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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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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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湛江钢铁冷轧 2030/1550 酸再生机组环保排放系统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盛更红 联系人 张** 

通讯地址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办岛东大道 18 号 

联系电话 *** 传真 - 邮政编码 524072 

建设地点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冷轧单元内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及

代码 
N7722 大气污染治理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绿化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1970 

其中：环保投

资（万元） 
1970 

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

比例 

100% 

评价经费 

（万元） 
- 

预期投产 

日期 
2021 年 7 月 

工程内容及规模： 

一、 技改项目由来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冷轧车间包含主要生产机组主要包括酸洗轧机联合机组、连续退

火机组、连续热镀锌机组，以及为冷轧生产配套的水处理、废酸再生等辅助设施。其中冷轧

2030/1550 酸再生机组分别于 2016 年 3 月、5 月投产，两座酸再生站均包含两套处理能力为

6.5m3/h 的 ARP 机组，其中每套 ARP 机组包括酸再生站焙烧炉洗涤烟囱和氧化铁粉仓烟囱，

废气中氯化氢、颗粒物的排放浓度达到《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5-2012）

中特别排放限值。 

2019 年 2 月 14 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粤环审(2019)51 号，批复中明确轧钢废酸再生站颗粒物≤10mg/Nm3（干态）。为

了达到“超低排放”要求，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拟建湛江钢铁冷轧 2030/1550 酸再生机组环

保排放系统改造工程（以下简称“技改项目”），位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冷轧单元内，中

心坐标为 110.519702°E、21.055563°N，总投资 1970 万人民币，本次技改项目主要在 203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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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酸再生站废气净化单元的洗涤塔后新增 4 套湿式电除尘系统，并对原系统废气风机进行

改造、对氧化铁粉除尘系统塑烧板进行扩容改造、对二级文丘里候口进行改造和加固氧化铁

粉仓焙烧炉下料段管道。 

技改项目属于 N7722 大气污染治理，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

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和《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

（生态环境部令第 1 号）的规定，项目类别为“99、环境治理业“新建脱硫、脱硝、除尘””，

故技改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受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的委托，***承担技改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和现场调查结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和标准，编制完成《湛江钢铁冷轧 2030/1550 酸再生机组环保排放系统改造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表》。 

二、 技改项目概况 

1、 技改项目概况及工程组成 

本次技改项目主要在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废气净化单元的洗涤塔后新增 4 套湿式电

除尘系统，并对原系统废气风机进行改造、对氧化铁粉除尘系统塑烧板进行扩容改造、对二

级文丘里候口进行改造和加固氧化铁粉仓焙烧炉下料段管道。本次技改项目工程组成详见下

表。 

表 1 技改项目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 组成 建设内容 备注 

主体工

程 

湿式电除尘系统 
在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废气净化单元的洗涤塔（现

有）后，新增 4 套“湿式电除尘系统”  
新增 

氧化铁粉除尘系统 

1） 在氧化铁粉仓的顶部 4 套塑烧板除尘器基础上，通

过对除尘器的扩容，增加塑烧板数目达到增加除尘器过

滤面积，将过滤风速降低到 0.7m/min 以下； 

2） 改造氧化铁粉仓入口管道中的焙烧炉下料段，增加

管道耐磨度 

改造 

文丘里除尘系统 

对文丘里除尘器子弹头部分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和更换，

通过减小喉口的截面积从而增大文丘里段烟气与文丘

里循环液的相互作用，增强文丘里洗涤器的除尘效率 

改造 

原系统废气风机 对原系统废气风机进行重新选型和更换 改造 

公用工

程 

供电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改造新增设备电源均引自现有低

压负荷中心或 MCC 
-  

给水 由 2030/1550 冷轧循环水处理站供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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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 无废水排放  -  

环保工

程 

废气处理系统 

1）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机组废气的颗粒物经 “酸再

生站 ARP 机组烟气净化系统（现有）+电除尘系统（新

增）”处理达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207、DA208、

DA177、DA178、排气筒（36.5m）排放 

2）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氧化铁粉仓顶废气颗粒物经 

“ 塑烧板除尘器（改造）”处理达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209、DA210、DA179、DA180 排气筒（36.5m）排

放 

-  

废水处理系统 

1550、2330 冷轧酸再生站新增的酸性废水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废

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水处理

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 

 

噪声防护 
对主要噪声设备采用基础减振、建筑隔音及减震等治理

措施 
-  

固废处置 新增的氧化铁粉作为副产品回收利用 -  

 

2、 技改项目主要生产设备 

技改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下表。 

表 2  技改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除尘器 台 4 - 

2 高压离心风机 台 4 - 

3 塑烧板除尘器扩容改造 台 4 - 

4 配套仪表和电控设备 套  4 - 

5 电动隔膜泵,Q=30m3/h，H=30m,V=380V, IP54 台 2 - 

6 MCC5.5KW 备用回路改造 台 1 - 

7 手动蝶阀 批 1 - 

8 水泵操作箱 台 1 - 

3、 总平面布置 

本次技改项目拟在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单元内利用现有场地，均为在现有装置内占

地，满足工艺要求，总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4、 公用工程 

（1） 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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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mm 冷轧酸再生机组改造需增加净循环水用水量为 1200m3/h，由 2030mm 冷轧循环

水处理站供水；1550mm 冷轧酸再生机组改造需增加净循环用水量为 1200m3/h，由已建的

1550mm 冷轧循环水处理站供水。 

（2） 排水 

本次技改项目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新增的酸性废水酸性废水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

水处理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 

（3） 供电 

本次技改项目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改造新增设备电源均引自现有低压负荷中心或

MCC。 

5、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技改项目无新增员工。 

6、 技改项目建设进度 

技改项目拟于 2020 年 5 月动工建设，于 2021 年 7 月竣工并投用，建设周期为 15 个月。 

7、 产业政策及规划符合性 

技改项目属于 N7722 大气污染治理，经查阅产业政策相关文件，技改项目不属于国家《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版）中限制类、淘汰类。因此，技改项目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8、 选址合理性 

技改项目属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的子项目，位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冷轧单元内，

为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既有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上所述，技改项目所在区域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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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改项目有关的现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现对现有项目营运期污染物对环境影响以及采取的措施进行回顾分析： 

1、 废气 

为了解湛江钢铁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焙烧炉洗涤烟囱和氧化铁粉仓烟囱的污染物排

放情况，引用内部监测数据，具体指标见下表。 

表 3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各烟囱的监测结果 

单元 
排放口

编号 
系统名称 

污染物

种类 

风量

（m3/h） 

2018年最大

排放浓度

（mg/m3）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28665-2012） 

是否

达标 

2030

冷轧

酸再

生站 

DA207 
酸再生焙烧

炉 1# 
烟尘 9111 28.6 30 达标 

DA208 
酸再生焙烧

炉 2# 
烟尘 14336 28.4 30 达标 

DA209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1# 
粉尘 12587 7 30 达标 

DA210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2# 
粉尘 11286 13.8 30 达标 

1550

冷轧 

DA177 
酸再生焙烧

炉 1# 
烟尘 13248 14.5 30 达标 

DA178 
酸再生焙烧

炉 2# 
烟尘 12376 18.4 30 达标 

DA179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1# 
粉尘 15065 18.2 30 达标 

DA180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2# 
粉尘 12493 12.2 30 达标 

由上表监测结果表明，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中颗粒物的排放浓度满足《轧钢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5-2012）的标准限值。 

2、 废水 

1550 冷轧酸再生站酸性废水的年产量为 140100m3/a， 2330 冷轧酸再生站酸性废水的年

产量为 86973m3/a，酸性废水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

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水处理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

补水。 

3、 噪声 

根据《湛江市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湛江钢铁基地厂 1#~5#监测点属于“码头与内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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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沿线中的东海岛工业园区港口沿线，其航道的护栏或堤外坡角两侧与 1 类区、2 类区、3

类区相邻垂直纵深距离分别为 50、30、20 米范围” ，为 4a 类区；15#~17#为交通干线，为

4a 类区；因此，厂界噪声 6#~14#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

标准，即：昼间≤65dB(A)，夜间≤ 55dB(A)；1#~5#、15#~17#厂界噪声执行 4 类标准，即：

昼间≤70dB(A)，夜间≤55dB(A)。 

为了解现有项目噪声排放的情况，引用《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8 年 12 月）中 2018 年 1 月 28 日、1 月 29 日的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4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测点

编号 

昼间(dB(A)) 评价

结果 

夜间(dB(A)) 评价

结果 
执行标准 

1 月 28 日 1 月 29 日 1 月 28 日 1 月 29 日 

N1 52.2 53.5 达标 46.1 45.3 达标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12348-2008)(4

类标准)昼间 70dB(A)、夜间 

55 dB(A) 

N2 51.9 52.1 达标 45.2 44.5 达标 

N3 53.1 52.8 达标 45.1 44.6 达标 

N4 53.7 54.2 达标 47.2 47.9 达标 

N5 49.1 50.5 达标 44.3 43.7 达标 

N6 48.8 49.7 达标 43.9 44.1 达标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昼间 65dB(A)、夜

间 55dB(A) 

N7 47.7 48.8 达标 43.6 42.8 达标 

N8 48.5 50.1 达标 42.9 43.6 达标 

N9 46.3 49.2 达标 43.8 43.3 达标 

N10 49.9 51.1 达标 44.1 42.9 达标 

N11 50.2 49.8 达标 46.8 44.1 达标 

N12 61.8 62.6 达标 51.4 51.7 达标 

N13 51.7 52.4 达标 45.4 44.6 达标 

N14 52 51.7 达标 46.2 46.6 达标 

N15 47.8 49.2 达标 43.8 42.9 达标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GB12348-2008)(4类

标准)昼间 70dB(A)、夜间 

55 dB(A) 

N16 49.9 51.1 达标 45.6 44.6 达标 

N17 53.2 52.8 达标 46.1 43.8 达标 

由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厂界 N1~N5、N15~N17 监测点昼、夜监 测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4 类标准限值要求； N6~N14 监测点昼、夜

监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 

4、 固体废物 

1550 冷轧酸再生站氧化铁粉的年产量为 16004t/a，2330 冷轧酸再生站氧化铁粉的年产量

为 13373t/a，经收集作为副产品回收利用，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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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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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基地内。湛江市位于我国大陆南端、广东省西南部，

包括整个雷州半岛及半岛北部一部分。东濒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西临北部湾，

西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浦县、博白县、陆川县毗邻，东北与本省茂名市茂南区、化州市、

电白县接壤，背靠大西南。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湛江开发区）是 1984 年 11 月 29 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

国首批 14 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于 1985 年 4 月 2 日奠基，位于湛江市赤坎、霞山两

个老城区之间。2009 年，国家级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省级东海岛经济开发试验区合并，

组成新的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广东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陆地面积 354 平方公里，滩

涂面积 115 平方公里，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 

二、地质地貌 

东海岛位于湛江市区东南部，地形平坦开阔，地势大多起伏于 10m~30m 之间，地面标

高在东山—民安一带为 5m~25m，东简地区 10m~60m，龙水岭火山锥标高为 110.8m 是东海

岛的制高点。地貌类型以北海组平原为主，次为滨海平原环岛分布，湛江组台地仅局部分布，

玄武岩台地分布于东部龙水岭一带。 

三、气候气象 

湛江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北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具有夏长冬暖，雨量充沛，冬

季偶有奇寒，夏秋之间有台风，暴雨频繁等特点。年平均气温 23.5℃，最高气温 38.1℃，最

低气温 3.6℃。常年主导风向为东风。夏半年（4~9 月）多东到东南风，冬半年（10~3 月）

多北风和东北风。每年 7~9 月有台风侵袭，最大风力达 12 级以上，风速大于 50m/s。全年

平均风速为 3.1m/s。年平均气压 1008.5 毫巴。年平均相对湿度 81.6%。 

湛江地处南海北部，常年受冷空气、台风、热带云团、强对流等多种天气过程的影响，

造成常年均有降水发生。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6~9 月，这四个月的降雨量占全年的 57.9%；12

月至翌年 3 月是相对的旱季，降雨量仅占全年的 10.7%。降雨量最多是 9 月，达 236.2mm，

最少是 12 月，仅 15.5mm。年平均降水量为 1660.4mm，最大年降水量为 2344.3mm，最小年

降水量为 1068.5mm。 

四、水文 

1、陆域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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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岛无大型河流，岛内以源近流短的季节性沟谷溪流为主，流量均较小；岛内共有大

小山塘水库约 26 座，其中淡水鱼塘约 23 座，微型水库 3 座(容量均小于 100m3)。红星水库

是东海岛最大水库，位于湛江钢铁基地以西约 5km，其储水主要作为工业及农业用水。龙腾

河是东海岛最大河流，该河自东向西从中科炼化南部约 600~900m 处流过，在红星水库以东

约 200m 处分为两支，一支汇入红星水库，另一支绕红星水库南边界和西边界后入海。龙腾

河长 12.5km，河面宽约 10～40m 不等，平均坡降 1.34‰。 

2、海洋水文 

东海岛南部海域的潮汐主要是西太平洋潮波经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进入南海后形成

的，按潮汐类型分类原则，本海区属不正规半日潮性质。其特点是在一天中有两次高潮和两

次低潮，但相邻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的高度都不相等，涨、落潮时也不相等。随着月球赤纬

的增大，潮汐日不等现象更加显著。年平均潮差 2.18m.落潮差大于涨潮差，而涨潮历时却长

于落潮历时。具有明显的往复流特征，流向受岸线和深槽走向控制。 

五、植被、生物多样性 

湛江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资源居全国大陆地区首位，气温和光热方面的优势使得

湛江北热带作物资源丰富，全市栽培的农作物有 270 多种，水果种植也有先天优势，渔业资

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23.9%，林业呈良性发展。 

东海岛主要植被类型有农田植被、草丛植被、灌木丛、乔灌混交林、乔木林，农田植被

主要有水稻、甘蔗、香蕉等，动物资源主要以海洋生物为主，陆上动物种类较少。海洋生物

资源主要有鲍鱼、龙虾、石斑鱼、白鲳鱼、马鲛鱼、对虾、膏蟹、瑶柱等；陆上动物资源主

要为农养家禽。 

六、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功能属性 

本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属性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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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功能属性 

编号 项目 功能属性 

1 水环境功能区 
本项目所在区域受纳水体为东海岛东部海域，水质目标执

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三类水质标准。 

2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生态环境

部 2018 年第 29 号）二级标准。 

4 声环境功能区 
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 3 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  

5 是否基本农田保护区 否 

6 是否水源保护区 否 

7 是否风景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否 

8 是否水库库区 否 

9 是否重要生态功能区 否 

10 是否水土流失重点防护区 否 

11 是否人口密集区 否 

12 是否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否 

13 是否生态敏感与脆弱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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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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声环境等） 

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根据《湛江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2011 年调整）中的湛江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功

能区划，项目所在区域属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及其修改单（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29 号）二级标准。 

根据湛江市区范围内 6 个国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的自动监测数据统计，2017 年湛江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优良，全年优良天数 327 天，优良率为 90.1％。市区 SO2、NO2

年均浓度值和 CO（24 小时均值）全年日均值的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中一级标准；PM10、PM2.5 年均浓度值和 O3 全年日最大 8 小时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二级标准，湛江市区范围内

SO2、NO2、PM10、PM2.5、CO 和 O3 污染物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及其修改单（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29 号）的二级标准，属于达标区。 

综上所述，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尚好。 

2、 水环境质量现状 

技改项目纳污水体为东海岛东部海域，根据《湛江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该海域

海水水质执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三类标准。本次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引

用《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8 年 12 月）对东海岛东部海域进

行海水水质监测的数据，监测点位布设情况见表 6，监测结果见表 7。 

表 6 监测点位布设情况 

调查站位 纬度 经度 

P05 北纬 20°59'04.22" 东经 110°35'22.61" 

表 7 海水水质评价结果表 

站位 水层 - 
pH

值 

溶解

氧 
COD BOD 

石油

类 

硫化

物 

挥发

酚 

氰化

物 

活性磷

酸盐 

P05 表 

单位 -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监测值 8.14 8.98 1.35 3.44 0.047 13.18 1.61 1.59 0.011 

标准指数 0.63 0.07 0.34 0.86 0.16 0.13 0.16 0.02 0.35 

三类标准值 
6.8~

8.8 
4 4 4 0.3 0.1 0.01 0.1 0.03 

站位 水层 - 
无机

氮 
Cr Cu Zn As Cd Hg Pb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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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表 

单位 mg/L µg/L µg/L µg/L µg/L µg/L µg/L µg/L µg/L 

监测值 0.225 2.4 5.8 28.2 2.3 0.1 0.14 0.74 0.94 

标准指数 0.56 0.24 0.12 0.28 0.05 0.01 0.72 0.07 0.05 

三类标准值 0.4 0.2 0.01 0.1 0.03 0.01 
0.00

02 
0.01 0.02 

由监测结果可知，监测点位无机氮、BOD、PH 值标准指数大于 0.5，说明湛江湾内海域

各海洋功能区海水水质已受到活性磷酸盐污染和无机氮、COD、pH 值的影响，但各因子均

能达到《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三类标准要求，表明东海岛东部海域水质一般。 

3、 声环境质量现状 

技改项目属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的子项目，位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球团基地内，

为了解现有项目噪声排放的情况，引用《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8

年 12 月）中 2018 年 1 月 28 日、1 月 29 日的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

表明，项目厂界 N1~N5、N15~N17 监测点昼、夜监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 4 类标准限值要求； N6~N14 监测点昼、夜监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噪声的监测结果见前文表 4。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技改项目位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基地内，周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点和文物古

迹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环境敏感对象，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表 8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名称 
坐标 保护对

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

址方位 

相对厂界

距离/m X Y 

德老村 110.485710 21.043582 村庄 居民 

二类环境空

气质量功能

区 

西南 3242 

那平村 110.515165 21.041929 村庄 居民 西南 1159 

厚皮山村 110.507805 21.037509 村庄 居民 西南 2248 

东简镇 110.492463 21.036672 乡镇 居民 西南 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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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1、技改项目所在区域各污染物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

改单（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29 号）二级标准，具体指标值详见下表。 

表 9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摘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执行标准 

1 二氧化硫 SO2 
1 小时平均 500 μg/m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

改单（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29 号）的二级标准 

24 小时平均 150 μg/m3 

2 二氧化氮 NO2 
1 小时平均 200 μg/m3 

24 小时平均 80 μg/m3 

3 一氧化碳（CO） 
1 小时平均 10 mg/m3 

24 小时平均 4 mg/m3 

4 臭氧（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160 μg/m3 

1 小时平均 200 μg/m3 

5 PM10 
年平均 70 μg/m3 

24 小时平均 150 μg/m3 

6 PM2.5 
年平均 35 μg/m3 

24 小时平均 75 μg/m3 

7 TSP 
年平均 200 μg/m3 

24 小时平均 300 μg/m3 

2、技改项目纳污水体为东海岛东部海域，根据《湛江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该海域海水水质执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第三类标准。具体指标值详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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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摘录） 

序号 项目 第三类 单位 执行标准 

1 pH 

6.8~8.8 

同时不超出该海域正常变动

范围的 0.2pH 单位 

/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

三类标准 

2 溶解氧＞ 4 mg/L 

3 化学需氧量≤（COD） 4 mg/L 

4 生化需氧量≤（BOD5） 4 mg/L 

5 无机氮≤（以 N 计） 0.40 mg/L 

6 活性磷酸盐≤（以 P 计） 0.030 mg/L 

7 石油类≤ 0.30 mg/L 

8 硫化物 0.10 mg/L 

9 As 0.05 mg/L 

10 Hg 0.0002 mg/L 

11 Cu 0.05 mg/L 

12 Zn 0.10 mg/L 

13 Cd 0.01 mg/L 

14 Pb 0.01 mg/L 

15 Ni 0.01 mg/L 

16 Cr6+ 0.02 mg/L 

3、技改项目所在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详见下

表。 

表 11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摘录） 

序号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段 

单位 执行标准 
昼间 夜间 

1 3 类 65 55 dB（A）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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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颗粒物执行《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中钢

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具体指标见下表。 

表 12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摘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mg/m3） 
执行标准 

1 颗粒物 10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

[2019]35 号）中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 

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次技改项目 1550、2330 冷轧酸再生站新增的酸性废水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

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

水处理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 

三、噪声排放标准 

技改项目所在区域属于 3 类声环境功能区，营运期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3 类标准限值，详见下表。 

表 1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摘录） 

序号 
厂界外声环境功

能区类别 

时段 
单位 执行标准 

昼间 夜间 

1 3 类 65 55 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 

四、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排放和管理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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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量 

 

控 

 

制 

 

标 

 

准 

1、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建议指标 

核算三本帐，项目实施前后污染物减少，无需申请总量。 

2、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建议指标 

本次技改项目 1550、2330 冷轧酸再生站新增的酸性废水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

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

水处理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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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改造前工艺流程简述： 

宝钢湛江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 ARP 机组现有的“尾气净化处理”工艺是比较先进的长流程，包含多级除尘、两级气液分离等，具体

如下所示： 

 

图 1 目前 2030/1550 酸再生烟气净化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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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部分工艺流程简述： 

 

图 2  2030/1550 酸再生烟气净化改造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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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部分工艺流程说明： 

该工艺主要是通过新增电除雾器，对现有的烟气进行进一步净化处理，满足颗粒物超低

排放的改造要求。针对 ARP 机组的废气净化单元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湿式电除尘系统：在洗涤塔后引入“湿式电除尘系统”（主要为电除雾设备），洗涤

后的烟气经过“湿式电除尘系统”的处理后，“湿式电除尘系统”可以确保颗粒物指标满足“超低

排放”的要求。 

（2）氧化铁粉除尘系统：在氧化铁粉仓的顶部 4 套塑烧板除尘器基础上，通过对除尘器

的扩容，增加塑烧板数目达到增加除尘器过滤面积，将过滤风速降低到 0.7m/min 以下，改造

氧化铁粉仓入口管道中的焙烧炉下料段，增加管道耐磨度。 

（3）文丘里除尘系统：对文丘里除尘器子弹头部分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和更换，通过减小

喉口的截面积从而增大文丘里段烟气与文丘里循环液的相互作用，增强文丘里洗涤器的除尘

效率。 

（4）原系统废气风机：对原系统废气风机进行重新选型和更换，使改造后的系统稳定、

风机效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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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污染源分析： 

施工期污染源分析 

本次改造不涉及土建施工，主要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工程量较小，且工程时间较短，

因此本评价不对施工期进行影响分析。 

营运期污染源分析: 

一、大气污染源源强分析 

1、 本次技改项目污染源分析 

（1）ARP 机组的废气净化单元（新增湿式电除尘系统） 

由于原 ARP 机组的废气净化单元按颗粒物≤30mg/m3 设计，洗涤塔出口尾气的颗粒物无

法满足“超低排.放”的要求，因此，在原有的废气处理装置的基础上，新增湿式电除尘系统，

洗涤后的烟气经过“湿式电除尘系统”的处理后，将粉尘指标控制在 10mg/m3（干态）以内，

湿式电除尘系统的风量为 22000m3/h。本次改造后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1#、2#）机组废

气经 “酸再生站 ARP 机组烟气净化系统（现有）+电除尘系统（新增）”处理达标后，分别依

托原有 DA207、DA208、DA177、DA178 排气筒（36.5m）排放，颗粒物执行《关于推进实

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中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 10mg/m3。 

（2）ARP 机组的废气净化单元（氧化铁粉除尘系统改造） 

原酸再生氧化铁粉除尘系统按颗粒物≤30mg/m3 设计，尾气颗粒物无法满足“超低排放”的

要求，因此，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氧化铁粉仓的顶部 4 套塑烧板除尘器基础上，通过对除

尘器的扩容，增加塑烧板数目达到增加除尘器过滤面积，将过滤风速降低到 0.7m/min 以下，

改造氧化铁粉仓入口管道中的焙烧炉下料段，增加管道耐磨度，将粉尘指标控制在 10mg/m3

（干态）以内。本次改造后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氧化铁粉（1#、2#）的废气经 “酸再生

站 ARP 机组烟气净化系统（现有）+电除尘系统（新增塑烧板除尘器（改造）”处理达标后，

分别依托原有 DA209、DA210、DA179、DA180 排气筒（36.5m）排放，颗粒物执行《关于

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中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

10mg/m3。 

2、 “以新带老”削减量 

本次技改项目原 ARP 机组的废气净化单元的颗粒物排放标准由原环评《轧钢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5—2012）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提标到《关于推进实施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中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本项目技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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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排放量为 26.32t/a。 

技改前后各污染物的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 14 技改前后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名

称 
污染源 

排气筒

编号 

烟气流量

（m3/h）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

率（kg/h） 

排放量

（t/a） 

技

改

前 

2030 冷

轧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207 30000 颗粒物 30.00  0.90  5.40  

酸再生焙烧炉 2# DA208 30000 颗粒物 30.00  0.90  5.40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1# 
DA209 20000 颗粒物 30.00  0.60  3.75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2# 
DA210 20000 颗粒物 30.00  0.60  3.75  

1550 冷

轧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177 30000 颗粒物 30.00  0.90  5.40  

酸再生焙烧炉 2# DA178 30000 颗粒物 30.00  0.90  5.40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1# 
DA179 20000 颗粒物 30.00  0.60  3.75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2# 
DA180 20000 颗粒物 30.00  0.60  3.75  

小计 - - - - - - 36.60  

技

改

后 

2030 冷

轧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207 22000 颗粒物 10.00  0.22  1.32  

酸再生焙烧炉 2# DA208 22000 颗粒物 10.00  0.22  1.32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1# 
DA209 20000 颗粒物 10.00  0.20  1.25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2# 
DA210 20000 颗粒物 10.00  0.20  1.25  

1550 冷

轧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177 22000 颗粒物 10.00  0.22  1.32  

酸再生焙烧炉 2# DA178 22000 颗粒物 10.00  0.22  1.32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1# 
DA179 20000 颗粒物 10.00  0.20  1.25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2# 
DA180 20000 颗粒物 10.00  0.20  1.25  

小计 - - - - - - 10.28  

“以

新

带

老”

削

减

量 

2030 冷

轧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207 - 颗粒物 - - 4.08  

酸再生焙烧炉 2# DA208 - 颗粒物 - - 4.08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1# 
DA209 - 颗粒物 - - 2.50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2# 
DA210 - 颗粒物 - - 2.50  

1550 冷

轧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177 - 颗粒物 - - 4.08  

酸再生焙烧炉 2# DA178 - 颗粒物 - - 4.08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1# 
DA179 - 颗粒物 -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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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2# 
DA180 - 颗粒物 - - 2.50  

合计 - - - 颗粒物 - - 26.32  

二、水污染源源强分析 

本次技改项目 2030/1550冷轧酸再生站新增的湿式电除尘系统均会产生酸性废水 12m3/h，

所排废水温度 70℃以内，PH 值 2~3，含有铁粉，经现场调研可排入冷轧酸再生站各自的原废

水地坑，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

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水处理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 

三、噪声污染源源强分析 

本次技改项目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各类泵、风机及电机，其噪声源的源强为 80～90dB（A）。 

四、固体废物污染源源强分析 

本次技改项目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新增的氧化铁粉的量为 26.32t/a。 

五、项目技改前后“三本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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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项目技改前后各污染物“三本帐”一览表 

污染源 
排气筒

编号 
污染物 

现有项目

排放量

（t/a） 

拟建项目

排放量

（t/a） 

“以新带老”

削减量

（t/a） 

技改完成

后排放量

（t/a） 

增减量

（t/a） 

203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

炉 1# 
DA207 颗粒物 5.40  0 4.08  1.32  -4.08  

酸再生焙烧

炉 2# 
DA208 颗粒物 5.40  0 4.08  1.32  -4.08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1# 
DA209 颗粒物 3.75  0 2.50  1.25  -2.50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2# 
DA210 颗粒物 3.75  0 2.50  1.25  -2.50  

155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

炉 1# 
DA177 颗粒物 5.40  0 4.08  1.32  -4.08  

酸再生焙烧

炉 2# 
DA178 颗粒物 5.40  0 4.08  1.32  -4.08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1# 
DA179 颗粒物 3.75  0 2.50  1.25  -2.50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2# 
DA180 颗粒物 3.75  0 2.50  1.25  -2.50  

废水 冷轧废水 - 
酸性废

水 
0  0 0  0  0  

固体

废物 
氧化铁粉 29377  26.32 0 29403.32  26.32  

备注：固废为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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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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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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DA207） 
颗粒物 20000mg/m3 3600t/a 10mg/m3 1.32t/a 

酸再生焙烧炉

2#（DA208） 
颗粒物 20000mg/m3 3600t/a 10mg/m3 1.32t/a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1#

（DA209） 

颗粒物 20000mg/m3 2500t/a 10mg/m3 1.25t/a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2#

（DA210） 

颗粒物 20000mg/m3 2500t/a 10mg/m3 1.25t/a 

155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DA177） 
颗粒物 20000mg/m3 3600t/a 10mg/m3 1.32t/a 

酸再生焙烧炉

2#（DA178） 
颗粒物 20000mg/m3 3600t/a 10mg/m3 1.32t/a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1#

（DA179） 

颗粒物 20000mg/m3 2500t/a 10mg/m3 1.25t/a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2#

（DA180） 

颗粒物 20000mg/m3 2500t/a 10mg/m3 1.25t/a 

水 

污 

染 

物 

2030 冷轧酸再生站 酸性废水 75000 m3/a 

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

自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

理，预处理后的废水进入

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

后，最终进入中央水处理

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

业的循环补水 

1550 冷轧酸再生站 酸性废水 75000 m3/a 

固 

体 

废 

物 

2030/1550 冷轧酸再

生站 
氧化铁粉 26.32t/a 作为副产品回收利用 

噪 

声 
设备运行 Leq(A) 80~90dB(A) 48.8~53.5dB(A) 

其 

他 无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附另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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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次改造不涉及土建施工，主要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工程量较小，且工程时间较短，

因此本评价不对施工期进行影响分析。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一、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1、 污染防治措施及技术可行性分析 

1） ARP 机组的废气净化单元（新增湿式电除尘系统） 

湿式电除尘设备的主要原理是通过静电控制装置和直流高压发生装置，将交流电变成直

流电送至除雾装置中，在电晕线(阴极)和酸雾捕集极板(阳极)之间形成强大的电场，使空气分

子被电离，瞬间产生大量的电子和正、负离子，这些电子及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作定向运

动，构成了捕集酸雾和粉尘的媒介，同时使酸雾和粉尘微粒荷电，这些荷电的酸雾和粉尘粒

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作定向运动，抵达到捕集酸雾和粉尘的阳极板上，之后，荷电粒子在

极板上释放电子，于是酸雾和粉尘被集聚，在重力作用下流到储存槽中，这样就达到了净化

酸雾和粉尘的目的。“湿式电除尘系统”可以确保颗粒物指标满足“超低排放”的要求。 

2） 氧化铁粉除尘系统 

在氧化铁粉仓的顶部 4 套塑烧板除尘器基础上，通过对除尘器的扩容，增加塑烧板数目

达到增加除尘器过滤面积，将过滤风速降低到 0.7m/min 以下，改造氧化铁粉仓入口管道中的

焙烧炉下料段，增加管道耐磨度，改造后可以确保颗粒物指标满足“超低排放”的要求。 

2、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确定 

为了解技改项目排放污染物的影响，对湛江钢铁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单元的大气污

染物进行预测。 

（1） 预测因子和评价标准筛选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要求，结合项目工程分析，确

定大气环境影响评价预测内容及评价因子为：颗粒物，详见下表。 

表 16 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表 

评价因子 标准值/（mg/m3） 标准来源 

颗粒物 0.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生

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29 号）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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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染源参数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污染源参数见下表。 

表 17 本项目点源排放参数 

点源

编号 
污染源名称 

排气筒

编号 

排气筒

高度 

（m） 

排气筒

内径 

(m) 

烟气温

度 

(℃) 

烟气排气量 

（万 m3/h） 

污染物排放

速率 kg/h 

颗粒物 

1 

203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207 36.5 1 80 22000 0.22 

2 
酸再生焙烧炉

2# 
DA208 36.5 1 80 22000 0.22 

3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1# 
DA209 36.5 0.5 40 20000 0.20 

4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2# 
DA210 36.5 0.5 40 20000 0.20 

5 

155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177 36.5 1 80 22000 0.22 

6 
酸再生焙烧炉

2# 
DA178 36.5 1 80 22000 0.22 

7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1# 
DA179 36.5 0.5 40 20000 0.20 

8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2# 
DA180 36.5 0.5 40 20000 0.20 

（3） 估算模型参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本次采用 AERSCREEN 估算

模型对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进行预测。估算模型参数见下表。 

表 18 估算模式参数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农村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 

最高环境温度/℃ 38.1 

最低环境温度/℃ 2.8 

土地利用类型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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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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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方向/° - 

（4） 预测结果 

本项目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 19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颗粒物预测结果一览表 

离源

距离

(m) 

酸再生焙烧炉 1# 酸再生焙烧炉 2# 
酸再生氧化铁粉除尘

1# 

酸再生氧化铁粉除尘

2# 

浓度 占标率% 浓度 占标率% 浓度 占标率% 浓度 占标率% 

10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0.00  

25 0.0001  0.01  0.0001  0.01  0.0001  0.01  0.0001  0.01  

50 0.0004  0.04  0.0004  0.04  0.0005  0.06  0.0005  0.06  

75 0.0006  0.07  0.0006  0.07  0.0010  0.11  0.0010  0.11  

100 0.0008  0.09  0.0008  0.09  0.0010  0.11  0.0010  0.11  

125 0.0009  0.10  0.0009  0.10  0.0012  0.14  0.0012  0.14  

150 0.0010  0.11  0.0010  0.11  0.0015  0.16  0.0015  0.16  

175 0.0010  0.11  0.0010  0.11  0.0015  0.17  0.0015  0.17  

200 0.0009  0.10  0.0009  0.10  0.0015  0.16  0.0015  0.16  

300 0.0009  0.10  0.0009  0.10  0.0013  0.14  0.0013  0.14  

400 0.0007  0.08  0.0007  0.08  0.0017  0.19  0.0017  0.19  

500 0.0007  0.08  0.0007  0.08  0.0017  0.19  0.0017  0.19  

600 0.0009  0.10  0.0009  0.10  0.0017  0.18  0.0017  0.18  

700 0.0010  0.11  0.0010  0.11  0.0015  0.17  0.0015  0.17  

725 0.0010  0.12  0.0010  0.12  0.0015  0.17  0.0015  0.17  

800 0.0011  0.12  0.0011  0.12  0.0014  0.16  0.0014  0.16  

900 0.0010  0.12  0.0010  0.12  0.0013  0.14  0.0013  0.14  

1000 0.0010  0.11  0.0010  0.11  0.0012  0.13  0.0012  0.13  

1500 0.0008  0.08  0.0008  0.08  0.0012  0.13  0.0012  0.13  

2000 0.0006  0.07  0.0006  0.07  0.0011  0.12  0.0011  0.12  

2500 0.0006  0.06  0.0006  0.06  0.0009  0.10  0.0009  0.10  

3000 0.0005  0.06  0.0005  0.06  0.0008  0.09  0.0008  0.09  

3500 0.0005  0.05  0.0005  0.05  0.0007  0.08  0.0007  0.08  

4000 0.0004  0.05  0.0004  0.05  0.0006  0.07  0.0006  0.07  

4500 0.0004  0.04  0.0004  0.04  0.0005  0.06  0.0005  0.06  

5000 0.0004  0.04  0.0004  0.04  0.0005  0.05  0.0005  0.05  

（5） 评价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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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评价等级判定表 

点源

编号 
污染源名称 

排气筒

编号 

预测浓度

（mg/m3） 

占 标率

（%） 

距源中心下风向

距离 D（m） 
评价等级 

1 

203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207 0.0010  0.12  725 三级 

2 酸再生焙烧炉 2# DA208 0.0010  0.12  725 三级 

3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1# 
DA209 0.0017  0.19  400 三级 

4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2# 
DA210 0.0017  0.19  400 三级 

5 

155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DA177 0.0010  0.12  725 三级 

6 酸再生焙烧炉 2# DA178 0.0010  0.12  725 三级 

7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1# 
DA179 0.0017  0.19  400 三级 

8 
酸再生氧化铁粉

除尘 2# 
DA180 0.0017  0.19  400 三级 

技改项目 三级 

由上表可知，技改项目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三级评价可不进行进一步预测评价。 

（6） 预测结果分析 

技改后颗粒物最大落地浓度的贡献值为 0.0017 mg/m3，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29 号）二级标准，最大 1 小时平均浓

度的贡献值的占标率为 0.19%，本次技改对大气环境质量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作用，对于区域

污染物减排和控制是有利的，属于区域的环保性工程，大气环境影响为正面效应。 

综上所述，本项目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7） 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 

根据工程分析，本次技改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核算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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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
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3） 

核算排放速率/ 

（kg/h） 

核算年排放量/ 

（t/a） 

一般排放口 

1 DA207 颗粒物 10 0.22 1.32 

2 DA208 颗粒物 10 0.22 1.32 

3 DA209 颗粒物 10 0.20 1.25 

4 DA210 颗粒物 10 0.20 1.25 

5 DA177 颗粒物 10 0.22 1.32 

6 DA178 颗粒物 10 0.22 1.32 

7 DA179 颗粒物 10 0.20 1.25 

8 DA180 颗粒物 10 0.20 1.25 

有组织排放总计 

有组织排放总计 非甲烷总烃 10.28 

表 22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1 颗粒物 10.28 

（8）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表 23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级

与范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评价因子 

SO2+NOx 排放量 ≥2000t/a□ 500~2000t/a□ ＜500t/a□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颗粒物) 

其他污染物(     )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 D□ 其他标准☑ 

现状评价 

环境功能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类区□ 

评价基准年 （    ）年 

环境空气质量 

现状调查数据来

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现状补充监测□ 

现状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染源 

调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拟替代的污染源□ 
其他在建、拟建项目

污染源□ 

区域污染源

□ 

大气环境

影响预测

与 

评价 

预测模型 
AERMOD 

□ 

ADMS 

□ 

AUSTAL2000 

□ 

EDMS/AEDT 

□ 

CALPUFF 

□ 

网格模

型 

□ 

其他 

☑ 

预测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颗粒物)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正常排放短期浓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29 

度 

贡献值 

正常排放年均浓

度 

贡献值 

一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C 本项目最大标率＞10%□ 

二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C 本项目最大标率＞30%□ 

非正常排放 1h 浓

度 

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时长 

（）h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保证率日平均浓

度和年平均浓度

叠加值 

C 叠加达标□ C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量的

整体变化情况 
k≤-20%□ k＞-20%□ 

环境监测 

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颗粒物）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测□ 

环境质量监测 监测因子：（   ） 监测点位数（  ） 无监测□ 

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 

大气环境防护距

离 
无 

污染源年排放量 SO2:（  ）t/a NOx:（  ）t/a 
颗粒物:（10.28）

t/a 
VOCs:（   ）t/a 

注：“□”为勾选项，填“√”；“（）”为内容填写项 

二、地表水环影响分析 

1、 废水来源 

本次技改项目 2030/1550冷轧酸再生站新增的湿式电除尘系统均会产生酸性废水 12m3/h。 

2、 评级等级的确定 

本次技改项目酸性废水经 2030/1550 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废水进入

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水处理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T2.3-2018）“建设项目生产工艺中有废水产生，

但作为回水利用，不排放到外环境的，按三级 B 评级”，因此确定本次技改项目地表水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等级定为三级 B。 

3、 依托可行性分析 

1）冷轧废水处理站（酸性废水处理系统） 

2030 冷轧生产线和 1550 冷轧生产线各设 1 套冷轧废水处理系统。冷轧废水处理站用于

处理冷轧带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水，根据废水成分主要分为：乳化液废水处理系统；

浓油强碱废水处理系统；平整液废水处理系统；稀油弱碱废水处理系统；酸性废水处理系统。 

冷轧各机组排放的酸性废水、稀油弱碱废水处理系统出水流入酸性废水调节池，经一、

二级 pH 调整后流入絮凝槽进行混凝、絮凝反应，使悬浮物充分混合，然后流入斜板沉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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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进行泥水分离。斜板沉淀出水汇入最终中和池进行最终 pH 调整后，经过滤全部进入中央

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2330mm 冷轧处理站处理水量为 1.44×106m3/a 、1550mm 冷轧处理

站处理水量为 1.81×106m3/a。 

2）冷轧废水深度处理（B 系统） 

深度处理 B 系统主要处理经预处理后的冷轧废水和 A 系统一级反渗透浓水，主要污染物

为难降解的有机物和盐类等。冷轧废水深度处理系统处理规模为 1.3×104m3/d。工艺流程详见

图 3。 

 

达标冷轧废水 多介质过滤器 超滤单元 超滤产水箱 反渗透单元 

产水箱 回用水池 

A 系统一级反渗透浓水 

 

图 3  冷轧废水深度处理系统工艺流程图 

经预处理后的冷轧废水进入调节池，经超滤原水泵加压后送多介质过滤器，出水进入超

滤装置去除水中含有的大部分胶体及有机物，再与 A 系统一级反渗透浓水混合后经高压泵送

入反渗透装置去除水中的盐类等，最后产品水进入回用水池回用，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 

本次技改项目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产生的酸性废水温度 70℃以内，PH 值 2~3，含有

铁粉，经现场调研可排入冷轧酸再生站各自的原废水地坑，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冷轧

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水处理厂

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酸性废产生量均为 12m3/h（合

计 7.5×104m3/a），分别占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的的比例为 5.2%、4.1%，占冷轧废水深度处理（B

系统）的 比例为 3.1%，其废水量较小，其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站和冷轧废水深度处理（B 系

统）可以满足本次技改项目酸性废水的处理要求，且尚有余量，因此，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

成明显的影响。 

三、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技改项目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各类泵、风机及电机，其噪声源的源强为 80～90dB（A），

为了减小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风机和电机选用低噪音的产品，排气洗净塔泵及电

机设单独隔音室，风机设单独基础，进出口设补偿器，将噪声控制在规范规定的标准以内，

厂内四周较为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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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噪声影响预测结果 

预

测

点 

噪声

源 

单台噪

声值 

数

量 

叠加噪

声值 

减振、

隔声 

各源距厂

界距离 

距离

衰减 

贡

献

值 

背

景

值 

预

测

值 

执行

标准 
达标

情况 

dB（A） 台 dB（A） m dB（A） 

厂

界

东 

风机 90 4 96.02  20 4230 71.5  4.5  

50.1 50.1  65 达标 
泵 85 2 91.02  20 4230 72.0  0  

厂

界

南 

风机 90 4 96.02  20 710 56.0  20.0  

50.2 50.2  65 达标 
泵 85 2 91.02  20 710 56.0  15.0  

厂

界

西 

风机 90 4 96.02  20 1510 62.5  13.5  

53.5 53.5  70 达标 
泵 85 2 91.02  20 1510 62.5  8.5  

厂

界

北 

风机 90 4 96.02  20 1580 62.9  13.1  

48.8 48.8  70 达标 
泵 85 2 91.02  20 1580 62.9  8.1  

由上表预测结果，厂界东、南面噪声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厂界西、北面噪声值达到 4 类标准。在此前提下，技改项目设

备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四、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技改后新增的氧化铁粉量为 26.32t/a，经收集后作为副产品回收利用。 

五、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技改项目属于 N7722 大气污染治理，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964-2018）附录 A，技改项目属于Ⅳ类项目，占地规模为小型,技改项目所在地周边 50m

范围内不存在耕地、园地、牧草地、饮用水水源或居民区、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

土壤环境敏感目标，土壤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感。 

综上所述，根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别、占地规模与敏感程度，技改项目不开展土

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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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计划 
一、环保竣工验收要求 

为确保技改项目环保治理设施（措施）的落实，列出了技改项目主要环保设施“三同时”

验收一览表。 

表 25 技改项目主要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项

目 
设施或污染源名称 

验收因

子 
控制措施 执行标准 

废

气

治

理 

203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颗粒物 

经 “酸再生站ARP机组烟气净化

系统（现有）+电除尘系统（新增）”

处理达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207、DA208 排气筒（36.5m）

排放 

颗粒物的排放浓度

执行《关于推进实施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的意见》（环大气

[2019]35 号）中钢铁

企业超低排放指标

限值 

酸再生焙烧炉

2# 
颗粒物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1# 
颗粒物 

氧化铁粉仓顶废气颗粒物经 

“ 塑烧板除尘器（改造）”处理达

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209、

DA210 排气筒（36.5m）排放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2# 
颗粒物 

155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颗粒物 

经 “酸再生站ARP机组烟气净化

系统（现有）+电除尘系统（新增）”

处理达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177、DA178、排气筒（36.5m）

排放 

酸再生焙烧炉

2# 
颗粒物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1# 
颗粒物 

氧化铁粉仓顶废气颗粒物经 

“ 塑烧板除尘器（改造）”处理达

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179、

DA180 排气筒（36.5m）排放 

酸再生氧化铁

粉除尘 2# 
颗粒物 

废

水

治

理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

站湿式电除尘系统酸性

废水 

pH 

酸性废水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

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

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水处

理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业的

循环补水 

- 

噪

声

治

理 

设备运行 

等效连

续 A 声

级 

选用低噪设备，并在厂内合理布

局 

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 

固

体

废

物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 氧化铁粉 作为副产品回收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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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监测计划 

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建设项目运营期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状况，若企业不具备监测条件，

需委托当地环境监测站监测或相关有资质监测单位，监测结果以报告的形式上报当地环保

部门。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总则》（HJ942-2018)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钢铁工业》（试行）(HJ 

846-2017)，排污单位应按照规定对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因此，除了环保主管部门的

监督监测外，公司还应开展常规监测，以掌握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运营期的污染源监测

内容应符合实际生产现状，公司在制作监测计划应充分考虑各类污染物排放情况，监测结

果作为上报依据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本项目污染源监计划见下表。 

表 25 污染源监测计划一览表 

监测对

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

次 
执行标准 

废气 

203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颗粒物 1次/季度 

颗粒物的排放浓度执行《关于

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

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

中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 

酸再生焙烧炉 2# 颗粒物 1次/季度 

酸再生氧化铁粉除

尘 1# 
颗粒物 1次/季度 

酸再生氧化铁粉除

尘 2# 
颗粒物 1次/季度 

155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炉 1# 颗粒物 1次/季度 

酸再生焙烧炉 2# 颗粒物 1次/季度 

酸再生氧化铁粉除

尘 1# 
颗粒物 1次/季度 

酸再生氧化铁粉除

尘 2# 
颗粒物 1次/季度 

噪声 厂界 
昼间、夜间等

效连续A声级 

1 次/季

度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的 3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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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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203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

炉 1# 
颗粒物 

经 “酸再生站 ARP 机组烟气净化系统

（现有）+电除尘系统（新增）”处理

达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207、DA208

排气筒（36.5m）排放 

颗粒物的排放浓度

执行《关于推进实

施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的意见》（环大

气[2019]35 号）中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

指标限值，不会对

周围环境造成明显

的影响 

酸再生焙烧

炉 2# 
颗粒物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1# 
颗粒物 

氧化铁粉仓顶废气颗粒物经 “ 塑烧

板除尘器（改造）”处理达标后，分别

依托原有 DA209、DA210 排气筒

（36.5m）排放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2# 
颗粒物 

1550

冷轧

酸再

生站 

酸再生焙烧

炉 1# 
颗粒物 

经 “酸再生站 ARP 机组烟气净化系统

（现有）+电除尘系统（新增）”处理

达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177、

DA178、排气筒（36.5m）排放 
酸再生焙烧

炉 2# 
颗粒物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1# 
颗粒物 

氧化铁粉仓顶废气颗粒物经 “ 塑烧

板除尘器（改造）”处理达标后，分别

依托原有 DA179、DA180 排气筒

（36.5m）排放 
酸再生氧化

铁粉除尘 2# 
颗粒物 

水 

污 

染 

物 

 2030/1550 冷轧酸

再生站湿式电除尘

系统酸性废水 

pH 

酸性废水由泵提升至 2030/1550 各自

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预处理后的

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

最终进入中央水处理厂回用水池，作

为全厂工业的循环补水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

成明显的影响 

固 

体 

废 

物 

2030/1550 酸再生站 
氧化铁

粉 
26.32t/a 

作为副产品回收利

用，不会对周围环

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噪 

声 
设备运行 噪声 

建设单位安装设备时选用低噪设备，

并采取相应的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

成明显的影响 

其 

他 
无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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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一、项目概况 

为了达到“超低排放”水平，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拟建湛江钢铁冷轧 2030/1550 酸再生机

组环保排放系统改造工程（以下简称“技改项目”），位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冷轧单元内，

中心坐标为 110.519702°E、21.055563°N，总投资 1970万人民币，本次技改项目主要在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废气净化单元的洗涤塔后新增 4 套湿式电除尘系统，并对原系统废气风机进行改

造、对氧化铁粉除尘系统塑烧板进行扩容改造、对二级文丘里候口进行改造和加固氧化铁粉仓

焙烧炉下料段管道。 

二、评价结论 

（一）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结论 

1、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根据湛江市区范围内 6 个国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的自动监测数据统计，2017 年湛江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优良，全年优良天数 327 天，优良率为 90.1％。市区 SO2、NO2年

均浓度值和 CO（24 小时均值）全年日均值的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中一级标准；PM10、PM2.5 年均浓度值和 O3 全年日最大 8 小时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二级标准，湛江市区范围内 SO2、

NO2、PM10、PM2.5、CO 和 O3 污染物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

改单（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29 号）的二级标准，属于达标区。 

2、 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本次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引用《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8

年 12 月）对东海岛东部海域进行海水水质监测的数据，由监测结果可知，由监测结果可知，

监测点位无机氮、BOD、PH 值标准指数大于 0.5，说明湛江湾内海域各海洋功能区海水水质

已受到活性磷酸盐污染和无机氮、COD、pH 值的影响，但各因子均能达到《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第三类标准要求，表明东海岛东部海域水质一般。 

3、 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为了解现有项目噪声排放的情况，引用《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8 年 12 月）中 2018 年 1 月 28 日、1 月 29 日的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声环境现状监测

结果表明，项目厂界 N1~N5、N15~N17 监测点昼、夜监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4 类标准限值要求； N6~N14 监测点昼、夜监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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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次改造后 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1#、2#）机组废气经 “酸再生站 ARP 机组烟气净

化系统（现有）+电除尘系统（新增）”处理达标后，分别依托原有 DA207、DA208、DA177、

DA178 排气筒（36.5m）排放；2030/1550 冷轧酸再生站氧化铁粉（1#、2#）的废气经 “酸再

生站 ARP 机组烟气净化系统（现有）+电除尘系统（新增塑烧板除尘器（改造）”处理达标后，

分别依托原有 DA209、DA210、DA179、DA180 排气筒（36.5m）排放，颗粒物执行《关于推

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中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10mg/m3。 

由预测结果得，技改后颗粒物最大落地浓度的贡献值为 0.0017 mg/m3，符合《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29 号）二级标准，最大 1 小时

平均浓度的贡献值的占标率为 0.19%，本次技改对大气环境质量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作用，对于

区域污染物减排和控制是有利的，属于区域的环保性工程，大气环境影响为正面效应，因此，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2、 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次技改项目2030/1550冷轧酸性废水由泵提升至2030/1550各自冷轧废水处理站预处理，

预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冷轧废水深度处理达标后，最终进入中央水处理厂回用水池，作为全厂工

业的循环补水，因此，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3、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次技改项目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各类泵、风机及电机，为了减小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建

设单位风机和电机选用低噪音的产品，并采取相应的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将噪声控制在规

范规定的标准以内，厂内四周较为空旷，由预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预测值达到《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在上述的前提下，技改项目设备噪声对周

围环境影响不大。 

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次技改后 2030/1550 酸再生站氧化铁粉的新增 26.32t/a，经收集后作为副产品回收利用，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二）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 

技改项目属于 N7722 大气污染治理，经查阅产业政策相关文件，技改项目不属于国家《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版）中限制类、淘汰类。因此，技改项目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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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选址合理合法性 

技改项目属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的子项目，位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冷轧单元内，

为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既有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上所述，技改项目所在区域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二、总结论 

技改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广东省相关产业政策，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评价可行，通过

采取环评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后，废气和废水能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能得到合理处置。因此，技

改项目若能进一步落实本评价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与建议，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在

此前提下，本报告认为技改项目的建设从环保角度而言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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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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一、本报告表应附以下附件、附图： 

附件 1 立项批准文件 

附件 2 其他与环评有关的行政管理文件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应反映行政区划、水系、标明纳污口位置和地形地貌等） 

附图 2 项目平面布置图 

二、如果本报告表不能说明项目产生的污染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应进行专项评价。根据

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当地环境特征，应选下列 1—2 项进行专项评价。 

1.大气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2.水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3.生态影响专项评价 

4.声影响专项评价 

5.土壤影响专项评价 

6.固体废弃物影响专项评价 

以上专项评价未包括的可另列专项，专项评价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的要求进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