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改扩建（二期）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一、工程概况 

1.1 项目由来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创建于1954年，位于沙井街道新沙路北侧、新沙

路与沙井路交汇处，于2016年被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认定为三级综合医

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医院目前总占地面积32900.6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8137平方米，现有建筑物包

括住院大楼、旧门诊楼、门诊综合楼、供应室综合楼、宿舍楼等。医院实际开放

床位650张（编制床位为614张），已设置一级临床科室13个、二级学科21个、医

技科室6个。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旧门诊楼于1954年建成，住院大楼于1999年建

成，均未取得环评批复。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于2009年申请扩建门诊综合

楼一座及污水处理站一座，新增建筑面积34100平方米，改扩建工程于2009年8

月取得了《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宝环批

〔2009〕603423）；由于一直未动工，故2013年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对该

项目进行了重新批复（宝发改可研（2013）4号），该批复将建筑面积调整为

39174.76 平方米，并于2013年3月取得《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宝环水批〔2013〕600758号），门诊综合楼及污水处

理站于2014年12月建成。2017年3月，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根据《广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粤

办函〔2016〕554号），对住院大楼、旧门诊楼、供应室综合楼、宿舍楼、污水

处理站等（不包括门诊综合楼）进行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编制并于2017

年6月5日取得了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关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

院环境影响现状评估报告环保备案的函》，同意其备案且于2017年6月12日发放

《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许可证编号：4403062017000066），排放种类为



废水污染物，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480m
3
/d，废水排放量限值为480m

3
/d；并于

同年7月1日，门诊综合楼正式投入使用，该门诊综合楼大大改善了深圳市宝安区

沙井人民医院的门诊就医环境，但未办理相关竣工环保验收手续。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住院病房严重不足等问题显现。由于编制床位不足，该院

大量的应住院病人不能入院或被迫转院，给病人造成极大不便。同时，沙井片区

现有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群众看病难问题非常突出。沙井片区现有医疗资源与

全国、广东省及深圳市的平均水平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按《深圳市沙井片区

综合发展规划(2012—2020年)》的要求，沙井片区现有的医疗资源加上已立项扩

建和新建的医疗卫生项目完成后，仍有很大缺口。 

根据区委领导办公会议纪要《沙井街道有关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深宝会

纪〔2017〕44号），明确要将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打造成为宝安北部医疗

组团的领头羊，按照总病床1500张的规划，高起点、大手笔、快节奏地建设、组

建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把西医做强，把中医做出特色，使医院牢固地占据深

圳市乃至全省中西医结合领先地位。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深圳

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关于印发《宝安区医院建设规划（2017-2025）》

的通知》（深宝卫计〔2018〕307号），同意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医疗床

位扩建至1500张。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改扩建（二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为“本次改

扩建项目”）建设投资30000万元，建设地点位于沙井街道新沙路北侧、新沙路

与沙井路交汇处。 

项目建设内容分为新建和改造两阶段：第一阶段整体拆除现有旧门诊楼楼

群，结合项目北面新增地块，在此基础上新建2栋集住院、医技、门诊、行政、

科教于一体的综合大楼，从南到北依次为外科综合楼（床位数为800张）和内科

综合楼（床位数为300张）。项目新建总建筑面积21217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169206平方米，地下建筑42966平方米。第二阶段将已建的住院大楼改造成

为妇幼综合楼（床位数为400张），改造建筑面积22510平方米，并在改造后的妇

幼综合楼南侧新建地下室4653平方米，现状职工宿舍杏园居东侧新建地下污水处

理站（处理规模2400m
3
/d）1200平方米。地下通道连通BC区地下室与医院原门

诊综合楼地下室，并在其间布置少量车位及其他业务用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2015年1月1日

起施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第三次修订）、《关于修改（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第1号）及《广

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

管理名录》中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本次改扩建项目属于“三十

九、卫生”项的“111.医院、专科防治院（所、站）、社区医疗、卫生院（所、

站）、血站、急救中心、妇幼保健院、疗养院等其他卫生机构”中的“新建、扩

建床位 500张及以上的”，需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深圳市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深人环规〔2018〕1号），本次改扩

建项目属于“三十九、卫生”项的“110.医院、专科防治院（所、站）、社区医

疗、卫生院（所、站）、血站、急救中心、妇幼保健院、疗养院等其他卫生机构”

中的“新建、扩建床位 500张及以上的”，为审批类报告书，需编制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 

1.2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 

项目定位：三级综合医院 

建设单位：深圳市宝安区卫生健康局 

建设性质：改扩建 

行业类别：Q8411 综合医院 

投资金额：估算投资 30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452.19 万元，占总投资

8.17%。 

地理位置：沙井街道新沙路北侧、新沙路与沙井路交汇处。 

建设内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扩建（二期）项目用地规模在原有用

地基础上扩大至 40600 .68 平方米（原医院用地面积为 32900.68平方米，北面新

增地块约为 7700 平方米）。 

建设工期：项目施工期分两个阶段进行，预计第一阶段工程于 2020 年 1 月



开工建设，2023 年 12 月竣工，施工期 48 个月；第二阶段工程计划于 2024 年 1

月开工，2026年 12月竣工，施工期 36个月。 

1.3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次改扩建项目总建筑面积 29649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234580

平方米（含保留原有建筑面积 65374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为 61910 平方米

（含保留原有地下室面积 13091 平方米）；新建各类用房总建筑面积为 218025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69206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8819 平方米。其中

A区建筑面积 84318平方米，BC 区总建筑面积 212172平方米，医院扩建后病床

总数达到 1500张。 

项目建设分两个阶段、三个区域（A区、B区和 C 区）实施。第一阶段是 B

区、C 区的建设。拟整体拆除现有旧门诊楼楼群（门诊 1 号楼~门诊 7 号楼），

结合医院北面新增地块，在此基础上新建两栋 24 层集住院、医技、门诊、行政、

科教于一体的超高层大楼，并配套相应附属设施及医院整体道路交通规划，新建

建筑面积21217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6920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2966

平方米；B区建筑为 800 床的外科综合楼，C 区建筑为 300床的内科综合楼。第

二阶段为 A区的改造。B区、C 区建设完成后，原住院大楼的各类用房腾挪至 B、

C 区内，将原住院大楼改造为妇幼综合楼，设置床位 400张。A区面积 84318 平

方米，含保留原有建筑面积 55955平方米，改造原有建筑面积 27010平方米，新

建地下室 4653平方米，新建地埋式污水处理站 1200平方米；地下通道连通 BC

区地下室与医院原门诊综合楼地下室，并在其间布置少量车位及其他业务用房。

医院原有建筑物被保留的有住院大楼、职工宿舍、职工食堂及门诊综合楼、供应

室综合楼。 

医院分区建设范围图见图 1.3-1，医院分阶段建设范围图见图 1.3-2。医院建

设内容布置图见图 1.3-3。 



 

图 1.3-1 项目分区建设范围图 

 

图 1.3-2 项目分阶段建设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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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项目建设内容立体图 

本次改扩建后工程技术经济指标见表 1.3-1，改扩建前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对比见表 1.3-2。 

表 1.3-1 本次改扩建后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一 总占地面积 m
2
 40600.68 / 

二 总建筑面积（m
2） m

2
 296490 新增 218025m

2，保留 78465m
2
 

1 其

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234580 / 

2 地下建筑面积 m
2
 61910 / 

三 新建建筑面积 m
2
 218025 / 

（一） 按地下与地下划分 m
2
 218025 / 

1  其

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169206 / 

2  地下建筑面积 m
2
 48819 / 

（二） 按使用功能划分 m
2
 218025 / 

1 

其
中 

急诊部 m
2
 6166 / 

2 门诊部 m
2
 23513 其中 1608m

2设置在 BC区地下室 

3 住院部 m
2
 62752 / 

4 医技科室 m
2
 34687 其中 937m

2设置在 BC区地下 

5 保障系统 m
2
 15107 其中 2880m

2设置在 BC区地下室，另



含 A 区地下新建的 1200m
2污水处理站 

6 行政管理 m
2
 6462 / 

7 院内生活 m
2
 2292 其中 857m

2设置在 A 区地下室 

8 科研用房 m
2
 10842 / 

9 健康体检用房 m
2
 2179 其中 611m

2设置在 A 区地下室 

10 夜间值班宿舍 m
2
 5421 / 

11 治未病区 m
2
 1236 / 

12 
中医传统疗法中

心 
m

2
 1691 / 

13 架空层 m
2
 1027 / 

14 风雨连廊 m
2
 5665 / 

15 
感染性疾病门诊

用房 
m

2
 814 / 

16 地下停车场 m
2
 38171 其中 A区地下停车场 3184m

2
 

四 A 区保留建筑面积 m
2
 78465 含地上 65374m

2，地下室面积 13091m
2
 

1 

其

中 

住院大楼 m
2
 22510 改造 

2 一期门诊综合楼 m
2
 39175 含地下室面积 13091m

2
 

3 职工宿舍杏园居 m
2
 6333 / 

4 职工食堂及宿舍 m
2
 4980 / 

5 综合楼 m
2
 5467 / 

五 停车位 个 1120  

六 床位数 张 1500 / 

 

表 1.3-2 改扩建前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 

序号 项目 单位 改扩建前 拆除面积 新增 改扩建后 

1 总占地面积 m
2
 32900.68 / 7700 40600.68 

2 总建筑面积 m
2
 88137 9672 218025 296490 

3 地上建筑面积 m
2
 75046 9672 169206 234580 

4 地下建筑面积 m
2
 13091 / 48819 61910 

5 停车位 个 267 / 1253 1120 

6 床位数 张 650 / 850 1500 

 

 



 

表 1.3-3 本次改扩建第一阶段主要建筑规模指标表（BC区） 

序号 名称 单位 建筑面积 备注 

一 一阶段建筑面积（BC区） m
2
 212172 / 

1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169206 / 

1.1 

其中 

急诊用房 m
2
 6166 / 

1.2 门诊用房 m
2
 18753 / 

1.3 住院用房 m
2
 61152 / 

1.4 医技用房 m
2
 33596 / 

1.5 保障系统 m
2
 12767 / 

1.6 行政管理用房 m
2
 6462 / 

1.7 院内生活用房 m
2
 1435 / 

1.8 科研用房 m
2
 10842 / 

1.9 健康体检用房 m
2
 2179 / 

1.10 值班宿舍 m
2
 5421 / 

1.11 感染用房 m
2
 814 / 

1.12 中医传统疗法 m
2
 1691 / 

1.13 治未病区 m
2
 1236 / 

1.14 架空层 m
2
 1027 / 

1.15 风雨连廊 m
2
 5665 / 

2 地下建筑面积 m
2
 42966 / 

2.1 

其中 

门诊面积 m
2
 1608 / 

2.2 医技用房 m
2
 937 / 

2.3 保障系统  m
2
 5435 / 

2.4 停车场 m
2
 34986 / 

二 停车位 个 783 / 

1 

其中 

地上停车位 个 0 / 

2 地下停车位 个 783 / 

 

 

 



表 1.3-5 第二阶段主要建筑规模指标表（A区） 

序号 名称 单位 建筑面积 备注 

一 
二阶段建筑面积(除 BC区外其他

区) 
m

2
 84318 

含保留原有建筑面积

55955m
2，改造原有建筑面积

22510m
2，新建地下室 4653m

2，

新建地下污水处理站 1200m
2
 

1 保留建筑面积 m
2
 55955 / 

2 改造建筑面积 m
2
 22510 / 

2.1 

其中 

住院用房 m
2
 17473 / 

2.2 医技用房 m
2
 3554 / 

2.3 保障系统 m
2
 330 / 

2.4 教学用房 m
2
 1153 / 

3 新建建筑面积 m
2
 5853 / 

3.1 

其中 

教学用房 m
2
 611 

原住院大楼南面开挖地下室 

3.2 院内生活面积 m
2
 857 

3.3 保障用房 m
2
 2880 

3.4 停车面积 m
2
 41334 

3.5 地埋式污水处理站 m
2
 1200 

拟建于现状职工宿舍杏园居东

侧 

二 停车位 个 337 / 

1 

其中 

原有门诊综合楼地下停车 个 267 / 

2 新建 A区地下停车 个 70 / 

1.4改扩建后主要工程建筑及功能分布 

本次改扩建工程建成后主要建筑及功能分布见表 1.4-1。 

表 1.4-1 改扩建工程建成后主要建筑及功能分布 

分

类 
建筑物 

建筑面

积（m
2） 

层数（地

上/地下） 

床位

数 
主要功能 

本 

次 

外科综

合楼 
218025 24F/4F 

800

张 

急诊 ICU、综合 ICU、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心胸大血管外科、甲乳外科、胃肠外科、肛

肠外科、烧伤整形外科、皮肤科、口腔科、



改 

扩 

建 

工 

程 

新 

增 

及 

改 

造 

肝胆普外科、创伤骨科、运动医学科、骨质

疏松科、脊柱外科、手外科、康复医学科、

内科、肝病科、针灸科、推拿科、肿瘤科、

耳鼻喉科、眼科、泌尿外科 

内科综

合楼 
24F/4F 

300

张 

呼吸内科、肾病免疫内科、心血管内科、消

化内科、内分泌血液科、感染性疾病科（单

独通风系统） 

妇幼综

合楼 
22510 10F 

400

张 

1F为放射科 

2F为放射科、体检中心 

3F为儿科病房 1、儿科病房 2 

4F为 ICU、儿科病房 3 

5F为妇科 VIP 病房 2、妇科病房 3 

6F为妇科病房 1、妇科病房 2 

7F为 PICU、新生儿科 

8F为待产病房、产房 

9F为产科病房、手术室 

10F为 VIP 产科病房、学术报告厅 

保留 
门诊综

合楼 
39175 8F/2F / 

-2F和-1F为地下车库 

1F为急诊科、成人急诊药房、儿科药房 

2F为客服部、简易门诊 

3F为放射科、血液透析室、产科、门诊药房、

中药饮片药房 

4F为检验科、超声医学科 

5F为妇科、中医科、肝病科、内科、门急诊

儿科、心电图室 

6F为门诊手术室、消化内镜室、外科、病理

科 

7F为口腔科、耳鼻咽喉科、眼科、皮肤性病

科、医疗美容科 

8F为康复医学科、中医专家门诊、临床营养

科、法医鉴定室 



供应室

综合楼 
5467 7F / 1~7F为行政办公用房 

职工宿

舍杏园

居 

6332 7F / 1~7F为职工宿舍 

职工食

堂及宿

舍 

4980 11F / 1~2F为职工食堂，3~11F为职工宿舍 

合计 296490 / 1500 / 

本次改扩建项目感染科主要收治范围为肠道感染、发热感染（发热感染病人

首先在医院的发热门诊进行筛查，发现疑似传染性疾病随即转院，不在医院感染

科收治）等，非典、禽流感、登革热、手足口、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不

属于医院感染科的收治范围。 

二、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2.1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地表水环境 

施工人员不在现场设置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医院现有化粪池处

理后通过市政排水管网排入沙井污水处理厂处理；施工期还将产生少量的施工场

地废水，主要是雨季时场地地表径流和基坑积水，水量不大；另外，还有少量施

工机械和车辆清洗废水。施工场地废水经过隔油池和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

地洒水抑尘等，不外排。 

施工期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经以上途径处理不会对项目周边地表水水质造

成不良影响。 

（2）地下水环境 

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依托医院现有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污

水处理厂处理。项目施工过程中加强管理，排水管道做好防渗处理，一般不会对

地下水造成污染。 

（3）环境空气 

工程施工场地扬尘容易对院区内各建筑和周边200m范围内的环境环境保护



目标产生不良影响。建设单位必须采取措施，采取围挡、遮盖和洒水等抑尘措施，

尽最大程度减轻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空气的不良影响。施工扬尘造成的污染影响

随着施工结束消失。 

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尾气排放量不大，且表现为间歇特征，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 

（4）声环境 

本次改扩建项目若不采取降噪措施，施工机械在距离施工场界较近处运转

时，本次改扩建项目土石方、基础和结构施工阶段施工场界噪声较难达标，容易

对施工场地周边的环境环境保护目标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建设单位施工期应严

格采取有效的降噪措施，尽量避免对周边声环境环境保护目标产生不良影响。同

时，项目施工期应合理规划运输车流，加强交通，将施工期运输车辆噪声对沿线

居民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5）固体废物 

建议本次改扩建项目弃土外运至管理部门指定的余泥渣土受纳场处置；建筑

垃圾和装修垃圾收集并统一运送到管理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受纳场处置，另外，

装修垃圾中少量废油漆、废涂料及其包装桶等属于危险废物，需交有资质的危险

废物处理单位收集处理；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施工期固体废物经以上途径

处理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6）生态环境 

医院用地内植被均为人工植被，主要种植的有乔木、灌木、草本类植物等，

无珍稀濒危动植物，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建设后，通过院区加强

绿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2.2运营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地表水环境影响结论 

本次改扩建项目污水主要为医疗污废水（含营养餐厅餐厨废水）、非医疗污

废水（生活污水、职工食堂餐厨废水、地下车库冲洗废水）。本次改扩建完成后

医院运营期污水排放总量为3231.563m3/d（484130.89 m3/a），其中医疗废水

1230.516m3/d（449138.34m3/a）、非医疗废水252.73m3/d（34992.55m3/a），废



水分开收集处理。 

①医疗污废水 

餐厅餐厨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汇同医疗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新建的污

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2400m
3
/d）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

均值）”中的预处理标准通过新沙路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沙井污水处理厂。 

根据可研方案，新建污水处理站沿用现有污水处理工艺，采用“水解酸化+

二级生物接触氧化+沉淀+消毒处理”，消毒工艺由原来的次氯酸钠消毒改为紫

外线消毒。现有污水处理站待新建污水处理站建成、正常运行后进行拆除。 

②非医疗污废水 

非医疗污废水中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职工食堂餐厨废水经隔油池处

理、地下车库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通过新沙路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沙井污

水处理厂处理，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本次改扩建工程新增空调冷却塔排水和锅炉排水，属于清净下水，通过市政

雨水管网排入附近地表水体 

（2）地下水环境影响结论 

医院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区域为化粪池、污水处理站、污水管道和垃圾收

集站。院区化粪池和废水处理站的污水/污泥处理池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并

采取抗渗、防腐和缝处理措施，污水管道采用PCCP管，接口规范密封，一般情

况下不会发生渗漏；垃圾收集站地面采取抗渗措施，医疗废物、生活垃圾和餐厨

垃圾等均有专用密闭容器收集，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垃圾渗滤液渗漏的情况，不

会对区域地下水造成污染。 

（3）环境空气环境影响结论 

①带病原微生物的气溶胶 

医院的门急诊、病房等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带病原微生物的气溶胶。医

院应从源头控制带病原微生物气溶胶的排放，门急诊、病房等定时消毒。各建筑

安装独立的通风系统和净化空调，空调系统新风送至医生通道、诊室等处于正压

的地方，将排风设于病患通道等处于负压的地方，让新风从医生流向患者，避免

医患的交叉感染；感染科、住院大楼、门急诊等建筑的空调系统均设消毒过滤装



置，排风均经消毒过滤后排放，定期对消毒过滤器进行清洗。 

在严格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发生交叉感染及含病原微生物

的气溶胶广泛传播的情况。 

②实验与检验废气 

医院运营期检验室会使用到酸类以及乙醚、醛类、醇类、酮类等有机溶剂，

这些物质具有一定的挥发性，使用时会产生一定量的酸性废气以及挥发性有机废

气等。医院实验与检验废气排放量很小，设置通风橱，使用挥发的有机废气经通

风橱内配套设置的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引至各建筑物楼顶高空排放，处理

后的废气对项目内部及周边环境空气的影响很小。 

③备用发电机燃油废气 

医院现有本次改扩建项目改扩建工程新增2台1600kw容量的备用柴油发电

机，供停电时备用供电。发备用柴油发电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燃油尾气中含有

SO2、NOx、烟尘等污染物，新增的备用发电机拟安装碱液喷淋+柴油颗粒物捕

集装置净化处理后引至新建内科综合楼、外科综合楼楼顶98.1m高空排放，并对

现有工程备用发电机增加碱液喷淋装置，处理后的备用发电机燃油尾气可达到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对周边环境空气

质量的影响可以接受。 

④餐厨油烟 

本次改扩建项目新增的营养餐厅厨房必须设置去除率大于90%的静电油烟

处理系统，餐厨油烟经静电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控制规范》

（SZDB/Z254-2017）中的要求后经专用烟道引至外科综合楼楼顶（98.1m）高空

排放。 

医院现有职工食堂已设置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处理食堂产生的油烟并引至

职工宿舍楼楼顶（33m）高空排放。本次改扩建项目需加强食堂餐厨油烟处理系

统的日常维护，确保其处理效果维持在最佳状态。 

采取上述措施后，食堂油烟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其采取的

措施可行。 

⑤地下车库机动车尾气 

本次改扩建后不设地上停车位，地下室增加地下停车位为853个，加上原有



地下停车场267个，改扩建项目建成后总有停车位1120个。机动车尾气主要有CO、

NOX、THC等污染物。一般情况下，地上车库产生的汽车尾气经大气稀释、扩散

后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本评价主要考虑地下车库产生的汽车尾气影响。地

下车库设计有完善的抽风设施，经通风设施抽至排风井引出地面排放。本次改扩

建项目对地下车库的建设应严格按照《机动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

中的规定进行建设，车库的排风口设于下风向，排风口避免朝向临近建筑物和公

众活动场所。对项目车库采取有效管理措施的情况下，废气在地下车库内一般不

会积累，不至危及人体健康。 

此外在将地下停车库排风口安排在地面空旷的地方，同时避开人行道等位

置，并利用绿化带进行一定的净化和阴隔，对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⑥污水处理站臭气 

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的要求，污水处

理站排出的废气应进行除臭除味处理。本次改扩建项目拟采用生物除臭装置的方

法进行处理，去除效率可以达到70%左右。本次改扩建项目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

式构造，主要构筑物位于地下室一层，并加盖板封闭，抽出的气体通过负压进行

收集，经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要求，引至职工宿舍杏园居楼顶高空排放，排气筒

高度约21m。 

经以上除臭处理后，污水处理站的恶臭气体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可以

接受。 

⑦垃圾收集站臭气 

医院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塑料袋收集后，放置加盖的垃圾桶运至垃圾转运站

内，通过规范生活垃圾的收集、贮存管理，及时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做到日产日

清，并定期对垃圾转运站进行消毒及喷洒除臭剂。 

改扩建后医院垃圾产生量较小，采取上述措施后，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恶臭对

院区环境及周围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5）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结论 

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其中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废物、其

它废液、污泥和废过滤器及吸附装置，应分类收集；生活垃圾包含餐厨垃圾。 



本次改扩建项目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后统一交由深圳市益盛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处理；污水处理站污泥消毒后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废过滤器及吸附装置与其

他危险废物分类集中收集，及时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运处理。为防止住院病房等处将部分医疗垃

圾无意或因故混入生活垃圾中，对医院的生活垃圾及暂存场所应定期消毒，暂存

的生活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 

餐厨垃圾妥善收集，及时清运，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垃圾的收集、

运输、利用应符合深圳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要求，并接受城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食堂厨房的含油废水经隔油隔渣预处理后产生潲水油由有资质的回收单位定期

进行回收，不得外排。 

采取以上措施后，改扩建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不会对医院内部及周边环境产生

不良影响。 

2.3外环境影响评价 

（1）交通噪声 

本次改扩建项目用地周边的交通噪声源主要包括新沙路和沙井路，通过噪声

预测，本次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受新沙路和沙井路道路交通噪声影响，若不采取措

施，医院靠近新沙路和沙井路路一侧室内噪声无法达标。 

为使室内声环境达到《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中医院

建筑室内允许噪声级低限标准的相关要求，靠近新沙路和沙井路一侧需设置隔声

窗。 

（2）机动车尾气 

本项目周边道路车辆会产生交通废气，根据深圳中联检测有限公司2015年对

距离沙河西路（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1m处的大气监测结果进行类比评价，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距离道路1m空旷处的NO2、CO、TSP、PM10均可以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的二级标准。且本项目周边道

路车流量小于沙河西路，因此，周边道路机动车尾气对本项目影响不大。 

（3）周边现有工业区对项目大气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勘查可知，项目周边工业企产生的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注塑过程产生



的非甲烷总烃和TVOC废气、电镀、蚀刻废液处理线等工序产生的酸、碱性气。

根据《宝安区沙井一村凯嘉酒店后地块城市更新单元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环境

空气现状监测结果，该评价委托托深圳市高迪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16

日、6月21日~25日对该评价区域东南侧的东塘社区进行了环境空气现状监测，大

气监测点位置距离本次改扩建项目为200m。监测结果表面在项目周边工业企业

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各污染物浓度均达到相应标准的要求。 

因此，项目周边工业区对本次改扩建项目的影响不大。 

2.4 公众参与 

项目与 2017 年 8 月 3 日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从第

一次公示至今，未接到对于该项目的任何意见和建议。 

2.5 产业政策符合性与项目选址合理性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广东省、珠三角地区、深圳

市等各级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项目用地性质属工业用地；符合项目周边环境功

能要求。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和选址具有合理合法性和环境可行性。 

三、总结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基本符合国家、广

东省、珠三角地区和深圳市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规划、行业规划和环境保护规

划，选地不属于水源保护区，不位于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内，总体布局基本合

理，并具有较明显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当地居民就医

环境。 

本次改扩建项目的污染治理工程按高标准要求设计，废水、废气、噪声经相

应治理后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危险废物可以实现安全处置。 

本次改扩建项目二期项目二期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一定量的

污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建设单位在坚持“三同时”原则的基础上，严格

执行国家和深圳市的环境保护要求，切实落实本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



后，可将项目建设和运营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从环境保护的角

度来讲，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建设项目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