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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发布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３］２１４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加强环境管理，现批准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由

我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现予公告。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０３）。

以上标准为强制性标准，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可以在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自以上标准规定的各时段排放限值实施之日起，下

列标准中的相应部分废止：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２３—１９９６）。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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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火电厂大气

污染物排放造成的污染，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火力发电行业的技术进步

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自本标准各时段排放限值实施之日起，代替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２３—１９９６）中相应的内容。

本标准对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３２２３—１９９６）主要做了如下修改：调整了大气污

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取消了按除尘器类型和燃煤灰分、硫分含量规定不同排放浓度限值的做法；规

定了现有火电锅炉达到更加严格的排放限值的时限；调整了折算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的过量

空气系数。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所替代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１３２２３—１９９１、ＧＢ１３２２３—１９９６。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电环境保护研究所等单位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３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书书书

犌犅１３２２３ ２００３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１ 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按时间段规定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限值，适用于现有火电厂的排放管理以及

火电厂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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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单台出力６５ｔ／ｈ以上除层燃炉、抛煤机炉外的燃煤发电锅炉；各种容量的煤粉

发电锅炉；单台出力６５ｔ／ｈ以上燃油发电锅炉；各种容量的燃气轮机组的火电厂。单台出力６５ｔ／ｈ以

上采用甘蔗渣、锯末、树皮等生物质燃料的发电锅炉，参照本标准中以煤矸石等为主要燃料的资源综

合利用火力发电锅炉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各种容量的以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为燃料的火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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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ＨＪ／Ｔ４２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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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６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ＨＪ／Ｔ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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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３．１

火电厂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

燃烧固体、液体、气体燃料的发电厂。

３．２

坑口电厂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ｍｏｕｔｈ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

位于煤矿附近，以皮带运输机、汽车或煤矿铁路专用线运输燃煤的发电厂。

３．３

标准状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烟气在温度为２７３Ｋ，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Ｐａ时的状态，简称 “标态”。本标准中所规定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浓度均指标准状态下干烟气的数值。

３．４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是指对火电厂排放的烟气进行连续、实时跟踪监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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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过量空气系数 ｅｘｃｅｓｓａｉ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燃料燃烧时，实际空气供给量与理论空气需要量之比值，用 “α”表示。

３．６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ｍａｔｔｅｒ（ｄｒｙａｓｈ－ｆｒｅｅｂａ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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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用 “犞ｄａｆ”表示。

３．７

西部地区 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

西部地区是指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

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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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时期的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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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火电厂

建设项目，执行第１时段排放控制要求。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至本标准实施前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新建、扩建、改建火电

厂建设项目，执行第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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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火电厂建设项目

（含在第２时段中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新建、扩建、改建火电厂建设项目，自批准之日起满

５ａ，在本标准实施前尚未开工建设的火电厂建设项目），执行第３时段排放控制要求。

４．２ 污染物排放限值

４．２．１　烟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

各时段火力发电锅炉烟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执行表１规定的限值。

表１ 火力发电锅炉烟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

烟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ｍｇ／ｍ３）

时　　段 第１时段 第２时段 第３时段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级）

实施时间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０４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０４年

１月１日

燃煤锅炉
３００１

）

６００２
）

２００
２００１

）

５００２
）

５０

１００３
）

２００４
）

５０

１００３
）

２００４
）

燃油锅炉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１．０

注：１）县级及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及规划区内的火力发电锅炉执行该限值。

２）县级及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及规划区以外的火力发电锅炉执行该限值。

３）在本标准实施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已批复的脱硫机组，以及位于西部非两控区的燃用特低硫煤 （入炉燃煤

收到基硫分小于０．５％）的坑口电厂锅炉执行该限值。

４）以煤矸石等为主要燃料 （入炉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小于等于１２５５０ｋＪ／ｋｇ）的资源综合利用火力发电锅炉

执行该限值。

４．２．２ 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各时段火力发电锅炉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执行表２规定的限值。第３时段位于西部非两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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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燃用特低硫煤 （入炉燃煤收到基硫分小于０．５％）的坑口电厂锅炉须预留烟气脱除二氧化硫装置

空间。

表２　火力发电锅炉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ｍｇ／ｍ３

时　　段 第１时段 第２时段 第３时段

实施时间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日

２００４年

１月１日

燃煤锅炉及

燃油锅炉
２１００１

）
１２００１

）
２１００

１２００２
）

４００

１２００２
）

４００

８００３
）

１２００４
）

注：１）该限值为全厂第１时段火力发电锅炉平均值。

２）在本标准实施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已批复的脱硫机组，以及位于西部非两控区的燃用特低硫煤 （入炉燃煤

收到基硫分小于０．５％）的坑口电厂锅炉执行该限值。

３）以煤矸石等为主要燃料 （入炉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小于等于１２５５０ｋＪ／ｋｇ）的资源综合利用火力发电锅

炉执行该限值。

４）位于西部非两控区的燃用特低硫煤 （入炉燃煤收到基硫分小于０．５％）的坑口电厂锅炉执行该限值。

在本标准实施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已批复的第２时段脱硫机组，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４００

ｍｇ／ｍ３的限值，其中以煤矸石等为主要燃料 （入炉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小于等于１２５５０ｋＪ／ｋｇ）

的资源综合利用火力发电锅炉执行８００ｍｇ／ｍ３的限值。

４．２．３ 氮氧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火力发电锅炉及燃气轮机组氮氧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执行表３规定的限值。第３时段火力发电

锅炉须预留烟气脱除氮氧化物装置空间。液态排渣煤粉炉执行犞ｄａｆ＜１０％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

表３　火力发电锅炉及燃气轮机组氮氧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ｍｇ／ｍ３

时　　段 第１时段 第２时段 第３时段

实施时间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

燃煤锅炉

犞ｄａｆ＜１０％

１０％≤犞ｄａｆ≤２０％

犞ｄａｆ＞２０％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６５０

１１００

６５０

４５０

燃油锅炉 ６５０ ４００ ２００

燃气轮机组
燃油 １５０

燃气 ８０

４．３ 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４．３．１ 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的计算

新建、改建和扩建属于第３时段的火电厂建设项目，在满足４．２中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时，

还须同时满足火电厂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要求。火电厂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

率按公式 （１）～ （３）计算。

犙＝犘×犝×犎
２
犵×１０

－３ （１）

犝＝
１
犖∑

犖

犻＝１

犝犻 （２）

犎犵 ＝
１
犖∑

犖

犻＝１

犎２槡 犲犻 （３）

式中：犙———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犘———排放控制系数；

犝———各烟囱出口处环境风速的平均值，ｍ／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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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犵———全厂烟囱等效单源高度，ｍ；

犎犲犻———第犻个烟囱有效高度，ｍ；

犝犻———第犻个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ｍ／ｓ；按附录Ａ规定计算。

烟囱的有效高度按公式 （４）计算。

犎犲＝犎狊＋Δ犎 （４）

式中：犎犲———烟囱有效高度，ｍ；

犎狊———烟囱几何高度，ｍ，当烟囱几何高度超过２４０ｍ时，仍按２４０ｍ计算；

Δ犎———烟气抬升高度，ｍ，按附录Ａ规定计算。

４．３．２ 犘值的确定

各地区最高允许排放控制系数犘执行表４中给出的限值。

表４　各地区最高允许排放控制系数犘限值

区　　域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海南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 西、河 南、湖 北、

湖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

重点城市建成区及规划区１） ≤２．６ ≤３．８ ≤５．１

一般城市建成区及规划区２） ≤６．７ ≤８．２ ≤９．７

城市建成区和规划区外 ≤１１．５ ≤１３．３ ≤１５．４

注：１）重点城市是指国务院批复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

２）一般城市是指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城市。

４．３．３ 烟囱高度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烟囱高度最低限值。

５ 监测

５．１ 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分析方法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应在机组运行负荷的７５％以上进行。

５．１．１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的采样方法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的采样方法执行ＧＢ／Ｔ１６１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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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方法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方法见表５。

表５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分析方法

序　号 分　析　项　目 大气污染物分析方法

１ 烟　　尘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　重量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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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二氧化硫

ＨＪ／Ｔ５６　碘量法

ＨＪ／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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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氮氧化物

ＨＪ／Ｔ４２　紫外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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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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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大气污染物的过量空气系数折算值

实测的火电厂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必须执行ＧＢ／Ｔ１６１５７规定按公式 （５）进

行折算，燃煤锅炉按过量空气系数α＝１．４进行折算；燃油锅炉按过量空气系数α＝１．２进行折算；燃

气轮机组按过量空气系数α＝３．５进行折算。

犮＝犮′×（α′／α） （５）

式中：犮———折算后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ｍｇ／ｍ３；

犮′———实测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ｍｇ／ｍ３；

α′———实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α———规定的过量空气系数。

５．３ 全厂第１时段火力发电锅炉二氧化硫平均浓度计算

全厂第１时段火力发电锅炉二氧化硫平均浓度按公式 （６）计算。

犮＝（犮１×犞１＋犮２×犞２＋…＋犮狀×犞狀）／（犞１＋犞２＋…＋犞狀） （６）

式中：　　　犮———全厂第１时段火力发电锅炉二氧化硫平均浓度，ｍｇ／ｍ３；

犮１、犮２、犮狀———按５．２中的方法折算后的第１时段中第１、２、狀台火力发电锅炉二氧化硫浓度，

ｍｇ／ｍ３；

犞１、犞２、犞狀———第１时段中第１、２、狀台火力发电锅炉排烟率 （标态），ｍ３／ｓ；

５．４ 气态污染物浓度单位换算

本标准中１μｍｏｌ／ｍｏｌ（１ｐｐｍ）二氧化硫相当于２．８６ｍｇ／ｍ
３二氧化硫质量浓度。氮氧化物质量浓

度以二氧化氮计，１μｍｏｌ／ｍｏｌ（１ｐｐｍ）氮氧化物相当于２．０５ｍｇ／ｍ
３质量浓度。

５．５ 烟气排放的连续监测

５．５．１ 火力发电锅炉须装设符合ＨＪ／Ｔ７５要求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仪器。

５．５．２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的连续监测按ＨＪ／Ｔ７５中的规定执行。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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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标准实施

６．１ 本标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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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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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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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烟气抬升高度计算方法

Ａ．１　烟气抬升高度的计算

烟气抬升高度按公式 （Ａ１）～ （Ａ５）计算。

当犙犎≥２１０００ｋＪ／ｓ，且Δ犜≥３５Ｋ时：

城市、丘陵：Δ犎＝１．３０３犙
１／３
犎 犎

２／３
犛
／犝犛 （Ａ１）

平原农村：Δ犎＝１．４２７犙
１／３
犎 犎

２／３
犛
／犝犛 （Ａ２）

当２１００ｋＪ／ｓ≤犙犎＜２１０００ｋＪ／ｓ，且Δ犜≥３５Ｋ时：

城市、丘陵：Δ犎＝０．２９２犙
３／５
犎 犎

２／５
犛
／犝犛 （Ａ３）

平原农村：Δ犎＝０．３３２犙
３／５
犎 犎

２／５
犛
／犝犛 （Ａ４）

当犙犎＜２１００ｋＪ／ｓ，或Δ犜＜３５Ｋ时：

Δ犎＝２（１．５犞犛犱＋０．０１犙犎）／犝犛 （Ａ５）

式中：Δ犜———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Ｋ，计算方法见Ａ．１．１；

犙犎———烟气热释放率，ｋＪ／ｓ，计算方法见Ａ．１．２；

犝犛———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ｍ／ｓ，计算方法见Ａ．１．３；

犞犛———烟囱出口处实际烟速，ｍ／ｓ；

犱———烟囱出口内径，ｍ。

其他符号意义同本标准４．３．１。

Ａ．１．１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Δ犜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Δ犜按公式 （Ａ６）计算。

Δ犜＝犜犛－犜犪 （Ａ６）

式中：犜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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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犜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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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定时观测最近５ａ地

面平均气温代替。

Ａ．１．２ 烟气热释放率犙犎 的计算

烟气热释放率犙犎 按公式 （Ａ７）计算。

犙犎 ＝犆犘犞０Δ犜 （Ａ７）

式中：犆犘———烟气平均定压比热，１．３８ｋＪ／（ｍ３·Ｋ）；

犞０———排烟率 （标态），ｍ３／ｓ。当一座烟囱连接多台锅炉时，该烟囱的犞０为所连接的各锅炉

该项数值之和。

Ａ．１．３ 烟囱出口处环境风速的计算

烟囱出口处环境风速按公式 （Ａ８）计算。

犝犛 ＝犝１０
犎犛（ ）１０

０．１５

（Ａ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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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犝犛———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ｍ／ｓ；

犝１０———地面１０ｍ高度处平均风速，ｍ／ｓ，采用电厂所在地最近的气象台、站最近５ａ观测的距

地面１０ｍ高度处的风速平均值，当犝１０＜２．０ｍ／ｓ时，取犝１０＝２．０ｍ／ｓ；

犎犛———烟囱几何高度，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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