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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1. 石油炼制

n 炼油企业主要分布在华东、东北、

华南和西北地区，整体格局变化

不大，初步形成了长三角、珠三

角和渤海湾区三大石化产业集群，

区域布局仍以沿海省份为主，并

逐步向西南地区（四川、云南等

地）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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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乙烯项目分布图 全国PX项目分布图

我国乙烯产能从2017年的2385万吨增长到2021年的4204万吨，增长76.3%，预计到“十四五”末将超

过4500万吨/年。从地域分布来看，乙烯生产装置大多数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行业现状

2.石油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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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22年全国共有1074家炼油与石油

化工企业，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江

苏省、浙江省和辽宁省。

p 其重点行业分支分为独立石油化学、

独立石油炼制和炼化一体化三类，

独立石油化学行业分支占比较大。

p 从管控类型来看，D级企业占比44%，

C级企业占比40%，B级企业占比12%，

A级企业占比仅为4%。

序号
所属省
份名称

企业数
量

重点行业分支 管控类型

独立石油化
学

独立石油炼
制

炼化一体化 A B C D
长期停
产

民生豁
免

1 安徽省 74 67 2 5 1 5 34 32 2  
2 北京市 3     3   1 1 1    
3 福建省 10 7 1 2   10        
4 广东省 8 7   1   1 7      
5 河北省 50 20 22 8 4 10 9 20 7  
6 河南省 50 37 11 2   11 29 4 6  
7 湖北省 21 12 7 2   1 3 17    
8 江苏省 165 148 11 6 10 27 109 17 2  
9 江西省 2     2 1 1        
10 辽宁省 157 104 42 11 2 3 47 61 44  

11
内蒙古
自治区

3 1 1 1     2 1    

12 山东省 268 86 167 15 5 20 92 133 17 1

13 山西省 16 14 1 1   2 10 3 1  
14 陕西省 6 3 2 1     2 4    
15 上海市 42 33 2 7 2 9 21 8   2

16 四川省 14 7 4 3     2 8   4

17 天津市 22 18 1 3 7 6 5 1 3  
18 云南省 1     1 1          
19 浙江省 162 142 5 15 2 15 23 122    

  合计 1074 706 279 89 35 122 396 432 82 7

行业现状

3. 应急减排绩效分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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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石油炼制工业工艺流程图 典型石油化学工业工艺流程图

4. 主要生产工艺

行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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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炉

火车装车

常减压蒸馏 乙烯装置

内浮顶罐 压力罐 汽车装车

催化裂化

行业现状

4. 主要生产工艺-典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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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典型石化企业储罐排放量约占35%
同样的储罐排放量可能差10倍，地方油库泄漏
很厉害
装卸：约占10%，每转运一次损失1%，油气回收
很少达标，油气回收率好的能达到60-70%
污水站：排放约占20%
LDAR：约占15%

行业现状

5.污染物排放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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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污染天气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学工业企业的绩效分级与减排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重污染天气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学工业企业绩效分级管理，也可作为石油

炼制与石油化学工业企业提升全过程污染防治技术水平的参考。

煤制液体燃料生产、以外购单体为原料的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以外购单体

为原料的合成橡胶制造、以外购单体为原料的合成纤维聚合体制造等行业的泄漏检测与修

复、储罐、装载、污水集输/储存和处理、加热炉、排放控制要求、监测监控水平、环境管

理水平和运输监管等绩效指标可参照此标准执行。

适用范围及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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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

Ø 根据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学工业企业的生产工艺、产排污情况、监管技术方法

等，设置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学工业企业绩效指标，主要包括泄漏检测与修复、

储罐、装载、污水集输/储存和处理、加热炉、延迟焦化及酸性水储罐、火炬、

排放控制要求、监测监控水平、环境管理水平、运输方式、运输监管和单位

原（料）油碳排放量等13个方面。

Ø 根据企业绩效指标的差异化情况，本标准将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学工业企业分

为A级、B级、C级和D级四个级别。

Ø 差异化绩效等级既可作为重污染天气期间企业执行差异化减排措施的依据，

也可作为相关管理部门出台企业差异化支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依据。

适用范围及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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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03

第六届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发展大会



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Ø 严格按照GB 31570、GB 31571、HJ 1230、
环大气〔2021〕65号文件开展LDAR工作，

建立LDAR信息管理平台。

Ø 全厂所有动静密封点检测数据、检测设

备信息、检测人员信息、检修人员等信

息传输至平台，实现检测计划、检测进

度、检测数据的查询、分析和统计功能，

建立数据传输系统，实现检测数据智能

传输。

Ø 企业或LDAR第三方检测机构配备光学气

体成像仪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具备

自行巡检能力，LDAR信息管理平台设置

巡检模块。

A

Ø 严格按照GB 31570、GB 31571、HJ 1230、
环大气〔2021〕65号文件开展LDAR工作，

建立LDAR信息管理平台。

Ø 全厂所有动静密封点检测数据、检测设

备信息、检测人员信息、检修人员等信

息传输至平台，实现检测计划、检测进

度、检测数据的查询、分析和统计功能。

Ø 企业或LDAR第三方检测机构配备光学气

体成像仪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具备

自行巡检能力，LDAR信息管理平台设置

巡检模块。

B

Ø 严格按照GB 31570、GB 31571、

HJ 1230、环大气〔2021〕65号

文件开展LDAR工作，建立

LDAR信息管理平台。

C

Ø 严格按照GB 31570、GB 

31571、HJ 1230、环大气

〔2021〕65号文件开展

LDAR工作。

D

1  泄漏检测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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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2.2  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2.8 kPa但
<76.6 kPa，且容积≥75 m3的挥发性有机
液体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内浮顶罐：内浮顶罐的浮盘与罐
壁之间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双重
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外浮顶罐的浮盘与罐
壁之间采用双重密封，且初级密封采用
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2.3  符合第2.2条的内浮顶罐，应符合下
列规定之一：

a）全液面接触式内浮顶储罐数量占比
≥80%；

b）储罐排气治理的储罐数量占比≥80%；

c）a和b合计储罐数量占比≥80%。

A
2.2  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2.8 kPa但
<76.6 kPa，且容积≥75 m3的挥发性有机
液体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内浮顶罐：内浮顶罐的浮盘与罐
壁之间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双重
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外浮顶罐的浮盘与罐
壁之间采用双重密封，且初级密封采用
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2.3  符合第2.2条的内浮顶罐，应符合下
列规定之一：

a）全液面接触式内浮顶储罐数量占比
≥50%；

b）储罐排气治理的储罐数量占比≥50%；

c）a和b合计储罐数量占比≥50%。

B

2.2  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5.2 kPa但
<27.6 kPa，且容积≥150 m3的挥发性有机
液体储罐，以及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
≥27.6 kPa但<76.6 kPa，且设计容积≥75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下列
规定之一：

a）采用内浮顶罐：内浮顶罐的浮盘与罐
壁之间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双重
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外浮顶罐的浮盘与罐
壁之间采用双重密封，且初级密封采用
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c）采用固定顶罐：安装密闭排气系统排
至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系统。

2.3  符合第2.2条的储罐，内浮顶罐数量
占比≥50%。

C

2.2  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5.2 
kPa但<27.6 kPa，且容积≥150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以及储
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27.6 kPa但
<76.6 kPa，且设计容积≥75 m3的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下
列规定之一：

a）采用内浮顶罐：内浮顶罐的
浮盘与罐壁之间采用浸液式、机
械式鞋形、双重密封等高效密封
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外浮顶罐的
浮盘与罐壁之间采用双重密封，
且初级密封采用浸液式、机械式
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c）采用固定顶罐：安装密闭排
气系统排至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
系统。

D

2  储罐

2.1  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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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2.4  符合第2.2条的储罐排气排至有机废

气回收或处理系统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之一：

a）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分离等

回收组合技术；

b）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

烧等破坏技术；

c）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

烧处理。

d）采用a和b的组合技术；

e）采用a和c的组合技术。

2.5  未做要求。

C D

2.4  符合第2.3条的内浮顶罐，储罐排气应符

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分离等回收组

合技术；

b）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等破

坏技术；

c）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

d）采用a和b的组合技术；

e）采用a和c的组合技术。

2.5  储存渣油、乙烯裂解油、催化油浆、沥青

等重质油的固定顶罐，应采用吸收、冷却等

回收组合技术。

A B

2  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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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2.6  储存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化

学品的有机液体储罐，采用内浮顶罐，

浮盘与罐壁之间采用双重密封的高效

密封方式，储罐排气应符合下列规定

之一：

a）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分离等

回收组合技术；

b）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

烧等破坏技术；

c）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

烧处理；

d）采用a和b的组合技术；

e）采用a和c的组合技术。

A

2.6  储存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化学

品的有机液体储罐，采用内浮顶罐，

浮盘与罐壁之间采用浸液式、机械式

鞋形、双重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储

罐排气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分离等

回收组合技术；

b）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

烧等破坏技术；

c）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

烧处理；

d）采用a和b的组合技术；

e）采用a和c的组合技术。

B

2.6  无该项指标要求

DC
2  储罐

2.7  A级和B级企业储罐应完成密闭切水改造。
2.8  A级和B级企业在特殊情况下存储可采用固定顶罐，排气须收集治理，符合第2.4的要求。
2.9  密闭排气系统、燃烧处理系统等均须在安全论证前提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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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3.1  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

有机液体、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化学品

的汽车装车，应符合下列规定：

a）采用底部装载作业，并设置有机废气回收

或处理装置；

b）采用密封式快速接头。

3.2  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

有机液体、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化学品

的火车或船舶装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a）采用顶部浸没式装载作业，并设置有机废

气回收或处理装置；

b）顶部浸没式装载出油口距离罐底高度应小

于200mm；

c）火车装载采用锁紧式接头。

A

3.1  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

有机液体、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化学品

的汽车装车，应符合下列规定：

a）采用底部装载作业，并设置有机废气回收

或处理装置；

b）采用密封式快速接头。

3.2  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

有机液体、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化学品

的火车或船舶装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a）采用顶部浸没式装载作业，并设置有机废

气回收或处理装置；

b）顶部浸没式装载出油口距离罐底高度应小

于200mm。

B

3.1  真实蒸气压≥5.2 kPa但<76.6 kPa的挥

发性有机液体、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

化学品的装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a）采用顶部浸没式或底部装载作业，并

设置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

b）顶部浸没式装载出油口距离罐底高度

应小于200mm。

C D

3  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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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3  装载

3.3  符合第3.1、3.2条的装载作业排气，应符合下列规

定之一：

a）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分离等回收组合技术；

b）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等破坏技术；

c）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

d）采用a和b的组合技术；

e）采用a和c的组合技术。

A B C D

3.4  渣油、乙烯裂解油、催化油浆、沥

青等重质油的装载作业排气，应采用吸

收、冷却等回收组合技术。

A B

3.5  燃烧处理系统须在安全论证前提下实施。

3.4  无该项指标要求。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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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4.1  含挥发性有机物或恶臭物质

的废水集输系统采用密闭管道或

密闭沟渠输送。

4.2  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挥

发性有机物、恶臭物质的废水设

施（初级雨水池除外），以及一

级好氧生物处理池（不含）之前

污水处理设施，应加盖封闭，收

集废气并排至有机废气处理系统。

C DA

4.1  含挥发性有机物或恶臭物质的

废水集输系统采用密闭管道输送。

4.2  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挥发

性有机物、恶臭物质的废水设施

（初级雨水池除外），以及二沉

池之前水处理设施，应加盖封闭，

收集废气并排至有机废气处理系

统。

B

4  污水集输/储存和处理

4.3  污水均质罐、污油罐、浮渣罐，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内浮顶罐：内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双重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外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采用双重密封，且初级密封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c）采用固定顶罐：安装密闭排气系统排至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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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4  污水集输、储存和处理

4.7  燃烧处理系统须在安全论证前提下实施。

4.4  污水处理场废气分质处理。

4.5  一级好氧生物处理池前（不含）的高浓度废气密闭

排至有机废气收集处理系统，采用吸收、脱硫、总烃浓

度均化及其组合工艺处理后，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等破坏技术，

去除效率不应低于80%；

b）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去除效

率不应低于80%。

4.6  一级好氧生物处理池后的低浓度废气密闭排气至有

机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等破坏技术；

b）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

c）采用洗涤-吸附、生物脱臭等技术处理。

A B
4.4  污水处理场废气分质处理，一级好氧生物处理池前（不含）的高浓度废气密

闭排至有机废气收集处理系统，采用吸收、脱硫、总烃浓度均化及其组合工艺处

理后，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等破坏技术，去除效率不应低于80%；

b）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去除效率不应低于80%。

4.5  污水处理场废气分质处理，一级好氧生物处理池后的低浓度废气密闭排气至

有机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等破坏技术；

b）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

c）采用洗涤-吸附、生物脱臭等技术处理。

4.6  污水处理场废气未分质处理，废气密闭排至有机废气收集处理系统，采用吸

收、脱硫、总烃浓度均化及其组合工艺处理后，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等破坏技术，去除效率不应低于80%；

b）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去除效率不应低于80%。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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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5.1  加热炉燃料采用天然气、脱硫

燃料气。

5.2  加热炉燃烧器应采用低氮燃烧，

氮氧化物（NOx）排放浓度不高于

80 mg/m3。

A B

5.1  加热炉燃料采用天然气、脱

硫燃料气、燃料油。

5.2 采用燃料油的加热炉应配备

颗 粒 物 （ P M ） 、 二 氧 化 硫

（SO2）、氮氧化物（NOx）末

端治理设施。

C

5  加热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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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6.1  延迟焦化装置应完成密闭除焦改

造。

6.2  酸性水、冷焦水、切焦水储罐、

焦炭塔塔顶排气，应符合下列规定之

一：

a）预处理后排至加热炉、焚烧炉燃烧

处理；

b）引至火炬气管网。

A

6.1  酸性水、冷焦水、切焦水储罐、焦炭塔

塔顶排气，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预处理后排至加热炉、焚烧炉燃烧处理；

b）引至火炬气管网。

B C D

6  延迟焦化及酸性水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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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7.1  石油炼制企业的火炬系统须配有

气柜和压缩机，可燃气体采用气柜收

集，增压后送入全厂燃料气管网（事

故状态下除外）；

7.2  高架火炬系统须安装火炬气连续

监测系统，对流量（火炬气、助燃气、

火种气）、温度（火炬头、火种气）、

压力（火炬气）等进行监测。

7.3  地面火炬系统须安装火炬气连续

监测系统，对流量（火炬气、助燃气、

火种气）、温度（火炬头、火种气）、

压力（火炬气）、热值（火炬气）等

进行监测。

A

7.1  石油炼制企业的火炬系统须配有气

柜和压缩机，可燃气体采用气柜收集，

增压后送入全厂燃料气管网（事故状

态下除外）；

7.2  火炬系统须安装火炬气连续监测系

统，对流量（火炬气、助燃气、火种

气）、温度（火炬头、火种气）、压

力（火炬气）等进行监测。

B

火炬系统须安装火炬气连续监测系

统，对流量（火炬气、火种气）、

温度（火炬头、火种）等进行监测。

C D

7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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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8.1  储罐、装载、污水集输/储存和处理、工艺有
机废气排放口，NMHC排放浓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分离等回收组合技
术，连续稳定不高于60 mg/m3；

b）采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等破坏技
术，连续稳定不高于20 mg/m3；

c）排至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连
续稳定不高于20 mg/m3；

d）采用a和b的组合技术，连续稳定不高于20 
mg/m3；

e）采用a和c的组合技术，连续稳定不高于2 0 
mg/m3。

8.2  储罐、装载、污水集输/储存和处理、工艺有
机废气排放口的其他污染物和其余排放口的污染物
连续稳定达到GB 31570、GB 31571、GB 14554中
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和地方排放标准要求。

A

8.1  储罐、装载、污水集输/
储存和处理、工艺有机废气

排放口，NMHC排放浓度连

续稳定不高于60 mg/m3。

8.2  储罐、装载、污水集输/
储存和处理、工艺有机废气

排放口的其他污染物和其余

排放口的污染物连续稳定达

到GB 31570、GB 31571、
GB 14554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要求和地方排放标准要求。

B

8.1  储罐、装载、污水集输/
储存和处理、工艺有机废气

排放口，NMHC排放浓度连

续稳定不高于100mg/m3。

8.2  储罐、装载、污水集输/
储存和处理、工艺有机废气

排放口的其他污染物和其余

排放口的污染物连续稳定达

到GB 31570、GB 31571、
GB 14554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要求和地方排放标准要求。

C

排放口的污染物达

到GB 31570、GB 

31571、GB 14554中

规定的排放限值要

求和地方排放标准

要求。

D

8  排放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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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9  监测监控水平

根据国家、地方标

准规范要求在主要

排放口安装CEMS，

数据保存五年以上，

主要排放口按照HJ 

853确定。

D
9.1  根据国家、地方标准规范要求在主要排放口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
施（CEMS、NMHC-CEMS），数据保存五年以上，主要排放口按照HJ 
853确定。
9.2  储罐和装载排气治理设施排放口安装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NMHC-
CEMS），数据保存五年以上。
9.3  生产装置接入分布式控制系统（DCS），记录企业生产设施运行及相
关生产过程主要参数，数据保存五年以上。生产设施DCS关键参数包括：
a）生产装置的原料加工量（t/h）、产品产量（t/h）；
b）装卸栈台的装载量、装卸流量；
c）火炬的水封液位高度、流量（火炬气、助燃气、火种气）、温度（火
炬头、火种气）、压力（火炬气）、热值（火炬气）；
d）加热炉的燃料消耗量、炉膛温度、在线监测数据；
e）储罐的周转量、液位；循环冷却塔的循环水供水量、循环水回水量；
f）脱硫中脱硫剂使用量、脱硫剂仓料（液）位（与CEMS时间同步）、风
机流量；
g）脱硝中脱硝剂（还原剂或氧化剂）使用量、脱硝剂仓料（液）位、反
应器入口烟气温度（SCR工艺）、风机流量；
h）VOCs治理中蓄热燃烧的燃烧室温度、入口废气温度、排烟温度、风机
流量；
i）VOCs治理中催化燃烧的燃烧室温度、风机流量，冷凝的冷凝温度、风
机流量，吸附+解吸的解吸温度、解吸压力、吸附时间、解吸时间、流速、
风机流量，吸收的吸收液使用量、风机流量。

A

9.1  与A级指标相同。

9.2  与A级指标相同。

9.3  生产装置接入分布式控制系统
（DCS），记录企业生产设施运行
及相关生产过程主要参数，数据保
存五年以上。生产设施DCS关键参
数包括：

a） b）d）e）f）g）h）i） 与A级
指标相同；

c）火炬的水封液位高度、流量
（火炬气、助燃气、火种气）、温
度（火炬头、火种气）、压力（火
炬气）。

B

9.1  与A级指标相同。

9.2  无该项指标要求。

9.3  生产装置接入分布式
控制系统（DCS），记录
企业生产设施运行及相
关生产过程主要参数，
数据保存五年以上。生
产设施DCS关键参数包括：

a） b）d）e）f）g）h）i） 
与A级指标相同；

c）火炬的水封液位高度、
流量（火炬气、火种
气）、温度（火炬头、
火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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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10  环境管理水平

10.1  环保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文件；

b）排污许可证及季度、年度执行报告；

c）竣工验收文件；

d）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

e）废气监测报告。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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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10  环境管理水平

10.2  台账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a）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包括生产
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

b）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包括除尘滤料更换量和时间、脱硫及脱
硝剂添加量和时间、燃烧室温度、冷凝
温度、过滤材料更换频次、吸附剂更换
频次、催化剂更换频次等；

c）监测记录信息，包括主要污染排放
口废气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记录等，相
关监测要求按照HJ 880、HJ 947执行；

d）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记录；

e）燃料消耗记录。

A B

10.2  台账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a）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包括生
产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

b）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包括除尘滤料更换量和时间、脱硫及
脱硝剂添加量和时间、燃烧室温度、
冷凝温度、过滤材料更换频次、吸附
剂更换频次、催化剂更换频次等；

c）监测记录信息，包括主要污染排
放口废气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记录等，
相关监测要求按照HJ 880、HJ 947执
行。

C

10.2  未达到C级企业要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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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10.3  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

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

C

10.3  人员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设置环保部门；

b）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

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

A B

10  环境管理水平

10.3  未达到C级企业要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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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11.1  石油炼制企业及炼化一体

化企业，运输方式应符合下列

规定：

a）大宗物料和产品采用清洁运

输运输方式比例不低于80%；

b）公路运输全部使用国五及以

上排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含

燃气）或新能源车辆。

A

11.1  石油炼制企业及炼化一体

化企业，运输方式应符合下列

规定：

a）大宗物料和产品采用清洁运

输运输方式比例不低于50%；

b）公路运输使用国五及以上排

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或新能源车辆比例不低于50%，

其他采用国四排放标准重型载

货车辆。

B

11.1  石油炼制企业及炼化一体

化企业，运输方式应符合下列

规定：

a）大宗物料和产品采用清洁运

输运输方式比例不低于50%；

b）公路运输使用国五及以上排

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或新能源车辆比例不低于20%。

C

11.1 未达到C级企业要求

D

11  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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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11.2  石油化学工业企业，运输

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大宗物料和产品宜采用清洁

运输方式；

b）公路运输全部使用国五及以

上排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含

燃气）或新能源车辆。

A

11.2  石油化学工业企业，运输

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大宗物料和产品宜采用清洁

运输方式；

b）公路运输使用国五及以上排

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或新能源车辆比例不低于50%，

其他采用国四排放标准重型载

货车辆。

B

11.2  石油化学工业企业，运输

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大宗物料和产品宜采用清洁

运输方式；

b）公路运输使用国五及以上排

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或新能源车辆比例不低于20%。

C

11.2  未达到C级企业要求

D

11  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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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11  运输方式

11.3  厂内运输车辆全部达到国五

及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

11.4  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达

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

能源机械。

A

11.3  厂内运输车辆使用国五及以

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车辆比

例不低于50%，其他采用国四排

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

11.4  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国

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

机械比例不低于50%。

B

11.3  厂内运输车辆绩效指标未达

到B级企业要求。

11.4  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绩效指

标未达到B级企业要求。

C D

第六届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发展大会



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12  运输监管

企业未参照HJ□□□的要求建

立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

C D

企业参照HJ□□□的要求建立门

禁系统和电子台账。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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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分级要求

13  单位原（料）油碳排放量

13.1  燃料型炼油企业单位原

（ 料 ） 油 碳 排 放 量 不 高 于

0.21tCO2/t原（料）油；

13.2  传统炼化一体化企业单位

原（料）油碳排放量不高于

0.19tCO2/t原（料）油；

13.3  新型炼化一体化企业单位

原（料）油碳排放量不高于

0.64tCO2/t原（料）油。

A

13.1  燃料型炼油企业单位原

（ 料 ） 油 碳 排 放 量 不 高 于

0.27tCO2/t原（料）油；

13.2  传统炼化一体化企业单位

原（料）油碳排放量不高于

0.22tCO2/t原（料）油；

13.3  新型炼化一体化企业单位

原（料）油碳排放量不高于

0.68tCO2/t原（料）油。

B

13.1  燃料型炼油企业单位原

（ 料 ） 油 碳 排 放 量 不 高 于

0.36tCO2/t原（料）油；

13.2  传统炼化一体化企业单位

原（料）油碳排放量不高于

0.27tCO2/t原（料）油；

13.3  新型炼化一体化企业单位

原（料）油碳排放量不高于

0.68tCO2/t原（料）油。

C

未达到C级企业要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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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措施要求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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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措施要求

u A级企业：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橙色预警期间
u企业或LDAR第三方检测机构配备光学气体成像仪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
仪，对常泄漏点、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
罐的相关附件开展自行巡检。

u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成品储运环节装
载量降低至预警前10日的日平均装载量的80%。

u存储物料的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成品储运环节储罐液面波动数量降低至预警前10日的日平均数量的80%。

u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02

黄色预警期间

u企业或LDAR第三方检测机构配备光学气体成像仪和氢火焰离子化检
测仪，对常泄漏点、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
体储罐的相关附件开展自行巡检。

红色预警期间
u企业或LDAR第三方检测机构配备光学气体成像仪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
对常泄漏点、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的相
关附件开展自行巡检。

u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成品储运环节装载量
降低至预警前10日的日平均装载量的50%。

u存储物料的真实蒸气压≥2.8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成品
储运环节储罐液面波动数量降低至预警前10日的日平均数量的70%。

u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01

03

u B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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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措施要求

生产负荷调整

橙色预警期间 红色预警期间

u炼油生产系列常减压蒸馏装置秋冬季生产负

荷控制在90%以内（含，以小时加工量计，加

工量以“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

上一年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

值为基准核算），并列明装置清单及加工量调

整情况。

u化工生产系列乙烯装置秋冬季生产负荷控制

在80%以内（含，以小时加工量计，加工量以

“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上一年

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

准核算），并列明装置清单及加工量调整情况。

u 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

（含燃气）进行运输。

u 真实蒸气压≥5.2 kPa但＜76.6 kPa的挥

发性有机液体，成品储运环节装载量

降低至预警前10日的日平均装载量的

50%。

u  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

（含燃气）进行运输。

u C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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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措施要求

生产负荷调整

u炼油生产系列常减压蒸馏装置秋冬季生产负荷控制

在80%以内（含，以小时加工量计，加工量以“环评

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上一年正常生产实际

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并列明装

置清单及加工量调整情况。

u化工生产系列乙烯装置秋冬季生产负荷控制在70%

以内（含，以小时加工量计，加工量以“环评批复产

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上一年正常生产实际产量”

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并列明装置清单

及加工量调整情况。

 橙色以上预警期间：

u 真实蒸气压≥5.2 kPa但＜76.6 kPa的挥发性

有机液体，成品储运环节装载量降低至预

警前10日的日平均装载量的50%。

u 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

气）进行运输。

u D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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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措施要求

其他减排措施要求 

u 石油炼制及石油化学工业企业应提

前制定秋冬季生产负荷调整方案，

并明确到各个生产环节，细化配比

措施，确保能够落实相应减排措施。

u 单一炼油企业和单一化工企业，针

对各重点生产装置降低生产负荷。

u 炼化一体企业，优先对化工部分的

生产装置降低生产负荷。

u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应有序调

整生产负荷，统筹考虑成品油储备

和供应需求。第六届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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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查 方 法

重点核查常减压蒸馏装置（重焦沥青装置、原料预处理装置等）的加

工量调整情况，通过核查分布式控制系统（DCS）中加工量历史曲线

的变化情况，确定生产负荷调整情况。

重点核查乙烯、PX等装置的加工量调整情况，通过核查分布式控制系

统（DCS）中加工量历史曲线的变化情况，确定生产负荷调整情况。

石油炼
制工业

石油化
学工业

1  减排措施核查方法-现场核查方法

第六届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发展大会



核 查 方 法

1  减排措施核查方法-台账核查方法

0402

0301

核查预警期间企业LDAR
自行巡检台账记录。

核查预警期间企业门
禁系统重型载货车辆

电子台账记录。

核查对比秋冬季与正
常生产时段的装置小

时加工量。

核查对比预警与非预
警期间的成品储运环
节装载量和储罐液面

稳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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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查 方 法

2  绩效等级核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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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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