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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

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九大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新目标、新部署，为提升生态文明、建

设美丽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

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

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启了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新阶段。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是环境管理的基本

手段。几十年来，中国环境监测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要求排污单位对自身排污状况开展监测，排污

单位开展排污状况自行监测是法定的贵任和义务。

为规范和指导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工作，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一

系列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司组织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编写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教程系列图书，将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分类解析，既突出对理论的解读，又兼顾实践

中应用的案例，力求实现权威性、技术性、实用性、科学性，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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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指导意义。本套图书既可以作为各级环保主管部门、各研究机构、

企事业单位环境监测人员的工作用书和培训教材，还可以作为大众学

习的科普图书。

自行监测数据承载包含了大量污染排放和治理信息，这是生态大数

据重要的信息源，是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等新时期环境管理的有力支

撑。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环境管理的不断深化，自行监测制

度也会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推进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管理水平，落实企业自行监测主体责任发挥重要作用，为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编者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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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一）基本情况

XXXX有限公司位千 XX XX, 全厂共建设两期工程： XX XX, 分别

千 XXXX 和 XXXX建成投产。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

(HJ 819—2017) 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指南火力发电及锅炉》 (HJ 820—2017) 

要求，公司根据实际生产情况，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

影响，制定了本公司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二）排污情况

本厂生产工艺为 XXXX 。

废气、废水、噪声源与治理措施描述。

二、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说明

公司自行监测手段采用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相结合，开展自动监测的项目有废

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其他未开展自动监测的项目均采用手工监测。

公司针对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在 3#、矿锅炉排放口安装

烟气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对污染因子进行实时监测，并与省、市环保局联网，委

托XXXX有限公司实现 24 小时运维。

手工监测内容包括XX XX, 委托有 CMA 资质的XXXX有限公司进行委

外检测。

三、监测方案

（一）废气有组织监测方案

1 . 废气有组织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附录岭丛~~昌，

表 10-1 废气有组织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类型 排放源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是否

联网

二氧化硫 寸锅炉排放口 连续监测 自动监测 定曰

3#锅炉
氮氧化物 寸锅炉排放口 连续监测 自动监测 走曰

颗粒物（烟尘） 寸锅炉排放口 连续监测 自动监测 定曰
排放口

求及其化合物 了锅炉排放口 1 次／季 手工监测
废气

林格曼黑度 烟囡排放口 1 次／季 手工监测
有组织

二氧化硫 4#锅炉排放口 连续监测 自动监测 延曰
排放

4#锅炉
氮氧化物 4#锅炉排放口 连续监测 自动监测 定曰

颗粒物（烟尘） 4#锅炉排放口 连续监测 自动监测 定曰
排放口

采及其化合物 4#锅炉排放口 1 次／季 手工监测

林格曼黑度 烟囡排放口 1 次／季 手工监测

备注：同步监测烟气参数（动压、静压、烟温、氧含量及湿度）

2. 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分析方法

(1) 自动监测主要依据《固定污染源烟气 (S02 、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

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 

(2) 手工监测主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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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2007); 

(3) 各监测项目具体分析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10-2 。

表 10-2 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1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的测定非色散性红外吸收法》

自动
(HJ 629-2011) 

2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非色散性红外吸收法》

自动
(HJ 692—2014) 

3 颗粒物（烟尘） 稀释抽取式激光法 自动

4 采及其化合物
采及其化合物—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手工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5 林格曼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手工
(HJ/T 39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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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表 10-3 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类型 序号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1 二氧化硫 50 mg/Nm3 《火电厂大气污染

废气有组织
2 氮氧化物 100 mg/Nm3 物排放标准》

排放
3 颗粒物（烟尘） 20 mg/Nm3 (GB 13223— 
4 求及其化合物 0.03 mg/Nm3 2011) 表 2 中特别

5 林格曼黑度 1 级 排放限值

（二）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方案

1 . 废气无组织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表 10-4 废气无组织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类型 排放源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厂界无组织废
总悬浮颗粒物

厂界下风向 3
1 次／季 手工监测

气（煤场） 个监控点

厂界无组织废
氨

氨区下风向 3
1 次／季 手工监测

废气无组 气（氨区） 个监控点

织排放
1 号油罐区 非甲皖总经

1 号油罐区 3
1 次／季 手工监测

个监控点

2 号油罐区 非甲炕总胫
2 号油罐区 3

1 次／季 手工监测
个监控点

2.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方法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布设按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1996) 附录 C、《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5—2000), 监测

项目具体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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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1 总悬浮颗粒物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 15432—1995) 

2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氨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3 非甲炕总经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皖总经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T 38—1999) 

3.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表 10-6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类别 序号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1 总悬浮颗粒物 1.0 mg/N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非甲炕总经 4.0 mg/Nm3 
(GB 16297—1996) 表 2 中二级

废气无组织
2 

标准要求

排放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氨 1.5 mg/Nm3 (GB 14554—1993) 表 1 中二级

标准要求

（三）废水监测方案

1 . 废水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表 10-7 废水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类型 废水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pH 

总眒

脱硫废水 总铅
脱硫废水（辅流沉

1 次／季 手工监测

总求
废水 淀池出水区）

总镐

直流冷却水（循 水温 循环水进口 1 次／日 手工监测

环水） 水温 循环水出口 1 次／日 手工监测

余氯 循环水出口 1 次／半年 手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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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废水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依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2002) 开展废水污染物监测，

监测项目具体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10-8 。

表 10-8 废水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废水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1 pH 《水质 pH 值的测定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2 总眒
《水质总眒的测定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1987) 

3 总铅
《水质铜、锌、铅、镐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脱硫废水 (GB/T 7475—1987) 

4 总求
《水质求、眒、硒、柲、梯的测定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5 总镐
《水质铜、锌、铅、镐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1987) 

6 进口水温
《水质水温的测定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直流冷却水
水口水温

《水质水温的测定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7 

（循环水） (GB 13195—1991) 

8 余氯
《水质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二已基-1,4-苯二胺分光光

度法》 (HJ 586—2010) 

3. 废水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表 10-9 废水污染物排放评价标准

污染源 序号 标准名称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1 脱硫废水 pH 6,-.......;9 

2 脱硫废水总眒 0.5 mg/L 《火电厂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废

3 脱硫废水总铅 1.0 mg/L 水水质控制指标》

废水
4 脱硫废水总采 0.05 mg/L (DL/T 997—2006) 

5 脱硫废水总镐 0.1 mg/L 

6 循环冷却水水温差 5°C 

7 循环冷却排水余氯 0.5 mg/L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备注：脱硫废水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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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厂界噪声监测方案

公司主要噪声源见表 10-10 。

表 10-10 废水污染物排放评价标准

序号 主要声源 备注

1 发电机
主设备

2 蒸汽轮机

3 引风机

4 冷却塔

5 脱硫塔

6 给水泵 辅助设备

7 灰渣泵房

8 碎煤机房

9 循环泵房

1 .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表 10-11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LeqA 厂东界外 Im 1 次／季，昼、夜各一次 手工监测

厂界噪声
LeqA 厂西界外 lm 1 次／季，昼、夜各一次 手工监测

LeqA 厂南界外 lm 1 次／季，昼、夜各一次 手工监测

LeqA 厂北界外 lm 1 次／季，昼、夜各一次 手工监测

2. 厂界噪声监测方法

表 10-12 厂界噪声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厂界噪声分臼天 (6: 00—22: 00) 、

厂界噪声 LeqA I 
(GB 12348一2008)

I昼夜 (22: 00一次日 06: 00) 

各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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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厂界噪声评价标准

厂界东、西、北侧噪声执行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3 类标准，昼间： 65 dB (A), 夜间 55 dB (A); 厂界南侧为交通干道，南侧

噪声执行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4 类标准，昼间：

70 dB (A), 夜间 55 dB (A)。厂界噪声评价标准见表 10-13 。

表 10-13 厂界噪声评价标准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厂东界外 Im LeqA 
昼间： 65dB (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夜间 55dB (A) (GB 12348—2008) 3 类

厂西界外 Im LeqA 
昼间： 65dB (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夜间 55dB (A) (GB 12348—2008) 3 类

厂南界外 lm LeqA 
昼间： 70dB (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夜间 55dB (A) (GB 12348一2008) 4 类

厂北界外 Im LeqA 
昼间： 65dB (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夜间 55dB CA) (GB 12348—2008) 3 类

四、监测点位示意图

公司自行监测采用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公司自行监测点

位见图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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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控制措施

公司自行监测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检测技术规范和

方法中未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1 . 人员持证上岗

公司有 X人参加了 XXXX培训，并取得证书。委托运维的XXXX有限公

司，具有XXXX资质证书，且运维人员持有XXXX合格证书。

2. 烟气自动监控系统 (CEMS)

公司两台机组烟气测量表计均有XXXX认证和标志，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CEMS) X X X X , 满足国家计量标准要求。公司两台机组烟气监测实施自行监

测，主要是对废气中的氮氧化物、烟尘、二氧化硫等进行实时监测，公司两台机

组烟气排放安装实时的烟气在线连续监控系统（即 CEMS 系统），均与XXXX

联网并实时连续上传相关环保数据。

3. 实验室能力认定

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 XXXX公司开展手工监测项目。

4. 监测技术规范性

废气监测平台、监测断面和监测孔的设置均符合XXXX等的要求，同时按

照XXXX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校准与维护。监测技术方法选择首先采用国家标

准方法，在没有国标方法时，采用行业标准方法或环保部推荐方法。

5. 仪器要求

仪器设备档案必须齐全，且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使用。

6. 记录要求

自动监测设备应保存仪器校验记录。校验记录必须根据XX环保局在线监测

科要求，按照规范进行，记录内容需完整准确，各类原始记录内容应完整，不得

随意涂改，并有相关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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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监测记录必须提供原始采样记录，采样记录的内容须准确完整，至少 2

人共同采样和签字，不得随意涂改；采样必须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

规范》 (HJ/T 194—2005)、《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2007) 和《固

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 373—2007) 中的要求进行；

样品交接记录内容需完整、规范。

7. 环境管理体系

公司成立环保技术监督领导小组，公司各相关专业负责人为工作小组成员，

负责对公司环保设施运行、维护和技术改造的管理。环保设施与主设备同等管理，

发电部负责生产与环保设施的安全、环保运行管理，技术支持部负责环保设施的

维护和技改管理，确保公司环保设施正常达标运行。公司环保归口千XXXX 部，

负责公司环保管理工作，建立环保指标体系，对公司环保工作进行月度绩效考核

管理，确保环保体系运行正常。

六、信息记录和报告

（一）信息记录

1 . 监测和运维记录

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的记录均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执行。

自动监测记录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以及烟气量、氧含量等；手

工监测记录由有资质的环境检测机构提供盖章件的检测结果。自动监测结果的电

子版和手工监测结果纸质版环境管理台账均保存三年。

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1) 按照燃煤发电机组记录每日的运行小时、用煤量、发电煤耗、实际发电

量、实际供热量、负荷率等；

(2) 每天记录煤质分析，包括收到基灰分、干燥无灰基挥发分、收到基全硫、

低位发热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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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监测记录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以及烟气量、氧含

量等；

(4) 及时记录废气治理设施（脱硝、除尘及脱硫）的运行、异常和故障情况，

及时向上级报备。

（二）信息报告

每年年底编写第二年的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方案包含以下内容：

1 . 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2. 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至少涵盖废气主要污染源相关生产设施）全年运

行天数，各监测点、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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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应急报告

1 . 当监测结果出现超标，我公司对超标的项目增加监测频次，并检查超标原因。

2. 若短期内无法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公司应向 XXX环境保护局提交事故

分析报告，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采取减轻或防止污染的措施，以及今后的预防

及改进措施。

七、自行监测信息公布

（一）公布方式

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分别在XXXX和 XX XX (网址： XX XX) 进行信

息公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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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5. 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6. 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

7. 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8.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三）公布时限

附录，~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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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3. 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产生的数据为时均值；

4. 每年 1 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