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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２７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环境污染，现批准 《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

规范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等两项标准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及实施时间如下：

１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 （ＨＪ／Ｔ１７８—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起实施）

２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石灰石／石灰－石膏法 （ＨＪ／Ｔ１７９—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
日起实施）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ｗｗｗ．ｓｅｐａ．
ｇｏｖ．ｃｎ）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ｗｗｗ．ｅｓ．ｏｒｇ．ｃｎ）上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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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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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和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范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建设，控制火电厂二

氧化硫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火电厂可持续发展和烟气脱硫行业技术进步，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的规划、设计、评审、采购、施工及安装、调试、验收

和运行管理。工业炉窑采用烟气循环流化床法脱硫工艺时，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起草，并委托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锅炉炉窑脱硫除尘委

员会具体承担起草协调工作。

本标准由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环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龙净环保科技工程公

司、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苏源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山大能源公司、国电环境保护研究所等单位负责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４日批准，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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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

１　总则

１１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容量为６５～１０２５ｔ／ｈ（机组容量为１５～３００ＭＷ）燃煤、燃气、

燃油火电厂锅炉或供热锅炉采用烟气循环流化床法工艺烟气脱硫工程的规划、设计、评审、采购、

施工及安装、调试、验收和运行管理。

１２　实施原则
１２１　烟气脱硫工程的建设，应按国家的基本建设程序进行。设计文件应按规定的内容和深度完成
报批和批准手续。

１２２　新建、改建、扩建火电厂或供热锅炉的烟气脱硫工程应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

１２３　烟气脱硫工程主体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应不低于３０年，系统的可用率不低于９５％。脱硫效
率不低于８５％。已建机组的脱硫主体设备设计使用寿命不低于机组剩余寿命。
１２４　烟气脱硫工程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工程质量、安全、卫生、消防等
方面的强制性标准条文的规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２３４８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１２８０１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ＧＢ１３２２３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８５９９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５０００９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１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Ｔ５００３３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４０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９１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１７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２２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２２９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所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２４３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６０　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Ｊ１１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ＨＪ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Ｊ２２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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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Ｊ８７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ＧＢＪ１４０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Ｚ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ＤＬＧＪ５６　火力发电厂和变电所照明设计技术规范
ＤＬ／Ｔ６２１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ＤＬ５０００　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
ＤＬ５００９１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 （火力发电厂部分）

ＤＬ／Ｔ５０３５　火力发电厂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技术规程
ＤＬ／Ｔ５０４１　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设计技术规定
ＤＬ／Ｔ５０４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ＤＬ５０５３　火力发电厂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规程
ＤＬ／Ｔ５１２０　小型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规程
ＤＬ／Ｔ５１３６　火力发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ＤＬ／Ｔ５１５３　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
ＤＬ／Ｔ５１７５　火力发电厂热工控制系统设计技术规定
ＮＤＧＪ１６　火力发电厂热工自动化设计技术规定
ＨＪ／Ｔ７５　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７６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建设项目 （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国家计委　１９９０年）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１年）

３　术语

３１　脱硫岛
指脱硫装置及为脱硫服务的建 （构）筑物。

３２　吸收剂
指脱硫工艺中用于吸收二氧化硫（ＳＯ２）等有害物质的反应剂。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工艺使用的吸

收剂为消石灰（Ｃａ（ＯＨ）２）或生石灰（ＣａＯ）。
３３　一级除尘器

指布置在脱硫塔进口，用以除去锅炉出口烟气中飞灰的除尘器。

３４　二级除尘器
指布置在脱硫塔出口，用以除去脱硫塔出口烟气中脱硫灰的除尘器。

３５　分离器
指布置在脱硫塔出口，二级除尘器前，用以分离烟气中的脱硫灰的分离装置。

３６　生石灰消化装置
指将生石灰（ＣａＯ）与适量的水反应，生成消石灰（Ｃａ（ＯＨ）２）或者生成消石灰浆液的装置。

３７　脱硫塔
指脱硫工艺中脱除ＳＯ２等有害物质的反应装置。

３８　脱硫副产物
指脱硫工艺中吸收剂与烟气中ＳＯ２反应后生成的物质。

３９　近绝热饱和温度
指脱硫塔出口烟温与烟气的绝热饱和温度之差，单位：℃。

３１０　装置可用率
指脱硫装置每年正常运行时间与发电机组每年总运行时间的百分比。按公式３１计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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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率 ＝Ａ－ＢＡ ×１００％ ３１

式中：Ａ———发电机组每年的总运行时间，ｈ；
Ｂ———脱硫装置每年因脱硫系统故障导致的停运时间，ｈ。

３１１　脱硫效率
指由脱硫装置脱除的ＳＯ２量与未经脱硫前烟气中所含ＳＯ２量的百分比，按公式３２计算：

脱硫效率 ＝
ｃ１－ｃ２
ｃ１

×１００％ ３２

式中：ｃ１———脱硫前烟气中 ＳＯ２的折算浓度 （过剩空气系数燃煤取１４，燃油、燃气取１２），ｍｇ／
ｍ３；

ｃ２———脱硫后烟气中 ＳＯ２的折算浓度 （过剩空气系数燃煤取１４，燃油、燃气取１２），ｍｇ／
ｍ３。

４　总体设计

４１　脱硫装置工艺参数的确定
４１１　脱硫装置工艺参数应根据锅炉容量和调峰要求、燃料品质、二氧化硫控制规划和环境影响评
价要求的脱硫效率、吸收剂的供应、水源情况、脱硫副产物和飞灰的综合利用、废渣排放、厂址场

地布置等因素，经全面分析优化后确定。

４１２　新建脱硫装置的烟气设计参数宜采用锅炉最大连续工况 （ＢＭＣＲ）、燃用设计燃料时的烟气
参数，校核值宜采用锅炉经济运行工况 （ＥＣＲ）燃用最大含硫量燃料时的烟气参数。已建电厂加装
烟气脱硫装置时，其设计工况和校核工况宜根据脱硫装置入口处实测烟气参数确定，并充分考虑燃

料的变化趋势。

４１３　烟气中其他污染物成分 （如氯化氢 （ＨＣｌ）、氟化氢 （ＨＦ））的设计数据宜依据燃料分析数
据计算确定。

４１４　脱硫装置入口烟气中的ＳＯ２质量流量可根据公式４１估算：

Ｍ（ＳＯ２）＝２×Ｋ×Ｂｇ× １－
ｑ４( )１００
Ｓａｒ
１００ ４１

式中：Ｍ （ＳＯ２）———脱硫装置入口烟气中的ＳＯ２质量流量，ｔ／ｈ；
Ｋ———燃料燃烧中硫的转化率 （煤粉炉一般取０９）；
Ｂｇ———锅炉ＢＭＣＲ负荷时的燃煤量，ｔ／ｈ；
ｑ４———锅炉机械未完全燃烧的热损失，％；
Ｓａｒ———燃料的收到基硫分，％。

４１５　烟气脱硫装置的最低稳定工作负荷应与锅炉最低稳燃负荷工况相一致。
４２　总图设计
４２１　一般规定
４２１１　火电厂烟气脱硫装置的总体设计，应与火电厂的总体设计相协调，包括总平面布置、竖向
布置、管线综合布置、绿化规划等，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工艺流程合理，烟道短捷；
（２）交通运输方便；
（３）处理好脱硫装置与电厂设施、生产与生活、生产与施工之间的关系；
（４）与电厂总体规划相协调；
（５）方便施工，有利于维护检修；
（６）合理利用地形、地质条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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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充分利用厂内公用设施；
（８）节约用地，工程量小，运行费用低；
（９）符合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要求。

４２１２　技改工程应避免拆迁在运行机组的生产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当不能避免时，应采取合
理的过渡措施。

４２１３　脱硫吸收剂卸料及贮存场所宜布置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４２２　总平面布置
４２２１　脱硫装置宜布置在烟囱附近，吸收剂可在厂内就地制备或由厂外运输进厂，吸收剂制备设
施、生石灰粉仓、消石灰仓宜在脱硫塔附近集中布置。

４２２２　脱硫控制室宜与除灰空压机室、除尘配电室等合并布置在脱硫装置附近，也可结合工艺流
程和场地条件设独立的脱硫控制室。

４２２３　脱硫装置与火电厂各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间距，应按 ＤＬ５０００中５２３的规定执行。
４２２４　脱硫装置的竖向布置，应结合电厂主体工程的规划，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脱硫岛应不受洪水危害，室外设计标高应高于设计高水位０５ｍ。
（２）各建、构筑物、道路等的标高和布置，应便于维修、扩建、排水畅通，满足生产使用的方

便。

（３）新建电厂，脱硫场地的平整及土石方平衡应由主体工程统一考虑。技改工程，脱硫场地应
力求土石方自身平衡。场地平整坡度视地形、地质条件确定，一般为０５％ ～２０％；困难地段不小
于０３％，但最大坡度不宜大于３０％。
４２２５　建筑物室内、外地坪高差及特殊场地标高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有车辆出入的建筑物室内、外地坪高差，一般为０１５～０３０ｍ；
（２）无车辆出入的室内、外高差可大于０３０ｍ；
（３）易燃、可燃、易爆、腐蚀性液体贮存区地坪宜低于周围道路标高。

４２２６　当开挖工程量较大时，可采用阶梯布置方式，但台阶高差不宜超过５ｍ，并设台阶间的连
接踏步。挡土墙高度３ｍ及以上时，墙顶应设安全护栏。同一套脱硫装置宜布置在同一台阶场地上。
卸腐蚀性液体的场地宜设在较低处，且地坪应做防腐蚀处理。

４２２７　脱硫场地的排水方式宜与主体工程相统一。
４２２８　物料装卸场地需要洒水冲洗时，宜在场地低处设截水沟，或采用其他方式集中排水。
４２２９　架空管道在跨越道路时应保持４５～５０ｍ的净空，有大件运输要求或在检修期间有大型
起吊设施通过的道路应根据需要确定。在跨越铁路时，一般管线应保持离轨面５５ｍ的净空，当为
易燃或可燃液体、气体管道时，应保持６０ｍ的净空。当采用电力机车牵引时，与铁路轨顶应保持
６５５ｍ的净空距离。
４２３　交通运输
４２３１　脱硫岛内道路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Ｊ２２的要求。
４２３２　脱硫岛内道路的设计，应与电厂主体工程的道路设计协调一致。
４２３３　脱硫岛内道路的设计，应保证脱硫岛的物料运输便捷，消防通道畅通，检修方便，并满足
场地排水的要求。

４２３４　吸收剂宜采用具有自卸能力的密封罐车运输，当由水路运输时应防止吸收剂进水。脱硫副
产品宜采用机械输送或气力输送，外运至灰渣场或客户时，宜采用自卸密封车运输。

４２３５　脱硫岛内及与电厂的各建、构筑物之间，应根据生产、生活、消防和检修的需要设置行车
道路、消防车通道和人行道。

脱硫岛与电厂干道相连的道路宽度，应根据电厂总平面规划来确定。

脱硫吸收剂及副产品的运输道路宽度不小于６０ｍ，转弯半径不小于９０ｍ。物料装卸区域停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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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道路纵坡宜为平坡，困难时坡度不宜大于１５％，并应设足够的汽车会车、回转场地，按行车路面
要求进行硬化处理。

脱硫岛内一般行车路面宽度不宜小于４ｍ，困难情况下也可采用不小于３５ｍ，转弯半径不小于
７０ｍ。

通往建筑物出入口处的人行引道的宽度宜与门宽相适应。

４２３６　脱硫岛道路的结构形式应与电厂道路相一致，脱硫岛内装置密集区域宜采用混凝土块铺砌
等硬化方式处理，以便于检修及清扫。

４２３７　进厂吸收剂应设有计量装置和取样化验装置，也可与电厂主体工程共用。
４２４　绿化布置

脱硫岛的绿化布置应与电厂主体工程的绿化规划协调一致。

５　脱硫工艺系统

５１　工艺流程
５１１　烟气循环流化床主要由吸收剂制备系统、二氧化硫吸收系统、除尘系统、吸收剂再循环系
统、自控和在线监测系统等组成。其典型工艺流程见图５１所示。

图５１　火电厂烟气循环流化床法脱硫工艺流程图
１生石灰仓；２生石灰干消化装置；３消石灰仓；
４脱硫反应器；５分离器或除尘器；６引风机；
７烟囱；８残渣仓；９工艺水箱；１０工艺水泵；

１１消化装置水箱；１２消化水泵；
１３吸收剂再循环回送装置

烟气经过一级除尘器后进入脱硫塔主体，

吸收剂可以是干粉状，同时少量水作为增湿水

分别进入脱硫反应塔中 （也可以将吸收剂与

水混合制成浆液，再喷入脱硫反应塔中），烟

气与加入的吸收剂及再循环灰充分混合、反

应，脱除烟气中酸性气体，烟气由脱硫塔上部

出口排出，经过分离器、二级除尘器除尘

（也可以兼作分离器）后，固体颗粒被分离，

大部分送入塔内进行再循环，烟气继续经过引

风机，通过烟囱排入大气。

５２　脱硫主要工艺系统
５２１　吸收剂制备系统
５２１１　吸收剂可选用生石灰或消石灰。吸
收剂的确定应根据吸收剂的来源、运输条件、

一次性投资及运行费用等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

确定。

５２１２　吸收剂的制备方式，可采用下列方案中的任一种：
（１）由市场直接购买粒度符合要求的粉状成品消石灰；
（２）由市场购买一定粒度要求的生石灰粉，现场消化成消石灰粉 （或制成消石灰浆）；

（３）由市场购买一定粒度要求的块状生石灰，经破碎、消化后制成消石灰浆液。
５２１３　生石灰的品质要求：生石灰粉细度宜在２ｍｍ以下，加适量水后４ｍｉｎ内温度可升高到
６０℃，纯度：ＣａＯ含量≥８０％。
５２１４　生石灰仓和消石灰仓 （罐）的有效容积应根据石灰供应和运输情况确定。生石灰仓的有

效贮粉量宜满足锅炉最大连续出力时２～４ｄ的消耗量；消石灰仓的有效贮粉量宜满足锅炉最大连续
出力时１～２ｄ消耗量。
５２１５　生石灰仓、消石灰仓应密封，内表面应平整光滑不积粉。
５２１６　生石灰仓、消石灰仓相邻两壁间交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大于６０°，而且壁面与水平面的交角
大于６５°，相邻壁交角的内侧应做成圆弧形。

５



ＨＪ／Ｔ１７８ ２００５

５２１７　生石灰仓、消石灰仓内壁锥斗部宜设气化板，以避免下料系统的堵塞。
５２１８　生石灰仓、消石灰仓顶部应有放气管。气管通大气时应设置除尘装置，以使排出的气体符
合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５２１９　生石灰仓、消石灰仓应防止受潮，对金属仓外壁要采取保温措施。
５２１１０　消化装置的出力按锅炉ＢＭＣＲ工况时，石灰消耗量的１５０％设计。
５２１１１　石灰的消化水泵可采用２台全容量水泵，其中一台备用。每台水泵容量按消化系统满负
荷时消耗水量的１５～２０倍选用。水泵压力按喷嘴要求最大压力与所选泵容量相应管道阻力之和，
备用系数取１１。
５２２　烟气系统
５２２１　引风机装设位置在二级除尘器之后。引风机的风量按二级除尘器出口风量加１０％裕量，
另加１０℃的温度裕量。

增压风机的基本风压为锅炉本体烟气侧阻力，与炉后脱硫系统阻力及烟道、烟囱排烟阻力之和。

风机压头裕量不低于２０％。
５２２２　在用发电机组增设脱硫装置时，脱硫增压风机宜装在二级除尘器之后。每套脱硫装置可设
一台增压风机。

５２２３　在用电厂建设脱硫装置，且烟气从原引风机之后引出时，脱硫风机的基本风压为脱硫系统
的阻力，及由于排烟温度降低造成烟囱接口处压力变化值之和。脱硫增压风机的压头裕量不低于

２０％。
５２２４　大容量增压风机宜用静叶可调轴流风机或高效离心风机。经比较经济技术合理时，可采用
动叶可调轴流风机。

５２２５　新建发电机组与电厂锅炉同时建设脱硫装置，并执行 ＧＢ１３２２３第Ⅲ时段排放限值的电厂
锅炉，宜不设置烟气旁路。确需设置烟气旁路的，应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批准。

５２２６　已运行机组，增设脱硫装置可设旁路烟道。脱硫装置进出口和旁路挡板门应有良好的操作
和密封性能。

５２２７　脱硫系统装置漏风率应控制在６％以下。
５２３　二氧化硫吸收系统
５２３１　脱硫塔的数量应根据锅炉容量、脱硫塔的容量和可靠性等确定。
５２３２　脱硫塔的容量宜按相对应的锅炉设计燃料 ＢＭＣＲ工况下烟气量设计。烟气温度按锅炉设
计燃料ＢＭＣＲ工况时，脱硫塔进口烟温加１０℃的温度裕量。
５２３３　吸收系统设计时，脱硫塔阻力宜在２５００Ｐａ以下，脱硫塔出口烟温应高出绝热饱和温度
１５℃以上。
５２３４　脱硫塔内粉尘浓度宜按标准状态下８００～１０００ｇ／ｍ３设计。当粉尘浓度较高时，应设分离
器，分离器也可以和二级除尘器本体合为一体。二级除尘器可选用静电除尘器或布袋除尘器。

５２３５　每座脱硫塔宜设置２台全容量供水泵，其中一台备用。宜按锅炉ＢＭＣＲ工况下，脱硫塔耗
水量的１５～２０倍选取。水泵压力按喷嘴要求的最大压力与所选泵容量相应管道系统阻力之和，备
用系数取１１。
５２４　设备布置
５２４１　脱硫岛设备布置应满足脱硫生产工艺流程的要求，并做到设备布局和空间利用合理，管线
连接短捷、整齐，岛内设施紧凑、恰当，方便运行和检修。

５２４２　设备布置宜按一级除尘器、脱硫塔、二级除尘器、引风机的顺序排列。
５２４３　当风机和水泵露天布置时，电动机宜采用全封闭形式。
５２４４　引风机露天布置时，电动机宜采用全封闭形式。
５２４５　阀门、挡板及其执行机构的布置应便于操作和维修，必要时可设置操作维护平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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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６　生石灰消化装置可露天布置，但在多雨地区或严寒地区，应采用局部封闭或全封闭。
５２５　脱硫灰 （脱硫副产物）处理系统

５２５１　脱硫灰处理系统的选择，应根据脱硫灰的排量、脱硫灰的化学、物理特性，以及发电厂与
贮灰场的距离、高差、地形、地质和气象等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脱硫灰处理系统的设计应为脱硫灰的综合利用创造条件。脱硫灰处理系统应采用干式输送方式。

５２５２　脱硫灰的输送可选用负压气力输送系统、正压气力输送系统等集中系统。
５２５３　脱硫灰输送系统宜采用连续运行方式，设计出力应根据系统脱硫灰的排量、系统型式、运
行方式等确定，并留有足够的裕量，同时应设置必要的紧急事故处理设施。

５２５４　脱硫灰输送系统的设计出力应有不小于该系统燃用设计煤种时排出的脱硫灰１００％的裕
度。

５２５５　脱硫灰库的设置和总容量宜按下列要求确定：
（１）脱硫灰库宜与电厂粉煤灰库集中布置，分开贮存。
（２）当作为中转或缓冲库时，宜满足贮存８ｈ排出的脱硫灰量。
（３）当作为贮存库时，应满足贮存２４ｈ排出的脱硫灰量。

５２５６　脱硫灰库卸灰设施的配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当装卸干灰时，应设置能防止干灰飞扬的装车 （船）设施。

（２）当外运调湿灰时，应设干灰调湿装置。
（３）灰库流化系统应设专用流化风机，１～３台风机经常运行时，可设１台备用。流化空气应为

热空气。在系统中应设专用空气加热器，加热器应靠灰库布置。加热器后的空气管道应保温。

５２５７　气力输送系统中的直管段宜采用碳钢管；气力输送系统中的弯管段、输送介质速度较高、
磨损严重的管段应采用耐磨管。

６　脱硫主要辅助系统

６１　电气系统
６１１　供电系统
６１１１　脱硫装置高、低压厂用电电压等级应与发电厂主厂房厂用电电压等级一致。
６１１２　脱硫装置厂用电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应与发电厂主厂房厂用电中性点接地方式一致。
６１１３　脱硫工作电源的引接

（１）脱硫高压工作电源可设脱硫高压变压器从发电机出口引接，也可直接从高压厂用工作母线
引接。

（２）脱硫装置与发电厂主体工程同期建设时，脱硫高压工作电源宜由高压厂用工作母线引接，
当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也可增设高压变压器。

（３）脱硫装置为预留时，宜采用高压厂用工作变压器预留容量的方式。
（４）已建电厂加装烟气脱硫装置时，如果高压厂用工作变压器有足够备用容量，且原有高压厂

用开关设备的短路动热稳定值及电动机启动的电压水平均满足要求时，脱硫高压工作电源应从高压

厂用工作母线引接，否则应设脱硫高压变压器。

（５）脱硫低压工作电源应单设脱硫低压工作变压器供电。
６１１４　脱硫高压负荷可设脱硫高压母线段供电，也可直接接于高压厂用工作母线段。当设脱硫高
压母线段时，每炉宜设１段，并设置备用电源。每台炉宜设１段脱硫低压母线。
６１１５　脱硫高压备用电源宜由发电厂启动／备用变压器低压侧引接。当脱硫高压工作电源由高压
厂用工作母线引接时，其备用电源也可由另一高压厂用工作母线引接。

６１１６　除满足上述要求外，其余均应符合 ＤＬ／Ｔ５１５３中的有关规定。
６１２　照明和检修系统

照明要求应符合ＤＬＧＪ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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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电缆敷设
电缆敷设应符合 ＧＢ５０２１７。

６１４　防雷和接地
防雷和接地应符合ＤＬ／Ｔ６２１。

６１５　控制保护及自动装置
控制保护及自动装置应符合 ＤＬ／Ｔ５１５３和 ＤＬ／Ｔ５１３６中的有关规定。

６１６　直流系统
６１６１　新建电厂同期建设烟气脱硫装置时，脱硫装置直流负荷宜由机组直流系统供电。当脱硫装
置布置离主厂房较远时，也可设置脱硫直流系统。

６１６２　脱硫装置为预留时，机组直流系统不考虑脱硫负荷。
６１６３　已建电厂加装烟气脱硫装置时，宜装设脱硫直流系统向脱硫装置直流负荷供电。
６１６４　直流系统的设置应符合ＤＬ／Ｔ５１２０的规定。
６１７　交流保安电源和交流不停电电源 （ＵＰＳ）
６１７１　１２０ＭＷ及以上机组配套的脱硫装置宜设单独的交流保安母线段。当主厂房交流保安电源
的容量足够时，脱硫交流保安母线段宜由主厂房交流保安电源供电，否则宜由单独设置的能快速启

动的柴油发电机供电。其他要求应符合ＤＬ／Ｔ５１５３中的有关规定。
６１７２　新建电厂同期建设烟气脱硫装置时，脱硫装置交流不停电负荷宜由机组 ＵＰＳ系统供电。
当脱硫装置布置离主厂房较远时，也可单独设置ＵＰＳ。
６１７３　脱硫装置为预留时，机组ＵＰＳ系统不考虑向脱硫负荷供电。
６１７４　已建电厂加装烟气脱硫装置时，宜单独设置ＵＰＳ向脱硫岛装置不停电负荷供电。
６１７５　ＵＰＳ宜采用静态逆变装置。其他要求应符合ＤＬ／Ｔ５１３６中的有关规定。
６１８　二次线
６１８１　脱硫电气系统宜在脱硫控制室控制，并纳入分散控制系统。
６１８２　脱硫电气系统控制水平应与工艺专业协调一致，宜纳入分散控制系统控制，也可采用强电
控制。

６１８３　接于发电机出口的脱硫高压变压器的保护
（１）新建电厂同期建设烟气脱硫装置时，应将脱硫高压变压器的保护纳入发电机变压器组保护

装置。

（２）脱硫装置为预留时，发电机变压器组差动保护应留有脱硫高压变压器的分支的接口。
（３）已建电厂加装烟气脱硫装置时，脱硫高压变压器的分支应接入原有发电机变压器组差动保

护。

（４）脱硫高压变压器保护应符合ＤＬ／Ｔ５１５３中的规定。
６１８４　其他二次线要求应符合ＤＬ／Ｔ５１３６和ＤＬ／Ｔ５１５３的规定。
６１９　火灾探测及报警系统
６１９１　火灾探测及报警系统的设备选型宜与主厂房一致，其火灾报警控制屏宜布置在脱硫控制
室。

６１９２　脱硫除尘岛的火灾探测及报警系统宜与全厂火灾探测及报警系统实现通信。
６１９３　其他要求应符合ＧＢ５０２２９。
６１１０　通信系统
６１１０１　脱硫岛内应设置生产行政通信和调度通信系统，应利用电厂的程控交换机，在脱硫岛宜
单独设置每个通信系统的总配线箱。

６１１０２　其他要求应符合ＤＬ／Ｔ５０４１。
６２　热工自动化
６２１　脱硫热控系统在启、停、运行及事故处理情况下均应不影响电厂主机组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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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热工自动化水平
６２２１　脱硫系统应实现脱硫工艺系统及其辅助系统的自动化运行。
６２２２　脱硫系统应采用集中控制，在控制室实现脱硫工艺系统及其辅助系统的启停，运行工况监
视和调整，停机和事故处理。

６２２３　烟气脱硫可采用分散控制系统 （ＤＣＳ）或可编程控制器系统 （ＰＬＣ），其功能包括数据采
集和处理 （ＤＡＳ）、模拟量控制 （ＭＣＳ）、顺序控制 （ＳＣＳ）及连锁保护。
６２２４　随辅机设备本体成套提供及装设的检测仪表和执行装置，应满足脱硫装置运行和热控自动
化的功能与接口要求。

６２３　控制方式及控制室
６２３１　脱硫系统的控制应采用集中控制方式，宜将脱硫系统和除尘、除灰渣系统的控制集中在同
一个控制室内。一般两炉设一个烟气脱硫控制室；当规划容量明确时，也可采用四台炉合设一个烟

气脱硫控制室。已建电厂增建脱硫系统应因地制宜，设独立控制室或与除灰控制室合并。具备条件

时，可以将脱硫装置的控制纳入机组单元控制室。

６２３２　脱硫系统应在控制室内以操作员站显示屏和键盘作为监视控制中心，不设置常规仪表。
６２３３　对不影响整体控制系统的辅助装置，可设就地控制设备。对就地巡检需要监视和操作的场
所，可设就地监视和操作手段，但重要信息应送至控制室。就地操作手段用于故障或事故时的紧急

操作。

６２４　热工检测
６２４１　烟气脱硫热工检测包括：

（１）脱硫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２）辅机的运行状态；
（３）电动和气动阀门的开闭状态以及调节阀的开度；
（４）仪表和控制用电源、气源及其他必要条件的供给状态和运行参数；
（５）脱硫变压器、脱硫电源系统及电气系统和设备的参数与状态检测；
（６）必需的环境参数。

６２４２　烟气分析仪宜按脱硫系统运行监控需要独立设置，装设在脱硫系统的进／出口烟道上。
６２４３　用于环境监测的烟气连续监测系统应装设在烟囱上，并提供通讯接口，向环境保护部门定
时传输数据和图表。

６２５　热工保护
６２５１　烟气脱硫热工保护应纳入脱硫控制系统，并由脱硫控制系统软逻辑实现。
６２５２　热工保护系统的设计应有防止误动和拒动的措施，保护系统电源中断和恢复不会误发动作
指令。

６２５３　热工保护系统应遵守独立性原则。
（１）重要的保护系统的一次元件应单独设置。
（２）重要的保护系统应有独立的Ｉ／Ｏ通道，并有电隔离措施。
（３）冗余的Ｉ／Ｏ信号应通过不同的Ｉ／Ｏ模件引入。

６２５４　保护用控制器应采取冗余措施。
６２５５　热工保护系统输出的操作指令应优先于其他任何指令。
６２５６　脱硫系统保护动作原因应设事故顺序记录和事故追忆功能。
６２６　热工顺序控制及连锁
６２６１　顺序控制的功能应满足脱硫系统的启动、停止及正常运行工况的控制要求，并能实现脱硫
系统在事故和异常工况下的控制操作，保证脱硫系统设备安全。

６２６２　顺序控制应能完成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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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现脱硫系统的顺序启停；
（２）实现辅机与其相关阀门、挡板的顺序控制、控制操作及试验操作；
（３）实现辅机与其相关的冷却系统、润滑系统、密封系统的连锁控制；
（４）在发生局部设备故障跳闸时，连锁启动备用设备。

６２６３　辅助装置的就地控制设备应能实现辅助装置相关设备的顺序控制功能，并设有与烟气脱硫
控制系统的接口，实现脱硫系统的顺序启停。

６２７　热工模拟量控制
６２７１　脱硫系统应有较完善的热工模拟量控制系统，以满足锅炉不同负荷阶段中脱硫系统安全经
济运行的需要，还应考虑在装置事故及异常工况下与相应的连锁保护协调控制的措施。

６２７２　模拟量控制系统应能在脱硫系统投入时全程进行循环流化床床压、脱硫系统出口 ＳＯ２含
量、脱硫塔烟温、除尘器料位的控制。各控制回路控制方式间的切换，应设切换逻辑，并能双向无

扰动地切换。

６２７３　重要热工模拟量控制项目的变送器应双重 （或三重）化设置 （烟气分析仪除外）。

６２８　热工报警
６２８１　热工报警由烟气脱硫控制系统实现。热工报警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工艺系统主要热工参数和电气参数偏离正常运行范围；
（２）热工保护动作及主要辅机故障；
（３）热工监控系统故障；
（４）热工电源、气源故障；
（５）辅助系统故障；
（６）主要电气设备故障。

６２８２　烟气脱硫控制系统的所有模拟量输入、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数字量输出和中间变量
的计算值，都可作为报警源。

６２８３　脱硫系统功能范围内的全部报警项目应能在操作员站显示屏上显示和在打印机上打印。在
烟气脱硫启停过程中应抑制虚假报警信号。

６２９　分散控制系统
６２９１　脱硫系统的控制系统选型应坚持成熟、可靠的原则，具有数据采集与处理、自动控制、保
护、连锁等功能。

６２９２　当脱硫系统具有两个及以上单元时，宜设置公用系统控制系统网络，经过通讯接口分别与
两个 （及以上）单元控制系统相联。公用系统应能在两套 （及以上）控制系统中进行监视和控制，

并应确保任何时候仅有一套控制系统能发出有效操作指令。

６２９３　烟气脱硫控制系统应设置与机组 ＤＣＳ进行信号交换的硬接线和通讯接口，以使脱硫系统
能与机组协调运行。

６２９４　在电厂装设ＭＩＳ或ＳＩＳ系统时，烟气脱硫控制系统应设置与ＭＩＳ或ＳＩＳ的通讯接口。当与
ＭＩＳ或ＳＩＳ系统通信时应考虑设置安全可靠的保护隔离措施。
６２１０　热工电源和气源
６２１０１　热工控制柜 （盘）进线电源的电压等级不得超过２２０Ｖ，进入控制装置柜 （盘）的交、

直流电源除停电一段时间不影响安全外，应各有两路，互为备用。工作电源故障需及时切换至另一

路电源，应设故障报警和自动切换装置。

６２１０２　烟气脱硫控制系统及保护装置应设互为备用的两路电源，一路采用交流不停电电源，一
路来自脱硫工作段电源。

６２１０３　脱硫系统交流不停电电源在机组交流不停电电源容量允许下可以引自机组，也可单独设
置。交流不停电电源原则上由电气统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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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０４　每组热工交流动力电源配电箱应有两路输入电源，分别接自脱硫厂用低压母线的不同段。
６２１０５　采用气动执行机构时，气源品质和压力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满足气动执行机构的需要。
６３　建筑及结构
６３１　一般规定
６３１１　本规定是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规范并结合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

特点制定的。凡本规范未涉及的部分，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６３１２　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的土建设计应全面贯彻安全、适用、经

济、美观的方针。

６３２　建筑
６３２１　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的建筑设计应该根据生产流程、功能要求、自然条件、火电厂主
体工程、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等因素，并结合工艺设计做好建筑物的平面布置、空间组合、建筑造

型、色彩处理以及维护结构的选择；配合工艺解决建筑物内部交通、防火、防爆、防水、防腐蚀、

防噪音、防尘、防小动物、抗震、隔振、保温、隔热、日照、采光、自然通风和生活设施等问题。

在进行造型、外观和内部处理时，应把建筑物和工艺设备在色彩上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考虑，并注

意将构筑物与火电厂主体工程的协调。

６３２２　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建筑有条件时应积极采用多层建筑和联合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
ＧＢ５０２２９及国家其他有关防火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６３２３　建筑物宜优先考虑天然采光，建筑物室内天然采光照度应符合 ＧＢ／Ｔ５００３３的要求。采光
口不宜过大，其布置应考虑不受设备遮挡的影响，侧窗设计应考虑建筑节能和便于清洁，避免设置

大面积玻璃窗。

６３２４　脱硫建筑宜采用自然通风；墙上和楼层上的通风孔应合理布置，避免气流短路和倒流，并
应减少气流死角。

６３２５　建筑物的室内外墙面应根据使用和外观需要进行适当处理。
地面和楼面材料除工艺要求外，宜采用耐磨、易清洗的材料。

室内装修防火要求应符合 ＧＢ５０２２２的规定。
有腐蚀性物质的房间，其内表面 （包括室内外排放沟道的内表面）应防腐蚀。

６３３　结构
６３３１　结构设计应在承载力、稳定、变形和耐久性等方面满足生产使用要求，同时尚应考虑施工
条件。对于混凝土结构必要时应验算结构的抗裂度和裂缝宽度。当有动力荷载时，应做动力验

算。　　　
６３３２　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的建 （构）筑物结构设计应根据使用过程中在结构上可能同时

出现的荷载，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荷载 （效应）组合，并应取各自的

最不利的效应组合进行设计。

一般荷载的分项系数，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频遇值系数、准永久值系数，荷载组合，除下

列规定外，均按 ＧＢ５０００９执行。
设备、管道、生石灰仓、消石灰仓等可变荷载，其荷载分项系数取１３。建、构筑物的屋面、楼

（地）面在生产使用、检修、施工安装时，由设备、管道、材料堆放、运输工具等重物所引起的荷

载，以及所有设备、管道支吊架等作用于土建结构上的荷载均应由工艺专业提供。

当工艺专业提供全部设备 （管道）荷载时，楼面活荷载可按２０ｋＮ／ｍ２取值。
当工艺专业提供主要设备及管道荷载时，楼面活荷载可按表６１采用。

６３３３　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的建 （构）筑物抗震设防应按ＧＢＪ１１、ＧＢ５０１９１和ＧＢ５０２６０执
行。

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的土建建 （构）筑物应按 ＧＢＪ１１中丙类建筑进行抗震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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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地震作用时，建、构筑物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结构、设备、构配件重力荷载标准值和各

可变荷载组合值之和。各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按表６２采用。
６３３４　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的建 （构）筑物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２００ＭＷ及以上机组的
除尘器 （包括一级除尘器、二级除尘器）、脱硫塔支架和生石灰仓、消石灰仓及其支架宜采用钢结

构。

表６１　屋面、楼 （地面）活荷载属

项次 类　　　别
标 准 值／

（ｋＮ／ｍ２）

组合值系数

Ψｃ

准永久值系数

Ψｑ

１ 　配电装置楼面 ６０ １０ ０８

２ 　控制室楼面 ４０ １０ ０７

３ 　电缆夹层 ４０ １０ ０７

４ 　楼梯 （考虑设备运输时） ４０ ０７ ０５

５ 　设备、管道层楼面
　由工艺提供，或参照电厂相
应楼层采用

１０ ０７

６
　屋面活荷载 （不上人屋面，无设

备、管道等）
０７ ０７ ０

７ 　屋面活荷载 （有设备、管道等）
　由工艺提供，或参照电厂相
应屋面采用

１０ ０７

８
　生石灰仓、消石灰仓等中的填料
自重

　填料比重由工艺提供 １０ １０

６３３５　地基与基础的设计，应根据工程地质资料、结合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工程 （烟气循环流

化床法）的各建 （构）筑物的使用要求，充分吸取地区建筑经验，综合考虑结构类型、材料供应等

因素，采用安全、经济、合理的地基基础形式。

表６２　组合值系数

载　荷　种　类 组 合 值 系 数

一般设备载荷 １０

按等效荷载计算的楼面活荷载 ０７

屋面活荷载 （一般不上人，无设备、管道等） ０

屋面活荷载 （有设备、管道） ０７

生石灰、消石灰仓等中的填料自重 ０８

地基除作承载力计算外，必要时应对地基变形和稳定作验算。当天然地基的承载力、变形或稳

定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采用人工地基。

除尘器 （包括一级除尘器、二级除尘器）、脱硫塔支架上应设置沉降观测点。

６４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６４１　一般规定
６４１１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的设计施工中应符合ＤＬ／Ｔ５０３５和ＧＢ５０２４３及国家有关现行标
准。

６４２　采暖通风
６４２１　脱硫岛区域建筑物的采暖应与其他建筑物一致。当厂区设有集中采暖系统时，采暖热源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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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厂区采暖系统提供。

６４２２　对位于非集中供暖地区且无集中供暖系统的电厂，脱硫岛区域建筑物的采暖可以采用热泵
型空调器、电热器等方式作为供暖热源。

６４２３　脱硫岛电控楼冬季供暖室内计算温度按表６３选用。

表６３　脱硫岛区域建筑物冬季供暖室内计算温度

项　次 供暖房间名称 供暖室内计算温度／℃

１ 脱硫控制室 １８

２ 脱硫配电室 １８

３ 工程师站 １８

４ 电子设备间 １８（或按工艺要求）

６４２４　脱硫岛主控制室下层的电缆层不必设供暖设备。对于冬季室外通风计算温度低于或等于
－１０℃的地区，脱硫岛主控制室的底层主要出入外门宜设置热风幕。
６４２５　散热器供暖系统和热风供暖系统，两个系统的管道应分开设置。
６４３　空气调节
６４３１　脱硫岛控制室、工程师站室及电子设备间应该设置空气调节装置。
６４３２　在寒冷地区，通风系统的进、排风口宜考虑防寒措施。
６４３３　通风系统的进风口宜设在清洁干燥处，电缆夹层不应作为通风系统的吸风地点。在风沙较
大地区，通风系统应考虑防风沙措施。在粉尘较大地区，通风系统应考虑防尘措施。

６４３４　脱硫岛用配电装置室发生火灾时，应能自动切断通风机的电源。
６５　消防系统
６５１　脱硫岛的消防设计应贯彻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防止或减少火灾危害，保障人

身和财产安全。

６５２　脱硫岛应有完整的消防给水系统，还应按消防对象的具体情况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专用
灭火装置，并应合理配置灭火器。

６６　烟气排放在线连续监测系统 （ＣＥＭＳ）
６６１　设置目的
６６１１　实时监视、调整脱硫运行参数，确保脱硫装置正常运行。
６６１２　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火电厂烟气污染物排放数据。
６６２　设置位置及数量
６６２１　用于为烟气脱硫装置实现闭环控制和性能考核提供数据的 ＣＥＭＳ，其检测点分别设在烟气
脱硫装置进口和出口。其中进出口检测项目至少应包括烟尘、ＳＯ２、Ｏ２，并与烟气脱硫装置的控制系
统联网。

６６２２　用于环保部门监测电厂烟气污染物排放指标的 ＣＥＭＳ，其监测点应设置在烟囱上或烟囱入
口。检测项目应至少包括烟尘、ＳＯ２、ＮＯｘ、温度、Ｏ２、流量。
６６２３　当烟气脱硫装置出口的ＣＥＭＳ与环保监测的ＣＥＭＳ合并使用时，应首先取得当地环保部门
的同意，在确保满足环保部门要求的前提下，还应满足脱硫装置在各种运行条件下提供的数据能符

合烟气脱硫装置控制系统的要求。

６６３　用于环保监测的ＣＥＭＳ应符合ＨＪ／Ｔ７５和ＨＪ／Ｔ７６的要求。其监测探头应安装在烟气脱硫装
置净烟气烟道和旁路烟道的汇流点的下游，并预留环保部门实施远程监测的接口。

７　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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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在脱硫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烟气、废水、废渣、噪声及其他污染物排放，应贯彻执行
国家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的有关规定。

７１２　脱硫工程在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采取各种防治措
施，保护人身的安全和健康。

７１３　脱硫工程的安全管理应符合 ＧＢ１２８０１中的有关规定。
７１４　脱硫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有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的论证内容。在初步设计阶
段，应提出深度符合要求的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专篇。

７１５　建设单位在脱硫工程建成运行的同时，安全和卫生设施应同时建成运行，并制订相应的操作
规程。

７２　环境保护
７２１　脱硫装置的设计、建设，应以ＧＢ１３２２３为依据，烟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该标准的要求。
７２２　脱硫岛的设计、建设，应采取有效的隔声、消声、绿化等降低噪声的措施，噪声和振动控制
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Ｊ８７和ＧＢ５００４０的规定，厂界噪声应达到ＧＢ１２３４８的要求。
７２３　脱硫灰处置宜优先综合利用，加工成建材产品。暂无综合利用条件，采取贮存、堆放措施
时，贮存场、贮存间等的建设和使用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９９的规定。
７３　劳动安全
７３１　脱硫工程的建设应遵守ＤＬ５００９１和ＤＬ５０５３及其他有关规定。
７３２　脱硫工程的防火、防爆设计应符合ＧＢＪ１６、ＧＢ５０２２２和ＧＢ５０２２９等有关规范的规定。
７３３　脱硫岛应备有防尘面罩、洗眼液等防护用品。
７３４　建立并严格执行经常性的和定期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７４　职业卫生
７４１　脱硫岛室内防尘、防噪声与振动、防电磁辐射、防暑与防寒等职业卫生要求应符合ＧＢＺ１的
规定。

７４２　生石灰、消石灰及脱硫副产物的贮运，应采用密闭性较好的设备，并应有防止漏粉、漏灰及
飞扬的措施。在易发生粉尘飞扬或洒落的区域设置必要的除尘设备或清扫措施。

７４３　制粉系统等可能产生粉尘污染的装置，宜采用全负压密闭系统，尽量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操
作，减少人工直接操作，并采取适当通风措施。

７４４　应尽可能采用噪声低的设备，对于噪声较高的设备，应采取减震消声措施，尽量将噪声源和
操作人员隔开。工艺允许远距离控制的，可设置隔声操作 （控制）室。

８　工程施工与验收

８１　工程施工
８１１　脱硫工程设计、施工单位应具有国家相应工程设计、施工的资质。
８１２　脱硫工程的施工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施工程序及管理文件的要求。
８１３　脱硫工程应按设计文件进行建设，对工程的变更应取得设计单位的设计变更文件后再进行施
工。

８１４　脱硫工程施工中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并应取得供货商的产品
合格证后方可使用。

８１５　施工单位除遵守相关的施工技术规范以外，还应遵守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劳动安全及卫生、
消防等国家强制性标准。

８２　工程验收
８２１　竣工验收
８２１１　脱硫工程验收应按 《建设项目 （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相应专业现行验收规范和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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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严禁投入生产性使用。

８２１２　脱硫工程验收应依据：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批准的设计文件和设计变更文件、工程合
同、设备供货合同和合同附件、设备技术说明书和技术文件、专项设备施工验收规范及其他文件。

８２１３　脱硫工程中选用国外引进的设备、材料、器件应按供货商提供的技术规范、合同规定及商
检文件执行，并应符合我国现行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有关要求。

８２１４　工程安装、施工完成后应进行调试前的启动验收，启动验收合格和对在线仪表进行校验后
方可进行分项调试和整体调试。

８２１５　通过脱硫装置整体调试，各系统运转正常，技术指标达到设计和合同要求后，应进行启动
试运行。

８２１６　对整体启动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应及时消除。在整体启动试运行连续试运１６８ｈ，技术指
标达到设计和合同要求后，建设单位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生产试运行申请。经

批准后，方可进行生产试运行。

８２２　环境保护验收
８２２１　脱硫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按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一

般应在自生产试运行之日起的３个月内，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脱硫工程的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对生产试运行３个月仍不具备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的，可申请延期验收，但生产试
运行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８２２２　脱硫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除应满足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的条

件外，在生产试运行期间还应对脱硫装置进行性能试验，性能试验报告应作为环境保护验收的重要

内容。

８２２３　脱硫装置性能试验包括：功能试验、技术性能试验、设备和材料试验。其中，技术性能试
验至少应包括以下项目：

（１）脱硫效率和除尘效率；
（２）吸收剂利用率与钙硫比；
（３）烟气排放温度和系统压力降；
（４）水量消耗；
（５）电能消耗；
（６）吸收剂活性与纯度；
（７）脱硫副产物组成等。

８２２４　脱硫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主要技术依据包括：
（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文件；
（２）各类污染物环境监测报告；
（３）批准的设计文件和设计变更文件；
（４）脱硫性能试验报告；
（５）试运行期间烟气连续监测报告；
（６）完整的启动试运行、生产试运行记录等。

８２２５　经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后，脱硫装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运行。

９　运行与维护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脱硫装置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除应执行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
规定。

９１２　未经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停止运行脱硫装置。由于紧急事故造成脱硫装置

５１



ＨＪ／Ｔ１７８ ２００５

停止运行时，应立即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９１３　脱硫装置的运行应达到以下技术指标：装置的可用率大于９５％，各项污染物应达标排放。
９１４　脱硫装置运行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进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各类设备、电气、
自控仪表及建 （构）筑物进行检查维护，确保装置稳定可靠地运行。

９１５　脱硫装置使用燃料的含硫量不得在超过设计燃料含硫量的条件下长期运行。
９１６　脱硫装置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各项污染物排放应满足７２的规定。
９１７　电厂应建立与脱硫装置运行维护相关的各项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操作和维护规程；建立脱
硫装置、主要设备运行状况的台账制度。

９２　人员与运行管理
９２１　根据电厂管理模式特点，对脱硫装置的运行管理可成为独立的脱硫车间或其他管理方式。
９２２　脱硫装置的运行人员宜单独配置。当电厂需要整体管理时，也可以与机组合并配置运行人
员。但电厂至少应设置１名专职的脱硫技术管理人员。
９２３　电厂应对脱硫装置的管理和运行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管理和运行人员系统掌握脱硫设备及
其他附属设施正常运行的具体操作和应急情况的处理措施。运行操作人员上岗前还应进行至少以下

内容的专业培训：

（１）启动前的检查和启动要求的条件；
（２）处置设备的正常运行，包括设备的启动和关闭；
（３）控制、报警和指示系统的运行和检查，以及必要时的纠正操作；
（４）最佳的运行温度、压力、脱硫效率的控制和调节，以及保持设备良好运行的条件；
（５）设备运行故障的发现、检查和排除；
（６）事故或紧急状态下人工操作和事故处理；
（７）设备日常和定期维护；
（８）设备运行及维护记录，以及其他事件的记录和报告等。

９２４　电厂应建立脱硫系统运行状况、设施维护和生产活动等的记录制度，主要记录内容包括：
（１）系统启动、停止时间；
（２）吸收剂进厂质量分析数据，进厂数量，进厂时间；
（３）系统运行工艺控制参数记录，至少应包括：脱硫装置出、入口烟气温度、烟气流量、烟气

压力、吸收塔压差、用水量等；

（４）主要设备的运行和维修情况的记录，包括对批准设置旁路烟道的、旁路挡板门的开启与关
闭时间的记录；

（５）烟气连续监测数据、脱硫副产物处置情况的记录；
（６）生产事故及处置情况的记录；
（７）定期检测、评价及评估情况的记录等。

９２５　运行人员应按照电厂规定坚持做好交接班制度和巡视制度，保证脱硫装置的正常运行。
９３　维护保养
９３１　脱硫装置的维护保养应纳入全厂的维护保养计划中。
９３２　电厂应根据脱硫装置技术负责方提供的系统、设备等资料制定详细的维护保养规定。
９３３　维修人员应根据维护保养规定定期检查、更换或维修必要的部件。
９３４　维修人员应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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