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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清单

1、主要环境问题

（1）完善与《福建省进一步加强重金属

污染防控实施方案》，南平市省级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总体发展规划、规划环评及审

查意见的符合性分析；

（2）细化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及厂区土

壤、地下水环境现状达标分析；全面梳理

现有工程环境问题，细化“以新带老”整

改要求；

（3）完善技改工程内容及项目组成一览

表；完善依托现有工程可行性分析；核实

“三本帐”。

章节 2.7 已完善与《福建省进一步加强重

金属污染防控实施方案》，南平市省级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总体发展规划、规划环评

及审查意见的符合性分析。

第三章已细化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及厂

区土壤、地下水环境现状达标分析；全面

梳理现有工程环境问题，细化“以新带老”

整改要求。

章节 4.1.3 已完善技改工程内容及项目组

成一览表，完善依托现有工程可行性分

析。

章节 4.6 已核实“三本帐”。

2、地表水环境

（1）核实初期雨水量及水平衡；完善外

排雨水监控要求。

（2）深化生产废水处理措施可行性论证，

细化污水分类分质收集、贮存方式、回用

水质、计量监控及污水、回用水管线明管

化改造要求。

章节 4.5.2 已核实初期雨水量。

章节 4.4.1 已核实水平衡。

章节 9.3 已完善外排雨水监控要求。

章节 7.2 已深化生产废水处理措施可行性

论证，细化污水分类分质收集、贮存方式、

回用水质、计量监控及污水、回用水管线

明管化改造要求。

3、地下水环境

完善地下水防渗分区划分。
章节 7.5.3 已完善地下水防渗分区划分。

4、大气环境

（1）细化废气收集方式，核实废气收集

效率、处理措施及污染源强；

（2）完善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核

实环境防护距离。

章节 4.5.1、7.1 已细化废气收集方式，核

实废气收集效率、处理措施及污染源强；

章节 6.1 已完善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

价，核实环境防护距离。

3、固体废物

完善固废产生类别、代码、收集、贮存和

处置措施，完善危险废物暂存间规范化建

设要求。

章节 4.5.4、6.5、7.4 已完善固废产生类别、

代码、收集、贮存和处置措施，完善危险

废物暂存间规范化建设要求。

4、环境风险

核实环境风险评价，核算事故应急池及初

期雨水收集池容积，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

施。

章节 6.7 已核实环境风险评价，核算事故

应急池及初期雨水收集池容积，完善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



修改清单

5、其他意见

（1）完善环境管理要求、企业自行监测

一览表、污染物排放清单和环保竣工验收

一览表等内容；

（2）完善总平面布置图、环境监测布点

图等相关图件，完善附件。

第九章已完善环境管理要求、企业自行监

测一览表、污染物排放清单和环保竣工验

收一览表等内容。

已完善附图、附件。



附表 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3）

核算排放速率

（kg/h）
核算年排放量

（t/a）

一般排放口

1 DA003 颗粒物 27.761 0.042 0.092

2 DA004 颗粒物 27.761 0.042 0.092

3 DA006 颗粒物 13.961 0.021 0.047

4 DA001 氯化氢 0.261 0.005 0.012

5 DA008 铬酸雾 0.009 0.00004 0.0001

一般排放口合计

颗粒物 0.231

氯化氢 0.012

铬酸雾 0.0001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源
产污环

节
污染物

主要污染

防治措施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年排放量

（t/a）标准名称
浓度限值

（mg/m3）

1 机加工

车间
抛丸 颗粒物 /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
B16297-1996）

1.0 0.068

2 冲压车

间

激光切

割
颗粒物 / 1.0 0.036

3
表面处

理车间

喷砂 颗粒物 / 1.0 0.068

4 电镀
氯化氢 / 0.20 0.130

铬酸雾 / 0.0060 0.0001

无组织排放总计

无组织排放总计

颗粒物 0.172

氯化氢 0.012

铬酸雾 0.0001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1 颗粒物 0.403

2 氯化氢 0.024

3 铬酸雾 0.0002

污染源非正常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源
非正常排

放原因
污染物

非正常排

放浓度

（mg/m3）

非正常排

放速率

（kg/h）

单次持

续时间

（h）

年发生

频次

（次）

应对措施

1 DA003 污染防治

措施检

修、运行

异常，去

除效果降

至 50%

颗粒物 92.536 0.139

1 2

停止生产，

直至污染

防治措施

修复

2 DA004 颗粒物 92.536 0.139

3 DA006 颗粒物 46.538 0.070

4 DA001 氯化氢 2.606 0.052

5 DA008 铬酸雾 0.085 0.00043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

等级

与范

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评价

因子

SO2+NOX

排放量
≥2000t/a 500~2000t/a <500t/a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SO2、NO2、PM10、PM2.5、CO、O
3）

其他污染物（氯化氢、铬酸雾）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PM2.5

评价

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 D 其他标准

现状

评价

环境功能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类区

评价基准年 （ 2022 ）年

环境空气质

量现状调查

数据来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现状补充监测

现状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染

源调

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拟替代的污

染源

其他在建、拟建项目

污染源

区域污染

源

大气

环境

影响

预测

与评

价

预测模型
AERM
OD

ADMS


AUSTA
L2000

EDMS/
AEDT

CALPU
FF

网格模

型

其他



预测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颗粒物、氯化氢、铬酸雾）
包括二次 PM2.5 ☐

不包括二次PM2.5 

正常排放短

期浓度贡献

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正常排放年 一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均浓度贡献

值
二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非正常排放

1h浓度贡

献值

非正常持续

时长（1）h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保证率日平

均浓度和年

平均浓度叠

加值

C 叠加达标 C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

量的整体变

化情况

k≤-20% k>-20%

环境

监测

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颗粒物、氯化氢、铬

酸雾）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测

环境质量监

测
监测因子：（ ） 监测点位数（ ） 无监测

评价

结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

大气环境防

护距离
距（ / ）厂界最远（ 0 ）m

污染源年排

放量
SO2：（）t/a NOx：（）t/a

颗粒物：（0.403）
t/a

VOCs：（）t/a

注：“☐”为勾选项 ，填“√” ；“（ ）”为内容填写项。



附表 2
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序号 废水类别 污染物种类 排放去向 排放规律

污染物治理设施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设

置是否符

合要求

排放口类型污染物治理

设施编号

污染物治理

设施名称

污染物治理

设施工艺

1 生产废水

COD、氨氮、

总氮、总磷、

石油类、总铁

不外排 / TW001
综合废水处

理设施

化学沉淀+
RO膜处理

/ / /

2 生产废水 总铬、六价铬 不外排厂 / TW002
含铬废水处

理设施

化学还原+
化学沉淀+
RO膜处理

/ / /

3 生活污水 COD、氨氮
工业废水集

中处理厂

间断排放，排放

期间流量不稳

定且无规律，但

不属于冲击型

排放

TW003
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
化粪池 DW001 是

一般排放口-
总排口



废水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地理坐标

废水排

放量

（万 t/a）
排放去向 排放规律

间歇排放

时段

受纳污水处理厂信息

经度 纬度 名称
污染物

种类

国家或地方污

染物排放标准

浓度限值

（mg/L）

1 DW001 118631.07 27226.20 0.5282
工业废水集

中处理厂厂

间断排放，排放

期间流量不稳

定且无规律，但

不属于冲击型

排放

8:00~17:00
武夷新区赤

岸污水处理

厂

COD 60

氨氮 8（15）



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

种类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他按规定商定的排放协议

名称
浓度限值

（mg/L）

1 DW001
COD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500

氨氮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45

废水污染物排放信息表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种

类

排放浓度

（mg/l）
新增日排

放量（t/d）
全厂日排

放量（t/d）
新增年排

放量（t/a）
全厂年排

放量（t/a）

1 DW001
COD 60 0 1.14E-03 0 0.317

氨氮 8（15） 0 1.51E-04 0 0.042

全厂排放口合

计

COD 0 0.317

氨氮 0 0.042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影响

识别

影响类型 水污染影响型 ；水文要素影响型 

水环境保

护目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取水口 ；涉水的自然保护区 ；涉水的

风景名胜区 ；重要湿地 ；重点保护与珍稀水生生物的栖息地 ；重

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 ；天然渔场等渔业

水体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其他 

影响途径
水污染影响型 水文要素影响型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其他  水温 ；径流 ；水域面积 

影响因子

持久性污染物 ；有毒有害污染物

；非持久性污染物 ；pH值 ；

热污染 ；富营养化 ；其他 

水温 ；水位（水深）；流速 ；

流量 ；其他 

评价等级

水污染影响型 水文要素影响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A ；

三级 B 
一级 ；二级 ；三级 

现状

调查

区域污染

源

调查项目 数据来源

已建 ；在建

；拟建 ；其

他 

拟替代的污染源



排污许可证 ；环评 ；环保验收

；既有实测 ；现场监测 ；

入河排放口数据 ；其他

受影响水

体水环境

质量

调查时期 数据来源

丰水期 ；平水期 ；枯水期 ；

冰封期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补充监

测 ；其他 

区域水资

源开发利
未开发 ；开发量 40%以下 ；开发量 40%以上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用状况

水文情势

调查

调查时期 数据来源

丰水期 ；平水期 ；枯水期 ；

冰封期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水行政主管部门 ；补充监测 ；

其他 

补充监测

监测时期 监测因子 监测断面或点位

丰水期 ；平水期 ；枯水期 ；

冰封期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
监测断面或点位

个数（）个

现状

评价

评价范围 河流：长度（ ）km；湖库、河口及近海岸域：面积（ ）km2

评价因子 （化学需氧量、氨氮）

评价标准

河流、湖库、河口：I类 ；II类 ；III类 ；IV 类 ；V类 

近岸海域：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规划年评价标准（ ）

评价时期
丰水期 ；平水期 ；枯水期 ；冰封期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评价结论

水环境功能区或水功能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状

况：达标 ；不达标

水环境控制单元或断面水质达标状况：达标 ；不达标

水环境保护目标质量状况：达标 ；不达标

对照断面、控制断面等代表性断面的水质状况：达标 ；不

达标

底泥污染评价 

水资源与开发利用程度及其水文情势评价 

水环境质量回顾评价 

流域（区域）水资源（包括水能资源）与开发利用总体状况、

生态流量管理要求与现状满足程度、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空间的

水流状况与河湖演变状况 

依托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达标排放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影响

预测

预测范围 河流：长度（ ）km；湖库、河口及近海岸域：面积（ ）km2

预测因子 （ ）

预测时期

丰水期 ；平水期 ；枯水期 ；冰封期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设计水文条件 

预测情景

建设期 ；生产运行期 ；服务期满后 

正常工况 ；非正常工况 

污染控制和减缓措施方案 

区（流）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情景 

预测方法
数值解 ；解析解 ；其他 

导则推荐模式 ；其他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影响

评价

水污染控

制和水环

境影响减

缓措施有

效性评价

区（流）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替代削减源 

水环境影

响评价

排放口混合区外满足水环境管理要求 

水环境功能区或水功能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 

满足水环境保护目标水域水环境质量要求 

水环境控制单元或断面水质达标 

满足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重点行业建设项目，主要污染

物排放满足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满足区（流）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 

水文要是影响型建设项目同时应包括水文情势变化评价、主要水文特征值

影响评价、生态流量符合性评价 

对于新设或调整入河（湖库、近岸海域）排放口的建设项目，应包括排放口

设置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管理

要求 

污染源排

放量核算

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mg/L） 排放量/（t/a）

COD 60 0.317

氨氮 8（15） 0.042

替代排放

源情况

污染源名

称

排污许可证

编号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t/a）

排放浓度/（mg/
L）

（ ） （ ） （ ） （ ） （ ）

生态流量

确定

生态流量：一般水期（ ）m3/s；鱼类繁殖期（ ）m3/s；其他（ ）

m3/s
生态水位：一般水期（ ）m；鱼类繁殖期（ ）m；其他（ ）m

防治

措施

环保措施
污水处理设施 ；水文减缓设施 ；生态流量保障设施 ；区域削减 ；

依托其他工程措施 ； 其他 

监测计划

环境质量 污染源

监测方式
手动 ；自动 ；

无监测 
手动 ；自动 ；无监测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污染物排

放清单


评价结论 可以接受 ； 不可以接受 

注：“”为打勾选项，可 √； “（ ）”为内容填写项；“备注”为其他补充内容。



附表 3
声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级

与范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200m 大于 200m 小于 200m

评价因子 评价因子 等效连续 A声级 最大 A声级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国外标准

现状评价

环境功能

区
0类区 1类区 2类区 3类区 4a类区 4b类区

评价年度 初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现状调查

方法
现场实测法 现状实测加模型计算法 收集资料

现状评价 达标百分比 100%

噪声源

调查

噪声源调

查方法
现场实测 已有资料 研究成果

声环境影

响预测与

评价

预测模型 导则推荐模型 其他

预测范围 200m 大于 200m 小于 200m

预测因子 等效连续 A声级 最大 A声级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厂界噪声

贡献值
达标 不达标

声环境保

护目标处

噪声值

达标 不达标

环境监测

计划

排放监测 厂界监测 固定位置监测 自动监测 手动监测 无监测

声环境保

护目标处

监测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数（） 无监测

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 可行 不可行

注：“☐”为勾选项 ，填“√” ；“（ ）”为内容填写项。



附表 4
土壤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备注

影响

识别

影响类型 污染影响型；生态影响型；两种兼有 /

土地利用

类型
建设用地；农用地；未利用地

土地利

用类型

图

占地规模 （4.95）hm2 /

敏感目标

信息
敏感目标（农林用地）、方位（东）、距离（150m） /

影响途经 大气沉降；地面漫流；垂直入渗；地下水位；其他（） /

全部污染

物
COD、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总铁、总铬、六价铬 /

特征因子 总铬、六价铬 /

所属土壤

环境影响

评价项目

类别

I类；II类；III类；IV 类 /

敏感程度 敏感；较敏感；不敏感 /

评价工作等级 一级；二级；三级

现状

调查

内容

资料收集 a）；b）；c）；d） /

理化特性 砂砾含量、其他异物、饱和导水率、土壤容重、孔隙度 /

现状监测

点位

占地范围内 占地范围外 深度

监测布

点图
表层样点数 2 4 0~20cm

柱状样点数 5 0 0~300cm

现状监测

因子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45项基本因子、总锌、石油烃、《土壤环境

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基本项目 9项
/

现状

评价

评价因子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45项基本因子、氰化物、总锌、石油烃、锡、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基本项目 9
项

/

评价标准 GB15618；GB36600；表 D.1；表 D.2；其他（ ） /

现状评价

结论

工业用地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住宅用地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农林用地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

/

影响

预测

预测因子 六价铬 /

预测方法 附录 E；附录 F；其他（类比分析） /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备注

预测分析

内容

影响范围（厂区及周边 1000m范围）

影响程度（正常工况下影响较小）
/

预测结论
达标结论：a）；b）；c）
不达标结论：a）；b）

/

防治

措施

防控措施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保障；源头控制；过程防控；其他（） /

跟踪监测
监测点数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

占地范围内 1个 总铬、六价铬 3年开展一次 /

信息公开

指标
/

评价结论 建设项目土壤环境影响可接受 /

注 1：“”为勾选项，可√；“（）”为内容填写项；“备注”为其他补充内容。

注 2：需要分别开展土壤影响评级工作的，分别填写自查表。



附表 5
环境风险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风险

调查

危险

物质

名称 盐酸 硫酸 硝酸 铬酸酐 甲醇

存在总量/t 0.45 0.25 0.11 0.5 0.55

名称
液化石油

气
油类物质 危险废物 / /

存在总量/t 0.2 1.5 100 / /

环境敏

感性

大气

500m范围内人口数<500人 5km范围内人口数>5万人

每公里管段周边 200m范围内

人口数（最大）
人

地表水
地表水功能敏感性 F1 F2 F3

环境敏感目标分级 S1 S2 S3

地下水
地下水功能敏感性 G1 G2 G3

包气带防污性能 D1 D2 D3

物质及工艺系

统危险性

Q值 Q<1 1≤Q<10 10≤Q<100 Q>100

M值 M1 M2 M3 M4

P值 P1 P2 P3 P4

环境敏感

程度

大气 E1 E2 E3

地表水 E1 E2 E3

地下水 E1 E2 E3

环境风险潜势 IV+ IV III II I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简单分析

风险

识别

物质危

险性
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 

环境风

险类型
泄露 火灾、爆炸引发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

影响

途径
大气 地表水 地下水

事故情形分析
源强设定

方法
计算法 经验估算法 其他估算法

风险

预测

与评

价

大气

预测模型 SLAB AFTOX 其他

预测结果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影响范围 m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影响范围 130m

地表水 最近环境敏感目标 ，到达时间 h

地下水
下游厂区边界到达时间 d

最近环境敏感目标 ，到达时间 d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重点风险防范

措施

（1）大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化学品仓库及生产车间设置有毒、可燃气体泄露报警仪，实时对化学品仓

库、车间进行监控。

②化学品仓库、车间均设置视频监控探头，专人负责项目的环境风险事故排

查，每日定期对化学品仓库、车间等风险源进行排查，及时发现事故风险隐

患，降低项目的环境风险生产场所配备可燃气体报警仪，预防火灾。配备灭

火器，及时灭火，减缓火灾影响。

（2）事故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①事故废水截流措施

化学品仓库设置围堵设施，外设排水切换阀，做到事故时能够正常切换到事

故废水池。

②事故排水收集措施

需设置事故应急池，确保在事故状态下能顺利收集消防废水。项目收集泄漏

物料、污染消防水和污染雨水的需要，明确并图示防止事故废水进入外环境

的控制、封堵系统。

（3）建设完善的消防设施

各个车间及化学品仓库均设置火灾报警器，配备完善的消防防火设施。各个

车间和库房内均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室外设置环状布置的消火栓系统，各

个构筑物内均设置多台干粉灭火器。

（4）地下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地下水环境风险防范采取源头控制和分区防渗措施，加强地下水环境的监控、

预警，厂区设置地下水监控井，定期对厂区的地下水监控井进行监测，实时

监控厂区内的地下水环境污染水平。

评价结论

与建议

项目厂区须按要求设置事故应急池等防范措施。本项目采取有效事故预防措

施后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水平是可接受的。

注：“”为勾选项，“ ”为填写项。



附表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基础信息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福建省安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工艺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内容 1条镀硬铬全自动挂镀线项目代码 2211-350703-07-02-956478

环评信用平台项目编号 1x7so1

建设地点 南平市建阳区闽北经济开发区童游工业园区一期 7B号地 建设规模 电镀液容量2774升

项目建设周期（月） 1.0 计划开工时间 2023年12月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 66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预计投产时间 2024年1月

建设性质 改扩建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及代码 3360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现有工程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编号

（改、扩建项目）
91350784796066469001U

现有工程排污许可管理类

别（改、扩建项目）
重点管理 项目申请类别 新申报项目

规划环评开展情况 有 规划环评文件名 南平市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总体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规划环评审查机关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 闽环保评[2016]9号

建设地点中心坐标

（非线性工程）
经度 118.113606 纬度 27.364212 占地面积（平方米） 49500.20 环评文件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地点坐标（线性工程） 起点经度 起点纬度 终点经度 终点纬度
工程长度

（千米）

总投资（万元） 508.00 环保投资（万元） 80.00 所占比例（%） 15.75 

建 设
单 位

单位名称 福建省安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锦松

环评

编制
单位

单位名称 浙江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03255254114

主要负责人 吴锦松

编制主持人

姓名 蔡迪

联系电话 88980727信用编号 BH0011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913507847960664690 联系电话 15959755872

职业资格证书

管理号

2022050353300000

0033

通讯地址 南平市建阳区闽北经济开发区童游工业园区一期 7B号地 通讯地址 温州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2001~2002室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污染物

现有工程

（已建+在建）

本工程

（拟建或调整变更）

总体工程

（已建+在建+拟建或调整变更） 区域削减量来源（国家、

省级审批项目）①排放量

（吨/年）

②许可排放量

（吨/年）

③预测排放量

（吨/年）
④“以新带老”削减量（吨/年） ⑤区域平衡替代本工程削减量（吨/年）

⑥预测排放总量

（吨/年）

⑦排放增减量

（吨/年）

废水

废水量(万吨/年) 0.528 0.528 0.000 

COD 0.317 0.317 0.000 

氨氮 0.079 0.037 0.042 -0.037 

废气

废气量（万标立方米/年）

颗粒物 0.121 0.403 0.121 0.403 0.282 

氯化氢 0.065 0.176 0.065 0.176 0.111 

铬酸雾 0.0002 0.0002 0.0002 

项目涉及法律法
规规定的保护区

情况

                    影响及主要措施     

生态保护目标
名称 级别

主要保护对象

（目标）
工程影响情况 是否占用

占用面积

（公顷）
生态防护措施

生态保护红线 （可增行）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自然保护区 （可增行）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表） （可增行）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下） （可增行）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风景名胜区 （可增行）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项目涉及法律法
规规定的保护区

情况

其他 （可增行）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主要原料及燃料
信息

主要原料 主要燃料

序号 名称 年最大使用量 计量单位 有毒有害物质及含量（%） 序号 名称 灰分(%) 硫分(%)
年最大使用

量
计量单位

1 盐酸 2.6 吨

2 硫酸 1.6 吨

3 硝酸 0.1 吨

4 铬酸酐 2 吨 Cr（52%)

5 氯化锌 0.4 吨 Zn（48%)

6 氧化锌 0.5 吨 Zn（80%)

大气污染
治理与排
放信息

有组织
排放

（主要
排放
口）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排气筒高度

（米）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生产设施 污染物排放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

效率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毫克/

立方米）

排放速率

(千克/小时)
排放量（吨/年） 排放标准名称

DA003 抛丸废气排放口 15 TA002 水浴湿式除尘 85% / 抛丸机 颗粒物 27.761 0.042 0.09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DA004 喷砂废气排放口 15 TA003 水浴湿式除尘 85% / 喷砂机 颗粒物 27.761 0.042 0.09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DA006 激光切割废气排放口 15 TA004 水浴湿式除尘 85% / 激光切割机 颗粒物 13.961 0.021 0.04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DA001 综合酸雾排放口 23 TA005 综合酸雾喷淋塔 95%
MF01、MF02、MF03、

MF04
表面处理生产线 氯化氢 0.261 0.005 0.012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

2008）

DA008 铬酸雾排放口 23 TA006 铬酸雾喷淋塔 95% MF04 电镀生产线 铬酸雾 0.009 0.00004 0.0001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

2008）

无组织
排放

序号 无组织排放源名称

污染物排放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毫克/立方米）
排放标准名称

1 机加工车间 颗粒物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2 冲压车间 颗粒物 1

3 表面处理车间

颗粒物 1

氯化氢 0.2

铬酸雾 0.006

水污染治
理与排放
信息（主
要排放
口）

车间或
生产

设施排
放口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废水类别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排放去向

污染物排放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排放量（吨/年） 排放标准名称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治理设施处理水

量(吨/小时）

总排放
口（间
接排
放）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

水量（吨/小时）

受纳污水处理厂
受纳污水处理厂排

放标准名称

污染物排放

名称 编号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排放量（吨/年） 排放标准名称

DW001 总排口 / /
武夷新区赤岸污水处理

厂
/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COD 60 0.31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

标准》（GB/T31962-2015）
氨氮 8（15） 0.042

总排放
口（直
接排
放）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水量（吨/小时）

受纳水体 污染物排放

名称 功能类别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排放量（吨/年） 排放标准名称

/ / / / / / / / / /

固体废物
信息

废物类
型

序号 名称 产生环节及装置 危险废物特性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

（吨/年）
贮存设施名称 贮存能力(吨/年)

自行利用

工艺

自行处置

工艺

是否外委处

置

一般工

业固体
废物

1 边角料和残次品 机加工 / / 6 / / / / 是

2 废焊料及焊渣 机加工 / / 0.05 / / / / 是

3 除尘回收粉尘 废气处理 / / 1.314 / / / / 是

4 一般废包装材料 原材料包装 / / 0.5 / / / / 是

危险废
物

1 废油 机加工 T/I HW08 0.2

危废暂存间

0.2 / / 是

2 废切削液 机加工 T HW09 0.1 0.1 / / 是



危险废
物

4 铁渣 机加工 T HW09 0.1

危废暂存间

0.1 / / 是

5
污水处理站浓水

废液
污水处理 T/C HW17 832.4 832.4 / / 是

6 污水处理站污泥 污水处理 T/C HW17 10 10 / / 是

7 废过滤介质 污水处理 T HW49 0.1 0.1 / / 是

8 废槽渣 污水处理 T/C HW17 0.02 0.02 / / 是

9 废滤芯 电镀 T HW49 0.02 0.02 / / 是

10 废槽液 镀液维护 T/C HW17 10 10 / / 是

11
危化品废包装材

料
原辅材料包装 T HW08、HW49 0.5 0.5 /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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