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安装建设技术要求

一、实施污染源自动监控的范围

(一 )钢 铁、火电、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纸、印染、污

水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已布置)等 行业企业;

(二 )长 江经济带化工企业及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

(三 )氮 磷排放重点行业中的重点排污单位;

(四 )省 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重 点排污单位名录由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确定。

二、应当监控的主要污染物

按照 《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以及相关行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要求,上 述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实施自

动监控的污染物及监控点位见下表:

表1

重点行业
.监控点位

(安装位置)
监控指标

标准

规范依据
监测设备运行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钢铁

烧结⊥艺的烧结机头、

烧结机尾以及球团工艺

的窑炉焙烧废气排放口

∞2、№x、颗粒物

GB 28661

GB 28662

GB 28663

GB 28664

GB 28665

GB 28666

GB 16171

焦化厂烟气含有复杂背景气体 (C0

含量较高),对 二氧化硫测量容易造

成干扰;

烟气腐蚀性大,现 场环境脏,对 设

备防腐要求高。

焦炉烟囱

炼铁高炉出铁场除尘

系统和供料除尘系统

S02、 NOx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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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运行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4一 --—

— — — —

|窑尾排放冂

水泥

— — — — — — ˉ

电解铝  △ ii、⊥设施总排 口

平板玻璃

纺织染整 |企qk废水总排放口

{

制浆造纸 |企业废水总排放凵

仁~ˉ ~̌

{

|冷却机 (窑头)   |  颗 粒物

重点行业

火 电

长江经济带

化工企业

水处理厂

企业废水总排放冂

末端排放 口

监控点位

(安装位置)

烟气总排 冂(烟 道或烟

囱)
sOz、 № x、 颗 粒 物

s02、 № x、 颗 粒 物 ,

| 选装氟化物
艹 GB 26453

抚≡篝耋苒 |f尘 咎翌Ⅰ
处理I艺

∞MS安 装点位需要满足直管段要求

(具有代表性);

高湿烟气下,预 处理系统需采取有

效措施降低对样品气体 (尤其是

S02)的 吸附、吸收造成的测量损失;

高湿饱和烟气中颗粒物测量容易受

到烟气中液滴的干扰;

颗粒物 CEMS需 要用手工采样分析

方法 (重量法)进 行相关校准;

比对监测和日常监管中参比方法和

仪器测量不准确容易导致 CEMs验

收、比对和运行结果误判或失效。

GB 13223

HJ 820

水泥厂生产工艺原囚,S02值 很低,

对仪表灵敏度有更高要求,容 易出

现s02测 量值长期很低或为0的 现象

(未检出);

部分采用窑尾喷氨脱硝或者氨法脱

硫,氨 气含量较高,对 CEMS仪 器测

量和比对容易造成干扰。

GB 4915

s02、 N()x、 颗 粒 物

选用设备、安装位置应考虑电磁干

扰问题。
GB 25465

S02、 颗 粒 物 ,

选装氟化物
坪

玻璃厂
一股使用油作为燃料,不 充

分燃烧后产生的气体粘性大、杂质

较多,容 易造成预处理堵塞;

样品气体含有腐蚀性气体,容 易腐

蚀预处理部件、污染气室。

化学需氧量在线监测产生的有毒废

液需妥善处理;对 于 COD<30m酽 L

的水样准确度误差较大。

氨氮在线监测容易受到色度和浊度

干扰;对 于氨氮<1mg几 的水样准确

度误差较大。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受水体浊度影

响,部 分水体氧化率差。

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受水体浊度影

响,受 水中有机物影响。

GB 4287
COD、 氨氮、

总磷`总 氮
衤

GB 3533

HJ 821

GB 13458

GB 27632

GB 16171

GB 14470.3

GB 25463

GB 21902

GB 15581

GB 31571

COD、 氨氮、

总磷`总 氮
艹

GB 18918
COD、 氨氮、

总磷、总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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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
监控点位

(安装位置)
监控指标

标准

规范依据
监测设备运行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省级及 以上

∷丁:)丨k集 聚l×

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

污水处理厂处理△艺

末端排放 口

C⑾、氨氮、

总磷、总氮
GB 18918

化学需氧量在线监测产生的有毒废

液需妥善处理;对 于 COD鸲 0m酽 L

的水样准确度误差较大。

氨氮在线监测容易受到色度和浊度

干扰;对 于氨氮<1mg/L的 水样准确

度误差较大。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受水体浊度影

响,部 分水体氧化率差。

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受水体浊度影

响,受 水中有机物影响。

总氮排放重

点行qk体
企业废水总排放 口

C⑾ 、氨氮、

总氮 有行业标准

的按标准要

求执行总磷排放章

点行qk+
个业废水总排放口

C()D、 氨 氮 、

总磷

米氟化物为电解铝和平板玻璃行业特征污染物,但 日前缺少比对技术规范,且 因国内氟化氢标气获

取较难导致仪器溯源校准和数据质控有
一定难度,建 议有条件的企业选择安装。

米总氮排放重点行业包括氮肥、复混肥 (复合肥)等 肥料制造,合 成氨等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淀 粉

及淀粉制品制造,屠 宰及肉类加工,味 精制造,乳 制品制造,酒 的制造,饮 料制造,皮 革和毛皮

鞣制加I,染 整精加工,纸 浆制造和造纸,设 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 水集中处理

设施。囚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要求。

冰总磷排放重点行业包括磷肥、复混肥 (复合肥)等 肥料制造,含 磷化学农药制造,无 机磷化工,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屠 宰及肉类加△,酒 的制造,饮 料制造,汽 车、半导体液晶面板制造,设

有污水排放冂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要求。

冰地方nJ̄以按照实际情况补充需要实施自动监控的污染物。

三、现场端监控要求

(一 )废 气监控口点技术要求

废气监控点应当根据烟气特点选择完全抽取方式、稀释抽取方

式或直接测量等方式采样。烟气流速的测量应按照技术规范要求选

择在气流稳定的直管段、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否

则应选择安装多点测量、线测量或面测量的测量装置 (详见表 2)。

(二 )废 水监控J点技术要求

废水监控点应当安装采集混合水样、混匀及暂存混合水样、超

标留样及报警、冷藏样品、自动清洗及排空混匀桶、保护样品等功

能的水质自动采样器。废水流量的测量应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在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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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基础上安装超声波或电磁流量计。工业园区集中

式污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应安装视频监视系统 (详见表 3)。

四、现场监控站房要求

满足仪器设各功能需求且专室专用,保 障供电、给排水、温湿度

控制、网络传输等必需的运行条件,配 各安装必要的电源、通讯网络、

温湿度控制、视频监视和安全防护设施 (详见表 4、表 5、表 6)。

五、可暂不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情形

(一 )烟 囱/烟道直径小于 1米 ,或 者不满足技术规范规定的测

量点位离烟道壁距离不小于 1米 要求的。排气筒结构、强度、安全

等难以满足技术规范对监测平台安装以及参比方法采样孔的相关要

求的。

(二 )企 业生产废水循环利用不排入外环境的。水排放口为企业

溢流口且不排放污染物的。

(三 )污 染物排放浓度低于现有在线监控 (测 )设 各检测限的。

(四 )一 年内累计生产时间不足一个季度的企业或者仅用作调峰

的燃气电厂。

(五 )企 业停产一年及以上或者正在拆除搬迁的,已 经注销或关

闭的企业。
“

(六 )其 他具有客观原因暂时无法安装自动监测设各的 (提供证

明材料)。

六、其他要求

(一 )所 有监测设各应优先选择具各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CM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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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CCEP]标 识的设各。

(二 )现 场安装时应有安装技术文件、安装图样以及经过清点交

接的监测仪、设各及配件货物清单明细表。技术文件应包括资料清

单、监测仪和设各的产品合格证、机械结构和电气、仪表安装的技

术说明书、装箱清单、重要配套件外购件检验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等。安装图样应符合机械制图、电气制图、建筑结构制图等标准的

规定。施工前应编制安装实施细则、施工技术流程图、施工安全技

术方案等有关文件。

(三 )安 装建设完成后,安 装建设方案、图纸文档、验收资料、

仪器厂家提供的操作配置说明书和承建方提供的参数设置清单等均

应做好收集整理和归档各查。

(四 )自 动监测设各的参数应当根据现场实际状况,按 照技术规

范、设各使用规程设置。

(五 )应 按照仪器厂家提供的运行维护手册和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进行运行维护。

七、依据主要的技术标准规范

(一 )污 染物排放标准

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

2.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1

3.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2

4.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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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炼钢工业太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4

6.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5

7.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6

8.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171

9.火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

10。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

11.铝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25465

12。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3

13.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287

14.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533

15。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8

1o。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7632

17.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171

18,弹药装药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470。 3

19.油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3

20.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2

21.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5581

22.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

2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

2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

(二 )污 染源自动监控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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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75

2.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76

3.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

4.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HJ/T353

5.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HJ/T354

6.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HJ/T355

7.水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HJ/T356

8.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T378

9.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一化学需氧量 (CODcr)水 质在线自动

监测仪 HJ377

10.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一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HJ/T15

11.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一电磁管道流量计 HJ/T367

12.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一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HJ/T366

13。水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372

14.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101

15.pH水 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96

16.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103

17。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102

18.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控 (监测)系 统数据传输标准 HJ212

19.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 (监测 )系 统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

对辶 HJ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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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819

21.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820

2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造纸工业 HJ821

23.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 Ⅱ1-2017

以上标准规范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αjs。me⒉gov。cn/hjbhbz/)

或环境保护部污染源监控中心网站 (-r。 envsc。cn)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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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的

多点测量

表 2 废 气监控点技术要求

选择多点测量流速猁s,应 根据烟道截面面积的大小、直管段长度和气流方向确定测量的

点数和布置位置。

苴径小T-等于骊的圆形烟道,测 点数设置412个 ,可 采用单根多点流量计贯穿方式安装,

并应保证测量装置在直径线上;直 径大于腼的圆形烟道,测 点数设置12个 以上,可 采用两

套单侧安装的多点流量计,并 应保证两套测量装置在同一条直径线上。

断面最短边小于等于枷的矩形烟道,测 点数设置4个 以上,可 考虑在同一断面上长边侧安

装多根贯穿式多点流量计,流 量计检测杆应与烟气流向垂直,两 根多点流量计之间的间距

不小于1m;对 于断面最短边大于腼的矩形烟道,测 点数设置25个 以上,可 考虑在同一
断面

上的两个长边侧分别安装多根多点流量计,对 向安装的两个流量计应在同一
条直线上,流

量计检测杆应与烟气流向垂直,两 根多点流量计之间的间距不小于1m。 多点测量流速CMs

时测点数要求见下表:

烟 道 断 面
测点数/个

形状 尺寸/m

圆形
d≤ 5 4-12

d)5 )12

矩 形
r9≤5 )4

刁)5 )25

排放冂 |排放口应设置符合C1B155m。1要求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排放口的设置应符合HJ/T75

设置 |屮 的要求,并 按照环境保护部和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进 行规范化设置。

测量点位的选择应符合l1.1″75的要求。应准确可靠地安装在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状况有

代表性的位置上,位 于囚定污染源排放控制设备的下游和比对监测断面上游,尽 可能选择

在气流稳定的直管段,避 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不 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

影响,烟 道振动幅度尽可能小,避 开烟气中水滴和水雾的干扰,以 保证采样断面烟气、颗

|:笄犁蠡遘骇穿篝瑾缶孟篁琶翟蹩夏蚕霪鋈叠管段和烟道丘1压区域,确 保所采集样品的代

表性,测 点位置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4倍烟道直径处,以 及距

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2倍烟道直径处。

2.对 于气态污染物的测量测点位置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2倍烟

道直径处,以 及距~L述 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0.5倍 烟道直径处。但测点位置距离排气出口

下少足烟道直径的1.5倍 。

3.矩 形烟道直径按当量直径计算,当 量直径 D=2AB/m+B),式 中 A、B为边长。

珏。当安装直管段不能满足上述三点要求时,参 照以下方法确定测点安装位置:

(⊥)颗 粒物的测量。当采用点测量抽取式时,应 选择多点布设;当 采用线测量光学法时,

应尽可能延长测量。

(2)氕 态污染物的测量。曲于混合比较均匀,测 点位置要求可适度放宽,但 应在距离排气

出口至少是1.5倍 烟道直径处,还 应注意避开涡流区。

(3)流 速的测量,宜 选择安装多点测量、线测量或面测量的测量装置,具 体后述。

表中d为 圆形烟道直径尺寸;a为 矩形烟道断面短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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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的

线测量

流速的

面测晕

现场采样

选择线测量㈨S(如 超声波流量计)时 ,应 根据测量线中心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与当量直径

的倍数,确 定测量线的布置方式。

直管段不满足
“
前4后 2”时,可 设置

一
条测量线,安 装一对检测探头,检 测烟道线平均流

速;直 管段不满足
“
前2后 1”时,可 Ⅹ型设置两条测量线,安 装两对检测探头,交 叉检测

烟道准平面平均流速。

测量线应穿过烟遒苴径;测 量线中心 (检测断面)选 择在烟道总直管段下游1/3处 ,以

检测断面为中心,沿 上下游均分 (左右或上下)开 设1对 同轴检测孔位 (X型 时为两对,

以下简称
“
检测对孔

”
);检 测对孔之间烟道上下游的最小距离为l。骊,最 大距离以

不超过45° 角为限。

在水半烟道安装时,前 后两侧对穿开设检测对孔,两 侧均需建安装操作平台;在 垂直烟道

安装时,町 以建上下两层安装操作平台开设检测对孔,高度差1.骊 时也可以只建单层平台。

|常叠乏戛蚩k丨:隼昂:∶I∶冕∝鳘:Ⅰ∶ⅤJTIΞ[∶1∶
|卜  户 灬 ¨ 亠 ¨  、 n"̄ ·l△ ~叫 宀 讠 rri虹 、 丬△ 宀 蚌 +艹  丁 /,B仆 =T熊 菇 zr-「 拈  涮 旦 壮 甲 陆

求,个 截面布置。测量装置应采用插入式安装方式,不 得破坏管道结构。测量装置的

采样雨i丨屯正对气流方向,流 量测量装置几何中心与烟道截面几何中心重合,大 截面积

烟道需要内部圃定,保 证流量测量装置结构稳定性。测量装置应有相应的防堵、防腐、

防磨措施。

测量装王就地安装的变送器应配备变送器柜。差压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高于矩阵式流量测

量装置取样口,流 量测量装置到差压变送器之间的仪表管走向应竖直向上,若 现场无法满

足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高于流量测量装置取样口,则 应将仪表管布置成倒U形 ,禁 止将仪

表胥布置成U形 ,因 为烟气温度湿度较大,仪 表管U型布置会使管内凝结水汇集而堵塞信号

管路。测量装置的采样管路不得出现堵塞现象。测量系统的电气、仪表、管线、施工配管

|配线的迕接应符合GB69龆 。5的规定。

|测量装置安装完毕后,应 确保系统压力管路气密性合格。
—

—

|采样平台的建设应符合HJ/T75中 的要求。采样平台易于入员到达,当 采样平台设置在

|离地面高度≥‰的位置时,应 有通往平台的斜梯/Z字 梯/旋梯,采 样平台不得使用直爬

梯,如 果平台高度超过40m,宜 安装电梯。爬梯的宽度不得小于600mm,爬 梯的角度不

得大于51° ,脚 部踏板宽度不得低于10cm,采 样平台长和宽均不得小于细,护 栏不得

低于1.5m,平 台的承重应不得小于300k酽 ∥。监测孔和人工采样孔距平台底面距离应在

l。2m̀ -l。 3m之 闸,便 于人工维护和操作,若 一层平台面积不能满足全部监测孔和人工

采样孔的设置,应 设置多层采样平台。爬梯、采样平台和护栏的安装应符合GB4053.2、

GB40叩 .3和 ()B4053.4的 要 求 ,电 梯 的 安 装 和 安 全 应 符 合 GB7588的 要 求 。

|各监测孔的开孔位置均应符合HJ″ 75的 要求。

日应符合GB16157的 相关要求;烟 道预留手工

预留手工监测孔采样管应和烟道壁垂直,且

连接材料 (包括螺母、螺栓、短管、法兰等)

|碰粜扇禾羼毓∷珏≡瑟薪豳碰粜属石辐基蔹涯谖奎耘料。读赘件应组对成焊,其 壁 (板 )的

错边量应符合以下要求:管 子或管件对口、内壁齐平,最 大错边量应不得低于1△lm。当烟

道为正压烟道或有毒气时,应 采用带闸板阀的密封采样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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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

测量仪

安装

采用皮托管法测量流速,皮 托管不宜安装在烟道内烟气流速小于骊/s的 位置。安装皮托

管探头时,动 压口与气体流动方向的偏差角 θ最大不得超过±r,探 头的动、静压口应位

于距烟道内壁当量直径的l/3~1/2处 或距离烟道内壁不小于1m。

皮托管与微差压变送器间距离应尽可能靠近。皮托管动、静压口与微差压变送器的压力检

测口用聚四氟管相连,连 接处应密封。

微差压变送器平台上安装高度宜高于皮托管安装位置,防 止管路积水。

皮托管固定法兰与安装法兰间应加石棉垫或硅胶垫密封,用 连接螺栓紧固。

流量测定选用多点测量时,应 根据烟遒实际情况进行顶部开孔并进行密封;各 正压测点合

理相连并引出一根总管,各 负压测点合理相连并引出一根总管,并 分别与压差变送器的正

负端相连接;多 点测量装置安装完成后检查系统密闭性应合格。

颗粒物采

样仪安装

颗粒物采样仪的安装,应 选择无涡流、气流扰动小、测量光路无凝水、易于接近、便于维

护的烟道段或烟囱段。

对射法颗粒物采样仪安装,要 求烟道两端法兰的轴心线保持同轴,两 法兰轴心线角度误差

应小于1° ,确 保两法兰牢固可靠。颗粒物分析仪发射单元的激光从发射孔中心出射到对

面反射单元中心线相叠合的极限偏差应≤2%0。

后向光学散射法颗粒物采样仪安装,应 根据烟道内径及壁厚确定需装颗粒物分析仪的有效

光程,在 有效光程内,保 证法兰孔及烟道内应无任何物件遮挡仪器光路。

颗粒物采样仪法兰与安装法兰应加石棉垫密封或硅胶垫,用 连接螺栓紧固。

颗粒物采样仪反吹风机安装在平台上,用 螺栓或焊接在平台固定。风机风管接头应用喉箍

扎紧,防止雨水和积雪灌入;当选取对射烟尘时应保证连接发射和接收端的风管风压相等,

并将风管整齐固定。

气态

污染物

仪器安装

气态污染物安装法兰端应上倾5°焊接,以 减少凝水进入采样气路。

采样孔的法兰与联接法兰几何尺寸极限偏差不得大于±骊m,极 限偏差法兰端面垂直度不

得大于2%。。

烟气采样头、采样管、伴热管各连接处严格密封。

气态污染物安装法兰通过焊接或水泥固定在烟道上;烟 气采样头、安装法兰间加石棉垫或

硅胶垫密封,用 螺栓连接紧固。

温度、

压力、湿度

探头的安装

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探头安装位置距烟气污染物探头或颗粒物探头位置

应不得小于0.5m。

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法兰水平安装或焊接在烟道上,传 感器安装应密封、紧固。

湿度探头法兰安装时,宜 使安装法兰端上倾5° ,减 少凝水进入探头。湿度探头、安装法

兰间加石棉垫或硅胶垫密封,并 用螺栓连接紧固。

其他附属

设各的

安装

采样伴热管在安装过程,从 探头到除湿装置或分析仪的整条管路长度不宜超过%m,其 倾

斜度不得小于r,在 垂直或水平鲕~铷 处进行固定,整 条管路不得出现U型和Ⅴ型的布线形

状,避 免形成水封。

站房机柜的安装位置,应 确保伴热管从站房墙壁进口处到站房机柜接口处≥1。枷,弯 曲圆

弧半径≥0.5m,机 柜的前后左右与墙壁要留有
一定空间,保 证能打开柜门,便 于维护。

系统的电气、仪表、管线、施工配管配线的连接应符合GB69gS。 5的规定,系统的管线、施

工配管配线应标明名称,并 用不同标识予以区别,整 洁固定排列。

平台、监控站房、交流电源设备、机柜、仪表和设备金属外壳、管缆屏蔽层和套管的防雷

接地,可 利用厂内lX域保护接地网,采 用多点接地方式。厂区内不能提供接地线或提供的

接地线达不到要求的,应 在子站附近重做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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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废 水监控点技术要求

排放 口

设置

采样点位

设置

自动采样

器要求

采样点位设置应符合HJ495中 和HJ″ 353中 的要求。

采样点位距离站房不得大于50m。 设置的采样点应易于到达,有 足够的工作空间,便 于人

工采样或监视操作;点 位应牢固并有符合要求的安全措施;采 样点位设置应避开腐蚀性气

体、较强电磁干扰的电器设备和振动。

管道式排放废水的,采 样点位应设置在封闭式管道前;明 渠式排放废水的,采 样点位应设

置于明渠测流段上游,采 样口应设置在距水面10cm~30cm以 下,离 渠底zO⑾ 以上,不 得贴

近渠底。受悬浮物影响较大的监测项目,采 样点位应设置在水面下5cm的 流路中央,漂 浮

物较多的废水,采 样头前可设置筛网。通过明渠方式连续排放废水的水位小于0。bOm时 ,

应采用翻水井方式采样。

合流排水时,采 样点位应设置在合流后充分混合后的位置,且 避开紊流气泡区域。

为满足测量流量的要求,废 水排放单位应在其总排放口上游能对全部污水束流的位置,根

测流段 |据地形和排水方式及排水量大小,修 建
一段特殊渠 (管 )道 的测流段。

通过泵排水,应 加装缓冲堰板,使 水流平稳匀速流入堰槽。

采样管路
|淠翠量贷省〖量量霁最

謦蚕茗幂y最 掭雾蔼逶雾玄鏊戋雾孱竽

管。采样管路应进行必要的

室外采样管路应离地架设或加保护管埋地。

|ε∶量:雪:豇蕊享晕鬈ξ帚:景:】重甏雪雪』fEi〖;〖[∶ElII〖∶∶∶Ξ
采样泵不口|冥菖掼晏:

排放冂应设置符合⑾ 155∞ .1要 求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排放凵的设置应符合HJ″ 353中 的要求,并 按照国家环保部和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的相关要

求,进 行规范化整治。

废水可以通过矩形、圆管形及梯形的管道或明渠方式排放,管 道或明渠宜选用混凝土、陶

瓷、钢板、钢管、玻璃钢和塑料等具有防腐及易清洁的硬质材质。

管道式排放废水的,应 在管道上安装取样阀门;明 渠式排放废水的,排 放口上游应有一段

底壁平滑且长度大于5倍渠道宽度的平直明渠。

排放口设置在地下时,污水面距地面大于1m时 ,应设置取样台阶,每级台阶高度应在15cm~

⒛cm之 间,向 下倾斜坡度不得小于5° ,宽 度应在50cm~GOcm之 间。

当采样点到仪器的水平距离不小于⒛m日寸,应 选用功率为550W~750W的 潜水泵或自吸泵。

根据废水水质选择适宜材质的水泵,防 止腐蚀和堵塞。

阔定采样管道与采样头或潜水泵间须装有活接头,以 便于维护。

水质白动采样器应具有采集混合水样、混匀及暂存混合水样、超标留样及报警、冷藏样品、

|自动清洗及排空混匀桶、保护样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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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辈|
|
|

|

采用超声波明渠流量计测定流量,应 按ⅡG711、 CJ″ 3008。

求修建堰槽,堰 槽的选型应符合‘JJG71t的 规定。

明渠流量计堰槽选型和安装点位要求见下表:

l、 CJ/T3008.2、 CJ/T3008.3昱票

序号 堰槽类型
测量流量范围

/m3· s^1
流量计安装点位 堰槽

l 巴歇尔槽 0 .  1 x  1 0  3 - g 3 应位于堰槽入口段

(收缩段)l/3处

堰槽上游宜大于5

倍渠道宽

三角型薄壁堰 0.2× 103~l。 8
应位于堰坎上游

3叫倍最大液位处

堰槽上游宜大于10

倍渠道宽

3 矩形薄壁堰 1.  4 X 10- ' -49
应位于堰坎上游

3叫倍最大液位处

堰槽上游宜大于10

倍渠道宽

|慝εⅠ:露lf髭
觅曹莒众『霎嵌潺攉蘧菝崖篚宗享溽隽蘧霪窒罕霎窘框、矩形堰下游水

|攉::晷{∶∶  蹂 、查蟊霎雾蹶扌:∶;{吾:  皙 冕荔翳蓼腽懑。

管道流量

计安装

管道流量计可选择电磁流量计或超声流量计,优 先选择电磁流量计。根据日常排水量选择

合适公称通径的流量计,优 先选择能保证流体流速在1m/s~枷 /s之 间的流量计。不能满足

△述要求时,所 选择的流量计应满足流体流速在0。骊/s~15m/s之 间,确 保 日排水流量在

流量计的量程范围之内。采用电磁流量计测定流量,应 按HJ367和 JB/T呢 锶 要求进行

选型。电磁流量计的最大允许误差不得大于1.甄 (满量程误差),超 声流量计的最大允许

误差不得大于幽 (满量程误差)。

管道流量计安装位置应优先选择垂直管段,无 垂直管段时,传 感器安装位置管段与水平面

角度≥30° ,应 使污水流向自下而上,保 证管道污水满流。流量计的安装应按JJG1030、

J‘JG1033的 要求确定上、下游侧的直管段长度,宜 加装隔离球阀和伸缩节。

公称通径1000mm以 下的仪表,其 上游直管段长度不小于5倍公称通径,下 游不小于2倍公称

通径。

管道流量计传感器安装位置应预留足够空间。

管道流量计的安装应避开震动及电磁干扰。

在线监测

仪安装

在线监测仪的安装应符合町″ 353的 技术规定,采 样管路不应出现吸附和堵塞现象。

对于电极法废水连续自动监测仪,应 保证电极探头与探杆
一体化且垂直水平面安装,并 便

于清洁探头上的沉积物;对 于光学法分析的连续自动监测仪,安 装时应保证光路的准直,

保证与废水接触的光学视窗的清洁。

系统的电气、仪表、管线、施工配管配线的连接应符合GB6gs8.5的 规定,系 统的管线、

施工配管配线应标明名称,并 予以标识。

视频监视

视频监视的范围应当涵盖排污渠 (管 )上 安装的采样头、流量计等。

视频分辨率符合当前主流技术。

视频记录文件应当连续、时问长度不少于30天 ,保 存在现场端的时间不少于gO天 。

视频记录应当可以通过网络被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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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现 场监控站房建设要求

整体要求

结构

供 电

通风采暖

给排水

站房的建筑设计应满足在线监测监控功能需求且专室专用,并 满足所处位置的气候、生态、

地质和安全等要求。

独立设置的监控站房占地面积应满足不同监控站房的功能需要并保证仪器的摆放和维护,

排气监控站房使用面积应≥12m2,长 ≥鲡,宽 ≥枷,监 测设备大于4台时,在 监控站房设计

之初应考虑增加面积,每 增加一台仪器增加3m2,以 此类推;排 水监控站房使用面积应≥

1铷
2,长

≥枷,宽 ≥枷。监测设备大于5台时,在 监控站房设计之初应考虑增加面积,每 增

加一台仪器增加枷
2。

站房顶空高度应不得低于2。Sm。

监控站房的地面应平整和水平、耐腐蚀、无震动。地面应高于取样口地面30Omm以 上,以

保证所布管道中间不得有凸起或凹下,仪 器附近无强电磁场干扰和和腐蚀性气体。

具备连接有线或无线网络进行数据传输的条件。

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⒛00kg/m2。

独立设置的监控站房可以采用砖混、钢混或彩钢的结构,应 具有防火阻燃、防潮、抗震和

抗风能力。

站房地面高度应根据当地水位和降雨量水平决定 (一般站房地面标高为±0。zsm)

站房的供电电源宜选择38OV交 流电、三相五线制,频 率⒃Hz,容 量≥15KW,供 电电源电压

在接至站房内总配电箱处时的电压降小于甄。作为供电线路信号线路应符合GB50303相 关

要求。

电源供电平稳,电 压波动和频率波动符合C1B12326的 要求。对于电压不稳定和经常断电的

|地区,宜 使用功率匹配的交流电源稳压器,以 保护仪器。电源线引入方式应符合国家标准。

|监测房室内管线、分析仪器设备应和配电柜、仪表柜等保持
一定的距离。

站房通风应满足自动监测的环境条件,应 设计进风及出风排气扇。

监控站房室内环境条件,应 清洁、通风、干燥、空气相对湿度≤85%,室 内温度应保持在

18℃ ~28℃ 。站房内应备有空调保证室内温度恒定,且 空调要求具备来电自动复位功能,

同时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

站房的给水样品水:采 用潜水泵将被监测水样采入自动监测站站房内供仪器进行分析。

辅助用水:站 房内引入自来水 (或井水),必 要时要加设高位水箱,且 自来水的水量瞬时

最大流量3硭凡,压 力不小于0.5k酽 cm2,每 次清洗用量不大于lm3。

采水管 :采 水管路进入站房的位置靠近仪器安装的墙面下方 ,采 水配管DN20,压 力

0.3k酽 ㈨
2,并

设PVrc或 钢保护套管 (DN1"),保 护套管高出地面50mm。

监控站房的排水除分析废液外,多 余的样品废水应排入采水点下游zOcm的 水面下或当地下

水管网,排 水管要求与采水管
一致。

站房外应有雨水排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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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监 控站房内布局要求

基本要求

废气监拴

站房

废水监控

站房

—

— — —

监控站房应建设在远离粉尘、烟雾、噪声、散发异味气体等地点,应 避免通讯盲区,电 源

电压应当相对稳定。排气监控站房应建设在距离采样位置不超过%m的 地方,排 水监控站

房应建设在距离采样位置不超过50m的 地方,便 于管理、清洁或设备维修。

监控站房应有对开窗户与排风扇,保 障室内采光与通风,监 控站房应设有文件柜,存 放在

线监测设备基本佶息文件、设备运行记录等。

进入站房内的管路或线路应标明相应的用途。

规则制度上墙美观大方,运 维人员信息,联 系方式,各 在线监测仪工作原理,主 要技术参

数应在墙上显著位置显示。

监控站房应划分功能区域,按 规范进行地面标识。

监控站房内应配有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以 备电器或化学品燃烧灭火使用,灭 火装置应

位于站房门口左右位置。

站房外应在醒日位置安装基站标识牌,应 标注单位名称、排污口编号、站房编号、监控因

了、设备厂家、运行单位名称等内容。

宜在监控站房外显著位置设置LED显 示屏,实 时公布监测数据。

仪器的摆放应考虑方便操作与设备检修。有效利用室内面积。仪器左右两边离墙距离应不

小于600mm,后 方离墙距离应不小于90Omm。

站房内应有专门的放置和固定标气的区域和设施。

|溶
琵 晷 募 室 r小

于 1200mm, 宽 应 不 小 于 650mm,高 度 800mm左 右 ,下 部 设 储 物 柜 ,存 放 危

|仪器的摆放应考虑方便操作与设备检修。有效利用室内面积。仪器左右两边离墙距离应不
|

小于60伽 m,后 方离墙距离应不小于90Omm。

试验室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应 沿墙、柱、管道井、等下方部位布置。横平竖直,不 影响

人员通行,不 得布置在遇水会迅速分解、引起燃烧、爆炸或损坏的物品旁,以 及贵重仪器

设备的⒈方。

进入站房内的管路或线路应标明相应的用途,进 入站房的水路部分每根支管上应装有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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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监 控站房安全防护要求

防雷

1.防雷直击

站房应设防直击雷的外部防雷装置,其 保护范围应使得站房处于直击雷防护区域内。

防苴击雷的外部防雷装置应有合格的接地装置和良好的泄流通道,接 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

得大于10Ω 。

|防护电击雷的外部防雷装置的保护范围依据标准⑾ ⒛057的 附录D的要求。

|2。 防 闪 电感 应

|各类防雷建筑物除设防直击雷的外部防雷装置外,还 应采取防闪电电涌侵入的措施。

防雷中对于配电线路的要求:室 外进、出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的电源线路不宜采用架空线路,

站房山川交流配电系统供电时,引 出的配电线路应采用TN S系 统的接地型式。

电源传输线路 L浪 涌保护器的设置:进 入站房的交流供电线路,在 线路的总配电箱LP⒛ A

或PZOB与 I.PZl区 交界处,应 设置 I或 Ⅱ类试验的浪涌保护器作为第
一级保护;在 配电线

路分配电箱等后续防护区交界处,可 设置Ⅱ类或Ⅲ类试验的浪涌保护器作为二级保护;特

殊重要的电子信j鬯、设各电源端口可安装 Ⅱ类或Ⅲ类试验的浪涌保护器作为精细保护:使 用

直流电源的信启、设备,视 其工作电压要求,安 装适配的直流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

电源浪涌保护器应注意:当 电压开关型浪涌保护器至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小

]△铷、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之问的线路长度小于骊时,在 两级浪涌保护器之间应加装退耦

装置。当浪涌保护器具有能量自动配合功能时,浪 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受限制;浪

涌保护器应有过电流保护装置和显示功能。

防闪电电涌侵入和外部防雷装置等接地共用接地装置,接 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按接入设备

中要求的最小值确定,接 地电阻不得大于4Ω 。

计算机设备的输入/输 出端口处,应 安装适配的计算机信号浪涌保护器。

系统的接地:站 房内信号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端,宜 采用截面积不小于1。smm2的 多股绝缘铜

导线,单 点连接至站房局部等点位接地端子板上;站 房的安全保护地、信号工作地、屏蔽

接地、防静电接地和浪涌保护器接地均应连接到局部等点位接地端子板上。当多计算机系

统共丿{]一组接地装置时,宜 分别采用M型或跏组合型等电位连接网络。

3.安 全防范系统的防雷与接地

置于户外的掇像机信弓
^控

制线输出、输入端口应设置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

∫iⅠ控机、分控机的信号控制线、通信线、各监控器的报警信号线,宜 在线路进出建筑物直

击雷非防护X(l'PZOA)或 直击雷防护区 (LP⒛ B)与 第一防护区 (LPZ1)交 界处装设适配

的线路浪涌保护器。

系统视频、控制信号线路及供电线路的浪涌保护器,应 分别根据视频信号线路、解码控制

信号线路及摄像机供电线路的性能参数来选择。

系统户外的交流供电线路、视频信号线路、控制信号线路应有金属屏蔽层并穿钢管埋地敷

设,屏 蔽层及钢管两端应接地,信 号线路与供电线路应分开敷设。

系统的接地宜采用共用接地。主机房应设置等电位连接网络,接 地线不得形成封闭回路,

系统接地干线宜采用截面积不小于16mm2的 多股铜芯绝缘导线。

4.站 房防雷接地材料

(1)接 闪器

避雷针宜采用圆钢或焊接钢管制成,其 直径应不小于下列数值:

当针长在lm以 下时,圆 钢为12mm;焊 接钢管为⒛mm。

当 钊
∷
K在 1m⌒ 细 间 时 ,圆 钢 为 16mm;焊 接 钢 管 为 25n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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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帘避雷线盒避雷网宜采用截面不小于35mm2的 镀锌钢绞线。避雷网和避雷带宜采用圆钢或∷

扁钢,优 先采用圆钢。圆钢直径不得小于踟m。扁钢截面不得小于鲳mm2,其 厚度不得小于

4mm。

(2)引 下线

引下线宜采用圆钢或扁钢,宜 优先采用圆钢。圆钢直径不得小于跏m。扁钢截面不得小于

倜mn12,其 厚度不得小于dlnm。

(3)接 地装置

埋于土壤中的人工垂直接地体宜采用角钢、钢管或圆钢;埋 于土壤中的人工水平接地体宜

采用扁钢或圆钢。圆钢直径不得小于10mm;扁 钢截面不得小于100nlm2,其 厚度不得小于茌nlm;

角钢厚度不得小于4nlm;钢 管壁厚不得小于3.骊 m。在腐蚀性较强的土壤中,应 采取热镀锌

等防腐措施或加大截面。

(4)防 雷接地施工方法

接闪器:若 站房屋面为金属,则 宜利用其屋面作为接闪器,金 属板之间采用搭接时,其 搭

接长度不得小于100nlm,厚 度不小于0。smm(注 :金 属泡沫夹心板不能作为接闪器,除 非金

属板厚度≥4nlm);金 属板无绝缘被覆层。若屋顶上有永久性金属,则 以利用其作为接闪

器,但 各部件之间应连成电气通路,旗 杆、栏杆、装饰物等的其尺寸应符合要求。钢管的

壁厚不得小于鲡m。 除利用混凝土构件内钢筋作接闪器外,接 闪器应热镀锌或涂漆。如所

处环境有较强腐蚀性,尚 应采取加大其截面或其他防腐措施。

引下线:引 下线应沿建筑物外墙明敷,并 经最短路径接地;建 筑物的消防梯、钢柱等金属

构件宜作为引下线,但 其各部件之间均应连成电气通路;采 用多根引下线时,宜 在各引下

线 L距 地面0.枷 至1。Slll之间装设断接卡;在 易受机械损坏和防人身接触的地方,地 面上

1.‰ 至地面下0.Snl的一
段接地线应采取暗敷或镀锌角钢、改性塑料管或橡胶管等保护设

施。

接地装置:人 工垂直接地体的长度宜为2.枷 。人工垂直接地体间的距离及人工水平接地体

间的距离宜为铷,当 受地方限制时适当减小。人工接地体在土壤中的埋设深度不得小于

0.鲡 。接地体应远离由于砖窑、烟道等高温影响土壤电阻率升高的地方。在高土壤电阻率

地区,降 低防直击雷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宜采用下列方法:采 用多支线外引接地装置,外 引

氐电阻率土壤中,采 用降阻剂或换土。

亍遒不得小于枷。当小于枷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卩接地体局部应包绝缘物,可 采取50~80△ lm的

殳5Omm~SOmm厚 的沥青层,其 宽度应超过接地

|簇雀圮耄僵莲霉善嚣萝拮茭晏莰尹

连接应采用焊接,并 在焊接处作防腐处理,接 地装置工

防潮与防

腐蚀

站房底部密封防潮采用六层结构,最 底两层分别为钢方管支架和镀锌钢板,中 间两层分别

为防水油毡和优质细木板,上 两层为防潮气垫膜和优质复合木地板,美 观实用、防尘防潮。

整个钢制底架部分喷涂防锈油漆。

管路的防

护与安装

所有废气、废水管路严禁泄漏或擅自增加旁路,电 气线路严禁擅自增加旁路和接入或接出

点。

1.排气管路的防护与安装要求

从探头到分析仪的整条采样管线的铺设应采用桥架或穿管方式,管 线倾斜度不得小于r,

防止管线内积水,在 每隔dnl~枷处进行固定。直接抽取法烟气CEMS的伴热管伴热温度应不

低于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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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桥架安装应满足最大直径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要求。电缆桥架的连接应采用连接片联

僵錾:暑晷晷亏F::景覃:嬲镦辄饕瘛嚎电缆
|豪錾皙暑晷晷苌肀蕾詈景募0蜇莒蓓菖!
|各联接管路、法兰、阀门封口垫圈应牢匠

妻管或沏涵洞保护。

且成件,并 标号。

呆温套管,两 端密封。北方地区宜使用电伴热管道

非空阀。夏天管道的良好保温或系统停运后自动排

赵好的效果;冬 天因故停运时应开启排空阀将系统

|地下道和排水沟:切 断鼠类从地下管道到地面和建筑物中的通道,地 下道口要加装防鼠隔

葑,留 有缝隙的排水沟盖板下面一律铺设0.6cm×

钢丝网封堵。

m。重点场所使用木质门的,要 在门的下部镶⒛cm

|曩莼黠 医路 茗 嚣 觜 酤 瑁辖T而

倒 刁獬 跏 洲 ,咖

κ落管,需 在下端加防鼠网,防 止鼠类从管内攀行。

拘混合物填补堵塞。大洞可用碎石 (直径2cm)4份 ,

三地面以上GOcm~75cm处 用水泥抹15cm宽 的防鼠带,

泥块、砌砖或镶钉铁皮防鼠。

时,要 注意消除一切可被鼠类利用的隐蔽场所。

隔及窗户,防 止蟑螂进入。

境中,因 此应注意不要有任何漏水的地方。

,蟑 螂的孳生会受到限制。

毁。

、粘蝇条、灭蚊蝇灯等。

外观清洁,桶 内套垃圾袋,实 行垃圾袋装化,日 产

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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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端的安装应满足所处场所的防爆和防火级另刂要求。

易燃易爆品的使用和管理应由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负责,做 到专人专责,应 制定易燃易爆

防爆
尸|翕募膏翦廑皙褒喧馕惩饪荔萑公曩莛辱萱曩霰量t翠罩挂蛩≡Ξ肀坌喱毫褒璧;闷 T/Jx1肋 ˉ 纠 烁 纫 疹 γ扩¨

黾 知 蟊 榨 羌 夹 的 易 燃 易 爆 物 品 ,应 配 备 必 要 的 消 防 器 材 。

站 房 内
不 得 存 放

与 设
各 使 用

      _____—

— — — — —
— — ~~—

—

~           后
废气和多余废刍1应通过管路直接排向室外。

愿
吞爸

擘
|亏吾嘻营I彗 莅走鳌褒鳖罗

属于危险化学品,应 按照危险化学品管理有关规定收集储存,

- ·  t一 、 ˉ   《 厶 ˇ 4̀ 、 庶 `、 茫 `̀ +二 u氵 亡 灯

处置
 |篮 屁芨粜锾薇盂簇嬴趸莜集,并 在桶上明确标识,酸 碱溶液分桶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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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系 统 操 作 说 明

实施自动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联网分为安装联网名单确认

和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联网两个阶段,由 地方环保部门和重点排污单

位共同通过软件完成基础信J恝填报和确认等工作。

一、安装联网名单确认阶段

(一 )确 定纳入此次实施自动监控的重J点污染源清单。由省、市

两级环保部门根据纳入此次实施自动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条件要

求,按 照分工分别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的
“
重点污染源基础

数据库系统
”

中,勾 选确认和补充录入企业基本信‘憝。包括排污单

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所属重点行业等简要内容,以 及纳入

自动监控管理的排放口、监控点、可监控污染物以及对应排放标准。

对原国控重点污染源的考核监控点位,系 统将自动纳入安装联网清

单,并 自动标记为
“已安装设各

”。

(二 )确认重J点排污单位责任人。纳入自动监控管理的重J点排污

单位应指定安装联网工作责任人,并 报送主管的环保部门。由主管

的环保部门在
“
重点污染源基础数据库系统-重点行业重点地区自动

监控排查
”
模块中录入责任人和有效手机号码。

(三 )报送 《实施自动监控重J点排污单位排查表》(示例附后 )。

省级环保部门通过
“
重点污染源基础数据库系统一重点行业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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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控排查
”
模块导出和打印 《实施自动监控重点排污单位排查

表》,加 盖公章,邮 寄至我部环境监察局。

二、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联网阶段

(一 )重 J点排污单位开通企业端账号。省级环保部门报送的 《实

施自动监控重点排污单位排查表》作为此次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联网

工作的基础。我部根据
“
重点污染源基础数据库系统

”
交换的数据,

建立“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系统企业端

”(以下简称企业端软件 ),

重点排污单位责任人手机号码将作为企业登录企业端软件初始账

号。

(二 )完 善重J点排污单位基本信J息。企业端软件的入口在环境保

护部污染源监控中心网站 (-。 envsc。cn)的 “
重点排污单位监控

”

栏目。重点排污单位通过初始账号登录企业端软件,核 对并完善基

本信氵岂、。重点排污单位责任人可在企业端软件设置分配多个子账号,

用于多人登录系统。

(三 )组 织验收并完菩备案登记表。重J点排污单位在组织自动监

测设各安装联网过程中,逐 步完善自动监控仪器仪表的基本信息、

关键参数等信`恝,并 在验收后将验收关键信‘恝录入 “
企业端软件-设

各验收
”
栏自。系统将重点排污单位在企业端软件完善的基本 (各

案)信 宅̌、、验收信息,自 动同步至
“
重点污染源基础数据库系统

”
。

(四 )上 传污染源监控点照片。重点排污单位可通过
“
重点排污

单位图片上传
”
微信小程序,上 传企业图片,并 自动识别企业经纬

度信`急。
—— 25 ~



(五 )审 核确认验收完成。主管的环保部门在收到企业的验收资

料后,应 及时审核相关资料,并 在
“
重点污染源基础数据库系统一重

点行业重点地区自动监控排查
”
模块中确认已验收。对于原有已验

收的自动监测设各,系 统将自动标注为
“已验收

”。

重点行业重点地区自动监控安装联网工作流程

主管环保部门 重点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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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关说明

)垃 圾焚烧行业联网安装工作继续按照 《关于生活垃圾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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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各和联网有关事项的通知》 (环 办环

监 E2017〕 33号 )的 要求执行,无 需重新确认安装联网名单。

(二 )系 统将自动导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高架源安装联网工作时

已经录入的企业联系人等相关信·惑,不 必重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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