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产品 生产规模(设计产量)

肌苷 3000吨/年

脯氨酸 1000吨/年

二、排污信息

星湖生化制药厂于 2021.01.01-2021.06.09期间停产。

水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1

排放口编

号或名称

排放口

位置

排放

方式

主要/特

征污染物

名称

排放

浓度

排放总

量

核定

的排

放总

量

执行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

浓度限值

超标情

况

COD

  

41mg

/L 

16.08吨 480吨 120mg/L 无

DW001

中心经

度/中心

纬度

112°29

′23.39

″/23°

3′

34.02″

纳管

氨氮

 

6mg/

L

2.66吨 140吨 35mg/L 无

大气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1

排放口编

号或名称

排放口

位置

排放

方式

主要/特

征污染物

名称

排放

浓度

排放总

量

核定

的排

放总

量

执行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

浓度限值

超标情

况

氮氧化物

 

24mg

/m3
0.969吨

18.6

吨
 150mg/m3 无

二氧化硫

 

7mg/

m3
0.286吨

4.77 

吨
  35mg/m3 无DA003

中心经

度/中心

纬度

112°29

′26.74

″/23°

3′30.6

″

排环

境

烟尘

 

14mg

/m3
0.559吨

6.888

吨 
20mg/m3 无



固体废物

废物名称 是否危险废物 处理处置方式 处理处置数量

环保污泥 否 外卖 1122.7吨

废树脂 是 送持证单位处置 3.28吨

废矿物油 是 送持证单位处置 0.3吨

废包装桶 是 送持证单位处置 0.3吨

噪声

噪声值 Leq dB(A)
执行的厂界噪声排放

标准限值 Leq dB(A)
厂界位置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超标情况

厂界外东面 1米噪

声敏感点
57 46 60 50 无

厂界外南面 1米噪

音敏感点
63 52 70 55 无

厂界外西面 1米噪

音敏感点
59 49 60 50 无

厂界外北面 1米噪

音敏感点
58 48 60 50 无

其他污染类型

/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类别 防治污染设施名称 投运时间
处理能力

 （设计）
运行情况

水污染物
废水处理设施(活性污

泥法)
2010年 4200吨/天 正常

大气污染物 天然气锅炉直排大气 2021年 — 正常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环评

批复

单位

环评

批复

时间

环评

批复

文号

竣工

验收

单位

竣工

验收

时间

竣工

验收

文号

扩建年产达 2300吨肌苷项目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02
年 10
月 8日

环评报

告表，

无文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04
年 3 月
3日

肇环函

【2004】

16号

扩建年产达 3000 吨肌苷项目

（ 包 含 脯 氨 酸 年 产 达

1000t/a）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05
年 12
月 13
日

环评报

告表，

无文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09
年 10
月 27
日

肇环建

【2009】

162号

废水处理设施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02
年 9 月
28日

肇环建

【2002】

49 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04
年 3 月
3日

肇环函

【2004】

16

废水处理系统修复及改造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09
年 2 月
10日

肇环建

【2009】

48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09
年 11
月 9日

肇环建

【2009】

165号

污水处理措施升级改造和工

艺废气治理工程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10
年 7 月
1日

肇环建

【2010】

184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10
年 8 月
30日

肇环建

【2010】

180号

星湖生化制药厂锅炉技改项

目(锅炉及烟气处理设施已交

由第三方肇庆联合兄弟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15
年 6 月
19日

肇环建

【2015】

40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16
年 6 月
13日

肇端环

建

【2016】

25号

星湖生化制药厂生物质锅炉

改天然气锅炉技改项目

肇庆
市生
态环
境局

2021
年 8 月
24日

肇环端

建

【2021】

20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 /

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

情况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部门 肇庆市生态环境局 备案时间

2017 年 12 月（端

州分局备案）

2019年 4月（市监

察分局备案）   

主要内容

摘选（已备案的应急预案部分内容）

一、应急响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坚持部门（车间）为主的原则。按突发

环境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公司内部（班

组、车间、公司）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将突

发环境事件分为不同的等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重大（Ⅰ

级响应） 、较大（Ⅱ级响应） 、一般（Ⅲ级响应）三级。超出本

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及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上一

级应急预案。Ⅰ级应急响应报市、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Ⅱ级应急

响应由公司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实施，Ⅲ级应急响应由公司部门组织

实施。

1，Ⅲ级响应程序启动条件

除重大环境事件、较大环境事件以外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启动Ⅲ级

响应程序。如果发生下列事故，也启动Ⅲ级响应程序：

（1）无造成重伤、中毒和人员死亡的事故，或者一次造成直接损失

达人民币 20 万元以下的事故。

（2）公司内某装置单元发生泄漏事故，影响到局部地区，但限制在

单独的装置区域。

（3）有毒化学品进入环境量低于有害物最高允许浓度要求，未造成

人员中毒；

（4）环境影响范围控制在装置边界，现场作业人员的及时处理，能

实施有效控制、消除，而不会影响到周边岗位或发生连锁反应的事

故；

（5）污染物排放只影响到公司单元内区域，公司可自行处理。

2，Ⅱ级响应程序启动条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启动Ⅱ级响应程序：

（1）中毒 3~10 人（不含 10 人），但未引起人员死亡；

（2）因环境事件需疏散、转移群众 500 人以下，或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20 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

（3）厂区内化学品进入环境量超过有害物最高允许浓度，造成人员

中毒；



（4）公司内某装置单元发生火灾、爆炸但未引起连锁爆炸，依靠公

司内灭火设备器材短时间内能消除危险；

（5）事故影响限制到在厂界边界，环境影响范围控制在公司内的现

场周边地区；

（6）对企业的生产安全和作业人员造成严重威胁，需要调动全企业

的资源进行控制；

3，Ⅰ级响应程序启动条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启动Ⅰ级响应程序：

（1）发生人员死亡，或中毒（重伤）10 人以上；

（2）因环境事件需疏散、转移群众 500 人以上，或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100 万元以上；

（3）厂区外化学品进入环境量超过有害物最高允许浓度，造成人员

大量中毒或人员死亡；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区域纠纷，使当地经济、社会活动受到影响；

（5）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性质特别严重，且发生后可能持续一段时

间，事故控制及其对生产、社会产生的影响，依靠公司自身力量不

能控制，需要端州区政府部门、肇庆市政府协调帮助的或各相关方

救援的事故。

二、应急处理措施

1、事故发生后应采取的工艺处理措施

（1）微小和预警事故的工艺处理：发生此类事故，要及时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事故大小和对工艺生产有无影响，岗位人员应及时采

取切断灾源和通知车间人员、监护并设置标识，如：挂牌、合理调

整工艺指标等处理措施；

（2）一般事故的工艺处理：采取报警和切断致灾源，对厂房采

取及时通风置换措施等。

（3）对较大事故的工艺措施：立即停车卸压切断致灾源，设立

警戒区，挖坑或围堤，应及时通知上级有关部门。废水处理系统发

生故障，应立即关闭厂区雨水排放口和污水排放口，杜绝事故处理

过程中的各种废水或污水进入环境水体而污染区域水体。

2 、刺激性溶剂（液氨、盐酸、烧碱）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立即做好个人防护：现场如有防护面具或呼吸器、防护服

和防护眼镜等个人防护装备，应立即佩戴上。现场如无防护装备，

应迅速将身边能利用的衣服、毛巾、口罩等用水浸湿后，捂住口鼻，

以免吸入有毒气体。尽可能戴上手套，穿上雨衣、雨鞋等，或用衣

物遮住裸露的皮肤。

（2）警戒疏散组负责组织撤离事故现场：发生事故时，切勿惊

慌失措，应遵循现场应急救援人员的指挥，迅速撤离现场；或者立



即判断泄漏源与风向，朝逆风向远离事故源迅速撤离。禁止一切火

源，禁止在事故现场使用手机报警，禁止打开或关闭电器开关，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工具。

（3）应急指挥人员负责清点人员：到达安全地点后，应清点人

员是否已全部撤出，身体衣服已受污染的人员应立即进行全身洗消。

要及时脱去被污染的衣服，用流动的水冲洗身体，特别是接触强腐

蚀溶剂或曾经裸露的部分。

（4）消防抢救组与抢险抢修组负责现场应急处理：

a、应急处理人员必须佩戴防毒面具、自吸式呼吸器及穿好防

化服进入现场，应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想办法将罐内的溶剂转移到

其他贮罐或经由紧急排泄阀稀释排泄。

b、如果泄漏溶剂无法收集，要防止泄漏的高浓度液氨、盐酸

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要开喷淋将泄漏的高腐蚀性溶

剂覆盖起来，防止燃烧。同时用大量喷雾状水对泄漏点进行喷射，

稀释溶剂蒸汽，防止烟雾扩散，将泄漏的溶剂稀释成弱酸、弱碱。

稀释后的浓污水排放到厂的污水收集池后，要对排水液进行中和后

才能打到污水处理站，并将中和处置情况报告给环保站负责人。

c、应急处理人员还应预备足够的灭火器材到现场戒备防火。

可用的灭火器材为：砂土、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

d、应急处理过程中要对现场进行隔离，严格限制人员出入。

e、现场指挥应密切注意各种危险征兆，如溶剂泄漏无法控制

或引生次生火灾时，现场指挥必须适时做出准确判断，及时下达撤

退命令。现场人员看到或听到事先规定的撤退信号后，应迅速撤退

至安全地带。

（5）善后处理组负责事故后期处置：

a、事故得到完全控制后，对事故现场进行彻底的消洗，冲洗

水排入污水系统处理。b、灾后废弃物质要得到安全处置，需

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c、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3、易燃易爆溶剂（乙醇）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事故处置方式基本与刺激性溶剂泄漏事故应急处置相同，不同

之处有：

（1）消防抢救组应急处置时，要密切关注事故有无可能衍生成

次生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可能性；

（2）警戒疏散组要通知环保站和沿途警戒，禁止在下水道附近

施工动火作业；

（3）安全环保组要对厂区污水系统和清水系统进行取样试燃烧

试验；



（4）稀释后的污水排放到厂的污水收集池后，不需要中和。

4、化学品运输过程环境风险应急处理措施

本项目各种化学品由供应商运至厂内，为此建设单位应对供应

商提出运输过程环境风险应急要求，包括：

（1）发生固态化学品泄漏后抢险抢修组应及时收集并清扫附近

路面避免有毒物质毒性残留；

（2）发生液态化学品泄漏后，抢险抢修组应迅速使用运输车上

的石灰、沙土等进行掩盖，初步削减其毒性并防止泄漏扩散，若运

输车上的材料不够，则迅速在附近掘取沙土掩盖泄漏物。

（3）发生泄漏后信息处置组应迅速通知当地环保、交通部门以

及危险废物处理部门，对泄漏事故和泄漏化学品进行妥善处理。

5、事故废水应急措施

在星湖制生化药厂污水处理区的西面设立了 6 座 100 m3 环境风

险事故应急罐作为应急池。应急罐内壁为不锈钢材质，主要用于暂

时存放厂房及仓库发生火灾时产生的消防废水化学品泄漏废液，以

确保事故时产生的废水经有效收集后经处理达标后排放，杜绝直接

经雨水管网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1）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措施启动，安全环保组关闭集

水井到污水处理系统的阀门，打开集水井到应急罐的阀门，用三台

流量为 190m3/h、扬程为 18.1m 与一台流量为 200 m3/h、扬程为 20m
的总共四台提升泵把事故废水泵入应急罐。使事故废水从集水井收

集后不泵入废水处理系统，转而泵入应急罐暂存。

（2）化学品仓四周均设置事故沟、并在底部涂上了环氧树脂纤

维进行防腐及防渗处理，泄漏时产生的废水经事故沟排入事故池。

（3）废水站安置了出水水质监测仪，实现数据在线监测。一旦

发生事故，安全环保组立即采取修复措施，如短期不能修复应立即

通知生产部立即停止相关生产线生产。

（4）火灾事故发生时，安全环保组立即切断厂区内通往市政下

水道的阀门，消防废水经厂区排水沟收集送至事故池，经污水处理

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5）厂区排水口设置阀门，发生泄漏时安全环保组立即将其关

闭，截断厂区排水系统与厂外排水系统，切断危险物质进入环境的

途径，从而杜绝泄漏时事故排放的污染物排出厂区。

6、事故废气排放的应急措施

（1）大气类污染事故可能影响的区域

事故排放情况下，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将对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会造成大气环境敏感点的 SO2、NOx、粉

尘浓度等出现超标。



（2）可能受影响区域单位、社区人员疏散的方式、方法、地点

当事故现场的周围地区人群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时，信息处置

组马上根据事态等级联络外部应急力量以及通知肇庆环保局、广东

省环保厅等上级环保部门，警戒疏散组配合上级应急力量将受威胁

人群及时疏散到安全区域，是减少事故人员伤亡的一个关键。事故

的大小、强度、爆发速度、持续时间及其后果严重程度是实施人群

疏散应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将决定撤退人群的数量、疏散的

可用时间以及确保安全的疏散距离。针对不同的疏散规模或现场紧

急情况的严重程度，由启动级别的现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有权发布

疏散命令；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和通知疏散的方法由当地公安部门、

派出所通知和组织实施。

组织撤离指挥机构主要由当地公安、民政部门和街道居民组织

抽调力量组成。根据现场指挥部发布的警报和防护措施，引导必须

撤离的居民有秩序地撤至安全区或安置区，组织好特殊人群的疏散

安置工作；引导受污染的人员前往洗消区站点；维护安全区或安置

区内的秩序和治安。

本预案对星湖生化制药厂周边 5 公里区域内等常住人数、自然

村、街道等社会关注区和周边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当发生公

司主要物料大量泄漏时（大于 0.2m3）并起火时，由公司应急指挥中

心根据当时的风向与敏感区域情况，对人员进行疏散。确定名单要

求应急办公室通知下风向邻近企业相关单位和所在地派出所，组织

实施紧急撤离。

特殊物料结合监测结果确定疏散距离组织撤离，还应考虑其短

时间接触浓度距离内对保护目标伤害，应根据实时监测的结果，确

定扩大疏散距离的范围。

在疏散距离半径范围内单位和居民必须在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

服从组织安排到指定地点集合，搭乘安排的车辆按人群疏散路线的

路线撤离。

（3）可能受影响区域单位、社区人员基本保护措施和防护方法

受影响区域单位、社区人员撤离时，应采取下列基本保护措施

和防护方法：

（1）紧急势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

器；

（2）如身边无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3）应向侧上风方向转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

全区，并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

（4）不要在低洼处滞留；

（5）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与着火区；



（6）对需要特殊援助的群体（如老人、残疾人、学校学生、幼

儿园小孩、医院病人等）的由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安排专门疏散；

（7）对人群疏散应进行跟踪、记录（疏散通知、疏散数量、在

人员安置场所的疏散人数等）。

（4）周边道路隔离或交通疏导办法

为保障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事故现场周围建立警

戒区域，实施交通管制，防止与救援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保障

救援队伍、物资运输和人群疏散等的交通畅通，并避免发生不必要

的伤亡。警戒与治安还应该协助发出警报、现场紧急疏散、人员清

点、传达紧急信息、执行指挥机构的通告、协助事故调查等。

（1）实施交通管制，对危害区外围的交通路口实施定向、定时

封锁，严格控制进出事故现场的人员，避免出现意外的人员伤亡或

引起现场的混乱；

（2）指挥危害区域内人员的撤离，保障车辆的顺利通行；指引

不熟悉地形和道路情况的应急车辆进入现场，及时疏通交通堵塞；

（3）维护撤离区和人员安置区场所的社会治安工作，保卫撤离

区内和各封锁路口附近的重要目标和财产安全，打击各种犯罪分子；

（4）除上述职责以外，警戒人员还应该协助发出警报、现场紧

急疏散、人员清点、传达紧急信息以及事故调查等。

由于警戒和治安人员往往是第一个到达现场，对危险物质事故

必须规定有关培训安排，并列出警戒人员有关个体防护的准备。

（5）临时安置场所

为妥善照顾已疏散人群，政府应负责为已疏散人群提供安全的

临时安置场所，并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

（1）当启动Ⅱ级以上应急预案时，视情况启用临时安置场所。 
（2）可用的临时安置场所包括：安全区域的公共设施如学校礼

堂、操场，医院、剧院、公园、广场、宾馆等；

（3）民政部门对需要安置的人群进行数量估测，组织相关政府

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为临时安置场所的食品、水、电和通讯做出

安排；

（4）公安和医疗卫生部门负责对临时安置场所的治安、医疗、

消毒和卫生服务的安排，并考虑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

（5）保证每个临时安置场所都有清晰、可识别的标志和符号。



六、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主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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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Cr
每两小

时一次

氨氮
每两小

时一次

pH

自动

监测

瞬时监

测

总氮

总磷

每月一

次

BOD5
急性毒性

总氰化物

悬浮物

总有机碳

色度

废水
WS-0162

1

废水总

排口

总锌

手工

监测 每季度

一次

▲1#

厂界外

东边 1

米

LAeq 

▲2#

厂界外

南边 1

米

LAeq

▲3#

厂界外

西边 1

米

LAeq

厂界

噪声

▲4#

厂界外

北边 1

米

LAeq

手工

监测

每季度

一次

排污口编号为

厂界噪声监测

点位，手工监

测：企业自行

监测；

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监测因子
监测分

析方法
方法来源 质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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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氮

水杨酸

分光光

度法

HJ536-2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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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

pH 玻璃电 GB/T6920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与环境监测部



极法 -1986 门的比对监测，比对设备监测的准
确性。

总氮

紫外分

光光度

法

HJ636-20

12
/

总磷

钼酸铵

分光光

度法

GB 
11893-19

89

空白试样：每一批样品至少做一个
全程序空白，空白试样的测定结果
不能超过 0.01mg/L；
中间点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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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5
稀释与
接种法

HJ 
505-2009

9.1 空白试样
每一批样品做两个分析空白试样，
稀释法空白试样的测定结果不能
超过 0.5mg/L，非稀释接种法和稀
释接种法空白试样的测定结果不
能超过 1.5mg/L，否则应检查可能
的污染来源。
9.2 接种液、稀释水质量的检查
    每一批样品要求做一个标准样
品，样品的配置方法如下：取 20ml
葡萄糖-谷氨酸标准溶液（4.9）于
稀释容器中，用接种稀释水（4.5）
稀释至 1000ml，测定 BOD5，结果
应在 180-230mg/L范围内，否则应
检查接种液、稀释水的质量。
9.3 平行样品
每一批样品至少做一组平行样，计
算相对百分偏差 RP。当 BOD5小于
3mg/L时，RP值应≦±15%，当 BOD5
为 3-100mg/L时，RP值应≦±20%，
当 BOD5大于 100mg/L时，RP值应
≦±25%。
10 精密度和准确度
非稀释法实验室间的重现性标准
偏差为 0.10-0.22mg/L，再现性标
准偏差为 0.26-0.85mg/L，稀释法
和稀释接种法的对比测定结果重
现性标准偏差为 11mg/L，再现性标
准偏差为 3.7-22mg/L。

急性毒

性

发光细

菌法

GB/T 

15441-19

95

/

总氰化  容量法 HJ /



物 和分

光光度

法》

484-2009

悬浮物 重量法

GB/T 

11901-19

89

/

总有机

碳

燃烧氧

化-非

分散红

外吸收

法

HJ 

501-2009
/

色度

水质 色

度的测

定

GB/T 

11903-19

89

/

总锌

原子

吸收分

光光度

法

GB/T 

7475-198

7

/

氮氧化

物

紫外差

分吸收

法

HJ/T76-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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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

硫

紫外差

分吸收

法

HJ/T76-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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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物
激光后

散射法

HJ/T76-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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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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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试样：每一批样品至少做一个
全程序空白，空白试样的测定结果
不能超过 0.01mg/L 。

臭气浓

度

三点比

较式臭

袋法

 GB/T 

14675-19

93

/

废气

氨 纳氏试 HJ 10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剂分光

光度法

533-2009 10.1 无氨水的检查
以水代替样品按照 7.2测定吸光
度，空白吸光度值应不超过 0.030
（10mm比色皿），否则检测水和试
剂的纯度。
10.2采样全程空白
用于检查样品采集、运输、贮存过
程中样品是否被污染，如果采样全
程空白明显高于同批配制的吸收
液空白，则同批次采集的样品作废。
10.3 纳氏试剂的配制
为了保证纳氏试剂有良好的显色
能力，配制时务必控制 HgCl2的加
入量，至微量 HgI2红色沉淀不再
溶解时为止。配制 100ml纳氏试剂
所需 HgCl2与 KI的用量之比为
2.3:5.在配制时为了加快反应速
度、节省配制时间，可低温加热进
行，防止 HgI2红色沉淀的提前出
现。
10.4酒石酸钾钠的配制
酒石酸钾钠试剂铵盐含量较高时，
仅加热煮沸或加纳氏试剂沉淀不
能完全除去氨。此时采用加入少量
氢氧化钠溶液，煮沸蒸发掉溶液体
积的 20%-30%，冷却后用无水氨稀
释至原体积。
10.5采样泵的正确使用
开启采样泵前，确认采样系统的连
接正确，采样泵的进气口端通过干
燥管（或缓冲管）与采样管的出气
口相连，如果接反会导致酸性吸收
液倒吸，污染和损坏仪器。万一出
现倒吸的情况，应及时将流量计拆
下来，用酒精清洗、干燥，并重新
安装，经流量校准合格后方可继续
使用。
10.6防止采用管被污染
为避免采样管中的吸收液被污染，
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勿将采样管倾
斜或倒置，并及时更换采样管的密
封接头。

非甲烷

总烃

气相色

谱法

HJ 

38-2017

1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1.1 采样前采样容器应使用除烃
空气（5.1）清洗，然后进行检查。
每 20个或每批次（少于 20个）应



至少取 1个注入除烃空气（5.1），
室温下放置不少于实际样品保存
时间后，按样品测定（8.3）步骤
分析，总烃测定结果应低于本标准
方法检查限。
注：重复使用的气袋，均须在采样
前进行空白实验，总烃测定结果应
低于本标准方案检出限。
11.2 采样系统连接后，应按照
GB/T16157、HJ/T397和 HJ732的有
关规定对采样系统进行气密性检
查。
11.3 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应大于
等于 0.995.
11.4 运输空白样品总烃测定结果
应低于本标准方法检出限。
11.5 每批样品应至少分析 10%的
实验室内平行样，其测定结果的相
对偏差应不大于 15%。
11.6 每批次样品分析前后，应测
定校准曲线范围内有证标准气，结
果的相对误差应不大于 10%。
11.7 应定期对流量计、皮托管、
温度传感器等进行校准。

颗粒物 重量法

GBT 

16157-19

96

标准空白滤筒的质量和标准质量
相差±0.0005g

烟气黑

度

测烟望

远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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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2

/

噪声 噪声

《工业
企业厂
界环境
噪声排
放标准》

GB 
12348-20

08

监测前后应对噪声计进行校准，校
准结果应在标准值 0.5dBq

七、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其他应当公开

的环境信息

2021年星湖生化制药厂缴纳环保税 4602.46元，环

保运行费用 230.3万元。

填表说明：排放口编号或名称应与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一致，排放口位置为排放

口所在的经纬度，排放方式为纳管或排环境，排放浓度为最近一次监测数值，排

放总量最近一次的年度实际排放总量，核定的排放总量为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核

定排放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