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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和编制单位 

更具江苏省能源行业协会苏能协（2024）14 号文，确定了 2024 年第二批江

苏省能源行业协会标准指定计划，《高低温耦合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指南》位列

其中。 

《高低温耦合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指南》编制说明（初稿）》的制订任务由

江苏省能源行业协会承担，主编单位是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成都锐思环保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环

境保护工作。国务院于 2015 年 4 月 2 日下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

〔2015〕17 号)（以下简称《水十条》）。《水十条》指出了我国水资源安全的严重

形势：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十

分突出，影响和损害群众健康，不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而水环境保护事关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河南省、辽宁省、北京市及上海市等省市也出台了地方标准，限制排放废水的总

溶解固体物、氯盐及氨氮浓度等控制指标。 

石灰石-湿法脱硫工艺为大型燃煤锅炉烟气治理的主流技术，其产生的脱硫废

水高含盐量是企业内最难处理的废水，也是全厂水资源梯级利用的最末段，解决

脱硫废水的零排放问题，就能最终解决全厂废水的零排放问题。常规脱硫废水处

理技术虽然可以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但是脱硫废水的高

含盐量特性并没有改变。为解决高含盐量脱硫废水对外排放造成的水体污染和满

足地方环保标准的要求，国内绝大部分新建机组环评批复意见均为脱硫废水不外

排，已建机组也面临实现全厂废水和脱硫废水零排放的改造。 

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经过几年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工艺方案，高低温耦合脱

硫废水零排放技术是其中之一。通过制订《高低温耦合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指南》，

提出相应的工程技术标准，并针对工程建设提出指导性建议，以实现燃煤锅炉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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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废水零排放项目的实施。 

本标准作为高低温耦合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工程技术指南，可规范工程设计，

确保项目稳定运行，对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具有重大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成立编制组，制定工作计划，完成开题报告 

根据工作进度安排，结合当前资料及处理技术现状，撰写开题报告。召开专

家论证会，根据开题报告对《技术指南》编制工作的整体计划做详细论证，对技

术细节进行充分讨论，确定《技术指南》编制的原则，制定编制工作计划。 

2. 调查行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及污染治理的现状 

（1）资料调研 

收集、调查研究国内外燃煤锅炉脱硫废水烟气余热浓缩及浆液干燥固化工艺

的发展状况、污染防治概况、技术政策；通过相关部门进行文献调查和技术查新。 

（2）调查 

对投入运行和建设中的类似脱硫废水零排放项目进行调研，了解项目设计、

运行、维护情况。 

3. 调查结果分析、研究 

结合调研情况及相关行业及国家标准规定，针对设备和工艺改进的情况进行

分析，在工艺方案、系统配置及关键设备的运用及技术参数的选用上予以重点考

虑，提出能满足排放标准的技术指南。 

4. 完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完成初稿和编制说明，并通过开论证会、专家咨询和编制组讨论会等形式对

初稿进行反复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江苏省能源行业协会通过发征求

意见函、网上公布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或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5. 完成、修改送审稿 

汇总处理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及编制说明，召开审议会，

对规范草案进行技术审查。 

6. 完成报批稿 

根据审议会意见修改编制规范，形成报批稿及编制说明，并将规范报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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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江苏省能源行业协会。 

四．编制规范的原则、依据和现行标准及规范的关系 

1. 原则 

本规范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及《团体标准管理

办法》等文件精神，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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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以为燃煤锅炉脱硫废水污染控制措施提供技术规范、指导燃煤

锅炉脱硫废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管理、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不断提高

我国燃煤锅炉脱硫废水污染控制与管理水平为宗旨，根据《江苏省能源行业协会

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突出规范的实践性、科学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具体原则如下： 

（1）实践性原则。通过实践调查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满足现行标

准为前提，适应现有技术水平，体现先进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按照工

程技术规范编制总原则的要求，确定规范的结构和内容，突出技术要求的针对性

和科学合理性。 

（2）科学性原则。规范的方案设计详细全面、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并具

有一定的可分解性和可扩展空间。 

（3）完整性原则。根据环境工程技术规范应服务于环境管理以及运行管理

的要求，规范的内容应包括工艺方案设计、运行管理等主要技术要求的内容。 

2. 依据 

本规范的编制以国家环境保护现有法律、法规、标准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

电力行业其他相关的技术规范和设计手册，结合国内外有关火电厂废水治理工程

建设运行的文献以及调研取得的国内火电厂脱硫废水治理工程运行数据资料，总

结编制本规范。其中涉及的法规、标准主要有：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50040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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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GB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DL5009.1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火力发电厂部分） 

DL/T5029 火力发电厂建筑装修设计标准 

DL 5022 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程 

DL/T5035 火力发电厂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技术规程 

DL 5053 火力发电厂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规程 

DL/T5153 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 

DL/T5046 火力发电厂废水治理设计技术规程 

DL/T5054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技术规定 

DL/T5068 火力发电厂化学设计技术规程 

DL/T 5072 火力发电厂保温油漆设计规程 

GB50212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 

GB/T50729 工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技术标准 

HG/T20229 化工设备、管道防腐蚀施工及验收规范 

3. 与现行标准及规范的关系 

目前，国家排放标准中，仅有《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对现有

单位水污染物的排放管理做总体限制要求，并未对燃煤锅炉废水排放及脱硫废水

零排放单独规范管理；电力行业标准、机械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中已发布与脱硫

废水相关的标准仅有《火力发电厂废水治理设计技术规程》（DL T 5046 -2006），

《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废水处理设计导则》（QDG_1-H002—2008）， 《脱

硫废水处理设备》（JBT 11392-2013），《火电厂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废水控制指

标》（DLT 997-2006），以上标准仅对脱硫废水常规混凝澄清处理工艺的设计、设

备名称以及出水排放指标进行规范管理，并未提及与脱硫废水零排放的相关内容。 

根据初步调研结果，未发现与相关技术标准的交叉、重复，属创新性标准制

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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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未涉及到专利内容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关键条款的说明如下： 

5.1.3 根据烟气性质、运行工况、脱硫废水量及燃煤锅炉主体工程对高低温

耦合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的要求，高低温耦合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配置宜采用单

元制，也可采用多机共用；当采用多机共用时应考虑风机及烟气系统的出力，宜

按单台机组抽取烟气，并考虑足够的检修时间、运行灵活性和隔离措施。 

说明：浓缩塔宜采用一机一塔，当厂内存在多台锅炉时，若布置紧张或考虑

投资成本，可根据实际情况最多采用两机一塔。运行中只从一台锅炉抽取烟气并

返回相应锅炉的脱硫系统入口。 

5.1.4 低温浓缩系统的设计工况浓缩倍率宜不低于 3 倍，宜不高于 6 倍。 

说明：低温浓缩系统浓缩倍率越高，高温烟气干燥系统需要的烟气量越少，

运行经济性更佳。但浓缩系统浓缩倍率过高时，浓缩塔内溶液的沸点升也越高，

相应提高了浓缩系统出口烟温，减少了蒸发能力，运行经济性降低。结合机组低

负荷运行工况的适应性，设计工况浓缩倍率 3-6 倍较为合适。 

5.1.5 高温干燥系统在锅炉 BMCR 工况下的设计出力宜为低温浓缩系统处

理后的设计浓缩浆液量的 120%。 

说明：高温干燥系统抽取的烟气量取决于锅炉空预器的差压，新机组刚投入

运行或空预器清洗后，运行压差会低于设计值，减少了干燥系统的处理能力。因

此干燥系统的设计出力宜留有一定的裕量。 

5.4.2.1 浓缩塔宜采用整体结构，可采用平底落地布置或锥底架空布置，塔本

体宜采用带特殊防腐防渗内层的玻璃钢材质。浓缩塔内最低液位须满足循环泵汽

蚀余量要求。 

说明：浓缩塔内浆液氯离子浓度高达 150000mg/l，pH 小于 1，还有氟离子、

硫酸根离子等，腐蚀性极强。采用碳钢衬玻璃鳞片或其它防腐材料的结构形式，

一旦防腐施工存在问题，碳钢会极快腐蚀，影响塔体结构的安全，因此宜采用采

用带特殊防腐防渗内层的玻璃钢材质。 

5.5.2 当脱硫废水含固量高于 2%时，宜设置预沉装置，可采用澄清器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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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理后废水含固量宜不低于 1%。 

说明：浓缩系统运行中需要保留一定量的石膏晶种以免浓缩过程中产生的石

膏结垢，结合干燥系统的浆液含固量要求，浓缩浆液中含固量宜为 6-10%，因此

脱硫废水中含固量宜为 1-2%。 

5.6.1 5.7.3 高温干燥系统 BMCR 工况下需要抽取烟气量与单台空预器烟气

流量的比值小于 3%时，宜从单侧空预器抽取烟气，大于 5%时，应同时从两台空

预器抽取烟气。 

说明：根据锅炉厂的设计经验，若高温干燥系统 BMCR 工况下需要抽取烟

气量与单台空预器烟气流量的比值小于 3%时，对空预器的影响较小，从单侧空

预器抽取烟气系统简单，烟道的阻力也相应较小，能更好的保障干燥系统的运行。

若烟气量比值大约 5%，对空预器运行较大，此时宜从双侧空预器同时抽取烟气。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已初步完成标准内审，尚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高低温耦合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废水零排放处理技术，

属于国内国际首创，该处理工艺在现行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以及其他团体

标准中属于空白。本项目总结工程设计及运行经验，提出工程设计技术规范，弥

补该技术的相关标准空白。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技术指南为指南性标准，采用本工艺建设的脱硫废水零排放装置还不足够

多，某些方面还需要继续改进，因此作为指南性标准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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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无。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