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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关系美丽中国的建设，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见容。为了切实做好企业土壤污染防治，逐

步改善土壤质量，促进土壤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建设“蓝天常在，青

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美丽中国，积极履行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按

照《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 行）》和《在

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的要

求公司积极展开生产活动中的土壤隐患排查工作，识别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污染物、污染设施及生产活动。

0.1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目标：

公司以保护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证土壤安全为出发点，坚持预

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严控污染，管理规范，做好隐患排查

工作，促进土壤资源的永续利用。

0.2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的依据：

1.《环境保护法》

2.《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3.《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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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

0.3土壤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2.《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的基本概况

1.1.1 项目名称：海安建锠金属技术科技有限公司；行业类别:不锈钢

压延加工。

1.1.2 建设单位：海安建锠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1.1.3建设地点：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通榆南路 88号

1.1.4 企业类型：港澳台独自

1.2 建设项目周边环境

项目选址于江苏海安经济开发区葛家桥工业园油坊头大道，现油

坊头一组、十八组、十九组所在地块，地理坐标北纬 32034/，东经

度 120027/。公司占地面积 350亩，目前厂区北侧，西侧居民点已经

拆迁，厂区东侧为新 204国道，厂区南侧为天泰混凝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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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生产规模和产品方案：

1.3.1 生产规模

设计生产能力一期 15 万吨/年，实际生产能力 10 万吨/年，原公

司一期产线的环评审批时间为 2012 年 5 月，竣工验收时间为 2015

年 1月。

1.3.2 生产方案

公司主要生产：冷轧不锈钢带（压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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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物质排查

2.1化学品储存排查

2.2.1公司目前主要使用的化学品及储存情况：

序号 名称 储存方式 状态 最大储存量 日常储存量 用途

1 硫酸 仓库桶装 液态 8 2 水处理 PH 调节

2 硝酸 罐装 液态 30 15 钢带表面酸洗

3 氢氟酸 罐装 液态 30 15 钢带表面酸洗

4 氢氧化钠 袋装仓库 固态 40 25 水处理 PH 调节

5 硫酸钠 袋装仓库 固态 10 5 钢带表面电解

6 硫酸铝 袋装仓库 固态 10 5 水处理絮凝剂

7 氯化钙 袋装仓库 固态 15 10 水处理除氟

8 亚硫酸氢钠 袋装仓库 固态 10 5 水处理还原剂

备注：硫酸，硝酸，氢氟酸 由生产企业用罐车运输到厂，再管链接到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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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化学品储存设计、日常运行管理及土壤污染可能性分析

通过所涉及的主要化学品危险性识别，公司环境风险物质有如下：（液态）

储存施工和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

染可能

性
物资名称 储罐设计 环境危害 防护措施 围堰容

积

运行维护 事故管

理

硫酸 不渗漏，

塑料桶装

有害，对

土壤和水

体造成污

染

设有围堰，

地质硬化，

防腐，设有

导流渠，收

集池，配备

泄漏回收

泵，定期检

查，储罐，

管道，阀门，

法兰是否出

现泄漏，

10 立方 专人巡检

定期维护

有，专人

负责

可忽略

硝酸 不渗漏，

不锈钢储

存

20 立方 专人巡检

定期维护

有，专人

负责

可忽略

氢氟酸 不渗漏，

不锈钢储

存

20 立方 专人巡检

定期维护

有，专人

负责

可忽略

通过所涉及的主要化学品危险性识别，公司环境风险物质有如下：（固态）

储存施工和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

染可能

性
物资名称 储罐设计 环境危害 防护措施 围堰容

积

运行维护 事故管

理

氢氧化钠 化学仓库 有害，对

土壤和水

体造成污

染

设有围堰，

地质硬化，

定期检查。

10 立方 专人巡检

定期维护

有，专人

负责

可忽略

亚硫酸氢

钠

化学仓库 20 立方 专人巡检

定期维护

有，专人

负责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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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运输储存过程上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化学品分类储存及标识，仓库及储罐采取防腐、防渗及围堰措

施。

（2）化学品入库后，在储存期间内，定期检查，发现其品质变化，

包装破损，渗漏等应及时处理。

（3）建有化学品管理台账，化学品出入库前均要按照要求检查验收、

登记，内容包括数量、包装、危险标志等，经核实后方可入库，

出库。

（4）在装卸化学品前，预先做好准备工作，了解化学品的性质，穿

戴相应的防护用品，检查装卸搬运工具，必须清洁后使用，工

作完毕后根据化学品的性质，及时清洗脸手，漱口和淋浴。

（5）专人定期巡查化学品仓库，罐区，基本做到一日两检，并做好

检查记录。

3.固体废物排查

3.1危险废物

公司危险废物产生的种类及产生量

危废名称 类别 代码

产生

量（吨

/年）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特性 有害成分

污泥 HW17 336-064-17 700
退火水处

理工段
固态 无机盐 有毒 铬，镍

废轧制油 HW08 900-204-08 40 轧机工段 液态 有机废油 易燃 有机废油

废活性炭 HW49 900-041-49 2
退火水处

理工段
固态 活性炭 有毒 铬，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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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储存场所污染可能性分析

单元 事故类型 预防措施 安全管理 土壤污染可能性

危险废物 泄漏

（1） 独立的库存方式的危

险废物储存仓库，具有

防腐防渗，围堰，导流

沟，收集池，

（2） 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

账，建立各项管理制

度，完善日常管理。

（3） 有专人负责定时巡查，

维护管理，防治危废泄

漏

（4） 全部交给有资质的单

位处理。

（5） 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

演练，应急物资齐全。

专人负责，

定时巡查合

规处理，定

期演练。

可忽略

3.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公司一般固体废物及产生量及土壤污染可能性分析

废物名称 产生量 产生工段 形态 储存、处理

方式

预防措施 土壤污染

可能性分

析

废纸 包装材料 固态 外售或者

公司综合

利用

设有围墙，

地面硬化，

专人管理，

各类固体

废物分类

分区存放，

一定量后

及时处理。

可忽略

废铁 生产加工

设备维修

固态 可忽略

废木材 设备包装 固态 可忽略

废轴承 机台维修 固态 可忽略

废扎带 包装材料 固态 可忽略

废包装皮 包装材料 固态 可忽略

3.3员工生活垃圾管理

员工生活垃圾分区定点存放于专用垃圾桶内，委托市政部门统一收集

处理，日产日清，且存生活垃圾放地点地面固化，因此员工的生活垃

圾对土壤污染的可能性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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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加工装置排查

4.1重卷工段：

此工段污染源：噪音、废钢料。

4.2轧制工段

此工段污染源：噪音、钢粉，轧制油雾

白皮钢卷

开卷

对中/切头/矫直

收卷

白皮钢卷

开卷

轧制

收卷

轧制油 轧制油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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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退火工段

此工段污染源：噪音、炉渣，粉尘，酸洗废水，废气（硫酸雾，氟化

氢，氮氧化物）

4.4精整工段

此工段污染源：噪音、废钢料

白皮钢卷

开卷

退火炉

电解除磷

表面酸洗

干燥

收卷

硫酸钠

硫酸

氢氧化钠

硝酸

氢氟酸

收卷

白皮钢卷

开卷

精整/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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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废气治理：

4.5.1油雾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

在轧制过程中由于钢带机械摩擦产生热量会使轧制油以油雾形式挥

发，主要成分按非甲烷总烃计。

处理工艺：

4.5.2天然气燃烧废气

冷轧后的不锈钢会产生加工硬化，要经过热处理炉消除加工硬化，

热处理炉主要的燃料为天然气，产生的废气通过余热锅炉处理后排出，

天然气主要成份是甲烷，为清洁能源，其污染物产生量极少，可

以直接有组织直接排放，废气中含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处理工艺：无

4.5.3酸洗工段-氮氧化物、氟化氢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对不锈钢板进行电解、酸洗表面清理，

所用的酸性液体为氢氟酸和硝酸的混合溶液，氢氟酸，硝酸属于易挥

发酸，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氟化氢和氮氧化物，

处理工艺：

酸洗槽酸雾 吸风罩 调节阀门 一级吸收塔 二级吸收塔

循环水泵 循环水泵

轧制油雾 吸风罩

防火系统，电磁阀控制

调节阀门 油雾净化器

高压静电回收系统 烟囱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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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空

挡雾层

三级吸收塔 风机 四级吸收塔

4.5.4电解时少量挥发的硫酸雾（硫酸雾）

使用硫酸钠电解除磷，硫酸钠的电化学处理过程会产生少量硫酸

雾，由于硫酸雾为酸性气体和酸洗段废气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多级

吸收方法处理废气。

处理工艺：

尾气排

档雾层

电解槽酸雾 吸风罩 调节阀门 一级吸收塔 风机 二级吸收塔

循环水泵 循环水泵

4.6废水处理

生产废水主要由电解，酸洗刷洗装置排水，酸再生排水，碱液喷

淋排水组成，污染因子为：COD,悬浮物，氟化物，总铬，总镍，石油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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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方式：

生产线配套一套污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收集送至生产线车间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还原，酸碱中和，沉淀，混凝，气浮，过滤处理，达

到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恒泽水务有限公司接管 。

处理工艺：

总
排
口
水
池

车
间
排
口
水
池

机
械
过
滤
器

中
间
水
池

PH

调
节
池

气
浮
池

斜
管
沉
淀
池

收
集
水
池

斜
管
沉
淀
池

清
水
池

压
滤
机

加
药
反
应
槽

刷
洗
废
水

酸
再
生
废
水

碱
液
喷
淋
塔
废
水

一
号
废
水
灌

污
水
管
网

亚硫酸氢钠

石灰片碱
石灰 PAC PAM 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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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根据各个工段的工艺及产生的污染因子对土壤污染可能性分析

单元 事故类型 预防措施 安全管理 土壤污染可能性

重卷工段 / 设有围堰，地质

硬化，防腐，设

有导流渠，收集

池，配备泄漏回

收泵，定期检查，

储罐，管道，阀

门，法兰是否出

现泄漏，

完善制度，专人

值班，按时巡查，

定期维护，及时

清理现场卫生，

定制应急预案及

演练。

可忽略

轧制工段 泄漏 可能

退火工段 泄漏 可能

精整工段 / 可忽略

废水处理 泄漏 可能

废气处理 泄漏 可能

5.设施设备及活动排查

5.1散装液体储存设施设备

5.1.1地下储罐设计和日常管理

重 点

区域

地下储罐

识别

施工设计 重点 防腐防

渗

特 殊 运

行维护

监

督

事 故

管理

土壤污染

可能性

退 火

工段

混酸/电解

灌

双层灌 基槽 有 无 有 有 易产生

轧 机

工段

轧制油储

罐

单层灌 基槽 无 无 有 有 极易产生

5.1.2地表储罐设计和日常管理

重点区

域

地 下 储

罐识别

施工设

计

重点 防腐防

渗

特殊运行

维护

监督 事 故

管理

土 壤 污

染 可 能

性

轧机工

段

轧 制 油

反 冲 洗

罐

单层灌 法兰 有 无 有 有 可 能 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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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离地悬挂储罐设计和日常管理

重点区

域

地 下 储

罐识别

施工设

计

重点 防 腐 防

渗

特殊运行

维护

监督 事故管

理

土 壤 污

染 可 能

性

退火工

段

原酸罐 单层灌 基槽 有 无 有 有 可 能 产

生

5.1.4水坑或渗坑设计和日常管理

重 点 区

域

废水/渗坑识别 重点 防 腐 防

渗

特殊运行

维护

监督 事故管

理

土 壤 污

染 可 能

性

水 处 理

工段

废水收集池 废水 有 简单 有 有 易产生

轧 机 工

段

废油收集池 废油 无 无 有 有 极易

固 废 场

地

废水收集池 废水 有 简单 有 有 可能

雨水收集池 雨水 有 简单 有 有 可忽略

5.2散装液体的转运

5.2.1卸货平台设计和日常管理

重 点 区

域

货 物 识

别

重点 防渗设施的装

卸平台

特殊运行

维护

罐体监

督

事 故

管理

土 壤 污 染

可能性

退 火 工

段

硝酸 /氢
氟酸

加 酸

管

无 简单 目测 有 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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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管道运输设计和日常管理

重 点 区

域

管 道 识

别

重点 管道防渗设

施

特 殊 运

行维护

监督 事 故

管理

土壤污染可

能性

退 火 工

段

酸洗/电
解管道

阀门/法
兰

无 无 目测 有 极易产生

轧 制 工

段

轧 制 油

管道

阀门/法
兰

无 无 目测 有 极易产生

5.4泵传输设计和日常管理

重 点 区

域

泵识别 重点 泵的防护设

施

特殊运行

维护

监督 事故管

理

土 壤 污 染

可能性

退 火 工

段

酸洗/电
解 提 升

泵

齿轮、泵

轴

无 无 泵观测 有 极易产生

轧 制 工

段

轧 制 油

提升泵

齿轮、泵

轴

无 无 泵观测 有 极易产生

6.其他活动

6.1公司污水处理和排放设计和日常管理

重 点 区

域

管道识别 重点 防渗措

施

特殊运行

维护

监督 事 故

管理

土 壤 污

染 可 能

性

水处理 地 下 管 道

（无）

水处理 地上管道 管道材料/
连接口

无 无 有 有 易产生

6.2土壤和地下水检测

2019年 10 月 2日，委托南通市江苏华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对厂区及周边敏感点进行了土壤，水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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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点位布置情况

监测点位 点位编号 区域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特征污染物

轧制工段 01 压延加工 轧制油 总烃，多环芳烃

退火工段 02 表面酸洗 硝酸，氢氟酸、硫酸 氟化物，铬，镍

危废存放场地 03 固废存放 危废 氟化物，铬，镍

厂界外参照样 04 取无污染样 / /

取样监测点分布图

原料 重 卷 工

段

轧 制 工

段

退火工段（退火/
电解/酸洗）

精 整 工

段

辅

料

危 险

固废 办公区域

水处理/烟雾塔烟雾塔

一

般

固

废

北

▲：03

▲：01 ▲：02

厂界外：★：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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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土壤和地下水监测项目

6.2.3检测土壤和地下水结果

监测项目 单位 地下水（厂界外） 地下水（退火工段） 标准值 监测结果

PH 无量纲 7.53 7.32 6.5-8.5 达标

镉 mg/l N N 0.01 达标

铅 mg/l N N 0.10 达标

铬 mg/l N N 0.10 达标

铜 mg/l N N 1.50 达标

锌 mg/l N N 5.00 达标

镍 mg/l N N 0.10 达标

汞 μg/l N N 2 达标

砷 μg/l N N 50 达标

锰 μg/l N 0.45 1500 达标

硒 μg/l 3.92 6.33 100 达标

钒 μg/l 0.92 0.73 / 达标

锑 μg/l 0.40 0.29 10 达标

铊 μg/l N N 1 达标

铍 μg/l N N 60 达标

钼 μg/l 0.72 1.06 150 达标

氰化物 mg/l N N 0.10 达标

氟化物 mg/l 0.588 0.638 2.0 达标

类别 监测因子

土壤 PH、镉、铅、铬、铜、锌、镍、汞、砷、锰、钴、硒、钒、锑、铊、铍、钼、氰

化物、氟化物、15 种多环芳香烃、石油烃（C10-C40）
地下水 PH、镉、铅、铬、铜、锌、镍、汞、砷、锰、钴、硒、钒、锑、铊、铍、钼、氰

化物、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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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单位 土壤（轧制工

段）

土壤（退火工段） 土壤（危废仓

库）

标准值 监测结果

PH 无量纲 8.29 8.55 8.37 / 达标

镉 mg/kg / N N 65 达标

铅 mg/kg / 4.35 3.57 800 达标

铬 mg/kg / 24.67 14.23 / 达标

铜 mg/kg / 7.54 6.19 18000 达标

锌 mg/kg / 47.49 43.38 / 达标

镍 mg/kg / 7.93 7.44 900 达标

汞 mg/kg / 0.38 0.14 38 达标

砷 mg/kg / 0.14 0.12 60 达标

锰 mg/kg / 351 343 / 达标

钴 mg/kg / 3.77 4.03 70 达标

硒 mg/kg / 0.01 N / 达标

钒 mg/kg / 46.0 42.7 752 达标

锑 mg/kg / 0.68 0.38 180 达标

铊 mg/kg / 0.1 0.1 / 达标

铍 mg/kg / 0.60 0.61 29 达标

钼 mg/kg / 0.21 0.06 / 达标

氰化物 mg/kg / N N 135 达标

氟化物 mg/kg / 530 449 / 达标

15 种 多 环

芳香烃

mg/kg N / / 达标

石 油 烃

C10-C40
mg/kg 27 / / 4500 达标

根据检测报告可知，各地下水和土壤监测点的各个监测因子的浓度均

能满足符合 GB/T14848-2017《地下水质量标准》种Ⅳ类水标准限值和

GB 36000-2018《土壤环境质量 建筑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表 1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附（监测报告）

7.土壤隐患排查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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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设有独立的库房是危险废物储存场所，设有围堰，防腐防

渗措施，可以预防土壤收到污染。

（2）退火区域原酸储罐区，地面硬化防腐防渗处理，罐区均设有围

堰。酸灌围堰内需配备泄漏回流管，及时回收围堰内的泄漏物料，防

止酸液泄漏污染土壤和外环境。

（3）辅料化学品区域,做到防晒，防潮，通风，防电，防静电要求。

（4）轧制管段：烟囱加入静电处理设施，大大降低了，石油类对土

壤和外环境的污染。

（5）灭火和突发事件产生的废水含有各种危险化学品杂质，将进入

雨水管网，公司设有雨水阀门和雨水收集池，可将废水通过泵打入应

急事故池，有效防止废水污染土壤和外环境水体。

通过各项预防土壤污染的处理措施，我公司土壤污染隐患较小。

8.土壤隐患防治及整改

（1）对重点污染区域和可能存在污染区域加设围堰如：危废场所，

水处理，烟雾吸收塔，轧制工段，做好防腐防渗措施。

（2）运输管道的法兰可能存在或者经常泄漏的地方加设基槽，做好

防腐防渗措施。

（3）原酸灌卸酸平台，添加安全警戒线，安全警戒线旁加设围堰。

（4）原酸灌下的基槽做好防腐防渗措施，基槽内加设溢流管道。

（5）轧制工段坑中的废油要定期清理，完善油雾净化及密闭设施，

减少油雾向外环境中排出，地面加设围堰，防止油类物质污染外环境。

（6）加强围堰点检工作，对破损的地方及时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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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强地面巡查工作，对有污染的地面及时清理。

（8）进一步的完善环保设施，加强管理，做好达标排放。

（9）加强对设备设施的点检和管理，做好各项防腐防渗措施。

9.土壤排查制度

9.1日常监管

为降低土壤污染风险，我公司对工业活动区域展开特定的监管和

检查。负责日常监管人员熟悉各种生产设施的运转和维护，对设施泄

漏能够正确的应对，能对防护材料、污染扩散和渗漏做出判断。

9.1.1监管内容

日常监管结合生产工艺类型、防护措施和监管手段进行土壤污染

的可能评估。

（1）散装液体存储

在储存散装液体时。储存区域设置围堰，地面做防腐防渗措施处

理，定期展开检查。

（2）散装液体的卸车

卸车点采用放渗漏的泵直接将散装液体泵入酸罐，进料和出料管

道出口不外露，泵下设有防漏防渗基槽，溢流安全装置不可渗容器，

罐体下方设有防腐防渗基槽。

（3）散装和包装物品的储存和运输

转运散装物品优先选择在封闭环境内进行。储存和转移包装好的

散装液体，须在防渗设施上面进行，经常检查储存的包装并且立即清

除任何泄漏。储存和运输液体包装必须在液体储存设备上进行，包装

必须适合储存。定期检查，若有任何泄漏须立即清理。

（4）生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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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使用防渗储存基槽，防渗设施安装在设备或活动的下方，

形成四周有凸起的围堰，确保足够的容纳空间。释放出的污染物必须

定期清理。制定针对性的应急程序，发生意外事故时防止出现土壤污

染。

（5）其他工业活动

车间地面能防止液体渗漏。设备和机器在使用时，具有不可能渗

漏的收集和防渗设施，或安装在不可能渗漏的地面上。必须建立有效

的设施和程序，以清除物质的溢流和泄漏。

9.2监管方式

（1）日常巡查，建立巡查制度，定期检查容器、管道、泵以及

土壤保护控制设备，一天一次。

（2）专项巡查，对特定生产项目、特定区域或特定材料进行专

项检查，识别泄漏，杨撒和溢漏的潜在风险。

（3）指导和培训以员工正确的方式使用、监督和检查设备，规

范检查程序要求。明确相关保护措施的检查要点，包括紧急措施使用。

清理释放物质和事件报告的培训等。熟练的操作员工能够降低生产活

动特定监管区域的土壤污染风险。

9.3目视检查

9.3.1土壤保护措施检查

对溢流收集和故障发生率较低的简单设施进行的检查，由经验丰

富的员工完成。对于开放防渗设施的目测检查，检查人员需要记录结

果和行动日志。结果包含：

（1）检查设施的类型和名称

（2）检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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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时间和频率

（4）检查方法（视觉，抽样，测量等）

（5）结果报告和记录方式

（6）对违规行为采取的行动

9.4路面渗漏检查

为了保证地面和路面防渗防漏的需求，定期对其进行检查，检查

包括接口结构，凸起边缘和破损程度等。地面目视检查包括：

（1）地面或路面已经使用的时间。

（2）当前和预期用途。

（3）检查时观察到液体渗漏的情况。

（4）检查时地面状况。

10.监测信息公布

10.1公布方式：

按要求及时向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上报自行监测信息，在网站向社

会公布自行监测信息。

10.2公布内容：

自行监测结果：全部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污染物种类及浓度，标准

限值，达标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