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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 4月 8日，目前，公司在无锡共设 4个

厂区，分别为“本部厂区（福山村）”、“东安路 1厂区”、“东安路 2厂区”和“园中

路厂区”。为适应目前高端车型汽车外饰件新产品的发展要求，利于承接高端车型业务，

公司投资 9129万元，建设汽车外饰件生产线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技术改造）（仅涉及东

安路 1厂区、园中路厂区、东安路 2厂区）。该项目环评书已于 2023年 3月 17日取得无

锡市行政审批局的批复（锡行审环许[2023]5021号）。项目建成后各厂区的产能为：

本部厂区（福山村）-年产密封件（装饰条、内侧密封件、车顶条）25万件、东安路 1厂区

-年喷涂汽车扰流板 10万件、园中路厂区-年产 180万套汽车尾翼（扰流板）（其中年吹塑

注塑 120万件、年喷涂汽车扰流板 170万件、打磨、组装 180万套）、东安路 2厂区-喷涂

生产线（1#、3#）拆除，不再进行喷涂作业；厂房作为产品仓库。目前该项目尚在建设中。

东 安 路 厂 区 已 按 照 要 求 申 领 了 《 排 污 许 可 证 》 ，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号 ：

91320206607974944E001V（有效期限：自 2022年 10月 17日至 2027年 10月 16日止）

园 中 路 厂 区 已 按 照 要 求 申 领 了 《 排 污 许 可 证 》 ，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号 ：

91320206607974944E002U；（有效期限：自 2022年 10月 28日至 2027年 10月 27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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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期项目环保手续履行情况见表 1-1：

表 1-1 公司各期项目环保手续一览表

序

号
建设地点 项目名称

环保审批 “三同时”竣工验收
现状实际

建设情况报告

类型
审批通过时间 批复文号 审批部门

验收通

过时间

文

号
验收部门

验收意

见

1
表面处理园区 8#
厂房（东安路 1厂

区）

年涂装车顶条 144000
套、扰流板 20000套 报告表 2007年 7月 2日 / 无锡市惠山区

环境保护局

2008年 3
月 21日 /

无锡市惠

山区环境

保护局

同意通

过验收
已投产

2 本部厂区（福山

村）

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汽车扰流

板生产及密封件生产

线技改项目

报告表
2009年 9月 23

日
/ 无锡市惠山区

环境保护局

2020年
11月 9
日

/ 自主验收

同意通

过验收
已投产

3

本部厂区（福山

村） 汽车扰流板生产及密

封件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

报告表
2012年 12月 26

日
/ 无锡市惠山区

环境保护局

同意通

过验收
已投产表面处理园厂区

（东安路 1、2厂
区）

4 洛社镇镇北工业

园

汽车扰流板吹塑成型

项目
报告表

2014年 10月 28
日

惠环审

[2014]492号
无锡市惠山区

环境保护局
搬入园中路厂区，不再建设

5

表面处理园厂区

（东安路 1厂区）、

表面处理园厂区

（东安路 2厂区）、

园中路厂区

年产汽车尾翼 150万
套（异地新建）及自动

涂装生产线技术改造

（一、二厂区）项目

报告书
2017年 11月 28

日

惠环审

[2017]269号
无锡市惠山区

环境保护局

2020年
11月 9日 / 自主验收

同意通

过验收
已投产

6 东安路 2厂区

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 1号、3号
线废气提标改造项目

登记表
2020年 9月 29

日

备案号：

20203202060
0001183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备

案系统（江苏

/ / / / 已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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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7
本部厂区（福山

村）

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福山村废

气治理设施提标改造

项目

登记表
2022年 10月 19

日

备案号：

20223202060
0000752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备

案系统（江苏

省）

/ / / / 已投产

8
东安路 1厂区、

园中路厂区

汽车外饰件生产线智

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技术改造）

报告书 2023.3.17
锡行审环许

[2023]5021
号

无锡市行政审

批局
建设中

9 园中路厂区
园中路厂区废气处理

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登记表

2023年 11月 19
日

备案号：

20223202060
0000752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备

案系统（江苏

省）

/ / / /
已投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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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针对公司《汽车外饰件生产线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技

术改造）》（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与环评及批复相比，东安路 1

厂区未发生变化，园中路厂区进行了以下变动：

（1）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变化及其环境影响分析：

实际建设中，工件经喷涂后色差等不满足要求，需要重回线体进行喷涂等操作，进而

造成喷涂线体来回启闭，导致能耗增加。为降低能耗，新增溶剂型涂料来料试做工艺，对

应新增手动喷枪、烘箱等设备，烘箱采用电加热。5#喷漆废气经“水帘除雾装置”处理后

与调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涂料来料试做废气等一并经“干式过滤+转轮浓缩装置”处

理后经 FQ20排放。

变动后，溶剂型涂料、稀释剂等用量未发生变化，因此废气的收集率及去除效率不变，

废气排放量不变，不会对大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平面布局的变化及其环境影响分析

2.1 新增涂料来料试做区域的变动

在生产车间 2F原空置区域新增涂料来料试做区域（3m×2m×3m）。

噪声的变化、卫生防护距离的变化：来料试做区域通过基础减震、厂房隔声，对声环

境影响较小；变动后卫生防护距离仍为生产车间外 100m、危废仓库外 50m，卫生防护距离

未发生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2.2 调漆房拆除后平面布局的变动

环评申报中：

5#喷漆废气经“水帘除雾装置”处理后与调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等一并经“干式

过滤+转轮浓缩装置”处理后经 FQ20排放。

本次变动调整为：5#喷涂线调漆房拆除，调漆过程在 5#线体（喷漆房）中进行。5#喷

漆废气经“水帘除雾装置”处理后与调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涂料来料试做废气等一

并经“干式过滤+转轮浓缩装置”处理后经 FQ20排放。

变动后，废气的产生情况不变，收集率及去除效率不变，废气排放量不变，不会对大

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噪声的变化、卫生防护距离的变化：喷涂线体通过合理布局、基础减震、厂房隔声，

对声环境影响较小；变动后无组织排放源强及面源参数不变，因此此变动不改变卫生防护

距离，不属于重大变动。

（3）一般固废的变化及其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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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包装材料：配套零件除使用袋装或箱装外，还会使用泡沫、纸板等进行减震；同时

会使用到扎带等进行捆绑，导致废包装材料等产生量增加。废包装材料产生量由环评中 20t/a

增加至 80t/a。废包装材料仍作为一般固废，交由废品回收公司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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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公司一般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 环评及批复情况 现场情况
是否属于重大变

动

1 性质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2 规模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

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

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

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

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

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否

3 地点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

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

感点的

环评中无涂料来料试做区域

在生产车间 2F 原空置区域新增

涂料来料试做区域（3m×2m×3m）。

来料试做区域通过基础减震、厂

房隔声，对声环境影响较小；变动后

卫生 防护距离 仍为生产 车间外

100m、危废仓库外 50m，卫生防护距

离未发生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否

5#喷涂线调漆过程在5#线体单独的

调漆房中进行

5#喷涂线调漆房拆除；调漆过程

变更为在线体（喷漆房）中进行。变

动后，废气的产生情况不变，收集率

及去除效率不变，废气排放量不变，

不会对大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否

4 生产

工艺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

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

致以下情形之一:（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

环评中无溶剂型涂料来料试做检验

工艺

新增溶剂型涂料来料试做检验

工艺，对应新增设备（手动喷枪 1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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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2）位于环

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的；（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的；（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

上的。

烘箱 1台，电加热）；5#喷漆废气经

“水帘除雾装置”处理后与调漆、晾

干、喷枪清洗废气、新增涂料来料试

做废气等一并经“干式过滤+转轮浓

缩装置”处理后经 FQ20排放。变动

后，溶剂型涂料、稀释剂等用量未发

生变化，因此废气的收集率及去除效

率不变，废气排放量不变，不会对大

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

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5
环境

保护

措施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

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

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

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

境影响加重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

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简高度降

低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

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

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

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

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环评核定产生量为：塑料边角料

26.4442t/a、废包装材料 20t/a、不合

格品 272.6044t/a、捕集的粉尘、

9.1257t/a；

企业变动后产生量为：

废包装材料由 20t/a调整为 80t/a，；

其余固废的种类和数量与环评一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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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酒精瓶 23.9065t/a、含酒精废无纺

布 28.6875t/a、废涂料桶 13.0941t/a、
漆渣 27.994t/a、废有机溶剂 23.8t/a、

废胶带 22.644t/a、废胶水桶

3.556t/a、废活性炭 64.5741t/a、废

沸石转轮 4.5t/（5-10 年）、废过滤

棉 6t/a、废过滤袋 12t/a、废机油 2t/a、
废油桶 0.204t/a；含油、漆渣抹布手

套 8.24t/a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

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由上表可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我公司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

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编制了《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汽车外饰件生产线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技术

改造）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为后期环保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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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

本报告主要针对项目变化的情况进行梳理分析，且本项目的变动主要为：

园中路厂区（1）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变化；（2平面布局的变化；（3）一般固废的变

化。

报告未提及的问题均按照原环评报告和审批文件执行。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本项目变动

情况如下：

2.1性质

本项目性质不变，仍为[C3670]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2.2规模

本项目产品规模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2.3地点

公司未重新选址，园中路厂区仍位于表面处理园园中路 203号。

园中路厂区总平面布置图发生调整：在生产车间 2F原空置区域新增涂料来料试做区；

5#调漆房拆除（位于 1F），调漆过程在线体中进行；

根据原环评及批复，园中路卫生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 100米、危废仓库外 50米形成

的包络线。本次平面布局变动后，卫生防护距离未发生变化。全厂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

无大气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符合环评和批复要求。

具体见附图 1“地理位置图”、附图 2“周围环境图”、“附图 3 园中路厂区布局调

整前平面布置图”、“附图 4 园中路厂区布局调整后平面布置图”。

2.4生产工艺

2.4.1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本项目原辅材料及燃料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2.4.2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

本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2.4.3生产工艺

园中路厂区新增溶剂型涂料来料试做工艺，包括喷底漆、底漆晾干、喷色漆、色漆晾

干、喷清漆、烘干等过程，除烘干过程使用电烘箱加热（加热温度 85℃），其余与环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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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艺一致。

2.4.4生产设备

本项目设备变动情况见表 2-1。

表 2-1 项目设备变动情况

厂区

名称
名 称 规格（型号）

数 量

备注变动

前
变动后 变化量

园中

路厂

区

注塑成型机及其辅机 T-WIN 1350 7 7 无变化 注塑设备

打磨设备 自制 9 9 无变化 打磨设备

除尘机 — 2 2 无变化 除尘设备

自动铣孔机器人 DX100 5 5 无变化
配套继续干铣孔

设备

激光切割铣孔设备 — 2 2 无变化 激光铣孔

全自动涂装线 定制 3 3 无变化 喷涂线

全自动涂装喷漆室 定制 9 9 无变化 /

振动焊接机 M836 1 1 无变化

焊接设备
超声波焊接机 KEB-3010 2 2 无变化

注胶焊接机 TS-D1241BF 10 10 无变化

转盘双机器人焊接机 定制 1 1 无变化

智能视觉检测仪 — 3 3 无变化 检查包装

燃烧 VOC处理设备 定制 2 2 无变化 废气处理设施

燃气热水锅炉 2t/h 1 1 无变化 4号涂装线配套

燃气热水锅炉 1.5t/h 1 1 无变化 6号涂装线配套

空压机 LGFD0421D 9 9 无变化

公用设备
冷干机 D-01 8 8 无变化

冷却塔 LBCM-50T 2 2 无变化

循环水泵 ISW-65-125 8 8 无变化

手动喷枪 — 0 1 +1
新增来料试做检

验设备

烘箱 — 0 1 +1
新增来料试做检

验

由上表可知，设备变动如下：新增手动喷枪一台、烘箱一台。5#喷漆废气经“水帘除

雾装置”处理后与调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涂料来料试做废气等一并经“干式过滤+

转轮浓缩装置”处理后经 FQ20 排放。变动后，溶剂型涂料、稀释剂等用量未发生变化，

因此废气的收集率及去除效率不变，废气排放量不变，不会对大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不

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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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公辅工程

本项目公辅工程变动见下表。

表 2-2 园中路厂区公辅工程变动情况

类

型
名称

设计能力
备注

变动前 变动后 变化量

主

体

工

程

生产厂房 26387.38m2 26387.38m2 无变化 /

贮

运

工

程

原料、成品仓库 1000 m2 1000 m2 无变化 /

甲类仓库 354m2 354m2 无变化 /

运输 / / / /

公

用

工

程

压缩空气系统 9个 9个 无变化 /

供水 44511.3t/a 44511.3t/a 无变化 /

排水 2241t/a 2241t/a 无变化

排放至无锡惠山

环保水务有限公

司（洛社厂）

绿地面积 2721m2 2721m2 无变化 /

供电 956万度/a 956万度/a 无变化 /

供天然气 190万m3/a 190万m3/a 无变化 /

环

保

设

备

废

气

处

理

设

施

注塑废气
1套活性炭装

置；
200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20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1高空

排放

打磨粉尘（3
层）

1套布袋除尘

器；
10000m3/h

1套布袋除尘器；
10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2高空

排放

打磨粉尘（1
层）

1套布袋除尘器

风机风量
4000m3/h

1套布袋除尘器

风机风量
4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3高空

排放
除尘粉尘

擦拭废气（4#） 1套活性炭装置
15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1500m3/h 无变化

20m高FQ4高空

排放

4#调漆、喷漆

房废气

1套水帘除雾+
干式过滤+RTO

装置，

35000m3/h；
RTO装置（4#公

用）

1套水帘除雾+干
式过滤+RTO装

置，

35000m3/h；
RTO装置（4#公

用）

无变化
20m高FQ5高空

排放5#烘干房有机

废气

4#烘干房天然

气燃烧废气
直接排放，
3000m3/h

直接排放，
3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17高空

排放

4#燃气热水锅

炉燃烧废气
直接排放，
2500m3/h

直接排放，
2500m3/h 无变化

20m高FQ18高空

排放

擦拭废气（5#） 1套活性炭装置
290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29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19高空

排放洁净室废气

5#调漆、喷漆

房废气

1套水帘除雾+
干式过滤+转轮

1套水帘除雾+干 涂料来料试做废 20m高FQ20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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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RTO装置

（4#共用）；
23000m3/h

式过滤+转轮浓

缩+RTO装置（4#
共用）；
23000m3/h

气并入转轮浓缩

装置

排放

涂料来料试做

废气
/

5#烘干房天然

气燃烧废气
直接排放，
1500m3/h

直接排放，
1500m3/h 无变化

20m高FQ21高空

排放

6#喷漆房、烘

干房废气以及

6#擦拭废气

1套水帘除雾+
干式过滤+转轮

浓缩+RTO装
置；125000m3/h

1套水帘除雾+干
式过滤+转轮浓

缩+RTO装置；
125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22高空

排放

6#烘干房天然

气燃烧废气
直接排放，
4000m3/h

直接排放，
4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23高空

排放

6#燃气热水锅

炉燃烧废气
直接排放，
3500m3/h

直接排放，
3500m3/h 无变化

20m高FQ24高空

排放

激光铣孔废气

（3层）
1套活性炭装

置；
290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29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15高空

排放注胶焊接废气

（3层）

注胶焊接废

气、超声波焊

接废气

（2层）

1套活性炭装

置；
100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10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6高空

排放

注胶焊接废气

（1层）
1套活性炭装

置；
100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10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25高空

排放振动焊接废气

（1层）

铣钻孔废气（2
层）

1套活性炭装

置；
150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15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14高空

排放

漆渣离心废气 / 1套活性炭装置；
12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27高空

排放

甲类仓库废气
1套活性炭装

置；
50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5000m3/h 无变化

20m高FQ16高空

排放
危废仓库废气

1套活性炭装

置；
5000m3/h

1套活性炭装置；
5000m3/h 无变化

废

水

处

理

设

施

化粪池 5m3 5m3 无变化 预处理生活污水

固

废

一般废物 120m2 120m2 无变化
/

危险废物堆场 180m2 180m2 无变化

风 应急事故池 855.1m3 855.1m3 无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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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防

范

工

程

消防水池 0m3 0m3 无变化 /

初雨收集池 0m3 0m3 无变化 /

2.4.6 水量平衡图

项目生产过程，水量平衡图与环评一致，详见原环评。

2.4.7 产排污变动情况

1、废气

根据环评，园中路厂区废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注塑成型产生的有机废气；铣钻孔、激光

铣孔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表面打磨产生的粉尘；4#和 5#擦拭产生的乙醇废气；4#调漆、

喷漆、晾干、烘干、喷枪清洗以及 5#的烘干 及转轮浓缩废气；烘房加热、RTO燃烧使用

天燃气，天然气燃烧产生的燃烧废气；5#调漆、喷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6#调漆、喷

漆、晾干、烘干、喷枪清洗、擦拭以及 6#的转轮浓缩废气；注胶焊接、振动焊接、超声波

焊接产生的有机废气；漆渣离心有机废气；危废仓库、甲类仓库有机废气。

本次涉及变动的为 5#调漆、喷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涂料来料试做废气。

（1）5#调漆、喷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涂料来料试做废气

5#线体调漆房拆除，调漆过程在 5#线体（喷漆房）中进行。同时为降低能耗，新增溶

剂型涂料来料试做检验工艺。涂料来料试做废气接入 5#线“转轮浓缩装置”。

变动后，5#喷漆废气经“水帘除雾装置”处理后与调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涂料

来料试做废气等一并经“干式过滤+转轮浓缩装置”处理后经 FQ20排放。

具体见表 2-4、表 2-5。

(5)其他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均不变动，详见原环评。

本项目涉及变动的有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 2-3，表 2-4。无组织废气产生及排

放情况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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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涉及变动的废气排放情况汇总表

变动前 变动后

污染源
污染物

名称
风量
m3/h

废气排放情况
排放去

向
污染源

污染物名

称
风量
m3/h

废气排放情况
排放

去向
排放浓

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量
kg/a

排放浓

度
mg/m3

排放速

率 kg/h 排放量 kg/a

5#调漆、

喷漆、晾

干、喷枪

清洗废

气

颗粒物

（漆

雾）
23000

1.7481 0.0402 241.2379

FQ20
5#调漆、

喷漆、晾

干、喷枪

清洗废气

和涂料来

料试做废

气

颗粒物

（漆雾）

23000

1.7481 0.0402 241.2379

FQ20

TVOC 8.6589 0.1992 330.2442 TVOC 8.6589 0.1992 330.2442

二甲苯 0.2104 0.0048 19.7809 二甲苯 0.2104 0.0048 19.7809
苯系物 1.6742 0.0385 42.048

苯系物

颗粒物

（漆雾）

TVOC
二甲苯

苯系物

1.6742 0.0385 42.048涂料来

料试做

废气

颗粒物

（漆

雾）

/ / / / /

TVOC / / / /

二甲苯 / / / /
苯系物 / / / /

注：其他废气不涉及变动，未入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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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园中路厂区全厂有组织废气的产生和排放情况表

排放源
排气量
(m3/h) 污染物名称

产生状况
治理

措施
去除率
(%)

排放状况

排气筒
环评核定

量（kg/a）浓度
(mg/m3)

速率
(kg/h)

产生量（kg
/a）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排放量

（kg/a）

注塑成型 20000

非甲烷总烃 3.9375 0.0788 567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0.3938 0.00788 56.7

FQ1

56.7

苯乙烯 0.5513 0.011 79.38 0.0551 0.00110 7.938 7.938

1,3-丁二烯 0.4134 0.0083 59.535 0.0413 0.00083 5.9535 5.9535

丙烯腈 0.4134 0.0083 59.535 0.0413 0.00083 5.9535 5.9535

酚类 1.2797 0.0256 184.275 0.1280 0.00256 18.4275 18.4275

铣钻孔（二层) 15000 非甲烷总烃 8.5720 0.1286 925.7759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0.8572 0.01286 92.5776 FQ14 92.5776

打磨（三层） 10000
颗粒物

（塑料粉

尘）

78.7156 0.7872 5667.5206 布袋除尘 95% 3.9358 0.03936 283.3760 FQ2 283.3760

打磨（一层）、

除尘（一层）
4000

颗粒物

（塑料粉

尘）

136.7514 0.5470 3398.4401 布袋除尘 95% 5.0278 0.02735 196.9220 FQ3 196.9220

4#线擦拭 5000
非甲烷总烃

(乙醇)
110.2500 0.5513 3307.500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11.0250 0.05513 330.75 FQ4 330.75

4#烘干天然气

燃烧废气
3000

烟尘 4.7667 0.0143 85.8

直接排放

0 4.7667 0.0143 85.8

FQ17

85.8

SO2 0.0317 0.0001 0.57 0 0.0317 0.0001 0.57 0.57

NOx 15.6000 0.0468 280.8 0 15.6000 0.0468 280.8 280.8

4#热水锅炉天

然气燃烧废气
2500

烟尘 9.5333 0.0238 42.9

直接排放

0 9.5333 0.0238 42.9

FQ18

42.9

SO2 0.0633 0.0002 0.285 0 0.0633 0.0002 0.285 0.285

NOx 31.2000 0.0780 140.4 0 31.2000 0.0780 140.4 140.4

5#烘干天然气

燃烧废气
1500

烟尘 4.7667 0.0072 42.9
直接排放

0 4.7667 0.0072 42.9
FQ21

42.9

SO2 0.0317 0.0000 0.285 0 0.0317 0.0000 0.285 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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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15.6000 0.0234 140.4 0 15.6000 0.0234 140.4 140.4

6线调漆、喷

漆、晾干、烘干、

喷枪清洗、擦拭

以及 6#转轮浓

缩的废气

125000

颗粒物

（漆雾、烟

尘）

13.4613 1.6827 10010.1425

水帘除雾+干
式过滤+转轮

浓缩+RTO装

置

94.2% 0.8904 0.11130 582.0171

FQ22

582.0171

TVOC 54.0381 6.7548 24623.818 95.4% 2.8126 0.3516 1142.2349 1142.2349

二甲苯 3.5247 0.4406 2425.2501 97.0% 0.4486 0.0561 72.9928 72.9928

苯系物 3.9563 0.4945 3780.6195 96.2% 0.4486 0.0561 144.9054 144.9054

非甲烷总烃

（乙醇）
17.0520 2.1315 4410 94.1% 0.4057 0.0507 262.395 262.395

SO2 0.0015 0.0002 0.57 0 0.0015 0.00019 0.57 0.57

NOx 0.7488 0.0936 280.8 0 0.7488 0.0936 280.8 280.8

6#烘干天然气

燃烧废气
4000

烟尘 4.7667 0.0191 114.4

直接排放

0 4.7667 0.0191 114.4

FQ23

114.4

SO2 0.0317 0.0001 0.76 0 0.0317 0.0001 0.76 0.76

NOx 15.6000 0.0624 374.4 0 15.6000 0.0624 374.4 374.4

6#热水锅炉天

然气燃烧废气
3500

烟尘 9.0794 0.0318 57.2

直接排放

0 9.0794 0.0318 57.2

FQ24

57.2

SO2 0.0603 0.0002 0.38 0 0.0603 0.0002 0.38 0.38

NOx 29.7143 0.1040 187.2 0 29.7143 0.1040 187.2 187.2

危废仓库、甲类

仓库废气*
5000 非甲烷总烃 14.6728 0.0734 528.2200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1.4673 0.0073 52.8220 FQ16 52.8220

漆渣离心废气* 12000 非甲烷总烃 / / /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 / / FQ27

超声波焊接、注

胶焊接（二层）
*

10000 非甲烷总烃 75.9169 0.7592 2733.0074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7.5917 0.0759 273.3007 FQ6

478.8831注胶焊接、激光

铣孔（三层）* 29000 非甲烷总烃 7.4405 0.2158 1553.5742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0.7440 0.0216 155.3574 FQ15

注胶焊接、振动

焊接（一层）*
10000 非甲烷总烃 10.8714 0.1087 502.2495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1.0871 0.0109 50.2250 FQ25

4#调漆、喷漆、 35000 颗粒物（漆 58.3571 2.0425 12255.0005 水帘除雾+干 94.10% 3.4354 0.1202 721.43 FQ5 721.43



17

晾干、烘干、喷

枪清洗及 5#的
烘干及转轮浓

缩废气*

雾、烟尘） 式过滤+RTO
装置TVOC 239.0559 8.367 31511.7789 99% 2.3906 0.0837 306.8884 306.8884

二甲苯 17.1425 0.6 3037.3611 99% 0.1714 0.006 30.3736 30.3736

苯系物 39.7606 1.3916 4769.9835 99% 0.3976 0.0139 47.6998 47.6998

SO2 0.0036 0.0001 0.76 0 0.0036 0.0001 0.76 0.76

NOx 1.7829 0.0624 374.4 0 1.7829 0.0624 374.4 374.4

5#调漆、喷漆、

晾干、喷枪清洗

废气和涂料来

料试做废气

23000

颗粒物（漆

雾）
34.962 0.8041 4824.7574

水帘除雾+干
式过滤+转轮

浓缩

95% 1.7481 0.0402 241.2379

FQ20

241.2379

TVOC 173.1783 3.9831 6604.884 95% 8.6589 0.1992 330.2442 330.2442

二甲苯 4.2084 0.0968 395.6171 95% 0.2104 0.0048 19.7809 19.7809

苯系物 33.4846 0.7701 840.9597 95% 1.6742 0.0385 42.048 42.048
5#擦拭、

洁净室* 29000 非甲烷总烃 9.5034 0.2756 1653.75 活性炭吸附装

置
90% 0.9503 0.0276 165.375 FQ19 165.375

全厂

颗粒物（粉

尘、漆雾、烟

尘）

2368.183 / 2368.183

TVOC 1787.5969 / 1787.5969

二甲苯 123.1473 / 123.1473

苯系物 242.5912 / 242.5912

非甲烷总烃 1448.5075 / 1448.5075

苯乙烯 7.938 / 7.938

1,3-丁二烯 5.9535 / 5.9535

丙烯腈 5.9535 / 5.9535

酚类 18.4275 / 18.4275

SO2 3.61 / 3.61

NOx 1778.4 / 1778.4

注*：相关废气在登记表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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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变动后，园中路厂区 5#喷涂线调漆、喷漆、晾干、烘干、喷枪清洗排放的漆雾（颗粒物）、TVOC、二甲苯、苯系

物和涂料来料试做废气（漆雾（颗粒物）、TVOC、二甲苯、苯系物）及可达到江苏省地方标准《表面涂装（汽车零部件）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32/3966-2021）表 1中相关标准。

且变动后各污染物的的有组织排放量未发生变化。

表 2-5 全厂无组织废气产生源强

变动前 变动后

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
排放量

（kg/a）
排放速率

（kg/h）

污染源参数（m）

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 排放量（kg/a） 排放速率

（kg/h）

污染源参数

（m）

长度
宽

度
高

长

度

宽

度
高

注塑成型

（注塑区，生产

车间一层）

非甲烷总烃 63 0.00875

56 24 12.3
注塑成型

（注塑区，生产

车间一层）

非甲烷总烃 63 0.00875

56 24 12.3

苯乙烯 8.82 0.00123 苯乙烯 8.82 0.00123

1,3-丁二烯 6.615 0.00092 1,3-丁二烯 6.615 0.00092

丙烯腈 6.615 0.00092 丙烯腈 6.615 0.00092

酚类 20.475 0.00284 酚类 20.475 0.00284
打磨

（打磨区，生产

车间三层）

颗粒物（塑料粉

尘）
298.2906 0.04143 80 56 6.4

打磨

（打磨区，生产

车间三层）

颗粒物（塑

料粉尘）
298.2906 0.04143 80 56 6.4

除尘、打磨（打

磨区，生产车间

一层）

颗粒物 207.2863 0.02879 31.8 21.4 6.4
除尘、打磨（打

磨区，生产车间

一层）

颗粒物 207.2863 0.02879 31.8 21.4 6.4

4#擦拭、调漆、

晾干、喷漆烘

干、喷枪清洗

（生产车间二

层）

非甲烷总烃（乙

醇）
67.5 0.01125

115 22 8.5

4#擦拭、调漆、

晾干、喷漆烘干、

喷枪清洗

（生产车间二

层）

非甲烷总烃

（乙醇）
67.5 0.01125

115 22 8.5漆雾（颗粒物） 247.7674 0.04129
漆雾（颗粒

物）
247.7674 0.04129

TVOC 444.7628 0.11572 TVOC 444.7628 0.11572

二甲苯 42.5206 0.00772 二甲苯 42.5206 0.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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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系物 63.9272 0.01947 苯系物 63.9272 0.01947

5#擦拭、调漆、

晾干、喷漆烘

干、喷枪清洗

（生产车间二

层）

非甲烷总烃（乙

醇）
33.7500 0.00563

115 22 8.5

5#擦拭、调漆、

晾干、喷漆烘干、

喷枪清洗

（生产车间二

层）、涂料来料

检测间（生产车

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

（乙醇）
33.7500 0.00563

115 22 8.5
漆雾（颗粒物） 98.4644 0.01641

漆雾（颗粒

物）
98.4644 0.01641

TVOC 188.2797 0.09020 TVOC 188.2797 0.09020

二甲苯 19.8863 0.00394 二甲苯 19.8863 0.00394

苯系物 30.4213 0.01793 苯系物 30.4213 0.01793

6#喷涂线

（生产车间一

层）

非甲烷总烃（乙

醇）
90.0000 0.01500

56 24 12.3
6#喷涂线

（生产车间一

层）

非甲烷总烃

（乙醇）
90.0000 0.01500

56 24 12.3
漆雾（颗粒物） 202.5374 0.03376

漆雾（颗粒

物）
202.5374 0.03376

TVOC 502.5271 0.13785 TVOC 502.5271 0.13785

二甲苯 49.4949 0.00899 二甲苯 49.4949 0.00899

苯系物 77.1555 0.02449 苯系物 77.1555 0.02449
注胶焊接（注胶

焊接区，

生产车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 246.4 0.03422

56 74 6.4

注胶焊接（注胶

焊接区，

生产车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 147.8400 0.02053

56 74 6.4
超声波焊接（注

胶焊接区，

生产车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 28.6214 0.00795
超声波焊接（注

胶焊接区，

生产车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 28.6214 0.00795

铣钻孔（注胶焊

接区，

生产车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 18.8934 0.00262 56 74 6.4
铣钻孔（注胶焊

接区，

生产车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 18.8934 0.00262 56 74 6.4

激光铣孔（激光

铣孔区，

生产车间三层）

非甲烷总烃 18.1285 0.00252 80 56 6.4

激光铣孔、注胶

焊接（激光铣孔

区，

生产车间三层）

非甲烷总烃 92.0485 0.01278 80 56 6.4

振动焊接（振动 非甲烷总烃 5.7243 0.00159 56 74 6.4 振动焊接、注胶 非甲烷总烃 30.3643 0.00843 56 7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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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区，

生产车间一层）

焊接（振动焊接

区，

生产车间一层）

危废仓库、甲类

仓库
非甲烷总烃 10.78 0.00150 38 27.7 6.4 危废仓库、甲类

仓库
非甲烷总烃 10.78 0.00150 38 27.7 6.4

合计

颗粒物（漆雾、

粉尘）
1054.3463kg

合计

颗粒物（漆

雾、粉尘）
1054.3463kg

TVOC 1135.5696kg TVOC 1135.5696kg

二甲苯 111.9018kg 二甲苯 111.9018kg

苯系物 180.324kg 苯系物 180.324kg

非甲烷总烃 582.7976kg 非甲烷总烃 582.7976kg
苯乙烯 8.82kg 苯乙烯 8.82kg

1,3-丁二烯 6.615kg 1,3-丁二烯 6.615kg
丙烯腈 6.615kg 丙烯腈 6.615kg
酚类 20.475kg 酚类 20.475kg

由上表可知，变动后，各污染物的的有组织、无组织排放量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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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

本项目废水产生及排放情况未发生变动，详见原环评。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产生及排放情况未发生变动，详见原环评。

4、固体废物

1）园中路厂区

①废包装材料：环评核定量偏小，实际配套零件除使用袋装或箱装外，还会使用泡沫、

纸板等进行减震；同时会使用到扎带等进行捆绑，导致废包装材料等产生量增加。废包装

材料产生量由环评中 20t/a增加至 80t/a。废包装材料仍作为一般固废，交由废品回收公司

回收。

变动前后园中路厂区固废产生情况见表 2-6：

表 2-6 园中路厂区变动前后固废产生一览表

序

号

固废名

称
产生工序

属

性

变动前 变动后

危险

特性

产生量（t/a）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变动前

变动

增减

量

变动后

1 塑料边角

料

铣钻孔、激

光铣孔

一

般

固

废

废塑料制

品
367-999-06 废塑料制

品
367-999-06 — 26.4442 0 26.4442

2 废包装材

料
原料使用 其他废物 900-999-99 其他废物 900-999-99 — 20 +60 80

3 不合格品 最终检查
废塑料制

品
367-999-06 废塑料制

品
367-999-06 — 272.6044 0 272.6044

4 捕集的粉

尘

布袋除尘

器
工业粉尘 367-999-66 工业粉尘 367-999-66 — 9.1257 0 9.1257

5 废酒精瓶 废酒精瓶

危

险

固

废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23.9065 0 23.9065

6 含酒精废

无纺布

含酒精废

无纺布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28.6875 0 28.6875

7 废涂料桶 废涂料桶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13.0941 0 13.0941

8 漆渣 漆渣 HW12 900-252-12 HW12 900-252-12 T，I 227.994 0 227.994

9 废有机溶

剂

废有机溶

剂
HW12 900-256-12 HW12 900-256-12 T，I，C 23.8 0 23.8

10 废胶带 废胶带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22.644 0 22.644

11废胶水桶 废胶水桶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3.556 0 3.556

12废活性炭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HW49 900-039-49 T 64.5741 0 64.5741

13废沸石转

轮

废沸石转

轮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4.5 0 4.5

14
废过滤

棉
废过滤棉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6.0 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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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废过滤

袋
废过滤袋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12.0 0 12.0

16 废机油 废机油 HW08 900-249-08 HW08 900-249-08 T 2 0 2

17 废油桶 废油桶 HW08 900-249-08 HW08 900-249-08 T 0.204 0 0.204

18
含油、漆

渣抹布

手套

含油、漆渣

抹布手套
HW49 900-041-49 HW49 900-041-49 T 8.24 0 8.24

19 生活垃

圾
生活垃圾

生

活

垃

圾

其他废物 900-999-99 其他废物 900-999-99 — 24.9 0 24.9

2.5环境保护措施

2.5.1废气

本项目废气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动，详见原环评。

2.5.2废水

本项目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动，详见原环评。

2.5.3噪声

本项目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动，详见原环评。

2.5.4固体废物

产生的废包装材料为一般固体废弃物，由废品公司回收，对环境无影响。

其余固体废物的产生、排放情况以及污染防治措施均不变动，详见原环评。

2.6总量变动情况

项目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见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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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项目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总量变化表（t/a）

类别 项目

园中路厂区排放量

变动前后排

放

增减量

变动前（t/a） 变动后（t/a） 园中路厂区

废气

有组

织

颗粒物（粉尘、漆雾、

烟尘）
2.3682 2.3682 0

TVOC 1.7876 1.7876 0

二甲苯 0.1231 0.1231 0

苯系物 0.2347 0.2347 0

非甲烷总烃 1.4485 1.4485 0

苯乙烯 0.0079 0.0079 0

1,3-丁二烯 0.006 0.006 0

丙烯腈 0.006 0.006 0

酚类 0.0184 0.0184 0

SO2 0.0036 0.0036 0

NOx 1.7784 1.7784 0

VOCs 3.2361 3.2361 0

无组

织

颗粒物（粉尘、漆雾、

烟尘）
1.0543 1.0543 0

TVOC 1.1356 1.1356 0

二甲苯 0.1119 0.1119 0

苯系物 0.1715 0.1715 0

非甲烷总烃 0.5933 0.5933 0

苯乙烯 0.0088 0.0088 0

1,3-丁二烯 0.0066 0.0066 0

丙烯腈 0.0066 0.0066 0

酚类 0.0205 0.0205 0

VOCs 1.7289 1.7289 0

废水
接管

废水

废水量 2241 2241 0

COD 0.8964 0.8964 0

SS 0.6723 0.6723 0

氨氮 0.0672 0.0672 0

总氮 0.0896 0.0896 0

总磷 0.01121 0.01121 0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 0 0 0

危险废物 0 0 0

生活垃圾 0 0 0

由上表可见，本次变动后未新增污染因子或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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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要素

本项目环评中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均未发生变化，详见原环评。

4 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本项目涉及的环境要素包括：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噪声、固体废物、环境

风险，其中涉及变动的为大气、固体废物，未涉及变动的环境要素的影响分析结论不变，

详见原环评。

4.1大气

4.1.1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次变动涉及的废气排气口基本情况如表 4-1。

表 4-1 废气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厂

区

点

源

编

号

名称及

编号

地理坐标
排气

筒高

度/m

排气

筒内

径/m

烟气

温度

/℃

年排

放小

时数

/h

排放

口类

型

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物排放

标准

经度/°
纬度

/°
污染物

名称

排放浓

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浓度

mg/m
3

速率

kg/h

1
FQ20排
气筒

120.137
907

31.6455
96

20 1.0 25 6000
主要

排放

口

颗粒物

（漆

雾）

1.7481 0.0402 10 0.6

TVOC 8.6589 0.1992 60 2.0

二甲苯 0.2104 0.0048 15 0.8

苯系物 1.6742 0.0385 20 1.0

由上表可知，本次变动后：5#喷涂线调漆、喷漆、晾干、烘干、喷枪清洗、涂料来料

试做排放的漆雾（颗粒物）、TVOC、二甲苯、苯系物和可达到江苏省地方标准《表面涂

装（汽车零部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966-2021）表 1中相关标准。

4.1.2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4.1.2.1废气捕集效率可行性分析

车间密闭效率：变动后，本项目喷涂线（调漆喷漆、晾干、烘干、涂料来料试做）产

生颗粒物、有机废气，喷漆、调漆在单独的喷漆房，喷枪清洗位于各个喷漆房内；涂料来

料试做位于涂料来料试做区域；晾干设有单独的流平室；烘干在单独的烘道进行；产生的

废气经车间密闭负压收集，废气捕集效率可达 98%（本项目以 98%计）；

车间密闭吸风量：应选用的风机台数=V总×N次/V气

式中：V总—代表换风场地的总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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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次—代表单台风机的实际出风量（m³/h）

V气—场地要求换气的次数。

表 4-2 车间整体换风收集风量计算

序号 名称
长

(m)
宽

(m)
高

(m)

风速

(m/s)
换

分

次

数

风量

m³/h
循环风量

m³/h
设计风量

m³/h

1 涂料来料试做区域 3 3 2 30 540 540

2

5#

底漆喷漆室（水帘） 4.4 3.1 0.4 19642 17677 4910

3 色漆喷漆室（水帘） 8.4 3.1 0.4 37498 33748 9374

4 清漆喷漆室（水帘） 6.9 3.1 0.4 30802 22721 7700

5 合计 88911 74146 22524

6 设计风量 23000

7 5# 烘干 35 1.9 2 / 8 1330 1330

8 设计风量 1500

根据上述计算可知，变动后 5#喷涂线、涂料来料试做区域的废气收集系统风量设置基

本合理。

4.1.2.2废气治理方案比选

变动涉及的废气主要包括有机废气、颗粒物，废气治理方案比选情况如下。

（1）有机废气

目前，工业有机废气 VOCs的基本处理技术主要有：冷凝法、吸收法、吸附法、燃烧

法、催化燃烧法等。各类有机废气处理方案比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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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有机废气处理方案比较

处理方法 原理或适用条件 优点 缺点

冷凝法

冷凝法主要用于回收高沸点和高浓度的 VOC，一般用

在各种回收方法之前。通过将操作温度控制在 VOC的

沸点以下而将 VOC冷凝下来，从而达到回收 VOC的

目的。该法适用于 VOC浓度大于 5%的情况，并需低

温和高压。

投资较低，可

以将溶剂回收

利用，节约资

源

不适宜处理低浓度的

有机气体，冷凝后有

废有机溶剂产生

吸收法

分为化学吸收和物理吸收，大部分有机废气不宜采用

化学吸收，物理吸收要求吸收剂应具有与吸收组分较

高的亲和力、低挥发性，吸收液饱和后经解析或精馏

后重新使用。适合于中高浓度的废气。

投资较低，吸

收液可反复利

用，节省成本

选择一种廉价高效的

低挥发性吸收液比较

困难，同时二次污染

问题较难解决，净化

效果不理想。

活性炭吸附

法

活性炭吸附法是吸附剂所具有的较大的比表面对废气

中所含的 VOC发生吸附，此吸附多为物理吸附，过程

可逆；吸附达饱和后，用水蒸气脱附，再生的活性炭

循环使用。

可吸附物质：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正己烷、

庚烷、石脑油；全氯乙烯、二氯苯、三氯苯、四氯化

碳、氯仿、氟里昂；丙酮、丁酮；醋酸酯、丁酸酯；

乙醚、二氯乙烷、四氢呋喃、糠醛；甲醇、乙醇；醋

酸乙烯酯、苯乙烯、丙烯酸等有机物。

操作简单，运

行方便

活性炭处理费用高，

若外环境温度高，在

吸附低沸点有机物

时，极易二次解析挥

发，无法保证其处理

效率。

吸

附

法

直接

吸附法

活性炭吸附法是吸附剂所具有的较大的比表面对废气

中所含的 VOC发生吸附，利用活性炭对有机废气进行

吸附净化处理，净化率可达 90%以上。

操作简单，运

行方便

需要经常更换活性

炭，活性炭处理费用

高

吸附-
回收法

利用纤维活性炭吸附有机废气，使其在趋近饱和状态

下采用过热蒸发反吹，实现脱附再生。

可以将溶剂回

收利用，节约

资源

有废有机溶剂产生

新型吸

附-催化

燃烧法

利用新型吸附材料对有机废气进行吸附处理，使其在

接近饱和状态下在热空气的作用下吸附、解析、脱附，

接着再将废气引入催化燃烧床进行无焰燃烧处理，实

现废气的彻底净化处理。该方法适用于浓度低、风力

大的废气。

综合吸附法与

催化燃烧法的

优点，运行稳

定、投资少、

运行成本低、

维修简单

需要定期更换吸附材

料，废吸附材料

生物滤池(塔)
法

生物滤池(塔)法又叫微生物过滤工艺，生物滤池内的固

态介质是一些有生物活性的天然材料，常用的固体颗粒

有土壤和堆肥，这些材料为微生物的附着和生长提供表

面，微生物可以吸收废气中的污染物将其转化为无害物

质。具有一定温度的有机废气进人生物滤池，通过生物

活性填料层，有机物从气相转移到生物层，进而被氧化

分解。生物滤池的填料层是具有吸附件的滤料(如土壤、

堆肥、活性炭等)。生物滤池因其较好的通气性和适度的

通水和持水性，以及丰富的微生物群落，能有效地去除

烷烃类化合物，如丙烷、异丁烷．酯类及乙醇等，生物

易降解物质的效果更佳。

避免二次污

染，几乎无废

水和固废产

生，耗能小

占地面积大，设备造

价高

焚烧法

或直接燃烧

法

当废气中含有足量可以燃烧的有机物，不需要外加燃

料就能自身点火燃烧时，可采用此法，但当有机废气

浓度较低，就不具备直接燃烧条件，需要消耗燃料助

燃。

可以处理各种

有机废气，设

备简单，造价

用低

浓度较低时运行成本

比较高。

蓄热式氧化 利用天然气或燃料油燃烧放出的热量将混合气体加热 净化效率高， 设备造价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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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到一定温度，滞留一定时间（0.5~1s），使可燃的有害

物质进行高温分解为无害物质。废气分解效率可达99%
以上，热回收效率可达 95%以上，能处理大风量中高

浓度废气，还能进行二次余热回收。

可回收余热，

对复杂组分废

气处理效果较

好

催化燃烧法

在较低温度下，利用催化剂的作用，促使有机物加速

完全氧化，废气中的可燃气体在 300摄氏度左右通过

催化剂层时，被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放出热量。

方法先进，处

理效果好，对

可燃组分的浓

度和热值限制

较小

投资大，操作管理烦

琐，对预处理要求严

格，若有尘粒，可能会

引起催化剂中毒。

低温等离子

法

低温等离子体是继固态、液态、气态之后的物质第四

态，当外加电压达到气体的放电电压时，气体被击穿，

产生包括电子、各种离子、原子和自由基在内的混合

体。放电过程中虽然电子温度很高，但重粒子温度很

低，整个体系呈现低温状态，所以称为低温等离子体。

低温等离子体降解污染物是利用这些高能电子、自由

基等活性粒子使污染物分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分

解，并发生后续的各种反应以达到降解污染物的目的。

适用于低浓度有机废气。

方法先进，适

用于低浓度废

气，成本低

目前掌握成熟技术的

单位较少

离心式油烟

净化法

在电机的高速旋转下可使油烟中的油污等悬浮物被分

离器拦截，从气体中分离出来，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分离到储油槽中。

可以在高湿环

境下运行，去

除粒子直径范

围大，去除效

率高

只适合油雾类有机废

气，适应面窄

静电油烟净

化法

电场在外加高压的作用下，负极的金属丝表面或附近

放出电子迅速向正极运动，与气体分子碰撞并离子化。

油烟废气通过这个高压电场时，油烟粒子在极短的时

间内因碰撞俘获气体离子而导致荷电，受电场力作用

向正极集尘板运动，从而达到分离效果。这种设备的

投资少、占地小、无二次污染、运行费用低。由于易

于捕捉粒径较小的粉尘，净化效率高，可达 90%及以

上。它的净化机理与气体方法的区别在于：分离力是

静电力，直接作用在粒子上，而不是作用在气流上，

因此具有能耗低，阻力小的特点。

处理风量大、

压损小，可以

在高湿环境下

运行，去除粒

子直径范围

大，去除效率

高

只适合油雾类有机废

气，适应面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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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指南》、《挥发性有机物（VOCs）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公告 2013年第 31号）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对于 5000ppm以上的高

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其

他智力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对于 1000ppm~5000ppm的中等浓度 VOCs废气，具备回收价值

的宜采用吸附技术回收有机溶剂，不具备回收价值的可采用催化燃烧、RTO炉高温焚烧等

技术净化后达标排放。当采用热力焚烧技术进行净化时，宜对燃烧后的热量回收利用。对

于 1000ppm以下的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附技术回收处理，无回收价

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高温燃烧、微生物处理、填料塔吸收等技术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

通过上述比较，5#喷涂线生产过程（调漆、喷漆、晾干）产生的有机废气，以及清洗

喷枪产生的废气、涂料来料试做废气，属于中等浓度有机废气。5#喷漆废气经“水帘除雾

装置”处理后与调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涂料来料试做废气等一并经“干式过滤+转轮

浓缩装置”处理后经 FQ20排放。

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HJ971-2018），5#喷涂线生

产过程及喷枪清洗、涂料来料试做废气产生的有机废气采用“转轮浓缩装置”处理工艺为可

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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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工艺流程图（矩形框中为本项目变动内容）



30

（2）颗粒物

表 4-4 颗粒物废气处理方案比较

处理方法 原理或适用条件 优点 缺点

过

滤

式

除

尘

器

滤筒

除尘

滤筒除尘器以滤筒作为过滤元件所组成或采用脉

冲喷吹的除尘器。含尘气体进入除尘器灰斗后，由

于气流断面突然扩大及气流分布板作用，气流中一

部分粗大颗粒在动和惯性力作用下沉降在灰斗；粒

度细、密度小的尘粒进入滤尘室后，通过布朗扩散

和筛滤等组合效应，使粉尘沉积在滤料表面上，净

化后的气体进入净气室由排气管经风机排出。

安装方便，除尘效

率高，体积小，过

滤面积大

滤芯容易堵塞

和破损，需要定

期更换滤芯

过滤

器（滤

芯）除

尘

是使含尘气体通过多孔滤料（可采用活性炭纤维

棉、高分子纤维棉等），把气体中尘粒截留下来，

使气体得到净化的除尘装置。

安装方便，体积小，

过滤面积大

滤料容易堵塞，

需要定期更换

滤料

袋式

除尘

依靠纤维滤料做成的滤袋，更主要的是通过滤袋表

面上形成的粉尘层来净化气体的，几乎对于一般工

业中的所有粉尘，其除尘效率均可能达到 99%以

上。

应用范围广，技术

成熟，去除效率高

不适用于净化含

有油雾、凝结水及

黏结性粉尘的气

体，不耐高温

高压静电

除尘

将 50赫兹、220伏交流电变成 100千瓦以上直流电

加到电晕极(阴极)形成不均匀高压电场，使气体电

离产生大量的负离子和电子，使进入电场的气体粉

尘荷电，在电场力的作用下，荷电粉尘趋向相反的

电极上，一般阳极为集尘极，依靠振打落入灰斗排

出，完成净化除尘过程。高压静电除尘器高效低阻

可广泛用于建材、冶金、化工等行业粉尘污染场合。

它处理粉尘浓度高，对 0.01微米微细或高比电阻粉

尘，除尘效果更为明显。

设计合理，除尘效

率高，使用安全可

靠，应用广泛，维

护及运行费用低等

优点

对于有燃爆风

险的粉尘，有一

定的安全隐患

旋风除尘

在风机的作用下，含尘气流由进口以较高的速度沿

切线方向进入除尘器蜗壳内，自上而下作螺旋形旋

转运动，尘粒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向外壁，并

沿壁面下旋，随着圆锥体的收缩而转向轴心，受下

部阻力而返回，沿轴心由下而上螺形旋转经芯管排

出。外壁的尘粒在重力和向下运动的气流带动下，

沿壁面落入灰斗，达到除尘的目的。由于旋风除尘

器是依靠尘粒惯性分离，除尘效率与粒径成正比，

粒径大除尘效果好；粒径小，除尘效果差，一般处

理 20微米以上的粉尘，除尘效率在 70%～90%。

占地的面积小，制

造、安装投资较少，

运转、维护费用较

低，对于大粒径的

粉尘有较高的分离

效率

不适合粒径较

小的粉尘，对小

粒径粉尘去除

效果不理想

湿法除尘

含尘气体由引风机通过风管送入除尘塔下部，由于

断面变大，流速降低，并且粗颗粒粉尘先在气流中

沉降，较细粉尘随气流上升，喷淋下来水珠与粉尘

气流逆向运动，粉尘被湿润自重不断增加，在重力

作用下，克服气流的升力而下降成泥浆水，通过下

部管道进入沉淀池，达到除尘的目的。

结构简单，造价低

廉，净化效率高，适

用于净化非纤维性

和不与水发生化学

作用的各种粉尘，尤

其适宜净化高温、易

燃、易爆的气体

产生污水污泥

5#喷漆废气经“水帘除雾装置”处理后与调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涂料来料试做

废气等一并经“干式过滤+转轮浓缩装置”处理后经 FQ20排放。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HJ971-2018），喷漆房产生的漆雾采用水帘装置处理工艺，

https://baike.so.com/doc/1928871-20406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5437-55708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5437-55708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22505-15036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3685409-387328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26394-6239393.html
https://baike.so.com/doc/4101223-43001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65078-7187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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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行技术。

4.1.2.3废气治理方案

5#喷涂线生产过程（调漆、喷漆、晾干）产生的有机废气，以及清洗喷枪产生的废气

和涂料来料试做废气主要是漆雾和有机废气，漆雾经水帘装置处理后，再经“干式过滤+转

轮浓缩装置”处理后，通过 20米排气筒 FQ20排放。喷涂线有机废气处理单元有共同性，因

此按处理单元分别介绍。详细如下：

1 水帘除雾

喷漆房（高固体分涂料）采用水帘喷漆房。水帘喷漆房一般由排风装置、供水装置、

捕集漆雾水帘和喷淋装置、气水分离装置、风道等构成。工作时在排风机引力的作用下，

含有漆雾的废气向水帘板方向流动，漆雾首先与水帘接触，一部分漆雾直接接触到水帘板

上的水膜而被黏附，另一部分漆雾在经过水帘板上淌下的水帘时被水帘冲刷掉，其余未被

水膜和水帘捕捉到的残余漆雾在通过水洗区和清洗区时被清洗掉，被冲刷到水池内，水池

内的水再由水泵提升到水帘的溢流槽，溢流到水幕板上形成水帘。

其结构如下：

进入喷涂废气处理设施

图 4-2 水帘喷漆房结构示意图

②干式过滤

干式过滤箱能较完全地去除粉尘、漆雾，气体中 0.5μm以上的尘净化效率≧99%。它的

原理是通过材料纤维改变漆雾颗粒的惯性力方向从而将其从废气中分离出来，材料逐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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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多重纤维经增加撞击率，提高过滤效率。过滤时能有效通过不同过滤材料组合，利用

材料空间容纳漆雾，达到更高的过滤效率是干式材料的特有性能，这一点是水洗式无法比

拟的。

当过滤系统压力达到设定报警值时，报警系统发出报警信号，报警信号接入中央控制

室，提醒操作人员更换滤材。

图 4-3 三级干式过滤箱结构图

干式过滤材料纤维表面经过阻燃处理，不会同漆雾聚集而有着火危险，所有设备无须

水泵、无须防腐、设备构造简单、投资少。

在分子筛转轮前端设有三级过滤，过滤等级分别为 G4、F7、F9，不同等级过滤器为

模块化设计，组装方便。

在过滤器前后设置在线压差变送器，保证废气处理系统正常、安全、稳定运行。

表 4-5 干式过滤器技术规格表
名称 滤袋尺寸（mm） 过滤级别 过滤风阻（pa） 更换周期

三级干式

过滤箱

592*592*46（板式） G4 100（始）-450（末） 次/3-7周
592*592*500（袋式） F7 100（始）-450（末） 次/6-10月
592*592*500（袋式） F9 100（始）-450（末） 次/0.5-1年

初效过滤棉 G4级过滤袋采用抗断裂的玻璃纤维过滤材料组成，纤维呈逐渐递增结构，

漆雾平均捕捉率高达 95%以上，耐温 80℃。F7、F9中高效过滤滤材为有机合成纤维和微纤

构成的无纺布，呈逐渐递增纤维结构，平均捕捉效率高达 99%以上，耐温 90℃。

沸石分子筛吸附浓缩转轮（5#喷涂线）

大风量、低浓度的有机废气的燃烧或回收，不仅需要非常大规模的设备，而且会造成

巨额运行成本。对于该问题，通过使用沸石分子筛吸附浓缩装置可以将低浓度大风量的有

机废气浓缩成高浓度小风量，从而减低设备投资费用和运行成本，从而实现经济有效有机

废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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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沸石转轮三视图

图 4-5 沸石分子筛工作原理

图 4-6 沸石转轮原理图

沸石分子筛转轮吸附浓缩系统利用吸附-脱附浓缩-冷却这一连续性过程，对 VOCs废气

进行吸附浓缩。其基本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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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分子筛转轮分为吸附区、脱附区和冷却区三个功能区域，各区域由耐热、耐溶剂

的密封材料分隔开来。沸石分子筛转轮在各个功能区域内连续运转。

废气通过前置的过滤器后，送至沸石分子筛转轮的吸附区。在吸附区（吸附区面积为

S1）有机废气中 VOCs被沸石分子筛吸附除去，有机废气被净化后从沸石分子筛转轮处理

区排出。

吸附在分子筛转轮中的 VOCs，在脱附区（脱附区面积为 S2）经过约 200℃小风量的

热风处理而被脱附、浓缩，浓缩倍数一般为 5~25倍。浓缩倍数 n=( S1×V1)/ (S2×V2)），其

中 S1/S2=10:1，V1/V2=(0.5~2.5)。再生后的沸石分子筛转轮在冷却区被冷却。经过冷却区

的空气，经过加热后作为再生空气使用，达到节能的效果。

表 4-6 沸石分子筛转轮的设计参数

单台转轮设计参数

风量 23000m3/h（5#）

浓缩比 20

脱附温度 200℃

冷却后气体温度 40-80℃

脱附加热方式 混热

转轮设计转速 1~5RPH

沸石分子筛转轮的特点

高性能、高效率：将吸附性能极好的疏水性分子筛作为吸附剂使用，对于范围广泛的

VOC种类，不同的各种运转条件，都可以充分提供足够的性能。

高沸点溶剂的处理：使用疏水性沸石分子筛，利用不燃性、高耐热性的特点可以在高

温条件下再生。因此，对于使用活性炭时因为有再生温度的限制而无法处理的高沸点 VOC，

也能够处理。

惰性：即使是苯乙烯和环己酮等具有热聚合性高的 VOC，也能使用疏水性的分子筛高

效率的进行处理。

清洗和活化：沸石分子筛转轮因为是在高温下烧结处理而成的，完全是无机物的结合

体。如果发生蜂窝通路堵塞时，可以进行水洗。另外，沸石分子筛转轮也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通过热处理进行高温活化。

沸石分子筛转轮模块化设计

沸石转轮浓缩系统中沸石填充为模块化沸石填充，当局部出现故障时，可对局部沸石

模块进行更换，具体模块化图示方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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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沸石分子筛转轮模块示意图

沸石分子筛转轮其他设计

沸石转轮浓缩系统可实现对温度、压力、转轮转速及出口 VOC浓度的在线监测，并与

废气和催化氧化系统天然气供给连锁。当装置内上述参数高于设定值时，系统立即发出声

光报警，提醒操作人员对设备进行检查；当装置内上述参数超过警戒值时，立即发出报警

信号，同时自动切断废气和催化氧化天然气供给，开启焚烧系统自动排空功能，废气处理

系统自动切换为紧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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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稳定达标分析

变动后全厂废气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 4-7 园中路厂区项目有组织废气产排状况一览表

排放源 排气量(m3/h) 污染物名称

产生状况
治理

措施
去除率
(%)

排放状况

排气筒
环 评 核 定 量

（kg/a）浓度
(mg/m3)

速率
(kg/h) 产生量（t/a）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排放量（kg/a）

注塑成型 20000

非甲烷总烃 3.9375 0.0788 567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0.3938 0.00788 56.7

FQ1

56.7

苯乙烯 0.5513 0.011 79.38 0.0551 0.00110 7.938 7.938

1,3-丁二烯 0.4134 0.0083 59.535 0.0413 0.00083 5.9535 5.9535

丙烯腈 0.4134 0.0083 59.535 0.0413 0.00083 5.9535 5.9535

酚类 1.2797 0.0256 184.275 0.1280 0.00256 18.4275 18.4275

铣钻孔（二层) 15000 非甲烷总烃 8.5720 0.1286 925.7759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0.8572 0.01286 92.5776 FQ14 92.5776

打磨（三层） 10000 颗粒物

（塑料粉尘）
78.7156 0.7872 5667.5206 布袋除尘 95% 3.9358 0.03936 283.3760 FQ2 283.3760

打磨（一层）、

除尘（一层）
4000 颗粒物

（塑料粉尘）
136.7514 0.5470 3398.4401 布袋除尘 95% 5.0278 0.02735 196.9220 FQ3 196.9220

4#线擦拭 5000 非甲烷总烃

(乙醇) 110.2500 0.5513 3307.500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11.0250 0.05513 330.75 FQ4 330.75

4#烘干天然气燃烧

废气
3000

烟尘 4.7667 0.0143 85.8

直接排放

0 4.7667 0.0143 85.8

FQ17

85.8

SO2 0.0317 0.0001 0.57 0 0.0317 0.0001 0.57 0.57

NOx 15.6000 0.0468 280.8 0 15.6000 0.0468 280.8 280.8

4#热水锅炉天然气

燃烧废气
2500

烟尘 9.5333 0.0238 42.9

直接排放

0 9.5333 0.0238 42.9

FQ18

42.9

SO2 0.0633 0.0002 0.285 0 0.0633 0.0002 0.285 0.285

NOx 31.2000 0.0780 140.4 0 31.2000 0.0780 140.4 140.4

5#烘干天然气燃烧

废气
1500

烟尘 4.7667 0.0072 42.9
直接排放

0 4.7667 0.0072 42.9

FQ21

42.9

SO2 0.0317 0.0000 0.285 0 0.0317 0.0000 0.285 0.285

NOx 15.6000 0.0234 140.4 0 15.6000 0.0234 140.4 140.4

6线调漆、喷漆、晾

干、烘干、喷枪清洗、

擦拭以及 6#转轮浓

缩的废气

125000

颗粒物

（漆雾、烟尘）
13.4613 1.6827 10010.1425

水帘除雾+干式过滤

+转轮浓缩+RTO装

置

94.2% 0.8904 0.11130 582.0171

FQ22

582.0171

TVOC 54.0381 6.7548 24623.818 95.4% 2.8126 0.3516 1142.2349 1142.2349

二甲苯 3.5247 0.4406 2425.2501 97.0% 0.4486 0.0561 72.9928 72.9928

苯系物 3.9563 0.4945 3780.6195 96.2% 0.4486 0.0561 144.9054 144.9054
非甲烷总烃

（乙醇）
17.0520 2.1315 4410 94.1% 0.4057 0.0507 262.395 262.395

SO2 0.0015 0.0002 0.57 0 0.0015 0.00019 0.57 0.57

NOx 0.7488 0.0936 280.8 0 0.7488 0.0936 280.8 280.8

6#烘干天然气燃烧

废气
4000

烟尘 4.7667 0.0191 114.4

直接排放

0 4.7667 0.0191 114.4

FQ23

114.4

SO2 0.0317 0.0001 0.76 0 0.0317 0.0001 0.76 0.76

NOx 15.6000 0.0624 374.4 0 15.6000 0.0624 374.4 374.4

6#热水锅炉天然气

燃烧废气
3500

烟尘 9.0794 0.0318 57.2
直接排放

0 9.0794 0.0318 57.2
FQ24

57.2

SO2 0.0603 0.0002 0.38 0 0.0603 0.0002 0.38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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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29.7143 0.1040 187.2 0 29.7143 0.1040 187.2 187.2
危废仓库、甲类仓库

废气
5000 非甲烷总烃 14.6728 0.0734 528.2200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1.4673 0.0073 52.8220 FQ16 52.8220

漆渣离心废气 12000 非甲烷总烃 / / /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 / / FQ27

超声波焊接、注胶焊

接（二层）
10000 非甲烷总烃 75.9169 0.7592 2733.0074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7.5917 0.0759 273.3007 FQ6

478.8831注胶焊接、激光铣孔

（三层）
29000 非甲烷总烃 7.4405 0.2158 1553.5742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0.7440 0.0216 155.3574 FQ15

注胶焊接、振动焊接

（一层）
10000 非甲烷总烃 10.8714 0.1087 502.2495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1.0871 0.0109 50.2250 FQ25

4#调漆、喷漆、晾干、

烘干、喷枪清洗及 5#
的烘干及转轮浓缩

废气

35000

颗粒物（漆雾、烟

尘）
58.3571 2.0425 12255.0005

水帘除雾+干式过滤

+RTO装置

94.10% 3.4354 0.1202 721.43

FQ5

721.43

TVOC 239.0559 8.367 31511.7789 99% 2.3906 0.0837 306.8884 306.8884
二甲苯 17.1425 0.6 3037.3611 99% 0.1714 0.006 30.3736 30.3736

苯系物 39.7606 1.3916 4769.9835 99% 0.3976 0.0139 47.6998 47.6998

SO2 0.0036 0.0001 0.76 0 0.0036 0.0001 0.76 0.76

NOx 1.7829 0.0624 374.4 0 1.7829 0.0624 374.4 374.4

5#调漆、喷漆、晾干、

喷枪清洗废气和涂

料来料试做废气

23000

颗粒物（漆雾） 34.962 0.8041 4824.7574

水帘除雾+干式过滤

+转轮浓缩

95% 1.7481 0.0402 241.2379

FQ20

241.2379

TVOC 173.1783 3.9831 6604.884 95% 8.6589 0.1992 330.2442 330.2442

二甲苯 4.2084 0.0968 395.6171 95% 0.2104 0.0048 19.7809 19.7809

苯系物 33.4846 0.7701 840.9597 95% 1.6742 0.0385 42.048 42.048
5#擦拭、

洁净室
29000 非甲烷总烃 9.5034 0.2756 1653.75 活性炭吸附装置 90% 0.9503 0.0276 165.375 FQ19 165.375

全厂

颗粒物（粉尘、漆雾、

烟尘）
2368.183 / 2368.183

TVOC 1787.5969 / 1787.5969

二甲苯 123.1473 / 123.1473

苯系物 242.5912 / 242.5912

非甲烷总烃 1448.5075 / 1448.5075

苯乙烯 7.938 / 7.938

1,3-丁二烯 5.9535 / 5.9535

丙烯腈 5.9535 / 5.9535

酚类 18.4275 / 18.4275

SO2 3.61 / 3.61

NOx 1778.4 / 1778.4

备注：TVOC包括乙酸丁酯、乙酸乙酯、苯系物（二甲苯、三甲苯、乙苯、丙苯等）以及丁酮等。

由上表可见，5#喷涂线调漆、喷漆、晾干、烘干、喷枪清洗及涂料来料试做过程排放的漆雾（颗粒物）、TVOC、二甲苯、苯系物可达到江苏省地方标准《表面涂装（汽车零部件）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2/3966-2021）表 1中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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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排气筒设置合理性分析

（1）排气筒数量设置合理性分析

5#调漆、喷漆、晾干、喷枪清洗废气和涂料来料试做废气属于同类型废气，并结合本

项目的平面布置及产污节点，FQ20的设置基本是比较合理的。

（2）排气筒设置位置的合理性分析

FQ20位于 5#喷涂线南侧；排气筒高度均为 20米，高于所在建筑的高度，并保证一定

的高度及安全性，因此，FQ20设置的位置基本合理。

（3）排气筒高度设置合理性分析

根据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要求：“4.1.4:

排放光气、氰化氢和氯气的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25m，其他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因安全

考虑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建筑物的相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确定。新建污染园的排气筒必须低于 15m时，其最高允许排放速度按表 1所

列排放速率限值的 80%执行。”

FQ20 排气筒高度均为 20m。排气筒设置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要求。

综上，FQ20的设置是合理的。

4.1.2.6无组织废气控制措施

（1）未被捕集的废气，企业拟通过以下措施控制和减少无组织废气的产生及排放：

①严格控制生产工艺参数，减少废气的排放量。

②加强对各类废气收集与处理装置的检查和维护，保障其稳定运行，避免事故无组织

排放。

③合理设计生产车间集气装置与进风门窗的相对位置，避免出现局部对流，影响车间

内废气的捕集效率。合理设置各类废气收集装置的位置，保证废气捕集效率。

以上各项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无组织排放气体量，防止造成环境污染。

（2）建设单位同时拟采取如下措施，以减少项目无组织废气产生量：

①从源头上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建设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将加强对生产各加

工工序的监控力度，最大可能的实现封闭式作业，杜绝敞开式作业，避免各工序中无组织

排放量增大，大气污染物过度无组织排放。

②加强设备的维护，定期对生产装置进行检查检验，减少装置的跑、冒、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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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加强对操作工的培训和管理，以减少人为造成的废气无组织排放。

④合理布置车间，将产生无组织废气的工序布置在远离厂界的地方，以减少无组织废

气对厂界周围环境的影响。

4.1.3大气污染物影响分析

4.1.3.1园中路厂区大气污染物影响分析

4.1.3.1.1有组织废气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由于本次变动未新增污染因子且厂区位置未发生变化，因此预测范围和因子、估算模

型参数、DEM文件等与原环评一致。详见原环评。

根据变动情况对污染源参数进行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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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及变动的污染源参数

①正常生产时有组织排放（点源）参数

正常生产时，变动前后大气污染源点源参数调查清单见下表。

表 4-8 变动前后大气点源参数调查清单（园中路厂区）

点

源

编

号

名称及编

号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 排气筒底

部海拔高

度/m

排气筒

高度/m
排气筒

内径/m

烟气

流速

/（m/s）

烟气

温度

/℃

年排放小

时数/h
排放工

况

变动前污染物排放情况 变动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经度/° 纬度/° 污染物名称 排放速率 kg/h 污染物名

称
排放速率
kg/h

1 FQ20排
气筒

120.137907 31.645596 0 20 1.0 10.81 25 6000 正常

颗粒物

（漆雾）
0.0402 颗粒物

（漆雾）
0.0402

TVOC 0.1992 TVOC 0.1992

二甲苯 0.0048 二甲苯 0.0048

变动前后，正常运行有组织排放污染物周界外浓度见下表：

表 4-9 变动前后有组织排放污染物周界外浓度表

排气筒编号 污染物

变动前 变动后

质量标准
(μg/m3)最大浓度出

现距离/m
最大落地浓

度/μg/m3
下风向最大质量浓度占

标率 Pmax（%）

D10%最远距

离/m
最大浓度出

现距离/m

最大落地

浓度
/μg/m3

下风向最大质

量浓度占标率

Pmax（%）

D10%
最远距

离/m

FQ20排气筒

颗粒物

（漆雾）
87 1.5671 0.075 / 87 1.5671 0.075 / 450

TVOC 87 11.053 0.0005 / 87 11.053 0.0005 / 1200

二甲苯 87 0.19487 0.440 / 87 0.19487 0.440 / 200

由上表可见，变动后园中路厂区 FQ20有组织排放的颗粒物（漆雾）、TVOC、二甲苯的最大落地浓度、最大占标率都不发生变化；

因此，项目产生的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根据上述预测结果，变动后本项目大气评价等级为二级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二级评价项目

不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只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并提出大气污染物监测计划。因此本项目目不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仅对污染物

排放量进行核算并提出大气污染物监测计划。

根据2.4.7章节，变动前后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量均不发生变化。

4.1.3.1.2无组织废气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变动前后主要无组织排放源的主要参数见下表：

表 4-10 变动前后无组织排放废气（面源）参数调查清单

项

目

面源名

称

坐标/° 变动前 变动后

经度 纬度
海拔高

度

面源

长度

面源

宽度

面源

高度
评价因子 污染源强 海拔高度 面源长度

面源宽

度
面源高度

评价因

子
污染源强

符

号
Name / / H0 Ll Lw H / Q H0 Ll Lw H / Q

单

位
/ / / m m m m / kg/h m m m m / kg/h

5#喷涂

线

（含擦

拭洁净

室废

气、涂

料来料

试做废

气，生

产车间

一层）

120.138110 31.645971 0 115 22 8.5

非甲烷总

烃（乙醇）
0.00563

0 115 22 8.5

非甲烷

总烃（乙

醇）

0.00563

漆雾

（颗粒物）
0.01641

漆雾

（颗粒

物）

0.01641

TVOC 0.09020 TVOC 0.09020

二甲苯 0.00394 二甲苯 0.0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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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变动前后项目正常运行无组织排放污染物周界外浓度表

污染源

名称
污染物

变动前 变动后

质量标准
(μg/m3)

最大浓度

出现距离
/m

最大落地浓

度/μg/m3

下风向最大质

量浓度占标率

Pmax（%）

D10%最

远距离/m

最大浓度

出现距离
/m

最大落地

浓度
/μg/m3

下风向最大

质量浓度占

标率 Pmax
（%）

D10%
最远距

离/m

5#喷涂线

（生产车间一层）

非甲烷总烃

（乙醇）
58 4.0332 0.202 / 58 4.0332 0.202 / 2000

漆雾

（颗粒物）
58 11.787 1.310 / 58 11.787 1.310 / 900

TVOC 58 64.632 5.386 / 58 64.632 5.386 / 1200

二甲苯 58 2.8179 1.409 / 58 2.8179 1.409 / 200

由上表可见，变动后园中路厂区 5#喷涂线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乙醇）的最大落地浓度均为 4.0332μg/m3，最大占标率均为 0.202 %；

颗粒物（漆雾）的最大落地浓度均为 11.787μg/m3，最大占标率均为 1.310 %；TVOC的最大落地浓度均为 64.632μg/m3，最大占标率均为

5.386 %；二甲苯的最大落地浓度均 2.8179μg/m3，最大占标率均为 1.409%；

因此，变动后园中路厂区无组织排放的废气最大地面小时浓度贡献值低于评价标准限值，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且通过加强生产车间

管理，规范操作，加强车间通风，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等措施，减少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使厂界无组织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 标准，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源排放的非甲烷总烃达到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2标准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限值：NMHC≤6mg/m3（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NMHC≤20mg/m3（监控点

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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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3卫生防护距离计算

从环保角度出发，为防止无组织散逸对周围敏感目标造成影响，根据《大气有害物质

无组织排放 卫生防护距离推导技术导则》（GB/T 39499-2020）选取特征大气有害物质，

确定等标排放量（Qc/cm），最终确定卫生防护距离相关的主要特征大气有害物质 1~2种。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等标排放量情况如下表：

表 4-12 变动后无组织排放源等标排放量计算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
无组织排放量

Qc（kg/h）
环境空气质量的标准

限值 Cm（mg/m3）
等标排放量

注塑区

（生产车间一层）

非甲烷总烃 0.00875 2 0.0044

苯乙烯 0.00123 0.01 0.1230

丙烯腈 0.00092 0.05 0.0184

酚类 0.00284 0.02 0.1420
打磨区

（生产车间一层）
颗粒物（塑料粉尘） 0.04143 0.9 0.0460

打磨区

（生产车间三层）
颗粒物（塑料粉尘） 0.02879 0.9 0.0320

4#喷涂线

（生产车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乙醇） 0.01125 2 0.0056

漆雾（颗粒物） 0.04129 0.9 0.0459

TVOC 0.11572 1.2 0.0964

二甲苯 0.00772 0.2 0.0386

5#喷涂线

（生产车间一层）

非甲烷总烃（乙醇） 0.00563 2 0.0028

漆雾（颗粒物） 0.01641 0.9 0.0182

TVOC 0.0902 1.2 0.0752

二甲苯 0.00394 0.2 0.0197

6#喷涂线

（生产车间一层）

非甲烷总烃（乙醇） 0.015 2 0.0075

漆雾（颗粒物） 0.03376 0.9 0.0375

TVOC 0.13785 1.2 0.1149

二甲苯 0.00899 0.2 0.0450
注胶焊接区

（生产车间二层）
非甲烷总烃 0.0311 2 0.01555

激光铣孔区

（生产车间三层）
非甲烷总烃 0.01278 2 0.00639

振动焊接区

（生产车间一层）
非甲烷总烃 0.00843 2 0.004215

生产车间（合计）

颗粒物（漆雾、粉尘） 0.16168 0.9 0.1796

TVOC 0.34377 1.2 0.2865

二甲苯 0.02065 0.2 0.1033

非甲烷总烃 0.07794 2 0.03897

苯乙烯 0.00123 0.01 0.1230

丙烯腈 0.00092 0.05 0.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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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类 0.00284 0.02 0.1420

危废仓库 非甲烷总烃 0.00150 2 0.00075

变动后园中路厂区选取 TVOC、颗粒物；危废仓库选取非甲烷总烃计算卫生防护距离

初值。与原环评中选取的污染因子相同。

采用 GB/T3840-1991中 7.4推荐的估算方法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c

m

c LrBL
AC

Q 50.0225.01


式中：Qc----大气有害物质的无组织排放量，kg/h；

Cm----大气有害物质环境空气质量的标准限值，mg/m3；

L----大气有害物质卫生防护距离初值，m；

r----大气有害物质无组织排放源所在生产单元的等效半径，m。根据该生产单元占地面

积 S（m2）计算，r =(s/π)0.5 ；

A、B、C、D----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无因次。

卫生防护距离在 100m内时，级差为 50m；超过 100m，但小于 1000m时，级差为 100m；

超过 1000m时，级差为 200m。当推导出的卫生防护距离初值在同一级别时，该企业的卫

生防护距离提高一级，不在同一级别时，以卫生防护距离终值较大者为准。

该地区的平均风速为 2.63m/s，A、B、C、D值的选取见下表。

表 4-13 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

计算

系数

5年平均风

速

m/s

卫生防护距离 L，m

L≤1000 1000＜L≤2000 L＞2000

工业大气污染源构成类别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A

＜2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80 80 80

2～4 700 470 350 700 470 350 380 250 190

＞4 530 350 260 530 350 260 290 190 140

B
＜2 0.01 0.015 0.015

＞2 0.021 0.036 0.036

C
＜2 1.85 1.79 1.79

＞2 1.85 1.77 1.77

D
＜2 0.78 0.78 0.57

＞2 0.84 0.84 0.76
注：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源构成分为三类：

Ⅰ类：与无组织排放源共存的排放同种有害气体的排气筒的排放量，大于标准规定的允许排放量的三分之一者。

Ⅱ类：与无组织排放源共存的排放同种有害气体的排气筒的排放量，小于标准规定的允许排放量的三分之一，或虽

无排放同种大气污染物之排气筒共存，但无组织排放的有害物质的容许浓度指标是按急性反应指标确定者。

Ⅲ类：无排放同种有害物质的排气筒与无组织排放源共存，且无组织排放的有害物质容许浓度是按慢性反应指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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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

园中路厂区卫生防护距离见下表：

表 4-14 全厂大气污染源卫生防护距离计算表

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

名称

Qc
（kg/h）

Cm

（mg/m3）
A B C D

卫生防护距离（m）

L计 L

生产车间

颗粒物（漆

雾、粉尘）
0.16168 0.9 470 0.021 1.85 0.84 3.708 50

TVOC 0.34377 1.2 470 0.021 1.85 0.84 6.461 50

危废仓库 非甲烷总烃 0.00150 2 470 0.021 1.85 0.84 0.039 50

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中规定“卫生防护距离在 100m以内

时，级差为 50m；超过 100m，但小于或等于 1000m时，级差为 100m；超过 1000m以上，

级差为 200m；“当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有害气体的 QC/CM值计算的卫生防护距离在同一

级别时，该类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级别应提一级”。

根据计算，变动后园中路厂区的卫生防护距离仍为生产车间外 100m、危废仓库外 50m

的包络线范围。由周围环境图可知，在该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敏感点，可满足卫生防护

距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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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固废

4.2.1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

园中路厂区废包装材料产生量发生变动。废包装材料环评核定量偏小，实际废包装材

料产生量为 80t/a，作为一般固废，交由废品回收公司回收。

本次变动园中路厂区涉及的固废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 4-15 园中路厂区变动涉及固废产生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固废

名称

属

性

产生工

序

物理

性状

主要

成分

废物类

别
废物代码

变动前

产生量

（t/a）

变动后

产生量

（t/a）

增减量

（t/a） 变化原因

1
废包

装材

料

一

般

固

废

原料外

包装
固态

纸板、

泡沫

袋子

等

其他废

物
900-999-99 20 80 +6.0

配套零件除使用

袋装或箱装外，

还会使用泡沫、

纸板等进行减

震；同时会使用

到扎带等进行捆

绑，导致废包装

材料等产生量增

加

变动后园中路厂区一般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见表 4-16。

表 4-16 一般固废统计一览表

序

号

固废

名称
属性

产生工

序

形

态
主要成分

废物类

别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处置方式

1 塑料边

角料

一般

固废

铣钻

孔、激

光铣孔

固

态
塑料

废塑料

制品
367-999-06 26.4442 外卖资源

利用

2 废包装

材料

原料使

用

固

态

纸张、编

织袋

其他废

物
900-999-99 80 外卖资源

利用

3 不合格

品

最终检

查

固

态

喷漆塑料

件

废塑料

制品
367-999-06 272.6044 外卖资源

利用

4 捕集的

粉尘

布袋除

尘器

固

态

塑料粒

子、粉尘

工业粉

尘
367-999-66 9.1257 外卖资源

利用

4.2.2 贮存场所的环境影响

本项目一般固废仓库面积为 120m2，已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建设和维护使用。贮存过程满足相应的防渗漏、防雨淋、

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未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不相容的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设置不同的分区进行贮存，并设置清晰、完整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标志

牌。



46

表 4-17 项目建成后园中路厂区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基本情况表

序号
贮存场所

名称
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位置
占地面

积

贮存方

式
贮存能力

贮存周

期

1

一般固废

仓库

塑料边角料
废塑料制

品
367-999-06 26.4442

厂区南

侧
120m2

堆放

120m3

1个月

2 废包装材料 其他废物 900-999-99 80 堆放 1个月

3 不合格品
废塑料制

品
367-999-06 272.6044 堆放 1个月

4 捕集的粉尘 工业粉尘 367-999-66 9.1257 袋装 1个月

塑料边角料年产生量为 26.4442t/a，采用堆放方式，每个月转运一次，则最大储存量约

为 2.2t；废包装材料年产生量为 80t/a，采用堆放方式，每个月转运一次，则最大储存量约

为 7t；不合格品年产生量为 272.6044t/a，采用堆放方式，每个月转运一次，则最大储存量

约为 23t；捕集的粉尘年产生量为 9.1257t/a，采用堆放方式，每个月转运一次，则最大储存

量约为 0.8t；则需容积为 33m3。

一般固废仓库为面积 120m2，堆放高度按 1m计，经计算能够满足危废的存储要求，不

会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不属于重大变动。

4.2.3. 包装、运输、处理、处置的环境影响

一般固废仓库已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进行规范化建设，并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

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

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

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4.2.4. 结论

建设项目固废采取上述治理措施后，各类固废均能得到合理处置，不产生二次污染，

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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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建设汽车外饰件生产线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技术

改造），该项目环评书已于 2023年 3月 17日取得无锡市行政审批局的批复（锡行审环许

[2023]5021号），项目建成后各厂区的产能为：本部厂区-年产密封件（装饰条、内侧密封

件、车顶条）25万件、东安路 1厂区-年喷涂汽车扰流板 10万件、园中路厂区-年产 180万

套汽车尾翼（扰流板）（其中年吹塑注塑 120万件、年喷涂汽车扰流板 170万件、打磨、

组装 180万套）。目前该项目尚在建设中。

东 安 路 厂 区 已 按 照 要 求 申 领 了 《 排 污 许 可 证 》 ，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号 ：

91320206607974944E001V（有效期限：自 2022年 10月 17日至 2027年 10月 16日止）

园 中 路 厂 区 已 按 照 要 求 申 领 了 《 排 污 许 可 证 》 ，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号 ：

91320206607974944E002U；（有效期限：自 2022年 10月 28日至 2027年 10月 27日止）。

本次一般变动影响分析进行以下调整：

a、园中路厂区：（1）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变化；（2平面布局的变化；（3）一般固废

的变化。

经分析，项目变动后，均符合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批复要求。

综上所述，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项目的

建设性质、规模、地点、污染物的产生种类及排放量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根据《排污许

可管理条例》（国令第 736号）第十五条，本公司不属于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的情形，可

以纳入排污许可证变更管理。

本项目基本上按照原环评申报情况进行建设，部分变化的情况经过完善措施处理后对

外环境影响较小，从环保的角度是可以接受的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公司会按照环保要求

做好污染防治措施的运营和管理，保证其在良好状态下运行，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染物的

排放量与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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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图

附图 1 公司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公司周围环境图

附图 3 园中路厂区布局调整前平面布置图

附图 4 园中路厂区布局调整后平面布置图

7 附件

附件 1、环评审批意见

附件 2、排污许可证

附件 3、确认单

附件 4、承诺书

附件 5、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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