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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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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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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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一般技术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的验收和建设项目竣工后的日常监督管理性监测。其他与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项目有关的铁合金项目竣工验收亦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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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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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4920  硫酸浓缩尾气  硫酸雾的测定  铬酸钡比色法 

GB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6920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7472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7479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7486  水质 总氰化物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光度法 

GB7488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7490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蒸馏后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1890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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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2997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9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GB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62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6171  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596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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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484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668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GB/T15262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GB/T15432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15439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1610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碱雾的测定   酸碱滴定法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488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GB/T16489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T2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2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铬酸雾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HJ/T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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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T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67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69  燃煤锅炉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核定技术方法— 物料衡算法（试行） 

HJ/T76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77  多氯代二苯并二噁英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率毛细

管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T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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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126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 

HJ/T189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HJ/T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HJ/T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环发[2000]38 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本标准所界定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项目，特指传统的钢铁工业企业，包括烧结

（球团）、炼焦（焦化）、炼铁、炼钢（含连铸）、钢压延加工（含热轧、冷轧）五个相对独

立的生产系统。 

3.2  烧结(球团) 

烧结生产是将铁精矿等含铁原料和燃料、熔剂混合在一起，利用其中的燃料燃烧，使

部分烧结料熔融，从而使散料粘结成块状，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块度形成烧结矿的过程。

球团生产是将铁精矿等原料与适量的膨润土均匀混合后,通过造球机造出生球,然后经过高

温焙烧,使其矿粉氧化固结形成球团的过程。 

3.3  炼焦（焦化） 

指用几种煤配成炼焦用煤，在炼焦炉炭化室中经高温干馏后，产出焦炭和焦油等化学

产品，同时得到焦炉煤气的过程。 

3.4  炼铁 

指用高炉法、直接还原法、熔融还原法等，将铁从矿石等含铁化合物中还原出铁的生

产过程。在炼铁生产中，高炉工艺流程是主体，从其上部装入烧结球团和铁矿石，燃料和

熔剂向下运动，下部鼓入高温空气使燃料燃烧，产生大量的高温还原性气体向上运动；炉

料经过加热、还原、熔化、造渣、渗碳、脱硫等一系列物理化学过程， 后生成液态炉渣

和生铁。 

3.5  炼钢 

指利用不同来源的氧来氧化炉料（如铁水、废钢）中所含杂质的金属提纯过程。在转

炉内，向铁水喷吹氧气，同时添加熔剂，来脱除铁水中的碳，氧化铁水中的硅、锰等杂质。

主要涉及的生产工艺包括：铁水预处理、熔炼、炉外精炼（二次冶金）和浇铸（连铸）。 

3.6  钢压延加工（热、冷压延加工或轧钢） 

指通过热轧、冷加工、锻压和挤压等塑性加工使连铸坯、钢锭产生塑性变形，制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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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形状尺寸、表面整洁的钢材产品的生产过程。热压延加工，是将坯料加热至金属再

结晶温度以上进行的塑性加工，包括热轧、煅压和挤压等。冷压延加工，是将热压延加工

后的钢材在再结晶温度以下继续进行加工使之成为冷压延加工钢材的塑性加工，包括冷轧、

冷拔和冷弯等。 

3.7  转炉、电炉炼钢（熔炼） 

铁水（废钢）熔炼分为转炉和电炉炼钢两大类。转炉炼钢是利用吹入炉内的氧与铁水

中的碳、硅、锰、磷元素进行化学反应放出热量进行的冶炼过程。电炉炼钢（主要指电弧

炉）是利用电能作热源的冶炼过程。 

3.8  炉外精炼 

指将经转炉或电炉初炼的钢液转移到一定容器内，通入惰性气体或还原气体进行深度

脱气、脱硫、脱碳、去除夹杂物（硅、锰、磷、氧、氮等）和实现成分微调的二次冶炼过

程。 

3.9  浇铸 

指将炼钢过程（包括二次冶炼）生产出的合格液态钢，通过一定的凝固成形工艺制成

具有特定要求的固态材料的加工过程，主要有铸钢、浇铸钢锭和连铸。 

3.10  一次烟气 

指转炉炼钢降罩操作收集的烟气，包括可回收的转炉煤气和不可回收的放散废气。 

3.11  二次烟气 

指转炉炼钢除一次烟气之外，兑铁水、加料、出渣、出钢等生产过程产生的所排放的

含尘烟气。 

3.12  高炉出铁场 

指高炉冶炼出铁时的场所，包括铁口、主沟、砂口、铁沟、渣沟、罐位、流嘴或摆动

流嘴、炉前铸铁机等生产设施场所，也称高炉炉前。 

3.13  炼铁热风炉 

指为高炉送风系统提供热风的专用炉窑。 

3.14  炼铁原料系统 

指为高炉冶炼准备原料的设施，包括：贮矿仓、贮矿槽、焦槽、熔剂包等槽上运料设

备（火车与矿车或皮带）、矿石与焦碳的槽下筛分设备（振动筛）、返矿和返焦运输设备（皮

带及转动站）、入炉矿石和焦碳的称量设备、将炉料运送至炉顶的皮带、上料车、炉顶受料

斗等。 

3.15  炼铁喷吹煤粉系统 

指煤烘干磨煤机、煤粉输送设备及管道、高炉贮煤粉罐、混合器、分配调节器、喷枪、

压缩空气及安全保护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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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轧钢加热炉 

指在钢材热压延加工生产中，利用燃料燃烧或电能转化的热量，将钢坯或工件加热的

热工设备。 

3.17  压延加工项目酸洗机组 

指用酸洗对带钢进行表面除锈、去鳞，符合下道工序对钢材表面质量要求而运行的酸

洗生产线。 

3.18  压延加工项目碱洗机组 

指去除冷轧带钢表面附着的轧制油、机油、粉末和灰尘等污物的重要工序，用碱洗脱

脂除污，符合下道工序对钢材表面质量要求而运行的连续式碱洗生产线。 

3.19  生产工况 

指生产装置或设备运行的状态。包括正常和非正常工况两种状况。 

正常生产工况是指生产装置或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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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开工、停工、检修或工艺参数不稳定时的生产状态。 

4  验收工作技术程序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项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包括验收准备、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实施验收技术方案、编制验收技术报告四个阶段。验收工作流程见图

1。 

a）准备阶段 

资料查阅、现场勘察，确定项目是否符合竣工验收条件。 

b）编制验收技术方案阶段 

在查阅相关资料、现场勘察的基础上确定验收范围与内容。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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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编制验收技术报告阶段 

汇总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得出结论，以报告书（表）形式反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的结果，作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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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验收工作流程图 

 

5  验收工作准备 

5.1  资料收集与分析 

5.1.1  资料收集 

5.1.1.1  报告资料类 

收集由设计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环境保护篇章）；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自行检

资料收集、查阅 

初步设计文件及批复 其他基础资料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 

工程基本 
情况 

环境保护设施、措

施情况 
污染物排放及受

纳环境 
环境影响评价意见

及批复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 

目的、范围 

及布点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及仪器 

检查及调查内容 验收评价 

标准、依据 

实施验收技术方案 

工况监控 现场及实验室

质控制 
污染物排放监

测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检查 
环境质量监测 环境管理检查 

编写验收技术报告（表） 

工况及质控结果 环境保护设施

运行效果 
污染物达标情

况 
环境影响 
情况 

结论与 
建议 

公众意见调查

质量保证/ 

控制要求 

环境管理检查调

查结果 

现场勘查 



HJ/T404-2007 

 7

查执行报告等相关报告。 

5.1.1.2  批复文件类 

收集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初步设计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执

行标准或总量控制指标下达的批复、试生产申请批复、项目设计和施工重大变更报批批复、

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及清洁生产要求等相关文件。 

5.1.1.3  图件资料类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厂区总平面布置图(应标注有主要污染源位置，排水管网及走向、

厂界周边外环境情况、方位与风向玫瑰图等。必要时收集相关区域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

质量的图件资料)、物料及水量平衡图、生产工艺流程及污染物产生与排放示意图、污染治

理工艺流程图等相关图件。 

5.1.2 资料分析 

对收集的技术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调查熟悉并掌握以下内容：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产品、产量、规模，主、辅助工程及环境保护工程。 

——改建、扩建及技改项目应查清“以新带老、总量削减”、“淘汰落后生产设备、以

大代小、等量替换”等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b）生产工艺及污染分析 

——熟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主要原（燃）料、辅料消耗量和成分及主要生产工艺

流程。 

——按工艺流程分析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源及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熟悉主要污染因子及配套的环境保护治理设施、污染物处理流程以及污染排放去

向等。 

c）生产布局及环境保护设施 

——熟悉全厂生产线总布局及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安装运行情况。 

——落实主要废气有组织、无组织排放源的产生与排放情况。 

——了解所配套的废气环保治理工程；了解各车间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及全厂总排放

口废水污染物、各车间废（污）水排放口与总排放口位置以及所配套的废水治理

工程；落实噪声源位置与分布、噪声污染防治工程。 

——了解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情况。 

d）厂址周围外环境与敏感目标 

——调查包括纳污水体（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气敏感目标、噪声敏感目标分布状

况，固体废物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 

——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规定的卫生防护距离以及厂址区域外环境主要环

境保护目标，确定必要的环境影响质量监测与勘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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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环境管理与监测机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置；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包

括环境监测机构的建设及日常性监督监测制度等。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与处置管理要求。 

——环境保护投资情况(包括环境保护设施、措施、监测设备等)。 

——厂区绿化面积及绿化率。 

——环境影响评价建议及措施落实情况。 

5.2  现场勘察与调研 

5.2.1  生产线现场勘察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建设项目五大生产系统工艺流程见附录 B 图 B.1，各生产线

现场勘察主要内容为： 

a）炼焦：炼焦煤贮运及用量；炼焦（焦化）生产工艺；炼焦炉规格、型号，炭化室基

本参数；脱硫工艺及硫回收的方式、脱氨工艺方式、焦炉煤气回收利用情况；废气、

废水、噪声、污泥的产生及处理；炼焦生产如装煤、炼焦、推焦、筛焦及熄焦生产

过程废气泄漏等无组织排放源等。 

b）烧结（球团）：烧结原料、辅料贮运及用量；烧结（球团）生产工艺；烧结机规格、

型号等基本参数；烧结机头与机尾烟气的排放，烧结矿冷却、整粒过程的环保治理；

噪声产生及治理；废气无组织排放源等。 

c）炼铁：原料、燃料、熔剂等贮运及用量；高炉炼铁工艺；高炉煤气综合利用；高炉、

热风炉等烟气的排放；高炉煤气除尘瓦斯灰（泥）利用、高炉煤气净化方式；炼铁

生产废水、高炉煤气洗涤废水；噪声产生及治理；炼铁高炉生产废气（一次除尘、

二次除尘）；废气无组织排放源等。 

d）炼钢：原料（铁水储运及预处理、废钢储运与加工）贮运及用量；炼钢生产工艺；

转炉、电炉、精炼炉规格、型号等基本参数；电炉炼钢、炉前除尘、上料除尘生产、

转炉炼钢一次烟气、二次烟气；废水、钢渣；噪声产生及治理；废气无组织排放源

等。 

e）钢压延加工：轧钢生产工艺；热态压延加热炉炉型、规格、型号等基本参数；热连

轧设备、冷轧机组、酸洗系统、热退火炉基本参数；各加热炉烟气排放、酸（油）、

碱雾；乳化液、轧钢废水、酸（碱）洗涤废水、废渣、切头切尾余料；噪声产生及

治理。 

5.2.2  污染源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勘察 

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污染源现场勘察主要内容如下： 

a）废气：废气排放源、主要污染因子、烟气量以及废气处理设施情况。有组织高架固

定源排气筒数量、内径、几何高度以及分布、相邻排气筒之间的距离、排气筒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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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建筑物之间的距离；烟道进、出口位置与烟道截面几何尺寸；除尘器进、出口监

测断面（点）位置及几何尺寸等情况。 

b）废水：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源的分布、主要污染因子及排放量；各环节生产废

水的汇集、清浊水分流及排放去向；循环水利用情况；环境保护处理设施进出口、

废水总排口规范化建设以及受纳水体等情况。 

c）噪声：主要产生噪声设备的种类、数量及噪声级；产生噪声设备启用时段、开启规

律及用备情况；噪声设备在厂区平面布置中的位置；声源与厂界周边外环境噪声保

护敏感目标的距离与分布等情况。 

d）固体废物：固体废物来源、类型、数量、临时堆场及永久性贮存处理场类型、位置、

运行管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理方式；固体废物贮存处理场可能造成的对大气、

土壤、农作物、植被及地下水的二次污染等情况。 

主要污染源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勘察内容参照表 1 执行。 

表 1  环保设施及现场勘察内容一览表 

废
气 

1、排气筒高度，烟道几何尺寸，烟道截面积、烟温、烟道压力、烟气量等参数。 

2、颗粒物、烟气监测预留孔是否符合采样要求，是否具备现场监测条件；监测点位置及

操作平台是否具安全性和可操作性；排放的易燃易爆气体浓度是否满足安全测试要求。

3、烟气净化装置数量及主要技术参数、设计净化或去除效率。 

4、排污口的规范化与标识；是否安装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在线监测仪器型号、生产厂家、

仪器运行情况等。 

5、环保设备质量、安装水平及运行时间与状态以及调试检修等原始记录。 

6、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7、废气排放源与外环境的距离与影响情况。 

废
水 

1、各类废水处理设施处理方式及全厂排水管网系统情况。 

2、废水清污分流以及水循环利用情况。 

3、废水排放规律去向和流量；废水处理率、废水处理达标率、排放废水合格率等情况。

4、排污口的规范化建设情况。 

5、废水在线监测系统的仪器型号、生产单位、运行情况等。 

6、环境保护设施安装及运行时间、加药量、调试检修等运行记录。 

7、废水排放对受纳水体的影响情况。 

噪
声 

1、主要噪声源设备情况及厂区的布局。 

2、主要降噪设施与投资情况。 

3、厂界外环境噪声敏感目标的方位与距离。 

4、环境保护设施安装落实及运行情况。 

5、环保治理降噪指标、控制水平等情况。 

固
体
废
物 

1、固体废物产生方式及产生量。 

2、固体废物的分类。 

3、固体废物的贮存设施。 

4、固体废物运输的环保措施及处理方式和去向。 

5、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与利用水平等情况。 

6、环境保护设施安装落实及运行情况。 

7、固体废物堆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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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建设项目五大生产系统环境保护设施现场勘察内容参见表 2

至表 6。 

表 2  烧结生产主要环保设施现场勘察内容一览表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处理设施及措施 

烧结机头烟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以 NO2计）、氟化物（以总 F

计）、一氧化碳、二噁英类 

烧结（球团）

设备 

烧结机尾废气 颗粒物 

烟气进入电除尘器、多管除

尘器或布袋除尘器 

热烧结矿冷却、成品整粒 颗粒物 烟气进入除尘系统 

原料堆场扬尘；露天（或有顶无围墙） 颗粒物 

喷水抑尘、喷洒表面固化

剂、挡风墙、抑尘网、封闭

车间等 

废
气
污
染
源 

原料储运、准备和产品加工等生产过

程排尘 
颗粒物 

采用密闭、集气袋除尘；隔

尘墙（帘）；少量通过车间

通风天窗和侧面窗户泄漏

或排气 

原料堆场抑尘 悬浮物 

车间地坪冲洗水 悬浮物、pH 

喷水抑尘废水经沉淀池沉

淀后水循环使用 

湿式除尘水 悬浮物 经处理后回用或外排 

废
水
污
染
源 

生活污水 悬浮物、氨氮、化学需氧量 经集中处理后回用或外排 

噪
声 各类除尘风机、破碎机、筛分机产生的机械噪声及空气动力学噪声 

设置隔声双层门、窗减噪，

在建筑结构上采用隔声处

理，基础设减振器，在风机

出口设消声器减噪 

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 集中处理、综合利用 

各除尘系统回收的粉尘 

固
体
废
物 

少量的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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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炼焦（焦化）生产主要环保设施现场勘察内容一览表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处理设施及措施 

炼焦煤原料储存场、加工（破碎、

整粒）、及焦炭储运 
颗粒物 

原料储存场喷水或覆盖情况；设置

隔离墙（帘）等；密闭、集气布袋

除尘或湿式洗涤除尘系统；  

炼焦炉加热工序（机械化）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苯并（a）芘、林格曼黑度等 
炼焦炉高烟囱排放 

焦炉装煤 

炼焦、焦炉荒煤气从炉门、加煤

孔盖、上升管盖处等泄漏 

出焦作业逸散或泄露 

颗粒物、苯并（a）芘、苯可溶物，

硫化氢、氨、苯系物 

装煤、推焦颗粒物地面站除尘系统。

干式除尘装煤车或其他净化车、移

动烟罩集尘、高压氨水喷射等 

干法熄焦焦尘 

湿法熄焦含尘蒸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 密闭设备、布袋收尘设施 

煤气净化苯回收管式炉烟气及

煤气脱硫工段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脱硫或硫回收利用设施 

煤气净化过程中各生产装置与

贮槽（罐）逸散或泄露工艺废气 
苯系物、硫化物、氨等 密闭、集气防泄漏系统 

废
气
污
染
源 

蒸氨、脱硫、脱苯装置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气、硫

化氢、苯及同系物 
密闭、集气防泄漏系统 

煤气管道冷凝废水 

冲洗地坪水 

化学产品分离酚氰废水 

蒸氨生产系统废水 

挥发酚、总氰化物、硫化物、化

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苯并

（a）芘 

经预处理、生化处理、后处理、深

度处理等或经酚氰废水处理站处理

废
水
污
染
源 

生活污水 悬浮物、氨氮、生化需氧量 经处理后回用或外排 

噪
声 

粉碎设备、筛焦设备、通风机组、鼓风机、引风机、蒸汽放散管、

空压机、泵类等产生的机械噪声及空气动力学噪声 

设置隔声双层门、窗减噪，建筑结

构上采用隔声处理，基础设减振器，

风机出口设消声器减噪 

煤气净化产生的焦油渣、沥青渣、循环洗油再生渣、脱硫废液 

预处理、生化处理、后处理、深度处理及酚氰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

回收至炼焦煤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各除尘系统回收的粉尘 综合利用，回用或外运 

固
体
废
物 

少量的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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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炼铁生产主要环保设施现场勘察内容一览表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处理设施及措施 

原料系统 原料堆场 颗粒物 

煤粉制备

喷吹系统 

原料、燃料、熔剂等储运

矿槽、磨煤机逸散废气 
颗粒物 

密闭收尘罩集气、加布袋除尘器或

加静电除尘器 

高炉炉顶作业废气 颗粒物、荒煤气 密闭集气、除尘器 

高炉出铁 
高炉炉前出铁、出渣废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以 NO2计） 
密闭集气、除尘器 

高炉煤气 -- 经洗涤净化或除尘器净化后回用 

废
气
污
染
源 

热风炉 

（加热炉） 

送风系统炉窑 

（燃气、燃油、燃煤）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以 NO2计）、一氧化碳 

采用高炉、转炉、焦炉煤气或低硫

煤粉清洁燃料；密闭集气、除尘器

高炉煤气洗涤废水 悬浮物、酚、氰 
经沉淀、冷却、水质稳定后循环使

用 

高炉渣的冲渣水 悬浮物、硫化物 经沉淀、冷却后循环使用 

各类冷却水 悬浮物、石油类 经沉淀、除油冷却后循环使用 

废
水
污
染
源 

生活污水 悬浮物、氨氮、生化需氧量、 经处理后外排 

噪
声 

高炉放散、鼓风机、振动筛、中速磨、各类风机、空压机、水泵等产生

的机械噪声及空气动力学噪声 

设置隔声双层门、窗减噪，在建筑

结构上采用隔声处理，基础设减振

器，在风机出口设消声器减噪 

高炉煤气净化瓦斯（灰）泥 集中处理，回炉利用 

炼铁废渣（高炉渣） 作水泥原料、铺路材料、建筑材料

高炉水处理含铁污泥 作烧结原料利用 

各除尘系统回收的粉尘 
返回烧结系统或其他方式综合利

用 

固
体
废
物 

少量的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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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炼钢（转炉、电炉）生产主要环保设施现场勘察内容一览表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处理设施及措施 

铁水储运、预处理兑铁水辅

料上料（含扒渣）等过程 
工业粉（颗粒物） 密闭集气、除尘器系统 

混铁炉 工业粉（颗粒物） 密闭集气、除尘器系统 

转炉一次烟气 颗粒物 密闭集气、除尘器系统 

转炉二次烟气 
颗粒物、氟化物（特钢生产有此

项） 
密闭集气、除尘器系统 

电炉 

精炼炉 

颗粒物 二噁英（电炉炼钢有此

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

化物（特钢生产有此项） 

密闭集气罩、除尘器系统 

中间罐倾翻、钢水包、连铸

火焰清理与切割 
颗粒物 密闭集气罩、除尘器系统 

石灰窑焙烧及焙烧原料与成

品系统 
颗粒物 密闭集气罩、除尘器系统 

其他系统（废钢加工、炼钢

辅料加工、钢渣处理等） 
工业粉（烟）尘 密闭集气罩、除尘器系统 

废
气
污
染
源 

原料系统、冶炼炉等其他外

炉窑厂房车间；工业炉窑或

设备露天或有顶无墙 

无组织排放工业粉（烟）尘 — 

转炉煤气（一次烟气）洗涤

废水 
悬浮物 经沉淀、冷却、水质稳定后循环使用

连铸废水、炉外精炼废水 悬浮物、石油类 经沉淀、除油冷却后循环使用 

转炉、LF 炉、VD 炉、连铸系

统冷却水 
悬浮物、石油类 经沉淀、除油冷却后循环使用 

废
水
污
染
源 

生活污水 悬浮物、氨氮、生化需氧量 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或外排

噪
声 

转炉、电炉、连铸等生产设备以及转炉一、二次烟气除尘风机，

铁水预处理系统等除尘系统风机，原料输送中皮带运输机，转

炉煤气加压机等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及空气动力噪声 

设置隔声双层门、窗减噪，在建筑结

构上采用隔声处理，基础设减振器，

在风机出口设消声器减噪 

钢渣、废钢铁料、含铁尘泥、粉尘、氧化铁皮、污泥、废油脂，

钢包的注余渣、溢流罐渣、废耐火砖垃圾 

钢渣、废钢铁料回收作钢铁原料，粉

尘、钢包的注余渣、溢流罐渣、废砖

垃圾等送渣场处理，其余送配料槽或

集中回收处理 

固
体
废
物 

少量的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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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轧钢（热轧、冷轧）生产主要环保设施现场勘察内容一览表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处理设施及措施 

热轧加热炉或其他工业炉窑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 NO2

计）、颗粒物 
高烟囱排放或其他处理方式 

热连轧机组的轧制；拉矫、整

精、抛丸、修磨机、焊接机、

酸再生等工序 

颗粒物 经集气罩，送除尘器净化 

冷轧机组（精轧机） 

的轧制废气 

石油类（油雾）、氧化金属粉

尘 

油雾捕集装置净化、油雾过滤

器 

酸洗机组、废盐酸再生 
铬酸雾（以 Cr 计）、硫酸雾、

盐酸雾（废盐酸再生） 
用密闭罩集气，经洗涤塔净化

碱洗机组、钝化 碱雾 净化处理装置 

废
气
污
染
源 

板坯加热、磨辊作业、钢卷精

整、酸再生下料等车间厂房 
颗粒物 布袋除尘系统或湿式电除尘器

热轧机组轧辊冷却废水、高压

除鳞废水、轧材冷却水，连铸

冲铁皮水 

石油类、悬浮物 

用旋流井去除大量铁皮后进一

步沉淀处理，经除油后再过滤

并经冷却后循环使用 

冷轧机、平整机、磨辊间产生

的废水 
悬浮物、石油类 

经超滤装置回收废油后，进入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冷轧酸洗机组、酸再生装置及

脱盐水站 
酸碱废水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废
水
污
染
源 

生活污水 悬浮物、氨氮、生化需氧量 
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或

外排 

噪
声 

真空处理系统噪声、加热炉风机噪声、空压机噪声轧机等产生

的机械噪声及空气动力学噪声 

设置隔声双层门、窗减噪，在

建筑结构上采用隔声处理，基

础设减振器，在风机出口设消

声器减噪 

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油、废乳化液及污泥 集中处理 

除尘系统收集的粉尘 

轧制产生的氧化铁皮 
综合利用 

固
体
废
物 

少量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清运 

5.2.3 现场其他勘察内容 

根据生产系统的具体情况，现场其他勘察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a）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对空气、地表水、土壤、地下水、农作物、人群及牲

畜保护敏感目标以及其他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影响情况调查。 

b）固体废物（渣、泥、尘、油脂等）的种类、数量、处置方式、 终去向等，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及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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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生产系统多烟囱相对距离及等效单元的合并情况。 

d）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所需相关常年气象资料收集。 

e）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总量控制指标及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处理指标等。 

f）环境管理制度、监测机构人员、专责机构计划及监测设备配置水平。 

g）绿化植树（草）种类、数量，厂区绿化面积与绿化系数。 

h）建设期及试生产运营以来污染纠纷、扰民情况调查。 

i）产业政策符合性、清洁生产装备与生产技术水平情况调查。 

j）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目标质量状况与生态环境调查。 

k）环境风险及应急预案应急防护措施、应急物质的储备与落实情况。 

l）卫生防护距离以及居民搬迁情况调查。 

6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 

在项目验收准备阶段，通过收集、查阅资料，结合生产线和环保设施现场踏勘调查，

编制《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方案》（以下简称验收技术

方案）。验收技术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总论 

总论应包括以下内容： 

——项目由来。应简述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环境保护篇章）、建设、

试生产阶段以及审批过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承担单位、生产现场勘察时间、

环境保护设施以及环境保护检查情况等。 

——验收目的。应表述通过对建设项目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环境保护设施治理效果

监测、必要的环境敏感区域(点)环境质量等的监测，以及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检

查和区域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书(表),为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及日常环境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验收依据应有以下内容：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与规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文件，主要包括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初步设计（环

境保护篇章）等。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批复文件，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境保护初步设计的批

复、建设项目执行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的批复。 

4）建设项目设计、工程变更的相应批复文件。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自行检查报告。 

6）建设单位验收监测委托文件。 

7）其他需要说明情况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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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建设过程与建设内容应对原有工程和新建工程分别予以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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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新建工程应叙述新建工程生产主、辅工程与设备；环境保护工程与设备等建设

情况；工程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施工建设、试运行阶段报告书、设计

完成单位、施工单位、项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以及项目完成情况。 

3)应全面叙述以上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并列表说明主体工程生产设备与环境

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参见附录 C 表 C.1、表 C.2。 

——地理位置及厂区平面布置。项目所在地地理位置及厂区总平面布置均以图件表示。

地理位置重点突出项目所处地有无特殊需要保护的区域、标明环境保护敏感目标

位置、标明方位与风向玫瑰图。厂区平面布置图标明废气(包括有、无组织)、废

水、噪声、固体废物排放源所处位置；叙述（标明）厂界周围环境空气、地表水、

噪声敏感目标与排放源的相对位置及距离。 

——主要产品、原辅材料:主要产品、原（燃）料、辅料名称、用量等列表表示。参见

附录 C 表 C.3。 

——水量平衡及物料平衡:水量平衡及物料平衡均以平衡图表示。参见附录 B 图 B.2、

图 B.3。 

——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生环节。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关键的生产单元均以工艺流程

及排污节点示意图表示。图中对各类污染物产生环节按其规定的图例作标识。烧

结、球团、炼焦、炼铁、炼钢、钢压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示意图参见

附录 B 图 B.4、图 B.5、图 B.6、图 B.7 图 B.8、图 B.9 和图 B.10。 

c）主要污染源及治理设施 

——应叙述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源的产生、治理、排放以及主要污染

因子及排放情况等。 

——应列出污染源分析及治理情况一览表。参见附录 C 表 C.4～表 C.6。废气、废水污

染治理工艺流程示意图，参见附录 B 图 B.11、图 B.12、图 B.13、图 B.14。 

——本规范中未列的其他生产系统图示方法可参照进行。 

d）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其批复要求 

应列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的要求、环境保护初

步设计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有关环境保护的其他特殊要求。 

e）验收评价标准 

应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规定的国家或地方标准作为验收监测评价标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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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初步设计规定的设计指标和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总量控制指标或地方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验收评价指标或标准。同时，列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后新颁布的国家或地方标准作为验收评价参照标准。执行标准值以表格形式

列出，参见附录 C 表 C.8～表 C.12。 

f）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期间工况要求。应要求承担单位派专人在现场监视生产工况，在确保生产工

况负荷率大于或等于 75%、且生产和环保设施正常运转时，依据验收技术方案确

定的范围与工作内容开展现场监测、环保检查及调查。 

——验收监测内容。应按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资料、批复文件资料核查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以及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工程或措施与要求，根据本标准 5.2 所列

勘察内容，确定验收工作范围。应注意对扩建、改建项目提出的 “以新带老，总

量控制”、“淘汰落后生产设备、以大代小、总量替换”等需要落实的环境保护工

程、治理措施验收监测与检查范围的确定。 验收监测包括以下内容： 

1）废气（有组织、无组织）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 

2）各生产环节废水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 

3）厂界噪声和必要的设备噪声监测。 

4）废气、废水、噪声等各类环境保护治理设施效率监测。 

5）固体废物堆场周围土壤、地下水、植被等特征污染物的监测 。 

6）必要的环境空气敏感目标及噪声敏感目标监测（注意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同时进

行风向、风速、气温、气压、温度等气象参数的测试），受纳水体及相关的地表水环

境质量监测。 

7）环境影响报告批复文件中涉及的其他需要监测的内容。 

8）电磁辐射、放射性、振动及其他特征污染物监测（如果有此项）。 

9）总量控制指标监测及排放总量核算。 

10）固定污染源连续在线监测系统运行及监测结果比对评价。 

11）验收监测期间单位产品排放量指标的监测与计算。 

12）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登记表中需要填写的污染控制指标的监测计算（新建部分污染

物产生量、新建部分污染物处理削减量、处理前污染物浓度、验收期间污染物排

放浓度等）。 

——监测点位布设。应根据现场勘察情况按照 GB/T16157 的规定与技术规范要求确定

验收监测点位。绘制监测点位所在厂区具体位置简图、监测点位平面或立面图，

涉及采样方式的监测点（例如烟气颗粒物采样点）应给出各测点几何尺寸示意图。

以转炉炼钢为例，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和废水监测点位布设参见附录 B 图 B.15，

其他生产系统监测点位布设图示参照执行。根据生产系统的不同，其废气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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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监测点位的设置分别执行 GB16297、GB9078、GB16171、HJ/T55 标准的规定。

应分别绘制厂界无组织排放；各类炉窑车间、厂房门窗泄漏浓度 大值（或露天

浓度 大值）排放口；焦炉顶煤塔侧第 1 至 4孔炭化室上升管旁等处废气无组织

排放监测点位布设示意图。 

——监测频次及因子。常见的污染因子见（环发〔2000〕38 号）中附录一。某转炉炼

钢生产系统验收监测因子及频次列于表 7，其他生产系统可参照执行。 

表 7  炼钢厂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因子及频次一览表（示例） 

污染源 
类别 

排放源位置 监测位置 
监测因子 

转炉一次烟气 除尘器出口 烟（粉）尘 

转炉二次烟气 除尘器进、出口 烟（粉）尘、氟化物（特钢） 

LF/VD 炉烟气 静电除尘器进、出口 烟（粉）尘、氟化物（特钢） 

混铁炉脱硫站、铁水预处理

（含扒渣） 
除尘器进、出口 烟（粉）尘 

电炉、精炼炉（包括 RH、

VOD）、中间罐、倾翻与修砌 
除尘器出口 烟（粉）尘、二噁英（电炉）、氟化物（特钢）

石灰窑焙烧烟气 除尘器出口 烟（粉）尘 

散装料输送及成品系统转

运站 
除尘器进、出口 粉尘 

有组织 

排放 

其他含尘废气（废钢与炼钢

铺料加工、钢渣处理等） 
除尘器进、出口 烟（粉）尘 

原料堆场无组织排放监测 颗粒物 

车间、厂房外无组织排放监测 颗粒物（粉尘）、氟化物（有特钢生产） 

废 

气 

无组织

排放 

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 颗粒物、氟化物（有特钢生产） 

转炉煤气洗涤废水 进、出水口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VD 炉废水、铁水预处理、炉外精炼废水 进、出水口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六价铬、总锌、石

油类 

连铸系统废水 进、出水口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 

生活污水 排水口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生化需氧量

废 

水 

全厂废水外排系统 总外排口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动植物油、挥发酚、

氰化物、硫化物、氨氮、 

厂界噪声 等效声级 噪 

声 环境敏感目标噪声 等效声级 

注： a 二噁英指排放废气（含颗粒物）中的测定均值； 

b 特种钢铁生产需加测氟化物（以总 F计）； 

C 监测频次按环发〔2000〕38 号文及相关标准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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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析方法及监测仪器。常见项目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8。可根据被测污染因子

特点选择监测分析方法，并确定所用监测仪器。现场监测仪器一览表参见附录 C

中表 C.13。 

表 8    常见项目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及名称 来源 

氟化物（以总 F 计）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67 

二氧化硫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 

颗粒物 重量法 GB/T16157 

氮氧化物（以 NO2计）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计法 GB5468 

碱雾 酸碱滴定法 GB/T16106 

硫酸雾 铬酸钡比色法 GB4920 

氯化氢（盐酸雾）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27 

铬酸雾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HJ/T29 

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GB/T14668    

二噁英类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率毛细管气相色谱 

/高分辨质谱法 
HJ/T77 

苯可溶物 重量法 GB16171 

有
组
织
排
放 

苯并（a）芘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15439 

总悬浮颗粒物 重量法   GB/T15432 

废 

气 

无
组
织
排
放二氧化硫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GB/T15262 

流量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GB12997 

pH 玻璃电极法  GB6920 

悬浮物 重量法   GB11901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7484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钾法   GB11914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GB7488 

氨氮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7479 

挥发酚 4-氨基安替比林光度法 GB7490 

总氰化物 异烟酸-吡唑啉酮光度法 GB7486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GB/T16488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7467 

锌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7472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16489 

废 

水 

苯及苯系物 气相色谱法 GB11890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GB12349 噪 

声 区域环境噪声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GB14623 

——监测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

手册》、《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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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中有关要求进行验收质量控制，主

要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1）验收监测期间应由专人负责监视生产工况，在工况稳定、生产能力达到设计生产能

力的 75%（含 75%，以下同）或负荷率达到设计指标的 75%以上、且环境保护设施正

常运行时进行监测。若生产负荷率不足 75%，应进行调整，使其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的 75%或 75%以上，否则应停止监测。 

2）科学合理设置监测点位，保证验收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3）优先采用国家标准分析方法，参加验收监测采样和测试的技术人员，应按国家有关

规定考核合格，并持证上岗。 

4）监测分析、采样仪器经计量检定或自校（准），并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使用。 

5）水和废水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应包括：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处理全过程均按照 GB12997 和《环

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的要求进行； 

——水样采集和实验室分析时的平行样均应不少于 10％； 

——对有国家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应在分析一批样品的同时进行不少于

10％的质控样品分析，对无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可加标回收试验进

行质量控制，加标回收试验分析样品量不少于同批样品的 10％。 

6）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应包括： 

——尽量避免被测物中共存污染物对分析仪器的交叉干扰； 

——被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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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物、废气监测仪在使用前应对采样器流量计进行（自）校准； 

——烟气（空气）监测仪在使用前除了对流量计进行校准外，应采用国家有证标准气

体对仪器进行标定； 

——污染源颗粒物及废气监测采样执行 GB/T16157；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布设分

别执行 GB16297、GB9078 和 GB16171。 

7）噪声监测仪器使用前、后用标准声源发生器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

差不大于 0.5dB，若大于 0.5dB 则测试数据无效。 

8）固体废物样品的采集应不少于 10％的平行样，其实验室样品分析的质量控制执行

本节中 5）的规定。 

9）监测数据和验收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g）公众意见调查实施方案 

——调查内容。主要针对项目在建设期、运行期出现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情

况与效果，污染扰民情况等。询当地居民意见、建议。 

——调查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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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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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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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各层次人群，环

评期间参与调查人员比例应尽可能达到 50%以上。 

h）环境管理检查 

应从项目立项、建设、试生产至申请验收前对建设单位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情况的全面检查。主要检查内容为： 

1）环境保护档案资料。 

2）环境保护组织机构及管理规章制度。 

3）环境保护设施建成及运行纪录。 

4）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 

5）环境监测计划的实施。 

6）固体废物来源、种类（一般或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理量、 终去向： 

——对危险废物，若委托处理，应核实处置单位的资质、检查相应委托处置协议及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 

——若有危险废物填埋场，应按 GB18598 检查其是否符合要求。 

7）“以新带老”等环境保护要求的落实，落后生产工艺、设备的淘汰、关停、拆除及

原有工程治理、环境保护设施改造情况。列表说明“以新带老”落实情况。 

8）污染物排放标识、排污口规范化建设与整治情况。 

9）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中卫生防护距离的落实情况。 

10）环境风险、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与防护措施的检查。 

11）环境保护 “三同时”落实情况检查应包括：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状况，应附环境影响报告书、初步设计提出的要求，环

境影响报告审批意见、批复要求及实际建成落实情况对比表。 

——应说明改建、扩建项目“以新带老、总量消减”、“淘汰落后生产设备、以大代小、

等量替换”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以及环境管理措施执行情况。 

12）清洁生产水平情况检查应包括：   

——清洁生产的工艺与装备。 

——资源能源的利用指标。 

——产品与污染物产生指标。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清洁生产对环境管理的要求等。 

13）环境保护敏感区影响情况检查：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及现场勘察情况，确定该项目受纳水体、环境空气敏感目标、

噪声敏感目标及固体废物处置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保护目标，进行环境保护敏感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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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分析。 

i）工作进度及经费预算 

7  实施验收技术方案 

7.1 现场监测、检查及调查 

 

7.1.1 监测工况监控 

验收期间应派专人负责监控各生产环节的主要原材料的消耗量、成品量等，并按设计

的主要原（燃）、辅料用量、成品产生量核算实际生产负荷率，验收对生产工况的要求执行

环发〔2000〕38 号文件规定。应列表表述出与生产运行负荷有关的数据或参数，必要时附

验收监测生产工况原始台班记录。验收期间物料、动力消耗及生产工况记录参见附录 C 表

C.14、表 C.15。 

7.1.2 现场监测 

按《验收技术方案》中规定的监测内容、监测项目、监测频次实施现场监测。 

7.1.3 开展检查与调查 

——按《验收监测方案》中环境管理检查内容逐项核查； 

——按《验收监测方案》中公众意见调查实施方案开展调查并回收调查问卷进行分析

整理。 

7.2 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7.2.1 数据整理与分析 

a）固定污染源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应列表表述。参见附录 C 表 C.16～表 C.18。 

b）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时应同时测量风向、风速、气温、气压等气象参数。应注意监

测期间根据风向的变化随时调整监控点和对照点。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和气象

参数测试结果应列表表述。参见附录 C 表 C.19～表 C.21。 

c）废水排放监测结果应列表表述。参见附录 C表 C.22。 

d）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噪声、固体废物及固定污染源自动检测系统参比评价监测

结果应列表表述。 参见附录 C 表 C.23～表 C.26。 

——环境保护设施效率监测结果列表表述。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评价结果应列表表述。参见附录 C 表 C.27。 

——国家总量控制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工业粉尘、颗粒物、二氧化硫、固体

废物）和项目特征污染物年排放总量的计算。其排放总量计算值与环境影响评价

预测值应列表比较。参见附录 C 表 C.28。 

1）根据有组织固定污染源某污染物排放口废气（废水）实测流量和实测浓度计算年排

放总量； 

2）根据燃料、物料衡算或污染物排放系数对某污染物废气无组织排放量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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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品排污量的计算结果应列表比较。 

7.2.2 监测数据整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a）若验收监测数据出现异常，应分析异常数据产生的原因，并按数理统计相关规定进

行检验。 

b）实测锅炉或炉窑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国家标准规定的过剩空气系数或掺风系

数进行折算。 

c）排放同种污染物近距离（距离小于几何高度之和）的多个排气筒按等效源合并进行

处理与评价。 

d）改建、扩建项目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应考虑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列出的改建、扩建

工程原有污染物排放量。 

e）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与环境影响评价预测值应在同一工作时段进行计算与比

较。 

8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 

根据现场监测数据和环保检查结果的分析，以报告书的形式反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结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报告》（以下简称

验收技术报告）应包括 9 个方面的内容，报告编排结构、文字、表格及内容框架参见附录

A。其中总论、建设项目工程概况、主要污染源及治理设施、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

及其环境影响报告批复及评价标准与验收技术方案基本一致，验收报告的重点应是在完善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厂区平面图、工艺流程图、物料平衡表、水平衡图、污染治理工艺

流程图、监测点位图的，对验收监测结果、公众意见调查和环境管理检查结果汇总分析，

给出验收结论和建议。 

a）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结果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汇总分析： 

——验收期间生产工况。应根据各生产装置投料量、实际成品产量、设计产量、生产

负荷等相关参数，计算实际生产负荷率，并以文字配合表格形式叙述监测期间实

际生产负荷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确认其验收现场监测工作的有效性。 

——污染物排放监测。应将废气、废水、厂界噪声排放监测结果与验收技术方案中确

定的标准进行比较评价。若出现污染物超标，应分别给出超标倍数和超标率，并

以文字叙述分析超标原因。 

——环境保护设施效率监测。应将废气、废水、厂界噪声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效率监测

结果与国家(地方)标准、工程设计值进行比较评价。若环境保护设施效果不符合

工程设计指标和要求，应以文字形式进行详细叙述评价。 

——环境质量监测。应关注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厂区周围环境空气、地表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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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体）、敏感目标噪声以及固体废物堆场周围土壤、植被、地下水监测结果分析

评价。若对环境质量或环境敏感目标有影响，则应重点叙述影响原因。 

——总量控制污染指标排放量计算。根据固定污染源某污染物排放口废气（废水）实

测流量和实测浓度计算年排放总量；根据燃料、物料衡算或污染物产/排污系数对

某污染物废气无组织排放量进行估算。应将总量控制污染指标排放量计算值与环

境影响评价预测值或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指标进行比较评述。 

b）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统计分析公众意见调查表（参见附件 C 表 C.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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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方案所列检查内容逐条说明： 

——应重点叙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中提到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建成和措施

落实情况，尤其应逐项检查和归纳叙述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中提到的

建设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中应注意和重点落实的环境保护问题。 

——环境保护验收检查及调查结果整理汇总，除要求文字叙述外，应列出详细的环境

保护设施建设对照检查落实情况一览表。参见附录 C 表 C.30。 

d）验收结论及建议 

——结论。根据现场监测结果、环境管理检查及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按本

标准所设置的专题内容进行简明扼要地评价叙述，并给出项目是否通过环境保护

验收的结论。 

1）根据 GB8978、GB13456、GB9078、GB13271、GB14554、GB16171、GB16297 、GB12348

等相关标准，叙述废水、废气污染物及厂界噪声达标排放的结论。 

2）对照环评及工程设计指标及主管部门的要求，叙述对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运行效率

评价的结论。 

3）根据 HJ/T69、HJ/T92 标准，以实测结果计算总量控制污染指标、单位产品排污量，

评价是否满足工程设计、环境影响评价预测值以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定下达

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结论。 

4）根据 GB3838、GB3095、GB/T1484、GB15618 和 GB3096 等相关标准，叙述对环境质

量或敏感目标以及厂界噪声、环境敏感目标噪声影响的结论。 

5）根据 GB18599、GB18596 和 GB18598，说明固体废物类别、综合利用、转移与堆存

情况，叙述固体废物影响的结论。 

6）根据 GB15618、GB5084 和 GB/T1484 等相关标准，说明固体废物堆场建设对周围土

壤、农田、地下水二次污染情况（如果有此项），并叙述对其影响的结论。 

7）根据 HJ/T76、HJ/T354 和国家环保总局第 28 号令相关要求，叙述固定污染源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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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系统运行及比对结果评价的结论。 

8）根据 HJ/T126、HJ/T189 等相关标准，叙述清洁生产技术与水平评价的结论。 

9）根据公众意见调查统计，叙述公众对项目评价的结论。 

10）叙述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建立、监测机构建设情况结论。 

11）叙述厂区布局合理性及厂区绿化的结论。 

12）其他结论。 

——建议。如果某专题结论存在问题，存在不符合项，应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或

建议，明确提出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项目的整改，要求再次进行现场补测或检查

确认合格后，再报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通过验收。可针对以

下几个方面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1）未执行“以新带老、总量消减”,“上大关小、总量替换”等要求，未拆除、关停

落后生产线或设备。 

2）污染物的排放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要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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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求。 

4）环保治理设施、连续在线监测设备及排污口未按规范安装和建成。 

5）环境保护敏感区的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或环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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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未按要求建成危险废物填埋场或处置方式的建议。 

8）其他建议。 

9  验收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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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T404-2007 

 26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验收技术方案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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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监测方案章节 

——总论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污染源及环保治理设施 

——环评、初设回顾及环评批复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验收监测内容 

——公众意见调查 

——环境管理检查 

——监测时间安排及经费概算 

A.3 验收监测报告章节 

——总论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污染源及环保治理 

——环评、初设回顾及环评批复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验收结论与建议 

A.4 监测方案、监测报告中图表 

A.4.1 图件 

A.4.1.1 图件内容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HJ/T404-2007 

 27

——建设项目厂区平面图 

——工艺流程图 

——水量平衡图 

——污染治理工艺流程图 

——建设项目监测布点图 

A.4.1.2 图件要求 

——各种图表中均用中文标注，必须用简称的附注释说明 

——工艺流程图中工艺设备或处理装置应用框线框起，并同时注明物料的输入和输出 

——监测点位图应给出平面图和立面图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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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目标噪声△，其他噪声 ▲； 

固体物质和固废： 固体物质□，    固体废物■。 

A.4.2 表格 

A.4.2.1 表格类型 

——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环保设施建成情况对比表（环评、初步设计及相关批复的要求、实际建设情况） 

——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对比表（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 

——物料衡算表 

——污染源及治理情况一览表 

——验收标准一览表 

——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使用一览表 

——监测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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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监测方案、监测报告正文要求 

——正文字体为四号宋体 

——三级以上字体标题为宋体加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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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间距为1.5倍行间距 

A.6 其他要求 

——验收监测方案、报告的编号由各环境监测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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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脚注明“×××环境监测××站”字样，小五号宋体，位置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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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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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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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示  例  图 

下列示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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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共 15 个示例图组成。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项目主要生产流程简图见图 B.1   

某炼钢厂水量平衡图见图 B.2   

某钢厂炼铁物料平衡图见图 B.3    

某烧结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见图 B.4    

某球团焙烧工艺流程示意图见图 B.5    

某炼焦及煤气净化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见图 B.6    

某炼铁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见图 B.7    

某电炉炼钢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见图 B.8    

某转炉炼钢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见图 B.9 

某钢压延加工（轧钢）生产工艺流程及污染分布图见图 B.10   

某炼钢厂混铁炉、脱硫除尘工艺流程图见图 B.11   

某炼钢厂 LF/VD 炉电除尘系统工艺流程图见图 B.12   

某炼钢厂转炉煤气（一次烟气）洗涤废水处理和闭路循环利用工艺流程图见图 B.13   

某炼钢厂连铸二次冷却及冲铁皮沟废水处理和闭路循环利用工艺流程图见图 B.14   

某炼钢厂(转炉炼钢)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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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采矿

铁矿选矿

高炉炼铁

转炉炼钢

铁矿烧结、球团

电炉炼钢 

溶剂、

燃料

连铸 模铸 

富矿 贫矿 

富粉矿 精矿粉 

炼铁块矿 
烧结矿、球团矿 

炼焦

焦炭 

炼钢块矿 
生铁 

废钢 

钢水 

热轧、冷轧、冷拔、锻压、挤压、旋压等 

初轧开坯 

钢坯 

连铸坯 钢锭 

热压延、冷压延加工 

图 B.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项目主要生产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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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至钢厂水处理站 

生产用水 生活及消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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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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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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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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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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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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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
外
精
炼
用
水

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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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水
循
环
冷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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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

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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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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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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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铸
废
水
净
化
处
理
站

转
炉
一
次
烟
气
洗
涤
废
水
净
化
处
理
站

728 

273 455 

175 26 41 31 375 

40 40 

4389 800 1020 900 

4214 774 979 869 

处理后回用或外排45（实测）

图 B.2   某炼钢厂水量平衡图（t/h） 

175 损失 31损失 41损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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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粉及其他 

辅料 49.32 

除尘及烧损 

6.1 

烧结车间 外供烧结矿 0.695 

烧 结 矿

42.525 

球团矿 

1.26 

焦炭 

15.88 

白云石 

0.12 

上料  总量 59.785 

喷煤 

3.29 

高炉 
瓦斯灰、除尘灰 

0.785 

高炉煤气 

27.465 

干矿渣、水冲渣 

11.44 

铁水 22.385 

其中外供 9.69 

送 铸 管 铁 水

12.695 

废钢 

0.042 

合金 

0.013 

入库管 10.345 

废管、残铁 

2.405 

图 B.3  某钢厂炼铁物料平衡图（10
4
t/a） 

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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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精矿粉 杂矿粉 石灰石、白云石 无烟煤（碎焦） 生石灰 

破碎 

筛分 

破碎 

称        量        配        料 

一次混料 

二次混料 

布料 点火 

机尾电除尘器 
机尾

烟囱

烧结 

机头电除尘器 整粒 

筛分 引风机 

机头烟囱 冷却 

噪声、粉尘 

粉尘 

回收 

粉尘 

含 

尘 

废 

气 

烟道灰 

除尘灰 

烧结烟尘 烧结矿

煤气

烧结矿（产品）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 

一氧化碳、尘、二噁英类 

图 B.4   某烧结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噪声、粉尘 

噪声、粉尘 

粉尘 

粉尘 

噪声

噪声 

轧钢氧化铁皮 含铁尘泥 

烟（粉）尘

返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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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精矿 溶剂、燃料 黏结剂 

称  量  配  料 

混料 烘干混料

布料 

生球筛分 

造球 

筛分 

干燥 

均热 

焙烧 

预热 

冷却 

竖
炉
焙
烧 

水分正常 水分过大 

小球返回 

皮带输送 

成
品
运
至
高
炉 

返
矿
运
至
烧
结 

 

图 B.5  某球团焙烧工艺流程示意图 

颗粒物 颗粒物 

颗粒物、噪声

噪声 颗粒物、噪声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一氧化碳



HJ/T404-2007 

 35
 

焦炉煤塔 

焦炉 

集气总管 

初冷器 

电捕焦油器 

鼓风机 

脱硫装置 

脱氨装置 

终冷塔 

脱苯装置 

粉碎机配煤槽 

熄焦 

破碎筛分 

储运设施 

焦油氨水 

澄清槽 

焦油储槽 

蒸氨塔 

再生器 

煤尘 

焦炉烟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黑度

干法：焦尘 

湿法：含尘蒸气 

焦尘 

噪声 

焦尘 

 

成品焦炭 

脱硫废液 

NH3、H2S 

氨 

焦油渣 

氨、硫化氢 

煤焦尘、荒煤气 

喷洒循环氨水 

荒煤气 

剩余 

氨水 

NH3、H2S 

酚氰废水 

沥青渣 

硫磺 

氨产品 

终冷排污水 

苯、H2S、 SO2、NOx、苯并（a）芘 

粗苯 

循环洗油 

再生器残渣 净煤气 

图 B.6  某炼焦及煤气净化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炼焦煤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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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料 系 统 除尘系统 

烧结矿 球团矿  焦炭 石灰石 白云石 粉尘 

高炉 重力除尘器 

热风炉 铁水 炉渣

湿式

除尘

系统

煤气

洗涤

水处

理系

统

高炉煤气 

高
炉
瓦
斯
灰

高
炉
煤
气

净
化
后
废
水

高炉

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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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机 水冲渣混合 

煤气 

空
气

SO2、烟尘、 

CO、NOx 
送
炼
钢

铁
块

烟
尘
、
废
水

水
渣

冲
渣
废
水 高

炉
瓦
斯
泥

图 B.7  某炼铁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荒煤气 
或进干式除尘系统 

干式除 

尘系统 

富氧喷煤 

烟尘 烟尘

焦丁 天然块矿 

冷
却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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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 炭粉 铁合金 生铁 废钢 

70t Consteel 电炉 

70tLF 精炼炉 

4 流连铸机 

连铸坯 

废钢处理间（采取电炉一次烟

气余热预热废钢） 

萤石 

喂丝机 
电炉钢水 

粉(烟)尘、NO2、噪声、渣 

精炼钢水

粉(烟)尘、NO2、SO2、 

氟化物、噪声、渣 

废水（SS、油）、噪声、渣 
废钢 

图 B.8   某电炉炼钢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氧气

冷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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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尘 

废钢 高炉铁水 散状料 铁合金 

废钢间料槽 

顶吹 O2 

底吹 N2/Ar 

混铁炉 

铁水脱硫 

地下料仓 

炉顶料仓 高位料仓 

烘烤 

加料系统 下料系统 

炼钢转炉 

烟气净化系 

统(湿式) 渣罐 钢水罐 旋转溜槽 

煤气洗 

涤水处 

理 

炉渣间 精炼装置 

煤气柜 钢渣处理 连铸机 

连铸坯 
污泥脱水送烧结 

废钢 

烟尘 

石灰、萤石 铁合金 

脱硫剂 

烟尘 
脱
硫
渣

粉
尘

放散煤气、烟气 

钢
水

炉
渣

回
收
煤
气 

处
理
后
废
水 

精炼渣 

排污水 

废水、氧化铁、油 

钢水 

烟尘 

图 B.9  某转炉炼钢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废水 

粉尘 

粉尘

烟尘 

冷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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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0  某钢压延加工（轧钢）生产工艺流程及污染分布图 

噪声

圆钢

连铸坯 

上料台架 

上料辊道 

飞剪切头(尾) 

台架上冷检查 

加热炉加热 

中轧机轧制 

冷剪切定尺 

短尺剔出 

成品分段飞剪 

冷床冷却 

粗轧机轧制 

飞剪切头(尾) 

热 检 查 

控制水冷 成品称量 

打  捆 精轧机轧制 

入  库 

计数分离 

噪声 

废气：SO2  

烟尘、NOx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废水：油

废水：氧化

铁皮、油

螺纹钢

含油及悬浮物废水 

含油及悬浮物废水 

噪声

氧化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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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  某炼钢厂 LF/VD 炉电除尘系统工艺流程图 

 
 
 
 
 
 
 
 
 
 
 
 
 
 
 
 

 

 

图 B.11 某炼钢厂混铁炉、脱硫除尘工艺流程图 

混铁炉 脱硫站 脱硫站 

除尘器 风 机 

 

扒渣脱硫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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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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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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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铁 

出铁 

除尘设施 

风    机 

 

LF/VD 炉 

高位料仓阀 

合金料仓 

合金料 

脱硫烟气 

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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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3  某炼钢厂转炉煤气（一次烟气）洗涤废水处理和闭路循环利用工艺流程图 

 
 

 

图 B.14  某炼钢厂连铸二次冷却及冲铁皮沟废水处理和闭路循环利用工艺流程图 

转炉一次烟气二级 

文氏管洗涤塔 

粗颗粒分离器 斜板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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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冶金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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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沉淀池 

平流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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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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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油池 废油回收利用 

氧化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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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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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 

污泥脱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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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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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
饼

回收利用 

生产废水 

水回用 



HJ/T404-2007 

 42 

           

 

钢 
水 

混铁炉、铁水脱硫 

烟气除尘器 

脱硫、扒渣 高炉铁水 混铁炉 熔剂加料系统 

高压静电除尘器 

转炉二次烟气 

除尘系统 

顶底复吹转炉 转炉一次烟气湿 

法洗涤净化系统 

铁合金加料系统 

转炉一次烟气洗涤废

水净化处理站 

烟(粉)尘 

炉外精炼炉（LF） 

真空钢包精炼炉（VD） 

方坯连铸机 

轧钢厂 

连铸废水净化处理站 

吹 氩 站 

散装料系统 

除尘系统 

 

煤气柜 

底 渣 车 

回收站 

VD 炉废水净化处理站 

烟(粉)尘 

烟(粉)尘 

烟(粉)尘 粉尘 粉尘 

烟 
 (粉)
尘 

澄清

水 

污水 

转炉烟气放散点火 

图 B.15   某炼钢厂(转炉炼钢)监测点位示意图 

排气 排气 
排气 

排
气 

废气监测点位 
   废水监测点位 

钢水 

烟
气 

合格煤气 

钢水 钢坯 

排放污水 

排放污水

排放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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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参考表 

下列表格仅供参考，不代表全面，应用时应结合实际。资料性附录 C 由表 C.1～表 C.30

共 30 个参考表组成。 

主体工程建设情况表见表 C.1    

主要环保设施建成情况表见表 C.2    

主要原料、燃料和动力消耗量统计表见表 C.3    

生产系统废气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见表 C.4    

生产系统废水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见表 C.5    

噪声源及其控制措施见表 C.6    

固体废物来源及排放情况见表 C.7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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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主体工程建设情况表 

工程主要设备初步设计 

生产系统 序号 生产工序及设备名称 数量 
工程实施情况 

1   

2   

3   

4   

   

 

   

1   

2   

3   

4   

 

   

    

 

注：工程实施情况与初步设计比较 

 

表 C.2 主要环保设施建成情况表 

类别 设施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要求 

（台数） 

初步设计 

（台数） 

实际建成 

（台数） 
备注 

     

     

     

废气处 

理设施 

     

     

     

     

废水处 

理设施 

     

     噪声防 

护设施      

     
绿化 

     

渣场防 

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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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主要原料、燃料和动力消耗量统计表 

序号 名称 单位产品耗量（t/a） 年用量（t） 主要来源 

1     

2     

3     

4     

  
  

 

  
  

 

 

表 C.4   生产系统废气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 

工程初步设计 

序号 污染源名称 
排气筒高度 

（m） 
污染治理措施 

主要 

污染物 

工程实 

施情况 

1     

2     

3     

4     

     

     

 

注：工程实施情况与初步设计比较 

 

表 C.5   生产系统废水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 

工程初步设计 

序号 污染源名称 污染治理措施 

主要 

污染物 

工程实 

施情况 

1    

2    

3    

4    

    

    

 

注：工程实施情况与初步设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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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噪声源及其控制措施 

工程初步设计 

序号 车间或工段 噪声控制措施 
工程实施情况 

  

  1  

  

  

  2  

  

    

    

 

注：工程实施情况与初步设计比较 

表 C.7  固体废物来源及排放情况 

工程初步设计 

序号 固体废物名称 分类 处理方式 
工程实施情况 预计排放量 

1      

2      

3      

      

      

      

注：工程实施情况与初步设计比较 

表 C.8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执行标准限值 

污染源 污染物 
标准来源* 

排气筒高度

（m） 

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
3
） 

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注：标准来源列出标准号及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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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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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物   

SO2      

   

   

      

   

   

      

   

注：标准来源列出标准号及标准名称。 

表 C.10  废水排放标准 

执行标准  

GB13456《钢铁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源 污染指标 

单位 标准值 

pH —  

悬浮物 mg/L  

挥发酚 mg/L  

氰化物 mg/L  

COD  mg/L  

石油类 mg/L  

六价铬 mg/L  

氨氮 mg/L  

锌 mg/L  

   

废水排口 

   

 

表 C.11 厂界噪声标准 

标准 类别 验收评价因子 标准值〔dB（A）〕 

昼间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等效声级 Leq（A) 

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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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2  污染物排放指标总量控制值（指标） 

污染物种类 污染物名称 项目总量控制指标*（t/a） 

废气总量  

烟（粉）尘  废气 

二氧化硫  

废水总量  

COD   

石油类  
废水 

氨氮  

固体废物   

*以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为依据。 

表 C.13   现场监测仪器一览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及编号 监测因子 测量量程 分析方法 
     

     

     

表 C.14  验收监测期间主要原料、燃料和动力消耗情况 

单耗（kg/t·产品） 年消耗量（t/a） 
原料名称 

实际 设计 实际 设计 

实际耗量与设 

计耗量之比例 

      

      

      

      

      

      

 

表 C.15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统计表 

日期/时间 
实际产量 

（t/d） 

设计产量 

（t/d） 

生产负荷 

（％） 
备注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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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6  除尘设备监测结果 

         项目 

设备名称 
频次 

测试 

位置 

标干烟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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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出口    
 

进口    
三 

出口    
 

进口    
四 

出口    
 

进口    
五 

出口    
 

进口    

废气处理装置 

六 
出口    

 

进口     
大值 

出口     

     

标准值     

     

 

表 C.17  烟气脱硫净化系统二氧化硫监测结果 

        项目 

设备名称 
频次

测试 

位置 

标干烟气量 

(m
3
/h) 

二氧化硫浓度 

(mg/m
3
)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脱硫效率

(%) 

进口    
一 

出口    
 

进口    
二 

出口    
 

进口    
三 

出口    
 

进口    
四 

出口    
 

进口    
五 

出口    
 

进口    

 

六 
出口    

 

进口     
大值 

出口     

      

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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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8  某生产系统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污染物      项目 

 

设备名称 

频次 测试位置 标干烟气量(m
3
/h) 浓度 

(mg/m
3
)

排放速率 

(kg/h) 

净化效率 

(％) 

进口    
一 

出口    
 

进口    
二 

出口    
 

进口    
三 

出口    
 

进口    
四 

出口    
 

进口    
五 

出口    
 

进口    

废气处理装置 

六 
出口    

 

进口     
大值 

出口     

      

标准值及设计指标     

     

 

表 C.19  生产车间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采样 

地点 

            监测项目 

采样时间 

 

 

 

           

   

   

   

   

 月  日

大值   

   

   

   

   

 

月  日 

大值   

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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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0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统计指标  监测时间 监控点 1＃ 监控点 2＃ 监控点 3＃ … 

     

     

     

小时浓度 

范围值 

（mg/m
3
） 

     

     

     

     

小时浓度 

大值 

（mg/m
3
） 

     

标准值 

（mg/m
3
） 

     

超标率 

（%） 
     

表 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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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表 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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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范围（mg/L）      

日均值（mg/L）      

标准值（mg/L）      
 

超标率（%）      

       

       

*表示可增加其他废水排放放口监测结果，也可根据监测项目情况设计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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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3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单位：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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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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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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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5   厂界及环境敏感目标噪声监测结果 

实测值 

LeqdB(A) 

标准值 

LeqdB(A) 点位名称 

  月  日   月  日 
类别 

编号 监测点位置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      

2      

3      

      

厂界 

噪声 

      

  

1      

2      
3      
      

环境 

噪声 

      

  

 

表 C.26    固定污染源废气排放连续监测设施的参比评价 

连续监测设施类型 参比测试项目 参比方法 频次 
烟尘烟气排放 
连续监测系统 

  与排放口 
监测同步 

 

 

表 C.27  质控样测定结果评价表 

序号 质控项目 
标准值及不确定度 

（mg/L） 

测定结果 

（mg/L） 
结果评价 

1     

2     

3     

     

     

加标实验及其他质量控制结果评价可参考此表另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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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8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 

项目 
产生量 

（含新建部分） 

削减量 

（含新建部分）

处理前 

排放量 

实测 

排放量 

总量控 

制指标 

废气量      

颗粒物      

粉尘      

SO2      

      

废 

气 

      

废水量      

COD       

石油类      

氨氮      

      

废 

水 

      

说明：①废气排放总量以 24h/d 计， 各生产系统按年实际生产时间计； 
②废水排放总量以 365 天/a，24h/d 计，各生产系统按年实际生产时间计。 
③对新建项目，参考此表对其参数进行调整。 

 
 

表 C.29 公众意见调查表 

性别  年龄 
30岁以下 30-40岁 40-50岁 50岁以

上 
职业及职务  您的文化程度  
居住地址  方位 距离 
项目基本情

况 
 

本工程施工期间是否因与周边居民发生过

纠纷 
有 没有 不清楚 

本工程试生产期间是否与周边居民发生过

纠纷 
有 没有 不清楚 

本工程施工期间是否出现过扰民现象 有 没有 不清楚 
本工程试生产期间是否出现过扰民现象 有 没有 不清楚 
工程产生的废水对您的生活、工作是否有影

响 
有 没有 不清楚 

工程产生的废气对您的生活、工作是否有影

响 
有 没有 不清楚 

工程产生的噪声对您的生活、工作是否有影

响 
有 没有 不清楚 

工程产生的灰渣等对您的生活、工作是否有

影响 
有 没有 不清楚 

调查内容 

您对该公司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满意程

度 
满    
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备注 
a) 扰民与纠纷的具体情况说明； 
b) 公众对项目不满意的具体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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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0  环境影响评价意见及批复检查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意见及批复要求 建成落实情况 说明* 

   

   

   

   

   

   

   

   

   

   

说明*：①公众对该项目环保措施的满意程度： 

②环境污染事件、扰民事件、厂与民的环境纠纷情况调查； 

③其他与项目有关的情况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