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之管见
田志仁!李石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5.333.2$

摘5要"将1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2#NG6.483!23.4$与石油炼制行业在此之前执行的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2#NG.72/8!.//7$等标准进行了比较% 指出"1NG6.483!23.42针对不同排放源细化了控制要求"部分指标收严了排
放限值"增加了特别排放限值要求"明确扩大了石油炼制工业废水的范围"提出了:,c%的控制要求% 分析了其标准在执行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实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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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为适应日益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适应国家相
关环保要求和政策"更好地控制石油炼制项目污染
物排放"环保部联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
23.4年1 月发布了1NG6.483!23.42

+.,

"取代了
我国石油炼制类项目污染物排放通常执行的1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2 #NG0/80!.//7 $

+2,

( 1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 #NG.72/8!.//7$

+6,

(1工业
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2 #NG/380!.//7$

+1,

(

1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2#NG.1441!.//6$

+4,等及
部分地方相关排放标准% 与原执行标准相比"1NG

6.483!23.42有许多重大改进"其实施将对我国
石油炼制项目环保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5(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的进步

.E.5针对不同排放源细化了控制要求
在1NG6.483!23.42出台前"石油炼制项目

加热炉废气排放执行1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2"其他工业废气排放执行1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2"恶臭类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1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2"废水污染物排放一般执行1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2一级或二级标准"部分项目执行更
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 1NG6.483!23.42针对不
同类型的污染排放源有了具有针对性的控制要求"

废气排放方面具体化了催化裂化催化剂再生烟气(

酸性气回收尾气(有机废气收集处理排放口(工艺
加热炉烟气的排放控制标准"废水排放方面区分了
一类污染物车间)生产设施排放口监控要求(总外
排口的直接与间接排放的要求%

.E25部分指标收严了排放限值
新标准实施之前"我国石油炼制企业污水排放

执行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2一级或二级标准%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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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NG6.483!23.42现有企业的c,X(氨氮(

',c等主要指标排放限值要求严于1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2新污染源二级指标"氨氮严于新污染源一
级指标"同时增加了总磷(总氮和总钒的控制要求%

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2表4 中石油炼制工业最高允
许排水量在.E3 C2E4 A

6

)&原油"而1NG6.483!

23.42要求加工单位原#料$油基准排水量为
3E4 A

6

)&原油)新标准要求&若加工吨原油实际排
水量超过限值"须按污染物加工吨原油基准排水量
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标准排放浓
度#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排
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表.52个排放标准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对照AP)!

污染物 文献+.,表. 文献+2,表.(表1

直接排放间接排放 一级 二级
[>值 7 C/ 7 C/ 7 C/

悬浮物 83 83 .43

c,X 73 73 .23

G,X

4

23 23 63

氨氮 0E3 .4 43

'D .E3

'9 13

总有机碳 23 23 63

石油类 4E3 23 4 .3

硫化物 .E3 .E3 .E3 .E3

挥发酚 3E4 3E4 3E4 3E4

总钒 .E3 .E3

苯 3E. 3E2 3E. 3E2

甲苯 3E. 3E2 3E. 3E2

邻二甲苯 3E1 3E7 3E1 3E7

间二甲苯 3E1 3E7 3E1 3E7

对二甲苯 3E1 3E7 3E1 3E7

乙苯 3E1 3E7 3E1 3E7

总氰化物 3E4 3E4 3E4 3E4

续表

污染物 文献+.,表. 文献+2,表.(表1

直接排放间接排放 一级 二级
G+", [ 3E333 36 3E333 36

总铅 .E3 .E3

总砷 3E4 3E4

总镍 .E3 .E3

总汞 3E34 3E34

烷基汞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基准排水量

)#A

6

0&

H.

$原油
3E4 .E3 C2E4

551NG6.483!23.42发布之前石油炼制行业硫
回收装置尾气执行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中
新污染源

!

# =,

2

$排放/73 AP)A

6的限值要求"工
艺加热炉烟气大多执行1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2二级标准的

!

# =,

2

$043 AP)A

6

(

!

#烟尘$

233 AP)A

6限值要求"催化裂化再生烟气通常执行
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

!

# =,

2

$ 443 AP)A

6

(

!

#烟尘$.23 AP)A

6

(

!

#9,

F

$213 AP)A

6

(

!

#镍$及
其化合物1E6 AP)A

6限值要求"催化重整烟气按照
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的

!

#>ĉ$限值
.33 AP)A

6执行%

1NG6.483!23.42规定新建加热炉=,

2

(D((

9,

F

排放限值分别为.33"23".43 AP)A

6

"硫回收
装置尾气=,

2

排放限值133 AP)A

6

"工艺加热炉烟
气执行=,

2

.33 AP)A

6

(烟尘23 AP)A

6

( 9,

F

.43 AP)A

6限值要求"催化裂化再生烟气执行=,

2

.33 AP)A

6

(烟尘43 AP)A

6

(9,

F

233 AP)A

6

(镍及
其化合物3E4 AP)A

6限值要求"催化重整烟气执行
>ĉ限值63 AP)A

6

% 所有上述污染物项目排放限
值要求较原执行标准均更加严格"见表2%

表256个排放标准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对照 AP)A

6

序号 污染源
文献+., 文献+1, 文献+6,表2

颗粒物=,

2

9,

F

非甲烷
总烃 >ĉ

镍及其
化合物

=,

2

烟尘
二级三级二级三级

颗粒
物

=,

2

9,

F

非甲烷
总烃 >ĉ

镍及其
化合物

. 工艺加热炉 23 .33 .43 ).03 043 . 233 233 633

2 催化裂化再生烟气43 .33 233 3E4 .23 443 213 1E6

6 重整催化剂再生烟气 63 .33

1 硫回收尾气 133 .23 /73 213

4 有机废气排放口 23 .33 .43 ).035

(

/4B去
5 除效率

.23

7 废水处理站有机废
气处理装置排放口

.23 .23

55关于石油炼制项目厂界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执行 标准方面"1NG6.483!23.42发布之前一般执行1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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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和1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2相
关排放限值要求"新标准控制指标中的甲苯(二甲苯
较原执行标准的要求更为严格"见表6%

表652个排放标准厂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对照
AP)A

6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文献+., 文献+6,表2

. 颗粒物 .E3 .E3

2 >ĉ 3E2 3E2

6 G+", [ 3E333 330 3E333 330

1 苯 3E1 3E1

4 甲苯 3E0 2E1

7 二甲苯 3E0 .E2

8 非甲烷总烃 1E3 1E3

.E65增加了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根据国务院1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

五'规划2#环发+23.2,.63号$(国务院1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2#国发+23.6,68 号$(环保部1关于
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2 #环境保护
部公告23.6年第.1 号$"&在重点控制区的火电(

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
锅炉项目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1NG

6.483!23.42明确了炼油企业污染物排放特别限
值的要求"对废气污染项目中的D((=,

2

(9,

F

(>ĉ

等均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E15扩大了石油炼制工业废水的范围
在1NG6.483!23.42之前"石油炼制项目工

业废水主要包括工艺废水(生活污水(化学制水排
水(冲洗水及其他排污水"循环排污水一般是作为
清净下水排放)厂区雨水经闸门控制系统分为初期
雨水和中后期雨水"即污染雨水和达标排放雨水"

前者经废水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后者直接排放%

1NG6.483!23.42扩大了石油炼制工业废水的范
围"把循环水排污水纳入工业废水% 同时明确了污
染雨水的范围"规定石油炼制工业生产装置区径流
的污染物浓度超过本标准排放限值的雨水包含在
石油炼制工业废水中%

.E45提出了:,c%的控制要求
:,c%污染及其排放控制已成为当前环保工

作一大热点"也是难点之一+7,

" 1 NG 6.483!

23.42% 除了在污染物排放浓度和速率方面提出
相应要求外"在4E2!4E1 章节分别从挥发性有机
液体储罐(设备与管线组件的泄露"以及废污水收
集与处理设施(运输装卸过程(相关废气收集处理

设施等方面"重点对石油炼制企业:,c%的控制技
术和措施进行规范要求% 这些要求不仅可作为环
境保护管理与监测部门监管过程中的考核指标"同
时也是炼油项目设计单位和运营企业开展工作可
参照的重要技术依据%

25标准执行中可能的问题及建议
2E.5标准执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当前新建或升级改造的石油炼制项目主要采
用炼厂干气(!9N和外购天然气作为加热炉燃料"

部分企业同时掺烧燃料油"炼厂干气通常经过脱硫
和脱硫醇处理% 分析近期完成的7 个433 万&级
以上石油炼制项目加热炉烟气竣工环保验收监测
数据"发现

!

#=,

2

$排放基本都低于.3 AP)A

6

)部分
项目由于使用燃料含硫量较低"

!

# =,

2

$排放甚至
低于4 AP)A

6

)

!

# =,

2

$排放监测值远低于1NG

6.483!23.42 .33 AP)A

6的标准限值%

1NG6.483!23.42中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排
放限值要求为.23 AP)A

6

"这与原执行的1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 #NG.72/8 H.//7$表2 标准
相同% 而在厂界无组织排放和废水排放污染物浓
度限值要求方面"除厂界无组织的甲苯(二甲苯外"

1NG6.483!23.4 2的要求与原执行标准限值相
同% 在验收监测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炼油企业在
正常生产状况下"上述污染项目排放浓度都远低于
1NG6.483!23.42的标准限值"如通常厂界无组织排
放非甲烷总烃和苯系物的监测值分别?.E3 AP)A

6

(

?3E. AP)A

6

"而排放标准要求的限值分别为1E3

和3E0 AP)A

6

%

我国当前对废气污染物9,

F

和D(的排放有
总量控制要求% 二者也是硫回收装置尾气排放的
主要成分"在炼油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过程中发现硫
回收尾气中

!

#9,

F

$排放值通常在43 AP)A

6左右"

!

#D($排放值在23 AP)A

6左右"其排放量在炼油
项目的总量控制核算中不可或缺% 而1 NG

6.483!23.42对此排放无控制要求%

石油炼制过程中重金属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为
原油和催化剂"常见的有9S(cI(:(D](R#(<%(>P(

cY等+8 H0,

"其最终主要通过废水排放% 1 NG

6.483!23.42对废水排放的D](9S(<%(:(>P有标
准限值要求"但无cI(cY(R# 等的要求)而在验收
监测过程中发现"这些因子通常都能检出"尤其是
cY#总铬和六价铬$"美国石油炼制工业水污染物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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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对其也有控制要求+/,

% 另外" 1 NG

6.483!23.42要求的废水石油类间接排放限值为
23 AP)!"这高于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2二级标准的
.3 AP)!)由于间接排放废水通常会进入园区或市
政污水处理场进一步处理"本文不认为石油类的间
接排放限值放宽了标准要求"但须关注其后续处理
及排放情况%

2E25标准实施的建议
1NG6.483!23.42的实施对一些规模较大(

工艺较为先进的炼油企业来说"基本没有达标排放
的压力)在当前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这些企业
在日常运行中不光要确保达标排放"同时对自身还
应有更高的要求"以促进石油炼制项目生产工艺和
环保水平有更大的进步)监管部门可以将对其监管
重点放在其规范运行检查"尤其是:,c%的控制方
面% 但对部分工艺落后(原料特别劣质化(加工规
模较小的炼油厂"尚需企业有较大的投入方能保证
达标排放"日常的环保管理中不光要要求其达标排
放"同时也应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督促落后产能
淘汰"升级改造工艺和环保处理设施% 由于1NG

6.483!23.42的=,

2

(非甲烷总烃等部分控制指标
的限值要求相对较松"随着经济水平和环保技术的
不断提高"在今后的标准修订等过程中可考虑进一
步加严要求+.3,

%

在石油炼制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及日常监管中
也可考虑如下建议*硫回收装置废气应监测9,̀

和颗粒物排放"并将监测结果计入总量核算)将cY

#总铬和六价铬$和cI(R#等重金属纳入废水排放
污染物监控内容中"监测结果可参照1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2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65结语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环保工作的重点(

难点行业"多年来石油炼制行业一直缺少针对性的
行业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1NG6.483!23.42的
发布实施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将为石油炼制企业有
针对性地提高污染控制水平和环保监管部门强化
监督管理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同时将进一步提高
行业准入门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促使一
批生产装备落后(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

产能小而弱的企业被淘汰"对推动炼油行业结构调
整"促进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具有积极意
义"有利于倒逼企业减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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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新技术可破解+白色污染,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5中美科学家.8日宣布在降解聚乙烯废塑料方面取得突破"不仅为解决被称为&白色污染'的废塑
料污染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新途径"而且降解产物还可用于生产清洁柴油"促进碳资源循环利用%

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正课题组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管治斌课题组合作完成% 相
关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1科学进展2杂志上%

废塑料造成的&白色污染'是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的最棘手的环保问题之一% 在新研究中"科学家利用交叉烷烃复分解
催化策略"使用廉价的低碳烷烃作为反应试剂和溶剂与聚乙烯发生重组反应"有效降低了聚乙烯的分子量和碳链长度%

目前降解聚乙烯使用的是高温裂解法"生成非常复杂的产物"利用价值低% 新方法反应生成物均以直链烷烃为主"主
要是可作为柴油的c/到c22烷烃"另外还有可作为添加剂应用在聚烯烃加工领域的聚乙烯蜡%

摘自KKKEU%O]EPV_ET# 23.7 H37 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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