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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年 4月 25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7年 6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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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排污单位可参照本标准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其周边环

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本标准适用于无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排污单位；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中未规定的

内容按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 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6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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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第 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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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自行监测 self-monitoring

指排污单位为掌握本单位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组织开展的环境监测活动。

3.2

重点排污单位 key pollutant discharging entity

指由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内

的重点排污单位。

3.3

外排口监测点位 emission site

指用于监测排污单位通过排放口向环境排放废气、废水（包括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

废水）污染物状况的监测点位。

3.4

内部监测点位 internal monitoring site

指用于监测污染治理设施进口、污水处理厂进水等污染物状况的监测点位，或监测工艺

过程中影响特定污染物产生排放的特征工艺参数的监测点位。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4.1 制定监测方案

排污单位应查清所有污染源，确定主要污染源及主要监测指标，制定监测方案。监测方

案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监测点位及示意图、监测指标、执行标准及其限值、监测频次、

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

新建排污单位应当在投入生产或使用并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完成自行监测方案的编制

及相关准备工作。

4.2 设置和维护监测设施

排污单位应按照规定设置满足开展监测所需要的监测设施。废水排放口，废气（采样）

监测平台、监测断面和监测孔的设置应符合监测规范要求。监测平台应便于开展监测活动，

应能保证监测人员的安全。

废水排放量大于 100吨/天的，应安装自动测流设施并开展流量自动监测。

4.3 开展自行监测

排污单位应按照最新的监测方案开展监测活动，可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利用自有人员、

场所和设备自行监测；也可委托其它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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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自行监测年度报告内容可以在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中体现。

4.4 做好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排污单位应建立自行监测质量管理制度，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做好监测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

4.5 记录和保存监测数据

排污单位应做好与监测相关的数据记录，按照规定进行保存，并依据相关法规向社会公

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监测内容

5.1.1 污染物排放监测

包括废气污染物（以有组织或无组织形式排入环境）、废水污染物（直接排入环境或排入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及噪声污染等。

5.1.2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或其他环境管理有明确要求的，排污单位

应按照要求对其周边相应的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开展监测；其他排污单

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开展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1.3 关键工艺参数监测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对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密切相关的关键工艺参数进行测试以补

充污染物排放监测。

5.1.4 污染治理设施处理效果监测

若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环境管理文件对污染治理设施有特别要求的，或排污单位认为有必

要的，应对污染治理设施处理效果进行监测。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排放监测

5.2.1.1 确定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排放口

符合以下条件的废气污染源为主要污染源：

a） 单台出力 14MW或 20t/h及以上的各种燃料的锅炉和燃气轮机组；

b） 重点行业的工业炉窑（水泥窑、炼焦炉、熔炼炉、焚烧炉、熔化炉、铁矿烧结炉、

加热炉、热处理炉、石灰窑等）；

c） 化工类生产工序的反应设备（化学反应器/塔、蒸馏/蒸发/萃取设备等）；

d） 其他与上述所列相当的污染源。

符合以下条件的废气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

a） 主要污染源的废气排放口；

b）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确定的主要排放口；

c） 对于多个污染源共用一个排放口的，凡涉主要污染源的排放口均为主要排放口。

5.2.1.2 监测点位

a） 外排口监测点位：点位设置应满足 GB/T 16157、HJ 75等技术规范的要求。净烟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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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烟气混合排放的，应在排气筒，或烟气汇合后的混合烟道上设置监测点位；净烟气直接排

放的，应在净烟气烟道上设置监测点位，有旁路的旁路烟道也应设置监测点位。

b） 内部监测点位设置：当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有污染物处理效果要求时，应在进入相应

污染物处理设施单元的进出口设置监测点位。当环境管理文件有要求，或排污单位认为有必

要的，可设置开展相应监测内容的内部监测点位。

5.2.1.3 监测指标

各外排口监测点位的监测指标应至少包括所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排污许可证等相关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的污染物指标。排污单位

还应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确定是否排放纳入相关有毒有

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它有毒污染物指标，这些指标也应纳入监测

指标。

对于主要排放口监测点位的监测指标，符合以下条件的为主要监测指标：

a）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或烟尘/粉尘）、挥发性有机物中排放量较大的污染物

指标；

b） 能在环境或动植物体内积蓄对人类产生长远不良影响的有毒污染物指标（存在有毒

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的，以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为准）；

c） 排污单位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超标的污染物指标。

内部监测点位的监测指标根据点位设置的主要目的确定。

5.2.1.4 监测频次

a） 确定监测频次的基本原则

排污单位应在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遵循以下原则确定各监测点位不同监测指标的

监测频次：

1） 不应低于国家或地方发布的标准、规范性文件、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

等明确规定的监测频次；

2） 主要排放口的监测频次高于非主要排放口；

3） 主要监测指标的监测频次高于其他监测指标；

4） 排向敏感地区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5） 排放状况波动大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6） 历史稳定达标状况较差的需增加监测频次，达标状况良好的可以适当降低监测频次；

7） 监测成本应与排污企业自身能力相一致，尽量避免重复监测。

b） 原则上，外排口监测点位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 执行。废气烟气参数和污染物浓度

应同步监测。

表 1 废气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级别
主要排放口

其他排放口的监测指标
主要监测指标 其他监测指标

重点排污单位 月—季度 半年—年 半年—年

非重点排污单位 半年—年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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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最低监测频次的范围，分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中依据此原则确定各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

次。

c） 内部监测点位的监测频次根据该监测点位设置目的、结果评价的需要、补充监测结

果的需要等进行确定。

5.2.1.5 监测技术

监测技术包括手工监测、自动监测两种，排污单位可根据监测成本、监测指标以及监测

频次等内容，合理选择适当的监测技术。

对于相关管理规定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指标，应采用自动监测技术；对于监测频次高、

自动监测技术成熟的监测指标，应优先选用自动监测技术；其他监测指标，可选用手工监测

技术。

5.2.1.6 采样方法

废气手工采样方法的选择参照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 GB/T 16157、HJ/T 397等执行。废

气自动监测参照 HJ/T 75、HJ/T 76执行。

5.2.1.7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的选用应充分考虑相关排放标准的规定、排污单位的排放特点、污染物排

放浓度的高低、所采用监测分析方法的检出限和干扰等因素。

监测分析方法应优先选用所执行的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方法。选用其它国家、行业标准方

法的，方法的主要特性参数（包括检出下限、精密度、准确度、干扰消除等）需符合标准要

求。尚无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的，或采用国家和行业标准方法不能得到合格测定数据的，

可选用其他方法，但必须做方法验证和对比实验，证明该方法主要特性参数的可靠性。

5.2.2 无组织排放监测

5.2.2.1 监测点位

存在废气无组织排放源的，应设置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具体要求按相关污染物排放标

准及 HJ/T 55、HJ 733等执行。

5.2.2.2 监测指标

按本标准 5.2.1.3执行。

5.2.2.3 监测频次

钢铁、水泥、焦化、石油加工、有色金属冶炼、采矿业等无组织废气排放较重的污染源，

无组织废气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监测；其他涉无组织废气排放的污染源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监

测。

5.2.2.4 监测技术

按本标准 5.2.1.5执行。

5.2.2.5 采样方法

参照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 HJ/T 55、HJ 733执行。

5.2.2.6 监测分析方法

按本标准 5.2.1.7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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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废水排放监测

5.3.1 监测点位

5.3.1.1 外排口监测点位

在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设置监测点位。

5.3.1.2 内部监测点位

按本标准 5.2.1.2 2）执行。

5.3.2 监测指标

符合以下条件的为各废水外排口监测点位的主要监测指标：

a） 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悬浮物、石油类中排放量较大

的污染物指标；

b） 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监控位置为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的污染物指标，以

及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

c） 排污单位所在流域环境质量超标的污染物指标。

其他要求按本标准 5.2.1.3执行。

5.3.3 监测频次

5.3.3.1 监测频次确定的基本原则

按本标准 5.2.1.4 1）执行。

5.3.3.2 原则上，外排口监测点位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2 执行。各排放口废水流量和污染物

浓度同步监测。

表 2 废水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级别 主要监测指标 其他监测指标

重点排污单位 日~月 季度~半年

非重点排污单位 季度 年

注：为最低监测频次的范围，在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中依据此原则确定各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

次。

5.3.3.3 内部监测点位监测频次

按本标准 5.2.1.4 3）执行。

5.3.4 监测技术

按本标准 5.2.1.5执行。

5.3.5 采样方法

废水手工采样方法的选择参照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 HJ/T 91、HJ/T 92、HJ 493、HJ 494、

HJ 495等执行，根据监测指标的特点确定采样方法为混合采样方法或瞬时采样的方法，单次

监测采样频次按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HJ/T 91执行。污水自动监测采样方法参照 HJ/T 353、

HJ/T 354、HJ/T 355、HJ/T 356执行。

5.3.6 监测分析方法

按本标准 5.2.1.7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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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5.4.1 监测点位

5.4.1.1 厂界环境噪声的监测点位置具体要求按 GB 12348执行。

5.4.1.2 噪声布点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根据厂内主要噪声源距厂界位置布点；

b） 根据厂界周围敏感目标布点；

c） “厂中厂”是否需要监测根据内部和外围排污单位协商确定；

d） 面临海洋、大江、大河的厂界原则上不布点；

e） 厂界紧邻交通干线不布点；

f） 厂界紧邻另一排污单位的，在临近另一排污单位侧是否布点由排污单位协商确定。

5.4.2 监测频次

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监测，夜间生产的要监测夜间噪声。

5.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5.1 监测点位

排污单位厂界周边的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大气等环境质量影响监测点位参照排污单

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及其他环境管理要求设置。

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及其他文件中均未作出要求，排污单位需要开展周边环境

质量影响监测的，环境质量影响监测点位设置的原则和方法参照 HJ 2.1、HJ 2.2、HJ/T 2.3、

HJ 2.4、HJ 610等规定。各类环境影响监测点位设置按照 HJ/T 91、HJ/T 164、HJ 442、HJ/T 194、

HJ/T 166等执行。

5.5.2 监测指标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参照排污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管理文

件的要求执行，或根据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确定。

5.5.3 监测频次

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管理文件有明确要求的，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频

次按照要求执行。

否则，涉水重点排污单位地表水每年丰、平、枯水期至少各监测一次，涉气重点排污单

位空气质量每半年至少监测一次，涉重金属、难降解类有机污染物等重点排污单位土壤、地

下水每年至少监测一次。发生突发环境事故对周边环境质量造成明显影响的，或周边环境质

量相关污染物超标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5.5.4 监测技术

按本标准 5.2.1.5执行。

5.5.5 采样方法

周边水环境质量监测点采样方法参照 HJ/T 91、HJ/T 164、HJ 442等执行。

周边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点采样方法参照 HJ/T 194等执行。

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采样方法参照 HJ/T 166等执行。

5.5.6 监测分析方法

按本标准 5.2.1.7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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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监测方案的描述

5.6.1 监测点位的描述

所有监测点位均应在监测方案中通过语言描述、图形示意等形式明确体现。描述内容包

括监测点位的平面位置及污染物的排放去向等。废水监测点需明确其所在废水排放口、对应

的废水处理工艺，废气排放监测点位需明确其在排放烟道的位置分布、对应的污染源及处理

设施。

5.6.2 监测指标的描述

所有监测指标采用表格、语言描述等形式明确体现。监测指标应与监测点位相对应，监

测指标内容包括每个监测点位应监测的指标名称、排放限值、排放限值的来源（如标准名称、

编号）等。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排污许可证中的污

染物，如排污单位确认未排放，监测方案中应明确注明。

5.6.3 监测频次的描述

监测频次应与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相对应，每个监测点位的每项监测指标的监测频次都

应详细注明。

5.6.4 采样方法的描述

对每项监测指标都应注明其选用的采样方法。废水采集混合样品的，应注明混合样采样

个数。废气非连续采样的，应注明每次采集的样品个数。废气颗粒物采样，应注明每个监测

点位设置的采样孔和采样点个数。

5.6.5 监测分析方法的描述

对每项监测指标都应注明其选用的监测分析方法名称、来源依据、检出限等内容。

5.7 监测方案的变更

当有以下情况发生时，应变更监测方案：

a） 执行的排放标准发生变化；

b） 排放口位置、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技术任一项内容发生变化；

c） 污染源、生产工艺或处理设施发生变化。

6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排污单位应建立并实施质量保证与控制措施方案，以自证自行监测数据的质量。

6.1 建立质量体系

排污单位应根据本单位自行监测的工作需求，设置监测机构，梳理监测方案制定、样品

采集、样品分析、监测结果报出、样品留存、相关记录的保存等监测的各个环节中，为保证

监测工作质量应制定的工作流程、管理措施与监督措施，建立自行监测质量体系。

质量体系应包括对以下内容的具体描述：监测机构，人员，出具监测数据所需仪器设备，

监测辅助设施和实验室环境，监测方法技术能力验证，监测活动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等。

委托其它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的，排污单位不用建立监测质量体

系，但应对检（监）测机构的资质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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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监测机构

监测机构应具有与监测任务相适应的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环境，明确监测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有适当的措施和程序保证监测结果准确可靠。

6.3 监测人员

应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水平满足工作要求的技术人员，规范监测人员录用、培训教育和

能力确认/考核等活动，建立人员档案，并对监测人员实施监督和管理，规避人员因素对监测

数据正确性和可靠性的影响。

6.4 监测设施和环境

根据仪器使用说明书、监测方法和规范等的要求，配备必要的如除湿机、空调、干湿度

温度计等辅助设施，以使监测工作场所条件得到有效控制。

6.5 监测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

应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相关监测方法要求的各类监测仪器设备、标准物质和实

验试剂。

监测仪器性能应符合相应方法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根据仪器性能实施自校准或者检定/

校准、运行和维护、定期检查。

标准物质、试剂、耗材的购买和使用情况应建立台账予以记录。

6.6 监测方法技术能力验证

应组织监测人员按照其所承担监测指标的方法步骤开展实验活动，测试方法的检出浓度、

校准（工作）曲线的相关性、精密度和准确度等指标，实验结果满足方法相应的规定以后，

方可确认该人员实际操作技能满足工作需求，能够承担测试工作。

6.7 监测质量控制

编制监测工作质量控制计划，选择与监测活动类型和工作量相适应的质控方法，包括使

用标准物质、采用空白试验、平行样测定、加标回收率测定等，定期进行质控数据分析。

6.8 监测质量保证

按照监测方法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展监测活动，若存在相关标准规定不明确但又影响监

测数据质量的活动，可编写《作业指导书》予以明确。

编制工作流程等相关技术规定，规定任务下达和实施，分析用仪器设备购买、验收、维

护和维修，监测结果的审核签发、监测结果录入发布等工作的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确保监测

各环节无缝衔接。

设计记录表格，对监测过程的关键信息予以记录并存档。

定期对自行监测工作开展的时效性、自行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管理部门检查结

论和公众对自行监测数据的反馈等情况进行评估，识别自行监测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纠正

措施。管理部门执法监测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不一致的，以管理部门执法监测结果为准，

作为判断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自动监测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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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记录和报告

7.1 信息记录

7.1.1 手工监测的记录

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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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2 样品保存和交接：样品保存方式、样品传输交接记录。

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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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人姓名等。

7.1.1.4 质控记录：质控结果报告单。

7.1.2 自动监测运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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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工作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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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记录监测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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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

况（包括停机、启动情况）、产品产量、主要原辅料使用量、取水量、主要燃料消耗量、燃料

主要成分、污染治理设施主要运行状态参数、污染治理主要药剂消耗情况等。日常生产中上

述信息也需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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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量、倾倒

丢弃量，危险废物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

7.2 信息报告

排污单位应编写自行监测年度报告，年度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 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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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按要求开展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

d） 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

e） 排污单位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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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信息公开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内容及方式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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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重点排污单位的信息公开要求由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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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测管理

排污单位对其自行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排污单位应积极配合并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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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火力发电厂及锅炉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火力发电厂及锅炉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年 4月 25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7年 6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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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火力发电厂及锅炉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独立火力发电厂和企业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的自行监测，及排污单位

对锅炉的监测；不适用于以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为燃料的火电厂和锅炉。

排污单位可参照本标准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周边环境

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13223、GB 132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火力发电厂 thermal power plant

燃烧固体、液体、气体燃料的发电厂。

3.2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 captive power plant

指企业以满足自身生产、办公以及生活的电力需要为主建设的火力发电机组（厂）。

3.3

锅炉 boiler

是利用燃料燃烧释放的热能或其他热能加热热水或其他工质，以生产规定参数（温度、

压力）和品质的蒸汽、热水和其他工质的设备。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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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气排放监测

5.1.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5.1.1.1 监测点位

净烟气与原烟气混合排放的，应在锅炉或燃气轮机（内燃机）排气筒，或烟气汇合后的

混合烟道上设置监测点位；净烟气直接排放的，应在净烟气烟道上设置监测点位，有旁路的

旁路烟道也应设置监测点位。

5.1.1.2 锅炉或燃气轮机排气筒等监测点位的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1执行。

表 1 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燃料类型 锅炉或燃气轮机规模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燃煤

14MW或 20t/h及以上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汞及其化合物 1、氨 2、林格曼黑度 季度

14MW或 20t/h以下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

汞及其化合物
月

燃油
14MW或 20t/h及以上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氨 2、林格曼黑度 季度

14MW或 20t/h以下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 月

燃气 3

14MW或 20t/h及以上
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颗粒物、二氧化硫、氨 2、林格曼黑度 季度

14MW或 20t/h以下
氮氧化物 月

颗粒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 年

注 1：煤种改变时，需对汞及其化合物增加监测频次。

注 2：使用液氨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可以选测。

注 3：仅限于以净化天然气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其他气体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参照以油为燃料

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注 4：型煤、水煤浆、煤矸石锅炉参照燃煤锅炉；油页岩、石油焦、生物质锅炉或燃气轮机组参照以油为燃

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注 5：多种燃料掺烧的锅炉或燃气轮机应执行最严格的监测频次。

注 6：排气筒废气监测应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5.1.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按表 2执行。

表 2 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燃料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煤、煤矸石、石油焦、油页岩、生物质 厂界 颗粒物 1 季度

油 储油罐周边及厂界 非甲烷总烃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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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燃料 氨罐区周边 氨 2 季度

注 1：未封闭堆场需增加监测频次。周边无敏感点的，可适当降低监测频次。

注 2：适用于使用液氨或氨水作为还原剂的企业。

5.2 废水排放监测

废水排放监测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按表 3执行。

表 3 废水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锅炉或燃气轮机规模 燃料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

频次

涉单台 14MW或 20t/h
及以上锅炉或燃气轮

机的排污单位

燃煤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总

磷 1、石油类、氟化物、硫化物、挥发酚、

溶解性总固体（全盐量）、流量

月

脱硫废水排放口 pH值、总砷、总铅、总汞、总镉、流量 月

燃气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总

磷 1、溶解性总固体（全盐量）、流量
季度

燃油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总

磷 1、石油类、硫化物、溶解性总固体（全

盐量）、流量

月

脱硫废水排放口 pH值、总砷、总铅、总汞、总镉、流量 月

所有 循环冷却水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总磷、流量 季度

所有 直流冷却水排放口

水温、流量 日

总余氯

冬、夏

各监

测一

次

仅涉单台 14MW 或

20t/h以下锅炉的排污

单位

所有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流

量
年

注 1：生活污水若不排入总排口，可不测总磷。

注 2：除脱 硫废水外，废水与其他工业废水混合排放的，参照相关工业行业监测要求执行；脱硫废水不外排

的，监测频次可按季度执行。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主要考虑表 4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

布情况。

表 4 厂界环境噪声布点应关注的噪声排放源

序号 燃料和热能转化设施类型
噪声排放源

主设备 辅助设备

1 燃煤锅炉 发电机、蒸汽轮机
引风机、冷却塔、脱硫塔、给水泵、灰渣

泵房、碎煤机房、循环泵房等

2 以气体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燃气轮机（内燃机） 冷却塔、压气机等

3 以油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汽轮机、发电机 空压机、风机、水泵等

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 A声级。周边有敏感点的，

应提高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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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及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燃煤火电厂的灰（渣）场的排污单位，若企业认为有必要的，应按照

HJ/T 164规定设置地下水监测点位。监测指标为 pH 值、化学需氧量、硫化物、氟化物、石油

类、总硬度、总汞、总砷、总铅、总镉等，监测频次为每年至少一次。

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3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范

围，并参照表 1~表 3和 HJ 819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相

关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相关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它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中的确定原则提高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要求

6.1.2.1 生产运行情况

燃煤机组：按照发电机组记录每日的运行小时、用煤量、实际发电量、实际供热量、产

灰量、产渣量。

燃气机组：按照燃气机组记录每日的运行小时、用气量、实际发电量、实际供热量。

燃油机组：按照发电机组记录每日的运行小时、用油量、实际发电量、实际供热量。

及时记录锅炉或燃气轮机停机、启动情况。

6.1.2.2 燃料分析结果

燃煤锅炉应每日记录煤质分析，包括收到基灰分、含硫量、挥发分和低位发热量等；燃

气锅炉应每日记录天然气成分分析；燃油锅炉应每日记录油品品质分析，包括含硫量等；其

他燃料的锅炉应每日记录燃料成分。

6.1.2.3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应记录脱硫、脱硝、除尘设备的工艺、投运时间等基本情况。

按日记录脱硫剂使用量、脱硝还原剂使用量、脱硫副产物产生量、粉煤灰产生量等。

记录脱硫、脱硝、除尘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布袋除尘器清灰周期及换袋情况等。

6.1.3 工业固体废物记录要求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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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灰渣、脱硫石膏、袋式（电袋）除尘器产生的破旧布袋等。

危险废物包括催化还原脱硝工艺产生的废烟气脱硝催化剂（钒钛系），其他工艺可能产生

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执行。

7 其他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照 HJ 8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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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造纸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造纸工业企业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

本内容和要求。 

造纸工业企业可参照本标准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其周

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3544 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354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造纸工业  paper industry 

指以植物（木材、其他植物）或废纸等为原料生产纸浆，以纸浆为原料生产纸张、纸板

等产品，及以纸和纸板为原料加工纸制品的企业或生产设施。 

3.2  

制浆造纸企业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 

指有制浆或造纸工序的企业，包括制浆企业、造纸企业、浆纸联合企业。有制浆或造纸

生产工序的纸制品加工企业也视为制浆造纸企业。 

3.3  

纸制品加工企业 paper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用纸和纸板为原料加工制成纸制品的企业。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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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外排口监测点位 

有元素氯漂白工序的造纸工业企业，须在元素氯漂白车间排放口或元素氯漂白车间处理

设施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有脱墨工序，且脱墨工序排放重金属的造纸工业企业，须在脱墨车间排放口或脱墨车间

处理设施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所有造纸工业企业均须在企业废水总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5.1.2 外排口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的造纸工业企业废水外排口监测指标及频次按表 1 执行，间接排放的造纸工业

企业参照表 1 执行。 

表 1  废水排放口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级别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备注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 自动监测 -- 

氨氮 2 日  

悬浮物、色度 日 -- 

总氮、总磷 2 周（日） 

水环境质量中总氮（无机

氮）/总磷（活性磷酸盐）超

标的流域或沿海地区，或总

氮/总磷实施总量控制区域，

总氮/总磷最低监测频次按

日执行。 

五日生化需氧量 周 -- 

企业废水总排

放口 

挥发酚、硫化物、溶解性

总固体（全盐量） 季度 选测。 

元素氯漂白车

间废水排放口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

二噁英、流量 年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

二噁英监测结果超标的，应

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重点排污单位 1 

脱墨车间废水

排放口 

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或

摸底监测确定的重金属污

染物指标 
周 若无重金属排放，则不需要

开展监测。 

非重点排污单位 企业废水总排

放口 

pH 值、悬浮物、色度、五

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氮、总磷、

流量 

季度 -- 

注 1：制浆造纸企业全部按重点排污单位管理。 

注 2：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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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5.2.1.1 碱回收炉、石灰窑废气排放口的监测指标及频次按表 2 执行。 

5.2.1.2 若排污单位有溶解槽、漂白气体制备等物理/化学反应设备，或其他有组织废气排放

源，应根据污染物排放状况，参照 HJ 819 确定监测指标和频次等内容。 

表 2  废气排放口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污染源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碱回收炉 碱回收炉排气筒或烟道上 
颗粒物、烟气黑度 季度 

石灰窑 石灰窑排气筒或烟道上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季度 

注：排气筒废气监测要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造纸工业企业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及频次按表 3 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企业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有制浆工序的企业 厂界 臭气浓度 1、颗粒物 年（月 2）

采用含氯漂白工艺的企业 漂白车间或二氧化氯制备车间外 氯化氢 年 

有生化污水处理工序的企业 厂界 臭气浓度、硫化氢、氨 年 

有石灰窑的企业 厂界 颗粒物 年 

注 1：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其他臭气污染物。 
注 2：适用于有硫酸盐法制浆或硫酸盐法纸浆漂白工序的企业，若周边没有敏感点，可适当降低监测频次。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 中的原则，主要考虑表 4 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

布情况。 

表 4  厂界环境噪声布点应关注的造纸工业企业主要噪声源 

噪声源 主要设备 

生产车间 备料过程的机械、制浆机械、抄纸机械、纸制品加工机械等 

污水处理 生化处理曝气设备、污泥脱水设备等 

 

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周边有敏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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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排污单位，若企业认为有必要的，可

按照 HJ/T 2.3、HJ/T 91、HJ 442 及受纳水体环境管理要求确定设置监测断面和监测点位，监

测指标及频次按表 5 执行。 

表 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地表水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石油类 
每年丰、平、枯水期至少各监测一次

海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活性磷

酸盐、无机氮、石油类 
每年大潮期、小潮期至少各监测一次

 

5.5   其它要求 

5.5.1 除表 1~表 3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 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范

围，并参照表 1~表 3 和 HJ 819 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相

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它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 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高

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 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 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 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应详细记录企业以下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也应参照以下内容记录

相关信息，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6.1.2.1 制浆造纸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a）分生产线记录每日的原辅料用量及产量：取水量（新鲜水），主要原辅料（木材、竹、

芦苇、蔗渣、稻麦草等植物，废纸等）使用量，商品浆和纸板及机制纸产量等； 

b）化学浆生产线还需记录粗浆得率、细浆得率、碱回收率、黑液提取率等； 

c）半化学浆、化机浆生产线还需记录纸浆得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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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碱回收工艺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石灰窑石灰石使用量、石灰窑生石灰产量、总固形物处理量、燃料消耗量等。 

还应及时记录碱回收炉和石灰窑的停机、启动情况。 

6.1.2.3 污水处理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污水处理量、污水回用量、白水回用率、污水排放量、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

率）、污水处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鼓风机电量等。 

6.1.3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倾倒丢弃

量，危险废物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原料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

记录。 

表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固体废物来源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元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产生单元 危险废物名称 

备料工序 原料灰渣、原料中的剩余废物 脱墨工序 脱墨渣 

制浆工序 浆渣 碱法制浆蒸煮工序 废液、废渣 

污水处理 污泥 

碱回收工序 白泥、绿泥 

石灰窑 石灰渣 

其他工艺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

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和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 执行。 

7 其他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照 HJ 81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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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水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水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等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辽宁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年 9月 19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7年 11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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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水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泥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气、水污染物，噪声以及对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本标准适用于水泥（熟料）制造、矿山开采、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的水泥工

业排污单位的自行监测。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包括废塑料、废橡胶、

废纸、废轮胎等，掺加生活垃圾的质量不得超过入窑物料总质量的 30%）、城市和工业污水

处理污泥、动植物加工废物、受污染土壤、应急事件废物等固体废物水泥工业排污单位的自

行监测适用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30485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HJ/T 3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62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4915和 GB 3048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水泥工业 cement industry

指从事水泥原料矿山开采、水泥（熟料）制造、散装水泥转运以及水泥制品生产的工业

部门。

3.2

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水泥窑的旁路放风系统 cement kiln by-pass system

指水泥窑在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时为避免熟料中碱、氯、硫化物等含量过高，减轻或防止

窑尾系统结皮堵塞，将回转窑窑尾高温烟气按比例从旁路中分离并进行急冷，使以气相形态

存在的挥发物冷凝在飞灰上，由除尘器将此飞灰收捕下来排出窑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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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气排放监测

5.1.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5.1.1.1 监测点位

各工序废气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的，应在排气筒或排气筒前的废气排放通道

设置监测点位。

5.1.1.2 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

水泥工业排污单位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1 执行。协同处置固体废物

期间，表 2 中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和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2 执行，其他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

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1执行。

表 1 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生产过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a

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排

气筒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氨 b 季度

氟化物（以总 F计）、汞及其化合物 半年

水泥窑窑头（冷却机）排气筒 颗粒物 自动监测

烘干机、烘干磨、煤磨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 c、氮氧化物 c 半年 d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排气筒 颗粒物 半年 d

输送设备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的排气筒
颗粒物 两年

矿山开采

破碎机排气筒 颗粒物 半年 d

输送设备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的排气筒
颗粒物 两年

散装水泥中

转站及水泥

制品生产

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的

排气筒
颗粒物 两年

注：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a：重点控制区可根据管理需要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b：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工艺；

c：适用于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或利用窑尾余热烘干经独立排气筒排放的工艺；

d：排污单位应合理安排监测计划，保证每个季度相同种类治理设施的监测点位数量基本平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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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a

协同处置非危

险废物

协同处置危

险废物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

利用系统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

氨 b 季度 季度

汞及其化合物 半年 半年

氯化氢（HCl）、氟化氢（HF）、铊、镉、铅、砷及

其化合物（以 Tl+Cd+Pb+As计）、铍、铬、锡、锑、

铜、钴、锰、镍、钒及其化合物（以 Be+Cr+Sn+Sb+Cu
+Co+Mn+Ni+V计）、总有机碳（TOC）c

半年 季度

二噁英类 年 年

水泥窑旁路放风系

统排气筒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 b

氯化氢（HCl）、氟化氢（HF）、汞及其化合物、铊、

镉、铅、砷及其化合物（以 Tl+Cd+Pb+As计）、铍、

铬、锡、锑、铜、钴、锰、镍、钒及其化合物（以

Be+Cr+Sn+Sb+ Cu+Co+Mn+Ni+V计）、总有机碳

（TOC）c、d

半年 季度

二噁英类 年 年

固体废物储存、预

处理单元排气筒 e

臭气浓度、硫化氢、氨、颗粒物 半年 —

臭气浓度、硫化氢、氨、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 季度

注：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a：重点控制区可根据管理需要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b：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生产工艺；

c：在国家标准监测方法发布前，TOC可按照 HJ 662和 HJ/T 38等相关标准进行监测；

d：适用于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水泥（熟料）制造排污单位；

e：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还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或其

他环境管理要求确定其他监测项目。

5.1.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水泥工业排污单位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3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厂界
颗粒物 季度

氨 a、硫化氢 b、臭气浓度 b、非甲烷总烃 c 年

注 a：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水泥工业排污单位，以及利用水

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水泥工业排污单位；

b：适用于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水泥工业排污单位；
c：适用于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水泥工业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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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根据 GB 12348的要求，设置监测点位。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周边有敏感点的，

应增加监测频次。

5.3 废水排放监测

废水外排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和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4执行。

表 4 废水排放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

频次
适用条件

废水总排放口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石油类、氟化物、氨氮、总磷、水温、流量
半年

适用于废水外排的所有水泥工

业排污单位

车间或车间处

理设施排放口
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 半年

适用于废水外排的协同处置固

体废物的水泥工业排污单位

注：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排污单位的其他监测指标还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

其批复确定。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于 2015年 1月 1日（含）后

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水泥工业排污单位，可按照 HJ/T 166中相关规

定设置周边土壤环境影响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5执行。

表 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介质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土壤 汞、铊、镉、铅、砷、铍、铬、锡、锑、铜、钴、锰、镍、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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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4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和 5.5.1.2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

范围，并参照表 1~表 4和 HJ 819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

（仅限 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管理规定明确要

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国家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中的原则提高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要求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要求

应详细记录排污单位以下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6.1.2.1 水泥制造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分生产线记录每日的主要原辅料用量及产量：石灰石、粘土、石膏等主要原辅料的使用

量，熟料、成品水泥等产品产量。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时，需要记录固废处置量。

及时记录水泥窑停窑、点火、保温等情况。

6.1.2.2 原煤分析结果

结合排污单位生产实际，记录每天的原煤消耗量及每批次煤质的分析结果，包括低位发

热量、灰分、挥发分、含硫量等。

6.1.2.3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应记录除尘、脱硝、脱硫等工艺的基本情况，按日记录氨水和尿素等含氨物质的消耗情

况、脱硫剂使用剂量、脱硫副产物产生量等，并记录除尘、脱硝、脱硫等设施运行、故障及

维护情况。

6.1.2.4 旁路放风记录

在排污单位进行旁路放风时，对旁路放风方式、时间、排气量等参数进行记录。

6.1.2.5 噪声防护设施运行情况

应记录降噪设施的完好性及建设维护情况，记录相关参数。

6.1.2.6 废水处理情况

应记录废水处理方式、去向及排放量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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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记录要求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危险废物

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原料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

表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类别 产生单元 废物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除尘工序 用于收尘的废滤袋

水泥窑 废耐火砖

危险废物
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执行。

7 其他

除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照 HJ 8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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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

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12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 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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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纺织印染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

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

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自行监测。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 820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4287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936 缫丝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937 毛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938 麻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令 第 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4287、GB 28936、GB 28937、GB 28938、HJ 8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标准。 

3.1    

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  textile and dyeing industry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指从事对麻、丝、毛等纺前纤维进行加工，纺织材料前处理、染色、印花、整理为主的

印染加工，以及从事织造，服装与服饰加工，并有污染产生的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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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印染  dyeing and printing 

指对纺织材料（纤维、纱、线及织物）进行以化学处理为主的工艺过程，包括前处理、

染色、印花、整理（包括一般整理与功能整理）等工序。 

3.3    

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  centralized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for 

textile and dyeing industry 

为两家及以上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提供废水处理服务，且执行 GB 4287、GB 28936、

GB 28937、GB 28938 中水污染物排放要求的企业或机构。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和维护监

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数据，依

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所有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均须在废水总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使用含铬染料及助剂进行染色的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须在染色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

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有印花工序，且印花工序使用感光制网工艺的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须在印花车间或

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所有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均须在总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5.1.2 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印染行业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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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印染行业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悬浮物、色度 日 周 

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 a、总氮 a 周 月 

苯胺类、硫化物 月 季度 

二氧化氯 b、可吸附有机卤素（AOX）b 季度 半年 

总锑 c 季度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

排放口 
六价铬 d 月 

雨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日 e 

注：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a 总氮/总磷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氮/总磷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 

b适用于含氯漂工艺的排污单位。监测结果超标的，应增加监测频次。 

c 适用于原料含涤纶的排污单位。水环境质量中总锑超标的流域或沿海地区，总锑最低监测频次按月执行。 

d 适用于使用含铬染料及助剂、有感光制网工艺进行染色印花的排污单位。 

e 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毛纺、麻纺、缫丝、织造、水洗行业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

频次按照表 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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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毛纺、麻纺、缫丝、织造、水洗行业排污单位废水排放 

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悬浮物、色度 a 日 周 

五日生化需氧量 周 月 

总磷 b、总氮 b、动植物油 c 月 季度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d 半年 年 

雨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日 e 

注：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a 适用于麻纺、水洗行业排污单位。 

b总氮/总磷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氮/总磷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 

c 适用于毛纺、缫丝行业排污单位。 

d 适用于麻纺行业排污单位。监测结果超标的，应增加监测频次。 

e 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3

执行。 

表 3  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纺织印染工业废水

集中处理设施总排

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悬浮物、色度、总磷 a、总氮 a 日 

五日生化需氧量 周 

总锑 b、二氧化氯 c、可吸附有机卤素（AOX）c、硫化物 c、苯胺

类 c、六价铬 c、动植物油 c 
月 

注：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a 总氮/总磷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氮/总磷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 

b水环境质量中总锑超标的流域或沿海地区，总锑按周执行。 

c 根据接收废水排放排污单位情况确定具体监测指标。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 

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4 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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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污染源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印花设施 印花设施排气筒或车间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季度 

甲苯、二甲苯 半年 

定型设施 定型设施排气筒或车间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 
颗粒物 半年 

非甲烷总烃 季度 

涂层设施 涂层设施排气筒或车间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季度 

甲苯、二甲苯 半年 

注 1：排气筒废气监测要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2：监测结果超标的，应增加相应指标的监测频次。 

注 3：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其他有机废气污染物。 

注 4：印花设施指蒸化、静电植绒、数码印花、转移印花等产生废气重点工段的设施。 

 

若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有其他有组织废气排放源，应根据污染物排放状况，参照 HJ 819

确定监测指标和监测频次等内容。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 

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5 执

行。 

表 5  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印染行业排污单位 厂界 
颗粒物、臭气浓度 a、氨 b、硫化氢 b、非

甲烷总烃 
半年 

毛纺、麻纺、缫丝行业排污单位 厂界 颗粒物、臭气浓度 a、氨 b、硫化氢 b 半年 

织造、水洗行业排污单位 厂界 颗粒物、臭气浓度 b、氨 b、硫化氢 b 半年 

注：若周边有敏感点，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注：a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其他臭气污染物。 

b有废水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监测该污染物指标。 

 

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

照表 6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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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单位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纺织印染工业废水

集中处理设施 
厂界 臭气浓度 a、氨、硫化氢 季度 

注：a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其他臭气污染物。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 中的原则，主要考虑表 7 中噪声源在厂区内的

分布情况和周边环境敏感点的位置。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周边有敏

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表 7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布点应关注的主要噪声源 

噪声源 主要设备 

生产车间 洗毛设施、麻脱胶设施、缫丝设施、织造设施、印染生产设施、水洗设施等 

废水处理设施 废水处理的风机、水泵、曝气设备，污泥脱水设备等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的环境影响评价批

复）、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行单位

认为有必要，可对周边地表水、海水和土壤开展监测。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纺

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和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可按照 HJ/T 2.3、HJ/T 91、HJ 442

及受纳水体环境管理要求设置监测断面和监测点位。开展土壤监测的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

和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可按照 HJ/T 166 及土壤环境管理要求设置监测点位。监

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8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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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地表水 
pH 值、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总氮、总锑 a、总铬 b、苯胺类 c 等 
季度 

海水 
pH 值、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活性磷酸盐、

无机氮、总锑 a、总铬 b、苯胺类 c 等 
半年 

土壤 pH 值、铬等 年 b 

注：a 适用于原料含涤纶的排污单位，以及接收此类排污单位废水的集中处理设施。 

b适用于使用含铬染料及助剂、有感光制网工艺进行染色印花的排污单位，以及接收此类排污单位废水的

集中处理设施。 

c 适用于印染行业排污单位，以及接收此类排污单位废水的集中处理设施。  

 

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6、表 8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 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

指标范围，并参照表 1~表 6、表 8 和 HJ 819 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的污染

物指标； 

5.5.1.2 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定实际排

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物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 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高

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 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 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 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详细记录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应参照以下内容记录相关信息，并

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a）分生产线记录每日的原辅料用量、产品产量：取水量（新鲜水），主要原辅料（天然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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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或化学纤维、坯布、织物、成衣等，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化学品等）使用量，生丝、净毛、

精干麻、纱、坯布、色纤、色纱、面料、水洗成衣等产量； 

b) 染色生产线每日记录上染率、浴比等。 

6.1.2.2 废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废水处理量、废水回用量、废水排放量、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率）、废水处理

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电耗等；记录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6.1.2.3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废气处理使用的药剂等耗材名称及用量；记录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参数、故障及

维护情况等。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

相关要求，按日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及其具体去向。原料

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见表 9。 

表 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类别 来源 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 

生产车间、废水/气处

理设施 

工业粉尘、废纸类、废木材、废玻璃及其他废物（原料中的剩余废

物、金属零件等）；含氮有机废物、有机废水污泥（根据地方管理要

求执行） 

危险废物 
生产车间、废气处理

设施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染料和

涂料废物、沾染染料和有机溶剂等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等 

注：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和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 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 HJ 81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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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

准。 

本标准提出了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

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本标准不适用于钢铁生产企业中铁矿采选和铁合金生产

工序的自行监测。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宝钢环境监测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12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 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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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

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

物，噪声以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本标准不适用于钢铁生产企业中铁矿采选和

铁合金生产工序的自行监测。 

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

求按照 HJ 820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2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3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4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5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令 第 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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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 13456、GB 16171、GB 28662、GB 28663、GB 28664、GB 28665、HJ 819 界定的以及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钢铁工业排污单位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指含有烧结、球团、炼铁、炼钢及轧钢等工业生产工序的排污单位。 

3.2 

炼焦化学工业排污单位 coking chemical industry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指含有炼焦化学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污单位，包括炼焦化学工业企业及钢铁等工业企业炼

焦分厂。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和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气排放监测 

5.1.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5.1.1.1 监测点位 

各工序废气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的，应在排气筒或排气筒前的废气排放通道

设置监测点位。 

5.1.1.2 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 

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 执行。 

表 1 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原料系统 供卸料设施、转运站及其他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 两年 

烧结 

配料设施、整粒筛分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 季度 

烧结机机头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氟化物 季度 

二噁英类 年 

烧结机机尾排气筒 颗粒物 自动监测 

破碎设施、冷却设施及其他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 年 

球团 配料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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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焙烧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氟化物 季度 

破碎、筛分、干燥及其他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 年 

炼焦 

精煤破碎、焦炭破碎、筛分、转运设施排气

筒 
颗粒物 年 

装煤地面站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苯并[a]芘 半年 

推焦地面站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焦炉烟囱（含焦炉烟气尾部脱硫、脱硝设施

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干法熄焦地面站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粗苯管式炉、半焦烘干和氨分解炉等燃用焦

炉煤气的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半年 

冷鼓、库区焦油各类贮槽排气筒 
苯并[a]芘、氰化氢、酚类、非甲

烷总烃、氨、硫化氢 
半年 

苯贮槽排气筒 苯、非甲烷总烃 半年 

脱硫再生塔排气筒 氨、硫化氢 半年 

硫铵结晶干燥排气筒 颗粒物、氨 半年 

炼铁 

矿槽排气筒 颗粒物 自动监测 

出铁场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 a 自动监测 

热风炉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季度 

原料系统、煤粉系统及其他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 年 

炼钢 

转炉二次烟气排气筒 颗粒物 自动监测 

转炉三次烟气排气筒 颗粒物 季度 

电炉烟气排气筒 
颗粒物 自动监测 

二噁英类 年 

石灰窑、白云石窑焙烧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 a、氮氧化物 a 季度 

铁水预处理（包括倒罐、扒渣等）、精炼炉、

钢渣处理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 年 

转炉一次烟气、连铸切割及火焰清理及其他

设施排气筒 
颗粒物 两年 

电渣冶金排气筒 氟化物 半年 

轧钢 

热处理炉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季度（自

动监测 b） 

热轧精轧机排气筒 颗粒物 年 

拉矫机、精整机、抛丸机、修磨机、焊接机 颗粒物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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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及其他设施排气筒 

轧制机组排气筒 油雾 c 半年 

废酸再生排气筒 颗粒物、氯化氢、硝酸雾、氟化物 半年 

酸洗机组排气筒 氯化氢、硫酸雾、硝酸雾、氟化物 半年 

涂镀层机组排气筒 铬酸雾 半年 

脱脂排气筒 碱雾 c 半年 

涂层机组排气筒 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半年 

注 1：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2：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标准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a 为选测指标。 

b燃用发生炉煤气的热处理炉排气筒须采取自动监测。 

c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未发布前可以选测。 

 

5.1.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5.1.2.1 生产车间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排污单位应按照 GB 16171、GB 28662、GB 28663、GB 28664、GB 28665、HJ/T 55 规定

设置生产车间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有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的，按地方排放标准执行。监测指

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2 执行。 

表 2 生产车间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生产工序 无组织排放源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烧结、球团、

炼铁、炼钢 
生产车间 颗粒物 年（季度 a） 

炼焦 焦炉 
颗粒物、苯并[a]芘、硫化氢、氨、苯

可溶物 
季度 

轧钢 

板坯加热、磨辊作业、钢卷精整、

酸再生下料车间  
颗粒物  年 

酸洗机组及废酸再生车间 硫酸雾、氯化氢、硝酸雾 年 

涂层机组车间 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年 

注：a 适用于无完整厂房车间的情况。 

 

5.1.2.2 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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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有炼焦化学生

产过程的 
厂界 

颗粒物、二氧化硫、苯并[a]芘、氰化氢、苯、酚类、硫化氢、

氨、氮氧化物  
季度 

无炼焦化学生

产过程的 
颗粒物 季度 

 

5.2  废水排放监测 

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4 执行。不同工序废水混合排放的，

应覆盖表 4 中相应工序的监测因子，监测频次从严。 

表 4 废水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

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钢铁联合企业

（不包括炼焦

分厂） 

钢铁非联合企业 

炼焦 烧结 

（球团） 
炼铁 炼钢 轧钢 

废水

总排

放口 

流量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 

pH 值 自动监测 月 月 月 日 自动监测 

悬浮物 周 月 月 月 周 月 

化学需氧量 自动监测 月 月 月 日 自动监测 

氨氮 自动监测 — 月 月 日 自动监测 

总氮 周（日 a） — 月 月 周（日 a） 周（日 a） 

总磷 周（日 a） — — — 周（日 a） 周（日 a） 

石油类 周 月 月 月 周 月 

五日生化需氧量 — — — — — 月 

挥发酚 季度 — 季度 — — 月 

氰化物 季度 — 季度 — 季度 月 

氟化物 季度 — — 季度 季度 — 

总铁 季度 — — — 季度 — 

总锌 季度 — 季度 — 季度 — 

总铜 季度 — — — 季度 — 

苯 — — — — — 月 

硫化物 — — —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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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钢铁联合企业

（不包括炼焦

分厂） 

钢铁非联合企业 

炼焦 烧结 

（球团） 
炼铁 炼钢 轧钢 

  

车间

或生

产设

施废

水排

放口 

流量 

参照钢铁非联

合企业车间或

生产设施废水

排放口监测要

求执行 

月 月 — 周（月 b） 月 

总砷 月 — — 周（月 b） — 

六价铬 — — — 周（月 b） — 

总铬 — — — 周（月 b） — 

总铅 月 月 — — — 

总镍 — — — 周（月 b） — 

总镉 — — — 周（月 b） — 

总汞 — — — 周（月 b） — 

苯并[a]芘 — — — — — 月 c 

多环芳烃 — — — — — 月 c 

注 1：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2：炼焦洗煤、熄焦和高炉冲渣回用水池内和补水口每周至少开展一次监测，补水口监测指标包括 pH 值、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酚、氰化物，回用水池内监测指标为挥发酚。 

注 3：雨水排放口排放期间每日至少开展一次监测，监测指标包括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

确保有流量的情况下，雨后 15 分钟内进行监测。 

注 4：单独排入外环境的生活污水排放口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监测，监测指标包括流量、pH 值、悬浮物、化

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 

注：a 总氮/总磷实施总量控制的区域，总氮/总磷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 

b适用于不含冷轧的轧钢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c 若酚氰污水处理站仅处理生产工艺废水，则在酚氰污水处理厂排放口监测；若有其他废水进入酚氰污

水处理站混合处理，则在其他废水混入前对生产工艺废水采样监测。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 中的原则，主要考虑破碎设备、筛分设备、风

机、空压机、水泵等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况。 

厂界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 A 声级。周边有敏感点的，应

增加敏感点位噪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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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

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对周边水、土壤、空气环境质量开展监

测。可参照 HJ/T 164、HJ/T 166、HJ 610 中相关规定设置周边地下水、土壤环境影响监测点位，

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或海水的排污单位，可参照 HJ/T 2.3、HJ/T 91、HJ 442 中相关规定

设置周边地表水、海水环境影响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频次按表 5 执行。周边空气质量影响

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可参照 HJ 2.2、HJ/T 194、HJ 819 中相关规定执行。 

表 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地表水 

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总氮、铜、锌、氟化物、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

酚、石油类、硫化物、铁、苯、总铬、镍、多环芳烃等 

季度 

海水 

pH 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无机氮、非离子

氮、活性磷酸盐、汞、镉、铅、六价铬、总铬、砷、铜、锌、镍、

氰化物、硫化物、挥发酚、石油类、氟化物、铁、苯、多环芳烃等 

半年  

地下水 

pH 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铜、锌、

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硝酸盐、亚硝酸盐、氨氮、氟化物、氰化

物、汞、砷、镉、六价铬、铅、镍、硫化物、总铬、多环芳烃、苯、

甲苯、二甲苯等 

年 

土壤 
pH 值、阳离子交换量、镉、汞、砷、铜、铅、铬、锌、镍、多环

芳烃、苯、甲苯、二甲苯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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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它要求 

5.5.1 除表 1~表 5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 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范

围，并参照表 1~表 5 和 HJ 819 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求

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它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 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高

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 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 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的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 HJ 819 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按班次记录正常工况各生产单元主要生产设施的累计生产时间、生产负荷、主要产品产

量、原辅料及燃料使用情况（包括种类、名称、用量、有毒有害元素成分及占比）等数据。 

6.1.2.2 原辅料、燃料采购信息 

填写原辅料、燃料采购情况及物质、元素占比情况信息。 

6.1.2.3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应记录除尘、脱硝、脱硫等工艺的基本情况，按班次记录氨水和尿素等含氨物质的消耗

情况、脱硫剂使用剂量、脱硫副产物产生量等，并记录除尘、脱硝、脱硫等设施运行、故障

及维护情况。 

6.1.2.4 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应记录废水处理工艺的基本情况，按班次记录废水累计流量、药剂投加种类及投加量、

污泥产生量等，并记录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 

6.1.2.5 噪声防护设施运行情况 

应记录降噪设施的完好性及建设维护情况，记录相关参数。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记录要求 

记录表 6 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危

险废物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原料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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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固体废物来源 

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工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

产生工序 
危险废物名称 

原料系统 除尘灰等 炼焦 
精（蒸）馏等产生的残渣、焦粉、焦油渣、

脱硫废液、筛焦过程产生的粉尘等 

烧结、球团 除尘灰、脱硫石膏等 
炼钢 

电炉炼钢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

尘和废水处理污泥等 炼焦 煤粉等 

炼铁 除尘灰、瓦斯灰泥、高炉渣等 轧钢 废酸、废矿物油等 

炼钢 钢渣、废钢铁料、氧化铁皮等 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

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轧钢 除尘灰、氧化铁皮等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 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照 HJ 81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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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石油炼制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石油炼制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

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河北省

环境监测中心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阳石化分公司环境监测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12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 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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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炼制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石油炼制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

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炼制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

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排污单位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 820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31570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令 第 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31570、HJ 8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石油炼制工业  petroleum refining industry 

以原油、重油等为原料，生产汽油馏分、柴油馏分、燃料油、润滑油、石油蜡、石油沥

青和石油化工原料等的工业。 

3.2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

物。本标准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排气筒和企业边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控制指标。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h5Mmkb6JNWyNgj-X3dBB5g-c-XmKpb8Pmwo25YxIQ2_HpO6W9T4N8x54bX9KxPC&wd=&eqid=8d5e8d9200009b310000000358d37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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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含汞原油  hydrargyrate crude oil 

本标准特指汞含量大于 5 μg/g 的原油。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排污单位须在废水总排放口、雨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位的设置按照表 1 中的规定执行。 

5.1.2   监测指标与频次 

废水排放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1 执行。 

表 1  废水排放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周 

石油类、pH 值、悬浮物、总氮、总

磷、硫化物、挥发酚 
周 月 

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总钒、

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

二甲苯、乙苯、总氰化物 

月 季度 

延迟焦化装置冷焦水、切焦水废水排放口 苯并(a)芘 半年 a 

常减压蒸馏装置电脱盐废水排放口 b 

总汞 月 

烷基汞 半年 a 

酸性水汽提装置废水排放口 总砷 月 

催化裂化装置烟气脱硫废水排放口 

催化汽油吸附脱硫装置烟气脱硫废水排放口 
总镍 月 

航空汽油调和车间废水排放口 

四乙基铅生产装置废水排放口 
总铅 月 

雨水排放口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

悬浮物 
日 c 

注 1：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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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监测污染物浓度时应同步监测流量。 

注：a2020 年 1 月 1 日起按月执行。 

b适用于加工含汞原油的情况。 

c 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5.2.1.1   监测点位 

废气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的，应在烟道上设置监测点位；相同监测指标多股

废气混合排放的，应在废气汇合后的共用烟道上或分别在各个烟道上设置监测点位；有旁路

的旁路烟道也应设置监测点位；有机废气回收处理装置应分别在其废气进口及排放口设置监

测点位。 

5.2.1.2   监测指标与频次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2 执行。 

表 2  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工艺加热炉排气筒（单台额定功率≥14MW） 

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二氧化硫、颗粒物 季度（月 a） 

工艺加热炉排气筒（单台额定功率＜14MW）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季度（月 a） 

催化裂化催化剂再生烟气排气筒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自动监测 

镍及其化合物 季度 

重整催化剂再生烟气排气筒 

离子液法烷基化装置催化剂再生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月 

氯化氢 季度 

催化汽油吸附脱硫再生烟气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 季度 

酸性气回收装置排气筒 

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硫化氢、氮氧化物 b 月 

硫酸雾 c 季度 

氧化沥青装置排气筒 

沥青烟 季度 

苯并(a)芘 半年 

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硫化氢 月 

苯、甲苯、二甲苯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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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有机废气回收处理装置进口及其排放口 d 非甲烷总烃 月 

危险废物焚烧炉排气筒 e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自动监测 

烟气黑度、一氧化碳、氟化氢、

氯化氢、汞及其化合物、镉及其

化合物、（砷、镍及其化合物）、

铅及其化合物、（铬、锡、锑、

铜、锰及其化合物） 

月 

二噁英类 年 

注 1：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2：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标准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a 若燃料为净化后干气、瓦斯气、天然气则按季度监测，若采用其他燃料，则在使用期间按月监测。 

b
适用于采用氧化法尾气污染物控制的酸性气回收装置。 

c
适用于酸性气回收装置生产硫酸的情况。 

d
有机废气排放口排气中若含有颗粒物、二氧化硫或氮氧化物，须进行监测。 

e 危险废物焚烧炉排气筒监测的其他要求按 GB 18484 执行。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3 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企业边界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 a、苯、甲苯、

二甲苯、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季度 

苯并(a)芘 年 

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气体/蒸气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 
挥发性有机物 季度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 挥发性有机物 半年 

注 1：对于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检测，若同一密封点连续三个周期检测无泄漏情况，则检测周期可

延长一倍，但在后续监测中该检测点位一旦检测出现泄漏情况，则监测频次按原规定执行。 

注 2：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 GB 14554 中的其他恶臭污染物。 

注 3：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的其他要求按 HJ 733 及其他国家挥发性有机物管理规定执行。 

注：a 适用于工艺装置中有连续重整装置或采用离子液法的烷基化装置的情况。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 中的原则，主要考虑机泵电机、空冷电机、压

缩电机、风机等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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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 A 声级。周边有敏感点

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

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对周边水、土壤、环境空气质量开展监

测。可按照 HJ 664、HJ/T 55、HJ/T 164、HJ/T 166、HJ/T 194 中相关规定设置环境空气、地下

水、土壤监测点位，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排污单位，可按照 HJ/T 91、HJ 442 中

相关规定设置周边地表水、海水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可参照表 4 执行。 

表 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类别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 a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 b、苯、甲苯、二甲苯、氨、

硫化氢 
半年 

苯并(a)芘 年 

地表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悬浮物、总氮、总磷、

硫化物、挥发酚、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总钒、苯、

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乙苯、总氰化物、

苯并(a)芘、总砷、总镍、总铅、总汞、烷基汞等 

季度 

地下水 

pH 值、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类、总氮、总磷、硫化

物、挥发酚、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总钒、苯、甲苯、

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乙苯、总氰化物、苯并(a)

芘、总砷、总镍、总铅、总汞、烷基汞等 

年 

海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悬浮物、总氮、总磷、

硫化物、挥发酚、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总钒、苯、

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乙苯、总氰化物、

苯并(a)芘、总砷、总镍、总铅、总汞、烷基汞等 

半年 

土壤 
pH 值、硫化物、苯、甲苯、二甲苯、苯并(a)芘、总砷、总

镍、总铅、总汞等 
年 

注：a 每次连测 3 天。 

b
适用于工艺装置中有连续重整装置或采用离子液法的烷基化装置的情况。 

 

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3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 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

范围，并参照表 1~表 3 和 HJ 819 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

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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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它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 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

高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 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 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 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要求 

6.1.2.1   生产设施运行状况 

a）主体设施 

按班次记录正常工况各主要生产单元每套装置的运行状态、生产负荷，重点记录各装置

的原料用量、辅料用量、主产品产量、副产品产量、取水量（新鲜水）、废水排放量、燃料消

耗量、燃料含硫量、原料含硫量与各种金属类含量、运行时间等参数情况。催化裂化装置还

应记录新催化剂主要成分及用量、废催化剂排放量、再生催化剂循环量等。 

b）公辅设施 

包括污水处理装置、储罐、火炬系统、动力站等，储罐包括设计规模、工艺参数（温度、

液位、周转量）等，火炬系统应连续记录引燃设施和火炬工作状态（火炬气流量、火炬头温

度、火种气流量、火种温度等）。 

c）全厂运行情况 

年生产时间分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生产装置或设施开停工、检维修）、原辅燃料使用

量、主要产品产量等。辅料重点记录与污染治理设施和污染物排放相关的内容。 

6.1.2.2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应当包括设备运行校验关键参数，能充分反映生产设施及治

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 

a）废水治理设施包括预处理设施和集中污水处理设施两部分，需每天记录废水处理量、

回用水量、运行参数（包括运行工况等）、药剂使用量、投放频次、电耗、污泥产生量等。如

出现设施停运、检维修、事故等异常情况，需进行记录。 

b）有组织废气治理设施需记录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运行参数（包括运行工况等）、

使用药剂、投放频次等。如出现设施停运、检维修、事故等异常情况，需进行记录。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

相关要求，按日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及其具体去向。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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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见表 5。 

表 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类别 废物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灰渣、脱硫石膏、袋式（电袋）除尘器产生的破旧布袋 

危险废物 废碱液、废酸液、废催化剂、含油污泥等。 

注：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监测报告、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 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照 HJ 81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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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提取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提取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年 12月 21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年 01月 0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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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提取类制药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提取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提取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

以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本标准也适用于与提取类药物结构相似的兽药生产排污单位。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 820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21905 提取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令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219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提取 extract

指通过溶剂(如乙醇)处理、蒸馏、脱水、经受压力或离心力作用，或通过其他化学或机

械工艺过程从物质中制取 (如组成成分或汁液)。

3.2

提取类制药 extraction pharmacy

指运用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化学的方法，将生物体中起重要生理作用的各种基本物质

http://baike.so.com/doc/1355777-1433373.html
http://baike.so.com/doc/3036121-3200992.html
http://baike.so.com/doc/799473-845781.html
http://baike.so.com/doc/2341910-24767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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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提取、分离、纯化等手段制造药物的过程。

3.3

直接排放 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4

间接排放 in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5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

物。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和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所有提取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均须在废水总排放口、雨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生活污

水单独排入外环境的须在生活污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5.1.2 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执行。

表 1 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废水

总排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总磷 日（自动监测
a
） 月（自动监测

a
）

总氮 日
b

月（日
b
）

悬浮物、色度、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

急性毒性（HgCl2毒性当量）
月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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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生活污水

排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

总磷 月（自动监测
a
） -

总氮 月（日
b
） -

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 月 -

雨水排放口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 日
c

注：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a
水环境质量中总磷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磷须采取自动监测。

b
水环境质量中总氮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氮目前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待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发布后,

须采取自动监测。

c
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5.2.1.1 监测点位

各工序废气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须在排气筒或排气筒前的废气管道设置监

测点位。

5.2.1.2 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各工序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2 执行。对于多个污染源

或生产设备共用一个排气筒的，监测点位可布设在共用排气筒上，监测指标应涵盖所对应的

污染源或生产设备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按照严格的执行。

表 2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废气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原料选择和预处

理、清洗、粉碎

等

破碎、筛分机等设

备排气筒或密闭车

间排气筒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提取、精制、溶

剂回收

酸化罐、吸附塔、

结晶罐、蒸馏回收

等设备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干燥

干燥塔、真空干燥

器、真空泵等干燥

设备排气筒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4

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废气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成品
粉碎、研磨、包装

等设备排气筒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其他

危废暂存废气排气

筒
——

挥发性有机物
a

季度

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年

危险废物焚烧炉排

气筒
——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烟气黑度、一氧化碳、氯化

氢、氟化氢、汞及其化合物、

镉及其化合物、(砷、镍及

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

(锑、铬、 锡、铜、锰及其

化合物)

半年

二噁英类 年

污水处理设施排气

筒
——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年

注 1：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2：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a
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需求，挥发性有机物可选择对主要 VOCs 物种进行定量加和的方法测量总有机

化合物，或者选用按基准物质标定，检测器对混合进样中 VOCs 综合响应的方法测量非甲烷有机化合物。

由于现阶段国家还未出台标准测定方法，本标准暂时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控制

指标，待相关标准方法发布后，从其规定。

b
特征污染物见 GB 14554、GB 16297所列污染物，根据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相关环境管理规定，以及生产工艺、原辅用料、中间及最终产品，确定具

体污染物项目。待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后，从其规定。地方排放标准中有要求的，按照严

格的执行。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3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厂界 挥发性有机物 a、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半年

注：
a
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需求，挥发性有机物可选择对主要 VOCs 物种进行定量加和的方法测量总有机

化合物，或者选用按基准物质标定，检测器对混合进样中 VOCs 综合响应的方法测量非甲烷有机化合物。

由于现阶段国家还未出台标准测定方法，本标准暂时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控制

指标，待相关标准方法发布后，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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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征污染物见 GB 14554、GB 16297所列污染物，根据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相关环境管理规定，以及生产工艺、原辅用料、中间及最终产品，确定具

体污染物项目。待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后，从其规定。地方排放标准中有要求的，按照严

格的执行。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主要考虑表 4中噪声源在厂区内的

分布情况和周边环境敏感点的位置。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间噪声监测，夜间

生产的排污单位须监测夜间噪声。周边有敏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表 4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布点应关注的主要噪声源

噪声源 主要设备

原料选择、预处理、清洗、粉碎工序 备料过程的机械、清洗机械、粉碎机械等

提取、精制、干燥、灭菌、制剂工序 电机、离心机、泵、风机、冷冻机、空调机组、凉水塔等

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提升泵、曝气设备、风机、污泥脱水设备等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

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对周边地表水、海水和土壤开展监测。

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排污单位，可按照 HJ/T 2.3、HJ/T 91、HJ 442及受纳水体

环境管理要求设置监测断面和监测点位；开展土壤监测的排污单位，可按照 HJ/T 166及土壤

环境管理要求设置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5执行。

表 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地表水
pH值、化学需氧量、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等
季度

海水
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活性磷

酸盐、无机氮等
半年

土壤 pH值、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丙酮等 年

注：地表水、海水、土壤的具体监测指标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产品和副产物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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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3、表 5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和 5.5.1.2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

指标范围，并参照表 1~表 3、表 5和 HJ 819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 2015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

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高

监测频次。

5.5.3 涉及化学合成类、发酵类和提取类两种以上工业类型的排污单位，监测方案中应涵盖

所涉及工业类型的所有监测指标，监测频次按照严格的执行。

5.5.4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 相关要求执行。

5.5.5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规定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规定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排污单位应详细记录其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应参照以下内容记录

相关信息，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按照药品生产批次记录以下相关信息：

a）原料选择和预处理、清洗、粉碎生产工序：记录取水量（新鲜水），主要原辅料（人

体、植物、动物、海洋生物）使用量等；

b）提取工序：记录溶剂的使用量和药物粗品的产生量等；

c）精制工序：记录活性炭、碳纤维滤膜、树脂等过滤物及载体使用量，无机盐（氯化钠、

硫酸铵、硫酸镁、硫酸钠、磷酸钠等）使用量，溶剂（盐酸、乙醇、丙酮、三氯甲烷、二氯

甲烷、乙酸乙酯等）使用量等。

6.1.2.2 溶剂回收运行状况记录

按各产品生产批次记录溶剂名称、回收量、补充量，以及溶剂回收设备能源、耗材使用

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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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污水处理量、排放量、回用水量、回用率、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率）、污水处

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鼓风机电量等；记录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6.1.2.4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废气处理使用的吸附剂、过滤材料等耗材的名称及用量；记录废气处理设施运

行参数、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信息记录

按日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按照危险废物管

理的相关要求，按日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及其具体去向。

原料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

情况见表 6。

表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种类 主要产生来源 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原料选择、预处理、粉碎、清洗

工序

原料中的杂物、废包装材料、变质的动物或海洋

生物尸体、动物组织中剔除的结缔组织或脂肪组

织等

危险废物
提取、精制、有机溶剂回收、废

气处理工序

残余液、废滤芯（滤膜）等吸附过滤物及载体、

含菌废液、废药品、废试剂、废催化剂、废渣等

注：污水处理设施（站）污泥及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信息公开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和信息公开按照 HJ 819规定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其他内容按照 HJ 819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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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发酵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发酵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12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 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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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发酵类制药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发酵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发酵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

以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本标准也适用于与发酵类药物结构相似的兽药生产排污单位。 

自备火电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820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21903 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令 第 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2190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发酵  fermentation 

指借助微生物在有氧或无氧条件下的生命活动来制备微生物菌体本身，或者直接代谢产

物或次级代谢产物的过程。 

3.2    

发酵类制药  fermentation  pharmacy  

指通过发酵的方法产生抗生素或其他的活性成分，然后经过分离、纯化、精制等工序生

产出药物的过程。按产品种类分为抗生素类、维生素类、氨基酸类和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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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直接排放  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4  

间接排放  in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5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

物。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和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所有发酵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均须在废水总排放口、雨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生活污

水单独排入外环境的须在生活污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5.1.2 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 执行。 

 

表 1  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废水 

总排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总磷 日（自动监测 a） 月（自动监测 a） 

总氮 日 b 月（日 b） 

悬浮物、色度、总有机碳、五日生化需氧量、总

氰化物、总锌、急性毒性（HgCl2 毒性当量） 
月 季度 

生活污水 

排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 

总磷 月（自动监测 a） - 

总氮 月（日 b） - 

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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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雨水排放口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 日 c 

注：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a
水环境质量中总磷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磷须采取自动监测。 

b
水环境质量中总氮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氮目前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待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发布

后，须采取自动监测。 

c
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5.2.1.1  监测点位 

各工序废气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须在排气筒或排气筒前的废气烟道设置监

测点位。 

5.2.1.2  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 

各工序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2 执行。对于多个污染源

或生产设备共用一个排气筒的，监测点位可布设在共用排气筒上，监测指标应涵盖所对应的

污染源或生产设备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按照严格的执行。 

 

表 2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废气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 

频次 

配料及投料 

有机液体配料等设备排

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酸碱调节等设备排气筒 工艺酸碱废气 特征污染物 b 年 

固体配料机、整粒筛分

机、破碎机等设备排气

筒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发酵 

种子罐、发酵罐、消毒

罐、配料补加罐等设备

排气筒 

发酵废气 
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臭气浓度 年 

提取、精制 

酸化罐、吸附塔、液贮

罐、干燥器、脱色罐、

结晶罐等设备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干燥 

干燥塔、真空干燥器、

真空泵、菌渣干燥器等

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成品 
粉碎、研磨机械、分

装、包装机械等设备排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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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废气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 

频次 

气筒 

其他 

溶剂回收设备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污水处理厂或处理设施

排气筒 
——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年 

罐区废气排气筒 —— 
挥发性有机物 a 季度 

特征污染物 b 年 

危废暂存废气排气筒 —— 
挥发性有机物 a 季度 

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年 

危险废物焚烧炉排气筒 ——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烟气黑度、一氧化碳、氯化

氢、氟化氢、汞及其化合

物、镉及其化合物、（砷、

镍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

合物、（锑、铬、 锡、

铜、锰及其化合物） 

半年 

二噁英类 年 

注 1：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2：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a
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需求，挥发性有机物可选择对主要 VOCs 物种进行定量加和的方法测量总有机

化合物，或者选用按基准物质标定，检测器对混合进样中 VOCs 综合响应的方法测量非甲烷有机化合

物。由于现阶段国家还未出台标准测定方法，本标准暂时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

控制指标，待相关标准方法发布后，从其规定。 

b
特征污染物见 GB 14554、GB 16297 所列污染物，根据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

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相关环境管理规定，以及生产工艺、原辅用料、中间及最终产品，确

定具体污染物项目。待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后，从其规定。地方排放标准中有要求的，按

照严格的执行。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3 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厂界 挥发性有机物 a、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半年 

注：
a
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需求，挥发性有机物可选择对主要 VOCs 物种进行定量加和的方法测量总有机

化合物，或者选用按基准物质标定，检测器对混合进样中 VOCs 综合响应的方法测量非甲烷有机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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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由于现阶段国家还未出台标准测定方法，本标准暂时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

控制指标，待相关标准方法发布后，从其规定。 

b
特征污染物见 GB 14554、GB 16297 所列污染物，根据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

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相关环境管理规定，以及生产工艺、原辅用料、中间及最终产品，确

定具体污染物项目。待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后，从其规定。地方排放标准中有要求的，按

照严格的执行。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 中的原则，主要考虑表 4 中噪声源在厂区内的

分布情况和周边环境敏感点的位置。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间噪声监测，夜间

生产的排污单位须监测夜间噪声。周边有敏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表 4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布点应关注的主要噪声源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

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对周边地表水、海水和土壤开展监

测。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排污单位，可按照 HJ/T 2.3、HJ/T 91、HJ 442 及受纳

水体环境管理要求设置监测断面和监测点位；开展土壤监测的排污单位，可按照 HJ/T 166 及

土壤环境管理要求设置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频次按照表 5 执行。 

 

表 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地表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氨

氮、总磷、总氮等 
季度 

海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活性

磷酸盐、无机氮等 
半年 

土壤 pH 值、二氯甲烷、苯、甲苯、二甲苯、酚类化合物等 年 

注：地表水、海水、土壤的具体监测指标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产品和副产物确定。 

噪声源 主要设备 

生产车间及配套工程 
发酵设备、提取、精制机械及设备（过滤和离心设备）、干燥机械及设备、真空设

备、空调机组、空压机、冷却塔等 

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提升泵、曝气设备、风机、污泥脱水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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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3、表 5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 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

测指标范围，并参照表 1~表 3、表 5 和 HJ 819 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

（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

明确要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

确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

物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 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

高监测频次。 

5.5.3 涉及化学合成类、发酵类和提取类两种以上工业类型的排污单位，监测方案中应涵

盖所涉及工业类型的所有监测指标，监测频次按照严格的执行。 

5.5.4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 相关要求执行。 

5.5.5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 规定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 规定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排污单位应详细记录其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应参照以下内容记录

相关信息，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按照发酵类制药产品种类，记录各生产批次以下相关信息： 

a）发酵工序：记录取水量（新鲜水）和主要原辅料使用量等； 

b）提取工序：记录溶剂的使用量和药品粗品的产生量等； 

c）精制工序：记录活性炭、碳纤维滤膜、树脂等过滤物及载体使用量，无机盐（硫酸

钙、碳酸钙、硫酸镁、磷酸二氢钾等）使用量，溶剂（盐酸、乙醇、丙酮、三氯甲烷、二氯

甲烷、乙酸丁酯等）使用量等。 

6.1.2.2 溶剂回收设备运行状况记录 

按各产品生产批次记录溶剂名称、回收量、补充量，以及溶剂回收设备能源、耗材使用

量等。 

6.1.2.3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污水处理量、排放量、回用水量、回用率、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率）、污水

处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鼓风机电量等；记录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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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废气处理使用的吸附剂、过滤材料等耗材的名称及用量；记录废气处理设施运

行参数、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信息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

相关要求，按日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及其具体去向。原料

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见表 6。 

表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种类 主要产生来源 名称 

危险废物 

发酵工序 抗生素菌丝废渣等 

提取、精制工序 废溶剂、釜残、废吸附剂、废活性炭等 

危险废物焚烧 焚烧处置残渣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固体废物 

注：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信息公开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和信息公开按照 HJ 819 规定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等），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其他内容按照 HJ 819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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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

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12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 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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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

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

噪声以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本标准也适用于专供药物生产的医药中间体工厂、与化学合成类药物结构相似的兽药生

产企业等排污单位。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 820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21904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令 第 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2190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化学合成类制药 chemical synthesis pharmacy 

指采用一个化学反应或一系列化学反应生产药物活性成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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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直接排放 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3    

间接排放 in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4    

反应 reaction 

指通过采用合成反应、药物结构改造、脱保护基等一系列方法最终制得药物活性成分或

含有药物活性成分的混合物的过程。 

3.5    

分离纯化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指用物理、化学或其他方法把某一药物活性成分或反应过程中间产物（如医药中间体）

从反应混合物中分离出来，必要时进一步去除杂质从而获得纯品的过程，主要包括分离、提

取、精制、干燥等阶段。 

3.6    

溶剂回收设备 solvent recovery equipment 

指将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溶剂收集、提纯以达到再利用目的的装置。 

3.7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

物。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和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所有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均须在废水总排放口、雨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排

放总汞、总镉、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镍、烷基汞的，须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设

置监测点位，生活污水单独排入外环境的还须在生活污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3 

5.1.2 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 执行。 

表 1 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备注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废水总排

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 

氨氮 
自动监测 - 

总磷 月（自动监测 a） - 

总氮 月（日 b） - 

悬浮物、色度、五日生化需氧量、 

急性毒性（HgCl2 毒性当量）、

总有机碳 

月 季度 - 

总氰化物、挥发酚、总铜、总锌、

硝基苯类、苯胺类、二氯甲烷 
月 季度 

根据生产使用的原辅

料、生产的产品、副产

物确定具体的监测指标 

硫化物 季度 半年 

根据生产使用的原辅

料、生产的产品、副产

物确定是否开展监测 

车间或生

产设施废

水排放口 

流量、总汞、总镉、六价铬、 

总砷、总铅、总镍 
月 

根据生产使用的原辅

料、生产的产品、副产

物确定具体监测的重金

属指标 

烷基汞 年 - 

生活污水

排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 

氨氮 
自动监测 - - 

总磷 月（自动监测 a） - - 

总氮 月（日 b） - - 

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动植物油 
月 - - 

雨水 

排放口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

物 
日 c - 

注：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a 水环境质量中总磷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磷须采取自动监测。 

b水环境质量中总氮实施总量控制区域，总氮目前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待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发布后， 

须采取自动监测。 

c 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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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5.2.1.1 监测点位 

各工序废气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须在排气筒或排气筒前的废气烟道设置监

测点位。 

5.2.1.2 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 

各工序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2 执行。对于多个污染源

或生产设备共用一个排气筒的，监测点位可布设在共用排气筒上，监测指标应涵盖所对应的

污染源或生产设备的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按照严格的执行。 

表 2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废气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配料及 

投料 

有机液体配料机械等设备、设施排

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酸碱调节等设备排气筒 工艺酸碱废气 特征污染物 b 年 

固体配料机、整粒筛分机、破碎机

等设备排气筒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反应 
反应釜、缩合罐、裂解罐等反应设

备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分离纯化 

(分离、提

取、精制、

干燥) 

离心机、过滤器、萃取罐、酸化罐、

吸附塔、结晶罐、脱色罐等分离、

提取、精制工艺设备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干燥塔、真空干燥器、真空泵等干

燥机械及设备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特征污染物 b 年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成品 
粉碎、研磨机械、分装、包装机械

等设备排气筒 
工艺含尘废气 颗粒物 季度 

其他 
危险废物焚烧炉排气筒 ——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烟气黑度、一氧化碳、氯化

氢、氟化氢、汞及其化合物、

镉及其化合物、（砷、镍及

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

（锑、铬、 锡、铜、锰及

其化合物） 

半年 

二噁英类 年 

溶剂回收设备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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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废气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溶剂回收设备排气筒 工艺有机废气 特征污染物 b 年 

污水处理厂或处理设施排气筒 —— 
挥发性有机物 a 月 

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年 

罐区废气排气筒 —— 
挥发性有机物 a 季度 

特征污染物 b 年 

危废暂存废气排气筒 —— 
挥发性有机物 a 季度 

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年 

注 1：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2：表中所列监测指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a 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需求，挥发性有机物可选择对主要 VOCs 物种进行定量加和的方法测量总有机

化合物，或者选用按基准物质标定，检测器对混合进样中 VOCs 综合响应的方法测量非甲烷有机化合物。

由于现阶段国家还未出台标准测定方法，本标准暂时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控制

指标，待相关标准方法发布后，从其规定。 

b特征污染物见 GB 14554、GB 16297 所列污染物，根据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相关环境管理规定，以及生产工艺、原辅用料、中间及最终产品，确定具

体污染物项目。待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后，从其规定。地方排放标准中有要求的，按照严

格的执行。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3 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厂界 挥发性有机物 a、臭气浓度、特征污染物 b 半年 

注：a 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需求，挥发性有机物可选择对主要 VOCs 物种进行定量加和的方法测量总有机

化合物，或者选用按基准物质标定，检测器对混合进样中 VOCs 综合响应的方法测量非甲烷有机化合物。

由于现阶段国家还未出台标准测定方法，本标准暂时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控制

指标，待相关标准方法发布后，从其规定。 

b特征污染物见 GB 14554、GB 16297 所列污染物，根据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相关环境管理规定，以及生产工艺、原辅用料、中间及最终产品，确定具

体污染物项目。待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后，从其规定。地方排放标准中有要求的，按照严

格的执行。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 中的原则，主要考虑表 4 中噪声源在厂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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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和周边环境敏感点的位置。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间噪声监测，夜间

生产的排污单位须监测夜间噪声。周边有敏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表 4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布点应关注的主要噪声源 

噪声源 主要设备 

生产车间及配套工程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反应设备、结晶设备、分离机械及设备（过滤、离心设备）、萃取

设备、蒸发设备、蒸馏设备、干燥机械及设备、粉碎机械、热交换设备等，以及原

料搅拌机械、鼓风机、空压机、水泵、真空泵等辅助设备等 

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提升泵、曝气设备、污泥脱水设备、风机等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

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对周边地表水、海水、地下水和土壤开

展监测。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排污单位，可按照 HJ/T 2.3、HJ/T 91、HJ 442 及

受纳水体环境管理要求设置监测断面和监测点位；开展地下水、土壤监测的排污单位，可按

照 HJ 610、HJ/T 164、HJ/T 166 及地下水、土壤环境管理要求设置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

低监测频次按表 5 执行。 

表 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备注 

地表水 

pH 值、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氮、总磷等 

季度 

― 

铜、锌、汞、镉、六价铬、砷、铅、硝基苯、苯胺、

二氯甲烷、镍、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等 

根据生产使用的原辅料、

生产的产品、副产物确定

具体的监测指标 

海水 

pH 值、溶解氧、悬浮物质、五日生化需氧量、化

学需氧量、非离子氨、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等 

半年 

― 

铜、锌、汞、镉、六价铬、砷、铅、镍、氰化物、

挥发性酚、硫化物等 

根据生产使用的原辅料、

生产的产品、副产物确定

具体的监测指标 

地下水 
pH 值、铜、锌、汞、镉、六价铬、砷、铅、镍、

氰化物、挥发性酚类等 
年 

根据生产使用的原辅料、

生产的产品、副产物确定

具体的监测指标 

土壤 

pH 值、铜、锌、汞、镉、铬、砷、铅、镍、氰化

物、硝基苯、甲基汞、苯胺、苯、甲苯、二甲苯、

二氯甲烷、氯苯、各种酚类化合物等 

年 

根据生产使用的原辅料、

生产的产品、副产物确定

具体的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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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3、表 5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 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

测指标范围，并参照表 1～表 3、表 5 和 HJ 819 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

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

确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

物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 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

高监测频次。 

5.5.3 涉及化学合成类、发酵类和提取类两种以上工业类型的排污单位，监测方案中应涵

盖所涉及工业类型的所有监测指标，监测频次按照严格的执行。 

5.5.4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 相关要求执行。 

5.5.5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 规定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的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 规定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排污单位应详细记录其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应参照以下内容记录

相关信息，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按照化学合成类制药产品种类，记录各生产批次以下相关信息： 

a）原辅料用量，主要包括原料用量、催化剂使用量、各类溶剂用量、吸附剂用量、其他

辅料用量等； 

b）产品产量，产出率及物料平衡； 

c）新鲜用水取水量、用水量、用电量等； 

d）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设施的操作使用记录等。 

6.1.2.2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污水处理量、回水用量、回用率、污水排放量、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率）、污

水处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鼓风机电量等；记录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6.1.2.3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废气处理使用的吸附剂、过滤材料等耗材的名称及用量；记录废气处理设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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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参数、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6.1.2.4 溶剂回收设备运行状况记录 

按各产品生产批次记录溶剂名称、回收量、补充量，以及溶剂回收设备能源、耗材使用

量等。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信息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和贮存量；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

相关要求，按日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及其具体去向。原料

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见表 6。 

表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种类 主要产生来源 名称 

危险废物 

反应 反应残余物、反应基废物、废催化剂、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a 

分离纯化 
蒸馏残余物、废母液、废脱色过滤介质、废吸附剂、废活性炭、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a 

成品包装、检验 废弃产品及废弃中间体 

危险废物焚烧 焚烧处置残渣 a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固体废物 

注：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注：a 具体危险废物种类见《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信息公开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和信息公开按照 HJ 819 规定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其他内容按照 HJ 819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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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制革及毛皮加工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制革及毛皮加工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8年 7月 31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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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

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

噪声以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排污单位，也适用于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园区。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 820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30486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3048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原料皮 raw hide/skin

指制革或毛皮加工排污单位加工皮革或毛皮所用的最初状态的皮料，包括成品革或成品

毛皮之前的所有阶段的产品，如生皮、蓝湿皮、坯革等。

3.2

制革工业 leather making industry

把从猪、牛、羊等动物体上剥下来的皮（即生皮），进行系统的化学和物理处理，制作

成适合各种用途的半成品革或成品革的过程。从半成品革经过整饰加工成成品革也属于制革

的范畴。

3.3

制革工业排污单位 leather making industry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以生皮或半成品革（包括蓝湿革和坯革）为原料进行制革的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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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毛皮加工工业排污单位 fur making industry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以羊皮、狐狸皮、水貂皮等生毛皮为原料生产成品毛皮或剪绒毛皮的排污单位。

3.5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园区 leather and fur making park

指容纳制革及毛皮加工排污单位进行生产活动的、具有一定范围的工业园区、开发区、

工业聚集地等。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所有制革及毛皮加工排污单位均须在废水总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采用含铬鞣剂（包括

铬复鞣剂）的制革及毛皮加工排污单位，须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5.1.2 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制革及毛皮加工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 执行。

表 1 废水排放口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

级别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重点

排污单位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总氮 日（自动监测
a
）

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硫化物、

动植物油、氯离子、总磷
月 季度

车间或生产设施

废水排放口

总铬、流量 周

六价铬 月

雨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日
b

非重点

排污单位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

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

硫化物、动植物油、氯离子

季度 半年

注：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HJ 946—2018

3

排污单位

级别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注：a
待总氮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发布后，须采取自动监测。

b
在雨水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制革及毛皮加工排污单位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2

执行。

表 2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污染源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a

监测频次

污水处理设施 b 排气筒 臭气浓度 c、氨、硫化氢 年

喷浆设施 d 排气筒 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半年

注：a
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关标准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b
采用全生化除臭等先进污水处理技术的，其污染物纳入无组织排放管理。

c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

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其他臭气污染物。
d
仅使用水性涂饰材料的排污单位可不监测。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有特殊要求的，按要求监测

污染物指标。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制革及毛皮加工排污单位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其排放监测

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3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建有原料皮库的排污单位 a 厂界 臭气浓度 g、氨 年

建有硫化物脱毛车间的排污单位 b 厂界 臭气浓度 g、硫化氢 年

建有磨革车间的排污单位 c 厂界 颗粒物 年

纳入无组织管理的污水处理设施 d 厂界 臭气浓度 g、氨、硫化氢 年

建有涂饰车间的排污单位 e 厂界 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年

建有煤场的排污单位 f 厂界 颗粒物 年

注：a
仅贮存生皮的原料皮库监测表中指标，贮存蓝湿革、坯革等其他原料皮的排污单位可不监测。

a,b,c,d,e,f
如建有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经排气筒排放，其监测点位为排气筒出口，监测项目与监测频次保持

不变。
e
指辊涂、补伤、刷涂等可能造成废气无组织排放的排污单位，仅使用水性涂饰材料的涂饰车间可不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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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煤场完全封闭的排污单位可不监测表中指标。
g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

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其他臭气污染物。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园区无组织废气的排放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

照表 4 执行。

表 4 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制革及毛皮加工

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边界

臭气浓度 a、氨、硫化氢、颗粒物、苯
b
、甲

苯
c
、二甲苯

d
、非甲烷总烃

e 半年

注：监测结果超标的，应增加相应指标的监测频次。

注：a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

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其他臭气污染物。
b,c,d,e

园区内所有排污单位仅使用水性涂饰材料可不监测。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主要考虑转鼓、风机、磨革机设备

等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况。

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 A声级。周边有敏感点的，

应增加敏感点位噪声监测。

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园区边界及周边环境噪声监测。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年 1 月 1日（含）后

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对周边水、土壤环境质量开展监测。可

参照 HJ/T 164、HJ/T 166、HJ 610中相关规定设置周边地下水、土壤环境影响监测点位，对于

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排污单位或工业园区，可按照 HJ/T 2.3、HJ/T 91、HJ 442 设置

监测断面和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5执行。

表 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地表水
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动植

物油、总铬、六价铬
季度

海水
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活性磷酸盐、无

机氮、动植物油、总铬、六价铬
半年

土壤 pH值、总铬、六价铬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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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5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和 5.5.1.2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

范围，并参照表 1～表 5和 HJ 819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 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

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高

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排污单位应详细记录其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也应参照以下内容记

录相关信息，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分生产线记录每日的原辅料用量及产量：取水量（新鲜水），主要原辅料（原料皮、化

学药品等）使用量，主要鞣剂名称，主要鞣剂用量和产品产量等。

6.1.2.2 废水处理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废水处理量、废水回用量、废水排放量、综合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率）、含

铬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率）、废水处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鼓风机电量等；记录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

6.1.2.3 废气处理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废气处理使用的药剂等耗材名称及用量；记录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参数、故障及

维护情况等。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皮革边角料、含铬污泥等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

置量、贮存量。危险废物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原料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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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也应记录。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和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照 HJ 8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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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石油化学工业和合成树脂工业（聚氯乙烯树脂生产装置除外）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环

境监测站、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8年 7月 31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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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化学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

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化学工业和合成树脂工业（聚氯乙烯树脂生产装置除外）排污单位在

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排污单位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 820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3157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令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31571、GB 31572、HJ 8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石油化学工业 petroleum chemistry industry

以石油馏分、天然气等为原料，生产有机化学品（参见 GB 31571附录 A）、合成树脂、

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的工业。

3.2

合成树脂工业 synthetic resin industry

以低分子化合物——单体为主要原料，采用聚合反应结合成大分子的方式生产合成树脂

的工业，或者以普通合成树脂为原料，采用改性等方法生产新的合成树脂产品的工业。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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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合成树脂为原料，采用混合、共混、改性等工艺，通过挤出、注射、压制、压延、发泡

等方法生产合成树脂制品的工业，或者以废合成树脂为原料，通过再生的方法生产新的合成

树脂或合成树脂制品的工业。

3.3

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 organic characteristic wastewater pollutants

附录 A列出的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石油化学工业企业根据生产过程使用或产生量大于

等于 10 吨/年的原料、产品、副产品和中间产品，对照附录 A 确定企业排放废水中应控制的

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

3.4

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 organic characteristic air pollutants

附录 B列出的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石油化学工业企业根据生产过程使用或产生量大于

等于 10吨/年的原料、产品、副产品和中间产品，对照附录 B确定企业排放废气中应控制的废

气有机特征污染物。

3.5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

物。本标准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排气筒和企业边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控制指标。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排污单位须在废水总排放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雨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5.1.2 监测指标与频次

执行 GB 31571的排污单位，应执行表 1石油化学工业企业类型相应监测要求，还应根据

使用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从附录 A中筛选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指标

开展自行监测。

执行 GB 31572的排污单位，应执行表 1合成树脂工业企业类型相应监测要求，若生产附

录 C中列举的合成树脂，还应根据产品类型从附录 C中选取其他废水污染物指标开展自行监

测。



HJ 947—2018

3

表 1 废水排放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企业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石油化学

工业

废水总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流量 自动监测 周

pH值、悬浮物、总氮、总磷、石油类、硫化物、

挥发酚
周 月

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氟化物、总钒、总

铜、总锌、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月 季度

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 半年

车间或生产设

施废水排放口 a

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总铬、六价铬 月

苯并(a)芘、烷基汞 半年 b

雨水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悬浮物 日 c

合成树脂

工业

废水总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流量 自动监测 周

pH值、悬浮物、总氮、总磷 周 月

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月 季度

其他废水污染物 d 半年

车间或生产设

施废水排放口

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总铬、六价铬 月

烷基汞 半年 b

雨水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 日 c

注 1：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2：监测污染物浓度时应同步监测流量。

注：a凡涉及附录 E中规定的生产工艺及产品种类，须在涉及该生产工艺及产品的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

口监测产生的污染物指标；附录 E中不涉及的，应根据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

产品，确定是否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进行该项指标的监测。

b2020年 1月 1日起按月执行。

c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d指附录 C中列举的其他废水污染物。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5.2.1.1 监测点位

废气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的，应在烟道上设置监测点位；相同监测指标多股

废气混合排放的，应在废气汇合后的共用烟道上或分别在各个烟道上设置监测点位；有机废

气回收处理装置应分别在其废气入口及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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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监测指标与频次

执行 GB 31571的排污单位，应执行表 2石油化学工业企业类型相应监测要求，还应根据

使用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从附录 B中筛选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指标

开展自行监测。

执行 GB 31572的排污单位，应执行表 2合成树脂工业企业类型相应监测要求，若生产附

录 D中列举的合成树脂，还应根据产品类型从附录 D中选取其他废气污染物指标开展自行监

测。

表 2 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工艺加热炉排气筒（单台额定功率≥14MW）
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二氧化硫、颗粒物 季度（月 a）

工艺加热炉排气筒（单台额定功率＜14MW）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季度（月 a）

含卤代烃有机废气排气筒 c

非甲烷总烃 b 月

氯化氢、氟化氢、溴化氢 d、氯气 季度

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 半年

其他有机废气排气筒 c
非甲烷总烃 b 月

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 半年

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硫化氢 月

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 半年

合成树脂生产设施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月

其他废气污染物 e 半年

合成树脂废水、废气焚烧设施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月

其他废气污染物 e 半年

二噁英类 f 年

危险废物焚烧炉排气筒 g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自动监测

烟气黑度、一氧化碳、氟化氢、氯化氢、汞

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砷、镍及其

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铬、锡、锑、铜、

锰及其化合物）

月

二噁英类 年

注 1：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2：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标准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3：对于多个乙烯裂解炉（工艺加热炉），仅需选择炉膛温度最高的裂解炉排气筒进行自动监测。

注：a若燃料为净化后干气、瓦斯气、天然气或甲烷氢，则按季度监测，若采用其他燃料，则在使用期间按

月监测，特殊时段时应加密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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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b非甲烷总烃有去除效率要求的，应同时监测污染治理设施进口。

c有机废气排放口排气中若含有颗粒物、二氧化硫或氮氧化物，须按月进行监测。

d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e指附录 D中列举的其他废气污染物。

f适用于废水、废气中含有卤素的情况。

g危险废物焚烧炉排气筒监测的其他要求按 GB 18484执行。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3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企业边界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 a、苯、甲苯、

二甲苯 b、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季度

苯并(a)芘 b 年

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气体/蒸气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
挥发性有机物 季度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 挥发性有机物 半年

注 1：对于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检测，若同一密封点连续三个周期检测无泄漏情况，则检测周期可

延长一倍，但在后续监测中该检测点位一旦检测出现泄漏情况，则监测频次按原规定执行。

注 2：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原料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 GB 14554中的其他恶臭污染物。

注 3：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的其他要求按 HJ 733及其他国家挥发性有机物管理规定执行。

注：a适用于生产装置的原料、排气中含卤代烃的情况。

b对于仅含有合成树脂生产装置的排污单位，可不监测二甲苯、苯并(a)芘。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主要考虑机泵电机、空冷电机、压

缩电机、风机等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况。

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 A声级。周边有敏感点的，

应提高监测频次。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年 1月 1日（含）后

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对周边水、土壤、环境空气质量开展监

测。可按照 HJ 664、HJ/T 55、HJ/T 164、HJ/T 166、HJ/T 194中相关规定设置环境空气、地下

水、土壤监测点位，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排污单位，可按照 HJ/T 91、HJ 442中

相关规定设置周边地表水、海水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可参照表 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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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企业类型 类别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石油化学

工业

环境空气 a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 b、苯、甲苯、二甲苯、氨、硫化氢 半年

苯并(a)芘、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等 年

地表水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

磷、总有机碳、石油类、硫化物、氟化物、挥发酚、总钒、总铜、

总锌、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卤化物、总铅、总镉、总砷、总镍、

总汞、总铬、六价铬

季度

苯并(a)芘、烷基汞、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等 年

地下水

pH值、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总

有机碳、石油类、硫化物、氟化物、挥发酚、总钒、总铜、总锌、

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卤化物、苯并(a)芘、总铅、总镉、总砷、总

镍、总汞、烷基汞、总铬、六价铬、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等

年

海水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

磷、总有机碳、石油类、硫化物、氟化物、挥发酚、总钒、总铜、

总锌、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卤化物、总铅、总镉、总砷、总镍、

总汞、总铬、六价铬

半年

苯并(a)芘、烷基汞、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等 年

土壤
pH值、硫化物、苯并(a)芘、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烷

基汞、总铬、六价铬等
年

合成树脂

工业

环境空气 a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苯、甲苯、氨、硫化氢 半年

其他废气污染物 c等 年

地表水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

磷、总有机碳、可吸附有机卤化物、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

汞、总铬、六价铬

季度

烷基汞、其他废水污染物 d等 年

地下水

pH值、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总

有机碳、可吸附有机卤化物、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烷

基汞、总铬、六价铬、其他废水污染物 d等

年

海水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

磷、总有机碳、可吸附有机卤化物、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

汞、总铬、六价铬

半年

烷基汞、其他废水污染物 d等 年

土壤
pH值、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烷基汞、总铬、六价铬

等
年

注：a每次连测 3天。

b适用于生产装置的原料、排气中含卤代烃的情况。

c指附录 D中列举的其他废气污染物。

d指附录 C中列举的其他废水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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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3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和 5.5.1.2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

范围，并参照表 1～表 3和 HJ 819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 2015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

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相关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

高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要求

6.1.2.1 生产设施运行状况

a）主体设施

按班次记录正常工况各主要生产单元每套装置的运行状态、生产负荷，重点记录各装置

的原料用量、辅料用量、主产品产量、副产品产量、取水量（新鲜水）、废水排放量、燃料消

耗量、燃料含硫量、原料含硫量与各种金属类含量、运行时间等参数情况。

b）公辅设施

包括污水处理装置、储罐、火炬系统、动力站等，储罐包括设计规模、工艺参数（温度、

液位、周转量）等，火炬系统应连续记录引燃设施和火炬工作状态（火炬气流量、火炬头温

度、火种气流量、火种温度等）。

c）全厂运行情况

年生产时间分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生产装置或设施开停工、检维修）、原辅燃料使用

量、主要产品产量等。辅料重点记录与污染治理设施和污染物排放相关的内容。

6.1.2.2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应当包括设备运行校验关键参数，能充分反映生产设施及治

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

a）废水治理设施包括预处理设施和集中污水处理设施两部分，需每天记录废水处理量、

回用水量、运行参数（包括运行工况等）、药剂使用量、投放频次、电耗、污泥产生量等。如

出现设施停运、检维修、事故等异常情况，需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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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组织废气治理设施需记录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运行参数（包括运行工况等）、

使用药剂、投放频次等。如出现设施停运、检维修、事故等异常情况，需进行记录。

c）无组织废气排放控制需记录措施执行情况，包括储罐、动静密封点、装卸的维护、保

养、检查等运行管理情况。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

相关要求，按日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及其具体去向。原料

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见表 5。

表 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类别 废物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灰渣、脱硫石膏、袋式（电袋）除尘器产生的破旧布袋

危险废物 废碱液、废酸液、废催化剂、含油污泥等

注：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监测报告、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照 HJ 8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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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

序号 废水中有机特征污染物 序号 废水中有机特征污染物

1 一氯二溴甲烷 31 异丙苯

2 二氯一溴甲烷 32 多环芳烃

3 二氯甲烷 33 多氯联苯

4 1,2-二氯乙烷 34 甲醛

5 三氯甲烷 35 乙醛

6 1,1,1-三氯乙烷 36 丙烯醛

7 五氯丙烷 37 戊二醛

8 三溴甲烷 38 三氯乙醛

9 环氧氯丙烷 39 双酚 A

10 氯乙烯 40 β-萘酚

11 1,1-二氯乙烯 41 2,4-二氯酚

12 1,2-二氯乙烯 42 2,4,6-三氯酚

13 三氯乙烯 43 苯甲醚

14 四氯乙烯 44 丙烯腈

15 氯丁二烯 45 丙烯酸

16 六氯丁二烯 46 二氯乙酸

17 二溴乙烯 47 三氯乙酸

18 苯 48 环烷酸

19 甲苯 49 黄原酸丁酯

20 邻二甲苯 50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21 间二甲苯 51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22 对二甲苯 52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23 乙苯 53 二(2-乙基己基)己二酸酯

24 苯乙烯 54 苯胺类

25 硝基苯类 55 丙烯酰胺

26 氯苯 56 水合肼

27 1,2-二氯苯 57 吡啶

28 1,4-二氯苯 58 四氯化碳

29 三氯苯 59 四乙基铅

30 四氯苯 60 二噁英类

注：无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的指标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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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

序号 废气中有机特征污染物 序号 废气中有机特征污染物

1 正己烷 33 丙烯醛

2 环己烷 34 丙酮

3 氯甲烷 35 2-丁酮

4 二氯甲烷 36 异佛尔酮

5 三氯甲烷 37 酚类

6 四氯化碳 38 氯甲基甲醚

7 1,2-二氯乙烷 39 二氯甲基醚

8 1,2-二氯丙烷 40 氯乙酸

9 溴甲烷 41 丙烯酸

10 溴乙烷 42 邻苯二甲酸酐

11 1,3-丁二烯 43 马来酸酐

12 氯乙烯 44 乙酸乙烯酯

13 三氯乙烯 45 甲基丙烯酸甲酯

14 四氯乙烯 46 异氰酸甲酯

15 氯丙烯 47 甲苯二异氰酸酯

16 氯丁二烯 48 硫酸二甲酯

17 二氯乙炔 49 乙腈

18 环氧乙烷 50 丙烯腈

19 环氧丙烷 51 苯胺类

20 环氧氯丙烷 52 二甲基甲酰胺

21 苯 53 丙烯酰胺

22 甲苯 54 肼（联氨）

23 二甲苯 55 甲肼

24 乙苯 56 偏二甲肼

25 苯乙烯 57 吡啶

26 氯苯类 58 四氢呋喃

27 氯萘 59 光气

28 硝基苯类 60 氰化氢

29 甲醇 61 二硫化碳

30 乙二醇 62 苯并(a)芘

31 甲醛 63 多氯联苯

32 乙醛 64 二噁英类

注：无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的指标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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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不同合成树脂类型废水污染物

序号 废水污染物 适用合成树脂类型 序号 废水污染物 适用合成树脂类型

1 苯乙烯

聚苯乙烯树脂

ABS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

9 总氰化物 丙烯酸树脂

2 丙烯腈 ABS树脂 10 丙烯酸 丙烯酸树脂

3 环氧氯丙烷
环氧树脂

氨基树脂
11 苯 聚甲醛树脂

4 苯酚 酚醛树脂 12 甲苯

聚苯乙烯树脂

ABS树脂

环氧树脂

有机硅树脂

聚砜树脂

5 双酚 A
环氧树脂

聚碳酸酯树脂

聚砜树脂

13 乙苯
聚苯乙烯树脂

ABS树脂

6 甲醛

酚醛树脂

氨基树脂

聚甲醛树脂

14 氯苯 聚碳酸酯树脂

7 乙醛 热塑性聚酯树脂 15 1,4-二氯苯 聚苯硫醚树脂

8 氟化物 氟树脂 16 二氯甲烷 聚碳酸酯树脂

注：无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的指标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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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不同合成树脂类型废气污染物

序号 废气污染物 适用合成树脂类型 序号 废气污染物 适用合成树脂类型

1 苯乙烯

聚苯乙烯树脂

ABS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

15 光气 光气法聚碳酸酯树脂

2 丙烯腈 ABS树脂 16 二氧化硫

聚砜树脂

聚醚砜树脂

聚醚醚酮树脂

3 1,3-丁二烯 ABS树脂 17 硫化氢 聚苯硫醚树脂

4 环氧氯丙烷
环氧树脂

氨基树脂
18 丙烯酸 丙烯酸树脂

5 酚类

酚醛树脂

环氧树脂

聚碳酸酯树脂

聚醚醚酮树脂

19 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树脂

6 甲醛

酚醛树脂

氨基树脂

聚甲醛树脂

20 丙烯酸丁酯 丙烯酸树脂

7 乙醛 热塑性聚酯树脂 21 甲基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树脂

8 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 聚氨酯树脂 22 苯 聚甲醛树脂

9 二苯基甲烷二异

氰酸酯（MDI） 聚氨酯树脂 23 甲苯

聚苯乙烯树脂

ABS树脂

环氧树脂

有机硅树脂

聚砜树脂

10 异佛尔酮二异氰

酸酯（IPDI） 聚氨酯树脂 24 乙苯
聚苯乙烯树脂

ABS树脂

11 多亚甲基多苯基

异氰酸酯（PAPI） 聚氨酯树脂 25 氯苯类
聚碳酸酯树脂

聚苯硫醚树脂

12 氨

氨基树脂

聚酰胺树脂

聚酰亚胺树脂

26 二氯甲烷 聚碳酸酯树脂

13 氟化氢 氟树脂 27 四氢呋喃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

酯树脂

14 氯化氢 有机硅树脂 28 邻苯二甲酸酐 醇酸树脂

注：无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的指标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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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产生含金属废水的生产工艺及产品种类

产品 生产工艺 产品 生产工艺

产生含铅废水的生产工艺及产品种类

醇酸树脂 缩合聚合 醇酸树脂
邻苯二甲酸酐+丙三醇+植物

油酯，缩合聚合

二烷基二硫代氨基甲

酸盐（金属盐）
二烷基胺+二硫化碳

秋兰姆（二甲基二硫

代氨基甲酸盐）六硫

化物

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硫

三苯甲烷染料（甲基

紫）

福尔马林+N-甲基苯胺+N,N-
二甲基苯胺缩合反应，氧化其

反应产物

4,4'-二-（N,N-二甲基

苯胺）甲醇、迈克尔

加成的二聚水分子

4,4'-亚甲基-二-（N,N-二甲基

苯胺）在氧化铅条件下氧化

环烷酸盐、硬脂酸、

金属盐
与金属碱中和

产生含镍废水的生产工艺及产品种类

乙酸盐、7,11-十六双

烯-1-醇
偶合反应，低压加氢，酯化反

应

乙酸盐、9-十二烯-1-
醇

偶合反应，低压加氢，酯化反

应

丙烯酸 丙烯经过丙烯醛氧化 丙烯腈 丙烯氨氧化

正构烷烃
C6-C22 α-烯烃（乙烯低聚物）

加氢反应
己二腈 丁二烯直接氰化

烷基胺 醇类胺化 对氨基乙酰苯胺 对硝基乙酰苯胺加氢

苯-甲苯-二甲苯 石蜡（环己烷）加氢 氢化三联苯 以镍为催化剂，三联苯加氢

氢化双酚-A（双环己

醇-A） 双酚-A加氢 1,3-丁二烯 蒸馏提取 C4的热裂解产物

正丁醇 将氧化合成的正丁醛加氢 1,3-丁二烯乙二醇 丁间醇醛加氢

1,4-丁二醇 1,4-丁炔二醇加氢 4-氯-2-氨基苯酚 4-氯-2-硝基苯酚

丁烯（混合物） 蒸馏 C4的热裂解物 环烷烃 芳香烃在煤油中催化加氢

铃兰醛（羟基二氢香

茅醛）
香茅醇水合氧化 环己酮

以环己醇为中间体，由苯酚经

过加氢-脱氢

环己醇 苯酚蒸馏，催化加氢 乙胺 乙醇胺化还原

二烷基二硫代氨基甲

酸盐（金属盐）
二烷基胺+二硫化碳 异丁子香酚（反式）

正、反式异丁子香酚混合物分

离

乙胺类（一乙基胺、

二乙基胺、三乙基胺）
乙醇的氨合物（氨+氢）还原 氢化脂肪酸 动物脂酸或椰油酸加氢

2-乙基己醇
正丁醛经过正丁醇醛缩合加

氢
脂肪胺

动物脂肪腈或植物脂肪腈加

氢

脂肪胺 脂肪腈加氢 11-十六碳醛 偶合反应，低压加氢

脲醛织物树脂
N-二（羟甲基）脲+N,N'-二羟

乙基脲缩合
异丁醇 将氧化合成的异丁醛加氢

六氢苯酐

丁二烯或马来酸酐

（Diels-Alder反应）+氢，缩

合反应

异丙基胺（异丙基一

胺，异丙基二胺）
异丙醇氨基化（氨+氢）还原

二异丁基胺 异丁醇氨解 甲醇 天然气经过合成气高压合成

芳樟醇 2-蒎醇高温分解 甲醇 丁烷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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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生产工艺 产品 生产工艺

甲醇 天然气经过合成气低压合成 N-甲基吗啉 吗啉+甲醇

三（羟甲基）甲基胺 三（羟甲基）硝基甲烷加氢
2-甲基-7,8-环氧十八

烷

偶合反应、低压加氢、环氧化

作用

N-乙基吗啉 吗啉+乙醇 石油烃树脂氢化物 石油烃产品加氢

α-烯烃
乙烯低聚物&齐格勒－纳塔

聚合
2-蒎醇 氢过氧化蒎烷还原

蒎烷 α-蒎烯加氢 哌嗪
乙醇胺氨基化还原（氨+氢，

金属催化剂）

2-（ρ-辛基酚）硫镍盐
ρ-辛基酚+氯化硫（S2Cl2），用

镍碱中和
聚氧化烯烃胺 聚氧化烯二醇+氨

N,N-二甲基哌嗪 哌嗪+福尔马林，加氢缩合 2-氨基-2-甲基-1-丙醇 2-硝基-2-甲基-1-丙醇加氢

聚氧丙烯二胺 聚丙烯乙二醇+氨 正丙胺 正丙醇氨基化还原（氨、氢）

3-甲氧基丙基胺
丙烯酰胺氨基化还原（甲醇、

氢）
环丁砜 丁二烯+二氧化硫加氢缩合

山梨醇 糖加氢 甲苯二胺（混合物） 二硝基苯催化氧化

乙硫胺酯 异丙基黄酸盐+乙胺
甲基化乙二醛脲醛树

脂

甲基化的脲醛树脂和乙二醛

反应

甲基化脲醛树脂（纺

织树脂）
脲醛树脂甲基化加和

产生含铬废水的生产工艺及产品种类

松香酸甲酯 松香酸（树脂）和甲醇酯化 丙烯酸 丙烯经过丙烯醛氧化

正丁醇 将氧化合成的正丁醛加氢 环己酮
以环己醇为中间体，由苯酚经

过加氢-脱氢

脂肪胺 脂肪腈加氢 洋茉莉醛 以铬为催化剂，异黄樟素氧化

异丁醇 将氧化合成的异丁醛加氢 环已硫醇 环己醇+硫化氢

乙硫醇 乙醇+硫化氢 甲醇 天然气经过合成气 H.P.合成

羰基醇（C7-C11） C6-C10烯烃羰基合成和加氢 聚氧丙烯二胺 聚丙烯二醇+氨

正丙基醇 将氧化合成的丙醛加氢 SAN树脂 悬浮聚合

苯乙烯 乙苯脱氢 苯乙烯 甲基苯甲醇脱水

1-四氢萘酚、1-四氢萘

酮混合物
萘满（1,2,3,4-四氢化萘）氧化 3,3,3-三氟丙烯 氟化氢催化取代氯丙烷

乙烯基甲苯 乙基甲苯脱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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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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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指导和规范氮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氮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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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8年 7月 31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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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肥工业―氮肥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氮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氮肥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周

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 820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3458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令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1345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氮肥工业 nitrogenous fertilizer industry

氮肥工业包括生产合成氨以及以合成氨为原料生产尿素、硝酸铵、碳酸氢铵以及醇氨联

产的生产企业或生产设施。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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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所有氮肥工业排污单位均须在其废水总排放口、雨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

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1执行。

表 1 废水排放口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总氮 日（自动监测 a）

悬浮物、总磷 b 周 月

石油类、硫化物 c、氰化物 c、挥发酚 c 月 季度

雨水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 日 d

注：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用自动监测。
a待总氮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发布后，须采取自动监测。
b总磷实施总量控制的区域，总磷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
c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排污单位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的监测频次按年执行。
d排放期间按日监测。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各生产工序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按表 2执行。

表 2 有组织废气排放口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合

成

氨

以煤

为原

料

备煤 含尘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 半年

固定

床常

压煤

气化

工艺

原料

气制

备

吹风气余热回收系统或

三废混燃系统排气筒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汞及其化合物 a 半年

烟气黑度 年

造气废水沉淀池废气收

集处理设施排气筒

氨、硫化氢、非甲烷总烃、酚类、

氰化氢
季度

苯并（a）芘 半年

造气炉放空管
颗粒物、氨、硫化氢、非甲烷总烃、

苯并（a）芘
放空期间

原料

气净

化

脱碳气提塔排气筒 氨、硫化氢、非甲烷总烃 季度

干煤

粉气

流床

气化

工艺

原料

气制

备

磨煤及干燥系统排气筒 颗粒物、氮氧化物 季度

煤粉输送及加压进料系

统粉煤仓排气筒

颗粒物 季度

甲醇 b、硫化氢 b 年

原料

气净

化

低温甲醇洗尾气洗涤塔

排气筒
甲醇、硫化氢 季度

硫回收尾气排气筒
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硫酸雾 c 半年

水煤

浆气

原料

气净

低温甲醇洗尾气洗涤塔

排气筒
甲醇、硫化氢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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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序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流床

气化

工艺

化

硫回收尾气排气筒
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硫酸雾 c 半年

碎煤

固定

床加

压气

化工

艺

原料

气净

化

酸性气体脱除设施排气

筒

甲醇、非甲烷总烃、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
季度

硫回收尾气排气筒

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硫酸雾 c 半年

以天

然气

为原

料

蒸汽

转化

法

原料

气制

备

一段转化炉排气筒 颗粒物、氮氧化物 季度

以焦

炉气

为原

料

部分

转化

法

原料

气制

备

脱硫再生槽废气排气筒 硫化氢、氨 月

一段转化炉排气筒 颗粒物、氮氧化物 季度

以油

为原

料

重油

部分

氧化

法

原料

气净

化

低温甲醇洗尾气洗涤塔

排气筒
甲醇、硫化氢 季度

硫回收尾气排气筒
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硫酸雾 c 半年

尿素

放空气洗涤塔（或吸收

塔）排气筒
氨 季度

造粒塔或造粒机排气筒 颗粒物、氨、甲醛 d 季度

包装机排气筒 颗粒物 年

硝酸铵
造粒塔排气筒 颗粒物、氨 季度

包装机排气筒 颗粒物 年

污水处理环保设施
污水处理场废气收集处

理设施排气筒

硫化氢、氨、酚类 e 半年

非甲烷总烃 e 季度

注：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标准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造气炉放空管除外）。氮肥工业造粒

塔尾气排气筒若无法进行废气流量监测，可采用物料衡算估算污染物排放量。

a采用三废混燃系统时，应监测汞及其化合物。
b干煤粉气流床气化装置煤粉输送载气采用来自低温甲醇洗脱硫脱碳设施的二氧化碳气时，应测定硫化

氢、甲醇。
c适用于硫回收生产硫酸的排污单位。
d造粒过程使用甲醛时，应监测甲醛。
e采用固定床常压煤气化工艺的排污单位须监测酚类和非甲烷总烃。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按表 3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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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厂界
氨、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硫化氢 a 季度

颗粒物 a、甲醇 b、苯并（a）芘 c、酚类 c 年

注： a以天然气为原料和燃料的排污单位可不监测硫化氢和颗粒物。
b副产甲醇或采用低温甲醇洗工艺的排污单位应监测甲醇。
c采用固定床常压煤气化工艺的排污单位，应监测酚类、苯并（a）芘。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主要考虑破碎设备、筛分设备、风

机、空压机、各类压缩机、水泵等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况。

厂界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间、夜间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连续 A声级。周边有敏

感点的，应增加敏感点位噪声监测。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

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对周边水、空气环境质量开展监测。可

参照 HJ 2.2、HJ/T 2.3、HJ/T 91、HJ /T 194、HJ 442中相关规定设置地表水、海水监测断

面及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频次按表 4 执行。环境空气监测时间应与厂界周边无组

织废气排放监测时间同步。

表 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地表水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

石油类、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
季度

海水
pH值、化学需氧量、溶解氧、总氮、总磷、活性磷

酸盐、无机氮、石油类、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
半年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颗粒物、苯并（a）芘 a、氨 半年

注：a采用固定床常压煤气化工艺的排污单位应监测环境空气中的苯并（a）芘。

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3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 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

范围，并参照表 1~表 3和 HJ 819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 2015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的

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物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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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需求按照 HJ 819中监测频次的确定

原则提高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执行。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

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排污单位应详细记录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也应参照以下内容记录

相关信息，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按班次记录正常工况各主要生产单元每项生产设施的运行状态、生产负荷、主要产品产

量、原辅料及燃料使用情况（包括种类、名称、用量、成分分析）、火炬系统及冷却塔的工作

状态等数据。

6.1.2.2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记录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记录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有组织、无组织排放废气以及废水污

染治理设施名称及工艺、污染治理设施编号、对应生产设施名称及编号、污染因子、治理设

施设计参数、风量、对应生产设施生产负荷、运行参数。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信息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

相关要求，按日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及其具体去向。原料

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见表 5。

表 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类别 废物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造气炉渣、锅炉炉渣、除尘器灰渣、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 铜泥、废催化剂、废活性炭等

注：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和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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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照 HJ 8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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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指导和规范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

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自行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自行监测的

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厦门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8年 12月 4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9年 3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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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镀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自行监测的

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对其在生

产运行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自行监测。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

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1900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 85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工业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令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219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指有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等生产工序和设施的排污单位，包括专业电镀排污单位

和有电镀工序的排污单位。

3.2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centralized sewage treatment plant

specially treated with electroplating wastewater

指位于电镀集中区内并拥有专门处理电镀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单位。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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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须在废水总排放口，以及排放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

铅、总汞相应的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须在废水总排放口，以及排放总铬、六价铬、总

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相应的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5.1.2 监测指标与频次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的废水排放口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 执行。

表 1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废水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

放口

流量 自动监测

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 日 a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 自动监测

pH值、化学需氧量、总氰化物、总铜、总锌 日

总磷、总氮 月（日 a）

总铁、总铝、氨氮、氟化物、悬浮物、石油类 月

雨水排放口
b pH值、悬浮物 日

注 1：根据原辅料使用等实际生产情况，确定具体的重金属监测指标。

注 2：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a总氮/总磷实施总量控制的区域，总氮/总磷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
b雨水排放口有流动水排放时按日监测。若监测一年无异常情况，可放宽至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以及废水总排放口的监

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2执行。

表 2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废水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 a
流量 自动监测

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 日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pH值、化学需氧量 自动监测

氨氮、总氮、总磷、总氰化物、总铜、总锌 日

总铁、总铝、氟化物、悬浮物、石油类 月

注 1：根据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上游企业排放废水涉及的污染物指标，确定应开展监测的

金属指标。

注 2：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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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a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指：含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废水分质处理的特定处理

单元出水口（与其他废水混合前）。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的废气排放口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3执行。

表 3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酸碱废气排气筒 氯化氢、氮氧化物、硫酸雾、氟化物 半年

铬酸雾废气排气筒 铬酸雾 半年

含氰废气排气筒 氰化氢 半年

粉尘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 半年

注 1：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实

际生产情况等，确定具体的监测指标。

注 2：排气筒废气监测要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3：监测结果超标的，应增加相应指标的监测频次。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4 执行

表 4 专业电镀企业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厂界 氯化氢、铬酸雾、硫酸雾、氰化氢、氟化物 年

注 1：根据有组织废气排放情况，确定具体的监测指标。

注 2：监测结果超标的，应增加相应指标的监测频次。

注 3：若周边有敏感点，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及最低

监测频次按照表 5执行。

表 5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厂界 臭气浓度 a 年

a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还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或其他

环境管理要求确定是否监测 GB 14554中的其他恶臭污染物。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主要考虑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

况和周边环境敏感点的位置。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 A

声级。周边有敏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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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的环境影响评价批

复〕、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排污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周边地表水及沉积物、地下水和土壤开展

监测。按照 HJ/T 91、HJ/T 164、HJ/T 166 及受纳水体环境管理要求设置地表水及沉积物、

地下水和土壤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表 6 执行。

表 6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目标环境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地表水 pH值、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铜、总锌等 季度

地表水体沉

积物
pH值、总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铜、总锌等 年

地下水 a 水位、pH值、高锰酸盐指数、氰化物、总铬、六价铬、总铜、总锌、总镍、

总铁等
年

土壤 a pH值、总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铜、总锌等 年

注：根据原辅料使用等实际生产情况，确定具体的重金属监测指标。

a厂界内的地下水和土壤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管理要求开展。

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5 中的监测指标外，5.5.1.1 和 5.5.1.2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范

围，并参照表 1~表 5和 HJ 819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 2015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监测的

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

确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

物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 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

高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执行。

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的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信息记录

详细记录电镀工业排污单位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以下生产及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也应参照以下内容记录相关信息，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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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记录电镀生产设施运行、停运状态。根据批次按生产线记录以下内容：

a）镀种、工艺类型、运行时间；

b）电镀液主要成分、浓度、使用量及消耗量、温度、pH值；

c）辅料使用量和消耗量、纯水使用量；

d）镀种加工面积、镀层厚度等。

6.1.2.2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1）污水处理设施：接管到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电镀工业排污单位，

按含铬废水、含氰废水、酸碱废水等“分质收集”，分别记录废水排放量；专门处理电镀废水

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及自行处理废水的电镀工业排污单位，按照“分质收集”原则，分别记

录相应电镀废水处理设施开停机时间、运行时间，并按日记录污水处理量、中水回用率、污

水排放量、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率）、污水处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用电量等。

（2）废气处理设施：根据批次按生产线记录电镀废气处理设施开停机时间、废气处理液

pH值、废气排放时间及排放量等，并按月记录废气处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消耗量。

6.1.3 工业固体废物记录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危险废物

还应记录其具体去向。原料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

表 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类别 来源 种类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生产车间 废包装物、热镀锌锌灰、锌渣等，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

生产车间、废水/废气处理设

施

槽液过滤产生的废渣、废弃槽液、废退镀液，废活性

炭、废反渗透膜、废树脂、脱脂油泥、接触危险废物

的弃用劳保用品及包装物、电镀污泥等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

污水处理厂

电镀废水处理污泥，废水手工监测时产生的废水、废

试剂等

注：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执行。

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按 HJ 8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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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指导和规范农副食品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农副食品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提出并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中国轻工业清洁

生产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8年 12月 4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9年 3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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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农副食品加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农副食品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农副食品加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或无生产但有排放的时段，对其

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

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13457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1901 羽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1909 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1 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13457、GB 21901、GB 21909、GB 254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农副食品加工业 farm and sideline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指直接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行的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

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以及蔬菜、水果和坚果等食品的加工。

3.2

直接排放 direct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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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排污单位直接向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3

间接排放 in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4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按照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与相关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5 监测方案制定

5.1 废水排放监测

5.1.1 监测点位

所有排放废水的农副食品加工业排污单位均应在废水总排放口、雨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

位，生活污水单独排入水体的须在生活污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5.1.2 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1 执行。

表 1 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排污单

位级别

监测

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备注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重点排

污单位

废水

总排

放口

流量、pH 值、化学

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

适用于所有的农副食品加工

排污单位

总磷 月（自动监测 a） 季度（自动监测 a）

总氮
月（日/自动监

测 b）

季度（日/自动监

测 b）

悬浮物、五日生化

需氧量
月 季度

总氰化物 月 季度
适用于以木薯为原料的淀粉

及淀粉制品制造的排污单位

动植物油 月 季度

适用于植物油加工、屠宰及肉

类加工、饲料加工（动物源性

饲料）、水产品加工、豆制品

制造等生产过程涉及动植物

油排放的排污单位

大肠菌群数 月 季度
适用于屠宰及肉类加工排污

单位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月 季度

适用于含有羽绒清洗的屠宰

及肉类加工排污单位。其他生

产过程使用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的排污单位选测

色度 月 季度
所有的农副食品加工排污单

位选测

全盐量 月 季度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变性淀

粉）、水产品加工、蔬菜菌类

水果和坚果加工（腌渍等）等



3

排污单

位级别

监测

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备注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排污单位选测

粪大肠菌群数 月 —

制糖业（以甜菜为原料）、屠

宰及肉类加工、蛋品加工等生

产过程涉及粪大肠菌排放的

排污单位选测

总余氯 月 —

生产过程或废水处理过程中

使用含氯物质并直排环境的

排污单位选测

生活

污水

排放

口

流量、pH值、化学

需氧量、氨氮
自动监测 —

适用于所有的农副食品加工

排污单位

总磷 月（自动监测 a）

总氮
月（日/自动监

测 b）
—

悬浮物、五日生化

需氧量
月 —

动植物油 月 —
适用于有职工食堂的排污单

位

雨水

排放

口

化学需氧量、悬浮

物
日 c 适用于所有的农副食品加工

排污单位

非重点

排污单

位

废水

总排

放 口

流量、pH值、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

氮、总磷、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

季度 半年
适用于所有的农副食品加工

排污单位

总氰化物、动植物

油、大肠菌群数、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季度 半年
根据行业类型及原料工艺确

定监测指标，同重点排污单位

色度、全盐量、粪

大肠菌群数、总余

氯

半年 —
根据行业类型及原料工艺确

定选测指标，同重点排污单位

生活

污水

排放

口

流量、pH值、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

氮、总磷、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

季度 —
适用于所有的农副食品加工

排污单位

动植物油 季度 —
适用于有职工食堂的排污单

位

注 1：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

注 2：监测结果有超标记录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a
水环境质量中总磷实施总量控制区域及氮磷排放重点行业（屠宰及肉类加工、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等）

的重点排污单位，总磷须采取自动监测。
b
水环境质量中总氮实施总量控制区域及氮磷排放重点行业（屠宰及肉类加工、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等）

的重点排污单位，总氮最低监测频次按日执行，待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发布后，须采取自动监测。
c
雨水排放口有流动水排放时按日监测。若监测一年无异常情况，可放宽至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

5.2 废气排放监测

5.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5.2.1.1 监测点位

各工序废气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的，须在排气筒或排气筒前的废气排放通道

设置监测点位。

5.2.1.2 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

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2 执行。对于多个污染源或生产设备共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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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排气筒的，监测点位可布设在共用排气筒上，监测指标应涵盖所对应的污染源或生产设备

监测指标，最低监测频次按照严格的执行。

表 2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备注

颗粒

粕系

统

干燥器排气筒或废气处理

设施排放口

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
半月

适用于以甜菜为原料制糖的排污单

位造粒机排气筒或废气处理

设施排放口
颗粒物 半年

物料储运、净化、破（粉）碎、脱

皮（壳）、烘干、筛分、包装等工

序车间排气筒或废气处理设施排

放口

颗粒物 半年

适用于谷物磨制、淀粉及淀粉制品制

造、豆制品制造、植物油加工、饲料

加工、制糖业等涉及颗粒物排放的排

污单位

羽绒清洗工艺分毛设备排气筒或

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
颗粒物 半年

适用于有羽绒清洗工艺的屠宰及肉

类加工排污单位

烟熏设备排气筒或废气处理设施

排放口
颗粒物 半年

适用于有烟熏工艺的屠宰及肉类加

工、水产品加工等排污单位

余热利用系统排气筒或废气处理

设施排放口
二氧化硫 半年

适用于建有废气余热利用系统的排

污单位。监测指标可根据热源性质进

行调整

亚硫酸制备燃硫废气、浸泡设备等

排气筒或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
二氧化硫 半年

适用于以玉米为原料生产淀粉及淀

粉制品的排污单位

热风炉、加热炉等排气筒或废气处

理设施排放口

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
半年

适用于建有热风炉、加热炉的排污单

位

焚烧炉
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
半年

适用于建有畜禽尸体、不合格原料或

产品无害化焚烧炉的屠宰及肉类加

工排污单位

加药废气等排气筒或废气处理设

施排放口

氯化氢、非甲烷

总烃、颗粒物
半年 适用于有变性淀粉生产的排污单位

浸出、精炼等车间排气筒或废气处

理设施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季度

适用于植物油加工、豆制品制造（低

温豆粕）、屠宰及肉类加工（畜禽油

脂提炼）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

排污单位

化制设备排气筒或废气处理设施

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半年

适用于建有畜禽尸体、不合格原料或

产品无害化化制设备的屠宰及肉类

加工排污单位

畜禽油脂提炼设备排气筒或废气

处理设施排放口
油烟 半年

适用于有畜禽油脂提炼设备的屠宰

及肉类加工排污单位

油炸、煎炒、烧烤等设备排气筒或

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
油烟 半年

适用于有油炸、煎炒、烧烤等工艺的

屠宰及肉类加工、坚果加工、水产品

加工等涉及油烟排放的排污单位

腥臭废气收集、冷凝、净化等车间

排气筒或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

氨、硫化氢、三

甲胺、二甲二硫

醚、甲硫醚、甲

硫醇

季度

适用于水产品加工及使用低值水产

品和水产品加工废弃物（如鱼骨、内

脏、虾壳）等为主要原料的饲料加工

的排污单位

注：废气监测须按照相应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规范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5.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指标与频次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按照表 3执行。

表 3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备注

厂界 臭气浓度 a 半年 适用于所有农副食品加工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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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备注

颗粒物 半年

适用于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淀粉及淀粉制

品制造、豆制品加工、植物油加工等生产过

程涉及颗粒物排放的排污单位

非甲烷总烃 半年

适用于植物油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豆制

品制造、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等生产过程涉

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排污单位

氨 半年 适用于建有氨储罐的排污单位

氨、硫化氢 半年 适用于建有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

污水处理设

施周边厂界

下风向侧或

有臭气方位

的边界线上

臭气浓度、氨、硫化氢 半年 建有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选测

注 1：若周边有环境敏感点或监测结果超标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注 2：无组织废气监测须同步监测气象因子。
a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原辅用料、生产工艺等，确定是否监测其他臭气污染物。

5.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主要考虑破碎设备、筛分设备、大

型风机、制冷机、水泵等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况和周边环境敏感点的位置。厂界环境噪

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间噪声监测，夜间生产的排污单位需监测夜间噪声。周边有敏感点

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5.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5.4.1 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于 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或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5.4.2 无明确要求的，排污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周边地表水、海水、地下水和土壤开展监

测。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海水的排污单位，可参照 HJ/T 2.3、HJ/T 91、HJ 442 设置监

测断面和监测点位；开展地下水、土壤监测的排污单位，可按照 HJ 610、HJ/T 164、HJ/T 166

要求设置监测点位。

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3 中的污染物指标外，5.5.1.1 和 5.5.1.2中的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

范围，并参照表 1~表 3和 HJ 819确定监测频次。

5.5.1.1 排污许可证、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

限于 2015年 1 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相关环境管理规定明确

要求的污染物指标。

5.5.1.2 排污单位根据生产过程的原辅用料、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类型、监测结果确

定实际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的污染物指标，或其他有毒污染物

指标。

5.5.2 各指标的监测频次在满足本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 HJ 819中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提高

监测频次。

5.5.3 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按照 HJ 819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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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监测方案的描述、变更按照 HJ 819规定执行。

6 信息记录和报告

6.1 信息记录

6.1.1 监测信息记录要求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19执行。

6.1.2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要求

排污单位应详细记录其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日常生产中应参照以下内容记录

相关信息，并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6.1.2.1 生产运行状况记录

分生产线记录每日的主要原辅料用量、耗能、产品产量：取水量（新鲜水），能源消耗（煤、

电、油），主要原辅料使用量，产品产量，副产品产量等。

6.1.2.2 废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废水处理量、排放量、回用水量、回用去向、污泥产生量（记录含水率）、废水

处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鼓风机电量等；记录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6.1.2.3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应记录除尘、脱硫、VOCs治理等净化工艺的基本情况，按日记录废气处理使用的吸附剂、

过滤材料等耗材的名称及用量；并记录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参数、故障及维护情况等。

6.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记录要求

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

相关要求，按日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及其具体去向。原料

或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其他危险废物的情况也应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见表 4。

表 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来源

类别 产生单元 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生产车间、废水/废气处理设施

等

废气处理收集的废尘/渣、废滤袋、原辅料中的剩余

废物、金属、废纸箱、废木箱、废袋、煤渣等；水

处理污泥（根据地方管理要求执行）

危险废物
生产车间、实验室、废气处理

设施等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废矿物油与含矿物

油废物、有机树脂类废物、石棉废物以及化学试剂

等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等

注：其他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6.2 信息报告、应急报告、信息公开

按照 HJ 819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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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排污单位应如实记录手工监测期间的工况（包括生产负荷、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其他内容按照 HJ 819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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