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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说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资质的单

位编制。

1.项目名称──指项目立项批复时的名称，应不超过 30个字(两个英文

字段作一个汉字)。

2.建设地点──指项目所在地详细地址，公路、铁路应填写起止地点。

3.行业类别──按国标填写。

4.总投资──指项目投资总额。

5.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指项目区周围一定范围内集中居民住宅区、学

校、医院、保护文物、风景名胜区、水源地和生态敏感点等，应尽可能给

出保护目标、性质、规模和距厂界距离等。

6.结论与建议──给出本项目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分析结

论，确定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说明本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给出建

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明确结论。同时提出减少环境影响的其他建议。

7.预审意见──由行业主管部门填写答复意见，无主管部门项目，可不

填。

8.审批意见──由负责审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沈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电线电缆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 沈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宋树刚 联系人 宋树刚

通讯地址 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胡家甸村

联系电话 15840389889 传 真 —— 邮政编码 110101

建设地点 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胡家甸村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及代码
C3831电线电缆制造

占地面积

(平方米) 6249 绿化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260 其中：环保投资（万元） 72.2
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

比例（%）

27.8

评价经费

（万元）
—— 预期投产日期 ---

工程内容及规模：

一、项目背景

沈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3月成立地址在沈阳市棋盘山区英

达街道成立之前已经办理过环评手续。后于 2014年 4月搬迁到现有地址苏家屯区临湖

街道胡家甸村，搬迁之前现有厂房已存在，由原房主胡家甸村委会承建，搬迁半年后投

产。本项目己建成投产，未完善相关环保手续，属于未批先建项目，2017年接受过环保

处罚。在这期间建设单位积极依照相关文件及条例配合整改，并开始进行相关手续的完

善，本次评价为完善环评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53号令《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沈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建设《沈阳辽缆

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电线电缆生产项目》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受沈阳辽缆电线

电缆制造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经过对该工程的分

析和建设项目拟选址地区环境状况的调查，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编制完成《沈

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电线电缆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委托书见附件

1。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沈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电线电缆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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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单位：沈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新建；

4.总投资：260万元；

5.建设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胡家甸村；

6.本项目占地面积 6249m2；

7.生产周期：项目职工 10人，年生产 200天，每天 8小时。

三、建设内容

本项目投资 260万元，占地面积约 6249m2，总建筑面积 3000m2，主要是 2座生产

厂房；内置挤出机、成缆机、叉绞机、轮式盘绞机等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项目组成见

表 1，生产设备见表 2。

表 1 本项目组成一览表

分类 工程 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体工程

生产车间 1
位于厂区西侧，建筑面积 1000m2，内置挤出机、成缆

机、叉绞机等生产设备。
已建

生产车间 2
位于厂区东侧，建筑面积 1000m2，内置打盘机、管绞

机、复绕机等生产设备。
已建

辅助工程
办公楼 位于厂区东南侧，占地面积 200m2

,设有办公室、食堂等。 已建

库房 位于厂区北侧，占地面积 800m2，用于储存原料。 已建

公用工程

供水 本项目用水来源于自来水 已建

供电
本项目供电电源取自胡家甸变电所提供，本项目年用

电量为 20000kWh，可满足项目用电需求。
已建

供暖 本项目冬季不生产，无需供暖。 ——

环保工程

废气

挤出、喷码

有机废气

在每个挤出口、喷码机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后经活

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食堂油烟 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 已建

废水

食堂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同排入防

渗化粪池，定期清运，不外排；生产冷却水循环使用，

无生产废水排放。

已建

噪声 减震、消音、隔声等 --

固废

生活垃圾 垃圾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

不合格产品 定期外售 --

废活性炭 危险废物，统一收集存放于危废暂存间，需设置专用

贮存容器，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新建

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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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主要设备清单见表 2。

表 2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台）

1 90#挤出机 1

2 70#挤出机 1

3 65#挤出机 1

4 45#挤出机 1

5 30#挤出机 1

6 成缆机 直径 1.25 1

7 叉绞机 1

8 轮式盘绞机 400 型 1

9 半自动打盘机 3

10 6 盘管绞机 400 型 1

11 12 盘成缆机 1

12 编织机 3

13 编织机专属并丝机 1

14 复绕机 2

15 束丝机 2

16 纸包机 2

17 检测打压设备 2

四、项目规模及产品方案

本项目产品方案见下表

表 3 本项目产品规模一览表

序号 产品种类 年产生量

1 塑力电缆 308 吨

2 铜塑线 375.9 吨

3 控制电缆 30.8 吨

4 屏蔽电缆 22.4 吨

5 护套电缆 52.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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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绞织线 17.85 吨

7 其他产品 30.609 吨

五、建设地理位置

本项目选址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胡家甸村，搬迁之前现有厂房已存在，由

原房主胡家甸村委会承建，本项目南、北侧为农田，东、西侧为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地

理位置见附图 1、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2。

六、公用工程

（1）供水

项目用水来源于自来水，总用水量为 840t/a，主要是生活用水、循环冷却水补水、

交联房蒸汽用水。

生活用水：本项目员工 10人，根据《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DB21/T-2015），职

工生活用水量按 40L/人.天，则生活用水量为 80t/a。

食堂用水：本项目建成后定员 10人，根据《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DB21/T-2015），

食堂用水量按 30L/人•天计算，则食堂用水量为 60t/a。

循环冷却水补水：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电缆挤出后采用水冷降温。本项目挤

出工序循环水循环水量为 30m3/d，新鲜水补充量为 5%，则新鲜水用量为 300t/a; 交联房

蒸汽用水量为 2.0m3/d,则交联房所需新鲜水为 400t/a。
（2）排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排放系数按用水量的 80%计算，生活污水排放量

为 112t/a；食堂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同排入防渗化粪池，定期清运，

不外排。

本项目水平衡见下图

图 1 本项目水平衡图（单位：t/a）

循环冷却水

交联房蒸汽用水
400

300840
新鲜水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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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电

本项目供电电源取自胡家甸变电所提供，本项目年用电量为 20000kWh。

（4）供暖

本项目冬季不生产，无需供暖。

六、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该项目主要原辅材料用量见表 4。
表 4 主要原辅材料一览表

序号 原辅材料种类 年使用量

1 成品铜丝 571.2 吨

2 聚氯乙烯绝缘料 87.5 吨

3 聚氯乙烯护套料 85.4 吨

4 硅烷绝缘料 31.5 吨

5 硅烷护套料 39.9 吨

6 填充绳 5.25 吨

7 钢带 23.8 吨

8 PPD 包带 1.75 吨

9 CPP 包带 1.26 吨

10 云母带 1.085 吨

本项目能源消耗见表 5。
表 5 能源消耗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用量 备注

1 电 kW·h/a 20000 市政

2 水 t/a 840 自来水

七、项目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项目职工人数为 10人，工作制度实行一班制，每天工作 8小时，年工作 2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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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该项目租赁生产厂房，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己建成，属于未批先建项目，目前处

于停产状态，目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1、项目挤出、喷码工序未安装有机废气收集与处理装置，无组织排放；

2、项目未设置危废暂存间；

环评提出的整改措施：

1、在挤出、喷码机器上方设置集气罩，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

筒排放；

2、建设危废暂存间，危险废物采用专用容器分类收集，贮存在危废暂存间，送有

资质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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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

性等）：
1、 地形地貌

本项目位于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胡家甸村。苏家屯区隶属于辽宁省沈

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辽河下游平原地区。区域面积 3318 平方公里，全市设 5个街

道、18 个镇和 6个乡，全市人口总数 670,000 人。苏家屯介于东经 122°27′~123°

20′，北纬 41°42′~42°17′之间。

苏家屯区为辽河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北部边界一带海拔在 50

米以上，向南逐渐降低，最低点在金五台子乡南部一角海拔 19 米。依地势把全境分为

各具不同特点的四个地区：一是北部低丘区，海拔 35~55 米；二是辽河以东平原区，

为冲积平原，海拔 22~49 米；三是柳绕沙碱区，为冲积倾斜平原，海拔 30~62 米；四

是辽绕低洼区，为绕阳、辽、柳河冲积平原，地面以细粉砂为主。

2、气候特征

项目所在地苏家屯区，属季风型半湿润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该区域年

平均气温 8.3℃，冬季寒冷，平均气温为-9.8℃，极端最低气温-30.7℃；夏季炎热多

雨，平均气温为 21.5℃，极端最高气温 33.8℃。该地区年平均降水量 736mm，主要集

中在 6～8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 55%。平均相对湿度 45%～65%，年日 2638 小时，平均

日 7.2 小时。全年盛行偏南风，出现频率占 23%，平均风速为 3.2m/s。春秋两季风向

变化频繁；冬季盛行北风，静风频率出现较高，平均为 16.7%；夏季盛行南风，静风出

现频率平均为 13.6%。全年有烟日数 120 天，集中在冬季采暖期。土壤冻结深度 1.2m。

3、水文状况

该厂区地处丘陵地区，区内无河流及较大型沟谷，地势较高，最低海拔标高 225

米，高出当地侵蚀基准面。厂区内地下水埋深较深，没有大的地表水体通过，露天自

然排泄条件较好，对建设没有大的影响。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4、地下水

苏家屯区含水层以中粗砂和中细砂为主，地下水富水性变化主要受含水层颗粒组

成和厚度的控制，结合本地区的地质构造和冲洪积扇的分布情况，将全区划分为辽河

流域和绕阳河流域。比较而言，辽河流域含水层颗粒较大，主要是中粗砂和砂砾石，

含水层一般在 10-30m之间。全区地下水均为孔隙水和微承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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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屯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主要补给水有大气降水入渗和地下水径流补给。地下

水位为 3.4~4.7m，地下水流向为东北流向西南。苏家屯区地区地下水多年平均资源量

为 6.52×108m3/a，开采量 4.74×108m3/a。地下水属孔隙潜水，北部有微承压力，水质

良好，矿化度一般在 200~600mg/L，淡水层埋深基本都小于 10m，多在 2~5m之间，单

井水量为 1000~2000m3/d，地下水渗透系数为 5~10m3/d，最大地区达 20~50m3/d，地下

水排泄方式主要是水汽蒸发、人工开采及地下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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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

地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1）空气质量达标区判定

本次评价达标区域评价引用《2018 年沈阳市环境质量公报》中 SO2、NO2、PM10、PM2.5、

CO、O3 数据，评价情况见下表。

表 6 区域的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标准值 超标倍数 达标情况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75μg/m³ 70μg/m³ 0.1 超标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浓度 149μg/m³ 150μg/m³ / 达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41μg/m³ 35μg/m³ 0.2
超标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浓度 93μg/m³ 75μg/m³ 0.2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26μg/m³ 60μg/m³ 61.67%
达标

24小时平均第 98百分位数浓度 61μg/m³ 150μg/m³ 100%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39μg/m³ 40μg/m³ /
达标

24小时平均第 98百分位数浓度 72μg/m³ 80μg/m³ /

CO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浓度 1.8mg/m³ 4mg/m³ / 达标

O3 8 小时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 163μg/m³ 160μg/m³ 0.02 超标

由上表可以看出，SO2、NO2、CO年平均质量浓度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 2018年修改单二级标准限值要求，PM10、PM2.5、O3年平均质量浓

度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 2018年修改单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所在评价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

（2）特征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特征污染物非甲烷总烃委托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

28日〜2019年 10月 4日对项目所在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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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非甲烷总烃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一览表 单位：mg/m³

非甲烷总烃一次监测值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详解》中非甲烷总烃小时质量

标准推荐值得要求。

2.环境噪声质量现状

监测点位：项目噪声共布设 4个监测点位，项目厂界四周外 1m 处各设一个监测点

位。

监测项目：等效连续 A声级。

监测时段频次:2019 年 9 月 28 日-29 日,连续监测两天，每天昼夜各一次。

监测单位：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

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8 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LeqdB(A)

检测日期

检测点位

9月 28日 9月 29日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厂界东 54.6 42.3 53.6 41.4

厂界南 54.1 42.2 54.3 44.2

厂界西 51.7 41.3 52.2 44.6

厂界北 50.6 41.5 52.5 43.8

由表 8中监测数据可知，项目东、南、西、北厂界环境噪声昼间、夜间均符合《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规定，即昼间 55dB(A)、夜间 45dB(A)，声

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评价范围内没有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

敏感目标。本项目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根据工程性质及周围环境特征，确定项目附

近的集中居民点环境保护对象，具体见表 9，环境保护目标图见附图 3。

污染物 监测位置 标准值 监测浓度范围 最大浓度占标率％
超标

率％

达标情

况

非甲烷

总经
项目地 2.0 1.09 〜1.99 99.5 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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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主要保护对象一览表

环境要素 序号

坐标
环境保护目

标

规模

(人)
方位

距项目

最近距

离（m）

规划功

能区环

境目标X Y

空气环境

1 -2135.1 1198.43 胡家甸村 500 东 660

二类2 -591.83 1949.39 前甸子村 360 东南 1500

3 380.11 1450.07 西苏村 400 西 1700

地表水环

境
1 / / 浑河 / 北 300 Ⅳ类

声环境

1 -2135.1 1198.43 胡家甸村 500 东 660

1类2 -591.83 1949.39 前甸子村 360 东南 1500

3 380.11 1450.07 西苏村 400 西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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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1.评价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

级标准；非甲烷总烃参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详解》中非甲烷总烃小时

质量标准推荐值的要求。见表 10。
表 1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单位：mg/m3

污染物 取值时间 二级标准值

TSP
年平均 0.2

24小时平均 0.3

PM10
年平均 0.07

24小时平均 0.15

SO2

年平均 0.06
24小时平均 0.15
1小时平均 0.5

NO2

年平均 0.04
24小时平均 0.08
1小时平均 0.2

CO
1小时平均 10
24小时平均 4

O3
日最大 8小时平均 0.16

1小时平均 0.2
非甲烷总烃 一次取值 2

2.声环境质量执行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标准，详见表 11。
表 11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GB3096-2008）1 类 5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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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1. 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即：

昼间：55dB(A)、夜间：45dB(A)。

2. 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标准及其修改单。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相关标准要求。

3. 项目运营期废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1

中现有污染源二级排放标准限值，废气排放与控制标准见下表。

表 1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现有污染源二级标准 单位：mg/m
3

本项目食堂设 1个灶头，属于小型饮食业。食堂油烟排放浓度执行《饮食业油

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小型标准，详见表 13。

表 1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饮食业单位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基准灶头数 ≥1，＜3 ≥ 3，＜6 ≥ 6

对应灶头总功率（108J/h） ≥ 1.67，＜5.00 ≥ 5.00，＜10 ≥ 10

对应排气罩灶面总投影面积(m2) ≥ 1.1，＜3.3 ≥ 3.3，＜6.6 ≥ 6.6

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率(%) 60 75 85

序

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
3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排气筒高度

(m)
二级 监控点 浓度(mg/m3)

1
非甲烷总

烃
150 15 12

周界外浓

度最高点
5.0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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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工艺流程简述：

一、施工期工艺流程简述

本项目已建成，不存在施工期。

二、运营期工艺流程简述

（1）电线

图 2电线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示意图

工艺流程介绍：

①挤出护套

符合要求的铜丝通过挤出机，将聚氯乙烯塑料加热熔融后，通过挤出机包覆在铜丝

表面，起到绝缘作用。项目挤出温度为 130〜150 摄氏度，通过电加热。物料熔化后通

过挤出口挤出，通过冷却水冷却成型。挤制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体计。项

目在每个挤出机出口处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

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②喷码

挤出绝缘后的电线通过喷码机，在电线上进行喷码，标注规格型号等信息。 喷码

过程中会产生有机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 高

排气筒排放。

③装盘具、检验、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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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码后的电线成盘包装，经检验合格后，存放在成品区，由货运卡车运输出厂。不

合格产品存放在废品区，集中收集后外售。

(2)电缆

图 3 电缆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示意图

生产工艺流程简述如下：

①绞丝合股

将符合要求的铜丝经绞丝机绞合成线芯。

②挤出绝缘

绞合后的线芯通过挤出机，将硅烷交联材料加热熔融后，通过挤出机包覆在线芯表

面，起到绝缘作用。项目挤出温度为 120〜150 摄氏度，通过电加热。物料熔化后通过

挤出口挤出，通过冷却水冷却成型。挤制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体计。项目

在每个挤出机出口处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③蒸煮交联

蒸煮交联的原理是通过对绝缘料升温加热，使硅烷交联材料发生交联，其结构由线

型结构变成网状的体型结构，获得一定的物理机械性能。挤出绝缘后的电缆通过交联房，

通过蒸汽加热进行交联处理。

④成缆

交联后的单根电缆芯通过成缆机将不同数量的电缆绞合成一股，并在成股电缆表面

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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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绕一层无纺布。

⑤挤出护套

成缆后的电缆，通过挤出机在电缆表面包覆一层 PVC 绝缘材料，起到固定与绝缘作

用。项目挤出温度为 120〜150 摄氏度，通过电加热。物料熔化后通过挤出口挤出，通

过冷却水冷却成型。挤制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体计。项目在每个挤出机出

口处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排

放。

⑥装盘具、检验、出厂

成品电缆通过成盘包装，经检验合格后，存放在成品区，由货运卡车运输出厂。不

合格产品存放在废品区，集中收集后外售。

主要污染工序：

一、运营期产污工序

（1）废气

①项目在挤出及喷码过程中会产生有机废气。

②食堂油烟

（2）噪声

绞丝及成缆过程中产生噪声。

（3）废水

①生产废水：无生产废水排放，挤出工序所用冷却水全部循环使用。

②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定期清运。

（4）固体废物

①生活垃圾；

②不合格产品；

③废活性炭；

④废油；

物料平衡

本项目物料平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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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物料平衡一览表

进料 用量（t/a） 出料 产出量（t/a）

成品铜丝 571.2 塑力电缆 308

聚氯乙烯绝缘料 87.5 铜塑线 375.9

聚氯乙烯护套料 85.4 控制电缆 30.8

硅烷绝缘料 31.5 屏蔽电缆 22.4

硅烷护套料 39.9 护套电缆 52.5

填充绳 5.25 绞织线 17.85

钢带 23.8 其他产品 30.609

PPD 包带 1.75 不合格产品 10.5

CPP 包带 1.26 废气 0.086

云母带 1.085

合计 848.64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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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挤出工序和喷码工序每天生产8小时，年工作 200天，引风机风量为 12000m3/h，

则有机废气产生浓度为为 6.04mg/m3,产生速率 0.0725kg/h。项目集气罩收集效率为 70%，

活性炭吸附（处理效率 80%计），则经过处理后有机废气的排放浓度为 0.85mg/m3，排

放速率 0.01kg/h,排放量为 0.016t/a。无组织排放量 0.035t/a，排放速率为 0.022kg/h。

对活性炭要及时更换，保证其处理效果，建议每 2周检查 1次，根据建设单位提供

资料，约 100天左右更换一次活性炭，一年更换 3次。

食堂油烟：本项目厂区食堂最大就餐人数 10人/餐计，每天供应一餐。根据对居民

生活人均耗油量进行类比调查，目前居民人均每餐食用油用量约 15g/人·d，则本项目耗

油量约为 0.15kg/d，即 0.03t/a。一般油烟挥发量占总耗油量的 2%～4%，取平均值 3%

计算，烟气中含油量为 0.0045kg/d，即 0.9kg/a。

食堂设置 1个灶头，厨房安装 1台排风量为 2000m3/h的排风机，工作时间为 1h/d，

则油烟产生浓度为 2.25mg/m3，所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油烟净化效率不

低于 60%，净化后的油烟排放浓度为 0.9mg/m3，年排放油烟量约 0.36kg/a。排放的油烟

可以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3

的要求。

2、废水

项目用水来源于自来水，主要是生活用水、循环冷却水补水、交联房蒸汽用水。挤

出工序循环冷却水进入循环水池后循环使用，不外排，交联房蒸汽用水只有补充水，无

外排水。

生活用水：本项目员工 10人，根据《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DB21/T-2015），职

工生活用水量按 40L/人.天，则生活用水量为 80t/a。

食堂用水：本项目建成后定员 10人，根据《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DB21/T-2015），

食堂用水量按 30L/人•天计算，则食堂用水量为 60t/a。

生活污水产生量按用水量的 80%计，污水量为 112t/a。食堂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

后与生活污水一同排入防渗化粪池，定期清运，不外排。

3、噪声

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车间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产生噪声的设备

主要有叉绞机、成缆机、挤出机等设备，噪声源强约为 70〜85dB(A)。由于本项目设备

较多，可以将整体视为一处体声源。经过有关资料类比，其噪声源强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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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项目噪声产生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台设备源强 dB(A) 数量（台） 采取降噪措施

1 90#挤出机 85 1

合理布置设备、采

用低噪声设备、安

装减震垫、厂房隔

声等

2 70#挤出机 85 1

3 65#挤出机 85 1

4 45#挤出机 85 1

5 30#挤出机 85 1

6 成缆机 70 1

7 叉绞机 80 1

8 轮式盘绞机 85 1

9 半自动打盘机 85 3

10 6盘管绞机 75 1

11 12盘成缆机 75 1

12 编织机 80 3

13 编织机专属并丝机 80 1

14 复绕机 70 2

15 束丝机 75 2

16 纸包机 70 2

17 检测打压设备 70 2

4、固废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员工生活垃圾、不合格产品、废活性炭、及废

油。

生活垃圾

厂区定员 10人，年工作时间为 200天。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按 0.5kg/ (人•d）计，

故本项目员工的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t/a，厂区设置垃圾桶，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交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不合格产品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是不合格产品。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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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合格产品的产生量为 10.5t/a，收集后存放在废品区，定期外售。

危险废物

①项目处理有机废气会产生废活性炭，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废

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危废编号为：HW49，900-041-49。废气处理设备使用

的活性炭由环保设施设䄀-䌀⛒䀀䄀废目不生废活机废气会性炭危理设- 性炭危理设

ଓ-

丐炭危锈쬠5

丐力 废气 Ⲳ危活机废气会为
5

�က�༤ ⍫ᙗ⛝ড⭏䟿Ѫ
.5

-餀倀
ড␀н ༷֯н ⭏䟿Ѫ

ᓏᓏᦞǉ༷ -䌀 ᓏ⍫ᓏ⭏䟿Ⲳ瀀5⍫ ᓏҾড䲙ᓏ⢙ˈᒡ䲙㕆ਧѪ
ゲ瀀/瀀0-009

4ഀऑ 㓗 倀ӗ䲙ᓏ⢙ˈⲲ錀᭮ P瀀Պ ᓏᓏԴᓏ萞䳶ਾᓏ ᵪ�䌀ਾ 䳶ਾ⨶䇮P瀀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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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

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及

产生量（单位）

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单位）

大

气

污

染

物

挤出、喷

码工序

有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

烃
6.04mg/ m³，

0.116t/a
0.85mg/ m³，

0.016t/a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

烃
0.035t/a 0.035t/a

食堂 油烟 2.25mg/ m³，0.9kg/a 0.9mg/m³，0.36kg/a

水

污

染

物

生活污水 废水
112t/a 防渗化粪池，定期

清运

固

体

废

物

不合格产品 一般固废 10.5t/a 外售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1t/a 环卫处理

有机废气处理 废活性炭 0.217t/a
有资质单位处理

设备检修 废油 0.05t/a

噪

声

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车间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产生噪声的

设备主要有叉绞机、成缆机、挤出机等设备，噪声源强约为 70〜80dB(A)。

其

他
——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可附另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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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无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空气环境影响分析

废气达标排放分析

（1）有机废气

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是挤出、喷码有机废气。挤出、喷码工段有机废气经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

项目有组织废气排放参数及达标排放论证详见表 16。

表 16 项目有组织废气排放参数及达标排放论证

废气

名称

污染物名

称

预测排放参数 允许排放值
是否

达标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处理

效率

允许排放速

率 kg/h
允许排放浓

度 mg/m3

处理

效率

排气

筒

非甲烷

总烃
0.01 0.45 80% 12 150 80% 是

从上表可以看出，非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1中现有污染源二级排放标准限值。

（2）食堂油烟

食堂设置 1个灶头，厨房安装 1台排风量为 2000m3/h的排风机，工作时间为 1h/d，

则油烟产生浓度为 2.25mg/m3，所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油烟净化效率不

低于 60%，净化后的油烟排放浓度为 0.9mg/m3，年排放油烟量约 0.36kg/a。排放的油

烟可以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3的要求。

综上所述，项目产生的废气均能达标排放。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分析

本评价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推荐的

AERSCREEN模式对本项目废气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估算模式参数见表 17，预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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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见表 18、表 19，预测结果见表 20。

表 17 估算模式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 /农村选项
城市 /农村 农村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万人） /
最高环境温度 / ℃ 34.3
最低环境温度 / ℃ -25.8
土地利用类型 农作地

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湿润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是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 / m /

是否考虑岸线熏

烟

考虑岸线熏烟 □是 √否
岸线距离 / km /
岸线方向 / ° /

表 18 点源预测参数

污染源名称 排气筒高度 排气筒内径 废气量 烟气出口温度

评价因子源强

g/s

非甲烷总烃

有组织废气
H D V T /

m m m/s K /

1# 15 0.4 26.54 298 0.003

表 19 本项目面源污染源强参数

废气种类
污染物

名称

排放速率

（g/s）
排放量

（t/a）
面源长度

（m）

面源宽度

（m）

面积

（m2）

无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 0.006 0.035 100 10 1000

表 20 大气污染物最大浓度地面占标率及评价工作等级

污染物
点源 面源

非甲烷总烃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ug/m³) 2000 2000

最大地面浓度(ug/m³) 0.165 16.1

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Pi%（出

现距离）
0.008%（202m） 0.805%（51m）

评价工作等级 三级 三级



24

由表 20可知，本项目废气中主要污染物非甲烷总烃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Pi为

0.805%<1%，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本项目环境

空气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定为三级，不需要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

◆大气防护距离

根据 AERSCREEN模式系统在 2018 基准年对项目大气污染源模拟结果，项目建

成后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厂界外小时叠加浓度贡献值均不超过环境质量浓度限值，均

无超标点，因此，本项目不需设置大气防护距离。

◆卫生防护距离

按照《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中卫生防护

距离计算公式核定本次改造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

其公式如下：

DC LrBL
ACm

Qc 5.0225.01
）（ 

式中：Cm—标准浓度限值，mg/m3；

Qc—工业企业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量可以达到的控制水平，kg/h；

L—工业企业所需卫生防护距离，m；

r—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源所在生产单元的等效半径，m；

A、B、C、D—卫生防护距离计算参数，无因次。

本工程卫生防护距离计算参数具体见表 21。

表 21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

污染物

名称

排放速率

（kg/h）

面源长度

（m）

面源宽度

（m）

面积

（m2）

年排放小

时数 h

计算结果

m

非甲烷总烃 0.022 100 10 1000 1600 1.22

经公式计算得出：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源所在的生产单元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结果为

1.22m。根据标准要求，生产车间卫生防护距离不得小于 50m，故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

为 50m。经调查，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没有村庄、学校、医院等敏感点存在，项目建

设符合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包络线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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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卫生防护距离包络线图

工艺废气环保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挤出、喷码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高

排气筒达标排放，经过以上措施处理后，可以达标排放，并且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较

小，因此措施具有可行性。

活性炭处理装置工作原理：

活性炭是一种很细小的炭粒有很大的表面积，而且炭粒中还有更细小的孔--毛细

管。这种毛细管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由于炭粒的表面积很大，所以能与气体（杂质）

充分接触。当这些气体（杂质）碰到毛细管被吸附，起净化作用。

活性碳比表面积一般在 700〜1500m2/g，故活性碳常常被用来吸附回收空气中的有

机溶剂和恶臭气体。活性碳吸附的实质是利用活性碳吸附的特性把低浓度大风量废气

中的有机溶剂吸附到活性碳中并浓缩，经活性碳吸附净化后的气体直接排空，其实质

是一个吸附浓缩的过程，并没有把有机溶剂处理掉，是一个物理过程。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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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活性炭吸附工艺原理图

根据活性炭吸附结构和工作原理分析，项目经活性炭吸附处理（效率可达 80%)。

因此，本项目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有机废气是可行的。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本项目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有组织

废气的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1中现有污染

源二级排放标准限值，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用水来源于自来水，主要是生活用水、循环冷却水补水、交联房蒸汽用水。

挤出工序循环冷却水进入循环水池后循环使用，不外排，交联房蒸汽用水只有补充水，

无外排水。

生活用水：本项目员工 10人，根据《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DB21/T-2015），

工生活用水u0˿ /人.， 生活用水 人80བྷ/с。
̫用水 ： 本项目 蒐后定10ࢊ 人 ，根据《辽宁⎱行业用水定额 Ǫ （DB21/T-2015ȕ，

̫用水d0 ˿ /

人

ɬ ᳧， ̫用水 人60བྷ/с。

生活污水产生 用水瓿的 80% ，污水 人11 2བྷ/с。 ̫废水经⺑水分 쥘处理后 生活污水䏀ꍼ排क 鐶 池，》 䌕，不ж排 。本项目废水对围环境影꿍较小。

d.� 废物环境影꿍分

项目 ꖕ퓿产生的� 废物主 鄬ࢃ工生活 、不合භ༞、废活性炭齪废⺑。生活

鬭鵪定10ࢊ人， 工作 䉤人2 00。ࢃ工 产生的生活 0; �ӣӪ / ؋

人
ࣷ

ѻȕ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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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项目员工的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t/a，厂区设置垃圾桶，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交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不合格产品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是不合格产品。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

本项目不合格产品的产生量为 15t/a，收集后存放在废品区，定期外售。

危险废物

①项目处理有机废气会产生废活性炭，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废

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危废编号为：HW49，900-041-49。废气处理设备使用

的活性炭由环保设施设计单位定期更换，本项目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活性炭处理装置处

理，活性炭吸附处理效率为 80%，根据 lkg活性炭吸附 0.3kg有机废气 计算，则活性

炭吸附的有机废气量为 0.065t/a,则废活性炭产生量为 0.217t/a。

②项目设备检修过程产生少量废机油，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废机油产生量为

0.05t/a，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危废编号：HW08 900-248-06)，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的

储存、处置要求，采用专用容器分类收集，送有资质单位集中收集处理、处置。

建设项目固体废物通过上述污染物防治措施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 声环境影响分析

⑴本项目主要噪声源强

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车间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产生噪声的设

备主要有叉绞机、成缆机、挤出机等设备，噪声源强约为 70〜85dB(A)。根据类比资料，

项目主要噪声设备声压级见下表。

表 22 主要噪声设备声级值 [dB(A)]

序号 名称 单台设备源强 dB(A) 数量（台） 采取降噪措施 降噪后噪声值/dB

1 90#挤出机 85 1

合理布置设

备、采 用低噪

声设备、安 装

减震垫、厂房

隔

声等

65

2 70#挤出机 85 1 65

3 65#挤出机 85 1 65

4 45#挤出机 85 1 65

5 30#挤出机 85 1 65

6 成缆机 70 1 50

7 叉绞机 80 1 60



28

8 轮式盘绞机 85 1 65

9
半自动打盘

机
85 3 65

10 6 盘管绞机 75 1 55

11 12 盘成缆机 75 1 55

12 编织机 80 3 60

13
编织机专属

并丝机
80 1 60

14 复绕机 70 2 50

15 束丝机 75 2 55

16 纸包机 70 2 50

17
检测打压设

备
70 2 50

⑵预测模式

按点声源衰减模式和叠加公式进行预测，其公式为：

8)/lg(20  rorLoLp

点声源与本底叠加公式：

)10....101010lg(10 1.031.021.011.0 lpnlplplpLp ＝总

式中：Lp－距声源 r米处的声压级（dB）；

Lo－距声源 ro米处的声压级（dB）；

r－距声源的距离（m）；

ro－距声源的距离，此处 ro＝1m；

Lp 总－叠加后的声压级（dB）；

Lp1－第一个声源距某一点的声级（dB）；

Lpn－第 n个声源距某一点的声级（dB）。

经减振消声、距离衰减等措施实施后，计算预测项目实施后边界噪声贡献值，计

算结果见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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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噪声影响预测结果单位：dB(A)

点位
昼间 夜间

背景值 排放值 叠加值 背景值 排放值 叠加值

厂东 53.6 41.5 54.6 42.3 41.5 43.3

厂南 54.3 42.0 54.8 42.2 42.0 43.6

厂西 52.2 41.9 53.0 41.3 41.9 42.4

厂北 52.5 43.1 53.7 41.5 43.1 44.6

由以上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东、西、南、北侧厂界噪声贡献值均能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1类标准。项目投入使用后应加

强设备日常检修和维护，以保证各设备正常运转，以免由于设备故障原因产生较大噪

声；同时加强生产管理，教育员工文明生产，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噪声，合理安排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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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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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结论：

1.项目概况

沈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3月成立地址在沈阳市棋盘山区英达

街道成立之前已经办理过环评手续。后于 2014年 4月搬迁到现有地址苏家屯区临湖街道

胡家甸村，搬迁之前现有厂房已存在，由原房主胡家甸村委会承建，搬迁半年后投产。

本项目投资 260万元，占地面积约 6249m2，总建筑面积 3000m2，主要是 2座生产厂房，

内置挤出机、成缆机、叉绞机、轮式盘绞机等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

2.产业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第 21 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年修正），该项目不属于其中“鼓励类、限制类及淘汰类”，根据《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 和淘汰类，且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为允许类”，故本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

本项目不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范围内，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现行的有

关产业政策。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3.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胡家甸村，用其空置厂房进行生产建设，选址

合理性的分析见表 24。
表 24 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序号 选址因素 选址条件

1 建设地点

本项目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胡家甸村，评范围价内无《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第五条规定的（一）、 (二）类

环境保护区，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地、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不在国家、地方规划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敏感

区域内。

2 土地利用 用地性质属城乡建设用地

3 环境功能区
项目建成后正常工况下，废气、废水及噪声排放均可满足标 准要求，

可以满足评价区的环境功能要求。

综上所述，项目评价范围内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第五条规

定的（一）、（二）类环境保护区，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不在国家、地方规划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敏感区域内，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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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条件较为优越，有利于项目建设。本项目己建成，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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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排。对周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7.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员工生活垃圾、不合格产品、废活性炭及废油。

不合格产品定期外售、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废活性炭、废油由有资质单

位统一处理。

建设项目固体废物通过上述污染物防治措施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8.声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项目噪声源经过减振、厂房隔声、消声、距离衰减后，厂界噪声可以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限值，即昼间≤55dB(A)、夜

间≤45dB(A)。

9.环境监测计划

（1）监测目的与任务

环境监测是贯穿于项目运营期的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通过监测计划的实施，

可以及时地掌握项目的排污状况和变化趋势；通过对监测结果的分析，可以了解到项目

环保措施运行状况，并根据情况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通过环境监测取得的实测数据，

为当地环保部门提供基础资料，以供执法检查。此外，环境监测每年应进行回顾，通过

回顾对比，掌握年度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计划。项目环境监测任务可委托有资质的环境

监测站进行。

（2）监测机构

项目环境监测任务可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站进行。

（3）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是环境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有关规定并结合本项目特点提出本项目

的监测计划：

①.废气监测

废气排放口设计要满足《污染物监测技术规范》的有关要求，进行规范化建设。监

测项目包括废气量、非甲烷总烃，监测频率为 1 次/季度。

②.噪声监测

厂界噪声监测频率为 1次/季度，主要设备噪声源监测频率为 1次/年。

营运期污染源与环境监测计划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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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污染源与环境监测计划表

10.环保投资估算

建设项目环保投资为 260万元，总投资为 72.2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27.8%。

表 26 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目 设备名称及规模 投资（万元）

1 废气

挤出、喷

码工段
1套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 50

食堂油

烟
油烟净化装置 0.5

2 噪声 减震、消声、隔声等 20

3 固废 2个垃圾箱 0.2

4 环保设备运行、维护 —— 1.5

总计 / 72.2

11.本项目环保“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表 27 工程环保“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项目 污染源 污染防治措施及规模 主要污染物 验收要求 进度

废气

挤出、

喷 码

工段

有组

织排

放

1套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

气筒
非甲烷总烃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表 1中现有污染源二级

排放标准限值
与主体

工程同

时验收
车间无组织

排放
厂房封闭 非甲烷总烃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表 1中现有污染源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食堂 油烟净化装置 油烟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

序

号
污染源名 称 监测项目

监测点

位置

监测

点数

监测

频率
控制指标

1 废气

挤出、喷码废

气
排气筒 1个 1次/季度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1 现有污染源二级

排放标准限值

非甲烷总 烃 厂界 4个 1次/季度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1 中现有污染源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
厂区环

境噪声
Leq(A)

厂区四

周
4个 1次/季度 达到 GB12348-2008中 1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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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483-2001）中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

废水 生活废水 防渗化粪池 COD、NH3-N ——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

不合格产品
垃圾箱、一般固废间暂存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及
其修改单

废活性炭、

废油
危废暂存间 废油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相关

标准要求

噪

声
噪声 采取减振、消声和隔声措施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类标准

12.结论

本项目符合相关国家产业政策，在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后，各种污染物均能够达标

排放，满足相应环境功能区要求，对区域环境质量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在落实本环评

中提出的各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本项目在环保方面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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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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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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