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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文件
豫环文〔2024〕132号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

排查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现将《河南省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4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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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

排查整治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河南省

2024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加快解决当前工业企

业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强化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推动

大气污染治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设备，全面开展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作，“更新一批、整治一

批、提升一批”。淘汰不成熟、不适用、无法稳定达标排放的治

理工艺，整治关键组件缺失、质量低劣、自动化水平低的治理设

施，推进企业合理选择治理工艺，提高治理设施建设工程质量，

提升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水平。健全监测监控体系，提升自动监测

和手工监测数据质量，严厉打击监测监控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提

升地方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深入挖掘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潜力，助

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二、排查整治要求

（一）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低效失效的情形

1. 治理工艺不适用，去除效率低或无去除效果、无稳定达

标排放能力；

2. 治理设备简陋，必要组件未安装，未形成稳定可靠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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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和消纳去向；建设质量低劣，关键组件达不到规范要求；管

道或相关设施腐蚀、破损严重；自动化水平不高，无控制系统或

功能缺失；

3. 治理设施运行维护不到位，关键组件、关键参数未按相

关技术规范进行操作，污染物治理效果达不到设计要求；

4. 为掩盖治理设施低效失效等问题，不正常运维甚至干扰

自动监测，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

（二）排查整治的重点行业范围

1. 水泥、焦化、玻璃、陶瓷、耐火材料、有色、铸造、石

灰、砖瓦、炭素等涉工业炉窑的行业；

2. 10万千瓦以下火电机组（燃气除外），燃煤、燃油、燃生

物质锅炉；

3. 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学原料药、化学农药原药制造、

有机化工（仅涉及单纯混合或分装的除外）以及商用车、家具、

工程机械、卷材、零部件生产等工业涂装行业、包装印刷、电子

等涉 VOCs排放企业（全部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低 VOCs含量涂

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的除外）。

各地可结合当地特色行业及空气质量改善需求，扩大排查整

治的行业、企业范围。

（三）不纳入排查整治的范围

1. 已评为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A级或绩效引领性

企业；



— 4 —

2. 按照生态环境部和我省要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

监测公示的水泥、焦化企业；

3. 纳入 2025年底前淘汰关停或搬迁计划的企业、生产设备。

三、工作任务

（一）加强源头监管。新建项目应配套建设适宜高效大气污

染治理设施，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严把环评审批、排污许可申领

等关口，杜绝污染治理工艺不适用、治理设施简易低效、无稳定

达标排放能力、未按环评要求建设治理设施等问题。

（二）开展企业自查。各市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对辖区内企业

开展低效失效污染治理设施及监测监控系统排查整治要求的宣

贯解读，于 2024年 10月底前组织企业完成自查。列入排查行业

范围的企业，要充分发挥主体责任，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

排放标准、技术规范及企业排污许可证等有关要求，参照附件 1

和附件 2对脱硫脱硝除尘设施、VOCs治理设施、监测监控设施

开展全面自查，评估是否存在治理工艺低效、治理设施控制系统

功能缺失、治理设施关键组件缺失或质量低劣、运行维护不符合

设计规范、自动监测系统不正常安装运行或手工监测不正常开展

的情况。针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企业要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推

进整改。

（三）实施重点排查。2024年 12月底前，各市生态环境部

门基于企业自查情况，组织完成重点企业排查。对照排污许可证

清单、重点排污单位名单、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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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排放清单等，确定排查重点企业名单，明确脱硫、脱硝、除尘

及 VOCs治理设施的排查重点范围。整合大气、执法、监测、监

控、行业治理专家等力量组建专业排查队伍，配备完善的便携式

仪器和相关工具设备，参照附件 1、附件 2和附件 3，对企业治

理工艺、装备质量、控制系统、运行维护、监测监控等重点设施

和环节开展全面排查，核实设施是否属于低效失效范畴。对疑似

存在低效失效问题的设施应开展现场手工监测，全面系统分析大

气污染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排查中发现的治理设施低效失

效、装备质量低劣、运行维护水平差、自动监测设备应装未装、

监测监控不规范等问题建立清单台账。对于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

运行、偷排直排、篡改伪造监控数据、出具虚假不实监测报告等

行为进行重点检查。鼓励各地通过现场观摩、通报、执法大练兵、

交叉检查等多种方式，把排查工作做实做细。

（四）强化问题整改。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各市生态

环境部门组织企业根据问题清单制定针对性整改方案，明确整改

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督促企业采取更新升级成熟适用

治理工艺、规范安装治理设施、提高设施自动化控制水平、加强

设施运行维护等措施认真整改提升。对问题突出的产业集群，制

定专项整治方案，依法淘汰关停一批、搬迁入园一批、就地改造

一批、做优做强一批。涉及排污许可事项变更的，督促企业完成

整改后主动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对于能立行立改的问题，各地

要督促企业抓紧整改到位；对需要整治提升的问题，要将整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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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任务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重点治理任务，2025年 10月底前

基本完成整治，并向省厅报送工作总结；确需一定整改周期的，

要明确完成时限，最迟在相关设备下次停车（工）大修期间完成。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当前我省空气质量改善形势严峻，部

分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简陋、运行低效问题突出，影响治

理效果，导致频繁超标排放，成为制约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短板。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作是我省推动大气污染

治理能力提升、深入挖掘污染减排潜力、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的重要举措，也是《河南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河南

省 2024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完成的重点治理任务。

各地要高度重视，系统部署，全面排查，认真整改，加快解决工

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提升大气污染治理能

力，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强组织实施。各地要组织工作专班，压实工作责任，

明确分管领导、责任单位、负责人、联系人。要结合自身产业结

构特点，制定本辖区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实施方

案，明确排查整治的行业范围、工作重点、进度安排、保障措施

等，于 2024年 9月底前将工作专班名单（格式见附件 4）、工作

方案报送省厅。要提升装备水平，强化能力建设，保证工作质量，

不应将排查整治工作整体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要强化工作调

度，建立问题清单，实施销号管理，每月 5日前将上月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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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排查发现的问题清单及整治进展（格式见附件 5）报送省

厅。省厅将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对排查整改不到位、工作进展缓

慢的实施通报督办，并适时组织开展抽查工作。

（三）做好监督帮扶。各地要强化监管主体责任，对于排查

中发现的问题能够立行立改的，督促企业尽快完成整改；对于存

在突出环境问题或拒不整改的，要依法依规立案查处，情节严重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置。要强化帮扶指导，帮助企

业选择适宜治理技术路线，协助解决整治提升中的困难问题，保

障排查整治工作顺利完成。对于符合条件的整治提升项目，可纳

入中央和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予以支持。

联 系 人：赵永辉 刘振宇

联系电话：（0371）66309588 66309080

邮 箱：dqbgyz@163.com

附件：1.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技术要点

2. 监测监控系统排查整治技术要点

3.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现场检查技术要点

4.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作专班名

单

5.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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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技术要点

本附件明确了脱硫、脱硝、除尘及 VOCs治理设施的排查重

点范围，从工艺、装备、控制系统、运行维护等方面提出分类整

治的技术要点，供各地开展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

工作参考。

一、低效失效脱硫设施排查整治技术要点

（一）相关技术规范

HJ 178-2018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

范

HJ 179-2018 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

术规范

HJ 462-2021 工业锅炉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280-2023 炼焦化学工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281-2023 玻璃工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1-2018 氨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

（二）排查重点范围

1. 水喷淋脱硫、电子束法脱硫工艺；

2. 氨法、钠碱法、双碱法、氧化镁法脱硫工艺；

3. 药剂成分不清、处理机制不明的脱硫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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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反应容器在烟道中直接喷洒脱硫剂的脱硫设施（炉内

喷钙除外）；

5. 未配备除雾器、pH计、氧化风机、脱硫废液及副产物处

理系统等关键设施的湿法脱硫设施；

6. 未配备浆液密度计的石灰/石灰石-石膏法脱硫设施；

7. 未配备副产物制备系统或脱硫解析加热烟气、副产物制

备系统含硫尾气等未返回治理设施前烟道的活性焦法脱硫设施；

8. 无控制系统或控制系统未实现对脱硫剂投加、pH值等关

键参数进行自动调节控制的脱硫设施；

9. 存在结垢、堵塞、腐蚀、泄漏等问题的脱硫设施；

10. 存在有色烟羽、烟气拖尾、“烟囱雨”等现象的脱硫设施。

（三）治理要点

更新升级低效脱硫工艺。依法依规淘汰不达标设备，推动水

喷淋脱硫、电子束法脱硫、直接在烟道中喷洒液态或气态脱硫剂

等低效脱硫工艺，以及处理机制不明、无法通过脱硫剂或副产物

进行污染物脱除效果核查评估的治理技术加快淘汰更新。

规范安装脱硫设施。湿法脱硫设施应安装除雾器、pH计、

氧化风机（使用氧化风机保证脱硫效率的工艺需安装）、脱硫废

液及副产物处理系统。石灰/石灰石-石膏脱硫还应配备浆液密度

计；双碱法还应在脱硫塔、再生池设置 pH计，并在浆液循环系

统外设置副产物氧化和提取设施；钠碱法还应配备饱和废水处理

或副产物利用装置；氨法脱硫还应配备蒸发结晶等回收系统；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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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镁法还应配备氧化镁熟化系统以及亚硫酸镁氧化系统、蒸发结

晶系统。活性焦脱硫解析加热烟气、副产物制备系统含硫尾气等

应返回治理设施前烟道，严控硫酸等副产物制备车间 SO2无组织

排放。在烟道中喷洒钠基、钙基等固态脱硫剂的，后端应设置布

袋等收集处理装置。

提高脱硫设施自动控制水平。控制系统宜实现对脱硫剂投加

泵电流、投加量、脱硫浆液 pH值等关键参数进行自动调节与控

制；鼓励脱硫剂投加量与烟气 SO2浓度、生产负荷、浆液 pH值

等关键参数联动，进行自动调节。

加强脱硫设施运行维护。脱硫副产物应综合利用或规范处

置，禁止脱硫副产物不经处理随废水直排；禁止脱硫废液未经处

理直排或进行绿化、抑尘、掺烧、冲渣。双碱法应按技术规范要

求定期投加钠碱和钙碱。氨法、钠碱法和氧化镁法应定期对脱硫

废液进行蒸发结晶或其他利用处置；氨法出口氨逃逸浓度小时均

值低于 3mg/m3（有相关行业标准或技术规范的按其要求执行）；

氧化镁法熟化工艺温度应高于 70℃，熟化时间大于 2h。旋转喷

雾半干法（SDA）脱硫应按设计要求及时更换磨损的高速旋转喷

雾头，对后端袋式除尘器糊袋的要及时更换布袋。活性焦脱硫应

加强活性焦副产化工区管道、设备的维护保养，腐蚀严重的应及

时更换。对存在有色烟羽、烟气拖尾、“烟囱雨”等现象的脱硫设

施，必要时检测烟囱、治理设施及副产物处理制备系统硫酸雾或

可凝结颗粒物（CPM）浓度，并开展硫平衡测算，对于硫酸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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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M检测浓度较高的，进行运行优化调整或设施升级改造。企

业应规范记录并保存设施运行关键参数，记录脱硫剂购买和使用

情况、设施运行、故障和维修情况、副产物产生及处理情况、定

期检修等情况。

二、低效失效脱硝设施排查整治技术要点

（一）相关技术规范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462-2021 工业锅炉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62-2010 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

还原法

HJ 563-2010 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非催

化还原法

HJ 1280-2023 炼焦化学工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二）排查重点范围

1. 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复合陶瓷滤筒除尘脱硝一体化工

艺除外）、微生物法脱硝；

2. 单一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SNCR）脱硝工艺；

3. 采用中低温催化剂或长期未更换催化剂的选择性催化还

原法（SCR）脱硝工艺；以尿素为还原剂且未配备制氨系统的

SCR脱硝设施；

4. 未配备还原剂供应系统的活性焦法脱硝设施；

5. 其他脱硝工艺（除 SCR、SNCR、活性焦以外）；



— 12 —

6. 直接在烟道中喷洒脱硝剂的脱硝设施；

7. 无控制系统或控制系统未实现对脱硝剂投加等关键参数

进行自动调节控制的脱硝设施；

8. 含氨物质用量远高于理论用量或氨逃逸浓度超过标准要

求的脱硝设施；

9. 反应温度低于设计或技术规范要求的脱硝设施。

（三）治理要点

更新升级低效脱硝工艺。依法依规淘汰不达标设备，推动简

易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微生物法脱硝、直接在烟道中喷洒脱硝

剂等低效脱硝工艺，以及处理机制不明、无法通过脱硝剂或副产

物进行污染物脱除效果核查评估的治理技术加快淘汰更新。

规范安装脱硝设施。采用尿素作为还原剂的 SCR脱硝，应

配备制氨系统。采用活性焦脱硝工艺的，应配套活性焦输送系统、

吸收塔、再生系统、还原剂供应系统。采用氧化原理和添加氧化

助剂的脱硝工艺，排放口烟气自动监测系统（CEMS）NOx转化

炉转化率应达到 95%以上，或直测一氧化氮（NO）和二氧化氮

（NO2）排放浓度；开展原烟气中氮去向及其平衡分析，对于氮

无法平衡的，更换为成熟适宜的治理工艺。

提高脱硝设施自动控制水平。提高脱硝设施自动控制水平，

控制系统宜实现对投加泵电流、流量、液位等关键参数进行自动

调节与控制；鼓励脱硝剂投加量与烟气 NOx浓度、生产负荷等

关键参数联动，进行自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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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脱硝设施运行维护。采用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的，应优

化喷枪位置和数量，合理控制喷氨量，氨逃逸一般不高于 8mg/m3

（国家、地方有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的按其规定执行）。对

于 SCR脱硝，应定期吹扫催化剂，确保脱硝反应器烟气压降及

单层催化剂上下层烟气压降满足设计要求；催化剂达到使用寿

命，或因烧结、堵塞、中毒、活性成分流失等造成催化剂失活的，

应及时更换；SCR脱硝反应温度应在设计值范围内。采用 SNCR

脱硝的，以氨水为还原剂的反应温度宜为 850℃~1050℃，以尿素

为还原剂的反应温度宜为 900℃~1150℃，脱硝系统的脱硝效率一

般不高于 60%。采用活性焦脱硝的，活性焦补给、再生及还原剂

供应系统应按设计和技术规范运行，吸附塔入口烟气温度不高于

150℃，富硫气制备硫酸化工系统管道、设备应密闭。企业应规

范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脱硝剂购买量、使用量，脱硝设施运

行关键参数、故障和维修情况、脱硝副产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三、低效失效除尘设施排查整治技术要点

（一）相关技术规范

HJ 462-2021 工业锅炉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0-201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20-2012 袋式除尘工程通用技术规范

HJ 2028-2013 电除尘工程通用技术规范

JB/T 12593-2016 燃煤烟气湿法脱硫后湿式电除尘器

（二）排查重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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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一水膜（浴）除尘、湿法脱硫除尘一体化等除尘技术；

2. 将旋风除尘、多管除尘、重力沉降等简易除尘技术及其

组合作为唯一或主要除尘工艺的；

3. 存在可见烟粉尘外溢的除尘设施；

4. 长期未更换滤袋的袋式除尘设施；

5. 极板积灰严重或未及时更换极板的静电除尘设施；

6. 未及时补充新鲜水、处置沉淀物的湿式电除尘设施。

（三）治理要点

更新升级低效除尘工艺。依法依规淘汰不达标设备，推动将

水膜（浴）除尘、湿法脱硫除尘一体化、旋风除尘、多管除尘、

重力沉降等低效除尘技术及其组合作为唯一或主要除尘方式的

加快淘汰更新。

规范安装除尘设施。除尘设施应覆盖所有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点位，做到无可见烟粉尘外逸。风机风压、风量应符合企业烟气

特征，并与治理系统要求相匹配。对于入口颗粒物浓度超过

100mg/m3的，湿式电除尘不应作为唯一或主要除尘设施。静电

除尘电场数量、振打频率、静电发生器功率等，以及袋式除尘器

滤袋数量、滤料、清灰方式和频率等，应与烟气特征、排放限值

相匹配。

加强除尘设施运行维护。烟气进入除尘设施前应满足除尘设

施的技术要求。当原烟气温度过高时，应采取降温措施；当原烟

气粉尘浓度过高时，应采取预除尘措施。企业应定期维护，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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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除尘设施及其耗材；卸、输灰应封闭，确保不落地或产生二

次扬尘。使用袋式除尘工艺的，应自动、定期进行清灰等操作，

并依据设计寿命、压差变化、破损情况等及时更换滤料；使用静

电除尘工艺的，应避免极板等严重积灰，及时更换损坏的电极；

使用湿式电除尘工艺的，应及时补充新鲜水、处置和清理沉淀物。

企业应规范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除尘设施运行关键参数、故

障和维修情况、耗材更换情况、湿式电除尘设施的新鲜水补充情

况。

四、低效失效 VOCs治理设施排查整治技术要点

在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要求》（环

大气〔2021〕65号）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低效失效 VOCs

排查。

（一）相关技术规范

GB 37822-2019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 1093-2020 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

范

HJ 2000-201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26-2013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7-2013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

范

（二）排查重点范围

1. 单一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光催化、水喷淋吸收及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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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组合工艺；

2. 一次性吸附（定期集中脱附的除外）工艺或采用吸附（脱

附）+催化燃烧（CO）组合工艺的 VOCs治理设施；无控制系统

的吸附-脱附类治理设施；

3. 无控制系统或控制系统未对温度、辅助燃料流量等关键

参数进行自动调节控制的燃烧装置；燃烧温度、有机废气停留时

间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燃烧装置；

4. 冷凝和吸收工艺。

（三）治理要点

更新升级低效 VOCs治理工艺。依法依规淘汰不达标设备，

推动单一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光催化、非水溶性 VOCs废气采

用单一水喷淋吸收及上述技术的组合工艺（除异味治理外）加快

淘汰更新。

提升含 VOCs有机废气收集效率。企业应考虑废气性质、

适宜的处理工艺和排放标准要求等因素，对 VOCs废气进行分类

收集。有机废气收集管道应合理布局，减少软管和法兰连接；软

管连接长度不宜过长，不应缠绕、弯折；废气收集管道无破损，

不应存在感官可察觉泄漏，正压管道应加强法兰、软管连接处的

泄漏检测。采用车间整体换风收集的，车间厂房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应保持封闭状态，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

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

时保持关闭，鼓励使用双层门、自动门；涉 VOCs环节的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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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应保持微负压，鼓励安装负压计；采用集气罩、侧吸风等方式

收集无组织废气的，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控制风速不低于

0.3米/秒或按相关行业要求规定执行。

规范建设 VOCs治理设施。采用燃烧工艺的，有机废气在燃

烧装置的停留时间不少于 0.75s；采用催化燃烧的应使用合格的

催化剂并足量添加，催化剂床层设计空速宜低于 40000h-1。采用

吸附工艺的，应对有机废气进行必要的降温、除湿和除尘等预处

理；根据废气处理量、污染物浓度以及吸附剂更换周期、动态吸

附容量确定装填量。采用吸收工艺的，吸收剂宜选择低挥发性或

者不挥发、对废气中有机组分具有高吸收能力的介质。治理设施

的处理能力应根据满负荷运行、检维修、设备启停等多种情况下

的最大废气产生量确定。鼓励采取减风增浓等措施，减少废气产

生量，提高废气污染物浓度。

提高 VOCs治理设施自动控制水平。推进燃烧、冷凝、吸

附-脱附、吸收类 VOCs治理设施安装控制系统。对燃烧工艺的

辅助燃料用量、燃烧温度，吸附-脱附工艺的吸附床层吸附、脱

附时间和温度，冷凝工艺的冷凝温度，吸收工艺的吸收剂循环量

等关键参数进行自动调节与控制。

加强 VOCs治理设施运行维护。除安全考虑和特殊工艺要求

外，禁止开启稀释口、稀释风机。采用燃烧工艺的，有机废气浓

度低或浓度波动大时需补充助燃燃料，保证燃烧设施的运行温度

在设计值范围内，RTO燃烧温度不低于 760℃，催化燃烧装置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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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温度不低于 300℃；对于采用将有机废气引入高温炉、窑进行

焚烧的，有机废气应引入火焰区，并且同步运行。VOCs燃烧（焚

烧、氧化）设备的废气排放浓度应按相关标准要求进行氧含量折

算。

对于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工艺的，应按设计要求定期更换

活性炭，颗粒状、柱状活性炭碘值不应低于 800毫克/克，蜂窝

状活性炭碘值不应低于 650毫克/克；采用非连续吸附-脱附治理

工艺的，应按设计要求及时解吸吸附的 VOCs，解吸气体应采用

高效处理工艺处理后达标排放，现场检查时应监测脱附期间

VOCs排放浓度和去除效率达标情况。采用冷凝工艺的，不凝尾

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液化温度，对于油气回收，

采用单一冷凝回收工艺的，冷凝温度一般应控制在-75℃以下。

对于 VOCs治理产生的废吸附剂、废催化剂、废吸收剂等耗材，

以及含 VOCs废料、渣、液等，应密闭储存，并及时清运处置；

鼓励储存库设置 VOCs废气收集和治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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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监测监控系统排查整治技术要点

本附件主要针对可能掩盖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低效失效的情

形，从自动监测系统安装运行情况、企业手工监测开展情况及现

场监测评估筛查等方面提出排查检查重点和规范整治要点。

HJ 1286-202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

一、自动监测系统安装运行情况

（一）相关技术规范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

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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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

（二）排查重点

检查企业探头是否被污染或腐蚀，采样管线连接是否有松

动、漏气、漏水、堵塞、破损等情况。采样管线是否有明显积水、

积灰、结晶等，探头、探杆或管线伴热温度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检查颗粒物光学视窗是否有脏污、光路被阻挡或干扰、光路明显

偏离等情况。检查是否存在喷吹干扰物、接入稀释气，投加脱硫

剂、脱硝剂、氧化剂，非正常设置反吹等影响自动监测采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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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行为。

检查量程设置是否合理。检查污染物干基浓度、湿基浓度、

标准状态浓度、基准含氧量等的计算公式，并结合现场实际监测

数据进行试算验证。检查颗粒物斜率和截距的设置和修改情况。

检查是否存在数据造假的功能和漏洞，不同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

下参数设置、设备控制等是否正常，是否存在非正常算法调整，

是否使用了数据保持等非正常功能。检查分析仪、工控机和数采

仪数据是否一致，台账记录、设备历史数据与标准气体浓度的一

致性，数据标记与生产工况、污染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状况的逻辑

性，是否存在虚假、非正常标记和补遗修约行为，是否存在使用

局域网、无线WiFi等方式干扰传输数据的情况。对于使用年限

用标准气体进行全系统校准，测试示值误差、响应时间是否

符合标准要求，通标流量应与烟气采样流量保持一致；无预设管

线输送至采样探头处的，可从采样探头处通入标准气体进行测

试。对于氧化原理脱硝治理工艺，直接监测 NO2的，检查 NO2

分析模块运行是否正常并按规范要求运维；NO2转化为 NO后监

测的，检查转化器的转化效率是否达到 95%以上。对于非甲烷总

烃废气自动监测系统，检查除烃装置温度是否不低于 350℃，是

否存在出峰时间设置与标准谱图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使用催化氧

化原理的，应检查丙烷转化效率是否不低于 95%。

较长、故障率较高的自动监测系统进行重点排查。

（三）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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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所有管路畅通，各连接管路、法兰、阀门封口垫圈应牢

固完整，均不得有漏气、漏水、堵塞、破损现象。从探头到分析

仪的整条采样管线的铺设应具有良好的支撑，管线倾斜度¯5°，

全程无明显积水。伴热管线应保温良好，设置加热温度和实测温

度均应¯120℃，实际温度值应能够在机柜或系统软件中显示查

询。冷凝器设置温度和实测温度应为 2℃~6℃，除湿产生的冷凝

液在管路中无积存。稀释气预处理系统应能有效去除颗粒物、水、

油、烃以及待测气体组分等，稀释探头的真空度、采样流量等应

符合仪器采样要求，音速小孔处无堵塞或腐蚀，稀释比稳定满足

仪器设计要求。等速跟踪采样的跟踪吸引误差不高于±8%。

CEMS应具备全系统校准功能，全系统校准时各指标响应时

间和示值误差应符合 HJ 75、HJ 1286要求。气态污染物和颗粒

物标准状态干烟气浓度、基准含氧量折算浓度、标准状态下干烟

气流量等计算公式应满足 HJ 75要求。基准含氧量应按照排放标

准要求进行设置，并如实折算。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不得对仪器

仪表等硬件设备安装位置及软件参数设置擅自进行调整修改。仪

器经过维修、更换核心监测分析仪器或变更采样点位影响监测系

统参数设置的，应对自动监测系统重新调试后修改相应参数。设

备运行中，通过标气校准产生的参数不得人为修改。

所有污染物浓度数据和烟气参数均应由真实测量得出，不得

在系统中直接输入模拟生成，不得装有数据模拟软件、模拟信号

发生器、隐藏操作界面、远程登录软件，不得过滤数据、限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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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下限和修改监测数据以及设备参数等。不得通过设定静压压

力、流速、氧量、烟温等烟气参数条件，自动标记停炉、焖炉等；

企业生产工况异常或 CEMS校准、维护等非正常运行时段，应

如实报送监测结果并进行标记，不得直接设置数据保持。

二、企业手工监测开展情况

（一）排查重点

主要针对涉嫌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出具虚假、不实监测报

告，以掩盖治理设施低效失效的情形，检查相关排放口污染物排

放手工监测开展情况，对于排放标准有污染物去除效率要求的，

还应检查治理设施进、出口手工监测开展情况。

结合企业生产和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手工监测平台建设及监

测点位布设情况、监测人员进出厂记录、监测平台监控视频、自

动监测数据，检查企业自行监测报告、手工监测原始记录、生产

和治理设施运行台账、采样照片等，分析真实性和逻辑关系。检

查是否存在开展现场监测时，通过临时更换原料燃料、异常调整

生产负荷或污染治理设施等方式降低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情况，以

及监测工况记录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间歇排放的，检查样品是

否具备代表性，采样时间是否涵盖排放强度大的时段。

对于现场监测方法出具的数据，检查机打原始记录信息与监

测数据的逻辑性和合理性。检查采样记录与样品保存、转运接收

记录、监测仪器使用记录与监测时间、监测方法是否匹配、仪器

校准记录是否能满足监测方法要求。检查是否存在采样数量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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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时长不足、采样体积不够、滤膜不更换、滤膜称重数据不实、

氧含量异常等情况，检查是否存在采样嘴直径、平均流速、采样

时长等信息与采样体积逻辑不符的情况。对于非甲烷总烃监测，

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样品采集和保存、放置时间不符合标准要求的

情况。

（二）规范要求

排污单位应按照国家、行业或地方现行最新监测技术规范与

监测方法要求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展手工监测，监测报告和原始

记录应完整、准确，如实反映监测期间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

态和污染物排放水平。

排污单位应留存完整监测原始记录（原件或盖章的电子件、

复印件），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年，内容包括采样记录（含监测

期间工况）、仪器校准记录、样品交接记录、分析测试记录、质

控记录等。监测原始记录不得随意修改，应保证监测过程可溯源，

数据修约结果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并与报告一致。

非甲烷总烃采样气袋材质应符合 HJ 732的要求，样品应避

光保存，采样后尽快完成分析。玻璃注射器保存的样品，放置时

间不超过 8小时；气袋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 48小时。

三、现场监测评估筛查

（一）方法和仪器

检查期间可采用便携式监测仪器开展现场监测评估，评估期

间可适当调整采样时间。现场监测应获取有代表性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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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排放强度大的时段。

检查期间可针对不同行业污染物排放特征，配备便携式烟气

分析仪（紫外、红外、定电位电解等原理，用于检测 SO2、NO、

NO2、O2），便携式颗粒物分析仪（β射线、振荡天平等原理，配

套湿度、烟温、流速检测），便携式氨气分析仪（激光吸收、紫

外差分等原理），便携式非甲烷总烃分析仪（FID、PID等原理，

用于检测非甲烷总烃、苯系物等），便携式泄露测试仪（红外成

像、FID等原理）、风速测试仪（热线式、双联式等，最小测量

风速应不大于 0.2米/秒），以及相应保障设备（移动电源、插线

板、安全帽、支撑架、法兰管堵等）。必要时还应配备硫酸雾、

盐酸雾、CPM采样系统、恶臭气体检测仪等。

对于一氧化碳浓度较高（超过 50ppm）的废气（如烧结机头、

水泥窑尾、石灰窑尾、高炉煤气或焦炉煤气下游用户等），不宜

使用定电位电解原理设备开展监测；对于甲烷浓度较高（超过

50ppm）的废气（如焦炉煤气下游用户、天然气为燃料的各类炉

窑等），宜优先采用紫外法开展监测，使用红外法原理的应通过

滤波等技术手段消除干扰；对于高含尘量、高含湿量、高电离电

位的有机废气，不宜使用单 PID原理的仪器开展监测；对于采用

治理工艺机理不明、药剂成分不清的现场，应要求企业提供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分析评估其对采样监测的干扰并

予以消除或修正。

（二）注意事项



— 25 —

现场监测评估前，应对设备进行校准，确保正常运行。为提

高检查效率，可提前对设备进行开机和预热。监测排放口的，提

前了解污染物排放规律和浓度水平；监测治理设施进、出口的，

提前了解烟气停留时间，以便获取有代表性监测数据。在有防火

防爆要求的场所，监测应选择适用相应防火防爆等级的仪器设

备。

现场监测评估中，应安排专人监督并记录生产工况、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状况的关键参数，以及自动监测设备数据变化情况；

必要时可通过调整生产工况或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参数的方式，获

取不同状态下的监测数据。

现场监测评估后，应对生产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和监测

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对变化情况进行合理性分析，并与相似工况

和治理设施运行状态下的自动监测数据以及企业手工监测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判断自动监测数据准确性、企业手工监测数据代

表性和污染治理设施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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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现场检查技术要点

本附件明确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

理设施现场检查的工作流程和检查方法。

一、工作流程

现场检查分为事前准备、事中检查、事后反馈三个阶段。

事前准备：组建检查队伍并调配便携式现场直读仪器。收集

整理检查区域工业污染源和空气质量相关数据，充分摸底检查对

象的工艺设施及运维情况，梳理可能存在问题的关键环节。

事中检查：针对生产工况、废气收集系统、治理设施、自动

监测等环节开展现场排查，核实设施是否属于低效失效范畴，对

疑似存在低效失效问题的设施开展现场手工监测，全面系统分析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事后反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反馈，要求企业整

改完善，发现的问题由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分类处置。

图 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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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前准备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基于企业自查情况以及排污许可信息、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各类污染源台账、

自动监测数据等材料，按照附件 1要求，梳理辖区内的低效失效

污染治理设施信息，初步了解检查对象的工艺设施及运维情况，

预判可能存在问题的环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建的抽查队伍，

重点抽查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燃煤锅炉及生物质锅炉台数多的区

县；产业集群及长期出现环境空气质量高值冒泡站点周边的企

业；自动监测数据出现大段缺失、频繁超标或标记停运、长期异

常值等现象的企业。

（一）数据、人员、仪器准备

全面收集和整理现有排污许可信息、应急减排清单、源排放

清单、自动监测、各类污染源台账、投诉举报信息等，对照低效

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特征，开展企业大气污染治理突出问题

行前分析，查找问题线索，明确待排查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工艺

环节。

检查队伍一般由执法人员及生产工艺、治理设施、手工监测

和自动监测领域的技术人员组成，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也可根

据需求增加行业专家，并配备无人机、红外热成像气体泄漏检测

仪、便携式烟气分析仪等监测设备和其他相关工具设备。

（二）问题线索查找

利用企业环评报告、排污许可证副本及执行报告、验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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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等信息，了解待排查企业的生产工艺水平、生产情况、产排

污节点、污染物及治理设施信息，关注企业是否存在产业结构调

整目录中淘汰类设备或工艺，是否存在附件 1中需进行更新改造

或整治的污染治理设施。重点关注中小燃煤锅炉、生物质锅炉、

砖瓦窑、煤气发生炉、各种焙烧窑、燃煤热风炉等设施。

利用检查区域内的空气质量高值冒泡点，举报投诉、环境执

法、监督帮扶发现问题等线索，做好现场检查前分析，提高检查

工作效率。

利用自动监测数据、手工监测报告查找问题线索：

超标超总量排放问题。核对自动监测数据平台的污染物排放

浓度是否稳定达到排放标准要求，核算污染物排放量是否超过排

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污许可量。

排放浓度异常值问题。综合分析生产工艺、生产装备、生产

负荷变化（含启停炉）、污染治理工艺和污染物排放浓度之间的

逻辑关系，筛选污染物排放浓度异常低值、恒值、突变，或与同

类企业污染排放水平明显不符的数据；筛选频繁标记、校准等时

段，查找存在的问题。

烟气参数违背行业特性问题。综合分析生产装备、生产负荷

变化与自动监测烟气关键参数（温度、含氧量、流速、压力）之

间的逻辑关系，筛选异常时段，查找存在的问题。

三、现场检查方法

（一）检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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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对台账记录、DCS、自动监测、现场手工监测结果等

数据，进行多源数据交叉验证和逻辑判断。分析硫、氮等元素是

否符合物料平衡；交叉验证生产负荷、原辅材料使用量等与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参数、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等变化趋势是否一致；

检查自动监测历史数据或手工监测数据与生产负荷波动变化、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参数变化趋势是否一致。重点关注重污染应急响

应、生产负荷调整、自动监测数据异常等时段的各项数据之间的

逻辑合理性。

（二）现场检查

开展现场检查时企业应保持正常的生产负荷和治理设施运

行状况，不得临时采取异常调整生产负荷、治理设施运行参数等

应对措施。如企业存在上述行为，应要求企业恢复正常生产与治

理工况。

1. 治理工艺的适用性

核实治理工艺技术、处置能力能否满足烟气治理需求，运行

参数是否与烟气主要参数（流量、温度、湿度、压力、含氧量、

组分、污染物浓度）相匹配。

2. 物料平衡计算

依据生产设施类型、原辅料消耗量及参数（硫含量等）、运

行时间、烟气参数（原烟气浓度、烟气量等）、反应原理等，计

算脱硫剂、脱硝剂、吸附剂、吸收剂的理论用量，检查其实际使

用量（投加量、更换量、购置发票等）的合理性。采用物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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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计算治理工艺副产物的理论产量，检查其实际产生量（转

运量、销售发票等）与处置方式的合理性。

3. 污染治理设施检查

检查污染治理设施的关键设备、仪器仪表、技术参数是否符

合政策、工程技术规范、质量标准等要求。

检查污染治理设施是否相对于生产设备“先启后停”，治理设

施相关参数均达到运行条件后启动生产设施，生产设施停运且废

气全部处理完毕后治理设施方可停运。

检查污染治理设施和收集传输系统是否存在停运、不能启

动、破损泄漏等问题，对存在有色烟羽、拖尾、“烟囱雨”等现象

以及自动化水平低、脱硫脱硝剂及吸收剂组分不明确等，重点检

查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和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检查污染治理设施关键参数（各单元压差、温度、投料量、

pH值等）运行数据及历史曲线、运行台账记录（维修记录、耗

材更换台账等）以及副产物处置情况，核实是否存在耗材更换不

及时、关键部件损坏或缺失、副产物处置不合理或去向不明、参

数变化不符合逻辑、关键参数运行数据缺失等问题，判断污染治

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4. 自动控制系统和生产台账检查

对生产运行与污染治理设施关键参数、曲线以及生产运行台

账进行对照查阅，重点对生产启停、重污染应急响应、故障检修

等非正常工况时段进行交叉验证。检查 DCS或可编程逻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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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PLC）等自动控制系统数据与手工台账和现场运行工况的一

致性、准确性、完整性，判断是否存在造假问题。

5. 无组织与非正常工况排放检查

现场查看生产设施和污染物治理设施是否存在旁路偷排和

跑冒滴漏；查看生产现场是否有明显积尘或异味；检查废气是否

应收尽收；检查涉 VOCs排放企业是否按要求的频率和范围开展

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监测，检测数据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是否存在不必要的生产和治理设施旁路（含应急放散口和火

炬），旁路是否有规范的监管措施及启停记录。运用无人机检查

企业是否存在废气泄漏、有色烟羽等问题。

6. 自动监测检查

检查自动监测设备的采样探头、传输管线，预处理器分析仪

表，数据分析和处理系统等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检查监测数据、

运维台账记录是否全面准确，是否存在超标排放。分析企业生产

负荷及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与自动监测数据变化的相关

性。

7. 手工监测检查

现场使用便携式直读分析仪器对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验证。在不影响数据准确性的前提下，手工采样时间可适当缩短，

检测数据作为评估治理设施效果、自动监测结果准确性的依据；

对发现涉嫌超标排放的，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进行执法监测。

四、结果反馈及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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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企业检查工作后，按照“一企一策、分类整治”的原则，

对发现问题进行分类，并提出针对性的处置和整改要求，对于能

够立行立改的，督促企业尽快完成整改；对于短期内难以解决的

问题，指导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按时序推进落实；对

于涉及违法的情况，依法依规处理。生态环境部门对问题清单拉

单挂账并督促企业整改完善，适时组织回头看。



附件 4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作专班名单

城市 分管领导 责任单位 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附件 5

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问题清单

序号 城市 县（区）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排查时间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时限 整改进展



— 35 —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4年 9月 9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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