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污染影响类）

（公示版）

项目名称：政塑公司年产 3000 吨塑料管项目

建设单位（盖章）：广西政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23 年 0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情况承诺书

本单位   广西南宁中佳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501006851906006  ）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无  

该条第三款所列情形， 不属于 （属于/不属于）该条第二款所列单  

位；本次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提交的由本单位主持编制的 政  

塑公司年产3000吨塑料管项目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基本情  

况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涉及国家秘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的编制主持人为 王群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  

证书管理号      12354543509450035   ，信用编号  BH004800  ），主  

要编制人员包括 谢珍娌 （信用编号  BH040800   ）（依次全部列 

出）等  1     人，上述人员均为本单位全职人员；本单位和上述编制  

人员未被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的限期整改名单、环境影响评价失信“ 黑名单”。

承诺单位(公章)：广西南宁中佳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07月28日



目录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9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14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9

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37

六、结论.....................................................38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39



附图：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附图四

附图五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图

项目平面布置图

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

项目在南宁市水功能区划图中相对位置图

项目在南宁市环境管控单元分类示意图中相对位置图

附件：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附件 5

委托书

项目备案证明

房屋租赁合同

现状监测报告

项目用地土地现状图

附表：

附表 1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 1—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政塑公司年产 3000 吨塑料管项目

项目代码 2305-450110-04-01-594624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双桥镇八桥村7队茶酒山

地理坐标 （108° 18′32.281″ ，23°3 ′4.063″）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2922 塑料板、管、 
型材制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二十六、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53 、塑料制品业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 
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南宁市武鸣区发展 
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

总投资（万元） 1500 环保投资（万元） 40

环保投资占比（%） 2.67 施工工期 4 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用海） 
面积（m2）

12365.14

专项评价设置情 
况

无

规划情况 无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符合性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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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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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性分析

1 、产业政策相符性

本项目为塑料管生产，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2021 年修订），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淘 

汰类，属允许类建设项目，工艺中所使用的设备，未列入国家 

淘汰类和限制类设备产品目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规定， 

在《广西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 年本）中不属于 

淘汰类、改造类和限制类，属于允许类。项目没有《部分工业 

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中的 

落后生产工艺产品和装备，且项目已在南宁市武鸣区发展和改

革局进行备案，具体见附件 2。

2 、“三线一单”相符性分析

2.1 、与生态保护红线相符性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所在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等特殊生态敏感区，项目建设符合生态红线管理办法的规定。

2.2 、与环境质量底线相符性分析

根据《2022 年南宁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项目所在地大 

气、地表水、噪声、土壤环境现状均能符合相应的环境标准要 

求，待本项目营运后，通过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可将污染物 

排放将至最低程度，对环境影响不大，可保持区域环境质量。

因此，项目的建设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

2.3 、与资源利用上线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消耗一定量的电力和水资源，资源消耗 

量相对区域资源利用总量较少，项目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合理

分配，不触及资源利用上线，项目符合资源利用上线要求。

2.4 、与生态准入清单相符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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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位于武鸣区八桥村 7 队茶酒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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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区域属于南宁“三线一单” 中《南宁市环境管控单元名录》重点 

管控单元。根据《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的实施意见》(南府发〔2021〕8 号)中南宁“三线一单”管控

要求，做如下符合性分析：

1-2    项目与南宁市相关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对照分析一览表

类 

别 南宁市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是 

否 

符 

合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①统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 

间三大布局，严格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管控。

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等各类重点敏感保护区

域，原则上按照各类保护目标的现行 

规定管理，重叠区域以最严格的要求 

进行管理。

③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和新 

增产能规模。

本项目位于 

武鸣区八桥村 7

队茶酒山，不属于 

三区三线范围内， 

主要进行车用塑  

料管的生产，采用 

行业先进设备及  

先进生产技术，实 

现低耗能低污染， 

不属于高能耗高  

污染行业。

符 

合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①新建“两高 ”项目应按照《关于加 

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 

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依据区域环境 

质量改善目标，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 

削减方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 

减措施，腾出足够的环境容量。

②加强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过程 

综合治理。动态更新化工、制药、工 

业涂装、包装印刷、人造板、农药、

塑料制品等重点行业企业 VOCs 排放 

清单，建立全市 VOCs 重点行业基础 

数据库，落实重点监管企业“一企一  

策”。

③鼓励工业企业采用清洁原料，节能 

降耗，从源头减少固废产生量。发展 

循环经

济，促进固废的再利用和资源化，提 

高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率。鼓励企业 

清洁生产，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积 

极推行危险废物回收利用，做到源头 

本项目主要  

进行塑料管的生  

产，熔融挤出产生 

的 VOCs  采 用 二 

级活性炭处理后  

通过 15m 排气筒 

排放，挥发性有机 

物（VOCs） 废气 

将得到有效治理， 

不属于重点监管  

行业，采用行业先 

进设备及先进生  

产技术，实现低耗 

能低污染，不属于 

“两高 ”项目；项 

目生产均使用电  

能，项目产生的生 

产废水为冷却水， 

循环使用不外排。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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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化、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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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风 

险 

防 

控

①强化环境风险源精准化管理，落实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制度，动 

态更新重点环境风险源管理目录清

单，建立信息齐全、数据准确的风险 

源及敏感保护目标的数据库，准确掌 

握重点环境风险源分布情况，重点加 

强较大及以上风险等级风险源的环境 

风险防范和应急预警管理。

②选择涉重涉危企业、化工园区、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重要区域逐步开 

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环境健康风险 

评估，实施分类分级风险管控。

③提升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水平。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管、 

加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立危险废  

物清单，切实做好固体废物环境风险  

防范。

根据《建设项 

目环境风险评价  

技 术 导 则 》 

（HJ169-2018）， 

本项 目不涉及风 

险物质。项目主要 

进行塑料管的生 

产，主要工艺为高 

密度聚乙烯熔融  

挤出得到产品，运 

营期间不产生危  

险废物。

符 

合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效 

率 

要 

求

①水资源：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严格用水总量指标管理，建 

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强化农业节 

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 

损，鼓励再生水利用。严格按照地下 

水开发利用控制目标控制地下水资源 

开采。

②能源：严格执行能源消费总量和强 

度“双控” ，新建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应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推动能源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利用，提升工业、建筑、 

交通运输、公共机构、农业、商贸等 

重点领域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非 

化石能源，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 

清洁可再生能源。落实国家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降低碳排放强度。

项目主要生  

产塑料管，采用行 

业先进设备及先  

进生产技术，实现 

低耗能低污染；项 

目生产均使用电  

能，生产用水由市 

政供水管网提供， 

项 目产生 的生产 

废水冷却水，循环 

使用不外排，提高 

能源利用率。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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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项目的建设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3 、与《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

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3 号）相符性分析

表 1-2    项目与《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

案> 的通知》相符性分析

文件要求 本项目情况

是 

否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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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源头替代。通过使用水性、粉末、高固  

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 VOCs 含量的涂料， 

水性、辐射固化、植物基等低 VOCs 含量的油墨， 

水基、热熔、无溶剂、辐射固化、改性、生物降  

解等低 VOCs 含量的胶粘剂，以及低 VOCs 含量、 

低反应活性的清洗剂等，替代溶剂型涂料、油墨、 

胶粘剂、清洗剂等，从源头减少 VOCs 产生。工  

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要加大源头替代力度；

化工行业要推广使用低（无）VOCs 含量、低反应 

活性的原辅材料，加快对芳香烃、含卤素有机化 

合物的绿色替代。企业应大力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木器涂料、车辆涂料、机械设备涂料、集装 

箱涂料以及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等，在技术 

成熟的行业，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油墨和胶粘 

剂，重点区域到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鼓励加 

快低 VOCs 含量涂料、油墨、胶粘剂等研发和生 

产。加强政策引导。企业采用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涂料、油墨、胶粘剂等，排 

放浓度稳定达标且排放速率、排放绩效等满足相

本项目不使 

用胶黏剂， 

主要原料为 

高密度聚乙 

烯颗粒和色 

母粒，熔融 

挤出产生的 

有机废气经 

“二级活性 

炭”处理后

达标排放

符 

合

提高废气收集率。遵循“应收尽收、分质收集” 的 

原则，科学设计废气收集系统，将无组织排放转 

变为有组织排放进行控制。采用全密闭集气罩或 

密闭空间的，除行业有特殊要求外，应保持微负 

压状态，并根据相关规范合理设置通风量。采用 

局部集气罩的，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应不低于 0.3 米/秒， 

有行业要求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本项目  

熔融挤出工 

序产生的有 

机废气采用 

包围型集气 

罩 + 软 帘 进 

行收集 ， 以 

提高集气效 

率。

符 

合

企业新建治污设施或对现有治污设施实施改造，

应依据排放废气的浓度、组分、风量、温度、湿  

度、压力，以及生产工况等，合理选择治理技术。 

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提高 VOCs     
治理效率。

本项目  

建设高效治 

理措施 ，采 

用多种技术 

的组合工艺 

（二级活性 

炭 吸 附 工 

艺） ，提高 

VOCs  治 理 

效率。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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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企业新建治污设 

施或对现有治污设施实施改造，应依据排放废气 

的浓度、组分、风量，温度、湿度、压力，以及 

生产工况等，合理选择治理技术。鼓励企业采用 

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提高 VOCs 治理效率。低 

浓度、大风量废气，宜采用沸石转轮吸附、活性 

炭吸附、减风增浓等浓缩技术，提高 VOCs 浓度 

后净化处理；高浓度废气，优先进行溶剂回收，

难以回收的，宜采用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等技术。 

油气（溶剂）回收宜采用冷凝+吸附、吸附+吸收、

本项目  

属于低浓度 

废气 ，采用 

二级活性炭 

吸附工艺 ， 

定期更换活 

性炭。

符 

合



—6—

膜分离+吸附等技术。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 

化技术主要适用于恶臭异味等治理；生物法主要 

适用于低浓度 VOCs 废气治理和恶臭异味治理。

非水溶性的 VOCs 废气禁止采用水或水溶液喷淋 

吸收处理。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技术的，应定 

期更换活性炭，废旧活性炭应再生或处理处置。

实行重点排放源排放浓度与去除效率双重控制。

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 初始排放 

速率大于等于 3 千克/小时、重点区域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应加大控制力度，除确保排放浓度 

稳定达标外，还应实行去除效率控制，去除效率 

不低于 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有行业排放标准的按 

其相关规定执行。

本项目  

熔融挤出产 

生的有机废 

气 经 “ 二 级 

活 性 炭 ” 处 

理后达标排 

放 ， 去除效 

率可达 80% 
以上。

符 

合

因此，本项目符合《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 

治理方案> 的通知》（环大气〔2019〕53 号）中的相关要求。本 

项目为塑料管生产项目，运营期熔融挤出产生的 VOCs经过二级 

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因此项目符

合《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政策要求。

4 、与《广西“ 十四五” 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桂政发

〔2022〕24 号）的相符性分析

根据《广西“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桂政发〔2022〕 

24 号）中“（九）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程。推进原辅材料和 

产品源头替代工程，推动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油 

墨、胶粘剂、清洗剂。深入实施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综 

合整治，加强源头减排、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落实“ 一企一策”， 

全面提升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通过采 

用全密闭、连续化、 自动化生产技术，以及使用高效工艺和设 

备等，减少工艺过程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和逸散，提高挥

发性有机物集中收集和综合治理效率。”

项目在熔融挤出工序设置将设备包围型的集气罩，集气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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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置软帘以提高集气效率，收集后的有机废气通过二级

活性

炭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通过 15m 高的排气筒（DA001）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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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因此项目与《广西“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桂政

发〔2022〕24 号）的文件相符。

5 、与南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相符性分析

南宁市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 规划中指出： 以 PM2.5 和 O3 

协同控制为重点，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将 

VOCs 纳入总量控制体系，加强 VOCs源头替代、过程控制和末

端治理。

本项目生产原料选择高密度聚乙烯颗粒新料和色母粒，实 

现源头替代；生产过程控制熔融挤出，避免过高温生产，控制 

熔融挤出过程加剧 VOCs 产生量，实现过程控制；建设过程对 

车间内熔融挤出工序设备设置包围型集气罩+ 软帘集中收集 

VOCs 送至二级活性炭设备内进行处理，尾气经过 15 米排气筒

（DA001）引出排放，实现末端治理。

因此，本项目符合南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基本

要求。

6 、与《广西 2023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桂环发

〔2023〕20 号）相符性分析

根据《广西 2023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①加快实 

施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企业采用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涂料、油墨、胶粘剂等，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 

排放速率、排放绩效等满足相关规定的，相应生产工序可不要 

求建设末端治理设施。使用原辅材料 VOCs 含量（质量比）低 

于 10％的工序，相应生产工序可不要求采取无组织排放收集措 

施；②持续开展简易低效 VOCs 治理设施清理整治：各设区市 

全面梳理VOCs治理设施台账，分析治理技术、处理能力与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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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排放特征、组分等匹配性，对采用单一低温等离子、光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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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光催化以及非水溶性 VOCs 废气采用单一喷淋吸收等治理 

技术且无法稳定达标的，加快推进升级改造，严把工程质量， 

确保达标排放；③强化 VOCs 无组织排放整治。全面落实《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推进治污设 

施升级改造：全面排查含 VOCs 物料储存、转移和轮送、设备 

与管线组件、敞开液面以及工艺过程等环节无组织排放情况，

对达不到相关标准要求的开展整治。

本项目生产原料为高密度聚乙烯颗粒新料和色母粒，源头 

上减少 VOCs产生量，营运期熔融挤出工序会产生 VOCs，产生 

的废气采用带软帘的集气罩进行收集，收集后的废气经二级活

性炭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DA001）排放，现末端治理。

7 、土地利用相符性分析

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双桥镇八桥村 7 队 

茶酒山，根据“广西中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拟申请乡村振兴产 

业园项目用地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图 ”（附件 5），用地面积总计 

14723.93 m2 ，其中果园地为 2263.47 m2 ，工业用地为 12365.14 

m2 ， 项 目 建 设 仅 使 用 工 业 用 地 性 质 部 分 合 计 地 面 积 为 

12365. 14m2 ，果园地性质部分建设围挡隔离不作为项目建设用

地，现项目不涉及基本农田，符合用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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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 

设 

内 

容

1 、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1.1 、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政塑公司年产3000吨塑料管项目

（1）建设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双桥镇八桥村7队茶酒山，详

见附图一；

（2）建设性质：新建；

（3）总投资：1500万元；

（4） 占地面积：12365. 14m2。

（5）建设地点及周围环境情况

本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双桥镇八桥村7队茶酒山，租用私 

人建设的现有厂房和仓库安装设备进行生产，项目东面为037县道，东面50m 左

右为县道037 ，南面为同想艾其家具厂，北面为牛牛果业，西面为山体。

1.2 产品方案

本项目产品种类及生产规模，详见表 2- 1。

表 2-1  本项目产品方案一览表

产品名称 年产量 备注

塑料管 3000t/a 用于供水、排水、灌溉等

1.3 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租用厂房、仓库和办公楼，新建循环水池、应急池，新购进挤出机等

生产设备进行生产，新建5条塑料管生产线，建成后年产3000t 塑料管。

项目的基本概况见表 2-2。

表 2-2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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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工程名称 建设情况 备注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安装 5 条熔融挤出生产线，车间东面为原料堆放区，西北 

面新建危废暂存间

依托/ 
新建

辅助

工程

仓库 位于厂区南面，主要堆放成品。 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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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 2 层，位于厂区西部，主要用于员工办公 新建

供电 由市政电网供电 依托

公用

工程

供水 市政供水系统 依托

废气治理

项目设置 1 套“二级活性炭”处理熔融挤出废气，废气通过

包围型集气罩+软帘收集，处理后的废气通过 15m 高排气 

筒（DA001）排放，投料粉尘无组织排放。

新建

废水处理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施肥，厂区东北角 

设置循环水池（150m3 ），冷却废水循环使用。
新建

固废处置

不合格品收集外售给物资回收公司；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

门处理；设危废暂存间废活性炭定期交由有资质危险固体 

废弃物处置单位回收处理。

新建

噪声治理
厂房隔音，采用合理布局、选中低噪声设备、隔声减震等 

措施达标排放
新建

环保

工程

风险 在厂区东南角设置东北角地下应急池（50m3） 依托

1.4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及其理化性质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见表 2-3。

表 2-3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

序号 物料名称 年用量（t/a） 备注

1 HDPE 颗粒 3000 /

2 色母粒 50 /

表 2-4  主要原辅材料的理化性质

材料名称 理化性质

高密度聚

乙烯

（HDPE)

HDPE 是一种结晶度高、非极性的热塑性树脂。高密度聚乙烯是种白色粉末颗 

粒状产品，无毒、无味，密度在 0.940~0.976 g/cm3 范围内；结晶度为 80%~90%， 

软化点为 125~ 135℃ , 使用温度可达 100℃; 熔化温度 120~ 160℃ , 对于分子 

较大的材料，建议熔化温度范围在 200~250℃之间。耐模型、电绝缘性、韧性 

及耐寒性较好；化学稳定性好，在室温条件下，不溶于任何有机溶剂，耐酸、 

碱和各种盐类的腐蚀。

色母

全称叫色母粒，也叫色种，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专用着色剂，亦称颜料制 

备物。色母主要用在塑料上。色母由颜料或染料、载体和添加剂三种基本要 

素所组成，是把超常量的颜料均匀载附于树脂之中而制得的聚集体，可称颜 

料浓缩物，所以它的着色力高于颜料本身。加工时用少量色母料和未着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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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掺混，就可达到设计颜料浓度的着色树脂或制品。

1.5 主要生产设备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5。

表 2-5  本项目主要设施一览表

序号 生产设施 数量（台） 备注

1 挤出机 5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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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牵引机 5 新建

3 搅拌机 5 新建

4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1 新建

1.6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次项目员工 40 人，每天工作 8h ，年工作 300 天。

1.7 公用及辅助工程

（1）给水

本项目用水为市政给水管网供水，主要为生活用水和冷却用水。

①生活用水：本项目劳动定员为 40 人，均不在厂内住宿，参考《建筑给水 

排水涉及规范（2009 版）》（GB50015-2003）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行业取（用） 

水定额》等，每天生活用水量员工按 50L/人计，则本项目员工生活用水量约为

2m3/d ，即 600m3/a。

②冷却用水：本项目熔融挤出后需在冷却水槽内冷却，建设单位拟在项目 

车间外设置 1 个总容积为 150m3  的冷却循环水池，冷却过程产生冷却废水，冷 

却水与材料直接接触冷却，冷却废水经冷却池冷却后循环使用。根据建设单位提 

供的设备技术参数资料可知，1 台挤出机的冷却水耗量为 0.4m3/h ，项目共设置 

了 5 台挤出机，每台挤出机每天工作 8h ，每年工作 300d ，则可计算出挤出冷却 

水耗量约为 4800m3/a ，16m3/d ，2m3/h 。冷却过程由于系统损耗（软管带走、蒸 

发损耗等），需要补充新鲜水，每天冷却水损耗量按照循环水量的 1.0%计，故

补充水量为 48m3/a ，0. 16m3/d ，0.02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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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水平衡图（单位：m3/d）



— 12—

（2）排水

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项目冷却废水循环使用，生活污

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施肥。

（3）供电

项目用电由附近电网引入。

工 

艺 

流 

程 

和 

产 

排 

污 

环 

节

1 、生产工艺流程

生产工艺简述：

原料：项目生产所用原料均为外购，卸料在原材料仓库暂存。

混料：各种原辅材料按一定配比称重后，投入到密闭搅拌机内进行充分搅拌 

均匀。项目物料多为颗粒状，在投加到搅拌机和搅拌过程中容易产生混料粉尘

（G1）。

挤出：按工艺要求提前设定好挤出机的温度，加热方式为电加热。待设定温 

度达到并保温半小时左右，开机挤出。物料经螺旋上料至挤出机的内部，在挤出 

机中通过螺杆的剪切和外热的作用，平均塑化后进入挤出机机头，物料在机头中 

被赋予管状并挤出，挤出温度均在 130ºC 左右。挤出末端料胚熔体暴露在空气中，

会产生一定量挤出废气（G2），挤出生产线运行会产生机械噪声。

冷却：塑料管挤出后经定型装置定型，冷却的作用是使管材尺寸定型。冷却 

段分为定径和降温两部分，在真空箱前装有定径套，管材通过经套固定成型。真 

空箱内部有喷淋装置，冷却水均匀地喷洒至管材表面便管材冷却定型。冷却水循

环使用不外排。

牵引：在牵引机的传动作用下，牵引成型的制品，使其随生产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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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产品经过检验合格后即可入库待售。

图 2-2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表 2-6 项目产污情况一览表

污染源 来源 污染物名称 处理设施 排放去向

混料 G1 颗粒物 车间通风 无组织

废气
熔融挤出 G2 非甲烷总烃 二级活性炭

15m 排气筒

（DA001）

生活污水
CODcr 、BOD5、 

SS 、NH3-N 化粪池 周边林地灌溉
废水

冷却废水 SS 、CODcr 循环水池 循环使用

办公生活 生活垃圾 垃圾桶 环卫部门清运

包装 废原料包装袋 生产车间

检验 不合格品 生产车间

外售废回收部门
固体废物

废气治理 废活性炭 危废暂存间 有资质单位处理

设备噪声 各生产设备 等效 A 声级 基础减震、隔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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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
域
环
境
质
量
现
状

1 、环境空气环境质量现状

（1）达标区判断

本项目位于南宁市武鸣区双桥镇八桥村 7 队茶酒山，属于农村地区，不属于 

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为二类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的二级标准。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3 年 1 月 6  日发布的《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关于通报 2022 年设区城市及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函》（桂环函〔2023〕

13 号），2023 年武鸣区环境空气各项污染物年平均浓度统计结果见表 3- 1。

表 3-1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单位：μg/m3 ，CO 为 mg/m3）

污染物 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标准值 占标率% 达标情况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23 35 65.7 是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34 70 48.6 是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3 60 5.0 是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2 40 30.0 是

CO 年平均质量浓度 1.2 4 30.0 是

O3 年平均质量浓度 122 160 76.3 是

根据上表可知，武鸣区 2022 年环境空气中，SO2、NO2、PM10、PM2.5、CO、 

O3 的年评价指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二级标准

要求，因此项目所在区域为达标区。

（2）特征污染物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类）》（试行），排放 

国家、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有标准限制要求的特征污染物时，引用建设项目 

周边 5 千米范围内近 3 年的现有检测数据，无相关数据的选择当季主导风向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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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1 个点位补充不少于 3 天的监测数据。本次评价的特征因子为非甲烷总

烃和 TSP ，为了解所在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本次委托广西恒沁监测有限

公司进

行现状监测，监测点位见表 3-2 ，监测结果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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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环境现状监测点位

监测点 监测日期 相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项目厂址 本项目厂区

八桥村
2023.09.05~09.07

项目东北面 480m

非甲烷总烃、 
TSP

连续监测 3 
天

表 3-3 环境空气现状监测结果 单位：μg/m3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评价监测浓 

度 评价标准 最大占标率（%） 达标情况

非甲烷总烃 2000 31.5 达标
1#厂址

TSP 300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 2000 40.5 达标
2#八桥村

TSP 300 34.3 达标

由现状评价结果可知，项目所在区域总悬浮颗粒物日均值监测浓度满足《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2018）二级标准，非甲烷总烃监 

测浓度满足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的《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小时浓度限值要求。

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最近水域为东面约 780m 的双桥河，根据《南宁市水功能区划图》， 

该评价河段规划为双桥河双桥工业农业用水区（详见附图七），水质执行《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项目生产过程无废水排放，冷却

水循环使用，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施肥。

双桥河于大皇后村汇入武鸣河，根据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的 

《武鸣生态环境局：2022 年 6 月武鸣区水质监测情况》，选取双桥河汇入武鸣 

河前河水监测断面监测结果，双桥河汇入武鸣河前河水断面水质满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Ⅳ类标准。

表 3-4 2022 年 6 月 29  日双桥河汇入武鸣河前河水质常规监测结果  单位：mg/L

监测项目 溶解氧
pH 值（无 

量纲）
氨氮 CODMn BOD5 CODcr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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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 5.04 6.8 0.176 3.9 0.6 27 0.22

标准限值 ≥3 6~9 ≤1.5 ≤10 ≤6 ≤30 ≤0.3

本项目附近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2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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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类标准要求。

3 、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位于八桥村，不在《南宁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图》（2020 年）规划范围 

内，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项目属于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本次评价分别在厂界四周设置一个监测点，监测时间 2023 年 09 月 05  日~06 

日，监测结果如表 3-4 所示。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厂界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

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表 3-4 项目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 单位：dB(A)

2023-09-05 2023-09-06
测点编号 测点位置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 项目东面厂界

2# 项目南面厂界

3# 项目西面厂界

4# 项目北面厂界

4 、地下水及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 

原则上不开展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 

边林地施肥，冷却废水循环使用，对周边地下水环境影响不大。本项目不展开地

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及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 16—

环
境
保
护
目
标

1 、大气环境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所在区域 500 米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需

要特殊保护的目标。周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详见表 3-5。

2 、声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 50 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3 、地下水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

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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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武鸣县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报批稿）》，双桥镇在 

用水源地水源地有 8 个，最近的水源地为伊岭村三乐屯地下水水源地，项目厂界

距离取水口约 2. 1km ，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表 3-5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类别
环境保 

护目标

与项目相 

对方位

距项目最近 

距离（m）
规模 环境功能

环境空 

气 八桥村 北 480 50 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中

二级标准

地表水 
环境

双桥河 东 420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标准

污
染
物
排
放
控
制
标
准

1 、废气

项目营运期熔融挤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浓度执行《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4 排放标准，具体标准见表 3-3；非甲烷 

总烃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表 9 标准限值，恶臭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二级标 

准限值，详见表 3-4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 A 表 A. 1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详见

表 3-5。

表 3-3《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单位：mg/m3

有组织排放限值 无组织排放
污染物

适用的合成树 

脂类型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厂界排放限值

非甲烷总烃 所有合成树脂 100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4.0

表 3-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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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制项目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1 臭气浓度 20(无纲量)

表 3-5《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摘录）

污染物 排放限值（mg/m3)） 限值含义 监测点位

非甲烷总烃 10 监控点处 1h 平均浓度值 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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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2 、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冷却水，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

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施肥。

3 、噪声

项目营运期厂界噪声执行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12348-2008）中 2 类排放标准。

表 3-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摘录）

类别 昼间 dB(A) 夜间 dB(A)

2 类 60 50

4 、固体废物

一般 固体废物执行《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 ；危 险废物贮存执行《 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要求。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本项目废气排放量为挥发性有机物 1.62t/a；建议总量控制指标为挥发性有机

物 1.62t/a。



—19—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
工
期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项目利用已建设好的厂房进行生产运营及办公生活，不进行厂房建设，施工期 

主要是利用现有厂房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施工期无工人在项目场地食宿，则产

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少量扬尘、车辆尾气、安装垃圾及噪声。

1 、废气

施工期的废气主要为车辆尾气、扬尘：人员、运输车辆往来产生的尾气，污

染物主要包括 CO 、碳氢化合物、NOx 、扬尘等，为间歇性无组织排放。

项目应加强对车辆的管理，尽量保持厂区道路畅通，设备运输期间可定期对

场地洒水降尘，使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大大减小，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2 、废水

项目在施工期无生产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

施肥，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3 、噪声

施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输、安装、调试产生的噪声及车辆噪声。安 

装、调试噪声：仪器设备运输、安装、调试等过程会产生的噪声，人员、运输车

辆往来产生的噪声，为间歇性无组织排放。

设备运输为短期的间歇性的，且设备的安装、调试等主要在厂房室内进行， 

应合理安排设备运输、安装时间，并加强车辆管理，减少车辆在进出时鸣笛，以

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 、固体废物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安装垃圾：仪器设备安装等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垃圾产生量较小，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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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环 

境 

影 

响 

和 

保 

护 

措 

施

1 、运营期大气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1 项目源强及达标排放情况

项目废气主要为投料粉尘、熔融挤出过程废气。

（1）投料粉尘

将聚乙烯颗粒（粒径 5- 10mm）和母料（粒径 3-6mm）按照一定比例由人工 

加入到搅拌配料机料斗中进行混合配料，聚乙烯粒子在解包、投料等过程会有 

少量粉尘产生。一部分粉尘会降落而重新回用，另一部分随气体以无组织排放 

方式进入环境。粉尘产生量与职工的操作方法、熟练程度有关，难以定量分析。 

由于本项目物料中塑料粒子比重及粒径较大，基本降落至地且不易产生粉尘，

故本项目塑料粒子解包及投料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仅作定性分析。

（2）熔融挤出废气

本项目塑料管生产使用的主要原料为高密度聚乙烯等塑料颗粒，项目生产 

控制温度 140~ 180℃ , 项目使用的聚乙烯热分解温度≥310℃ 。因此，在本项目 

生产工艺条件下各塑料粒子均未达到热分解温度，塑料粒子在熔融过程中不发 

生分解，不产生碳链焦化气体。但原料中有少量未聚合的单体在高温作用下挥 

发，形成有机废气。根据原料特性，产生的少量有机废气成分为烯烃等有机废

气，本项目以 VOCs 计， 以非甲烷总烃表征。

查阅《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292 塑料制品行业系数手册-2922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行业系数 

表，配料-混合-挤出过程挥发性有机物产污系数为 1.5kg/t · 产品。项目塑料管拉 

丝产品量为 3000t/a ，则熔融挤出过程非甲烷总烃产生量为 4.5t/a 。年工作 300

天，每天 8 小时。

本项目拟在挤出机设置包围型集气罩+软帘对废气进行收集，根据企业设计资 

料，拉丝生产区拟设 1 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设施，废气经集气收集后进入二级活性 

炭吸附设施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DA001）排放。集气罩集气效率按 80%计， 

总风量 10000m3/h ，二级活性炭吸附设施对 VOCs 去除率按 80%计，经计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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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01 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 0.72t/a ，0.3kg/h ，排放浓度 30mg/m3 ，D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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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能够满足《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4 要求（100mg/m3 ）。

未收集的废气无组织排放 ，排放量为 0.9t/a ，年排放 2400h ，排放速率为

0.375kg/h。

表4-1        DA001排气筒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表

污染物产生 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排放形式

污 

染 

物 产生量 
(t/a)

质量浓度 

（mg/m3）

产生速率 

（kg/h） 工艺 效率% 质量浓度 
(mg/m3)

排放量 

（kg/h）

排放

时间

h

排放量 

（t/a）

DA001 3.6 150 1.5

二级

活性

炭

80 30 0.3 0.72

无组织

非甲烷

总烃

0.9 / 0.375 直排 / / 0.9

7200

0.375

（3）臭气浓度

项目挤出工艺产生有机废气过程伴随产生臭气浓度，臭气属于无量纲污染物， 

难以定量分析。经过对各工序设置集气罩收集有机废气送至二级活性炭吸附设备  

处理后可对臭气浓度进行净化处理，确保排放尾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标准限值要求。

1.2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活性炭吸附主要利用高孔隙率、高比表面积的特性，通过物理性吸附（可逆 

反应）或化学性键结（不可逆反应）作用，将有机气体分子自废气中分离，以达 

成净化废气的目的。由于一般多采用物理性吸附，随操作时间之增加，吸附剂将 

逐渐趋于饱和现象，此时则须进行脱附再生或吸附剂更换工作。在有机废气处理 

过程中，活性炭常被用来吸附烷烃、烯烃、芳香烃、酮、醛、氯代烃、酯以及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本项目采用颗粒活性炭，碘吸附值≥800mg/g ，比表面 

积≥850m2/g，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属于工业气态性废气中的碳氢有机废气，很容易被

活性炭吸收。

根据《浙江省分散吸附-集中再生活性炭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体系建设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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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试行）》，活性炭吸附是一种对有机废气较为成熟的处理工艺，其单级

活性

炭的处理效率为 70% 。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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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气污染总量控制方法手册》中“安装 2 级以上净化设备，其总净化效率按公式 

η= 1-(1-η1)(1-η2) … …(1-ηn)”计算，可计算出项目两级活性炭有机废气净化装置理论

净化效率可达 91% ，本次取 80%计。

表 4-2  项目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可行性对比分析表

排污单 

位类别

主要生 

产设施

污染物种 

类

排放

形式
排放口

排污许可推荐

污染物防治设

施

本项目采用

防治措施

是否

可行

塑料板、

管、型材

制造

挤出机

非甲烷总

烃、臭气

浓度

有组

织

排气筒 

DA001

除尘、喷淋、吸 

附、热力燃烧、 

催化燃烧、低温 

等离子体、UV   
光氧化/光催化、 

生物法、以上组

合技术

二级活性炭 

设备
可行

本项目对挤出工序的废气采取“二级活性炭吸附”备处理废气，再经 15m 高排 

气筒（DA001）高空排放。此过程生产废气治理措施为二级活性炭吸附组合，根据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橡胶和塑料制品工业》（HJ1122-2020），属于

可行性技术。

综上所述，本项目废气污染治理措施在技术上可行。

建设单位可通过以下措施加强无组织废气控制：

A.尽量保持废气产生车间和操作间（室）的密闭，合理设计送排风系统，提高

废气捕集率，尽量将废气收集集中处理；

B.加强生产管理，规范操作，使设备设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减少生产、控制、

输送等过程中的废气散发；

C.对于废气散发面较大的工段，合理设计废气捕集系统，加大排风量和捕集面

积，减少废气的无组织排放。

D.加强车间整体通风换气，屋顶设置气窗或无动力风帽，四周墙壁高位设置壁

式轴流风机，使车间内的无组织废气高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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