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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单元 区域装置
密封点

（个）

泄漏点

（个）

维修前泄

漏量（月）

Kg

维修后泄

漏量（月）

Kg

维修前泄

漏量（年）

Kg

维修后泄

漏量（年）

Kg

1 洁净一车间 7098 2 196.68 196.10 2360.16 2353.20

2 洁净二车间 4101 6 130.95 129.33 1571.40 1551.96

3 合成一 10587 5 237.76 235.91 2853.12 2830.92

4 合成二 2164 0 49.08 49.08 588.96 588.96

5 合成三 4759 0 173.50 173.50 2082.00 2082.00

6 合成四 6599 0 204.08 204.08 2448.96 2448.96

7 污水处理车间 52 0 0.93 0.93 11.16 11.16

8 罐区 810 0 13.73 13.73 164.76 164.76

合计 36170 13 1006.71 1002.66 12080.52 12031.92

检

测

结

论

结论：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物 2025 年 3 月密封点泄漏检测项目，依据

HJ733-2014《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开展检测作业，需开展

检测的设备与管线共建档密封点 36170 个，其中不可达密封点位 247 个。

本次检测项目符合标准要求。

盖 章：

2025 年 3 月 31 日

（本内容仅对此次检测有效）

备

注

备注：不可达密封点：指空间距离、隔离等物理因素或安全因素，难以或无法实施常规检

测的密封点

间歇式生产装置检测频次要求：

对于间歇式生产装置或设备，装置或设备含有涉 VOCs 物料期间参照“连续生产装置检测周

期要求”进行检测。装置或设备停产期间不含涉 VOCs 物料，则可免予检测。

豁免设备：

符合以下条件的受控设备可以申请环保主管部门予以豁免：

-正常工作处于负压状态（绝对压力低于 96.3kPa）；

-仅在开停工、故障、应急响应或临时投用期间接触涉 VOCs 物料的设备，且一年接触时间

不超过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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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企业基本情况

1.1 企业介绍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邳州经济开发区，是集

研发、生产、经营中高端光刻胶、光刻胶单体和光刻胶树脂为主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注于光刻胶原材料到成品的自主研发及生

产，实现了从单体、光刻胶专用树脂、光酸剂及终产品光刻胶的国产

化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公司拥有 5000 平方研发中心，位于松江漕河

泾科技绿洲，研发团队 200 余人，博士和硕士占比 50%以上。配置有

KrF Nikon S204，I9，I12，ACT8 track，日立 CDSEM 等先进光刻检

测设备，以及其它理化检测设备如 ICP-MS、HPLC、GC、IR 等。 公司

产品线涵盖 193nm/248nm 光刻胶单体、193nm/248nm 光刻胶、G线/I

线光刻胶、电子束光刻胶等产品。 目前已成功开发出 40+个中高端

光刻胶产品系列，包括多种电子束胶，ArF 干法光刻胶， KrF 正负型

光刻胶，I 线正负型光刻胶及 GHI 超厚负胶，应用于 IC 集成电路制

造多个环节，服务客户超 100 家。公司承担了国家“02 专项”中的

子课题“ArF 光刻胶单体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国家产业振兴和技

术改造项目、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目前公司所从事中高端光

刻胶单体级光刻胶生产技术处于国内先进，获批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5种，中国好技术 1项，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江苏省专精特

新产品 1 种，江苏省两新产品 2 种。徐州博康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江苏省双创

团队、江苏省质量信用 AA级企业等。 公司专注于中高端光刻材料的

国产化，坚持自主创新，愿为国内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

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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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装置概述

1.2.1 装置名称

洁净一车间、洁净二车间、合成一、合成二、合成三、合成四、

污水处理车间、罐区。

1.3 开展 LDAR 基本情况

1.3.1开展 LDAR项目背景

（1）以试点装置为载体，推动 LDAR 工作的进行，从而为徐州博

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今后将 LDAR 计划持续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为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计算试点项目的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量、减排量和经济价值，示范性验证 LDAR 计划对徐州博康

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的经济、环境、安全和社会效益；

（3）以试点项目的结果为依据，估计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

公司的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潜力和经济价值，为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

限公司及其兄弟单位下一步实施 LDAR 计划提供及时、客观的决策依

据。本项目的实施，将促进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LDAR 工作

的持续开展，从而及时发现和维修泄漏点，逐渐减少试点装置的挥发

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1.3.2编制依据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环发[2012]130 号）

《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国发[2012]40 号）

《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综合整治方案》（环发[2014]1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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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HJ733-2014）

《石化装置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泄漏检测规范》Q/SH 0546-2012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估算方法技术指南

（试行）》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之附件 2：《石油化工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办法法》（试行）

《石化行业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环办[2015]104 号）

《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指南》（环办[2015]104 号）

1.3.3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开展 LDAR项目情况

为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和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对于石

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的要求，2025 年 3 月徐州博康信息化

学品有限公司将洁净一车间、洁净二车间、合成一、合成二、合成三、

合成四、污水处理车间、罐区项目作为 LDAR 的实施项目，由山东奥

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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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详见图 1.3.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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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1 项目建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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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2 现场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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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3 泄漏维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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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项目建立

2.1 项目组筹建

(a)组建 LDAR 工作组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LDAR 检测工作组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进入检测现场，现场第一次作业于 2025 年 3月 29 日结束，作业包

括群组编码、密封点确认及现场记录、密封点检测、群组数据处理、

泄漏点挂牌。第二次作业于 2025 年 3月 31 日结束，作业包括对用户

泄漏点修复后的复检，及出具报告。

1）第一次作业成员

双方共计 30人，甲方：每个班组配合人员 1名，共 15 名。

乙方：现场检测工程师 15人。

作业人员分工：

现场装置班组人员，由甲方提供。负责现场装置密封点查找

及确认，负责现场作业的安全管理。

项目经理，负责现场检测的全面工作，协调客户各单位及部

门关于 LDAR 检测的相关工作。

现场检测技术人员。负责现场泄漏点的建档、检测及挂牌工

作。

2）第二次作业成员

甲方：现场配合人员 1 名。

乙方：现场检测工程师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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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密封点建档

（a）依据装置管理现有划分方法及最短路径检测原则，结合厂

区的特点，将现场检测作业分为 8 个单元，即：

单元 1：洁净一车间

单元 2：洁净二车间

单元 3：合成一

单元 4：合成二

单元 5：合成三

单元 6：合成四

单元 7：污水处理车间

单元 8：罐区

（b）划分受控群组，采集现场信息（采集信息详见数据库）

（c）建立密封点档案，以图片的方式建立电子化的密封点档案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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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现场检测

3.1 仪器基本信息情况

名称：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型号：EXPEC 3100

主要功能：适用于 VOCs 排查溯源、污染应急现场以及石油化工企

业设备及管阀件等无组织排放检测（L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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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特点：仪器配备FID和PID双检测器，对几乎所有的VOCs

以及部分常见的无机因子均有响应。仪表检查方法符合 EPA21 方法和

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相关规定。

整机体积小，重量轻，检测性能佳，操作简单，满足客户对于检测现

场快速准确分析的要求。

EXPEC 3100I 是专为 EXPEC 3100 设计的手操器，配合主机分析仪

进行 VOCs 现场排查分析、LDAR 现场建档、点位检测数据记录和仪器

控制，可大大提高 VOCs 现场检测溯源的工作效率

3.1.1 EXPEC 3100 检测仪器检测期间每天校准记录见附表。

3.2 现场作业情况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工作人员（见下表）

项目人员 职位 职责 联系方式 备注

尹国新 项目负责人 负责现场检测的全面工作 18354685301 /

孙玉恩、闫文祥、梁新

波、尹国新、董金虎、

张安全、林鹏程、赵永

福、李振兴、宋江波、

刘伟强、王一涵、葛志

超、闫政、郝继凯

检测人员 现场检测 / /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工作人员（见下表）

项目人员 职位 职责 联系方式 备注

张安全 IT 工程师 负责软件维护、核查 / /

张瑞雪 报告编制 报告编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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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甲方现场工作条件

1、提供装置的 PID 图、PFD 图、设备一览表、控制回路一览表

及工艺说明等资料。

2、每日开具作业票，保证检测方做好日常的安全、防火等措施。

3、每日由装置指定人员确认作业内容。

4、提供氢气钢瓶并安排指定包括标气钢瓶的放置房间。

3.2.2乙方现场工作条件

1、现场配带安全帽、穿工作服及劳保鞋，佩戴防护面罩。

2、配置 EXPEC 3100 仪器 15 台；风速仪 15台。

3、提供零气钢瓶、500PPM 甲烷标气、2000PPM 甲烷标气和

10000PPM 甲烷标气钢瓶各 1瓶。

乙方提供如下服务：参照环境保护部颁发的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

修复，为甲方 VOC（有机挥发物）进行区域的划分，密封群组的组建，

密封点建档及检测，现场对群组拍照，现场对泄漏点挂牌，乙方按乙

方按 HJ733-2014《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

则》、《石化行业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环办【2015】104 号）

标准要求进行检测，并应用 LDAR 系统管理系统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最后出具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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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测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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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停止检测。

3.3现场检测记录情况

现场检测记录详情见数据库，装置检测环境背景值见（附表 1）

现场检测与数据记录用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检测泄漏的步骤

分以下几步：检测设备准备及校验；基于 PID 并结合密封点清单数据，

对密封点进行逐个检测；每一轮检测都有唯一的项目编号。用于区分

多个项目及其额外的子项目，维修后的复测等。

3.3.1 检测设备准备及校验

检测仪器设备按照设备使用要求及 HJ733 标准要求进行校对。设

备校验为了保证检测设备μmol/mol值读数的准确性，对仪器使用甲

烷校对，采用较泄漏控制浓度略高（以相关标准中较高泄漏控制浓度

为准）和 75%～85%仪器量程（FS）的两种浓度 CH4/Air有证气体标

准物质。校验不合格的检测设备不能用来进行检测。

标气使用统计

标准物质 型号规格 有效期

零气 洁净空气 2025.2.22-2026.2.21

标准气体 甲烷 532ppm 2024.8.06-2025.8.05

标准气体 甲烷 2090ppm 2024.8.06-2025.8.05

标准气体 甲烷 9840ppm 2024.8.06-202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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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响应因子

EXPEC 3100使用甲烷校正。然而，探测器对很多不同的化合物响

应，敏感度也不尽相同。为了将分析仪的读数从甲烷μmol/mol调整

到相关的化合物的μmol/mol，必须使用修正因子。这个修正因子我

们称之为“响应因子”。

一个装置的流包含多种产品，每一种又有着不同的理化特性，因

此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要获得准确的μmol/mol读数，要有不同的

响应因子。

响应因子由检测设备生产厂家提供。如果仅有一种化合物，响应

因子可以用来修正该化合物的响应。如果是化合物的混合物，EXPEC

3100会对混合物的所有组分响应，并不能区分组分。如果混合物的

组成已知，响应因子可以通过各个组分的响应因子加权计算得到。

在确定流和建立数据库期间，检测设备的每种化合物的响应因子

要输入到 LDAR专家管理系统软件（LDAR PRO），计算得出混合物的

响应因子，并制成响应因子表单，提供给现场技术人员，以保证现场

检测设备读数精准。

石油炼制工业生产装置可不考虑响应因子对检测值的影响；石油

化工生产装置应根据物料中 VOCs 的组成确定响应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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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 3100 响应因子分析

序号 物料介质 介质状态
响应因子

是否数据修正
10-10000umol/mol ＞10000umol/mol

1 甲醇 轻液 3.418～10.468 无法测定 否

2 乙酸乙酯 轻液 0.551～1.670 无法测定 否

3 轻液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4 醋酸酐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5 溶剂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6 甲基叔丁基醚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7 乙二醇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8 乙醇乙酯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9 甲叔醚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10 乙醇 轻液 1.399～3.303 无法测定 否

11 有机溶剂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12 正庚烷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13 二氯甲烷 轻液 1.417～3.402 无法测定 否

14 二氯乙烷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16 甲酸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17 母液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18 甲基叔丁醚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19 醋酸酯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20 氯甲烷 有机气体 1.036～2.881 无法测定 否

21 三甲胺 有机气体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22 DMF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23 EA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24 天然气 有机气体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25 甲苯 轻液 0.255～0.451 无法测定 否

26 四氢呋喃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27 正己烷 轻液 无法测定 无法测定 否

审核时间：2025.3.31

3.3.3排放量核算方法

测得的μmol/mol 值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之

附件 2：《石油化工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办法》（试行）以及《石

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指南》（环办[2015]104 号）相关核算方法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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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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态 VOCs 物料 2000

液态 VOCs 物料
挥发性有机液体 2000

其他 500

3.3.4排放量核算的转换系数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设备组件的设备排放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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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密闭式的采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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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筛选范围法

筛选范围法适用于法兰和连接件。采用该法要求检测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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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μ

mol/mol 的点。筛选范围法的排放速率核算系数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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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范围排放系数

a. EPA 1995b 报告的数据；

b. 这些系数针对非甲烷有机化合物的排放；

c. 这些系数针对所有有机化合物的排放。

3.3.6平均排放系数法

未开展 LDAR 工作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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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下表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组件平均排放系数

注：对于表中涉及的千克/小时/排放源＝每个排放源每小时的 TOC 排放量（千克）。对于开放

式的采样点，采用平均排放系数法计算排放量。如果采样过程中排出的置换残液或气未经处理直

接排入环境，按照“取样连接系统”和“开口管线”排放系数分别计算并加和；如果企业有收集处理设

施收集管线冲洗的残液或气体，并且运行效果良好，可按“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排放系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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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数值修约

A、计算的净检测值小于 1µmol/mol，净检测值取零处理；进行排

放量核算时，以默认为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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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仪器检测记录为“>FS”(即超出检测仪器量程)时，通过稀释

等方法测定，或按照净检测值大于或等于 100,000µmol/mol 处理；

C、仪器检测结果为“FO”（即因检测而熄火时），按净检测值

大于或等于 100,000µmol/mol 处理

3.3.8 实施检测

检测流程依据 HJ733-2014《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

物检测技术导则》、《石化行业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环办

[2015]104 号），以及和基于此指南建立的山东奥亚 LDAR《作业指

导书》。

现场检测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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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停止检测。使

用上述设备的技术人员记录所有的数据，并完成《现场信息采集表》。

3.3.9 泄漏控制浓度及泄漏标签

根据国家及地方环保部门要求，经与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

司确认，有机气体和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检

测值大于等于 2000μmol/mol，其他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设备与管线

组件，泄漏检测值大于等于 500μmol/mol，出现上述两种情况的，

则认定发生了泄漏，企业需进行及时维修。对超过维修定义的密封点

系挂泄漏标签。泄漏标签分蓝色、黄色和红色，代表不同的泄漏严重

程度（表 3.3.9-1）由于挂有蓝/黄/红色不同颜色的泄漏标签，这有

助于现场在后续维修工作中对漏点的定位和识别。标签用捆扎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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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签中包含着诸如泄漏源、检测值读数等关键信息。

表 3.3.9-1泄漏区间与挂牌颜色对应表

泄漏区间 挂牌颜色

500μmol/mol≤X＜2000μmol/mol 蓝色

2000μmol/mol≤X＜10000μmol/mol 黄色

X≥10000μmol/mol 红色

3.4LDAR标识

LDAR标识包括检测标识和泄漏标识两类，检测标识即照片，LDAR

泄漏标识悬挂在检测时发现泄漏的密封点上，在经过修复，下一轮检

测合格后摘下。

按照国家地方法规要求，采用照片法。装置代码共 6位字符，其

中前 5 位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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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位时，前面用“x〞占位。超过 5 位，可省略第 5 位后

面字符。第 6 位为数字，表示同名称装置的序列号，如果某类只有 1

套，则该数字取“0”。“数字” 共 8 位，其中前 2 位代表装置的区

域或单元，从 01 依次排序，企业可以根据装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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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位数字

代表群组所在平台（地面用 01，依次排序），第 5 至 8 位数字代表

上述位置群组的编号（每个区域的各层平台均从 0001 依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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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顺序采取最短路径原则，避免重复同一路径。

泄漏标识挂牌印有 LDAR 标识、泄漏源、检测值、检测日期、复

检值。对超过维修定义的密封点系挂泄漏标识。泄漏标识分红色、黄

色和蓝色，代表不同的泄漏严重程度，由于挂有不同颜色的泄漏标识，

这有助于现场在后续维修工作中对泄漏点定位和识别。泄漏标识用捆

扎绳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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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LDAR 检测与维修

4.1 洁净一车间

4.1.1 LDAR检测汇总

（1）密封点统计及检测汇总

密封点状态统计

统计 密封点数量 个数

总数 7098

发现泄漏 2

检测无泄漏 7096

待检测 0

不可达 54

密封点状态统计图

洁净一车间密封点总数：7098 个，发现泄漏点数：2个，检测无

泄漏点数：7096 个，待检测数：无，不可达密封点：54个，由以上

分析结果可知，不可达密封点占整个装置总密封点数的 0.76%，满足

规范不可达点控制在 3%以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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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设备密封点类型分布

各类型密封点统计分析

密封点类型 个数 泄漏点数

法兰 5342 2

阀门 1501 0

连接件 202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2 0

搅拌器 44 0

轻液阀门 7 0

总计 7098 2

密封点类型分布统计图

洁净一车间密封点总数为7098个，其中法兰密封点数为5342个，

阀门密封点数为 1501 个，连接件密封点数为 202 个，开口阀或开口

管线密封点数为 2 个，搅拌器密封点数为 44 个，轻液阀门密封点数

为 7个，检测到 2个超标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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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泄漏点的区域分布

单元密封点分布统计

区域 密封点数 泄漏点数

1 4026 0

2 3072 2

密封点泄漏情况区域统计图

洁净一车间在检测过程中按其装置特点分为 2 个区域，检测到超

标泄漏点数为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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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区域排放量分析（按 30天/月计算）

区域泄漏情况统计

区域 泄漏量 Kg/月

1 135.46

2 60.64

不同区域月泄漏量统计图

洁净一车间总密封点数为 7098 个，超标泄漏点数为 2 个，VOCs

月泄漏量为 196.1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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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泄漏密封点类型排放量分析（kg/月）

各类型密封点泄漏量统计

密封点类型 泄漏量 Kg/月

法兰 119.17

阀门 18.22

连接件 1.5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0.03

搅拌器 2.22

轻液阀门 54.93

总计 196.10

各类型密封点月排放量统计图

洁净一车间 VOCs 月排放量为 196.10Kg/月；法兰泄漏 VOCs 量为

119.17Kg/月,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18.22Kg/月，连接件泄漏 VOCs 量

为 1.53Kg/月，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 VOCs 量为 0.03Kg/月，搅拌器

泄漏 VOCs 量为 2.22Kg/月,轻液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54.93Kg/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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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洁净一车间检测超标泄漏点共 2 项。

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Kg

区域 修复前 修复后

1 135.46 135.46

2 61.22 60.64

不同区域修复前后泄漏量统计图

洁净一车间 VOCs 月排放量修复前为 196.68Kg，修复后为

196.1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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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泄漏点的修复及维修工单

（1）泄漏点的修复

根据《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泄漏修复的规定如

下：

“10.1 泄漏修复时限：泄漏点应及时维修。首次维修不得迟于

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泄漏点，应在自发现

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一修复泄漏。除非符合延迟修复

条件，修复不应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日。企业应根据本指南要

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10.2 延迟修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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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指南规定的检测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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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多次严重泄漏密封点整治：密封点泄漏修复后 12 个月内

再次泄漏，企业应剖析反复泄漏原因，制定如更换或提升密封等级甚

至整体设备、调整工艺条件或操作程序等改进方案，并最迟不晚于在

下次停车检修结束前完成。

10.4 修复质量控制：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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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日内完成验证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复泄漏

点，应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现场技术人员将定期将泄漏超过控制浓度的密封点信息交给企

业，以便进行及时维修。

（2）维修工单详情见（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4.1.3 不停工维修的主要措施

（1）法兰泄漏进行了螺栓紧固。

（2）放空泄漏进行了阀门开关紧闭，有丝堵的进行重新缠生料

带紧固。

（3）放空阀内漏的能更换的统一进行了更换，不能更换的挂牌

停工检修更换。

（4）机泵密封泄漏的联系机修更换机封。

（5）仪表引线管泄漏的联系仪表进行套丝及丝堵进行封堵。

4.1.4 开展 LDAR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开展 LDAR，不仅大大降低了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减少对

大气的污染，也对降低物耗做出一定的贡献，不仅能有效削减 VOCs

排放，也能减少原油加工损失和安全隐患，不仅能减排，还能降耗；

可减少泄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对厂区及周围人员

的健康危害，降低企业泄漏造成的物料损失，为企业节省成本，避免

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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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持续 LDAR

下一步工作将对可能泄漏点在条件具备时继续修复，并按不同密

封点的要求检测，做到发现泄漏及时修复，保证 LDAR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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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环境背景检测表

装置名称：洁净一车间

环境背景采样表

环境背景测试

采样点
采样位置描述 环境背景采样示意图

采样点 A 东

采样点 B 南

采样点 C 西

采样点 D 北

采样点 E 中

采样时间

采样点检测值

风速 风向 本底值 检测人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2025-3-25 2.2 2.5 2.1 2.3 2.4 3.2m/s 西南风 2.3 孙玉恩

2025-3-26 2.3 1.7 1.6 2.1 1.8 3.9m/s 西南风 1.9 孙玉恩

2025-3-27 2.4 2.9 2.3 2.7 2.2 4.2m/s 北风 2.5 孙玉恩

2025-3-28 1.8 1.9 2.5 2.0 2.3 3.4m/s 西风 2.1 闫文祥

2025-3-29 2.5 2.9 2.4 2.6 3.1 2.7m/s 西北风 2.7 闫文祥

D●

北

●C 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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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洁净二车间

4.2.1 LDAR检测汇总

（1）密封点统计及检测汇总

密封点状态统计

统计 密封点数量 个数

总数 4101

发现泄漏 6

检测无泄漏 4095

待检测 0

不可达 33

密封点状态统计图

洁净二车间密封点总数：4101 个，发现泄漏点数：6 个，检测

无泄漏点数：4095 个，待检测数：无，不可达密封点：33 个，由以

上分析结果可知，不可达密封点占整个装置总密封点数的 0.80%，满

足规范不可达点控制在 3%以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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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设备密封点类型分布

各类型密封点统计分析

密封点类型 个数 泄漏点数

法兰 2867 6

阀门 1096 0

泵 4 0

连接件 100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4 0

搅拌器 24 0

轻液阀门 6 0

总计 4101 6

密封点类型分布统计图

洁净二车间密封点总数为4101个，其中法兰密封点数为2867个，

阀门密封点数为 1096 个，泵密封点数为 4个，连接件密封点数为 100

个，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密封点数为 4 个，搅拌器密封点数为 24 个，

轻液阀门密封点数为 6 个，检测到 6 个超标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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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泄漏点的区域分布

单元密封点分布统计

区域 密封点数 泄漏点数

1 2437 5

2 1664 1

密封点泄漏情况区域统计图

洁净二车间在检测过程中按其装置特点分为 2 个区域，检测到超

标泄漏点数为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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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区域排放量分析（按 30天/月计算）

区域泄漏情况统计

区域 泄漏量 Kg/月

1 47.96

2 81.37

不同区域月泄漏量统计图

洁净二车间密封点总数为 4101 个，超标泄漏点数为 6 个，VOCs

月泄漏量为 129.3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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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泄漏密封点类型排放量分析（kg/月）

各类型密封点泄漏量统计

密封点类型 泄漏量 Kg/月

法兰 65.26

阀门 12.86

泵 2.09

连接件 0.69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0.05

搅拌器 1.29

轻液阀门 47.09

总计 129.33

各类型密封点月排放量统计图

洁净二车间 VOCs 月排放量为 129.33Kg/月；法兰泄漏 VOCs 量为

65.26Kg/月,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12.86Kg/月，泵泄漏 VOCs 量为

2.09Kg/月，连接件泄漏 VOCs 量为 0.69Kg/月，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

漏 VOCs 量为 0.05Kg/月，搅拌器泄漏 VOCs 量为 1.29Kg/月，轻液阀

门泄漏 VOCs 量为 47.09Kg/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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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洁净二车间检测超标泄漏点共计 6项。

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Kg

区域 修复前 修复后

1 49.20 47.96

2 81.75 81.37

不同区域修复前后泄漏量统计图

洁净二车间 VOCs 月排放量修复前为 130.95Kg，修复后为

129.3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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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泄漏点的修复及维修工单

（1）泄漏点的修复

根据《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泄漏修复的规定如

下：

“10.1 泄漏修复时限：泄漏点应及时维修。首次维修不得迟于

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泄漏点，应在自发现

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一修复泄漏。除非符合延迟修复

条件，修复不应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日。企业应根据本指南要

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10.2 延迟修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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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指南规定的检测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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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多次严重泄漏密封点整治：密封点泄漏修复后 12 个月内

再次泄漏，企业应剖析反复泄漏原因，制定如更换或提升密封等级甚

至整体设备、调整工艺条件或操作程序等改进方案，并最迟不晚于在

下次停车检修结束前完成。

10.4 修复质量控制：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7

在 5日内完成验证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复泄漏

点，应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现场技术人员将定期将泄漏超过控制浓度的密封点信息交给企

业，以便进行及时维修。

（2）维修工单详情见（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4.2.3 不停工维修的主要措施

（1）法兰泄漏进行了螺栓紧固。

（2）放空泄漏进行了阀门开关紧闭，有丝堵的进行重新缠生料

带紧固。

（3）放空阀内漏的能更换的统一进行了更换，不能更换的挂牌

停工检修更换。

（4）机泵密封泄漏的联系机修更换机封。

（5）仪表引线管泄漏的联系仪表进行套丝及丝堵进行封堵。

4.2.4 开展 LDAR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开展 LDAR，不仅大大降低了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减少对

大气的污染，也对降低物耗做出一定的贡献，不仅能有效削减 VOCs

排放，也能减少原油加工损失和安全隐患，不仅能减排，还能降耗；

可减少泄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对厂区及周围人员

的健康危害，降低企业泄漏造成的物料损失，为企业节省成本，避免

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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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持续 LDAR

下一步工作将对可能泄漏点在条件具备时继续修复，并按不同密

封点的要求检测，做到发现泄漏及时修复，保证 LDAR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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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环境背景检测表

装置名称：洁净二车间

环境背景采样表

环境背景测试

采样点
采样位置描述 环境背景采样示意图

采样点 A 东

采样点 B 南

采样点 C 西

采样点 D 北

采样点 E 中

采样时间

采样点检测值

风速 风向 本底值 检测人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2025-3-25 1.6 1.5 2.2 2.0 1.7 3.2m/s 西南风 1.8 尹国新

2025-3-26 2.4 2.7 2.9 2.8 2.2 3.9m/s 西南风 2.6 尹国新

2025-3-27 2.2 1.8 2.4 1.9 1.7 4.2m/s 北风 2.0 尹国新

2025-3-28 3.0 3.1 2.6 2.9 2.4 3.4m/s 西风 2.8 尹国新

2025-3-29 2.1 2.4 2.1 1.8 2.6 2.7m/s 西北风 2.2 梁新波

D●

北

●C 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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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成一

4.3.1 LDAR检测汇总

（1）密封点统计及检测汇总

密封点状态统计

统计 密封点数量 个数

总数 10587

发现泄漏 5

检测无泄漏 10582

待检测 0

不可达 96

密封点状态统计图

合成一密封点总数：10587 个，发现泄漏点数：5个，检测无泄

漏点数：10582 个，待检测数：无，不可达密封点：96个，由以上分

析结果可知，不可达密封点占整个装置总密封点数的 0.91%，满足规

范不可达点控制在 3%以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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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设备密封点类型分布

各类型密封点统计分析

密封点类型 个数 泄漏点数

连接件 208 0

法兰 8172 5

阀门 2103 0

泵 28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6 0

轻液阀门 1 0

搅拌器 69 0

总计 10587 5

密封点类型分布统计图

合成一密封点总数为 10587 个，其中连接件密封点数为 208 个，

法兰密封点数为 8172 个，阀门密封点数为 2103 个，泵密封点数为

28 个，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密封点数为 6 个，轻液阀门密封点数为 1

个，搅拌器密封点数为 69个，检测到 5 个超标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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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泄漏点的区域分布

单元密封点分布统计

区域 密封点数 泄漏点数

1 6403 4

2 4184 1

密封点泄漏情况区域统计图

合成一在检测过程中按其装置特点分为 2个区域，检测到超标泄

漏点数为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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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区域排放量分析（按 30天/月计算）

区域泄漏情况统计

区域 泄漏量 Kg/月

1 145.63

2 90.28

不同区域月泄漏量统计图

合成一密封点总数为 10587 个，超标泄漏点数为 5 个，VOCs 月

泄漏量为 235.9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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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泄漏密封点类型排放量分析（kg/月）

各类型密封点泄漏量统计

密封点类型 泄漏量 Kg/月

连接件 1.68

法兰 191.23

阀门 26.97

泵 4.54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0.06

轻液阀门 7.85

搅拌器 3.58

总计 235.91

各类型密封点月排放量统计图

合成一 VOCs 月排放量为 235.91Kg/月；连接件泄漏 VOCs 量为

1.68Kg/月，法兰泄漏 VOCs 量为 191.23Kg/月,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26.97Kg/月，泵泄漏 VOCs 量为 4.54Kg/月，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

VOCs 量为 0.06Kg/月，轻液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7.85Kg/月，搅拌器

泄漏 VOCs 量为 3.58Kg/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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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合成一检测超标泄漏点共计 5 项。

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Kg

区域 修复前 修复后

1 146.90 145.63

2 90.86 90.28

不同区域修复前后泄漏量统计图

合成一 VOCs 月排放量修复前为 237.76Kg，修复后为 235.9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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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泄漏点的修复及维修工单

（1）泄漏点的修复

根据《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泄漏修复的规定如

下：

“10.1 泄漏修复时限：泄漏点应及时维修。首次维修不得迟于

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泄漏点，应在自发现

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一修复泄漏。除非符合延迟修复

条件，修复不应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日。企业应根据本指南要

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10.2 延迟修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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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指南规定的检测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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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多次严重泄漏密封点整治：密封点泄漏修复后 12 个月内

再次泄漏，企业应剖析反复泄漏原因，制定如更换或提升密封等级甚

至整体设备、调整工艺条件或操作程序等改进方案，并最迟不晚于在

下次停车检修结束前完成。

10.4 修复质量控制：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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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日内完成验证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复泄漏

点，应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现场技术人员将定期将泄漏超过控制浓度的密封点信息交给企

业，以便进行及时维修。

（2）维修工单详情见（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4.3.3 不停工维修的主要措施

（1）法兰泄漏进行了螺栓紧固。

（2）放空泄漏进行了阀门开关紧闭，有丝堵的进行重新缠生料

带紧固。

（3）放空阀内漏的能更换的统一进行了更换，不能更换的挂牌

停工检修更换。

（4）机泵密封泄漏的联系机修更换机封。

（5）仪表引线管泄漏的联系仪表进行套丝及丝堵进行封堵。

4.3.4 开展 LDAR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开展 LDAR，不仅大大降低了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减少对

大气的污染，也对降低物耗做出一定的贡献，不仅能有效削减 VOCs

排放，也能减少原油加工损失和安全隐患，不仅能减排，还能降耗；

可减少泄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对厂区及周围人员

的健康危害，降低企业泄漏造成的物料损失，为企业节省成本，避免

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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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持续 LDAR

下一步工作将对可能泄漏点在条件具备时继续修复，并按不同密

封点的要求检测，做到发现泄漏及时修复，保证 LDAR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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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环境背景检测表

装置名称：合成一

环境背景采样表

环境背景测试

采样点
采样位置描述 环境背景采样示意图

采样点 A 东

采样点 B 南

采样点 C 西

采样点 D 北

采样点 E 中

采样时间

采样点检测值

风速 风向 本底值 检测人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2025-3-25 3.0 3.1 2.5 2.7 3.2 3.2m/s 西南风 2.9 林鹏程

2025-3-26 1.5 1.3 1.7 1.4 1.6 3.9m/s 西南风 1.5 赵永福

2025-3-27 1.4 1.6 2.1 1.9 1.5 4.2m/s 北风 1.7 董金虎

2025-3-28 2.3 2.6 2.1 2.8 2.2 3.4m/s 西风 2.4 张安全

2025-3-29 2.2 2.7 2.0 2.5 2.1 2.7m/s 西北风 2.3 李振兴

D●

北

●C 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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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合成二

4.4.1 LDAR检测汇总

（1）密封点统计及检测汇总

密封点状态统计

统计 密封点数量 个数

总数 2164

发现泄漏 0

检测无泄漏 2164

待检测 0

不可达 10

密封点状态统计图

合成二密封点总数：2164 个，发现泄漏点数：0 个，检测无泄

漏点数：2164 个，待检测数：无，不可达密封点：10 个，由以上分

析结果可知，不可达密封点占整个装置总密封点数的 0.46%，满足规

范不可达点控制在 3%以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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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设备密封点类型分布

各类型密封点统计分析

密封点类型 个数 泄漏点数

法兰 1581 0

阀门 475 0

连接件 68 0

泵 5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12 0

泄压设备 4 0

搅拌器 18 0

轻液阀门 1 0

总计 2164 0

密封点类型分布统计图

合成二密封点总数为 2164 个，其中法兰密封点数为 1581 个，阀

门密封点数为 475 个，连接件密封点数为 68个，泵密封点数为 5 个，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密封点数为 12 个，泄压设备密封点数为 4 个，搅

拌器密封点数为 18 个，轻液阀门密封点数为 1 个，检测到 0 个超标

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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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泄漏点的区域分布

单元密封点分布统计

区域 密封点数 泄漏点数

1 2164 0

密封点泄漏情况区域统计图

合成二在检测过程中按其装置特点分为 1个区域，检测到超标泄

漏点数为 0个。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3

（4）不同区域排放量分析（按 30天/月计算）

区域泄漏情况统计

区域 泄漏量 Kg/月

1 49.08

不同区域月泄漏量统计图

合成二总密封点数为 2164 个，超标泄漏点数为 0 个，VOCs 月泄

漏量为 49.08Kg。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4

（5）主要泄漏密封点类型排放量分析（kg/月）

各类型密封点泄漏量统计

密封点类型 泄漏量 Kg/月

法兰 33.74

阀门 5.24

连接件 0.53

泵 0.77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0.09

泄压设备 0.14

搅拌器 0.73

轻液阀门 7.84

总计 49.08

各类型密封点月排放量统计图

合成二 VOCs 月排放量为 49.08Kg/月；法兰泄漏 VOCs 量为

33.74Kg/月,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5.24Kg/月，连接件泄漏 VOCs 量为

0.53Kg/月，泵泄漏VOCs量为0.77Kg/月，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VOCs

量为 0.09Kg/月，泄压设备泄漏 VOCs 量为 0.14Kg/月，搅拌器泄漏

VOCs 量为 0.73Kg/月,轻液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7.84Kg/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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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合成二检测超标泄漏点共计 0 项。

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Kg

区域 修复前 修复后

1 49.08 49.08

不同区域修复前后泄漏量统计图

合成二 VOCs 月排放量修复前为 49.08Kg，修复后为 49.0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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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泄漏点的修复及维修工单

（1）泄漏点的修复

根据《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泄漏修复的规定如

下：

“10.1 泄漏修复时限：泄漏点应及时维修。首次维修不得迟于

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泄漏点，应在自发现

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一修复泄漏。除非符合延迟修复

条件，修复不应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日。企业应根据本指南要

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10.2 延迟修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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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指南规定的检测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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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多次严重泄漏密封点整治：密封点泄漏修复后 12 个月内

再次泄漏，企业应剖析反复泄漏原因，制定如更换或提升密封等级甚

至整体设备、调整工艺条件或操作程序等改进方案，并最迟不晚于在

下次停车检修结束前完成。

10.4 修复质量控制：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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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日内完成验证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复泄漏

点，应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现场技术人员将定期将泄漏超过控制浓度的密封点信息交给企

业，以便进行及时维修。

（2）维修工单详情见（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4.4.3 不停工维修的主要措施

（1）法兰泄漏进行了螺栓紧固。

（2）放空泄漏进行了阀门开关紧闭，有丝堵的进行重新缠生料

带紧固。

（3）放空阀内漏的能更换的统一进行了更换，不能更换的挂牌

停工检修更换。

（4）机泵密封泄漏的联系机修更换机封。

（5）仪表引线管泄漏的联系仪表进行套丝及丝堵进行封堵。

4.4.4 开展 LDAR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开展 LDAR，不仅大大降低了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减少对

大气的污染，也对降低物耗做出一定的贡献，不仅能有效削减 VOCs

排放，也能减少原油加工损失和安全隐患，不仅能减排，还能降耗；

可减少泄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对厂区及周围人员

的健康危害，降低企业泄漏造成的物料损失，为企业节省成本，避免

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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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持续 LDAR

下一步工作将对可能泄漏点在条件具备时继续修复，并按不同密

封点的要求检测，做到发现泄漏及时修复，保证 LDAR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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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环境背景检测表

装置名称：合成二

环境背景采样表

环境背景测试

采样点
采样位置描述 环境背景采样示意图

采样点 A 东

采样点 B 南

采样点 C 西

采样点 D 北

采样点 E 中

采样时间

采样点检测值

风速 风向 本底值 检测人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2025-3-25 2.0 2.5 1.8 1.9 2.3 3.2m/s 西南风 2.1 宋江波

2025-3-26 2.6 3.2 2.7 3.0 2.5 3.9m/s 西南风 2.8 宋江波

2025-3-27 2.5 2.1 2.0 2.2 2.7 4.2m/s 北风 2.3 宋江波

2025-3-28 1.5 1.8 1.3 1.4 2.0 3.4m/s 西风 1.6 宋江波

2025-3-29 3.3 3.1 2.8 3.2 2.6 2.7m/s 西北风 3.0 李振兴

D●

北

●C 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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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合成三

4.5.1 LDAR检测汇总

（1）密封点统计及检测汇总

密封点状态统计

统计 密封点数量 个数

总数 4759

发现泄漏 0

检测无泄漏 4759

待检测 0

不可达 13

密封点状态统计图

合成三密封点总数：4759 个，发现泄漏点数：0 个，检测无泄

漏点数：4759 个，待检测数：无，不可达密封点：13 个，由以上分

析结果可知，不可达密封点占整个装置总密封点数的 0.27%，满足规

范不可达点控制在 3%以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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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设备密封点类型分布

各类型密封点统计分析

密封点类型 个数 泄漏点数

法兰 3474 0

连接件 120 0

阀门 1086 0

泵 25 0

轻液阀门 3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3 0

泄压设备 1 0

搅拌器 47 0

总计 4759 0

密封点类型分布统计图

合成三密封点总数为 4759 个，其中法兰密封点数为 3474 个，连

接件密封点数为 120 个，阀门密封点数为 1086 个，泵密封点数为 25

个，轻液阀门密封点数为 3 个，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密封点数为 3 个，

泄压设备密封点数为 1 个，搅拌器密封点数为 47个，检测到 0 个超

标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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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泄漏点的区域分布

单元密封点分布统计

区域 密封点数 泄漏点数

1 4759 0

密封点泄漏情况区域统计图

合成三在检测过程中按其装置特点分为 1个区域，检测到超标泄

漏点数为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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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区域排放量分析（按 30天/月计算）

区域泄漏情况统计

区域 泄漏量 Kg/月

1 173.50

不同区域月泄漏量统计图

合成三密封点总数为 4759 个，超标泄漏点数为 0 个，VOCs 月泄

漏量为 173.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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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泄漏密封点类型排放量分析（kg/月）

各类型密封点泄漏量统计

密封点类型 泄漏量 Kg/月

法兰 106.33

连接件 2.94

阀门 45.37

泵 3.42

轻液阀门 8.7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0.01

泄压设备 0.26

搅拌器 6.47

总计 173.50

各类型密封点月排放量统计图

合成三 VOCs 月排放量为 173.50Kg/月；法兰泄漏 VOCs 量为

106.33Kg/月,连接件泄漏 VOCs 量为 2.94Kg/月，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45.37Kg/月，泵泄漏 VOCs 量为 3.42Kg/月，轻液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8.70Kg/月，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 VOCs 量为 0.01Kg/月，泄压设备

泄漏 VOCs 量为 0.26Kg/月，搅拌器泄漏 VOCs 量为 6.47Kg/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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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合成三检测超标泄漏点共计 0 项。

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Kg

区域 修复前 修复后

1 173.50 173.50

不同区域修复前后泄漏量统计图

合成三 VOCs 月排放量修复前为 173.50Kg，修复后为 173.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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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泄漏点的修复及维修工单

（1）泄漏点的修复

根据《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泄漏修复的规定如

下：

“10.1 泄漏修复时限：泄漏点应及时维修。首次维修不得迟于

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泄漏点，应在自发现

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一修复泄漏。除非符合延迟修复

条件，修复不应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日。企业应根据本指南要

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10.2 延迟修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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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指南规定的检测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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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多次严重泄漏密封点整治：密封点泄漏修复后 12 个月内

再次泄漏，企业应剖析反复泄漏原因，制定如更换或提升密封等级甚

至整体设备、调整工艺条件或操作程序等改进方案，并最迟不晚于在

下次停车检修结束前完成。

10.4 修复质量控制：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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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日内完成验证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复泄漏

点，应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现场技术人员将定期将泄漏超过控制浓度的密封点信息交给企

业，以便进行及时维修。

（2）维修工单详情见（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4.5.3 不停工维修的主要措施

（1）法兰泄漏进行了螺栓紧固。

（2）放空泄漏进行了阀门开关紧闭，有丝堵的进行重新缠生料

带紧固。

（3）放空阀内漏的能更换的统一进行了更换，不能更换的挂牌

停工检修更换。

（4）机泵密封泄漏的联系机修更换机封。

（5）仪表引线管泄漏的联系仪表进行套丝及丝堵进行封堵。

4.5.4 开展 LDAR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开展 LDAR，不仅大大降低了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减少对

大气的污染，也对降低物耗做出一定的贡献，不仅能有效削减 VOCs

排放，也能减少原油加工损失和安全隐患，不仅能减排，还能降耗；

可减少泄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对厂区及周围人员

的健康危害，降低企业泄漏造成的物料损失，为企业节省成本，避免

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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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持续 LDAR

下一步工作将对可能泄漏点在条件具备时继续修复，并按不同密

封点的要求检测，做到发现泄漏及时修复，保证 LDAR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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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环境背景检测表

装置名称：合成三

环境背景采样表

环境背景测试

采样点
采样位置描述 环境背景采样示意图

采样点 A 东

采样点 B 南

采样点 C 西

采样点 D 北

采样点 E 中

采样时间

采样点检测值

风速 风向 本底值 检测人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2025-3-25 2.9 3.3 2.7 3.2 3.4 3.2m/s 西南风 3.1 刘伟强

2025-3-26 2.8 2.3 3.0 2.5 2.9 3.9m/s 西南风 2.7 刘伟强

2025-3-27 3.0 2.5 2.4 2.8 2.3 4.2m/s 北风 2.6 王一涵

2025-3-28 2.3 1.7 1.6 2.1 1.8 3.4m/s 西风 1.9 王一涵

2025-3-29 2.1 1.9 2.6 2.0 2.4 2.7m/s 西北风 2.2 宋江波

D●

北

●C 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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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合成四

4.6.1 LDAR检测汇总

（1）密封点统计及检测汇总

密封点状态统计

统计 密封点数量 个数

总数 6599

发现泄漏 0

检测无泄漏 6599

待检测 0

不可达 41

密封点状态统计图

合成四密封点总数：6599 个，发现泄漏点数：0 个，检测无泄

漏点数：6599 个，待检测数：无，不可达密封点：413 个，由以上分

析结果可知，不可达密封点占整个装置总密封点数的 0.62%，满足规

范不可达点控制在 3%以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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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设备密封点类型分布

各类型密封点统计分析

密封点类型 个数 泄漏点数

法兰 4715 0

阀门 1613 0

连接件 192 0

泵 36 0

搅拌器 31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1 0

轻液阀门 9 0

泄压设备 2 0

总计 6599 0

密封点类型分布统计图

合成四总密封点数为 6599 个，其中法兰密封点数为 4715 个，阀

门密封点数为 1613 个，连接件密封点数为 192 个，泵密封点数为 36

个，搅拌器密封点数为 31 个，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密封点数为 1 个，

轻液阀门密封点数为 9 个，泄压设备密封点数为 2个，检测到 0个超

标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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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泄漏点的区域分布

单元密封点分布统计

区域 密封点数 泄漏点数

1 2000 0

2 4599 0

密封点泄漏情况区域统计图

合成四在检测过程中按其装置特点分为 2个区域，检测到超标泄

漏点数为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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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区域排放量分析（按 30天/月计算）

区域泄漏情况统计

区域 泄漏量 Kg/月

1 37.03

2 167.05

不同区域月泄漏量统计图

合成四密封点总数为 6599 个，超标泄漏点数为 0 个，VOCs 月泄

漏量为 204.0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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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泄漏密封点类型排放量分析（kg/月）

各类型密封点泄漏量统计

密封点类型 泄漏量 Kg/月

法兰 104.26

阀门 19.36

连接件 2.07

泵 6.44

搅拌器 1.26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0.01

轻液阀门 70.63

泄压设备 0.05

总计 204.08

各类型密封点月排放量统计图

合成四 VOCs 月排放量为 204.08Kg/月；法兰泄漏 VOCs 量为

104.26Kg/月,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19.36Kg/月，连接件泄漏 VOCs 量

为 2.07Kg/月，泵泄漏 VOCs 量为 6.44Kg/月，搅拌器泄漏 VOCs 量为

1.26Kg/月，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 VOCs 量为 0.01Kg/月，轻液阀门

泄漏 VOCs 量为 70.63Kg/月，泄压设备泄漏 VOCs 量为 0.05Kg/月。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5

（6）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合成四检测超标泄漏点共计 0 项。

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Kg

区域 修复前 修复后

1 37.03 37.03

2 167.05 167.05

不同区域修复前后泄漏量统计图

合成四 VOCs 月排放量修复前为 204.08Kg，修复后为 204.0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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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泄漏点的修复及维修工单

（1）泄漏点的修复

根据《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泄漏修复的规定如

下：

“10.1 泄漏修复时限：泄漏点应及时维修。首次维修不得迟于

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泄漏点，应在自发现

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一修复泄漏。除非符合延迟修复

条件，修复不应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日。企业应根据本指南要

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10.2 延迟修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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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指南规定的检测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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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多次严重泄漏密封点整治：密封点泄漏修复后 12 个月内

再次泄漏，企业应剖析反复泄漏原因，制定如更换或提升密封等级甚

至整体设备、调整工艺条件或操作程序等改进方案，并最迟不晚于在

下次停车检修结束前完成。

10.4 修复质量控制：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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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日内完成验证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复泄漏

点，应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现场技术人员将定期将泄漏超过控制浓度的密封点信息交给企

业，以便进行及时维修。

（2）维修工单详情见（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4.6.3 不停工维修的主要措施

（1）法兰泄漏进行了螺栓紧固。

（2）放空泄漏进行了阀门开关紧闭，有丝堵的进行重新缠生料

带紧固。

（3）放空阀内漏的能更换的统一进行了更换，不能更换的挂牌

停工检修更换。

（4）机泵密封泄漏的联系机修更换机封。

（5）仪表引线管泄漏的联系仪表进行套丝及丝堵进行封堵。

4.6.4 开展 LDAR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开展 LDAR，不仅大大降低了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减少对

大气的污染，也对降低物耗做出一定的贡献，不仅能有效削减 VOCs

排放，也能减少原油加工损失和安全隐患，不仅能减排，还能降耗；

可减少泄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对厂区及周围人员

的健康危害，降低企业泄漏造成的物料损失，为企业节省成本，避免

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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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持续 LDAR

下一步工作将对可能泄漏点在条件具备时继续修复，并按不同密

封点的要求检测，做到发现泄漏及时修复，保证 LDAR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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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环境背景检测表

装置名称：合成四

环境背景采样表

环境背景测试

采样点
采样位置描述 环境背景采样示意图

采样点 A 东

采样点 B 南

采样点 C 西

采样点 D 北

采样点 E 中

采样时间

采样点检测值

风速 风向 本底值 检测人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2025-3-25 1.5 1.3 1.7 2.1 1.4 3.2m/s 西南风 1.6 葛志超

2025-3-26 2.1 1.6 1.8 2.3 2.2 3.9m/s 西南风 2.0 葛志超

2025-3-27 1.4 2.0 2.1 1.6 1.9 4.2m/s 北风 1.8 闫政

2025-3-28 2.2 1.9 2.4 2.3 1.7 3.4m/s 西风 2.1 闫政

2025-3-29 2.3 2.7 2.8 2.6 2.1 2.7m/s 西北风 2.5 王一涵

D●

北

●C 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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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污水处理车间

4.7.1 LDAR检测汇总

（1）密封点统计及检测汇总

密封点状态统计

统计 密封点数量 个数

总数 52

发现泄漏 0

检测无泄漏 52

待检测 0

不可达 0

密封点状态统计图

污水处理车间密封点总数：52 个，发现泄漏点数：0 个，检测

无泄漏点数：52个，待检测数：无，不可达密封点：0个，由以上分

析结果可知，不可达密封点占整个装置总密封点数的 0%，满足规范

不可达点控制在 3%以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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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设备密封点类型分布

各类型密封点统计分析

密封点类型 个数 泄漏点数

法兰 40 0

阀门 8 0

连接件 4 0

总计 52 0

密封点类型分布统计图

污水处理车间密封点总数为 52个，其中法兰密封点数为 40个，

阀门密封点数为 8个，连接件密封点数为 4个，检测到 0个超标泄漏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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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泄漏点的区域分布

单元密封点分布统计

区域 密封点数 泄漏点数

1 52 0

密封点泄漏情况区域统计图

污水处理车间在检测过程中按其装置特点分为 1个区域，检测到

超标泄漏点数为 0个。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3

（4）不同区域排放量分析（按 30天/月计算）

区域泄漏情况统计

区域 泄漏量 Kg/月

1 0.93

不同区域月泄漏量统计图

污水处理车间密封点总数为 52个，超标泄漏点数为 0 个，VOCs

月泄漏量为 0.9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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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泄漏密封点类型排放量分析（kg/月）

各类型密封点泄漏量统计

密封点类型 泄漏量 Kg/月

法兰 0.82

阀门 0.08

连接件 0.03

总计 0.93

各类型密封点月排放量统计图

污水处理车间 VOCs 月排放量为 0.93Kg/月；法兰泄漏 VOCs 量为

0.82Kg/月,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0.08Kg/月，连接件泄漏 VOCs 量为

0.03Kg/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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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污水处理车间检测超标泄漏点共计 0 项。

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Kg

区域 修复前 修复后

1 0.93 0.93

不同区域修复前后泄漏量统计图

污水处理车间 VOCs 月排放量修复前为 0.93Kg，修复后为 0.93Kg。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6

4.7.2 泄漏点的修复及维修工单

（1）泄漏点的修复

根据《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泄漏修复的规定如

下：

“10.1 泄漏修复时限：泄漏点应及时维修。首次维修不得迟于

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泄漏点，应在自发现

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一修复泄漏。除非符合延迟修复

条件，修复不应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日。企业应根据本指南要

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10.2 延迟修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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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指南规定的检测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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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多次严重泄漏密封点整治：密封点泄漏修复后 12 个月内

再次泄漏，企业应剖析反复泄漏原因，制定如更换或提升密封等级甚

至整体设备、调整工艺条件或操作程序等改进方案，并最迟不晚于在

下次停车检修结束前完成。

10.4 修复质量控制：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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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日内完成验证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复泄漏

点，应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现场技术人员将定期将泄漏超过控制浓度的密封点信息交给企

业，以便进行及时维修。

（2）维修工单详情见（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4.7.3 不停工维修的主要措施

（1）法兰泄漏进行了螺栓紧固。

（2）放空泄漏进行了阀门开关紧闭，有丝堵的进行重新缠生料

带紧固。

（3）放空阀内漏的能更换的统一进行了更换，不能更换的挂牌

停工检修更换。

（4）机泵密封泄漏的联系机修更换机封。

（5）仪表引线管泄漏的联系仪表进行套丝及丝堵进行封堵。

4.7.4 开展 LDAR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开展 LDAR，不仅大大降低了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减少对

大气的污染，也对降低物耗做出一定的贡献，不仅能有效削减 VOCs

排放，也能减少原油加工损失和安全隐患，不仅能减排，还能降耗；

可减少泄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对厂区及周围人员

的健康危害，降低企业泄漏造成的物料损失，为企业节省成本，避免

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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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持续 LDAR

下一步工作将对可能泄漏点在条件具备时继续修复，并按不同密

封点的要求检测，做到发现泄漏及时修复，保证 LDAR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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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环境背景检测表

装置名称：污水处理车间

环境背景采样表

环境背景测试

采样点
采样位置描述 环境背景采样示意图

采样点 A 东

采样点 B 南

采样点 C 西

采样点 D 北

采样点 E 中

采样时间

采样点检测值

风速 风向 本底值 检测人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2025-3-28 1.5 1.6 1.3 1.7 1.4 3.4m/s 西风 1.5 郝继凯

D●

北

●C 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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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罐区

4.8.1 LDAR检测汇总

（1）密封点统计及检测汇总

密封点状态统计

统计 密封点数量 个数

总数 810

发现泄漏 0

检测无泄漏 810

待检测 0

不可达 0

密封点状态统计图

罐区密封点总数：810 个，发现泄漏点数：0个，检测无泄漏点

数：810 个，待检测数：无，不可达密封点：0 个，由以上分析结果

可知，不可达密封点占整个装置总密封点数的 0%，满足规范不可达

点控制在 3%以内的要求。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

（2）不同设备密封点类型分布

各类型密封点统计分析

密封点类型 个数 泄漏点数

法兰 570 0

阀门 219 0

连接件 19 0

泵 2 0

总计 810 0

密封点类型分布统计图

罐区密封点总数为 810 个，其中法兰密封点数为 570 个，阀门密

封点数为 219 个，连接件密封点数为 19 个，泵密封点数为 2 个，检

测到 0 个超标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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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泄漏点的区域分布

单元密封点分布统计

区域 密封点数 泄漏点数

1 810 0

密封点泄漏情况区域统计图

罐区在检测过程中按其装置特点分为 1 个区域，检测到超标泄漏

点数为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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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区域排放量分析（按 30天/月计算）

区域泄漏情况统计

区域 泄漏量 Kg/月

1 13.73

不同区域月泄漏量统计图

罐区密封点总数为 810 个，超标泄漏点数为 0 个，VOCs 月泄漏

量为 13.7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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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泄漏密封点类型排放量分析（kg/月）

各类型密封点泄漏量统计

密封点类型 泄漏量 Kg/月

法兰 10.77

阀门 2.60

连接件 0.12

泵 0.24

总计 13.73

各类型密封点月排放量统计图

罐区VOCs月排放量为13.73Kg/月；法兰泄漏VOCs量为10.77Kg/

月,阀门泄漏 VOCs 量为 2.60Kg/月，连接件泄漏 VOCs 量为 0.12Kg/

月，泵泄漏 VOCs 量为 0.24Kg/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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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罐区检测超标泄漏点共计 0项。

修复前后泄漏量变化 Kg

区域 修复前 修复后

1 13.73 13.73

不同区域修复前后泄漏量统计图

罐区 VOCs 月排放量修复前为 13.73Kg，修复后为 13.7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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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泄漏点的修复及维修工单

（1）泄漏点的修复

根据《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泄漏修复的规定如

下：

“10.1 泄漏修复时限：泄漏点应及时维修。首次维修不得迟于

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首次维修未修复的泄漏点，应在自发现

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维修一修复泄漏。除非符合延迟修复

条件，修复不应迟于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日。企业应根据本指南要

求制定内部维修管理方法和流程。

10.2 延迟修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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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指南规定的检测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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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多次严重泄漏密封点整治：密封点泄漏修复后 12 个月内

再次泄漏，企业应剖析反复泄漏原因，制定如更换或提升密封等级甚

至整体设备、调整工艺条件或操作程序等改进方案，并最迟不晚于在

下次停车检修结束前完成。

10.4 修复质量控制：泄漏密封点首次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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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日内完成验证检测（复测）。停工检修期间维修的延迟修复泄漏

点，应在装置开工稳定后 15日内复测。”

现场技术人员将定期将泄漏超过控制浓度的密封点信息交给企

业，以便进行及时维修。

（2）维修工单详情见（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4.8.3 不停工维修的主要措施

（1）法兰泄漏进行了螺栓紧固。

（2）放空泄漏进行了阀门开关紧闭，有丝堵的进行重新缠生料

带紧固。

（3）放空阀内漏的能更换的统一进行了更换，不能更换的挂牌

停工检修更换。

（4）机泵密封泄漏的联系机修更换机封。

（5）仪表引线管泄漏的联系仪表进行套丝及丝堵进行封堵。

4.8.4 开展 LDAR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开展 LDAR，不仅大大降低了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减少对

大气的污染，也对降低物耗做出一定的贡献，不仅能有效削减 VOCs

排放，也能减少原油加工损失和安全隐患，不仅能减排，还能降耗；

可减少泄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对厂区及周围人员

的健康危害，降低企业泄漏造成的物料损失，为企业节省成本，避免

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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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持续 LDAR

下一步工作将对可能泄漏点在条件具备时继续修复，并按不同密

封点的要求检测，做到发现泄漏及时修复，保证 LDAR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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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环境背景检测表

装置名称：罐区

环境背景采样表

环境背景测试

采样点
采样位置描述 环境背景采样示意图

采样点 A 东

采样点 B 南

采样点 C 西

采样点 D 北

采样点 E 中

采样时间

采样点检测值

风速 风向 本底值 检测人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2025-3-28 3.2 2.7 3.1 3.0 2.5 3.4m/s 西风 2.9 郝继凯

2025-3-29 2.4 2.5 1.9 2.1 2.6 2.7m/s 西北风 2.3 郝继凯

D●

北

●C 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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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豁免设备

依据《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技术指南》

HJ733-2014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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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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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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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 LDAR 检测方案，现场建档过程中对受控设备进行豁免

分析，参考以上条件并由企业提供资料及现场工艺老师共同确认，企

业不存在需申请豁免受控设备。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2

附表 2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表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泄漏检测统计

序

号
装置 密封点编码 扩展号 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 密封点类型 检测人 检测仪器 检测时间

净检测值

μmol/mol

维修人

员

1 配胶一车间装置 XXXSZ0-02-03-0001 003F R6113 反应釜底 法兰 梁新波 EXPEC-3100
2025/3/27

10:02:55
817.50

公司维

修人员

2 配胶三车间装置 XXXSZ0-02-03-0127 003F R6109A 反应釜底 法兰 梁新波 EXPEC-3100
2025/3/29

11:04:42
550.30

公司维

修人员

3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1-0260 001F R8601 釜底 法兰 尹国新 EXPEC-3100
2025/3/25

9:05:00
520.20

公司维

修人员

4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1-0268 013F R8608B 釜底 法兰 尹国新 EXPEC-3100
2025/3/25

9:52:04
538.20

公司维

修人员

5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1-0274 007F R8603A 釜底 法兰 尹国新 EXPEC-3100
2025/3/25

10:18:38
561.20

公司维

修人员

6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2-0193 005F R8601 釜顶 法兰 尹国新 EXPEC-3100
2025/3/29

9:12:22
524.80

公司维

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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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2-0201 001F R8605 釜顶 法兰 尹国新 EXPEC-3100
2025/3/29

9:45:16
686.80

公司维

修人员

8 精馏车间 XXXJJ0-02-01-0106 006F R8616 釜底 法兰 董金虎 EXPEC-3100
2025/3/25

16:05:04
977.20

公司维

修人员

9 合成一 XXXHC1-01-01-193 005F R8130A 反应釜底 法兰 张安全 EXPEC-3100
2025/3/26

9:50:18
547.50

公司维

修人员

10 合成一 XXXHC1-01-02-085 006F R8110 反应釜顶 法兰 张安全 EXPEC-3100
2025/3/27

14:44:48
575.30

公司维

修人员

11 合成一 XXXHC1-01-02-095 006F R8114 反应釜顶 法兰 张安全 EXPEC-3100
2025/3/27

15:37:22
721.30

公司维

修人员

12 合成一 XXXHC1-01-03-328 003F V8147 接收罐 法兰 赵永福 EXPEC-3100
2025/3/25

15:00:10
1317.10

公司维

修人员

13 合成一 XXXHC1-02-02-080 001F R8105C 反应釜 法兰 李振兴 EXPEC-3100
2025/3/26

8:50:24
1738.50

公司维

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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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密封点检测泄漏复测统计表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检测泄漏点复测统计

序号 装置 密封点编码 扩展号
设备位

号

设备名

称

密封点

类型

净检测值

μmol/mol
复测仪器 复测人 复测时间

复测净检测

值μmol/mol

是否修

复合格

1 配胶一车间装置 XXXSZ0-02-03-0001 003F R6113
反应釜

底
法兰 817.5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32.60 是

2 配胶三车间装置 XXXSZ0-02-03-0127 003F R6109A
反应釜

底
法兰 550.3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23.40 是

3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1-0260 001F R8601 釜底 法兰 520.2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26.70 是

4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1-0268 013F R8608B 釜底 法兰 538.2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30.10 是

5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1-0274 007F R8603A 釜底 法兰 561.2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29.60 是

6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2-0193 005F R8601 釜顶 法兰 524.8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27.80 是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5

7 洁净二车间 XXXJJ0-01-02-0201 001F R8605 釜顶 法兰 686.8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32.50 是

8 精馏车间 XXXJJ0-02-01-0106 006F R8616 釜底 法兰 977.2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33.90 是

9 合成一 XXXHC1-01-01-193 005F R8130A
反应釜

底
法兰 547.5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22.80 是

10 合成一 XXXHC1-01-02-085 006F R8110
反应釜

顶
法兰 575.3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36.70 是

11 合成一 XXXHC1-01-02-095 006F R8114
反应釜

顶
法兰 721.3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33.20 是

12 合成一 XXXHC1-01-03-328 003F V8147 接收罐 法兰 1317.1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40.10 是

13 合成一 XXXHC1-02-02-080 001F R8105C 反应釜 法兰 1738.50 EXPEC-3100 孙玉恩 2025/3/30 43.5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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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 LDAR 普查表-洁净一车间统计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装置名称 洁净一车间 装置编码 XXXS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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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V） 1508 7 1501 0 0 0 0 0 0

法兰（F） 5342 47 5295 2 0 2 0 2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2 0 2 0 0 0 0 0 0

连接件（C） 202 0 202 0 0 0 0 0 0

泵（P） 0 0 0 0 0 0 0 0 0

搅拌器（A） 44 0 44 0 0 0 0 0 0

压缩机（Y）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安全阀）（R） 0 0 0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Q）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098 54 7044 2 0 2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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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 LDAR 普查表-洁净二车间统计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装置名称 洁净二车间 装置编码 XXXJ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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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V） 1102 6 1096 0 0 0 0 0 0

法兰（F） 2867 27 2840 6 0 6 0 6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4 0 4 0 0 0 0 0 0

连接件（C） 100 0 100 0 0 0 0 0 0

泵（P） 4 0 4 0 0 0 0 0 0

搅拌器（A） 24 0 24 0 0 0 0 0 0

压缩机（Y）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安全阀）（R） 0 0 0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Q）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101 33 4068 6 0 6 0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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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 LDAR 普查表-合成一统计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装置名称 合成一 装置编码 XXXH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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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V） 2104 1 2103 0 0 0 0 0 0

法兰（F） 8172 95 8077 5 0 5 0 5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6 0 6 0 0 0 0 0 0

连接件（C） 208 0 208 0 0 0 0 0 0

泵（P） 28 0 28 0 0 0 0 0 0

搅拌器（A） 69 0 69 0 0 0 0 0 0

压缩机（Y）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安全阀）（R） 0 0 0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Q）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0587 96 10491 5 0 5 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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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 LDAR 普查表-合成二统计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装置名称 合成二 装置编码 XXXH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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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V） 476 1 475 0 0 0 0 0 0

法兰（F） 1581 9 1572 0 0 0 0 0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12 0 12 0 0 0 0 0 0

连接件（C） 68 0 68 0 0 0 0 0 0

泵（P） 5 0 5 0 0 0 0 0 0

搅拌器（A） 18 0 18 0 0 0 0 0 0

压缩机（Y）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安全阀）（R） 4 0 4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Q）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164 10 2154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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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 LDAR 普查表-合成三统计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装置名称 合成三 装置编码 XXXH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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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V） 1089 3 1086 0 0 0 0 0 0

法兰（F） 3474 10 3464 0 0 0 0 0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3 0 3 0 0 0 0 0 0

连接件（C） 120 0 120 0 0 0 0 0 0

泵（P） 25 0 25 0 0 0 0 0 0

搅拌器（A） 47 0 47 0 0 0 0 0 0

压缩机（Y）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安全阀）（R） 1 0 1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Q）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759 13 4746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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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 LDAR 普查表-合成四统计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装置名称 合成四 装置编码 XXHC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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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V） 1622 9 1613 0 0 0 0 0 0

法兰（F） 4715 29 4686 0 0 0 0 0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1 0 1 0 0 0 0 0 0

连接件（C） 192 3 189 0 0 0 0 0 0

泵（P） 36 0 36 0 0 0 0 0 0

搅拌器（A） 31 0 31 0 0 0 0 0 0

压缩机（Y）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安全阀）（R） 2 0 2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Q）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599 41 6558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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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 LDAR 普查表-污水处理车间统计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装置名称 污水处理车间 装置编码 XXXW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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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V） 8 0 8 0 0 0 0 0 0

法兰（F） 40 0 40 0 0 0 0 0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0 0 0 0 0 0 0 0 0

连接件（C） 4 0 4 0 0 0 0 0 0

泵（P） 0 0 0 0 0 0 0 0 0

搅拌器（A） 0 0 0 0 0 0 0 0 0

压缩机（Y）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安全阀）（R） 0 0 0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Q）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52 0 52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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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 LDAR 普查表-罐区统计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装置名称 罐区 装置编码 XXXG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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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V） 219 0 219 0 0 0 0 0 0

法兰（F） 570 0 570 0 0 0 0 0 0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 0 0 0 0 0 0 0 0 0

连接件（C） 19 0 19 0 0 0 0 0 0

泵（P） 2 0 2 0 0 0 0 0 0

搅拌器（A） 0 0 0 0 0 0 0 0 0

压缩机（Y） 0 0 0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安全阀）（R） 0 0 0 0 0 0 0 0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Q）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810 0 81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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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检测 LDAR 普查表-延迟修复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基本信息 泄漏信息 延迟修复信息 修复信息

装置
密封点编

码

密封
点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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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监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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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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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密封点检测 LDAR 普查表--多次严重泄漏点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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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复

测值

第 2 次发

现泄漏日

期

第 2 次净

检测值
…

整治方案

简介

计划实施

日期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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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LDAR 普查表-多次严重泄漏点整治跟踪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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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LDAR 普查表--不可达密封点明细统计表

填表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不可达点明细表

序号 装置名称 设备名称 设备位号 标签号 扩展号 组件类型 介质状态 不可达原因

1 洁净一车间 接收罐 V6155A XXXSZ0-01-02-0031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 洁净一车间 接收罐 V6155A XXXSZ0-01-02-0031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 洁净一车间 接收罐 V6155A XXXSZ0-01-02-0031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 洁净一车间 泵 无 XXXSZ0-01-02-0035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 洁净一车间 泵 无 XXXSZ0-01-02-0035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5A XXXSZ0-01-02-0125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5A XXXSZ0-01-02-0125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5A XXXSZ0-01-02-0125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5A XXXSZ0-01-02-0125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5A XXXSZ0-01-02-0127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5A XXXSZ0-01-02-0127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5A XXXSZ0-01-02-0127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5A XXXSZ0-01-02-0127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2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2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2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2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2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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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2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2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2 008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3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3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1A XXXSZ0-01-02-0153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5 洁净一车间 甲醇储罐 V6151B XXXSZ0-01-02-0156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6 洁净一车间 甲醇储罐 V6151B XXXSZ0-01-02-0156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7 洁净一车间 甲醇储罐 V6151B XXXSZ0-01-02-0156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8 洁净一车间 甲醇储罐 V6151B XXXSZ0-01-02-0156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9 洁净一车间 甲醇储罐 V6151B XXXSZ0-01-02-0156 005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0 洁净一车间 甲醇储罐 V6151B XXXSZ0-01-02-0156 006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1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B XXXSZ0-01-03-0001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2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B XXXSZ0-01-03-0001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3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B XXXSZ0-01-03-0001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4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B XXXSZ0-01-03-0001 004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5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2A XXXSZ0-01-03-0133 009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6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2A XXXSZ0-01-03-0133 010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7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2A XXXSZ0-01-03-0133 01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8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2A XXXSZ0-01-03-0133 01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39 洁净一车间 乙酸乙酯罐 V6152A XXXSZ0-01-03-0133 01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0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C XXXSZ0-01-04-0001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1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C XXXSZ0-01-04-0001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2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C XXXSZ0-01-04-0001 008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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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C XXXSZ0-01-04-0001 009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4 洁净一车间 终止剂罐 V6125C XXXSZ0-01-04-0001 010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5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8604 XXXSZ0-01-04-0130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6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8603 XXXSZ0-01-04-0131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7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8602 XXXSZ0-01-04-0139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8 洁净一车间 甲醇储罐 V6153B XXXSZ0-01-04-0145 008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49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6C XXXSZ0-01-04-0151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0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1C XXXSZ0-01-04-0152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1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9B XXXSZ0-02-03-0063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2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09B XXXSZ0-02-03-0064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3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10B XXXSZ0-02-03-0070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4 洁净一车间 冷凝器 E6110B XXXSZ0-02-03-0071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5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13 XXXJJ0-01-02-0107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6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13 XXXJJ0-01-02-0107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7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13 XXXJJ0-01-02-0107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8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13 XXXJJ0-01-02-0107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59 洁净二车间 管线 无 XXXJJ0-01-02-0146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0 洁净二车间 管线 无 XXXJJ0-01-02-0146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1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8A XXXJJ0-01-02-0166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2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8A XXXJJ0-01-02-0166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3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8A XXXJJ0-01-02-0166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4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8A XXXJJ0-01-02-0166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5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28 XXXJJ0-02-01-0036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6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28 XXXJJ0-02-01-0036 002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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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28 XXXJJ0-02-01-0036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8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28 XXXJJ0-02-01-0036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69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28 XXXJJ0-02-01-0036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0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28 XXXJJ0-02-01-0036 006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1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28 XXXJJ0-02-01-0036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2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2 XXXJJ0-02-01-0205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3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2 XXXJJ0-02-01-0205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4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2 XXXJJ0-02-01-0205 003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5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7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6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7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7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7 003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8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8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79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8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0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8 003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1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8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2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8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3 洁净二车间 换热器 E8601 XXXJJ0-02-01-0208 006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4 洁净二车间 罐 V8605B XXXJJ0-02-01-0248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5 洁净二车间 罐 V8605B XXXJJ0-02-01-0248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6 洁净二车间 罐 V8606B XXXJJ0-02-01-0251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7 洁净二车间 罐 V8606B XXXJJ0-02-01-0251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8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89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0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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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2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3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6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4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5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8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6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09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7 合成一 接收罐 V8161B XXXHC1-01-01-158 010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8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7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99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7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0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7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1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7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2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7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3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7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4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8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5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8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6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8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7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8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8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8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09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0B XXXHC1-01-02-038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0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1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1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1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2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1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3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1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4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2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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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2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6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2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7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2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8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2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19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2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0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2B XXXHC1-01-02-052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1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1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2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1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3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2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4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2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5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2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6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2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7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2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8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2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29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A XXXHC1-01-02-072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0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B XXXHC1-01-02-079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1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B XXXHC1-01-02-079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2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B XXXHC1-01-02-079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3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B XXXHC1-01-02-079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4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B XXXHC1-01-02-079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5 合成一 反应釜顶 R8135B XXXHC1-01-02-079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6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0A XXXHC1-01-02-355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7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0A XXXHC1-01-02-355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38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0A XXXHC1-01-02-355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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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0A XXXHC1-01-02-355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0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0A XXXHC1-01-02-355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1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2B XXXHC1-01-02-378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2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2B XXXHC1-01-02-378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3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2B XXXHC1-01-02-378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4 合成一 汽液分离器 E8132B XXXHC1-01-02-378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5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2C XXXHC1-02-03-064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6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2C XXXHC1-02-03-064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7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2D XXXHC1-02-03-070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8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2D XXXHC1-02-03-070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49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C XXXHC1-02-03-075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0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C XXXHC1-02-03-075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1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C XXXHC1-02-03-076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2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C XXXHC1-02-03-076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3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C XXXHC1-02-03-076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4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C XXXHC1-02-03-089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5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C XXXHC1-02-03-089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6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C XXXHC1-02-03-090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7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C XXXHC1-02-03-090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8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C XXXHC1-02-03-090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59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D XXXHC1-02-03-097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0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D XXXHC1-02-03-097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1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D XXXHC1-02-03-098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2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D XXXHC1-02-03-098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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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7D XXXHC1-02-03-098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4 合成一 换热器 E8137B XXXHC1-02-03-154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5 合成一 换热器 E8137B XXXHC1-02-03-154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6 合成一 换热器 E8137B XXXHC1-02-03-154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7 合成一 换热器 E8137B XXXHC1-02-03-154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8 合成一 换热器 E8137B XXXHC1-02-03-154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69 合成一 换热器 E8137B XXXHC1-02-03-154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0 合成一 换热器 E8137B XXXHC1-02-03-154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1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18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2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18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3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18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4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18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5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18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6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19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7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19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8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20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79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6A XXXHC1-02-03-220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0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4B XXXHC1-02-03-244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1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4B XXXHC1-02-03-244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2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4B XXXHC1-02-03-244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3 合成一 反应釜 R8104B XXXHC1-02-03-244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4 合成二 接收罐 V8242 XXXHC2-01-01-161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5 合成二 接收罐 V8242 XXXHC2-01-01-161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6 合成二 接收罐 V8242 XXXHC2-01-01-161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5

187 合成二 接收罐 V8244 XXXHC2-01-01-165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8 合成二 接收罐 V8244 XXXHC2-01-01-165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89 合成二 反应釜 R8211 XXXHC2-01-02-051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0 合成二 反应釜 R8211 XXXHC2-01-02-051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1 合成二 反应釜 R8218 XXXHC2-01-02-097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2 合成二 反应釜 R8218 XXXHC2-01-02-097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3 合成二 反应釜 R8218 XXXHC2-01-02-097 003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4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7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5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7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6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7 003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7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8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8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8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199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8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0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8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1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8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2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8 006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3 合成三 精馏甲叔醚专用槽 V8357B XXXHC3-01-01-088 007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4 合成三 接收罐 V8335A XXXHC3-01-01-112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5 合成三 接收罐 V8335A XXXHC3-01-01-112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6 合成三 接收罐 V8335A XXXHC3-01-01-112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7 合成四 接收罐 V8424F XXHCS0-01-01-0164 001C 连接件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8 合成四 接收罐 V8424F XXHCS0-01-01-0164 002C 连接件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09 合成四 接收罐 V8424F XXHCS0-01-01-0164 003C 连接件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0 合成四 接收罐 V8424F XXHCS0-01-01-0164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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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合成四 接收罐 V8424F XXHCS0-01-01-0164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2 合成四 甲苯干燥气罐 无 XXHCS0-02-01-0111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3 合成四 甲苯干燥气罐 无 XXHCS0-02-01-0111 002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4 合成四 甲苯干燥气罐 无 XXHCS0-02-01-0111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5 合成四 釜 R8408A XXHCS0-02-02-0022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6 合成四 釜 R8408A XXHCS0-02-02-0022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7 合成四 釜 R8408A XXHCS0-02-02-0022 008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8 合成四 釜 R8408A XXHCS0-02-02-0022 009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19 合成四 釜 R8408A XXHCS0-02-02-0022 010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0 合成四 釜底 R8417 XXHCS0-02-02-0170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1 合成四 釜底 R8417 XXHCS0-02-02-0170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2 合成四 釜底 R8417 XXHCS0-02-02-0170 003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3 合成四 釜底 R8417 XXHCS0-02-02-0170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4 合成四 釜底 R8417 XXHCS0-02-02-0170 005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5 合成四 釜底 R8417 XXHCS0-02-02-0170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6 合成四 釜底 R8417 XXHCS0-02-02-0170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7 合成四 釜底 R8411B XXHCS0-02-02-0175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8 合成四 釜底 R8411B XXHCS0-02-02-0175 002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29 合成四 釜底 R8411B XXHCS0-02-02-0175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0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1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2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3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3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4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4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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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6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7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7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8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8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09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39 合成四 釜底 R8402A XXHCS0-02-02-0177 010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0 合成四 釜底 R8403 XXHCS0-02-02-0180 001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1 合成四 釜底 R8403 XXHCS0-02-02-0180 002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2 合成四 釜底 R8403 XXHCS0-02-02-0180 003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3 合成四 釜底 R8403 XXHCS0-02-02-0180 004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4 合成四 釜底 R8403 XXHCS0-02-02-0180 005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5 合成四 釜底 R8403 XXHCS0-02-02-0180 006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6 合成四 釜底 R8403 XXHCS0-02-02-0180 007V 轻液阀门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247 合成四 釜底 R8403 XXHCS0-02-02-0180 008F 法兰 轻液 无法进行常规检测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8

附表 16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3 月全厂动静密封点情况

序号 密封点类型 密封点数量

1 连接件数 913

2 开口阀/开口管线数 28

3 气体阀门数 16

4 有机液体阀门数 8112

5 压缩机数 0

6 搅拌器数 233

7 泄压设备数 7

8 泵数 100

9 法兰数 26761

10 其他 0

11 全厂泄漏率 0.04%

12 是否实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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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LDAR 普查表-汇总

填表日期：2025年 3 月 31日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LDAR 主管部门 安全环保部部门

联系人 / 电话 /

邮箱 /

完成日期 2025年 3月 31日

项目建立

起始日期 2025年 3月 20日 完成日期 2025年 3月 31日

受控装置套数 8
受控密封点

总数
36170

不可达密封点数

泵 无

阀门 27

泄压装置 无

取样连接系统 无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无

法兰 217

连接件 3

其他 无

现场检测

起始日期 2025年 3月 25日 完成日期 2025年 3月 30日

检测密封点数 35923 泄漏点数 13

严重泄漏点数 0

修复

5日内首次维修修

复密封点数
13

15日内实质性维

修修复密封点数
0

至今修复密封点数 13

除已修复的泄漏

点，6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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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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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8 校准仪器证书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1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2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3



山东奥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4

附表 19 标准物质认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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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 气体标准物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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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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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检测期间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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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2025 年仪器维护保养记录表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保养周期 保养内容 责任人 保养月份 批准人

D1311770001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02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03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04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05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06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07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08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09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10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11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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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11770012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13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14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D1311770015 便携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1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2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3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4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5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6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7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8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09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10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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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02-11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12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13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14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JC02-15 风速仪 每季度 擦拭、清扫等一般方法对仪器设备进行护理 孙玉恩 3 月 尹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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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 现场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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