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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A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各省B自治区B直辖市及所

辖地区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A

? 引用标准

CDEFGH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CDGIEJ 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KLEM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7 总则

7N< 本标准为贯彻O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PBO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P而制定A
7N? 本标准是指导制定和修订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方法标准A
7N7 本标准以大气质量标准为控制目标Q在大气污染物扩散稀释规律的基础上Q使用控制区R定义见

SNI条T排放总量允许限值和点源排放允许限值控制大气污染的方法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A此

外Q各地还可结合当地技术经济条件Q应用最佳可行和最佳实用技术方法或其他总量控制方法制定地方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A
7N9 全国各省B自治区B直辖市制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列入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允许限值Q不得

宽于本标准方法计算的排放限值和国家有关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A
7NU 本标准各条规定在一般条件下具有同等效力Q但对同一污染源标准中各条所确定的允许排放限值

不一致时Q应以其中最小允许排放限值为准A
7N@ 附录中各条规定供使用本标准时参考A

9 气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及大气环境功能分区

9N< 气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R以下简称总量控制区T是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城镇规划B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要求而决定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的区域A总量控制区以外的区域称非总量控制

区Q例如广大农村以及工业化水平低的边远荒僻地区A但对大面积酸雨危害地区应尽量设置 VWX和

YWZ排放总量控制区A
9N? 大气环境功能区是因其区域社会功能不同而对环境保护提出不同要求的地区Q功能区数目不限Q
但应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城乡总体规划分为一B二和三类与 CDEFGH中三类大气质量

区相对应Q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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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区!为国家规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疗养地等#
二类区!为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居民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名胜古迹和广大农村等#
三类区!为大气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城镇和工业区以及城市交通枢纽"干线等#
一"二"三类功能区分别执行 %&’()*所规定的一"二"三级大气质量标准#

+,- 总量控制区及非总量控制区均可按 .,/条进行功能区的划分#
+,+ 本标准中各功能分区内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均按 %&’()*确定$对该标准未规定浓度限值的污

染物$则按 01’2中有关居住区容许浓度限值确定3农作物保护区按 %&)4’5所规定的浓度限值确定#

6 燃料燃烧过程产生的气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

燃料燃烧过程产生的气态大气污染物系指各种生产能源的设备燃烧各种矿物燃料产生的大气污染

物$如飘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本章内简称大气污染物#
6,7 总量控制区内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的计算方法

6,7,7 总量控制区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限值由式849计算!

:;<=>
?

@=4
:;<@ AAAAAAAAAAAAAAA849

式中!:;<BB总量控制区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4(.C3
:;<@BB第 @功能区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4(.C3

?BB功能区总数3
@BB总量控制区内各功能分区的编号3
;BB总量下标3
<BB某种污染物下标#

6,7,D 各功能区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由式8/9计算!

:;<@= E<@
F@
GF

AAAAAAAAAAAAAAA8/9

F=>
?

@=4
F@ AAAAAAAAAAAAAAAAA8’9

式中!:;<@BB见 *,4,4定义3
FBB总量控制区总面积$<H/3
F@BB第 @功能区面积$<H/3
E<@BB第 @功能区某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系数$4(.CI;J4I<HJ4$计算方法见 *,4,’#

6,7,- 各类功能区内某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系数 E<@由式8.9计算!
E<@= EK<@ AAAAAAAAAAAAAAAA8.9

式中!E<@BB见 *,4,/定义3
K<@BB%&’()*等国家和地方有关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所规定的与第@功能区类别相应的年日平

均浓度限值$HLIHJ’M 3

EBB地理区域性总量控制系数$4(.I<H/I;J4$可参照表 4所列数据选取#E<@亦可按附录

N/方法求取$或经环境大气质量评价和预测研究后确定#
6,7,+ 总量控制区内低架源8几何高度低于 ’(H的排气筒排放或无组织排放源9大气污染物年排放

总量限值由式8*9计算!

:O<=>
?

@=4
:O<@ AAAAAAAAAAAAAAAA8*9

式中!:O<BB总量控制区内某种污染物低架源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4(.C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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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功能区低架源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其计算方法见 +,’,+-

"%%低架源排放总量下标.
/,0,/ 各功能区低架源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按式123计算4

!"#$5 6!7#$ 8888888888888123
式中4!"#$%%见 +,’,)定义-

!7#$%%见+,’,’定义-

6%%低架源排放分担率&见表 ’.
表 ’ 我国各地区总量控制系数 9:低源分担率 6:点源控制系数 ;值表

地区

序号
省1市3名 9 6

;

总量

控制区

非总量

控制区

’ 新疆:西藏:青海 <,(=>,) (,’+ ’((=’+( ’((=?((

?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1阴山以北3 +,2=<,( (,?+ ’?(=’>( ’?(=?)(

@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 ),?=+,2 (,’+ ’((=’>( ’?(=?)(

) 内蒙古1阴山以南3:山西:陕西1秦岭以北3:宁夏:甘肃1渭河以北3 @,+=),A (,?( ’((=’+( ’((=?((

+
上海: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海南:台湾:福建:江

西
@,+=),A (,?+ +(=’(( +(=’+(

2 云南:贵州:四川:甘肃1渭河以南3&陕西1秦岭以南3 ?,>=),? (,’+ +(=<+ +(=’((

< 静风区1年平均风速小于 ’BCD3 ’,)=?,> (,?+ )(=>( )(=A(

/,0,E 总量控制区内点源1几何高度大于等于 @(B的排气筒3污染物排放率限值由式1<3计算4

!F#$5 ;#$G H
?
IG ’(

J2 88888888888881<3
式中4!F#$%%第 $功能区内某种污染物点源允许排放率限值&*KLJ’-

;#$%%第 $功能区内某种污染物点源排放控制系数&*KLJ’KBJ?&计算方法见 +,’,<-

HI%%排气筒有效高度&B&计算方法见 +,’,’’.

/,0,M 点源排放控制系数按式1>3计算4
;#$5 N#$G N#G ;G O#$ 88888888888881>3

式中4;#$%%见 +,’,2定义-
N#$%%第 $功能区某种污染物的点源调整系数&计算方法见 +,’,>-

N#%%总量控制区内某种污染物的点源调整系数&计算方法见 +,’,A-

O#$%%见+,’,@定义&但使用日平均浓度限值&BPKBJ@Q -

;%%地理区域性点源排放控制系数&见表 ’.
/,0,R 各功能区点源调整系数按式1A3计算4

N#$5 1!7#$J !"#$3C!B#$ 888888888888881A3
式中4N#$%%见 +,’,<定义&若 N#$S ’则取 N#$5 ’-

!7#$%%见+,’,?定义-

!"#$%%见+,’,)定义-

!B#$%%第 $功能区内某种污染物所有中架点源1几何高度大于或等于 @(B:小于 ’((B的排气

筒3年允许排放的总量&’()*.
/,0,T 总量控制区点源调整系数按式1’(3计算4

N#5 1!7#J !"#3C1!B#U !I#3 8888888888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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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见 %&’&(定义)若 "#* ’则取 "#+ ’,
-.#$$见%&’&’定义,

-/#$$见%&’&0定义,

-1#$$总量控制区内某种污染物所有中架点源2见 %&’&3定义4年允许排放的总量)’506,

-7#$$总量控制区内某种污染物所有高架点源2几何高度大于或等于 ’551的排气筒4年允许

排放的总量)’5068
9&:&:; 实际排放总量超出限值后的削减原则是尽量削减低架源总量 -/#及 -/#<使得 "#和 "#<接近或

等于 ’)然后再按 %&’&(的方法计算点源排放控制系数 =#<8
9&:&:: 排气筒有效高度 >7按式2’’4计算!

>7+ > ? @> AAAAAAAAAAAAAAA2’’4
式中!> $$排气筒距地面几何高度)18超过 B051时则取 >+B051,

@> $$烟气抬升高度)18计算公式见式2’B4C2’(4C2’34和2’D48
9&:&::&: 当烟气热释放率 -E大于或等于 B’55#FGHI’且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 @J大于或等

于 K%L时)@> 使用式2’B4计算!

@> + M5N -
M’
E N >

MBN O.
I’ AAAAAAAAAAAA2’B4

-E+ 5&K%N =.N -PN
@J
JH

AAAAAAAAAAA2’K4

@J+ JHI J. AAAAAAAAAAAAAA2’04
式中!M5$$烟气热状况及地表状况系数)见表 B,

M’$$烟气热释放率指数)见表 B,
MB$$烟筒高度指数)见表 B,
-E$$烟气热释放率)#FGHI’,

> $$见%&’&’’定义,
=.$$大气压力)EQ.)取邻近气象站年平均值,
-P$$实际排烟率)1KGHI’,

@J$$烟气出口温度与环境温度差)L,
JH$$烟气出口温度)L,

J.$$环境大气温度)L)取排气筒所在市2县4邻近气象台2站4最近 %年平均气温,

O.$$烟 囱出口处环境平均风速)1RH8以排气筒所在市2县4邻近气象台2站4最近 %年平均风

速)按幂指数关系换算到烟囱出口高度的平均风速

当 SBT B551 O.+ O’
SB
SU V’

W

2’%4AAAAAAAAAAAAAAAA

SB* B551 O.+ O’
B55
SU V’

W

2’X4AAAAAAAAAAAAAAA

式中!O’$$邻近气象台2站4S’高度五年平均风速)1GHI’,
S’$$相应气象台2站4测风仪所在的高度)1,

SB$$烟囱出口处高度2与 S’有相同高度基准4)1,

W$$见表 K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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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的选取

&’()*+,-% 地表状况.平原/ "# "% "!

&’0!%###
农村或城市远郊区 %12!3 %45 !45

城区及近郊区 %15#5 %45 !45

!%##6 &’7!%###且

8905:;

农村或城市远郊区 #155! 54: !4:

城区及近郊区 #1!<! 54: !4:

表 5 各种稳定度条件下的风廓线幂指数值 =

地区

=
稳定度类别

> ? @ A BC

城 市 #1%# #1%: #1!# #1!: #15#

乡 村 #1#3 #1#3 #1%# #1%: #1!:

D1E1EE1F 当 %3##)*+,-%7 &’7!%##)*+,-%时(烟气抬升高度按式.%3/计算G

8H I 8H%J .8H!- 8H%/K
&’- %3##
2## LLLLLLLL.%3/

式中G8H MM见 :1%1%%定义(NO
8H%I !K .%1:P,K QJ #1#%&’/4PR- #1#2SK .&’- %3##/4PR(NO
P,MM排气筒出口处烟气排出速度(N4,O
QMM排气筒出口直径(NO
&’MM见:1%1%%1%定义O

PRMM见:1%1%%1%定义O

8H!MM按式.%!/所计算的抬升高度T
D1E1EE1U 当 &’6%3##)*+,-%或者 8975:;(烟气抬升高度按式.%S/计算G

8H I !K .%1:P,K QJ #1#%&’/4PR LLLLLLLLLL.%S/
式中G8H MM见 :1%1%%定义O

P,MM见:1%1%%1!定义O
QMM见:1%1%%1!定义O
&’MM见:1%1%%1%定义O

PRMM见:1%1%%1%定义T

D1E1EE1V 凡地面以上%#N高处年平均风速PR小于或等于%1:N4,的地区使用式.%</计算抬升高度G

8H I :1:#&%42’ K
W9R
WXY ZJ #1##<S

-54S

LLLLLLLLL.%</

式中GW9RWXMM
排放源高度以上环境温度垂直变化率(;4NT取值不得小于 #1#%;4NT

D1E1EF 点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平均/限值按式.!#/计算G

[\)]I !13SK &\)]K &
-%
^ K %#

: LLLLLLLLLLL.!#/
式 中G[\)]MM第 ]功 能 区 内 允 许 点 源 烟 囱 出 口 处 排 放 的 某 种 大 气 污 染 物.%小 时 平 均/浓 度 限 值(

N_+N-5‘ O

&\)]MM见 :1%1a定义O
&̂ MM见 :1%1%%1%定义(在式.!#/中应使用 %小时平均值并将单位折算为 N5‘+,

-%T
D1F 总量控制区二氧化硫排放标准制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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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硫排放率超过 %&’()*的排气筒高度必须超过 +,-.
!"#"# 二氧化硫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按 /"%"%0/"%"/计算1其中 2’34见式5&67使用 89+,:/相应的

日平均浓度标准限值作实施值1取相应等级的年日平均浓度标准限值作目标值.
!"#"; 二氧化硫点源排放量限值按 /"%"<0/"%":计算1其中 2’34见式5=67使用 89+,:/相应的日平

均浓度标准限值.
!"#"> 采暖期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限值应以式5?%6计算@

ABC3D EFG
H
%?G AC3 IIIIIIIIIIIIII5?%6

式中@ABC3JJ第 3功能区采暖期二氧化硫允许排放总量1%,&KL
H JJ采暖期月数L
EFJJ二氧化硫总量季节调整系数1,"<M EFM%"/1并以 EFD,"<作为目标值L

AC3JJ第 3功能区二氧化硫年允许排放总量1%,&K.

!"#"! 采暖期低架源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限值应以式5??6计算@

ABN3D ENG
H
%?G AN3 IIIIIIIIIII5??6

式中@ABN3JJ第 3功能区采暖期低架源二氧化硫允许排放总量1%,&KL
H JJ见/"?"&定义L
ENJJ二氧化硫低架源季节调整系数1,"<M ENM%"/1并以 END,"<作为目标值L

AN3JJ第 3功能区二氧化硫低架源年允许排放总量1%,&K.

!"; 总量控制区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

!";"$ 氮氧化物排放率超过 :’()*的排气筒高度必须超过 +,-.
!";"# 氮氧化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按 /"%"%0/"%"/计算1其中 2’34见式5&67使用 89+,:/相应的

日平均浓度标准限值的 ,"&倍.
!";"; 氮氧化物点源排放率限值按 /"%"<0/"%":计算1其中 2’34见式5=67使用 89+,:/相应的日平

均浓度标准限值.
!";"> 以交通工具为主要氮氧化物排放源的地方1低架源排放分担率 E可以取为表 %列举值的 ?倍.
!"> 总量控制区一氧化碳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

!">"$ 一氧化碳排放率超过 %=,’()*的排气筒高度必须超过 +,-.
!">"# 一氧化碳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按 /"%"%0/"%"/计算1其中 2’34见式5&67使用 89+,:/相应的

日平均浓度标准限值的 ,"&倍.
!">"; 一氧化碳点源排放量限值按 /"%"<0/"%":计算1其中 2’34见式5=67使用 89+,:/相应的日平

均浓度标准限值.
!">"> 以交通工具为主要一氧化碳排放源的地方低架源排放分担率 E可以取为表 %列举值的 ?倍.
!"! 总量控制区各污染源的设置

!"!"$ 在总量控制区按 /"%"%0/"%"/所计算的各类允许排放总量限值减去各原有源实际排放总量后

若有足够余额1则可建立相应的新排放源.否则将新源排放量加入原来实际排放总量后按 /"%"%,原则

对各源削减以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 由于建立热电厂而削减了的其他源的排放量份额1在满足总量控制的要求下1应划归热电厂使

用.这时应该按 /"%"O0/"%":重新计算热电厂所在功能区的 P’3值以确定该厂允许排放率.
!"!"; 若排气筒处于不同功能区的边界附近1则按下列情况分别采用 P’3值5见 /"%"<6.
!"!";"$ 若排气筒距边界在 %,QR范围内1那么计算该排气筒排放量时应采用邻近功能区最小的 P’3
值.
!"!";"# 若排气筒距边界在 ?/0%,QR范围内1而排气筒又在 P’3较大的功能区内则取与相邻功能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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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作为该排气筒的排放系数$如果排气筒在 !"#值较小的功能区则取所在功能区的 !"#值%

&’&’(’( 若排气筒距边界在 )*+,以远-那么就取排气筒所在功能区的 !"#值%
&’&’(’. 在/01)类或 )12类3功能区边界 *445以内的低架源排放总量应算入相邻较高类别/0类或

)类3的功能区内%
&’&’. 各功能区按各点源排气筒实际排放的污染物数量1行业性质及最佳可行和最佳实用技术分析所

确定的允许排放量不得大于 *’0’6所计算出的允许排放限值%
&’7 新建1改建和扩建工程的排气筒应符合以下规定

&’7’8 排气筒出口处烟气速度 9:不得小于按式/)23计算出的风速 9;的 0’*倍%

9;< 9=> /)’2423
0?@?A 0B 0C D@

EEEEEEEEEEEE/)23

@< 4’FGB 4’0H9=EEEEEEEEEEEEEEE/)G3
式中I9=JJ排气筒出口高度处环境风速的多年平均风速-5K:L0$

@JJ韦伯斜率$

A/M3JJ A函数-M< 0B 0
@/

见附录 N3%

&’7’O 工矿企业点源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它所从属建筑物高度的)倍-并且不得直接污染邻近建筑物%
&’7’( 若由 *’0’00计算出的排气筒几何高度为 +4-在排气筒四周存在居住1工作等需要保护的建筑

群-其平均高度为 +;-那么排气筒的实际高度应设计为I

+ < +4B )
2+; EEEEEEEEEEEEEEE/)*3

&’P 关于排气筒组的一些规定

&’P’8 若干邻近的排气筒/以下简称排气筒组3-其中最远的两个排气筒之间的距离不超过该组中最大

排气筒高度时-则该排气筒组的允许排放量按一个排气筒计算-其高度按式/)63计算I

+Q,<
0
RS

R

#<0
+)
,T # EEEEEEEEEE/)63

式中I+Q,JJ排气筒组等效单源有效高度-5$
+,#JJ排气筒组中第 #个排气筒的有效高度-5$

RJJ排气筒组中排气筒的个数%
&’P’O 排气筒组中最远的两个排气筒之间的距离超过该组中最大排气筒高度时-各排气筒在不稳定大

气/见附录 U0定义3中落地浓度叠加值不得超过由式/)F3所计算出的数值 V%
V< W!"#?! EEEEEEEEEEEEEEE/)F3

式中IVJJ各排气筒最大落地浓度叠加值的限值-5XK5L2Y $
WJJZU24H*中的二级标准的一次浓度限值与日平均浓度限值比-对二氧化硫为 2’21氮氧化

物为 0’*1一氧化碳为 )’*$
!"#JJ该排气筒组应使用的某种污染物的点源排放控制系数-见 *’0’F定义$

!JJ当地的地理区域性点源控制系数-见 *’0’F定义%
&’[ 非总量控制区污染物排放量限值计算方法

&’[’8 该区内暂不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
&’[’O 该区内点源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计算方法及规定同于 *’01*’*1*’61*’F条中所有有关点源排放

的条款-但点源排放控制系数计算式/\3中的调整系数 ]"及 ]"#均取 0-!值在表 0中非总量控制区栏中

选取%V"#值则按点源所在功能区或农作物保护区的类别执行 ZU24H*中规定的相应级别的浓度标准

F

_̂?‘ ([.aJ8bb8



或 !"#$%&规定的相应作物日平均浓度限值标准’

( 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气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

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气态大气污染物系指各种非能源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
()* 排放各种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气态大气污染物的排气筒+其高度一般不得低于 $,-’如因生产

工艺等条件的限制+只能设置低于 $,-的排气筒+该排气筒按无组织排放源对待’
(). 单一排气筒/指以其高度为半径的范围内无排放同种大气污染物之其他排气筒者0允许排放率按

式/120确定’
34 5-678 999999999999999/120

式中:3;;排气筒允许排放率+<=>?@$A
5- ;;标准浓度限值+-=>-@%B A

6;;排放系数A
78;;地区性经济技术系数+取值为 C),D$),’

().)* 标准浓度限值 5- 取 !"%C#,规定的二级标准任何一次浓度限值/-=>-@%B 0A该标准未规定浓

度限值的大气污染物+取 EF%G规定的居住区一次最高容许浓度限值/-=>-@%B 0+该标准只规定日平均

容许浓度限值的大气污染物+一般可取其日平均容许浓度限值的三倍+但对于致癌物质+毒性可累积的

物质+如苯H汞H铅等+则直接取其日平均容许浓度限值’
().). 排放系数 6根据排气筒所在地区类别+大气环境质量功能区类别及排气筒高度+从表 I查取’
排气筒高度在两档之间时+用内插法确定’

表 I 排放系数 6

地区序号$0 $1%I, G &

功能区分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排 气 筒

有效高度

-

$, % G # 1 I G $ 1 %

1C G $1 $2 I 2 $1 1 I G

%C $G %1 I2 $1 1I %G G $1 $2

IC 1# ,2 2& 1$ I1 G% $$ 11 %%

,C I, #C $%, %% G, #& $& %I ,$

GC GI $12 $#1 I& #I $I$ 1I I2 &1

&C 22 $&G 1GI GI $12 $#1 %% GG ##

2C $IC 12C I1C $CC 1CC %CC G2 $%G 1CI

#C $&& %,I ,%$ $12 1,G %2I 2G $&1 1,2

$CC 1$2 I%G G,I $,2 %$G I&I $CG 1$1 %$2

注:$0地区序号见表 $’

().)J 处于复杂气象H地形条件下的排气筒+其排放系数 6可按式/1#0计算:

64 1%)G,7KLMKN
1
8O $C

@% 999999999999/1#0
式中:7;;功能区调节系数+按一H二H三类分别取 C)$&+C)%%+C),CA

LM;;排气口高度上的风速/见 ,)$)$$)$0+->P@$A

N8;;排气筒有效源高+-’用本标准 ,)$)$$所述方法确定’

()J 单一排气筒/定义同 G)1条0出口处允许排放浓度限值按式/%C0计算:

54 3
3Q
O $CG 9999999999999/%C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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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排气筒出口处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

,##见-./条定义$0&’1(2+
,3##排气筒排气率$%)*’1

(24

5.6 排气筒组允许排放率确定方法!
5.6.7 当排气筒组中最远的两个排气筒之间的距离不超过该排气筒组中最高排气筒的高度时$该排气

筒组作为一个等效排气筒对待$其高度按式8/-9确定4
5.6.: 当排气筒组中最远的两个排气筒之间的距离超过该排气筒组中最高排气筒的高度时$按排气筒

组各排气筒最大落地浓度之和不可超过有关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确定允许排放率限值$见 -./.24
5.; 在总量控制区凡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大气污染物的允许排放量按第 =章方法确

定4

> 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控制与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的制定方法

>.7 凡不通过排气筒或通过 2=%高度以下排气筒的有害气体排放$均属无组织排放4工业企业应采

用合理的生产工艺流程$加强生产管理与设备维护$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气体的无组织排放4
>.: 无组织排放的有害气体进入呼吸带大气层时$其浓度如超过?@)AB=与CD)-规定的居住区容许

浓度限值$则无组织排放源所在的生产单元8生产区<车间或工段9与居住区之间应设置卫生防护距离4
>.E 卫生防护距离在 2AA%以内时$级差为 =A%+超过 2AA%$但小于或等于 2AAA%时$级差为 2AA
%+超过 2AAA%以上$级差为 /AA%4
>.6 各类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按式8)29计算!

,F
"%
G 2
H8IJ

"K A./=L/9A.=AJM NNNNNNNNNNN8)29

式中! "% ##见 -./定义+
J##工业企业所需卫生防护距离$%+
L##有 害 气 体 无 组 织 排 放 源 所 在 生 产 单 元 的 等 效 半 径$%4根 据 该 生 产 单 元 占 地 面 积 O

8%/9计算$LG 8OPQ9A.=+
H<I<"<M##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无因次$根据工业企业所在地区近五年平均风速及工业企业

大气污染源构成类别从表 =查取4
,F##工业企业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量可以达到的控制水平$0&’1(24

表 = 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

计算系数

工业企业所

在地区近五

年平均风速

%PR

卫生防护距离 J$%

JS2AAA 2AAATJS/AAA JU/AAA

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源构成类别29

V VV VVV V VV VVV V VV VVV

H

T/

/WX

UX

XAA

YAA

=)A

XAA

XYA

)=A

XAA

)=A

/-A

XAA

YAA

=)A

XAA

XYA

)=A

XAA

)=A

/-A

ZA

)ZA

/BA

ZA

/=A

2BA

ZA

2BA

2XA

I
T/

U/

A.A2

A.A/2

A.A2=

A.A)-

A.A2=

A.A)-

"
T/

U/

2.Z=

2.Z=

2.YB

2.YY

2.YB

2.YY

M
T/

U/

A.YZ

A.ZX

A.YZ

A.ZX

A.=Y

A.Y-

B

[\P] Ê6_#7‘‘7



注!"#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源构成分为三类!

$类!与无组织排放源共存的排放同种有害气体的排气筒的排放量%大于标准规定的允许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者&

$$类!与无组织排放源共存的排放同种有害气体的排气筒的排放量%小于标准规定的允许排放量的三分之

一%或虽无排放同种大气污染物之排气筒共存%但无组织排放的有害物质的容许浓度指标是按急性反

应指标确定者&

$$$类!无排放同种有害物质的排气筒与无组织排放源共存%且无组织排放的有害物质的容许浓度是按慢性

反应指标确定者&

’(取同类企业中生产工艺流程合理%生产管理与设备维护处于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在正常运行

时的无组织排放量&当按式)*"#计算的 +值在两级之间时%取偏宽的一级&
,-. 无组织排放多种有害气体的工业企业%按 ’(/01 的最大值计算其所需卫生防护距离2但当按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有害气体的 ’(/01 值计算的卫生防护距离在同一级别时%该类工业企业的卫生防护距离

级别应提高一级&
,-3 地处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工业企业所需卫生防护距离%应由建设单位主管部门与建设项目所在省4
市4自治区的卫生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共同确定&

5 烟尘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

5-6 本章所指烟尘为火电厂烟尘4锅炉烟尘和生产性粉尘&
5-6-6 点源烟尘允许排放率由式)*7#计算!

’89 :8; <
7
8; "=

>? @@@@@@@@@@@@)*7#
式中!’8AA烟尘允许排放率%BCD>"2

:8AA烟尘排放控制系数%BCD>"C1>7%按所在行政区及功能区查表 ?2

<8AA见E-"-""&
表 ? 点源烟尘 :8值表

地区序号"# 一类功能区 二类功能区 三类功能区

" E "EF7= 7EFE=

7 ? "GF7E *=FE=

* ? "EF7E *=FE=

H E "EF7= 7EFE=

E 7-E I-EF"E "7-EF*G

? 7-E I-EF"= "7-EF7E

I 7 ?FJ "=F7*

注!"#地区序号同表 "&

5-6-K 除尘器出口处烟尘允许排放浓度按式)**#计算!

0LMMNO9
PQR

SH; ’QTUV W**J=I
; XYD; )"> Z(#; H-"G?; "=J

[)"-""XR =-=H#; "-=?R =-"7H\’QTU
@@@@@@)**#

式中!0LMMNO AA除尘器出口处烟尘允许排放浓度%1]C1>*^ 2

PQAA燃料灰分2
SHAA机械不完全燃烧热损失%一般取 *_2

’QTU AA燃煤的低位发热量%‘aC‘]>"2

XYDAA锅炉排烟带出的飞灰的份额%见表 I2

="

bc/d e5fgA6hh6



!""过量空气系数#见表 $%
&’""除尘器的净化效率(

表 $ !和 !)*的选取

!)* +,-./+,0+

! -,.+/-,1+

2,3,4 除尘设备的净化效率 &’应按当地经济能力及技术可能性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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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复杂条件下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

"补充件#

!$ 复杂地形"包括山区及水陆交界区#下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方法

!$%$ 对当地污染源分布进行调查&建立污染源档案’
!$%( 对当地气象条件进行勘查)如局地流场)风向频率)风&温垂直分布&稳定度的分布等’必要时应

做大气扩散试验或风洞模拟实验)确定大气扩散参数及其它有关参数’
!$%* 使用适合当地条件的大气污染物输送及扩散模式所预测的各计算点年均值浓度应不大于该点

所在功能区大气污染物国家年日平均浓度标准限值"无年日平均浓度限值则取日均浓度标准限值 +%,
倍#)对 -./可暂用日平均浓度标准限值作近期控制目标值)同时用年日平均浓度标准限值作远期目标

值’
!$%0 在污染物迁移过程中)若在 12前后扩散参数发生变化’例如在1312时 4"1#546"1#7而1812时

4"1#5 4/"1#)那么从 15 +出发的烟羽扩散参数为

45
46"1# 13 12

4/"19 12: 1;# 18 1
<
=

> 2
?????????"@6#

其中 1;满足

46"12#5 4/"1;# ???????????"@/#
当 465 A61B6)4/5 A/1B/时)则

45
A61

B6 13 12

A/"19 12: 1;#
B/ 18 1

<
=

> 2

?????????"@C#

1;5
A6
AD E/

6FB/

G1B6FB/2 ????????"@,#

式"@6#H"@,#对横向及垂直扩散参数都适用’如果用行程表达 4时)则可以污染物中心轨迹上的行程

代替上述行走时间 1’
!$%I 对于孤立山体"或其它障碍物#)浓度计算可作如下修正7
!$%I%$ 在中性或不稳定天气条件下7

当地形高度 JK低于有效源高 LM时)则假定烟轴与地面的高度差等于"LM9 JKF/#N当 JK高于 LM

时)则假定两者的高度差等于初始有效源高的一半)即 LMF/’
!$%I%( 在稳定天气条件下

当烟羽逼近山体时)烟羽以临界高度 L2为界分成两部分)临界高度以上部分的烟羽有足够的动能

爬越山体)而临界高度以下部分的烟羽则被迫绕山体而过’此临界高度 L2可由式"@O#定义7
6
/P

/5 QR
L

L2

L 9 SD ET
UT
USVS ????????"@O#

式中7PWWL2高度的风速)XYZ96N
TWW S高度上大气位温)[N
L WW山体高度)X’

!$%\ 关于沿海厂址)应研究内边界层的出现频率)高度及演变’对于内边界层内的地面浓度估算公式

建议采用莱昂斯和柯尔公式)分阶段考虑污染物的输送和扩散’
!$%\%$ 第一阶段为未受热力内边界层影响)烟羽始终在稳定层结内迁移)按常用的高架连续点源公

式计算)在此阶段内地面浓度一般可忽略不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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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从烟羽下边界&边界定义为轴浓度 ’(’)的等浓度线*开始进入热力内边界层到全部

进入为止+地面浓度可由式&,-*给出.

/&0+1+)*2 3
4567’89:;&0*

<=>? 15

5859@ A: BC
D

?E

’
456
<=>? F

5

@ A5 GF HHH&,-*

式中.7II烟流中心轴线高度上的环境风速+J(KL
89:II发生漫烟时的横向扩散参数+J+89:2 89&M+0*N O<(PL

89&M+0*II原稳定层结的扩散参数+JL

O<II烟羽有效源高+JL

;&0*II热力内边界层高度+JQ
D2 R;&0*? O<S(8T&M+0* HHHHHHHHHHH&,U*

式中.8T&M+0*II原稳定层结的垂直扩散参数+JQ
烟羽下边界与热力内边界层交点对源的水平距离 0V+满足 ;&0V*2 O<? 5#’W8T&M+0V*Q

!"#$#X 第三阶段是污染物已全部进入热力内边界层以后的阶段+从 0Y 0Z开始+污染物在铅直方向

已达均匀分布+地面浓度估算公式如下.

/&0+1+)*2 3
456B7B89&7+0[*B;&0*

<=>?
15

5859R S&7+0[* HHHHH&,P*

式中.0ZII烟羽上边界与热力内边界层交点对源的水平距离+满足 ;&0\*2 O<N 5#’W8T&M+0\*+

0[2 0? 0Z ’?
89:&0Z*
89&7+0ZR S* L

89&7+0*II陆地不稳定条件下的水平扩散参数Q
!"#] 对已建厂 矿̂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采用比例控制法+即

32 _‘ /)/‘ 3) HHHHHHHHHHHHHH&,a*

式中.3II允许排放量+bcd?’L
3)II某企业实际排放量+bcd?’L
/)IIeVf)aW所规定的浓度限值+JgcJ?fh L

/II最大落地浓度实测值+JgcJ?fh L
_II系数+取为 )#UQ

!% 特 殊 情 况 下+例 如 小 风&风 速 小 于 或 等 于 ’JcK?’*多 云 雾 多 雨 水 地 区+排 放 总 量 控 制 系 数 ijk
&W#’#f*的实测确定方法

ijk2 3<k 4B lB/Kk(&lkB/<k* HHHHHHHHHHH&,’)*
式中.ijkII见&W#’#5*定义L

3<kII第 k功能区内二氧化硫年实际排放总量+’)mbL

/<kII第 k功能区内在大气中检测到的二氧化硫浓度的年日均值+JgcJ?fh L

/KkIIeVf)aW中规定的相应二氧化硫年日平均浓度标准限值+JgcJ?fh L

lII总量控制区总面积+jJ5L
lkII第 k功能区面积+jJ5Q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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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大气稳定度等级的划分

"补充件#

!$ 大气稳定度等级的划分是使用帕斯奎尔"%&’()*++#稳定度分类法,分为强不稳定-不稳定-弱不稳

定-中性-较稳定和稳定六级.它们分别由 /-0-1-2-3和 4表示.首先从式"05#算出太阳倾角 67

689:;::<=5>?:;@===5ABC’D:E:;:F:AGF’*HD:?:;::<FG>BC’AD:E:;:::=:F’*HAD:

?:;::A<=FBC’@D:E:;::5I>:’*H@D:JK5>:LM "05#NNNNNNNNNNNNN
式中7D:8@<:OHL@<G,PQRS

6TT太阳倾角,PQRS
OHTT一年中日期序数,:,5,A,NN,@<I.

以式"0A#算出太阳高度角 U:7
U:8 &VB’*H9’*HW’*H6E BC’WBC’6BC’"5GXE Y? @::#JNNNNNNN"0A#

式中7U:TT太阳高度角,PQRS
WTT当地纬度,PQRS
XTT北京时间,ZS
YTT当地经度,PQR.

再从表 05由太阳高度角 U:和云量查出太阳辐射等级.
表 05 太阳辐射等级

总云量5#L低云量 夜 间
U:

U:[ 5G\ 5G\] U:[@G\ @G\] U:[<G\ U:^<G\

[IL[I ?A ?5 E5 EA E@

G_FL[I ?5 : E5 EA E@

‘>L[I ?5 : : E5 E5

‘GLG_F : : : : E5

‘>L‘> : : : : :

注75#云量"全天空十分制#观测规则见中央气象局编定的a地面气象观测规范b第 @;@节.
最后从表 0A由地面风速和太阳辐射等级查出大气稳定度等级.

表 0A 大气稳定度的等级

地面风速5#

cd’?5

太 阳 辐 射 等 级

E@ EA E5 : ?5 ?A

[5;= / /_0 0 2 3 4

A_A;= /_0 0 1 2 3 4

@_I;= 0 0_1 1 2 2 3

G_G;= 1 1_2 2 2 2 2

‘< 2 2 2 2 2 2

注75#地面风速"cd’?5#系指离地面 5:c高度处 5:分钟平均风速,如使用气象台"站#资料,其观测规则与中央气

象局编定的a地面气象观测规范b第八章相同.

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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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风 的 特 性

"补充件#

!$ 风速概率分布按下列公式%

&"’( ’)#* +, -./, ’)0 123 4
5

6666666666"7+#

5* 89:;< 89+=’> 6666666666666"7?#

2* ’>@A +< +0 15 666666666666"7B#

式中%&"’( ’)#CC表示风速小于或等于指定风速 ’)的概率D
2CC为模值D
’>CC为年平均风速EFGH,+D
5CC斜率D

A"I#CC A函数EI* +< +
5

见表 7+J

表 7+ A"I#函数值表

I 8 + ? B ; K L : M =

?98 +98888 88;B 88ML 8+B+ 8+:L 8??? 8?L= 8B+L 8BLK 8;+K

+ 8;LK 8K+L 8KLM 8L?+ 8L:K 8:B8 8:ML 8M;? 8=88 8=K=

? +8+M +8:M ++;8 +?8? +?LL +BB8 +B=K +;L? +K?= +K=M

B +LL: +:BM +M8= +MM? +=KL ?8B+ ?+8: ?+M; ??L? ?B;+

; ?;?? ?K8B ?KML ?L:8 ?:KL ?M;? ?=B8 B8+= B+8= B?8+

K B?=B BBMM B;MB BKM8 BL:M B::: BM:M B=M+ ;8M; ;+=8

L ;?=L ;;8; ;K+; ;L?K ;:BM ;MK? ;=LM K8MK K?8; KB?K

: K;;: KK:+ KL=L KM?; K=KB L8M; L?+L LBK+ L;M: LL?K

M L:LK L=8: :8K+ :+=L :B;; :;=; :L;L ::== :=KK M++B

= M?:; M;BL ML88 M:L: M=BL =+8M =?M+ =;K: =LBL =M+:

按照以下公式可算出表中未列出的函数值%
A"I< +#* IA"I#

附 录 N
扩散参数"OPEOQ#的确定

"参考件#

N$ 平原地区农村及城市远郊区的扩散参数选取ERST和 7级稳定度由表 U+和表 U?直接查算JUSV
和 W级稳定度则需向不稳定方向提半级后查算J
NX 工业区或城区中点源的扩散参数选取E工业区 R和 T级不提级E7级升到 T级EUSV和 W级向不

稳定方向提一级后E按表 U+和表 U?查算J
NY 丘陵山区的农村或城市E其扩散参数选取方法同城市工业区J
NZ 大于 B8分钟取样时间E垂直扩散参数不变E横向扩散参数按式"U+#计算%

K+

[\@] ŶZ_C$‘‘$



!"#$% !"#&
#$
#’ (&

)

***************+,&-

式中.!/0&11取样时间为 #&时的横向扩散参数234

!"#$11取样时间为 #$时的横向扩散参数234

)11时间稀释指数2见表 ,56
表 ,& 横向扩散参数幂函数表达式系数值 !"% 7&8

9&

+取样时间 :;<=-

稳定度 9& 7& 下风距离23

>
:;?:&:@A

:;B<:?5A

:;A$<B:?

:;C:$:<$

:D&:::

E&:::

F
:;?&A5@:

:;BC<:&A

:;$B&BAC

:;5?C5<5

:D&:::

E&:::

F1G
:;?&?5$<

:;B@<:BC

:;$$?<::

:;5&A$5B

:D&:::

E&:::

G
:;?$A$@?

:;BB<&<@

:;&@@&<A

:;$5$&$5

&D&:::

E&:::

G1,
:;?$CBA?

:;BBC?A:

:;&A5?A:

:;&B?5?C

&D&:::

E&:::

,
:;?$?A&B

:;BBB@$5

:;&&:@$C

:;&ACCC?

&D&:::

E&:::

,1H
:;?$<&&B

:;B?$@?A

:;:?B<C5&

:;&$A5:B

&D&:::

E&:::

H
:;?$:B&B

:;B?CBCA

:;:BCA::&

:;&:&?A@

&D&:::

E&:::

I
:;?$?A&B

:;BBB@$5

:;:<<5C5A

:;:@555AB

:D&:::

E&:::

表 ,$ 垂直扩散参数幂函数表达式系数值 !J% 7$8
9$

稳定度 9$ 7$ 下风距离23

>

&;&$&<A

&;<&5C:

$;&:BB&

:;:@???:A

:;::B<A@@&

:;:::$&&<A<

:D5::

5::D<::

E<::

F
:;?CAA5<

&;:?5<C

:;&$@&?:

:;:<@:$<

:D<::

E<::

F1G
:;?A&:&<

&;::@@:

:;&&ACB$

:;:@<@&B$

:D<::

E<::

G :;?&@<?< :;&:CB:5 E:

G1,

:;B5BC$B

:;@<CA&:

:;B&<<@<

:;&$C&<$

:;$5<CC@

:;&5CC<?

:D$:::

$:::D&::::

E&::::

C&

KLMN OPQR1STTS



续表 !"

稳定度 #" $" 下风距离%&

!

’()"*"+"

’(*,"’",

’(---,*

’(+’.*,.

’(.’’+*/

’()+’/*,

+0+’’’

+’’’0+’’’’

1+’’’’

!23

’(//*)*.

’(-/",./

’(.44+.4

’(+++//+

’(-")44""

+(’,)+’

’0"’’’

"’’’0+’’’’

1+’’’’

3

’(/)),/’

’(-*-+))

’(.+./.,

’(’4"/-"4

’(.,,,).

+(/,".+

’0+’’’

+’’’0+’’’’

1+’’’’

5

’(/)..’’

’(-"-4*4

’(,""*-4

’(’*"’/*-

’(,/’’+-

"(.’*4+

’0+’’’

+’’’0+’’’’

1+’’’’

表 !, 时间稀释指数 6

适用时间范围%7 6

+8 9:+’’ ’(,

’(-8 9:+ ’("

附 录 ;
混合层及混合层条件下的污染物浓度计算

<参考件=

;> 混合层厚度的确定

在大气稳定度为 ?@A@B和 !级时C

DEF GH
I+’
J KKKKKKKKKKKK<3+=

在大气稳定度为 3和 5级时C

DEF LH
I+’MJ KKKKKKKKKKKK<3"=

JF "NHOPQ KKKKKKKKKKKKKKK<3,=
式中CDE22混合层厚度%&R

I+’22+’&高度上平均风速%&SHT+R大于 *&SHT+时取为 *&SHT+R

GH%LH22混合层系数%见表 3+R

J22地转参数R
N22地转角速度%取为 /("4U+’T-VWXSHT+R
Q22地理纬度<Y=Z

/+

[\]̂ _‘ab2>cc>



表 !" 我国各地区 #$和 %$值

地区序号 " & ’ ( ) * +

#$

, -.-/- -.-+’ -.-+’ -.-+’ -.-)* -.-+’ -.-/-

0 -.-*+ -.-*- -.-*- -.-*- -.-&/ -.-(1 -.-*+

2 -.-(" -.-(" -.-(" -.-(" -.-&- -.-’" -.-("

3 -.-’" -.-"/ -.-"/ -.-"/ -.-"& -.-&& -.-’"

%$
! ".**

4 -.+-

注56 地区序号同表 "7

8 ,9092939!和 4见附录 0"7

:; 在大气混合层内的大气污染物地面浓度的计算<若 =>? @A并且 BC? ".*@A则

DE F
GBHBCI

>JKL "
&
M
BN OHP Q

&

R
S

TELS
>JKL "

&
=>U &T@A

BN OCP Q
&

VVVVVW!(X

若 =>? @A并且 BCY ".*@A<则

DE F
Z&GI[BH@A

>JKL "
&
M
BN OHP Q

&

VVVVVVVVVW!)X

若 =>Y @A则

DE - VVVVVVVVVVVVVVVVW!*X
式中5F\\单位时间排放量<] _̂$L"‘

BH\\垂直于平均风向的水平横向扩散参数W见表 3"X‘

BC\\铅直方向扩散参数W见表 3&X‘

I\\平均风速<]_$L"‘
M\\垂直于平均风向的水平横向距离<]‘
=>\\有效源高<]‘

@A\\混合层厚度<]‘
式W!(X中的 S值取为 (7

:a 孤立排气筒下风向 ’-]bc最大地面浓度 D] 及最大浓度点距排气筒的距离按式W!+X9W!1X计算5

D]E
Fd

d
&

GIe"e&"Ld
f
>JKL dN O&

=d
>

VVVVVVVVVVVW!+X

g]E
=&
>

deN O&&
"
&d&

VVVVVVVVVVVVVVW!1X

dE "U d"hd& VVVVVVVVVVVVVVVW!/X
式中 d"9d&9e"9e&见表 3"93&<其他符号同 !&7
:i 使用公式W!(X9W!)X9W!+X和W!1X时<即计算不同时段的大气污染物平均地面浓度9最大地面浓度

和最大地面浓度落点距排气筒的水平距离<应使用相应时段平均的气象参数及源参数7

1"

jkhl amin\o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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