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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由来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瓦克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公司位于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 503 号，专业从事硅橡胶、硅氧烷聚合物、硅油、

有机硅乳液、硅酮密封胶等生产与销售。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25 万 m2，用地性质为工业

用地（苏[2017]张家港市不动产权第 0108194 号）。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取

得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的立项批复（项目代码：2020-320552-26-03-613966），

并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取得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的环评审批意见（张保审批

[2020]134 号）。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5 月 28 日建设竣工，并发

布竣工及环境保护设施调试信息公示，从 2021 年 7 月 9 日开始环境保护设施调试。 

本项目验收基本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验收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 

2 项目性质 扩建 

3 建设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4 建设地点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 503 号 

5 项目代码 2020-320552-26-03-613966 

6 环评审批部门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7 环评批复文号及时间 张保审批[2020]134 号，2020 年 6 月 23 日 

8 环评编制单位 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9 验收监测单位 江苏泰华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10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11 开工建设时间 2020 年 11 月 9 日 

12 项目竣工时间 2021 年 5 月 28 日 

13 设备调试起始时间 2021 年 7 月 9 日 

14 验收监测时间 2022.4.24~25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成立验收工作组，并委托江苏泰华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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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环评报告及批复、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监测结果、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相关要求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瓦克公司编制完成《瓦克

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作为本次验收报告的组成部分，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环境保护管理提供依据。 

监测情况说明： 

（1）2022.4.24~25 对本项目所依托的 7#排气筒汇总排放口进行现场监测（监测因

子：乙酸）、厂界噪声进行现场监测 

（2）噪声监测点位：瓦克公司北侧、西侧厂界紧邻陶氏公司，瓦克公司厂界外 1m

已位于陶氏公司厂内，不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对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置要求，因此，瓦克公司北侧、西侧厂界噪声无法进行监测。 

（3）工况说明 

瓦克化学现有项目中依托 7#排气筒排放的项目为年产 21000 吨硅酮密封胶生产扩

建项目，在本次验收的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验收期间，现有项目平均产能负荷

为 80%-100%，均处于正常生产工况。 

因此，在对 7#排气筒监测时，本次验收的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以及现有项

目均处于正常工况。 

1.2 验收内容 

（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2）项目建成情况，包括建设性质、规模、地点，主要生产工艺、产品及产量、

原辅材料消耗，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和依托工程内容及规模等。 

（3）环保设施建设情况，包括实际环保投资，污染物治理设施，环境风险防范等

设施的建设、调试、管理及其效果。 

（4）项目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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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 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施行；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10.1 施行； 

（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5 号，2021.1.1 施行；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5）《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3.1 施行； 

（6）《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2019.8.22 修改； 

（7）《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环境保护部令第 11 号； 

（8）《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环环评[2018]11

号； 

（9）《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97]122 号； 

（10）《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的通知》，苏环监[2006]2 号； 

（11）《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12）《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苏环办[2018]34 号； 

（13）《关于委托部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苏环办[2016]326 号。 

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2）《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 号。 

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 6 月； 

（2）《关于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审批意见》，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张保审批[2020]1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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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瓦克公司位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东经120°28'13.80"，北纬

31°59'11.00"），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1。 

瓦克公司厂区东侧为荒地，南侧为华瑞化工，西侧和北侧均为陶氏化学，企业周边

500m范围现状见附图2。 

本项目不新增构筑物，依托现有RTV1车间空置区域，厂区平面布置见附图3。 

瓦克公司全厂设1个废水总排口（含生活污水），已设置污水流量、pH、COD在线

监测装置；1处雨水排口，已设置pH、COD在线监测装置，均位于厂区南侧。 

本项目仅对现有项目“年产21000吨硅酮密封胶扩建项目”、“一期20kt/a硅氧烷聚合

物”中“6000t/a室温硫化硅橡胶（RTV）”的部分产品包装方式进行改造，包装废气产

生环节由出料口变动至缓冲罐呼吸孔，废气通过RTV1车间7#排气筒排放，不新增废气

种类及排放总量。 

噪声源主要为新增的输送泵等设备运行噪声，集中在RTV1车间内。 

主要污染源位置见附图3。 

3.2 建设内容 

本项目基本建设内容对照情况见表3.2-1；产品方案对照情况见表3.2-2；主体工程对

照情况见表3.2-3；公辅工程对照情况见表3.2-4；主要生产设备和公用设备见表3.2-5。 

表3.2-1   项目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类型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批/建 

一致性 

1 建设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一致 

2 项目性质 扩建 扩建 一致 

3 占地面积 / / 一致 

4 职工人数 不新增职工 不新增职工 一致 

5 全年工作时间 300d/a，7200h 300d/a，7200h 一致 

6 工作班制 每天3班；每班8小时 每天3班；每班8小时 一致 

7 总投资 总投资额：1200万元 总投资额：1200万元 一致 

8 环保投资 环保投资：15万元 环保投资：15万元 一致 

表3.2-2   项目产品方案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设备产能 批/建一致性 
设备名称 支装能力 

1 
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

改造项目 
F5 支装机 1200 万支/年 1200 万支/年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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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主要建（构）筑物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项目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建设情况 批建一致性 

1 
支胶管包装线自动

化改造项目 
依托现有RTV1车间 与环评一致 一致 

表3.2-4   公用及辅助工程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类别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实际情况 
建设内容 设计能力 备注 

1 

公用 

工程 

供水 本项目不增加用水量 / 与环评一致 

2 排水 不增加废水排放量 / 与环评一致 

3 供电 本项目增加用电量 20 万 KWh/a 依托现有变电站控制室 与环评一致 

4 供热 本项目不新增供热用量 / 与环评一致 

5 蒸汽 本项目不新增蒸汽用量 / 与环评一致 

6 氮气 本项目不新增供热用量 / 与环评一致 

7 压缩空气 本项目不新增蒸汽用量 / 与环评一致 

8 环

保 

工

程 

废气

处置 
缓冲罐工作损失废气 

缓冲罐工作损失（“大呼吸”）废气

（特征因子为乙酸），依托现有7#

排气筒直接排放 

依托现有7#排气筒排放 

（排气筒高度15m） 
与环评一致 

9 固废

堆场 

危险废物暂存区域 建筑面积：955.45m2 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10 一般固废暂存区域 建筑面积：477.72m2 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11 

环境风险 

消防水罐 
2×4000m3（1个在陶氏、1个在瓦

克）、2×2000m3（均在陶氏） 
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12 事故应急池 8441m3 
依托现有，应急明渠（兼顾雨

水池功能） 
与环评一致 

13 在线监测 
污水总排口：流量、pH、COD 

雨水总排口：pH、COD 
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表3.2-5   主要生产设备和公用设备对照情况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说明 

数量（台/套） 

环评 实际 变化量 

1 支装线 

1 套，支装能力 1200 万支/年，由空胶管料

仓、尾塞输送机、空胶管输送机、尖嘴输送

机、纸箱输送机、喷码机、贴标机、计量系

统、包装系统等多部分组成 

1 1 0 

2 缓冲罐 1000L，配套 F4 支装线、F5 支装线使用 1 1 0 

3 输送泵 配套缓冲罐、支装线使用 1 1 0 

4 压料机 1000L，配套支装线使用 1 1 0 

5 自动码垛机 提升支胶管包装自动化水平 1 1 0 

6 包装材料提升机 提升支胶管包装自动化水平 1 1 0 

根据表3.2-1~5，本项目实际建设的情况与环评内容基本一致，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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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监测期间（2022.4.24~25）原辅料消耗量见表3.3-1。 

表3.3-1   主要原辅料消耗情况表 

序号 原料及用途 

环评中原辅料消耗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

平均消耗量

（t/d） 

年消耗 

（t/a） 

折算每天消耗量 

（t/d） 

1 硅酮密封胶 
3600 12 4.08 

2 室温硫化硅橡胶（RTV） 

3 支胶管（含尖嘴、尾盖等配套部件） 1200 万支 4 万支 3.3 万支 

3.4 水源及水平衡 

本项目无新增用水及污废水排放。 

3.5 生产工艺 

 

图3.5-1   支装生产工艺流程图 

流程简述： 

根据客户需求，对部分“年产 21000 吨硅酮密封胶扩建项目”、“一期 20kt/a 硅氧

烷聚合物”中的“6000t/a 室温硫化硅橡胶（RTV）”产品进行支装，剩余的产品仍按照

原环评及验收审批的包装形式进行生产。 

1000L 拉缸 

“年产 21000 吨硅酮密封胶扩建项

目”“一期 20kt/a 硅氧烷聚合物”中

的“6000t/a 室温硫化硅橡胶（RTV）” 

产品出料口 

200L 桶 缓冲罐 

 

G1 呼吸废气 

S1 废铝膜袋 

S2 废 200L 桶 

泵+管道 1000L 压机 200L 压机 

支装机 

 

包装系统 

 

成品 

（直接进入市场销售的胶管状） 

S3 清洗废液 

注：经缓冲罐的支装规模约为 800 万支 

经压机的支装规模约为 400 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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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橡胶或密封胶进入支装线的方式有两种，其一，硅橡胶或密封胶从生产工艺的出

料口进入缓冲罐内，通过物料泵将存储于缓冲罐内的物料泵至支装机内（F4、F5 支装

机），进行支装。此工序中，当密封胶或硅橡胶进入缓冲罐中时，会产生少量的 G1 呼吸

废气，主要污染物为乙酸，依托现有 7#排气筒排放。其二，通过 1000L 拉缸或 200L 桶

将硅橡胶或密封胶运输至支装线区域，通过 1000L 或 200L 压机将物料挤压进入支装机

内，进行支装，此工序产生 S1 废铝膜袋、S2 废 200L 桶。 

支装完成后，进入后端自动化包装系统，即为可以直接进入市场销售的胶管状成品。 

支胶管成品的示意图见图 3.5-2。 

 

图3.5-2   支胶管成品的示意图 

3.6 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的情况与环评内容基本一致，无变化。 

4 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废水 

本项目无新增用水及污废水排放。 

4.1.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现有项目产品包装工序污染物产生量已在原环评中予以明确，包装工序合计产生乙

酸 0.03t/a。本项目仅对部分现有项目产品的包装方式进行改造，即部分产品的包装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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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环节由出料口变动至缓冲罐呼吸孔，不改变包装废气以及 7#排气筒的乙酸总排放量；

剩余不进入支装线的产品包装废气产生环节仍按照原环评及验收要求执行。 

本项目缓冲罐供现有 F4 以及新增的 F5 支装机使用，经缓冲罐进入支装线的产品约

占现有项目产品总量的 20%，其产生的呼吸废气约为 0.006t/a。通过管道与缓冲罐顶部

硬连接后，接入 RTV1 车间主风管，按照呼吸废气全部收集考虑，进入现有 RTV1 车间

21000t/a 硅酮密封胶项目工艺废气排气筒（7#排气筒），直接排放。 

有组织废气收集方案及治理措施见表4.1-1，废气流向及采样口位置见图4.1-1，废气

收集处理装置照片见图4.1-2。 

表4.1-1   有组织废气收集方案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车间名称 污染源名称 污染物种类 收集方案 治理措施 排气筒编号/高度 

RTV1 

车间 
缓冲罐废气 乙酸 密闭收集 依托 7#排气筒直接排放 7#，15m 

 

图 4.1-1   本项目废气收集处置流向图（○：采样口） 
 

 
 F5支装机 

现有项目 

其他废气 

缓冲罐废气 

7#，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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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支装机 

  

7#排气筒采样孔 7#排气筒 

图4.1-2   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照片 

3、防护距离 

根据环评，本项目维持现有厂区边界向外设置50m卫生防护距离。经现场勘查，卫

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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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噪声 

1、噪声源 

主要噪声源为输送泵设备，噪声源强见表 4.1-2，通过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建筑

物隔声、合理布局、加强绿化等措施来降低噪声影响。 

表 4.1-2   项目主要设备噪声源强 

序号 设备名称 等效声级 dB（A） 套/台数 运行方式 所在车间/工段 

1 输送泵 85 1 间断 RTV1 车间 

2、治理设施 

采取的措施包括： 

（1）车间配置防高噪音耳塞，车间悬挂高噪音分布图、职业危害告知牌等噪音防

控措施。 

（2）生产车间内的搅拌机、压机等生产设备，采用车间隔声等措施。 

（3）加强厂界绿化，利用建筑物与树木阻隔声音的传播，减少噪声污染。 

 

防高噪音耳塞 高噪声分布图 

图 4.1-3   噪声治理设施图片 

4.1.4固（液）体废物 

1、固（液）体废物产生及处置 

本项目固废包括危险废物、一般固废及生活垃圾。 

（1）危险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包括支装线清洁产生的废清洗液。 

（2）一般固废 

一般固废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铝膜袋、废 200L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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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固（液）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表 

序号 名称 来源 性质 类别 代码 
环评估算产

生量（t/a） 

实际产生量

（t/a） 
暂存场所 

处理处置

方式 

1 清洗废液 设备清洗 
危险 

废物 
HW06 900-404-06 0.5 0.5 危废仓库 

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

处置 

2 废铝膜袋 生产/包装等 一般 

固废 

/ / 6.6 6 一般固废 

仓库 
外售 

3 废 200L 桶 生产/包装等 / / 15 10 

2、危废暂存场所 

厂区内固废仓库整体建筑面积 1433.17m2，分别存放一般固废（477.72m2）和危险

废物（955.45m2），位于瓦克公司厂区北侧。固废仓库按照甲类仓库进行设计和建设，

危废暂存区域在管理上积极接入张家港保税区（金港镇）危废智能监管平台，危废暂存

区域的出入口、贮存设施内外部等关键区域的监控视频，已接入监管平台，认认真真地

把瓦克公司危废管理工作做好、做扎实。 

危废暂存库建设和管理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具体包括： 

①建有基础防渗设施，设排水地沟及收集池。 

②防风、防雨、防晒。 

③配备照明设施、安全防护设施，并设有应急防护设施。 

④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设置标志牌。 

⑤危险废物装入容器内，不相容的危险废物不堆放在一起，在包装的明显位置上粘

贴危险废物标签（包括类别和主要成分），并作好相应的记录。含油类废物、蒸发残液

由专用带盖容器暂时存放，收集废液的容器开孔直径不大于 70mm。 

⑥配备防腐、防渗的专用塑胶桶，已装盛废物的包装容器妥善盖好或密封，容器表

面保持清洁。 

⑦由专业人员操作，单独收集和贮运，严格执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

规范》（HJ2025-2012）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严格按照要求办理有关手续。 

⑧危险废物临时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危险废物在危废暂存库内储存方式见表 4.1-4，危废仓库照片见图 4.1-4。 

表 4.1-4   危废暂存方式汇总表 

序号 危废名称 暂存方式 

1 清洗废液 密闭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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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监控设施 1 内部消防设施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内部监控设施 2 

  

地面导流沟 防腐防渗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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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仓库室内顶部喷淋设施 危废标签 4 

图 4.1-4   固废仓库照片 

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瓦克公司厂内已设置事故池、消防器材等环境风险应急设施以及相关消防设施，现

在照片见图 4.2。瓦克公司已编制全厂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包含本项目建设内容），并

完成备案手续（备案号：320582-2021-169-M）。 

 

 

固废仓库事故池 污水自动切断阀 



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14 

  

火灾报警设施 厂内消防设施 

图 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照片 

4.3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三同时”验收落实情况见表 4.3，本项目环保设施符合“三同时”要求，即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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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项目名称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设施数量、规模、处理能力等） 处理效果、执行标准或拟达要求 
完成时

间 

废气 缓冲罐废气 乙酸 
依托现有 7#排气筒 

直接排放 

仍按照“年产 21000 吨硅酮密封胶

扩建项目”环评许可排放标准要求，

许可排放速率为 0.6kg/h 

与主体

工程同

步完成 

噪声 输送泵设备噪声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隔声、减振、绿化等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 

固废 

危险废物 清洗废液 危险废物在厂内暂存后送往危废处置公司 

不产生二次污染 
一般工业固废 

废铝膜袋 

废 200L 桶 
外售综合利用 

地下水 
废水处理站、储罐区、仓库区、危废暂存间、

生产车间、厂区内各类污水管线等 
采用相应防腐和防渗漏措施 不对土壤、地下水造成污染 

事故应急措施 

8441m3 应急明渠（兼顾雨水池），2×4000m3（1 个在陶氏、1 个在瓦克）、2×2000m3（均在

陶氏）；厂区污水排口为强排式，设置流量计、pH、COD 在线监测装置；雨水排口设置截

止阀和 pH、COD 在线监测装置。 

使事故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环境管理（机构、监

测能力等） 
依托现有环境管理和监测体系 / 

清污分流、排污口规

范化设置（流量计、

在线监测仪等） 

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瓦克公司全厂设废水排口 1 个（含生活污水），设置阀门、标志牌； 

雨水排口 1 个，设阀门、标志牌。 
满足管理需求 

总量平衡具体方案 废水污染物在胜科水务厂内平衡；废气中烟（粉）尘、VOCs 总量在张家港市范围内平衡  满足要求 

卫生防护距离设置 沿瓦克公司厂界外 50m 范围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目标 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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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见表5.1。 

表5.1   环评报告主要结论与建议摘录表 

项目 主要结论 

主要环

境影响 

大气 

本项目缓冲罐呼吸废气（以乙酸为表征），依托现有7#排气筒排放，经估算模式预测，污染物最

大落地浓度及敏感目标处浓度均满足相关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本项目维持现有厂区边界向外设置50m卫生防护距离。在此范围内，无居民住宅、学校、医院

等敏感点存在。 

地表水 本次扩建项目无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排放。 

声环境 
扩建项目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车间隔声及加强维护和管理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后，

经预测，厂界噪声达标，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 

固废 
扩建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在采取相应处置及综合利用措施后，固废外排量为零，对

周围环境基本无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地方产业政策要求；符合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

区域规划、达标排放原则、总量控制原则；在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实施且确保全部污染物

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项目实施是可行的。 

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根据你公司委托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主持人：张敬坤，信用编号：

BH008407）编制的《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同意

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路78号。在项目工程设计、建

设和环境管理过程中必须做到： 

（1）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本项目无新增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产生。 

（2）本项目对现有项目包装方式进行改造，包装废气产生环节由出料口变动至缓

冲罐呼吸孔，废气通过RTVl车间7#排气筒排放，不新增废气种类及排放总量。 

（3）合理进行生产布局，采取先进的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必须采取有效隔声、

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4）制定和落实固体废物（废液）特别是危险废物的厂内收集和贮存、综合利用、

安全处置的实施方案，实现“零排放”。 

（5）本项目维持现有厂区边界向外设置50米卫生防护距离。 

（6）本项目建成后，试生产前须报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备案。 

（7）如该项目所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发生变化，应执行最新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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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6.1 废气 

表 6.1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形式 污染源 污染因子 浓度限值 评价标准 

有组织 缓冲罐废气 乙酸 0.6kg/h 

本次评价中乙酸仍按照“年产 21000 吨硅酮

密封胶扩建项目”环评许可排放标准要求，

许可排放速率为 0.6kg/h 

6.2 废水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6.3 噪声 

表 6.3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类别 昼间 夜间 

3 类区 65 55 

标准来源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6.4 总量控制指标 

表 6.4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要素 污染物名称 总量控制指标（t/a） 

废气 
本项目 乙酸 0.006 

7#排气筒 乙酸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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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监测内容 

7.1 废水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7.2 废气 

7.2.1有组织排放 

废气监测名称、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监测频次见表 7.2。 

表 7.2   有组织废气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1 7#排气筒汇总出口 出口 乙酸 
连续监测 2 天 

每天监测 3 次 

7.2.2无组织排放 

本项目不新增无组织废气排放。 

7.3 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名称、监测量、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见表7.3。 

表 7.3   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 
类别 点位名称 编号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噪声 

项目东厂界 1 外 1 米 N1 

等效连续 

A 声级 

连续监测 2 天 

昼、夜各监测一次 

项目东厂界 2 外 1 米 N2 

项目南厂界 1 外 1 米 N3 

项目南厂界 2 外 1 米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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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 监测分析方法 

各项监测因子监测分析方法名称、方法标准号或方法来源、分析方法见表 8.1。 

表 8.1   监测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类别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有组织

废气 
乙酸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112 部分：甲酸和乙酸》（GBZ/T300.112-2017） 4mg/m3 

噪声 等效声级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 

8.2 监测仪器 

仪器名称、型号、编号及校准检定情况见表 8.2。 

表 8.2   监测仪器一览表 

一、现场采样检测仪器 

仪器编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检定（校准）有效期至 

TH-S-073 全自动烟气采样器 MH3001 2022-09-29 

TH-S-077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 2022-06-11 

TH-S-088 空盒气压表 DYM3 2023-01-09 

TH-S-119 温湿度计 JR912 2022-06-14 

TH-S-055 多功能声级计 AWA6021A 2022-06-23 

二、实验室检测仪器 

TH-L-014 气相色谐仪 7890A 2023-01-05 

8.3 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8.5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气验收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 HJ/T397-2007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 试行 ) 》

（HJ/T373-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中有关规定

执行。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物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被测排放物的浓

度应在仪器测试量程的有效范围内，即仪器量程的30~70%之间；方法的检出限能够满

足要求。 

8.4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测量仪器和校准仪器定期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测量前、后在测量现场进

行声学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小于0.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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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监测结果 

9.1 生产工况 

2022 年 4 月~6 月期间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各类产品均

正常生产，各环保治理设施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各生产线（车间）统计的工况见表 9.1。 

表 9.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统计表 

项目名称 设备名称 
环评中日产能 

（万支） 
生产时间记录 

监测时工况 

平均日产量（万支） 生产负荷（%） 

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

造项目 
F5 支装机 4 2022.4.24~25 3.3 82.5 

9.2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9.2.1废水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9.2.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废气排气筒监测结果见表 9.2-1。 

表 9.2-1   7#排气筒排放口监测结果表 

检测项目 单位 采样时间 
7#排气筒排放口 

排放 

标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标态废气流量 出口 m3/h 

2022.4.24 

1120 1243 1262 1208 

乙酸 出口 
浓度 mg/m3 ＜4 ＜4 ＜4 ＜4 / 

速率 kg/h / / / / 0.6kg/h 

标态废气流量 出口 m3/h 

2022.4.25 

1069 1101 1080 1083 / 

乙酸 出口 
浓度 mg/m3 ＜4 ＜4 ＜4 ＜4 / 

速率 kg/h / / / / 0.6kg/h 

根据上表信息，7#排气筒排放的乙酸均未检出，满足“年产 21000 吨硅酮密封胶扩

建项目”环评许可排放标准要求，许可排放速率为 0.6kg/h。 

9.2.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及公司其他所有建设项目生产设备、环保设施全部正常运行，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9.2-2。 

表 9.2-2   噪声验收监测结果表 

监测时间 2022.4.24 2022.4.25 执行标准 是否

达标 检测点位置 单位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 dB（A） 60 49 59 50 

65 55 

是 

N2 dB（A） 58 48 58 48 是 

N3 dB（A） 61 50 60 50 是 

N4 dB（A） 58 48 58 48 是 

根据表 9.2-2，验收监测期间，瓦克公司厂界噪声均能达到相应的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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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依托的 7#排气筒对应的建设项目生产设备、环保设施全部正常运行；项目依

托的 7#排气筒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及总量考核情况见表 9.2-3。 

表 9.2-4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 

类别 
污染物 

名称 

平均浓度

（mg/m3） 

平均废气量

（m3/h） 

年排放时间 

（h） 

年排放总量 

（t/a） 

许可排放量

（t/a） 

7#排气筒 乙酸 4* 1145.5 7200 0.033 0.11 

注*：乙酸的平均浓度按照检出限进行计算。 

根据表 9.2-3，以调试运行期间监测数据为依据，本项目依托的 7#排气筒排放的乙

酸年排放总量满足该排气筒环评及批复中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9.3 环评批复执行情况检查 

本项目环评审批意见执行情况见表 9.3。 

表 9.3   环评批复检查情况 
序

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结

论 

1 
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本项目无新增生活

污水、生产废水产生。 
①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落

实 

2 

本项目对现有项目包装方式进行改造，包装废

气产生环节由出料口变动至缓冲罐呼吸孔，废

气通过 RTVl 车间 7#排气筒排放，不新增废气

种类及排放总量。 

①缓冲罐废气通过 RTVl 车间 7#排气筒排放，不新增废气种

类及排放总量。 

落

实 

3 

合理进行生产布局，采取先进的低噪声设备，

高噪声设备必须采取有效隔声、减振等措施，

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①根据监测结果，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区要求。 

落

实 

4 

制定和落实固体废物（废液）特别是危险废物

的厂内收集和贮存、综合利用、安全处置的实

施方案，实现“零排放”。 

①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已签订危废处置合同。 

③一般固废外售处理，已签订处置合同。 

③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④ 危 废 仓 库 满 足 《 危 险 废 物 贮 存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7-2001）及修改清单中相关要求。 

落

实 

5 
本项目维持现有厂区边界向外设置 50 米卫生

防护距离。 
①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敏感居民等敏感目标。 

落

实 

6 
如该项目所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发生变化，应

执行最新的排放标准。 
①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限值要求。 

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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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 结论 

10.1.1废气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支胶管包装线自动化改造项目缓冲罐废气通过 RTVl

车间 7#排气筒排放，不新增废气种类及排放总量。 

7#排气筒排放的乙酸满足“年产 21000 吨硅酮密封胶扩建项目”环评许可排放标准

要求，许可排放速率为 0.6kg/h。 

10.1.2噪声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的昼间、夜间检测值均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3248-2008）3 类限值要求，噪声达标排放。 

10.1.3固体废物 

根据验收监测期间调查资料，本项目危险废物均已与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签订处

置协议，一般固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委托环卫拖运。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置，

不外排。 

10.1.4总量控制 

根据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依托的现有 7#排气筒排放的乙酸实测总量满

足该排气筒环评许可批复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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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与验收合格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验收情况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的相符性分析见

表 10.2。 

表 10.2   本项目验收情况与验收合格要求相符性分析表 

序

号 
要求 分析 相符性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

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

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

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并与主体工

程同时投产和使用 

相符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

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经监测，本项目建成后，废气、噪声污染物

排放能够满足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要求的标准要求；经核算的污染物排

放总量在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的总量控制指标内 

相符 

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

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

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未经批准的 

本项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

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不需要重新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 

相符 

4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

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

恢复的 

经监测，本项目建成后，未对所在地大气、

声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相符 

5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

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已申领排污许可证 相符 

6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

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不存在分期建设情况 相符 

7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

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

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项目自开工至今，未受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的处罚 
相符 

8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

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

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本项目基础资料数据均来自企业，且经企业

核实；验收监测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 
相符 

9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

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不涉及 相符 

根据表 10.2 分析，本项目符合验收合格要求，不存在不合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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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建议 

（1）加强污染防治措施运行管理，规范存放和处置各类固体废物，健全处置台账，

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厂区危险废物的贮存和处理、处置全过程管理，以及危险废物暂存场所

的管理和维护。 

（3）按苏办[2019]96 号等文件要求做好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工作，完善各项环境风

险防范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4）对本项目污染源及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转状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性监测。

按环评文件中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等相关文

件的要求切实做好废气、噪声的达标排放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工作。 



 

附图 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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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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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orA^endor EHSS Agreement

Owner (hereafter, Party A): Wacker Chemicals (Zhangjiagang) Co.,Ltd.
Wacker Chemicals Fumed Silica Zhangjiagang Co.,Ltd.

Contractor/vendor (hereafter, Party B): SuZhou Guobang renewable resources co., LTD

Article 1 Purpose and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Safety Production Law and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this contract is to clarify safety responsibility between contractor/vendor and
owner, enhance EHSS (Environment, Health, Safety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on contractor/vendor, and ensure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for both contractor/vendor and owner.

Article 2 Work Content
Project/business (work task) name. Waste Recycling Service

Project/business(work task) location: No. 78 Changjiang Road, Yangzi River International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Zhangjiagang,

Contract/business (work task) mode: onsite delivery

Project/business (work task) duration: From 2020.3.1

Article 3 General Requirements
1) Both parties should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EHSS law, regulations and local Standards.
2) This agreement should be signed by both parties when signing business contract.

Article 4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y B
1) Party B should have the safety Organization including responsible person of work safety, full time or part time 

safety Professional in different level according to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 should carry ou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related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laws and regulation, the occupational 
contraindication employee is forbidden to work in the contraindication position, should have the procedures of 
special equipment operator check-up System, safety responsibility in different level, safety inspection and 
SOPs.

2) Party B shall fully understand and strictly abide by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 and rules of Party A, and shall 
accept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EHSS function or other function from Party A.

3) Party B shall ensure all its employee and its subcontractor employee who involved on the project/service 
received relevant EHSS training, which include EHSS training provided by Party A and the EHSS training and 
specific training provided by Party B.

4) Party B shall provide its employee necessaiy PPE and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work 
condition, and replace them in time. In case Part B fails to supply corresponding PPE and facilities, based on 
site condition Part A will provide it for Part B employee at the cost of Part B.

5) Party B shall have accountability to inform EHSS related incident to Party A in time according to relevant 
national regulation and Party A’s incident reporting rules, and to trigger the relevant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rescue to prevent incident expanding.

6) Without Party A’ permission, Party B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non-work related area, and not allowed to use 
Party A’s facility, equipment, tools and material. Otherwise Party B shall take fully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nsequence.

7) Party B should apply to and receive training from Party A and keep the records before using the machine and 
tools that provided by Party A or entering the production area of Party A. Part B shall bear the consequence of 
accident related to using of the machine and tools.

8) Party B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inspection, audit and evaluating organized by govemment, Party A or the 
EPC management Company, and correct relevant hazards in time.

9) Party B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Party A and get approval in advance if need to change safety person 
(project scope) .

10) Party B should have qualifications corresponding with contracted project and relevant certifications for special 
equipment operators, the copies of document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Party A.

11) Party B should ensure the suffrcient safety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laws, regulations, rules and contract 
agreements which shall be used only for EHSS.

Article 5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y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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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vide Party B with or inform Party B of the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s or procedures of Paity A.
2) Provide safety training to Paity B in accordance with Item 3) of Article 4 of this contract.
3) Paity A’s EHSS depaitment shall suppoit project manager or area owner, coordinate and supervise EHSS issue

between both parties.
4) Paity A shall provide ID badge for Paity B’s employee after they pass relevant EHSS training.
5) Party A shall do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n Party B’s site for hidden peri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EHS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he procedure of SOP - 
GC -07-04-02 Management of Contractor EHSS Violation.

6) Party A shall provide Paity B sufficient fund to ensure safe work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 and contract 
agreement, and shall supervise Paity B’s implementation of it.

Article 6 Liabilities
1) Pai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f any certificate or qualification related document provided 

by Paity B is found invalid during performing the master contract, and Pai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such termination.

2) Party B should carry ou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related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laws and regulation, and Par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violated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

3) Par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require Paity B to stop the work and rectify if one of the following happens:
no safety person from Paity B; failure to execute safety measure and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correctly or 
completely; workers do not know well safety measure of the job; failur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quipment, machine, tools, PPE and so on of the related project/business. In this case, Party A is entitled to 
require Parte B replace project manager, EHSS manager, construction manager or other key management 
person and Pai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or losses incurred.

4) If Paity B is failed to follow relevant safety laws, regulations and Paity A’s EHSS procedure, and violate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 with potential risks and the violation result in any incident, Paity A shall implement 
the procedure “Compensation Rule of Contractor EHSS Violation” (attachment of this agreement) , or take 
other actions against Party B’s violation according to Part A’s procedures. Once Paity B fails to observe any 
EHSS regulation, Paity A is entitled to directly execute the compensation and/or actions of EHSS violation 
according to this contract, without fuither confirmation from Paity B. If the actual losses of Paity A exceed the 
regulated compensation amount, Pai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ask fuither compensation from Party B.

5) If Paity B is failed to follow relevant safety laws, regulations and Paity A’s EHSS procedure and requirements, 
such as repeated violation or serious incident which listed but not limited as below, and Party B is not able to 
improve it effectively and timely, Party A reserve the right to stop Paity B’ s all work activity on site and even 
to terminate the signed contract and put Paity B in black list.
a) EHSS incident result in fatality or more than two person with serious injury, or direct economic loss 

is more than RMB 1 milion
b) The violation frequence (number of writtem violation repoits per 100,000 working hours) is greater than 

50.
c) Same violation repeate more than three times within one month , i.e. perform work without approved 

work permit, perform work on site without EHSS training in advance etc.
d) Other serious violation or cases, i.e. warning letter or fine from government etc.

Article 7 Others
1) The contract will become effective after signed and chopped by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their deputies of both 

parties.
2) The contract will be executed in four original copies; both parties hold two original copies.
3) The EHSS responsibility of both parties could modulate for special project/business.
4) Dispute resolution and other topics not specifi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follow the regulations of th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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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913205927665122530001P

单位名称: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

法定代表人: 李冬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

行业类别: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专项化学用品制造，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7665122530

有效期限：自2021年07月28日至2026年07月27日止
发证机关：（盖章）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发证日期：2021年07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监制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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