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污许可证持证单位
日 常 自 查 管 理 要 点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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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污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环 境 管 理 要 求

固 体 废 物 排 放 信 息

噪 声 排 放 信 息

水 污 染 排 放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自 行 监 测



大气污染物排放

自 查 管 理 要 点

废气收集
和末端治
理

排放口 废气排放情
况

生产过程中
使用含VOCs
原辅材料

操作规程、
设施运行台
账、检维修
记录



生产过程使
用含VOCs原

辅材料

VOCs 物料的储存是否密闭

VOCs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
储库、料仓中

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
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盛装过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是否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
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VOCs物料储库、料仓是否为密闭空间

涉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
过程是否密闭

台账记录情况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生产过程使用含 V O C s原辅材料



生产过程使
用含VOCs原

辅材料

VOCs 物料的储存是否密闭

涉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过程
是否密闭

液态VOCs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
输送方式转移液态VOCs物料时，应采用密闭容器、
罐车

粉状、粒状VOCs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
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
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台账记录情况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生产过程使用含 V O C s原辅材料



生产过程使
用含VOCs原

辅材料

VOCs 物料的储存是否密闭

涉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过程
是否密闭

台账记录情况
含 VOCs 原辅材料名称及其 VOCs 含量，采购量、

使用量、库存量，含VOCs 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
量等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生产过程使用含 V O C s原辅材料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生产过程使用含 V O C s原辅材料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生产过程使用含 V O C s原辅材料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收 集 和 末 端 治 理

废气收集和末端
治理

无组织排放

各施工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10% 的 
VOCs 物料使用过程废气是否收集

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否满足要求

有组织排放

是否安装治理设施

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行

台账记录情况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收 集 和 末 端 治 理

废气收集和
末端治理

无组织排放

各施工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10% 的 
VOCs 物料使用过程
废气是否收集

VOCs质量占比≥10% 的含 VOCs 产品，
其使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
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
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
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

VOCs 废气收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
同步运行;采用外部集气罩的，距集气
开口面最远处的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
控制风速不应低于0.3 m/s; 废气收集
系统的输送管道应密闭、无破损。

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
否满足要求有组织排放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收 集 和 末 端 治 理

废气收集和末端
治理

无组织排放

各施工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10% 的 
VOCs 物料使用过程废气是否收集

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否满足要求

有组织排放

是否安装治理设施

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行

通过“视频监控治
理设施”、“单独
安装治理设施电
表”、“用能监控
治理设施”、“DCS 
系统”、“在线监
测系统”等方式判
断治理设施的同步
运行率

台账记录情况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收 集 和 末 端 治 理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收 集 和 末 端 治 理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收 集 和 末 端 治 理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收 集 和 末 端 治 理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收 集 和 末 端 治 理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排 放 口

排放口

位置、数量、高度

采样口

管径 截面积

有无旁路

标识牌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排 放 口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排 放 口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排 放 口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废 气 排 放 情 况

废气排放情况

手工监测

手工监测报告数
据是否超标

监测频次是否符
合许可证要求

在线监测

硬件建设情况

运维情况

历史数据是否异
常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台 账 相 关 情 况

台账记录
情况

治理设施操作规程 上墙

治理设施运行

开关机时间

巡查情况

治理设施维护

维修情况

药剂添加、耗材
更换情况VOCs物料购买、使

用、库存

真实建立

如实反映

符合逻辑



自 行 监 测
自 查 要 点



环境管理要求
自 查 要 求



环境管理要求
自 查 要 点



环境管理要求

自 行 监 测

手工监测 在 线监测

1.自行监测方案是否落实；
2.监测频次是否符合排污许可证要求；
3.自动监测设备损坏无法及时修复时，手工监测是
否落实到位；
4.自动设备的比对监测是否落实（水：每月至少一
次；气：三个月一次）。



环境管理要求

在 线 监 测

废水在线检查要点（站房外）

• 查看流量计、摄像头设置情况；

• 查看PH探头、采样管位置；

• 查看废水排放口排放情况（有

无旁路、稀释排放情况等）；

• 查看废水排放口与废水站房之

间的距离有无超过50米。

废水在线检查要点（站房内）

• 查看站房内部建设情况（有无摄像头、
废水在线分析设备因子、有无混采仪、
第三方运维机构资质及运维人员资格
证是否上墙）；

• 查看进水管、出水管管路铺设情况
（重点查看有无旁路、三通等）；

• 查看分析仪下方有关试剂是否及时更
换、是否在有效期内，实验室废液有
无根据相关规定妥善收集、处置。



环境管理要求

在 线 监 测

废水在线站房内

• 查看废水站房维保相关台账记录是否完整（有无出入站房记录、有无做好日检查、

周检查、月检查、季度检查、故障排除检查及其他检查记录）；

• 查看记录台账的运维人员是否有资质（相关资质是否上墙）

• 查看量程设置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 查看分析仪、数采仪中历史数据情况，重点检查：

①仪器相关参数设置；②历史数据中异常情况；③维保及比对检测情况是否留有

记录；④历史数据中的有效数据数量是否符合规定；⑤相关标记使用与实际情况是否

相符。



环境管理要求

废气在线站房外

• 查看采样口开孔位置；

• 打开采样口保护箱查看管路设置情况，备用管路口有无封堵；

• 查看比对采样口（手工采样口）设置位置；

• 根据排放筒管径，计算烟道实际截面积；

• 查看采样口数量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 查看伴热管设置情况（有无U型管，手触伴热管有无明显余温）；

• 查看采样口至废气站房分析仪距离，是否超过70米；

• 查看采样平台建设情况，尽量避免直爬梯，采样平台长度、宽度是否符合

相关规定要求。

在 线 监 测



环境管理要求

废气在线站房内

• 查看站房内部建设情况（有无UPS及空调来电自启功能、废气在线分析设备有哪些、第三方运维机构资

质及运维人员资格证是否上墙、是否建立有完整的维保、出入站房等台账记录）；

• 查看废气采样管路铺设情况（重点查看有无旁路、三通等，查看全流程管路铺设情况）；

• 查看氢气发生器温度设置情况、变色硅胶使用情况、伴热管温度情况。

• 查看分析仪、数采仪中参数（皮托管系数、烟道截面积、量程等）设置情况；

• 核对备案信息、仪器参数设置情况与实际是否相符；

• 查看标气摆放情况；标气是否在有效期内；标气浓度单位与分析仪设置的单位是否一致，若不一致是否

进行单位换算；

• 对比分析仪与数采仪同时间的数据是否一致。查看标记使用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在 线 监 测



环境管理要求

废气在线站房内

• 查看站房维保相关台账记录是否完整（有无出入站房记录、有无做好定期校准、定期维护、

定期校验并做好台账记录），相关记录是否也在分析仪及数采仪的历史数据中得以体现；

• 查看记录台账的运维人员是否有资质（相关资质是否上墙）。

• 通入标气进行全流程测试，计算响应时间及示值误差，相关标准参照（HJ75-2017）。

在 线 监 测



在线弄虚作假案例1

何为“高标低校”？

高标低校，顾名思义，通过

更换标气（浓度、单位等），

让高浓度标气按照低浓度进

行标定、校准，故意使设备

低漂，降低自动监控实测数

据，使示值浓度约为实际浓

度的0.4倍。



在线弄虚作假案例1



在线弄虚作假案例1

与企业负责人制作询问笔录
→→→



在线弄虚作假案例1

与运维人员制作询问笔录
→→→



监测弄虚作假案例2



课 后 作 业

大气
1.加强管理，对于容易忽视的细节进一步管控，确保
“密闭” 到位，避免低级错误和不必要的麻烦。

2.确保废气收集和治理设施正常运转，相关台账已建
立并符合逻辑。

3.核排口数量、位置、高度、管径及手工采样口开孔
位置，查看手工监测报告相关数据是否与许可证一致。

4.落实重污染天气的减排措施，并保留相关台账记录。 

5. 加强台账记录，还原真实情况、符合逻辑，拒绝
弄虚作假。



课 后 作 业

自行
监测

1.手工监测的报告一定要关注结果，若为超标，及时查明
原因并作出反应。

2.手工监测频次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执行，若遗漏，
可在下一监测周期多测一次，但不得提供虚假时间的监测
报告。

3.在线参数（量程、皮托管系数、截面积等）、硬件设施、
标气（包括标气单位）重新核查，与实际是否一致。

4. 请运维单位对所有监测因子再做一次全流程，日常维保
情况（校准、台账、标记位切换等）再次核对是否符合相
关标准要求。

5. 时刻（24小时）关注在线数据，发现异常及时作出反应
（手工替代、报告情况、查明原因、消除异常等）并形成
台账记录。



感 谢 您 的 聆 听 ！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