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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基本情况

1.1 企业 LDAR 首轮普查表-汇总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淄博市临淄八方源化工有限公司

LDAR 主管部门 安全环保科

联系人 王经理 电话 17505336799

邮箱 /

完成时间 2019.4.4

项目建立

起始日期 2019.4.3 完成日期 2019.4.3

受控装置套数 3 受控密封点总数 1261

不可达密封点数

阀门 0

法兰 0

连接件 0

开口管线 0

泵 0

压缩机 0

搅拌器 0

泄压设备 0

采样连接系统 0

其他 0

现场检测

起始日期 2019.4.4 完成日期 2019.4.4

检测密封点数 1261 泄漏点数 0

严重泄漏点数 0

修复

5日内首次维修修复密封点数 0

15 日内实质维修修复密封点数 0

至今修复密封点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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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修复泄漏点数 延迟修复严重泄漏点数 全厂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0 0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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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泄漏点排放量

1.3 企业简介及涉 VOCs 物料分析

1.3.1 企业简介

淄博市临淄八方源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山东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淄博，淄博 临

淄区梧台镇开发区，于 2003 年 10 月 31 日在临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15 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

后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对苯二甲酸二辛酯、对苯二甲酸二丁酯生产销售；化工配件、橡胶制

品、化工产品.

1.3.2 涉 VOCs 物料分析

本次检测主要针对生产装置和罐区，涉及到的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是对苯二甲酸二辛酯。

对苯二甲酸二辛酯：本品为近乎无色的低粘度液体。粘度63mPa.s(25℃)、5mPa.s(100℃)、

410mPa.s(0℃)。凝固点-48℃。沸点 383℃(0.1)MPa.s(0℃)。着火点399℃。折射率1.4887。

水中溶解度0.4%(20℃)，水解率0.04%(沸水煮96h)。

2019 第二季度泄漏量估算

修复前排放量(kg) 修复后排放量(kg) 减排量为(kg) 泄漏率

生产装置 43.06 43.06 0 0

罐区 1 5.45 5.45 0 0

罐区 2 2.11 2.11 0 0

总计 50.62 50.6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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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东奥维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概况

山东奥维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 2018 年 1 月于淄博市临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

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路鑫一诺广场 5楼 507 室，

对所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负责，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机构的运行方式能遵守国家

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客观独立、公平公正、诚实守信原则，恪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

责任，主要提供环境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公共场所检测服务。

2 项目建立

2.1 项目组筹建

2.1.1 项目组成员

2.1.2 设备清单

图 2-1 TVA-2020 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

项目参与人员 职位 职责

张宾 项目负责人 安排工作、质量控制

廉虹睿 孙家辉 检测工程师 拍照、标点

梁继天 检测工程师 现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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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密封点建档

2.2.1 资料收集

需要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工艺流程图（PFD）、管道仪表图（PID）、物料平衡表、

操作规程、装置平面布置图等内容。工艺变更资料不全，应补充完整。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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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其中的 VOCs

组分并核算各物料的 VOCs 含量。依据 VOCs 质量百分比，将装置分为受控装置和非受控装置。

受控装置应按照本规范实施泄漏检测与修复，非受控装置可以豁免。

2.2.3 设备适合性分析

逐一分析设备或管线的 VOCs 含量，把 VOCs 含量高于 10%的设备或管线纳入受控设备。符

合以下条件的设备或管线可以豁免：

 正常工作处于负压状态（绝对压力低于 96.3kPa）；

 仅在开停工期含 VOCs（不超过 15 日）；

 屏蔽泵、磁力泵；

 泄放口接入装置管网的泄压设备（安全阀）。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校准证书编号 校准日期

防爆相机 K-POS P10 / /

有毒气体分析仪 TVA2020 202018023089 201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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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物料状态辨识

根据工艺参数对受控设备内的物料进行分类，并在 PID 图上进行标注。气体、轻液体、重

液体应分别标注，气体和液体两相混合，按气体标注。通过物料平衡表或操作手册核算设备、

管线内 TOC、VOCs 和甲烷含量（质量百分比）。

2.2.5 物料状态边界划分

不同状态的物料由阀门或其它设备隔离，边界阀门或其它设备密封点按如下原则划分：

 气体和轻液体或重液体交界，按接触气体计；

 轻液体与重液体交界，按接触轻液体计；

 含 VOCs 物料与其他介质（如氢气、氮气、蒸汽、水等）交界，按含 VOCs 物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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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检测

3.1 仪器现场检查及校正记录表

仪器序号：202018023089 校准日期：2019.4.4

仪器型号：TVA2020 检测器类型：FID 校正人：孙家辉 确认人：梁继天

检查项目 是 否 检查项目 是 否

滤纸更换 √ 主机时间与标准时间是否一致 √

主机及探头屏幕显示是否正常 √ 氢气罐压力＞400psi √

主机电池电压≥6.2V √ 点火后是否漏气 √

仪器暖机时间 7:00-7:30

采样前后流量测试

未使用延长杆时的流量（L/min） 使用延长杆时的流量（L/min）

测试时间 抽气流量 是否漏气 测试时间 抽气流量 是否漏气

采样前 7:30-7:35 1.1 否 采样前 / / /

采样后 9:30-9:35 1.1 否 采样后 / / /

响应时间测试

响应时间测试（未使用延伸杆） 响应时间测试（使用延伸杆）

测试时间 7:35-7:40 测试时间 /

时间(S)
T1 T2 T3 平均值

时间(S)
T1 T2 T3 平均值

3.4 3.6 3.5 3.5 / / / /

灵敏度校验

校验时间 7:40-7:50

零气样品编号 零点计数 4257

标气样品编号 FN11004 参考点计数 24213

标气浓度(μmol/mol) 96 灵敏度（计数/μmol/mol） 227

检测前 检测后

校验(μmol/mol) 校验误差 校验(μmol/mol) 校验误差

1 98

1.2%

1 99

3.5%2 95 2 98

3 95 3 101

漂移测试

检测前标气平均示值(μmol/mol) 检测后标气平均示值(μmol/mol) 飘移误差

96 99.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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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辅助材料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配选检测需用辅助材料：

 与仪器采样探头适配的聚四氟乙烯管；

 防爆工具包括斜口钳、尖嘴钳、10＂扳手和仪器自配工具；

 流量计，测量范围（0-5.0）L/min；

 秒表；

 防爆对讲机；

 可测风速和风向的气象仪；

 防爆相机或防爆平板；

 个体防护器材；

 用于记录或标识的工具；

 H2S 报警仪；

 泄漏标识牌及 304 钢丝。

3.3 人员职责

为了确保本次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项目工作的顺利实施，各相关人员应该熟知其职责。

项目负责人职责：按公司制定的检测计划安排落实具体实施，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为各

项目小组开展工作进行沟通和协调，对项目的总体进度、检测质量进行监控，定期向领导汇报

项目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

（1）技术负责人职责：与业主工艺人员进行对接，搜集项目所需的信息，如 P&ID 等；进

行 P&ID 图等分色标注，进行响应因子准备，对检测过程及质量负责。

（2）安全负责人职责：负责整个检测过程中的安全工作。

（3）软件工程师职责：检测过程技术支持，系统信息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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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测工程师职责：密封点台账建立和整理，现场检测，记录并整理检测数据。

3.4 现场检测照片

检测位置

检测位置

检测位置

检测位置

图 3-1 法兰和连接件检测位置

图 3-2 阀和泵检测位置

图 3-3 现场检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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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项目 HSE 管理办法和保密规范

4.1 本单位对检测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并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培训教育记录。在检测过

程中，检测人员应至少按以下内容进行工作以确保人员和环境安全：

（1）熟知并遵守本公司所制定的安全规章、制度及岗位安全职责。

（2）根据检测现场的安全警示、提示、告知标志，会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

（3）配备的劳保安全用品、应急用品做到“四会”，即会检查、会维护、会保管、会使用。

（4）会辨识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检测工作中认真遵守“不伤害自己、不伤害

他人、不被他人伤害、保护他人不受伤害”的四不伤害原则，杜绝人身伤害发生。

（5）检测过程中发生突发事件时，会应急报告并开展应急处置。

4.2 VOCs 现场检测服务安全规定

（1）进入检测现场必须按规定穿戴好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如工作服(不能产生静电)、劳保鞋

(鞋底不能有金属钉)，注意个体劳动保护，正确选用和佩戴耳塞、防毒面具等个人防护用品。

（2）进入检测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正确佩戴注意两点：帽衬和帽壳不能紧贴，应有一定的

间隙(帽衬顶部为 10～50mm，四周为 5～20mm)。当有物料坠落到安全帽壳上时，帽衬可起到缓

冲作用，不使颈椎受到伤害；二是必须系紧下颚带；当人体发生坠落时，由于安全帽戴在头部，

可起到对头部的保护作用。)

（3）每天上班前，各作业班组长必须对本班组职工进行全面而又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活动，

主要强调当天作业的安全注意事项，检查职工的安全防护用品佩带情况，观察和了解职工当天

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4）检测现场严禁接打手机电话、脱穿工作服。

（5）进入检测区域接近装置前应注意该区域内的潜在危险，检测人员应处于疑似泄漏源的上

风向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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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禁检测人员随意触动阀门、仪表开关和机泵按钮开关。

（7）检测较高位置的组件密封点时，易采取加长探杆，严禁踩踏阀门手柄等设备。

（8）攀登作业：作业人员应从规定的通道上下，不得在平台之间等非规定通道攀登、翻越。

上下梯子时必须面对梯子，双手扶牢，不得手持物件攀登。

（9）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含 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检测的作业，均称高处作

业。按规定先办理许可证后才能作业。高处作业人员要身穿紧口工作服，脚穿防滑鞋，头戴安

全帽，腰系安全带。遇到大雾、大雨和六级以上大风时，禁止高处作业。

（10）触电急救：发现有人触电时，应首先迅速拉电闸断电或用木方、木板等不导电材料，将

触电人员和接触电气部位分开，然后抬到平整的场地实行人工急救。

（11）摔伤急救：当有人自高处坠落摔伤时，应注意摔伤及骨折部位的保护，避免因不正确的

抬运，使骨折错位造成二次伤害。

检测人员对环境检测数据、资料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任何检测资料、报告，在向外提供或

公开发表前，须征得业主及环保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履行审批手续。

5 泄漏量的计算

5.1 相关方程法

表 5-1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设备组件的设备排放速率
a

密封点类型 默认零值排放速率

限定排放速率（千克/

小时/排放源） 相关方程法
b
（千克/

小时/排放源）
＞50000μmol/mol

石油炼制的排放速率（炼油、营销终端和油气生产）

阀门 7.8E-06 0.14 2.29E-06×SV0.746

泵 2.4E-05 0.16 5.03E-05×SV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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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涉及的千克/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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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密闭式采样点，如果采样瓶连在采样口，则使

用“连接件”的排放系数；如采样瓶未与采样口连接，则使用“开口管线”的排放系数。

b：SV 是检测设备测得的净检测值（SV，μmol/mol）。

c：轻液体泵系数也可用于压缩机、泄压设备和重液体泵。

5.2 筛选范围法

本方法适用于法兰和连接件。筛选范围法规定了测量值≥10000μmol/mol 排放系数和

<10000μmol/mol 排放系数，要求检测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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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已检测法兰或连

接件测量值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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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000μmol/mol 的不可达点个数向上取整。具体见表 5-2。

该方法仅适用于当轮检测。

其他 4.0E-06 0.1 1.36E-05×SV0.589

连接件 7.5E-06 0.030 1.53E-06×SV
0.735

法兰 3.1E-07 0.084 4.61E-06×SV
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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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的排放速率

气体阀门 6.6E-07 0.11 1.87E-06×SV
0.873

液体阀门 4.9E-07 0.15 6.41E-06×SV0.797

轻液体泵
c

7.5E-06 0.62 1.90E-05×SV
0.824

连接件 6.1E-07 0.22 3.05E-06×SV
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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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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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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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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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平均排放系数法

对于未开展 LDAR 的企业，或不可达点（除符合筛选范围法适用范围的法兰和连接件外），

应采用表 5-3 系数计算排放速率。

表 5-3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平均组件排放系数 a

设备类型 介质 石油炼制排放系数（kg/h/排放源）b 石油化工排放系数（kg/h/排放源）c

阀

气体 0.0268 0.00597

轻液体 0.0109 0.00403

重液体 0.00023 0.00023

泵 d
轻液体 0.114 0.0199

重液体 0.021 0.00862

压缩机 气体 0.636 0.228

泄压设备 气体 0.16 0.104

法兰、连

接件
所有 0.00025 0.00183

开口阀或

开口管线
所有 0.0023 0.0017

采样连接

系统
所有 0.015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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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附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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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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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轻液体泵密封的系数可以用于估算搅拌器密封的排放速率。

6 检测结果

6.1 检测信息

6.2 检测及核算依据

委托单位 淄博市临淄八方源化工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梧台镇化工园区

拍照日期 2019.4.3-2019.4.3

检测日期 2019.4.4-2019.4.4

检测环节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检测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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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石油炼制工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实施技术要求》（DB37-2016）

3.《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环办[2015]104 号）

核算依据
1.《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工业 VOCs 排放量简化核算方法》

2.《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 》（环办[2015]1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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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企业LDAR首轮普查表-装置统计

装置名称 生产装置 装置编码 XSCZZ0 年加工/生产能力 9800吨/年

装置初次开工

日期
2004年1月 装置上次停车检修日期 2019年2月 装置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2020年1月

密封点类型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

点

不可达

点数
检测点数 泄漏点数

严重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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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已修复的泄

漏点，6个月内

计划修复的泄

漏点数

泵 2 0 2 0 0 0 0 0 0

压缩机 0 0 0 0 0 0 0 0 0

搅拌器 5 0 5 0 0 0 0 0 0

阀门 267 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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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0 0

开口阀或开口

管线
49 0 49 0 0 0 0 0 0

法兰 627 0 627 0 0 0 0 0 0

连接件 108 0 108 0 0 0 0 0 0

其它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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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名称 罐区 装置编码 XXXGQ 储存能力 /

装置初次开工

日期
2004年1月 装置上次停车检修日期 2019年2月 装置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2020年1月

密封点类型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

点

不可达

点数
检测点数 泄漏点数

严重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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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已修复的泄

漏点，6个月内

计划修复的泄

漏点数

泵 1 0 1 0 0 0 0 0 0

压缩机 0 0 0 0 0 0 0 0 0

搅拌器 0 0 0 0 0 0 0 0 0

阀门 40 0 4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 0 0 0 0 0 0 0 0 0

采样连接系统 0 0 0 0 0 0 0 0 0

开口阀或开口

管线
2 0 2 0 0 0 0 0 0

法兰 147 0 147 0 0 0 0 0 0

连接件 13 0 13 0 0 0 0 0 0

其它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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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仪器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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