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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１３号

为贯彻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规范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现批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电解铝》等三项标准为国家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电解铝 （ＨＪ ／ Ｔ ２５４—２００６）
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 （ＨＪ ／ Ｔ ２５５—２００６）
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泥制造 （ＨＪ ／ Ｔ ２５６—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 （ｗｗｗ ． ｅｓ ． ｏｒｇ ． 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

ＨＪ ／ Ｔ ２５５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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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２５３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管理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１３ 号），确保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规范化，根据火力
发电厂的特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 日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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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

１ 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力发电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工作范围确定、执行标准选择、监测点

位布设、采样、分析方法、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编制监测方案及监测报告等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单台出力在 ６５ ｔ ／ ｈ 以上除层燃炉和抛煤机炉以外的火电厂锅炉；各种容量的煤粉
发电锅炉；燃油发电锅炉；各种容量的燃气轮机组的发电厂及采用其他燃料的发电锅炉和热电联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 （环境保护专题）、建设项目竣工后的日常技术监督管理性监测可参照

本技术规范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文，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如下列标准被修订，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３０９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０９６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ＧＢ ５４６８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ＧＢ 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２３４８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 １２３４９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 １３２２３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３２７１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８５９９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ＨＪ ／ Ｔ ４８ 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ＨＪ ／ Ｔ ５５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ＨＪ ／ Ｔ ７５ 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７６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ＤＬ ４１４ 火电厂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３ 验收技术程序

火力发电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须遵循以下技术程序，见图 ３１。

３１ 验收技术工作准备阶段

资料查阅、现场勘查。

３２ 编制验收监测方案阶段

在查阅相关资料、现场勘查的基础上确定验收监测工作目的、程序、范围、内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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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查阅、现场勘查

↓

初步设计文件及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 其他基础资料

环保设施、

措施情况

工程基本

情况

污染物排放

及受纳环境

环评影响评价

及批复要求

↓

↓

编制验收监测方案

监测方法

及仪器
监测内容

工作目的、

范围

质量保证 ／
控制要求

调查内容
验收评价

标准、依据

↓

↓

实施现场监测、检查

环保设施

监测

污染物排

放监测

现场及实

验室质控
工况监控

环境质量

监测

环境管理

检查

公众意见

调查

↓

↓

编写验收监测报告（表）

污染物排放

达标情况

环保设施

运行效果

工况及质控

结果

环境影响

情况
调查结果

结论与

建议

图 ３１ 验收技术工作程序

３３ 实施验收监测方案阶段

依据验收监测方案确定的工作内容进行监测、检查及调查。

３４ 编制验收监测报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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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验收技术工作的准备

４１ 相关资料的查阅和分析

４１  １ 资料查阅

报告资料：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文件资料：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初步设计批复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试生产申请批复、

重大变更批复。

图件资料：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注明厂区周边环境情况、主要污染源位

置、排水管网等）、所在地风向玫瑰图、生产工艺流程及污染产生示意图、物料及水平衡图、污染处

理工艺流程图等。

环境管理资料：建设单位环境保护执行报告、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日常监

测计划等。

４１  ２ 资料分析

对技术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熟悉并掌握以下内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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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包括主、辅工程及环保工程）、建设规模。若为改、扩建项目应查清 “以新带老、总

量削减”、“淘汰落后生产设备、等量替换”等具体要求，以确定现场勘查的范围。

生产工艺、主要原、辅料及产品，并按生产工艺流程分析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的产

生情况、主要污染因子、相应配套治理设施、处理流程、去向，以落实现场勘查重点调查项目。

厂区生产线布设情况，常年主导风向，拟布设的废气无组织、有组织排放监测点、废水排放监

测点、厂界噪声监测点，环境保护敏感点监测点，以拟订现场勘查的顺序及路线。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保护敏感点，包括受纳水体、大气敏感点、噪声敏感点、固体废物可能造成

的二次污染保护目标，确定必要的环境质量监测内容。

环境保护机构的设置及环保规章制度建立，包括环保监测站的设立及日常监测计划、固体废物

的处理处置要求、环保设施使用及操作的规章制度、并将环保投资计划 （包括环保设施、措施、监

测设备等）列表统计待现场勘查时核对。

４２ 现场勘查

４２  １ 按工艺流程逐项勘查主要污染源，主要包括：

废气：烟囱数量、高度、内外径；烟道平直段长度及截面几何尺寸；除尘器、脱硫装置、脱硝

装置进出口监测点位置；主要污染因子及烟气量、治理设施 （含效率）、有无预留监测孔、若有是否

符合监测规范的要求；无组织排放及气象条件。

废水：各类生产废水来源、主要污染因子、排放量、处理 （含处理设施和处理工艺的进出口水

水质指标和处理效率）及各类废水分流汇集、排放或循环利用情况；生活污水来源、排放量、处理

情况；废水外排口的规范化及受纳水体。

噪声：声源在厂区平面布设中的具体位置及与厂界外噪声敏感点的方位、距离。

固体废物：固体废物来源、种类、数量、临时堆场及永久性贮存处理场类型、位置、运行管理

和处理利用方式；贮存处理场可能造成的大气、土壤、地下水等二次污染敏感点的确定。

４２  ２ 生产设施及生产线现场勘查，主要包括：

（１）主机系统：了解火电厂建设规模及机组型式，查看锅炉、凝汽式汽轮机、发电机、磨煤机、
给煤机、引风机、汽动给水泵、电动给水泵、油净化处理装置、石灰石粉供应系统及锅炉型号、蒸

发量、锅炉数量及运行负荷，查看与调查燃料的种类 （设计燃料及校核燃料参数）、质量、产地、用

量；了解发电机组冷却水方式及排水处理方式、去向、排放方式及排放量；了解单位发电量取水量

及单位发电量能耗。

（２）输煤系统：查看煤码头、重件码头、油码头、卸船机、带式输送机、堆取料机、筛煤机、
碎煤机，除铁器、电子皮带秤、校验装置、自动采样装置、煤取样设备、犁式卸料器、冲洗水泵；

燃料贮存设施、燃料的贮运方式。

（３）除灰渣系统：干除灰设备、空压机、灰库气化风机、干 ／湿灰装车设备、刮板捞渣机、水力
喷射器、渣仓、碎渣机、渣泵、高压水泵、低压冲洗水泵、灰库、灰场；锅炉灰渣去除方式、处理

处置方式、排放方式、排放数量、收集、运输、贮存及去向，固体废物处理单位的相应资质。

（４）污染物排放及环境保护设施：烟囱、烟道、静电除尘器、烟气脱硫装置、烟气脱硝装置、
低氮燃烧器、输煤系统除尘设施、烟气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废水处理系统 （包括灰渣水处理系统、

工业废水处理系统）、灰场防渗设施和措施。

４２  ３ 环保设施现场勘查，主要包括：

（１）厂区地理位置、厂区生产布局及厂区周边环境情况，常年主导风向；厂区周边居民分布及
噪声敏感点情况。

（２）建设项目废气、废水环保处理设施种类、排污方式及处理工艺、治理、排放等环保设施的
设置、运行情况。

（３）建设项目废气的无组织排放监测点、有组织排放监测点、污水排放监测点和厂界噪声监测

３

ＨＪ ／ Ｔ ２５５ ２００６



点的布设和监测点位及数量。

（４）建设项目涉及的烟气连续监测系统的型号、配置、生产厂及最近三个月连续运行记录。
（５）建设项目灰场、渣场及处理设施情况及管理水平，了解灰渣场周围生态环境情况。
（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７）厂区绿化面积。
（８）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关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意见逐一检查建设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的建设和落实情况。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勘查内容参考表 ４１。

表 ４１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现场勘查类别与内容

类 别 现场勘查内容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及处理设施

１  主体工程平面布局；

２  烟气除尘器、脱硫装置及氮氧化物脱除装置的原理、

安装位置；

３  烟囱几何高度、烟道平直段长度及截面几何尺寸；

４  烟尘、烟气监测口位置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监测现场

是否具备监测条件；

５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的监测点位；

６  烟尘烟气排放连续监测装置的方法原理、生产单位、

型号、配置及安装时间、安装位置和运行情况

工业

废水

和生

活污

水

脱硫废水

电厂综合排放废水

灰场 （灰池）排水

工业废水 （含冲渣水）

厂区生活污水

各类废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的外排水

其他废水

初期雨水

１  各类废水处理设施及处理方式；

２  清污分流情况；

３  废水排放去向和流量；

４  外排口的位置及规范性

噪声

生产设备噪声

厂界噪声

敏感点噪声

１  生产设备主要噪声源情况及位置；

２  降噪设施调查；

３  勘查厂界及厂界周围敏感点布局情况

固体

废物

燃料渣

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灰 （渣）

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

固体废物贮存场环保设施及措施

１  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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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４  固体废物运输的环保措施及处理方式和去向

燃料

贮存
燃料贮存场环保设施情况

１  燃料贮存场的地理位置；

２  燃料贮存场的环保设施情况；

３  燃油和燃气电厂燃料输送和储罐的安全、环保措施

５ 验收监测方案编制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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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总论

５１  １ 项目由来

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建设、试生产及审批过程简述，验收技术工作承担单位、

现场勘查时间等的叙述。

５１  ２ 验收监测的目的

通过对建设项目外排污染物达标情况、污染治理效果、必要的环境敏感目标环境质量等的监测

以及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水平及公众意见的调查，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及验收后的日常监督

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５１  ３ 监测工作范围及内容

按照报告资料、批复文件资料核查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尤其要注意项目 “以新带老、总

量控制”、“淘汰落后生产设备、等量替换”需要落实的环保工程或措施，以此确定验收监测工作范

围及内容。

５２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５２  １ 原有工程概述

对于改、扩建项目应详述与验收项目相关的原有工程改造及环保治理要求，并将其确定为验收

监测的内容之一。

５２  ２ 新建工程建设内容

新建工程建设性质；工程建设地点、占地面积、投资情况；生产主、辅工程，设备；环保工程、

设备等建设情况。

５２  ３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设

以图件表示。地理位置重点突出项目所处地理区域内有无自然保护区。平面布设重点标明噪声

源、废气无组织排放源所处位置，厂界周围噪声敏感点与厂界、排放源的相对位置及距离。

５２  ４ 设计燃料和校核燃料情况

列表表示。

５２  ５ 水量平衡

以水量平衡图表示。

５２  ６ 生产工艺

以生产工艺流程图表示。

５３ 主要污染及治理

５３  １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

按照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四个方面详细分析各污染源产生、治理、排放、主要污染因

子、排放量等。附污染来源分析及治理情况一览表。

５３  ２ “三同时”落实情况

５３  ２  １ 改扩建项目带动的 “以新带老”，“淘汰落后生产设备”落实情况

由原有工程改造或扩建而带动的 “以新代老，总量削减”、 “淘汰、拆除、关停落后生产设备，

等量替换”等要求的落实情况。并列表对比分析环境影响报告书、初步设计提出的要求及实际建成

情况。

５３  ２  ２ 新建项目 “三同时”执行情况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环保设施建成、投资分析及运行状况，并列表对比分析环境影响报

告书、初步设计提出的要求及实际建成情况。

５３  ３ 环境保护敏感区分析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及实地勘查情况分析项目受纳水体、大气敏感点、噪声敏感点及固体废物处

置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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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其批复要求

摘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主要结论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的要求，或环保行政部门

对本项目的环保要求等主要内容；以新带老、总量削减；淘汰落后生产设备、等量替换等要求。

５５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列出有效的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的

名称、标准号、标准的等级和限值、工程 《初步设计》（环境保护专题）的设计指标和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的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验收评价标准。同时，列出相应现行的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和

环境质量标准的名称、标准号、标准的等级和限制作为参照标准。

５６ 验收监测实施方案

５６  １ 监测期间工况监督

验收监测数据在工况稳定、生产负荷达到设计的 ７５％以上 （含 ７５％）、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
情况下有效。监测期间监控各生产环节的生产负荷，火电厂实际生产负荷以发电量衡量，热电厂实

际生产负荷以蒸发量衡量。若生产负荷小于 ７５％，通知监测人员停止监测。
５６  ２ 验收监测的内容

火力发电厂建设项目验收监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废气、废水外排口污染物的达标排放情况监测，厂界噪声监测；
（２）煤破、输煤系统、煤堆场及灰场的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监测；
（３）各项污染治理设施设计指标的监测；
（４）灰 （渣）场周围土壤、植被的环境质量监测；

（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需现场监测数据评价的项目和内容及总量控制指标；
（６）工程验收登记表中需要填写的污染控制指标：新建部分产生量、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处

理前浓度、实际排放浓度等。

５６  ３ 监测点位

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及相关的技术规范确定各项监测内容的具体监测点位并绘制各监测点所在的

厂区位置图、各监测点位的平面图，涉及采样方式的监测点 （例如，烟尘烟气采样点）应给出测点

尺寸示意图。

５６  ４ 验收监测因子及频次

火力发电厂验收监测污染因子见表 ５１。

表 ５１ 火力发电厂验收监测污染因子

污染源类型 监测污染因子 频次

废气

环境

空气

有组织

排放

无组织

排放

敏感点

燃煤火电厂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燃油火电厂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燃气火电厂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煤破、输煤系统 烟 （粉）尘

烟气参数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湿度、烟道静压等

燃煤火电厂 颗粒物

燃油火电厂 非甲烷总烃

燃气火电厂 甲烷烃

灰 场 颗粒物

燃煤电厂 颗粒物

不少于 ２ ｄ，每

天 ３ 次

不少于 ３ ｄ，每

天 ４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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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污染源类型 监测污染因子 频次

废水

脱硫废水 Ｐｂ、Ｃｄ、ｐＨ、硫化物、氟化物、水温

外排口
ｐＨ、ＣＯＤ、ＳＳ、硫化物、石油类、

氟化物、氨氮、挥发酚、水温

冲灰水 Ｃｕ、Ｐｂ、Ｈｇ、ｐＨ、ＳＳ

敏感点 （地下水） ｐＨ、ＣＯＤ、硫化物、氟化物、石油类、总硬度

不少于 ２ ｄ，每

天 ４ 次

１ ～ ３ ｄ，每天 １

～ ２ 次

噪声

厂界噪声 等效 Ａ声级

敏感点噪声 等效 Ａ声级

噪声源 （必要时测） 等效 Ａ声级

不少于连续 ２

ｄ，昼夜各 ２ 次

灰 （渣）场地下水 （必要时测） ｐＨ或酸碱度 不少于 ６ 次

备注

厂界噪声布点原则：

（１）根据厂内主要噪声源距厂界位置布点；

（２）根据厂界周围敏感点布点；

（３）厂中厂不考核；

（４）厂界紧邻海洋、大江、大河、大山 （无居民、学校等敏感点时）原则上不布点；

（５）厂界紧邻交通干线不布点。

５６  ５ 火力发电厂验收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设施的参比评价

火力发电厂验收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设施的参比评价方法见表 ５２，烟气连续监测系统参比评价
标准参照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监测方法》（ＨＪ ／ Ｔ ７６）中复检要求。

表 ５２ 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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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
烟尘烟气排放

连续监测系统

烟尘、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 （以 ＮＯ２ 计）、烟

气流速

要求系统给出每分钟测试

值，取参比测试时间段系统

打印记录平均值，与排放口

监测值对比

与排放口监测同

步

５６  ６ 验收监测分析方法

火力发电厂污染物分析方法首选国家标准分析方法，当国家标准分析方法不能满足要求时，参

考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和 《水和废水分析方法》（第四版），常见分析方法参考表

５３。

表 ５３ 分 析 方 法

污染类型 污 染 物 分 析 方 法

废气
有组织

排放

烟 尘

ＳＯ２

燃煤火电厂

燃油火电厂

燃气火电厂

重量法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７

碘量法 ＨＪ ／ Ｔ ５６、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 ／ Ｔ ５７、非分散红外法

非分散红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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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污染类型 污 染 物 分 析 方 法

废气

有组织

排放

无组织

排放

ＮＯｘ

燃煤火电厂

燃油火电厂

燃气火电厂

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

紫外分光光度法 ＨＪ ／ Ｔ ４２、定电位电解法、非分散红外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ＨＪ ／ Ｔ ４２、非分散红外法

重量法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７

气相色谱法 ＧＢ ／ Ｔ １６０４６

废水

ｐＨ 玻璃电极法 ＧＢ ６９２０

ＳＳ 重量法 ＧＢ １１９０１

ＣＯＤＣｒ 重铬酸钾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石油类 非分散红外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８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９

氨氮 蒸馏和滴定法 ＧＢ ７４７８、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７４７９

挥发酚 蒸馏后溴化容量法 ＧＢ ７４９１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ＧＢ ７４８４

总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７４７５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７４８５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７４７５

总汞 冷原子吸收光度法 ＧＢ ７４６８

备注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５６  ７ 验收监测仪器

根据被测污染因子特点选择监测分析方法，并确定监测仪器，列出现场监测仪器一览表，参见

表 ５４。

表 ５４ 现场监测仪器一览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监测因子 测量量程 分辨率 分析方法 生产厂 检定时间

５６  ８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火力发电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监测应按照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 《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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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
证手册》（第四版）、《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四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监测技术要求》中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有关章节要求进行。

５６  ８  １ 人员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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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竣工验收监测采样和测试的人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５６  ８  ２ 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照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

册》（第四版）的要求进行。即做到：采样过程中应采集不少于 １０％的平行样；实验室分析过程一般
应加不少于 １０％的平行样；对可进行加标回收测试的，应在分析的同时做不少于 １０％加标回收样品
分析，对无法进行加标回收的测试样品，做质控样品分析。

５６  ８  ３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１）分析方法和仪器的选用原则。

ａ  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物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

ｂ  被测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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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烟尘采样器在进入现场前应对采样器流量计、流速计等进行校核。烟气监测 （分析）仪器

在测试前按监测因子分别用标准气体和流量计对其进行校核 （标定），在测试时应保证其采样流量的

准确。

（３）烟尘采样部位的选择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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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条件不能满足时，选在较长直段烟道上，与弯头或变截面处的距离不得小于烟道当量直径
的 １ ５ 倍。对矩形烟道，其当量直径 Ｄ ＝ ２ＡＢ ／ （Ａ ＋ Ｂ），式中 Ａ、Ｂ 为边长。

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则监测孔前直管段长度必须大于监测孔后的直管段长度，在烟道弯头和变

截面处加装倒流板，并适当增加采样点数和采样频次。

（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采样部位的选择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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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在脱硫、脱硝装置或系统进入烟囱的烟道上，或烟囱的合适位置，
在采样中尽可能地避免监测时的相互干扰。

５６  ８  ４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源进

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０ ５ ｄＢ，若大于 ０ ５ ｄＢ则测试数据无效。

５７ 公众意见调查

５７  １ 公众意见调查内容

主要针对施工、运行期出现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情况与效果，污染扰民情况等征询当

地居民意见、建议。

５７  ２ 公众意见调查方法

问卷填写、访谈、座谈。

５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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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环评期间参与调查的人员比例。

５８ 环境管理检查方案

环境管理检查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５８  １ 从项目立项到试生产各阶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５８  ２ 环境保护审批手续及环境保护档案资料。

５８  ３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管理制度。

５８  ４ 环境保护设施建成及运行纪录。

５８  ５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

５８  ６ 环境监测计划的实施。

５８  ７ 固体废物临时或永久堆场检查及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情况检查。

５８  ８ 排污口规范化、污染源在线监测仪的安装，运行情况检查。

５８  ９ “以新带老”环保要求的落实，落后设备的淘汰、关停、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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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１０ 建设期间和试生产期间是否发生扰民和污染事故，污染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检查。

５８  １１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及卫生防护距离的落实。

５９ 工作进度及经费预算

６ 现场监测及数据处理与分析

６１ 现场监测、检查及调查

在建设项目生产设备、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生产工况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要求

的情况下，严格按照经审核确定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开展现场监测、检查及

调查。

６１  １ 监控工况

现场监测时同时记录各生产设备工况负荷情况。

６１  ２ 污染物排放监测

６１  ２  １ 废气有组织排放、废水排放、厂界噪声监测严格按各污染因子监测的操作要求进行采样和

分析。

６１  ２  ２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同时记录风向、风速、气温、气压等气象参数。

６１  ３ 开展检查与调查

６１  ３  １ 按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中环境管理检查内容逐项核查。

６１  ３  ２ 按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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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监测数据及调查结果整理

６２  １ 监测数据整理

监测数据的整理严格按照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有关章节进行，针对性地注意以下内容：

６２  １  １ 异常数据、超标原因的分析。

６２  １  ２ 实测值的换算。按照评价标准，实测的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换算为规定的掺风系数或过

剩空气系数时的值。

６２  １  ３ 等效源的合并。排放同一种污染物的近距离 （距离小于几何高度之和）排气筒按等效源评

价。

６２  ２ 检查及调查结果整理

７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以下简称验收监测报告）应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０］３８ 号文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试行）》有关要求，结合火电

厂特点，按照现场监测实际情况，汇总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得出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７１ 前言、总论、建设项目工程概况、建设项目污染及治理、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其批

复要求、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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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时的气象参数确定无组织排放的监测点位。

７２ 验收监测结果及评价

７２  １ 监测期间工况分析

给出反应工程或设备运行负荷的数据或参数，以文字配合表格叙述现场监测期间企业生产情况、

实际产量、设计产量、负荷率。

７２  ２ 监测分析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在验收监测方案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章节的基础上，加入质控数据，并做相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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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３ 废水、废气 （含有组织、无组织）排放、厂界噪声、环保设施效率监测结果

分别从以下几方面对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环保设施效率和烟气连续监测系统参比监测结果

进行叙述：

ａ  验收监测方案确定的验收监测项目、频次、监测断面或监测点位、监测采样、分析方法；

ｂ  监测结果以监测结果表表示，参考格式见附表；

ｃ  采用相应的国家和地方的标准值、设施的设计值和总量控制指标，进行分析评价；

ｄ  出现超过标准限值或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原因分析；

ｅ  附必要的监测结果表。

７２  ４ 灰 （渣）场附近土壤、植被、地下水、厂区周围噪声敏感点噪声监测

主要内容包括：

ａ  环境敏感点可能受到影响的简要描述；

ｂ  验收监测方案确定的验收监测项目、频次、监测断面或监测点位、监测采样、分析方法；

ｃ  监测结果；

ｄ  用相应的国家和地方的新、旧标准值及环境影响评价本底值，进行分析评价；

ｅ  出现超标或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时的原因分析等；

ｆ  附必要的监测结果表，格式参见附表。

７２  ５ 国家规定的总量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情况

根据各排污口的流量和监测浓度，计算并列表统计国家实施总量控制的 ８ 项指标 （ＣＯＤ、石油
类、氨氮、工业粉尘、烟尘、ＳＯ２、ＮＯｘ、固体废物）年产生量和年排放量。对改、扩建项目还应根
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列出改扩建工程原有排放量，并根据监测结果计算改扩建后原有工程现在的污染

物产生量和排放量。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测值与环境影响评价值比较 （按年工作时计），附污染物

排放总量核算结果表。

７２  ６ 单位发电量取水量及单位发电量能耗的计算及与相关指标的评价结果

７３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统计分析问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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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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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监测环境管理检查篇章应重点叙述和检查环评结论与建议中提到的各项环保设施建成和措

施落实情况，尤其应逐项检查和归纳叙述行政主管部门环评批复中提到的建设项目在工程设计、建

设中应重点注意的问题的落实情况。

７５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７５  １ 结论

依据监测结果、公众调查结果、环境管理检查结果，综合分析，简明扼要地给出废水、废气排

放、厂界噪声、烟气连续监测系统达标情况；灰 （渣）场周围植被、土壤、地下水污染情况；公众

意见及环境管理水平。

７５  ２ 建议

可针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ａ  未执行 “以新带老、总量削减”，“上大关小、总量替换”等要求，拆除、关停落后设备；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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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污染物的排放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要求；

ｄ  环保治理设施、监测设备及排污口未按规范安装和建成；

ｅ  环境保护敏感区的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或环境影响评价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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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国家规定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有关环境管理部门规定或核定的总量等；
ｇ  未按要求建设危险废物填埋场。

７６ 附件

ａ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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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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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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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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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验收监测方案、报告编排结构及内容要求

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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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２ 验收监测方案章节

前言

总论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污染及治理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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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 验收监测报告章节

前言

总论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污染及治理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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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４ 监测方案、监测报告中图表

Ａ４ １ 图件

Ａ４ １  １ 图件内容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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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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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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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方框线，并同时注明物料的输入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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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点噪声△，其他噪声▲；
固体物质和固体废物：固体物质 □ ，固体废物 ■ 。

监测点位图应给出平面图和立面图。

Ａ４ ２ 表格

Ａ４ ２  １ 表格内容

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环保设施建成情况对比表 （环境影响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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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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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４ ２  ２ 表格要求

所有表格均应为开放式表格

Ａ５ 验收监测方案、监测报告正文要求

正文字体为 ４ 号宋体
３ 级以上字体标题为宋体加黑
行间距为 １ ５ 倍行间距

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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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脚注明验收技术报告编制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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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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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验收监测数据统计表参考格式

（以燃煤火电厂为例，其他燃料火电厂以此作参考）

表 １ 主要污染源治理措施投资一览表

污染物

类 别
污染源名称 主要污染物 治理措施及方法

治理投资 ／
万元

备 注

烟尘和气

态污染物

噪 声

灰 （渣）场

废 水

绿 化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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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主要环保设施与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对照表

序号 装置名称

主要环保设施

设施名称 环评要求 初步设计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备 注

１

颗粒物和气

态污染物治

理处理设备

２ 减震防噪设备

３ 废 水

４ 绿 化

５ 其 他

表 ３ 主要环保设施变更一览表

序号 系统名称 设施型式 数 量 变更原因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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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监测期间企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时 间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发电机组

（ＭＷ）
全厂 全厂 全厂

三日全

厂平均

本月全

厂累计

本年全

厂累计

运行小时 ／ ｈ

用煤

量

原煤 ／ ｔ

标煤 ／ ｔ

发电煤耗 ／［ｇ ／（ｋＷｈ）］

低位发热量 ／（ｋＪ ／ ｋｇ）

收到基灰分 ／ ％

产灰量 ／ ｔ

产渣量 ／ ｔ

发电

量

设计发电量 ／（ｋＷｈ）

实际发电量 ／（ｋＷｈ）

负荷率 ／ ％

锅炉

设计产汽量 ／
（ｔ ／ ｈ）

实际产汽量 ／
（ｔ ／ ｈ）

负荷率 ／ ％

表 ５ 验收监测期间工况检查

时间
＃ 机组负荷 ／

ＭＷ

＃ 机组负荷 ／

ＭＷ
额定负荷

平均负荷

生产负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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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验收监测期间煤质分析结果

机 组 日 期
收到基水分

Ｍａｒ ／ ％

收到基灰分

Ａａｒ ／ ％

干燥无灰

基挥发分

Ｖｄａｆ ／ ％

收到

基固定碳

ＦＣ ｄ ／ ％

收到基全硫

Ｓｔ  ｄ ／ ％

低位发热量

Ｑｂ ｄ ／ （Ｊ ／ ｋｇ）

＃、 ＃

机组

表 ７ 入炉煤质分析月报

月 份
收到基水分

Ｍａｒ ／ ％

收到基灰分

Ａａｒ ／ ％

干燥无灰

基挥发分

Ｖｄａｆ ／ ％

收到

基固定碳

ＦＣ ｄ ／ ％

收到基全硫

Ｓｔ  ｄ ／ ％

低位发热量

Ｑｂ ｄ ／（Ｊ ／ ｋｇ）

表 ８ 企业部分环保指标一览表

样品名称与编号 采样时间 采样位置
灰分 ／ ％ 硫分 ／ ％

一次值 平均值 一次值 平均值

表 ９ 环保设备情况表

脱硫设备 脱氮设备

型 号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原 理

设计去除效率 ／ ％

实际去除效率 ／ ％

设计进口浓度 ／（ｍｇ ／ ｍ３）

设计出口浓度 ／（ｍｇ ／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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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锅炉废气监测布点及频次

环保设施名称

及采样点位
监测项目

烟尘每

个断面

ＳＯ２ 及 ＮＯｘ
每个断面

采样孔数
每孔布采

样点个数
采样位置 采样个数

采样

频次

烟尘布

点总数

ＳＯ２ 及 ＮＯｘ
布点总数

＃ 进口烟道

（共 个断面）

烟 尘 浓 度、排

放速 率、烟 气 参

数

＃ 除尘器

出口烟道

（共 个断面）

烟 尘、 ＳＯ２ 及

ＮＯｘ 的 浓 度、排

放速 率、烟 气 参

数、黑 度、除 尘

效率

表 １１ 除尘、脱硫、脱氮效率监测结果

机组编号 除尘器编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 机组

＃

除尘器

＃

脱硫器

＃

脱氮器

烟尘排放浓度 ／

（ｍｇ ／ ｍ３）

烟尘排放速率 ／
（ｋｇ ／ ｈ）

除尘效率 ／

％

ＳＯ２ 排放浓度 ／

（ｍｇ ／ ｍ３）

ＳＯ２ 排放速率 ／

（ｋｇ ／ ｈ）

脱硫效率 ／

％

ＮＯｘ 排放浓度 ／

（ｍｇ ／ ｍ３）

ＮＯｘ 排放速率 ／

（ｋｇ ／ ｈ）

脱氮效率 ／

％

９１

ＨＪ ／ Ｔ ２５５ ２００６



表 １２ 机组 除尘器烟气监测结果

项 目 单 位
机 组 监 测 结 果

１ ＃ 烟道 ２ ＃ 烟道 ３ ＃ 烟道 ４ ＃ 烟道

平均动压 Ｐａ

平均静压 ｋＰａ

烟温 ℃

含湿量 ％

标态流量 ｍ３ ／ ｈ

含氧量 ％

过量空气系数 α

烟尘

实测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折算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实测排放速率 ｋｇ ／ ｈ

ＳＯ２

实测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折算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实测排放速率 ｋｇ ／ ｈ

ＮＯｘ

实测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折算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实测排放速率 ｋｇ ／ ｈ

备 注

注：气体体积均指标准状态下测值。

表 １３ 烟道总排口排放结果统计表

项 目 １ 次 ２ 次 ３ 次 最大值 标准值 参照值

标态流量 ／（ｍ３ ／ ｈ）

烟尘

实测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折算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排放速率 ／（ｋｇ ／ ｈ）

ＳＯ２

实测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折算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排放速率 ／（ｋｇ ／ ｈ）

ＮＯｘ

实测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折算排放浓度 ／（ｍｇ ／ ｍ３）

排放速率 ／（ｋｇ ／ ｈ）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备 注 （注明烟囱高度及采样位置）

注：气体体积均指标准状态下测值。

０２

ＨＪ ／ Ｔ ２５５ ２００６



表 １４ 无组织排放监测

采样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备 注

无组织排放源上风向 １ 个点，下风

向浓度最高处设 ４ 个点
颗粒物 ４ 次 ／ ｄ，连续 ２ ｄ

详细记录天气状况、风向、

风速、气温、湿度、大气压

表 １５ 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单位：ｍｇ ／ ｍ３

监测时间
监测点

１ ＃
监测点

２ ＃
监测点

３ ＃
监测点

４ ＃
参照点

５ ＃
最大差值 标准值

颗粒物

非甲烷烃

甲烷烃

主导风向

表 １６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

编号 监测点位

昼 间 夜 间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一天 第二天

标准限值

备 注

表 １７ 废水监测点位、项目、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工业废水总排口

含油废水处理设施进、出口

中和池进、出口

生活污水处理站进、出口

煤场排水进、出口

４ 次 ／ ｄ，２ｄ

１２

ＨＪ ／ Ｔ ２５５ ２００６



表 １８ 水和废水总排口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ｍｇ ／ Ｌ（ｐＨ除外）

排污口

名 称

监测

因子

第一天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第
四
次

日
均
值

是否

达标

第二天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第
四
次

日
均
值

是否

达标

评价

标准

ｐＨ

硫化物

氨氮

ＳＳ

ＣＯＤ

挥发酚

氟化物

石油类

流量 ／（ｍ３ ／ ｈ）

备 注

表 １９ 含油废水处理设施进出口废水监测结果

单位：ｍｇ ／ Ｌ

项 目

月 日 月 日

进口均值 出口均值
去除效率 ／

％
进口均值 出口均值

去除效率 ／

％

石油类

表 ２０ 中和池进出口废水监测结果

项 目
月 日 月 日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ｐＨ

表 ２１ 生活污水处理站进出口废水监测结果

单位：ｍｇ ／ Ｌ （ｐＨ除外）

日 期 浓 度 ｐＨ ＣＯＤ ＳＳ ＢＯＤ５ 氨氮 动植物油

进口日均值

出口日均值

去除效率 ／ ％

进口日均值

出口日均值

去除效率 ／ ％

标准限值

２２

ＨＪ ／ Ｔ ２５５ ２００６



表 ２２ 煤场废水沉淀池进出口废水监测结果

项 目

月 日 月 日

进口 出口
去除效率 ／

％
进口 出口

去除效率 ／

％

ＳＳ

表 ２３ 烟尘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型号及配置表

名 称 型 号 测试方法 生产厂

ＳＯ２ 分析仪

ＮＯｘ 分析仪

烟尘监测仪

流速监测仪

监测系统型号

表 ２４ 烟尘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参比测试结果统计表

项 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排放口

监测数据
ＣＥＭＳ

排放口

监测数据
ＣＥＭＳ

排放口

监测数据
ＣＥＭＳ

最大相对

误差 ／ ％

评价

标准

是否

达标

烟尘 ／

（ｍｇ ／ ｍ３）

ＳＯ２

（ｍｇ ／ ｍ３）

ＮＯｘ

（ｍｇ ／ ｍ３）

烟气流速 ／
（ｍ ／ ｓ）．

注：评价标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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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 ７６）复检指标。

表 ２５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单位：ｔ ／ ａ （按设计年工作日）

污染物 ＳＯ２ ＮＯｘ 烟 尘 氨 氮

实测值

环评预测值

总量控制指标

３２

ＨＪ ／ Ｔ ２５５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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