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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废气监测是在选定的采样点，通过采样枪从烟道中按等速采

样的原则，抽取一定量的废气，根据捕集的烟尘量和抽取的烟气

量，求出烟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浓度，然而受环境因素，人为因素，

燃烧工况等条件影响，锅炉、窑炉废气浓度变化范围较大，因此，

应做好采样前准备和认真操作，真正做到废气现场监测全过程质

量控制，才能保证监测结果的真实性。

2．采样仪器和采样方法

�.�　采样仪器

仪器采用武汉天虹公司TH-880IV型微电脑烟尘平行采样仪和

Testo335烟气分析仪。

�.�　采样方法

方法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

方法》GB/T16157-1996和定电位电解法。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 /

T373-2007。

3．仪器的校准和维护

3.�　仪器与设备的检定和校准

3.1.1　GB/T16157-1996中规定的仪器与设备，应依据标准至

少半年自行校准一次。

3.1.2　定电位电解法烟气（SO2、NOx）测定仪应在每次使用前

校准，采用仪器量程20～30%、50～60%、80～90%处浓度或与待测物

相近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若仪器示值偏差不高于±5%，测定仪可

以使用。

3.�　仪器与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采样仪器与设备须有专人管理及维护，每次使用后应对仪器

与设备全面检查，清洁或修理。对于失效的消耗品（如干燥剂）及

时更换，清洁仪器，检查电源及接线，发现破损及时修补。每次采

样结束后，将采样器接通电源，通干燥清洁空气15分钟，去除采样

路径中可能存在的含湿废气。

每台仪器应备有专门的使用维护记录，记录要全面，应包含仪

器检定、校准、使用、维护等相关信息。

4．确定测试孔位置

4.�　确定操作平台

采样位置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要求厂方提

供规范的操作平台，安全第一。

4.�　科学布置采样位置

除了便于操作外，关键是一定要避开涡流区和非均匀流动区。

一般在沿途如果管道形状、大小都不发生变化，气流多为均匀流

动，但如果管道发生变化，将产生非均匀流动，尘粒在烟道内的分

布是不均匀的。一般来说，在垂直管道中，管道中心向管壁方向烟

尘浓度逐渐增加，在水平管道中，气流上层比下层尘粒少，且粒粒

也较细，为了能够等速采样，采样断面应优先设在垂直管道上，同

时应距弯头、阀门和其它变径管下游方向的距离大于6倍直径，上

游方向大于3倍直径，至少大于1.5倍直径，而且此处的烟气流速大

于5m/s，采样时应将采样孔堵严，防止对烟道内气流的干扰，但在

实际中有时因场地限制或工程设计时不适当节约风管，使采样孔选

点难符合规范，应引起注意。

5．采样

5.�　颗粒物的采样

在做好采样准备工作后，输入参数，预测流速和湿度，根据流

速选择采样嘴和采样时间，一般来说，烟气流速小和治效果好的

烟道选择采样时间长，一个样品至少应测试20—30分钟，使采样

体积和捕集的含尘量达到要求值。在每采一个样品前应自动调零

一次。原则上采用等速采样方法，采样过程跟踪率要求达到1.0±

0.1，否则应重新采样。采样完毕，应立即取出采样枪，以防止停机

后烟道中的负压将烟枪已采集的烟尘样反吸出去。取出采样枪时

应倾斜，采样嘴向上，振动弯曲部分，使烟尘全部落入滤筒，每次

至少采集三个样品，测定结果取平均值。

采用固定流量采样时，应随时检查流量，发现偏离应及时

调整。采样后应重复测定废气流速，当采样前后流速变化大于±

20%，应重新采样。

5.�　气态污染物的采样

5.2.1　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对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测

试，应选择抗负压能力大于烟道负压的仪器，否则会使仪器采样流

量减小，测试浓度值将偏低，甚至测不出来。

5.2.2　当采样管道为负压时，不可用带有转子流量计的采样

器采样。

5.2.3　测定去除效率时，处理设施前后应同时采样。如不能

同时采样时，各运行参数及工况控制误差均不得大于±5%。

5.2.4　现场直接定量测试的仪器应注意零点变化，测试前后

应测量零点，当零点发生漂移大于仪器规定指标时，需重新测定。

6．测定空气过剩系数ａ

6.�　测氧仪的校准

至少每季度对测氧仪校准一次，采用高纯氮校正其零点，用纯

净空气调整测氧仪示值，在标准大气压下其示值为20.9%。

6.�　在排放标准中有用空气过剩系数ａ来修正的污染源

空气过剩系数ａ是烟尘排放浓度换算公式中的一个重要参

废气现场监测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袁兵贵

（乐昌市环境监测站　广东乐昌　512200）

摘　要：在废气现场监测中，监测结果能真实地反映污染物排放实际情况，心须注意的几个方面：校准和维护采样仪器，确定测试孔位

置，监测空气过剩系数ａ，监测时应确保运行负荷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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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其测定能防止烟尘被稀释排放而产生误差。空气过剩系数ａ与

燃烧设备形式，燃料种类及操作条件有关。在测试中每采集一个

废样品应测定一个系数ａ，以ａ值修正同步采集的废气排放浓度，

求出废气平均排放浓度。在实际监测中，不能图省事，否则难以保

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比如某人造板厂锅炉烟气经处理后，建设单位为了节约能

源，将处理后热烟气送入纤维烘干系统供热，锅炉烟气并不经烟

囱外排，而是与供热废气一起排放，但在监测时带来一定的难度，

监测结果的换算时不能用空气过剩系数ａ来修正。

6.3　在排放标准中无空气过剩系数ａ来修正的污染源

在《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04中，对干法

转窑的排放浓度进行监测时，同步要测含氧量，排放浓度要换算成

含氧量为10%状态时的浓度。

在《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对水泥机立窑没

有空气过剩系数ａ的标准，监测结果以实测结果为准，没有空气过

剩系数ａ值来同步修正。所以在监测时水泥厂的立窑运行负荷情况

很重要，水泥机立窑的燃烧状况是有周期性的变化，且各个水泥厂

的燃烧工序又有所不同，在监测时，测试时间一般不得小于2小时。

专门配备一人监督窑面操作，保证立窑在最大的热负荷下或稳定

加温阶段进行。

7．运行负荷
在相同的条件下，废气排放浓度与锅炉运行负荷成正比，在

日常工作中，有些单位的用汽量季节性变化，有些单位锅炉与用汽

量不匹配，也有少数单位的司炉工在测试时故意采取少加煤、减少

通风量、控制用汽量等不正当做法，使锅炉暂时处于低负荷运行状

态。只有在锅炉运行出力大于额定负荷75%状态下，进行测试才有

效。烟尘测试人员在测试过程中，必须做好厂方有关人员的思想工

作，取得他们的配合。要专门配备一人督促司炉工操作，防止监测

时锅炉低负荷运行，炉排不动、不加煤、不供气等现象。坚决堵绝

返烧煤渣或加大二次鼓风等作弊行为。对有周期性变化的生产工

艺，应在不少于2个周期变化时间内进行测定，以便取得不同工况

下的代表样品。另外还可以理论估算出锅炉运行负荷，以便随时调

整锅炉运行状况，使锅炉出力达到测试要求，同时记下监测时工况

情况。对蒸汽锅炉采用蒸汽锅炉负荷、蒸汽流量表法、量水箱法、

水表法。对热水锅炉的负荷采用锅炉单位时间内产生热量的多少。

对以上条件不具备的锅炉亦可用间接控制法，即燃煤量控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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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减少了悬浮物、硫化钠和石灰的污染，产品质量好、希望皮机厂

尽快开发适合这种生产的转型。

c、脱毛废液和脱灰废液的直接循环：使用这两种循环可以大

大缩短脱毛时间，对防止皮革松面有较明显的作用，可以节约40％

以上的硫化钠和60％的石灰，并能减少总污水中的COD和氮含量。

d、C02脱灰：用铵盐脱灰要产生40％以上的氮，因此把CO2脱灰

认定为清洁工艺。在导入CO2之前应使用过氧化氢以减少硫化氢的

产生。

e、浸酸液循环利用：当浸酸和鞣制不同浴时，此法可节约80％

的盐及20％～35％的甲酸或硫酸。当浸酸、鞣制同浴时，可减少浸酸

液的排放，皮革质量有所改进，该法已在许多厂得到应用。

f、白湿皮生产工艺：用这种方法生产能得到未经鞣制的高质

量的白皮及皮屑，是一种清洁工艺。白湿皮可生物降解，利于生态

保护，其皮屑可以制取明胶、化妆品、蛋白饲料等。

g、利用粉状铬鞣剂或高吸收铬鞣法鞣制：采用此法，可以降

低铬蒸气对大气的污染，还可以减少废水排放量，充分利用铬资

源。

h、稀土铬鞣废液直接循环利用：该法的应用可大大减少红

矾、食盐等污染，并且将常规生产中作为废水排放的废铬液回收循

环利用，既达到治理环境污染的目的，又节约了大量化工材料。可

节约食盐70％以上，铬鞣剂35％以上，还可节约大量水资源。

四、结论
制革业本身是重污染行业，目前在污染治理方面也存在着技

术、资金等方面的不足。因此，除了国家在行业政策上进行调整，

实行规模生产、集中治理外，还应在污染改善策略上实现管理与技

术并举，推行“绿色管理”策略，推行清洁生产与技术革新，从源头

上预防、减少污染，实现从治到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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