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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４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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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批准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０４２６—２００６）
按有关法律规定，该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该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

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此公告业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孙晓康会签）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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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控制原煤开采、选煤及其所属煤炭贮存、装卸场所的污染物排放，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态环

境，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制定本标

准。

本标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规定了采煤废水和选煤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规定了煤炭工业地面生产系统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和无组织排放限值；

———规定了煤矸石堆置场管理技术要求；

———规定了煤炭矿井水资源化利用指导性技术要求。

新建生产线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现有生产线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煤炭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按本标准执行，不再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煤炭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按本标
准执行，不再执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煤矸石堆置场污染物控制和管理
按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执行。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标准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煤炭科学研究总

院杭州环境保护研究所、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分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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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原煤开采、选煤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煤炭地面生产系统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以

及煤炭采选企业所属煤矸石堆置场、煤炭贮存、装卸场所污染物控制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煤矿 （含露天煤矿）、选煤厂及其所属煤矸石堆置场、煤炭贮存、装卸场所污

染防治与管理，以及煤炭工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

投产后的污染防治与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生产线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有生产线

的管理，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

条和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十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

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凡不注明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３０９７ 海水水质标准

ＧＢ ３８３８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ＧＢ ５０８６ １ ～ ２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ＧＢ ／ Ｔ ６９２０ 水质 ｐＨ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ＧＢ ／ Ｔ ７４６６ 水质 总铬的测定

ＧＢ ／ Ｔ ７４６７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６８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０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１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２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５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８４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ＧＢ ／ Ｔ ７４８５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８９７０ 空气质量 二氧化硫的测定 四氯汞盐 － 盐酸副玫瑰苯胺比色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１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１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５４３２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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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８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ＧＢ １８５９９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ＨＪ ／ Ｔ ５５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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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 ／ Ｔ ９１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煤炭工业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指原煤开采和选煤行业。

３２ 煤炭工业废水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ｓｔｅ ｗａｔｅｒ
煤炭开采和选煤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包括采煤废水和选煤废水。

３３ 采煤废水 ｍｉｎ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煤炭开采过程中，排放到环境水体的煤矿矿井水或露天煤矿疏干水。

３４ 酸性采煤废水 ａｃｉｄ ｍｉｎ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在未经处理之前，ｐＨ值小于 ６ ０ 或者总铁质量浓度大于或等于 １０ ０ ｍｇ ／ Ｌ的采煤废水。

３５ 高矿化度采煤废水 ｍｉｎ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矿化度 （无机盐总含量）大于 １ ０００ ｍｇ ／ Ｌ的采煤废水。

３６ 选煤 ｃｏ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利用物理、化学等方法，除掉煤中杂质，将煤按需要分成不同质量、规格产品的加工过程。

３７ 选煤厂 ｃｏ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
对煤炭进行分选，生产不同质量、规格产品的加工厂。

３８ 选煤废水 ｃｏ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ｔｅ ｗａｔｅｒ
在选煤厂煤泥水处理工艺中，洗水不能形成闭路循环，需向环境排放的那部分废水。

３９ 大气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指在温度 ２７３ １５ Ｋ，压力为 １０１ ３２５ Ｐａ状态下，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 １ ｈ 的平均质量浓度，单位

为：ｍｇ ／ ｍ３。

３１０ 煤矸石 ｃｏａｌ ｓｌａｃｋ
采、掘煤炭生产过程中从顶、底板或煤夹矸混入煤中的岩石和选煤厂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洗矸石。

３１１ 煤矸石堆置场 ｗａｓｔｅ ｈｅａｐ
堆放煤矸石的场地和设施。

３１２ 现有生产线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报告书已通过审批的煤矿矿井、露天煤矿、选煤厂以

及所属贮存、装卸场所。

３１３ 新 （扩、改）建生产线 ｎｅｗ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报告书通过审批的新、扩、改煤矿矿井、露天煤矿、选煤厂以及所

属贮存、装卸场所。

４ 煤炭工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和控制要求

４１ 煤炭工业废水有毒污染物排放限值

煤炭工业 （包括现有及新 （扩、改）建煤矿、选煤厂）废水有毒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不得超过

表 １ 规定的限值。

表 １




煤炭工业废水有毒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 日最高允许排放质量浓度 ／ （ｍｇ ／ Ｌ） 序号 污染物 日最高允许排放质量浓度 ／（ｍｇ ／ Ｌ




）

１ 总汞 ０ ０５ ３ 总铬




１ ５

２ 总镉 ０ １ ４ 六价铬 ０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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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污染物 日最高允许排放质量浓度 ／ （ｍｇ ／ Ｌ） 序号 污染物 日最高允许排放质量浓度 ／（ｍｇ ／ Ｌ




）

５ 总铅 ０ ５ ８ 氟化物




１０

６ 总砷 ０ ５ ９ 总α放射性




１ Ｂｑ ／ Ｌ

７ 总锌 ２ ０ １０ 总β放射性 １０ Ｂｑ ／ Ｌ

４２ 采煤废水排放限值

现有采煤生产线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执行表 ２ 规定的现有生产线排放限值；在此之前过渡期
内仍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表 ２ 规定的新 （扩、改）

建生产线排放限值。

新 （扩、改）建采煤生产线自本标准实施之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执行表 ２ 规定的新 （扩、

改）建生产线排放限值。

表 ２ 采煤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 染 物
日最高允许排放质量浓度 ／ （ｍｇ ／ Ｌ）（ｐＨ值除外）

现有生产线 新建 （扩、改）生产线

１ ｐＨ值 ６ ～ ９ ６ ～ ９

２ 总悬浮物 ７０ ５０

３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７０ ５０

４ 石油类 １０ ５

５ 总铁 ７ ６

６ 总锰 ４ ４

注：总锰限值仅适用于酸性采煤废水。

４３ 选煤废水排放限值

现有选煤厂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执行表 ３ 规定的现有生产线排放限值；在此之前过渡期内仍
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应实现水路闭路循环，偶发排
放应执行表 ３ 规定新 （扩、改）建生产线排放限值。

新 （扩、改）建选煤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应实现水路闭路循环，偶发排放应执行表 ３ 规
定新 （扩、改）建生产线排放限值。

表 ３ 选煤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 染 物
日最高允许排放质量浓度 ／ （ｍｇ ／ Ｌ）（ｐＨ值除外）

现有生产线 新 （扩、改）建生产线

１ ｐＨ值 ６ ～ ９ ６ ～ ９

２ 悬浮物 １００ ７０

３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１００ ７０

４ 石油类 １０ ５

５ 总铁 ７ ６

６ 总锰 ４ ４

４４ 煤炭开采 （含露天开采）水资源化利用技术规定

４４  １ 对于高矿化度采煤废水，除执行表 ２ 限值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深度处理和综合利用。高矿
化度采煤废水用作农田灌溉时，应达到 ＧＢ ５０８４ 规定的限值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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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２ 在新建煤矿设计中应优先选择矿井水作为生产水源，用于煤炭洗选、井下生产用水、消防用

水和绿化用水等。

４４  ３ 建设坑口燃煤电厂、低热值燃料综合利用电厂，应优先选择矿井水作为供水水源优选方案。

４４  ４ 建设和发展其他工业用水项目，应优先选用矿井水作为工业用水水源；可以利用的矿井水未

得到合理、充分利用的，不得开采和使用其他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

５ 煤炭工业地面生产系统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和控制要求

５１ 现有生产线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不得超过表 ４ 规定的限值；在此之前
过渡期内仍执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新 （扩、改）建生产线，自本标准

实施之日起，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不得超过表 ４ 规定的限值。
表 ４ 煤炭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
生 产 设 备

原煤筛分、破碎、转载点等除尘设备 煤炭风选设备通风管道、筛面、转载点等除尘设备

颗粒物 ８０ ｍｇ ／ ｍ３ 或设备去除效率 ＞ ９８％ ８０ ｍｇ ／ ｍ３ 或设备去除效率 ＞ ９８％

５２ 煤炭工业除尘设备排气筒高度应不低于 １５ｍ。

５３ 煤炭工业作业场所无组织排放限值。

现有生产线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煤炭工业作业场所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不得超过表

４规定的限值。在此之前过渡期内仍执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新 （扩、

改）建生产线，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作业场所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质量浓度不得超过表 ５ 规
定的限值。

表 ５ 煤炭工业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物 监控点

作 业 场 所

煤炭工业所属装卸场所 煤炭贮存场所、煤矸石堆置场

无组织排放限值 ／（ｍｇ ／ ｍ３）

（监控点与参考点浓度差值）

无组织排放限值 ／（ｍｇ ／ ｍ３）

（监控点与参考点浓度差值）

颗粒物

二氧化硫

周界外质量浓

度最高点（１）

１ ０ １ ０

— ０ ４

注 （１）：周界外质量浓度最高点一般应设置于无组织排放源下风向的单位周界外 １０ ｍ 范围内，若预计无组织排

放的最大落地质量浓度点越出 １０ ｍ范围，可将监控点移至该预计质量浓度最高点。

６ 煤矸石堆置场污染控制和其他管理规定

６１ 煤矿煤矸石应集中堆置，每个矿井宜设立一个煤矸石堆置场。煤矸石堆置场选址应符合 ＧＢ
１８５９９ 的有关要求。

６２ 煤矸石应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如可用于修筑路基、平整工业场地、烧结煤矸石砖、充填塌陷

区、采空区等。不宜利用的煤矸石堆置场应在停用后三年内完成覆土、压实稳定化和绿化等封场处

理。

６３ 建井期间排放的煤矸石临时堆置场，自投产之日起不得继续使用。临时堆置场停用后一年内完

成封场处理。临时堆置场关闭与封场处理应符合 ＧＢ １８５９９ 的有关要求。

６４ 煤矸石堆置场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自燃。已经发生自燃的煤矸石堆场应及时灭火。

６５ 煤矸石堆置场应构筑堤、坝、挡土墙等设施，堆置场周边应设置排洪沟、导流渠等，防止降水

径流进入煤矸石堆置场，避免流失、坍塌的发生。

４

ＧＢ ２０４２６ ２００６



６６ 按照 ＧＢ ５０８６ 规定的方法进行浸出试验，煤矸石属于 ＧＢ １８５９９ 所定义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
煤矸石堆置场，应采取防渗透的技术措施。

６７ 露天煤矿采场、排土场使用期间，应通过定期喷洒水或化学剂等措施，抑制粉尘的产生。

７ 监测

７１ 水污染物监测

７１  １ 煤炭工业废水采样点应设置在排污单位废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有毒污染物在车间或车间处理

设施排放口采样），按规定设置标志。采样口应设置废水计量装置，宜设置废水在线监测设备。

７１  ２ 采样频率。采煤废水和选煤废水，采样应在正常生产条件下进行，每 ３ ｈ 采样一次，每次监
测至少采样 ３ 次。任何一次 ｐＨ值测定值不得超过标准规定的限值范围，其他污染物浓度排放限值以
测定均值计。

７１  ３ 监测频率。采煤废水和选煤废水应每月监测一次。

如发现煤炭工业废水超过表 １ 中所列的任何一项有毒污染物限值指标，应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并持续进行监测，监测频率每月至少 １ 次。

７１  ４ 监督性监测参照 ＨＪ ／ Ｔ ９１ 执行。

７１  ５ 水样在采用重铬酸钾法测定 ＣＯＤＣｒ值之前，采用中速定量滤纸去除水样中煤粉的干扰。

７１  ６ 本标准采用的污染物测定方法按表 ６ 执行。
表 ６ 污染物项目测定方法

序号 项 目 测 定 方 法 最低检出质量浓度（量） 方法来源

１ ｐＨ值 玻璃电极法 ０ １ （ｐＨ值） ＧＢ ／ Ｔ ６９２０

２ 悬浮物 重量法 ４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１

３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重铬酸盐法 （过滤后） ５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

４ 石油类 红外光度法 ０ １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８

５ 总铁、总锰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０ ０３ ｍｇ ／ Ｌ、０ ０１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１

６
总α放射性、

总β放射性
物理法 ０ ０５ Ｂｑ ／ Ｌ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放射性部分）》，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７ 总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０ １μｇ ／ Ｌ ＧＢ ／ Ｔ ７４６８

８ 总镉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１μｇ ／ Ｌ ＧＢ ／ Ｔ ７４７１

９ 总铬 高锰酸钾氧化 －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０ ００４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７４６６

１０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０ ００４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７４６７

１１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１０μｇ ／ Ｌ

０ ０１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７４７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０

１２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氮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０ ００７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７４８５

１３ 总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０ ０２ ｍｇ ／ Ｌ

０ ００５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７４７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２

１４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０ ０５ ｍｇ ／ Ｌ ＧＢ ／ Ｔ ７４８４

７２ 大气污染物监测

７２  １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采样点数目及采样点位置的设置，按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７ 规定执行。

５

ＧＢ ２０４２６ ２００６



７２  ２ 对于大气污染物日常监督性监测，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为正常工况。排污单位和实施监测人员

不得随意改变当时的运行工况。以连续 １ ｈ 的采样获得平均值，或在 １ ｈ 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４ 个
或以上样品，计算平均值。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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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制定的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办法和规范执行。

７２  ３ 无组织排放监测按 ＨＪ ／ Ｔ ５５ 的规定执行。
７２  ４ 颗粒物测定方法采用 ＧＢ ／ Ｔ １５４３２；二氧化硫测定方法采用 ＧＢ ／ Ｔ ８９７０。

８ 标准实施监督

８１ 本标准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８２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

ＧＢ ２０４２６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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