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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帝集团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铭帝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陕西省铜川市董家河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 邓春安 

联系人 肖优胜 联系方式 15709196608 

所属行业 铝压延加工 生产周期 全年连续 

自行监测开展方式 

烟气采取手工监测； 

废水采取自动在线监测+手工监测； 

噪声手工监测 

产生污染设施情况 

废气排放源为熔铸车间 6 台 25t 熔铝炉、熔铸车间 2 套铝灰筛选系统、2 条

卧式氧化生产线、5条粉末喷涂生产线及 2台供热锅炉 

废水排放源为卧式氧化生产线和喷涂前处理生产的酸性废水和公司生活污水 

污染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1、熔铸车间 6 台 25t 熔铝炉集气罩粉尘共用一套废气处理设施，采用“布袋

除尘器+15m 高烟囱”处理后排放。熔铸车间 6台 25t 熔铝炉炉内烟气：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采用布袋除尘器+次氯酸钙吸收脱硝+15m 高烟囱处理； 

2、熔铸车间 2套铝灰筛选系统，均采用“布袋除尘器+15 米高烟囱”排放； 

3、卧式氧化生产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碱雾，采用“槽边排风罩+机械排风+

碱雾吸收塔” 处理，酸雾通过侧抽集气罩+喷淋吸收塔处理，后通过 15m 高烟囱

排放。电泳固化废气采用烟气循环燃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通过 15m

高烟囱排放； 

4、粉末喷涂生产线颗粒物采用“粉末回收装置+高效旋风筒+布袋除尘器” 处

理；氟碳喷涂生产线有机废气通过活性炭吸附浓缩+催化燃烧处理，后通过 15m

高烟囱排放； 

5、2 台供热天然气锅炉已进行了低氮燃烧改造，废气通过 15m 高烟囱排放 

6、卧式氧化生产线酸性废水和喷涂前处理弱酸性废水，通过公司污水处理站

“酸碱中和+絮凝沉淀”处理后，生产的中水大量回用，少量排至园区市政管网 

7、生活污水经过一二级化粪池沉淀处理后上清液排至园区市政管网 



 

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 

1、熔铸车间、粉末喷涂生产线废气经过布袋除尘系统处理后通过烟囱排放； 

2、氧化生产线废气经过水喷淋净化装置吸收后通过 15m 高烟囱排放； 

3、天燃气锅炉经过低氮燃烧后烟气通过 15m 烟囱直接排放； 

4、生产废水通过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大部分回用，小部分处理后排至

园区市政污水管网； 

5、生活废水经过化粪池沉淀处理后排入园区市政污水管网； 

6、园区市政污水管网废水，排入铜川市新耀污水处理厂。 

 

二、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三、厂区平面布置图和监测点位图 

熔铸 挤压 氧化 电泳

隔热型材生产线

电泳型材产品

隔热型材产品 

废气 、固废 废气 、固废

素材产品 

废水 

氧化型材产品 

喷涂车间 

喷涂型材产品

铝锭

固废 

废气、废水 固废 



 

 

 

 

 

 

 

 

 

 

 

 

 

 

 

 

 

 

 

 

 

 

 

 

 



 

 

 

 

 

 

 

 

 

 

 

 

 

 

 

 

 

 

 

 

 

 

 

 

 



四、监测点位排放口 

单位名称 铭帝集团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 铜川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 袁东宁 联系电话 15309196971 

废

水

排

放

口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名

称 

排放主要污染物

名称 
排放去向 

采样口位

置情况 
测流方法 

DW001 

生产废水 

化学需氧量、氨氮

（NH3-N）、pH

值、流量 

厂内污水处

理站“混凝

沉淀”处理

后，部分回

用，部分处

理后排至园

区管网 

排污明渠

（） 

暗渠（√） 

人  工（） 

流量计（√）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DW002 生活废水 

流量、化学需氧

量、氨氮

（NH3-N）、总

氮（以 N 计）、

总磷（以 P 计）、

石油类、悬浮物、

pH 值 

化粪池沉淀

处理后排至

园区管网 

排污明渠

（） 

暗渠（√） 

人  工（√） 

流量计（ ）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废

气

排

放

口 

排放口 

编号 

排放主要污染

物名称 

排气

筒高

度

（m） 

排气筒 

内径（m） 

监测孔大小

（mm） 

治理设施

名称 

治理工艺 

名称 

DA002

熔铸车

间熔铝

炉集气

罩排放

口 

 

颗粒物 15 1.8 100 

布袋除尘器

+15m 高烟

囱 

除尘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03

熔铸车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林格
15 0.8 100 

布袋除尘器 

次氯酸钙吸
脱硝系统 



间熔铝

炉炉内

烟气排

放口 

 

曼黑度 收脱硝+15m

高烟囱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04

卧式氧

化线电

泳固化

废气排

气筒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非

甲烷总烃 

15 0.8 100 

烟气循环燃

烧+活性炭

吸附 

吸收、催化

分解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05

卧式氧

化线碱

雾排放

口 

 

碱雾 15 0.9 100 

槽边排风罩

+机械排风+

碱雾吸收塔 

吸收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06

锅炉排

放口 1#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

物,林格曼黑

度 

15 0.3 100 

槽边排风罩

+机械排风+

碱雾吸收塔 

吸收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07

锅炉排

放口 2#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

物,林格曼黑

度 

15 0.3 100 

低氮燃烧

+15m 高烟

囱 

/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08

立式喷

涂线粉

颗粒物 15 0.8 100 
旋风分离器

+布袋除尘 
除尘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尘排放

口 2#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09

烘干炉

废气排

放口 1#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

物 

15 0.6 100 

低氮燃烧

+15m 高排

气筒 

/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0

立式喷涂

线粉尘排

放口 1# 

 

颗粒物 15 0.8 100 
旋风分离器

+布袋除尘 
除尘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1

卧式氧化

线酸雾排

放口 

 

酸雾 15 0.6 100 

侧抽集气罩

+喷淋吸收

塔 

吸收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012

立式喷涂

烘干炉废

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

物 

15 0.6 100 

低氮燃烧

+15m 高排

气筒 

/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3

立式喷涂

粉末回收

装置布袋

除尘器排

放口 1# 

 

颗粒物 15 0.8 100 

高效率旋风

分离器+多

级过滤网布

袋除尘器 

除尘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4 颗粒物 15 0.8 100 高效率旋风 除尘 



立式喷涂

粉末回收

装置布袋

除尘器排

放口 2# 

 

 

分离器+多

级过滤网布

袋除尘器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5

均质炉废

气排放口 

 

 

颗粒物 15 0.6 100 

低氮燃烧

+15m 高烟

囱 

除尘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6 
15 米氧化

车间酸雾

排放口 

 

 

 

酸雾 15 1.2 100 

侧抽集气罩

+喷淋吸收

塔 

吸收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7 

15 米氧化

车间碱蚀

废气排气

筒 

 

 

碱雾 15 1.2 100 

采用侧抽、顶

吸集气罩+

喷淋吸收 

吸收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8

熔铸车间

铝灰筛分

及锯切排

放口 1# 
 

 

颗粒物 15 0.8 100 

布袋除尘器

+15m 高排

气筒 

除尘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19

熔铸车间

铝灰筛分

及锯切排

颗粒物 15 0.6 100 

布袋除尘器

+15m 高排

气筒 

除尘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放口 2#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20 
氟碳线喷

涂废气排

气筒 

 

 

 

颗粒物,甲苯 

二甲苯 ,非甲

烷总烃 

15 1.4 100 
活性炭吸附

浓缩+燃烧 

吸收、催化

分解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废

气

排

放

口 

 

 

 

DA021

模具处理

碱雾排放

口 

 

 

碱雾 15 0.4 100 

侧抽集气罩

+喷淋吸收

塔 

吸收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22 
烘干炉废

气排放口

2#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

物 

15 0.6 100 

低氮燃烧

+15m 高排

气筒 

/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DA023

卧式喷涂

废气排放

口 

 

颗粒物 15 0.6 100 

多单元高效

率小旋风分

离器+多级

过滤网布袋

除尘器 

除尘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是（ ） 否（√） 

是否安装标志牌 是（√） 否（ ） 

是否按照 HJ/T397-2007 设置废气监测孔 是（√） 否（ ） 

 

 

 

 



五、监测项目及频次 

项目名称 
排放限

值 

监测

方法 
方法来源 分析仪器 

监测频

次 
执行标准 

 

 

 

 

 

 

 

 

 

 

 

 

 

 

 

 

 

 

 

废气

手动

监测 

锅炉二氧化

硫 
20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二氧

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

法 HJ/T 

57-2000 

天虹

TH-880F 微

电脑平行烟

尘采样仪

LGHJ-09 

1 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陕西省

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61/1226

-2018 

锅炉氮氧化

物 
80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废气 氮氧

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

法 HJ 

693-2014 

天虹

TH-880F 微

电脑平行烟

尘采样仪

LGHJ-09 

1 次/月 

监测 1天 

3 次/天 

陕西省锅

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

标准

DB61/1226

-2018 

锅炉颗粒物 10mg/m
3
 
手工

监测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

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天虹

TH-880F 微

电脑平行烟

尘采样仪

LGHJ-09 

1 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陕西省锅

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

标准

DB61/1226

-2018 

熔铝炉炉内

废气、电泳固

化废气、烘干

炉废气二氧

化硫 

200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二氧

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

法 HJ/T 

57-2000 

天虹

TH-880F 微

电脑平行烟

尘采样仪

LGHJ-09 

1 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 

9078-1996 

及陕西省

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

实施方案 

熔铝炉炉内

废气、电泳固

化废气、烘干

炉废气氮氧

化物 

300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废气 氮氧

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

法 HJ 

693-2014 

天虹

TH-880F 微

电脑平行烟

尘采样仪

LGHJ-09 

1 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电泳固化废

气、烘干炉废

气颗粒物 

30mg/m
3
 
手工

监测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

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天虹

TH-880F 微

电脑平行烟

尘采样仪

LGHJ-09 

1 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氟碳线喷涂

废气甲苯 二

甲苯 

15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废气 挥发

性有机物的

安捷伦

7890 气相

色谱仪

1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



采样 气袋

法 HJ 732 

（LGSY48） DB61/T 

1061-2017 

碱雾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废气碱雾的

测定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

HJ 

1007-2018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发光仪

ICP-5000 

1 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轧钢工业

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 

28665-201

2 

酸雾 30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废气 硫酸

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4-2016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发光仪

ICP-5000 

1 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电镀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 

21900-200

8 

其余颗粒物 
120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颗粒

物测定与气

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天虹

TH-880F 微

电脑平行烟

尘采样仪

LGHJ-09 

 

1 次/年 

监测 1天 

3 次/天 

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 

16297-199

6 

颗粒物 

（厂界） 
5mg/m

3
 

手工

监测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

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TH-150 系

列智能中流

量悬浮微粒

采样器 

1 次/年 

监测 1天 

4 次/天 

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 

9078-1996 

非甲烷总烃 50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非甲

烷总烃的测

定 气相色

谱法 HJ/T 

38-1999 

SP6890 气

相色谱仪

（LGSY12） 

1 次/年 

监测 1天 

4 次/天 

《挥发性

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

准》

（DB61/T 

1061-2017

） 
非甲烷总烃

（厂界） 
3mg/m

3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非甲

烷总烃的测

定 气相色

谱法 HJ/T 

38-1999 

SP6890 气

相色谱仪

（LGSY12） 

1 次/年 

监测 1天 

4 次/天 



林格曼黑度 ≤1 
手工

监测 

固定污染源

排放烟气黑

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

黑度图法

HJ/T 

398-2007 

计时器 1 次/年 

陕西省锅

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

标准

DB61/1226

-2018） 

生产

废水

自动

（在 

线） 

监测 

化学需氧量 
300 

mg/L 
自动 在线监测 

WMS-2000

水污染源在

线监测系统 

实时 

污水排入

城镇下水

道水质标

准  

GB/T31962

-2015 C 等

级 

 

氨氮 25 mg/L 自动 在线监测 

WMS-2000

水污染源在

线监测系统 

实时 

pH 值 6.5-9 
手工

监测 

水质 pH 值

的测定 玻

璃电极法 

GB 

6920-1986 

HI8424 pH

计 
实时 

生活

废水

手动

监测 

化学需氧量 
300 

mg/L 

手工

监测 

水质 化学

需氧量的测

定 重铬酸

盐法 HJ 

828-2017 

SCOD-100

型标准 COD

消解仪 

1 次/年 

监测 1天 

4 次/天 

氨氮 25 mg/L 
手工

监测 

水质 氨氮

的测定 纳

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HJ 

535-2009 

UV-1801 紫

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1 次/年 

监测 1天 

4 次/天 

1、因《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DB61/941-2018 中未含铝压延加工行业，

按排污许可证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及陕西省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执行； 

2、公司天然气锅炉，参考《陕西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6-2018）； 

3、黄河流域（陕西段）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61/224-2011 已作废，因我公司废水均排

入园区市政管网，最终排入铜川市新耀污水处理厂，经请示上级环保部门，现执行《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 C 等级标准 

 



注： 

1. 监测项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酸雾、

碱雾、流量、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 

2. 监测频次：颗粒物每年 1次；锅炉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每年 1

次；锅炉氮氧化物每月 1次，其他氮氧化物每年 1次；酸雾、碱雾每

年 1次；厂界无组织每年 1次；厂界噪声每季度 1次。 

3. 监测方法：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中未作规定的，采

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六、环境噪声现状监测 

项目噪声监测共布设 4个点，监测点布设见下表。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布点 

编号 监测点 监测频次 

1# 厂界东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总则 HJ 819-2017 要求 

1 次/季 

2# 厂界南 

3# 厂界西 

4# 厂界北 

监测制度：监测一天，昼间、夜间各 1次。 

监测方法：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的规定，采用符合国家计量规定的声级计进行监测。室外测量的气象

条件应满足无雨、无雪、风力小于四级(5.5m/s)。 

七、采样和样品质量控制 

（一）设备、安装质量保证 



1.采购监测仪器时，严格审查设备厂商资质，在线监测设备必须

是取得相关制造、销售许可的单位生产，从源头上把好监测质量关。 

2.合理布设监测点，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

线监测设备的安装位置和现场配套环境条件、污染源排放烟囱或烟道

设置的采样平台和爬梯均应符合 HJ75 的相关要求。 

（二）监测质量保证 

1.CEMS 监测应在固定污染源正常排放污染物、设备工况稳定的

条件下进行。 

2.受委托陕西陆港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监测人员经需持证上

岗，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3.采样人员遵守采样操作规程，认真填写采样记录，按规定保存、

运输样品。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部颁布的分析方法。 

4.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4.1 有组织排放废气样品采集及保存 

4.1.1 低浓度颗粒物：重量法 

4.1.1.1 样品采集：根据现场实际测量的烟道尺寸，按要求选择

采样平面，确定采样点数目。记录现场基本情况，并清理采样孔处的

积灰。将采样头装入组合式采样管，固定，记录采样头编号。检查系

统是否漏气，检漏应符合 GB/T 16157 中系统现场检漏的要求。开始

采样，采样步骤参见 GB/T 16157 中采样步骤的要求，或按照相应仪

器操作方法使用微电脑平行自动采样，采样过程中采样嘴的吸气速度

与测点处的气流速度应基本相等，相对误差小于 10%。当烟气中水分

影响采样正常进行时，应开启采样管上采样头固定装置的加热功能。

加热应保证采样顺利进行，温度不应超过 110 ℃。结束采样后，取



下采样头，用聚四氟乙烯材质堵套塞好采样嘴，将采样头放入防静电

的盒或密封袋内，再放入样品箱。 

采集全程序空白。采样过程中，采样嘴应背对废气气流方向，采

样管在烟道中放置时间和移动方式与实际采样相同。全程序空白应在

每次测量系列过程中进行一次，并保证至少一天一次。为防止在采集

全程序空白过程中空气或废气进入采样系统，必须断开采样管与采样

器主机的连接，密封采样管末端接口。采集同步双样时，每个样品均

应采集同步双样。 

4.1.1.2 样品保存：样品应妥善保存，避免污染。 

4.1.2 氮氧化物：定电位电解法 

4.1.2.1 干扰和消除：测定废气中的颗粒物和水分易在传感器渗

透膜表面凝结，影响 NO和 NO2 的测定。因而，本方法采用滤尘装置、

除湿冷却装置等对废气中的颗粒物和水分进行预处理，去除影响。 

CO2、NH3、CO、SO2、H2、HCl、CH4、C2H4 等气体会对 NO 和 NO2

的测定产生不同程度的干扰，NO和 NO2 之间也会产生相互干扰，干

扰显著的，应在仪器的计算程序中修正。 

量程校准：仪器按下列的步骤测定标准气体，若示值误差符合以

下的要求，仪器可用。否则，需校准。 

校准方法： 

a) 气袋法：先用气体流量计校准仪器的采样流量。用标准气体

将洁净的集气袋充满后排空，反复三次，再充满后备用。按仪器使用

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b) 钢瓶法：先用气体流量计校准仪器的采样流量。将配有减压

阀、可调式转子流量计及导气管的标准气体钢瓶与采样管连接，打开



钢瓶气阀门，调节转子流量计，以仪器规定的流量，通入仪器的进气

口，仪器采样流量示值与规定值应保持一致。注意各连接处不得漏气。

按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4.1.2.2 样品采集 

零点校准：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正确连接仪器的主机、采样管（含

滤尘装置和加热装置）、导气管、除湿冷却装置，以及其它装置； 

将加热装置、除湿冷却装置及其它装置等接通电源，达到仪器使

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条件；打开主机电源，以清洁的环境空气或氮气为

零气，进行仪器零点校准。 

样品测定：零点校准完毕后，将仪器的采样管前端置于排气筒中，

堵严采样孔，使之不漏气。待仪器示值稳定后，记录示值，每分钟至

少记录一次监测结果。取 5min～15min 平均值作为一次测定值。测定

期间内，为保护传感器，应每测定一段时间后，依照仪器使用说明书

用清洁的环境空气或氮气清洗传感器。 

取得测定结果后，将采样管置于清洁的环境空气或氮气中，使仪

器示值回到零点附近。关机，切断电源，拆卸仪器的各部分连接，测

定结束。 

4.1.3 二氧化硫：定电位电解法 

4.1.3.1 干扰及消除：待测气体中的颗粒物、水分和三氧化硫等

易在传感器渗透膜表面凝结并造成传感器损坏，影响测定；应采用滤

尘装置、除湿装置、滤雾器等进行滤除，消除影响。 

氨、硫化氢、氯化氢、氟化氢、二氧化氮等对样品测定会产生一

定干扰，可采用磷酸吸收、乙酸铅棉吸附、气体过滤器滤除等措施减

小干扰。 



一氧化碳干扰显著，测定样品时须同时测定一氧化碳浓度。一氧

化碳浓度不超过 50μmol/mol 时，可用本标准测定样品。一氧化碳浓

度超过 50μmol/mol 时，二氧化硫测定仪初次使用前，应开展一氧化

碳干扰试验；在干扰试验确定的二氧化硫浓度最高值和一氧化碳浓度

最高值范围内，可用本标准测定样品。 

4.1.3.2 样品采集： 

零点校准：将零气导入测定仪，校准仪器零点。 

量程校准：将二氧化硫标准气体通入测定仪进行测定，若示值误

差符合 a）的要求，测定仪可用；否则，需校准。校准方法如下： 

a）气袋法：先检查或用气体流量计校准测定仪的采样流量。用

标准气体将洁净的集气袋充满后排空，反复三次，再充满后备用。按

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b）钢瓶法：先检查或用气体流量计校准测定仪的采样流量。将

标准气体钢瓶与测定仪采样管连接，打开钢瓶气阀门，调节转子流量

计，以测定仪规定的流量，将标准气体导入测定仪。按仪器使用说明

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排气参数的测定：按照 GB/T 16157 的规定，测定排气参数。 

样品测定：依据相关标准测定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根据测定结

果按干扰及消除中的方法判断是否可使用本标准测定废气中二氧化

硫。样品测定过程中，应同步测定和记录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分钟数

据。 

将测定仪采样管前端置于排气筒中采样点上，堵严采样孔，使之

不漏气。 



启动抽气泵，以测定仪规定的采样流量取样测定，待测定仪稳定

后，按分钟保存测定数据，取连续 5分钟～15 分钟测定数据的平均

值，作为一次测量值。 

一次测量结束后，依照仪器说明书的规定用零气清洗仪器。 

取得测量结果后，用零气清洗测定仪；待其示值回到零点附近后，

关机断电，结束测定。 

4.2 无组织排放废气 

4.2.1 总悬浮颗粒物：重量法 

4.2.1.1 采样器工作点流量的校准： 

打开采样头的采样盖,按正常采样位置，放一张干净的采样滤膜，

将孔口流量计的接口与采样头密封连接。孔口流量计的取压口接好压

差计，接通电源，开启采样器，待工作正常后，调节采样器流量，使

孔口流量计压差值达到式计算的 AH值。校准流量时，要确保气路密

封连接，流量校准后，如发现滤膜上尘的边缘轮廓不清晰或滤膜安装

歪斜等情况，可能造成漏气,应重新进行校准。校准合格的采样器，

即可用于采样，不得再改动调节器状态。 

4.2.1.2 样品采集： 

滤膜准备：每张滤膜均需用 X光看片机进行检查,不得有针孔或

任何缺陷.在选中的滤膜光滑表面的两个对角上打印编号。滤膜袋上

打印同样编号备用。将滤膜放在恒温恒湿箱中平衡 24h，平衡温度取

15-30℃中任一点，记录下平衡温度与湿度。 

在上述平衡条件下称量滤膜,大流量采样器滤膜称量精确到1mg，

中流量采样器滤膜称量精确到 0.1mg。记录下滤膜重量，称量好的滤

膜平展地放在滤膜保存盒中,采样前不得将滤膜弯曲或折叠。打开采



样头顶盖,取出滤膜夹。用清洁干布擦去采样头内及滤膜夹的灰尘。

将已编号并称量过的滤膜绒面向上，放在滤膜支持网上,放上滤膜夹，

对正，拧紧,使不漏气。安好采样头顶盖,按照采样器使用说明，设置

采样时间，即可启动采样。样品采完后，打开采样头，用镊子轻轻取

下滤膜，采样面向里，将滤膜对折，放入号码相同的滤膜袋中。取滤

膜时,如发现滤膜损坏,或滤膜上尘的边缘轮廓不清晰、滤膜安装歪斜

(说明漏气),则本次采样作废,需重新采样。尘膜的平衡及称量尘膜在

恒温恒湿箱中，与干净滤膜平衡条件相同的温度、湿度,平衡 24h。

在上述平衡条件下称量滤膜，大流量采样器滤膜称量精确到 0.1mg，

中流量采样器滤膜称量精确到 0.1mg。记录下滤膜重量。滤膜增重，

大流量滤膜不小于 100mg，中流量滤膜不小于 10mg。 

4.3 硫酸雾 

4.3.1 硫酸雾-离子色谱法 

4.3.1.1 样品采集：将滤筒装入采样器采样头部的滤筒夹内，在

烟尘采样器后串联两支装 50mL 吸收液的冲击式吸收瓶，采集三氧化

硫气体和穿透滤筒的细小液滴，然后再与空瓶及干燥器连接。将装有

滤筒的采样器深入排气筒内等速采样。采样过程，烟枪加热温度不低

于烟气温度，根据硫酸雾浓度选择适当的采样时间，连续 1小时采样，

或在 1小时内以等时间采集 3-4 个样品，同时测定温度、压力等参数。

采样结束后，小心取出滤筒放入旋盖式广口聚乙烯密封管中，用少量

蒸馏水冲洗采样嘴及弯管内壁，洗涤液并入密封管中，盖好瓶塞，第

一、第二支冲击式吸收瓶用聚乙烯管密封好待测。每次采集样品至少

2个全程序空白样品。 



4.3.1.2 样品保存：采集的样品及全程序空白样品与 0-4℃冷藏、密

封保存，于 24 小时内完成试样制备，如不能及时完成，可以将制备

好的试样 0-4℃冷藏、密封保存 30天。 

4.4 非甲烷总烃、甲烷、总烃 

4.4.1 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 

4.4.4.1 样品采集：固定污染源废气采样位置与采样点、采样频次

和采样时间 的确定、排气参数的测定和采样操作执行 GB/T 16157、

HJ/T 397 和 HJ 732 的相关规定。开启加热采样管电源，采样时将

采样管加热并保持在 120 ℃±5 ℃（有防爆安全要求的除外），气

袋须用样品气清洗至少 3 次，结束采样后样品应立即放入样品保存

箱（6.3）内保存，直 至样品分析时取出。 

4.4.4.2 样品保存：采集样品的玻璃注射器应小心轻放，防止破损，

保持针头端向下状态放入样品保存箱内保存和运送。样品常温避光保

存，采样后尽快完成分析。玻璃注射器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 

8 h；气袋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 48 h，如仅测定甲烷，应在 

7 d 内完成。  

 4.5.非甲烷总烃：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4.5.1 样品采集：采样容器经现场空气清洗至少 3次后采样，器

代采集样品，用真空气体采样箱将空气样品引入气袋，至最大体积

80%左右，立即密封。 

 4.5.2 样品保存：气袋采集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 48小时，玻

璃注射器采集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 8小时。 

4.6 碱雾 

4.6.1 碱雾-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 



4.6.1.1 样品采集:采样前，应对采样器进行流量校准和采样系

统气密性检查，采样过程中仪器自动调节流量维持等速采样。采样结

束后用水清洗采样嘴和弯管内壁至具塞锥形瓶中，密封瓶口。 

4.6.1.2 样品保存：滤筒采集样品后将封口内向折叠，竖直放入

滤筒保存盒中密封保存。具塞锥形瓶中的清洗液密封保存。样品干燥、

避光、室温环境下保存。 

4.7 噪声 

测量前后在测量的环境中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示值偏差不

得大于 0.5dB，否则，本次测量无效，重新校准测量仪器，重新进行

监测；测量时传声器加防风罩；测量时记录影响测量结果的噪声源等。 

4.8 委托监测第三方对药品的处置 

检测样品的代表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公司建立并实施《采样程序》和《样品管理程序》，对样品采集、

运输、接收、贮存、处置、流转和检测等各个环节都采取有效的质量

控制措施，以保证检测工作质量。 

4.8.1 职责 

1） 样品管理员负责样品的接收、符合性检查、样品唯一性标

识、存储保管、发放和退样工作； 

2） 检测人员负责样品采集、有效性确认、检测过程中样品标

识转移，以及样品 

在实验室内存贮、处置、流转、检测过程的有效控制； 

3） 质量负责人负责样品管理状态的监督。 

4.8.2 样品的接收 

1） 检测样品由样品管理员统一接收，检查样品及其附件（包

括相关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并记录样品性状等相关信息。 



2） 必要时，样品管理员应就样品制备方法、场所以及已测样

品的处理方式与委托方达成协议。 

4.8.3 样品的标识 

1）样品管理员负责样品的标识。样品标识由样品唯一性编号和

样品测试状态标识组成。 

2）样品唯一性编号对应于每个样品应是唯一的，不能重复。样

品的测试状态用“未测、在测、测毕”表示。样品的初始测试状态为

“未测”，由样品管理员标识，后续的样品状态标识由检测人员根据

不同测试状态进行标识。 

3）样品的标识应在检测过程中加以保护，确保不发生脱落等情

况。当检测需要时（如样品整体转化成各个个体，或样品需用容器分

装，或对包装中每个样品的个体加以区分等等），检测人员应按《样

品管理程序》的规定对样品标识进行转移。 

4.8.4 样品有效性确认 

1）检测人员在领取样品后，对样品的性状应进行确认，包括是

否异常或是否与相 

应的检测方法中所描述的正常状态有所偏离。 

2）如果对样品是否适用于测试有任何疑问，或者样品与提供的

说明不符，或者对所要求的检测规定得不够详细时，检测人员应通过

项目负责人或合同管理员在检测工作开始之前询问委托方，并要求进

一步予以说明，相关的过程及说明应作好记录。 

3）检测人员在完成上述的确认后方能开始测试工作。 

4.8.5 样品的流转 



1） 样品管理员负责建立接收样品的台帐，进行样品登记，并

尽快通知检测人员领样。 

2） 检测人员检测结束后将需留样样品及时交回样品管理员保

管。 

4.8.6 样品的防护与保存 

1） 根据样品的特性配备适当的环境条件和设施对样品进行防

护和保存，以免样品在贮存、处置、准备、检测过程中变质和损坏。

必要时，应对环境条件加以保持、监控和记录。 

2） 与样品相关的人员应严格执行《样品管理程序》，防止样

品出现不正常失效、损坏、变质、污染和丢失。 

3） 需留样保存和分样保存的样品由样品管理员负责妥善保存，

保存时间不得少于规定期限。 

4） 到期保存样品的处理由样品管理员提出意见，经原项目负

责人批准后，安排专人处理，注意处理过程中不得污染环境。 

4.8.7 支持性文件 

     LG-02-26-2018 《样品管理程序》 

（三）严格按照监测方案中的监测项目、频次开展监测工作。认

真如实填写各项自行监测记录及校验记录并妥善保存记录台帐。 

（四）废气、噪声及周边环境的监测严格按照国家下发的相关技

术规范执行，保证监测的有效性。 

八、质量控制措施 

1. 监测仪器和设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从源头上把好自行监测

质量关，在采购监测仪器时，严格审查设备厂商资质，要求必须取得

相关生产、制造和销售许可。所有监测仪器、量具、标准气体均经过



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仪器和设备定期维护保养和校对，

确保完好正常。 

2. 监测仪器和设备使用前认真检查监测设备、仪器各部件完好，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监测数据准确。每次使用完监测仪器和设备，

保持仪器和设备清洁干净，并妥善保管。 

3. 定期对在线监测系统设备进行检查维护工作，及时处理监测

设备出现的故障和有效获取技术支持，确保监测数据真实、有效、连

续、可靠上传。 

4.坚决贯彻落实环保部门有关规定，积极与环保部门联系，获取

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将环保部门的技术规定和工作要求传达到生产

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督促第三方维护运营单位对设施进行定期

检查校验。 

九、委托监测 

自动监测：污染物自动监测设施，按铜川市环保局的要求，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运行维护单位铜川洁瑞环保公司进行运营。 

手工检测：厂界无组排总悬浮颗粒物，厂界噪声以及废水、废气

监测和对比监测工作，均委托陕西陆港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 

十、监测结果公开 

1、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内容及方式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

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号）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

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 号）执行。 

2、公布方式： 

2.1 监测方案和季度、年度监测数据，利用我公司网站进行公示

（www.mingdigrp.com） 



2.2 季度监测数据、年度监测数据，及时在陕西省环境监测信息

平台中进行手工监测填报。 

公布内容： 

3.1 公司网站公示内容：监测方案、企业名称、排放口及监测点

位、监测结果、监测时间、监测结果、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是否达

标及超标倍数、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等。 

3.2 公司厂区大门处的电子显示屏公示内容：废气主要排放口的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标准值和监测值；公司废水处理站排放

口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标准值和监测值。 

公布时限： 

①自行监测数据应于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 

②自行监测数据与陕西省环境监测信息平台企业模块实现关联，

实现同步公示；手工监测季度数据、年度数据，及时在陕西省环境监

测信息平台中进行手工监测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