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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应当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

扬散。根据《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土壤污染隐患”

是指某一特定场所或者设施设备存在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的风险，

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 

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一条规定，重点单位应当建立土

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对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开展隐患排查。

发现污染隐患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建立档案。重点区域（场所）包括涉及有毒有害

物质的生产区，原材料及固体废物的堆存区、储放区和转运区等；重点设施（设

备）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储罐、地下管线，以及污染治理设施等。 

三、《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有毒有害物质”指下列物质：

（1）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的污

染物；（2）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名录的污染物；（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

物；（4）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5）列入优

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应当纳入有毒有害

物质管理的物质。 

四、土壤污染隐患是指重点监管单位某一特定场所或者设施设备存在发生有毒有

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的风险，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隐患排查制度是指企业

为保障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有效实施而建立的一种管理制度，包括建立相应机

构和人员队伍、确定组织实施形式，制定并实施排查工作计划，制定并实施隐患

整改方案，建立隐患排查档案并按要求保存和上报等。 

五、排查类型中例行排查是指首次排查完成后每2-3年开展一次的例行排查工作；

补充排查是指改、扩建项目投产后一年内开展的排查，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结

果存在异常后开展的排查以及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检查发现存在有毒有害物质渗

漏、流失、扬散等污染土壤风险后要求开展的排查工作。首次排查及例行排查的

范围通常为全厂区，补充排查的范围可以是全厂区，也可以是改扩建区域、土壤

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结果存在异常的区域或者是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检查发现存在

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等污染土壤风险的区域。 

六、工程组成表，原辅材料、燃料油品及产品一览表，废水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

废气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固体废物一览表可参考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企



业申请的《排污许可证》及提交的《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文件填写，

并通过人员访谈等方式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更新；产品包括了中间产物和副产

物等；废水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和废气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中需要填写企业有毒

有害物质的排放情况；固体废物一览表中需要填写危险废物及涉及有毒有害物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情况，如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则无需填写危废类别及代码。 

七、前期土壤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结果回顾中至少需要回顾企业最近一次开展过

的首次/例行排查结果及最近一次开展过的补充排查结果，列出排查出的各项隐

患、隐患的整改完成情况及尚未完成整改的隐患的现状及整改计划等。前期土壤

地下水调查监测结果回顾中至少需要回顾企业最近一次开展过的较为全面的土

壤地下水监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环评监测、日常监测、自行监测、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环境尽职调查等。如前期土壤地下水调查监测未出现超标情况，则只需

说明土壤及地下水监测的开展情况，包括监测时间、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对比

标准等；如出现超标情况，则需要在简述监测开展情况的同时说明超标点位、位

置、超标因子、超标土壤深度或监测井深度、超标原因及对应措施等。 

八、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是指可能或易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的场所和设施设备，可从企业液体储存、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货物的储存

和传输、生产及其他活动等工业生产活动涉及的地下储罐、接地储罐、离地储罐、

废水暂存池、污水处理池、初级雨水收集池、散装液体物料装卸、管道运输、导

淋、传输泵、散装货物储存和暂存、散装货物传输、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开放

式装卸、生产装置区、废水排水系统、应急收集设施、车间操作活动、分析化验

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危险废物贮存库等区域或设施设备中开展识别。

若邻近的多个重点设施设备防渗漏、流失、扬散的要求相同，可合并为一个重点

场所。 

九、隐患排查记录的排查表中针对相关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列举了法律法

规或标准规范要求，以及最佳管理实践中提出的可最大限度降低土壤污染隐患的

预防设施和措施的组合。企业可根据所列举的组合，查缺补漏进行整改，并可根

据企业生产实际进行补充、优化和调整，不适用的条款在排查中填写“/”。 

十、本表的填写需同时满足《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及

国家发布的其他相关技术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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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基本情况 

企 业 名 称 苏州市亨文环保水业有限公司 

企 业 地 址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大庄村旺盛路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20507737071137U 

企业正门 

地理坐标 1 
120°56′43″E       
31°38′65″N 

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20507737071137U001C 

法 人 代 表 朱文荣 联 系 人 朱国庆 

联 系 电 话 13625298845 电子邮箱地址 hengwen_pro@163.com 

占 地 面 积 10320 平方米 行业类别及代码 2 N7724 危险废物治理 

成 立 时 间 3 2002 年 4 月 17 日 最新改扩建时间 4 2020 年 3 月 

重点企业类型 

1. 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行业纳入排污

许可重点管理企业  

2. 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开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3. 年产生危险废物 100 吨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  

4. 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利用的企业

事业单位  

5. 运营维护生活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的企业事业单位，包含已封场的

垃圾填埋场  

6. 三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地下水环境污染

事件，或者因土壤环境污染问题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企业事业单位 
 

7. 其他  

隐患排查制度 5 

1.隐患排查制度主要包含： 

（1）建立隐患排查组织领导机构，配备相应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2）建立自查、自报、自改，自验的隐患排查组织实施制度； 

（3）如实记录隐患排查及整改情况，形成档案文件并做好存档。 

2.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分级 

苏州市亨文环保水业有限公司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企

业的隐患分级标准，根据隐患发生的可能性、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治

理难度等因素进行风险分级，将隐患分为重大隐患、一般隐患。 

3.隐患排查方式和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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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亨文环保水业有限公司综合考虑实际生产情况、土壤和地下

水污染隐患分级等因素合理制定隐患排查年度计划，明确排查频次、排

查规模、排查项目等内容。 

根据排查频次、排查规模、排查项目不同，隐患排查可分为综合排

查、专项排查、日常检查。 

综合排查：以区为单位开展全面排查，一年不少于一次。 

专项排查：在特定时间或对特定区城、设备，措施进行的专门性排

查。其频次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日常检查：以班组、工段、车间为单位，对单个或几个项目组织的

日常的、巡视性的排查工作，其频次根据具体排查项目确定。一月不少

于一次。 

苏州市亨文环保水业有限公司应建立以日常检查为主的隐患排查

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并整改隐患。 

4.隐患排查档案归档 

苏州市亨文环保水业有限公司建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整

改档案。隐患排查整改档案包括苏州市亨文环保水业有限公司隐患分级

标准、隐患排查制度、年度隐患排查计划、年度隐患排查工作总结、隐

患排查表、隐患报告单、隐患排查台账、隐患整改台账、重大隐患整改

方案、重大隐患整改验收报告以及隐患排查整改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书

面、影像材料。隐患排查整改档案至少留存十年，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抽查。 

排 查 时 间 2022年11月22日 
排 查 类 型 

首 次 排 查  

例 行 排 查  

补 充 排 查  排查负责人 6 朱国庆 

排查范围 全厂区综合排查 

注：1. 企业正门位置的 GPS 经度和纬度坐标，以度分秒的格式填写，秒精确到小数点后两

位； 
2.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填写至行业小类； 
3. 成立时间按照企业《营业执照》填写，如涉及迁建则按当前厂区建设时间填写； 
4. 最新改扩建时间按照环评批复时间填写，不考虑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时间； 
5. 列出能体现隐患排查制度的企业管理文件，简述制度中的机构人员、实施形式、工

作计划、档案管理等内容； 
6. 如排查负责人为非本单位人员，需同时注明其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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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生产及设施情况 

2.1 工程组成表 
项目

组成 
建设内容 位置 1 内容与规模 备注 

主体

工程 

厂房 1 / 占地面积 2257.90m2 辅助生产 
厂房 2 / 占地面积 1032.12m2 生产 

主生产车间 厂区东侧 占地面积 504m2 生产 

储运

工程 

污泥存放（危险废

物） 

厂区南侧 面积 750m2 原料污泥，

1 间 

厂区南侧 面积各 270m2 原料污泥，

2 间 

厂区南侧 面积 135m2 原料污泥，

1 间 

厂区南侧 面积 135m2 次生危废，

1 间 

一般固废暂存 
厂区中部 面积 350m2 污泥存放

场，闲置 

厂区中部 面积 400m2 杂物间 

废酸储槽（地下） 
厂区东北侧 35m3（长 4.6m×宽 5.3m×深 1.4m） 2 个(闲置) 

厂区东北侧 50m3（长 3.6m×宽 5.3m×深 2.6m） 2 个 

盐酸储罐（地上） 
厂区东侧 30m3（直径 3.0m×高度 5.0m） 4 个 

厂区东侧 15m3（直径 2.2m×高度 3.0m） 1 个 

成品储池（地下） 厂区东侧 80m3（长 8.0m×宽 4.0m×深 2.5m） 8 个 

高位计量罐（卧式、

地上） 厂区东侧 15m3（直径 2.4m×长度 5.4m） 1 个 

公用

工程 

给水 / 3190.0t/a / 
排水 / 生活污水 1632.0t/a / 
供电 / 15.0 万 Kw.h/a / 

空压系统 厂区北侧 BK15-8G 变频(0.8MPa 排气量
2.4m3/min) 1 台 

环保

工程 

废水 / 生活污水 1632.0t/a，接管至苏州

市相城区黄桥污水处理厂处理。 
/ 

废气 厂区北侧 
采用“二级碱喷淋+二级水喷淋”处理，

设计风量 8500 m3/h，废气经处理达标

后通过 15m 排气筒排放。 
1 套 

噪声 /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声、

减震和个体防护等措施。 
厂界噪声

达标 

应急 

备用池

（地上） 

厂区北侧 55m3（长 3.8m×宽 5.6m×深 2.6m） 4 个 
厂区北侧 25m3（长 3.8m×宽 2.2m×深 3.0m） 1 个 
厂区北侧 70m3（长 3.8m×宽 7.0m×深 2.6m） 1 个 

事故池

（地上） 
厂区北侧 35m3（长 4.6m×宽 2.8m×深 2.7m） 1 个 
厂区北侧 15m3（长 5.0m×宽 1.2m×深 2.5m） 1 个 

注：1. 位置是指具体建设内容在厂区内的方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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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辅材料、燃料油品及产品一览表 

名称 年消耗/生产量 t/a 包装 2 形态 2 最大储量 t 储存位置 2 
涉及的有毒

有害物质 3 
含铝污泥 8939.5 吨袋 固态 3000.0 仓库 铝 
废酸 1437.4 储槽 液态 250.0 储槽 / 

盐酸 6800.0 储罐 液态 138.0 储罐 / 

片碱 10 25kg/袋 固态 2.0 仓库 / 

水 3190 / 液态 / / / 
电 12.48 万度 / / / / / 

注：2.包装指桶装、袋装、储罐等；形态包括固态、液态、气态等；存储位置包括罐区、仓

库、车间等，与表 2.1 内容相对应； 
    3. 列出物料所含的有毒有害物质名称，如为混合物还需列出有毒有害物质组分含量；

如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则以“-”表示。 
 

2.3 废水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 
废水污染源 废水污染物 产生浓度（mg/L） 排放浓度（mg/L） 

雨水排口 
悬浮物 / 15 

化学需氧量 / 8 

 

2.4 废气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 
废气污染源 废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处置利用车间 氯化氢 2.05 1.83×10-2 

 

2.5 固体废物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危废类别及代码 所含有毒有害物质名称 4 产生量（t/a） 暂存地点 5 

1 

产品聚合

氯化铝压

滤出的絮

凝物 

危险废物/HW17 
336-064-17 

铝 250 仓库 

2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99 / 20 生活垃圾暂存区 
注：4. 需要列出固体废物中含有的主要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其含量范围； 
    5. 与表 2.1 内容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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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其他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生产工艺流程
6 

 

处理、利用工艺流程简述： 

将收集来含铝废水处理污泥（Al2O3 含量 10%~18%，15%含

量为主）经计量后用翻斗车转运至车间、投入反应池内；含铝污

泥于酸液(酸度≥5%)以(0.70~1.12)：(0.47~0.53)的比例经计量后，

酸液通过密闭管道缓慢通入混合反应池，再加入一定量的盐酸

(浓度≥30%)，使溶解液酸度达到 10.5%左右，溶解液中含铝量达

到 7.0%左右，开启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混合反应池内物料通过

曝气装置混合均匀。含铝废水处理污泥于盐酸进行充分反应，氯

离子溶出形成氯化铝，控制氯化铝溶液的 Ph 和温度，促进氯化

铝同时发生水解，形成碱式氯化铝和游离盐酸，再通过添加含铝

污泥，与水解的盐酸进一步反应，促进水解和聚合反应使得反应

池内聚合氯化铝溶液符合相应产品质量标准，反应时间约 5h，

反应温度约为 60~70℃，反应完成后经检测物料中盐基度为

30.0~45.0%，pH=3.5~5.0，密度 1.1.7~1.23g/cm3，物料中铝（以

Al2O3 计）含量为 6.0%以上，反应过程中会有少量氯化氢气体挥

发。其主要化学机理如下： 

酸溶反应：Al(OH)3+3HCl=AlCl3+3H2O 

熟化水解：2AlCl3+12H2O=Al2(OH)nCl6-n+(12-n)H2O+nHCl 

聚合反应：

mAl2(OH)nCl6-n+mxH2O=[Al2(OH)nCl6-n•xH2O]m(n:3~5,m≤10) 

反应结束后溶液混凝沉淀，沉淀混合物经物料泵返回混合反

应池。由于溶液中含有部分不溶于酸的物质，将上清液通过密闭

管道输送至压滤机压滤，去除絮凝物，压滤后的液体进入混凝土

结构防腐防渗成品储池，产品聚合氯化铝压滤出的絮凝物(S1)作

为次生固废委外处理。上清液在成品储池中自然冷却 48h，待装

罐外售（经密闭耐酸泵抽至罐车（约 10~30t/车））。液体聚合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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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铝 各 项 指 标 均 符 合 《 水 处 理 剂  聚 合 氯 化 铝 》

（GB/T22627-2014）标准要求。 

污染防治措施
7 

废气：二级碱喷淋+二级水喷淋。 

废水：生活污水，接管市政污水管网。 

固废：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

收集处理。 

地下设施情况
8 

混合反应池、熟化沉降池：地下池体，位于生产车间； 

废酸储槽：地下池体，位于生产车间北侧废酸暂存区； 

成品储池：地下池体，位于成品储池区。 

污染事故情况
9 

本企业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注：6. 指企业产生污染的工艺流程，用流程框图结合文字描述表达，应包括原辅材料、产

品、工艺工段、产排污节点等； 
7. 包括废水收集处理情况、危废暂存与处置情况、废气收集处理情况、污染应急设施

等，处理或处置工艺流程也应一并说明； 
8. 地下设施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物料、油品或者工业废水等的地下或者半地下管

线、沟渠、储罐、池体构筑物等，需列明地下设施名称、类型及位置； 
9. 污染事故情况主要是指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废液或者化学品的泄漏、倾倒、

填埋或其他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的环境污染事故。  
 

2.7 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清单 
有毒有害 

物质名称 
形态 存在形式 10 年消耗/产生/排放量 t/a 

最大在线量

t11 
存在位置 12 

铝 

固态 原料 / / 仓库、车间 

液态 成品 / / 仓库、车间 

固态 固废 / / 危废仓库 

HCl 

气态 废气 / / 车间 

液态 原料 / / 盐酸储罐区 

液态 废酸 / / 废酸暂存区 

注：10. 存在形式包括原料、辅料、燃料、油品、产品、副产品、中间产物、废水、废气、

固废等；同种物质如以不同存在形式存在，则应分列，但最大在线量需合并统计； 
11. 最大在线量是指物质同一时间在厂区内的最大存在量，以纯物质计； 
12. 存在位置包括罐区、仓库、转运区、车间、生产装置、废水站、固废堆场等，与表

2.1 内容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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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期土壤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及调查监测结果回顾 

隐 患 排 查 开展   未开展  排 查 时 间1 2021年12月22日 

前期隐患排查结果概述： 

根据现场隐患排查后发现该场地内各重点区域及设施防护措施满足以下要求： 

（1）公司设有独立的库房式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具有防腐、防渗、防渗防漏、通

风装置等措施，可预防土壤受到污染。 

（2）药液库地面已做好硬化、地沟、通风装置等措施。 

（3）企业生产车间地面环氧防渗漏，对车间活动有完善的日常监管措施等。 

通过采取各种预防土壤污染的处理措施，企业的土壤污染隐患较小。 

前期隐患整改情况概述： 

经现场踏勘和隐患排查判断，该公司整体布局规划合理，各功能区地面硬化无开裂

现象，厂内环保设施配置到位，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状况良好，厂区内未发现明显污染

痕迹。该企业目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仍存有潜在特征污染因子产、排的可能性，

后期还需要持续进行隐患排查和土壤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以加强管理。 

土 壤 监 测 开展  未开展  监 测 时 间1 2021年12月24日 

超 标 情 况 超标  未超标  超 标 区 域 无 

土壤监测结果汇总： 

前期土壤自行监测点位分别为SB1、SB2、SB3、SB4、SBDZ，共计5个监测点。土

壤监测指标为pH、7项重金属（汞、砷、镍、镉、铅、铜、六价铬、铬）、VOCs、SVOCs、

TPH、铝。 

（1）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重金属共检出6项（汞、砷、镍、镉、铅、铜、），其检

出值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2018年6月）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2）土壤 TPH 检出值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3）VOCs 检出二氯甲烷、甲苯，位于 SB1 点位，检出值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Ⅱ类用地筛选值，SVOCs

检测项目未有检出。 

（4）铝均有检出，鉴于无相关评价标准，仅和对照点检出值进行比较分析，厂区内

4 个点位铝检出值相比较对照点略高，但无数量级上差异。 

综上所述，在空间尺度（与对照点监测结果比较）上，SB1 和 SB3 点位重金属镍检

出值相比较对照点差异较明显，但满足相应评价标准，其他指标此次监测结果数据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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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较大的变异，数据详实、可靠。结果表明企业内土壤环境监测因子符合标准限制要

求，不存在污染迹象，但后续监测需重点关注重金属镍的变化情况。 

 

地下水监测 开展  未开展  监 测 时 间1 2021年12月24日 

超 标 情 况 超标  未超标  超 标 区 域 无 

地下水监测结果汇总： 

前期地下水自行监测点位分别为 MW1、MW2、MW3、MWDZ，共计 4 个监测点。

监测指标为 pH、45 项、铝、TPH。 

（1）检测结果表明，地下水样品 pH 值 6.3-6.4 之间，重金属检出 6 项（砷、汞、铅、

镉、镍、铜），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的限值要求。 

（2）TPH 均有检出，其浓度均满足《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2020 年

3 月）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3）所有点位铝均有检出，检出值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

类标准的限值要求。 

（4）VOCs、SVOCs 均未检出。 

综上所述，在空间尺度（与对照点监测结果比较）上，前期监测结果数据没有发生

较大的变异，数据详实、可靠。说明该企业生产在空间尺度上未对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 

 

注：1. 如前期开展过多轮隐患排查及土壤地下水监测，则填写最近一次的排查或监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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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设施设备与重点场所 

序

号 
重点场所 
名称1 

重点场所 
类型2 

重点设施设

备名称3 
重点设施设

备类型4 
防腐蚀、渗漏/泄漏、流失、扬

散设计建设信息5 
日常管理维护信息6 

对应“5 隐患排查记

录”中排查表编号 

1 生产车间 生产区 

混合反应池 
地下反应池 

防滴漏设施+渗
漏收集设施 

混凝土+环氧

树脂防腐防

渗层 

有日常定期巡查

记录 
有日常定期

巡查记录 
5.4 熟化沉降池 

酸化调节池 地上池体 

2 
污泥存放

间 
储存区 污泥储存区 污泥储存区 

防滴漏设施+渗
漏收集设施 

混凝土+环氧

树脂防腐防

渗层 

有日常定期巡查

记录 
有日常定期

巡查记录 
5.6 

3 废酸储槽 废酸暂存区 废酸储槽 地下池体 
防滴漏设施+渗
漏收集设施 

混凝土+环氧

树脂防腐防

渗层 

有日常定期巡查

记录 
有日常定期

巡查记录 
5.1 

4 成品储池 成品储存区 成品储池 地下池体 
防滴漏设施+渗
漏收集设施 

混凝土+环氧

树脂防腐防

渗层 

有日常定期巡查

记录 
有日常定期

巡查记录 
5.1 

5 应急池 暂存区 事故池 地上池体 
防滴漏设施+渗
漏收集设施 

混凝土+ 围
堰 

有日常定期巡查

记录 
有日常定期

巡查记录 
5.1 

6 备用池 成品储存区 备用池 地上池体 
防滴漏设施+渗
漏收集设施 

混凝土+环氧

树脂防腐防

渗层 

有日常定期巡查

记录 
有日常定期

巡查记录 
5.1 

7 原料储罐 原料储存区 盐酸储罐 地上储罐 
防滴漏设施+渗
漏收集设施 

混凝土+环氧

树脂防腐防

有日常定期巡查

记录 
有日常定期

巡查记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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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重点场所主要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罐区、仓库、堆场、车间、装卸转运区、生产装置区、设备集中区、分析化验室、固废暂存场、危废暂存

间等，与表 2.1 内容相对应；桶装原料仓库等可能不涉及重点设施设备的重点场所可单独填报，无需填写重点设施设备名称栏及重点设施设备类型

栏； 
2. 重点场所类型包括地下罐区、地上罐区、原料仓库、产品仓库、生产车间、生产装置区、公用工程装置区、公用工程用房、辅助工程用房、废水

处理区、固废存储区、物料堆场、散装液体装卸转运区、散装货物装卸转运区等； 
3. 重点设施设备主要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储罐、池体、槽体或沟渠、管线，以及导淋、传输泵、生产设备、废水排放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

应急收集设施等，与所在重点场所相对应；工厂外管等相对独立的重点设备可单独填报，对应的重点场所名称栏表述设备位置信息，重点场所类

型栏以“-”表示； 
4. 重点设施设备类型包括地下储罐、接地储罐、离地储罐、地下或半地下存储池、地下存储池、地下管道、地上管道、导淋、传输泵、密闭设备、

半开放设备、开放式设备、废水排放设施、废水排放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应急收集设施等； 
5. 包括设备设施材质、油漆、电极保护、泄漏/溢流报警、紧急切断、连接件、密封件、二次围堰、防渗层等信息；表格内左侧栏填写设施设备对应

信息，右侧栏填写场所对应信息； 
6. 包括目视巡查、定期检查、维护保养、检修确认、定期清空、应急方案、人员培训、操作规程设定等；表格内左侧栏填写设施设备对应信息，右

侧栏填写场所对应信息。 
 

渗层+围堰 

8 废气处理 废气处理区 
废气处理设

施 
废气处理设

施 
/ 

混凝土硬化

地面 
有日常定期巡查

记录 
有日常定期

巡查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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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隐患排查记录 

5.1 液体存储区排查 
储罐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 年 11 月 22 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储罐位号名称 
项目                       盐酸储罐 高位计量罐 / 

储罐类型 1 离地储罐 
双层罐 

离地储罐 
双层罐 

/ 

所在罐区 原料罐区 原料罐区 /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阴极保护系统 / / / 

罐体无渗漏，无腐蚀、变形 是 是 / 

设备基础、钢结构完好，无变形沉降 是 是 / 

附属管线特别是连接处密封点无泄漏 是 是 / 

泄漏监测设施 / / / 

易燃易爆、可燃气体监测仪，仪表连锁，紧急

快关阀门设施设备完好投用 
/ / / 

防止雨水进入或及时有效排出雨水设施（如顶

棚、围堰、排水系统等） 是 是 / 

阻隔池 / / / 

防渗阻隔系统  是 是 / 

附近硬化地面完好，无开裂、渗漏 是 是 / 

附近围堰完好，无开裂、渗漏，孔洞密封良好 是 是 / 

附近地沟完好，无开裂、渗漏，雨污分离 / / / 

防滴漏设施 是 是 /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是 是 / 

其他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阴极保护系统有效性检查 / / / 

有定期监测，维修维护，防腐计划 是 是 / 

巡检记录及时准确 是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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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罐位号名称 
项目                       盐酸储罐 高位计量罐 / 

泄漏监测设施定期检查有效性 / / / 

阻隔系统定期检查有效性 是 是 /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应急收集/定期清理 是 是 / 

防滴漏设施定期清空 是 是 / 

周边地下水监测井定期检测 是 是 / 

其他 / / / 

填表说明：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注：1. 储罐类型包括地下储罐、接地储罐、离地储罐、单层罐、双层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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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体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 年 11 月 22 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池体位号名称 
项目                       

混合反

应池 
熟化沉

淀池 
酸化调

节池 
成品储

池 
废酸储

槽 应急池 备用池 

池体类型 2 半地下

池体 
半地下

池体 
地上池

体 
地下储

存池 
地下储

存池 
地上储

存池 
地上储

存池 
所在位置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池体无开裂、渗漏，孔

洞密封良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基础结构完好，无变形

沉降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防渗池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附属管线特别是连接

处密封点无泄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泄漏监测设施 / / / / / / / 

易燃易爆、可燃气体监

测仪，仪表连锁，紧急

快关阀门设施设备完

好投用 

/ / / / / / / 

防止雨水进入或及时

有效排出雨水设施（如

顶棚、覆盖、围堰、排

水系统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防渗阻隔系统 / / / / / / / 

附近硬化地面完好，无

开裂、渗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附近围堰完好，无开

裂、渗漏，孔洞密封良

好 
/ / / / / / / 

附近地沟完好，无开

裂、渗漏，雨污分离 
/ / / / / / 是 

渗漏、流失的液体的有

效收集设施 
/ / / / / / / 

其他 / / / /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有定期监测，维修维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巡检记录及时准确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泄漏监测设施定期检

查有效性 
/ / / / / / / 

阻隔系统定期检查有

效性 
/ / / /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应急收集/定期清理 
/ / / / / / / 



14 

      池体位号名称 
项目                       

混合反

应池 
熟化沉

淀池 
酸化调

节池 
成品储

池 
废酸储

槽 应急池 备用池 

周边地下水监测井定

期检测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 / / / / / / / 

填表说明：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注：2. 池体类型包括地下或者半地下储存池、地上储存池、离地储存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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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散状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区排查 
装卸区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装卸站位号 
排查项目 

/ / / 

装卸站类型 3 / / / 
所在位置 / / /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装卸自动化控制系统 / / / 

附属管线特别是连接处密封点无泄漏 / / / 

溢流保护装置 / / / 

易燃易爆、可燃气体监测仪，仪表连锁，

紧急快关阀门设施设备完好投用 
/ / / 

防滴漏设施 / / / 

防止雨水进入或及时有效排出雨水设施

（如顶棚、覆盖、围堰、排水系统等） 
/ / / 

防渗阻隔系统 / / / 

硬化地面完好，无开裂、渗漏 / / / 

围堰完好，无开裂、渗漏，孔洞密封良好 / / / 

地沟完好，无开裂、渗漏，雨污分离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的有效收集设施 / / / 

其他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 / / / 

熟练工操作 / / / 

有定期监测，维修维护，防腐计划 / / / 

巡检记录及时准确 / / / 

阻隔系统定期检查有效性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应急收集/定期清理 / / / 

防滴漏设施定期清空 / / / 

其他 / / / 

填表说明：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注：3. 装卸站类型包括顶部装载、底部装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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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管线 
编号 

管线名

称/位置 
管线 
类型 4 

泄漏/渗
漏部位 

泄漏/渗漏 
类型 5 

阴极

保护 
油漆

防腐 

连接

点密

封 

泄漏检测

设施 
紧急切

断装置 
管线渗

漏检测 
管线巡

视检查 
管线维

护保养 
检测设施定

期检查维护 
泄漏物料

收集处理 其他 

1 产品输

送管 
单层管 
地上管 无 / / / 是 / 是 是 是 是 是 / / 

                

                

                

                

                

                

                

填表说明：排查中如发现泄漏/渗漏，其部位及泄漏/渗漏类型详细说明；其余项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注：4. 管线类型需注明单层管道还是双层管道，以及是地上管道还是地下管道等； 
    5. 泄漏类型包括轴封，阀门，泄压设备（安全阀），取样连接系统，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法兰，连接件（螺纹连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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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淋与传输泵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设备名称位号 
排查项目 工艺流程泵 应急泵 / 

设备类型 6 密封效果较

好的泵 
密封效果较好

的泵 
/ 

所在位置 生产区 生产区 /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设备及附属管线特别是连接处密封

点无泄漏 是 是 / 

易燃易爆、可燃气体监测仪，仪表

连锁，紧急快关阀门设施设备完好

投用 
/ / /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 / / / 

防滴漏设施 是 是 / 

防止雨水进入或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设施（如顶棚、覆盖、围堰、排水

系统等） 
是 是 / 

防渗阻隔系统 是 是 / 

附近硬化地面完好，无开裂、渗漏 是 是 / 

附近围堰完好，无开裂、渗漏，孔

洞密封良好 
/ / / 

附近地沟完好，无开裂、渗漏，雨

污分离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的有效收集设施 是 是 / 

其他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有定期监测，维修维护，防腐计划 是 是 / 

巡检记录及时准确 是 是 / 

阻隔系统定期检查有效性 是 是 / 

防滴漏设施定期清空 是 是 /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应急收集/定
期清理 是 是 / 

防滴漏设施定期清空 是 是 / 

其他 / / / 

填表说明：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注：6. 设备类型包括导淋、密封效果较好的泵、密封效果一般的泵、无泄漏离心泵等。



18 

5.3 货物存储和运输区排查 
散装货物装卸、传输、存储排查表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朱国庆 

排查项目 原料罐

区 
成品储

存区 
/ / / / / 

货物类型 7 湿货物 湿货物 / / / / /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设施设备连接处无

泄漏流失扬散 是 是 / / / / / 

易燃易爆、可燃气

体监测仪完好投用 
/ / / / / / / 

防止雨水进入或及

时有效排出雨水设

施（如顶棚、覆盖、

围堰、排水系统等） 

是 是 / / / / / 

防渗阻隔系统 / / / / / / / 

硬化地面完好，无

开裂、渗漏 是 是 / / / / / 

围堰完好，无开裂、

渗漏，孔洞密封良

好 
/ / / / / / / 

地沟完好，无开裂、

渗漏，雨污分离 
/ / / /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

的有效收集设施 是 是 / / / / / 

其他 / / / /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有定期监测，维修

维护计划 是 是 / / / / / 

巡检记录及时准确 是 是 / / / / / 

阻隔系统定期检查

有效性 
/ / / /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

能得应急收集 /定
期清理 

是 是 / / / / / 

其他 / / / / / / / 

填表说明：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注：7. 散装货物类型包括干货物、湿货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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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货物存储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排查项目 仓库 / / / / 

货物类型 8 固态物

质 
/ / / /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合适、完好的包装 是 / / / / 

有效的容器托盘 / / / / / 

附属管线特别是连接处密封点无泄

漏 
/ / / / / 

易燃易爆、可燃气体监测仪完好投用 / / / / / 

防滴漏设施 / / / / / 

防止雨水进入或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设施（如顶棚、覆盖、围堰、排水系

统等） 
是 / / / / 

防渗阻隔系统 是 / / / / 

硬化地面完好，无开裂、渗漏 是 / / / / 

围堰完好，无开裂、渗漏，孔洞密封

良好 
/ / / / / 

地沟完好，无开裂、渗漏，雨污分离 / /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的有效收集设施 / / / / / 

其他 / /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巡检记录及时准确 是 / / / / 

阻隔系统定期检查有效性 是 /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应急收集/定
期清理 

/ / / / / 

防滴漏设施定期清空 / / / / / 

其他 / / / / / 

注：8. 包装货物类型包括固态物质、液态或者黏性物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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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生产区排查 
生产区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排查项目 混合反应池 熟化沉淀池 酸化调节池   

生产及设备类型 9 半开放设备 半开放设备 半开放设备

/密封设备 
  

所在车间/装置区 生产区 生产区 生产区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传输泵、易发生故障的零部件、检

测样品采集点等位置状况良好 是 是 是   

设施设备频繁使用的部件与易发

生泄漏及飞溅的部件状况良好 
是 是 是   

附属管线特别是连接处密封点无

泄漏 
是 是 是   

易燃易爆、可燃气体监测仪完好投

用 
/ / /   

防滴漏设施 是 是 是   
防止雨水进入或及时有效排出雨

水设施（如顶棚、屋顶/围墙、围堰、

排水系统等） 
是 是 是   

防渗阻隔系统 / / /   

硬化地面完好，无开裂、渗漏 是 是 是   
围堰完好，无开裂、渗漏，孔洞密

封良好 
/ / /   

地沟完好，无开裂、渗漏，雨污分

离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的有效收集设施 是 是 是   

其他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有定期监测，维修维护计划 是 是 是   

巡检记录及时准确 是 是 是   

阻隔系统定期检查有效性 / / /   

防滴漏设施定期清理 是 是 是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应急收集/
定期清理 是 是 是   

其他 / / /   

填表说明：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注：9. 生产及设备类型包括密闭设备、半开放式设备、涉及液体物质的开放式设备、涉及

粘性或固体物质的开放式设备、操作车间、分析化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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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废水排放及处理设施排查 
废水设施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排查项目 / / /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设备渗漏状况 / / / 

储存、处理水池设施结构完

好，无开裂、渗漏 
/ / / 

附属管线、沟渠及连接点无渗

漏状况 
/ / / 

污泥堆放区防风雨、防流失措

施完好 
/ / / 

易燃易爆、可燃气体监测仪，

仪表连锁完好投用 
/ / / 

防止雨水进入或及时有效排

出雨水设施（如顶棚/顶盖、屋

顶/围墙、围堰、排水系统等） 
/ / / 

池体防渗 / / / 

防渗阻隔系统 / / / 

硬化地面完好，无开裂、渗漏 / / / 

地沟完好，无开裂、渗漏，雨

污分离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的有效收集

设施 
/ / / 

雨水截止阀及事故水池设置 / / / 

其他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污泥有明确收集处置去向 / / / 

有定期监测，维修，防腐计划 / / / 

巡检记录及时准确 / / / 

阻隔系统定期检查有效性 / / /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应急收

集/定期清理 
/ / / 

其他 / / / 

填表说明：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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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固体废物贮存库排查 
固废贮存设施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排查项目 污泥存放

间 
一般固

废仓库 
/ / / / / 

设施设备（硬件）情况 

合适、完好的包

装 是 是 / / / / / 

有效的容器托

盘 是 是 / / / / / 

易燃易爆、可燃

气体监测仪完

好投用 
/ / / / / / / 

防止雨水进入

或及时有效排

出雨水设施（如

屋顶/围墙、围

堰、排水系统

等） 

是 是 / / / / / 

防渗阻隔系统 / / / / / / / 

硬化地面完好，

无开裂、渗漏 是 是 / / / / / 

围堰完好，无开

裂、渗漏，孔洞

密封良好 
是 是 / / / / / 

地沟完好，无开

裂、渗漏 
/ / / / / / / 

渗漏、流失的液

体的有效收集

设施 
是 是 / / / / / 

其他 / / / / / / / 

管理措施（软件）情况 

巡检记录及时

准确 是 是 / / / / / 

阻隔系统定期

检查有效性 
/ / / / / / / 

渗漏、流失的液

体能得应急收

集/定期清理 
是 是 / / / / / 

其他 / / / / / / / 

填表说明：符合的填“是”，不符合的详细说明，不涉及的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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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其他活动区排查 
其他区域排查表       排查时间：2022年11月22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朱国庆 

存在隐患的重点区

域/重点设施设备 隐患类型 隐患情况说明 

/ 
设施设备（硬件）  

管理措施（软件）  
/ 

/ 
设施设备（硬件）  

管理措施（软件）  
/ 

/ 
设施设备（硬件）  

管理措施（软件）  
/ 

/ 
设施设备（硬件）  

管理措施（软件）  
/ 

/ 
设施设备（硬件）  

管理措施（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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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隐患排查及整改台账 

6.1 隐患排查台账 

序号 涉及工业

活动1 

重点场所/重
点设施设备名

称 

重点场所/
重点设施

设备类型 
位置信息2 

隐患点 
（隐患内容

描述） 
现场图片 涉及有毒有

害物质 
污染转

移途径3 发现日期 整改计划4 整改拟完

成日期 

1 生产 混合反应池 地下池体 厂内东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2 生产 熟化沉降池 地下池体 厂内东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3 生产 酸化调节池 地上池体 厂内东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4 仓库 污泥储存区 
污泥存储

区 
厂内南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5 废酸存储 废酸储槽 地下池体 厂内东北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6 成品存储 成品储池 
地下存储

池 
厂内东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7 事故池 事故池 
地上储存

池 
厂内东北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8 成品存储 备用池 
地上储存

池 
厂内北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9 储罐 盐酸储罐 离地储罐 厂内东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泄漏 / / / 

10 废气处理 废气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

设施 
厂内北侧 暂无 见附件 铝 沉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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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涉及工业活动包括液体储存、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货物的储存和传输、生产、废水收集处理、固废暂存及其他活动等； 
    2. 经纬度坐标或厂内位置描述； 

3. 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土壤地下水环境的途径，包括渗漏/泄漏、流失、淋滤、扬散/沉降等； 
4. 包括增设或加强设施设备的防渗漏/流失/扬散装置及性能、增设或加强有二次保护效果的阻隔防渗及防滴漏设施及性能、设置或完善泄漏检测设施

或应急处置设施等设施设备提标改造工作；建立完善日常巡检检测、加强应急人员物资准备及应急预案等管理措施、开展土壤地下水监测等整改

计划措施方案、整改责任部分与责任人、配合部门、经费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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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隐患整改台账 

序

号 
涉及工

业活动 

重点场所

/重点设

施设备名

称 

重点场所

/重点设

施设备类

型 

位置信息 
隐患点 
（隐患内

容描述） 

整改前现

场图片 
整改计划

概述 
实际整改

情况 
整改后现

场图片 
隐患整改完

成日期 整改评估5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5. 包括是否按计划整改、整改后污染隐患消除情况、是否存在残余隐患、对后期管理提出的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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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隐患排查结论 1 

根据现场隐患排查后发现该场地内各重点区域及设施

防护措施满足以下要求： 

（1）公司设有独立的库房式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地

面已做好硬化、环氧地坪、通风装置等措施，可预防土壤受

到污染。 

（2）厂区内地下及地上池体均为防渗池体，池体完好，

泄漏可能性较小。 

（3）企业生产车间地面环氧防渗漏，对车间活动有完

善的日常监管措施等。 

通过采取各种预防土壤污染的处理措施，企业的土壤污

染隐患较小。 

隐患整改方案

或建议 2 

根据本次现场隐患排查结果，同时为了企业以后更好的

维护土壤、地下水环境健康、降低发生潜在污染隐患的可能

性，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企业参考： 

1、建议企业加强日常巡检维护工作，一旦发现原辅料

泄露隐患，及时处理。 

2、加强人员教育培训，增强隐患意识，提高操作规范

性，避免日常工作中发生跑冒滴漏事故。 

3、做好隐患排查台账工作，发现污染隐患及时处理并

制定针对性整改方案，举一反三，消除隐患。 

4、做好厂区内重点区域的日常管理工作，制定安全有

效的预防及应急处置方案，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对防范措施

及管理制度进行适当的完善。 

5、如发现土壤有疑似污染的现象，可通过调查采样和

分析检测进行确认，判断污染物种类、浓度、空间分布等，

采取进一步防治措施。另外做好隐患筛查表，建立持续隐患

排查制度以及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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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地下水

自行监测建议 3 

在后续的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过程中，土壤监测点位

及地下水监测点位均在重点区域及重点设施周边布设，建议

企业将本次隐患排查过程中可能产生污染的区域作为企业

后续的重点关注区域，同时企业应做好监测设施的维护工

作，建立企业自行监测及隐患排查制度，每年定时开展自行

监测及隐患排查，记录并保存监测数据、分析监测结果、编

制自行监测年度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 

注：1. 概述本次排查是否发现隐患，存在哪些隐患； 
    2. 总结隐患整改方案建议，包括设施设备提标改造、管理措施完善建议等； 
    3. 包括监测点位、时间、频次、监测介质、采样深度、监测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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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图附件 

1.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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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管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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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场所及重点设施设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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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隐患排查照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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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隐患整改照片记录 

该企业暂未涉及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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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期检查与日常维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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