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煤二氧化硫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环发[2002]26 号 2002-01-30 实施)

1. 总则

1.1 我国目前燃煤二氧化硫排放量占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90%以上，

为推动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控制燃煤造成的二氧

化硫大量排放，遏制酸沉降污染恶化趋势，防治城市空气污染，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纲要》的有关要求，并结合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制定本技术政

策。

1.2 本技术政策是为实现 2005 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2000 年基

础上削减 10%，“两控区” 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20%，改善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的控制目标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1.3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煤炭开采和加工、煤炭燃烧、烟气脱硫设施

建设和相关技术装备的开发应用，并作为企业建设和政府主管部门管理

的技术依据。

1.4 本技术政策控制的主要污染源是燃煤电厂锅炉、工业锅炉和窑

炉以及对局地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的其他燃煤设施。重点区域是“两控

区”，及对“两控区”酸雨的产生有较大影响的周边省、市和地区。

1.5 本技术政策的总原则是：推行节约并合理使用能源、提高煤炭

质量、高效低污染燃烧以及末端治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根据技术



的经济可行性，严格二氧化硫排放污染控制要求，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6 本技术政策的技术路线是：电厂锅炉、大型工业锅炉和窑炉使

用中、高硫份燃煤的，应安装烟气脱硫设施；中小型工业锅炉和炉窑，

应优先使用优质低硫煤、洗选煤等低污染燃料或其它清洁能源；城市民

用炉灶鼓励使用电、燃气等清洁能源或固硫型煤替代原煤散烧。

2. 能源合理利用

2.1 鼓励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逐步改善和优化能源

结构。

2.2 通过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逐步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关闭或

改造布局不合理、污染严重的小企业；鼓励工业企业进行节能技术改造，

采用先进洁净煤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3 逐步提高城市用电、燃气等清洁能源比例，清洁能源应优先供

应民用燃烧设施和小型工业燃烧设施。

2.4 城镇应统筹规划，多种方式解决热源，鼓励发展地热、电热膜

供暖等采暖方式；城市市区应发展集中供热和以热定电的热电联产，替

代热网区内的分散小锅炉；热网区外和未进行集中供热的城市地区，不

应新建产热量在 2.8MW 以下的燃煤锅炉。

2.5 城镇民用炊事炉灶、茶浴炉以及产热量在 0.7MW 以下采暖炉应

禁止燃用原煤，提倡使用电、燃气等清洁能源或固硫型煤等低污染燃料，

并应同时配套高效炉具。

2.6 逐步提高煤炭转化为电力的比例，鼓励建设坑口电厂并配套高

效脱硫设施，变输煤为输电。

2.7 到 2003 年，基本关停 50 MW 以下（含 50 MW）的常规燃煤机组；

到2010年，逐步淘汰不能满足环保要求的100MW以下的燃煤发电机组（综



合利用电厂除外），提高火力发电的煤炭使用效率。

3. 煤炭生产、加工和供应

3.1 各地不得新建煤层含硫份大于 3%的矿井。对现有硫份大于 3%

的高硫小煤矿，应予关闭。对现有硫份大于 3%的高硫大煤矿，近期实行

限产，到 2005 年仍未采取有效降硫措施、或无法定点供应安装有脱硫设

施并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用户的，应予关闭。

3.2 除定点供应安装有脱硫设施并达到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用户

外，对新建硫份大于 1.5%的煤矿，应配套建设煤炭洗选设施。对现有硫

份大于 2%的煤矿，应补建配套煤炭洗选设施。

3.3 现有选煤厂应充分利用其洗选煤能力，加大动力煤的入洗量。

3.4 鼓励对现有高硫煤选煤厂进行技术改造，提高选煤除硫率。

3.5 鼓励选煤厂根据洗选煤特性采用先进洗选技术和装备，提高选

煤除硫率。

3.6 鼓励煤炭气化、液化，鼓励发展先进煤气化技术用于城市民用

煤气和工业燃气。

3.7 煤炭供应应符合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煤炭含硫量的要求。

鼓励通过加入固硫剂等措施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

3.8 低硫煤和洗后动力煤，应优先供应给中小型燃煤设施。

4. 煤炭燃烧

4.1 国务院划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环保总

局《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的规定》，划定禁止销售、使用高污染燃料区

域（简称“禁燃区”），在该区域内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电或其他清洁能源。

4.2 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电、燃气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小型工业锅

炉、民用炉灶和采暖小煤炉应优先采用固硫型煤，禁止原煤散烧。

4.3 民用型煤推广以无烟煤为原料的下点火固硫蜂窝煤技术，在特

殊地区可应用以烟煤、褐煤为原料的上点火固硫蜂窝煤技术。

4.4 在城市和其它煤炭调入地区的工业锅炉鼓励采用集中配煤炉前

成型技术或集中配煤集中成型技术，并通过耐高温固硫剂达到固硫目的。

4.5 鼓励研究解决固硫型煤燃烧中出现的着火延迟、燃烧强度降低

和高温固硫效率低的技术问题。

4.6 城市市区的工业锅炉更新或改造时应优先采用高效层燃锅炉，

产热量 7MW 的热效率应在 80%以上，产热量<7MW 的热效率应在 75%以上。

4.7 使用流化床锅炉时，应添加石灰石等固硫剂,固硫率应满足排放

标准要求。

4.8 鼓励研究开发基于煤气化技术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等洁

净煤技术。

5. 烟气脱硫

5.1 电厂锅炉

5.1.1 燃用中、高硫煤的电厂锅炉必须配套安装烟气脱硫设施进行

脱硫。

5.1.2 电厂锅炉采用烟气脱硫设施的适用范围是：

1）新、扩、改建燃煤电厂，应在建厂同时配套建设烟气脱硫设施，

实现达标排放，并满足 SO2 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烟气脱硫设施应在主机



投运同时投入使用。

2）已建的火电机组，若 SO2 排放未达排放标准或未达到排放总量许

可要求、剩余寿命（按照设计寿命计算）大于 10 年（包括 10 年）的，

应补建烟气脱硫设施，实现达标排放，并满足 SO2 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3）已建的火电机组，若 SO2 排放未达排放标准或未达到排放总量许

可要求、剩余寿命（按照设计寿命计算）低于 10 年的，可采取低硫煤替

代或其它具有同样 SO2 减排效果的措施，实现达标排放，并满足 SO2 排

放总量控制要求。否则，应提前退役停运。

4）超期服役的火电机组，若 SO2 排放未达排放标准或未达到排放总

量许可要求，应予以淘汰。

5.1.3 电厂锅炉烟气脱硫的技术路线是：

1）燃用含硫量 2%煤的机组、或大容量机组(200MW)的电厂锅炉建设

烟气脱硫设施时，宜优先考虑采用湿式石灰石-石膏法工艺，脱硫率应保

证在 90%以上，投运率应保证在电厂正常发电时间的 95%以上。

2）燃用含硫量<2%煤的中小电厂锅炉(<200MW)，或是剩余寿命低于

10 年的老机组建设烟气脱硫设施时，在保证达标排放，并满足 SO2 排放

总量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宜优先采用半干法、干法或其它费用较低的成

熟技术，脱硫率应保证在 75%以上，投运率应保证在电厂正常发电时间

的 95%以上。

5.1.4 火电机组烟气排放应配备二氧化硫和烟尘等污染物在线连续

监测装置，并与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信息系统联网。

5.1.5 在引进国外先进烟气脱硫装备的基础上，应同时掌握其设计、

制造和运行技术，各地应积极扶持烟气脱硫的示范工程。

5.1.6 应培育和扶持国内有实力的脱硫工程公司和脱硫服务公司，



逐步提高其工程总承包能力，规范脱硫工程建设和脱硫设备的生产和供

应。

5.2 工业锅炉和窑炉

5.2.1 中小型燃煤工业锅炉(产热量<14MW)提倡使用工业型煤、低硫

煤和洗选煤。对配备湿法除尘的，可优先采用如下的湿式除尘脱硫一体

化工艺：

1）燃中低硫煤锅炉，可采用利用锅炉自排碱性废水或企业自排碱性

废液的除尘脱硫工艺；

2）燃中高硫煤锅炉，可采用双碱法工艺。

5.2.2 大中型燃煤工业锅炉(产热量14MW)可根据具体条件采用低硫

煤替代、循环流化床锅炉改造(加固硫剂)或采用烟气脱硫技术。

5.2.3 应逐步淘汰敞开式炉窑，炉窑可采用改变燃料、低硫煤替代、

洗选煤或根据具体条件采用烟气脱硫技术。

5.2.4 大中型燃煤工业锅炉和窑炉应逐步安装二氧化硫和烟尘在线

监测装置。

5.3 采用烟气脱硫设施时，技术选用应考虑以下主要原则：

5.3.1 脱硫设备的寿命在 15 年以上；

5.3.2 脱硫设备有主要工艺参数(pH 值、液气比和 SO2 出口浓度)的

自控装置；

5.3.3 脱硫产物应稳定化或经适当处理，没有二次释放二氧化硫的

风险；



5.3.4 脱硫产物和外排液无二次污染且能安全处置；

5.3.5 投资和运行费用适中；

5.3.6 脱硫设备可保证连续运行，在北方地区的应保证冬天可正常

使用。

5.4 脱硫技术研究开发

5.4.1 鼓励研究开发适合当地资源条件、并能回收硫资源的技术。

5.4.2 鼓励研究开发对烟气进行同时脱硫脱氮的技术。

5.4.3 鼓励研究开发脱硫副产品处理、处置及资源化技术和装备。

6. 二次污染防治

6.1 选煤厂洗煤水应采用闭路循环，煤泥水经二次浓缩，絮凝沉淀

处理，循环使用。

6.2 选煤厂的洗矸和尾矸应综合利用，供锅炉集中燃烧并高效脱硫，

回收硫铁矿等有用组份，废弃时应用土覆盖，并植被保护。

6.3 型煤加工时，不得使用有毒有害的助燃或固硫添加剂。

6.4 建设烟气脱硫装置时，应同时考虑副产品的回收和综合利用，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6.5 不能回收利用的脱硫副产品禁止直接堆放，应集中进行安全填

埋处置，并达到相应的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6.6 烟气脱硫中的脱硫液应采用闭路循环，减少外排；脱硫副产品

过滤、增稠和脱水过程中产生的工艺水应循环使用。

6.7 烟气脱硫外排液排入海水或其它水体时，脱硫液应经无害化处



理，并须达到相应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应加强对重金属元素的监测和控

制，不得对海域或水体生态环境造成有害影响。

6.8 烟气脱硫后的排烟应避免温度过低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6.9 烟气脱硫副产品用作化肥时其成份指标应达到国家、行业相应

的肥料等级标准，并不得对农田生态产生有害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