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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包络线图

生产厂房

30m跨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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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属于未批先建，厂区生产已多年，较大噪声源的主要有各类起重机、滚压机、

剪板机、滚板机、型钢翼缘矫正机、联合冲剪机、数控平面钻床、摇臂钻床、喷涂机、

抛丸机、CO2气体保护焊机、龙门式自动埋弧焊机、电焊机、空压机、角磨机、除尘风

机、数控切割机、火焰裁条机、喷漆废气净化风机。源强在 70-90dB之间。具体见表 5.2-1。

表 5.2-1 主要噪声源强表

序号 生产设备
数量

（台）
工作时段

噪声源强

dB（A）
降噪措施 备注

1 液压机 1 昼 80-85

构筑物隔声，基础

减振

生产厂

房

2 剪板机 1 昼 80-85

3 滚板机 3 昼 75-80

4 型钢翼缘矫正机 1 昼 80-85

5 联合冲剪机 1 昼 80-90

6 数控平面钻床 1 昼 75-80

7 摇臂钻床 3 昼 75-80

8 喷涂机 2 昼 80-85 构筑物隔声

9
通过式抛丸清理机（自带

布袋除尘器）
1 昼 80-85

基础减振、构筑物

隔声

10 龙门式自动埋弧焊机
2（1用 1

备）
昼 75-80 构筑物隔声

11 气体保护焊机 5 昼 75-80 构筑物隔声

12 电焊机 4 昼 75-80 构筑物隔声

13 火焰裁条机 1 昼 80-85

构筑物隔声，基础

减振

14 火焰数控切割机 1 昼 80-85

15 螺杆式空压机 1 昼 80-90

16 刨边机 1 昼 80-85

17 压力机 1 昼 80-90

18 手持角磨机 2 昼 75-80 构筑物隔声

19 桥式吊 15 昼 75-80 构筑物隔声

20 电动葫芦吊 2 昼 70-75 构筑物隔声

21 喷漆废气净化风机 1 昼 80-90 风机风管软连接、

设有隔声罩
露天

22 抛丸除尘风机 1 昼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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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桥式吊 2 昼 75-80 /

24 电动葫芦吊 2 昼 70-75 /

25 气体保护焊机 6 昼 75-80 构筑物隔声

30m跨26 桥式吊 3 昼 75-80 构筑物隔声

27 电动葫芦吊 1 昼 70-75 构筑物隔声

厂界四周噪声现状监测期间，厂内生产正常进行，监测值即为项目噪声源对厂界声

环境的影响，从表 4.3-11可看出，各厂界噪声监测值昼间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要求，项目生产对声环境影响较小。

5.3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估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 2.3-2018）中的相关规定，确定

本项目的水环境影响等级为三级 B，不设评价范围，仅对废水达标情况进行分析。

由工程分析结果和水量平衡图可知，项目排放的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经鞍钢厂区

污水管网排入西大沟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运粮河。

根据工程分析中表 3.3-9数据，项目排水水质能够达到《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排放标准，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5.4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5.4.1地下水环境敏感性

根据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鞍山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的批复》（辽环发

[2010]47 号）和区域水文及相关资料，项目建设区不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也不在上述

水源保护区的补给径流区内，也无其他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他保护区。本项目环评判

定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感。

5.4.2 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中附录 A 地下水环境

影响评价行业分类表，本项目为“I 金属制品”项目类别中的“53-金属制品加工制造——

有电镀或喷漆工艺的”项目，属于 III 类行业项目。

结合项目所在区域水文及相关资料，本项目地下水敏感程度为“不敏感”。根据地下



128

水导则中的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等级分级表（表 2.4-3），确定本项目环评地下水评价工

作等级为三级，进行简单的地下水影响分析，同时提出切实可行的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5.4.3 厂址区域水文地质情况

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位埋藏深度较深，地下水含水层的上覆盖层——粘性土层分布

广泛且厚度较大，对地下水系统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使其渗透性能变差，因此地下

水水质受污染程度较小，地下水水质较好。

地下水普遍存在于第四系地层中，静水位以下 58.5m-68m砂卵石层含较丰富的孔隙

承压水，76m-90m质纯灰岩裂隙岩溶发育带含较丰富的裂隙岩溶承压水。地下水总体流

向由东南流向西北。

项目地下水径流下游方向没有地下水取水设施，也没有与地下水相关的各类保护区

或敏感区。区域内不存在地下水集中供水水源地。

项目地下水径流下游方向没有地下水取水设施，也没有与地下水相关的各类保护区

或敏感区。区域内不存在地下水集中供水水源地。项目所在区域水文地质图见图 5.4-1。

图 5.4-1 项目所在区域水文地质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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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地下水水质污染途经分析

结合本区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环境主要影响因素有：污染源分

布、污染物类型及排放量、生产流程与水文地质环境的影响等。本项目可能对地下水环

境造成影响的环节主要包括：喷漆间、使用液压油加工设备区域、危废暂存间、油漆库、

油品库、稀释剂库、事故池发生跑、冒、滴、漏时，因未采取防渗措施或防渗措施防渗

效果较差而对地下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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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7预测模型

水动力弥散以平行地下水流动的方向为 x轴正方向，垂直于地下水流向为 y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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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9预测结果及分析

根据模型计算：

100天时，下游最大浓度为：0.332mg/L，未超标，影响距离最远为下游 36.9m，影

响面积为 1121m2。

1000天时，下游最大浓度为：0.033mg/L，未超标，影响距离最远为下游 92m，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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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面积为 6058m2。

5.4.6地下水环境影响保护措施

地下水污染与地表水污染不同，污染物质进入地下含水层及其中运移的速度都很缓

慢，若不进行专门监测，往往在发现时，地下水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地下水污染途

径是多种多样的，分为间歇式入渗、连续式入渗、越流型和径流型。根据本项目生产特

征可能产生的主要污染源，如不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废水中的污染物有可能渗入地下

潜水，从而影响地下潜水环境。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进行综合环

境管理。本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相结合的原

则，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扩散、应急响应进行控制。

⑴ 源头控制

为保护地下水环境，企业应该采取措施从源头上控制地下水污染物和污染途径的产

生。具体而言，企业应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量。

在设计、管理、生产工艺、设备和物料输送等过程采取措施防止和减少污染物的产

生。

生产车间工艺流程应合理布局，减少污染物的泄漏途径。

⑵ 项目不同区域实施分区防治

本项目为已建成并投产多年，属于“未批先建”，对地下水影响环节的防渗措施均

不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

下水环境》（HJ610—2016）相应要求，均需要整改、完善，具体见表 3.1-9和表 3.2-1。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等相应要求，本环评提出

以下具体分区防渗措施。

① 污染防治区的划分

根据项目生产过程中对地下水环境影响的程度和风险，将生产厂房内喷漆间、使用

液压油加工设备区域、危废暂存间、油漆库、油品库、稀释剂库、事故池作为重点污染

防治区，生产厂房内除喷漆间外的其它区域划分为一般污染防治区。详见图 5.4-2。

② 分区防治措施

根据防渗参照的标准和规范，结合目前施工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和技术水平，针对不

同的防渗区域采用典型的防渗措施如下，在具体设计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在满足防渗标准

的前提下做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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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监测频率

监测频率为：厂址污染控制监测井水质监测频率不低于每季 1次。监测一旦发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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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发生异常，应及时通知有关管理部门，做好应急防范工作，同时应立即查找渗漏点，

进行修补。

⑷ 地下水污染应急处置措施

一旦发现地下水发生异常情况，必须按照应急预案马上采取紧急措施：

① 风险应急程序

制定风险事故应急预案的目的是为了在发生风险事故时，能以最快的速度发挥最大

的效能，有序地实施救援，尽快控制事态的发展，降低事故对潜水含水层的污染。针对

应急工作需要，参照相关技术导则，结合地下水污染治理的技术特点，制定地下水污染

应急治理程序。见图 5.4-3。

②应急措施

a 一旦发生地下水污染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b查明并切断污染源。

c探明地下水污染深度、范围和污染程度。

d依据探明的地下水污染情况，合理布置截渗井，并进行试抽工作。

e将抽取的地下水进行集中收集处理，并送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