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 11000t/a 医药原料药项目

（二期工程第一时段：强力霉素 1500t/a）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23年 12月 02日，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在潍坊组织召开了“山东

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 11000t/a医药原料药项目（二期工程第一时段：强力霉

素 1500t/a）”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小组由建设单位-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

五分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验收监测单位-潍坊市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及特邀 3

名专家（验收组成员名单附后）组成。验收组查看并核实了生产及环保设施的建设与运

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情况汇报，查看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等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项目位置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 11000t/a医药原料药项目（二期工程第一时段：

强力霉素 1500t/a）位于潍坊市滨海区临港路以东、辽河西二街以北（临港路 06335号）。

厂址中心经度：E119°04′46.60″；中心纬度：N37°09′24.16″。西隔临港路为华辰生物化

学公司，南隔辽河西二街为潍坊新绿化工公司，东隔黄海路为空地，北临佛士特环保处

置有限公司。

（二）项目主要内容

本次验收为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 11000t/a医药原料药项目（二期第

一时段：强力霉素 1500t/a），包括：年产强力霉素 1500t、副产工业盐***，副产***。

本项目新建综合车间 1座（***：企业内部编号***），长 84m×18m，高 23.5m，承

担强力霉素的化学合成工段，属强力霉素的***；依托一期车间（***：企业内部编号***），

并在***内改建及新建部分设备，承担强力霉素的***，属于强力霉素的***。依托***建

设的危废库、罐区、配电室、污水处理站、MVR装置、RTO装置、循环水站等公用工

程。

（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10月，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委托潍坊市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编

制《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805厂）11000t/a医药原料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

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由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审批文号为“潍环审字〔2019〕B26



号”。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排污许可管理类别为重点管理，2020年 11月

06日，首次申领了排污许可证，并将本次验收项目纳入排污许可证，公司现有排污许可

证编号为 91370700796196618F005P，2022年 01月 05日重新申请，有效期为 2022-01-05

至 2027-01-04，本期工程持证排污。

本项目于 2022年 06月 29日开工建设，2023年 01月 16日完成项目建设，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

措施。并于 2023年 05月 22日-2024年 01月 02日开始进行试生产。

（四）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为2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740万元，占总投资的6.96%。

（五）其他

本项目劳动人员 116人，年工作时间为 7200小时，300天，每班 8小时，四班三倒

运转。

二、工程变动情况

二期工程第一时段所属行业为 C2710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与《制药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对比情况见下表：

表 1 二期工程第一时段实际建设与《制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对比

清单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涉及

重大变动

适用范围：

适用于发酵类制药、化学合成类制药、

提取类制药、中药类制药、生物工程类

制药、混装制剂制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管理,兽用药品及医药中间体制造

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

本项目为兽用药品制造项目 否

规模：

1.中成药、中药饮片加工生产能力增加

50%及以上；化学合成类、提取类药品、

生物工程类药品生产能力增加 30%及以

上；生物发酵制药工艺发酵罐规格增大

或数量增加，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1000t/a医药原料药项目（二期工程）分期验收，

本次验收为二期工程第一时段，产能为 1500t/a，
验收监测表明，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否

建设地点：

2.项目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

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防护距离内新

增敏感点。

项目选址未发生变化，二期工程分期建设，本

次验收为二期工程第一时段，新建兽药车间 B，
依托一期***，并在***内新建部分设备，建设

性质未发生变化。

否



生产工艺：

3.生物发酵制药的发酵、提取、精制工

艺变化，或化学合成类 制药的化学反应

（缩合、裂解、成盐等）、精制、分离、

干燥工艺 变化，或提取类制药的提取、

分离、纯化工艺变化，或中药类制药 的

净制、炮炙、提取、精制工艺变化，或

生物工程类制药的工程菌扩大化、分离、

纯化工艺变化，或混装制剂制药粉碎、

过滤、配制工艺变化，导致新增污染物

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 否

4.新增主要产品品种，或主要原辅材料

变化导致新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

*** 否

环境保护措施：

5.废水、废气处理工艺变化，导致新增

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废气无组

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除外）

*** 否

6.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 *** 否

7.新增废水排放口；废水排放去向由间

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直接排放口位置

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
否

8.风险防范措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增

大。
*** 否

9.危险废物处置方式由外委改为自行处

置或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

*** 否

综上，按照《制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二期工程第一时段产生的废气主要有***、***、***、***、***产生的废气，罐区

废气、MVR废气、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以及危废暂存库废气。

（1）***、******产生的废气经冰水+深冷+一级水喷淋+树脂吸附+一级碱喷淋处理

后依托排气筒 P14排放。

（2）******产生的***经四级水喷淋处理后通过新建排气筒 P19排放；******产生

的***经一级碱喷淋+一级深冷冷凝+二级水喷淋+一级碱喷淋+1#RTO 处理后依托排气

筒 P6排放；******、***产生的废气经三级碱喷淋+一级深冷冷凝+二级水喷淋+一级碱

喷淋+1#RTO处理后依托排气筒 P6排放。



（3）******产生的废气经冷凝吸收处理后放空。

（4）***、***产生的废气经三级水喷淋+一级碱喷淋+1#RTO处理后通过排气筒 P6

排放；***、***产生的废气经二级碱喷淋+混合塔+RTO处理后通过排气筒 P6排放。

（5）***无组织废气经碱吸收+活性炭吸附后通过新建排气筒 P19排放；***无组织

废气经一级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后通过排气筒 P13排放。

（6）不含氯/氟罐区废气经混合塔+1#RTO装置处理后依托排气筒 P6排放；

（7）污水处理站厌氧废气经两级碱吸收+1#RTO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 P6排放；

污水处理站其他废气经一级碱吸收+1#RTO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 P6排放；MVR装置

废气经一级碱吸收+1#RTO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 P6排放；

（8）含氯/氟罐区废气经酸洗、碱洗、活性炭吸附后依托排气筒 P31排放；

（9）危废暂存间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 P24排放。

（二）废水

本项目废水包括生产工艺废水、MVR装置污冷凝水、各车间/装置地面及设备清洁

废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废气喷淋处理废水、实验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

本项目排水采用清污分流集中处理，废水排入到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潍坊崇杰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后，经“一企一管”管道排入潍坊崇杰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后，

排入围滩河。

（三）噪声

生产过程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机械噪声，较强噪声源设备主要有泵、空压机、制冷

机等，噪声声压等级约 75~80dB(A)。

在设备选型上选用低噪音设备，并采取适当的减振、隔音、消声等降噪措施；设备

布置时远离行政办公区和生活区，设置隔音机房；操作间作吸音、隔音处理；厂区周围

及高噪音车间周围种植降噪植物，通过采取以上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产生的***、***；***产生的***、***；***

产生的废活性炭、***；***产生的***；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废包装物、废机油均

属于危险废物。其中，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废包装物依托 1台***固液焚烧

炉焚烧处置；***依托***项目处置；***、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机油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运处理。



本次验收二期工程第一时段生产原辅料、工艺路线、产品等与一期工程完全一致，

且一期工程于 2022年 08月对蒸馏出的高含量氯化钠盐进行了固废鉴别，检测结果表明

不具有危险特性，属于一般固体废物，鉴别报告见附件材料。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

规范》（HJ 298-2019）“4.1.2 生产原辅料、工艺路线、产品均相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生

产线，可以采集单条生产线产生的固体废物代表该类固体废物。”因此本次验收二期工

程第一时段产生的高含量氯化钠盐可以按照一般固体废物进行管理。

（五）风险防范措施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全厂风险水平为较大环境风险，其应急预案已

在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进行了备案（备案编号 370703-2023-048- M；2023 年 04

月 23日）。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气

1、有组织废气

由检测结果可见：1#RTO装置排气筒 P6：***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

为***，二氧化硫未检出，氮氧化物最大排放浓度***、最高排放速率为***，满足《区

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7/ 2376-2019）表 1重点控制区排放标准及《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排放限值；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最

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 有机

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排放限值；***未检出、***未检出、二噁英最大排

放浓度为 0.012 ngTEQ/N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

（DB37/2801.6-2018）表 2排放限值；***未检出，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7823-2019）表 1中排放限值；***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硫

化氢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臭气浓度最大值为***，均满足《有机

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 3161-2018）

表 1中的排放限值。

***废气排气筒 P13：***最大排放浓度为***，***未检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标准 第 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2排放限值；VOCs（以非甲

烷总烃计）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排放限值。

******废气排气筒 P14：***最大排放浓度为***，***未检出，满足《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2排放限值；VOCs（以

非甲烷总烃计）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 第 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排放限值。

******、无组织废气排气筒 P19：***未检出，***未检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标准 第 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2排放限值；VOCs（以非甲

烷总烃计）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排放限值；***最大排放浓度为***、

最高排放速率为***，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排放限值；

***最大排放浓度为***，***最大排放浓度***，均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7823-2019）表 1中排放限值。

含氯/氟罐区废气排气筒 P31：***最大排放浓度为***，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 1中排放限值；***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

为***，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排放限值；***最大排

放浓度为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

（DB37/2801.6-2018）表 2 排放限值；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最大排放浓度为

6.44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 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 2018）表 1排放限值。

危废库废气排气筒 P24：***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硫化氢最

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臭气浓度最大值为***，均满足《有机化工企

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161-2018）表 1中

的排放限值；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最大排放浓度为***、最高排放速率为***，满

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排放限

值。

2、无组织废气

由检测结果可见：厂内无组织废气：***外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任意一次浓度

最大值为***、1h平均浓度值为***，***外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任意一次浓度最

大值为***、1h平均浓度值为***，污水处理站周边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任意一次

浓度最大值为***、1h平均浓度值为***，罐区周边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任意一次

浓度最大值为***、1h平均浓度值为***，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表 A.1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废气：***最大排放浓度为***、硫化氢最大排放浓度为***、臭气浓度

最大值为***，均满足《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7/3161-2018）表 2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最大

排放浓度为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

（DB37/2801.6-2018）表 3中排放限值；***最大排放浓度为***，满足《制药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 4中排放限值；***未检出，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排放限值；***最大排放浓度为***，满足《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排放限值。

（二）废水

由检测结果可见：厂区污水排放口的废水 pH值范围为 7.7~7.9 ，化学需氧量、***

氮、总氮、石油类、总磷、悬浮物、色度、挥发酚、***、BOD5、全盐量、硫化物、***、

***、***、硫酸盐最大值分别为：***、***、***、***、***、***、***、***、未检出、

***、***、***、***、***、***、***，均满足潍坊崇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接管要求。

（三）厂界噪声

由检测结果可见：昼间噪声范围为 52~55dB，夜间噪声范围为 43~48dB，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一般固废、危险废物的储存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五）总量控制

经核算，验收监测期间二期工程第一时段废气、废水中污染物总量符合环评批复、

总量确认及排污许可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次验收地下水监测数据引用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例行监测数据，

由检测结果可见：地下监测井 1#、2#、3#除***、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

氮、耗氧量、钠、菌落总数外，其余监测因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标准要求。



六、验收结论

根据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检查，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

料齐全，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

所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符合达标排放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

总量确认书中排入环境中的总量要求。验收组经认真讨论，认为本项目符合竣工验收条

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建议

1、根据一期工程工业盐（氯化钠）危险特性鉴别报告中的鉴别因子，通过检测手段

再次验证二期工程第一时段产出的工业盐（氯化钠）不具有危险特性，可以按照一般固

废管理；

2、定期开展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演练和培训，确保在发生污染事故时能及时、准

确予以处置，减少污染事故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加强日常的环保管理与监督，确保废气、废水、噪声稳定达标排放，固废得到妥

善处置；

4、加强清洁生产管理，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跑、冒、滴、漏”；

5、进一步探索无组织排放废气的收集和处理，减少无组织排放废气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

验收工作组

2023年12月02日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11000t/a医药原料药项目

(二期工程第一时段：强力霉素1500t/a)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成员名单

验收组 姓名 类别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名

组长 李芳 建设单位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 总经理

成员

吴青华 建设单位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 副总经理

杨志豪 建设单位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 环保科科长

熊历强 建设单位 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八零五分公司 车间主任

田佰胜 技术专家 潍坊市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张光岳 技术专家 潍坊市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中心 高级工程师

王利红 技术专家 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副研究员

刘真英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潍坊市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陈静 验收报告监测单位 潍坊市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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