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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石膏堆放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主管 
部门 

——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划√） 

建设地点 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现有厂区西南侧以及北皂路东侧 

主要产品名称 1#石膏堆场 2#石膏堆场及压滤车间 3#石膏堆场 
设计生产能力 占地面积5.2万平方米 占地面积4.25万平方米 占地面积为27万平方米 
实际生产能力 占地面积5.2万平方米 占地面积4.09万平方米 占地面积为27万平方米 

环评时间 2015.11 开工时间 2015.12 

试生产时间 2016.06 现场监测时间 2016.12.04~12.05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龙口市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写单位 

烟台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所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7000万元 环保投资概算 6500万元 比例 93% 

实际总投资 7000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6500万元 比例 93% 

验收监测依据 

1.国务院令（1998年）第253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1年）第13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管理办法》； 

3.烟台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石膏堆放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11.04）； 

4.龙口市环境保护局以龙环报告表[2015]129号对《山东道恩钛业有限

公司石膏堆放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2015.11.24）； 

5.实际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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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续)、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概况 

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石膏堆放场项目主要建设一套石膏压滤系统以及三个石膏

堆放场，用于处理和堆放企业 8 万 t/a 金红石型钛白粉项目污水处理站中和过程中产生

的石膏，该项目已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由烟台市环保局以烟环验【2011】38 号进行了

验收。1、3 号堆场位于龙口市北皂路东侧，2 号堆场位于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现有厂

区西南侧，压滤车间位于 2 号堆场内，项目总占地 36.29 万 m2，总投资 7000 万元。 

1.2 项目进度 
2015 年 11 月烟台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受企业委托编制完成了《山东道恩钛业有

限公司石膏堆放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龙口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对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审批。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建设，并于 2016 年 6 月建

成投产。 

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接受企业委托，承担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工作。我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区域进行了现场勘

查和资料收集，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于 2016 年 12 月 4 日~5 日进行了现场监测，根

据监测和调查结果编制了本验收报告。 

1.3 项目地理位置与平面布置 

该项目 1、3 号堆场位于龙口市北皂路东侧，2 号堆场位于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

现有厂区西南侧，压滤车间位于 2 号堆场内，地理位置见附图一；厂区平面布置见附图

二。 

1.4 卫生防护距离与周围情况 
本项目环评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200 米，该项目周边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1 及附图三。

表 1-1  2#堆场周边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与 2#堆场距离（m） 

1 北皂社区 SW 210 

表 1-1（续）  1#、3#堆场周边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与 1#、3#堆场距离（m） 

1 北皂前村 N 300 

2 廒上村 S 500 

3 小孙家村 E 600 

4 嘉和小区 W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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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续)、项目基本情况 
1.5 建设内容 

该项目组成见表 1-2。 
表 1-2  项目组成一览表 

序号 工程 组成 工程内容 

1 主体工程 
石膏堆场 

1 号石膏堆放场，占地面积 5.2 万平方米 
2 号石膏堆放场，占地面积 3.84 万平方米 
3 号石膏堆放场，占地面积为 27 万平方米 

压滤车间 
占地面积 2500m2，主要用于湿石膏的压滤， 

板框压滤机 10 台（8 用 2 备） 

2 公用工程 供电 
2号石膏堆放场用电利用公司内线路引入，1号和3号石膏堆存

用电由市政供电 

3 环保工程 

噪声治理 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建筑隔声 
废气治理 洒水喷淋、铺垫种植土用于种植植被等 

废水治理 
堆场防渗、排水防洪沟、渗滤液收集水池、地下水监控井 6 口

（具体位置见附图二） 

 1.6 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主要设备见表 1-3。 

表 1-3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 规模和型号 单位 数量 

1 板框压滤机 — 台 10（8 用 2 备） 
2 铲车 LG855-2 辆 2 
3 汽车 BJ5815PD-33 辆 4 

1.7 工程投资 

项目总投资 7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500 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 93%，

环保投资情况见表 1-4。 
表 1-4  工程主要环保投资 

序号 项目 投资(万元) 
1 废水治理 6300 
2 噪声治理 150 
3 废气治理 50 
4 合计 6500 

1.8 环评及批复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及批复变更情况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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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续)、项目基本情况 
表 1-5 项目变更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1 
堆场采取篷布覆盖降

尘。 
堆场采取上铺 40cm 种植土进行绿

化及洒水抑尘 
已在厂区

环境影响后评

价中进行分析

说明。 
2 板框压滤机 6 台 板框压滤机 10 台（8 用 2 备） 

根据环保部环发【2015】52 号，以上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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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验收监测方案与执行标准 

验 

 

收 

 

监 

 

测 

 

方 

 

案 

2.1 验收监测方案 

2.1.1 无组织排放废气 

无组织排放废气采样、布点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5-2000）进行。根据监测当天的风向布点，厂界上风向一个点、下风向

三个点。同时记录监测期间的风向、风速、气温、气压、总云、低云等气象参

数。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一览表见表 2-1。 
表 2-1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2 号堆场 厂界 
上风向一个点 
下风向三个点 

颗粒物 
4 次/天， 

连续监测两天 
1、3 号堆场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2-2。 
表 2-2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mg/m3） 
1 颗粒物 重量法 GB 15432-1995 0.01 

2.1.2 地下水 

为保证监测分析结果准确可靠，在监测期间，样品采集、运输、保存和监

测按照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的技

术要求进行。具体质控措施：明码平行样，密码质控样，平行样数量不少于样

品总数的 10%。 
表 2-3 地下水监测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北皂社区 pH 值、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

高锰酸盐指数、总硬度、氟化物、

氯化物、氨氮（以 N 计）、总大肠

菌群 

1 次/天，监测两

天 

2 1#、3#堆场监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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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续）、验收监测方案与执行标准 

验 

 

收 

 

监 

 

测 

 

方 

 

案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2-4。 
表 2-4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单位：mg/L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pH 值（无量纲） 玻璃电极法 GB/T 5750.4-2006 —— 

高锰酸盐指数 
（碱性/酸性）高锰酸

钾滴定法 
GB/T 5750.7-2006 0.05 

溶解性总固体 重量法 GB/T 5750.4-2006 4 

总硬度 
（以 CaCO3计）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

定法 
GB/T 5750.4-2006 1.0  

氨氮（NH3-N）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 

硫酸盐 离子色谱法 GB/T 5750.5-2006 0.05 

氟化物 离子色谱法 GB/T 5750.5-2006 0.02 

氯化物 硝酸银容量法 GB/T 5750.5-2006 1.0  

总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GB/T 5750.12-2006 2MPN/100ml 

2.1.3 厂界噪声 

噪声监测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有

关规定进行。厂界噪声监测布点见表 2-5。 
表 2-5 厂界噪声监测一览表 

序号 点位 项目 监测频次 

1 
2#堆场四周噪声最大处各设

一个点，共 4 个点 
LAeq 

昼夜各 2 次， 
监测两天 

2 
1#、3#堆场四周噪声最大处

各设一个点，共 7 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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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续）、验收监测方案与执行标准 

验

收 

监

测 

标

准 

标

号 

级

别 

2.2 执行标准 

2.2.1 废气 

无组织排放废气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表 2-6 无组织废气执行标准及限值  

序号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mg/m3) 

1 颗粒物 GB 16297-1996 1.0 

2.2.2 地下水 

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 

表 2-8 地下水执行标准及限值 
序号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 排放限值（mg/L） 

1 pH 值（无量纲）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93）Ⅲ类

标准 

6.5~8.5 
2 高锰酸盐指数（mg/L） 3.0 
3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4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 
450 

5 氨氮（NH3-N）（mg/L） 0.2 
6 硫酸盐（mg/L） 250 
7 氟化物（mg/L） 1.0 
8 氯化物（mg/L） 250 
9 总大肠菌群（个/L） 3.0 

2.2.3 噪声 

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

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表 2-7  噪声执行标准限值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dB(A))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GB 12348-2008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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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3.1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 3-1  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 

 

图 3-2  污水处理站工艺流程 

3.2 工艺流程简述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石膏泥经 2 号堆场内的板框压滤机压滤后，石膏含水率在

35%~40%，由汽车运至各堆放场内进行整理堆放外售。运输车辆出厂前进行清扫，

采取半封闭方式沿固定路线运输，运输过程中出现撒漏时，及时进行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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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主要污染工序与治理措施 

4.1 废气 

该项目废气为石膏堆放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通过种植植被、洒水降尘的方式减少

扬尘的产生。 

4.2 废水 

该项目废水主要为压滤车间产生的压滤废水、堆放场内渗滤液等。压滤废水经厂

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废水产生量约为231000 m3/a；渗滤液经收集池沉淀后，用

于堆场喷淋降尘。 

4.3 固体废物 

该项目固废主要为收集池沉渣，与石膏一起外售。板框压滤车间设备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废机油暂存于危废暂存库内，定期委托烟台龙门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

机油产生量约为6.5t/a。 

  
危废暂存库 

4.4 噪声 

该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压滤机等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建筑

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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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废气监测结果 

废

气

监

测

结

果 

5.1 质量控制 

1、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严格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55-2000）进行。 

2、监测仪器均经过计量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3、综合大气采样器在进入现场前对采样器进行校准。 
废气监测仪器校验见表 5-1。 

表 5-1 废气监测仪器校验表 

序

号 

采样仪

器 
编号 

气

路 
表观流量 
（L/min） 

实测流量（L/min） 
校准结果 
（L/min） 

示值误

差 
（%） 

是否 
合格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1 IE-663 A 100 96.42 103.75 100.05 100.08 -0.08 合格 
2 IE-664 A 100 96.78 104.11 100.36 100.42 -0.42 合格 
3 IE-710 A 100 95.81 103.16 99.45 99.48 0.53 合格 
4 IE-711 A 100 95.78 103.21 99.49 99.48 0.52 合格 
5 IE-712 A 100 102.35 98.04 99.26 99.88 0.12 合格 
6 IE-713 A 100 101.83 97.54 98.70 99.35 0.65 合格 
7 IE-714 A 100 101.01 96.56 97.80 98.46 1.57 合格 
8 IE-715 A 100 103.79 99.41 100.59 101.26 -1.25 合格 

5.2 监测结果与评价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见表5-1及5-2。 

表5-1 2#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 
项目 

监测 
日期 

监测 
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最大值 
排放 
限值 

颗粒物

mg/m3 

2016.12.04 

上风向○1 0.29  0.21  0.26  0.33  

0.51 1.0 

下风向○2 0.41  0.28  0.31  0.47  
下风向○3 0.45  0.34  0.47  0.42  
下风向○4 0.36  0.43  0.40  0.37  

2016.12.05 

上风向○1 0.27  0.34  0.24  0.29  
下风向○2 0.35  0.39  0.31  0.48  
下风向○3 0.39  0.51  0.43  0.41  
下风向○4 0.42  0.46  0.36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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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续）、废气监测结果 

废

气

监

测

结

果 

由以上数据得出，两天内测得 2#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厂界监控点颗粒物最大浓度

值为 0.51 mg/m3，小于其标准排放限值 1.0 mg/m3。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2#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厂界监控点颗粒物浓度值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图5-1  2#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点位布设图 

表5-2 1#、3#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 
项目 

监测 
日期 

监测 
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最大值 
排放 
限值 

颗粒物

mg/m3 

2016.12.04 

上风向○1 0.24  0.29  0.23  0.30  

0.54 1.0 

下风向○2 0.33  0.36  0.44  0.37  
下风向○3 0.46  0.53  0.35  0.44  
下风向○4 0.53  0.38  0.47  0.40  

2016.12.05 

上风向○1 0.25  0.19  0.28  0.26  
下风向○2 0.42  0.27  0.38  0.33  
下风向○3 0.54  0.43  0.35  0.38  
下风向○4 0.35  0.48  0.5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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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续）、废气监测结果 

监 

测 

期 

间 

气 

象 

参 
数 

由以上数据得出，两天内测得 1#、3#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厂界监控点颗粒物最大

浓度值为 0.54 mg/m3，小于其标准排放限值 1.0 mg/m3。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1#、3#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厂界监控点颗粒物浓度值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图5-2  1#、3#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点位布设图 

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表5-2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采样日期 采样频次 
气温 
℃ 

大气压 
kPa 

风向、风速 
m/s 

总云 低云 

2016.12.04 

第一次 9.3  101.6  NE 0.6 8 2 

第二次 9.6  101.5  NE 0.9 8 3 

第三次 12.5  101.3  NE 0.7 6 1 

第四次 12.6  101.3  NE 0.6 6 2 

2016.12.05 

第一次 4.9  102.5  NE 2.2 4 2 

第二次 8.6  101.9  NE 2.6 4 1 

第三次 11.7  101.8  NE 2.1 4 1 

第四次 9.5  101.5  NE 2.9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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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下 

水 

监 

测 

结 

果 

6.1 质量控制 

为保证监测分析结果准确可靠，在监测期间，样品采集、运输、保存和监测按

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的技术要求进

行。具体质控措施：明码平行样，密码质控样，质控样数量达到样品总数的10%以

上。 

表 6-1 地下水监测仪器 

序号 监测项目 仪器名称 型号 编号 检定情况 
1 pH 值 笔式 pH 计 SX-620 IE-1195 已检定 
2 高锰酸盐指数 滴定管 —— DSZ2 013 已检定 
3 溶解性总固体 电子天平 —— IE-942 已检定 
4 总硬度 滴定管 —— DSZ2 013 已检定 
5 氨氮（NH3-N）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1800 IE-649 已检定 

6 硫酸盐 离子色谱仪 ICS-1100 IE-929 已检定 

7 氟化物 离子色谱仪 ICS-1100 IE-929 已检定 
8 氯化物 滴定管 —— DSZ2 013 已检定 
9 总大肠菌群 电热恒温培养箱 —— IE-184 已检定 

地下水监测质量控制结果统计见表 6-2。 

表 6-2 地下水监测质量控制结果统计表 

项目 
质控 
编号 

平行样测定值 
(mg/L) 

相对偏差% 是否合格 

高锰酸盐指

数 

ZDX H25348545-1 1.11 
2.63 合格 

ZDX H25348545-2 1.17 

ZDX H25351545-1 2.25 
3.43 合格 

ZDX H25351545-2 2.41 

氨氮 

ZDX H25348545-1 0.129 
3.01 合格 

ZDX H25348545-2 0.137 

ZDX H25351545-1 0.165 
4.07 合格 

ZDX H25351545-2 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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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下 

水 

监 

测 

结 

果 

表 6-2（续）地下水监测质量控制结果统计表 

项目 
密码标样 

质控 
编号 

测定值 
(mg/L) 

保证值 
(mg/L) 不确定度 是否合格 

氨氮 200558 0.693 0.698 0.045 合格 

6.2 监测结果与评价 

验收监测期间，2#堆场地下水监测井已废弃，未进行监测，对附近敏感区域北

皂社区地下水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见表6-3；1#、3#堆场设置一口监测井，监测结

果见表6-4。 
表 6-3  北皂社区地下水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 

2016.12.04 2016.12.05 执行限值 

pH 值（无量纲） 7.16 7.34 6.5~8.5 

高锰酸盐指数（mg/L） 1.14  1.17  3.0 

溶解性总固体（mg/L） 2.21×103 2.34×103 1000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 
1.31×103 1.30×103 450 

氨氮（NH3-N）（mg/L） 0.133  0.140  0.2 

硫酸盐（mg/L） 980 1.00×103 250 

氟化物（mg/L） 0.33 0.29  1.0 

氯化物（mg/L） 217 238 250 

总大肠菌群（个/L） ND ND 3.0 

分析与评价：由以上数据得出，北皂社区地下水监测点位两天测得pH值（无量

纲）范围为：7.16~7.34、其余指标最大值为高锰酸盐指数：1.17mg/L、溶解性总固

体：2.34×103mg/L、总硬度（以CaCO3计）：1.31×103mg/L、氨氮（NH3-N）：0.140 mg/L、

硫酸盐：1.00×103mg/L、氟化物：0.33mg/L、氯化物：238 mg/L、总大肠菌群未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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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下 

水 

监 

测 

结 

果 

表 6-4  1#、3#堆场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 

2016.12.04 2016.12.05 执行限值 

pH 值（无量纲） 7.25 7.29 6.5~8.5 

高锰酸盐指数（mg/L） 2.26 2.33 3.0 

溶解性总固体（mg/L） 5.42×103 5.40×103 1000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 
1.87×103 1.88×103 450 

氨氮（NH3-N）（mg/L） 0.185  0.172  0.2 

硫酸盐（mg/L） 1.69×103 1.67×103 250 

氟化物（mg/L） 0.79 0.78 1.0 

氯化物（mg/L） 1.82×103 1.80×103 250 

总大肠菌群（个/L） ND ND 3.0 

分析与评价：由以上数据得出，1#、3#堆场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点位两天测得pH

值（无量纲）范围为：7.25~7.29、其余指标最大值为高锰酸盐指数：2.33mg/L、溶

解性总固体：5.42×103mg/L、总硬度（以CaCO3计）：1.88×103mg/L、氨氮（NH3-N）：

0.185 mg/L、硫酸盐：1.69×103mg/L、氟化物：0.793mg/L、氯化物：1.82×103 mg/L、

总大肠菌群未检出。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1#、3#堆场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点位各指标除溶解性总固

体、总硬度、硫酸盐外，1#、3#堆场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点位各指标除溶解性总固体、

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外，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

准要求。其中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环评期间已存在超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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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下 

水 

监 

测 

结 

果 

企业于 2017 年 8 月对堆场进行了整改，1#、3#堆场原有的监测井不变，新增

两口监测井（1#和 3#），2#堆场重新设置了 3 口监测井，并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14

日委托烟台鲁东分析测试有限公司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如下，监测井位置见附件

二。 
表 6-5  1#、3#堆场 1#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09.13 2017.09.14 执行限值 

pH 值（无量纲） 7.49 7.83 6.5~8.5 

总硬度 1141 1089 450 

溶解性总固体 3738 3606 1000 

高锰酸盐指数 2.3 2.6 3.0 

氨氮 1.61 1.50 0.2 

硫酸盐 460 494 250 

氯化物 1351 1368 250 

氟化物 1.14 0.850 1.0 

总大肠菌群（个/L） 1.2×103 1.1×103 3.0 

分析与评价：由以上数据得出，1#、3#堆场1#监测井地下水两天测得pH值（无

量纲）范围为：7.49~7.83、其余指标最大值为高锰酸盐指数：2.6mg/L、溶解性总

固体：3738mg/L、总硬度（以CaCO3计）：1141mg/L、氨氮（NH3-N）：1.61mg/L、

硫酸盐：494mg/L、氟化物：1.14mg/L、氯化物：1368 mg/L、总大肠菌群：1.2×103

个/L。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1#、3#堆场2#监测井地下水各指标pH值、高锰酸盐指数

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其余各指标均存在超标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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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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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表 6-6  1#、3#堆场 2#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09.13 2017.09.14 执行限值 

pH 值（无量纲） 7.53 7.78 6.5~8.5 

总硬度 1730 1701 450 

溶解性总固体 5990 5830 1000 

高锰酸盐指数 4.3 4.4 3.0 

氨氮 0.057 0.047 0.2 

硫酸盐 1697 1772 250 

氯化物 1754 1772 250 

氟化物 1.04 0.832 1.0 

总大肠菌群（个/L） 1.3×103 1.1×103 3.0 

分析与评价：由以上数据得出，1#、3#堆场2#监测井地下水两天测得pH值（无

量纲）范围为：7.53~7.78、其余指标最大值为高锰酸盐指数：4.4mg/L、溶解性总

固体：5990mg/L、总硬度（以CaCO3计）：1730mg/L、氨氮（NH3-N）：0.057 mg/L、

硫酸盐：1697mg/L、氟化物：1.04mg/L、氯化物：1772 mg/L、总大肠菌群：1.2×103

个/L。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1#、3#堆场2#监测井地下水各指标pH值、氨氮满足《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其余各指标均存在超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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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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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1#、3#堆场 3#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09.13 2017.09.14 执行限值 

pH 值（无量纲） 8.48 8.04 6.5~8.5 

总硬度 747 809 450 

溶解性总固体 4638 4738 1000 

高锰酸盐指数 5.3 3.4 3.0 

氨氮 0.547 0.580 0.2 

硫酸盐 1365 1398 250 

氯化物 1432 1474 250 

氟化物 0.790 0.576 1.0 

总大肠菌群（个/L） 490 460 3.0 

分析与评价：由以上数据得出，1#、3#堆场3#监测井地下水位两天测得pH值（无

量纲）范围为：8.04~8.48、其余指标最大值为高锰酸盐指数：5.3mg/L、溶解性总

固体：4738mg/L、总硬度（以CaCO3计）：809mg/L、氨氮（NH3-N）：0.580 mg/L、

硫酸盐：1398mg/L、氟化物：0.790mg/L、氯化物：1474 mg/L、总大肠菌群：490

个/L。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1#、3#堆场3#监测井地下水各指标pH值、氨氮、氟化物

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其余各指标均存在超标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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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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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2#堆场 1#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09.13 2017.09.14 执行限值 

pH 值（无量纲） 8.44 8.30 6.5~8.5 

总硬度 1926 2446 450 

溶解性总固体 7392 8206 1000 

高锰酸盐指数 5.2 5.6 3.0 

氨氮 2.30 1.50 0.2 

硫酸盐 2235 2271 250 

氯化物 1923 2737 250 

氟化物 1.41 0.338 1.0 

总大肠菌群（个/L） 160 170 3.0 

分析与评价：由以上数据得出，2#堆场1#监测井地下水位两天测得pH值（无量

纲）范围为：8.30~8.44、其余指标最大值为高锰酸盐指数：5.6mg/L、溶解性总固

体：8206mg/L、总硬度（以CaCO3计）：2446mg/L、氨氮（NH3-N）：2.30 mg/L、

硫酸盐：2271mg/L、氟化物：1.41mg/L、氯化物：2737 mg/L、总大肠菌群：170个

/L。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2#堆场1#监测井地下水各指标pH值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其余各指标均存在超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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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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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2#堆场 2#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09.13 2017.09.14 执行限值 

pH 值（无量纲） 7.58 7.71 6.5~8.5 

总硬度 1742 1824 450 

溶解性总固体 6220 6354 1000 

高锰酸盐指数 4.2 4.7 3.0 

氨氮 3.81 4.39 0.2 

硫酸盐 1949 2045 250 

氯化物 1825 1737 250 

氟化物 1.02 0.354 1.0 

总大肠菌群（个/L） 230 220 3.0 

分析与评价：由以上数据得出，2#堆场2#监测井地下水位两天测得pH值（无量

纲）范围为：7.58~7.71、其余指标最大值为高锰酸盐指数：4.7mg/L、溶解性总固

体：6354mg/L、总硬度（以CaCO3计）：1824mg/L、氨氮（NH3-N）：4.39 mg/L、

硫酸盐：2045mg/L、氟化物：1.02mg/L、氯化物：1825 mg/L、总大肠菌群：230个

/L。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2#堆场2#监测井地下水各指标pH值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其余各指标均存在超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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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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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2#堆场 3#监测井地下水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09.13 2017.09.14 执行限值 

pH 值（无量纲） 7.36 7.65 6.5~8.5 

总硬度 3464 3494 450 

溶解性总固体 12830 12996 1000 

高锰酸盐指数 12.2 9.7 3.0 

氨氮 1.77 2.02 0.2 

硫酸盐 2110 2244 250 

氯化物 5614 5649 250 

氟化物 0.950 0.446 1.0 

总大肠菌群（个/L） 810 790 3.0 

分析与评价：由以上数据得出，1#、3#堆场3#监测井地下水位两天测得pH值（无

量纲）范围为：8.04~8.48、其余指标最大值为高锰酸盐指数：5.3mg/L、溶解性总

固体：4738mg/L、总硬度（以CaCO3计）：809mg/L、氨氮（NH3-N）：0.580 mg/L、

硫酸盐：1398mg/L、氟化物：0.790mg/L、氯化物：1474 mg/L、总大肠菌群：490

个/L。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2#堆场3#监测井地下水各指标pH值、氟化物满足《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其余各指标均存在超标现象。 

1#、2#、3#堆场地下水监测井参数见表6-11。 
表6-11  1#、2#、3#堆场地下水监测井参数 

点位名称 井深（m） 埋深（m） 
1#、3#堆场1#监测井 40 4 
1#、3#堆场2#监测井 50 8 
1#、3#堆场3#监测井 48 10 

2#堆场1#监测井 68 9 
2#堆场2#监测井 57 8 
2#堆场3#监测井 4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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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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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对地下水进行了补充监测，监测结果如下： 
表 6-12  2#堆场 1#、2#、3#监测井地下水补充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10.25 

1# 2# 3# 执行限值 

六价铬 ND ND ND 0.05 

铜 0.09 ND 0.08 1.0 

锌 0.14 0.15 0.10 1.0 

铅 ND ND ND 0.05 

镉 ND ND ND 0.04 

铁 0.17 0.12 0.16 0.3 

锰 0.07 0.08 0.07 0.1 

砷 0.0006 0.0306 0.0172 0.05 

汞 0.00015 0.00019 0.00006 0.001 

2#堆场1#、2#、3#监测井地下水各重金属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 
表 6-13  1#、3#堆场 1#、2#、3#监测井地下水补充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10.25 
1# 2# 3# 执行限值 

六价铬 ND ND ND 0.05 

铜 ND ND 0.24 1.0 

锌 0.08 0.09 0.12 1.0 

铅 ND ND ND 0.05 

镉 ND ND ND 0.04 

铁 0.10 0.10 0.09 0.3 

锰 0.02 ND 0.08 0.1 

砷 ND ND 0.0002 0.05 

汞 ND ND ND 0.001 

1#、3#堆场1#、2#、3#监测井地下水各重金属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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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

下 

水 

监 

测 

结 

果 

企业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对项目周边区域地下水进行了补充监测，监测结果

如下： 
表 6-14  项目周边区域地下水补充监测结果 

项目 
监测结果mg/L 

2017.10.25 
北皂前村 廒上村 小孙家 和平村 道恩生活区 北皂社区 执行限值 

六价铬 ND ND ND ND ND ND 0.05 

铜 ND 0.56 0.20 ND ND ND 1.0 

锌 ND ND 0.29 0.04 0.05 0.07 1.0 

铅 ND ND ND ND ND ND 0.05 

镉 ND ND ND ND ND ND 0.04 

铁 0.08 0.09 0.05 ND ND 0.08 0.3 

锰 ND 0.03 ND 0.05 ND 0.08 0.1 

砷 ND 0.0005 0.0012 ND ND ND 0.05 

汞 ND ND 0.0001 ND ND ND 0.001 

项目周边区域地下水各重金属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

Ⅲ类标准要求。 

项目周边区域地下水监测井参数见表6-15。 
表6-15  项目周边区域地下水监测井参数 

监测日期 点位名称 井深（m） 埋深（m） 

2017.10.25 

北皂前村 45 3 
廒上村 40 8 
小孙家 55 10 
和平村 40 3 

道恩生活区 50 7 
北皂社区 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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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噪声监测结果 

噪 

声 

监 

测 

结 

果 

7.1 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质量保证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有关规定进行：测量仪器和声校准器均在检定规定的有效期限内使用；测量前后在

测量的环境中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示值偏差小于 0.5dB；测量时传声器加防风

罩；记录影响测量结果的噪声源。 
表 7-1  噪声监测仪器 

序号 监测项目 仪器名称 型号 编号 检定情况 
1 

Leq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IE-945 已检定 

2 声校准器 AWA6221A IE-765 已检定 

 
表 7-2  噪声仪器校验表      单位：dB(A) 

仪器名称 监测项目 校验日期 
测量前 
校正 

测量后 
校正 

是否 
合格 

AWA6228 型

多功能声级计

IE-945 
厂界噪声 

2016.12.04 昼(第一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4 昼(第二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4 夜(第一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4 夜(第二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5 昼(第一次) 93.8 93.7 合格 
2016.12.05 昼(第二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5 夜(第一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5 夜(第二次) 93.8 93.8 合格 

 
表 7-2（续）  噪声仪器校验表      单位：dB(A) 

仪器名称 监测项目 校验日期 
测量前 
校正 

测量后 
校正 

是否 
合格 

AWA6228 型

多功能声级计

IE-945 
厂界噪声 

2016.12.04 昼(第一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4 昼(第二次) 93.8 93.7 合格 
2016.12.04 夜(第一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4 夜(第二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5 昼(第一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5 昼(第二次) 93.8 93.7 合格 
2016.12.05 夜(第一次) 93.8 93.8 合格 
2016.12.05 夜(第二次) 93.8 93.8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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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续）、噪声监测结果 

噪 

声 

监 

测 

结 

果 

7.2 监测结果及评价 
表 7-3  2#堆场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最大值 标准值 

▲1 ▲2 ▲3 ▲4 

2016.12.04 

昼间第一次 52.6  53.0  57.2  58.6  
58.6 60 

昼间第二次 53.1  53.3  56.8  58.5  
夜间第一次 43.0  42.7  43.6  44.0  

44.0 50 
夜间第二次 42.7  42.9  42.9  43.1  

2016.12.05 

昼间第一次 52.8  52.4  56.6  58.3  
58.6 60 

昼间第二次 53.1  53.5  57.1  58.6  
夜间第一次 43.6  42.5  42.8  42.8  

43.6 50 
夜间第二次 42.3  42.0  41.8  41.9  

由表 7-3 得出，验收监测期间，2#堆场厂界昼间噪声测定值为 52.4~58.6dB（A），

小于其标准限值（昼间：60dB（A））；夜间噪声测定值为 41.8~44.0dB（A），小于其

标准限值（夜间：50dB（A））。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2#堆场厂界四周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图7-1  2#堆场噪声监测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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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续）、噪声监测结果 

噪 

声 

监 

测 

结 

果 

 
表 7-4  1#、3#堆场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最大值 标准值 

▲1 ▲2 ▲3 ▲4 ▲5 ▲6 ▲7 

2016.12.04 

昼间第一次 44.9  43.5  41.2  46.2  40.5  42.7  46.1  
46.3 60 

昼间第二次 43.7  43.9  40.6  45.4  40.0  42.3  46.3  
夜间第一次 43.2  41.7  39.7  44.5  39.3  41.0  44.8  

44.8 50 
夜间第二次 42.7  41.4  39.4  44.8  39.6  41.4  44.6  

2016.12.05 

昼间第一次 44.3  43.4  40.8  45.9  40.1  42.7  46.1  
46.1 60 

昼间第二次 43.8  43.0  40.8  45.6  40.3  43.5  45.7  
夜间第一次 41.9  41.6  39.9  44.5  39.6  42.3  44.6  

44.7 50 
夜间第二次 43.0  42.2  40.1  44.7  39.8  41.4  44.7  

由表 7-4 得出，验收监测期间，1#、3#堆场厂界昼间噪声测定值为 40.0~46.3dB（A），小于其标准限值（昼间：60dB（A））；夜

间噪声测定值为 39.3~44.8dB（A），小于其标准限值（夜间：50dB（A））。 

综上，验收监测期间，1#、3#堆场厂界四周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

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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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续）、噪声监测结果 

噪 

声 

监 

测 

结 

果 

 
图7-2  1#、3#堆场噪声监测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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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监测工况 

监 

测 

工 

况 

该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由企业内部调配。监测期间堆场内石膏转入量见表 8-1。 

表 8-1  监测期间工况 

日期 堆放产品 转入量（t/d） 

2016.12.04 

石膏 

2975 

2016.12.05 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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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环保检查结果 

8.1 环保机构设置及环保管理规章制度 
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以行政一把手作为环保管理的第一负责人，配备了兼职环

保管理人员，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制定了《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环境保护档案基本齐全。 

8.2 环境风险 

该项目环境风险主要为防渗层破坏导致渗滤液下渗污染地下水以及特大暴雨时造

成石膏外溢污染环境。针对存在的风险，企业采用一米厚粘土层及防渗涂料布对堆场

进行防渗；设置了收集池（1#堆场1个、2#堆场1个、3#堆场3个，均为3.5m3），用于收

集渗滤液，收集池采用20cm厚的抗渗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进行防渗，因集水池容积不

够，企业目前正在扩建集水池（1#堆场1个、2#堆场1个、3#堆场2个，均为16m3）；石

膏堆至3m高后，于上层铺40cm种植土进行绿化，减少扬尘产生；堆放场挡土墙外设置

雨水导流沟，防止雨水冲垮挡土墙侵袭石膏，造成物料随洪水漫溢污染环境。同时企

业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预案。 

1#、3#堆场共设置了3口监测井，1#监测井井深40m，埋深4m，管径50cm；2#监

测井井深50m，埋深8m，管径50cm；3#监测井井深48m，埋深10m，管径50cm。2#堆

场设置了3口监测井，1#监测井井深68m，埋深9m，管径50cm；2#监测井井深57m，埋

深8m，管径50cm；3#监测井井深46m，埋深9m，管径50cm。企业定期对堆场地下水

进行监测。 

该项目由烟台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了防渗施工设计，施工过程由龙口市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山东道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进行了施工建设。具体防渗措施见附

件四，监理报告附件五及附件六。 

 .  

项目区现有集水池（1#堆场1个、2#堆场1个、

3#堆场3个，均为3.5m3） 
项目区新建集水池（1#堆场1个、2#堆场1个、

3#堆场2个，均为1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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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续）、环保检查结果 

 
雨水导流沟 

 
防渗措施（1m厚黏土层+防渗涂料布） 

  

  

  
各监测井照片（2#堆场3个、1#、3#堆场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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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表 9-1  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落实

结论 

1 

施工现场应设置隔离围墙，采取

洒水、遮盖、清扫车轮泥土等措施，

减少扬尘污染；对堆场内已风干且暂

时未综合利用的石膏采取有效的抑尘

措施，确保粉尘无组织排放浓度达标。 

施工期已结束。 
营运期通过种植植被、洒水降尘

的方式减少扬尘的产生。 
验收监测期间，1#、2#、3#堆场

无组织排放废气厂界监控点颗粒物浓

度值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

限值要求。 

落实 

2 

压滤废水经管道返回污水处理站

重新处理；堆放场内渗滤液和车辆冲

洗废水经收集水池沉降后，上清液用

于石膏堆放场的喷淋降尘，不外排。 

压滤废水经管道返回污水处理站

重新处理后回用；堆放场内渗滤液经

收集水池沉降后，上清液用于石膏堆

放场的喷淋降尘，不外排。 
堆放场内不进行车辆冲洗，无车

辆冲洗水产生。 

落实 

3 

施工期间，要严格按照《建筑施

工 场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523-2011）的标准要求进行控

制；营运期厂界噪声必须满足《工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2 类标准的要求。 

施工期已结束。 
验收监测期间，1#、2#、3#堆场

厂界四周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

准。 

落实 

4 
收集池底产生的沉淀污泥沥干后

随石膏一起外运综合利用。 
收集池底产生的沉淀污泥沥干后

随石膏一起外运综合利用。 
落实 

5 
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为 200

米，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宜建设居住区、

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建筑。 

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住

区、学校等敏感建筑物。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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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表 9-1  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落实

结论 

6 

加强场地防渗措施检查，同时加

强地下水监控井的水质监测，发现异

常及时上报，防止拟建项目污染地下

水环境。 

采用一米厚粘土层及防渗涂料布

对堆场进行防渗。 
企业于 1#、3#堆场共设置了 3 口

监测井，2#堆场设置了 3 口监测井，

定期对监控井进行监测。 

落实 

7 
严格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

案并定期演练。 

企业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并报龙口市环保局进行了备案登

记，登记编号为 370681-2015-005-L。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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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10.1 结论： 
10.1.1 该项目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保审批手续齐全。环评提

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环评批复要求基本落实到位，验收监测期间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稳

定正常。 

10.1.2 企业以行政一把手作为环保管理的第一负责人，配备了兼职环保管理人员，

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环保档案基本齐全。 

10.1.3 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 75 %以上，满足验收监测要求。 

10.1.4 该项目废气为石膏堆放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通过种植植被、洒水降尘等方式

减少扬尘的产生。 

验收监测期间，1#、2#、3#堆场无组织排放废气厂界监控点颗粒物浓度值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10.1.5该项目废水主要为压滤车间产生的压滤废水、堆放场内渗滤液等。压滤废水

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渗滤液经收集池沉淀后，用于堆场喷淋降尘。 

10.1.6 该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压滤机等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

建筑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的排放。验收监测期间，1#、2#、3#堆场厂界四周昼夜噪声

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10.1.7该项目固废主要为收集池沉渣，与石膏一起外售。 

10.1.8该项目环境风险主要为防渗层破坏渗滤液下渗污染地下水以及特大暴雨时

造成石膏外溢污染环境。针对存在的风险，企业采用一米厚粘土层及防渗涂料布对堆

场进行防渗；设置了集水池（1#堆场1个、2#堆场1个、3#堆场3个，均为3.5m3），用于

收集渗滤液，收集池采用20cm厚的抗渗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进行防渗，因集水池容积

不够，企业目前正在扩建集水池（1#堆场1个、2#堆场1个、3#堆场2个，均为16m3）；

石膏堆至3m高后，于上层铺40cm种植土进行绿化，减少扬尘产生；堆放场挡土墙外设

置雨水导流沟，防止雨水冲垮挡土墙侵袭石膏，造成物料随洪水漫溢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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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续）、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10.2 建议： 

10.2.1加强生产管理，石膏堆至3m高后及时铺垫种植土进行绿化；定期洒水抑尘，

尽量减少无组织扬尘的产生； 

10.2.2加强场地防渗措施的检查，并加强地下水监控井的水质监测，发现问题及时

上报； 

10.2.3加强暴雨天气堆放场的管理工作，防止雨水大量进入堆放场内，造成渗滤液

外溢污染环境。 

10.2.4 加强运输过程中的管理，防止石膏洒落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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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附图一、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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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附图二、厂区平面布置（1#、3#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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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图二、厂区平面布置（2#堆场） 

 



 

附 5 

附图三、项目周边情况分布图（2#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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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图三、项目周边情况分布图（1#、3#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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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环评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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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续）、环评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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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续）、环评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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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环评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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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监测期间生产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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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防渗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