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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基本情况

表 1 企业基本情况信息表

企业名称 陕西建工铭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张志强 组织机构代码 91610200MAB254Q7XK

生产地址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董家河工业园区铭帝集团公司厂区

地理位置 经度 108°58′34″ 纬 度 34°58′40.01″

联系人 张华 联系方式 13700227606

所属行业 金属结构制造、工业炉窑

生产经营和管理的

主要内容、产品及规模

公司主要从事铝合金建筑模板的生产，设一期工程年产 30 万

平方米铝合金建筑模板及回收利用旧模板 90 万平方米，一期工程

建设三条铝合金建筑模板生产线（其中一条常规生产线、两条自

动化生产线）、一条旧模板加工生产线及配套建设一条表面处理

生产线）。2021 年 10 月 29 日取得了铜川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年

产 100 万平方米铝合金建筑模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铜

环批复[2021]219 号。年设计生产运行时间 2640 小时。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

情况

废气污染物：喷涂线固化炉产生的燃烧废气及喷涂过程中产

生的非甲烷总烃，经光解+活性炭吸附后，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

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

焊接机、抛丸机等含尘废气经滤筒除尘器处理后达标排放。

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

废水污染物：无生产废水产生。少量生活污水，经铭帝集团

公司污水管道排入铜川市新耀污水处理厂。

生产周期 间歇生产

自行监测开展方式 手工监测

2 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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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HJ121-2020 的规定，

简化管理工业炉窑废气污染物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见表 2、表 3。

表 2 工业炉窑排污单位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生产单元 监测指标

最低监测频次

一般排放口

重点地区 a 一般地区 b

热工单元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c 1 次/年 1 次/年

烟气黑度、汞 1 次/年 1 次/年

表 3 厂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点位、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最低监测频次

重点地区
a

一般地区
b

厂界 颗粒物 1 次/半年 1 次/年

3 监测方案

3.1 监测方案的描述

按照HJ121-2020的相关规定，公司自行监测方案见表4、监测点位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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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监测方案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采样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 来源依据
监测仪器

型号
检出限

排放

限值
排放限值的来源

1

新板车间

建筑铝模

板喷涂线

尾气处理

系统排放

口

颗粒物 1 次/年

1h 连续采样或

1h 等间隔采样

3-4 次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

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TH-880F 全自动

烟尘（气）测试

仪（油烟）

EX125DZH 电子天

平

1.0mg/m3 30mg/m3

《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61/941-2018

二氧化硫 1 次/年

1h 连续采样或

1h 等间隔采样

3-4 次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TH-880F 全自动

烟尘（气）测试

仪（油烟）

3mg/m3 200mg/m3

《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61/941-2018

氮氧化物 1 次/年

1h 连续采样或

1h 等间隔采样

3-4 次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TH-880F 全自动

烟尘（气）测试

仪（油烟）

3mg/m
3

300mg/m
3

《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61/941-2018

烟气黑度 1 次/年 连续观测
林格曼烟气黑度

图法

HJ/T

398-2007

QT201 林格曼测

烟望远镜
/ 1 级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9078-1996

非甲烷总

烃
1 次/年

1h 连续采样或

1h 等间隔采样

3-4 次

气相色谱法
HJ38-201

7
气相色谱仪

0.07mg/

m
3
（以碳

计）

50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GB 16297-1996

2 新板车间

铝模板网

带式抛丸

机废气治

理设施排

放口

颗粒物 1 次/年

1h 连续采样或

1h 等间隔采样

3-4 次

重量法
HJ836-20

17

TH-880F 全自动

烟尘（气）测试

仪（油烟）

EX125DZH 电子天

平

1.0mg/m
3

120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GB 162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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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板车间

铝焊机废

气治理设

施排放口

颗粒物 1 次/年

1h 连续采样或

1h 等间隔采样

3-4 次

重量法
HJ836-20

17

TH-880F 全自动

烟尘（气）测试

仪（油烟）

EX125DZH 电子天

平

1.0mg/m
3

120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GB 16297-1996

4 新板车间

KUKA 机器

人焊接机

废气治理

设施排放

口

颗粒物 1 次/年

1h 连续采样或

1h 等间隔采样

3-4 次

重量法
HJ836-20

17

TH-880F 全自动

烟尘（气）测试

仪（油烟）

EX125DZH 电子天

平

1.0mg/m
3

120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GB 16297-1996

注：废气非连续采样时，应注明每次采样品的个数；废气颗粒物采样，应注明每个监测点位置的采样孔和采样品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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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行监测点位图

说明：废气有组织监测点用“◎”

表示。公司为厂中厂噪声及厂界

监测均以铭帝集团有限公司监测

为依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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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监测方案的变更

当有以下情况发生时，应变更监测方案：

（1）执行的标准发生变化；

（2）排放口位置、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技术任一项内容

发生变化；

（3）污染源、生产工艺或处理设施发生变化。

4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4.1 建立质量体系

公司所有废气污染物排放口均采用手工监测，将委托其它有资质的检（监）

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并对检（监）测机构的资质进行确认。

4.2 监测机构

公司委托的监测机构应具有与监测任务相适应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和实验室

环境，明确监测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有适当的措施和成型

保证监测结果准确可靠。

4.3 监测人员

公司委托的监测机构应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水平满足工作要求的技术人员，

规范监测人员录用、培训教育和能力确认考核等活动，建立人员档案，并对监测

人员实施监督和管理，规避人员因素对监测数据正确性和可靠性的影响。

4.4 监测设施和环境

公司委托的监测机构根据仪器使用说明书，监测方法和规范等的要求，配备

必要的如除湿机、空调、干湿度温度计等辅助设施，以使监测工作场所条件得到

有效控制。

4.5 监测仪器设备和实验室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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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委托的监测机构应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相关监测方法要求的各

类监测仪器设备、标准物质和实验试剂。

监测仪器性能应符合相应方法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根据仪器性能实施自校

准或者鉴定校准、运行和维护、定期检查。

标准物质、试剂、耗材的购买和使用情况应建立台账予以记录。

4.6 监测方法技术能力验证

应组织监测人员按照其所承担监测指标的方法步骤开展实验活动，测试方

法的检出浓度、校准（工作）曲线的相关性、精密度和准确度等指标，实验结

果满足方法相应的规定后，方可确定该人员实际操作技能满足工作需求，能够

承担测试工作。

4.7 监测质量控制

编制监测质量控制计划，选择与监测活动类型和工作量相适应的质控方法，

包括使用标准物质、采用空白试验、平行样测定、加标回收率测定等，定期进行

质控数据分析。

4.8 监测质量保证

按照监测方法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展监测活动，若存在相关标准规定不明确

但又影响监测数据质量的活动，可编写《作业指导书》予以明确。

编制工作流程等相关技术规定，规定任务下达和实施，分析仪器设备购买、

验收、维护和维修，监测结果的审核签发、监测结果录入发布等工作的责任人和

完成时限，确保监测各环节无缝衔接。

设计记录表格，对监测过程中的关键信息予以记录并存档。

定期对自行监测工作开展的失效性、自行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管理

部门检查结论和公众对自行监测数据的反馈等情况进行评估，识别自行监测存在

的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管理部门执法监测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不一致

的，以管理部门执法监测结果为准，作为判断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自行监测设

施是否正常运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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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记录和报告

5.1 记录内容和频次

a）工业炉窑运行管理信息

包括按月或批次记录主要产品产量，按采购批次记录原辅料用量、硫元素占

比等，按采购批次记录燃料用量、热值、品质等。

b）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包括按批次记录除尘灰/泥等产生量，按批次记录袋式除尘系统滤料更换量

和时间，按批次记录脱硫剂添加量和时间。

c）监测记录信息

1）有组织废气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信息应包括采样日期、采样人姓名

等采样信息，并记录排放口编码、污染因子、监测浓度、监测浓度（折标）、测

定方法以及是否超标等信息。

2）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信息应包括记录采样日期、采样人

姓名等采样信息，并记录污染因子、监测浓度、测定方法、是否超标等信息。

5.2 信息报告

编写自行监测年度报告，内容包括：

（1） 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2） 主要生产设施（至少包括废气主要污染源相关设施）全年运行天数，

各监测点、监测指标全年监测次数、超标情况、浓度分布情况；

（3） 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

（4） 实现排污达标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5.3 应急报告

监测结果出现超标时，加密监测，并检查超标原因。短期无法实现达标排

放的，向环保部门提交事故分析报告，说明事故原因，采取减轻或防止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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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5.4 监测结果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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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5.4.1 公开网址

手工监测在陕西省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网址：

http://113.140.66.227:18280/envinfo_qsy/）进行信息公开。

5.4.2 公布内容

（1）基础信息，包括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生产地址、

联系方式，以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产品及规模；

（2）排污信息，包括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口

数量和分布情况、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情况，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核定的排放总量；

（3）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4）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5.4.3 公布时限

（1）企业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基础信息、自行监测方案一经审

核备案，一年内不得更改；

（2）手工监测数据根据监测频次按时监测；

（3）每年元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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