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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污染减排核查核算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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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安全环保严峻形势下环保部的污染物减排核查核算重点，结合大港油田滨海热电厂生

产现场实际情况，分析核查核算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健全污染物减排档案、升级和完善ＤＣＳ系统、加

强在线监测运行管理和脱硫脱硝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等可行性建议，以期不断改进环保管理，提高污染减排工作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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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切入点和抓手，是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措施，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重

要工作任务之一。为规范“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核算工作，持续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对各地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进行督查核查，根据《国务

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２０１１〕２６号）、《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１〕３５号）的有关规定，环

保部组织制定了《“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

细则》《“十二五”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并组织对全国

各地总量污染减排工作进行检查，对部分地方重点减

排项目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抽查和督办［１］。对主要

污染物总量减排的核查和核算，如实统计各地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环境质量改善等工作进展情况，根本

目的在于督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切实履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的主体责任，促进

各项减排措施的落实，持续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确保实现“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保

障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２］。作为负责大港

油田整个油区供暖的滨海热电厂，认真开展了核查核

算工作，并总结了成果与问题。

１　污染减排核查核算的原则

１．１遵循基数

以２０１０年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及“十二五”各年

度环境统计数据作为“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核算的基础，核算污染物新增排放量、削减量和实际

排放量［３］。

１．２算清增量

认真核算各地区核算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变化

情况，根据当年经济社会发展、资源能源消耗情况，以

宏观核算和分行业核算相结合的方法核算新增排放

量，使新增量核算数据准确反映各地区、各行业新增

产量的污染排放变化情况，与当地经济发展和污染防

治工作实际情况相协调。

１．３核实减量

坚持日常督察与定期核查相结合、资料审核与现

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以资料审核为基础，强化日常

督察和现场核查，依据统一的核算方法、认定尺度和

取值标准，分行业、分地区按照工程、结构、管理三类

措施对减排项目逐一核实削减量［４］。

２　污染减排核查核算的主要内容

２．１数据校核分析

◆ 生产运行月报表　分机组逐日发电量、供热量、耗

煤量、燃气消耗量、燃煤品质；发电机组及对应脱硫、

脱硝设施运行时间，脱硫剂、脱硝还原剂耗用量，脱

硫、脱硝副产品产量等，其中副产品产量可根据实际

情况，按月或按批次填报。

◆ 燃料信息月报表　逐日分机组入炉煤耗煤量及燃

煤品质；逐批次入厂煤煤量及品质。

◆ 在线监测数据　包括脱硫、脱硝设施进出口在线

设备一年监测数据；小时均值原始报表，包括该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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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监测指标；运行时间满一年或尚未认可的单独的

低氮燃烧改造项目提供低氮改造前一年至核查期所

有总排口在线监测数据报表；应能准确直观的反映出

核查期内脱硫、脱硝设施运行状况和污染物排放浓度

变化趋势。

◆ＤＣＳ（集散控制系统）运行曲线　包括脱硫ＤＣＳ

曲线和脱硝ＤＣＳ曲线。

２．２现场核查

◆ＤＣＳ检查　判断减排设施实时运行情况；现场实

验验证数据准确性（如开旁路、停浆液泵；减小或停止

脱硝系统喷氨等）；检查历史曲线，通过各参数之间的

逻辑关系判断减排措施运行情况；组态检查，判断

ＤＣＳ系统是否人为增加模块，是否造假。

◆ＣＥＭＳ（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检查　检查

ＣＥＭＳ有效性审核情况、日常维护情况、标定比对记

录；现场标定、校验，从采样点直接通标气进行校验；

ＣＥＭＳ历史数据检查，利用监控平台数据作图。

◆ 减排设施现场检查　检查ＣＥＭＳ测点的位置；检

查旁路拆除（封堵）情况；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是否运

行，是否漏气、腐蚀等，石灰石仓、氨罐液位，脱硫副产

物品质、产量；现场操作与ＤＣＳ数据反馈（如现场开

启旁路、现场操作喷氨泵，观察ＤＣＳ相应参数是否变

化）。

◆ 减排台账检查　检查生产报表：生产设施启停记

录，发电量、耗煤量，固体燃料使用量，煤质化验单及

报表等；检查减排设施运行台账：减排设施启停记录，

旁路开启报告及汇总表；ＣＥＭＳ维护记录、标定记

录等。

◆ＤＣＳ、ＣＥＭＳ、现场、台账四个检查环节应相互结

合　ＣＥＭＳ实时及历史数据与ＤＣＳ数据核对；煤质

化验单与原烟气浓度核对（核定硫分）；ＣＥＭＳ标定记

录与ＣＥＭＳ、ＤＣＳ历史数据核对；设备启停、旁路开启

记录与ＤＣＳ历史数据核对；现场仪表数据与ＤＣＳ信

号反馈核对。

２．３核算过程

２．３．１电力二氧化硫排放量全口径核算

物料衡算法：主要根据燃料消耗量、含硫率、脱硫

设施运行情况等进行核算。机组二氧化硫排放量物

料衡算法核算公式：

犈电硫ｉ＝犕ｉ×犛ｉ×α×（１－η硫ｉ）×１０
４ （１）

式中，犈电硫ｉ为核算期第ｉ台机组二氧化硫排放量，ｔ；

犕ｉ为核算期第ｉ台机组发电（供热）煤炭（油）消耗量，

万ｔ；犛ｉ为核算期第ｉ台机组发电（供热）煤炭（油）平

均硫分，％；α为二氧化硫释放系数，燃煤机组取１．７，

燃油机组取 ２．０；η硫ｉ为第ｉ台机组的综合脱硫

效率，％。

２．３．２采取治理措施的燃煤机组氮氧化物排放量核

算方法

　　按照对应的煤量、氮氧化物去除率、综合脱硝效

率分段核算。机组氮氧化物排放量核算公式：

犈电氮ｉ＝犕ｉ×犘犳ｉ×（１－ξｉ）×（１－η氮ｉ）×１０ （２）

式中，犈电氮ｉ为核算期第ｉ台机组氮氧化物排放量，ｔ；

犕ｉ为核算期第ｉ台机组煤炭消耗量，万ｔ，应根据治理

措施的稳定运行时间分段选取；犘犳ｉ为核算期第ｉ台

机组产污强度，ｋｇ／ｔ煤；η氮ｉ为２０１０年第ｉ台机组综合

脱硝效率，％，对于２０１０年新投运的脱硝设施，需按

全年折算综合脱硝效率；ξｉ为低氮燃烧改造后相对低

氮改造前提高的氮氧化物去除率，％。

２．３．３参数选取原则

◆ 燃煤硫分核算以分批次入炉煤质数据为准，通过

加权方法核算核查期平均硫分，并通过现场核查核算

期的烟气在线监测脱硫系统入口二氧化硫浓度数据

进行校核。

◆ 电厂燃煤消耗量包括发电煤炭消耗量和供热煤炭

消耗量，采用电厂生产报表数据，并根据核算期机组

发电量、供热量数据进行校核。

◆ 烟气进出口氮氧化物浓度均以二氧化氮计。若企

业监测的氮氧化物浓度以一氧化氮计，则用一氧化氮

浓度乘以１．５３折算成二氧化氮浓度。

◆ 烟气循环流化床、炉内喷钙炉外活化增湿、喷雾干

燥等（半）干法脱硫。安装脱硫剂自动投加和计量系

统、ＤＣＳ能反映出脱硫系统运行实际情况；综合脱硫

效率采用在线监测的浓度核定，原则上不超过８０％。

◆ 循环流化床锅炉炉内脱硫，在线监测系统及数据

与市级及以上环保部门联网，安装了脱硫剂自动投加

和计量系统，ＤＣＳ系统能反映发电机组和脱硫系统运

行实际情况，原则上不超过８５％。

◆ 对于采用ＳＮＣＲ＋ＳＣＲ（选择性非催化还原＋选

择性催化还原）工艺的机组，按照ＳＮＣＲ＋ＳＣＲ综合

脱硝效率来认定。

２．４核查核算的要求

２．４．１在线监测

烟气在线监测数据作假的，核算期综合脱硝效率

为０；烟气在线监测设施损坏，且不能通过脱硝ＤＣＳ

或脱硝剂消耗量等情况进行证明的，未更换期间按脱

硝设施不运行扣减投运率，确定综合脱硝效率；烟气

在线监测数据在 ＤＣＳ系统或传输至环保部门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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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且未及时报告当地环保部门并整改的，缺失时段

出口氮氧化物浓度按当月记录数据最大值作为取值，

入口浓度按全月平均值取值，确定综合脱硝效率。

２．４．２中控系统建设要求

发电（负荷）、入口烟气温度、烟气流量、喷氨量、

氨逃逸率、氧含量、烟气进口和出口氮氧化物浓度等

参数接入中控；确保能随机调阅运行参数及趋势曲

线；相关数据至少保存一年。未安装ＤＣＳ系统的机

组，原则上不认定脱硝设施减排效果。ＤＣＳ系统存储

历史数据不足一年的、历史记录信息不全的或现场核

查无法及时调阅历史纪录的，要扣减综合脱硝效率。

３　核查核算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 催化剂问题　催化剂层数少，有的仅安装一层；氨

盐沉积和飞灰沉积造成催化剂的堵塞；催化剂磨损；

催化剂中毒，催化剂活性降低。

◆ 监测监控问题　ＣＥＭＳ数据不准确（浓度、流量、

氧含量等）；安装位置不规范；没有定期比对和校验，

标准气过期；测量仪表精确性不够（温度、喷氨流量

等）；ＤＣＳ参数不全（无喷氨量）、保存时间短、数据调

阅速度慢。

◆ 脱硝设施管理、运行和维护不到位　早期安装的

脱硝装置设有旁路，漏风现象；气氨是否连续供应，循

环取样风机、蒸发器不连续运行，反应器温度、催化剂

温度不正常；ＮＨ３ 逃逸量过高，灰中氨味较大。

◆ 技术瓶颈　发电负荷低时，脱硝系统停止喷氨；催

化剂再生问题。

◆ 人为弄虚作假　在ＣＥＭＳ上作假：人为设置量

程、修改内部程序；修改ＤＣＳ核心程序：改效率、改浓

度；修改历史数据库记录。

◆ 脱硫主设备“小马拉大车”　实际燃煤硫份远高于

ＦＧＤ设计硫份，导致脱硫效率下降；腐蚀、磨损等问

题，影响投运率。

４　针对核查核算开展工作的几点建议

４．１建立健全污染物减排档案

按《天津市大气污染物减排项目档案资料规范手

册》要求，做好两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档案的收集、

汇总、整理、编制工作，并按环保部《大气主要污染物

总量核查核算电子台账编制要求》编制电子台账。

◆ 环保手续资料齐全。包括环评文件、环评批复、验

收文件，在线监测设施验收报告、批复，环保部门季度

比对监测报告。

◆ 根据现场实际运行的原始数据填报生产运行报

表、燃料信息表，包括分机组逐日发电量、供热量、耗

煤量、燃气消耗量、燃煤品质，发电机组及对应脱硫、

脱硝设施运行时间，脱硫剂、脱硝还原剂耗用量、脱硫

副产品产量等，逐日分机组入炉和入厂煤耗煤量及燃

煤品质。

◆ 从ＣＥＭＳ直接导出一年内在线监测日均值月报

表，包括脱硫设施进出口、脱硝设施进出口在线设备

监测数据，包括该测点所有监测指标。并提供传输到

地方环保部门或中油总部监控平台的数据证明材料。

◆ 从ＤＣＳ系统导出能准确直观的反映出核查期内

脱硫、脱硝设施运行状况和污染物排放浓度变化趋势

的曲线图。脱硫曲线包括机组负荷、增压风机电流、

旁路挡板开关信号、原烟气二氧化硫浓度、净烟气二

氧化硫浓度、浆液循环泵电流、烟气出口温度、供浆泵

电流或流量。脱硝曲线包括机组／锅炉负荷，脱硝设

施入口氮氧化物浓度，总排口氮氧化物浓度，脱硝设

施入口氨流量，脱硝设施入口烟气温度。

◆ 建立分批次煤质化验台账，委托有资质的部门对

每批次煤进行取样化验，根据批次煤量和批次化验结

果加权平均出燃煤含硫量。保存批次煤量证实性单

据和煤质化验报告。

◆ 建立石灰石进厂统计台账，保留石灰石进厂过磅

原始单据，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石灰石品质进行化

验，保存化验报告。

◆ 建立灰、渣统计台账。做到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与

环保手续齐全的综合利用用户签订供应合同，建立拉

运记录，保存结算单据。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灰渣的

含碳量、含钙量、含硫量进行化验，验证脱硫效果。

４．２升级和完善ＤＣＳ系统

◆ 传输到ＤＣＳ的烟气进出口氮氧化物浓度以二氧

化氮计。

◆ 升级ＤＣＳ系统，确保能随机调阅运行参数及日曲

线、周曲线、月曲线、年曲线，同一画面可调阅８条以

上历史趋势曲线。

◆ 扩容服务器，确保相关数据及曲线至少保存一年

以上。

◆ＤＣＳ系统上煤、石灰石瞬时值、累积量和实际运

行原始报表数据保持一致。

◆ＤＣＳ系统要记录发电负荷（或锅炉负荷）、烟气温

度、烟气流量、脱硫剂输送泵或风机电流、烟气旁路开

启度、烟气进口和出口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浓度

等参数［５］。

◆ 将石灰石仓料位、浆液循环泵电流、供浆泵电流或

流量、脱硫岛入口烟气二氧化硫浓度、脱硝设施入口

氨流量、脱硝设施入口氮氧化物浓度等相关参数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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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ＣＳ系统。

◆ＤＣＳ中按照烟气出口浓度实现脱硫剂自动连续

投加。

４．３加强在线监测运行管理

◆ 安装位置规范化。避开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

位，对颗粒物ＣＥＭＳ，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

≥４倍烟道直径，距这些部件上游方向≥２倍烟道直

径；对气态污染物ＣＥＭＳ，距下游方向≥２倍烟道直

径，距上游方向≥０．５倍烟道直径；不满足时，尽可能

选在气流稳定的断面，且安装位置前直管段长度＞安

装位置后直管段长度。

◆ 拆除或封堵现有旁路。

◆ 检查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加强运行维护管理，

防止漏气、腐蚀现象，购买合格标准气体，定期比对和

校验，提高测量仪表精确性，在线监测参数齐全、保存

时间长、数据调阅速度快。

◆ 烟气在线监测数据传输至ＤＣＳ系统、地方环保部

门、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监控中心，确保数

据的一致性，并能提供数据传输至地方环保部门和中

石油安全环保院监控中心的证明材料。

◆ 脱硫设施出口ＣＥＭＳ采样装置按要求设置在旁

路排放原烟气与净化烟气汇合后的混合烟道部分，确

实因客观原因无法在混合烟道上安装或已安装但位

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应在旁路烟道加装烟气温度和

流量采样装置。

◆ＣＥＭＳ设置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自动调整的双

量程。

◆ 建立在线监测日常管理制度，包括标定、比对、巡

检、维护保养等，并设立相应记录，放置在现场。

４．４加强脱硫、脱硝设施运行维护管理

◆ 建立完整的脱硫、脱硝设施运行记录，建立脱硫、

脱硝设施停运报告制度；脱硫、脱硝设施因改造、更

新、维修等原因暂停运行的，提前报当地环保部门备

案；脱硝设施遇事故停运、在线监控系统或中控系统

发生故障不能正常监测、采集、传输数据的，按有关规

定报当地环保部门［６］；保存好请示和批复的文件

备查。

◆ 加强脱硫设施管理、运行和维护。保证石灰石连

续供应，石灰石仓料位计计量准确，旋转给料机不堵

塞，石灰石系统连续稳定运行。

◆ 加强脱硝设施管理、运行和维护。确保尿素连续

供应，循环取样风机、蒸发器连续运行，反应器温度、

催化剂温度正常；降低 ＮＨ３ 逃逸量，避免灰中氨

味大。

５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顺利通过环保部污染减排核查核

算工作，完成年度污染减排工作目标，主要应该从硬

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不断完善，加强基础工作和日常运

行管理，实施污染减排措施，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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