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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山东中医药大学创建于 1958 年，1978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中医院校，1981

年成为山东省重点高校，1996 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是教育部本

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山东省首批五所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之一。根

据办学规划，老校区面积过小，已无法适应办学发展要求，建设新校区。新校区建成后

成为该校的主要教学和生产基地，承担所有教学任务，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医科院校必备

的校舍和药用植物园，现有老校区仅作为校本部驻地、科研和产业发展中心。 

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位于济南长清大学科技园内，占地面积 1165600m2，

包括办公楼、教学实验楼、学生宿舍、体育馆、科研楼、教工宿舍、餐厅等。学生总数

为 16000 人，教职工 1500 人，扣除寒暑假、节假日及周末（考虑到有重复计算情况），

年运行天数约为 300 天，每天 8 小时。 

2006 年 4 月山东大学为该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山东省环境保护局以鲁环报

告表[2006]220 号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8 年 7 月受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委托，山东鲁控检测有限公司承担了长清新校区建

设项目的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监测技术人员于 2018 年 7 月 8 日进行了现场勘察，收

集了相关的技术资料，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编制了山东省工

会干部管理学院长清新校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依据监测方案，于

2018 年 7 月 8 日~9 日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和调查，并依据监测结果和调查情况，编

制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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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长清崮山校区建设 

建设单位名称 山东中医药大学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主要产品名称 / 

设计生产能力 / 

环评时间 2006 年 4 月 开工日期 2003 年 11 月 

调试时间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8 年 7 月 8~9 日 

报告表审批部门 山东省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 山东大学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投资总概算 91353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2208 万元 比例 2.4% 

实际总投资 91353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2208 万元 比例 2.4%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253 号发布，根据 201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3、鲁环办函[2016]14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

4、山东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 

5、山东省环境保护局对《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

审查意见（鲁环报告表[2006]220 号）； 

6、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建设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 

验收监测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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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饮食行业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标准的要求； 

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 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要求； 

4、《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标准； 

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

单要求； 

6、《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要求； 
7、《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标准及《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19-2002）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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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一、工程建设内容 

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位于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内，总占地面积

1165600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97353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办公楼、教学实验楼、

学生宿舍、体育馆、科研楼、教工宿舍、餐厅，污水处理设施及其它配套生活设施。

项目位于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内，济南长清大学科技园位于济南市区西南、长

清片区东南的崮山镇，大学科技园区东起京福、京沪高速公路，西至济荷高速公路，

南起崮山镇以南一带山体，北至北大山一带山体。建设项目校址位于大学科技园西偏

北，东侧与轻工学院校址相邻，西侧为济荷高速公路，南侧紧邻长清大道，校址以北

为农田和山丘。具体地理位置为北纬 36.557923°、东经 116.794392°附近。具体地理

位置见附图 1，项目平面布置见附图 2。 

项目组成见表 1。 

表 1 项目组成 

序号 
项目
组成 

环评中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一 
主体
工程 

1 
行政与

教学区 

由教学楼、学校和院系行政办公楼、会堂、

图书馆、实习及计算中心、实验室组成；布

置在项目区内南北长轴线的南部，沿轴线两

侧东西分布。图书馆位于中心，为标志性建

筑，其前方为中心求学广场、升旗台、迎宾

喷泉及景观水面等，其北面为横穿校园的自

然冲沟。 

与环评相符 

二 
配套
工程 

1 文体区 
包括学生中心、俱乐部、体育馆、游泳池、

露天运动场及操场、集中绿地、林地；位于

轴线以西，靠近济荷高速路。 
与环评相符 

2 
学生生

活区 

包括学生宿舍、学生公寓、学校食堂、户外

活动场地、绿地、福利与服务设施；布置于

自然冲沟以北。 
与环评相符 

3 
教职工

生活区 

包括教职工住宅、单身教工宿舍、小食堂、

户外运动场所、绿地、福利、服务设施及招

待所。 
与环评相符 

4 后勤区 

包括学校后勤管理机构、水、电、热、燃气

供应、三废处理、各类仓库及露天场地。教

职工生活区、后勤区位于学生生活区北面。

与环评相符 

5 
辅助区

域 

药用植物园和实验动物中心，占地面积分别

为3.35万m2、0.4万m2。药用植物园包括药用

植物标本园、药用植物种子保存与优良种苗

选育圃、药材种植实习实验基地、种苗培养

实验、研究温室用地，位于校区 北端及自

然冲沟南北两侧。实验动物中心占地面积

与环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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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m2，位于校内东北部靠近研究温室用地

处。 

三 
公用
工程 

1 供水 由长清市政供水管网提供，供水量充足。 与环评相符 

2 供电 

项目用电主要为办公、实验照明用电和动力

用电。由35KV高压线直接给校区供电，另外

在校区附近还有一条10KV高压线。各用电部

门均设配电箱。 

与环评相符 

3 供热 

短期内由校内2台10t/h燃气锅炉统一供暖，锅

炉房建在校内西北部。年耗天然气量398.46
万m3。远期由长清热电厂集中供暖。 

集中供暖 

四 
环保
工程 

1 废气 

燃气锅炉烟

气 
采用天然气作燃料，通过25m

烟囱高空排放 
集中供暖，不再使用

燃气锅炉供暖 

油烟 
餐厅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

排放 
与环评相符 

2 废水 
生活污水 

排入校区内污水管网，进入污

水处理站及中水回用管道 

与环评相符 

教学楼、实

验楼废水 
与环评相符 

3 固废 

污泥 
部分回用于苗木种植区做肥

料，剩余部分运至垃圾无害化

处理 
与环评相符 

废计算机、

废电视等电

子产品 
收集后回收利用 与环评相符 

废旧含锌电

池、废汞灯

属于危废，收集后送有危废经

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理 
不再使用 

校医院 
医疗垃圾 

属于危废，外运至瀚洋固废处

理有限公司焚烧处理 
危废处置协议单位

有变化 

实验 
动物尸体 

安全试验及免疫试验后的尸体

在动物房，先经高压灭菌处理，

杀灭细菌病毒后，外运至瀚洋

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焚烧处理 

属于医疗危废，暂存

于专门的冰柜内，由

原厂家回收处置 

动物粪便 

健康动物粪便直接进化粪池；

受试动物粪便用NaOH消毒处

理后经中和进入化粪池处理。

污泥农田利用 

与环评相符 

中药药渣 分类收集，部分回收后，其余

运至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与环评相符 

生活垃圾 与环评相符 

4 噪声 
择低噪声设备，并加装消声器，对风机等采

取减震措施 
与环评相符 

二、规划用地及技术经济指标 

1、规划用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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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规划用地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面积 备注 

一 校舍 m2 662700  

1 教室 m2 59600 公共教学楼 

2 
计算中心、实验室及实

习用房 
m2 97500 院系教学实验楼、公共实验楼 

3 图书馆 m2 38400 图书馆 

4 风雨操场 m2 6800 体育馆、体育场、篮球场、排球

场、游泳馆、综合训练馆 5 多功能体育场 m2 9000 

6 校行政用房 m2 16600 
校行政楼 

7 院、系办公用房 m2 25600 

8 会堂 m2 4800 会堂及活动中心 

9 学生宿舍 m2 168400 

学生公寓、研究生公寓 10 研究生宿舍 m2 42000 

11 本、专科生宿舍 m2 97500 

12 教工住宅及宿舍 m2 64900 教师公寓 

13 留学生生活用房 m2 28900 国际交流中心 

14 教工及学生食堂 m2 30600 食堂 

15 生活福利及其他用房 m2 41800 
求学广场、水面、喷泉、校医院

等 

二 药用植物园 m2 81500 
药材种植实验基地、药用植物标

本圃、百草谷 

三 实验动物用房 m2 4000 实验动物用房 

3、给排水 

、给排水1  

（一）给水 

由长清市政供水管网提供，学校内铺设有集中供水管道。学校共有学生约 16000

人、教职工 1500 人。学校用水主要为师生生活用水、行政办公用水、地面清洗用水、

绿化、道路喷洒景观湖泊补水。师生生活用水、行政办公用水、实验室及校医院用水

均为新鲜水，冲厕用水、地面清洗用水、绿化喷洒用水、道路广场清扫及景观湖泊补

水均为中水处理站处理后的中水。 

（1）生活用水量 

①日常生活用水 

学校共有学生约 16000 人，教职工约 1500 人。学生和职工生活用水量约为 1750 

m3/d，用水为新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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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行政办公用水 

学校设有行政中心、后勤服务等场所，用于教职工办公及后勤管理，教职工约

1500 人，行政办公用水量约为 60m3/d，用水为新鲜水。 

③实验室用水 

学校设有医学实验室，根据学校提供数据，用水量约为 40m3/d，用水为新鲜水。

④校医院用水 

学校建设有校医院，主要为师生提供日常药物、诊疗，进行简单的常规化验，不

设解剖室、手术室等，根据校医院提供数据，用水量约为 20m3/d，用水为新鲜水。 

（2）未预见用水量及管网漏失水量 

未预见用水及管网漏失水约为生活用水量的 10%，为 220 m3/d。 

综上，新校区新鲜水用量总计约为 2600m3/d。 

（二）排水 

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由厂区内雨水管网收集，排入北侧二号路下的

雨水管道，进入北大沙河。 

①生活污水 

师生日常生活用水和行政办公用水，是工程主要污水，污水量约为 1448m3/d，

经化粪池简单处理后，进入污水收集管网，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②实验室废水 

实验室废水虽含有化学物质，但由于水量较少，对总体水质影响不大，产生量约

为 32m3/d，可直接进入污水收集管网，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③校医院废水 

校医院一般只作简单治疗和处理，不设置床位，医疗废水量和水中病菌均较少，

对总体水质影响不大，产生量约为 16m3/d，经过适当消毒处理后，排入学校自建的

中水处理站。 

上述污水收集起来，经中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级 A 标准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20—2002）的要求后作为中水回用。 

（三）中水回用系统 

校区建设有中水处理站，位于项目区中部东侧，冲沟以南，设计处理能力

3000m3/d，设计进水水质：COD≤400mg/L、BOD5≤200mg/L、SS≤220mg/L。污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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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单独的管线收集污水，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经处理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级 A 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

水质标准》（GB/T18920—2002）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18919-2002）标准的要求，回用于冲厕、地面清洗、绿化喷洒及道路广场清

扫等。项目废水不外排。 

①冲厕用水 

学校现有师生共约 17500 人，根据学校提供数据，师生正常上课期间，冲厕用中

水约为 1050m3/d，水源为学校中水处理站中水。 

②地面清洗用水 

学校总建筑面积 54.5 万平方米，冲洗面积约为总建筑面积的 50%，用水量约为

2L/m2，每天清洗一次，根据学校提供数据，师生正常上课期间，地面清洗用水量为

540m3/d，水源为学校中水处理站中水。 

③绿化喷洒用水 

校区绿化面积约为 25 万平方米，灌溉期约为 150 天，根据学校提供数据，师生

正常上课期间，绿化用水量约为 250m3/d，水源为学校中水处理站中水。 

④道路、广场用水 

校区道路、广场面积约为 8 万平方米，每天冲洗一次，根据学校提供数据，师生

正常上课期间，道路、广场用水量为 240m3/d，水源为学校中水处理站中水。 

⑤湖泊景观补水 

校区建设有人工湖泊，湖泊面积约为 8000m2， 大蒸发量为 4.5mm，补水系数

按 1.2 计算，补水量约为 40m3/d，水源为学校中水处理站中水。 

⑥未预见用水量及管网漏失水 

未预见用水及管网漏失水约为学校中水处理站中水量的 10%，约为 216m3/d。 

综上，新校区中水用量总计为 2336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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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项目用水水质标准 

项目 中水水质 景观用水 冲厕 清扫 绿化 

pH 7.31~7.88 ～6 9 ～6 9 ～6 9 ～6 9 

BOD5 (mg/L) 5.2~5.9 ≤6 ≤10 ≤15 ≤20 

SS (mg/L) 3~8 ≤10 — — — 

氨氮 (mg/L) 3.20~4.92 ≤5 ≤10 ≤10 ≤20 

粪大肠菌群 (个/L) 630~940 ≤2000 — — — 

总磷 (mg/L) 0.22~0.29 ≤0.5 — — — 

总氮 (mg/L) 9.6~12.9 ≤15 — — — 

石油类 (mg/L) 0.25~0.33 ≤1.0 — — — 

LAS (mg/L) 0.11~0.28 ≤0.5 ≤1.0 ≤1.0 ≤1.0 

由水质监测结果表明：中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20-2002）标准中冲厕、清扫和绿化等水质要求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

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19-2002）标准中景观用水水质要求。 

4、供电 

供电电源引自大学科技园区两条专线构成双回路，校内设变电室将 10KV 变压为

380V/220V 供各用电单位使用。变配电室建于新校区内，面积 400m2。供电采用高压

电度计量，低压自动补偿方式。 

5、生产供热与生活供暖 

原环评在项目区短期内由 2 台 10t/h 的燃气锅炉统一供暖，锅炉房建在校内西北

部。远期规划由长清热电厂集中供暖。 

实际学校采用集中供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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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本次验收主要针对以下内容进行： 

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建设项目的废气处理及达标情况、废水处理及达标

情况、噪声防治及厂界噪声达标情况、固体废物处理情况、环境管理等方面内容。 

1、废气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包括食堂油烟废气、中水处理站恶臭。 

学校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高出楼顶 1.5m 或 2m 的排气筒排放。 

中水处理站产生恶臭，作为无组织废气排放。 

2、废水 

学生宿舍楼和办公教学楼的生活用水，是工程主要污水，经化粪池简单处理后，

进入污水收集管网，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食堂餐饮废水含有油脂、杂质等，食堂的杂物（菜叶、米饭粒等）和油脂非常容

易堵塞排污管道，尤其是油脂，容易附着在排污管道内壁，很难清理。学校食堂安装

隔油池，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进入污水收集管网，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实验室废水虽含有化学物质，但由于水量较少，对总体水质影响不大，可直接进

入污水收集管网，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校医院一般只作简单治疗和处理，不设置床位，医疗废水量和水中病菌均较少，

对总体水质影响不大，可直接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水处理站位于学校中部东侧，冲沟以南，设计处理能力为：

3000m3/d，设计进水水质：COD≤400mg/L、BOD5≤200mg/L、SS≤220mg/L。污水通过

单独的管线收集污水，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经处理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级 A 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标准》（ GB/T18920 — 2002）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18919-2002）的要求，回用于冲厕、地面清洗、绿化喷洒及景观补水等。 

3、固废 

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教学楼、食堂、公寓等处产生的生活垃圾及中水处

理站产生的污泥、医疗垃圾及实验室废物等。 

①生活垃圾 



11 

项目营运期教学楼、食堂、公寓等处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收集，产生量约为

20 t/d、6000 t/a，学校设置有固定垃圾收集箱（筒），由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处置。

②污泥 

中水处理设施剩余污泥与化粪池底泥混合，污泥产生约为废水量的 0.5‰，含水率

80%，产污泥 1.2t/d、360t/a，由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处置。 

③实验室废液 

实验室废液属于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实验室废液产生量约为 0.2 t/d、60 t/a，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

位清运处置。 

④校医院医疗垃圾 

医疗垃圾属于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产

生量约为 0.5 t/d、150t/a，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室，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清运处

置。 

⑤实验动物尸体 

学校开展动物实验会产生动物尸体，产生量约为 0.02 t/d、6 t/a，暂存于单独设置

的冰柜内，由原厂家回收处置。 

4、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为食堂设备噪声、中水处理站噪声及车辆噪声。设备采用低噪声

设备，中水处理站设备等置于地下，设置减震垫，加强日常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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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环评主要结论 

学校坐落于济南市长清区崮山镇大学科技园内，总占地面积 1165600m2。项目总

投资 9135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208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办公楼、教学实验楼、学

生宿舍、体育馆、科研楼、教工宿舍、餐厅、污水处理设施及其他配套生活设施。 

项目符合用地性质，选址合理可行，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落实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及环评建议、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对当地及区域的环境质量影响不

大。从环境保护角度看，项目建设可行。 

二、批复落实情况 

表 4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序

号 
环评及其批复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落实

结果

1 

项目设计和建设应考虑与城市总体

规划的协调，按设计的绿化率做好项

目绿化。 

项目设计和建设考虑了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协

调，按设计的绿化率做项目绿化。 
落实

2 

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产生废水须

全部收集经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设

施、中水回用设施处理后达到《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表 1 中一级 A 类

标准要求，同时满足《城市污水再生

利 用 城 市 杂 用 水 水 质 》

（GB/T18920-2002）标准后回用，剩

余部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贮水和输

水设施须经落实防渗漏措施，防止污

染地下水 

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实验室废水和校

医院废水产生量较少，可直接纳入校区污水管

网系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纳入校区

污水管网系统，其他生活废水经化粪池简单处

理后再经排水管网收集排入校区内中水处理

站处理，处理后的废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级 A

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

准》（GB/T18920—2002）及《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19-2002）

的要求，回用于冲厕、地面清洗、绿化喷洒及

景观用水等。贮水和输水设施须经落实防渗漏

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落实

3 

供热采暖由区域集中供热工程提供，

不得建设燃煤锅炉。食堂应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生活饮食加工产生的油烟

须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DB37/597-2006）标准要求。 

供热采暖由燃气锅炉提供，未建设燃煤锅炉。

食堂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生活饮食加工产生

的油烟能够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DB37/597-2006）标准要求。 

落实

4 

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

环卫部门统一外运至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厂进行处置。实验动物尸

体、医疗废物及其他危险废物须委托

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

无害化处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

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处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由环卫部

门统一及时清运处置；实验室废液属于危险废

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

的单位清运处置；校医院产生的医疗垃圾暂存

于医疗废物暂存室，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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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须按照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

资源化要求全部综合利用。 

位清运处置；动物尸体属于医疗危废，暂存于

单独设置的冰柜内，由原厂家回收处置。 

5 

噪声源要采取隔声、消音和基础减振

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90）I 类标准要求。 

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施工噪声要

满足《建筑施工厂界噪声限值》

（GB12523-90）要求，进出车辆和施

工道路须采取扬尘控制措施。 

噪声源要采取隔声、消音和基础减振等降噪措

施，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I 类标准要求。 

落实

6 

项目建设中导致地表裸露、地面硬化

须及时采取绿化恢复措施，对建筑区

的原有植被应采取保护措施，能移植

的尽量移植，种植草坪、乔木、灌木

等，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以减少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中导致地表裸露、地面硬化能够及时

采取绿化恢复措施，对建筑区的原有植被采取

保护措施，能移植的尽量移植，种植草坪、乔

木、灌木等，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减少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 

落实

三、项目变更情况 

工程建设没有重大变化。 

主要变化有： 

1、环评阶段在项目区短期内由 2 台 10t/h 的燃气锅炉统一供暖，锅炉房建在校内

西北部；远期规划由长清热电厂集中供暖。实际学校采用集中供暖方式。 

根据环办[2015]52 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

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

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1、学校实际采用集中供暖方式，符合学校规划，减少了废气的排放，不属于重大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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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措施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管理

规定》（暂行）的要求进行，实施全过程质量保证。保证了监测过程中生产工况负荷

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和各监测点位布置的科学性和可比性；监测分析方法采用

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过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

监测数据实行了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 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 

1、气体监测分析 

为了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可靠性、准确性，在本次验收监测中对监测全过

程包括布点、采样、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等各环节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具体要求

如下： 

（1）验收监测工况负荷达到额定负荷的 75%以上。 

（2）现场采样、分析人员经技术培训、安全教育持证上岗后方可工作。 

（3）本次监测所用仪器、量器为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和分析人员校准合格的。 

（4）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 

（5）所有监测数据、记录必须经监测分析人员、质控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三级审

核，经过校对、校核， 后由授权签字人审定。 

（6）根据被测污染因子特点选择监测分析方法，并确定监测仪器。 

2、噪声监测分析 

噪声监测质量保证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有关规定进行，测量仪器和声校准器均在检定规定的有效期限内使用；测量前后在测

量的环境中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示值偏差不得大于 0.5dB，否则，本次测量无效，

重新校准测量仪器，重新进行监测；测量时传声器加防风罩，当风速大于 5m/s 时，停

止检测；记录影响测量结果的噪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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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噪声仪器校验表 

仪器名称 型号 标准值 校验日期 仪器显示 示值误差 是否合格

噪声频谱分

析仪 
HS6288B 93.8 

2018.7. 昼间测量前8  93.7 0.1 合格 

2018.7.8昼间测量后 93.8 0 合格 

2018.7.8夜间测量前 93.8 0 合格 

2018.7.8夜间测量后 93.8 0 合格 

2018.7.9 昼间测量前 93.7 0.1 合格 

2018.7.9 昼间测量后 93.6 0.2 合格 

2018.7.9夜间测量前 93.7 0.1 合格 

2018.7.9夜间测量后 93.8 0 合格 

备注 
噪声质量控制：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声源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示值相

差不大于0.5dB ，若大于(A) 0.5dB 测试数据无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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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一、有组织废气： 

1、监测点位：食堂排气筒出口； 

2、监测因子：油烟； 

3、监测频次：监测 2 天，每天 5 次。 

二、无组织废气： 

1、监测点位：厂界外 20m 处上风向设 1 个参照点，下风向设 3 个监控点； 

2、监测因子：颗粒物； 

3、监测频次：监测 2 天，每天 4 次。 

三、厂界噪声： 

1、监测因子：噪声 Leq(A)； 

2、监测点位：厂界四周各布设一个点，共设 4 个点； 

3、监测频次：昼间、夜间各 1 次，共监测 2 天。 

四、废水监测： 

1、监测因子：pH、CODcr、氨氮、SS、BOD5、总磷、总氮、动植物油、粪大

肠菌群、石油类、全盐量、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色度、浊度等； 

2、监测点位：中水处理站进、出口； 

3、监测频次：监测 2 天，每天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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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测技术规范、依据及使用仪器 

表 6  监测技术规范、依据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样品 
类别 

分析 
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依据 仪器设备 检出限 

有组织

废气 
食堂 
油烟 

红外分光法 GB18483-2001 
双光束 

红外分光光度计 
WGH-30 

0.001 

无组织

废气 

臭气 
浓度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14675-1993 / 10 

颗粒物 重量法 GB/T15432-1995
电子天平 
ME155DU 

0.001mg/m3

噪声 噪声 仪器直读 GB12348-2008 
噪声频谱分析仪 

HS6288B 
/ 

废水 

PH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酸度计FE28 — 

SS 重量法 GB/T11901-1989
电子天平 
ME155DU 

5mg/L 

全盐量 重量法 HJ/T 51-1999 — 

CODCr 水质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滴定管 4mg/L 

BOD5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微电脑生化培养
箱SPX-150B-Z 

0.5mg/L 

粪大肠

菌群 
多管发酵法 HJ/T 347-2007 

电热恒温培养箱
HPX-9162MBE 
生化培养箱 

BSP-150 
带制冷）(  

2个/L 

氨氮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TU-1810PC 

0.025mg/L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11893-1989 0.01 mg/L 

总氮 
过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0.05 mg/L 

LAS 
亚甲基蓝 

分光光度法 
GB/T7494-1987 0.05 mg/L 

动植 

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双光束 
红外分光光度计 

WGH-30 

0.01 mg/L 

石油类 0.01 mg/L 

色度 稀释倍数法 GB/T11903-1989 — — 

浊度 分光光度法 GB/T13200-1991
浊度计 

LTURB-3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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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一、监测期间工况调查情况 

监测期间，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师生正常上课，实验楼、教学楼等运转正

常。 

验收监测结果： 

一、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中有提到：对型号、功能相

同的多个小型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监测和污染物排放监测，可采用随机抽测方法进

行。抽测原则为：同样设施总数大于 5 个且小于 20 个，随机抽测数量不小于同设施总

量的 50%；大于 20 个的，抽测不小于 30%。 

本项目 1#食堂油烟设置型号、功能相同的净化设备 9 套，因此，本次监测随机抽测

3 根食堂油烟排气筒，即 7-9#排气筒；2#食堂油烟设置型号、功能相同的净化设备 21

套，因此，本次监测随机抽测 6 根食堂油烟排气筒，即 1-6#排气筒。 

表 7 油烟净化排气筒现场检测条件 

排气筒编号 1#~4# 5#~6# 7#~9# 

高度（m） 1.5 1.5 2.0 

排气筒断面尺寸（m） 0.4 0.4 0.6 

净化器名称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净化器型号 ZBYM-JD ZBYM-JD ZBYM-JD 

风机设计风量（m3/h） 21500 21500 21500 

排气罩面投影面积（m2） 1.1 2.2 3.3 

灶头总数 1 2 3 

实测灶头数 1 1 3 

折算灶头数 1 1 3 

表 8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1#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1.5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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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8 

第 1 次 14314 16583 0.12 0.86 0.002 

第 2 次 14314 16572 0.10 0.72 0.001 

第 3 次 14357 16683 0.08 0.57* 0.001 

第 4 次 14367 16723 0.09 0.65 0.001 

第 5 次 14396 16801 0.11 0.79 0.002 

平均值 — — — 0.76 — 

2018.7.9 

第 1 次 14231 16609 0.08 0.57* 0.001 

第 2 次 14397 16826 0.11 0.79 0.002 

第 3 次 14389 16830 0.10 0.72 0.001 

第 4 次 14487 16993 0.12 0.87 0.002 

第 5 次 14360 16739 0.09 0.65 0.001 

平均值 — — — 0.76 — 

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2#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1.5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7.8 

第 1 次 14296 16803 0.12 0.86 0.002 

第 2 次 14333 16723 0.09 0.64 0.001 

第 3 次 14283 16670 0.10 0.71 0.001 

第 4 次 14295 16683 0.11 0.79 0.002 

第 5 次 14330 16612 0.08 0.57* 0.001 

平均值 — — — 0.75 — 

2018.7.9 

第 1 次 14420 16830 0.12 0.87 0.002 

第 2 次 14388 16797 0.09 0.65 0.001 

第 3 次 14435 16871 0.10 0.72 0.001 

第 4 次 14485 17046 0.11 0.80 0.002 

第 5 次 14526 17111 0.08 0.58* 0.001 

平均值 — — — 0.76 — 

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3#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1.5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7.8 

第 1 次 14275 16623 0.11 0.79 0.002 

第 2 次 14324 16711 0.08 0.57* 0.001 

第 3 次 14547 17023 0.12 0.87 0.002 

第 4 次 14229 16701 0.09 0.6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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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次 14273 16735 0.08 0.57* 0.001 

平均值 — — — 0.77 — 

2018.7.9 

第 1 次 14241 16617 0.10 0.71 0.001 

第 2 次 14231 16603 0.08 0.57* 0.001 

第 3 次 14258 16659 0.11 0.78 0.002 

第 4 次 14288 16721 0.09 0.64 0.001 

第 5 次 14210 16670 0.10 0.71 0.001 

平均值 — — — 0.71 — 

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4#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1.5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7.8 

第 1 次 14250 16933 0.10 0.71 0.001 

第 2 次 14383 16901 0.007 0.50* 0.001 

第 3 次 14288 16701 0.12 0.86 0.002 

第 4 次 14430 16835 0.09 0.65 0.001 

第 5 次 14438 16624 0.11 0.79 0.002 

平均值 — — — 0.75 — 

2018.7.9 

第 1 次 14236 16620 0.09 0.64 0.001 

第 2 次 14187 16609 0.11 0.78 0.002 

第 3 次 14290 16631 0.10 0.71 0.001 

第 4 次 14334 16721 0.12 0.86 0.002 

第 5 次 14548 17001 0.08 0.58* 0.001 

平均值 — — — 0.75 — 

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5#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1.5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7.8 

第 1 次 14422 16787 0.07 0.50* 0.001 

第 2 次 14482 16901 0.09 0.65 0.001 

第 3 次 14464 16931 0.11 0.80 0.002 

第 4 次 14470 16972 0.09 0.65 0.001 

第 5 次 14566 17125 0.10 0.73 0.001 

平均值 — — — 0.71 — 

2018.7.9 
第 1 次 14292 16842 0.11 0.79 0.002 

第 2 次 14363 16936 0.10 0.7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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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次 14414 16995 0.08 0.58* 0.001 

第 4 次 14466 17053 0.12 0.87 0.002 

第 5 次 14495 17092 0.09 0.65 0.001 

平均值 — — — 0.76 — 

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6#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1.5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7.8 

第 1 次 14564 17099 0.07 0.51* 0.001 

第 2 次 14590 17164 0.09 0.66 0.001 

第 3 次 14501 17013 0.11 0.80 0.002 

第 4 次 14476 16928 0.08 0.58* 0.001 

第 5 次 14521 17031 0.10 0.73 0.001 

平均值 — — — 0.73 — 

2018.7.9 

第 1 次 14157 16884 0.08 0.57* 0.001 

第 2 次 14289 17058 0.09 0.64* 0.001 

第 3 次 14358 17139 0.11 0.79 0.002 

第 4 次 14419 17216 0.12 0.87 0.002 

第 5 次 14464 17280 0.10 0.72 0.001 

平均值 — — — 0.79 — 

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7#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2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7.8 

第 1 次 13652 16457 0.33 0.75 0.005 

第 2 次 13711 16532 0.27 0.62* 0.004 

第 3 次 13810 16661 0.30 0.69 0.004 

第 4 次 13861 16734 0.34 0.79 0.005 

第 5 次 13953 16849 0.40 0.93 0.006 

平均值 — — — 0.79 — 

2018.7.9 

第 1 次 13628 16407 0.39 0.89 0.005 

第 2 次 13708 16513 0.33 0.75 0.005 

第 3 次 13816 16642 0.37 0.85 0.005 

第 4 次 13875 16717 0.35 0.81 0.005 

第 5 次 13952 16808 0.28 0.65* 0.004 

平均值 — — — 0.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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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8#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2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7.8 

第 1 次 13586 16327 0.27 0.61 0.004 

第 2 次 13716 16498 0.33 0.75 0.005 

第 3 次 13776 16579 0.29 0.67 0.004 

第 4 次 13882 16711 0.31 0.72 0.004 

第 5 次 13947 16804 0.34 0.79 0.005 

平均值 — — — 0.71 — 

2018.7.9 

第 1 次 13336 16208 0.34 0.76 0.005 

第 2 次 13429 16313 0.38 0.85 0.005 

第 3 次 13482 16376 0.35 0.79 0.005 

第 4 次 13547 16458 0.36 0.81 0.005 

第 5 次 13613 16537 0.32 0.73 0.004 

平均值 — — — 0.79 — 

项目名称 
监测结果 

油烟净化排气筒 9# 

净化方式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排气筒高度（m） 高出楼顶 2m 

采样频次 
标干流量 
（Nm3/h）

烟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7.8 

第 1 次 13718 16532 0.29 0.66 0.004 

第 2 次 13795 16634 0.31 0.71 0.004 

第 3 次 13850 16705 0.34 0.78 0.005 

第 4 次 13922 16783 0.33 0.77 0.005 

第 5 次 13994 16851 0.36 0.84 0.005 

平均值 — — — 0.75 — 

2018.7.9 

第 1 次 13751 16556 0.38 0.87 0.005 

第 2 次 13814 16641 0.38 0.83 0.005 

第 3 次 13842 16690 0.29 0.67 0.004 

第 4 次 13877 16746 0.31 0.72 0.004 

第 5 次 13947 16835 0.33 0.77 0.005 

平均值 — — — 0.75 — 

由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明：食堂油烟能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DB37/597-2006）中标准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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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表 9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单位：mg/m3） 

采样地点 1#厂界上风向 

采样日期 
臭气浓度 

颗粒物 
小时值mg/m3 

采样日期 
臭气浓度 

颗粒物 
小时值mg/m3

2018.7.8 2018.7.9 

第 1 次 ＜10 0.194 第 1 次 ＜10 0.196 

第 2 次 12 0.200 第 2 次 11 0.204 

第 3 次 11 0.198 第 3 次 11 0.217 

第 4 次 ＜10 0.185 第 4 次 ＜10 0.191 

采样地点 2#厂界下风向 1 号点 

采样日期 
臭气浓度 

颗粒物 
小时值mg/m3 

采样日期 
臭气浓度 

颗粒物 
小时值mg/m3

2018.7.8 2018.7.9 

第 1 次 13 0.222 第 1 次 12 0.223 

第 2 次 15 0.239 第 2 次 16 0.241 

第 3 次 15 0.231 第 3 次 15 0.244 

第 4 次 17 0.221 第 4 次 13 0.239 

采样地点 3#厂界下风向 2 号点 

采样日期 
臭气浓度 

颗粒物 
小时值mg/m3 

采样日期 
臭气浓度 

颗粒物 
小时值mg/m3

2018.7.8 2018.7.9 

第 1 次 11 0.242 第 1 次 11 0.244 

第 2 次 18 0.248 第 2 次 18 0.238 

第 3 次 13 0.229 第 3 次 17 0.251 

第 4 次 15 0.229 第 4 次 15 0.246 

采样地点 4#厂界下风向 3 号点 

采样日期 
臭气浓度 

颗粒物小时值
mg/m3 

采样日期 
臭气浓度 

颗粒物小时

值mg/m3 2018.7.8 2018.7.9 

第 1 次 12 0.238 第 1 次 13 0.236 

第 2 次 16 0.252 第 2 次 17 0.248 

第 3 次 14 0.238 第 3 次 14 0.231 

第 4 次 14 0.238 第 4 次 12 0.233 

附表 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气温 

（℃） 
气压 

（kPa） 
风速 

（m/s） 
风向 天气 

湿度
（%RH）

2018.7.8 
第 1 次 26.3 100.3 1.5 S 阴 65 

第 2 次 27.2 100.3 1.4 S 阴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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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次 29.1 100.2 1.3 S 阴 57 

第 4 次 29.4 100.2 1.2 S 阴 56 

2018.7.9 

第 1 次 23.9 100.5 1.4 N 多云 64 

第 2 次 25.2 100.4 1.3 N 多云 62 

第 3 次 27.5 100.3 1.2 N 多云 58 

第 4 次 28.0 100.3 1.3 N 多云 57 

 

 

 

 

 

 

 

 

 

 

 

 

 

 

 

 

由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明，厂界无组织废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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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臭气浓度能够

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 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要求。 

三、噪声监测结果： 

表 10 噪声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 2018.7.8-9 完成日期 2018.7.24 

主要测试设备 多功能声级计 

参照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标准 

监测时段 监 测 结 果 Leq〔dB（A）〕 

2018.7.8 1#东厂界 2#南厂界 3#西厂界 4#北厂界 

昼间 52.2 54.6 51.8 53.5 

夜间 44.1 43.5 43.2 44.6 

2#食堂 

1#食堂 

图书馆 

污水处理 

实

验

楼

1○ 

○ 3○2 ○ 4

附图 3  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布点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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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9 1#东厂界 2#南厂界 3#西厂界 4#北厂界 

昼间 51.4 52.8 54.7 53.2 

夜间 43.1 44.4 43.8 44.0 

从噪声监测结果分析，各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 

 

 

 

 

 

 

 

 

 

 

 

 

 

 

 

 

 

四、废水监测结果： 

表 11 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采样

频次 

监测项目 

pH值 

（进、出口）

CODcr mg/L
（进、出口）

SS mg/L 
（进、出口） 

氨氮 mg/L 
（进、出口） 

2018.7.8 

中水处理

站 

1 7.81 7.38 171 37.0 42 8 32.2 4.45 

2 7.66 7.47 150 41.9 31 5 22.2 3.20 

3 7.53 7.56 163 40.6 55 7 26.8 4.92 

4 7.43 7.31 157 42.2 62 4 22.8 3.82 

2018.7.9 

1 7.78 7.35 166 38.0 51 3 26.1 4.87 

2 7.88 7.46 156 44.3 43 8 24.0 4.12 

3 7.63 7.53 161 38.2 56 6 25.6 4.54 

4 7.77 7.57 169 43.3 63 5 28.5 3.88 

GB18918-2002—级 A 标准 6~9 50 10 5 

2#食堂 

1#食堂 

图书馆 

污水处理 

实

验

楼

4▲ 

▲ 3 

▲ 2

▲ 1 

附图 4  厂界噪声监测布点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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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919-2002 6~9  10 5 

GB/T18920-2002 6.0~9.0 / / 10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采样

频次 

监测项目 

BOD5 mg/L 
（进、出口）

粪大肠菌群 
（进、出口）

总磷 mg/L 
（进、出口） 

总氮 mg/L 
（进、出口）

2018.7.8 

中水处理

站 

1 70.9 5.9 1400 790 2.32 0.22 50.4 12.1 

2 69.6 5.3 1600 940 2.64 0.29 36.6 10.6 

3 70.0 5.6 1800 700 2.96 0.27 45.7 11.6 

4 66.8 5.9 1700 630 2.80 0.25 38.8 9.6 

2018.7.9 

1 65.5 5.7 1900 940 2.33 0.27 43.8 11.2 

2 70.9 5.5 1700 700 2.73 0.25 40.0 9.96 

3 67.6 5.2 1800 920 2.61 0.23 42.6 12.9 

4 69.2 5.6 1600 630 2.56 0.28 48.1 9.60 

GB18918-2002—级 A 标准 10 1000 1 15 

GB/T18919-2002 6 2000 0.5 15 

GB/T18920-2002 10 1000 / /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采样

频次 

监测项目 

全盐量 mg/L
（进、出口）

动植物油
mg/L 

（进、出口）

石油类 mg/L 
（进、出口）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mg/L 
（进、出口） 

2018.7.8 

中水处理

站 

1 775 230 3.15 0.37 0.84 0.33 1.84 0.11 

2 740 252 3.60 0.30 0.79 0.29 1.81 0.14 

3 854 302 3.16 0.36 0.87 0.26 1.36 0.21 

4 755 270 3.22 0.36 0.93 0.28 1.52 0.28 

2018.7.9 

1 759 297 3.14 0.32 0.76 0.29 1.35 0.22 

2 738 326 3.52 0.36 0.79 0.25 1.51 0.17 

3 805 226 3.54 0.37 0.86 0.27 1.66 0.21 

4 743 306 3.05 0.37 0.93 0.27 1.34 0.17 

GB18918-2002—级 A 标准 / 1 1 0.5 

GB/T18919-2002 / / 1.0 0.5 

GB/T18920-2002 / / / 1.0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采样

频次 

监测项目 

色度（进、出口） 浊度（进、出口） 

2018.7.8 
中水处理

站 

1 55 25 28 5 

2 60 20 3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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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0 25 26 3 

4 65 25 33 3 

2018.7.9 

1 55 25 32 3 

2 60 20 37 4 

3 65 25 31 5 

4 60 20 37 4 

GB18918-2002—级 A 标准 30 / 

GB/T18919-2002 30 / 

GB/T18920-2002 30 5 

从废水监测结果分析，中水站出水口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级 A 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20-2002）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19-2002）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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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项目设置的部分环保设施 

食堂油烟净化设备

中水处理站 

危废暂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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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山东中医药大学创建于 1958 年，1978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中医院校，

1981 年成为山东省重点高校，1996 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根

据办学规划，老校区面积过小，已无法适应办学发展要求，建设新校区。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医科院校必备的校舍和药用植物园，现有老校区仅作为校本部驻地、科研

和产业发展中心。2006 年 4 月山东大学为该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山东省环

境保护局以鲁环报告表[2006]220 号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同意该项目建设。 

为了确保各项环保措施的顺利实施，污染物处理及排放满足要求，学校制定了

环境管理制度和监控计划。各环保设施均有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到位。该学校未配

备专门的环境监测人员及监测设备。每年监测任务委托有监测资质的公司进行。 

1、验收监测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该校师生正常上课，教学楼、实验楼等正常运转。因此，本次

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监测结果能作为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依据。 

2、废气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包括食堂油烟废气、中水处理站恶臭。 

学校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高出楼顶 1.5m 或 2m 的排气筒排放。 

中水处理站产生臭气，作为无组织废气排放。 

由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食堂油烟能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DB37/597-2006）中标准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厂界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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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值的要求，臭气浓度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 二

级新扩改建标准要求。 

3、废水 

学生宿舍楼和办公教学楼的生活用水，是工程主要污水，经化粪池简单处理后，

进入污水收集管网，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食堂餐饮废水含有油脂、杂质等，食堂的杂物（菜叶、米饭粒等）和油脂非常

容易堵塞排污管道，尤其是油脂，容易附着在排污管道内壁，很难清理。学校食堂

安装隔油池，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进入污水收集管网，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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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站； 

实验室废水虽含有化学物质，但由于水量较少，对总体水质影响不大，可直接

进入污水收集管网，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校医院一般只作简单治疗和处理，不设置床位，医疗废水量和水中病菌均较少，

对总体水质影响不大，可直接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水处理站位于学校中部东侧，冲沟以南，设计处理能力为：

3000m3/d，设计进水水质：COD≤400mg/L、BOD5≤200mg/L、SS≤220mg/L。污水通

过单独的管线收集污水，排入学校自建的中水处理站。 

由验收监测结果表明：中水处理站出口水质能够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级 A 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

准》（ GB/T18920 — 2002 ）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18919-2002）的要求，回用于冲厕、地面清洗、绿化喷洒及景观用水等。 

4、固废 

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教学楼、食堂、公寓等处产生的生活垃圾及中水

处理站产生的污泥、校医院医疗垃圾、实验室废液及实验动物尸体等。 

教学楼、食堂、公寓等处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收集，学校设置有固定垃圾

收集箱（筒），由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处置；中水处理设施剩余污泥与化粪池底

泥混合，由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处置；实验室废液属于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

化学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

单位清运处置；医疗垃圾属于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室，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实验动

物尸体属于医疗危废，暂存于单独设置的冰柜，由原厂家回收处置。 

5、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为食堂设备噪声、中水处理站噪声及车辆噪声。设备采用低噪

声设备，中水处理站设备等置于地下，设置减震垫，加强日常维护等。验收监测期

间，监测结果表明：各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 

6、环境风险 

本项目发生风险事故的概率很小，在建立健全相应的防范应急措施，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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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行中认真落实工程采取的安全措施及安全设施和安全对策后，风险事故隐患可

降至 低。 

综上，学校建设了环保设施，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中的要求。学校建

立了环境管理制度。验收监测表明，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项目能够满足验收

要求。 

二、建议 

1、加强对各环保设施的管理，提高职工环保意识，落实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将

环境管理纳入到生产管理过程中， 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2、定期委托有环境监测资质单位进行环境监测，确保颗粒物和噪声达标排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 

比例尺：0  200  400m 



 

附图 2 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件 
附件 1 委托书 

 

委托书 
 

山东鲁控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建设项目于 2003 年开工建设，2006 年

正式竣工投入运行。运行期间，各种设施运行稳定，现委托贵公司进行环

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8 年 7 月 2 日 

 



 

附件 2 审批意见 
 
 
 
 
 
 
 
 
 
 
 
 
 
 
 
 
 
 
 



 

附件 3-1  危险废物协议 
 

 

 

 

 

 

 

 



 

 

 

 

 

 

 

 

 

 

 

 

 

 

 

 

 

 

 



 

 

 

 

 

 

 

 

 

 

 

 

 

 

 

 

 

 

 

 



 

 

 

 

 

 

 

 

 

 

 

 

 

 

 

 

 



 

 

 

 

 

 



 

 

 

 



 

 

 



 

附件 3-2  危险废物协议 

 

 

 



 

 



 

 



 

附件 4  检测报告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山东鲁控检测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崮山校区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内 

行业类别 普通高等教育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 建 技 术改 造□  √             □                □     

设计生产能力 /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03 年 实际生产能力 /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06 年 

投资总概算（万元） 91353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208 所占比例（ ）%  0.02 

环评审批部门 山东省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鲁环报告表[2006]220 号 批准时间 2006 年 11 月 10 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山东鲁控检测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91353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208 所占比例（ ）%  0.02 

废水治理（万元） 900 废气治理（万元） 800 噪声治理（万元） 100 固废治理（万元） 100 绿化及生态（万元） 200 其它（万元） 108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2400 

建设单位 山东中医药大学 邮政编码 250355 联系电话 13006584554 环评单位 聊城大学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

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

自身削减

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量 

(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 以“

新带老 削减”

量(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

代削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70.08 70.08 0   0    

化学需氧量  44.3 50 31.04 31.04 0   0    

氨     氮  4.92 5 3.45 3.45 0   0    

废气             

二氧化硫             

颗粒物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

关的 

其它特征污

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 (4)-(5)-(8)- (11) +（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