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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91220800MA14C7RW0G 

法定代表人：张金龙 

生产地址：白城工业园区珠江路南，云海街西 

联系方式：04363203987 

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重要内容：味精谷氨酸钠 99%、食品添加

剂、调味品、淀粉、蛋白粉及淀粉副产品、氨基酸系列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粮食收购；一般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复合肥生产、销售；黄原

胶生产与销售；有机肥料、土壤调理剂、复混肥料、水溶肥料、生物

有机肥生产、加工、销售；副产品硫酸铵生产与销售；机械设备维修、

租赁；劳务咨询服务；粉煤灰、炉渣销售；味精渣、核苷酸渣生产、

销售；煤炭经销；玉米购销；液体无水氨及副产品、液氮、液氩、液

氧生产与销售；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 

产品及规模： 

企业主要产品及规模见下表所示。 

表 1   公司产品产量表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规模（t） 

一期 
饲用级 98.5%赖氨酸盐酸盐 24.9 万 

饲用级 70%赖氨酸硫酸盐 23.5 万 

二期 谷氨酸钠（味精） 25 万 

三期 
饲用级 98.5%赖氨酸盐酸盐 9.9 万 

饲用级 70%赖氨酸硫酸盐 23.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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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污信息 

2.1 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的名称 

企业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汇总如下表所示。 

表 2   企业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类型 主要污染物 特征污染物 

1 废水 BOD5、COD、SS、氨氮、总磷、总氮 COD、氨氮、总氮 

2 废气 

硫酸雾、颗粒物、SO2、氯化氢、非甲烷总

烃、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度、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硫酸雾、氯化氢、非

甲烷总烃、氨、硫化

氢、臭气浓度 

2.2 排放方式 

2.2.1 废水 

企业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企业排水实行“雨污分流”、

“清污分流”。雨水排入雨水管网；污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淀

粉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25461-2010）表 2 间接排放标准后与清净

下水汇入白城市处理厂。 

2.2.2 废气 

企业废气排放分为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 

（1）有组织废气 

公司有组织排放主要污染物为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硫酸

雾、非甲烷总烃等。具体主要包括： 

①淀粉糖装置产生的废气：淀粉糖工段净化废气（粉尘）、车间

储罐尾气（SO2、硫酸雾）、副产品气力输送与包装废气（粉尘）、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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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回收系统废气（SO2、硫酸雾、非甲烷总烃和粉尘）；  

②赖氨酸装置产生的废气：发酵废气（硫酸雾、NH3、NMHC）、

车间储罐废气（氨、氯化氢、硫酸雾）以及干燥尾气（粉尘）； 

③有机肥装置产生的废气：复合肥造粒废气（SO2、NOx、烟尘、

氨、硫化氢）； 

④谷氨酸钠装置产生的废气：提取空间除味废气（硫酸雾、氨、

硫化氢）、提取车间水解除味废气（硫酸雾、氨、硫化氢）、精制车间

除味废气（硫酸雾、氨、硫化氢）、精致车间干燥尾气（粉尘）、发酵

大罐废气（硫酸雾、NH3、硫化氢）、闪蒸干燥废气（粉尘、氨、硫

化氢、臭气浓度）、包装废气（粉尘）； 

⑤原料氨装置废气：颗粒物、H2S； 

⑥供热站通过循环流化床锅炉制备蒸汽所产生的烟气：锅炉烟气

（SO2、NOx、烟尘、汞及其化合物）、灰渣仓废气（粉尘）；  

⑦污水处理站废气（NH3、H2S）。 

（2）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排放源主要是原料玉米净化输送系统、玉米浸泡、酸碱罐

区、煤炭卸车和煤棚、燃料输送系统及污水处理站等环节产生的粉尘、

硫酸雾、硫化氢等污染物。 

2.2.3 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玉米渣、职工生活垃圾、

废活性炭、污水处理站污泥、废离子交换树脂、废陶瓷膜、灰渣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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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等。 

玉米净化杂质外卖饲料加工企业或养殖场；锅炉灰渣存于灰渣库

后外卖综合利用；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装车送至厂内复合肥车间做

原料或送至供热站焚烧；包装废物和设备检修产生的废铁暂存后外卖

废品回收部门；废机油等属于危险废物，委托具有相应危废处理资质

的吉林省磐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厂内建有 50m
2 危废暂存

间用于危废暂存；生活垃圾由公司后勤处交由白城工业园区泽园基础

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处置。 

2.3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2.3.1 废水 

企业废水排放口 1 个。为污水处理站总排口，坐标为：东经

122°54′59.69″，北纬 45°35′42.68″。 

2.3.2 废气 

企业废气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   企业废气处理措施一览表 

序号 装置 废气产生位置 处理措施 
排放口参数 

高度（m） 个数（个） 

1 

一期

淀粉

产线 

玉米净化 

脉冲布袋除尘器 15 1 

2 旋风+脉冲布袋除尘器 25 1 

3 脉冲布袋除尘器 15 1 

4 储罐尾气 尾气喷淋塔（喷碱液） 25 2 

5 废热回收系统 旋风除尘+水幕+碱洗+一效蒸发用热 30 1 

6 胚芽气力输送 脉冲布袋除尘器 20 1 

7 粗纤维气力输送 旋风脉冲布袋除尘器 20 1 

8 细纤维气力输送 旋风脉冲布袋除尘器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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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蛋白粉气力输送 脉冲布袋除尘器 20 1 

10 

一期

赖氨

酸产

线 

发酵车间 
冷凝降温+碱喷淋处理+深度氧化 31 2 

11 冷凝降温+碱喷淋处理+深度氧化 33 2 

12 配料车间 碱喷淋 33 1 

13 

提取车间 

碱喷淋+深度氧化处理 25 1 

14 旋风+布袋+水喷淋+深度氧化 60 2 

15 旋风+布袋+水喷淋+深度氧化 60 1 

16 

谷氨

酸钠

装置 

发酵车间 

冷凝降温+碱喷淋+深度氧化 35 3 

17 冷凝降温+酸洗 35 1 

18 深度氧化 33 1 

19 
提取车间 

碱喷淋+深度氧化 25 1 

20 碱喷淋 25 1 

21 精制车间除味 碱洗塔 25 1 

22 气流干燥 旋风+布袋 25 7 

23 菌体闪蒸干燥尾气 旋风+布袋+水喷淋+深度氧化 25 3 

24 菌体蛋白空间除味 碱喷淋 25 1 

25 菌体蛋白包装 旋风+布袋+水喷淋 25 1 

26 

三期

淀粉

产线 

运输废气 脉冲布袋除尘器 15 2 

27 净粮废气 旋风+脉冲布袋除尘器 15 1 

28 玉米计量称排气 脉冲布袋除尘器 15 1 

29 储罐尾气 尾气喷淋塔（喷碱液） 25 2 

30 废热利用排气 旋风+水幕除尘+碱洗 30 1 

31 麸质蛋白包装排气 布袋除尘器 20 1 

32 胚芽包装排气 布袋除尘器 20 1 

33 细纤维包装排气 旋风+布袋除尘器 20 1 

34 粗纤维包装排气 旋风+布袋除尘器 20 1 

35 

三期

赖氨

酸产

线 

配料废气排气 碱喷淋 30 1 

36 

发酵车间 

冷凝降温+碱喷淋处理+深度氧化 35 3 

37 冷凝降温+酸洗 35 1 

38 深度氧化 30 1 

39 
提取车间 

深度氧化 30 2 

40 旋风+布袋+水喷淋+深度氧化 30 7 

41 
水处

理产

线 

复合肥车间 

三级沉降+冷凝器+电除雾+等离子体+

深度氧化 
60 4 

42 
三级沉降+冷凝器+电除雾+等离子体+

活性炭 
60 1 

43 污水排口 碱喷淋+UV 25 1 

44 供热

站 
供热站 

电袋除尘+氨法脱硫+SNCR 脱硝 90 4 

45 布袋除尘器 15 9 

46 原料

氨产

线 

受煤坑废气 布袋除尘器 30 1 

47 输煤皮带废气 布袋除尘器 30 1 

48 变压吸附 —— 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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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煤粉干燥 两级旋风+两级水洗涤塔 30 2 

50 破碎、筛分 布袋除尘器 30 2 

51 食堂 食堂油烟出口 油烟净化装置 15 2 

2.4 排放浓度和总量 

2.4.1 废水 

企业废水排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   企业废水排放情况一览表 

序号 时间 排水量（t） 
污染物（t） 

COD 氨氮 总磷 总氮 

1 2022 年 1 月 732220.61  54.27709  8.28425  1.38673  16.65457  

2 2022 年 2 月 636488.49  34.58809  4.94317  1.18236  12.92810  

3 2022 年 3 月 662881.01  39.68107  2.16608  1.51286  15.84773  

4 2022 年 4 月 635194.44  47.75758  3.67388  1.86122  12.56262  

5 2022 年 5 月 665357.13  40.09602  3.65602  1.83743  14.85256  

6 2022 年 6 月 686683.58  34.40069  6.56069  2.04457  17.40934  

7 2022 年 7 月 622829.70 32.58401 3.61612 1.67169 12.52648 

8 2022 年 8 月 681507.57 58.52405 8.29165 1.33427 15.86410 

9 2022 年 9 月 669354.86 64.91470 5.89293 1.82230 12.33888 

10 2022 年 10 月 768502.50 44.09645 5.37559 1.65875 12.68138 

11 2022 年 11 月 757132.03 35.57429 3.930.58 1.24209 12.93108 

12 2022 年 12 月 715959.55 27.88315 1.76976 1.90342 7.74735 

合计 8234111.48 514.37720 58.16073 19.45769 164.34420 

 

2.4.2 废气 

经汇总，企业各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   项目各污染物产排情况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 t/a 

1 一般性粉尘 111.3876 

2 烟尘 26.7878 

3 二氧化硫 562.0910 

4 氮氧化物 648.3621 

5 氨 13.5220 

6 硫化氢 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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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硫酸雾 1.2357 

8 氯化氢 0.3577 

2.4.3 危险废物 

2022 年公司产生危险废物情况如下：实验室废液 0.6111t（委托

吉林省磐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0.37475t，剩余在危废暂存间库存）；

废机油 20.46 吨（委托松原市鑫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利用 17.94t，委

托吉林省磐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2.52t）；实验室空瓶 0.12635t（委

托吉林省磐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0.0686t，剩余在危废暂存间库

存）；废油桶 3.3t，废漆桶 1t 废活性炭 51.86t，全部由吉林省磐岳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2.4.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022 年公司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情况如下： 

表 6   公司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 t/a 

1 净化杂质 6994.68 

2 玉米破碎除石器杂质 304.22 

3 淀粉蛋白分离除砂器杂质 453.93 

4 脱色废活性炭 6860.22 

5 除尘煤粉 44130.15 

6 汽化炉炉渣 18075.85 

7 原料氨装置区污水处理站污泥 39318.73 

8 污泥 6784.6 

9 供热站炉渣 80633.18 

10 供热站粉煤灰 319282.77 

11 热风炉灰渣 1374.43 

12 废包装袋 4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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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超标情况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标准 

2.5.1 超标情况 

根据自行监测和在线监测数据，企业运行期间不存在超标情况。 

2.5.2 执行的污染物标准 

（1）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工艺废气中 SO2、硫酸雾、NMHC、氯化氢、颗粒物排放执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及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NH3、臭气浓度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表 1 中二级标准及表 2 中标准，详见下表。 

表 7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mg/m
3） 

排放高度
m 

最高允许排

放速率 kg/h 

本工程允许排

放速率（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mg/m
3） 

标准来源 

SO2 
550 

（SO2的使用） 

25 9.65 4.825 
0.4 

（GB1629

7-1996） 

30 15 7.5 

颗粒物 120（其它） 

15 3.5 1.75 

1.0 

20 5.9 2.95 

25 14.45 7.225 

30 23 11.5 

40 39 19.5 

非甲烷总烃 
120（其它混合烃

类物质） 

25 35 17.5 

4.0 30 53 26.5 

35 76.5 38.25 

硫酸雾 45（其它） 

25 5.7 2.85 

1.2 30 8.8 4.4 

35 11.9 5.95 

氯化氢 100 

25 0.92 0.46 

0.2 30 1.4 0.7 

35 2.0 1.0 

氨 / 

15 4.9 4.9 

1.5 

（GB1455

4-93） 

25 14 14 

30 20 20 

35 27 27 

40 35 35 

60 75 75 

硫化氢 / 

15 0.33 0.33 

0.06 40 2.3 2.3 

60 5.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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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浓度 / 

15 2000 2000 

20 
25 6000 6000 

40 20000 20000 

60 60000 60000 

 

锅炉烟气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中新建锅炉相应标准。 

表 8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mg/m
3，烟气黑度除外 

锅炉类别 污染物 标准值（mg/m
3） 标准来源 

燃煤锅炉 

颗粒物 30 

（GB13223—2011） 

SO2 100 

NOx 100 

烟气黑度 1 

汞及其化合物 0.3 

复合肥装置热风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硫、烟尘执行《工业炉窑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标准。 

表 9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mg/m
3
 

锅炉类别 污染物 标准值（mg/m
3） 标准来源 

干燥炉、窑 
烟尘 200 

（GB9078-1996） 
SO2 850 

职工食堂餐饮油烟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中的中型排放标准限值。 

表 10   油烟排放标准限值 

规模 中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
3） 2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75 

（2）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废水满足《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1-2010）

中表 2 间接排放标准后，通过管网进入白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

标准，出水经明渠排入东湖。 

表 11   项目废水排放标准单位：mg/L(pH 值除外) 

序号 污染物 污水站排放标准 白城市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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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 6.5-9（根据 GB18918-2002 调整） 6-9 

2 COD 300 50 

3 SS 70 10 

4 TN 55 15 

5 BOD5 70 10 

6 氨氮 35 5（8） 

7 TP 5 0.5 

（3）噪声排放标准  

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详见下表。 

表 1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摘录）单位：dB（A） 

类别 
标准值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3 类 65 55 GB12348-2008 

（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20）的相关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污染

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1]199 号）、《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的相关要求。生活垃圾按规定处

理。 

2.6 核定的排放总量 

白城市环境保护局以白环园审字[2019]4 号《关于吉林梅花氨基

酸有限责任公司氨基酸生产项目（调整部分工程内容）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核定：工程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指标为 663t/a，氮氧化物排

放总量指标为 793t/a，颗粒物排放总量指标为 313.2t/a，化学需氧量

排放总量指标为 550t/a，氨氮排放总量指标为 55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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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企业运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3   工程组成及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装置名称 建设情况 

1 供热站 
1#炉、2#炉、3#锅炉、4#锅炉及其配套脱硫、除尘、脱硝装

置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2 赖氨酸生产线 赖氨酸生产装置及其环保设施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3 淀粉生产线 淀粉糖生产装置及其环保设施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4 复合肥生产线 复合肥生产装置及其环保设施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5 谷氨酸钠生产线 谷氨酸钠生产装置及其环保设施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6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站及其环保设施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7 原料氨生产线 原料氨生产装置及其环保设施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

情况 

（1）2017 年 12 月 29 日白城市环境保护局以白环建发[2017]28

号文批复了《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氨基酸生产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 

（2）2019 年 3 月 25 日，白城市环境保护局工业园区分局以白

环园审字[2019]4 号文批复了《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氨基酸

生产项目（调整部分工程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 

（3）2019 年 7 月，企业委托第三方编制完成了一期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通过环保验收。 

（4）2021 年 5 月，企业委托第三方编制完成了二期部分工程（谷

氨酸钠生产工段、原料氨生产工段、复合肥部分生产工段）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通过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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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1 年 7 月 5 日，白城市生态环境局工业园区分局以白环

园审字[2021]4 号文对《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氨基酸生产项

目（年产 30 万吨赖氨酸及配套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

批复。 

（6）2022 年 2 月，企业委托第三方编制完成了吉林梅花氨基酸

有限责任公司氨基酸生产项目产（年产 30 万吨赖氨酸及配套工程项

目、二期工程部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通过环保验收。 

（7）2022 年 8 月企业重新申请并取得了排污许可证，证件编号

为 91220800MA14C7RW0G001P），有效期 2022 年 1 月 20 日至 2027

年 1 月 19 日。 

（8）2022 年 8 月 27 日，白城市生态环境局工业园区分局以白

环园审字[2022]3 号文对《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2 万吨

黄原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企业已于 2021 年 12 月编制《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

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并已向白城市

生态环境局备案，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取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表，备案编号：2208002022003。 

（2）企业于 2022 年 11 月编制《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 2 万吨黄原胶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白城市生态环

境局备案，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取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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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编号：2208002022015。 

6. 其他应当公开的信息 

自行监测方案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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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监测方案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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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污染源类型 
√□废气企业            √□废水企业 

□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企业 

地址 吉林省白城工业园区珠江路南云海街西 

所在地经度 122°55′9″ 纬度 45°35′47″ 

法人代表 张金龙 
社会信

用代码 

91220800MA14C7RW0

G 

联系人 李承三 
联系 

电话 
0475-8878135 

所属行业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

制造 

投运 

时间 
2019 年 1 月 

自行监测方

式 

√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 

□仅自动监测 

□仅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运

维方式 

企业自运维 □是    √□否 

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

名称 

晨星科技集团（吉林）股份有限公

司 

手工监测方

式 

企业自承担和委托第三方监测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第三方监测公司 

排放污染物

名称 

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生化需氧量、悬浮物、

PH 等； 

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林格曼黑度等 

主要产品 赖氨酸、谷氨酸钠 

生产周期 连续生产 

主要生产工

艺 

淀粉车间→糖化车间→配料车间→发酵车间→提取车间→

成品 

治理设施 
废水治理设施、锅炉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洗气塔设施

等 

产生污染环节及污染物产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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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热站装置锅炉烟气：主要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复合肥装置造粒尾气：主要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3、赖氨酸装置尾气：主要污染物硫酸雾、氨、非甲烷总烃。 

4、污水处理车间废气：主要污染物臭气浓度、硫化氢、氨。 

5、淀粉糖装置废气：主要污染物有颗粒物、二氧化硫。 

6、谷氨酸装置废气：主要污染物有颗粒物、二氧化硫。 

7、原料氨装置废气：主要污染物有粉尘、硫化氢、氨。 

8、厂界：主要污染物为无组织颗粒物、臭气浓度、氨、硫化氢。 

9、厂界东、南、西、北侧主要污染物噪声。 

污染物处理工艺及污染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公司针对不同的污染物有相应的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物排

放等处理措施。 

一、 废水治理 

公司污水处理车间采用厌氧+好氧+ANAMMOX 脱氮+A/O+混凝沉淀五级

生物处理工艺进行废水处理，该工艺引进的是荷兰帕克环保公司世界最先

进的污水处理技术—ICX 厌氧+Anammox 生物脱氮+A/O+混凝沉淀除磷

等多级生物处理单元。 

公司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车间进行处理，达到

《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后，排放到白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再次处

理。污水处理车间废水排放口安装有在线监测设备，并将与环保部门联网，

对公司污水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二、 供热站装置锅炉烟气 

锅炉烟气治理采用 SNCR 脱硝、电袋复合除尘，氨法脱硫工艺，总投资

约 1.5 亿元，经处理后的烟气排放浓度远远低于《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限值要求，能够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并将与环保部门联网。 

三、 复合肥装置造粒尾气 

类比梅花集团通辽、新疆公司多年的治理经验和技术储备，公司投资约

2500 万元，采用旋风除尘+三级洗涤+降温除水+静电除雾+低温等离子+

深度氧化塔的八级尾气处理设施进行治理，经处理后的废气经 60m 高排

气筒排放，废气中主要污染物烟尘和二氧化硫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要求。 

四、赖氨酸装置尾气 

产品烘干尾气安装有旋风除尘+布袋除尘+水喷淋三级处理装置，并计划

进一步安装深度氧化塔除味设施，除尘效率将高达 99%以上，相关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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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远低于国家标准，也兼顾了烘干产品气味的治理。 

发酵尾气采用冷凝降温+碱喷淋的处理装置，也计划安装深度氧化塔除味

设施。 

五、污水处理车间废气 

对各反应池体挥发产生的气体，均采用了全封闭的方式，杜绝了无组织废

气的产生，并通过负压收集的方式经碱喷淋+UV 光解处理后排放，经处

理后的废气，氨氮和硫化氢均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六、淀粉糖装置废气 

玉米净化、产品输送等工艺环节产生的粉尘，均采用了旋风除尘及布袋除

尘的处理工艺，设计处理效率达 99 以上%。废热回收系统尾气采用水幕

喷淋+碱喷淋的方式对粉尘和二氧化硫进行处理，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七、原料氨装置废气： 

原料氨原料制备系统采用两级水洗的方式对粉尘进行处理，污染物排放能

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八、谷氨酸装置废气 

尾气安装有旋风除尘+布袋除尘+水喷淋三级处理装置，并计划进一步安

装深度氧化塔除味设施，除尘效率将高达 99%以上，相关污染物不仅远低

于国家标准，也兼顾了烘干产品气味的治理。 

九、无组织扬尘及废气 

供热站、合成氨建有全封闭式煤场，能够杜绝煤炭储存产生的组织扬尘。

对各生产装置储罐及设备产生的无组织工艺废气，均安装有负压收集装

置，并经催化氧化或碱洗塔处理后排放，消除了无组织废气排放对环境空

气质量的影响。 

十、噪声： 

主要为风机、提升机、罗茨风机、空压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通过选用低

噪声设备、设置隔声间、隔声门窗、设备基础减震、消音器、厂房封闭及

在周围建立绿化植树带等措施来降低对外界的温污染，经过检测昼间厂界

环境噪声和夜间厂界环境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限值。 

十一、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主要有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玉米渣、职工生活

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废催化剂、废离子交换树脂、废陶瓷膜、灰渣和

废机油等。废机油、实验室废液等属危废，统一收集，暂存于危险废物暂

存间内，危险废物暂存间采取防渗处理，并设有明显标识，定期委托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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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厂家收集处理；炉灰暂存于灰库内，炉渣暂存于渣仓内，由密闭罐车运

至综合利用厂家；污泥暂存于密闭的污泥堆存场所，送至复合肥车间作原

料；废陶瓷膜、废离子交换树脂属于一般工业固废，由厂家更换并由厂家

回收，厂内无暂存场所；职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十二、污染物排放总量： 

2020 年上半年总量数据 

主要污

染物名

称 

国家排

放标准 

企业排

放标准 

排放浓

度 

超标情

况（次） 

总量

（吨） 

核定排

放总量

（吨） 

烟尘 30 30 1.402 0 2.414 166.2 

SO2 100 50 12.64 0 38.759 360 

NOx 100 80 60.07 0 112.19 437 

COD 300 200 46.25 0 126.45 1098.95 

氨氮 35 30 4.29 0 12.08 135.48 

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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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指标、频次，监测方法、仪器、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

源类

别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名称 监测内容 污染物名称 监测设施 

手工监测采样

方法及个数 

手工监测频

次 
手工测定方法 

废气 

DA001 运输废气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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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02 
工艺废气 2#排气

（储罐尾气北） 

烟气温度,烟气流速,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2011,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DA003 废热利用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2011,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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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04 污水排气筒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氨（氨气）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2009 

硫化氢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相色谱

法 GB/T14678-1993 

DA005 胚芽包装线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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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06 细纤维包装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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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07 粗纤维包装线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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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08 麸质包装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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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09 
工艺废气 1#排气筒

（储罐尾气南） 

烟气含湿量,烟气流

速,烟气温度,烟道截

面积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2011,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DA010 净粮排气筒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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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11 玉米计量称废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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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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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DA015 3#烟气排口 烟气量 

林格曼黑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2007 

汞及其化合

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暂

行)HJ 543—2009 

氮氧化物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二氧化硫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烟尘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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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17 1#转运站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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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18 7#栈桥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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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23 破碎、筛分废气 1#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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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29 
提取 70 造粒床废气

排气 2#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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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32 
提取空间废气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33 
提取 98 流化床废气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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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35 大罐废气排气 1#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37 合成氨受煤坑废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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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38 1#烟气排口 烟气量 

林格曼黑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2007 

汞及其化合

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暂

行)HJ 543—2009 

氮氧化物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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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烟尘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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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39 
谷发酵：大罐废气排

气口 B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40 
谷发酵：碱罐排气筒

出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41 煤粉干燥东废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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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42 
谷发酵：二三级罐废

气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43 
谷发酵：车间除味排

气筒出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44 
谷发酵：大罐废气排

气口 A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45 2#运转站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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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46 
谷提取：车间除味排

气筒出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47 
谷提取：水解废气排

气筒出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48 
精制车间除味塔排

气筒出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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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49 
精制车间气流干燥

1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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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50 
精制车间气流干燥

2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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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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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51 
精制车间气流干燥

3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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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52 
精制车间气流干燥

4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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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53 
提取 70 造粒床废气

排气 1#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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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54 
精制车间气流干燥

5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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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55 
精制车间气流干燥

6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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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56 
二三级罐废气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57 
精制车间气流干燥

7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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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58 
菌体蛋白干燥尾气

排气口 A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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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59 
发酵空间废气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60 
菌体蛋白干燥尾气

排气口 B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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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61 
菌体蛋白干燥尾气

排气口 C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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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62 
菌体蛋白空间除味

排气筒出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63 
菌体蛋白包装废气

出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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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 

 

面积 

DA064 2#烟气排口 烟气量 

林格曼黑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2007 

汞及其化合

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暂

行)HJ 543—2009 

氮氧化物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二氧化硫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烟尘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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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66 4#烟气排口 烟气量 

林格曼黑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2007 

汞及其化合

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暂

行)HJ 543—2009 

氮氧化物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二氧化硫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烟尘 自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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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68 6#栈桥 1#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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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69 变压吸附工业废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硫化氢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季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相色谱

法 GB/T14678-1993 

DA070 6#栈桥 2#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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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71 煤粉干燥西废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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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72 3#运转站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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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73 破碎、筛分废气 2#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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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74 输煤皮带废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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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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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DA075 4#运转站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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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76 碎煤机室 1#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粉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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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78 

一期复合肥七车间

造粒北（1 号）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氮氧化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烟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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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79 

一期复合肥七车间

造粒南（2 号）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氮氧化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烟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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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80 配料废气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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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81 

二期复合肥七车间

造粒北（1 号）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氮氧化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烟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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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82 

二期复合肥八车间

造粒南（2 号）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氮氧化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烟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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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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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3 个 16157 

DA083 
复合肥造粒（3 号）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氮氧化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 HJ/T 43-1999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烟尘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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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84 运输废气排气 1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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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85 运输废气排气 2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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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86 三期净粮排气筒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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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87 玉米计量称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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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88 储罐尾气 1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DA089 储罐尾气 2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DA090 三期废热利用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二氧化硫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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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91 麸质蛋白包装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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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92 胚芽包装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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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93 
三期细纤维包装排

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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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94 粗纤维包装排气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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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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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至少 3 个 16157-1996 

DA095 
三期配料废气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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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096 大罐废气排气 3#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97 大罐废气排气 4#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98 
三期二三级罐废气

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099 碱罐排气筒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100 
发酵车间除味排气

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101 
提取空间除味排气

口东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102 
提取空间除味排气

口西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臭气浓度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DA103 
三期提取 70 喷浆造

粒 1#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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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104 
三期提取 70 喷浆造

粒 2#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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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105 
三期提取 70 喷浆造

粒 3#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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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106 
三期提取 70 喷浆造

粒 4#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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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107 
三期提取 70 喷浆造

粒 5#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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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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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108 
三期提取 98 流化床

1#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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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109 
三期提取 98 流化床

2#排气口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量,烟道截

面积 

颗粒物 手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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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 DW001 总排口 流量 

pH 值 自动 

混合采样 至

少 3 个混合样 

1 次/4 小时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1147-2020） 

五日生化需

氧量 
手工 1 次/季 

水质 生化需氧量（BOD）的测定 微生物传感器快速测定法
HJ/T 86-2002 

化学需氧量 自动 1 次/4 小时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总氮（以 N

计） 
自动 1 次/4 小时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氨氮

（NH3-N） 
自动 1 次/4 小时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总磷（以 P

计） 
自动 1 次/4 小时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2013 

厂界

无组

织 

1 厂界外上风向参照点 

氨 

手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34-2009 

硫化氢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

色谱法 GB/T 14678-1993 

臭气浓度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2 厂界外下风向 1#检测点 

氨 

手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34-2009 

硫化氢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

色谱法 GB/T 14678-1993 

臭气浓度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3 厂界外下风向 2#检测点 

氨 

手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34-2009 

硫化氢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

色谱法 GB/T 14678-1993 

臭气浓度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4 厂界外下风向 3#检测点 

氨 

手动 
非连续采样 

至少 3 个 

1 次/半年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34-2009 

硫化氢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

色谱法 GB/T 14678-1993 

臭气浓度 1 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地下

水 
1 工农村 

pH 

手动 
混合采样 至

少 3 个混合样 

1 次/年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1147-2020） 

耗氧量（高锰

酸盐指数） 
1 次/年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5750.7-2006 

硝酸盐 1 次/年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T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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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亚硝酸盐 1 次/年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GB 7493-87) 

氨氮 1 次/年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挥发酚 1 次/年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氯化物 1 次/年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NO
3-、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硫酸盐 1 次/年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3196-91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NO

3-、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2 友谊村 

pH 

手动 
混合采样 至

少 3 个混合样 

1 次/年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1147-2020） 

耗氧量（高锰

酸盐指数） 
1 次/年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5750.7-2006 

硝酸盐 1 次/年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T 346─ 

2007) 

亚硝酸盐 1 次/年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GB 7493-87) 

氨氮 1 次/年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挥发酚 1 次/年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氯化物 1 次/年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NO
3-、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硫酸盐 1 次/年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3196-91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NO

3-、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3 张家屯 

pH 

手动 
混合采样 至

少 3 个混合样 

1 次/年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1147-2020） 

耗氧量（高锰

酸盐指数） 
1 次/年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5750.7-2006 

硝酸盐 1 次/年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T 346─ 

2007) 

亚硝酸盐 1 次/年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GB 7493-87) 

氨氮 1 次/年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挥发酚 1 次/年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氯化物 1 次/年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NO
3-、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硫酸盐 1 次/年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3196-91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NO

3-、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4 项目所在地监测井 
pH 

手动 
混合采样 至

少 3 个混合样 

1 次/年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1147-2020） 

耗氧量（高锰 1 次/年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5750.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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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指数） 

硝酸盐 1 次/年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T 346─ 

2007) 

亚硝酸盐 1 次/年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GB 7493-87) 

氨氮 1 次/年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挥发酚 1 次/年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氯化物 1 次/年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NO
3-、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硫酸盐 1 次/年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3196-91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NO

3-、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噪声 

1 东侧厂界外 1m 处 

噪声 手动 
等效连续 A 声

级 

1 次/季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 南侧厂界外 1m 处 1 次/季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3 西侧厂界外 1m 处 1 次/季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4 北侧厂界外 1m 处 1 次/季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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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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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1、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75-2017 及《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76-2017 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检测、校准

和维护。 

2、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HJ/T354-72007

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检测、校准和维护。 

3、同时遵守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制定明确措

施，确保监测数据科学、准确。 

4、手工监测方法质量保证措施，采用行业标准规定的国家标准监测

方法，并通过查询环保部网站及时更新。 

5、合理布设监测点，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采样

人员遵守采样操作规程，认真填写采样记录，按规定保存、运输样品。同

时，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部颁布的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

考核持证上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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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监测方案。认真如实填写各项自行监测记录及校验记录

并妥善保存记录台帐，包括采样记录、样品保存、分析测试记录、监测报

告等。 

7、确保监测分析仪器设施工作正常，满足项目监测精度要求 

仪器设备是保证监测工作开展的必要手段。监测要使用种类繁多的计

量和非计量仪器设备，这些仪器设备的性能状况和量值是否可靠，直接影

响到监测结果的准确和统一的可比性。因此要采取措施，保证所有仪器设

备均处于受控状态，保证其正确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是其始终处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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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状态，保证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校准检定以确保仪器设备量值准确

可靠和进行溯源。量具或量器类器皿应根据不同材质所对应的性能，合理

应用，使用时要及时清洁，妥善保存防止沾污。 

8、实验室必须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或标准的要求，同时还

应满足对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防护、对环境的安全保护等需要。所以实验

室应采取合理有效措施，保证实验室的设施、测试场所以及能源、采光、

保温、通风等方面满足监测工作的实际要求，保证环境条件不对监测结果

的有效性、测量准确度、稳定性及操作产生不利影响。对特殊的监测分析

场所和环境要素可进行隔离和控制，确保监测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同

时还应该加强实验室的内部管理，保持实验室环境卫生、清洁、整齐、布

局合理。 

9、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76-2017 对自动

监测设备进行校准与维护。 

10、废气手工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照《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

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 进行。 

11、噪声监测质量保证措施：噪声监测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规定的要求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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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dB，若大于 0.5dB 测试数

据无效。 

12、监测信息保存，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

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第三方运维自动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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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原始监测

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由相关人员签字并保存 3 年，其中废气企业监测数据

的保存时间不低于 5 年）。 

 

四、 自行监测信息公开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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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如有调整变化时，于变更后的 5 日内公布最新内容； 

2、手工监测数据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内公布； 

3、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其中废水自动监测设备

为每 2 小时均值，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为每 1 小时均值； 

4、每年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