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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情况

1.1 任务来源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政府加强环境建设，改善空气质量，保障民众健康的要求， 适应全省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河南省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了《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计划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简称VOCs）排放综合整治，到2020年,VOCs排放总量比2015年

下降 10%以上，完成制药、农药、煤化工、橡胶制品等化工企业VOCs治理。2018年3月1日，《河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将VOCs排放是否符合总量控制要求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的重要内容；鼓励工业企业改进生产工艺，使用低VOCs含量的原材料生产，减少VOCs排放。

当前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环境管理已经提出了建设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设施的客观需求，但国家

污染源在线监控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尚未出台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统建设、验收及运行技术规范，

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设施建设安装仅可参考《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75）。HJ75规范提出“其他烟气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相应标准未正式颁布实施前，可

参照本标准执行”，但该规范没有非甲烷总烃等其他气态污染物在线监控设施的示值误差、响应时间、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等技术规定，对准确度规定过于单一宽泛。因此，有必要制定发布我省的废气非

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明确准确度、示值误差、响应时间、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等技术指标，

丰富完善污染源在线监控标准体系，确保排污单位建设运行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有章可循。

由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客观需要，我省自2018年起已经开展了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设

施建设，因缺乏相关标准，当前我省安装使用的废气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设施品牌型号众多、安装位

置标准不统一、运行维护也无明确要求，非甲烷总烃在线数据质量千差万别。本标准制定，是规范非

甲烷总烃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运行的客观需要，通过明确废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控设施的建设安装、调

试验收、运行维护要求，达到全面规范指导排污单位废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控设施建设与日常运行维

护的目的，进而切实提高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控水平与数据质量。

综上所述，制定本标准是规范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统建设、验收及运行的需要。

2021年10月18日，河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批复同意《河南省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

统建设、验收及运行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豫环协〔2021〕25号）。

1.2 工作过程

2021年10月18日，本项目成立编制组，由河南牡丹联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天之润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郑州富铭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开展相关研究和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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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至12月，确定任务分工，研究形成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根据分工开展基础资料收

集。收集整理了当前国内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设备产品情况、河南省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设备安装

使用现状及废气非甲烷总烃排放现状、国内相关标准等基础资料。

2022年2月至3月，调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控设备制造商。编制组调研了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杭州博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青岛佳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堀场（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等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控设备。

2022年4月至5月，调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控设施污染源现场。编制组调研了中原铝业有

限公司VOCs排放口、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单机架排放口、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VOCs排放口、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VOCs排放口等现场。

2022年6月，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初版）。

二、标准编制必要性分析

2018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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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生产和检测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尚未

制定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监测设备的安装、建设、验收及运行等相关工作的技术规范。为规范

指导全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工作，解决目前存在的设备选型混乱、安装不标

准、运行不规范、验收无依据等问题，需要制定河南省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统建设、

验收及运行技术规范。

2.1 VOCs 的定义与分类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简称 VOCs)，指在标准状态下饱和蒸气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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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上 VOCs 的定义尚存在诸多的争议：WHO 定义为沸点 50 ℃至 260 ℃ 的各种有机

化合物；美国定义为任何碳化合物，但不包括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金

属碳化物或碳酸盐和碳酸铵；欧洲定义为在常温常压下， 任何能自发挥发的有机液体和/或固体。

在我国，VOCs 是指常温下饱和蒸汽压大于 70 Pa、常压下沸点在 260℃以下的有机化合物，或

在 20 ℃条件下，蒸汽压大于或者等于 10 Pa 且具有挥发性的全部有机化合物。

2015 年以来我国环境标准中定义为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

有机化合物。在表征 VOCs 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的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

物（TVOC）或非甲烷总烃（NMHC）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GB 378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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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 VOCs

指特定条件下具有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的统称，主要包含 C2-C12 的非甲烷碳氢化合物（简称

NMHCs，包括烷烃、烯烃、炔烃、芳香烃）、C1-C10 含氧（醛、酮、醇、醚类等）、卤代烃、含氮、含硫

等 152 种有机化合物。

按官能团，可将 VOCs 划分为：烷类、芳烃类、烯类、卤烃类、酯类、醛类、酮类和其他8 个

种类。纳入《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HJ 732-2014） 标准中的 VOCs 物种有 61 种，适用

于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法（征求意见稿）的VOCs 物种有 30 种。表2-1

VOCs 物种分类列表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 登录号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 登录号

1 丙酮 67-64-1 16 乙酸异丁酯 110-19-0

2 异丙醇 67-63-0 17 乙酸正丁酯 123-86-4

3 溴乙烷 74-96-4 18 四氯乙烯 127-18-4

4 二氯甲烷 75-09-2 19 氯苯 108-90-7

5 丁酮 78-93-3 20 乙苯 100-41-4

6 乙酸乙酯 141-78-6 21 间二甲苯 108-38-3

7 正己烷 110-54-3 22 对二甲苯 106-42-3

8 三氯甲烷 67-66-3 23 环己酮 108-94-1

9 1,2-二氯乙烷 107-06-2 24 苯乙烯 100-42-5

10 苯 71-43-2 25 邻二甲苯 95-47-6

11 四氯化碳 56-23-5 26 异丙苯 98-82-8

12 1,2-二氯丙烷 78-87-5 27 1,3,5,-三甲苯 108-67-8

13 三氯乙烯 79-01-6 28 1,2,4,-三甲苯 95-63-6

14 甲基异丁酮 108-10-1 29 1,2,3,-三甲苯 526-73-8

15 甲苯 108-88-3 30 邻二氯苯 9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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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VOCs 对人类健康和大气环境的影响

挥发性有机物来源可分为天然源和人为源两种。在城市地区，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来源于人为排放，

成分十分复杂，其中包括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建筑装饰装修、服装干洗、餐饮油烟，以及秸杆燃烧和农药使用等。

图 2-1 光化学烟雾形成示意图

大多数 VOCs 具有令人不适的特殊气味，化学性质活泼、具挥发性和脂溶性，并具有毒性、刺激

性、致畸性和致癌作用，特别是苯、甲苯及甲醛等对人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当室内 VOCs 浓度

超过一定浓度时，在短时间内人们会感到头痛、恶心、呕吐、四肢乏力，严重时会造成人中枢神经系统

受损，昏迷、记忆力下降等，长期接触会使人患上癌症与血液病的风险。根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

2006)，VOCs 中包含Ⅰ类致癌物质（对人类致癌性证据充分；主要包括苯、甲醛、1,3-丁二烯）和

Ⅱ类致癌物质（对人类致癌性证据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分；主要包括二溴乙烷、三氯丙烷、溴乙

烯、三氯乙烯、氟乙烯、氯甲苯等）。美国联邦环保署也列出了 188 种毒性有机化合物的名单，属于 VOCs 范

畴的约 100 余种，主要包括了 45 种卤代烃、28 种腈类、胺类和硝基类化合物、15 种苯系物(U.S. EPA,

1994)。

大多数 VOCs 是形成臭氧（O3）和细颗粒物（PM2.5）的重要前体物，可引起对流层 O3 和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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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升高，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PM2.5 里一类主要构成就是有机物（OM），占比达 20-40 %，主

要来自 VOCs 转化生成，形成的二次气溶胶不易沉降，能较长时间滞留于大气中，对光线的散射力

较强，从而显著降低大气能见度。另外， VOCs 具有光化学反应性，在阳光下与氮氧化物发生化

学反应形成臭氧、自由基等污染物，增加大气的氧化性，导致大气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图3-1）。VOCs

是造成大气臭氧浓度上升，形成区域性光化学烟雾、酸雨和雾霾复合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

VOCs 物种的大气氧化活性（POCP 值）和毒性见表 2-2。

表2-2 VOCs 物种分类列表（2009）

序

号

物种名称 POCP

值
毒性（1） 序号 物种名称 POCP

值
毒性（1）

1 乙烷 11.3 0 21 其他酯 16-46 0

2 丙烷 40.5 0 22 醚类 15-49 0

3 正己烷 46.2 1 23 酮类 12-60 0

4 环烷烃 30-53 0 24 羧酸 3-15 0

5 其他烷烃 50-58 0 25 甲醛 39.5 1

6 乙烯 100 0 26 乙醛 49.2 0

7 丙烯 95.3 0 27 丙烯醛 82.6 1

8 1,3-丁二烯 85.1 1 28 其他醛类 32-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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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乙炔 22.8 0 29 毒性卤代烷烃 0.1-6.8 1

10 其他不饱和

烃

63-115 0 30 非毒性卤代烷烃 0.1-6.8 0

11 苯 28.2 1 31 1,1-二氯乙烯 42 1

12 甲苯 55.9 1 32 三氯乙烯 14.8 1

13 二甲苯 75.9 1 33 1,3-二氯丙烯 61.2 1

14 三甲苯 113.8 0 34 其他毒性卤代烯烃 40 1

15 苯乙烯 14.2 1 35 其他非毒性卤代烯烃 40 0

16 苯酚、甲酚 50 1 36 毒性卤代苯系物 60 1

17 其他苯系物 50-90 0 37 无毒性卤代苯系物 60 0

18 甲醇 16.1 1 38 含 N 有机化合物 25 0

19 其他醇类 19-44 0 39 含 S 有机化合物 25 0

20 甲/乙酸甲酯 2.5-6.7 0 40 其他 30 0

注：1）0 代表无毒性；1 代表有毒性。POCP 值是一个无量纲单位，以乙烯为参照物（100）表

达目标物的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

三、国内、省内相关标准情况

3.1 国家标准

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统建设、验收及运行技术规范，经调查，

现有两项与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统建设、验收及运行相关的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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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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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

准为生态环境部制定发布，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的组成结构、

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等，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的

设计、生产和检测。该标准给出了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性能要求，比如，零点漂移和

量程漂移，要求24h漂移不超过±3% F.S.。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该规

范提出，其它烟气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相应标准未正式颁布实施前，可参照本标准执

行。该规范没有非甲烷总烃等其它气态污染物在线监控设施的示值误差、响应时间、零点

漂移、量程漂移等技术规定，对准确度的规定为“相对准确度≤15%”。

3.2 地方标准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规范》（DB41/T 2198—2021），该标准为河南省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制定发布，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的监测准备、采

样、安全防护、样品保存、运输与交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资料整编等要求。适用于

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有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

四、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基本原则

1.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相衔接。规范的制订必须以国家及河南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和规章为依据。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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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

颗粒物、烟气（SO2、NOX）自动监控基站建设技术规范》等的相关要求；与河南省发布的《工

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等相关标准相衔

接；与行业技术政策、污染防治要求相适应；与相关的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相匹配。

2.强化规范的可操作性。兼顾技术经济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综合省内具有代表性先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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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能达到的污染治理水平，及国内外先进污染治理技术和管理水平，并结合人体健康风险

分析、环境潜在危害分析等，制订本规范。

4.2 技术路线

本规范编制按照如下技术路线展开：一是通过文献调研和权威政策性文件解读，进行项目

的可行性分析；二是通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和河南省重点行业污染物排

放特征等进行本规范制订的需求分析；三是对国内外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进行文献调研，分析

我国相关技术规范，结合企业调研情况，确定本规范的框架体系、建设要求和验收指标；四

对本规范的具体内容进行框架内细则比选优化，最终确定本规范的框架体系。

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名称

本标准名称订为《河南省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统建设、验收及运行技术规范》

5.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河南省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排放和有关废气参数在线监测系统的组成和

功能、技术性能、监测站房要求、安装要求、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技术验收、日常运行管理、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以及数据审核和处理等有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管理。

5.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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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835.1 爆炸性环境第一部分：设备通用要求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16157 固定汚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HJ/T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

HJ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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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41/ 1951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41/ 1956 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41/T 1327 固定污染源颗粒物、烟气（SO2、NOX）自动监控基站建设技术规范

DB41/T 1344 固定污染源颗粒物、烟气（SO2、NOX）自动监控基站运行维护技术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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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术语和定义

为更好理解本标准，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定义，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非甲烷总烃连

续监测系统，有效数据，有效小时均值，有效日均值，参比方法，分析周期，零点漂移，量

程漂移，相对准确度等。

系统组成和功能要求

固定污染源NMHC-CEMS由非甲烷总烃监测单元、废气参数监测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

元组成。系统测量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浓度、废气参数（温度、压力、流速或流量、湿度等），

对于含氧量参与污染物折算浓度计算的要同时测量含氧量，同时计算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速率

和排放量，显示和打印各种参数、图表，并通过数据、图文等方式传输至管理部门。 

5.5 性能要求

NMHC-CEMS 监测单元性能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NMHC-CEMS 非甲烷总烃

示值误差

当量程>100 mg/m³时，

示值误差应在标准气体的标称值的±5%以内；

当量程≤100 mg/m³时，

示值误差应在 F.S.的±2.5%以内。

零点、量程漂移 ±3%F.S.

分析周期 ≤3min

准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量非甲烷总烃浓度（以碳计）平均

值：

<50mg/m³时，绝对误差≤20mg/m³；

≥50mg/m³和<500mg/m³时，相对准确度≤40%；

≥500mg/m³时，相对准确度≤35%。

氧 CMS O2

示值误差 ±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零点、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系统响应时间 ≤200 s

准确度
＞5.0%时，相对准确度≤15%

≤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0%

温度 CMS 温度 准确度 绝对误差不超过±3 ℃

流速 CMS 流速 准确度
流速＞10 m/s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10 m/s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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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CMS 湿度 准确度
烟气湿度＞5.0%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5%

烟气湿度≤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5%

注：（1）以上各参数区间划分以参比方法测量结果为准。

（2）F.S.表示满量程。

5.6 调试检测项目

a.NMHC-CEMS 分析周期；

b.NMHC-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c.NMHC-CEMS 示值误差；

d.NMHC-CEMS 准确度；

e.氧气 C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f.氧气 CMS 示值误差；

g.氧气CMS系统响应时间；

h.氧气CMS准确度；

i.流速 CMS 速度场系数；

j.流速 CMS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

k.温度CMS准确度；

l.湿度 CMS 准确度

5.7 技术验收

NMHC-CEMS在完成安装、调试检测并和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后，应进行技术验收，验

收工作由排污单位组织实施，包括NMHC-CEMS技术指标验收和联网验收。其中技术指标验

收中的准确度验收应在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示值误差、系统响应时间验收合格后开展。

符合下列要求的NMHC-CEMS可以开展技术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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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MHC-CEMS 的安装位置及手工采样位置符合标准要求；

b) 安装后的NMHC-CEMS性能符合相关要求，已编制调试检测合格报告，调试检测数据

完整；

c) 数据采集传输及通信协议符合HJ212相关要求，已编制一个月内数据采集和传输自检报

告，报告已对数据传输标准各项内容做出响应；

d) 调试检测后至少稳定运行7d。

5.8 联网验收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是否符合

通信稳定性

1. 现场机在线率为 95%以上；

2. 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5min 之内重新上线；

3. 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3 次以内；

4. 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启

动纠错逻辑，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报文。

数据传输安全性

1. 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 212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

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2. 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通信协议正确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HJ 212 的规定，正确率 100%。

数据传输正确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星期后，对一星期的数据进行检查，对比接收的数

据和现场的数据一致，精确至一位小数，抽查数据正确率 100%；

联网稳定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数

据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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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日常运行管理

NMHC-CEMS运维单位应根据NMHC-CEMS使用说明书和标准要求编制仪器运行管理规

程，确定系统运行操作人员和管理维护人员的工作职责。运维人员应当熟练掌握NMHC-CEMS

的原理、使用和维护方法。

NMHC-CEMS日常运行管理应包括日常巡检、维护保养、校准和校验，且应符合HJ75中相

关要求。

5.10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要求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是保障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

在满足技术条件下正常稳定运行、持续提供有质量保证监测数据的必要手段。当非甲烷总烃

在线监测系统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而失控时，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并应缩短下一次校准、维

护和校验的间隔时间。

六、与国内同类标准的分析

我国固定污染源VOCs连续监测标准情况，上海、天津、北京针对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

监测相继出台了技术规范，上海：《上海市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及联网技术要

求（试行）》、《上海市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验收及运行技术要求（试行）》；天

津：《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安装联网技术要求（试行）》；北京：《固定污染源

废气 甲烷/总烃/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2018年12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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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1013）主要规定了对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的组成结构、技术要求、

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环境空气和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HJ1012）主要规定了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的组成结构、技术要求、性能

指标和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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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相关标准或规定

地区 标准名称 规定方法 备注

上海市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

线监测系统安装及联网技

术要求（试行）

NMHC

FID

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非甲烷总烃

CEMS）的系统组成、站房要求、安装要

求和联网要求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非甲烷

总烃在线监测系统验收及

运行技术要求（试行）

NMHC

组分

规定了固定污染源连续监测中非甲烷总

烃测量系统的调试检测、验收方法、日

常运行管理、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数据

传输、数据审核和上报数据格式等内容

天津市

天津市固定污染源挥发性

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安装

联网技术要求（试行）

定义里面

规定 FID

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连

续监测系统的组成、主要技术指标、安

装要求和联网要求。

北京市

DB11/T 1367—2016 固定

污染源废气 甲烷/总烃/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

式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FID

主要针对的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和无

组织排放废气中甲烷、总烃和非甲烷总

烃的现场测定。主要用于便携监测

国家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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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D

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

系统的组成结构、技术要求、性能指标

和检测方法。

环境空气和废气总烃、甲

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

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FID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

的组成结构、技术要求、性能指标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

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

（报审稿）

FID

本规范适用于非工况状态及工况状态下

基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法的固定污染源

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的校准。

国家

文件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

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指

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FID

固定污染源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中的

非甲烷总烃排放和有关废气参数连续监

测系统的组成和功能、技术性能、监测

站房、安装、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技术

验收、日常运行管理、日常运行质量保

证以及数据审核和处理的有关要求。

由此看出，我国正在加快对在线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标准的制订。2019 年 4 月，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指南（试行），进入征求意见阶段，该规定更多是参考污染源 CEMS 的

技术规范——HJ75 标准，未对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统建设、验收及运行有过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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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本标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实施，仅对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系统建设、验收及运行进行规范，主要是明确了

相关技术性能指标、运行维护要求等各项内容，与国家现行的《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总体一致，不，额外增加企业在线监控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

成本。

八、标准实施建议

因环境管理需要，河南省自 2018年已经开始了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设施的建

设，却缺乏相关技术标准规范，急需本标准出台对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控设施建设运行管理进行规范。

因此，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为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编制组建议在标准颁布后做好宣传培训，让河南省辖区内已经建设非

甲烷总烃在线监控设施的企业和在线设施运维公司尽快理解掌握相关建设运行管理要求，着手

非甲烷总烃在线设施验收，做好日常运行管理，确保非甲烷总烃在线设施稳定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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