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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项目概况

UV装饰板即通过 UV滚涂机将 UV漆涂于板材表面，再经过光处理固化而

形成的装饰板材；三聚氰胺装饰面板全称为“三聚氰胺浸渍胶膜纸装饰面板”，

是将不同颜色或纹理的三聚氰胺浸渍胶膜纸，铺在密度板、刨花板、防潮板、细

木工板或其他硬质纤维板表面，经热压机热压而成的装饰板。UV装饰板和三聚

氰胺装饰板具有外观装饰性强、耐磨、耐热、耐污、易于清洁等优点，广泛应用

于办公及民用家具、车辆制造、建筑、造船、室内装修等用材行业。

西咸新区万家宏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UV 装饰板和三聚氰

胺饰面板的民营企业。2018年 9月西咸新区万家宏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租赁陕

西恒泰石化机械有限公司空置生产厂房，建设“万家宏鑫装饰板加工项目”，2019

年 7月取得了环评批复（陕泾河环批复【2019】67号），2019年 8月投产运营，

现已通过环保验收且已取得验收批复（陕泾河审批准【2019】27号）。随着市

场发展需求，公司现决定在原有厂房内扩大产能，拟新增扩建 UV装饰板生产线

3条和三聚氰胺装饰面板生产线 3条，建成后全厂共形成三聚氰胺饰面板 30万

张和 UV装饰板 40万张的生产能力。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01月 0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 01月 01日；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2017年 10月 0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07月 01日；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生态环境部 部

令第 16号），2020年 11月 30日；

（7）《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20年 01月 0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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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办发〔2016〕81号）；

（9）《关于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准入的通知》（环

办〔2014〕30号）；

（10）《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公告 2013 年第 31

号），2013年 05月 24日起实施；

（1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令第 736号，2021年 01月 29日；

（12）《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生态环境部 部

令 第 11号，2019年 12月 20日。

1.2.2 技术标准及其他文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3）《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4）《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5）《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6）《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942-2018）。

1.2.3 项目相关资料

《西咸新区万家宏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万家宏鑫装饰板加工扩建项目监测

报告》，泽希检测（综）202010058号。

1.3 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因子筛选

1.3.1 大气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在了解和分析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环境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及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和列出建设项目的直接和间接行为，明

确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生产运行等不同阶段的各种行为可能产生的污染影响与

生态影响，包括有利与不利影响、长期与短期影响、可逆与不可逆影响等。对建

设项目实施形成制约的关键环境因素或条件，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内容。

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的大气环境影响因子识别见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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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主要大气环境要素影响识别矩阵

时段 影响受体 影响程度 可逆/不可逆 局部/大范围 直接/间接 累计/非累积

施工期
大气环境

/ / / / /

运营期 -1L 不可逆 局部 直接 累计

备注

影响程度：0—基本无影响、1—轻微、2—中度、3—显著；

影响时段：L—长期、S—短期；

“+”表示正面影响、“-”表示负面影响

表 1.3-2 评价因子筛选矩阵

环境

识别
污染因子 施工期

生产期

生产单元 生活排放

空气

非甲烷总烃 - + -
甲醛 - + -
颗粒物 - + -
SO2 - + -
NOx - + -

备注 “—”表示基本无影响；“+”表示轻度影响；“++”表示中度影响；“+++”表示重度影响

1.3.2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因子筛选

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状况和本项目的特点，确定项目评价因子见下表

1.3-3。

表 1.3-3 评价因子确定表

类别 现状评价因子 影响评价因子 总量控制因子

大气
SO2、NOx、PM10、PM2.5、CO、O3、

非甲烷总烃、甲醛、TSP
非甲烷总烃、甲醛 非甲烷总烃

1.4 评价标准确定

1.4.1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常规因子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其修改单

（公告 2018第 29号）中二级标准，特征因子中非甲烷总烃参考执行《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标准限值，甲醛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

境》（HJ 2.2-2018）附录 D浓度参考限值，具体标准限值见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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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
浓度限值

依据
1小时平均 24小时平均 年平均

SO2 500μg/m3 150μg/m3 60μg/m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中的

二级标准

NO2 200μg/m3 80μg/m3 40μg/m3

PM10 / 150μg/m3 70μg/m3

PM2.5 / 75μg/m3 35μg/m3

CO 10μg/m3 4μg/m3 /

O3 200μg/m3 160μg/m3

（日最大 8小时平均）
/

非甲烷总烃 2.0mg/m3 / /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详解》

甲醛 50μg/m3 / /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

气环境》附录 D

1.4.2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模温机燃烧废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6-2018）

表 3中的天然气锅炉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甲醛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的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中木制家具制造行业相关排放

限值，具体标准限值见表 1.4-2。
表 1.4-2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

有组织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

（mg/m3）

依据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

速率（kg/h）

颗粒物 10 / /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61/1226-2018）SO2 20 / /
NOx 50 / /

甲醛 25 0.26（15m） 0.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非甲烷

总烃
40（85%） / 3.0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

（DB61/T1061-2017）

1.5 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确定

1.5.1 评价等级确定

（1）评价等级判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中关于大气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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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分级别判据的规定见表 1.5-1。

表 1.5-1 评价工作等级判据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评价 Pmax≥10%
二级评价 1%≦Pmax<10%
三级评价 Pmax＜1%

（2）污染源参数及预测结果

表 1.5-2 Pmax和 D10%预测和计算结果一览表

污染源名称 评价因子 评价标准(μg/m³) Cmax(μg/m³) Pmax(%) D10%(m)

DA004排气筒

颗粒物 900.0 1.4385 0.1598 /
SO2 500.0 0.4795 0.0959 /
NOx 250.0 7.5921 3.0368 /

DA005排气筒
甲醛 50.0 2.7398 5.4796 /

非甲烷总烃 2000.0 18.8742 0.9437 /

矩形面源
甲醛 50.0 0.5531 1.1061 /

非甲烷总烃 2000.0 3.8715 0.1936 /

根据上表可知，本项目 Pmax最大值出现为矩形面源排放的甲醛 Pmax值为

5.4796%，Cmax为 2.7398μg/m³，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中“表 2 评价等级判别表”中“二级评价：1%≤Pmax＜10%”，确定本

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确定为二级。

1.5.2 评价范围确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本项目大气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以建设项目为中心取边长

5km矩形为评价范围。

1.6 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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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名称
坐标/m

保护对象
相对厂

址方位

相对厂界

距离/m
保护等级

X Y

大气

环境

311770.82 3824638.28 田村 W 1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

中二级标准

311477.75 3824761.98 铁孟村 W 320
311484.39 3824549.17 东徐村 W 350

311025.35 3824700.61 冉孟村 W 780

310663.13 3825196.23 三徐村 NW 1400
311999.47 3824494.63 新村 S 380
312434.90 3824019.78 尚家村 SE 750

312267.40 3823771.36 石门村 S 900

313131.37 3823232.09 磨子桥村 SE 1700

311422.91 3823570.59 永乐镇 SW 1300

310029.65 3823603.04 西流村 SW 2000

310768.39 3824368.66 西徐村 SW 1100

311456.80 3825374.22 二青王村 NW 800

311463.62 3826097.79 同官张村 N 1500

312212.84 3825748.15 同兴村 N 1100

311995.12 3825210.41 都家村 N 550

312580.19 3824810.20 北史村 E 620

313255.25 3824734.93 翻身庄 E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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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分析

2.1 区域大气环境简况

泾阳县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热同季。年日照百分

率为 50%，平均早霜始于 10月 28日，晚霜终于来年 3月 29日，无霜期约 213

天。主要的气象灾害有干旱、 连阴雨、大风、霜冻、干热风和冰雹等。

项目所在区累年日照时数平均为 2195.2h，一年中日照时数 8月最多，为

241.6h，2月最少，仅 146.2h。从 5月到 8月日照时数稳定上升，均在 200h以上，

8月到 9月由 241.6h骤减至 160.4h，其后继续减少。

全年太阳总辐射累年平均为 115.9586Kcal/cm2，四季变化明显。夏季总辐射

量最大，为 39.95Kcal/cm2；冬季最小，仅 18.97Kcal/cm2，占全年的 13.04%。

全年平均气温 13℃，极端最高气温 41.4℃，极端最低气温-20.8℃。多年来

年平均气温在 12.3~13.7℃之间波动，年内最低值在 1月，最高值在 7月。气温

日较差随天气状况变化明显，阴雨天多为 3~5℃，多云天气一般在 5~10℃，晴

天多在 10~15℃。

泾阳县平均降水量 548.7mm，降水最多为 829.7mm（1958年）；最少为

349.2mm（1977年）。各季降水差异明显，夏季最多，255mm，占全年降水量

的 48%，冬季最少，近 17.9mm，占年降水量的 3%，春秋季降水量分别为 120.3

毫米和 172.4mm，年降水量最高月出现在 7月，降水量为 96.2mm；最低值出现

在 12月，为 4.8mm，全县自然植被蒸发量 1372.0mm，年平均相对湿度 69.0%。

该区平均风速 1.7m/s，变化范围在 1.2~2.2 m/s之间，2~7月平均风速大于平

均值，9月至次年 1月平均风速小于平均值，其中 3月风速最大，10月和 11月

最小。近五年主导风向为东北东风（ENE）频率 16.3%，次主导风向为东北风（NE）

频率 10.3%，静风频率为 21.2%，主要流型为 NNE~ESE（频率为 43.6%）和

SSW~WNE（频率 21.6%），基本为对倒风。

2.2 运营期工程分析

2.2.1运营期大气源强分析

本项目废气主要来自三聚氰胺饰面板生产线模温机产生的燃烧废气、热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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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甲醛），以及 UV装饰板生产线贴纸、滚涂和固化过程中

产生的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

（1）燃烧废气

本项目模温机加热导热油采用的燃料为天然气，扩建后耗气量为 31.68 万

m3/a（120m3/h），燃烧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烟尘、SO2、NOx。根据《西咸新区

万家宏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万家宏鑫装饰板加工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监测数据及

扩建 3 条生产线规模类比分析，本扩建项目烟气流量为 3000m3/h，颗粒物排放

浓度为 6mg/m3，排放速率为 0.018kg/h（0.048t/a）；SO2排放浓度为 2mg/m3，排

放速率小于 0.006kg/h（0.016t/a）；NOx 排放浓度为 31.6mg/m3，排放速率为

0.095kg/h（0.252t/a），模温机燃烧废气集中收集后经过一根新建 13m高排气筒

（DA004）排放。

根据《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6-2018），锅炉房周围半径

200m距离内有建筑物时，则锅炉排气筒高度应高出最高建筑物 3m以上。企业

厂房高为 9m，本项目所在工业园区 200m范围内的最高建筑物为距企业东侧紧

邻的办公楼，办公楼高 10m，因此环评要求本项目模温机排气筒（DA004）高度

设置为 13m，高于最高建筑物 3m，符合排气筒排放高度要求。天然气锅炉废气

中各污染物排放浓度经排气筒排放后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61/1226-2018）中表 3天然气排放浓度限值标准（SO2浓度≤20mg/m3、颗粒

物浓度≤10mg/m3、NOx浓度≤50mg/m3）。

（2）有机废气

①甲醛

本项目热压过程中所用的三聚氰胺浸渍胶膜纸会产生甲醛废气，三聚氰胺浸

渍胶膜纸是将带有不同颜色和纹理的纸放入三聚氰胺树脂胶水中浸泡，然后干燥

到一定固化程度而成的。根据《西咸新区万家宏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万家宏鑫装

饰板加工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监测数据及扩建 3条生产线规模类比分析，环评要

求项目在每个热压机上方设 1个集气罩+软帘，共新增安装 3个集气罩（风量为

15000m³/h，收集效率约 90%），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过一套新建的“三级活

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DA005）排放，活性炭处理效率约

为 85%，甲醛废气排放浓度为 0.4mg/m3，排放速率为 0.006kg/h（0.018t/a）。

企业厂房高为 9m，根据《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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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污染源排气筒高度一般不应低于 15m，还应高出周围 200m范围内的建筑 5m

以上，本项目所在工业园区 200m范围内的最高建筑物为企业东侧紧邻的办公楼，

办公楼高 10m，小于排气筒高度，因此环评要求本项目有机废气排气筒（DA005）

高度设置为 15m，符合排气筒排放高度要求。有机废气中污染物浓度经排气筒排

出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排放浓度限值

标准要求。

②非甲烷总烃

本项目非甲烷总烃主要来自 UV装饰板生产线中贴纸、滚涂及固化过程。根

据《西咸新区万家宏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万家宏鑫装饰板加工项目竣工验收报

告》监测数据及扩建 3条生产线规模类比分析，环评要求项目在每个热压机、贴

纸机、滚涂机及固化机上方各设 1个集气罩+软帘，共新增安装 12个集气罩（风

量为 15000m³/h，收集效率约 90%），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过一套新建的“三

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DA005）排放，其有机废气（以

非甲烷总烃计）处理效率约为 85%，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为 2.8mg/m3，排放速

率为 0.042kg/h（0.111t/a）。

（4）项目运营期废气污染物

项目运营期废气污染物产生情况见表 2-2、全厂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

2-3。

表 2-2 废气污染物产排情况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物 防治措施

排放情况

排放量

（t/a）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

速率（kg/h）
排放

方式

模温机

燃烧废气

颗粒物

加强管理

0.048 6 0.018
DA004
有组织

SO2 0.016 2 0.006

NOx 0.252 31.6 0.095

热压废气 甲醛
三级活性炭 0.018 0.4 0.006

DA005
有组织

加强管理 0.012 / 0.0045 无组织

贴纸、UV
滚涂、固化

非甲烷

总烃

三级活性炭 0.111 2.8 0.042
DA005
有组织

加强管理 0.081 / 0.031 无组织

本项目燃气模温机燃烧废气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可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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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标准》（DB61/1226-2018）表 3燃气锅炉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生产过程

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气筒排放的甲醛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甲醛排放标准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中标准限值要求。

表 2-3 全厂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治

理

项

目

污染源

现有工程 扩建工程 扩建后全

厂总排放

量排放量 排放口 排放量 排放口

1
废

气

模

温

机

燃

烧

废

气

颗粒物
0.016t/a

（0.006kg/h）

DA001
有组织

0.048t/a
（0.018kg/h）

DA004
有组织

0.064t/a

SO2
0.0053t/a

（0.002kg/h）
0.016t/a

（0.006kg/h）
0.0213t/a

NOx
0.084t/a

（0.032kg/h）
0.252t/a

（0.095kg/h）
0.336t/a

有

机

废

气

甲

醛

有组

织

0.006t/a
（0.002kg/h）

DA002
有组织

0.018t/a
（0.006kg/h）

DA005
有组织

0.024t/a

无组

织

0.004t/a
（0.002kg/h）

无组织
0.012t/a

（0.006kg/h）
无组织 0.016t/a

非

甲

烷

总

烃

有组

织

0.037t/a
（0.014kg/h）

DA002
有组织

0.111t/a
（0.042kg/h）

DA005
有组织

0.148t/a

无组

织

0.027t/a
（0.01kg/h）

无组织
0.081/a

（0.03kg/h）
无组织 0.108t/a

砂

光

粉

尘

颗

粒

物

有组

织

0.153t/a
（0.058kg/h）

DA003
有组织

0 / 0.153t/a

无组

织

0.17t/a
（0.064kg/h）

无组织 0 / 0.17t/a

2.2.2 非正常工况下大气污染物源强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需对建设项目

生产运行阶段的开、停、检修、一般性事故、泄露等情况时的污染物不正常排放

进行分析，其中以项目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出现故障为重点。发生非正常排放，一

般 30分钟内可以恢复正常。一般性的非正常排放概率约 2～3年 1次，为小概率

事件。

本着最不利影响原则，本项目污染物非正常排放主要为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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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去除效率时的排放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源强见 2-4。

表 2-4 非正常条件下废气污染源强参数表

排放口
排气量

（m3/h）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量

（t/a）
持续时间

（min）

排放源参数

高度

（m）

内径

（m）

温度

（℃）

DA004
排气筒

3000

颗粒物 6 0.018 0.048

30 13 0.3 100SO2 2 0.006 0.016

NOx 31.6 0.095 0.252

DA005
排气筒

15000
甲醛 1.8 0.027 0.072 30 15 0.5 20

非甲烷

总烃
11.2 0.168 0.444 30 15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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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3.1空气质量达标区判定

（1）空气质量达标区判定

本项目位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工业园南北大道 18号。根据大气功能区

划，本项目所在地为二类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根据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发布《环保快报》中 2022年 1~12月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状况中西咸新区空气常规六项污染物监测统计结果，对区域环境空气质

量现状进行分析，统计结果见下表 3-1。

表 3-1 基本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监测

项目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µg/m3

标准值
µg/m3 占标率/% 达标情况

PM10 年均质量浓度 83 70 118.6 超标

PM2.5 年均质量浓度 48 35 137.1 超标

SO2 年均质量浓度 7 60 11.7 达标

NO2 年均质量浓度 38 40 95 达标

CO 百分位数日平均质量浓度 1400 4000 35 达标

O3 8h平均质量浓度 162 160 101.3 超标

评价区环境空气常规六项指标中，SO2、NO2年平均质量浓度和 CO95%百分

位数 24h平均浓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PM2.5、PM10、O3年平均质量浓度均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情况评价指标为 SO2、NO2、PM10、PM2.5、CO、O3，六项污染物年评

价指标全部达标即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因此，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不达标

区域。

（2）特征因子监测

为了解项目其他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本次监测委托陕西泽希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对项目所在地进行的环境空气监测数据，本次监测采用 2020年 10~30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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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监测数据作为本次内容，因为此时段数值稳定，包含最大值和最小值，具

有代表性。监测点位为项目所在地及下风向田村，监测数据统计结果见表 3-2。

表 3-2 项目非甲烷总烃、甲醛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单位：（mg/m3）

序号
监测项目

时间

1#项目地 2#田村

非甲烷总烃 甲醛 非甲烷总烃 甲醛

1 2020.10.30 0.43-0.66 0.01ND-0.02 0.26-0.37 0.01ND

2 2020.10.31 0.52-0.66 0.01ND-0.03 0.22-0.38 0.01ND

3 2020.11.01 0.43-0.62 0.01ND-0.02 0.29-0.36 0.01ND
超标率（%） 0 0 0 0

最大超标倍数 0 0 0 0

标准值（mg/m³） 2 50 2 50

由上表监测数据可知，评价区非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

解》，中 2mg/m³要求；甲醛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附录 D中的 1h浓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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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运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4.1.1 废气排放源强分析

（1）评价等级判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中关于大气评价工作

等级分级别判据的规定见表 4-1。

表 4-1 评价工作等级判据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评价 Pmax≥10%
二级评价 1%≦Pmax<10%
三级评价 Pmax＜1%

（2）污染源参数及预测结果

本项目有组织排放污染源和无组织排放源参数见表 4-2和 4-3。

表 4-2 有组织大气污染物及源强一览表

编

号

污染物

名称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

/m
排气

筒底

部海

拔高

度/m

排

气

筒

高

度

/m

排气

筒出

口内

径/m

废气

流速

m/s

废

气

温

度

/℃

年排

放小

时数

/h

排

放

工

况

污染物

排放速

率/
（kg/h）经度 纬度

1 颗粒物

108.94441 34.548092 409 13 0.3 10.6 100 2640
正

常

0.018

2 SO2 0.006

3 NOx 0.095

4 甲醛

108.94439 34.548401 409 15 0.5 19.1 20 2640

正

常
0.006

5
非甲烷

总烃

正

常
0.042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无组织排放污染物主要为甲醛、非甲烷总烃、颗粒

物，其无组织大气污染物源见下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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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本项目无组织污染物及源强一览表

编

号

污染物

名称

面源起点坐标/m
面源

海拔

高度

/m

面源

长度

/m

面源

宽度

/m

面源

有效

排放

高度

/m

年排

放小

时数

/h

排

放

工

况

排放

速率/
（kg/h）

经度 纬度

1 甲醛

108.9442 34.54880 409 60 45 10 2640
正

常

0.0045

2
非甲烷

总烃
0.031

4.1.2 估算模式结果

本项目采用 AERACREEN估算模式，估算模型参数见表 4-4，计算结果见表

4-5、4-6、4-7。

表 4-4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农村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
最高环境温度/℃ 41.8
最低环境温度/℃ -11.5
土地利用类型 农田

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湿度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是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

是否考虑岸线

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是 √否
岸线距离/km /
岸线方向/° /

表 4-5 Pmax和 D10%预测和计算结果一览表

污染源名称 评价因子 评价标准(μg/m³) Cmax(μg/m³) Pmax(%) D10%(m)

DA004排气筒

颗粒物 900.0 1.4385 0.1598 /
SO2 500.0 0.4795 0.0959 /
NOx 250.0 7.5921 3.0368 /

DA005排气筒
甲醛 50.0 2.7398 5.4796 /

非甲烷总烃 2000.0 18.8742 0.9437 /

矩形面源
甲醛 50.0 0.5531 1.1061 /

非甲烷总烃 2000.0 3.8715 0.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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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估算模式预测有组织排放污染源浓度扩散结果

项目

DA004 排气筒

颗粒物 SO2 NOx

预测浓度

（ug/m³）
占标率

（%）

预测浓度

（ug/m³）
占标率

（%）

预测浓度

（ug/m³）
占标率

（%）

最大预测值及

距离

1.4385 0.1598 0.4795 0.0959 7.5921 3.0368

68m 68m 68m

项目

DA005 排气筒

甲醛 非甲烷总烃

预测浓度

（ug/m³）
占标率

（%）

预测浓度

（ug/m³）
占标率（%）

最大预测值及

距离

0.5531 1.1061 3.8715 0.1936

200m 200m

表 4-7 估算模式预测无组织排放污染源浓度扩散结果

下风

向位置

甲醛 非甲烷总烃

预测质量浓度

（μg/m³）
占标率（%）

预测质量浓度

（μg/m³）
占标率（%）

下风向

最大浓度
2.7398 5.4796 18.8742 0.9437

下风向最大浓

度出现距离
63m 63m

D10%最远

距离
/ /

根据上表可知，本项目 Pmax最大值出现为矩形面源排放的甲醛 Pmax值

为 5.4796%，Cmax为 2.7398μg/m³，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2—2018）中“表 2 评价等级判别表”中二级评价：1%≤Pmax＜10%，确

定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确定为二级。需要核算本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清单，不

需进一步预测和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本项目运营期废气经过污染防治措施

后，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周围地区空气质量影响不明显。本

项目车间为密闭车间，少量无组织废气经过大气沉降扩散等，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且田村在项目地西侧侧风向上，综上，无组织废气对敏感点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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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1）有组织排放量核算

结合项目运营期工程分析，核算项目废气排放量。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排放量

核算见表 4-8。

表 4-8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³）

核算排放速率/
（kg/h）

核算年排放量/
（t/a）

1

DA004

颗粒物 6 0.018 0.048

2 SO2 2 0.006 0.016

3 NOx 31.6 0.095 0.252

4
DA005

甲醛 0.4 0.006 0.018

5 非甲烷总烃 2.8 0.042 0.111

（2）无组织排放量核算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量核算见表 4-9。

表 4-9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

号

产物

环节

污染

物

主要污染防治

措施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核算年

排放量

（t/a）
标准名称

浓度限值

（μg/m³）

1 热压 甲醛

活性炭吸附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200 0.012

2
贴纸、

滚涂、

固化

非甲

烷总

烃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

（DB61/T1061-2017）
3000 0.081

（3）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见表 4-10。

表 4-10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1 颗粒物 0.048

2 SO2 0.016

3 NOx 0.252

4 甲醛 0.03

5 非甲烷总烃 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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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气环境影响自查表

表 4-11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

价

等

级

与

范

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

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评

价

因

子

SO2+NOx
排放量

≥2000t/a□ 500～2000t/a□ <500t/a□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SO2、NOx、PM10、PM2.5、CO、O3）

其他污染物（非甲烷总烃、甲醛）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评

价

标

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
D√ 其他标准□

现

状

评

价

环境功能

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

类区□
评价基准

年
（1）年

环境空气

质量现状

调查数据

来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现状补充

监测√

现状

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

染

源

调

查

调查

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拟代替

的污染

源□

其他在建、拟建

项目污染源□
区域污

染源□

大

气

环

境

影

响

预

测

与

评

价

预测

模型
AERMO

D□
ADMS

□
AUSTAL200

0□
EDMS/AEDT

□
CALPU
FF□

网络

模型□

其

他
√

预测

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预测

因子

预测因子（SO2、NOx、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甲醛）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正常排放

短期浓度

贡献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正常排放

年均浓度

贡献值

一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10%□

C 本项目最大

占标率
≥10%□

二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30%√

C 本项目最大

占标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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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排

放 1h浓度

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时

长（）h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C 非正常占标

率>100%□

保证率日

平均浓度

和年平均

浓度叠加

值

C 叠加达标√ C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

质量的整

体变化情

况

k≤-20%√ k >-20%□

环

境

监

测

计

划

污染源监

测

监测因子（SO2、NOx、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甲醛）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

测□

环境质量

监测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数（ ）

无检

测√

评

价

结

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大气防护

距离
距（ ）厂界最远（ ）m

污染源年

排放量

SO2：

（0.016 ）t/a NOx：（0.252）t/a 颗粒物：（0.048）t/a VOCs：
（0.222）t/a

4.2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根据计算及估算模式预测结果、本项目建成运行后在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

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废气的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及项目周围敏感点影响较小，因

此，本项目选址合理、可行。建议项目拟建厂区周围种植绿化带，以进一步减小

废气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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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评述

5.1 运营期大气污染概况

5.1.1 废气

本项目废气污染主要来自三聚氰胺饰面板生产线模温机产生的燃烧废气、热

压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甲醛），以及 UV装饰板生产线贴纸、滚涂和固化过

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

本项目对模温机燃烧废气汇集后新建 1根 13m高排气筒（DA004）排放；

对于本项目产生有机废气，环评要求在热压机、贴纸机、滚涂机及固化机上方各

设 1个集气罩+软帘（收集效率 90%），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过 1套新建的“三

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DA005）排放。

本项目模温机燃烧废气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可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61/1226-2018）表 3燃气锅炉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生产过程产生

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气筒排放的甲醛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甲醛排放标准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中标准限值要求。

5.2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5.2.1 有组织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气依托原有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有机废气采用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活性炭吸附有机废气原

理如下：

活性炭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吸附剂，它是利用木炭、各种果壳和优质煤等作为

原料，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对原料进行破碎、过筛、催化剂活化、漂洗、烘干和

筛选等一系列工序加工制造而成。每克活性炭的总表面积可达 800～2000m2。其

比重约 1.9～2.1，表观比重约 1.08～0.45，含炭量 10%～98%，具有物理吸附和

化学吸附的双重特性，可以有选择的吸附气相、液相中的各种物质，以达到脱色

精制、消毒除臭和去污提纯等目的。三级活性炭吸附法就是利用活性炭作为物理

吸附剂，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成分，在固相表面进行浓缩，从而使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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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净化治理。吸附过程是在固相一气相间界面发生的物理过程。进入三级活性

炭吸附装置的有机废气在流经活性炭层时被比表面积很大的活性炭截留，在其颗

粒表面形成一层平衡的表面浓度，并将有机物等吸附到活性炭的细孔，根据《排

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202 人造板制造行业系数手册》

本项目三级活性炭吸附效率约为 85%。

本项目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由引风机、吸附器等组成。废气经风机引入三级

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吸附处理。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为低浓度、废气量小，根据活

性炭技术规范，本项目选用碘值不低于 800mg/g的活性炭，因此能保证三级活性

炭吸附装置对有效对有机废气的吸收，吸附效率能达到 85%。活性炭使用初期的

吸附效果很高，但时间一长，活性炭的吸附能力会不同程度地减弱，吸附效果也

随之下降。需要定期更换。项目设置 1个活性炭吸附箱，活性炭箱可装活性炭约

50kg，为保证吸附效率，需及时更换活性炭，按照 100kg活性炭吸附废气 20kg，

为保证活性炭吸附效率，活性炭需半年更换 1 次，项目废活性炭产生总量约

0.51t/a。工作人员应根据计划定期检查、维护和更换必要的部件和材料，维护人

员应做好相关记录，废气治理设备的维护应纳入全厂的设备维护计划中。废气处

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定期收集后交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处理后的废气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

（2）排气筒设置及合理性分析

①排气筒数量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新建 2个排气筒，遵循同类排气筒合并的原则，尽量减少排气筒设置。

企业在项目工艺设计时已考虑到自身的特点，对各生产环节产生的废气通过合理

规划布局，对排放同类污染物的排气筒合并。因此，本项目排气筒设置合理。

②排气筒高度及排放污染物达标分析

企业厂房高为 9m，根据《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

建污染源排气筒高度一般不应低于 15m，还应高出周围 200m范围内的建筑 5m

以上，本项目所在工业园区 200m范围内的最高建筑物为距企业东侧紧邻的办公

楼，办公楼高 10m，小于排气筒高度。因此环评要求本项目有机废气排气筒

（DA005）高度设置为 15m，符合排放高度。有机废气排气筒中污染物经排气筒

排出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排放浓度限

值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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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6-2018），锅炉房周围半径

200m距离内有建筑物时，则锅炉排气筒高度应高出最高建筑物 3m以上。企业

厂房高为 9m，本项目所在工业园区 200m范围内的最高建筑物为距企业东侧紧

邻的办公楼，办公楼高 10m，因此环评要求本项目模温机排气筒（DA004）高度

设置为 13m，高于最高建筑物 3m，符合排放高度。天然气锅炉废气中各污染物

排放浓度均较低，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6-2018）中表

3 天然气排放浓度限值标准（SO2浓度≤20mg/m3、颗粒物浓度≤10mg/m3、NOx

浓度≤50mg/m3）。

③排气筒规范化要求

建设单位应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关于采样位置的要求，排气筒应设置检测采样孔。采样位

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采样位置应

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6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

不小于 3倍直径处，对矩形烟道，其当量直径 D＝2AB/(A+B)，式中 A、B为边

长。在选定的测定位置上开设采样孔，采样孔内径应不小于 80mm，采样孔管应

不大于 50mm，不使用时应用盖板、管堵或管帽封闭，当采样孔仅用于采集气态

污染物时，其内径应不小于 40mm。同时为检测人员设置采样平台，采样平台应

有足够的工作面积使工作人员安全、方便地操作，平台面积应不小于 1.5m2，并

设有 1.1m高的护栏，采样孔距平台面约为 1.2—1.3m。

综上所述，本项目废气采取以上措施可确保各污染物均低于标准限值排放，

废气防治措施切实可行。同时企业应对废气处理设施需定期检查、维护，以确保

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所以大气污染防护措施可行。

5.3 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费用主要包括购买、建设和运行费用两部分，主

要购买、安装废气处理设备、排气筒等。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5.2-1。

表 5.2-1 废气处理工艺经济技术指标

污染源 环保工程
环保投资

（万元）
备注

模温机燃烧废气 新建一根 13m高排气筒排出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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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废气 新建 1套“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15m排气筒 8.0 /

总 计 13.0 /

本项目环保设施废气治理装置投资约 13.0万元，企业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完全有能力承担该费用，废气治理措施在经济和技术上均可行。

因此，从环保和经济方面综合考虑，本项目废气治理方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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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气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6.1 环境管理

6.1.1 环境管理部门

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建立有环境管理机构与职责，设有环保兼职管理人员

1人。

本次环评建议：企业应该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设计规定》等有关要求，

完善环境管理机构与职责，加强对项目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污染预防。

6.1.2 环保制度

（1）报告制度

项目排污发生重大变化、污染治理设施改变或企业改、扩建等都必须向当地

环保部门申报，改、扩建项目，必须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要求，

报请有审批权限的环保部门审批。

（2）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管理、监控制度

项目运营期，必须确保大气污染物治理设施长期、稳定、有效地运行，不得

擅自拆除或者闲置废气处理设备，不得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污染治理

设施的管理必须与该企业经营活动一起纳入到日常管理工作的范畴，落实责任

人、操作人员、维修人员、运行经费、设备的备品备件和其他原辅材料。同时要

建立健全责任制、制定正确的操作规程、建立管理台账。

6.2 环境监测计划

6.2.1 正常工况下监测计划

企业对自身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实行例行监测、控制污染，是企业做好环境

保护工作职责之一。监测资料应进行技术分析、分类存档、科学管理，为企业防

治环境污染途径和治理措施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也是企业的环境保护资料统计

上报、查阅、目标管理等必须要做的工作内容之一。

企业应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2017）要求落

实运营期自行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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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项目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位置
监测

频率
标准要求

废气

颗粒物、

SO2、NOx

有组

织

DA004
模温机排气筒

1次/年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61/1226-2018）表

3中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甲醛、非甲

烷总烃

有组

织

DA005
有机废气排气筒

1次/年

甲醛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2中的排放限值要求及厂

界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非甲

烷总体执行《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控制标准》

（DB61/T1061-2017）表 1
排放浓度限值及表3企业边

界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无组

织

厂界上风向 1个点位、

下风向 3个点位
1次/年

6.2.2 非正常工况及事故状态下监测

废气处置设施非正常排放状况室监测要求：在非正常排放当天风向的下风

向，布设 2～5个监测点，若当天风速较大（≥1.5m/s），则考虑在下风向 200m、

500m、1000m 处各设 1 个监测点，连续监测 2d，每天 4 次；若当天风速较小

（<1.5m/s），则考虑在厂区内及下风向 150m、500m处各设 1 个监测点，连续

监测 2d，每天 4次。居民区等保护目标处可视具体风向、风速确定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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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7.1.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018年 9月西咸新区万家宏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通过租用陕西恒泰石化机

械有限公司位于泾河新城永乐工业园南北大道18号生产厂房2700m2，拟投资400

万元新增扩建 UV装饰板生产线 3条和三聚氰胺装饰面板生产线 3条，建成后全

厂共形成三聚氰胺饰面板 30万张和 UV装饰板 40万张的生产能力。

7.1.2 污染防治措施及可行性

本项目有机废气采用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粉尘采用布袋除尘器处

理，其技术可行，与项目投资占比较低，经济可行。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项目

采取的废气治理措施在技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

7.1.3 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控制

本项目模温机燃烧废气汇集后经 1跟新建的 13m高排气筒（DA004）排放，

可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6-2018）表 3燃气锅炉污染物排

放浓度限值要求；对于本项目产生有机废气，环评要求在热压机、贴纸机、滚涂

机及固化机上方各设 1个集气罩+软帘，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新建 1套“三级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 1 根 15m排气筒（DA005）排放，甲醛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甲醛排放标准限值要求，非甲

烷总烃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中标准限

值要求。

7.1.4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项目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采用的各项环保设施合理、可靠、

有效，各项污染物经治理后可以达标排放，总体上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较小，本

评价认为，从大气环境影响的角度来讲，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以上结论是针对项目方目前提供的工艺流程、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和规模所

得出的评价结论，如果该项目的原辅材料、工艺流程、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和规

模有所变化，应由建设单位按环境保护法规的要求另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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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议

①建设单位应贯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注意设备的日常维护

保养，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

②设专人管理环保工作，做好环保设施的维护和例行监测工作，保证废气处

理装置达到设计要求。

③建设单位需加强对废气处理设施的管理，保障其正常、稳定地运行，杜绝

超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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