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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化学工业（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要求，支撑国家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进一步规范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行为，对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活动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环

境保护部的组织下，编制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以下简称《总则》）。为

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对石油化学工业企业自行监测行为的指导，支撑石化行业排污许可制

度的落实，按照环境保护部要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等单位根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总则》等法律规章并参照相关标准

规范，起草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化学工业》（以下简称《指南》）（征求意

见稿）。

1.2 工作过程

2017年 1月，成立标准编制组。

2017年 2月，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编制启动会，明确了《指南》的编制分工与内容。

2017年 2—3 月，标准编制组查询了相关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要求，调研了石油化工

企业对污染防治和开展自行监测的要求，统计分析了部分石油化工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组织召开了内部研讨会，赴兰州、吉林等石油化工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实地调研，在此基

础上编制了《指南》（初稿）。

2017年 4月，标准编制组对《指南》（初稿）进行了集中讨论，根据讨论结果进行了

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指南》（讨论稿）。

2017年 5—6月，标准编制组邀请了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工程评估中心相关专家

召开研讨会，根据研讨会的情况对《指南》（讨论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指南》（征求

意见稿）。

2017年 7月，《指南》（征求意见稿）通过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组织的《指南》（征

求意见稿）技术专家审查会。

2017年 8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审查会上专家意见，对文本及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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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石油化学工业发展现状

2.1.1 乙烯

作为石油化学工业原料的乙烯工业在近 20年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 2012年年底，国

内某大型石化集团 A拥有 14家乙烯生产企业，总乙烯生产能力 947.5万吨/年，占中国大

陆地区蒸汽裂解制乙烯生产总能力 1616.5万吨/年（全国乙烯工业协会统计数据）的 58.6%。

2012 年生产乙烯 945.4 万吨，占中国大陆地区蒸汽裂解制乙烯生产量 1478.9 万吨/年（全

国乙烯工业协会统计数据）的 63.9%。某大型石化集团 B拥有 11家乙烯生产企业，乙烯产

能 511万吨/年，占总产能的 31.6%。2012年生产乙烯 368.9万吨，占总产量的 24.9%。我

国石油化工行业现有和在建乙烯生产能力的不完全统计见表 1，其中，有 90%以上坐落于

东部沿海省份，且多数企业的投产在 2000年以后。所采用的工艺技术、生产设备基本也都

是引进国外。

表1 国内乙烯项目的分布情况

序号 所属集团 单位 地点 规模/（万吨/年） 投产年份

1

A石化集团

石化企业 1 北京市 80 2005

2 石化企业 2 北京市 15 —

3 石化企业 3 上海市 84.5 2002

4 石化企业 4 山东淄博市 80 1987

5 石化企业 5 南京市 70 1987

6 石化企业 6 南京市 74 2005

7 石化企业 7 天津市 120 2009

8 石化企业 8 广东茂名市 100 1996

9 石化企业 9 广东广州市 21 1997

10 石化企业 10 河南濮阳市 18 1996

11 石化企业 11 上海市 114 2005

12 石化企业 12 福建泉州市 80 2009

13 石化企业 13 湖北武汉市 80 2010

14 石化企业 14 浙江宁波市 100 2009

15 石化企业 15 广东湛江市 100 —

16 石化企业 16 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 100 —

17

B石化集团

石化企业 17 甘肃兰州市 70 1975

18 石化企业 18 辽宁辽阳市 20 1980

19 石化企业 19 辽宁抚顺市 80 2012

20 石化企业 20 黑龙江大庆市 60 1986

21 石化企业 21 新疆克拉玛依市 12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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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集团 单位 地点 规模/（万吨/年） 投产年份

22 石化企业 22 吉林吉林市 85 2007

23 石化企业 23 四川成都市 80 2013

24 C石化集团 石化企业 24 广东惠州市 80 2006

25
地方石化

石化企业 25 辽宁盘锦市 46 2010

26 石化企业 26 辽宁沈阳市 15 2009

合计 1874.5 —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我国乙烯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

同期世界新建的乙烯装置大多集中在中国。随着一系列乙烯装置的建成投产，到 2010年年

底，我国乙烯总产能达到 1494.9×104吨/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2755.4×104吨/年）的第

二大乙烯生产国。

炼油丙烯生产量较大，炼油聚丙烯所占份额会逐渐增加，由炼油丙烯、乙烯生产的下

游产品在逐步增加。如：炼油厂生产环氧丙烷、苯乙烯的生产装置增加迅速，对石油烃裂

解生产乙烯、丙烯的冲击正在形成。2012年底，A石化集团 5家炼油企业苯乙烯产能约 43

万吨/年，丙烯产量约 317万吨/年。另外，有多家私营企业已建或在建乙烷脱氢制乙烯、

丙烷脱氢制丙烯的装置，还有一些催化裂解制乙烯、丙烯的企业在建或已运行。

2.1.2 芳烃

芳烃是石油化学工业生产的一种基本原料，芳烃产品主要包括：苯、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间二甲苯、苯乙烯等。近几年中国主要芳烃产能、产量和表观消费量见图 1。

图1 近几年我国芳烃产能、产量和表观消费量

2.1.3 有机化学品及下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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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乙烯、丙烯、丁二烯、异戊二烯等烃类热裂解产品，苯、甲苯、二甲苯等芳烃产品

经聚合、氧化、氧氯化、氨氧化、羰基合成、卤代、水解、醇解等反应过程生产聚乙烯、

聚丙烯、顺丁橡胶、异戊橡胶、丁苯橡胶、醋酸、环氧乙烷、环氧丙烷、苯乙烯、丙烯酸、

氯乙烯、环氧氯丙烷、对苯二甲酸、丙烯腈、己内酰胺、乙二醇、丙三醇、丁辛醇、丙醇、

丁醛、醋酸乙烯等基本有机化工原料中间体。再由这些化合物进一步反应生产各类日用化

学品、合成纤维、合成树脂、合成橡胶、染料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等。

根据石油化工协会统计，2011年我国石油化工企业总产值已超过 11万亿元，生产化

工产品 6万多种。2011年全国危险化学品普查数据显示，有机化学工业企业 28万多家。

2.2 开展自行监测是排污单位应尽的责任

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状况是其应尽的法律责任。

2015年 1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明确提出：“重点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第五十五条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

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

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

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其中，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

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

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2.3 自行监测是石油化学工业排污许可证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测结果是评价排污单位治污效果、排污状况、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的重要依据，是支

撑排污单位精细化、规范化管理的重要基础，在污染源达标状况判定、排放量核算等方面都

需要有监测数据的支撑。自行监测要求是排污许可证重要的载明事项，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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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石油化学工业自行监测方案的编制进行指导，支撑石油化学工业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

施。

2.4 相关标准规范不足以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编制的需求

我国涉及石油化学工业监测要求的标准规范有很多，包括排放标准、监测技术规范、竣

工验收技术规范、环评导则等。相关标准规范从不同角度对监测项目、监测技术提出要求，

但不足以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的需求。

2.4.1 现有标准规范对监测频次规定较为模糊

监测频次是监测方案的核心内容，《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

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中没有提出污染物指标的监测频次。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乙烯工程》（HJ/T 406―2007）仅对乙烯工程

验收监测期间的监测频次进行了规定，且频次过高，不适用于日常监测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1）仅规定要对建设项目提出监测计划要

求，缺少具体内容。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对国控企业

的监测频次提出部分要求，但是作为规范性管理文件，规定的相对笼统，无法满足量大面广

的石油化工企业自行监测方案编制要求。

2.4.2 现行相关标准规范中对监测点描述不够明确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31572―2015）虽然明确要求了监测指标、排放限值，但部分监测点位未明确。

3 国内外石油化学工业企业自行监测现状

3.1 国内废水排放监测情况

（1）监测指标

根据《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石油化工企业废水总排放

口监测指标包括17+X项：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

磷、总有机碳、石油类、硫化物、氟化物、挥发酚、总钒、总铜、总锌、总氰化物、可吸附

有机卤化物、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其中，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包括60项，详见《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表3。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监测指标包

括9项：苯并(a)芘、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烷基汞、总铬、六价铬。该标准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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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日对新建石油化工企业开始实施，对于现有石油化工企业于2017年7月1日实施。

根据《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合成树脂工业企业废水总

排放口监测指标包括9+X项：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

总磷、总有机碳、可吸附有机卤化物及不同类型合成树脂其他废水污染物；其中，不同类型

合成树脂其他废水污染物包括16项，详见《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

2015）中表1内10～25项。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监测指标包括8项：总铅、总镉、总砷、

总镍、总汞、烷基汞、总铬、六价铬。该标准于2015年7月1日对新建合成树脂企业开始实施，

对于现有合成树脂企业于2017年7月1日实施。

根据调查，目前国内两大石油石化集团环境监测相关制度规定，对于石油化工企业手工

监测，必须监测的废水分别为10+X项（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悬浮物、砷、

氰化物、硫化物、挥发酚、五日生化需氧量和其他特征污染物）和18项（pH值、氨氮、化

学需氧量、挥发酚、硫化物、六价铬、氯化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悬浮物、总氮、

总钒、总铬、总汞、总磷、总铅、总砷、总有机碳），监测指标与排放标准相比均存在缺项。

2017年初，标准编制组对国内两家大型石油石化集团的7家综合性石油化工企业进行自

行监测情况调研，7家综合性石油化工企业生产的化工产品涵盖了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

成纤维及原料、尿素、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和无机化工等六大类化工产品，数千种，各类生产

装置包括：乙烯装置、丁二烯装置、聚乙烯装置、聚丙烯装置、丙烯酸装置、丙烯酸酯装置、

硝酸装置、丙烯腈装置、芳烃抽提装置、碳五加氢石油树脂装置、苯乙烯装置、SAN树脂装

置、ABS树脂装置、丁苯橡胶装置、丁腈橡胶装置、MTBE装置、合成氨装置、三羟甲基丙

烷装置、丁辛醇装置、硝铵装置、乙醛装置、烯酸及酯装置、醇醚装置、氯磺化聚乙烯装置、

乙二醇装置、环氧乙烷装置、乙丙橡胶装置、1-丁烯装置、精萘装置、丙酮氰醇装置、甲酯

装置、含硫废水制酸装置、乙腈装置、硫铵装置、异丁烯装置、碳纤维装置、聚异丁烯装置、

MIBK装置、EBA装置、铜催化剂装置、聚异丁烯胺装置、聚乙烯蜡装置、抗氧剂装置、阻

聚剂装置、异丁烯装置等及各类废水、废气处理装置。基本涵盖了国内绝大多数石油化学工

业类型。

7家石油化工企业废水总排放口监测指标统计见表2。

表2 废水总排放口监测指标开展比例 单位：%

序号 监测指标 开展比例

1 化学需氧量 100

2 氨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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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指标 开展比例

3 石油类 100

4 pH值 100

5 悬浮物 100

6 硫化物 100

7 挥发酚 100

8 五日生化需氧量 100

9 总氮 85.7

10 总磷 85.7

11 总氰化物 85.7

12 总有机碳 71.4

13 氟化物 57.1

14 总铜 85.7

15 总锌 71.4

16 总钒 42.9

17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71.4

18 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 a 71.4

19 苯并(a)芘 42.9

20 烷基汞 42.9

21 总铅 100

22 总砷 100

23 总镍 57.1

24 总汞 85.7

25 总镉 71.4

26 总铬 85.7

27 六价铬 100

注：a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鉴于各石油化工企业内产品门类复杂、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种类繁多，未

进行逐项统计，但大多集中在苯系物、部分常见卤代烃等。

统计结果显示，7家石油化工企业废水总排放口监测指标中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石油类、悬浮物、硫化物、挥发酚、五日生化需氧量、总铅、总砷、六价铬等指标100%开

展监测，总氮、总磷、总氰化物、总有机碳、氟化物、总铜、总锌、可吸附有机卤化物、总

镍、总汞、总镉、总铬等指标大部分企业均已开展自行监测，总钒、苯并(a)芘、烷基汞3项

指标开展自行监测企业相对较少。对于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71.4%的企业能够根据生产特

点，选择部分有机特征污染物指标开展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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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企业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选择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等部

分指标进行监测，但对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总铬、六价铬、

苯并(a)芘、烷基汞9项指标，仅有1家企业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开展监测，且监测

指标未涵盖所有指标。

（2）监测方式

化学需氧量、氨氮、流量3项指标以自动监测为主，手工监测为辅。其他监测指标则主

要采用手工监测。

3.2 国内废气排放监测情况

（1）监测指标

根据《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对石油化工企业有组织废

气排放源及监测指标分4类排放口进行规定。工艺加热炉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有机废气排放口分为3类，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包括：非甲烷总烃、废气有

机特征污染物；含卤代烃有机废气包括：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氟化氢、溴化氢、氯气及废

气有机特征污染物；其他有机废气包括：非甲烷总烃、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其中，废气有

机特征污染物包括64项，详见《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表6。

根据《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规定合成树脂工业企业有

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指标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进行监测，包括：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及不

同类型合成树脂其他废气污染物；其中，不同类型合成树脂其他废气污染物包括28项，详见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中表4内3～30项。另外，废水、废气

焚烧设施除必须监测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外，还须对排放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

氧化碳、一氧化碳和二噁英类进行监测。

标准编制组2017年初调研统计的7家石油化工企业废气监测指标统计见表3。

表3 有组织监测项目开展比例 单位：%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工艺加热炉

有机废气排放口 合成树脂

废水处理有机废

气收集处理装置

含卤代烃

有机废气

其他有

机废气

生产设施或

车间排气筒

废水、废气

焚烧设施

1 颗粒物 71.4 ― ― ― 14.3 0.0

2 二氧化硫 85.7 ― ― ― ― 0.0

3 氮氧化物 100 ― ― ― ― 0.0

4 非甲烷总烃 ― 100 57.1 100 14.3 0.0

5 氯化氢 ― ― 42.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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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物项目 工艺加热炉

有机废气排放口 合成树脂

废水处理有机废

气收集处理装置

含卤代烃

有机废气

其他有

机废气

生产设施或

车间排气筒

废水、废气

焚烧设施

6 氟化氢 ― ― 0.0 — ― ―

7 溴化氢 ― ― 0.0 — ― ―

8 氯气 ― ― 0.0 — ― ―

9
废气有机特

征污染物a
― 57.1 ― ―

10
合成树脂废

气污染物b
― ― 28.6 14.3

11 二氧化碳 ― ― ― 0.0

12 一氧化碳 ― ― ― 0.0

13 二噁英类 ― ― ― 0.0

注：a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鉴于各石油化工企业内产品门类复杂、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种类繁多，未进行

逐项统计，但大多集中在苯系物、丙烯腈。

b合成树脂废气污染物，鉴于各合成树脂企业内产品门类复杂、废气污染物种类繁多，未进行逐项统计。

依据统计分析，调研的7家石油化工企业中，加热炉3项指标开展监测的企业较多，均达

到70%以上，但企业均未对全部加热炉进行监测，只进行抽测。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

装置与其他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开展监测覆盖率达100%，而含卤代烃有机废气排放

口57.1%的企业开展非甲烷总烃监测，42.9%企业开展氯化氢监测，无企业开展氟化氢、溴

化氢、氯气监测。对于有机特征污染物，57.1%的企业开展监测，但指标大多集中在苯系物、

丙烯腈。

对于含有合成树脂生产装置的企业，仅有1家开展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的监测，2家开展

合成树脂其他废气污染物的监测，但监测指标未涵盖全。对于废水、废气焚烧设施，仅1家

企业开展合成树脂其他废气污染物的监测，其他指标均未开展监测。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指标根据《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及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开展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监测指标：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苯、甲苯、二甲苯、苯并(a)芘7项；同时根据《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14554―1993）选择氨、硫化氢、臭气浓度、三甲胺、甲硫醇、甲硫醚、二

甲二硫醚、二硫化碳、苯乙烯9项指标进行调研。

在调研的7家石油化工企业中，均开展厂界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的

监测，但仅有4家企业开展硫化氢、苯乙烯的监测，2家企业开展氯化氢、氨、臭气浓度的监

测，1家单位开展其余恶臭指标的监测，无企业开展苯并(a)芘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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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方式

对于有组织废气监测，目前，石油化学工业废气国控重点排放口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3项指标以自动监测为主，手工监测为辅，同步监测流量。其他监测指标则主要

采用手工监测。

无组织废气仅有1家企业开展自动监测，但监测指标仅限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

物与部分有机废气指标，其余企业均采用手工监测。

3.3 国外石油化学工业自行监测情况

美国每个排污单位必须以排污许可证为载体，并按照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自行开展废

水、废气监测。

按照废水排污许可证制度，企业自行监测内容包括：进出口监测、内外部监测、周边环

境监测等。监测指标分为常规污染物、非常规污染物和有毒有害污染物3类。常规污染物包

括：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悬浮固体、粪大肠菌群、油和油脂、pH值5种。有毒有害污染物参

照《清洁水法》列出的有毒物质目录，包括126种重金属和人造有机化合物。非常规污染物

指无法归类到上述两种类别的污染物，包括氨、氮、磷、化学需氧量、污水综合毒性等。但

并非所有持证单位都需要开展所有的监测，具体监测内容根据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排放限值

要求和企业具体情况确定。

在监测指标方面，规定石油化工企业监测废水中10项污染物指标，即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油和油脂、酚类化合物、氨氮、硫化物、总铬、六价铬和pH值。

废气中监测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污染物指标。在监测频次方面，NPDES

许可证制度要求企业根据出水波动性、污水处理设施容量、污水处理方法、污染物性质和排

放频率自行确定能够表示出水水质特征和探测违法行为的监测频次。如企业根据出水情况，

对于波动性大的出水要求比稳定出水更高的监测频次，废水排放进入敏感水体或者公共供水

处，则应增加监测频次。

4 石油化学工业企业污染物来源分析

4.1 废水来源分析

4.1.1 石油化学工业废水的特点

石油化学工业生产过程多种多样，按工艺过程分类有原料、中间品、产品的储存；反应

过程包括裂解、聚合、氧化、氨氧化、氧氯化、水解、醇解、羰基反应、酯化反应等；产品

精制过程，包括精馏、萃取、重力或离心分离等。产生废水的种类有：反应生成水（氧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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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工艺物料洗涤水，工艺设备、管道清洗水，直接加热或作为反应介质蒸汽冷凝水，地

面冲洗水和生产区域污染雨水等。

根据生产过程，将废水污染源与污染物进行统计，详见表4：

表4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来源及污染物

生产过程 污染来源 污染物质

烯烃生产加工

原油处理
原油洗涤 无机盐、油、水溶性烃类

初馏 氨、酸、硫化氢、烃类、焦油

热裂解（包括蒸馏和净化） 裂解气及碱处理
硫化氢、硫醇、溶解性碳氢化合物、聚合物、

废碱、重油和焦油

催化裂解 催化剂再生 废催化剂、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脱硫 分离器 硫化氢、硫醇

卤素加成 氯化氢吸收 废碱液

卤素取代
洗涤塔

氯、氯化氢、废碱液、烃类、有机氯化物、油

类

脱氯化氢 稀盐水

聚乙烯生产 催化剂 铬、镍、钴、钼

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 生产废液
氯化钙、废石灰乳、烃类聚合物、环氧乙烷、

乙二醇、有机氯化物

丙烯腈生产 生产废液、废水 氰化氢、未反应原料

聚苯乙烯生产

乙烯烃化 — 焦油、盐酸、苛性钠

乙苯脱氢
催化剂 废催化剂（铁、镁、钾、钠、铬、锌）

喷淋塔凝液 芳烃（苯乙烯、乙苯、甲苯）、焦油

苯乙烯精馏 釜液 重焦油

聚合 催化剂 废酸催化剂（磷酸）、三氯化铝

烃类生产及加工

硝化 生产废液 醛类、酮类、酸类、烯烃、二氧化氮

异构化 废釜液 烃类、脂肪酸、芳香烃及其衍生物、焦油

羧化 冷却、骤冷 可溶性烃、醛类

炭黑生产 生产废液 炭黑

从碳氢化合物制醛、醇、酸、酮 蒸馏
丙酮、甲醇、乙醛、甲醛、高级醇、有机酸、

烃类聚合物、烃类氯化物、甘油、氯化钠

芳烃生产及加工

催化重整 冷凝液

芳烃回收
水萃取液 催化剂（铂、钼）、芳烃、硫化氢、氨

溶剂提纯 芳烃

硝化 — 溶剂、二氧化硫、二甘醇

磺化 废碱液 硫酸、硝酸、芳烃

氧化制酸和酸酐 釜底残液 废碱

氧化制苯酚丙酮 倾析器 酸酐、芳烃、沥青、甲酸、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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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 污染来源 污染物质

丙烯腈、己二酸生产 生产废液 有机和无机氰化物

尼龙 66生产 生产废料
己二酸、丁二酸、戊二酸、环己烷、己二胺、

己二腈、丙酮、甲乙酮、环己烷氧化物

碳四馏分加工

丁烷丁烯脱氢 骤冷水 焦油、烃类

丁烯萃取和净化 溶剂及碱洗 丙酮、油、碳四烃、苛性钠、硫酸

异丁烯萃取和净化 — 废酸、碱、碳四烃

丁二烯吸收 — 溶剂、油、碳四烃

丁二烯萃取蒸馏 — 溶剂、碳四烃

丁苯橡胶 生产废料 油、轻质烃、低分子聚合物

共聚橡胶 生产废料 丁二烯、苯乙烯胶浆、淤泥

公用工程

公用工程

锅炉排液 总溶解固体、磷酸盐、鞣酸

冷却系统排液 磷酸盐、铬酸盐

水处理 氯化钙、氯化镁、硫酸盐、碳酸盐

4.1.2 废水排污口类型

石油化学工业的废水排污口包括：所有废水总排放口和相应的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

口或专门处理此类污染物设施的排放口。

其中，废水总排放口为各类废水混合处理后的综合对外排放口，为排污单位的主要排放

口。而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为各套装置单独或混合后的废水排放口。

4.2 废气来源分析

4.2.1 石油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的种类

由于石油化学工业产品种类、生产工艺众多，通过研究，根据生产过程污染物排放源种

类分类设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可以涵盖石油化学工业生产过程

污染控制的各个方面。典型石油化学工业生产企业设施见图2。

图2 典型石油化学工业生产企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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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源包括燃烧源、工艺源和面源。燃烧源主要有工艺加热炉、

裂解炉等烟气，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艺源包括氧化反应、氧氯化反应、氨

氧化反应工艺尾气，固体颗粒物料输送尾气等，主要污染物为有机物；面源包括储罐呼吸排

气、设备阀门泄漏、采样过程、序批式反应器的进料、出料及惰性气体保护过程、设备阀门

检维修过程、非正常工况等，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

4.2.2 工艺加热炉废气

石油化学工业工艺加热炉和裂解炉的燃料一般选用天然气或裂解干气，燃烧烟气的污染

物种类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石油化学工业废气中有机污染物种类随企业生产使用的原料、生产过程遵循的反应原理

和产品种类变化，本标准选用非甲烷总烃和特征有机物为指标控制含有机污染物废气的排

放。根据特征污染物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选取特征有机污染物的种类。

4.2.3 石油化学工艺废气

应接入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的有机废气：①空气氧化（氧氯化、氨氧化）反应器产

生的含挥发性有机物尾气；②序批式反应器原料装填过程、气相空间保护气置换过程、反应

器升温过程和反应器清洗过程排出的废气；③有机固体物料气体输送废气；④用于含挥发性

有机物容器真空保持的真空泵排气；⑤非正常工况下，生产设备通过安全阀排出的含挥发性

有机物的废气；⑥生产装置、设备开停工过程中未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废气。

每一个工艺废气排放口（包括工艺气体连续排放口），要求接入一种废气回收装置、或

废气热焚烧装置、或废气催化焚烧装置、或火炬，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挥发性有机废气的

净化方法可分为焚烧工艺和非焚烧工艺两类，其中焚烧工艺包括：催化燃烧、热力燃烧和直

接燃烧、蓄热燃烧等。非焚烧工艺包括：吸收、吸附、冷凝等，或者是几个方法的组合，如

冷凝-吸附，吸收-冷凝等。根据气源的性质和废气的成分、污染物的性质、污染物浓度、生

产的具体情况及净化要求、经济性等，选择一种经济可行的、可实现排放标准的净化方法。

综上所述，监测工艺废气，需在工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后设置监测点位，如非甲烷总

烃类污染物要求计算去除效率的指标，需在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前设置监测点位。

4.2.4 有组织废气排污口类型

在石油化学工业企业的有组织废气排污口中，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排放口排放的特

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或含有卤代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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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装置排放口、其他有机废气处理排放口等，废气排放量均相对较

小，均属于其他排放口。

4.2.5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类型

由于石油化学工业产品种类、生产工艺众多，通过研究，基于生产设施要素，将石油化

学工业（含各类化工企业、装置）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排放源解析为9种，可涵盖所有石油化

学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见表5。

表5 石油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类型

序号 过程解析 排放形式

1 原料、产品装卸过程 无组织

2 原料、半成品、产品储存、调和过程 无组织

3 机泵、阀门、法兰等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密封 无组织

4 生产过程（如氧化、干燥）等的尾气 无组织

5 废水和固体废物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 无组织

6 生产装置非正常生产工况排放 无组织

7 热（冷）供给设施燃烧烟气 无组织

8 设备、管线检维修过程 无组织

9 采样过程 无组织

4.3 噪声来源分析

石油化学工业的噪声主要由排污单位各套机械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5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基本原则

5.1.1 以《总则》为指导，根据行业特点进行细化

本标准的主体内容是以《总则》为指导，根据《总则》中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结

合石油化学工业的实际排污特点，进行具体化和明确化。

5.1.2 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基础，全指标覆盖

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内容是本标准制订的重要基础。在污染物指标确定上，主要以

当前实施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依据。对于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明确规定了监测频次的污染

物指标，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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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实地调研以及相关数据分析结果，对实际排放的或地方实际进行监管的污

染物指标，进行适当的考虑。

5.1.3 以满足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为主要目标

本标准的制订以能够满足支撑石油化学工业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为主要目标，石油化学

工业排污许可工作方案中作为管控要素的源尽可能纳入，许可工作方案中要求进行总量控

制的污染物指标，监测频次按适当提高。

5.2 技术路线

根据资料调研和多次专家讨论、审议，形成本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国际经验研究 国内自行监测状况调研 国内管理需求和规定调研

监测点

位设置

监测指

标确定

监测记录

与报告

监测技术指南

征求各方意见，专家咨询论证

监测频

次确定

图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6 标准研究报告

6.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化学工业（包括除聚氯乙烯工业外的合成树脂工业）排污单位在生

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其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监测。

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备火力发电机组（厂）、配套动力锅炉的自行监测要求按照

HJ 820执行。

6.2 监测方案制定

6.2.1 废水排放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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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了企业废水总排放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雨水排放口监测点位设

置、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指标主要参照《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

2015）、《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并结合对国内石油化工企业

实地调研制定。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企业废水总排放口主要控制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硫化物、挥

发酚、总氰化物、总有机碳、氟化物、总钒、总铜、总锌、可吸附有机卤化物及废水有机

特征污染物等 17+X项污染物指标；《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

中企业废水总排放口主要控制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总磷、总有机碳、可吸附有机卤化物及不同类型合成树脂其他废水污染物等 9+X项污

染物指标。《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

中规定，化学需氧量、氨氮每日开展监测，废水中其他污染物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监测。《总

则》中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废水主要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为日—月，其他指标的最低监测

频次为季度—半年。

化学需氧量、氨氮为国家污染减排控制指标，调研的 7家石油化工企业中有 4家安装

了化学需氧量、氨氮自动监测仪器，《总则》中规定，对于检测频次高，自动监测技术成熟

的监测指标，应优先选用自动监测技术。因此，规定对企业废水总排放口直接排放的化学

需氧量、氨氮进行自动监测。废水流量为污染物排放统计中的重要核算指标，规定对流量

开展自动监测。对于间接排放，规定采用手工监测，按周监测。

pH值、悬浮物、总氮、总磷、石油类、硫化物、挥发酚 7项指标为石油化学工业的特

征污染物，调研企业中，有 85%以上的监测频次为日—周。因此，规定以上 7项指标直接

排放的最低监测频次为按周监测。对于间接排放，监测频次适当降低，规定为按月监测。

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氟化物、总钒、总铜、总锌、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卤

化物 8 项指标，调研企业中除总钒（43%开展监测）外，57%以上企业均开展监测，且监

测频次为周—季度。因此，规定以上 8项指标直接排放的最低监测频次为按月监测。对于

间接排放，监测频次适当降低，规定为按季度监测。

对于 60项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指标，本标准规定应根据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

生产的产品、副产品，从附录 A（《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中

表 3）中筛选废水有机特征污染物指标并上报设区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认后，开展自行

监测，并规定监测频次为半年，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监测频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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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成树脂工业的 9+X监测指标，前 9项监测频次按照石油化学工业的相应频次执

行。对于 16项不同类型合成树脂其他废水污染物指标，规定凡生产附录 C（《合成树脂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 1）中列举的合成树脂类型的排污单位，必须

根据合成树脂类型，从附录 C中选取其他废水污染物指标开展自行监测，同时规定监测频

次为半年，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监测频次相同。

车间或生产设施处设置内部监测指标按照《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与《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中规定，要求排污

单位开展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总铬、六价铬、烷基汞、苯并(a)芘 9项监测指

标自行监测，其中合成树脂企业不必监测苯并(a)芘。

对于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总铬、六价铬 7项监测指标，在调研的 7家企

业中，均开展总铅、总砷、六价铬监测，85%以上开展总铬、总汞监测，55%以上开展总

镉、总镍监测，监测频次从月到半年不等，因此，规定监测频次为按月监测，直接排放与

间接排放的监测频次相同。

对于苯并(a)芘、烷基汞 2项指标，在调研企业中，仅有 1家企业开展苯并(a)芘、烷基

汞指标自行监测，监测频次为按季度监测。考虑到苯并(a)芘、烷基汞 2项指标分析方法复

杂，开展监测难度较大，对人体毒害大，因此，规定苯并(a)芘、烷基汞 2项指标监测频次

为半年，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监测频次相同。

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雨水排放口选择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 3项指标进行监测，

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为综合性污染指标，石油类为行业特征污染指标。监测频次规定

为降雨排污期间按日进行监测。

合成树脂工业排污单位雨水排放口选择化学需氧量、氨氮 2项指标进行监测，监测频

次与石油化学工业监测频次相同。

6.2.2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按照《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及《合

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中规定，分 6类排放口。工艺加热炉包

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含卤代烃有机废气包括：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氟化

氢、溴化氢、氯气及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其他有机废气包括：非甲烷总烃及废气有机特

征污染物；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包括：非甲烷总烃及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合

成树脂工业生产设施包括：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及其他废气污染物；合成树脂工业废水、

废气焚烧设施包括：非甲烷总烃、颗粒物、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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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噁英类及其他废气污染物。

对于监测频次，《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

81号）中要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每周至少开展一次监测，颗粒物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监

测，废气中其他污染物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监测。《总则》中规定，重点排污单位主要排放

口的主要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为月—季度，主要排放口其他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为半年—

年，其他排放口监测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为半年—年。

考虑到小型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污染控制措施和环保管理水平较大型石油化学工业

排污单位低，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往往比大型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大，而对于废气污染

排放，单套装置或车间的排气筒即为一个单独的排放源，因此为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衔

接排污许可证管理需求，所有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有组织废气按照重点排污单位要求制

定监测方案。

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工艺加热炉（包含乙烯裂解炉）的燃料多为净化后的干气、瓦

斯气或天然气，由于燃料类型为净化后的燃气，含硫量低，排气中的颗粒物含量极低，规

定二氧化硫、颗粒物的监测频次为按季度监测。由于燃气不够的个别时段，个别工艺加热

炉会向炉内添加其他燃料进行混合燃烧，因此规定在使用其他燃料期间提高二氧化硫、颗

粒物的监测频次为按月监测。

对于氮氧化物指标，参照 HJ 820中燃气锅炉进行规定，即对于单台额定功率≥14MW

的工艺加热炉排气筒，氮氧化物采用自动监测；单台额定功率＜14MW的工艺加热炉排气

筒，氮氧化物的监测频次为按季度监测，采用其他燃料期间按月监测。同时考虑到化工企

业乙烯裂解炉（工艺加热炉）数量多，炉型与规模基本相同，因此，规定对于多个乙烯裂

解炉（加工艺热炉），仅需选择炉膛温度最高的裂解炉的排气筒进行自动监测。

非甲烷总烃指标为石油化学工业特征污染物，是主要的排放指标，在调研企业中，全

部在废水处理有机废气处理装置排放口和其他有机废气排放口开展监测，监测频次为月—

季度；对于含卤代烃有机废气排放口，有 55%以上的企业开展监测。因此，规定非甲烷总

烃的监测频次为按月监测。

对于硫化氢，由于在含硫废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因此，规定在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

集处理装置车间排气筒处进行监测，同时规定监测频次为按月监测。

对于含卤代烃有机废气排放口的其余 4项监测指标：氯化氢、氟化氢、溴化氢、氯气，

在调研的 7家企业中，仅 42.9%的企业开展了氯化氢的监测，监测频次为季度，氟化氢、

溴化氢、氯气 3项指标均未开展监测，考虑到氯化氢、氟化氢、溴化氢、氯气采样监测方



— 41 —

法相对复杂，因此规定监测频次为按季度监测。

对于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在调研企业中，有 55%以上开展自行监测，但多集中在苯

系物、丙烯腈，考虑到这些污染物排放浓度与排放量相对较低，但在分析过程中对人体毒

害大，规定监测频次为半年，若出现超标情况，再按照《总则》中要求进行加密监测。

对于合成树脂工业生产设施的 2+X 项指标，监测频次与前面规定的监测频次保持一

致，规定非甲烷总烃与颗粒物的监测频次为按月监测，其他废气污染物的监测频次为半年。

对于合成树脂工业废水、废气焚烧设施的 7+X项监测指标，非甲烷总烃、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为焚烧设施排放的主要污染物，规定监测频次为

按月监测；对于二噁英类，由于其本身毒性较大，采样及监测难度均较大，对监测条件要

求极高，因此规定在焚烧废水、废气中含有卤素时，监测频次为按年监测。

6.2.3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对于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苯、甲苯、二甲苯、苯并(a)芘等 7

项为《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规定在企业边界监测的污染

物；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苯、甲苯等 5 项为《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2015）中规定在企业边界监测的污染物；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中规定，根据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规定硫化

氢、氨、臭气浓度为 3项必测指标，其余指标包括：三甲胺、甲硫醇、甲硫醚、二甲二硫

醚、二硫化碳、苯乙烯 6项规定为选测指标。

依据《总则》规定的原则，石油化学工业属于无组织废气排放较重的污染源，无组织

废气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监测。同时，规定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苯、甲苯、二

甲苯、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9项指标监测频次为按季度监测。

对于苯并(a)芘指标，调研企业均未开展苯并(a)芘的监测。由于苯并(a)芘指标开展采样

监测难度较大，对人体毒害大，因此，统一规定监测频次为按年监测。

对于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本标准引用《石油化学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的内容进行规定。并参照美国环保署对挥发性有

机物管控监测的相关内容，规定对于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检测，若同一密封点连续

三个周期检测无泄漏情况，则检测周期可延长一倍，但在后续监测中该检测点位一旦检测

出现泄漏情况，则监测频次按原规定执行。

由于北方部分地区冬季持续时间较长，而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所使用仪器只有在 0℃以

上才能正常运行，因此规定对于整个季度气温条件均不能满足检测仪器正常工作需要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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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单位，该季度可不进行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

6.2.4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对石油化学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 HJ 819中的原则，主要考虑

机泵电机、空冷电机、压缩电机、风机等噪声源在厂区内的分布情况。噪声监测频次依据

国家要求与《总则》规定的原则，规定监测频次为按季度监测。

6.2.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仅限 2015年 1月 1日（含）后取

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无明确要求的，对于厂界周边存在环境敏感区域的排污单位，本标准根据《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

对周边环境敏感点环境空气监测做出规定，环境空气监测指标参照废气无组织排放的监测

指标进行规定。对于监测频次，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氯化氢、苯、甲苯、二甲苯、氨、

硫化氢、臭气浓度 9项指标监测频次在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频次的基础上，对周边环境质

量影响监测至少半年一次，并规定每次要连续监测 3天，苯并(a)芘规定为每年监测一次。

企业或地方环境管理部门可根据需求按照以上监测项目与频次开展监测。

6.3 信息记录和报告

对石油化学工业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的记录内容进行了细化。

对石油化学工业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固体废物的来源进行梳理，提出信息记录要求。

6.4 其他

排污单位应制定监测方案、设置和维护监测设施、开展自行监测、做好监测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数据。本标准是在《总则》的指导下，根据石油化学工业企

业的实际情况，对监测方案制定和信息记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具体细化，对于各行业通用

的内容未在本标准中进行说明，但对于石油化学工业企业同样适用，因此除本标准规定的

内容外，其他按《总则》执行。

7 经济成本分析

为了解石油化学工业企业自行监测方案实施的经济成本，标准编制组以北京、重庆、

湖北、江苏、辽宁五个省市为例，以各省市环境监测收费标准或某第三方监测机构的监测

技术服务收费标准为基础，以本准规定的监测指标、监测频次进行监测成本估算。

该成本估算以国内某大型石油化工集团的某企业实际为例，该企业有 4个化工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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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集中处理后外排，废水总排放口按 1个进行计算，各类指标的车间排放口均按 2个进

行计算，雨水排放口监测次数按 40次计算；工艺加热炉排气筒按 30个进行计算，废水处

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排放口按 5个计算，含卤代烃有机废气排放口按 5个计算，其他

有机废气排放口按 5个计算；合成树脂生产设施排气筒按 5个计算，合成树脂焚烧排气筒

按 1个计算；周边环境质量不进行监测。人工监测成本如表 6所示。

表6 人工自行监测成本估算结果 单位：万元/年

序号 类 别
北京成本 重庆成本 湖北成本 江苏成本 辽宁成本

1 废水人工监测 34.37 31.39 33.14 22.33 27.52

2 有组织废气人工监测 185.04 85.39 90.81 129 159.24

3 无组织废气人工监测 46.08 25.56 40.25 22.88 24.86

4 厂界噪声 1.41 2.69 1.6 1.55 1.14

合 计 266.90 145.03 165.8 175.76 212.76

由表 6可知，不同地区，人工监测成本差异较大，废水年监测成本在 22.33万~34.37

万元之间，有组织废气年监测成本在 85.39万~185.04万元之间，无组织废气年监测成本在

22.88 万~46.08 万元之间，噪声年监测成本在 1.14万~2.69万元之间。年监测总成本约在

145.03万~266.90万元之间。此部分费用不包括报告编制费、车辆交通费等费用。

自动监测成本以某大型国企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与日常运维成本统计，如表 7所示。在

本标准实施后，企业需投入自动监测设备投资约 210万元，年运行成本 20万元。

表7 自动监测成本估算结果

序号 类 别 单个成本/（万元） 点位数（个） 总计（万元）

1 废水自动监测设备安装 60.0 1 60.0

2 废水自动监测设备运维 5.0 1 5.0

3 废气自动监测设备安装 60.0 3 150.0

4 废气自动监测设备运维 5.0 3 15.0

由于未获得单独石油化工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数据，此部分核算选取 3个不同规模

的综合型石油工业企业（含炼油厂），进行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成本

计算。所有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按 20%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气体/

蒸汽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80%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计算；泵等密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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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按季度计算，法兰等密封垫监测频次按半年计算，其余参数按表中所列，则挥发

性有机物成本估算结果如表 8所示。

表8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成本核算表

序号 1 2 3

所属企业 A石化 B石化 C石化

炼油规模/万吨 500 800 1000

全厂泄漏检测点数/个 约 15万 约 25万 约 40万

每个泄漏点检测成本/元 10 10 10

年检测泄漏点个数/个 约 36万 约 60万 约 96万

年成本/万元 360 600 960

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成本根据企业规模不同，在 360万～960万元，但随着挥发性

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的推进，该成本会逐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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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监测成本以某大型国企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与日常运维成本统计，如表7所示。在本标准实施后，企业需投入自
	序号
	类  别
	由于未获得单独石油化工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数据，此部分核算选取3个不同规模的综合型石油工业企业（含炼
	序号
	1
	2
	3
	所属企业
	A石化
	B石化
	C石化
	炼油规模/万吨
	500
	800
	1000
	全厂泄漏检测点数/个
	约15万
	约25万
	约40万
	每个泄漏点检测成本/元
	10
	10
	10
	年检测泄漏点个数/个
	约36万
	约60万
	约96万
	年成本/万元
	360
	600
	960
	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成本根据企业规模不同，在360万～960万元，但随着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