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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自行监测现状及建议

张静$!王华1

"$&江苏省太湖水质监测中心站#江苏2南京21$%%')(1&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2南京21$%%')$

摘2要!简述了国内外火电厂自行监测情况$ 指出了我国火电厂自行监测存在各地环保管理要求不同"导致企业自行监测

开展水平参差不齐"企业自行监测质量难以保证"信息记录与公开不够规范等问题$ 提出应开展火电厂自行监测技术指

导"加强火电厂监测能力建设"强化污染源监测质量管理"发挥公众监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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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均明确要求企业需对自身排污状况开展监
测"这是企业法定的责任和义务$ 1%$) 年 $$ 月 $%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实施方案, &国办发 -1%$). 4$ 号'"将排污许可制
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 根据
总体部署"应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覆
盖"率先对火电#造纸行业企业核发排污许可
证

-$. $ 而自行监测作为排污许可的主要内容之
一"是判定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是否超标的有效手
段"是验证企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的重要依据$

火电厂作为废气重点排污行业之一"具有污染
排放量大#污染源较简单#管理基础较好的特点$
火电厂开展自行监测"既有利于企业了解自身排污
情况"为火电厂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排污许可制
度奠定基础"也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对落实信息
公开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火电厂自行监测情况
$&$2我国火电厂自行监测情况

我国火电厂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其中燃煤机
组占 (%j以上"其余为燃气#燃油#农林生物质机
组或发电锅炉等

-1. $ 根据 +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当前燃煤火电厂正
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

-'. $ 尽管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火电厂依然是
废气排放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国火电厂的监测指标主要围绕废气而设置$
根据燃料类型的不同"废气监测指标主要包括以下
几种!烟尘#b"1#U"P#汞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度$
1%$) 年开展自行监测的火电厂中"所有指标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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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监测的共计 /1% 家"仅占企业总数的 )4&4j"其
他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遗漏&表 $'$

表 >?@Z>P 年火电厂废气监测指标的实际监测情况

监测指标覆盖情况 企业数*家 占比*j

全指标监测 /1% )4&4
遗漏 $ 项监测指标 '' '&$
遗漏 1 项监测指标 $4$ $/&'
遗漏 ' 项及以上监测指标 $$' $%&4

监测方式以自动监测为主"手工监测为辅&表
1'$ 对 b"1#U"P#烟尘"采用自动监测方式的企业
数量较多"汞及其化合物则主要使用手工监测$

表 @?火电厂有组织废气监测方式统计

监测指标 手工监测企业数*家 自动监测企业数*家

b"1 $4( $ 010
U"P $40 $ 0'W
烟尘 1$( $ '44

汞及其化合物 )$' $$1

$&12美国火电厂自行监测情况
在美国"与火电厂相关的标准包括+联邦空气

质量标准&UQQhb', +污染物控制标准, +污染物
排放监测标准,等$ 火电厂自行监测需严格在各
项法律法规的指导下进行$ 由于美国所有废气固
定污染源在运行前必须取得运行许可证&"?9A@E,.<
[9A;,E-'"且 $((% 年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提出所
有化石燃料发电单位必须执行酸沉降控制制

度
-0. "因此"火电厂要同时满足运行许可证与酸沉

降控制制度的要求$
自 $(/( 年美国新建火电机组被首次要求安装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ZTOb'以来 -W. "目前美国
所有的燃煤电厂均安装了该系统"并以)联邦法律
汇编第 0% 卷第 /W 部分(((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
统现场审计手册*作为污染物监测标准 -). $ 对于
b"1#U"P#Z""基本采用连续自动监测方式$ 对于
烟尘排放监测"部分企业采用不透明度连续监测
&ZG.E,.BGB-"?@J,EFOG.,EGA,.<bF-E9;'和 [O手工
监测相结合的方式"部分企业则采用 [O连续监测
方式$ 汞的监测是近期才发展起来的"多数企业采
取连续监测的方式$ 除此之外"部分火电厂还会对
氨#Y"Z-等污染物开展监测$

火电厂废水纳入国家消除污染排放制度

&U@E,G.@L[GLLBE,G. !,-J>@A<9TL,;,.@E,G. bF-E9;"
U[!Tb'排污许可证进行管理"由许可证设计者根
据排放标准#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确定具体的监测指
标和监测频次

-/. $

@?我国火电厂自行监测存在的问题
1&$2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水平参差不齐

我国目前涉及火电厂监测要求的标准规范较

多"但缺乏适用于企业自行监测的技术指南$ 各地
环境条件不同#环保压力不一"管理要求也各不相
同"从而导致各地火电厂开展自行监测的水平参差
不齐"主要存在指标不全#监测频次不足#监测点位
代表性不够等问题$

废气监测方面"尽管+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5$'11'(1%$$'对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
相应的排放限值提出了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部
分火电厂受条件限制"设置的废气监测点位不符合
监测技术规范%各火电厂设置的监测指标不尽相
同"除燃煤火电厂普遍对 b"1#U"P#烟尘开展自动
监测之外"其他燃料类型的火电厂则开展自动监测
的指标均有不同"尤其是汞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
度等需要手工监测的项目常常缺项$ +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 &7e*=
1WW(1%%)'对验收监测期间的监测频次进行了规
定"但该频次不适用于日常监测$ 因此"各火电厂
对手工监测项目的监测频次也各不相同"从每月 $
次至每年 $ 次不等$

废水监测方面"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5
4(/4($(()'未明确指出火电厂废水的监测指标
和监测频次%+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
公开办法&试行', &环发-1%$'.4$ 号' &以下简称
+办法,'要求自动监测为全天连续监测 &废水为
1 > 均值"废气为 $ > 均值'并实时公开"手工监测
频次包括每日#每周#每月#每季度开展监测并于次
日公开

-4. $ 而在实际工作中"火电厂开展监测的
废水指标千差万别甚至未针对废水开展监测"监测
频次也很难达到+办法,的要求$

厂界噪声监测方面"火电厂设置监测点位时"
往往未充分考虑环境敏感点"布设不具有代表性"
同时也很难按照+办法,的要求做到按季度监测$
对企业周边环境质量"火电厂普遍未开展监测$
1&12企业自行监测质量难以保证

火电厂在开展自行监测时"普遍存在监测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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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培训或未持证上岗的现象$ 手工监测和自动
监测运维记录普遍存在着原始记录不规范的问题"
如!ZTOb 及其他仪器检定后未及时更换合格证%
维护记录内容漏项#不规范"修改之处无人签字确
认%企业手工监测为手写数据"分析结果无打印件
作为凭证"无法追踪溯源%等等$

对于委托第三方开展监测的"由于目前第三方
检测市场庞大"且缺乏有效合理的管理"企业较难
分辨监测质量的优劣"从而使得监测数据质量难以
得到保证$
1&'2信息记录与公开不够规范

当前火电厂的日常信息记录内容主要以生产

过程为主"尤以生产运行情况#燃料分析结果最为
详细"但对环保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工业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情况等的记录不够全面具体"无法通过记
录追溯污染物的排放情况$ 自行监测方案#监测年
度报告#未开展自行监测情况也仅是按照 +办法,
的规定格式填写"未能反映火电厂的特色$ 此外"
信息公开也处于未监管状态"无法满足时限要求"
难以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A?我国火电厂自行监测对策建议
为了对排污单位的自行监测活动提供切实可

行的指导"规范排污单位的自行监测行为"环保部
已组织编写了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2总
则,&以下简称+指南,'$ 为了更好地指导火电厂
开展自行监测"支撑火电行业排污许可制度的落
实"+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2火力发电及锅
炉,也即将发布$ 在此背景下"对火电厂自行监测
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 开展火电厂自行监测技术指导$ 抓住当
前推行火电厂排污许可证管理的契机"以填报许可
证宣贯为主要形式"对火电厂监测人员开展自行监
测技术指导$ 此外"环保部门还可以分批次#分地
区组织火电厂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培训班"通过多种
渠道#多种方式对企业开展指导$ 对自行监测的内
容#规范及其管理办法进行系统化梳理"并重点对
+指南,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2火力发
电及锅炉,中废水#废气#噪声#周边环境质量等如
何制定监测方案"信息记录及公开如何开展做出详

细的技术指导$
&1' 加强火电厂监测能力建设$ 火电厂应按

照+指南,的要求"建立监测质量体系$ 配备数量
充足#技术水平满足工作要求的技术人员"并加强
教育培训#能力考核"对监测人员实施监督管理$
按照监测方法和规范要求"提供有效的监测工作场
所#监测仪器设备以及实验试剂等"定期检查#维
护"并建立台账$ 按照监测方法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开展监测活动"确保监测质量$ 对于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开展自行监测的"应详细审核其资质$

&'' 强化污染源监测质量管理$ 环保部门不
定期开展火电厂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检查与抽

测$ 结合重点行业和区域污染源监管需求"有针对
性地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开展专项抽测"督促企
业如实开展污染源排放监测和自动监测运行质控

检查$
&0' 发挥公众监督力量$ 火电厂以多种渠道#

多种形式主动公开自行监测信息"切实满足了公众
的知情权"自觉接受舆论和社会监督$ 政府相关部
门应引导公众关注企业的自行监测公开信息$ 不
断健全公众参与监督的机制"建立群众反映与监测
监察执法联动机制"以此促进火电厂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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