以非甲烷总烃

计）的环节加装集

气罩收集，VOC

类废气通过RTO

装置进行净化处

理，废气可达标排

放。 

五、强化

工业源

NOx深度

治理 

严格治理设施运行监管，燃煤机组、锅炉、钢铁企业污染

排放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2023年年底前，完成焦化、

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玻璃、陶瓷、铸造、铁合金、

有色等行业污染深度治理，确保各类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重点涉气排放企业取消烟气旁路，确因安全生产等

原因无法取消的，应安装有效监控装置纳入监管。引导重

点企业在秋冬季安排停产检修、维修，减少污染物排放。 

本项目燃料为天

然气，各类大气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 

综上，项目符合《山东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鲁环委办[2021]30 号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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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厂址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9.2.1 厂址与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高唐县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内容，拟建项目位于高唐县城市

总体规划范围内，符合高唐县城市总体规划。 

拟建项目所在厂区位于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不属于禁止入园区项目，符合

园区总体规划。 

9.2.2 土地利用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高唐县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拟建项目位于时风化纤产业园

内，占地属于规划的工业用地，同时项目所在厂区已办理土地证，该地块属于工

业用地，符合土地利用规划。 

9.2.3 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析 

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为浸胶车间外扩半径 100m，距离项目最近的敏感点为

一期时风化纤产业园北侧 100m 的杜庄和厂区西侧 130m 的田楼，距离生产区最

近距离分别为 500m 和 600m，均位于卫生防护距离范围以外，因此，项目在采

取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废气、废水、噪声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对敏感点的影响较小，

敏感点均位于防护距离以外。因此，拟建项目的选址是较合理的。 

9.2.4 从交通运输便利方面分析 

拟建项目位于时风化纤产业园内，周边紧邻汇鑫路，太平路，华丰路和政通

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9.2.5 从利用项目区基础设施优势等方面分析 

拟建项目厂外电力、雨水管线等管线敷设完善，能够满足拟建项目用电和雨

水排放的需要。 

拟建项目废水依托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及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处理，且时风农装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及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均有余量处理拟建项目废水。 

拟建项目所在的时风化纤产业园已配套完整的供水、供电、供热等公用工程

设施，为拟建项目的建设提供有利的基础设施。 

9.2.6 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从环境空气角度分析 

从大气环境影响角度考虑，拟建项目对评价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是可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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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即在切实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空气影响角度考虑，

该工程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2）从水环境角度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项目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其他废水依托时风农装产业

园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高唐县清源净水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北官道沟。由于拟建项目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

水均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因此外排废水对外环境的影响不大。 

（3）从固体废物角度分析 

拟建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固废及危险废物。对各项固废进行了

分类存放和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一般固废等暂存于成品

库 2 内的下脚料存放区后综合利用；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废包装袋）等收集

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 

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可得到妥善处理和处置。项目产生的固

废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4）从噪声角度分析 

拟建项目对噪声源均采取了相关的隔声、减振及消声措施，经影响预测，项

目对周边敏感点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9.3 小结 

拟建项目符合高唐县总体规划、山东高唐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

划，符合“三线一单”要求，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相关要求，对周边环境

敏感目标影响小，可利用项目区内供电、雨水管线、废物综合利用条件，节约能

源、优势管理，项目建设对当地水资源利用影响较小。在采取合理的污染防治措

施的前提下，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拟建项目选址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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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论、措施与建议 

10.1 评价结论 

10.1.1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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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项目周围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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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现有、同期工程主要污染因素、治理与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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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拟建项目主要污染因素、治理与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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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 选址合理性分析 

ᵣ ⅞ȁ қ ᵣ ⅞ ≠

⅞̆ ľ҈ ѿ Ŀ ̆ ῏ ̆

̆ ≠ ῤᶫ ȁ ȁ ̆



қ ̂ ̃ ᴋῈ ҙ ̂ԋ ̃                      ȁ ҍ  

 10-8 

10.2 措施与建议 

10.2.1 必须采取的环保措施 

Ḡ ΐᵣ 10.2-1Ȃ 

表 10.2-1  拟建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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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ᴑҙ ᵣ ̆

≢ ̆ ᴇ₮ └ ῏ ȁ ⱴץ

└ Ȃ 

̂3̃ Ҥ Ḡ ̆ Ḡ Ḡ

̆Ҥ Ḡ ’Ҋ ֟Ȃ 

̂4̃ᴑҙ ⱴ ᵬ̆ ῃᵣ Ḡ ̆ᶏ ֟

ҹ ҹ Ḡ̆ ₮

Ȃ 

̂5̃ ᵝ ᶫ̆ ῒ ȁ‰ Ȃ

ᴇ ̆ ҙҺ ᶫ ֟ ȁ ȁ ȁ ȁ

ҍ ’ҹ Ȃ ֟ ȁ

ԅ ̆ ҙҺ Ḡ 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