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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为什么要控制VOCs排放？ 



挥发性有机物的定义 

 WHO国际卫生组织定义：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指沸点为50－260℃，室温下

饱和蒸汽压大于133.32Pa，在常温下以蒸汽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的一类有机物。 
 
美国联邦环保署(EPA)的定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除CO、CO2、H2CO3、金属碳化
物、金属碳酸盐和碳酸铵外，任何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的碳化合物。  

烷烃 
烯烃 

炔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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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数百种物质 



VOCs的环境与健康影响 

VOCs的
危害 

 光化学烟雾、O3 

NOX+VOCs         O3+颗粒物+各种氧化剂   

VOCs是近地面臭氧的重要前体物 

灰霾、 PM2.5 

 VOCs是PM2.5的前体物之一，是控制二次颗粒物的 

关键因子。 

 大部分具有高毒、致癌性 

    直接影响人体神经、血液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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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化学反应 

VOCs是臭氧和PM2.5的重要前体物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神经毒性：脂肪烃、氯化烃 
 
血液毒性：芳香烃 
 
肝肾毒性：氯代烃 
 
皮肤粘膜刺激：酮类、脂类 
 
生殖遗传：乙二醇醚及其酯类 

溶剂种类 染毒途径 LD50(g/Kg) LC50(g/m3) 

苯  

吸入    31.7 

腹腔  10.1   

皮下    26.5    

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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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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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口  14   

甲基异丁
基酮  

经口  4.7   

吸入    23.3 

经口   2.1   

毒性VOCs排放比重约占30％左右 
动物毒性实验 

VOCs的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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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控制是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

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挥发性有机物被列为需重点控制的四项大气

污染物之一 

《国务院关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批复》：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防治工作全面开展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将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是否符合总量控制要求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条件；

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排污费征收范围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蓝天工程改善大气环境的意见》：挥发性有机物

是重点控制的污染物之一 

《关于印发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开展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现状调查；研究制订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二、江苏省工业VOCs排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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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来源广泛 

2、机动车尾气排放 3、油气储运过程 

石化、化工                   喷涂等工艺过程  

1、工业源排放 

餐饮油烟                              建筑装饰                      秸秆焚烧                           服装干洗  

4、三产活动过程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pic.pub.cqnews.net/0/01/28/70/1287011_522693.jpg&imgrefurl=http://cqtoday.cqnews.net/system/2007/09/15/000894667.shtml&usg=__9O9kWV0LZ0leDDq3hS2bIojMotw=&h=315&w=450&sz=30&hl=zh-CN&start=109&itbs=1&tbnid=v0wwYcUxxdSOyM:&tbnh=89&tbnw=127&prev=/images?q=%E6%9C%BA%E5%8A%A8%E8%BD%A6%E5%B0%BE%E6%B0%94&start=10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sa=N&gbv=2&ndsp=20&tbs=is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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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为源VOCs排放量分布（2010年） 

工业 
53% 

机动车尾气 
27% 

建筑装饰 
3% 

储运过程 
10% 

餐饮业油烟 
5% 生物质燃烧 

2% 

江苏省工业VOCs排放占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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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中国主要污染源VOCs排放清单分析和趋势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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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源VOCs年排放总量(前十) 工业源VOCs单位面积排放强度 

工业源VOCs排放量全国最高 



重点行业VOCs排放量估算 

针对江苏省12个重点行业，采用排放因子法（研究基准年为2010年）： 

        Ei=Pi ×EFi 

     E——VOCs排放量；i——源类别； 

     P——排放源的活动水平，主要通过3种途径获得，一是江苏省统计年

鉴或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二是2010年污染源普查数据，三是调研相关企

业获得的数据。 

          对于石化化工、医药制造、轮胎制造行业，P为产品产量； 

          对于包装印刷、家具制造、塑料制造、金属制品与装备制造、电

子元器件及电子产品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为涂料、油墨、胶黏

剂等有机溶剂使用量； 

     EF——源排放因子，主要来源于国内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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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工业VOCs排放行业分布情况（2010年） 

石化化工行业排放贡献大 



工业VOCs污染控制管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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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企业未进行末端治理 

 末端治理技术选择有缺陷 

 无组织废气排放严重 

 治理设施日常维护管理不到位 

工业VOCs污染控制现状 

污水处理系统无组织排放 

废气收集管线泄露 

废气未经处理直排 水真空泵尾气未收集 

缺乏对企业的具体控制要求 



江苏省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亟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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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现状不清； 

缺乏行业污染控制要求； 

法律法规及标准缺失； 

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污染治理技术研发不够； 

监测监控能力跟不上 

    … … 

存在问题 

我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起步晚，基础薄弱，尤其是工业

源的VOCs污染控制 

亟需针对江苏省VOCs

污染控制的重点问题，

建立一套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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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VOCs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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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组织 法律法规 主要内容 

欧盟 

1994/63/EC 汽油存储和运输TVOCs释放限值 

1996/61/EC 石油炼制、有机化学品、精细化工等6大VOCs限值 

1999/13/EC 特定活动和设备安装使用的有机溶剂VOCs排放限值（20个行业） 

2004/42/EC 油漆、室内和车内装饰中使用的有机溶剂VOCs逸散限值，室内TVOCs需低于0.3mg/m3 

2009/563/4C 鞋类VOCs释放限值 

ECMA-328 

VOC法规 
与静电程序相关的电子产品VOCs释放限值 

1994/63/EC 汽油储存盒运输中TVOCs释放限值 

美国 

大气清洁法 
对189种VOC排放进行了规定，为适应各区的环境基准又规定了相应的基准

RACT,BACT,LAER。对污染源（包括原有和新增源）排放VOCs提出明确限值 

40 CFR 63 

Subpart II 
限制油漆、粘合剂、溶剂、木业胶水中VOCs逸散 

加州65提案 对VOC的限制为室内空气中总VOCs含量低0.5mg/m3 

284号TBT提案 针对喷雾涂料气雾涂料类产品制定反应性VOC国家排放法规 

日本 
 

恶臭防止法 规定10余种VOCs的排放标准，1996年增加到53种，2002年增加到149种 

大气污染防治法 
除对汽车排放VOCs限制外，主要针对工厂VOCs进行限制，鼓励企业自愿减排，明确 

提出2010年VOCs的排放量要比2000年减少30% 

其它 
日本汽车制造业协会和日本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分别对汽车车厢和电脑挥发性有机物

VOCs提出要求 

国外法规、标准制定情况 



对企业的污染控制思路 

源头控制 过程控制 末端控制 

排污许可制度
规定设备运行
的各种参数，
同时对各种参
数进行监控，
保证其运行时
能够按照良好
工况的要求，
减少污染排放 

建设项目是否符
合各项法律法规
和标准、总量削
减目标的要求； 

是否采用了低
VOCs排放的原
料和工艺； 

是否能证明采用
了最佳实用技术

（BACT） 

采用“泄漏检测
与修复（LDAR

）”技术，定期
排查； 

按照总量减排任
务，开展新技术

的研发； 

管理者严格巡检
，对违法排污行
为处巨额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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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特定项目 综合项目 
其它有机物 

项目 

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氯乙烯、苯、甲苯、二甲苯、氯苯类、硝
基苯类、苯胺类、酚类、甲醛、乙醛、丙

烯醛、丙烯腈、甲醇 
非甲烷总烃 

苯并（a）芘、沥
青烟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苯乙烯、甲硫醇、甲硫醚、二甲二硫醚、

三甲胺 
臭气浓度 

3、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苯可溶物、苯并

（a）芘 

4、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油烟 

5-7、储油库/汽油运输/加油站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油气（NMHC） 

8、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 

苯、甲苯、二甲苯、二甲基甲酰胺 
TVOCs（二甲基
甲酰胺除外） 

国内排放标准制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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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苏省正在开展的工作 



抓住3个重点 

工业VOCs

污染控制 

重点 

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 重点问题 

添加文本内容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化

学药品原药制造等行业 

以化工园区

（集中区）

为重点区域 

造成重复信访的

VOCs污染问题 

全省57个化工园区

（集中区），VOCs

集中排放区域 



1、开展化工园区有机废气整治 

控制无组织排放 

• 大型石化企业实施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 

• 中小企业密闭化生产 

治理有组织排放 

 
    制定化工行业VOCs整体治理计划，逐个园区、逐个企
业进行排查与诊断，“一厂一策”，2012年5个试点园区
已先后完成排查整治工作，取得明显的效果 



设计清单调查表格，编制调查

技术规范，掌握活动水平信息 

召开培训，指导地方

开展调查 

调查目的 

方法 

 摸清底数，掌握排放源行业分布、区域

分布情况； 

 掌握污染防治现状。 

为制定大气污染防治

方案提供基础信息 

2、进行VOCs排放清单调查工作 



3、制定VOCs污染控制的政策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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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进展状况 

 
地方性政策法规 

关于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的指导
意见 

已发布 

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制定中 

 
 

排放标准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征求意见中 

江苏省化工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制定中 

江苏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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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VOCs排放监测监控 

 建立VOCs监测方法 

 建立VOCs监控体系：化工园区、重点企业安装在线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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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展VOCS现状调查与来源解析研究 

 江苏省蓝天工程大气专项研究 

 江苏省VOCs排放量行业分布估算 

 南京市环境空气中VOCs浓度现状监测与分析 

 南京市VOCs来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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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策建议 



VOCs防治的思路和建议——宏观层面 

大气VOCs的特点：组分复杂、来源复杂、化学反应复杂 

 

摸清家底：排放多少，排放什么，怎么变化？ 

将NOX和VOCs的总量控制进行科学统筹，逐步从总量控

制过渡到基于环境目标的控制，重点是O3和PM2.5的目标 

纳入空气有毒有害物质的管理 

 



基于环境目标的控制 

企业VOCs污染控制 

管理核心政策体系 

基于最佳实
用技术的排

放标准 

环境准入 监测监控
能力建设 

环境经济 
政策 

VOCs防治的思路和建议——企业层面 

排污许可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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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准入门槛，对于毒性大、嗅阈值低、难降解的原料或者有机产品，制定

相关政策，禁止使用或者生产； 

 

对废气种类多、排放量大的项目，进行工艺设备、废气处理方案的专项评审

论证； 

 

加快推进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法规及标准体系的建设，制定重点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相关标准，使特征污染物的排放有据可依； 

 

建立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最佳实用技术体系，设定技术准入门槛，以技术法规

作为环境准入、制定标准、发放许可证的基础。 



问题——VOCs排放量怎么核定？ 

缺乏本地化的排放因子，不能准确反映VOCs排放现状； 

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缺乏对VOCs污染的认识，溶剂使用量、

成分等相关数据准确填报难度大，在环评中难以通过物料衡

算全部识别，实际监测结果很可能是VOCs活性物种反应以后

生成的物质，给排放量核查带来较大困难； 

亟需研究建立重点行业VOCs排放量核算方法，建立源成分谱

数据库，制定VOCs污染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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