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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2

1 6
  5.95  5669.1 

2 6
  5.95  5738.28

3  1  3.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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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3.5  80 *

 11497.38

2-2  

 

2-3   
 

2  

3600  

2-4   
     

1 

  

 

2 �
 

3 �
 

4 �
 

 3600  
3  

InP InP

 

2-5    

 

2-6   

2-7   

4  

2-8   



�

5  

 

2-9   
 

6   

 

NaOH

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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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BOD COD  

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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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S304  

1.3  

5

m RO

 

2.  

 

2.1  

99.7%  

2.2 RO  

RO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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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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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3600 7500

4800 26

 

4800 /5 *13 *55L/1000+4800 *13 *0.5L/1000=717.6m3/a  

717.6m3/a  

3  

1

1.54m3/ 73.92m3/a  

4  



�

6 2 4

30L

PH 5 24hr

2 20L

20L×2 4 / ×12 /a×6 =11.52m3/a  

5  

1 1

1.75m3 22.5L/h

60L/d 600L 219m3  

6 NaOH pH  

NaOH 15% 1

1 12kg 68L/a NaOH

30% 1 1 1.1t 2.57m3/a

2.64m3/a  

7  

1

0.2m3 73m3/a  

8  

83 GB 

50015-2019

50L/ · 4.15t/d 365

1514.75m3/a  

9  

1200m2 1L/m2·d

2L/m2·d 0L/m2·d 432m3/a  

803.04m3/a

2007.6m3/a  

4040.19m3/a  



�

 

NaOH

 

1  

717.6m3/a

90% 645.84m3/a

 

2  

73.92m3/a

90% 66.53m3/a

 

3  

11.52m3/a

90% 10.37m3/a

 

4  

22L/h

pH

60L 365 21.9m3/a  

5 NaOH pH  

NaOH NaOH

2.57m3/a

 

6  

73m3/a 80%

58.4m3/a  

7  



�

1514.75m3/a 85%

1287.54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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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d m3/a  m3/a   

1   1.97 717.6 90% 645.84 

 

2   1.54 73.92 90% 66.53 

3   0.12 11.52 90% 10.37 

4   0.6 219 10% 21.9 

5  
NaOH

pH  
0.06 2.64 98% 2.57 

6   3.63 995.76 100% 995.76  

7   0.20 73 80% 58.4  

8   4.15 1514.75 85% 1287.54  
9   2.4 432 0% 0 / 

 14.67 4040.19 / 308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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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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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39

3.637.26 1.77

0.60 0.06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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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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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0.42

0.04
0.16

0.54

0.12 0.11

0.01

0.20

0.1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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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H0.0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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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3/a 4040.19  

2  kW·h/a 1453.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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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GB3095-2012

2019

 

3-1  2019 �g/m3  
 PM2.5 PM10 SO2 NO2 CO mg/m3  O3 

1  80 107 18 62 2.9 62 
2  73 89 13 46 2.1 74 
3  53 80 11 48 1.6 103 
4  49 81 11 41 1.1 153 
5  38 78 11 38 1.1 192 
6  42 63 9 32 1.3 238 
7  43 53 6 25 1.1 220 
8  26 44 8 31 1.2 178 
9  40 70 12 44 1.4  212 

10  45 71 10 48 1.3 133 
11  50 85 13 56 1.6 58 
12  62 76 10 56 2.4 54 

 50 75 11 44 1.6 140 

 35 70 60 40 4 160 

       

3-2  

  2019   

PM10 �g/m3   75 70 107.14%  
PM2.5 �g/m3   50 35 142.86%  
SO2 �g/m3   11 60 18.33%  
NO2 �g/m3   44 40 110.00%  
CO mg/m3  24  1.6 4 40.00%  
O3 �g/m3  8  140 160 87.50%  

SO2 NO2 PM10 PM2.5 4 CO 24 95
O3 8 90  
 



�

 SO2 11�g/m3

CO24 95 1.6mg/m3 O3 8 90

140�g/m3 GB3095-2012

NO2 44�g/m3 PM2.5 50�g/m3 PM10

75�g/m3 GB3095-2012

 

( 2018 22 ) 2020-2021 

2020 61

2019 40 

PM2.5

1.2  

1

4.5km -

ATCCR19061517  

 

 

 

 

 

 

 



�

�
3-1  

 
3-2  

2  

2021 3 3 —2021 3 5 3 4

2019 6 15 2019 6 21 7 4  

3  



�

3-3   

   mg/m3 mg/m3  
% % 

1# 

 

2021.3.3~
2021.3.5 

2.0 0.25~1.18 59 0 
 0.05  0 0 

 0.1  0 0 
 0.2 0.15~0.19 95 0 

 0.02 ~0.0014 0.7 0 
 0.8  0 0 

2#  2019.6.15~
2019.6.21 0.01 0.002~0.009 90 0 

 HJ2.2-2018 D

GB3095-2012

 

2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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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  

2021 3 3  

2  

GB3096-2008  

3  

 

3-4   
   dB A  dB A

 

  57 60 

  44 50 

GB3096-2008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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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N1 1 N2 N3 1

3-5   

   
    

 

N1  1.5m 3.0m
6.0m  45 +

 

N2  0.5m  45 +
 

N3  0.5m  45 +
 

 

 
3-4  

3  

 

A  GB 

36600-2018 1 45  

B  



�

2021 3 3 5  

4  

HJ/T166-2004  

3-6   

    

1    
HJ 491-2019 

1mg/kg 

2  3mg/kg 

3  
  

GB/T 17141-1997 

0.01mg/kg 

4  0.1mg/kg 

5  
HJ 680-2013 

0.01mg/kg 

6  0.002mg/kg

7  -
HJ 1082-20 9 0.5mg/kg 

8  

 /
- HJ 605-2011 

1.0ug/kg 

9  1.0ug/kg 

10 1,1-  1.0ug/kg 

11  1.5ug/kg 

12 -1,2-
 1.4ug/kg 

13 1,1-  1.2ug/kg 

14 -1,2-
 1.3ug/kg 

15  1.1ug/kg 

16 1,1,1-  1.3ug/kg 

17  1 3ug/kg 

18  1.9ug/kg 

19 1,2-  1.3ug/kg 

20  1.2ug/kg 

21 1,2-  1.1ug/kg 

22  1.3ug/kg 



�

23 1,1,2-  1.2ug/kg 

24  1.4ug/kg 

25  1.2ug/kg 

26  1.2ug/kg 

27 1,1,1,2-
 1.2ug/kg 

28 , -  1.2ug/kg 

29 -  1.2ug/kg 

30  1.1ug/kg 

31 1,1,2,2-
 1.2ug/kg 

32 1,2,3-  1.2ug/kg 

33 1,4-  1.5ug/kg 

34 1,2-  1.5ug/kg 

35 2-  

 
- HJ834-2017 

0.06mg/kg 

36 [a,h]  0.1mg/kg 

37  0.1mg/kg 

38  0.09mg/kg 

39 [a]  0.1mg/kg 

40 [a]  0.1mg/kg 

41 [b]  0.2mg/kg 

42 [k]  0.1mg/kg 

43  0.1mg/kg 

44 [1,2,3-cd] 0.1mg/kg 

45  0.09mg/kg 

46 C10-C40  
 C10-C40  

HJ 1021-2019 6mg/kg 

5  

 

3-7  

 
N1 N2 N3 

mg/kg1.5m 3.0m 6.0m 0.5m 0.5m 



�

mg/kg  
 9.78 15.3 5.91 10.5 5.91 60 
 0.11 0.12 0.05 0.15 0.08 65 

 ND ND ND ND ND 5.7 
 18 35 11 30 14 18000 
 22.8 31.5 21.1 27.7 21.2 800 
 0.097 0.143 0.075 0.09 0.111 38 
 27 42 19 31 24 900 

�g/kg  
 ND ND ND ND ND 37 
 ND ND ND ND ND 0.43 

1,1-  ND ND ND ND ND 66 
 ND ND ND ND ND 61 

-1,2-
 ND ND ND ND ND 54 

1,1-  ND ND ND ND ND 9 
-1,2 

 ND ND ND ND ND 96 

 ND ND ND ND ND 0.9 
1,1,1-

 ND ND ND ND ND 840 

 ND ND ND ND ND 2.8 
 ND ND ND ND ND 4 

1,2-  ND ND ND ND ND 5 
 ND ND ND ND ND 2.8 

1,2-  ND ND ND ND ND 5 
 ND ND ND ND ND 12.0 

1,1,2-
 ND ND ND ND ND 2.8 

 ND ND ND ND ND 53 
 ND ND ND ND ND 270 

1,1,1,2-
 ND ND ND ND ND 10 

 ND ND ND ND ND 28 
-
 ND ND ND ND ND 570 

-  ND ND ND ND ND 640 
 ND ND ND ND ND 1200 

1,1,2,2-
 ND ND ND ND ND 6.8 

1,2,3-
 ND ND ND ND ND 0.5 

1,4-  ND ND ND ND ND 20 
1,2-  ND ND ND ND ND 560 

mg/kg  



�

 ND ND ND ND ND 76 
 ND ND ND ND ND 260 

2-  ND ND ND ND ND 2256 
 ND ND ND ND ND 70 
a  ND ND ND ND ND 15 
 ND ND ND ND ND 1293 
b
 ND ND ND ND ND 15 

(k)  ND ND ND ND ND 151 
a  ND ND ND ND ND 1.5 

1,2,3-cd
 

ND ND ND ND ND 15 

a,h
 ND ND ND ND ND  .5 

mg/kg  
 31 37 17 47 36 4500 

 
3-8   

    
 
 %  %

mg/kg  
1  15.3 5.91 9.48 7.60 5 5 100 0 
2  0.15 0.05 0.10 0.06 5 5 100 0 
3  ND ND / / 5 0 0 0 
4  35 11 21.6 17.18 5 5 100 0 
5  31.5 21.1 24.86 17.61 5 5 100 0 
6  0.143 0.075 0.10 0.08 5 5 100 0 
7  42 19 28.60 21.56 5 5 100 0 

ug/kg  
8  ND ND / / 5 0 0 0 
9  ND ND / / 5 0 0 0 

10 1,1-  ND ND / / 5 0 0 0 
11  ND ND / / 5 0 0 0 

12 -1,2-
 ND ND / / 5 0 0 0 

13 1,1-  ND ND / / 5 0 0 0 

14 -1,2 
 ND ND / / 5 0 0 0 

15  ND ND / / 5 0 0 0 

16 1,1,1-
 ND ND / / 5 0 0 0 

17  ND ND / / 5 0 0 0 
18  ND ND / / 5 0 0 0 



�

19 1,2-  ND ND / / 5 0 0 0 
20  ND ND / / 5 0 0 0 
21 1,2-  ND ND / / 5 0 0 0 
22  ND ND / / 5 0 0 0 

23 1,1,2-
 ND ND / / 5 0 0 0 

24  ND ND / / 5 0 0 0 
25  ND ND / / 5 0 0 0 

26 1,1,1,2-
 ND ND / / 5 0 0 0 

27  ND ND / / 5 0 0 0 
28 -  ND ND / / 5 0 0 0 
29 -  ND ND / / 5 0 0 0 
30  ND ND / / 5 0 0 0 

31 1,1,2,2-
 ND ND / / 5 0 0 0 

32 1,2,3-
 ND ND / / 5 0 0 0 

33 1,4-  ND ND / / 5 0 0 0 
34 1,2-  ND ND / / 5 0 0 0 

mg/kg  

35  ND ND / / 5 0 0 0 
36  ND ND / / 5 0 0 0 
37 2-  ND ND / / 5 0 0 0 
38  ND ND / / 5 0 0 0 
39 a  ND ND / / 5 0 0 0 
40  ND ND / / 5 0 0 0 
41 b  ND ND / / 5 0 0 0 
42 (k)  ND ND / / 5 0 0 0 
43 a  ND ND / / 5 0 0 0 

44 1,2,3-cd  ND ND / / 5 0 0 0 

45 a,h
 ND ND / / 5 0 0 0 

 

46 C10~C40  47 17 33.6 20.63 5 5 100 0 

“ND”  

 GB36600-2018

 



�

4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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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T1  117.750502° 39.105698° 12 
/

  

 

T2  117.751018° 39.104403° 12  

 
3-5  

3  

 

A K+ Na+ Ca2+ Mg2+ CO32- HCO3- Cl- SO42-  

B pH



�

17  

C 5  

27  

4  

�

3-10   

     

1 

 

pH GB/T 5750.4-2006/5.1  

2  
32 

HJ 776-2015 

0.07mg/L 
3  0.03 mg/L 
4  0.02 mg/L 
5  0.02 mg/L 
6  

DZ/T 
0064.49-1993 

1.25mg/L 

7  1.25mg/L 

8  GB/T 5750.4-2006/8.1 4mg/L 

9 CaCO3  
EDTA 

GB/T 7477-1987 5mg/L 

10 N
 GB/T 5750.5-2006/10.1 0.001mg/L 

11  HJ 694-2014 0.0003mg/L 

12  32 
HJ 776-2015 

0.01mg/L 
13  0.01mg/L 

14  HJ 694-2014 0.00004mg/L 

15  GB/T 5750.6-2006/11.1 0.0025mg/L 

16  GB/T 5750.6-2006/10.1 0.004mg/L 

17  GB/T 5750.6-2006/9.1 0.0005mg/L 

18  4-
HJ 503-2009 0.0003mg/L 

19 N GB/T 5750.5-2006/9.1 0.02mg/L 



�

20  GB/T 5750.5-2006/1.2 0.19mg/L 

21  GB/T 11896-1989 2.5mg/L 

22  /
HJ 955-2018 0.0005mg/L 

23  GB/T 5750.5-2006/4.1 0.002mg/L 

24  GB/T 11893-1989 0.01mg/L 

25 N HJ/T 346-2007 0.08mg/L 

26  GB/T 5750.7-2006/1.1 0.05mg/L 

27   ( ) HJ 970-2018 0.01mg/L 

5  

3-11   

 
 

 
T1 T2  

pH 7.72 8.02 

GB/T14848-2017  

mg/L  1.10 0.99 

mg/L  0.74 0.95 

mg/L  0.043 0.018 

�g/L  1.6 1.8 

�g/L    

�g/L  0.9 0.6 

�g/L   9 

mg/L  0.30 0.35 

mg/L  1.36 0.93 

mg/L  1.54×104 1.28×104 

mg/L    

mg/L  3.3×104 2.7×104 

mg/L  36.0  36.9 



�

mg/L  9.00×103 7.29×103 

TDS mg/L    

mg/L  9.78 13.1 

mg/L  4.1×103 2.3×103 

mg/L    

mg/L    

mg/L  0.17 0.35 

GB 3838-2002mg/L    

3-12   

      

T1 
GB/T 14848-2017  

pH

TDS   
 

GB 3838-2002      

T2 
GB/T 14848-2017  

pH

TDS
   

 

GB 3838-2002      

T1 pH TDS

T2 pH TDS

GB/T 14848-2017 T1 T2

GB 3838-2002

T1 T2 GB/T 14848-2017

T1 T2

GB/T 14848-2017 T1 T2

GB 3838-2002 T1 T2

GB/T 14848-2017 T1 T2



�

GB/T 14848-2017

 

 

 

 

500m 50m  

3-13    

     m 

1   3
 

 25 

2     205 

3    305 

4     480 

5     480 
 

 

 

 

 
 

1  

P1 TRVOC

DB12/524-2020 1“ -

” NOx

GB16297-1996 2

DB12/059-2018 P2

GB16297-1996

2 H2S NH3

DB12/059-2018 P3

NOx GB16297-1996 2

 

 
 
 
 
 
 



�

3-14   

 (mg/m3) m kg/h   

TRVOC 40 26 8.5* 
DB12/524-2020  20 26 6.78* 

 - 26 1000

DB12/059-2018 NH3 - 26 2.44* 
H2S - 26 0.244* 

 - 26 4.94* 

 60 26 8.44* 

GB16297-1996 
NOx 240 26 3.16* 

 100 26 1.012* 
 9.0 26 0.422* 

 65 26 0.59* 
1 P1 P2 P3 26m DB12/524-2020 GB16297-1996

15m  
2 *P1 P2 P3 20m 30m

 
3 P1 P2 P3 26m 200m 18m

GB16297-1996 200m 5m  
4 P2 P2 26m GB16297-1996

25m  
2  

BOD5

GB39731-2020 1 “

- ” BOD5 DB12/356-2018

GB39731-2020 2 “ -6 ”

3-15     mg/L pH  

 pH SS CODcr BOD5   TOC   

GB 39731-2020 6.0~9.0 400 500 / 20 45 8 70 200 20 

DB12/356-2018 / / / 300 / / / / / / 

 



�

3-16   

      

GB 39731-2020 6
 m3/  3.2 

 
3  

GB12348-2008 3

 

3-17    dB A  

  
 

  
 3  65 55 

GB3096-2008 2

3-17  

3-18    dB A  

  
 

  
 2  60 50 

GB12523-2011

 

3-19    dB(A) 

 
 

 
  

 70 55 GB12523-2011  
4  

(GB 18599-2020)  

GB 18597-2001 2013

  HJ 2025-2012  

2020 12 1  



�

 

 

 

COD

VOCs  

1  

3088.91m3/a  

1  

COD234.34mg/L 18.08mg/L 2.09mg/L

27.20mg/L  

COD=3088.91m3/a×234.34mg/L=0.7239t/a 

=3088.91m3/a×18.08mg/L=0.0558t/a 

=3088.91m3/a×2.09mg/L=0.0065t/a 

=3088.91m3/a×27.20mg/L=0.0840t/a 

2  

GB39731-2020 1 “ -

” COD500mg/L 45mg/L 8mg/L 70mg/L

 

COD=3088.91m3/a×500mg/L=1.5445t/a 

=3088.91m3/a×45mg/L=0.1390t/a 

=3088.91m3/a×8mg/L=0.0247t/a 

=3088.91m3/a×70mg/L=0.2162t/a 

3  

DB12/599-2015 A

COD30mg/L 1.5mg/L 3.0mg/L 0.3mg/L 10mg/L

 

COD=3088.91m3/a×30mg/L=0.0927t/a 

=3088.91m3/a× 7/12 ×1.5mg/L+3088.91m3/a× 5/12 ×3.0mg/L=0.0066t/a

=3088.91m3/a×0.3mg/L=0.0009t/a 

=3088.91m3/a×10mg/L=0.0309t/a 

 



�

2  

 

3-20   

  kg/h
mg/m3  h/a  t/a  

P1 
VOCs 

0.281 14 730 0.205 
0.064 3.19 7344 0.470 

NOx 0.0014 0.070 7344 0.011 
P3 NOx 3.39×10-5 0.015 7344 2.49×10-4 

1  

VOCs =0.205t/a+0.470t/a=0.675t/a 

NOx =0.011t/a+2.49×10-4t/a=0.012t/a 

2  

VOCs =40mg/m3×20100m3/h×7344h×10-9=5.9t/a 

NOx =240mg/m3×20100m3/h×7344h×10-9=35.4t/a 

 

 3-21   

      

 

 m3/a 3088.91 3088.91 3088.91 
COD t/a 0.7239 1.5445 0.0927 

 t/a 0.0558 0.1390 0.0066 
 t/a 0.0065 0.0247 0.0009 
 t/a 0.0840 0.2162 0.0309 

 VOCs t/a 0.675 5.9 0.675 
NOx t/a 0.012 35.4 0.012 

3088.91m3/a

COD0.7239t/a 0.0558t/a 0.0065t/a 0.0840t/a

VOCs 0.675t/a NOx0.012t/a  

 

 

 

 

 



�

 

 
 
 
 

 

1  

 

2  

 

20

 

 

1

 

2

 

3

 

 

3  



�

 

2018

5

1

 

2

 

3

 

4

 

5

 

6

22 6

 

7

 



�

 

4  

0.5kg

20 10kg/d

 

 

1

 

2

3

 

4

48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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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

90% 26m P1

95% 26m P2

PECVD +

26m P3  

4-1   

  kg/h mg/m3   

 

 0.16 7.85 

100%

100%
 

+CO
 

26m
P1

 

 3.10×10-4 0.0154 

TRVOC 0.345 17.19 

 0.345 17.19 

 200  

NOx 0.0014 0.070 

InP

 

 0.00044 0.019 

100%

100%
 

InP

 

26m
P2

 

 2.72×10-7 1.15×10-5 
 7.88×10-5 0.0034 

NH3 7.05×10-6 2.99×10-4 
H2S 1.10×10-6 4.64×10-4 

 200  

PECVD
 

NOx 3.39×10-5 0.015 PECVD

100%
 

+
 

26m
P3

  2.07×10-4 0.094 

 
P1 TRVOC



�

DB12/524-2020 1 -

NOx

GB16297-1996 2

DB12/059-2018

P2

GB16297-1996 2 P2

H2S NH3 DB12/059-2018

P3 NOx

GB16297-1996 2  

 

 

2  

2.1  

NaOH pH

 

 

4-2   

    m3/a  

1    645.84 

pH COD
BOD5 SS

TOC
+

 2    66.53 

pH COD
BOD5 SS

TOC

3   10.37 pH COD



�

 
BOD5 SS

TOC
 

4   
 

21.9 

pH COD
BOD5 SS

TOC
 

5 NaOH
pH   / 2.57 pH CODcr

BOD5 SS 

6    995.76 pH COD
BOD5 SS 

 
7    58.4 pH COD

BOD5 SS 

8    1287.54
pH COD

BOD5 SS
 

9  3088.91 / / 

NaOH

 

4-3    mg/L pH  

 
 

m3/a 
pH CODCr BOD5 SS 

 
TOC 

 

 645.84 6~9 700 500 300 30 / 55 400 50 100
 66.53 6~9 700 500 300 30 / 55 300 50 100
 10.37 6~9 500 250 250 7 5 12 200 15 100
 21.9 6~9 300 200 50 15 / 17 100 10 / 

NaOH
pH  2.57 11 50 20 100 / / / / / / 

 995.76 6~9 50 20 100 / / / / / / 
 58.4 6~9 200 80 400 / / / / / / 
 1287.54 6~9 400 220 200 35 5 50 / / 8 

4-4   
   %  

 10m3/d 
+

+ +
+ +

pH / 
CODcr 66 
BOD5 67 

 



�

+ +  SS 54 
51 
57 
50 

TOC 59 
90 
88 

4-5   

   pH CODc

r 
BOD5 SS NH3-

N TP TOC   

 

(mg/L
) 

747.2
1 

6~
9 

683.5
2 

486.3
2 

291.1
3 29.16 0.0

7 
53.1

3 
378.3

9 
48.2

0 
96.7

9 

%  
0 0 0 0 0 0 0 0 90 0 

(mg/L
) 

6~
9 

683.5
2 

486.3
2 

291.1
3 29.16 0.0

7 
53.1

3 
378.3

9 4.82 96.7

 

(mg/L
) 

6~
9 

683.5
2 

486.3
2 

291.1
3 29.16 0.0

7 
53.1

3 
378.3

9 4.82 96.7

%  
0 2 2 10 0 0 0 2 0 40 

(mg/L
) 

6~
9 

669.8
5 

476.5
9 

262.0
2 29.16 0.0

7 
53.1

3 
370.8

2 4.82 58.0
2 

 

(mg/L
) 

6~
9 

669.8
5 

476.5
9 

262.0
2 29.16 0.0

7 
53.1

3 
370.8

2 4.82 58.0
2 

%  
0 30 25 10 10 10 10 30 0 0 

(mg/L
) 

6~
9 

468.9
0 

357.4
4 

235.8
2 26.24 0.0

6 
47.8

2 
259.5

7 4.82 58.0
2 

 

(mg/L
) 

6~
9 

468.9
0 

357.4
4 

235.8
2 26.24 0.0

6 
47.8

2 
259.5

7 4.82  58.0
2 

%  
0 50 55 10 45 45 45 40 0 0 



�

(mg/L
) 

6~
9 

234.4
5 

160.8
5 

212.2
4 14.43 0.0

3 
26.3

0 
155.7

4 4.82 58.0
2 

 

(mg/L
) 

6~
9 

234.4
5 

160.8
5 

212.2
4 14.43 0.0

3 
26.3

0 
155.7

4 4.82 58.0
2 

%  
0 0 0 10 0 0 0 0 0 0 

(mg/L
) 

6~
9 

234.4
5 

160.8
5 

191.0
2 14.43 0.0

3 
26.3

0 
155.7

4 4.82 58.0
2 

 

(mg/L
) 

6~
9 

234.4
5 

160.8
5 

191.0
2 14.43 0.0

3 
26.3

0 
155.7

4 4.82 58.0
2 

%  
0 0 0 30 0 0 0 0 0 80 

(mg/L
) 

6~
9 

234.4
5 

160.8
5 

133.7
1 14.43 0.0

3 
26.3

0 
155.7

4 4.82 11.6

 

(mg/L
) 

6~
9 

234.4
5 

160.8
5 

133.7
1 14.43 0.0

3 
26.3

0 
155.7

4 4.82 11.6

4-6    mg/L  pH  

  pH CODcr BOD5 SS NH3-N TP TOC 
  

 

747.21 6~9 234.45 160.85 133.71 14.43 0.03 26.30 155.74 4.82 11.6

 995.76 6~9 50 20 100 / / / /� / / 

 58.4 6~9 200 80 400 / / / /� / / 

 1287.54 6~9 400 220 200 35 5 50 /� / 8 

3088.91 6~9 243.34 138.57 155.51 18.08 2.09 27.2 37.66 1.17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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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

COD
BOD5

SS

TOC

 

 

 

DW001
 

+“

+

+

+

+
+

+
”

DW001  

 

2  

3  

pH
COD
BOD5

SS

TOC

 

4  

pH
COD
BOD5

SS

TOC
 

5 

NaOH

pH  

pH
COD
BOD5

SS 

6  

pH
COD
BOD5

SS 
/ / 

7 pH



�

 COD
BOD5

SS 

8  

pH
COD
BOD5

SS

 
4-8   

  

 

/

t/a  

 

  
 

mg/L

1 DW001 117.750406 39.105752 0.3323 / 

pH 6-9 
COD 30 
BOD5 6 

SS 5 
 1.5 3.0
 0.3 
 10 

 1.5 

TOC 12 

 0.5 

    2019  11

39  89 

397

 HJ1031-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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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W 
001 

pH  / / / / 

 

3

 

1 /
 

GB6920 

CODcr  / / / / 
HG828

HJ/T399
HJ/T70 

BOD5  / / / / HJ505 

SS  / / / / GB11901 

  / / / / 
HJ636
HJ667

HJ668 

  / / / / 

HJ535
HJ536
HJ537
HJ665

HJ666 

  / / / / 
GB11896

HJ670
HJ671 

  / / / / HJ637 

TOC  / / / / GB13193-91

  / / / / HJ/T91-2002

 

10m3/d

3.39m3/d “ + + +

+ + + ” pH CODcr SS

TOC GB 39731-2020 “

” BOD5 DB12/356-2018

GB39731-2020

1 “ - ”  

(NaOH)

(HCl)



�

 

 

4-1   

“ + + + + + + ”

 

4-2   

 

1.  

 

2. 1 

pH pH

3. 2 

pH

 

4.  

 



�

5.  

 

6.  

-

 

7.  

 

8.  

 

9.  

 

10.  

 

11.  

 

12.  

99.4%

97%  



�

13.  

97% 85%  

 

4-10     mg/L  pH  

 pH CODcr BOD5 SS TOC 
  

 6~9 �700 �500 �400 �50 �10 �100 �500 �70 �100

 6~9 �350 �300 �200 �35 �8 �70 �200 �8 �20 

 
4-11     mg/L  pH  

 
m3/a pH CODcr BOD5 SS NH3-N TP TOC 

 

 645.84 6~9 700 500 300 30 / 70 400 70 100

 66.53 6~9 700 500 300 30 / 70 300 70 100

 
10.37 6~9 500 250 250 7 5 20 200 20 100

 
21.9 6~9 300 200 50 15 / 15 100 15 / 

NaOH

pH  

2.57 11 50 20 100 / / / / / / 

 995.76 6~9 50 20 100 / / / /� / / 

 58.4 6~9 200 80 400 / / / /� / / 

 1287.54 6~9 400 220 200 35 5 / /� / 8 

 
3088.91 6~9 243.34 138.57 155.51 18.08 2.09 27.2 37.66 1.17 6.1

 
3088.91 6~9 500 300 400 45 8 70 200 20 20

pH CODcr SS GB 
39731-2020 BOD5 DB12/35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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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88.91m3/a 8.58×10-5m3/  3.2m3/   

CODcr SS

GB 39731-2020

“ ” BOD5 DB12/356-2018

GB 39731-2020

 

2.2  

 

226

+ + +

+ + 10 m3/d

15 m3/d DB12/599-2015

A

7.58 m3/d  

10.91m3/d

0.014% 0.007%

 

2017

11

4-13   

 
mg/L  

CODcr BOD5 SS    
 �30 �6 �5 �1.5 3.0  �10 �0.3 



�

 

3  

55d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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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dB(A)  h  

1 

+CO

20100m3/h  
 1 85 10 

 

7344 

2 23600m3/h   1 85 10 7344 

3 2200m3/h   1 75 10 7344 

4 
5800m3/h  1 75 10 7344 

5  3 80 20 

 

7344 

6   1 80 20 

 

7344 

7   1 75 10 

 

7344 

 
 
 
 



�

4-15       m 

   
 

 

+CO

20100m3/h  

102 70 78 44 116 

 23600m3/h  90 70 90 44 128 

 2200m3/h  118 70 62 44 100 

 
5800m3/h  

127 70 53 44 91 

  94 84 86 30 124 

  75 76 105 38 143 
  75 104 105 10 143 

 

Lp=Lp0 20lgr/ro L 

 

Lp  dB A  

Lp0 dB A  

r m  

ro 1m  

L— dB(A)

20dB(A) 10dB(A)  

 

�
�

n

i

piL
1

10/10lg10  

L — dB(A)  

Pi— i dB(A)  

n—  



�

4-16      dB(A) 

      
+CO

20100m3/h  
34.8 38.1 37.1 42.1 33.7 

23600m3/h  35.9 38.1 35.9 42.1 32.9 

2200m3/h  23.6 28.1 29.1 32.1 25 

5800m3/h 22.9 28.1 29.1 32.1 25 

 25.3 21.5 26.0 30.5 22.9 
 22.5 22.4 19.6 28.4 16.9 
 27.5 24.7 24.6 45 21.9 

 39.3 41.7 40.6 50.9 37.3 
 / / / / 57/44 
 / / / / 57.0/44.8 
/  65/55 65/55 65/55 65/55 60/50 

      

GB12348-2008 3

Gb3096-2008 2  

4-17   
    

A  
1m   GB12348 2008 3

 

  GB3096-2008 2

4  

4.1  

S1 S7 S17 S2 S8

S13 S18 S3 S11 S4 S5

S6 S9 S10 S14 S12

S15 S16 KOH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S28  



�

1  

83 0.5kg/ •d 365 

15.15t/a

 

2  

1t/a

3t/a

0.5t/a 1t/a

0.5t/a

2 0.08t/a

3  

a S1 S7 S17

5.76t/a 20% 10% 70%

4.032t/a  

b S2 S8 S13 S18 9.36t/a 3.744t

5.616t 20%

10% 70% 50% 10% 40%

4.87t/a  

c BOE S3 S11 BOE 14.976t/a

BOE 14.9t/a  

    d S4 Cap

2.142t/a 4.212t/a

0.0064t/a 10% 90%

5.71t/a  

e S5 90%

1% 9%

0.10738t/a 0.01t/a  

f S6 (KS5700)



�

(RZX-3308) 2.38% 10%

90% (KS5700) 0.2208t/a

(RZX-3308) 0.144t/a 0.33t/a  

g S9 CW

0.771t/a 10% 90%

0.70t/a  

h S10 S14 N-

lift-off 50%

10% 40% 3.45t/a

1.38t/a  

i S12

90% 1.44t

1.3t/a  

j S15 10%

0.114t/a 0.01t/a  

k S16

30%

0.624t/a 0.44t/a  

l KOH S19 KOH

10% 90% KOH 0.0072t/a KOH

0.0065t/a  

m S21 5t/a  

n S24 4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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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1  
 

HW06 
900-402-06 4.032 

 

 
T I

R 

 

2  
 

HW06 
900-402-06 4.87 

 

   
T I

R 

3 

  

HW32 
900-026-32 19.4 

SiOx    T C 

4  
 

HW17 
336-063-17 1.3    

T I
R 

5  
 

HW34 
900-300-34 5.71 Cap

   C T 

6  
 

HW06 
900-404-06 0.01  

T I
R 

7  
 

HW16 
398-001-16 0.33  T 

8 

  

HW49 
900-047-49 0.70 CW

 

T
C I

R 

9  
 

HW06 
900-404-06 1.38  

T I
R 

10  
HW06 

900-404-06 0.01  
T I

R 



�

 

11  
 

HW35 
900-352-35 0.44  C T 

12 KOH
 

 

HW35 
261-059-35 0.0065 KOH KOH

 C 

13  
 

HW49 
900-041-49 5  T/Tn 

14  

 

HW49 
772-006-49 4 

    
T In 

15  

 

- 0.5 -  - 

 16  - 0.08/2a  - 2
 - 

17  - 0.5 - - 
 

- 

 

18  - 1   
 

- 

19 
 

- 0.5   
 

- 

20  - 3 - -  - 

21  
 

- 15.15 - - -  - 

 
4.2  

4.2.1  

2004

7 1 2020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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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2

 

  

 

 

GB15562.2  

 

 

GB18599-2020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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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0m2

2mm 2mm

�1.0×10-10cm/s

GB1859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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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t  

1 

 

 HW06 900-402-06 1  0.5 1
 

2  HW06 900-402-06 1.2  0.8 1
 

3  HW32 900-026-32 2  1 1
 

4  HW17 336-063-17 0.2 20L
 0.01 1

 

5  HW34 900-300-34 1 20L
 0.05 1

 

6  HW06 900-404-06 0.1 20L
 0.01 1

 

7  HW16 398-001-16 0.2 20L
 0.03 1

 

8  HW49 900-047-49 0.1 20L
 0.01 1

 

9  HW06 900-404-06 0.5 200L
 0.2 1

 

10  HW06 900-404-06 0.1 20L
 0.01 1

 

11  HW35 900-352-35 0.1 20L
 0.04 1

 

12 KOH  HW35 261-059-35 0.1 20L
 0.01 1

 

13  HW49 900-041-49 3 200L
 0.5 1

 



�

14  HW49 772-006-49 3 20L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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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a+ Ca2+ Mg2+ CO32-

HCO3- Cl- SO42-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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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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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3
2- HCO3

- Cl-

SO4
2- pH

25
 
 

 

20

2 T2    

2 ,

 

 

 

1 1- 1 2- 1 1- -1 2-

-1 2- 1 2- 1 1 1 2- 1 1 2 2-

1 1 1- 1 1 2- 1 2

3- 1 2- 1 4-

+ 2- [a] [a]

[b] [k] [a,h] [1,2,3-cd] pH

C10-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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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4-22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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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编制依据 

1.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4]第 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5]第 3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6]第 4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4）国务院令[2017]第 682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5）国发[2013]37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6）环发[2013]104 号《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 

（7）国发[2018]22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 

（8）环大气[2017]121 号《关于印发<“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 

（9）环大气[2019]53 号《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的通知》； 

（10）环大气[2020]33 号《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11）环大气[2020]61 号《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2020-2021

年秋冬季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12）天津市人大常委会[2015]第 8 号《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修正）； 

（13）天津市人民政府令[2006]第 100 号《天津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

定》； 

（14）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津环保监理[2002]71 号）《关于加强我市排放口

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 

（15）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津环保监测[2007]57 号）《关于发布〈天津市污

染源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的通知》； 

（16）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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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政办规[2020]22 号）； 

（17）关于印发《天津市“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

函（津气分指函[2018]18 号）； 

（18）天津印发《天津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2018-2020 年）》； 

（19）《关于印发天津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 年工作计划的通知》（津

污防攻坚指[2020]3 号）； 

（20）关于贯彻落实《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工作的通知（津

污防气函〔2019〕7 号）。 

1.1.2 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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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准则》，HJ884-2018； 

（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HJ942-2018。 

1.1.3 技术依据 

（1）华慧科锐（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项目技术资料 

1.2 评价内容、工作等级、范围及重点 

1.2.1 评价内容 

根据对建设项目环境特征的调查和项目自身的特性，以及参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确定本次专项评价为大气

环境影响评价，同时确定本次专项评价评价因子为挥发性有机物 VOCs（以

TRVOC 及非甲烷总烃表征）、颗粒物、NOx、丙酮、乙酸丁酯、氯化氢、氯气、

氟化物、氨气、硫化氢和臭气浓度。 

1.2.2 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 5.2 节计算结果可知，本项目污染物占标率最高为有组织 TRVOC，占

标率为 0.78%；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本项

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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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本项目大气环境

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不需设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大气评价范围取 500m。  

1.2.4 评价重点 

评价重点为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并重点分析本项目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可

行性。 

1.3 评价标准 

1.3.1 环境质量标准 

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环境空气二类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执行《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NOx、氟化物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附录 A 二级，丙酮、氯、氨、氯化氢、硫化氢和 TRVOC

参照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中的标准，

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标准限值。具体标准限值详

见表 1-5。 

表 1-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限值 

污染物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μg/m³） 标准来源 

PM2.5 
年平均 

日平均 

35 

7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PM10 
年平均 

日平均 

70 

150 

SO2 

年平均 

日平均 

1 小时平均 

60 

150 

500 

NO2 

年平均 

日平均 

1 小时平均 

40 

80 

200 

CO 
24 小时平均 

1 小时平均 

4mg/m3 

10mg/m3 

O3 
8 小时平均 

1 小时平均 

160 

200 

NOx 

年平均 

日平均 

1 小时平均 

50 

100 

250 

氟化物 

1 小时平均 

24 小时平均 

月平均 

20
①

 

7 

3.0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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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μg/m³） 标准来源 

植物生长季平均 2.0 

非甲烷总烃 一次值 200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详解》 

丙酮 1 小时平均 80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

录 D 

氯 1 小时平均 100 

氨 1 小时平均 200 

氯化氢 1 小时平均 50 

硫化氢 1 小时平均 10 

TVOC 8 小时平均 600 

注：①适用于城市地区，③适用于农业和林业区。 

1.3.2 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项目 P1 排气筒排放的 TRVOC 和非甲烷总烃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 1 “电子工业-电子元器件、平板显示器、

电真空及光电子器材、电子专用材料、电子终端产品”标准，NOx 执行《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乙酸丁酯、臭气

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P2 排气筒排放的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氯化氢、氟化物、氯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排放的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 H2S、NH3 和臭气浓度执行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相关标准；P3 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

（石英粉尘）和 NOx 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具体数值详见下表。 

表 1-2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mg/m3) 
排气筒（m） 

最高允许排放速

率（kg/h） 

标准 

TRVOC 40 26 8.5* 
DB12/524-2020 

非甲烷总烃 20 26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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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浓度 - 26 1000（无量纲） 

DB12/059-2018 
NH3 - 26 2.44* 

H2S - 26 0.244* 

乙酸丁酯 - 26 4.94* 

颗粒物（石英

粉尘） 
60 26 8.44* 

GB16297-1996 

NOx 240 26 3.16* 

氯化氢 100 26 1.012* 

氟化物 9.0 26 0.422* 

氯气 65 26 0.59* 

注：（1）本项目 P1、P2、P3 三根排气筒高度均为 26m，满足 DB12/524-2020 和 GB16297-1996

标准中规定的新建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 的要求， 

（2）*P1、P2、P3 三根排气筒高度均在 20m 和 30m 之间，采用内插法计算最高允许排放速

率。 

（3）P1、P2、P3 排气筒高度 26m，周围 200m 范围内最高建筑物为本项目厂房，高度 18m，

满足 GB16297-1996 中规定的高出周围 200m 范围的建筑 5m 以上的要求。 

（4）P2 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中有氯气，P2 排气筒高度为 26m，满足 GB16297-1996 中规定

的排放氯气的排气筒不得低于 25m 的要求。 

 

1.4 保护目标 

通过 AERSCREEN 估算模型分析，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本次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不需设置大气环境影响评

价范围。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

大气评价范围取 500m，综合考虑报告表，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如下： 

表 1-3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

位 

相对厂界距

离 m 

1 
天津滨海旅

游区管委会 
行政办公区 

大气、声环

境 

大气二类

区、声环境 3

类功能区 

西北 25 

2 
东方文化广

场 
居民区 大气 大气二类区 西南 205 

3 金东海新城 在建居民区 大气 大气二类区 东北 305 

4 煦园 居民区 大气 大气二类区 东北 480 

5 畅景公寓 居民区 大气 大气二类区 东北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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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分析 

2.1 工艺流程及产排污节点 

工艺流程及产排污节点分析详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工程分析章节。 

2.2 主要废气污染源分析 

本项目光电子芯片生产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经有机管道收集后，由一套沸

石转轮+CO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净化效率 90%），后通过一根 26m 高排气筒P1 排放；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气经酸性管道收集，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

经管道收集后，一并经一套碱液洗涤塔喷淋吸收洗涤后（处理效率为95%），通过

一根 26m 高排气筒 P2 排放；PECVD 沉积废气由与设备后端直接相连的电燃烧和水洗

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26m 高排气筒P3 排放。本项目废气产生及治理情况如下： 

表 2-1  本项目生产线所有废气产生及治理情况 

生产

线 
废气名称 

产生污染

物 
收集方式 主要排放污染物 

处理措施及

排放去向 

光电

子芯

片生

产线 

清洗（G2、G7、

G9）、去胶

（G11）、去蜡

（G16）废气 

丙酮、异丙

醇、N-甲基

吡咯烷酮 

与通风橱相连的

管道收集 

丙酮、TRVOC、非

甲烷总烃 

经 1 套沸石

转轮+CO 催

化燃烧装置

处理，处理

后经一根

26m 高排气

筒 P1 排放 

金属剥离废气

（G14） 
异丙醇 

与自动剥离机相

连的管道收集 

TRVOC、非甲烷总

烃 

光刻涂敷废气

（G5） 

六甲基二

硅氮烷 

与烘箱相连的管

路收集 

TRVOC、非甲烷总

烃、NOx 

上胶废气

（G6） 
TRVOC 

与匀胶机和烘箱

相连管路收集 

TRVOC、非甲烷总

烃 

显影废气

（G8） 
TRVOC 

与显影机相连的

管道收集 

TRVOC、非甲烷总

烃 

蚀刻去胶

（G11）和剥

离废气（G14） 

N-甲基吡

咯烷酮 

与自动 lift-off 机

相连的管道收集 

TRVOC、非甲烷总

烃 

上蜡废气

（G15） 

乙酸丁酯、

脂肪酸酯

类溶剂等 

与涂布机和烘箱

相连的管道收集 

乙酸丁酯、TRVOC、

非甲烷总烃 

去蜡废气 TRVOC 
与通风橱相连的

管道收集 

TRVOC、非甲烷总

烃 

PECVD 沉积

废气（G4） 

SiH4、N2O、

N2、Ar、

SiO2 

PECVD 设备管

路收集 

颗粒物（石英粉

尘）、NOx 

经 PECVD

后端电燃烧

和水洗装置

后，经一根

26m 高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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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 P3 排放 

酸洗（G1）和

湿蚀刻废气

（G3、G13） 

氟化氢、氟

化铵、氯化

氢 

与通风橱相连的

管道收集 
氯化氢、氟化物 / 经碱液

洗涤塔

喷淋吸

收，处

理后经

一根

26m 高

排气筒

P2排放 

InP 刻蚀废气

（G12） 

CH4、H2、

Cl2、Ar、

BCl3、N2 

与 ICP 机相连的

管道收集 
氯气 S

水

洗 掩膜蚀刻废气

（G10） 

CHF3、

CF4、SF6 

与 ICP 机相连的

管道收集 
氟化物 

污水

处理

设施 

污水处理设施

废气（G17） 
NH3、H2S 管道收集 

NH3、H2S、臭气浓

度 
/ 

 

2.2.1 有组织废气源强计算 

本项目建成后，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酸洗废气G1、有机液清洗废气G2、蚀刻废

气G3、PECVD 燃烧废气 G4、光刻涂敷废气 G5、上胶废气G6、清洗保养废气（G7、

G9）、显影废气G8、掩膜蚀刻废气G10、去胶废气G11、InP 刻蚀废气G12、SiOx 去除

废气G13、剥离废气G14、研磨抛光废气G15、去蜡废气G16和污水处理设施废气G17。 

（一）有机废气源强核算（P1 排气筒） 

 

具体计算过程涉密，不予公开 

 

本项目有机废气经管道收集后，经一套沸石转轮+CO 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净化

效率90%）后，通过一根 26m高排气筒P1排放。本项目所有工序均可同时进行，当所

有工序同时开启时，P1 排气筒排放 TRVOC 和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和排放浓度最大。

P1 排气筒排放的有机废气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11  P1排气筒废气产排情况一览表 

产污工

序 

排气 

筒编

号 

污染物 

产生情况 

风量

（m3/

h） 

年工 

时数

（h/a） 

排放情况 

产生

量

kg/a 

产生

浓度

mg/

m3 

产生

速率

kg/h 

排放

量

kg/a 

排放

浓度

mg/

m3 

排放

速率

kg/h 

合计 
P1（26 

m） 

丙酮 1152 
78.5

1 
1.58 

20100 / 

115.2 7.85 0.16 

乙酸丁

酯 
22.8 

0.15

4 

3.10

× 

10-3 

2.28 
0.015

4 

3.10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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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VOC 6773.6 
171.

9 
3.45 677.36 17.19 0.345 

非甲烷

总烃 
6773.6 

171.

9 
3.45 677.36 17.19 0.345 

NOx 10.32 
0.07

0 

0.00

14 
7344 10.32 0.070 

0.001

4 

 

 

（二）酸性气体源强核算（P2 排气筒） 

 

具体计算过程涉密，不予公开 

 

本项目酸洗、湿蚀刻废气和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经酸性管道收集后，经

一套碱液洗涤塔喷淋吸收洗涤后（处理效率为 95%），通过一根 26m 高排气筒P2 排

放；InP 刻蚀废气和掩膜蚀刻废气经与 ICP 机台后相接的水洗处理设备水洗后，进入酸

洗集气管路，经碱液洗涤塔喷淋吸收洗涤后（处理效率为 95%），通过一根26m 高排

气筒P2 排放。P2 排气筒排放的有机废气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18  P2排气筒废气产排情况一览表 

产

污

工

序 

排

气 

筒

编

号 

污染

物 

产生情况 

风量

（m3/

h） 

年工 

时数

（h/a） 

排放情况 

产生

量

kg/a 

产生

浓度

mg/m3 

产生速

率 kg/h 

排放

量kg/a 

排放浓

度

mg/m3 

排放速

率 kg/h 

合

计 

P2

（2

6 

m） 

氯化

氢 
6.424 0.37 0.0088 

23600 

730 0.32 0.019 0.00044 

氯气 0.04 
2.30× 

10-4 

5.45× 

10-6 
7344 0.002 

1.15× 

10-5 

2.72× 

10-7 

氟化

物 
7.662 0.067 0.0016 / 0.384 0.0034 

7.88×10

-5 

NH3 1.04 
5.97×1

0-3 

1.41×10-

4 
7344 

0.052 
2.99×10-

4 

7.05×10-

6 

H2S 0.0402 
2.32×1

0-4 

5.48×10-

6 
0.008 

4.64×10-

4 

1.10×10-

6 

 

（三）P3 排气筒废气源强核算 

 

具体计算过程涉密，不予公开 



9 

 

 

本项目建成后，P1、P2、P3 三根排气筒废气产排情况如下。 

表2-20  本项目排气筒废气产排情况一览表 

排

气 

筒

编

号 

污染物 

产生情况 

风量

（m3/h） 

废气

处理

设施 

排放情况 

产生

量

kg/a 

产生浓

度

mg/m3 

产生速

率 kg/h 

排放

量

kg/a 

排放浓

度

mg/m3 

排放速

率 kg/h 

P1

（2

6 

m） 

丙酮 1152 78.51 1.58 

20100 

沸石

转轮

+CO

催化

燃烧

装置 

115.2 7.85 0.16 

乙酸丁

酯 
22.8 0.154 

3.10× 

10-3 
2.28 0.0154 

3.10×10-

4 

TRVO

C 

6773.

6 
171.9 3.45 

677.3

6 
17.19 0.345 

非甲烷

总烃 

6773.

6 
171.9 3.45 

677.3

6 
17.19 0.345 

NOx 10.32 0.070 0.0014 20100 / 10.32 0.070 0.0014 

P2

（2

6 

m） 

氯化氢 6.424 0.37 0.0088 

23600 

碱液

洗涤

塔

（In

P 刻

蚀和

掩膜

蚀刻

水洗

后进

入碱

喷

淋） 

0.32 0.019 0.00044 

氯气 0.04 
2.30× 

10-4 

5.45× 

10-6 
0.002 

1.15× 

10-5 

2.72× 

10-7 

氟化物 7.662 0.067 0.0016 0.384 0.0034 
7.88×10-

5 

NH3 1.04 
5.97×10-

3 

1.41×10-

4 
0.052 

2.99×10-

4 
7.05×10-6 

H2S 
0.040

2 

2.32×10-

4 

5.48×10-

6 
0.008 

4.64×10-

4 
1.10×10-6 

P3 

颗粒物 15.21 0.94 0.0021 

2200 

电燃

烧+

水洗

装置 

1.521 0.094 
2.07×10-

4 

NOx 24.9 1.54 0.0034 0.249 0.015 
3.39×10-

5 

注：PECVD 沉积过程产生的NOx 由与机器相连的电燃烧装置处理，光刻涂敷过程中产生的NOx 是

由于六甲基二硅氮烷燃烧产生。 

 

本项目溶液配制、清洗和浸泡操作都在通风橱内进行，通风橱分为有机通风橱和

酸性通风橱两类，有机通风橱排风管道连接有机废气集气管路，酸性通风橱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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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连接酸式废气集气管路。由于只有操作过程需半拉开通风橱挡板，其余过程

通风橱挡板均关闭，且与通风橱相连的管道一直保持向外抽风状态，通风橱内始

终保持微负压状态，可基本杜绝无组织排放。其他工序均在密闭设备中进行，产

生的废气均通过与设备相连的管道排到整体收集管路，杜绝了无组织排放。 

2.2.2 臭气浓度 

 

具体计算过程涉密，不予公开 

 

综上，本项目废气产生情况一览表如下： 

表 2-22  废气产生情况一览表 

产污环节 污染物种类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收集效率 治理措施 排放方式 

清洗、去

胶、剥离、

上胶、显

影、上蜡、

去蜡等 

丙酮 0.16 7.85 

与通风橱

相连的管

道 100%

收集，与

设备相连

的管道

100%收

集 

沸石转轮

+CO 催化

燃烧装置 

有组织排

放，26m 排

气筒 P1 排

放 

乙酸丁酯 3.10×10-4 0.0154 

TRVOC 0.345 17.19 

非甲烷总烃 0.345 17.19 

臭气浓度 ＜200（无量纲） 

NOx 0.0014 0.070 

酸洗、湿蚀

刻、InP 刻

蚀、掩膜蚀

刻、污水处

理站 

氯化氢 0.00044 0.019 与通风橱

相连的管

道 100%

收集，与

设备相连

的管道

100%收

集 

碱液喷淋

塔（InP 刻

蚀和掩膜

蚀刻水洗

后进入碱

喷淋） 

有组织排

放，26m 排

气筒 P2 排

放 

氯气 2.72×10-7 1.15×10-5 

氟化物 7.88×10-5 0.0034 

NH3 7.05×10-6 2.99×10-4 

H2S 1.10×10-6 4.64×10-4 

臭气浓度 ＜200（无量纲） 

PECVD 沉

积 
NOx 3.39×10-5 0.015 

与

PECVD

设备相连

的管道

100%收

集 

电燃烧+水

洗装置 

有组织排

放，26m 排

气筒 P3 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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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及评价 

本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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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

求。本评价引用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 2019 年各月天津市环境空气质量月报

数据资料对建设地区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进行分析，检测结果见下表。 

表 3-1  2019 年天津滨海新区空气质量监测结果（μg/m3） 

项目 PM2.5 PM10 SO2 NO2 CO（mg/m3） O3 

1 月 80 107 18 62 2.9 62 

2 月 73 89 13 46 2.1 74 

3 月 53 80 11 48 1.6 103 

4 月 49 81 11 41 1.1 153 

5 月 38 78 11 38 1.1 192 

6 月 42 63 9 32 1.3 238 

7 月 43 53 6 25 1.1 220 

8 月 26 44 8 31 1.2 178 

9 月 40 70 12 44 1.4  212 

10 月 45 71 10 48 1.3 133 

11 月 50 85 13 56 1.6 58 

12 月 62 76 10 56 2.4 54 

年均值 50 75 11 44 1.6 140 

二级标准

（年均值） 

35 70 60 40 4 160 

达标状况 不达标 不达标 达标 不达标 达标 达 

表 3-2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分析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2019现状浓度 标准值 占标率 达标情况 

PM10（μg/m3） 年平均质量浓度 75 70 107.14% 不达标 

PM2.5（μg/m3） 年平均质量浓度 50 35 142.86% 不达标 

SO2（μg/m3） 年平均质量浓度 11 60 18.33% 达标 

NO2（μg/m3） 年平均质量浓度 44 40 110.00% 不达标 

CO（mg/m3） 24 小时平均质量浓度 1.6 4 40.00% 达标 

O3（μg/m3） 8 小时平均质量度 140 160 87.50% 达标 

注：SO2、NO2、PM10、PM2.5 4 项污染物为浓度均值，CO 为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

位数，O3 为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 

 

根据上表，该地区环境空气基本污染物指标中 SO2 年平均浓度为 11μg/m3、

CO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为 1.6mg/m3，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为 140μg/m3，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

二级标准要求，NO2 年平均浓度为 44μg/m3、PM2.5 年平均浓度为 50μg/m3、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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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浓度为 75μg/m3，均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

准要求。因此本项目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域。 

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天津市大力推进《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 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2020-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气〔2020〕61 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办

发〔2019〕40 号）等工作的实施，通过加强施工扬尘管理、逐步淘汰燃煤锅炉、

推进热电联产以及锅炉煤改燃等措施全面落实，加快以细颗粒物（PM2.5）为重

点的大气污染治理，改善本市大气环境质量，减少重污染天数，实现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大气环境影响评

价等级为三级时，不需要进行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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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1）扬尘来源 

本项目在租赁的滨旅产业园二区 6 号厂房的一层、二层内进行装修改造，并

在室外建设污水处理装置，过程中需要挖土施工。土方挖掘扬尘及现场堆放工程

土产生扬尘，建筑材料以及施工垃圾的清理及堆放产生扬尘，运输车辆以及施工

机械往来造成道路扬尘。 

（2）扬尘影响 

施工扬尘的大小与施工现场条件，施工管理水平，施工机械化程度及施工季

节，建设地区土质及天气等诸多因素有关。鉴于目前尚无精确的公式来推导施工

扬尘的排放量，故本评价采用类比法对施工过程可能产生的扬尘情况进行分析。 

本评价采用类比法用同类项目施工现场的实测数据来说明施工扬尘对环境

的影响。该工地的扬尘监测结果见表 4-1，建筑扬尘浓度随距离的变化曲线见图

4-1。 

表 4-1  施工扬尘监测结果    mg/m3 

监测地点 
总悬浮 

颗粒物 

标准浓度限值

* 
气象条件 

未施工区域 0.268 

0.30 

气温：15℃ 

大气压：769mmHg 

风向：西南风 

天气：晴 

风力：二级 

施工区域 0.481 

施工区域下风向 30m 0.395 

施工区域下风向 50m 0.301 

施工区域工地下风向 100m 0.290 

施工区域工地下风向 150m 0.217 

*标准浓度限值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TSP环境空气质量二级。 

 

图 4-1  施工扬尘污染随距离变化图 



14 

 

由表 4-1 和图 4-1 可见，施工工地内部总悬浮颗粒物 TSP 可达 481μg/m3以

上，远超过日均值 300μg/m3，同时本项目工程施工期将会使施工区域近距离范

围内 TSP 浓度显著增加，距施工场界 50m 范围之内区域的 TSP 浓度均超过《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随着距离的增加，TSP 浓度逐渐减少，

距离达到 100~150m 时，TSP 浓度已十分接近上风向的浓度值，可以认为在该气

象条件下，建筑施工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范围为 150m 左右。 

本项目建设地点年平均风速大约为 3.6m/s，施工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范围为

150m 左右。现场踏勘可知，施工期内距本项目最近敏感点为滨海新区旅游区投

资服务中心，位于项目上风向西北侧 25m 处，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预计不会

对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3）防治措施 

为保护好空气环境质量，减轻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在装修

改造过程中应加强管理，制定并实施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方案，严格落实

《天津市大气污染物防治条例》（[2002]19 号）、《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防治

扬尘管理暂行办法》（[2004]149 号）、《天津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天

津市人民政府令第 100 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清新空气行动方案

的通知》（津政发（2013）35 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办规〔2020〕22 号）、将施工扬尘污染控制情况

纳入建筑企业信用管理系统，作为招投标的重要依据，采取相应的施工扬尘污染

的控制措施减少空气污染，将施工期扬尘污染降低到最小限度。根据以上文件要

求并根据本工程具体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1）施工现场设立施工环境保护宣传牌，并在施工方案中明确防止遗撒污染

环境的措施，建设工程应设置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并保证专款专用； 

2）本项目在室内施工，施工现场土方集中堆放并采取覆盖或者固化等措施，

施工现场采取洒水措施； 

3）施工单位运输工程渣土、泥浆、建筑垃圾及砂、石等散体建筑材料，应

全部采用密闭运输车辆，并按指定路线行驶； 

4）建筑垃圾、弃土及时清运，减少产尘源点； 

5）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应使用预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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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重污染天气下，按照各责任部门和各区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预警信息，

启动工业企业、各类施工工地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因施工活动是短期的，因此施工扬尘的影响也是暂时的，随着施工期的结束，

扬尘污染也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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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5.1 污染物达标排放分析 

本项目产生有机废气经有机管道收集后，由一套沸石转轮+CO 催化燃烧装置

处理（净化效率 90%），后通过一根 26m 高排气筒 P1 排放；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酸性废气经酸性管道收集，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经管道收集后，一并经一

套碱液洗涤塔喷淋吸收洗涤后（处理效率为95%），通过一根 26m 高排气筒P2排放；

本项目PECVD沉积废气经与生产设备相连接的电燃烧+水洗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26m

高排气筒P3排放。以最大排放速率说明各类废气排放达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1 本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气达标排放基本情况 

排气筒

编号 

排气筒

高度

（m） 

污染因子 

实际排放 标准 
是否

达标 
速率 

（kg/h）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浓度 

（mg/m3） 

P1 26 

乙酸丁酯 
3.10×10

-4 
0.0154 4.94 / 

达标 

NOx 0.0014 0.070 3.16 240 达标 

TRVOC 0.345 17.19 8.5 4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0.345 17.19 6.78 20 达标 

臭气浓度 ＜200（无量纲） 1000（无量纲） 达标 

P2 26 

氯化氢 0.00044 0.019 1.012 100 达标 

氯气 2.72×10-7 1.15×10-5 0.59 65 达标 

氟化物 7.88×10-5 0.0034 0.422 9.0 达标 

NH3 7.05×10-6 2.99×10-4 2.44 / 达标 

H2S 1.10×10-6 4.64×10-4 0.244 / 达标 

臭气浓度 ＜200（无量纲） 1000（无量纲） 达标 

P3 26 

颗粒物（石

英粉尘） 
2.07×10-4 0.094 8.44 60 达标 

NOx 3.39×10-5 0.015 3.16 240 达标 

 

综上，本项目 P1 排气筒排放的 TRVOC 和非甲烷总烃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 1 “电子工业-电子元器件、平板显示

器、电真空及光电子器材、电子专用材料、电子终端产品”的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NOx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

限值要求，乙酸丁酯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

规定的相关标准限值要求。P2 排气筒排放的氯化氢、氟化物、氯气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限值要求，P2

排气筒排放的 H2S、NH3 和臭气浓度的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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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12/059-2018）规定的相关标准限值要求；P3 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石英粉

尘）和 NOx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

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5.2 评价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本次评价采用推

荐的 AERSCREEN 估算模型对本项目评价等级进行判定。 

根据前述工程分析，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排气筒 P1 排放的 TRVOC、

非甲烷总烃、NOx、丙酮、乙酸丁酯、臭气浓度，P2 排气筒排放的氯化氢、氯

气、氟化物、氨气、硫化氢和臭气浓度和 P3 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和 NOx。筛选

有环境质量标准的因子进行估算模型计算，故本次评价选取 TRVOC、非甲烷总

烃、NOx、丙酮、颗粒物、氯化氢、氯气、氟化物、氨气和硫化氢作为等级判

定因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计算污染

物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Pi（第 i 个污染物）。计算公式如下： 

Pi＝（Ci/Coi）×100% 

式中：Pi－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Ci－采用估算模式计算出的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mg/m³； 

Coi－第 i 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mg/m³。 

相关参数如下： 

表 5-2  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表 

评价因子 评价时段 标准值（mg/m3） 标准来源 

PM10 运营期 0.4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氟化物 运营期 0.02 

NOx 运营期 0.25 

非甲烷总烃 运营期 2.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 

TVOC 运营期 1.2 

《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 D 

氯 运营期 0.1 

氨 运营期 0.2 

氯化氢 运营期 0.05 

硫化氢 运营期 0.01 

丙酮 运营期 0.8 

 

本项目估算模型参数选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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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本项目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依据 

城市/农村选

项 

城市/农村 城市 项目属于城市规划区 

人口数（城市选项

时） 
298.3 万 

根据《天津统计年鉴 2019》，天津市

滨海新区 2018 年年末常住人口数为

298.34 万，本次取 298.3 万 

最高环境温度/℃ 40.6 
依据发布的 20 年气象统计数据 

最低环境温度/℃ -19.5 

土地利用类型 城市 项目位于城市规划区 

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湿度气候 天津属于中等湿度气候 

是否考虑地

形 

考虑地形 不考虑 

/ 地形数据分辨率
/m 

/ 

是否考虑岸

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不考虑 / 

本项目涉及主要污染源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5-4  点源参数表 

排气

筒编

号 

排气

筒高

度 m 

排气筒

出口内

径 m 

排气

量
m3/h 

烟气流

速 m/s 

烟气

温

度℃ 

年排

放小

时数 h 

排放

工况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P1 26 0.8 20100 11.108 25 7344 连续 

TRVOC 0.345 

非甲烷总烃 0.345 

丙酮 0.16 

NOx 0.0014 

P2 26 0.8 23600 13.04 25 7344 连续 

氯化氢 0.00044 

氯气 2.72×10-7 

氟化物 7.88×10-5 

NH3 7.05×10-6 

H2S 1.10×10-6 

P3 26 0.25 2200 12.45 25 7344 连续 
颗粒物 2.07×10-4 

NOx 3.39×10-5 

采用估算模式进行计算，其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19 

 

 

表 5-5  P1 排气筒估算模型计算结果 

下风向距离m 

P1 

TRVOC 非甲烷总烃 丙酮 NOx 

浓度 mg/m3 占标率% 浓度 mg/m3 占标率% 浓度 mg/m3 占标率% 浓度 mg/m3 占标率% 

50 5.85×10-3 0.49 5.85×10-3 0.29 2.71×10-3 0.34 2.38×10-5 0.01 

100 3.61×10-3 0.30 3.61×10-3 0.18 1.67×10-3 0.21 1.46×10-5 0.01 

200 4.40×10-3 0.37 4.40×10-3 0.22 2.04×10-3 0.26 1.79×10-5 0.01 

300 3.97×10-3 0.33 3.97×10-3 0.20 1.88×10-3 0.23 1.61×10-5 0.01 

400 3.87×10-3 0.32 3.87×10-3 0.19 1.79×10-3 0.22 1.57×10-5 0.01 

500 3.40×10-3 0.28 3.40×10-3 0.17 1.58×10-3 0.20 1.38×10-5 0.01 

1000 1.77×10-3 0.15 1.77×10-3 0.09 8.22×10-4 0.10 7.19×10-6 0.00 

1500 1.10×10-3 0.09 1.10×10-3 0.05 5.09×10-4 0.06 4.46×10-6 0.00 

2000 7.64×10-4 0.06 7.64×10-4 0.04 3.55×10-4 0.04 3.10×10-6 0.00 

2500 5.72×10-4 0.05 5.72×10-4 0.03 2.65×10-4 0.03 2.32×10-6 0.00 

5000 2.25×10-4 0.02 2.25×10-4 0.01 1.04×10-4 0.01 9.14×10-7 0.00 

10000 9.23×10-5 0.01 9.23×10-5 0.00 4.28×10-5 0.01 3.75×10-7 0.00 

20000 3.54×10-5 0.00 3.54×10-5 0.00 1.64×10-5 0.00 1.44×10-7 0.00 

25000 2.57×10-5 0.00 2.57×10-5 0.00 1.19×10-5 0.00 1.04×10-7 0.00 

Pmax（28m

处） 
9.39×10-3 0.78 9.39×10-3 0.47 4.36×10-3 0.54 3.81×10-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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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P1 排气筒有组织废气排放预测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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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P2 排气筒估算模型计算结果 

下风向距

离 m 

P2 

氯化氢 氟化物 氯气 NH3 H2S 

浓度 mg/m3 占标率% 浓度 mg/m3 占标率% 浓度 mg/m3 占标率% 浓度 mg/m3 
占标

率% 
浓度 mg/m3 占标率% 

50 6.95×10-6 0.01 1.25×10-6 0.01 4.30×10-9 0.00 1.71×10-7 0.00 1.74×10-8 0.00 

100 4.60×10-6 0.01 8.24×10-7 0.00 2.84×10-9 0.00 7.37×10-8 0.00 1.15×10-8 0.00 

200 5.61×10-6 0.01 1.00×10-6 0.01 3.47×10-9 0.00 8.99×10-8 0.00 1.40×10-8 0.00 

300 5.06×10-6 0.01 9.06×10-7 0.00 3.13×10-9 0.00 8.10×10-8 0.00 1.26×10-8 0.00 

400 4.94×10-6 0.01 8.84×10-7 0.00 3.05×10-9 0.00 7.91×10-8 0.00 1.23×10-8 0.00 

500 4.34×10-6 0.01 7.77×10-7 0.00 2.68×10-9 0.00 6.95×10-8 0.00 1.08×10-8 0.00 

1000 2.26×10-6 0.00 4.05×10-7 0.00 1.40×10-9 0.00 3.62×10-8 0.00 5.65×10-9 0.00 

1500 1.40×10-6 0.00 2.51×10-7 0.00 8.66×10-10 0.00 2.24×10-8 0.00 3.50×10-9 0.00 

2000 9.75×10-7 0.00 1.75×10-7 0.00 6.03×10-10 0.00 1.56×10-8 0.00 2.44×10-9 0.00 

2500 7.30×10-7 0.00 1.31×10-7 0.00 4.51×10-10 0.00 1.17×10-8 0.00 1.82×10-9 0.00 

5000 2.87×10-7 0.00 5.51×10-8 0.00 1.78×10-10 0.00 4.60×10-9 0.00 7.18×10-10 0.00 

10000 1.17×10-7 0.00 2.10×10-8 0.00 7.25×10-11 0.00 1.88×10-9 0.00 2.93×10-10 0.00 

20000 4.53×10-8 0.00 8.12×10-9 0.00 2.80×10-11 0.00 7.26×10-10 0.00 1.13×10-10 0.00 

25000 3.29×10-8 0.00 5.90×10-9 0.00 2.04×10-11 0.00 5.28×10-10 0.00 8.24×10-11 0.00 

Pmax（25m

处） 
1.06×10-5 0.02 1.91×10-6 0.01 6.58×10-9 0.00 1.71×10-7 0.00 2.66×10-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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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P2 排气筒有组织废气排放预测结果图 

 

表 5-7  P3 排气筒估算模型计算结果 

下风向距离 m 

P3 

颗粒物（石英粉尘） NOx 

浓度 mg/m3 占标率% 浓度 mg/m3 占标率% 

50 5.00×10-6 0.00 8.18×10-7 0.00 

100 2.28×10-6 0.00 3.74×10-7 0.00 

200 2.64×10-6 0.00 4.32×10-7 0.00 

300 2.38×10-6 0.00 3.90×10-7 0.00 

400 2.32×10-6 0.00 3.80×10-7 0.00 

500 2.04×10-6 0.00 3.34×10-7 0.00 

1000 1.06×10-6 0.00 1.74×10-7 0.00 

1500 6.59×10-7 0.00 1.08×10-7 0.00 

2000 4.59×10-7 0.00 7.51×10-8 0.00 

2500 3.43×10-7 0.00 5.62×10-8 0.00 

5000 1.35×10-7 0.00 2.21×10-8 0.00 

10000 5.21×10-8 0.00 8.53×10-9 0.00 

20000 1.92×10-8 0.00 3.14×10-9 0.00 

25000 1.38×10-8 0.00 2.26×10-9 0.00 

Pmax（23m 处） 1.01×10-5 0.00 1.65×10-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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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P3 排气筒有组织废气排放预测结果图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本项目污染物占标率最高为有组织 TRVOC，占标率为

0.78%；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本项目大气环

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不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 

5.3 异味影响分析 

本项目 P1 排气筒排放的臭气浓度主要来源于丙酮、异丙醇和乙酸丁酯等物

质。经对比本项目排放的各类污染物的嗅阈值与质量浓度情况可知，各污染物

预测排放浓度远低于嗅阈值对应的质量浓度，保守估计 P1 排气筒臭气浓度按

<200 计（无量纲）。因此，预计本项目建成后排气筒排放的臭气浓度能够满足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2/059-2018）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1000（无量

纲））。 

本项目 P2 排气筒排放的臭气浓度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少量 NH3

和H2S，NH3排放速率为7.05×10-6kg/h、排放浓度为8.60×10-4 mg/m3，H2S的排放速率

为 1.10×10-6kg/h，排放浓度为 1.34×10-4mg/m3。根据《40 种典型恶臭物质嗅阈值测

定》（王豆，翟增秀等，安全与环境学报，2015，15(6)：348-350），NH3 的嗅

阈值为 0.3ppm（约 0.227mg/m3），H2S 的嗅阈值为 0.0012ppm（约 0.001mg/m3），

NH3、H2S 的排放浓度均远小于其嗅阈值。保守估计 P1 排气筒臭气浓度按<200

计（无量纲），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2/059-2018）中相应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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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限值要求（1000（无量纲））。 

表 5-8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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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x 排放量 
≥2000t/a□ 500~2000t/a□ ＜500t/a 

评价因

子 

基本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其他污染物（VOCs、非甲烷总烃、硫化氢、臭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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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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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替代的污染源□ 

其他在建、拟

建项目 

污染源□ 

区

域

污

染

源

□ 

大

气

环

境

影

响

预

预测模

型 

AERMOD

□ 

ADMS

□ 

AUSTAL2000

□ 

EDMS/AEDT

□ 

CALPUFF

□ 

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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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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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与

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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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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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VOC、非甲烷总烃、

氯化氢、氯气、氟化物、NH3、H2S、

臭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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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监测□ 

评

价

结

论 

环境影

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大气环

境防护

距离 

距（  ）厂界最远（）m 

污染源

年排放

量 

SO2：（）t/a NOx：（0.012）t/a 
颗粒物：（0.00152）

t/a 

VOCs：

（0.675）

t/a 

注：“□”为勾选项，填“√”；“（）”为内容填写项 

 

5.4 小结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有机管道收集后，由一套沸石转轮+CO 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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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装置处理（净化效率90%），后通过一根26m高排气筒P1排放；本项目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酸性废气经酸性管道收集，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经管道收集后，一

并经一套碱液洗涤塔喷淋吸收洗涤后（处理效率为 95%），通过一根 26m 高排气筒

P2 排放，本项目PECVD沉积废气经与生产设备相连接的电燃烧+水洗装置处理后，

通过一根26m 高排气筒P3 排放。 

由达标分析可知，本项目 P1 排气筒排放的 TRVOC 和非甲烷总烃满足《工

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 1 “电子工业-电子元器

件、平板显示器、电真空及光电子器材、电子专用材料、电子终端产品”的相关

标准限值要求，NOx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

的二级相应标准限值要求，乙酸丁酯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2/059-2018）规定的相关标准限值要求。P2 排气筒排放的氯化氢、氟化物、

氯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

限值要求，P2 排气筒排放的 H2S、NH3 和臭气浓度的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规定的相关标准限值要求；P3 排气筒排放的颗

粒物（石英粉尘）和 NOx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由估算结果可知，各污染物的下风向最大落地浓度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

因此，本项目外排大气污染物不会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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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本部分涉密，不予公开 

 

 

P1 排气筒风机设计总风量为 20100m3/h，其中本项目废气各支路风量为

13000 m3/h；P2 排气筒风机设计总风量为 23600m3/h，其中本项目废气各支路风

量为 11700 m3/h；P3 排气筒风机设计总风量为 2200m3/h，其中本项目废气各支

路风量为 1000 m3/h，风机富余风量均为后期项目预留。 

 

6.2 废气治理设施可行性分析 

（1）PECVD 机台后连接的电燃烧+水洗装置 

PECVD 机台上进行 SiO2 生长过程中有少量 SiH4 和 N2O 未参加反应，未

反应的气体进入与生产设备相连接的电燃烧+水洗装置后，硅烷利用其遇空气自

燃的特性，生成颗粒物，电燃烧装置温度可达 600℃，N2O 会分解成为 O2 和 

N2。其具体工作原理为：SiH4 + 2O2 → SiO2 + 2 H2O；2N2O → O2 + 2N2。根据

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尾气燃烧筒能够烧掉其中 99%以上的气体，本项目电燃烧

器处理效率按 99%计，由于硅烷遇空气自燃，未参与反应的 SiH4 按全部氧化

计，SiH4燃烧产物主要为 SiO2 颗粒物，生成的颗粒物再经水洗装置后可有效去

除，另外会有 1%的 NOx 排出，其余 N2、H2O 为大气中的成分。 

本项目 NOx 产生工序有 2 个，一是光刻涂敷过程涂敷废气六甲基二硅氮烷

经 CO 催化燃烧装置燃烧后产生 NOx，产生浓度较小，产生后直接排放；另一

工序是PECVD沉积过程中未参与反应的N2O经电燃烧装置燃烧处理后排放，本

项目电燃烧器处理效率可达 99%，只有少部分 NOx 经排气筒排放。 

 

（2）沸石转轮+CO 催化燃烧装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有机废气经一套沸石转轮+CO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工作原理如下： 

A、沸石转轮： 

沸石转轮（也叫分子筛）吸附浓缩装置，吸附材质为沸石，沸石结构类似于

晶体状，分子像搭架子似地连在一起，中间形成很多空腔，这便形成了很多的微

孔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对吸附质分子的吸附能力远超过其他类型的吸附剂。转

轮通常分成三块，一块大扇形和两块小扇形部分，大扇形部分吸附有机物，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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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扇形部分进行冷却和高温脱附，转轮以一定的速度在转动，吸附饱和后的沸石

自动转入脱附区域进行脱附再生，形成了吸附浓缩和脱附再生同时运行，连续性

生产。沸石转轮保护措施：当转轮温度超温时，水喷淋系统自动启动，形成水幕

进行保护转轮。 

沸石转轮浓缩系统的原理及构成： 

沸石转轮浓缩系统的关键部件是吸附轮(转轮)，转轮由疏水性沸石吸附介质

与陶瓷纤维加工成波纹状膜片，再卷制形成蜂巢状的圆筒形框架结构，其中部安

装有旋转轴承。转轮的机械结构上，装有耐腐蚀、耐高温的材料制成的气体密封

垫，将转轮隔离成三个区域：吸附处理区、再生脱附区、冷却区。 

转轮吸附浓缩有机废气与再生脱附： 

过滤后的大流量的低浓度有机废气被送至转轮吸附区，转轮可根据废气处

理量，以 1～6 转/小时的速度持续缓慢旋转。有机废气被截留吸附在转轮上的沸

石分子筛内部，净化后的洁净空气则直接排放至大气。转轮持续旋转吸附有机废

气，逐渐趋向吸附饱和，当转轮旋转进入至脱附区时，脱附风机提供 200℃左右

的高温热空气，穿过吸附饱和的转轮区域，将其中吸附的有机废气脱附并带走，

转轮从而恢复吸附能力。脱附后的转轮进入冷却区，经冷却空气吹扫，恢复至常

温，再次旋转至吸附区，重新开始下一轮的工作。根据设计提供资料，本项目沸

石转轮浓缩比为 1:10，本项目进气口总风量是 20100m3/h，按照浓缩 10 倍计算，

脱附进 CO 炉的风量为 2010m3/h，同理，浓度也是原进口浓度的 10 倍。 

沸石浓缩转轮系统技术特点： 

特别适用于处理大风量、低浓度的有机废气，净化效率稳定、有机物去除

率达到 95%以上。转轮低压损、无吸附损耗、对于高沸点的挥发性有机气体，也

能够能有效处理。沸石转轮由无机氧化物组成，具有不燃性，使用安全。转轮热

稳定性极高，反复通过加热脱附来实现再生，理论使用寿命可达到 10 年左右。 

沸石转轮可适应较高湿度的有机废气吸附，对于湿式有机废气废气处理，

可减少除湿的设备投资及运行能耗。可采取单只或多只转轮并联组合的方式，以

适应不同风量的废气处理。 

脱附后的浓缩有机废气送至焚烧炉进行燃烧转化成二氧化碳及水蒸气排放

至大气中，达到焚毁处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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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转论浓缩焚烧”装置工艺流程示意图见下图。 

 

图 6-2  “沸石转论浓缩焚烧”装置工艺流程示意图 

 

CO 催化燃烧模块 

催化氧化器（Catalytic Oxidizer,简称 VOC-CO）是一种用于处理中低浓度挥

发性有机废气的节能型环保装置。是利用催化剂的作用降低了有机物的活化能，

使有机物的氧化温度降低至相对低的温度（例如 300℃）发生完全氧化分解，生

成 CO₂和 H2O。 

有机废气先进入换热器进行换热，实现对余热的回收，换热器后通过加热器

（采用多组电加热管进行加热）对废气进一步升温，升温后的有机废气达到废气

在催化剂作用下的起燃温度。废气进入催化燃烧床，在催化剂的作用下，高温裂

解成 CO2 和 H2O，有机成分得到净化，同时有机废气裂解释放出热量使气体温

度进一步升高，净化后的尾气经过换热器实现余热的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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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CO 催化燃烧装置工艺流程示意图 

 

催化燃烧的预热废气加热采用无污染、运行稳定的电加热方式，电热管分成

多组、由电控箱自动控制，采用 PLC 与系统温度联锁控制，当废气温度低于一

定温度时（可设定）电热管会自动接通电源给废气加热，当废气温度高于一定温

度时（可设定）电热管会自动断开一组、二组、多组或全部电源以节约电能及达

到安全运行。本项目使用催化剂为贵金属钯和铂，催化剂填充量为 0.1m3，每 2

年更换一次。 

本项目环保设备风量设计值为 20100m3/h，按照 14m/s 的风速计算，需要直

径为 0.71m 的烟囱，设计烟囱内径为 0.8m，可满足要求。 

（2）碱液洗涤塔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气中，一部分（InP 刻蚀废气和掩膜蚀刻废气）酸

性气体先经与 ICP-RIE 设备相连接的水洗装置进行一步水洗，后通过酸性气体收集管路

进入碱液洗涤塔喷淋吸收洗涤，另一部分酸性气体（酸洗和湿蚀刻废气）和污水

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经收集系统导入碱液洗涤塔喷淋吸收洗涤。 

碱液洗涤塔工作原理是：废气从塔体下方进气口沿切向进入喷淋塔，在风机

的动力作用下，均匀通过均流段上升到填料吸收段。在填料的表面上，气相中酸

性物质与液相中碱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废气中的氨气溶于水。反应生成物随吸

收液流入下部贮液槽。未完全吸收的废气继续上升进入喷淋段。在喷淋段中吸收

液从均布的喷嘴高速喷出，形成无数细小雾滴与气体充分混合、接触、继续发生

化学反应。碱液洗涤塔采用 10-15%NaOH 溶液进行喷淋吸收洗涤，处理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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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NaOH 浓度按 15%计，则保守估计所需 NaOH 量为（6.424kg/a（HCl）+0.04 

kg/a ×2（Cl2）+5.743（F）+0.0402×2（H2S））×0.95=11.71kg/a。本项目购置固体

碱片，再配制成 15%的 NaOH 溶液，需要碱片的量为 11.71kg/a。本项目碱性喷

淋塔设备风机风量设计值为 23600m3/h，按照 14m/s 的风速计算，需要直径为

0.77m 的烟囱，设计烟囱内径为 0.8m，可满足要求。 

6.3 污染防治措施经济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新建 3 套废气治理设施，分别为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沸石转轮+CO 催

化燃烧装置、酸性气体废气治理设施碱液喷淋塔、碱性气体废气治理设施酸式喷

淋塔，其中酸式喷淋塔本项目只负责建设，暂不启用，为后期项目预留。本项目

新建 4 根排气筒，分别为有机废气排气筒 P1,、酸性气体排气筒 P2、碱性气体排

气筒 P3 和热排风排气筒 P4，并配套建设废气收集管理。废气收集和治理措施的

投资费用约为 2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占整个工程投资的比例较低，运

行费用也不高，因此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本项目采取的废气治理措施在技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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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监测计划 

根据项目生产特征和污染物排放特点，依据国家颁布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

物排放标准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和《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行业》（HJ1031-2019）制定全公司的监测计划和工

作方案，监测工作可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来承担。本项目及全厂大气环境监测

计划如下： 

表 7-1  本项目实施后全厂废气监测方案 

监测点位 
排放口类

型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P1 排气筒进出

口 

一般排放

口 

TRVOC、非甲烷总

烃、乙酸丁酯、NOx、

臭气浓度 

1 次/年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2/524-202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2/059-2018） 

P2 排气筒进出

口 

一般排放

口 

氯化氢、氯气、氟

化物、NH3、H2S、

臭气浓度 

1 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2/059-2018） 

P3 排气筒出口 
一般排放

口 

颗粒物（石英粉

尘）、NOx 
1 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 

厂房外 无组织 非甲烷总烃 1 次/年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2/524-2020） 

周界 无组织 臭气浓度 1 次/年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2/05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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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与建议 

8.1 结论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华慧科锐（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20000 万元租赁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滨海旅游科技产业园二区 6

号厂房建设“华慧科锐光电子芯片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主要工

程内容包括对厂房一层、二层进行装修改造，购置芯片生产、测试设备，改造超

净化车间。本项目建成后各年产光电子芯片 3600 万颗。 

（2）污染防治措施及可行性 

本项目产生有机废气经有机管道收集后，由一套沸石转轮+CO 催化燃烧装置

处理（净化效率 90%），后通过一根 26m 高排气筒 P1 排放；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酸性废气经酸性管道收集，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经管道收集后，一并经一

套碱液洗涤塔喷淋吸收洗涤后（处理效率为95%），通过一根 26m 高排气筒P2排放；

本项目PECVD沉积废气经与生产设备相连接的电燃烧+水洗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26m

高排气筒P3排放。 

（3）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控制 

本项目 P1 排气筒排放的 TRVOC 和非甲烷总烃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 1 “电子工业-电子元器件、平板显示器、

电真空及光电子器材、电子专用材料、电子终端产品”的相关标准限值要求，NOx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限值

要求，乙酸丁酯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规定

的相关标准限值要求。P2 排气筒排放的氯化氢、氟化物、氯气满足《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相应标准限值要求，P2 排气筒

排放的 H2S、NH3 和臭气浓度的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2/059-2018）规定的相关标准限值要求；P3 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石英粉

尘）和 NOx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

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由估算结果可知，各污染物的下风向最大占地浓度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

因此，本项目外排大气污染物不会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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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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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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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保角度来讲，建设项目具备环境可行性。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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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须加强对废气处理设施的管理，保障其正常、稳定的运行，

杜绝超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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