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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制依据

1、《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保部 31号令；

2、《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环保部（环发[2013]81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和省级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

工作的通知》宣城市环保局（宣环测[2017]5号）。

4、排污许可证制及企业环境管理方案；

5、《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6、《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HJ848-2017）

7、《关于印发《国家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

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督考核规程》的通知》

（环发[2009]88号）

8、《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T 76 —2007）

9、项目排污许可证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 修订，2015.1.1 施

行）

11、《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10.29通过，1997.3.1

施行）

12、《中国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 修订，2018.1.1

施行）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8 修订，2016.1.1施

行）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11.7 修订

并实行）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7月 1日）

16、国务院 第 682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17、《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二、监测内容

1、自行监测

1.1废水监测：

污染源

类别

排污口

名称

监测

内容

污染物名

称

监测方

式

采样

频次
检测方法 限值

废水 DW001 流量

pH值

手工

1次/半
年，每

次 3批
次

GB 6920-1986 6~9
SS GB 11901-1989 70
BOD HJ505-2009 20
COD GB 11914-1989 100
氨氮 HJ 535-2009 15
总磷 HJ 670-2013 0.5

1.2噪声监测：

项目 点位 监测方式
采样

频次
检测方法 限值

昼夜等效

声级

厂区四周布

设六个监测

点位

手工
1次/季度，每次

昼夜各一次
GB12348-2008 昼 65夜 55



1.3废气监测：（1次/两年的袋收尘与 2019年已完成，下次检测 2021年）

污

染

源

类

别

排污口名

称

点位

名称
监测内容

污染物

名称

手工采

样个数

采样

频次
检测方法 限值

有

组

织

废

气

DA001

石灰石

破碎下

料口输

送皮带

收尘

烟气流

速,烟气

温度,烟
气含湿

量,烟道

截面积

颗粒物 3次/天 1次/半
年

HJ836-2017 10

DA002

砂岩破

碎输送

皮带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03

砂岩中

转输送

皮带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04
石灰石

预均化

堆场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05

石灰石

预均化

堆场输

送皮带

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06

原料配

料站库

顶（东

侧）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07

原料配

料站库

顶（西

侧）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08

原料配

料站库

底 1#

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09

原料配

料站库

底 2#

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0

原料粉

磨入磨

1#2#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1
入窑提

升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2
入均化

库提升

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3

出磨斜

槽输送

皮带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4
生料均

化库顶

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5
生料均

化库底

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6
熟料库

顶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7

煤磨袋

收尘，

窑头废

气为烘

干热源

颗粒物 3次/天 1次/半
年

HJ836-2017 20

DA018
煤粉仓

顶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19

熟料库

1#输送

皮带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20

熟料库

2#输送

皮带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21

熟料库

3#输送

皮带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22

熟料库

4#输送

皮带收

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23

熟料散

装发放

1#、2#

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24

熟料散

装发放

3#、4#

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25
熟料散

装库

1#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26
熟料散

装库

2#收尘

颗粒物 3次/天
1次/两

年
HJ836-2017 10

DA027 窑头

烟气流

速,烟气

温度,烟
气含湿

量,烟道

截面积,
氧含量

颗粒物 3次/天 1次/季 HJ533-2009 20

DA028 窑尾

烟气流

速,烟气

温度,烟
气含湿

量,烟道

截面积,
氧含量

汞及其

化合物

3次/天

1次/半
年

GB 5468-91 0.05

氨（氨

气）
1次/季 HJ

533-2009 8

氮氧化

物
1次/季 HJ/T

43-1999 320

氟化物
1次/半

年
HJ/T 67-2001 3

二氧化

硫
1次/季 HJ/T 57-2000 100

颗粒物 1次/季 HJ836-2017 20

无

组

织

废

气

厂界
4个点

位

风速,风
向

氨 3次/天 1次/季
度

HJ 534-2009 1

颗粒物 3次/天 1次/季
度

GB/T
15432-1995 0.5



2、数据有效性审核（在线比对监测）

点位
排污口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比对方式 比对频次 比对单位

窑尾 DA028

颗粒物

手工比对

烟尘、SO2、NOX每季

度比对 1次，烟尘、烟

气参数每次比对 3批

次，SO2、NOX每次比

对 6批次。

安徽顺诚达环

境检测有公司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含氧量

含湿量

烟温

流速

窑头 DA027
颗粒物

手工比对
每季度监测 1次，每次

监测 3批次流速

三、质量控制措施

3、实验室样品的质量控制

（1）实验室样品的包装应坚实、牢固和洁净。应采用适当的运

输工具和运输条件运送实验室样品。实验室样品的状态应最大程度的

与消费者可接收的状态一致，否则应被视为不适合进行检测的样品。

样品收样人应认真检查样品的包装和状态，若发现异常，应与检测客

户达成处理决定。实验室样品接收时要充分考虑到检测方法对实验室

样品的技术要求。必要时，应编制作业指导书。对样品的数量、重量、

形态以及检测方法对样品的适用性、局限性做出相应的规定。

（2）送样数量应视检测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应不少于检测用

量的 3倍。特殊情况时送样量不足应在委托合同上注明。

（3）应对接收的实验室样品进行编号登记，加施唯一性标识，

标识的设计和使用应确保不会在样品或涉及到的记录上产生混淆实

验室样品要有清晰牢固的标识，保证不同检测状态和传递过程中样品

不被混淆，并注意包装材料和标识对样品造成的潜在污染。样品标识



系统应包括样品群组的细节和样品在实验室内部传递过程和向外的

传递过程的控制方法。

（4）应对接收到的实验室样品进行预处理后混匀，采用适当的

方法进行缩分后获取分析样品。分析样品的量一般应满足检测、复查

或确证、留样的需要。如果需要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价的样品。应增

加分析样品数量。分析样品的制备应在独立区域内进行。使用洁净的

制样工具和容器，避免容器渗漏和带入污染物分析样品，药品盛装在

洁净的塑料袋或惰性容器内密封。加贴样品标识。将其置于规定的温

度环境保存

（5）在分析样品制备过程中。应避免混人外来杂质。防止因挥

发、污染等因素改变样品所代表的整批货物的原始特性，分析样品的

制备应确保具有代表性，以有最大能性检出分析物的方式处理，并防

止样品制备过程中被巧染或者丢失分析物。

（6）从制备的分析样中分取出分析部分。并传递至实验室检测。

检测过程中的分析部分应妥善放置。不用时应保持分析部分密闭状

态，置于规定的温度环境，注意对检测不稳定项目的分析部分的保护。

（7）样品在实验室内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相互隔离。应与其

他潜在的污染源隔离在取样、样品传递和贮存及分析过程中。避免外

界污染物讨样品的污染

（8）如果被分析物自然存在，那么低含量的残留就难以与自然

含含量相区别，报告一结果时，需要考虑这此分析物的自然含量

4、实验室检测过程的质量控制



（1）确保样品在接收、制备和测试过程中确保样品的原始特性，

未受污染或变质。

（2）测试前应做好以下各项准备工作；

（a）核对样品标签、检测项目和相应的检测方法；

（b）按检测方法的要求准备仪器和器具。使用符合分析要求的

药品。按检测方法配制试剂。标准溶液等。

（c）检查检测现场清洁。温度等可能影响测试质量的环境条件；

（d）选用规范的原始记录表。

（3）检测过程需按检测方法和作业指导书操作。当测试过程出

现异常现象应详细记录。并及时采取措施处置。

（4）需要时，随同样品测试做空自试验、标准物质测试和控制

样品的回收率试验。

（5）常规样品的检测至少应做双实验。样品的有效成分测定、

常量分析、新开验项目、复测或疑难项目的检测应做双试验或多试验

做单试验的样品和项目应进行评估后方可进行

（6）检测人员应在原始记录表上如实记录测试情况及结果，字

迹清楚，划改规范，保证记录的原始、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7）检测人员对检测方法的计算公式确保理解，保证检测数据

的计算和转换不出差错，计算结果进行自校和复核如果检测结果用回

收率进行校准，在在最终结果中明确说明并描述校准公式

（8）检测结果的有效位数与检测方法中的规定相符，计算所得

数据的有效位数多保留一数字，按照 GB8170进行修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