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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挥发性有机物就是有机废气,我们通常用缩写单词VOCs来表示挥发性有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大

多都含具有一定致癌、致畸的多环芳烃,其会严重的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深入的研究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对其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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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挥发性有机物基本情况 

1.1挥发性有机物的定义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十三五”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的定义

为：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

包括非甲烷烃(烷烃、烯烃、炔烃、芳香

烃等)、含氧有机物(醛、酮、醇、醚等)、

含氯有机物、含氮有机物、含硫有机物

等,是形成臭氧(O3)和细颗粒物(PM2.5)

污染的重要前体物。  

1.2挥发性有机物的来源  

挥发性有机物的来源主要包括工业

源、交通源及生活源和农业源。工业源

包括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

电子、制鞋和纺织印染等。交通源包括

机动车尾气排放及油气储运销油气。生

活和农业源包括建筑装饰、汽车修理及

秸秆焚烧和散煤燃烧等。 

1.3挥发性有机物的危害  

挥发性有机物的危害包括2类,对人

体的危害和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对人体的

危害主要指由于其刺激性的氣味会对感

官和粘膜产生刺激,并有基因毒性及致癌

作用。当环境中挥发性有机会浓度过高时,

会引起人的头痛、恶心及呕吐,严重的会

对肝脏,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长期影响。

苯、甲苯及甲醛等物质被认为是具有致癌

风险的物质。对环境的危害主要有对空气

能见度、气候变化及对臭氧层产生影响。 

2 我国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管理政策体系 

2.1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相关法

律和管理制度 

文件要求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

治。从事喷漆、石化、制鞋、印刷、电

子、服装干洗等排放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的生产作业,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

行污染治理。推进加油站油气污染治理,

按期完成重点区域内现有油库、加油站

和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改造工作,并确保

达标运行；新增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

应在安装油气回收系统后才能投入使

用。严格控制城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排

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为做好挥发性有机物的防治工作进行

了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首次将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纳入法律监管范围,规范了

企业污染排放,提供了其防治污染的法

律依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从产生源头,

到生产环节的污染防治设施,到最后的

排放控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重点对

工业涂装企业、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

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等企业并明确了相

应的管理要求,并提出相应的处罚处理

措施。2017年关于印发《“十三五”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全

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工

作,强化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污染

物的减排,提高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

有效性,遏制臭氧上升势头,促进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 

2.2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为了控制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保

证空气质量,国家提出了排入大气中的

污染物数量或浓度所规定的限制标准。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体系。国家层面现

有的42项固定源排放标准,其中涉及挥

发性有机物的有14项。各地也在逐步完

善标准体系,京津冀地区发布的标准比

较多其中北京12项、天津2项、河北2项、

长三角地区发布的标准上海8项、浙江2

项、珠三角地区广东发布5项标准。 

现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的行

业分布主要包括：通用标准、石化、化

工、医药、油品储运销、塑料橡胶皮革

制品、表面涂装、印刷印染、社会服务

及其他等。 

2.3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技术政

策规范 

技术政策是国家环境保护技术管理

体系的基础性法规,是国家在某一领域

内,是有关法律实施发布的技术性法规,

是环境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技术依据。 

主要作用在指导最佳实用技术导

则、清洁生产技术导则、工程技术规范

等技术法规的编制；指导行业排放标

准、环境标志产品标准等环境行政管理

法规的标准；是环境监督管理的执行技

术依据。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技术政

策》是根据一定阶段的经济技术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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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环境保护目标,是行业污染防治的

基本制度文件。该政策对适用范围、发

展目标,源头和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和综

合利用及鼓励研发的新技术、新材料和

新装备等方面进行了指导。 

目前《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控制技术指南》及《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工程技术规范》正在逐步制定完善。  

2016年原环境保护部基于技术成

熟、治理效果稳定、经济合理可行,经

过征集和筛选后下发了《2016年国家先

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挥发性有机物防

治领域》的公示,目录包括多项防治技

术。涉及石油化工、印刷、包装、制鞋、

汽车涂装、制药、垃圾恶臭、餐厨净化

等行业。 

3 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技术 

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方法包括实验

室方法和在线(自动)监测2类。由于挥发

性有机物存在在浓度低,成分复杂,现场

工况恶劣等情况,所以挥发性有机物的

监测需要进行详细的前处理、预浓缩等

环节。 

3.1挥发性有机物的实验室监测

技术 

大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主要

包括前处理、预浓缩及样品分析等环节。 

采样方法包括全量气体采样方法和

吸附剂富集采样方法。 

全量气体采样方法是环境空气监测

中一种最为常见的采样技术,用固定容

器直接采集定量空气的采样方法。包括

罐式采样法和聚合物袋采样法。 

吸附剂富集采样法是将浓缩和采样

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指用固体吸附

剂对大气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吸附浓缩。

包括主动采样和被动采样的方法。 

检测方法包括气相色谱法原理是利

用组分在色谱柱和固定相间分配系数的

不同,经过多次分配实现分离。主要的检

测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FID)、电子捕获

检测器(ECD)、质谱检测器(MS)和光离子

化检测器(PID)。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分离效果好,检测灵敏度高,应用范围更

广,但是费用较高,且分析时间较长。质

子转移反应质谱(PTR-MS)通过质谱检测

产物离子的强度来定量确定有机物的浓

度,有高灵敏度,响应速度快等特点。 

3.2挥发性有机物的在线(自动)监

测技术  

为了能实时反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情况,在实验室的监测方法及原理基础

上,并根据污染源现场的情况进行系统

优化,以使其适应固定污染源连续监测

的要求。其相应的技术特点包括：采样

系统要克服固定污染源现场恶劣的工况

及挥发性有机物容易被水吸附造成误差

损失的特点。分析系统要避免受到烟气

复杂成分的影响,及时响应污染物,同时

要求实时性。  

常见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

监测方法包括：氢火焰离子化检测(FID),

其特点是对碳氢有机物响应敏感,结构

简单,目前已经广泛应用,缺点是废气

中的其他成分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气相

色谱(GC-FID/PID)质谱,具有检测灵敏

度高,可多组分同时分析,效果良好,不

足之处是响应时间较慢。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FTIR)技术较为成熟,可同时分

析多组分,但灵敏度较低,且维护成本

较高。 

为做好挥发性有机污染连续监测工

作,生态环境部已经发布了固定污染源

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规定了监

测系统的组成结构、技术要求、性能指

标和检测方法。规范了固定污染源烟气

中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的设计、生

产和检测。 

4 结束语 

在挥发性有机物政策法规层面,应

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法

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体系,为做好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建立法律法规及技

术规范支撑体系。 

在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面应该配套

加快相关标准品和监测质控质量研究,

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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