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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发电厂环境影响评价重点问题的探讨

 摘 要：秸秆发电项目属火电类项目，但其与常规燃煤火力发电厂项目又有较大区别，如在资源的收集、灰渣的利
用、社会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秸秆发电项目均不同于燃煤电厂，本文结合环评工作实例对秸秆生物质能发电厂环境影
响评价所涉及到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以总结对生物质发电这一新兴行业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需掌握的重点
。

 1 项目背景

 以作物秸秆为代表的生物质能源是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资源，是仅次于石油、煤炭、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
随着目前国内外能源紧张状况的日趋加剧，可再生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和开发已成为热门领域。其中，利用秸秆发电供
热是实现秸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的有效途径。

 为充分利用成安县及周边地区丰富的秸秆资源，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司投资50000万元，引进丹麦BWE公司先进的
技术和设备，在成安县建设秸秆发电项目。建设规模为2×24MW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配2×130t/h以棉花秸秆为燃
料的水冷振动炉排锅炉，项目实施后年利用成安县及周边地区作物秸秆22.66万吨，年发电26500万kWh，并对成安县
城及工业园区实施集中供热，年供热969494GJ。秸秆发电厂项目属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与常规
火力发电厂相比，有其特殊性，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需抓住其特点进行评价，本文结合国能成安秸秆发电项目，对秸
秆发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注重的九个重点问题进行分析、论述。

 2 燃料的收集

 燃煤电厂需要有充足的煤源作保障，秸秆发电厂同样也需有必要的资源收集体系来支持。但煤炭通常由固定集中的
煤矿来长期供应，便于管理协调，而作物秸秆的收集体系则相对繁琐，难于统筹。因此，秸秆燃料的收集也是秸秆发
电厂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首要论证重点。

 在发达国家，农庄自动化生产为秸秆的收集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在我国,农业生产的分散性，给秸秆的收购带来一
定困难。为保证秸秆电厂有充足的燃料，应将秸秆的收购作为秸秆发电厂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给予解决。应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设置秸秆收购、运输机构，配置必要的打包设备，设立二级储存仓库，制定燃料运输调拨计划，以保证秸
秆电厂燃料的充足连续供应。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应将该区域的外部资源保证情况、配套设施的筹建、配套的收
集方案等进行详细论证。

 从本项目来看，成安县及周边地区的土壤质地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种植棉花，成安县素有“棉海、粮仓”之称，是
国家优质棉基地县，农民群众有着多年的棉花种植习惯，管理技术成熟，加之近年来国家对农业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
台，更增加了农民耕作的积极性，因此成安县秸秆资源优势明显，且目前这些秸秆资源大多自然沤掉或露天烧掉，利
用率较低，造成很大浪费。

 从秸秆收集范围来看，秸秆运输距离过长会造成电厂运营成本的增加，过小的收集范围又无法保证资源量，为此本
项目折中按电厂周边半径20km范围考虑，成安县及周边地区各类富余秸秆量分别为棉花秸秆26.69万t/a、玉米秸秆31.6
万t/a、小麦秸秆33.8万t/a，本项目消耗棉花秸秆22.66万t/a，在数量上完全能保证电厂的正常运行。根据国家煤炭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对成安县小麦、玉米及棉花秸秆成份的化验结果可知，三种秸秆热值较为接近，可以互为替代，因此可
以作为发电锅炉燃料的生物质能源是非常丰富的，是有保障的。

 为支持本项目的建设，成安县政府将负责组建成立生物质燃料供应总公司，并在县域内设立9个加工站点，建立持
续、有序、高效的秸秆收储、供应系统，并成立生物质燃料专业运输公司，设立“绿色通道”，确保燃料输送途径便
利畅通，在各个分散生物质燃料收购点中，将配置秸秆切割，打包贮存设备及设施，在站内即加工成符合锅炉燃烧条
件的秸秆包，便于锅炉的直接燃用。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在工程分析及环保措施可行性论证中将资源收集问题作为项目建设可行的前提进行了详细论
证。

 3 水资源的利用

 火力发电是我国取水量最大的行业之一，节水工作的开展与否直接影响电力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对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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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地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尤为重要。与常规火力发电厂相同，秸秆生物质能电厂的水资源利用问题也是环
境影响评价中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燃煤电站项目的规划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中要求，燃
煤电厂禁止取用地下水，并鼓励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厂的中水。

 虽然国家对燃用秸秆等生物质燃料电厂在水资源方面并未进行限制，但考虑到成安秸秆电厂距县城较近，且成安县
的市政设施正逐渐完善，污水处理厂亦即将建成，电厂具有中水利用的便利条件。因此，为减少地下水的开采，本项
目拟利用污水处理厂中水作为水源。在环评中要对水量、水质是否能够得到保证进行充分论证。

 本项目在秸秆发电厂内建设中水深度处理设施，将污水处理厂出水进行深度处理后用于生产。由于成安县秸秆发电
厂厂址选择在成安县城西工业园区中，成安县城污水处理厂也已开工建设，因此，管网接入较为方便，同时为保证中
水回用的顺利实施，也利用成安县政府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强调了污水处理厂及其回用水管网的投产
超前于发电厂的投运。

 从水量上考虑，成安县目前城区人口共计4.5万人，按人均综合生活用水定指标210L/(人˙天)，计算生活污水量为9
450m3/d，工业企业排放的生产废水量约8710m3/d，公建、市政污水量2000m3/d，合计污水产生量约20160m3/d。考虑
城市发展，预计2010年城市污水量将达到29370m3/d，发电厂最大取水量为5258m3/d，且成安县域无其它计划利用中
水作为水源的大中型企业，由此可见，污水处理厂处理水量完全满足电厂用水量要求。

 发电厂采用石灰处理法进行中水深度处理，利用氢氧化钙与补充水中的重碳酸钙、重碳酸镁进行反应，生成碳酸钙
和碳酸镁沉淀，达到去除碳酸钙硬度和碱度，降低补充水中含盐量，提高循环水倍率的目的。

 而利用石灰法对污水处理厂二级出水进行深度处理的同类电厂企业已有数家，类比知道，采用该法处理得到的中水
水质可满足循环冷却水系统及化学水处理站进水水质的要求。

 4 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同常规火电厂一样，燃用秸秆发电的锅炉产生的污染物仍为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评价中依然要利用相关
公式计算各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及排放浓度，并分析其达标情况。但由于相比于煤炭，秸秆的灰分(3.58%)、硫分(0
.11%)均较低，烟尘和二氧化硫的实际产生量亦较少。

 其中，二氧化硫产生浓度仅为241mg/m3，因此，无需使用烟气脱硫装置，其排放浓度即可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3223-2003)第3时段标准要求;基于粉尘比电阻特性，并借鉴国外成熟的生产经验，除尘器采用除尘
效率相对较高的脉冲布袋除尘器，并将锅炉出口烟气温度降低到145℃，以避免造成烧袋事故，设计除尘效率可达99.5
%，本项目按99%保守考虑，其最终排放烟尘浓度仅为19.6mg/m3;由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难以通过经验公式确定，类
比国外燃用秸秆的水冷振动炉排锅炉实际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监测结果，确定为300mg/m3，烟尘和氮氧化物浓度均远
低于第3时段标准要求。

 同样对环境空气产生影响的还有在燃料、灰渣储存、转运过程中产生的粉尘，这些含尘废气可通过布袋除尘器净化
后排放，其排放量也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秸秆发电厂的污染物排放量要远远低于燃煤电厂，但作为工业项目，依然会对周边环境造成
一定影响，在环评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本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章节对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
颗粒物、二氧化氮在周边评价点1小时平均和典型日日平均贡献浓度进行了计算，并将因实施集中供热而取消的小锅
炉污染源的贡献值作为削减值，与现状值进行叠加，从而计算得出预测值，从预测结果可知，各评价点预测值较现状
值有所减少，环境空气在项目实施后呈改善趋势。

 5 噪声问题

 众所周知，发电厂的噪声主要来自于主厂房内风机、汽机房内汽轮机、励磁机、发电机以及冷却塔等设备和设施。
秸秆发电厂噪声源也基本相同，同时由于运输秸秆燃料的车辆大多为小型农用车，载重量小，因此进出厂区的车流量
较大，估算每天可达684车次，车流噪声也是电厂较大的噪声源。为避免噪声对周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电厂的环境
影响评价中应对产噪设备对周边噪声敏感点贡献值进行必要的预测计算，正确判断其影响程度，并提出合理有效的隔
声降噪措施，具体措施的提出可掌握以下基本原则：

 (1)在满足工艺设计技术要求的条件下，优先选用低噪声、振动小的设备，从声源上降低噪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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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高噪声设备加装隔声罩和消音器，将设备外噪声值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

 (3)在平面布置上，将噪声较大的辅助车间和设备尽量布置在远离人群集中的地方，并利用绿化带和建筑物等阻止
噪声的传播。

 从本项目来看，厂界东南与最近的村庄东南侧的西姚堡村仅为100m，为此应严格采取必要的隔声降噪措施。从秸
秆发电厂的规划设计来看，主厂房、汽机房均为封闭式隔音设计，既体现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又满足隔音降噪的要求
;对风机、空压机及锅炉排气孔等产噪设备加装隔声罩和消音器，在平面布置上把主厂房汽机房布置在厂区北部，秸
秆储仓靠西布置，从而使产噪设备及车流尽量远离居民区。对于冷却塔，布置在厂区西部，要求布设位置与厂界距离
大于20m，并在冷却塔与厂界之间植树绿化，这样确保产噪设施均远离居民区，并使厂界噪声预测值达到《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Ⅲ类标准要求。

 6 灰渣的利用途径

 秸秆发电厂综合利用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利用秸秆发电方面，也体现在灰渣综合利用方面。评价中要对灰渣利用的可
行性、可靠性及灰渣利用过程中对其他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进行重点分析。

 在本评价中对灰渣的化学组成进行了分析，灰渣中主要元素为钾，同时含有较多的磷、钙及少量硼、镁、铁、硫、
锌、锰、铜等微量元素，属于质地疏松的草木灰肥料，含钾量(K2O)5～10%，含磷(P2O5)0.6～3%，其中钾盐有90%以
上是可溶性物，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

 秸秆发电厂产生的灰渣在农业生产上作为钾肥施用具有防寒、杀菌消毒、抑制病虫害发生、促进作物茎秆健壮和增
强作物抗逆性等多方面作用。在花木栽培时施用有促进发芽、加速生根、防止落叶、防病治虫、增强抗逆性、防止伤
流等作用。因此，从综合利用的角度讲，秸秆发电厂所产生的副产物有较高的利用价值，且该肥料可替代化肥施用，
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会对土壤产生不良影响。

 另外，灰渣在厂内有干湿两种出灰方式，湿式出灰由搅拌加湿搅拌后装车运出，干式出灰则由仓底包装机装袋后运
出，两种方式在运输过程中均不会产生二次扬尘，不会对周边环境空气产生影响。

 7 总量控制问题

 对于任何火力发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污染物总量控制章节都是必需的，秸秆发电厂也不例外，评价中应充分论述
总量削减、平衡措施的途径及合理性，科学地提出总量控制指标。

 从目前北方农村对作物秸秆最终处理情况看，大多情况下是一烧了之，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已成为一大公害，当这
些秸秆得到利用，用于发电后，自然可以消除部分因秸秆的无序燃烧而产生的污染物，但由于露天焚烧秸秆本身是属
于违法行为，并不属于国家允许的总量控制指标范畴，而且秸秆露天焚烧，其污染物排放量也无从计算，因此，不能
作为本项目的平衡削减源。

 本评价从供热替代削减源入手，利用秸秆发电厂向成安县城及其工业园区进行集中采暖供热，取消各热用户现有燃
煤小锅炉，从而减少区域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综合考虑项目的实施可使区域内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90.29t/a，烟(粉)尘
减少91.24t/a;对于废水污染物，由于本项目利用成安县污水处理厂中水，可减少污水处理厂向地表水环境排放污染物
COD 100.34t/a。

 上述削减方案固然可行，但须其他配套工程做保证，为此，对于集中供热热网建设，成安县人民政府也已开始进行
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承诺热网工程超前于秸秆发电厂完成;而成安县污水处理厂早在2005年9月即已动工，成
安县政府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单位也承诺污水处理厂及其回用水管网将超前于电厂投产实施，既保证电厂的正常运行，
又可保证电厂污染物得到削减。

 8 产业政策的支持

 项目的建设必须立足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秸秆发电厂属于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也得到了国家电力行业产业政
策的支持，评价中应将涉及的政策一一列出，从而加强评价的说服力，例如：

 (1)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中，国家鼓励生物质能发电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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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的建设改变了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形成了“秸秆—电力—灰渣肥料”即“资源
—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满足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要求，实现了“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
操作原则;

 (3)发电厂年发电量26500万kWh，年供热量969494GJ，综合年均热电比为120%，年均热效率45%;《关于发展热电联
产的规定》中提出，热电联产机组应符合下列指标，总热效率年平均大于45%，单机容量在50MW以下的热电机组热
电比年平均应大于100%，可见，工程符合上述要求，属热电联产项目;

 (4)秸秆属于《资源综合利用目录(2003年修订)》中列举的资源，且从电厂容量、灰渣利用、污染物达标排放等角度
分析，本项目符合《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管理办法》中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条件。

 可见有了国家产业政策强有力的支持，电厂建设也得到了政策上的保证。

 9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与燃煤火力发电厂相比，秸秆发电厂的社会效益不仅仅表现在满足电力需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层面上，甚至关
系到农民切身利益。评价中也要对秸秆发电厂对社会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具体到本项目，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
在：

 (1)将使成安县及周边地区的农业废弃物秸秆得到充分利用，在消除焚烧秸秆而造成的烟气污染的同时，为秸秆的
综合利用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2)发电厂建成后将通过各地收集加工站购进秸秆，农民可将原来只能焚烧处理的秸秆外售给当地秸秆收集加工站
，从而增加一定的收入。

 (3)发电厂锅炉产生的灰渣作为肥料返还给农民，节省了农民购入化肥的成本，在减少化肥用量的同时增加有机肥
用量，也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4)项目的建成亦将为缓解当地电力资源紧张状况做出一定的贡献。

 (5)随着集中供热的实施，成安县城及工业园区生活有了稳定的供热热源保障，小锅炉的取消也改善了当地的景观
环境。

 (6)本项目的建设为社会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可减少待业人数，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7)发电厂的投产将带动相关许多行业的发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8)鉴于国内同类型电厂很少，本项目的建设也可作为示范工程，为同行业发展提供技术经验方面的借鉴。

 10 火灾风险

 燃煤电厂很少提及燃料贮存的安全问题，秸秆发电厂则不然，贮存在厂内仓库的燃料秸秆包经各加工点晾晒干燥后
含水量很小，极易引发火灾，因此评价中亦应对火灾安全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如将原料有组织的堆放和使用，秸秆
仓库附近严禁烟火，周围要设置足够的消防设施，保证消防用水的及时供应，秸秆仓库要安装避雷装置等，从而杜绝
火灾安全隐患。

 11 结论

 秸秆发电厂的建设有利于当地闲置生物质资源的利用、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的增收、有利于我国能
源结构的合理调剂，是利国利民的综合利用项目，但在项目建设的同时亦应重视其作为工业项目对周围环境产生的的
不利影响。秸秆发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除按常规火电厂项目考虑问题外，更要注重电厂外部配套条件的落实及社会
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国能成安县秸秆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即抓住了上述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已顺利通过了专家技
术评审。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64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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