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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简称平煤股份供水分

公司），由原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供水总厂转制而来，始建于 1991年，

是负责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矿区生产、生活用水的产供管单位，于 1993

年通过省建设厅资质认证，供水水源主要来自地表水、尾矿净化水和

深井水。现有资产总额 19893 万元，供水区域 120平方公里，供水人

口 25万多人。公司下辖一、二、三、四分厂和维修队、纯净水厂、

营业客服中心、质检中心、供应站、汽车队、稽查队 11个基层单位。

2016年 9 月原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七矿工业厂场内三

个立井（一水平主井、二水平主井、副井）全部闭坑。其中一水平主

井、二水平主井浇注混凝土井盖；副井井口以下封闭约 60m，上面浇

注混凝土。七矿闭坑后，七矿井下与地表水和附近矿区均存在水力联

系，五矿尤为明显，矿井涌水量逐步趋于相对稳定状态。其地下水位

和矿井涌水量与大气降水和地表水体有密切关系，雨季或渠道放水季

节，地下水位升高、矿井涌水量增大；旱季或渠道停放水时地下水位

下降、矿井涌水量减小。地表水和大气降水通过七矿采空区进入周围

矿区，致使矿区涌水量增大，周围矿区现有排水系统排水存在水泵长

期高负荷运转、安全系数低等水害隐患，雨季涌水量增大后更加大了

安全隐患。为保证五矿及其他矿区的安全生产，降低地下水水位，减

轻排水压力，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特建设“七矿

主井排涝站”，主要利用原七矿新主井作为排水点，利用已关闭原七

矿的排水管道系统，将井下水排至地面，利用原七矿暂存池暂存，对

七矿主井涌水提升、暂存、排涝。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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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设 3 台功率为 800kw 的隔爆型潜水电泵及辅助设施，对七矿

主井涌水提升、暂存、排涝，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名录》第 127 防洪除涝工程项中城镇排涝河流水闸、排涝泵站，应

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

水分公司已于 2023年 6 月 29 日完成登记备案。

因七矿闭坑多年，地下水不再受矿井开采扰动，主要是静态抽排，

水质较好，完全可作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的排涝矿井涌水拟采取提升、暂

存措施后，通过管道部分作为生态补水排放至白鹭洲湿地公园，部分

作为新华区市政道路洒水，其余全部排放至稻田沟，最终汇入湛河，

作为湛河河道生态补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入河排污口和水功能区划

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和扩

大排污口，需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水利部令第 22号）的规定，设置入河排污口对水功能区影响明显

轻微的，应当对入河排污口的水功能区影响进行简要分析。按照《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和编制水功能

区划职责整合至生态环境部。

为更好贯彻落实《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47

号），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2023年 6 月，受平顶山天安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委托，河南省澄煜水务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

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工作。接受委托后，认真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

现场进行了勘察，在广泛收集、查阅资料，并在补充监测的基础上编

制了《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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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设置简要分析材料》，为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入河排污口提供技

术依据。

1.2

论证目的主要是通过分析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

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入河排污口有关信息，论证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对

水功能区、水生态的影响，根据纳污能力、排污总量控制、水生态保

护等要求，提出水资源保护措施，优化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为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入河排污口及建设单位合理设置入河排污口提供科学

依据，以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安全。

1.3

1.3.1

（1）符合国家有关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

策的要求和规定；

（2）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技术标准与规范、规程；

（3）符合流域或区域的综合规划及水资源保护等专业规划；

（4）符合水功能区管理要求。

1.3.2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 月 24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2015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 28次会议第二次修订，自 201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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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98号修

订，2018）；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 7 月）；

（6）《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2012.1）；

（7）《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17号）；

（8）《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2011.12）；

（9）《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2017.4）；

（10）《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47号，2015）；

（11）《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水资源〔2017〕138号）；

（12）《水域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水资源[2017]101号）；

（13）《河南省重要河湖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和分阶段限制排

污总量控制实施细则》(2012年 2 月）；

（1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

（15）《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强入河排污口

监督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1.3.3

（1）《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

（2）《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580-2017）；

（3）《水功能区划分标准》（GB/T50594-2010）；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T 2.3-2018）；

（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6）《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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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8）《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

（9）《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8）

（10）《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HJ

1312—2023）；

（11）《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

建设》（HJ 1309—2023）；

（1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

（13）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整治总则（HJ 1308

—2023）。

1.3.4

（1）《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

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2）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技术资料。

1.4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项目

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七

星选煤厂北侧，中心地理坐标为 113.261667，33.755278。项目北侧

紧邻平顶山煤炭技师学院，南侧紧邻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七

星选煤厂，项目南侧约 500米为平顶山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项

目东侧约 400米为稻田沟。

七矿主井排涝站项目矿涌水外排至原七矿暂存池暂存，部分作为

新华区市政道路洒水，部分回用白鹭洲湿地公园，其余外排至稻田沟

西岸，排涝站排污口地理坐标为：经度：113°15'50.27"，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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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5'0.32"，依托现有两条暗涵进入稻田沟，即为一个排污口，从排

污口分叉，在稻田沟河道设两个口门。口门 1地理坐标：经度

113°15'52"，纬度 33°44'59.8"、口门 2地理坐标：经度 113°15'51.8"，

纬度 33°44'59"，稻田沟向南约 1.30km进入湛河，作为湛河生态补水，

入湛河排污口设置在稻田沟与湛河交叉口处，地理坐标：经度

113°16'8.7"，纬度 33°44'59.5"。项目及入河排污口位置见下图 1.4-2。

根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5.3.2 款的要

求，入河排污口设置分析范围应根据其对受纳水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确定。本项目分析范围划定以水功能区为基础单元，综合考虑了已建

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上下游相邻水功能区、可能受影响的主要取用

水户及其所在的水功能区。根据附近河流水系的分布状况及水文条

件，考虑工程实施可能对水环境影响的程度及范围，确定排污口论证

范围为：平煤七矿矿井涌水入河排污口下游稻田沟入湛河河道，涉及

水功能区为湛河平顶山景观娱乐用水区。

根据《河南省水功能区划报告》（2004），汇入点属于地表水一

级水功能区属“湛河平顶山开发利用区”，二级水功能区为“湛河平

顶山市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起始断面是河南平顶山市湛河区姚孟村，

终止断面是平顶山市新华桥；全长 7km。水质目标为 IV类，其下游

为湛河平顶山市区排污控制区。（入河排污口位置和分析范围详见图

1.4-1和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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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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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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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七矿闭坑后，七矿井下与地表水和附近矿区均存在水力联系，五

矿尤为明显，地表水和大气降水通过七矿采空区进入周围矿区，致使

矿区涌水量增大，周围现有排水系统排水存在水泵长期高负荷运转、

安全系数低等水害隐患，雨季涌水量增大后更加大了安全隐患。为保

证五矿及其他矿区的安全生产，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

公司特建设“七矿主井排涝站”。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项目

主要将原七矿新主井作为排水点，建设 3 台功率为 800kw 的隔爆型

潜水电泵及辅助设施，利用原排水管道系统，对七矿采空区的地表水

和大气降水进行排涝。因此，外排废水主要是渗入地下的地表水和大

气降水。

2.1

（1）项目名称：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七矿

主井排涝站项目；

（2）建设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七星选煤厂北侧，

中心地理坐标为经度 113.261667，纬度 33.755278；

（3）建设单位：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

（4）工程性质：新建；

（5）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 1200万元；

（6）主要污染物种类：COD、氨氮；

（7）处理工艺：排涝站出水→暂存池暂存→白鹭洲湿地/新华区

市政道路洒水/稻田河→湛河

（8）排放去向：部分作为白鹭洲湿地公园生态补水回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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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华区市政道路洒水，其余排入稻田沟，稻田沟向南约 1.3km汇

入湛河；

（9）排放标准：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V类水质标准。

2.2

本项目在原七矿新主井位置设置排水点，建设 3 台功率为 800kw

的隔爆型潜水电泵及辅助设施，利用原排水管道系统，对七矿采空区

的地表水和大气降水进行排涝。

主要设备是隔爆型潜水电泵流量 550m3/h，扬程 344m，功率

800KW，额定电压 6KV。其中 1 号水泵泵底标高-137m，2 号水泵泵

底标高-145m，3号水泵泵底标高-153m，流量计安装七矿泵房院内（地

面）。

2.3

根据平顶山市用水节水管理办公室对矿井疏干排水统计数据，

2023年 1-9月份，七矿主井排涝站外排至湛河水量约 1929222m3，2023

年 1至 9月外排至白鹭洲湿地公园生态补水，共 927604m3；2023年

1至 9 月作为新华区市政道路洒水回用（在暂存池内用水泵及专门管

线抽取）101258m3；据此估算 2023年外排至湛河水量约 2572296m3，

作为生态补水外排至白鹭洲湿地公园水量约 1236805m3，作为新华区

市政道路洒水回用水量 135011m3，排涝站入河排污量见表 2.3-1，外

排至湛河水量证明见附件 3。

2.3-1

水去向 水量（m3）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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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 月至 9 月 估算 2023年

白鹭洲湿地公
园生态补水

927604 1236805

新华区市政道
路洒水回用

101258 135011

外排至湛河水 1929222 2572296

合计 2958084 3944112

2.4

供水分公司七矿排涝站取水水源主要有七矿主井矿井涌水。采用

3 台功率为 800kw 的隔爆型潜水电泵及辅助设施及原排水管道系统，

对七矿采空区的地表水和大气降水进行排涝。

根据第三章知：七矿主井排涝站外排水质，化学需氧量、氨氮满

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要求；总氮满

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其余均为Ⅰ~Ⅱ类，

水质较好。其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 11.0mg/L，氨氮 0.319mg/L。主

要污染物浓度及排放量估算，2023年实际入河污染物排放量：COD

28.30t/a、 氨氮 0.82t/a。

2.5

2.5.1

白鹭洲城市湿地公园位于本项目南侧约 500米处，占地面积约

1350 亩，是结合采煤塌陷地独特湿地环境改造出的城市休闲公园。

园的北部属采煤塌陷区，利用自然塌陷挖成了一座人工湖泊，人工湖

面积 350亩，湖内自然生长了大量的芦苇和菖蒲。公园内湿地面积

158亩，绿化工程面积 585亩，其它辅助工程面积 96亩，其它工程

面积 161亩。人工湖需要大量补水来改善水质，从而维持良好的水生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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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稻田沟：系湛河支流，为天然河沟，位于新华区，是湛河北岸的

一条支流，属于季节性河流，也是行洪河道，自北向南纵贯平顶山市

新华区，自然地势北高南低，全长约 4.7km，入河口宽 5m，上游至

七矿段平均河宽 8m。多年之前，稻田沟沿岸的生活污水长期排入稻

田沟内，使稻田沟成为黑臭水体。2020 年，为治理稻田沟，平顶山

市新华区政府投资 2497.2万元对平顶山市新华区稻田沟（平安大道

至北环路段）进行河道治理并建设截污工程，将稻田沟沿岸排放的生

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截污治理后，稻田沟长期成为干河，影响

市区景观效果，为提高城市品位，建设市民亲水平台，保持河道生命

健康，结合湛河治理工程，需要对支流进行补水。

2.5.3

湛河古称湛水，属于沙河水系。湛河发源于新城区滍阳镇马跑泉

村北，从源头起自西北向东南经徐洼、香山、小高庄、东西向横穿平

顶山市市区后，转向东南进入叶县，在余王村处汇入沙河。湛河干流

全长 38.5km，流域面积 218.57km2，河道比降 0.84%。湛河流域内地

势西高东低，北以龙山、九里山、沙河北堤与沙河为界；流域内植被

较差，地面自然坡度变化大，尤其是市区北部地势较陡，地面比降一

般为 0.5～2%，南部地势平缓，一般为 0.1～1%。姚孟以西河宽 25m，

流量 0.8m3/s，最大流量 8.8m3/s；姚孟以东 20km经人工开挖，河道

平直，河底宽 40m，最大流量 480m3/s。湛河的大量支流穿过平顶山

市区，北岸主要支沟包括香山沟、新庄西沟、新庄东沟、野王东沟、

高庄沟、焦店沟、温集沟、稻田沟、陈庄沟、西杨村河、城东河、吴

寨沟、月台河、煤泥河等 14 条支沟，南岸主要为新运河及朱砂洞引

水渠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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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项目

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七

星选煤厂北侧，中心地理坐标为 113.261667，33.755278。项目北侧

紧邻平顶山煤炭技师学院，南侧紧邻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七

星选煤厂，项目南侧约 500米为平顶山白鹭洲湿地公园，项目东侧约

400米为稻田沟。

七矿主井排涝站矿井涌水经原七矿暂存池暂存，部分作为新华区

市政道路洒水（在原七矿暂存池内用水泵抽取），其余通过明渠排放，

部分作为白鹭洲湿地公园生态补水回用，剩余排入稻田沟，利用现有

2条暗涵排放至稻田沟。排涝站排污口地理坐标为：经度：

113°15'50.27"，纬度 33°45'0.32"。即为一个排污口，从排污口分叉，

在稻田沟河道设两个口门。口门 1地理坐标：经度 113°15'52"，纬度

33°44'59.8"；口门 2地理坐标：经度 113°15'51.8"，纬度 33°44'59"，

稻田沟向南约 1.30km进入湛河，作为湛河生态补水，入湛河排污口

设置在稻田沟与湛河交叉口处，地理坐标：经度 113°16'8.7"，纬度

33°44'59.5"。排涝站排污口照片见图 3.1-1，入稻田沟照片见 3.1-2，

稻田沟入湛河口照片见图 3.1-4。

根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5.3.2 款的要

求，入河排污口设置分析范围应根据其对受纳水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确定。本项目分析范围划定以水功能区为基础单元，综合考虑了已建

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上下游相邻水功能区、可能受影响的主要取用

水户及其所在的水功能区。根据附近河流水系的分布状况及水文条

件，考虑工程实施可能对水环境影响的程度及范围，确定排污口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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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平煤七矿矿井涌水入河排污口下游稻田沟入湛河河道，涉及

水功能区为湛河平顶山景观娱乐用水区。

3.1-1

排入点 1

3.1-2

排入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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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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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3.2

本项目入河排污口属于工业入河排污口，排污口排放方式为连续

排放，入河方式为明渠+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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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排污口性质：排涝站排污口

出水水质：出水执行标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V类水质标准，即化学需氧量≤30mg/L,氨氮≤

1.5mg/L。

主井排涝站排放路径：利用水泵在原七矿暂存池内抽取作为新华

区市政道路洒水，其余出水沿着入七星选煤厂人行道，通过明渠排放，

部分作为白鹭洲湿地公园生态补水回用，其余通过现有管道排入稻田

沟，稻田沟向南约 1.30km通过明渠汇入湛河。

3.4

3.4.1

平煤股份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所排水为矿井水和大气降

雨，排水中污染因子达到《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的标准限值。现状年矿井水量为 394.41 万m3/a（根

据 2023年 1-9月份排水量估算），其中 257.23万 m3/a作为湛河的生

态补水，在正常工况运行条件下，排涝站排水常规污染指标的污染物

排放浓度为暂存池设计出水浓度。根据暂存池的设计规模及排放浓度

可以计算出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污染物质排放总量=污染物质排放浓度×实际排放水量

2023年 10月我公司委托河南永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七矿主井

排涝站入河排污口（入稻田沟前）进行取样监测，按照《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监测项目 24项，并根据煤矿行业特点，

增加了悬浮物项目的监测。监测结果见表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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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序

号
项目

分类
检测值

类

别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 水温 (℃)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 值（无量纲） 6～9 7.4 Ⅰ

3 溶解氧 ≥ 饱和率 90%
（或 7.5）

6 5 3 2 8.4

4 高锰酸盐指数 ≤ 2 4 6 10 15 3.6 Ⅱ

5 化学需氧量

（CODcr）
≤ 15 15 20 30 40 11 Ⅰ

6 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5）
≤ 3 3 4 6 10 2.5 Ⅰ

7 氨氮（NH3-N） ≤ 0.15 0.5 1 1.5 2 0.319 Ⅱ

8 总磷（以 P计） ≤
0.02

(湖、库

0.01)

0.1
(湖、库
0.025)

0.2
(湖、库
0.05)

0.3
(湖、库

0.1)

0.4
(湖、库

0.2)
0.11 Ⅱ

9 总氮(湖、库

以 N 计) ≤ 0.2 0.5 1 1.5 2 1.08 IV

10 铜 ≤ 0.01 1 1 1 1 未检出 Ⅰ

11 锌 ≤ 0.05 1 1 2 2 未检出 Ⅰ

12 氟化物

（以 F- 计）
≤ 1 1 1 1.5 1.5 0.63 Ⅱ

13 硒 ≤ 0.01 0.01 0.01 0.02 0.02 未检出 Ⅰ

14 砷 ≤ 0.05 0.05 0.05 0.1 0.1 1.24×10-3 Ⅰ

15 汞 ≤ 0.00005 0.00005 0.0001 0.001 0.001 1.57×10-4 Ⅰ

16 镉 ≤ 0.001 0.005 0.005 0.005 0.01 未检出 Ⅰ

17 铬（六价） ≤ 0.01 0.05 0.05 0.05 0.1 未检出 Ⅰ

18 铅 ≤ 0.01 0.01 0.05 0.05 0.1 未检出 Ⅰ

19 氰化物 ≤ 0.005 0.05 0.02 0.2 0.2 未检出 Ⅰ

20 挥发酚 ≤ 0.002 0.002 0.005 0.01 0.1 未检出 Ⅰ

21 石油类 ≤ 0.05 0.05 0.05 0.5 1 未检出 Ⅰ

22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 0.2 0.2 0.2 0.3 0.3 未检出 Ⅰ

23 硫化物 ≤ 0.05 0.1 0.2 0.5 1 未检出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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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分类
检测值

类

别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24 粪大肠菌群

（个／L） ≤ 200 2000 10000 20000 40000 1.2×103 Ⅱ

25 悬浮物 15

由表 3.4-1可知，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七矿主井排涝站外排水质：化学需氧量、氨氮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II类水质要求，总氮为 IV类，其余均为Ⅰ~II

类，水质综合评定为Ⅳ类水质。其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 11.0mg/L，

氨氮 0.319mg/L。总氮高的原因可能是城市管网雨污分流不彻底，部

分生活污水进入地下水影响，待城市污水管网升级改造后会好转。现

状年主要污染物浓度值、排放量见表 3.4 -2。

3.4 -2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L）

年入河污水量
（万 m3/a） 污染物年排放量（t/a）

CODcr 11
257.23

28.30

氨氮 0.319 0.82

3.4.2

根据《河南省水功能区划报告》（2004），本项目外排水排入稻

田沟，汇入湛河，涉及一级水功能区属“湛河平顶山开发利用区”，

二级水功能区属于“湛河平顶山农业用水区”，入河排污口所属区间

起始断面是河南平顶山市湛河区姚孟村，终止断面是河南平顶山市新

华区，全长 7.0km，水质目标为 IV类。按照下游水功能区的水质目

标，七矿入河排污口所排污废污水出水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中的 IV类水质标准。

因此，在最不利情况下，化学需氧量、氨氮按照《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IV类水质标准：化学需氧量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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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g/L、氨氮浓度为 1.5mg/L。本项目以不超出最大污染物浓度值确

定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浓度取 30 mg/L、氨氮浓度取 1.5mg/L，

计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表见表 3.4-3。

3.4-3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L）

年入河污水量
（万 m3/a） 污染物年排放量（t/a）

CODcr 30
257.23

77.17

氨氮 1.5 3.86

3.5

3.5.1

1、切实加强排涝站运行管理

保证排涝站运行率达 100%，暂存池正常使用，避免非正常排放

现象的发生，派专人巡逻监控，正常情况下每天巡检一次，巡检内容

主要为排涝站水泵、暂存池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对巡查结果进行记录；

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消除事故隐患。

2、建立较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

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既是实现供水公司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标志，

也是提高操作水平，及时发现事故隐患的重要手段。同时应加强自动

化仪器仪表的维护管理。

3、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机构与制定一套完善的管理措施；

应建立一套以厂长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责权利清晰的管理体系，

应指派专人负责排涝站及暂存池的运行及管理工作。

4、强化生产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增强全体职工的责任感，

保证生产操作人员熟悉发生非正常排放时的应急处理措施。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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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要求，按季度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自行检测。

（2）在发现排放水质异常的情况下应立即做好相应的取样留

样、应急监测的准备，同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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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七矿主井排涝站排涝矿井涌水外排至暂存池处理（供水分公司管

理），经处理后部分回用至白鹭洲湿地公园做生态补水，其余外排稻

田沟，1.30km入湛河，稻田沟没有划定水功能区，下游为湛河。根

据《河南省水功能区划报告》（2004），汇入湛河水功能区，湛河一

级水功能区属“湛河平顶山开发利用区”，二级水功能区属于湛河平

顶山农业用水区，入河排污口所属区间起始断面是河南平顶山市湛河

区姚孟村，终止断面是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全长 7.0km，水质目标

为 IV类。（湛河水功能区区划图见图 4.1-1，河南省淮河流域二级水

功能区划成果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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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序号 编号 一级功能区 二级功能区 水资源分区 水系 河流 河段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水质代表

断面

长度

（m）
水质

目标

区划

依据

84
050207
502031
03

湛河平顶山

开发利用区

湛河平顶山农

业用水区
王蚌区间北岸 颍河 湛河 平顶山

河南平顶山

市湛河源头

马跑泉

河南平顶山市

湛河区姚孟村

湛河区姚

孟村
18.2 Ⅲ 农灌

85
050207
502032
05

湛河平顶山

开发利用区

湛河平顶山市

景观娱乐用水

区

王蚌区间北岸 颍河 湛河 平顶山
湛河区姚孟

村

平顶山市新华

桥

平顶山市

新华桥
7 Ⅳ 景观

86
050207
502033
07

湛河平顶山

开发利用区

湛河平顶山市

区排污控制区
王蚌区间北岸 颍河 湛河 平顶山

平顶山市新

华桥

叶县遵化乡东

任庄污水处理

厂

叶县遵化

乡东任庄

污水处理

厂

9.5
平顶

山排

污

87
050207
502034
06

湛河平顶山

开发利用区

湛河平顶山市

过渡区
王蚌区间北岸 颍河 湛河 平顶山

叶县遵化乡

东任庄污水

处理厂

叶县张集入河

口

叶县张庄

水闸
7.8 Ⅳ

过渡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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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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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经调查，分析河段范围内（湛河与稻田沟交叉口段至新华桥段，

见图 1.4-1）无取水工程无污/废水排水工程，所有的污/废水均排入污

水受纳管线（湛北暗涵）。 目前分析河段有雨水/泄洪排放口 2 处，

就是陈庄沟（光明路桥西 280m）、西杨村河（光明路桥东 430m），

为排雨泄洪通道或景观河道。

分布位置图见图 4.2-1，雨水入河排污口照片见图 4.2-2。

图例： 雨水排放口

4.2-1

根据本报告第三章核算可知，本项目 COD和氨氮的入河量分别

为 28.3t/a和 0.82t/a。

由于本项目排水主要水质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类水质要求（除总氮外），又能满足下游水功能

目标区水质（IV类），对生态环境容量起到增容效果。因此，本项

目对环境效益的体现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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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27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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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本项目尾水排入稻田沟后，最终汇入湛河。

汇入点属于地表水一级水功能区属“湛河平顶山市开发利用区”，

二级水功能区为：湛河平顶山市景观娱乐用水区，起始断面是河南平

顶山市湛河区姚孟村，终止断面是河南平顶山市新华桥，全长 7.0km，

水质目标为 IV类，其下游为湛河平顶山市区排污控制区。水质评价

主要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4.3.1

湛河平顶山市农业用水区水质代表断面为湛河区姚孟村，稻田沟

排入湛河区域水功能区划要求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水质。该区域水质情况可参考平顶山监测站

2022年湛河姚孟村断面（西斜桥）监测结果，具体见表 4.3-1。

4.3-1

监测时间 水温(℃) pH 值 溶解氧
高锰酸

盐指数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挥发酚

3 月 4 日 11.0 7.4 10.63 4.3 2.2 0.396 0.005 0.0002

7 月 6 日 26.2 7.7 7.82 4.4 1.6 0.503 0.005 0.0002

11月 3 日 19.2 7.5 8.61 3.4 2.4 0.394 0.005 0.0002

平均值 18.8 7.5 9.02 4.0 2. 1 0.431 0.005 0.0002

类别 / / I III II III I I

采样时间
粪大肠菌群
(MPN/L)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铜 锌 六价铬 氰化物 砷 汞

3 月 4 日 4.0×102 0.076 0.003 0.002 0.002 0.002 0.0009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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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 2.7×102 0.061 0.003 0.004 0.002 0.002 0.0017 0.0002

11月 3 日 4.1×102 0.025 0.003 0.008 0.002 0.002 0.0011 0.0002

平均值 2.3×102 0.054 0.003 0.005 0.002 0.002 0.0012 0.0002

类别 II I I I I I I IV

采样时间 化学需氧量 总氮 总磷 氟化物 硒 硫化物 铅 镉

3 月 4 日 13 3.33 0.12 0.67 0.0002 0.009 0.0005 0.00005

7 月 6 日 25 4.87 0.15 0.64 0.0002 0.005 0.0005 0.00005

11月 3 日 15 3.82 0.12 0.66 0.0002 0.005 0.0005 0.00005

平均值 18 4.01 0.13 0.66 0.0002 0.006 0.0005 0.00005

类别 IV 超标 III I I I I I

2023年 10 月 11 日，河南永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稻田沟入湛

河口前 50米和稻田沟入湛河口后下游 200米两个断面进行了取样分

析，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所列监测项目，

进行了委托检测。监测项目与评价结果见表 4.3-2和 4.3-3。取样地点

见图 4.3-1和图 4.3-2。

4.3-2 50

序

号
项目

分类

检测值
类

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 水温 (℃)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 值(无量纲) 6～9 7.6 Ⅰ

3 溶解氧 ≥
饱和率

90% (或
7.5)

6 5 3 2 8.3 Ⅰ

4 高锰酸盐指

数
≤ 2 4 6 10 15 3.4 II

5 化学需氧量

（CODcr）
≤ 15 15 20 30 40 10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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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分类

检测值
类

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6 五日生化需

氧量（BOD5）
≤ 3 3 4 6 10 2.4 Ⅰ

7 氨氮(NH3-N) ≤ 0.15 0.5 1 1.5 2 0. 306 II

8 总磷（以 P计） ≤
0.02

(湖、库

0.01)

0.1
(湖、库
0.025)

0.2
(湖、库

0.05)

0.3
(湖、库

0.1)

0.4
(湖、库

0.2)
0.10 II

9 总氮(湖、库

以 N 计) ≤ 0.2 0.5 1 1.5 2 1.16 IV

10 铜 ≤ 0.01 1 1 1 1 未检出 Ⅰ

11 锌 ≤ 0.05 1 1 2 2 未检出 Ⅰ

12 氟化物

（以 F- 计）
≤ 1 1 1 1.5 1.5 0.55 Ⅰ

13 硒 ≤ 0.01 0.01 0.01 0.02 0.02 未检出 Ⅰ

14 砷 ≤ 0.05 0.05 0.05 0.1 0.1 1.05×10-3 Ⅰ

15 汞 ≤ 0.00005 0.00005 0.0001 0.001 0.001 1.36×10-4 Ⅰ

16 镉 ≤ 0.001 0.005 0.005 0.005 0.01 未检出 Ⅰ

17 铬（六价） ≤ 0.01 0.05 0.05 0.05 0.1 未检出 Ⅰ

18 铅 ≤ 0.01 0.01 0.05 0.05 0.1 未检出 Ⅰ

19 氰化物 ≤ 0.005 0.05 0.02 0.2 0.2 未检出 Ⅰ

20 挥发酚 ≤ 0.002 0.002 0.005 0.01 0.1 未检出 Ⅰ

21 石油类 ≤ 0.05 0.05 0.05 0.5 1 未检出 Ⅰ

22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 0.2 0.2 0.2 0.3 0.3 未检出 Ⅰ

23 硫化物 ≤ 0.05 0.1 0.2 0.5 1 未检出 Ⅰ

24 粪大肠菌群

（个／L） ≤ 200 2000 10000 20000 40000 7.0×102 II

25 悬浮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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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200

序

号
项目

分类

检测值
类

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 水温 (℃)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 值(无量纲) 6～9 7.5 Ⅰ

3 溶解氧 ≥
饱和率

90% (或
7.5)

6 5 3 2 8.8 Ⅰ

4 高锰酸盐指数 ≤ 2 4 6 10 15 3.3 Ⅱ

5 化学需氧量

（CODcr）
≤ 15 15 20 30 40 10 Ⅰ

6 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5）
≤ 3 3 4 6 10 2.2 Ⅰ

7 氨氮(NH3-N) ≤ 0.15 0.5 1 1.5 2 0.271 Ⅱ

8 总磷（以 P计） ≤
0.02

(湖、库

0.01)

0.1
(湖、库
0.025)

0.2
(湖、库

0.05)

0.3
(湖、库

0.1)

0.4
(湖、库

0.2)
0.10 Ⅱ

9 总氮(湖、库

以 N 计) ≤ 0.2 0.5 1 1.5 2 3.34
超

标

10 铜 ≤ 0.01 1 1 1 1 未检出 Ⅰ

11 锌 ≤ 0.05 1 1 2 2 未检出 Ⅰ

12 氟化物

（以 F- 计）
≤ 1 1 1 1.5 1.5 0.59 Ⅰ

13 硒 ≤ 0.01 0.01 0.01 0.02 0.02 未检出 Ⅰ

14 砷 ≤ 0.05 0.05 0.05 0.1 0.1 9.63×10-4 Ⅰ

15 汞 ≤ 0.00005 0.00005 0.0001 0.001 0.001 1.12×10-4 Ⅰ

16 镉 ≤ 0.001 0.005 0.005 0.005 0.01 未检出 Ⅰ

17 铬（六价） ≤ 0.01 0.05 0.05 0.05 0.1 未检出 Ⅰ

18 铅 ≤ 0.01 0.01 0.05 0.05 0.1 未检出 Ⅰ

19 氰化物 ≤ 0.005 0.05 0.02 0.2 0.2 未检出 Ⅰ

20 挥发酚 ≤ 0.002 0.002 0.005 0.01 0.1 未检出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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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分类

检测值
类

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21 石油类 ≤ 0.05 0.05 0.05 0.5 1 未检出 Ⅰ

22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 0.2 0.2 0.2 0.3 0.3 未检出 Ⅰ

23 硫化物 ≤ 0.05 0.1 0.2 0.5 1 未检出 Ⅰ

24 粪大肠菌群

（个／L） ≤ 200 2000 10000 20000 40000 4.5×102 II

25 悬浮物 12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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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200

由表 4.3-2可以看出，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稻田沟监测断面，总氮为 IV类，其余均为Ⅰ~II

类，水质较好。

由表 4.3-3可以看出，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稻田沟入湛河口下游 200米监测断面，总氮超标，

其余均为Ⅰ~II类，受湛河整体水质总氮超标影响，与平顶山市环境监

测站 2022年对湛河断面监测结果基本吻合。

4.3.2

参考平顶山市环境监测站 2022年监测结果，平顶山市农业用水

区水质代表断面为湛河区姚孟村，下游水功能区划要求满足《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水质。具体监测结果见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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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监测时间 水温(℃) pH 值 溶解氧
高锰酸盐

指数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挥发酚

3 月 4 日 8.7 8.0 9.55 3.3 3.3 0.292 0.005 0.0002

7 月 6 日 27.2 7.6 5.38 4.3 1.6 1.39 0.005 0.0002

11 月 3 日 17.2 7.9 10.33 3.4 2. 1 0.260 0.005 0.0002

平均值 17.7 7.8 8.42 3.7 2.3 0.647 0.005 0.0002

类别 / I III II II IV I I

采样时间
粪大肠菌

群(MPN/L)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铜 锌 六价铬 氰化物 砷 汞

3 月 4 日 3.1×102 0.052 0.003 0.002 0.002 0.002 0.0002 0.00002

7 月 6 日 1.7×102 0.072 0.003 0.004 0.002 0.002 0.0019 0.00002

11 月 3 日 2.7×102 0.025 0.003 0.005 0.002 0.002 0.0010 0.00002

平均值 1.5×102 0.050 0.003 0.004 0.002 0.002 0.0010 0.00002

类别 II I I I I I I I

采样时间
化学

需氧量
总氮 总磷 氟化物 硒 硫化物 铅 镉

3 月 4 日 9 3.98 0.05 0.61 0.0002 0.002 0.0005 0.00005

7 月 6 日 23 6.67 0.28 0.58 0.0002 0.002 0.0005 0.00005

11 月 3 日 7 3.67 0.09 0.55 0.0002 0.005 0.0005 0.00005

平均值 13 4.77 0.14 0.58 0.0002 0.005 0.0005 0.00005

类别 IV 超标 IV I I I I I

4.4

4.4.1

水功能区控制污染物：根据目前平顶山市水功能区考核指标，主

要水质因子为 COD和氨氮。结合湛河平顶山市段水功能区考核要求

和排污口进出水污染物特征，这里选取 COD和氨氮作为重点预测因

子。

本项目入河排污口通过明渠排入稻田沟，稻田沟未划分水环境功

能区，以排涝作用为主，经过 1.30km混合、稀释、降解后进入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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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景观娱乐用水区，湛河平顶山景观娱乐用水区的现状综合水质

为Ⅳ类。

中、小河流，污染物在较短河段内能在河流横断面均匀混合，采

用《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SL348-2006）中河流一维模型计算水

域纳污能力。以上游来水水质分析结果为参考，计算废污水排放对水

体水质的影响程度和水质类别的变化。采用河流完全混合模式方法进

行分析，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Ch=（C0×Q+Cp×Qp）/（Q+Qp）

δ=（Ch-C0）/C0×100%

式中：C0——上游来水的污染物浓度（mg/L）；

Q——上游来水流量（m3/s）；

Cp——排放的废污水污染物浓度（mg/L）；

Qp——排放的废污水流量（m3/s）；

Ch——混合后污染物浓度（mg/L）；

δ——污染物浓度增高百分比（％）。

湛河流量采用《五矿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数据 1.25 m3/s，

预测枯水期的上游来水流量 0.45 m3/s，排涝站排湛河流量为

0.082m3/s。上游来水浓度依据上游监测数据，废污水排放后的水体混

合浓度及增高百分比见表 4.4-1。

4.4-1

污染物
上游来水浓度

（mg/l）

排放废污

水 浓 度
（mg/l）

现状情况下 预测枯水月份

混合后浓
度（mg/l）

质量
类别

浓度增高比

(%)

混合后浓度
（mg/l）

质量
类别

浓度增高比

(%)

COD 18/
15(枯水期) 10 17.51 Ⅳ类 -2.72 14.22 Ⅲ类 -5.2



氨氮
0.431/

0.394(枯水期) 0.306 0.423 Ⅱ类 -1.86 0.380 Ⅱ类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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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4-1可以看出，七矿排涝站在现状年废污水排放量和排放

浓度的情况下，本项目排放尾水 COD和氨氮浓度符合《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I类水质要求，排入河道经过完全混

合后，现状情况下，水中 COD可以达到该功能区水质目标(Ⅳ类）

要求，由此可见，现状情况下，本项目作为湛河生态补水能对湛河水

质起到积极改善作用。

预测枯水月份，COD和氨氮排入河道经过完全混合后，COD和

氨氮也能达到该功能区水质目标，由此可见，预测枯水月份情况下，

本项目作为湛河生态补水能对湛河水质起到积极改善作用、提高湛河

环境容量。

目前在新华区市政道路洒水管线上又新增至阳光花园生态水系

用水管线，管线已铺设好即将投入使用。当雨季涌水量增大时，加大

阳光花园、白鹭洲湿地公园、新华区市政道路洒水回用量，控制化学

需氧量年排放量在 30 吨以内。

4.4.2

水中含有充足浓度的溶解氧（DO），是所有水生生物生存与繁

衍的关键条件。废水中的 COD、BOD指标主要消耗水域中的溶解氧，

降低纳污水域的 DO浓度，造成水体缺氧导致水生生物生长发育不良

效应，影响鱼类与无脊椎动物的呼吸，并可能引起活动的水生生物（例

如鱼类）窒息死亡。

本项目入河排污水口设置在湛河中上游，根据七矿主井排涝站入

河排污口、稻田沟入湛河口前 50米、对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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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838-2002），七矿主井排涝站外排水质，除总氮为 IV类，其

余均为Ⅰ~II类，水质较好。其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满足《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水质要求。

项目排水水质满足水功能区（湛河平顶山市景观娱乐用水区）水

质标准要求--《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V类水质

标准限值。排污口附近河段水深较浅，河道内仅有少量个体较小的鱼

类、虾等，无珍稀水生动物，还有部分藻类和底栖生物。该段现状水

质为Ⅳ类水。根据前述水质预测分析，项目正常的排污情况下，会使

河道污染物浓度降低，对河道水生态有积极作用。

预测现状年，排入河道经过完全混合后，水中 COD、氨氮均能

达到 II类水质目标，能满足该功能区水质目标要求。预测枯水月份，

COD和氨氮排入河道经过完全混合后，COD和氨氮能达到该功能区

水质目标，由此可见，预测枯水月份情况下，本项目作为湛河生态补

水能对水体有净化和改善湛河水生生态环境作用，因此，本项目入河

排污口正常排放情况下对水生态环境无不利影响。

4.5

4.5.1

入河排污口设置在稻香路西侧，进入稻田沟后，向南 1.30km入

湛河河道，建设项目不侵占河道，尾水排入稻田沟汇入湛河，不影响

河道防护工程，不影响湛河防汛抢险和水上救生。根据现场查勘，入

河排污口出水位置距离稻田沟较近，有利于较少工程投资，同时也有

利于减小工程运行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如遇特殊情况管网污水外泄，

排水管网较短，便于及时查找原因并及时处理恢复。

本项目附近无地下饮用水源地。入河排污口论证范围周边附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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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农村饮水安全专用自来水井，静态抽排的矿井排水水质良好，基

本可达到 III类水质标准，与安全饮水标准一致，因此确定项目厂址

区域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感。

经综合分析，该入河排污口位置设置是可行的。

4.5.2

平煤股份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外排水水质较好，其排放的

水质除总氮外，其余指标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I类水质标准，正常运行条件下，排污口排放的尾水主要污染物浓度

符合湛河的 IV类水质目标，故所在入河排污口设置满足所排水域的

要求，符合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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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1

平煤股份供水分公司七矿主井排涝站排污口设置简要分析，该入

河排污口设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以及水功能区

管理，排污口的入河排放标准在控制标准之内；正常排放时，对水功

能区水质和生态影响有正效益；非正常排放情况下，排污口排水不改

变排入水体水质类别，对下游水功能区水质目标不会造成明显的影

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5.2

5.2.1

保护水资源是企业的义务，也是责任。公司要从思想上重视，设

置专门机构，专人负责排污口管理工作，目前七矿已封井，矿井水质

较好。当雨季涌水量增大时，加大阳光花园、白鹭洲湿地公园、新华

区市政道路洒水回用量，控制化学需氧量年排放在 30 吨以内。切实

做好湛河水功能监督管理工作，加强排水指标控制，实施排污口水质

监测，建立排污资料档案及信息报送制度、制定事故应急预案。

5.2.2

非正常情景主要指排涝站因设备故障而导致处理单元不能正常

运行或人为操作不当引起大量矿井水不能及时抽取、排放，造成矿区

涌水量增大，对附近矿区，尤其是五矿的安全生产带来隐患。因此要

提高领导及员工对事故的防患意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要建立

应急机构，负责应急事故的组织、联系与处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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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应按照《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

南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HJ 1309—2023）要求，在入河处或监

测采样点等位置，设置标识牌，便于公众监督。标识牌公示信息包含

但不限于排污口名称、编码、类型、管理单位、责任主体、监督电话

等，可根据实际需求采用文字或二维码等形式展示。标识牌可选用立

柱式、平面式等。标识牌公示信息发生变化的，责任主体应及时更新

或更换标识牌。

建立真实、完整和规范的排污口档案。

档案内容：

a） 排污口基本信息表（附件 5）；

b） 排污口设置审批相关文件（包括申请文件或登记表、同意或

不予同意设置决定书、管理部门盖章的证明文件、排污口设置简单分

析等）；

c） 排污口监督检查资料；

d） 排污口监测资料；

e） 其他有关文件和资料。

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应按照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排查整治、监

督检查工作进展动态更新档案内容。同时填写入河排污口现场检查表

（见附件 7），将水质监测结果、排污口损毁情况等现场情形纳入单

个入河排污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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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表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是否有设置审核
或登记手续 是□ 否□

设置审核或登记文书
文号

入河排污口位置

所在行政区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

县（区、旗） 乡（镇） 村

排入水体名称：

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及水质目标：

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

经度（准确到″）： 纬度（准确到″）：

建成时间
入河
方式

明渠□

泵站□

箱涵□

管道□

涵闸□

其他□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排污口截面信息

圆形截面：d= m，S= m2

方形截面：L×B= m× m，S=m2

其它形状截面：S= m2

填表说明：

1.“所在行政区域”：应准确到所在的村或街道。

2.“排入水体名称 ”：填写入河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河流（含运河、沟、渠等）、湖泊、

水库名称，优先使用河湖名录中的名称。

3.“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及水质目标”“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填写控制单元及水

功能区的名称及水质目标，如：江枫桥断面，Ⅲ类。

4.“建成时间”：填写实际建成时间，时间精确到“月”。

5.“排放方式”“入河方式”：在后面提示栏中划“ √”，“入河方式”勾选“其他”

的，须填写具体的入河方式。

6.“排污口截面信息”：排污口为圆形截面的，填写直径 d 和截面面积 S；排污口为

方形截面的，填写边长 L 和 B 以及截面面积 S；排污口为其它形状截面的，填写截面面积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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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采样时间 监测指标 监测结果（ mg/L） 采样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 备注

化学需氧量

氨氮

……
填表说明：

1.“采样时间”精确到“分”。

2.“监测指标”应包含入河排污口主要污染物指标及所在流域控制单元断面水质超标的污染物指标。

3.“采样方法 ”参照排污单位所执行的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 HJ 91. 1、HJ/T 92、HJ 493、HJ 494、HJ 495 的规定执行，根据监测指标的特点确定采

样方法为混合采样方法或瞬时采样的方法，单次监测采样频次按排污单位所执行的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HJ/T 91 的规定执行。

4.“监测分析方法 ”填写排污单位所执行的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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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地点：

时间：

现场情况：

现场检查内容包括水质监测结果、排污口损毁情况等。

检查单位：

检查记录人 检查参加人

注 ：入河排污口现场检查表纳入单个入河排污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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