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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兴国县分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2、污染物产生情况

废水 根据环评及环评批复，我厂主要处理城镇生活管网收集的负荷相关接管

标准的生活污水，脱泥压滤产生的污水回流生化池，进行处理。生产所

排放的污染物主要为经过处理后，尚未彻底消解，并达到国家相关排放

标准的污水。出水排至平江河，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排放。

废气 根据环评及环评批复，废气主要为污水及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

相关废气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二

级标准排放。

噪声 污水处理提升泵等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2 类标准

固废 根据环评及环评批复，2018 年 12 月 29 日由兴国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兴

国县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容和一期提标改造污泥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批复，兴环评函【2018】43 号，我司污水处理厂固体废物主

要为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污泥，固体废物满足相关稳定化和脱水

处理后，进入垃圾填埋场进行妥善处理，防止二次污染。一年预计产生

4380 吨

法定代表人 刘熙芳 企业曾用名

企业类别 废水 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32556011653P

方案审核地址 赣州市兴国县生态环境局

中心经度 115 度 中心纬度 26 度

19 分 16 分

24.13 秒 43.97 秒

联系人 刘熙芳 电话号码 13970750552

传真号码 0797-5390343 邮编 0797-5390343

是否为 VOC 企业 否 自行监测开展方

式

手工+自动+委托监

测

行业类别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行业代码 D4620

技术负责人 钟清华 数据公开时限 手工：次日，自动：

实时

排放方式 管道 受纳水体 平江

设计规模 4万吨/日 数据公开时限 手工：次日，自动：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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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处理设施情况

废水治理设

施

兴国县生活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 72 亩，主要收集处理城区生活

污水的处理，2009 年完成一期日处理 2万吨规模的建设，2020

年完成二期 2万吨规模的建设，现设计总处理规模为 4万吨/

日。污水处理工艺为“沉砂池+改良型卡式氧化沟+高效磁混凝

池+反硝化深床滤池+次氯酸钠消毒”，主要污染处理设施包括

格栅，提升泵、沉砂池、氧化沟生化降解池，二沉池，高效磁

混凝池,反硝化深床滤池,次氯酸钠消毒等设备设施

废气治理设

施

按环评要求设置了卫生防护距离，并在厂界四周种植了绿化隔

离带。废气源通过风管收集至生物土壤滤池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噪声治理设

施

采用低噪音环保设备并通过安装在室内、水下和消音装置及厂

区内外种植树木等措施防治噪音。

固废治理设

施

污泥经过稳定化和脱水处理后，板框脱泥，含水率达到 60%以

下，货车外运至兴国县垃圾场填埋进行卫生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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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艺流程及废水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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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艺流程图和废水监测点

三、无组织废气

本公司大气污染源主要来源于污水及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

臭等。这个设施产生的恶臭为无组织排放，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是生

物土壤除臭方法处理。

无组织废气监测期间同步监测气象因子

图 2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布点示意图

2 43

1

风向

N

注： 为监测点

根据监测期间的风

向确定点位布设，上

风向设 1个参照点，

下风向设 3 个监控

点。



第 6 页 共 28 页

四、监测指标及相关信息

本公司自行监测的具体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和监测方

法见下表。

污染源类型
序

号
监测点位名称 排口编号

废水

1 进水口 MW001

2 出水总排放口 DW001

3 雨水排放口 DW002

废气 无组织

1 上风向 SF001

2 下风向 1 XF001

3 下风向 2 XF002

4 下风向 3 XF003

5
厂区体积浓度最

高处
CN001

6
厂区体积浓度最

高处
CN002

噪声

1 厂界噪声（东） ZS001

2 厂界噪声（南） ZS002

3 厂界噪声（西） ZS003

4 厂界噪声（北） ZS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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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气自行监测及记录信息表

序号

污染

源类

别/

监测

类别

排放

口编

号/监

测点

位

监测

点位

名称

监测

指标

监测

设施
排放标准 排放限值 方法检出限

手工监测采样

方法及个数
手工监测频次 手工测定方法 手工检测设备 其他信息

1 废气 SF001

厂界

上风

向 1

臭气

浓度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限:20（无

量纲）
10(无量纲）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

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 委托检测

2 废气 XF001

厂界

下风

向 1

臭气

浓度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限:20（无

量纲）
10(无量纲）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

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 委托检测

3 废气 XF001

厂界

下风

向 2

臭气

浓度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限:20（无

量纲）
10(无量纲）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

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 委托检测

4 废气 XF001

厂界

下风

向 3

臭气

浓度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限:20（无

量纲）
10(无量纲）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

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 委托检测

5 废气 SF001

厂界

上风

向 1

氨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

限:1.5mg/N

m3

0.01mg/Nm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

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委托检测

6 废气 XF002

厂界

下风

向 1

氨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

限:1.5mg/N

m3

0.01mg/Nm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

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委托检测

7 废气 XF002

厂界

下风

向 2

氨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

限:1.5mg/N

m3

0.01mg/Nm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

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委托检测

8 废气 XF002

厂界

下风

向 3

氨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

限:1.5mg/N

m
3

0.01mg/Nm
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

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委托检测

9 废气 SF001

厂界

上风

向 1

硫化

氢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

限:0.06mg/

Nm
3

0.001mg/Nm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 年）

5.4.10（3）中的硫化氢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 委托检测

10 废气 XF003

厂界

下风

向 1

硫化

氢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

限:0.06mg/

Nm3

0.001mg/Nm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 年）

5.4.10（3）中的硫化氢亚甲蓝分光

可见分光光度计 委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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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法

11 废气 XF003

厂界

下风

向 2

硫化

氢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

限:0.06mg/

Nm3

0.001mg/Nm
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 年）

5.4.10（3）中的硫化氢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 委托检测

12 废气 XF003

厂界

下风

向 3

硫化

氢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

限:0.06mg/

Nm3

0.001mg/Nm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半年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 年）

5.4.10（3）中的硫化氢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 委托检测

13 废气 CN001

厂区

体积

浓度

最高

处

甲烷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限:1% 0.06mg/Nm
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年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2017

福立GC9790II非

甲烷专用仪
委托检测

14 废气 CN002

厂区

体积

浓度

最高

处

甲烷 手工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标准排放

上限:1% 0.06mg/Nm3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个
1次/年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2017

福立GC9790II非

甲烷专用仪
委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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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自行监测及记录信息表

序

号

污染

源类

别/监

测类

别

排放

口编

号/监

测点

位

排放口

名称/监

测点位

名称

监测

指标

监

测

设

施

排放限

值
排放标准

自动监

测是否

联网

自动

监测

仪器

名称

自动监

测设施

安装位

置

自动监测

设施是否

符合安

装、运行、

维护等管

理要求

手工监测采

样方法及个

数

手工监测

频次（处

理量≥2

万吨/日）

手工测定方

法

方法检出

限

手工检测

设备
样品保存 其他信息

1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pH 值

自

动
6-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是

pH/T

在线

监测

设备

总排口

堰槽
是 / / /

/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2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色度

（稀

释倍

数）

手

工
30 倍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月

《水质 色度

的测定》

HJ

1182-2021

2 倍 比色管 避光，冷藏 /

3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悬浮

物

手

工
10mg/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月

GB/T

11901-1989

水质悬浮物

的测定重量

法

5mg/L
万分之一

天平
避光，冷藏 /

4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五日

生化

需氧

量

手

工
10mg/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月

HJ 505-2009

水质五日生

化需氧量

(BOD5)的测

定稀释与接

种法

0.5mg/L
生化培养

箱
避光，冷藏 /

5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化学

需氧

量

自

动
50mg/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是

COD

在线

监测

设备

出水在

线监测

房

是 / / / 10mg/L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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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阴离

子表

面活

性剂

手

工

0.5mg/

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月

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HJ826-2017

0.05mg/

L

连续流动

分析仪

1%的甲醛，

冷藏
委托检测

7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总汞

手

工

0.001m

g/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季

冷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 597-2011

0.04μg/L
全自动测

汞仪

HCl 1%，如

水样为中

性，1L 水样

中加浓

HCl10ml

委托检测

8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烷基

汞

手

工

不得检

出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半

年

气相色谱法

GB/T

14204-1993

0.02ng/L
气相色谱

仪

如在数小时

内样品不能

分析，应在

样品瓶中预

先加入

CuSO4，加入

量为每升

1g，冷藏

委托检测

9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总镉

手

工

0.01mg

/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季

水质 65种元

素的测定 电

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0.05μg/L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

质谱仪

HNO3，1L 水

样中加浓

HNO310 ml

委托检测

10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总铬

手

工

0.1mg/

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季

水质 65种元

素的测定 电

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0.11μg/L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

质谱仪

1L 水样中加

浓 HNO3 10ml
委托检测

11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六价

铬

手

工

0.05mg

/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季

二苯碳酰二

肼分光光度

法 GB

7467-87

0.001mg/

L

可见分光

光度计

NaOH，pH 8～

9
委托检测

12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总砷

手

工

0.1mg/

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季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

法 HJ

700-2014

0.3μg/L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

质谱仪

1L 水样中加

浓 HNO310ml
委托检测

13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总铅

手

工

0.1mg/

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季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

HJ 700-2014

0.09μg/L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

质谱仪

HNO3,1%，如水

样为中性，1L

水样中加浓

HNO310ml

委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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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总氮

（以

N计）

自

动
15mg/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是

总磷

总氮

在线

监测

设备

出水在

线监测

房

是 / / / 0.8mg/L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15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氨氮

（NH3

-N）

自

动

5(8)mg

/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是

氨氮

在线

监测

设备

出水在

线监测

房

是 / / / 0.01mg/L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16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总磷

（以

P计）

自

动

0.5mg/

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是

总磷

总氮

在线

监测

设备

出水在

线监测

房

是 / / / 0.03mg/L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17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石油

类

手

工
1mg/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

和动植物油

类的测定 红

外分光光度

法 HJ

637-2018

0.06mg/L
红外分光

测油仪
HCl，pH≤2 委托检测

18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动植

物油

手

工
1mg/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

和动植物油

类的测定 红

外分光光度

法 HJ

637-2018

0.06mg/L
红外分光

测油仪
HCl，pH≤2 委托检测

19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粪大

肠菌

群数/

（个

/L）

手

工
100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放

/ / / /

瞬时采样 至

少 3个瞬时

样

1次/月

水质粪大肠

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

HJ

347.2-2018

10CFU/L
生化培养

箱

单独采集微生

物样品，不预

洗采样袋，样

品采集至采样

瓶体积的 80%

左右，冷藏，

避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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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流量

自

动
/ / 是

流量

计

次氯酸

钠消毒

池后端

是 / / / / / / /

21 废水 DW001
污水排

放口
水温

自

动
/ / 是

pH/T

水温

在线

监测

设备

总排口

堰槽
是 / / / /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22 废水 MW001 进水口

化学

需氧

量

自

动

220mg/

L
/ 是

COD

在线

监测

设备

进水仪

表小屋
是 / / / 10mg/L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23 废水 MW001 进水口

总氮

（以

N计）

手

工
35mg/L / / / / /

混合采样多

个混合样
1次/日

水质总氮的

测定碱性过

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

度法

HJ636-2012

0.05mg/L

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

计

避光，冷藏 /

24 废水 MW001 进水口

氨氮

（NH3

-N）

自

动
25mg/L / 是

氨氮

在线

监测

设备

进水仪

表小屋
是 / / / 0.01mg/L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25 废水 MW001 进水口

总磷

（以

P计）

手

工
3mg/L / / / / /

混合采样多

个混合样
1次/日

水质总磷的

测定钼酸铵

分光光度法

GB11893-89

0.01mg/L

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

计

避光，冷藏 /

26 废水 MW001 进水口 流量
自

动
/ / 是

流量

计

提升泵

房
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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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废水 MW001 进水口 pH 值
自

动
6-9 / 是

pH/T

在线

监测

设备

沉砂池 是 / / / /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29 废水 MW001 进水口 水温
自

动
/ / 是

pH/T

水温

在线

监测

设备

沉砂池 是 / / / / / /

自动监测

设备出现

故障时开

展手工监

测，每 4

小时监测

一次

29 雨水 DW002
雨水排

放口
pH 值

手

工
6-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中

表 4其他排污单位的一

级标准

/ / / /

瞬时采样至

少一个瞬时

样

1次/季

《水质 pH值

的测定 电极

法》（HJ

1147-2020）

/ 酸度计 /

下雨时开

展手工监

测

30 雨水 DW002
雨水排

放口
氨氮

手

工
15mg/L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中

表 4其他排污单位的一

级标准

/ / / /

瞬时采样至

少一个瞬时

样

1次/季

纳氏试剂分

光光度法

HJ535-2009

0.025

mg/L

可见分光

光度计
HCl，pH≤2

下雨时开

展手工监

测

31 雨水 DW002
雨水排

放口

悬浮

物

手

工

70mg

/L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中

表 4其他排污单位的一

级标准

/ / / /

瞬时采样至

少一个瞬时

样

1次/季

水质悬浮物

的测定重量

法 GB/T

11901-1989

5mg/L
电子分析

天平
避光，冷藏

下雨时开

展手工监

测

32 雨水 DW002
雨水排

放口

化学

需氧

量

手

工

100mg/

L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中

表 4其他排污单位的一

级标准

/ / / /

瞬时采样至

少一个瞬时

样

1次/季

水质化学需

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mg/L
COD 消解

装置
HCl，pH≤2

下雨时开

展手工监

测

注：雨水排放口有流动水排放时按月监测，如监测一年无异常情况，可放宽至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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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泥监测方案

4.厂界噪声监测方案

五、企业在线监测设备信息

1.自动监测设备

监测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

位

生产厂家

出水氨氮在线监测设备 NA8000 1 台 哈希

出水 pH/T 在线监测设备 sc200 1 台 哈希

出水总磷总氮在线监测

设备

NPW160H 1 台 哈希

出水 COD 在线监测设备 CODMaxll 1 台 哈希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监测方法
排放限值 手工检测设备

含水量 日 手工 重量法 CJ/T221-2005 ≤60% 千分之一天平

监测点

位

监 测 指

标

排放标准 排放限值 监测方式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东

ZS001

等效连

续 A声

级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2

类排放标准

昼间60dB

夜间 50dB

手工（委托

检测）

1 次/1 季

度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类

排放标准

南

ZS002

等效连

续 A声

级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2

类排放标准

昼间60dB

夜间 50dB

手工（委托

检测）

1 次/1 季

度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类

排放标准

西

ZS003

等效连

续 A声

级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2

类排放标准

昼间60dB

夜间 50dB

手工（委托

检测）

1 次/1 季

度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类

排放标准

北

ZS004

等效连

续 A声

级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2

类排放标准

昼间60dB

夜间 50dB

手工（委托

检测）

1 次/1 季

度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类

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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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氨氮在线监测设备 NA8000 1 台 哈希

进水 COD 在线监测设备 CODMaxll 1 台 哈希

进水 pH/T 在线监测设备 sc200 1 台 哈希

进水流量计 DN800 1 台 威尔泰

进水流量计
OPTIFLUX2050

W DN700PN10

1 台 科隆

出水流量计

OPTIFLUX2050

W

DN1000PN10

1 台 科隆

2.手工监测设备

监测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生产厂家

生化培养箱 SPX-100B-Z 1 台 上海博迅医疗生物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

高温灭菌器 BXM-300P 1 台 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医疗

设备厂

COD 消解装置 6B-6C 1 台 江苏盛奥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显微镜（带电子镜头） XSP-2CA 1 台 上海光学仪器六厂

紫外可见光光度计 752 1 台 上海现科分光仪器有限公司

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FA2104 1 台 上海良平仪器有限公司

电热恒温干燥箱 DAG-9202-1 1 台 上海鸿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pH 计 PHS-3C 1 台 上海仪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箱式电阻炉 SXZ 1 台 龙口市文太电炉制造有限公

司

超纯水机 FST-JV-20 1 台 上海富诗特仪器有限公司

千分之一天平 JA2003N 1 台 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企业治理设施

1.废气治理设施

设施名称 所在排放设备 设施类别 处理工艺

恶臭气体处理

DA001

生物土壤滤池，风机含进

出口软连接、隔音罩、电

气控制柜等材料。生物土

壤滤池含布气系统、生物

土壤滤池填料、喷淋系统

（雨乌控制器、电磁阀、

喷头、PPR 连接管）等材

料

生物土壤滤池除

臭方法处理。

生物土壤除臭

方法处理。

根据各厂实际



第 16 页 共 28 页

情况填写

2.废水治理设施

设施名称 处理方法 处理能力 处理工艺

粗格栅、细格

栅、沉砂池、

氧化沟、配水

井、二沉池

物理处理法+生物

处理法+化学处理

法

4万吨/日

采用改良型卡式氧化沟+

高效磁混凝池+反硝化深

床滤池+次氯酸钠消毒+污

泥浓缩板框机房组成

六、样品采集和保存

1、样品的采样按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 执行。

1.1 采样时应保证采样点的位置准确。

1.2 认真填写采样记录表，字迹应端正清晰，保证采样按时、准确、

安全。

1.3 测定油类的水样，应在水面至水面下 300 毫米采集柱状水样，

并单独采样，全部用于测定。采样瓶不能用采集的水样冲洗。

1.4 测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有机污染物等项目时的水样，必

须注满容器，不留空间，并用蒸馏水封口。

1.5 测定水温、pH 值、色度、油类、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硫

化物、余氯、粪大肠菌群、悬浮物、放射性等项目要单独采样。

1.6 在采样期间必须避免样品受到污染。应该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污

染来源，必须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以避免污染。

2、样品的保存按照 HJ91.1-2019 执行。

2.1 各种水质的水样，从采集到分析这段时间内，由于物理的、化

学的、生物的作用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进行分析时的

样品已不再是采样时的样品，为了使这种变化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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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样时对样品加以保护。

2.2 最大限度地防止容器及瓶塞对样品的污染。

2.3 容器壁应易于清洗、处理，以减少如重金属或放射性核类的微

量元素对容器的表面污染。

2.4 容器或容器塞的化学和生物性质应该是惰性的，以防止容器与

样品组分发生反应。如测氟时，水样不能贮于玻璃瓶中，因为玻璃与氟

化物发生反应。

2.5 防止容器吸收或吸附待测组分，引起待测组分浓度的变化。微

量金属易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其他如清洁剂、杀虫剂、磷酸盐同样也

受到影响。

3、地表水与废气的采集及保存方法

3.1、地表水的采集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 执行，采样方法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3.1.1、在同一监测断面分层采样时，应自上而下进行，避免不同层

次水体混扰；

3.1.2、除标准分析方法有特殊要求的监测项目外，采样器、静置容

器和样品瓶在使用前应先用水样分别荡洗 2～3 次；

3.1.3、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除标准分析方法有特殊要求

的监测项目外，采集的水样倒入静置容器中，保证足够用量，自然静置

30 min。自然静置时，使用防尘盖遮挡，避免灰尘污染；

3.1.4、使用虹吸装置取上层不含沉降性固体的水样，移入样品瓶，

虹吸装置进水尖嘴应保持插至水样表层 50 mm 以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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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废气采集方法。

3.2.1、有组织排放废气采样

3.2.1.1、采样位置

3.2.1.1.1、采样位置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

3.2.1.1.2、采样位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应避开气道弯头和断

面急剧变化的部位。采样位置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

不小于 6 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3 倍直径处。采样断面

的气流速度最好在 5m/s 以上。

3.2.1.1.3、测试现场空间位置有限，很难满足上述要求时，可选比

较适宜的管段采样，但采样断面与弯头等的距离至少是气道直径的 1.5

倍。

3.2.1.1.4、对气态污染物，由于混合比较均匀，其采样位置可不受

上述规定限制，但应避开涡流区。如果同时测定排气流量，采样位置仍

按 3.2.1.1.2 选取位置。

3.2.1.1.5、必要时应设置采样平台，采样平台应有足够的工作面积

使工作人员安全、方便地操作。平台面积应不小于 1.5m
2
，并设有高 1.1

m的护栏和不低于10cm的脚部挡板，采样平台的承重应不小于200kg/m
2
，

采样孔距平台面约为 1.2m-1.3m。

3.2.1.2、采样孔

3.2.1.2.1、在选定的测定位置上开设采样孔，采样孔的内径应不小

于 80 毫米，采样孔管长应不大于 50毫米，不使用时应用盖板、堵管或

管帽封闭。当采样孔仅用于采集气态污染物时，其内径应不小于 4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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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2、对正压下输送高温或有毒气体的气道，应采用带有闸板

阀的密封采样孔。

3.2.1.3、采样要求

3.2.1.3.1、采样前检查气密性时要接干燥瓶，吸收瓶不能接以防倒

吸。

3.2.1.3.2、采样结束后，取下样品，将气体吸收装置进、出口密封，

按相应项目的标准监测分析方法要求运送和保存待测样品。

3.2.1.3.3、用超细玻璃纤维滤膜采样时，应对光线检查滤膜是否有

损坏，如有损坏，停止使用。

3.2.1.3.4、采集气体样品时，注意吸收瓶溶液的颜色，如果未采样

已变色，则该样品作废。

3.2.1.3.5、现场空白样的放置：启动采样气路时，同时将空白样的

吸收瓶封口膜打开，气路采样结束时，同时将空白样封口；准备空白滤

膜装入切割头中放置在空气中，采样后结束后按照滤膜采样同样方法放

入滤膜袋中，运回实验室检测，空白滤膜前后两次称量质量之差应远小

于采样滤膜上的颗粒物负载量，否则次批次采样监测数据无效。

3.2.1.3.6、向采样器中放置和取出滤膜时，应佩戴聚乙烯手套等实

验室专用手套（和实验室人员称量滤膜所带的手套相同），使用无锯齿

状镊子。

3.2.1.3.7、采样进气口必须暴露在空气中（箱体盖子可以不盖，几

乎不影响吸收液温度）。

3.2.1.3.8、夏天仪器应尽量避免放置在太阳下暴晒，以防止吸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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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可将仪器放置于树荫处或适当遮盖。

3.2.1.3.9、采样器显示的气温和气压未经过校准，不能直接读取，

现场气温、气压应由校准过的设备读取。

3.2.1.3.10、现场记录实况，标况需根据实况计算，实况和标况都

要在原始记录中体现。

3.2.1.3.11、采样记录单上采样人员签字应为 2 人，其中 1 人为监

督人员。

3.2.2、无组织废气采样按《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5—2000 执行。

3.3、地表水与废气的保存方法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保存方式

地表水

PH 值
采集后立即密封保存，尽量现

场测定

悬浮物 冷藏，避光

化学需氧量 用硫酸酸化，pH≤2

五日生化需氧量 1～5℃暗处冷藏

氨氮 用硫酸酸化，pH≤2

总磷 用硫酸酸化，盐酸酸化至 pH≤2

总氮 用硫酸酸化，pH 1～2

石油类 用 盐酸 酸化至 pH≤2

余氯 避光，尽量现场测定

废气

（有组织和无

组织）

氨 避光，冷藏

硫化氢 避光，冷藏

臭气浓度 避光，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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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一）污水厂化验室质量保证与控制措施

1、质量保证

1.1、建立质量体系

严格按照国家认监委国认实〔2016〕33 号文件及《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证评审准则》要求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由质量负责人主导，进行

了宣贯。工作中按照评审准则及公司体系文件要求开展各项检测工作并

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从事污水监测的监测人员、监测仪器与设备设施等按《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监测机构通用要求》RB/T 214-2017、《HJ 630、

HJ/T 373》 等相关内容执行。

污水厂检测人员: 肖琼、曾华华、陈艳。

污水厂主要检测仪器与设备:紫外分光光度计、生化培养箱、高温灭

菌器、显微镜、COD 快速消解仪、万分之一天平、Ph 计、超纯水机、磁

力搅拌器、箱式电阻炉、水温计。

1.2、监测设施与环境

公司具备固定的适合开展检测工作的实验场所。配备了适合开展工

作的设施及满足检测工作的需要的环境条件。

1.3、监测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

公司监测仪器设备均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以

及国家强检计量器具要求进行了检定、校准，在用所有监测仪器设备均

在校准（或检定）有效期内；公司实验试剂均按照项目分析方法标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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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采购并验收，确保分析过程中实验试剂适用性，符合监测工作项目分

析的需要。

1.4、监测方法技术能力验证

按照国家标准分析方法要求，污水厂对检测能力范围内所有项目的

检出限、精密度、准确度等指标进行了方法验证，验证结果均符合方法

标准要求。

2、质量控制

2.1、检测过程质量控制：

污水厂化验室的质控措施包括全程序空白样、平行样、加标回收或

质控样的测定，以及仪器仪表的校准。具体措施如下：

空白样：化验室对分析的所有污染因子实施全程序空白样，每批样

品检测必带空白样检测，以屏蔽其他外在因子对水样分析结果造成影响；

平行样：对厂部所有分析水样做平行样检测，以减少实验误差对水

样结果的影响；

加标回收或质控样：按检测规范要求，厂部会对检测的污染因子进

行加标回收或者质控样品的测定，以验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仪器仪表校准：每年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化验室仪器仪

表进行调试校准，并出具校准报告；化验人员按规范对标准曲线和标准

物质进行校准和标定，用标准物质对常用仪器如 pH计、分光光度计等进

行校准并记录。

（二）第三方检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1、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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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第三方的检测要求：

1.1.1、本污水厂委托检测的要求（检测项目、采样点位、检测频率、

检测因子），第三方检测单位的检测能力应达到或优于本污水厂的要求，

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1.1.2、 拥有独立的专项检测实验室；

1.1.3、实验室有相关的内部质量控制管理和外部质量控制管理。

1.1.4、 需配备实验所需的检测仪器；使用的仪器设备需定期进行

检定合格和校准并符合相关要求。

1.1.5、按照《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

规范要求，保障样品及时进入实验室；

1.1.6、样品采样、运输、检测、留样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自行负责。

1.1.7、第三方检测机构采样后，按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检测、填写原

始记录表、出具监测报告并拍照。

1.1.8、第三方检测机构应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将每次检测的采样及

样品流转记录、检测及原始记录、加盖鲜章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发送至

指定邮箱并寄送纸质版至我公司。

2、第三方内部质量控制活动

2.1 第三方内部质量控制技术校核

（1）每次检测样品前均制作标准曲线或应用标准溶液校准标准曲

线。

（2）定期使用有证标准物质进行内部质量控制活动。

（3）使用相同或不同的方法进行重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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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一个样品的不同特性结果的相关性。

（5）密码平行样品、加标样品检测等考核。

（6）对所得检测结果测量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7）细菌检测培养基应用参考菌种进行灵敏度实验。

2.2 第三方内部质量控制计划

（1）检测部根据质量控制计划，针对不同检测项目安排开展工作。

（2）内部开展的一切质控活动的情况均应纳入每年的管理评审，进

行评价。

（3）档案管理员应按质量控制的计划，及时收集有关资料并编号归

档保存。

2.3、委托方对第三方检测公司的质控措施

2.3.1、查看第三方检测公司的 CMA 资质，需有资质检测委托的相关

项目，及相应检测报告、采样及样品流转、原始记录是否符合相关标准

规范；

2.3.2、查看第三方检测公司 CMA 认证的实验室，是否配备有相应的

仪器设备及人员，所采用的检测方法是否符合相应标准规范的要求；

2.3.3、对第三方检测公司实施质控样盲样比对，频次是一年 1-3 次；

2.3.4、查看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委托检测合同条款的履行情况。

2.4、检测及结果质量控制

2.4.1、综合部对委托检测协议书、接收样品、唯一性编号标识、检

测报告领取等环节进行控制，保证实验室能充分理解客户的检测要求、

检测样品的完整性，质量管理部根据委托检测协议书、检测原始记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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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材料起草检测报告，核查无误。

2.4.2、检验检测工作由培训合格的、有相关技术能力和专业背景，

经本公司能力确认并由最高管理者授权的人员进行。

2.4.3、使用定期进行检定合格和校准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用于检

验检测活动。按计划开展仪器设备的期间核查工作，保持其原有状态，

防止使用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设备。

2.4.4、尽可能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按计划开展标准物质期间核查工

作，确保相关检测的结果能够溯源到国家基准。

2.4.5、对影响检测结果的化学试剂等消耗品进行质量验证，保证其

使用不影响最终检测结果和质量。

2.4.6、定期开展标准查新和更换，保证检测室现场使用的检测标准、

作业指导书均为现行有效版本。

2.4.7、对现场环境条件及设施进行有效监控，保证环境条件和相关

设施符合检验检测活动要求。

2.4.8、检测部质量监督员对涉及检测结果的各项活动进行充分监

督，尽可能运用统计技术对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质量进行控制。

2.5、检测报告质量控制

2.5.1、检测报告编制人员、各级报告审查人员检查有关检测记录、

检测方法、报告格式、结果判定是否满足要求，授权签字人对报告的正

确性负责。

2.5.2、报告检查中，无论哪个环节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纠正，

实现对报告质量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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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线运维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各监测仪每月进行不少于一次手动/自动

校准，至少进行一次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和质控样试验，对上位机数据、

仪表数据、数采仪数据、在线平台数据进行不少于一次的一致性比对、

校准。

1、运维技术要求

对 CODCr、TOC、NH3-N、TP、TN 水质自动分析仪按照 HJ-355 的要

求定期进行自动标样核查和自动校准，自动标样核查结果应满足 HJ-355

表 1 要求。

对 CODCr、TOC、NH3-N、TP、TN、pH 水质自动分析仪、温度计及超

声波明渠流量计按照 HJ-355 要求定期进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比对试验

结果应满足 HJ-355 表 1的要求，实际水样国家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2、校验、比对试验和质控样测试工作要求。

2.1 必要时对设备进行量程漂移、零点漂移和重复性测试。

（1）CODCr自动监测仪的量程漂移、零点漂移和重复性测试方法见

HJ377-2019《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2）氨氮自动监测仪的量程漂移、零点漂移和重复性测试方法详见

HJ/T101-2019《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总磷总氮的量程漂移、零点漂移和重复性测试方法见 HJ103-03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102-03《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

术要求》，具体操作参照各仪器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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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作参照各仪器使用说明书。

3、与标准方法比对试验

除流量外，运维人员每月应对每个站点所有自动分析仪至少进行 1

次自动监测方法与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比对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 HJ 355

表 1 规定的要求。

4、质控样试验

运维人员每月应对每个站点所有自动分析仪至少进行 1 次质控样试

验，采用国家认可的两种浓度的质控样进行试验，一种为接近废水浓度

的质控样品，另一种为超过相应排放标准浓度的质控样品，每种样品至

少测定 2 次，质控样测定的相对误差不大于标准值的±10%。

5、有效数据率

以月为周期，计算每个周期内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实际获得的有效

数据的个数占应获得的有效数据的个数的百分比不得小于 90%，有效数

据的判定参见 HJ-356 的相关规定。

6、其他质量控制要求

6.1 应按照 HJ-91.1、HJ-493 以及本标准的相关要求对水样分析、

自动监测实施质量控制。

6.2 对某一时段、某些异常水样，应不定期进行平行监测、加密监

测和留样比对试验。

6.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所使用的标准溶液应正确保存且经有证

的标准样品验证合格后方可使用。

八、监测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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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在省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

自行监测信息，并至少保存五年。公开内容：企业基础信息和监测数据

一并公布，若基础信息和自行监测方案有调整变化时，将在变更后的五

日内公布。公开时限：监测数据将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每年

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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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防止容器吸收或吸附待测组分，引起待测组分浓度的变化。微量金属易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其他如清洁剂
	3、地表水与废气的采集及保存方法
	3.1、地表水的采集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 执行，采样方法按照以
	3.1.1、在同一监测断面分层采样时，应自上而下进行，避免不同层次水体混扰；
	3.1.2、除标准分析方法有特殊要求的监测项目外，采样器、静置容器和样品瓶在使用前应先用水样分别荡洗
	3.1.3、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除标准分析方法有特殊要求的监测项目外，采集的水样倒入静置容器
	3.1.4、使用虹吸装置取上层不含沉降性固体的水样，移入样品瓶，虹吸装置进水尖嘴应保持插至水样表层5
	3.2、废气采集方法。
	3.2.1、有组织排放废气采样
	3.2.1.1、采样位置
	3.2.1.1.1、采样位置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
	3.2.1.1.2、采样位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应避开气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采样位置应设置
	3.2.1.1.3、测试现场空间位置有限，很难满足上述要求时，可选比较适宜的管段采样，但采样断面与弯
	3.2.1.1.4、对气态污染物，由于混合比较均匀，其采样位置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但应避开涡流区。如
	3.2.1.1.5、必要时应设置采样平台，采样平台应有足够的工作面积使工作人员安全、方便地操作。平台
	3.2.1.2、采样孔
	3.2.1.2.1、在选定的测定位置上开设采样孔，采样孔的内径应不小于80毫米，采样孔管长应不大于5
	3.2.1.2.2、对正压下输送高温或有毒气体的气道，应采用带有闸板阀的密封采样孔。
	3.2.1.3、采样要求
	3.2.1.3.1、采样前检查气密性时要接干燥瓶，吸收瓶不能接以防倒吸。
	3.2.1.3.2、采样结束后，取下样品，将气体吸收装置进、出口密封，按相应项目的标准监测分析方法要
	3.2.1.3.3、用超细玻璃纤维滤膜采样时，应对光线检查滤膜是否有损坏，如有损坏，停止使用。
	3.2.1.3.4、采集气体样品时，注意吸收瓶溶液的颜色，如果未采样已变色，则该样品作废。
	3.2.1.3.5、现场空白样的放置：启动采样气路时，同时将空白样的吸收瓶封口膜打开，气路采样结束时
	3.2.1.3.6、向采样器中放置和取出滤膜时，应佩戴聚乙烯手套等实验室专用手套（和实验室人员称量滤
	3.2.1.3.7、采样进气口必须暴露在空气中（箱体盖子可以不盖，几乎不影响吸收液温度）。
	3.2.1.3.8、夏天仪器应尽量避免放置在太阳下暴晒，以防止吸收液蒸发，可将仪器放置于树荫处或适当
	3.2.1.3.9、采样器显示的气温和气压未经过校准，不能直接读取，现场气温、气压应由校准过的设备读
	3.2.1.3.10、现场记录实况，标况需根据实况计算，实况和标况都要在原始记录中体现。
	3.2.1.3.11、采样记录单上采样人员签字应为2人，其中1人为监督人员。
	3.2.2、无组织废气采样按《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执行。
	3.3、地表水与废气的保存方法
	七、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一）污水厂化验室质量保证与控制措施
	1、质量保证
	1.1、建立质量体系
	严格按照国家认监委国认实〔2016〕33号文件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评审准则》要求建立了质量管理体
	从事污水监测的监测人员、监测仪器与设备设施等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监测机构通用要求》
	污水厂检测人员: 肖琼、曾华华、陈艳。
	污水厂主要检测仪器与设备:紫外分光光度计、生化培养箱、高温灭菌器、显微镜、COD快速消解仪、万分之一
	1.2、监测设施与环境
	 公司具备固定的适合开展检测工作的实验场所。配备了适合开展工作的设施及满足检测工作的需要的环境条件。
	1.3、监测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
	公司监测仪器设备均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以及国家强检计量器具要求进行了检定、校准，在
	1.4、监测方法技术能力验证
	按照国家标准分析方法要求，污水厂对检测能力范围内所有项目的检出限、精密度、准确度等指标进行了方法验证
	2、质量控制
	2.1、检测过程质量控制：
	污水厂化验室的质控措施包括全程序空白样、平行样、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的测定，以及仪器仪表的校准。具体措施
	 空白样：化验室对分析的所有污染因子实施全程序空白样，每批样品检测必带空白样检测，以屏蔽其他外在因子
	平行样：对厂部所有分析水样做平行样检测，以减少实验误差对水样结果的影响；
	加标回收或质控样：按检测规范要求，厂部会对检测的污染因子进行加标回收或者质控样品的测定，以验证实验结
	仪器仪表校准：每年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化验室仪器仪表进行调试校准，并出具校准报告；化验人员按
	（二）第三方检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1、质量保证：
	1.1、对第三方的检测要求：
	1.1.1、本污水厂委托检测的要求（检测项目、采样点位、检测频率、检测因子），第三方检测单位的检测能
	1.1.2、 拥有独立的专项检测实验室；
	1.1.3、实验室有相关的内部质量控制管理和外部质量控制管理。
	1.1.4、 需配备实验所需的检测仪器；使用的仪器设备需定期进行检定合格和校准并符合相关要求。
	1.1.5、按照《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规范要求，保障样品及时进入
	1.1.6、样品采样、运输、检测、留样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自行负责。
	1.1.7、第三方检测机构采样后，按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检测、填写原始记录表、出具监测报告并拍照。
	2、第三方内部质量控制活动
	2.1第三方内部质量控制技术校核
	（1）每次检测样品前均制作标准曲线或应用标准溶液校准标准曲线。
	（2）定期使用有证标准物质进行内部质量控制活动。
	（3）使用相同或不同的方法进行重复检测。
	（4）分析一个样品的不同特性结果的相关性。
	（5）密码平行样品、加标样品检测等考核。
	（6）对所得检测结果测量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7）细菌检测培养基应用参考菌种进行灵敏度实验。
	2.2第三方内部质量控制计划
	（1）检测部根据质量控制计划，针对不同检测项目安排开展工作。
	（2）内部开展的一切质控活动的情况均应纳入每年的管理评审，进行评价。
	（3）档案管理员应按质量控制的计划，及时收集有关资料并编号归档保存。
	2.3、委托方对第三方检测公司的质控措施
	2.3.1、查看第三方检测公司的CMA资质，需有资质检测委托的相关项目，及相应检测报告、采样及样品流
	2.3.2、查看第三方检测公司CMA认证的实验室，是否配备有相应的仪器设备及人员，所采用的检测方法是
	2.3.3、对第三方检测公司实施质控样盲样比对，频次是一年1-3次；
	2.3.4、查看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委托检测合同条款的履行情况。
	2.4、检测及结果质量控制
	2.4.1、综合部对委托检测协议书、接收样品、唯一性编号标识、检测报告领取等环节进行控制，保证实验室
	2.4.2、检验检测工作由培训合格的、有相关技术能力和专业背景，经本公司能力确认并由最高管理者授权的
	2.4.3、使用定期进行检定合格和校准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用于检验检测活动。按计划开展仪器设备的期间
	2.4.4、尽可能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按计划开展标准物质期间核查工作，确保相关检测的结果能够溯源到国家
	2.4.5、对影响检测结果的化学试剂等消耗品进行质量验证，保证其使用不影响最终检测结果和质量。
	2.4.6、定期开展标准查新和更换，保证检测室现场使用的检测标准、作业指导书均为现行有效版本。
	2.4.7、对现场环境条件及设施进行有效监控，保证环境条件和相关设施符合检验检测活动要求。
	2.4.8、检测部质量监督员对涉及检测结果的各项活动进行充分监督，尽可能运用统计技术对实验室的检测结
	2.5、检测报告质量控制
	2.5.1、检测报告编制人员、各级报告审查人员检查有关检测记录、检测方法、报告格式、结果判定是否满足
	2.5.2、报告检查中，无论哪个环节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纠正，实现对报告质量的有效控制。
	（五）在线运维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各监测仪每月进行不少于一次手动/自动校准，至少进行一次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和质控样
	1、运维技术要求
	对 CODCr、TOC、NH3-N、TP、TN 水质自动分析仪按照 HJ-355 的要求定期进行自动
	对 CODCr、TOC、NH3-N、TP、TN、pH 水质自动分析仪、温度计及超声波明渠流量计按照H
	2、校验、比对试验和质控样测试工作要求。
	2.1必要时对设备进行量程漂移、零点漂移和重复性测试。
	（1）CODCr自动监测仪的量程漂移、零点漂移和重复性测试方法见HJ377-2019《化学需氧量（C
	（2）氨氮自动监测仪的量程漂移、零点漂移和重复性测试方法详见HJ/T101-2019《氨氮水质在线自
	（3）总磷总氮的量程漂移、零点漂移和重复性测试方法见HJ103-03《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4）操作参照各仪器使用说明书。
	3、与标准方法比对试验
	除流量外，运维人员每月应对每个站点所有自动分析仪至少进行1次自动监测方法与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比对试验，
	4、质控样试验
	运维人员每月应对每个站点所有自动分析仪至少进行1次质控样试验，采用国家认可的两种浓度的质控样进行试验
	5、有效数据率
	以月为周期，计算每个周期内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实际获得的有效数据的个数占应获得的有效数据的个数的百分比
	6、其他质量控制要求
	6.1应按照 HJ-91.1、HJ-493 以及本标准的相关要求对水样分析、自动监测实施质量控制。
	6.2对某一时段、某些异常水样，应不定期进行平行监测、加密监测和留样比对试验。
	6.3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所使用的标准溶液应正确保存且经有证的标准样品验证合格后方可使用。
	八、监测信息公开 
	我公司在省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自行监测信息，并至少保存五年。公开内容：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