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浩博实业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沈阳浩博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 100 号

行业类别：专项化学用品制造，无机盐制造，无机酸，化学试剂和助

剂制造，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锅炉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 100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470197924XH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邢军

技术负责人：谢赟

固定电话：024-89873088

移动电话：13504036208

生产规模：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规模（t/a）

1 PVC 稳定剂 2500

2 表面活性剂 2225

3 无机盐 775

项目立项、环评、批复信息：

序号 名称 文号 审批单位 日期

1 关于沈阳浩博实业有限

公司 PVC 稳定剂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

沈 大 东 发 改 发

(2005)34 号

沈阳市大东区发

展和改革局

2005.8.26

2 关于沈阳浩博实业有限

公司 PVC 稳定剂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沈 环 保 审 字

[2007]195 号

沈阳市环境保护

局

2007.9.21



复

3 关于对《沈阳浩博实业

有限公司 PVC 稳定剂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补充

说明》的批复

沈 环 保 审 字

[2009]227 号

沈阳市环境保护

局

2009.4.23

4 关于沈阳浩博实业有限

公司 PVC 稳定剂项目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

沈 环 保 验 字

[2010]177 号

沈阳市环境保护

局

2010.12.8

5 关于对沈阳浩博实业有

限公司燃气锅炉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沈环 保大东 审字

[2016]0046 号

沈阳市环境保护

局大东分局

2016.7.14

6 关于沈阳浩博实业有限

公司燃气锅炉项目的噪

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设施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的函

沈环 保大东 验字

[2018]028 号

沈阳市环境保护

局大东分局

2018.12.11

二、主要污染物许可情况概述

（一）废水

工业废水主要来源于各生产车间，生活废水主要来源于办公、卫生间。

公司设有各自独立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处理系统，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

标后，一并排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废水监测内容为：PH、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锌、动植物油、总有机碳、磷酸盐、总磷

（以 P 计）、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有组织废气排放共有 4处排气筒：1#排气筒为燃气锅炉废气排放口；2#

排气筒为稳定剂废气排放口；3#排气筒也为稳定剂废气排放口（2023 年无

污染物排放，说明附后）；4#排气筒为硝酸尾气吸收塔废气排放口。排气



筒前具备尾气吸收处理装置或布袋除尘器等环保治理设施。有组织废气污

染物浓度许可因子：颗粒物、SO2、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铅及其化合物。

（2）无组织废气

厂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浓度许可因子：氨、硫化氢、臭气浓度、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

三、自行监测条件及组织情况

（一）自行监测工作场所条件

公司污水站废水总排口设有在线监测设备，具备 PH、化学需氧量、总磷、

总氮、氨氮的在线监测条件，在线监测设备的三方运营单位是辽宁北方环

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废气、废水等其他各项监测现场都具备取样点位，

监测工作委托沈阳同青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执行。

（二）委托三方机构的资质证明材料





（三）在线监测验收证明材料





四、监测内容

1、废水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设施 手工检测频次 采样与样品保存方法 手工监测仪器 测试方法

五日生化需氧

量
手工 1次/半年 原样 溶解氧测定仪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

悬浮物 手工 1 次/年 原样 微孔滤膜过滤器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1989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手工 1 次/年 原样 分光光度计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GB7494-1987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总锌 手工 1 次/年 原样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2-1987

动植物油 手工 1 次/年 盐酸 pH≤2 红外测油仪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代替 GB/T 16488-1996

总有机碳 手工 1 次/年 原样 / /

磷酸盐 手工 1 次/年 硫酸 pH≤1 分光光度计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

度法 HJ 670-2013



2、废气

监测点

位
监测指标 监测设施 手工检测频次 采样与样品保存方法 手工监测仪器 测试方法

1#排气

筒

（锅炉

废气排

放口）

DA004

氮氧化物 手工监测 1 次/月 现场显示结果，无需采样 自动烟尘测试仪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

法 HJ 693-2014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 次/年 玻璃纤维滤筒，密闭保存 电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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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GB5468

林格曼黑

度
手工监测 1 次/年 现场观察，不需要采样 林格曼黑度图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

度图法 HJ/T398-2007

二氧化硫 手工监测 1 次/年 现场显示结果，无需采样 定电位电解法二氧化硫测定仪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

法 HJ/T 57-2017

2#排气

筒 DA001

铅及其化

合物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玻璃纤维滤筒，密闭保存 电子天平

固定污染源废气铅的测定 火焰原于吸收分光光

度法 HJ538-2009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玻璃纤维滤筒，密闭保存 电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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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排气

筒 DA002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玻璃纤维滤筒，密闭保存 电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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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排气

筒 DA003
氮氧化物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现场显示结果，无需采样 自动烟尘测试仪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

法 HJ 693-2014

5#排气

筒 DA005

非甲烷总

烃
手工监测 1 次/年 真空瓶，密闭保存 气相色谱仪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

进样-气相色谱法 HJ604-2017

厂界

臭气浓度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常温气袋采样 ——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1993

氨（氨气）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2—5℃冷藏 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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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混合显色剂 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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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物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玻璃纤维滤筒，密闭保存 电子天平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非甲烷总

烃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真空瓶，密闭保存 气相色谱仪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

进样-气相色谱法 HJ604-2017

3、噪声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设施 手工检测频次 采样与样品保存方法 手工监测仪器 测试方法

厂界 等效声级 手工监测

1次/季

昼间 06-22 时

夜间 22-06 时

多功能声级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4、土壤和地下水监测（1 次/年）

4.1 土壤监测指标选取表

4.2 地下水监测指标选取表



监测说明：1、2023 年为后续监测年度；

2、2023 年不含深层土壤监测；

3、详细内容后附监测计划书。

五、执行标准

1、废水 单位：mg/L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排放浓度限值 mg/L 执行标准

污水总排口

pH 值 6-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化学需氧量 30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21/1627-2008

悬浮物 30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21/1627-2008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2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总锌 5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动植物油 10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总有机碳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磷酸盐 5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21/1627-2008

总磷（以 P 计） 5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21/1627-2008

五日生化需氧

量
25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21/1627-2008

氨氮（NH3-N） 3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21/1627-2008

总氮 5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21/1627-2008



2、废气

单位：mg/m
3

点位 监测指标
排放浓度限

值
排放速率（kg/h） 执行标准

DA004

二氧化硫 50 /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

氮氧化物 150 /

颗粒物 20 /

林格曼黑度 1 /

DA001

颗粒物 120 3.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铅及其化合

物
0.7 0.00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DA002 颗粒物 120 3.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DA003 氮氧化物 240 1.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厂界

臭气浓度 20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氨（氨气） 1.5 /

硫化氢 0.06 /

颗粒物 1.0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非甲烷总烃 4.0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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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类标准
单位：dB（A）

标准 功能区 昼间 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 65 55

六、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

一、废水

1.采样

根据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2019要求

采样前要认真检查采样器具、样品容器及瓶塞（盖），及时维修并更换采

样工具中的破损和不牢固的部件。样品容器确保已盖好，减少污染的机会

并安全存放。注意用于微生物等组分测试的样品容器在采样前应保证包装

完整，避免采样前造成容器污染。到达监测点位，采样前先将采样容器及

相关工具排放整齐。对照监测方案采集样品。采样时应去除水面的杂物、

垃圾等漂浮物，不可搅动水底部的沉积物。采样前先用水样荡涤采样容器

和样品容器 2~3次。对不同的监测项目选用的容器材质、加入的保存剂及

其用量、保存期限和采样的水样体积等，须按照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要求

执行；如未明确要去，可按照附表 A 执行。采样完成后应在每个样品容

器上贴上标签，标签内容包括样品编号或名称、采样日期和时间、监测项

目名称等，同步填写现场记录。采样结束后，核对监测方案、现场记录与

实际样品数，如有错误或遗漏，应立即补采或重采。如采样现场未按监测

方案采集到样品，应详细记录实际情况。

悬浮物：所用聚乙烯瓶或硬质玻璃瓶要用洗涤剂洗净。再依次用自来水和

蒸馏水冲洗干净。在采样之前，再用即将采集的水样清洗三次。然后，采



集具有代表性的水样 500~1000mL，盖严瓶塞。（注：漂浮或浸没的不均匀

固体物质不属于悬浮物质，应从水样中除去）

总锌：根据水样的类型提出的特殊建议进行采样，采用聚乙烯瓶采样。

动植物油：参照 HJ/T 91的相关规定用采样瓶（6.3）采集约 500ml 水样后，

加入盐酸溶液（5.2）酸化至 pH≤2。

磷酸盐：在采样前，用水冲洗所有接触样品的器皿，样品采集于清洗过的

聚乙烯或玻璃瓶中。

二、废气

1. 有组织废气

（1）颗粒物:采样前，应根据采样平面的基本情况 和监测要求，确定现

场的测量系列、采样时间和采样嘴直径。根据需要采集的样品数量准备采

样头。将按 8.2.2 称量好的采样头采样嘴用聚四氟乙烯材质堵套塞好后装

进防静电密封袋或密封盒内，放入样品箱。按照 HJ/T48 中流量准确度的

要求对颗粒物采样装置瞬时流量准确度、累计流量准确度进行校准。对于

组合式采样管皮托管系数，应保证每半年校准一次，当皮托管外形发生明

显变化时，应及时检查校准或更换。定现场工况、采样点位和采样孔、采

样平台、工作电源、照明及安全设施符合监测要求。开始采样，采样步骤

参见 GB/T16157 中采样步骤的要求，或按照相应仪器操作方法使用微电

脑平行自动采样，采样过程中采样嘴的吸气速度与测点处的气流速度应基

本相等，相对误差小于 10%。当烟气中水分影响采样正常进行时，应开

启采样管上采样头固定装置的加热功能。加热应保证采样顺利进行，温度

不应超过 110℃。结束采样后，取下采样头，用聚四氟乙烯材质堵套塞好

采样嘴，将采样头放入防静电的盒或密封袋内，再放入样品箱。采集全程



序空白。采样过程中，采样嘴应背对废气气流方向，采样管在烟道中放置

时间和移动方式与实际采样相同。全程序空白应在每次测量系列过程中进

行一次，并保证至少一天一次。为防止在采集全程序空白过程中空气或废

气进入采样系统，必须断开采样管与采样器主机的连接，密封采样管末端

接口。采集同步双样时，每个样品均应采集同步双样，同步双样的采集应

符合附录 A 的要求。样品应妥善保存，避免污染。

（2）二氧化硫：按 GB/T16157、HJ/T397、HJ/T373、HJ75 和 HJ76 及

有关规定，确定采样位置、采样点及频次。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正确连接

分析仪、采样管、导气管等，达到仪器工作条件后可按 GB/T16157 或

HJ/T46 检查气密性。若检查不合格，应查漏和维护，直至检查合格。将

零气导入测定仪，校准仪器零点。先检查或用气体流量计校准测定仪的采

样流量。用标准气体将洁净的集气袋充满后排空，反复三次，再充满后备

用。按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将测定仪采样管前端

置于排气筒中采样点上，堵严采样孔，使之不漏气。启动抽气泵，以测定

仪规定的采样流量取样测定，待测定仪稳定后，按分钟保存测定数据，取

连续 5 分钟～15 分钟测定数据的平均值，作为一次测量值。一次测量结

束后，依照仪器说明书的规定用零气清洗仪器。取得测量结果后，用零气

清洗测定仪；待其示值回到零点附近后，关机断电，结束测定。

（3）氮氧化物：采样位置和采样点的设置符合 GB/T 16157、HJ/T 373 和

HJ/T 76 的规定。仪器的采样管前端尽量靠近排气筒中心位置。先用气体

流量计校准仪器的 采样流量。用标准气体将洁净的集气 袋充满后排空，

反复三次，再充满后备用。按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正确连接仪器的主机、采样管（含滤尘装置和加热装



置）、导气管、除湿冷却装置，以及其它装置。将加热装置、除湿冷却装

置及其它装置等接通电源，达到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条件。打开主机

电源，以清洁的环境空气或氮气为零气，进行仪器零点校准。零点校准完

毕后，将仪器的采样管前端置于排气筒中，堵严采样孔，使之不漏气。待

仪器示值稳定后，记录示值，每分钟至少记录一次监测结果。取 5min～

15min 平均值作为一次测定值。测定期间内，为保护传感器，应每测定一

段时间后，依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用清洁的环境空气或氮气清洗传感器。取

得测定结果后，将采样管置于清洁的环境空气或氮气中，使仪器示值回到

零点附近。关机，切断电源，拆卸仪器的各部分连接，测定结束。

（4）林格曼黑度：

2. 保存

（1）五日生化需氧量：采集的样品应充满并密封于棕色玻璃瓶中，样品

量不小于 1000ml，在 0~4℃的暗处运输和保存，并于 24h 内尽快分析。24h

内不能分析，可冷冻保存（冷冻保存时避免样品瓶破裂），冷冻样品分析

前需解冻、均质化和接种。

（2）悬浮物：采集的水样应尽快分析测定。如需放置，应贮存在 4℃冷

藏箱中，但最长不得超过七天。（注：不能加入任何保护剂，以防破坏物

质在固、液间的分配平衡）

（3）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取样和保存样品应使用清洁的玻璃瓶，并事先

经甲醇清洗过。短期保存建议冷藏在 4℃冰箱中，如果样品需保存超过

24h，则应采取保护措施。保存期为 4天，加入 1%（V/V)的 40%（V/V）

甲醛溶液即可，保存期长达 8天，则需用氯仿饱和水样。

（4）总锌：采样瓶先用洗涤剂洗净，再加硝酸溶液（5.6）中浸泡，使用



前用水冲洗干净。分析金属总量的样品，采样后立即加硝酸（5.1）酸化

至 pH 1~2，正常情况下，每 1000ml 样品加 2ml 硝酸（5.1）。

（5）动植物油：如样品不能在 24h 内测定，应在 0℃~4℃冷藏保存，3d

内测定。

（6）磷酸盐：采集的样品应尽快分析。若不能及时测定，应经抽气过滤

装置（6.2）过滤，于 4℃以下冷藏、避光保存。

（7）总有机碳：水样应采集在棕色玻璃瓶中并应充满采样瓶，不留顶空。

水样采集后应在 24h 内测定。否则应加入硫酸（5.2）将水样酸化至 pH≤

2，在 4℃条件下可保存 7d。

七、质量监控情况

公司年度自行监测各项工作，均委托三方机构执行。公司将按照

HJ819、HJ/T373 要求，根据自行监测方案及开展状况，梳理全过程监测

质控要求，核实确认三方机构及人员的资质，并要求其建立监测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体系。

附图：三方机构质量控制程序文件



六、公开时限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中7.4信息公开

要求，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1 号）

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



81 号）执行。

沈阳浩博实业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5 日



附件 1：监测点位示意图



附件 2 停产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