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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为掌握本单位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

规范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督促企业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推动公众参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北京市重点企业土

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2018 年 5 月）等有关规定，无锡华润

上华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间研究制定本企业《土

壤和地下水环境自行监测方案》，2018 年委托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展了土壤地下水监测，2019 年继续根据该方案委托苏州华测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开展取样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编制本报告向社会公开。 

2  企业概况 

2.1 企业基本信息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润上华”）成立于 2002 年 7 月，

原名“上华科技（无锡）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 3 日，经江苏省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厅批准（苏外经贸资［2004］177 号），上华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更名为“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为外商独资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集成电路、电路模块、半导

体记忆体记忆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新型平板显示器件；半导体元器

件专用材料等的开发生产；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和技术领先的模拟集成电路晶

圆代工公司，是国内特色工艺领域的典型代表和领导者。目前已达到8英寸

0.25微米以下集成电路芯片60000片/月的生产能力。上述生产内容已于2008

年3月取得环境保护部的审查批复（环审[2008]1号文）。根据环评及批复内

容，项目分两阶段实施建设，其中第一阶段3万片/月生产线于2010年通过环

保部组织的竣工环保验收；第二阶段3万片/月生产线于2016年12月完成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2.2 企业内部各区域及设施信息 

我公司平面布局呈“凸”字形状，突出区域主要为预留综合楼建设用地和

已建餐厅，其余部分划分为西区和东区两个片区。西区主要为已建危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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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暂存仓库、危险化学品仓库和预留发展区域；东区主要为已建污水处理

站、动力车间、生产厂房、综合楼。生产厂房共三层，第一、二层为辅助

生产区域，第三层为生产车间。生产车间以中央走道为界分为东、西两个

区域，其中西侧部分已建一期项目第一阶段全部生产线和第二阶段一半生

产线，实际产能为 4.5 万片/月，东侧区域为已建一期项目第二阶段一半生

产线及闲置区域，目前实际产能为 1.5 万片/月。 

2.3 企业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染物排放信息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公司废气包括酸性废气（硫酸雾、HCl、氟化物、NOx）、碱性气体（

氨气）、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和工艺废气（磷烷、硅烷等）。 

酸性废气配套 9 套碱液喷淋装置，碱性废气配套 4 套酸液喷淋装置，

有机废气配套 6 套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工艺废气均在设备出口处配套处

理装置。 

各类废气经有效处理后，经 20 根 33.5 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排放总量

控制在环评批复的总量范围内。 

（2）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公司废水包括生活污水（餐厅废水、卫生废水、洗衣房废水）、工艺酸

碱废水、含氨废水、含氟废水、废气洗涤塔废水、研磨废水、纯水站反冲

排水和酸碱再生废水、常温冷却水系统排水、以及工艺设备冷却水。 

各类废水从源头上分质分类收集，然后根据不同的水质进行分别处理。

其中酸碱废水采用中和处理工艺、含氨废水主要采用吹脱处理工艺、含氟

废水采用化学沉淀工艺处理、其他生产废水采用中和沉淀等物理化学处理

工艺、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和隔油池预处理，各类废水经处理达到接管标

准后，送新城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公司共设 1 个污水接管口，接管浓度达到相应标准要求，污染物接管

排放总量控制在环评批复的总量范围内。 

2.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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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信息，我单位内有可能对地下水和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

区域主要为西北角的危险固废暂存仓库和危险化学品仓库区域、东北角的

污水处理站区域以及污水总排口与市政管网接管处。 

本次自行监测分别在上述三个区域各布置 1 个土壤采样点和地下水的

监测井。 

3  监测方案 

3.1 土壤监测方案 

（1）监测布点 

①在厂内危险固废暂存仓库边（事故池旁）设 1 个采样点； 

②在污水处理站外侧东北角绿化带设 1 个采样点； 

③在污水总排口边绿化带内设 1 个采样点； 

全厂共设 3 个土壤监测采样点，详见图 1。 

（2）监测项目 

pH、氟化物、铜、铅、镉、砷、汞、铬、六价铬、镍、锌。 

（3）监测时间及频次 

监测 1 天，采样 1 次。 

（4）采样及分析方法 

采样孔深度原则上应达到地下水初见水位；若地下水埋深大且土壤无

明显污染特征，采样孔深度原则上不超过 15m。 

每个土壤监测点位在取表层 0cm-20cm。 

其他内容根据《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分析方法》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执行。 

3.2 地下水环境监测方案 

（1）监测井位置 

①在厂内危险固废暂存仓库边（事故池旁）设 1 个采样点； 

②在污水处理站外侧东北角绿化带设 1 个采样点； 

③在污水总排口边绿化带内设 1 个采样点； 

全厂共设置 3 口永久性采样井，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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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因子： 

①常规指标：pH、总硬度（以 CaCO3 计）、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

氯化物、硫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亚硝酸盐（以 N 计）、硝酸盐

（以 N 计）、、氟化物、砷、菌落总数、Na
+、。 

②非常规指标：硼。 

③水位。 

（3）监测时间 

监测 1 天，采样 1 次。 

（4）采样及监测分析方法 

采样井深度应达到浅水层底板，但不应穿透潜水层底板；当潜水层厚

度大于 3m 时，采样井深度应该至少达到地下水水位线以下 3m。 

采样深度可在地下水水位线 0.5m 以下。 

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有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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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分析方法及评价标准 

4.1 监测分析方法 

我公司 2019 年度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自行监测的取样和监测工作

委托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根据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的监测报告（编号 A2180120470106CH 以及编号：

A2180120470106CC），采用的检测方法和依据如下表： 

表 4-1   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一览表 

项目 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 

土壤 

pH 土壤检测 第 2 部分：土壤 pH 的测定 NY/T 1121.2-2006 

汞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 1 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22105.1-2008 

氟化物 
土壤质量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22104-2008 

砷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 2 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22105.2-2008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铜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SHC-010（美国环境保护署标准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 US EPA 6010C：

2007） 

锌 

铅 

铬 

铬（六价） 

镍 

地下水 

pH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GB/T5750.4-2006 

 
 

 

氨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GB/T5750.5-2006 

亚硝酸盐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GB/T5750.5-2006 
硝酸盐氮 

 

氟化物 

氯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GB/T5750.5-2006 硫酸盐 

硫化物 

总硬度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GB/T5750.4-2006 

溶解性总固体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GB/T 7494-1987 

菌落总数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5750.12-2006 

砷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硼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钠离子 水质  可溶性阳离子（Na+）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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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相关要求，土壤监测结果对照该标准中表 1 筛选值 第

二类用地相关指标进行评价，详见表 4-2；地下水监测结果对照《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表 1 Ⅲ类及表 2 Ⅲ类 相关指

标进行评价，详见表 4-3。 

表 4-2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 CAS编号 
筛选值 

第二类用地 

1 pH值 \ \ 

2 氟化物 \ \ 

3 六价铬 18540-29-9 5.7 

4 铅 7439-92-1 800 

5 镉 7440-43-9 65 

6 铜 7440-50-8 18000 

7 锌 \ \ 

8 镍 7440-02-0 900 

9 铬 \ \ 

10 汞 7439-97-6 38 

11 砷 7440-38-2 60 

表 4-3  地下水质量分类指标   单位：除 pH 外 mg/L  

序号 指标 Ⅲ类标准 

1 pH值 6.5≤pH≤8.5 

2 溶解性总固体 ≤100 

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3 

4 硫化物 ≤0.02 

5 硫酸盐 ≤250 

6 氟化物 ≤1.0 

7 氯化物 ≤250 

8 硝酸盐氮 ≤20.0 

9 亚硝酸盐氮 ≤1.0 

10 氨氮 ≤0.50 

11 菌落总数 ≤100 

12 总硬度 ≤450 

13 硼 ≤0.50 

14 砷 ≤0.01 

15 钠离子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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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结果及分析 

5.1 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及分析 

本次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及分析如下： 

表 5-1   土壤点位信息表 

点位名称 
采样深

度（cm） 
样品状态 

采样

日期 
点位坐标 

S1 

SUL82313S101 0-2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2019.

08.27 

E：120.233798823° 

N：31.310528007° 
SUL82313S102 40-6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SUL82313S103 80-10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S2 

SUL82313S201 0-2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2019.

08.27 

E：120.232839417° 

N：31.31174538° 
SUL82313S202 40-6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SUL82313S203 80-10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S3 

SUL82313S301 0-2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2019.

08.27 

E：120.231583504° 

N：31.30598117° 
SUL82313S302 40-6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SUL82313S303 80-100 黄棕色、潮、少量植物根系、黏土 

表 5-2   土壤监测结果表 

检

测

项

目 

结果 

单

位 SUL8231

3S101 

SUL8231

3S102 

SUL8231

3S103 

SUL8231

3S201 

SUL8231

3S202 

SUL8231

3S2033 

SUL8231

3S301 

SUL8231

3S302 

SUL8231

3S303 

pH 7.96 7.74 7.64 8.36 8.33 8.33 7.98 7.88 7.76 

无

量

纲 

汞 0.178 0.108 0.128 0.111 0.108 0.095 0.104 0.097 0.106 
mg/

kg 

砷 19.9 9.42 19.6 18.4 19.8 19.7 18.4 19.9 18.8 
mg/

kg 

镉 0.19 0.13 0.18 0.18 0.18 0.19 0.18 0.17 0.23 
mg/

kg 

铜 29 29 33 27 30 29 38 33 41 
mg/

kg 

锌 79.2 73.0 90.9 85.1 99.3 94.1 98.1 92.5 99.3 
mg/

kg 

铅 77 26.6 31.6 21.9 23.8 26.8 26.2 29.0 27.9 
mg/

kg 

铬 77 61 65 63 64 93 88 82 81 
mg/

kg 

铬 

（

六

价

）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mg/

kg 

镍 26 25 30 33 35 25 37 33 29 
mg/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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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我单位此次自行监测各点位不同取样深度，汞、砷、

镉、铜、锌、铅、铬、镍的监测值均低于土壤监测结果对照该标准中

表 1 筛选值 第二类用地中的相关指标。 

 

5.2 地下水监测结果及分析 

表 5-3   地下水点位信息 

点位名

称 

地下水埋

深 

（m） 

采样深度 

（m） 

 井深 

（m） 

采样频

次 样品状态 采样日期 点位坐标 

GW1 

 

 

0.96 

 

 

水面下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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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无色、无味、

透明 

              

 

 

 

 

 

 

 

2019.08.28 

E：120.233798823° 

N：31.310528007° 

第二次 无色、无味、

透明 

E：120.233798823° 

N：31.310528007° 

第三次 微黄色、无

味、微浑浊 

E：120.233798823° 

N：31.310528007° 

GW2 1.43 

第一次 无色、无味、

透明 

E：120.233798823° 

第二次 微黄色、无

味、微浑浊 

N：31.310528007 

第三次 微黄色、无

味、微浑浊 

E：120.233798823° 

GW3 1.64 

第一次 无色、无味、

透明 

N：31.310528007 

第二次 微黄色、无

味、浑浊 

E：120.233798823° 

第三次 微黄色、无

味、微浑浊 

N：31.310528007 

 

表 5-4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 

检测项目 

结果 

单位: 

mg/L 

GW1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无色、无味、

透明 

无色、无味、透

明 

微黄色、无味、

微浑浊 

pH 值 7.41 7.44 7.42 无量纲 

氨氮 0.40 0.03 0.10 mg/L 

亚硝酸盐氮 0.006 0.008 0.026 mg/L 

硝酸盐氮 ND ND ND mg/L 

氯化物 23.9 24.6 28.2 mg/L 

硫酸盐 82.4 82.3 91.4 mg/L 

氟化物 0.9 0.8 0.8 mg/L 

硫化物 ND ND ND mg/L 

总硬度 339 374 359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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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总固体 379 405 408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ND ND ND mg/L 

菌落总数 11000 14000 5200 CFU/mL 

砷 ND ND ND mg/L 

硼 ND ND ND mg/L 

钠离子 19.6 20.2 22.4 mg/L 

 

检测项目 

结果 

单位: 

mg/L 

GW2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无色、无味、

透明 

无色、无味、透

明 

微黄色、无味、

微浑浊 

pH 值 6.89 6.91 6.90 无量纲 

氨氮 0.05 0.03 0.03 mg/L 

亚硝酸盐氮 0.025 0.023 0.024 mg/L 

硝酸盐氮 2.38 2.57 2.65 mg/L 

氯化物 94.5 90.7 85.8 mg/L 

硫酸盐 109 107 102 mg/L 

氟化物 0.7 0.8 0.8 mg/L 

硫化物 ND ND ND mg/L 

总硬度 245 219 210 mg/L 

溶解性总固体 320 264 290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ND ND ND mg/L 

菌落总数 14000 6000 1600 CFU/mL 

砷 ND ND ND mg/L 

硼 ND ND ND mg/L 

钠离子 74.6 73.2 75.8 mg/L 

 

检测项目 

结果 

单位: 

mg/L 

GW3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无色、无味、

透明 

无色、无味、透

明 

微黄色、无味、

微浑浊 

pH 值 7.04 7.05 7.06 无量纲 

氨氮 0.03 0.03 0.04 mg/L 

亚硝酸盐氮 0.068 0.057 0.027 mg/L 

硝酸盐氮 7.02 6.78 7.02 mg/L 

氯化物 68.3 73.7 80.1 mg/L 

硫酸盐 261 227 228 mg/L 

氟化物 0.7 0.6 0.5 mg/L 

硫化物 ND ND ND mg/L 

总硬度 391 382 342 mg/L 

溶解性总固体 418 406 382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ND ND ND mg/L 

菌落总数 5000 12000 4100 CFU/mL 

砷 ND ND ND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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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 ND ND ND mg/L 

钠离子 34.7 31.7 30.4 mg/L 

由上表可知：我单位此次监测的各类污染因子中除菌落总数外全

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表 1 和表 2 中的

Ⅲ类标准要求（菌落总数不属于本公司地下水特征污染因子，故不做

参考）。 

6  针对监测结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本单位此次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结果均低于相应的标准限值。

我单位将继续加强各类污染物的治理和管理，做好环境安全防范工

作，强化应急处理能力建设。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