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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动情况

1.1变动前已验收项目情况

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21 日，注册资金 1855 万元，

注册地址位于邳州市议堂镇工业园，法人代表孙诚，经营范围为消防器材制造、

销售及维修（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除外）；灭火药剂加工、销售；金属压力容

器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开展了《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

公司消防器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取得环评批

复（邳环项表[2007]04 号）；投产后因企业烘干工序采用自然通风，已不能满足

生产及质量要求，因此对烘干供需增设了液化石油烘干热源，并于 2015 年 1 月

开展了《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项目变更说明》，2015 年 2

月 9 日取得环评批复（邳环项表[2015]05 号）；2016 年 7 月进行竣工验收，并

取得验收意见。

公司原干粉灭火器筒体均外购，生产工艺主要为组装，后因公司发展需求，

该公司增加干粉灭火器筒体制造，于 2015 年底建成并投产，2016 年 10 月企业

对照厂区实际情况自查整改，2017 年 2 月 15 日取得《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

司消防器材生产二期项目自查评估报告的审核意见》（邳环核[2017]310 号）。

随着技术的先进，企业淘汰原有 221 台设备，新购置先进设备 180 台套，并在原

有基础上将灭火器筒体焊接工艺改为自动焊接，增加退火、冷拔、调质新工艺；

淘汰灭火剂配套 0.98t/h 燃煤锅炉，改为 1.5t/h 天然气锅炉。双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编制《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灭火器筒体制造技术改造及锅炉技改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取得徐州市邳州生态环境局（原邳州

市环境保护局）批复（邳环项表[2019]86 号）。

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首次取得徐州市生态环境局下发

的《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91320382749440892X001Z）。

1.2变动内容

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及二期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发生部

分变动，变动具体情况见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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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变动前 变动后 变动原因
是否纳入

环评管理

1 性质 新建 未变动 /

对照《建

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

理名录》

（2021 年

版），项

目变动内

容不纳入

环评管理

范围，纳

入排污许

可管理。

2 规模
年产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120 万具，手提式二

氧化碳灭火器 80 万具，干粉灭火器灭火剂
6000t

未变动 /

3 地点 邳州市议堂镇台商工业园区 未变动 /

4 生产工艺

二氧化碳灭火器筒体：下料-收底收口-打孔-
车丝-打磨-抛丸-水检/退火-抛丸-冷拔-调质-
车丝-打磨-抛丸-水压试验-打码-喷涂-烘干-

装阀-充装-气密试验-成品

未变动 /

干粉灭火器灭火剂：投料-混合研磨-投料-
搅拌烘干-分装

未变动 /

干粉灭火器筒体：自动制管-焊接-旋切/筒体

剪板-卷圆-焊接/封头落圆-拉伸-切口、缩口-
冲孔-焊接-探伤-退火-水压试验-气密试验-
装底座-喷涂-烘干-充装-浸水试验-成品

未变动 /

5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废

水

生活废水

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一体式动力污

水设备处理后接管至邳州市议堂镇污水处

理厂进一步处理

未变动 /

生产废水
锅炉浓排水及纯水制备浓排水，作为清下水

排入雨水管网
未变动 /

废

气

天然气燃烧废气 收集后经 8m 高排气筒排放 风机+8m 高排气筒（DA001）

加强废气处理

分装废气 /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2）
混合研磨搅拌粉尘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3）
二氧化碳灭火器筒

体喷粉废气
滤筒+旋风+15m 高排气筒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4）

干粉灭火器筒体固 / UV 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15m 高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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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变动前 变动后 变动原因
是否纳入

环评管理

化废气 （DA005）
抛丸废气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6）

干粉灭火器筒体喷

粉废气
滤筒+旋风+15m 高排气筒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7）

二氧化碳灭火器筒

体固化废气
/ UV 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15m 高排气筒

（DA008）
抛丸废气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9）
退火废气 收集后经 8m 高排气筒排放 风机+8m 高排气筒（DA010）
焊接废气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11）
焊接废气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 袋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12）

固

废

一般固废 设置一般固废堆场 未变动 /
危险固废 设置危废暂存间 未变动 /
生活垃圾 垃圾桶内暂存，委托环卫清运 未变动 /
噪声 合理布局车间内设备、厂房隔声等 未变动 /



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及二期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4

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及二期项目中主体工程及配套环

保设施均已建设，根据表 1.2-1，项目实际生产过程中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分装粉尘废气原为无组织排放，实际生产过程中分装废气收集后经布袋

除尘器进行处理，然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项目喷粉废气原为收集后经滤

筒+旋风除尘器处理后排放，实际生产过程中喷粉废气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处理，

然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项目原环评及自查报告未评价固化废气，实际生

产过程中固化废气收集经 UV 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

筒排放。

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变动均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未增加污染物浓

度、种类和总量的增加，降低了环境风险，加强了环境保护，对照江苏省环保厅

颁布的《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

不属于重大变动。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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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

[2015]52 号）文件以及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本项目建设生产过程中存在变动，但不属

于重大变动，纳入排污许可证变更管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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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2.1 项目概况

2.1.1原辅用料

项目原辅用量未变动，具体见表 2.1-1。

表 2.1-1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一览表

序号 物料名称 年耗量（t/a） 包装方式 运输方式 来源

1 无缝钢管 7000 散装 汽运 外购

2 钢板 1000 散装 汽运 外购

3 卷板 2000 散装 汽运 外购

4 焊丝 2.5 袋装 汽运 外购

5 塑粉 7.5 袋装 汽运 外购

6 钢丸 10 袋装 汽运 外购

7 阀头 200 万只 散装 汽运 外购

8 二氧化碳 3200 罐装 汽运 外购

9 天然气 7 管道 / 外购

10 氩气 15.6 瓶装 汽运 外购

11 氧气 28.5 瓶装 汽运 外购

12 液压油 1.3 桶装 汽运 外购

13 机油 0.2 桶装 汽运 外购

14 磷酸铵 5300 袋装 汽运 外购

15 硫酸铵 1700 袋装 汽运 外购

16 云母粉 70 袋装 汽运 外购

17 白炭黑 170 袋装 汽运 外购

18 硅油 30 桶装 汽运 外购

2.1.2生产设备

项目生产过程中生产设备未发生变动，具体见表 2.1-2。

表 2.1-2 项目设备变化一览表 台/套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环评批复量 实际数量 变化量

1 数控锯床 GZ4232A 1 1 0

2 万向摇臂钻床 Z32K 1 1 0
3 摇臂钻床 Z3040 1 1 0

4 立式钻床 Z5040 1 1 0
5 牛头刨床 B6050 1 1 0

6 钢瓶滚字设备 CC-GP-GZ-180 1 1 0

7 数控车床
CC-GP-SK 2 2 0

CC-GP-GZ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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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环评批复量 实际数量 变化量

/ 1 1 0

8 车床

/ 2 2 0

CS6140 1 1 0
CZG280 1 1 0

9 平面磨床 MT150H 1 1 0
10 打磨车床 C620-1 2 2 0

11 抛丸清理机 QGY-3 1 1 0
12 旋压收口机 NY-180 2 2 0

13 旋压收口机 / 2 2 0
14 中频加热炉 / 3 3 0

15 钢瓶打凹机 / 3 3 0

16 空气压缩机

ET201203 1 1 0

ET20120 1 1 0
SH-150-D 1 1 0

ZLS40HI/8 1 1 0
KV-2.4/30 1 1 0

17 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KB-15 4 4 0
18 螺杆空压机 EAS50J18 1 1 0

19 螺杆空压机 ZLS50HJ18 1 1 0
20 螺杆空压机 KV-2.413.D 1 1 0

21 螺杆式压缩机 MAM670 1 1 0
22 底部气密机 / 1 1 0
23 气密性实验装置 / 1 1 0

24 水压试验设备

CC-GF-SY 1 1 0
CC-GF-QF 1 1 0

/ 1 1 0
SY-II 4 4 0

25 气密试验机
/ 2 2 0
/ 4 4 0

26 內膛刮底机 150T 1 1 0
27 冷拔机 120T 1 1 0
28 齐口机 Y180 1 1 0

29 退火炉
RJ-180-9 1 1 0

/ 1 1 0
30 回火炉 RM-120-6 1 1 0
31 淬火炉 / 1 1 0
32 闭式冷却塔 50T/H 1 1 0
33 超声波探伤机 / 1 1 0
34 外侧法试验装置 / 1 1 0
35 打码机 / 3 3 0
36 底箍打码机 / 2 2 0
37 钢印刻字机 / 1 1 0
38 自动灌装机 ZWGZ-20A 5 5 0
39 印花包装自动线 /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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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环评批复量 实际数量 变化量

40 捆轧机 MH-101A 2 2 0
41 捆轧机 FXC-5050A 1 1 0
42 压缩空气干燥机 PG-10RW 1 1 0
43 压缩空气干燥机 J-XD01/25 1 1 0
44 冷冻干燥机 ED-50F 2 2 0
45 离心风机 9-19NO.6.3 1 1 0
46 离心风机 4-72NO.3.6A 1 1 0
47 离心风机 4-72NO.4A 1 1 0
48 冷干机 ED-20F 1 1 0
49 粉碎机 LF-75 3 3 0
50 混合干燥机 LDHGT 3 3 0
51 混合搅拌机 LDH-6 3 3 0
52 振动筛分机 ZS1500-1 4 4 0
53 燃气锅炉 WNS1.5-1.0-YQ 1 1 0
54 固定台式压边机 JD21-100 1 1 0
55 固定台式压边机 J21-125 1 1 0
56 可倾压边机 J23-120 1 1 0
57 可倾压边机 J23-16 1 1 0
58 送料机 / 3 3 0

59 剪板机
Q11-3*15 2 2 0

QC12Y-6*2500 1 1 0
Q11-3*1500 1 1 0

60 自动冲床
JF21-125 1 1 0

JF25-16DB 1 1 0

61 冲床
/ 1 1 0

JC21-80 1 1 0
62 自动送料机 / 4 4 0
63 自动制管机 / 4 4 0
64 在线切割机 U-CF-QC 2 2 0
65 筒体双压边机 / 2 2 0
66 环缝机 HF-III 4 4 0
67 环焊机 / 2 2 0
68 环缝自动焊接设备 / 2 2 0
69 环缝自动焊接机 ZDH 2 2 0
70 自动压底箍机 / 3 3 0
71 底箍机 / 1 1 0
72 底箍切割压腰机 / 1 1 0
73 底箍翻边机 / 1 1 0
74 底箍压腰机 / 1 1 0
75 直缝机 / 2 2 0
76 直缝焊机 / 1 1 0
77 自动直缝焊机 YTLMZF-1200 2 2 0

78 卷圈机
/ 2 2 0

YTLYZJ 1 1 0

79 井口焊机
HF-III 1 1 0

/ 1 1 0
80 压力机 JA21-165A 1 1 0
81 切园机 / 1 1 0
82 液压机 125T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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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环评批复量 实际数量 变化量

83 液压机 Y28-200/300 1 1 0
84 二工位齐口机 / 1 1 0
85 缩口机 SK-400 1 1 0
86 缩口齐口机 / 1 1 0
87 阀座焊机 / 1 1 0

88 电焊机

YD-5/00GS 1 1 0
NBC-350C 1 1 0
NBC-250Y 1 1 0

NB-500 1 1 0
/ 1 1 0

KRII-400-1 1 1 0
89 气保电焊机 NBC-350 1 1 0
90 气保电焊机 / 1 1 0
91 氩弧焊机 WSM-315 1 1 0

92 数控拉伸机
YL63/225-WC 2 2 0
YL63/280-WC 1 1 0

93 车边机 / 1 1 0
94 钻铣床 ZX6350D 1 1 0

2.1.3生产工艺

项目二氧化碳灭火器筒体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1-1，干粉灭火器筒体生产工

艺流程见图 2.1-2，干粉灭火剂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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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二氧化碳灭火器筒体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流程简述：

（1）筒体制做

下料：项目外购无缝钢管，利用剪板机根据规格要求对钢管进行断料、切割

处理，该工序主要污染物为边角料 S1-1、噪声 N1-1。

收底收口：利用刮口机、内膛刮底机等对钢管上下部分进行收边处理，该工

序主要污染物为噪声 N1-2。

打孔：利用钻铣床对筒体进行打孔，该工序主要污染物为噪声 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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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丝：利用钻床对局部进行螺纹制作，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金属废屑 S1-2、

噪声 N1-4。

打磨：根据需求利用磨床对筒体局部进行打磨处理，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金

属废屑 S1-3、噪声 N1-5。

抛丸：经加工后的筒体在利用抛丸机进行抛丸处理。此过程会产生抛丸粉尘

G1-1、废钢珠 S1-4、噪声 N1-6。

水检：筒体加工后放置水中检查气密性，合格品进入下一工序，不合格品厂

家回收后综合利用，水检用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外排，此过程会产生不合

格品 S1-5。

（2）筒口、筒底制作

退火：本次新增退火工序，目的是降低硬度，改善钢材切削加工性；无缝钢

管经下料加工后，进入退火炉将金属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

以适宜速度冷却。退火炉供热采用天然气加热，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天然气燃烧

废气 G1-2。

抛丸：利用抛丸机进行抛丸处理。此过程会产生抛丸粉尘 G1-3、废钢珠 S1-6、

噪声 N1-7。

冷拔：抛丸后新增冷拔工序，利用冷拔机对抛光后的产品在常温的条件下进

行拉拔达到一定的形状和一定的力学性能，此过程会产生噪声 N1-8。

调质：本次技改新增调质工序，产品经拉拔后再经高温回火处理一下，主要

调整金属的硬度。

车丝：利用钻床对封头进行螺纹处理，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金属废屑 S1-7、

噪声 N1-9。

打磨：根据需求利用磨床对局部进行打磨处理，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金属废

屑 S1-8、噪声 N1-10。

抛丸：经加工后的筒体在利用抛丸机进行抛丸处理。此过程会产生抛丸粉尘

G1-4、废钢珠 S1-9、噪声 N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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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检：筒体加工后放置水中检查气密性，合格品进入下一工序，不合格品厂

家回收后综合利用，水检用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外排，此过程会产生不合

格品 S1-10。

打码：利用打码机在筒体上部进行编号，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金属废屑 S1-11、

噪声 N1-12。

（3）涂装

喷涂：本项目喷涂工艺位于涂装室内进行，采用干法喷涂，喷涂原理为静电

喷涂，全程为机械操作，此工序会产生粉尘 G1-5、噪声 N1-13。

烘干：烘干由天然气锅炉统一供热，根据项目需求，温度设定为 180℃，粉

末在烘干过程未达到树脂的分解温度，且物质之间不发生化学反应，仅在物理混

合过程产生少量有机废气，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天然气燃

烧废气 G1-6、有机废气 G1-7、噪声 N1-14。

装阀：项目外购阀门，人工进行安装。

充装：项目外购 CO2进行充装。

气密试验：充装后将灭火器筒体直接放入水池中检查气密性，如发生泄漏，

利用试验机检验泄露原因，并返回加工程序进一步处理，合格品即为成品，水检

用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外排，

成品：成品放入成品仓，利用社会车辆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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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干粉灭火器筒体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流程简述：

（1）钢卷

自动制管：项目外购钢卷，根据需求利用在线切割机对钢卷进行剪裁，此过

程会产生噪声 N2-1。

焊接：本项目手工焊技改为自动焊，焊接点位于全自动剪板线上方，卷圈切

割后进行齐缝焊接，项目位于焊接工序安装固定式焊烟净化器，经处理后的烟尘

有组织排放，此过程会产生焊接烟尘 G2-1、焊渣 S2-1、噪声 N2-2。

旋切：焊接后的灭火器筒体在自动生产线上方旋切，此过程会产生噪声 N2-3。

缩口：利用缩口机对筒体进行缩口处理，此过程会产生噪声 N2-4。

（2）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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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体剪板：项目外购钢板，根据需求利用剪板机对钢板进行裁剪，此过程会

产生边角料 S2-2、噪声 N2-5。

卷圈：钢板裁剪后进入自动制管机对钢板进行剪裁机卷板处理，此过程会产

生噪声 N2-6。

焊接：利用电焊机进行接口焊接，焊接点位位于全自动生产线上方，钢板卷

圈后自动焊接，项目位于焊接工序安装固定式焊烟净化器，经处理后的烟尘有组

织排放。焊接后的筒体同样进行缩口处理。此过程会产生焊接烟尘 G2-2、焊渣

S2-3、噪声 N2-7。

（3）封头

封头落圆：项目外购钢板，利用卷板机进行卷板处理，此工序会产生边角料

S2-4、噪声 N2-8。

拉伸：利用拉伸机对钢板进行拉拔，此工序会产生噪声 N2-9。

切口缩口：钢板裁剪后利用旋压收口机对筒体边角处理，此过程会产生噪声

N2-10。

冲孔：主要利用冲床对封头冲孔处理，此过程会产生噪声 N2-11。

（4）底座加工

底座加工：主要底箍剪板、卷圆、焊接、滚钢印等加工工序，钢板剪板后利

用卷圈机卷板处理，在利用焊机进行直缝焊接、焊接后利用翻边机进行翻边，并

利用钢瓶打凹机编码。此工序会产生边角料 S2-5、焊接烟尘 G2-3、焊渣 S2-6、噪声

N2-12。

（5）涂装

焊接：将加工后的筒体、封头进行组装，利用电焊机焊接，此工序主要污染

物为焊接烟尘 G2-4、焊渣 S2-7、噪声噪声 N2-13。

探伤：利用超声波探伤机对筒体进行检验。

退火：本次新增退火工序，目的是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无缝钢管经

下料加工后，进入退火炉将金属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

宜速度冷却。目的是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退火炉供热采用天然气加热，

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天然气燃烧废气 G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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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试验：利用水压试验机对筒体进行检验。

气密试验：水压检验后在进入气密试验池检查气漏，试验池用水循环使用，

不外排，定期添加新鲜水。

装底座：底座加工后，与筒体进行组装。

喷涂：本项目喷涂工艺位于涂装室内进行，采用干法喷涂，喷涂原理为静电

喷涂，全程为机械操作，此工序会产生粉尘 G2-6、噪声 N2-14。

烘干：烘干由天然气锅炉统一供热，根据项目需求，温度设定为 180℃，粉

末在烘干过程未达到树脂的分解温度，且物质之间不发生化学反应，仅在物理混

合过程产生少量有机废气，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此工序主要污染物为天然气燃

烧废气 G2-7、有机废气 G2-8、噪声 N2-15。

装阀：项目外购阀门，人工进行安装。

充装：项目自生产干粉灭火剂，利用充装设备进行充装。

浸水试验：充装后将灭火器筒体直接放入水池中检查气密性，如发生泄漏，

利用试验机检验泄露原因，并返回加工程序进一步处理，合格品即为成品，水检

用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外排，

成品：成品放入成品仓，利用社会车辆进行运输。

图 2.1-3 干粉灭火剂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流程简述：

（1）投料：将外购的硫酸铵、硫酸一铵等采用人工投料至输料斗，投料过

程中会产生粉尘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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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合研磨：通过输料管道将投料好的物料送至超微粉碎机进行混合研

磨，该过程在密闭的容器中进行，会产生粉尘废气和机械噪声。

（3）搅拌烘干：将研磨好的硫酸铵、硫酸一铵与白炭黑、云母粉通过输料

管道送至干燥机内进行烘干处理，采用燃气锅炉提供蒸汽热源，加热方式为间接

加热。该过程会产生锅炉燃烧废气、搅拌粉尘、机械噪声和蒸汽冷凝水。

（4）分装：经出料斗进行灭火剂分装，送入已批已验的干粉灭火器生产线

进行生产使用。该过程会产生少量粉尘废气。

2.2污染源变更分析

2.2.1废气污染源变更分析

项目废气产污环节主要为天然气燃烧、灭火剂分装、混合研磨搅拌、喷粉固

化、抛丸、退火燃料燃烧、焊接等工序。参考《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

器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二

期项目自查评估报告》及《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灭火器筒体制造技术改造

及锅炉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天然气燃烧、退火燃料燃烧、焊接、抛丸等

工序废气已做定量分析，灭火剂分装、混合研磨搅拌、喷粉固化等工序废气本次

评价重新进行定量分析。

（1）喷塑固化废气

参考《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 3333 金属制品业、34

通用设备制造业、35 专用设备制造业、36 汽车制造业、37 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431 金属制品修理、432 通用设备修理、433 专用设

备修理、43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修理（不包括电镀工艺）行业系

数手册》中表 14 涂装，喷塑废气颗粒物产生量为 300 千克/吨-原料，喷塑后固

化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产生量为 1.20 千克/吨-原料。根据建设单位提供

资料，项目塑粉年用量为 7.5t，故喷塑过程粉尘产生量为 2.25t/a，有机废气产生

量为 0.009t/a。项目喷塑共计 2 条生产线，每条线喷塑粉尘收集进入布袋除尘器

进行处理，然后各自通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除尘器处理效率为 99%，风

机风量为 5000m3/h，则每条线喷塑废气有组织排放量为 0.011t/a，排放速率为

0.009kg/h，排放浓度为 1.8mg/m3。项目每条线固化废气收集后进入 UV 光氧催

化+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然后各自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项目有机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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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效率为 60%，风机风量为 5000m3/h，则每条线固化废气有组织排放量为

0.002t/a，排放速率为 0.002kg/h，排放浓度为 0.4mg/m3。

（2）混合研磨搅拌粉尘

参考《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二期项目自查评估报告》，

项目干粉灭火器灭火剂生产过程中，混合研磨粉尘产生量为 2t/a，搅拌工序粉尘

产生量为 2t/a，混合研磨搅拌工序粉尘共计产生量为 4t/a，该工序粉尘废气收集

后进入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然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除尘器处理效率为

99%，风机风量为 10000m3/h，混合研磨搅拌工序粉尘处理后有组织废气排放量

为 0.04t/a，排放速率为 0.017kg/h，排放浓度为 1.7mg/m3。

（3）分装粉尘

参考《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二期项目自查评估报告》及

实际生产情况，项目干粉灭火器灭火剂生产过程中，分装粉尘产生量约为充装量

的 0.1%，项目年产灭火剂 6000t，故分装粉尘产生量约为 6t/a。该工序粉尘废气

收集后进入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然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收集效率为95%，

除尘器处理效率为 99%，风机风量为 10000m3/h，则分装粉尘处理后有组织废气

排放量为 0.057t/a，排放速率为 0.024kg/h，排放浓度为 2.4m g/m3。

参考《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灭火器筒体制造技术改造及锅炉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废气核算情况，项目全厂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情况见表

2.2-1。

表 2.2-1 项目废气排放情况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物
产生量
t/a

产生速率
kg/h

产生浓度
mg/m3 治理措施 排放量 t/a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DA001
SO2 0.008 0.0017 0.83

/
0.008 0.0017 0.83

NOx 0.0374 0.0078 3.896 0.0374 0.0078 3.896
颗粒物 0.0048 0.001 0.5 0.0048 0.001 0.5

DA002 颗粒物 6 2.5 250 袋式除尘器 0.057 0.024 2.4
DA003 颗粒物 4 1.67 167 袋式除尘器 0.04 0.017 1.7
DA004 颗粒物 1.125 0.938 187.6 袋式除尘器 0.011 0.009 1.8

DA005 非甲烷总

烃
0.0045 0.0038 0.76 UV光氧+活

性炭吸附
0.002 0.002 0.4

DA006 颗粒物 6.25 1.3 228.43 布袋除尘器 0.059 0.012 2.156
DA007 颗粒物 1.125 0.938 187.6 袋式除尘器 0.011 0.009 1.8
DA008 非甲烷总 0.0045 0.0038 0.76 UV光氧+活 0.002 0.0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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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 性炭吸附

DA009 颗粒物 6.25 1.3 228.43 布袋除尘器 0.059 0.012 2.156

DA010
SO2 0.002 0.0004 0.2

/
0.002 0.0004 0.2

NOx 0.00936 0.002 0.975 0.00936 0.002 0.975
颗粒物 0.0012 0.0003 0.125 0.0012 0.0003 0.125

DA011 颗粒物 0.02 0.0067 2.08 焊烟净化器 0.001 0.0004 0.1
DA012 颗粒物 0.02 0.0067 2.08 焊烟净化器 0.001 0.0004 0.1

2.2.2废水污染源变更分析

本项目废水来源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锅炉排水，项目变动后职工生活污水、

锅炉排水量无变化。

2.2.3固废污染源变更分析

参考《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徐

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二期项目自查评估报告》及《徐州双驰消

防器材有限公司灭火器筒体制造技术改造及锅炉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双

驰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废焊条、废包装袋、金属废屑及不合格品、废机油

及废机油桶、废液压油及废液压油桶、除尘收集粉、废钢丸、废活性炭、污泥、

废硅油桶、废过滤棉及职工生活垃圾，项目变更后增加废灯管。

（1）废灯管

项目固化工序产生有机废气，双驰公司采用 UV 光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

处理，产生废灯管，产生量约为 0.01t/a，废灯管收集后作为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

进行处置。

固体废物分析结果汇总见表 2.2-2。

表 2.2-2 项目固体废物分析结果汇总表

序

号
固废名称 属性

形

态

主要成

分

危险特性

鉴别方法

危险

特性

废物类

别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1 废焊条

一般

固废

固 铁

《国家危

险废物名

录》（2021
年版）

- - - 0.2
2 废包装袋 固 纤维 - - - 0.5

3
金属废屑及

不合格品
固 铁 - - - 15

4 除尘收集粉 固 粉尘 - - - 8.9
5 废钢丸 固 钢 - - - 0.04

6 污泥 固 泥 - - - 2.88
7 废硅油桶 固 塑料 - - -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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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活垃圾 固 纸屑等 - - - 45

9 废机油

危险

固废

液 矿物油 T，I HW08 900-249-08 0.01
10 废液压油 液 矿物油 T，I HW08 900-249-08 0.085

11 废油桶 固 塑料 T，I HW08 900-249-08 0.015
12 废过滤棉 固 纤维 T/In HW49 900-041-49 0.001

13 废活性炭 固 活性炭 T HW49 900-039-49 0.8
14 废灯管 固 汞 T HW29 900-023-29 0.01

2.2.4噪声污染源变更分析

项目变动前后噪声源未发生变化。

2.3 变更后环境影响分析

2.3.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2.3.1.1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①预测评价因子、标准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要求及项目工程

分析，本项目选取颗粒物、非甲烷总烃作为估算模式评价因子。

表 2.3-1 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表

评价因子 平均时段 标准值/(μg/m3) 标准来源

粉尘（TSP） 24 小时平均 30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

TVOC 8 小时平均 60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 D

②评价工作分级方法

根据项目污染源初步调查结果，分别计算项目排放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地面空

气质量浓度占标率 Pi（第 i 个污染物，简称“最大浓度占标率”），及第 i 个污染

物的地面空气质量浓度达到标准值的 10%时所对应的最远距离 D10%。其中 Pi

定义见公式（1）。

100% ×
ρ
ρρ

0i

i
i 

式中：Pi——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空气质量浓度占标率，%；

ρi——采用估算模型计算出的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 1h 地面空气质量浓度，

µ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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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0i——第 i 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µg/m3。一般选用 GB3095

中 1h 平均质量浓度的二级浓度限值，如项目位于一类环境空气功能区，应选择

相应的一级浓度限值；对该标准中未包含的污染物，使用 5.2 确定的各评价因子

1h 平均质量浓度限值。对仅有 8h 平均质量浓度限值、日平均质量浓度限值或年

平均质量浓度限值的，可分别按 2 倍、3 倍、6 倍折算为 1h 平均质量浓度限值。

③污染源源强及预测模式：

选用 HJ/T2.2-2018 推荐的 AERSCREEN 模型进行估算。估算模型参数如下：

表 2.3-2 估算模型参数表

选项 参数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城市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

最高环境温度/℃ 38.5

最低环境温度/℃ 1.7

土地利用类型 工业用地

区域湿度条件 中度湿度气候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是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是否考虑海岸

线熏烟

考虑海岸线熏烟 是否

岸线距离/km /

岸线方向/° /

④污染源源强

据工程分析，本项目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源强见表 2.3-3。

表 2.3-3 项目有组织排放污染源参数

污染源名

称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o) 排气筒参数
污染物名

称

排放速率

（kg/h）经度 纬度
高度

(m)
内径

(m)
温度

(℃)
流速

(m/s)
DA002 117°54′48.35″ 34°16′33.42″ 15 0.4 常温 24.13 颗粒物 0.024

DA003 117°54′45.54″ 34°16′34.79″ 15 0.4 常温 24.13 颗粒物 0.017
DA004 117°54′41.58″ 34°16′40.01″ 15 0.4 常温 12.06 颗粒物 0.009

DA005 117°54′49.46″ 34°16′34.00″ 15 0.5 常温 13.68
非甲烷总

烃
0.002

DA007 117°54′49.79″ 34°16′34.21″ 15 0.4 常温 12.06 颗粒物 0.009

DA008 117°54′41.33″ 34°16′40.26″ 15 0.5 常温 13.68
非甲烷总

烃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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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采用其推荐的

AERSCREEN 模型对污染物在最不利状况下，对最大落地浓度进行估算，估算因

子选取主要污染物：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⑤估算结果

通过估算模式计算大气污染源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计算结果见下表。

表 2.3-4 废气预测结果一览表

距源中心下风向距离

（D/m）

颗粒物（DA002） 颗粒物（DA003）
下风向预测

浓度（μg/m3）

浓度占标率

p（%）

下风向预测

浓度（μg/m3）

浓度占标率

p（%）

下风向最大浓度及其占

标率
12.584 1.398 10.354 1.150

最大浓度出现距离（m） 40 40

距源中心下风向距离

（D/m）

颗粒物（DA004） 非甲烷总烃（DA005）
下风向预测

浓度（μg/m3）

浓度占标率

p（%）

下风向预测

浓度（μg/m3）

浓度占标率

p（%）

下风向最大浓度及其占

标率
1.687 0.187 1.585 0.132

最大浓度出现距离（m） 25 25

距源中心下风向距离

（D/m）

颗粒物（DA007） 非甲烷总烃（DA008）
下风向预测

浓度（μg/m3）

浓度占标率

p（%）

下风向预测

浓度（μg/m3）

浓度占标率

p（%）

下风向最大浓度及其占

标率
1.687 0.187 1.585 0.132

最大浓度出现距离（m） 25 25

经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污染物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在点源排放的污

染物中占标率均不超过 10%。项目污染物污染影响较小，能够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⑥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通过估算模式的计算确定本项目的工作等级详见表 2.3-5。

表 2.3-5 确定评价工作等级

污染物名称
最大落地浓度

μg/m3
最大浓度占标率

Pmax%
最大落地

距离（m）

评价

等级

有组织

DA002 颗粒物 12.584 1.398 40 二级

DA003 颗粒物 10.354 1.150 40 二级

DA004 颗粒物 1.687 0.187 25 三级

DA005 非甲烷总 1.585 0.132 25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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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

DA007 颗粒物 1.687 0.187 25 三级

DA008 非甲烷总

烃
1.585 0.132 25 三级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第 8.1.2 条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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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评价以估算模式的

计算结果来预测和分析本项目大气污染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本项目变动后大

气污染物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3.2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水来源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锅炉排水，项目变动后职工生活污水、

锅炉排水量及去向不发生变化。

2.3.3固废影响分析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除尘器收集尘、废布袋、生活垃圾。变动后除尘器收

集尘及废布袋产生量增加，厂区除尘器收集尘作为回料回用于生产，废布袋收集

后外售综合利用。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实现了固体废物零排放，对周围

环境无影响。

2.3.4噪声影响分析

本项目变动前后噪声源不发生变化，厂区通过隔声减振等措施可降低噪声影

响。

2.3.5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建设项目变动后危险物质无变化。

建设项目废气处理装置（布袋除尘器、活性炭箱等）发生故障，废气未经处

理事故排放，事故排放时间为 0.5h。随着废气处理设施故障的排除，其影响也随

之消失。此类事故一旦发生，应尽快找出原因，启动应急预案，尽量减少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将非正常排放的影响降至最低。

项目生产过程均产生一定的粉尘，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粉尘爆炸会产生较高

的压强和压力上升迅速，导致很多装置或设备不能承受爆炸载荷从而造成人员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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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和财产损失，由于发生粉尘爆炸的影响因素众多，完全防止粉尘爆炸的发生几

乎是不可能的。根据统计，世界每年发生粉尘爆炸的次数为 400-500 起，在任何

处理易燃粉尘的行业都会发生粉尘爆炸事故，包括金属加工、塑料、家具和木制

品、化工、粮食、食品和纺织等行业。

考虑脉冲袋式除尘器的一个布袋出现破裂的情况进行事故排放分析。双驰公

司所用脉冲袋式除尘器一般设计有 10 个以上袋室，断定破袋所在位置从发现超

标排放开始，检查一般需 5-30 分钟。查出破损滤袋所在袋室只要关闭该袋室，

对其更换即可，其余袋室仍可正常运行。一般关闭 20%袋室不会影响工艺设备生

产和除尘设施的除尘效率。一般布袋除尘器破袋，在少部分破损时即可被发现，

其它滤袋还会起一定的作用，设单个袋室的效率下降为 50%，此时整体除尘效率

可达 95%以上，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项目机油、液压油等均储存在仓库内，储存量较小，油桶底部设置托盘防泄

漏，同时废机油、废油桶等储存在专门的危废库内，危废库按照规范建设。项目

天然气为管道天然气，厂区天然气存在总量未超过临界量，且阀门等定期检修。

双驰公司在日常生产过程中，遵守操作规范，定期保养维修机器，阀门管道

等设备，粉尘超标排放的事故发生概率很小。因此，该风险对周围环境以及人身

安全的威胁不大。

在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后，可以将环境风险降到可接受

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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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

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位于邳州市议堂镇工业园，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取得环评批复《关于对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邳环项表[2007]04 号），于 2016 年 7 月进行竣工验收，

并取得验收意见。后又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取得《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消

防器材生产二期项目自查评估报告的审核意见》（邳环核[2017]310 号），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取得徐州市邳州生态环境局（原邳州市环境保护局）批复（邳环项表

[2019]86 号）。项目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生了部分变动。

项目加强喷塑固化及分装废气，均进行收集处理后有组织排放，喷塑、分装

废气收集后进入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然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固化废气

收集进入 UV 光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然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经

预测，废气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能得到妥善处

置，项目变动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本次变动，综合判定后不属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重新申请取得

排污许可证的情形之一，纳入排污许可证变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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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该验收后变动分析报告所述的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及变动内容等资料为我单

位实际情况，无虚假、瞒报和不实之处。我单位承诺该项目的环保设施将严格按

变动分析报告进行运行并及时维护，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如报告中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及污染防治措施等与我公司实际情况不符之

处，则其产生后果由我公司负责，并承诺承担相关的法定责任。

特此声明。

徐州双驰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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