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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规范 涤纶》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规范纺织及化纤制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满足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

环境管理的要求，促进纺织及化纤制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发展，环境保护部

于 2009 年下达《关于开展 2009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的通知》（环办函

〔2009〕221 号）标准编制计划，由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纺织及化纤制造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编制任务，项目统一编号为 1225。

1.2 工作过程

1.2.1 工作启动

任务下达后，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迅速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明确了成员分工。根据工

作计划进度安排，标准编制组认真进行了国内外有关文献及技术资料的收集，走访调研了一

批有代表性的涤纶制造企业，并向纺织及化纤行业技术专家进行了咨询。在前期大量工作的

基础上，编制组确定了本标准编制的原则、技术路线和要求，完成了标准的开题报告和标准

文本初稿。

1.2.2 开题论证会

2010 年 7 月 9 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开题论证会。论

证委员会由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东华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纺织环保中心、中国

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有关专家组成。论证

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单位所作的开题论证报告和标准初稿内容介绍，经论证质询，认为开

题报告和标准初稿材料齐全，结构合理，内容较为详实、完整；前期调研充分，为开题报告

及标准的编制奠定了基础；开题报告主要内容及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合理，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较强，能达到预期目标；该技术规范考虑了与其他相关标准的衔接。论证委员会提出如下

修改意见和建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规范 纺织化纤》拆分为《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规范 涤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规范 纺

织染整》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规范 粘胶纤维》3个标准较为合理；在

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进一步规范、精练标准用语。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涤纶是世界产量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合成纤维品种，大量用于衣料、床上用品、针织用

品、各种装饰布料、国防军工特殊织物等纺织品以及其他工业用纤维制品，如过滤材料、绝

缘材料、轮胎帘子线、传送带等。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国内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

高，国内地区涤纶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中国涤纶系列产品产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涤纶纤

维产能的迅速增长，使得中国正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涤纶类产品的重要加工基地。涤纶工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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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行业的原料工业及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纺织、印染、服装、机械制造、流通等第一、

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产业，在繁荣市场、扩大出口、吸纳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城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基础产业之一。我国化纤工业发展在国际

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涤纶作为化纤行业的龙头企业，截止到 2010 年 6 月，我国大陆涤

纶工业丝的产能已经达到 106.51 万吨，约占世界涤纶工业丝总产能的 50%。

涤纶制造工业在我国是大型、重点工业污染源之一，其排放的污染物种类繁多、成分复

杂，部分污染物还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且排放总量较大，对环境、生态的影响持续期

长。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一大批新建、技改、改建、扩建涤纶工程项目，特别是

一批大型涤纶工程建设项目呈增长之势，目前国内拟建、在建涤纶工业丝产能为 56 万吨，

其中江苏恒力集团为 30 万吨，浙江古纤道为 10 万吨，浙江海利得和浙江尤夫均为 5万吨，

无锡太极为 6万吨。因此涤纶加工工业必将成为今后环保执法监管的一个重点，做好涤纶工

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指导涤纶项目验收监测的主要标准及规范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3 号）和《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聚酯生产原料主要有精对苯二甲酸（PTA）、乙二醇（EG）

以及少量的消光剂等其它物质，涤纶生产以聚酯切片或聚酯熔体为原料，生产过程中热媒供

热（以天然气、燃料油或煤为燃料）和电耗占到聚酯、涤纶综合能耗的 90%左右，主要环境

问题是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水污染物包括酯化汽提废水、缩聚真空喷射水、热媒真空喷射水、

地面冲洗水、化验废水、乙二醇/三甘醇回收水、锅炉排放水、油剂系统清洗水等，大气污

染物包括汽提废气、聚酯工艺尾气、熔融拉丝受热挥发废气、牵伸变形挥发油气、组件清洗

废气等。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各监测单位编制的验收监测方案和报告书的质量并不平

衡，其间的差距仍较明显；尤其是在工程污染源分析、污染因子分析、污染防治措施的配套

性、清洁生产分析评价、事故环境风险措施有效性分析等重点内容上质量差异尤为明显，甚

至发生监测内容遗漏的情况，使验收监测报告书存在内容深浅不一、监测内容不够全面的现

象，故制定涤纶工业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就尤为重要。

随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工作日益深入，竣工验收技术工作日趋规范性，近

几年，环保部针对不同行业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污染控制措施、产污环节和特征污染因

子不同，污染物排放的情况不同，陆续组织编制并颁布了不同行业建设项目验收技术规范，

截止 2014 年 12 月，已正式颁布实施的验收监测技术规范有石油炼制、乙烯工程、造纸、汽

车制造、纺织染整等 16 个，在不久将来，将会形成一整套不同行业的验收技术规范，指导

我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全面推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在

污染防治，节能减排上的作用和成效。

2.2 现行环保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指导涤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的主要标准及规范有：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

《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涤纶）》（HJ/T429）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3 号）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

以上标准规范中除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0〕38 号文对所有类别的验收监测项目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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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因子、监测频次方面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相关标准及规范在指导涤纶建设项

目验收监测时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迫切需要编制涤纶制造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技术规范。

3 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3.1 标准编制的原则

3.1.1本标准力求与我国现行颁布的有关建设项目环保验收法律法规及标准相匹配，并与国

家目前相关环保方针政策相一致；

3.1.2 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为依据，

结合建设项目环保管理的要求，参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规范》具体

内容，突出本标准内容全面、满足各项评价指标的要求；

3.1.3 以现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相关技术文件为技术支撑，结合技术方法的更新，制

定科学、合理、可行的采样、分析、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技术要求；

3.1.4 本标准重点突出典型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分析，规定细化验收范围、确定验收标

准、监测布点、污染特征因子，其中一方面重点强调验收监测内容应能满足环境保护管理要

求；另一方面兼顾标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适用性，易于使用；

3.1.5 标准内容力求简明、具体，尽可能用图表形式表达。图表格式以附录形式起到示范作

用，便于监测单位对照执行和环保管理部门实施。

3.2 标准编制的依据

3.2.1 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1998）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2号，2008）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3 号，2001）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

《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实行公示的通知》（环办（2003）26 号）

《关于印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

的通知》（环发（2009）150 号）

3.2.2 相关的标准及规范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

《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涤纶）》（HJ/T429）



— 52 —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涤纶制造生产企业的新建、改建、扩（迁）建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工作。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的引用文件主要是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需参考或引用到的国家颁布的环境质量标

准、污染物控制标准、监测规范、方法标准以及国家和地方关于“三同时”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的法律、法规、条例。

4.3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引用《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涤纶）》（HJ/T429）、《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纺织染整》（HJ709）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年 38 号）中的相关定义。

4.3.1 聚酯

该定义出自《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涤纶）》（HJ/T429）。

4.3.2 涤纶

该定义出自《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涤纶）》（HJ/T429）。

4.3.3 涤纶制造

该定义根据本标准的行业特点重新做了定义。

4.3.4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该定义出自《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纺织染整》（HJ709）。

4.3.5 生产工况

该定义出自《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

38 号）。

4.4 验收技术工作程序

本标准分为准备阶段；编制验收监测方案阶段；实施验收监测方案阶段；编制验收监测

报告阶段等 4部分主要技术内容。

4.5 验收准备阶段的技术要求

4.5.1 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基础资料的收集、分析

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四大类：1)报告资料：申请验收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

计(环保篇)或环境保护治理设施设计资料、环境影响评价文件。2)文件资料：建设项目立项、

初步设计批复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试生产申请批复、重大变更批复。3)图件资料：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厂区总平面布置图(应标注有主要污染源位置和厂区周边环境情况、

排水管网等)、物料及水平衡图、生产工艺流程及污染产生示意图、污染处理工艺流程图等。

4)环境管理资料：建设单位环境保护执行报告、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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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事故应急预案、日常监测计划等。

资料收集分析的目的在于对建设项目的相关手续、建设内容、重点污染源、可能存在的

安全隐患有全面客观的了解，为下面的验收监测工作做好铺垫。

4.5.2 现场勘查

现场勘查是验收监测准备阶段中最为重要的环节。通过现场勘查，对照各项环保要求，

可以知道该项目是否符合环保验收条件。现场勘查时需详细了解生产工艺、生产工序、各主

要污染工序。从工艺流程入手，结合报告资料，按不同工艺类型对污染物的产生、去向及其

处理方式进行勘查，用以确定需监测的污染因子和监测点位，主要按水、气、声、渣分析污

染因子的排放情况和治理设施的处理效果。同时，调查建设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情况，以

确定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核查建设单位在环保管理上制定的相关制度，避免存在隐患。本标

准在现场勘查部分列出了聚酯和涤纶生产制造过程的主要污染工序。

生产工艺、生产工序、各主要污染工序是本标准区别于其它验收监测规范的部分。除按

工艺流程进行现场勘查，标准还详细列出了按污染要素现场勘查的内容，并将环境风险、工

程变更均作为单独内容进行调查，反映出验收技术中新关注的内容。为配合现场勘查需要，

标准中用表格形式列出了涤纶制造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现场勘查一览表。

4.5.2.1 聚酯生产线

聚酯生产为 5釜流程，包括第一酯化釜、第二酯化釜、预缩聚釜、缩聚釜、终缩聚釜。

是由对苯二甲酸（PTA）和乙二醇（EG）酯化，然后以三价锑为催化剂，在高温和真空条件

下缩聚得到的。

聚酯生产废水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从聚酯工艺塔塔顶连续排放的酯化反应产生的废

水，主要污染物是乙二醇、醋酸和乙醛；另一部分是工艺尾气淋洗塔的淋洗废水；还有一部

分是间歇排放的清洗设备和地面的废水，这部分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除乙二醇外，还夹带微

量聚合物颗粒。

聚酯生产产生的工艺尾气来自于多个工段或单元，最后均集中排到尾气洗涤塔，经水洗

后送到热媒炉焚烧，另外工艺塔冷凝产生的废水进入气提塔，气提后的废气也送到热媒炉焚

烧。

聚酯生产产生的固废主要有聚合釜聚酯废块及低聚物、二氧化钛粉、切片粉末、乙二醇、

三甘醇，其中乙二醇属于危险废物。

4.5.2.2 涤纶生产线

涤纶生产线包括涤纶短纤维生产线和涤纶长丝生产线。

涤纶短纤维生产分为前纺工序和后处理工序。废水主要是间歇排放的清洗设备和地面的

废水，这部分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除乙二醇外，还夹带微量聚合物颗粒；废气主要是在前纺

工序的纺丝箱体产生有机废气，浸油槽、上油机及热定型机会有少量油剂挥发。

涤纶长丝生产线主要有聚酯溶解、纺丝、油轮上油、切割等工序，现在又发展出高速纺

丝、拉伸变形、空气变形、拉伸整经（或上浆）、纺丝连续拉伸一步法和热管纺丝拉伸等各

种新工艺。废水主要是间歇排放的清洗设备和地面的废水，这部分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除乙

二醇外，还夹带微量聚合物颗粒，废气主要是在前纺工序的纺丝箱体产生有机废气，浸油槽、

上油机及热定型机会有少量油剂挥发。

4.6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

在资料收集分析和现场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依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0〕38

号文附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有关要求，并结合涤纶行

业特点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以下简称验收监测方案)，验收监测方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9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5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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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框架以附录 A形式体现。主要为：前言、验收依据、建设项目工程概况、环境影响评价结

论及其批复要求、污染物的排放与防治措施、验收评价标准、验收监测内容、监测期间工况

监督、验收监测内容、监测分析方法及质量保证、环境管理检查、公众意见调查等。实际应

用中根据项目情况取舍。

4.6.1 前言

简述验收项目的概况，“三同时”执行过程，并根据现场勘查过程确定验收的性质（分

期验收还是阶段性验收等）。在验收前言的重要位置明确是分期验收还是阶段性验收，能够

使环境管理部门轻易识别建设项目的验收性质。不致使不符合整体验收的建设项目蒙混过

关。

4.6.2 验收依据

列出方案正文中引用的和该验收项目有关的文件。

4.6.3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该部分要详述验收项目的建设情况，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生产工艺流程简介，水量

平衡。根据勘察情况，列出“项目建设情况一览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变更内容一

览表”，“主要工艺设备一览表”，“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一览表”。这些表格可全面反映

验收项目的建设情况，具体格式参照标准正文附录 C。在建设项目的平面布置图上标出验收

监测的点位，附录 A 中列出了各类监测点位的标识符。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参照附录 B

示例图。附录 B中列出了水量平衡示例图。

同时该部分还需摘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4.6.4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该部分要根据现场勘查情况详细分析污染源中污染物产生、治理、排放去向。形成污

染物产生及处理措施一览表。对环评批复中涉及敏感目标保护的，还需分析建设项目针对敏

感目标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4.6.5 验收评价标准

该部分按水、气、声、总量等标准分别列出，原则上采用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的环境保护标准及与污染防治设施相关的标准作为验收评价标准。对已修订新颁布的环境保

护标准，如新标准和原标准有时间衔接的，则用新颁布的环境保护标准作为评价标准；如新

标准和原标准没有时间衔接的，则仍用原标准作为评价标准。现阶段环境标准中暂时还没有

的因子，可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现状值、区域背景值和本底值作为参照。环境保护标准中没

有该因子但设计文件已对其作出规定的，按设计文件指标进行评价。

4.6.6 验收监测内容

4.6.6.1 验收技术方案中监测点位的确定

本标准明确将雨排口也作为验收监测的内容，雨排口仅在有流动水时采样。虽然雨排口

没有评价标准，但雨排口水质的情况可反映项目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是否彻底，是否有偷排

等。

废水排入集中的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项目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对污水处理厂的进出口进

行监测。这里主要针对涤纶制造建设项目的污水排放量占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较大处理比例

时，在验收中要监测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在接纳涤纶制造建设项目废水后是否能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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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2 验收技术方案中监测因子的确定

本标准中列出了目前涤纶制造行业验收监测中所涉及的污染因子。

4.6.6.3 验收技术方案中监测频次的确定

监测频次按环发〔2000〕38 号文件及相关标准中有关规定执行。环发〔2000〕38 号文

规定了验收监测的监测周期及各周期中监测频次，各排放（质量）标准规定了有效评价数据

（小时值、单次值）的数据监测统计方法，均非常详细。各监测因子的监测频次不在本标准

中一一列出。本标准提出了雨排口的监测频次，由于雨排口正常（晴天）应无水，如有流动

水需监测时，考虑到采样的难度，频次减半或酌情减少。

4.6.7 监测分析方法及质量保证

考虑到我国各地监测仪器配置的差异和实际监测中污染物高低浓度的选择及干扰排出，

分析方法中原计划将国家现行有效的标准分析方法均列出供参考，但标准管理部门认为我国

分析方法出台很快，这样会使标准的使用范围受限。所以改为“选择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分

析方法”。

涤纶制造行业验收监测除满足环境监测、污染源监测、验收监测中质量控制与质量保

证规定外，因行业特点必要时需聘请行业专家参加。这是本标准在开题论证时行业专家提出

的修改意见。这既能弥补环境监测人员行业经验的不足，同时也能增强涤纶制造行业验收监

测的质量控制。

4.7 实施验收技术方案

按验收技术方案进行现场监测、检查及调查。严格监控工况，现场监测时要同时记录生

产设备工况负荷情况。并对监测结果进行整理、分析，结果以表格形式列出。

在实施监测分析的同时，根据验收监测方案所列内容进行环境管理检查和公众调查。

在废气监测中要进行实测值的换算，如监测锅炉需将实测的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换算为

理论过量空气系数时的值，要注意等效排气筒的计算，即排放同一种污染物的近距离（记录

小于几何高度之和）排气筒按等效排气筒计算，以及根据各分析因子的检出限对监测数据进

行修约等。

4.8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有关要求，并结合涤纶

制造行业特点编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技术报告》。报告中除包括技术方案中

第 1至第 6部分外，重点补充监测期间工况分析、监测结果与评价、环境管理检查结果、公

众意见调查结果、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对照结果，并根据监测分析结果、调查结论，最终给

出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4.9 验收监测报告附件

附录A 为规范性附录，为了验收技术方案和报告的相对统一，对技术方案和调查报告的

编排结构设计了推荐格式，并对其编制内容进行规定；

附录B 为资料性附录，各类制药生产工艺、废水、废气处理工艺、全厂水平衡图和物料

平衡示例图，以供参考；

附录C 为资料性附录，编写技术方案及技术报告中需使用的各类表格，本规范共编制示

例表41张，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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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仅为现阶段指导性技术规范，和我国现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法律法规及标准相匹

配，和我国目前相关环保方针政策相一致，并紧扣当前涤纶制造行业典型生产工艺流程及产

污环节，确定验收标准、监测布点、污染特征因子、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因此，建议本标

准应当随环境管理要求及涤纶制造行业工艺技术的发展，适时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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