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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泰安市泰阳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郭欣 联系人 徐洪奎

联系电话 15550865515 邮箱地址 taiyanghb@163.com
企业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盐化路

占地面积 6612平方米
行业类别及代

号
C7724危险废物治理

成立时间 2015年 最新改扩建时

间
--

监测采样日期

2021年 7月 15日
2021年 10月 27日

-28日
检测单位 山东泰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块权属
自 有 土 地 
租 赁 厂 房 

监测类型
首 次 监 测 
再 次 监 测 

重点企业类型

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医药、焦化、电镀、制革行业纳入排污

许可重点管理企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开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利用的企业事业单

位 
运营维护固体废物填埋且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 
三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地下水环境污染事件，

或者因土壤环境污染问题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企业事业单位 
其他 

地下水利用 是  否  周边有农田 是  否 

周边地表水体 名称：漕河 方位：西北 离厂界最近距离：2559m

周边敏感目标

名称：北大昊村 方位：NE 离厂界最近距离：2090m
名称：西大昊村 方位：S 离厂界最近距离：2389m
名称：彭徐店村 方位：SW 离厂界最近距离：1835m
名称：沙坡村 方位：NW 离厂界最近距离：1647m



2企业生产及设施情况

2.1工程组成表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位置 内容与规模 备注

主体工程
焚烧车间装置

区

厂区

南侧

两套焚烧装置，一套主要由进料系统、焚烧系统、

热交换系统、烟气净化系统、灰渣处理系统组成；

主要装置有热解气化炉 A/B炉 2台、喷燃室、二

次燃烧室、助燃系统等部分组成，每台热解气化

炉容量为 800kg/h，2台炉子 24h交替运行，设计

处理规模为 16t/d；一套设计处理规模为 16t/d，采

用热解气化炉+二燃室工艺。

--

储运工程

医疗废物

暂存区

焚 烧

车 间

西侧

暂存收集来的医疗废物，占地约 90m2 --

物料库

医疗

废物

暂存

区南

侧

存放片碱等，1座，1层，30m2 --

柴油储罐

焚 烧

车 间

北侧

1个 3m3柴油储罐 --

公用工程

供水工程 -- 由厂区地下水井提供，用水量 27.9m3/d --

供电工程

-- 由大汶口镇供电所提供，用电量 55.4万 kwh/a --
焚烧

车间

东侧

1个用于发电的 3m3柴油储罐，和焚烧车间北侧合

计年用量 1t/a

辅助工程

办公楼
厂区

北侧
1座 3层，1128m2 --

食堂

厂区

东北

侧

1座，1层，200m2，采用液化气罐 --

工具间

厂区

西北

侧

1座，1层，50m2 --

维修车间

污水

处理

站北

侧

1座，1层，40m2 --

控制室

焚烧

车间

东侧

1座，1层，90m2 --

在线室 事故 1座，1层，36m2 --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位置 内容与规模 备注

池南

侧

环保工程

废气治理 --

1.MF0002焚烧炉系统产生的焚烧废气中的氮氧化

物通过 SNCR处理，林格曼黑度、烟尘通过袋式

除尘器处理，铬、锡、锑、铜、锰及其化合物、

铅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

镍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通过活性炭吸附＋

袋式除尘器处理，氯化氢、二氧化硫、氟化氢通

过半干法＋湿法处理，一氧化碳通过“3T+E”燃烧

控制，二噁英类通过“3T+E”燃烧控制、急冷、活

性炭吸附、袋式除尘器等的组合技术处理后全部

以有组织的形式排放。

2.MF0003焚烧炉系统产生的焚烧废气中的氮氧化

物通过 SNCR处理，林格曼黑度、烟尘通过袋式

除尘器处理，铬、锡、锑、铜、锰及其化合物、

铅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

镍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通过活性炭吸附＋

袋式除尘器处理，氯化氢、二氧化硫、氟化氢通

过半干法＋湿法处理，一氧化碳通过“3T+E”燃烧

控制，二噁英类通过“3T+E”燃烧控制、急冷、活

性炭吸附、袋式除尘器等的组合技术处理后全部

以有组织的形式排放。

--

废水治理

厂区

西南

侧

厂区建设有一座污水处理站，通过絮凝沉淀、好

氧、厌氧、砂滤等多级过滤组合处理废水。
--

噪声治理 -- 对噪声设备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 --

固废治理 --
1.炉渣等一般工业固废由环卫部门清运。

2.厂区设置 1处危废仓库，30m2，危险废物委托有

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理。

--

事故池 -- 现有 360m3事故水池（长 12m，宽 7.5m，深 4m，

兼作初期雨水收集池）
--

2.2原辅材料、燃料油品及产品一览表

名称
年消耗/生产量

t/a
包装 形态 最大储量 储存位置

涉及的有

毒有害物

质

氢氧化钠 3 袋装 固态 3 车间外北侧 --
医疗废物 3840 袋装 固态 64 车间内装置区西侧 --

燃油 1 储罐 液态 1 车间北侧 石油类

1#焚烧装置处理能力 16t/d -- -- -- 焚烧车间 --
2#焚烧装置处理能力 16t/d -- -- -- 焚烧车间 --

2.3废水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



废水污染源 废水污染物 产生浓度（mg/L） 排放浓度（mg/L）

焚烧车间

汞及其化合物 -- --
六价铬 -- --

砷及其化合物 -- --
镉及其化合物 -- --

/
/ / /
/ / /
/ / /

备注：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2.4固体废物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固废类别 产生量（t/a） 暂存地点

1 废布袋 危险废物 0 危废仓库

2 飞灰 危险废物 7.306 危废仓库

3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0 危废仓库

4 废水处理污泥 危险废物 3.052 危废仓库

5 废铅蓄电池 危险废物 0 危废仓库

6 废硒鼓 危险废物 0 危废仓库

7 废荧光灯管 危险废物 0 危废仓库

8 废周转箱 危险废物 0.277 危废仓库

9 炉渣 一般固废 207.3 一般固废仓库

10 废离子交换树脂 一般固废 0 一般固废仓库



2.5其他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生

产

工

艺

流

程

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焚烧系统工艺流程：

两套焚烧装置工艺流程与产排污环节完全相同。

（1）进料系统

进料系统由装料装置、垃圾输送装置、热解气化炉盖组成。进料时可将垃圾直接投入，

不需分拣。整个投料装置是密闭的，在投料过程中不会有垃圾外泄。对于采用箱装的医疗废

物进厂后存储于贮存库中，然后通过铲（叉）车将医疗废物投放到斗式提升机进料料坑内，

再由斗式提升机内提斗运送至热解气化炉焚烧。

（2）焚烧系统

焚烧系统由点火系统、热解气化炉、喷燃室、二次燃烧室、助燃系统等部分组成。热解

气化炉采用二炉热解气化炉方式，可以24小时交替运转。热解气化炉容量为 800kg/h，设计处

理规模为16t/d，并配套相应的辅助设备。热解气化炉采用0#柴油点火，罐车来油将油卸入油



罐后通过供油泵送至厂房内中间油箱，经燃烧器喷入炉内点火。燃烧器自带加压油泵和送风

风扇，柴油由燃烧器油泵加压后通过喷头雾化喷出，同燃烧器风扇鼓入的一次风混合，完成

点燃、燃烧和燃烬的全过程，燃烧器选用自动燃烧器，燃烧器具有自动点火、自动火焰监测、

灭火保护、故障报警等功能。热解气化炉内的垃圾经点火控氧热解气化后，产生可燃性气体，

该可燃性气体被导入喷燃炉、二次燃烧室高温燃烧。喷燃炉、二次燃烧室内设置有导风系统，

补氧均匀且有足够的容积，使可燃性气体在二燃室内涡流燃烧，提高烟气停留时间，燃烧炉

中心温度大于1100℃，滞留时间大于2秒。喷燃炉所需燃烧空气由电脑自动控制，在喷燃室内，

热解气化炉产生的气体和二次燃烧空气能充分混合燃烧。热解气化气体自燃时，不需要再助

燃，喷燃装置会自动停止。喷燃炉内的燃烧火焰在二次燃烧室内通过旋回流，促进氧化，二

次燃烧室所需二次燃烧空气由电脑自动控制。在二次燃烧室顶部设一座紧急排烟烟囱，在事

故工况下打开，将室内燃烧气体直接排放。对热解过程来说，可一次大量投入，热解气体自

燃时，进入自燃过程，助燃装置会自动停止，整个自燃过程达到 90%以上，采用3T控制燃烧

过程，抑制二噁英等有毒有害物体产生。气化、燃烧所需空气由一次风、二次风组成，通过

燃烧空气供给装置提供。一次风通过送风机由废物存储车间内引出，直接送入热解气化炉，

一次风供2台气化炉使用，管路上设有电动比例调节阀，根据气化量及温度由控制室控制阀门

的开度，确保气化效果。二次风设单独风机，由炉体顶部设置密闭式吸风罩引过来，供喷燃

炉与燃烧炉，管路上设调节阀。

a.热解气化炉（A、B炉）

热解气化炉利用缺氧热解原理，供给不足量的助燃空气，使医疗废物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进行热解。炉体采用底部供风。空气经过燃烬段时消耗大部分氧，使上部热解段处于缺氧状

态，并且将燃烬段的热量带入热解段中。垃圾中可挥发性物质于高温缺氧状态下从固体物中

分解挥发出来成为短链有机气体（CH4、C2H6、C3H8等碳氢化合物及H2），由于没有足够氧气

让这些物质做进一步氧化反应，这些可燃物质进入二燃室进一步完全氧化反应。残留下来的

可燃性固定碳由于在炉床长时间停留逐步转化成CO或CO2气体，因此残渣具有低的热灼减率。

常规医疗垃圾可燃部分为92％（干基），该装置热解气化炉对可燃部分燃尽率为＞99.9％，热

酌减性＜5％。炉体为立式热解炉，为自动进料、自动出渣形式。热解焚烧炉包括一燃室本体、

炉床、附属装置、供风口、观察孔、测温孔、检修孔、点火燃烧器，外表面涂银色耐热漆。

炉体有效容积为21m3，留有10％超负荷处理能力。热解炉主体部分由重质耐火材料（70％

Al2O3+20％SiO2+1.5％Fe2O3+8.5％其他）和碳钢壳体组成，下半段采用水冷夹套结构。热解炉

设有防爆门，当热解炉发生意外爆燃时，会通过防爆门卸压，保证焚烧设备安全。炉床采用

高温耐火材料炉床，炉床均匀布有送风喷嘴，喷嘴采用耐高温合金材料特殊结构，避免因积

灰或结垢而堵塞。炉体采用底部供风，可冷却炉床，也可以吹入高压风进行送风孔清孔。并

且可以防止液体或未充分燃烧的废物溢漏，保证未充分燃烧的废物不通过炉床溢漏进炉渣，

并使空气沿炉床底部均匀分配。热解气化炉设有防爆门，垃圾出现异常发生爆燃时，通过防



爆门泄压，保证炉体安全。防爆门为重力式防爆门，采用耐高温合金材料，不易变形，当炉

内热解状况发生异常（爆燃），防爆门自动打开泄压，确保炉体安全。为防止炉温过高，垃

圾中玻璃制品熔融结焦，炉体采用局部水冷夹套结构，控制燃烬段温度，控制冷炉时间，水

夹套内水可循环使用。

b.二次燃烧室（高温气相燃烧室）

热解气化炉产生的热解气体在二燃室前段预混室内和过量空气充分混合燃烧。二燃室温

度应大于＞850℃左右（实际在1150℃-1200℃），并且确保烟气在二燃室停留时间大于2秒，

这样烟气中各种有害成份（包括剧毒气体二噁英），都会在二燃室内得到充分的分解和消除。

燃烧系统采用计算机集中控制。根据炉体负压参数自动调整引风量及鼓风量，使整个系统为

一个微负压系统。燃烧供风（氧）量根据燃烧状况参数和二燃室含氧量自动调节，以达到热

解气化炉和二燃室空气量的自动控制，严格控制二燃室实际燃烧温度在设定燃烧温度范围内。

（3）热交换系统

热交换系统为一竖式换热器，烟气由换热器的上部进入，经过水换热器，下部设灰斗，

定期人工出灰。烟气由二次燃烧室进入热交换器一次冷却产生热水，在这一过程中，烟气温

度由1100℃降至550℃。水换热器夹套内冷却水采用水箱补充水，为了防止设备水套内结垢，

采用软化水。工业用水经过软水装置软化后进入热交换器，经加热后进入热水箱到用水处。

热交换器设置有汽水分离器，可分离出热水中夹带的水蒸气。

（4）烟气净化系统

焚烧系统产生的烟气含有氯化物、氟化物等酸性物质及其它有害物质，并且有研究表明，

二噁英除了在低温不完全燃烧过程产生之外，在中温段烟气中由于飞灰发生异相催化反应还

会二次生成。本工程烟气净化系统采用急冷半干系统+石灰/活性炭喷射脱酸+袋式除尘器+喷

淋吸收塔工艺，可达到较高的除酸除尘效果。烟气经过换热器温度降至550℃后，进入急冷塔。

在急冷塔中，高温烟气与雾化冷却水直接接触，烟气控制在1秒钟内迅速由550℃降至200℃，

有效避免二噁英类物质的重新合成，同时去除烟气中的少量粉尘，急冷塔内喷入5%NaOH 溶

液，可同时去除烟气中酸性物质。在半干式急冷除酸塔和布袋除尘器之间管道内喷入活性炭

粉和消石灰粉，吸附烟气中重金属、二噁英类物质，进一步除酸，然后烟气进入布袋除尘器

过滤除尘后，进入碱洗喷淋塔进一步脱酸，经过35m高烟囱达标排放。

a.急冷半干脱酸系统

热交换器出口高温烟气急速冷却是在急冷塔中完成的。热交换器出口烟气温度约 550～

500℃，急冷塔内部配有耐腐蚀浇注料。急冷塔设计根据降温需要的喷水量和喷枪的角度决定，

根据雾化工艺和历史经验得出所需要的急冷塔截面积和高度。在喷入的烟气急冷用水中掺入

NaOH，在烟气急冷的同时，可以脱除烟气含有的部分酸性物质，达到急冷与脱酸的双重目的。

采用喷水为主的冷却方式，根据各种喷嘴的特点，本工程采用二流体喷枪，即通过压缩空气

来对水进行雾化。另外由于所处环境为高温烟气，而且烟气中还有酸性气体，本工程喷枪材



质采用耐腐蚀耐高温不锈钢，并带水夹套进行保护。在急冷塔中，喷雾系统可以根据出口烟

气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喷水枪的喷水量，保证急冷塔出口温度维持在适当的温度范围内。工

作时，碱液储罐中的NaOH溶液经过过滤器过滤、水泵增压，调节压力和流量后送入喷枪。在

喷枪中由于有压缩空气雾化，水被雾化成非常细小的颗粒，雾化颗粒在高温烟气中迅速蒸发，

吸收烟气的大量热量，使烟气迅速降低温度并维持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当出口烟气温度不在

设定的工作范围时，急冷系统会自动调节供水压力、喷水量等相关参数，从而使烟气温度保

证在工作范围内，这些功能在相关程序控制器中实现，不会发生“过喷”和“欠喷”现象。在冷却

过程中，溶液中的碱性NaOH同烟气中的酸性物质如 SO2、HCl 反应，反应产生的盐类聚集

在急冷半干塔底后收集去除。除此之外，系统还设置了水泵出口压力过高保护、防止水泵干

运转、过滤器在工作状态下在线检查清洗等若干功能。特别是当喷枪在急冷塔内不工作时，

设计了相应措施以保证烟气中的灰尘不会进入喷嘴堵塞喷孔。

b.石灰/活性炭喷射脱酸

本系统采用向布袋除尘器之前的烟气管道内喷入活性炭粉末和消石灰粉混合物来吸附去

除烟气中的重金属及二噁英类物质，同时达到进一步除酸目的，并且降低烟气湿度，防止布

袋堵塞。方法为利用系统负压向管道内喷入一定量反应物，利用文丘里装置使药粉在烟气中

均匀混合，进行初步吸附，在低温（200℃）下二噁英类物质极易被活性炭吸附。然后混合均

匀的烟气进入布袋除尘器，活性炭颗粒被阻留在滤袋外表面，均匀分布在布袋表面，并在滤

袋表面继续吸附烟气中的粉尘及有害物质，从而进一步提高二噁英类物质的去除效率。吸附

作用主要发生在滤袋表面，反应时间长。活性炭粉活性大，用量少，同时对汞金属亦具较优

的吸附功能。反应装置主要设备包括药剂储仓、定量螺旋输送器等。

c.布袋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是一种干式滤尘装置。它适用于捕集细小、干燥、非纤维性粉尘。烟气从布

袋除尘器下箱体进烟口进入，经挡板转向灰斗，同时气流速度变慢，烟气中大颗粒粉尘在惯

性作用下落入灰斗，细小尘粒随烟气向上进入过滤室，烟气中的粉尘被滤袋拦截，净化后的

烟气进入上箱体汇集后由出烟口排出。布袋除尘器下部灰斗起到暂时储存飞灰的作用，最终

由仓泵将飞灰输送到飞灰仓内。

d.飞灰收集装置

飞灰主要产生在尾气净化系统（布袋除尘器、急冷半干脱酸系统），其成分复杂且含有

重金属等污染物，对人体和环境具有危害性，必须作为危险废物集中处理。本系统采取集中

收集后外运处理的措施。热交换器、除酸塔、布袋除尘器等产生的飞灰经排灰阀排出，集中

密闭收集在飞灰收集箱内，暂存于飞灰暂存间（危废暂存间）。

e.喷淋吸收塔

焚烧烟气中酸性气体主要是SO2及HCl。在湿法的脱酸塔中，SO2及HCl同喷入的碱液接触，

进行传热传质反应，碱液水分被烟气加热而气化，同时烟气中的有害气体则被吸附在NaOH表



面，同NaOH产生中和反应生成固态的盐类。采用酸碱中和原理设计，通过填料使水、气湍流

来进一步降温。用碱液喷淋吸收酸性气体及有害物质。

f.烟囱

烟囱（高35m，内径1.0m）位于焚烧车间东南部，与现有工程共用，烟囱留有烟气在线监

测采样孔及监测口，配专用钢筋爬梯和维修检测平台，安装护笼和围栏等安全防护设施。

（5）灰渣处理系统

灰渣处理包括焚烧残留物出灰渣装置及烟气净化处理装置中的飞灰处理。热解气化炉出

渣系统采用液压翻板炉排自动落灰，然后通过液压封闭门卸灰清除。该种方式自动化程度高，

劳动强度小，卸灰时产生的飞灰量极少。热解产生的炉渣暂存于储渣室中。布袋除尘器飞灰

处理系统采用圆筒式飞灰收集器将飞灰收集到容器内，暂存在飞灰暂存室内。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废气治理措施：

1.MF0002焚烧炉系统产生的焚烧废气中的氮氧化物通过SNCR处理，林格曼黑度、烟尘通

过袋式除尘器控制，铬、锡、锑、铜、锰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砷及

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通过活性炭吸附＋袋式除尘器处理，氯化氢、二氧

化硫、氟化氢通过半干法＋湿法处理，一氧化碳通过“3T+E”燃烧控制，二噁英类通过“3T+E”

燃烧控制、急冷、活性炭吸附、袋式除尘器等的组合技术处理后全部以有组织的形式排放。

2.MF0003焚烧炉系统产生的焚烧废气中的氮氧化物通过SNCR处理，林格曼黑度、烟尘通

过袋式除尘器控制，铬、锡、锑、铜、锰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砷及

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通过活性炭吸附＋袋式除尘器处理，氯化氢、二氧

化硫、氟化氢通过半干法＋湿法处理，一氧化碳通过“3T+E”燃烧控制，二噁英类通过“3T+E”

燃烧控制、急冷、活性炭吸附、袋式除尘器等的组合技术处理后全部以有组织的形式排放。

废水治理措施：

厂区建设有一座污水处理站，通过絮凝沉淀、好氧、厌氧、砂滤等多级过滤组合处理废

水。

固废治理措施：

1.炉渣等一般工业固废由环卫部门清运。

2.厂区设置1处危废仓库，30m2，危险废物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理。

地

地

下

设

施

情

况

厂区南侧现有一座360m3的地下事故水池（长12m，宽7.5m，深4m，兼作初期雨水收集池）；

厂区西南侧有一座半地下污水处理站，包括格栅池、调节池、缺氧池、接触氧化池、沉淀池、

消毒池、污泥浓缩池各一座。

污

染
未发现有重大污染事故发生



事

故

情

况



3地层分布与水文地质

地面覆盖情况 硬化 非硬化  外来填土情况 是  否 

地层分布情况

1. 土层：粉质粘土 厚度：3.4~5.3m

2. 土层：中砂 厚度：0.8~0.9m

3. 土层：强风化页岩 厚度：11.5m

地下水埋深 15m左右 地下水流向 自北向南

4前期土壤地下水调查监测结果回顾

土壤监测 开展 未开展  监测时间 2020年03月27日

超标情况 超标 未超标  超标原因 /

土壤监测结果汇总：

公司委托安纳赛斯检测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于 2020年 03月 27日对厂内和厂外的土壤监

测点位进行采样，根据检测报告“安纳赛斯（2020）环（检）0101028”检测结果可知土壤

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表 1和表 2的要求。

地下水监测 开展 未开展  监测时间 2020年10月18日

超标情况 超标 未超标  超标原因

可能与厂区所在地区

地下水中总硬度值高

有关，需对上游水井

进行检测做进一步分

析

地下水监测结果汇总：

本次检测结果各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地下水质量常规指

标及限值中Ⅲ类标准要求。其中高锰酸盐指数无限值标准。



5重点设施与重点区域识别

5.1重点设施信息记录表

序号 设施名称 使用功能
存在的污染隐患或疑似污染

痕迹
采样点编号 坐标

涉及有毒有

害物质清单

关注污染物

（测试项

目）

污染物渗漏途

径

1 焚烧车间 焚烧 地面有裂痕

2#土壤检测

点、3#土壤检

测点、4#土壤

检测点

东经117.106909°
北纬36.001937°

汞、砷、铬、

铜、镍、镉、

氢氧化钠、

柴油、氟化

物、二噁英

类

土壤 pH、
汞、砷、六

价铬、铜、

锰、镍、镉、

锡、石油烃、

氟化物、二

噁英

泄漏、淋滤

2 储罐 储存 无围堰

2#土壤检测

点、3#土壤检

测点、4#土壤

检测点

东经117.106850°
北纬36.002068°

柴油 石油烃 泄漏、淋滤

3 污水处理站 废水处理 --

2#土壤检测

点、3#土壤检

测点、4#土壤

检测点

东经117.106625°
北纬36.001703°

汞、砷、铬、

铜、锰、镍、

镉、锡、氢

氧化钠、石

油类、氟化

物

土壤 pH、
汞、砷、六

价铬、铜、

锰、镍、镉、

锡、石油烃、

氟化物

泄漏、淋滤

4 医疗废物暂存区 储存 地面破损
2#土壤检测

点、3#土壤检

东经117.106619°
北纬 36.001969°

氟化物 氟化物 泄漏、淋滤



测点、4#土壤

检测点

5 危废仓库 储存 --

2#土壤检测

点、3#土壤检

测点、4#土壤

检测点

东经117.107054°
北纬 36.001679°

废矿物油、

废铅酸蓄电

池、飞灰

石油烃、铅、

二噁英
泄漏、淋滤

6 物料库 储存 --

2#土壤检测

点、3#土壤检

测点、4#土壤

检测点

东经117.106616°
北纬 36.001843°

氢氧化钠 土壤 pH 泄漏、淋滤

7 事故池 应急储存 --

2#土壤检测

点、3#土壤检

测点、4#土壤

检测点

东经117.106976°
北纬 36.001687°

汞、砷、铬、

铜、镍、镉、

氢氧化钠、

柴油、氟化

物、二噁英

类

土壤 pH、
汞、砷、六

价铬、铜、

锰、镍、镉、

锡、石油烃、

氟化物、二

噁英

泄漏、淋滤

注：仅在识别为重点设施情况下才需填写点位号、坐标、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单、关注污染物及可能的渗漏途径（沉降、泄漏、淋滤等）信息。

5.2重点区域信息记录表

序

号
重点区域名称 折点号 坐标 区域内重点设施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关注污染物

重点关注

污染物
污染物渗漏途径

1 重点区域

西北拐点
东经117.106622，
北纬36.002103

焚烧车间、储罐、

污水处理站、医疗

废物暂存区、危废

仓库、物料库、事

土壤pH、汞、砷、六价

铬、铜、锰、镍、镉、锡、

石油烃、氟化物、二噁英

土壤pH、汞、

砷、六价铬、

铜、锰、镍、

镉、锡、石油

土壤pH、汞、

砷、六价铬、

铜、锰、镍、

镉、锡、石油

泄漏、淋滤

东北拐点
东经117.107113，
北纬36.002108



故池 烃、氟化物、

二噁英

烃、氟化物、

二噁英
东南拐点

东经117.107107，
北纬36.001623

西南拐点
东经117.106566，
北纬36.001642



6土壤地下水采样方案

6.1土壤采样方案表

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

（重点设施、重点区域、

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

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1# 0.2 1 0.2 对照点
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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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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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pH、石油烃、氟化物、二噁英。

详见检测

报告

否

2# 0.2 1 0.2 重点区域 是

3# 0.2、1.5-2.0 2 0.2、1.5-2.0 重点区域 是

4# 0.2、1.5-2.0 2 0.2、1.5-2.0 重点区域 是



6.2地下水采样方案表

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样品数

（套）

滤水管跨

度

（m）

布点采样依据

（重点设施、重点区域、

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

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地下水1#监测井 40 1 / 上游对照点
色度、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
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

铁、锰、铜、锌、铝、挥发酚、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总大

肠菌群、菌落总数、亚硝酸盐、硝酸盐、氰

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

六价铬、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

苯、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石油类

详见检测报告

是

地下水2#监测井 40 1 / 厂内 否

地下水3#监测井 20 1 / 下游 是



7土壤地下水监测结果汇总

7.1土壤监测结果

点位编号/深度 1#（0.2m） 2#（0.2m） 3#（0.2m） 4#（0.2m）

监测年份
2021
年

2020
年

年

度

3

2021
年

2020
年

年

度

3

2021
年

2020
年

年

度

3

2021
年

2020
年

年

度

3
分析指标 单位

实验室检出

限
评价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
/

pH 8.69 6.94 / 8.49 / / 9.12 / / 8.85 / /
重金属（Metals） /

镍 mg/kg 3 900 32 21 / 32 / / / / / / / /
铜 mg/kg 1 18000 23 14.4 / 23 / / / / / / / /
铅 mg/kg 0.1 800 19.5 20.2 / 19.4 / / / / / / / /
砷 mg/kg 0.01 60 7.76 9.01 / 8.19 / / / / / / / /
汞 mg/kg 0.002 38 0.015 0.027 / 0.015 / / / / / / / /
镉 mg/kg 0.01 65 0.08 0.39 / 0.08 / / / / / / / /
锌 mg/kg 1 / 54 6.2 / 54 / / 57 56 / /
铬 mg/kg 4 5.7 / 4.7 / / / / / / / / / /

挥发性有机物（VOCs） /
/ / / / / / / / / / / / / / / /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 / / / / / / / / / / / / / / /

有机农药类（OPs） /



/ / / / / / / / / / / / / / / /
石油烃（TPH） / / / / / / / / / / / /

C10-C40 mg/kg 6 4500 70 / / 106 / / 99 / / 71 / /
其他 /

氟化物 mg/kg 125 / 1060 / / 936 / / 765 / / 1050 / /
阳离子交换量 Cmol/kg / / / 11 / / / / / / / / / /
二噁英类 ngTEQ/kg / 40 1.9 4.7 0.41 0.42

注：仅列出有检出的监测因子；列明标注限值出处。

点位编号/深度 3#（1.5-2.0） 4#（1.5-2.0） / /
监测年份

2021
年

2020
年

/
2021
年

2020
年

/ / / / / / /
分析指标 单位

实验室检出

限
评价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
/

pH 9.09 / / 8.99 / / / / / / / /
重金属（Metals） /

镍 mg/kg 3 900 29 / / 30 / / / / / / / /
铜 mg/kg 1 18000 21 / / 20 / / / / / / / /
铅 mg/kg 0.1 800 19.3 / / 23.4 / / / / / / / /
砷 mg/kg 0.01 60 7.74 / / 7.48 / / / / / / / /
汞 mg/kg 0.002 38 0.013 / / 0.014 / / / / / / / /
镉 mg/kg 0.01 65 0.11 / / 0.08 / / / / / / / /
锌 mg/kg 1 / 55 / / 54 / / / / / / / /

挥发性有机物（VOCs） /
/ / / / / / / / / / / / / / / /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
/ / / / / / / / / / / / / / / /

有机农药类（OPs） /
/ / / / / / / / / / / / / / / /

石油烃（TPH） /
C10-C40 mg/kg 6 4500 50 / / 42 / / / / / / / /

其他 /
氟化物 mg/kg 125 / 680 / / 1140 / / / / / / / /

二噁英类 ngTEQ/kg / 40 0.40 1.2
注：仅列出有检出的监测因子；列明标注限值出处。

7.2地下水监测结果

井位编号/井深 1# 2# 3# /
监测年份（枯水期）

/ / /
2021
年

2020
年

/ / / / / / /
分析指标 单位

实验室检出

限
评价标准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
pH / / / 6.94 6.67 / / / / / / /

重金属（Metals） /
总锰 mg/l 0.01 0.1 / / / 0.29 / / / / / / / /

挥发性有机物（VOCs） /
/ / / / / / / / / / / / / / / /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
/ / / / / / / / / / / / / / / /

有机农药类（OPs） /



/ / / / / / / / / / / / / / / /
石油烃（TPH） /

/ / / / / / / / / / / / / / / /
其他 /

氨氮 mg/l 0.025 0.5 / / / 0.32 0.133 / / / / / / /
总硬度 mg/l 5 450 / / / 1510 709 / / / / / / /

溶解性总固体 mg/l / 1000 / / / 4440 411 / / / / / / /
氯化物 mg/l 0.007 250 / / / / 195 / / / / / / /
氟化物 mg/l 0.05 1.0 / / / 0.34 0.313 / / / / / / /
耗氧量 mg/l 0.05 3.0 / / / 1.32 / / / / / / / /

硝酸盐氮 mg/l 0.08 20.0 / / / 13.8 12.6 / / / / / / /
亚硝酸盐氮 mg/l 0.001 1.00 / / / / 0.377 / / / / / / /
菌落总数 CUF/ml / 100 / / / 77 6 / / / / / / /

注：仅列出有检出的监测因子；列明标注限值出处；标红数据为超标数据。

井位编号/井深 1# 2# 3# /
监测年份（丰水期）

2021
年

年度

2
年度

3
2021
年

2020
年

年度

3
2021
年

年度

2
年度

3
/ / /

分析指标 单位
实验室检出

限
评价标准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
pH 8.14 / / 6.92 6.94 / 7.00 / / / / /

重金属（Metals） /
/ / / / / / / / / / / / / / / /

挥发性有机物（VOCs） /
/ / / / / / / / / / / / / / / /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



/ / / / / / / / / / / / / / / /
有机农药类（OPs） /

/ / / / / / / / / / / / / / / /
石油烃（TPH） /

/ / / / / / / / / / / / / / / /
其他 /

氨氮 mg/l 0.025 0.5 0.224 / / 0.050 0.197 / 0.392 / / / / /
总硬度 mg/l 5 450 854 / / 699 775 / 651 / / / / /

溶解性总固体 mg/l / 1000 1200 / / 3730 515 / 1220 / / / / /
硫酸盐 mg/l 0.018 250 271 / / 548 / / 236 / / / / /
氯化物 mg/l 0.007 250 222 / / 1030 225 / 210 / / / / /
耗氧量 mg/l 0.05 3.0 1.55 / / 2.26 / / 2.39 / / / / /
硝酸盐 mg/l 0.08 20.0 5.59 / / 18.6 15.0 / 15.6 / / / / /

亚硝酸盐 mg/l 0.003 1.0 0.005 / / 0.003 0.391 / / / / / / /
钠 mg/l 0.01 200 175 / / 538 / / 168 / / / / /

细菌总数 CFU/mL 1 100 65 / / 45 7 / 76 / / / / /
氟化物 mg/l 0.05 1.0 0.52 / / 0.75 0.322 / 0.42 / / / / /
浊度 NTU / 3 1.78 / / 1.30 / / 1.43 / / / / /

总α放射性 Bq/L 0.043 0.5 0.068 / / 0.204 / / 0.071 / / / / /
总β放射性 Bq/L 0.015 1.0 0.128 / / 0.580 / / 0.163 / / / / /

注：仅列出有检出的监测因子；列明标注限值出处；标红数据为超标数据。



7.3地下水水位测量结果

点位
地面标高

(m)

井口距

离地面

高度(m)

稳定水位埋深

（m井口距水

面）

稳定水位埋深

(m地面距水面)
地下水位标高

（m）

地下水1#监测井 / / / / 88
地下水2#监测井 / / / / 85
地下水3#监测井 / / / / 85



8结论与建议

土壤超标情况 超标 达标  地下水超标情况 超标 达标 

土壤超标情况汇总与超标原因分析：

经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对照，土壤各

点位均未出现超标情况；其中锌、氟化物和阳离子交换量无管控标准值。

与对照点结果的比较：

经与对照点比较，2-4#点位数据与对照点数据差别不大，均达标。

与历史监测数据的比较：

与历史数据相比，1#点位汞减少约一半；镉减少约4倍；锌增加约7倍；铬由检出变为未

检出。

本次监测总体结论：

检测结果表明，各点位数据能够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限值要求。

地下水超标情况汇总与超标原因分析：

通过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及限值中Ⅲ类标

准作比较，2021年枯水期2#点位：总锰超出标准限值约2倍；总硬度超出标准限值约2.4

倍；溶解性总固体超出标准限值约3.4倍；2021年丰水期：总硬度1#、2#、3#分别超出标

准限值约0.9倍、0.6倍、0.4倍；溶解性总固体1#、2#、3#分别超出标准限值约0.2倍、2.7

倍、0.2倍；硫酸盐1#、2#分别超出标准限值约0.1倍、1.2倍；氯化物2#超出标准限值约3.1

倍；钠2#超出标准限值约1.7倍。通过对厂内重点区域、重点设施涉及到的有毒有害物质

及周边企业生产活动进行分析，初步判断厂区地下水枯水期锰、丰水期氯化物和钠超标

可能与周边人类生产活动有关；枯水期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超标可能与当地水文地质

条件有关。丰水期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上游和厂区内地下水均超标，因此厂

区内三种因子的超标可能与上游地下水超标和周边人类生产活动有关。

与对照点结果的比较：



2021年枯水期对照点未进行检测。丰水期经与对照点进行比较氨氮2#点位减少约3.5倍；

2#点位溶解性总固体增加约2倍；2#点位硫酸盐增加约1倍；2#点位氯化物增加约3.6倍；

2#点位硝酸盐增加约2.3倍；3#点位硝酸盐增加约1.8倍；亚硝酸盐3#点位未测出；2#点位

钠增加约2倍；2#点位总α放射性增加约2倍；2#点位总β放射性增加约3.5倍。其余监测

点位的检测因子与对照点相比变化不大

与历史监测数据的比较：

枯水期2#点位与历史数据相比总锰、耗氧量由未检出变为检出；氨氮增加约1.4倍；总硬

度增加约1倍；溶解性总固体增加约10倍；氯化物、亚硝酸盐由检出变为未检出；菌落总

数变大约12倍。

丰水期2#点位与历史数据相比氨氮减少约3倍；溶解性总固体增加约6倍；总β放射性、

总α放射性、浊度、钠、硫酸盐、耗氧量由未检出变为检出；氯化物增大约3.6倍；亚硝

酸盐减少约130倍；细菌总数增大约2.4倍；氟化物增大约1.3倍；

本次监测总体结论：

检测结果表明，各点位枯水期、丰水期数据中枯水期总锰、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丰

水期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钠存在超标现象，其他因子能够满足《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水标准。

针对监测结果采取的主要措施：

企业需严格按照环保政策要求规范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严禁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定

期维护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检查焚烧装置区、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危废暂存间等潜

在污染区域，避免污染物质泄露进入外部环境，影响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9附图附件

1. 平面布置图

2. 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分布图

3. 土壤地下水监测点位图

4. 现场采样工作照片记录

5. 实验室检测报告



泰安市泰阳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平面布置图



重点区域

泰安市泰阳环保服务有限公司重点区域布置图



重点区域

1

2

4
3

泰安市泰阳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土壤监测点位图





比例尺 1:14607

地下水流向

泰安市泰阳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地下水监测点位图



现场采样工作照片记录













实验室检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