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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编制背景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如东县袁庄镇工业园区，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天然食品添加剂 200 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1 年 1 月通过如东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并于 2014 年 7

月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然香料生产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5 年 9 月通过如东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并于 2017 年 8

月通过环保竣工验收，主要产品为天然桂醛、天然苯甲醛、天然香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中规定：重点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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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南通市2021年度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函》显示，南通盛泰食品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已被列为南通市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根据《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试行）要求“重点监管

单位原则上应在本指南发布后一年内，以厂区为单位开展一次全面、系统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之后可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场所、设施设备，

定期开展重点排查，原则上每 2-3 年排查一次。企业可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

际，优化调整排查频次和排查范围。对于生产工艺、设施设备等发生变化的场所，

或者新改扩建区域，应一年内开展补充排查。” 

2022年11月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对厂区

内重点区域及其生产运行管理开展隐患排查，并编制本报告。 

1.2. 排查目的和原则 

1.2.1. 排查目的 

根据《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并结合

企业生产工艺及所用原辅材料等相关资料，对企业展开全面、系统土壤污染隐患

排查，识别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物、设施设备和生产活动，并对其设计及运

行管理进行审查和分析，确定存在土壤污染隐患的设施设备和生产活动，保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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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有效防止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造成

土壤污染并采取措施消除或者降低隐患。 

同时按照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的要求，编制

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并对排查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隐患形成相应的整改方

案。 

1.2.2. 排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企业的生产活动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征，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

查，为企业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范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工作程序、排查方法开展隐患排查工作，保

证排查工作的完整性、科学性以及排查结果的客观性。 

（3）安全性原则 

重点监管企业涉及众多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物质，开展现场排查作业过程

中，要严格遵从相关安全作业要求，确保现场作业安全。 

（4）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情况，隐患区域现场实际情况以及企业

实际生产经营状况等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隐患整改措施。 

1.3. 排查范围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确定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即可能或易发生

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的场所和设施设备。本次隐患排查范围包括涉及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区、危化品仓库、危废仓库、应急池、

初期雨水池、一车间及污水池、二车间及污水池、原料仓库2、原料仓库3、成品

仓库1等相关区域。 

隐患排查工作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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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

整改建议

现场排查

编制隐患排查方
案

人员访谈

隐患排查制度建
设

隐患识别

 
图 1–1  隐患排查工作流程图 

1.4. 编制依据 

1.4.1. 法律、法规、规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2014]第9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第二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号，

2019年1月1日实施）； 

（5）《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 

（6）《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令[2016]31号）； 

（7）《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 

1.4.2. 相关标准、技术导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4）《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4）；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6）《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 

（7）《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8）《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2007）； 

（9）《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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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和《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GB 18598-2001）等3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 

（10）《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5085.7-2019）； 

（1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 

（13）《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14）《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环办便函[2020]313号）； 

（15）《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 

1.4.3. 企业资料 

本次调查参考的资料清单见表 1-1。 

表 1-1  其他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来源 

1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天然食品添加剂200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2011年1月 
企业存档 

2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天然食品添加剂200吨项目

竣工验收报告》及批复，2014年7月 
企业存档 

3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然香料生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批复，2015年9月 
企业存档 

4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然香料生产技改项目竣工验收报

告》及批复，2017年8月 
企业存档 

5 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206236821700493001V，2020年4月8日 企业存档 

6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表，

2022年8月 
企业存档 

7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土壤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2021年8

月） 
企业存档 

8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地块影像资料 Google Earth 

2 企业概况 

2.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基本情况详见表 2-1。 

表2-1  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如东县袁庄镇工业园区 所 在 镇 如东县袁庄镇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C1495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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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法人代表 叶凡 邮政编码 22640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236821700493 联系电话 15896290139 

主要产品 天然桂醛、天然苯甲醛、天然香料 

经度坐标 E120°47′0.02″ 纬度坐标 N32°27′30.53″ 

占地面积 33330m2 

环保手续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天然食品添加剂 200 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2011 年 1 月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然香料生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批复，2015 年 9 月； 

排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206236821700493001V，2020 年 4 月 8 日 

其他情况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表，

2022 年 8 月 

项目所在地具体位置详见图2-1，厂区平面布置图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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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厂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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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平面布置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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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项目概况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如东县袁庄镇工业园区，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主要生产天然香料，目前，公司具有年产 50 吨天然桂醛、150 吨天然

苯甲醛和 56 吨天然香料的生产能力。 

2.3. 原辅材料及产品情况 
本项目原辅材料见表 2-2。 

表 2-2 主要原辅材料清单 
分类 物质名称 形态 规格 年用量（t） 储存场所 储存方式 

原料 

桂油 液 

苯甲醛：0.8-1.5% 
水杨醛：0.1-0.6% 
苯乙醇：0.5-1.2% 
苯丙醛：0.4-1.2% 

桂醛：83% 
香豆素：0.2-3.5% 
乙酸桂酯：0.2-3.5% 
邻甲氧基桂醛：2-13% 

530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桂醛 液 ≥98% 319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邻甲氧基肉桂

醛粗品 
液 邻甲氧基肉桂醛 55%、桂醛 5%、乙酸桂酯

20%、香豆素 20% 59.833 原料仓库 
桶装 

70Kg/纸板

桶 
二氢香豆素粗

品 
液 二氢香豆素 94%、香豆素 6% 5.544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乙酸肉桂酯粗

品 
液 乙酸肉桂酯 60%、桂醛 10%、香豆素 15%、

邻甲氧基肉桂醛 15% 
9.142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苯甲醇粗品 液 苯甲醇 95%、苯甲醛 5% 5.485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苯甲酸粗品 液 苯甲酸 94%、苯甲醛 6% 1.114 原料仓库 
桶装 

25Kg/纸板

桶 

乙酸苄酯粗品 液 乙酸苄酯 95%、苯甲醇 5% 5.485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苯甲酸苄酯粗

品 
液 苯甲酸苄酯 95%、苯甲醛 2%、苯甲醇 3% 1.097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苯甲酸乙酯粗

品 
液 苯甲酸乙酯 93%、苯甲酸 7% 1.12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肉桂酸粗品 液 肉桂酸 95%、桂醛 5% 1.097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肉桂酸乙酯粗

品 
液 肉桂酸乙酯 94%、肉桂酸 6% 1.097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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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桂酸甲酯粗

品 
液 肉桂酸甲酯 95%、肉桂酸 5% 1.097 原料仓库 

桶装 
200Kg/桶 

产品 

天然桂醛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天然苯甲醛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邻甲氧基桂醛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二氢香豆素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乙酸肉桂酯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苯甲醇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乙酸苄酯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苯甲酸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苯甲酸苄酯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苯甲酸乙酯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肉桂酸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肉桂酸乙酯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肉桂酸甲酯 液 -- -- 成品仓库 
桶装 

200Kg/桶
200Kg/桶 

废水

处理

剂 

盐酸 液 30% 15 
危化品仓

库 
桶装 

200kg/桶 

硫酸 液 98% 2.5 
危化品仓

库 
桶装 

25kg/桶 

双氧水 液 27.5% 15 
危化品仓

库 
桶装 

25kg/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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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2.4.1. 主要生产设备 
公司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3。 

表 2-3    主要生产设备表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数量（单位） 位置 

1 反应釜 3000L 

4 套，1 套备用 

二车间 

2 冷凝器 2×40m3 

3 接收罐 2000L 

4 汽水串联真空泵 - 4 套 

5 水循环泵 - 6 台 

6 低纯桂醛再精馏釜 500L 1 台 

7 水解系统 

反应釜 6000L 

5 套，1 套备用 

一车间 

冷凝器 2×40m3 

接收罐 2000L 

8 精馏系统 

反应釜 1000L 

8 套，1 套备用 冷凝器 2×60m3 

接收罐 2000L 

9 汽水串联真空泵 - 6 套 

10 水循环泵 - 3 台 

11 低纯苯甲醛再精馏釜 200L 5 台 

12 高真空精馏设备 316 不锈钢 2000L 2 套 

二车间 

13 高真空精馏设备 316 不锈钢 1000L 3 套 

14 高真空精馏设备 316 不锈钢 500L 3 套 

15 结晶釜 搪瓷  2000L 2 台 

16 结晶釜 316 不锈钢 1000L 1 台 

17 罗茨真空泵机组 JZJWLW 300 6 台 

18 管路配件、仪表 --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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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主要生产工艺 
1、天然桂醛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图 2.4-1  天然桂醛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反应釜中投加原料桂油（含桂醛 83%），采用蒸汽加热，

控制压力为 15mmHg，控制温度 70～100℃，将轻组分低沸点的头子余料（主要

为苯甲醛、水杨醛、苯乙醇、苯丙醛）先蒸馏出来。物料经反应釜多次反复进行

精馏。桂醛再经冷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产品。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G1-1），此过程还有水环

泵废水（W1-1），釜底余料（S1-1）及副产品头子余料产生，冷凝过程产生不

凝气（G1-2）。釜底余料作为副产品外卖，水环泵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放。 

 

 

 

 

 

 

 

 

 

 

桂油 

精馏 

冷凝 

副产品：头子余料 

低纯桂醛 

产品（桂醛） 

G1-1、S1-1、W1-1 

G1-2 

再精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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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然苯甲醛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图 2.4-2  天然苯甲醛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①水解 

利用自动滴加装置将天然桂醛生产线上的部分成品桂醛滴加在反应釜中，与

过量水和催化剂的混合溶液反应，该反应在常压下发生，采用蒸汽加热，控制温

度在 100℃，桂醛与水生成苯甲醛。在碱性条件下，乙醛与桂醛产生缩醛反应生

成 PPDA（5-苯-2,4-戊二烯醛），同时乙醛极易聚合成巴豆醛、山梨醛，因此，

水解工序将乙醛及时排出，减少副产物的生成，提高产品收率。在沸腾状态下，

生成的苯甲醛、巴豆醛和山梨醛经冷凝器冷凝后进入油水分离器，因为水解过程

需要用水，而油水分离后水层中物质大多数微溶于水，又可作为副产品外卖，所

以可将含有苯甲醛约 2%的水层回到反应釜重新利用，减少用水量，节约成本，

因此可以做到油水分离过程水层回用不外排，油层进入精馏装置进一步提纯苯甲

醛。 

水解过程产生的废气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G2-1），此过程还有水环

滴加桂醛 

水解 

冷凝 

副产品：头子余料 

水、催化剂 

油水分离 

精馏 

冷凝 

产品（苯甲醛） 

油层 

水层 

G2-1、S2-1、 
W2-1、W2-2 

G2-2 

G2-3、S2-2、W2-3 

G2-4 

再精馏 

低纯苯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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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废水（W2-1）、釜底余料（S2-1）及洗锅废水（W2-2）产生，冷凝过程产生

不凝气（G2-2）。釜底余料作为副产品外卖，水环泵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放。 

主反应方程式如下： 

( ) ( ) CHOCHCHOHCOHCHCHOCHHC 356256
cat

+→+=
 

              桂醛       水     苯甲醛  乙醛 

副反应方程式如下： 

( ) ( ) OHCHOCHCHHCCHOCHCHOCHCHHC 256356 CHCH-cat- +==→+=
  

             桂醛       乙醛   PPDA（5-苯-2,4-戊二烯醛）  水 

OHOHCCHOCHCHCHOCH 264433 3)(cat5 ++→
 

              乙醛   山梨醛  巴豆醛  水 

②精馏 

采用蒸汽对反应釜加热，控制高真空条件（10mmHg 真空度），温度 79℃

时，将低沸点的山梨醛、巴豆醛先蒸出来进入接收罐，继续升温至 100℃左右，

待检测蒸汽中苯甲醛含量≥99%后，收集苯甲醛冷凝进入接收罐为成品。 

精馏过程中少量的不凝气残留在精馏塔内，待真空泵再次运行时通过真空泵

的抽气系统排出（G2-3）。此过程还有水环泵废水（W2-3）、釜底余料（S2-2）、

及副产品头子余料产生，冷凝过程产生不凝气（G2-4）。釜底余料作为副产品外

卖，水环泵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放。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反应釜中投加原料桂

油（含桂醛 83%），采用蒸汽加热，控制压力为 15mmHg，控制温度 70～100℃，

将轻组分低沸点的头子余料（主要为苯甲醛、水杨醛、苯乙醇、苯丙醛）先蒸馏

出来。物料经反应釜多次反复进行精馏。桂醛再经冷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

集作为产品。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G1-1），此过程还有水环

泵废水（W1-1），釜底余料（S1-1）及副产品头子余料产生，冷凝过程产生不

凝气（G1-2）。釜底余料作为副产品外卖，水环泵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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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邻甲氧基肉桂醛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邻甲氧基肉桂醛粗品 

重结晶 

过滤 

邻甲氧基肉桂醛成品 

水 

精馏除水 

冷凝 

减压精馏 
G1-1：邻甲氧基肉桂醛、 
桂醛、乙酸桂酯、香豆素 
S1-1 头子余料 
S1-2 釜底余料 

S1-3 低纯香豆素 

G1-2：水 

图例： 
G 废气 
S 固废 

 
图 2.4-3  邻甲氧基肉桂醛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1）减压精馏、冷凝：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邻甲氧基肉

桂醛粗品（现有项目副产品，含邻甲氧基肉桂醛 55%），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

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60℃，将轻组分低沸点的头子余料（主要

为桂醛）先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中间料为邻甲氧基肉桂醛，

再经冷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半成品（含邻甲氧基肉桂醛 90%），待

重结晶处理，该工序物料收率为 95%。高沸点的釜底余料（主要为乙酸桂酯、香

豆素），最后经收集后外卖。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1-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环

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1-1。头子余料（S1-1）和釜底余料（S1-2）

作为低纯料外卖。 

（2）重结晶、过滤、精馏除水：将前道工序收集的纯度为 90%的邻甲氧基

肉桂醛，加入结晶釜中，并加入比结晶物料稍多的水，以水面满过物料表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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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温至 60℃，利用此温度下物料在水中的溶解度不同，进一步提高邻甲氧基肉

桂醛的纯度。在此温度下搅拌水溶液、冷却后静置，多次重结晶，经过滤得到高

纯度的邻甲氧基肉桂醛。最后在熔融状态经精馏除水，即得到邻甲氧基肉桂醛成

品（含量 99%）。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1-2）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环

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1-2。过滤物料低纯香豆素（S1-3）作为低

纯料外卖。 

(4)二氢香豆素 

 

 

 

 
 

 

 

 

 

 

 

 

 

 

 

 

 

 
图 2.4-4  二氢香豆素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桂油后组分（现有项目副产品，含香

豆素 55%），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20℃，

 

二氢香豆素粗品 

减压精馏 

冷凝 

二氢香豆素成品 

G2-2：二氢香豆素 
S2-1 釜底余料 

图例： 
G：废气 
S：固废 

香豆素（中间品） 

外加工 

冷凝 

减压精馏 

桂油后组分 

G2-1：桂醛、邻甲氧基肉

桂醛、乙酸桂酯、香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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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轻组分低沸点的桂醛、邻甲氧基肉桂醛、乙酸桂酯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

次反复精馏，再经冷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半成品（含香豆素 99%），

该工序物料收率为 95%。高沸点的釜底余料（主要为香豆素），经收集后作为二

氢香豆素原料外加工，送昆山市玉山日用香料化工厂加工得到二氢香豆素粗品

（含二氢香豆素 94%）。 

二氢香豆素粗品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35℃，将轻组分低沸点的二氢香豆素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

再经冷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成品（含二氢香豆素 99%），该工序物

料收率为 95%。高沸点的釜底余料（主要为香豆素），最后经收集后外卖。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2-1、G2-2）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

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2-1。釜底余料（S2-1）作为低纯

料外卖。 

(5)乙酸肉桂酯 

 

 
 

 

 

 

 

 

 

 

 

 

 

 

 
图 2.4-5  乙酸肉桂酯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乙酸肉桂酯粗品 

减压精馏 

冷凝 

乙酸肉桂酯成品 

再精馏 

冷凝 

G3-1：桂醛、邻甲氧基肉桂醛 
S3-1 头子余料 
S3-2 头子余料 

G3-2：乙酸肉桂酯、香豆素 
S3-3 釜底余料 

图例： 
G：废气 
S：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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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减压精馏、冷凝：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乙酸肉桂酯

粗品（含乙酸肉桂酯 60%），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

控制温度 140℃，将轻组分低沸点的头子余料（主要为桂醛、邻甲氧基肉桂醛）

先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再经冷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

作为半成品（含乙酸肉桂酯 80%、香豆素 20%），待再精馏处理，该工序物料

收率为 95%。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3-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环

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3-1。头子余料（S3-1、S3-2）作为低纯料

外卖。 

（2）再精馏、冷凝：将前道工序收集的纯度为 80%的乙酸肉桂酯，再次投

入精馏釜中，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55℃，

将轻组分低沸点的乙酸肉桂酯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再经冷凝

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成品（含乙酸肉桂酯 99%），该工序物料收率为

95%。高沸点的釜底余料（主要为香豆素），最后经收集后外卖。 

再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3-2）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

环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3-2。釜底余料（S3-3）作为低纯料外卖。 

(6)苯甲醇 

 
 

 

 

 

 

 

 

 

 

 
图 2.4-6  苯甲醇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苯甲醇粗品 

减压精馏 

冷凝 

苯甲醇成品 

G4-1：苯甲醇、苯甲醛 
S4-1：头子余料 

图例： 
G：废气 
S：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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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苯甲醇粗品（含苯甲醇 95%），采用

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10℃，将轻组分低沸点

的头子余料（主要为苯甲醛）先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再经冷

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成品（含苯甲醇 99%），该工序物料收率为

95%。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4-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环

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4-1。头子余料（S4-1）作为低纯料外卖。 

(7)苯甲酸 

 

 

 

 

 

 

 

 

 

 

 

 

 

图 2.4-7  苯甲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将苯甲酸粗品（含苯甲酸 94%），加入结晶釜中，并加入比结晶物料稍多的

水，以水面满过物料表面为准。加温至 60℃，利用此温度下物料在水中的溶解

度不同，提高苯甲酸的纯度。在此温度下搅拌水溶液、冷却后静置，经过滤得到

高纯度的苯甲酸。最后经精馏除水，即得到苯甲酸成品（含量 99.5%）。 

精馏除水过程产生的废气（G5-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过滤物料低

纯苯甲醛（S5-1）作为低纯料外卖。 

 

 

 

 苯甲酸粗品 

重结晶 

过滤 

苯甲酸成品 

水 

精馏除水 

S5-1：低纯苯甲醛 

G5-1：水 

图例： 
G：废气 
S：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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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乙酸苄酯 

 

 

 

 

 

 

 

 

 

 
图 2.4-8  乙酸苄酯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乙酸苄酯粗品（含乙酸苄酯 95%），

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20℃，将轻组分低

沸点的头子余料（主要为苯甲醇）先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再

经冷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成品（含乙酸苄酯 99%），该工序物料收

率为 95%。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6-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环

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6-1。头子余料（S6-1）作为低纯料外卖。 

(9)苯甲酸苄酯 

 

 
 

 

 

 

 

 
图 2.4-9  苯甲酸苄酯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乙酸苄酯粗品 

减压精馏 

冷凝 

乙酸苄酯成品 

G6-1：乙酸苄酯、苯甲醇 
S6-1：头子余料 

图例： 
G：废气 
S：固废 

 苯甲酸苄酯粗品 

减压精馏 

冷凝 

苯甲酸苄酯成品 

G7-1：苯甲酸苄酯、苯甲醛、苯甲醇 
S7-1：头子余料 

图例： 
G：废气 
S：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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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苯甲酸苄酯粗品（含苯甲酸苄酯

95%），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60℃，将

轻组分低沸点的头子余料（主要为苯甲醛、苯甲醇）先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

多次反复精馏，再经冷凝进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成品（含苯甲酸苄酯

99%），该工序物料收率为 95%。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7-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环

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7-1。头子余料（S7-1）作为低纯料外卖。 

(10)苯甲酸乙酯 

       

 苯甲酸乙酯粗品 

减压精馏 

冷凝 

苯甲酸乙酯成品 

G8-1：苯甲酸乙酯 
S8-1 釜底余料 

图例： 
G：废气 
S：固废 

 
图 2.4-10  苯甲酸乙酯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苯甲酸乙酯粗品（含苯甲酸乙酯

93%），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10℃，将

轻组分低沸点的苯甲酸乙酯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再经冷凝进

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成品（含苯甲酸乙酯 99%），该工序物料收率为

95%。高沸点的釜底余料（主要为苯甲酸），最后经收集后外卖。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8-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环

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8-1。釜底余料（S8-1）作为低纯料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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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肉桂酸 

 

 

 

 

 

 

 

 

 

 
图 2.4-11  肉桂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将肉桂酸粗品（含肉桂酸 95%），加入结晶釜中，并加入比结晶物料稍多的

水，以水面满过物料表面为准。加温至 60℃，利用此温度下物料在水中的溶解

度不同，提高肉桂酸的纯度。在此温度下搅拌水溶液、冷却后静置，经多次重结

晶后过滤得到高纯度的肉桂酸。最后经精馏除水，即得到肉桂酸成品（含量 99%）。 

精馏除水过程产生的废气（G9-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过滤物料低

纯桂醛（S9-1）作为低纯料外卖。 

(12)肉桂酸乙酯 

 

 

 

 

 

 

 

 

 
图 2.4-12  肉桂酸乙酯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肉桂酸乙酯粗品：1.109 

减压精馏 

冷凝 

肉桂酸乙酯成品 

G10-1：肉桂酸乙酯 
S10-1：釜底余料 

图例： 
G：废气 
S：固废 

 肉桂酸粗品 

重结晶 

过滤 

肉桂酸成品 

水 

精馏除水 

S9-1：低纯桂醛 

G9-1：桂醛、水 

图例： 
G：废气 
S：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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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肉桂酸乙酯粗品（含肉桂酸乙酯

94%），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45℃，将

轻组分低沸点的肉桂酸乙酯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再经冷凝进

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成品（含肉桂酸乙酯 99%），该工序物料收率为

95%。高沸点的釜底余料（主要为肉桂酸），最后经收集后外卖。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10-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

环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10-1。釜底余料（S10-1）作为低纯料外

卖。 

(13)肉桂酸甲酯 

 
 

 

 

 

 

 

 

 

 
图 2.4-13  肉桂酸甲酯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 

利用自动投料装置向精馏釜中投加原料肉桂酸甲酯粗品（含肉桂酸甲酯

95%），采用蒸汽加热，控制真空压力为-0.1～-0.05MPa，控制温度 140℃，将

轻组分低沸点的肉桂酸甲酯蒸馏出来。物料经精馏釜多次反复精馏，再经冷凝进

行回收，取样合格后收集作为成品（含肉桂酸甲酯 99%），该工序物料收率为

95%。高沸点的釜底余料（主要为肉桂酸），最后经收集后外卖。 

精馏过程产生的废气（G11-1）通过真空泵的抽气系统排出。水环泵用水循

环使用，定期排放，产生水环泵废水 W11-1。釜底余料（S11-1）作为低纯料外

卖。 

 

 肉桂酸甲酯粗品 

减压精馏 

冷凝 

肉桂酸甲酯成品 

G11-1：肉桂酸甲酯 
S11-1 釜底余料 

图例： 
G：废气 
S：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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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1、废气 

对照《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本项目不涉及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 

2、废水 

对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本项目不涉及有毒有害水污染

物。 

3、对照《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

二批）》，本项目不涉及优先控制化学品。 

4、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本项目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为：废活性炭、污泥等。 

5、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我司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我司经过土壤检测，未发现污染

情况。 

2.6. 污染防治措施 

2.6.1.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全厂废水包括：设备清洗废水、水环泵废水、废气喷淋废

水、分析室废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等。全厂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

后部分循环回用至废气喷淋系统和循环冷却系统；部分接管至袁庄镇污水处理

厂；雨水经雨水管道排放至工业集中区内红星河。 

2.6.2.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公司生产过程中废气主要包括生产工艺废气（邻甲氧基肉桂醛、桂醛、乙酸

桂酯、香豆素、二氢香豆素等）、锅炉燃生物质烟气和车间、仓库、污水处理站

无组织废气。项目一车间真空泵废气收集后采用一级次纳氧化吸收+二级碱吸收

+三级活性炭吸附预处理，一车间冷凝器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器预处理后，与集

水池区废气、反应釜区玻璃密封房内废气、危废仓库废气一并经微波光催化氧化

处理设施+两级碱喷淋处理后，尾气经35米高排气筒（1#）排放；项目二车间真

空泵废气收集后采用一级次纳氧化吸收+二级碱吸收+三级活性炭吸附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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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集水池区废气、反应釜区玻璃密封房内废气一并经微波光催化氧化处理设

施+两级碱喷淋处理后，尾气经35米高排气筒（2#）排放；锅炉燃生物质烟气采

用旋风除尘+布袋除尘+碱液水膜除尘器处理后经35米高排气筒（3#）排放；污

水处理区废气经风管抽吸至微波光催化氧化处理设备+两级碱喷淋处理后，尾气

经15米高排气筒（4#）排放。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产生于未被收集的废气。 

2.6.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风机等设备。采取以下噪声防治措施：（1）在设备

采购阶段，选用低噪声设备；（2）设备通过厂房隔声、安装减震垫等措施，在

废气处理设施风机增加了隔声设施；（3）加强设备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

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生的高噪声现象。 

2.6.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固体废物包括：头子余料、釜底余料和在过滤工序产生的低纯物料、

除尘灰渣、废活性炭、精（蒸）馏残渣、废水处理污泥和生活垃圾。其中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废物（头子余料、釜底余料和在过滤工序产生的低纯物料）

均出售给其他香料生产企业作为原料使用，出售给上海萃叶贸易有限公司；除尘

灰渣交由农林单位用于树木栽培；危险废物（废活性炭、精（蒸）馏残渣、废水

处理污泥）均委托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精（蒸）

馏残渣、废水处理污泥暂存于危废仓库，危废仓库面积约 20m2，最大储存量 10t，

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密闭设置，配套警示标识，采取防风、防雨、防晒、防渗 漏

等措施，并已设置警示标志；危废暂存场所建设满足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文件《苏

环办（2019）327 号》的要求。各类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并已建立完善的

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制度。 

表 2.6-3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污染物名称 主要成分 
危险特

性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处置方式 

一般工
业废物 

头子余料 邻甲氧基肉桂
醛、桂醛等 / 99 149-001-99 39.12 出售综合利用 

除尘灰渣 邻甲氧基肉桂
醛、桂醛等 / 99 149-002-99 500 农林单位 

利用 

危险废 废活性炭 活性炭、邻甲氧 T HW49 900-039-49 12 送如东大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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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名称 主要成分 
危险特

性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处置方式 

物 基肉桂醛、桂醛
等 

险废物处理有

限公司进行处

置 
废水处理
污泥 污泥 T HW42 900-499-42 18 

精（蒸）
馏残渣 油渣 T HW42 900-499-42 0.04 

 生活垃圾 塑料袋、纸盒等 / / / 18 环卫部门集中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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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历史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信息 

2022 年 11 月，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对土壤、地下水进行了自行监测，本次在厂区布设 6 个土壤检测点位，

采样深度为 0-0.5m、1.5-2.0、2.5-3.0，在厂区布设 4 个地下水检测点位(包含 1

个对照点)，采样深度为潜水。 

1、土壤自行监测结论 
除重金属六价铬未检出，其他重金属均有检出，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

物均未检出。结果均小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 表 1 表 2 筛选值第二类用地。 

2、地下水自行监测结论 
所有地下水样品测试参数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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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查方法 

3.1. 资料收集 
重点收集企业基本信息、生产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等，并梳理企业有毒有害

物质信息清单。具体收集的资料清单见表 3-1。 

表 3-1  主要资料信息 
序号 信息 信息项目 收集情况 

1 
基本信息 

企业总平面布置图及面积 企业文档保存 
2 重点设施设备分布情况 企业文档保存 
3 雨污管线分布图 企业文档保存 
4 

生产信息 

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企业文档保存 

5 
化学品信息，特别是有毒有害物质生产、使用、

转运、储存等情况 
本报告章节2.3、2.5，

不涉及化学品 

6 
涉及化学品的相关生产设施设备防渗漏、流失、

扬散设计和建设信息；相关管理制度和台账 

不涉及化学品相关

信息，其他制度和台

账企业文档保存 

7 

环境管理信息 

确认登记表、排污许可证、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

估报告、应急预案等 
企业文档保存 

8 

废气收集、处理及排放，固体废物产生、贮存、

利用和处理处置等情况，包括相关处理、贮存设

施设备防渗漏、流失、扬散设计和建设信息，相

关管理制度和台账。 

排放及产污情况本

报告已体现，相关设

计、管理及台账企业

文档保存 

9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数据、历史污染记录 

无历史污染记录，土

壤地下水调查数据

见2021年自行监测

报告 
10 已有的隐患排查及整改台账 无 
11 重点场所、设

施设备管 
理情况 

重点设施、设备的定期维护情况 企业文档保存 
12 重点设施、设备的操作手册、人员培训情况 企业文档保存 
13 重点场所的警示牌、操作规程的设定情况 现场已张贴 
 

3.2. 人员访谈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访谈，通过访谈

得知，2022 年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场地内生产情况无变化，员工定

期组织安全生产和环保培训，未有人员发现场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发生有

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等情况。 

3.3. 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确定 
依据《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排查工业企业生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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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土壤污染隐患，识别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物、设施设备和生产活动，并对

其设计及运行管理进行审核和分析，确定存在土壤污染隐患的设施设备和生产活

动，对土壤污染的隐患进行评估与风险分级。 

根据污染源、污染物类型等，识别厂区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类型及其分布，本

次排查根据以下原则，识别潜在的污染区域和污染类型； 

（1）根据资料或已有调查确定存在污染的区域； 

（2）曾发生泄漏事故或环境污染事故的区域； 

（3）各类地下罐槽、管线、集水井、检查井等所在的区域； 

（4）固体废物堆放区域； 

（5）原辅材料、产品、化学品、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危险废物等生产、贮存、

装卸、使用和处置区； 

（6）其他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依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试行）和《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

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结合资料收集、现场勘测和人员

访谈排查出企业内有潜在土壤污染隐患的重点场所及重点设施设备。 

项目重点场所及重点设施设备主要为：污水处理区、危化品仓库、危废仓库、

应急池、初期雨水池、一车间及污水池、二车间及污水池、原料仓库 2、原料仓

库 3、成品仓库 1。重点场所重点设施建设内容见表 3-2-1。 

表 3-2-1 重点场所建设内容组成表 

序号 场所名称 主体工程 

1 污水处理区 位于厂区东北部，占地面积约 1236m2 

2 危化品仓库 位于厂区北部，占地面积约 70m2 

3 危废仓库 位于厂区北部，占地面积约 20m2 

4 应急池 位于厂区东部，占地面积约 128m2 

5 初期雨水池 位于厂区东部，占地面积约 80m2 

6 一车间及污水池 位于厂区中间，占地面积约 1000m2 

7 二车间及污水池 位于厂区中间，占地面积约 1000m2 

8 原料仓库 2 位于厂区西侧，占地面积 1050m2 

9 原料仓库 3 位于厂区西侧，占地面积 1990m2 

10 成品仓库 1 位于厂区西侧，占地面积 97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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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现场排查方法 
根据《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要求，企业应当结合

生产实际开展排查，重点排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是否具有基本的防渗漏、流失、扬散的土壤污染预

防功能（如加装阴极保护系统的单层钢制储罐，带泄漏检测装置的双层储罐等；

设施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能及时有效排出雨水），以及有关预防土壤污染管理

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2、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的设

施，包括二次保护设施（如储罐区设置围堰及渗漏液收集沟）、防滴漏设施（如

小型储罐、原料桶采用托盘盛放），以及地面防渗阻隔系统（指地面做防渗处理，

各连接处进行密封处理，周边设置收集沟渠或者围堰等）等。 

3、是否有能有效、及时发现及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的设施或者措

施。如二次保护设施需要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地面防渗阻隔系统需要定期检测密

封、防渗、阻隔性能等。 

本次现场排查主要通过调查人员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

定位标示等方式初步判断场地污染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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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按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的相关要求，对我单位内部以

下重点关注对象进行综合排查，分别落实相关记录、资料、现场照片等工作。对

发现有存在严重污染情况者，及时上报相关机构、责任部门并及时处理。 

4.1. 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隐患排查 

4.1.1. 液体储存区 
1、地下、半地下储罐 

经现场排查，厂区内不涉及地下、半地下储罐。 

2、地面储罐 

经现场排查，厂区内不涉及地面储罐。 

原料仓库地面做有水泥硬化防渗措施和溢流收集装置，地沟及硬化地面完

好，无开裂、渗漏。厂区原料仓库现状及日常运行管理情况见表 4-2。 

表 4-1 原料仓库现场情况 

类型 现场照片 重点关注 日常运行

管理 

原料仓

库 

 

 
 

 
 

 
 

 
 

 

地沟等 
每班巡检、

事故应急

演练 

4.1.2. 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区 

1、管道运输 

企业生产工艺原料及成品通过管道传输。经目视检查，企业内各类管道密闭

完好，现场勘察未发现存在“跑、冒、滴、漏”的情况。现场排查详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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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管道传输现场踏勘情况表 

类型 现场照片 重点关

注 日常运行管理 

传输

管道 

 

防漏、防

腐等 

1、定期检查管

道渗漏情况； 
2、每班巡检； 
3、日常维护； 
4、制定检修计

划。 

2、装卸区 

装卸区位于厂区西侧，以便于组织交通运输。汽车装车区内配套设置装车计

量地磅等。 

4.1.3. 货物的储存和运输区 

  根据物料的理化性质、产地运输量及运输交通的运输现状，外购原料和产

品均采用汽车运输。 

厂区内原料等运输均委托有运输资质的单位进行运输，采用汽车运送至厂

区，装卸货在相应的卸货区进行，卸货区地面硬化完好，并配有装卸货管理制度

和专业操作人员，厂区内部物料通过叉车运输，不易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4.1.4. 生产区 

生产现场情况及土壤污染防治措施见表 4-3。 
表4-3  生产区现场踏勘情况表 

类型 现场照片 重点关注 日常运行管

理 

生产区 

 

1、防滴漏设施正常 
2、渗漏、流失的液

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3、防渗阻隔系统，

且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

排出雨水 

1、定期开展

防渗效果检

查 
2、日常目视

检查 
3、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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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其他活动区 

1、污水处理区 

企业设置一座污水处理区，池体均水泥硬化。现场排查情况见表 4-4。 
表4-4  污水处理区现场情况 

类型 现场照片 重点关注 日常运行管理 

污水处理

区 

 

1、防滴漏设施正常 
2、渗漏、流失的液

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1、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检查 
2、日常目视检查 
3、日常维护 

2、危废仓库 

企业设置危废仓库，地面做有环氧防渗地坪，设有导流槽和收集井，危险废

物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堆场，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危废堆场现场排查情

况见表 4-5。 
表4-5  危废仓库现场情况 

类型 现场照片 重点关注 日常运行管理 

危废仓库 

 
 
 
 
 
 
 
 
 
 
 
 
 
 

1、防滴漏设施正常 
2、渗漏、流失的液

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3、防渗阻隔系统，

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

雨水 

1、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检查 
2、日常目视检查 
3、日常维护 

3、事故应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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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置事故应急池，发生事故后，所有的废水废液妥善收集，引入事故池，

并设置污水控制阀。现场排查情况见表 4-6。 
表4-6  事故应急池现场情况 

类型 现场照片 重点关注 日常运行管理 

事故应急池 

 
 
 
 
 
 
 
 
 
 
 
 

1、防滴漏设施正

常 
2、渗漏、流失的

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 
并定期清理 

1、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检查 
2、日常目视检查 
3、日常维护 

4、初期雨水池 

企业设置初期雨水池，用于收集初期雨水。现场排查情况见表 4-7。 
表4-7  初期雨水池现场情况 

类型 现场照片 重点关注 日常运行管理 

初期雨水池 

 

1、防滴漏设施正

常 
2、渗漏、流失的

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 
并定期清理 

1、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检查 
2、日常目视检查 
3、日常维护 

 

5、一车间污水池 

企业一车间北侧设置污水池，用于收集车间生产废水。现场排查情况见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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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污水池现场情况 
类型 现场照片 重点关注 日常运行管理 

污水池 

 

1、防滴漏设施正

常 
2、渗漏、流失的

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 
并定期清理 

1、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检查 
2、日常目视检查 
3、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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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隐患排查台账 

根据此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结合现行人员管理和生产监督管理情况，

初步判断人员管理和生产管理导致土壤污染可能性较低，日常隐患排查发现的问

题台账见表 4-6。 
表4-6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台账 

企业名称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1495] 
食品及饲

料添加剂

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时间 
2022年11

月 

序

号 

涉及

工业

活动 

重点场

所或者

重点设

施设备 

位置信

息 
现场照片 隐患点 

整改 
建议 

备注 

1 / / / / 无 无 / 

 
表4-7 土壤污染隐患整改台账 

企业名称 
南通盛泰食

品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1495] 食品及饲

料添加剂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所有隐患整改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 

序

号 

涉及

工业

活动 

重点场

所或者

重点设

施设备 

位置信

息 
隐患点 

实际整改

情况 
整改后现场

图片 
隐患整改

完成日期 
备注 

1 / / / 无 无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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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隐患排查结论 

通过土壤隐患排查，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地块内无重大隐患，得

出以下排查结论： 

（1）通过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分析，厂区内可能对污染造成污染的重点物

质主要为废活性炭、污泥等。 

（2）建设单位规范生产、运输、存储，地面做好防腐措施，加之人员日常

管理意识性高，周边土壤污染的可能性较低。 

（3）厂区内建设的危废仓库基本上符合相关规范，加强危废管理，造成土

壤污染的风险较低。 

5.2. 隐患整改方案或建议 

根据本次隐患排查未发现的问题，建议建立企业土壤地下水隐患排查制度并

定期实施，发现隐患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5.3. 对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建议 

根据本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为降低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企业应适

时对生产区、原料仓库、装卸区等开展特定的监管和检查： 

（1）提升泄漏防护等级，由熟悉各种生产设施运转和维护的人员进行日常

监管，监管人员须能够对泄漏情况采取正确应对措施，能对防护材料、污染扩散

和渗漏做出判断。 

（2）加强装置泄漏管理，根据物料危险性和泄漏量对泄漏进行分级管理、

记录统计。 

5.3.1. 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制度 

（一）人员管理 

1、建立以企业负责人为领导的巡视小组，加强生产监督管理，确保操作人

员遵守操作规程。执行巡检制度，应每班不少于 1 次对厂区内部各生产情况进行

巡视，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整改，并做好巡视记录。 

2、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加强隐患排查，应每月对各生产的设备及产品进行

二次详细的检查，尤其是储罐、传输管等，如发现有泄露，及时消除隐患，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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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检查记录。 

3、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方针，

切实把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4、严格工艺纪律与劳动纪律，禁止疲劳上岗工作或超负荷工作，严格执行

工艺安全操作规程和工艺指标。尤其是在运输转移时防止出现跑冒滴漏的情况，

减少环保事故隐患。 

5、加强对劳动保护用品使用的监督管理，督促职工正确佩戴劳动保护用品，

并保证其性能处于良好状态，使其达到保障安全的目的。 

6、对己制订的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检修规程及安全管理制度应参照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有关设计规范、安全监察规程及安全技术规程进行补充完善，增加

其权威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物品运输过程中的风险管控 

1、每天对厂区内外进行安全检查，检查易燃物是否清理。 

2、在液体的运输中严格操作，防止泄漏、渗漏。 

5.3.2. 建立健全隐患排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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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建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档案 

企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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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隐患分级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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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排查整改档案应至少留存十年，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抽查。隐患排查的频率

和方式如下： 

（1）企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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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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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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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排查：以厂区为单位开展全面排查，一年应不少于一次。 

专项排查：在特定时间或对特定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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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应不少于一次。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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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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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附件 1 平面布置图 

 

N

 0    15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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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清单 

1、废气 

对照《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本项目不涉及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 

2、废水 

对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本项目不涉及有毒有害水污染

物。 

3、对照《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

二批）》，本项目不涉及优先控制化学品。 

4、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本项目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为：废活性炭、污泥等。 

5、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我司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我司经过土壤检测，未发现污染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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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 

企业名称 南通盛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1495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填写日期 2022.11.2 填报人员 韦宇 联系方式 15896290139 

序号 

单元内需

要监测的

重点场所

/设施/设
备名称 

功能（即

该重点场

所/设施/
设备涉及

的生产活

动） 

涉及

有毒

有害

物质

清单 

关注污染

物 
设施坐标（中心点坐

标） 
是否为隐蔽

性设施 
单元

类别 
面积 m2 该单元对应的监测点位编号 

单元

A 

污水站 污水处理 - 

动植物油 

120.783605° 

32.459546° 
是 

一类

单元 
4248 

土壤 

T1 

E120°47′1.87″  

N32°27′33.89″ 

深层土壤 

危化品仓

库 
原料暂存 - 

120.783058° 

32.459569° 
否 T3 

E 120°46′58.87″ 

N 32°27′34.28″ 

表层土壤 

危废仓库 危废暂存 

废活

性炭、

污泥

等 

120.7832408° 

32.459592° 
否 

应急池 
事故废水

暂存 
- 120.783728°32.459139° 否 

T5 

E 120°47′1.31″  

N 32°27′33.39″ 

表层土壤 

初期雨水

池 
初期雨水

暂存 
- 

120.783829° 

32.459193° 
否 

地下

水 
D1 

E：120°47′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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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27′33.89″ 

单元

B 

一车间、

二车间 
生产 - 

120.782945° 

32.458818° 
否 

一类

单元 
4087 

土壤 

T2 

E120°46′59.21″  

 N 32°27′32.87″ 

深层土壤 

一车间北

侧污水池 
废水暂存 - 

120.782953° 

32.459044° 
是 

土壤 

T6 

E120°47′13.30″  

N32°27′24.14″ 

表层土壤 

地下

水 

D2 
E120°46′59.51″ 

N32°27′30.04″ 
/ 

单元

C 

原料仓库 原料暂存 - 
120.781746° 

32.458600° 
否 

二类

单元 
5212 

土壤 

T4 

E120°46′54.66″  

N32°27′31.04″ 

表层土壤 

成品仓库 成品暂存 - 
120.782178° 

32.458408° 
否 

地下

水 

D3 
E120°46′54.66″ 

N32°27′31.04″ 
/ 

/ 对照点 对照 - - - - - 
地下

水 

D4 
E120°46′54.57″ 

N32°27′3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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