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企业环境保护大检查

自查情况报告

为落实《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环境保护大检查

方案的通知》要求，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扎实认真地组织开展了自

查工作，现将自查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医院基本情况

（一）医院概况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是本市唯一一所妇产专科三级甲等医院。

多年来，医院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为宗旨，不断提高医疗质

量，拓宽业务领域，加强学科建设，推进科技创新，努力提供优质的

医疗保健服务。自 2002 年起，中心妇产科医院开始了新院的规划、

设计与建设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市卫生局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

下，于 2010 年 5月 28 日顺利开诊，为中心妇产科医院掀开了新的一

页。法人代表陈叙，邮编 300100。

（二）项目概况

新院位于南开区南开三马路 156 号，总建筑面积 71510 平方米，

其中:门急诊住院综合楼建筑面积 64806 平方米，绿化面积 8000 平方

米。开放病床 608 张，日门诊量达到 2500---3000 人次。作为天津市

卫生系统首个鲁班奖，新院项目为这家百年名院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赋予了她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提供了新

的设施，为天津妇婴卫生事业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



（三）生产工艺及排污节点

（四）主要环保设施

1、环保设施：企业自建污水处理站一座。

2、处理工艺：污水→格栅→调节池→接触氧化→沉淀池→单过

硫酸氢钾消毒→清水池

3、设计处理能力：650m
3
/d

4、实际处理能力：600 m
3
/d

5、运行情况：良好

二、医院自查情况

（一）废水：该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医疗及生活污水。医疗及生活

污水合流进入污水站，处理后的废水由总排口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最

单过硫酸氢钾

板框压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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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进入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主要污染因子为 pH 值、悬浮

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类、粪大肠菌群数、总余氯、

氨氮。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排放标准）

2、污染物排放量：450~650m
3
/d

3、污染源名称：医疗机构生活废水

4、废水排放主要污染物：

2020 年 3 月 31 日

序号 项目 国家标准 检测数值

1 CODCr 250mg/L 61mg/L

2 氨氮 35mg/L 1.26 mg/L

3 总磷 3mg/L 0.95 mg/L

4 PH 6~9 7.51

5 大肠菌群数 ＜5000 个/ L 未检出

2020 年 6 月 12 日

序号 项目 国家标准 检测数值

1 CODCr 250mg/L 70mg/L

2 氨氮 35mg/L 19.6 mg/L

3 总磷 3mg/L 0.01mg/L

4 PH 6~9 7.03

5 大肠菌群数 ＜5000 个/ L 4300 个/ L



2020 年 9月 9 日

序号 项目 国家标准 检测数值

1 CODCr 250mg/L 25mg/L

2 氨氮 35mg/L 3.53mg/L

3 PH 6~9 6.97

4 大肠菌群数 ＜5000 个/ L 2800 个/ L

2020 年 11 月 24 日

序号 项目 国家标准 检测数值

1 CODCr 250mg/L 32 mg/L

2 氨氮 35mg/L 31.5mg/L

3 PH 6~9 7.54

4 大肠菌群数 ＜5000 个/ L 未检出

5、排放量是否达标：是

（二）环保设施及自动监控设备稳定运行情况

1、污染物名称：医疗机构生活污水

2、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

⑴在线 COD 检测仪，位置：污水处理站内

⑵明渠在线流量计，位置：污水处理站内

3、在线自动监测设施运行情况：良好

4、联网情况：等待南开环保局相关联网信息。

（三）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许可证和排污缴费执行情况

排污去向：处理后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咸阳路污水

处理厂

（四）企业环境管理及自行监测情况



序号 项目 名称 备注

1 排污口类型 明渠排放

2 排污口数量 1个

3 污染物种类 CODCr

4 总磷

5 pH

6 氨氮

7 排放标准
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

8 排放去向
处理后污水经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咸阳路污

水处理厂

（五）废气

（1）燃气锅炉：燃气废气

该项目冬季供暖热源主要由集中供热及燃气锅炉提供，取暖过度

期、供热水为燃气锅炉。新建的 3 台 1.95MW 燃气热水锅炉燃烧后的

废气通过三根 1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其主要污染因子为烟尘、二氧

化硫、碳氧化物、烟气黑度。锅炉出口废气的检测结果均符合【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151-2016）中燃气锅炉规定的相应标

准限值要求。

（2）锅炉维护保养协议书，由锅炉维护保养单位（乙方）：天津市

和平区卫津锅炉技术服务部维修保养，协议编号：HT2021-GL032，协

议执行期限：2021 年 4 月 1日-2024 年 3 月 31 日。

（六）固体废物产生及治理措施

（1） 污染源：（医疗过程、生活垃圾、药品、器材使用）污染物：

（临床医疗废物、生活垃圾、包装物、容器）生产量：（300kg/d、



500kg/d、100kg/d）治疗措施：每天收集医疗废物，临时存放在医疗

废物暂存处，定期送天津翰洋汇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置。药品器材、包装物、容器回收利用。

（2）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协议，乙方：天津翰洋汇合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合同期限：2021 年 1 月 1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乙方：天津合

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合同期限：2021 年 4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21 日。

（七）油烟

食堂厨房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排放。

持证单位名称：北京蓝博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详见附表）

（八）环境信息公开情况

通过医院网站向社会发布医院环保数据，网址 www.tjzxfc.com，

首页院务公开专栏。

(九)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环

境敏感区影响情况

我院所在地与当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的，对周围饮用水，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没有太大影响，我院生活污水的排放是达标

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的要求。

（十）环境安全隐患防范、环境风险识别及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本院东侧是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南侧是天津市法院高院，西侧

毗邻南开区南开医院，北侧是天津市南开区三纬路。本院在环境安全

http://www.tjzxfc.com


防范、环境风险上面不存在任何风险。

（十一）企业环境管理及自行监测情况

我院设立了环保管理机构，落实了环境责任制，制定环保规章制

度和环保设施操作规程，建立环保设施及档案资料管理。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2021 年 4月 20 日



附件：

企业自查情况备案表

企业签章：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填报时间： 2021年 4月 20日

企业名称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地址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 156 号 邮编 300100

法人代表 陈叙 联系方式 58287026

联系人 傅金岩 联系方式 58287925

营业执照 1212000070040476X6 组织机构代码 1212000070040476X6

企业地理坐标

企业性质 国有 生产状态 生产

基本情况

原辅材料 产品及规模

主要生产工艺

主要污染

防治设施

是否符合相关产

业政策规定
是

卫生防护距离是

否符合环评批复

要求

是

各项目环评手续

是否符合环保法

律规定要求

是

“三同时”制度

落实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要求

是

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是否正常
是

主要污染物是否

达标排放
是

是否按照国家规

定要求公开信息
是

填报人： 傅金岩 审核人： 傅金岩 联系电话: 58287925

填表说明：1、“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栏只需填写“是”或“否”，如有其他情况，

可另加附页或在自查情况报告中予以说明。2、此表需加盖企业单位公盖后方可随自查情况

报告一并上报。



环保事故应急处理工作预案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环保事故应急处理工作预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国家标准为依据，正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故，确保事故发生时

能快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证院区及周边环

境、居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

故发生，特制定适合本院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应急救援预案的指导思想：体现以人为本，一旦发生突

发事故，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快的效能，有序地实施救援，

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二、应急预案适用范围

本院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包括废水、危险废物事故排放

等对河水造成污染、对当地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对院区员工

或周围居民的生命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环境污染事

故。本预案适用于在本院区范围内人为或不可抗力造成的废

水、废气、固废（包括危险废物）、破坏事件，因自然灾害

造成的危急人体健康的环境污染事故等。

三、危险辨实与评估

院区如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从物质的属性上分主要有污



水、固废。从事故的类型分主要有危险品泄露、火灾、废水

事故排放、大气事故排放等。最易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部位

是化学品存储区、废水处理区等，是防范事故的重点区域。

人的操作失误、防护不力、管理措施不到位和工作场所的设

备设施存在隐患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四、指挥机构、职责和分工

（一）、指挥机构 指挥机构：机构内含现场指挥机构，

负责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指挥工作。总指挥：陈叙 副总指挥：

郑军 窦国华 胡元晶 张云山 李建江 尹俊新 成 员：傅

金岩 于兹洲 马军 孙茜 郝然 肖树强 尹雪梅 孙桢 刘霞

（二）指挥机构职责 负责“预案”的制定、修订；组建应

急救援专业队伍，组织实施和演练；检查督促做好重大事故

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发生重大事故时，

由指挥部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信号；组织指挥救援队

伍实践救援行动；向上级汇报和向友邦发、单位通报事故情

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请求，组织事故调查，总结

应急救援经验教训。（三）成员分工总指挥：组织指挥院区

的应急救援。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做好事故报警、情况通

报及事故处置工作；负责灭火、警戒、治安保卫、疏散、道

路管制工作；负责现场医疗事故指挥及中毒、受伤人员分类

抢救和护送工作。负责抢险救援物资的供应和运输工作。

其他人员：现场及有害物资扩散区域内的洗消、监测工作；



必要时代表指挥部对外发布有关信息；负责维持事故现场稳

定，对与事故应急救援无关的人员进行紧急疏散。

五、风险防范措施

对已确定的危险目标，根据其可能导致事故的途径，采

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避免事故发生。各种预防措施必须建

立责任制，落实到企业和个人。一旦发生情况时，尽力降低

危害的程度。（一）化学品制度的管理措施 1、储于钢瓶内

的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或加压溶解的气体受热膨胀，压力升

高，能使钢瓶爆炸。2、有些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相互接触

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引起燃烧爆炸。3、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除具有爆炸性外，还具有易燃性、爆炸或中毒等事故。（二）

废水事故排放的风险防范措施 本院污水处理站由专门管

理人员进行沟通和解决。1、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安

全责任人。2、实行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并严格执行。 3、

做好劳动保护具的放置和管理工作。4、做好安全防护设施

管理工作，持续进行安全生产和安全培训。

六、事故应急措施

1、废水事故排放应急措施：紧急停电时若出现废水系

统的供电模块故障，单靠废水调节池的调节容量来缓冲整个

院区产生的废水风险是很大的，利用备用的发电设备应急使

用。2、监测系统发现废水水质异常；发现时必须加大对废

水排放口的监测频率，及时查找事故发生原因并排除。



七、事故处置程序

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应立即将事故情况上报物业管

理处、环保中心。报告内容为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

事故的简要情况、污染源种类、数量、性质、伤亡人数等等。

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根据专项

指挥部总指挥的指令，立即组建现场救援组明确成员及现场

组长和副组长，并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组员接到命令后，

立即赶到现场，根据污染源总类、数量、性质为事故处理提

供必要的技术指导，防止事故的扩大蔓延，防止二次危害的

发生。要对现场的重要物资和设备等行安全转移。（一）现

场污染控制 1、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切断污染源，隔离污

染区，防止污染扩散。2、及时通报和疏散可能受到污染危

害的人员并参与受危害人员的救治。（二）现场调查与报告

1、污染事故现场勘察和技术调查取证。2、环境监测：一般

要求水污染在 4 小时内，气污染在 2 小时内定性检测出污染

物的种类及其可能的危害。24 小时内定量检测出污染物的浓

度、污染的程度和范围，发出检测报告，并采取污染跟踪监

测，直到污染事故处理完毕，污染警报消除。

八、现场保护

院区内必须保护事故现场，参加救援抢救的每个人要严

格保护事故现场，确因抢险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作出

标志、拍照、纤细记录和绘制现场图，并妥善保存现场主要



痕迹、物证等。

九、应急保障

保证事故应急救援所需要经费充足、通信保障、物资保

障、宣传和培训等。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培养一批

技术过硬、训练有素、有责任心的专业人士。

十、预案管理与更新

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

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

和出现的新情况，应及时修改预案。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2021 年 4 月（修订）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环境

保护大检查自查情况报告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二零二〇年一季度检测报告 （废水）

序 号 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及数值 检测日期 出具报告日期

1 SA20032308

PH 7.51 悬浮物 10 化学需氧量 61 氨氮 1.26

总磷 0.95 总氮 9.23 生化需氧量 13.8 总氯

0.86 粪大肠菌群 未检出

2020.3.23 2020.3.31

二零二〇年一季度检测报告 （废气）



1 SA20032309

锅炉排气筒 P1：颗粒物 ND（＜1.0）二氧化硫 ND（＜

3） 氮氧化物 37 烟气黑度 ＜1 锅炉排气筒 P2：颗

粒物 ND（＜1.0） 二氧化硫 ND（＜3） 氮氧化物 39

烟气黑度 ＜1 锅炉排气筒 P3：颗粒物 ND（＜1.0） 二

氧化硫 ND（＜3） 氮氧化物 37 烟气黑度 ＜1

2020.3.29 2020.3.30

二零二〇年二季度检测报告 （废水）

1 SA20060403
PH 7.03 悬浮物 42 化学需氧量 70 氨氮 19.6 总

磷 0.01L 总氮 30.8 生化需氧量 25.2 粪大肠菌群

4.3×1000MPN/L
2020.6.4 2020.6.12



二零二〇年三季度检测报告 （废水）

1 SA20083102

PH 6.97 悬浮物 15 化学需氧量 25 氨氮 3.53 总

磷 4.68 总氮 38.1 生化需氧量 13.4 动植物油类

0.68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117 粪大肠菌群

2.8×1000MPN/L

2020.8.31 2020.9.9

二零二〇年三季度检测报告 （废气）



1 SA20083103

锅炉排气筒 P1：颗粒物 1.5 二氧化硫 ND（＜3） 氮

氧化物 34 烟气黑度 ＜1 锅炉排气筒 P2：颗粒物 1.5
二氧化硫 ND（＜3） 氮氧化物 32 烟气黑度 ＜1
锅炉排气筒 P3：颗粒物 1.4 二氧化硫 ND（＜3） 氮

氧化物 30 烟气黑度 ＜1

2020.8.31 2020.9.8

二零二〇年四季度检测报告 （废水）

1 SA20100912 悬浮物 13 2020.10.9 2020.10.13



2 SA20101505 悬浮物 15 2020.10.15 2020.10.26

3 SA20102210 悬浮物 13 2020.10.22 2020.10.29

4 SA20102804 悬浮物 16 粪大肠菌群 未检出 2020.10.28 2020.11.6



5 SA20110412 悬浮物 15 2020.11.4 2020.11.5

6 SA20111303

色度 4 悬浮物 13 氨氮 31.5 生化需氧量 16.4

动植物油类 0.82 石油类 0.4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298 粪大肠菌群 未检出

2020.11.13 2020.11.24

7 SA20111807 悬浮物 13 2020.11.18 2020.11.19



8 SA20112412 悬浮物 14 2020.11.24 2020.11.25

9 SA20120214 悬浮物 19 2020.12.02 2020.12.4

10 SA20120812 悬浮物 15 2020.12.8 2020.12.9



11 SA20121407 悬浮物 39 粪大肠菌群 未检出 2020.12.14 2020.12.21

12 SA20122116 悬浮物 22 2020.12.21 2020.12.24

13 SA20122804 悬浮物 21 2020.12.28 2020.12.30



二零二〇年四季度检测报告 （废气）

1 SA20102804 氮氧化物 13 2020.10.28 2020.11.6

2 SA20111303 氮氧化物 13 2020.11.13 2020.11.24



3 SA20121407 氮氧化物 14 2020.12.14 2020.12.21

二零二一年一季度检测报告 （废水）

1 SA21010411 悬浮物 21 2021.1.4 2021.1.7



2 SA21011121 悬浮物 24 2021.1.11 2021.1.14

3 SA21012203

色度 8 悬浮物 19 氨氮 24.1 生化需氧量 76.6 动植物

油类0.62 石油类0.4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1.003 粪大肠

菌群 未检测出

2021.1.22 2021.1.28

4 SA21012513 悬浮物 24 2021.1.25 2021.1.28



5 SA21020115 悬浮物 22 2021.2.1 2021.2.3

6 SA21020803 悬浮物 21 2021.2.8 2021.2.10

7 SA21021809 悬浮物 19 粪大肠菌群 未检出 2021.2.18 2021.2.23



8 SA21022240 悬浮物 20 2021.2.22 2021.2.24

9 SA21030129 悬浮物 19 2021.3.1 2021.3.3

10 SA21031005 悬浮物 11 粪大肠菌群 未检出 2021.3.10 2021.3.17



11 SA21031523 悬浮物 13 2021.3.15 2021.3.19

12 SA21032222 悬浮物 15 2021.3.22 2021.3.22

13 SA21032911 悬浮物 14 221.3.29 2021.3.31



14 SA21031903BD 化学需氧量 24.8 2021.3.19 2021.3.30

二零二一年一季度检测报告 （废气）

1 SA21012203 锅炉烟气排放口 DA003 氮氧化物 14 2021.1.22 2021.1.27



2 SA21021809 锅炉烟气排放口 DA003 氮氧化物 13 2021.2.18 2021.2.23

3 SA21031005 锅炉烟气排放口 DA003 氮氧化物 14 2021.3.10 20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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