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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环保角度论证，本项目具有环境可行性，项目建设可行。

在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得到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结构安装分公司钢结构制作厂、辽

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予以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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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则

2.1编制依据

2.1.1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条例及规定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改）；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

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

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改）；

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二次修订）；

⑺《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7月 1日）；

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2日修订）；

⑼《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令，2017.10.01）；

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⑾《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⑿《“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121号）；

⒀《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⒁《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 31

号，2013-05-24日实施）；

⒂《关于用于原始用途的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包装物、容器是否属于危险废

物问题的复函》（环函[2014]126号）；

⒃《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环境保护部，2017年 10月 1日施行）；

⒄《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通知》（环发〔2012〕77号）。

2.1.2地方法律法规

⑴《辽宁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与削减工作实施方案》（辽环发〔2018〕

69号）；

⑵《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 2月 1日）；

⑶《关于严格控制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强化污染减排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辽环发[2007]34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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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

年）的通知》（辽宁省人民政府，2018年 10月 13日）；

⑸《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政发[2015]79

号）；

⑹《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政发

[2016]58号）；

⑺《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鞍山市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鞍山市人

民政府，2019年 6月 27日）；

⑻《鞍山市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 3月 30日修正）；

⑼《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鞍山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鞍政发[2016]28

号）；

⑽《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鞍山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鞍政发[2017]6

号）。

2.1.3环评导则及有关技术文件

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⑵《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⑶《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

⑷《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⑸《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⑹《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⑺《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⑻《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2.1.4其它文件

⑴《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1.1 实行）；

⑵《关于取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行政许可事项后续相关工作要求的公告》

（暂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年第 2号）；

⑶《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结构安装分公司钢结构制作厂钢结构件生产项目》环评

委托书；

⑷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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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评价因子

2.2.1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根据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特点、厂区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特征，识别项目

的环境影响因素，具体见表 2.2-1。

表 2.2-1 项目环境影响识别

影响分析

环境要素
有利影响 不利影响

自然环境

空气环境 —— -2

地表水环境 —— -1

声环境 —— -2

地下水环境 —— -1

土壤环境 —— -1

固体废物 —— -1

社会环境
社会经济 +1 ——

社会服务功能 +2 ——

注：“1”表示轻度影响，“2”表示中度影响，“3”表示重度影响；“+”表示有利影响，“-”表示不利影响

由表 2.2-1可知：

项目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污染因素包括：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具体如下：

⑴废气

主要是焊接工序产生的焊烟；喷漆、干燥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抛丸、角磨工序产

生的粉尘；切割工序产生的烟尘等。

⑵废水

主要是员工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

⑶噪声

项目生产运行时较大噪声源的主要有各类起重机、滚压机、剪板机、滚板机、型钢

翼缘矫正机、联合冲剪机、数控平面钻床、摇臂钻床、喷涂机、抛丸机、CO2气体保护

焊机、龙门式自动埋弧焊机、电焊机、空压机、角磨机、除尘风机、数控切割机、火焰

裁条机、喷漆废气净化风机等。

⑷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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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废边角料、废抛丸料、废焊料、废焊剂、打磨铁屑、各类除尘

器回收的烟（粉）尘、废油抹布手套、废活性炭、废油漆渣、废液压油、废机油、废油

漆桶、废 UV管、漆雾喷淋废水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2.2.2 主要评价因子筛选

2.2.2.1 现状评价因子

根据项目周边的实际情况，确定现状评价因子为：

⑴大气环境现状评价因子：TSP、PM10、NO2、SO2、PM2.5、CO、O3、非甲烷总烃、

甲苯、二甲苯、苯。

⑵ 地表水环境现状评价因子：pH、COD、氨氮、SS、石油类、BOD5、总磷。

⑶地下水环境现状评价因子：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砷、汞、铬（六价）、

总硬度、铅、氟化物、镉、耗氧量、铁、锰、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石油类、二甲苯、

K + 、Na + 、Ca 2+ 、Mg 2+ 、CO 3 2- 、HCO 3 - 、Cl - 、SO 4 2- 、井深和水位。

⑷ 声环境现状评价因子：等效声级 LAeq。

⑸ 土壤环境现状评价因子

① 重金属和无机物：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

② 挥发性有机物：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

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

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

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

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③ 半挥发性有机物：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

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④ 其它：石油烃。

⑤ 理化特性指标：pH值、阳离子交换量、氧化还原电位、饱和导水率、土壤容重、

孔隙度。

2.2.2.2 预测评价因子

根据项目的生产工艺及消耗的原辅材料等分析，确定预测评价因子为：

⑴ 大气环境预测评价因子：颗粒物、非甲烷总烃、二甲苯。

⑵ 地表水环境预测评价因子：COD、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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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声环境预测评价因子：等效声级 LAeq。

⑷ 地下水预测评价因子：二甲苯。

⑸ 土壤预测评价因子：二甲苯、石油烃。

2.3评价标准

2.3.1环境质量标准

⑴ 环境空气

根据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本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功能区，TSP、

PM10、SO2、NO2、PM2.5、CO、O3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及修改单（2018）中二级标准；非甲烷总烃参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国

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中提出的非甲烷总烃环境

标准限值；二甲苯、甲苯、苯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中附录 D参考限值，详见表 2.3-1。

表 2.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µg/m3

项 目 年平均 24h平均 小时平均 引用来源

SO2 60 150 50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2018）

中二级标准

NO2 40 80 200

PM10 70 150 450

TSP —— 300 900

CO —— 4 mg/m3 10 mg/m3

O3 —— 160（日最大 8h平均） 200

PM2.5 35 75 225

苯 —— —— 1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

环境》（HJ 2.2-2018）中附录 D参

考限值

甲苯 —— —— 200

二甲苯 —— —— 200

非甲烷总烃 —— ——
2.0 mg/m3

（一次值）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

（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

⑵ 地表水

项目所在地区地表水系为运粮河，根据鞍山市地表水功能区划，执行《地表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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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V 类水质标准，见表 2.3-2。鞍山市地表水功能区划及

水系图见图 2.3-1。

表 2.3-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mg/L

项 目 pH BOD5 COD SS NH3-N 石油类 总磷

IV类标准 6-9 6 30 / 1.5 0.5 0.3

⑶ 地下水

项目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石油类参照

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参考指标表 A.1）标准值，见表 2.3-3。

表 2.3-3 地下水质量标准 mg/L

项 目 pH 氨氮 耗氧量 总硬度 总大肠菌群 菌落总数

浓度限值 6.5-8.5 ≤0.2 ≤3.0 ≤450
≤3.0

（MPN/100mL）
≤100 CFU/ml

项 目 石油类* Fe Mn 六价铬 硝酸盐 亚硝酸盐

浓度限值 ≤0.3 ≤0.3 ≤0.1 ≤0.05 ≤20.0 ≤1.00

项 目 砷 汞 铅 镉 氟化物 二甲苯

浓度限值 ≤0.01 ≤0.001 ≤0.01 ≤0.005 ≤1.0 ≤500µg/L（总量）

⑷ 环境噪声

根据鞍山市城市区域噪声功能区划，鞍钢厂区整体为噪声 3类区，因此厂区四周声

环境质量标准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见表 2.3-4。

表 2.3-4 声环境质量标准 dB（A）

区域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工业区 3 65 55

⑸ 土壤

本项目厂址区土壤环境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36600-2018）中风险筛选值的第二类用地限值，具体标准值见表 2.3-5。

表 2.3-5 土壤环境评价标准（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
风险筛选值第二

类用地
序号 污染物

风险筛选值第二

类用地

1 镉 65 24 1,2,3-三氯丙烷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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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汞 38 25 氯乙烯 0.43

3 砷 60 26 苯 4

4 铜 18000 27 氯苯 270

5 铅 800 28 1,2-二氯苯 560

6 镍 900 29 1,4-二氯苯 20

7 铬（六价） 5.7 30 乙苯 28

8 四氯化碳 2.8 31 苯乙烯 1290

9 氯仿 0.9 32 甲苯 1200

10 氯甲烷 37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570

11 1,1-二氯乙烷 9 34 邻二甲苯 640

12 1,2-二氯乙烷 5 35 硝基苯 76

13 1,1-二氯乙烯 66 36 苯胺 260

14 顺-1,2-二氯乙烯 596 37 2-氯酚 2256

15 反-1,2-二氯乙烯 54 38 苯并[a]蒽 15

16 二氯甲烷 616 39 苯并[a]芘 1.5

17 1,2-二氯丙烷 5 40 苯并[b]荧蒽 15

18 1,1,1，2-四氯乙烷 10 41 苯并[k]荧蒽 151

19 1,1,2，2-四氯乙烷 6.8 42 䓛 1293

20 四氯乙烯 53 43 二苯并[a,h]蒽 1.5

21 1,1,1-三氯乙烷 840 44 茚并[1,2,3,-cd]芘 15

22 1,1,2-三氯乙烷 2.8 45 萘 70

23 三氯乙烯 2.8 46 石油烃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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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抛丸粉尘、焊接烟尘、打磨粉尘、切割烟尘排放情况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要求，见表 2.3-6。

表 2.3-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无组织排放监

测浓度限值

(mg/m3)
排气筒高度(m) 二级

颗粒物 120 20 5.9 1.0

喷漆工序排放的漆雾、二甲苯、非甲烷总烃执行辽宁省《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DB21/3160-2019），2019.12.30实施》中其他行业限值，具体见表 2.3-7。

表 2.3-7 辽宁省《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21/3160-2019）》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m3）
排气筒高度(m)

最高允许排放

速率（kg/h）

厂界无组织排

放监测浓度限

值(mg/Nm3)

涉及工业涂

装工序的其

它行业

非甲烷总烃 60

20

5.4 2.0

二甲苯* 20 3.0 1.0

颗粒物** 120 5.9 1.0

*：参照苯系物的标准限值；

**：颗粒物参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2）噪声排放标准

营运期厂界四周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的 3类标准，见表 2.3-8。

表 2.3-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类别 适用区域 昼间 夜间

3 东、南、西、北厂界 65 55

（3）固体废物排放标准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中国环境保

http://vocs.bjx.com.cn/zt.asp?topic=%b4%f3%c6%f8%ce%db%c8%be%ce%ef
http://vocs.bjx.com.cn/zt.asp?topic=%b4%f3%c6%f8%ce%db%c8%be%ce%ef
http://vocs.bjx.com.cn/zt.asp?topic=%b4%f3%c6%f8%ce%db%c8%be%ce%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