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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污染物超低排放及对策思考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分析研究了方案出台的背景，对照超低排放
标准，分析研究了现有标准与超低排放标准之间的差距，确定了超低排放的改造重点和难点，提出了超低排放技术改
造路线选择原则，为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提供基本对策。

 2018年5月7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征求《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环办大
气函[2018]242号)，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中国铸造协
会，中国铁路总公司等单位征求意见，并要求于2018年5月14日前反馈意见。

 1征求意见稿出台背景分析

 1.1标准更新推进速度加快

 2012年6月27日，环境保护部公告了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新标准，包括《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2-2012)、《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3-2012)、《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4-2
012)、《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5-2012)、《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6-2012)等八项标准
，从当年10月1日起开始，分两阶段实施。

 而在上述新标准颁布前，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两者之间更新周期长达16年。而此次《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颁布，与2012年颁布的系列标准之间更新周期仅为6年，标准更新推进时间大幅加快。

 1.2标准更新推进决心加大

 2017年6月13日，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20项国家污染物排
放标准修改单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但后续并未发布修改单的正式稿施行，而是直接过渡到目前发布的《钢铁企业超
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不仅针对污染物浓度控制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在无组织扬尘控制、改造技术路
线、物料运输、推进时间表、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标准更新推进决心加大。

 1.3标准更新推进力度加强

 在打赢“蓝天保卫战”、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2+26”城市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背景下，环保工作党政同责、
同步追责，环保约谈日益频繁，严厉，推动地方政府、钢铁企业加强超低排放标准推进力度，提前布局超低排放改造
;

 如河南省印发《关于征求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四大作战计划意见建议的通知》，提出2018年10月底前实施钢铁
等行业试点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河北省出台《河北省钢铁、焦化、燃煤电厂深度减排攻坚方案》，在全国率先提出钢铁、焦化行业实现超低排放改
造，根据河北省环保厅统计，河北省2018年1至8月份，全省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在建168个，完成95个;焦化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在建45个，完成39个。

 2钢铁行业的排放标准限值分析研究

 2.1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钢铁企业是大气污染的重点企业之一，钢铁生产各个环节均产生颗粒物、SO2、NOX等废气污染物(见表1)。

表1钢铁企业颗粒物、SO2、NOX等污染物排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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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废气不仅排放量大、各组成成分浓度较高、污染较重，而且部分废气中含有高污染、高毒性的二恶英等杂环类
有机物。据统计，2016年钢铁行业SO2、NOX、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为93.6万t、143.9万t、357.1万t，排放量位列工业行
业前位。

 虽然各大钢铁企业都加大烟气治理投入，在新环保法的要求，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下，环保设备设施的同步运转率
显著提高，但由于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均位于城市主城区和周边区域，属于城市型钢厂，直接影响钢铁企业周边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甚至是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钢铁企业排放的废气中，主要污染物包括颗粒物、SO2和NOX。颗粒物排放主要集中在原料场、烧结、炼铁、炼钢
、炼焦、焙烧等工序，SO2(不含自备电厂)主要集中在烧结系统，NOX(不含自备电厂)主要集中在烧结、炼铁、炼焦
、热轧等工序。

 此外，氟化物和氯化氢主要集中在烧结和冷轧工序，特殊钢酸洗和电渣冶金也有氟化物产生，二恶英主要集中在烧
结工序和电炉炼钢工序。

 2.2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比分析

 钢铁行业现执行的系列标准由八项标准组成，涵盖采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铁合金等各工序，以
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等典型工序为例，对典型大气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标准进行了对比分
析，如表2所示。

表2钢铁企业典型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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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2可知，对照《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超低排放标准，钢铁行业典型工序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均有大幅提高，原料系统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在现行标准基础上严格60%;

 炼铁工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在现行基础上严格50%~60%;烧结、球团工序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在现行基础上严格66.7%~83.3%;

 炼钢工序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在现行基础上严格50%~90%;轧钢工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在
现行基础上严格50%~66.7%。

 其中，烧结、球团工序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标准限值提高幅度大，是超低排放改造的重点，也是超低排放改造的难
点、关键。

 3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对策分析研究

 3.1对照《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进行

 技术改造《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从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控制、无组织排放控制以及大
宗物料运输排放控制等三个方面确定了超低排放改造的主要目标和具体要求，并针对上述三个主要目标和具体要求，
系统性的对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了过程分析，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技术改造路线和管理要求，包括厂房封闭
，除尘捕集罩及净化设施设置、净化工艺选择、物流运输、自动监控等。

 因此，钢铁企业对照《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和自身实际，可以非常清晰的查找到本企业目前存在的差
距，确立本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技术改造的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改造。

 3.2对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钢铁工业》进行技术比选

 2017年7月27日，原国家环保部发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钢铁工业》(HJ846-2017)(以下简称“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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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全面推进钢铁行业排污许可制度改革。

 技术规范中表6列出了钢铁工业排污单位废气可行技术参照表，对钢铁工业各工序(焦化除外)污染物治理可行性技
术进行了梳理，包括执行现有排放标准限值排污单位、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排污单位分别列出了可行的废气治理可行技
术。

 尽管上述标准限值与超低排放标准限值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工艺技术路线基本一致，是实现超低排放改造的基础
，且该技术规范发布于《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20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的公告(征求
意见稿)之后，对钢铁超低排放改造有着非常重要的技术指导意义。

 因此，钢铁企业对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钢铁工业》和自身实际，可以非常清晰的确定改造可行的技
术路线，确定符合本企业实际的超低排放技术改造路线，有目的性的开展技术改造。

 3.3对照企业现有环保设施水平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时序规划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划定了超低排放改造时间要求，即：2020年10月底前，完成京津
冀及周边(大气传输通道城市)、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2022年底前，完成珠三角、成渝、辽宁中
部、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乌昌城市群等地;到2025年，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力争实现超低排放。

 鉴于火电行业2015年底提出超低排放改造，要求2020年之前燃煤电厂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历时仅5年。

 因此，钢铁企业可以对照现有环保设施水平，按照上述要求，时间从紧的原则，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的时序规划，合
理安排改造资金，避免短期资金压力;对于铁-钢-
材平衡匹配刚性较强的钢铁企业，还应做好生产设施大修计划，与超低排放改造同步实施，联动进行。

 3.4以烧结机头超低排放改造作为改造的关键

 烧结机头现有除尘工艺主要包括静电除尘器、湿法静电除尘器;脱硫工艺分别湿法和干法，湿法包括石灰石-石膏法
、双碱法、氧化镁法、氨法等，干法包括循环流化床法、密相干塔法、旋转喷雾法、活性炭法等，脱硝工艺包括选择
性催化还原法、氧化法等。

 在烧结机头超低排放改造实施过程中，对于采用石灰石-石膏法等湿法脱硫工艺的钢铁企业，由于湿法脱硫效率高
，运行稳定，通过原料源头控制协同，能够满足超低排放要求，从节约投资的角度，建议保留;

 中高温催化还原(SCR)脱硝工艺技术在火电厂已实现大规模稳定运行，脱硝效率高，催化剂选择性大，可以作为配
套脱硝设施的首选;对于采用其他脱硫工艺的钢铁企业，在活性炭(活性焦)资源较充足、副产品硫酸能够就地消化，且
能够承受较高投资和运行成本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改为活性炭(活性焦)脱硫脱硝一体化工艺。

 此外，在选择脱硫、脱硝工艺过程中还应考虑设施的运行控制要求、有无二次污染等其他关键影响因素。

 4结语

 (1)《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表明国家针对钢铁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更新推进速度加
快，更新推进决心加大，更新推进力度加强。

 (2)对照《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超低排放标准，钢铁行业典型工序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均有大幅提高，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在现行基础上普遍严格50%~90%，其中烧结、球团工序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在现行基础上严格66.7%~83.3%，是超低排放改造的重点，也是超低排放改造的难点
、关键。

 (3)钢铁企业在超低排放过程中，可以对照《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技术规范钢铁工业》等确定改造方向，技术路线和时序规划安排，因地制宜，因厂施策，确定烧结机头超低排放
改造具体工艺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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