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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一）基本情况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污水处理厂位于长沙县榔梨街道土岭社区，占地面

积 128 亩，主要服务范围为开发区东南片、榔梨工业园区和干杉中心镇区（干杉

组团）的区域。远期服务面积 47.25 平方千米，服务人口 26 万人。一期工程于

2010 年 6 月通水运行，二期（扩容）提标工程于 2017 年底动工建设 2019 年全

部通水。一二期均采用改良型氧化沟+反硝化+超滤膜工艺，总设计处理能力 14

万吨/天，设计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中一级 A类标准。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要求，公司根据实

际生产情况，查清本单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制定了本公

司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二）排污情况

城南污水处理厂采用改良型氧化沟工艺，是在传统氧化沟的基础上，根据污

水的水质特点和脱氮除磷的要求在好氧区的前端，建厌氧区和缺氧区生物处理工

艺。整个处理工艺主要构筑物有格栅、提升泵站、沉砂池、氧化沟、二沉池、污

泥泵房、反硝化滤池、超滤膜车间、污泥处理系统等。改良型氧化沟内设有厌氧

区、缺氧区和好氧区形成按 A2/O 方式运行的氧化沟。

城南污水处理厂的污染物的产生、治理与排放情况如下：



排放源的污染物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防治措施 排放去向

废水 城市管网内污水

pH、化学需氧量、氨氮、

悬浮物、总氮、总磷、五

日生化需氧量、pH、动植

物油、粪大肠菌群、色度、

石油类、LAS、六价铬、总

镉、总铬、总汞、总铅、

总砷、烷基汞、总铜、总

镍、总氰化物、氟化物、

挥发酚、硫化物

经改良型氧化沟、沉

淀、反硝化滤池、超

滤膜车间处理后集中

排放

外排至黎江港

噪声 设备机械噪声 环境噪声

提升泵站、曝气机、

鼓风机房设置远离居

民区、选用低噪声设

备，采取加隔音罩等

降噪措施。

向外环境扩散

二、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说明

自行监测手段采用手工监测+自动监测相结合，开展自动监测的点位和项目

有总出水口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pH，其他未开展自动监测的项目

均采用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项目委托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实现 24 小时运维。

我公司将自行监测指标（雨水除外）委托湖南品标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检测。

湖南品标华测检测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0%全资控股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成立，注册资金 500 万，位于三一路 1

号三一工业城老研发楼 3楼、4楼。公司通过了 CMA 资质认定，是第一批通过湖

南省环境监测业务能力认定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业务范围包括：二噁英检测、

环境空气、污染源废气、工作场所室内空气等、水废水、生活饮用水、地表水、

地下水、海水与生态调查等，土壤检测、固废与危险废弃物检测与鉴别、场地污

染源调查与检测，电磁辐射与物理因素等，油气回收。该公司所有的检验及测试

均依据国家标准进行，出具的检测报告权威公正，具有法律效力。

该公司资质与检测合同见附件。

三、监测方案

（一）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方案



1、废气无组织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废气无组织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类型 排放源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废气无组

织排放

厂界臭气、氨
（氨气）、硫
化氢浓度

臭气、氨（氨气）、

硫化氢浓度

厂界下风向 4

个监控点
半年 手工监测

格栅 甲烷 格栅下风向 年 手工监测

2、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方法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布设按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附录 C、《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监测项目

具体监测分析方法见下表。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1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2 硫化氢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国家环

保总局 2003 年 第四版增补版）

3 臭气浓度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4 甲烷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604-2017

3、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类别 序号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废气无组

织排放

1 氨 20（无量纲）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大气污

染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2 硫化氢 1.5

3 臭气浓度 0.06

4 甲烷 1%

（三）废水监测方案

1、废水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废水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类型 废水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废水 综合废水

pH

总排放口

1 次/两小时 自动监测

色度 1 次/月 手工监测

悬浮物 1 次/日 手工监测

五日生化需氧量 1 次/日 手工监测

化学需氧量 1 次/两小时 自动监测

总氮 1 次/两小时 自动监测

氨氮 1 次/两小时 自动监测

总磷 1 次/两小时 自动监测

粪大肠菌群 1 次/日 手工监测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1 次/月 手工监测

石油类 1 次/月 手工监测

动植物油 1 次/月 手工监测

总汞 1 次/季度 手工监测

总镉 1 次/季度 手工监测

总铬 1 次/季度 手工监测

六价铬 1 次/季度 手工监测

总砷 1 次/季度 手工监测

总铅 1 次/季度 手工监测

烷基汞 1 次/半年 手工监测

总铜 1 次/半年 手工监测

总镍 1 次/半年 手工监测

氟化物 1 次/半年 手工监测

硫化物 1 次/半年 手工监测

挥发酚 1 次/半年 手工监测

总氰化物 1 次/半年 手工监测

2、废水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依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开展废水污染物监测，

监测项目具体监测分析方法见下表。



废水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废水类
型

监测点
位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1

综合废
水

废水总
排放口

pH --

2 色度 水质 色度的测定 稀释倍数法
GB 11903-1989

3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1989

4
五日生化需氧

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

与接种法 HJ 505-2009

5 化学需氧量 --

6 总氮（以 N 计） --

7 氨氮 --

8 总磷（以 P 计） --

9 粪大肠菌群
水质 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纸片

快速法 HJ 755-2015

10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GB 7494-1987

11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红外分光

光度法 HJ 637-2018

12 动植物油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红外分光

光度法 HJ 637-2018

13 总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

法 HJ 694-2014

14 总镉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法 HJ 700-2014

15 总铬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法 HJ 700-2014

16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

法 GB 7467-87

17 总砷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法 HJ 700-2014

18 总铅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法 HJ 700-2014

19 烷基汞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204-1993

20 总铜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法 HJ 700-2014

21 总镍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法 HJ 700-2014

22 氟化物
水质 无机阴离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23 硫化物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

度法 HJ 503-2009

24 挥发酚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25 总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异
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3、废水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废水污染物排放评价标准

排放口名称 监测项目 执行限值 执行标准

废水总排放口

pH 6-9（无量纲）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

色度 <30 倍

悬浮物 <10

五日生化需氧量 <10

化学需氧量 <50

总氮（以 N计） <15

氨氮 <5（8）

总磷（以 P计） <0.5

粪大肠菌群 <100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5

石油类 <1

动植物油 <1

总汞 <0.001

总镉 <0.01

总铬 <0.1

六价铬 <0.05

总砷 <0.1

总铅 <0.1

烷基汞 未检出

总铜 <0.5

总镍 <0.05

氟化物 <10

挥发酚 <0.5

硫化物 <1

总氰化物 <0.5

（四）厂界噪声监测方案

1、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厂界噪声

LeqA 厂东界外 1米 季，昼、夜各一次 手工监测

LeqA 厂西界外 1米 季，昼、夜各一次 手工监测

LeqA 厂南界外 1米 季，昼、夜各一次 手工监测

LeqA 厂北界外 1米 季，昼、夜各一次 手工监测

2、厂界噪声监测方法

厂界噪声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厂界噪声 Leq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 12348-2008）

厂界噪声分白天（6:00～22:00）、昼

夜（22:00～06:00）各测一次

3、厂界噪声评价标准

厂区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2 类区

标准限值要求，昼间：60dB（A），夜间 50dB（A）。厂界噪声评价标准见下表。

厂界噪声评价标准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执行限值 执行标准

厂东界外 1 米 LeqA 昼间：60dB（A），夜间 50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标准》

（GB12348-2008）

厂西界外 1 米 LeqA 昼间：60dB（A），夜间 50dB（A）

厂南界外 1 米 LeqA 昼间：60dB（A），夜间 50dB（A）

厂北界外 1 米 LeqA 昼间：60dB（A），夜间 50dB（A）

四、监测点位示意图

公司自行监测采用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公司自行监测点

位见附图。



备注： ☆：废水； ○：无组织废气； ▲：噪声。

监测点位示意图

五、质量控制措施

公司自行监测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检测技术规范和

方法中未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1、人员持证上岗

公司有 11 名化验检测工作人员，均参加业务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证书。委

托运维的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国家相关标准法规，建立了基于

ISO9000 运维质量管理体系、运维信息化管控体系、专业的运维法务保障体系、

运维服务的创值体系等多维度体系保障的先进管理模式，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环境

方案咨询、销售、售后、运维一体式的服务。

2、实验室能力认定

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湖南品标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手工

监测项目。

3、监测技术规范性

监测技术方法选择首先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在没有国标方法时，采用行业标

准方法或国家环保部推荐方法。

5、仪器要求

仪器设备档案必须齐全，且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使用。

6、记录要求

自动监测设备应保存仪器校验记录。校验记录必须根据南京市环保局在线监



测科要求，按照规范进行，记录内容需完整准确，各类原始记录内容应完整, 不

得随意涂改,并有相关人员签字。

手工监测记录必须提供原始采样记录，采样记录的内容须准确完整，至少 2

人共同采样和签字,不得随意涂改；样品采集、运输、保存参考《地表水和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T 91 、《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与管理技术规范》HJ 493-2009

的技术要求进行，每批样品分析的同时做质控样品和平行双样。质控数据应占每

批分析样品总数的 10％～20％；样品交接记录内容需完整、规范。

7、环境管理体系

城南污水处理厂隶属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公司实

行标准化运营管理，生产过程全部实现计算机远程监控；公司具有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服务能力生活污水处理一级和工业废水处理三级评价证书，获准使用“CMA”

水质检测标志，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

六、信息记录和报告

（一）信息记录

1、监测和运维记录

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的记录均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执

行。自动监测记录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手工监测记

录由有资质的环境检测机构提供盖章件的检测结果。自动监测结果的电子版和手

工监测结果纸质版环境管理台账均保存三年。

2、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

（1）按照污水处理设施记录每日的运行小时、处理量、工艺参数、设备维

修记录等。

（2）每天记录水质分析，包括进出水污染物浓度；

（3）自动监测记录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

（4）及时记录污水处理工艺的运行、异常和故障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备。

（二）信息报告

每年年底编写第二年的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方案包含以下内容：

1、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2、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全年运行天数，各监测点、各监测指标全年



监测次数、浓度情况；

3、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

4、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应急报告

1、当监测结果出现超标，我公司对超标的项目增加监测频次，并检查超标

原因。

2、若短期内无法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公司应向上级提交事故分析报告，

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采取减轻或防止污染的措施，以及今后的预防及改进措施。

七、自行监测信息公布

（一）公布方式

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分别在“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公布

（二）公布内容

1、基础信息，包括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生产地址、联

系方式，以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产品及规模；

2、排污信息，包括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口数

量和分布情况、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情况，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定

的排放总量；

3、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5、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6、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

7、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三）公布时限

1、企业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基础信息、自行监测方案一经审核

备案，一年内不得更改；

2、手工监测数据根据监测频次按时；

3、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废水自动监测设备产生的数据为小时均值；

4、每年元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