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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三届烟气污染控制技术与产业论坛 

在京隆重召开 
 

2014 年 12 月 18 日，由烟气脱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北

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办的“2014 第三届烟气污染控制技术

与产业论坛”在北京裕龙国际酒店隆重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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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

熊跃辉，科技部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郭日生，科技部社发

司综合与气候变化处处长康相武，环保部科技标准司科技处处长禹军

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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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余位代表参加。论坛由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技

术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烟气脱硝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路光杰主持。 

 

 



 

 3 

远达环保工程公司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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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硝联盟是

以环保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平台，致力于解决行业重大

技术问题，提高我国烟气治理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国

家环保产业的政策、标准及技术路线图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目前，

联盟共有包括环保企业、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内的成员 33 家。在

科技部等相关部委的指导下，联盟将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充分发

挥产业、人才、技术等优势，积极组织行业关键技术攻关，加快环保

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推动产业整体升级，为实现国家“十二五”

节能减排任务提供技术支持。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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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的合作模

式，树立联盟在行业内的核心地位，提高联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

极服务于国家环保产业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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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吉明在致辞中讲到，近年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国的脱硝产业

已初具规模，脱硝联盟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形势下，脱硝

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火电厂的脱硝关键问

题已经转变，已逐渐从脱硝设备工程建设转向如何高效、经济的运行

脱硝设备；二是脱硝已不局限在电力行业领域，非电行业的脱硝越来

越受到重视，尤其是煤化工等行业；三是脱硝催化剂已从产量短缺转

变为产量过剩，需依靠技术创新解决好催化剂的再生等问题。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在致辞中讲到，燃煤工业锅炉产生

的 NOx 也是不容小视的，而且这部分治理难度很大，下一步应引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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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重视。联盟作为技术创新平台，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能够

整合资源，加大研发的力度，推动技术进步；二是联盟适合于当前我

国科研体制改革的需求。 

科技部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郭日生在致辞中讲到，科

技部、财政部共同起草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管理改革的方案》，这是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的重大改革，将

把分散的财政科技计划资源整合起来，聚力国家发展目标。《方案》

将构建新的科技计划布局，提出的科技计划体系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

(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 5 个方面。5 个方面的科技计划都要纳入公

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中央财政加大支持。 

开幕式后，来自企业、高校院所的 14 位专家围绕我国燃煤烟气

污染物治理产业发展趋势、SCR 烟气脱硝经验教训、脱硝催化剂研究

进展、烟气脱硝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等方面作了精彩的学术演讲。 

在论坛的互动讨论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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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流分享成功经验。本次论坛是

一次学术界和产业界互动的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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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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脱硝联盟二届一次理事会会议 

在北京召开 
 

  2014 年 12 月 19 日上午，烟气脱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二届

一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各理事单位的 13 位理事及专家委

员会委员、会员单位代表共 20 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联盟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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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盟近一年以来的主要工作并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任务。2014

年，联盟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按照既定目标推进了各项工作。

一是完成了联盟评估工作，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二是完善了科技创

新体系，促进核心成果转化；三是完善了信息交流平台，加强联盟内

外联系；四是承担制定了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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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善了秘书处的规章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水平。 

对于联盟下一阶段的工作，杜云贵理事长指出：一是联盟要积极

规划产业发展方向，争取重大合作项目；二是整合联盟内部资源，探

索建立联合技术开发合作基地与人才培养基地，提高科技资源的综合

利用率，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共赢，提升联盟整体技术创新效率；三

是需要学习借鉴其他优秀联盟的经验，努力解决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探索出适合脱硝联盟自身发展的模式和道路，积极完善联盟

的运行机制；四是加强联盟内外交流，提升联盟外影响力；五是要吸

纳优势成员单位，拓展联盟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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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组织召开联盟专家委员

会，商讨制定联盟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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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涿州西热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2 家单位申请加入联盟的议案”，至此

脱硝联盟成员单位达到了 3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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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脱硝产业技术进展 

 

 

编者按 

2014 年 12 月 18 日，在“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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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脱

硝催化剂的研究进展、脱硝运行问题分析、烟气脱硝技术优化、燃煤

烟气污染物控制新思路等方面作了精彩的报告。 

  脱硝技术、脱硝催化剂的研究进展 

一． 非电行业脱硝技术进展及示范应用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李俊华教授的

报告题目是“非电行业脱硝技术进展及

示范应用”。随着电力行业超低排放技

术的推广应用，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的

减排空间已经有限，未来需开拓新的约

束性指标减排重点行业。针对非电力行

业（水泥、钢铁、玻璃、垃圾焚烧、机动车等）烟气排放特征，研发

了蜂窝和三叶草型的两类中低温高效脱硝催化剂，针对不同行业建立

了一定规模的示范工程，考察了脱硝催化剂在复杂烟气环境下技术适

应性，进一步分析了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思路。为我国“十三五”期间

非电行业氮氧化物深度减排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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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钢铁烧结烟气低温氧化脱硝技术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朱廷钰研

究员的报告题目是“钢铁烧结烟气低温

氧化脱硝技术”。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钢产量世界第

一，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我国钢铁工业

环保水平低，单位产量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典型污染物主要包括

NOX、SO2、二恶英等。烧结工序是多种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工序，其中

NOX占钢铁行业总排放量的 50%。烧结烟气的 NOX控制技术主要有选择

性催化还原法(SCR)、活性焦法和低温氧化法等，其中低温氧化法具

有低能耗、脱除效率高、占地小等优点。报告主要介绍了由中国科学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开发的低温氧化技术，讨论了该技术的优越性，并

展望了该技术在烧结烟气脱硝中的应用前景。 

三． 满足烟气“超低排放”目标的脱硝增效关键技术探讨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晏乃强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满足烟气

‘超低排放’目标的脱硝增效关键技术

探讨”。由于我国燃煤消耗量巨大，替

代困难，对燃煤主要污染物实施“超低

排放”是保证我国化石能源可持续利用

的基础。报告结合我国燃煤电站锅炉及工业锅炉的烟气脱硝，分别针

对氮氧化物排放满足 50mg/m
3
（电厂）及 100mg/m

3
（工业锅炉）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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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存在的技术难题进行分析，并分别从优化工艺参数、改善脱硝催化

剂性能及组合式脱硝技术工艺等角度，探讨了烟气脱硝增效的原理与

方法，为我国推行“超低排放”控制的技术方案选择提供参考。 

四． 水泥窑处置污泥协同烟气脱硝研究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岑超萍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水

泥窑处置污泥协同烟气脱硝研究”。报告介绍了水泥窑处置污泥协同

烟气脱硝实际工程试验和实验室机理探索模拟实验情况，并分析了技

术推广应用的经济可行性。 

五． 柴油车用 SCR 催化剂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贺泓

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柴油车用 SCR 催

化剂研究进展”。报告简要介绍了柴油车

尾气后处理系统工作原理和不同的技术

路线，重点介绍重型柴油车用 SCR 催化

剂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特别是环境友好

的非钒基催化剂研究热点，并展望面向满足国 V 和国 VI 标准今后面

临的挑战、对策和技术应用的前景。柴油车用 SCR 催化剂和固定源烟

气脱硝催化剂工作原理相同，报告最后探讨非钒基 NH3-SCR 和 HC-SCR

催化剂在特殊条件固定源烟气脱硝上的应用可行性。 

六． 烟气脱硝还原剂制备系统的技术发展 

    成都锐思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郑伟的报告题目是“烟气脱硝还

原剂制备系统的技术发展”。分别从原料来源、工艺流程、占地情况、

投资运行成本、安全等方面对国内外电厂烟气脱硝项目中使用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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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制备工艺及其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对比，并提出了选择脱

硝还原剂制备技术方案应考虑的因素及各种还原剂制备工艺在我国

的发展趋势。 

  脱硝工程经验总结以及脱硝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 国内燃煤电厂脱硝催化剂运行损耗案例分析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技术

带头人喻江涛的报告题目是“国内燃煤

电厂脱硝催化剂运行损耗案例分析”。目

前，国内燃煤电厂脱硝工程建设已到末

期，随着脱硝工程的不断投运，脱硝工

程的运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其中催化

剂的运行损耗就是其中主要的问题之

一。通过分析几个典型项目的脱硝催化剂磨损、灰堵和冲刷现象，对

解决脱硝催化剂运行损耗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可为脱硝工程改造

提供借鉴。 

二． SCR 烟气脱硝运行问题分析与对策 

    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陈振宇的报告题目是“SCR 烟气脱

硝运行问题分析与对策”。根据国内多个

SCR 脱硝项目反馈，SCR 系统运行中的主

要问题有脱硝效率不达标、氨逃逸超标、

磨损、积灰、下游空预器堵塞等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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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脱硝流场、催化剂、下游设备选型等。 

    脱硝流场是 SCR 系统设计的核心，结合 CFD 和物模试验，通过强

化扰动、整流等多项措施优化流场，是保证 SCR 系统性能达标的必要

因素，也是解决目前 SCR 系统问题的关键；催化剂的配方、工艺及合

理选型也是保证脱硝系统的重要指标；另外，对于下游空预器等设备，

通过优化选型和运行方式，可以有效解决空预器腐蚀、堵塞等问题。 

    只有在科学合理的设计 SCR 系统的流场和催化剂的基础上，同时

优化下游设备的选型和运行，才能在保证清洁排放的同时，提高机组

的可靠性，保证脱硝系统正常运行，避免机组非停等极端问题。 

三． 催化剂全过程寿命管理 

    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陈付

国的报告题目是“催化剂全过程寿命管

理”。随着脱硝政策的强制推动和脱硝补

贴的落实，截至 2014 年底，国内火电厂

脱硝改造计划已完成 80%以上。脱硝催化

剂安装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催化剂的

运行成本优化、加换装和再生回收等问题随之出现。由于脱硝项目建

设相对比较集中，电厂管理人员在运行经验上相对欠缺，因此很难及

时发现脱硝系统出现的问题。为了保证脱硝系统的良好运行，由一个

既懂催化剂设计又熟悉脱硝系统运行的公司来进行脱硝催化剂的指

导监督显得十分迫切。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依靠自身的技术

优势和研发力量，已建立了完善的催化剂性能检测和评价系统，拥有

国际先进的催化剂再生技术，并建有催化剂寿命管理软件和移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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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 性能检测设备。为各电厂开展脱硝催化剂全过程服务，降低脱硝

运行成本，及时解决脱硝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四． 基于现场测试和实验室检测的 SCR 烟气脱硝设备全过程运行优

化管理技术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赵俊武的报告题目是“基于

现场测试和实验室检测的 SCR 烟气脱硝设备全过程运行优化管理技

术”。西安热工研究院通过“SCR 烟气脱硝设备现场性能测试、运行诊

断优化工作”和“催化剂实验室检测、评估工作”的有机结合，实现

整体和局部的优势互补、宏观和微观的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研究 SCR

烟气脱硝设备全过程运行优化管理技术和解决方案，以控制氮氧化物

稳定达标排放，延长催化剂使用寿命，减少氨逃逸及减轻对空预器的

负面影响，提高整个 SCR 脱硝系统的运行管理水平和安全经济性。 

五． 烟气脱硝运营效果评价相关标准研究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环分院黄进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烟气脱硝

运营效果评价相关标准研究”。重点介绍了目前我国大气污染物控制

装备运行效果评价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燃煤烟气脱

硫、除尘、脱硝技术装备能效标准、高效能设备评价标准和系统装置

运行效果评价标准等,为未来我国全面开展环保装备运行评价工作、

环境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营管理和第三方环境治理服务管理工作提供

标准化的技术支持。 

  燃煤烟气污染物控制新思路 

一． 火电厂节能减排工作的思考(科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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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创新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刘汉强的报告题目是“火电

厂节能减排工作的思考(科研部分)”。报

告结合火电厂面临的形势和现状，以及工

作，介绍了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体会。重点

介绍了在以下五个方面开展的工作：1、

燃烧状态在线检测系统；2、非金属管式液膜换热器——改性含氟工

程塑料；3、非金属管式液膜除尘器；4、工业废水近零排放技术；5、

粉煤灰生产人工沸石技术。 

二．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控制技术及环境效益分析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朱法华

的报告题目是“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控制

技术及环境效益分析”。通过回顾煤电超

低排放的发展历程以及超低排放限值与

国内外主要燃煤国家煤电机组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限值的比较，给出了煤电机

组超低排放与超超低排放的定义。结合煤质条件，系统分析了煤电机

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实现超低排放与烟尘实现超超低排放的

控制技术及其投资与运行费用。对于已满足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煤电

机组，进一步实现超低排放或超超低排放，对总量减排与常规污染物

的环境改善意义不大，“十三五”期间约束性污染物指标的减排必须

开拓新的减排重点行业。实现超低排放对于 PM2.5 的环境改善效果明

显，这是由于我国大气环境氧化性日益增强，大气中二氧化硫、三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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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硫、氮氧化物向硫酸盐、硝酸盐转化形成二次 PM2.5。大幅度提高煤

炭用于发电的比例、实施煤电超低排放、纯凝机组抽汽供热、“以电

代煤”、关停小锅炉，是实现我国重点区域大气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 

三． 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和资源化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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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和资

源化利用技术”。研究团队针对我国提

出的污染物超低排放限值，从高强度大

颗粒活性焦开始研制了炭基催化剂，研

究了催化剂脱除污染物的机制和污染物脱除过程的传热传质；研发了

移动床反应器的反应工艺、内部结构对脱硫脱硝的影响规律，固定床

深度脱硝反应器压降和脱硝性能，提出了低成本的移动床反应器和固

定床反应器的耦合工艺；分析了再生气体的成分分布及浓度范围，研

发了再生烟气高浓度 SO2资源化制备硫磺和硫酸盐工艺。目前正在开

展 15 万 Nm
3
/h 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的工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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