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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编制背景

为贯彻《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和《工矿用地

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关于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的要求,落实企业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

生态环境部于 2021年 1月发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以下简称

指南），要求纳入各级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企业按照《指南》要求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

其他工矿企业可参照本指南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

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4年 3 月发布了《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呼和浩特

市 2024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的通知》（呼环通〔2024〕46号）（以下简称“通知”），

中石油（内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列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名录。依据《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土壤重点监管单位污染隐患排查质量提升工作

的通知》（呼环通〔2024〕87号）要求，纳入质量提升的企业要按年度计划于 2024年 9月 30

日前完成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并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壤重点监管单位污染隐患排查质量提升

工作方案(2024-2025年)》(内环办〔2023〕227号)（以下简称“提升方案”）要求，完成土壤

隐患质量控制记录表要求内容开展全面自查。

新材料公司通过委托形式，确定由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吉

林分公司”）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昆仑吉林分公司按照《指南》和《提升方案》要求

开展本次土壤隐患排查工作，重点对生产区、储罐存储区、转运区、地下污水管线区等重点区

域的污染防治设施、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及其管理状况开展了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制定整改方

案，编制排查报告。

1.2排查目的和原则

1.2.1排查目的

(1)及时发现土壤污染隐患或者土壤污染；

(2)及早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管控风险；

(3)防止污染或者污染扩散和加重；

(4)降低后期风险管控或修复成本。



2

1.2.2排查要求

(1)重点监管单位在指南发布后一年内，以厂区为单位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土壤污染隐患

排查；

(2)新增重点监管单位在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以后一年之内开展土壤污染隐患

排查；

(3)开展过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单位，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场所、设施设

备，每 2-3年开展一次排查；

(4)对于新、改、扩建项目，在投产后一年内开展补充排查。

1.3排查范围

本次排查范围主要为中石油（内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厂区、一般固废填埋场区域范

围内，排查区域见图 2.1-2、图 2.1-3。

1.4编制依据

(1)《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1.1起实施）；

(2)《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3)《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 2018年第 3号令）；

(4)关于发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的公告，生态环境部 2021

年 1月 4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

(8)关于发布《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的公告 2019年第 28号；

(9)关于发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年）》的公告 2019年第 4号；

(10)关于发布《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的公告 2017年第 83号；

(11)关于发布《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的公告 2020年第 47号；

(12)《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13)《一般固体废物填埋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14)《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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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16)《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和控制规范》（Q/SY08190-2019）；

(17)《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50934-2013）；

(18)《石化企业风险评估技术指南》（2016年）；

(19)《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

(20)《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 2024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的通知》

（呼环通〔2024〕46号）；

(21)《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土壤重点监管单位污染隐患排查质量提升工作的通

知》（呼环通〔2024〕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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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概况

2.1企业基础信息

中石油（内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位于呼和浩特市金山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地理位置经度 111°44′55″、纬度 40°44′30″，是一家以生产经营氮肥（尿

素）、甲醇与聚甲醛等化工产品为主的综合性化工企业。

新材料公司的前身按时间顺序分别为原内蒙古天野集团化肥厂、原内蒙古天野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和中海石油天野化工有限公司，新材料公司是“八五”期间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重点

建设项目，总投资 30.06亿元，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合成氨 30万吨、尿素 52万吨。2005年天

野化工实施了原料路线改造，将原料由渣油改为天然气，同时新增年产 20万吨甲醇装置。2005

年 12月，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所属中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并购内蒙古天野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年 1月 1 日更名为中海石油天野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 2月，经过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海石油

天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7%的股份，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公司进行管

理，并更名为中石油（内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新材料公司生产过程的管理依据中国石

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的管理制度执行。

新材料公司分为生产主厂区与一般固废填埋场两个区域。

企业基本信息详见表 2.1-1。

表 2.1-1 企业基本信息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单位全称 中石油（内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 组织机构代码 9115000011411214XH

3 法定代表人 胡晓荣

4 单位所在地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

5 正门位置 N111.741672° E40.737870°

6 所属行业

2621氮肥制造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651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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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内容

7 建厂时间 20世纪 90年代初

8 最新改扩建 2020年

9 主要联系方式 0471-5608855

10 企业规模 大型

11 厂区面积 913428m2

12 从业人数 191人

区域位置图详见图 2.1-1。
总平面布置图详见图 2.1-2和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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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新材料公司区域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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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新材料公司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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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新材料公司一般固废填埋场平面布置图

2.2建设项目概况

20世纪 90年代，原内蒙古天野集团化肥厂引进合成氨装置，以减压渣油为原料年产合成

氨 30万吨，尿素 52万吨。2005年天野化工实施了原料路线改造，将原料由渣油改为天然气，

同时新增年产 20万吨甲醇装置。2005年 12月，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所属中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内蒙古天野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中石

油天野化工新建一般固废填埋场工程，计划占地 7.3×104m2。2011年，甲醇产品链延伸，新增

6万吨/年聚甲醛生产装置。2018年 1月 1日内蒙古天野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石油（内

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公司。2023年初，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

分公司并购中海石油天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中石油（内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目前新材料公司生产场地 4套生产装置仅剩 6万吨/年聚甲醛装置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其他

生产装置已于 2020年停工。各生产装置场地现状见图 2.2-1至图 2.2-3。

经现场勘察，新材料公司一般固废填埋场场地已基本无废渣存放，处于备用状态，场地现

状情况见图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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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合成氨及尿素生产区域

图 2.2-2 甲醇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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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聚甲醛生产区域

图 2.2-4 一般固废填埋场区域

2.3原辅料及产品情况

新材料公司目前有 6万吨/年聚甲醛装置、30万吨/年合成氨装置、52万吨/年尿素装置、20

万吨/年甲醇装置，共计 4套生产装置。

现仅 6万吨/年聚甲醛装置处于运行状态，其余 3套装置于 2020年停产，至今仍为停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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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主要原料及助剂为甲醇、甲醛、乙二醇、氢氧化钠(45%)、硫酸(98%)、甲缩醛(99.85%)、

三乙基胺(99%)、三聚氰胺(99%)、三氟化硼、晶核剂、润滑剂、抗氧化剂等。主要产品为甲醛、

聚甲醛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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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生产装置

新材料公司厂区内现存 4套生产装置，目前仅 6万吨/年聚甲醛装置处于运行状态，其余 3套装置于 2020年停产，至今仍为停产状态。各

生产装置的情况见表 2.3-1。

表 2.3-1 新材料公司生产装置情况表

序

号
生产装置 设计产能 装置类型 生产工艺 投产时间 运行状态 主要原料及助剂 主要产品

涉及有毒

有害物质

有毒有害物质

判断依据

1 聚甲醛装置 6万吨/年 密闭装置
本体聚合

法
2011年 正常运行

甲醇、甲醛、乙二醇、氢

氧化钠(45%)、硫酸

(98%)、甲缩醛(99.85%)、
三乙基胺(99%)、三聚氰

胺(99%)、三氟化硼、晶

核剂、润滑剂、抗氧化剂

聚甲醛颗粒

甲醛、三氟

化硼、氢氧

化钠、硫酸

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2 合成氨装置 30万吨/年 密闭装置
德国谢尔

气化工艺

20世纪 90
年代

停产 天然气 液氨
停产状态

不涉及
/

3 尿素装置 52万吨/年 密闭装置
斯纳姆氨

汽提工艺

20世纪 90
年代

停产 液氨、二氧化碳 尿素
停产状态

不涉及
/

4 甲醇装置 20万吨/年 密闭装置
三塔精馏

技术
2005年 停产 天然气 甲醇

停产状态

不涉及
/

2.3.2储运区

公司现有储运公用工程主要在聚甲醛车间，各车间的储罐情况见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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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新材料公司储罐情况表

序号 属地 罐区/储罐名称 储存介质 罐型 储罐数量
单罐容积

（m3）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

有毒有害物质

判断依据

1

聚甲醛车间

甲醛储罐 甲醛水溶液 接地单层钢制储罐 4 250 甲醛 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2 甲醇储罐 甲醇 接地单层钢制储罐 1 500 甲醇

3 乙二醇储罐 乙二醇 接地单层钢制储罐 1 300 / /

2.4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2.4.1生产工艺

因目前仅聚甲醛装置处于运行状态，其余 3套生产装置因工艺落后、能耗比不符合要求进行停产处理，所以只介绍聚甲醛装置的生产工

艺。

聚甲醛装置生产工艺流程

(1)甲醛生产工序

甲醛生产装置工艺流程见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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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甲醛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2)聚甲醛生产工序

聚甲醛生产工序包含甲醛浓缩单元、三聚甲醛单元、二氧五环单元、丁缩醛单元、催化剂配制单元、聚合单元与包装造粒单元。

聚甲醛生产装置工艺流程见图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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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聚甲醛系统工艺流程简图

2.4.2产污与排污环节

新材料公司现正常运行的装置仅有聚甲醛装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和固废等污染物。

2.4.2.1废气排放情况

新材料公司废气排放主要为锅炉烟气和焚烧炉烟气，排放量统计见表 2.4-1和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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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锅炉烟气排放统计表

单位 1 月 2 月 3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烟气排放量 万标立方米 22317 24835 0 0 0 0 0 0 0 0 0 0 47152

颗粒物实测平均浓度 mg/m
3

1.8 2.15 0 0 0 0 0 0 0 0 0 0

颗粒物排放量 千克 416 533 0 0 0 0 0 0 0 0 0 0 949

SO2 实测平均浓度 mg/m
3

7.4 6.28 0 0 0 0 0 0 0 0 0 0

SO2 排放量 千克 1638 1558 0 0 0 0 0 0 0 0 0 0 3196

NOX 实测平均浓度 mg/m3 16.5 15.59 0 0 0 0 0 0 0 0 0 0

NOx 排放量 千克 3718 3872 0 0 0 0 0 0 0 0 0 0 7590

表 2.4-2 焚烧炉烟气排放统计表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焚烧炉排放量 万标立方米 710 601 664 651.00 609 526 542 462 369 352 600 658 6744

颗粒物实测平均浓度 mg/m3 0.67 0.95 0.61 0.4 1.51 0.68 0.54 1.5 3.2 1.2 1.41 1.4

颗粒物排放量 千克 1 0 9 2 8 6 3 6 12 4 8 8 67

SO2实测平均浓度 mg/m
3

20.65 17.16 16.1 28.7 29.4 39.58 33.69 34.6 27.2 10.23 35.64 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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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SO2排放量 千克 148 105 109 191.0 177 207 182 160 98 38 212 226 1853

NOX实测平均浓度 mg/m
3

27.02 27.53 26.1 22.8 22.4 22.99 23.67 23 34.85 21.5 20.72 21.78

NOx排放量 千克 192 163 174 146.0 138 120 128 104 135 78 124 143 1645

2.4.2.2废水排放情况

废水包括生产装置废水、生活污水、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废水等，废水排放量见表 2.4-3。

表 2.4-3 废水排放量统计表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废水外排量 吨 57266 47138 20900 20939 24489 20720 36662 45752 6957 9250 17827 39921 347821

COD 平均浓度 mg/m
3

14 16.2 23.9 23 24 22.52 19.91 20 27.48 30.92 12.16 22.25

COD 排放量 千克 786 726 486 493 633 520 793 896 197 295 421 886 7132

NH3-N 平均浓度 mg/m
3

0.16 0.22 0.73 0.42 0.35 0.26 0.14 0.34 0.44 0.59 0.28 0.23

NH3-N 排放量 千克 8.9 7.5 5.3 7.6 11.5 10 10 11.4 4.4 6.9 3.45 9.1 96

总氮最高浓度 mg/m
3

2.18 2.46 2.51 3.42 4.4 2.12 4.83 3.64 9.8 9.9 10.2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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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固废产生情况

新材料公司的固废主要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其中一般固废主要为锅炉渣、炉灰等，危险废物主要为有机废液、废树脂、废矿物油、

实验室废液、废吸附剂等，产生情况统计见表 2.4-4和表 2.4-5。

表 2.4-4 一般固体废物统计表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一般固体废物量 吨 1368 1128 0 0 0 0 0 0 0 0 0 0 2496

锅炉灰 吨 855 595 0 0 0 0 0 0 0 0 0 0 1450

锅炉渣 吨 93 78 0 0 0 0 0 0 0 0 0 0 171

脱硫灰 吨 420 455 0 0 0 0 0 0 0 0 0 0 875

表 2.4-5 危险废物统计表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产生量 处置量 贮存量 转移情况 备注

有机废液 265-101-13 4005 4005 --- 自行处置，焚烧

废树脂 265-103-13 17.25 17.25 --- 呼和浩特市联合鼎盛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废矿物油 900-217-08 2.2 2.2 --- 内蒙古恒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室废液 900-047-49 1.82 1.82 --- 呼和浩特市联合鼎盛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废吸附剂 900-046-49 17.85 17.85 --- 呼和浩特市联合鼎盛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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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根据收集资料、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结合《指南》对有毒有害物质定义，确定新材料

公司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见表 2.5-1。

表 2.5-1 新材料公司涉及有毒有害物质表

序号
有毒有害物

质名称
涉及部门 依据（有毒有害物质标准来源）

1 甲醛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甲醛罐区原料及废水产

生

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

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

一批）

2 甲醇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甲醇罐区及废水产生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3 三氟化硼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原料

4 硫酸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原料及废水产生

5 氢氧化钠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原料及废水产生

6 有机废液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固废产生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7 废树脂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固废产生

8 废矿物油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固废产生

9 实验室废液 检测试验室

10 废吸附剂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固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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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污染防治措施

2.6.1废气处理措施

2.6.1.1有组织废气

全厂目前涉及有组织废气的装置为聚甲醛装置。

①洗涤回收

为确保外排的废气达标排放，聚甲醛装置于各工序分别设置了相应的洗涤塔，采用水喷淋

洗涤吸收废气中的甲醛等有机烃类气体。所设洗涤塔有：

甲醛浓缩工序洗涤塔，用于处理甲醇浓缩工序不凝气。

三聚甲醛及回收工序废气回收塔，用于处理三聚甲醛单元的 TOX反应系统不凝气、回收

工序甲醇回收塔、TOX回收塔、甲醛回收塔不凝气。

聚合工序洗涤塔，用于处理聚合工序反应系统尾气、挤出制粒系统尾气、干燥系统尾气。

②催化转化

瑞典 PerstorpFormox公司配套提供 ECS催化转化尾气处理系统，用于处理甲醛制备工序经

两级吸收塔后的反应尾气、甲醛浓缩工序洗涤塔尾气和三聚甲醛及回收工序废气回收塔尾气，

通过催化转化，将尾气中的烃类气体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使其满足达标排放要求。

ECS尾气处理系统的流程为：系统工艺尾气先经 ECS预加热器与处理后的尾气换热，之后

在 ECS启动加热器加热后进入 ECS反应器内在催化剂作用下，将甲醇、甲醛等有机烃转化为

CO2和 H2O。该反应为放热反应，反应热经 ECS蒸汽发生器移走，副产蒸汽。冷却后的尾气排

入环境空气。

③布袋除尘

聚合工序的干燥尾气中含有一定量聚甲醛粉尘，为减轻洗涤塔的负荷，确保达标排放，在

该股废气进洗涤塔前采用布袋除尘器进行预处理。布袋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在各类除尘设施中效

果最明显，具有除尘效率高、捕集粒径范围广等特点，其除尘效率可达 99.5%以上。

④高空排放

经处理后外排的各股废气均采用高空排放的方式，ECS系统排气筒的高度为 20m，洗涤塔

排气筒的高度为 40m，在满足工程要求的基础上，同时满足环保要求，有利于废气的高空扩散

和净化。

⑤送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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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停车及事故状态下的工艺气均排到新材料公司现有火炬进行焚烧处理。以避免直接

排放污染环境。现有火炬为油改气联产甲醇项目同期配套建设，采用四杆型、前分离罐、高能

点火器，天然气作不间断火源，火炬高度 95m。该火炬的燃烧效率可达 95%以上，燃烧后的产

物主要为 H2O和 CO2。

⑥送焚烧炉

甲醛浓缩单元及聚甲醛各生产单元的工艺尾气均送热力焚烧炉处理后由 20米高排气筒排

放。为确保外排废气达标排放，设置了相应的洗涤塔，采用水喷淋洗涤吸收废气中的甲醛、甲

醇等有机烃类气体。

2.6.1.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来自罐区、生产装置、污水处理区等区域产生的无组织废气。对

罐区采用浮顶罐方式储存；对生产装置的（设施）动静密封点定期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

对于污水处理场的池体，设置顶盖并收集无组织恶臭废气通过引风机抽出后送聚甲醛焚烧炉焚

烧。

2.6.2废水处理措施

新材料公司的废水环保措施有清污分流、二级生化处理、节水回用等措施。

全厂污水种类主要包括聚甲醛装置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清净雨水与消防废水。

生活污水、清净雨水与消防废水、聚甲醛装置生产废水由聚甲醛装置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

处理，最终出水进入雨水消防池，部分回用或部分外排，排入金桥污水处理厂。

聚甲醛装置污水处理设施

(1)污水调节池

由于生产废水随着生产时间段的不同，排放的水量、水质有很大的波动性，因此，设立调

节池进行调节水量，均衡水质。

生产废水由泵提升至废水调节池，生活污水溢流至集水井，由泵提升至废水调节池。

(2)污水中和

废水调节池溢流至中和池和中间水池，投加碳源、尿素和中和剂，满足后续生化要求，出

水溢流至均化调节池；也可以利用原有中间水池提升到 ALSP池。

(3)均化调节池

废水调节池体容积约为 500m³。

(4)ALSP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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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化调节池由泵提升至 ALSP厌氧。冬季生产废水温度较低时，可开启蒸汽加热器，稳定

ALSP厌氧进水水温；夏季生产废水温度较高时，可开启循环冷却水，降低 ALSP厌氧进水水

温。

ALSP厌氧利用高效厌氧装置中存在的大量厌氧微生物的作用来降解废水中含有的溶解性

有机物及部分非溶解性有机物，分解后的主要产物是：CO2、H2O、CH4及合成厌氧微生物菌

体。

(5)LSP段

出水溢流至缺氧池，进入 LSP池。LSP污泥减量生物处理工艺为目前国际上较为先进的一

种污水处理生化工艺，利用世界上卷曲率最高的一种纤维微纳米生物载体，给兼氧、好氧微生

物提供良好的载体，以便提供最大的污泥负载量，同时利用载体上的好氧、兼氧的交替环境，

最终达到脱氮的处理效果。，在有氧环境下污泥被食物链内逐级微生物分解成 CO2 和 H2O，

不新增甲烷等其他物质。

(6)二沉池

二沉池为沉淀悬浮物而设，通过管道混合器，投加 PAC和 PAM（-），去除总磷。二沉池

污泥由泵提升至污泥浓缩池，二沉池出水溢流至高级氧化集水池。

(7)高级氧化集水池

二沉池出水溢流至高级氧化集水池。收集污水为后续臭氧催化氧化做调节。

(8)超高速过滤机

高级氧化集水池出水由泵提升至超高速过滤机，用于去除由沉淀池未沉降的悬浮物，防止

悬浮物在后续催化剂表面堆积影响催化效果。

(9)臭氧高级催化氧化单元

来水经过高速过滤机过滤后进入臭氧高级催化氧化单元，在反应器内进行多相催化氧化反

应。多相臭氧高级催化氧化将臭氧、固体催化剂和废水置于一个装置内完成反应，构成由臭氧、

废水和固体催化剂组成的气、液、固三相体系。在催化剂的作用下，激发臭氧在水中分解生成

反应活性更高的活性氧化物质，如羟基自由基，攻击废水中有机污染物，使之完全矿化或者转

化为易于去除的、无毒或低毒的简单小分子化合物。经臭氧高级催化氧化单元后，出水进入排

放水池；高级氧化集水池设置超越管到排放水池。

排放水池储存臭氧高级催化氧化出水，最终出水进入雨水消防池回用或外排。

(10)污泥处理

二沉池污泥排入污泥浓缩池，污泥浓缩池内污泥由泵提升至板框压滤机，经过脱水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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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外运至聚甲醛焚烧炉焚烧。

(11)恶臭处理

ALSP池、缺氧池、LSP池、二沉池、高级氧化集水池、污泥浓缩池和臭氧催化塔等在运

行时会有氨、硫化氢和甲醛产生，需要对各池体进行封闭，防止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外溢。

设置管道收集，依托现有沼气罐暂存，后送聚甲醛焚烧炉焚烧。

2.6.3固体废物处理情况

全厂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采用回收利用、外委第三方转运处理共二种方式进行处理/处置。

2.6.3.1回收利用

甲醛制备工序的废催化剂按照危险废物处置，聚合工序产生的废聚甲醛可作为次品出售；

新增锅炉灰渣、脱硫灰综合利用或自行处置。

2.6.3.2外委第三方转运处理

全厂产生的不能回收利用的危险废物委托呼和浩特市联合鼎盛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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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历史土壤和地下水监测信息

通过资料收集，新材料公司于 2019年进行过土壤地下水环境调查和 2023年土壤和地下水

自监测。

2019年土壤和地下水调查结果：厂区及一般固废填埋场初步调查点位数量共为 22个，其

中厂区及一般固废填埋场上游区域设置土壤与地下水复合背景值监测点位 3个，厂区内共设置

土壤与地下水复合监测点位 9个，土壤监测点位 8个，一般固废填埋场区域设置地下水监测点

位 2个。

该次调查共采集土壤样品 62件，其中包括 6个平行样。检测因子 49项，有 2项因子检出，

检出因子中无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二类

建设用地筛选值。

共采集地下水样品 14件，无平行样。检测因子 49项，有 5项因子检出，其中 1,2-二氯丙

烷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 III 类水体标准限值，超标点位为MW01采样点，

检测值为 0.0157mg/L，超标倍数为 3.14 倍。其他检测因子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4848-2017)中 III 类水体标准限值。

2023年自行监测结果：共布置背景采样点 4个，其中土壤背景采样点 2个，地下水背景采

样点 2个。布置土壤采样点 6个，检测因子 53项，地下水采样点 6个，检测因子 39项。现场

共采集土壤样品 22件，含平行样 2 件，采集地下水样品 6 件，含平行样 1件。通过对所有土

壤和地下水样品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二类建设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均未

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II 类地下水质量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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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查方法

3.1资料收集

《指南》明确主要收集重点监管单位基本信息、生产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等，并梳理有毒

有害物质信息清单。本次排查根据《指南》中资料收集建议清单，通过部门、车间人员整理，

收集到新材料公司的相关资料见表 3.1-1。

表 3.1-1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收集情况 备注

1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或报告表 √
聚甲醛装置环评报告书

聚甲醛污水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报告表

外排水提标改造项目环评报告表

2 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 清洁生产审核（第四轮）评估报告

3 安全评价报告 √
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20万吨甲

醇、6万吨聚甲醛项目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2018）

4 排污许可证 √
9115000011411214XH001P（有效期

至 2027年 12月 31日）

5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 聚甲醛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6 平面布置图 √

7 营业执照 √

8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9 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

10 土地登记信息、土地使用权

变更登记记录
√

11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

12 危险化学品清单 √ 2024年

13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 2024年

14 环境统计报表 √ 2023年

15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 聚甲醛污水处理站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16 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 /

17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

18 地下水监测记录 √ 2019年和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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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名称 收集情况 备注

19 调查评估报告或相关记录 √

20 其他相关材料 × /

3.2人员访谈

本次排查根据《指南》要求，在收集资料同时开展了人员访谈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与

各生产装置主要负责人、环保管理人员、主要工程技术人员等访谈，通过访谈核实收集资料真

实性，补充了解企业生产、环境管理等信息，包括设施设备运行管理，固体废物管理、化学品

泄漏、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

图 3.2-1 人员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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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人员访谈

3.3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确定

根据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结果结合《指南》对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定义，确定新材

料公司重点场所或重点设备见表 3.3-1。

表 3.3-1 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清单

重点场所
重点设施设

备
所属生产厂/车间 场所、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面积/埋深/类型

液体储存 储罐类 聚甲醛车间

甲醛储罐 Φ6.5×7.8m

甲醇储罐 Φ8×10.5m

乙二醇储罐 Φ7.5×7.5m

液体储存 池体类 聚甲醛车间污水处理站

雨水池 21.5×16.5×4.5m

事故池 13.6×12.2×5.5m

废水调节池 11.6×8.9×5.0m

中和池 2.7×2.7×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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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场所
重点设施设

备
所属生产厂/车间 场所、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面积/埋深/类型

中间水池 8.5×3.2×3.5m

液体储存 池体类 聚甲醛车间污水处理站

均化调节池 20.0×15.0×5.0m

ALSP厌氧池 11.4×9.25×8.5m×4座

回流水池 37.0×1.8×1.25m

缺氧池 8.5×3.0×5.5m

LSP池
27.5×5.5×5.5m×3座
19.0×5.5×5.5m×1座

二沉池
8.5×3.0×5.5m
8.5×6.6×4.5m

高级氧化集水池 8.5×3.3×4.5m

排放水池 9.0×4.0×4.5m

污泥浓缩池 Φ5×6m

散装液体转

运与厂内运

输

管道运输 聚甲醛车间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5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5 地上管道

000606 地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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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场所
重点设施设

备
所属生产厂/车间 场所、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面积/埋深/类型

散装液体转

运与厂内运

输

管道运输 聚甲醛车间

000607 地上管道

000608 地上管道

000609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5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5 地上管道

000606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7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7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下管道

散装液体转

运与厂内运

输

导淋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装置 703个

传输泵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装置

密封效果一般的泵

（53台）

密封效果较好的泵

（189台）

无泄漏离心泵

（8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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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场所
重点设施设

备
所属生产厂/车间 场所、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面积/埋深/类型

包装货物的

储存和运输

包装货物储

存和暂存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包装线厂房 6229m2

生产区 生产装置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装置 密闭生产装置 109685m2

其他活动区

分析化验室 聚甲醛车间 分析化验室 1524m2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

场

聚甲醛车间 一般固废填埋场 21096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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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现场排查方法

重点场所、设备调查：与车间环保员、技术员等相关人员开会说明调查目的、内容及发放

调查表填写说明。

土壤污染隐患调查：根据收集的重点设备资料，筛查出有问题和不清晰的重点设备、场所，

以及存在土壤污染隐患的设备、场所，进行重点调查；调查方法采用现场调查、现场拍照、现

场咨询、人员访谈等。

本次结合新材料公司生产实际开展排查，重点排查：

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的设施，包括二次保护

设施（如装置区设置围堰、排水沟，储罐区设置围堤及渗漏措施、收集沟等）、防滴漏设施（如

传输泵、法兰连接处、污泥等采用托盘盛放），以及地面防渗阻隔设施等（指地面做防渗处理，

各连接处进行密封处理，周边设置收集沟渠或者围堰等）等。

是否有能有效、及时发现及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的设施或者措施。如二次保护设

施需要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地面防渗阻隔设施需要定期检测密封、防渗、阻隔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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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新材料公司于 2024年 9月委托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完成本次工作任务，组

织各部门的环保员、装置负责人等对各区域的装置内的土壤和地下水隐患进行排查。重点排查

了液体存储区、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生产区及其他活动区等《指南》明确要求需要开展

排查的区域。

4.1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隐患排查

4.1.1液体储存区

(1)储罐类储存设施

厂区内的储罐类储存设施主要为接地储罐，各储罐的预防设施和措施情况如下：

接地储罐：接地储罐主要为单层钢制储罐，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能符合《指南》中接

地储罐的组合 1和组合 4的相关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

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

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

存在问题。各储罐使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常压金属储罐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建立常压

金属罐设施的技术档案，分别对储罐进行月度检查、检维修及改造记录，对安全附件检修、维护

及检验检查进行记录，对储罐进行测厚点布置，各储罐按腐蚀速率不同按每三个月、六个月或加

密测厚频率，并形成记录。各储罐设置了液位计、可燃气或有毒有害气体报警器，并对其进行定

期检定，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依据《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 的相关要求对各储

罐的密封点开展 LDAR 密封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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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类储存设施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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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液体储罐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
车间/装置

罐区/储罐名称
储罐存储物质

或组分
储罐类型 储罐结构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甲醛储罐 甲醛水溶液 接地储罐 单层钢制储罐 有泄漏检测设施。

有围堤等普通阻隔设施。

罐底基础有防渗阻隔设施，罐体

基础到围堰之间的区域无防渗阻

隔设施。

酸碱储罐区泵组围堰不封闭。

定期校准泄漏检测设施状况。

定期开展储罐测厚等罐体专项检

查。

开展日常巡检和日常维护。

甲醇储罐 甲醇 接地储罐 单层钢制储罐

乙二醇储罐 乙二醇 接地储罐 单层钢制储罐

接地储罐 储罐液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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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罐区应急演习方案 储罐专项检测报告 储罐测厚检测

(2)池体类储存设施

厂区内的池体类储存设施类型主要为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各储存池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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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的组合 1和组合 2部分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

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存在问题。各运行部门的池体安装了液位计、可燃

气报警器或有毒有害气体报警器，并对其进行定期检定，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池体类储存设施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技术要求

表 4.1-2 池体类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池体名称 储存物质或组分 池体类型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污水处理场

雨水池 雨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防渗池体。

有液位计、可燃气报警器等泄漏检

测设施。

定期校准泄漏检测设施。

开展日常目视检查和日常维护。

事故池 事故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废水调节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中和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中间水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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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池体名称 储存物质或组分 池体类型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污水处理场

均化调节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防渗池体。

有液位计、可燃气报警器等泄漏检

测设施。

定期校准泄漏检测设施。

开展日常目视检查和日常维护。

ALSP厌氧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回流水池 回用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缺氧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LSP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二沉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高级氧化集水池 污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排放水池 处理后净水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污泥浓缩池 污水、污泥 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

地下半地下池体 池体液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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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区

(1)散装液体物料装卸

厂区内原有的散装液体物料装卸栈台现已全部停运，进行了相应的吹扫处理，新材料公司不涉及该类重点设施。

(2)管道运输

厂区内的管道主要为地上管道和地下管道，各类型管道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情况如下：

①地上管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地上管道的组合 1的相关要求。

②地下管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地上管道的组合 2的相关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

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存在问题。压力管道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锅

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管理实施细则》中管道月检内容包括：技术档案资料是否齐全、管道及其它组成件是否泄漏、管道绝热层有无破损、脱落、

跑冷等情况、防腐层是否完好、管道有无异常振动情况、管道是否存在挠曲、下沉及异常变形等、支吊架是否完好、阀门是否完好、法兰有无

异常、膨胀节有无异常、蠕胀测点是否完好、管道标识是否符合规定、安全阀是否完好、压力表是否完好、测温仪表是否完好等情况进行检查，

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设备及管道定点测厚管理实施细则》依据各腐蚀速率不同按每三个月、六个月或加密检测等频率进行管道测厚检测，并

形成记录。管道的密封点依据《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的相关要求开展 LDAR密封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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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运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技术要求

表 4.1-4 管道运输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管道名称
运输

物质或组分
管道类型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000601 丁醇 地上管道

管道附件处无泄漏、渗漏情况发生。

定期检查管道渗漏情况，开展 LDAR检

测。

有管道维护方案，开展日常目视检查。

能有效应对泄露事件（人员培训及应急

预案）

000601 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2 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3 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4 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4 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1 有机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2 有机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3 有机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4 有机废液 地上管道

000605 有机废液 地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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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管道名称
运输

物质或组分
管道类型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000601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管道附件处无泄漏、渗漏情况发生。

定期检查管道渗漏情况，开展 LDAR检

测。

有管道维护方案，开展日常目视检查。

能有效应对泄露事件（人员培训及应急

预案）

000602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000603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000604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000605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000606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000607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000608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000609 浓甲醛溶液 地上管道

000601 乙二醇 地上管道

000602 乙二醇 地上管道

000604 乙二醇 地上管道

000605 乙二醇 地上管道

000601 甲醇 地上管道

000602 甲醇 地上管道

000603 甲醇 地上管道

000604 甲醇 地上管道

000605 甲醇 地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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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管道名称
运输

物质或组分
管道类型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000606 甲醇 地上管道

管道附件处无泄漏、渗漏情况发生。

定期检查管道渗漏情况，开展 LDAR检

测。

有管道维护方案，开展日常目视检查。

能有效应对泄露事件（人员培训及应急

预案）

000601 硫酸 98% 地上管道

000602 硫酸 98% 地上管道

000603 硫酸 98% 地上管道

000604 硫酸 98% 地上管道

000607 硫酸 98% 地上管道

000601 碱液 地上管道

000602 碱液 地上管道

000603 碱液 地上管道

000604 碱液 地上管道

000607 碱液 地上管道

000601 废水 地下管道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况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制定并落实管道维

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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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管道 地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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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管道定期检验报告 工业管道测厚报告 工业管道定期检验报告

(3)导淋

厂区内的导淋主要位于生产装置、传输泵、管道上，与其所处位置的重点场所、重点设施采用相同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

厂区内的导淋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符合《指南》中导淋的组合 1、组合 2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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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淋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技术要求

表 4.1-5 导淋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车间

/装置
装置/罐区名称 导淋数量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装置 703

有普通阻隔设施。

排液完成后，无导淋阀残余物料的滴漏情况。

大部份导淋设有丝堵，使用时加设托盘，能防止雨水造成防滴漏

设施满溢。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处理。

聚甲醛 SPS-202敞口采样点无防滴漏措施。

制定了泄露事件应急预案。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开展日常目视检查及日常维护。

密闭采样器 加装封帽的导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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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输泵

厂区内的传输泵类型包括密封效果较好的泵、密封效果一般的泵和无泄漏离心泵，各类型的传输泵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情况如下：

①密封效果较好的泵：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密封效果较好的泵的组合 1和组合 2要要求，同时符合组合 3的部分要求；

②密封效果一般的泵：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完全符合《指南》中密封效果一般的泵的组合 1要求和组合 2的部分要求；

③无泄漏离心泵：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无泄漏离心泵的组合 1的相关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

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存在问题。《呼和浩特石化公司机泵管理实施细则》

对传输泵的前期选型管理和后期运行管理进行了要求，传输泵的操作、切换、润滑油管理等均有具体要求，各运行部门依据相应的要求开展日常维

护、检修工作，同时对机泵进行测振、测温检测，依据规范要求对传输泵进入管线的密封点进行 LDAR密封检测。

传输泵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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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传输泵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传输泵数量 传输泵类型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53 密封效果一般的泵

有对整个泵体或关键部位设置防

滴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阀门。

开展日常目视检查和维护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没有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189 密封效果较好的泵

有围堰等普通阻隔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有对整个泵体或关键部位设置防

滴漏设施。

能有效应对泄露事件。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开展日常目视检查及日常维护。

8 无泄漏离心泵 进料端安装关闭阀门。 开展日常目视检查和维护

传输泵 设有围堰的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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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泵测振测温检测 现场巡检感应点

4.1.3包装货物的储存和运输区

(1)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厂区内无散装货物，均为包装货物，货物的物质形态为固态。

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区域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符合《指南》中固态包装货物的组合 1的相关要求。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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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储存或暂存

物质
包装类型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 固态

设置于库房内。

有合适的包装。

地面为防渗混凝土。

能有效应对泄漏事件（人员培训及应急预案），

开展日常目视检查及日常维护

聚甲醛储存库房 聚甲醛储存库房内部

4.1.4生产区

公司生产区的生产装置主要为密闭设备，无半开放式设备、开放式设备（液体物质）和开放式设备（粘性物质或者固体物质）。密闭设备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符合“指南”中组合 1和组合 2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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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

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存在问题。生产装置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检修工作，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开停工管理实施细则》保证开停工及设备检维修过程中的安全、平稳和生产受控。生产装置的各密封点依据《石油化学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的相关要求开展 LDAR密封点检测。

生产区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技术要求

表 4.1.8 生产区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车间 装置名称 装置类型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装置 密闭

有围堰等普通阻隔设施。

传输泵、易发生故障的零部件、检测样品采样点等位置

无泄漏迹象。

聚甲醛装置的聚甲醛 A线围堰破损。

制定了检修计划，对系统做了全面检查。

开展了日常维护。

没有定期开展过防渗效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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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甲醛生产装置 装置普通阻隔设施

可燃气体报警器 可燃气体监控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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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报警器校准 装置大检修计划 装置日常检修计划

4.1.5其他活动区

(1)分析化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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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内的分析化验室位于聚甲醛办公楼内，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符合《指南》中组合 1的要求。

分析化验室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技术要求

表 4.1-9 分析化验室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分析化验室名称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聚甲醛车间 分析化验室

化验室有普通阻隔设施。

关键点位设置防滴漏设施。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够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处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开展了日常维护和目视检查。

分析化验操作平台 分析化验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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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领用单 化学试剂发放清单 货物到货通知单

(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和危险废物贮存库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的选址、设计、运行、安全防护、监测符合 GB18599-2020的相关技术要求。

新材料公司无危险废特贮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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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调查表

所属生产厂/车间/装置 贮存库名称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生产中心 一般固废填埋场

设有防渗阻隔设施。

有渗滤液收集和导排系统。

有雨污分流系统。

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制定运行计划，且运行管理人员定期参加企业的岗位培训。

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并整理与归档，永久保存。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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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隐患排查台账

表 4.2-1隐患排查台账

企业名称

中石油（内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2621氮肥制造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651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时间 2024.9.8-2024.9.20

序号
涉及工业活

动
重点场所 属地 位置信息 隐患点 现场图片 整改建议 整改时限 责任人 备注

1 生产区 生产装置区 聚甲醛装置 聚甲醛 A线 围堰破损 修复破损围堰 2024.12.30 李明虎

2 生产区 生产装置区 聚甲醛装置 聚甲醛 SPS-202 敞口采样点无防

滴漏措施

加设防滴漏设施

或采用密闭采样

器

2024.12.30 李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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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散装液体转

运与厂内运

输

传输泵 聚甲醛装置
酸碱储罐区泵

组
围堰不封闭 封闭围堰 2024.12.30 李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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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和建议

5.1隐患排查结论

排查结果显示，新材料公司厂区各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能符合《指南》中的一个或多个组

合，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壤污染隐患，具体如下：

5.1.1液体储存

新材料公司液体储存区主要在聚甲醛车间，涉及储罐类、池体类储存设施。

（1）储罐类储存设施

厂区内的储罐类储存设施主要为接地储罐，各储罐的预防设施和措施情况如下：

接地储罐：接地储罐主要为单层钢制储罐，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能完全符合《指南》

中接地储罐的组合 1和组合 4的相关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

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

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

存在问题。各储罐使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常压金属储罐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建立常压

金属罐设施的技术档案，分别对储罐进行月度检查、检维修及改造记录，对安全附件检修、维护

及检验检查进行记录，对储罐进行测厚点布置，各储罐按腐蚀速率不同按每三个月、六个月或加

密测厚频率，并形成记录。各储罐设置了液位计、可燃气或有毒有害气体报警器，并对其进行定

期检定，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依据《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 的相关要求对各储

罐的密封点开展 LDAR 密封点检测。

（2）池体类储存设施

厂区内的池体类储存设施类型主要为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储存池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

措施情况如下：

①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的

组合 1和组合 2部分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

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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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

存在问题。各运行部门的池体安装了液位计、可燃气报警器或有毒有害气体报警器，并对其进行

定期检定，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5.1.2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区内运输区

（1）散装液体物料装卸

厂区内原有的散装液体物料装卸栈台现已全部停运，进行了相应的吹扫处理，新材料公司

不涉及该类重点设施。

（2）管道运输

厂区内的管道主要为地上管道和地下管道，各类型管道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情况如

下：

①地上管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地上管道的组合 1的相关要求。

②地下管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地上管道的组合 2的相关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

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

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

存在问题。压力管道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管理实施细则》中管道月

检内容包括：技术档案资料是否齐全、管道及其它组成件是否泄漏、管道绝热层有无破损、脱

落、跑冷等情况、防腐层是否完好、管道有无异常振动情况、管道是否存在挠曲、下沉及异常

变形等、支吊架是否完好、阀门是否完好、法兰有无异常、膨胀节有无异常、蠕胀测点是否完

好、管道标识是否符合规定、安全阀是否完好、压力表是否完好、测温仪表是否完好等情况进

行检查，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设备及管道定点测厚管理实施细则》依据各腐蚀速率不同按

每三个月、六个月或加密检测等频率进行管道测厚检测，并形成记录。管道的密封点依据《石油

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的相关要求开展 LDAR密封点检测。

（3）导淋

厂区内的导淋主要位于生产装置、传输泵、管道上，与其所处位置的重点场所、重点设施

采用相同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

厂区内的导淋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符合《指南》中导淋的组合 1、组合 2的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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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4）传输泵

厂区内的传输泵类型包括密封效果较好的泵、密封效果一般的泵和无泄漏离心泵，各类型

的传输泵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情况如下：

①密封效果较好的泵：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密封效果较好的泵的组合

1和组合 2要要求，同时符合组合 3的部分要求；

②密封效果一般的泵：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完全符合《指南》中密封效果一般的泵的

组合 1要求和组合 2的部分要求；

③无泄漏离心泵：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符合《指南》中无泄漏离心泵的组合 1的相关

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

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

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

存在问题。《呼和浩特石化公司机泵管理实施细则》对传输泵的前期选型管理和后期运行管理进

行了要求，传输泵的操作、切换、润滑油管理等均有具体要求，各运行部门依据相应的要求开展

日常维护、检修工作，同时对机泵进行测振、测温检测，依据规范要求对传输泵进入管线的密封

点进行 LDAR密封检测。

5.1.3包装货物的储存和运输

（1）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厂区内无散装货物，均为包装货物，货物的物质形态为固态。

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区域的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符合《指南》中固态包装货物的组

合 1的相关要求。

5.1.5其他活动区

（1）分析化验室

厂区内的分析化验室位于聚甲醛办公楼内，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符合《指南》中组合

1的要求。

（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和危险废物贮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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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公司无危险废物贮存库。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的选址、设计、运行、安全防护、监测符合 GB18599-2020 的相

关技术要求。

5.1.6现场排查问题

(1)聚甲醛装置的聚甲醛 A线围堰破损。

(2)聚甲醛装置的聚甲醛 SPS-202敞口采样点无防滴漏措施。

(3)聚甲醛车间酸碱储罐区泵组围堰不封闭。

5.1.4生产区

公司生产区的生产装置主要为密闭设备，无半开放式设备、开放式设备（液体物质）和开

放式设备（粘性物质或者固体物质）。密闭设备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符合“指南”中组合

1和组合 2中的要求。

各运行部门依据《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生产受控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岗位不间断巡检（含

视频巡检）和运行部门管理人员巡检，岗位不间断巡查一般要求“两重点一重大”装置操作人员

现场巡检间隔为1小时，其他装置为2小时。运行部门管理人员从当日8:00至次日8:00，按照规

定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对各装置（单元）的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

存在问题。生产装置每四年进行一次大检修工作，《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开停工管理实施细则》

保证开停工及设备检维修过程中的安全、平稳和生产受控。生产装置的各密封点依据《石油化

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的相关要求开展 LDAR密封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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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隐患整改方案或建议

（一）总体要求

依据排查情况制定整改方案，整改方案要明确责任人、具体整改措施、时间进度控制。责

任人按照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对排查时发现的污染隐患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排除隐患。

通过隐患排查工作，发现新材料公司的地下或半地下的污水池等存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池体

运行时间较长，建议对各池体的防渗结构定期进行防渗效果检查，对周边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

环境质量监测，以确定防渗结构的是否完好及池体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发生污染。

地下或半地下池体的防渗效果检查，可采用满水试验、机器人检测、地下水监测等方法进

行，方法可参照 SH/T 3535《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技术指南（试行）》等执行。

（二）工程措施：

(1)聚甲醛装置的聚甲醛 A线围堰破损。

建议修复破损围堰。

(2)聚甲醛装置的聚甲醛 SPS-202敞口采样点无防滴漏措施。

建议加设防滴漏设施或采用密闭采样器。

(3)聚甲醛装置酸碱储罐区泵组围堰不封闭。

建议对未封闭的围堰采用混凝土进行封堵或安装隔板。

（三）管理措施

（1）加强日常监管

要求班组，定期、不定期对各隐患部位（储罐、池体、管道、传输泵、暂存库、装置区、

分析化验室等）进行巡检，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如实记录和统计分析排查治理情况，并报送上

级管理机关。

（2）完善制度保障

依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事故隐患管理办法》、《重点监管单位土壤

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等相关要求，制定了完善的“土壤污染隐患管理办法”，并且根

据实际情况定期修订各项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3）成立领导机构

成立以厂级安全环保领导为组长级别，各车间安全保护责任人为主要成员的土壤污染隐患

监管小组，负责管理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整改的各项工作。

（4）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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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应急预案及处置方案，对应急预案及处置方案进行培训，落实应急演练，确保事故发

生时的应急处置得当。明确监控程序、责任分工和落实监控人员。

（5）强化落实

各车间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发现隐患立即整改，由厂级安全环保机构负责监

督车间整改情况，公司及安全环保机构负责审核验收，严格按照时限要求落实整改，并形成整

改台账。

（6）加大宣传力度

定期举行培训教育，宣贯《土壤污染隐患管理办法》相关内容，提高职工对环境保护工作

的重视程度，确保安全生产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可通过视频培训、会议交流、

图片展、宣传栏、主题活动等方式，增强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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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对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建议

5.3.1监测点位布设建议

通过本次土壤和地下水隐患排查，部分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存在污染隐患，因此建议在以上

重点区域划分为一类单元和二类单元，在一类单元布置深层和浅层采样点及地下水采样点，当布

置了地下水采样点可以不布置深层土壤采样点，二类单元布置浅层采样点，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样

品采集进行检测分析。

5.3.2监测频次建议

依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新材料公司

作为重点监管企业，土壤监测点每年进行 1次监测，地下水自行监测频次建议为每半年至少开展 1

次检测工作。

5.3.3监测因子建议

依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中 5.3.1中的要

求，原则上所有土壤监测点的监测指标至少应包括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表 1 基本项目和特征污染因子，地下水监测井的监测指标至

少应包括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表 1常规指标（微生物指标、放射性指标除

外）和特征污染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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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件

附件 1平面布置图

图 1 新材料公司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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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材料公司一般固废填埋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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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清单

表 1 新材料公司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清单

序号
有毒有害物

质名称
涉及部门 依据（有毒有害物质标准来源）

1 甲醛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甲醛罐区原料及废水产

生

GB36600《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

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

一批）

2 甲醇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甲醇罐区及废水产生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3 三氟化硼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原料

4 硫酸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原料及废水产生

5 氢氧化钠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原料及废水产生

6 有机废液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固废产生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7 废树脂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固废产生

8 废矿物油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固废产生

9 实验室废液 检测试验室

10 废吸附剂 聚甲醛生产装置单元固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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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清单

表 2 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清单

重点场所
重点设施设

备
所属生产厂/车间 场所、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面积/埋深/类型

液体储存 储罐类 聚甲醛车间

甲醛储罐 Φ6.5×7.8m

甲醇储罐 Φ8×10.5m

乙二醇储罐 Φ7.5×7.5m

液体储存 池体类 聚甲醛车间污水处理站

雨水池 21.5×16.5×4.5m

事故池 13.6×12.2×5.5m

废水调节池 11.6×8.9×5.0m

中和池 2.7×2.7×3.5m

中间水池 8.5×3.2×3.5m

液体储存 池体类 聚甲醛车间污水处理站

均化调节池 20.0×15.0×5.0m

ALSP厌氧池 11.4×9.25×8.5m×4座

回流水池 37.0×1.8×1.25m

缺氧池 8.5×3.0×5.5m

LSP池
27.5×5.5×5.5m×3座
19.0×5.5×5.5m×1座

二沉池
8.5×3.0×5.5m
8.5×6.6×4.5m

高级氧化集水池 8.5×3.3×4.5m

排放水池 9.0×4.0×4.5m

污泥浓缩池 Φ5×6m

散装液体转

运与厂内运

输

管道运输 聚甲醛车间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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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场所
重点设施设

备
所属生产厂/车间 场所、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面积/埋深/类型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5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5 地上管道

000606 地上管道

散装液体转

运与厂内运

输

管道运输 聚甲醛车间

000607 地上管道

000608 地上管道

000609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5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5 地上管道

000606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7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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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场所
重点设施设

备
所属生产厂/车间 场所、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面积/埋深/类型

000602 地上管道

000603 地上管道

000604 地上管道

000607 地上管道

000601 地下管道

散装液体转

运与厂内运

输

导淋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装置 703个

传输泵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装置

密封效果一般的泵

（53台）

密封效果较好的泵

（189台）

无泄漏离心泵

（8台）

包装货物的

储存和运输

包装货物储

存和暂存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包装线厂房 6229m2

生产区 生产装置 聚甲醛车间 聚甲醛装置 密闭生产装置 109685m2

其他活动区

分析化验室 聚甲醛车间 分析化验室 1524m2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

场

聚甲醛车间 一般固废填埋场 21096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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