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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河北东华冀衡化工有限公司 60kt/a工业级氨基乙酸及配套工程项目，

总投资估算 18428.72万元，2015年 5月邯郸市环境保护研究所联合衡水

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了《河北东华冀衡化工有限公司 60kt/a

工业级氨基乙酸及配套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2015年

10月衡水市环境保护局以衡环评 [2015]33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进行了批复。目前项目一期建设已经完成，并投入试运行。受河北东华

冀衡化工有限公司委托，河北华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百润环境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验收检测工作。根据国务院 253号令《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13号令《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要求和规定，河北华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联合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8年 03月 31日、04月 01日、

2018年 04月 16日、04月 16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测，并编制了该

项目环保验收检测报告。

2、验收检测依据

▲邯郸市环境保护研究所、衡水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河北东华冀衡

化工有限公司 60kt/a工业级氨基乙酸及配套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版）

▲衡水市环境保护局衡环评 [2015]33号

3、工程概况（以环评报告为依据）

3.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60kt/a工业级氨基乙酸及配套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河北东华冀衡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武邑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内，原河北东华冀衡

化工有限公司厂区西侧。

建设性质：扩建。



第 2 页 共 33 页

产品方案：扩建项目产品为工业级氨基乙酸，年产量为 60000吨；

同时副产品为浓度约 30%盐酸和固体氯化铵，年产量分别为 129000吨和

42000吨。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18428.72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15863.55万元、建设期利息 665.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899.57万元。项

目环保投资为 585万元，占总投资的 3.2%。

劳动定员：本项目新增定员 376人，其中，氨基乙酸五车间 119人，

氨基乙酸六车间 119人，精馏二车间-氯化铵工段 70人，精馏二车间-精

馏工段 37人，乌洛托品车间 25人，维修 8人，专职安全管理员 8人。

工作制度：项目年工作日为 330天，实际生产年运行工作时间为 7200

小时。其中生产车间实行四班三运转工作制，每班 8小时连续化生产；

其它部门采用日班制，班工作时间 8小时。

目前本项目一期建设完成，氨基乙酸六车间及其配套车间目前还未

进行建设，本次验收针对其一期工程进行验收。

表 3-1项目一期工程主体及辅助工程内容一览表

序号
建（构）筑物

名称

结构

形式

火灾

危险性
占地面积

m2 层数
建筑面积

m2
耐火

等级
备注

1 氨基乙酸五车间 框架 甲 2679.3 3 8037.9 二级

2 精馏车间-精馏工段 框架 甲 1200 2 2400 二级

3 精馏车间-氯化铵工段 框排架 丁 960 2 1920 二级

4 乌洛托品生产装置 框架 甲 432 2 864 二级

5 盐酸尾气吸收一 框架 丁 605 单 605 二级

6 湿品库一 框架 丁 180 单 180 二级

7 湿品库二 框架 丁 180 单 180 二级

8 成品库 排架 丁 3887 单 3887 二级

9 冷冻站 框架 乙 625 单 625 二级

10 配电/中控/化验 框架 丙 300 2 600 二级

11 盐酸罐区 防腐砼 丁 576 576

12 罐区一 砼 甲 3289.5 3289.5

13 罐区二 砼 甲 1991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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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构）筑物

名称

结构

形式

火灾

危险性
占地面积

m2 层数
建筑面积

m2
耐火

等级
备注

14 罐区三 砼 乙 951 951

15 循环水池 钢筋混凝土 — 288 864m3 深3m

16 母液池 钢筋混凝土 甲 576 2592m3 深4.5m

17 事故水池 钢筋混凝土 — 398 1592m3 深4m

18 消防水池 钢筋混凝土 — 192 864 m3 深4.5m

合计 22594.1

3.2生产工艺及排污节点

目前国内氨基乙酸化学合成工艺主要有氯乙酸氨解法、施特雷克法

(Strecker)和海因法(Hydantion)三种。由于后两种生产工艺有无法实现工

业化生产及产生污染严重等特点。本项目主要采用以氯乙酸为原料的合

成工艺路线，该生产工艺分为三大单元——乌洛托品生产、氯乙酸生产

及氨基乙酸的生产。本次扩建项目的生产工艺与企业现有工程的生产工

艺基本相同，具体的工艺流程如下：

图 3-1 本次扩建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3.2.1氯乙酸生产工艺分析

氯乙酸生产是以乙酸为原料，在硫磺催化剂的作用下与氯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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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液态的氯乙酸溶液，整个反应为负压操作，由于该溶液全部直接用

于氨基乙酸生产，因此不用离心结晶等工序。工艺流程简述如下：

⑴原材料的储运

项目液氯由冀衡化学提供通过管道输送进厂，同时厂区内设置液氯

罐区 1处并设置液氯罐车的装卸车装置，以补充管道输送的不足。项目

生产过程中液氯经罐区气化装置气化后输送到氯化反应釜中。原料乙酸

储存于乙酸储罐中，经防腐泵将其输送到氯化反应釜中进行反应，催化

剂（硫磺粉）袋装储存到干燥通风的仓库内。

⑵氯化反应

将乙酸经计量泵计量后用真空泵抽入氯化反应釜内，向釜内投入计

量好的催化剂——硫磺，上密封垫，封闭投料口，然后向反应釜盘管内

通入蒸汽，釜内温度达到 70℃时，开始向釜内通入氯气并继续升温。氯

气管延伸至釜底，并在底端设有氯气分配装置，使通入的氯气按不同的

方位均匀分布并与乙酸发生反应，反应釜顶端设冷凝回流设施，循环介

质采用冰冻盐水，同时釜夹套内通入冷却水，控制反应釜内温度在

83℃-87℃之间，经检测反应液比重达到 1.36 g/m2时停止通氯并继续保温

30 min，完成氯化反应。

反应釜上部设二级冷冻盐水冷凝器，将真空系统产生的乙酸、氯气

等冷凝回流，盐水温度控制-2~-15℃之间，未冷凝的尾气引入降膜吸收

装置进行处理。

为提高氯气的利用率，降低尾氯的排放量，本工程氯化工段采用多

级氯化，即氯化反应釜每三个为一组，一个主反应釜加二级副反应釜，

三级反应釜串联，每级反应釜上方均设冷凝器，釜中均加入计量的乙酸

及催化剂，每一级反应釜均设置冷凝装置，氯化尾气从主反应釜排出后

依次进入一级附反应釜、二级附反应釜，使尾气中残存的氯最大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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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利用率。主反应釜氯化反应完成出料后，加入新原料作为二级附反应

釜，原一级附反应釜作为主反应釜，原二级附反应釜作为一级附反应釜，

进入下一批次反应，三个反应釜交替使用。氯化釜内主要反应方程式：

⑶搅拌、稀释

在储罐内加入少量的水，通过真空泵将氯化釜的料液加入储罐中，

开启搅拌，然后向储罐中缓慢加入一定量的水，继续抽真空 30 min，抽

吸过剩的乙酸、氯化氢、氯气，得到氯乙酸的浓度约 81.5%左右。企业

采取直接将该反应液泵入氨基乙酸车间进行利用，无需进行结晶分离处

理。

氯乙酸生产过程中主要污染物为反应生成的氯化氢尾气、未冷凝的

氯气及硫磺氧化生成的 SO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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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氯乙酸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表 3-2 项目氯乙酸生产排污节点一览表

污染类型 序号 污染源名称 主要污染物 排放去向

废气

G1 氯化尾气
HCl、SO2、Cl2、SO3、

乙酸等
采用五级降膜水吸收+一
级碱液吸收后 25 m排气

筒排空

G2 加料过程散逸气 乙酸

G3 搅拌稀释 HCl、乙酸

G4 物料储存、转运 乙酸、氢化氢、氯气 面源排放

废水

W1 降膜吸收水 乙酸、HCl、H2SO3 副产 30%盐酸，进行外售

W2 碱洗塔喷淋水 pH值、全盐量 做冷媒补水

W3 设备及地面冲洗水
pH值、氯乙酸、乙

酸等
用于补充降膜吸收用水

W4 G2和 G3喷淋废水 pH值、乙酸 用于补充降膜吸收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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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乌洛托品生产工艺分析

项目乌洛托品首先采用甲醇制取甲醛，然后采用甲醛与液氨进行反

应生成乌洛托品的溶液，而后整体转入氨化釜内进行反应。

通过料泵将甲醇抽取后与空气在甲醇气化器中进行混合，经甲醇过

热器加热后进入甲醛反应器反应生成甲醛。甲醛气体进入喷淋吸收塔，

用甲醛的稀溶液（重复套用）经过三级循环吸收，尾气通过管道进尾气

焚烧炉进行燃烧后高空排放 G5。待喷淋液达到一定浓度后打入乌洛托品

的反应罐，当反应储槽的液位到达反应液位后，将控制液氨的阀门打开，

通入放置在乌洛托品反应槽内的液氨分布器进行反应，与液态甲醛溶液

反应生成乌洛托品，其中反应后少量的挥发尾气通过管道进尾气焚烧炉

进行燃烧后高空排放 G5。乌洛托品反应罐主要是以溶液的形式存在，其

中挥发的氨的量非常的轻微，与甲醛吸收塔的尾气一同进入焚烧炉进行

处理。反应的乌洛托品作为氨基乙酸的氨化反应的原料进行利用。

具体的反应方程式：2CH3OH + O2 2HCHO + 2H2O；

6HCHO + 4NH3 (CH2)6N4 + 6H2O；

图 3-3 项目乌洛托品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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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项目乌洛托品工序的生产排污节点一览表

污染类型 序号 污染源名称 主要污染物 排放去向

废气
G5 甲醛吸收塔尾气和

乌洛托品反应尾气
甲醛、甲醇、氨 尾气焚烧炉

G6 物料储存、运输 甲醛、甲醇、氨 面源排放

废水 W5 设备及地面冲洗水 甲醛、甲醇、氨 用于补充降膜吸收用水

3.2.2氨基乙酸生产工艺分析

氨基乙酸是以氯乙酸为原料，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经氨解反应，在

一定温度下，经甲醇醇析、分离、烘干制取工业级氨基酸，工艺流程简

述如下：

⑴氨解反应

将氯乙酸车间浓度为 81.5%的氯乙酸溶液经计量后倒入中转槽，由

酸液输送泵打入高位槽，水经计量后放入反应釜，再将定量的乌洛托品

溶液通入反应釜中，开启搅拌混匀后，通入氨气，再滴加氯乙酸，当温

度升到 50℃左右时打开反应釜夹套冷却，保持反应温度在 60-90℃，反

应 1-2个小时，在反应过程中始终保持氨过量，能够促使反应正向进行。

反应方程式为：

ClCH2COOH + 2NH3 H2NCH2COOH + NH4Cl

⑵醇析：

醇析是一种化工分离方法，其原理为：某物质能溶于甲醇而不溶于

水，由于甲醇能与任意比例水互溶，因此当向某物质的甲醇溶液加入大

量水时，由于甲醇都溶于水中而使某物质从水-甲醇溶液中大量析出，析

出物从水-甲醇溶液中结晶分离出来，水-甲醇溶液再通过蒸馏系统蒸出甲

醇后，得到纯度较高的甲醇，实现重复利用。

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将氨解反应液通过过滤器放入醇析釜，在醇析釜中加入甲醇，当反

应液中有氨基乙酸白色结晶出现后开启搅拌，在一个小时内连续加入甲

乌洛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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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并不停搅拌。醇析液温度控制在 20-30℃之间，打开醇析釜底部放料阀，

将料液放入离心机内，启动离心机，离心 5-6 min，得到氨基乙酸粗结晶，

粗结晶采用甲醇重结晶两次，即得到工业级氨基酸。结晶液由离心机分

离，离心母液流至甲醇母液罐，进行甲醇回收。

⑶干燥

空气经蒸汽换热后，由鼓风机鼓入气流干燥机，干燥温度控制在

80℃，同时启动进料机开始进料，干燥后的物料采用旋风分离器进行气

固分离，烘干气流送布袋除尘器再次回收产品，氨基乙酸颗粒经包装后

入库，过滤后气流经水洗吸收甲醇及氨，然后经 15 m排气筒排放。

⑷甲醇回收

氨基乙酸车间离心流出的含甲醇母液打入母液罐中，再通过泵送至

原料计量罐，经计量送至蒸馏回收系统的原料液贮罐。由进料泵打入预

热器，甲醇母液预热后流入精馏塔，预热温度保持在 50℃左右。

母液中的甲醇在蒸馏塔内随温度的升高逐渐气化，当塔顶温度为

66℃时，甲醇蒸汽由精馏塔顶进入一次冷凝器，经冷凝流出的甲醇进入

甲醇气液分离器，分离出的甲醇一部分回流至精馏塔，另一部分流入甲

醇冷却器，冷却后导入甲醇中间罐。经检测合格的甲醇打入回收甲醇贮

罐能够在工艺中回用。经检测不合格的甲醇返回原料计量罐进入下一次

提纯。甲醇蒸馏塔和精馏塔的不凝气经两级水喷淋填料塔处理后尾气经

15 m排气筒排放。

在甲醇蒸馏回收过程中有少量乌洛托品受热分解产生甲醛和氨，其

方程式为：

C6H12N4 + 6 H2O 6CH2O + 4NH3

⑸氯化铵回收

甲醇母液精馏剩余残液由精馏塔底流至再沸器，沸后的甲醇蒸汽回

精馏塔，剩余残液排至氯化铵回收工序。氯化铵回收采用MVR配合双

效蒸发器进行浓缩，其中预先采用MVR蒸发装置将母液浓缩，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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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后回用于生产；后转入双效蒸发，蒸发温度在 180℃左右，蒸发过程

中产生的废气采用冷凝器冷凝后，冷凝水回用于生产，不凝尾气引入水

洗塔洗涤，氯化铵产品袋装后入库出售。建设项目在双效蒸发过程中当

脱水达到 75%后，剩余母液用于复合肥生产。同时为了降低双效蒸发的

散逸气味，将氯化铵回收装置整体进行封闭处理。

图 3-4 氨基乙酸生产工艺流程图及排污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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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项目氨基乙酸生产排污节点一览表
污染类

型

序

号
污染源名称 主要污染物 排放去向

废气

G7 氨化釜排气 氨 采用二级喷淋水吸收装

置净化G8 散逸甲醇 甲醇、氨

G9 干燥尾气 粉尘、甲醇、氨
采用旋风+布袋除尘器及

二级喷淋水洗

G10 甲醇回收精馏不凝气 甲醇、氨、甲醛 二级喷淋水洗

G11 双效蒸发不凝气 甲醇、氨、甲醛 二级喷淋水洗

G12 物料运输、储存 甲醇、氨 面源排放

废水

W6 双效蒸发冷凝水 COD、氨氮 回用于生产

W7 喷淋洗涤水（甲醇尾气、

烘干尾气、不凝气）
甲醇、氨、甲醛 作为生产原料用水回用

W8 设备及地面冲洗水
pH值、甲醇、氨、

甲醛

作为盐酸降膜吸收的补

水使用

3.3 原辅材料

表 3-5本项目原辅材料的理化性质

车间 用途 名称 理化特性

氯乙

酸车

间

原料

氯
Cl2

黄绿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分子量 70.91，蒸汽压

506.62kPa(10.3℃)
熔点：-101℃ 沸点：-34.5℃，易溶于水、碱液。相对

密度(水=1)1.47；相对密度(空气=1)2.48
化学性稳定

乙酸
CH3COOH

有刺激性酸味的无色透明液体。

沸点 118℃，熔点 16.6℃，具腐蚀性，蒸气压 15.7
mmHg/25℃，相对密度 1.0492/20℃/4℃，溶于醇，甘

油，醚，四氯化碳，不溶于二硫化碳，与水，丙酮及

苯互溶。蒸气密度 2.1，嗅阈值 0.21～1.0 ppm 或

2.5mg/m3。

催化

剂
硫磺
S

淡黄色脆性结晶或粉末，有特殊臭味分子量, 32.06, 蒸
汽压 0.13kPa/183.8℃ 闪点：207℃，熔点 119℃ 沸点

444.6℃,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醚，易溶于二硫化碳，

相对密度(水=1)2.0, 稳定性稳定

产品
氯乙酸

ClCH2COOH

白色结晶，有酸性刺激性气味。沸点 189℃，熔点

63℃，蒸气压 6.5×10-2 mmHg/25℃，蒸气相对密度

3.26，相对密度 1.4043/40℃/4℃，溶于苯，醇，氯仿

及醚，水中溶解度 100克水可溶解 614克氯乙酸。

氨基

乙酸

车间

原料
氨
NH3

无色有刺激性恶臭的气体，分子量, 17.03, 蒸汽压

506.62kPa(4.7℃)
熔点-77.7℃ 沸点-33.5℃, 易溶于水、乙醇、乙醚

相对密度(水=1)0.82(-79℃)；相对密度(空气=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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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纯

剂
甲醇

CH3OH

无色液体。沸点 64.7℃，熔点-97.8℃，蒸气压 92
mmHg/20℃，蒸气压 127 mmHg/25℃，相对密度

0.8100/0℃/4℃，蒸气相对密度 1.11，辛醇/水分配系

数 log Kow= -0.77，与水，乙醇，醚，苯及多数有机溶

剂及酮等互溶。嗅阈值 141ppm。

催化剂

（自

产）

乌洛托品

六亚甲基四胺
C6H12N4

菱形无色有光泽的结晶或粉末，无嗅。263℃开始升华

并部分分解，熔点 280℃并分解，比密度 1.331/-5℃，

极易溶于水中，易溶于乙醇，甲醇，氯仿，丙酮，稍

溶于乙醚，难溶于苯，二甲苯，几不溶于石油醚。25℃
时的蒸气压为 4.0×10-3 mm Hg柱,

3.4公用工程

项目的配套及公用工程充分利用园区公用设施，部分配套设施利用

现有工程的设施供给。根据需要另行建设部分公用工程来满足本项目生

产、生活的需要。

（1）供电

本项目精馏二车间-精馏工段及精馏二车间-氯化氨工段电源引自现

有厂区东北部原有变配电室，原变配电室电源引自园区苏正 110 kV变电

所。10kV架空线单路引入，设有容量为 1600 kVA 10kV/0.4kV变压器

一台，供电能力能够满足生产需要。

本项目氨基乙酸五车间、氨基乙酸六车间、乌洛托品工段、冷冻站

及消防循环水站电源引自厂区西南部总变配电室，总变配电室电源引自

园区苏正 110kV变电所，10kV架空线单路引入。氨基乙酸五车间外设变

配电室，设 2000kVA 10kV/0.4 kV变压器一台，负责氨基乙酸五车间、

乌洛托品工段、罐区及湿品库配电，氨基乙酸五车间、乌洛托品工段、

罐区及污水处理、湿品库。冷冻站设变配电室，设 1600kVA 10kV/0.4kV

变压器一台，负责冷冻站及消防循环水站配电。

本项目低压配电室主接线采用单母线运行。配电接地型式采用

TN-C-S，供配电采用三相四线制，放射式配电。在配电室做总等电位联

结(MEB)。电缆采用直接埋地敷设与电缆桥架敷设相结合。出桥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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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镀锌焊接钢管明敷，局部穿管埋地敷设。进入防爆区域内的电气线路

穿墙、楼板等处必须采用防爆阻燃材料做防爆封堵。穿越不同防火分区

的线路采取防火隔堵措施。

无功补偿采用低压电容补偿，功率因数大于 0.9。配电室低压电源进

线处设置电涌保护装置，防止雷电波侵入。部分设备采用操作室控制，

其余均为机旁按钮控制。照明电源取自动力配电系统，不再另设独立的

照明供电系统（照明变压器）。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自带蓄电池，应急

时间不小于 30 min。自动控制装置采用 UPS做为备用电源，应急时间大

于 90 min。

（2）供热

项目生产用热由园区内衡水联兴供热有限公司进行供给，联兴公司

能够为企业提供蒸汽压力大于 0.8Mpa（表压），温度高于 200℃的蒸汽，

能够保证 24h连续供气。

（3）制冷系统

氨基乙酸五车间最大用冷量为 1650kW，工艺用冷媒温度-10℃，温

差 5℃。根据工艺用冷负荷及冷媒温度并考虑外网 10%的冷量损失，本

项目选用 6台 JKA20CBY螺杆制冷压缩机，可满足需求。

（4）给排水

给水

项目用水单元主要为氯乙酸车间、乌洛托品车间、氨基乙酸车间的

生产用水，喷淋水系统用水，车间卫生冲洗水、循环冷却水系统补水以

及职工生活用水等。

排水

项目氯乙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以母液的形式全部进入下一反应

单元，经MVR进行蒸发配合后双效蒸发回收部分氯化铵后剩余部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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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河北东华冀衡有限公司的复合肥生产，双效蒸发产生的冷凝水回用于

氨基乙酸生产以及降膜吸收塔喷淋系统的补水。

对于废气喷淋过程中喷淋液分类收集，其中氯化尾气后的碱性喷淋

液作为冷媒的补充水，对于甲醇蒸馏回收尾气喷淋、产品烘干粉尘喷淋

废液均可以回用于生产中的配料环节使用。对于氨化尾气和含甲醇尾气

的喷淋液均回流进入氨化釜。车间卫生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盐

类物质，企业采取用于副产盐酸的降膜吸收过程中进行综合利用。

企业职工生活污水与企业现有职工生活废水一同进入东华冀衡公司

现有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管网并进入园区污

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

3.5工程污染源及污染防治措施

3.5.1废气

G1：氯化尾气

氯乙酸车间排放的废气主要为氯化尾气，本工程将氯化尾气引入五

级降膜吸收装置处理后，再通过一级碱液喷淋塔喷淋吸收后 25 m排气筒

高空排放。

氯化尾气进入五级降膜吸收塔吸收+碱液喷淋处理设施，制成副产品

盐酸出售，少量挥发的 HCl、Cl2、乙酸和 SO2再通过碱液吸收塔喷淋吸

收，最后通过 25 m排气筒排空。

G2、G3：加料及搅拌抽真空尾气

乙酸加料方式采用真空加料，因此加料过程有少量散逸的乙酸，搅

拌过程有少量残存的乙酸、氯化氢、氯气，随真空泵尾气汇入企业氯化

尾气的五级降膜吸收装置及碱液吸收塔进行处理。

G5：乌洛托品反应尾气

乌洛托品生产过程中甲醇过热器反应后的甲醛吸收塔尾气、乌洛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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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反应器产生尾气经统一收集后通过管道进入配套的尾气焚烧炉进行焚

烧处理。

G7、G8：氨化釜排气、散逸甲醇

在工业氨基乙酸制备的添加原料、醇析离心等工序产生甲醇、氨废

气，扩建项目在反应釜上方部用管道将含氨废气收集，用引风机将废气

引入水喷淋吸收装置吸收处理，离心机加盖密闭，醇析离心产生的甲醇

尾气用管道收集后用引风机引至水喷淋装置吸收处理。

G9：干燥废气

扩建项目氨基乙酸烘干产生的尾气主要污染因子为粉尘、甲醇及氨，

烘干气流被引入二级水喷淋装置吸收处理。

G10、G11：精馏废气、双效蒸发器废气

扩建项目在甲醇蒸馏过程产生的含甲醇、氨及甲醛废气；MVR及其

后的双效蒸发器在蒸发过程中产生含甲醇、氨及甲醛不凝气，企业分别

将甲醇塔顶不凝尾气、双效蒸发不凝汽收集后通过风机引入各自的水喷

淋塔吸收处理。

同时为了有效避免双效蒸发过程中散逸的废气，企业采取将多效蒸

发区域整体进行封闭处理，将少量无组织散逸的废气也通过加强设备的

封闭性，然后通过双效蒸发环节的引风装置收集后进入喷淋吸收装置进

行净化处理。对于多效蒸发后物料应进入结晶罐和离心机内进行分离脱

水处理，同时对离心机进行封闭引风，进入喷淋装置进行废气净化处理，

不得排入结晶池进行控水，避免无组织散逸。

G4、G6、G12：无组织排放废气

本次扩建项目所用原料氯气、乙酸、甲醇、液氨及副产品盐酸等在

使用、贮存、运输及管道输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微量散逸性外排。

其中液氯储罐和液氨储罐均为承压罐，基本能够控制无无组织排放；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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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储罐呼吸孔的呼吸气通过设置水封装置进行控制，建设挥发的氯化氢

的量；甲醇储罐和乙酸储罐的呼吸气通过采用水封装置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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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产生设备 名称

污染

因子
产生浓度
mg/ m3

废气量
m3/h

产生量
kg/h 采取措施

净化

效率%
排放浓度
mg/m3

排气量
m3/h

排气筒

高度 m

排放量 排放标准
达标

分析kg/h t/a 浓度
mg/m3

速率
kg/ h

G1 氯化釜 氯化尾气

HCl
SO2

Cl2
SO3

252750
5000
7575
3026

2000

505.5
10

15.15
7.68

采用“五级降膜水吸

收＋碱吸收”

99.99
99.9
99.5
99.99

HCl 25.2
SO2 5.0
Cl2 37.8
SO3 -

2000 25

0.05
0.01
0.57
0.075

0.36
0.072
4.10
0.27

100
550
65
45

0.915
9.65
0.52
5.7

达标

排放
G2
G3 加料、搅拌尾气 散逸气

HCL
乙酸

7000
—

2000 14
3.02

真空泵尾气汇入降

膜吸收装置吸收
99.5
99.5 — — —

0.07
0.015

0.554
0.108 — —

G5 乌洛托品生产 尾气

甲醛

甲醇

氨

194.2
68.5
0.511

1700
0.033
0.012
0.00086

采用尾气焚烧炉焚

烧处理

99
99
30

1.942
0.685
0.358

1700 15
0.0033
0.0012
0.0006

0.029
0.01
0.005

25
190
-

0.26
5.1
4.9

达标

排放

G7
G8

氨基乙酸合成 氨化釜排气 氨 —

10000
2.7

采用二级水喷淋吸

收
91
96

氨 41.08
甲醇 41.08 10000 15 0.41

0.41
2.95
2.95

—
190

4.9
5.1

达标

排放醇析、离心 散逸甲醇
甲醇

氨

1027
—

10.27
1.88

G9 干燥 干燥尾气

粉尘

甲醇

氨

196
875
152

10000
1.96
8.75
1.52

采用二级水洗喷淋

吸收

99
96
91

粉尘 1.96
甲醇 35
氨 13.68

10000 15
0.002
0.35
0.14

0.144
2.52
1.0

120
190
—

3.5
5.1
4.9

达标

排放

G10
G11

甲醇回收

氨基乙酸母

液精馏不凝

气

甲醇

氨

甲醛

— —
20.13
2.15
0.13

采用低温冷凝，不凝

气经二级喷淋水洗

后高空排放

96
91
95

甲醇 84
氨 43

甲醛 7.3
10000 15

0.84
0.43
0.073

6.05
3.09
0.53

190
—
25

5.1
4.9
0.26

达标

排放

氯化铵回收
双效蒸发不

凝气

甲醇

氨

甲醛

— —
0.96
2.68
1.33

采用低温冷凝，不凝

气经二级喷淋水洗

后高空排放

96
91
95

甲醇 84
氨 43

甲醛 7.3
10000 15

0.84
0.43
0.073

6.05
3.09
0.53

190
—
25

5.1
4.9
0.26

达标

排放

G4
G6
G12

生产设施 散逸气

乙酸

氯化氢

氯气

甲醇

氨

— —

0.04
0.012
0.025
0.4
0.045

其中液氨、液氯储罐

均为承压罐，盐酸

罐、甲醇罐、乙酸罐

的呼吸气均采用水

封装置进行净化吸

收，加强设备密闭性

并提高管理水平

— — — —

0.04
0.012
0.025
0.4
0.045

0.35
0.105
0.45
3.5
0.4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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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废水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以母液的形式进入下一反应单元，经双

效蒸发回收部分氯化铵后剩余部分用于河北东华冀衡有限公司的复合肥

生产，双效蒸发产生的冷凝水回用于氯乙酸生产和氨基乙酸生产以及喷

淋水系统补水。对于废气喷淋过程中喷淋液分类收集，其中氯化尾气后

的碱性喷淋液作为冷媒的补充水；对于甲醇蒸馏回收尾气喷淋、产品烘

干粉尘喷淋废液均可以回用于生产中的配料环节使用。对于氨化尾气和

含甲醇尾气的喷淋液均回流进入氨化釜利用。车间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废

水经沉淀后作为降膜吸收水的补水使用。职工生活污水进入东华公司现

有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纳污管网并进入园区

污水处理厂，能够满足排放标准的要求。

项目产生的废水及处理措施情况如表 3-8。

表 3-7 项目废水污染物及处理措施

工序 序号 排污节点 主要污染物 拟采取措施 排放情况

氯乙

酸

W1 降膜吸收用水 乙酸、氯、HCl 副产品约 30%的盐酸 外售

W2 碱洗塔 pH值、全盐量 作为冷媒补水 再利用

W3 设备及地面冲

洗水
氯乙酸、乙酸 用于降膜吸收补水 再利用

W4 G2和G3废气喷

淋废水
pH值、乙酸 用于降膜吸收补水 再利用

乌洛

托品
W5 设备及地面冲

洗水
甲醛、甲醇、氨 用于降膜吸收补水 再利用

氨基

乙酸

W6 双效蒸发冷凝

水
COD、氨氮 回用于生产 再利用

W7
喷淋洗涤水

（甲醇尾气,烘干

尾气,不凝气）

甲醇、氨、甲醛 作为生产原料用水回用 再利用

W8 设备及地面冲

洗水
甲醇、氨、甲醛

用于降膜吸收的补水使

用
再利用

公共

系统
W9 办公和职工生

活
生活污水 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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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噪声

扩建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反应釜搅拌机、各类电机、送料泵、循环水

泵、风机及制冷压缩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项目根据不同噪声源

采取不同降噪措施：各主要设备均安置在车间内，设备安装时加装减振

基础，风机加装消声器，设置风机房等，噪声具体排放情况见表 3-9。

表 3-8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噪声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声级值
dB(A) 降噪声措施

降噪值
dB(A)

1 反应釜搅拌机 70-80 车间内，合理布局 >15

2 送料泵 75-80 减振，设置于室内 >15

3 循环水泵 75-80 减振，设置于室内 >15

4 离心机 80-85 减振，设置于室内 >15

5 MVR蒸发设备 85-95 设置于车间内，并设隔声、降噪设施 >20

6 风机 85-95 基础减振、消声、隔声等 >20

7 制冷压缩机 85-90 封闭冷机房，减振，隔音 >20

3.5.4固体废物

⑴污水处理污泥

项目厂区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主要为车间卫生废水沉淀的污泥和厂

区污水处理站的污泥。根据《关于污（废）水处理设施产生污泥危险特

性鉴别有关意见的函》（环函[2010]129号）中的说明，其中规定以生活

废水处理为主、其中含有部分工业废水的污水处理设施中产生的污泥，

可以归入一般固废进行管理；若其中含有工业废水水质发生重大改变时，

产生的污泥应进行危险特性的鉴定。因本项目正常情况下污水处理以职

工生活废水为主，其中车间卫生废水产生量较少，故产生的污泥属于一

般工业固废，企业采取存储于防渗储池内，定期清理交由园区环卫部门

集中处理。若企业厂区内产生污染泄漏事故，其中事故废水依托企业厂

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时，该情况下产生的污泥则应首先交由相关单位

进行危险性鉴别，若属于危险废物应交由具有相关处理资质单位进行无

害化处理，若不属于危险废物则仍交由园区环卫部门集中处理，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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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职工生活垃圾

厂内分别设有生活垃圾箱，由环卫人员送至市政指定地点进行集中

处理。根据园区规划环评的要求，园区内一般固废均集中收集后交由衡

水市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进行综合利用。

表 3-9 项目固废产生情况

来源 固废成分 固废性质 产生量 t/a 处理措施 处置效果

污水处理 干化污泥 一般固废 13.8 园区集中处理 无害化处理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20 园区集中处理 无害化处理

4、检测验收标准

（1）本项目运营期氯化釜尾气、加料和搅拌尾气废气共用排气筒出

口废气中氯化氢、二氧化硫、氯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氨化合成尾气、氨基乙酸醇析、

离心共用废气排气筒出口废气中氨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 相关标准，甲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乌洛托品反应釜尾气排气筒出

口废气中氨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相关标

准，甲醇、甲醛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烘干排气筒出口废气中颗粒物、甲醇执行《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氨执行《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相关标准；甲醇精馏、氯化

铵回收尾气共用排气筒出口废气中颗粒物、甲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氨执行《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相关标准。

厂界无组织氨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

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甲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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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本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污水站处理

后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中二级标准，同时

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噪声：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 1中的 3类标准。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二氧化硫：0.072t/a，氯气：0.72t/a，氯化氢：0.36t/a，氨：6.34t/a，

甲醇：11.52t/a，甲醛：0.559t/a，颗粒物：0.144t/a。

5、检测测技术方案

5.1废气检测

表 5-1 废气检测点位、频次、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氯化釜尾气、加料和搅拌尾气
废气排气筒（1#）

氯化氢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二氧化硫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氯气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氨化合成尾气、氨基乙酸醇析、离
心废气进处理设施前

氨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氨化合成尾气、氨基乙酸醇析、离
心废气排气筒（2#）

氨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乌洛托品反应釜尾气
进处理设施前

氨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醛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乌洛托品反应釜尾气
废气排气筒（3#）

氨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醛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烘干废气进处理设施前

颗粒物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氨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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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烘干废气排气筒（4#）

颗粒物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氨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精馏、氯化铵回收尾气进处理

设施前

氨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精馏、氯化铵回收尾气废气排

气筒（5#）
氨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三次

厂界下风向三个点

氨 检测两天，每天四次

甲醇 检测两天，每天四次

氯气 检测两天，每天四次

氯化氢 检测两天，每天四次

厂界上风向一个点，下风向三个点 颗粒物 检测两天，每天四次

5.2废水检测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废水排放口

COD 检测两天，每天四次

氨氮 检测两天，每天四次

pH 检测两天，每天四次

5.3 噪声检测

检测点位：厂界外东、西、南、北各设 1个检测点位。

检测频次：每天昼夜各检测 1次，连续检测 2天。

5.4检测质量控制

本次检测采样及样品分析均严格按照《环境空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

及《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要求进行，实施全程序质量控制。具体质控

要求如下：

1、生产工况正常。检测期间生产在大于 75％额定生产负荷的工况

下稳定运行，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基本正常。

2、合理布设检测点位,保证各检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第 23 页 共 33 页

3、废气检测

废气检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检测前对使用的仪

器均进行流量和浓度校准，按规定对废气测试仪进行现场检漏，采样和

分析过程严格按照 GB/T 16157-1996和《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进行。

4、 废水检测

废水检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检测过程严格按照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进行。

5、噪声检测

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声级计测量前后均进行了校准

且校准合格，检测数据有效。

6、检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检测人员

经考核并持有上岗证书，所有检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7、检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5.5检测分析方法

本次检测中，样品采集及分析采用国标(或推荐)方法，具体检测分析

方法见下表。

噪声检测方法按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的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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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废气及废水检测分析方法

序号 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号

1

废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

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2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

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
HJ/T 27-1999

3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

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
HJ 57-2017

4 氯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

定 甲基橙分光光度法》
HJ/T 30-1999

5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6 甲醇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

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3-1999

7 甲醛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

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1995

8

废水

COD
《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9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10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

法》
GB/T 692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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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测结果及评价

6.1 废气

氯化釜尾气、加料和搅拌尾气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表明，排气

筒所排氯化氢、二氧化硫、氯气浓度及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为达标排放。

氯化釜尾气、加料和搅拌排气筒出口（1#）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执行

标准

氯化釜

尾气、加

料和搅

拌排气

筒出口

2018年
03月 31

日

废气量 Nm3/h 669 662 681 /

氯化氢 mg/Nm3 29.3 29.9 27.2 ≤100

氯化氢排放速率 kg/h 0.020 0.020 0.019 ≤0.915

二氧化硫 mg/Nm3 12 13 12 ≤550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0.008 0.009 0.008 ≤9.65

氯气 mg/Nm3 0.9 1.0 1.1 ≤65

氯气排放速率 kg/h 6.02×10-4 6.62×10-4 7.49×10-4 ≤0.52

氯化釜

尾气、加

料和搅

拌排气

筒出口

2018年
04月 01

日

废气量 Nm3/h 700 737 761 /

氯化氢 mg/Nm3 26.1 29.3 28.2 ≤100

氯化氢排放速率 kg/h 0.018 0.022 0.021 ≤0.915

二氧化硫 mg/Nm3 11 12 13 ≤550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0.008 0.009 0.010 ≤9.65

氯气 mg/Nm3 1.0 1.0 0.9 ≤65

氯气排放速率 kg/h 7.00×10-4 7.37×10-4 6.85×10-4 ≤0.52

注：排气筒高度为 25米。

氨化合成尾气、氨基乙酸醇析、离心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表明，

排气筒所排氨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

表 2标准要求；甲醇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为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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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化合成尾气、氨基乙酸醇析、离心进处理设施前及排气筒出口（2#）

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执行标

准

氨化合

成尾气、

氨基乙

酸醇析、

离心进

处理设

施前

2018年
03月 31

日

废气量 Nm3/h 214 234 214 /

氨 mg/Nm3 100.77 100.12 101.67 /

氨排放速率 kg/h 0.022 0.023 0.022 /

甲醇 mg/Nm3 737 756 787 /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158 0.177 0.168 /

氨化合

成尾气、

氨基乙

酸醇析、

离心废

气排气

筒出口

2018年
03月 31

日

废气量 Nm3/h 331 335 327 /

氨 mg/Nm3 49.26 48.13 49.03 /

氨排放速率 kg/h 0.016 0.016 0.016 ≤8.7

甲醇 mg/Nm3 92.4 89.4 90.2 ≤190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031 0.030 0.029 ≤14.7

氨化合

成尾气、

氨基乙

酸醇析、

离心进

处理设

施前

2018年
04月 01

日

废气量 Nm3/h 228 246 240 /

氨 mg/Nm3 103.47 100.32 101.22 /

氨排放速率 kg/h 0.024 0.025 0.024 /

甲醇 mg/Nm3 823 792 744 /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188 0.195 0.179 /

氨化合

成尾气、

氨基乙

酸醇析、

离心废

气排气

筒出口

2018年
04月 01

日

废气量 Nm3/h 347 329 312 /

氨 mg/Nm3 49.71 49.03 49.93 /

氨排放速率 kg/h 0.017 0.016 0.016 ≤8.7

甲醇 mg/Nm3 89.2 91.1 91.4 ≤190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031 0.030 0.029 ≤14.7

注：排气筒高度为 23米。

乌洛托品反应釜尾气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表明，排气筒所排氨

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标准要求；

甲醇、甲醛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为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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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洛托品反应釜进处理设施前废气及排气筒出口（3#）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执行

标准

乌洛托

品反应

釜废气

进处理

设施前

2018年 03
月 31日

废气量 Nm3/h 1822 1819 1784 /

氨 mg/Nm3 50.85 54.76 53.19 /

氨排放速率 kg/h 0.093 0.100 0.095 /

甲醇 mg/Nm3 1116 1007 1128 /

甲醇排放速率 kg/h 2.03 1.83 2.01 /

甲醛 mg/Nm3 12.93 12.83 12.67 /

甲醛排放速率 kg/h 0.024 0.023 0.023 /

乌洛托

品反应

釜废气

排气筒

出口

2018年 03
月 31日

废气量 Nm3/h 2377 2362 2368 /

氨 mg/Nm3 36.39 34.22 35.30 /

氨排放速率 kg/h 0.086 0.081 0.084 ≤4.9

甲醇 mg/Nm3 108 106 104 ≤190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257 0.250 0.246 ≤5.1

甲醛 mg/Nm3 9.01 9.04 8.86 ≤25

甲醛排放速率 kg/h 0.021 0.021 0.021 ≤0.26

乌洛托

品反应

釜废气

进处理

设施前

2018年 04
月 01日

废气量 Nm3/h 1780 1776 1798 /

氨 mg/Nm3 53.78 51.58 52.56 /

氨排放速率 kg/h 0.096 0.092 0.095 /

甲醇 mg/Nm3 899 995 961 /

甲醇排放速率 kg/h 1.60 1.77 1.73 /

甲醛 mg/Nm3 12.74 12.71 12.61 /

甲醛排放速率 kg/h 0.023 0.023 0.023 /

乌洛托

品反应

釜废气

排气筒

出口

2018年 04
月 01日

废气量 Nm3/h 2269 2267 2283 /

氨 mg/Nm3 31.68 31.66 31.86 /

氨排放速率 kg/h 0.072 0.072 0.073 ≤4.9

甲醇 mg/Nm3 84.5 88.1 90.1 ≤190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192 0.200 0.206 ≤5.1

甲醛 mg/Nm3 8.91 9.08 8.89 ≤25

甲醛排放速率 kg/h 0.020 0.021 0.020 ≤0.26

注：排气筒高度为 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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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标明：排气筒所排氨排放速率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标准要求；甲醇、颗粒物排

放浓度及排放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表 2二级标准，为达标排放。

烘干废气进处理设施前及排气筒出口（4#）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执行

标准

烘干废

气进处

理设施

前

2018年
03月 31

日

废气量 Nm3/h 2268 2074 2103 /

氨 mg/Nm3 76.96 74.26 75.16 /

氨排放速率 kg/h 0.175 0.154 0.158 /

甲醇 mg/Nm3 793 772 761 /

甲醇排放速率 kg/h 1.80 1.60 1.60 /

2018年 4
月 15日

废气量 Nm3/h 1982 1898 1854 /

颗粒物 mg/Nm3 222 220 226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44 0.42 0.42 /

烘干废

气排气

筒出口

2018年
03月 31

日

废气量 Nm3/h 1709 1668 1635 /

氨 mg/Nm3 42.05 42.50 41.82 /

氨排放速率 kg/h 0.072 0.071 0.068 ≤8.7

甲醇 mg/Nm3 102 104 99.7 ≤190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174 0.173 0.163 ≤14.7

2018年 4
月 15日

废气量 Nm3/h 1636 1609 1674 /

颗粒物 mg/Nm3 7.1 6.8 7.5 ≤120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1.16×10-2 1.09×10-2 1.26×10-2 ≤11.0

烘干废

气进处

理设施

前

2018年
04月 01

日

废气量 Nm3/h 2153 2149 2147 /

氨 mg/Nm3 73.81 74.93 74.48 /

氨排放速率 kg/h 0.159 0.161 0.160 /

甲醇 mg/Nm3 886 936 814 /

甲醇排放速率 kg/h 1.91 2.01 1.75 /

2018年 4
月 16日

废气量 Nm3/h 1876 1898 1947 /

颗粒物 mg/Nm3 225 220 219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42 0.42 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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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排气筒高度为 23米。

甲醇精馏、氯化铵回收尾气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标明：排气筒

所排氨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标

准要求；甲醇、颗粒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为达标排放。

甲醇精馏、氯化铵回收废气进处理设施前及排气筒出口（5#）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执行

标准

甲醇精

馏、氯化

铵回收废

气进处理

设施前

2018年 03
月 31日

废气量 Nm3/h 136 139 129 /

氨 mg/Nm3 49.93 49.03 48.36 /

氨排放速率 kg/h 0.007 0.007 0.006 /

甲醇 mg/Nm3 685 712 754 /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093 0.099 0.097 /

甲醇精

馏、氯化

铵回收废

气排气筒

出口

2018年 03
月 31日

废气量 Nm3/h 124 114 110 /

氨 mg/Nm3 6.97 6.74 6.88 /

氨排放速率 kg/h 8.64×10-4 7.68×10-4 7.57×10-4 ≤8.7

甲醇 mg/Nm3 54.3 51.6 50.8 ≤190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007 0.006 0.006 ≤14.7

烘干废

气排气

筒出口

2018年
04月 01

日

废气量 Nm3/h 1631 1630 1671 /

氨 mg/Nm3 41.37 42.95 42.73 /

氨排放速率 kg/h 0.067 0.070 0.071 ≤8.7

甲醇 mg/Nm3 89.2 89.6 89.1 ≤190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145 0.146 0.149 ≤14.7

2018年 4
月 16日

废气量 Nm3/h 1628 1612 1700 /

颗粒物 mg/Nm3
8.2 7.0 7.4 ≤120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1.33×10-2 1.13×10-2 1.26×10-2 ≤11.0

注：颗粒物检测数据引用于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HBBR
环字（1804）第 H 0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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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执行

标准

甲醇精

馏、氯化

铵回收废

气进处理

设施前

2018年 04
月 01日

废气量 Nm3/h 134 128 133 /

氨 mg/Nm3 50.61 49.48 51.06 /

氨排放速率 kg/h 0.007 0.006 0.007 /

甲醇 mg/Nm3 820 785 721 /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109 0.100 0.096 /

甲醇精

馏、氯化

铵回收废

气排气筒

出口

2018年 04
月 01日

废气量 Nm3/h 130 125 121 /

氨 mg/Nm3 7.06 6.70 6.97 /

氨排放速率 kg/h 9.18×10-4 8.38×10-4 8.43×10-4 ≤8.7

甲醇 mg/Nm3 44.8 40.7 43.4 ≤190

甲醇排放速率 kg/h 0.006 0.005 0.005 ≤14.7

注：检测数据引用于河北华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HP18033001）。

注：排气筒高度为 15米。

所测厂界无组织废气中氨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1 二级新扩改建标准，氯气、氯化氢、甲醇、颗粒物达

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浓度

限值。

氨检测结果表 单位：mg/m3

检测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执行标准

2018年 03
月 31日

下风向 2# 0.05 0.05 0.07 0.06

≤1.5

下风向 3# 0.07 0.05 0.07 0.05

下风向 4# 0.05 0.06 0.07 0.06

2018年 04
月 01日

下风向 2# 0.06 0.05 0.07 0.06

下风向 3# 0.05 0.04 0.04 0.06

下风向 4# 0.05 0.06 0.0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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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检测结果表
单位：mg/m3

检测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执行标准

2018年 03
月 31日

下风向 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下风向 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下风向 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18年 04
月 01日

下风向 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下风向 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下风向 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氯气检测结果表
单位：mg/m3

检测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执行标准

2018年 03
月 31日

下风向 2# 0.29 0.29 0.34 0.36

≤0.40

下风向 3# 0.36 0.31 0.30 0.31

下风向 4# 0.35 0.35 0.35 0.35

2018年 04
月 01日

下风向 2# 0.36 0.31 0.34 0.34

下风向 3# 0.35 0.35 0.31 0.36

下风向 4# 0.36 0.29 0.36 0.30

氯化氢检测结果表
单位：mg/m3

检测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执行标准

2018年 03
月 31日

下风向 2# 0.11 0.12 0.12 0.12

≤0.20

下风向 3# 0.14 0.17 0.14 0.12

下风向 4# 0.11 0.12 0.14 0.16

2018年 04
月 01日

下风向 2# 0.15 0.18 0.14 0.14

下风向 3# 0.13 0.16 0.12 0.12

下风向 4# 0.16 0.13 0.1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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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检测结果表

单位：mg/m3

检测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执行标准

2018年 03
月 31日

上风向 1# 0.352 0.380 0.386 0.406

≤1.0

下风向 2# 0.440 0.416 0.441 0.480

下风向 3# 0.422 0.470 0.460 0.424

下风向 4# 0.457 0.434 0.423 0.461

2018年 04
月 01日

上风向 1# 0.394 0.382 0.408 0.428

下风向 2# 0.447 0.492 0.483 0.447

下风向 3# 0.430 0.473 0.464 0.503

下风向 4# 0.483 0.455 0.446 0.484

6.2废水

所测生活污水中 COD、 氨氮、pH 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二级标准，同时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废水检测结果
检测

时间

检测

项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执行

标准

2018年 03
月 31日

COD mg/L 107 119 115 107 ≤150

氨氮 mg/L 2.486 2.586 2.429 2.386 ≤25

pH 无量纲 8.82 8.84 8.87 8.76 6～9

2018年 04
月 01日

COD mg/L 103 105 111 115 ≤150

氨氮 mg/L 2.457 2.543 2.457 2.386 ≤25

pH 无量纲 8.79 8.82 8.87 8.81 6～9

6.3厂界噪声

本次检测 4个厂界噪声，各厂界噪声昼夜间检测结果均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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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检测结果
单位：[dB(A)]

检测点位
03月 31日 04月 01日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厂界东 53.1 46.5 54.4 45.6

厂界南 46.2 46.2 55.8 47.7

厂界西 56.0 47.8 52.9 45.0

厂界北 53.2 44.8 54.7 45.4

标准值 ≤65 ≤55 ≤65 ≤55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6.4污染物排放总量

依据环评，本项目总量控制污染物为二氧化硫：0.072t/a，氯气：

0.72t/a，氯化氢：0.36t/a，氨：6.34t/a，甲醇：11.52t/a，甲醛：0.559t/a，

颗粒物：0.144t/a；根据检测结果，二氧化硫：0.063t/a，氯气：0.05t/a，

氯化氢：0.14t/a，氨：1.78t/a，甲醇：3.02t/a，甲醛：0.151t/a，颗粒物：

0.086t/a符合环评控制指标要求。

7、检测结论与建议

7.1 检测结论

7.1.1工程建设

河北东华冀衡化工有限公司 60kt/a 工业级氨基乙酸及配套工程项

目，对其产生的废气、废水、厂界噪声等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目前，

▲代表噪声检测点

太古刘村

冀 衡 路

冀

衡

化

学

东

华

大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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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良好。

7.1.2废气检测

氯化釜尾气、加料和搅拌尾气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表明，排气

筒所排氯化氢、二氧化硫、氯气浓度及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为达标排放。

氨化合成尾气、氨基乙酸醇析、离心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表明，

排气筒所排氨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

表 2标准要求；甲醇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为达标排放。

乌洛托品反应釜尾气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表明，排气筒所排氨

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标准要求；

甲醇、甲醛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为达标排放。

烘干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标明：排气筒所排氨排放速率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标准要求；甲醇、颗粒物排

放浓度及排放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表 2二级标准，为达标排放。

甲醇精馏、氯化铵回收尾气废气排气筒出口检测结果标明：排气筒

所排氨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标

准要求；甲醇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为达标排放。

厂界无组织废气中氨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

表 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甲醇、氯化氢、氯气、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7.1.3废水检测

生活污水中 COD、氨氮、pH 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二级标准，同时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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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厂界噪声检测

本次检测 4个厂界噪声检测点，各厂界噪声昼夜间检测结果均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7.1.5总量检测

依据环评，本项目总量控制污染物为二氧化硫：0.072t/a，氯气：

0.72t/a，氯化氢：0.36t/a，氨：6.34t/a，甲醇：11.52t/a，甲醛：0.559t/a，

颗粒物：0.144t/a；根据检测结果，二氧化硫：0.063t/a，氯气：0.05t/a，

氯化氢：0.14t/a，氨：1.78t/a，甲醇：3.02t/a，甲醛：0.151t/a，颗粒物：

0.086t/a，符合环评控制指标要求。

7.1.6 环境管理制度检查

河北东华冀衡化工有限公司环保机构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健全，人

员配备合理，职责明确。废气处理设施日常运行均有专人负责，保证了

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确保了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7.2建议

（1）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监督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

（2）加强环境事故风险防范措施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安全生产，

预防事故发生。



附表：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验收清单
类别 对象 治理方案 规 模 数量 净化效率 可达到的技术指标 验收标准

废
水
污
染
物

职工生活污水
厂内收集管网收集至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进

行集中处理
原来的规模
200 m3/d 一套

COD净化>80%
氨氮净化>50%

COD≤150 mg/L
氨氮≤25 mg/L
pH值：6.0-9.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中二
级标准，同时满足园区污水

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氨化母液
设置母液罐，甲醇精馏装置对甲醇进行精制回
收，产生的氯化铵母液双效蒸发回收冷凝水后

回用，少量氯化铵母液用于复合肥生产
— 一套 —

先后回收甲醇，然后蒸发回收氯化铵，冷凝水回用于氨基
化反应的配料和降膜吸收的补水环节使用

车间地面冲洗废
水

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降膜吸收塔的补水使用 10 m3/d 一套 — 满足降膜吸收的补水环节用水的要求，不外排

碱性喷淋塔废液
通过投入生石灰，转化的氢氧化钠溶液回用，

产生的含氯化钙水用于低温盐水的补水
— 一套 — 用于厂区低温盐水的补水，不外排

废
气
污
染
物

氯化釜尾气、加料
和搅拌尾气

采用五级降膜水膜吸收+一级碱吸收+25m排
气筒

2*1000 m3/h 2套

HCl>99.99%
SO2>99.8%
Cl2>99.9%

HCl：25 mg/m3 0.05kg/h；Cl2：7.5
mg/m3 0.57kg/h；SO2:100 mg/m3，
2.6 kg/h； 排气筒 25m并设置永久
性监测孔、监测平台、监测标志牌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中二级标准、无组
织排放厂界浓度要
求及《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4554-1993）
表 1二级新扩改建

及表 2标准

氨化合成尾气 设置两级喷淋吸收塔净化处理
10000 m3/h 2套 氨净化>91%

甲醇净化>96%

氨：0.69kg/h
甲醇：41mg/m3 0.41kg/h
排气筒 15m并设置永久性监测孔、
监测平台、监测标志牌

氨基乙酸醇析、
离心

顶部设集气引风装置，将气体引至二级喷淋吸
收塔

乌洛托品反应釜
尾气

尾气收集系统及尾气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理 1700 m3/h 1套
甲醛、甲醇的净

化>95%
氨的净化效率>30%

氨：0.69kg/h 1.942 mg/m3
甲醇：0.69kg/h 0.685 mg/m3
甲醛：0.69kg/h 0.358 mg/m3
排气筒高度 15m并设置永久性监测
孔、监测平台、监测标志牌

烘干气体 采用二级水喷淋吸收装置净化处理 10000 m3/h 2套 粉尘净化≥99%
粉尘：20 mg/m3 0.002kg/h
氨：176 mg/m3 0.35kg/h
甲醇：152 mg/m3 0.14kg/h
排气筒高度 15m并设置永久性监测

孔、监测平台、监测标志牌

甲醇精馏不凝气 采用二级水喷淋吸收装置净化处理 10000 m3/h 1套 净化效率 99%

氯化铵回收蒸馏
不凝气

采用二级水喷淋吸收装置净化处理，将氯化铵
多效蒸发装置设置全封闭车间内，氯化铵的脱
水采用离心机进行甩干，离心废气及车间内散
逸废气通过集中引风收集进入两级喷淋装置

进行处理，不能露天放置和处理

10000 m3/h 1套 净化效率 99%

无组织散逸
加强设备检修，杜绝跑冒滴漏；甲醇回收采用
冰水低温冷凝；车间通风设施等，盐酸储罐呼

吸气设置水封装置进行吸收
- 若干 -

厂界粉尘：1.0 mg/m3

氨：1.5 mg/m3 甲醇：12 mg/m3

氯：0.4 mg/m3 氯化氢：0.2 mg/m3



续：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验收清单

类别 对象 治理方案 数量 可达到的技术指标 验收标准

噪
声

设备噪声
风机采取加消声器、设置风机房，减振基础；压缩机设置减振基础，加强冰机房门

窗隔声措施；所有生产设备均置于车间厂房内，车间加强围护措施
厂界噪声昼低于 65dB(A)，夜

低于 55 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类区标准要求

固废 固废暂存间
防渗、防雨等措施（若企业厂区处理事故废
水及消防废水的情况下产生的污泥应首先进

行危废鉴别后再行处理）
1处（分区设置存放） 防止雨水淋溶、下渗及产生扬尘等

厂
区
防
渗

罐区、污水处理站、
车间、物料通道等

(1)生产车间、库房等底部采用 10 cm厚三合土处理，上层再用 10-15 cm
高标号防渗水泥硬化，表层涂环氧树脂进行防腐，渗透系数<10-10 cm/s。
(2)事故池、消防废水池采取防渗处理，在防渗结构上（包括水池的底部

及四周壁）采用 10 cm厚三合土处理，再水泥硬化（防渗水池底部用 10-15
cm的水泥浇底），并涂环氧树脂防渗，渗透系数<10-10 cm/s，以达到防

腐防渗漏的目的。

(3) 罐区及车间储罐四周设围堰，围堰四周和底部采用水泥硬化（底部

用 15-20 cm的水泥浇底），盐酸罐区采用耐酸瓷砖贴面，其他罐区采用

涂环氧树脂防腐。

(4) 厂区地面除绿化区、预留空地外全部进行水泥硬化处理，采取 10 cm
厚三合土铺底，再在上层铺 15-20 cm的水泥进行硬化，防止物料运输时

的跑冒滴漏废液下渗污染地下水。

(5)厂区内污水收集池、污水处理池（包括水池的底部及四周壁）全部进

行水泥硬化防渗处理，即基础采取 10 cm 厚三合土铺底，再在上层铺

10-15cm的水泥进行硬化，四周壁用砖砌再用水泥硬化防渗，防止污水

处理过程污染地下水。

(6)生产装置区排水管道采用耐腐塑料管材，铺设管道前，先将地沟用水

泥做防渗处理。厂区内重点污染防治区经防渗处理后渗透系数不大于

1×10-10cm/s。

防止酸、污水下渗，并能将消防废水顺利导至污水事故储
池，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绿化 厂区绿化 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对厂区内进行绿化美化

风险 详见表 10-2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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