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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飞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一、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名称

联系地址

法人代表

企业类型

联系人 朱长存 联系电话 15870989052 

所属行业 ｀五台
炼 1 数据公开时限: ::

手工监测和在线自动监测

污染物产生情况

次日
"" ' 

实时

自行监测开展方式 [l 】

废水

废气

噪声

l、生产废水主要设备冷却水、阳极铜冷却、水洋渣用水可循环使用， 无生产废

水排放。

2、生活污水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纳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

3、锅炉排污废水进入污水收集池处理后回用。

1、富氧熔炼炉废气：以含铜废物为原料经过配料制成砖料， 分批加入石英石、

炭精等辅料，鼓入富氧空气进行助燃， 冶炼成黑铜， 产生冶炼烟气。

2、阳极炉废气：自产黑铜和废杂铜加入阳极炉， 燃料为重油， 通过纯氧助燃，0

经过加铜、 熔化、 除杂、 还原等工序，． 最终产品阳极铜，冶炼产生废气。

3、锅炉废气：有 lOt/h 燃煤锅炉 2 台 一用一备，锅炉燃烧过程产生废气，废气

经脉冲布袋除尘、 脱硫塔处理后经 45m 烟囡达标排放。

4电解液送入净液车间， 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废电解液通过蒸汽间接加热浓缩硫

酸铜、硫酸铢以及铜电积产生的带硫酸雾的水蒸汽。

噪声污染产生设施：噪声污染主要来自风机房的空压机、鼓风机和引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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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
一般固废主要为富氧熔炼炉水洋渣；危险废物主要为烟尘、铜渣等';贮存于危

险废物仓库。

废水处理

设施

污染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生活污水每天产生量 40m
3
, 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入经开区污

水处理厂。

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总站处理，采用中和混凝沉淀法，处理后全部回用。

l、富氧熔炼沪废气：以含铜废物为原料经过配料制成砖料，冶炼成黑铜，废气经过

重力除尘器、沉降室、表面冷却器、布袋除尘、脱硫塔、二P恶英吸附最后通过

55 米烟囡达标排放。

废气处理12、阳极炉废气：自产黑铜和废杂铜经阳极炉冶炼成阳极铜，废气经过沉降室、布袋
设施

除尘、脱硫塔、二嗯英吸附最后通过 55 米烟囡达标排放。

3、锅炉废气：燃煤锅炉废气经脉冲布袋除尘、脱硫塔处理后经 45m 烟囡达标排放。

4、电解液酸雾：经收集后采用二级碱液水喷淋加除雾处理，尾气经 15m 排气筒外排。

噪声处理

设施

噪声污染主要来自风机房的空压机、鼓风机和引风机。采取消声器、厂房隔离

等措施。

叫

固废处理

设施

一般固废主要为富氧熔炼炉水洋渣；危险废物主要为烟尘、铜渣等，贮存于危

险废物仓库。

1 

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
。

呵
A

卜
1、富氧熔炼炉废气经 55m 烟囡达标排放。

2、阳极炉废气经 55m 烟向达标排放。

3、锅炉废气经 45m 烟向达标排放。

4、生活污水纳管进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5. 电解硫酸雾经 15m 排气筒达标排放。

注1: 自行监测开展方式包括手工监测、自动监测、手工与自动相结合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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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污染源类型 序号 监测点位名称 排口编号【 1 】

1 富氧熔炼炉废气排放口 FQ-FN-001 

2 阳极炉废气排放口 FQ-FN-002 

3 锅炉废气排放口 FQ-J:'N-003 

有组织 4 
电解车间废气处理后排

FQ-FN-004 
放口废气

5 
电解车间废气处理后排

FQ-FN-005 
放口

6 
电解车间废气处理后排

FQ-FN-006 
放口

无组织 4 厂界外浓度最高点 CJ-FN-001 

1 厂界噪声东 ZS-FN-001 

2 厂界噪声南 ZS-FN-002 
噪声

厂界噪声西 ZS-FN-003 3 

4 厂界噪声北 ZS-FN-004 

地表水 1 岑港河 ／ 

大气
1 上风向（杨家） ／ 

下风向（庄家） ／ 2 

周边 1 地下水流上方（杨家） ／ 
环境

地下水 地下水流下方（庄家） ／ 质量
2 

3 原料车江东南面 ／ 

土壤
1 蒋家农田 ／ 

2 庄家农田 ／ 

关键工艺参数【3】
／ ／ ／ 

污染治理设施
／ ／ ／ 

处理效果监测【4】

注2: 以环保部门编号为准， 如环保部门未进行编号， 以企业自行编号为准；

注3: 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密切相关的工艺参数， 可开展此项监测， 由企业自身确定；

注4: 若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环境管理文件对污染治理设施有特别要求的， 应开展此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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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监测指标及相关信息 (5】

1 2 3 4 5 6 7 8 9 10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监测形式 监测频次 采样方法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名称【6】

S02 200mg/m
33

自动监测 实时
等速采样

非分散红外吸
HJ629-2011 0. lmg/m3

手工监测 1次／月 收法
•, ； ，归• 

NOx 500mg/m33 自动监测 实时
等速采样

非分散红外吸
HJ692-2014 0. lmg/m3

手工监测 1次／月 收法

烟尘 65mg/m33
自动监测 实时

等速采样 前散射法 EN13284-1 0. lmg/m3

手工监测 1次／月

铅及其化合物 lmg/m33 手工监测 1次／季 等速采样
火焰原子吸收

HJ 685-2014 0. Olmg/m
3

分光光度法《危险废物

焚烧污染控制
原子吸收分光 《空气和废气

富氧熔炼炉 锅及其化合物 标准》 0. lmg/m33 手工监测 1次／季 等速采样 5 X 10-5mg/m3

光度法 监测分析方法》(GB18484-20 
废气排放口 Ql) 电感耦合等离

珅及其化合物 lmg/m33 手工监测 1次／季 等速采样 子体发射光谱 HJ 777-2015 0. 009mg/m3

法

辂、 锡、 锦、
4mg/m33 手工监测 1次／季 等速采样 HJ/T 65-2001 HJ/T 65-2001 

3x10-s

及其化合物

｀ ．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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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 150mg/m
33 手工监测 1 次／月 等速采样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15mg/m3

NOX 200mg/m
33 手工监测 1 次／月 等速采样 定电位电解法 HJ693-2014 3mg/m3

颗粒物 30mg/m
33 手工监测 1 次／月 等速采样 重量法

GB/T 
16157-1996 

铅 2mg/m
33 手工监测 1 次／季 等速采样

火焰原子吸收
HJ 685-2014 0. Olmg/

qi

3
;c.彝 � 

分光光度法
《再生铜铝铅

阳极炉炉废
珅

锌工业污染物
0. 4mg/m

33 手工监测 1 次／季 等速采样
原子荧光光度 《空气和废气

3X 10-6mg/m3

气排放口 排放标准》 法 监测分析方法》
GB31574-2015 

lmg/m33 手工监测 1 次／季 等速采样
原子吸收分光 《空气和废气

2X 10-4mg/m3

光度法 监测分析方法》

0. 05rng/rn33 原子吸收分光 《空气和废气
辐 手工监测 1 次／季 等速采样 5 X 10-5mg/m3

光度法 监测分析方法》

锡 lmg/m3 手工监测 1 次／季 等速采样
原子荧光光度

HJ/T 65-2001 
3X10书mg/m3

法

锦 lmg/m3 手工监测 1 次／季 等速采样
原子荧光光度

HJ/T 65-2001 
3 X l0-6mg/m3

法

锅炉废气排
林格曼黑度

《锅炉大气污
1级 手工监测 1 次／月 直接观察

测烟望远镜 空气和废气监

放口 染物排放标 法 测分析方法

...... 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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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GB/T 
颗粒物 (GB13271-20 50 手工监测 1次／月 等速采样 重量法

16157-1996 
14) 

二氧化硫 300 手工监测 1次／月 等速采样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15mg/m3

氮氧化物 300 手工监测 1次／月 等速采样 定电位电解法 HJ693-2014 3mg/m3

泵及其化合物 0.05 手工监测 1次／月 等速采样
原子荧光分光 《空气和废气 3X 10-6mg/m! 分光度法 监测分析方法》 ', ； .  ， 

电解槽废气
硫酸雾 HJ544-2016 45mg/ m33 手工监测 1次／季 等速采样 离子色谱法 HJ544-2016 0. 2mg/ m3

处理排放口

电解槽废气
硫酸雾 HJ544-2016 45mg/ m33 手工监测 1次／季 等速采样 离子色谱法 HJ544-2016 0. 2mg/ m3

处理排放口

净液脱铜废
45mg/ m33 1次／季 等速采样 0. 2mg/ m3

硫酸雾 HJ544-2016 手工监测 离子色谱法 HJ544-2016 
r-
飞

梯及其化合物 0. Olmg/ m3

手工监测 1次／半年 滤膜采样 重量法
GB/T15432-199 

5 

厂界无组织
辂及其化合物GB16297-1996 0. 006mg/ m3

手工监测 1次／半年 滤膜采样 重量法
GB/Tl5432-199 

5 

锡及其化合物 0. 24 mg/ m3

手工监测 1次／半年 滤膜采样 重量法
GB、/Tl5432-199 

·-· 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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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及其化合物 0. 0002 mg/ m'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滤膜采样 重量法
GB/Tl5432-199 

5 

铅及其化合物 0. 006 mg/ m3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滤膜采样 重量法
GB/Tl5432-199 

5 

珅及其他化合 0.01 mg/ m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滤膜采样 重量法
GB/T15432-199 

物 5 

硫酸雾 0. 3 mg/ m3

手工监测 1 次／半年 滤膜采样 重量法
GB/Tl5432-199 

', ' y.';. !1' 

5 � 

东
昼65dB, 夜

手工监测 1 次／季
工业企业厂界

GB12348-2008 
55dB 噪声排放标准

南
昼65dB, 夜

手工监测 1 次／季
工业企业厂界

GB12348-2008 一，

55db 噪声排放标准
厂界噪声 工业厂界噪声

西
排放标准 昼65dB, 夜

手工监测 1 次／季
工业企业厂界

GB12348-2008 ., "" 

GB12346-2008 55dB 噪声排放标准

北
昼65dB, 夜

手工监测 1 次／季
工业企业厂界

GB12348-2008 
55dB 噪声排放标准

会,_._,
_:,,.., 

周边环境质量

地表水 岑港河 pH 
《地表水环

6-9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玻璃电极法 GB6920-86 0. 1
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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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838-200 。 纳氏试剂分
NH3-N 2) III类标 lmg/L 手工监测 1次／年 瞬时采样 光 HJ 535-2009 0.025mg/L 

准 光度法

铜 lmg/L 手工监测 1次／年 瞬时采样
原子吸收分

GB7475-87 0.001mg/L 
光光度法

二苯碳酰二
GB747467-19 

｀铭（六价） 0.05mg/L 手工监测 1次／年 瞬时采样 阱分光光度 0.004mg/L 
87 

法

总磷 0.2mg/L 手工监测 1次／年 瞬时采样
钥酸按分光 GB 

O.Olmg/L
光度法 11893-1989 

原子荧光分
《空气和废 2. 4X 10-6mg/

珅 0. 003mg/m3 手工监测 1次／年 连续采样 气监测分析
光光度法

方法》 m3 

上风向（杨
《环境空气 甲酪吸收－副

S02 质量标准》 0. 15mg/m3 手工监测 1次／年 连续采样 玫瑰苯胺分 HJ 482-2009 0. 007 mg/m3

大气
家）、

(GB3095- 光光度法
下风向（庄

1996)二级标 盐酸蔡乙二
家） N02 准 0. 12mg/m3 手工监测 1次／年 连续采样 胺分光光度 HJ 479-2009 0. 005 mg/m3

法

•• 心r心一--

滤膜采样氪
'.·,-. . ' ', 

氯化物 7µg/m3 手工监测 1次／年 连续采样 离子选择电 HJ 480-2009 9X 10-4mg/m3

极法

地下水
地下水流上

pH 6.5-8.5 手工监测 1次／年 瞬时采样 玻璃电极法 GB6920-86 0. 1
方（杨家）、

- 10 -



地下水流下 纳氏试剂分
方（庄家）、 氨氮 0.2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光 HJ 535-2009 0.025mg/L 

原料车江东 光度法
南面 原子吸收分

铜 1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GB7475-87 0.001mg/L 
光光度法

《地下水质 二苯碳酰二
GB747467-19 

辂（六价） 量标准》 0.05mg/L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阱分光光度
87 

0.004mg/L 

GB/Tl 4848-9 法

3中III类标 ＇火焰原子吸

准 0.05mg/L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收分光光度 GB7475-87 O.Olmg/
；

L令 ;. � 

法
《水和废水

0.001mg/L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原子荧光法 监测分析方 O.Olug/L
法》

锯 O.Olmg/L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原子吸收分 GB7475-87 0.001mg/L 

光光度法

银 0.05mg/L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原子吸收分 GB7475-87 0.001mg/L 

光光度法

锌 lmg/L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原子吸收分 GB7475-87 0.001mg/L 
光光度法

氪化物 l.Omg/L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离子选择电 GB7484-1987 0.05mg/L 

极法

pH 《土壤环境质 <6.5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玻璃电极法
NY/T 

土壤 量标准》 1121.2-2006 

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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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618-199 
石墨炉原子吸 GB/T 

辐 5)二级标准 0.3mg/kg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O.Olmg/kg
蒋家农田、 收分光光度法 17141-1997 

庄家农田
微波消解原子

珅 30mg/kg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HJ 680-2013 O.Olmg/kg
荧光法

铜 50mg/kg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火焰原子吸收 GB/T 

lmg/kg 
分光光度法 17138-1997 

铭 200mg/kg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
火焰原子吸收 HJ 491-2009 Smg/kg', , /d't 分光光度法

铅 250mg/kg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石墨炉原子吸 GB/T O.lmg/kg
收分光光度法 17141-1997 

锌 200mg/kg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火焰原子吸收 GB/T O.Smg/kg

分光光度法 17138-1997 

火焰原子吸收 GB/T 

银 40mg/kg 手工监测 1 次／年 瞬时采样 5mg/kg 
分光光度法 17139-1997 

｀ ． 一｀

_:,,.., 

注5: 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手工监测的， 第7-10项由被委托单位负责填报。

注6: 监测点位名称必须与表二中的内容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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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监测设备及人员炉＄

废水

手工监测设备及人员 监测设备 废气

（委托监测的不填） 噪声

监测人员数量

监测设备
废水 ／ 

废气 AS-2000 
自动监测设备及人员

运维单位及人
江西佳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 人

员数量

委托监测单位名称

（企业自承担自行监 江西省科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测的不填）

五、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 一 ）企业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1. 建立质量体系

在样品测定中， 误差总是存在， 因此需要通过建立质量体系保障监测质量。在实际分析中并不

能得到准确无误的真值， 测定中的数据只能做出相对准确的估计。所以定量分析的结果必然存在不

确定度， 需要对实验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数据处理包含的主要内容

有， 监测数据的记录整理、 监测数据有效性检查、 监测数据离群性检查、 监测数据统计检验、 监测

数据方差分析。遵守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制定明确措施，确保监测数据科学、

准确。

2. 监测机构

建立健全的监测机构，建立污水监测管理制度、烟气自动监测系统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管

理制度、DCS系统历史数据管理应急预案、烟气在线监测仪表定期标定和校验管理制度、 等规章
。

制

度， 在日常的运行管理中逐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使污水监测和烟气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管理走向

规范化、 制度化。制定采样和预处理系统的维护规程、 仪器操作和维护规程、仪器校准规程等操作

规程， 从具体操作上保证烟气自动监测系统管理的规范化。

3. 监测人员

烟气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对操作人员不仅要求有强烈的责任心， 还必须熟悉仪器的原

理、 操作、 维护、 检修等内容， 并要掌握分析化学、 自动控制、 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在自动站保

证有两名专业技术员专门负责进行巡检值班、数据处理、仪器设备检修维护等日常工作。此外，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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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相关技术人员参加自动站�\设和运行的业务培训班，认真学习自动监测仪器的清洗、校准及日常

的维护维修技术；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到运行较好的自动站参观学习，进行业务技术交流，以提高技

术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加强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监测分析基础、质量控制、应急监测、 《质量

管理手册》、环保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等各岗位所需的相关知识和文件，及烟气监测、自动监

测的业务学习。

4. 监测设施与环境

重视监测工作的基础环节，烟气监测工作是多人员、多仪器设备协调工作的，质量控制环节也

涉及到监测的各个步骤，包括采样布点、天平的检验、分析仪器的检定等等。做好基础工作，有利

于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从而为综合分析评价提高良好的基础。其 一确保实验室操作环境满足要

求。应保证实验室的设施、测试场所以及能源、采光、保温、通风等方面满足监测工作的实际要求，

保证环境条件不对监测结果的有效性、测量准确度、稳定性及操作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还应该加强

实验室的内部管理，保持实验室环境卫生、清洁、整齐、布局合理，为工作人员提供一个优美舒适

的工作环境。其二确保监测分析仪器设施工作正常，满足项目监测精度要求。应保证所有仪器设备

均处于受控状态，保证其正确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使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保证其严格按

照要求进行校准检定，以确保仪器设备量值准确可靠和进行溯源。

5. 监测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

设备：酸度计、回流装置、招林曼黑度测定仪(QT203A型）、多功能声级计(AWA5680型）、

原子荧光光度计等。

实验试剂：硫酸银—硫酸溶液、试亚铁灵指示剂、重辂酸钾标准溶液、硫酸亚铁桉标准溶液、

硝酸银溶液、硝酸铁溶液、 二次蒸熘水、浓硫酸、高钻酸钾等。

6. 监测方法技术能力验证

保证监测方法选择正确，及时更新监测标准。烟气监测方法应以国家标准方法为首选方法，在

实际监测工作中还会遇到方法更新的问题，实验室应该及时收集新的国家标准、组织方法，培训人

员新方法的使用，废弃旧标准，更好的提高监测质量。

7. 监测质量控制

烟气监测工作是多人员、多仪器设备协调工作的，质量控制环节也涉及到监测的各个步骤，包

括采样布点、天平的检验、分析仪器的检定等等。做好基础工作，有利于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从而为综合分析评价提高良好的基础。其 一确保实验室操作环境满足要求。应保证实验室的设施、

测试场所以及能源、采光、保温、 通风等方面满足监测工作的实际要求，保证环境条件不对监测结

果的有效性、测量准确度、稳定性及操作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还应该加强实验室的内部管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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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环境卫生、清洁、整并＄布局合理，为工作人员提供 一个优美舒适的工作环境。其二确保监

测分析仪器设施工作正常，满足项目监测精度要求。应保证所有仪器设备均处于受控状态，保证其

正确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使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保证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校准检定，以

确保仪器设备量值准确可靠和进行溯源。其三保证监测方法选择正确，及时更新监测标准。烟气监

测方法应以国家标准方法为首选方法，在实际监测工作中还会遇到方法更新的问题，实验室应该及

时收集新的国家标准、组织方法，培训人员新方法的使用，废弃旧标准，更好的提高监测质量。

8. 监测质量保证

在样品测定中，误差总是存在，在实际分析中并不能得到准确无误的真值，测定中的数据只能

做出相对准确的估计。所以定量分析的结果必然存在不确定度，需要对实验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数据处理包含的主要内容有，监测数据的记录整理、监测数据有效性

检查、监测数据离群性检查、监测数据统计检验、监测数据方差分析。企业应当遵守环境保护部颁

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制定明确措施，确保监测数据科学、准确。

（二）委托监测单位监测质蜇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11. 质量保证组织架构

八责
|－
负量质

质最管理员

总经理

现场质量监怪座 捡l质量监督员 综合理质址监督

员
。

2. 监测人员的素质

参加本项目检测人员具备扎实的环境监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正确熟练地掌握环境监测中操

作技术和质量控制程序；熟知本项目检测标准方法和规定。

均取得江西省环保厅认定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技术人员考核合格证。

3. 监测仪器管理与定期检查

本项目涉及的仪器设备委托无锡市计量所等有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定期进行了检定，检定结果

进行了确认，仪器均处于正常状态；实验室制定了仪器设备期间核查计划，并按计划实施核查，充

分保证仪器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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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分析方法的选用贰验证

本项目检测项目要求的方法，均在我实验室 经过计量认证批准的能力范围内。

5. 采样的质量保证

每批样品，选择部分项目加采现场空白样，做为全程序空白样与样品 一 起送实验室分析；加采

不少于10%的现场 平行样。

6. 分析实验室的基础条件

实验室环境：实验室保持整洁、安全的操作环境，通风良好，布局合理，，安全操作的基本条件。

做到相互干扰的监测项目不在同 一实验室内操作。对可产生剌激性、腐蚀性、有毒气体的实验操作

设置在通风柜内进行。分析天平设置专室，做到避光、防震、防尘、防腐蚀性气体和避免对流空气。

化学试剂贮藏室 做到防潮、防火、防爆、防毒、避光和通风。

实验用水：一般分析实验用水电导率小于3. 0µs / cm。特殊用水则按有关规定制备，检验合格

后使用。盛水容器定期清洗，以保持容器清洁，防止沾污而影响水的质量。

实验器皿：根据实验需要，选用合适材质的器皿，使用后及时清洗、皖干，防止灰尘等沾污。 ） 
化学试剂：采用符合分析方法 所规定的等级的化学试剂。配制 一般试液，不低于分析纯级。取

用时，遵循
“

量用为出，只出不进
”

的原则，取用后及时密塞，分类保存，严格防止试剂被沾污。

固体试剂与液体试剂或试液分类贮放。经常检查试剂质量，一经发现变质、失效的试剂应及时废弃。

试液的配制和标准溶液的标定：试液，根据使用情况适量配制。选用合适材质和容积的试剂瓶

盛装，注意瓶塞的密合性。用精密称量法直接配制标准溶液，使用基准试剂或纯度不低于优级纯的

试剂，所用溶剂为GB 6682一86《实验室用水规格》规定的二级以上纯水或优级纯（不得低于分析纯）

溶剂。称样量不小于 0. lg, 用检定合格的容量瓶定容。用基准物标定法配制的标准溶液，至少 平行

标定三份， 平行标定相对偏差不大于 0. 2%, 取其平均值计算溶液的浓度。 试剂瓶上贴有标签，写

明试剂名称、浓度、配制日期和配制人。试液瓶中试液 一 经倒出，不得返回。保存于冰箱内的试液，

取用时应置室温使达平衡后再量取。

7. 监测分析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实验室内采取以下质控措施，包括全程序空白样、平行样、加标样和质控样的测定等质控措施。

送入实验室样品首先应核对采样单，容器编号， 包装情况，保存条件和有效期等。符合 要求的

样品方可开展分析。

每批样品分析时，空白样品对被测项目有响应的，必须作一个实验室空白，对出现空白值明显

偏高时，应仔细检查原因，以消除空白值偏高的因素。

样品分析：用分光光度法校准曲线定量时，必须检验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和截距是否正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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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法等仪器分析方法校准曲线制作，必须与样品测定同时进行。

精密度控制：对均匀样品，凡能做平行双样的分析项目，均须做10%的平行双样，样品较少时，

每批样品应至少做 一份样品的平行双样。测定的平行双样允许差符合规定质控指标的 样品，最终结

果以双样测试结果的平均值报出。平行双样测试结果超出规定允许偏差时，在样品允许保存期内，

再加测一 次，取相对偏差符合规定质控指标的两个测定值报出。

准确度控制：采用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作为控制手段，每批样品带 一 个巳知浓度的质控样品，

每批样品做10%的加标回收 样品测试。质控样品的测试结果应控制在90%,..._,HO%范围，标准物质测

试结果应控制在95%,..._,105%范围，对痕量有机污染物应控制在60%,..._,140%。

执行三级审核制

审核范围：采样—分析原始记录一报告表，审核内容包括监测采样方案及其执行情况，数据计

算过程，质控措施，计量单位，编号等。

8. 实验室外部质量控制

为确保实验室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由质管部质量监督员项目，对实验室检测人员进行

密码平行样或密码加标样的测定质量控制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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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关佐证材料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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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染防治措篇

7.1 废水治理措施分析

7. 1.1冷却循环措施

7.t.t.t净环水

净环水t耍为阳极炉、 优氧烙炼炉水亵冷却、 空压机冷却水， 均为间

除温度升祁外， 没有其它污染物， 加少攸作水剂经纤维球过滤器、 冷却塔和

冷却后蜇复使川， 循环水定期更换， 更换出来的浓水日用千窟氧烙炼炉泣水

付．．

7.1.1.l浊环水

(URI极板冷却从岱氧熔炼炉水汗水

阳极板冷却、 富氧馆炼炉愤水汗水为几接冷却水， 宁要污染物为SS, 由

质要求较低， 浊环水循坏使川， 循环水定期更换，更换出来的浓水卧月于富

洽水浮 ， 不外/t.

(2)社氧烙炼炉及阳极炉脱攸除尘废水

采}IJ双碱法进行脱硫除个， 亚硫侬钠经氧化、与氢氧化钙反位后转化

淀， 捞卅硫骰钤后， 废水回川作为自身脱硫除尘的循环m水，不外伟．

7. 1.2生产厦水治理措麓

顶日生产彶水主要打纠说贮存过程产生的渗滤水(I Vd>、洗车废水(I

觯车间地面冲洗水(SVd)、 车间生活用水(l6Vdl、 r仅地表初期雨水（平

等

(I)地面冲洗水

本项日富氧恪炼炉车间、 阳极炉车间地面采取洒水拖打捎轮，不以水'

曲冲洗水； 在极板冲洗槽附近， 会打闭极板衍出的电机液滴祒，岱要对论面

地面冲洗水产生倩约5m1/d, 这部分水钞车问他沟流入很液池，村泵入阳极，

谥流il!消后上消液返回到电倌液低位槽， 不外作．

(Z)洗东废水

项目运输悦料（主要为铜泥）进出悦料车何时，在原料年何车行迅出O

r�. 项目洗车废水总约IOm切，废水正要污奂物为Cu、 Pb芍，对废水采用

沉淀＋絮圾处理后回Ill于窟氧烙炼炉炉沿水洋，不外排．

(3)铜泥贮存过程产生的湟滤贵水

废水产生僮约lm1/d, 废水主婴污染物为Cu、 Pb等， 对废水采用石灰中和沉淀

＋员及处理后日川千富氧熔炼炉炉愤水洋， 不外伴．

(4)初期阔水

根据计算项目初期甭水产生量约140m扣， 初期ill水投加絮及剂处理后可用于

富氧烙炼炉汾水梓 、 窟氧烙炼炉愤浮选、 地面冲洗、织化笱， 这部分水全部作为备用

水谖， 爵水不足时， 使用菁水．

项目设双I岂处理能力为200m1/d污水处理站， 采Ill石灰中和十萦圾处理工艺处

理洗车废水(IOm1/d)、 铜泥贮存惨滤霞水(fm1/dl和初期雨水(I功mJ/d). 处理后

全部日用于辽氧烙惊炉炉汾水悴、 阳极板冷却等工序， 不外化在原料仓库内日屑设

置收集沟和1个(Om'的收梨池 ， 收集尉泥贮存过程产生的渗滤厦水．

一般在含金鼠肖子的废水处理方面 ， 巾于11l、 镜、 锌以及爵等金属随着pH值的

增加会沉淀，一殷铁因子沉浣的pH位为4心，例为5-5.S, 面锌鼠干两性金鼠， 当

pH在6以上时开始沉淀，而镜处沉淀pH较高的金认 ，
一般在8-8.S可以沉淀｀因此，

本项目的废水通过调整度水的pll,就会使金属肖子沉淀，当采用絮圾剂（如菊覆亚铁、

硫傻钳、 聚合硫锻佚）＋累以助剂（如聚丙烯本酰胺）时， 沉淀效果更好，金具真子

的去除串会更高．神会生产亚神俊行沉淀， 射、 镜、 伴等金属射生产氢氧化内沉淀而

彼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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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一1覆水处理工艺流程

邸氧烙煤炉泣的水悴1fl水对水员没有要求， 冲洗地面贵水和尉泥贮存掺惕度水

经上述石灰中和十蜇圾处理后的夜水可全部作为富氧烙炼仿惰水洋的补充用水．锯调

l!i, I吨富氧烙炫炉沿， 采用水梓方法冷却 ， 耗水景一般约为0.8吨· 本项目富氧烙

炫炉沧水梓耗水量简183m切，因此项目经处理后的废水可全部作为富氧烙炼炉沁水

洋的补充卅水，可使生产废水做到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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