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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VOCs治理历程

VOCs治理1.0 VOCs治理2.0

2007
全市摸底
结合2007年第一次污染源普查
将VOCs纳入普查范围，在此基
础上建立VOCs清单

2011
开展试点
选择上海石化、高桥石化、华
谊、赛科等重点企业进行VOCs
治理，开展LDAR试点

2014
推进重点
筛选全市排放量较大的150家重
点企业，要求制定一厂一方案
并落实末端治理工程

2015
持续深化
要求排放量较大的2000家企业
实施VOCs减排,并给予财政补贴
支持，引逼结合促减排

2020
精细治理
发布上海市《关于开展本市重点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工作
的通知》，实施精细化治理减排



工作历程回顾

VOCs治理1.0主要工作

完成2000余家企业VOCs治理 紧盯社会源污染管控不放松



工作历程回顾

VOCs治理2.0主要工作

突出精准治污
• 采取分行业“菜单式”治理任务对照模式，

细 化 源 头 削 减 、 过 程 控 制 、 末 端 治 理 以 及
大 气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等 全 过 程 管 控 要 求 ， 推
动企业“照单施治”，实现精准减排

突出科学治污
• 结 合 V O C s 物 质 活 性 ， 优 先 将 排 放 量 大 、

活 性 较 高 的 行 业 企 业 纳 入 重 点 治 理 范 围 ，
加 强 V O C s 分 级 管 控 和 绩 效 评 估 ， 推 动 企
业“梯度治理”，实现科学减排

突出依法治污
• 结 合 “ 放 管 服 ” 改 革 ， 进 一 步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 严 格 执 法 与 优 化 服 务 并 重 ， 政 策 激 励
与 约 束 惩 戒 并 举 ， 推 动 企 业 主 动 治 理 ， 实
现依法减排

l 石化行业
l 化工行业
l 工业涂装
l 包装印刷
l 油品及有机液体储运销
l 涉VOCs排放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

n 4 个通用工序（涂料、油墨、胶粘剂及清洗剂使用）

n 1 类重点企业（恶臭污染物排放重点企业）

n 6 大领域（含24个行业，2000余家企业）



工作历程回顾

VOCs治理2.0制度创新

积极推进低 VOCs 替代示范项目，并以此为抓手，树立行业 先进典型，推动 VOCs 污染治理模式从“底线约束”向“先进带动” 持续转
变，实现 VOCs 治理的“创新驱动”。搭建技术交流平台， 一方面宣传行业优秀案例，传递先进技术信息和工艺经验，进一 步推广低 
VOCs 替代应用，引导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为更好促进 VOCs 治理企业和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的全方位合作搭建桥梁，实现“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充分发挥企业环境治理的主体作用

l 开展低VOCs替代示范

积极践行“放管服”改革精神，在传统“政府-企业”单向减排模
式的基础上，鼓励企业、集团或集群主动开展自愿减排工作，与
政府签订 VOCs 减排协议，主动承诺遵守更严格的 VOCs 排放要
求，实施更全面的 VOCs 治理任务，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
实现“政府-企业”+“企业-政府”的双向互动减排模式，进一
步挖掘并利用企业的减排潜力

l 试点VOCs协议减排
在具备条件的行业或区域，试点 VOCs 减排量置换制度针对行
业或区域制定科学合理的整体减排方案，在确保总体减排效果
不降低、不缩水的情况下，允许其内部进行减排量的自主置换
调配避免 VOCs 减排中不同类型企业减排比例“一刀切”，以
及同类型企业中经常出现的“鞭打快马”现象，实现更加灵活
的减排调度

l 试点 VOCs 减量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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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总结

地方法律法规护航

2014年07月，《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为上海市VOCs
污染防治的管理、执法奠定了法律基础。该条例率先规定了VOCs从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到末端治理
的全过程管控要求，相关管理要求被2015年08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所吸纳

第四十九条 本市鼓励生产、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
原料和产品……

第五十条 本市在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
逐步推进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的使用……

第五十一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经营活动，
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设置废气收集和处理系
统，并保持其正常使用；造船等无法在密闭空间进行的生
产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保障措施总结

行业标准规范指引



保障措施总结

系列政策组合施治

《开展本市VOCs排放重点企业污染治理
工作》沪环保防〔2014〕118号

《上海市工业VOCs治理和减排方案》
沪环保防〔2015〕325号

《上海市工业VOCs减排企业污染治
理项目专项扶持操作办法实施细则》

沪环保防〔2016〕112号

启动治理1 方案配套2 政策激励3



第一阶段（自2015年10月1日起）在国家试点行业的基
础上，增加涂料油墨生产、汽车制造、船舶制造等作为挥发性
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共涉及5个大类、13个中小类行业

第二阶段（自2016年7月1日起）增加工业涂装、工业涂
布等行业，共涉及7大类、53个中小类行业

第三阶段（自2017年1月1日起）增加家具制造、医药制
造、电子、橡胶塑料和木材加工等行业，共涉及12大类、71
个中小类行业基本覆盖本市挥发性有机物重点排放行业

10元/kg

15元/kg

20元/kg

保障措施总结

排污收费强力倒逼



保障措施总结

一厂一策核心驱动

方案编制 方案评审 方案修改 方案备案 工程实施

• 排污单位
• 第三方服务商

• 排污单位自行委
托相关专家

• 政府建立专家库

• 排污单位
• 第三方服务商

• 排污单位向环保主
管部门

• 排污单位



保障措施总结

2016年以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先后组织
上海市环科院、上海市各行业协会等单位
联合举办VOCs治理和减排技术对接会20
余场，对全市重点行业企业全面技术帮扶

通过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技术支撑团队
“大城小E”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全社会
宣传VOCs减排政策和技术。累计发文
1000 余篇，推送企业总数近3000 家

聚焦问题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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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经验

石化行业VOCs排放来源

原料

储罐 阀门 泵

加热炉
生产装置

排气筒

火炬

储罐

废水处理厂

冷却塔

设备泄漏

燃烧废气

工艺有组织

工艺无组织

火炬

事故
排放

开停工

储罐

装卸

废水处理
冷却塔

采样

采样器



序号   排放源项 主要排放形式 主要排放工况
1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无组织 正常

2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无组织 正常

3   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 无组织 正常

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 无组织 正常

5   工艺有组织排放 有组织 正常

6   工艺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 正常

7   燃烧烟气排放 有组织 正常

8   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 无组织 正常

9   采样过程排放 无组织 正常

10   火炬排放 无组织 正常/非正常
11   非正常工况（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 无组织 非正常
12   事故排放 无组织 非正常

石化行业经验

典型无组织排放设施和过程



密封点泄漏控制

石化行业经验

——源头控制
l 精简密封点数量

l 采用低泄漏设备

l 采取防泄漏措施

——过程控制
l 实施LDAR



石化行业经验

呼吸阀泄漏管控
便携式FID定量：45000ppm

更换为高效密封呼吸阀



石化行业经验

装卸连接泄漏管控

更换为快速干式接头



石化行业经验

采样过程泄漏管控

更换为自动密封采样



石化行业经验

维修作业逸散管控



石化行业经验

储罐呼吸气治理

紧急泄放口

单呼阀通RTO



装卸尾气控制

石化行业经验



石化行业经验

开停车废气的移动处理



石化行业经验

延迟焦化密闭



27

末端治理技术

回收法

冷凝法 吸收法 吸附法 膜分离法

消除法

燃烧法 生物法 低温等离子
体法

光化学氧
化法

石化行业经验

石化行业常见VOCs控制技术



石化行业经验

VOCs末端净化技术的选择原则

吸附
（活性炭不再生）

生物滤床
生物滴滤塔

转轮吸附
焚化、触媒焚化、蓄热

式焚化

吸附
（活性炭再生）

冷冻回收

冷凝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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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核查形成闭环

收 收没

装 装没

用 用不

好 好不

无组织气应收尽收

收集废气高效净化

净化设施稳定运行

废气排放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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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城 小 E
我 们 来 自 上 海 市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我 们 专 注 于 V O C s 减 排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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