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保部出台散煤治理路线图，逐步用电能、天然气等替代民用煤 

相关部门的分析结果表明，民用煤燃烧排放是造成重污染天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用煤燃烧排放是造成重污染天气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方采暖区域的民用煤

使用量大面广、煤质超标现象普遍，导致民用煤燃烧的污染物排放量大。 

  《民用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试行）》提出了“民用煤污染治理应

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采取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多措并举、分步推进的

步骤实施”的治理总体思路，还为各地提供了全面、适用的民用煤燃烧污染治理

工具包，包含了更多、更有效的民用煤治理政策和技术选项。 

  优质煤替换是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下的过渡性措施，长远来看，需要逐步用电

能、天然气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替代民用煤。 

  再过几天，我国北方地区将全面进入采暖季，燃煤的污染排放致霾又会成为

一个重要的环保话题。日前，环保部出台《民用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试

行）》，旨在为各地开展民用煤燃烧污染治理，以及冬季污染防治提供总体思路、

技术手段和政策建议，加强民用煤燃烧污染治理有了“路线图”。 

  很多人对去年入冬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连续出现的多次重污染天气还记

忆犹新。究其原因，除受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外，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力度

不够、针对性不强是重要原因。相关部门的分析结果表明，民用煤燃烧排放是造

成重污染天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此，环保部科技司有关负责人分析，京津冀等北方采暖区域的民用煤使用

量大面广，而且煤质超标现象普遍，导致民用煤燃烧的污染物排放量大。“燃烧

同样一吨煤，民用炉具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可能是拥有高效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燃

煤锅炉的数倍甚至十几倍。” 

  以北京为例，2014年北京市电力行业煤炭消耗量为 714万吨，SO2、NOX、

PM10和 PM2.5排放量分别为 0.8万吨、1.8万吨、0.4万吨和 0.3万吨，脱硫效

率为 85%至 93%，脱硝效率为 60%至 86%，除尘效率达 98%以上。民用燃煤量 328

万吨，SO2、NOX、PM10 和 PM2.5排放量分别为 2.8万吨、0.7万吨、1.9万吨和

0.9万吨，民用燃煤集中在采暖季，采暖季民用燃煤的 SO2、NOX、PM10、PM2.5

日排放强度是电力行业的 7倍、1.2倍、8倍和 5倍左右。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伴随对民用煤燃烧造成的空气质量影响认识加深，各地

相继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北京开展了城区“煤改电”工作，启动“减煤换煤、

清洁空气”行动，实施优质型煤“供应、配送、质量监督”等配套措施，重点治

理城乡接合部地区外来人口和小散工商企业用煤；在天津，实现民用煤洁净化全

替代，修订了《工业和民用煤质量》煤质地方标准，在生产、配送、存储环节严

厉打击劣质燃煤，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加大对农村无烟型煤和先进民用炉具

的补贴投入，推进清洁能源替代。 



 

  山西省太原市推进民用洁净焦炭应用，构建民用洁净焦炭质量指标框架，通

过燃煤置换措施等方法减少居民燃煤污染物排放；甘肃省兰州市通过地方立法治

理散煤燃烧，对居民生活散煤采取地方立法、市场整合、流程管控，制定城区民

用无烟块煤和城区民用型煤地方标准，出台《兰州市煤炭经营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鼓励使用清洁能源。 

  该负责人表示，尽管上述种种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经济、技术、

认识、人力等方面的差异，管理办法千差万别，其科学性、适用性、针对性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 

  “治理民用煤燃烧污染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管理外，还包括煤炭、炉具、

房屋、集中供暖、清洁能源（电、气、太阳能等）、经济承受力等因素。”这位

负责人强调。 

  根据《民用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试行）》，其在依据目前的大气

污染形势以及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基础上，提出了“民用煤污染治理应以环境空

气质量改善为核心，采取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多措并举、分步推进的步骤实施”

的治理总体思路。提出了摸清底数、因材施治的民用煤污染治理技术路线。 



 

  结合近年来的新认识、新技术、新资源，《指南》还为各地提供了全面、适

用的民用煤燃烧污染治理工具包。这一工具包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民用煤治理

政策和技术选项。主要技术措施包括：在充分考虑地区经济条件、自然资源、电

网、电价（峰谷电价）、燃气管网等现实的基础上，选择电采暖、燃气采暖、太

阳能采暖、沼气采暖、生物质成型燃料采暖以及组合采暖方式（如太阳能+电、

太阳能+燃气、太阳能+沼气等）等组合采暖技术替代原有燃煤取暖方式；对劣质

民用散煤实施优质煤替换，保证低挥发分、低灰、低硫的优质煤炭和洁净型煤的

供应，积极推进洁净煤加工技术的发展，建立并完善民用煤供应体系；推广符合

国家或地方标准的节能环保型燃煤采暖炉具，规范炉具的安装和使用，鼓励采暖

和炊事功能分开，鼓励居民燃用与炉灶配套的优质煤炭和洁净型煤；以及鼓励在

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和居住较为集中的村镇发展集中供热，大力推动农村建筑节

能改造及节能新民居建设，提高室内舒适性等。 

  此外，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加快民用煤质量标准、民用炉具产品标准以及民

用煤燃烧排放测试和监测方法标准等相关文件的制定和完善；利用互联网、遥感

等新技术，建立民用煤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质量监控体系；完善民用煤供求

及煤质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等。 

  “优质煤替换是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下的过渡性措施，长远来看，需要逐步用

电能、天然气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替代民用煤。”环保部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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