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凯森服装洗水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

中山市凯森服装洗水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6 日



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山市凯森服装洗水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关玉祥

所属行业：机织服装制造

生产周期：常年生产(每天工作 8小时，一年作业 300 天)

地址：中山市黄圃镇团范工业区

联系人：郑叶红（企业）

联系电话：18898482448

经营范围：从事服装洗水业务

是否委托监测机构：废水指标中流量、PH、化学需氧量、氨氮需要安装在线监测进行自

动监测，其余监测指标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产品规模、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

产品规模：从事服装洗水业务，年水洗处理服装 27 万打

生产工艺：

成品服装

（客户提供）
投入洗水

加水、气、

化工原料
洗水 出机

烘干分色、折叠成品出货 脱水

工艺流程说明：

项目主要从事专业服装洗水服务，客户加工成型后的服装物料送入到厂区内后，送至洗

水车间根据订单要求投入到洗水设备内进行洗水加工处理，洗水过程中根据订单要求效果，

投加各项化学处理试剂。洗水完成后，物料送入到脱水机内进行脱水处理，脱水后进入到烘

干设备内进行快速烘干处理。烘干后产品进入到手工加工区进行分色、折叠后即可出厂。



产排污情况

1个生物质锅炉燃料废气排放口（FQ-00056）；1个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混排放口排放

口（WS-00896）。

废水污染源

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水主要包含员工生活污水及洗水工序清洗废水，其中生活

污水排放量为 5.4t/d、生产废水排放量为 1539t/d。

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集中排入到厂区内配套的废水处理系统内进

行处理后外排，外排废水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

时段一级标准限值后排入黄沙沥水道。

项目厂区现阶段配套设置一套处理能力为 2400t/d 的废水处理系统，详细处理工艺流程

如下所示：

粗格栅
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

污泥委外处理

污泥浓缩池

PAC、PAM

调节池 细格栅 引水渠

排放

带式压滤机

吸水井

混凝沉淀池

曝气机供氧

接触氧化池 二沉池 计量槽

PAM
部分污泥

部分污泥

图 1 项目生产废水治理工艺流程图

废气污染源

（1）生物质锅炉燃料废气

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 4t/h 燃成型颗粒燃料锅炉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燃

料烟气废气污染物。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燃料烟气废气污染物经布袋除尘+石灰水喷淋处理设施



处理后由 1根 35m 高排气管有组织排放，外排废气污染物浓度达到广东省地方环境标准《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表 1 限值要求。

（2）废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味

项目废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味采取自然通风，无组织的形式排放。

2、监测内容

2.1 监测点位布设

全厂污染源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下表。（附全公司平面布置及监测点位分

布图）。



表 2 厂区平面布置图



表 3 厂区监测点位布置图



表 1 全厂污染源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污染

源类

型

排污口编号
排污口类

型

排污口位置

检测位置分布 监测因子 样品个数

监

测

方

式

监测频次 备注

经纬度

FQ-00056(DA001)

采样孔个数：1 个，

采样点个数：5个

生物质锅

炉燃烧废

气

113°23′47.51″

22°41′54.46″

烟囱高度：35 米

监测孔距地面:4 米

林格曼黑度、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一氧化氮

每次采样至少

采取三个样

品，取其平均

值。

② 每月 1 次 /

无组

织

上风向 1# 厂界 / /

臭气浓度

氨（氨气）

硫化氢

颗粒物

每次采取 2至

3个平行样

②
1次/半

年

/

下风向 2# 厂界 / /

臭气浓度

氨（氨气）

硫化氢

颗粒物

②
1次/半

年

下风向 3# 厂界 / /

臭气浓度

氨（氨气）

硫化氢

颗粒物

②
1次/半

年

下风向 4# 厂界 / /

臭气浓度

氨（氨气）

硫化氢

颗粒物

②
1次/半

年

废水 WS-00896

生活污水

及生产废

水

（DW001）

113°23′51.43″

22°41′52.84″ /

流量、氨氮、化学需氧

量、pH 值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① 连续检测 当自动检测

仪器故障时

采用手工监

测，废水中

流量、氨

氮、化学需

氧量、pH 值

总氮（以 N 计）、悬浮

物、色度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②

每日监测

1次

五日生化需氧量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② 每周 1 次

总磷（以 P计） 瞬时采样 至 ② 每月 1 次



污染

源类

型
排污口编号

排污口类

型

排污口位置

检测位置分布 监测因子 样品个数

监

测

方

式

监测频次 备注

经纬度

监测频次

为：每次/6

小时。

少 3 个瞬时样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

吸附有机卤化物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②

每半年 1

次

雨水 YS001

雨水排放

口

（DW002）

113°23′49.56″

22°41′51.58″
/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②

下雨期间

每日 1 次
/

噪声

厂界北面外 1 米 --
113°23′48.63″

22°41′54.99″
/ 等效连续 A声级 / ②

每季度昼

间一次
/

厂界东面外 1 米 --
113°23′50.72″

22°41′53.21″
/ 等效连续 A声级 / ②

厂界南面外 1 米 --
113°23′49.58″

22°41′51.49″
/ 等效连续 A声级 / ②

厂界西面外 1 米 --
113°23′46.18″

22°41′52.71″
/ 等效连续 A声级 / ②

注：（1）监测方式是指①“自动监测”、②“手工监测”、③“手工监测与自动监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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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时间及工况记录

记录每次开展自行监测的时间，以及开展自行监测时的生产工况。

2.3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建设单位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仪器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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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监测因子
来源依

据

监测分析方

法

方法来

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名称 采样方法 保存方法

生物质

锅炉燃

烧废气

二氧化

硫

排污许

可证

定电位电解

法

固定污染

源废气二

氧化硫的

测定定电

位电解法

（HJ 57-

2017）

3.0 mg/m3
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

ZR-3260

GB/T16157-1996 及其修

改单《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方法》 现场测定

颗粒物
排污许

可证
重量法

固定污染

源废气

低浓度颗

粒物的测

定 重量

法（HJ

836-

2017）

1.0 mg/m3
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

ZR-3260

GB/T16157-1996 及其修

改单《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方法》

采样头放入密封袋中，运回到实验室后用蘸

有丙酮的石英棉清洗采样头外表面，然后放

入 105 ℃烘箱中烘烤 1h，待采样头干燥冷却

后放入恒温恒湿设备平衡 24h,最后在恒温恒

湿设备内称量。

氮氧化

物

排污许

可证

定电位电解

法

固定污染

源废气氮

氧化物的

测定 定

电位电解

法（HJ

693-

2014）

3.0 mg/m3
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

ZR-3260

GB/T16157-1996 及其修

改单《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方法》
现场测定

林格曼

黑度

排污许

可证

测烟望远镜

法

《空气和

废气监测

分析方

法》（第

四版增补

-- 烟气黑度计

GB/T16157-1996 及其修

改单《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方法》

现场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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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
来源依

据

监测分析方

法

方法来

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名称 采样方法 保存方法

版）

（5.3.3.

1）

一氧化

碳

排污许

可证

定电位电解

法

固定污染

源废气一

氧化碳的

测定 定

电位电解

法（HJ

693-

2014）

3 mg/m3
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

ZR-3260

GB/T16157-1996 及其修

改单《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方法》
现场测定

无组织

废气

臭气浓

度

排污许

可证

三点比较式

臭袋法

GB/T1467

5-1993
-- --

HJ/T55-2000《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

导则》

采样时打开采样瓶塞，使样品气体充入采样

瓶内至常压后盖好瓶塞，避光运回实验室，

24 小时内测定。

氨（氨

气）

排污许

可证

纳氏试剂分

光光度法

HJ 533-

2009
0.25 mg/m3 可见分光光度计 V-1200

HJ/T55-2000《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

导则》

采样后应尽快分析，以防止吸收空气中的

氨。若不能立即分析，2~5℃可保存 7 d。

硫化氢
排污许

可证

亚甲基蓝分

光光度法

《空气和

废气监测

分析方

法》第四

版增补版

（5.4.10

.3）

0.004 mg/m3 可见分光光度计 V-1200
HJ/T55-2000《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

导则》

吸取摇匀后的吸收液 10ml 于大型气泡吸收管

中，以 1.0L/min 的流量，避光采样

100min,8h 内测定。采样后现场加显色剂，携

回实验室进行测定。

颗粒物
排放标

准
重量法

GB/T

15432-

1995 及

其修改单

0.001 mg/m3
智能中流量 TSP

采样器崂应 2030

HJ/T55-2000《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

导则》

采集于滤膜中，滤膜袋用于存放采样后对折

的采尘滤膜，滤膜保存盒用于保存、运送滤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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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
来源依

据

监测分析方

法

方法来

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名称 采样方法 保存方法

废水

（在线

检测方

法）

pH 值
排污许

可证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

1986

-- PH 值自动检测监测仪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现场测定

氨氮

（NH3-

N）

排污许

可证

纳氏试剂分

光光度法

HJ 535-

2009
0.025 mg/L 氨氮自动检测仪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现场测定

化学需

氧量

排污许

可证
重铬酸盐法

HJ 828-

2017
4 mg/L COD 分析仪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现场测定

废水

（在线

失灵，

委外检

测方

法）

pH 值
排污许

可证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

1986

-- pH 计 pHS-3E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最好现场测定。否则，应在采样后把样品保

持在 0～4℃，并在采样后 6 小时之内进行测

定。

氨氮

（NH3-

N）

排污许

可证

纳氏试剂分

光光度法

HJ 535-

2009
0.025 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

V-1200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水样采集在聚乙烯瓶或玻璃瓶内，要尽快分

析。如需保存，应加硫酸使水样酸化至

pH<2，2℃～5℃下可保存 7 天。

化学需

氧量

排污许

可证
重铬酸盐法

HJ 828-

2017
4 mg/L --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采集于玻璃瓶中 ，加入浓硫酸至 pH <2,

4 ℃保存，5d 内测定

废水

总氮

（以 N

计）

排污许

可证

碱性过硫酸

钾消解紫外

分光光度法

HJ 636-

2012
0.05 mg/L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6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在水样采集后立即放入冰箱中或低于 4℃下保

存，但不得超过 24 小时。水样放置时间较长

时，可在 1000mL 水中加入约 0.5 mL 硫酸

（ρ＝1.84g/mL），酸化到 pH=2,并尽快测

定。

悬浮物
排污许

可证
重量法

GB/T

11901-

1989

4mg/L 电子天平 FA2004B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应尽快分析，如需贮存应 4 ℃冷藏，7d 内测

定

色度
排污许

可证
稀释倍数法

GB/T

11903-

1989

-- --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用 1L 玻璃瓶采样后尽快测定。如需贮存应在

采样后把样品放在暗处并避免与空气接触和

温度变化。

五日生

化

需氧量

排污许

可证

稀释与接种

法

HJ 505-

2009
0.5 mg/L 生化培养箱 LRH-250A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采集的样品应充满并密封于棕色玻璃瓶中，

样品量不小于 1000ml，在 0～4℃的暗处运输

和保存，并于 24h 内尽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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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
来源依

据

监测分析方

法

方法来

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名称 采样方法 保存方法

废水

总磷

（以 P

计）

排污许

可证

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

1989

0.01 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 V-1200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采取 500mL 水样后加入 1mL 硫酸调节样品的

pH 值，使之低于或等于 1，或不加任何试剂

于冷处保存。

阴离子

表面活

性剂

排污许

可证

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GB/T7494

-1987
0.050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 V-1200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水样应采集到预先用甲醇清洗的清洁玻璃瓶

中，并在 4℃下冷藏。当保存时间超过 24

h，则应加水样体积 1％的甲醛溶液（40%

HCHO)，这样水样保存期为 4d。如加适量三氯

甲烷于水中使其达到饱和，则可保存 8 d。

可吸附

有机卤

化物

排污许

可证
离子色谱法

HJ/T83-

2001

可吸附有机氯

15µg/L；可吸

附有机氟

5µg/L；可吸

附有机溴

9µg/L。

离子色谱仪

PIC-10A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使用玻璃器皿进行采样、贮存和运送样品，

并使样品充满整个采样容器，以避免存在气

泡，样品采集后尽快分析；或用硝酸调节 pH

值至 1.5-2.0 之间冷藏保存，7d 内分析。

流量
排污许

可证

水平衡计算

法

HJ 91.1-

2019
/ /

HJ 91.1-2019《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

噪声

等效连

续 A声

级

排放标

准

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GB 12348-

2008

GB12348-

2008
28dB（A）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GB12348-2008《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现场测定

http://www.gbw114.com/p66/p2766.html
http://www.gbw114.com/p93/p106693.html
http://www.gbw114.com/p42/p2142.html
http://www.gbw114.com/p42/p2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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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公司的除了 PH 值、流量、化学需氧量、氨氮安装在线监测仪器，其余监测指标将委托

具备相应检测能力资质的检测公司进行检测。

a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仪器按规定每年检定、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b废气采样分析系统在采样前进行气路检查、流量校准，保证整个采样过程中分析系统

的气密性和计量准确性。

c采样及样品的保存方法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实验室分析过程加不少于 10%的平行样；

对可以得到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在分析的同时做 10%质控样品分析；对无标准

样品或质控样品的项目，且可进行加标回收测试的，在分析的同时做 10%加标回收样品分

析。

d监测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第一级审核为：采样人员之间/分析人员之间的互

校；第二级为：报告审核人员的审核；第三级为：授权签字人审核。第一级互校后，校核人

应在原始记录上签名，第二、三级审核后应该在检测报告上签名。保证数据完整、准确。

e监测数据记录、整理、存档：监测结果按照纸质储存和电子化储存两种形式同步管

理，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2、纸质报告存放于保护袋、卷夹或保护盒中，专人保存于专门的

档案保存地点，并由相关人员签字。档案保存采取防光、防热、防潮、防细菌及防污染等措

施。纸质类档案如有破损随时修补。3、电子报告保存于专门存贮设备中，并保留备份数据。

存贮设备由专人负责管理，定期进行维护。电子台账根据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管理要求定

期上传，纸质报告由单位留存备查。

3、执行标准

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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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物类别 监测点位 污染因子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单位

生物质锅炉

燃烧废气

东经 113°23′

47.51″

北纬 22°41′

54.46″

二氧化硫

《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44/765-

2019）

35 mg/Nm
3

颗粒物 20 mg/Nm3

氮氧化物 150 mg/Nm
3

一氧化氮 200 mg/Nm
3

林格曼黑度 1级 --

厂界

废气

上风向 1 个监测

点，下风向 3个监

测点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14554-93）

新、改扩厂界标

准值

20 无量纲

氨（氨气） 1.5 mg/Nm
3

硫化氢 0.06 mg/Nm
3

颗粒物
《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第二时

段厂界标准值

1.0 mg/Nm
3

生活污水及

生产废水混

排放口

东经 113°23′

51.43″

北纬 22°41′

52.84″

流量

《纺织染整工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4287-

2012）表 2新建

企业水污染物排

放浓度限值

/ /

pH 值 6-9 /

氨氮

（NH3-N） 10 mg/L

化学需氧量 80 mg/L

总氮（以 N 计） 15 mg/L

悬浮物 50 mg/L

色度 50 倍 /

五日生化

需氧量 20 mg/L

总磷（以 P 计） 0.5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 /

可吸附有机卤化

物 12 mg/L

雨水

东经 113°23′

49.56″

北纬 22°41′

51.58″

化学需氧量

/

/ mg/L

悬浮物 / mg/L

厂界

噪声

厂界北面外 1 米 LAep
《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 GB12348-2

008 ) 2 类声

环 境功能区

标准

昼 60 dB ( A )

厂界东面外 1 米 LAep 昼 60 dB ( A )

厂界南面外 1 米 LAep
昼 60 dB ( A )

厂界西面外 1 米 LAep
昼 60

dB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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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测结果的公开

4.1 监测结果的公开时限

1.企业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开。

2.自动监测信息实行在线监测，其中废水出水流量，氨氮，化学需氧量，pH 值采用在线

连续监测和手动监测相结合，公布在线仪表数据的，采用实时公报的方式，监测数据自动上

传；公布、手工监测数据的，则在检测完成次日公布；废水出水流量，氨氮，化学需氧量，

pH 值在线数据为主要上报依据，若仪表出现故障时采用上报手工监测数据。

2. 废水出水口中总氮，悬浮物，色度为每日公布的监测因子，每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单位检测，检测数据在收到检测报告后次日公布。

3. 废水出水口五日生化需氧量为每周公布的监测因子，每周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

检测，检测数据在收到检测报告后次日公布。

4.废水出水口总磷为每月公布的监测因子，每个月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检测，检测

数据在收到检测报告后次日公布。

5.废水出水口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吸附有机卤化物为每半年公布的监测因子，每半年

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检测，检测数据在收到检测报告后次日公布。

6.噪声为每季度公布的监测因子，每个季度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检测，检测数据在

收到检测报告后次日公布。

7.生物质锅炉的燃烧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一氧化氮、林格曼黑度废气为每

月公布的监测因子，每月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检测，检测数据在收到检测报告后次日公

布。

8.无组织废气臭气浓度、氨（氨气）、硫化氢、颗粒物则为每半年度公布的监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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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半年度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检测，检测数据在收到检测报告后次日公布。

9.雨水排放口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监测因子在下雨期间按日监测，监测数据于次日公

布。

4.2 监测结果的公开方式

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

（http://123.127.175.61:6375/eap/Loginout.action）

广东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

http://123.127.175.61:6375/eap/hb/homeHb/home_qyjcxx.jsp?id=440000&amp;model=

1&nsukey=Uy%2FiGwyJvNPkFZJPq%2BgcAifcN2jqVL75SGwD4fXtfTEfKMbvXJ%2F5N%2Fjpk%2FGXn7

eyx3jyK3lCHidMmUbc02KD7sJowWAF1gtetWyyT0mc2mwduqkbJksKkc%2FWNC2zNDj2LeurvAvi9RXBr

3fuHIo2pY0nOJIFKIzRTL230JeG0Xk%2BP48lAkmGGklRtVJx9nH7UCgcV6TU2NRG7uuqINhI8w%3D%3D

5、监测方案的实施

本监测方案于领取国家排污许可证后开始执行。

http://123.127.175.61:6375/eap/hb/homeHb/home_qyjcxx.jsp?id=440000&amp;model=1&nsukey=Uy%2FiGwyJvNPkFZJPq%2BgcAifcN2jqVL75SGwD4fXtfTEfKMbvXJ%2F5N%2Fjpk%2FGXn7eyx3jyK3lCHidMmUbc02KD7sJowWAF1gtetWyyT0mc2mwduqkbJksKkc%2FWNC2zNDj2LeurvAvi9RXBr3fuHIo2pY0nOJIFKIzRTL230JeG0Xk%2BP48lAkmGGklRtVJx9nH7UCgcV6TU2NRG7uuqINhI8w%3D%3D
http://123.127.175.61:6375/eap/hb/homeHb/home_qyjcxx.jsp?id=440000&amp;model=1&nsukey=Uy%2FiGwyJvNPkFZJPq%2BgcAifcN2jqVL75SGwD4fXtfTEfKMbvXJ%2F5N%2Fjpk%2FGXn7eyx3jyK3lCHidMmUbc02KD7sJowWAF1gtetWyyT0mc2mwduqkbJksKkc%2FWNC2zNDj2LeurvAvi9RXBr3fuHIo2pY0nOJIFKIzRTL230JeG0Xk%2BP48lAkmGGklRtVJx9nH7UCgcV6TU2NRG7uuqINhI8w%3D%3D
http://123.127.175.61:6375/eap/hb/homeHb/home_qyjcxx.jsp?id=440000&amp;model=1&nsukey=Uy%2FiGwyJvNPkFZJPq%2BgcAifcN2jqVL75SGwD4fXtfTEfKMbvXJ%2F5N%2Fjpk%2FGXn7eyx3jyK3lCHidMmUbc02KD7sJowWAF1gtetWyyT0mc2mwduqkbJksKkc%2FWNC2zNDj2LeurvAvi9RXBr3fuHIo2pY0nOJIFKIzRTL230JeG0Xk%2BP48lAkmGGklRtVJx9nH7UCgcV6TU2NRG7uuqINhI8w%3D%3D
http://123.127.175.61:6375/eap/hb/homeHb/home_qyjcxx.jsp?id=440000&amp;model=1&nsukey=Uy%2FiGwyJvNPkFZJPq%2BgcAifcN2jqVL75SGwD4fXtfTEfKMbvXJ%2F5N%2Fjpk%2FGXn7eyx3jyK3lCHidMmUbc02KD7sJowWAF1gtetWyyT0mc2mwduqkbJksKkc%2FWNC2zNDj2LeurvAvi9RXBr3fuHIo2pY0nOJIFKIzRTL230JeG0Xk%2BP48lAkmGGklRtVJx9nH7UCgcV6TU2NRG7uuqINhI8w%3D%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