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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别
说明 浙江省主要涉及

代码 类别名称

C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

制造

指从天然原油、人造原油中
提炼液态或气态燃料以及石
油制品的生产活动

镇海炼化

中海油（大榭、舟山）

温州沥青

C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指以石油馏分、天然气等为
原料，生产有机化学品的工

乙烯等石油炼化产品下游

行业类别行业类别

C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原料，生产有机化学品的工
业 产品制造

C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

树脂制造
包括通用塑料、工程塑料、
功能高分子塑料的制造

聚丙烯、聚氯乙烯、聚丙

烯酸酯

C2652 合成橡胶制造
指人造橡胶或合成橡胶及高
分子弹性体的生产活动

数量较少

C2653
合成纤维单（聚合）

体制造

指以石油、天然气、煤等为
主要原料，用有机合成的方
法制成合成纤维单体或聚合

体的生产活动

PTA及聚酯、己内酰胺及

锦纶切片

G5990 仓储业
指含汽油、柴油等挥发性有
机液体化学品的储存活动

原油、燃料油储运





石油化工行业石油化工行业1212个源项个源项

基于污染源归类解析



石油化工行业石油化工行业1212个源项个源项



计算方法选择计算方法选择

每个源项提供几种计算方法可供选择。
不同计算方法的主要规律：



计算工具计算工具

《石化行业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
环办[2015]104号 2015年11月发布

计算方法的公
式及默认参数已
在程序中固化，在程序中固化，
企业需根据自身
情况输入变量参
数，程序根据所
填内容自动计算
排放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设备密封点泄漏

是一种遍布在石化
企业整个区域的小
型排放源，是指各型排放源，是指各
种设备和组件和连
接处工艺介质泄漏
进入大气的过程。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相关方程法：

LDAR检测值



石化行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 LDAR ）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需至少检测50%该装置的可达法兰或连接件，并且至少包含1个
净检测值大于等于10000μmol/mol的点。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源项一、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核算方法 需提交的材料 审核要点

实测法 一般企业不采用

相关方程法
企业提交的LDAR
检测报告

LDAR检测是否符
合技术规程

LDAR检测是否符

审核要点

设备动静密封
点

筛选范围法
企业提交的LDAR
检测报告

LDAR检测是否符
合技术规程；

LDAR检测点位是
否达到50%以上

平均排放系数法 工艺设计图
核对设计图；
现场核实

排放时间
查看LDAR检测报
告的检测时间

《浙江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技术要求》
浙环办函(2015)113号



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源项二、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审核要点

核算方法 需提交的材料 审核要点

有机液体

实测法
符合要求的监测报

告

监测报告数据；

现场核查处理设施、储
罐数量

与环评报告、实际产品有机液体
储存与调
和挥发损
失 公式法

物料周转量数据
与环评报告、实际产品
产量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储罐设计参数
与环评报告、现场实际
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气象参数等
与当地常规数据是否存

在较大差异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仅适用于油品

较常用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源项三、装卸损失源项三、装卸损失

审核要点

核算方法 需提交的材料 审核要点

实测法 符合要求的监测报告 监测报告数据

物料年周转量
与环评报告、实际产品产量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有机液体装
卸挥发损失

公式法

装卸方式
罐车情况、装卸方式与环评
报告、现场情况是否存在差

异

排放系数法 物料年周转量
与环评报告、实际产品产量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源项四、废水站源项四、废水站VOCsVOCs挥发挥发



源项四、废水站源项四、废水站VOCsVOCs挥发挥发



源项四、废水站源项四、废水站VOCsVOCs挥发挥发

排放系数法

适用范围
单位排放强度（千克/立

方米）
备注

排放量（千克）=排放系数
废水收集系统及油水分离 0.6

排放量（千克）=排放系数
×废水处理量（立方米）

废水处理厂-废水处理设
施a 0.005

排放量（千克）=排放系数
×废水处理量（立方米）



源项四、废水站源项四、废水站VOCsVOCs挥发挥发

审核要点

核算方法 需提交的材料 审核要点

废水集输、储

实测法
处理设施设计书、
符合条件的监测

报告

根据设计书、现
场情况审核废气
加盖收集情况；
审核监测报告废水集输、储

存、处理处置
过程逸散

审核监测报告

物料平衡法
符合条件的监测

报告
审核监测报告

排放系数法 废水处理量
实际废水处理量
与纳管量/直排量
是否吻合



源项五、燃烧烟气排放源项五、燃烧烟气排放



源项五、燃烧烟气排放源项五、燃烧烟气排放

审核要点

核算方法 需提交的材料 审核要点

燃烧烟气排放

实测法
符合条件的监测

报告
审核监测报告

是否与统计部门
排放系数法 燃料消耗量

是否与统计部门
相关数据吻合



源项六、工艺有组织排放源项六、工艺有组织排放

物料衡算法：不涉及化学反应的过程可采用



源项七、工艺无组织排放源项七、工艺无组织排放



源项八、采样过程排放源项八、采样过程排放

采样过程的排放量核算依据设备动静密封点的核算方法。

密闭式采样或等效设施的排放速率可采用相关方程法，

见公式5和表1。采样瓶与采样口连接的，采用“连接件”系

数核算排放量；采样瓶不与采样口连接的，采用“开口管线

”系数核算排放量。”系数核算排放量。

开口式采样的排放速率应采用平均排放系数法，见表3和

公式6。采样过程中排出的置换残液或气未经处理直接排入

环境的，采用“采样连接系统”和“开口管线”系数分别核

算排放量；置换残液或气排入收集处理设施的，采用“开口

管线”系数核算排放量。



源项九、火炬排放源项九、火炬排放

需实测

需物料衡算

需实测



源项九、火炬排放源项九、火炬排放

火炬工况 助燃气体类型 火炬操作条件
火炬燃烧
效率

无助燃

A. 火炬气体的净热值≥7.45MJ/m3；
B. 当直径≥DN80 mm、氢含量≥8%（体积百分数）
时，出口流速＜37.2 m/s且＜Vmax；

C. 出口流速＜18.3 m/s，但当燃烧气体的净热值
＞37.3 MJ/m3时，允许排放流速≥18.3 m/s，但
应＜V 且＜122 m/s

98%

火炬燃烧效率取值

正常
应＜Vmax且＜122 m/s

蒸汽助燃

A. 火炬气体的净热值≥11.2MJ/m3

B. 出口流速＜18.3 m/s，但当燃烧气体的净热值
＞37.3 MJ/m3时，允许排放流速≥18.3 m/s，
但应＜Vmax且＜122 m/s；

C. 蒸汽/气体≤4

98%

空气助燃
A. 火炬气体的净热值≥11.2MJ/m3；
B. 出口流速＜Vmax

98%

非正常

无助燃 不满足火炬气净热值、出口流速的条件 93%

蒸汽助燃
不满足火炬气净热值、出口流速的条件 93%
不满足蒸汽与气体比值的条件 80%

空气助燃 不满足火炬气净热值、出口流速的条件 93%
故障 火炬气流量超过设计值、火炬故障停用或未投用 0%



源项九、火炬排放源项九、火炬排放

核算方法 需提交的材料 审核要点

火炬排放

火炬物料衡算
符合条件的火炬进
口VOCs监测数据

审核监测报告

排入火炬的总废气

审核要点

火炬排放
装置物料衡算

排入火炬的总废气
量

物料衡算是否合理

热值排放系数法 火炬热值监测数据 审核监测报告



源项十、非正常工况排放源项十、非正常工况排放

主要为装置开停工及维修



源项十一、冷却塔、循环水源项十一、冷却塔、循环水

需实测



源项十一、冷却塔、循环水源项十一、冷却塔、循环水

审核要点

核算方法 需提交的材料 审核要点

冷却塔、循环

物料衡算法
冷却水EVOCs监测

数据
审核监测报告

冷却塔数据是否水冷却系统释
放 排放系数法

冷却塔循环水量
（冷却塔设计方案）

冷却塔数据是否
符合设计书；现
场审核冷却塔循

环量



源项十二、事故排放源项十二、事故排放



石化行业核算案例石化行业核算案例——10001000万吨万吨//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