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生产流程：

I+G 产品

蒸发水、残液、

冷却水、洗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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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磷酸

过滤洗水、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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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空气体

洗罐水、洗地水、冷却水双酶糖、酵母粉、精盐、

菌种、液氨、空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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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流程及排放去向（出水由专管引到石咀涌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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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平面布置图及废水流向图：



二、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全厂监测点位布设

污染源类

型

排污口编

号
排污口位置

废水 WS-01652 废水总排放口（经度： 112°34＇56＂，纬度： 23°9＇51＂）

锅炉废气 FQ-01651 基地锅炉废气排放口（经度： 112°34＇44＂，纬度： 23°9＇55.01＂）

工艺废气

DA001 鸟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 1#（经度：112°34＇41.38＂，纬度：23°9＇59.11＂）

DA002 鸟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度：112°34＇41.56＂，纬度：23°9＇59.22＂）

DA003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1#（经度：112°34＇42.91＂，纬度：23°10＇1.99＂）

DA004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度：112°34＇41.77＂，纬度：23°10＇2.86＂）

DA005 环保站工艺废气排放口（经度： 112°34＇41.77＂，纬度： 23°10＇2.86＂）

DA006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3#（经度：112°34＇41.05＂，纬度：23°10＇2.15＂）

FQ2014001 肌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经度： 112°34＇44＂，纬度： 23°9＇59.98＂）

FQ2014003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度：112°34＇39.58＂，纬度：23°10＇4.19＂）

FQ2014004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3#（经度：112°34＇40.15＂，纬度：23°10＇3.94＂）

FQ2014005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4#（经度：112°34＇39.22＂，纬度：23°10＇4.40＂）

厂界无组织废气 厂界周边上、下风向

厂界噪声

1# 界外东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2# 界外东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3# 界外西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4# 界外西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生物工程基地监测点位示意图
（其中 为废水总排放口监测点位， 为肌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 为鸟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 1#、2#监测点位， 为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1#监测点位， 为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2#监测点位， 为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2#监测点位， 为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3#监测点位， 为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4#监测点位。 为锅炉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 为界外东北面

1米噪声敏感点 1#监测点位， 为界外东南面 1米噪声敏感点 2#监测点位， 为界外西南面 1米噪声敏感点 3#监测点位， 为

界外西北面 1米噪声敏感点 4#监测点位， 为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3#监测点位， 为环保站工艺废气排放口。）



三、监测指标

污染源类型 排污口编号 排污口位置 监测因子

废水 WS-01652
废水总排放口（经度： 112°34＇56＂，

纬度： 23°9＇51＂）

pH、化学需氧量、氨氮 、

流量

悬浮物、总磷（以 P 计）、

五日生化需氧量、挥发

酚、苯胺类

锅炉废气 FQ-01651
基地锅炉废气排放口（经度：112°34＇

44＂，纬度： 23°9＇55.01＂）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颗粒物

林格曼黑度

工艺废气

DA001

鸟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 1#（经度：

112°34＇41.38＂，纬度： 23°9＇

59.11＂）

氨（氨气）,硫化氢,臭气

浓度,非甲烷总烃，颗粒

物

DA002

鸟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度：

112°34＇41.56＂，纬度： 23°9＇

59.22＂）

硫化氢,臭气浓度,氨（氨

气），非甲烷总烃，颗粒

物

DA003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1#（经度：

112°34＇42.91＂，纬度： 23°10＇

1.99＂）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DA004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度：

112°34＇41.77＂，纬度： 23°10＇

2.86＂）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DA005
环保站工艺废气排放口（经度： 112°

34＇41.77＂，纬度： 23°10＇2.86＂）

氨（氨气）,臭气浓度,硫

化氢

DA006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3#（经度：

112°34＇41.05＂，纬度： 23°10＇

2.15＂）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FQ2014001
肌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经度：

112°34＇44＂，纬度：23°9＇59.98＂）

臭气浓度,氨（氨气）,硫

化氢，非甲烷总烃，颗粒

物



FQ2014003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度：

112°34＇39.58＂，纬度： 23°10＇

4.19＂）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FQ2014004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3#（经度：

112°34＇40.15＂，纬度： 23°10＇

3.94＂）

氨（氨气），非甲烷总烃

FQ2014005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4#（经度：

112°34＇39.22＂，纬度： 23°10＇

4.40＂）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厂界无组织废气 厂界周边上、下风向

臭气浓度氨（氨气）

氨（氨气）

硫化氢

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

厂界噪声

1# 界外东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厂界噪声

2# 界外东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3# 界外西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4# 界外西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四、执行标准及限值

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物类别 监测点位 污染因子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单位

废水 WS-01652

pH 值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 表 4 第

二时段一级标准排放

限值

6-9 /

流量 / m3/10min

氨氮 10 mg/L

化学需氧量 100 mg/L

生化需氧量 20 mg/L

悬浮物 60 mg/L

总磷 0.5 mg/L

挥发酚 0.3 mg/L

苯胺类 1 mg/L

锅炉废气 FQ-01651

氮氧化物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DB44/765-2019

表 2 排放限值

150 mg/m3

二氧化硫 50 mg/m3

颗粒物 20 mg/m3

林格曼黑度 1 级

工艺废气

DA001

氨（氨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表 2 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4.9 kg/h

DA002

DA005

FQ2014001

FQ2014004

DA001

臭气浓度 2000 无量纲
DA002

DA005

FQ2014001

DA001

硫化氢 0.33 kg/h
DA002

DA005

FQ2014001

DA003

颗粒物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7—2001

2.9kg/h 或 120mg/m3

DA004

DA006

FQ2014003

FQ2014005

DA001

非甲烷总烃 8.4kg/h 或 120mg/m3

DA002

DA003

DA004

DA006

FQ2014001

FQ2014003

FQ2014004

FQ2014005

厂界无组织废气 臭气浓度氨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20 mg/m3



（氨气） 准》（GB-14554-1993）

表 1 中二级、新扩改建

标准
氨（氨气） 1.5

硫化氢 0.06

非甲烷总烃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7—2001
4

颗粒物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7—2001
1

厂界噪声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中 3 类

标准

昼：65

夜：55
d（B）A



五、监测频次

污染源类型 排污口编号 排污口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方式 监测频次 备注

废水 WS-01652
废水总排放口（经度：112°34＇

56＂，纬度： 23°9＇51＂）

pH、化学需氧量、氨

氮 、流量
① 连续监测

自动监测为每 2 小时

监测一次，并上传到

环保监控平台

悬浮物、总磷（以 P

计）、五日生化需氧

量、挥发酚、苯胺类

③ 每季度一次

锅炉废气 FQ-01651

基地锅炉废气排放口（经度：

112°34＇44＂，纬度： 23°9＇

55.01＂）

氮氧化物、 二氧化

硫、颗粒物
① 连续监测

自动监测为每 1 小时

监测一次，并上传到

环保监控平台

林格曼黑度 ③ 每年一次

工艺废气

DA001

鸟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 1#（经

度： 112°34＇41.38＂，纬度：

23°9＇59.11＂）

氨（氨气）,硫化氢,

臭气浓度,非甲烷总

烃，颗粒物

③ 每半年一次

DA002

鸟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

度： 112°34＇41.56＂，纬度：

23°9＇59.22＂）

硫化氢,臭气浓度,氨

（氨气），非甲烷总

烃，颗粒物

DA003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1#（经

度： 112°34＇42.91＂，纬度：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23°10＇1.99＂）

DA004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

度： 112°34＇41.77＂，纬度：

23°10＇2.86＂）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DA005

环保站工艺废气排放口（经度：

112°34＇41.77＂，纬度： 23°

10＇2.86＂）

氨（氨气）,臭气浓度,

硫化氢

DA006

合成精制工艺废气排放口 3#（经

度： 112°34＇41.05＂，纬度：

23°10＇2.15＂）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FQ2014001

肌苷发酵工艺废气排放口（经

度：112°34＇44＂，纬度：23°

9＇59.98＂）

臭气浓度,氨（氨气）,

硫化氢，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

FQ2014003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2#（经

度： 112°34＇39.58＂，纬度：

23°10＇4.19＂）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FQ2014004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3#（经

度：112°34＇40.15＂，纬度：

23°10＇3.94＂）

氨（氨气），非甲烷总

烃

FQ2014005
肌苷提取工艺废气排放口 4#（经

度：112°34＇39.22＂，纬度：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23°10＇4.40＂）

厂界无组织废气 厂界周边上、下风向

臭气浓度氨（氨气）

③ 每半年一次

氨（氨气）

硫化氢

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

厂界噪声

1# 界外东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厂界噪声 ③ 每季一次

2# 界外东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3# 界外西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4# 界外西北面 1 米噪声敏感点

监测方式是指①“自动监测”、②“手工监测”、③“委托第三方”。



六、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

序号 项目 采样容器 采集或保存方法 保存期限
建议采样量

（mL）

1 五日生化需氧量 溶解氧瓶 冷藏，避光 12h 250

2 总磷 P或 G HCl，H2SO4，pH≤2 24h 250

3 悬浮物 P或 G 冷藏，避光 14d 500

4 挥发酚
加 磷酸至 pH 约 4.0

4℃冷藏
24h 500

5 苯胺类 4℃以下冷藏 14d 500

6 非甲烷总烃 气袋 常温避光 7d /

7 氨 吸收瓶 2~5℃保存 7d /

8 硫化氢 吸收瓶 / 8h /

9 臭气浓度
真空采样

瓶
避光 24h /

10 颗粒物 滤筒 常温保存 / /



七、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监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

废水

pH 值 玻璃电极法 GB/T6920-1986 0.01
PH 在线在线自

动监控仪
H-101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钾比色

法
GB11914-89 10mg/L

COD在线在线自

动监控仪

LP-CODCr-20

11

五日生化需

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0.5mg/L

电热恒温培养

箱
DH3600II

氨氮
水杨酸分光光

度法
HJ536-2009 0.025mg/L

氨氮在线在线

自动监控仪
QZ-300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

度法
GB 11893-1989 0.01mg/L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mini-1240

悬浮物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4mg/L 万分之一天平 BSA224S

挥发酚 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0.01mg/L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mini-1240

苯胺类 分光光度法 GB 11889-89 0.03mg/L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mini-1240

废气

氮氧化物
紫外差分吸收

法
HJ/T76-2007 10mg/m3

氮氧化物分析

仪
EM-5

二氧化硫
紫外差分吸收

法
HJ/T76-2007 8mg/m3

二氧化硫分析

仪
EM-5

颗粒物 激光后散射法 HJ/T76-2007 2mg/m3 颗粒物分析仪 LSS2004-AL

氨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HJ 533-2009 0.01mg/m3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mini-1240

硫化氢 分光光度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

分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 2003 年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

法（B） 3.1.11（2）

0.001mg/m
3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mini-1240



八、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监测因

子

监测

分析

方法

方法来源 质控措施

废

水

pH

值

玻璃

电极

法

GB/T6920-1986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与环境监测部门的比对监测，比对设备监测的准确性。

化

学

需

氧

量

重铬

酸钾

比色

法

GB11914-89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与环境监测部门的比对监测，比对设备监测的准确性。

五

日

生

化

需

氧

稀释

与接

种法

HJ 505-2009

臭气浓度
三点比较式臭

袋法
GB/T 14675-1993 10（无量纲） / /

非甲烷总烃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0.07mg/m3 气相色谱仪 GC-2014C

颗粒物 重量法 GBT 16157-1996 20mg/m
3

电子天平 /

噪声 噪声

《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 12348-2008 /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量

氨

氮

水 杨

酸 分

光 光

度法

HJ536-2009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与环境监测部门的比对监测，比对设备监测的准确性。

总

磷

钼酸

铵分

光光

度法

GB 11893-1989 /

悬

浮

物

重量

法

GB/T

11901-1989
/

挥

发

酚

分光

光度

法

HJ 503-2009
每批样品应带一个中间校核点，中间校核点测定值和校准曲线相应点浓度的

相对误差不超过 10%。

苯

胺

类

分光

光度

法

GB 11889-89 /

废

气

氮

氧

化

物

紫外

差分

吸收

法

HJ/T76-2007 每年与环境监测部门进行比对监测，比对设备监测的准确性。

二

氧

化

硫

紫外

差分

吸收

法

HJ/T76-2007 每年与环境监测部门进行比对监测，比对设备监测的准确性。

颗

粒

物

激光

后散

射法

HJ/T76-2007 每年与环境监测部门进行比对监测，比对设备监测的准确性。

硫

化

氢

分光

光度

法

《空气和废气

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

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3

年 亚甲基蓝分

光光度法（B）

3.1.11（2）

/

臭

气

浓

三点

比较

式臭

袋法

GB/T

14675-1993
/



度

氨

纳氏

试剂

分光

光度

法

HJ 533-2009

非

甲

烷

总

烃

气相

色谱

法

HJ 38-2017

颗

粒

物

重量

法

GBT

16157-1996
/

噪

声

噪

声

《工

业企

业厂

界环

境噪

声排

放标

准》

GB 12348-2008 /



九、监测结果的公开

监测结果的公开时限

自动监测结果实时公布，委托监测在收到第三方监测报告后公开。

监测结果的公开方式

我公司的自行监测信息通过“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栏目

中的“数据采集”子栏目中发布。除了公开自行监测信息，还公开环保厅答疑

的联系方式以及企业答疑的联系方式，环保厅答疑的联系方式可以链接到省环

保厅的“信访大厅”栏目。

我公司的企业答疑联系方式：0758-2653662

十、监测方案的实施

本监测方案于 2020 年 11 月 1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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