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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业企业恶臭异味管控技术指南

前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浙

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加强工业企业恶臭异味（以下简称“异味”）管控，改

善群众身边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由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制定。

本指南起草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嘉兴得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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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浙江省工业企业异味管控，适用对象为浙江省涉挥发性有机物

（VOCs）企业、农副食品企业、铸造企业、涉酸洗工序企业及其他涉异味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编制说明

GB 14675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系列

《浙江省“十四五”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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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异味

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引起人们不愉快感觉及损害生活环境的气体。

3.2 厂界

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法定边界。若难以确定法定边界，则指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实

际占地边界。

3.3 无组织排放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

缝隙、通风口、敞开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3.4 臭气强度等级

人体嗅觉对于异味刺激直观反应的程度。

3.5 污染预防措施

为减少污染物排放，在生产过程中采用避免或减少污染物产生的措施。

3.6 污染治理措施

在污染物产生后，为了消除或者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而采用的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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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异味管控范围及流程

4.1异味管控范围

本指南所称的异味管控是指企业在实现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基础上，进一步

采取污染预防措施、污染治理措施、环境管理措施等，降低臭气强度等级的过程。

本指南所规定的异味管控范围为工业企业，重点是涉 VOCs行业（合成革、橡

胶、塑料、涂装、印刷、纺织印染、石化、精细化工、制药及农药、香精香料、涂

料与油墨制造等）、农副食品业、铸造业、涉酸洗行业中涉异味企业。

4.2异味管控流程

异味管控主要包含企业自查评估、异味监测、异味影响评估、措施制定、措施

实施、管控成果评估、留档备查、企业申明、抽查与监督等流程，详见图 1，各项

流程开展范围见表 1。
图 1 异味管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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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异味管控流程开展范围

工作流程 开展范围

自查评估 4.1节中异味管控范围内企业

异味监测 企业自行选择开展

异味影响评估 涉气信访投诉较多的企业

制定治理提升措施并实施
涉气信访投诉较多的企业、臭气排放区域影响较大的企业、

臭气强度等级高于 1级的企业

编制专项治理方案 治理提升措施繁杂的企业

异味管控成果的申明 涉气信访投诉较多的企业

4.2.1 自查评估

纳入异味管控范围的企业，在厂区内（厂界、重点工序、治理设施等周边）开

展臭气强度等级自查评估，评估方法参照附录 A执行，评估标准参照“表 2 臭气强

度等级与感官描述”执行，评估表格参照附录 C设置。

一般企业自查评估工作可自行或委托开展。涉气信访投诉较多、存在严重异味

污染的企业，可邀请当地公众监督团队成员开展评估，公众监督团队组建方法详见

附录 B。

企业可通过异味监测（臭气浓度、典型异味污染物监测）佐证厂区范围异味水

平。涉气信访投诉较多的企业可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开展异味影响评估，模拟企业

典型工况下的臭气排放区域影响程度。

经评估臭气强度高于 1级（2~5级）的企业、涉气信访投诉较多的企业，可

对照本指南开展异味管控，降低自身臭气强度等级，降低异味影响程度。

表 2 臭气强度等级与感官描述

臭气强度等级 描述

0级 无臭

1级 气味似有似无

2级 微弱的气味，但是能确定什么样的气味

3级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气味

4级 感觉到比较强烈气味

5级 非常强烈难以忍受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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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措施制定与实施

4.2.1节中判定需开展异味管控的企业依据自身现状，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技术

单位制定治理提升措施清单，措施清单可参照附录 C形式编制。治理提升措施繁杂

的企业可编制专项治理方案。

4.2.3 管控成果评估与申明

企业根据措施清单完成相应工作后，可自行或邀请行业专家、公众监督团队开

展管控成果评估，评估方法同 4.2.1节。经评估臭气强度为 0~1级的企业视为管

控成果合格，涉气信访投诉较多的企业可通过公开渠道进行异味管控成果的申明。

4.2.4 抽查与监督

企业参照附录 C建立异味管控全流程档案，积极配合管理部门的抽查与监督，

并确保档案的真实性。

5异味管控措施

5.1一般措施

5.1.1 原辅料替代

企业依据自身情况、行业特征、现有技术，对涉异味的原辅材料开展源头替代，

采用低挥发性、异味影响较低的物料，从源头上减少自身异味排放。

5.1.2 过程控制

企业优先对储存、运输、生产设施等异味产生单元进行密闭，封闭不必要的开

口。由于生产工艺需求及安全因素无法密闭的，可采用局部集气措施，确保废气收

集风量最小化、处理效果最优化。有条件的企业可通过废气循环化利用实现异味气

体“减风增浓”。对异味影响较大的污水处理系统实施加盖或密闭措施，使用合理

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确保异味气体不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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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末端高效治理

企业实现异味气体“分质分类”治理。氨、硫化氢、酸雾等无机废气采用吸收等

工艺处理，水溶性有机废气采用氧化吸收、吸附等工艺处理，非水溶性有机废气采

用冷凝、吸附、燃烧等工艺处理，实现废气末端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5.1.4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

企业对废气治理设施进行有效的运行管理，定期检查设施工作状态，吸收类治

理设施需定期更换循环液并添加药剂，吸附类治理设施需定期更换或再生吸附剂，

燃烧类治理设施需设定有效的氧化温度和停留时间，确保设施运行效果。重点企业

运用在线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等智慧化手段管理废气治理设施。

5.1.5排气筒设置

企业合理设置异味气体排气筒的位置、高度等参数，降低异味对周边区域影响。

5.1.6异味管理措施

企业设置专业环保管理人员，并建立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对产生异味的重点

环节加强管理，按照 HJ 944、HJ 861的要求建立台账。

5.2异味管控重点领域及措施

5.2.1涉 VOCs企业管控环节与措施

涉 VOCs企业为异味管控重点，其中各行业的重点管控环节见表 3。涉 VOCs

企业符合《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要求，污水处理设施中异

味产生单元实施加盖或密闭措施，针对异味气体特征进行分质分类处理，对臭气浓

度较高的处理尾气可增加深度除臭设施。废气应急排放旁路按规定配置治理设施，

非正常工况废气排放满足标准要求。石化、化工企业定期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LDAR）工作。涉 VOCs企业管控措施详见附录 D中表 D.1~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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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涉 VOCs行业重点管控环节

序号 行业 重点管控环节

1 合成革
原辅料替代、配料和输送、湿法生产、干法生产、后处理、DMF
回收、污水处理系统、罐区及装卸车

2 橡胶 炼胶、硫化、涂布、上胶、脱硫

3 塑料 挤出造粒、成型、脱溶

4 工业涂装 原辅料替代、涂料调配和输送、涂覆、干燥/固化

5 印刷 原辅料替代、油墨调配和输送、印刷、复合、清洗、烘干

6 纺织印染 染色、定型、印花、涂布（涂层）、烘干、污水处理

7 石化
装置区泄漏点、反应弛放气、非正常工况排气、开停车吹扫气、

应急处理系统（火炬）、装卸车尾气、罐区呼吸气、污水站废气

8

精细化工

精细化工
投料、反应（混合）、过程取样、真空尾气、固液分离、干燥包

装、灌装、污水处理系统、罐区及装卸车、危废暂存

9 制药、农药
投料、反应（混合）、生物发酵、过程取样、真空尾气、固液分

离、干燥包装、污水处理系统、罐区及装卸车、危废暂存

10 香精香料
配料、反应（混合）、过程取样、真空尾气、灌装、污水处理系

统、罐区及装卸车、危废暂存

11 涂料与油墨制造 配料、分散、研磨、清洗、灌装、罐区及卸车

5.2.2 农副食品企业管控环节与措施

饲料及添加剂加工、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焙烤食品制造等农副食品企业为

异味管控重点，其中重点管控环节包括物料堆放、发酵、干燥、污水处置等。企业

做好主要异味排放工序的全密闭收集，收集区域保持微负压状态，并对污水处理设

施中异味产生单元实施加盖或密闭措施。因生产原因无法实现密闭的，采取有效的

局部集气措施，有效降低异味污染无组织排放水平。废气实现“应收尽收”，发酵、

干燥、污水站废气可采用氧化吸收、生物处理等高效组合工艺处理。农副食品企业

管控措施详见附录 D中表 D.12。

5.2.3 铸造企业管控环节与措施

采用树脂模、蜡模和消失模等工艺的铸造企业为异味管控重点，其中重点管控

环节包括制芯和浇铸等。企业做好主要异味排放工序的全密闭收集，收集区域保持

微负压状态；因生产原因无法实现密闭的，采取有效的局部集气措施，有效降低异

味污染无组织排放水平。废气实现“应收尽收”，制芯和浇铸废气可采用氧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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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吸附等高效组合工艺处理。铸造企业管控措施详见附录 D中表 D.13。

5.2.4 涉酸洗工序企业管控措施

涉酸洗工序企业为异味管控重点。企业优化生产工艺，使用酸雾抑制剂减少酸

雾产生。对酸洗工序优先采用区域全密闭的收集方式，或采用集气罩、吹吸罩兼全

密闭的收集方式，确保密闭空间保持微负压，提高废气收集效率。治理设施需与生

产设备“同启同停”，所收集的酸雾采用化学吸收等工艺处理，安装药剂自动添加装

置，确保吸收液定期更换。涉酸洗工序企业管控措施详见附录 D中表 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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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臭气强度等级自查评估

A1 评估范围：

对厂区全域（不含厂房内部）开展嗅辨并记录，嗅辨重点位置为厂界、生产设

施、公用设施周边，如厂房、污水处理单元、废气处理设施、罐区等（如图 A-1所

示）。

A2 评估周期：

1周内 2个正常生产的自然日（可选取非连续的 2个自然日）为 1个评价周

期，每日选择 1个典型时段开展现场嗅辨并记录。

A3 评估人员：

现场嗅辨人员优先从当地公众监督团队中选取，由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或环保协

会统一调度。要求嗅辨人员无不良嗜好，具备正常的嗅辨能力，与企业无直接相关

利益，每次现场嗅辨人员不得少于 6位。

A4 评估结果核算：

每位嗅辨人员嗅辨结束后单独进行臭气强度评定，去除最高、最低结果后统计

平均值取整（四舍五入取整）为该次嗅辨的臭气强度等级；

1个评估周期（2个自然日）内记录的臭气强度次高等级（去除最高等级）为

企业该评估周期内的臭气强度等级。

A5 评估方式：

每次评估均需绕厂界一周，并在嗅辨重点点位周边 3m范围绕行、停留 30秒

以上，综合评定厂区范围异味强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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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重点嗅辨点位布置图

附录 B：公众监督团队组建与管理

B.1公众监督团队组建

鼓励各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开发区（园区）管委会组建公众监督团队，团队

成员为热心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身体健康的市民，一

般为 18~65周岁，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可包括周边群众代表、企业职工代表、机

关干部等。

B.2公众监督团队管理

B.2.1 积极宣传环保法律法规，提高群众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度，搭建政府、

企业与公众环保工作交流平台，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舆论氛围；

B.2.2 定期组织公众监督团队开展相关培训，对典型异味物质、嗅辨方法、企

业异味产排特征等进行介绍，从嗅辨机理、气味的定性和定量评价、实样嗅辨方式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和实操练习，全面提升监督团队的能力；

B.2.3 公众监督团队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异味扰民等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的行为，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反映，并有针对性地邀请进行整改回访；

B.2.4 管理部门可建立公众监督团队奖惩制度，确保团队成员公平、公正、积

极地参与异味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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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异味管控全流程档案

C1 管控前自查评级

企业管控前单次臭气强度等级自评结果见表 C1-1（需记录 1个评估周期内各

次自评结果），评估周期内臭气强度等级自评结果见表 C1-2。

表 C1-1单次臭气强度等级自评表（管控前）

基本要求 评级说明 评级

根据异味污染现场嗅辨，对厂界

和厂区内进行现场异味评估

无臭（0级）；气味似有似无（1级）；微弱的气味，

但是能确定什么样的气味（2级）；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气味（3级）；感觉到比较强烈气味（4级）；非常强

烈难以忍受的气味（5级）

风向 风速

异味点：

评级企业名称：

评级人员签字： 评级时间：

表 C1-2评估周期内臭气强度等级自评表（管控前）

评估周期 评级

XX年XX月XX日

XX年XX月XX日

周期内臭气强度等级：

异味点：

评级企业名称：

评级人员签字：

C2 管控前异味监测

企业管控前无组织臭气浓度监测结果见表 C2-1，有组织臭气浓度监测结果见

表 C2-2，监测单位出具的监测报告作为附件存档。

表 C2-1无组织臭气强度监测结果汇总表（管控前）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样品 臭气浓度（无量纲）

XX年XX月XX日 1#厂房门口

1
2
3
4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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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站周边

1
2
3
4

最大值

罐区周边

1
2
3
4

最大值

废气处理设施

周边

1
2
3
4

最大值

…

1
2
3
4

最大值

企业名称：

监测单位：

表 C2-2有组织臭气强度监测结果汇总表（管控前）

监测日期 排气筒 样品 臭气浓度（无量纲）

XX年XX月XX日

1#排气筒

1
2
3

最大值

2#排气筒

1
2
3

最大值

…

1
2
3

最大值

企业名称：

监测单位：

C3 措施制定与实施

企业制定的治理提升措施与实施情况见表 C3-1，落实前后现场照片、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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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技术合同等文件作为附件存档。

表 C3-1措施落实情况评分表

序号 措施分类 治理措施 是/否落实 完成时间

1 原辅料替代
措施 1 是/否
… 是/否

2 过程控制
措施 1 是/否
… 是/否

3 末端治理 … 是/否

4 设施运行管理 … 是/否

5 排气筒设置 … 是/否

6 异味管理 … 是/否

7 其他 可对其他分类的治理措施进行说明 是/否

C4 管控后自查评级

企业管控后单次臭气强度等级自评结果见表 C4-1（需记录 1个评估周期内各

次自评结果），评估周期内臭气强度等级自评结果见表 C4-2。

表 C4-1单次臭气强度等级自评表（管控后）

基本要求 评级说明 评级

根据异味污染现场嗅辨，对厂界

和厂区内进行现场异味评估

无臭（0级）；气味似有似无（1级）；微弱的气味，

但是能确定什么样的气味（2级）；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气味（3级）；感觉到比较强烈气味（4级）；非常强

烈难以忍受的气味（5级）

风向 风速

异味点：

评级企业名称：

评级人员签字： 评级时间：

表 C4-2评估周期内臭气强度等级自评表（管控后）

评估周期 评级

XX年XX月XX日

XX年XX月XX日

周期内臭气强度等级：

异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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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企业名称：

评级人员签字：

C5 管控后异味监测

企业管控后无组织臭气浓度监测结果见表 C5-1，有组织臭气浓度监测结果见

表 C5-2，监测单位出具的监测报告作为附件存档。

表 C5-1无组织臭气强度监测结果汇总表（管控后）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样品 臭气浓度（无量纲）

XX年XX月XX日

1#厂房门口

1
2
3

最大值

污水站周边

1
2
3

最大值

罐区周边

1
2
3

最大值

废气处理设施

周边

1
2
3

最大值

…

1
2
3

最大值

企业名称：

监测单位：

表 C5-2有组织臭气强度监测结果汇总表（管控后）

监测日期 排气筒 样品 臭气浓度（无量纲）

XX年XX月XX日

1#排气筒

1
2
3

最大值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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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大值

企业名称：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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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异味管控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D.1~D.15可作为企业异味管控的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一）合成革行业

表 D.1 合成革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高污染原辅料

替代
湿法、干法、印刷工序使用传统高污染原辅料；

① 湿法、干法工序中推广使用水性聚氨酯树脂、无溶剂聚氨酯树脂、热塑性弹性体树脂、单一溶剂

型树脂等环保型树脂替代技术；

② 干法生产线、三版印刷工序中推广使用环境友好型助剂（例如高沸点溶剂助剂）、水性油墨等替

代技术；

2 物料调配与

运输方式

① 配料工序未密闭；

② 浆料采用敞口拉缸输运；

① 配料作业在密闭间内操作。密闭间的窗户要求保持常闭，并配备完善的废气换风系统，密闭间进

出设置可实现自动关闭的防火门；

② 开展浆料管道化输送改造，替代小桶转料方式；

3 生产区域

密闭性
湿法、干法、后处理生产线密闭性能差；

除进料口和产品成卷工序外，其余生产线须密闭。鼓励浆料槽操作口上设空气幕，人员操作区进出

口设置可自动关闭的开合门；

4 废气收集

方式

① 密闭换风区域过大导致大风量、低浓度废气；

② 集气罩控制风速达不到标准要求；

① 在不影响生产操作的同时，尽量减小密闭换风区域，提高废气收集处理效率，降低能耗；

② 因特殊原因无法实现全密闭的，采取有效的局部集气方式，控制点位收集风速不低于 0.3m/s；

5 污水站高浓池

体密闭性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6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7 废气处理工艺

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①高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收、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催

化燃烧、热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减排。中、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

采用吸收、吸附等技术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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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

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

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

附剂脱附周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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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橡胶行业

表 D.2 橡胶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

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生产工艺环保先进性 炼胶、压延、硫化等使用传统高污染工艺；
①采用胶片水冷技术，避免废气产生；

②采用再生胶企业常压连续脱硫工艺，实现管道式密闭连续生产，废气产生量少，易于收集处理；

2 生产区域密闭性 生产线密闭性能差；
①设置专门的打浆配料间，打浆配料废气通过排气柜或集气罩收集；

②开炼、压延、平板硫化等工序废气采取整体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

3 废气收集方式

① 密闭换风区域过大导致大风量、低浓度

废气；

② 集气罩控制风速达不到标准要求；

① 在不影响生产操作的同时，尽量减小密闭换风区域，提高废气收集处理效率，降低能耗；

② 因特殊原因无法实现全密闭的，采取有效的局部集气方式，控制点位收集风速不低于 0.3m/s；

4
污水站高浓池体

密闭性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5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6 废气处理工艺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① 采用吸附法处理含尘、含气溶胶、高湿废气、高温废气，事先采用高效除尘、除雾装置、冷却装

置等进行预处理；

② 采用燃烧法处理含腐蚀性废气，采用高效水喷淋装置、酸/碱喷淋吸收装置等进行预处理。控制

进入燃烧系统的废气中卤化物的含量，可采用大孔树脂吸附等工艺进行预处理。

③ 生物法、臭氧氧化法适用于炼胶、压延、硫化等工艺废气的除臭；喷淋吸收法适用于炼胶、压延、

硫化等工艺废气预处理；光氧化技术适用于炼胶、压延、硫化废气除臭，且仅可作为除臭组合单元

之一；

7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

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

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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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剂脱附周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三）塑料行业

表 D.3 塑料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生产工艺环保先进性 风冷设备导致废气风量过大； 采用水冷替代技术，减少使用或完全替代风冷设备；

2 生产设施密闭性 生产线密闭性能差； 造粒、成型等工序废气，可采取整体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

3 废气收集方式
① 密闭换风区域过大导致大风量、低浓度废气；

② 集气罩控制风速达不到标准要求；
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的，废气产生点位控制风速不低于 0.3m/s；

4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5 废气处理工艺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① 采用吸附法处理含尘、高湿废气、高温废气，事先采用高效除尘、除雾装置、冷却装置

等进行预处理；

② 高压静电法适用增塑剂及其他助剂产生的高沸点油烟废气处理；臭氧氧化法适用于

CDS、POM、EVC等塑料制造废气除臭；光氧化技术适用于 CDS、POM、EVC等塑料制

造废气除臭，且仅可作为除臭组合单元之一；

6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

立台账，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
含量，污染治理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

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附剂脱附周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

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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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涂装行业

表 D.4 工业涂装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高污染原辅料替代、

生产工艺环保先进性
涂装工序使用传统高污染原辅料；

① 采用水性涂料、UV固化涂料、粉末喷涂、高固体分涂料等环保型涂料替代技术；

② 采用高压无气喷涂、静电喷涂、流水线自动涂装等环保性能较高的涂装工艺；

2 物料调配与运输方式

① VOCs 物料在非取用状态未封口密

闭；

② 调配工序未密闭或废气未收集；

① 涂料、稀释剂、固化剂、清洗剂等 VOCs物料密闭储存；

② 涂料、稀释剂、固化剂等 VOCs物料的调配过程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并设置专门

的密闭调配间，调配废气排至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

③ 含 VOCs物料转运和输送采用集中供料系统，实现密闭管道输送；若采用密闭容器的输送方式，

在涂装作业后将剩余的涂料等原辅材料送回调漆室或储存间；

3
生产、公用设施

密闭性

① 涂装生产线密闭性能差；

② 含 VOCs 废液废渣储存间密闭性能

差;

① 除进出料口外，其余生产线须密闭；

② 废涂料、废稀释剂、废清洗剂、废漆渣、废活性炭等含 VOCs废料（渣、液）以及 VOCs物料

废包装物等危险废物密封储存于危废储存间；

③ 其中液态危废采用储罐、防渗的密闭地槽或外观整洁良好的密闭包装桶等，固态危废采用内衬塑

料薄膜袋的编织袋密闭包装，半固态危废综合考虑其性状进行合理包装；

4 废气收集方式

① 密闭换风区域过大导致大风量、低浓

度废气；

② 集气罩控制风速达不到标准要求；

① 在不影响生产操作的同时，尽量减小密闭换风区域，提高废气收集处理效率，降低能耗；

② 因特殊原因无法实现全密闭的，采取有效的局部集气方式，控制点位收集风速不低于 0.3m/s；

5
污水站高浓池体

密闭性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6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7 废气处理工艺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 高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催化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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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热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减排。中、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附

技术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8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

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

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

附剂脱附周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五）印刷行业

表 D.5 印刷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高污染原辅料

替代、生产工艺

环保先进性

印刷工序使用传统高污染原辅料；

① 采用采用植物油基胶印油墨、无/低醇润湿液、辐射固化油墨、水性凹/凸印油墨、水性光油、

UV光油等环保型原辅料替代技术；

② 采用自动橡皮布清洗、无水胶印、无溶剂复合、共挤出等环保性能较高的印刷工艺；

2
物料调配与运

输方式

① VOCs物料在非取用状态未封口密闭；

② 调配工序未密闭或废气未收集；

① 油墨、稀释剂、胶粘剂、清洗等 VOCs物料密闭储存；

② 油墨、稀释剂等 VOCs物料的调配过程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并设置专门的密闭

调配间，调配废气排至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

③ 含 VOCs物料转运和输送采用集中供料系统，实现密闭管道输送；若采用密闭容器的输送方式，

在涂装作业后将剩余的涂料等原辅材料送回调配间或储存间；

3
生产、公用设施

密闭性

① 印刷生产线密闭性能差；

② 含 VOCs废液废渣储存间密闭性能差;

① 设置密闭印刷隔间，除进出料口外，其余须密闭；

② 废油墨、废稀释剂、废清洗剂、废活性炭等含 VOCs废料（渣、液）以及 VOCs物料废包装物

等危险废物密封储存于危废储存间；

③ 其中液态危废采用储罐、防渗的密闭地槽或外观整洁良好的密闭包装桶等，固态危废采用内衬

塑料薄膜袋的编织袋密闭包装，半固态危废综合考虑其性状进行合理包装；

4 废气收集方式
① 密闭换风区域过大导致大风量、低浓度废气；

② 集气罩控制风速达不到标准要求；

① 在不影响生产操作的同时，尽量减小密闭换风区域，提高废气收集处理效率，降低能耗；

② 因特殊原因无法实现全密闭的，采取有效的局部集气方式，控制点位收集风速不低于 0.3m/s；

5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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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废气处理工艺

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高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催化燃烧、

热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减排。中、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

附技术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7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

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

理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吸附剂脱附周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

年。

（六）纺织染整行业

表 D.6 纺织染整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高污染原辅料

替代、生产工艺

环保先进性

染色、涂层整理工序使用传统高污染原辅

料；

① 染色工序使用环保型染料及助剂；

② 涂层整理工序使用水性涂层浆，优先使用单一组分溶剂的涂层浆；

2
物料调配与运

输方式

①大宗液态有机物未使用储罐储存；

②物料采用敞口拉缸输运，用完的空桶敞口

放置；

③调浆间未密闭；

① 醋酸、二甲基甲酰胺（DMF）、二甲基乙酰胺（DMAC）、二甲苯等大宗液态有机物采用储罐储存，

设置氮封系统或其他等效设施，物料装卸采用平衡管等密闭装卸系统；

② 浆料或涂层浆调配在密闭的调浆间中进行，禁止敞开、半敞开式调配；

③ 优先采用集中供料系统；无集中供料系统时采用密闭容器封存，缩短转运路径；

④ 涂层、复合等作业结束后将剩余物料送回调配间或储存间，已用完的空桶及时密闭并存放至危废间。

3
生产设施密闭

性
定型机密闭性能差；

定型生产过程中，热定型机烘箱全封闭，仅预留产品进、出口通道，收集烘干段所有风机排风或管道排

风；

4 废气收集方式

① 密闭换风区域过大导致大风量、低浓度

废气；

② 集气罩控制风速达不到标准要求；

① 在不影响生产操作的同时，尽量减小密闭换风区域，提高废气收集处理效率，降低能耗；

② 因特殊原因无法实现全密闭的，采取有效的局部集气方式，控制点位收集风速不低于 0.3m/s；

5 污水站高浓池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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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密闭性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6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7
废气处理工艺

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① 油烟废气采用高压静电处理技术，废气先进行降温预处理，必要时增加末端除臭处理工艺；

② 高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催化燃烧、

热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减排。中、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附技

术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8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记

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设施的

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附剂脱附周

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七）石化行业

表 D.7 石化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储罐呼吸气控

制措施

固定顶罐未按要求配备氮封、呼吸阀、平衡

管等设；

①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② 储存真实蒸气压≥27.6kPa但<76.6kPa且储罐容积≥75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以及真实蒸

气压≥5.2kPa但<27.6kPa且储罐容积≥150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采用浮顶罐、固定顶罐（配

有呼吸阀、氮封，呼吸气接入处理设施）或其他等效措施；

2 装载过程 装载过程未配置有效的废气处理系统；

① 装卸时采取全密闭底部装载、顶部浸没式装载等方式，采用快速干式接头；

② 装车、船采用顶部浸没式或底部装载方式，顶部浸没式装载出油口距离罐底高度小于 200mm；

③ 底部装油结束并断开快接头时，油品滴洒量不超过 10mL。

3 泄漏检测管理 未按规范要求开展 LDAR检测；

① 按照规定的泄漏检测周期开展检测工作，动密封点不低于 4次/年，静密封点不低于 2次/年；

② 对发现的泄漏点及时完成修复，修复时记录修复时间和确认已完成修复的时间，记录修复后检测仪

器读数；

③ 建议对泄漏量大的密封点实施包袋法检测，对不可达密封点采用红外法检测；鼓励建立企业密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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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R信息平台，全面分析泄漏点信息，对易泄漏环节制定针对性改进措施；

4
污水站高浓池

体密闭性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5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6
废气处理工艺

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① 工艺弛放气、酸性水罐工艺尾气、氧化尾气、重整催化剂再生尾气等工艺废气优先回收利用，难以

利用的，采用催化焚烧、热力焚烧等销毁措施；

② 下列有机废气接入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其大气污染物排放符合 GD31570-2015 表 3、表 4
的规定：

a）空气氧化反应器产生的含 VOCs 尾气；

b）有机固体物料气体输送废气；

c）用于含挥发性有机物容器真空保持的真空泵排气；

d）非正常工况下，生产设备通过安全阀排出的含 VOCs 的废气；

7
非正常工况废

气收集处理系

统

开停车等非正常工况产生的废气未有效收

集处理；

① 非正常工况排放的 VOCs密闭收集，优先进行回收，不宜回收的吹扫至火炬系统或采用其他有效处

理方式。

② 火炬燃烧装置一般只用于应急处置，不作为日常大气污染处理设施；

③ 连续监测、记录引燃设施和火炬的工作状态（火炬气流量、火炬头温度、火种气流量、火种温度等），

并保存记录 1 年以上；

8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记

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设施的

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附剂脱附周

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八）精细化工行业

表 D.8 精细化工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储罐呼吸气 固定顶罐未按要求配备氮封、呼吸阀、平衡 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5.2kPa的有机液体，固定顶罐储存配备呼吸阀、氮封，呼吸气接入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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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 管等设施；

2
进料及卸料

废气控制措施

固体投料、液态进料、卸料废气未有效收集

处理；

① 液态物料输送宜采用磁力泵、屏蔽泵、隔膜泵等不泄露泵；

② 液体投料采用底部给料或使用浸入管给料方式，投料和出料设密封装置或密闭区域，或采用负压排

气并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③ 固体投料使用真空上料、螺杆输送、密闭带式传输、管链输送等方式，或设密封装置或密闭区域后，

负压排气并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3
生产、公用设施

密闭
固液分离、干燥等工序生产设施密闭性差；

①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反应和混合过程均采用密闭体系；

② 涉及易挥发有机溶剂的固液分离不得采用敞口设备，优先采用垂直布置流程，选用“离心/压滤－洗

涤”二合一或“离心/压滤－洗涤－干燥”三合一的设备，通过合理布置实现全封闭生产；

4
废液废渣储存

间密闭性
含 VOCs废液废渣储存密闭性差；

① 含 VOCs废液废渣等危险废物密封储存于危废储存间；

② 其中液态危废采用储罐、防渗的密闭地槽或外观整洁良好的密闭包装桶等，固态危废采用内衬塑料

薄膜袋的编织袋密闭包装，半固态危废综合考虑其性状进行合理包装；

5 泄漏检测管理 未按规范要求开展 LDAR检测；

① 按照规定的泄漏检测周期开展检测工作；

② 对发现的泄漏点及时完成修复，修复时记录修复时间和确认已完成修复的时间，记录修复后检测仪

器读数；

③ 建议对泄漏量大的密封点实施包袋法检测，对不可达密封点采用红外法检测；鼓励建立企业密封点

LDAR信息平台，全面分析泄漏点信息，对易泄漏环节制定针对性改进措施；

6
污水站高浓池

体密闭性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7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8
废气处理工艺

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高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催化燃烧、热

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减排。中、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附技术

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9
非正常工况废

气收集处理系

统

检修、退料等非正常工况产生的废气未有效

收集处理；
非正常工况排放的 VOCs密闭收集，优先进行回收，不宜回收的采用其他有效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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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记

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设施的

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附剂脱附周

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九）制药、农药行业

表 D.9 制药、农药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储罐呼吸气

控制措施

固定顶罐未按要求配备氮封、呼吸阀、平衡管

等设施；
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5.2kPa 的有机液体，固定顶罐储存配备呼吸阀、氮封，呼吸气接入处理设施；

2
进料及卸料

废气控制措施

固体投料、液态进料、卸料废气未有效收集处

理；

① 液态物料输送宜采用磁力泵、屏蔽泵、隔膜泵等不泄露泵；

② 液体投料采用底部给料或使用浸入管给料方式，投料和出料设密封装置或密闭区域，或采用负压

排气并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③ 固体投料使用真空上料、螺杆输送、密闭带式传输、管链输送等方式，或设密封装置或密闭区域

后，负压排气并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3
生产、公用设施

密闭

① 固液分离、干燥等工序生产设施密闭性差；

② 过程取样未密闭；

①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反应和混合过程均采用密闭体系；

② 涉及易挥发有机溶剂的固液分离不得采用敞口设备，优先采用垂直布置流程，选用“离心/压滤

－洗涤”二合一或“离心/压滤－洗涤－干燥”三合一的设备，通过合理布置实现全封闭生产；

③ 生物发酵工序采用密闭设施，尾气接入处理设施，发酵系统清洗时采取必要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④ 采用双阀取样器、真空取样器等密闭取样装置，逐步淘汰开盖取样；

4 泄漏检测管理 未按规范要求开展 LDAR检测；

① 按照规定的泄漏检测周期开展检测工作；

② 对发现的泄漏点及时完成修复，修复时记录修复时间和确认已完成修复的时间，记录修复后检测

仪器读数；

③ 建议对泄漏量大的密封点实施包袋法检测，对不可达密封点采用红外法检测；鼓励建立企业密封

点 LDAR信息平台，全面分析泄漏点信息，对易泄漏环节制定针对性改进措施；

5 污水站高浓池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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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密闭性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6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7
废气处理工艺

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高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催化燃烧、

热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减排。中、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附

技术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8
非正常工况废

气收集处理系

统

检修、退料等非正常工况产生的废气未有效收

集处理；
非正常工况排放的 VOCs密闭收集，优先进行回收，不宜回收的采用其他有效处理方式。

9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

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

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

附剂脱附周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十）香精香料行业

表 D.10 香精香料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储罐呼吸气

控制措施

固定顶罐未按要求配备氮封、呼吸阀、平衡

管等设施；
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5.2kPa 的有机液体，固定顶罐储存配备呼吸阀、氮封，呼吸气接入处理设施；

2
进料及卸料

废气控制措施

固体投料、液态进料、卸料废气未有效收集

处理；

① 液态物料输送宜采用磁力泵、屏蔽泵、隔膜泵等不泄露泵；

② 液体投料采用底部给料或使用浸入管给料方式，投料和出料设密封装置或密闭区域，或采用负压排

气并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③ 固体投料使用真空上料、螺杆输送、密闭带式传输、管链输送等方式，或设密封装置或密闭区域后，

负压排气并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3
生产、公用设施

密闭

① 固液分离、干燥等工序生产设施密闭性

差；

② 过程取样未密闭；

①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反应和混合过程均采用密闭体系；

② 涉及易挥发有机溶剂的固液分离不得采用敞口设备，优先采用垂直布置流程，选用“离心/压滤－洗

涤”二合一或“离心/压滤－洗涤－干燥”三合一的设备，通过合理布置实现全封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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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采用双阀取样器、真空取样器等密闭取样装置，逐步淘汰开盖取样；

4 泄漏检测管理 未按规范要求开展 LDAR检测；

① 按照规定的泄漏检测周期开展检测工作；

② 对发现的泄漏点及时完成修复，修复时记录修复时间和确认已完成修复的时间，记录修复后检测仪

器读数；

③ 建议对泄漏量大的密封点实施包袋法检测，对不可达密封点采用红外法检测；鼓励建立企业密封点

LDAR信息平台，全面分析泄漏点信息，对易泄漏环节制定针对性改进措施；

5
污水站高浓池

体密闭性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6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7
废气处理工艺

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① 高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催化燃烧、

热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减排。中、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附技

术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8
非正常工况废

气收集处理系

统

检修、退料等非正常工况产生的废气未有效

收集处理；
非正常工况排放的 VOCs密闭收集，优先进行回收，不宜回收的采用其他有效处理方式；

9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记

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设施的

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附剂脱附周

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十一）涂料与油墨制造行业

表 D.11涂料与油墨制造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储罐呼吸气

控制措施

固定顶罐未按要求配备氮封、呼吸阀、平衡

管等设施；
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5.2kPa 的有机液体，固定顶罐储存配备呼吸阀、氮封，呼吸气接入处理设施；

2 进料及卸料 固体投料、液态进料、卸料废气未有效收集 ① 液态物料输送宜采用磁力泵、屏蔽泵、隔膜泵等不泄露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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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控制措施 处理； ② 液体投料采用底部给料或使用浸入管给料方式，投料和出料设密封装置或密闭区域，或采用负压排

气并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③ 固体投料使用真空上料、螺杆输送、密闭带式传输、管链输送等方式，或设密封装置或密闭区域后，

负压排气并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3
生产、公用设施

密闭

① 固液分离、干燥等工序生产设施密闭性

差；

② 过程取样未密闭；

①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反应和混合过程均采用密闭体系；

② 采用双阀取样器、真空取样器等密闭取样装置，逐步淘汰开盖取样；

③ 淘汰开放式研磨设备，改用密闭式砂磨机等连续化密闭化的设备；

4 泄漏检测管理 未按规范要求开展 LDAR检测；

① 按照规定的泄漏检测周期开展检测工作；

② 对发现的泄漏点及时完成修复，修复时记录修复时间和确认已完成修复的时间，记录修复后检测仪

器读数；

③ 建议对泄漏量大的密封点实施包袋法检测，对不可达密封点采用红外法检测；鼓励建立企业密封点

LDAR信息平台，全面分析泄漏点信息，对易泄漏环节制定针对性改进措施；

5
污水站高浓池

体密闭性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①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使用合理的废气管网设计，密闭区域实现微负压；

② 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6 危废库异味

管控

① 涉异味的危废未采用密闭容器包装；

② 异味气体未有效收集处理；

① 涉异味的危废采用密闭容器包装并及时清理，确保异味气体不外逸；

② 对库房内异味较重的危废库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7
废气处理工艺

适配性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高浓度 VOCs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回收利用，并辅以催化燃烧、热

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减排。中、低浓度 VOCs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附技术

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8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记

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设施的

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吸附剂脱附周

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十二）农副食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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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2农副食品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

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工艺废气收集效果

① 破碎、配料、发酵、喷浆造粒、制曲等生产

工序密闭性差；

② 包装废气未有效收集；

① 加强装卸料、输运、破碎、配料、发酵、喷浆造粒、制曲、包装工序的密封或密闭，或收

集废气经处理后排放；

② 在不影响生产操作的同时，尽量减小密闭换风区域，提高废气收集处理效率，降低能耗；

③ 因特殊原因无法实现全密闭的，采取有效的局部集气方式，控制点位收集风速不低于

0.3m/s；

2 污水站高浓池体密闭性 污水处理站高浓池体未密闭加盖；
综合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

后经排气筒排放；

3 废气处理工艺适配性
①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② 处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未同启同停。

① 污染防治设施与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转，保证在生产工艺设备运行波动情况下仍

能正常运转，实现达标排放；

② 加强除尘设备巡检，消除设备隐患，保证正常运行。旋风除尘器定期检查设备和管线的气

密性。袋式除尘器及时更换滤袋，保证滤袋完整无破损。静电油烟处理器定期清洗；

③ 加强除臭设备巡检，消除设备隐患，保证正常运行。吸附装置定期更换吸附剂，提高吸附

率。采用生物法、氧化喷淋法除臭的定期添加药剂、控制 pH 值和温度等；

④ 加强静电处理设备、VOCs 治理装置的管理；

⑤ 不设置烟气旁路通道，已设置的大气污染源烟气旁路通道予以拆除或实行旁路挡板铅封；

4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

台账，记录污染治理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药剂添

加量、添加时间、喷淋液 PH值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十三）铸造行业

表 D.13铸造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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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废气收集效果 制芯和浇铸废气未有效收集

①制芯工序采用侧吸风、或侧吸风与顶吸风相配合的方式进行废气收集。

②鼓励采用浇铸自动流水线，在浇铸工位进行密闭吸风；对非定点浇铸且车间面积较大的，采

取定时喷湿抑尘；涉及覆膜砂、消失模的，采用顶吸罩或半封闭侧吸罩收集废气，鼓励将浇铸

点设置于密闭隔间内。吸风罩面积大于浇铸工位面积，尽量贴近浇铸工位。

2 废气处理工艺适配性
① 废气处理系统未采用适宜高效的治理工艺；

② 处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未同启同停。

① 污染防治设施与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转，保证在生产工艺设备运行波动情况下仍

能正常运转，实现达标排放；

② 加强除尘设备巡检，消除设备隐患，保证正常运行。旋风除尘器定期检查设备和管线的气

密性。袋式除尘器及时更换滤袋，保证滤袋完整无破损；

③ 加强除臭设备巡检，消除设备隐患，保证正常运行。吸附装置定期更换吸附剂，提高吸附

率。采用氧化喷淋法除臭的定期添加药剂、控制 pH 值和温度等；

④不设置烟气旁路通道，已设置的大气污染源烟气旁路通道予以拆除或实行旁路挡板铅封；

3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

台账，记录污染治理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药剂添

加量、添加时间、喷淋液 PH值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十四）涉酸洗工序行业

表 D.14 涉酸洗工序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

号
排查重点 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治措施

1 酸雾废气收集效果 ① 酸雾废气收集效率低下；

① 优化生产工艺，使用酸雾抑制剂减少酸雾产生；

② 对酸洗工序优先采用区域全密闭的收集方式，或采用集气罩、吹吸罩兼全密闭的收集方式，确保密闭

空间保持微负压，提供废气收集效率；

2 废气处理系统效率
① 废气处理系统药剂添加不及时；

② 处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未同启同停；

① 污染防治设施与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转，保证在生产工艺设备运行波动情况下仍能正常运转，

实现达标排放；

② 加强酸雾处理设备巡检，消除设备隐患，保证正常运行。碱洗装置采用自动加药装置，控制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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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管理措施 /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记录

污染治理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风量，药剂添加量、添加时间、喷淋液 PH
值，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十五）一般要求

表 D.15 一般行业排查重点与防治措施

序

号
排查重点 防治措施

1 原辅料替代 采用低毒、低害、低挥发性、低异味阈值的原料进行源头替代，减少废气的产生量和废气异味污染；

2 设备或工艺革新 推广使用自动化、连续化、低消耗等环保性能较高的设备或生产工艺；

3 设施密闭性

① 加强装卸料、输运设备的密封或密闭，或收集废气经处理后排放；

② 加强生产装置、车间的密封或密闭，或收集废气经处理后排放；

③ 存储设备（罐区）加强密封或密闭、加强检测，或收集废气经处理后排放；

④ 暂存危废参照危险化学品进行良好包装。其中液态危废采用储罐、防渗的密闭地槽或外观整洁良好的密闭包装桶等，固态危废采用内衬

塑料薄膜袋的编织袋密闭包装，半固态危废综合考虑其性状进行合理包装；

⑤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投放除臭剂，收集恶臭气体到除臭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4 废气处理能力
实现废气“分质分类”、“应收尽收”，治理设施运行与生产设备“同启同停”，分类配套燃烧、生物处理、氧化吸收或其他高效废气处理设施进

行治理，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

5 环境管理措施

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并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按照 HJ 944的要求建立台账，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采购量、

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VOCs含量，污染治理设施的工艺流程、设计参数、投运时间、启停时间、温度、风量，过滤材料更换时

间和更换量，药剂添加量、添加时间、喷淋液 PH值，吸附剂脱附周期、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

限不少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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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典型异味物质气味性质及来源

表 E.1 典型异味物质气味性质

分类 主要物质 气味性质

无机

物

含硫化合物 硫化氢、二氧化硫、二硫化碳 腐蛋臭、刺激臭

含氮化合物 二氧化氮、氨、碳酸氢铵、硫化铵 刺激臭、尿臭

卤素及其化合物 氯、溴、氯化氢 刺激臭

其他 臭氧、磷化氢 刺激臭

有机

物

烃类 丁(二)烯、乙炔、苯乙烯、苯、甲苯、二甲苯、萘刺激臭、卫生球臭

含硫

化合

物

硫醇类
甲(乙、丙、丁、戊、己、庚)硫醇、

二异丙硫醇、十二炭硫醇

烂洋葱臭、

烂甘蓝臭

硫醚类 二甲二硫、甲硫醚、二乙(丙、丁)硫、二硫苯 烂甘蓝臭、蒜臭

含氮

化合

物

胺类
一甲胺、二甲胺、三甲胺、乙胺、

乙二胺、三乙胺、乙醇胺

烂鱼腥臭、腐肉

臭、尿臭

酰胺类 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乙酰胺、酪酸酰胺 汗臭、尿臭

吲哚类 吲哚、β-甲基吲哚(粪臭素) 粪臭

其他 吡啶、丙烯腈、硝基苯 芥子气臭

含氧

化合

物

醇和酚 甲(乙、丙、丁、戊)醇、苯酚、甲酚 刺激臭

醛 甲(乙、丙、丁、戊)醛、丙烯醛 刺激臭

酮和醚 丙酮、丁酮、己酮、甲基异丁酮、乙醚、二苯醚
汗臭、刺激臭、尿

臭、溶剂味

酸 甲(乙、丙、丁、戊)酸、酪酸 刺激臭

酯 (甲基)丙烯酸甲酯(乙酯、丁酯)、乙酸乙酯(丁酯) 香水臭、刺激臭

卤素

化合

物

卤代烃
甲基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三氯乙烯、

四氯化碳、氯乙烯
刺激臭、溶剂味

氯醛 三氯乙醛 刺激臭

表 E.2 典型异味物质来源

物质 主要来源

硫化氢
制桨造纸厂、炼油、石化、炼焦、天然气、

炼焦化工、煤气、制革、二硫化碳生产

硫醇类
制桨造纸厂、炼油、煤气、制药、农药、

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橡胶加工

硫醚类 制桨造纸厂、炼油、制药、农药

氨 氮肥、硝酸、炼焦、制药、染料化工

胺类 有机胺生产及其使用(制药、精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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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类 炼焦

硝基化合物 染料、炸药

烃类
炼油、炼焦、石化、电石、化肥、有机合成化工、制药、油漆和溶剂的生

产与使用、油墨、印刷、成品油储运、内燃机排气

醛类 炼油、石化、制药、内燃机排气、锻造

脂肪酸类 石化、合成洗涤剂、制药、香料香精

醇类 石化、林产化工、合成材料、制药、合成洗涤剂

酚类 钢铁、焦化、染料、制药、合成材料、香料

酮类 石化、合成材料、溶剂及涂料的生产和使用

醚类 溶剂生产和使用、制药、合成纤维、橡胶、炸药

酯类 合成纤维、合成树脂、涂料、粘合剂

有机卤素

衍生物
合成树脂、合成橡胶、溶剂生产和使用、灭火器材、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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