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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镀工业（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要求，支撑国家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进一步规范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行为，对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活动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环境保

护部的组织下，编制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以下简称《总

则》）。为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对电镀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行为的指导，支撑电镀工业排污

许可制度的落实，按照环境保护部要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和厦门市

环境监测中心站根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和《总则》等法律规章并参照相关标准规范，起草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

镀工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1.2 工作过程

2017年 2月，成立了《指南》编制组，明确各参加人员的工作任务，确定工作路线。

2017年 2—3月，标准编制组查阅了电镀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环评竣工环

保验收报告以及管理要求等，统计分析了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中电镀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并对江苏省南京、镇江、常州、无锡（含江阴）等地的电镀企业及集中区的生产运行、监督

性监测、自行监测等情况开展了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指南》。

2017年 4 月，标准编制组赴浙江温州、江苏南京调研电镀企业及集中区，现场查看企

业并与当地环保局、环境监测站、电镀协会以及企业代表开展座谈，了解地方监督性监测、

自行监测开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征求了各方对《指南》及编制说明的意见与建议。

2017年 5—6月，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标准编制组赴厦门开展调研，重点针对专家提

出的电镀排污单位监测成本问题开展工作，并认真研究《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工业（征求意见稿）》，对《指南》进行修改。

2017年 7—8月，标准编制组赴安徽铜陵调研，并邀请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环

保厅及省环境监测站专家、领导召开座谈会，对《指南》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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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 月，顺利通过环境监测司组织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会后标准编制组根

据技术审查会上专家意见，对文本及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

2 编制《指南》的必要性

2.1 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是企业信息公开的必然要求

为掌握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围环境质量的影响，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企

业必须对自身排污状况开展监测，并向社会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明确提出：“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第五

十五条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

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排放

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对其所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

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电镀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工业的通用工序，在钢铁、机械、电子、精密仪器、兵器、

航空、航天、船舶和日用五金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当前涉及最广的主要是镀锌、镀

铜、镀镍、镀铬等。根据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电镀分会的估算，目前我国规模以上电镀企业有

上万个，已建、在建、通过环评批复的电镀集中区近百个，主要分布在华南、华东和沿海地

区及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电镀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大量强酸、强碱、重金属溶液，甚至包括铬酐、镉、氰化物等有

毒有害化学品，产生大量废水、废气和废渣，尤其涉及重金属污染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

家重点监管和规范整治的行业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电镀行业每年排放各种电镀废水约

上亿吨，电镀废气达 3000亿 m3，对大气、水和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2.2 自行监测是排污许可制度的重要内容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号）指出，实施控制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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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许可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具体举措，是改革环境治理基础

制度的重要内容，对加强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与监管具有重要意义。排污许可制将建设成为我

国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并需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覆盖。

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通过实施企业环保责任承诺制和自我管制机制，明确了企业自身的

环境保护责任和自我监测、自我记录、自我报告的义务，从而推动企业履行自身环保义务，

落实企业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因此，自行监测要求是排污许可证重要的载明事项，是判定

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是否超标的有效手段，是验证企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的重要依据。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需要专门的技术文件对其自行监测方案的编制提出明确要求，支持排

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

2.3 相关标准规范对电镀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规定不全面

我国涉及电镀工业企业监测要求的标准规范有很多，包括排放标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技术规范、环评导则等。相关标准规范从不同角度对监测项目、监测技术提出要求，

存在覆盖面不全、不适用日常监测等问题。

2.3.1 未明确规定监测频次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仅要求“新建设施应按照《污染源自动监

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各地现有企业按照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控设备的要求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没有明确开展自动监测的监测指标。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工信部联合公告，2015年

第 25号）未对监测指标、监测频次提出具体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1）仅规定要对建设项目提出监测计划

要求，缺少具体内容。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对国控

企业的监测频次提出部分要求，但是作为规范性管理文件，规定相对笼统。

2.3.2 对废水监测点位的规定不够明确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规定：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

总铅、总汞的排放监控位置设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其他废水污染物监控位置

设在“企业废水总排放口”。由于标准文本中并未明确“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的定

义和具体位置，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车间排放口的位置认定混乱、争议较大。

与此同时，随着电镀工业逐步向制造业发达地区集中和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电镀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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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向集中方向发展（集中生产、集中治理和集中管理），集中区内电镀企业不再各自单独

处理电镀废水，而是将分类收集的电镀废水送往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统一

分质处理，因此车间排放口的位置认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面对这些新情况，如何解决电镀工业排污单位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

总汞的车间排放口位置认定问题，将是《指南》编制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3 国内外电镀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3.1 国外电镀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美国实施的是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制度，监测与报告是排污许可证文本中的重要内

容。以 NPDES排污许可为例，监测、记录和报告是许可证文本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监测

点位、指标、频次、采样方法、分析方法进行明确。排污许可证中监测、记录和报告的内容

是根据许可证编写的技术指南由许可证编写者设计的，没有统一规定。

美国 EPA 环境与健康国际合作科学小组 1996年的报告“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Capacity Building Resource Documen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Source

Self-Monitoring，Reporting, and Recordkeeping Requirements”（《污染源自行监测、报告与记

录保存要求的国家间比较研究报告》）中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匈牙利、印度、墨

西哥、荷兰等国污染源自行监测中的监测参数确定、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监测报告、质量

保证等要求进行了详细比较。总的来讲，上述国家对自行监测工作的相关方面都做了详细的

要求。该报告中指出自行监测方法包括连续自动监测、通过烟道采样后再进行物理或化学分

析的间接监测、替代监测、视觉或嗅觉监测、物料平衡等。废气自行监测参数有 SO2、CO、

NOx、VOCs、PM、金属、可见度、HCl等。在监测频次方面主要根据设备的种类、企业规

模、排放量等来确定。在监测方式上企业可以自己建立实验室开展监测，也可以委托企业之

外的检测机构开展监测。

在自行监测报告方面欧美等国家将报告分为 3种情况：一是报告所有自行监测数据；二

是报告与特定环境或事件相应的数据；三是不报告，只记录。报告的频次根据管理部门需要

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每年报告，或每一段固定时间报告；二是超标时报告；三

是即时报告，例如发生事故时。

2007 年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与 合 作 组 织 的 报 告 “ Technical Guide on Environmental

Self-monitoring in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Caucasus，and Central Asia”（《东欧、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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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环境自行监测技术导则》）中提到企业自行监测工作在该组织部分成员国内有着相

当长的历史，部分大型企业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就已经建立了自行监测制度，该导则对其

成员国内企业的自行监测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认为要求企业开展自行监测并报告是促使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方式，能够使有限的政府监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并促进环境信息

公开。

该导则指出企业应当制订自行监测草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适当时候应该审查此方

案，可以接受或否决此方案并要求对该方案进行修订。企业必须保证必要的技术力量、监测

设备来保证监测方案所要求的自行监测活动，也可以由企业负责采样，由外部的实验室负责

分析样品，在东欧、高加索、中亚等地区，企业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监测或者选择一个企业的

监测实验室承担周边几个企业的自行监测是比较合适的方案。

关于自行监测的类型，该导则指出自行监测主要包括过程监测、排放监测、影响监测。

其中，过程监测方案由企业自行决定，排放监测和影响监测方案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决定。

对于影响监测，并不要求所有企业都开展，而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3.2 国内电镀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标准编制组主要采用现场调研、统计分析等方式，对国内的电镀企业自行监测情况开展

研究。

3.2.1 现场调研情况

2016年以来，标准编制组在江苏、浙江、福建、安徽 4省共计调研企业 24家以及 5个

电镀工业集中区。其中，对于电镀企业，详细考察了电镀企业生产现状、产排污情况、电镀

废水和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企业自行监测情况、台账记录情

况等。对于电镀工业集中区，则重点关注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废水处理

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企业自行监测情况等。

标准编制组与当地环境监测站、电镀行业协会、企业代表座谈，了解了现行监督性监测、

自行监测开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指南》征求意见与建议。

3.2.2 统计分析情况

标准编制组以《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为基础，通过统计数据和信

息公开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对电镀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与污染物指标的自行监测情况进行了统

计分析。

根据《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电镀企业废水污染物监测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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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项：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铜、总锌、总铁、总铝、pH值、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氟化物、总氰化物。废气污染物监测指

标包括 6项：氯化氢、铬酸雾、硫酸雾、氮氧化物、氰化氢、氟化物。

2016年，开展废水自行监测的电镀企业共计 1259家，其中直接排放 558家，间接排放

701家；开展废气自行监测的电镀企业共有 426家。对各污染物因子监测情况进行整理汇总，

结果分别见表 1、表 2。

表 1 我国电镀企业废水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监测指标
监测情况 超标情况

企业数 比例/% 企业数 比例/%

总铬 1040 82.6 13 1.0

六价铬 1140 90.5 8 0.6

总镍 1139 90.4 143 11.3

总镉 851 67.6 4 0.3

总银 554 44.0 0 0

总铅 861 68.4 1 0.08

总汞 820 65.1 0 0

总铜 871 69.2 17 1.4

总锌 831 66.0 12 0.9

总铁 414 32.9 3 0.2

总铝 309 24.5 2 0.2

pH值 618 49.1 0 0

悬浮物 415 33.0 10 0.8

化学需氧量 491 39.0 17 1.4

氨氮 435 34.6 6 0.5

总氮 337 26.8 15 1.2

总磷 364 28.9 18 1.4

石油类 372 29.5 4 0.3

氟化物 314 24.9 1 0.1

总氰化物 464 36.9 6 0.5

表 2 我国电镀企业废气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监测指标
监测情况 超标情况

企业数 比例/% 企业数 比例/%

氯化氢 170 39.9 0 0

铬酸雾 305 71.6 6 1.4

硫酸雾 135 31.7 0 0

氮氧化物 55 12.9 0 0

氰化氢 2 0.5 1 0.2

氟化物 24 5.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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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存在的问题

从现场调研以及自行监测统计分析情况来看，电镀企业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

污水处理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业数量少

根据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电镀分会的估算，目前我国规模以上电镀企业有上万个，已建、

在建、通过环评批复的电镀集中区近百个。但 2016年开展废水自行监测的电镀企业仅有 1259

家，开展废气自行监测的仅有 426家。

（2）监测指标严重缺失

目前电镀企业对于废水的监测比例较高，废气较低。其中，在废水自行监测中，对总铬、

六价铬、总镍的监测比例最高，可达到 80%以上；对总镉、总铅、总汞、总铜、总锌的监

测比例基本保持在 60%~70%；总银、总铁、总铝以及 9项非金属类监测指标的监测比例最

低，不足 50%。在废气自行监测中，除铬酸雾的监测比例稍高可达到 70%以上之外，其他

各指标的监测比例均较低。

（3）监测点位不规范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中并未明确“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的定义和具体位置；而近年来电镀集中区的出现，使电镀企业将分类收集的电镀废水送往集

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统一分质处理。上述情况均导致车间排放口的位置认定问题变得极为

复杂。

从调研情况来看，各地环保执法、监测部门和企业自身对电镀排污单位车间排放口位置

的理解千差万别。有的将车间排放口认定在电镀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总排水口，有的将车间

排放口认定在电镀企业生产场所边界处，有的将车间排放口认定在废水处理单元的某一个中

间环节处。监测位置不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规定，导致监测数

据无效。

（4）监测方式和监测频次因各地环保管理要求不同而差异明显

由于重金属在线监测缺乏相应的安装、验收、运维技术规范，而国家层面仅仅对国控重

点污染源的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指标提出必须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要求，

因此各地主要结合地方管理需求对污染源指标提出了在线监测要求。

废水监测方面，常州市的电镀企业普遍安装了在线监测设备，尤其是重金属在线监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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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较为普及，监测指标涵盖镍、总铬、六价铬、总铜等，而其他地市电镀企业重金属在线监

测设备安装参差不齐，监测指标仅一到两项；手工监测主要依靠企业自测和委托第三方检测，

频次从每日一次至每月一次各有不同。废气监测方面，调研的电镀企业普遍未针对废气开展

自行监测，“日测月报”制度落实不到位。

（5）电镀工业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自行监测缺乏专门规定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当前无论是监督性监测还是自行监测，都将监测重点放在电镀企业

层面上。即使对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开展监测，也是主要针对废水，而不

涉及无组织废气、噪声、周边环境质量等。对废水的监测，由于各地管理要求不一，在监测

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等方面存在各种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专门的指导性文件，无法对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

处理厂自行监测进行有效的规范管理。因此，标准编制组认为可通过对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

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自行监测进行详细规定，推动电镀企业与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

水处理厂之间理顺责任关系，促进《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等排放标准

的有效顺利执行。

4 污染物排放状况分析

4.1 废水污染物排放状况分析

4.1.1 电镀企业

典型电镀企业工艺流程及其产污环节如图 1所示。

从图 1工艺流程来看，可将电镀工艺流程分为镀前处理（去油、去锈），电镀工序和镀

后处理工序（钝化、去氢）等 3个阶段。各阶段均有污染物排放。

不同企业根据生产工艺及镀种的不同，包含以下一项或多项废水来源：

a）镀前处理工序：用于镀件脱脂除油、酸洗、活化、中和等产生的废水；

b）电镀工序：漂洗废水；

c）镀后处理工序：钝化废水等；

d）辅助工序废水：废气洗涤废水、纯水制备系统树脂再生废水、实验室排水等；

e）冲刷废水：生产车间冲洗、初期雨水等；

f）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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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前验收 装挂零件 电解除油 水洗 弱腐蚀 水洗 出光

废液 废水 废酸 废水 废液

碱雾碱 水 HCl 酸雾 水 酸+水

水洗

废水

水

弱腐蚀 水洗

HCl 酸雾 水

废液 废水

中和 水洗 电镀 清洗

废液 废水 废液 废水

NaCO3 水 化学药品 阳极 水

弱腐蚀

酸 酸雾

废液

清洗 出光

废水 废液

水 酸+水

清洗

废水

水

干燥 产品

工件

图 1 典型电镀企业工艺流程及其产污环节

电镀企业的排污口及污染物指标分别见表 3。

表 3 电镀企业废水污染源、排放口及污染物指标

污染源 废水排放口 污染物指标

酸碱废水

废水总排放口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

氟化物、总氰化物

脱脂废水

综合废水

含氰废水

重金属废水

总铜、总锌、总铁、总铝

车间或生产设施

排放口
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

镀种不同，产生的金属污染物也不尽相同。主要镀种及其相应的金属污染物详见表 4。

表 4 主要镀种及其金属污染物

镀种 主要金属污染物

镀锌 总铬、六价铬、总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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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种 主要金属污染物

镀铜 总铜

镀镍 总镍

镀铬 总铬、六价铬

镀银 总银

其中，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铜、总锌是《重金属污染综

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列出的重点污染物，对环境危害较严重，属于重点控制对象；氰

化物作为最优良的络合剂在电镀企业中被广泛应用，具有剧毒性。因此，它们是电镀废水的

特征污染物指标，需要加强控制。

在电镀除油工序中，一般的除油溶液含有氢氧化钠、碳酸钠、磷酸钠，从而导致总磷的

排放。而涉及航空航天的电镀工序，为提高油漆和底层的结合力，需对涂装前的底层进行磷

化，这一环节也排放较多的总磷。此外，在化学镀镍生产过程中，为获得更好的电镀效果，

通常会添加低价磷酸盐作为还原剂，这也是产生总磷的一种渠道。

电镀废水中的氨氮主要来源于酸洗液中含氨或苯胺类的缓蚀剂、电镀液中的铵盐、镀后

漂洗液中的整平剂、光亮剂以及退镀液等。

为改善镀层质量、提高镀层性能，电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普遍使用表面活性剂、光亮剂、

添加剂等。这些物质基本都是有机物，是电镀废水中 COD的主要来源。

镀件在酸洗过程中，使用氢氟酸或氢氟酸盐清除金属中的硅，从而产生氟化物。

铁、铝是镀件的常规材质，在酸洗过程中易析出总铁、总铝。

由于电镀工艺、镀种千差万别，导致各企业的电镀废水水质也有所差别。标准编制组通

过现场调研、统计信息公开数据等相结合的方式，对电镀企业主要污染物的浓度进行了汇总，

见表 5。

表 5 电镀废水水质

污染物指标 六价铬 总镍 总锌 总镉 总铜 总铅 总银

监测浓度/（mg/L） 10~200 ≤100 ≤50 ≤50 ≤100 150 ≤50

污染物指标 pH 值 COD 总磷 氟化物 总氰化物

监测浓度/（mg/L） 3~6 100~300 ≤50 ≤20 10~50

4.1.2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由于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接纳的是电镀企业的废水，因此应针对企业

类型，根据上游企业废水水质，确定其污染物指标。表 6对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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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废水可能涉及的污染物指标进行了汇总。

表 6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口及污染物指标

污染源 废水排放口 污染物指标

电镀企业

废水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 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

废水总排放口
总铜、总锌、总铁、总铝、pH值、氨氮、化学需氧量、总

氮、总磷、总氰化物、氟化物、悬浮物、石油类

4.2 废气污染物排放状况分析

4.2.1 有组织废气

从生产工艺来看，电镀企业的有组织废气包括：抛光拉丝工序产生的含尘废气，脱脂除

油工序产生的碱性废气，酸洗、活化、出光工序产生的酸性废气，电镀工序产生的酸性、碱

性废气，以及镀铬工序、氰化工序、供热锅炉等产生的废气。无组织废气包括：电镀各工序

排放的废气由于无法完全收集而导致的无组织排放，以及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废气。

电镀企业废气排放源及其污染物指标见表 7。

表 7 电镀企业废气排放源及主要污染物

废气排放源 废气种类 排放形式 主要污染物

抛光、拉丝工序 含尘废气 有组织 沙粒、金属氧化物、纤维性粉尘

脱脂除油工序/电镀工序 碱性废气 有组织 氢氧化钠、碳酸钠等

酸洗、活化、出光工序/

电镀工序
酸性废气 有组织 氯化氢、硫酸雾、氮氧化物、氟化物、硝酸雾等

镀铬工序 铬酸雾废气 有组织 铬酸雾

氰化工序 含氰废气 有组织 氰化氢

供热锅炉 锅炉废气 有组织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

电镀各工序 — 无组织
氯化氢、铬酸雾、硫酸雾、氰化氢、氮氧化物、氟化物、

颗粒物

污水处理设施 — 无组织 恶臭

由于在废气处理过程中，碱性废气首先可通过与酸性废气中和而被吸收掉，故不再考虑。

而酸洗、活化、出光工序使用硝酸较少，因此硝酸雾也不再考虑。自备电厂、配套动力锅炉

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2017）执

行。

结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并充分考虑管理需求，确定电镀企

业废气有组织排放涉及的主要污染物因子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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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电镀企业有组织废气排放源及污染物指标

废气排放源 污染物指标

酸洗、活化、出光工序/电镀工序 氯化氢、硫酸雾、氮氧化物、氟化物

镀铬工序 铬酸雾

氰化工序 氰化氢

抛光、拉丝工序 颗粒物

4.2.2 无组织废气

电镀企业的无组织废气排放主要是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见表 9。有电镀

工序企业的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可参照执行。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主要涉

及的无组织废气排放见表 10，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

还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或其他环境管理要求确定是否监测 GB 14554中的其他

恶臭污染物。

表 9 电镀企业无组织废气排放源及污染物指标

排污单位 废气排放源 污染物指标

电镀企业
电镀各工序 氯化氢、铬酸雾、硫酸雾、氰化氢、氟化物

废水处理设施 臭气浓度

表 10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无组织废气排放源及污染物指标

排污单位 废气排放源 污染物指标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

污水处理厂
废水处理设施 臭气浓度

4.3 噪声来源分析

电镀企业噪声源主要有 3类：

a）生产设备：各生产线的磨、抛、滚光机，空压机、水泵、过滤机、电镀通风机、烘

干机等；

b）锅炉：锅炉鼓风设备等；

c）环保设施：废气处理风机、污水处理曝气设备、污泥脱水设备等。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噪声主要是污水处理厂运行机械噪声。

4.4 工业固体废物来源分析

电镀企业的工业固体废物来源如下：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a）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物、热镀锌锌灰、锌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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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其他：生活垃圾等。

（2）危险废物

a）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槽液过滤产生的废渣、废弃槽液、废退镀液，废活性炭、废反

渗透膜、废树脂、脱脂油泥、接触危险废物的弃用劳保用品及包装物；

b）废水/废气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电镀污泥，废水手工监测时产生的废水、废试剂等。

其他工艺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

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5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基本原则

5.1.1 以《总则》为指导根据行业特点进行细化

本标准的主体内容是以《总则》为指导，根据《总则》中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结合

电镀企业的实际排污特点，进行具体化和明确化。

5.1.2 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基础进行全指标覆盖

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内容是本标准制订的重要基础。在污染物指标确定上，主要以当

前实施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依据。对于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明确规定了监测频次的污染物指

标，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准。

5.1.3 以满足支持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为主要目标

本标准的制订以能够满足支持电镀工业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为主要目标，电镀工业排污许

可工作方案中作为管控要素的源尽可能纳入。

5.2 技术路线

根据资料调研和多次专家讨论、审议，形成本《指南》制订的技术路线（图 2）。



— 62 —

国际经验研究 国内自行监测状况调研 国内管理需求和规定调研

设置监测点位 确定监测指标 监测记录与报告

监测技术指南

征求各方意见，专家咨询论证

确定监测频次

图 2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6 标准研究报告

6.1 适用范围

电镀工业涉及的行业广泛，生产类型多样。电镀企业主要有 2种类型：一种是专业电镀

企业，即专门从事电镀加工的企业；另一种是有电镀工序的企业，即电镀加工只是其中一道

生产工序的企业。此外，随着近年来电镀集中区的蓬勃发展，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

水处理厂也成为电镀废水排放的一种重要形式，亟须关注。因此，本标准的研究对象主要包

括专业电镀企业、有电镀工序的企业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其中专业

电镀企业、有电镀工序的企业被统称为电镀工业排污单位。

本标准规定了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自行监测

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在生产运

行时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自行监测。

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执行。

6.2 监测方案制定

6.2.1 废水排放监测

主要考虑了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废水监测点

位、监测指标以及监测频次的设置。对于专业电镀企业，需重点关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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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废水总排放口。对于有电镀工序的企业，需重点关注电镀车间或电镀生产设施排放口。

对于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需重点关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以及废水总

排放口，其中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是指含监控位置为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的污染物废水

分质处理的特定处理单元出水口（分质处理的含监控位置为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污染物的

废水与其他废水混合前）。污染物指标主要以《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为依据。

考虑企业手工监测能力及委托监测成本，按照主要污染物监测频次高于非主要污染物，

直接排放监测频次高于间接排放监测频次的总体原则，参照《总则》，确定电镀排污单位及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各排污口不同污染物的监测频次。

6.2.1.1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

由于各电镀企业的情况不同，可能不会涉及标准中所有的污染物指标，因此企业可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以及实际的生产情况等，确定具体的特征污染物监测指标。

根据生产工艺不产生的污染物，可不进行监测。多镀种时，应包括所有镀种的特征污染物监

测指标。

车间排口的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是电镀特征污染物，是《重

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列出的重点污染物。它们对环境危害较严重，属于重

点控制对象。因此，对这 7项污染物指标的监测频次要求较高。根据《总则》对废水重点排

污单位的主要监测指标确定的最低频次为日—月，并考虑到电镀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应按

日开展监测；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或

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可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开展连续监测。

电镀废水绝大部分是酸碱废水，pH值可充分表征其排水安全，是电镀一项很重要的特

征指标。化学需氧量是我国总量减排控制主要污染物，可反映电镀废水的有机物可生化性。

氰化物作为最优良的络合剂而在电镀企业中广泛应用，具有剧毒性。镀锌在我国电镀加工涉

及最广，约占 45%~50%，镀铜也较多，同时总铜、总锌也是《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

五”规划》中的重点污染物。故对上述 5项指标的监测频次提出较高要求。考虑到电镀企业

普遍规模较小、层次偏低，监测成本负担不宜过重，因此最低监测频次可按日执行；设区的

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可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开

展连续监测。

氨氮也是我国总量减排控制的主要污染物，但由于其主要来源于电镀过程中缓蚀剂、整

平剂、光亮剂等有机胺类的清洗废水，因此产生总量不多。电镀废水中的磷主要来源于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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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的除油溶液，以及航空航天电镀的磷化、化学镀镍的低价磷酸盐。一般情况下通过处理，

总磷可达标，排放量也不大。故对氨氮、总氮、总磷这 3 项污染物指标监测频次要求相对低

一些。但对于总氮或总磷超标的流域和沿海地区，实施总氮或总磷重点控制的区域，可提高

相应指标的监测频次。

铁、铝常被用作镀件材料，在除油、酸洗中容易析出总铁、总铝。氟化物、悬浮物、石

油类也在电镀过程中有所产生，但产生量均不大，且对环境危害较小。因此，这些指标可适

当降低监测频次。

6.2.1.2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废水污染物监测指标与电镀企业基本一致。对

于金属污染物，主要根据污水处理厂上游企业排放废水涉及的污染物指标来确定。但在监测

频次上有细微差别，主要表现在：

由于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作为集中排污单位，是当地重点监控的对

象，因此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的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须按日开

展监测；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

自动监测。

pH值是电镀废水的特征指标之一，化学需氧量是反映水体有机污染的一项重要指标，

因此要求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总排口设置自动监测设备，对此 2项指标

要求开展连续自动监测。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相对单独的电镀企业来说，氨氮、总氮、总磷的

排放量较大，因此要求其与总氰化物、总铜、总锌一样按日开展监测。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

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物指标，须采取自动监测。其他监测指标的监

测频次可适当降低。

根据当前环境管理状况，对电镀污染治理设施处理效果没有明确要求，本标准暂未考虑。

各地或排污单位有需要的，可根据《总则》确定内部监测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和频次。

6.2.2 废气排放监测

根据专业电镀企业、有电镀工序的企业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涉

及的废气排放源，分别对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的排放监测位置、监测指标和监测频次

进行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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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有组织废气

根据《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专业电镀企业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设置监测点位。根据实地调研，专业电镀企业普遍安装了酸碱废气

排气筒、含氰废气排气筒、铬酸雾废气排气筒以及粉尘废气排气筒，对废气进行集中排放。

有电镀工序的企业，则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也安装了以上若干种废气排气筒。

对废气主要监测指标，《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对重点排污单位确定的监测

频次为月—季度，对非重点排污单位确定的监测频次为半年—年。由于电镀企业的废气治理

工艺较为成熟，一般很少作为废气重点排污单位，故要求专业电镀企业及有电镀工序企业的

各类有组织废气按半年开展监测。若监测结果超标的，还应适当增加相应指标的监测频次。

有自备电厂、配套动力锅炉废气排放的，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

及锅炉》（HJ 820）确定监测指标和频次等内容。

6.2.2.2 无组织废气

标准编制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专业电镀企业的无组织废气主要由有组织废气无法完

全收集而导致，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无组织废气主要是在废水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恶臭废气。这些无组织废气均带来刺激性气味问题，易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

由于电镀工业不在《总则》要求的无组织废气排放较重的行业之列，因此要求按年开展监

测。监测结果超标的，应增加相应监测指标的监测频次。若周边有居民区等敏感点，应提

高监测频次。

有电镀工序的企业，由于电镀无组织废气只是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因此无组织废气排

放监测可参照专业电镀企业的标准执行。

6.2.3 厂界噪声排放监测

对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有可能存在的噪声源

进行梳理，查清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况和周边环境敏感点的位置，从而为其进行噪声

监测布点提供依据。

根据《总则》要求，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监测，夜间生产的须监测夜间

噪声。周边有敏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6.2.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对于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周边的环境质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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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监测，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无明确要求的，对于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的，若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可按照《地表

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土壤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及受纳水体环境管理要求设置地表水、河底底泥、地下水和土

壤的监测点位。对设置各监测指标的考虑如下：

（1）地表水：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对地表水

的影响，主要在于重金属污染。因此，选取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

汞以及总铜、总锌、pH值等 10个监测指标。

（2）河底底泥：由于土壤、底泥中的六价铬目前缺少国家标准方法，故不再设置此指

标。河底底泥受地表水影响，因此其他指标与地表水保持一致。

（3）地下水：我国电镀加工涉及最广的是镀锌、镀铜、镀镍、镀铬，其中镀锌占 45%~50%，

镀铜、镍、铬占 30%，因此相应的含锌废水、含铜废水、含镍废水、含铬废水的排放量也

较大。同时，这 4 种金属的水溶性也较大。氰化物是电镀工业排放的特征污染物，总铁易

在除油、酸洗中析出，pH值和高锰酸盐指数是地下水常规性指标。因此，综合而得地下水

环境质量监测指标。

（4）土壤：根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2016年国家环境监测及数据共享方案》中对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规定的监测指标，并考虑电镀工业的特征污染物，选定 pH值、总铬、总

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铜、总锌等监测指标。

6.3 信息记录与报告

对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生产和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状况的记录内容进行了细化。

对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危险废物的来源进行梳理，提出信息记录要求。

6.4 其他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应制定监测方案、设置

和维护监测设施、开展自行监测、做好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数据。

本标准是在《总则》的指导下，根据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

水处理厂的实际情况，对监测方案制定和信息记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具体细化。其他未在

本标准说明但各行业通用的内容，同样适用于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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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因此除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其他按《总则》执行。

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成本分析

7.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成本测算

为了解电镀工业排污单位以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自行监测方案实

施的经济成本，标准编制组对北京、辽宁、江苏和湖北 4省（直辖市）监测技术服务收费

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指南》要求的废水、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厂界

噪声等监测内容进行了成本核算分析。具体见表 11~表 16。

废水排放口按 1 个废水总排口和实际的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之和计算。根据《地表

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企业开展自行监测时，工业废水一般每个生产

日至少监测 3次。因此，《指南》确定每个采样日采集 3次。

电镀企业规模不一，相应地有组织废气排气筒的数量也存在较大差别。为说明平均情

况，《指南》对有组织废气外排口按 5个排气筒或处理设施排放口计算。根据《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排气筒中废气以连续 1h采样或 1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个样品来计算平均值。因此，《指南》确定每个采样日采集 1次。

无组织废气按照 4个监测点位计算，每个采样日采集 1次。

厂界噪声按照 4个监测点位计算。

时间标准：1年以 4个季度，12个月，47周和 330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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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废水自行监测成本核算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收费标准/（元/点、次、项）

监测频次
年样品

数量

监测点

位数量
费用/元

采样 预处理 分析
监测费

用合计

车间或生

产设施排

放口

流量 — — — — 自动监测 — — 设备购置费 3万元，使用 8年，折旧费 3750元/年；
每年运维费 4000元，则每年费用为 7750元

总铬 15 24 98 137

按日监测，每日采样 3次

990 1 135630
六价铬 15 0 98 113 990 1 111870
总镍 15 24 95 134 990 1 132660
总镉 15 24 108 147 990 1 145530
总银 15 24 120 159 990 1 157410
总铅 15 24 95 134 990 1 132660
总汞 25 24 115 164 990 1 162360

废水总排

放口

流量 — — — — 自动监测 — — 设备购置费 3万元，使用 8年，折旧费 3750元/年；
每年运维费 4000元，则每年费用为 7750元

pH值 14 0 0 14

按日监测，每日采样 3次

990 1 13860

化学需氧量 15 35 70 120 990 1 118800
总氰化物 15 50 95 160 990 1 158400
总铜 15 24 108 147 990 1 145530
总锌 15 24 108 147 990 1 145530
总磷 15 24 88 127 按月监测，每个采样日采集 3

次

36 1 4572
总氮 15 24 93 132 36 1 4752
总铁 15 24 108 147

按月监测，每个采样日采集 3
次

36 1 5292
总铝 15 24 120 159 36 1 5724
氨氮 15 19 80 114 36 1 4104

氟化物 15 19 89 123 36 1 4428
悬浮物 15 0 62 77 36 1 2772
石油类 15 19 132 166 36 1 5976

合计 161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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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废水自行监测成本核算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收费标准/（元/点、次、项）

监测频次 年样品数量
监测点

位数量
费用/元

采样费 预处理 分析
监测费

用合计

车间或生产设

施排放口

流量 — — — — 自动监测 — — 设备购置费 3万元，使用 8年，折旧费 3750元/年；

每年运维费 4000元，则每年费用为 7750元
总铬 15 24 98 137

按日监测，每日采样 3
次

990 1 135630
六价铬 15 0 98 113 990 1 111870
总镍 15 24 95 134 990 1 132660
总镉 15 24 108 147 990 1 145530
总银 15 24 120 159 990 1 157410
总铅 15 24 95 134 990 1 132660
总汞 25 24 115 164 990 1 162360

废水总排放口

流量 — — — —

自动监测

— — 设备购置费 3万元，使用 8年，折旧费 3750元/年；

每年运维费 4000元，则每年费用为 7750元

pH值 — — — — — — 设备购置费 1万元，使用 2年，折旧费 5000元/年；

每年运维费 5000元，则每年费用为 1万元

化学需氧量 — — — — — — 设备购置费 2万元，使用 5年，折旧费 4000元/年；

每年运维费 4000元，则每年费用为 8000元
氨氮 15 19 80 114

按日监测，每日采样 3
次

990 1 112860
总氮 15 24 93 132 990 1 130680
总磷 15 24 88 127 990 1 125730

总氰化物 15 50 95 160 990 1 158400
总铜 15 24 108 147 990 1 145530
总锌 15 24 108 147 990 1 145530
总铁 15 24 108 147

按月监测，每个采样日

采集 3次

36 1 5292
总铝 15 24 120 159 36 1 5724
氟化物 15 19 89 123 36 1 4428
悬浮物 15 0 62 77 36 1 2772
石油类 15 19 132 166 36 1 5976

合计 185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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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电镀工业排污单位有组织废气自行监测成本核算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收费标准/（元/点、次、项）
监测频

次

年样品

数量

监测点

位数量

费用/

元采样
预处

理
分析

监测费

用合计

酸碱废气排气筒

氯化氢 206 0 123 329

按半年

监测，

每个采

样日采

集 1次

2 5 3290

氮氧化物 166 0 113 279 2 5 2790

硫酸雾 256 21 140 417 2 5 4170

氟化物 256 19 109 384 2 5 3840

铬酸雾废气排气筒 铬酸雾 206 19 113 338 2 5 3380

含氰废气排气筒 氰化氢 206 0 138 344 2 5 3440

粉尘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 400 2 5 4000

合计 24910

表 14 专业电镀企业无组织废气自行监测成本核算结果

监测点

位
监测指标

收费标准/（元/点、次、项）

监测频次
年样品

数量

监测点

位数量
费用/元

采样 预处理 分析
监测费

用合计

厂界

氯化氢 69 0 128 197
按年监

测，每个

采样日采

集 1次

1 4 788

铬酸雾 69 0 113 182 1 4 728

硫酸雾 69 21 140 230 1 4 920

氰化氢 69 0 138 207 1 4 828

氟化物 69 19 109 197 1 4 788

合计 4052

表 15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无组织废气自行监测成本核算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收费标准/（元/点、次、项）

监测频次
年样品

数量

监测点

位数量

费用/
元采样 预处理 分析

监测费

用合计

厂界 臭气浓度 50 0 501 551
按年监测，

每个采样

日采集 1次
1 4 2204

合计 2204

表 16 厂界噪声自行监测成本核算结果

监测

点位
监测指标

收费标准/（元/点、次、项）
监测频次

年样品

数量

监测点

位数量
费用/元

昼间 夜间

厂界 连续等效 A声级 102 142
按季度监测，每

次监测 1天，每

天昼夜各 1次
8 4 976

合计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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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成本分析

根据《指南》要求，基于表 11~表 16的计算结果，对专业电镀企业以及专门处理电镀

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废水、废气（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和厂界噪声的自行监

测成本进行了汇总，见表 17。

表 17 自行监测成本核算

类别 专业电镀企业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

水处理厂

废水

流量 1 0.775*2=1.55 自行承担

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

总铅、总汞、总铜、总锌、总铁、

总铝和总氰化物等 12项特征污染

物

②143.86 自行承担

pH值、COD等 8项常规污染物 ③15.93 自行承担

废气
有组织废气 ④2.5 —

无组织废气 ⑤0.4 ⑥0.22

噪声 ⑦0.1

总计
（①+③+④+⑤+⑦）+②中

涉及的特征污染物监测费用
⑥+⑦

7.2.1 专业电镀企业

7.2.1.1 废水

废水流量采用自动监测，每台流量计每年的设备购置折旧费和运维费需 0.775万元；其

他污染物指标采用委托性监测方式。

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铜、总锌和总氰化物等 10个特征

污染物每年的监测成本均在 10万元以上，总铁、总铝每年的监测成本为 0.5万元左右，共

计 143.86 万元；而其他 8 项污染物指标每年的监测成本合计为 15.93万元。由于专业电镀

企业在实际生产中未必全覆盖前 12项特征污染物，故监测费用为 17.48万元，再加上涉及

的特征污染物监测费用。

7.2.1.2 废气

按照《指南》对有组织废气规定的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专业电镀企业每年有组织废

气的监测费用约为 2.5万元，无组织废气的监测费用约为 0.4万元。此外，专业电镀企业还

需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以及实际生产情况等调整监测排气筒数量和具体监测

指标。

万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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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噪声

厂界噪声每年监测费用约为 0.1万元。

综上所述，专业电镀企业每年自行监测费用为 20.48万元，再加上涉及的废水特征污染

物以及其他废气监测费用。

7.2.2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在日常运行中，需要掌握企业的运行状况，会

对排放废水的各项污染物指标进行定期监测。所以这些企业自行承担的项目监测成本可作

为企业日常运行的成本，不计入企业自行监测的成本。对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

处理厂的臭气浓度开展监测，每年约需 0.22 万元；对厂界噪声开展监测，每年约需 0.1万

元。综上所述，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每年自行监测成本约为 0.32万元。

7.3 企业成本核算实例

以某专业电镀企业为例。该企业为国控重金属企业，环保总投资为 2000万元，环保设

施年运行费用为 300万元。拥有 3 条电镀生产线，镀种为镀铜、镀镍、镀铬。废水经自建

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外排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非电镀工业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再进行

综合处理。废气治理措施包括 9套酸雾洗涤塔和 15套粉尘处理设施。该企业每年自行监测

成本见表 18。

表 18 典型专业电镀工业企业自行监测成本核算

类别 名称 数量 单价/万元

固定投资 5.18万元

流量计 2个 1.5

pH在线监测仪 1个 0.48

数采仪 1个 1.7

实验室成套设备 1套 1.5

年运行费用 8万元
专职化验员 1个 5

药剂费、耗材 1年 3

废气委托监测费用 10

万元

有组织（氯化氢、铬酸雾） 9个排气筒*2次/年 6

有组织（粉尘） 15个排气筒*2 次/年 3.6

无组织废气 4个监测点*1次/年 0.4

废水委托监测费用

55.2万元

总镍、总铬、六价铬 次/天 38

总铜 次/天 14.5

总铁、总磷、总氮、氟化物、

悬浮物、石油类
次/月 2.7

厂界噪声委托监测费

用 0.1万元
连续等效 A声级 次/季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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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8可见，自动监测设备一次性投资为 5.18万元，以 5年使用期限计算，则每年折

旧费约为 1.0万元。此外，每年运行费用为 8万元，废气委托监测费用为 10万元，废水委

托监测费用为 55.2 万元，噪声监测费用为 0.1万元，故该企业每年自行监测费用约为 74.3

万元，占环保设施年运行费用的 24.8%。

以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为例。该污水处理厂位于某电镀集中区内，

为园区内 20家电镀企业提供废水处理服务。一期投资 3000万元，二期投资 1000万元，年

日常运行成本为 600万元。

该污水处理厂每年自行监测成本见表 19。其中，自动监测设备一次性投资为 100万元，

以 5 年使用期限计算，则每年折旧费为 20万元。此外，每年运行费用 20万元，噪声委托

监测费用 0.1万元，废气监测未做要求。故该企业每年自行监测费用约为 40.1 万元，占日

常年运行成本的 6.7%。

表 19 典型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自行监测成本核算

类别 名称 数量 单价/万元

固定投资 100万元

流量计 3个 0.2

pH在线监测仪 1个 0.2

六价铬在线监测仪 1个 10

总铬在线监测仪 1个 10

总镍在线监测仪 1个 10

氰化物在线监测仪 1个 15

氨氮在线监测仪 1个 10

COD在线监测仪（哈希） 1个 15

分光光度计 1个 0.2

原子吸收仪（岛津） 1个 20

年运行费用 20万元
专职化验员 2个 5

运行费（含运维、药剂费、耗材） 1年 10

厂界噪声委托监测费用

0.1万元
连续等效 A声级 次/季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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