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本电子版为发布稿。请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正式标准文本为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行 业 标 准 
                                               HJ/T 408-2007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造 纸 工 业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Paper 

Industry Project for Check and Accept of Completed Project 
（发布稿） 

 
 
 
 
 
 
 
 
 
 
 
 
 
 
 
 
 
 

2007-12-21 发布                  2008-04-01 实施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发布





 I

 

目    次 

前  言.................................................................................. II 

1.适用范围............................................................................... 1 

2.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术语和定义............................................................................. 2 

4.验收技术工作程序....................................................................... 2 

5.验收准备............................................................................... 4 

6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 7 

7 验收技术方案实施...................................................................... 13 

8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 14 

9 验收报告附件.......................................................................... 16 

附录 A（规范性附录）验收技术方案、报告编排结构及内容..................................... 17 

附录 B（资料性附录）示例图 .............................................................. 20 

附录 C（资料性附录）参考表 .............................................................. 27 

 

 
 
 
 
 
 
 
 
 
 
 
 
 
 
 
 
 
 
  
 



 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保护环境，

规范造纸工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造纸工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有关要求和规范。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12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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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造纸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造纸工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范围的确定、执行标准选择的

原则；工程及污染治理、排放分析要点；验收监测布点、采样、分析方法、质量控制及质量保

证、监测结果评价的技术要求；验收调查主要内容及方案、报告编制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造纸工业的制浆、造纸和制浆造纸联合企业（不含林纸一体化的林基地建设）

的新建、改扩建以及技术改造等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3544  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 

GB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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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255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 

HJ/T 317  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 339  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漂白化学烧碱法麦草浆生产工艺) 

HJ/T 340  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硫酸盐化学木浆生产工艺)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应用于本标准。 

3.1  制浆造纸 

指以木材、植物（纤维）和废纸等为原料生产纸浆，及以纸浆为原料生产纸张、纸板等产

品的生产过程。 

3.2  废液（黑液、红液） 

植物（纤维）经化学蒸煮后，在粗浆洗涤时与纤维分离提取获得的液体。碱法蒸煮后药液

呈黑褐色称为黑液；酸法制浆后药液呈红棕色，称为红液。将蒸煮后的药液统称为废液。 

3.3  碱回收率 

指经碱回收系统所回收的碱量（不包括由于芒硝还原所得的碱和补充的新鲜碱）占本期蒸

煮所用总碱量（包括外来补充的新鲜碱）的百分比。（计算参见 HJ/T317、HJ/T339、HJ/T340）。 

3.4  中段水 

中段水一般指备料废水、洗浆、漂白和抄纸剩余白水及蒸发工段污冷凝水。 

3.5  AOX 

指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3.6  生产工况  

指生产装置或设施运行的状况。包括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 

正常生产工况指生产装置或设施按照设计工艺参数进行稳定运行的状态。 

非正常生产工况指生产装置或设施开工、停工、检修、超出正常工况或工艺参数不稳定时

生产状态。 

4. 验收技术工作程序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按照图 1所示操作程序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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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验收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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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准备阶段   

资料查阅、现场勘查、环境保护检查。 

4.2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阶段 

在查阅相关资料、现场勘查的基础上确定验收工作范围、验收评价标准、验收监测及验收

检查、调查内容。 

4.3  实施验收技术方案阶段 

依据验收技术方案确定的工作内容进行监测、检查及调查。 

4.4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阶段 

汇总监测数据、检查及调查结果，分析评价得出结论，以验收报告形式反映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结果，作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技术依据。 

5.  验收准备 

5.1  资料收集和分析 

5.1.1 资料收集 

建设单位应向验收监测部门提供以下资料： 

a) 报告资料：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验收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环保篇）或环境保护治理设

施设计资料。 

b) 文件资料：建设项目立项、初步设计批复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试生产申请批复、

重大变更批复。 

c) 图件资料：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厂区平面布置图(应标注有主要污染源位置、排水管网

等)、固体废物堆场/填埋场地理位置图（包括水文地质资料）厂区周边环境情况图（注有敏感目

标位置及敏感目标与厂界距离等)、物料及水量平衡图、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示意图、污染处理

工艺流程图等。 

d) 环境管理资料：建设单位环境保护执行报告（包括环保设施运行台帐、各种药剂消耗量、

燃料用量等信息）、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固体废物处置协议（或合同）以及

受委托方的资质证明文件（如营业执照、处理资质等）、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日常监测计划

等。 

5.1.2 资料分析 

对收集到的技术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熟悉并掌握以下内容： 

a）建设内容及规模 

包括主、辅工程、生产设备及环境保护工程情况。改、扩建及技术改造项目应查清“总量

控制、区域削减”的具体要求，以确定现场勘查的范围。 

b）生产工艺流程及污染分析 

生产流程及生产工艺，主要原、辅料及产品，并按生产流程分析废气、废水、固体废物、

噪声等的产生情况、主要污染因子、相应配套治理设施、处理流程、去向，以落实现场勘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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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内容。 

c）厂区总平面布置及现场勘查的顺序、路线 

了解厂区废气有组织、无组织排放源；废水外排口；噪声源等具体位置。确定拟布设的废

气无组织、有组织排放监测点，废水排放监测点，厂界噪声监测点，环境保护目标监测点。拟

定现场勘查的顺序及路线； 

d）建设项目周围环境保护目标 

包括受纳水体、大气敏感目标、噪声敏感目标、固体废物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目标，依据

环境保护评价文件要求，确定环境质量监测勘查内容； 

e)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范围和类型识别 

识别建设项目潜在的生产设施（主/辅生产装置、贮运系统、公用工程、环保设施）风险和

物质（主/辅材料、燃料、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三废”污染物）风险、风险类型（火灾、爆

炸、泄漏、中毒）。 

f)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了解建设项目环评、初步设计污控设施（措施）和环评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环保机构的

设置及环保规章制度的建立（包括环保监测机构的设立及日常监测计划）情况，固体废物的处

置处理要求，并将环保投资计划(包括环保设施、措施、监测设备等)列表待现场勘查时核对。 

5.2  现场勘查和调研 

5.2.1 生产线的现场勘查 

按建设项目生产工艺进行现场勘查，确定污染源位置。 

a）原料工段 

了解原料类型、贮运及用料；原料堆场的占地面积；扬尘及控制情况。 

b）制浆工段 

备料蒸煮：了解备料类型（干、湿法），粉碎、输送方式；颗粒物产生及处理方式、排气筒

高度，无组织排放，废水产生量、去向及处理方式。 

制浆：了解制浆生产工艺、规模及制浆方式、黑液提取率；废液产生量、贮存方式、处理

方式；废水产生量、去向及处理方式，废渣产生量及处理/综合利用方式，恶臭污染物产生与控

制、处理方式。 

漂白、制漂：了解漂白工艺、漂白剂类型（氯漂、无氯漂）、漂白剂制备、废气及废水产生

量、去向及处理方式。核实固体废物去向，检查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方案是否落实。 

c）碱回收工段 

了解碱回收生产规模、碱回收率；碱回收炉烟尘产生量及处理方式，烟囱高度；废水及污

冷水产生量、去向及处理方式；白泥、绿泥产生量及处理/综合利用方式。 

d）水汽工段 

供水：了解供水方式、供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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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汽：了解供汽方式；锅炉型号、蒸发量、锅炉数量及运行负荷，烟囱数量及高度；废气

处理方式、处理量及排放方式；查看与调查燃料的种类、质量、产地、用量；废水处理方式、

去向及排放量；废渣排放量及处理/综合利用方式。 

e）造纸工段 

了解纸机型号、纸产品种类及生产规模；白水产生量及循环利用率、去向及处理方式。 

f）废水处理工段 

中段水处理：了解水处理站的建设规模、处理工艺、废水排放去向，排污口的规范化及受

纳水体；了解污泥脱水系统的运行情况并查看相关运行记录。 

生活污水处理：了解生活污水产生量、去向及处理方式；排污口情况。 

g）自备电厂或锅炉 

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HJ/T255-2006）进行,65t/h 及

以下锅炉参照《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

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文相关要求。 

5.2.2 污染源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勘查 

a）建设项目废气、废水、噪声来源、环境保护处理设施种类、排污方式及治理排放等环境

保护设施的设置、运行情况。 

b）建设项目废气的有组织排放监测点、无组织排放监测点、污水排放监测点和厂界噪声监

测点的布设、监测点位置及数量。 

c）建设项目涉及的主要排放口的规范化及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安装情况、仪器型号、配

置生产厂家。 

d）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排放去向及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情况。 

e）建设项目固体废物堆场、填埋场及处理设施情况、管理水平，了解固体废物堆场、填埋

场周围环境敏感目标情况。核查危险废物处理机构的相应资质、双方签定的处置协议/合同及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包括其中的废物种类及转移数量）。 

5.2.3 环境风险勘查 

调查建设项目运行期间的事故发生情况，核查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有关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设施及应急预案的落实情况。  

5.2.4  其他调研 

a）厂区地理位置、厂区生产布局及厂区周边环境情况，常年主导风向，厂外受纳水体情况；

厂区周边居民分布及废气、噪声敏感目标情况。 

b）查清“总量控制、区域削减”等具体要求的落实情况。 

c）建设项目生产用水量、新鲜水用量、生活用水量；废水排放总量，单位产品排水量；节水

措施和水循环利用率。 

d）环境管理机构、监测机构人员、监测设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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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施工及试生产期间环境事故及公众投诉。 

f）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指标及处理设施设计指标，清洁生产标准。 

g)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及现场环境勘查内容参考表 1 进行。 

表 1    造纸工业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现场勘查内容一览表 
污染源 现场勘查主要内容 

（一）气态污染源及环保处理设施 

1.原料在粉碎、输送过程中产生的颗

粒物 

1. 原料场地的位置及安全防护、环境保护措施； 

2. 颗粒物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安装位置及设计指标；除尘器数量；排气

筒高度、直径；排气筒高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预留监测孔（包括进、

出口的预留孔），预留孔是否符合采样要求，是否具备现场监测的条件；

3. 确定废气有组织、无组织排放监测的因子及监测点位。 

2.蒸煮锅及喷放锅、碱回收炉、供汽

锅炉、自备电厂产生的废气 

1. 烟囱高度、直径，烟囱高度是否符合有关要求； 

2. 烟气净化装置处理方式、去除效率及设计指标； 

3. 烟尘、烟气监测是否有预留监测孔（包括进、出口的预留孔），预留孔

是否符合采样要求，是否具备现场监测的条件； 

4. 臭气源收集与处理方式。 

5. 确定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的因子及监测点位。 

（二）水污染源及环保处理设施 

1. 备料蒸煮工段产生的废水 产生量及处理方式。 

2. 制浆工段产生的废水 

3. 碱回收工段产生的污冷水 
各类废水产生量、排放去向及处理方式。 

4. 造纸工段产生的白水 白水产生量、处理方式及循环利用率。 

5. 锅炉排污水 产生量、处理方式及排放去向。 

6. 中段水处理工段、厂区生活污水、

雨水 

1.处理工艺、各处理单元污染因子的去除效率设计指标、设计和实际处理

能力； 

2.废水排放去向和流量，外排口的数量及规范化； 

3.废水循环利用情况； 

4.流量计、废水在线监测仪器的型号、生产单位、运行情况等； 

5.受纳水体情况。 

6.确定废水、受纳水体监测的因子及监测点位。 

（三）噪声污染源及环保处理设施 

1.生产设备噪声 

2.厂界噪声 

3.敏感目标噪声 

1.生产设备主要噪声源情况及相对位置； 

2.降噪设施及措施调查； 

3.勘查厂界及厂界周围敏感目标布局情况。 

4.确定厂界噪声、厂界周围敏感目标噪声监测的监测点位。 

（四）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1.原料灰渣、浆渣（包括脱墨废纸残

渣及废纸中其他固体废物）；石灰渣 

2.碱回收炉和锅炉产生的灰渣（炉渣、

白泥、绿泥） 

3.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 

1.勘查固体废物分类、产生方式及产生量； 

2.固体废物的贮存设施，固体废物堆场、填埋场及环境保护措施。 

6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 

6.1 总论 

6.1.1 项目由来：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建设、试生产及审批过程简述，工程开

工、建成并投入试运行时间；验收技术工作承担单位、现场勘察时间等的叙述。 

6.1.2 验收目的：通过对建设项目外排污染物达标情况、污染治理效果、必要的环境敏感目标环

境质量等的监测以及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的落实情况、建设项目环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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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及公众意见的调查，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及验收后的日常监督管理提供技术依

据。 

6.1.3 编制的依据 

6.1.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规定； 

6.1.3.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规范； 

6.1.3.3 建设项目环保技术文件，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保护初步设计； 

6.1.3.4 建设项目批复文件，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境保护初步设计的批复、建设

项目执行标准或总量控制指标的批复； 

6.1.3.5 建设项目重大变更的相应批复文件； 

6.1.3.6 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自检报告； 

6.1.3.7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的相关文件。 

6.2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6.2.1 原有工程概述 

对于原有工程进行一般性概述；改建、扩建项目应详述与验收项目相关的原工程改造及环

境保护治理要求；说清与原有工程的依托关系，并将其确定为验收监测与环境保护检查内容之

一。 

6.2.2 新建工程建设内容 

新建工程建设性质、建设地点、占地面积、总投资及环保投资。 

新建工程主、辅、公用工程、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及变更情况，列表说明，参见附录 C 表 C.1、

表 C.2、表 C.3。 

6.2.3 地理位置及厂区平面布置 

以图表示。地理位置图重点突出项目所处地理区域内有无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敏感目标。

厂区平面布置图重点标明废气有组织排放源、噪声源、废气无组织排放源所处位置、厂界周围

噪声、恶臭敏感目标与厂界、排放源的相对位置及距离。 

6.2.4 主要产品、原辅材料 

名称、用量，列表表示。参见附录 C 表 C.4。 

6.2.5 水量平衡 

以水量平衡图表示。参见附录 B 图 B.1。 

6.2.6 生产工艺 

主要工艺流程、关键的生产单元，以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示意图表示。参见附录 B 图 B.2～

图 B.8。 

6.3 主要污染及治理 

6.3.1 主要污染源及其治理 

按照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四个方面详细分析各污染源产生、治理、排放、主要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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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因子、排放量等。附污染来源分析及治理情况一览表。参见附录 C 表 C.5、表 C .6、表 C .7、

表 C .8。 

6.3.2“三同时”落实情况 

a） “总量控制、区域削减”等落实情况。 

由原有工程改造或扩建而产生的“总量控制、区域削减”等要求的落实情况。并列表对比

分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初步设计提出的要求以及落实情况。 

b）新建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环境保护设施建成、投资分析及运行状况：列表对比分析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初步设计提出的要求以及实际建成情况。参见附录 C 表 C.2。 

6.3.3  环境影响分析（环境保护敏感区分析）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及实地勘查情况，分析项目受纳水体、大气敏感目标、噪声敏感目标及

固体废物处置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的保护目标。 

6.4 环评、初设回顾及其批复要求 

摘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的要求；

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项目的环保要求等。 

应特别关注环境保护敏感目标、“总量控制、区域削减”、建设项目变更是否具有批复文件

等具体要求。 

6.5 验收评价标准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文件列出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的名称、标

准号、标准限值、工程《初步设计》（环保篇）的设计指标和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验收评价标准。

同时，列出相应现行的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和质量标准作为参照标准。 

6.6 验收监测的内容 

6.6.1 废气、废水外排口污染物的达标排放情况监测；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厂界噪声监测；对

于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排放口，进行在线监测数据与实测数据同步比对；  

6.6.2 各项污染治理设施设计指标的监测； 

6.6.3 环境敏感目标的环境质量监测（环评批复如有此类要求）； 

6.6.4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需评价的项目和内容（如特征工艺指标：黑液提取率、碱回收率

等）及总量控制指标； 

6.6.5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登记表中需要填写的污染控制指标；新建部分产生量、新建部分处理削

减量、处理前浓度、验收期间排放浓度等； 

6.6.6 监测点位 

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及相关技术规范确定各项监测内容的具体监测点位，并绘制监测点位布

设图，涉及采样方式的监测点（例如烟气颗粒物采样点）应给出测点尺寸示意图。 

6.6.7 验收监测因子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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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因子的监测频次，按环发〔2000〕38 号文件及相关标准中有关规

定执行。造纸工业验收监测基本污染因子见表 2。 

 

表 2       造纸工业建设项目验收监测污染因子 

污染源类型 监测污染因子 

备料 颗粒物、烟气参数及去除效率 

喷放锅、锅炉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参数及去除效率、烟气黑度 
有组织

排放源 
碱回收炉 烟尘、二氧化硫、烟气参数及去除效率 

堆场 颗粒物 

废

气 
无组织

排放 
厂界及敏感目标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甲硫醇 

车间或生产装置排放口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 

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及各处理

单元 
按照设计指标设监测因子，计算去除效率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进、出口 

流量、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动植物

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排放口（废水总排口、生活污

水排口） 

流量、色度、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总氮、石油类、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同步进行污染物在线监测

装置相关污染物的监测结果比对） 

地表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

敏感目标 
海水 

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活性磷酸盐、无机氮、石油

类 

水

和

废

水 

固废填埋场周围、敏感目标

（地下水） 
pH、总硬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氯化物、硫酸盐 

厂界噪声 等效连续 A声级 噪

声 敏感目标噪声 等效连续 A声级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核算 
核定制浆和造纸企业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以企业纸浆产量与外购商品浆

数量的总和为依据。 

备

注 

厂界噪声布点原则 

（1）根据厂内主要噪声源距厂界位置布点； 

（2）根据厂界周围敏感目标布点； 

（3）“厂中厂”不考核； 

（4）面对海洋、大江、大河的厂界原则上不布点； 

（5）厂界紧邻交通干线不布点。 

（6）厂界紧邻另一企业不布点。 

 

 

6.7 监测分析方法及质量保证 

6.7.1 监测分析方法 

按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质量标准要求，采用列出的监测分析方法；对标准中未列出监测

分析方法的污染物，优先选用国家现行标准分析方法，其次为行业现行标准分析方法；对国内

目前尚未建立标准分析方法的污染物，可参考使用国内（外）现行的标准分析方法。分析方法

应能满足评价标准要求。造纸工业常用监测分析方法参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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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造纸工业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污染类

型 
污染物 分析方法及来源 

烟（粉）尘 
GB 5468-91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二氧化硫 
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氮氧化物 HJ/T 42-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有

组

织

排

放 

烟气黑度 GB 5468-91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颗粒物 GB/T15432-1995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氨 GB/T 14679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硫化氢 

甲硫醇 
GB/T 14678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废

气 

无

组

织

排

放 

恶臭 

臭气浓度 GB/T 14675-93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流量 HJ/T 91-200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色度 GB11903-89 水质  色度的测定  稀释倍数法 

pH GB 6920-87 水质  pH 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悬浮物 GB 11901-89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化学需氧量 GB 11914-89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五日生化 

需氧量 
GB 7488-87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可吸附 

有机卤素 
GB/T15959-1995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微库仑法 

氨氮 

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 

GB 7479-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7481-87 水质 铵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T 195-200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总磷 GB 11893-89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总氮 
GB11894-89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199-2005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石油类 

动植物油 
GB/T 16488-1996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GB/T 7494-87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溶解氧 GB/T 7489-87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 

活性磷酸盐 

无机氮 
GB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总硬度 

高锰酸盐指数 

氯化物 

水 

和 

废 

水 

硫酸盐 

HJ/T 164-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厂界噪声 GB 12349-90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噪声 

敏感目标噪声 GB/T 14623-9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6.7.2 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造纸工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 HJ/T55、HJ/T91、

HJ/T92、HJ/T164、HJ/T373 环发[2000]38 号文件中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有关章节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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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1 人员资质、监测方法的选择及监测仪器检定 

参加验收监测采样和测试的人员，均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持证上岗。监测分析方法优先采用

国标分析方法；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使用期内。 

6.7.2.2 监测数据和技术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6.7.2.3 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照 HJ/T91、HJ/T92 的要求

进行。即做到：在采样过程中应采集不少于 10%的平行样；分析测定过程中，采取同时测定质控

样、加标回收或平行双样等措施。质控总数量应占每批分析样品总数的 10%～15%。pH 测试仪器

测定前、后进行校核；需单独或定量采样的项目应按要求进行采样。 

6.7.2.4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a)分析仪器的选用原则 

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因子对仪器分析的干扰。 

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应在仪器测试量程的有效范围即仪器量程的 30%～70%之间。 

b) 烟尘、烟气采样器校核 

烟尘、烟气监测（分析）仪器在测试前按监测因子分别用标准气体和流量计对其进行校核

（标定），在测试时应保证其采样流量的准确。 

c) 废气测试净化设施去除效率时，进、出口要同步进行测试。 

6.7.2.5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声源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绝对值相差不大于

0.5dB，若大于 0.5dB 则测试数据无效。 
6.8 环境管理检查 

6.8.1 立项到试生产各阶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6.8.2 环境保护审批手续及环境保护档案资料； 

6.8.3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管理制度； 

6.8.4 环境保护设施建成及运行纪录； 

6.8.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 

6.8.6 环境监测计划的实施； 

6.8.7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检查； 

6.8.8 固体废物来源、种类（一般或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理量、最终去向。尤其是危险废物，

若委托处理，应核实处置单位的资质、检查相应委托处置合同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若建设危

险废物填埋场，应按 GB18598 检查其是否符合要求； 

6.8.9 排污口规范化，污染源在线监测仪的安装及测试情况检查； 

6.8.10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保护办法或处理办法的落实情况； 

6.8.11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的污染源与敏感目标合理环境保护距离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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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 清洁生产水平检查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清洁生产要求，参照现行的造纸工业相关清洁生产标准（HJ/T317、

HJ/T339、HJ/T340），核实清洁生产措施落实情况，检查清洁生产水平。 

6.8.13 对环保设施与主体设施同步运转率的检查。 

6.9 公众意见调查 

6.9.1 公众意见调查内容: 主要针对施工、运行期出现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情况与效

果，污染扰民情况征询当地居民意见、建议。 

6.9.2 公众意见调查方式 

问卷填写、访谈、座谈。明确参与调查者对工程环保工作的总体满意程度。 

6.9.3 公众意见调查范围及对象 

环境保护敏感区域范围内各年龄、各层次人群。 

7 验收技术方案实施 

7.1 现场监测与检查、调查 

在建设项目生产设备、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生产工况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要求的情况下，严格按照经审核批准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方案》开展现场监测

与调查。监测与调查期间应做好以下工作: 

a)严格监控工况，现场监测时同时记录设备工况负荷情况； 

b)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严格按各污染因子监测的操作要求进行采样和分析； 

c)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同时记录风向、风速、气温、气压等气象参数； 

d)废水排放监测严格按各污染因子监测的操作要求进行采样和分析； 

e)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方案》中环境管理检查内容进一步核查； 

f)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方案》中公众意见调查实施方案开展调查。 

7.2 监测期间工况核查 

验收监测数据在工况稳定、生产负荷达到相关要求、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有效。

监测期间监控各生产环节的主要原材料的消耗量、成品量，并按设计的主要原、辅料用量、成

品产生量核算生产负荷。  

7.3 监测数据及调查结果整理 

7.3.1 监测数据整理 

监测数据的整理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相关要求进行，针对性地注意以下内容： 

a)异常数据的分析； 

b)按照评价标准，实测的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换算为规定的掺风系数或过剩空气系数时

的值； 

c)排放同一种污染物的近距离（距离小于几何高度之和）排气筒按等效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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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调查结果整理 

8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 

8.1 验收技术报告主要内容 

验收技术报告应依据（环发[2000]38 号）文件有关规定、结合造纸行业特点、按照现场监

测实际情况，汇总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得出结论。主要包括：监测期间工况分析、监测结果、

环境管理检查结果、公众意见调查结果、清洁生产水平评价、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8.2 监测期间工况分析 

给出工程或设备运行负荷的数据或参数，以文字配合表格叙述现场监测期间企业生产情况、

各装置实际成品产量、设计产量、负荷率。参见附录 C 表 C.14。 

8.3 监测结果 

8.3.1 废水、废气排放、厂界噪声、环保设施效率监测结果 

分别从以下几方面对废水、废气、厂界噪声和环保设施效率监测结果进行叙述： 

a)验收技术方案确定的验收监测项目、频次、监测断面或监测点位、监测采样、分析方法； 

b)采用相应的国家和地方标准限值、设施的设计值，进行分析评价； 

c)出现超标或不符合设计指标要求的原因分析； 

d)附必要的监测结果表。 

8.3.2 必要的厂区周围敏感目标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主要内容包括： 

a）环境敏感目标可能受到影响的简要描述； 

b）验收技术方案确定的验收监测项目、频次、监测断面或监测点位、监测采样、分析方法

（含使用仪器及检测限）； 

c）用相应的标准值及环评本底值，进行分析评价； 

d）出现超标或不符合环评要求时的原因分析等； 

e）附必要的监测结果表。 

8.3.3 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 

根据各排污口的流量和监测浓度，计算并列表统计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指标。主要污染

物总量控制实测计算值与环保行政部门总量控制指标进行比较（按年工作时间计）。附污染物排

放总量核算结果表。参见附录 C 表 C.33。 

8.3.4  清洁生产评价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清洁生产要求，参照现行的造纸工业相关清洁生产标准（HJ/T317、

HJ/T339、HJ/T340），核实清洁生产水平。 

8.2.5  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监测结果与实际监测结果比较分析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28 号文件《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在验收监测期

间记录的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所显示的污染物浓度值与同步监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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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结果对比表。 

8.4 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依据验收技术方案所列检查内容，逐条或列表说明。 

验收工作环境管理检查篇章应重点叙述和检查环评结论与建议中提到的各项环保设施建成

和措施落实情况，尤其应逐项检查和归纳叙述行政主管部门环评批复中提到的建设项目在工程

设计、建设中应重点注意问题的落实情况。对环境风险检查结果，要说明建设项目潜在的生产

设施风险和物质风险、风险类型及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风险防范措施/设施的落实情况。 

8.5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统计分析问卷、整理访谈、座谈记录，并按被调查者不同职业构成、不同年龄结构、距建

设项目不同距离等分类，得出调查结论。 

8.6 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清洁生产要求，参照现行的造纸工业相关清洁生产标准（HJ/T317、

HJ/T339、HJ/T340），评价清洁生产水平。 

8.7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8.7.1 结论 

执行“三同时”情况评价。依据验收监测结果、环境管理检查结果、公众调查结果进行综

合分析，简明扼要地给出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总量达标情况；固体废物处置情况；环

境敏感区环境质量状况、环境风险管理水平、环境管理水平、清洁生产水平、公众意见、改/扩

建及技术改造项目“总量控制、区域削减”要求落实情况。 

核查并附图说明厂址周围敏感目标分布的变化情况；明确项目建设过程中工程变更情况。 

8.7.2 建议 

对建设单位存在问题给予说明，并提出整改建议。可针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合理的意见和

建议： 

a) 未完成“总量控制、区域削减”等要求，拆除、关停落后设备。 

b) 环保治理设施处理效率或污染物的排放未达到原设计指标。 

c)污染物的排放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要求。 

d) 环境保护治理设施、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及排污口未按规范安装和建成。 

e) 国家规定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有关环境管理部门规定或核定的总量。 

f) 未制订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或应急处理措施；风险防范措施/设施不完善等。 

g) 针对验收过程中发现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规定的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存在

的问题。 

h) 针对验收过程中发现的产生新的环境影响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治理措施。 

i) 环境保护治理设施的管理水平等其他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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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报告附件 

验收监测技术报告附件中应包括以下附件： 

9.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9.2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意见； 

9.3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批复意见； 

9.4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总量控制执行标准的批复意见； 

9.5 固体废物处置合同或协议及承担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的相关资质证明。 

9.6 其他一些与该建设项目有关的文件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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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验收技术方案、报告编排结构及内容 

A.1 编排结构： 

   封面、封二（式样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附录四～附录

七）、目录、正文、附件、附表、附图、“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封底。 

A.2 验收技术方案主要章节 

A.2.1 总论 

A.2.2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A.2.3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A.2.4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A.2.5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A.2.6 验收监测实施方案 

A.2.7 验收调查实施方案 

A.2.8 验收工作进度及经费概算 

A.3 验收技术报告章节 

A.3.1 总论 

A.3.2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A.3.3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A.3.4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A.3.5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A.3.6 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A.3.7 验收检查、调查结果及分析 

A.3.8 验收结论与建议 

A.4 验收技术方案、报告中的图表 

A.4.1 图件 

A.4.1.1 图件内容 

A.4.1.1.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A.4.1.1.2 建设项目厂区平面图 

A.4.1.1.3 工艺流程图 

A.4.1.1.4 物料平衡图(示例见图 A.2) 

A.4.1.1.5 水量平衡图(示例见图 A.1) 

A.4.1.1.6 污染治理工艺流程图 

A.4.1.1.7 建设项目验收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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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1.8 烟道监测点位图应给出平面图和立面图 

A.4.1.2 图件要求 

A.4.1.2.1 各种图表中均用中文标注，必须用简称的附注释说明 

A.4.1.2.2 工艺流程图中工艺设备或处理装置应用框图，并同时注明物料的输入和输出 

A.4.1.2.3 验收监测布点图中应统一使用如下标识符 

水   和  废 水：    环境水质 ☆， 废水 ★； 

空 气 和 废 气：    环境空气 ○， 废气 ◎； 

噪          声：    敏感点噪声△，其他噪声 ▲。 

A.4.2 表格 

A.4.2.1 表格内容 

A.4.2.1.1 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A.4.2.1.2 污染源及治理情况一览表 

A.4.2.1.3 环保设施建成、措施落实情况对比表（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实际建设、实际

投资） 

A.4.2.1.4 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对比表（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实际建设） 

A.4.2.1.5 验收标准及标准限值一览表 

A.4.2.1.6 监测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基本一览表 

A.4.2.1.7 工况统计表 

A.4.2.1.8 监测结果表 

A.4.2.1.9 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A.4.2.2 表格要求 

所有表格均应为开放式表格 

A.5 验收技术方案报告正文要求 

A.5.1 正文字体一般为 4 号宋体 

A.5.2 3 级以上字体标题为宋体加黑 

A.5.3 行间距为 1.5 倍行间距 

A.6 其他要求 

A.6.1 验收技术方案、报告的编号方式由各承担单位制定。 

A.6.2 页眉中注明验收项目名称，位置居右，小五号宋体，斜体，下划单横线。 

A.6.3 页脚注明验收技术报告编制单位，小五号宋体，位置居左。 

A.6.4 正文页脚采用阿拉伯数字，居中；目录页脚采用罗马数字并居中。 

A.7 附件 

A.7.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A.7.2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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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3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批复意见。 

A.7.4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试生产批复。 

A.7.5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 

A.7.6 固体废物处置合同或协议及承担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的相关资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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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示  例  图 

 

下列示例图仅为某生产工艺及污染治理的个例，仅供参考，不代表全面，应用时应结合实际。 

资料性附录 B 由图 B.1～图 B.8 共 8 个示例图组成。 

某造纸厂水量平衡示例图见图 B.1 

某非木纤维碱法造纸工艺流程示例图见图 B.2 

某木纤维硫酸盐法制浆造纸工艺流程示例图见图 B.3 

某废纸生产工艺及产污节点示例图见图 B.4 

某商品浆造纸工艺及产污节点示例图见图 B.5 

某黑液碱回收工艺流程示例图见图 B.6 

某白水回收工艺流程示例图见图 B.7 

某造纸厂污水处理设施工艺流程示例图见图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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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某造纸厂水量平衡示例图（图例中数字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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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某非木纤维碱法造纸工艺流程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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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某木纤维硫酸盐法制浆造纸工艺流程示例图 

 
 

 

 

 

 

图B.4     某废纸生产工艺及产污节点示例图 



 24  

 

 

 

图 B.5    某商品浆造纸工艺及产污节点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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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6    某黑液碱回收工艺流程示例图 

 

 

 

 

 

 

 

 

 

 

 

图 B.7     某白水回收工艺流程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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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8     某造纸厂污水处理设施工艺流程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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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参  考  表 

 

下列参考表，仅供参考，应用时应结合实际。 

资料性附录 C 由表 C.1～表 C.33 共 33 个参考表组成。 

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内容一览表见表 C.1 

主要环保设施与环评、初步设计及实际建设的对照表见表 C.2 

主要环保设施变更一览表见表 C.3 

主要原辅材料用量表见表 C.4 

造纸工业生产系统废气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见表 C.5 

造纸工业生产系统废水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见表 C.6 

噪声源及其控制措施见表 C.7 

固体废物来源及排放情况见表 C.8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C.9 

废气无组织排放标准见表 C.10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C.11 

厂界噪声标准见表 C.12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见表 C.13 

生产负荷统计表见表 C.14 

污水处理站各工段水处理设计指标见表 C.15 

除尘设备设计指标一览表见表 C.16 

除尘设备监测结果见表 C.17 

烟气黑度监测结果见表 C.18 

锅炉除尘器烟尘监测结果见表 C.19 

锅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结果见表 C.20 

碱回收炉烟尘监测结果见表 C.21 

碱回收炉二氧化硫监测结果见表 C.22 

××排气筒出口监测结果见表 C.23 

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气象参数见表 C.24 

废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见表 C.25 

××车间废水出口监测结果见表 C.26 

废水水质监测结果表见表 C.27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见表 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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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监测结果见表 C.29 

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见表 C.30 

监测期间在线监测数据与实际监测数据比较一览表见表 C.31 

固体废物产生和处置情况表见表 C.32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见表 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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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内容一览表 

项目 规模 建设情况 备注 

纸主体工程    新建

工程 
    

一期工程   

二期工程    

三期工程   

改、

扩建 

   

改、扩建 

 

表 C.2  主要环保设施与环评、初步设计及实际建设的对照表 
主要环保设施 

序号 
污染源 

类别 设施名称 环评要求 环评批复要求 初步设计 实际建设 
备注 

      
1 废气 

      

      
2 废水 

      

      
3 噪声 

      

      
4 固体废物 

      

 

表 C.3  主要环保设施变更一览表 

序号 原设计设施名称 
实际建成 

设施名称 
数量 变 更 原 因 审批 

1      

2      

3      

…      

 

 

表 C.4  主要原辅材料用量表  
序号 原材料名称 数量（吨/月） 备注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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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造纸工业生产系统废气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 

污染源名称 污染治理措施 排放规律及去向 主要污染物 

     

     

     

     

     

     

 
 

表 C.6  造纸工业生产系统废水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 

污染源名称（示例） 污染治理措施 主要污染物 

   

   

   

 

表 C.7  噪声源及其控制措施 

噪声源 控制措施 

  

  

 

表 C.8  固体废物来源及排放情况 

 

表 C.9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执行标准限值 

类   别 污染物 
标准来源 

排气筒高度

（m）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
3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固体废物名称 处理方式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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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准来源列出标准号及标准名称。 

 

 

表 C.10  废气无组织排放标准 

标准值 
污染源 标准来源 级别 污染物 

排放浓度（mg/m
3
） 

监控点 

   

      

   

   

      

   

注：标准来源列出标准号及标准名称 

 

表 C.11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标准来源 项 目 标准限值 

   

   

   

   

   

注：标准来源列出标准号及标准名称 

 

表 C.12  厂界噪声标准 

标准来源 类别 评价因子 标准值〔dB（A）〕 

    

    

注：标准来源列出标准号及标准名称 

 
 

表 C.13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类别 污染物名称 
总量控制指标*  

（吨/年） 

  

  废气 

  

  

  废水 

  

固体废物   

注：*以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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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4          生产负荷统计表 

项    目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设计日产量(t)    

实际日产量(t)    
制浆 

生产 
生产负荷(%)    

设计日产量(t)    

实际日产量(t)    
造纸 

生产 
生产负荷(%)    

额定蒸汽量(t/h)    

实际蒸汽量(t/h)    锅炉 

运行负荷(%)    

用草量(t)    

用碱量(t)    

用氯量(t)    

耗水量(m
3
)    

主要原辅材料使用量 

耗电量(kW/h)    

 
 

表 C.15        污水处理站各工段水处理设计指标 
水质指标 

序号 处理工段 
处理水量 

（m3/d） 

点位及 

去除率 
化学需氧

量 

（mg/L）

五日生化需

氧量 

（mg/L） 

… 

进口    

出口    1  

去除率    

进口    

出口    2  

去除率    

进口    

出口    3  

去除率    

总进口    

总出口    4  

 

去除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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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6           除尘设备设计指标一览表 

处理设施名称 项目 设计指标 处理及排放方式 

   

   废气处理装置 

   

 

 

表 C.17       除尘设备监测结果 

         项目 

设备名称 

监测 

周期 

测试 

位置 

废气量 

(m
3
/h) 

颗粒物浓度

(mg/m
3
) 

颗粒物排放 

速率(kg/h) 

除尘效率

(％) 

进口    
一 

出口    
 

进口    
废气处理装置 

二 
出口    

 

进口    
最大值 

出口    
 

     

标准值     

达标情况     

 

 

表 C.18            烟气黑度监测结果 

月   日 月    日 
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 
 m 高 

烟囱出口
      

标准值  

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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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9               锅炉除尘器烟尘监测结果 

烟尘 除尘效率 

时间 频次 
测试 

位置 

烟气流量 

(m3/h) 
实测浓度

(mg/m
3
) 

折算浓度 

(mg/m
3
) 

是否符合执

行标准 

是否符合校

核标准 

烟尘排放

量(kg/h)

过量空气

系数 
计算值

（%） 

是否符合环

评批复要求 

是否达到

设计指标 

总进口        
第一次

总出口        
   

总进口        
第二次

总出口        
   

总进口        

  月 

  日 

第三次
总出口        

   

总进口        
第一次

总出口        
   

总进口        
第二次

总出口        
   

总进口        

  月 

  日 

第三次
总出口        

   

标准值          

环评批复要求          

设计指标         

达标情况         

注：如进出口为 2个或 2个以上，应在此表中分别列出每个进口（或出口）各次监测值，再列出总进口、总出口监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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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0                      锅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结果 

SO2  
监测 

时间 

监测点

位 
频次 

烟气流量 

(m
3
/h) 

实测排放浓度

(mg/m
3
) 

折算排放浓度 

(mg/m
3
) 

是否符合

执行标准 

是否符合

校核标准 

SO2 

排放量

(kg/h)

过量

空气

系数

NOX 

排放浓度 

(mg/m
3
) 

NOX 

排放量 

(kg/h) 

第一次          

第二次          
  # 

出口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 

出口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月  日 

总出口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 

出口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 

出口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月  日 

总出口 

第三次          

标准值          

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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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1                      碱回收炉烟尘监测结果 

烟尘 除尘效率 
监测 

时间 
频次 

测试 

位置 

烟气流量 

(m3/h) 
实测浓度 

(mg/m
3
) 

折算浓度

(mg/m3) 

是否符合执行

标准 

烟尘排放量

(kg/h) 
计算值 

（%） 

是否符合环评批

复要求 
是否达到设计指标 

进口      
第一次

出口      
   

进口      
第二次

出口      
   

进口      

  月 

  日 

第三次
出口      

   

进口      
第一次

出口      
   

进口      
第二次

出口      
   

进口      

  月 

  日 

第三次
出口      

   

标准值         

环评批复要求         

设计指标         

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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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2            碱回收炉二氧化硫监测结果 
二氧化硫 

监测 

时间 
频次 

测试 

位置 

烟气流量 

(标 m
3
/h) 

实测浓度 

(mg/m
3
) 

折算浓度

(mg/m
3
) 

是否符合执行

标准 

二氧化硫 

排放量(kg/h) 

进口      
第一次 

出口      

进口      
第二次 

出口      

进口      

  月 

  日 

第三次 
出口      

进口      
第一次 

出口      

进口      
第二次 

出口      

进口      

  月 

  日 

第三次 
出口      

标准值      

环评批复要求      

设计指标      

达标情况      

 

 

表 C.23        ××排气筒出口监测结果 

颗粒物 …….. 

监测点位 日期 
排放浓度 

(mg/m
3
)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
3
) 

排放速率 

(kg/h)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表 C.24      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气象参数 

时间 气温（℃） 气压（Pa） 风向 风速（m/s） 天气状况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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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5         废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颗粒物(mg/m3) 
监测时间 

点位测定浓度 无组织排放浓度 

标准限值 

(mg/m
3
) 

达标情况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月  日 

第 4次  

  

第 1 次  

第 2次  

第 3次  
  月  日 

第 4次  

 

 

 

 

表 C.26    某车间废水出口监测结果  

项目 日期    测定值 日均值 标准值 达标情况 

     

     排水量 

     

  

     

     AOX 

     

  

     

     …. 

     
  

 

 

表 C.27        废水水质监测结果 

监测 

项目 
统计指标 

工业废水 

排放口 

生活污水

排放口 

污水处理 

装置排放口 

雨水 

排放口 
… 

浓度范围（mg/L）     

日均值（mg/L）     
 

标准值（mg/L）      
 

超标率（%）      

浓度范围（mg/L）      

日均值（mg/L）      

标准值（mg/L）      
 

超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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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8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采样点位 
      污染因子 

统计指标 
    

日均浓度范围     

日均值     

标准值     
1# 

超标率（%）     

日均浓度范围     

日均值     

标准值     
2# 

超标率（%）     

日均浓度范围     

日均值     

标准值     
3# 

超标率（%）     

      

      

 

表 C.29          地表水监测结果 

测点位置 污染因子       

样品数       

浓度范围值（mg/L）       

日均值（mg/L）       

超标率%       

1# 

标准值（mg/L）       

样品数       

浓度范围值（mg/L）       

日均值       

超标率%       

2# 

标准值（mg/L）       

        

        

 

表 C.30          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 dB(A)  
昼   间 夜  间 

编号 监测地点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评价标准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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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1      监测期间在线监测数据与实际监测数据比较一览表 

监测时间  … 

在线值   

测定值   月  日 

相对偏差（%）   

在线值   

测定值   月  日 

相对偏差（%）   

 

 

表 C.32        固体废物产生和处置情况表 

产生工序 
固体废

物名称 

产生量 

（t/a） 
固体成份 环评要求 实际处置方法 备注 

       

      
 

      

       

       

       

       

       

总量  综合回用率  

 
表 C.33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 

项目 产生量 削减量 实测排放量 总量控制指标 达标情况 

      

      

      

      

废 

气 

      

      

      

      

      

      

废 

水 

      

固体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