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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浙江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浙政发

〔2024〕11号）和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

案》（浙环发〔2024〕61号）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结合浙江省实际情况，参考国内外现行有关标准，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共 7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有组织超低排

放改造，无组织超低排放改造，检测与过程控制设备改造，主要辅助

工程改造，施工与验收。附录 A：有组织超低排放技术控制指标（试

行）；附录 B：无组织超低排放技术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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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落实《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规范既有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

改造，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范围内既有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

造工程。既有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除应符合本导则和

《实施方案》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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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 本 规 定

2.0.1 本导则规定了既有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有组织超低排放改造、无

组织超低排放改造、检测与过程控制设备改造、主要辅助工程改造、

施工与验收等技术要求。

2.0.2 既有生活垃圾焚烧厂应对有组织及无组织排放进行现状评估，

对于不满足本导则附录 A和附录 B超低排放要求的应进行改造。

2.0.3 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设计和建设应统筹考虑、合

理布局，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厂总体规划和生产工艺流程，满足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等相关要求。

2.0.4 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应与现有机组规模相匹配，

并以进厂垃圾特性和焚烧炉烟气量、烟气成分及其它运行参数为依据

进行改造。

2.0.5 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应按要求配置相应的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测、过程监控和视频监控设施。

2.0.6 生活垃圾焚烧厂除满足本导则对有组织和无组织超低排放要

求外，还应做好《实施方案》中关于清洁运输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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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组织超低排放改造

3.1 一般规定

3.1.1 有组织超低排放改造必须包含脱硝、除尘、脱酸等系统，使排

放烟气中颗粒物、SO2、NOx、HCl及氨排放浓度 1小时均值分别不

高于 10、30、80、10及 8 mg/m3（标态干烟气，基准氧含量 11%）。

（具体要求见附录 A）

3.1.2 超低排放改造技术路线应根据烟气中颗粒物、SO2、NOX及其

他烟气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场地布置条件以及现有烟气净化设备等因

素进行全面分析后确定，做到经济合理、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可靠、

维护便捷、协同净化效果好。

3.1.3 根据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现状，可参考以下两种烟气超

低排放改造技术路线，如图 3-1和图 3-2所示。采用其他技术路线应

论证其技术可行性，做到经济合理、先进适用、稳定可靠。

SNCR 半干法+

干法

活性炭

吸附

GGH1（可选）

降温侧
湿法

GGH1（可选）

升温侧
SGH

SCR GGH2

降温侧

袋式

除尘器

引风机

余热锅炉

GGH2

升温侧

图 3-1 垃圾焚烧烟气超低排放改造技术路线 1



4

SNCR
半干法+
干法

活性炭

吸附

SGHSCRGGH（可选）

降温侧

GGH（可选）

升温侧

袋式

除尘器

引风机

余热锅炉

湿法

图 3-2 垃圾焚烧烟气超低排放改造技术路线 2

3.2 氮氧化物超低排放系统（脱硝系统）

3.2.1 一般规定：

1 宜选用 SNCR+SCR联合脱硝系统，或在 SNCR+SCR联合脱

硝系统的基础上选用 PNCR脱硝系统；

2 脱硝系统设置应考虑对锅炉、引风机、除尘器等其他附属设

备的影响。

3.2.2 SNCR脱硝系统要求：

1 还原剂的最佳喷射位置应根据焚烧炉烟气流场、温度场、还

原剂种类等条件确定。其中，尿素溶液温度场宜为 900℃～1050℃，

氨水溶液温度场宜为 850℃～950℃；

2 喷枪雾化介质宜采用 2+1层，备用一层开孔；

3 应配备还原剂计量和喷射量控制装置，其中的计量控制系统

应避免腐蚀、结垢。

3.2.3 SCR脱硝系统要求：

1 宜选用低温或者中温SCR脱硝系统，同时具备超温运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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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锅炉各种工况以及负荷变化等；

2 催化剂宜设有一层或多层初装层，并预留备用层，备用层与

初装层的技术要求宜一致；每层催化剂上方的净空高度应满足催化剂

的检修要求；

3 有条件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宜配置催化器再生设备或者同一区

域共享再生设备。

3.2.4 PNCR脱硝系统要求：

1 还原剂的最佳喷射位置应根据焚烧炉烟气流场、温度场、NOX

浓度、还原剂种类等条件确定；

2 还原剂应具备质检报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明确相关原理及药剂成分。

3.2.5 还原剂要求：

1 使用尿素为还原剂时，尿素溶液的制备及储存宜布置在室内；

使用氨水为还原剂时，氨水溶液的卸料及储存场所宜布置在常年主导

风向的下风侧，宜布置在室外；

2 氨水罐区应设置冲洗装置、喷淋装置、洗眼器、围堰和遮阳

棚。

3.3 颗粒物超低排放系统（除尘系统）

3.3.1 除尘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垃圾焚烧袋式除尘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2 的规定。

3.3.2 袋式除尘器宜采用性能不低于 PTFE+PTFE覆膜的滤袋，袋式

除尘器入口宜设置气流均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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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袋式除尘器宜采用自动脉冲清灰方式。

3.3.4 灰斗应设置破拱装置和伴热措施。

3.4 酸性气体超低排放系统（脱酸系统）

3.4.1 一般规定：

1 宜采用“半干法+干法+湿法” 的组合脱酸工艺；

2 生活垃圾焚烧厂掺烧一般工业固废时，应分析掺烧物料中硫、

氯等元素的含量，科学合理设计脱酸系统。

3.4.2 半干法脱酸系统要求：

1 宜采用旋转喷雾干燥法（SDA）脱酸工艺；

2 脱酸药剂宜采用氢氧化钙；

3 反应塔宜设置应急喷淋降温装置。

3.4.3 干法脱酸系统要求：

1 脱酸药剂宜采用氢氧化钙或碳酸氢钠等；

2 干法脱酸系统应保证设计脱酸效率所需的烟气与干粉吸收剂

的接触面积和接触时间，宜配置湍流混合装置；

3 每条烟气净化线应配置独立的给料装置，宜采用矢重称。

3.4.4 湿法脱酸系统要求：

1 脱酸药剂宜采用氢氧化钠溶液；

2 湿法塔宜设置 1+1层喷淋层，宜设置填料层；

3 湿法塔宜设置除雾器；

4 应配备湿法脱酸废水处理处置设施，防止废水的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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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艺辅助系统

3.5.1 一般规定：

1 工艺辅助系统包括 GGH系统、SGH系统、引风机、烟道系

统等；

2 应做好防腐、防漏措施。

3.5.2 GGH系统要求：

1 GGH系统宜采用列管式；

2 当烟气温度低于酸露点时，设备宜设置冷凝水收集及排放措

施，材料宜采用 100% PTFE材料。

3.5.3 SGH系统宜选用管壳式换热器。

3.5.4 现有引风机参数不能满足改造工程要求的，宜对其进行改造或

更换。

3.5.5 对于腐蚀严重、漏风率高的烟道应进行改造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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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组织超低排放改造

4.1 一般规定

4.1.1 生活垃圾（含协同处理的一般工业固废等）运输、卸料、贮存，

生活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焚烧飞灰、焚烧炉渣的转运、暂存，渗滤

液收集处置等无组织排放源（单元）应采取密闭、封闭等措施。（具

体要求见附录 B）

4.2 生活垃圾装卸单元

4.2.1 厂区生活垃圾运输廊道及卸料大厅应采取封闭措施，其墙面与

屋面应有良好的密封性能，非卸料期间保持负压状态，防止臭气外溢。

4.2.2 运输廊道出入口应设置自动快关门系统和除臭剂喷洒装置。

4.2.3 垃圾卸料大厅出入口应设置空气幕，卸料口应设置自动密封

门。垃圾池、卸料大厅与室内其它相连通的通道处宜设置过渡区域，

过渡区域两端开门应为密闭门，并满足消防要求。

4.2.4 在厂区内应设置车辆冲洗装置，保持车身轮胎清洁、无异味。

4.3 贮存及预处理单元

4.3.1 垃圾池应密闭，并保持负压状态。

4.3.2 现有垃圾池不能满足负压运行要求的，应全面检查垃圾池的密

闭性，可采取如下改造措施：

1 垃圾池设有外窗的，宜采取密实墙封堵或防泄漏措施；

2 穿过垃圾池的管线孔洞、垃圾抓斗检修孔等易泄漏的区域宜采

取封堵或防泄漏措施；

3 垃圾池间围护结构宜采用气体封闭性能好的材料和做法，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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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屋面宜采用轻型混凝土或其他封闭性能好的轻质材料密封，材料应

满足腐蚀性等级要求；

4 对于焚烧炉一次风难以保持负压状态的，可利用二次风从垃圾

池内抽风。

4.3.3 垃圾池臭气应入炉高温焚烧，并应在合理的位置设置活性炭吸

附或其他成熟的除臭装置作为备用。

4.3.4 应在垃圾池内卸料门侧合适位置设置负压监测点，并在垃圾吊

控制室层或者中控室等易于观察的地方设置就地显示屏显示负压数

值。

4.4 渗滤液处理单元

4.4.1 渗滤液处理系统中产生臭气的构筑物（渗滤液调节池、厌氧池

等）等应采取密闭措施，保持负压状态，池内臭气最终入炉高温焚烧，

应配置药剂除臭或其他措施作为备用。

4.4.2 已建渗滤液沟道间应全面检查其密闭性，确保无臭气外溢，并

设置有害气体监测装置。渗滤液沟道间与室外连通的出口部位应设置

过渡区域，过渡区域两端开门应为密闭门，并满足消防要求。

4.5 生活垃圾焚烧单元

4.5.1 活性炭、氢氧化钙、碳酸氢钠等粉料应采用筒仓存储，顶泄压

口应配套仓顶除尘器。

4.5.2 活性炭、氢氧化钙、碳酸氢钠等粉料应采用密闭管道气力输送。

4.5.3 氨水应全封闭罐车运输，配套氨气回收或吸收回用装置。

4.5.4 氨罐区及易泄露点位应配套氨泄漏检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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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各物料存储车间宜设置冲洗装置、收集水沟及沉淀水池，上清

液宜回用。

4.6 焚烧飞灰、焚烧炉渣等收集贮存单元

4.6.1 除渣输送及存储区域应做好颗粒物防控要求：

1 应采用湿除渣、密闭+湿除渣或其他措施；

2 炉渣储存间宜密闭，并设置全面排风系统，排出的气体宜经过

湿式洗涤装置净化后排放。

4.6.2 飞灰输送、存储、处置及养护区域应做好颗粒物及臭气防控要

求：

1 垃圾焚烧飞灰的收集、转运、储存及处理系统应保持密闭状态；

2 飞灰的收集、贮存与运输过程应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的规定；飞灰暂存间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的规定；

3 飞灰螯合物暂存间应配套异味收集及净化设施，应符合《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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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与过程控制设备改造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检测设备和过程控制系统应满足自动检测、自动调控及保护的

要求。

5.1.2 检测设备和过程控制用电源应配置不间断电源。

5.2 检 测 设 备

5.2.1 应在焚烧炉废气治理排气筒处设置适应超低排放标准的在线

自动监测系统（CEMS），监测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颗粒物、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氨、温度、压力、流速或流量、

湿度、含氧量等。

5.2.2 在线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年（运行时间不足 5年的，

具备数据保存 5年以上的能力）。

5.3 DCS控制系统

5.3.1 除尘器进出口温度、差压、风机电流应与喷吹系统联锁。

5.3.2 脱硫脱酸剂实时投加速率应与二氧化硫、氯化氢排放浓度同

步，脱硝剂实时投加速率应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同步。



12

6 主要辅助工程改造

6.0.1 主要辅助工程应根据生活垃圾焚烧厂主体工程情况进行统筹规

划和设计，具体包括建筑结构、电气、给排水和采暖通风等，应符合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42、《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与能源利用工程技术标准》GB/T 51452等的规定。

6.0.2 厂房新建或改造部分外立面应与现有建筑外立面相协调，应具

备良好的密闭性，防止有害气体泄漏，并应考虑采取隔音措施，减少

噪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0.3 现有结构加固改造应符合《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 55022、《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和《建筑抗震加

固技术规程》JGJ 116等的规定。

6.0.4 现有电气设备不能满足改造工程要求的，应结合用电负荷的特

点和总体布局，对现有变压器、电缆通道、进线开关、电源电缆等进

行改造。

6.0.7 现有给排水设备能力不能满足改造工程要求的，应对其进行改

造。

6.0.8 新建或改造车间需重新复核暖通措施，按需进行相应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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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与验收

7.1 工 程 施 工

7.1.1 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施工单位应具有国家相应的工程施工资质，

遵守国家部门颁布的劳动安全卫生、消防等国家强制性标准及相关的

施工技术规范。

7.1.2 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应按施工设计图纸、技术文件、设备图纸等

组织施工，施工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施工程序及管理文件的规定。工程

变更应取得设计变更文件后再实施。

7.1.3 超低排放改造前，应做好施工安全技术方案，施工区域与生产

区域根据作业条件和环境因素设置有效的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7.1.4 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施工中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

关的国家标准，并取得供货商的产品合格证后方可使用。

7.1.5 设备安装完毕后，必须经过调试，调试工作应做好测试记录，

编制调试报告，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备。

7.2 工 程 验 收

7.2.1 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验收应按《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

等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组织。

7.2.2 通过整体调试，各系统运转正常，技术指标达到设计和合同要

求后，方可启动试运行。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可按《火力发电建设工

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DL/T 5437执行。

7.2.3 在生产试运行期间还应对系统进行性能试验，性能试验报告可

作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的技术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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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超低排放改造完成且连续稳定运行 1个月后，应按《浙江省生

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评估监

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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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有组织超低排放技术控制指标（试行）

污染物项目 单位 限值 取值时间

颗粒物 mg/m3 10 1小时均值

二氧化硫 mg/m3 30 1小时均值

氮氧化物 mg/m3 80 1小时均值

氯化氢 mg/m3 10 1小时均值

氨 mg/m3 8 1小时均值

注：1.表中规定的各项污染物浓度的排放限值，均指在标准状态下以 11% (V/V%) O2（干烟气）作为换算基

准换算后的基准含氧量排放浓度；表中未作规定的按国家及地方现行标准执行；

2.根据《实施方案》要求，自 2025年 1月 20日前，已建成投入使用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获批准的生

活垃圾焚烧炉（既有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烟气中污染物浓度执行附录 A规定的限值；自 2025年 1月 20日后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获批准的新建、扩建的生活垃圾焚烧炉应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24小时均值不高于 50毫克/立方米进行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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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无组织超低排放技术控制要求

序号 主要管控单元 控制要求

1 生活垃圾装卸单元

（ 1）生活垃圾运输车辆采取密闭措施，无遗撒、粘挂现象。

（2）厂区生活垃圾运输廊道采取封闭措施，廊道出入口两端设置自动快关门系统和除

臭剂喷洒装置；垃圾卸料大厅出入口设置空气幕，卸料口设置自动密封门，卸料结束后

及时关闭，运输廊道应按要求保持负压状态。

（3）厂区内应设置车辆冲洗装置，保证车辆出厂后车身轮胎清洁、无异味。

（4）厂区垃圾运输通道地面平整、清洁，做到及时冲洗，坡度利于快速排水，冲洗后

无积水，无异味。

2 贮存单元
垃圾池应密闭，并保持负压状态；垃圾池废气应入炉高温焚烧，并设置活性炭吸附等高效

除臭装置备用。

3 渗滤液处理站（单元）

（1）渗滤液导排系统运行良好，导排口和导排沟畅通、无泄漏。

（2）渗滤液调节、厌氧池等产生臭气的构筑物应采取密闭措施、保持负压状态，池内

臭气抽至炉膛高温焚烧，应配置冲洗/药剂除臭或其他措施作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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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垃圾焚烧

单元

除尘
（1）采用袋式除尘等高效除尘技术。

（2）飞灰应密闭传输、暂存，落实三防措施，确保飞灰无任何形式外泄。

脱硫、脱酸

（3）石灰石、石灰、苏打粉等粉状物料应密闭保存。

（4）脱硫脱酸剂下料应采用密闭管道气力输送。

（5）脱硫脱酸剂仓等泄压口应配套袋式除尘器。

脱硝
（6）氨水用全封闭罐车运输，配套氨气回收或吸收回用装置。

（7）氨罐区及易泄露点位配套氨泄漏检测装置。

5
焚烧飞灰、焚烧炉渣等 收集贮

存单元

（1）飞灰收集、输送、储存与处理系统各装置应保持密闭状态。

（2）飞灰暂存间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要求。

（3）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过程中采取防止飞灰飘散和遗撒等防护措施，落实《生活垃

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134-2020）等要求。

（4）飞灰螯合物暂存间配套废气收集及净化设施，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要求。

（5）应采用湿除渣、密闭+湿除渣和其他措施，做好颗粒物防控。

6 厂界无组织排放 （1 ）厂界恶臭污染物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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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它

（1）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其他生产设施（如飞灰处理车间、飞

灰固化物贮存车间等）提出管控要求的，应从其要求。

（2）各除尘器、粉仓、运输管道等应完好运行，无粉尘外逸。

（3）各恶臭源应密闭并保持负压状态，无异味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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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

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或

“鼓励”。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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