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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２０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规范除尘工程建设，现

批准 《水泥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等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水泥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 （ＨＪ ４３４—２００８）
二、钢铁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 （ＨＪ ４３５—２００８）
以上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

站（ｂｚ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

ＨＪ ４３５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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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钢铁工业除尘

工程建设，防治钢铁工业含尘气体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工业主要生产工艺中烟 （粉）尘的治理原则和措施，以及除尘工程设计、施

工、验收和运行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电除尘委

员会）、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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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工业主要生产工艺中烟 （粉）尘的治理原则和措施，以及除尘工程设计、施

工、验收和运行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工业新建、改建、扩建除尘工程从设计、施工到验收、运行的全过程管理和已

建除尘工程的运行管理，可作为钢铁工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与施工、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６２２２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ＧＢ ／ Ｔ １２１３８ 袋式除尘器性能测试方法

ＧＢ １２３４８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 １３４５６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９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７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３１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３５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４３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４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５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流设备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６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起重机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７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８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１ ｋＶ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９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照明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７５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１４ 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Ｊ ８７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ＧＢＺ 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 ２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ＧＢ ／ Ｔ １３９３１ 电除尘器性能测试方法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ＡＱ ２００２ 炼铁安全规程

ＨＪ ／ Ｔ ７５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７６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ＨＪ ／ Ｔ ２１２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 （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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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 ／ Ｔ ３２０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

ＨＪ ／ Ｔ ３２１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除尘器低压控制电源

ＨＪ ／ Ｔ ３２２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除尘器

ＨＪ ／ Ｔ ３２４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滤料

ＨＪ ／ Ｔ ３２５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滤袋框架

ＨＪ ／ Ｔ ３２６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覆膜滤料

ＨＪ ／ Ｔ ３２７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滤袋

ＨＪ ／ Ｔ ３２８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

ＨＪ ／ Ｔ ３２９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回转反吹袋式除尘器

ＨＪ ／ Ｔ ３３０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分室反吹类袋式除尘器

ＪＢ ／ Ｔ ５９０８ 电除尘器主要件抽样检验及包装运输储存规范

ＪＢ ／ Ｔ ５９１１ 电除尘器焊接技术要求

ＪＢ ／ Ｔ ６４０７ 电除尘器调试、运行、维修安全技术规范

ＪＢ ／ Ｔ ８４７１ 袋式除尘器安装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

ＪＢ ／ Ｔ ８５３２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

ＪＢ ／ Ｔ ８５３６ 电除尘器机械安装技术条件

ＪＢ ／ Ｔ ８６９０ 工业通风机噪声限值

《转炉煤气净化回收技术规程》（冶金工业部，１９８８ 年）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建质 ［２００３］８４ 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１３ 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烟（粉）尘污染源

指产生烟（粉）尘的部位。

３２ 除尘系统

指治理烟（粉）尘污染的系统工程，由集尘罩、管道、除尘器、风机、排气筒以及系统辅助装置组

成。

３３ 集尘罩

指捕集含尘气体或烟气的装置，可直接安装于烟（粉）尘污染源的上部、侧面或下面。

３４ 除尘器

指将颗粒物从含尘气体中分离出来的设备。

３５ 排气筒

指将经过除尘器净化后的气体排至大气的垂直管路。

３６ 卸、输灰系统

指将除尘器收集的粉尘输送至指定地点的成套装置。

３７ 高温烟气

指温度≥１３０℃的烟气。

３８ 冷却设备

指将高温烟气冷却至指定温度的设备。

３９ 标准状态

指含尘气体在温度为 ２７３ １５ Ｋ，压力为 １０１ ３２５ Ｐａ的干气体状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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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体设计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  １ 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配套的除尘工程应按国家的基本建设程序进行。

４１  ２ 除尘工程应根据钢铁生产工艺合理配置，除尘系统排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钢铁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规定。岗位粉尘质量浓度应符合 ＧＢＺ ２ 规定的限值。
４１  ３ 除尘工程应由具有国家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设计。设计文件应符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

深度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文件及本标准的要求。

４１  ４ 除尘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之外，还应遵守 ＧＢ ５００１９ 及 ＧＢＺ １ 中有关除尘设计的相
应规定。

４１  ５ 除尘工程的总体布局应执行 ＧＢＺ １ 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ａ）工艺流程合理，除尘器应尽量靠近污染源布置，管道应尽量简短；
ｂ）合理利用地形、地质条件；
ｃ）充分利用厂区内现有公用设施及供配电系统；
ｄ）交通便利、运输畅通，方便施工及运行维护。

４１  ６ 除尘系统的场地标高、场地排水 防洪等均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１８７ 的规定。
４１  ７ 除尘系统的装备水平应不低于生产工艺设备的装备水平。生产企业应把除尘设施作为生产系

统的一部分进行管理。除尘系统应与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转。

４１  ８ 对生产工况负荷变化较大的除尘系统，除尘风机宜采取调速等节能措施。

４１  ９ 粉尘储存和运输应防止二次污染，鼓励综合利用。

４２ 烟（粉）尘污染源控制

４２  １ 各烟（粉）尘污染源应设置集尘罩。集尘罩的设置应考虑工艺特点、设备结构、安全生产要

求、方便操作和维修等因素。

４２  ２ 集尘罩不宜靠近敞开的孔洞（如操作孔、观察孔、出料口等），以免吸入大量空气或物料。

４２  ３ 对产生烟（粉）尘的工艺设备，应首先考虑从工艺上采取密闭措施。集尘罩内应保持一定的负

压，并避免吸入过多的生产物料，集尘罩的扩张角不宜大于 ６０°。
４２  ４ 带式输送机受料点集尘罩与溜料槽相邻两边的距离不宜小于 ５００ ｍｍ。带式输送机导板密闭罩
的净空高度不宜小于 ４００ ｍｍ。当溜料槽与带式输送机垂直交料时，宜在溜料槽前、后分别设置集尘
罩。

４２  ５ 除尘系统的风量、含尘质量浓度宜实测确定，或参照同类工程、设计手册确定。测定方法按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７ 执行。
４３ 除尘管道

４３  １ 除尘管网的支管宜从主管的上部或侧面接入，连接三通的夹角宜为 １５° ～ ４５°；丁字连接时宜
采用导流措施（补角三通）。

４３  ２ 除尘管道应采取防积灰措施，并考虑设置清灰设施和检查孔（门）。

４３  ３ 除尘管道积灰荷载宜按管内积灰高度不低于管道直径 １ ／ ８ （非亲水性粉尘）或 １ ／ ５（亲水性粉
尘）的灰量估算，或按积灰面积不小于管道截面积 ５％的灰量估算。
４３  ４ 除尘管道内风速在常温条件下应取 １４ ～ ２５ ｍ ／ ｓ。
４３  ５ 除尘管道的壁厚应根据管内气体温度、管道刚度及粉尘磨啄性等因素综合确定，并考虑烟气

温度、管道直径（或矩形管边长）、管道壁厚、管内压力、支架间距等因素决定是否设加强筋。壁厚取

值可参照表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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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除尘管道壁厚

序号 除尘管道直径 Ｄ 或矩形长边 Ｂ ／ ｍｍ 矩形管壁厚 ／ ｍｍ 圆管壁厚 ／ ｍｍ

１ Ｄ（Ｂ）≤４００ ３ ３ ～ ４

２ ４００ ＜ Ｄ（Ｂ）≤１ ５００ ４ ４ ～ ６

３ １ ５００ ＜ Ｄ（Ｂ）≤２ ２００ ６ ６ ～ ８

４ ２ ２００ ＜ Ｄ（Ｂ）≤３ ０００ ６ ～ ８ ６ ～ ８

５ ３ ０００ ＜ Ｄ（Ｂ）≤４ ０００ ６ ～ ８ ８ ～ １０

６ Ｄ（Ｂ）＞ ４ ０００ ８ １０ ～ １２

４３  ６ 输送含尘质量浓度高、粉尘磨啄性强的含尘气体时，除尘管道中易受冲刷部位应采取防磨措

施，宜加厚管壁或采用碳化硅、陶瓷复合管等管材。

４３  ７ 高温管道或设于室外且距离除尘器较远的常温管道，宜设置补偿器，补偿器两端设支架。

４３  ８ 除尘器进出口及风机进出口管道上宜设置柔性连接件，并设固定支架，隔离变形引起的推

力。

４３  ９ 除尘管道应设置测量孔和必要的操作平台。

４３  １０ 输送相对湿度较大、易结露的含尘气体时，管道应采取保温措施。

４３  １１ 除尘系统管网应进行阻力计算及阻力平衡计算，同一节点上两支管阻力差不应超过 １０％，
否则应改变管径或安装调节装置。

４３  １２ 输送爆炸性气体或粉尘的管道应设泄爆装置，并可靠接地。

４４ 除尘器

４４  １ 选择除尘器应考虑如下因素：

ａ）烟（粉）尘的物理、化学性质，如：温度、密度、粒径、吸水性、比电阻、黏结性、含湿量、
露点、含尘质量浓度、化学成分、腐蚀性、爆炸性等；

ｂ）含尘气体流量、排放浓度及除尘效率；

ｃ）除尘器的投资、金属耗量、占地面积及使用寿命；

ｄ）除尘器运行费用（水、电、备品备件等）；

ｅ）除尘器的运行维护要求及用户管理水平；

ｆ）粉尘回收利用的价值及形式。

４４  ２ 除尘系统宜采用负压式并优先选用干式电除尘器或袋式除尘器。

４４  ３ 选择袋式除尘器时，应根据气体和粉尘的物化性质、清灰方式等因素确定过滤风速。

４４  ４ 袋式除尘器应分别符合 ＨＪ ／ Ｔ ３２８、ＨＪ ／ Ｔ ３２９、ＨＪ ／ Ｔ ３３０ 的规定，滤袋应符合 ＨＪ ／ Ｔ ３２７ 的规定，
滤袋框架应符合 ＨＪ ／ Ｔ ３２５ 的规定，滤料应符合 ＨＪ ／ Ｔ ３２４ 和 ＨＪ ／ Ｔ ３２６ 的规定。

４４  ５ 选择电除尘器时，应根据气体和粉尘的物化性质，尤其是粉尘比电阻值，以及要求达到的除

尘效率，确定电场风速及比表面积。

４４  ６ 电除尘器应符合 ＨＪ ／ Ｔ ３２２ 的规定，供电电源应符合 ＨＪ ／ Ｔ ３２０ 和 ＨＪ ／ Ｔ ３２１ 的规定。

４４  ７ 除尘器在系统中的布置以及所采取的防爆、防冻、降温等措施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０１９ 的有关规定。

４４  ８ 在处理高温、高湿可能导致除尘器结露的含尘气体时，除尘器应采取保温措施，必要时增设

伴热系统。

４５ 除尘系统卸灰、输灰装置

４５  １ 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回收利用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０１９ 的有关规定。

４５  ２ 干式除尘器的灰斗及中间贮灰斗的卸灰口，宜设置插板阀、卸灰阀及伸缩节。

４５  ３ 除尘器卸、输灰宜采用机械输送或气力输送，卸、输灰过程不应产生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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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 卸、输灰系统设备选型应以后一级设备能力高于前一级设备能力为原则。

４５  ５ 除尘器收集的灰尘需外运时，应避免粉尘二次污染，宜采用粉尘加湿、卸灰口吸风或无尘装

车装置等处理措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选用真空吸引压送罐车。

４６ 除尘系统辅助设施

４６  １ 处理高温、高浓度含尘气体时，除尘器前宜设置预处理设施，预处理设施应简单、可靠、阻

力损失低。

４６  ２ 烟气降温应优先考虑余热回收。

４６  ３ 袋式除尘器处理含炽热颗粒物的含尘气体时，在除尘器之前应设火花捕集器。

４６  ４ 袋式除尘器清灰及除尘系统阀门驱动所需压缩空气应尽量取自生产厂区压缩空气管网。

４６  ５ 袋式除尘器的压缩空气供应系统由除油、除水、净化装置和储气罐、调压装置等组成。储气

罐应尽量靠近用气点，调压装置应设在储气罐之后。

４６  ６ 寒冷地区应防止压缩空气供应系统结冰，输气管网应保温，必要时应采取伴热措施。

４６  ７ 处理煤气等易爆气体时应采用氮气作为除尘器的清灰介质。

４７ 风机及调速装置

４７  １ 除尘系统管网的计算风量、风压不能直接用于风机、电机选型，应按 ＧＢ ５００１９ 的规定考虑漏
风损失及电机轴功率安全系数附加等因素。

４７  ２ 除尘系统的实际温度和当地大气压力与风机设计工况下的温度、大气压力有差别时，风机配

用电机的所需功率应按下式计算。

Ｐ ＝ Ｂ
１０１ ３２５ ×

２７３ ＋ ｔ
２７３ ＋ ｔ１

×
Ｑ × ｈ

１ ０００ × ３ ６００ ×η１ ×η２
× Ｋ

式中：Ｐ———电机的所需功率，ｋＷ；
Ｂ———使用地点的大气压力，Ｐａ；
ｔ———风机设计工况下的温度，℃；
ｔ１———风机使用的实际温度，℃；

Ｑ———选型风量（在设计风量上附加管道漏风量、除尘器漏风量），ｍ３ ／ ｈ；
ｈ———选型风压（由除尘系统计算压力损失和附加值组成，附加值按 ＧＢ ５００１９ 执行），Ｐａ；

η１———机械效率，取 ０ ９８；

η２———风机内效率；

Ｋ———电动机轴功率安全系数 （通风机取 １ １５，引风机取 １ ３）。
４７  ３ 除尘系统需多台风机并联工作时，应选取相同型号、相同性能的机组，其风量、风压应按

ＧＢ ５００１９中有关规定确定。
４７  ４ 周期性变负荷运行的除尘系统，风机应配置与工艺设备联锁控制的调速装置，并采取必要的

措施，防止因管道内风速过低引起的水平管道内粉尘沉降。

４７  ５ 除尘系统处理潮湿或含水蒸气的含尘气体，风机内壁可能出现凝结水时，应在风机底部采取

排水措施。

４８ 排气筒（烟囱）

４８  １ 除尘系统的排气筒高度应按 ＧＢ １６２９７ 的规定计算。
４８  ２ 排气筒的出口直径应根据出口流速确定，流速宜取 １５ ｍ ／ ｓ左右。
４８  ３ 大型除尘系统排气筒应设置清灰孔，多雨地区应考虑排水设施。

４９ 除尘系统控制及检测

４９  １ 除尘系统控制及检测应包括系统的运行控制、参数检测、状态显示、工艺联锁等。

４９  ２ 除尘系统应按照 ＧＢ ５００１９ 中有关规定的要求，采用集中和就地两种控制方式，或者单独采用
某一种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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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３ 除尘系统集中控制的设备，应设现场手动控制装置，并可通过远程自动 ／手动转换开关实现
自动与就地手动控制的转换。

４９  ４ 除尘系统运行控制应包括系统与除尘器的启停顺序、系统与生产工艺设备的联锁、运行参数

的超限报警及自动保护等功能。

４９  ５ 与生产工艺紧密相关的除尘系统，宜在生产工艺控制室及除尘系统控制室分别设置操作系

统，并随时显示其工作状态。除尘系统控制室应尽量靠近除尘器。

４９  ６ 除尘系统的运行检测、显示及报警项目宜包括以下内容：

ａ）除尘器进、出口风量、静压、温度、湿度、除尘器出口粉尘质量浓度；
ｂ）高温烟气降温设备进口和出口的介质流量、压力、温度，烟气流量、温度、静压；
ｃ）风机轴承温度、电机轴承温度、定子温度、振幅、转速；
ｄ）除尘系统用油循环系统及冷却介质的流量、温度、压力；
ｅ）大型电机电流；
ｆ）电除尘器各电场一、二次电流和电压。

４９  ７ 除尘工程应按照国家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设置连续监测系统，并与当地环保

部门联网。连续监测装置和数据传输系统应分别符合 ＨＪ ／ Ｔ ７６ 和 ＨＪ ／ Ｔ ２１２ 的规定，安装、运行和维护
应符合 ＨＪ ／ Ｔ ７５ 的规定。
４９  ８ 电除尘器和袋式除尘器的性能检测应按 ＧＢ ／ Ｔ １３９３１ 和 ＧＢ １２１３８ 的规定进行。
４１０ 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

４１０ １ 除尘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噪声及其他污染物的防治与排放，应执行国家

和地方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４１０ ２ 湿式除尘系统的废水处理后宜回用，排放废水应达到 ＧＢ １３４５６ 和地方排放标准的要求。
４１０ ３ 除尘工程噪声和振动控制的设计应符合 ＧＢＪ ８７ 的规定，厂界噪声应符合 ＧＢ １２３４８ 的规定。
风机噪声应达到 ＪＢ ／ Ｔ ８６９０ 的要求。当噪声超过规定时，应在风机出口设置消声器或在风机壳体加装
隔声设施。必要时，应对电机采取隔声措施。

４１０ ４ 除尘系统在设计、施工、运行过程中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各种防护措施保护人身安

全和健康。

４１０ ５ 除尘工程的防火防爆设计应符合 ＧＢ ６２２２、ＧＢ ５００１６、ＧＢ ５００１９ ＧＢ ５０４１４ 等的规定。
４１０ ６ 除尘工程室内噪声与振动控制等职业卫生要求应符合 ＧＢＺ １ 的规定。

５ 烟（粉）尘污染源及除尘技术措施

５１ 原料场

５１  １ 翻车机、移动式卸料机除尘

５１  １  １ 翻车机进料工序中翻车机室及给料机和带式输送机应采取除尘措施。

５１  １  ２ 翻车机室的翻车部位尽可能密封，两侧在相应位置分层设置吸风口。有条件时，火车进出

口应设自动控制门。

５１  １  ３ 给料机及带式输送机应采取密封措施，并设集尘罩。

５１  １  ４ 翻车机进料工序应设独立的除尘系统，宜选用袋式除尘器。

５１  １  ５ 移动式卸料机上宜设车载式除尘器。

５１  ２ 破碎筛分除尘

５１  ２  １ 对原矿、块矿以及石灰石、白云石、原煤的破碎筛分等工位，应在破碎机或粉碎机的进、

出料口，振动筛上部以及带式输送机转运点等部位设密闭装置或集尘罩，转运点受料处宜设双层密闭

罩。

５１  ２  ２ 原料和燃料应分设除尘系统。原料宜采用干式除尘系统，选用袋式除尘或电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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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２  ３ 煤一次破碎除尘系统应采取防爆措施。除尘器选用袋式除尘器，滤料应具有防静电功能；

系统和设备应静电接地，并设泄爆装置。灰斗宜采取保温或伴热措施。

５１  ３ 混匀配料槽除尘

５１  ３  １ 混匀配料槽的槽上卸料车和槽下定量给料工位应采取除尘措施。

５１  ３  ２ 槽上卸料车产生的粉尘可采用移动风口通风槽或车载式除尘器，或设大容积密闭罩。对槽

下定量卸料装置产生的粉尘宜设双层密闭罩。

５１  ３  ３ 对混匀配料槽扬尘，宜设独立的干式除尘系统，采用袋式除尘或电除尘器。

５１  ４ 料场、转运点及卸料槽除尘

５１  ４  １ 原料、辅助原料及燃料等料场的大面积污染源宜采取喷水抑尘措施，必要时添加适量的表

面固化剂。料场场界宜设防尘网或建室内料场。

５１  ４  ２ 当料场所在位置室外风速较大时，应在边界设置局部防尘网。

５１  ４  ３ 带式输送机转运点应采取密闭和除尘措施。

５１  ４  ４ 汽车卸料槽宜整体密闭并设除尘系统，整体密闭罩的设置应充分考虑便于卸料操作并尽可

能减少漏风。

５２ 焦化

５２  １ 备煤除尘

５２  １  １ 煤的破、粉碎机室及全部转运点应采取除尘措施。

５２  １  ２ 破、粉碎机进、出料口处应设置密闭罩。

５２  １  ３ 备煤除尘系统的设置执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３。
５２  １  ４ 备煤除尘系统收集的粉尘应回送到配煤工位。

５２  ２ 焦炉装煤、出焦除尘

５２  ２  １ 焦炉装煤、出焦除尘系统宜采用除尘地面站。

５２  ２  ２ 焦炉装煤除尘设计应考虑的烟气特性：

ａ）主要成分为煤尘、荒煤气、焦油烟；
ｂ）含有苯可溶物和苯并芘；
ｃ）含尘质量浓度、温度等。

５２  ２  ３ 焦炉出焦除尘设计应考虑的烟气特性：

ａ）主要成分为焦粉；
ｂ）含少量焦油烟、苯可溶物和苯并芘；
ｃ）含尘质量浓度、温度等。

５２  ２  ４ 焦炉装煤、出焦除尘系统应采用袋式除尘器，并采取阻火、冷却及防爆等安全措施。

５２  ２  ５ 焦炉装煤除尘系统的滤袋应采取预喷涂措施，预喷涂与清灰操作应联动控制。

５２  ３ 干熄焦除尘

５２  ３  １ 干熄炉顶的装入装置、预存室事故放散口、预存室压力自动调节放散口和干熄炉底的排出

装置、运焦带式输送机受料点等产尘点应设置集尘罩。

５２  ３  ２ 干熄焦除尘设计应考虑的烟气特性：

ａ）烟气中主要含焦粉；
ｂ）循环气体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氢气、氮气、水蒸气、甲烷及微量的硫化物和氯化物等；
ｃ）含尘质量浓度。

５２  ３  ３ 干熄焦除尘宜采用袋式除尘，并设阻火、防爆装置。选用常温滤料时，烟气进入除尘器之

前应冷却至 １２０ ℃以下。
５２  ３  ４ 排焦口集尘罩排出的气体中焦粉质量浓度大于 ３０ ｇ ／ ｍ３（标准状态）时，不应与干熄炉顶的装
入装置及预存室事故放散口排出的带火星含尘气体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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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４ 运焦除尘

５２  ４  １ 湿法熄焦的筛焦楼、贮焦槽及全部转运站，均应采取除尘措施。当选用湿法除尘时，污水

应排入焦化废水处理设施。

５２  ４  ２ 干法熄焦的筛焦楼、贮焦槽及全部转运点应采用袋式除尘系统，并采取防爆措施。

５３ 烧结

５３  １ 原料及配料除尘

５３  １  １ 原料接受、原料贮存、燃料和熔剂的破碎筛分、配料等工位应采取除尘措施。

５３  １  ２ 给矿机卸料点、矿槽放料点、燃料和熔剂的破碎筛分设备、带式输送机转运点宜采取

密闭和除尘措施，选用袋式除尘器或电除尘器。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可采取喷雾抑尘辅助措

施。

５３  １  ３ 冷、热返矿转运扬尘点宜视总图位置并入配料、机尾或整粒除尘系统。

５３  １  ４ 燃料系统宜独立设置袋式除尘器。

５３  １  ５ 熔剂系统宜独立设置袋式除尘器或电除尘器。采用袋式除尘器时，宜选用易清灰的滤料。

５３  ２ 混合料除尘

５３  ２  １ 混合料工序中，一次混合机、二次混合机和混合料矿槽及转运点应采取排气、除尘措施。

５３  ２  ２ 采用热返矿配料时，宜在带式输送机两端或中部设密闭罩和自然排气管，在圆筒混合机两

端和混合料槽顶部设自然排气管。当混合机排气含尘质量浓度超过排放标准时，应设集尘罩，并对除

尘管道采取保温措施。收集的含尘气体宜并入烧结机尾或配料除尘系统。

５３  ２  ３ 不采用热返矿配料时，应密闭尘源，并设置除尘器。

５３  ２  ４ 混合料工位若独立设置袋式除尘器，宜选用耐湿性滤料或塑烧板过滤元件。

５３  ３ 烧结机头除尘

５３  ３  １ 烧结机头除尘系统设计应考虑的烟气特性：烟气温度、含尘质量浓度、含湿量等。

５３  ３  ２ 烧结机头除尘系统应采用电除尘器。电除尘器入口应设冷风阀及温控装置，壳体应保温，

电场流速宜≤１ １ ｍ ／ ｓ。
５３  ３  ３ 烟气脱硫系统若采用半干法工艺，宜配套袋式除尘器。

５３  ４ 烧结机尾除尘

５３  ４  １ 机尾热矿卸料、破碎、筛分、输送等工位应采取除尘措施。

５３  ４  ２ 烧结机尾除尘系统设计应考虑的烟气特性：烟气温度、含尘质量浓度、含湿量等。

５３  ４  ３ 烧结机尾应设大容积密闭罩，并将密闭罩延伸到真空箱总长的 １ ／ ３ ～ １ ／ ２ 部位。
５３  ４  ４ 烧结机尾除尘系统宜选用袋式除尘器或电除尘器。

５３  ４  ５ 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宜返回配料室，或送往附近的粉尘处理室统一处理回收。烧结工艺允许

时，宜加湿后直接送入一次混合机回收。

５３  ５ 冷却机除尘

５３  ５  １ 应按照烧结矿冷却方式选择冷却机除尘措施。

５３  ５  ２ 机上冷却宜在尾部卸料处设大容积密闭罩，收集的含尘气体进入烧结机尾除尘系统。

５３  ５  ３ 鼓风冷却的环冷机和带冷机应选用多管旋风除尘器，净化后的烟气送烧结点火炉用做煤气

助燃；抽风冷却的环冷机和带冷机应在受料点、卸料点设密闭罩，捕集的含尘气流进入机尾除尘系

统。

５３  ６ 整粒及成品矿槽除尘

５３  ６  １ 固定筛、破碎机、振动筛、带式输送机转运点、成品矿槽顶部移动受料点和底部卸料点等

工位应采取密闭和除尘措施。

５３  ６  ２ 成品矿槽顶部移动卸矿车卸料工位可采用移动风口通风槽或车载式除尘器。

５３  ６  ３ 整粒及成品矿槽除尘系统应采用袋式除尘器或电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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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球团

５４  １ 磨碎及干燥脱水除尘

５４  １  １ 球团原料制备的干法磨碎机或湿法磨碎机均应设置除尘系统。

５４  １  ２ 磨碎及干燥脱水除尘系统设计应考虑的含尘气体特性：

ａ）粉尘成分为铁矿石、膨润土、橄榄石、白云石或石灰石；

ｂ）排气含湿量。

５４  １  ３ 除尘系统宜采用袋式除尘器或电除尘器，对于含湿量高的含尘气体也可采用塑烧板除尘

器。系统应采取保温等防结露措施。

５４  １  ４ 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应返回原料系统利用。

５４  ２ 球团烧结烟气除尘

５４  ２  １ 球团烧结的带式烧结机、链篦机回转窑，以及烧结各段产生的废气应循环用于预热、干燥

及燃烧。

５４  ２  ２ 带式烧结机除尘系统应采用袋式除尘器或电除尘器，链篦机回转窑除尘系统宜采用电除尘

器。系统应采取保温等防结露措施。

５４  ３ 成品系统除尘

５４  ３  １ 球团成品筛分、贮运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应采用电除尘或袋式除尘系统。

５４  ３  ２ 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应返回原料系统，用做造球原料。

５５ 炼铁

５５  １ 高炉煤气净化

５５  １  １ 高炉煤气净化系统宜采用袋式除尘系统和余压发电装置。

５５  １  ２ 袋式除尘系统应设煤气温度控制装置。

５５  １  ３ 袋式除尘器应采用氮气脉冲喷吹清灰，滤袋材质宜选用芳纶针刺毡或芳纶 玻纤复合针刺

毡。

５５  １  ４ 袋式除尘器设计应考虑高炉煤气高温、高压、易燃易爆以及与生产关系密切等因素，在箱

体结构、密封性、防爆性以及灰斗和卸灰装置等方面应适应上述特殊要求。

５５  ２ 高炉贮矿槽除尘

５５  ２  １ 槽上移动卸料车、槽下振动给料器、振动筛、称量斗、带式输送机受料点和转运点等工位

应采取除尘措施。

５５  ２  ２ 槽上移动卸料车可采用移动风口通风槽、车载式除尘器。槽上贮仓宜采用仓顶抽风方式。

５５  ２  ３ 槽下振动给料器、振动筛、称量斗、带式输送机转运点等工位应采取密闭措施，带式输送

机受料点宜设双层密闭罩。

５５  ２  ４ 贮矿槽工序宜设计集中式除尘系统，采用袋式除尘器或电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送烧结回

用。

５５  ３ 高炉出铁场除尘

５５  ３  １ 出铁口、铁沟、渣沟、撇渣器、摆动流嘴或铁水罐等工位应采取除尘措施，必要时设置二

次除尘系统。

５５  ３  ２ 高炉出铁场除尘系统设计应考虑的因素：

ａ）高炉出铁方式和周期；

ｂ）烟尘颗粒细、阵发浓度高、污染面大，并随生产工艺周期变化。

５５  ３  ３ 出铁口宜采用侧吸加顶吸的烟尘捕集方式，铁沟和渣沟宜加盖抽风。

５５  ３  ４ 撇渣器宜设可拆卸式密闭罩。

５５  ３  ５ 摆动流嘴宜采用顶吸或侧吸的烟尘捕集方式。铁水罐宜采用顶吸的烟尘捕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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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４ 炉顶装料除尘

５５  ４  １ 炉顶装料产尘点应采取密闭措施，并设抽风点。

５５  ４  ２ 炉顶装料除尘宜采用袋式除尘器。

５５  ５ 铸铁机除尘

５５  ５  １ 铸铁机的翻罐浇注工位应采取除尘措施，铁水流槽上部宜设容积式集尘罩。

５５  ５  ２ 铸铁机除尘系统宜采用袋式除尘器。

５５  ６ 煤磨收尘

５５  ６  １ 煤磨尾气的流量应根据磨机产量及原煤的可磨系数等因素确定。

５５  ６  ２ 煤磨收尘系统设计应考虑烟气温度、煤粉质量浓度等特性。

５５  ６  ３ 煤磨收尘系统宜采用脉冲袋式除尘器，除尘器过滤速度宜低于 ０ ８ ｍ ／ ｍｉｎ。
５５  ６  ４ 收尘系统应选用防静电滤料，并采用静电接地、含氧量监控、温度监控、氮气喷吹保护等

防火、防爆安全措施。

５６ 炼钢

５６  １ 电弧炉除尘

５６  １  １ 电弧炉除尘系统设计应考虑炉型、原料配比、冶炼工况、冶炼周期等因素。

５６  １  ２ 电弧炉的炉气量根据装料量、原料配比、脱碳速度、供电功率、吹氧强度等多种因素确

定。

５６  １  ３ 电弧炉炉内排烟量应按最不利的氧化期工况设计。氧化期烟气含尘质量浓度 ２０ ～ ３０ ｇ ／ ｍ３

（标准状态），烟气温度 １ ２００ ～ １ ６００ ℃。
５６  １  ４ 电弧炉排烟方式应根据电弧炉形式、规格、工艺条件以及排放要求确定。生产高合金钢的

小型电弧炉宜采用炉盖罩或炉体密封罩排烟方式；２０ ｔ 以上的电弧炉，宜采用导流罩与屋顶罩相结合
的排烟方式；３０ ｔ 以上的电弧炉宜在炉内排烟的基础上，采用屋顶罩排烟；６０ ｔ 以上的电弧炉可增设
电弧炉密闭罩。

５６  １  ５ 电弧炉一次烟气冷却可采用水冷烟道、风冷器、余热锅炉等的组合。

５６  １  ６ 电弧炉除尘系统应采用袋式除尘器。

５６  ２ 铁水预处理除尘

５６  ２  １ 混铁车（铁水罐）倒渣，铁水脱硫、脱硅、脱磷等工位均应采取除尘措施。

５６  ２  ２ 混铁车倒渣间应保持负压，倒渣间顶部应设屋顶集尘罩，倒渣间进出口处装活动封挡门。

５６  ２  ３ 铁水脱硫、脱磷工位宜整体密闭或在铁水罐上方设围挡。铁水罐上方应设集尘罩。

５６  ２  ４ 铁水脱硅的烟气捕集应采用顶部水冷密排管集尘罩。

５６  ２  ５ 铁水倒罐站应采用全封闭排烟，将混铁车（铁水罐）与受铁罐全部封闭在倒罐坑内，由倒罐

坑顶部集尘罩排烟。

５６  ２  ６ 铁水扒渣工位应在铁水罐上方设集尘罩。在不影响扒渣操作前提下，集尘罩应略大于铁水

罐烟柱横断面。

５６  ２  ７ 铁水预处理除尘系统宜采用袋式除尘器。

５６  ３ 混铁炉除尘

５６  ３  １ 混铁炉兑铁水和出铁水时均应采取除尘措施。

５６  ３  ２ 顶部兑铁的混铁炉宜设吹吸式气幕罩、导流式屋顶罩。侧面兑铁的混铁炉，宜将混铁炉兑

铁槽和兑铁口整体密闭，在密闭罩顶部两侧设排烟口。混铁炉倒铁水工位宜设容积式密闭罩（铁水罐

脱钩平台移动受铁水）或吹吸式气幕罩（铁水罐不脱钩吊车移动受铁水）。

５６  ３  ３ 混铁炉兑铁水和出铁水排风管路上应设切换阀门，并与生产工艺联锁控制。

５６  ４ 转炉除尘

５６  ４  １ 转炉除尘设计应考虑最大铁水装入量、冶炼周期、冶炼工况、吹氧强度、脱碳速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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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４  ２ 转炉煤气（一次烟气）宜采用未燃法予以净化回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安全和防爆措施。

５６  ４  ３ 转炉煤气（一次烟气）净化可采用湿法或干法工艺。新建和改建项目宜采用干法工艺。

５６  ４  ４ 转炉二次烟气除尘系统应对转炉采取密闭措施，设炉前集尘罩和炉后集尘罩，炉前集尘罩

上沿悬挂活动帘。在炉后操作平台下设挡烟导流板。

５６  ４  ５ 转炉二次烟气除尘系统中炉前集尘罩和炉后集尘罩抽风点宜用阀门转换。

５６  ４  ６ 转炉二次除尘宜设独立除尘系统，采用袋式除尘器。

５６  ４  ７ 转炉一次烟气、二次烟气及铁水预处理各工序产生的烟尘，通过独立排烟系统处理尚不能

完全满足环保要求时，宜增设屋顶排烟装置。

５６  ５ 钢包精炼炉除尘

５６  ５  １ 钢包精炼炉应配炉盖罩和排烟弯管，采用移动式滑套与固定排烟管连接，排烟量宜用滑套

或阀门调节。

５６  ５  ２ 精炼炉排烟点宜与上料系统抽风点合设一个除尘系统。

５６  ５  ３ 若精炼炉工艺操作产生火星，且炉体至袋式除尘器的排烟管道较短时，除尘器之前应设置

火花捕集器。

５６  ６ 氩氧脱碳炉除尘

５６  ６  １ 氩氧脱碳炉炉气（一次烟气）应采用燃烧法处理，燃烧烟气经冷却后与二次烟气合设一套袋

式除尘系统。冷却设备可采用汽化冷却烟道、水冷烟道、风冷器等的组合。

５６  ６  ２ 氩氧脱碳炉排烟方式可采用炉口烟罩排烟、屋顶罩排烟和密闭罩排烟等，应根据炉型、工

艺布置选用和组合。

５７ 轧钢

５７  １ 火焰清理机除尘

５７  １  １ 对火焰清理机产生的烟气应加以控制，除尘设计应考虑含尘质量浓度、烟气含湿量、粉尘

中三氧化二铁含量、粉尘粒径等特性。

５７  １  ２ 在火焰清理机的坯模通过部位设可拆卸式活动烟罩，排烟管道需保温，并考虑冷凝水排除

措施。

５７  １  ３ 火焰清理机除尘宜采用塑烧板除尘器、湿式电除尘器，并考虑防结露和防冻措施。

５７  ２ 热轧精轧机除尘

５７  ２  １ 对精轧机轧制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应加以控制，除尘设计应考虑含尘质量浓度、粉尘中氧化

亚铁和三氧化二铁的含量、烟气含湿量、含油率、粉尘粒径等特性。

５７  ２  ２ 在 Ｆ４ ～ Ｆ７ 机架处应设集尘罩，集尘罩固定在机架牌坊上。
５７  ２  ３ 排烟管道设计时应考虑冷凝水排除措施。

５７  ２  ４ 精轧除尘系统宜采用塑烧板除尘器，并考虑防结露和防冻措施。

５７  ３ 冷轧除尘

５７  ３  １ 对干式平整机、拉矫机、焊机等产生的烟尘以及冷轧机、湿式平整机、酸洗槽、碱洗槽、

电镀槽等产生的油雾、酸雾、碱雾应加以控制。

５７  ３  ２ 干式平整机、拉矫机、焊机应设局部密闭集尘罩，除尘系统宜采用袋式除尘器。

５７  ３  ３ 冷轧机和湿式平整机产生的乳化液油雾应设排雾系统，采用油雾净化装置。

５７  ３  ４ 带钢清洗、酸洗、碱洗、电镀及后处理段的酸雾和碱雾应设排风系统，采用除雾洗涤装

置。

５７  ３  ５ 抛丸机、修磨机应设局部密闭集尘罩，除尘系统采用袋式除尘器。

５８ 铁合金

５８  １ 矿热电弧炉除尘

５８  １  １ 矿热电弧炉烟气应冷却和净化，宜采用袋式除尘器。对封闭型电弧炉炉气宜采用干式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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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回收系统。冷却设备可采用空气自然冷却器、机力冷却器、余热锅炉等。

５８  １  ２ 矿热电弧炉出铁口烟尘应采取控制措施，宜在出铁口溜槽铁水罐上方设集尘罩。

５８  １  ３ 矿热电弧炉除尘设计应考虑烟气温度高，烟尘粒径小、密度小、黏性大等特性。

５８  １  ４ 硅铁电弧炉烟气除尘系统收集的硅粉应回收利用。

５８  ２ 钨铁电弧炉除尘

５８  ２  １ 钨铁电弧炉宜设炉顶罩，并加强密封。

５８  ２  ２ 钨铁电弧炉除尘系统应采用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应回收利用。

５８  ３ 钼铁熔炼炉除尘

５８  ３  １ 钼铁熔炼炉宜采用回转集尘罩捕集烟尘。

５８  ３  ２ 钼铁熔炼炉除尘系统宜采用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应回收利用。

６ 除尘工程的施工、安装及验收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  １ 除尘工程应按施工设计图纸、技术文件、设备图纸等组织施工，工程的变更应取得设计单位

的设计变更文件后再实施。

６１  ２ 除尘工程施工单位必须具有与该工程相应的资质等级。施工使用的材料、半成品、部件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并取得供货商的合格证书，严禁使用不合格产品。设备安装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２３１的规定。
６１  ３ 除尘工程建设单位应专门成立技术质量监督小组。参与设计会审，设备监制，施工质量检

查；制定运行和维护规章制度，培训工人；组织、参与工程各阶段验收，进行空载试车和负载试车，

建立设备安装及运行档案。

６１  ４ 设备安装之前应对土建工程按安装要求进行验收，验收记录和结果应作为工程竣工验收资料

之一。

６２ 除尘工程安装

６２  １ 除尘器本体及零部件的现场贮存、运输和吊装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

６２  ２ 除尘工程安装包括：除尘器本体、高低压电源及其控制系统的安装，系统相关设备和装置的

安装，风管和电、气、水管线的连接；除尘系统保温、防腐和防雨等。施工单位应制订安装技术方

案。

６２  ３ 袋式除尘器安装应符合 ＪＢ ／ Ｔ ８４７１ 的规定，电除尘器的安装应符合 ＪＢ ／ Ｔ ８５３６ 的规定。
６２  ４ 袋式除尘器滤袋安装应放在全部安装工作的最后，滤袋装好后，不得在壳体内部和外部再实

施焊接和气割等明火作业。

６２  ５ 电除尘器的壳体四角应分别进行可靠地接地，新建电除尘器的接地电阻应小于或等于 ２Ω。
６２  ６ 除尘器的泄压装置应确保泄压功能。气路系统要保证密封，气动元件动作应灵活、准确。各

运动部件应安装牢固，运行可靠。

６２  ７ 除尘工程安装完成后，应彻底清除除尘器、含尘气体管道及压缩空气管路内部的杂物、关闭

各检修门。

６２  ８ 控制柜（箱）的安装要求如下：

ａ）控制柜（箱）的安装应和水平面保持垂直，倾斜度小于 ５％；
ｂ）避免强电、磁场及剧烈振动场合；
ｃ）控制柜（箱）体必须可靠接地；
ｄ）室内安装应注意通风、散热，室外安装应有防尘、防雨、防晒等措施。

６３ 除尘系统调试

６３  １ 除尘系统调试分单机试车、与工艺设备空载联合试运行和带料试运行三阶段。前一阶段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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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后进行下一阶段试车。

６３  ２ 单机试车应解决转向、润滑、温升、振动等问题，连续运行时间不低于 ２ ｈ。单机试车时，应
记录每个设备（装置）的试车过程。

６３  ３ 除尘系统与工艺设备空载联合试运行应在该系统设备全部通过单机试车后进行，要求如下：

ａ）试运行之前必须清理安装现场，清除系统内杂物，悬挂“警示牌”，做好安全防范。
ｂ）各运动部件加注规定的润滑油（脂），转动灵活。
ｃ）确认供电、供水、供气正常，仪表指示正确。
ｄ）电除尘器应首先对所有绝缘材料加热，确认对其能进行温度控制。
ｅ）电除尘器的升压试验应执行 ＪＢ ６４０７ 标准及随机提供的安装说明书，只有当一个电场（或电源）

升压正常并稳定后，才可以进行另一个电场（或电源）的升压试验，此时前一个电场不应关闭；全部电

场升压完成后，应启动全部振打装置，在全部振打装置运行的情况下，电场的二次电压和电流应没有

变化；电场升压过程记录表的格式可参照附录 Ａ，并据升压记录绘制伏安特性曲线存档。
ｆ）分别按手动和自动的方式依启动顺序启动各设备，检验系统设备的联锁关系。
ｇ）工艺设备空载联合试运行时间应为 ４ ～ ８ ｈ。

６３  ４ 袋式除尘器系统带料试运行应在工艺设备空载联合试运行完成后进行，要求如下：

ａ）与除尘系统相关的水、电、气，物料输送及安全检测等配套设施已经启动且工作正常；
ｂ）在大于额定风量 ８０％条件下，连续试验时间在 ７２ ｈ 以上；
ｃ）观察并记录各测量仪表的显示数据及各运动部件的运行状况，各项技术指标均应达到设计要

求；

ｄ）用于高温烟气的袋式除尘器在带料试运行过程中，应设置不同的温度限值，验证自控系统的
可靠性；

ｅ）焦炉装煤车袋式除尘器在负载运行前，应先启动预喷涂系统，使滤袋附上粉料层，并消除壳
体内部的堆积平面；

６３  ５ 电除尘系统带料试运行应在工艺设备空载联合试运行完成后进行，要求如下：

ａ）同 ６ ３ ４ 条 ａ）～ ｃ）的要求；
ｂ）投运前必须先经烟气加热，使壳体及内部构件的温度超过烟气露点温度 ３０ ℃以上或至少加热

８ ｈ 以后方可向电场供电；
ｃ）电场供电后应逐点升压，直至能达到的最高工作电压和电流。

６３  ６ 湿式除尘系统带料试运行应在工艺设备空载联合试运行完成后进行，要求如下：

ａ）按 ６ ３ ４ 条 ａ）～ ｃ）执行；
ｂ）排水系统管路及设备畅通无阻，运行正常。

６３  ７ 煤气净化系统带料试运行执行 ＧＢ ６２２２、《转炉煤气净化回收技术规程》及《炼铁安全规程》的
规定。

６４ 安装工程验收

６４  １ 安装工程验收在安装工程完毕后，由建设单位组织安装单位、供货商、工程设计单位结合系

统调试对除尘系统逐项进行验收，对机械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性能、安全性、可靠性等运行状态进行考

核。

６４  ２ 安装工程验收依据为：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设计文件和设计变更文件、合同及其附件、设

备技术文件等。验收程序和内容应分别符合 ＧＢ ６２２２、ＧＢ ／ Ｔ １２１３８、ＧＢ ５０２３１、ＧＢ ５０２３５、ＧＢ ５０２４３、
ＧＢ ５０２５４ ～ ＧＢ ５０２５９、ＧＢ ５０２７５、ＧＢ ／ Ｔ １３９３１、ＪＢ ／ Ｔ ５９０８、ＪＢ ／ Ｔ ５９１１、ＪＢ ／ Ｔ ６４０７、ＪＢ ／ Ｔ ８４７１、ＪＢ ／ Ｔ
８５３２、ＪＢ ／ Ｔ ８５３６ 及 ＨＪ ／ Ｔ ７６ 和安装文件的有关规定。
６５ 工程环境保护验收

６５  １ 与生产工程同步建设的除尘工程应与生产工程同时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现有生产设备配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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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除尘设施应单独进行环境保护验收。

６５  ２ 除尘工程环境保护验收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６５  ３ 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的验收材料以外，申请单位还应提供工程质量

验收报告和除尘系统性能试验报告，性能试验报告的主要参数应包括：

ａ）系统风量；

ｂ）系统漏风率；

ｃ）粉尘排放质量浓度；

ｄ）系统阻力；

ｅ）岗位粉尘质量浓度。

６５  ４ 配套建设的烟气连续监测及数据传输系统，应与除尘工程同时进行环境保护验收。

７ 除尘系统运行与维护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  １ 生产单位应设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配备技术人员及除尘系统检测仪器，制定除尘系统运行及

维护的规章制度。

７１  ２ 除尘设施的操作和维护均应责任到人。岗位工应通过培训考核上岗，熟悉本岗位运行及维护

要求，具有熟练的操作技能，遵守劳动纪律，执行操作规程。

７１  ３ 除尘系统应在生产系统启动之前启动，在生产系统停机之后停机。

７１  ４ 岗位工人应填写运行记录，严格执行交接班工作制度。运行记录按天上报企业生产和环保管

理部门，按月成册。所有除尘器均应有运行记录，一般通风设备用除尘器运行记录可随同车间工艺设

备一起编制，高温烟气系统的除尘器、处理风量大于 １００ ０００ ｍ３ ／ ｈ 的大型除尘系统的除尘器运行记录

宜单独编制，记录间隔可取 １ ～ ２ ｈ。除尘器运行记录可参照附录 Ｂ。

７１  ５ 除尘工程中通用设备的备品备件按机械设备管理规程储备，专用备品备件如脉冲阀、滤袋、

气动元件、绝缘材料、电极板及高低压电器元件等储备量为正常运行量的 １０％ ～ １５％。

７１  ６ 应制定除尘系统中、大检修计划和应急预案。除尘系统检修时间应与工艺设备同步，每 ６ 个
月对工艺配套的除尘系统主要技术性能检查 １ 次，对可能有问题的除尘系统随时检查，检修和检查结
果应记录并存档。

７２ 袋式除尘系统运行

７２  １ 除尘系统开机前，应全面检查运行条件，符合要求后按开机程序启动。

７２  ２ 除尘系统的运行控制应与生产系统的操作密切配合，选择自动控制状态；系统风量不得超过

额定处理风量；生产工况变化时，应通过调节保证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

７２  ３ 除尘系统入口气体温度必须低于滤料使用温度的上限，且高于气体露点温度 １０ ℃以上；系统
阻力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７２  ４ 存在燃爆危险的除尘系统应控制温度、压力和一氧化碳含量，经常检查泄压阀、检测装置、

灭火装置等。一旦发生燃爆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逐级上报。

７２  ５ 操作工每班至少应巡回检查一次各部件，保持设备和现场的整洁，及时发现隐患，妥善处

理。

７２  ６ 生产系统停机后，除尘器的清灰、排灰机构还应运行一段时间，且先停清灰，后停排灰。

７２  ７ 冬季或高寒地区的袋式除尘器长时间停运后，启动时应采取加热措施，沿海等空气潮湿地方

的袋式除尘器负载运行启动前宜采用烟气加热，使除尘器内温度高于露点温度 １０ ℃以上。

７２  ８ 在有冰冻季节的地区，除尘系统停机时冷却水和压缩空气的冷凝水应完全放掉。长期停车时

还应取下滤袋，切断配电柜和控制柜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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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电除尘系统运行

７３  １ 执行 ７ ２ １、７ ２ ２、７ ２ ４ ～ ７ ２ ６ 条的规定。
７３  ２ 电除尘器投运前应提前 ４ ｈ 将全部的电加热装置送电加热；向电场供电之前应确认烟气中一
氧化碳等可燃气体在安全范围内。

７３  ３ 电除尘器运行过程中应控制一次电压、一次电流、二次电压、二次电流、振打周期等运行参

数。

７３  ４ 电除尘器停机时应先停止向电场供电，再切断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的电源；如停机时间超过 ８ ｈ
或要进行设备检修时，应按供货方提供的操作说明书的要求执行；如停机时间超过 ２４ ｈ，在停止向电
场供电的同时可切断电加热器电源。

７４ 湿式除尘系统运行

７４  １ 执行 ７ ２ １、７ ２ ２、７ ２ ５ 条的规定。
７４  ２ 除尘器应在工艺设备停机后停止运行。除尘器停机后，其供水、排水系统还应运行一段时

间，清洗除尘器、排水管道及排水设备内的沉淀。有冰冻季节的地方，除尘系统停车时，排水系统设

备及管道中的冲洗水应完全放掉。

７４  ３ 湿式除尘系统单独设置的沉淀池应定期清除并妥善处理沉淀物。

７４  ４ 煤气净化系统运行执行 ＧＢ ６２２２、《转炉煤气净化回收技术规程》及《炼铁安全规程》的规定。
７５ 除尘系统维护

７５  １ 除尘系统的维护包括正常运行时的检查、管路和设备清扫、疏通堵塞、定期加注或更换润滑

油（脂）以及及时进行的小修、定期进行的中修和大修。维护范围包括工程配套设施。

７５  ２ 除尘设备投入运行一周内应对各连接件进行紧固，对运动部件逐一检查。对袋式除尘器检查

清灰机构和滤袋滤尘情况，发现滤袋破损应及时更换。对电除尘器检查振打装置、接地和电场内部情

况，清扫高低压电控柜和绝缘材料。反吹风袋式除尘器使用 １ ～ ２ 个月后，应对滤袋吊挂机构长度进
行调整或更换。对湿式除尘器应定期冲洗 清除淤泥。检查冬季防冻保温措施及净化腐蚀性气体设备

防腐蚀措施的完好程度，发现破损应及时处理。

７５  ３ 中修宜半年进行一次，包括运转设备的换油及调整，重要配件的更换和修理，电气系统及测

试设备的调整，接地极的检查和处理，电场内部、高低压电控柜和绝缘材料的清扫工作等。大修宜

２ ～ ５年进行一次，除中修的内容外，还应包括各种仪器仪表的检定，滤袋或电极的更换，系统设备的
改造和更换，系统加固、油漆和保温等。

７５  ４ 设备检修时应做好安全防范，切断设备运行电源，在检修门、电控柜处挂“警示牌”，保管好

安全联锁钥匙。人员进入电场内部或涉及高压部位的区域，除切断全部高压电源外，还应将隔离开关

全部切换到接地位置。

７５  ５ 除尘设备内部检修要求如下：

ａ）排净粉尘；
ｂ）用新鲜空气置换出内部残留的气体，使设备内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含量降至安全限度

以下；

ｃ）采取降温措施，使除尘器温度降至 ４０ ℃以下；
ｄ）进入内部的维修人员不得吸烟；
ｅ）采取防止维修人员进入除尘器后检修门自动关闭的措施；
ｆ）对于在线检修的袋式除尘器应切断该单元滤室，一旦出现不适，应立即停止作业；
ｇ）电除尘器阴极要可靠接地，袋式除尘器要拆除相应滤袋，才能进行电焊、气割作业。

７５  ６ 煤气净化系统设备和管道的维护及检修应执行 ＧＢ ６２２２、《转炉煤气净化回收技术规程》 《炼

铁安全规程》及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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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电除尘器升压记录

电除尘器升压记录表格式见表 Ａ１。

表 Ａ１ 电除尘器升压记录表

尘源设备和名称： 电除尘器规格：

供货商： 高压电源： Ａ ／ ｋＶ，抽头位置： ｋＶ

测试时天气：晴、多云、阴、雨 温度： 湿度： 风力：

室号： 电场号： 时 分 时 分

空载（负载）测试 第 次

序号
一次电压 ／

Ｖ

一次电流 ／

Ａ

二次电压 ／

ｋＶ

二次电流 ／

ｍＡ
备 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测试负责人： 记录人：

注：在升压过程中如要观察电场内部的放电现象，观察人员只可在进、出口喇叭管内或灰斗内进行观察，不可进

入电场，观察人员应有两人以上，一人在本体外部保护。在升压过程中如发现电场内部有不正常放电问题，

则应关闭全部高压电源，并将全部隔离开关接地放电后，检修人员方可进入电场进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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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除尘器运行记录表

除尘器运行记录表格式见表 Ｂ１。

表 Ｂ１ 除尘器运行记录表

车间名称： 除尘器名称： 除尘器编号：

检 测 项 目 除尘器入口 除尘器出口 时间 日期

系统风量 ／（ｍ３ ／ ｈ）

系统负压 ／ Ｐａ

温度 ／ ℃

风机阀门开度 ／ ％

压缩空气压力 ／ ＭＰａ

一次电压 ／ Ｖ

一次电流 ／ Ａ

二次电压 ／ Ｖ

二次电流 ／ Ａ

含尘质量浓度

清灰设备情况

卸灰设备情况

输灰设备情况

备 注

操作员： 交班班长： 接班班长：

注：袋式除尘器取消表中电压和电流行，电除尘器取消表中压缩空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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