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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丁小姐闻不得汽油味，每次去

加油站加油，一和工作人员交待完“加多少

油、几号油”之后，就赶紧关上车窗。但现

在，在杭州几个加油站加油时，她发现空气

中的汽油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浓烈了。

很多车主有着和丁小姐同样的感受。

这并不是一种错觉，而是确确实实得益于

杭州全市加油站的油气回收改造工作。7

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杭州市下城区

石祥路与东新路交叉路口的石祥路加油

站，探寻加油站告别浓浓汽油味的奥秘。

“加油站里之所以会有浓烈的味道，是

因为在汽车加油、油罐车卸油过程中，都会

有大量油气悄悄挥发到空气中。”杭州市环

境保护局下城环保分局监察科科长宣建鑫

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珠，一边耐心地给记

者讲解。

油气挥发可不仅仅是味道难闻。相关

数据表明，成品油在储存、运输、销售过程

中的油气挥发比例为千分之七左右，也就

是说，如果成品油年销量达到百万吨，就有

7000 吨左右的油气污染物挥发到大气

中。而油气污染的主要成分为挥发性有机

物，是形成大气中PM2.5的前体物，也是

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诱因之一。

为此，早在2010年，杭州市机动车排

气污染管理处就组织开展了全市加油站和

油库的油气回收改造工作。油气回收，就

是在装卸汽油和给车辆加油的过程中，将

挥发的油气收集起来，通过吸收、吸附或冷

凝等工艺，或减少油气污染，或使油气从气

态转变为液态，重新变为汽油，达到回收利

用的目的。

记者了解到，目前，通过加强执法监督

和奖励补助等措施，杭州全市所有加油站

和油库都完成了改造。2017年，全市储油

库油气回收转化汽油达到1000余吨。

“在完成油气回收改造后，又出来一个

新问题，那就是如何不让油气回收装置形

同虚设。”宣建鑫说，比方说，如果加油站

油枪皮套有损坏，那么即便安装了油气回

收装置，还是会造成装置无法正常发挥作

用。2017年，光杭州下城区就有6家加

油站因为油气回收不达标受到处罚。“想

要提高油气回收系统运行效率及稳定达

标排放，仅仅依靠人工检测并不现实。这

也就迫使一些加油站进行升级改造，比如

更换双层管线、智能化加油机、油气回收设

备等。”

石祥路加油站站长任国林告诉记者，

石祥路加油站从今年 3

月开始进行升级改造，

共计投入 380 余万元，

除了安装双层油罐在线

测漏仪和双层管道在线

测漏仪，实行24小时实

时监测漏点保障加油站

运行安全外，还加装了

一个“法宝”——一套总

价30万元的油气在线监

测设备。

记者注意到，在石祥

路加油站便利店里一间

不到5平方米的房间内，一台17寸的电子

屏幕上显示着加油站的基本概况。

“你看，这20个汽油枪图标就代表着

加油站内的20把油枪，哪一台在加油，它

就会显示成绿色。”加油站相关技术人员介

绍，因为有了这套系统，如今站里每把加油

枪的气液和油罐压力就会被24小时监测

着，一旦油枪气压比的数值异常，就会进行

预警并自动调整，如果预警天数超过5天，

便会关闭加油枪，同时还可以保存3年的

历史数据以备查询。

“通过这套系统，环保部门可实现对油

气回收系统高频度稳定运行的监督监测，

也避免出现加油站因非主观故意而造成超

标排放的行为，同时也提高了加油站的环

境管理效率，增加油气回收量，提高经济效

益。”宣建鑫表示，下一步，杭州将结合省市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逐步推广推动辖

区加油站油气回收自动监测系统，打赢蓝

天保卫战。

油气回收自动监测系统

禁止硫磺熏蒸浙贝母

7月17日早上7点半，位于磐安县的

“浙八味”特产市场已经人声鼎沸。这里是

目前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

场，全国近80%的浙贝母通过这里销往全

国乃至世界各地。“浙贝母的价格每年都不

一样，高的时候能卖200元一斤，低的时候

不足50元一斤。”今年种了4亩浙贝母的

药农郑文良告诉记者，这一种植面积在磐

安算量小的。“我家世代以此为生，种植技

术是过硬的，今年收获了8000多斤浙贝

母。”郑文良说，“虽然产量喜人却卖不上价

钱。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无硫化加工，

所以品质都是有保障的。”

郑文良的底气，来自政府大力推进无

硫浙贝母的决心。

作为江南药镇，磐安县的中药材常年

种植面积有 8万亩，浙贝母种植面积达

1.35万多亩，年产量3200多吨。磐安将无

硫浙贝母整治工作列入了部门和乡镇的年

度考核，还出台了《关于禁止使用硫磺熏蒸

中药材的通告》，明确告知广大药农和药

商，不得使用硫磺熏蒸中药材、不得经营含

硫超标中药材、不得非法经营硫磺，否则将

追究法律责任；同时，组织联合巡查组在浙

贝母产新期间（每年 4月下旬至 6月上

旬），每天开展禁硫巡查，对巡查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在媒体曝光，并通报乡镇扣分情

况。此外，市场监管执法组则每个集市日

到“浙八味”特产市场开展执法，禁止硫磺

熏蒸浙贝母入场交易。当地还建设了中药

材检验检测中心，免费为农户、商户开展浙

贝母等中药材质量和二氧化硫含量的快速

检测，以强化技术支撑的方式规范当地市

场经营行为。

“浙贝母的无硫加工比例已由2012年

的2-3%，上升到了目前的90%左右。”磐

安县政府副县长吴志军向记者介绍，今年

对上市交易的中药材二氧化硫定性快检

580批次（其中浙贝母165批次），没有发

现含硫超标情形。

开辟新的加工途径

药农都知道，如果遇到阴雨天气，新鲜

浙贝母最多放置3天就会皮红起皱，最后

腐烂。禁止硫磺熏蒸之后，如何开辟新的

加工途径？

7月17日，记者来到磐安县利剑中药

材专业合作社。进门右手边的一排平房

里，依次放置着切片机、烘干机等设备，对

面还建有温度控制在10℃以下的冷藏储

存区，完成无硫化加工的浙贝母被麻袋包

裹着堆放在这里。“现在，就算梅雨和高温

天气，我们也能实现室内切片、烘干和储存

浙贝母了。”磐安县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厉金荣介绍，这只是磐安县无硫加

工点的一处缩影。

据悉，为鼓励药农采用无硫加工技术，

磐安县政府制定出台了无硫加工扶持政

策，在土地、设备采购、用电等方面给予优

惠，如浙贝母种植户购买一台手工切片机

给予100元资金补助、在无硫加工点的建

设上给予用地指标倾斜等。截至目前，全

县已建立了68个浙贝母无硫加工点，新

渥、冷水等浙贝母种植重点乡镇的药农购

置了1430多套烘干储存配套设备，无硫加

工比例达到95%以上。

加码浙贝母研发水平

宁波市海曙区是浙贝母的另一处生产

基地，这里有近万亩种植面积，年产干贝

1450吨，占全国总量的1/3。在无硫化监管

方面，当地从2013年起就开展中药饮片专

项整治行动，在2014年至2017年监督抽验

中，地产浙贝母饮片二氧化硫残留全部合

格。从2015年开始，海曙区还与磐安县共

同建立监管专项协作机制，在信息互通、技术

交流、产业扶持等方面加强区域协作，共同打

击非法购销含硫超标浙贝母的地下产业链。

“目前，我们正在制定前期规划，未来

打算在这里打造占地约800亩的浙贝母精

品化产业园。”7月18日，海曙区市场监管

局副局长洪煜站在四明山前，望着山脚下

获得原产地标记证书的章水镇樟村浙贝母

田地告诉记者，这个产业园将种植有效成

分含量超过药典标准近1倍的浙贝母种

子，“把这里打造成集种植、科研、新品种开

发、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集聚中心，减少药材

从田间到药企的流通环节，确保浙贝母的

原产地优势”。药材检测

药农展示从田地里挖出的浙贝母

“浙八味”特产市场生意红火

浙贝母与硫磺“分手”后，找到了新幸福

加油站里的汽油味没有以前那么浓了
原来，油气回收有了自动监测系统

本报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祝晓艳

上世纪80年代末，中药材浙贝母和硫磺结缘了。当时，浙贝母看重硫磺

熏蒸能给自己美白，并延长自身的储存时间；硫磺熏蒸则看上了浙贝母的大产

量。然而，硫磺熏蒸会造成浙贝母硫含量超标，从而危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甚至有致癌风险。为此，2013年4月，国家药典委员会出台了中药材、中药饮

片二氧化硫残留限量标准，残留限量不超过150mg／kg，同时明令禁止用硫

磺熏制浙贝母。从那时起，浙贝母的原产地金华磐安县和宁波海曙区挥起了

拆散这对“毒鸳鸯”的“金箍棒”。

6年过去了，两地重拳整治成效如何、浙贝母是否已经恢复“单身”、又如何

寻求新幸福呢？近日，记者实地走访金华和宁波的田间地头、销售市场等，探

寻浙贝母的“情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