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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散煤燃烧调查及综合治理对策 
               --《农村散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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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雾霾严重程度全年分布 

大气污染物排放负荷巨大 

大气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日趋明显 

重污染天气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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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均生活用能量

农村人均生活用能量

全国人均生活用能量

请将页字段拖至此处

求和项:消费量

年份

资源种类

图 1 全国人均年生活用能量/kgce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2年人均生活用能： 

全国人均294千克标准煤，较2000年增长了137%； 

城镇人均339千克标准煤，较2000年增长了61.4%； 

农村人均246千克标准煤，较2000年增长了224%。 

我国中东部地区大气污染严重 

当
前
我
国
大
气
污
染
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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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12 月 21 日               （ b ） 12 月 8 日   

  

（ c ） 12 月 1 日   

灰霾影响范围最大，

重霾面积约为56万

平方公里 

12月21日 

重霾面积约为51

万平方公里 

12月8日 

重霾面积约为44

万平方公里 

12月1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5年冬季重污染过程 

当
前
我
国
大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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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12月21日 

 从北京、天津、保定、廊坊四个城市的国控站及市控站点监测数据可以看到，

北京南部和保定（除西侧太行山区）、廊坊的污染基本连成一片 

典型重污染日京津冀PM2.5区域分布 

当
前
我
国
大
气
污
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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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北京西南、正南还是东南方向，

监测到的PM2.5、CO浓度都显著高于

城区（官园和南三环）站点，NO2浓

度差异则比较小。 

并且PM2.5和CO浓度呈现很高的相关

性，初步分析是因为北京南部地区的

燃煤散烧强度大，以及南部输送，导

致污染更重。 

原煤散烧和空气质量相关性分析 

当
前
我
国
大
气
污
染
现
状 
 

图片来源; 北京市环境质量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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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户
调
查 

采
集
煤
样 

选择典型农户
进行入户调查，
重点调查居民
采暖和炊事炉
灶类型，并采
集煤样，采集
的样品进行煤
质分析，灰分，
挥发分，全硫，
发热量等指标。 

采暖炉 

入户调查 

散煤存放点 

煤样 

入户调查和煤样采集 
北

京

周

边

散

煤

燃

烧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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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地点：通州、延庆、顺义、大兴、房山、昌平以及保定
市的15个村庄；发出调查问卷1400份，返回有效问卷1100份。 
入户调查类型：平原农村、山区农村、城乡结合部 

北京郊区及保定农村散煤燃烧调查 
北

京

周

边

散

煤

燃

烧

调

查 

 



10 北京郊区主要炉具 

冬季采暖炉具 生物质燃烧炉、燃气炉 燃煤存放情况 

北

京

周

边

散

煤

燃

烧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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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高分辨率卫

星照片和GIS工

具绘制调查区域

内农村居民点地

理分布 

平原农村 

城乡结合部 山区农村 

全市农村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 
北

京

周

边

散

煤

燃

烧

调

查 

 



12 
； 

A村 

面积：167496m2    户数：254户  

B村 

面积：15077 m2，户数：42户  

    运用GIS工具计算出各典型农村居民点的面积，并统计各居民点户数，建立居民点面积与户数之间的

函数关系，计算出调查区域内各农村居民点的居民户数。基于各居民点户数和调查获取的户均燃煤量，

计算各居民点燃煤量。 

农村居民点单位面积户数 
北

京

周

边

散

煤

燃

烧

调

查 

 



13 北京散煤燃烧初步调查结果 

  北京市1公里×1公里网格散煤燃烧空间分布 

    北京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原煤散烧主要分

布在昌平、顺义、通州、大兴、房山，从

北东南三面对北京市区呈包围之势，其中

南四区原煤散烧量占全市43%，农村原煤

散烧量大面广、用户多且分散，而且排放

高度低，密集分布在城市周围，治理管理

难度很大。 

北

京

周

边

散

煤

燃

烧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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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4年冬季采暖季北京

农村居民散煤燃烧总量501.4

万吨，北京平原农村户均年燃

煤量2500千克，山区农村户均

2250千克，城乡结合部户均

2527千克。 

 2014年保定市约 500 万吨，

河北省初步估算为：3150万吨。 

散煤燃烧区县分布情况  

北京散煤燃烧初步调查结果 
北

京

周

边

散

煤

燃

烧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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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广洁净型煤
等优质煤的使用 

推广与优质煤配套
的节能环保炉具 

推广节能建筑，新建住宅必须采用节能
设计，旧房屋增加保温设施，降低房屋

单位用能 

有条件的村镇发展
集中供暖 

逐步用电能、天然气
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替代农村散烧煤 

《指南》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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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质
控制 

落实优质煤源 

 禁止褐煤、洗中煤、煤泥、煤矸石等低质、劣质煤或
废弃物进入民用煤市场 

 有条件的地方应优先采用低灰低硫无烟煤和洁净型煤 

制定民用煤质量标准加强市场调控和监管 

  民用煤质量标准应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 

  加强民用煤质量检测和监测通报 

 杜绝不符合规定标准的散煤和型煤进入市场 

 推动动力煤洗选、配煤、成型、固硫等民用煤洁净加

工技术，生产符合标准的清洁优质煤和洁净型煤 

建设优质煤生产配送体系 

优质煤
替代 

优质煤替代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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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优质煤生产配送体系 

有条件的地市可以以县（区）为单位建设全密闭洁

净煤生产配送中心，除偏远山区或地区外，形成全

覆盖的洁净煤供应网络。 

力争到2017年底，京津冀基本建立以县（区）

为单位的全密闭配煤中心、覆盖所有乡镇村

的洁净煤供应网络，优质低硫散煤、洁净型

煤在民用燃煤中的使用比例达到90%以上。 

优质煤替代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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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型炉具的推广方式 
 

燃用无烟煤及洁净型煤的节能
环保型燃煤采暖炉具 

燃用烟煤的节能环保型燃
煤采暖炉具 

 开发、推广与优质煤炭、洁净
型煤相配套的节能环保型采暖
炉具。 

 宣传普及节能环保型燃煤采暖
炉具知识，增强居民环保和健
康意识。 

 推进炉具的规范安装、安全使
用、提高运行效率。 

 加大对节能环保型采暖炉具补
贴力度 

项目 指标 

热
性
能 

热效率η ≥65% 

炊事火力强度Pc ≥2.0kW 

封火能力 ＞10h 

  采用反烧、正反烧相结合的 燃烧
方式，炉内结构采用多回程技术，
提高热效率，消除黑烟，减少污染
物排放。 

 采用正烧、半气化燃烧技术，
结构设计配风供氧、炉排面积
、炉膛高度和容积大小相匹配 

项目 指标 

热
性
能 

热效率η ≥70% 

炊事火力强度Pc ≥1.5kW 

封火能力 ＞10h 

节能环保型炉具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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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的传热系数是

发达国家3至6倍， 

外墙的传热系数是发

达国家3.5至4.5倍 

门窗的空气渗透是
发达国家3至6倍 

外窗的传热系数是

发达国家2至3倍 

建筑节能现状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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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来源于今年1月份中新网对英国北部小镇洪水的
报道，侧面反映了中国建筑节能和英国建筑节能的差距。 

建筑节能现状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23 建筑节能手段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大力推动农村建筑节能改造及节能新民居建设，促进节能技术在农村住房建设中的

应用，降低农宅能源消耗，提高室内舒适性。 

充分利用太阳能，建造被动式太阳房。遵循坚固

、适用、经济、节能和美观的原则。常用的被动

式太阳房有直接受益式、附加阳光间式和集热蓄

热墙式，应根据地区气象分区选择适宜采用的形

式或组合形式。 

农村住房的围护结构（外墙、外门窗、屋面和地

面等）应设置保温结构或采取相应的保温措施。 

被

动

式

太

阳

房

 

外墙、外门窗、屋面和地面采用保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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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城市化改造、违建拆除，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以及城市化进程
比较完善、居住方式以集中的楼房为主的村镇发展集中供热 

 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中对锅炉吨位的相关规定 

 供暖锅炉安装除尘脱硫装置，达标排放 

有条件地发展集中供热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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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采暖 
宜采用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

组、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进行供暖 

燃气 
采用燃气采暖热水炉（炉具热效率不低于

85%），以燃气（主要是天然气）为燃料 

太阳能 
鼓励主动式太阳能采暖系统在经济发

达的农村地区逐步推广 

沼气 
大型养殖场等禽畜粪便资源丰富地区可建设

大中型沼气集中供气采暖系统 
生物质能 

在做好烟气污染物处理的情况下也可充集中利用生

物质成型燃料、生物质碳燃料进行采暖。 

 地方政府的目标和

经济条件； 

 农民的承受能力； 

 第三方的经济效益

和风险。 

 本地资源特点 

 经济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条件 
• 电网 

• 燃气管网 

清洁能源替代 

综

合

治

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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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壁挂采暖炉 太阳能、热泵联用地暖 空气源热泵 

清洁能源替代 

小型低温空气源热泵系统相对直接电热式采暖的优势就是基本不用对现有

电网进行大规模增容，大大降低了总体上的初投资。 

低温空气源热水热泵从原理上来说系统效率高于热风热泵，结合地板采暖

舒适性好，运行稳定，费用年值较低，是值得推广的技术 

在燃气供应配套设施较为完备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如燃气供应量充足且供

气价格适宜，可采用燃气壁挂炉供暖。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27 监督管理措施 

加强民用煤市场监督 

• 实行购销登记制度，严格监督煤炭质量。建立规范的煤炭专营市场, 加强民用煤质量检测

和通报。严格流通管控。通过路检路查杜绝劣质煤进入民用煤市场。 

加强煤炭和炉具等企业的质量管理 

积极发挥基层监管职能，实行网格化管理。 

利用市场引导引入第三方合同能源管理 

• 通过灵活运用一次性补贴、后补贴、奖励或类似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来鼓励和引导第三

方积极参与。 

完善优质煤供应监管体系 

建立区域协调联动机制，强化协同治污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28 原煤散烧污染治理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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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清洁煤替代

清洁炉具

集中供热

煤改电煤改气第二、三阶段： 
逐步提高清洁能源使用
比例  
北京等部分有条件的地
区逐步实现区域内散煤完
全替代 

初始阶段： 
严控散煤市场，大力推
行优质煤替代 
设定炉具标准，淘汰落
后采暖炉具 
有条件的地区初步开展
集中供暖和清洁能源替代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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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病夏治，采暖期结束后，抓紧开展农村散煤调查工作，摸清底数。 

 及时开展综合治理工作，综合运用优质煤替代、煤改电煤改气、节能

环保炉具推广、集中供热等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替代散烧煤。 

散煤燃
烧治理 

农民奔小康 

中国成为中
等发达国家 

政策建议 

综

合

治

理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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