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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市政建设、堤防、道路、桥涵等基本设施建筑对砂石的需用

量愈来愈大，采砂产业发展也较快。且西沟河道位于崇礼区，近年来随着崇礼区

的发展建设，砂石需求量逐年递增，砂石资源供需矛盾日益显现。为此河北省水

利科学研究院编制了《崇礼区清水河西沟（含部分支沟）河道采砂与整治规划报

告》。依据规划内容，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决定开展崇礼区清水

河西沟（含部分支沟）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该项目采砂与整治范围为《崇礼区

清水河西沟（含部分支沟）河道采砂与整治规划报告》规划的可采区范围，并设

置一座砂石料加工区，建设砂石料加工生产线 4条，堆料场 3个。该项目已取得

张家口市崇礼区行政审批局备案信息（崇行审建备字[2020]05号）。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采用阶段验收本

次仅对砂石料加工区开展验收工作，河道整治后续另行开展验收工作。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实际总投资1600

万，其中环保投资为200万元，占建设投资的12.5%。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采砂

工程、河道整治工程、砂石加工三部分。采砂范围控制总开采量为281.47万m3，

开采河道总长度为22125m，河道采砂区不设置工业场地和施工营地，河道边修

建临时道路，河道采出的砂石由铲车装入自卸运输汽车中，由汽车运至砂石加工

区，采砂区临时道路占地5200m2。河道整治措施包括采砂区域植草绿化、部分区

域建设钢丝石笼坝、对河道现有破损的浆砌石挡墙、护地坎进行修复，河道治理

所用原料均放置于河道内，不设置工业场地。在崇礼区高家营镇建设砂料加工区，

租赁当地铁矿选厂用地，并征用部分临时用地，总占地面积为12703.6m2。主要

设置砂石加工车间、原料堆场、成品堆场、办公区。砂料加工车间占地3500m2，

内设4条加工生产线，原料堆场及成品堆场建设围挡，原料堆场占地3750m2，成

品堆场分为机制砂堆存区和石子堆存区，占地4000m2。办公区占地面积500m2。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委托张家口众杰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环评报告

书》，并于2020年08月18日获得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审批意见（张行审字

[2020]2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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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

务院第 682号令）等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单位需查清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

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工程设计文件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的落实情况，调查

分析工程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是

否已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预防、减缓和补救措施，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为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依据。

2023年 5月，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工作；同时，还委托河北稷邈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检测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 682 号）和环保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以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河北

稷邈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本项目现场调查情况，依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2018年第 9号）

技术规范要求，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竣工验收检测报告。按照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办

公室《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

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冀环办字函〔2017〕727号）文件有关要

求，编制完成了《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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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收编制依据

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 1月 1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起施

行）；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9）《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

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冀环办字函〔2017〕727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1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1.2 验收技术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8）《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9）《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1993）；

（10）《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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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1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14）《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15）《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20）；

（16）《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

（17）《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环境保护部）；

（1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18年第 9号）。

1.3 工程技术文件及批复文件

（1）《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环评报告

书》（张家口众杰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 8月）；

（2）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

采砂和整治项目》的审批意见，张行审字[2020]201号；

（4）河北稷邈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数据报告（2023年05月22日）》；

（5）危废协议

（6）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环保设计资料、工程竣工资料等

其它相关资料。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gthw/gtfwwrkzbz/202012/t20201218_8139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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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2.1.1 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见下表 2-1。

表 2-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

建设单位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郝翔虹 联系人 李翊铖

通信地址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西湾子镇风情街商业街 3号商业楼

联系电话 15231313337 邮政编码 076350

项目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八、非金属矿采选业 10土砂

石开采 101

建设地点 张家口市崇礼区高家营镇胜利村东 2500处

占地面积 12703.6m2 经纬度
东经 114°55'36.31"
北纬 40°56'34.06"

开工时间 2020年 8月 试运行时间 2023年 5月

2.1.2 地理位置及周边情况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位于张家口市崇

礼区高家营镇胜利村东 2500处，中心坐标东经 114°55'36.31"，北纬 40°56'34.06"。

项目南侧为乡村道路，东侧、西侧、北侧为空地。评价区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示意图见附图 1，项目周围环境概况示意图见附图 2。

2.2 建设内容

2.2.1 主体设施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成后年产机制砂（0.16-0.5mm）40.35 万 m3、石子（0.5-1.5mm）

53.47万 m3。本项目在崇礼区高家营镇建设砂料加工区，租赁当地铁矿选厂用地，

并征用部分临时用地，总占地面积为 12703.6m2。主要设置砂石加工车间、原料

堆场、成品堆场、办公区，砂料加工车间占地 3500m2，内设 4条加工生产线，

原料堆场及成品堆场建设围挡，原料堆场占地 3750m2，成品堆场分为机制砂堆

存区和石子堆存区，占地 4000m2。办公区占地面积 500m2。具体内容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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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1座，建筑面积3500m2，钢结构，共设置砂料生产线4条，

用于砂料生产加工，主要为筛分、破碎、水洗等过程。

辅助

工程
办公生活区 占地面积500m2，职工办公、休息。

储运

工程

堆场

设置3个堆场，包括砂石堆料场、机制砂堆料场、石子堆料

场各1座，其中砂石堆料场占地面积为3750m2，机制砂堆料场堆

料场占地面积为1500m2，石子堆料场占地面积为2500m2。

运输道路

河道采砂区修建临时运输道路，临时占地面积0.52hm2，河

道采出的砂石采用汽车运输，通过采砂作业点临时道路经由公

共道路运至砂料加工区。

公用

工程

供水系统 由附近村庄集中供水系统提供。

供电系统 由附近电网提供，年用电量约为30万kW•h。

供热系统 本项目生产车间冬季不供热，职工冬季采暖采用电供暖。

环保

工程

废

气

运输粉尘 道路及场地硬化，洒水车洒水抑尘。

筛分、破碎粉尘
筛分、破碎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采用布袋除尘器处

理，由15m高排气筒排放。

原料、成品装卸、

堆场粉尘

原料堆场及成品堆场周围设备围挡，堆料采用苫布

遮盖，并进行喷雾抑尘。

废

水

职工生活废水
水质简单、泼洒抑尘；砂石加工区设防渗旱厕，定

期由当地农民进行清掏用作农肥，不外排。

车辆冲洗废水
收集至车辆冲洗水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

不外排。

洗砂废水
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洗砂工序，不外排，

设置三个1500m3沉淀池。

噪

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震、厂区绿化等措施。

固

体

废

物

职工生活垃圾 垃圾集中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沉泥 综合利用。

除尘灰 收集后外售。

废机油 暂存于厂区危废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2.2.2 主要原辅材料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表见表 2-3。

表 2-3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用量 来源

1 新鲜水 35793m3/a 附近村庄集中供水系统

2 电 30万kW•h 由附近电网提供

3 柴油 200t/a 外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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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生产设备

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见表 2-4。

表 2-4 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台）

1 挖掘机 — 3

2 装载机 — 3

3 自卸汽车 — 5

4 板式振动给料机 GZS-9638 2

5 颚式（欧式）破碎机 PEC-96 2

6 单缸液压圆锥破碎机 CH-480、XMS-75 2

7 振动筛 3YAK-3072、3YAK-2472 2

8 轮式洗砂机 PS-4200 2

9 洗砂脱水一体机 2400×4200 2

10 对辊式破碎机 2PGY-1000×1200 1

2.2.4主要产品及产能

本项目建成后年产机制砂（0.16-0.5mm）40.35 万 m3、石子（0.5-1.5mm）

53.47万 m3，直接出售。

表 2-5 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产量（万 m3/a） 备注

1 机制砂 0.16-0.5mm 40.35 /

2 石子 0.5-1.5mm 53.47 /

2.3 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简述：

1）采砂及砂石运输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

营运期河道采砂过程采用挖掘机进行挖掘采砂，由装载机装入自卸汽车中，

运输过程中采取苫盖措施，采出的河道砂石由汽车运至砂石料加工区原料堆场。

由于河道采出的砂石具有一定的含水率，因此在河道采砂及装载过程中基本

不产生粉尘，在大风天气采取喷淋抑尘措施，降低扬尘产生量。汽车运输过程中

采用苫布遮盖，砂石料加工区设置车辆冲洗装置，及时对车辆进行冲洗，减少运

输过程中扬尘的产生量。河道采砂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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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项目采砂及运输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2）砂石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

图 2-2 本项目工艺流程图

①砂料进料

河道砂料由自卸汽车从开采区运至加工区原料堆场，通过板式振动给料机给

料，由皮带输送机送至振动筛进行筛分。

②筛分

经振动筛对砂石料矿进行筛分，将筛分机出料口设置成不同规格的出料口，

符合规格的产品由出料口进入洗砂工序，不符合规格的石料由皮带输送机送至破

碎石生产线进料口。

③破碎

不符合规格的石料通过进料口送入鄂式破碎机完成粗碎过程，粗碎后砂料粒

度为 50mm~100mm，粗碎的砂料进入单缸液压圆锥破碎机进一步细碎，细碎后

砂料粒径为 0mm~40mm。

④洗砂

破碎后的砂料经皮带输送机送至洗砂机进行水洗，再经洗砂脱水一体机脱水

后经皮带输送至相应产品堆料场，待售。

洗砂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外排。

噪声噪声 粉尘扬尘、噪声

装载机装
砂

挖掘机采砂 原料堆场汽车运输西沟及
支沟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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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项目产排污情况一览表

污染物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污染物治理措施 排放特征 排放去向

废气

砂石料筛分、破碎粉

尘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

间断 大气

原料堆场扬尘 颗粒物 原料堆场及产品堆场周围

建设围挡，物料进行遮盖，

并进行喷淋抑尘。

间断 大气
产品堆场粉尘 颗粒物

道路扬尘 颗粒物

砂料加工区出入口设置洗

车平台、道路硬化、洒水

抑尘、运输车辆进行苫盖。

间断 大气

车辆燃油废气

SO2

加强车辆设备维护。 间断 大气NOx

烟尘

河道采砂 颗粒物

河道采出砂石具有一定的

含水率，降低砂料装卸落

料高度，在大风天气采取

喷淋抑尘措施。

间断 大气

废水

洗砂废水
COD、氨氮、

SS、BOD5

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全部

回用，不外排。
—— 不外排

车辆冲洗废水
COD、氨氮、

SS、BOD5

经洗车平台沉淀池处理后

全部回用，不外排。
—— 不外排

生活污水
COD、氨氮、

SS、BOD5

用于厂区泼洒抑尘，不外

排。
—— 不外排

噪声

破碎机、振动筛、除

尘风机、水泵等设备

运行噪声

/
选用低噪声设备，均设置

在厂房内，进行建筑隔声，

安装基础减震设施。
间断 周围环境

挖掘机、装载机、运

输车辆产生的噪声
/

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严格

控制作业时间，控制车辆

行驶速度。

固废

一般

固废

除尘器 除尘灰 收集后外售用作建材 间断 不外排

沉淀池 沉泥 综合利用 间断 不外排

危险

废物
设备维护 废机油

暂存于危废间，定期送有

资质单位处置。
间断 不外排

生活

垃圾
员工 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后送至环卫部门

指定地点
间断 不外排

2.4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施工高峰人数 50人，年工作 180天，实行 2班制，每班 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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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用工程

2.5.1 给排水

给水：在河道采砂的过程中无需用水，主要为砂石料加工过程用水及职工办

公生活用水。本项目用水由附近村庄集中供水管网提供。

砂石料加工区劳动定员为 13人，年工作 180天，根据《河北省用水定额》

生活用水（DB13T1161-2016）确定用水标准为 50L/人•d，则职工用水量为 0.65m3/d

（117m3/a）。

生产用水主要为洗砂用水、车辆冲洗用水、堆料场和运输道路洒水抑尘。洗

砂用水量为 200m3/d（36000m3/a），其中循环水量为 170m3/d（30600m3/a），新鲜

水用量为30m3/d（5400m3/a）；运输车辆进出场地为10200次/a，用水定额按0.15m3/

次·辆计，则用水量为 8.5m3/d（1530m3/a），其中循环水量为 6.8m3/d（1224m3/a），

新鲜水用量为 1.7m3/d（306m3/a）；堆料场占地面积合计 7750m2，干燥天气时每

天进行 3次以上洒水降尘，洒水定额 2L/m2次，洒水抑尘用水量为约为 46.5m3/d。

一般年洒水天数为 90天左右，则堆料场洒水降尘用水量为 4185m3/a；运输道路

长度约 5000m、宽 4m，干燥天气每天进行 3 次以上洒水抑尘，洒水定额 2L/m2

次，洒水抑尘用水量为约为 120m3/d。一般年洒水天数为 90 天左右，则堆料场

洒水降尘用水量为 10800m3/a。

排水：

堆料场、运输道路洒水抑尘用水经蒸发全部损耗，不外排；洗砂用水约 20%

随生产进入产品，洗砂废水产生量约为 170m3/d（30600m3/a）收集至洗砂废水沉

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洗砂工序，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产生量按用水量的

80%计，冲洗废水量为 6.8m3/d（1224m3/a），车辆冲洗废水收集经沉淀池处理后

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产生量按用水量的 80%计，即 0.52m3/d、93.6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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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项目水平衡图（m³/d）
2.5.2 供电：

由附近电网提供，年用电量约为 30万 kW•h。

2.5.3 供热：

本项目冬季办公供热采用电供热，生产无需供热。

2.6 环评审批情况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月委托张家口众杰科技有

限公司编制《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环评报告

书》，并于 2020 年 08 月 18 日获得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审批意见（张行审字

[2020]201号）。

2.7 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1200万，其中环保投资为 200万元，占建设投资的 16.67%；实

际总投资 1600万，其中环保投资为 200万元，占建设投资的 12.5%。

实际环境保护投资见下表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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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实际环保投资情况说明

项目 污染源 治理措施 投资（万元）

废气

有组织

废气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

18.3
无组织

废气

SO2、NOx
建设围挡，物料进行遮盖，并进行喷淋

抑尘。设置洗车平台、道路硬化、洒水

抑尘、运输车辆进行苫盖。加强车辆设

备维护。
颗粒物

废水

洗砂废水 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19.5车辆冲洗废水
经洗车平台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不

外排。

生活污水 用于厂区泼洒抑尘，不外排。

噪声

破碎机、振动筛、除

尘风机、水泵等设备

运行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均设置在厂房内，进

行建筑隔声，安装基础减震设施。
131.2

挖掘机、装载机、运

输车辆产生的噪声。

将强对设备的维护，严格控制作业时间，

控制车辆行驶速度。

固废

一般固废 收集后外售用作建材，综合利用。

0.1危险废物 暂存于危废间，定期送有资质单位处置。

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后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

生态 对厂区内非硬化部分进行绿化 17.5

防渗

危废暂存间等区域地基采用三合土铺底，再用防渗水泥硬化，

并采用环氧树脂进行防腐处理，确保防渗层渗透系数小于 1×
10-10cm/s。生产车间等地面防渗层混凝土确保防渗层渗透系数

小于 1×10-7cm/s。

13.4

合计 200

2.8 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经现场验收调查和与建设单位的环评报告核实，本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基本

一致，不属于重大变更。

2.9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阶段要求建设内容“三同时”情况落实见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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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 污染源 治理措施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废气

筛分破碎

工序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15m高排气筒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

经检测，废气污

染物达标排放

原料堆场

原料堆场堆场周围

建设围挡，物料进行

遮盖，并喷淋抑尘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表 2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产品堆场

产品堆场周围建设

围挡，物料进行遮

盖，并喷淋抑尘

道路扬尘

砂料加工区出入口

设置洗车平台、厂区

道路硬化、洒水抑

尘、运输车辆进行苫

盖

/

车辆燃油

废气
加强车辆设备维护 /

废水

洗砂废水

沉淀池沉淀处理后，

回用于洗砂工序，不

外排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

水水质》（GB/T19923-2005）
工艺与产品用水标准

已落实

车辆清洗

废水

车辆冲洗废水收集

至冲洗水沉淀池，循

环使用，不外排

综合利用 已落实

生活废水

泼洒抑尘，厂区设防

渗旱厕，定期清掏，

不外排

不外排 已落实

地下水保

护

生产车间地面采取

三合土铺底，再在上

层铺 10~15cm的水

泥进行硬化，防渗层

渗透系数≤10-7cm/s

确保废水不会渗入污染地下

水
已落实

噪声 机械设备
基础减震、车间隔

声、加强绿化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2类
标准

已落实

固废

沉淀池沉

泥

收集后外售，综合利

用

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要求及其环

保部 2013年第 36号修改单，

不外排。

已落实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集中收集

处置
已落实

防渗

危废暂存间等区域地基采用 10cm 厚三合土铺底，再用 10-15cm 厚

防渗水泥硬化，并采用环氧树脂进行防腐处理，环氧树脂层厚度不小于

3mm，确保防渗层渗透系数小于 1×10-10cm/s。

生产车间等地面防渗层混凝土厚度不小于 15cm，确保防渗层渗透

系数小于 1×10-7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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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验收范围及内容

本项目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高家营镇胜利村东 2500处，砂料加工区租赁当

地铁矿选厂用地，并征用部分临时用地，总占地面积为 12703.6m2。主要设置砂

石加工车间、原料堆场、成品堆场、办公区，砂料加工车间占地 3500m2，内设 4

条加工生产线，原料堆场及成品堆场建设围挡，原料堆场占地 3750m2，成品堆

场分为机制砂堆存区和石子堆存区，占地 4000m2。办公区占地面积 500m2。不

设洗浴等生活附属设施。

验收范围及内容包括：

①废气──废气情况，为具体检测内容。

②废水──废水情况，为具体检查内容。

③噪声──工程厂界噪声，为具体检测内容。

④固体废物──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为检查内容

⑤工程环评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环保机构及规

章制度建设情况等，为本工程验收报告的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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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1 施工期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砂料加工区施工期主要建设内容为场地平整、厂房建设、堆场地面硬

化及围挡建设、设备安装等。

3.1.1 施工废气

项目施工期对大气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汽车尾气的无组织排

放。

项目场地平整、厂房建设材料和设备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扬

尘，属于无组织排放，其源强与粉尘颗粒物的粒径大小、比重及环境风速、湿度

等因素有关。

根据类比调查，在干燥季节大风天气条件下，施工现场下风向 lm处扬尘浓

度可达 3mg/m3以上，25m 处为 1.5mg/m3，50m 处为 0.5mg/m3，下风向 60m 范

围内 TSP浓度超标。

运输车辆尾气：施工期运输车辆燃料为柴油，燃烧时排放的尾气主要成分为

CO、NOx和 SO2。

由于本项目施工期建设内容较少，施工期较短，项目产生的扬尘及汽车尾气

较少，均为无组织排放。

3.1.2 施工废水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1）施工废水

项目办公区活动板房和设备安装时，不会产生废水，施工废水包括施工机械

洗涤用水、施工场地清洗等等。此类废水含有的主要污染物为 SS和少量油污，

但其用量较少且间歇产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

工场地除尘。

（2）生活污水

本项目施工期人数为 25人，均不在场内吃住，人均用水量按 50L/d计算，

则每天用水量为 1.25m3/d，取排放系数为 0.8，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量为 1.0m3/d，

主要污染物为 CODcr、BOD5、NH3-N、SS，生活污水用于厂区泼洒抑尘。厂区

内建设防渗旱厕，用于周边农田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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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施工噪声

项目施工期主要的噪声污染来自电焊机、砂轮机、装载机、切割机等施工机

械设备的运行和运输车辆等机动车的行驶，施工机械设备在运行时产生的摩擦。

碰撞声及交通运输车辆的使用发出的马达声、喇叭声等，此类噪声属于间歇性的

非稳定噪声源，类比同类工程，各种施工机械设备噪声值约在 89~107dB（A）

之间，并且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结束。建设期产生的噪声源强见下表。

表 3-1 建设期噪声源强情况

序号 设备名称 单台噪声值 工序 特征

1 电焊机 89 施工 间歇

2 砂轮机 98 施工 间歇

3 装载机 95 施工 间歇

4 切割机 95 施工 间歇

5 运输车辆 85 材料运输 间歇

3.1.4 施工固废

（1）开挖土石方

砂石料加工区占用铁矿选厂部分场地，堆场租用选厂周边的空地，地势较平

坦，项目施工期主要对场地进行稍微平整，项目挖出的土石方回用于场地调整，

就地平衡，基本无废弃土方产生，也无需外借土方。

（2）建筑垃圾

项目厂房采用钢结构，施工期将彩钢结构运至场地后安装即可，堆场地面硬

化采用混凝土浇筑，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为钢铁边角料和混凝土废料，钢

铁边角料产生量约为 0.5t，收集后外售处理；混凝土废料收集后送至指定地点处

理。

（3）废弃包装材料

施工期设备安装会产生少量的废弃包装物，产生量约为 0.05t。废弃包装材

料收集后外售。

（4）生活垃圾

项目建设期施工人员为 25人，均不在场区内食宿，按 0.5kg/人 d计，则每

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 12.5kg，暂存于临时垃圾桶内，定期运至高家营镇垃圾收

集点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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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生态影响

1）工程施工的间接生态影响

由于工程施工，人类活动频繁，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人为干扰度加大，对生态

系统进行人为干涉，影响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施工活动、设备噪声的增加还可

能影响到区域野生动植物的正常生存和生长环境，其受影响的范围有不确定性和

广泛性。由于这些施工期生态影响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长期性，目前的技术方

法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因此评价在确定施工期间接生态影响后对其不予定量判

定，只予以定性分析。

2）工程施工的直接生态影响

本工程施工期间，工程施工挖掘、填埋扰动土壤，造成水土流失，破坏原有

植被；建筑物建设的弃土弃渣的堆放占地，施工场地占地对陆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工程绿化和水土保持工作，将引入人工植物物种，改变局部种群优势度、植物群

落和生物多样性；工程施工期间，施工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存在，将造成鼠类

等啮齿动物繁殖，改变局部动物种群优势度改变，影响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区

域景观生态学和美学景观均造成很大破坏，人类干扰度骤增，景观生态嵌块被破

坏，景观生态价值降低。

为降低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评价提出如下要求：①建设单位监督

施工人员禁止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禁止非法猎捕、杀害野

生动物；②施工布置尽量避开生产力相对较高的林地区域；③道路系统建设确需

占用林地的要严格限制在征地区域内，施工便道选择在周边地表植被相对较差的

区域以减少工程占地造成的生物量损失，施工车辆尽量按固定路线行驶，降低对

动物惊扰和生境的破坏；④对于开挖道路产生的土石方的临时堆存要及时采取苫

盖、围挡等措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量；⑤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已完成施工的地段

要积极进行生态恢复，施工便道、临时堆场等在工程结束后及时按照设计要求进

行功能改造，加强绿化，增强植被覆盖率等；⑥建设单位定期组织施工单位人员

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常识讲解，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定期对施工区域进行

现场巡护，禁止带入外来物种；⑦施工建设单位合理安排施工工期，对于野生动

物相对集中区域施工尽量避开动物繁殖相对集中的春夏季，植被覆盖度相对较低

的区域施工尽量避开雨季以降低水土流失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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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运行期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2.1 废气

本项目砂石料加工工程营运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堆料场扬尘、砂石料筛分、

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道路运输扬尘、燃油机械尾气。

（1）堆料场扬尘

项目砂石料加工区设有原料堆场、石子堆场和机制砂堆场。堆料场在风力作

用下会产生少量扬尘，起尘条件主要取决于堆放物料粒度、表面含水量和风速大

小，并与堆场位置、空气湿度和堆放方式等有关。砂料堆存、筛分后含水量会有

所降低，本项目堆料场的表面含水率取 5%。通常物料在堆放过程中表面水分逐

渐蒸发，遇到大风天气易产生风蚀扬尘。

新采的砂料含水率较高，干燥天气时河沙堆表面水分逐渐损耗，为减小扬尘，

堆料场周围设置围挡，并对物料进行遮盖，每天洒水 3次，保持砂堆表面湿润，

大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频率，除尘效率为 70%。

经计算，砂料加工区堆料场起尘量和排放量如下表：

表 3-2 堆料场粉尘产排情况

名称 堆存量(t)
产生速率

(kg/h)
产生量(t) 降尘措施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量

(t)

原料

堆料
1000 0.0940 0.1204

堆料场周围设置围

挡，物料进行遮盖，

喷淋抑尘，保持河

沙堆场表面湿润，

可降尘 70%

0.0282 0.0361

产品

堆场
1500 0.179 0.516 0.0537 0.1548

（2）砂石料筛分、破碎粉尘

本项目河道采砂控制可开采量为 281.47万 m3，年开采量为 93.823万 m3，

折合为 1267882.88t/a，根据类比，砂石料筛分、破碎过程中颗粒物产生量为

0.05kg/t物料，则颗粒物产生量为 63.394t/a。在振动筛及破碎机上方设置集气罩，

粉尘废气经收集后送一套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处理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

布袋除尘器去除效率为 99%，风机风量为 10000m3/h，处理后筛分及破碎工序颗

粒物排放量为 0.634t/a，年工作时间为 2880h，则颗粒物排放速率为 0.22kg/h。

（3）道路扬尘

本项目年采河沙及砾石量为 93.823万 m3/a，河沙运输采用 20t级自卸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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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自重 8t，载重 20t。运输汽车完成一次运输过程包括空载和负载两种情况，则

矿石运输车辆空载和负载的车次均为 10200次/年。项目厂区内的平均运输距离

约为 200m，其产尘强度与路面种类、气候干湿以及汽车行驶速度等因素有关。

根据计算每辆砂料运输车辆在空载和负载情况下扬尘产生量分别为

0.0306kg/km·辆和 0.0778kg/km·辆，则本项且工业场地运输过程扬尘总产生量

为 0.2210t/a。建设单位通过道路硬化、及时清扫车辆遗洒物、对运输道路进行洒

水（每天 3次），保持路面平坦和湿润，可抑尘 70%，则项目运输扬尘总排放量

约为 0.0663t/a。项目运输扬尘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 3-3 运输扬尘排放情况一览表

工序 车辆
产生速率

(kg/h)
产生量(t) 处理方式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量

(t)

运输
负载 0.1239 0.1586 砂料加工区出入口

设置洗车平台、道

路硬化、洒水降尘，

运输车辆苫盖，降

尘 70%

0.0372 0.0476

空载 0.0487 0.0624 0.0146 0.0187

合计 0.1727 0.2210 0.0518 0.0663

（4）燃油废气

运输车辆及装载机在作业过程中会产生燃油废气，参照《中国环境影响评价

培训教材》燃烧 1m3的柴油排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氮氧化物（以 NO2计）

8.57kg/m3，二氧化硫 10.0kg/m3，烟尘 1.80kg/m3。本项目消耗柴油量为 200t/a，

柴油比重为 835kg/m3，柴油体积为 240m3，则本项目燃油烟气中各污染物产生量

为 NOx：2.06t/a、SO2：2.40t/a、烟尘：0.43t/a。

1）切割粉尘

图 3-1 布袋除尘器 图 3-2 15m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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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废水

砂料加工区域废水主要为洗砂废水、车辆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

洗砂用水量为 200m3/d，其中约 20%随生产进入产品，洗砂废水产生量为

170m3/d，收集至砂料加工区的洗砂废水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洗砂工序，

不外排。

车辆冲洗用水量为 8.5m3/d，废水产生量为用水量的 80%，即 6.8m3/d，收集

至车辆冲洗水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生活废水产生量为 0.52m3/d，水质简单且水量较小可直接用作厂区泼洒抑

尘；厂区设置防渗旱厕，由附近村民定期清掏，用作农肥，不外排。

图 3-5 三级沉淀池 图 3-6 防渗旱厕

3.2.3 噪声

噪声源主要为破碎机、振动筛等设备产生的噪声，噪声源强见表 3-4。

表 3-4 主要生产设备噪声源强 单位：dB(A)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 源强 降噪措施
降噪效果

dB(A)
降噪后

声级

1 板式振动给料机 2 85

选用低噪

声设备，

厂房隔

声，基础

减震

25 60

2 颚式（欧式）破碎机 2 80 25 55

3 单缸液压圆锥破碎机 2 90 25 65

4 振动筛 2 85 25 60

5 轮式洗砂机 2 75 25 50

6 洗砂脱水一体机 2 75 25 50

7 对辊式破碎机 1 90 2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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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固体废物

（1）生活垃圾

砂石料加工区劳动定员为 13人，年工作 180天，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0.5kg/

人•d，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17t/a。收集后定期送至环卫部门规定的地点。

（2）危险废物

项目设备运行、车辆运输中会产生少量的废机油，产生量为 0.2t/a，废机油

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废物代码：900-214-08。

收集用专用容器盛放，暂存于加工区的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3）一般固废

洗砂废水在沉淀池中沉淀处理、洗车废水在沉淀池中沉淀均会产生沉淀沉

泥，主要为一般泥沙，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本项目沉淀沉泥产生量为 2.7t/a，

全部综合利用。

砂石料筛分、破碎工序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量为 62.76t/a，属于一般固体废

物，经收集后外售用作建材。

图 3-7 危废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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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评主要结论及环评批复要求

4.1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4.1.1 主要结论

（1）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

①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项目所在区域污染物PM10、PM2.5、NO2、SO2的年平均质量浓度和CO的百分

位数日平均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中的年平

均浓度限值，O3的8h平均质量浓度不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中的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由此可知，河北省张家口市属于不达

标区。各监测点TSP24小时平均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二级标准要求。区域污染物环境质量良好。

②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各监测点声环境昼夜间现状噪声值均可达到《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③水环境质量现状

地下水环境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2）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①水环境

采砂区域营运期无废水产生。洗砂废水收集至砂料加工区的洗砂废水沉淀

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洗砂工序，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收集至车辆冲洗水沉

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用于厂区泼洒抑尘，不外排；厂区内设

置防渗旱厕，由附近村民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外排，不会对周围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②大气环境

1）有组织废气

砂石料筛分、破碎过程中颗粒物产生量为 0.05kg/t物料，在振动筛及破碎机

上方设置集气罩，粉尘废气经收集后送一套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处理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处理后筛分及破碎工序颗粒物排放量为 0.634t/a，年工作时

间为 2880h，则颗粒物排放速率为 0.22kg/h，排放浓度为 22.01mg/m3，颗粒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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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能够

达标排放。

2）无组织废气

项目砂石料加工区原料堆场及产品堆场周围设置围挡，物料进行遮盖，并采

取喷淋抑尘措施，可有效降低物料堆场过程产生的粉尘。

砂石料加工厂出入口设置洗车平台，对厂区内道路进行硬化，车辆运输过程

中对物料进行苫盖，可有效降低运输扬尘。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控制物料堆存及运输过程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经预测，厂界颗粒物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③声环境

本项目营运后，破碎机、振动筛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通过采取选用低噪声设

备、基础减震、厂房隔声等措施后，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④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沉淀沉泥、除尘灰、废机油和职工生活垃圾。

洗砂废水在沉淀池中沉淀处理、洗车废水在沉淀池中沉淀均会产生沉淀沉

泥，主要为一般泥沙，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本项目沉淀沉泥产生量为 2.7t/a。

砂石料筛分、破碎工序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量为 62.76t/a，属于一般固体废

物，经收集后外售用作建材，不外排。

项目设备运行、车辆运输中会产生少量的废机油，产生量为 0.2t/a，废机油

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废物代码：900-214-08。

收集用专用容器盛放，暂存于加工区的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砂石料加工区劳动定员为 13人，年工作 180天，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0.5kg/

人•d，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17t/a。收集后定期送至环卫部门规定的地点。

本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合理处置，不外排，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3）总量控制结论

本项目营运期无废气、废水产生。因此，建议以本评价核算的污染物排放量

作为其总量控制目标值，即 SO2：0t/a、NOx：0t/a、COD：0t/a、NH3-N：0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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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5.184t/a。

（4）项目可行性结论

项目选址符合总体规划及部门管理要求，项目的实施对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项目分区合理，便于生态保护。故本项目选址和平面布置

可行。

4.1.2 建议

（1）认真落实环保措施“三同时”制度，确保生态工程正常实施。

（2）确保生态影响减缓措施得到有效实施，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影响；

特别是针对西沟主沟及支沟的水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要严格落实，确保本项目建

设不对其水生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4.2 审批部门审批意见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报送的《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

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环京影响报告书》及相关材料已受理。根据企业委托

张家口市众杰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意见及专家评审意见，经

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拟建设的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

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整治项目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西沟主沟及其支沟和崇礼区

高家营镇。

1.建设规模：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包括采砂工程、河道整治工程、砂石加工三

部分。

采砂工程范围控制的总开采量为 281.47万 m3，开采及整治的河道总长度为

22125m，河道采砂区不设置工业场地和施工营地，河道边修建临时道路，河道

采出的砂石由铲车装入自卸运输汽车中，由汽车运至砂石加工区，采砂区临时道

路占地 5200m2。

河道整治措施包括采砂区域植草绿化、部分区域建设钢丝石笼坝、对河道现

有破损的浆砌石挡墙、护地坎进行修复，河道治理所用原料均放置于河道内，不

设置工业场地。

项目在崇礼区高家营镇建设砂料加工区，租赁当地铁矿选厂用地，并征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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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临时用地，总占地面积为 12703.6m2。主要设置砂石加工车间、原料堆场、成

品堆场、办公区。

项目总投资 1200万，其中环保投资为 200万元，占建设投资的 16.67%。劳

动定员与工作制度：劳动定员 50人，采取 2班工作制度，每班 8h，年工作 180

天。

采期：禁采期为 3~8月，其中主汛期为 7~8月，汛期 3~6 月，项目河道采

砂可采期为 9月~次年 2月，共 6个月。该项目采砂与整治期限为 3年，根据建

设单位采砂与整治实施方案，首先对胜利沟及胜利沟支沟小红泥湾进行采砂，采

砂完毕随即对该河道进行整治恢复，西沟主沟及其他支沟采砂与整治顺序依据具

体实施方案及当地村庄村民沟通结果制定，每段河道开采完毕随即进行整治。项

目完成后若需延续，必须重新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

2. 项目选址：拟建项目河道采砂与整治范围为西沟主沟及其支沟（胜利沟、

胜利沟支沟小红泥湾、五十家子河、大红沙梁沟、小红沙梁沟、巴拉树营沟）规

划的可采区范围，不涉及禁采区，该项目紧邻陶北营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上游所划

定的可采区可进行河道整治工程，禁止开展河道采砂工程。项目建设符合《崇礼

区清水河西沟（含部分支沟）河道采砂与整治规划》、《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

态环境支撑区总体规划》。根据《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及《河北省张家口市生

态保护红线方案》，本项目采砂与整治范围为规划的西沟及其支沟可采区范围，

不涉及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红线；砂石料加工区位于崇礼区高家营镇，租赁当地

铁矿选厂用地，并征用部分临时用地占地为临时用地，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崇礼

分局为本项目出具了关于采砂厂临时用地占用生态红线的情况说明，砂料加工区

不占用崇礼区生态保护红线。

3.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主要为河道采砂、河道治理、砂料加工三部分。

采砂工程：项目采砂范围为西沟主沟及其支沟（胜利沟、胜利沟支沟小红泥

湾、五十家子河、大红沙梁沟、小红沙梁沟、巴拉树营沟）划分的可采区。河道

共划分 21个可采区，其中主沟上 5个可采区，支沟上 16个可采区，可开采量为

357.57万 m3，控制开采量为 281.47万 m3，开采河道长度 22125m。

河道整治工程：项目河道整治范围为采砂范围，每段河道采砂完毕随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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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治理。河道整治工程植草绿化面积为 170.97hm2，新建钢丝石笼防护 2170m，

修复加固浆砌石挡墙 230m，修复加固护地坎长度 610m。

砂料加工工程：主要设置砂石加工车间、原料堆场、成品堆场、办公区，总

占地面积为 12703.6m2。砂料加工车间占地 3500m2，内设 4条加工生产线，共设

置堆料场 3个，原料堆场及成品堆场建设围挡，原料堆场占地 3750m2，成品堆

场分为机制砂堆存区和石子堆存区，占地 4000m2，办公区占地面积 500m2，河

道采砂区修建临时运输道路，临时占地面积 0.52hm2，河道采出的砂石采用汽车

运输，通过采砂作业点临时道路经由公共道路运至砂料加工区。

环保工程：废水处理、废气处理、噪声防治及固废处置等环保设施。

4. 生产工艺

项目河道采砂和整治范围为规划的西沟（含部分支沟）可采区范围，采砂工

程按照开采河段的控制高程、设计宽度采用挖掘机进行河道挖掘，挖出的砂石暂

存于河道内，采用装载机装入自卸汽车中，由汽车运至砂石加工区，采砂河段不

设置施工营地。

河道整治范围为河道采砂河段，主要整治措施为采砂河段场地平整、边坡植

草绿化，部分河段新建钢丝石笼防护，修复加固部分河段破损的浆砌石挡墙、护

地坎。河道整治河段不设置施工营地，每段河道采砂完毕及时进行整治，钢丝石

笼等原料暂存于河道内，通过人工固定对河道边坡进行防护。

砂料加工工艺简述如下：

（1）砂料进料

河道砂料由自卸汽车从开采区运至加工区原料堆场，通过板式振动给料机给

料，由皮带输送机送至振动筛进行筛分。

（2）筛分

经振动筛对砂石料矿进行筛分，将筛分机出料口设置成不同规格的出料口，

符合规格的产品由出料口进入洗砂工序，不符合规格的石料由皮带输送机送至破

碎石生产线进料口。

（3）破碎

不符合规格的石料通过进料口送入鄂式破碎机完成粗碎过程，粗碎后砂料粒

度为 50mm~100mm，粗碎的砂料进入单缸液压圆锥破碎机进一步细碎，细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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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料粒径为 0mm~40mm。

（4）洗砂

破碎后的砂料经皮带输送机送至洗砂机进行水洗，再经洗砂脱水一体机脱水

后经皮带输送至相应产品堆料场，待售。

5. 产业政策符合性

拟建项目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中有关水利部

分第 1条和第 6条“江河堤防建设及河道、水库治理工程”、“江河湖库清淤疏浚

工程”本项目河道整治工程属于鼓励类，河道采砂和砂石料加工工程不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属于允许类。

项目不属于《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新增限制和淘汰类产业目录

（2015年版）的通知》（冀政办发［2015]7号）中的限制和淘汰类。

项目河道采砂与整治范围为规划的西沟及其支沟可采区范围，不涉及禁采

区，项目建设与《崇礼区清水河西沟（含部分支沟）河道采砂与整治规划》、《首

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总体规划》相符。根据《河北省生态保护红

线》及《河北省张家口市生态保护红线方案》，本项目采砂与整治范围为规划的

西沟及其支沟可采区范围。

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崇礼区分局为本项目出具了关于采砂厂临时用地占用

生态红线的情况说明，砂料加工区不占用崇礼区生态保护红线。

崇礼区行政审批局出具了本项目的备案批复（崇行审建备字〔2020〕05号）。

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崇礼区分局出具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函

（崇环函〔2020〕7号）。

6. 项目衔接

给水：该项目用水由附近村庄集中供水管网提供。新鲜水年用量约为

63044m3/a，包括洗砂用水、车辆冲洗用水、堆料场和运输道路抑尘用水和生活

用水。

排水：堆料场、运输道路洒水抑尘用水经蒸发全部损耗，不外排；洗砂用水

约 20%随生产进入产品，洗砂废水收集至洗砂废水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

洗砂工序，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收集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

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时清掏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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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项目生产无需供热，冬季办公使用电取暖。

供电：拟建项目用电由当地电网所提供，能够满足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二、环境质量现状和区域污染源调查

拟建项目评价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引用《2018 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中数据，并委托张家口博浩威特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年 7月

11日至 2020年 7 月 18日对项目区域大气、地下水、噪声、土壤进行了监测。

结果如下：

1．环境空气

根据《2018 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张家口市大气环境质量数据，

区域污染物 PM10、PM2.5、NO2、SO2 的年平均质量浓度和 CO的百分位数日

平均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中的年平均浓度限

值，O3的 8h平均质量浓度不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

准中的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判定该区域为不达标区，各监测点 TSP24

小时平均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

2．地表水环境

由监测结果可知，监测指标除了总氮超标外，其他因子均满足《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3．地下水环境

由监测结果可知，监测期间各项监测因子标准指数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

4．声环境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点声环境昼夜间现状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5．土壤环境

由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可知，评价区土壤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

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要求。

6．环境保护目标及执行标准

拟建项目保护目标为评价区域内的西沟村和芦家窑村、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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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二级”，评价范围为以厂址为中心区域、自厂界外延 5km的矩形区域，执

行区域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项目

河道采砂和整治工程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评价范围为西沟采砂与整

治工程起点至西沟与清水河交汇处，长度 30.11km；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

级”，评价范围为厂界外 200m，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

准；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级别为“二级”，评价范围主要沿河道两侧山脊，

范围约 150km2，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三类标准；项

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范围为砂石加工区周边 50m范围及采砂

和整治工程沿线两侧 50m范围内。

三、拟采取环保措施可行性

1．选址可行性

拟建项目河道采砂与整治范围为西沟主沟及其支沟（胜利沟、胜利沟支沟小

红泥湾、五十家子河、大红沙梁沟、小红沙梁沟、巴拉树营沟）规划的可采区范

围，不涉及禁采区，该项目紧邻陶北营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上游所划定的可采区可

进行河道整治工程，禁止开展河道采砂工程。项目建设符合《崇礼区清水河西沟

（含部分支沟）河道采砂与整治规划》、《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

总体规划》。根据《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及《河北省张家口市生态保护红线方

案》、本项目采砂与整治范围为规划的西沟及其支沟可采区范围，不涉及水源地

保护区、生念红线；砂石料加工区位于崇礼区高家营镇、租赁当地铁矿选厂用地，

并征用部分临时用地占地为临时用地，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崇礼区分局为本项目

出具了关于采砂厂临时用地占用生态红线的情况说明，砂料加工区不占用崇礼区

生态保护红线。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要求。

环评文件提出了较完善的污染物防治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环评预测项目建

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属可接受水平。

2.施工期环境管理

（1）施工场地设防渗旱厕，该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盥洗废水，排入防渗

旱厕，定时清掏不外排。

（2）制定扬尘治理专项方案，指定专人负责扬尘防治工作，严格落实建筑

施工场地扬尘防治措施。做好施工场地内部及周边相关道路的抑尘工作，物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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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车辆和物料堆放场所须采用密闭设施、加盖篷布和定时喷淋等防尘抑尘措施，

运输道路及施工现场定时洒水，在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扬尘防治公示牌，高粉尘

排放设备须加装除尘设施，确保施工期逸尘工作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

（DB13/2934-2019）粉尘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3）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合理布置施工现场、安排施工时间。运输车辆

采取限速、禁鸣等措施，同时严格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其他各项噪声振动防治

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中的相应标准要求。

（4）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暂存于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清理处置；弃土，

弃渣须运送到指定地点处置，不得随意倾倒。

3．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筛分、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原料

堆场、成品库无组织排放粉尘。物料须堆存在封闭厂房内、并采取有效的防尘逸

尘措施，厂界粉尘排放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破碎、筛分废气须经有效设施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排放浓度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中二级标准要求。

（2）废水治理措施

项目废水主要为洗砂废水、车辆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洗砂废水收集于砂料

加工区的洗砂废水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洗砂工序，不外排；车辆冲洗废

水经收集至车辆冲洗水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厂区防渗

旱厕，定期清掏不外排。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该项目噪声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破碎机、震动筛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

及空气动力性噪声。噪声设备均置于封闭厂房内，并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及

风机加装软连接等降噪措施，噪声排放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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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固废主要包括沉淀池沉淀、废机油、布袋除尘器收尘和职工生活垃圾；

沉淀池沉泥、布袋除尘器收尘须经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须统一收集，

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置；废机油须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

期交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危险废物的暂存及处置须满足相关技术规范和

标准要求。

(5）防渗措施

环评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及项目

厂址所在区域的特点，生产车间、防渗旱厕等场所拟采取的各项防渗措施技术可

行。

四、生态保护工作

（1）生态影响的避免措施

项目严格限制采砂区开采范围；利用现有的运输线路，以减少植被的砍伐与

生物的损失；加强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与环保宣传工作，禁止工作人员在规

划区周围区域乱砍树木；通过采取合理规划施工布局、缩小施工影响范围，科学

制定施工方案、缩短施工作业时间，严格控制临时作业范围，降低对动物生境的

扰动；坚决制止占压区的林地和草地资源滥砍乱伐、过量采伐等不良经营方式，

保护和培育现有林地，特别要防止趁工程建设之机大肆砍伐林木事件的发生，在

工程施工、临时道路修建等人为活动中，重视对现有植被的保护。

（2）生态影响的减缓措施

项目根据采砂的总平面布置图，确定施工用地范围，进行标桩划界，禁止工

作人员进入非施工占地区域；严禁烟火、狩猎和垂钓等活动；为减缓采砂造成的

水土流失进入水体，要对机械运行方式和季节等进行严格设计；土方工程尽量安

排在非雨季施工；河道整治护砌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施工区表层土壤应单独堆

于表土临时堆存场，坡脚处采用编织袋装土拦挡，表面采用防尘网覆盖，以防止

水土流失；加强采砂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做好采砂区河道整治工作，平整或者开

挖的位置应避免受降雨的直接冲刷，在暴雨期，还应采取应急措施，尽量用覆盖

物覆盖挖掘土方，防止冲刷；挖方时应保护好施工线外的植被；项目临时占地整

治后及时恢复植被，树种可选取当地的杂灌树木，使选取树种与当地树种相融，

保持生态一致；采砂结束后对河道进行河道整治、生态恢复，并对临时占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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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恢复、避免表层土壤裸露，可有效减缓运营期采砂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拟建项目涉及采砂河道整治，属于非污染生态影响型建设项目，不属于化学

品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与炼制、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采掘业

等风险导则界定的项目类型，河道采砂及整治不涉及危险性物质，不存在重大危

险源，环评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进行了评价，

在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须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有

效风险应急预案，如出现环境风险事故立即启动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六、审批意见

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确保各类污染

物达标稳定排放的前提下，该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

我局同意你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采取

的环境保护措施并严格落实审批意见和建议进行项目建设。本报告书及批复可作

为该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以及验收的依据。

项目建设过程中须按国家要求组织开展环境监理，环境监理部门要认真履

责。严格执行报告书中规定的施工期和运营期各项跟踪监测计划，做好各项跟踪

监测工作。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管理制度。如项目性质、规模、选址或者

防止生态破坏、防止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当在调整前重新报批本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

你单位接到本项目环评文件批复后，应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送

至相关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并按规定接受属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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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详见下表 4-1。

表 4-1 环评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序号 审批意见内容 落实情况

1 建设单位：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不变

2 建设地点：崇礼区高家营镇 建设地点不变

3 实际总投资 1600万，其中环保投资为 200万元。
已落实，总投资增大，环保投资

不变

4
同意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和

整治项目”建设。
已建设

5

项目废水主要为洗砂废水、车辆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

洗砂废水收集于砂料加工区的洗砂废水沉淀池，经沉淀

处理后回用于洗砂工序，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经收集

至车辆冲洗水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

水排入厂区防渗旱厕，定期清掏不外排。

已落实

6

该项目噪声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破碎机、震动筛等设备运

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及空气动力性噪声。噪声设备均置

于封闭厂房内，并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及风机加装

软连接等降噪措施，噪声排放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已落实

7

项目生产无需供热，冬季办公使用电取暖。项目有组织

废气主要为筛分、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无组织废气主

要为原料堆场、成品库无组织排放粉尘。物料须堆存在

封闭厂房内、并采取有效的防尘逸尘措施，厂界粉尘排

放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破碎、筛分废气

须经有效设施处理后通过 15米高排气筒排放，排放浓

度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中二级标准要求。

经与建设单位核实，本项目筛

分、破碎工序设置集气罩+布袋

除尘器+15m排气筒，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

要求。新采砂料含水率较高，干

燥天气河沙堆表面水分逐渐损

耗，为减小扬尘堆料场周围设置

围挡并对物料进行遮盖，厂界粉

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8

项目固废主要包括沉淀池沉淀、废机油、布袋除尘器收

尘和职工生活垃圾；沉淀池沉泥、布袋除尘器收尘须经

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须统一收集，定期交

由环卫部门处置；废机油须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

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危

险废物的暂存及处置须满足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

已落实

9
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

护“三同时”制度。

已落实，项目建设严格按照“三

同时”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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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收评价标准

5.1 污染物排放标准

5.1.1 污水

生 产 过 程 废 水 回 用 执 行 《 城 市 污 水 再 生 利 用 工 业 用 水 水 质 》

（GB/T19923-2005）洗涤用水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洗砂废水、车辆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

采砂区域营运期无废水产生。洗砂废水收集至砂料加工区的洗砂废水沉淀

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洗砂工序，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收集至车辆冲洗水沉

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用于厂区泼洒抑尘，不外排；厂区内设

置防渗旱厕，由附近村民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5.1.2 废气

河道采砂和整治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砂石加工区施工期扬尘执行

《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表 1扬尘排放浓度限值，营运期

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及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有组织废气

砂石料筛分、破碎过程中颗粒物产生量为 0.05kg/t物料，在振动筛及破碎机

上方设置集气罩，粉尘废气经收集后送一套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处理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处理后筛分及破碎工序颗粒物排放量为 0.634t/a，年工作时

间为 2880h，则颗粒物排放速率为 0.22kg/h，排放浓度为 22.01mg/m3，颗粒物排

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

2）无组织废气

项目砂石料加工区原料堆场及产品堆场周围设置围挡，物料进行遮盖，并采

取喷淋抑尘措施，可有效降低物料堆场过程产生的粉尘。

砂石料加工厂出入口设置洗车平台，对厂区内道路进行硬化，车辆运输过程

中对物料进行苫盖，可有效降低运输扬尘。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控制物料堆存及运输过程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经预测，厂界颗粒物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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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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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

标准要求。标准值见表 5-1。

表 5-1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环境要素 类别 时段 标准值 单位

厂界环境 Ⅱ类
昼间 60

dB(A)
夜间 50

5.1.4 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临时贮存、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20)及修改单要求；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7-2001)及环境保护部 2013年第 36号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中

的相关规定。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沉淀沉泥、除尘灰、废机油和职工生活垃圾。

洗砂废水在沉淀池中沉淀处理、洗车废水在沉淀池中沉淀均会产生沉淀沉

泥，主要为一般泥沙，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本项目沉淀沉泥产生量为 2.7t/a。

砂石料筛分、破碎工序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量为 62.76t/a，属于一般固体废

物，经收集后外售用作建材。

项目设备运行、车辆运输中会产生少量的废机油，产生量为 0.2t/a，废机油

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废物代码：900-214-08。

收集用专用容器盛放，暂存于加工区的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砂石料加工区劳动定员为 13人，年工作 180天，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0.5kg/

人•d，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17t/a。收集后定期送至环卫部门规定的地点。

5.2 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十三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指南》的通知（环办[2015]97

号），“十三五”期间国家对 COD、氨氮、氮氧化物、SO2四种主要污染物实施

国家总量控制。结合本项目特点及排污特征，确定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 COD：

0t/a、氨氮：0t/a、SO2：0t/a、NOx：0t/a。



36

6 质量保障措施和检测分析方法

河北稷邈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 05月 12日至 15日为本项目废气及噪声

进行了竣工验收检测并于 2023年 05月 22日出具检测报告。

6.1 质量保障体系

（1）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环境检测质量保证的要求进行

样品采集、保存、分析等，全程进行质量控制。

（2）参加本项目检测人员均持证上岗，检测仪器均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

（3）声级计测量前后均经标准声源校准且合格，测试时无雨雪，无雷电，

风速小于 5.0m/s。

（4）检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6.2 检测分析方法

6.2.1 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废气检测

表 6-1 项目监测点位及频次

序号
监测点位

及编号
监测指标

监测

频次

1
废气排气筒

进出口采样口
颗粒物

监测 2天
每天 3次

2
厂界

1#上风向、

2#~4#下风向、

颗粒物
监测 2天
每天 4次

3
东、西、南、北

厂界噪声
噪声

监测 2天
每天昼夜各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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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项目监测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

表 6-2 项目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信息一览表

检测类别
检测项

目
分析方法及标准号

主要仪器名称、型号及编

号

方法检

出限

有组织

废气

颗粒物
（烟/粉
尘）

《固定污染源排气颗粒物和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及修

改单 GB/T 16157-1996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

合测试仪

ZR-3260D
JM-071

岛津分析天平

AP135W
JM-102

-

排气含
湿量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

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及修改单 5.2.3干湿球法

GB/T 16157-1996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
合测试仪
ZR-3260D
JM-071

-

排气流
速、流

量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

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及修改单 7排气流速、流量的

测定 GB/T 16157-1996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
合测试仪
ZR-3260D
JM-071

-

排气温
度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

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及修改单 5.1排气温度的测定

GB/T 16157-1996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
合测试仪
ZR-3260D
JM-071

-

无组织

废气

总悬浮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

测定 重量法》及修改单 HJ
1263-2022

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采
样器

ZR-3922
JM-043
JM-044
JM-045
JM-046

0.7ug/
m3

噪声

工业企
业厂界
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JM-057
声校准器

AWA6021A
JM-062

-



38

6.2.3废气及噪声检测点位示意图

图 6-1 检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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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检测结果及分析

7.1 检测结果

7.1.1废气检测结果

表 7-1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点
位及时

间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执行标准及

标准值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
6）表 2二级标准

达标
情况

1 2 3 平均

布袋除

尘器排

气筒检

测口

（排气

筒高 15
米）

标干风量(Nm3/h) 1391 1353 1268 1337 - -

排气速度（m/s） 6.6 6.4 6.0 6.3 - -

排气温度（℃） 16.5 16.2 16.4 16.4 - -

排气含湿量（%） 0.90 0.90 0.90 0.90 - -

颗粒物（mg/m3) 40 43 41 41 120mg/m3 达标

排放速率（kg/h) 0.0556 0.0582 0.0520 0.0553 3.5kg/h 达标

采样日期：2023.05.12

布袋除

尘器排

气筒检

测口

（排气

筒高 15
米）

2023.0
5.13

标干风量(Nm3/h) 1309 1291 1268 1289 - -

排气速度（m/s） 6.2 6.1 6.0 6.1 - -

排气温度（℃） 16.1 15.6 16.4 16.4 - -

排气含湿量（%） 0.90 0.90 0.90 0.90 - -

颗粒物（mg/m3) 40 39 43 41 120mg/m3 达标

排放速率（kg/h) 0.0524 0.0503 0.0545 0.0524 3.5kg/h 达标

采样日期：202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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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
项目

采样
时间

采样点位

检测结果
执行标
准及标
准值限

值

是
否
达
标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最大
值

总悬
浮颗
粒物
（ug/
m3）

2023
.5.12

厂界上风向 400 410 399 409

623

执行标

准及

标准值

《大气

污染物

综合排

放标

准》

（GB1
6297-1
996）表
2无组

织排放

监控浓

度限值

要求值

1.0mg/
m3

达
标

厂界下风向 1 608 612 619 617

厂界下风向 2 604 618 609 619

厂界下风向 3 618 620 623 609

2023
.5.13

厂界上风向 413 405 514 410

629
达
标

厂界下风向 1 618 612 627 621

厂界下风向 2 626 618 629 616

厂界下风向 3 624 610 624 608

7.1.2噪声检测结果

表 7-4 噪声检测结果

序号 点位编号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修正后）

执行标准
及限值

是否达标

1
N/202305
12-01-01

2023.5.12 17:08-17:18 昼间 59.4

GB 12348-2008

昼间：60
夜间：50

达标

2022.5.12 22:06-22:16 夜间 47.4 达标

2
N/202305
12-02-01

2023.5.12 17:23-17:33 昼间 56.0 达标

2022.5.12 22:21-22:31 夜间 46.7 达标

3
N/202305
12-03-01

2023.5.12 17:35-17:45 昼间 57.3 达标

2022.5.12 22:32-22:42 夜间 49.4 达标

4
N/202305
12-04-01

2023.5.12 17:51-18:01 昼间 55.0 达标

2022.5.12 22:46-22:56 夜间 44.8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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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
条件

昼间： 气温 14℃，气压 86.95KPa，风向东南，风速 1.8m/s，天气状况阴

夜间： 气温 12℃，气压 86.88KPa，风向东南，风速 1.6m/s，天气状况阴

1
N/202305
13-01-01

2023.5.13 20:10-20:20 昼间 50.8

GB 12348-2008

昼间：60
夜间：50

达标

2022.5.13 22:09-22:19 夜间 44.4 达标

2
N/202305
13-02-01

2023.5.13 20:22-20:32 昼间 51.4 达标

2022.5.13 22:22-22:32 夜间 34.8 达标

3
N/202305
13-03-01

2023.5.13 20:36-20:46 昼间 48.1 达标

2022.5.13 22:37-22:47 夜间 41.6 达标

4
N/202305
13-04-01

2023.5.13 20:51-21:01 昼间 53.5 达标

2022.5.13 22:49-22:59 夜间 44.6 达标

气象
条件

昼间： 气温 17℃，气压 87.11KPa，风向东南，风速 1.6m/s，天气状况晴

夜间： 气温 15℃，气压 86.98KPa，风向东南，风速 1.7m/s，天气状况晴

7.2 检测结果分析

7.2.1 废气

经检测，本次砂石料筛分、破碎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浓度为 41mg/m3，浓度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要求；

该项目无组织废气经检测，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 0.629mg/m3，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7.2.2噪声

经检测，该企业东、南、西、北各厂界昼间噪声值范围为 48.1—59.4dB（A），

夜间噪声值范围为 34.8—49.4dB（A），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噪声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

（A））。

7.3 总量控制要求

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SO2：0t/a、NOx：0t/a、COD：0t/a、NH3-N：0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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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管理检查

8.1 环保管理机构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建设河道公园试点的批复要

求，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已设立专门的科技工作咨询组，并配备

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若干名，负责项目的生态监测与环境管理工作。

8.2 施工期环境管理

为加强施工现场管理，防止施工扬尘和施工噪声扰民，本评价对施工期环境

管理提出如下要求：

（1）建设单位应配备 1名具有环保专业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专职或兼职

负责施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其主要职责如下：

①根据国家及地方政策有关施工管理条例和施工操作规范，结合本工程的特

点，制定施工环境管理条例，对施工单位的施工活动提出具体要求；

②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对条例的执行情况；

③受理附近居民对施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意见，并及时与施工单位协商解

决；

④参与有关环境纠纷和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2）施工单位应设置 1名专职环境保护人员，其主要职责为：

①按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制定文明施工计划，向当地环保行政部门

提交施工阶段环境保护报告，内容应包括：工程进度、主要施工内容及方法、造

成的环境影响评述以及减缓环境影响措施的落实情况；

②与建设单位环保人员一同制定本项目施工环境管理条例；

③定期检查施工过程中环境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并督促有关人员进行整改；

④定期听取环保部门、建设单位和周围居民对施工污染影响的意见，以便进

一步加强文明施工。

（3）施工前向水源地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施工期间由水源地管理部门进行

监督，防止施工活动对水源地产生污染。

8.3 运行期环境管理

张家口崇礼区环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配备相应专业的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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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规、条例的贯彻执行情况，制订和贯彻环保管理制度，监控本工程的主要污

染，对各部门、操作岗位进行环境保护监督和考核。

公司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与有资质的检测单位签订协议，定期对公司噪声

进行检测。

8.4 社会环境影响情况调查

经咨询当地环保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及试运行期间未发生扰民和公众投诉意

见。

8.5 环境管理情况分析

建设单位和运行单位设置了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并且正常履行了施工期和

运行期的环境职责，运行初期的检测工作也已经完成，后续检测计划按周期正常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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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和建议

9.1 验收主要结论

（1）废气

经检测，本次砂石料筛分、破碎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浓度为 41mg/m3，浓度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要求；

该项目无组织废气经检测，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 0.629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2）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洗砂废水、车辆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

1）洗砂废水

采砂区域营运期无废水产生。洗砂废水收集至砂料加工区的洗砂废水沉淀池，经沉淀

处理后回用于洗砂工序，不外排；

2）车辆冲洗废水

车辆冲洗废水经收集至车辆冲洗水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3）生活废水

生活废水用于厂区泼洒抑尘，不外排；厂区内设置防渗旱厕，由附近村民定期清掏，

用作农肥。

（3）噪声

经检测，该企业东、南、西、北各厂界昼间噪声值范围为 48.1—59.4dB（A），夜间噪

声值范围为 34.8—49.4dB（A），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区噪声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

（4）固体废弃物

1）生活垃圾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定点存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2）危险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由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3）一般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可回收利用一般固废经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综上可知，本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合理处置，不外排，不会对周围环

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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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量控制要求

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 SO2：0t/a、NOx：0t/a、COD：0t/a、NH3-N：0t/a。

（6）结论

综上分析，项目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根据监测结果可满足

相关环境排放标准要求。

9.2 建议

（1）加强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确保设施稳定运行。

（2）搞好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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