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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检测项目 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

受检单位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化工中路 100 号

委托单位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化工中路 100 号

检测日期 2023/09/07-2023/09/08、2023/09/11-2023/09/12、2023/09/16-2023/09/18

复测日期 202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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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

排放核算依据

1.《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财税[2015]71 号）中《石油化工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办法》中的关联公式法

2.《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环办[2015]104 号）中的关联公式法

检测装置 金龙 2 车间、金龙东罐区、金龙罐区、金龙化工 1 车间、金龙六车间、精馏 6 号塔

泄漏认定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表 1 规定的泄漏认定浓度。

气态VOCs物料和液态VOCs物料的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密封点泄漏控制浓度为2000

μmol/mol，液态 VOCs 物料的其他液体流经的密封点泄漏控制浓度为 500μmol/mol。

主要检测仪器
仪器名称：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仪器型号：EXPEC 3100

项目负责人 陶欢欢 项目组成员 林佳锋、罗晓洪

受控密封点总数 10725 个 动密封点数 2244 个 静密封点数 8481 个

不可达密封点数 982 个* 检测密封点数 10725 个 泄漏密封点数 11 个

修复点数 11 个 修复率 100% 延迟修复点数 0 个

修复前预估

年度排放量
2.465437 吨

修复后预估

年度排放量
2.0586514 吨

预估年度减排量 0.4067856 吨 年度减排率 16.50%

备注
1.本报告中的数据仅为本轮检测周期内密封点状态下所出具。

2.“*”本轮检测的不可达密封点为使用延长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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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介绍

1.1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化工中路 100 号

经纬度 东经：114°40′37″，北纬：37°57′52″

组织机构代码 10468102-3 行业代码 C2614

企业联系人 王瑞芳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15613316506

建厂时间 2009 年 10 月 最新改扩建时间 2012 年 11 月

年生产成本

（万元）
/

年营业收入

（万元）
86700

职工人数（人） 860 年生产时间（小时） 8640

企业经营范围

氨基乙酸（甘氨酸）（限工业级、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海因（乙内酰脲）、

5-亚苄基海因、甜菜碱、甘氨酸钠碳酸盐、甘氨酸钠、食品添加剂（甘氨酸钙、甘

氨酸锌、甘氨酸亚铁）、甘氨酸镁、饲料添加剂（甘氨酸铁络合物）、五乙酰葡萄

糖、熊果苷、神经酸、氯化铵、有机化学肥料及微生物肥料生产、销售;特种陶瓷

制品制造、销售;分布式光伏发电;盐酸、氯乙酸、氨水（15%）生产（有效期至 2024

年 07 月 22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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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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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施单位介绍

力鸿（深圳）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为力鸿检验认证集团旗下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留学人员(龙岗)创业园。

一般经营项目为：企业管理咨询；环境保护监测；环保咨询服务；碳减排、

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

售。

检验检测服务为：认证服务；室内环境检测；民用航空油料检测服务；机

动车检验检测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中国力鸿检验控股有限公司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国际第三方独

立检验检测公司（股票代码 HK01586），是国内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第三方检验鉴

定机构。中国力鸿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 33个分支机构及专业实验室，

雇员总数超过 1500 人，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的检验检测认证服务。

公司总部力鸿检验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前身为北京华夏力鸿商品检验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经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成立的第三

方公正检验机构，国家和中关村“双高新”技术企业,国内能源检测领域领先企

业。力鸿海外集团公司（LEON Overseas Group Company）设于新加坡，拓展全

球检测市场。中国力鸿在煤炭、石油石化、电力、矿产品等能源、大宗领域，

为全球 5000 余家客户提供检验、检测、计量、认证及相关服务，网络覆盖国内

及亚太地区主要贸易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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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DAR 实施背景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大气环保的重视，VOCs 排放控制成为控制大气污染降低

PM2.5 的重要工作之一石油化工行业是 VOCs 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分为:

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两大形式。无组织排放约占总排放量的 1/3,不仅造成

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甚至造成安全隐患。

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技术作为解决石油化工企业无组织排放的重要手

段，此项技术可以对成产过程中的动静密封进行有效管理，从而控制无组织排

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视 LDAR 技术的推广，相继出台相关文

件和福利政策支持 LDAR 技术在石油化工企业的应用。

2.1 国家及地方政策

2010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首次从国家层面将 VOCs 列为

与 SO2、NOx 和颗粒物同等重要的大气污染物。

2012 年 10 月，国家环保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重点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环发［2012］130 号)，要求石化企业应全面推行 LDAR

技术，加强石化生产、输送和储存过程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的监测和监管，对泄

漏率超过标准的要进行设备改造。该规划首次将推行 LDAR 技术写入国家文件。

2013 年 5 月，环保部下发《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公告

2013 年第 31 号)，其中规定:对泵、压缩机、阀门、法兰等易发生泄漏的设备与

管线组件，制定 LDAR 计划。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

明确要求: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在石化行业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技

术改造。

2014 年 12 月，环保部发布《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 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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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77 号)，进一步明确到 2015 年底，石化行业全面开展“泄漏检测与修

复”工作，使 VOCs 无组织排放得到基本控制。

2015 年环保部发布《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

在国务院 2016 年底已印发的环境保护的十三五规划中，要求在继续实施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基础上，增加重点行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作为约束性指标，其中石化行业属于受控行业的重中之重。

十三五规划要求到 2020 年全国 VOCs 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10%以上。

2019 年 5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7822-2019），规定了 VOCs 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要求、VOCs 物料转移和

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工艺过程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设备与管线组

件 VOCs 泄漏控制要求、敞开液面 VOCs 无组织排放要求，以及 VOCs 无组织排放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

2022 年 4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

复技术指南》（HJ 1230-2021），规定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

复的项目建立、现场检测、泄漏修复、质量保证与控制以及报告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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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部及各地方技术标准要求

序号 发布内容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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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12 月

2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2015
环境保护部 2015 年 4 月

3 《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 环境保护部 2015 年 11 月

4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HJ 819-2017
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4 月

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石化工业》HJ

853-2017
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8 月

6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生态环境部 2019 年 5 月

7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

南》HJ 1230-2021
生态环境部 2021 年 12 月

2.2 LDAR 检测适用范围

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工业企业，成品油和化学品储存、分装企业，制药工

业，涉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的设备、管线等装置。

2.3 LDAR 项目实施目的

通过检测和修复，来降低企业生产的安全隐患和 VOCs 排放，实现企业 VOCs

管线组件及设备泄漏可控，企业排放情况可测量、可计算报告、可验证核查、

可公示公开，使企业减少能够提前发现泄漏风险、降低维修成本、减少原料及

产品损耗、提高工艺安全性和可靠性、增加经济效益、降低人员职业危害及减

少环境污染，真正的达到减排增效的目的和安全控制要求，真正的实现绿色化

工，绿色企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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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DAR 项目实施

3.1 LDAR 相关定义

泄漏检测与修复是指对工业生产全过程物料泄漏进行检测与控制的系统工

程。通过固定或移动式检测仪器，定量检测或检查生产装置中阀门等易产生 VOCs

泄漏的密封点，并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有效措施修复泄漏点，从而控制物料泄漏

损失，减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简称 LDAR。

1.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指在标准状态下饱和蒸气压较高

（标准状态下大于 13.33Pa）、沸点较低、分子量小、常温状态下易挥发的有机

化合物，简称 VOCs。

2.有机毒性大气污染物 Organic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已知或疑似引起癌症或其他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如生殖影响和生理缺陷及

严重恶化环境的有机空气污染物。简称 OHAPs。

3.涉 VOCs 物料 Process fluid in VOCs service

VOCs 质量分数大于或等于 10%的物料，主要包括有机气体/蒸汽、液体和重

液。

4.挥发性有机气体/蒸气 Volatile organic gas

工艺条件下，设备管线中的工艺流体为气态的有机物料。

5.轻液 Light liquid（挥发性有机液体 Volatile organic liquid）

设备管线内工况条件下，工艺流体为液体，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介质服务

状态定义为轻液：

20℃时，有机液体的真实蒸气压大于 0.3KPa；

20℃时，真实蒸气压大于 0.3KPa 有机物组分在所有介质中的质量分数不低

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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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定法》（GB/T 6536-2010）进行实沸点蒸

馏，蒸馏流出 10%时的温度小于 150℃的组分。

6.重液 Heavy liquid（挥发性有机重液体 Volatile organic heavy

liquid）

除气体/蒸气或轻液以外,在工艺条件下呈液态的 VOCs 物料，简称重液。

7.受控装置 Affected facility

载有 VOCs 物料的装置。

8.受控设备与管线组件 Affected equipment and pipeline components

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

9.泄漏排放源 Leak sources（受控密封点 Affected component）

受控设备与管线组件可能泄漏VOCs物料的动密封或静密封点，简称密封点;

各种内部含有挥发性有机物料的装置和设备，包括泵（P）、压缩机（轴封）（Y）、

搅拌器（轴封）（A）、阀门（V）、法兰（F）、泄压设备（安全阀）（R）、

取样连接系统（S）、开口阀或开口管线（O）、连接件（螺纹连接）（C）、其

他（Q）等设备。

10.受控密封点群组 Affected components group

根据建档需求划分的多个受控密封点的集合，简称群组。

赋予每个群组唯一性编号，采取“装置代码”+“数字”的组合方式，“装

置代码”共 6 位字符，其中前 5 位为装置名称拼音简称或英文首字母大写组合，

不足 5位时，前面用“X”占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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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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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泄漏点 Leak source

符合排放标准规定泄漏认定条件的密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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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泄漏检测与修复 Leak detection and repair（LDAR）

通过常规或非常规检测手段，检测或检查密封点，并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有

效措施修复泄漏点，对工业生产全过程物料泄漏进行控制的系统工程。

13.泄漏认定浓度 leak definition concentration（LDC）

在密封点规定的检测位置测得的，表示有 VOCs 泄漏存在，需采取措施进行

控制的浓度限值（基于经参考化合物校准仪器的示值）。

14.常规检测 Current work practice

采用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检测仪器对密封点 VOCs 泄漏的定量检测,

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未做规定的，采用 GB 37822 规定的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进

行定量检测。

15.非常规检测 Alternative work practice

采用常规检测以外的方法对密封点 VOCs 泄漏的检测。

16.泄漏检测值 Leakage detection value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仪器探测到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点的 VOCs 浓度

扣除环境本底值后的净值，以碳的摩尔分数表示，单位通常为μmol/mol。

17.首次尝试维修 First attempt at repair

发现泄漏后，在规定时限内，首次采取有效方法消除泄漏的维修作业（如

压紧阀门填料压盖、调整法兰螺栓等不需要更换密封部件的方法）。

18.实质性维修 Final repair

首次尝试维修未消除泄漏时，在规定时限内，通过采用但不限于更换垫片、

加盲板、更换填料、更换设备与管线组件等方式的进一步维修作业。

19.延迟修复 Delayed repair

泄漏点不能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修复，需要延长维修时间的一种状态。

20.不可达密封点 Inaccessable seals

密封点所在部位超出操作人员触及范围，地理、设备阻挡或空间过于狭隘

等物理隔离，导致难以实施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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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因素：密封点不可达的物理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密封点位置超出操作/检测人员触及范围 2m以上;

b）密封点因埋地、阻挡或空间过于狭窄等物理隔离致使常规检测难以实

施;

c）密封点因其他技术上因素致使常规检测难以实施。

安全因素：密封点不可达的安全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密封点位于 AQ 3028 中定义的受限空间内;

b）密封点 5m 范围内或到达该密封点的路径上长期存在氧气浓度低于

19.5%或高于 23.5%（体积分数）的环境；

c）密封点 5m 范围内或到达该密封点的路径上长期存在有害介质，且按

照 WS/T 765，上述环境中，“时间加权平均浓度（TWA）”“短时间接触浓度（STEL）”

“最高浓度（MC）”中任意一项超标;

d）密封点5m范围内或到达该密封点的路径上,爆炸性气体环境连续出现

或频繁出现或长期存在；

e）密封点 5m 范围内或到达该密封点的路径上长期存在电离辐射，且超

过 GB 18871 中规定的可豁免的源与豁免水平的环境;

f）国家或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明确规定的其他不可接受风险。

21.泄漏标识牌 Leak sign

发现泄漏密封点挂泄漏标识牌进行标记:

黄色泄漏标识牌：有机气体/蒸气和轻液为 2000μmol/mol≤泄漏浓度＜

10000μmol/mol，重液为 500μmol/mol≤泄漏浓度＜10000μmol/mol。

红色泄漏标识牌：泄漏浓度≥10000μ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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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施范围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s）质量分数不低于 10%或有机毒性大气污染物（OHAPs）质量分数不

低于 5%的工艺设备和管线。

本企业本轮次 LDAR 开展情况如下：

序号 开展 LDAR 时间 企业主管部门 装置名称 装置变更情况

1 2023 年 09 月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

有限公司

金龙 2 车间、金龙东罐

区、金龙罐区、金龙化

工1车间、金龙六车间、

精馏 6 号塔

无

本轮次实施的区域如下：

序号 装置名称
数量

（套）
涉 VOCs 物料

装置适合性

分析

设备与管线

组件适合性

1 金龙 2 车间 1 氯乙酸、醋酸 受控 无豁免

2 金龙东罐区 1 醋酸、甲醇、尾气 受控 无豁免

3 金龙罐区 1 醋酸、甲醇、托品 受控 无豁免

4 金龙化工 1 车间 1 醋酸、氯、氯乙酸、尾气 受控 无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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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装置名称
数量

（套）
涉 VOCs 物料

装置适合性

分析

设备与管线

组件适合性

5 金龙六车间 1 甘氨酸、甲醇、母液、托品 受控 无豁免

6 精馏 6 号塔 1 甲醇 受控 无豁免

3.3 项目筹建

项目组人员：

序号 人员 岗位 工作内容

1 陶欢欢 项目负责人
负责 LDAR 项目现场协调及技术工作，配合企业及现场技

术监督、数据核对。

2
陶欢欢、林佳锋、

罗晓洪
检测工程师 负责密封点建档或档案核对、现场检测工作。

3.4 LDAR 实施计划

本项目于 2023 年 09 月 07 日至 2023 年 09 月 08 日、2023 年 09 月 11 日至

2023 年 09月 12日和 2023 年 09月 16日至 2023年 09月 18日进行了 LDAR 泄漏

检测与修复现场作业，作业包括群组编码及密封点确认、密封点检测、拍照等，

并于 2023 年 09 月 18 日进行复检。

项目实施

工作内容 工作组

收集基础资料，熟悉工艺流程、收集密封点基础数据，并在现场对

开展 LDAR 的装置进行基础信息确认、拍照。
项目组

制定检测计划，分派工单，在现场对各装置进行 VOCs 泄漏检测，记

录检测数据，对泄漏点进行挂牌。
项目组

对检测数据统一进行归档整理，上传 LDAR 管控平台。 报告组

对复检数据进行分析统计，编写《LDAR 报告》。 报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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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实施流程简介

根据 LDAR 工作程序，首先进行密封点的识别与编号。密封点识别须对待检

测装置所有的组件进行编号，编号数据必须保证密封点的唯一性。在对密封点

现场识别的过程中，要根据收集的资料，及在厂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剔除免检

管道和组件，如非 VOCs 管道、非指定类型组件等，具体的密封点识别及编号工

作流程如下：

检测密封点识别及编号流程图

1.熟悉厂区环境，划分装置区域。

2.对装置密封点进行基础信息的收集。

3.对采集到的密封点进行编号：识别与定位上述流程和管线上的设备和管

阀件，根据现场资料、化工工艺和管线介质剔除不需要检测的组件。

4.根据泄漏检测与修复管理平台要求，将编号信息输入数据库，建立基础

数据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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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项目建立步骤

项目建立阶段的工作内容包括：

1）装置适合性分析

分析装置涉及的原料、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各类助剂的组分和含量，建

立受控装置清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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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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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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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其他等效措施的设备与管线组件。

3）通过装置工艺分析建立用于泄漏检测的密封点台账；

4）在项目清单现场识别阶段内，对管线组件进行分类、编号和现场拍照、

检测；

5）利用泄漏检测与修复数据管理软件平台，形成规范化、电子化的设备（工

艺单元）管线组件信息数据库。

3.5.2 资料收集与工艺分析

装置工艺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初步确定 LDAR 项目的应用范围，基本方法是依

据工艺管线纳入 LDAR 应用范围的判定原则，对各种工艺单元和设备管线及其物

料进行审核和评估，LDAR 项目组确定了装置满足“LDAR 适用范围的判定原则”

的管线后，将轻液、气体/蒸汽、重液状态下的挥发性有机物列入 LDAR 范围。

LDAR 适用范围的判定原则：

本项目 LDAR 范围确定基础依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本标准适用于涉及 VOCs 无组织排放的现有企业或生产设施的 VOCs 无组织

排放管理，以及涉及 VOCs 无组织排放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

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 VOCs 无组织排放管

理。

通过资料收集和工艺分析后以大致可估算出排放源数量及分布情况。根据

PID 图纸的流程和现场工艺人员的配合对排放源位置进行拍照图像或标识牌确

认，并现场采集完善排放源信息。

排放源信息采集内容包括装置单元名称、密封点群组编号、密封点扩展号、

密封点类型、物料名称及状态、是否不可达密封点、定位设备、工艺描述、检

测时间、仪器信息、环境本底值、泄漏检测值、复测信息、延迟修复信息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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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其中标签号和扩展号确定一个排放源的位置，确保唯一性。

将采集排放源信息制作成 LDAR 信息管理系统固定的 EXCEL 模板形式，并由

报告组将模板导入信息管理系统，导入时所有信息字段均符合系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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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DAR 项目检测

4.1 密封点范围统计

密封点范围统计表

序号 装置名称 动密封点（个） 静密封点（个）
密封点总数量

（个）

本轮次检测

总密封点

数量(个)

本轮次不可达

密封点数（个）

1 金龙 2 车间 641 3044 3685 3685 531

2 金龙东罐区 150 249 399 399 22

3 金龙罐区 386 889 1275 1275 30

4 金龙化工 1车间 676 2795 3471 3471 358

5 金龙六车间 309 1183 1492 1492 0

6 精馏 6 号塔 82 321 403 403 41

总计 2244 8481 10725 10725 982

4.2 密封点类型统计

根据受控密封点分类标准对本轮次 LDAR 检测密封点进行分类统计：

检测密封点组件类型统计表

单位：个

序

号
装置名称

法兰

(F)

气体阀

门(V)

液体阀

门(V)

开口管

线(O)

连接件

(C)
泵(P)

搅拌器

(A)

压缩机

(Y)

泄压设

备(R)

取样连

接系统

(S)

其他

(Q)
合计

1 金龙 2 车间 2728 561 40 38 316 2 0 0 0 0 0 3685

2 金龙东罐区 218 23 103 13 31 8 0 0 3 0 0 399

3 金龙罐区 764 0 337 22 125 27 0 0 0 0 0 1275

4
金龙化工 1

车间
2407 242 375 56 388 3 0 0 0 0 0 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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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装置名称

法兰

(F)

气体阀

门(V)

液体阀

门(V)

开口管

线(O)

连接件

(C)
泵(P)

搅拌器

(A)

压缩机

(Y)

泄压设

备(R)

取样连

接系统

(S)

其他

(Q)
合计

5 金龙六车间 1067 0 271 8 116 0 30 0 0 0 0 1492

6 精馏 6 号塔 285 0 75 3 36 4 0 0 0 0 0 403

合计 7469 826 1201 140 1012 44 30 0 3 0 0 10725

检测密封点类型百分比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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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密封点泄漏统计

密封点泄漏统计表：

泄漏密封点统计表

序号 区域名称 检测密封点数量(个) 泄漏密封点点数量(个) 泄漏率(%)

1 金龙 2 车间 3685 1 0.009

2 金龙东罐区 399 1 0.009

3 金龙罐区 1275 4 0.037

4 金龙化工 1车间 3471 4 0.037

5 金龙六车间 1492 1 0.009

6 精馏 6 号塔 403 0 0

合计 10725 11 0.101

泄漏密封点百分比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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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密封点组件类型统计表

单位：个

序

号
区域名称

法兰

(F)

气体阀

门(V)

液体阀

门(V)

开口管

线(O)

连接件

(C)
泵(P)

搅拌器

(A)

压缩机

(Y)

泄压设

备(R)

取样连

接系统

(S)

其他

(Q)
合计

1 金龙 2 车间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金龙东罐区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3 金龙罐区 1 0 0 3 0 0 0 0 0 0 0 4

4
金龙化工 1

车间
4 0 0 0 0 0 0 0 0 0 0 4

5 金龙六车间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6 精馏 6 号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 0 0 3 0 1 0 0 0 0 0 11

泄漏密封点类型泄漏率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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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检测仪器

1.便携式 VOCs 检测仪

本项目采用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FID）型号为 EXPEC 3100，配备 PDA 智

能防爆手操器，结合 LDAR 建档检测 APP，便于检测工单下载上传，提高工作效

率。符合国家标准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速率计算的要求。

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仪器量程及分辨率符合 HJ 733 中 3.1.2 的规定;

——采样流量符合 HJ 733 中 3.1.3 的规定；

——采样探头符合 HJ 733 中 3.1.4 的规定；

——仪器响应时间符合 HJ 733 中 3.2.3 的规定；

——相对示值误差符合 HJ 733 中 3.2.2 中的规定；

——恢复时间不超过 30s；

——具备数据存储功能，并能以无线或蓝牙方式下载和传输检测数据；

——检测仪器或辅助工具应具有自动读取最大值功能；

——宜有超限报警功能，报警阈值可以自由设定；

——仪器通过防爆认证，防爆等级符合使用场所的要求；

2.标准气体

检测用气体需要准备的气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种类：

——零气，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小于 10μmol/mol 的洁净空气（以 CH4

计）；

——校准气体，指校准时用于将仪器读数调节至已知浓度的挥发性有

机物。校准气体通常是接近相关控制标准浓度限值的参考化合物标准气体。

——燃料气（高纯氢气 99.99%），供气压力不低于 10MPa。

3.本轮次检测设备及标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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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器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仪器型号 校准有效期至

1
挥发性有机气体

分析仪
LHSZ_JC_SB_022 EXPEC 3100 2024.05.05

2
挥发性有机气体

分析仪
LHSZ_JC_SB_038 EXPEC 3100 2024.02.20

3
挥发性有机气体

分析仪
LHSZ_JC_SB_047 EXPEC 3100 2024.03.28

4 手持式风速风向仪 LHSZ_JC_SB_006 YGY-FSXY2 2023.10.10

标准物质

序号 标气名称 标气编号
标气浓度

(μmol/mol)
有效期至

1
除烃空气

（氧气）
LHSZ_BZ_016 0 2024.01.05

2

甲烷标气

LHSZ_BZ_017 496.0 2024.01.06

3 LHSZ_BZ_018 2000.0 2024.01.06

4 LHSZ_BZ_025 10000.0 2024.05.09

5 LHSZ_BZ_019 35100.0 2024.01.06



LHSZ_02_230781_01

第 23 页 共 88 页

4.5 现场作业情况

1.环境本底值检测

检测过程中，每套装置或单元至少每天进行一次环境本底值测试。每次测

试至少取 5 点，测试点宜位于地面如图所示，其中一点位于装置地面中心附近，

其余四点位于四条边的中心附近。测试点距受控密封点最近不小于 25cm，将 5

个检测值取平均值作为当日装置环境本底值；对于不规则边界的装置，可以分

割成多个矩形区域分别检测，再取各矩形的平均值作为当日装置环境本底值。

2.防护措施

现场检测人员全部配戴安全帽、3M 防毒口罩、工作服、工作鞋、工作手套

等安全防护用品。检测过程中如遇设备液体外溅到工作服或皮肤上，应立即用

防护救急药品清洗，若设备出现故障可能对人员造成危险的时候，所有人员应

立即撤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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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检测流程图

项目建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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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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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修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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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泄漏点维修

5.1 泄漏点维修规定

本次 LDAR 项目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泄漏控制浓度及泄漏维修规定。

1.泄漏控制浓度

1）气态 VOCs 物料和液态 VOCs 物料的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密封点泄漏

控制浓度为 2000μmol/mol。

2）液态 VOCs 物料的其他液体流经的密封点泄漏控制浓度为 500μ

mol/mol。

3）密封点存在渗液、滴液等可见的泄漏现象。

2.泄漏维修

1）首次尝试维修

检测过程中，发现有密封点净检测值超过泄漏控制浓度，企业必须在发

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采取首次尝试维修措施，维修后立即进行检测，确认是否

修复。若泄漏浓度超过 10000μmol/mol，企业必须在 48小时内进行首次尝试维

修。

2）实质性维修

在首次尝试维修后泄漏仍未消除，需进行实质性维修。实质性维修的期

限为自发现泄漏之日起 15天内，维修后立即进行检测，确认是否修复。

若仍未修复，企业可将密封点移入延迟维修清单中，并及时向所在辖区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3）延迟维修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泄漏点可延迟修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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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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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不可行；

b 立即维修存在安全风险；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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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修复的泄漏点应在最近一次检修完成前完成修复。延迟修复的泄漏点

仍应执行本规范关于检测频率的规定，并记录检测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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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分析

6.1 排放量统计

排放量、泄漏量核算结果的准确度从高到低排序为：实测法、相关方程法、

筛选范围法、平均排放系数法。

1.实测法

实测法所得结果最接近真实排放情况，可选用该方法对密封点排放速率进

行检测。

2.相关方程法

相关方程法是目前最为常用的核算方法，通过对各可达密封点进行现场检

测，将得到的泄漏检测值和 TVOC 中 VOCs 的质量分数代入相关方程，可得出设

备的 VOCs 排放速率。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速率按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挥发性有机物排

污收费试点办法》（财税[2015]71 号）中《石油化工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办法》

中的关联公式法计算以及《石化行业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环办[2015]104

号）中的关联公式法计算，公式详见下表所示：

企业 LDAR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速率计算公式

密封点类型
默认零值排放速率

(千克/小时/排放源)

限定排放速率

(千克/小时/排放源)

相关方程 b

(千克/小时/排放源)

石油炼制的排放速率（炼油、营销终端和油气生产）

泵 2.4E-05 0.16 5.03E-05×SV0.610

压缩机 4.0E-06 0.11 1.36E-05×SV0.589

搅拌器 4.0E-06 0.11 1.36E-05×SV0.589

阀门 7.8E-06 0.14 2.29E-06×SV0.746

泄压设备 4.0E-06 0.11 1.36E-05×SV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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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件 7.5E-06 0.030 1.53E-06×SV0.735

法兰 3.1E-07 0.084 4.61E-06×SV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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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4.0E-06 0.11 1.36E-05×SV0.589

石油化工的排放速率

轻液体泵 7.50E-06 0.62 1.90E-05×SV0.824

重液体泵 7.50E-06 0.62 1.90E-05×SV0.824

压缩机 7.50E-06 0.62 1.90E-05×SV0.824

搅拌器 7.50E-06 0.62 1.90E-05×SV0.824

泄压设备 7.50E-06 0.62 1.90E-05×SV0.824

气体阀门 6.60E-07 0.11 1.87E-06×SV0.873

液体阀门 4.90E-07 0.15 6.41E-06×SV0.797

法兰或连接件 6.10E-07 0.22 3.05E-06×SV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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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4.00E-06 0.11 1.36E-05×SV0.589

注：

a.SV 是监测设备显示的监测值（SV，ppmv）。

b.“其他”设备类型根据装置的变化不断完善，包括装油鹤管、压力安全

阀、填料箱、排放口、压缩机、翻卸杆臂、隔膜、排水沟、开口、计量表、抛

光杆。“其他”设备适用于除了连接件、法兰、开口管线、泵和阀之外的所有

设备。

3.筛选范围法

筛选范围法是一种基于检测值的简易算法。主要适合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

的 VOCs 排放速率核算。采用筛选范围法，核算某装置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排放

速率时，需要按照《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检测至少 50%该装置的

法兰或连接件，并且至少包含一个净检测值大于等于 10000μmol/mol 的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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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检测值10000μmol/mol为界，分析已检测法兰或连接件净检测值可能≥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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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计算的大于等 10000μmol/mol 的不可达点个数向上取整。该方法仅适用于

当轮检测。

4.排放系数法

根据物料状态（气体、轻液体、重液体）、密封类型以及 TVOC、VOCs 和 CH4

的质量分数，采用平均排放系数法核算排放速率。

5.排放量、泄漏量统计（采用相关方程法计算）

受检单位各装置按照如下生产时数计算 VOCs 排放量。

年度装置生产时数

企业名称 装置名称 生产时数（小时/年度）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金龙 2 车间 8640

金龙东罐区 8640

金龙罐区 8640

金龙化工 1 车间 8640

金龙六车间 8640

精馏 6 号塔 8640

年度组件排放量明细表

修复前组件排放量 修复后组件排放量

组件类型 排放量（吨） 组件类型 排放量（吨）

法兰(F) 1.650812 法兰(F) 1.372526

气体阀门(V) 0.0878443 气体阀门(V) 0.0878443

液体阀门(V) 0.330857 液体阀门(V) 0.330857

开口管线(O) 0.0344279 开口管线(O) 0.0113846

连接件(C) 0.215407 连接件(C) 0.215407

泵(P) 0.120815 泵(P) 0.0153588

搅拌器(A) 0.0250793 搅拌器(A) 0.02507938

压缩机(Y) 0 压缩机(Y) 0

泄压设备(R) 0.0001944 泄压设备(R) 0.0001944

取样连接系统(S) 0 取样连接系统(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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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组件排放量 修复后组件排放量

组件类型 排放量（吨） 组件类型 排放量（吨）

其他(Q) 0 其他(Q) 0

合计 2.465437 合计 2.0586514

年度装置排放量明细表

修复前装置排放量 修复后装置排放量

装置类型 排放量（吨） 装置类型 排放量（吨）

金龙 2 车间 0.546593 金龙 2车间 0.522889

金龙东罐区 0.175277 金龙东罐区 0.0698203

金龙罐区 0.244853 金龙罐区 0.103310

金龙化工 1车间 0.801805 金龙化工 1 车间 0.694770

金龙六车间 0.678654 金龙六车间 0.649605

精馏 6 号塔 0.0182562 精馏 6号塔 0.0182562

合计 2.465437 合计 2.0586514

各个密封点的检测时间和检测周期不同，计算的排放量、泄漏量略有不同；

根据类型划分及相关方程法计算，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修复前预估年

度排放量为 2.465437 吨，修复后预估年度排放量为 2.0586514 吨，预估年度减

排量为 0.4067856 吨，年度减排率为 16.50%。

本轮 LDAR 检测工作总计检测 10725 个密封点，发现 11 个泄漏点，泄漏率

为 0.10%，修复合格点数 11 个，有 0 个密封点由于需在装置停车（工）条件下

才能修复，列入延迟修复。

6.2 泄漏修复

6.2.1 泄漏修复要求

泄漏点应在发现泄漏之日起 5 日内进行首次尝试维修。首次尝试维修后仍

然泄漏的，除符合 6.2.2 条规定外的，应在发现泄漏之日起 15日内进行实质性

维修并完成修复。

6.2.2 延迟修复要求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泄漏点可延迟修复：

a）需在装置停车(工)条件下才能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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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立即修复存在安全风险；

c）其他特殊情况。

符合延迟修复条件的密封点应依据 HJ 1230-2021 规定的检测频次进行定期

检测，并应在下次停工检修结束前完成修复，优先更换符合豁免条件的设备与

管线组件。

6.2.3 复测要求

泄漏点首次尝试维修或实质性维修后,应在 5 日内完成复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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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点维修后,泄漏标识牌应记录已维

修并保持在原位置,直到复测表明该泄漏点修复后方可取下。在装置或单元检修

期间，应采取措施防止泄漏标识牌遗失，延迟修复的泄漏标识牌应一直保留至

修复为止。

完成维修的泄漏点应按照 HJ 1230-2021 的要求进行复测。复测泄漏点过程

中，检测仪器的采样探头移动速度不宜超过 3cm/s。

6.2.4 维修建议

a)阀门泄漏维修

阀门阀杆与填料压盖或压板之间泄漏的修复，通常可以通过适当扭紧压盖

或压板螺栓上的螺母消除泄漏。采用压盖直接压紧填料的阀门，需要注意两侧

螺母应平衡扭紧。在上紧螺母的同时，应监测泄漏点，直到净检测值低于泄漏

定义浓度值。对于通过扭紧螺母无法消除泄漏的阀门，则需要退出阀门上下游

物料，打开阀门填料压盖或压板（取出压套），检查并更换阀门填料或阀杆；

b)法兰、连接件泄漏维修

法兰泄漏维修，首先应对称逐步扭紧螺栓螺母，同时检测泄漏点，直到净

检测值低于泄漏定义浓度。通过扭紧螺栓螺母，无法消除泄漏，则需要退出法

兰上下游物料，更换垫片

连接件泄漏维修，首先应适当扭紧螺帽。通过扭紧螺母，无法消除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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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退出连接件上下游物料，在确保螺纹无损的前提下，重新缠绕密封生料

带或涂抹密封胶，将螺母上紧，在扭转螺母过程中，软管不应联动而使螺母受

到反向扭矩；

c)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维修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首先应检查末端阀门是否关紧。在阀门关紧情况

下，泄漏依然存在，则可以通过加装一道阀门或根据阀门、管线的末端实际状

况安装盲板或丝堵；

d)泄压设备（安全阀）泄漏维修

泄压设备（安全阀）泄漏维修，应切换到备用泄压设备（安全阀），检查

整定压力、实际工况压力是否符合相关设计规范要求。拆下有问题的泄压设备，

应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检查、维修并重新设定整定压力。

注：参照且不仅限于上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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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展 LDAR 的环境效益

LDAR 检测的环境效益可以从减少区域环境特征污染物和减少企业物料损耗

两方面分析该工作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1.提前发现安全隐患，提高工艺安全性和可靠性

2.提前发现设备泄漏，降低维修成本

3.降低人群暴漏在有害化学品中的风险

4.减少空气污染，削减 VOCs 无组织排放

5.降低原料损耗，提高产品收率，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LDAR 检测工作可以逐步减少设备泄漏点，控制无组织排放，给化工企业直

接或间接的带来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削减 VOCs 无组织排放，减少物料损耗，

增加经济收益，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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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DAR 平台管理系统

LDAR 管控平台系统，是一个面向化工企业，统计分析 VOCs 无组织排放量的

服务型结构组件模型，可以实现对不同装置、区域的泄漏点、泄漏量、减排量

的统计分析，主要功能如下：

1.密封点台账的上传管理

2.检测计划、工单、复检计划等的制定与管理

3.密封点检测数据的上传、计算、统计、管理

4.密封点、泄漏点等的分类统计

5.各装置泄漏量、减排量、泄漏量浓度等的计算统计分析

6.装置泄漏量分物料统计、装置历史检测统计分析等

7.设备工艺物料分析

VOCs 管控平台以上功能的实现，为企业建立起设备密封点数据库，为现场

检测和后续修复效果的跟踪提供信息管理支持。该系统不但能够实现泄漏密封

点的提报、管理、整改的信息，而且还能实现泄漏量、减排量、泄漏量浓度以

及检测历史的计算统计分析等，从而简化企业 VOCs 的治理程序，节省人力物力，

降低物料损耗，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减少环境污，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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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LDAR 汇总表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LDAR 主管部门 环保处

联系人 王瑞芳 电话 15613316506

邮箱 /

完成时间 2023 年 09 月 18 日

项目建立

序号 装置名称 受控密封点数（个）
不可达密封点数

（个）

1 金龙 2 车间 3685 531

2 金龙东罐区 399 22

3 金龙罐区 1275 30

4 金龙化工 1 车间 3471 358

5 金龙六车间 1492 0

6 精馏 6 号塔 403 41

合计 10725 982

现场检测

起始日期 2023/09/07 完成日期 2023/09/18

检测密封点数（个） 10725 泄漏密封点数（个） 11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过

10000μmol/mol 的

泄漏点数（个）

1

修复

5日内首次尝试维修

修复密封点数（个）
2

15 日内实质性维修

修复密封点数（个）
9

已完成修复密封点数

（个）
11

延迟修复

延迟修复泄漏点数（个）

延迟修复泄漏检测值达

到或超过

10000μmol/mol 的泄漏

点数（个）

全厂下次停车检

修日期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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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按装置 LDAR 统计表-金龙 2 车间

装置名称 金龙 2 车间 装置编码 JL2CJ0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封

点数
泄漏点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泄漏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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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0 0

气体阀门 561 50 561 0 0 0 0 0 0

液体阀门 40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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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 38 0 0 0 0 0 0

法兰 2728 358 2728 1 0 0 1 1 0

连接件 316 120 316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685 531 3685 1 0 0 1 1 0



LHSZ_02_230781_01

第 39 页 共 88 页

附表 3.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按装置 LDAR 统计表-金龙东罐区

装置名称 金龙东罐区 装置编码 XJLGQ1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封

点数
泄漏点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泄漏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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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 8 1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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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阀门 23 0 23 0 0 0 0 0 0

液体阀门 103 6 103 0 0 0 0 0 0

泄压设备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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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 13 0 0 0 0 0 0

法兰 218 15 218 0 0 0 0 0 0

连接件 31 0 31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99 22 399 1 0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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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按装置 LDAR 统计表-金龙罐区

装置名称 金龙罐区 装置编码 XJLGQ0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封

点数
泄漏点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泄漏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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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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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阀门 0 0 0 0 0 0 0 0 0

液体阀门 337 5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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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0 22 3 0 0 3 3 0

法兰 764 23 764 1 1 0 1 1 0

连接件 125 2 125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275 30 1275 4 1 0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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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按装置 LDAR 统计表-金龙化工 1 车间

装置名称 金龙化工 1 车间 装置编码 JL1CJ0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封

点数
泄漏点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泄漏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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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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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阀门 242 41 242 0 0 0 0 0 0

液体阀门 375 16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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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5 56 0 0 0 0 0 0

法兰 2407 138 2407 4 0 0 4 4 0

连接件 388 158 388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471 358 3471 4 0 0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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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按装置 LDAR 统计表-金龙六车间

装置名称 金龙六车间 装置编码 JL6CJ0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封

点数
泄漏点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泄漏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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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0 0

压缩机 0 0 0 0 0 0 0 0 0

搅拌器 30 0 30 0 0 0 0 0 0

气体阀门 0 0 0 0 0 0 0 0 0

液体阀门 271 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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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 8 0 0 0 0 0 0

法兰 1067 0 1067 1 0 1 0 1 0

连接件 116 0 116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492 0 1492 1 0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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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按装置 LDAR 统计表-精馏 6 号塔

装置名称 精馏 6 号塔 装置编码 JL6JL0 年加工/生产能力 /

装置初次

开工日期
/ 装置上次停车检修日期 / 装置下次停车检修日期 /

密封点类别

项目建立 现场检测 泄漏维修

受控密封点
不可达密封

点数

检测密封

点数
泄漏点数

泄漏检测值达到或超

过 10000μmol/mol

的泄漏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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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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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阀门 0 0 0 0 0 0 0 0 0

液体阀门 75 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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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3 0 0 0 0 0 0

法兰 285 36 285 0 0 0 0 0 0

连接件 36 0 36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03 41 403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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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泄漏密封点复检明细表

泄漏密封点复检明细表

序号 装置名称 标签号 扩展号 组件类型 介质状态
是否

不可达
检测仪器型号 检测仪器编号

首检净检测值

(μmol/mol)

复检净检测值

(μmol/mol)
检测人员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金龙化工1车间 JL1CJ0-01-01-0093 002 法兰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3209.1 12.4 陶欢欢 2023-09-18 13:46:35 2023-09-18 13:48:12

2 金龙化工1车间 JL1CJ0-01-01-0093 001 法兰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2204.0 0.7 陶欢欢 2023-09-18 13:50:12 2023-09-18 13:51:30

3 金龙化工1车间 JL1CJ0-01-01-0039 018 法兰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2009.1 1.2 陶欢欢 2023-09-18 13:55:11 2023-09-18 13:56:54

4 金龙化工1车间 JL1CJ0-01-01-0067 001 法兰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2621.5 3.7 陶欢欢 2023-09-18 14:00:12 2023-09-18 14:01:44

5 金龙 2车间 JL2CJ0-01-02-0109 001 法兰 气体/蒸汽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2186.3 4.0 陶欢欢 2023-09-18 14:14:12 2023-09-18 14:16:02

6 金龙罐区 XJLGQ0-03-02-0021 002 法兰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13608.9 97.6 陶欢欢 2023-09-18 14:40:12 2023-09-18 14:41:49

7 金龙罐区 XJLGQ0-03-02-0021 003 开口管线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4517.6 2.6 陶欢欢 2023-09-18 14:43:12 2023-09-18 14:44:46

8 金龙罐区 XJLGQ0-03-02-0024 003 开口管线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7718.9 21.4 陶欢欢 2023-09-18 14:52:33 2023-09-18 14:54:15

9 金龙罐区 XJLGQ0-03-02-0029 003 开口管线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3370.7 1.4 陶欢欢 2023-09-18 15:02:11 2023-09-18 15:03:56

10 金龙东罐区 XJLGQ1-02-01-0019 010 泵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2772.6 100.3 陶欢欢 2023-09-18 15:25:12 2023-09-18 15:26:36

11 金龙六车间 JL6CJ0-02-02-0021 007 法兰 轻液 否 EXPEC 3100 LHSZ_JC_SB_022 4682.4 1558.7 陶欢欢 2023-09-18 15:41:32 2023-09-18 15: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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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工作照片

编 号：974-111-9825
时 间：2023.09.07 星期四 08:40
天 气：晴 24℃ 东风 1 级 气压 1007

百帕
地 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编 号：989-103-2031
时 间：2023.09.18 星期一 08:41
天 气：轻度雾霾 26℃ 东北风 1 级 气

压 1002 百帕
地 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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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975-101-3455
时 间：2023.09.17 星期日 10:34
天 气：晴 22℃ 西北风 1 级 气压 1002

百帕
地 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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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检测仪器校准及其他参数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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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设备校准证书

设备编号：LHSZ_JC_SB_022 设备编号：LHSZ_JC_SB_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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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编号：LHSZ_JC_SB_047 设备编号：LHSZ_JC_SB_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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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标准物质证书

标气编号：LHSZ_BZ_016 标气编号：LHSZ_BZ_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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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气编号：LHSZ_BZ_018 标气编号：LHSZ_BZ_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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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气编号：LHSZ_BZ_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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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计算机软件薯作权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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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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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资质证书及资质认可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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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6.维修工单（*：表示延迟修复或需二次修复）

1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化工 1车间 金龙 1车间一楼 G11-22 反应釜 JL1CJ0-01-01-0067 F001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法兰 氯乙酸 2023.9.7 15 罗晓洪 2621.5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紧固法兰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3.7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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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化工 1车间 金龙 1车间一楼 G11-19 反应釜 JL1CJ0-01-01-0093 F001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法兰 氯乙酸 2023.9.7 15 罗晓洪 2204.0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紧固法兰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0.7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LHSZ_02_230781_01

第 80 页 共 88 页

3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化工 1车间 金龙 1车间一楼 G11-19反应釜 JL1CJ0-01-01-0093 F002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法兰 氯乙酸 2023.9.7 15 罗晓洪 3209.1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紧固法兰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12.4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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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化工 1车间 金龙 1车间一楼 G11-24 反应釜 JL1CJ0-01-01-0039 F018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法兰 氯乙酸 2023.9.7 15 罗晓洪 2009.1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紧固法兰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1.2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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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东罐区 泵房 P40204B 甲醇泵 XJLGQ1-02-01-0019 P010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泵 甲醇 2023.9.18 15 罗晓洪 2772.6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密封冲洗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100.3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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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 2车间 二车间 G21-17 JL2CJ0-01-02-0109 F001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法兰 氯乙酸 醋酸 2023.9.8 15 林佳锋 2186.3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紧固法兰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4.0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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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罐区 罐区 V40306E XJLGQ0-03-02-0021 F002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法兰 甲醇 2023.9.11 15 陶欢欢 13608.9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紧固法兰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97.6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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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罐区 罐区 V40306E XJLGQ0-03-02-0021 O003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开口管线 甲醇 2023.9.11 15 陶欢欢 4517.6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清洗泄漏区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2.6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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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罐区 罐区 V40305A XJLGQ0-03-02-0024 O003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开口管线 甲醇 2023.9.11 15 陶欢欢 7718.9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清洗泄漏区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21.4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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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罐区 罐区 V40306A XJLGQ0-03-02-0029 O003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开口管线 甲醇 2023.9.12 15 陶欢欢 3370.7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清洗泄漏区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0.0 1.4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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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维修工单

装置名称 区域位置描述 设备名称 标签号（扩展号）

金龙六车间 二层 V10102I6 JL6CJ0-02-02-0021 F007

组件类型 主要介质 检测日期 修复期限 检测人
检测值

μmol/mol

法兰 甲醇 2023.9.16 15 陶欢欢 4682.4

维修日期 维修人 维修措施 复测日期 复测人员 复测仪器
复测背景值

μmol/mol

复测值

μmol/mol

2023.9.18 企业机修 紧固法兰 2023.9.18 陶欢欢 EXPEC 3100 5.2 1558.7

组件标点照片 复测点位照片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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