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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亨威达健身器材厂（西厂区）健身器材项目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1、界定依据 

南通市亨威达健身器材厂（西厂区）已于 2016 年 1 月取得了《如

东县环境保护局环保清理排查建设项目确认登记表》，确认登记产能

为年产 4800 吨健身器材。 

因实际生产需要，亨威达公司涉及以下变动：①对现有的喷漆线

进行升级改造，并新增喷塑工位用于喷塑，变动前后总生产能力不发

生变化；②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用于处理喷漆废气和喷漆、喷漆

烘干废气；③厂区平面布置发生变化；④排气筒合并方式发生变化，

打磨废气与热风炉燃烧废气合并排放，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和喷

塑烘干废气合并排放，浸塑废气、注塑废气合并方式不变，喷塑废气

单独排放。⑤新增喷涂车间废气排气筒，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

喷塑烘干废气合并活性炭吸附装置经 15 米高排气筒（DA004）排放。 

本项目已取得《如东县环境保护局环保清理排查建设项目确认登

记表》，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

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 号），判定本项目变动为验收后

变动。 

项目变动内容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文件进行对照分析，本项目属于“二十一、文教、工美、体育

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40、体育用品制造 244”。同时本项目变动涉

及增加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属于“四十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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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脱硫、脱硝、除尘、VOCs 治理等大气污染治理工程”，环评类

别判定见下表。 

表 1 环评类别判定表 

项目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登记表 

40 

文教办公用品

制造 241；乐器

制造 242；体育

用品制造 244；

玩具制造 245；

游艺器材及娱

乐用品制造

246* 

有电镀工艺的；

年用溶剂型涂料

（含稀释剂）10

吨及以上的 

有橡胶硫化工艺、塑料

注塑工艺的；年用溶剂

型涂料（含稀释剂）10

吨以下的，或年用非溶

剂型低 VOCs 含量涂料

10 吨及以上的；年用溶

剂型胶粘剂 10吨及以上

的，或年用溶剂型处理

剂 3 吨及以上的 

/ 

100 

脱硫、脱硝、除

尘、VOCs 治理

等大气污染治

理工程 

/ / 全部 

根据上表可知，喷塑工序使用的塑粉为非溶剂型涂料，年用量为

9 吨，不属于“年用非溶剂型低 VOCs 含量涂料 10 吨及以上的”类

别，本项目新增喷塑工序不属于需编制报告书和报告表的类别。本项

目涉及的设备变动、厂区平面布置变动、排气筒合并方式变化均不属

于需编制报告书和报告表类别，本项目变动不纳入环评管理。本项目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属于登记表类别，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

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 号）

文件，增加废气处理设施已填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第十五条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3 种

情形，具体内容见下表。 

表 2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1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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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

排放去向发生变化 

3 
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

浓度增加。 

本项目新增一根排气筒，属于需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情形，本项

目编制建设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并进行重新申领排污许可

证工作。 

2、变动情况 

2.1 环保手续办理情况 

南通市亨威达健身器材厂（西厂区）位于如东县岔河镇古坝街南

首，成立于 1999 年 5 月，经营范围为健身器材、健身器械生产销售

等。亨威达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取得了《如东县环境保护局环保清

理排查建设项目确认登记表》，确认登记产能为年产 4800 吨健身器

材 

2020 年 4 月，南通市亨威达健身器材厂（西厂区）取得了排污

许可证（编号：91320623703750430X002Q）。 

     2.2 变动内容 

     2.2.1 主要变动内容及原因 

因实际生产需要，亨威达公司进行以下变动：①设备变动：因厂

区内喷漆生产线比较老旧，为满足安全防爆要求，公司对喷漆生产线

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增加喷塑工位用于喷塑，喷漆健身器材产量减少，

喷塑健身器材产量增加，总生产能力不变；②废气处理设施变化：喷

漆废气和喷漆废气原合并浸塑、注塑废气经光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

理，变动后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用于处理喷漆废气和喷漆、喷漆



4 
 

烘干废气、喷塑烘干废气，喷漆废气和喷漆、喷塑烘干废气经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③厂区平面布置变化：因生

产布局调整，厂区平面布置发生变化，由北到南依次分布为成品仓库、

打磨车间和毛坯仓库、修补车间和浸塑车间、抛丸车间和注塑车间、

喷涂车间；④排气筒合并方式变化：因安全要求，喷塑废气单独排放，

打磨废气与热风炉燃烧废气合并排放。浸塑废气和注塑废气排放方式

不变，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与浸塑废气、注塑废气分开排放。喷

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喷塑烘干废气合并经 1 根排气筒排放，浸塑

废气、注塑废气合并经 1 根排气筒排放；⑤排气筒数量增加：因生产

布局调整，新增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和喷塑烘干废气排气筒，新

增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DA004），变动前后生产能力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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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项目变动内容情况一览表 

项目组成 变动前主要内容及规模 变动后主要内容及规模 变化情况 

规模 

年产 4800 吨健身器材（其中浸塑健身器材 900 吨/

年、喷漆健身器材 3500 吨/年、注塑健身器材 400

吨/年） 

年产 4800 吨健身器材（其中浸塑健身器材

900 吨/年、喷漆健身器材 1500 吨/年、喷塑

健身器材 2000 吨/年、注塑健身器材 400 吨/

年） 

增加喷塑健身器材，健身

器材总生产能力不发生变

化 

生产设备 喷涂线 喷漆生产线 1 条，含 5 个工位，1 个烘道 
喷涂生产线 1 条，含 1 个喷漆工位、1 个喷

塑工位，1 个烘道（喷漆和喷塑共用） 

对现有的喷漆线进行升级

改造，新增喷塑工位，总

生产能力不发生变化 

厂区平面布置 
由北到南依次分布为：喷漆车间和仓库、喷塑车间、

注塑车间和仓库、打磨车间、打磨区、铸造车间 

由南到北依次分布为：成品仓库、打磨车间

和毛坯仓库、修补车间和浸塑车间、抛丸车

间和注塑车间、喷涂车间 

生产布局调整 

环境保护措施 

热风炉燃烧废气：布袋除尘+15m 高排气筒

（DA001） 

热风炉燃烧废气、打磨废气分别经各自的布

袋除尘装置处理后合并经 15m 高排气筒

（DA001） 
废气合并方式变化，废气

处理设施不变，新增喷塑

废气 
打磨废气：布袋除尘+15m 高排气筒（DA002） / 

/ 
喷塑废气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排

气筒（DA002） 

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浸塑废气、注塑废气：

光氧+活性炭吸附+15m 高排气筒（DA003） 

浸塑废气、注塑废气合并经光氧+活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DA003） 

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

用于处理喷漆废气、喷漆

烘干废气、喷塑烘干废气；

废气合并方式变化，新增
/ 

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喷塑烘干废气合

并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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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04） 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

（DA004） 

表 4 项目变动前后情况表 

项目组成 变动前主要内容及规模 变动后主要内容及规模 变化情况 

项目性质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健身器材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健身器材 项目性质未发生变化 

规模 

年产 4800 吨健身器材（其中浸塑健身器材 900 吨/

年、喷漆健身器材 3500 吨/年、注塑健身器材 400 吨

/年） 

年产 4800 吨健身器材（其中浸塑健身器材

900 吨/年、喷漆健身器材 1500 吨/年、喷塑

健身器材 2000 吨/年、注塑健身器材 400

吨/年） 

增加喷塑健身器材，健身

器材总生产能力不发生变

化 

生产工

艺 

脱模清砂工序 抛丸机 1 台，砂轮机 1 台 抛丸机 1 台，砂轮机 1 台 未发生变化 

打磨工序 打磨机 12 台 打磨机 12 台 未发生变化 

注塑工序 注塑机 3 台 注塑机 3 台 未发生变化 

浸塑工序 浸塑生产线 1 条 浸塑生产线 1 条 未发生变化 

喷涂生产线 喷漆生产线 1 条，含 5 个工位，1 个烘道 
喷涂生产线 1 条，含 1 个喷漆工位、1 个喷

塑工位，1 个烘道（喷漆和喷塑共用） 

新增喷塑工序，总生产能

力不发生变化 

烘干工序 2 台生物质热风炉 2 台生物质热风炉 未发生变化 

厂区平面布置 
由北到南依次分布为：喷漆车间和仓库、喷塑车间、

注塑车间和仓库、打磨车间、打磨区、铸造车间 

由南到北依次分布为：成品仓库、打磨车

间和毛坯仓库、修补车间和浸塑车间、抛

丸车间和注塑车间、喷涂车间 

生产布局调整 

环境保护措施 热风炉燃烧废气：布袋除尘+15m 高排气筒（DA001） 

热风炉燃烧废气、打磨废气分别经各自的

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合并经 15m 高排气筒

（DA001） 

废气合并方式变化，废气

处理设施不变，新增喷塑

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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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废气：布袋除尘+15m 高排气筒（DA002） / 

/ 
喷塑废气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

排气筒（DA002） 

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浸塑废气、注塑废气：光

氧+活性炭吸附+15m 高排气筒（DA003） 

浸塑废气、注塑废气合并经光氧+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DA003） 

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

用于处理喷漆废气、喷漆

烘干废气、喷塑烘干废气；

废气合并方式变化，新增

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

（DA004） 

/ 

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喷塑烘干废气

合并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排

气筒（DA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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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建设项目调整情况 

2.2.2.1 项目性质、建设地点未变更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岔河镇古坝街南首，建设

地点未发生变化。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健身器材，该项目现阶段主要产品为健身器材，

产品性质未发生变化。 

2.2.2.2 建设规模及产品方案未变更 

    本项目的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发生变化，变动后喷漆健身器材产

量减少，喷塑健身器材产量增加，产能仍为年产 4800 吨健身器材（其

中浸塑健身器材 900 吨/年、喷漆健身器材 1500 吨/年、喷塑健身器材

2000 吨/年、注塑健身器材 400 吨/年）。 

2.2.2.3 生产工艺发生变化 

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发生变化，新增喷塑工艺，生产工艺流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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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铁 

熔融 

浇铸 

脱模清砂 

机加工 

打磨 

钻孔 

G3：烟尘 

N3：噪声 

G1：烟尘 

S1：废炉渣 

N1：噪声 

型砂、红煤粉、 

陶土、自来水 

成品 

   合格砂 

S2：废砂 

G4：粉尘 

N4：噪声 

 

混砂造型 

G5：粉尘 

S3：边角料 

N5：噪声 

G2：粉尘 

N2：噪声 

刮腻子 

喷漆 

注塑 浸塑 腻子 

喷塑 

塑粉 

油漆、稀释剂、

固化剂 

TPU 塑液 

烘干 

烘干 烘干 

循环水冷却 

G6：粉尘 

N6：噪声 

G9：非甲烷总烃 

N9：噪声 

G10：VOCS 

N10：噪声 

检验包装 

G7：二甲苯、 VOCS 

N7：噪声 

G8：粉尘、非甲烷总烃 

N8：噪声 

变动工序 

在东厂区进行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2.2.2.4 生产设备发生变化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均未变化，仅对现有的喷漆线进行改造，新

增喷塑工位，设备数量不发生变化。 

2.2.2.5 原辅材料用量发生变化 

本项目原辅材料用量发生变化。油漆用量减少，塑粉用量增加。

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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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项目原辅材料变化情况表 

序号 种类 变更前消耗情况 变更后消耗情况 变化情况 

1 铸件 4800t/a 4800t/a 不变 

2 油漆 21t/a 9t/a 减少 12t/a 

3 稀释剂 9t/a 4t/a 减少 5t/a 

4 固化剂 1.6t/a 0.7t/a 减少 0.9t/a 

5 浸塑液 90t/a 90t/a 不变 

6 塑粉 0 9t/a 增加 9t/a 

7 TPU 塑料粒子 40t/a 40t/a 不变 

2.2.2.6 总平面布置发生变化 

因生产布局调整，本项目总平面布置发生变化。由北到南依次分

布为成品仓库、打磨车间和毛坯仓库、修补车间和浸塑车间、抛丸车

间和注塑车间、喷涂车间。变动前后厂区平面布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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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前厂区平面布置： 

  

喷漆车间 仓库 

注塑车间 浸塑车间 

打磨车间 

打磨区 

铸造车间 

办公楼 

门卫 

食堂 

入口 

DA001 

DA002 

图例： 

     废气处理装置及排气筒 

      雨水管道 

      雨水排口 

     危废仓库 

 

中频炉 

DA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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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后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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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雨水管网 

        

雨水排口 

 

闸阀 

 

废气处理装置及排气筒 

 

危废仓库 

办公楼 

门卫 

注塑车间 

浸塑车间 

成品仓库 

毛坯仓库 

喷涂车间 

应急池 

化 学 品

仓库 

浸塑液桶

中转仓 
抛丸 

车间 

DA004 

DA001 

DA002 

DA003 

打磨车间 

修补车间 

喷 漆

车间 



13 
 

    本项目建议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为：以喷漆车间为边界设置 100

米的卫生防护距离，以注塑车间、浸塑车间、喷塑车间、打磨车间为

边界设置 50 米的卫生防护距离。变动前后卫生防护距离图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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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前周边 500 米环境及卫生防护距离图： 

 

① 

② 

③ 

S 
3 

3 
5 

九 

洋 

河 农田 

农田 

南通在水一方

大酒店 

图例： 

项目厂界 

项目厂界周围 500 米 

喷漆车间 

注塑车间 

浸塑车间 

喷塑车间 

打磨车间 

兴北村居民散户 

如东汇润源纺织有限公司 

南通赋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华美电器有限公司 

卫生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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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后周边 500 米环境及卫生防护距离图： 

 

① 

② 

③ 

S 
3 

3 
5 

九 

洋 

河 农田 

农田 

南通在水一方

大酒店 

图例： 

项目厂界 

项目厂界周围 500 米 

喷漆车间 

注塑车间 

浸塑车间 

喷塑车间 

打磨车间 

兴北村居民散户 

如东汇润源纺织有限公司 

南通赋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华美电器有限公司 

卫生防护距离 

 

 

 

① 

② 

③ 

北 侧 小 河 

南 侧 小 河 

0    50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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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变动前后卫生防护距离图可知，总平面布置变化未导致新

增敏感点。 

2.2.2.7 废气处理设施发生变化，排气筒合并发生变化 

本项目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用于处理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

气、喷塑烘干废气。因本项目生产布局调整，排气筒的合并方式发生

变化，并新增一根废气排气筒。 

变动前各股废气收集、处理、排放情况如下： 

 

5-8#排气筒 

9-11#排气筒 

2#排气筒 

管道收集 
喷漆线热风炉燃烧

废气 G1 

集气罩收集 
打磨废气 

G5 

管道收集 
喷漆线烘干废气 

G6 

布袋除尘 1#排气筒 

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 

布袋除尘 

浸塑及烘干废气 

G8 

注塑废气 

G9 

集气罩收集 

集气罩收集 

3#排气筒 

喷漆废气 

G6 

喷房侧吸风收

集 

 

图 2  变动前各股废气收集、处理、排放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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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后各股废气收集、处理、排放情况如下： 

 

5-8#排气筒 

9-11#排气筒 

DA002 排气筒 

管道收集 
喷涂线热风炉燃烧

废气 G1、G2 

集气罩收集 
打磨废气 

G5 

管道收集 
喷塑粉尘 

G4 

DA001 排气筒 

布袋除尘 

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 

滤筒除尘+布

袋除尘 

布袋除尘 

浸塑及烘干废气 

G8 

注塑废气 

G9 

集气罩收集 

集气罩收集 

DA003 排气筒 

管道收集 
喷漆线烘干废气 

G6 

喷塑烘干废气 

G7 

集气罩收集 

喷漆废气 

G6 

喷房侧吸风收

集 

活性炭吸附 DA004 排气筒 

图 3  变动后各股废气收集、处理、排放路线示意图 

2.2.2.7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变化说明 

（1）本项目变动前产污情况分析 

①喷漆废气 

项目在喷漆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以 VOCs 计，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油漆

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可知，油漆的成分为，二甲苯取 20%，丁酯取 10%，本项目

聚氨酯树脂涂料用量为 21t/a，则聚氨酯树脂涂料中含固率为 70%（含固 14.7t），

含挥发份 30%（含挥发物 6.3t）。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稀释剂安全技术说明书可知，稀释剂的成分为二甲苯

40-50%、丁醇 5-10%、丁酯 10-20、乙酯 10-20%，根据理化性质可知，稀释剂全

部挥发，以 VOCs 计。项目稀释剂用量为 9t/a，则稀释剂的挥发分含量为 9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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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固化剂安全技术说明书可知，固化剂的成分为聚氨酯

树脂 50%、溶剂 50%，本项目固化剂的用量为 1.6t/a，则固化剂中含固率为 50%

（含固 0.8t），含挥发份 50%（含挥发物 0.8t），以 VOCs 计，则固化剂挥发分

含量为 0.8t/a。则计算聚氨酯涂料、稀释剂与固化剂 VOCs 的总含量为 16.1t/a。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经验数据，喷漆时的漆料附着率约为 70%，根据物料

平衡计算，漆雾产生量为油漆和固化剂中固份含量的 30%，因此漆雾产生量为

4.65t/a。喷漆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占油漆、稀释剂、固化剂 VOCs 含量的 80%，

则喷漆工序 VOCs 产生量为 12.88t/a。 

喷漆烘干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占油漆、稀释剂、固化剂 VOCs 含量的 20%，

则喷漆烘干工序 VOCs 产生量为 3.22t/a。 

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采用相对密闭空间收集（收集效率 95%），有组

织漆雾产生量为 4.418t/a，有组织 VOCs 产生量为 15.295t/a，采用光催化+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效率 90%）处理后经 15 米高 3#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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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气污染物产生与排放情况表（变动前） 

所在车间 
产污环

节 

污染物

名称 

产生状况 排气筒

编号及

排气量

m3/h 

治理 

措施 

处理 

效率 

排放状况 执行标准 排放源参数 

排放 

时间 

排放 

方式 

浓度 

mg/m

3 

速率 

kg/h 

产生量 

t/a 

浓度 

mg/

m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浓度 

mg/m3 

速

率

kg/h 

高度

m 

直径

m 

温度 

℃ 

喷漆车间 

喷漆工

序、喷漆

烘干工

序 

颗粒物 
122.7

2 
1.473 4.418 

2# 

12000m3

/h 

干式

过滤

+光

氧+

活性

炭吸

附 

90% 12.27 0.147 0.4418 18 0.51 

15 0.4 常温 
3000

h 

间歇

排放 
VOCs 

424.8

6 
5.098 15.295 90% 42.49 0.51 1.5295 6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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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项目变动后产污情况分析 

①喷漆废气 

项目在喷漆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以 VOCs 计，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油漆

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可知，油漆的成分为聚氨酯树脂 30-40%、颜填料 30-40%、溶

剂油 5-10%、二甲苯 10-20%、丁酯 5-10%，二甲苯取 20%，丁酯取 10%，本项

目聚氨酯树脂涂料用量为 9t/a，则聚氨酯树脂涂料中含固率为 70%（含固 6.3t），

含挥发份 30%（含挥发物 2.7t）。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稀释剂安全技术说明书可知，稀释剂的成分为二甲苯

40-50%、丁醇 5-10%、丁酯 10-20、乙酯 10-20%，根据理化性质可知，稀释剂全

部挥发，以 VOCs 计。项目稀释剂用量为 4t/a，则稀释剂的挥发分含量为 4t/a。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固化剂安全技术说明书可知，固化剂的成分为聚氨酯

树脂 50%、溶剂 50%，本项目固化剂的用量为 0.7t/a，则固化剂中含固率为 50%

（含固 0.8t），含挥发份 50%（含挥发物 0.8t），以 VOCs 计，则固化剂挥发分

含量为 0.35t/a。 

计算聚氨酯涂料、稀释剂与固化剂 VOCs 的总含量为 7.05t/a。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经验数据，喷漆时的漆料附着率约为 70%，根据物料

平衡计算，漆雾产生量为油漆和固化剂中固份含量的 30%，因此漆雾产生量为

1.995t/a。喷漆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占油漆、稀释剂、固化剂 VOCs 含量的 80%，

则喷漆工序 VOCs 产生量为 5.64t/a。 

喷漆烘干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占油漆、稀释剂、固化剂 VOCs 含量的 20%，

则喷漆烘干工序 VOCs 产生量为 1.41t/a。 

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采用相对密闭空间收集（收集效率 95%），有组

织漆雾产生量为 1.895t/a，有组织 VOCs 产生量为 6.698t/a，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

（处理效率 80%）处理后经 15 米高 4#排气筒排放。 

②喷塑粉尘 G9 

参照《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33 金属制品业 14

涂装核算环节”可知，喷塑过程颗粒物的产生系数为 300 千克/吨-原料，本项目喷

塑过程中塑粉使用量为 9t/a，计算喷塑过程颗粒物的产生量为 2.7t/a。喷塑在半

密闭式工位中进行，喷塑废气经半密闭式空间收集（收集效率 95%），采用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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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布袋除尘装置处理（除尘效率 98%）后，经 15 米高排气筒 2#排放。 

⑥烘干废气 G10 

参照《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33 金属制品业 14

涂装核算环节”可知，喷塑后烘干有机废气的产污系数为 1.2 千克/吨-原料。本项

目喷塑过程中塑粉使用量 9t/a，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数据，约有 70%塑粉附着在

铸件表面在粉末固化炉进行固化操作，则在粉末固化炉中进行固化操作的产品中

含塑粉 6.3t/a。因此产品在粉末固化炉产生的固化废气量约为 0.008t/a，以非甲烷

总烃计，该过程在相对密闭的烘道内进行，产生的固化废气收集（收集效率 95%）

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效率 80%），尾气通过 15 米高 4#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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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大气污染物产生与排放情况表（变动后） 

所在车间 
产污环

节 

污染物

名称 

产生状况 排气筒

编号及

排气量

m3/h 

治理 

措施 

处理 

效率 

排放状况 执行标准 排放源参数 

排放 

时间 

排放 

方式 

浓度 

mg/m

3 

速率 

kg/h 

产生量 

t/a 

浓度 

mg/

m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浓度 

mg/m3 

速

率

kg/h 

高度

m 

直径

m 

温度 

℃ 

喷漆车间 
喷漆工

序 

颗粒物 78.96 0.632 1.895 

4# 

8000m3/

h 

干式

过滤

+活

性炭

吸附 

90% 7.9 0.063 0.1895 15 0.51 / / / / / 

VOCs 279.08 2.233 6.698 80% 55.82 0.447 1.3396 60 3 / / / / / 

喷塑车间 
喷塑烘

干 

非甲烷

总烃 
0.29 0.002 0.007 

4# 

8000m3/

h 

干式

过滤

+活

性炭

吸附 

80% 0.06 
0.000

1 
0.0014 60 3 / / / / / 

喷漆废气、喷漆烘干

废气、喷塑烘干废气

合并排放 

颗粒物 78.96 0.632 1.895 4# 

8000m3/

h 

/ 90% 7.9 0.063 0.1895 15 0.51 

15 0.4 常温 
3000

h 

间歇

排放 
非甲烷

总烃 
279.38 2.235 6.705 / 80% 55.88 0.447 1.341 60 3 

喷塑车间 
喷塑工

序 
颗粒物 90 0.9 2.7 

2# 

10000m3

/h 

布袋

除尘 
98% 1.8 0.018 0.054 20 1.0 15 0.4 常温 

3000

h 

间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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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项目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量对比表 

种类 污染物名称 
变动前污染物

排放量（t/a） 

变动后污染物

排放量（t/a） 

排放增减量 

（t/a） 

废气 
有组

织 

颗粒物 0.4418 0.2435 -0.1983 

非甲烷总烃 1.5295 1.341 -0.1885 

本项目变动前后排气筒各污染因子均能够达标排放，变动未导致

新增污染因子，未导致新增污染物。 

2.2.2.8 综上所述，本项目主要变动内容有： 

（1）设备发生变化：因厂区内喷漆生产线比较老旧，为满足安

全防爆要求，公司对喷漆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增加喷塑工位用

于喷塑，喷漆健身器材产量减少，喷塑健身器材产量增加，总生产能

力不变，未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未新增污染物排放量。 

（2）废气处理设施变化：喷漆废气和喷漆废气原合并浸塑、注

塑废气经光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变动后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

置用于处理喷漆废气和喷漆、喷塑烘干废气，喷漆废气和喷漆、喷塑

烘干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未导致新

增污染因子，未新增污染物排放量。 

（3）厂区平面布置发生变化：因生产布局调整，厂区平面布置

发生变化，由北到南依次分布为成品仓库、打磨车间和毛坯仓库、修

补车间和浸塑车间、抛丸车间和注塑车间、喷涂车间，厂区平面布置

变化未导致新增敏感点。 

（4）排气筒合并情况变动：因安全要求，喷塑废气单独排放，

打磨废气与热风炉燃烧废气合并排放。浸塑废气和注塑废气排放方式

不变，喷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与浸塑废气、注塑废气分开排放。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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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废气、喷漆烘干废气、喷塑烘干废气合并经 1 根排气筒排放，浸塑

废气、注塑废气合并经 1 根排气筒排放。 

（5）排气筒数量增加：因生产布局调整，新增喷漆废气、喷漆

和喷塑烘干废气排气筒，新增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DA004），变动前

后生产能力不发生变化。 

3、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经上述分析，本项目设备变动、废气处理设施变化、厂区平面布

置变化、排气筒合并方式变化均未导致污染物种类增加，未导致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本项目各排气筒各污染因子经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均

能达标排放。 

本项目变动后风险物质种类不发生变化，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仍

然有效。 

4、结论 

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情形，

本项目属于需要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情形。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

122 号要求，本项目需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