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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论 

1.1  评价标准 

本次拟采用的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1-1、1-2。 

表 1-1    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分级分类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二级标准 环境 

空气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 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噪声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 3 类 

地下水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Ⅲ类 

地表水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Ⅴ类 

表 1-2    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分类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 表 1、表 2 中二类区Ⅰ、Ⅱ时段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1、表 2 中二级标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 1 中厂界二级标准，表 2 中排放标准废气 

山东省地方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664-2007） 
表 1、表 2、表 3 中第二、三时段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1990） Ⅲ类 
噪声 

《建筑施工厂界噪声限值》(GB12523-90)  

《山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676-2007） 
二级 

废水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5 中最高允许排放水量 

固废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 
 

 

1.2  评价等级 

表 1-3    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划分表 

专题 等级的判据 等级确定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类别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二级标

准 

污染物等标排放量 最大为 P(CS2)=2.5×108<3.89×108<2.5×109 

拟建项目所在地地形 平原地区 

环境空

气 

区域空气环境敏感程度 
中等，属于城乡结合区(厂区周围 1Km 范围内无特殊

保护目标) 

按等标排放

量计算为三

级,考虑到项

目特点提为

二级 

废水排入水域功能要求 执行 GB3838－2002Ⅴ类标准 地 

表 项目废水排放量 13557.3m3/d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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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水质复杂程度 复杂 

受纳水域规模 污水受纳水体虞河为小型河流 

水 

区域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 中等(流域内为农田灌溉区) 

地层 粉土、粉质粘土为主 

地下水现状 形成地下水漏斗区 

区域地下水特征 地下水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水，流向为西南到东北 

废水下渗 厂区地面及废水收集和处理系统都采取了防渗措施 

地 

下 

水 

区域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一般(属非饮用水保护区) 

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所在噪声类别 执行 GB3096－1993 中 3 类标准 

拟建项目规模 大型 

主要噪声源 
机械噪声(压榨机、黄化机、风机、空压机等)源强在

85－100dB(A) 

建设前后噪声变化情况 建成后噪声增加小于 3dB(A) 

受项目噪声影响人口情况 受影响人口较少 

噪 

声 

区域声环境敏感程度 

本次项目在海龙公司厂区原有车间用地上进行建

设，四周均为公司现有生产车间。距离最近的敏感

点为距公司东南 900 米外的吴官庄村。 

三级 

环境风

险评价 

拟建项目生产原料中二硫化碳属于低毒物质，其最大贮存量为 175t，大于贮存

场所临界量 100t，其贮存单元属于重大危险源。 
一级 

 

1.3  评价范围及敏感保护目标 

表 1-3    评价范围及敏感保护目标一览表 

项目 评价范围 重点保护目标 备注 

环境 

空气 

以厂址为中心，以南北方向为主轴，边长

14×14km 的矩形范围内 

吴官庄、寒亭区城区、南柴埠营

等厂址周围居民及实验小学等 

噪声 厂界外 1 米及附近居民 厂址周围居民区等敏感目标 

详见表

5－1 

地表水 
工程废水排入虞河上游 100m 至下游

6000m 
虞河  

地下水 拟建项目厂址周围 1km 厂址周围居民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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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分析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是 1988 年以社会募集方式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被国家体改委批准为股份制规范化试点企业；1996 年 12

月 26 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该公司社会公众股在深圳证交所挂牌交易。公司注册资

本 8.64 亿元，总资产 52 亿元，银行信用等级 AAA 级。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主导

产品有粘胶纤维、棉浆粕、帘帆布和无纺布四大系列近百余个品种，是全国最大的粘

胶短纤维和棉浆粕生产企业，是国家级山东省重点发展的粘胶纤维生产基地。现下设

粘胶短丝一分厂、粘胶短丝二分厂、粘胶长丝分厂、棉浆粕分厂和动力分厂共五个分

厂，并控股十家子公司、参股三家公司。2007 年实现销售收入 31.2 亿元，利税 3.6

亿元，利润 2.76 亿元，出口创汇 6811 万美元。 

拟建项目为年产4.5万吨差别化、功能化黄麻浆纤维改造升级项目，是以现有年

产5万吨棉浆粕生产线和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年产45000吨粘胶短纤维

工程系统集成化研究”为依托，通过新增相应生产设施，更换和填平补齐部分设备完

成，使原来的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生产线改造为以黄麻为原料的生产线。 

2.1  现有工程概况 

2.1.1 现有工程概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厂区内现有工程主要有棉浆粕分厂、粘胶长丝分

厂、粘胶短纤维一分厂、粘胶短纤维二分厂Ⅱ线、粘胶短纤维二分厂Ⅲ线。公司厂区

现有工程主要建设情况见表 2-1。 

表 2-1    公司厂区现有工程主要建设情况表 

工程名称 建设时间 建设规模 环评及批复情况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一期 1984 30000t/a 无环评 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 

棉浆粕分

厂 二期 2004 30000t/a
环评报告书，2004 年 4
月由潍坊市环保局批复

1999 年建成棉浆粕黑液

预处理系统，2000 年通过

验收 

粘胶长丝分厂 1988 2800t/a 
环评报告书，1988 年 10
月由潍坊市环保局批复

1990 年配套建设处理能

力为2万 t/d的污水处理系

统，于 1993 年通过验收

一期 1984 10000t/a 无环评 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 
粘胶短纤

维一分厂 二期 1997 20000t/a
环评报告书，2000 年 3
月由潍坊市环保局批复

依托 1990 年建成的污水

处理系统 
粘胶短纤维二分厂 2005 40000t/a 环评报告书，2003 年 3 配套建设处理能力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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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由潍坊市环保局批复 万 t/a 污水处理系统及

6000t/d 的高温水处理系

统，于 2005 年通过验收

75t/h 锅炉技术改造 2005 75t/a 
环评报告书，2005 年 3
月由潍坊市环保局批复

配套建设 2 座并联式水膜

脱硫除尘器，并通过验收

2.1.2 项目组成 

公司现有工程项目组成及环保制度执行情况见表 2-2。 

表2-2    公司现有工程概况一览表 

工程类
别 工程名称 备注 

蒸煮车间 
漂打车间 棉浆粕分厂 
抄浆车间 

两条生产线：一条3万吨/年棉浆粕生产线；一条5万吨
/年棉浆粕生产线 

原液车间 
纺丝车间 粘胶短纤维 

一分厂 
酸站 

生产能力为3.5万吨/年粘胶短纤维 
副产品芒硝21163吨/年制成元明粉外售 

原液车间 
纺丝车间 粘胶长丝 

分厂 
酸站 

生产能力为0.8万吨/年粘胶长丝 

原液车间 
纺丝车间 三线 
酸站 

生产能力为3.8万吨/年粘胶短纤维 
副产品芒硝24499吨/年制成元明粉外售 

原液车间 
纺丝车间 

主体工
程 

粘胶短
纤维二
分厂 

二线 
酸站 

生产能力为4.5万吨/年粘胶短纤维 
副产品芒硝20671吨/年制成元明粉外售 

锅炉房及电站 
6台SHL20锅炉、2台SHL35锅炉、2台SHL65锅炉、1
台SG－75锅炉、2台6000KW、2台3000KW、2台
1500KW发电机组 

软水站 软化水处理能力1000m3/h（工艺用水），脱盐水处理
能力350m3/h(冷却、锅炉用水) 

给水站 给水能力2917m3/h(自来水、峡山水库) 
循环冷却水站 循环量331462.5m3/d 

公用工
程 动力分厂 

空压站、冷冻站 空压机12台，冷冻机31台 

棉浆粕黑液预处理系统
共2套，东西污水处理场各一套，处理能力分别为：
6000m3/d，总处理能力12000m3/d 

1#污水处理场 处理能力为：18000m3/d；实际处理量为：8499.5m3/d
2#污水处理场 处理能力为：18000m3/d；实际处理量为：8500.5m3/d
3#污水处理场 处理能力为：25000m3/d；实际处理量为：21087m3/d

废水 

成网高温废水处理场 处理能力为：8000m3/d 
尾气冷凝器 粘胶短纤维一分厂1套、粘胶短纤维二分厂2套 

废气 
锅炉水膜脱硫除尘 现有14套水膜脱硫除尘器(65t/h与75t/h锅炉均采用2套

并联水膜除尘器) 

环保工
程 

化验 环境监测、化验室 具有pH、SS、COD、氨氮、Zn、硫化物、色度、BOD5

及环境空气中的H2S、CS2监测能力 
煤场 占地面积11964m2，最大储存量3万吨，储存天数22天。储运工

程 
储存 

CS2中间库 占地面积7276m2，精品储存罐26个，回收罐6个，最大
储存量1580吨，共储存2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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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场 占地面积3万m2，最大储存量2万吨，储存66天 
成品库 面积26000m2，储存量11000吨 

酸碱罐区 酸罐4个，储存量4100t；碱罐8个，储存量6500t 

运输 车队 具有散货汽车12辆，酸罐车7辆，碱罐车8辆，叉车、
电瓶车等计67辆 

化验区  产品质量化验室 
办公生活区  办公楼、医院、宾馆、浴室等 辅助工

程 
机修 机加工分厂 16000m2 

2.1.3 现有工程主要污染源排放及治理措施 

2.1.3.1 废气治理与排放 

（1）工艺废气 

现有工程工艺废气主要来自粘胶短纤维一分厂原液车间的黄化工段（G1），纺练

车间的纺丝（G2）、二浴槽（G3）、精练工段（G4）、酸站废气(G5)；长丝分厂原液车

间的黄化工段（G6），纺丝车间的纺丝（G7）、后处理工段（G8）、酸站废气(G9)；粘

胶短纤维二分厂三线原液车间的黄化工段（G10），纺练车间的纺丝（G11）、二浴槽

（G12）、精练工段（G13）、酸站废气(G14)；粘胶短纤维二分厂二线原液车间的黄化

工段（G15），纺练车间的纺丝（G16）、二浴槽（G17）、精练工段（G18）、酸站废气

(G19)。黄化工艺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 CS2，纺练工艺中主要污染物为 CS2 和 H2S。另

外，车间有少量二硫化碳、硫化氢的无组织排放。 

对于粘胶短纤维车间二浴槽处废气（G3、G12、G17）因二硫化碳浓度高，采用

了冷凝回收措施；对于黄化工段（G1、G6、G10、G15）、纺丝工段（G2、G7、G11、

G16）及精练工段（G4、G8、G13、G18）及酸站废气(G5、G9、G14、G19)产生的

含 CS2 和 H2S 的浓度较低的废气则用排气筒高空直接排放。现有工程工艺废气达标分

析见表 2-3。 

表2-3    现有工程工艺废气达标分析 

序号 
排气筒
高度
（m） 

排放源 污染物
标准值
（kg/h）

实际排放
量（kg/h） 比标值 达标 

分析 

CS2 68 667.41 9.87 不达标
1 100 

短纤维一分厂 
G2、G3、G4、G5 尾气 H2S 14 96.22 6.87 不达标

CS2 97 269.50 2.78 不达标
2 120 

长丝分厂 G7、G8、G9 尾
气 H2S 21 39.73 1.89 不达标

CS2 97 645.16 6.65 不达标
3 120 

短纤维二分厂（三线） 
G11、G12、G13、G14 尾

气 H2S 21 93.02 4.43 不达标



 

 
7

CS2 97 752.63 7.76 不达标
4 120 

短纤维二分厂（二线） 
G16、G17、G18、G19 尾

气 H2S 21 108.4 5.16 不达标

5 35 短纤维一分厂 G1 尾气 CS2 8.3 7.27 0.88 达标 

6 35 长丝 G6 尾气 CS2 8.3 6.67 0.80 达标 

7 35 短纤维二分厂(三线)G10 CS2 8.3 7.18 0.87 达标 

8 35 短纤维二分厂(二线)G15 CS2 8.3 7.92 0.95 达标 

（2）燃料燃烧废气 

现有工程燃料燃烧废气主要来自热电站锅炉燃烧。该公司现有锅炉共 11 台，其

中 6 台 20t/h 锅炉，2 台 35t/h 锅炉，2 台 65t/h 锅炉、1 台 75t/h 锅炉，全部采用麻石

水膜除尘器。为确保锅炉的脱硫除尘效果，该公司在加强除尘器运行管理的同时，通

过燃用低硫煤和用碱性高的棉浆粕生产黑液作为洗涤水，有效地降低了烟气中二氧化

硫的排放量。现有公司生产黑液全部打到热电站，用于锅炉脱硫除尘，根据潍坊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的监测数据计算，脱硫效率在 50%以上，除尘效率 96%。 

现有工程锅炉废气达标分析见表2-4。 

表2-4    锅炉废气达标分析 

排气

筒 
高度

（m） 
锅炉台数 
及蒸吨 

排气量 
（×109Nm3/a）

SO2

（mg/m3）

标准

（mg/m3）

烟尘

（mg/m3）

标准

（mg/m3）

达标 
分析 

1 50 20t/h×2 台 11091 1162 1200 160 250 达标 

2 60 20t/h×4 台 40974 1163 1200 161 250 达标 

3 60 35t/h×2 台 44641 788 1200 121 250 达标 

4 80 
65t/h×2 台 
75t/h×1 台 

230183 788 900 121 200 达标 

2.1.3.2 废水治理与排放 

该公司现有六套污水处理设施：两套棉浆粕黑液预处理系统、1#污水处理场、2#

污水处理场、3#污水处理场与成网高温废水处理场。 

现有工程各工序产生的废水根据不同水质特征分别送入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

分别排至东、西污水排放口，东西污水排放口废水经混合后由总排口通过暗管排入虞

河。本次评价为了解现有工程废水治理及排放情况，委托潍坊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现

有工程各污水处理设施进出水水质、二沉池出水水质以及东、西污水排放口水质进行

了监测，结果表明，现有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稳定，公司总口所排放废水中各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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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均可满足《山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676-2007）二级标准和

《潍坊市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废水COD执行标准申请的批复》（潍环函[2008]29

号）的要求。全厂COD外排量为2139.24t/a。 

2.1.3.3 固废产生与综合利用 

现有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有锅炉灰渣、废丝、污水处理厂污泥等，其中锅炉灰

渣和废丝的处理由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劳动服务公司负责处置。固体废物产生情况

及处置措施见表 2－5。 

表 2－5    固体废物产生情况及处置措施 
来源及种类 产生量（t/a） 主要成份 现有处置措施 固体性质

锅炉灰渣 78466 灰渣 外售制砖 一般固废

活性污泥 8200 
活性污泥（浸出液中锌

浓度＜2.2mg/l） 
厂内锅炉焚烧 一般固废

粘胶纤维废丝 210 纤维素 制成絮棉外售 一般固废

合计 86876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1996），锌及其化合物（以总锌计）

浸出毒性鉴别标准值为：浸出液最高允许浓度为 50mg/l。 

由上表可见，现有工程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能得到妥善处置。 

2.1.3.4 主要噪声源及治理措施 

现有工程噪声源主要有：各生产车间的生产设备、各类风机、泵及动力分厂的空

压机、锅炉鼓引风机、蒸汽喷射泵及集束机等，噪声源强在 74～105dB（A）之间。

为降低噪声污染，设备均安装在密闭厂房内，并对主噪音设备加装了基础减振设施。 

2.1.4 现有工程主要污染源排放汇总 

现有工程主要污染源排放情况汇总见表2-6。 

表2-6    现有工程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表 

项目 类  别 污染物排放量(t/a) 
废气量(万 m3/a) CS2 H2S 

工艺废气 
1468788.6 18777.36 2675.7 

废气量(万 m3/a) SO2 烟尘 
废气 

锅炉烟气 
326888 2771 491.2 

废水 全厂生产、生活污水 废水量万 14753280m3/a，COD 外排量为 2139.24t/a 
锅炉灰渣 78466t/a 外售制砖 
活性污泥 8200t/a 厂内锅炉焚烧 固废 

粘胶纤维废丝 210t/a 制成絮棉外售 

通过对现有厂区的工程分析可见，现有工程废水排放浓度和排放量均能满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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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相应的标准要求；固体废弃物也均进行了妥善处理；同时全厂 COD 和 SO2的排

放量满足总量指标的要求。但是尾气中的 CS2 与 H2S 浓度不达标，同时，根据《山东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高湿模量及系列产品粘胶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本报告在建项目)编制时潍坊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的监

测表明，在监测的 6 个环境空气点中，6 个监测点位 CS2 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现

象。这主要由于现有工程尾气中 CS2 排放量较大造成的。 

 

2.2  在建工程概况 

2.2.1 在建工程概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为“年产 30000 吨高湿模量及系列产品粘胶短纤

维技术改造项目”和“年产 3 万吨高白、细旦差别化粘胶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其原

辅材料、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均完全一致，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工艺参数略有差异。 

2.2.2 项目组成 

在建项目均由原液车间、纺练车间、酸站及配套的辅助设施等组成，详见表 2-7。 

表2-7    在建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程类别 主要内容 备注 

原液车间 

纺练车间 

年产30000吨高湿模量

及系列产品粘胶短纤

维技术改造项目 酸站 

生产能力为3万吨/年粘胶短纤维；副产品

芒硝65960吨/年制成元明粉外售 

原液车间 

纺练车间 

主体工程 
年产3万吨高白、细旦

差别化粘胶短纤维技

术改造项目 酸站 

生产能力为3万吨/年粘胶短纤维；副产品

芒硝21700吨/年制成元明粉外售 

污水处理场 依托现有工程 
环保工程 

尾气催化燃烧装置 分别配套建设丹麦托普索废气处理装置

循环冷却、给水站 依托现有工程，增加5个冷却塔 

变电站 依托现有工程 公用工程 

空压站、冷冻站 依托现有工程 

CS2贮存车间 依托现有工程,增加4个储罐 

酸碱罐区 依托现有工程 储运工程 

原料及成品库 依托现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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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在建工程主要污染源排放及治理措施 

2.2.3.1 废气 

在建项目废气主要是有组织工艺废气与无组织排放废气。 

有组织工艺废气主要来自原液车间的黄化工序产生废气；纺练车间的纺丝浴废

气、二浴槽产生废气；精炼工序产生废气；酸站车间排放废气。污水处理吹脱废气。 

在建工程废气产生、排放及处理措施见表 2-8。 

表 3－6    在建工程废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 
产生量（t/a） 排放量（t/a） 

来源 
CS2 H2S CS2 H2S SO2 

治理措施 
排气量 
（m3/h）

排放高

度（m）

黄化工艺 63.51 － 63.51 － － 高空排放 14100 40 

纺练工艺 8047.45 643.49 28.46 10.3 19.7 燃烧氧化 30816 120 

无组织排放 13.34 0.54 13.34 0.54 － 强制通风 －  

高

湿

模

量 小计 8124.3 644.03 105.31 10.84 19.7  44916  

黄化工艺 63.51 － 63.51 － － 高空排放 14100 40 

纺练工艺 8047.45 643.49 28.46 10.3 19.7 燃烧氧化 30816 120 

无组织排放 13.34 0.54 13.34 0.54 － 强制通风 －  

高

白

细

旦 小计 8124.3 644.03 105.31 10.84 19.7  44916  

合计 16248.6 1288.06 210.62 21.68 39.4  89832  

由上表可见，在建项目纺练工艺废气经燃烧氧化处理后，合计排放 CS2 量为

210.62t/a；H2S 量为 21.68t/a；SO2 量为 39.4t/a。 

在建工程催化氧化燃烧废气采用 120 米排气塔排放，而黄化车间废气则采用 40

米排气筒排放，污水处理吹脱废气则用 3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工艺废气达标分析见

表 2－9。 

表 2-9    工艺废气达标分析 
标准限值 实际排放量 排气筒

高度（m）
污染物 

排放量（kg/h） 浓度（mg/m3）排放量（kg/h）浓度（mg/m3） 

排放量 
比标值 

达标 
情况 

CS2 97 － 3.49 － 0.290 达标 

H2S 21 － 1.25 － 0.48 达标 120 

SO2 244 550 2.41 63.6 0.079 达标 

40 CS2 11 － 7.78 － 0.707 达标 

由上表可见，在建工程工艺废气经处理后，各排气筒外排废气中 CS2 和 H2S 污

染物小时排放量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排放限值，纺

练排气筒 SO2 排放速率和浓度远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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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的二级排放限值。 

2.2.3.2 废水 

在建工程废水主要是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原液车间过滤机滤布清洗及配碱产生碱性废水。纺练车间纺丝二浴槽产生酸性

溢流水；去酸洗过程产生酸性废水，精练工序产生少量弱碱性废水，去酸洗与精练同

属于精练工序，产生废水一同排出，呈弱酸性。酸站车间蒸发浓缩及焙烘过程产生弱

酸性废水，设备及地面清洗产生酸性废水。另外还有软水站、循环水站排水及生活废

水。在建工程废水产生量为 13231.6m3/d，全部现有工程污水处理场进行集中处理。 

在建工程主要废水产生情况见表 2-10。 

表 2-10    在建项目废水产生情况 
主要污染物浓度 

CODcr BOD5 SS Zn2－ S2－ 排放源 
废水量

(m3/d) pH 
mg/L mg/L mg/L mg/L mg/L 

原液车间 454.1 11.5 1608 595 500 -- 40 

纺练车间 3707.1 2.0 815 214 400 240 1.0 

酸站车间 1949.1 2.5 400 100 250 28.73 2.2 

循环水站 544.9 -- 60 30 45 -- -- 

生活废水 42.5 -- 250 100 200 -- -- 

高湿

模量

项目 

小计 6697.9 -- 683 191 333 141 4 

原液车间 443 11.5 1608 595 500 -- 40 

纺练车间 3616.7 2.0 815 214 400 240 1.0 

酸站车间 1901.6 2.5 400 100 250 28.73 2.2 

循环水站 531.4 -- 60 30 45 -- -- 

生活废水 41.6 -- 250 100 200 -- -- 

高白

细旦

项目 

小计 6534.3 -- 683 191 333 141 4 

合计 13231.6 -- 683 191 333 141 4 

在建项目废水将全部排入现有工程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现有工程 1#、2#、3#

污水处理场处理能力是 61000m3/d；目前实际处理水量是 38087m3/d，完全有能力接

纳在建项目废水。 

现有工程污水处理场进、出口污染物浓度及量见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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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废水处理前后变化 

指标 CODcr BOD5 SS S2－ Zn 
废水量 

（万 t/a） 

浓度（mg/L） 683 191 333 3.91 141.2 
处理前 

产生量（t/a） 3072.64 859.26 1498.08 17.59 635.22 
449.8744 

浓度（mg/L） 145 24.8 52.32 0.17 0.33 
处理后 

排放量（t/a） 652.32 111.57 235.37 0.76 1.48 
449.8744 

消减量（t/a） -2420.32 -747.69 -1262.71 -16.83 -633.74  

2.2.3.3 固体废物 

在建工程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污水处理产生的活性污泥、废丝及废催化剂。其产生

量、性质及治理措施见表 2-12。 

表 2-12    固体废物及废液产生量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序号 固废 来源 主要成分 废物性质 产生量（t/a） 去向 

1 活性污泥 污水处理站 活性污泥 一般 1650 锅炉焚烧 

2 废丝 纺练车间 废丝 一般 180 外售 

3 废催化剂 废气治理 V2O5 一般 4.1 厂家回收 

2.2.3.4 噪声 

在建工程产生噪声的设备主要有压榨机、黄化机、后溶解机、集束机、烘干机和

各类风机、泵、空压机、冷冻机等，上述设备噪声在 85～100dB（A）之间。 

在建工程采取的噪声控制方法主要有：设备选用新型低噪声设备，在强噪声车间

设置隔声值班室，采用双层隔声采光窗，通风机安装消声器，部分风机、泵采取隔声

减振措施。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厂界噪声将能够达标排放。 

 

2.3  拟建工程概况 

2.3.1 概况 

项目名称：年产4.5万吨差别化、功能化黄麻浆纤维改造升级项目 

建设单位：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技术改造 

建设地点：本项目拟建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山东海龙股份公司现有厂区内。

浆粕车间在原有 5 万吨棉浆粕生产线基础上改造；纺练车间在原有年产 4.5 万吨粘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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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纤维生产线基础上改造；新增碱回收装置位于浆粕车间西侧；新增 WSA 装置位于

纺练车间主厂房北侧，配套原料库依 WSA 装置就近布置。 

总投资：项目总投资29351万元(含外汇1510万美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3273万元。 

劳动定员：需新增定员71人。 

生产运行情况：拟建项目建设周期为15个月，预计投产日期为2010年12月；全年

生产340天，每天运行24小时，全年生产8160小时。 

2.3.2 项目组成 

本项目由原液车间、纺练车间、酸站、碱回收及配套的辅助设施等组成，详见表

2-13。 

表2-13    拟建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程类别 主要内容 规模 备注 

浆粕车间 5万t/a 

选用4台175m3蒸煮锅，2台330m3

喷放锅完成蒸煮工艺；筛选工艺

采用联合式压力筛。 

蒸发工段 

燃烧工段 

制浆 

碱回收

车间 
苛化工段 

115t/d碱回

收炉 
5效蒸发 

原液车间 

纺练车间 

主体工程 

粘胶

短纤

维 酸    站 

4.5万t/a 
增设纺前注射系统，更换成网液

过滤器，采用无锌纺丝新工艺 

污水处理厂  依托现有工程 
环保工程 

尾气催化燃烧装置 50000m3/h 丹麦托普索 

供水 15467.9m3/d 依托现有工程 

供电 1711kW 依托现有工程 公用工程 

供热 96.9t/h 自产部分其它依托现有工程 

CS2贮存车间  依托现有工程 

酸碱罐区  依托现有工程 储运工程 

原料及成品库  依托现有工程 

拟建项目与现有工程的依托关系： 

本项目充分利用原有生产线车间厂房及设备，改造、新增生产设备，环保工程、

公共工程及储运工程均依托现有工程。 

2.3.3 生产规模和产品方案 

2.3.3.1 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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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麻浆粕生产能力为 4.5 万吨/年；年产黄麻浆纤维 4.5 万吨。 

2.3.3.2 产品方案为： 

1.67 dtex×38mm               黄麻浆纤维                 30000吨/年 

1.33 dtex×38mm               黄麻浆纤维                 10000吨/年 

1.11 dtex×38mm               黄麻浆纤维                  5000吨/年 

2.3.4 拟建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拟建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 2-14。 

表2-14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生产能力   年操作340天 

 黄麻浆纤维 t/a 45000  

二 占地面积 m2 7292 新增 

三 建筑面积 m2 16330 新增 

四 定员 人 71 新增 

五 总投资 万元 29,351 其中含外汇1510万美元 

 销售收入 万元/年 89,100 生产期平均 

 利润总额 万元/年 11,873 生产期平均 

 投资利税率 ％ 36.83  

 年总成本 万元/年 76,875  

 财务内部收益率 ％ 29.99 所得税后 

 借款偿还期 年 4.09 含建设期 

 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年 4.7 所得税后 

2.3.5 拟建工程污染物的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 

2.3.5.1 废气 

由生产工艺流程和排污环节可知，排放废气主要为碱回收工序的燃烧废气；原液、

纺丝工序生产过程产生的工艺废气。废气排放分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主要污染

因子为 SO2、CS2、H2S。 

（1）有组织工艺废气 

①碱回收燃烧废气 

黑液中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在碱回收炉中燃烧，生成的烟气中主要为 SO2 和碱尘，

经静电除尘器除去碱尘后由引风机引入 80m 高烟囱外排，除尘效率为≥96%。碱回收

燃烧废气排放情况见表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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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碱回收废气污染物产生排放情况表 

排放浓度

（mg/Nm3） 
排放速率（kg/h） 

序号 项目 
废气量 

Nm3/h 

产生浓度

（mg/Nm3）

产生速率

（kg/h）

治理措

施效率
实际 允许 实际 允许 

排放量

（t/a）

SO2 180 3.24 -- 180 550 3.24 110 26.44

NOX 160 2.88 -- 180 240 2.88 31 23.5G① 

烟 尘 

18000 

2500 45 96% 100 120 1.8 151 14.69

由上表可见，碱回收炉排放的 SO2、烟尘和 NOx 浓度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 2 的二级标准要求，SO2 年排放量为 26.44t/a。 

②工艺废气来源 

主要来自原液车间的黄化工序产生废气 G②；纺练车间的纺丝浴废气 G③、二

浴槽产生废气 G④；精炼工序产生废气 G⑤；酸站车间排放废气 G⑥。 

黄化工序产生废气 G②主要污染物为 CS2，通过 40 米排气筒集中排放；纺练车

间的纺丝浴 G③、精炼工序产生废气 G⑤、酸站车间排放废气 G⑥与二浴槽冷凝回收

后的废气 G④（主要污染物为 CS2 和 H2S，废气中 CS2 浓度较高，首先采用冷凝回收

措施回收 CS2）一同进入工艺尾气氧化处理系统。 

③工艺废气治理措施 

工艺尾气处理拟采用丹麦托普索公司生产的催化氧化工艺的尾气回收处理设施，

工艺尾气氧化处理系统废气处理能力为 50000m3/h，主要是高浓度工艺排气，占废气

污染负荷 80％～90％；含硫气体转化率≥99％，最终产品硫酸浓度可达 97%左右，可

直接用于配制纺丝浴，降低酸的消耗。另外，该系统可副产蒸汽约 7.6t/h。整个处理

过程没有废水产生，喷淋洗涤水采用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废水即可，尾气喷淋采用生

产过程中的废碱液。 

    （2）无组织排放工艺废气 

项目废气无组织排放主要来自于废气收集系统、废气回收系统、废气处理系统

“跑、冒、滴、漏”及生产装置各种阀门和设备管线接口等部位“跑、冒、滴、漏”引起

的，与生产管理水平有较大联系。为了确保车间生产环境符合规定的卫生标准，在各

车间按不同的工序设置了送排风装置，使车间内有害气体浓度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要求（＜10mg/m3）。另外在原料储罐区，伴随着物料的装卸、转移，也不

可避免的将产生废气的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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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工程工艺废气及无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 2-16。 

表 2-16    拟建工程废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 
产生量（t/a） 外排量（t/a） 

来源 
CS2 H2S 

治理措施 
CS2 H2S SO2 

排放高

度（m） 

出口直

径（m）

排气量

（m3/h）

黄化工艺 G② 62.88  高空排放 62.88   35 0.2 90000

纺丝工段 G③ 燃烧氧化 

二浴槽废气 G④ 冷凝回收燃烧氧化

精炼废气 G⑤ 燃烧氧化 

纺练 

车间 

酸站废气 G⑥ 

11697.0

7 
947.8 

燃烧氧化 

41.68 15.08 28.85 120 5.6 45000

生产车间 16.58 0.79 16.58 0.79  无组织 

排放 CS2中间库 2.93  
强制通风 

2.93   
   

合计 
11779.4

6 
948.59  124.07 15.87 28.85    

注：年生产天数 340 天，天运行 24 小时。 

拟建工程催化氧化燃烧废气采用 120 米排气塔排放，而黄化车间废气则采用 35

米排气筒排放。工艺废气达标分析见表 2-17。 

表 2-17    工艺废气达标分析 

标准限值 实际排放量 
污染物 

排气筒高

度（m） 排放量（kg/h） 浓度（mg/m3）排放量（kg/h）浓度（mg/m3） 

排放量 
比标值 

达标 
情况 

40 CS2 8.3 － 7.71 － 0.93 达标 

CS2 97 － 5.11 － 0.05 达标 

H2S 21 － 1.85 － 0.09 达标 120 

SO2 244 550 3.54 78.4 0.015 达标 

由上表可见，拟建工程工艺废气经处理后，各排气筒外排废气中 CS2 和 H2S 污染

物小时排放量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排放限值，纺练

排气筒 SO2 排放速率和浓度远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中的二级排放限值。 

（3）废气排放合计 

拟建工程废气排放量合计见表 2-18。 

由表 2-18 可见，拟建工程 SO2 排放量为 55.29t/a；CS2 排放量为 124.07t/a；H2S

排放量为 15.87t/a；烟尘排放量为 14.69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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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拟建工程废气污染物排放合计表 
外排量（t/a） 

来源 
CS2 H2S SO2 烟尘 

排放高

度（m）

出口直径

（m） 
排气量 
（m3/h）

碱回收工段 G①   26.44 14.69 80 1.5 18000 

黄化工艺 G② 62.88    35 0.2 90000 

纺丝工段 G③ 
二浴槽废气 G④ 
精炼废气 G⑤ 

纺练 
车间 

酸站废气 G⑥ 

41.68 15.08 28.85  120 5.6 45000 

生产车间 16.58 0.79   无组织 
排放 CS2 中间库 2.93    

   

合计 124.07 15.87 55.29 14.69   153000 

2.3.5.2 废水 

（1）废水及污染物产生量 

拟建工程废水主要是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包括：黑液蒸发冷凝水 W①；浆粕车间洗浆工段产生的中段水 W②；

原液车间过滤机滤布清洗及配碱产生碱性废水 W③、W④；纺练车间纺丝二浴槽产

生酸性溢流水 W⑤；去酸洗过程产生成网高温酸性废水 W⑥，精练工序产生少量弱

酸性废水 W⑦，去酸洗与精练同属于精练工序，产生废水一同排出，呈弱酸性。酸

站车间蒸发浓缩及焙烘过程产生弱酸性废水 W⑧，设备及地面清洗产生酸性废水 W

⑨。 

另外还有软水站排水及生活废水。该工程废水总量为 13557.3m3/d，按现有 5 万

吨棉浆粕生产线和 4.5 万吨粘胶短纤维生产线排水路线排放。 

因拟建工程生产工艺与公司现有棉浆粕、短纤维生产工艺基本相同，根据本次评

价监测结果，通过类比分析，拟建工程各车间废水水质、水量见表 2-19。 

表 2-19    拟建项目废水产生情况 
污染物产生浓度及产生量 

COD BOD5 SS S2－ 
排放源 

废水量

(m3/d) pH 
mg/L Kg/d mg/L Kg/d mg/L Kg/d mg/L Kg/d 

去向 

黑液冷凝水 W① 100 12.5 8000 800 350 35 1800 180   黑液处理

洗浆中段水 W② 6536.5 2.5 600 3921.9 200 1307.3 480 3137.52 0.65 4.25 1#处理场

原液车间 W③、W

④2 
477 11 2300 1097.1 550 262.35 900 429.3 20 9.5 2#处理场

纺练二浴槽 W⑤ 461 1.5 550 253.55 200 92.2 500 230.5 2 0.9 2#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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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网高温废水 W⑥ 2633.3 1.6 600 1579.98 200 526.66 1100 2896.63 2.5 6.6 高温水处理

精炼其它排水 W⑦ 1020 1.8 800 816 100 102 800 816 2.5 2.55 2#处理场

酸站车间 W⑧、W

⑨ 
1679.5 5 400 671.8 100 167.95 600 1007.7 25 42.0 2#处理场

软水站 645 7 30 19.35       2#处理场

生活废水 5 7 300 1.5 150 0.75 200 1   2#处理场

合计 13557.3   9161.18 2494.21 8698.65  65.8 

年产生量(t) 4609482   3114.8  848.03  2957.54  22.37 
 

（2）废水治理措施 

由于拟建项目为技改项目，在原有工程基础上的技改项目，投产后废水仍然按技

改前的排放去向去各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 

由“现有工程分析”可知拟建项目技改前排水量为 17963m3/d，技改后排水量为

13557.3m3/d，因此现有污水处理能力完全可以满足技改后需要，同时技改项目废水

水质与技改前水质基本相同，现有污水处理工艺可满足技改项目需求。 

根据此次环评监测，拟建项目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水水质情况见表

2-20。 

表 2-20    拟建项目排水质情况 
指标 pH 值 CODcr BOD5 SS S2－ 水量 

出水浓度（mg/l） 7.16 141.4 24.8 52.3 0.17 
13557.3
（m3/d）

排放标准

（DB37/676-2007）
6－9 145 30 70 1.0  

外排量（t/a） -- 668.37* 114.32 241.08 0.78 4609482

注：*按 COD 浓度为 145mg/L 计算。 

由表可见，拟建工程产生的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外排废水可以达到《山

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676-2007）二级标准和《潍坊市对山东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废水 COD 执行标准申请的批复》（潍环函[2008]29 号）的要求。 

2.3.5.3 固体废物 

拟建工程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污水处理产生的活性污泥、废丝及废催化剂，活性污

泥和碱回收工段白泥。产生量分别为活性污泥 1250t/a，废丝 130t/a，废催化剂 8.2t/4a，

白泥 6800t/a。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丝外售，经洗涤烘干后加工成絮棉。污水处理场产生的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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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入锅炉燃煤中烧掉。拟建项目废催化剂主要是五氧化二钒，每 4 年更换一次，每次

约产生 8.2 吨，全部由供货单位回收处理。白泥 80%以上为碳酸钙，此外，还含有硅

酸钙、有效氧化钙、残碱等，全部外送水泥厂综合利用。 

2.3.5.4 噪声 

拟建技改项目新增噪声源主要来自黑液碱回收车间和新增废气处理装置的设备

噪声。 

拟建工程产生噪声主要为空气动力性噪声及机械性噪声。空气动力性噪声主要由

鼓风机、空气压缩机、真空泵所产生，机械性噪声主要来源于水泵、洗渣机等。 

拟建项目新增主要噪声源情况见表 2－21。 

表 2－21    拟建工程噪声源情况 
工段名称 噪声设备 设备噪声级（dB(A)） 

黑液泵 90 
蒸发工段 

真空泵 95 

送风机 100 

引风机 100 燃烧工段 

循环泵 90 

白液泵 90 
苛化工段 

洗渣机 85 

硫酸泵 90 
废气处理装置 

真空泵 95 

设计中采取的噪声控制方法主要有：设备选用新型低噪声设备，在强噪声车间设

置隔声值班室，采用双层隔声采光窗，通风机安装消声器，部分泵采取隔声减振措施。 

 

2.3.6  5 万吨棉浆粕生产线、4.5 万吨粘胶短纤维生产线技改前后污染物变化情况 

2.3.6.1 废气 

    技改项目新增废气处理装置，减少了排放大气中的 CS2 和 H2S，但部分 CS2 和

H2S 转变为 SO2，同时黑液碱回收燃烧炉也将排放部分 SO2 和烟尘。技改前后废气污

染物变化情况见表 2-22。 

表 2-22    技改前后废气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表 
外排量（t/a） 

时段 来源 
CS2 H2S SO2 烟尘 

排气量 
（m3/h）

黄化工艺 G15 尾气 62.7    90000 技改

前 纺练工艺 G16、G17、G18、G19 尾气 5960.8 858.88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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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 18.01 1.34   － 

小计 6041.51 860.22   135000 

碱回收工段 G①   26.44 14.69 18000 

黄化工艺 G② 62.88    90000 

纺练工艺 G③、G④、G⑤、G⑥尾气 41.68 15.08 28.85  45000 

无组织排放 19.51 0.79    

技改

后 

小计 124.07 15.87 55.29 14.69 153000 

技改前后变化情况 -5917.44 -844.35 55.29 14.69 18000 

    由表可知，技改项目投产后与原有生产线相比，废气中CS2排放量减少了

5917.44t/a，H2S排放量减少了844.35t/a，而SO2和烟尘排放量分别增加了55.29t/a和

14.69t/a。 

2.3.6.2 废水 

由于技改项目所使用原来发生变化，由原来的棉短绒变为黄麻，因此蒸煮黑液可

采用碱回收系统进行处理，减少了黑液废水的排放；同时，纺织工序采用无锌纺丝新

工艺，减少了废水中锌的含量。技改前后污水产生变化情况见表2-23，外排变化情况

见表2-24。 

表2-23    技改前后污水产生变化情况表 
技改前 技改后 

浆粕 原液、纺练 浆粕 原液、纺练 
排放源 

 

 

项目 

黑液

W2 

中段

水 W4 

洗布水 

W14 

酸站排水 

W15 

二浴水

W16 

高温水

W17 

精练其

它排水

W18

黑液

W①

中段

水 W

②

洗布水

W③、

W④

酸站排水 

W⑧、W

⑨ 

二浴水

W⑤ 

高温水W

⑥ 

精练其

它排水

W⑦

软

水

站

新增

生活

污水

废水量（t/d） 6383 4158 547 2268 600 2971 1036 100 6536.5 477 1679.5 461 2633.3 1020 645 5

pH 12.35 2.55 11.65 5.05 1.30 1.73 1.64 12.5 2.5 11 5 1.5 1.6 1.8   

CODcr 8027 585 2300 415 1073 563 816 8000 600 2300 400 550 600 800 30 300

SS 1806 469 900 657 455 1120 805 1800 480 900 600 500 1100 800  200

S2－  0.66 15.6 25.41 / 2.5 2.5  0.65 20 25 2 2.5 2.5   

污染物

浓度

（mg/L，

pH 除外 
Zn2+   / 27.6 493 169 143          

合计废水量

（t/d） 
17963 13557.3 

表2-24    技改前后污水排放变化情况表 
指标 CODcr BOD5 SS S2－ Zn2+ 水量 

出水浓度（mg/l） 145 24.8 52.3 0.17 0.33 
技改前 

外排量（t/a） 885.58 151.46 319.42 1.04 2.02 
6107420

出水浓度（mg/l） 145 24.8 52.3 0.17 -- 
技改后 

外排量（t/a） 668.38 114.32 241.08 0.78 -- 
4609492

外排变化量（t/a） -217.20 -37.15 -78.34 -0.25 -2.02 -149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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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技改后，废水外排量减少了149.8万t/a，COD外排量减少了217.2t/a，

锌外排量减少了2.02t/a。 

 

2.4  全厂污染物排放情况 

2.4.1 废气 

2.4.1.1 技改后现有工程其它生产线废气排放情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针对目前现有工程废气中CS2排放量较大而造成环境空气

中CS2超标的环境问题，拟对现有工程短纤维生产线建设托普索废气处理装置。《山

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3×50000m3/h粘胶纤维废气处理、回收利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于2008年7月14日经山东省环保局批复通过。 

对现有工程短纤维生产先建设废气处理装置后现有工程废气排放情况见表2-25。 

表 2-25    现有工程废气处理装置投产后废气排放情况表 

治理前外排量（t/a） 治理后外排量（t/a） 
分厂名称 

排气筒

（m） 
来源 

CS2 H2S 
治理措施 

CS2 H2S SO2 

排气量

（m3/h）

35 黄化工艺尾气 57.6  无 57.6  63700 

100 纺练尾气◆ 5285.91 762.06 冷凝回收燃烧氧化 33.92 12.27 23.16 41440 
短纤维 

一分厂 
－ 无组织 16.04 0.77 无  16.04 0.77 － 

35 黄化工艺尾气 52.8  无 52.8   

120 纺练尾气 2134.46 314.64 无 2134.46 314.64  
1435796

长丝分厂 

－ 无组织 6.6 0.66 无 6.6 0.66  － 

35 黄化工艺尾气 56.9  无 56.9  80000 

120 纺练尾气◆ 5109.68 736.71 冷凝回收燃烧氧化 32.79 11.86 22.39 44050 

短纤维 

二分厂 

（三线） － 无组织 15.86 0.64 无 15.86 0.64  － 

合计  12735.85 1815.48  2390.93 356.11 46.32 1664986

注：◆表示废气处理装置需处理废气工序 

2.4.1.2 全厂废气排放情况 

技改项目投产后全厂废气排放量为现有工程其它生产线排放废气、在建项目排放

废气与技改项目排放废气之和。全厂废气排放情况见表2-26。 

由表2-26可以看出，拟建技改项目投产后全厂SO2排放量为2911.25t/a、CS2排放

量为2741.66t/a，H2S排放量为378.39t/a，烟尘排放量为430.89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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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在建工程废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 
产生量（t/a） 排放量（t/a） 

来源 
CS2 H2S SO2 烟尘 CS2 H2S SO2 烟尘 

治理措施 
排气量

m3/h 

排放

高度

（m）

黄化工段 57.6    57.6    高空排放 63700 35 

纺练尾气◆ 5285.91 762.06   33.92 12.27 23.16  燃烧氧化 41440 100
短纤维 

一分厂 
无组织 16.04 0.77   16.04 0.77   强制通风 －  

黄化工段 52.8    52.8    高空排放 35 

纺练尾气 2134.46 314.64   2134.46 314.64   高空排放 
1435796

120
长丝分

厂 
无组织 6.6 0.66   6.6 0.66   强制通风 －  

黄化工段 56.9    56.9    高空排放 80000 35 

纺练尾气◆ 5109.68 736.71   32.79 11.86 22.39  燃烧氧化 44050 120

短纤维 

二分厂 

（三线） 无组织 15.86 0.64   15.86 0.64   强制通风 －  

20t/h×2   257.8 445   128.9 17.8 13592 50 

20t/h×4   953 1647.5   476.5 65.9 50213 60 

35t/h×2   703.6 1350   351.8 54 54707 60 锅炉 

65t/h×2 

75t/h×1 
  3627.6 6962.5   1813.8 278.5 

麻石水膜

除尘器、碱

液脱硫 
282087 80 

现有

工程 

小计 12735.85 1815.48 5542 10405 2406.97 340.84 2816.55 416.2  2065585  

黄化工段● 63.51 －   63.51 － －  高空排放 14100 40 

纺练工段● 8047.45 643.49   28.46 10.3 19.7  燃烧氧化 30816 120
高湿模

量项目 

无组织排放 13.34 0.54   13.34 0.54 －  强制通风 －  

黄化工段● 63.51 －   63.51 － －  高空排放 14100 40 

纺练工段● 8047.45 643.49   28.46 10.3 19.7  燃烧氧化 30816 120
高白细

旦项目 

无组织排放 13.34 0.54   13.34 0.54 －  强制通风 －  

在建

项目 

小计 16248.6 1288.06   210.62 21.68 39.4   89832  

碱回收工段●   26.44 367.25   26.44 14.69 静电除尘 18000 80 

黄化工段◆ 62.88    62.88    高空排放 90000 35 

纺练工段◆ 11697.07    41.68 15.08 28.85  燃烧氧化 45000 120

无组织排放 19.51 0.79   19.51 0.79   强制通风 －  

技改

项目 

小计 11775.86 0.79 26.44 367.25 120.47 15.87 55.29 14.69  153000  

合计 40763.91 3104.33 5568.44 10772.25 2741.66 378.39 2911.25 430.89  2308417  

    注：◆表示与现有废气污染源排放情况发生变化，●表示新增废气污染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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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项目投产后全厂废气排放情况与现有工程废气排放变化情况见表2-27。 

表 2-27    技改后全厂废气排放与现有工程变化情况 
外排量（t/a） 

项目 
CS2 H2S SO2 烟尘 

排气量 
（万 m3/a） 

现有工程 18777.36 2675.7 2771 491.2 1468821.2 

技改后全厂 2741.66 378.39 2911.25 430.89 2336293.7 
变化量 -16042.9 -2297.31 140.25 -60.31 867472.5 

由表2-27可以看出技改后全厂废气排放CS2减少了16042.9t/a，H2S减少了

2297.31t/a，烟尘减少了60.31t/a，而SO2排放量则增加了140.24t/a。 

2.4.2 废水 

技改项目投产后全厂废水排放情况见表2-28。 

表2-28    技改项目投产后全厂废水排放情况表 

项目 水量 

（m3/a） 

CODcr

（t/a） 

BOD5 

（t/a） 

SS 

（t/a） 

S2－ 

（t/a） 

Zn2+ 

（t/a） 

全厂① 14753382 2139.24 365.88 771.60 2.51 4.87 现有

工程 需技改生产线② 6107420 885.58 151.46 319.42 1.04 2.02 

在建工程③ 4498744 652.32 111.57 235.28 0.76 1.48 

技改工程④ 4609492 668.38 114.32 241.08 0.78 -- 

技改后全厂⑤ 17754198 2574.36 440.31 928.55 3.01 4.33 

变化量（⑤-①） 3000816 435.12 74.43 156.94 0.50 -0.54 
注：⑤＝（①-②）+③+④ 

由表可知，拟建技改项目投产后全厂外排废水量为 1775.42 万 t/a，COD 外排量

为 2574.36t/a；Zn2+外排量为 4.33t/a。 

2.4.3 固废 

拟建技改工程投产前后，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产生情况见表 2-29。 

表2-29    公司主要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措施情况 

产生量（t/a） 
固废类别 

主要成

分 现有工程 在建工程 拟建工程 
小计 处理措施 

污水处理场污泥 污泥 8200 1650 1250 11100 厂内锅炉焚烧 

废丝 纤维 210 180 130 520 制成絮棉外售 

锅炉炉渣 灰渣 78466 -- -- 78466 制作砖块 

废催化剂 V2O5 4.1 4.1 2.05 10.25 厂家回收处理 

白泥 碳酸钙   6800 6800 送水泥厂综合利用

合计  86880.1 1834.1 8182.05 968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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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概况 

3.1  自然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地理位置见图 2-1。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北纬 35°43′-37°26′，东经 118°10′-102°01′，南依泰沂山

脉，北临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两市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两市为邻，是连接山东沿

海与内陆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 

该公司位于寒亭区城区西北部，东临潍县北路，西面为亚星热电厂、亚星化学离子

膜厂和丽波密度板厂，南面为民主街，北界外是乡村小路。厂址南距烟（台）潍（坊）

公路 2.6km，济青高速公路入口 3km，潍坊火车站 15km；北距潍坊央子港 40km，交通

十分便利。 

3.1.2 地形地貌、水文地质 

潍坊市属鲁西北平原和鲁中南中低山丘陵洪积扇地貌，地势南高北低。寒亭区地貌

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海拔 5 米以上的南部地区，自然比降 1/500,多系洪积冲积而成的

流水地貌；二是海岸地貌，海拔 5 米以下的滨海平原，为第四系全新统海退地带，地势

低洼缓平，自然比降 1/5900。 

潍坊市河流分潍河、白浪河和虞河三大水系，均依地势自南向北流入渤海莱州湾，

多系季节性河流。拟建项目废水处理后经污水管道排入虞河。所在区域地层属第四系冲

积层，岩性为河床相及河浸滩相的中粗沙、细沙夹卵硕石等。潍坊市地质构造位置处于

沂沭断裂带的北段，在该断裂带的次级构造单元昌潍凹陷之内。西侧是沂沭断裂带的唐

吾——葛沟断裂，东部为昌邑——大店断裂，北部临渤海中部北西向蓬莱——威海断裂，

南靠汞丹山凸起。境内大部地区被第四系覆盖，南部各时代地层均有发育。境内地质构

造特点，受沂沭断裂带及其派生构造控制。岩浆活动与鲁西隆起区类似，比鲁东古隆起

区微弱。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厂址位于以西寺夹庄为中心的地下水漏斗区域内。 
 

3.2  社会环境概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潍坊市寒亭区，寒亭区包括城区以及12个乡镇的405个

自然村，总面积789平方公里，总人口34.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0万人，人口密度4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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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全区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棉花、花生、苹果、西瓜、黄烟等。 

寒亭城区面积3.6平方公里，城区规划面积6平方公里，有中专、中小学、医院、影

剧院、商店等。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5 公里范围内包括寒亭城区及三个乡镇的 56 个自然村，共

有人口 6.9 万人，其中城区人口 2.3 万人。厂址周围村庄农民主要以耕种小麦、玉米、

果木等为经济生活来源，另外有少量村办、镇办个体企业。公司东临潍县北路，隔路与

吴官庄居民区相望；西面为亚星热电厂、亚星化学离子膜厂和丽波密度板厂；西南面最

近的村为东寺，距离约 1.8 公里；西北面最近的村为南张氏，距离约 2.5 公里；北面最

近的村为南柴埠营，距离约 2.1 公里；南面为民主街，北界外是一乡村小路，路北为农

田。厂址附近没有自然保护区、名胜古迹游览区等设施。 

 

3.3  城市发展规划 

3.3.1 项目建设符合潍坊市城市发展规划 

根据潍坊市城市远景规划，规划范围为西至西外环路、东至东外环路、南至南外环

路、北至北外环路，占地 210km2。潍坊市城市远景规划形成一大两小三个组团，每个

组团相对集中、逐步发展。潍城、奎文为中心城区，用地发展为 138km2，人口 100 万；

寒亭城区用地发展为 48km2，人口 30 万；坊子城区用地发展为 24km2，人口 20 万。使

中心城区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金融、贸易、信息、旅游、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

局；将寒亭建成综合工业区，使坊子发展成为加工工业区。拟建项目厂址位于潍坊市规

划的工业区内，符合潍坊市城市远景规划，详见图 5-2。 

3.3.2 项目建设符合潍坊市寒亭区发展规划 

寒亭区近年来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农村经济开始向多元化现代农业结构转

变；第二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初步形成一批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有一定市场竞争

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稳步提高，三次

产业的比例趋向合理。 

“十一五”期间，寒亭区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努力调整优化工业结构，以技术进步为支撑，实现工业发展由弱

到强的跨越。努力改造传统的盐化、纺织、机械、轻工等行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培植发展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城区建设方面，将以现有城区为基础，以潍坊经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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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区为依托，以通亭街为轴心，南北拓展，加快西进。同时加快环城路域经济带开

发，以烟潍路寒亭段、东环路寒亭段、北环路寒亭段、央赣路城区至固堤段为依托，形

成多层次、复合型的环城经济隆起带。加大对潍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入，建成年产值

过 10 亿元，实现税收过 1 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和新兴工业区。山东海龙股份有

限公司所在区域位于寒亭城区的西北部，与潍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相邻，是潍坊市规划中

的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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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影响评价 

4.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现状污染源调查表明：经调查，评价范围内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等标污染负荷比最

大，为 39.81%，其次为潍坊第二热电厂，等标污染负荷为 36.49%，这两家企业等标污

染负荷为 76.3%，构成本次评价区域的主要大气污染源。 

废气中SO2污染负荷比最大，为87.81%，是评价区的主要废气污染物。 

环境空气现状监测评价表明，拟建项目所在区域除 TSP、CS2 有超标现象外，环境

质量相对较好，TSP 超标原因与春季地面扬尘有关、CS2 超标与现有工程外排污染物有

关，待公司对现有工程产生的 CS2 和 H2S 进行催化氧化燃烧，转变成 SO3 最终生成硫

酸用于生产后，现有工程外排 CS2 和 H2S 能大大降低，从而减轻对周围环境的污染程度。 

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预测表明：海龙公司对现有工程短纤维废气处理装置实现国产

后，对现有工程产生的CS2和H2S进行催化氧化燃烧，转变成SO3最终生成硫酸用于生产，

能大大减少含CS2和H2S废气对环境的污染，使周围环境空气中H2S、CS2浓度能逐步降

低。CS2、H2S预测值在各监测点均不超标。 

因此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空气影响角度考虑，该工程是可行的。 

5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及影响评价 

5.1  水环境现状 

本次环评现状监测数据表明：评价区内各监测断面，除 pH 值、挥发酚、总锌不超

标外，其余各监测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虞河水质已经严重超标，不能满足《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Ⅴ类标准要求。CODCr、BOD5、氯化物、氨氮

均全部超标，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1.75 倍、2.5 倍、3.48 倍、15.2 倍，氨氮超标最为严

重。 

另外从现状监测数据可以看出，4＃及 5＃点水质较 1#－3＃点有所变差，其原因是：

①从 3＃点后，有山东恒联浆纸有限公司废水排入，其废水量较大，废水中污染物浓度

较高；②虞河河道底泥较多，采样时引起底泥上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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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环境影响评价 

拟建项目废水经过厂内污水处理场处理达标后经厂区总排污口排入虞河，出水能达

到《山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676-2007）中二级标准要求。 

本拟建项目为技改项目，技改后，CODCr外排量减少，但是由于虞河上游已接纳了

较多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其现状 COD 浓度严重超标，拟建项目投产后，虽然预测

值比现状值有所降低，但是仍然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

标准要求。拟建项目外排废水水质好于虞河目前的水质，因此外排废水对虞河现状水质

的影响很小，但是增加了虞河的污染负荷。 

6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及影响评价 

地下水现状监测与评价结果表明，评价区吴官庄村3＃井监测指标中有硫酸盐、总

硬度、硝酸盐氮三项指标均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1.22倍、0.61倍、0.54倍；东分营埠

硝酸盐氮超标0.51倍；其它各井监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

的Ⅲ类标准。由监测可以看出，由于项目区附近企业和居民较多，地下水已受到一定的

影响。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污染物锌的评价结果来看，该地区地下水受该公

司废水影响较小。 

拟建工程废水经公司污水处理场处理后用地下管道向北输送4.5公里汇入虞河。污

水处理池及输送管道分别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防渗漏材料管道，接头也作了防渗漏处

理，防止了在处理及输送过程中污水的渗漏；同时，由于厂址周围正处于地下水漏斗范

围内，存留的地下水以深层承压水为主，与地面水联系较弱，因此，拟建工程废水在汇

入虞河前对地下水的影响很小。污水汇入虞河以后，随同虞河河水向北直至排入莱州湾，

可能通过岩层侧向补给渗入浅层地下水。但以下河段所流经区域地下水由潜水变为承压

水，且含水层顶板埋深越来越深，地下水与地表水的联系越来越弱，因此，虞河河水对

河段附近地下水的影响也很小。 

从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结果分析，该公司废水对当地地下水水质影响不明显。 

 

7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由现状监测结果及预测结果可见，拟建项目公司厂区所处位置，昼间噪声除 1＃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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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超标 4.1dB(A)外，其余测点不超标；夜间噪声有 1＃
、4＃

测点超标，分别超标 13.0、

2.6dB(A)，最大超标为 1＃
点，超出 13.0dB(A)，其余测点均不超标，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噪声标准》（GB12348－90）中的Ⅲ类标准。 

1＃
测点昼夜噪声均超标主要由于该测点紧临潍县路，为交通要道，行驶车辆很多，

受外界影响较大所致；4＃
测点周围距敏感目标较远，对外界影响较小，但公司在今后应

对主要噪声源进行治理，以使厂界噪声达标。 

拟建项目因在海龙公司厂区东北面原有空地上进行建设，厂址周围无噪声敏感点，

距离最近的敏感点为距公司东南 900 米外的吴官庄村，本次项目噪声源经过现有工程各

车间的隔声衰减以及距离衰减后，对吴官庄村噪声无贡献值，其噪声程度仍将维持现有

水平，拟建项目噪声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8  环境风险评价 

拟建项目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使用了低毒物质二硫化碳，由于其最大贮存量

大于贮存场所临界量，其贮存单元属于重大危险源，因此确定本次环境风险进行一级评

价。将可能造成环境风险的二硫化碳、硫化氢，作为该项目环境风险分析的重要因子，

最具威胁的环境风险事故部位确定为二硫化碳库区、主生产车间等。 

通过科学的控制分析和管理，可以将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降低到最小程

度。 

9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在采取本报告书所提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拟建工程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 

 

10  清洁生产分析 

拟建项目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在生产过程中采取了多项节能降耗措施，

采取了多项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并多方考虑了资源的重复利用，经过与国内同类厂

家平均水平相比较，拟建项目污染物产生指标相对较低，能耗、物耗水平较低，清洁生

产水平较高。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差别化、功能化黄麻浆纤维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30

11  环保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拟建工程中采取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在技术上是成熟的、可靠的，能够为“三废”

达标排放提供可靠保证；同时，在治理污染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降低投资和运

行费用，提高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及综合利用，经济上是合理的。 

12  排污总量控制分析 

本次技改项目是在现有年产 5 万吨棉浆粕生产线和 4.5 万吨粘胶短纤维生产线上进

行的技术改造项目。现有 5 万吨棉浆粕生产线和 4.5 万吨粘胶短纤维生产线排放污染物

量：COD 885.58t/a。技改后排放污染物量：SO2 55.3t/a；COD 668.4t/a。另外，技改项

目建设时拟同时对现有剩余两条短纤维生产线进行建设废气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投

产后将增加 SO2 排放量 45.55t/a。 

技改项目投产后全厂外排污染物总量能够满足潍坊市人民政府对该公司下达的总

量控制要求。 

13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本项目的建设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采取环保措施，本项目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要远大于项目带来的环境负效益。 

14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拟建工程通过对生产过程各环节建立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监测管理计划，强

化监督管理，可以减少污染的产生，实现生产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从而达到既实现

经济效益、又保护环境的目的。 

15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对本项目的建设都表示支持，也认为项目建设

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并且要求项目在施工和营运期间采取必要的环境保

护和管理措施，以减轻项目建设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本次环评建议企业做好对厂

址周围居民的宣传和解释工作，使更多的公众了解本项目的建设，并取得他们的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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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主要意见集中在希望本项目投产后可以完全按照“三同时”标准执行，保证各项环

保措施的落实，以缓解当地的环境压力，给居民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16  结论与建议 

16.1  评价结论 

拟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差别化、功能化黄麻浆纤维改造升级项

目”为技改项目，拟建项目符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项目建成后能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项目拟采取的环保措施技术可靠、经济可行。项目建设符合达标排放、总量控

制、清洁生产的基本原则。拟选厂址地处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厂的

现有车间用地上，环境影响预测结果表明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厂址选择从环

保角度合理。因此，在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 

 

16.2  建议 

⑴为减少施工期的水土流失，开挖土方应避免在雨季进行，施工后应及时绿化，缩

短地表裸露时间； 

⑵加强对循环冷却水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尽量提高循环倍率，减少新鲜水消耗； 

⑶项目建成后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要求，积极开展清洁生

产审计，进一步节能降耗，多方考虑资源的重复利用； 

⑷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实施本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 

⑸充分利用厂区自然条件，多种花草树木，减少土地硬化面积，提高水源涵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