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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二届烟气污染控制技术与产业论坛 

在京隆重召开 
 

  2013 年 12 月 18 日，由烟气脱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

清华大学、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烟气污染控制技术与产业论坛在清华大学隆重召

开。中国工程院院士、烟气脱硝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副理事长郝吉

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处长黄圣彪，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处长戴

祥，环保部污染防治司郝永利，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环保处

苏凯，中电投集团科技信息部副处长黄智等6位嘉宾出席论坛开幕式。

本次论坛吸引了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 110 余位代表参加。论

坛开幕式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烟气脱硝联盟理事贺克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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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

理、脱硝联盟理事长杜云贵首先向各位

来宾介绍了烟气脱硝联盟及本届论坛的

相关情况。他指出，联盟致力于解决烟

气脱硝行业重大关键技术问题，推进烟

气脱硝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为国家制订

产业发展规划提供支持和服务，努力提

高我国烟气脱硝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联盟下一步将会前

瞻国家十三五烟气污染物治理领域的政策走向与技术发展，依托自身

现有优势，逐步完善联盟在“产学研”方面的发展，积极服务于国家

烟气脱硝产业的发展规划。本次论坛将紧紧围绕我国燃煤烟气污染物

治理产业发展趋势、环境污染治理市场需求分析、烟气污染物治理过

程中的经验教训、燃煤烟气治理过程中工程的问题及对策等进行研

讨。 

 中国工程院院士、脱硝联盟专家委员

会主任、脱硝联盟副理事长郝吉明代表联

盟致欢迎辞。他说，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我

国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

经成为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

式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大气污染防治任重

道远，而改善大气污染现状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为此，本次论坛将对增进与会高

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推动项目合作，探求大气污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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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的工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优化

和推广提供了良好平台。作为环境保护科学工作者，应该更加热爱我

们的环境事业，紧紧围绕国家需求，进一步明晰指导思想，突出重点

任务，加快自主创新，推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

为环保事业保驾护航！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戴祥处长在致辞

中讲到，联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现已处于又好又快

发展的腾飞阶段。联盟内部成员单位为

整个行业提供了技术支持，做出了巨大

贡献。环保部下一步将广泛征求各大院

校和企业的建议，科学测算脱硝成本，

超前谋划布局，预防为先，促进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开幕式后，来自企业、高校院所的 14 位专家围绕当前烟气脱硝

面临的突出问题、脱硝新技术、催化剂的研究进展和回收再处理问题、

陶瓷和钢铁厂等行业的脱硝技术、燃煤烟气污染物控制新技术等作了

精彩的学术演讲。 

在论坛的互动讨论中，各位代表围绕烟气污染物治理产业的当前

热点、前沿问题进行认真探讨，交流分享先进经验、做法和成效，会

议气氛融洽热烈。本次论坛搭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间的桥梁，为烟气

脱硝技术的研发、应用及推广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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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脱硝联盟一届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在北京召开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上午，烟气脱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一届

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各理事单位的 10 位理事

及专家委员会委员、会员单位代表共 15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联盟

副理事长刘汉强主持。 

会上，联盟理事长杜云贵作了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

联盟去年的工作并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任务。2013 年，联盟在

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按照计划推进了各项工作。一是利用自身

优势，积极进行资源和平台的整合，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二是健

全完善了科技创新体系，深入开展了“政产学研用”的各项工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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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善了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了联

盟内外的沟通与交流；四是积极承

担并共同推进完成了国家行业标准

制定工作；五是积极备战联盟评估

工作；六是进一步推进了联盟秘书

处的专职化建设。 

对于联盟下一阶段的工作，杜

云贵理事长指出，联盟要积极做好评估工作，争取国家支持；联盟应

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努力建

设成为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专业技术政策战略咨询组织，积极为国

家制定产业相关政策、标准和产业技术路线图提供调研平台和智力支

持；探索脱硝联盟的下一步发展方向，积极完善联盟的运行机制；要

扩大内外交流宣传，提升联盟外影响力；要广泛吸纳优势单位，扩大

联盟成员单位，拓展联盟产业领域范围。 

与会人员围绕理事会工作报告进行了深入讨论，对联盟的发展和

技术创新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大家认为联盟要继续推进政产学研

用合作，树立联盟在行业内的核心地位，定期发布脱硝产业发展白皮

书，加大行业标准工作的制定和推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

业创新型组织。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组建联盟第二届理事会的议案”、“关于

推荐杜云贵同志为联盟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的议案”、“关于江苏龙源

催化剂有限公司等单位申请加入联盟的议案”等 9 项议案，至此脱硝

联盟成员单位增至 3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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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脱硝标准工作专题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下午，烟气脱硝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组织召

开了标准工作专题研讨会，总结汇报了 2013 年度脱硝联盟标准工作

开展情况，讨论了联盟正在起草立项的标准以及联盟标准下一阶段的

工作要点。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脱硝联盟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李俊华首先

汇报了 2013 年联盟组织开展的标准制定工作进展有关情况。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黄进副所长介绍了关于“烟气脱硝催化剂检测方法”国标

起草情况，大唐南京环保副总经理江晓明介绍了“烟气脱硝催化剂化

学组分检测方法”国标立项和起草情况，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黄锐介绍了“烟气脱硝催化剂产品”行业标准制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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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了各位专家的汇报后，参会代表针对起草的标准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参会代表一致认为，一是要积极推进联盟标准的制定工作，

推广联盟标准在行业内使用；二是总结联盟标准制定工作中的经验和

教训，不断完善联盟标准；三是通过联盟内单位的联合，进一步争取

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四是采取协同分工的模式，发挥各自优

势，提升工作效率；五是制定了进一步开展各标准工作的时间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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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脱硝联盟积极备战联盟评估工作 

 

2013 年 12 月 5 日，科技部启动第二批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评估工作。烟气脱硝联盟作为 2012 年开始参加试点的联盟，在此

次评估的范围内。联盟评估的结果分为三等，评估结果为 A级的联盟

将被认定为“国家 XXX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给予项目和政策支

持；B 级联盟将限期一年整改，期间暂停支持；C 级联盟将取消试点

资格。 

本次评估重点考察联盟在创新活动、创新绩效、服务产业、运行

管理和利益保障等方面的情况。脱硝联盟现已针对评估开展了相关工

作，如各理事、成员单位均积极响应，根据科技部第二批试点联盟评

估要求，完善了联盟近三年来相应合作项目与成果信息；同时，联盟

秘书处组织联盟各理事、成员单位积极配合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

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完成联盟成员单位调查问卷工作。联盟秘书

处也在按照科技部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要求认真准备自评估

报告，积极与科技部创新体系建设办公室、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络组等评估领导部

门保持沟通联系，以期顺利完成科技部对烟气脱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的评估工作，并取得理想的评估结果，争取国家对脱硝联盟在项

目和政策上的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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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脱硝产业技术进展 

 

编者按 

2013 年 12 月 18 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烟气污染控制技

术与产业论坛”上，来自企业、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4 位专家围

绕脱硝技术的应用及挑战、脱硝催化剂的最新研究进展、脱硝工程经

验总结、烟气脱硝面临的问题、燃煤烟气污染物控制新思路、陶瓷炉

窑和钢铁厂烟气脱硝控制技术等情况作了精彩的报告。 

  脱硝技术、脱硝催化剂的研究进展 

一． 高效脱硝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应用及新挑战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俊华的报

告题目是“高效脱硝技术在不同行业的

应用及新挑战”。针对电力行业烟气排放

特征，研发了高比表面钛硅复合载体，

较传统的钛白粉提高近两倍。制备的高

效脱硝催化剂选择性好、抗水抗硫能力

强，进一步揭示了载体酸性及助剂三氧

化钨分散度是影响脱硝催化剂活性和选择性的主控因素。通过稀土元

素改性的钒钨钛催化剂，提高了催化剂表面B酸性位和氧化还原能力，

实现了在较宽温度范围内高效脱硝，且具有良好的抗碱金属和碱土金

属中毒能力。通过优化催化剂制备工艺及原材料改进，脱硝催化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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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抗磨性能分别提高 5%，较好适用于我国高灰燃煤烟气脱硝。同时

新型催化剂体系能脱除模拟烟气中 90%左右的 Hg0，同时具有良好的

抗硫抗水性能。针对钢铁烧结烟气，开发了 V-Fe 修饰的低温碳基脱

硝催化剂，该催化体系提高硫容 2-3 倍，且显著提高脱硝效率。在实

际含硫和水蒸气烟气条件下，在低温 180 ℃以下，脱硫效率大于 95%，

氮氧化物转化率大于70%，目前在上海宝钢建立处理气量30,000 Nm
3
/h

烧结烟气脱硫脱硝除二噁英中试装置。 

二． 烟气催化氧化及催化还原脱硝技术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钟秦的报告题目

是“烟气催化氧化及催化还原脱硝技术

研究”。针对我国烟气脱硝行业面临的烟

气脱硝成本高、烟气温度窗口宽以及各

行业脱硝需求多变性等特点，围绕着国

家氮氧化物减排关键技术的需求，开发

了 NO 氧化+氨法同时脱硫脱硝的资源化

烟气净化技术和一系列低成本宽活性温度窗口 SCR 催化剂。 

    在资源化烟气净化技术领域，开展了将 NO 部分氧化成为 NO2，再

以氨作为吸收剂将其与 SO2一并脱除，并得到硫酸铵和硝酸铵资源化

烟气净化技术研究。获得了具有抗硫抗水性能的 Cr-Ce 体系选择性催

化氧化（SCO）催化剂，以及催化 H2O2等氧化剂的高效氧化 NO 技术，

并开发了氨法同时脱硫脱硝工艺。该技术运行成本低，NOx 脱除率＞

90%，SO2脱除率＞99%，且 N、S资源得到了同步回收。 

    在低成本宽活性温度窗口 SCR 催化剂研制领域，针对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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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Ti 催化体系提出了“非金属掺杂”改性思路，研制了 F 掺杂

V2O5-WO3/TiO2和 F-S 共掺杂 V2O5-WO3/TiO2等催化剂，解析了非金属掺

杂拓宽 V-W-Ti 催化剂的过程机制，小试和中试研究结果表明，烟气

温度在 210-420℃的范围内，“非金属掺杂”类催化剂脱硝率＞98.5%，

且催化剂具有很强的抗硫抗水性能；同时，将“非金属掺杂”拓展到

了无 V催化剂中，研制了 F掺杂 Ce/TiO2催化剂。 

三． 低温炭基催化剂脱硝的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煤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黄张根研究员

的报告题目是“低温炭基催化剂脱硝的

研究进展”。针对我国大部分燃煤锅炉

已安装除尘和脱硫后烟气温度低的特

点，研究了适合该烟气排放温度下

（100-150℃）的选择催化还原（SCR）

脱硝的催化剂和关键工艺，实现与现有污染物脱除技术的“无缝链

接”。目前已成功研发了高强度和高活性的新型低温脱硝催化剂，在

脱除机理认识、其它组分影响、脱除工艺等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研究了烟气存在的H2O、SO2和碱金属等对炭基催化剂的影响规律，

发现 H2O 抑制低温脱硝脱硝；SO2促进催化剂脱硝性能；在催化机理方

面，克服了黑体活性炭材料表征的技术困难，对 V2O5/AC 催化剂上的

脱硝机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发现 V2O5的担载显著提高了活性炭对

NH3的吸附和选择性氧化能力，进而吸附态的 NH3氧化为其它形态可与

NO 进行 SCR 反应，当气氛中无 SO2 时，SCR 反应遵循 Langmu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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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shelwood 机理；当气氛中含有 SO2 时，SCR 反应遵循 Langmuir- 

Hinshelwood 机理和 Eley-Rideal 机理。 

研发的新型炭基催化剂在（100-120℃）具有很高的 SCR 活性，

并研究了适合的反应工艺，在 5000m
3
/h 烟气量上完成了连续 1个月的

稳定工业中试，实验结果表明在 SO2和 H2O 共存时脱硝率≥80%，满足

现有国家对电厂烟气 NOx 的排放要求。 

四． 稀土脱硝催化剂面临的挑战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杨

向光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稀土脱硝催

化剂面临的挑战”。火电厂脱硝面临的挑

战是新型脱硝催化剂要有较强的耐碱中

毒能力和高温稳定性，无毒也是未来发

展的趋势。廉价的低纯度碳酸铈作为原

料，对活性几乎没有影响，进而提高稀土催化剂的经济性。利用新成

型技术，获得了整体式 Ce-P-O/TiO2催化剂，在重庆远达测试催化剂

的脱硝性能：350℃，NO 的转化率大于 85%，加入 500ppm SO2后，转

化率略有增加，催化剂对 SO2 的转化率为 0.25%，远低于工业要求的

1%。稀土催化剂的原料成本 1.75 万元/吨，而商业 V-W-TiO2的原料成

本：3.5 万/吨。关于稀土脱硝催化剂的应用设想，在脱硝装置中，大

约 1/3-1/2 可用稀土催化剂（放置在前面，利用其强的稳定性和抗烟

灰性能），1/2-2/3 用 V-W/TiO2催化剂放在稀土催化剂之后（利用其

高活性）。稀土基催化剂的最大的优点是其经济性，对 200-700 立方

米催化剂脱硝装置而言，可以降低费用 200-800 万元。从稀土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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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面看，主要使用约占稀土总量 60～70％的高丰度轻稀土元素

铈，可以改善我国稀土利用的不平衡的状况，如果采用稀土催化剂，

按每立方米含 70kg 稀土 Ce，1 万 m
3
的催化剂需要使用 700 吨的稀土

Ce。目前含铈稀土催化剂的粉体制备技术，可以实现连续制备，达到

了中试规模。 

    催化剂的成型配方方面，由于采用的是稀土类催化剂粉体原料，

因此配方需要改进。需要进一步进行研发的技术：1.粉体生产技术；

2.催化剂成型配方与技术；3.催化剂的商业评价。通过改进，该催化

体系也有望为钢铁、水泥和玻璃等行业尾气净化新型脱硝催化剂。 

五． SCR 催化剂产品质量及性能检测 

    西安热工研究院脱硝催化剂检测与

再生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孔凡海的报告题

目是“SCR 催化剂产品质量及性能检

测”。随着近年来脱硝装置的大规模建

设、投运，国内各个发电集团采购了数

亿立方米 SCR 催化剂，一方面目前国内

催化剂厂家多达几十家，很多生产线匆

匆上马，其产品质量亦良莠不齐，这已经对电厂脱硝装置的安全、经

济运行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各个电厂亦面临短期内如何对这

些催化剂科学管理、延长寿命，以及长期来看如何对化学寿命到期催

化剂选择经济、合理的集中加装/更换策略，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

离不开催化剂的有效管理。 

六． 火电厂废烟气脱硝催化剂处理技术情况介绍 



 

 15 

    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黄锐的报告题目是“火电厂废烟气

脱硝催化剂处理技术情况介绍”。根据国

内机组容量估算燃煤电厂对脱硝催化剂

总需求量约为 60 万方。每年由于堵塞、

碱金属及砷等的化学中毒、硫酸钙、烧

结、物理破损等原因产生的脱硝催化剂失活，从而影响催化剂使用年

限。若按 5 年使用年限计算，每年失活催化剂预计有 12 万立方。目

前，行业内对失效脱硝催化剂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再生、填埋和

资源回收利用。 

    第一种处理方式——再生：针对堵塞、碱金属及砷等的化学中毒、

硫酸钙等原因造成的失活催化剂，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脱

硝催化剂再生技术及成套设备。再生催化剂活性能能恢复到新鲜催化

剂的 95%-105%，SO2/SO3 转化率及机械性能完全保持不变。完成两起

成功案例，一是上海外高桥 8#（1000MW）机组 275m
3
催化剂；二是江

西新昌电厂 1#（660MW）机组 436.65m
3
催化剂的再生工程。通过再生

技术成功应用，大幅度降低了 SCR 工程运行成本，避免了废弃催化剂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实现了催化剂资源的 2次循环使用，达到了节能

减排目标。 

    第二种处理方式——填埋：针对烧结、物理的失活催化剂，可以

采用填埋的方式处理，但填埋不仅浪费资源，还需耗用大量的填埋场

地，其不符合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 

    第三种处理方式——资源回收利用：针对上述有很大弊端的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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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远达催化剂公司研发了资源回收利用技术，这是针对不可

再生的催化剂进行资源回收技术的研究，通过该技术的应用，TiO2的

回收率达到 89.95%，WO3的回收率达到 85%，V2O5的回收率达到 87.72%。 

  脱硝工程经验总结以及脱硝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 火电厂烟气 SCR 脱硝工程经验及教训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李云涛的报告题目是“火电厂烟

气 SCR 脱硝工程经验及教训”。我国烟气

脱硝工程应用时间短，相关经验匮乏。

报告结合已实施的脱硝项目，从烟气脱

硝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及运行、检

修方面进行了经验及教训总结，可为今

后脱硝工程提供借鉴。SCR 脱硝系统设计时，要进行系统的流场模拟，

包括计算机模拟和物理模型冷态模拟。系统流场分布不均匀，系统投

运后可能会发生烟道积灰、催化剂磨损、催化剂积灰堵塞等问题，影

响机组安全。脱硝工程的施工质量需要加强工程管理来保障。施工的

重点包括脱硝构架、烟道、脱硝反应器、氨注射系统、吹灰输灰系统、

氨储存和供应系统和管道安装，以及防止氨泄漏等。系统调试运行是

检验设计、施工、设备及材料质量的重要途径，主要包括氨区和 SCR

区调试。脱硝系统需要严格按照相应规范运行，确保系统安全和催化

剂寿命。脱硝装置运行中的主要问题：脱硝装置的堵塞、催化剂的堵

塞和中毒、热解炉内结晶堵塞、热解炉燃烧室保温烧毁、喷氨格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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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喷嘴堵塞、催化剂蒸汽吹损等，需要针对具体问题制定相应检修方

案。另外，脱硝工程中还需要具备液氨泄露安全防范及应急措施，燃

褐煤时考虑砷中毒，以及针对 CEMS 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相应

解决措施等。 

二． 当前烟气脱硝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建议 

    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技

术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路光杰的报告题目

是“当前烟气脱硝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建

议”。报告针对 2012 年以来，新电站锅

炉排放标准的实施，我国安装了大规模

烟气脱硝装置，但是暴露出一些突出问

题，作者提出了一些当前脱硝行业面临

的突出如催化剂磨损，电站锅炉低负荷基本不脱硝，废弃催化剂处理

等紧迫的问题，针对问题的解决，作者提出了建议。 

三． 氧化制草酸工艺尾气脱 NOx 工程总结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何洪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氧化制草酸工

艺尾气脱 NOx 工程总结”。湖北益泰药业

有限公司位于湖北天门市，公司有两条

氧 化 制 草 酸 生 产 线 ， 尾 气 流 量 为

8000m
2
/h，尾气温度为 30 ℃，H2O 气为

饱和浓度，O2含量约为 8%，一条生产线

的尾气 NOx 浓度为 800-1500mg/Nm
3
，另外一条生产线的尾气 NOx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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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00-2500 mg/Nm
3
。2013 年初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了承担了

湖北益泰药业氧化制草酸工艺 NOX尾气处理工程， 2013 年 11 月对该

脱硝工程项目进行了 168 小时验收， 其 SCR 反应器运行温度为

170-200 ℃，脱硝效率为 95%以上。各系统设备运行正常、风道管道

工作情况良好、辅助设备符合设计要求。该套脱硝系统经过当地环保

部门检测，获得了各级环保部门的高度评价。 

  燃煤烟气污染物控制新思路 

一． 燃煤烟气污染物近零排放的新思路 

    浙江大学郑成航博士的报告题目是“燃煤烟气污染物近零排放的

新思路”。燃煤烟气污染物高效脱除与协同控制是当前国际能源环境

领域的战略性前沿课题之一，也是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报告介

绍了浙江大学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973

计划、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科技项目的持续支持下开展的燃煤

烟气污染物的控制理论及技术研究工作及在 SO2、NOx、PM、重金属等

污染物高效与协同控制技术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并通过系统的集成

及优化开发，形成能达到天然气燃气轮机排放标准要求的燃煤电厂烟

气污染物高效控制的清洁环保岛。 

二． 燃煤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王洪昌副研究

员的报告题目是“燃煤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针对目前烟气

脱硫脱硝脱汞技术存在的问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研究了生物

质、高浓度有机废物脱硝脱汞技术和硫硝汞协同脱除与副产物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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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取得了初步成果，并已获得科研

院所基本业务专项、国家“863 计划”等

项目资助。 

生物质、高浓度有机废物脱硝脱汞

技术主要原理是利用生物质热解过程产

生的具有还原性的气体和高浓度有机废

水中酚、氰、氨氮等还原性的成分，在

850-1100℃的高温下与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发生选择性还原反应，从而

实现脱硝；而有机物中的氯经高温氧化后形成氯化氢等，可将烟气中

的零价汞氧化为二价汞，进而被进一步的协同脱除。该技术主要针对

我国量大面广，容量偏小的工业锅炉，不仅可以实现低成本的脱硝脱

汞，还治理了难处置的高浓度有机废水，实现“以废治废”、节能减

排。 

硫硝汞协同脱除与副产物资源化技术脱硝主要是根据当烟气中

存在等量的 NO2时，NO 可与 NO2化合成溶于氨水等碱性溶液的 N2O3的

原理，通过催化氧化烟气中的 NO，使得烟气中 NO 和 NO2比例为 1:1

左右，利用氨等碱液吸收去除，副产物为硝酸铵钙，可做农肥回收。

脱硫则是通过含自制催化剂的氧化液与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反应，生成

硫酸，经浓缩分离，氧化液循环使用，硫酸可做产品销售。同时，在

氧化反应层中，可将烟气中的零价汞等重金属氧化，进而被协同脱除。

该技术已在 2 吨/小时锅炉中试装置上试验成功，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和汞的脱除效率分别达到 99%、90%和 80%以上。该技术在催化剂作

用下，可调节 NO 的氧化率，能够适用不同氮氧化物浓度、成分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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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锅炉、工业锅炉、窑炉等烟气污染物的治理。 

三． 低低温电除尘系统技术推介 

上海电气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郭士义的报告题目

是“低低温电除尘系统技术推介”。低低温电除尘系统具有除尘效率

高、占地小、电耗低、可回收热量再利用、能降低脱硫系统水耗量、

运行稳定、维护工作量低等优点。由于我国今年来新上机组多为大型

机组，其燃煤多选择中、高热值，灰分中等，硫分均不高(低于 1％)

的煤种，这样的煤种正是最适合低低温除尘系统的。这为低低温除尘

器应用到大型新上机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针对已经投运的大

型机组，也存在着系统改造的可能性。原有从空预器出口至除尘器的

烟道正好可以利用作为增设低温换热器的位置，只需根据此部的尺寸

设计低温换热器的规格即可。针对电厂原有电除尘器也做相应的改造

即可。整个系统的改造工作量并不大，准备充分的话，可在电厂大修

期间完成。 

  陶瓷炉窑和钢铁厂烟气脱硝控制技术 

一．陶瓷炉窑烟气氮氧化物控制技术研究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大气环境与污染防治研究中心

主任岑超平的报告题目是“陶瓷炉窑烟气氮氧化物控制技术研究”。

报告介绍了陶瓷烟气污染物排放特征、烟气脱硝技术的选择及强化吸

收法协同控制陶瓷炉窑烟气中 SO2、NOx、氟化物、氯化物及重金属技

术和装备的研究进展。 

二．钢铁厂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技术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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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公司总经

理朱彤的报告题目是“钢铁厂烧结烟气

脱硫脱硝技术的探索与实践”。报告分析

了钢铁厂结烟气脱硫现状，对烧结机烟

气脱硫技术类别和市场容量进行了统

计，并详细介绍了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

科技公司的镁法脱硫技术，以及在钢厂

烧结机脱硫方面进行的实践。镁法脱硫技术的核心部分蒸发结晶法回

收副产物 MgSO4•7H2O，是公司自主研发并取得成功工程应用，同时将

应用烧结机烟气镁法脱硫技术的实际工程作为案例说明，配以现场项

目系统运营的实际数据和图片，充分而详实地讲述了烧结机烟气镁法

脱硫技术。报告还简要分析了钢厂烧结烟气脱硝治理的必要性及可能

采取的治理技术路径。据统计，钢铁厂中各种设备排放的 NOx 总量，

在其固定发生源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 SO2的排放量。其中，烧结生

产过程 NOx 排放量约占钢铁厂 NOx 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因此，对烧

结烟气 NOx 排放量的严格控制，可有效降低钢厂 NOx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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