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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位于枣庄市中心

城区，其中国家级开发区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东至小吕巷村东侧，

南至来泉庄村南 200米，西至龟山脚下，北至蒋庄村南侧，最新核

准面积为 761公顷。2012年，经枣庄市委确定，将东至张范镇东边

界，西至永府北路，南至光明西路~祁连山路~黑龙江路~武夷山路~

光明大道~店韩路~杨峪森林公园，北至枣曹公路，总面积 116.6平方

公里的区域划入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辖。

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 2020年完成规划环评，根据《关于

落实产业园区跟踪监测有关工作的通知》（鲁环办许可函[2022]90

号）、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转发《关于落实产业园区跟踪监测有

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需要对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环评

中提出的跟踪监测进行落实并编制年度监测报告。

第一节 环境质量监测计划

一、高新区空气质量监测

1、环境质量监测

（2）监测点位：南石村村委会（主导风上风向对照点）、蒋庄

村村委会（主导风侧面对照点）、山东润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综

合工业用地内）、枣庄职业学院（主导风下风向监控点）、东仓村

村委会（综合工业用地下风向）共设置 5个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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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项目：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

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CO），气象五参

数（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

（3）监测频次：每日 24小时连续监测。

见表 1-1和图 1-1。

2、污染源监测

在主要污染源排气口（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等）

设立常规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其他污染源应至少每半年监测

一次。工艺废气监测项目：废气排放量、非甲烷总烃、颗粒物、企

业特征污染物等。

表 1-1 高新区环境空气监测点位明细表

监测项目

测
点
个
数

监测点位 东经 E° 北纬 N° 备注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
细颗粒物
一氧化碳

5

南石村村委会（主导风上风向
对照点）

117.34249 34.82425

手工监
测

蒋庄村村委会（主导风侧面对
照点）

117.36974 34.84169

山东润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工业用地内）

117.36513 34.82382

枣庄职业学院（主导风下风向
监控点）

117.30368 34.82776

东仓村村委会（综合工业用地
下风向）

117.26908 34.82996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颗粒物

3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 /

在线监
测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颗粒物

枣庄市益民新型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

/ /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颗粒物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公
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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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高新区环境空气、废气污染源监测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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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表水环境监测

1、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点位：蟠龙河入区断面和出区断面，高新区污水处理

厂排污口汇入蟠龙河南支流上、下游，小沙河入区断面和出区断面，

枣庄市新城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入小沙河下游，枣庄市薛城污水处理

厂排污口入小沙河上、下游，小沙河出枣庄市断面处各设一个监测

点。见表 1-2和图 1-2。

（2）监测项目：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COD、BOD5、

TN、氨氮、总磷、氟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氯化物、硫化物、铜、锌、砷、汞、镉、六价铬、铅。

（3）监测频次：监测 1天，1天 1次

2、污染源监测

在排入污水处理厂前，对高新区内各企业废水排水水质进行定

期监测。涉及国控、市控的重点源应设立在线监测，其他污染源出

水应半年监测一次。监测位置为处理设施的出水口，监测项目包括

处理水量、pH、SS、CODCr、氨氮、企业特征污染物等。

表 1-2 济宁市主要地表水体监测点位

湖泊、河流名称 采样点位 东经 E° 北纬 N° 控制级别

蟠龙河
入区断面 1# 117.45321 34.82470

手工监测

出区断面 2# 117.26053 34.82905
高新区污水处理厂排

污口汇入蟠龙河处

南支流上游 3# 117.35566 34.85352
南支流下游 4# 117.34398 34.85499

小沙河
入区断面 5# 117.29056 34.80359
出区断面 6# 117.34897 34.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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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新城污水处理

厂排污口入小沙河处
入小沙河处下游 7# 117.30596 34.79807

枣庄市薛城污水处理

厂排污口入小沙河

入小沙河处上游 8# 117.23984 34.76847
入小沙河处下游 9# 117.23468 34.75940

小沙河
小沙河出枣庄市断

面处 10#
117.21848 34.74285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厂区污水出口 / /

在线监测

绿源污水处理厂 厂区污水出口 / /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

有限公司
厂区污水出口 / /

八一轮胎 厂区污水出口 / /
天衢铝业 厂区污水出口 / /

图 1-2 枣庄市高新区地表水监测点位

三、地下水水质监测

1、监测点位：依托高新区现有村庄自备井，设置 3个监测点，

西谷山村、和尚寺村、大香城村等。见图 1-3。

2、监测项目：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氟化物、氯

化物、硫酸盐、硝酸盐氮、氰化物、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亚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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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氮、石油类、六价铬、铅、镉、汞、砷、铜、锌、锰、铁、镍、

总大肠菌群等。

3、监测频次：监测 1天，1天 1次。

表 1-3 2022年地下水采样点基本情况

序号 地区 点位名称 东经 E 北纬 N
1 高新区 西谷山村 117.29525 34.83456
2 高新区 和尚寺村 117.42605 34.79643
3 高新区 大香城村 117.45687 34.85297

图 1-3 枣庄市高新区地下水监测点位

四、声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点位：在高新区边界、主要声环境敏感点、交通干线和

各声功能区边界上设点监测。具体点位见表 1-4和表 1-5、图 1-4。

2、监测项目：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

量、敏感点声环境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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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频次：执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

测》（HJ 640-2012）的规定。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按照省厅下达的监测方案每季度

监测 1次，每个点位连续监测 24小时。

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开展 1 次昼间监测，每五年的中间

年增加 1次夜间监测，每个测点监测 10分钟。监测工作应安排在春

季或秋季。

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开展 1 次昼间监测，每五年的

中间年增加 1次夜间监测，每个测点监测 20分钟，记录并报送 20min

车流量（中小型车、大型车），监测工作应安排在春季或秋季。

表 1-4 功能区噪声监测点位

测点名称 功能区类型 备注

张范邮电支局 2类声环境功能区

手工监测

鲁南装备 2类声环境功能区

国银保安 2类声环境功能区

兴城小学 2类声环境功能区

凤凰苑 2类声环境功能区

航空运动协会 2类声环境功能区

金源实业 2类声环境功能区

青青花苑小区 2类声环境功能区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类声环境功能区

高新区管委会 2类声环境功能区

南石东村支部委员会 2类声环境功能区

张范镇第一中学 2类声环境功能区

枣庄市特殊教育学校 1类声环境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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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枣庄市高新区声环境监测点位



第一章 概 况

9

表 1-5 道路交通噪声点位

路段名称 测点位置 功能区类型 控制级别

泰山路 黎洁大厦 4a

手工监测

光明路 光明花苑南区 4a

祁连山路 枣庄经济学校 4a

武夷山路 元丰国际广场 4a

长白山路 安康苑 4a

复元三路 启蒙星幼儿园 4a

图 1-4（2） 枣庄市高新区道路声环境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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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点位：八亿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原山东八一轮胎制造有

限公司）西墙外、山东天衢铝业有限公司院污水处理站附近、张范

镇田庄村北 500m基本农田内，具体见图 1-5。

2、监测项目：

基本农田：pH、汞、镉、铬、砷、铅、锌、镍、铜；

建设用地：pH、汞、镉、铬（六价）、砷、铅、锌、镍、铜。

3、监测频次：每年一次。

表 1-6 2022年土壤采样点基本情况

序号 地区 点位类型 采样地点 东经 E 北纬 N

1 高新区 企业周边

八亿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原山东八一轮胎制造

有限公司）西墙外

117.27956 34.82563

2 高新区 企业周边
山东天衢铝业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站附近
117.35763 34.83203

3 高新区 农田
张范镇田庄村北 500m

基本农田内
117.45687 34.8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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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枣庄市高新区土壤监测点位

第二节 分析方法

各项目测定所选用的方法均为国家标准方法或《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指定的统一方法，详见表 1-7、表 1-8、表 1-9、表 1-10。

表 1-7 环境空气监测分析方法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依据 检出限

PM10 环境空气 PM10和 PM2.5的测定 重量法
HJ 618-2011及修改单

0.010 mg/m³

PM2.5 0.010 mg/m³

一氧化碳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GB 9801-1988 /



第一章 概 况

12

二氧化氮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

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79-2009及修改单

0.003 mg/m³

二氧化硫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
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2009及修改单

0.004 mg/m³

表 1-8 地表水水质分析方法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依据 检出限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电极法 HJ 1147-2020 /（无量纲）

五日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

种法 HJ 505-2009 0.5 mg/L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1987 0.004 mg/L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 mg/L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 636-2012 0.05 mg/L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0.01 mg/L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0.0003 mg/L

氟化物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4-1987 0.05 mg/L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 mg/L

氯化物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T 11896-1989 10 mg/L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4×10-5 mg/L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2009 /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

HJ 970-2018 0.01 mg/L

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3×10-4 mg/L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 1226-2021 0.01 mg/L

铅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9×10-5 mg/L

铜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HJ 776-2015

0.006 mg/L

锌 0.004 mg/L

镉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5×1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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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
度法 GB/T 7494-1987 0.05 mg/L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89 0.5 mg/L

表 1-9 地下水水质分析方法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依据 检出限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电极法》 HJ 1147-2020 /（无量纲）

亚硝酸盐氮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05 mg/L

六价铬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0.1 二苯碳

酰二肼分光光度法)GB/T 5750.6-2006 0.004 mg/L

总大肠菌群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2.1多管发

酵法(GB/T 5750.12-2006
2

MPN/100mL

总硬度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7.1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GB/T 5750.4-2006 1.0 mg/L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0.0003 mg/L

氟化物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06 mg/L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 mg/L

氯化物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07 mg/L

氰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4.1异

烟酸-吡唑酮分光光度法)GB/T 5750.5-2006 0.002 mg/L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4×10-5 mg/L

溶解性总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8.1 溶解性总固体 称量法)GB/T 5750.4-2006 /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

HJ 970-2018 0.01 mg/L

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3×10-4 mg/L

硝酸盐氮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04 mg/L

硫酸盐 0.018 mg/L

耗氧量(以 O2计)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1.1
耗氧量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GB/T 5750.7-2006 0.05 mg/L

铁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HJ 776-2015 0.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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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9×10-5 mg/L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依据 检出限

铜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HJ 776-2015

0.006 mg/L

锌 0.004 mg/L

锰 0.004 mg/L

镉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5×10-5 mg/L

镍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HJ 776-2015 0.007 mg/L

表 1-10 土壤水质分析方法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依据 检出限

pH值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 962-2018 /（无量纲）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

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2013
0.002 mg/kg

砷 0.01 mg/kg

铅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10 mg/kg

铜 1 mg/kg

铬 4 mg/kg

锌 1 mg/kg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GB/T 17141-1997 0.01 mg/kg

镍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3 mg/kg

第三节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次监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保证原始记录的规范性、

数据的准确性、信息的完整性。监测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确保格式的延续性、内容的完整性、文字的条理性、判断的准确性。

（一）质量体系文件更加完善

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_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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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RB/T 214-2017）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

构评审补充要求》（国市监检测 2018年 245号），对《质量手册》

和《程序文件》等体系文件换版和修订，保证实验室能够建立和运

行满足资质认定要求的管理体系。

（二）实验室人员、设备、试剂及标准物质、环境、分析方法

均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要求

监测分析人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监测分析用仪器设备均经国家授权的计量部门检定/校准合格，

并在有效期范围内。各部门按照本站程序文件要求，定期对在用设

备进行期间核查合格，保证仪器设备性能指标满足监测方法要求。

监测分析实验室合理划分实验分区，并配置合理的配套设施，

确保实验室环境能满足监测分析的需要和仪器设备对环境条件的要

求。

监测分析用标准物质均为国家有证标准物质，监测数据均能溯

源到国家基准。

监测分析方法均为国家标准方法和行业标准方法。

（三）采样及实验室分析情况

1、环境空气和废气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依据

空气环境监测方式采用手工监测。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

测技术规范》（HJ 194-2017）开展质控工作。

废气污染源监督监测审核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按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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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固定

污染源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技术规范》（HJ/T 373-2007）执行。

2、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依据

水和废水监测严格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地下水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

范》（HJ/T 92-2002）、《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93）、《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

术规定》（HJ 495-2009）、《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

测网监测任务作业指导书（试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网采测分离采样技术导则》、《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

离现场监测技术导则》开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

3、土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依据

土壤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的要求

进行采用和保存样品，做好现场质量监督检查。内部质量控制执行

总站《国家环境监测网质量体系文件》和《2019年国家网土壤环境

监测技术要求》，同时接受国家和省实施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检查。

4、噪声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依据

http://www.mep.gov.cn/image20010518/2436.pdf
http://www.mep.gov.cn/image20010518/24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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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人员持证上岗，噪声监测的测量仪器精度、气象条件和采

样方式符合 GB3096的要求；噪声测量仪器在每次测量前应在现场用

声校准器进行校准，其前后的示值偏差不应大于 0.5dB;监测点位及测

试要求严格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和《环境噪声

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进行质量控制。

背景噪声测量方法，噪声测量值修正方法按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

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4-2014)执行。

（五）质量控制

1、现场采样质控要求

质量管理从人员持证上岗、设备校准、采样规范、标准气体校

准、考核等方式，严格控制测试结果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要求在测

试工况进行样品采集。采样前对气路进行气密性检查。对于现场测

量的项目，每次测定前要利用标准气体对仪器进行校准并记录，确

保仪器的准确性；气态污染物采样时应按照标准规范要求选择合适

的采气体积。颗粒物测定需做空白样，在采样点位不规范时，可根

据断面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监测点位数量，要求采样跟踪率达到

要求，否则应重新采样。标准气体采用国家生态环境部标样研究所

生产的国家有证标准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进行现场比对测

试，测定结果均符合标准证书给定的保证值范围内，合格率 100%。

水质采样前，采样器具和样品容器应按不少于 3%的比例进行质

量抽检，抽检合格方可使用，保存剂应进行空白试验，其纯度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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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需达到分析的要求。每批次水样，应选择部分监测项目根据分析

方法的质控要求加采不少于 10%（且至少 1个）的现场平行样和全

程序空白样。当现场平行样测定结果差异较大，或全程序空白样测

定结果大于方法检出限时，应仔细检查原因，以消除现场平行样差

异加大，空白值偏高的因素，必要时重新采样。

2、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措施

实验室分析采用检出限测定、空白实验、绘制校准曲线、明码

平行样、加标回收以及有证标准物质比对分析等方式进行分析数据

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控制。实验室方法检出限实测值应不大于标准方

法给出的限值；空白实验要求每批次（≤20）样品应至少测定 2个实

验室空白样品，测定结果一般应低于检出限。正常情况下，校准曲

线应与样品同时测定，绘制校准曲线至少有六个浓度点，包括零浓

度、接近上限和下限的点，校准曲线斜率、截距和相关系数满足标

准方法的要求。在使用绘制好的标准曲线时须先对原曲线相对应的

高低两个浓度点进行核较，其相对差值应在 5%～10%范围内，否则

应重新做曲线。精密度控制要求，每批(≦20)样品做 10%（至少 1个）

明码平行样测定，精密度控制符合项目标准分析方法要求。准确度

控制要求，按照每批(≦20)样品 10%（至少 1个）的控制比例测定标

准样品，汞、镉、铬、砷、铅、锌、镍、铜等 8个项目，按照该控

制比例进行加标回收测定控制准确度，回收率符合项目标准分析方

法要求。分析人员采用有证标准样品或能溯源到国家有证标准物质



第一章 概 况

19

的标准样品与样品同步测定，有证标准样品测定结果须在证书给定

的不确定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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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环境质量状况

第一节 环境空气质量

一、高新区环境空气质量

（一）高新区环境空气评价标准及监测结果

1、评价标准

高新区跟踪监测设置 5个采样点，开展的环境空气监测项目有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

（PM2.5）一氧化碳（CO）5项。全部实行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

手工监测 1天。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环

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和《环

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对上述 5 个监

测项目的日均值评价，具体见表 2-1。

表 2-1 环境空气污染物评价标准

污染物名称
浓度限值（标准）

浓度单位
日均值

二氧化硫(SO2) 150

μg/m3
二氧化氮(NO2) 80

可吸入颗粒物(PM10) 150

细颗粒物（PM2.5） 75

一氧化碳（CO） 4 mg/m3

2、气象参数

监测期间，气象参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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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气象参数统计表

采样日期 风向
风速

(m/s)
湿度

(%)
气温

(℃)
气压

(kPa)
低云量 总云量

天气

状况

2022.09.26
14:00 S 2.6 45 26.5 100.7 2 3

少云
20:00 SE 1.4 54 23.4 100.7 2 4

2022.09.27
02:00 SE 2.3 78 16.8 100.8 2 3

晴
08:00 S 1.3 70 21.3 100.9 2 3

3、监测结果

根据三益（山东）测试科技有限公司监测结果，具体见下表。

表 2-3 环境空气检测结果表

采样日期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2022.09.26

山东润峰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二氧化硫(mg/m³) 0.019

一氧化碳(mg/m³) 0.9

PM2.5(mg/m³) 0.041

PM10(mg/m³) 0.072

二氧化氮(mg/m³) 0.034

东仓村村委会

（下风向）

二氧化硫(mg/m³) 0.018

一氧化碳(mg/m³) 1.0

PM2.5(mg/m³) 0.037

PM10(mg/m³) 0.068

二氧化氮(mg/m³) 0.030

南石村村委（上

风向）

二氧化硫(mg/m³) 0.017

一氧化碳(mg/m³) 1.0

PM2.5(mg/m³) 0.041

PM10(mg/m³) 0.077

二氧化氮(mg/m³) 0.035

枣庄职业学院 二氧化硫(mg/m³)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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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风向） 一氧化碳(mg/m³) 1.0

PM2.5(mg/m³) 0.043

PM10(mg/m³) 0.087

二氧化氮(mg/m³) 0.039

蒋庄村村委会

（对照点）

二氧化硫(mg/m³) 0.015

一氧化碳(mg/m³) 1.0

PM2.5(mg/m³) 0.035

PM10(mg/m³) 0.099

二氧化氮(mg/m³) 0.038

由表 2-3可以看出，高新区环境空气现状浓度为：

二氧化硫：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

指数范围 0.015mg/m3-0.019mg/m3。

一氧化碳：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

指数范围 0.9mg/m3-1.0mg/m3。

PM2.5：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指数

范围 0.035mg/m3-0.043mg/m3。

PM10：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指数

范围 0.068mg/m3-0.099mg/m3。

二氧化氮：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

指数范围 0.030mg/m3-0.039mg/m3。

（二）高新区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1、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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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进行评价，计算公式为：

Pi=Ci/Coi

其中：Ci —为第 i种污染物的实测浓度，mg/m3

Coi—为第 i种污染物的浓度标准值，mg/m3

Pi—为第i种污染物的单因子指数。

2、评价结果

各测点监测值的单因子指数及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2-4 环境空气质量单因子指数现状评价结果

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日均值单因子指

数范围
超标率（%）

2022.09.26

二氧化硫 0.100-0.127 0
一氧化碳 0.225-0.250 0
PM2.5 0.467-0.573 0
PM10 0.453-0.660 0

二氧化氮 0.375-0.488 0

由表 2-4可以看出，高新区环境空气质量日均值单因子指数为：

二氧化硫：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

指数范围 0.100-0.127。

一氧化碳：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

指数范围 0.225-0.250。

PM2.5：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指数

范围 0.467-0.573。

PM10：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指数

范围 0.453-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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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各监测点的日均值浓度不超标，日均值浓度单因子

指数范围 0.375-0.488。

3、结论

根据评价结果可见，例行监测期间，高新区二氧化硫、一氧化

碳、PM2.5、PM10、二氧化氮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高新区区域环境质量较好。

二、高新区 2022年度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来自枣庄市生态环境

局统计数据）

根据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1-8月份排名

通报》（http://sthjj.zaozhuang.gov.cn），高新区PM2.5平均浓度为41

微克/立方米、PM10平均浓度74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平均浓度12微

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平均浓度22微克/立方米、臭氧平均浓度177微

克/立方米，其中PM2.5、PM10、臭氧均不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高新区环境空气在2022年01-03月污染

较为严重，主要是由于冬季取暖、空气扩散条件较差导致。

三、废气污染源监测结果及评价

1、废气执行标准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颗粒物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 37/ 2374—2018）中重点控制区标准，排放速度执

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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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名称
标准

浓度单位
浓度 速率

二氧化硫(SO2) 50 2.6
mg/m3

（标准状态）
氮氧化物(NOx) 100 0.77

颗粒物 10 3.5

2、在线监测结果

高新区主要废气污染源企业为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枣庄市益民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

限公司，其2022年废气在线监测数据见下表。

表 2-6 高新区主要废气污染源企业在线监测数据

企业名称

污染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排放浓度mg/m3 排放浓度mg/m3 排放浓度mg/m3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排气筒
2022年平均值

17.9 28.7 0.49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2#排气筒
2022年平均值

6.5 35.9 0.85

枣庄市益民新型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 2022年平均值

30.9 4.35 4.73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
公司 2022年平均值

0.62 43.6 1.47

执行标准 50 100 10

3、监测结果及现状评价

根据表2-6，高新区主要废气污染源企业2022年在线数据均满足

标准要求，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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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表水环境质量

一、监测结果及现状评价

（一）高新区地表水评价标准及监测结果

1、评价标准

高新区规划范围周边的主要地表水体主要为蟠龙河、蟠龙河南

支流、薛城大沙河、薛城小沙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表 2-7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单位：mg/L)

项目 pH DO
高锰酸盐

指数 COD BOD5 氨氮 总磷

Ⅲ类 6-9 5 6 20 4 1.0 0.2

项目 总氮 氟化物 挥发酚 石油类 LAS 硫化物 铜

Ⅲ类 1.0 1.0 0.005 0.05 0.2 0.2 1.0

项目 锌 砷 汞 镉 铬（六价） 铅 氯化物

Ⅲ类 1.0 0.05 0.0001 0.005 0.05 0.05 250

2、监测结果

三益（山东）测试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09月23日对高新区地

表水监测，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2-8 地表水检测结果表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2022.09.23

小沙河入区断面

HS2209230101
小沙河出区断面

HS2209230201

小沙河出枣庄市断

面

HS2209230301

微黄色,无气味 浅灰色,无气味 微黄色,无气味

溶解氧 10.2 9.23 11.7 mg/L

pH值 7.4 7.8 7.4 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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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 0.35 0.36 0.39 mg/L

氨氮 0.840 0.945 0.249 mg/L

总氮 7.48 7.84 6.34 mg/L

化学需氧量 8 18 15 mg/L

氯化物 157 112 205 mg/L

高锰酸盐指数 3.8 5.7 5.2 mg/L

挥发酚 ND 0.0021 0.0010 mg/L

五日生化需氧量 1.4 3.8 2.8 mg/L

硫化物 ND ND ND mg/L

汞 ND ND ND mg/L

砷 7×10-4 2.5×10-3 7×10-4 mg/L

六价铬 ND ND ND mg/L

镉 ND 5×10-5 1.2×10-4 mg/L

铜 ND ND ND mg/L

铅 3.14×10-3 1.94×10-3 3.04×10-3 mg/L

锌 0.650 0.017 0.008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ND ND ND mg/L

石油类 ND ND ND mg/L

总磷 0.15 0.18 0.11 mg/L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枣庄市新城污水处

理厂排污口入小沙

河下游

HS2209230401

枣庄市薛城污水处

理厂排污口入小沙

河上游

HS2209230501

枣庄市薛城污水处

理厂排污口入小沙

河下游

HS2209230601

微黄色,无气味 微黄色,无气味 微黄色,无气味

溶解氧 12.1 13.5 11.6 mg/L

pH值 7.7 7.8 7.6 无量纲

氟化物 0.57 0.64 0.59 mg/L

氨氮 0.777 0.209 0.26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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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 6.93 8.32 6.55 mg/L

化学需氧量 7 16 14 mg/L

氯化物 56 125 155 mg/L

高锰酸盐指数 3.5 5.6 4.5 mg/L

挥发酚 ND 0.0038 0.0016 mg/L

五日生化需氧量 1.4 3.0 2.7 mg/L

硫化物 ND ND ND mg/L

汞 ND ND ND mg/L

砷 7×10-4 1.0×10-3 1.0×10-3 mg/L

六价铬 ND ND ND mg/L

镉 2.3×10-4 1.88×10-3 6×10-5 mg/L

铜 0.010 ND ND mg/L

铅 0.0137 0.0183 1.93×10-3 mg/L

锌 0.478 0.014 0.034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ND ND ND mg/L

石油类 ND ND ND mg/L

总磷 0.19 0.13 0.14 mg/L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蟠龙河入区断

面

HS2209230701

蟠龙河出区断

面

HS2209230801

高新区污水处

理厂排污口汇

入蟠龙河南支

流上游

HS2209230901

高新区污水处

理厂排污口汇

入蟠龙河南支

流下游

HS2209231001

微黄色,无气味 微黄色,无气味 微黄色,无气味 微黄色,无气味

溶解氧 6.09 10.2 9.04 11.6 mg/L

pH值 7.7 7.4 7.6 7.5 无量纲

氟化物 0.38 0.60 0.60 0.60 mg/L

氨氮 0.272 0.209 0.168 0.191 mg/L

总氮 0.72 0.89 6.97 3.74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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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需氧量 12 20 10 15 mg/L

氯化物 51 176 105 107 mg/L

高锰酸盐指数 4.6 5.6 2.2 4.5 mg/L

挥发酚 ND 0.0008 0.0009 ND mg/L

五日生化需氧量 2.5 3.7 1.6 2.6 mg/L

硫化物 ND ND ND ND mg/L

汞 ND ND ND ND mg/L

砷 3.5×10-3 3.5×10-3 4×10-4 7×10-4 mg/L

六价铬 ND ND ND ND mg/L

镉 ND 6×10-5 7×10-5 6×10-5 mg/L

铜 ND ND ND ND mg/L

铅 1.38×10-3 2.66×10-3 2.19×10-3 3.25×10-3 mg/L

锌 0.005 0.009 0.015 0.011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ND ND ND ND mg/L

石油类 ND ND ND ND mg/L

总磷 0.20 0.11 0.08 0.11 mg/L

注：带“ND”的数据为未检出数据。

根据表2-8，高新区内地表水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二）高新区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1、评价方法

根据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采用单因子标准指数法进行评

价。Pi值越小，水质越好，当标准指数值 P大于 1时为超标因子。

1）pH值单因子污染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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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j
jpH pH

pH
P






0.7
0.7

, pHj≤7.0

0.7
0.7

, 




su

j
jpH pH

pH
P pHj＞7.0

式中：PpH,j——j点 pH的标准指数；

pHj——j点实测的 pH值；

pHsd——水质标准中规定的 pH值下限；

pHsu——水质标准中规定的 pH值上限。

2）DO单因子污染指数为：

sf

jf
jDO DODO

DODO
P




, sj DODO 

s

j
jDO DO

DO
P 910,  sj DODO 

式中：PDO,j——j点 DO的标准指数；

DOj——j点的溶解氧浓度；

DOs——溶解氧的水质标准；

DOf——饱和溶解氧浓度，DOf=468/(31.6+T)。

3）评价方法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即计算实测浓度值与评价标准

值之比。公式如下：

一般项目计算指数：Pi＝Ci/Csi。

式中：Pi——单因子标准指数；

Ci——某因子实测水质浓度，mg/L；

Csi——某因子水质标准。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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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结果

表 2-9 地表水环境质量单因子指数

检测项目

单因子指数

小沙河入区断面

HS2209230101
小沙河出区断面

HS2209230201
小沙河出枣庄市断面

HS2209230301

溶解氧 0.040 -0.154 0.340

pH值 0.533 0.400 0.533

氟化物 0.350 0.360 0.390

氨氮 0.840 0.945 0.249

总氮 7.480 7.840 6.340

化学需氧量 0.400 0.900 0.750

氯化物 0.628 0.448 0.820

高锰酸盐指数 0.633 0.950 0.867

挥发酚 / 0.420 0.200

五日生化需氧量 0.350 0.950 0.700

砷 0.014 0.050 0.014

镉 / 0.010 0.024

铅 0.063 0.039 0.061

锌 0.650 0.017 0.008

总磷 0.750 0.900 0.550

检测项目

单因子指数

枣庄市新城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入小沙河下游

HS2209230401

枣庄市薛城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入小沙河上游

HS2209230501

枣庄市薛城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入小沙河下游

HS2209230601

溶解氧 0.420 0.700 0.320

pH值 0.433 0.400 0.467

氟化物 0.570 0.640 0.590

氨氮 0.777 0.209 0.261

总氮 6.930 8.320 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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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需氧量 0.350 0.800 0.700

氯化物 0.224 0.500 0.620

高锰酸盐指数 0.583 0.933 0.750

挥发酚 / 0.760 0.320

五日生化需氧量 0.350 0.750 0.675

砷 0.014 0.020 0.020

镉 0.046 0.376 0.012

铜 0.010 / /

铅 0.274 0.366 0.039

锌 0.478 0.014 0.034

总磷 0.950 0.650 0.700

检测项目

单因子指数

蟠龙河入区断面

HS2209230701
蟠龙河出区断面

HS2209230801

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汇入蟠龙河

南支流上游

HS2209230901

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汇入蟠龙河

南支流下游

HS2209231001

溶解氧 0.782 0.040 0.192 0.320

pH值 0.433 0.533 0.467 0.500

氟化物 0.380 0.600 0.600 0.600

氨氮 0.272 0.209 0.168 0.191

总氮 0.720 0.890 6.970 3.740

化学需氧量 0.600 1.000 0.500 0.750

氯化物 0.204 0.704 0.420 0.428

高锰酸盐指数 0.767 0.933 0.367 0.750

挥发酚 / 0.160 0.180 /

五日生化需氧量 0.625 0.925 0.400 0.650

砷 0.070 0.070 0.008 0.014

镉 / 0.012 0.014 0.012

铅 0.028 0.053 0.044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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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0.005 0.009 0.015 0.011

总磷 1.000 0.550 0.400 0.550

注：未检出不进行评价，“/”表示未检出

根据表2-9分析，高新区内蟠龙河、蟠龙河南支流、薛城大沙河、

薛城小沙河等地表水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地表水环境状况较好。

二、废水污染源监测结果及评价

1、废水执行标准

绿源污水处理厂外排 COD、氨氮、总磷、总氮执行《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 A标准，高新

区工业企业外排 COD、氨氮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及绿源污水处理厂接纳标准。

表 2-10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名称
标准

浓度mg/L 来源

COD 5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中的一级A标准

氨氮 5
总氮 15
总磷 0.5
COD 500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31962-2015）
及绿源污水处理厂接纳标

准

氨氮 45

2、在线监测结果

高新区主要废水污染源企业为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绿源污水处理厂、山东天衢铝业有限公司、山东八一轮胎制造

有限公司、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公司，其2022年废水在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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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见下表。

表 2-11 高新区主要废水污染源企业在线监测数据

企业名称

污染物

COD 氨氮 总磷 总氮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浓度

mg/m3

绿源污水处理厂
2022年在线监测数据

8.62 0.105 0.0468 9.43

标准 50 5 0.5 15

企业名称
COD 氨氮

排放浓度mg/m3 排放浓度mg/m3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2022年在线监测数据
37.6 7.22

山东天衢铝业有限公司
2022年在线监测数据

38.6 1.05

山东八一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2022年在线监测数据

27.3 3.29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
公司 2022年在线监测数据

113 25.1

执行标准 500 45

3、监测结果及现状评价

根据表2-11，高新区主要废水污染源企业2022年在线数据均满足

标准要求，达标排放。

第三节 地下水环境质量

一、高新区地下水评价标准及监测结果

（一）评价标准

高新区2022年监测项目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的24项，包含pH值、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氟化物、氨氮、氯

化物、总硬度、挥发酚、氰化物、汞、砷、六价铬、镉、铜、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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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镍、铅、锌、石油类、硝酸盐、亚硝酸盐、总大肠菌群、耗氧

量等。高新区地下水水质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的Ⅲ类标准，具体标准见表2-12。

表 2-12 地下水质量标准

序号 名称 Ⅲ类标准浓度限值(mg/L)

1 pH 6.5~8.5

2 硫酸盐 ≤250

3 溶解性总固体 ≤1000

4 氟化物 ≤1.0

5 氨氮 ≤0.50

6 氯化物 ≤250

7 总硬度（以碳酸钙计） ≤450

8 挥发酚 ≤0.002

9 氰化物 ≤0.05

10 汞 ≤0.001

11 砷 ≤0.01

12 六价铬 ≤0.05

13 镉 ≤0.005

14 铜 ≤1.00

15 铁 ≤0.3

16 锰 ≤0.10

17 镍 ≤0.02

18 铅 ≤0.01

19 锌 ≤1.00

20 石油类 /

21 亚硝酸盐（以氮计） ≤1.00

22 硝酸盐氮 ≤20

23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3.0

24 耗氧量 ≤3.0

（二）水质监测结果

根据三益（山东）测试科技有限公司监测结果，具体见下表。

表 2-13 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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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2022.09.23

SJ3 西谷山村

DS2209230201
SY2和尚寺村

DS2209230301
SY5大香城村

DS2209230401

无色 无色 无色

pH值 7.3 6.9 7.3 无量纲

硫酸盐 103 57.2 101 mg/L

溶解性总固体 678 602 776 mg/L

氟化物 0.283 0.204 0.237 mg/L

氨氮 ND ND ND mg/L

氯化物 27.5 9.71 29.0 mg/L

总硬度 456 424 537 mg/L

挥发酚 ND ND ND mg/L

氰化物 ND ND ND mg/L

汞 ND ND ND mg/L

砷 ND ND ND mg/L

六价铬 ND ND ND mg/L

镉 ND ND ND mg/L

铜 ND ND 0.007 mg/L

铁 ND ND ND mg/L

锰 ND ND ND mg/L

镍 ND ND ND mg/L

铅 ND ND ND mg/L

锌 ND ND ND mg/L

石油类 ND ND ND mg/L

亚硝酸盐氮 ND ND ND mg/L

硝酸盐氮 11.1 4.05 15.7 mg/L

总大肠菌群 ND ND ND
MPN/100

mL

耗氧量(以 O2计) 0.40 0.44 0.40 mg/L

注：带“ND”的数据为未检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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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13，除西谷山村、大香城村监测点的总硬度超标外，其

余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的Ⅲ类标准

要求，总硬度超标原因主要为地质原因导致。

二、地下水水质评价方法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进行评价，模式如下：

I= Ci /Si

式中：

I——第 i种评价因子的污染指数；

Ci——第 i种评价因子的实测值，mg/L；

Si——第 i种评价因子的标准值，mg/L。

其中 pH的 Pi计算公式如下：

pH≤7时

Pi=(7.0-pH)/(7.0-pHSD)

pH>7时

Pi=(pH-7.0)/(pHSU-7.0)

式中：

pH—指水环境 pH实测值；

pHSD—指水环境标准中的下限；

pHSU—指水环境标准中的上限。

当被评价水质参数的标准指数>1时，表明该水质参数超过了规

定的水质标准，已经不能满足该项水质使用功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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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水评价结果

根据地下水水质评价方法，高新区地下水水质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2-14 地下水评价结果一览表

检测项目

单因子指数评价结果

2022.09.23

SJ3 西谷山村

DS2209230201
SY2和尚寺村

DS2209230301
SY5大香城村

DS2209230401

pH值 0.20 0.20 0.20

硫酸盐 0.41 0.23 0.40

溶解性总固体 0.68 0.60 0.78

氟化物 0.28 0.20 0.24

氯化物 0.11 0.04 0.12

总硬度 1.01 0.94 1.19

硝酸盐氮 0.56 0.20 0.79

耗氧量(以 O2计) 0.13 0.15 0.13

注：未检出不进行评价

根据表2-14，除西谷山村、大香城村监测点的总硬度单因子指数

大于1外，其余指标均小于1，总硬度超标原因主要为地质原因导致，

说明高新区地下水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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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土壤环境质量

一、高新区土壤评价标准及监测结果

（一）评价标准

高新区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采用《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的其他农用地风

险筛选值标准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表1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具体标准见

下表。

表 2-15 土壤质量标准

项目 pH 铅 铜 镉 砷 汞 铬 镍 锌

GB
15618-2018其
他农用地风险

筛选值标准

6.5~7.5 120 100 0.30 30 2.4 200 100 250

项目 pH 铅 铜 镉 砷 汞
铬（六
价）

镍 锌

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筛

选值

/ 800 18000 65 60 38 5.7 900 /

（二）土壤监测结果

根据三益（山东）测试科技有限公司监测结果，具体见下表。

表 2-16 土壤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
检测点位
及样品编码

样品性状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2022.09.23

山东天衢铝业
有限公司院污
水处理站附近
TR2209230501

黄壤土,
潮,黄色

pH值 8.30 无量纲

汞 0.022 mg/kg
砷 7.05 mg/kg
镉 0.16 mg/kg
铜 192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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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188 mg/kg
铅 52 mg/kg
锌 69 mg/kg

铬（六价） ND mg/kg

张范镇田庄村
北500m基本农

田内
TR2209230601

黄壤土,
干,黄色

pH值 6.58 无量纲

汞 0.016 mg/kg
砷 6.97 mg/kg
镉 0.20 mg/kg
铜 28 mg/kg
镍 32 mg/kg
铅 48 mg/kg
锌 58 mg/kg
铬 21 mg/kg

八亿橡胶有限
责任公司（原山
东八一轮胎制
造有限公司）西

墙外
TR2209230401

黄壤土,
干,黄色

pH值 8.37 无量纲

汞 0.008 mg/kg
砷 5.10 mg/kg
镉 0.15 mg/kg
铜 30 mg/kg
镍 76 mg/kg
铅 46 mg/kg
锌 64 mg/kg

铬（六价） ND mg/kg

注：带“ND”的数据为未检出数据。

根据表2-16，高新区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的其

他农用地风险筛选值标准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的要求。

二、土壤因子评价方法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进行评价，模式如下：

I= Ci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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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第 i种评价因子的污染指数；

Ci——第 i种评价因子的实测值，mg/L；

Si——第 i种评价因子的标准值，mg/L。

三、土壤评价结果

根据土壤因子评价方法，高新区土壤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2-17 土壤评价结果一览表

检测项目

单因子指数评价结果

2022.09.23

山东天衢铝业有限公司

院污水处理站附近

TR2209230501

张范镇田庄村北 500m
基本农田内

TR2209230601

八亿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原山东八一轮胎制造

有限公司）西墙外

TR2209230401

汞 0.00058 0.0067 0.00021

砷 0.12 0.23 0.085

镉 0.0025 0.67 0.0023

铜 0.011 0.28 0.0017

镍 0.21 0.32 0.084

铅 0.065 0.40 0.058

锌 / 0.23 /

铬 / 0.11 /

注：未检出不进行评价

根据表2-17，高新区各土壤监测点单因子指数均小于1，说明高

新区土壤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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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声环境

随着近代工业的不断发展，环境噪声污染也逐渐产生。根据医学

研究，噪声会对人类的神经系统和血管系统造成危害，已经成为人类

健康的杀手。

高新区开展的噪声监测工作主要有功能区噪声监测、道路交通噪

声和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等。

一、高新区噪声评价标准及监测结果

（一）评价标准

高新区区域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2类、3类、4a类标准，具体标准值见下表。

表 2-18 功能区噪声监测统计结果 单位：dB（A）

功能区名称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居民文教区 1类 55 45

二类混合区 2类 60 50

工业集中区 3类 65 55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4a类 70 55

（二）噪声监测结果

根据三益（山东）测试科技有限公司监测结果，具体见下表。

表 2-19 噪声监测结果

测点名称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张范邮电支局
昼间噪声（标准 60）

2022.05.07

57.8 /
鲁南装备 58.0 /
国银保安 50.8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5%A2%83%E6%B1%A1%E6%9F%93


第二章 环境质量状况

43

兴城小学 57.9 /
凤凰苑 48.7 /

航空运动协会 56.6 /
金源实业 54.9 /

泰山路 黎洁大厦

昼间道路（标准 70）
2022.05.07

64.1 /
光明路 光明花苑南区 65.2 /
祁连山路 枣庄经济学校 66.1 /
武夷山路 元丰国际广场 61.0 /
长白山路 安康苑 65.7 /
复元三路 启蒙星幼儿园 62.4 /

青青花苑小区

昼夜间噪声（昼间 60、
夜间 50）

2022.08.09-2022.08.10

48.3 41.2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7.9 44.0

高新区管委会 53.3 45.8
南石东村支部委员会 47.8 41.3

张范镇第一中学 47.3 42.9

枣庄市特殊教育学校

昼夜间噪声（昼间 55、
夜间 45）

2022.08.09-2022.08.10
47.9 40.1

二、噪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方法

根据监测结果统计出的各点昼间和夜间的等效 A声级 Leq(A)，采

用超标值法进行噪声环境现状评价。计算公式为：

b-eq= LLP

式中：P—超标值，dB(A)；

Leq—测点等效 A声级，dB(A)；

Lb—噪声评价标准，dB(A)；

P＞0表示超标，P≤0表示不超标。

三、噪声环境质量评价结果

根据噪声环境质量评价方法，高新区噪声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2-20 噪声环境现状评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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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昼间 dB（A） 夜间 dB（A）

监测值 标准值 超标值 监测值 标准值 超标值

张范邮电支局 57.8

60

-2.2 / / /

鲁南装备 58.0 -2.0 / / /

国银保安 50.8 -9.2 / / /

兴城小学 57.9 -2.1 / / /

凤凰苑 48.7 -11.3 / / /

航空运动协会 56.6 -3.4 / / /

金源实业 54.9 -5.1 / / /

泰山路 黎洁大厦 64.1

75

-10.9 / / /

光明路
光明花苑

南区
65.2 -9.8 / / /

祁连山路
枣庄经济

学校
66.1 -8.9 / / /

武夷山路
元丰国际

广场
61.0 -14.0 / / /

长白山路 安康苑 65.7 -9.3 / / /

复元三路
启蒙星幼

儿园
62.4 -12.6 / / /

青青花苑小区 48.3

60

-11.7 41.2

50

-8.8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47.9 -12.1 44.0 -6.0

高新区管委会 53.3 -6.7 45.8 -4.2

南石东村支部委员会 47.8 -12.2 41.3 -8.7

张范镇第一中学 47.3 -12.7 42.9 -7.1

枣庄市特殊教育学校 47.9 55 -7.1 40.1 45 -4.9

注：“-”代表不超标。

根据表 2-20，高新区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1类、2类、3类、4a类标准，说明高新区声环境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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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论

根据高新区 2022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环境空气质量结论

（一）高新区例行监测期间环境空气质量结论

在例行监测期间，高新区二氧化硫、一氧化碳、PM2.5、PM10、二

氧化氮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高新区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二）高新区2022年度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结论

根据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1-8月份排名通

报》（http://sthjj.zaozhuang.gov.cn），高新区PM2.5平均浓度为41微克/

立方米、PM10平均浓度74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平均浓度12微克/立方

米、二氧化氮平均浓度22微克/立方米、臭氧平均浓度177微克/立方米，

其中PM2.5、PM10、臭氧均不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高新区环境空气在2022年01-03月污染较为严重，主

要是由于冬季取暖、空气扩散条件较差导致。

（三）废气污染源监测结论

高新区主要废气污染源企业为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枣庄市益民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

公司，根据其2022年在线数据可知，其污染物均满足标准要求，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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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结论

（一）根据监测结果，高新区内蟠龙河、蟠龙河南支流、薛城大

沙河、薛城小沙河等地表水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地表水环境状况较好。

（二）根据高新区主要废水排放企业 2022年在线监测数据可知，

企业废水排放均满足相应标准。

三、地下水环境质量结论

根据 2022年监测数据，除西谷山村、大香城村监测点的总硬度单

因子指数大于 1外，其余指标均小于 1，总硬度超标原因主要为地质

原因导致，说明高新区地下水质量较好。

四、土壤环境质量结论

根据 2022年监测数据，高新区各土壤监测点单因子指数均小于 1，

农田土壤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 15618-2018）中的其他农用地风险筛选值标准，建设用地

土壤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 1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说明高新区土壤质

量较好。

五、声环境质量结论

根据 2022 年监测数据，高新区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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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6-2008）中 1类、2类、3类、4a类标准，说明高新区声环境

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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