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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项目由来 

镇江中船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为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与日立造船日式

会社合资的有限公司，公司位于龙门港路以北，京江路以西。 

2023 年 4 月，镇江中船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以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名

义向镇江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申报了《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集成产业化

项目机械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并于

2023 年 4 月 3 日取得环评批复，批准文号为镇高新环审[2023]8 号；中船动力镇

江有限公司（日立厂区）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登

记编号为 913211007317784309002Q，有效期为 2024 年 5 月 29 日至 2029 年 5

月 28 日。2024 年 6 月 3 日，企业组织了该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并顺利通过。 

目前，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日立厂区）新增《中船日立产线改造项目》

和《钢结构件退火热处理工作站项目》。在对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时发现“船

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目（重新报

批）”在验收后发生变动，具体变动内容如下： 

（1）危废仓库数量和面积变化：危废仓库数量将原 1 间隔成 3 小间，面积

分别为 60m
2、30m

2、60m
2，总面积为 150m

2，总面积减少了 50m
2。 

（2）废水产生及处理方式变化： 

①车间地面清洁方式由冲洗变更为扫帚清扫，不再产生车间地面冲洗废水；

综合全厂废水产生情况，废水仅有职工生活污水，不再产生生产废水。 

②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变更为：由仅化粪池处理改为先经普通化粪池预处理，

再经废水处理装置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并纳入高资污水处理厂进一步

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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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变动依据 

对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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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要求： 

“三、关于验收后变动界定依据和管理要求 

（一）界定依据 

建设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原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

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变动，且不属于新、改、

扩建项目范畴的，界定为验收后变动。涉及验收后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在变动

前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的环境影响评价

类别要求，判断是否纳入环评管理。 

（二）管理要求 

涉及验收后变动，且变动内容对照《环评名录》不纳入环评管理的，按照

《环评名录》要求不需要办理环评手续。排污单位建设的项目发生此类验收后变

动，且不属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情形的，纳入排污许

可证的变更管理。排污单位应提交《建设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附

件3）作为申请材料的附件，并对分析结论负责”。 

本次变动内容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不纳入环评管理，无需要办理环评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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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验

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编制要求编写建设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综上，根据要求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编制了《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船

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目（重新报

批）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作为该项目后续环境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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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及项目文件 

2.1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2015年1月1

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2018年1月

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12月24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

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 

（8）《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 

（9）《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10）《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 

（11）《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11月23日修订）； 

（12）《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5月1日修订实施）； 

（13）《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25年3月1日实行）； 

（14）《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2024年1月29日）；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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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技术导则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T 2.3-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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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7）《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18）； 

（8）《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34330-2017）； 

（9）《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 

2.3项目有关文件、资料 

（1）《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

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镇高新环审[2023]8号）； 

（2）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

目（重新报批）竣工环保验收文件； 

（3）镇江中船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应急预案备案表。 

（4）镇江中船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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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动情况 

3.1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1、变动前项目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表3.1-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序号 项目 报告类型 建设内容 
批准文

号 
验收情况 

1 

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

统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

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

目（重新报批） 

报告书 

扫气管：270套/年 

排气管：270套/年 

空冷器：270套/年 

公共底座：800套/年 

发动机机座：1300套/年 

镇高新

环审

[2023]8

号 

已通过自

主验收 

2、排污许可申领情况 

排污许可证登记编号：913211007317784309002Q，登记日期：2024年5月

29日，有效期：2024年5月29日至2029年5月28日。 

3、应急预案情况 

企业于2024年8月制定了《镇江中船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已在镇江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备案，备案编号：321172-2024-14-L。 

4、项目验收情况 

《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目

（重新报批）》项目于2024年6月3日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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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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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比本项目与原环评报告、竣工环保验收报告，

对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方面进行详细

情况说明。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对比项目现有环保手续，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集

成产业化项目机械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目（重新报批）性质、地点、生产工

艺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本次变动情况如下： 

（1）危废仓库数量和面积变化：危废仓库数量将原 1 间隔成 3 小间，面积

分别为 60m
2、30m

2、60m
2，总面积为 150m

2，总面积减少了 50m
2。 

（2）废水产生及处理方式变化： 

①车间地面清洁方式由冲洗变更为扫帚清扫，不再产生车间地面冲洗废水；

综合全厂废水产生情况，废水仅有职工生活污水，不再产生生产废水。 

②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变更为：由仅化粪池处理改为先经普通化粪池预处理，

再经废水处理装置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并纳入高资污水处理厂进一步

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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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次变动内容 

3.3.1 项目性质 

项目建设性质与原环评验收时一致，未发生变动。 

项目性质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比表见下表。 

表3.3-1 项目性质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比表 

 

3.3.2 项目规模 

项目建设规模与原环评验收时一致，未发生变动。 

项目建设规模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比表见下表。 

表3.3-2    验收与实际建设规模对照表 

 

3.3.3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地点与原环评验收时一致，未发生变动。 

项目建设地点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比表见下表。 

表 3.3-3 项目地点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照表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变动情况 
变动前（验收时） 变动后（实际） 

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

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成套

及海洋工程配套项目（重

新报批） 

新建（重新报批） 新建（重新报批） 未发生变动 

项目名称 产品名称 

建设规模 

变动情况 变动前（验收

时） 
变动后（实际） 

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

统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

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

目（重新报批） 

扫气管 270套/年 270套/年 

未发生变动 

排气管 270套/年 270套/年 

空冷器 270套/年 270套/年 

公共底座 800套/年 800套/年 

发动机机座 1300套/年 1300套/年 

类别 变动前（验收时） 变动后（实际） 变动情况 

项目地点 龙门港路以北，京江路以西 龙门港路以北，京江路以西 
未发生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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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项目主要工程组成及内容 

对照项目环评设计、验收、公司变动后情况，项目主要工程组成内容变动

情况详见表下表。 

表 3.3-4 公用辅助工程对照一览表 

类别 名称 环评批复建设情况 竣工验收建设情况 
本项目变动后

建设情况 

变动情

况 

主体工

程 

焊接车间 

2座：1#焊接车间（

建筑面积0.52万m
2

）、2#焊接车间（

建筑面积约0.1万m
2

） 

2座：1#焊接车间（

建筑面积0.52万m
2

）、2#焊接车间（

建筑面积约0.1万m
2

） 

无变化 / 

下料车间 建筑面积0.49万m
2
 建筑面积0.49万m

2
 无变化 / 

喷漆房 

面积 180m
2

（18×10m，高
7m）/密闭微负压式 

面积 180m
2

（18×10m，高
7m）/密闭微负压式 

无变化 / 

晾干房 

面积 180m
2

（20×9m，高 7m）/

密闭微负压式 

面积 180m
2

（20×9m，高 7m）
/密闭微负压式 

无变化 / 

喷砂车间 建筑面积180m
2
 建筑面积180m

2
 无变化 / 

打磨车间 建筑面积100m
2
 建筑面积100m

2
 无变化 / 

机加工 

车间 

建筑面积 0.24 万 m
2 

（用于小型零部件
加工） 

建筑面积 0.24 万 m
2 

（用于小型零部件
加工） 

无变化 / 

贮存工

程 

钢料堆场 

共 2 座：1#钢料堆
场约 0.10 万 m

2、2#

钢料堆场约 0.06 万
m

2
 

共 2 座：1#钢料堆
场约 0.10 万 m

2、2#

钢料堆场约 0.06 万
m

2
 

无变化 / 

成品仓库 建筑面积0.05万m
2
 建筑面积0.05万m

2
 无变化 / 

油漆等化学
品仓库 

1 座，80m
2
 1 座，80m

2
 无变化 / 

辅助工

程 

综合楼 建筑面积0.07万m
2
 建筑面积0.07万m

2
 无变化 / 

空压站 41.22 m³/min 41.22 m³/min 无变化 / 

氧气、CO2

气化站 

400-500m³/h 

（建筑面积
360m

2） 

400-500m³/h 

（建筑面积
360m

2） 
无变化 / 

丙烷汇流排
间 

50kg/h 二组（1 用 1

备） 

建筑面积 205m
2
 

50kg/h 二组（1 用 1

备） 

建筑面积 205m
2
 

无变化 / 

公用工

程 

给水 

新鲜水用量 1.40 万
t/a（区域自来水管

网供给） 

新鲜水用量 1.40 万
t/a（区域自来水管

网供给） 
无变化 / 

排水 

废水排放 0.57 万 t/a

（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及城镇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 

废水排放 0.57 万 t/a

（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及城镇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 

无变化 / 

供电 

市政电网（厂内配
套 10kV 的变压及配

电站） 

市政电网（厂内配
套 10kV 的变压及

配电站） 
无变化 / 



 

 9 

类别 名称 环评批复建设情况 竣工验收建设情况 
本项目变动后

建设情况 

变动情

况 

消防 

室外消防用水 20L/s 

室内消防用水 30L/s 

室外消防用水 20L/s 

室内消防用水 30L/s 无变化 / 

1座200m³消防水池 1座200m³消防水池 

绿化 面积0.38万m
2
 面积0.38万m

2
 无变化 / 

环保工

程 

废

气

处

理 

喷砂打
磨房含
尘废气 

滤芯除尘+15m 高的

排气筒 DA001 排放 

滤筒除尘+干式过滤

+15m高的排气筒

DA001排放 

无变化 / 

喷漆/流
平、烘
干废气 

干式过滤器+沸石转
轮吸附浓缩+CO 催

化燃烧+15 

m 高的排气筒
DA002 排放 

干式过滤器+沸石转
轮吸附浓缩+CO 催

化燃烧+15 

m 高的排气筒
DA002 排放 

无变化 / 

晾干房
废气 

固定床活性炭吸附
箱尾气与喷漆房废
气处理装置合并排
气筒 DA002 排放 

固定床活性炭吸附
箱尾气与喷漆房废
气处理装置合并排
气筒 DA002 排放 

无变化 / 

切割下
料含尘
废气 

配置移动式烟尘净
化器进行收集处
理，经收集处理后
的尾气均直接排入
车间环境中，剩余
尾气与未经收集处
理的散逸废气最终
经车间通风排风设
施一并引出并呈无
组织方式外排环境
（移动式烟尘净化
器：吸尘管道+重力
沉降室+高效过滤器
+活性炭过滤器） 

配置移动式烟尘净
化器进行收集处
理，经收集处理后
的尾气均直接排入
车间环境中，剩余
尾气与未经收集处
理的散逸废气最终
经车间通风排风设
施一并引出并呈无
组织方式外排环境
（移动式烟尘净化
器：吸尘管道+重力
沉降室+高效过滤器
+活性炭过滤器） 

无变化 / 

焊接烟
尘废气 

废

水

处

理 

职工生
活污水 

经普通化粪池预处
理后，直接接入市
政污水管网及城镇
污水处理厂进一步

集中处理 

经普通化粪池预处
理后，直接接入市
政污水管网及城镇
污水处理厂进一步

集中处理 

先经普通化粪
池预处理，再
经废水处理装
置预处理后，
接入市政污水
管网并纳入高
资污水处理厂
进一步集中处

理 变动 

工业生
产废水 

经厂内工业废水处
理装置（格栅+调节
池+油水分离器+PP

棉过滤+活性炭吸
滤）预处理后，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及
城镇污水处理厂进
一步集中处理 

经厂内工业废水处
理装置（格栅+调节
池+油水分离器+PP

棉过滤+活性炭吸
滤）预处理后，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及
城镇污水处理厂进
一步集中处理 

不产生车间地

面冲洗废水等

工业生产废水 

噪声 

基础减振、消声、

建筑隔声/绿化吸声

及距离衰减 

基础减振、消声、

建筑隔声/绿化吸声

及距离衰减 

无变化 / 

固废 
一般固废仓库约

1000m
2
 

一般固废仓库约

1000m
2
 

无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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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环评批复建设情况 竣工验收建设情况 
本项目变动后

建设情况 

变动情

况 

危废仓库约200m
2 危废仓库约200m

2 

危废仓库由1间

隔成3小间，面

积分别为60m
2

、30m
2、60m

2

，总面积约为

150m
2。 

面积减

少50m
2
 

环境风险 

设置 1 座 200m³的
应急事故池及相应

防控器材 

设置 1 座 200m³的
应急事故池及相应

防控器材 
无变化 / 

 

3.3.5 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生产设备型号与数量与原环评验收时一致，未发生变动。 

项目生产设备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比表见下表。 

表 3.3-5  主要生产设备对照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套） 

验收 

验收

后变

动 

本次变

动 

与变动

后相比

增减量 

1 普通车床 C6150 1 1 1 0 

2 普通车床 CT6140 1 1 1 0 

3 普通车床 CA6140 1 1 1 0 

4 单柱立式车床 C5116A 1 1 1 0 

5 马鞍车床 CZ 1 1 1 0 

6 砂轮机 / 1 1 1 0 

7 立式车床 C512A 1 1 1 0 

8 万能铣床 X62W 1 1 1 0 

9 龙门刨床(改造龙门铣) B2151 1 1 1 0 

10 卧式镗床 T68 1 1 1 0 

11 半自动锯床 H-250SA H-250SA 1 1 1 0 

12 摇臂钻床 Z3032 1 1 1 0 

13 摇臂钻床 ZQ3080-20 1 1 1 0 

14 ZQ3080 摇臂钻床 ZQ3080×25 1 1 1 0 

15 空压机 W-1.0/7 1 1 1 0 

16 卧式铣镗床 TPX6113/2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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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数显立式铣床 FX5045/1 1 1 1 0 

18 TX6213 数据落地铣镗 TX6213 1 1 1 0 

19 Z3080X25 摇臂钻床 Z3080-25 1 1 1 0 

20 卧式车床 CWA61100/1500 1 1 1 0 

21 悬臂式焊接架 HS-35 1 1 1 0 

22 移动式液压升降台 SJY1-9 1 1 1 0 

23 立柱式自动焊接操作机 LHZ4×5 1 1 1 0 

24 单柱液压机 YH30-350 1 1 1 0 

25 电焊条烘箱 30KG ZYHC-30 1 1 1 0 

26 数控火焰切割机 HQCD 1 1 1 0 

27 仿型气割机 CG2-150B 1 1 1 0 

28 丝杆可调式焊接滚轮架 HGK-10T 1 1 1 0 

29 氩弧焊机 / 3 3 3 0 

30 仿型切割机 CG2-150A 1 1 1 0 

31 半自动磁座钻 WA-3500 1 1 1 0 

32 HGK-10T 滚轮架 HGK-10T 1 1 1 0 

33 不锈钢电汽两用蒸饭柜 120 型 1 1 1 0 

34 HGZ-5A 焊接滚轮架 HGZ-5A 1 1 1 0 

35 自调式焊接滚轮架 HGZ-10 1 1 1 0 

36 不锈钢电气两蒸饭柜 15 层 120 斤 1 1 1 0 

37 除尘砂轮机(B) M3325 1 1 1 0 

38 电动磁力钻 NI-WA-3500 1 1 1 0 

39 C516A 立车 PX6111/2 1 1 1 0 

40 叉车 5t 和 2t 1 1 1 0 

41 洁净室 / 1 1 1 0 

42 喷漆房 / 1 1 1 0 

43 喷枪 
2~2.5L/min，喷枪口径 1-

-1.5MM 
1 1 1 0 

44 闪干及通道 / 1 1 1 0 

45 喷房循环风供应室 / 1 1 1 0 

46 电控与中央集成系统 / 1 1 1 0 

47 TK6920 数控镗铣床 /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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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项目原辅材料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与原环评验收时一致，未发生变动。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与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比表见下表。 

表3.3-6    主要原辅材料对照一览表 

序号 原辅料名称 
年耗量 

变动前 变动后 变动量 

1 结合钢 Q235B 3570t/a 3570t/a 0 

2 结合钢 Q345B 2000t/a 2000t/a 0 

3 结合钢 Q345R 200t/a 200t/a 0 

4 管材 200t/a 200t/a 0 

5 焊材 150t/a 150t/a 0 

6 底漆 10t/a 10t/a 0 

7 面漆 10t/a 10t/a 0 

8 稀释剂 6t/a 6t/a 0 

9 固化剂 0.1t/a 0.1t/a 0 

10 氩气 5.5t/a 5.5t/a 0 

11 氧气 170t/a 170t/a 0 

12 丙烷 20t/a 20t/a 0 

13 CO2+N2混合气 171t/a 171t/a 0 

14 柴油 1t/a 1t/a 0 

15 新鲜水 1.40万t/a 1.40万t/a 0 

16 润滑油（机油） 7t/a 7t/a 0 

17 电 400万度/年 400万度/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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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生产工艺 

企业生产工艺仍为验收时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动，生产工艺如下：

 

 

图3-1   工艺流程图 

项目工艺流程简述如下：  

①原料验证：根据产品的结构及相关技术要求，对不同类型的钢材原材料

的尺寸、外观、质保书等相关资料进行验证。要求原材料表面不得有裂纹、结

疤、夹渣、分层等缺陷；核对材料标记，实测原材料（钢板）厚度。  

②划线下料：库管员根据生产加工需要的尺寸和排版要求划线，并做好材

料标记，检验员检查确认后，通过相应切割机切割下料（主要为火焰切割-气

割）。切割过程中产生钢材边角废料 S1 及切割烟尘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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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磨削处理：经切割后的零构料，因切割工艺/操作等因素，其切割面因热 

变形而存在不规整及断面粗糙且带有挂渣，需进行局部磨削加工处理。项目主

要通过万能铣床/刨床等机械对切割下料后的零构件进行局部精密铣削/磨平等表

面加工处理，加工处理完成后，由检验员检查确认合格，即可进入下道焊接工

序。该工序主要产生废金属屑 S2（因铣削/磨平加工仅为局部且加工量小，同时，

其产生的少量金属尘屑颗粒粒径大且比重大，大部分可在车间机械周边自然沉

降/ 落地，因此，该工序产生的粉尘量甚小，可忽略）。 

④焊接：按焊接工艺对各钢件施焊。焊接主要采用氩弧焊和手工电弧焊。

焊接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焊接烟尘 G2 以及少量废焊条 S3。  

⑤机械加工：焊接后的钢材部分通过钻床、车床进行打孔成型，部分通过

铣面机、铣床进行铣削加工，该工序产生金属屑 S4（因钻铣车削等机械加工仅

为局部且加工量小，同时，其产生的少量金属尘屑颗粒粒径大且比重大，大部

分可在车间机械周边自然沉降/落地，因此，该工序产生的粉尘量甚小，可忽

略）。  

⑥喷砂打磨：喷砂过程在喷砂房内完成，通过钢丸对各构件进行修磨、清

理，不允许有焊渣、飞溅、尖角、凸台、弧坑等，焊缝表面修磨成平滑的圆弧

形状。喷砂过程中主要污染物为喷砂粉尘 G3、喷砂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钢砂 

S5。  

⑦喷漆：本项目工件的喷漆工序需要喷两层漆，分别为底漆、色漆，喷涂

为 人工喷涂，喷涂过程投加稀释剂进行，极少部分产品根据客户需求需要投加

固化 剂进行漆料固化，项目喷涂底漆后自然流平一段时间后再喷涂面漆再流平

后进行烘干，烘干采用电加热（电加热时间每批次工件约加热 0.5h，烘干温度

控制在约 180 度），烘干温度由电加热器或电加热管控制。项目喷漆室是一个

独立的密闭微负压系统，由循环风系统、动静压室、喷漆室室体等组成，项目

每批次工件喷漆时间约为 0.5h，每天喷漆工件约 16 批，推算喷漆房年运行 250 

天（2000h）。所有喷漆室、流平室采用送入空调风，达到恒湿、恒温的洁净要

求，这些工位室均设有与进风均衡的排风系统，在涂装生产过程中，喷漆区隔

离成全封闭喷漆室，喷漆室送排风系统采用国际领先的循环风系统，循环风量

达到 90％，极大地降低了日常运行时的能耗，减少了为其提供冷、热源机组的

装机功率。此工序中会产生喷漆废气 G4（甲苯、二甲苯、VOCs、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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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渣 S6。  

项目喷漆房（包括调漆、喷漆、流平、烘干过程）产生的废气经室体下的漆雾

捕捉系统补集至干式过滤器深度处理漆雾后的有机废气引入沸石转轮+CO 催化燃

烧炉处理后，至此有机废气绝大多数被去除。  

⑧晾干：经喷漆/烘干后的器件，因操作工艺及时间控制及节能等因素，下线

后的涂后产品仍残留少量 VOCs 物质（约占其总量的 5%左右），需放到一个晾干

房内进一步自然晾干，以将产品/器件涂层中所含的少量挥发性物质慢慢释放排出

（G5）。该晾干房为密闭式微负压运行，其产生的 VOCs 较少，直接经引风收集

并纳入一套固定床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后尾气与喷漆房废气处理装置的尾

气合并一根排气筒（DA002）高空排放。 

⑨保温施工（外协）：部分管状工件因为使用环境的温度要求，需要进行保温

施工，此工序外协加工，本次评价不作评述。  

⑩包装入库：对产品所有需防护面进行外包装。将包装完成的设备进行登记入

库后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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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污染防治设施 

3.4.1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废水处理设施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比表见下表。 

表 3.4-1     废水处理设施情况 

废水类型 产生环节 排放规律 

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 

变动前（验收时） 
变动后 

（实际） 

变动情

况 

生活污水 员工生活 间歇 

经普通化粪池预处
理后，直接接入市
政污水管网及城镇
污水处理厂进一步

集中处理 

先经普通化粪池预

处理，再经废水处

理装置预处理后，

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并纳入高资污水处

理厂进一步集中处

理 变动 

 

工业废水（

车间地面清

洗废水） 

车间地面

清洗 
间歇 

经厂内工业废水处
理装置（格栅+调节
池+油水分离器+PP

棉过滤+活性炭吸
滤）预处理后，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及
城镇污水处理厂进
一步集中处理 

不产生车间地面冲

洗废水等工业生产

废水 

 

 

 

图3.4-1变动后项目水平衡图（t/a） 

 

 

上述变动内容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不纳入环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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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废气处理设施与原环评验收时一致，未发生变动。 

项目废气处理设施验收时与实际情况对比表见下表。 

表 3.4-2     废气处理设施情况 

类

别 

废气污染源所在车

间 
污染物 

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 

变动前（验收时

） 

变动后 

（实际） 

变动情

况 

废

气 

喷砂房 
有组织 粉尘（颗粒物） 

滤筒除尘+干式过

滤+15m高的排气

筒DA001排放 

滤筒除尘+干式过

滤+15m高的排气

筒DA001排放 

无变化 

无组织 粉尘（颗粒物） / / 无变化 

喷漆房 

有组织 

漆沫尘（颗粒物

）、甲苯、二甲

苯、VOCS（非甲

烷总烃） 

干式过滤器+沸石
转轮吸附浓缩
+CO 催化燃烧

+15m 高的排气筒
DA002 排放 

干式过滤器+沸石
转轮吸附浓缩
+CO 催化燃烧

+15m 高的排气筒
DA002 排放 

无变化 

无组织 

漆沫尘（颗粒物

）、甲苯、二甲

苯、VOCS（非甲

烷总烃） 

/ / 无变化 

晾干房
废气 

有组织 

甲苯、二甲苯、

VOCS（非甲烷总

烃） 

固定床活性炭吸
附箱尾气与喷漆
房废气处理装置

合并排气筒
DA002 排放 

固定床活性炭吸

附箱尾气与喷漆

房废气处理装置

合并排气筒

DA002排放 

无变化 

无组织 

甲苯、二甲苯、

VOCS（非甲烷总

烃） 

/ / 无变化 

下料切
割车间 

无组织 烟尘（颗粒物） 
移动式烟尘净化
器（多级干式过

滤除尘） 

移动式烟尘净化

器（多级干式过

滤除尘） 

无变化 焊接车
间 1#、

2# 
无组织 烟尘（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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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原验收和环评报告描述，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类切割机、机加工设备、焊机、

空压机、风机运行时产生的设备噪声，企业已采取选用低噪音生产设备，合理布局

生产车间，车间厂房隔声、减振、距离衰减、局部消声等措施，防治措施不变。 

3.4.4 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原验收和环评报告描述，公司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切割下料、表面磨削及车铣

钻削等机械加工工序产生的钢铁边角废料及金属屑、焊接工序产生的废焊条、喷砂

打磨产生的废钢砂、喷漆及其废气处理过程产生的漆渣、油漆原料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废油漆桶、机加工设备乳化液或切削液更换过程产生的废乳化液/废切削液、生

产设备维修保养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油抹布及油手套、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含

油污泥、废PP 棉；除尘装置截留的粉尘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原验收和环评报告描述，危废仓库面积为200m
2，实际危废仓库将原1间隔成3

小间，面积分别为60m
2、30m

2、60m
2，总面积为150m

2，总面积减少了50m
2。 

项目固废处置方式无变化，仍为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收集后外

售处置，固废处理措施均与原环评及验收时一致，未发生变化。 

3.5 评价标准变动情况 

对照船舶及海洋工程动力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机械成套及海洋工程配套项目

（重新报批）环评报告、验收报告，评价标准不涉及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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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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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原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变动，

且不属于新、改、扩建项目范畴的，界定为验收后变动。涉及验收后变动的，

建设单位应在变动前对照《环评名录》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要求，判断是否纳

入环评管理。涉及验收后变动，且变动内容对照《环评名录》不纳入环评管理

的，按照《环评名录》要求不需要办理环评手续；反之，变动内容对照《环评

名录》纳入环评管理的，则参照改、扩建项目进行管理。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次变动不

需要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变动清单对照分析如下表： 

表4.1-1 变动清单对照分析表 

序号 类别 本次变动内容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 

1 性质 不涉及变化 不涉及 

2 规模 不涉及变化 不涉及 

3 地点 不涉及变化 不涉及 

4 生产工艺 不涉及变化 不涉及 

5 
环境保护

措施 

1、危废仓库数量和面积变化：

实际危废仓库数量将原1间隔成3

小 间 ， 面 积 分 别 为 60m
2 、

30m
2 、 60m

2 ，实际总面积为

150m
2，总面积减少了50m

2，满

足危废的贮存需求，未导致环境

影响显著变化。 

2、废水产生变化：不产生车间

地面冲洗废水等工业生产废水。

废水产生仅为职工生活污水，生

活污水先经普通化粪池预处理，

再经废水处理装置预处理后，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并纳入高资污水

处理厂进一步集中处理，未导致

环境影响显著变化。 

不纳入环评 

管理范围 

6 其他 不涉及变化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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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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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 号），根据验收后变动内容和环境影响，综合判定是否

属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之一。如

果不属于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可以纳入排污许可证变更管理。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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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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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变动情况分析： 

（1）根据本次验收后变动内容和影响情况分析，本次变动不属于新建、改

建和扩建项目； 

（2）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不发生变化；污染物排放方式及去

向不发生变化； 

（3）变动后，污染物排放口数量不变，废气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排放

量不变，废水排放浓度不变，排放量减少，污染物种类减少石油类。 

（4）此次变动内容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新、改、

扩建项目范畴，未纳入环评管理范围内，不需要办理环评手续。 

根据以上变动分析，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可知，本次变动内容不属

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可以纳入

排污许可证变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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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影响分析 

6.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企业生产能力未增加，原辅料使用量、生产工艺、污染排放因子、废气处

理措施等均未发生变动，不会对周边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6.2 水环境影响分析 

企业项目变动后，无新增员工，不增加生活污水排放量。 

企业项目变动后，不再产生车间地面冲洗废水等工业生产废水。 

企业项目变动后，废水排放量减少，减轻了对环境污染负荷。 

6.3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原验收和环评报告描述，公司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切割下料、表面磨削及

车铣钻削等机械加工工序产生的钢铁边角废料及金属屑、焊接工序产生的废焊

条、喷砂打磨产生的废钢砂、喷漆及其废气处理过程产生的漆渣、油漆原料使

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油漆桶、机加工设备乳化液或切削液更换过程产生的废乳化

液/废切削液、生产设备维修保养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油抹布及油手套、污

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含油污泥、废PP 棉；除尘装置截留的粉尘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废过滤棉、废乳化液、废漆桶委托江苏弘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收处置；废机

油委托镇江风华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置；边角料、废焊条、废钢砂、金属粉

尘外售综合利用；废抹布、生活垃圾厂内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清运。 

企业项目变动后，危废仓库总面积为150m
2（存储能力约80吨），全厂危险

废物年产量为10.02t，在危废仓库的最大储存量范围内。 

基于安全、管理、合规性等方面的考虑，将危废仓库由原 1 间隔为 3 小间，

可以利用物理隔墙将不同类别的危险废物分隔间存放，使危险废物入库、出库

记录更精准，易于追踪各类危险废物的去向，并杜绝因不同类别的危险废物

（如易燃、腐蚀性、有毒、反应性废物）混合存放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如爆

炸、释放毒气、起火），同时每个隔间可独立设置防渗漏托盘或收集沟，一旦

泄漏，可控制在隔间内，防止污染扩散至整个仓库或土壤。满足监管要求。 

项目固废处置方式无变化，仍为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收集

后外售处置，固废均合理处置，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对外环境影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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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企业生产厂房、总平面布置、产噪设备、噪声防治措施均未发生变化，不

会对周围声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6.5 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变动前后不增加原辅料种类及用量、设备等，风险影响不变。企业项目验

收后变动内容环境风险可控，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具备有效性。 

镇江中船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已组建安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

通过技能培训，承担环保安全工作。安全环保机构将根据相关的环境管理要求，

制定公司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严格的生产操作规则和完善的事故应急计

划及相应的应急处理手段和设施，同时加强安全教育，以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

和安全防范能力。 

变动前后，企业风险源、风险防控措施及应急物资、管理制度均无变化，

环境风险仍处于可控水平，本次变动不会造成环境风险影响增加。 

6.6 总量控制 

变动前后，企业正常工况下废气和固废污染物排放总量无变化，废水污染

物排放总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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