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项目概况 

上海体育学院位于杨浦区恒仁路 200 号，创建于 1952 年。2002 年 12 月上

海体育学院原体育保健康复系和原基础部下属部分教研室和运动人体科学实验

中心共同组建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为满足学院研究和实验需求，上海体

育学院拟在现有校区内第 9幢科研楼3楼组织建设运动科学学院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 1000 次/年，项目总投资 150

万元。 

项目由学校现有教师员工进行指导教学实验和日常实验室管理，不新增人员，

年实验天数 250 天。项目不新增食堂，浴室和宿舍，总投资 150 万元，其中环保

投资 30 万元，占比 20%。 

2、产业政策、规划相容性与选址可行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

类和淘汰类，为允许类；根据《上海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指导目录和布局指南》

（2014 年版）及《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单（2018 版）》，项目不属于培育

类、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为允许类，并且本项目不属于《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2019 年版）中的行业。综上，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上海市相关产业政

策。 

本项目不属于《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

大气（2019）53 号）文件中的重点行业。据分析，本项目建设与《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上海市挥发

性有机物深化防治工作方案 (2018~2020 年)》、《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

三五”规划》、《上海市 2018-2020 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关于

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中的相关要求均相符，且不涉

及生态保护红线。因此项目建设符合相关政策、规划、计划等要求。 

3、回顾评价小结 

根据现有项目监测数据，废气、废水、噪声均可达到现行国家和上海市相关

标准，现有项目运行至今未发生过公众环保投诉、环保行政处罚事件、突发环境

风险事故，落实了各项污染治理和管理措施。根据现场调查，结合目前环保相关

要求，但仍存在一定环保问题，解刨楼危废间不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2013 年修改单）的规定，危险废物上海巨浪环保有限公



司外运处置，未制定日常环境监测计划、监测因子不全，建设单位拟通过“以新

带老”采取整改措施。 

4、施工期污染治理及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不涉及土建，主要在厂房内部进行设备安装。只要建设单位和施工单

位严格执行国家及上海市相关规定，合理安排施工时段、使用施工设备，并积极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施工期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且

施工期影响将随本项目的建成而消失。 

5、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2019 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9 年上海市环境空气六项污染

物中，除 NO2 外，其余五项均达标，上海市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2019

年上海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较 2018 年进一步改善，但氮磷仍为影响全市地表水环

境质量状况的主要污染指标。上海地区地下水水质总体保持稳定。根据 2019 年

10 月的监测结果，敏感目标（长海三村）处所在区域声环境监测数据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区标准限值。 

6、项目营运期环境污染控制对策建议 

6.1 大气污染及控制对策 

项目培养皿消毒废气经通风橱收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实验废气经通风橱和

集气罩收集后进入活性炭吸附系统，废气经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的 3#排气筒排

放；基因扩增实验废气和凝胶电泳实验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活性炭吸附系统，

废气经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的 4#排气筒排放。 

正常工况下，3#排气筒排放的非甲烷总烃、甲醛、二甲苯、氯化氢可达到《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表 1 标准限值要求；4#排气筒排放

的非甲烷总烃、酚类、三氯甲烷、甲醇可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1/933-2015）表 1 标准限值要求，丙酮、异丙醇可达到 DB31/933-2015 附录

A 标准限值要求；厂界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可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1/933-2015）表 3 标准限值；厂区内监控点非甲烷总烃浓度及项目 VOCs 无

组织控制措施均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相

关要求。 

正常工况及非正常工况下，项目运行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均较小，非正常工

况相比正常工况而言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需严格控制非正常工



况出现，项目运行时需注意废气收集净化装置的维护，安装压差计，及时发现处

理设备的隐患，确保废气处理系统正常运行，收集净化装置应先于生产设施启动，

并同步运行，滞后关闭；一旦出现非正常工况应停产及时检修，采取措施后，不

会对周边环境及敏感目标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6.2 水污染及控制对策 

项目所在校区已实行雨污分流。项目建成后废水为实验室后道清洗废水、润

洗废水经收集至不锈钢水池中和处理后与纯水及去离子水制备浓水，经本项目污

水排放口进入校区污水管网，再纳入恒仁路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上海友联竹

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废水排放口各污染物浓度可达到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表 2 中三级标准限值要求，不会对周围

地表水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6.3 噪声污染及控制对策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包括实验室内各种实验设备、空调机组、废气处理设备风

机。项目拟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噪声较高的设备安装减振垫，风机出口均安装消

声器，营运过程中加强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本项目夜间不运行，预计项目营

运期上海体育学院各边界处昼间噪声预测值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其中南侧临长海路和北侧临嫩江路边

界可达到 4 类排放限值，且对各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噪声贡献值很小，预计各敏感

目标处的声环境将维持现状水平。因此，项目营运期噪声排放对周边声环境影响

不大，不会对周边敏感目标造成影响。 

6.4 固体废物污染及控制对策 

本项目不新增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包括废一次性实验耗材、废试剂瓶、清洗

废液、废培养基、实验废液、废显影液、废样品、废电泳胶、废 PVDF 膜、废滤

芯和废活性炭，分类收集后，委托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一

般工业固废废包装材料分类收集后，由合法、合规的单位收集处理。 

项目危废间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

年修改单）的要求，采取防泄漏、防渗、防淋、防风、防火等措施。项目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暂存间，应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2013 年修改单）要求设计和建设。本项目产生的各类固体

废物可以得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6.5 环境风险及生物安全 

项目建成后涉及到的风险物质主要为各类有机液体、酸、碱等化学品及危险

废物等，根据风险调查结果，项目涉及风险物质最大储存量较少。风险评价等级

为简单评价。 

本项目化学品仓库、实验室设置硬化地面，所有化学品均存放于密闭包装瓶

内，并放置于容积大于物质存放体积的防渗托盘上。危废间区域内需用混凝土做

好防渗处理、混凝土表面涂环氧地坪，可有效防止泄漏液体渗入地下，物料存放

区域均设置容积大于物质存放体积的防渗托盘。化学品仓库、实验室和危废间配

备适量的应急物资，如废液收集桶、黄沙、吸附棉等，一旦发生泄漏事故，立即

采用擦拭或吸附的方法处理泄漏物；校区雨污分流，可确保发生渗漏及污水管网

破裂时不会污染地表水及地下水。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并

加强区域应急联动，本项目环境风险可防控。 

本项目实验中涉及肌肉和骨骼细胞，均为外购的成品，不涉及微生物，不涉

及《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中的细菌和病毒。实验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均采

取相应的处置措施，采取有资质单位处置。本项目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较低，在

一般情况下对人、动物或者环境不构成严重危害，传播风险有限。 

    在综合落实以上污染控制措施和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措施的基础上，本项目对

周围环境的生物安全性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防控。 

7、总量控制 

本项目为实验室项目，不列入总量控制范围。无需进行总量控制。 

8、结论 

在全面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三同时”，

并在营运期内持之以恒加强环境管理，从环保的角度来看，本项目建设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