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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工业废气是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成我国大部分地区

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推动经济的发展，几十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工业和

制造业的建设，行业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其排放物对大气产生的污染。目前我国大

气污染主要以臭氧（O3）和细颗粒物（PM2.5）为特征污染物。近年来，全国对

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控制取得明显进展，但有机气态污染物的排放量

仍呈增长趋势，对大气环境影响日益突出。有机气态污染物包括非甲烷烃类（烷

烃、烯烃、炔烃、芳香烃等）、含氧有机物（醛、酮、醇、醚等）、含氯有机物、

含氮有机物、含硫有机物等，是形成 PM2.5和 O3污染的重要前体物。有机气态污

染物的排放还会导致大气氧化性增强，且部分有机气态污染物会产生恶臭，在影

响生态环境和公众的身体健康的同时，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进

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打好蓝天保卫战，需要全面加强工业有机废气的处理净

化工作。 

自“十一五”以来，“节能减排”战略已成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和产业发展方针，“十二五”期间乃至“十三五”开局之年，国家密

集出台了一系列重大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和规划。2016 年 3 月发改委发布《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完善环境标准和技术政策体系，淘汰

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工艺设备和产品，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发展。2016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对国家各个行



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计税和税收减免，以奖惩分明推动国家环保发展。2017

年 4 月 10 日，环保部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完

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对改善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在十九大所做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推进为各部门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相关机构的政策落实明

确了方向，制定了政策约束。随着政策的鼓励和鞭策，废气净化装置已成为工厂、

企业处理废气，满足环保排放要求时的必要装置。 

然而，据环保部通报，2017 年度环保部派出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强化督查组的督查工作显示，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仍超过检查总数的一半以

上，涉气问题包括超标排放、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等。有

的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环保督察政策，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做法，不论企业是

否环保达标，一律实行错峰停产；更有的地方对涉及污染的企业一关了之，对企

业走向绿色生产、清洁生产，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此类问题的存在，

其根本原因在于废气净化装置行业市场混乱，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导致工厂、企

业难以选购和使用废气净化装置。目前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中，对各种行业的气

态污染物排放都已作出明确规定，但是针对处理工业有机废气的净化装置，却仅

有针对工业废气吸附净化装置、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和工业有机废气催化净化

装置的环保行业标准，缺乏覆盖面广、可以与排放标准对接的国家标准。 

为了满足生产及使用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的工厂、企业单位的需要，现

提出《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性能测定方法》，旨在建立一套针对工业用的气态

污染物净化装置的性能测试方法，用以测试使用中以及市场贩售的工业有机废气

净化装置的综合性能，为将来此类装置的产品标准建立打下基础，也为改善我国

大气环境质量作出积极贡献。 



2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5 年第二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综

合[2015]52 号）要求，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全国环保产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5）归口管理并组织制定，由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院牵头组织制定，标准计划编号为 20151929-T-303。 

3 协作单位 

标准制订过程中，主要的协作单位有：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同济大学、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

行业协会、苏州阿洛斯环境发生器有限公司、南京工业大学、北京华钛高科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朗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江苏同庆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上品环境净化技术有限公

司、上海晋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曙光环境治理新技术研究中心、东莞

宇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4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4.1 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和规定，确定标准的组成要素。 

4.2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1）与国家环保政策紧密结合； 

（2）与现有的气态有机物污染物采样方法、气态有机物污染物浓度检测方法以

及污染物大气排放标准协调配套。 

 

5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本标准制定分准备、起草、征求意见及修改等三个主要

阶段，目前即将进入意见征求阶段。自标准制定任务下达起，经历 1 次标准制定

会议、多次工作组内征求意见和 1 次研讨会。 

准备阶段： 

2015 年 9 月，准备标准的制订，召开第一次启动前研讨会，确立调研方向；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展开标准背景调研，收集信息； 

2016 年 7 月，召开第二次启动前研讨会，讨论汇总调研情况；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2 月，进行现场调研，继续信息收集； 

2017 年 3 月，召开第三次启动前研讨会，再次汇总调研情况；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9 月，深入补充完善背景调研工作。 

起草、征求意见阶段： 

2017 年 9 月，征集标准参编意向单位，初步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7 年 11 月，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即标准制订启动会，

明确了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结构框架； 

2017 年 12 月，技术指标、测试方法的研究和确定，起草标准草案； 

2018 年 1 月至 3 月，征求工作组内意见，完善标准草案，形成草案二稿； 

2018 年 3 月底，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对标准的适用范围、测试

方法、草案二稿进行深入研讨； 

2018 年 4 月至 5 月，根据工作组意见，再次完善标准草案，形成草案第三稿； 

2018 年 5 月至 7 月，再次征求工作组内意见，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6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由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试验设备、试验方法、

计算和附录等部分构成。 

6.1 适用范围 



本部分给出了标准的适用范围，以及可参考本方法执行的装置范围。 

本标准主要针对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以下简称“净化装置”），指用于

净化工业生产过程中集中排放的有机废气的装置。目前对于工业生产所排放的烟

尘粉尘、酸碱废气等，我国都已有较为完善的净化处理体系和相关评价方法，然

而在有机废气领域，由于此类废气组成成分复杂，处理净化技术手段多样化且持

续发展更新，存在着评价方法和管理规则的空缺。本标准从实际应用需求的角度，

规定了工业用有机废气净化装置性能的术语和定义、试验方法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处理风量不小于 150 m3/h 的净化装置。此额定处理风量下

限与 HJ/T 386《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附净化装置》、HJ/T 387《环

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HJ/T 389《环境保护产品技术

要求 工业有机废气催化净化装置》等标准中规定的范围相一致。额定处理风量

小于 150 m3/h 的净化装置可参考本测定方法执行。 

本标准第 5.7 章“排放试验”针对工业生产集中排放的有机废气，其余部分

可适用于处理其他来源的有机气体的净化装置，或原理、结构类似的处理恶臭类

气体的装置。处理其他来源有机气体的净化装置，如实验室、养殖场、恶臭源或

市政工程等非工业来源有机气体的净化装置，以及处理非有机气体的净化装置可

参照本标准进行性能测定。 

6.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 10 条术语和定义，对工业有机废气、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

模拟工况、实际工况、额定状态、额定处理风量、目标污染物、净化效率、压力

损失、运行噪声等术语进行了定义。其中目标污染物、额定状态、额定处理风量、

净化效率、压力损失、运行噪声等术语参考环境保护产品相关标准进行了定义，

保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工业有机废气指从各种工业生产及其有关过程中产生，包含一定量的有机气

态污染物，最终排放入大气的气体。其中，有机气态污染物主要包括各种烃类、



烯烃、芳香烃、醇类、醛类、酸类、酮类等，来自石油化工、石油炼制、钢铁、

合成树脂、生物制药、橡胶、家具、印刷、喷涂、香料、食品、化妆品等多种行

业。本标准针对的工业有机废气为厂方收集汇总后集中排放入大气的气体。 

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指采用一种或多种净化技术手段，净化工业有机废气

的装置。传统常见的净化技术手段包括回收、吸附、燃烧、催化和生物等都在不

断拓展与进步，新的净化技术，如等离子体、紫外光解等也在不断开发完善的过

程中。从目前的实际废气净化情况来看，采用单一的治理技术往往难以达到净化

效果，因此净化装置常采用多种净化技术组合的形式来保证净化效果。为推动和

促进净化技术的发展，本标准净化装置采用的技术手段不做限制。 

本标准中，模拟工况指人为模拟净化装置额定状态下的工作状况，实际工况

指实际生产过程中净化装置的工作状况。模拟工况较实际工况更加稳定可控，便

于进行对部分指标的检测。可以使用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污染物发生装置，或通过

其他手段来形成模拟工况。 

6.3 试验设备 

本标准中，一般气体参数测试仪器与设备的要求与 GB 16157-1996《固定污

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中保持一致，气相色谱仪、质谱

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等与环保标准中测定对应有机污染物方法中的要求保持一致。 

除上述基础试验设备外，针对模拟工况，本标准提出对污染物发生装置的要

求。污染物发生装置需有能力发生涵盖净化装置目标污染物，发生的污染物算术

平均浓度与目标浓度偏差不超过±15%，8 小时均方差不超过±15%。 

本标准允许使用在线气态污染物浓度测试仪，同时对其校准情况做出要求：

需以标准气体定期校准，与化学法或色谱法测得的数据比较，偏差在±10%以内。 

6.4 试验方法 

本部分包括对净化装置性能测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气密性、压力损失、

风量、运行噪声、净化效率、排放六个方面的试验。 

6.4.1 试验前准备工作 



本部分包括对被测净化装置信息的收集、检查被测净化装置的安全要求、

采样口配置、被测净化装置对二次污染物的处理措施、检测过程中所用仪器设备

的可靠性和检测人员的安全性等，是开展净化装置性能测试的前提。 

安全要求包括安装环境的安全、配置安全措施以及试验人员的安全，参考

的标准包括：GB 383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器设备》、GB50057《建筑物防雷

设计规范》、GB 50058《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T 16157、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 2026《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

规范》、HJ 2027《催化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T 386、HJ/T 387、

HJ/T 389 等。 

采样口的配置主要参考 GB/T 16157-1996、HJ/T 1《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

固定位装置》等标准。 

对二次污染物的处理要求主要参考 HJ 2026-2013、HJ 2027-2013 等标准。 

6.4.2 气密性试验 

本标准中，净化装置气密性评价指标为漏风率。 

漏风率的测量原理和方法主要参照 GB/T 16157-1996、GB/T 15335-2006《风

筒漏风率和风阻的测定方法》等标准。本项目可在非工况条件下测量，为减少所

需测量的参数，精简测量步骤，本标准对测试条件进行了要求，要求通入气温约

为 20 ℃，干燥、洁净的空气。 

6.4.3 压力损失试验 

本标准中，净化装置压力损失的评价指标指进口管道与出口管道测量截面上

气体的平均全压之差。 

压力损失试验中压力的测量方法主要参考 GB/T 16157-1996。 

6.4.4 风量试验 

本标准中，风量指通过净化装置的气体流量。 

风量测量参考的标准和文件包括：GB/T 16157-1996、HJ/T 386-2007 附录 A、

HJ/T 397-2007 等。 



6.4.5 运行噪声 

本标准中，运行噪声以声压法测量。 

6.4.6 净化效率试验 

本标准中，净化效率指经净化装置处理后去除的污染物的量与处理之前的量

之比，试验分为废气采样、目标污染物浓度检测及计算三部分。 

废气采样与污染物浓度检测的方法依据目标污染物具体种类，参考对应的环

境大气污染物采样与浓度检测方法标准进行。本标准推荐参考的标准可见附录 B。 

废气采样的原则参考 GB 16157-1996。 

为保证试验所得净化效率确实反映净化装置净化性能，本标准对采样时进入

净化装置的废气中目标污染物浓度进行了限定：模拟工况下，进口的污染物浓度

应稳定维持在装置标称的污染物处理浓度的±15%范围内；实际工况下，测得的

进口的污染物浓度不得超过标称的污染物处理浓度，且不低于标称污染物处理浓

度的 70%，否则该次测量视作无效。 

涉及燃烧技术的净化装置，需将测得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气体含氧量固定的基

准浓度。含氧量的检测和换算参考 GB 31571-2015《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等标准。 

6.4.7 排放试验 

工厂废气排放应满足对应地方、行业或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此类标准

中对排放污染物浓度要求的指标主要包括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和去除效率三种。

因此，本标准设此三项指标的试验方法，以供使用者自主选择。 

根据调研，目前部分净化装置，如净化原理中包含催化技术的净化装置，存

在将大分子目标有机物污染物转化为小分子其他有机物污染物的可能性。针对此

类情况，本标准在目标污染物排放试验之外，增设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试验。 

本标准中，排放浓度评价指标为净化装置出口处污染物浓度；排放速率评价

指标为单位时间内净化装置排放污染物的量；去除效率评价指标为净化效率。 

6.5 计算 



本部分针对净化装置的相关性能指标，列出了对应试验的计算方法。 

6.5.1 漏风率计算 

对应本标准 5.2 章气密性试验部分，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GB/T 15335-2006、

HJ/T 397-2007 等。 

6.5.2 压力损失计算 

对应本标准 5.3 章压力损失试验部分，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HJ/T 397-2007。 

6.5.3 风量计算 

对应本标准 5.4 章风量试验部分，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GB/T 16157-1996、HJ/T 

386-2007 附录 A、HJ/T 397-2007 等。 

6.5.4 净化效率计算 

对应本标准 5.6 章净化效率试验部分，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HJ/T 386-2007、

GB 31571-2015 等。 

6.5.5 排放速率计算 

对应本标准 5.7 章排放试验部分，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HJ/T 397-2007《固定源

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7 附录 

本标准共有污染物发生装置和常见污染物的采样和浓度测定方法、主要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 3 个附录，皆为资料性附录。 

（1）附录 A（资料性附录）污染物发生装置 

本附录为在模拟工况下，检测净化装置净化效率和排放浓度时，所需使用的

污染物发生装置提供参考。 

（2）附录 B（资料性附录）常见污染物的采样和浓度测定方法 

针对本标准第 5.6 章、第 5.7 章，提供常见气态有机物污染物的采样方法和

样品浓度测定方法参考。 

（3）附录 C（资料性附录）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针对本标准第 5.7 章，为使用者选择是否进行排放浓度、排放速率或去除效

率指标检测提供参考。 

8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特别是与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与既有采

样和浓度测定方法（见附录B）协调配套，同时配合现行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见附录C）执行。因此，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相协调。 

9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