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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登记卡
编号：

项目名

称

锅炉 SCR脱硝及烟气氨法

脱硫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盖章)
法人代

表
闫晓平 联系人及电话 刘国新 15809584710

通讯地

址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邮政编码 750100

建设地

点
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工业园区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

术改造

总投资

(万元) 4032 环保投资

(万元) 4032 投资比例 100%

环评登记表审批部门

文号及时间

建设单位于 2017年 5月 22日对本项目进行了网络备案

备案文号：201864012100000075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7年 11月 10日

建设项目试运行日期 2018年 9月 30日

建筑面积 总占地面积 5473m2

审批登记部门主要意见及标准要求：



项目实施内容及规模(包括主要设施规格、数量、产量或经营能力，原辅材料名称、

用量、水、电、煤、油等及项目与原登记表变化情况)：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锅炉 SCR脱硝及烟气氨法脱硫超低排放改造项

目为改建项目，位于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项目中心坐标为：106°

14′41.90″，北纬 38°15′48.09″。

原有项目情况：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有 9台循环流化床锅炉，其中 6台 75t/h循环

流化床锅炉，3台 220t/h循环流化床锅炉。配套有 SNCR脱硝系统，NOx 排放浓度

小于 100mg/Nm3，配套 4座脱硫塔，采用氨法脱硫工艺进行脱硫。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NCR脱硝项目于 2014年 4月委托北京中安质

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对其 SNCR脱硝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于 2014年 5月

9日获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批复（文号宁环表【2014】18号），宁夏伊

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氨法脱硫项目于 2015年 10月委托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

中心有限公司，对其氨法脱硫升级改造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于 2015年 10月 19

日获得了永宁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批复（文号永审服（投）备案【2015】30号）

的批复。

本次建设内容：保留原有 SNCR系统，在锅炉尾部烟道增加 SCR反应器，采用

SNCR+SCR耦合脱硝工艺。通过购置 SCR反应器、循环泵、水洗泵等设备，对现有

的 6台 75t/h循环流化床锅炉，3台 220t/h循环流化床锅炉排放的烟气进行脱硝治理

改造（主要是将 72m3的 SCR反应器加装至省煤器和换热器中间），同时对全部 4

台脱硫塔进行除尘改造。项目总占地面积 5473m2。

项目于 2017年 11月开工建设，2018年 9月建成投入运行。

项目不新增劳动人员。

项目用电依托于原有的供电设施。

项目不新用水。

项目无废水排放。

项目供热由项目电厂提供。

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见表 1



表 1 项目脱硝改造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规 格 型 号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6 台 75t/h 的 SCR 区域

1 反应器 Q345 套 6 龙净环保

2 进开启烟道 Q345 套 6 龙净环保

3 催化剂 蜂窝式 批 6 龙净环保

4 电动葫芦 2t，40m 台 6 龙净环保

5 声波吹灰器 膜片式 台 6 辽宁中兴、北京中科

6 吹灰器管道、阀门 满足设计要求 批 1 龙净环保

7 压缩空气罐 2m
3

台 1 龙净环保

8 保温油漆 满足设计要求 批 1 龙净环保

9 平台楼梯 Q235B 套 6 龙净环保

10 管道阀门等 批 1 龙净环保

二、6台 75t/h 锅炉改造

1 省煤器改造 套 6 龙净环保

2 炉墙改造 套 6 龙净环保

3 平台栏杆 套 6 龙净环保

4 其他 套 6 龙净环保

三、3台 220t/h 的 SCR 区域

1 反应器 Q345 套 3 浙江天蓝

2 进开启烟道 Q345 套 3 浙江天蓝

3 催化剂 蜂窝式 批 3 湖北广净

4 电动葫芦 2t，40m 台 3 河南华豫

5 吹灰器管道、阀门 满足设计要求 批 1 龙净环保

6 压缩空气罐 2m
3

台 1 龙净环保

7 保温油漆 满足设计要求 批 1 龙净环保

8 平台楼梯 Q235B 套 3 龙净环保

9 管道阀门等 批 1 龙净环保

四、3台 220t/h 锅炉改造

1 省煤器改造 套 3 龙净环保

2 炉墙改造 套 3 龙净环保

3 平台栏杆 套 3 龙净环保

4 其他 套 3 龙净环保

表 2 项目脱硫塔超净改造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

号
设备/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单

位

数

量
备注 品牌

1 1、2#吸收循环泵
Q＝390m

3
/h；壳体和叶轮采用

2507 双相不锈钢
套 4

五二五泵

业、烟台恒

邦、柳州酸

王（优先选

用五二五

泵业）

2 3、4#吸收循环泵
Q＝620m

3
/h；壳体和叶轮采用

2507 双相不锈钢
套 4

3 1、2#水洗泵
Q＝700m3/h；壳体和叶轮采用

2507 双相不锈钢
3

4 3、4#水洗泵
Q＝1200m3/h；壳体和叶轮采用

2507 双相不锈钢
套 3

5 线网式电除污器 φ8.3m，不锈钢材质 套 2 316L

6 线网式电除污器 φ10.8m，不锈钢材质 套 2 316L

7
原循环水泵（拆

除）

Q＝270m3/h；壳体和叶轮采用

2507 双相不锈钢
套 2

8
原循环水泵（拆

除）

Q＝370m3/h；壳体和叶轮采用

2507 双相不锈钢
套 2

9 1/2#脱硫塔改造 φ8.3m 套 2

10 3/4#脱硫塔改造 φ9.6/10.8m 套 2

11 1#水洗槽 V=120m³，碳钢衬鳞片 台 1

12 2#水洗槽 V=170 m³，碳钢衬鳞片 台 1

13 1#，2#加氨槽 V=100 m³，碳钢衬鳞片 台 2

14 3#，4#加氨槽 V=155 m³，碳钢衬鳞片 台 2

15 净烟道 3600x4700 套 1

项目原辅材料一览表见表 2

表 2 本项目原辅料消耗情况一览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年消耗量 备注

1 水 499176m3/a

2 电 25650209.4kw·h



本项目工艺：

项目脱硝工序：

（1）脱硝工艺采用 SNCR+SCR 耦合烟气脱硝技术。按锅炉 BMCR 工况全烟气脱硝，

SCR 脱硝效率大于 65%。

(2) 脱硝装置采取高尘布置，即按烟气流程布置在脱硝反应器布置在锅炉尾部

省煤器开启，具体设计时反应器支撑结构与锅炉钢架统筹考虑。本方案暂按利用锅

炉尾部钢架及锅炉房钢架为支撑，根据具体设计情况，考虑是否加固。

(3) 每台炉设一套SCR反应器，脱硝系统不设置烟气旁路和省煤器高温旁路系

统。

(4) SCR催化剂采用蜂窝式，催化剂层数按“1+1”设计，催化剂使用寿命为24000

小时。催化剂能满足烟气温度不高于425℃的情况下长期运行，同时催化剂能承受运

行温度450℃(每次不低于5小时，一年不低于三次)的考验，而不产生任何损坏。

(5) 吸收剂采用氨水溶液。

(6) 脱硝装置的氨逃逸水平设计值≤3ppm。

(7) SO2/SO3转化率小于1%。

(8) 脱硝系统采用声波吹灰器吹灰。

(9) 脱硝装置日利用小时数24h、年利用小时数8000h。

SCR 系统主要包括氨水喷射系统、烟气系统、反应器系统及控制系统四部分。

烟气系统

烟道设计能够承受如下负荷：烟道自重、风荷载、地震荷载、灰尘积累、内衬

和保温的重量等。

所有烟道在适当位置配有足够数量和大小的人孔门，以便于烟道（包括膨胀节）

的维修和检查。另外，人孔门与烟道壁分开保温，以便于开启。

在外削角急转弯头和变截面收缩急转弯头处等，以及根据烟气流动模型研究结

果要求的地方，设置导流板。

为了使与烟道连接的设备的受力在允许范围内，特别要注意考虑烟道系统的热

膨胀，热膨胀通过膨胀节（采用非金属膨胀节及焊接连接方式）进行补偿。

SCR反应器系统

反应器本体采用两层固定床设计，安装1层催化剂。为防止未处理过的烟气泄露，



在催化剂模块间及模块与反应器壳体间有密封设计。

反应器的设计充分考虑与周围设备布置的协调性及美观性。反应器设计成烟气

竖直向下流动，反应器入口设有气流均布装置，反应器入口及开启段设导流板，对

于反应器内部易于磨损的部位设计必要的防磨措施。

反应器设置足够大小和数量的人孔门。

反应器设计还考虑内部催化剂维修及更换所需的起吊装置。

脱硝装置能够在烟气NOx排放浓度为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任何点运行。

反应器的设计压力和瞬时不变形承载压力取值与炉膛设计参数相同。

反应器的设计使顶层催化剂上面的烟气温度、入射角度、速度分布、及NH3/NO

摩尔比达到一定指标。

SCR反应器系统主要设备 ：

（1）催化剂

根据锅炉设计及校核煤种的飞灰特性，合理选择催化剂形式。

根据锅炉设计及校核煤种的飞灰特性，合理选择孔径大小并设计有防堵灰防中

毒等措施，以确保催化剂不堵灰，并尽可能降低压力损失。

催化剂模块设计有效防止烟气短路的密封系统，密封装置的寿命不低于催化剂

的寿命。催化剂各层模块规格统一、具有互换性。

催化剂设计考虑燃料中含有的任何微量元素可能导致的催化剂中毒。

在加装新的催化剂之前，催化剂体积满足性能保证中关于脱硝效率和氨的逃逸

浓度等的要求。

催化剂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减少更换催化剂的时间。

催化剂模块采用钢结构框架，便于运输、安装、起吊。

每层催化剂(包括备用层)均设置吹灰器。

吹灰系统

根据本工程灰的特性，需要设置吹灰系统，为每层催化剂设计声波吹灰器，每

层2只。提供吹灰器系统及布置。

项目除尘工序：

（1）反应吸收循环系统改造



进一步增加吸收液循环量，提高液气比，每塔增加2台和现有流量相同的一级循

环泵（4用1备），第二层喷淋层（g2口）更改；新增一台加氨槽，该槽容积满足系

统有足够的缓冲时间，加氨系统设计保证液氨与吸收液充分反应，生成亚铵盐，避

免游离氨挥发。

（2）氧化循环改造

将氧化系统与加氨系统彻底分开，氧化槽主体设备不变，根据现有氧化槽内件

使用情况实施相应改造，氧化后的气体全部回收至脱硫塔，不允许有气体外排。

（3）水洗循环改造

现有Φ8.3m脱硫塔1#、2#循环水槽改为120m³，将原有2台流量为270m³/h水洗泵

更换为3台700m³/h水洗泵，2开1备；现有Φ9.6m脱硫塔的吸收段上层除雾器以上塔

径增加至Φ10.8m，3#、4#循环水槽改为170m³，将原有2台流量为370m³/h水洗泵更

换为3台1000m³/h水洗泵，2开1备，水洗液为清水，利用清水洗涤脱硫后的烟气，把

烟气中夹带的粉尘、铵盐溶液洗涤下来。

（4）除雾净化系统改造

拆除Φ8.3m脱硫塔水洗段最上层原有屋脊式除雾器，在筒体靠近锥段位置增加

一层支撑，将水洗段最上层屋脊除雾器改为两层丝网除雾器加线网式电除污器。现

有Φ9.6m脱硫塔在吸収段除雾器上部屋脊式除雾器以上筒体及锥段拆除，塔径增至

Φ10.8m，重新布置水洗段、一层屋脊式除雾器及两层丝网除雾器加线网式湿电,确

保4台脱硫塔烟气开启雾滴含量小于30mg/Nm
3
。



项目超净脱硫塔改造中 项目超净脱硫塔改造后

项目脱销改造中

项目脱销改造后



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

（1）废水

项目不新增废水。

（2）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是新增泵类等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

以及减振垫、距离衰减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是锅炉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烟气以及颗粒物，建设单位通过在现有

的 SNCR 的基础上加装 SCR 脱硝技术，从而时烟气中的氮氧化物达标排放，通过脱硝

以及氨法脱硫技术从而使外排的颗粒物达标排放。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主要是废的催化剂，危废代码为 HW50

（772-007-50），年产生量约为 222t/3a,项目脱硝剂由厂家进行更换，直接回收处

置。

废水排

放情况

用水量（t/d） 1368

废气

排放

情况

处理设施 -

废水排放量

（t/d） --

高度及去向 -
废水排放去

向

噪声排

放情况

产生噪声设

备及个数
4

固体

废弃

物排

放情

况

产生量

（吨/年）
-

区域环境噪

声个数
- 去向 -



污染物排放情况：

项目于 2017年 11月开工建设，2018年 9月建成投入运行，目前已投入运营。

2018年 10月 7日-8日和 2018年 11月 22日-23日，宁夏森蓝环保有限公司对宁夏伊

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锅炉 SCR脱硝及烟气氨法脱硫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废气进行

现场监测，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的能力达到设计能力的 75%以上。满足竣工验收监

测工况要求。验收监测期间工况情况见表 3。

表 3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情况统计表

锅炉名称 日期 设计产能（t/h） 实际产能（t/h） 生产负荷（%）

1#锅炉
10月 8日 75 60 80

10月 9日 75 60 80

2#锅炉
10月 8日 75 60 80

10月 9日 75 60 80

3#锅炉
11月 22日 75 60 80

11月 23日 75 60 80

4#锅炉
11月 22日 75 60 80

11月 23日 75 60 80

5#锅炉
11月 22日 75 60 80

11月 23日 75 60 80

6#锅炉
11月 22日 75 60 80

11月 23日 75 60 80

7#锅炉
10月 8日 220 180 82

10月 9日 220 180 82

8#锅炉
11月 22日 220 180 82

11月 23日 220 180 82

9#锅炉
11月 22日 220 180 82

11月 23日 220 180 82



1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是锅炉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烟气以及颗粒物，建设单位通过在现有 6

台 75t/h循、3台 220t/h配套有 SNCR脱硝系统的基础上加装 SCR脱硝技术，从而时

烟气中的氮氧化物达标排放，通过脱硝以及氨法脱硫技术从而使外排的颗粒物达标

排放。根据现场勘查分别在每台锅炉的后设置监测点位，选择 NOx为监测因子，在

脱硝设备开启和关闭状态下进行监测；在项目一期排放、二期排口、三期排口设置 1

个监测点位，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以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中的相

关要求进行监测分析，选择：颗粒物、氮氧化物为监测因子，于 2018年 10月 7日-8

日和 2018年 11月 22日-23日进行现场监测，监测频次为连续 2天，每天 3次，监

测结果见表 4、表 5、表 6、表 7、表 8、表 9、表 10、表 11、表 12、表 13、表 14、

表 15。

1#锅炉（SNCR脱硝）

◎1
布袋+静
电除尘器

◎2

烟

囱

2#锅炉（SNCR脱硝）

◎3
布袋+静
电除尘器

◎4

脱硫
塔

3#锅炉（SNCR脱硝）

◎5
布袋+静
电除尘器

◎6

4#锅炉（SNCR脱硝）

）

◎7
布袋+静
电除尘器

◎8

烟

囱

5#锅炉（SNCR脱硝）

◎9
布袋+静
电除尘器

◎10

脱硫
塔

6#锅炉（SNCR脱硝）

◎11
布袋+静
电除尘器

◎12

SCR 脱硝工

艺

◎19

◎20

SCR 脱硝工

艺

SCR 脱硝工

艺

SCR 脱硝工

艺

SCR 脱硝工

艺

SNCR+SCR
脱硝工艺



图示：◎1-◎21 为有组织监测点位

项目有组织监测点位示意图

表 4 1#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0
月 8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

第一次 326 18.23

---第二次 330 18.57

第三次 335 18.84

氮氧化物

（开启）（◎2）

第一次 21 1.04 94.3

第二次 23 1.15 93.8

第三次 21 1.05 94.4

2018年 10
月 9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

第一次 326 18.30

---第二次 334 18.72

第三次 332 18.71

氮氧化物

（开启）（◎2）

第一次 24 1.19 93.5

第二次 20 1.00 94.7

第三次 27 1.39 92.6

表 5 2#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7#锅炉（SNCR脱硝）

◎13
布袋除尘

器

◎14

烟

囱

脱硫塔

8#锅炉（SNCR脱硝）

◎15
布袋除尘

器

◎16

9#锅炉（SNCR脱硝）

◎17
布袋除尘

器

◎18

脱硫塔

◎21

SCR 脱硝工

艺

SCR 脱硝工

艺

SCR 脱硝工

艺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0
月 8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3）

第一次 369 20.63

---第二次 371 20.76

第三次 370 20.68

氮氧化物

（开启）（◎4）

第一次 31 1.52 92.6

第二次 34 1.74 91.6

第三次 33 1.69 91.8

2018年 10
月 9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3）

第一次 367 20.52

---第二次 374 20.93

第三次 365 20.47

氮氧化物

（开启）（◎4）

第一次 34 1.69 91.8

第二次 33 1.69 91.9

第三次 38 1.95 90.5

表 6 3#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1
月 22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5）

第一次 377 21.02

---第二次 380 21.25

第三次 388 21.69

氮氧化物

（开启）（◎6）

第一次 41 2.07 90.2

第二次 43 2.20 89.6

第三次 39 1.99 90.8

2018年 11
月 23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5）

第一次 358 20.10

---第二次 352 19.71

第三次 353 19.69

氮氧化物

（开启）（◎6）

第一次 36 1.81 91.0

第二次 36 1.80 90.9

第三次 38 1.90 90.4



表 7 4#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1
月 22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7）

第一次 328 10.57

---第二次 331 10.83

第三次 332 10.87

氮氧化物

（开启）（◎8）

第一次 21 1.37 87.0

第二次 18 1.21 88.8

第三次 24 1.58 85.5

2018年 11
月 23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7）

第一次 328 10.70

---第二次 324 10.57

第三次 330 10.78

氮氧化物

（开启）（◎8）

第一次 20 0.67 93.7

第二次 17 0.57 94.6

第三次 25 1.62 85.0

表 8 5#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1
月 22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9）

第一次 367 11.94

---第二次 370 12.07

第三次 369 12.00

氮氧化物

（开启）

（◎10）

第一次 21 1.41 88.2

第二次 19 1.31 89.1

第三次 25 1.69 85.9

2018年 11
月 23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9）

第一次 328 10.70

---第二次 332 10.91

第三次 330 10.82

氮氧化物

（开启）

（◎10）

第一次 21 1.42 86.7

第二次 25 1.68 84.6

第三次 18 1.22 88.7



表 9 6#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1
月 22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1）

第一次 386 12.55

---第二次 382 12.39

第三次 383 12.45

氮氧化物

（开启）

（◎12）

第一次 33 2.14 82.9

第二次 39 2.54 79.5

第三次 42 2.81 77.4

2018年 11
月 23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1）

第一次 367 11.92

---第二次 386 12.60

第三次 387 12.51

氮氧化物

（开启）

（◎12）

第一次 34 2.20 81.5

第二次 42 2.78 77.9

第三次 34 2.32 81.5

表 10 7#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0
月 8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3）

第一次 354 58.27

---第二次 353 58.70

第三次 356 58.82

氮氧化物

（开启）

（◎14）

第一次 22 4.43 92.4

第二次 19 3.80 93.5

第三次 20 3.99 93.2

2018年 10
月 9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3）

第一次 393 64.57

---第二次 397 65.31

第三次 401 66.11

氮氧化物

（开启）

（◎14）

第一次 19 3.88 94.0

第二次 16 3.19 95.1

第三次 20 4.05 93.9



表 11 8#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1
月 22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5）

第一次 388 64.39

---第二次 381 63.06

第三次 384 63.43

氮氧化物

（开启）

（◎16）

第一次 15 3.11 95.2

第二次 15 3.11 95.1

第三次 18 3.69 94.2

2018年 11
月 23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5）

第一次 365 60.05

---第二次 366 61.03

第三次 243 39.90

氮氧化物

（开启）

（◎16）

第一次 16 3.32 94.5

第二次 16 3.33 94.5

第三次 17 3.41 91.5

表 12 9#锅炉脱硝改造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分析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脱硝效率（%）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2018年 11
月 22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7）

第一次 314 51.93

---第二次 311 52.26

第三次 313 51.76

氮氧化物

（开启）

（◎18）

第一次 14 2.83 94.6

第二次 17 3.48 93.3

第三次 16 3.29 93.6

2018年 11
月 23日

氮氧化物

（未开启）

（◎17）

第一次 318 52.71

---第二次 319 53.20

第三次 315 52.62

氮氧化物

（开启）

（◎18）

第一次 16 3.21 93.9

第二次 18 3.57 93.3

第三次 21 4.23 92.0



表 13 一期外排口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浓度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限值 mg/m3

2018年 11月
22日

（外排口）

（◎19）

颗粒物

8.5 0.74
107.1 0.61

6.9 0.59

氮氧化物

29 2.53
5024 2.04

27 2.28

二氧化硫

13 0.74
3510 0.61

7 0.59

2018年 11月
23日

颗粒物

6.4 0.59
105.6 0.49

6.7 0.61

氮氧化物

25 2.32
5027 2.31

29 2.68

二氧化硫

8 0.59
3510 0.49

8 0.61

表 14 二期外排口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浓度值 mg/m
3

排放速率 kg/h 限值 mg/m
3

2018年 11月
22日

（外排口）

（◎20）

颗粒物

9.2 3.04
109.5 3.10

7.3 2.42

氮氧化物

42 13.83
5043 14.12

41 13.49

二氧化硫

10 3.04
3514 3.55

11 2.42

2018年 11月
23日

颗粒物

9.5 3.14
108.3 2.68

9.1 2.95

氮氧化物

41 13.40
5046 14.97

39 12.72

表 3 三期外排口监测结果



2018年11月23
日

（外排口）

（◎20）
二氧化硫

14 3.70
358 2.68

10 2.95

表 15 三期外排口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浓度值 mg/m
3

排放速率 kg/h 限值 mg/m
3

2018年11月22
日

（外排口）

（◎21）

颗粒物

7.1 5.12
107.8 5.85

6.4 5.18

氮氧化物

38 27.25
5040 30.36

32 25.89

二氧化硫

14 5.12
3512 5.85

6 5.18

2018年11月23
日

颗粒物

7.0 5.50
107.4 6.08

7.1 5.39

氮氧化物

34 26.40
5029 24.10

36 27.50

二氧化硫

11 5.50
3510 6.08

14 5.39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一期排口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8.5mg/m3，最大排放速

率为 0.74kg/h，氮氧化物的最大浓度值为 29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2.68kg/h，二氧

化硫的最大浓度值为 13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74kg/h，二期排口颗粒物的最大浓

度值为：9.5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3.14kg/h，氮氧化物的最大浓度值为 46mg/m3，

最大排放速率为 14.97kg/h，二氧化硫的最大浓度值为 14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3.70kg/h，三期排口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7.8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5.85kg/h，

氮氧化物的最大浓度值为 40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30.36kg/h，二氧化硫的最大浓

度值为 14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5.39kg/h，均满足三部委印发的《全面实施燃煤电

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环发[2015]164号）中的标准（烟尘≤10mg/m3、

SO2≤35mg/m3、NOx≤50mg/m3）的要求，同时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表 2中（烟尘≤20mg/m3、SO2≤50mg/m3、NOx≤100mg/m3）的



要求。

其中 1#锅炉脱硝效率分别为：第一天 94.3%、93.8%、94.4%，第二天 93.5%、

94.7%、92.6%；2#锅炉脱硝效率分别为：第一天 92.6%、91.6%、91.8%，第二天

91.8%、91.9%、90.5%；3#锅炉脱硝效率分别为：第一天 90.2%、89.6%、90.8%，

第二天 91.0%、90.9%、90.4%；4#锅炉脱硝效率分别为：第一天 87.0%、88.8%、

85.5%，第二天 93.7%、94.6%、85.0%；5#锅炉脱硝效率分别为：第一天 88.2%、

89.1%、85.9%，第二天 86.7%、84.6%、88.7%；6#锅炉脱硝效率分别为：第一天

82.9%、79.5%、77.4%，第二天 81.5%、77.9%、81.5%；7#锅炉脱硝效率分别为：

第一天 92.4%、93.5%、93.2%，第二天 94.0%、95.1%、93.9%；8#锅炉脱硝效率

分别为：第一天 95.2%、95.1%、94.2%，第二天 94.5%、94.5%、91.5%；9#锅炉

脱硝效率分别为：第一天 94.6%、93.3%、93.6%，第二天 93.9%、93.3%、92.0%。

2废水：

项目不新增废水。

3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是新增泵类等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

以及减振垫、距离衰减等措施，根据现场勘查，在其南厂界、西南厂界设置噪声监

测点位，进行现场监测，严格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有关测量方法进行现场监测，于 2018 年 11月 22 日和 23 日，监测 2 天，每天 2

次，昼、夜间各 1次。具体点位图见图 1，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16。



备注：▲1、▲2为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表 16 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dB（A）

项目

监测点

编号
监测点位置

昼间[dB(A)] 夜间[dB(A)]

11月 22日 11月 23日 11月 22日 11月 23日

▲1 西南厂界外 1米处 64.2 63.8 53.6 54.0

▲2 南厂界外 1米处 63.7 63.5 53.0 53.3

标准限值 ≤65 ≤55

监测结果表明：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锅炉 SCR脱硝及烟气氨法脱硫

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声环境功能区昼夜间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主要是废的催化剂，危废代码为 HW50

（772-007-50），年产生量约为 222t/3a,项目脱硝剂由厂家进行更换，直接回收处

置。

5、在线设备情况

项目在线设备已于 2018年 12 月 7日通过了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主组织的在线设备验收工作，并将通过验收的资料报备到银川市环境保护局。经现

场记录企业在线值与实际监测的在线值的比对结果见表 17。

北

杨

和

南

街

▲1
▲2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项目

污水处理站

煤场

锅炉房

洪王路



场记录企业在线值与实际监测的在线值的比对结果见表 17。

表 17 在线数据与实测数据比对一览表 单位mg/m3

项目 名称

11月 22日 11月 23日

在线数据 实际监测数据 在线数据 实际监测数据

NOx

一期 31 19 15 19

二期 19 30 25 30

三期 31 25 30 23

SO2

一期 6 7 10 6

二期 6 8 3 8

三期 10 7 13 8

颗粒

物

一期 9.4 7.5 9.5 4.5

二期 2.0 6.2 1.9 6.4

三期 2.5 4.8 2.0 5.0

监测结果表明：11月 22日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锅炉 SCR脱硝及烟

气氨法脱硫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一期在线 SO2数据平均浓度值为：6mg/m3，实际监测

平均数据的浓度为：7mg/m3，绝对误差为-1mg/m3；在线 NOx数据平均浓度值为：

31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19mg/m3，绝对误差为+12mg/m3；在线颗粒

物数据平均浓度值为：9.4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7.5mg/m3，绝对误差

为+1.9mg/m3；二期在线 SO2数据平均浓度值为：6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

为：8mg/m3，绝对误差为-2mg/m3；在线 NOx数据平均浓度值为：19mg/m3，实际监

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30mg/m3，绝对误差为-11mg/m3；在线颗粒物数据平均浓度值

为：2.0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6.2mg/m3，绝对误差为 4.2mg/m3；三

期在线 SO2数据平均浓度值为：10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7mg/m3，绝

对误差为+3mg/m3；在线 NOx数据平均浓度值为：31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

度为：25mg/m3，绝对误差为+6mg/m3；在线颗粒物数据平均浓度值为：2.5mg/m3，

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4.8mg/m3，绝对误差为-2.3mg/m3。

11月 23日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锅炉 SCR脱硝及烟气氨法脱硫超低

排放改造项目一期在线 SO2数据平均浓度值为：10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

为：6mg/m3，绝对误差为+4mg/m3；在线 NOx数据平均浓度值为：15mg/m3，实际



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19mg/m3，绝对误差为-4mg/m3；在线颗粒物数据平均浓度

值为：9.5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4.5mg/m3，绝对误差为+5mg/m3；二

期在线 SO2数据平均浓度值为：3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8mg/m3，绝

对误差为-5mg/m3；在线 NOx数据平均浓度值为：25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

度为：30mg/m3，绝对误差为-5mg/m3；在线颗粒物数据平均浓度值为：1.9mg/m3，

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6.4mg/m3，绝对误差为-4.5mg/m3；三期在线 SO2数据

平均浓度值为：13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8mg/m3，绝对误差为+5mg/m3；

在线 NOx数据平均浓度值为：30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浓度为：23mg/m3，绝

对误差为+7mg/m3；在线颗粒物数据平均浓度值为：2.0mg/m3，实际监测平均数据的

浓度为：5.0mg/m3，绝对误差为 3.0mg/m3。

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57-2017）

中的要求：SO2＜20 umol/mol (57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6umol/mol (17mg/m3)；

NOx＜20 umol/mol (41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6umol/mol (12mg/m3)；颗粒物≤

10mg/m3时，绝对误差≤±5mg/m3；均符合要求。

竣工验收监测结论：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锅炉 SCR脱硝及烟气氨法脱硫超低排放改造项

目为改建项目，位于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项目中心坐标为：106°

14′41.90″，北纬 38°15′48.09″。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4032万元，主要用于现有

9台锅炉的脱硝治理以及烟气氨法脱硫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全部为环保投资。验收监

测期间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负责验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除负责验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意见栏外由建设单位填写，并在表格右

上角加盖公章。



委 托 书

宁夏森蓝环保有限公司：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锅炉 SCR脱销及烟气氨法脱硫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现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试运行，现委托贵公司对该项目进

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并编制竣工验收监测报告。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20日





































































项目位置



图 2 项目周边示意图



图 3 项目厂区示意图

图 3 项目厂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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