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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棉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要求，适应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

需要，2023年 10月 19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开展 2023年度国家生态环境标

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法规函〔2023〕340号），下达了《矿物棉工业大

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项目编号：2023-28）的制定任务，由北京市科学技术

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所承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绝热节能材料协会等单位

共同参与编制工作。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本标准的编制任务下达后，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

组召开工作会议，根据《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要求，

讨论并初步确定了标准适用范围、技术路线、工作方案及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

（2）案例调研与征集

2023年 7月起，标准编制组通过中国绝热节能材料协会开展矿物棉生产企业、

废气治理环保技术企业调研和案例征集工作。

（3）技术初筛和技术调查

2023年 8月~2024年 2月，编制组对矿物棉企业生产工艺类型、原辅材料种类、

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等资料进行了归类分析。组织召开研讨会，与行业企

业专家、污染治理工程专家等讨论、综合分析后，确定了备选技术清单。

2024年 3月~2024 年 10 月，在广泛调研及研讨咨询的基础上，根据《污染防

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纳入可行技术的要求，编制组多次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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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座谈，对备选技术深入评估论证，筛选了可纳入标准的矿物棉工业企业的大气污

染预防技术、治理技术、环境管理措施及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形成可行技术清单。

（4）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4年 11月~2025 年 2 月，在广泛调研及研讨咨询的基础上，标准编制组明

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确定了矿物棉工业企业的大气污染预防技术、大气污染治理

技术、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移动源控制措施及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等，并在内

部召开了讨论会，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2025年 2月 19日，大气司

组织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标准编制组听取专家论证建议，并在此基

础上修改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5）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修改完成并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5年 4月 29日，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主持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

查会，审查委员会通过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审查，并提出修改建议。编制组对标准

文本及其编制说明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行业概况

2.1 产品介绍

矿物棉是将各类矿物原料经熔融、成纤，并用不同有机、无机试剂表面处理后

支撑的蓬松状短细纤维。矿物棉具有不燃、不霉、不蛀等性能，可做成毡、毯、垫、

绳、板等。用作吸声、减震、隔热材料。矿物棉包括岩棉、矿渣棉和玻璃棉。

2022年，我国岩（矿）棉产量 506万吨，玻璃棉产量 85万吨。行业共有企业

约 300家，规上企业约占 50%，行业从业人员约 2万人。

2.2 岩（矿）棉行业

岩（矿）棉即岩棉、矿渣棉的总称。截至 2022 年底，岩（矿）棉行业总产能

966万吨，产量 506万吨，生产线数量 514条，单条生产线产能皆在 2万吨以上。

岩（矿）棉产业分布在全国 25省，河北、江苏、河南、山东、内蒙古、辽宁、山西、

新疆、安徽、陕西、甘肃十一省产能都超过 30万吨，合计占总产能 83.9%，其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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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占全国总产能的 23.9%。

2.3 玻璃棉行业

2022年全国玻璃棉产量 85万吨，同比下降 5.6%，玻璃棉生产线 109条，产能

近 116万吨，单条生产线产能均在 8000吨/年以上。目前全国玻璃棉产能主要分布

在河北、江西，湖北、山东、江苏等地区。

3.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3.1 落实国家环保政策的要求

2022年 01月 24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发

〔2021〕33号）提出“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行业为重点，推进节

能改造和污染物深度治理。加强行业工艺革新，开展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和工业废水

资源化利用改造。”

2021年 11月 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提出：按照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总方针，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大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推进企业升级改造。

2019年 7月 1日，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发

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指出在岩矿棉等

涉工业炉窑行业，环保治理设施简易，甚至没有环保设施，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劣币驱逐良币问题突出，并提出加快推动岩棉等行业立式熔制炉改为电炉，研究制

订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相关技术指导文件，出台相关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促

进成熟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完善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管理体系，推进工业炉

窑全面达标排放，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工业炉窑装备和污染

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实现工业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进一

步下降，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要求。

2019年 7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

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在重点区域，提出对包括岩棉、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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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行业在内的 31个行业开展绩效分级，实施差异化管控，针对岩棉、玻璃棉不同生

产工艺的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提出了治理措施。2020年生态环境部印发《重污

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

340号），对包括岩棉、玻璃棉行业在内的 39个行业开展绩效分级，实施差异化管

控，细化了岩棉、玻璃棉行业的治理措施。

3.2 支撑排放标准实施的要求

2022年 10月 22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矿物棉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1617—2022），新建企业自 2023 年 1月 1 日起，现

有企业自 2024年 7月 1日起执行。为指导企业根据不同生产工艺、不同生产设施选

择适宜的大气污染物防治可行技术，亟需制定《矿物棉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指南》。

3.3 支持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令第 736号）规定：“国家鼓励排污单位采用污染

防治可行技术。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排污

单位未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排污许可证、环境管

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相关材料，以及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综合判断排污单位采用

的污染防治技术能否稳定达到排污许可证规定；对不能稳定达到排污许可证规定的，

应当提出整改要求，并可以增加检查频次。”

2018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

（HJ 954—2018），尽管“6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表 31中列出了隔热和隔音材

料工业排污单位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但仅从末端治理的角度粗略给出了部分可

行技术，未根据不同矿物棉产品种类、不同生产工艺的污染物项目进行细分，也缺

少源头预防和过程控制的相关内容，缺少行业针对性和可实施性。因此需要制定《矿

物棉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方针

要求，推动矿物棉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升级改造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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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生产与产排污情况

4.1 生产工艺

4.1.1 岩（矿）棉

岩棉生产通常采用摆锤法工艺，由玄武岩、矿渣、白云石、焦炭为主要原料，

经加热熔化、离心喷丝（成纤工序）、集棉、布棉预压、固化成板、冷却切割得到

产品。原料由提升机装入料斗，熔化炉加热熔化进入熔体流槽，由离心机将熔岩流

冷却甩成纤维，喷吹到纤维成型室内，喷吹过程中加入粘结剂，负压风将纤维牵落

到网带上形成原毡。网带将原毡输送到摆锤布棉机上进行摆动布棉，摆动布棉后的

原毡经布棉机输送到固化炉内，在上下链带间向前运行，对固化后的制品先进行纵

向切割，再横向切割，成品包装入库。

矿物棉生产过程需消耗大量的能源，其中原料熔制过程的能耗约占整个产品综

合能耗的 70%左右。我国岩（矿）棉企业大多采用立式熔制炉（俗称冲天炉）对原

料进行熔制，燃料主要为焦炭，另有少量企业使用全电熔炉。

4.1.2 玻璃棉

目前用做绝热隔音方面的玻璃棉制造工艺均采用离心喷吹法生产工艺：对粉状

玻璃原料进行熔化，借助离心力和火焰喷吹的双重作用，使熔融玻璃液直接制成玻

璃棉。

玻璃棉熔化温度较低，目前国内玻璃棉生产主要使用火焰玻璃熔窑，燃料以天

然气为主。

除熔制工序外，岩（矿）棉和玻璃棉制造的成纤和固化环节主要使用天然气加

热，其他生产工序和辅助设备中，以电能消耗为主。

4.2 行业产排污情况

矿物棉生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颗粒物（PM）、二氧化硫（SO2）、

氮氧化物（NOx）、酚类、甲醛、氨等。

颗粒物主要产生于配料、熔制、集棉、成型固化、切割等工序，以及易散发粉



6

尘的粉状、粒状等物料的储存、转移、输送、装卸和除尘器卸灰等环节。二氧化硫

（SO2）和氮氧化物（NOx）主要产生于熔制工序的炉窑，如立式熔制炉、玻璃熔窑、

全电熔窑（炉）等生产设施。酚类、甲醛主要产生于集棉、成型固化工序，以及 VOCs

物料和含 VOCs废料（渣、液）的储存、转移和输送等环节。氨主要产生于集棉、

成型固化工序，以及装卸、贮存、输送过程和脱硝环节。

5.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5.1.1 政策相符原则

近年来，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等方面对矿物

棉工业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政策要求，本标准遵守这些规定，并与其保持一致，特别

是 2021年 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其中第三十条

规定“国家鼓励排污单位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5.1.2 综合防治原则

本标准制定矿物棉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措施时，既考虑源头原辅材料、燃料替代

削减和工艺技术革新，也考虑末端治理技术和生产全过程管理，旨在综合、全面削

减大气污染物产生和末端排放。另外，既关注主要污染源的有组织排放，也采取相

应的管理措施对无组织排放加强控制。

5.1.3 全面覆盖原则

本标准覆盖矿物棉工业的不同产品种类，涵盖应用于矿物棉工业企业的主要原

辅材料、燃料、主要生产工艺、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企业环境管理措施

等。

5.1.4 客观公正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紧密联系矿物棉工业实际情况，在工艺筛选、污染防治技

术筛选、技术调查、文件审查等方面严格按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

（HJ 2300—2018）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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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对典型矿物棉生产工艺的分析和典型企业的现场调研，

摸清了矿物棉生产企业的污染防治技术工艺和设备水平、污染物产生和环境管理水

平，筛选确定矿物棉工业的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使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

5.2 技术路线

本标准根据《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规定编制，

工作分为技术初筛、技术调查、技术评价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工作方法和工

作内容提出具体要求。严格按照导则要求，制定技术调研方案：采用书面调查、现

场调查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式，搜集、整理、翻译相关资料，开展国内外对比研

究，开展技术初筛，获得备选技术清单；组织专家召开标准讨论会，采用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污染防治技术综合评价，形成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组合；按

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和《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

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等生态环境标准管理要求撰写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5.3 数据来源

在分析我国矿物棉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现状的基础上，标准编制组实地调研

企业 50余家，其中包括岩（矿）企业 30余家，玻璃棉企业 20余家；实测企业 12

家；资料调研 200余家。调研企业的产量占全国矿物棉产量的 35%以上，满足《污

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对调研企业数量的要求。列入本

标准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都有 3个以上的稳定运行的达标案例，案例选择主要来自

我国矿物棉工业头部企业，满足国家对行业生产规模、清洁能源等要求方向，且具

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

6. 标准主要内容及技术说明

6.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矿物棉工业的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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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可作为矿物棉工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

排污许可管理和污染防治技术选择的参考。

6.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包括 11个术语和定义，其中术语“矿物棉工业”“挥发性有机物”“非

甲烷总烃”“立式熔制炉”“玻璃熔窑”“全电熔窑（炉）” “VOCs物料”“无

组织排放”引自《矿物棉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1617—2022），部分有

修改；术语“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引自《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

—2018）；术语“厂内运输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引自《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

与核查技术指南》（HJ 1321—2023），部分有修改。

6.3 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列出了矿物棉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预防技术和治理技术组合。

矿物棉工业的大气污染预防技术主要包括燃料替代/控制技术、原辅材料控制技

术和设备或工艺预防技术。其中设备或工艺预防技术主要包括富氧燃烧技术、纯氧

燃烧技术和低氮燃烧技术。

矿物棉工业的大气污染治理技术主要包括针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VOCs的治理技术。其中，颗粒物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旋风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

术、滤筒除尘技术和湿式电除尘技术；二氧化硫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湿法脱硫技术

和干法脱硫技术；氮氧化物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技术和选择

性非催化还原法脱硝技术；VOCs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矿物棉板过滤技术、湿式静

电净化技术和湿式洗涤技术。

本标准针对矿物棉工业的配料工序、熔制工序、集棉工序、成型固化工序、切

割工序等不同生产环节列出了共 13种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组合，并明确相关技术

适用条件。

6.4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是实现污染物有效预防和控制而采取的管理措施。结合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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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棉工业特点和发展水平，按照国家有关要求，为预防和控制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本标准从物料储存过程控制措施、物料运输和转移过程控制措施、工艺生产过程控

制措施、废气收集系统控制要求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7. 实施本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

7.1 经济成本

本标准确定的可行技术，具有良好的经济性。一是对于矿物棉工业能源消耗较

大的炉窑设施，引导使用富氧燃烧、纯氧燃烧和全电熔制等技术，在节能降碳的同

时可以降低废气产生量；二是针对行业氮氧化物较高的特点，推荐使用低氮燃烧等

技术，在节能的同时也可以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三是在防治技术方面的，本标准

推荐了多个源头减排工艺措施。

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资和运行费用与燃料、原辅材料、烟气量、技术装备水

平等密切相关。总体来看，本标准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会使企业环保设施投资

和运行费用略有增加，但不会造成矿物棉价格浮动，不会产生供给收缩效应，总体

在企业可接受范围内。

7.2 环境效益

本标准提出的污染预防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均依据工程实例，各单项技术在行

业内应用较广泛，技术可行性较好。

本标准所规定的可行技术，可覆盖矿物棉工业 95%以上生产企业，为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核发排污许可证提供支撑。通过实施本标准，生产企业可以正确选择污染

防治可行技术，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同时可指导企业选择可行的治

理技术，避免盲目无效投资，有效降低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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