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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项目由来

厦门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存在本岛拥挤、岛外稀少，旧城密集、新区不足等不

合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医院分布总量上，各区发展不均衡，优质

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本岛，尤其是思明区医疗机构总床位约占全市的比例为 51.35%，

远超过其它区；而集美区、同安区远低于厦门市平均水平。二是在医疗水平上，岛

内外医疗服务水平差距大。

此外，厦门市现有中心血站紧邻中山医院，用地面积 2900m2，建筑面积

6000m2，血站为八十年代建筑，目前厦门市中心血站已经面临着空间规模不足的问

题，难以满足目前采供血量、业务项目拓展及岛内外协同抗灾救险的需求。同时缺

乏急救车辆的洗消中心，无法满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清洗消毒工作需求。

在此背景下，根据《厦门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2020-2035），计划将血站分

中心、洗消中心与杏林医院同步规划建设，由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建设单位

开展该项目的建设。目前，项目已列入 2020年第三十三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

计划（详见附件 1：厦发改投资［2020］455号）。目前项目已于 2021年 12月 21

日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见附件 2，预审选字第 350200202100362

号）；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21年 12月 22日取得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

（附件 3：厦发改审批[2021]326号）；2021年 12月 22日取得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关于汇总核发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中心项目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相关

手续的批复（附件 4：立项用地[2021]第 416号）。

本项目选址位置在集美杏林片区，分两个院区，北院区为原杏林医院老院区，

即月浦路和高浦路交叉口西北角，南院区位于月浦路和高浦路交叉口西南角的预留

医疗用地。项目总投资（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费和土地使用成本）为

150709.67万元，项目建设资金由厦门市财政统筹解决。项目总用地面积 85378m2，

新建建筑面积 147554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0960m2，地下建筑面积 76594m2；普

通病房改造为负压病房面积 6500m2（含地下结构加固）。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科

研楼、门诊医技楼、住院楼、教学/行政/宿舍楼、报告厅、污水配电楼、血站分中

心及地下室；1号楼病房改造为负压病房及地下室结构加固。杏林医院规划总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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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1000床，采取“一次规划，分期实施”方式建设，已建 300床，本期扩建 500

床，同时考虑预留远期 200床规模的规划发展用地。

本环评评价内容包括地下室建设内容和地面的建设内容，放射性建设内容除外。

项目涉及的核磁、X光机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应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号），建设单位需另行委托

有特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评价，报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项目主要环境问题

环评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施工期间和运营期间的大气、水、噪声及固废等的

影响，其中施工期间主要来自土地开挖、土建、装修等施工产生的噪声、固废、大

气等环节影响；运营期间主要来自污水处理站 NH3、H2S、臭气和食堂油烟等排放

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医院设备噪声对周边敏感点和本项目区内病房楼办公

楼等的影响，医院污水排放对地表水环境和污水处理站的影响，医疗垃圾等危险废

物的安全处置等。

三、评价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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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国务院令第 682号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有关要求，需对项目建设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本项目属于社会服务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四十九、卫生 84-108、医院 841；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站）8432；妇幼保健院（所、站）8433；急救中心（站）服务 8434；采供血

机构服务 8435；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842”类别，因此本项目环评类别属于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范畴，见表 1。

表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节选）

环评类别

项目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登记表

四十九、卫生 84
108、医院841；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站）8432；妇幼保健院

（所、站）8433；急救中心

（站）服务8434；采供血机构服

务8435；基层医疗卫生服务842

新建、扩建住院床位

500张及以上的

其他（住院床位20张
以下的除外）

住院床位20张以下

的（不含20张住院

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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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建设单位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22年 2月 15日（附件 5：委托书）

委托绿益环保（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我单位接受委托后，进行了现场踏勘及环境现状调查等方面工作，

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和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对项目建设可能

对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预测和评价，提出相应的预防或

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编制完成了《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供建设单位上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研究有关国家

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规划、功能区划、技术导则、相关标准、建设项目等相关的技

术资料；初步的工程分析：明确建设项目的工程组成、主要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区的环境现状调查；明确评价重点；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进一步进行环

境现状调查、监测并开展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根据源强和环境质量现状进行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提出减少污染和生态影响的环境管理和工程措施，分析方

案的合理性；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段，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资料、

数据，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确定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给出评价结论和提出进一步减缓

环境影响的环境保护措施与建议，收集建设单位公众参与说明并进行汇总，完成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具体流程见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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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图

四、分析判定情况

（一）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年修订）》，拟建项目符合：“第一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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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类、三十七、卫生健康中的：5、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集美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和《厦门市医疗卫生规划》，本项目选址合理，

建设项目的总平面布置及内部功能布局合理，环境保护措施也进行了合理安排。

（二）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集美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厦门集美区发展定位：围绕建设厦门市新

中心城区，打造新市区、产业区、文教区、陆路港“三区一港”四个平台。空间结构：

“一心两区四片” 的结构，一心：即集美新城核心区；两区：即生态保护区和城市

建设区；四片：即城市建设区内四大功能片区，包括集美片区以文教科研、旅游、

居住功能为主；杏林片区以居住、商业、物流功能为主；灌口片区以产业、居住功

能为主；后溪片区以居住、商贸、产业功能为主。

项目选址于厦门市集美杏林片区，根据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预审选字

第 350200202100362号），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地，项目选址符合集美区土地利

用规划要求。

（三）三线一单符合性

（1）生态保护红线

项目选址于厦门市集美区杏林，不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

护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等法律法规禁止开发建设的区域。因此，项目建设符合生

态红线控制要求。

（2）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4.2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常规监测站点 2020

年 SO2、NO2、CO、PM10、PM2.5、O3等六项污染物监测数据，判定项目所在区域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根据收集的监测资料和补充监测结果，评价范围氨、硫化氢均

符合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评价范围内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项目各场界可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项目区域声环境现状质量良好。

项目各地下水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均能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中的Ⅲ类水质标准，

地下水水质现状良好。

北院区医疗废水、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南院区和血站分中心

医疗废水、生活污水拟经各自新建污的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经市政污水管网进

入杏林水质净化厂深度处理；根据大气和声环境预测结果，项目废气各污染物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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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治理有组织排放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排放噪声能符合场界噪声标准要求。

因此，项目建成后，所在地区环境空气及声环境质量能够满足相应的环境功能区划

要求，不会对区域环境质量底线造成冲击。

（3）资源利用上线

土地资源：改扩建项目使用已划拨使用的医院用地；

水资源：项目生活、医疗用水取自自来水，由区域供水系统提供，医疗废水、

生活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能源：项目生产设备主要利用电能，由市政供电系统供应；

项目运营过程中消耗一定的水、电等资源，项目资源消耗量占区域资源利用总

量较少，没有突破区域资源利用上线。

（4）环境准入清单

项目属于 Q84卫生行业，项目所在位置属集美区杏林街道、杏滨街道城镇发展

区，根据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的《厦门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1年）》，其符

合性分析见（见表 3.11-2及表 3.11-3），项目建设位置及建设内容符合生态环境准

入要求，不属于环境功能区划中的负面清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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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书的主要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施工期：主要关注场地开挖过程产生的扬尘以及车辆运输废气、扬尘等，应通

过设置围挡和喷灌装置洒水降尘。

运营期：①根据预测计算结果，本项目污水站所排放的 NH3和 H2S等恶臭废气

经处理排放后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②北院区科研楼、南院区和血站分中

心化验室、病理科、实验医学科设置通风柜，一些需要消化处理、会产生少量的酸

性气体的操作在通风柜中进行，少量气溶胶废气通过医用专用消毒通风柜处理后排

放，不会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造成明显影响；③本项目食堂油烟经净化效率不低于

85%的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经专用烟道楼顶排放，可以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GB18483-2001）标准限值（2mg/m3）的要求，不会对当地大气环境产

生影响；④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经引风机引至所在住院楼裙楼排放，对周围环境空

气质量影响较小；⑤在保证换气通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车库汽车尾气排放对周边

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2）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施工期：挖方及基建过程中大型机械同时作业噪声会对北院区现有病房、曾营

社区、悦美筼筜、基督教高浦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高浦社区、金博水岸、

吴仔尾、杏花苑和祥业小区等有一定影响，应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并设置围挡。减

少机械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

运营期：医院的各高产噪设备经过相应噪声治理后，昼间、夜间各场界噪声均

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在医院地块内面向道路一侧的窗户应设置加装隔声等级为低限标准

（40dB(A)≤Rw+Ctr﹤50dB(A)）的隔声窗，增强隔音效果，可使其室内噪声满足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中对医院室内的允许噪声级要求。项

目住院病房区主要设置于南院区西北侧，其中受南浦路交通影响较明显，故临北面

道路一侧病房，应做进一步降噪措施，如低层区（1层）外围种植高大茂密的乔木，

以达到一定程度的防尘、降噪的效果，2-12层区提高加装隔声等级为高要求标准

（45dB(A)≤Rw+Ctr﹤55dB(A)）的隔声窗，增强隔音效果，确保为医院营造一个良

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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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施工污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来源于施工人员的粪便、洗涤等。施工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就近接入南院区北侧月浦路的污水管网，生产废水经沉淀、

隔油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

运营期污水包含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全部进入院区污水处理站，北院区废水

经“预消毒+二级处理+消毒工艺”处理后，排放的水质可以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1排放标准；南院区及血站分中心废水经过二级

生化处理、消毒处理后，排放的水质可以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表 2中预处理标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接入杏林水质净

化厂处理。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施工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建筑垃圾及建筑工人的少量生活垃圾以及部分废弃

土石方。挖方量大于填方量，多余弃方结合杏林片区及周边工程建设统一调配。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按日清运处理。装修过程中油漆废料等属于危险废物，

应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公司进行处理。

本项目医疗废物暂存点均位于一层，检验科化验室废液、实验室器皿洗涤废水

作为危险废物分类存放，且定时清理，医疗垃圾暂存点地面和墙角防渗设施符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修改单（GB181222.33-2001）的相关要求，并

由专用医疗废物运输车送至资质单位处置。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后，医疗废水处理

系统污泥经消毒后送有资质的单位处理。项目通过在医院内病区、科室和医疗废物

暂存区之间规划废物指定转运路径，以缩短医院内废物通过病区与其它清洁区的路

线，使用专用的手推车将废物袋（箱）封装后运至医疗废物暂存区。建设单位应建

立医疗废物管理的规章制度，采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医疗废物应妥善处理处

置，不直接对外排放。危废转移单位应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对转移危废进行核算登

记，并通过规定转移路线及安全转移至指定处置地点，禁止直接中途装卸及转运。

项目建设后按要求通过省固废系统完成危险废物申报和管理计划备案。

（5）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营运期正常工况下，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均可满足相关标准防渗效果

要求，因此在正常状况下，项目运营基本不会对地下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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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已基本按照地下水重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落实了地下水分区

防渗措施，将有效截流各项污染物，避免污染物进入地下水环境，缓解项目对地下

水水质环境的污染，并注意加强运营管理和日常监控巡查，一旦发现防渗层破损，

应立即组织防渗层的修补工作。综上所述，本项目在做好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前

提下，对地下水环境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6）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改扩建项目主要危险物质为运营过程使用的乙醇、过氧乙酸、盐酸、甲醛、次

氯酸钠等有毒有害化学品，储存比较分散，药房、检验科、病理切片、手术室、住

院等各科室均有不同种类的危险化学品存在，不存在重大风险源。可能发生的环境

风险包括物质泄漏和火灾引发的次生/伴生污染。

项目大气敏感目标主要为周边居民区，最近敏感目标为西侧 3m处的曾营社区、

东侧紧邻的基督教高浦堂、东侧 3m处的老年活动中心。项目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

障时，对其会造成一定影响。

项目周边无地表水敏感目标。项目发生物质泄漏或火灾事故废水排放时，可依

托院区现有及新建的事故应急管通过重力流接入事故应急池，且事故应急池容积较

大，足以接纳事故废水，故项目对于地表水环境产生的风险是可控的。

项目污水处理站若防渗失效，污染物质渗入地下水，将对项目所在地周围地下

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只要项目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本项目运营期的环境风险是区域环境可接受的。

（7）公众参与调查结果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 4号）等法律

法规要求，对项目进行两次网络、登报、张贴公示等方式进行公开建设项目内容及

征求周边群众意见，对从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看，未收到公众对项目相关意见

（具体项目“公众参与说明”文本内容），因此，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认为无人持

反对意见，大多数公众支持对项目的建设。

（8）总结论

本评价认为：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建设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效益，该项目的建成将丰富厦门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对于完善厦门市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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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将有积极的意义。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在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情况下，

大气污染、水污染物、噪声可实现达标排放，各类固体废物可得到妥善安全处置，

环境风险可得到有效控制，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

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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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总则

1.1编制依据

1.1.1国家环保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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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2017年 10月 1日起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01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正版），全国

人大常委会，2020年 4月 29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2月 29日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28日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月 1日）；

（1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49号，2016年 2月 26日修订）；

（1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005年 12月 1日实施）；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 6月 29日修正）。

1.1.2国家规章、政策及规划

（1）《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第 39

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

（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年修订）；

（4）《关于加强城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

〔2008〕70号）；

（5）《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境保护

部，环发〔2012〕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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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环发〔2012〕98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07]64号）；

（8）《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办

[2012] 134号）；

（9）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当前环境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环

办〔2013〕86号）；

（10）《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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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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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厦门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厦府〔2015〕325号）；

（14）《厦门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厦府（2016）405号）；

（15）《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 4号，2019年 1月 1

日实施）；

（16）《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文，

2005年 7月 2日）；

（17）《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2003]287号，2003年 10月 10日）；

（18）《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

（19）《关于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的意见》（国经贸资源[2000]1015号，2000

年）；

（20）《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21）《关于加强环保审批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通知》（环办函[2006]394

号）；

（22）《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12]194号，

2012.1.31）；

（23）《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 380号）；

（24）《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年 8月 14日，（卫生部令

http://www.sdpc.gov.cn/hjbh/hjjsjyxsh/t20070831_1569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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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号）；

（25）《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号，2015年 6月 5

日施行）；

（26）《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

[2015]4号）；

（27）《关于印发建筑工地施工扬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建办督函

〔2017〕169号）；

（28）《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环发

[2011]19号）；

（29）《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 1999年第 5号令；

（30）《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380号， 2003年 6月 16日实施；

（31）《关于加强实验室类污染环境监管的通知》，环办，[2004]15号；

（32）《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4号，2004年 11月 12日实施。

1.1.3地方环保法规及文件

（1）《厦门市环境功能区划》（第四次修订）厦门市政府[2018]280号文批复；

（2）《厦门市生态功能区划》；

（3）《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4）《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2021年 7月 1日起施行；

（5）《厦门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厦府[2015]325号

（6）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餐厨垃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闽政办[2013]45号）；

（7）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闽政办[2015]102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8）《福建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闽政[2015]26号）；

（9）福建省环境保护厅、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科技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实

验室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闽环保控[2010]3号）；

（10）《厦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厦建工〔2015〕36号）；

（11）《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控制扬尘污染的通告》（厦府[2003]61号，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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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2003年 3月 25日

（12）《厦门市城市扬尘防治工作方案》，市建设局，市环保局；

（13）《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厦府办[2021]96号；

（14）《提升厦门市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水平若干措施》（厦建工〔2012〕

51号）；

（15）《福建省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导则（试行）》（闽建建〔2016〕

17号）；

（16）《关于加强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的意见》闽建建[2014]21号；

（17）《关于强化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的通知》闽建电[2017]21号；

（18）《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和施工现场污水排放管理工作的意

见》闽建建[2016]22号。

（19）《厦门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1年）》厦环规（2021）1号。

1.1.4技术导则及相关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T 2.3-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 2.4-2009）；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11）；

（7）《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

（8）《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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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公告

2013年第 36号）

（11）《医院污水处理设计规范》CECS07：2004；

（12）《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29-2013）；

（13）《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

（14）《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 第

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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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相关文件

（1）《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杏林医院历年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评批复及验收意见；

（3）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4）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技术资料。

1.2评价因子

1.2.1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可分为施工期和运营期两部分。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是暂时

的，影响时间短；运营期对环境的影响周期较长，贯穿于整个运营期。

拟建项目施工期土建施工作业、人工作业和设备安装作业等产生施工扬尘、废

水、施工垃圾和噪声等。项目运营期将产生医疗污水、污水处理站臭气、检验科废

气、带病原微生物的气溶胶废气、一般固体废物、医疗废物和噪声等污染，对周围

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根据项目特点及周围环境情况，确定环境影响要素详见下表。

表 1.2-1 环境影响要素识别表

工程阶段 环境空气 水环境 声环境 生态环境 社会环境

施工期 ■ □ ■ ● ●

运营期 ● ● ● ○ ●

注：○表示基本没影响，□表示影响程度较小，●表示有一定影响，■表示影响明显。

1.2.2评价因子筛选

根据工程分析、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要素的特征，确定评价因子详见下表。

表 1.2-2 评价因子一览表

类别 环境要素 评价因子

环境质量现

状评价

大气环境 SO2、PM2.5、PM10、NOX、NH3、H2S

环境噪声 等效声级 Leq

地下水

pH值、氨氮、亚硝酸盐、挥发酚、氰化物、汞、铬（六

价）、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硫酸盐、氯化物

和总大肠菌群共 13项

项目污染源

评价

废气污染源 颗粒物、NH3、H2S、NOX、SO2、CO、油烟

废水污染源
pH、SS、CODCr、BOD5、氨氮、总磷、动植物油、粪大肠

菌群、总余氯

噪声源 等效连续 A声级 Leq

固废污染源 一般固废、医疗废物、生活垃圾

环境影响预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NH3、H2S、臭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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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分析与评

价
水环境影响预测分析 pH、CODCr、BOD5、氨氮、SS、粪大肠菌群

声环境影响预测 等效连续 A声级 Leq

固废环境影响分析 一般固废、医疗废物、生活垃圾

环境风险评价 病原微生物，有毒、易燃易爆化学品

总量控制
废水污染物 COD、氨氮

大气污染物 /

1.3环境功能区划及评价标准

1.3.1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位于厦门市集美区。根据厦府[2018]280号文批复实施的《厦门市环境功

能区划》（第四次修订版）、《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修编）（2011～

2020年）》（闽政[2011]45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

功能区划（厦门湾局部海域）的批复》（闽政文[2016]426号）以及厦府[2005]48号

文批复实施的《厦门市生态功能区划》，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声环境、水环境

质量功能区划及生态功能区划如下：

（1）项目所在区域规划为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具体见图 1.3-1。

（2）项目所在区域规划为 2类声环境质量功能区，具体见图 1.3-2。

（3）项目污水排入市政管网纳入杏林水质净化厂处理，处理后尾水最终纳污

海域为厦门西海域（见图 1.3-3），编号 FJ099-A-I，主导功能为航运、中华白海豚

和白鹭保护，辅助功能为旅游、纳污，水环境质量执行《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第一类标准。

（4）根据《厦门市生态环境功能区划》（见图 1.3-4），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

环马銮湾、杏林湾城市与工业环境生态功能小区（530320010），其主导功能：城

市商贸生活、工业生态环境和污染物消纳辅助功能：城市交通干线视阈景观、旅游

生态环境。

1.3.2评价标准

1.3.2.1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

项目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功能区划分为二类，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中的二级标准。其中氨、硫化氢评价标准

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附录 D其他污染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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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浓度参考限值。项目所在区域应执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部分限值见表 1.3-1。

表 1.3-1 项目所在区执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部分限值

污染物名称 平均时间 二级标准 单位 标准来源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 70

μg/m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

改单

24h平均 150

PM2.5
年平均 35

24h平均 75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24h平均 80

1小时平均 200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60

24h平均值 150

1小时平均值 500

一氧化碳（CO）
24h均值 4.00

mg/m3

小时值 10.00

臭氧（O3）
日最大 8小时平均值 160

μg/m3

小时值 200

氨 一次值 0.2 mg/m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大气环境》附录 D硫化氢 一次值 0.01 mg/m3

（2）地表水环境

项目污水排入市政管网纳入杏林水质净化厂处理，处理后尾水最终纳污海域为

厦门西海域，编号 FJ099-A-I，主导功能为航运、中华白海豚和白鹭保护，辅助功

能为旅游、纳污，水环境质量执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一类标准。

详见图 1.3-3，具体标准值见表 1.3-2。

表 1.3-2 《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摘录）

项目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水温
人为造成水温上升夏季不超过当时当地

1℃，其他季节不超过2℃
人为造成水温上升不超过当时当地

4℃

pH 7.8-8.5同时不超过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

的0.2pH单位

6.8-8.8同时不超过该海域正常变动

范围的0.5pH单位

DO＞ 6 5 4 3

COD≤ 2 3 4 5

无机氮≤ 0.20 0.30 0.40 0.50

活性磷酸盐≤ 0.015 0.030 0.030 0.045

硫化物≤ 0.02 0.05 0.10 0.25

（3）地下水环境

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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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应执行的部分标准限值见表 1.3-3。

表 1.3-3 地下水应执行的环境质量标准部分限值 单位：mg/L

序号 污染物 标准

1 pH（无量纲） 6.5～8.5

2 氨氮 ≤0.2

3 亚硝酸盐（以 N计） ≤0.02

4 挥发性酚类 ≤0.002

5 氰化物 ≤0.05

6 汞 ≤0.001

7 铬（六价） ≤0.05

8 总硬度 ≤20

9 溶解性总固体 ≤1000

10 高锰酸盐指数 ≤3.0

11 硫酸盐 ≤250

12 氯化物 ≤250

13 总大肠菌群（个/L） ≤3.0

（4）声环境

项目所在区域为声环境质量 2类标准适用区域，场界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类区标准。

表 1.3-4 环境噪声限值单位：dB（A）

昼间 夜间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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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大气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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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声环境功能区划图



30

图 1.3-3 福建省近岸海域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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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厦门市生态功能区划图

1.3.2.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

建设项目施工期主要污染物为扬尘（颗粒物），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相关标准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具体详见表

1.3-6。

表 1.3-6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名称
排放限值

来源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mg/m3）

颗粒物 1.0 GB162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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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营运期排放的废气主要是污水处理站废气和食堂油烟、汽车尾气、带病原

微生物的气溶胶废气、检验室废气、备用柴油发电机的废气。

①北院区污水处理设施臭气经“消毒+生物除臭装置”收集处理、南院区及血

站分中心污水处理设施臭气经“生物除臭装置”收集处理后各自经排气筒排放，排

气筒高度分别为 15m（整改后）、25m、25m，有组织排放臭气执行《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标准，污水处理站周边的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氯气、甲烷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 3污水处理

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的标准要求；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的场界浓度执

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二级“新改扩建”厂界标准值要求。

表 1.3-7 污水处理站臭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标准

废气类别 项目
排气筒高度

m

标准值

标准来源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

速率（kg/h）

无组织排放浓

度限值

（mg/m3）

污水处理

站臭气

氨/mg/m3
15 / 4.9

1.0

GB18483-2001
表 2，GB18466-
2005中表 3

25 / 14

硫化氢/mg/m3
15 / 0.33

0.03
25 / 0.90

臭气浓度/无
量纲

15 / 2000
10

25 / 6000

氯气 / / / 0.1

甲烷 / / / 1

②项目食堂油烟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具体详见表 1.3-8。

③拟建项目运营期间备用柴油发电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厦门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35/323-2018）表 1中的相关限值，见表 1.3-8。

表 1.3-8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废气类别 项目 排气筒高度 m

标准值

标准来源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

（mg/m3）

与排气筒相

对应的最高

允许排放速

率（kg/h）

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

度限值

（mg/m3）

柴油废气
SO2 20 220 2.1 0.4 DB35/323-2018

表 1NOX 20 200 0.62 0.12

食堂厨房 油烟 20～40 2.0 / / GB1848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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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

根据《厦门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5/322-2018）中“5.2.3出水排入建成运

行的城镇污水处理站（站）的排污单位，其间接排放限值按照现行国家或福建省的

相关标准执行”，施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表 4 三级标准（氨氮参考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表 1中 B等级标准），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纳入杏林水质净化

厂处理。

北院区废水由北院区已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1排放限制要求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南院区以及血站分中心

废水经拟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表 2预处理标准限值要求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总氮、总磷、氨氮参考执行《污水

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中 B等级标准，项目排水执行

标准详见表 1.3-9。

表 1.3-9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及主要污染物标准限值

污染因子
GB18466-
2005表 1

GB18466-2005
表 2预处理

GB/T31962-
2015表 1中
B等级标准

本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标准

北院区
南院区、血站分

中心

pH 6-9 6-9 - 6-9 6-9

COD（mg/L） 60 250 - 60 250

BOD5（mg/L） 20 100 - 20 100

氨氮（mg/L） 15 - 45 15 45

SS（mg/L） 20 60 - 20 60

总氮（mg/L） - - 70 70 70

总磷（mg/L） - - 8 8 8

LAS（mg/L） 5 10 - 5 10
粪大肠菌群数

（MPN/L） 100 5000 - 100 5000

肠道致病菌 不得检出 - 不得检出 -

肠道病毒 不得检出 - 不得检出 -

动植物油（mg/L） 5 20 - 5 20

挥发酚（mg/L） 0.5 1 - 0.5 1

总汞（mg/L） 0.05 0.05 - 0.05 0.05

总砷（mg/L） 0.5 0.5 - 0.5 0.5

总氰化物（mg/L） 0.5 0.5 - 0.5 0.5

总α（Bq/L） 1 1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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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因子
GB18466-
2005表 1

GB18466-2005
表 2预处理

GB/T31962-
2015表 1中
B等级标准

本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标准

北院区
南院区、血站分

中心

总β（Bq/L） 10 10 - 10 10

总余氯（mg/L） 0.5
消毒接触池接触

时间≥1h，出口

总余氯 2-8mg/L
- 0.5

消毒接触池接触

时间≥1h，出口总

余氯 2-8mg/L
（3）噪声

运营期项目场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2类区标准，即：昼间≤60dB（A）、夜间≤50dB（A）。

表 1.3-1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单位：dB（A）

声环境功能区类型 位置 昼间 夜间

2 类 四周场界 60 50

（4）固体废物

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处置执行（建设部 2005号第 139号令）《城市建筑垃

圾管理规定》。

运营期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暂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修

改单（GB18597-2001）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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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 1日起实施）要求相关规定；生活垃圾的贮存处理按照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03）中的要求进行综合利用和处置。

栅渣、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属危险废物，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本项目

污水处理站污泥及化粪池清掏前应进行检测，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4的要求。

表 1.3-11 本项目污泥控制标准

医疗机构类别
粪大肠菌群数

/MPN/g 肠道致病菌 肠道病毒 结核杆菌
蛔虫卵死亡率

/%
传染病医疗结构 ≤100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 >95

综合医疗机构和其

他医疗机构
≤100 — — — >95

1.4评价工作等级和评价范围

1.4.1地表水环境

（1）评价工作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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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的水污染影响型建

设项目评价等级判定，详见下表 1.4-1。

表 1.4-1 水污染影响型建设项目评价等级判定

评价等级
判定依据

排放方式 废水排放量 Q/（m3/d）；水污染物当量数W/（无量纲）

一级 直接排放 Q≥20000或W≥600000

二级 直接排放 其他

三级 A 直接排放 Q＜200且W＜6000

三级 B 间接排放 --

根据《环境景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T23-2018），确定本项目水

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 B。三级 B评价项目可不开展区域污染源调查，主要调查

依托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处理工艺、设计进水水质、处理后的废水稳定达标

排放情况，同时应调查依托污水处理设施执行的排放标准是否涵盖建设项目排放的

有毒有害的特征水污染物。另，水污染影响型三级 B评价项目可不进行水环境影响

预测。

（2）评价范围

场址周围无地表水系，项目废水经院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

入杏林水质净化厂。因此，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院区污水总排口——市政

污水管网——杏林水质净化厂。

1.4.2大气环境

（1）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T2.2-2018）中评价工作等级划

分的主要指标为 Pmax，根据项目的具体排污情况，计算项目废气排放的主要污染物

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Pi（第 i个污染物，简称“最大浓度占标率”），其中 Pi定义

为：

Pi＝Ci/Coi×100%

式中：

Pi－第 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Ci－采用估算模式计算出的第 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mg/m3；

Coi－第 i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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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评价工作等级划分判据表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 Pmax≥10%

二级 1%≤Pmax＜10%

三级 Pmax＜1%

表 1.4-3 大气污染物对环境影响估算结果

污染源
NH3 H2S

评价等级
Pmax（%） D10（m） Pmax（%） D10（m）

污水处理站

臭气排气筒
0.11 / 0.18 / 三级

无组织 3.44 / 3.11 / 二级

根据大气污染源估算模型计算结果，确定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

二级，不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只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

（2）评价范围

以项目场址为中心，边长 5km的矩形区域。

1.4.3声环境

（1）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建设项目所处声环境功能区为

GB3096规定的 1、2类区，或建设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高量

达 3～5dB（含 5dB），或受噪声影响人口数量增加较多时，按二级评价。

本项目选址声环境功能区属 2类区，建成后敏感目标噪声级增加小于 3dB，本

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的等级为二级。

（2）评价范围

项目地块及周界外 200m范围。

1.4.4地下水环境

（1）项目类别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附录 A地下水环境

影响评价行业分类表可知，拟建项目为三甲级综合医院，属于“V 社会事业与服务

业”— “158医院中有新建、扩建”以及“159、专科防治院（所、站）中涉及环

境敏感区的”，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别为Ⅲ类（报告书）。

根据现场勘察，区域地下水环境不隶属于集中式饮用水源（包括已建成的在用、

备用、应急水源，在建和规划的引用水水源）准保护区；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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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他保护区（如热水、矿泉水、温泉

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也不隶属于集中式饮用水源（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

用、应急水源，在建和规划的引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未划定准

保护区的集中水式引用水水源，其他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

地；特殊地下水资源（如矿泉水、温泉等）保护区以外的分布区等其他未列入上述

敏感分级的环境敏感区；属于不敏感区。由此可知，本次地下水环境评价等级确定

为三级，具体见表 1.4-4。

表 1.4-4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表

项目类别

敏感程度
Ⅰ类项目 Ⅱ类项目 Ⅲ类项目

敏感 一 一 二

较敏感 一 二 三

不敏感 二 三 三

（3）评价范围

本项目所在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相对比较简单，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

下水环境》（HJ610-2016）中对调查范围的要求进行划定，结合项目周边的区域水

文地质条件、地下水流向特征，确定调查范围为：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项目区地

下水流向下游方向为主的矩形区域，评价区范围≤6km2。

1.4.5土壤环境

本项目属于社会事业与服务业，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

行）》（HJ964-2018）附录 A，为Ⅳ类项目，Ⅳ类建设项目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

评价。

1.4.6环境风险

由于医院建设项目无相关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参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

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本项目无涉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T169-2018）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中所列风险

物质的重大危险源，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 I级，因此环境风险评价只需要开展简单

分析，不设置评价范围。

本次环境风险评价根据《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2号）的有关规定，

对本项目医疗污水处理站、危险废物暂存间及排放的致病性微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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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1.4.7生态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的等级划分原则，本

项目属于面积≤2km2或长度≤50km的一般区域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定为三

级，详见表 1.4-5。

表 1.4-5 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表

影响区域生态敏感性

工程占地（水域）范围

面积≥20km2

或长度≥100km
面积 2km2～20km2

或长度 50km～100km
面积≤2km2

或长度≤50km
特殊生态敏感区 一级 一级 一级

重要生态敏感区 一级 二级 二级

一般区域 二级 三级 三级

本次评价的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为项目建设用地红线范围以内区域。

1.5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见表 1.5-1及图 1.5-1。

表 1.5-1 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

要素

坐标/m
保护目标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

区

相对场

址方位

相对址距

离 mX Y

声环境

-281 293 曾营村 居住区
1824户

声环境质

量 2类区

N、W 3

-150 99 吴仔尾 居住区 S 60

-94 -161 悦美筼筜 居住区 871户 W 25

83 -66 曾营小学 学校 40个教学班 SW 100

295 -1 金博水岸 居住区 1064户 S 45

340 248 高浦社区 居住区 1475户 E 42

520 -140 基督教高浦堂 文化教育 / E 紧邻

591 -94 老年活动中心 文化教育 / E 3

660 -112 厦门市集美区老年大

学（杏林分校）
文化教育 / E 45

226 301 杏林中心幼儿园杏东

分园
学校 25个教学班 E 60

环境空

气

-281 293 曾营村 居住区 1824户

环境空气

二类区

N、W 3

-150 99 吴仔尾 居住区 S 60

-94 -161 悦美筼筜 居住区 871户 W 25

83 -66 曾营小学 学校 40个教学班 SW 100

295 -1 杏林中心幼儿园 学校 25个教学班 SW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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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坐标/m
保护目标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

区

相对场

址方位

相对址距

离 mX Y

295 -1 金博水岸 居住区 1064户 S 45

340 248 高浦社区 居住区 1475户 E 42

520 -140 基督教高浦堂 文化教育 / E 紧邻

591 -94 老年活动中心 文化教育 / E 3

660 -112 厦门市集美区老年大

学（杏林分校）
文化教育 / E 45

226 301 杏林中心幼儿园杏东

分园
学校 25个教学班 E 60

-525 -584 雍景金銮湾 居住区 555户 SW 600

11 -625 润联酒店 酒店 / S 565

861 -184 高浦小学 学校 22个教学班 SE 525

1067 -406 罗约海滨温泉酒店 酒店 / SE 755

1467 -220 杏林湾大酒店 酒店 / SE 895

1334 124 中海·寰宇天下 居住区 292户 E 850

1791 137 联发杏林湾一号 居住区 720户 E 1200

1913 556 禹洲中央海岸 居住区 1466户 E 1212

1558 508 万科金域华府 居住区 1040户 NE 1085

1709 800 杏东小学 学校 36个教学班 NE 1395

1343 992 宁宝小学 学校 36个教学班 NE 1075

1185 664 金海湾 居住区 1863户 NE 705

1282 443 明珠海湾大酒店 酒店 / NE 955

877 519 海韵华庭 居住区 221户 NE 595

897 676 宁安里 居住区 408户 NE 675

897 890 宁宝花园 居住区 1399户 NE 705

936 1189 宁宝世家 居住区 665户 NE 885

633 1277 宝华花园 居住区 254户 NE 905

533 983 文康花园 居住区 69户 NE 395

481 872 杏福园 居住区 101户 NE 230

504 762 文华苑 居住区 344户 NE 310

511 619 宁宝社区 居住区 10748人 NE 295

208 651 杏花苑 居住区 297户 NW 155

22 691 祥业小区 居住区 35户 NW 200

194 1157 厦门市第十中学 学校 88个教学班 N 640

-3 1347 华铃花园 居住区 936户 N 695

-73 988 祥和苑 居住区 216户 NW 450

-118 759 兴阁里 居住区 753户 NW 300

-326 775 祥发荣寓 居住区 59户 NW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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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坐标/m
保护目标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

区

相对场

址方位

相对址距

离 mX Y

-480 836 东方牡丹园 居住区 308户 NW 485

-731 1243 内林村 居住区 1960人 NW 860

-1859 1270 碑头 居住区 350户 NW 1775

-1990 1154 广兴新城 居住区 333户 NW 1915

-2001 996 新源小学 学校 37个教学班 NW 1970

-832 593 杏信花园 居住区 44户 NW 605

-1074 561 杏滨小学 学校 34个教学班 NW 880

-764 246 杏南中学 学校 96个教学班 W 665

-1169 676 日东靖花园 居住区 112户 NW 1025

-877 -64 中铁·海湾豪园 居住区 292户 SW 695

-660 185 嘉源新城 居住区 240户 W 535

-683 -80 海湾明珠 居住区 900户 SW 630

-253 -33 月美湾 居住区 162户 W 220

-210 -200 月美海湾酒店 酒店 / SW 275

-1325 -682 马銮村 居住区 1327户 SW 930

-1429 -379 马銮小学 学校 750名师生 SW 1440

-1533 -37 岑尾 居住区 450户 W 1330

-1687 207 马銮公寓 居住区 690户 W 1535

-1553 320 怡家园 居住区 451户 W 1540

-2449 436 山后张 居住区 700户 W 2275

-1911 479 中闽·鹭江花园 居住区 56户 NW 1715

-1883 684 荣坪新村 居住区 322户 NW 1665

-1632 733 日东明珠 居住区 438户 NW 1465

-2068 660 杏西医院 医院 综合医院 NW 1875

1940 1614 园博佳苑（园博

湾·景）
居住区 254户 NE 1915

1803 1932 园博 1号 居住区 120户 NE 2050

1582 2396 中航城·国际社区

（A区）
居住区 1895户 NE 2175

1401 2546 五缘实验学校 学校 83个教学班 NE 2340

1269 1694 杏林村 居住区 770户 NE 1215

695 1941 集美工业学校 学校

学生 6249
人，专任教

师 307人
NE 1320

417 1777 内北里 居住区 780户 NE 1045

258 2568 国贸天悦 居住区 168户 N 1930

-16 2696 橡树湾 居住区 5400户 N 2230

-228 2934 英才学校 学校
小学部 30
个教学班，

NW 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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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坐标/m
保护目标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

区

相对场

址方位

相对址距

离 mX Y
中学部 50
个教学班

-400 2391 内林小学 学校

学生 1806
人，教师 97

名

NW 1880

-298 2162 官仓社 居住区 240户 NW 1745

-1450 2321 锦园居住区 居住区 1045户 NW 2000

-678 863 东南医院 医院 综合性医院 NW 1160

-2006 2639 聚镇 居住区 2984户 NW 2600

2227 2374 天沐温泉度假村 酒店 / NE 2960

水环境

/ / 杏林水质净化厂 污水厂
进水水质不

受影响
/ SW 220

/ / 地下水评价范围内 地下水水质

地下水环

境质量

Ⅲ类区

/ /

生态

环境
/ / 评价范围内的生态环

境
土地资源、动植物资源 / / /

备注：本项目坐标轴以南浦路与营美路交叉口为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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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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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项目概况及工程分析

2.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现有工程回顾性分析

杏林医院创立于 1959年，是一家集医疗、急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科

研、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医院地处杏林台商投资区，建筑面积 45976m2。

2003年 6月，杏林医院并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更名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杏林分院。

2.1.1现有工程基本情况

根据厦门市杏林医院提供资料及现场踏勘，医院现阶段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2.1.1.1厦门市杏林医院现阶段基本情况

厦门市杏林医院位于厦门市集美区洪埭路 11号（具体地理位置见图 2.1-1），

医院（北院区）北侧及西侧临曾营社区，南侧隔月浦路为南院区用地，东侧为杏林

区基督教高浦堂、老年活动中心及杏东公园，院区周边环境示意图详见图 2.1-2。

（1）建设内容：现有工程设有 1号楼（杏林医学中心）、2号楼（病房楼）、

3号楼（A区、B区）、后勤楼、高压氧仓楼。

（2）人员配置及工作制度：员工总数为 667人，其中医务人员数 505人，年

工作 365天。

（3）主要科室设置：临床科室包括急诊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中

医科、耳鼻喉科、眼科、皮肤科、麻醉科、康复科、传染科、结核病科、口腔科等；

医技科室包括药剂科、检验科、放射科、手术室、病理科、输血科、实验室、肾内

科、内镜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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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项目地理位置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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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厦门杏林医院周边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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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厦门市杏林医院环评审批及竣工验收情况

《厦门市第一医院杏林医学中心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04年 11月 1日取

得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原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文号：厦环监[2004]61号，见

附件 6），并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号：厦环集验

[2009]079号，见附件 7）；2018年 10月 8日填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

院传染病收治流程改造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2020年 6月 30日填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院区新增医用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CT）等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建设内容、环评的情况、竣工环保验收情况见表 2.1-1。

表 2.1-1 医院现有建筑使用情况、环评及验收情况一览表

楼址 楼层 面积 m2 现状使用情况 环评审批情况
竣工环保验收审批

情况

1号楼（杏

林医学中

心）

12层

27007
（地上

23957，
地下

3050）

消化系统门诊、呼吸系

统门诊、其他专科门

诊、供应中心、检验

科、中心药房、科研教

学、会议室、学术报告

厅、职工餐厅、手术室

（2间）、ICU（6床）、

住院（252床）

环评审批文号：厦

环监[2004]61号
审批日期：2004年

11月 1日

验收文号：厦环集

验[2009]079号，

验收审批日期：

2009年 10月 27
日。2号楼（病

房楼）
7层 8472

放射科、住院（105
床）、手术室（6间）

后勤楼 4层 2338 /

高压氧仓楼 2层 378 /

3号楼 A区 3层 3793 药房、收费、急诊、门

诊、B超、内镜

2018年 10月 8日填

报
/

3号楼 B区 3层 3988

合计 / 45976 / / /

2.1.2现有工程的规模、主要组成部分

（1）现有工程规模

医院现有实际运营约 300张（负压病床 200张，普通病床 100张），门诊量约

为门诊约 70.1万人次/a，住院 2920人次/a。医院占地面积 85378m2（含本次扩建项

目用地），总建筑面积 45976m2。

根据《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厦门市第一院杏林医学中心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设计规模为：肝肠科设病床 99张、呼吸科病床 90张，其它传染病设病床 50张，

并设负压病床 12间；总床位为 239张。医院现有实际运营约 300张（负压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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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张，普通病床 100张）。实际规模超过设计规模的 25.5%，未达到 30%，对照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不属于重大变更。

（2）现有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现有项目工程组成情况见表 2.1-2。

表 2.1-2 现有工程项目组成

项目组成 主要内容及规模

主体工程

1号楼（杏林医学中

心）
地上 12层，地下 1层，建筑面积 27007m2

2号楼（病房楼） 地上 7层，建筑面积 8472.16m2

3号楼 A区 地上 3层，建筑面积 3793m2

3号楼 B区 地上 3层，建筑面积 3988m2

后勤楼 地上 4层，建筑面积 2338m2

公用工程

供电设施
市政电网供电，备用柴油发电机位于配电房一层，配备 3台

柴油发电机（功率 2台 500kW、1台 250kW）。

供水设施 由当地自来水管网提供

排水设施
雨污分流，食堂废水经隔油处理后再排入院内污水处理站；

住院楼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再排入院内现有污水处理站。

食堂厨房 行政办公楼一层，供就诊人员及职工餐食。

空调系统 组合式空调机组

气体站 位于院区北侧，2个液氧储罐

环保工程

污水处理设施

特殊废水分别单独预处理后，再排入院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食堂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再排入院区污水处理站处理；污

水处理站位于北院区西南角，采用地埋式，处理规模

500t/d。处理流程：预消毒-格栅---调节池—缺氧池—接触氧

化池—接触氧化池—沉淀池—中间水池—消毒池—脱氯池—
达标排出—市政污水管网—接入杏林水质净化厂。

医疗废物暂存间
位于院区东南角，有设置明显的标识，地面以及 1.0 m墙裙

做防渗防漏处理

生活垃圾暂存间 位于院区东南角

废气处理

措施

污水处理站

臭气

污水处理站采取地埋式并密封加盖—消毒+生物滤池除臭—
排气筒排放。

气溶胶废气

及其他检验

废气

病区采用过氧化氢消毒机进行消毒后排放；其他检验废气经

高效过滤器消毒处理后排放。

食堂油烟
厨房内设置油烟集气罩，设置专用油烟管道，引至行政办公

楼屋顶处设置油烟净化器进行净化处理，排气筒高度 8m。

柴油发电机

废气

柴油发电机排烟设专用烟道引至配电房屋面，排气筒高度

8m。

污泥处置措施

污泥：消毒后定期委托相关有资质单位进行清空处理，并立

即转移处置，避免遗留现场造成恶臭影响；

已和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污水处理站污泥处置协

议

降噪措施 空压机采取隔声、减振措施，其他水泵等设置在地下室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060000KKXYb9K48fSqEHLkGiDKnOwzcqpk0qXYL8YQ4hHsLjm6-YsKVJfrdKIrnuWHpGE4Cd3Tqj6HfrypYAINTlaKUMfQxaHoJ0CUb8Z0IsxbWqIS3mr8l3uqWPerVoRqPNxmQx_fIxpx2O748biFmDyC525PyU_a_7yj_N1dUhafW-z4D5_IarmfBdWzylQmkTWdPh2cyO20O-zywZF1OLIbpN.DR_NR2Ar5Od66kqhrPQnYPg-gYePBc2hIP7PjMLW9HD-WFdeRlrKYdYUAZ1tT5ol3IMu9tqvZxu9vUn5M8sSEs3IMdsSxW9q8OjlSLj4en5ou9vTT5MY3IOs3xgv3x5ksSEo9vIMy7YUlayQvTyjQ-lYgf_YZ8BmC_kg51TVj_lYFhmXLDk_vU8Mu_3elSM_LTISeFELSPIheovGYTjGo_HAOIbzU85ZWu8vIIUGVQPKBFYv-hWdu8k8WxfXlFBAWvITUrGnyjikgd9hi1fxqayr5HE_LIrekoePMgi1f9JCpnpynBhGv-5QWdQjPakgk3q260.U1YY0ZDqzVQP3oElEqydqsKspynqnfKY5IxG8_O2EUONVxXeSVxG0A-V5HczPfKM5yq-TZnk0ZNG5yF9pywd0ZKGujYd0APGujYLn0KVIjYknjDLg1DsnH-xnW0dnNtknH01rNt1PW0k0AVG5H00TMfqnW0z0AFG5HDdr7tznjwxPH010AdW5HD4nHbkPjRkn1-xnH0krNtznjRkg1fs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0KsTjY3P164njT4n100UMus5H08nj0snj0snj00Ugws5H00uAwETjYs0ZFJ5H00uANv5gKW0AuY5H00TA6qn0KET1Ys0AFL5HDs0A4Y5H00TLCq0A71gv-bm1dbridMXh410A-bm1dcHbc0TA9YXHY0IA7zuvNY5Hnkg1nkP7tzPfKYIgnqnHn3nHfvrjnvPjDYPWfvnjRdrHf0ThNkIjYkPWf4rjfkn1T3Pjns0ZPGujdbmHK9mHw9PH0snjf4uH7W0AP1UHdaPbcvwWN7rRNDnDndwHT4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bugwxmLK95H00XMfqn0KVmdqhThqV5HKxn7tsg1Kxn0Kbmy4dmhNxTAk9Uh-bT1Ysg1Kxn7tkrHT4nWFxn0Ksmgwxuhk9u1Ys0ZKzUvfqn1cYPWc4nHc1n0Kbmv-b5H00ugwGujYVnfK9TLKWm1Ys0ZNspy4Wm1Ys0Z7VuWYs0AuWIgfqn0KGTvP_5H00mywhUA7M5HD0UAuW5H00uAPWujYLP1RkPRDknjnzPDFAPWDLP1uKPbn1fWnvnHcsrjfsn0KYTh7buHYvnH0knjD0mhwGujdAnRNanjRzn1P7rRN7wWwKnj6kwj6vPWFKfWNAwbm1PfKEm1Yk0AFY5Hn0Uv7YI1Ys0AqY5HD0ULFsIjYzc10Wninzc1b1nWm4nWfLc1m3nznvrjn8nj0snj0sc1DWnBnsczYWna31njRvn16Wni3snj0knj00XZPYIHYvnH0LPHfv0Z7xIWYsQW6kg108njKxna3sn7tsQW0kg108njPxni3sn7tsQW01g100mMPxTZFEuA-b5H00ThqGuhk9u1Yz0APv5fKGTdqWTADqn0KWTjYs0AN1IjYs0APzm1YznWbd&us=newvui&xst=TjY3P164njT4n10Km1YLP1RkPRDknjnzPDFAPWDLP1uKPbn1fWnvnHcsrjfsn07B5RmkwRcsPHc1nYR4wRNAPDDsrj7Drjmvnb7aPRuAwWnd0gnqnHRLnHDdPHDzP16vnHczPH61n1FxnWcdg1nKI1LglUo5zovOdUgL8Ooglf7k5Toi1X2eSoONVxTKIHYvnH0LPHfv0gfqnHmYrH6YnHnLr07VTHYs0W0aQf7Wpjdhmdqsms7_IHYs0yP85yF9pywdpAqVuNqsusDYrjbsrHfLPHD&word=&ck=2029.19.164984138412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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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主要内容及规模

污水站的提升泵采用潜水式水泵，并对管道采取减振处理，

位于地下一层；曝气机也采用潜水式，并对进风管道安装阻

性消声器。

2.2现有工程总平面布置

医院出入口位于现有院区的南侧，临月浦路。院区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布置有

1号医学中心、2号病房楼、配电综合楼、3号门诊 B区、3号门诊 A区、高压氧舱、

医疗废物间、后勤楼、办公楼。现有工程的总平面布置见图 2.2-1，现有工程雨污管

线走向见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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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厦门杏林医院现状平面示意图

生活垃圾收集

点

15m

图例

传染病区

非传染病区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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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现有院区管线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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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现有工程相关配套公用设施

（1）交通

医院现阶段在南侧靠南浦路设置入口（发热病人设有专用入口）。在院区内部

分别设置门诊入口、住院楼入口等，以保证各就诊人流、医护人流都能方便快捷地

到达各自目的地。医院现阶段设置若干处停车场，能够满足医院职工及住院人员使

用需求。

（2）排水

现阶段雨水排入池南浦路铺设的雨水管道；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医疗废水一起经院区内现有地埋式污水处理站（1号楼医学

中心西南侧，位置见图 2.2-2）处理后，接入南浦路的市政污水管，最后排入杏林

水质净化厂。现有地埋式污水处理站设计规模为日处理规模 500t/d，目前处理量约

为 256.5t/d。

（3）给水

医院供水来源于市政给水管网。

（4）固体废物处理

医院现阶段产生的一般办公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外送至垃圾填埋场进

行处理；感染性、损伤性等医疗固废暂存于院区内的医疗废物暂存点内，并委托厦

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附件 8）；手术及其他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废弃

的人体组织、器官等，医学实验动物的组织、尸体，病理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织、

病理腊块等直接交由火葬场火化。现有医疗废物暂存间面积约 65m2，根据危废处理

合同，暂存的医疗废物日产日清，暂存间容量满足要求。暂存间位于北院区东北角，

具体位置见图 2.2-1。

（5）电力消耗

医院现阶段所需电源来自市政供电系统；医院另在配电房一层设置 3台备用柴

油发电机，当区域停电时，用其来支持手术、科研等重要设备、消防灭火和通讯等

用电一类负荷的设备的正常使用。

（6）供热

现有工程热源以电供应，食堂热源以电和液化天然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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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食堂

医院现阶段的食堂每天约为 1500人次提供服务，设置 5个灶头。燃料采用液

化天然气。

（8）消毒

医院现阶段污被服委托第三方清洗消毒、器械消毒等采用电加热等方式消毒。

（9）医院中心供氧

中心供氧站放置于现有院区北侧。医院氧气通过管道输送至各用气点，供手术

室、ICU、抢救室、监护室、急诊室等使用。

2.4现有工程污染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2.4.1废水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1）医院废水产生情况

北院区全部废水排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排入现有院区南侧的南浦路市政污

水管道进入杏林水质净化厂。

1）废水来源（种类）

①生活区

职工生活污水、食堂及厨房产生的含油污水等。

②一般医疗废水和职工生活污水

现有工程废水主要包括门诊室、病房、手术室等产生含有微生物病菌的病区废

水；病人、医护人员及家属的冲厕、盥洗等排水；医院行政管理和医务人员排放的

生活污水。

③医技科室

在影像科、检验科均采用较为先进的设备技术，杜绝了传统医院会产生的含银

等重金属的废水；影像科拍片不采用传统的洗片模式，采用电子胶片，进行胶片实

时打印，无需定显影，不存在含银废水。

④检验科

检验科日常采样所用的针管、试管等均为一次性，一次检验完成后就作为医疗

废物废弃，无需对采样试管等进行清洗。而且检验科完全采用商品试剂及电子仪器

设备代替人工分析检验，所有待检样品均通过仪器加入商品检验试剂后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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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试剂均购买已配制试液，不使用含汞、铬、镉、砷、铅、镍等第一类污染物的

药品。检验科仅在第一次仪器冲洗时产生少量冲洗废液（约为 143.1t/a），经统一

收集后作为危废委托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不外排。

2）废水产生量

根据对现有工程调查及验收资料可知。根据医院污水处理站管理人员统计，目

前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总排放量约 256.5t/d。具体用水及排水量见表 2.4-1。

表 2.4-1 现有工程用水及污水产生情况表

序号 用水部位 用水标准 人数或规模
日用水量

t/d
日废水产

生量 t/d 废水性质
年用水量

t/a
年废水产

生量 t/a

1 门诊 15L/人次
70.1万人次/

年
28.8 25.9

医疗废水
10515 9463.5

2 病房 400L/床·天 300床 120 108.0 43800 39420

3 放射科 40L/人·次 50人/d 2 1.80 辐射废水 730 657

4 医疗器械

清洗
50L/次 50次/d 2.5 2.3 医疗废水 912.5 821.2

5 化验 1L人•次/d 392人次 0.39 0 医疗废物 143.1 0

6 医务人员

160L/人·班

（用水中约

60%在医院职

工生活区产

生，40%在医

疗区产生）

505人

32.3 29.1 医疗废水 11796.8 10617.1

48.5 43.6 生活污水 17695.2 15925.7

7 办公人员 80L/人·班 162人 13.0 11.7 生活污水 4730.4 4257.4

8 救护车清

洗
90L/辆·次 5次/d 0.5 0.4 医疗废水 164.3 147.8

9 餐厅 25L/人次 1500人次/天 37.5 33.8 生活污水 13687.5 12318.8

10 绿化 1.5L/m2·次 9764.4m2 14.6 0 / 2929.3 0

合计 300.1 256.5 / 107104.1 93628.5

现有工程总用水平衡图见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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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现有工程水平衡图（t/d）

（2）医疗废水排放及治理情况

1）废水来源（种类）及产生量

从医院各部门的功能、设施和人员组成等情况可以看出医院污水比一般生活污

水的排放要复杂得多。不同部门科室排出的污水成份和水量也是各不相同的。现有

项目排放污水的主要部门和设施有：诊疗室、化验室、病房、手术室等排水；医院

行政管理和医务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

表 2.4-2 现有院区各部门排水情况及主要污染物

部门 污水类别
主要污染物

备注
SS COD BOD 致病菌 放射体 重金属 化学品

普通病房生活污水 △ △ △

传染病房生活污水 △ △ △ △

门诊部 生活污水 △ △ △ △

肠道门诊含菌污水 △ △ △ △ △

手术室 含菌污水 △ △ △ △ △

办公 生活污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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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 含油污水 △ △ △

注：△表示有污染物。项目影像科拍片不采用传统的洗片模式，采用电子胶片，进行胶片实时

打印，无需定显影，不存在含银废水。口腔科不产生含汞废水。医院没有进行同位素治疗，不

产生放射性废水。

检验室含酸碱、铬、氰废水，这部分废水用量较小，作为危险废物，单独收集

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其余采取不同的预处理措施后排入医院污水处理系统。

2）治理情况

医院建有专门的医疗废水处理站，位于 1号楼医学中心西南侧，处理能力为

500m3/d，废水处理工艺采用“预消毒-格栅---调节池—缺氧池—接触氧化池—接触

氧化池—沉淀池—中间水池—消毒池—脱氯池—达标排出”，污水处理站的处理工

艺如下图 2.4-2。



56

图 2.4-2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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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2年 3月 7日厦门市杏林医院北院区年度检测报告可知，污水处理站出

水水质中各污染物浓度（见附件 9、表 2.4-4、图 2.4-3）满足医疗废水排放执行

（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1传染病、结核病医疗机构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3）现有工程污水排放量汇总

表 2.4-4 现有工程污水排放情况一览表

图 2.4-3 北院区年度检测监测点位图

2.4.2废气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现有工程食堂以电和液化天然气能源。现有医院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医疗废水处

理站产生少量的恶臭气体、进出汽车尾气、备用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气溶胶废气

和其他检验科废气、食堂油烟废气。

（1）恶臭气体排放情况

恶臭气体主要污染因子为氨、H2S，污水处理站恶臭经生物除臭后经排气筒

（高 10m）排放，由于排气筒高度未达到《厦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5/323-2018）要求的≥15m高要求，属于无组织排放。根据现场询问行人及现

场调查，经过地埋式污水处理站旁没有闻到异味。

图例

○ 无组织废气采样点

☆ 废水采样点

△ 厂界噪声监测点

△03

△04

01△

△02

○01

○04○03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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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2年 3月 7日厦门市杏林医院北院区年度检测报告可知，场界参照点和

监控点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二级“新改扩建”厂界标

准值以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

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的标准要求（见附件 9、表 2.4-5、图 2.4-3）。

表 2.4-5 现有工程场界无组织排放情况一览表

类比《五缘湾综合医院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中污水站恶臭监测结

果可知（监测时废水量为 1020.66t/d），污水站废气污染物中氨气产生速率为

1.18×10-3kg/h、硫化氢产生速率为 2.58×10-3kg/h，通过折算产污系数，每吨废水产

生的氨气量约为 0.28×10-4kg/t，硫化氢量约为 0.61×10-4kg/t。生物除臭设施对氨的处

理效率为 78.2%，对硫化氢的去除效率为 53.9%。

现有医疗废水处理量为 256.5t/d，由此可计算出 NH3和 H2S的产生量，见表

2.4-6。

表 2.4-6 现有污水处理站恶臭污染源强

生物除臭装置能有效去除挥发性有机物（VOC）、硫化氢、氨气、硫醇类等主

要的污染物，以及各种恶臭味。其处理原理是含恶臭物质的气体从滤床底部由下往

上穿过滤床，通过滤层时恶臭物质从气相转移至生物层，由附着生长在滤料上的微

生物的代谢作用而被分解，转化为无害的物质。恶臭气体成分不同，其分解产物不

同，对于不含氮的有机物质如苯酚、羧酸、甲醛等，其最终产物为二氧化碳和水；

对于硫类恶臭成分，在好氧条件下被分解为硫酸根离子和硫；对于像胺类这样的含

氮恶臭物质经氨化作用放出 NH3，NH3可被亚硝酸细菌氧化为亚硝酸根离子，在进

一步被硝化细菌氧化为硝酸根离子。生物除臭装置可适应高浓度、大气量、不同恶

臭气体物质的脱臭净化处理，运行稳定可靠，处理效率可达 50～70%左右。

根据厦门市杏林医院污水处理站验收批复、污水站现状踏勘调查以及走访周边

敏感目标调查可知，污水处理站对周边环境的恶臭影响甚小，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

要求。

（2）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

柴油发电机燃油产生的废气中含烟尘、SO2、NO2等大气污染物。项目所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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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供电较为正常，项目所在区域供电较为正常，且采用高可靠性三回路电源，发电

机的使用次数很少，为维持其正常状态，柴油发电机每周定期运行 10分钟，年耗

油量为 1.15t，（柴油密度按 0.85kg/L计，合计 1353L），废气量按 20000m3/t油计

算，则发电机尾气排放量为 23000m3/a。据其耗油量可计算柴油发电机组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见下表。

表 2.4-7建设项目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污染物排放一览表

项 目 SO2 NOx 烟尘

污染物排放系数（g/L油） 4 2.56 0.714

污染物排放量（kg/a） 5.412 3.464 0.966

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235 150 42.0

备用柴油发电机使用机率低且使用时间短，排放废气中大气污染物浓度很低，

产生的燃油废气经内置管道竖井至屋面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3）机动车尾气

现有工程地下停车位约 56个，根据《社会区域类环境影响评价》中地下车库废

气污染物排放量大致为 NOX0.5～2.5mg/（d·辆）、CO 15～40mg/（d·辆）、THC

5～20mg/（d·辆），评价取平均值进行估算，即 NOX1.5mg/（d·辆）、CO 27.5mg/

（d·辆）、THC 12.5mg/（d·辆），由此可计算出机动车尾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见表

2.4-8。

表 2.4-8 项目车库汽车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停车位 日车流量 日排放量 kg/d 年排放量 t/a

个 辆 NOX CO THC NOX CO THC

56 112 0.0002 0.0031 0.0014 0.0001 0.0011 0.0005

（4）气溶胶废气和其他检验科废气

现有项目病区配套过氧化氢消毒机，门诊、手术区及病房等产生的可能存在含

病原体废气（气溶胶废气）经过过氧化氢消毒机消毒后排入空气中。经以上消毒后，

现有项目病区产生的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甚小。

现有项目医技科（检验科）配套有生物安全柜，检验、化验过程产生的可能存

在含病原体废气经过安全柜内自带的紫外线消毒灯消毒后，再经过安全柜内自带高

效过滤器过滤后排入空气中。经以上紫外消毒及过滤后，现有项目医技科（检验科）

生物安全柜产生的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甚小。酸碱等其他检验科具有挥发性气体

使用过程在通风橱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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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油烟废气

现有工程食堂，提供 1500人次/天用餐，消耗食用油取 20g/人，食用油消耗量

为 30kg/天，食用油挥发量按 1%计，每日消耗食用油主要在午餐和晚餐，则每日油

烟产生量约 0.3kg/d（0.11t/a）。油烟废气经过油烟机处理后排放，油烟去除率按

85%计。现有工程油烟废气产生量估算见表 2.4-9。

表 2.4-9 项目油烟排放量估算表

类型 规模 耗油量（t/a） 油烟挥发系

数（%）

油烟产生量

（t/a）
油烟排放量

（t/a）
排放浓度

（mg/m3）

医院食堂 1500人次/天 10.95 1 0.11 0.02 0.90

2.4.3噪声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现有工程产生的噪声主要为设备噪声，包括水泵、风机等设备噪声；门诊部的

社会噪声和停车噪声，噪声源强在 65～80dB(A)。

根据 2022年 3月 7日厦门市杏林医院北院区年度检测报告可知，北院区各场界

昼夜间噪声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

准（见附件 9、表 2.4-10、图 2.4-3）。

表 2.4-10 现有项目现场监测噪声值一览表 单位:dB（A）

2.4.4固体废物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现有厦门市杏林医院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污泥和生活

垃圾；其中医疗废物和污水处理站污泥属于危险废物。现有医院内医疗废物（危险

废物编号为 HW01）产生量约为 255.5t/a（其中感染性废物约 201.0t/a、损伤性废物

4.8t/a、病理性废物约 47.8t/a、化学性废物约 1.4t/a、药物性废物 0.5t/a），失效、变

质、不合格、淘汰、伪劣药物和药品 4t/a；现有医院内在医院东北角设置有约 65m2

医疗固废暂存间，医院产生的医疗废物定期交由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见附件 8）处置。现有工程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约为 22.9t/a，经石灰消毒消除其

感染性后，委托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化粪池污泥产生量约 379.0t/a。

生活垃圾主要包括医护人员日常办公、住院部和门诊病人产生的无病菌的生活垃圾，

产生量约 380t/a，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现有工程有关固体废物产生量及处

置情况见表 2.4-11，现有工程危险废物产生汇总情况见表 2.4-12。

表 2.4-11 现有工程固体废物产生量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来源 类别
数量

（t/a） 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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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380 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2 食堂隔油池油污 0.6 泔水、废油脂委托有有资质单位进行收集处理

3 未被污染的输液

瓶（袋）
一般固体废物 12 定期由回收公司回收再利用

4 医疗废物
危险废物

（HW01） 255.5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5
失效、变质、不

合格、淘汰、伪

劣药物和药品

危险废物

（HW03） 4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6 格栅栅渣 传染性废物 9.4

消毒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7 污水处理站污泥 传染性废物 22.9

8 化粪池污泥 传染性废物 379.0

9 废气处理设施过

滤介质
0.3 0.3 委托有资质单位收集处置

10 特殊废物

危险废物

（HW33、
HW34、
HW49）

143.1 委托有资质单位收集处置

*备注：目前建设单位与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厦门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委托合

同》，扩建工程医疗废物仍委托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表 2.4-12 现有工程分析中危险废物汇总样表

序

号

危险废

物名称

危险废

物类别

危险废

物代码

产生量

（吨/
年）

产生工序

及装置

形

态
主要成分

有害

成分

产废

周期

危险

特性

污染防

治措施

1 医疗废

物

HW01
医疗废

物

841-
001-1 201.0 诊疗及手

术过程

固

态

被病人血液、

体液、排泄物

污染的医用物

品，如棉球、

纱布、一次性

医疗用品等

感染

性

（In）

每天

感染性

废物

委托有

资质单

位收集

处置

841-
002-1 4.8 诊疗及实

验过程

固

体

医用锐器：医

用针头、缝合

针、玻璃试管

等。

感染

性

（In）

损伤性

废物

841-
003-1 47.8 诊疗及实

验过程

固

体

诊疗过程中产

生的人体废弃

物、医学实验

动物尸体、生

物安全柜更换

的废过滤料等

感染

性

（In）

病理性

废物

841-
004-1 1.4 检测及实

验过程

液

体

实验室废弃的

化学试剂等

毒性

（T）
化学性

废物

841-
005-1 0.5 / 固

体

过期、变质或

被污染的药物

毒性

（T）
药物性

废物

2
污水处

理站污

泥

/ 841-
001-1 22.9 医疗废水

处理站

固

态
水、有机物

感染

性废

物

每月 感染性
消毒后

委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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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危险废

物名称

危险废

物类别

危险废

物代码

产生量

（吨/
年）

产生工序

及装置

形

态
主要成分

有害

成分

产废

周期

危险

特性

污染防

治措施

资质单

位处置3 化粪池

污泥
/ 841-

001-1 379.0 医院各化

粪池

固

态
水、有机物

感染

性废

物

定期

分批

清掏

感染性

4

失效、

变质、

不合

格、淘

汰、伪

劣药物

和药品

HW03
废药

物、药

品

900-
002-03 4 /

固

态

失效、变质、

不合格、淘

汰、伪劣的化

学药品和生物

制品

毒性

（T） 每月 毒性

委托有

资质单

位收集

处置

5 格栅栅

渣

HW01
医疗废

物

841-
001-01 9.1 污水站格

栅渣

固

态
水、有机物

感染

性

（In）
每月 感染性

消毒后

委托有

资质单

位收集

处置

6

废气处

理设施

过滤介

质

HW49 900-
041-49 0.3

生物柜过

滤材料替

换

固

态

生物安全柜更

换的废过滤料

感染

性

（In）

3个
月

感染性

委托有

资质单

位收集

处置
7 特殊废

液

HW33
、

HW34
、

HW49

900-
029-
33、
900-
300-
34、
900-
047-
49、
900-
999-49

143.1 化验
液

体

化验过程废弃

化学试剂、废

液等

毒性

（T） 每天 毒性

2.4.5放射性污染及防护措施

医院因放射检查、治疗的需要，医院内设有X射线CT影像诊断仪、DR影像诊

断仪牙科、X射线影像诊断仪、体外碎石机、数字乳腺机、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系

统等存在辐射污染的设备。

目前采取的屏蔽防护设施主要为：放射科机房四侧墙体采用实心砖石砌，附加

涂刷不同厚度的防辐射涂料，顶棚为现浇混凝土附加涂刷不同厚度防辐射涂料，各

机房防护门内衬铅板，观察窗采用铅玻璃。各机房设置X射线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并安装工作状态指示灯，并为受检者和陪检者发放防护用品。

根据厦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

评价审核批复》（厦卫职审字【2015】28号、厦卫职审字【2017】29号）文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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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房屏蔽防护设施符合要求，警示标志和指示灯能有效预防潜在照射，机房配备

的个人防护用品能够基本满足放射诊疗工作需要；机房使用面积符合标准要求。正

常工作状态下，相关人员可能接受的X射线外照射剂量低于评价目标（公众0.25mSv，

工作人员5mSv）。

目前医院放射性设备已做了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

2.4.6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汇总

根据对现有工程回顾分析，污染物排放情况汇总如下表2.4-13。

表 2.4-13 现有工程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汇总表

种类 污染物名称 污染物产生环节 单位 总排放量
环评报告允许排

放量

恶臭废

气

NH3 污水处理站 kg/a 0.54 /

H2S 污水处理站 kg/a 2.50 /

废水及

其污染

物

污水排放量 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 万 t/a 9.3776 /

COD 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 t/a 4.4005 12.1

SS 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 t/a 1.2172 8.44

BOD5 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 t/a 0.2153 2.41

NH3-N 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 t/a 0.0012 1.8

粪大肠菌群 医疗废水 MPN/a 4.68×108 /

固废

危险

废物

医疗废物、特殊

废液、污水站污

泥、格栅栅渣、

化粪池污泥、废

气处理设施过滤

介质、失效、变

质、不合格、淘

汰、伪劣药物和

药品

门诊、病房、化验

室、污水处理站、化

粪池等

t/a 558.4 /

一般

固废

未被污染的输液

瓶（袋）
/ t/a 12 /

生活

垃圾

生活垃圾
病人、家属及医护人

员
t/a 380 /

食堂隔油池油污 食堂 t/a 0.6 /
备注：表中的固体废物排放量为委外处理、处置的量。

2.5医院现状存在的环境问题及“以新带老”整改措施

2.5.1现有工程环评批复要求及实施情况

根据现有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以及资料收集、实地踏勘情况，环保措

施的具体落实情况详见表2.5-1。



64

表 2.5-1 现有工程环评批复要求及实施情况

序号 批复要求 已建工程实施情况 整改措施

一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厦门市第一院杏林医学中心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审

批日期：2004年 11月 1日

1

项目建设中应严格采取相应的环保

和卫生防疫措施，加大环保、卫生防疫

设施投入，确保传染病区医院内传染源

不造成院内交叉感染，不扩散到院外造

成二次污染。同时应认真落实各项环保

措施，强化环境监管，确保污染物达标

排放。该医学中心西面地块应做为城市

绿化用地，不得新建民用建筑。

项目建设中已采取相应的环保

和卫生防疫措施，确保传染病区医

院内传染源不造成院内交叉感染。

认真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各项污

染物达标排放。医学中心西面地块

无新建民用建筑。

无

2

传染病区污废水应与非污染病区污

废水分开收集，并采用预消毒-二级生

化-再消毒的处理工艺；达到 GB8466-
2001《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准》表 1和
DB35/322-1999《厦门市水污染物排放

控制标准》中的一级标准后接入市政污

水管道进杏林污水处理厂，废水污染物

排放量：CODCr12.1t/a，BOD52.41t/a，
SS8.44t/a，氨氮 1.80t/a，粪大肠菌群≤

900MPN/L，总余氯≥6.5mg/L。

院区实行雨污分流，医疗废水

和生活污水一起进入污水处理站处

理，污水排放执行《医疗机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中表 1的传染病、结核病医疗机构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无

3

传染病区污物应与非病区的普通垃

圾严格分类收集，做到减量化和无害

化。

带传染性病菌的废物、HW01医疗

临床废物，HW03废药物、废药品，均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应由专人定时

定点规范收集后，从病区污物通道汇集

至来及转运间，垃圾间应按规范建设，

具有冲洗、消毒设施及防渗漏处理，清

洗消毒废水必须纳入污水站集中处理。

收集的垃圾应经可靠的无菌消毒处

理措施消毒处理，污水处理站的污泥也

应干化消毒达到 GB18466-2001《医疗机

构污水排放标准》表 2中的要求后。再

由有处理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

传染病区污物与非病区的普通

垃圾严格分类收集。

医疗废物经消毒处理消除感染

性、污水处理站污泥干化消毒达到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4 标准要求

后，委托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处置。危废间已按规范建设，具

有冲洗、消毒设施及防渗漏处理，

清洗消毒废水已纳入污水站集中处

理。

无

4

传染病区的功能分区应符合洁污分

流、医患分流的原则。通风系统设计应

区别呼吸道与其他传染疾病的传染特

性，呼吸传染病区应特别注意建筑物的

气流组织，严格保证清洁区空气流向次

清洁区流向污染区，隔离病房废气应经

高效过滤、消毒，通风排气筒系统应经

过滤净化、紫外消毒以及设置负压病房

等严格措施，确保阻断不同类型的传染

病之间的交叉感染，不扩建到院外造成

二次污染。

饮食油烟应经净化处理，油烟排放

现有项目功能分区符合洁污分

流、医患分流的原则。隔离病房废

气采取高效过滤、消毒，通风排气

筒系统采取过滤净化、紫外消毒以

及设置负压病房等措施。

饮 食 油 烟 经 净 化 处 理 达 到

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

准》（油烟排放浓度≤2.0mg/L）后

并设置专用烟道引至办公楼顶层屋

面。

柴油发电机排烟设专用烟道引

至配电室顶层屋面。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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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复要求 已建工程实施情况 整改措施

浓度应达到 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

排放标准》，即油烟排放浓度应≤

2.0mg/L，并设置专用烟道引至塔楼顶层

屋面。

柴油发电机排烟也应设专用烟道引

至塔楼顶层屋面。

5

应通过选择低噪声的设备、隔声、

消声、减振等技术措施使医院内的噪声

控制满足使用功能要求，院界噪声满足

昼间≤60 分贝，夜间≤50 分贝的控制要

求。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院界噪声

满足昼间≤60 分贝，夜间≤50 分贝

的控制要求。

无

6

突发事件期间的环保应急措施：

（ 1）传染病区新建的污水处理

站，应充分考虑并满足突发事件期间新

增污水和污泥量的消毒处理要求，确保

污染物达标排放。

（2）院区污水处理站应纳入备用

发电机的供电范围，确保环保设施的正

常运行。

（3）传染病区应自备焚烧炉，以

满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的需

求。

（1）传染病区新建的污水处

理站，已考虑并满足突发事件期间

新增污水和污泥量的消毒处理要

求。

（2）院区污水处理站已纳入

备用发电机的供电范围。

（ 3）传染病区未自备焚烧

炉，医疗废物委托厦门东江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处置。

无

7

根据《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准》

GB18466-2001中的有关规定，新建的污

水处理站应增设环境监测室，并配专职

监测人员，对主要污染因子进行监测，

对排放的污水、污泥处理效果进行监

控，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项目：

总余氯、粪大肠菌群、致病菌。每批污

泥排放前应监测粪大肠菌群、肠道致病

菌和蛔虫卵死亡率等，监测频次也应符

合规范要求。

现有院区污水处理站委托社会化服

务机构负责医院外排污水日常常规

监测。监测项目包括且不限于：总

余氯、粪大肠菌群、致病菌。总余

氯设置在线监控器。每批污泥消毒

后委托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无

8 杏林污水厂需出具接纳本项目排放

水的水质、水量协议书。

现有院区已取得排水证（目前正在

更新中），见附件 10。 无

9
应认真落实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

处理预案，避免突发事件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

已制定传染病流行期间和爆发期间

的环境紧急预案。未编制环境风险

应急预案。

应编制应急

预案并向生

态环境主管

部门备案。

10

应选择适宜树种、花草进行绿化和景观

园林配置，构筑良好医院内外景观与环

境形成绿色，生态与人性化医疗空间。

为防范风险，传染病医院内不宜设置大

面积水景、水池。

现有院区选择适宜树种、花草进行

绿化和景观园林配置；院内无设置

大面积水景、水池。

无

11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单位应当在建

设项目投入试生产之日起三个月内社保

环保验收，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

格，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于 2009年 10月通过原厦门市环境

保护局集美分局的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验收批复文号：厦环集验

[2009]079号，并已申领排污许可证

（附件 1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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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现有工程存在问题及“以新带老”整改措施

根据实地踏勘情况及相关资料核查可知，全院在环境保护管理方面存在以下的

环境问题：

（1）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排气筒高度仅10m，未达到《厦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35/323-2018）要求的≥15m高要求。

（2）事故应急池容量为80m3，无法满足《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2029-2013）“传染病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应急事故池容积不小于日排放量的

100%”的要求。

（3）未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现有工程“以新带老”整改措施具体如下：

表 2.5-2 现有工程“以新带老”整改措施

序号 存在问题 “以新带老”整改措施

1
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排气筒高度仅 10m，

未达到《厦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5/323-2018）要求的≥15m高要求。

要求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排气筒高度加高至

15m高要求。

2

事故应急池容量为 80m3，无法满足《医院

污 水 处 理 工程 技 术 规 范 》 （ HJ2029-
2013）“传染病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应急事

故池容积不小于日排放量的 100%” 的要

求。

要求增加事故应急池容量至 350m3，以满足

《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29-
2013）“传染病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应急事故

池容积不小于日排放量的 100%” 的要求。

3 未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应编制应急预案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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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改扩建项目工程分析

3.1改扩建项目工程概况

杏林医院规南北院区统一规划为三甲综合医院，北院区已建 300张床位，其中

负压病床 200张，普通病床 100张（本次拟改造为负压病床）；南院区拟新建 500

张普通床位（按三区两通道设计，并预留负压所需管线空间），并预留 200床发展

用地。

（1）建设地点：北院区为原杏林医院老院区，位于月浦路和高浦路交叉口西

北角，南院区位于月浦路和高浦路交叉口西南角的预留医疗用地，血站分中心位于

南院区用地东南角，见图 2.1-1及图 2.1-2。

（2）建设内容：新建科研楼、门诊医技楼、住院楼、教学/行政/宿舍楼、报告

厅、污水配电楼、血站分中心及地下室（含地下通道）；1 号楼病房改造为负压病

房及地下室结构加固。

（3）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 85378m2，新建建筑面积 147554m2，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 70960m2，地下建筑面积 76594m2；普通病房改造为负压病房面积 6500m2

（含地下结构加固）。其中杏林医院总用地面积为 78878m2，新建建筑面积

135354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2960m2，地下建筑面积 72394m2；普通病房改造为

负压病房面积 6500m2（含地下结构加固）；血站分中心总用地面积 6500m2，新建

建筑面积 12200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000m2，地下建筑面积 4200m2。

（4）医院性质：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5）人员配置及工作制度：改扩建后整体医院职工 1520人（医护人员 960人，

杏林医院行政管理和工勤人员 400人，血站中心办公人员 40人，卫生技术人员 120

人），年工作 365天。

（6）工程投资：150709.67万元

（7）杏林医院主要科室设置：临床科室拟设置急诊科、内科、外科、妇产科、

儿科、中医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眼科、皮肤科、麻醉科、康复科、预防保健科；

医技科室：至少设有药剂科、检验科、放射科、手术室、病理科、输血科、核医学

科、理疗科（可与康复科合设）、消毒供应室、病案室、营养部和相应的临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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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室；血站分中心拟设置办公室、业务科、财务科、献血科、供血科、成分科、

检验科、质控科、研究室。建成后门急诊量预计为 130.8万人次/年。

（8）建设周期：计划于 2022年 5月开工，施工周期为 36个月，计划于 2025

年 5月份完成。

表 3.1-1 改扩建后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组成
主要内容及规

模
面积（m2） 使用功能 备注

主

体

工

程

北院

区

1号楼
地上 12层，地

下 1层

27007（地上

23957，地下

3050）

肺结核、呼吸道门诊及住

院，裙房为医技中心
北院区原

有功能改

造
2号楼 7层 8472.16

肝炎、皮肤科等其他住院，

一层为放射科

3号楼 A区 3层 3793 发热门诊，肝炎门诊，一层

急诊
不变

3号楼 B区 3层 3988

科研用房/洗
消中心

9层
23013（地上

10619，地下

12394）
科研用房、消洗中心 新建

南院

区

门（急）诊

医技
4层~5层 20200

急诊急救、体检中心、药剂

科、儿科、中医科、放射

科、中心供应、内科、外

科、妇产科、耳鼻喉眼科、

内镜中心、超声科、功能检

查、ICU、血液透析、手术

中心、病理科、病案、血

库、信息机房、检验科等

新建

住院楼 6层/12层

25800（12层住院

楼 15400+6层住院

楼 9800+出入院大

厅 600）

营养膳食餐厅、内科住院、

儿科住院、妇科住院、产科

住院、中医科住院等。

新建

教学、行

政、宿舍楼

（含报告

厅）

2层/6层 5641
报告厅、阶梯教室、教学用

房、行政办公用房及会议室

等、员工食堂、倒班宿舍。

新建

血站分中心 6层
12200（地上

8000，地下

4200）

血库、血小板全血采血室、

血液实验室、血液检测室及

其他血液相关实验室等。

新建

公

用

工

程

供电设施
总配变电所从市政引入三路10KV高压电源，并采用三台

1500kW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特级负荷另设UPS 供电。
新建

供水设施 由当地自来水管网提供 新建

排水设施

雨污分流，食堂废水经隔油处理后再排入拟新建污水处理

站；医疗废水、其他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再排入院内拟

新建污水处理站。

新建

食堂厨房
教学、行政、宿舍楼地下，对外营业，供就诊人员及职工餐

食。
新建

空调系统 中央空调，冷却塔位于医技楼屋面东侧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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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主要内容及规

模
面积（m2） 使用功能 备注

洗衣房 位于北院区新建科研用房（洗消中心） 新建

气体站 位于北院区北侧，2个液氧储罐；南院区东侧，2个液氧储罐
依托现有

+新建

环

保

工

程

污水处理设施

北院区

特殊废水分别单独预处理后，再排入北院区现有污

水处理站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再排入

院区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位于北院区西南

角，采用地埋式，处理规模 500t/d。处理流程：预

消毒-格栅---调节池—缺氧池—接触氧化池—接触氧

化池—沉淀池—中间水池—消毒池—脱氯池—达标

排出—市政污水管网—接入杏林水质净化厂。

依托现有

南院区

特殊废水分别单独预处理后，再排入南院区新建污

水处理站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再排入

南院区新建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位于南院

区南侧，采用地埋式，处理规模 800t/d。处理流

程：废水—化粪池---格栅—调节池—提升泵—酸化

水解池--接触氧化池—斜板沉淀池—接触消毒池---
达标排出—市政污水管网—接入杏林水质净化厂。

新建

血站分中

心

污水处理设备设置于血透地下一层设备用房，采用

一体式，处理规模 25t/d。处理流程：废水—化粪

池---调节池—水解池--接触氧化池—沉淀池—接触

消毒池---达标排出—市政污水管网—接入杏林水质

净化厂。

新建

固体

废物

医疗废物暂

存间

北院区

位于北院区东北角，有设置明显的标识，地面以及

1.0m墙裙做防渗防漏处理；医疗废物暂存于现有危

险废物暂存间，消毒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

理。

依托现有

南院区、

血站分中

心

暂存于医院新建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医技楼一层南

侧，面积 240m2；2#住院楼一层南侧，60m2），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新建

生活垃圾暂

存间

北院区
位于北院区东侧；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由环

卫部门收集处理。
依托现有

南院区、

血站分中

心

位于 2#住院楼南侧（面积 60m2）；生活垃圾经统

一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新建

污泥处置措

施

污泥：定期委托相关有资质单位进行清空处理，并立即转移

处置，避免遗留现场造成恶臭影响；已和厦门东江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签署污水处理站污泥处置协议。

依托现有

废气

处理

措施

污水处理站

臭气

北院区
污水处理设施—消毒+生物除臭—排气筒（现有污水

处理设施屋面，高度 15m（整改后））排放。
依托现有

南院区
污水处理站采取地埋式并密封加盖—生物除臭—排

气筒（2#住院楼屋面，高度 25m）排放
新建

血站分中

心

污水处理设施采取一体式污水处理设施—生物除

臭—排气筒（血站分中心屋面，高度 25m）排放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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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主要内容及规

模
面积（m2） 使用功能 备注

气溶胶废

气、其他检

验科废气

北院区

门诊、手术区及病房等产生的可能存在含病原体废

气经过过氧化氢消毒机消毒后排入空气中；检验、

化验过程产生的可能存在含病原体废气经过安全柜

内自带的紫外线消毒灯消毒后，再经过安全柜内自

带高效过滤器过滤后排入空气中。

依托现有

南院区、

血站分中

心

检验科、实验室生化废气经生物安全柜内置的高效

过滤器（对病原微生物的过滤效率可达 99.99%）过

滤后，经排风管分别引至科研楼（7楼）、医技楼

屋面（5楼）、血站分中心（6楼）排放（排放高度

分别为 32m、25m、25m），酸碱等具有挥发性气体

使用过程在通风橱内进行。

新建

食堂油烟

北院区

厨房内设置油烟集气罩，设置专用油烟管道，油烟

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行政办公楼屋顶排放，离

地高度 8m。

依托现有

南院区

厨房内设置油烟集气罩，设置专用油烟管道，引至

所在楼屋顶处设置油烟净化器进行净化处理，油烟

排气筒位于所在楼（1#住院楼）屋面，离地高度

48m。

新建

柴油发电机

燃料废气

北院区
3台柴油发电机排烟设专用烟道引至配电房屋面排

放，排气筒离地高度 8m。
依托现有

南院区

3台备用柴油发电机位于 2#住院楼一层东侧的发电

机房，设置排风管，烟气通过排风管引至专用管道

至裙楼屋面 15m排放。

新建

地下车库汽

车废气

经排风管在地面排气口应朝向绿化带排放，且高于地面 2.5m
以上排放

新建

降噪措施

中央空调冷却外机设置隔声屏障、减振措施；空压机采取隔

声、减振措施，其他水泵等设置在地下室

依托现有

+新建

污水站的提升泵采用潜水式水泵，并对管道采取减振处理，

位于地下一层；曝气机也采用潜水式，并对进风管道安装阻

性消声器。

依托现有

+新建

备注：核医学科、放射科设置有核磁共振、X线治疗、CT等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根

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本项目大

楼内涉及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需要单独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核技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不在本报告评价范畴，因此本评价报告不对医院涉及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进行分析

评价。

3.2改扩建项目设计说明

3.2.1改扩建项目技术经济指标

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改扩建后全院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3.2-1。

表 3.2-1 改扩建后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杏林医院+血站分中心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用地面积 m2 8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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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建筑面积 m2 193530

其中
地上 m2 113886

地下 m2 79644

3 已建建筑面积 m2 45976

其中
地上 m2 42926

地下 m2 3050

4 新建建筑面积 m2 147554

其中
地上 m2 70960

地下 m2 76594

5 占地面积 m2 25613.4

6 容积率 / 1.5

7 建筑密度 % 30

8 绿地率 % 35

9 停车位 个 1853

其中

地上 个 50

地下 个 1803

其中
已建停车位 个 56

新建停车位 个 1747

10 床位数 个 800

杏林医院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不含血站分中心）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用地面积 m2 78878

2 总建筑面积 m2 181330

其中
地上 m2 105886

地下 m2 75444

3 已建建筑面积 m2 45976

其中
地上 m2 42926

地下 m2 3050

4 新建建筑面积 m2 135354

其中
地上 m2 62960

地下 m2 72394

5 占地面积 m2 23663.4

6 容积率 1.5

7 建筑密度 % 30

8 绿地率 % 35

9 停车位 个 1797

其中
地上 个 50

地下 个 1747

10 总床位 个 800



72

11 单床位用地面积 m2/床 98.6

12 单床位建筑面积 m2/床 132.4

杏林医院（北院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用地面积 m2 32548

2 总建筑面积 m2 68989

其中
地上 53545

地下 15444

2.1 已建建筑面积 m2 45976

其中
地上 m2 42926

地下 m2 3050

2.2 新建建筑面积 m2 23013

其中
地上（科研楼） m2 10619

地下 m2 12376

3 占地面积 m2 9764.4

4 容积率 1.7

5 建筑密度 % 30

6 绿地率 % 30

7 停车位 个 386

其中

地上 个 20

地下 个 366

其中
已建停车位 个 56

新建停车位 个 310

8 总床位 个 300

杏林医院（南院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用地面积 m2 46300

2 总建筑面积 m2 112341

其中

地上 m2 52341

其中

门诊医技楼 m2 20200

住院楼（300床） m2 15400

住院楼（200床） m2 9800

出入院大厅 m2 600
教学/行政/宿舍楼

（含报告厅）
m2 5641

附属楼（含污水、配电等） m2 700

地下 m2 60000

其中

车库及设备用房 m2 53008

医疗用房、后勤用房 m2 6714

地下通道 m2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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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占地面积 m2 13899

4 容积率 1.3

5 建筑密度 % 30

6 绿地率 % 40

7 停车位 个 1352

其中
地上 个 30

地下 个 1332

8 床位数 个 500

血站分中心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用地面积 m2 6500

2 总建筑面积 m2 12200

其中
地上 m2 8000

地下 m2 4200

3 占地面积 m2 1950

4 容积率 1.5

5 建筑密度 % 30

6 绿地率 % 50

7 停车位 个 105

其中
地上 个 0

地下 个 105

3.2.2项目平面布置

3.2.2.1建筑总体布局

（1）规划布局

设计上将南北统一规划为三甲综合医院，北院区规划为传染病病区，南院区规

划为综合医院功能区。

北院区保留原有建筑 1、2、3号楼，并于东南侧新建科研楼，包含科研用房及

消洗中心等功能。

南北区之间地下设置连接通道，地上预留连廊位置（地上连廊考虑远期建设，

另外立项），联系便捷。

南院区面向月浦路设置医院前广场，布置急诊急救，且上方即为急诊住院，方

便患者。

南院区中部设置门诊医技，各功能都围绕其布置。

住院楼设置在西北侧，西南角为后期预留用地。

教学、行政、宿舍楼位于基地东北侧，相对独立，便于营造良好的办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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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分中心设于东南角，临近城市道路，有独立出入口。地面可单独管理使用，

地下与医院合建，统一管理。

（2）总平面出入口布置

综合考虑医院医疗流程设计与院区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在整个院区设以下主要

出入口：

北区：主要出入口设置在南北院区之间的月浦路上，交通便捷，主要作为门诊、

住院、科研及洗消的出入口。次要出入口设置在场地西侧的规划路上，主要作为后

勤出入口。（西侧村庄未拆除时，次要出入口暂时设置在月浦路上，西侧村庄拆除

后，次要出入口移到西侧道路上）。

南区：医院门、急诊出入口设于南北院区之间的月浦路上，作为病人到医院就

诊的主要出入口，车辆即进即出。急诊人流一进入主入口广场立刻与门诊人群分流。

住院出入口：住院出入口设于营美路上，作为住院病人及患者家属的出入口，车辆

即进即出。教学、行政、宿舍出入口：设于南浦路上，远离主要病区。另外，营美

路上单独设置后勤出入口，分时段管控，以满足废弃物和物流的运输需求。

血站：出入口也由南浦路进入，再进行分流。

改扩建后医院总平图见图 3.2-1。改扩建项目各层平面布置图见图 3.2-2。

3.2.2.2平面布置

（1）北院区 1号楼

主要功能分布如下：消化系统门诊、呼吸系统门诊、其他专科门诊、供应中心、

检验科、中心药房、科研教学、会议室、学术报告厅、职工餐厅、手术室（2间）、

ICU（6床）、住院。

（2）北院区 2号楼

主要功能分布如下：放射科、住院、手术室（6间）。

（3）北院区 3号楼 A、B区

功能分布如下：药房、收费、急诊、门诊、 B超、内镜。

（4）北院区科研楼

功能分布如下：主要为消洗中心、科研用房等。

（5）南院区急诊住院

主要功能如下：急诊急救、眼科住院、外科住院。

（6）南院区门诊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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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如下：体检中心、药剂科、儿科、中医科、放射科、中心供应、内科、

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眼科、内镜中心、超声科、功能检查、ICU、血液透析、手

术中心、病理科、病案、血库、信息机房、检验科等。

（7）南院区住院楼

主要功能如下：营养膳食餐厅、内科住院、儿科住院、妇科住院、产科住院、

中医科住院等。

（8）南院区教学、行政、宿舍楼

主要功能如下：报告厅、阶梯教室、教学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及会议

室等、员工食堂、倒班宿舍。

（9）血站分中心

主要功能如下：血库、血小板全血采血室、血液实验室、血液检测室及其他血

液相关实验室等。

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全院功能布局见表 3.2-2。

表 3.2-2 改扩建后医院功能布局一览表

北院区

楼址 楼层 面积（m2） 现状使用情况
改扩建后使用

功能情况
保留现有功能 备注

北院区 1
号楼

地上 12
层，地下

1层

27007（地上

23957，地下

3050）

化系统门诊、呼

吸系统门诊、其

他专科门诊、供

应中心、检验

科、中心药房、

科研教学、会议

室、学术报告

厅、职工餐厅、

手术室（2
间）、ICU（6
床）、住院

（252床）

肺结核、呼吸

道门诊及住

院，裙房为医

技中心

1层：消化系统门

诊、呼吸系统门诊、

其他专科门诊、中心

供应

现有改

建

2层：检验科、科研

教学、中心药房

3层：消会议室、学

术报告厅、职工餐

厅、手术室（2间）

集中 ICU（6床）

北院区 2
号楼

7层 8472.16
放射科、住院

（105床）、手

术室（6间）

肝炎、皮肤科

等其他住院

1层：放射科

现有改

建

2层：负压病房（11
床）

3层：负压病房留观

病房、设备

北院区 3
号楼 A
区

3层 3793
药房、收费、急

诊、门诊、B
超、内镜

发热门诊，肝

炎门诊

1层：门诊药房、收

费、急诊

不变
2层：门诊（诊室、

中药房）

3层：B超检查、内

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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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区 3
号楼 B
区

3层 3988 发热门诊，肝

炎门诊

1层：门诊药房、收

费、急诊

不变
2层：门诊（诊室、

中药房）

3层：B超检查、内

镜检查

楼址 楼层 面积（m2） 主要功能 备注

北院区科

研用房、

消洗中心

1层 1211 科研门厅、科研办公室、消洗门厅、应急消洗中心、

垃圾房

新建

2层 1176 洗衣房、高温灭菌、晾晒区

3层 1176 动物行为测试室、万级层流房、洗涤/灭菌、危化品仓

库、仪器室、纳米实验室

4层 1176 液氨存放间、医疗废弃物处理间、冰箱存放处、实验

室、样本信息库、样本接收

5层-7层 各 1176 实验室

8层~9层 1176 医疗废弃物处理间、办公室、科研实验室、办公室、

细胞房、仪器存放间、信息登记/登记/处理

南院区

楼址 楼层 面积（m2） 主要功能 备注

门（急）

诊医技

1层 6460 门厅、急诊急救、影像科、中心供应、体检中心

新建

2层 3560 外科、内科、检验科

3层 3560 妇科、眼耳鼻喉、产科、皮肤科、功能检查、内窥镜

4层 3560 病案室、体检中心、血库、介入中心、手术室

5层 3060 手术净化机房、血透、病理科

住院楼

1层 3528 住院门厅、药房、办公室、医用食品配置室、生活垃

圾暂存间、医疗废物暂存间

新建

2层 2791.2 病房、输液大厅、办公室

3层 2791.2 病房、办公室

4层 2791.2 病房、办公室

5层 2791.2 产房、手术室、办公室

6层 2791.2 病房、办公室

7层~12层 各 1386 病房、办公室

教学、行

政、宿舍

楼（含报

告厅）

1层 972 宿舍门厅、阶梯教室、机房、报告厅

新建
2层 972 教室

3~4层 各 972 办公室、会议室

5~6层 各 972 宿舍

血站分中心

楼址 楼层 面积（m2） 主要功能 备注

血站分中

心

1层 1739.28 会议室、储存室、预约取、接待室

新建2层 1460.72 采集室、结果整理时、计数室、处理室、咨询室、休

息室

3层 1200 全血成分分类区、包装室、贴签室、贮存室、全血离

心区、血浆速冻区、血液病毒灭活区、机采血小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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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区、全血白细胞过滤除区

4层 1200 血常规检测室、贮存室、检测室、结果整理室、洗涤

区

5层 1200 实验室、仓库、鉴定室、备份区、资料整理区、血液

系统计算机管理中心、档案资料室、结余是

6层 1200
基因工程治疗室、造血干细胞工作室、办公室、资料

室、阅览室、免疫遗传室、血液质量控制中心、生体

献血单位招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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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总平面布置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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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 各层平面布置图（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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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各层平面布置图（北院区科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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