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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 要

2024 年 01 月，山东华邑化工有限公司委托青岛聚创联合环保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创联合”），对其涉及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

装置，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以下简称“LDAR”），包括项目的建档

及检测等具体工作，聚创联合严格按照 HJ733《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

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及相关规范，进行实施。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各方努力，按照相关规范

和要求，完成了资料搜集，装置工艺流程图、物料平衡表、设备台帐等，

对涉 VOCs 物料的装置、设备进行了划分，实施了密封点建档、拍照、检测、

标注泄漏点等工作，并将 LDAR 相关数据上传 VOCs 管控平台，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并保存相关数据。

本项目本轮受控密封点 36321 个，其中检测 35644 个密封点，不可达

677 个密封点，发现泄漏点共 20个。

在此感谢山东华邑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对本项工作的支持和帮

助，并积极配合、细致地解答我们在工艺、设备上的疑问，有你们持续不

断的配合和帮助，使得泄漏检测与修复项目顺利完成。

最后还要感谢山东华邑化工有限公司的各位领导，感谢你们的鼓励、

指导和帮助，以及所给予的各种建议和指正；感谢参与到本项目中的全体

项目组成员，专业、敬业的工作态度，保证了项目顺利平稳的高效完成，

衷心地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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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建立

2.1 实施单位介绍

“河奔海聚，创业垂统”，在奔流不息的大海边，聚创联合，一个汇时代之精华，容人文之精

粹的企业诞生。

青岛聚创联合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8 年正式成立，总部坐落于青岛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位置优越，环境良好，在济南，东营，潍坊，德州，兰州，张掖等多地设有销售中心和项目办事处。

公司致力于为企业和政府提供精准高效的第三方环境检测服务，业务范围涵盖了与环境检测相

关的各个领域，在石油，石化，炼化，喷涂，汽车制造等多个行业，均有涉及 VOCs 泄漏检测与修复

业务（简称“LDAR”）。

公司自有各类先进的检测仪器与设备，拥有行业内完善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已正式通过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监制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2.2 项目实施人员

甲方项目组人员：

序号 人员 角色 部门 备注

1 邱主任 项目经理 安环部

对项目整体负责，对甲乙双方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对甲乙双方工作进行总结和监

督，保证项目按计划、保质保量完工。

乙方项目组人员：

序号 人员 角色 备注

1 李玉鹏 项目负责人
负责有关 LDAR 的事宜，

现场检测工作安排及现场安全监督，报告出具等。

2 张凯杰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3 杨安宸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4 刘旭松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5 宋俊鹏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6 史忠见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7 郭玉豪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8 李庆山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9 蒋建磊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报告编号：聚创联合检字 2024第 009 号

第 5 页 共 125 页

10 岳超英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1 李玉鹏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2 孙连壮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3 任徐欣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4 陈子鹏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5 郭登涛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6 刘嘉璇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7 张元鹏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8 尉先胜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19 张 蕴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20 弭风彬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21 王广涛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22 王 祎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23 迟晋建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24 周东朋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现场检测工作。

25 谢 睿 审 核 按照 LDAR 规范标准审核报告内容及格式。

2.3 主要检测设备及辅助设备

本项目采用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EXPEC3100，EXPEC3100 采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FID）技术，

针对设备和管阀件泄漏检测作业的专业分析仪器，配备 PDA 智能手操器，应用公司自主研发 LDAR

助手，便于检测工单下载上传，提高工作效率。测量范围：0-50000ppm，符合国家标准对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速率计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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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x42 挥发性有机气体检测仪，Phx42 采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FID）技术，为 Phx21 升级版本，

是基于多年工作经验所设计开发的，针对设备和管阀件泄漏检测作业的专业分析仪器，配备 PDA 智

能手操器，便于检测工单下载上传，提高工作效率。测量范围：0-100000ppm，符合国家标准对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速率计算的要求。

Phx21 氢火焰离子检测仪，Phx21采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FID）技术，专为 EPA Method 21 设计，

是基于多年工作经验所设计开发的，针对设备和管阀件泄漏检测作业的专业分析仪器，配备 PDA 智

能手操器，应用公司自主研发 LDAR 助手，便于检测工单下载上传，提高工作效率。测量范围：0-50000

μmol/mol，符合国家标准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速率计算的要求。

PHTH-2020 便携式 VOCs 检测仪是一款通过防爆认证的 VOCs 总量(TVOC)检测仪，采用 FID 氢火

焰离子化检测器，对几乎所有的有机物均有响应特别是对烃类灵敏度高且响应与碳原子数成正比，

对 H2O、CO2和 CS2等无机物不敏感，对气体流速、压力和温度变化不敏感，可很好的满足客户对于

多种现场快速准确检测 VOCs 总量(TVOC)的需求。

Thermo Scientific TVA2020C 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具备同时检测有机和无机化合物的能力。

TVA2020C 配置了高灵敏度的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测量有机化合物浓度。FID 具有很宽的动态和

线性测量范围，响应稳定，重复性好。配置可同时工作的 FID 和 PID 双检测器的分析仪，具有更强

的分析能力。相对于单检测器的仪器，双检测器分析仪能同时对所有有机化合物和部分无机化合物

快速响应；而和同体积的其他仪器比较，能提供更全面的气体覆盖。

MH3500-C 型挥发性有机物气体分析仪，内置 FID+PID 双检测器，可加装 TDLAS 激光甲烷传感器

检测甲烷气体含量继而得到非甲烷总烃污染物的浓度，也可加装氧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传感器，

实现多参数检测，是目前市场上集成度较高的无组织排放 VOCs 的泄露检测设备。可快速识别石化企

业各类管阀件、排泄口和密封罐体的泄漏点检测等。

ZR-3130 型便携式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标配 FID 氢火焰离子检测器，选配 PID 光离子检测器与氧

气传感器，对大部分的有毒有害气体（包括挥发性有机气体以及常见的导致恶臭异味的无机气体）

均有响应。分析仪采用本安防爆设计，配备防爆手操器，适用于认证防爆环境。分析仪体积小、重

量轻、检测准确、操作简单，满足快速、准确分析的现场检测要求。

本设备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仪器量程及分辨率应符合 HJ 733 中 3.1.2 的规定;

——采样流量应符合 HJ 733 中 3.1.3 的规定；

——采样探头应符合 HJ 733 中 3.1.4 的规定；

——仪器响应时间应符合 HJ733 中 3.2.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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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示值误差应符合 HJ733 中 3.2.2 中的规定；

——恢复时间不应超过 30s；

——仪器进场检测一次的连续运行时间不低于 8h；

——具备数据存储功能，并能以无线或蓝牙方式下载和传输检测数据；

——检测仪器或辅助工具应具有自动读取最大值功能；

——宜有超限报警功能，报警阈值可以自由设定；

——仪器应通过防爆认证，防爆等级符合使用场所的要求；

——仪器应安装消音器。

1、标准气体

检测用气体 需要准备的气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种类：

——零气，指 VOCs 含量小于 10×10
-6
mol/mol（以甲烷计）的洁净空气。

——校准气体，指校准时用于将仪器读数调节至已知浓度的挥发性有机物。校准气体通常是接

近相关控制标准浓度限值的参考化合物标准气体。

——燃料气（高纯氢气）。

2、本轮次检测设备、标气清单

检测仪器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仪器型号

1 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JCLH0101 EXPEC 3100

2 氢火焰离子检测仪 JCLH0103 Phx42-5878

3 氢火焰离子检测仪 JCLH0105 Phx42-6853

4 氢火焰离子检测仪 JCLH0107 Phx21-1680

5 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JCLH0108 EXPEC 3100

6 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JCLH0110 EXPEC 3100

7 便携式 VOCs 检测仪 JCLH0111 PHTH-2020

8 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JCLH0112 TVA2020-C6A1R3

9 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JCLH0113 TVA2020-C4A1R2

10 挥发性有机物气体分析仪 JCLH0114 MH3500-C

11 挥发性有机物气体分析仪 JCLH0115 MH3500-C

12 便携式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JCLH0117 ZR-3130 型

13 便携式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JCLH0118 ZR-3130 型

14 便携式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JCLH0119 ZR-3130 型

15 挥发性有机物气体分析仪 JCLH0121 MH3500-C

16 便携式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JCLH0122 ZR-3130 型

17 便携式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JCLH0124 ZR-3130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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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便携式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JCLH0125 ZR-3130 型

19 挥发性有机物气体分析仪 JCLH0126 MH3500-C

20 挥发性有机物气体分析仪 JCLH0127 MH3500-C

21 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JCLH0128 EXPEC 3100

标准物质

序号 标气编号 标气浓度（μmol/mol）

1 JCLH0343 0

2 JCLH0344 502

3 JCLH0345 10022

4 JCLH0352 0

5 JCLH0353 500

6 JCLH0354 10000

辅助设备 风速风向仪等

2.4 现场气象条件及环境本底值

检测日期 装置名称
温度

（℃）

风速

(m/s）

风向

（°）
天气 湿度%

环境本底值

（μmol/mol）

大气压

（Kpa）

2024年01月 20日
20 万吨/年异

丁烷脱氢装置
-1.8 3.8 46 晴 78.1 1.1 103.1

2024年01月 21日
20 万吨/年异

丁烷脱氢装置
-6.0 2.4 10 晴 64.0 1.1 103.5

2024年03月 12日 储运罐区 2.0 7.0 90 晴 63.0 1.1 102.1

2024年03月 13日
工业异辛烷装

置
11.0 3.0 278 晴 48.0 1.1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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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标准

3.1 参考依据

序号 发布内容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1 《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 环境保护部 2015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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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12 月

3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19-2017 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4 月

4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0-2015
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5 年 4 月

5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2015
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5 年 4 月

6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5 年 4 月

7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 37 2801.6—2018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山

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8 年 4 月

8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7822-2019

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
2019 年 5 月

9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

HJ 1230-2021
生态环境部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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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DAR 工作流程

4.1 项目建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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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现场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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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泄漏维修复检流程

5 LDAR 项目实施

泄漏检测与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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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信息采集

1.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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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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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设备适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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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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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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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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物料状态边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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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受控密封点分类

密封点分为以下类型：

——泵（P）；

——压缩机（轴封）（Y）；

——搅拌器（轴封）（A）；

——阀门（V）；

——泄压设备（安全阀）（R）；

——取样连接系统（S）；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法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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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件（螺纹连接）（C）；

——其他（Q）。

7.不可达密封点辨识

7.1 物理因素

密封点不可达的物理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密封点位置超出操作/检测人员触及范围 2 m 以上；

——密封点因埋地、阻挡或空间过于狭窄等物理隔离致使常规检测难以实施；

——密封点因其他技术上因素致使常规检测难以实施。

7.2 安全因素

密封点不可达的安全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密封点位于 AQ 3028 中定义的受限空间内；

——密封点 5 m 范围内或到达该密封点的路径上长期存在氧气浓度低于 19.5%或高于 23.5%

（体积分数）的环境；

——密封点 5 m 范围内或到达该密封点的路径上长期存在有毒有害介质，且按照 WS/T 765，

上述环境中，“时间加权平均浓度（TWA）”“短时间接触浓度（STEL）”“最高浓度（MC）”中任

意一项超标；

——密封点 5 m 范围内或到达该密封点的路径上，爆炸性气体环境连续出现或频繁出现或长期

存在；

——密封点 5 m 范围内或到达该密封点的路径上长期存在电离辐射，且超过 GB 18871 中规定

的可豁免的源与豁免水平的环境；

——国家或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明确规定的其他不可接受风险。

7.3 不可达密封点的控制指标

新、改、扩建装置不可达密封点数量不宜超过本生产装置密封点数量的 3%。

5.2 检测要求

1.检测环境条件

现场检测应在仪器说明书规定的能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下实施。雨雪或大风天气（地面风速超

过 8m/s）不应进行室外检测。

2.环境本底值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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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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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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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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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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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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位置 装置边界

环境本底值检测位置示意图

3.检测与读数

检测与读数按 HJ 733 执行。

同一密封点包含 2 个及 2 个以上检测部位的，按最大泄漏检测值记录。

6 LDAR 项目数据统计

6.1 密封点范围统计

密封点范围统计表

序号 装置名称
建档密封点

数量（个）

本轮密封点

数量（个）

检测密封点

数量（个）

不可达密封

点数量（个）
涉 VOCs 物料

1 储运罐区 10608 10608 10103 505

液化石油气、

甲醇、异辛烷、

MTBE 等

2
工业异辛烷

装置
9920 9920 9791 129

异丁烷、异辛

烷、液化烃、

燃料气等

3

20 万吨/年异

丁烷脱氢装

置

15793 15793 15750 43

异丁烷、燃料

气、异丁烯、

正丁烷等

合计 36321 36321 35644 6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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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密封点类型统计

根据受控密封点分类标准对本项目 LDAR 受控密封点进行分类统计。

密封点类型统计表

序号 装置名称
法兰

(F)

阀门

(V)

开口

阀或

开口

管线

(O)

连接

件

(C)

泵

(P)

搅

拌

器

(A)

压缩

机

(Y)

泄压

设备

(R)

取样

连接

系统

(S)

其他

(Q)
合计

1 储运罐区 6514 2993 359 574 62 0 9 70 27 0 10608

2
工业异辛烷

装置
6566 2790 168 324 44 0 1 0 27 0 9920

3

20 万吨/年

异丁烷脱氢

装置

10464 4699 36 550 40 0 0 0 4 0 15793

合计 23544 10482 563 1448 146 0 10 70 58 0 36321

6.3 装置密封点类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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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罐区(XXXZG0)密封点类型统计表

序号 密封点类型
建档密封点

数量(个)

不可达密封

点数量(个)

检测密封点

数量(个)

泄漏密封点

数量(个)
泄漏率(%)

1 法兰 6514 290 6224 11 0.18

2 阀门 2993 161 2832 2 0.07

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359 33 326 0 0.0

4 连接件 574 19 555 1 0.18

5 泵 62 0 62 0 0.0

6 搅拌器 0 0 0 0 0.0

7 压缩机 9 0 9 0 0.0

8 泄压设备 70 2 68 0 0.0

9 取样连接系统 27 0 27 0 0.0

10 其他 0 0 0 0 0.0

合计 10608 505 10103 14 0.14

工业异辛烷装置(XXYXW0)密封点类型统计表

序号 密封点类型
建档密封点

数量(个)

不可达密封

点数量(个)

检测密封点

数量(个)

泄漏密封点

数量(个)
泄漏率(%)

1 法兰 6566 86 6480 1 0.02

2 阀门 2790 30 2760 0 0.0

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168 12 156 0 0.0

4 连接件 324 1 323 0 0.0

5 泵 44 0 44 0 0.0

6 搅拌器 0 0 0 0 0.0

7 压缩机 1 0 1 0 0.0

8 泄压设备 0 0 0 0 0.0

9 取样连接系统 27 0 27 0 0.0

10 其他 0 0 0 0 0.0

合计 9920 129 9791 1 0.01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XXXWT0)密封点类型统计表

序号 密封点类型
建档密封点

数量(个)

不可达密封

点数量(个)

检测密封点

数量(个)

泄漏密封点

数量(个)
泄漏率(%)

1 法兰 10464 31 10433 2 0.02

2 阀门 4699 10 4689 3 0.06

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36 0 36 0 0.0

4 连接件 550 2 548 0 0.0

5 泵 40 0 40 0 0.0

6 搅拌器 0 0 0 0 0.0

7 压缩机 0 0 0 0 0.0

8 泄压设备 0 0 0 0 0.0

9 取样连接系统 4 0 4 0 0.0

10 其他 0 0 0 0 0.0

合计 15793 43 15750 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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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DAR 项目实施范围

本企业 LDAR 开展情况如下：

序号 开展 LDAR 时间 主管部门 装置（套） 开展方式

1 2024 年 01 月 20 日 安环部 3 委托检测

本轮次实施的受控装置如下：

序号 装置名称 数量（个） 装置编码 涉 VOCs 物料

1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 1 XXXWT0
异丁烷、燃料气、异丁烯、正

丁烷等

2 工业异辛烷装置 1 XXYXW0
异丁烷、异辛烷、液化烃、燃

料气等

3 储运罐区 1 XXXZG0
液化石油气、甲醇、异辛烷、

MTBE 等

8 LDAR 项目实施时间

第一次作业于 2024 年 01 月 20 日开始，于 2024 年 03 月 13 日结束。

项目实施

工作内容

制定检测计划，分派工单，在现场对各装置进行 VOCs 泄漏检测，记录

检测数据，对泄漏点进行挂牌。

对检测数据统一进行归档整理，上传 VOCs 管控平台

对修复的泄漏点，进行复检

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编写《LDAR 报告》

9 泄漏点与维修

9.1 泄漏点与维修规定

一、按照《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规定的方法，密封点符合下列任一

条件，即可确认发生泄漏：

密封点符合下列任一条件，即认定发生泄漏：

——发布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泄漏认定条件；

——未发布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以下条件进行泄漏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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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体执行 GB 37822 的“气态 VOCs 物料”泄漏认定条件；

（2）轻液执行 GB 37822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泄漏认定条件；

（3）重液执行 GB 37822 的“其他”泄漏认定条件；

（4）密封点存在渗液、滴液等可见的泄漏现象。

二、本次 LDAR 项目执行 GB 37822-2019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 8.2 泄漏认定。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认定发生了泄漏：

a) 密封点存在渗液、滴液等可见的泄漏现象；

b) 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的 VOCs 泄漏检测值超过表 1规定的泄漏认定浓度。

表 1 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的 VOCs 泄漏认定浓度

单位：μmol/mol

适用对象 泄漏认定浓度 重点地区泄漏认定浓度

气态 VOCs 物料 5000 2000

液态 VOCs 物料
挥发性有机液体 5000 2000

其他 2000 500

三、泄漏源修复

（一）当检测到泄漏时，对泄漏源应予以标识及及时修复，发现泄漏之日起 5d 内应进行首次修复，

除下列（二）条规定外，应在发现泄漏之日起 15d 内完成修复。

（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可延迟修复。企业应将延迟修复方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备案，并于下次停车（工）检修期间完成修复。

a) 装置停车（工）条件下才能修复；

b)立即修复存在安全风险；

c) 其他特殊情况。

9.2 密封点泄漏等级统计

密封点泄漏等级统计表

序号 装置名称
检测密封点

数量(个)

一般泄漏点

数量(个)

较大泄漏点

数量(个)

严重泄漏点

数量(个)
合计

泄漏率

(%)

1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

装置
15750 0 1 4 5 0.03

2 储运罐区 10103 0 5 9 14 0.14

3 工业异辛烷装置 9791 0 0 1 1 0.01

合计 35644 0 6 14 2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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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泄漏密封点维修工单

维修工单

序号 装置名称 密封点编码 维修方法
是否需

要复检

1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 XXXWT0-02-01-0054002V 扭紧螺帽 是

2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 XXXWT0-02-01-0058002V 扭紧螺帽 是

3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 XXXWT0-02-01-0060002V 扭紧螺帽 是

4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 XXXWT0-02-03-0059001F 更换垫片 是

5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 XXXWT0-02-04-0004003F 更换垫片 是

6 储运罐区 XXXZG0-01-01-008303V 紧固螺栓螺母 是

7 储运罐区 XXXZG0-01-01-013909F 更换配件 是

8 储运罐区 XXXZG0-03-01-000506F 更换配件 是

9 储运罐区 XXXZG0-03-01-001013F 扭紧螺帽 是

10 储运罐区 XXXZG0-03-01-002902C 更换配件 是

11 储运罐区 XXXZG0-03-01-003606F 扭紧螺帽 是

12 储运罐区 XXXZG0-03-01-016201F 扭紧螺帽 是

13 储运罐区 XXXZG0-04-01-001906F 扭紧螺帽 是

14 储运罐区 XXXZG0-05-01-000508F 紧固螺栓螺母 是

15 储运罐区 XXXZG0-05-01-000807F 更换配件 是

16 储运罐区 XXXZG0-05-01-005102V 更换配件 是

17 储运罐区 XXXZG0-05-01-005107F 紧固螺栓螺母 是

18 储运罐区 XXXZG0-05-01-006601F 更换配件 是

19 储运罐区 XXXZG0-05-01-012001F 扭紧螺帽 是

20 工业异辛烷装置 XXYXW0-01-01-025408F 更换配件 是

9.4 泄漏密封点复检统计

泄漏密封点复检统计表

序号 装置名称
泄漏密封点

数量（个）

复检合格密封

点数量（个）

复检不合格密

封点数量（个）

延迟修复密封

点数量（个）
合格率（%）

1
20万吨/年异丁烷脱氢

装置
5 5 0 0 100.0

2 储运罐区 14 14 0 0 100.0



报告编号：聚创联合检字 2024第 009 号

第 21 页 共 125 页

3 工业异辛烷装置 1 1 0 0 100.0

合计 20 20 0 0 100.0

9.5 排放量、泄漏量统计

排放量、泄漏量核算结果的准确度从高到低排序为：实测法、相关方程法、筛选范围法、平均

排放系数法。

1．实测法

实测法所得结果最接近真实排放情况，可选用该方法对密封点排放速率进行检测。

2．相关方程法

相关方程法是目前最为常用的核算方法，通过对各可达密封点进行现场检测，将得到的泄漏检

测值和 TOC 中 VOCs 的质量分数代入相关方程，可得出设备的 VOCs 排放速率。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速率按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财

税[2015]71 号）中《石油化工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办法》中的关联公式法计算，公式详见下表所

示：

企业 LDAR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速率计算公式

密封点类型

默认零值排放速率

(千克/小时/排放

源)

限定排放速率(千克/
小时/排放源)

相关方程 b(千克/小时/
排放源)

>50000 μmol/mol
石油炼制的排放速率（炼油、营销终端和油气生产）

阀门 7.80E-06 0.14 2.29E-06×SV0.746
泵 2.40E-05 0.16 5.03E-05×SV0.610

其它 4.00E-06 0.11 1.36E-05×SV0.589
连接件 7.50E-06 0.03 1.53E-06×SV0.735
法兰 3.10E-07 0.084 4.61E-06×SV0.70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2.00E-06 0.079 2.20E-06×SV0.704

石油化工的排放速率

气体阀门 6.60E-07 0.11 1.87E-06×SV0.873
液体阀门 4.90E-07 0.15 6.41E-06×SV0.797
轻液体泵 7.50E-06 0.62 1.90E-05×SV0.824
连接件 6.10E-07 0.22 3.05E-06×SV0.885

注：

a. SV 是监测设备显示的监测值（SV，ppmv）。

b. “其他”设备类型根据装置的变化不断完善，包括装油鹤管、压力安全阀、填料箱、排放

口、压缩机、翻卸杆臂、隔膜、排水沟、开口、计量表、抛光杆。“其他”设备适用于除

了连接件、法兰、开口管线、泵和阀之外的所有设备。

3．筛选范围法

筛选范围法是一种基于检测值的简易算法。主要适合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的 VOCs 排放速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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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采用筛选范围法，核算某装置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排放速率时，需要按照《石化企业泄漏检测

与修复工作指南》检测至少 50%该装置的法兰或连接件，并且至少包含一个净检测值大于等于

10000μmol/mol 的点，以净检测值 10000μmol/mol 为界，分析已检测法兰或连接件净检测值可能≥

10000μmol/mol 的数量比例，将该比例应用到同一装置的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且按比例计算的大

于等 10000μmol/mol 的不可达点个数向上取整。该方法仅适用于当轮检测。

4. 排放系数法

根据物料状态（气体、轻液体、重液体）、密封类型以及 TOC、VOCs 和 CH4 的质量分数，采

用平均排放系数法核算排放速率。

5. 排放量、泄漏量统计

各个密封点的检测时间和检测周期不同，计算的排放量、泄漏量略有不同。

排放量统计表（排放量计算周期为 90天，全部密封点）

序号 装置名称
复检前排放

量（Kg）

复检后排放

量（Kg）

年估算减排

量（Kg）
备注

1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 453.2179 402.7163 204.8121

2 储运罐区 409.6012 273.1264 553.4812

3 工业异辛烷装置 280.0073 260.2054 80.3078

合计 1142.8264 936.0481 838.6011

注：密封点检测数值大于等于 0μmol/mol。

10 开展 LDAR 的环境效益

LDAR检测的环境效益可以从减少区域环境特征污染物和减少企业物料损耗两方面分析该工作

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1. 提前发现安全隐患，提高工艺安全性和可靠性

2. 提前发现设备泄漏，降低维修成本

3. 降低人群暴露在有害化学品中的风险

4. 减少空气污染，削减 VOCs 无组织排放

5. 降低原料损耗，提高产品收率，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LDAR 检测工作可以逐步减少设备泄漏点，控制无组织排放，给化工企业直接或间接的带来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削减 VOCs 无组织排放，减少物料损耗，增加经济收益，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大气

环境质量。

11 LDAR 平台管理系统

VOCs 管控平台系统，是一个面向化工企业，统计分析 VOCs 无组织排放量的服务型结构组件

模型，可以实现对不同装置、区域的泄漏点、泄漏量、减排量的统计分析，主要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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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密封点台账的上传管理

2. 检测计划、工单、复检计划等的制定与管理

3. 密封点检测数据的上传、计算、统计、管理

4. 密封点、泄漏点等的分类统计

5. 各装置泄漏量、减排量、泄漏量浓度等的计算统计分析

6. 装置泄漏量分物料统计、装置历史检测统计分析等

7. 设备工艺物料分析

VOCs 管控平台以上功能的实现，为企业建立起设备密封点数据库，为现场检测和后续修复

效果的跟踪提供信息管理支持。该系统不但能够实现泄漏密封点的提报、管理、整改的信息，而

且还能实现泄漏量、减排量、泄漏量浓度以及检测历史的计算统计分析等，从而简化企业 VOCs

的治理程序，节省人力物力，降低物料损耗，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减少环境污，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

12 下轮 LDAR 检测计划

下轮将按照各设备类型检测周期，结合生产情况，安排下轮检测时间。

****以下为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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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LDAR 普查表

填表日期：2024 年 03 月 15 日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山东华邑化工有限公司

LDAR 主管部门 安环部

联系人 邱主任 电话 15266949391

邮箱 /

完成时间 2024 年 03 月 13 日

项目建立

序号 装置名称 受控密封点数 不可达密封点数

1 储运罐区 10608 505

2 工业异辛烷装置 9920 129

3
20 万吨/年异丁烷脱

氢装置
15793 43

合计 36321 677

现场检测

起始日期 2024 年 01 月 20 日 完成日期 2024 年 03 月 13 日

检测密封点数 35644 泄漏点数 20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

超过 10000 μ

mol/mol 的泄漏点

数

14

修复

5 日内首次尝试维

修修复密封点数
20

15 日内实质性维修修

复密封点数
0

已完成修复密封点

数
20

延迟修复

延迟修复泄漏点数
延迟修复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过

10000 μmol/mol 的泄漏点数
全厂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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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一轮 LDAR 普查表----储运罐区

填表时间：2024 年 03 月 15 日

装置名称 储运罐区 装置编码 XXXZG0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

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

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

封点数

泄漏

点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

泄漏点数

5 日内首次维修

修复密封点数

15 日内实质性

维修修复

泄漏点数

至今修复泄

漏点数

延迟修复泄

漏点数

法兰 6514 290 6224 11 6 11 0 11 0

阀门 2993 161 2832 2 2 2 0 2 0

开口阀或开口

管线
359 33 326 0 0 0 0 0 0

连接件 574 19 555 1 1 1 0 1 0

泵 62 0 62 0 0 0 0 0 0

搅拌器 0 0 0 0 0 0 0 0 0

压缩机 9 0 9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 70 2 68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 27 0 27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报告编号：聚创联合检字 2024 第 009 号

第 26 页 共 125 页

2024 年第一轮 LDAR 普查表----工业异辛烷装置

填表时间：2024 年 03 月 15 日

装置名称
工业异辛烷

装置
装置编码 XXYXW0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

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

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

封点数

泄漏点

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

泄漏点数

5 日内首次维修

修复密封点数

15 日内实质性

维修修复

泄漏点数

至今修复泄

漏点数

延迟修复泄

漏点数

法兰 6566 86 6480 1 1 1 0 1 0

阀门 2790 30 2760 0 0 0 0 0 0

开口阀或开口

管线
168 12 156 0 0 0 0 0 0

连接件 324 1 323 0 0 0 0 0 0

泵 44 0 44 0 0 0 0 0 0

搅拌器 0 0 0 0 0 0 0 0 0

压缩机 1 0 1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 0 0 0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 27 0 27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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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一轮 LDAR 普查表----20 万吨/年异丁烷脱氢装置

填表时间：2024 年 03 月 15 日

装置名称

20 万吨/年

异丁烷脱氢

装置

装置编码 XXXWT0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

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

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

封点数

泄漏点

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

泄漏点数

5 日内首次维修

修复密封点数

15 日内实质性

维修修复

泄漏点数

至今修复泄

漏点数

延迟修复泄

漏点数

法兰 10464 31 10433 2 1 2 0 2 0

阀门 4699 10 4689 3 3 3 0 3 0

开口阀或开口

管线
36 0 36 0 0 0 0 0 0

连接件 550 2 548 0 0 0 0 0 0

泵 40 0 40 0 0 0 0 0 0

搅拌器 0 0 0 0 0 0 0 0 0

压缩机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 0 0 0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 4 0 4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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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一轮 LDAR 普查表----延迟修复

填表时间：2024 年 03 月 15 日

装置 密封点编码
密封点

类别
群组位置/工艺描述 密封点位置/工艺描述 物料名称

普查净检测

值

(µmol/mol）

发现泄漏日

期
延迟修复原因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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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LDAR 普查表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山东华邑化工有限公司

LDAR 主管部门 安环部

联系人 邱主任

电话 15266949391

邮箱 /

年度 2024 年 01 月～2024 年 12 月

检测统计 修复统计

装置名称
受控密封点

数 a
检测密封

点次 b
泄漏点

次 c

泄漏检测值达到

或超过

10000μmol/mol
的泄漏点次 d

多次泄漏检测值达

到或超过

10000μmol/mol 的
泄漏点数量 e

本年度平均

泄漏率 f
本年度平均严

重泄漏率 g
累计修复泄

漏点数量

累计延迟修

复泄漏点数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注：装置名称具体可填写为装置、车间、设备、生产单元等。

a 截止 XX 月 XX 日的受控密封点数。
b 为某装置 1 年各次检测密封点总和。
c 为某装置 1 年各次检测发现泄漏点总和，未修复或归为延迟修复的泄漏点，应重复计算。

d 为某装置 1 年各次检测发现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过 10000 μmol/mol 的泄漏点总和，未修复或归为延迟修复的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过 10000 μmol/mol 的泄漏点，应重

复计算。
e 指泄漏点修复后，在本年度再次复发为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过 10000 μmol/mol 的泄漏点。
f 为泄漏点次占检测密封点次的百分比。
g 为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过 10000 μmol/mol 的泄漏点次占检测密封点次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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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LDAR 普查表----延迟修复

填表时间：2024 年 03 月 15 日

基本信息 泄漏信息 延迟修复信息 修复信息 1

装置

密封

点编

码

密封

点类

别

群组位

置/工

艺描述

密封点位置/

工艺描述

物料

名称

发现泄漏

日期

净检

测值

跟踪检

测日期

净检

测值

延迟修

复原因

预计检修

日期

修复

日期

修复方

法

修复后净

检测值

/ / / / / / / / / / / / / / /

注：如果填表时，泄漏点尚未修复，可以不填该项；

检测值单位μ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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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LDAR 普查表----多次严重泄漏点

填表时间：2024 年 03 月 15 日

基本信息 泄漏及维修历史
整治方案制定与

实施

装置
密封点

编码

密封点

类别

群组位

置/工

艺描述

密封点

位置/

工艺描

述

物料名

称

第 1 次

发现泄

漏日期

第 1 次

净检测

值

第 1 次

修复日

期

第 2 次

发现泄

漏日期

第 2 次

净检测

值

第 2 次

修复日

期

…

整治方

案

简介

计划实

施日期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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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LDAR 普查表----多次严重泄漏点整治跟踪

填表时间：2024 年 03 月 15 日

基本信息 整治情况 整治后检测信息 泄漏历史

装置
密封点

编码

密封点

类别

群组位

置/工

艺描述

密封点

位置/

工艺描

述

物料

名称

整治

方案

实施

日期

第 1 次

检测日

期

第 1次

净检测

值

第 2次

检测日

期

第 2 次

净检测

值

…

首次发

现严重

泄漏日

期

首次严

重泄漏

净检测

值

自首次

严重泄

漏后,

修复/

严重泄

漏循环

次数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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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泄漏密封点复检明细表

复检明细表

复检时间：2024 年 01 月 20 日

2024 年 03 月 12 日

2024 年 03 月 13 日

序号 群组编码
扩展

编码
群组描述 密封点描述 密封点类型

检测结果

（µmol/mol）

复检结果

（µmol/mol）
检测时间

1 XXXZG0-05-01-0120 01F V-2506 异丁烷球罐北侧管廊管线阀组 6-3 连接法兰 法兰 2239.1 51.4 2024-03-12

2 XXXZG0-03-01-0036 06F P-2301 异丁烷泵进料管线 导淋阀后法兰 法兰 4893.0 45.8 2024-03-12

3 XXXZG0-01-01-0139 09F V-2108 球罐底部进出料管线 连接阀后法兰 法兰 49998.8 65.3 2024-03-12

4 XXXZG0-05-01-0005 08F P-2501A 原料 C4泵进料管线 导淋阀前法兰 法兰 23060.1 53.6 2024-03-12

5 XXXZG0-03-01-0005 06F P-2303B 原料 C4泵进料管线 导淋阀后法兰 法兰 26192.2 72.1 2024-03-12

6 XXXZG0-05-01-0008 07F P-2501B 原料 C4泵进料管线 过滤器前法兰 法兰 38209.1 31.1 2024-03-12

7 XXXZG0-03-01-0029 02C P-2302B 混合 C4泵出料管线前段 压力表丝接 连接件 49998.8 34.4 2024-03-12

8 XXXZG0-05-01-0051 07F P-2503A 泵进料管线 过滤器前法兰 法兰 26793.4 64.7 2024-03-12

9 XXXZG0-04-01-0019 06F P-3102A 本体 出料法兰 法兰 2125.7 39.7 2024-03-12

10 XXXZG0-05-01-0051 02V P-2503A 泵进料管线 进料阀阀体 阀门 22630.1 75.1 2024-03-12

11 XXXZG0-01-01-0083 03V V-2105 球罐三层液位计阀组 2 远传液位计根阀阀体 阀门 38900.9 70.2 2024-03-12

12 XXXWT0-02-03-0059 001F E-1213 北侧调节阀组中部北(NN) 法兰 法兰 9285.0 102.6 2024-01-20

13 XXYXW0-01-01-0254 08F D-104 罐东侧管线 导淋后法兰 法兰 49998.7 80.9 2024-03-13

14 XXXZG0-05-01-0066 01F 泵房中间管廊管线 6-1 连通阀前法兰 法兰 49998.8 32.2 2024-03-12

15 XXXWT0-02-01-0060 002V V-1204B 进料管线中部北(NN) 阀体 阀门 21544.9 48.0 2024-01-20

16 XXXWT0-02-01-0058 002V V-1204B 进料管线中部北(NN) 阀体 阀门 31540.9 93.4 2024-01-20

17 XXXWT0-02-04-0004 003F V-1204A 出料管线中部北(NN) 法兰 法兰 38068.9 98.9 2024-01-20

18 XXXWT0-02-01-0054 002V R-1201A 进料管线中部北(NN) 阀体 阀门 24151.9 240.3 202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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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XXXZG0-03-01-0162 01F V-2301 丙烷球罐顶部阀组 连接法兰 法兰 2249.5 60.1 2024-03-12

20 XXXZG0-03-01-0010 13F C-2302 原料压缩机进出料管线上部 压缩机壳密封 法兰 3060.0 70.4 202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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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资质证明文件

（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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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报告编号：聚创联合检字 2024第 009 号

第 37 页 共 125 页

（三）现场检测设备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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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检测标准物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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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说 明

一、本报告仅对本次检测结果负责。

二、本报告涂改无效；本检测报告无编制人、审核人和签发人签字无效。

三、本检测报告未加盖本检测机构“检验检测专用章”和骑缝章无效。

四、本报告未经本检测机构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印，经批准复印的报告未加盖本检测机

构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

五、未经本检测机构书面许可，本报告不得用于广告，推广。

六、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检测机构提出，逾期不予受

理。

七、任何其他第三方机构都不能通过本检测机构获得此报告，除非此机构持有客户的书面

说明授权本检测机构给予其报告。

青岛聚创联合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同顺路 8 号青岛网谷合心园 2 号楼 304 户

电话：0532-8822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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