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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
艺

类
型

预
防
技
术

治
理
技
术

污
染
物
浓
度
水
平

/（
  m

g/
m

3 ）
技
术
适
用
条
件

苯
甲
苯

二
甲
苯

非
甲
烷
总
烃

6
平
版

印
刷

①
植
物
油
基
胶
印
油
墨
替
代
技
术

＋
②
无

/低
醇
润
湿
液
替
代
技
术

＋
③
自
动
橡
皮
布
清
洗
技
术

①
燃
烧
技
术

＜
0.

5
＜

1
＜

1
10

～
30

适
用
于
书
刊
、
本
册
的
热
固
轮
转
胶
印
工

艺
，
可
采
用
无
醇
润
湿
液
替
代
技
术

。
烘

箱
一
般
自
带
二
次
燃
烧
装
置

7

凹
版

印
刷

①
水
性
凹
印
油
墨
替
代
技
术

①
吸
附
技
术
＋

②
燃
烧
技
术

＜
0.

5
＜

1
＜

1
15

～
40

适
用
于
塑
料
表
印
、
塑
料
轻
包
装
及
纸
张

凹
版
印
刷
工
艺
废
气
处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旋
转
式
分
子
筛
吸
附
浓
缩

＋

R
TO

、
活
性
炭
吸
附

＋
热
气
流
再
生

＋

C
O

8
—

①
吸
附
技
术
＋

②
冷
凝
回
收
技

术
＜

0.
5

＜
1

＜
1

20
～

40

适
用
于
采
用
单
一
溶
剂
油
墨
的
凹
版
印
刷

工
艺
废
气
处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活
性
炭
吸
附

＋
水
蒸
气
再
生

/热
氮
气
再

生
＋
冷
凝
回
收
，
一
般
用
于
年
溶
剂
使
用

量
 1

  5
00

  t 
以
上
的
大
型
企
业

9
—

①
燃
烧
技
术

＜
0.

5
＜

1
＜

1
10

～
40

适
用
于
溶
剂
型
凹
版
印
刷
工
艺
烘
箱
有
组

织
废
气
的
处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减
风
增
浓

＋
R

TO
/C

O
。
对
于
中
大
型
企

业
适
合
采
用

 R
TO

 燃
烧
技
术
，
余
热
回

用
后
运
行
费
用
较
低

10
—

①
吸
附
技
术
＋

②
燃
烧
技
术

＜
0.

5
＜

1
＜

1
15

～
40

适
用
于
溶
剂
型
凹
版
印
刷
工
艺
烘
箱
有
组

织
废
气
与
其
他
无
组
织
废
气
混
合
后
处

理
，
或
无
组
织
废
气
单
独
处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旋
转
式
分
子
筛
吸
附
浓
缩

＋
R

TO
/C

O

11
凸
版

印
刷

—
①
吸
附
技
术
＋

②
燃
烧
技
术

＜
0.

5
＜

1
＜

1
30

～
40

适
用
于
溶
剂
型
凸
版
印
刷
工
艺
废
气
的
处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旋
转
式
分
子

筛
吸
附
浓
缩

＋
R

TO
/C

O
、
活
性
炭
吸
附

＋
热
气
流
再
生
＋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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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
艺

类
型

预
防
技
术

治
理
技
术

污
染
物
浓
度
水
平

/（
  m

g/
m

3 ）
技
术
适
用
条
件

苯
甲
苯

二
甲
苯

非
甲
烷
总
烃

12

凸
版

印
刷

①
水
性
凸
印
油
墨
替
代
技
术

—
＜

0.
5

＜
1

＜
1

20
～

40
适
用
于
纸
包
装

、
标
签
、
票
证
等
的
凸
版

印
刷
，
凸
版
印
刷
工
艺
油
墨
耗
用
量
少

，

适
合
采
用
水
性
油
墨

13
①
辐
射
固
化
油
墨
替
代
技
术

—
＜

0.
5

＜
1

＜
1

＜
30

适
用
于
标
签

、
票
证
等
的
凸
版
印
刷

，
不

适
用
于
直
接
接
触
食
品
的
产
品
的
印
刷
。

LE
D

-U
V
固
化
是
目
前
较
先
进
的

U
V
固

化
方
式
，
可
以
减
少
臭
氧
的
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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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包装印刷行业 VOCs 相关排放标准有哪些？

国家对包装印刷行业 VOCs排放先后制定了 2项标准和 1项规范。

包装印刷行业 VOCs 国家排放标准

序号 标准

包装印刷行业 VOCs 国家排放标准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国家包装印刷行业排污许可

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HJ 1066—2019）

地方出台了 12项标准。

各地方包装印刷行业 VOCs 排放标准

序号 地区 标准

1 北京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11/501—2007）

《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11/1201—2015）

2 天津市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 12/524—2014）

3 上海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1/933—2015）

《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872—2015）

4 重庆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包装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758—2017）

5 广东省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

6 山东省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4 部分：印刷业》（DB37/2801.4—2016）

7 辽宁省 《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21/3161—2019）

8 河北省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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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家具制造行业产生 VOCs 排放的工序有哪些？

家具制造工业的 VOCs主要在调漆、喷涂、施胶、干燥及注塑 /挤出

/模压 /吹塑 /压延 /滚塑等工序产生。

49.
家具制造行业各工序 VOCs 排放的特征污染物
有哪些？

不同工序不同涂料产生的 VOCs含量及特征污染物均不同，其中溶

剂型涂料 VOCs产生量占比最大，特征污染物最多。各工序采用的原辅

材料类型、含量占比及特征污染物如下表所示。

生产
工序

含 VOCs 原辅
材料类型

VOCs 含量 /
%

特征污染物

涂饰
工序

溶剂型涂料 20 ～ 70
间二甲苯、乙酸甲酯、乙酸丁酯、甲缩醛、乙苯、

邻二甲苯、对二甲苯、乙酸仲丁酯、甲苯、二氯
甲烷、乙酸乙酯、2,3 ～二甲基丁烷、异丁醇等

水性涂料 ＜ 10（不扣水）

甲苯、甲缩醛、二氯甲烷、间二甲苯、邻二甲苯、

乙苯、对二甲苯、异丁烷、丁烷、乙酸乙酯、乙
酸丁酯、乙酸仲丁酯等

UV 固化涂料 10 ～ 30
间二甲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乙酸乙酯、乙
酸丁酯、乙苯、异丁醇、正丁醇、二氯甲烷、甲
缩醛等

粉末涂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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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工序

含 VOCs 原辅
材料类型

VOCs 含量 /
%

特征污染物

施胶
工序

溶剂型胶粘剂 30 ～ 70
乙酸仲丁酯、间二甲苯、甲苯、异己烷、环乙烷、

3～甲基戊烷、邻二甲苯、乙苯、对二甲苯、己烷、

甲基环戊烷等

水性胶粘剂 5 ～ 10
甲缩醛、乙酸仲丁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
苯、邻二甲苯、二氯甲烷、乙苯、环己酮等

固体热熔胶 — —

清洗
工序

清洗剂 97.0 ～ 99.8
甲醇、乙醇、石油醚、乙醚、丙酮、苯类、乙酸
乙酯等

50.
家具制造行业各工序 VOCs 产生浓度有多少？

家具行业VOCs的产生主要来源于涂饰、干燥、施胶车间。其原辅材料、

产污环节、VOCs产生浓度水平如下表所示。

生产单元 原辅材料 产污环节
VOCs 产生浓度水平 /

（mg/m3）

涂饰车间

溶剂型涂料

涂饰

100 ～ 700

水性涂料 10 ～ 100

UV 固化涂料 10 ～ 50

干燥车间

溶剂型涂料

干燥

50 ～ 200

水性涂料 ≤ 100

UV 固化涂料 ≤ 50

施胶车间

溶剂型胶粘剂

拼接、封边、贴饰面等

30 ～ 100

水性胶粘剂 ≤ 20

固体热熔胶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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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家
具

制
造

行
业

V
O

C
s控

制
技

术
有

哪
些

？

序 号
工
序

类
型

预
防
技
术

治
理
技
术

污
染
物
排
放
水
平

（
  m

g/
m

3 ）
技
术
适
用
条
件

苯
甲
苯

二
甲 苯

非
甲
烷

总
烃

1

涂
饰

处
理

工
序

—

①
湿
式
除
尘
技

术
＋
②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③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燃
烧
技
术

＜
1

＜
10

＜
20

30
～

50

适
用
于
使
用
溶
剂
型
涂
料
的
大
、
中
规
模
家
具
制
造
企
业
或
集
中

式
喷
漆
工
厂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
①

湿
式
除
尘

＋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
脱
附

＋
R

C
O
；
②
湿
式

除
尘

＋
干
式
过
滤

＋
转
轮
吸
附

/
脱
附

＋
R

C
O
，
该
技
术
投
资
成

本
高
，
运
行
成
本
不
高

2
①
水
性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①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②
吸
附

/
脱
附
技
术

＜
1

＜
2

＜
2

10
～

20
适
用
于
木
质
家
具
和
竹
藤
家
具
等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脱
附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清
理
、
更
换
过
滤
材
料
，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3
①
水
性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自

动
喷
涂
技
术

①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②
吸
附

/
脱
附
技
术

＜
1

＜
5

＜
5

20
～

40

适
用
于
木
质
家
具
和
竹
藤
家
具
等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自
动
喷

涂
替
代
人
工
喷
涂
后

 V
O

C
s 
产
生
浓
度
会
增
加
，
但
涂
料
利
用
率

可
提
高
，

V
O

C
s 
排
放
总
量
可
减
少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脱
附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清
理
、
更
换
过
滤

材
料
，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4
①
粉
末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静

电
喷
涂
技
术

①
旋
风
除
尘
技

术
＋
②
袋
式
除

尘
技
术

/滤
筒

除
尘
技
术

＜
1

＜
1

＜
1

＜
10

适
用
于
金
属
家
具
、
适
宜
的
板
式
家
具
制
造
企
业
的
颗
粒
物
治
理
。

其
中
旋
风
除
尘
可
作
为
颗
粒
物
排
放
浓
度
较
高
企
业
的
颗
粒
物
预

处
理
；
袋
式
除
尘
技
术
需
定
期
更
换
滤
袋

；
滤
筒
除
尘
技
术
需
定

期
清
理
或
更
换
滤
筒

5
①

U
V
固
化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辊
涂

/淋
涂
技
术

①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1

＜
2

＜
2

10
～

20

适
用
于
规
则
平
整
的
板
式
家
具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其
中
，
水

性
U

V
固
化
涂
料
需
采
用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活
性
炭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
无
溶
剂

 U
V

 固
化
涂
料
可
不
采
用
末
端
治
理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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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家
具

制
造

行
业

V
O

C
s控

制
技

术
有

哪
些

？

序 号
工
序

类
型

预
防
技
术

治
理
技
术

污
染
物
排
放
水
平

（
  m

g/
m

3 ）
技
术
适
用
条
件

苯
甲
苯

二
甲 苯

非
甲
烷

总
烃

1

涂
饰

处
理

工
序

—

①
湿
式
除
尘
技

术
＋
②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③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燃
烧
技
术

＜
1

＜
10

＜
20

30
～

50

适
用
于
使
用
溶
剂
型
涂
料
的
大
、
中
规
模
家
具
制
造
企
业
或
集
中

式
喷
漆
工
厂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
①

湿
式
除
尘

＋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
脱
附

＋
R

C
O
；
②
湿
式

除
尘

＋
干
式
过
滤

＋
转
轮
吸
附

/
脱
附

＋
R

C
O
，
该
技
术
投
资
成

本
高
，
运
行
成
本
不
高

2
①
水
性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①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②
吸
附

/
脱
附
技
术

＜
1

＜
2

＜
2

10
～

20
适
用
于
木
质
家
具
和
竹
藤
家
具
等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脱
附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清
理
、
更
换
过
滤
材
料
，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3
①
水
性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自

动
喷
涂
技
术

①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②
吸
附

/
脱
附
技
术

＜
1

＜
5

＜
5

20
～

40

适
用
于
木
质
家
具
和
竹
藤
家
具
等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自
动
喷

涂
替
代
人
工
喷
涂
后

 V
O

C
s 
产
生
浓
度
会
增
加
，
但
涂
料
利
用
率

可
提
高
，

V
O

C
s 
排
放
总
量
可
减
少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脱
附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清
理
、
更
换
过
滤

材
料
，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4
①
粉
末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静

电
喷
涂
技
术

①
旋
风
除
尘
技

术
＋
②
袋
式
除

尘
技
术

/滤
筒

除
尘
技
术

＜
1

＜
1

＜
1

＜
10

适
用
于
金
属
家
具
、
适
宜
的
板
式
家
具
制
造
企
业
的
颗
粒
物
治
理
。

其
中
旋
风
除
尘
可
作
为
颗
粒
物
排
放
浓
度
较
高
企
业
的
颗
粒
物
预

处
理
；
袋
式
除
尘
技
术
需
定
期
更
换
滤
袋

；
滤
筒
除
尘
技
术
需
定

期
清
理
或
更
换
滤
筒

5
①

U
V
固
化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辊
涂

/淋
涂
技
术

①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1

＜
2

＜
2

10
～

20

适
用
于
规
则
平
整
的
板
式
家
具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其
中
，
水

性
U

V
固
化
涂
料
需
采
用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活
性
炭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
无
溶
剂

 U
V

 固
化
涂
料
可
不
采
用
末
端
治
理
技
术

52.
机械制造行业 VOCs 产排污节点有哪些？

机械制造行业 VOCs排放主要是在焊接、涂装和烘干工艺过程中

产生的。喷涂作业工序为主要 VOCs排放工序，通常包含：前处理（除

尘、脱脂、除锈、蚀刻等）、表面喷涂（喷涂、浸涂、辊涂、流涂等）、

固化干燥（室温下自然干燥、固化炉干燥、辐射固化等）。电焊主要是

产生烟尘，伴生臭氧及 VOCs，喷涂产生漆雾及 VOCs，固化干燥产生

VOCs。部分企业在固化干燥之前，还需要进行流平晾置，以保证漆膜的

平整度和光泽度。典型的生产流程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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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机械制造行业 VOCs 排放特征污染物有哪些？

电焊气量较小，排气中含有少量烟尘。喷漆换气量大，VOCs 浓度通

常在 100   mg/m3以下，并且排气中含有少量未处理完全的漆雾。流平废

气的成分与喷漆废气相近，但不含漆雾，可与喷漆室排风混合后集中处理。

烘干固化废气温度较高，成分复杂，但风量相对较小，属于中、高浓度

有机废气。不同类型的企业所使用的涂料类型、涂装工艺不同，其 VOCs

排放特征污染物见表。

生产工艺 含 VOCs 原辅材料 VOCs 特征污染物

焊接 助焊剂 臭氧等

空气喷涂、

刷涂、辊涂

胶粘剂、溶剂型涂料、水性
涂料、紫外光固化涂料、金
属涂料、稀释剂、固化剂

乙酸仲丁酯、乙酸乙酯、二甲苯、乙苯、甲苯、

环己酮、乙酸正丁酯、甲基环己烷等

静电喷涂、

浸涂、电泳
粉末涂料、电泳涂料

甲苯、已基苯、三甲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

二氯乙烷、环己烷、甲基戊烷、丁酮、甲基
异丁基甲酮、丙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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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机械制造行业源头替代和过程控制技术有哪
些？

（1）采用无（低）VOCs环保型原辅材料，包括水性涂料、高固体

分涂料、粉末涂料、紫外光固化涂料、水性胶粘剂或无溶剂胶粘剂等，

实施清洁原料替代。原辅材料购入前，需有相应的原辅材料检测报告，

确保属于无（低）VOCs环保型原辅材料。

（2）推荐采用静电喷涂、淋涂、辊涂、浸涂等效率较高的涂装工艺；

应合理设计喷漆房，减少废气收集和治理设施负荷，禁止无 VOCs净化、

回收措施的露天喷涂作业。

55.
机械制造行业气体捕集技术有哪些？

（1）电焊烟尘的捕集

1）少工位手工焊接的烟尘：采用单机烟尘净化器。

2）相对固定而且焊接点比较多的工况中的烟尘：配备工程烟尘净化

装置。该装置主要针对相对固定而且焊接点比较多的工况中，每个吸风

口及一条系统均有涉及吸风风量。管网压力由匹配的离心风机提供。管

网变径以使每个吸风口压力基本相等。吸风罩尽量全覆盖工位产烟区，

吸风罩与产烟点距离越近越好（以不影响工作的近距离为宜）。净化主

机安置在风机前端，以标准的变径箱、管分别与主管路、风机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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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OCs的捕集

通用设备、机械制造行业 VOCs排放主要在调漆、涂装和干燥等工

段，从车间功能来看，集中在喷漆房（包括底漆、面漆、清漆）、调漆房、

干燥房。为减少无组织排放，最大限度的控制 VOCs排放量，需做好有

机废气收集工作。

1）使用溶剂型涂料的喷漆房、干燥车间应严格密闭；对于流水线作

业无法全封闭的情况，在进出口等敞开位置需设置风幕装置；换气风量

根据车间大小确定，保证 VOCs废气捕集率不低于 95%；

2）对于只能采用吸风罩收集的工序，排风罩设计应满足《排风罩的

分类及技术条件》（GB/T 16758—2008）要求 ;

3）采用整体密闭的生产线，密闭区域内换风次数原则上不少于 20

次 /小时；对于整体密闭换风的车间，车间换风次数原则上不少于 8次 /

小时；所有产生 VOCs的密闭空间应保持微负压；

4）喷漆室设计除满足安全通风外，任何湿式或干式喷漆室的控制

风速应满足《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

2006）中表 1的要求，如表所示。

操作条件（工件完全在室内）
干扰气流 /
（m/s）

类型
控制风速 /（m/s）

设计值 范围

静电喷漆或自动无空气喷漆
（室内无人）

忽略不计
大型喷漆室 0.25 0.25 ～ 0.38

中小型喷漆室 0.50 0.38 ～ 0.67

手动喷漆 ≤ 0.25
大型喷漆室 0.50 0.38 ～ 0.67

中小型喷漆室 0.75 0.67 ～ 0.89

手动喷漆 ≤ 0.50
大型喷漆室 0.75 0.67 ～ 0.89

中小型喷漆室 1.00 0.77 ～ 1.30

注：大型喷漆室一般为完全密闭的围护结构体，作业人员在室体内操作，同时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

中小型喷漆室一般为半密闭的围护结构体，作业人员面对敞开口在室体外操作，仅设排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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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集系统能与生产设备同步启动，集气方向与污染气流运动方向

一致，涂装工艺设计及废气收集应注意同时满足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

管路应有明显的颜色区分及走向标识。

6）废气收集系统材质应防腐防锈，定期维护，存在泄漏时需及时修复。

56.
机械制造行业电焊烟尘和漆雾末端控制技术有
哪些？

（1）电焊烟尘

电焊烟尘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O3、VOCs。

颗粒物通过收集后可选技术有旋风除尘＋袋式 /滤筒除尘技术或者多

级湿式除尘技术。旋风除尘＋袋式 /滤筒除尘技术适用于颗粒物浓度较高

企业的颗粒物预处理。湿式除尘设施包括水帘柜、喷淋塔等，湿式水帘

须满足《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HJ/T 388—

2007）要求。应定期检查水帘机设备运行情况，保证设备光滑度，调整

水量大小，确保形成有效的水帘除漆雾效果。应定期更换水帘机的除漆

雾废水，废水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处理至达标排放，漆渣应按照危险废

物处置，妥善、及时处置次生污染物。

（2）漆雾

喷涂废气应设置有效的漆雾预处理装置，可采用干式过滤高效除漆

雾、湿式水帘＋多级过滤除湿联合装置或静电漆雾捕集等除漆雾装置。

湿式水帘技术要求同电焊烟尘预处理技术。



臭氧及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知识问答146

5
7.

机
械

制
造

行
业

V
O

C
s末

端
控

制
技

术
有

哪
些

？

序 号
工
序

类
型

预
防
技
术

治
理
技
术

污
染
物
排
放
水
平

/（
  m

g/
m

3 ）
技
术
适
用
条
件

颗
粒
物

苯
甲
苯

二
甲
苯

非
甲
烷
总
烃

1
焊
接

工
序

①
旋
风
除
尘
技
术

*
＋

②
袋
式
除
尘
技
术

/滤
筒
除
尘
技
术

10
～

20
适
用
于
机
械
行
业
电
焊
烟
尘

、
漆
雾
预

处
理

2
①
多
级
湿
式
除
尘
技
术

10
～

20
适
用
于
机
械
行
业
电
焊
烟
尘

、
漆
雾
预

处
理

3

喷
涂 及 干
燥

固
化

工
序

—

①
湿
式
除
尘
技
术
＋
②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③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燃
烧

技
术

＜
10

＜
1

＜
10

＜
20

30
～

50

适
用
于
使
用
溶
剂
型
涂
料
的
大

、
中
规

模
机
械
行
业
或
集
中
式
喷
漆
工
厂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
①
湿
式
除
尘

＋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脱
附

＋
R

C
O
；
②
湿
式
除

尘
＋
干
式
过
滤

＋
转
轮
吸
附

/
脱
附

＋

R
C

O
，
该
技
术
投
资
成
本
高
，
运
行
成

本
不
高

4
①
水
性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①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②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10

＜
1

＜
2

＜
2

10
～

20

适
用
于
机
械
行
业
电
焊
烟
尘
、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
脱
附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清
理
、
更
换
过
滤
材
料
，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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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
序

类
型

预
防
技
术

治
理
技
术

污
染
物
排
放
水
平

/（
  m

g/
m

3 ）
技
术
适
用
条
件

颗
粒
物

苯
甲
苯

二
甲
苯

非
甲
烷
总
烃

5

①
水
性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自
动
喷
涂

技
术

①
干
式
过
滤
技
术
＋
②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10

＜
1

＜
5

＜
5

20
～

40

适
用
于
机
械
行
业
电
焊
烟
尘
、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自
动
喷
涂
替
代
人
工
喷

涂
后

 V
O

C
s 
产
生
浓
度
会
增
加

，
但
涂

料
利
用
率
可
提
高

，
V

O
C

s 
排
放
总
量

可
减
少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干
式

过
滤

＋
活
性
炭
吸
附

/
脱
附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清
理
、
更
换
过
滤
材
料
，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6

①
粉
末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静
电
喷
涂

技
术

①
旋
风
除
尘
技
术
＋
②

袋
式
除
尘
技
术

/滤
筒

除
尘
技
术

＜
10

＜
1

＜
1

＜
1

＜
10

适
用
于
机
械
行
业
电
焊
烟
尘
的
颗
粒
物

治
理
。
其
中
旋
风
除
尘
可
作
为
颗
粒
物

排
放
浓
度
较
高
企
业
的
颗
粒
物
预
处

理
；
袋
式
除
尘
技
术
需
定
期
更
换
滤
袋
；

滤
筒
除
尘
技
术
需
定
期
清
理
或
更
换
滤

筒

7

①
U

V
固
化

涂
料
替
代
技

术
＋
②
辊
涂

/
淋
涂
技
术

①
吸
附

/脱
附
技
术

＜
10

＜
1

＜
2

＜
2

10
～

20

适
用
于
规
则
平
整
的
板
式
机
械
加
工
的

漆
雾
、

V
O

C
s 
治
理
。
其
中
，
水
性

U
V

固
化
涂
料
需
采
用
吸
附

/
脱
附
技
术
，

典
型
治
理
技
术
路
线
为
活
性
炭
吸
附

/
脱
附
技
术

，
后
期
维
护
需
定
期
更
换
或

再
生
活
性
炭

；
无
溶
剂

 U
V

 固
化
涂
料

可
不
采
用
末
端
治
理
技
术

注
：
表
中
“

*”
表
示
企
业
可
根
据
自
身
情
况
选
择
是
否
采
用
该
技
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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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工业涂装行业 VOCs 相关排放标准有哪些？

国家对工业涂装行业 VOCs排放先后制定了 6项标准和 2项规范。

工业涂装行业 VOCs 国家排放标准

序号 标准 / 许可

工业涂装行业 VOCs 国家排放标准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2017）

2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30981—2020）

3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24409—2020）

4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1—2020）

5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2020）

6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工业涂装行业排污许可

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HJ 971—2018）

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家具制造业》（HJ 102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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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出台了 17项标准。

各地方工业涂装行业 VOCs 排放标准

序号 地区 标准

1 北京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11/501—2007）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6—2015）

《汽车整车制造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7—
2015）

2 天津市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 12/524—2014）

3 上海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1/933—2015）

《汽车制造业（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859—2014）

4 重庆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汽车整车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577—2015）

《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00—
2016）

5 广东省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6—
2010）

6 山东省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 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
2016）

7 辽宁省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21/3160—2019）

8 浙江省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6—2018）

9 江苏省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2862—
2016）

《表面涂装（家具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3152—
2016）

10 河北省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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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哪些加油站需要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重点区域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  000  t的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

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60.
油气回收设施应自查什么？多久自查一次？

加强油枪气液比、系统密闭性及管线液阻等检查；重点区域原则上

每半年开展一次，确保油气回收系统正常运行。

61.
储油库的油罐该如何选择？

汽油、航空煤油、原油以及真实蒸气压小于 76.6  kPa的石脑油应采

用浮顶罐储存，其中，油品容积小于等于 100  m3的，可采用卧式储罐。

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76.6  kPa的石脑油应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

他等效措施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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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油罐车油气回收系统应检查什么？多久检查一
次？

加强油罐车汽油回收系统密闭性和油气回收气动阀门密闭性检测，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63.
油品储运销行业 VOCs 排放标准有哪些？

国家对油品储运销行业VOCs排放先后出台了 4项标准和１项规范。

油品储运销行业 VOCs 国家排放标准

序号 标准

油品运输行业 VOCs 国家排放标准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2017）

2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0—2007）

3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07）

4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油品运输行业排污许可

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储油库、加油站》（HJ 11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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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出台了 4项相关标准。

北京市油品储运行业 VOCs 排放标准

序号 地区 标准

1 北京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11/501—2007）

《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DB 11/206—2010）

《油罐车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DB 11/207—2010）

《加油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DB 11/2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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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排放 VOCs 的企业豁免安装收集及末端治理设
施的情况有哪些？

政府可鼓励豁免企业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豁免企业应作

为督查重点对象，凡发现不满足条件的，取消豁免资格。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以下两种情况可豁免检查：

（1）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含量（质量比）低于 10%的工序，可不

要求采取无组织排放收集措施。

（2）企业采取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涂料、油墨、

胶黏剂等，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排放速率、排放绩效满足相关规定的，

相应生产工序可不要求建设末端治理设施，如使用水性涂料的木质家具

喷涂行业。

部分省市自行规定以下两种情况也可豁免检查：

（1）完成 VOCs全过程深度治理，达到特别排放限值和无组织排放

特别控制要求，采用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或送工业加热炉、锅炉直接燃

烧处理，经当地生态环境局评估认定，VOCs收集效率与处理效率达到“双

90%”的企业。

（2）涉及重大民生保障的企事业单位。



下篇·工具应用篇
第七章  检查要点

157

65.
哪些企业应进行泄漏控制检测？

企业中载有气态、液态 VOCs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数量

大于等于 2  000个的，应按要求开展 LDAR工作。石化企业按行业排放

标准规定执行。

66.
企业 VOCs 排气筒设置高度有什么要求？

VOCs气体通过净化设备处理达标后由排气筒排入大气，排气筒高度

不低于 15  m。

67.
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维护台账需要记录什么？

企业应将污染治理设施的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维护制度在设施现

场和操作场所明示公布，建立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明确耗材的更换周

期和设施的检查周期，建立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等记录台账，记录内容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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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理设施的启动、停止时间；

（2）吸附剂、催化剂等采购量、使用量及更换时间；

（3）治理装置运行工艺控制参数，包括治理设施进、出口浓度和吸

附装置内温度；

（4）主要设备维修、运行事故等情况；

（5）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68.
工业企业 VOCs 物料储存的检查要点有哪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
物料
储存

容器、包装袋

1. 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闭；盛
装过 VOCs 物料的废包装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2. 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
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挥发性有机液
体储罐

3. 储罐类型与储存物料真实蒸气压、容积等是否匹配，是否存在
破损、孔洞、缝隙等问题

4. 内浮顶罐的边缘密封是否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
方式。

5. 外浮顶罐是否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为浸液式、机械式鞋
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6. 浮顶罐浮盘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检查、

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7. 固定顶罐是否配有 VOCs 处理设施或气相平衡系统。

8. 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9. 固定顶罐的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检查、

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储库、料仓
10. 围护结构是否完整，与周围空间完全阻隔。

11. 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是否关闭（人员、车辆、设备、

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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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工业企业 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的检查要点有
哪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 物
料转移和
输送

液态 VOCs 物料 1. 是否采用管道密闭输送，或者采用密闭容器或罐车

粉状、粒状
VOCs 物料

2. 是否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
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

挥发性有机液体
装载

3. 汽车、火车运输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方
式。

4. 是否根据年装载量和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对 VOCs 废
气采取密闭收集处理措施，或连通至气相平衡系统；有油
气回收装置的，检查油气回收量

70.
工业企业工艺过程 VOCs 无组织排放的检查要
点有哪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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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工艺
过程
VOCs
无组织
排放

VOCs 物
料投加和
卸放

1. 液态、粉粒状 VOCs 物料的投加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气体
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VOCs 物料的卸（出、放）料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
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化学反应
单元

3. 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等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4.反应设备的进料口、出料口、检修口、搅拌口、观察孔等开口（孔）

在不操作时是否密闭

分离精制
单元

5. 离心、过滤、干燥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

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6.其他分离精制过程排放的废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 分离精制后的母液是否密闭收集；母液储槽（罐）产生的废气是
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真空系统

8. 采用干式真空泵的，真空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9. 采用液环（水环）真空泵、水（水蒸气）喷射真空泵的，工作介
质的循环槽（罐）是否密闭，真空排气、循环槽（罐）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配料加工
与产品包
装过程

10. 混合、搅拌、研磨、造粒、切片、压块等配料加工过程，以及含
VOCs 产品的包装（灌装、分装）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
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
收集处理系统

含 VOCs
产品的使
用过程

11. 调配、涂装、印刷、粘结、印染、干燥、清洗等过程中使用
VOCs 含量大于等于 10% 的产品，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
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

12. 有机聚合物（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的混合 / 混炼、

塑炼 / 塑化 / 熔化、加工成型（挤出、注射、压制、压延、发泡、纺
丝等）等制品生产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

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其他过程
13.载有VOCs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

是否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

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VOCs 无
组织废气
收集处理
系统

14. 是否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

15. 采用外部集气罩的，距排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
位置，控制风速是否大于等于 0.3 米 / 秒（有行业具体要求的按相应
规定执行）。

16. 废气收集系统是否负压运行；处于正压状态的，是否有泄漏。

17. 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是否密闭、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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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工业企业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的检查要点有哪
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设备与
管线组
件泄漏

LDAR 工作

1. 企业密封点数量大于等于 2  000 个的，是否开展 LDAR 工作。

2. 泵、压缩机、搅拌器、阀门、法兰等是否按照规定的频次进行
泄漏检测。

3. 发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是否按照规定的时
间进行泄漏源修复。

4. 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 100 个密封点的情况下，发现有
2 个以上（不含）不在修复期内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
泄漏认定浓度的，属于违法行为

72.
工业企业敞开液面 VOCs 逸散的检查要点有哪
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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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敞开液
面VOCs
逸散

废水集输系统
1. 是否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沟渠输送未加盖密闭的，废水
液面上方 VOCs 检测浓度是否超过标准要求。

2. 接入口和排出口是否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废水储存、

处理设施

3. 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的，液面上方 VOCs 检测浓度是否
超过标准要求。

4. 采用固定顶盖的，废气是否收集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开式循环冷却
水系统

5. 是否每 6 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口的循环冷却水中的
TOC 或 POC 浓度进行检测；发现泄漏是否及时修复并记录

73.
工业企业有组织 VOCs 排放的检查要点有哪
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有组织
VOCs
排放

排气筒

1.VOCs 排放浓度是否稳定达标。

2. 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 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3  kg/h、重点区域大于等于 2  kg/h的，VOCs治理效率是否符合要求；

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3.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施，自动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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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工业企业废气治理设施的检查要点有哪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废气治理
设施

冷却器 / 冷凝器
1. 出口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 是否存在出口温度高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现象。

3. 冷凝器溶剂回收量

吸附装置

4. 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

5. 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6. 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7. 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

催化氧化器
8. 催化（床）温度。

9. 电或天然气消耗量。

10. 催化剂更换周期、更换情况

热氧化炉 11. 燃烧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洗涤器 / 吸收塔

12. 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检查洗涤 / 吸收液 pH 值。

13. 药剂添加周期和添加量。

14. 洗涤 / 吸收液更换周期和更换量。

15. 氧化反应类吸收塔，检查氧化还原电位（OR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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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工业企业 VOCs 相关文件检查要点有哪些？

检查要点如下：

文件 检查要点

环评和“三同时”

制度执行
是否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环保验收

批建相符
检查排放 VOCs 的生产装置数量及配套治理设施是否与环评一致，

治理设施是否向趋好方向建设

原辅材料 是否采用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

台账 企业是否按要求记录台账

76.
储油库 VOCs 排放的检查要点有哪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储油库

发油阶段
1.油罐车或铁路罐车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

2. 气液比、油气收集系统压力等

油气处理装置

3. 是否有油气处置装置。

4. 检测频次、油气排放浓度、油气处理效率，进出口压力。

5. 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

更换情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油气收集系统 6. 泄漏检测频次及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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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工业企业有组织 VOCs 排放的检查要点有哪
些？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 [2019]53号），

检查要点如下：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加油站

加油阶段

1. 是否采用油气回收型加油枪，加油枪集气罩是否有破损，加油
站人员加油时是否将集气罩紧密贴在汽油油箱加油口（现场加油
查看或查看加油区视频）。

2. 有无油气回收真空泵，真空泵是否运行（打开加油机盖查看加
油时设备是否运行）；油气回收铜管是否正常连接。

3. 加油枪气液比、油气回收系统管线液阻、油气收集系统压力的
检测频次、检测结果等

卸油阶段
4. 查看卸油油气回收管线连接情况（查看卸油过程录像）。

5. 卸油区有无单独的油气回收管口，有无快速密封接头或球形阀

储油阶段
6. 是否有电子液位仪。

7. 卸油口、油气回收口、量油口、P/V 阀及相关管路是否有漏气
现象，人井内是否有明显异味

在线监控系统 8. 气液比、气体流量、压力、报警记录等

油气处理装置
9. 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
换情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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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我国 VOCs 污染防治政策法规的历史演变过程
是怎样的？

我国 VOCs污染防治在摸索中前进。2010年以前，仅有石油炼制和

炼焦业、油品运输、合成革制造、室内装饰等少部分行业活动实施了一

些 VOCs相关的排放标准和规定。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

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在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将挥发性有机物作为

重点大气污染物开展污染防治。

2011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强挥发性有机污

染物和有毒废气控制。

2012年，《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将 VOCs列入

控制指标。

2013年，国务院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推进石化、

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实施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同年，

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原有环境保护

法的基础上，加大了处罚力度，突出了信息公开，并相继通过《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暂行办法》和《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

暂行办法》等，为 VOCs等污染物的污染防治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2015年，开始试行《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石化行业

和包装印刷行业作为试点行业；随后北京、上海、广州等 14个地方相继

发布了地方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细则；在石化行业开展泄漏检测与修

复技术改造，并限时完成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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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规定，到 2018年，

工业行业 VOCs排放量比 2015年削减 330万吨以上。

2017年，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0年，

建立健全 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实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 VOCs污

染减排，排放总量下降 10%以上。

2018年，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年 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年下降 18%以上。

2019年，生态环境部发布《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指出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为五大重点领域，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为重点区域，并再次强调到 2020年，

通过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的 VOCs综合治理，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

的 VOCs排放总量下降 10%的目标任务。

79.
我国对 VOCs 综合防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防治大气污染，

应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

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

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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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我国工业企业需安装 VOCs 治理设施的法律依
据是什么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产生

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

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

减少废气排放。”

81.
我国工业涂装企业建立 VOCs 台账的要求是什
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业

涂装企业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并建立台账，记录生产

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台账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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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我国石化、化工及油品储运销企业应对 VOCs
污染防治的措施有哪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石油、

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

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对泄漏的物料应当及时收集处理。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

罐车、气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

使用。”

83.
对生产、销售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符合质量标
准或者要求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单位，应由何级
部门做何种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产品

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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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对进口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者
要求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单位，应由何级部门做
何种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由

海关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走私的，由海关依法予以处罚。”

85.
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与 VOCs 污染防
治相关的法律行为，其处罚方式有哪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

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

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二）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

保存台账的；

（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

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或者对泄漏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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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时收集处理的；

（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

（五）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

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

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

（六）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燃性气体未回

收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未进行防治污染处理，或者可燃性气体回

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未及时修复或者更新的。”



附  件

涉及 VOCs 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截至 2019 年 12 月）

序号 标准名称 编号

北京市

1 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DB 11/206—2010

2 油罐车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DB 11/207—2010

3 加油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DB 11/208—2010

4 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447—2015

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11/501—2017

6 铸锻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914—2012

7 防水卷材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055—2013

8 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11/1201—2015

9 木质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202—2015

10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226—2015

11 汽车整车制造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227—2015

12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228—2015

13 有机化学品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385—2017

14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488—2018

15 电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631—2019

上海市

1 生物制药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373—2010

2 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374—2006

3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 31/844—2014

4 汽车制造业（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859—2014

5 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872—2015

6 涂料、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881—2015

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1/933—2015

8 船舶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93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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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编号

9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1025—2016

10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1059—2017

1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1098—2018

山东省

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1 部分：汽车制造业 DB 37/2801.1—2016

2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2 部分：铝型材工业 DB 37/2801.2—2019

3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 部分：家具制造业 DB 37/2801.3—2017

4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4 部分：印刷业 DB 37/2801.4—2017

5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 部分：表面涂装行业 DB 37/2801.5—2018

6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 37/2801.6—2017

7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 DB 37/2801.7—2017

8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 37/3161—2018

重庆市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50/418—2016

2 汽车整车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577—2015

3 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660—2016

4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661—2016

5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757—2017

6 包装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758—2017

江西省

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1 部分：印刷行业 DB 36/1101.1—2019

2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2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 36/1101.2—2019

3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 部分：医药制造业 DB 36/1101.3—2019

4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4 部分：塑料制品业 DB 36/1101.4—2019

5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 部分：汽车制造业 DB 36/11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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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编号

6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6 部分：家具制造业 DB 36/1101.6—2019

广东省

1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4—2010

2 包装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5—2010

3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6—2010

4 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7—2010

5 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44/1837—2016

浙江省

1 生物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923—2014

2 纺织染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962—2015

3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2015—2016

4 制鞋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2046—2017

5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2146—2018

天津市

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2/059—1995

2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 12/524—2014

3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 12/644—2016

江苏省

1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2/2862—2016

2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2/3151—2016

3 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2/3152—2016

湖南省

1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43/1355—2017

2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 DB 43/1356—2017

3 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43/1357—2017

福建省

1 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5/1782—2018

2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5/178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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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编号

3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5/1784—2018

河北省

1 青霉素类制药挥发性有机物和恶臭特征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3/2208—2015

2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 13/2322—2016

四川省

1 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51/2377—2017

陕西省

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 61/T1061—2017

辽宁省

1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21/3160—2019

注：鉴于笔者能力有限，以上 VOCs地方标准或未能统计完全。欢迎各省读者指出，与笔者共同完善

涉 VOCs的地方排放标准，为维护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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