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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华康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自行监测方案

按照生态环境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环发【2013】81号）要求，内蒙古华康源科技有限公

司对所排放的污染物组织开展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委托宁夏华正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手工监测，并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企业应对

排放的所有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监测信息

内蒙古华康源科技有限公司由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于 2016年 12月 19日注册成立，注册地址在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司主要为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配套生产原料硫酸、发烟硫酸，

氯磺酸产品主要为湖北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染料的生产提供原

料。

表 1 企业监测信息

企业名称 内蒙古华康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阿拉善盟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类型 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150人

所在地经度 105°1′13.82″ 纬度 37°36′22.77″

法人代表 童绪刚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52900MA0N1X4J41

联系人 祁旭 邮政编码 750314

所属行业 无机酸制造 投运时间 2020.06

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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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 200000

氯磺酸 20000

盐酸 22225

硫酸钾 10000

2、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2.1地理位置

内蒙古华康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

开发区腾格里南片区，东侧为金石镁业，南侧为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

西侧为园区道路，北侧为空地。厂址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1′13.82″、

北纬 37°36′22.77″。本项目所在地理位置见图 1，本项目周边位置关系见图 2，

平面布置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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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项目所在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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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与周边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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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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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物治理措施

（1）废水

公司全厂排水系统分为生产废水排水系统、含盐废水排水系统、生活

污水排水系统和清净下水排水系统等。本项目废水排放按照雨污分流、清

污分流制，建设污水处理装置。

本项目产生的生产污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项目生产废水主要硫

酸车间生产废水，送往厂区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处理后回用于排渣冷

却系统；由于锅炉软化系统制备产生大量的浓盐水，故增加一套浓水处理

系统，将大量的浓盐水进行处理后部分回用于排渣冷却系统，部分回用于

循环冷却水系统；处理后的水质均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

质》(GB/T 19923-2005)中工艺与产品用水水质要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

处理后，经厂区管道进入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生化处理系统处

理，处理后的水质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

三级标准。

（2）废气

本项目硫酸生产车间设置 1套双氧水+尾气电除雾器吸收废气处理装

置，吸收塔为填料吸收塔，经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的尾气经收集后通过 1

根 50m的排气筒高空排放（硫酸车间共设 1根排气筒）。

本项目氯磺酸生产车间配备一套“一级酸洗+三级水洗+二级碱洗”吸

收处理 HCl和 SO2、SO3气体的废气处理装置，经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的

尾气经收集后通过 1根 35m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曼海姆炉尾气和硫酸钾

生产工段布袋除尘尾气汇合后经 1根 25m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氯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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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共设 2根排气筒）。

废水处理系统中主要有硫化工段产生的废气，经过二级碱液吸收塔吸

收处理，吸收塔为三层碱喷淋结构；中和工段及车间无组织产生的废气，

经过另外一套二级碱液吸收塔吸收处理，与硫化工段处理后废气一起汇入

25米高烟囱排空。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生产区、原料仓库在装料、卸料、贮存时挥

发性物料向大气环境的泄漏或挥发，亦包括各个装置的阀门、管线、泵等

在运行中因跑、冒、滴、漏等逸散到大气中的废气以及罐区大小呼吸无组

织排放，主要为液体原辅材料等。

生产装置均在常压或微负压条件下工作，无组织排放量较少；原料库

中硫铁矿均为固体，无组织颗粒物较小。

本项目罐区无机呼吸气经管道风机送至生产系统中回用。

设备检修、用清水清洗罐体时，残留在罐底或包装桶原料散发于周围

空气中，产生少量间歇的无组织排放。通过加强生产管理及设备维护，减

少“跑冒滴漏”，杜绝事故性排放，控制无组织排放，确保厂界达标。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自生产装置的计量槽、过滤器及各类机泵等，工

程运行时，主要采用选取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基础减振等措施进行降

噪。

（4）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沸腾炉炉渣、旋风除尘沉渣、电除尘沉渣、硫

酸钙滤渣、废催化剂 V2O5、废耐火砖、废机油、废吸附树脂及全厂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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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生活垃圾。

沸腾炉炉渣、旋风除尘沉渣、电除尘沉渣，排入排渣滚筒加水定量后

暂存于铁粉库，外售；硫化工段硫化渣、废催化剂 V2O5、废耐火砖、废

机油、废吸附树脂产生后收集存放危险废物暂存间，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置。目前均暂未产生；硫酸钙滤渣经过鉴定为一般固体废物，暂存

于固废库房中，定期拉运至阿拉善盟绿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运往生活垃圾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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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依据

1、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39号令《环境监测管理办法》2007年；

2、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3]4号《“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

核办法》2013年；

3、环保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监察部文件环发[2013]14号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检测办法》2013年；

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5、《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第 31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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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相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监测技术规范、监测方法标准。

四、监测内容

1、废气监测

废气手工监测内容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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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废气手工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产污设施编号 污染治理设施编号 监测点位 排气筒高度 监测项目 排放口编号 监测周期

有组

织排

放废

气

T0505 TA001 电除雾器出口◎1# 50m 颗粒物、二氧化硫、硫

酸雾及烟气参数
DA001

1次/季度，4次/年；

监测一天，3次/天

/ /

废水处

理系统

硫化工段废气

一级碱洗出口

◎2#
/

硫化氢、臭气浓度、烟

气参数

/

1次/季度，4次/年；

监测一天，3次/天/ /
中和池等无组

织废气一级碱

洗收出口◎3#
/ /

TX001 TA002 废水处理系统

总排口◎4#
25m DA002

T0707/MF0701 TA003 曼海姆炉和破碎出口

◎5#
25m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烟气参数
DA003 1次/季度，4次/年；

监测一天，3次/天

T0803 TA004
氯磺酸环保设施出口

◎6#
35m

颗粒物、二氧化硫、氯

化氢、硫酸雾、烟气参

数

DA004
1次/季度，4次/年；

监测一天，3次/天

无组

织废

气

/ /

在厂界上风向布设 1
个对照点，厂界下风

向布设布设 3个监测

点，共 4个监控点（○

1#~○4#）

--
颗粒物、二氧化硫、硫

酸雾、氯化氢
厂界

1次/半年，2次/年；

监测 3天，4次/天

2、废水监测

废水监测内容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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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废水监测内容一览表

监测方式 产物设施编号 污染治理设施编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口编号 监测周期

手工监测

/ TW001/TW002/TW005 1#生活污水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动植物油
DW001 1次/半年，2次/年；

监测一天，4次/天

/ TW004 2#氯磺酸碱液出
水口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石油类、硫化物
DW002 1次/月，12次/年；

监测一天，4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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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4-3。

表 4-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监测点位 测点编号 监测位置 监测周期

厂界四周 ▲1#～▲4# 厂界外 1米、高度
1.2m

1次/每季度，4次/年；监测一

天，每天昼间、夜间各监测 1
次。

4、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内容见表 4-4。

表 4-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情况一览表

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

周期

地下水 地下水井（☆1#）

pH值、总硬度、耗氧量、硝酸盐、亚硝

酸盐、氨氮、氟化物、氰化物、硫酸盐、

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挥发酚、铁、

锰、汞、砷、铅、镉、硫化物

1次/
年；监

测 1
天；1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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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采样深度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厂界北侧

1#

0-50cm

重金属 7项：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

VOCs 27项：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SVOCs 11项：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
芘、萘；

其他 2项：pH 值、硫化物。

1次/年；监

测 1天；1次
/天

50-100cm
pH值、铜、铅、镉、砷、汞、镍、六价铬、硫化物

100-150cm

厂界西侧

□2#

0-50cm

重金属 7项：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

VOCs 27项：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SVOCs 11项：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
芘、萘；

其他 2项：pH 值、硫化物。

50-100cm
pH值、铜、铅、镉、砷、汞、镍、六价铬、硫化物

100-150cm

厂界东侧

□3#

0-50cm

重金属 7项：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

VOCs 27项：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SVOCs 11项：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
芘、萘；

其他 2项：pH 值、硫化物。

1次/年；监

测 1天；1次
/天

50-100cm
pH值、铜、铅、镉、砷、汞、镍、六价铬、硫化物

100-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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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测点位示意图

（1）有组织废气监测点示意图：

图 4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2）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地下水监测点示意图：

◎2#

◎3#

◎6#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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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及地下水监测点位示意图

○3#

○2#

○1#

○4#
▲8#

图例：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点

▲噪声监测点位

☆地下水监测点位

▲6#

▲5#

▲4#

▲3#

▲2#

▲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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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价标准

1、废水污染物评价标准

DW001废水进入利元污水处理站处置；DW002废水进入利元蒸发装

置处置。均不外排。

2、废气污染物评价标准

根据项目环评及其批复内容，项目废气执行标准具体见表 6-1。

表 6-1 项目废气执行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及级别 污染源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值

有组织废

气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132-2010)表 6中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浓度限值

硫酸生产车间
二氧化硫 200mg/m3

硫酸雾 5mg/m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表 4中大

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氯磺酸生产车

间

二氧化硫 100mg/m3

硫酸雾 10mg/m3

氯化氢 20mg/m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表 3中大

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曼海姆炉废气

和硫酸钾生产

工段

颗粒物 30mg/m3

氮氧化物 200mg/m3

二氧化硫 100mg/m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中标准限值

污水处理站总

排口

硫化氢 0.90kg/h

臭气浓度 6000（无量纲）

无组织排

放废气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132-2010)表 8中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浓度限值
厂界四周

颗粒物 0.9mg/m3

二氧化硫 0.5mg/m3

硫酸雾 0.3mg/m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表 5中大

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硫化氢 0.03mg/m3

氯化氢 0.05mg/m3

3、噪声污染物评价标准

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3类标准，标准限值见表 6-2。

表 6-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标准限值

标准 类别 评价因子 标准限值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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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3类 等效声级 Leq(A)
昼间 65

夜间 55

4、地下水评价标准

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地下水质量

常规指标Ⅲ类标准限值要求，具体限值见表 6-3。

表 6-3 地下水执行标准

污染物名称 标准限值（mg/L） 限值来源

pH值（无量纲） 6.5~8.5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

准

氨氮 0.50
挥发酚 0.002
氰化物 0.05
氟化物 1.0
耗氧量 3.0
硝酸盐 20.0
亚硝酸盐 1.00

溶解性总固体 1000
砷 0.01
锰 0.10
铁 0.3
镉 0.005

氯化物 250
总硬度 450
硫酸盐 250
汞 0.001
铅 0.01

硫化物 0.02

5、土壤评价标准

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 1中第二类用地管制值要求，具体限值见表 6-4。

表 6-4 土壤执行标准

序号 检测项目
GB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表 1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mg/kg）

1 砷 60
2 镉 65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trhj/trhjzlbz/201807/W0201906265961889307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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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GB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表 1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mg/kg）

3 六价铬 5.7
4 铜 18000
5 铅 800
6 汞 38
7 镍 900
8 氯甲烷 37
9 氯乙烯 0.43
10 1,1-二氯乙烯 66
11 二氯甲烷 616
12 顺-1,2-二氯乙烯 596
13 1,1-二氯乙烷 9
14 反-1,2-二氯乙烯 54
15 氯仿 0.9
16 1,1,1-三氯乙烷 840
17 1,2-二氯乙烷 5
18 苯 4
19 四氯化碳 2.8
20 1,2-二氯丙烷 5
21 三氯乙烯 2.8
22 甲苯 1200
23 1,1,2-三氯乙烷 2.8
24 四氯乙烯 53
25 氯苯 270
26 1,1,1,2-四氯乙烷 10
27 乙苯 28
28 对二甲苯+间二甲苯 570
29 苯乙烯 1290
30 邻二甲苯 640
31 1,1,2,2-四氯乙烷 6.8
32 1,2,3-三氯丙烷 0.5
33 1,4-二氯苯 20
34 1,2-二氯苯 560
35 萘 70
36 苯并[a]蒽 15
37 䓛 1293
38 苯并[b]荧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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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GB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表 1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mg/kg）

39 苯并[k]荧蒽 151
40 苯并[a]芘 1.5
41 茚并[1,2,3-c,d]芘 15
42 二苯并[a,h]蒽 1.5
43 硝基苯 76
44 2-氯酚 2256
45 苯胺 260
46 pH值 /
47 硫化物 /

七、检测方法及仪器

表 7-1 检测方法及仪器

序号
检测

类别

检测

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型号及编号

1

废气

硫化

氢

无组织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0.001mg/m3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有组织 0.01mg/m3

2 臭气浓度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93

/ 无臭气体分配器，3L
聚酯无臭袋

3 二氧

化硫

无组织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482-2009及修改单

0.007mg/m3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

有组织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3mg/m3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

仪

YQ3000-D
YQ-A-XC-030-02

4 氯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光光度法
HJ/T 30-1999

0.2mg/m3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

5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

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3mg/m3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

仪

YQ3000-D
YQ-A-XC-030-02

6 硫酸

雾

无组织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4-2016

0.005mg/m3

离子色谱仪
CIC-D100

YQ-A-SY-027
有组织 0.2mg/m3

7 氯化

氢

无组织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9-2016

0.02mg/m3

有组织 0.2mg/m3
离子色谱仪
CIC-D100

YQ-A-SY-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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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

类别

检测

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型号及编号

8 废气
颗粒

物

无组织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及修改单

0.001mg/m3

电子天平

FA2204B
YQ-A-XC-031
恒温恒湿箱

LHS-100CL
YQ-A-XC-032

有组织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

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1mg/m3

电子天平
BT25S

YQ-A-SY-015
恒温恒湿箱

LHS-100CL
YQ-A-XC-032

9

地下水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86

/
便携式 pH计
PHBJ-260

YQ-A-XC-021-06

10 溶解性

总固体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

重量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年）

/
电子天平
FA2204B

YQ-A-SY-004

11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16489-1996

0.005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

12 氨氮

（以 N计）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

13 总硬度（以

CaCO3计）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 7477-87

0.05mmol/L 玻璃量器

14 铁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776-2015

0.01mg/L 美国PE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000DV
YQ-A-SY-02515 锰 0.01mg/L

16 总铅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年）

0.001mg/L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 3500
YQ-A-SY-009

17 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0.0003mg/L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8220
YQ-A-SY-013

18 总镉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年）

0.0001mg/L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 3500
YQ-A-SY-009

19
耗氧量

(CODMn法，

以 O2计）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 11892-89 0.5mg/L 玻璃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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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

类别

检测

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型号及编号

20

地下水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0.0003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

21 氟化物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7484-87

0.05mg/L
离子计
PHSJ-3F

YQ-A-SY-001

22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异烟酸-巴比妥酸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0.001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

23 亚硝酸盐

（以 N计）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 7493-1987

0.003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

24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0.00004mg/
L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8220

YQ-A-SY-013

25 氯化物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

Br-、NO3-、PO43-、SO32- 、SO42-）

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07mg/L
离子色谱仪
CIC-D100

YQ-A-SY-027
26 硝酸盐

（以 N计）
0.016mg/L

27 硫酸盐 0.018mg/L

28 厂界

噪声

等效连续A声

级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YQ-A-XC-003-04
声校准器
AWA6221B

YQ-A-XC-004-02

29

土壤

pH值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 962-2018

/
pH计
PHS-3C

YQ-A-SY-001-01

30 硫化物
土壤和沉积物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 833-2017

0.04mg/kg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YQ-A-SY-002

31 砷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05.2-2008

0.01mg/kg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AFS-8220
YQ-A-SY-013

32 汞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 22105.1-2008

0.002mg/kg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AFS-8220
YQ-A-SY-013

33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0.01mg/kg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 3500
YQ-A-SY-009

34 六价铬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

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082-2019

0.5mg/kg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 3500
YQ-A-SY-009

35 铜 《区域地球化学样品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氧化钙等 27个成分测定 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0.5mg/kg 美国 PE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000DV36 镍 0.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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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

类别

检测

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型号及编号

DZ/T 0279.2-2016 YQ-A-SY-02537

土壤

铅 0.7mg/kg

38 苯并[a]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0.1mg/kg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2010Plus-QP2010SE

YQ-A-SY-019-0139 䓛 0.1mg/kg

40 苯并[b]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0.2mg/kg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2010Plus-QP2010SE

YQ-A-SY-019-01

41 苯并[k]荧蒽 0.1mg/kg

42 苯并[a]芘 0.1mg/kg

43 茚并[1,2,3-cd]
芘

0.1mg/kg

44 二苯并[a,h]蒽 0.1mg/kg

45 苯胺 0.02mg/kg

46 2-氯苯酚 0.06mg/kg

47 硝基苯 0.09mg/kg

48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0mg/kg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2030/GCMS
-QP2020NX

YQ-A-SY-019-03

49 氯乙烯 0.0010mg/kg

50 1,1-二氯乙烯 0.0010mg/kg

51 二氯甲烷 0.0015mg/kg

52 反-1,2-二氯乙

烯
0.0014mg/kg

53 1,1-二氯乙烷 0.0012mg/kg

54 顺-1,2-二氯乙

烯
0.0013mg/kg

55 氯仿 0.0011mg/kg

56 1,1,1三氯乙

烷
0.0013mg/kg

57 四氯化碳 0.0013mg/kg

58 苯 0.0019mg/kg

59 1,2-二氯乙烷 0.0013mg/kg

60 三氯乙烯 0.0012mg/kg

61 1,2-二氯丙烷 0.0011mg/kg

62 甲苯 0.0013mg/kg

63 1,1,2-三氯乙

烷
0.0012mg/kg

64 四氯乙烯 0.0014mg/kg

65 氯苯 0.0012mg/kg

66 1,1,1,2-四氯乙

烷
0.0012mg/kg

67 乙苯 0.001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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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

类别

检测

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型号及编号

68

土壤

间，对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2mg/kg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2030/GCMS
-QP2020NX

YQ-A-SY-019-03

69 邻-二甲苯 0.0012mg/kg

70 苯乙烯 0.0011mg/kg

71 1,1,2,2-四氯乙

烷
0.0012mg/kg

72 1,2,3-三氯丙

烷
0.0012mg/kg

73 1,4-二氯苯 0.0015mg/kg

74 1,2-二氯苯 0.0015mg/kg

75 萘 0.0004mg/kg

五、质量控制措施

1、宁夏华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6年 5月 6日获得由宁夏质量技

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

163012050357），检验检测能力基本覆盖本项目要求的检测因子，检测人

员均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2、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严格执行国家环保部颁布的相关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和标准分析方法，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所有检测及分析仪器均

在有效检定期，并参照有关计量检定规程定期校验和维护。

3、废气采样严格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 固 定 污 染 源 排 气 中 颗 粒 物 测 定 与 气 态 污 染 物 采 样 方 法 》

（GB/T16157-1996）、《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试行）（HJ/T 373-2007）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样品保存及运输严格按

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气体采样仪器在进现场前后需进行采样器流量

计校核和气密性检查，满足要求。废气检测分析过程严格按照《固定污染

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等相关

技术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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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质采样严格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

样品保存及运输严格按照《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水质检测分析过程严格按照《环境水质

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等相关标准分析方法进行。样品需

采取全程序空白、现场平行、实验室空白测定、10%平行双样、标准曲线

校核点、10%加标回收率或 10%质控样品分析等质控措施。

5、噪声检测严格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

噪声测量仪器在使用前后需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校准。

6、土壤采样、样品保存、运输和检测分析过程严格按照《土壤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需采取样

品空白、平行双样和质控样品分析等质控措施。有机样品采用 500mL 棕

色磨口玻璃瓶，样品装满容器并密封，小于 4℃低温保存；采集的样品贴

好标签及时送交实验室进行风干、研磨、筛分、前处理及分析测定。

7、严格执行监测方案。认真如实填写各项自行监测记录及校验记录

并妥善保存记录台帐，包括采样记录、样品保存、分析测试记录、监测报

告等。

六、自行监测结果公布

1、对外公布方式：环保网站或环保部门指定的媒介。

2、公布时限：手工监测数据每次监测完成出具数据报告后的次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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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公布内容执行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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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检测单位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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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监测人员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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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实验室分析人员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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