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Z  

备案号： 

重 庆 市 地 方 标 准

DB
DB 50/252—2007

重庆市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电子版为发布稿，请以出版社出版的正式标准文本为准。 

2007-12-20 发布 2008-07-01 实施

重 庆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发布

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控制燃煤电厂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实现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达标，促进火电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之规定，制定本标准。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自标准实施之日起，在重庆市范围内替代火电厂国

家 GB13223—2003《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相应内容。 

本标准未涉及范围或未涉及部分沿用国家有关 新标准。 
本标准实施后，如果国家颁布与本标准有关的新标准，且国家新标准中有严于本标准的指标，则该

指标的限定值以国家标准为准。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重庆市环境保护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于 2007 年 12 月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7 月 1 日实施。 

本标准由重庆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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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按时间段规定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 高允许排放限值，同时还规定了排气筒高度要求、工

艺管制和操作规范等。 
本标准适用于对现有燃煤电厂的排放管理，以及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

竣工验收和建成运行后的排放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辖区内使用单机容量在 200MW 及以上燃煤发电机组的火电厂。 
重庆市辖区内单机容量在 200MW 以下燃煤发电机组锅炉执行国家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3223—200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00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75  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四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标准状态 

指温度为 273K，压力为 101325Pa 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均

指标准状态下干烟气中的数值。 
3.2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指处理设施后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 1 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或指无处理设施排气筒中污

染物任何 1 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3.3 排气筒高度 

指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处的高度。 

3.4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指一定高度的排气筒任何 1 小时排放污染物的质量不得超过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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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过剩空气系数 

燃料燃烧时，实际空气供给量与理论空气需要量之比值。 
3.6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以假想无水、无灰状态的煤为基准，将煤样在规定条件下隔绝空气加热，并进行水分和灰分校正后

的质量损失，称为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用“Vdaf”表示。 
3.7 燃煤电厂 

指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火力发电厂。 

3.8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是指对燃煤电厂排放的烟气进行连续、实时跟踪监测。 

3.9 无组织排放 

指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 
 

4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时段的划分 

 
本标准分三个时段，对不同时期的燃煤电厂建设项目分别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 
1996年12月31日前建成投产或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新建、扩建、改建燃煤电厂建设

项目，执行第Ⅰ时段排放控制要求。 

1997年1月1日起至2003年12月31日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新建、扩建、改建燃煤电厂

建设项目，执行第Ⅱ时段排放控制要求。 

自2004年1月1日起，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新建、扩建、改建燃煤电厂建设项目，执

行第Ⅲ时段排放控制要求。 

 

4.2 污染物排放限值 

    各时段燃煤发电锅炉大气污染物 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执行表1、表2规定的限值。 

本标准执行之日起，新建燃煤发电锅炉须预留烟气脱除氮氧化物装置空间。 
1996 年 12 月 31 日 1996 年 12 月 31 日前建成投产或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新建、扩

建、改建燃煤电厂执行本标准时，每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设备排气筒二氧化硫 高允许排放浓度

限值可在本标准对应值的基础上上浮，但 大幅度不得超过 50%，具体上浮时间及上浮量需提前报请市

级环保管理部门批准。 

199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新建、扩建、改建燃

煤电厂执行本标准时，2010 年以前，每年 6 月 1日至 8 月 31 日，设备排气筒二氧化硫 高允许排放浓

度限值可在本标准对应值的基础上上浮，但 大幅度不得超过 50%，具体上浮时间及上浮量需提前报请

市级环保管理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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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燃煤发电锅炉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 

建厂时段 第Ⅰ时段 第Ⅱ时段 第Ⅲ时段 
执行时间 2008年7月1日 2010年1月1日 2008年7月1日 2010年1月1日 2004年1月1日 

二氧化硫 高

允许排放浓度 
（mg/m3） 

800 600 800 400 400 

颗粒物 高允

许排放浓度 
（mg/m3） 

200 100 200 50 50 

烟气黑度（林

格曼黑度，级） 1.0 

    

 表 2  燃煤发电锅炉氮氧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mg/m
3
       

建厂时段 第Ⅰ时段 第Ⅱ时段 第Ⅲ时段 
Vdaf＜10% 1500 1300 1100 

10%≤Vdaf≤20% 1100 650 650 燃煤灰分 
Vdaf＞20% 1100 650 450 

 

4.3 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2004 年 1 月 1 日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燃煤电厂建设项目，在满足表 1、表 2 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

要求的同时，还须同时满足燃煤电厂全厂二氧化硫 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要求。燃煤电厂二氧化硫 高

允许排放速率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A。 
 

4.4 最高允许单位产品排放量 

 
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现有燃煤电厂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限值为

2.5g/KWh。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现有燃煤电厂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限值为 1.9g/KWh。  
自2007年1月1日起，新建、扩建、改建燃煤电厂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限值为1.9g/KWh。 

4.5 排气筒高度 

新建燃煤电厂锅炉排气筒（烟囱）高度按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执行。 

4.6 环境管理规定 

    燃煤电厂应制定各类环保设备的操作规程，尽可能减少污染物事故排放和非正常工况排放；环保设

施设备完好率应大于 95%。 

4.7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控制规定 

 
对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重点做好设备的密闭，防止跑、冒、滴、漏；露天储料场应当采取防起尘、

防雨水冲刷流失的措施；禁止散状物料露天堆放，防止二次扬尘。 
生产车间敞开的天窗、门窗等处不得有可见无组织排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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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状废弃物的加工、运输、装卸、贮存应当密闭；提倡文明装卸和运输，车船装、卸料时，应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扬尘，防止物料洒落。 
露天生产场地要采取洒水、清洁、地面硬化等措施，防止二次扬尘。 
 

4.8 环保设备的同步运行率和非正常排放控制要求 

    燃煤电厂脱硫、除尘等设施应与发电机组同步运行， 因环保装置故障造成事故排放时，应立即采

取应急措施控制污染物排放，或使主机设备停止运转，待环保装置检修完毕后共同投入使用。 
 

5 监测 

 

5.1  大气污染物的手工监测分析方法 

对于日常监督性监测，排污单位人员和实施监测人员不得任意改变当时的运行工况。以任何连续 1
小时的采样获得平均值，或在任何 1 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 个以上样品，计算平均值。 

新建燃煤电厂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和采样时间频次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办法》和规范执行。 

5.1.1  大气污染物的采样方法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的采样方法执行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规定。 

5.1.2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方法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方法见表 3。 
 

表3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分析方法 

分析项目 大气污染物分析方法 

烟尘 GB／T 16157  重量法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图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测烟望远镜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光电测烟仪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二氧化硫 

HJ/T 56 碘量法 

HJ/T 57 定电位电解法  

自动滴定碘量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电导率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氮氧化物 

HJ/T 42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定电位电解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5.2  大气污染物的连续监测分析方法 

5.2.1  燃煤发电锅炉须装设符合 HJ/T75 要求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仪器。  
5.2.2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的连续监测按 HJ/T75 中的规定执行。 

5.2.3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装置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在有效期内其

监测数据为有效数据。以任何小时平均值作为监督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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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气污染物的过量空气系数折算值 

实测的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必须执行 GB/T 16157 规定按公式（1）进行折算。燃煤锅

炉按过量空气系数α= 1.4 进行折算。 

α
α ''×= CC                                      （1） 

 
式中： 

C —折算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C＇—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α＇—实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α —规定的过量空气系数。 

      

6．标准实施 

6.1 本标准由重庆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6.2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除执行本标准外，还须执行国家和地方总量排放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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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附录） 

附录A    燃煤电厂最高允许排放速率计算方法 

 

A.1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的计算 

 
32 101.5 −×××= gHUQ                                                    (A1) 

∑=
=

N

i
eig H

N
H

1

21
                                                  (A2) 

∑=
=

N

i
iU

N
U

1

1
                                                          (A3) 

式中：Q—全厂SO2 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U —各烟囱出口处环境风速的平均值，m/s；按 A.2.3 计算 

  Hg—全厂烟囱等效单源高度，m； 
  Hei—第i个烟囱有效高度，m； 
  Ui—第 i 个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m/s。 
烟囱的有效高度按公式(A4)计算。 
 

He=Hs+△H                                                          (A4) 
 

式中：He—烟囱的有效高度，m； 
Hs—烟囱几何高度，m，当烟囱几何高度超过 240m时，仍按 240m计算； 

H△ —烟气抬升高度，m， 按A.2计算。 
 

A.2 烟气抬升高度的计算 

 

烟气抬升高度按（A5～A7）计算。 

当 HQ
≥21000KJ/s，且△T≥35K时： 

 
1 3 2 31.303 H S sH Q H UΔ =

                                          （A5） 

当2100KJ≤ HQ
＜21000KJ/s，且△T≥35K时： 

 
3 5 2 50.292 H S sH Q H UΔ =

                                          （A6） 

当 HQ
≤2100KJ/s，且△T＜35K时： 

 

2 1.5 s sH VΔ = H（ d+0.01Q ）U
                                         （A7） 

△T—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K，计算公式见A.2.1；  

HQ
—烟气热释放率，KJ/s，计算公式见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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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m/s，计算公式见A.2.3； 

sV
—烟囱出口实际烟速，m/s； 

d—烟囱出口内径。 

其它符号意义见A.1。 

A.2.1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T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T按（A8）计算。 

 

                    ST T TαΔ = −
                                           （A8） 

式中：TS—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K，可用烟囱入口处烟气温度按-5℃/100m递减率换算所得值； 

Ta—烟囱出口处环境平均温度，K，可用电厂所在地附近的气象台、站定时观测 近5年地面平均

气温代替。 

A.2.2  烟气热释放率 HQ
的计算 

烟气热释放率 HQ
的按（A11）计算。 

 

0H pQ C V H= Δ
                                        （A9） 

式中： 

pC
—烟气平均定压比热，1.38KJ/（m3·K）； 

0V
—排烟率（标态），m3/s，当一座烟囱连接多台锅炉时，该烟囱的 为所连接的烟囱该项数值之

和。 

0V

A.2.3  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US的计算 

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US按（A12）计算。 

 

 

                                                                             (A10) 
0.15

10( )
10

s
s

HU U=
 

式中： 

US —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m/s； 

10U —地面10m高度平均风速，m/s，采用电厂所在地附近的气象台、站 近5年观测的距地面10m

高度处的平均风速值，当 10U ≤2.0m/s时，取 10U =2.0m/s。 

sH
—烟囱几何高度，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