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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新建项目

越来越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已成为

环保部门尤其是环境监测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过程上来说, 验收监测工作包括现场勘察、方案

制定、布点采样、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和报告编制

几个前后衔接的阶段。其中实验室分析和布点采

样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而现场勘察、

方案制定、报告编制一直是整个工作流程中的薄弱

环节。

1 确定监测因子

监测因子是监测方案需要确定的基本内容也

是主要内容, 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原料、工艺、产

品、中间产物分析得出的污染物以及初步设计和环

境影响报告书 (表 )及其审批意见中提出的污染物

作为备选范围
[ 1 - 3]
。从中该选取那些污染因子,备

选范围是否存在漏项,要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系

统掌握确定监测因子的原则十分必要。

1. 1 基本原则

( 1)选择国家和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中要求控

制的监测项目;

( 2)选择对人和生物危害大、对环境影响范围

广的污染物;

( 3)选择国家排放标准中要求控制的监测

项目;

( 4)所选监测项目有  标准分析方法!和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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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监测分析方法!;

( 5)各地区可根据其污染源的特征和环境保

护功能的划分, 酌情增加某些选测项目; 根据其经

济发展、监测条件的改善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可酌

情增加某些污染源和环境质量监测项目。

1. 2 处理设施监测因子

对处理设施的监测是为了检验该设施对某种

或某几种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因此其监测因子主要

按照初步设计中提出的、有设计指标的污染物来

确定。

2 评价标准

2. 1 新旧标准的衔接

对于审批意见、环评报告书确定的但已被新标

准所替代的项目,根据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家环保
总局, 环发 [ 2000] 38号 ) 3. 3条款  验收监测执行

标准: 指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依据的标

准,作为判定建设项目能否达标排放的标准,是通

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的依据 !, 应该执行老标
准。考虑到新标准往往以专门条款、表格的形式,

对其出台之前审批的项目执行的标准值做出详细

规定, 兼之验收后要采用新标准对项目进行监督管

理,故在执行老标准的同时参照新标准。

一般新标准只是更改了标准限值等方面的内

容,考核范围基本一致,但也有例外 [如替代 ∀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8466- 2001)的 ∀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 GB 18466 - 2005 ) ]。

这种情况下,方案确定的监测内容不仅要包括环评

中所列的内容 (针对老标准 ) , 还要涵盖新标准新

增的内容。

2. 2 标准分级条款的新含义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 GB 8978 - 1996) ∀纺

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4287- 92)等

排放标准中均有专门的  标准分级 !章节, 根据排

入水体类别确定排放标准等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区域地表水

质恶化明显,不能满足功能需要的现象普遍存在。

为了防止此类水体水质的进一步恶化,标准分级条

款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污水排入上述水域的项目,

提高排放标准等级, 考虑执行最严格的排放标

准 ∃ /一级标准。排入%、&类水域的污水执

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表 4一级标准的情况已屡

见不鲜。

2. 3 共用排气筒

按照∀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 GB 13271

- 2001) 4. 6. 1. 1的规定  新建锅炉房只设一根排

气筒 !,在实际工作中, 经常会遇到一台燃油锅炉

和一台燃煤锅炉共用一根排气筒甚至多台锅炉共

用一根排气筒的现象,对其监测结果的计算和评价

建议遵循以下的思路。

2. 3. 1 排气筒高度要求

锅炉的排气筒最低允许高度应按照共用该排

气筒的装机总容量 (扣除燃气和燃轻柴油以及煤

油锅炉 )相应的高度要求执行 。

2. 3. 2 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2. 3. 2. 1 各用一套处理设施

将各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各股废气作为考核对

象,分别进行测试、计算和评价, 即按燃油锅炉的

1. 2和燃煤锅炉的 1. 8空气过剩系数分别进行折

算,同时执行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2. 3. 2. 2 共用一套处理设施

( 1)按照不同生产设施废气标准中最严格的

一种执行, 即按 1. 2的过剩空气系数进行折算,执

行燃油锅炉标准限值。

( 2)过剩空气系数按 1. 2折算, 排放标准按照

C共排 =
∋ C i排 (Q i

∋ Q i

来确定。

( 3)过剩空气系数按 1. 2折算, 排放标准按照

C)i排 =
ai

1. 2
C i排 ( SO2:燃煤锅炉 900 mg /m

3
的 C)i排 =

ai

1. 2
C i排 =

1. 8
1. 2

( 900 = 1 350), 后用 C共排 =

∋ C)i排 (Q i

∋ Q i

来确定。

第 ( 3)与 GB 13271- 2001的执行尺度一致。

若将各股废气分别处理, 分别按相应的空气过

剩系数进行折算, 分别执行相应的排放标准, 均正

好达到标准值; 各股  正好达标 !的废气混合后,也

应该是  正好达标 !; 而此时合并排口的烟气浓度

同第 ( 3)确定的标准值一致。

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建设项目周边环境的状

况、功能,与环评审批部门沟通后选择执行。

2. 4 等效排气筒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 GB 16297 -

1996)中明确规定:  两个排放相同污染物 (不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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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由同一生产工艺过程产生 )的排气筒,若其距

离小于其几何高度之和,应合并视为一根等效排气

筒。若有三根以上的近距离排气筒, 且排放同一种

污染物时,应以前两根的等效排气筒依次与第三、

四根排气筒取等效值 !。并同时在附录 A中规定

了等效排气筒污染物的排放速率、高度及位置的计

算公式。

从近几年对许多企业进行环保竣工验收的实

际情况来看, 有些企业从自身工艺生产的需求出

发,在某些工艺段上设有许多相邻近的排气筒, 如

汽车制造业的涂装工段。这就要求在这些项目的

环保竣工验收工作中, 严格依照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 GB 16297- 1996)的要求,核算出这些

相邻排气筒 /排气筒组的等效排放速率是否满足标

准要求。然而, 在对标准的实际运用中, 发现同一

排气筒组以不同高度的排气筒作为初始点来计算

有关等效排气筒参数, 其计算结果往往会不同: 选

择不同排气筒作为计算初始点,虽不会影响等效排

气筒污染物排放速率和等效排气筒位置的计算结

果,但会对等效排气筒高度的计算产生影响;且以

排气筒组中与最低排气筒临近的较高排气筒为计

算初始点,以最低排气筒为计算终点, 计算出的等

效排气筒高度最低。依据保护大气环境质量和严

格执行标准的需求,在实际项目环保竣工验收中选

择最低等效排气筒高度所对应的污染物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作为考核是否达标的标准是合理的
[ 4 ]
。

2. 5 问题解析

( 1)一般情况下废气 (包括厂界无组织排放废

气 )评价的是小时均值 [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 ( GB 18484- 2001)等个别标准某些指标则

评价的是连续 3次监测的平均值 ], 废水评价的是

日均值。废气只要有一次小时均值超标, 即便日均

值  达标 !, 也视作超标; 废水只要日均值达标, 即

便一次或数次测定值  超标 !,也视作达标 [ 5- 7]
。

( 2)不同标准中标准值的计算方法、规定不可

混用; 同一标准适用于某些污染物 /污染源的规定,

不能施用于其他污染物 /污染源。以下为实际工作

中易犯相同错误的例子。

例 1:  18 m高排气筒氨的排放速率, 执行 ∀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4554- 93)表 2标准,标

准值为 7. 2 kg /h!。这类错误, 是将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 ( GB 16297- 1996)中内插法速率

标准值计算方法混用到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6. 1. 2中明确规定了

 凡在表 2所列两种高度之间的排气筒, 采用四舍

五入方法计算其排气筒的高度 !, 依据此规定,

18m高排气筒应算作 20 m高排气筒, 速率标准应

为 8. 7 kg /h。

例 2:  20 m高排气筒氯气的排放速率, 执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表 2二级标准, 标准

值为 0. 33 kg /h!。这类错误, 忽略了该标准表 2注

释 3)的规定  排放氯气的排气筒不得低于 25 m!,
依然用外推法计算速率标准值。

例 3:  燃气锅炉房, 装机总容量为 10 MW,烟

囱高 25 m,执行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 GB

13271- 2001)二类区∗时段标准, 由于未达到标准

表 4规定的最低允许高度 40 m的要求, 依照该标

准4. 6. 3的规定, 烟尘、SO2、NO x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应按相应区域和时段排放标准值的 50%执行, 分

别为 25 mg /m
3
、50 mg /m

3
、和 200 mg /m

3 !。这类

错误,忽略了表 4仅适用于  燃煤和燃油 (燃轻柴

油和煤油除外 )锅炉 !, 对燃气和燃轻柴油以及煤

油锅炉不适用。对于这些锅炉应执行该标准

4. 6. 2的规定  燃气、燃轻柴油、煤油锅炉烟囱高度

应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要求确定, 不低

于 8m!。

3 检测方法

应注意分析方法同评价标准之间的匹配关系,

方法的检出限务必要小于评价标准,否则检出即超

标,未检出也不知是否超标。

现有的分析方法同评价标准基本上是相匹配

的,但也有例外情况。

用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的甲醛分析方法常见

的是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该方法选择性好, 已成

为国标 ( GB /T 15516 - 1995)。另外两种方法, 酚

试剂分光光度法和离子色谱法由于选择性较差等

原因,目前仍为推荐标准。环境空气 /厂界无组织

排放废气监测, 不宜采用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 ( GB /T 15516- 1995)中方

法检出限为 0. 5mg /m
3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 GB 16297 - 1996 )厂界无组织排放标准为

0. 20 mg /m
3
,检出限大于评价标准。建议污染源

监测采用∀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

光光度法 # ( GB /T 15516 - 1995) ,环境空气 /厂界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用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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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0. 01 mg /m
3
) 或 离 子 色 谱 法 (检 出 限

0. 03mg /m
3
)。HC l也属类似的情况。

水质监测,特别是部分重金属项目,常发生因

选用分析方法的灵敏度太低,检出限过高而不能满

足水质评价需要的现象。

此外,在确定监测分析方法时, 还应注意可能

存在的干扰物对方法选择和预处理的影响。比较

典型的例子:测定废水中的 COD, 当废水中氯离子

浓度很高时,应考虑选择∀高氯废水化学需氧量的
测定 氯气校正法# (H J/T 70- 2001)

[ 8]
。

4 结语

验收监测是一项系统工程,项目负责人需要透

彻掌握分析、采样、数据处理、评价标准等多方面知

识,方能正确把握监测过程、监测结果,准确地做出

监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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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聚集程度,同时受云层等因素的干扰相对较小,

也适合利用 NDV I等植被指数法辅助目视解译判

读,以增强水华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H J- 1卫星 CCD数据在太湖水华业务化监测中具

有良好的使用价值和应用潜力。

3 结论

H J- 1CCD数据相对传统的 EOS /MOD IS数据

在空间分辨率上有优越性,具有良好抗云层干扰能

力, 2 d覆盖太湖 1次的时间分辨率基本可以满足

太湖蓝藻监测预警的需求, 4个波段的设置 ( 3个

可见光、1个近红外 )能够满足目视解译和植被指

数自动提取的条件,具备业务化运行能力。环境一

号卫星在太湖蓝藻遥感监测、细化评估蓝藻水华灾

害情况及恶劣观测条件如多云天气下的监测等方

面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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