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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璧山区人民医院始建于1939年，于1997年顺利通过“二乙”医院评审至今，

经过70余年的发展建设，现已成为一所集急救、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

的综合性区级医院。

由于近年来就医人员的增加，璧山区人民医院现有门诊楼科室设置拥挤，病

床数量紧张，不能满足就医人员的需求，急需改善现有医疗条件，以满足就医人

员的增加。为了改善医院条件及满足就医环境，璧山区人民医院实施了璧山区人

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

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双星大道9号。

2011年12月，由重庆天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浩力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

司和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联合编制完成《璧山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2年1月16日，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以渝（市）环准

〔2012〕019号文批准该项目建设。

环评及批复核定的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新建1栋医疗综合楼、1栋行政后勤综

合楼。项目建设用地面积81236.8m2，建筑面积169390m2。项目总投资510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约964万元。一期总建筑面积122896m2（不含地下室40220m2），其

中：医疗综合楼：105846m2（不含地下室35670m2），行政后勤综合楼：17050m2

（不含地下室4550m2）。项目一楼设置体检中心、门诊大厅、儿科、挂号收费、

大输液、儿童输液、急诊大厅、急救大厅、中药房、西药房、呼吸道、肠道、呼

吸科、神内科、脑外科、骨科、影像中心。二楼设置消化内科、心血管疾病内科、

预防保健大厅、功能检查中心、内镜中心、急诊观察区32床、阳性5床、透析中

心29床、妇科、产科、超声中心、检验中心、中心实验室、发展用房。三楼设置

肝胆外科、胸外科、耳鼻喉科、病理科、输血科、中心血库、门诊手术中心、手

术中心辅助区、手术中心、ICU病房、普外科、肿瘤疼痛中心、眼科、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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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楼设置内分泌血液中心、风湿病中心、中医心理咨询、烧伤激光美容中心、发

展用房、中心供应、计算机中心、静脉配置中心、手术净化设备、康复物理治疗

中心、皮肤性病科、泌尿外科、肾病内科。五楼设置产房、新生儿监护中心、产

科病房。六楼设置新生儿监护病房、儿科病房。七楼至十六楼为病房。日均门诊

接待量约为1250人次，编制住院床位1200张，年服务时间为365天。

项目中，核医学科、影像中心分别设置在综合楼负一层和一层、影像中心共

设置8个X射线诊断机房，其中预留机房4个。核医学科使用含1放射性药物的日等

效最大操作量、最大年用量分别为9.25×108Bq和1.11×1011Bq，其非密封物质工作

场所为乙级；放射科X射线诊断设备机房设于影像中心、综合楼三层车术室和口

腔科，利用现有医用Ⅲ类射线装置6台。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此次竣工验收项目为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

工程项目的一期建设内容，建筑总面积为130136m2（不含地下室52803m2），其

中：医疗综合楼：108600 m2（不含地下室37975m2），行政后勤综合楼：21536 m2

（不含地下室14828 m2）。项目实际建筑总面积比环境影响报告书多19832m2，

均为地下室面积增加，多出部分是因为地下车库的扩大，总体上变动率为16.13%，

因此本项目的建筑面积变化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一期总投资97856.8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64万元。实际总投资比环境影

响评价预计总投资多46856.88万元，比预计总投资增加91.88%。资金多出部分为

该院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而购买的先进医疗设备、仪器，以及对医院外墙、内部

装饰的变化，这些变动都不属于重大变动。

预计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1250人次，设计住院床位1200张，年服务时间为365

天；实际日均门诊接待量为950人次，设计住院床位1190张，年服务时间365天。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未有重大变动。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由重庆天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浩力环境影

响评价有限公司和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联合编写；项目有关核医学科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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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辐射设备诊疗建设项目于2012年1月16日获得重庆市环保局的环评批复，

文号：渝（市）环准〔2012〕019号，其竣工验收报告由重庆轰天环境监测有限

公司编写完成，并于2018年3月23日组织有关专家对辐射进行专项辐射竣工验收，

验收合格。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于2012年9月29日开工建设，

其中环保设施的废水处理设施由重庆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重庆生华环保

研究所施工建设，废气中的污水处理站臭气处理设施由摩天环保有限公司设计建

设，食堂餐饮油烟废气由重庆上厨餐厨用品有限公司设计及安装。2017年12月7

日，璧山区环保局对该项目核发了重庆市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编号：渝（璧山）

环排证〔2017〕0162号。

项目建成后，生态建设单位根据环境部2017年11月22日发布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8年9月，璧山区人民医

院对该项目开展自主竣工验收，并委托重庆新凯欣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项目的废

水、废气、噪声进行了监测。

结合《璧山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相关

文件、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以及工程实际建设内容，璧山区人民医院对项目

实施了现场踏勘。根据项目资料现场检查情况、现场监测结果、验收技术规范、

环评报告、批复等相关内容，编制了本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该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璧山区环保局和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帮助，在

此由衷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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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1.1 编制依据

1.1.1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12月 28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 3月 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47日修

订）。

1.1.2 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法规及文件

（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的公告》

（生态环境部 2018年第 9号）；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号

1998年发布，2017年修订）；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

12号）；

（4）《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

39号）；

（5）《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

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33号）；

（6）《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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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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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9）《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5号）；

（10）《关于开展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环发〔1999〕24号）；

（11）《关于加强工业危险废物转移管理的通知》（环办〔2006〕34号）；

（12）《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

77号）；

（1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

（1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1.1.3 地方性法规和文件

（1）《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70号）；

（2）《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业企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渝环〔2017〕249号）；

（3）《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界定程序规定>

的通知》（渝环发〔2014〕65号）。

1.1.4 工程资料及批复文件

（1）《璧山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重庆重

庆天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浩力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重庆宏伟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2011年 12月）；

（2）《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市）环准〔2012〕

019号（重庆市环保局，2012年 1月 16日）；

（3）《重庆市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渝（璧山）环排证〔2017〕0162号 (璧

山区环保局，2017年 12月 7日)；

（4）《重庆新凯欣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重庆新凯欣环境监测有

限公司，2018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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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其它资料

璧山区人民医院提供的相关资料。

1.2 竣工验收范围

璧山区人民医院一期建设内容。

1.3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的工作程序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年第 9号公告《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的公告》规定，本次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的工作程序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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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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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2.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1.1验收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验收监测的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见表 2-1。

表 2-1 验收项目基本情况表

建设项目名称 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

业主单位名称 璧山区人民医院

建设地点 重庆市璧山区绿岛新区 邮编 402760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迁建 改扩建 技改 (划√)

联系人 张晓波 联系电话 13983932822

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
重庆天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浩力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评报告书审批部门 重庆市环保局 文号

渝（市）环准

〔2012〕019
号

时间
2012年 1月

16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12年 9月 29日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17年 9月

污水处理系统

设计单位

重庆中机中联工程

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系统

施工单位

重庆生华环保

研究所

环评及批复

建设内容

新建 1栋医疗综合楼、1栋行政后勤综合楼。项目建设用地面

积 81236.8m2，建筑面积 169390m2。项目总投资 51000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约 964万元。

一期总建筑面积 122896m2（不含地下室 40220m2），其中：

医疗综合楼：105846m2（不含地下室 35670m2），行政后勤综合

楼：17050m2（不含地下室 4550m2）。

项目一楼设置体检中心、门诊大厅、儿科、挂号收费、大输

液、儿童输液、急诊大厅、急救大厅、中药房、西药房、呼吸道、

肠道、呼吸科、神内科、脑外科、骨科、影像中心。二楼设置消

化内科、心血管疾病内科、预防保健大厅、功能检查中心、内镜

中心、急诊观察区 32床、阳性 5床、透析中心 29床、妇科、产

科、超声中心、检验中心、中心实验室、发展用房。三楼设置肝

胆外科、胸外科、耳鼻喉科、病理科、输血科、中心血库、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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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及批复

建设内容

手术中心、手术中心辅助区、手术中心、ICU 病房、普外科、肿

瘤疼痛中心、眼科、口腔科。四楼设置内分泌血液中心、风湿病

中心、中医心理咨询、烧伤激光美容中心、发展用房、中心供应、

计算机中心、静脉配置中心、手术净化设备、康复物理治疗中心、

皮肤性病科、泌尿外科、肾病内科。五楼设置产房、新生儿监护

中心、产科病房。六楼设置新生儿监护病房、儿科病房。七楼至

十六楼为病房。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 1250人次，编制住院床位

1200张，年服务时间为 365天。

项目中，核医学科、影像中心分别设置在综合楼负一层和一

层、影像中心共设置 8个 X射线诊断机房，其中预留机房 4个。

核医学科使用含 1放射性药物的日等效最大操作量、最大年用量

分别为 9.25×108Bq和 1.11×1011Bq，其非密封物质工作场所为乙

级；放射科 X射线诊断设备机房设于影像中心、综合楼三层车术

室和口腔科，利用现有医用Ⅲ类射线装置 6台。

实际建设内容

此次竣工验收项目为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

的一期建设内容，建筑总面积为 130136m2（不含地下室 52803m2），

其中：医疗综合楼：108600 m2（不含地下室 37975m2），行政后

勤综合楼：21536 m2（不含地下室 14828 m2）。项目实际建筑总

面积比环境影响报告书多 19832m2，均为地下室面积增加，多出

部分是因为地下车库的扩大，总体上变动率为 16.13%，因此本项

目的建筑面积变化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一期总投资 97856.8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64万元。实

际总投资比环境影响评价预计总投资多 46856.88万元，比预计总

投资增加 91.88%。资金多出部分为该院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而购

买的先进医疗设备、仪器，以及对医院外墙、内部装饰的变化，

这些变动都不属于重大变动。

预计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 1250人次，设计住院床位 1200张，

年服务时间为 365天；实际日均门诊接待量为 950人次，设计住

院床位 1190张，年服务时间 365天。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未有重大变动。

环评核准生产能力
预计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 1250人次，编制住院床位 1200张，

年服务时间为 365天。



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10

实际建成生产能力
预计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 950人次，编制住院床位 1190张，

年服务时间为 365天。

项目变更情况 实际建成项目与环评基本一致。

概算总投资 51000.36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964万元 比例 1.8%
实际总投资 97856.88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964万元 比例 0.98%

2.1.2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核对情况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对照表

环评周边环境敏感点
项目实际

建设情况

名称 方位 与项目场地最近距离（m） /

璧南河 东 2000

实际建设东面 72米
为南河丽景 D区居

名点，不属于重大变

动。

商住楼（规划、未建设） 南面 30m

实际建设南面 20米
为秋实·学府居民

点，不属于重大变

动。

学校（规划、为建设） 西面 40m
实际建设南面 40米
为璧山中学，不属于

重大变动。

商住楼（规划、未建设） 北面 60m

实际建设南面 54米
为绿岛新城 D区居

名点，不属于重大变

动。

2.2 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厂区平面布置图

重庆璧山区人民医院迁建项目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剑山路 111号。其地理位置

见图 2.1，项目平面布置图见图 2.2，环保设施布置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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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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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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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医院环保设施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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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环评及批复核定的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新建1栋医疗综合楼、1栋行政后勤综

合楼。项目建设用地面积81236.8m2，建筑面积169390m2。项目总投资510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约964万元。一期总建筑面积122896m2（不含地下室40220m2），其

中：医疗综合楼：105846m2（不含地下室35670m2），行政后勤综合楼：17050m2

（不含地下室4550m2）。项目一楼设置体检中心、门诊大厅、儿科、挂号收费、

大输液、儿童输液、急诊大厅、急救大厅、中药房、西药房、呼吸道、肠道、呼

吸科、神内科、脑外科、骨科、影像中心。二楼设置消化内科、心血管疾病内科、

预防保健大厅、功能检查中心、内镜中心、急诊观察区32床、阳性5床、透析中

心29床、妇科、产科、超声中心、检验中心、中心实验室、发展用房。三楼设置

肝胆外科、胸外科、耳鼻喉科、病理科、输血科、中心血库、门诊手术中心、手

术中心辅助区、手术中心、ICU病房、普外科、肿瘤疼痛中心、眼科、口腔科。

四楼设置内分泌血液中心、风湿病中心、中医心理咨询、烧伤激光美容中心、发

展用房、中心供应、计算机中心、静脉配置中心、手术净化设备、康复物理治疗

中心、皮肤性病科、泌尿外科、肾病内科。五楼设置产房、新生儿监护中心、产

科病房。六楼设置新生儿监护病房、儿科病房。七楼至十六楼为病房。日均门诊

接待量约为1250人次，编制住院床位1200张，年服务时间为365天。

项目中，核医学科、影像中心分别设置在综合楼负一层和一层、影像中心共

设置8个X射线诊断机房，其中预留机房4个。核医学科使用含1放射性药物的日等

效最大操作量、最大年用量分别为9.25×108Bq和1.11×1011Bq，其非密封物质工作

场所为乙级；放射科X射线诊断设备机房设于影像中心、综合楼三层车术室和口

腔科，利用现有医用Ⅲ类射线装置6台。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此次竣工验收项目为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

工程项目的一期建设内容，建筑总面积为130136m2（不含地下室52803m2），其

中：医疗综合楼：108600 m2（不含地下室37975m2），行政后勤综合楼：21536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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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地下室14828 m2）。项目实际建筑总面积比环境影响报告书多19832m2，

均为地下室面积增加，多出部分是因为地下车库的扩大，总体上变动率为16.13%，

因此本项目的建筑面积变化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一期总投资97856.8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64万元。实际总投资比环境影

响评价预计总投资多46856.88万元，比预计总投资增加91.88%。资金多出部分为

该院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而购买的先进医疗设备、仪器，以及对医院外墙、内部

装饰的变化，这些变动都不属于重大变动。

预计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1250人次，设计住院床位1200张，年服务时间为365

天；实际日均门诊接待量为950人次，设计住院床位1190张，年服务时间365天。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未有重大变动。

本项目一期设计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1250人次，设计住院床位1200张，年服

务时间为365天；实际日均门诊接待量为950人次，实际建设住院床位1190张，入

住1000张，年服务时间365天。

根据自查核实资料，项目组成见表 2-2。

表 2-2 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组成 环评和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

情况

主

体

工

程

医

疗

综

合

楼

1F

体检中心、门诊大厅、儿科、挂号

收费、大输液、儿童输液、急诊大

厅、急救大厅、中药房、西药房、

呼吸道、肠道、呼吸科、神内科、

脑外科、骨科、影像中心。

体检中心、门诊大厅、儿科、挂号

收费、大输液、儿童输液、急诊大

厅、急救大厅、中药房、西药房、

呼吸道、肠道、呼吸科、神内科、

脑外科、骨科、影像中心。 与环

评及

批复

一致

2F

消化内科、心血管疾病内科、预防

保健大厅、功能检查中心、内镜中

心、急诊观察区 32床、阳性 5床、

透析中心 29床、妇科、产科、超

声中心、检验中心、中心实验室、

发展用房。

消化内科、心血管疾病内科、预防

保健大厅、功能检查中心、内镜中

心、急诊观察区 32床、阳性 5床、

透析中心 29床、妇科、产科、超

声中心、检验中心、中心实验室、

发展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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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环评和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

情况

3F

肝胆外科、胸外科、耳鼻喉科、病

理科、输血科、中心血库、门诊手

术中心、手术中心辅助区、手术中

心、ICU病房、普外科、肿瘤疼痛

中心、眼科、口腔科。

肝胆外科、胸外科、耳鼻喉科、病

理科、输血科、中心血库、门诊手

术中心、手术中心辅助区、手术中

心、ICU病房、普外科、肿瘤疼痛

中心、眼科、口腔科。

与环

评及

批复

一致

4F

内分泌血液中心、风湿病中心、中

医心理咨询、烧伤激光美容中心、

发展用房、中心供应、计算机中心、

静脉配置中心、手术净化设备、康

复物理治疗中心、皮肤性病科、泌

尿外科、肾病内科。

内分泌血液中心、风湿病中心、中

医心理咨询、烧伤激光美容中心、

发展用房、中心供应、计算机中心、

静脉配置中心、手术净化设备、康

复物理治疗中心、皮肤性病科、泌

尿外科、肾病内科。

5F 产房、新生儿监护中心、产科病房。 产房、新生儿监护中心、产科病房。 与环

评及

批复

一致

6F 新生儿监护病房、儿科病房。 新生儿监护病房、儿科病房。

7F～
16F 病房。 病房。

行

政

后

勤

楼

1F
行政办公室、高压氧区、中会议室、

多媒体教室、档案病案区。

行政办公室、高压氧区、中会议室、

多媒体教室、档案病案区。

与环

评及

批复

一致

2F
行政办公室、多功能厅、教学区（5
间教室）、培训中心。

行政办公室、多功能厅、教学区（5
间教室）、培训中心。

3F 行政办公室、会议室 行政办公室、会议室

4F
行政办公室、科教区（阅览室、图

书室、电子图书）

行政办公室、科教区（阅览室、图

书室、电子图书）

5F～
12F 公寓区 学生公寓区

辅

助

工

程

洗浆房 -

共有 8个洗衣机，分别为床单被套

专用洗衣机 2台，工作服洗衣机 1
台，手术服洗衣机 1台，拖把洗衣

机 1台，抹布洗衣机 1台，儿童专

用洗衣机 1台，值班室准用洗衣机

1台；烫平机 1台，烘干机 4台：

2台大型烘干机和 2台中型烘干

机。

与环

评及

批复

基本

一致

锅炉房 -

项目实际情况有 2个锅炉，锅炉采

用绿色燃料天然气作为原料，为消

毒中心供应室、洗浆房、换热器提

供蒸汽，两个锅炉间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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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环评和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

情况

公

用

工

程

供配电

系统

工作电源拟采用 10kV供电，项目

在地下一层设 10/0.4kV总变配电

所一座，各变、配电系统采用单电

源放射式或环网供电方式。变电所

采用一回 10KV电源和一台备用

功率为 500kW的快速自启动柴油

发电机作备用电源。所有的消防用

电设备，均在其供电末端设置双电

源自动切换装置。

工作电源拟采用 10kV供电，项目

在地下一层设 10/0.4kV总变配电

所一座，各变、配电系统采用单电

源放射式或环网供电方式。变电所

采用一回10KV电源和一台备用功

率为 500kW的快速自启动柴油发

电机作备用电源。所有的消防用电

设备，均在其供电末端设置双电源

自动切换装置。
与环

评及

批复

一致

给排水

系统

本工程采用市政自来水，供水压力

不小于 0.35MPa，排水采用雨污分

流排水制，雨水收集后由室外暗沟

排入市政雨水管进入璧南河；各种

特殊废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医院污

水处理站；食堂生活污水经隔油后

排入污水处理站；其他医疗废水收

集后直接排入医院污水处理站处

理。

本工程采用市政自来水，供水压力

不小于 0.35MPa，排水采用雨污分

流排水制，雨水收集后由室外暗沟

排入市政雨水管进入璧南河；各种

特殊废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医院污

水处理站；食堂生活污水经隔油后

排入污水处理站；其他医疗废水收

集后直接排入医院污水处理站处

理。

配

套

工

程

中心

供应室
-

现改名为“消毒供应中心”，分别

设置男女更衣室、男女值班室、工

作室等房间。其中工作室中共有 3
台清洗机和 3台消毒机。消毒供应

中心的工作流程为：人工分类→清

洗→消毒→人工打包。

与环

评及

批复

基本

一致

食堂 -
实际建设过程中共建设 4个大锅、

6个小炒锅以及 4个蒸饭柜。

环

保

工

程

特殊废水

设 1座污水处理站，先经预处理再

进入污水处理站，采取二级强化处

理+二氧化氯消毒工艺

特殊废水主要来自牙科以及检验

科。牙科废水中不再含有汞离子，

因此可以直接排入污水处理站处

理；检验科因设备的改良升级，产

生的废水中不再含有重金属离子，

检验试剂使用之后，经高压灭菌之

后再作医疗废物交有资质单位处

理。

与环

评及

批复

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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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环评和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

情况

食堂含油

废水

先经隔油池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

站处理

先经隔油池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

站处理

与环

评及

批复

一致

锅炉废气 经 8m高烟囱排放 经 8m高烟囱排放

食堂油烟 油烟净化机处理，屋顶排放 油烟净化机处理，屋顶排放

污水处理

站臭气
引至污水处理房楼顶排放

经过活性炭净化器吸附净化之后

引至污水处理房楼顶排放

与环

评及

批复

基本

一致

车库汽车

尾气、柴

油发电机

废气

引至医疗综合楼楼顶排放 引至医疗综合楼楼顶排放

与环

评及

批复

一致

噪声 吸声、消声、减振及绿化等 吸声、消声、减振及绿化等

生活垃圾
袋装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运往

垃圾场处置

袋装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运往

垃圾场处置

废活性炭 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污泥 经消毒后，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经消毒后，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一般

医疗废物

送重庆市同兴医疗废物处理有限

公司处理

送重庆苏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

理

与环

评及

批复

基本

一致

过期药品

病理性医

疗废物
送璧山区殡仪馆处理 送璧山区殡仪馆处理

与环

评及

批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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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程分析

项目施工期主要工艺流程与环评及批复要求基本一致，见图 2.4。

图 2.4 医院服务期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产污环节：

（1）废气

本项目服务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燃气锅炉烟气、食堂油烟、污水处理

站臭气以及柴油发电机工作时产生含 CO、NOx、烟尘的废气。

a.锅炉废气：迁建后，共设置 2台 1t/h燃气锅炉，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

大气污染物主要为 SO2和烟尘。锅炉工作时间为 8h/d，类比现有 1t/h燃气锅炉监

测数据。迁建后，锅炉废气中 SO2和烟尘排放浓度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3271-2001）标准要求，烟气由 8m烟囱排放。

b.食堂油烟：食堂将产生少量油烟，废气产生量为 40万 m3/a，油烟产生浓

度 12mg/m3，产生量为 0.0048t/a，经油烟净化机处理后，油烟排放浓度 2mg/m3，

产生量为 0.0008t/a。油烟废气经处理后引至医疗综合楼屋顶高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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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污水处理站臭气：恶臭是大气、水、固体废物中的异味通过空气介质，作

用于人的嗅觉思维被感知的一种感觉污染。污水处理站的恶臭来源于污水、污泥

中有机物的分解、发酵过程中散发的化学物质，主要种类有：硫化物、氨、硫醇、

甲基硫、粪臭素、酪酸、丙酸等。污水处理站产生少量臭气，经专用管道先通过

活性炭吸附净化器净化后，再引至污水处理站房楼顶排放。

d.地下车库废气和柴油发电机产生废气：地下车库产生少量 CO、NOx、非甲

烷总烃的汽车尾气，以及在临时停电自备柴油发电机运行时产生少量含烟尘、NOx、

非甲烷总烃的废气，经排气系统抽至建筑烟道屋顶高空排放。

（2）噪声

噪声主要来自水泵、柴油发电机组、冷却塔、锅炉风机等设备，声源强度介

于 75～90dB(A)，通过采取吸声、消声、隔声、减振及绿化等综合降噪措施，降

低对周边环境影响；

（3）固废

迁建后，医院产生的固体废物仍主要为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活性

炭和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包括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

物和化学性废物。

①医疗废物

一般医疗废物包括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化学性废物、以及病理性废物

等；病理性废物包括解剖废物、人体切片等。

②污泥

医院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泥，该污泥属于危险废物。

③废活性炭

污水处理站使用活性炭对臭气进行除臭、除味，因此该工艺产生废活性炭。

④生活垃圾

住院病人、医院员工、实习学生和博士生以及陪护人员（以每个住院病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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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陪护计）所产生的生活垃圾。

（4）废水

迁建后，医院废水主要包括一般性医疗废水、特殊废水、食堂生活污水。

a.一般性医疗废水来自病房、抢救室、手术室、洗浆房及医护人员办公室等。

b.生活污水来自食堂含油废水和行政后勤办公废水，食堂含油废水先经隔油

池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

c.特殊废水原环评上指出来自口腔科、放射治疗中心、照片、检验等，但实

际情况只来自检验科。璧山区人民医院迁建后各种特殊废水产生实际情况如下：

（a) 放射性废水主要来自诊断、治疗过程中患者服用或注射放射性同位素后

所产生的排泄物，分装同位素的容器、杯皿的清洗水，标记化合物等排放的放射

性废水。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应单独收集，经 5m3衰变池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

处理，但因璧山区人民医院的核医学科还未使用，因此本次竣工验收不对此项进

行验收，即不产生放射性废水。

(b) 项目使用数字化的 X线透视设备时无含银的洗相室废液产生。

(c) 口腔科所有牙椅设备以及补牙原料改造升级，原采用银汞合金材料进行

龋齿填充，现全部改用玻璃离子填充体和合成树脂为填充原料，因此口腔科不再

产生含汞废水，即不再产生特殊废水。

(d) 检验科因设备的更新升级，采用全自动化的模式，因此不再产生含重金

属的废水。该检验科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采样标本，标本为血清标本、尿液、大便

等，这些标本产生的废液经高压灭菌后再作医疗废物处理，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e) 洗浆房采用无磷洗衣粉，废水为一般性医疗废水，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

迁建后，在项目地块东南角新建处理能力为 1500m3/d的污水处理站（考虑

二期在内），设计污水处理工艺采用二级强化处理+二氧化氯消毒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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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要设备

本次迁建后，不新增其他大型医疗设备，主要医疗设备仍利用现有设备，仅

添加少量小型设备，详见表 2.2-3。

表 2.2-3 主要设备情况

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台/套）

备注
环评阶段 实际情况

1 CT机 PK1200专家型 1 1

利用现有

2 腹腔镜 KARL STORZ 1 1

3 彩色 B超 AU4 1 1

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F1豪迈 1 1

5 经颅多普勒 BLT-2000B 1 1

6 电子胃镜 富士能 88型 1 1

7 无影镜 高聚光ML-600 1 1

8 黑白超声 SA-5500 1 1

9 螺旋 CT SOMATOMESPRIT1.5S 1 1

10 切片机 徕卡冷冻 CM1900 1 1

11 脱水机 徕卡组织 TP1020 1 1

12 动态心电 十二导 1 1

13 纤维鼻咽喉镜 FN1-15RP3 1 1

14 彩色多普勒 TechnosSUNDU6 1 1

15 体外冲击碎石机 HK-ESWL-108A 1 1

16 等离子刀系统 2000手术系统 1 1

17 全自动标记免疫发光分 AXSYM 1 1

利用现有

18 数字遥控 X光机 NAX-800RP 1 1

19 直接数字 X射线摄影 NSX-DR500 1 1

20 开颅机 DR-2000智能型 1 1

21 呼吸机 SavinaⅡ 1 1

22 麻醉机 5300型 1 1

23 眼科 A/B超 索维 SUOER SW-2100A 1 1

24 B超诊断仪
TOSHIBA SSA-550A

NEMTO 1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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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台/套）

备注
环评阶段 实际情况

25 骨密度仪 MestriScan数字化成像 1 1

26 激光治疗仪 MLB-200A 1 1

27 紫外线治疗仪 UV1001 1 1

28
2-DR直线数字化 X成

象
2S-DR 1 1

29 液氧贮槽 CG002C.000（5m3） 0 1

30 真空泵机组 0 1

31 减压装置 V02-06A.000 0 1

32 汽化器 Q101Z.00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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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评价意见及审批要求

3.1 环境评价表结论（摘录）

3.1.1 项目概况

此次竣工验收项目为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的一期建设内

容，建筑总面积为130136m2（不含地下室52803m2），其中：医疗综合楼：108600

m2（不含地下室37975m2），行政后勤综合楼：21536 m2（不含地下室14828 m2）。

项目实际建筑总面积比环境影响报告书多19832m2，均为地下室面积增加，多出

部分是因为地下车库的扩大，总体上变动率为16.13%，因此本项目的建筑面积变

化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一期总投资97856.8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64万元。实际总投资比环境影

响评价预计总投资多46856.88万元，比预计总投资增加91.88%。资金多出部分为

该院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而购买的先进医疗设备、仪器，以及对医院外墙、内部

装饰的变化，这些变动都不属于重大变动。

3.1.2 营运期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影响

（1）废水

完善水污染防治措施。医疗废水经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预处理标准后和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市政管网，在经璧山县

观音塘污水厂处理达标排放。

（2）废气

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污水处理站废气经处理后高空排放，并确保其周边大气

污染物浓度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的要求；

地下车库尾气和柴油发电机燃烧尾气经排气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食堂油烟经

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后经专用烟道高

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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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强化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采取减振、隔声、消声

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相

关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加强固体废物管理。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

污泥等妥善储存，交由重庆苏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病理性废物、废活性炭

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3.1.3 综合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园区总体产业发展规划，选址及平面

布局合理。运营期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在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后可得到有效的控制，

外排污染物对环境影响小，能为环境所接受。本评价认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

虑，项目的建设可行。

3.1.4 建议

（1）核医学科应严格遵守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三区制原则，按有关

规定进行设置、控制与管理，合理设置卫生通过间并优化布局，工作人员应在卫

生通过间去污、更衣，进行污染检测，预防与控制放射性污染；按规定要求设置

放射性衰变池，采取防渗漏措施，并在放射性废水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系统前设置

专门的采样口；按照有关标准要求合理设置通风装置，采取可行的处理方案，控

制气载放射性废物的影响；放射性固体废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分类收集、贮存与处

理，控制和减少放射性废物产生量。

（2）放射诊断机房屏蔽防护墙体和防护门的辐射屏蔽设计应按照辐射防护

最优化原则进行，并满足辐射防护安全要求；合理设置通风系统，且所有进出风

口、穿墙管道等处均应采取相应的防射线泄露措施，保障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的

辐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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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辐射防护安全、生态保护和其它污染防治措施，

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3.2 重庆市环保局关于环评报告表的批复

（渝（市）环准〔2012〕019号，2012年 1月 16日）

你单位报送的璧山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原则同意重

庆天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浩力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和重庆宏伟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联合编写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批准

该项目在璧山县绿岛新区建设。

二、该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 1栋医疗综合楼、1栋行政后勤综

合楼。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81236.8m2，建筑面积 169390m2。项目总投资 51000万

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964万元。

项目中，核医学科、影像中心分别设置在综合楼负一层和一层，影像中心共

设置 8个 X射线诊断机房，其中预留机房 4个。核医学科使用 I放射性药物的日

等效最大操作量、最大年用量分别为 9.25×108Bq和 1.11×1011Bq，其非密封物质

工作场所为乙级；放射科 X射线诊断设备机房设于影像中心、综合楼三层手术室

和口腔科，利用现有医用Ⅲ类射线装置 6台。

三、该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本批准书附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

制指标执行，不得突破。

四、该项目在建设、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认真落实报告书所提出的污染防治

与生态保护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建筑施工场地管理。控制扬尘污染和施工噪声影响。

（二）完善水污染防治措施。医疗废水经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466-2005）表 2预处理标准后和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市政管网，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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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观音塘污水厂处理达标排放。

（三）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污水处理站废气经处理后高空排放，并确保其周

边大气污染物浓度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

的要求；地下车库尾气和柴油发电机燃烧尾气经排气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食

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后经专

用烟道高空排放。

（四）强化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采取减振、隔声、

消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相关标准要求。

（五）加强固体废物管理。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医疗废物、污水

处理站污泥等妥善储存由重庆市同兴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理，病理性废物、

废活性炭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六）核医学科应严格遵守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三区制原则，按有关

规定进行设置、控制与管理，合理设置卫生通过间并优化布局，工作人员应在卫

生通过间去污、更衣，进行污染检测，预防与控制放射性污染；按规定要求设置

放射性衰变池，采取防渗漏措施，并在放射性废水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系统前设置

专门的采样口；按照有关标准要求合理设置通风装置，采取可行的处理方案，控

制气载放射性废物的影响；放射性固体废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分类收集、贮存与处

理，控制和减少放射性废物产生量。

（七）放射诊断机房屏蔽防护墙体和防护门的辐射屏蔽设计应按照辐射防

护最优化原则进行，并满足辐射防护安全要求；合理设置通风系统，且所有进出

风口、穿墙管道等处均应采取相应的防射线泄露措施，保障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

的辐射安全。

（八）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辐射防护安全、生态保护和其它污染防治措施，

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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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投入试生产前，应向我局申请

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试生产，试生产期满前，应按规定程序向我局申请环境保护

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才能正式投入使用。

六、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

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璧山县环保局负责。

附件：璧山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指

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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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

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指标

一、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及标准号
最大允许排放值

备注
昼间（dB） 夜间（dB）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2类标准
60 50 /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4类标准
70 55 /

二、废水

污染源
排放标准及标准

号

污染

因子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mg/L）

总量指标

（吨/年）
备注

医疗废水

《医疗机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
2005）预处理标准

CODCr 250 /

/
BOD5 100 /

悬浮物 60 /
粪大肠菌

群数
5000 /

三、废气

污染

源

排放标准及标

准号
污染因子

有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

放浓度
(mg/m3)

总量指

标(t/a)排放口

高度(m)
浓度

(mg/m3)

速率

限值
(kg/h)

食堂

油烟

《餐饮业油烟

排放标准》

（GB18483-200
1）

油烟 2.0 /

污水

处理

站

《医疗机构水

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8466-200
5）

氨 1.0 /

硫化氢 0.03 /

氯气 0.1 /

臭气浓度
10（无量

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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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 1% /

三、固体废物

固废名称

及种类

固废

产生量（t/a）
处置方式及数量（t/a）
方式 数量

生活垃圾 756.6 交环卫部门 756.6
过期药品和医疗废物 264.7

交重庆市同兴医疗废物处理

有限公司处理

264.7
废活性炭 1 1

污泥 50.2 50.2
病理性废物 0.6 交专业单位 0.6

四、电离辐射

污染

源
排放标准及标准号

污染

因子
辐射剂量及污染控制指标

CT
机

C形

臂 X
线机

X射

线诊

断机

牙科

X线

机

《电离辐射防护与

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

《医用X射线诊断

卫生防护标准》
GB130-2002

《医用 X射线 CT
机房的辐射屏蔽规

范》
GBZ/T180-2006

《临床核医学卫生

防护标准》
GBZ120-2006

《医用放射性废物

的卫生防护管理》
GBZ133-2009

X

γ

β

年有效剂量（mSv·a-1）
公众

辐射工作

人员

0.1 6

辐射工作场所墙体外表

面、顶棚外辐射剂量率

控制值（μGy·h-1）
2.5

β放射性污染控制水平（Bq·cm2）

手、皮肤、

内衣物

工作服、手

套、工作鞋

工作台、设备、地面、

墙壁

控制区 监督区

0.4 4 40 4

放射性废

液

131I 1.0×106
Bq/次

1.0×107
Bq/月

总β
（Bq·L-1）

10

气载放射性废物

（Bq·m3）
131I 4×100

放射性固体废物免管水

平（Bq·kg-1） 1.0×105

废物包装外表面β污染

控制值（Bq·cm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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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环境保护设施

4.1 废气

4.1.1 废气治理设施

项目产生废气主要有燃气锅炉烟气、食堂油烟、污水处理站臭气以及柴油发

电机工作时产生含 CO、NOX、烟尘的废气。废气处理情况统计如表 4-1-1。废气

治理设施图片见附件。

表 4-1-1 废气处理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名 称 来 源 污染物种类 排放方式 治理设施

1
污水处理

站废气
污水处理站

氢

有组织 活性炭吸附净化器+15m排气筒

硫化氢

氯气

臭气浓度

甲烷

2 食堂油烟 食堂 油烟 有组织 集气罩+油烟净化器+高空排放

3 锅炉烟气 锅炉房

颗粒物

有组织 烟气由 8m烟囱排放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4 尾气

地下车库尾气

和柴油发电机

燃烧尾气

/ 有组织 经排气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

环评批复的各种废气治理措施具体如下：

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污水处理站废气经处理后高空排放，并确保其周边大气

污染物浓度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的要求；

地下车库尾气和柴油发电机燃烧尾气经排气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食堂油烟经

油烟净化器处理法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后经专用烟道高

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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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废气监测内容

监测因子及频次详见表 4-1-2，监测布点图见图 4.1.2。

表 4-1-2 废气监测点位、因子和频率表

类别 采样点位 污染源 处理设施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有组织

废气

◎FQY1 食堂 1 集气罩+油烟净化

器+高空排放
油烟 每天间隔

采样 3次，

连续监测

2天

◎FQY2 食堂 2

◎FQY3 锅炉 / 非甲烷总烃

无组织

废气

〇FQW1 厂界北侧
/

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〇FQW2 厂界南侧

备注 /

图 4.1.2 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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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废气验收标准

项目废气执行标准限值详见表 4-1-3。

表 4-1-3 废气排放标准限值一览表

污染源
排放标准及

标准号
污染因子

有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

放浓度
(mg/m3)

总量

指标
(t/a)

排放口

高度(m)
浓度

(mg/m3)

速率

限值
(kg/h)

食堂油烟

《餐饮业油

烟排放标准》

（GB18483-
2001）

油烟 2.0 /

污水处理

站

《医疗结构

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18466-2
005）

氨 1.0 /

硫化氢 0.03 /

氯气 0.1 /

臭气浓度
10

（无量纲）
/

甲烷 1% /

4.1.4 废气监测结果

4.1.4.1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2018年 7月 17日~18日），璧山区人民医院设计床位为 1200

张，实际建设床位为 1190张，入住床位为 936，负荷为 78.65%，均大于 75%，

环保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生产周期为 24小时/天，符合竣工验收监测要求。

4.1.4.2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详见表 4-1-4、表 4-1-5、表 4-1-6，无组织废气见表

4-1-7、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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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饮食业油烟 FQY1检测结果一览表

排气筒高度：50m 截面积：0.480㎡

检测时间 位置及频次
烟气流量

（m3/h）
烟气温度

（℃）

饮食业油烟

实测浓度 排放浓度 排放速率

mg/m3 mg/m3 Kg/h

2018年07月
17日

油烟排口
FQY1-1-1

1.83×104 43.2 0.620 0.436 1.13×10-2

油烟排口
FQY1-1-2

1.92×104 43.5 0.595 0.439 1.14×10-2

油烟排口
FQY1-1-3

1.77×104 43.9 0.649 0.442 1.15×10-2

油烟排口
FQY1-1-4

1.90×104 43.2 0.616 0.450 1.17×10-2

油烟排口
FQY1-1-5

1.88×104 42.4 0.607 0.439 1.14×10-2

平均值 / / / 0.441 /

2018年07月
18日

油烟排口
FQY1-1-1

1.85×104 43.2 0.683 0.486 1.26×10-2

油烟排口
FQY1-1-2

1.94×104 43.5 0.643 0.480 1.25×10-2

油烟排口
FQY1-1-3

2.01×104 43.5 0.621 0.480 1.25×10-2

油烟排口
FQY1-1-4

1.88×104 42.4 0.672 0.486 1.26×10-2

油烟排口
FQY1-1-5

1.77×104 43.4 0.718 0.489 9.05×10-3

平均值 / / / 0.484 /

标准限值≤ / / / 2.0 /

结果分析
饮食业油烟检测结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表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备注

根据市环保局《关于印发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分

解的函》（渝环涵[2018]382号），将于2019年1月1日实施按照餐饮

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0毫克/立方米、非甲烷总烃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10.0毫克/立方米的指标要求开展治理工作，此次监测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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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饮食业油烟 FQY2检测结果一览表

排气筒高度：50m 截面积：0.480㎡

检测时间 位置及频次
烟气流量

（m3/h）
烟气温度

（℃）

饮食业油烟

实测浓度 排放浓度 排放速率

mg/m3 mg/m3 Kg/h

2018年07月
17日

油烟排口
FQY2-1-1

2.58×104 39.3 0.686 0.885 1.77×10-2

油烟排口
FQY2-1-2

3.09×104 37.2 0.652 1.01 2.01×10-2

油烟排口
FQY2-1-3

3.11×104 35.4 0.627 0.975 1.95×10-2

油烟排口
FQY2-1-4

3.07×104 35.6 0.669 1.03 2.05×10-2

油烟排口
FQY2-1-5

3.06×104 35.4 0.712 1.09 2.18×10-2

平均值 / / / 0.998 /

2018年07月
18日

油烟排口
FQY2-1-1

1.85×104 39.3 0.780 1.01 2.02×10-2

油烟排口
FQY2-1-2

1.94×104 37.2 0.637 0.956 1.91×10-2

油烟排口
FQY2-1-3

2.01×104 36.4 0.707 1.05 2.10×10-2

油烟排口
FQY2-1-4

1.88×104 36.4 0.661 0.985 1.97×10-2

油烟排口
FQY2-1-5

1.77×104 35.8 0.687 1.04 2.07×10-2

平均值 / / / 1.01 /

标准限值≤ / / / 2.0 /

结果分析
饮食业油烟检测结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表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备注

根据市环保局《关于印发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分

解的函》（渝环涵[2018]382号），将于2019年1月1日实施按照餐饮

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0毫克/立方米、非甲烷总烃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10.0毫克/立方米的指标要求开展治理工作，此次监测不达标，

应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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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锅炉废气 FQY3检测结果一览

排气筒高度：50m 烟道截面积：0.283m2

检测

时间
位置及频次

烟气

流量
（m3/h）

烟气

温度
（℃）

含氧量

（%）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实测

浓度

排放

浓度

排放

速率

实测

浓度

排放

浓度

排放

速率

实测

浓度

排放

浓度

排放

速率

mg/m3 mg/m3 Kg/h mg/m3 mg/m3 Kg/h mg/m3 mg/m3 Kg/h

2018年

07月17

日

锅炉废气排口
FQY3-1-1

1.98×103 59.1 13.9 7.27 ＜20 ＜3.96×10-2 3.36 8.28 1.19×10-2 74 182 0.147

锅炉废气排口
FQY3-1-2

1.99×103 59.1 13.9 6.97 ＜20 ＜3.98×10-2 2.90 7.14 1.09×10-2 76 187 0.151

锅炉废气排口
FQY3-1-3

1.78×103 58.7 13.9 7.64 ＜20 ＜3.56×10-2 3.57 8.80 1.34×10-2 74 182 0.132

2018年

07月18

日

锅炉废气排口
FQY3-1-1

1.99×103 59.0 12.7 6.796 ＜20 ＜3.98×10-2 3.33 7.02 1.14×10-2 76 160 0.151

锅炉废气排口
FQY3-1-2

2.05×103 59.1 12.7 7.43 ＜20 ＜4.10×10-2 3.10 6.54 1.09×10-2 74 156 0.152

锅炉废气排口
FQY3-1-3

1.93×103 58.3 12.7 7.50 ＜20 ＜3.86×10-2 3.34 7.04 1.13×10-2 68 143 0.131

标准限值≤ / / / / 20 / / 50 / / 200 /

结果分析
锅炉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50-2016）表 3新建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浓度限值中影响区燃气锅炉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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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无组织废气 FQW1、FQW2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时

间
氯气 氨 氯化氢

mg/m3 mg/m3 mg/m3

2018年

07月17

日

厂外

东北侧

FQW1-1-1 0.18 0.31 0.001L

FQW1-1-2 0.19 0.20 0.001L

FQW1-1-3 0.18 0.29 0.001L

厂外

西南侧

FQW1-1-1 0.05 0.22 0.001L

FQW1-1-2 0.04 0.28 0.001L

FQW1-1-3 0.05 0.27 0.001L

2018年

07月18

日

厂外

东北侧

FQW2-2-1 0.16 0.29 0.001L

FQW2-2-2 0.15 0.17 0.001L

FQW2-2-3 0.18 0.29 0.001L

厂外

西南侧

FQW2-2-1 0.04 0.22 0.001L

FQW2-2-2 0.05 0.30 0.001L

FQW2-2-3 0.04 0.25 0.001L

标准限值≤ 0.1 1.0 0.03

结果分

析

无组织废气中氯气、氨、硫化氢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3污水处

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备注 1、FQW2为参照点，FQW1为监控点

表 4-1-8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时

间
检测位置及频次

甲烷* 臭气浓度*

mg/m3 % 无量纲

2018年

07月17

日

B1-1-1 1.75 2.45×10-4 ≤

B1-1-2 1.89 2.65×10-4 ≤

B1-1-3 1.61 2.25×10-4 ≤

B2-1-1 1.54 2.16×10-4 ≤

B2-1-2 1.25 1.75×10-4 ≤

B2-1-3 1.52 2.13×10-4 ≤

2018年
B1-2-1 1.87 2.62×10-4 ≤

B1-2-2 1.87 2.62×10-4 ≤

项目

单位
检测

点位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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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8

日

B1-2-3 1.80 2.52×10-4 ≤

B2-2-1 1.63 2.28×10-4 ≤

B2-2-2 1.62 2.27×10-4 ≤

B2-2-3 1.50 2.10×10-4 ≤

标准限值≤ / 1 10

结果分

析

废气中排放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

最高允许浓度。

备注
*表示该项目为分包。该数据由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提供，其资质证书编号为

162212050209，报告编号为渝久（监）【2018】第 YS183号。

4.1.5 小结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有组织废气中饮食业油烟 FQY1、FQY2结果符合《饮食

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表 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锅炉废气 FQY3

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0/650-2016）表 3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影响区燃气锅炉污

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无组织废气 FQW1、FQW2中氯气、氨、硫化氢符合《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无组

织废气 FQW1、FQW2为项目分包，该数据由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提供，其资

质证书编号为 162212050209，报告编号为渝久（监）【2018】第 YS183号，废

气中排放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

最高允许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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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废水

4.2.1 废水治理设施

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医院废水。主要包括一般性医疗废水、特殊废水和生

活污水。一般性医疗废水来自病房、抢救室、手术室、洗浆房及医护人员办公室

等；特殊废水来自检验科；生活污水来自食堂含油废水和行政后勤办公废水。

a.一般性医疗废水来自病房、抢救室、手术室、洗浆房及医护人员办公室等。

b.生活污水来自食堂含油废水和行政后勤办公废水，食堂含油废水先经隔油

池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

c.特殊废水原环评上指出来自口腔科、放射治疗中心、照片、检验等，但实

际情况只来自检验科。

根据现场调查了解，璧山区人民医院各种特殊废水产生及处理情况如下：

①放射性废水主要来自诊断、治疗过程中患者服用或注射放射性同位素后所

产生的排泄物，分装同位素的容器、杯皿的清洗水，标记化合物等排放的放射性

废水。项目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单独收集，经 5m3衰变池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

处理，但因璧山区人民医院的核医学科还未使用，因此本次竣工验收不对此项进

行验收，即不产生放射性废水。

②项目使用数字化的 X线透视设备时无含银的洗相室废液产生。

③口腔科所有牙椅设备以及补牙原料改造升级，原采用银汞合金材料进行龋

齿填充，现全部改用玻璃离子填充体和合成树脂为填充原料，因此口腔科不再产

生含汞废水，即不再产生特殊废水。

④检验科因设备的更新升级，不采用全自动化的模式，因此不再产生含重金

属的废水。该检验科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采样标本，标本为血清标本、尿液、大便

等，这些标本产生的废液经高压灭菌后再作医疗废物处理，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⑤洗浆房采用无磷洗衣粉，主要含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废水为一般性医疗废水，

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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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办公生活污水先排入化粪池处理后，再排入污水处理站。

⑦ 食堂废水先经隔油池隔油后，排入化粪池处理，最终排入污水处理站处

理。

迁建后，在项目地块东南角新建处理能力为 1500m3/d的污水处理站（考虑

二期在内），设计污水处理工艺采用二级强化处理+二氧化氯消毒工艺。

环评批复的各种废水治理措施具体如下：

完善水污染防治措施。医疗废水经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CB18466-2005）表 2预处理标准后和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市政管网，再经壁山县

观音塘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

实际建设中，项目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污水处理。医疗废水污水处

理站处理后排放指标均未出现超标，医疗废水能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466-2005）中表 2预处理标准，经市政管网排入璧山县污水处理厂深

度处理。

生活污水处理流程见图 4.2.1。废水治理设施图片见附件。

图 4.2.1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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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废水监测内容

根据环评报告和环评批复、项目生产过程特征污染物情况，确定该项目废水

监测的监测因子和频次。项目废水监测点位、因子和频率见表 4-2-2，监测布点

见图 4.1.2。

表 4-2-2 废水监测点位、因子和频率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采样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废水 医疗废水
进水口★WS1
出水口★WS2

COD、BOD5、SS、总大肠菌

群、 粪大肠菌群、动植物油、氨

氮、总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每天间隔采样 4次，连

续监测 2天

备注
生化池设计处理能力：1500m3/d，实际处理污水 530m3/d。
检测期间医院生产正常，处理设施运行正常。

4.2.3 废水验收标准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该项目废水排放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CB18466-2005）表 2预处理标准。标准限值详见表 4-2-3。

表 4-2-3 废水排放标准限值一览表

污染源
排放标准及标

准号

污染

因子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L）
总量指标

（吨/年）
备注

生活污水、

地面清洁

废水

《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

（GB8978-
1996）

CODCr 250 /

营运期

BOD5 100 /

悬浮物 60 /

粪大肠

菌群数
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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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废水监测结果

表 4-2-4 医疗废水进口WS1、排放口WS2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

时间

检测位置

及频次

化学需

氧量

五日生

化需氧

量

悬浮物
总大肠

菌群

粪大肠

菌群

动植

物油
氨氮 总氯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样品外观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2018年
07月17

日

污水

处理

站进

口
WS1

WS1-1-1 4.07×102 81.8 43 2.2×106 1.4×105 1.84 59.8 0.009 1.612

微黄

微浑

有异味

液体

WS1-1-2 4.13×102 81.2 46 2.0×106 1.7×105 1.93 66.5 0.008 1.596

WS1-1-3 4.03×102 81.0 41 9.4×106 2.2×105 1.94 67.1 0.008 1.524

WS1-1-4 4.06×102 82.0 43 5.6×106 3.2×105 1.80 58.9 0.01 1.624

平均值 4.07×102 81.5 43 2.68×106 2.1×105 1.88 63.1 0.009 1.582

污水

处理

站出

口
WS2

WS2-1-1 1.54×102 26.0 21 7.0×106 3.2×105 0.53 21.8 0.14 1.287

微黄

微浑

有异味

液体

WS2-1-2 1.59×102 26.2 21 5.0×106 2.7×105 0.52 21.5 0.15 1.312

WS2-1-3 1.48×102 25.8 23 7.0×106 2.4×105 0.46 22.0 0.15 1.377

WS2-1-4 1.52×102 26.2 25 4.0×106 3.0×105 0.51 22.2 0.14 1.490

平均值 1.53×102 26.0 23 6.0×106 2.8×105 0.51 21.9 0.15 1.367

标准限值≤ 250 100 60 / 5000 20 / / 10 /

结果分析 医疗废水排放口结果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排放限值

备注 该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量为 1600m3/d，实际处理量为 530m3/d，废水排放连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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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医疗废水进口WS1、排放口WS2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

时间

检测位置

及频次

化学需

氧量

五日生

化需氧

量

悬浮物
总大肠

菌群

粪大肠

菌群

动植

物油
氨氮 总氯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样品外观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2018年
07月
178日

污水

处理

站进

口
WS1

WS1-1-1 3.93×102 82.1 40 2.2×106 2.2×105 1.79 59.7 0.009 1.788

微黄

微浑

有异味

液体

WS1-1-2 4.03×102 81.8 41 5.6×106 2.8×105 1.80 66.4 0.01 1.898

WS1-1-3 4.00×102 81.0 44 2.1×106 5.4×105 1.79 66.6 0.01 1.733

WS1-1-4 4.04×102 80.6 41 2.0×106 3.5×105 1.80 58.5 0.008 1.606

平均值 4.00×102 81.4 42 1.7×106 3.5×105 1.80 62.8 0.009 1.756

污水

处理

站出

口
WS2

WS2-1-1 1.51×102 26.3 21 7.0×104 1.4×105 0.57 21.7 0.15 1.408

微黄

微浑

有异味

液体

WS2-1-2 1.65×102 26.0 23 4.0×104 2.1×105 0.56 21.5 0.16 1.348

WS2-1-3 1.48×102 26.6 21 4.0×104 1.7×105 0.53 21.7 0.15 1.308

WS2-1-4 1.54×102 25.9 22 5.0×104 2.5×105 0.55 21.8 0.15 1.312

平均值 1.55×102 26.2 22 5.0×104 1.9×105 0.55 21.7 0.15 1.344

标准限值≤ 250 100 60 / 5000 20 / / 10 /

结果分析 医疗废水排放口结果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排放限值。

备注 该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量为 1600m3/d，实际处理量为 530m3/d，废水排放连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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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小结

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排口的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大肠

菌群、类大肠菌群、动植物油、氨氮、总氯监测结果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排放限值，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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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噪声

4.3.1 噪声处置设施

项目噪声源污染源主要来自水泵、柴油发电机组、冷却塔、锅炉风机等设备。

环评批复的噪声治理措施具体如下：

强化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采取减振、隔声、消声

等措施，确保场界噪声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相

关标准要求。

实际建设中，通过采取吸声、消声、隔声、减振及绿化等综合降噪措施后，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

4.3.2 噪声监测布点情况

在厂区周围布置了 2个厂界噪声监测点，具体噪声监测频次见表 4-3-1，厂

区平面布置及监测布点见图 4.1.2。

表 4-3-1 监测点位、因子和频率表

类别 污染源 采样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厂界噪声 设备噪声
▲C1（厂界南侧）

▲C2（厂界东侧）
厂界噪声

每天昼夜各监测 1
次，连续监测 2天

4.3.3 验收标准

该项目厂界噪声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相关

标准要求，标准限值详见表 4-3-2。

表 7-2 噪声排放标准限值一览表

排放标准及标准号
最大允许排放值

备 注
昼间（dB） 夜间（dB）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2类标准
60 50 /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4类标准
70 55 /



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46

4.3.4 监测结果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4-3-3。

表 4-3-3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及编号
检测结果 dB(A)

主要声源
测量值 背景值 结果

2018年 07
月 17日

医院南

侧 C1

昼间 59.2 52.6 58 风机、生活噪声

夜间 50.3 44.6 49 风机

医院东

侧 C2

昼间 68.0 63.2 66 风机、交通、生活噪声

夜间 52.9 46.4 52 风机

2018年 07
月 17日

医院南

侧 C1

昼间 58.9 53.2 58 风机、生活噪声

夜间 50.1 42.5 49 风机

医院东

侧 C2

昼间 68.2 53.2 66 风机、交通、生活噪声

夜间 53.3 46.6 52 风机

标准限值
医院南侧 C1昼间≤60dB(A)、夜间≤50dB(A)
医院南侧 C2昼间≤70dB(A)、夜间≤55dB(A)

结果分析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测点 C1检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中表 1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排放限值的 2类，测点

C2检测结果符合表 1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排放限值的 4类。

4.3.5 小结

验收监测期间，该院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测点 C1检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表 1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排放限

值的 2类，测点 C2检测结果符合表 1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排放限值的

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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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固（液）体废物

医院产生的固体废物仍主要为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活性炭和生活

垃圾。医疗废物包括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和化学

性废物。

（1）医疗废物

一般医疗废物包括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

医疗性废物除化学性废物外，其余医疗性废物都与苏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协议处理（协议见附件）；化学性废物则与重庆睿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协

议处理处理（协议见附件）；未被污染的输液瓶是与重庆广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处理（协议见附件）。

（2）污泥

医院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泥属于危险废物，迁建后，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

量为 50.2t/a。污水处理站污泥等妥善贮存由重庆苏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3）废活性炭

污水处理站臭气除臭、除味用活性炭，该项目废活性炭交给有资质单位处理。

（4）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交由医院环卫工统一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环评批复的各种固废治理措施具体如下：

加强固体废物管理。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

污泥等妥善贮存由重庆苏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病理性废物、废活性炭交有

资质单位处理。

实际建设中，各种固废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实施，确保营运期固体废物达

到国家排放标准。

固废处理设施照片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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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辐射

项目的辐射已在本次验收之前开展了专项检测来验收， 监测数据由重庆泓

天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监测报告见附件。项目辐射来源主要为医用设备，辐

射设备情况统计如表 4-5-1。

表 4-5-1 辐射设备情况一览表

序号 来源/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模拟定位 CT机 Discovery 2

2 CT机 Bright speed 1

3 骨密度仪 UNIGAMMAX-RAY PLUS 1

4 DR KJ600-CB 1

5 体外碎石机 HKESWI.Vm 1

6 口内牙片机 MSD-III 1

7 口腔 CT机 KaVo 3D eXami 1

8 全景牙片机 OC200D 1

9 DR RAD SPEED M 1

10 移动 C臂 WHA-200 1

11 移动 C臂 SIREMOBIL Compact L 1

12 移动 DR DX-D100 1

13 DR Digital Diagnost 65FN 1

14 DR Definium6000 1

15 DSA Innova IGS530 1

16 数字胃肠机 ULTIMAX80DREX-ULT80 1

17 直线加速器 CLINAC IX 1

环评批复的辐射防护措施具体如下：

核医学科应严格遵守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三区制原则，按有关规定进

行设置、控制与管理，合理设置卫生通过间并优化布局，工作人员应在卫生通过

间去污、更衣，进行污染检测，预防与控制放射性污染；按规定要求设置放射性

衰变池，采取防渗漏措施，并在放射性废水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系统前设置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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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口；按照有关标准要求合理设置通风装置，采取可行的处理方案，控制气载

放射性废物的影响；放射性固体废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分类收集、贮存与处理，控

制和减少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量。

放射诊断机房屏蔽防护墙体和防护门的辐射屏蔽设计应按照辐射防护最优

化原则进行，并满足辐射防护安全要求；合理设置通风系统，且所有进出风口、

穿墙管道等处均应采取相应的防射线泄漏措施，保障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的辐射

安全。

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辐射防护安全、生态保护和其它污染防治措施，并按

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实际建设中，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的 2台 Discovery 型、Bright speed

型医用 X 射线诊断机（CT）机房的辐射防护设施能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放射防护要求》

（GBZ165-2012）和《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的要求。

UNIGAMMAX-RAY PLUS 型、KJ600-CB 型、HKESWI.Vm 型、MSD-I[型、KaVo 3DeXami

型、OC200D 型、RAD SPEED M 型、Digital Diagnost 65FN 型、Definium6000 型、

Innova IGS530 型、ULTIMAX80DREX-ULT80 型医用 X 射线诊断机机房的辐射防护

设施能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和《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的要求。CLINAC IX 型直线加速器机

房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加速器设备表面感生放射性符合《电子加速器放射治疗放

射防护要求》（GBZ126-2011）和《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的要求。

本项目设计到的辐射设备，企业已于 2018 年 3月 23 日组织有关专家对辐射

进行了专项辐射竣工验收，且用到的辐射设备不产生辐射废物，经监测报告可知，

各辐射仪器的安全性达标。

辐射环评批复、监测报告、竣工验收检测报告以及设备照片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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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总量指标核定情况

4.6.1水量核定

该项目环评上的医院用水量及排水量情况表。

表 4-6-1 医院用水量及排水量情况表

用水类别 用水标准 用水规模
最大用水
量（m3/d）

排水量
（m3/d） 备注

住院 600L/床·d 1200床 720.0 648.0
考虑陪护人员

用水

门诊、急诊 15L/人·次
1250人次

/d
18.8 16.9 /

放射科 60L/人·d 20人次/d 1.2 1.1 /

医务人员 150L/人·d 600人 90.0 81.0 医护人员

后勤职工 50L/人·d 200人 10.0 9.0

食堂 15L/人·次 1800人次 27.0 24.3 隔油后进入污

水处理系统

住宿 200L/人·d 446人 89.2 80.3

锅炉房 2台 1t/h锅炉 8h 16.0 0.4 软水制备废水

洗浆房 60L/kg·d 200kg 12.0 10.8

床单、被套、

工作服、手术

衣等

冷却补水 10.0m3/d 10 /

车库 2L/m2·次 25000m2 50.0 45.0 /
绿化用水 1.5L/m2·d 28595m2 42.9 / /
小计 / / 1087.1 916.8 /

未预见水 按以上用水量 10％ 108.7 91.7 /
合计 / 1195.8 100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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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际建设过程中，污水主要来自住院治疗产生废水、医护人员用水、

员工住宿、行政办公用水、食堂废水、锅炉房、洗浆房、绿化用水。实际建设过

程中，车库不产生地面清洁水，改用扫帚清扫；绿化用水因停车位的规划，使预

计绿化减少，因此绿化用水变少；此外还在医疗综合大楼、行政办公用楼进行水

龙头改造，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水量减少。该项目共有员工 1368人，其中医

务人员 1256人，后勤职工 82人，食堂工作人员 30人。医护人员耗水量 150L/d，

后勤职工 50L/d，医护人员与后勤职工每天耗水量 192.5t，排水量为 173.25t；医

院放射科每日就诊人数为 400人，每人耗水量为 60L/d，则放射科耗水量为 24t，

排水量为 22t；门诊、急诊每天接待人次为 950，耗水量为 14t，排水量为 12.84t；

医院住院人员最多为 1190人，每人每天耗水量为 600L/床，则住院每天耗水量为

714t，排水量为 648t；医院住宿人数为 260人，每人耗水量 200L/d，则住宿人员

每天耗水量 52t，排水量为 46.8t；洗浆房用水 12t/d，排水量 10.8t/d；食堂因环评

预计每天用餐人数为1800人次，而实际每天用餐人数为1000人，则耗水量为15t/d，

排水量 13.5t/d；锅炉房为 2台 1t/h锅炉，每天间断交替工作 8h，耗水量为 16t/d，

排水量为 0.4t/d；而地下车库不采用地面清洗方法，而改用扫走清扫，因此不消

耗水；地面绿化用水因地面停车位的增加，绿化减少，耗水量也减少，为 20t/d；

小计耗水量为 1025.5t/d，排水量为 911.39t/d，未预见水按此用水量的 10%计算，

耗水量为 102.55t，排水量为 91.14；该项目环评上指出，每天最大用水量为 1195.8t，

排水量为 1008.5t；实际建设过程中耗水量为 1142.05t，排水量为 1002.53t，均与

环评基本一致，无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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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废气核定

该项目的废气主要有燃气锅炉烟气、食堂油烟、污水处理站臭气以及柴油发

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废气。本项目中的污水处理站臭气经活性炭吸附净化器处理后

排放污染较小，柴油发电机在医院停电时才会使用，使用次数少，污染也较小，

且餐饮油烟环评批复上未对其规定年排放限值，因此本次废气核定只对污染物较

多的锅炉烟气进行核定。

《璧山区人民医院迁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对迁建后各锅炉烟气排放

情况如表 4-6-2。

表 4-6-2 迁建后锅炉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物
指标

烟尘 SO2 NOx

排放浓度 mg/m3 10.35 15 190
排放量
（烟气量

3.71×103m3/h）
t/a 0.112 0.162 2.058

标准浓度 mg/m3 50 100 400
备注：表中数据为 1台锅炉产生情况。

迁建后，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SO2 0.324t/a，烟尘 0.224t/a。

根据检测报告上的监测数据可知，锅炉的颗粒物最高排放速率为 0.0390kg/h，

二氧化硫的最高排放速率为 0.01163kg/h，氮氧化物的最高排放速率为 0.144kg/h，

锅炉房的锅炉工作时长为 8h/d，则锅炉的颗粒物最高每天排放量为 0.1139t，二氧

化硫的最高每天排放量为 0.0339t，氮氧化物的最高每天排放量为 0.4205t，均小

于《璧山区人民医院迁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上的排放限值，达标。

因此，本项目的总量指标满足环评及批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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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5.1 报告总结

5.1.1 项目概况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双星大道9号。

环评及批复核定的建设内容及规模为：

新建1栋医疗综合楼、1栋行政后勤综合楼。项目建设用地面积81236.8m2，

建筑面积169390m2。项目总投资5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964万元。一期总建

筑面积122896m2（不含地下室40220m2），其中：医疗综合楼：105846m2（不含

地下室35670m2），行政后勤综合楼：17050m2（不含地下室4550m2）。项目一楼

设置体检中心、门诊大厅、儿科、挂号收费、大输液、儿童输液、急诊大厅、急

救大厅、中药房、西药房、呼吸道、肠道、呼吸科、神内科、脑外科、骨科、影

像中心。二楼设置消化内科、心血管疾病内科、预防保健大厅、功能检查中心、

内镜中心、急诊观察区32床、阳性5床、透析中心29床、妇科、产科、超声中心、

检验中心、中心实验室、发展用房。三楼设置肝胆外科、胸外科、耳鼻喉科、病

理科、输血科、中心血库、门诊手术中心、手术中心辅助区、手术中心、ICU病

房、普外科、肿瘤疼痛中心、眼科、口腔科。四楼设置内分泌血液中心、风湿病

中心、中医心理咨询、烧伤激光美容中心、发展用房、中心供应、计算机中心、

静脉配置中心、手术净化设备、康复物理治疗中心、皮肤性病科、泌尿外科、肾

病内科。五楼设置产房、新生儿监护中心、产科病房。六楼设置新生儿监护病房、

儿科病房。七楼至十六楼为病房。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1250人次，编制住院床位

1200张，年服务时间为365天。

项目中，核医学科、影像中心分别设置在综合楼负一层和一层、影像中心共

设置8个X射线诊断机房，其中预留机房4个。核医学科使用含1放射性药物的日等

效最大操作量、最大年用量分别为9.25×108Bq和1.11×1011Bq，其非密封物质工作

场所为乙级；放射科X射线诊断设备机房设于影像中心、综合楼三层车术室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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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科，利用现有医用Ⅲ类射线装置6台。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此次竣工验收项目为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

工程项目的一期建设内容，建筑总面积为130136m2（不含地下室52803m2），其

中：医疗综合楼：108600 m2（不含地下室37975m2），行政后勤综合楼：21536 m2

（不含地下室14828 m2）。项目实际建筑总面积比环境影响报告书多19832m2，

均为地下室面积增加，多出部分是因为地下车库的扩大，总体上变动率为16.13%，

因此本项目的建筑面积变化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一期总投资97856.8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64万元。实际总投资比环境影

响评价预计总投资多46856.88万元，比预计总投资增加91.88%。资金多出部分为

该院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而购买的先进医疗设备、仪器，以及对医院外墙、内部

装饰的变化，这些变动都不属于重大变动。

预计日均门诊接待量约为1250人次，设计住院床位1200张，年服务时间为365

天；实际日均门诊接待量为950人次，设计住院床位1190张，年服务时间365天。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未有重大变动。

5.1.2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水处理措施

璧山区人民医院每个牙椅诊疗产生的冲洗废水因不含汞金属离子，所以可直

接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检验科因设备的更新升级，废水中不再含有金属离子，

标本废水经高温灭菌后再作医疗废物处理，交有资质单位处理。洗浆房废水为一

般性医疗废水，先排入化粪池处理后，再排入污水处理站。办公生活污水先排入

化粪池处理后，再排入污水处理站。食堂废水先经隔油池隔油后，排入化粪池处

理，最终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

人民医院的医疗废水经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CB18466-2005）表 2预处理标准后和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市政管网，再经壁山县

观音塘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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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处理措施

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污水处理站废气经处理后高空排放，并确保其周边大气

污染物浓度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的要求；

地下车库尾气和柴油发电机燃烧尾气经排气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食堂油烟经

油烟净化器处理法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后经专用烟道高

空排放。

（3）噪声处理措施

强化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采取减振、隔声、消声

等措施，确保场界噪声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相

关标准要求。

（4）固废处置措施

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污泥等妥善贮存由重

庆苏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病理性废物、废活性炭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制定了环境风险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1.3 监测结果

（1）废气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有组织废气中饮食业油烟 FQY1、FQY2结果符合《饮食

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表 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锅炉废气 FQY3

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0/650-2016）表 3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影响区燃气锅炉污

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无组织废气 FQW1、FQW2中氯气、氨、硫化氢符合《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无组

织废气 FQW1、FQW2为项目分包，该数据由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提供，其资

质证书编号为 162212050209，报告编号为渝久（监）【2018】第 YS183号，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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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排放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

最高允许浓度。

（2）废水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排口的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大肠

菌群、粪大肠菌群、动植物油、氨氮、总氯监测结果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排放限值，达标。

（3）噪声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该院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测点 C1检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表 1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排放限

值的 2类，测点 C2检测结果符合表 1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排放限值的 4类。

5.1.4 环境管理检查

该项目的环保审批手续及环保档案资料齐全；环保设施基本按环评及批复要

求落实，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建立了相关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5.2 建议及要求

（1）加强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确保各项污

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医院日常应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不断完善环境风险应急机制，杜绝环

境风险事故的发生。

5.3 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的各项环保设施建设到

位，较好地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保要求，工程建设期间未发生重大污

染和环保投诉事件，现有环保设施能符合营运期污染物排放处置要求，满足竣工

验收的条件，建议验收组通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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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璧山区剑山路 111号
行业类别 Q 8311综合医院 建设性质 新建

设计生产能力 床位 1430张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7.10 实际生产能力 床位 1200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7.9
投资总概算（万元） 51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964 所占比例（%） 18.9

环评审批部门 重庆市璧山区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渝（璧）环准[2017]105号 批准时间 2017.10.10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重庆市璧山区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重庆市璧山区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重庆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重庆生华环保研究所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重庆天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浩力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和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97856.88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964 所占比例（%） 9.8

废水治理（万元） 800 废气治理（万元） 83 噪声治理（万元） 24 固废治理（万元） 50 绿化及生态（万元） 7 其它（万元） 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t/d） 1500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Nm³/h） 年平均工作时（h/a） .

建设单位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邮政编码 402760 联系电话 13983932822 环评单位 重庆国咨环境影响评价公司

污染物排

放达标与

总量控制

（工业建

设项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

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

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

减量（12）

废水 0 0
化学需氧量 154 250 17.84 0.216 17.625 17.841 17.624 17.625
悬浮物 22.5 60 3.568 0.256 3.312 3.568 3.312 3.312

五日生化需氧量 26.1 100 3.568 0.455 3.113 3.568 3.113 3.113
废气 0 0

二氧化硫 0 0
烟尘 0 0

与项目有

关的其它

特征污染

物

类粪大肠菌群 / 0 0
油烟 1 0.462 2.0 0.011 0.002 0.009 0.012 0.009 0.009
油烟 2 1.004 2.0 0.014 0.002 0.012 0.012 0.012 0.012

0 0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 (4)-(5)-(8)- (11) +（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

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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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辐射环评批复







附件 4 医疗废物处置协议









附件 5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处置协议



附件 6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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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竣工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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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辐射环境竣工验收报告







附件 11 竣工验收评审会专家意见



















附图 1 环保设施图

食堂油烟环保设施

烟囱 锅炉

油烟净化器 油烟净化器

污水处理环保设施

污水处理站 生化池



污水处理 二氧化氯发生器 排污口

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医疗废物暂存间内部 病理性废物暂存点

医疗废物暂存间 感染性废物暂存点 损伤性废物暂存点



危险化学品处理设施

危险化学品暂存间 危险化学品暂存间

危险化学品暂存点 危险化学品暂存点



附图 2 部分辐射仪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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