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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简称“VOCs”）是大气中普遍存在的一

类化合物，对于石化行业，VOCs即是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

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设备与管阀件泄漏是石化企业主要的 VOCs排放源之一，一套装置的阀、泵、泄压

阀、法兰等设备与管阀件数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由于松动、变形、腐蚀、密封填料失灵

等原因引起的泄漏几乎不可避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国务院 2013年通过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明确在石化业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LDAR）”技术改造，石化行业正在所属企业推广 LDAR，并建立行业统一的设备与管

阀件泄漏检测与维修技术规范与标准化程序。2015年原环保部发布《石化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综合整治方案》（环发〔2014〕177号），要求石化行业全面开展 VOCs综合整治，

严格控制工艺废气排放、生产设备密封点泄漏等 VOCs排放量；同年，相继又发布了《石

化行业 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从行业角

度明确了 VOCs的界定，规定了排放限值、控制措施要求和污染源排查及核算方法等；

2017年，发布《“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全面开展泄漏检测与

修复（LDAR），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重点加强搅拌器、泵、压缩机等动密封点，以及

低点导淋、取样口、高点放空、液位计、仪表连接件等静密封点的泄漏管理。2018年国

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实施 VOCs 专项整治方案，到 2020

年 VOCs 排放总量较 2015 年下降 10%以上。2019年 6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重点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进一步明确要求石化企业按相应的行业标准要求开

展密封点的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2021年 8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65号），要求对以石油炼制、石油化工、

合成树脂等石化行业，组织企业针对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等的关键环节，认真对

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证、相关排放标准和等开展排查整治。2021年 12月生态

环境部发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2022

年 4月 1日实施），规定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的项目建立、现场检

测、泄漏修复、质量保证与控制以及报告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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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企业及装置概况

东营富华达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达远新材料”）注册资本为 5000万

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521MA7DX0319A，企业地址位于山东省东营市

垦利区同兴路 198号，所属行业为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经营范围包含：一般项目：

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

东营富华达远新材料有限公司现有 1套涉 VOCs装置，为甲醇钠装置，主要物料有

甲醇、甲醇钠等。公司在积极发展和推进绿色化工产业的同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坚持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全力抓好各项环保工作。

1.2 本次 LDAR工作涉及装置

富华达远新材料涉 VOCs物料装置共计 1套，本项目全厂 LDAR检测需装置情况见

表 1.2- 1。
表 1.2- 1 本项目 LDAR检测涉 VOCs物料区域一览表

序号 装置 涉 VOCs物料

1 甲醇钠装置 甲醇、甲醇钠等

1.3 开展 LDAR基本情况

富华达远新材料于 2023 年委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环境工程研究开发中心进

行 LDAR检测工作。具体开展情况见表 1.3- 1。
表 1.3- 1富华达远新材料 LDAR开展基本情况

填表日期：2023年 12月 5日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东营富华达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杨鹏飞 电话 13954661790
邮箱 sdshhb@sinodmc.com
受控装置套数 1 受控密封点总数 4372

密封点数

泵 21
压缩机 0
搅拌器 0
阀门 1183

泄压设备 1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57

法兰 2922
连接件 179
其他 0

现场检测 起始日期 2023年 11月 9日 完成日期 2023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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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密封点数 1271 泄漏点数 1

至今修复密封点数 1

除已修复的泄漏点，6个月内（自

发现泄漏之日起），计划修复的泄

漏点数

0

延迟修复

延迟修复点数 延迟修复严重泄漏点数 全厂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0 0 /

1.4 项目组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环境工程研究开发中心 LDAR 项目组负责人负责项目总

体协调以及质量、安全、进度总体控制，检测人员负责设备密封点检测及复检等现场工

作，对于检测发现泄漏的动密封点，各装置人员负责组织维修，维修后进行复检。

项目组于 2023年 11月 9日开展本年度第四季度 LDAR工作，于 11月 16日完成所

有运行装置检测工作。具体人员及工作内容见表 1.4- 1。
表 1.4- 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环境工程研究开发中心 LDAR检测项目组

序号 人员 职务 主要工作内容

1 王歌 项目负责人 负责 LDAR 项目的总体指挥与调度，确保项目的有序进行，保证实施质量

2 张清 技术负责人 负责项目整体技术，检查项目技术规范等

3 崔宁 现场负责人 负责现场工作总体安排，沟通协调，保证项目进度

4 田翠芳 质量负责人 负责项目质量监督检查等

5 宁尚奇 安全负责人 负责现场工作的安全问题，保证项目安全合理进行

6 魏可玲 项目成员 负责现场检测及建库工作

7 陈永峰 项目成员 负责现场检测及建库工作

8 陈正豪 项目成员 负责现场检测及建库工作

2 项目进度

本次 LDAR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现场检测阶段和数据整理阶段各阶段具体

时间及工作内容见表 1.5- 1。
表 1.5- 1富华达远新材料 LDAR检测项目具体进度

工作内容 工作时段

LDAR

设备动静密封点现场核对与检测 2023.11.9—2023.11.10

泄漏密封点维修与复测、复检 2023.11.11-2023.11.16

LDAR 报告出具 2023.11.20—20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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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订）；

（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4）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HJ733-2014）；

（5） 《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

（6）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7）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国家环保部公告 2013年第 31

号）；

（8） 《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环发〔2014〕177号）；

（9）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121号）

（10）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

大气〔2019〕33号）；

（11） 《关于印发〈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20〕

33号）；

（12） 《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65

号）；

（13） 《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环办〔2015〕104号）；

（14）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1230-2021）；

（15） 《石化企业 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环办〔2015〕104号）；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三十一号）；

（17） 山东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方案；

（18） 《东营市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实施技术导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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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DAR工作介绍

4.1 LDAR项目简介

LDAR范围确定基础依据为《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4.2 LDAR术语和定义

1）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2）涉 VOCs物料 process fluid in VOCs service

VOCs质量分数占比大于等于 10%的物料。

3）挥发性有机气体 volatile organic gas

在工艺条件下，呈气态的 VOCs物料，简称气体。

4）挥发性有机液体 volatile organic liquid

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挥发性有机液体已作定义的，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未发布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执行 GB37822规定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定义，简称轻液。

5）挥发性有机重液体 volatile organic heavy liquid

除轻液以外，在工艺条件下呈液态的 VOCs物料，简称重液。

6）受控装置 affected facility

载有 VOCs物料的装置。

7）受控设备与管线组件 affected equipment and pipeline components

载有 VOCs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

8）受控密封点 affected seal

受控设备与管线组件可能泄漏 VOCs物料的动密封或静密封点，简称密封点。

9）泄漏检测与修复 leak detection and repair（LDAR）

通过常规或非常规检测手段，检测或检查密封点，并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有效措施修

复泄漏点，对工业生产全过程物料泄漏进行控制的系统工程。

10）泄漏认定浓度 leak definition concentration

在密封点规定的检测位置测得的，表示有 VOCs泄漏存在，需采取措施进行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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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限值（基于经参考化合物校准仪器的示值）。

11）泄漏检测值 leakage detection value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仪器探测到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点的 VOCs浓度扣除环

境本底值后的净值，以碳的摩尔分数表示，单位通常为μmol/mol。

12）泄漏点 leak source

符合排放标准规定泄漏认定条件的密封点。

13）首次尝试维修 first attempt at repair

发现泄漏后，在规定时限内，首次采取有效方法消除泄漏的维修作业（如压紧阀门

填料压盖、调整法兰螺栓等不需要更换密封部件的方法）。

15）实质性维修 final repair

首次尝试维修未消除泄漏时，在规定时限内，通过采用但不限于更换垫片、加盲板、

更换填料、更换设备与管线组件等方式的进一步维修作业。

16）延迟修复 delayed repair

泄漏点不能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修复，需要延长维修时间的一种状态。

4.3 LDAR工作流程

LDAR工作流程主要包括项目建立、现场检测和泄漏维修三个步骤，见图 3.3- 1。

图 3.3- 1 LDAR工作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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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建立

5.1 项目建立流程

本次 LDAR 项目根据《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进行项目建立工作。具体流程见图 4.1- 1。

图 4.1- 1 项目建立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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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料收集

根据《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对富

华达远新材料进行资料收集与分析。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工艺流程图（PFD）、

管道仪表图（P&ID）、物料平衡表、工艺操作规程、装置平面布置图、设备台账等。

5.3 装置适合性分析

分析装置涉及的原料、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各类助剂的组分和含量，建立受控装

置清单。

5.4 设备与管线组件适合性分析

分析各受控装置内设备与管线组件的物料，核算设备与管线组件内VOCs质量分数，

辨识受控设备与管线组件。对于组分含量随时间变化的，宜取最近一个生产周期内质量

分数的平均值。符合以下条件的受控设备与管线组件可以豁免：

——正常工作处于负压状态；

——仅在开停工、故障、应急响应或临时投用期间载有 VOCs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

件，且 1年内接触时间不超过 15日；

——采用屏蔽泵、磁力泵、隔膜泵、波纹管泵、密封隔离液所受压力高于工艺压力

的双端面机械密封泵或具有同等效能的泵；

——采用屏蔽压缩机、磁力压缩机、隔膜压缩机、密封隔离液所受压力高于工艺压

力的双端面机械密封压缩机或具有同等效能的压缩机；

——采用屏蔽搅拌器、磁力搅拌器、密封隔离液所受压力高于工艺压力的双端面机

械密封搅拌器或具有同等效能的搅拌器；

——采用屏蔽阀、隔膜阀、波纹管阀或具有同等效能的阀，以及上游配有爆破片的

泄压阀；

——配备密封失效检测和报警系统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

——车间内安装了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可捕集、输送动静密封点泄漏的 VOCs

至处理设施；

——采取了其他等效措施的设备与管线组件。

5.5 物料状态辨识

基于 PFD、P&ID 辨识物料状态，根据工艺参数将受控设备与管线组件内的 VOCs

物料按气体、轻液、重液进行分类。VOCs物料在工艺条件下呈液态，现有数据不足以

进一步辨识其状态的宜按轻液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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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状态的物料由阀门或其他设备隔离，边界阀门或其他密封点按如下原则划分：

——VOCs物料与其他介质（如氢气、氮气、蒸汽、水等）交界，按 VOCs物料计；

——气体与轻液或重液交界，按气体计；

——轻液与重液交界，按轻液计。

5.6 密封点计数

根据《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的要求，

对组件进行信息采集，包括密封点类型（泵、压缩机、搅拌器、阀门、泄压装置、取样

连接系统、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法兰、连接件）、可达性、公称直径、密封点工艺描述、

密封点位置描述、物料状态（有机气体、挥发性有机液体、重液体）等。

密封点计数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

中的要求：

（1）泵、压缩机和搅拌器

泵、压缩机和搅拌器的轴封按“泵”、“压缩机”和“搅拌器”计数，设备的机壳密封、

冲洗管路等附件按照实际的密封方式计数。

（2）阀门

阀门阀杆填料密封和阀盖密封以及阀体本身各部件之间的所有密封，计为一个“阀

门”，上下游连接法兰单独计数。

（3）泄压设备

泄压设备分两种情况；

1）泄放口接入装置管网（如瓦斯管网），则不按“泄压设备”记录。但泄压设备上

放空丝堵，以“连接件”计数。阀体各部件之间的连接，按“法兰”计数。

2）泄放口敞开对大气，则按“泄压设备”计数，同时取消阀座到泄放口之间的阀体

各部件之间的“法兰”计数。

（4）取样连接系统

取样连接系统可分为密闭取样和开口取样两种；

1）密闭取样：取样瓶长期与取样口连接，按“连接件”、“法兰”实际数量计数；取样

口除取样操作外不与取样瓶连接，按系统开口数量以“开口阀或开口管线”计数；

2）开口取样：取样口没有丝堵，按“取样连接系统”和“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分别计数。

取样口带有丝堵，则按“取样连接系统”和“连接件”计数。

（5）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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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包括机泵进出管线排凝，调节阀组排凝，取样连接系统，压力

容器放空等，末端阀门下游法兰或连接件不计数。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末端安装有盲板或

丝堵，不再计“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末端阀门下游法兰或连接件以及封堵盲板或丝堵均

按“法兰”或“连接件”计数。

（6）法兰、连接件

管线法兰、过滤器、止回阀、换热器封头、塔器人孔、机泵壳体等按“法兰”计。所

有螺纹连接，如空冷器丝堵，压力表接头、仪表箱内连接件、加热炉燃料气连接软管接

头等，按“连接件”计数。活结接头本体按一个“连接件”计数，与管线螺纹相连的两部分

按“连接件”分别计数。弯头螺纹管件按两个“连接件”计数。三通螺纹连接按三个“连接件”

计数，以此类推。

（7）其他

对于无法纳入以上 9 类密封点计数的设备连接按“其他”计数，如储罐泡沫发生器、

检尺口等。

5.7 台账建立

5.7.1 群组划分

按照空间位置和工艺流程可将受控设备与管线组件划分为多个群组。如将分液罐划

分为罐顶安全阀群组、压力表群组、放空及人孔群组、液位计群组等，除空冷器外，每

一群组包含的受控密封点宜控制在 1~30个范围内，且在同一操作平台可以实施检测。

5.7.2 群组编号

赋予每个群组唯一性编码，通常采取“装置代码”+“数字”的组合方式。装置代码共

六位字符，其中前五位宜由装置名称拼音简称或英文首字母大写组合或现有管理代码。

不足五位时，前面用“X”占位。超过五位，可省略第五位后面字符。第六位为数字，表

示同名称装置的序列号，如果某类只有一套，则该数字取“0”。

“数字”共八位，其中前两位代表装置的区域或单元，从 01 依次排序，企业可以根

据装置管理现有划分方法自行定义区域或单元，自行定义应有相应的文件说明。第三、

四位数字代表群组所在平台（地面用 01，依次排序），第五至八位数字代表上述位置群

组的编码（每个区域的各层平台均从 0001依次编码），编码顺序采取最短路径原则，

避免重复同一路径。

群组编码在企业内部应具有唯一性，同一装置内群组的后 8位数字应有唯一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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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甲醇钠装置，其二区定义为“02”，其 2层平台的第 5个群组可表示为：JCNZZ002020005。

5.7.3 群组现场信息采集

现场采集的群组信息宜包括但不限于：

——装置名称；

——区域或单元；

——平台；

——P&ID 图号；

——群组位置描述；

——群组工艺描述。

5.7.4 密封点标识与编号

密封点标识通过其唯一性编号实现，格式可为“群组编号-密封点扩展号”。其中扩展

号由 3位数字构成。一般编辑顺序如下：按照群组内从上游到下游，从入口到出口，先

主管线后支线、副线；先主设备后附件的规律编排。

5.7.5 密封点现场信息采集

密封点现场采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密封点类型（泵、压缩机、搅拌器、阀门、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开口阀

或开口管线、法兰、连接件等）；

——可达性；

——公称直径（mm）；

——密封点定位描述；

——物料状态。

对管线排查识别出的纳入 LDAR程序的管线上的组件，采用拍照法对组件在装置的

实际位置进行标识。

通过对每个合规组件利用防爆 PAD进行拍照并在照片上标记检测点作为密封点标

识建档照片见图 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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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1 密封点标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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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检测

6.1 现场检测流程

本次 LDAR 项目根据《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进行项目建立工作。具体流程见图 5.1- 1。

图 5.1- 1现场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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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检测仪器

本项目检测所用仪器符合《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HJ

733-2014）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要

求，检测程序符合规定，检测结果达标。主要设备见表 5.2- 1。
表 5.2- 1 检测用仪器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编号
国别产

地
用途 备注

1 有毒挥发性气体检测仪 TVA2020 CM20456005 美国 检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1台

2 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EXPEC 3100 611P2250061 国产 检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1台

3 EyeCGas便携式红外气

体成像仪
/ / 以色列

检测不可达点挥发性有

机物
1台

4 数字式温湿度计 GM1362 2286524 国产 检测现场环境条件 1台

5 数字大气压力表 BY-2003P 20080556 国产 检测现场环境条件 1台

6 数字式风速计 GM816A 030538 国产 检测现场环境条件 1台

7 四合一气体报警仪
GASALERT
MICROCLIP

XT

KA416-10052
40 美国 气体检测报警 1台

8 四合一气体报警仪
GASALERT
MICROCLIP

XT

KA416-10052
31 美国 气体检测报警 1台

6.3 现场作业安全检查

（1）现场检测前的安全防护准备

现场作业人员除需掌握相关的技术规范，了解检测任务外，还需要对现场的自然环

境、气候、工况、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等有所了解，备好相应的人员安全防护装备，如

防静电工作服、护目镜、耳塞、防砸鞋、手套等。入场前进行体格检查，患有恐高症、

心脏病、高血压、精神病、癫痫病等不适合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不可安排他们从事此

项作业。现场作业员工应严格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始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

作方针，接受企业安全环保培训，在取得作业许可后进行现场作业。

（2）现场检测过程中的安全防护

1）化学性防护

有害物质的伤害途径主要有吸入、飞溅、粘附、误食等引起体内器官或皮肤伤害，

易燃、易爆引发的火灾事故。一般无挥发性化学污染物，主要进行手防护、身体防护；

挥发性化学污染物除做好必要的手防护、身体防护外，还要对呼吸系统、视力器官进行

保护。检测过程中严禁吸烟、饮食。

2）物理性防护

高处作业人员的衣着要灵便，但不可赤膊裸身。脚下要穿软底防滑鞋，不能穿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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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硬底鞋和带钉易滑的靴鞋；操作时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高处

作业中所用的设备应摆放平稳，传递物件时不能抛掷；各施工作业场所内，凡有坠落可

能的任何物料，都要一律先行撤除或者加以固定，以防跌落伤人。检测过程中若发现高

处作业的安全设施有缺陷或隐患，务必及时报告并立即处理解决；冬天攀爬梯子的时候

注意手脚并用，防止滑落；手上有水或潮湿时，不可接触电器或电器设备；搬运仪器过

程中，防止玻璃仪器磕碰，划伤人员；现场用到气瓶时，一定要轻拿轻放，气体不要用

尽，防倒灌，开启气门时，不可对准人。

（3）现场检测后的防护

检测结束后，应进行必要的清洗和消毒，做好个人卫生，避免将有毒有害物质带进

自己的生活场所。

（4）紧急情况处理措施、预案以及抵抗风险的措施

1）皮肤划伤

用消毒过的镊子取出玻璃碎片，用蒸馏水冲洗，涂上碘酒，创可贴或绷带包好，送

医就诊。

2）灼伤处理

普通伤口以生理食盐水清洗伤口后，可用胶布固定；烧烫伤以冷水冲洗 15～30 min

至散热止痛，以生理盐水擦拭，如发现皮肤起泡的，不可自行刺破，灼伤严重的，应急

送医院治疗；化学药物灼伤以大量清水冲洗，以消毒纱布或消毒的布块覆盖伤口，紧急

送至医院处理。

3）火灾应急处理

发生火灾时，应立刻拨打企业火警电话，描述清晰个人信息、所处位置、着火物质、

着火程度等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可到主要路口接应消防车。

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入厂培训安全作业要求行动，听从企业人员指挥，紧急疏散、

撤离至安全区域。

4）触电

人体的安全电压为 36 V，人体通过 1mA的电流，会产生发麻或针刺的感觉，10mA

以上电流，人体肌肉会强烈收缩，25 mA以上的电流，会导致人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

万一触电，应先及时断电，马上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5）中毒

急性中毒的症状：恶心、呕吐、心跳加速、眩晕、口吐白沫、嘴唇发紫、痉挛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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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遇到以上症状应尽快切断毒物来源；吸入刺激性毒物中毒者，应立即转移出中毒现

场施救；口服毒物中毒者，应立即引吐、洗胃及导泻，及时送医院救治。

6.4 仪器准备

6.4.1 仪器开机预热

仪器预热期间应保持仪器点燃，管路、探杆连接完好。预热时间按说明书要求，说

明书无明确要求的，仪器预热时间不少于 30min。仪器预热后，将仪器设置为自动读取

最大值。

6.4.2 流量检查

按照说明书给出的方法，检查仪器采样管路的气密与流量。检查结果应符合说明书

的要求。

6.4.3 仪器零点与示值检查

预热完成后，通入零气，仪器示值不应超过±10 µmol/mol，否则应调零；依次通入

两种浓度的气体标准物质，记录仪器示值。示值误差按（公式 5- 1）计算，不应超过±10%。

否则，应按照说明书给出的步骤实施零点和示值校准。

∆�� = ��−A��
���

× 100% （公式 5- 1）

式中：∆��—仪器示值误差，%；

A� —仪器示值，μmol/mol；

A��—气体标准物质浓度，μmol/mol。

6.5 现场检测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环境工程研究开发中心 LDAR项目组人员按照《工业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对富华达远新材料进行 LDAR

检测区域的划分；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泄

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HJ 733-2014）和《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的标准要求进行检测，并按照《石

化行业 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中的方法进行数据核算，最后出具检测报告。

6.5.1 现场环境条件

现场检测在仪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能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下实施，并对现场检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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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温度和风速进行实时记录。在温度超过仪器工作范围或雨雪或大风天气（地面风速超

过 8m/s）停止检测。

6.5.2 背景值检测

检测过程中，开放环境中的每套装置至少每天进行 1次环境本底值测试。每次测试

至少取 5点，测试点宜位于地面，如图 5.5- 1所示。其中 1点位于装置地面中心附近，

其余 4点位于装置单元 4条边的中点附近。测试点距密封点应不小于 25cm，将各点示

值取平均，作为当日装置环境本底值；对于不规则边界的装置，可以分割成多个矩形区

域，按照上述方法分别测试，再对多个矩形区域环境本底值取平均，作为装置单元的当

日环境本底值。

在距密封点不小于 25cm的位置，检测过程中发现仪器示值与已测得的环境本底值

有显著不同（仪器示值与环境本底值的差值达到或超过环境本底值的±300%），应按照

HJ 733规定的方法，测试该密封点或群组的环境本底值。

装置单元设置在封闭环境中的（如车间或厂房）按照 HJ 733规定的方法，测试密

封点或群组的环境本底值，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方可实施检测。

图 5.5- 2 环境本底值检测位置示意图

6.5.3 现场检测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环境工程研究开发中心于 2022年 11月 9日开始，依据《工

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等相关要求在仪器使

用说明书规定的正常工作环境条件下开展检测，并对现场检测环境温度和风速进行实时

记录。

6.5.3.1 检测与读数

将仪器采样探头在密封点表面移动，采样探头与密封点边线保持垂直，采样探头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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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速度不超过 10cm/s。如果发现指示值上升或仪器报警，放慢采样探头移动速度直至测

得最大读数，并将采样探头保持在出现最大读数的位置，在该位置的检测时间不少于 2

倍仪器响应时间。

对于两个及两个以上位置需要检测的密封点，按最大净检测值记录。

6.5.3.2 延迟修复泄漏点及预警点检测

延迟修复的泄漏点在 LDAR 周期检测过程中，仪器采样探头移动速度不宜超过

3cm/s。

6.5.3.3 检测位置

各密封组件检测位置如下：

静密封检测，在确保人员安全和仪器不吸入油污、液体的前提下，采样探头尽可能

靠近被测密封点表面；动密封（泵轴等）检测，采样探头距轴封不超过 1厘米。对于采

取保温措施的密封点，可通过保温材料接缝或密封点暴露在保温材料之外的部位进行检

测。

（1）阀门

闸阀如图 5.5- 3 所示，通常应检测的部位：

阀杆与填料压盖之间密封、填料压盖或压板与阀盖之间密封、阀盖与阀体之间的密

封、其它可能泄漏涉 VOCs物料的部位。

图 5.5- 3 闸阀检测位置

其它阀门检测位置如图 5.5-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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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4 调节阀、球阀和蝶阀检测位置

（2）泵、压缩机、搅拌器

按照动密封的检测要求对泵、压缩机或搅拌器的轴封实施检测。其中泵的位置如图

5.5- 5 所示。如果由于其构造、外壳或周围设备设施阻碍而无法完整地对轴封进行检测，

则应对所有可以采样的轴封部位进行检测。另外，还应检测泵、压缩机或搅拌器其它受

控密封点（如机壳密封等）。

图 5.5- 5 离心泵轴检测位置

（3）泄压设备（安全阀）

直接泄放到大气的泄压设备（安全阀），在泄放管开口的中央位置进行检测。泄放

口高度超过检测人员触及范围 2米或以上的泄压设备（安全阀），可选择泄放管线的排

凝口检测，检测位置见图 5.5- 6。同时需要检测泄压装置上的其他受控密封点。



19

对于泄放口接入装置（如瓦斯管网）的泄压设备（安全阀），无法按图中位置检测

判断阀座泄漏的，可以免予检测。但需要检测泄压装置上的其他受控密封点。

图 5.5- 6 安全阀检测位置

（4）法兰和连接件

法兰连接：采样探头应尽可能插入两法兰之间的缝隙进行检测。如果采样探头直径

超过缝隙宽度，则应将采样探头紧贴两法兰之间的缝隙，并与两法兰侧面垂直；连接件

（螺纹接头）：采样探头与密封边线垂直，并于管线呈 30°～60°，紧贴密封边线。对于

活接头，接头两侧都应检测。

图 5.5- 7 法兰和连接件检测位置

（5）开口管线

开口管线检测时，探杆应与开口面垂直。依据管线的公称直径分为三种情况（见图

5.5- 8）。①公称直径≤DN25，检测开口中心位置；②DN25＜公称直径≤DN150，检测开

口中心，并检测开口边缘，取最大值；③公称直径＞DN150，除检测中心和边缘外，还

应在径向每 7cm～8cm检测一圈，取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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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9 开口管线检测位置

（6）保温或保冷密封点

检测有保温或保冷层隔离的密封点时，可对保温、保冷材料接缝或密封点暴露在保

温、保冷材料之外的部位进行检测。发现疑似泄漏点（净检测值达到或超过 GB 37822 或

相关标准规定的泄漏确认条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宜通过拆卸疑似泄漏点的保温

或保冷层，确认泄漏点。

6.5.3.4 常规检测适用条件

除不可达密封点外，应对接触有机气体或挥发性有机液体的受控密封点采用常规检

测方式进行检测。

6.5.3.5 泄漏标识

发现泄漏点，应及时系挂泄漏牌。对于结构复杂或尺寸较大泄漏点，可采取在密封

点上作标记、利用防爆相机拍照或其它方式记录泄漏具体位置。

泄漏标识示意图见图 5.5- 10。

图 5.5- 10 泄漏标识示意图

6.5.4 不可达点检测

对于无法进行常规检测的难以检测（不可达）密封点，使用便携式红外气体泄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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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仪进行检测。

6.5.5 漂移修正

每天检测工作结束后，在不对仪器进行调节的条件下，通入当天检测前检查仪器示

值所用的同一气体标准物质（浓度为 LDC附近），待仪器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按（公式 5- 2）计算仪器漂移。

�� = ��� −���
��

× 100% （公式 5- 2）

式中：Dr—仪器漂移，％；

��� —漂移核查检测仪器示值，μmol/mol；

���—气体标准物质浓度，μmol/mol。

示值漂移绝对值|Dr|＞10%时，应重新校准仪器后，检测以下范围的密封点：

——Dr＜0（负向漂移），重新检测当日泄漏检测值在（LDC+Dr×LDC，LDC）范

围的密封点；

——Dr＞0（正向漂移），重新检测当日泄漏检测值在（LDC，LDC+Dr×LDC）范

围的密封点。

6.5.6 检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1）LDAR检测质量保证严格按照《东营市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

实施技术导则》、《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

和《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HJ 733-2014）等标准实施全

过程的质量控制；

2）检测方法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检测人员经过考核上岗，所有检测仪

器经计量部门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3）仪器投入使用前必须进行校准，使用后进行漂移校准；

4）相关 LDAR检测记录按照要求进行规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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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泄漏与维修

7.1 泄漏的认定

根据《东营市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实施技术导则》要求，出现

下列情况之一，则认定发生了泄漏：

（a） 用常规检测方法测得的净检测值超过泄漏定义浓度值的现象;

（b） 用非常规检测或检查发现的泄漏现象。

表 6.1- 1 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的 VOCs泄漏认定浓度

设备
泄漏认定浓度(μmol/mol)

第一时段 第二时段

有机气体或挥发性有机液体（轻液体）流经的设

备管线
1000 500

其它物料流经的设备管线 500 200

自《东营市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实施技术导则》发布之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现有项目执行第一时段泄漏定义浓度值；自 2021年 1月 1日起，

现有项目执行第二时段泄漏定义浓度值。自本要求发布之日起，新建项目执行第二时段

泄漏定义浓度值。东营富华达远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次检测执行第二时段泄漏定义浓度值。

7.2 泄漏修复

1、泄漏修复要求

一般泄漏点的首次维修不得迟于自检测到泄漏之日起 5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一

般泄漏点，应在自检测到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以修复泄漏。严重泄漏点

必须立即采取维修措施，48小时内完成修复；较大泄漏点 5日之内完成修复。修复后应

立即进行复测，复测采用常规现场检测的方法，确认是否修复合格，并在自修复合格后

两周内进行复检。除非符合延迟修复条件，修复不应迟于上述规定。企业应根据本技术

要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2、延迟修复要求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泄漏点可延迟修复：

（1）若检测到泄漏后，在不关闭工艺单元的条件下，在 15日内进行维修技术上不

可行;

（2）立即维修存在安全风险;

（3）泄漏密封点立即维修引发的 VOCs排放量大于泄漏点延迟修复造成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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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可能回收泄漏点延迟修复过程中排放的涉 VOCs物料;

（4）若泄漏密封点处属于内泄漏的形式(如截止阀的内泄漏)。

本要求规定的检测周期，定期检测延迟修复泄漏点。应在下次停工检修结束前完成

延迟修复泄漏点修复。

3、复测要求

泄漏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在 5日内完成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

复泄漏点，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泄漏点维修后，泄漏标识牌上记录已维修并保持在原位置，直到复测表明该泄漏点

修复后方可取下。延迟修复的泄漏标识牌一直保留至修复为止。

完成维修的泄漏点按照要求进行复测。复测泄漏点过程中，检测仪器的采样探头移

动速度不超过 3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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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DAR检测基本情况

8.1 建档密封点信息统计

表 7.1- 1 各装置密封点统计表（单位：个）

序

号
生产单位

密封点

总数

静密封

点数量

静密封

点可达

数量

静密封

点不可

达量

动密封

点数量

动密封

点可达

数量

动密封

点不可

达数量

备注

1 甲醇钠装置 4372 3101 3101 0 1271 1271 0 /

合计 4372 3101 3101 0 1271 1271 0 /

8.2 建档密封点类型信息统计

表 7.2- 1 各装置可达密封点类型统计表（单位：个）

组件名称

装置名称
阀门 法兰 连接件

开口管

线
泵 搅拌器

泄压设

备

取样连

接系统
合计

甲醇钠装置 1183 2922 179 57 21 0 10 0 4372

图 7.2- 1可达密封点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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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本轮 LDAR泄漏情况统计

8.3.1 泄漏修复要求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要求：企业应该按照

下列频次对设备与管线组件的密封点进行 VOCs泄漏检测：

——泵、压缩机、搅拌器（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压设备、取样连接

系统至少每 6个月检测一次。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至少每 12个月检测一次。

根据《东营市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实施技术导则》对泄漏修复

的要求：

1、泄漏修复要求

一般泄漏点的首次维修不得迟于自检测到泄漏之日起 5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一

般泄漏点，应在自检测到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以修复泄漏。严重泄漏点

必须立即采取维修措施，48小时内完成修复；较大泄漏点 5日之内完成修复。修复后应

立即进行复测，复测采用常规现场检测的方法，确认是否修复合格，并在自修复合格后

两周内进行复检。除非符合延迟修复条件，修复不应迟于上述规定。企业应根据本技术

要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2、延迟修复要求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泄漏点可延迟修复：

（1）若检测到泄漏后，在不关闭工艺单元的条件下，在 15日内进行维修技术上不

可行;

（2）立即维修存在安全风险;

（3）泄漏密封点立即维修引发的 VOCs排放量大于泄漏点延迟修复造成的排放量。

应尽可能回收泄漏点延迟修复过程中排放的涉 VOCs物料;

（4）若泄漏密封点处属于内泄漏的形式(如截止阀的内泄漏)。

本要求规定的检测周期，定期检测延迟修复泄漏点。应在下次停工检修结束前完成

延迟修复泄漏点修复。

现场检测过程中，发现有密封点检测值超过泄漏控制值（气态 VOCs物料及挥发性

有机液体 500μmol/mol，其他 200μmol/mol），现场检测人员悬挂泄漏标识牌，并与装

置联系人取得联系，安排设备维修。严重泄漏点 48小时内完成首次修复；较大泄漏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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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内完成首次修复，在首次尝试维修后泄漏仍未消除，需进行再次维修，最终维修期

限为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天内。本次 LDAR检测胜华新能源泄漏点均在 15日之内进行

修复。

8.3.2 检测情况统计

本次检测工作，共检测装置 1 个，检测总密封点数 1271个，本次检测发现漏点 1

个。本次检测各组件密封点统计信息见表 7.3- 1。
表 7.3- 1 本轮检测各组件密封点类型一览表（单位：个）

组件名称

装置名称
法兰 连接件 阀门

开口管

线
泵 搅拌器

泄压设

备

取样连

接系统
合计

甲醇钠装置 0 0 1183 57 21 0 10 0 1271

8.3.3 泄漏修复情况统计

甲醇钠装置检测可达点 1271个，泄漏 1个，维修成功 1个，无延迟修复；无不可

达点。

表 7.3- 2 甲醇钠装置泄漏修复情况一览表

装置名称 甲醇钠装置

密封点类型 可达点个数 不可达点个数 泄漏点个数 修复个数 延迟修复个数

阀门 1183 0 1 1 0

开口管线 57 0 0 0 0

泵 21 0 0 0 0

泄压设备 10 0 0 0 0

合计 1271 0 1 1 0

表 7.3- 3 甲醇钠装置修复情况统计表

序号 装置名称
检测密封点总数

（个）

泄漏点数

（个）
泄漏率（%）

修复数量

（个）
修复率（%）

1 甲醇钠装置 1271 1 0.08 1 100.0

8.4 装置泄漏点统计

2023年第四季度共发现 1处泄漏密封点，泄漏密封点具体分布及类型见表 7.4- 1。
表 7.4- 1密封点泄漏统计

装置 密封点编码 密封类型 泄漏阈值(μmol/mol) 工艺描述

甲醇钠装

置
JCNZZ002010391

006 阀门 500 F01-V2002-上 0米

8.5 常见泄漏点维修方法

8.5.1 泵轴封泄漏维修

泵轴封常见泄漏与处理方式见表 7.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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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1 泵轴常见泄漏维修方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进料或静压时泄漏

密封端面损坏 修理或更换动静环

密封圈损坏 更换损坏的密封圈

动静环端面有异物
清理密封腔体，去除异物；检查密封

面是否损伤，若损伤则更换

动、静环“V”形圈方向装反 按正确方向重新装配

动、静环密封面未完全贴合 重新安装

弹簧力不均 更换弹簧

密封端面与轴的垂直度不符合要求 调整

运转时经常性泄漏

端面比压过大引起的密封端面变形 减小压缩量

摩擦热引起动、静环变形 保证封液充足，密封辅助系统畅通

摩擦副磨损 修理或更换动、静环

弹簧比压过小或封液压力不足 增加端面比压

密封圈老化、溶胀 更换密封圈

有方向性要求的弹簧其旋向不对 更换弹簧

动、静环与轴或轴套间结垢或结晶， 影

响补偿密封 面磨损
清理

安装密封圈处的轴或轴套配合面有划

伤
清理或更换划伤设备

运转时周期性泄漏

转子组件轴向窜动量过大
调整，使轴向窜量符合要求，重新找

正

联轴节找正不好，造成周期性振动 检查清洗叶轮

转子不平衡 叶轮及转子进行静、动平衡

运转时突发性泄漏

弹簧断裂 更换弹簧

防转销脱落 重新装配

封液不足，密封件损坏 检查封液系统，更换密封件

因结晶导致密封面损坏 更换密封件，调整工艺

停用一段时间再开动时发 生泄漏

端面比压过大，石墨环损坏 减小比压，更换石墨环

弹簧锈蚀 更换弹簧

弹簧卡死 清洗或更换弹簧

介质在摩擦副附近凝固或结晶 检修

8.5.2 阀门泄漏维修

阀门阀杆与填料压盖或压板之间泄漏的修复，通常可以通过适当扭紧压盖或压板螺

栓上的螺母消除泄漏。采用压盖直接压紧填料的阀门，需要注意两侧螺母应平衡扭紧。

在上紧螺母的同时，应监测泄漏点，直到净检测值低于泄漏控制浓度。对于通过扭紧螺

母无法消除泄漏的阀门，则需要退出阀门上下游物料，打开阀门填料压盖或压板(取出

压套)，检查并更换阀门填料或阀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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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法兰、连接件泄漏维修

法兰泄漏维修，首先应对称逐步扭紧螺栓螺母，同时检测泄漏点，直到净检测值低

于泄漏定义浓度。通过扭紧螺栓螺母，无法消除泄漏，则需要退出法兰上下游物料，更

换垫片。连接件泄漏维修，首先应适当扭紧螺帽。通过扭紧螺母，无法消除泄漏，则需

要退出连接件上下游物料，在确保螺纹无损的前提下，重新缠绕密封生料带或涂抹密封

胶，将螺母上紧。在扭转螺母过程中，软管不应联动而使螺母受到反向扭矩。

8.5.4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维修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首先应检查末端阀门是否关紧。在阀门关紧情况下，泄漏

依然存在，则可以通过加装一道阀门或根据阀门、管线的末端实际状况安装盲板或丝堵。

8.5.5 泄压设备(安全阀) 泄漏维修

泄压设备(安全阀) 泄漏维修，应切换到备用泄压设备(安全阀)，检查整定压力、实

际工况压力是否符合相关设计规范要求。拆下有问题的泄压设备，应由具有相关资质的

机构检查、维修并重新设定整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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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排放量核算

9.1 核算方法

密封点排放速率核算方法主要包括实测法、相关方程法、筛选范围法和平均排放系

数法。本次 VOCs检测密封点泄漏速率计算主要采用相关方程法，不可达点中的法兰及

连接件采用筛选范围法。

当密封点的净检测值小于 1时，用默认零值排放速率作为该密封点排放速率；当净

检测值大于 50000μmol/mol，用限定排放速率作为该密封点排放速率。净检测值在两者

之间，采用相关方程计算该密封点的排放速率。

表 8.1- 1 石油化工设备组件的设备泄漏率 a

设备类型（所有物质类

型）

默认零值排放速率

（kg/h/排放源）

限定排放速率

（kg/h/排放源） 相关方程 b（kg/h/排放源）

>50000 μmol/mol

石油化工的泄漏率

轻液体泵 7.5E-06 0.62 1.90E-05×SV0.824

重液体泵 7.5E-06 0.62 1.90E-05×SV0.824

压缩机 7.5E-06 0.62 1.90E-05×SV0.824

搅拌器 7.5E-06 0.62 1.90E-05×SV0.824

泄压设备 7.5E-06 0.62 1.90E-05×SV0.824

气体阀门 6.6E-07 0.11 1.87E-06×SV0.873

液体阀门 4.9E-07 0.15 6.41E-06×SV0.797

法兰或连接件 6.1E-07 0.22 3.05E-06×SV0.885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2.0E-06 0.079 2.20E-06×SV0.704

其它 4.0E-06 0.11 1.36E-05×SV0.589

注：表中涉及的 kg/h/排放源＝每个排放源每小时的 TOC排放量（千克）。

a：美国环保署，1995b报告的数据。

b：SV是检测设备测得的测量值（SV，μmol/mol）。

不可达密封点采用筛选范围法进行 VOCs排放量核算。采用筛选范围法核算某套装

置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排放速率时，需要检测至少 50%该装置的法兰或连接件，并且至

少包含 1个净检测值大于等于 10000μmol/mol的点，以检测值 10000μmol/mol为界，分

析比例，并认为未检测组件有相同比例，用筛选范围法计算。

表 8.1- 2 筛选范围排放系数 a

设备类型 介质 石油炼制系数 b 石油化工系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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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μmol/mol排
放系数 kg/（h·排放

源）

<10000 μmol/mol排
放系数 kg/（h·排放

源）

≥10000 μmol/mol排
放系数 kg/（h·排放

源）

<10000 μmol/mol排
放系数 kg/（h·排放

源）

法兰或连接

件
所有 0.0375 0.00006 0.113 0.000081

注：a：EPA，1995b报告的数据。

b：这些系数是针对非甲烷有机化合物排放。

c：这些系数是针对总有机化合物排放。

对不适用筛选范围法的密封点，采用平均排放系数法进行核算。

表 8.1- 3 石油化工平均组件排放系数 a

设备类型 介质 石油化工系数（kg/h/排放源）c

阀门

气体 0.00597

轻液体 0.00403

重液体 0.00023

泵
轻液体 0.0199

重液体 0.00862

压缩机 气体 0.228

搅拌器 轻液体 0.0199

泄压设备 气体 0.104

法兰、连接件 所有 0.0018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所有 0.0017

取样连接系统 所有 0.0150

其他 所有 0.00597

a：摘自 EPA.1995b。
b：石油炼制排放系数用于非甲烷有机化合物排放速率

c：石油化工排放系数用于 TOC（包括甲烷）排放速率。

根据《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影响

因子大于 3的物料需考虑影响因子的影响响应因子获取方法如下：

a）物料为单一组分，则可查阅检测仪器说明书或通过 HJ 733中 3.2.1规定的方法，

确定该组分 2～3 个浓度的响应因子（例如 500µmol/mol、10000µmol/mol）。采用最大

响应因子。

b）物料为多组分，采用方法 a）获得各组分的响应因子，按公式 8-1计算该物料的

响应因子。

��� = �

�=�
� ��

���
�

（公式 8- 1）

式中：RFm—物料合成响应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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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组分 i的响应因子（注意：应采用各组分相同浓度的响应因子）；

xi—组分 i占物料中 TOC的摩尔百分数；

n—物料组分数。

9.2 核算结果

按本次 LDAR工作检测结果计算，第四季度初测排放量为 0.069t，修复后第四季度

排放量为 0.067t，减排量为 0.002t。

9.3 项目合规性分析

本项目与《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

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1230-2021）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8.3- 1。
表 8.3- 1 项目合规性分析表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达标判定依据

密封点检测台账

建立

受控密封点信

息完整

达标●
建立完整受控密封点信息

不达标○

现场检测

检测前校准
达标●

每天检测前，校准仪器，记录完整。
不达标○

漂移记录
达标●

每天检测结束后，进行漂移检查，记录完整。
不达标○

检测频次
达标●

检测频次符合 GB37822-2019
不达标○

泄漏标识

达标●
检测或检查过程中发现泄漏点，应及时系挂泄漏牌。泄漏牌至

少记录密封点编码，净检测值，检测或检查时间，检测人员。不达标○

现场检测 检测记录
达标● 检测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密封点编码、净检测值、 检测时间、

检测人员、仪器型号/编号）不达标○

泄漏维修

首次维修
达标● 首次维修不得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并有维修单记

录不达标○

延迟修复

达标● 符合《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

（HJ1230-2021）规定的 “延迟修复”条件，并建档（电子或纸

质）
不达标○

复测 达标●
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在 5 日内 完成验证

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修复的延迟修复泄漏点，应在装

置开工稳定后 15 日内复测。

10 LDAR项目成果

富华达远新材料 2023年第四季度 LDAR项目对设备动密封点进行了检测，对发现

的泄漏密封点全部进行了修复与复测，修复率 100.00%。

（1）富华达远新材料通过每年定期持续对设备动静密封点进行检测和修复，对挥

发性有机物（VOCs）无组织排放取得良好的控制效果，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削减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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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排放，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通过对泄漏点的修复完成，主动管理企业的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

提高工艺可靠性；提前发现设备泄漏，降低现场工人暴露在有害化学品中的危险；降低

物料损耗；整体上降低风险并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3）在 VOCs管控力度不减、双碳行动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拓展绿色可持续

发展思路，成为“十四五”期间甚至更远的将来公司践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重大课题。

为在统筹环境污染治理、实现 VOCs有效管控的基础上，延伸深度、拓宽广度，实现高

质量污染防治与环境保护。

---------以下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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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件

附件 1 资质证书



34

附件 2 检验检测标准能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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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仪器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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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标准气体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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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校准、环境背景及漂移记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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