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蕉岭分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

日期：2020 年 1 月 6日



一、监测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

环境保护部《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部令第 31号）、《排污

许可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48号）、《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规范总则》（HJ42-2018）、《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

（HJ847-2007）、《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等要求，排污企业应开展自行监测并进行信息公开。

二、编制依据

1、《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HJ848-2017）

3、《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4、《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 /818-2010）

5、《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t/d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

线新建工程（含 2×20MW 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环境影响报告书》

6、《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t/d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新建工程（含 2×20MW 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粤环审〔2015〕607 号）

三、项目概况

1、企业名称：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分公司

2、法人代表：钟华胜

3、所属行业：水泥制造

4、生产周期：24小时常年生产，全年生产 300 天

5、地址：蕉岭县文福镇白湖村

6、联系人：谢训东

7、联系方式：13824558788

8、电子邮箱：xxdjl@163.com

9、主要生产设备：破碎机、生料磨、煤磨、回转窑、水泥磨、包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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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要产品及产能：熟料产量 2*10000t/d,水泥产量 745 万吨/年

11、主要原辅料及燃料

原辅料：石灰石、粘土、页岩、天然石膏、脱硫石膏、铁矿粉、氨水

燃料：混合煤（烟煤+无烟煤）、柴油

12、产污环节

回转窑生产产生窑尾废气，冷却机冷却产生窑头废气，厂区原料堆放

区中产生的无组织粉尘废气及转运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粉尘废气，烧成车

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至四周的厂界噪声。

13、污染物及污染防治措施

窑尾主要污染因子：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

氟化物、氨（氨气）

窑头主要污染因子：颗粒物

无组织排放主要污染因子：颗粒物

其他有组织排放口主要污染因子：颗粒物

防治措施：使用低氮燃烧器、分级燃烧技术及 SNCR 脱硝技术降低氮氧

化物排放浓度，窑尾废气源头控制及生产过程协同控制达标排放，含颗粒

物废气经布袋收尘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

14、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

要求每日记录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

15、自行监测质量保证及控制要求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819 执

行。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819 执行。窑头窑尾安装自动监测设施，

并与监督部门联网进行实时自动监控。委托第三方开展监测工作，会同时

安排专人专职对监测数据进行记录、整理、统计和分析，对监测结果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手工监测时的生产负荷不低于本次监测与上

一次监测周期内的平均生产负荷。

四、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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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内容

（1）废气有组织排放

序号 监测点位 排气筒编号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1 窑尾 DA027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

氧化硫

自动监测

氨 1次/季度

氟化物、汞及其化合物 半年

DA183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

氧化硫

自动监测

氨 1次/季度

氟化物、汞及其化合物 半年

2 窑头 DA029 颗粒物 自动监测

DA189 颗粒物 自动监测

3 煤磨 DA028 颗粒物 1次/半年

DA309 颗粒物 1次/半年

4 水泥磨 DA090,DA091

DA095,DA096

颗粒物 1次/半年

DA232,DA233

DA234,DA235

颗粒物 1次/半年

5 石灰石破

碎机

DA030,DA032

DA156,DA157

颗粒物 1次/半年

6 原煤破碎

机

DA070 颗粒物 1次/半年

7 粘土破碎 DA037,DA038 颗粒物 1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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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DA104,DA105

8 石膏破碎

机

DA211,DA212

DA213,DA214

颗粒物 1次/半年

9 包装机 DA144,DA145,DA1

46,DA147,DA148,

DA149,

颗粒物 1次/半年

10 其他一般

排放口

DA031,DA033,DA0

34,DA035,DA036,

DA010,DA039,DA0

40,DA041,DA042,

DA124,DA011,DA0

12,DA013,DA014,

DA043,DA044,DA0

45,DA046,DA047,

DA048,DA049,DA0

50,DA025,DA076,

DA026,DA077,DA0

15,DA016,DA075,

DA022,DA051,DA0

52,DA053,DA054,

DA055,DA056,DA0

57，DA058，DA059，

DA060，DA061，

DA062，DA063，

DA064，DA065，

DA066，DA067，

DA023，DA024，

颗粒物 1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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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68，DA069，

DA071 ， DA072 ，

DA073 ， DA074 ，

DA017 ， DA019 ，

DA018 ， DA020 ，

DA021 ， DA102 ，

DA103 ， DA106 ，

DA001 ， DA007 ，

DA078 ， DA079 ，

DA080 ， DA107 ，

DA108 ， DA109 ，

DA110 ， DA111 ，

DA112 ， DA113 ，

DA114 ， DA115 ，

DA116 ， DA117 ，

DA118 ， DA119 ，

DA005 ， DA081 ，

DA082 ， DA083 ，

DA008,DA003,DA1

20，DA121，DA123，

DA122 ， DA125 ，

DA084 ， DA002 ，

DA085 ， DA086 ，

DA126 ， DA127 ，

DA087 ， DA009 ，

DA006 ， DA088 ，

DA089 ， DA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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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96 ， DA097 ，

DA098 ， DA099 ，

DA100 ， DA101 ，

DA130 ， DA131 ，

DA132 ， DA133 ，

DA134 ， DA135 ，

DA136 ， DA137 ，

DA138 ， DA139 ，

DA140 ， DA141 ，

DA142 ， DA143 ，

DA150 ， DA151 ，

DA152 ， DA153 ，

DA154 ， DA155 ，

DA128 ，

DA129,DA158,

DA159，DA160，

DA161，DA162，

DA163，DA164，

DA165，DA166，

DA167，DA168，

DA169，DA170，

DA171，DA172，

DA173，DA174，

DA175，DA176，

DA177，DA178，

DA179，DA180，

DA181，DA182，



7

DA184，DA185，

DA186，DA187，

DA188，DA190，

DA191，DA192，

DA193，DA194，

DA195，DA196，

DA197，DA198，

DA199，DA200，

DA201，DA202，

DA203，DA204，

DA205，DA206，

DA207，DA208，

DA209，DA210，

DA215，DA216，

DA217，DA218，

DA219，DA220，

DA221，DA222，

DA223，DA224，

DA225，DA226，

DA227，DA228，

DA229，DA230，

DA231，DA236，

DA238，

DA241，DA242，

DA243，DA244，

DA245，DA246，

DA247，DA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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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249，DA250，

DA251，DA252，

DA253，DA254，

DA255，DA256，

DA257，DA258，

DA259，DA292，

DA293，DA294，

DA295，DA296，

DA297，DA298，

DA299，DA300，

DA301，DA302，

DA303，DA304，

DA305，DA306，

DA307，DA308，

DA309，DA310，

DA311，DA312，

DA313，DA314，

DA315，

（2）废气无组织排放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最低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1次/季度

氨 1 次/年

2、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检出限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检出限见表 1

表 1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参考）

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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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

废气

颗粒物

HJ 836-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

的测定重量法》

1 mg/Nm
3

二氧化硫

HJ 57-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 位电解法》

15 mg/Nm
3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

位电解法 HJ 693-2014
3 mg/Nm

3

汞及其化合物

原子荧光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B) 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2003 年)(5.3.7(2))

0.002 mg/Nm
3

氟化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

选择电极法 HJ/T 67-2001
0.06 mg/Nm

3

无组织

废气排

放

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0.25 mg/Nm
3

3、执行标准废气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

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818-2010) 》中的较严者。无组

织排放废气排放限值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标准。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2

表 2 有组织排放废气执行标准限值

废气

类型

监测因

子
单位

执行标准（两者的严者，如需） 参照标准（如需）

浓度限值
速率限值

(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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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尾

颗粒物 mg/Nm
3

20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二氧化

硫
mg/Nm

3
100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DB44/818-2010) 》

氮氧化

物
mg/Nm

3
320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氟化物 mg/Nm
3

3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DB44/818-2010) 》

汞及其

化合物
mg/Nm

3
0.05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氨 mg/Nm
3

8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窑头 颗粒物 mg/Nm
3

20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煤磨 颗粒物 mg/Nm
3

20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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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一般

排放

口

颗粒物 mg/Nm
3

10 /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 3 无组织排放废气污染物限值

废气类型 监测因子 排放限值 标准来源

无组织废

气

氨 1.0 mg/Nm3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 4915-2013
颗粒物 0.5 mg/Nm3

4、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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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

公司产生的循环冷却废水经隔油、沉淀等措施处理后全部补充至熟料

生产系统的篦冷机等生产设备喷水；生活污水和辅助生产废水(经中和后)

经污水管网排入新建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二级生化处理后全部补充至

蓄水池，作为厂区绿化、道路洒水，不外排。

（三）、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1、监测方法和监测频次

按 GB12348-2008 的要求设置监测点位。监测频次为每季度昼间和夜间

各监测 1次。周边有敏感点的会相应增加监测频次。

2、执行标准限值

监测点位 执行标准名称 标准限值（）

厂区北厂界临

逢甲大道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2348-2008）》

昼间 65db 夜间 55db

东厂界 G205国

道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2348-2008）》

昼间 65db 夜间 55db

南厂界临文福

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2348-2008）》

昼间 65db 夜间 55db

西厂界临 G25

天汕高速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2348-2008）》

昼间 65db 夜间 55db

3、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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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行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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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进行。

监测人员持证上岗，所用计量仪器均经过计量部门检定或校准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使用。采样前大气采样器进行气路检查和流量校核，保证监测

仪器的气密性和准确性。噪声测量前后用标准声源对噪声计进行校准，监

测前后校准值差值不得大于 0.5dB。

六、信息记录和报告要求

（一）手工监测信息记录

1、采样记录：采样日期、采样时间、采样点位、混合取样的样品数量、

采样器名称、采样人姓名等。

2、样品保存和交接：样品保存方式、样品传输交接记录。 3、样品分

析记录：分析日期、样品处理方式、分析方法、质控措施、分析结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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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人姓名等。

4、质控记录：质控结果报告单。

（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

在线监测使用的监测仪器（CEMS）已通过地方环保部门的行政验收，

日常进行定期设备比对和有效性审核，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加强监测

仪器的使用和管理，做好监测仪器运行的巡查、维护和保养，保证仪器正

常有效。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保证自行监测工作落实到位。包括自动监测

系统运行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系统校准、校验工作；仪器说明

书及相关标准规范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校准、维护保养、维修记录等。

（三）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1、记录监测期间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状况（包括停机、启动情

况）、产品产量、主要原辅材料使用量、取水量、燃料消耗量、燃料主要

成分、污染治理设施主要运行状态参数、污染治理主要脱硝剂消耗情况，

并整理成台账保存。

2、生产设施的记录信息

（1）记录每日的原辅料用量及产量：主要原辅料使用量、熟料产量、

水泥产量。

（2）按生产周期记录燃料消耗量、燃料含硫量、燃料产地等。

3、污染治理设施的记录信息

应记录脱硝、除尘设备的工艺、设计建设企业、投运时间等基本情况。

按日记录脱硝剂使用量，并记录脱硝、除尘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四）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理状况

记录监测期间各类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

量，危险废物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

七、信息报告

1、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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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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开展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4）

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 （5）排污单位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

要措施。

2、应急报告

监测结果出现超标的，排污单位应加密监测，并检查超标原因。短期

内无法实现稳定达 标排放的，应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事故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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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措施等；若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 水可能危及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危害，并及时向城

镇排水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

3、日报告、月报告、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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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编制。

八、信息公开

1、公开内容

公开内容应包括：

（1）基础信息：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所属行业、地理位置、生产周

期、联系方式、委托监测机构名称等；

（2）自行监测方案；

（3）自行监测结果：全部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污染物种类及浓度、

标准限值、达标情况、超标倍数、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

（4）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

（5）污染源监测年度报告。

2、公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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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通过对外网站、报纸、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自行监测信息。同时，应当在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

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自行监测信息，并至少保存一年。（需要把公开的网

址等渠道写清楚。）

3、公开时限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按以下要求的时限公开：

（1）企业基础信息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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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变更后的五日内公布最新内容；

（2）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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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每年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九、方案实施

本监测方案于正式领取国家排污许可证后执行开始执行。

十、附件

1、项目环评批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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