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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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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排放源分类分级体系、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分源排放量核算方法、分源清单动

态化方法、分源排放空间分配方法、排放清单质控及不确定性分析等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地级市以下行政区可以参照本指南编制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国家、区域、省（自治区）宜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汇总后得到相应排放清单。

本指南大气污染物核算范围包括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挥发性有机物（VOCs）、

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黑碳（BC）、有机碳（OC）、一氧化碳（CO）、氨

（NH3）等九种大气污染物排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72-2020 生态环境统计技术规范 排放源统计

HJ/T 393-2007 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国统制〔2021〕18号 排放源统计技术规定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55号 附件1 大气细颗粒物一次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55号 附件2 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55号 附件3 大气氨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92号 附件2 大气可吸入颗粒物一次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92号 附件3 道路机动车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92号 附件4 非道路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92号 附件5 生物质燃烧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92号 附件6 扬尘源颗粒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6年 第66号 附件2 民用煤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1 工业行业产排污系数手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2 工业源固体物料堆场颗粒物核算系数手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 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通用源项产排污核算技术手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排放清单 emissions inventory
各类排放源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区域内向大气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量的集合。

[来源：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55号 附件1，1.4]

3.2

活动水平 activ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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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区域内，与某项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关的生产或消费活动的量，如燃料消

费量、产品生产量、机动车行驶里程等。

[来源：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55号 附件1，1.4]

3.3

产生系数 generation coefficient
使用污染控制设备或措施前，单位活动水平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的量。

[来源：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55号 附件1，1.4]

3.4

排放系数 discharge coefficient
使用污染控制设备或措施后，单位活动水平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量；无污染控制设备或措施时，

排放系数等于产生系数。

[来源：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55号 附件1，1.4]

3.5

电力热力源 electric-thermal sources
从事电力、热力及燃气生产活动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源，包括GB/T4754-2017中电力、热力及燃气

生产和供应业的工业企业。

3.6

工业源 industrial source
GB/T4754-2017中采矿业和制造业工业企业（不含军队企业），包括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各类工业企业以及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大气

污染物产生或排放的工业企业。

[来源：国统制〔2021〕18号，1.1，有修改]

3.7

生活源 residential source
与居民生活和服务相关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源，主要包括生活燃料燃烧、非工业溶剂使用、餐饮、

废弃物处理等活动。

3.8

移动源 mobile source
由发动机牵引，能够移动的各种客运、货运交通设施和机械设备。

[来源：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55号 附件1，2.3]

3.9

油品储运销 oil storage, 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从事原油、汽油、柴油等油品储存、运输、销售活动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源。

3.10

农业源 agricultural source
在农业生产中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各种农业活动。

[来源：国统制〔2021〕18号，2.1]

3.11

扬尘源 dust source
指在自然力或人力作用下，各种不经过排气筒、无规则排放地表松散颗粒物质的颗粒物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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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92号 附件6，1.4，有修改]

3.12

生物质开放燃烧源 open biomass burning
森林火灾、草原火灾、秸秆露天焚烧等在开放场地燃烧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源。

4 清单编制原则

4.1 科学规范原则

根据本指南建立的排放源分类分级体系构建完整的本地排放源体系，确保排放清单编制工作的科

学性与规范性，同时确保清单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4.2 分类指导原则

在规范统一的技术体系下，结合城市工作基础和管理需求，选择清单编制方法。工作基础较好、

技术储备充足、对精细化管理需求高的城市宜采取分源项计算法编制工业源VOCs排放清单，工作基础

较薄弱的城市可采用本指南中简化方法编制排放清单。

4.3 因地制宜与循序渐进原则

各地根据自身污染特征、基本条件和污染防治目标，结合社会发展水平与技术可行性，科学选择

适合当地的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随着工作能力的提升、环境信息资料的完备，不断提高清单精

度，满足大气环境质量管理需求。

5 排放源分类分级

5.1 排放源分类分级方法

本指南将我国人为大气污染源分为电力热力源、工业源、生活源、移动源、农业源、扬尘源和生

物质开放燃烧源，共7大类。

根据污染物产生机理和排放特征的差异，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小类、燃料/产品、燃烧/工艺技术以

及末端控制技术将每类排放源分为四级，以第四级作为排放清单的基本计算单元。对于排放量受燃烧/
工艺技术影响不大的燃料和产品，第三级层面不再细分，在第二级下直接建立第四级分类。

5.2 各类排放源分级体系

5.2.1 电力热力源

电力热力源第一级分类包括GB/T4754-2017中电力、热力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第二级分类包括

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等燃料类型；第三级分类包括煤粉炉、循环流化床炉等燃烧设备类型；第

四级分类包括除尘、脱硫和脱硝等污染物控制措施和无控制措施的情况。

5.2.2 工业源

工业源第一级分类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第二级分类包括上述行业主要产品或原料；第三级分类

包括主要生产工艺、规模、能源类型；第四级分类包括除尘、脱硫、脱硝、VOCs治理技术等四类污染

物控制措施和无控制措施的情况。

5.2.3 生活源

生活源第一级分类包括民用燃料燃烧、建筑涂料使用、沥青铺路、农药使用、服装干洗、日用品

使用、餐饮、废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第二级分类包括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等燃料类型，建筑

涂料、沥青、农药、干洗溶剂等含VOCs原辅材料类型，餐饮企业规模、废水类型、固废类型等；民用

燃料燃烧第三级分类包括锅炉和炉灶等燃烧设备，废水处理、固废处理过程第三级分类包括废水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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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处理处置方式，其他生活源在第二级分类层面直接建立第四级分类；第四级分类包括除尘、脱硫、

脱硝、VOCs收集和治理技术等污染控制措施和无控制措施的情况。

5.2.4 移动源

移动源第一级分类包括载客汽车、载货汽车和摩托车等道路移动源和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小型

通用机械、柴油发电机组、船舶、铁路内燃机车、民航飞机等非道路移动源；第二级分类包括道路移

动源的主要车型、燃料类型和非道路移动源的主要机械类型；第三级分类包括国一前、国一、国二、

国三、国四、国五和国六等排放水平；第四级均按无控制措施的情况处理。

油品储运销第一级分类包括储油库、加油站和油品运输过程；第二级分类包括原油、汽油、柴油、

天然气等油品类型；第三级分类包括静置、收（卸）油、发（加）油等过程；第四级分类包括一次、

二次及三次油气处理装置和无油气回收的情况。

5.2.5 农业源

农业源第一级分类包括氮肥施用、畜禽养殖等；第二级分类包括各类氮肥、各类畜禽等；畜禽养

殖第三级分类包括散养、集约化养殖和放牧三种畜禽养殖模式，氮肥施用第三级分类包括各种肥料施

用方式；畜禽养殖第四级分类包括各种粪便处理方式，氮肥使用第四级按无控制措施的情况处理。

5.2.6 扬尘源

扬尘源第一级分类包括土壤扬尘、道路扬尘、施工扬尘和堆场扬尘；第二级分类包括各种土地利

用类型、道路使用类型、施工类型和堆放物料种类；第三级分类包括各种土壤质地、道路铺设情况、

施工阶段和料堆操作程序；第四级分类包括洒水、清扫、喷洒抑尘剂等城市扬尘源控制措施和无控制

措施的情况。

5.2.7 生物质开放燃烧

生物质开放燃烧源第一级分类为生物质开放燃烧活动；第二级分类包括草地、森林等生物质类型；

在第二级分类层面直接建立第四级分类；生物质开放燃烧源均按无控制措施的情况处理。

6 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

6.1 确定排放源分类分级

可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排放源的分类分级：

a) 城市排放清单编制首先针对清单编制区域内排放源进行摸底调查，根据当地行业和燃料/产品

特点，在本指南提供的源分类分级体系中选取合适的第一级、第二级排放源类型，明确当地排放源构

成，确定活动水平数据调查和收集对象。

b) 在数据调查和收集阶段涵盖排放源第三级分类涉及的所有燃烧/工艺技术和第四级污染物末端

控制技术，在数据整理过程中根据当地排放源特点确定源清单覆盖的第三、四级分类。

c) 根据本地排放源体系和数据调查情况，基于第一级排放源分类确定合适的清单编制方法和流

程，根据第二至四级排放源分类确定计算参数获取途径和来源。

6.2 清单编制方法

可按照以下方法编制排放源清单：

a) 第四级排放源是排放清单编制的基本计算单元，排放量计算方法可分为在线监测法、物料衡

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

b) 第四级排放源空间尺度按照点源和面源采取不同方式处理。点源是指可获取固定排放位置及

活动水平的排放源，计算时需获取逐个排污设备的经纬度和活动水平；面源是指难以获取固定排放位

置和活动水平的排放源集合，在清单中一般体现为城市或区县的排放总量，计算时需确定其参与计算

的最小行政区单元（一般为区县或街道），以此为基础获取活动水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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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编制排放清单时明确每一个第四级排放源计算的空间尺度，工业企业尽可能按照点源计算逐

个排污设备排放量；生活、农业等统计基础薄弱的排放源，可按照面源计算最小行政区排放量。

6.3 数据获取方法

6.3.1 清单数据基本要求

编制清单获取数据基本要求如下：

a) 清单编制需要获取的数据包括排放源基本信息、活动水平、产生系数、末端治理设施相关信

息、在线监测数据等。

b) 在线监测法需获取排放源基本信息、活动水平、末端治理设施相关信息、在线监测设备污染

物排放浓度、烟气排放量、生产小时数等。

c) 产排污系数法需获取排放源基本信息、活动水平、产生系数、末端治理设施相关信息、在线

监测数据等。

d) 针对第四级排放源逐一制订数据调查方案，建立调查名录，确定调查流程，明确数据获取途

径，数据调查收集可参考HJ772-2022开展。调查时尽可能收集与基准年份对应的数据，基准年份数据

缺失的，可采用相邻年份数据，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整。

e) 城市排放源活动水平受相应年份能源平衡表及工业产品产量约束，对于差异较大的排放源应

分析核对并进行适当调整。

f) 产排污系数获取方法一般包括实测法、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库取值法。城市可根据自身

实际工作基础选用合适的排放系数获取方法，优先采用基于实测法获取，无实测数据时可由物料衡算

法和产排污系数库取值获取。

6.3.2 实测法

有条件的地区可针对当地重点排放源开展实际排放系数测试，获取反映当地排放源特征的排放系

数。宜在排放源正常运行条件下开展测试，以捕捉排放源的平均排放水平。

6.3.3 物料衡算法

物料衡算法是通过对输入和输出物质详细分析确定产生系数，再结合污染控制设备或措施的去除

效率获取排放系数。大型和中型燃煤设备的SO2和颗粒物，以及溶剂使用源的VOCs等排放系数可采用

物料衡算法估算。

6.3.4 产排污系数库取值法

产生系数来源包括本指南附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及其他文献资料。根据实际情况选

取适用的产生系数，再结合污染物治理情况，确定排放系数。

6.4 清单动态化方法

排放清单动态化技术方法是指基于高时间分辨率清单参数建立日尺度排放清单的方法，以表征各

污染源排放量在日尺度的动态变化。排放清单动态化技术的基本原则是对于排放清单建立过程中依据

的主要计算参数，如活动水平和排放系数，数据的时间分辨率达到日。可按照以下方法建立动态化清

单：

a) 在数据获取过程中，尽量获取日尺度动态化计算参数，如逐日烟气排放量、污染物排放浓度

值、城市交通流量、基于气象参数修正的动态排放系数等。城市根据可获取的清单计算参数的时间分

辨率，对照本指南提供的各排放源清单动态化技术方法，建立动态化排放清单。

b) 如排放计算过程直接采用的计算参数时间分辨率未达到日，则通过反映企业逐日活动水平变

化的相关参数表征排放量逐日动态变化，以此为依据将年排放量分配到日，如火力发电企业逐日发电

量、工业企业逐日能源消耗量、工业企业逐日工业产品产量等。

c) 对于上述条件都不具备的排放源，可先依据逐月活动水平参数，如燃料月消耗量、产品月产

量、交通周转量等将年排放量先分配到月，再依据该污染源排放的典型时间变化曲线将月排放量分配

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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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排放空间分配

排放空间分配是指生成排放空间栅格以满足空气质量模拟的需求。排放空间分配尽可能在第四级

排放源层面完成，按照点源和面源分别处理。点源和面源排放空间分配方法如下：

a) 点源具有明确位置标识，根据其经纬度坐标将点源排放直接定位在网格，活动水平调查时收

集排污设备经纬度。

b) 面源标识到行政区，采用“代用参数权重法”将排放分配到网格，利用与排放直接关联代用

参数的栅格数据对排放数据进行网格化，即将每个网格覆盖的栅格数据占所在行政区的比例作为权重，

将各行政区排放量分摊到网格；跨行政区边界的网格，按照面积比例计算分配权重。常用代用参数包

括总人口、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和路网密度等，根据第一级排放源确定栅格数据类型。

7 电力热力源

7.1 排放量核算方法

电力热力源核算包括GB/T4754-2017中的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燃气生产和供

应行业企业生产设施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7.1.1 SO2、NOx和 VOCs排放量核算方法

电力热力源SO2、NOx和VOCs排放量核算方法包括在线监测法和产排污系数法，优先采用符合规

范性要求的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排放量，不具备该条件时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污染物排放量。

7.1.1.1在线监测法

在线监测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10-6 （1）

式中，k为烟道监测第k个断面；C为污染物小时平均排放浓度（mg/m3）；Q为小时平均烟气排放

量（m3/h）；T为总生产小时数（h）。

连续监测数据季度有效捕集率建议不低于75%，若数据有缺失，对缺失数据按照HJ 75-2017规定的

方法进行补充，形成完整连续数据，对每个时间段按照浓度乘以流量的方法得出各个时间段的产生量

或排放量，采用累加法核算总排放量。

7.1.1.2产排污系数法

产污系数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 − �) （2）

式中，A为第四级排放源对应用于发电和供热的燃料消耗量；EF为污染物的产生系数，优先采用

基于实测法获取，无实测数据时可由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库取值获取，产排污系数库取值时根据

第四级排放源对应的行业、产品或原料类型、工艺技术等影响因素组合选取，优先选择最新可靠的系

数，缺省情况时可参考附表C.1；η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污染物的实际去除效率，根据控制措施设计去除

效率与设施投运率相乘获得，控制设施设计去除效率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中相关行业

系数手册部分，设施投运率根据治理设施运行时间(小时/年)除以正常生产时间(小时/年)获得。

燃煤源SO2产生系数采用物料衡算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2 = 2 × � × 1 − �� （3）

����2为电力热力源燃煤锅炉SO2产生系数；S为平均燃煤收到基硫分，以分批次入炉煤质数据为

准，可通过加权方法计算；sr为硫分进入底灰比例，可参考附表B.1。

7.1.2 PM2.5、PM10、BC、OC、CO排放量核算方法



T/CSES XXXX—XXXX

7

电力热力源PM2.5、PM10、BC、OC、CO年排放量采用产排污系数法计算，参考公式（2），产生

系数无法实际获取时可参考附表C.1。
燃煤源PM2.5、PM10、BC和OC产生系数采用物料衡算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1 − ��) × ��� （4）

���� = ����2.5 × ��� （5）

���� = ����2.5× ��� （6）

式中， ����、����2.5、����和����分别为电力热力源燃煤锅炉PM、PM2.5、BC和OC产生系数；

Aar为平均燃煤收到基灰分，以分批次入炉煤质数据为准，可通过加权方法计算；ar为灰分进入底灰比

例，可参考附表B.1；fPM为排放源产生某粒径范围颗粒物（如PM2.5和PM10）占总颗粒物比例，可参考

附表B.2；fBC和fOC分别是BC和OC占PM2.5比例，可参考附录B.3。

7.2 清单动态化方法

电力热力源清单动态化方法包括连续监测数据法、日活动水平数据法和其他动态化方法，优先采

用连续监测数据法，对于不具备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数据的企业，采用日活动水平数据法或其他动态化

方法。

7.2.1 连续监测数据法

采用排放口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数据，直接计算SO2、NOx和VOCs的日排放量，见公式（7），

同时建立烟气量日变化时间廓线（公式（8））将其他污染物的年排放量分配到日（公式（9））；

根据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数据计算SO2、NOx和VOCs日排放量的公式如下：

�� =
24
� ×

�=1

24

(�� × �� × 10−6)� （7）

式中，Ed为污染物日排放量（吨）；n为具有通过有效性审核数据的小时数（h）；Ci为第i小时污

染物浓度小时均值（mg/m3）；Qi为第i小时烟气量小时均值（m3/h）。Ci与Qi均为排污设施正常运行期

间通过有效性审核的数据。

根据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数据建立烟气量日变化时间廓线的方法如公式（8），以此为基础将其他污

染物年排放量分配到日的方法如公式（9）：

�� =
24
�
×

�=1

24

(��)� （8）

�� = � ×
��

�=1
365 或 366���

（9）

式中，��为企业日烟气量。应用公式（7）和公式（8）计算时，n应大于等于18，即一天内至少

18个小时具有通过有效性审核的数据。如n小于18，那么当天数据不再使用，采用同一年份相同季度内

相同星期（如星期一）基于公式（7）和公式（8）计算得到的结果均值来代替；如同一年份相同季度

内的数据全部缺失则采用最近年份的可用数据进行计算。

7.2.2 日活动水平数据法

对于不具备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数据的企业，采用日活动水平数据构建排放日变化时间廓线将年排

放量分配到日，公式如下：

�� = � ×
��

�=1
365 或 36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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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d为企业日发电量、供热量或能耗量数据。

7.2.3 其他动态化方法

对于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数据和日活动水平数据均不具备的企业，采用相同城市内同一行业其他企

业基于上述方法建立的排放日变化时间廓线均值，将该企业年排放量分配到日。

如上述条件均不具备，依据企业逐月活动水平数据先构建排放月变化的时间廓线将企业年排放量

分配到月，再采用附表A.1的电力热力源排放时间分配系数将月排放量分配到日。

7.3 排放空间分配

电力热力源污染物排放空间分配应按照点源方式根据排污设施经纬度直接定位到相应排放网格。

8 工业源

8.1 排放量核算方法

工业源核算包括工业企业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根据产排污环节类型可分为工

业生产过程、化石燃料固定燃烧过程和工业溶剂使用过程。

8.1.1 工业生产过程

工业生产过程包括GB/T4754-2017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农

副食品加工业以及纺织业。

8.1.1.1 SO2和 NOx排放量核算方法

工业生产过程SO2和NOx排放量核算方法可采用在线监测法、产排污系数法，同公式（1）、公式

（2）。采用产排污系数法计算时，污染物的产生系数EF，可根据第四级排放源对应的行业、产品或

原料类型、工艺技术等影响因素组合选取，可参考附表D.1。
烧结（球团）工序SO2排放量可根据铁矿石和固体燃料（煤炭）用量、含硫率和综合脱硫效率计

算，公式如下：

�烧结 = � × � +�' × �' × 1.7 × 1 − � （11）

式中，M为铁矿石使用量；S为铁矿石平均硫分；M'为固体燃料使用量；S'固体燃料平均硫分；η
为脱硫设施综合脱硫效率，计算方式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中相关行业系数手册部分。

8.1.1.2 VOCs排放量核算方法

根据计算参数获取难易程度，VOCs排放核算方法分为分源项计算法和综合产排污系数法。若分源

项数据信息完备并满足交叉校验要求，优先使用分源项计算法；若分源项活动水平基础薄弱，可用综

合产排污系数法计算VOCs排放量。

a) 分源项计算法

工业生产过程VOCs分源项具体包括工艺有组织排放、设备动静密封点、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挥

发性有机液体装载、燃烧烟气、固体物料堆存、循环水、废水处理、火炬等。分源项VOCs排放量核算

方法如下：

1) 工艺有组织排放

工艺有组织排放指工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排气口排放VOCs废气或尾气。VOCs排放量采用产排污系

数法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 − � × �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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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为VOCs排放量；A为原料使用量或产品产量；k为工艺有组织排放的VOCs产生系数，附

表D.2提供了石化行业VOCs有组织产生系数供参考；η为VOCs治理设施的实际去除效率，可参考生态

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γ为VOCs治理设施的年投运率，即VOCs治理设施有效运行小时数

除以企业对应该治理设施的生产装置产生VOCs总小时数；s为该源项VOCs排口的废气收集效率，可参

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附表3。
2) 设备动静密封点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指设备组件密封点的密封失效致使内部物料逸散至大气中，造成VOCs排放的

现象。设备密封点通常指泵/搅拌器、压缩机、泄压设备、放空阀或放空管、阀门、法兰及其连接件或

仪表等动、静密封点。

根据计算参数获取难易程度，设备动静密封点VOCs排放计算方法分为平均产排污系数法、泄漏-
修复计算法。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附表3中VOCs计算方法，优先平均产排污系数法。若

数据基础较好，则可用泄漏-修复计算法计算VOCs排放量。

1 平均产排污系数法

平均产排污系数法VOCs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1

�

�� × ��� ×
�

8760
× 10−3 （13）

式中，E为VOCs年排放量（吨）；ki为第i类设备动静密封点VOCs平均排放系数排（千克//小时），

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或参考本文件附表D.3；Qi为第i类设备动静密封点的个

数，无法实际获取时参考附表D.4；t为企业实际年运行时间（小时）。

2 泄漏-修复计算法

泄漏-修复计算法指针对已开展LDAR（Leak Detection and Repair，泄漏检测与修复）的密封点，

可达点VOCs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可达点 = 0.275 ×（�泄漏 − �

修复） × � × 10−3 （14）

式中，E_可达点为LDAR可达密封点VOCs排放量（吨）；N泄漏和N修复分别为泄漏密封点和修复密封点

的个数；T为排放时间（小时）。

对于开展LDAR工作的不可达点或未开展LDAR工作的密封点，VOCs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10−3 （15）

式中，Ei为第i类设备动静密封点VOCs排放量（吨）；Fi为第i类设备动静密封点VOCs平均排放系

数（千克/小时），可参考附表D.3；Ni为第i类密封点的个数，无法实际获取时参考附表D.4；T为排放

时间（小时）。

3)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通常采用储罐，常见的储罐类型有固定顶罐（包括卧式罐和立式罐）与浮顶

罐（包括内浮顶罐和外浮顶罐），储罐VOCs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1

�

(� �1 × �� + � × �2) × 1 − � × � × � （16）

式中，E为VOCs排放量（千克/年）；n为相同物料、储罐类型、储罐容积、储存温度下的储罐个

数；�1为工作损失产生系数（千克/吨·周转量）；��为物料的年周转量（吨）；�2为静置损失产生系数

（千克/年）；�为该源项VOCs治理设施实际去除效率；γ为VOCs治理设施的年投运率（%），即

VOCs治理设施有效运行小时数除以企业对应该治理设施的生产装置产生VOCs总小时数；s为该源项

VOCs排口的废气收集效率。各省市、物料名称、罐型、储罐容积相应系数可查阅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s实际无法获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
4)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

有机液体装载VOCs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 − � × �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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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为物料装载量；k为VOCs装载系数，可根据各省市、物料名称、装载形式、装载方式等

因素查阅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或参考本文件附表D.5；�为该源项VOCs治理设施设

计去除效率；γ为VOCs治理设施的年投运率；s为该源项VOCs排口的废气收集效率。�、s实际无法获

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
5) 燃烧烟气

燃烧烟气排放是指工业锅炉和工业炉窑燃烧过程中产生的VOCs排放，核算方法为产排污系数法，

见公式（12）。其中，A为燃料年消耗量；k为VOCs产生系数，可查阅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燃烧烟气源项不涉及VOCs末端治理措施，η为0。

6) 固体物料堆存

固体物料堆存排放包括油泥、污泥、石油焦和褐煤等在敞开式堆存条件下VOCs排放，VOCs排放

量计算公式如下：

� =
�=1

�

(� �� × ��) （18）

式中，E为VOCs排放量（千克/年）；ki为单位固体物料VOCs产生系数（千克/吨），可参考生态

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Qi为固体物料敞开堆存量（吨/年）。

7) 循环水

冷却水是热交换系统和冷凝器中载热介质，通过冷却塔冷却降温而循环使用。由于热交换系统等

设备管路的泄漏，有机物通常由高压一侧于裂隙中泄漏至冷却循环水中产生VOCs。循环水VOCs排放

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19）

式中，A为循环水量（m3）；EF为排放系数，取1.24×10-3kg/m3循环水量。

8) 废水处理

石化行业废水处理过程排放可用系数法进行估算，公式如下：

� = �� × � （20）

式中，EF为废水集输、储存、处理过程VOCs产生系数（kg/m3），未加盖的废水收集系统及油水

分离取0.6，加盖取0.42；其他废水处理设施取0.005；V为废水处理量（m3）。

9) 火炬

火炬通常用来燃烧过量燃料气、部分清除产物或是开停工和故障产生的有机物。火炬VOCs年排放

量计算公式如下：

� =
�=1

�

�� × 1 − �� （21）

式中，E为火炬系统的VOCs年排放量（千克/年）；N为每年排放次数（次/年）；��为第n次排放

时的排入火炬的总废气量（干基，千克）；η为火炬燃烧效率，取80%。

如火炬仅点燃长明灯不处理废气，则参考上述燃烧烟气VOCs排放量核算方法。

b) 综合产排污系数法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第四级排放源VOCs排放量综合产排污系数法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 − � × � （22）

式中，A为第四级排放源对应的原料用量或产品产量；EF为VOCs综合产生系数，可根据第四级排

放源对应的行业、产品或原料类型、工艺技术等影响因素组合选取，可参考附表D.1；η为污染控制措

施对污染物的实际去除效率，同公式（2）中实际去除效率获取方式一致；s为污染控制措施的收集效

率。

8.1.1.3其他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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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PM2.5、PM10、NH3、BC、OC和CO等污染物，排放量根据产排污系数法核算，见公式（2）。

其中A为第四级排放源活动水平，一般为产品产量或原料用量；EF为污染物产生系数，可参考附表D.1；
�为污染控制措施对污染物的实际去除效率，无法实际获取时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号附表1。

8.1.2 化石燃料固定燃烧程

化石固定燃料燃烧过程包括GB/T4754-2017采矿业和制造业中燃烧化石燃料的工业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在线监测法、产排污系数法计算，见公式（1）、公式（2）。采用产排污

系数法时，活动水平数据为燃料消耗量，污染物产生系数EF可参考附表D.6。化石燃料固定燃烧过程

的燃煤锅炉SO2、PM2.5、PM10、BC和OC产生系数可采用物料衡算法，计算同公式（3）~公式（6）。

8.1.3 工业溶剂使用

工业溶剂使用指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溶剂使用过程，如印刷印染、表面涂层和其他工业溶剂使用。

工业溶剂使用仅核算VOCs排放量，核算方法包括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

8.1.3.1物料衡算法

工业溶剂使用VOCs年排放量的物料衡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 =
�=1

�

(�� × ��)� × 1 − � × � × � （23）

式中，E为VOCs年排放量（千克/年）；Wi为第i种含VOCs原辅材料的VOCs含量（%）；Ii为第i种
含VOCs原辅材料的使用量（千克）；s为集气装置的收集效率（%）；η为VOCs治理设施的设计去除

效率（%）；γ为VOCs治理设施投运率（%）。�、s实际无法获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

8.1.3.2产排污系数法

工业溶剂使用VOCs年排放量的产排污系数法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 − � × � × �) （24）

A为含VOCs原辅材料的使用量或产品产量，优先采用含VOCs原辅材料的使用量进行计算；EF为
与A对应的VOCs产生系数，可参考附表D.7；s为集气装置的收集效率（%）；η为VOCs治理设施设计

去除效率（%）；γ为VOCs治理设施投运率（%）。�、s实际无法获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附表3。

8.2 清单动态化方法

工业生产过程、化石燃料固定燃烧过程清单动态化方法同本指南7.2。当采用公式（10）计算时，

工业生产过程收集的活动水平数据Ad为工业企业日产品产量数据。

工业溶剂使用根据逐月溶剂使用量及调研获得的生产负荷时间变化曲线将核算的年排放量分配到

日。

本指南附表A.1提供了工业源分配系数，供参考。

8.3 排放空间分配

8.3.1 点源排放空间分配

工业生产过程、化石燃料固定燃烧过程排放源按照点源方式根据排污设施经纬度直接定位到相应

排放网格。

工业溶剂使用过程的排放量原则上重点排放源按照点源计算，具体包括年度排放源统计、排污许

可重点管理企业、应急减排清单、各类减排工程项目涉气企业，需收集企业经纬度信息，在排放网格

化过程中根据经纬度直接定位到相应排放网格。



T/CSES XXXX—XXXX

12

8.3.2 面源排放空间分配

对于面源排放，以重点排放源在最小行政区单位排放量为代用参数，再将最小行政区单元排放分

配至网格。

9 生活源

9.1 民用燃料燃烧过程

生活源的民用燃料燃烧过程包括民用化石燃料燃烧和民用生物质燃料燃烧。

9.1.1 排放量核算方法

民用燃料燃烧过程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采用产排污系数法计算，计算公式同公式（2）。式中，A为
用于生活能源消费活动的分类型燃料消费量；EF为污染物产生系数，工作基础较好的城市可通过实测

法对当地典型民用燃料和燃烧设备类型开展实际排放系数测试，不具备实测条件的城市可参考附表E.1
和E.2，其中燃煤锅炉SO2、PM2.5、PM10、BC、OC产生系数可参考公式（3）~公式（6）计算；η为污

染控制技术对污染物的实际去除效率，按照当前控制水平，民用炉灶的η可取值0；民用锅炉控制设施

去除效率无法实际获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文件。

9.1.2 清单动态化方法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污染物排放量的动态化方法应首先建立排放日变化的时间廓线，再将上述方法

计算的年排放量分配到日。采暖期日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

�� = � ×
��

���
（25）

�� =
����,�

�����,�� （26）

����,� =− 0.75����,� + 11.86 （27）

����,� = 1.07 × ���,� + 0.24 ×
���

100
× 6.105 × exp （

17.27 × ���,�
237.7 + ���,�

） − 0.92 ×���

+ 0.6 × ����,� − 1.8
（28）

式中，Ed为日排放量（吨）；E为年排放量（吨）；��为采暖期第i天的日排放分配系数；����,�为

采暖期第i天的户均消耗煤量（吨）； �����,�� 为采暖期户均耗煤量（吨）；����,�为城市第i天的综合

温度（℃）；���,�为城市第i天的平均温度（℃）；���为城市第i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城

市第i天的平均风速（m/s）；����,�为城市第i天的平均日照时数（h）。

附表A.3提供了典型生物质炉灶排放时间分配系数，供未开展调研的地区选用。

9.1.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对于民用燃料燃烧过程，排放空间分配按照面源处理，以村级调查数据作为空间分配参数，如无

村级调查数据可以人口栅格数据作为空间分配代用参数。其中，城市民用燃料燃烧排放基于城市人口

栅格数据分配，农村民用燃料燃烧排放基于农村人口栅格数据分配；民用锅炉空间分配受活动水平数

据获取方式的影响，对于实地调查获取活动水平的锅炉可以按照点源处理，其他方式获取的锅炉以人

口栅格数据作为空间分配代用参数。

9.2 非工业溶剂使用过程

生活源的非工业溶剂使用过程包括建筑涂料使用、沥青铺路、农药使用和生活溶剂使用等。

9.2.1 排放量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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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溶剂使用过程VOCs排放量采用产排污系数法计算，计算公式同公式（2）。式中，A为建

筑涂料使用量或沥青使用量或农药施用量或其他生活溶剂使用量或人口数等；有条件的地区可开展实

地建筑涂料使用量、沥青铺路量、农药施用量、干洗剂消费量调查，未开展实际调查的地区，可从统

计年鉴中获取相应数据。气雾剂、家居用品、化妆品、非工业粘合剂、空间除臭剂、驱虫剂、洗涤剂

使用等以人口数作为活动水平参数，各行政区人口数通过民政部门获取。EF为与活动水平对应的

VOCs产生系数，参考附表E.3；η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污染物的实际去除效率，按照当前控制水平，非工

业溶剂使用的η可取值0。

9.2.2 清单动态化方法

对于非工业溶剂使用过程，清单动态化方法应根据逐月建筑涂料、沥青、农药、干洗剂等溶剂使

用量及调研获得的溶剂使用时间变化曲线将计算的年排放量分配到日。

附表A.1提供了生活源非工业溶剂使用过程时间分配系数，供未开展调研地区选用。

9.2.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对于非工业溶剂使用过程，农药使用应以农田面积为代用参数将最小行政区单元排放分配至网格。

建筑涂料使用、沥青铺路和生活溶剂使用以人口为代用参数将最小行政区单元排放分配至网格。

9.3 废弃物处理过程

生活源的废弃物处理过程包括污水处理过程和固体废弃物处理。

9.3.1 排放量核算方法

废弃物处理过程污染物排放量采用产排污系数法计算，计算公式同公式（2）。式中，A为污水处

理厂年污水处理量或垃圾填埋厂固体废弃物年处理量；EF为与活动水平对应的污染物产生系数，可参

考附表E.4；η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污染物的实际去除效率，按照当前控制水平，废弃物处理过程的η可取

值0。

9.3.2 清单动态化方法

对于废弃物处理过程，排放时间分配按照点源和面源分别处理。点源应根据逐月污水处理量或逐

月固体废弃物处理量及调研获得的生产负荷时间变化曲线将年排放量分配到日；面源应用时间分配系

数计算逐日排放量，附表A.1提供了生活源废弃物处理过程排放时间分配系数，供未开展调研的地区选

用。

9.3.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对于废弃物处理过程，排放空间分配按照点源和面源分别处理。点源应根据污水处理厂和固体废

弃物处理厂经纬度直接定位到相应网格；面源应根据代用参数权重法将最小行政区单元排放分配到栅

格。对于废弃物处理过程可采用总人口栅格数据作为面源空间分配代用参数。

9.4 餐饮油烟排放过程

9.4.1 排放量核算方法

餐饮油烟排放过程污染物排放量采用产排污系数法计算，计算公式同公式（2）。式中，A为餐饮

油烟烟气排放量（m3），计算参考公式（29）；EF为污染物产生系数，可参考附表E.5和E.6；η为油烟

净化器去除效率，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 = � × � × � （29）

式中，n为固定炉头数；V为烟气排放速率（m3/h）；H为年总经营时间（h）。

9.4.2 清单动态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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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餐饮油烟排放过程，排放时间分配按照点源和面源分别处理。点源应根据调研获得的经营时

间变化曲线将年排放量分配到日；面源应用时间分配系数计算逐日排放量。

附表A.1提供了典型生活源排放时间分配系数，供未开展调研的地区选用。

9.4.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餐饮油烟排放个过程排放空间分配按照点源和面源分别处理。点源应根据餐饮企业经纬度直接定

位到相应网格；面源应根据代用参数权重法将最小行政区单元排放分配到栅格，一般可采用总人口栅

格数据作为面源空间分配代用参数。

10 移动源

10.1 道路移动源

10.1.1 排放量核算方法

道路机动车排放量（�）主要包括尾气排放（�1）和VOCs蒸发排放（�2）两部分，计算公式如下：

� = �1 + �2 （30）

10.1.1.1机动车尾气排放量核算方法

道路机动车尾气排放量（�1）的计算应尽可能在第三级排放源层面完成，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1 =
�
�� × ����� × ��� × 10−6 （31）

式中，E1为第三级排放源i类型机动车对应的污染物年排放量（吨）；Pi为所在地区i类型机动车的

保有量（辆）；����为i类型机动车的年均行驶里程（公里/辆）；���为i类型机动车行驶单位距离污染

物排放量（克/公里）。

对于微观层面的排放模拟，可以结合交通流特征数据计算分时段的路网排放量，各路段的逐时排

放计算公式如下：

��,�,ℎ, � = ����,�,�,ℎ, � × �� × ���(�) × 10−6� （32）

式中，E(y,d,h,l)为l路段在y年第d天第h小时的污染物排放量（吨）；���,�,�,ℎ, �为i类型机动车在l路段y
年第d天第h小时流量（辆）；��为l路段长度（公里）；���(�)为i类型机动车在车速v下的排放系数

（克/公里）。

机动车尾气排放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33）
式中，EFi为 i类车排放系数；BEFi为 i类车的综合基准排放系数，可参考附表 F.1、附表 F.2、

附表 F.3；,ψj为 j地区的环境修正因子；γj为 j地区的平均速度修正因子；λi为 i类车辆的劣化修正因子；

θi为 i类车辆的其他使用条件（如负载系数、油品质量等）修正因子。修正因子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 92号 附件 3。

10.1.1.2机动车蒸发排放 VOCs核算方法

机动车行驶及驻车期间蒸发排放VOCs（�2）计算公式如下：

�2 = ��1 + ��2 × 365 × � × 10−6 （34）

式中，�2为每年行驶及驻车期间的 VOCs蒸发排放量（吨）；��1为机动车行驶过程中的蒸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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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系数（克/天）；��2为驻车期间的排放系数（克/天），主要包括热浸排放、分子渗透排放、通气渗透

排放、加油排放、碳罐排放等蒸发排放过程；�为当地以汽油为燃料的机动车保有量（辆）。��1、��2
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 92号 附件 3。

10.1.2 清单动态化方法

道路移动源清单动态化方法如下：

a) 对于有条件收集典型道路交通流特征数据的地区，鼓励建立高分辨率的动态路网排放清单，

基于公式（32）计算各路段的污染物逐时排放量。路段流量（TV）主要来源于交管部门提供的道路交

通卡口和交通部门的交调流量站，一般能够区分主要车型规格；拥有车辆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或电子车牌等车联网设施的地区还可进一步获得细分车型技术构成（如排放标准分布）

的流量数据；重点路段和关键车型还可采用人工加密观测的方式补充收集流量数据。路段车速数据（v）
主要来源于道路拥堵地图和浮动车数据，通常能够获得城市内主要道路基于小客车或出租车的路段平

均速度，也可通过安装OBD在线监控设备的车辆获取特定车型的路段车速特征，车速数据缺乏的地区

还可以采用GPS调研的方式补充采集关键车型的行驶速度。建议调研时段能覆盖典型工作日和节假日

的昼夜运行特征。

b) 对于未能获取上述交通流特征数据的路段，推荐将宏观清单总量扣除已有流量路段排放后对

未获取流量的路段基于道路密度和道路等级等权重系数对排放量分摊，时间变化系数参考已有流量路

段。

c) 上述条件都不具备的地区，可参考本指南附表A.1移动源分配系数将年排放量分配到日。

d) 对于智能交通技术覆盖度高、实时交通数据采集完善的地区（有监控数据的路段数量占全路

网路段数量15%以上），建议采用交通流模拟的方式更准确模拟全路网路段尺度的流量和速度，并参

考公式（32）计算道路排放进一步构建路网动态排放清单。路网交通流模拟的方法推荐机器学习模型、

交通规划模型或交通小区聚类等方式。

10.1.3 排放空间分配法

道路移动源排放空间分配法主要包括路网动态清单排放空间分配法和宏观清单排放空间分配法。

10.1.3.1路网动态清单排放空间分配

对于路网动态清单，空间分配系数的计算基于各网格内所属路段的排放量总和，计算公式如下：

��,�,�,ℎ = ����,�,�,�,ℎ×��,��

� ����,�,�,�,ℎ×��,���
（35）

式中，��,�,�,ℎ为第j个网格在y年第d天第h小时空间分配系数；���,�,�,�,ℎ为第j个网格里第k条道路对

应的污染物在y年第d天第h小时的排放强度（千克/千米）；��,�为第j个网格里第k条道路的长度（千

米）。小时排放强度可替换为污染物日均或年均排放强度，进一步计算得到日均或年均污染物空间分

配系数。路网清单的建立及清单动态化方法详见10.1.2节。

10.1.3.2宏观清单排放空间分配

对于宏观清单，可以采用路网权重法或空间插值法对道路机动车排放进行空间分配。

a) 路网权重法

路网权重法是利用路网分布栅格数据对排放进行网格化，即将每个网格内的路网长度占网格所在

清单计算单元的总道路长度比例作为权重，将道路排放量分摊到网格。不同道路类型（高速、国道/快
速路、省道/主干道等）具有不同流量和车速特征，可进一步通过交通流调研或交管部门统计数据获得

不同道路类型排放空间分配修正系数。

b) 空间插值法

空间插值法是将机动车排放量通过代用参数（如人口、GDP、机动车总量）分配到下一级行政区

单元，得到分行政区排放量。

10.2 非道路移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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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排放量核算方法

对于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小型通用机械、柴油发电机组，鉴于各地活动水平获取程度不同，本

指南提供了两种方法，分别为燃料计算法和功率计算法，可基于排放源可获取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

有条件的地区优先选择功率计算法，结果准确性较燃料计算法更高。

10.2.1.1燃料计算法

燃料计算法基于某一用途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燃油消耗量计算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0−6 （36）

式中，Y为燃油消耗量（千克）；EF为产污系数（克/千克燃料），可参考附表F.4、附表F.5、附

表F.6。

10.2.1.2功率计算法

功率计算法基于某一用途非道路移动机械的额定功率、排放控制水平、运行状况的参数进行计算，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E = � � (��,� × ��,� × ���,� × ℎ��,� × ���,�) × 10−6�� （37）

式中，j为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类别；k为排放阶段；P为保有量（台）；G为平均额定净功率（千瓦/
台）；LF为负载因子；hr为年使用小时数（小时）；EF为污染物排放系数（克/千瓦时）。平均额定

功率、负载因子、排放系数无法实际获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92号 附件4。

10.2.2 清单动态化方法

对于有条件收集工程机械GPS定位数据的地区，鼓励建立高分辨率的工程机械排放清单。工程机

械GPS定位数据可从大型制造商或非道路移动机械远程监管平台获取，应包括机械类型、额定功率、

生产日期、排放阶段、经度、纬度、扭矩、转速、速度、时间等信息。

高时空分辨率动态化清单建立过程如下：

a) 额定功率由明细数据获取；

b) 负载因子可由实际扭矩和转速计算获取，或者采用系统平台内置参数；

c) 使用时间取本条数据与上一条连续数据的差值；

d) 排放系数采用系统平台内置参数；

e) 计算本条数据的排放量并根据经纬度定位；

f) 数据汇总，即建立高时空分辨率的动态排放清单。

10.2.3 排放空间分配法

无法获得非道路移动机械GPS数据的地区，可采用空间插值法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进行空间分

配。通过代用参数将排放量分配到下一级行政单元，得到分行政区排放量。

工程机械可使用城市建成面积作为代用参数，农业机械可使用农村人口作为代用参数。

10.3 船舶

10.3.1 排放量核算方法

船舶包括载车船、散货船、集装箱船、杂货船、游轮、远洋拖轮、冷藏船、滚装船、油轮、运化

学品船、液化天然气船、其他船舶，共12类。

对于内河、沿海船舶，排放量计算方法为燃油法，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可参见公式（36），排

放系数可参考附表F.7、附表F.8。

10.3.2 清单动态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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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船舶AIS数据，建立单个轨迹点和排放量对应的关系，利用轨迹点的排放量、时刻和经纬度

信息，建立高时空分辨率的动态排放清单。

附表A.1提供了移动源时间分配系数，供未开展调研地区选用。

10.3.3 排放空间分配

对于可从海事部门或相关单位获取船舶AIS数据和船舶静态数据的地区，可采用非集计动力法计

算船舶排放，建立单个轨迹点和排放量对应的关系，利用轨迹点的排放量和经纬度信息，进行船舶排

放量的空间分配。

在排放网格化过程中根据经纬度直接定位到相应排放网格，获取网格化排放清单。

10.4 铁路

10.4.1 排放量核算方法

对于铁路内燃机车排放量，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参见公式（36）,产污系数可参考附表F.9。

10.4.2 清单动态化方法

应用铁路逐日发车次数建立排放日变化比例，将污染物排放量分配到日。

附表A.1提供了移动源时间分配系数，供未开展调研地区选用。

10.4.3 排放空间分配

采用空间插值法对铁路内燃机车排放进行空间分配。可通过铁路干线里程作为代用参数将排放量

分配到清单计算下一级行政单元和网格，得到分行政区和分网格排放量。

10.5 飞机

10.5.1 排放量核算方法

对于民航飞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

� = ���� × �� × 10−3 （38）

式中，����为民航飞机起飞着陆循环次数（次）；EF为排放系数（千克/LTO），可参考附表F.10。

10.5.2 清单动态化方法

可应用逐日起飞着陆循环次数将公式（38）计算的排放量分配到日。

附表A.1提供了移动源时间分配系数，供未开展调研地区选用。

10.5.3 排放空间分配

民航飞机起飞着陆循环过程产生的排放直接定位到机场所在的空间网格。

10.6 油品储运销

10.6.1 排放量核算方法

油品储运销是指原油、汽油、柴油、天然气在储藏、运输及装卸过程中逸散泄漏造成可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的排放源。排放过程主要包括油品灌装、油品运输和油品储存过程。本节介绍的油品储运销

排放计算方法涵盖了原油运输至炼油厂、储油库的收油/发油作业、油罐车油品运输、加油站卸油作业、

机动车加油、天然气运输排放源。

根据核算参数获取难易程度，油品储运销排放量核算方法分为储存与装载分环节计算法和综合产

排污系数法。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中VOCs计算方法，优先选用储存与装载分环节计算

法。若数据基础薄弱，分环节计算法难以采用，则可用综合产排污系数法计算VOCs排放量。

10.6.1.1储存与装载分环节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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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储运销排放采用储存与装载分环节计算法，参考8.1.1.2中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和挥发性有机

液体装载计算，见公式（16）和（17）。

10.6.1.2综合产排污系数法

采用综合产排污系数法计算公式如下：

��,�＝
�
���,�,� × ��,�� （39）

式中，i为油品储运销过程的排放子源；j为各省、市、自治区，m代表第三级排放源的技术和工艺；

ef为排放源VOCs实际排放系数，即VOCs产生系数与控制措施实际去除效率乘积（VOCs产生系数可参

考附表F.11、VOCs控制措施实际去除效率无法实际获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A
为油气运输量或储存量。

10.6.2 清单动态化方法

根据油品储运量或消费量将年排放分配到月，再采用附表A.1提供的储存运输时间分配系数将月排

放量分配到日。

10.6.3 排放空间分配

排放空间分配按照点源和面源分别处理。

点源应获取储油库和加油站的经纬度后直接定位至网格；面源可采用路网作为代用参数将最小行

政区单元排放分配至网格。

11 农业源

11.1 氮肥施用

11.1.1 排放量核算方法

氮肥施用过程会产生氨排放，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Ai × ��i )� （40）

式中，i为化肥种类（包括尿素、碳铵、硝铵、硫胺、其他氮肥）；A为活动水平，即各种氮肥施

用量；EF为氨排放系数，计算方法如公式（41）。

�� = ��� × � × � （41）

式中，BEF为基准氨产生系数，可参考附表 G.1；α为施肥率修正因子；β为施肥方式修正因子。

根据土壤酸碱性和气温选取符合当地实际特征的数据。施肥率修正因子根据每亩耕地施肥量确定，

每亩耕地施肥量高于13千克氮时取1.18，小于等于13千克氮时取1；施肥方式修正因子在覆土深施时取

0.32，表面撒施时取1；施肥率和施肥方式可调研当地农耕习惯获取。

11.1.2 清单动态化方法

氮肥施用排放清单的动态化可通过调查获取施肥量的逐日数据，同时利用系统平台内置的氨产生

系数温度列表，获取随温度线性变化的分段函数，以表征氨产生系数的动态化。

举例：

尿素在酸性土壤中，10℃-20℃和 20℃-30℃的氨产生系数分别为 2.51%和 4.50%。可以设定，在

15℃和 25℃氨产生系数的下限和上限值分别为 2.51%和 4.50%，在 15℃和 25℃之间的氨产生系数通过

采用温度 t（℃）为自变量的线性插值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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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1%+ 4.5%−2.51%
25−15

× (� − 15) （42）

式中，t为日均温度，可从当地气象站获取。

11.1.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氮肥施用排放的空间分配可通过调查，获取高精度的氮肥施用量及其具体位置等。若该数据获取

困难，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耕作面积进行空间分配，以耕作面积的栅格数据作为代用参数，

对氮肥施用排放量进行分配，可基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获取相应数据。

11.2 畜禽养殖

11.2.1 排放量核算方法

畜禽养殖中动物排泄物产生大量氨排放。

畜禽排泄物释放大气氨包含户外、圈舍-液态、圈舍-固态、存储-液态、存储-固态、施肥-液态、

施肥-固态共七部分。根据粪便管理阶段和形态，畜禽养殖氨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43）

式中，i为畜禽粪便类型，分为户外、圈舍-液态、圈舍-固态、存储-液态、存储-固态、施肥-液态、

施肥-固态；A为活动水平，指畜禽排泄物在不同管理阶段、粪便不同形态中含有的总铵态氮量；EF为
氨产生系数；γ为氮-大气氨转换系数，取1.214。各参数详细获取方式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

55号 附件3。

11.2.2 清单动态化方法

畜禽养殖排放清单的动态化通过获取粪尿在不同阶段处理比例的逐月变化，同时利用生态环境

部公告 2014年 第 55号 附件 3提供的氨产生系数中温度列表，获取随温度线性变化的分段函数，进一

步考虑氨产生系数随风速的变化，以表征氨产生系数的动态化。

举例：

散养肉牛，尿液在圈舍中，TAN在小于 10℃和 10-20℃的氨产生系数分别为 9.3%和 14%。可以

设定，在 10℃和 15℃氨产生系数的下限和上限值分别为 9.3%和 14%，在 10℃和 15℃之间的氨产生系

数通过采用温度 t（℃）为自变量的线性插值获取。进一步采用基于风速的指数修正，获取动态氨产生

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 (9.3%+ 14%−9.3%
15−10

× � − 10 ) × �0.0419� （44）

式中，t为日均温度；W为当地风速。可从当地气象站获取。

附表A.1提供了农业源时间分配系数，供未开展调研地区选用。

11.2.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畜禽养殖氨排放的空间分配基于高精度的存栏数及其空间分布位置实现。

如果该数据获取困难，可以农村人口栅格数据（数据可从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下载，

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作为代用参数进行空间分配，以栅格农村人口数量为比重，对畜牧业

排放量进行线性分配。

12 扬尘源

12.1 土壤扬尘

12.1.1 排放量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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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扬尘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45）

式中，WSi为土壤扬尘中PMi（空气动力学粒径在0~i μm间的颗粒物，下同）总排放量（t/a）；AS
为土壤扬尘源的面积（m2）；ESi为土壤扬尘源的PMi排放系数（t/(m2•a)）。

ESi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 − � × 10−4 （46）

�� = �� × ��� × � × � × � （47）

� = 3.86 × �3 (��)2 （48）

Di为 PMi的起尘因子，t/(104m2•a)；C为气候因子，表征气象因素对土壤扬尘的影响；η为污染控

制技术对扬尘的实际去除效率，当采用遥感技术识别植被覆盖情况时，�不纳入计算；ki为某一粒径颗

粒物 PMi在土壤扬尘排放中的百分含量，直接计算 PM10、PM2.5排放量时，不需再纳入 ki值；Iwe为土

壤风蚀指数，基于土壤质地分类标准确定土壤质地类型，进一步确定土壤风蚀指数，可参考附表 H.1、
附表 H.2； f为地面粗糙因子，取值为 0.5，在近海、海岛、海岸、湖岸及沙漠地区取值为 1；L为无屏

蔽宽度因子，显示研究区域的开阔程度，当无屏蔽宽度小于等于 300米时，L=0.7；当无屏蔽宽度大于

300米，小于 600米时，L=0.85；当无屏蔽宽度大于等于 600米时，L=1.0；V为植被覆盖因子，指裸

露土壤面积占总计算面积比例，计算如公式（49）；u为年平均风速，m/s；PE为桑氏威特降水—蒸发

指数，计算如公式（50）。

� = 裸露土壤面积 总计算面积 （49）

�� = 3.16 ×
�=1

12

[ �� 1.8�� + 22 ]10 9� （50）

式中，Pi为月降水量，mm，当Pi＜12.7 mm时按12.7mm计算；Ti为月平均温度，℃，当Ti＜−1.7℃
时按−1.7℃计算。

12.1.2 清单动态化方法

植被覆盖因子和风速是土壤扬尘清单动态化的关键参数，采取归一化方法，将土壤扬尘源年排

放量分配至每月和每日。土壤扬尘源月度排放量分配方法如下：

�� = �� ×��� （51）

�� = �� × ��3/
�=1

12

(�� × ��3)� （52）

式中，��为土壤扬尘中 PMi（空气动力学粒径在 0~ iμm间的颗粒物）第 j月（或特定周期）排

放量（t/a）；���为土壤扬尘中 PMi（空气动力学粒径在 0~ iμm间的颗粒物）年排放量（t/a）；��为第

j月（或特定周期）的分配系数；��为第 j月（或特定周期）的植被覆盖因子；��为第 j月（或特定周

期）平均风速（m/s）。

12.1.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土壤扬尘源排放量原则上按照面源计算。推荐采用 RS&GIS技术，获取土地利用分类结果和植被

覆盖因子，结合其他参数，自下而上计算得到排放结果，并分配到对应网格中。

12.2 道路扬尘

12.2.1 排放量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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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扬尘源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1 −
��
365 × 10−6 （53）

式中，WRi为道路扬尘源中颗粒物 PMi的总排放量（t/a）；LR为道路长度（km）；NR为一定时期

内车辆在该段道路上的平均车流量（辆/a）；nr为不起尘天数，通过实测（统计降水或洒水作业造成

的路面潮湿的天数）得到；在实测过程中存在困难的，可使用一年中降水量大于 0.25mm/d的天数表示。

ERi为道路扬尘源中 PMi平均排放系数（g/(km•辆)），分铺装道路和未铺装道路分别计算排放系数。

a) 对于铺装道路，排放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 �� × �� 0.91 × � 1.02 (54)

式中，ki为产生的扬尘中 PMi的粒度乘数，可参考附表 H.3；sL为道路积尘负荷，g/m2；具体监

测方法见 HJ/T 393-2007附录 A；W为平均车重，表示通过某等级道路所有车辆的平均重量，t。
b) 对于未铺装道路，排放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
��×(�/12)× � 30 �

� 0.5 � (55)
式中，ki为产生的扬尘中 PMi的粒度乘数，可参考附表 H.4；系数 a、b可参考附表 H.4；s为道路

表面有效积尘率，利用 200目标准筛筛分尘样品，得到的几何粒径小于 75微米的干燥颗粒物在路面或

者地面积尘中所占比例。%；v为平均车速，km/h。M为道路积尘含水率，%。

12.2.2 清单动态化方法

直接获取每日、每月道路积尘负荷、车流量、平均车重计算颗粒物的排放量。

12.2.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道路扬尘源排放量按照线源计算，通过 GIS手段，根据路网底图将排放量分配至相应网格。

分配过程中，根据排放清单编制需求建立适当空间分辨率的网格，通过路网与网格相交等技术手

段，将路网按照网格切割。并采取适当平面投影方式，计算得到各网格内各类型道路长度。

各网格道路扬尘排放量可根据已计算得到的区域排放量基于各网格内各类型道路长度“自上而下”

分配至网格；也可以直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基于各网格内各类型道路长度，结合排放系数数

据计算得到网格道路扬尘排放量，并通过对所有网格排放量求和得到区域道路扬尘排放量。

12.3 施工扬尘

12.3.1 排放量核算方法

a) 施工扬尘源排放量可分为总体估算法和精细化计算法两种方法，有条件的城市，优先采用基

于施工具体环节的精细化计算方法。总体估算法

施工扬尘源颗粒物排放量的总体估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56）

��� = 2.69 × 10−4 × 1 − �实际
（57）

式中，WCi为施工扬尘源中PMi总排放量（t/a）；k为PMi在施工扬尘中的粒径系数，可参考附表

H.5；ECi为整个施工工地PMi的平均排放系数（t/(m2•月)）；AC为施工区域面积（m2）；T为工地的施

工活跃月份数； �实际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扬尘的去除效率（%），无法实际获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21年 第24号，多种措施同时开展的，取控制效率最大值。

b) 精细化计算法

基于各个施工环节的建筑施工扬尘源排放量精细化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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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58）

��� = 0.02534 × � × �1.983 × �−1.993 × ��0.745 × �0.684 × 10−6 （59）

式中，WCi为施工扬尘源中 PMi总排放量（t/a）； ECi为整个施工工地 PMi的平均排放系数（t/(m2•
月)）；AC为施工区域面积（m2）； t为工地施工小时数（h）；D为采样施工工地的起尘面积率

（%）；u为地面 2.5m处风速（m/s）；M为工地表面积尘含水率（%）；sL为工地路面尘积负荷

（g/m2）；N为建筑工地每天运行的机动车数量。

12.3.2 清单动态化方法

施工扬尘清单动态化过程中，施工扬尘可直接计算特定时间段（如月、日）扬尘排放量，也可基

于施工面积、施工时间数据构建时间分配系数，将计算得到的年排放量分配至特定时间段（如月、日）。

12.3.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施工扬尘源排放量的空间分配可根据施工工地类型分别按照点源、线源和面源来计算。

占地规模较小的施工工地可按照点源计算，收集经纬度信息，在排放网格化过程中根据经纬度按

照点源分配到相应排放网格。

道路施工等呈线状分布的施工工地可按照线源计算，通过实际调查和 GIS技术，识别其空间分布，

在排放网格化过程中将排放量基于线段长度分配到相应排放网格。

占地规模面积较大的施工工地，或者众多工程项目集中施工的区域，可按照面源计算，在排放量

网格化过程中分配至对应网格。

12.4 堆场扬尘

12.4.1 排放量核算方法

堆场扬尘排放量是装卸、运输引起的扬尘与堆积存放期间风蚀扬尘之和，计算公式如下：

�� =
�=1

�

�ℎ × ��� × 10−3 + �� × �� × 10−3� （60）

式中，WY为堆场扬尘源中颗粒物总排放量（t/a）；Eh与 Ew为堆场装卸运输过程与风蚀过程的扬

尘颗粒物排放系数（kg/t）；m为每年料堆物料装卸总次数；GYi为第 i次装卸过程的物料装卸量（t）；

AY为料堆表面积（m2）；Ew为料堆受到风蚀作用的颗粒物排放系数（kg/m2）。

a) 装卸过程扬尘的排放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ℎ = � × 0.0016 ×

�
2.2

1.3

�
2

1.4 × 1 − �实际 （61）

式中，�ℎ为装卸过程扬尘的排放系数；k为物料的粒度乘数，可参考附表H.6；u为地面平均风速，

m/s；M为物料含水率，%。�实际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扬尘的实际去除效率，无法实际获取时可参考生态

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多种措施同时开展的，取控制效率最大值。

b) 堆场风蚀扬尘的排放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 �� ×
�=1

�

�� × 1 − �实际� × 10−3 （62）

当�∗ > ��∗时：
�� = 58 × �∗ − ��∗ 2 + 25 × �∗ − ��∗ （63）

当�∗ ≤ ��∗时：
�� = 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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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 �

��
�
�0

, � > �0 （65）

式中，��为堆场风蚀扬尘的排放系数；ki为物料的粒度乘数，可参考附表 H.8；n为料堆每年受扰

动的次数，即每年料堆表面摩擦风速大于阈值摩擦风速的天数； Pi为第 i次扰动中观测的最大风速的

风蚀潜势，g/m2；�实际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扬尘的实际去除效率，无法实际获取时可参考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21年 第 24号，多种措施同时开展的，取控制效率最大值；ut*为阈值摩擦风速，即起尘的临界摩

擦风速，m/s，可参考附表 H.9；u*为摩擦风速，以日均风速计，m/s； u(z)为地面风速，m/s；z为地面

风速检测高度，m；z0为料堆表面粗糙度，城市取 0.6 m，郊区取 0.2 m；0.4为冯卡门常数，无量纲。

12.4.2 清单动态化方法

堆场扬尘清单动态化过程中，可直接计算特定时间段（如月、日）扬尘排放量，也可基于物料

装卸次数、物料装卸量等参数构建时间分配系数，将计算得到的年排放量分配至特定时间段（如月、

日）。

12.4.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较小规模的堆场扬尘排放量在空间分配上按照点源计算，需收集堆场位置的经纬度信息，在排放

网格化过程中根据经纬度直接定位到相应网格。

对于面积较大的堆场，或集中了多个堆场的扬尘源，可按面源计算，在排放量网格化过程中分配

至对应网格。

13 生物质开放燃烧源

13.1 排放量核算方法

生物质开放燃烧包括森林火灾、草原火灾、秸秆露天焚烧过程，排放量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

计算同公式（2），其中A为生物质开放燃烧消耗的生物量，计算如公式（66）~公式（68）；EF为污

染物产生系数，森林/草原火灾污染物产生系数为火灾消耗的单位干生物量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物产生系数为露天焚烧单位干物质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可参考附表I.1。�为
污染控制技术对污染物的实际去除效率，可取值0。

a) 森林火灾消耗生物量

森林火灾消耗的生物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燃烧 （66）
式中，AR为火灾受害面积；D为森林干生物量；�燃烧为燃烧率。

各地区森林火灾受害面积可从林业部门年度森林火灾统计资料获取。由于不同植被带的生物量有

所差别，应按照植被带分配森林火灾受害面积。处于一个气候带的区域，受害面积全部分配到该气候

带；处于两个或多个气候带的区域，受害面积应分配到不同气候带。不同植被带平均生物量可参考附

表I.2。不同植被带平均燃烧率可取值0.5。
b) 草原火灾消耗生物量

草原火灾消耗的生物量计算如公式（66）。

各地区草原火灾过火面积可从农业部门统计资料获取。由于不同草地类型生物量有所差别，应按

照草地类型分配受害面积；处于一个草地类型的区域，过火面积全部分配到该草地类型；处于两个或

多个草地类型的区域，将过火面积分配到不同草地类型。不同草地类型的平均地上生物量可参考附表

I.3。燃烧率可取值0.8。
c) 秸秆露天焚烧消耗生物量

秸秆露天焚烧消耗的生物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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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燃烧 （67）

或：� = �� × � × � × �燃烧 （68）
式中，P为农作物产量，可从当地农业部门统计资料获取；N为草谷比（秸秆干物质量与作物产量

比值），可参考附表I.4；R为秸秆露天焚烧比例，未开展实际调查的，可参考附表I.5；�燃烧为燃烧率，

可取值0.9；AR为秸秆露天焚烧面积；B为单位面积农作物产量。

13.2 清单动态化方法

生物质开放燃烧源可结合卫星数据计算各项污染物的日排放量，建立日尺度的污染物排放清单。

�� =
�=1

�

���,�� × A� × �� （69）

式中，��为污染物日排放量；���,�为从卫星数据获取的第j个火点的日燃烧面积，可从MODIS
Burned Area产品获取；A�为森林、草原的单位面积燃烧生物量；EF为污染物产生系数，需考虑火点燃

烧的生物质燃烧类型，参考附表I.1。依据卫星数据获取的经纬度信息，结合植被分布图（可采用中国

植被分布图1:100万），可获得燃烧的生物质类型，匹配对应生物质污染物产生系数。

田间小火采用下式进行估算：

�� = � × �� × �� （70）
式中，N为卫星火点的个数；��为单个火点的燃烧生物量，取值为8.7×105千克；EF为田间燃烧秸

秆的污染物产生系数，可参考附表I.1。

13.3 排放空间分配方法

采用卫星观测火点数据对生物质开放燃烧排放量进行空间分配，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用农村人口

或植被栅格数据作为空间分配代用参数将生物质开放燃烧排放分配到网格。

14 排放清单质控及不确定性分析

14.1 排放清单的质量控制

清单编制过程的质量控制涉及清单编制的各个过程，其中，调查名录库确定、活动水平数据调查、

活动水平数据审核、排放量核算以及排放清单审核等是清单编制过程中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

14.1.1 调查名录确定

调查名录库是决定清单数据全面性、准确性和精确性的基础。清单编制业务化工作中，调查名录

确定过程中应重点做到以下几点：

a) 名录库确定应突出重点调查、区域特点和与现有工作的有机衔接，确定编制方法和工作重点，

明确数据获取渠道及各相关部门任务分工；

b) 鼓励以重点调查和非重点估算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清单编制工作。重点调查源应将调查年度排

放源统计、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企业、应急减排清单、各类减排工程项目涉气企业和地方特色产业企业

全部纳入清单名录库，满足城市重点和特色工作的实际需求；

c) 调查名录库应进行动态调整。根据本年生产状况，补充新增企业，删减已关停企业。

14.1.2 活动水平数据调查

在活动水平数据调查收集过程中，应遵循独立调查、真实准确、填报规范等原则。

a) 独立调查原则

调查人员提前说明各项指标填报要求。调查表原始数据填报、缺漏指标补报、差错修改等均须由

调研对象完成，或由数据调查人员协助指导完成，并经调研对象确认。

b) 真实准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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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行业代码、行政区划代码等基本信息正确，单位名称、社会信用

代码要与工商登记备案一致。主要产品、原辅材料用量、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等活动水平数据与实

际情况相符。

c) 填报规范原则

根据所属行业及产排污环节确定应填调查表，做到不重不漏。据实、全面填报统计指标，应填尽

填。填报过程中，应保证填写内容与数据需求精确匹配，避免“文不对题”现象，如需调研建筑涂料

类型和使用量，而实际填报建筑施工面积；保证数据填写完整，避免“从简”现象，如需调研民用锅

炉的燃烧方式、燃料类型、燃料燃烧量，而实际仅填报燃煤消耗量。

调查表填报应字迹清晰准确易辨认，并及时做好电子版录入存档备份，且准确记录数据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以便于数据来源追溯和数据质量查证。

14.1.3 活动水平数据审核

活动水平数据审核过程应重点包括数据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合理性和准确性等。

a) 完整性审核

收集数据是否覆盖清单编制所需的全部数据，按照污染源、产排污环节和数据指标覆盖完整分别

进行审核，收集到的数据能够满足清单编制体系的七大源类排放计算，做到活动水平数据收集完整正

确，应报指标不缺不漏。

b) 规范性审核

数据是否符合指标界定，调研数据来源是否恰当，调查方法是否规范正确，采用的指标是否准确

可靠。数据填报（特别是零值、空值等）是否符合填报要求。

c) 一致性审核

收集数据信息与统计资料、原始凭证等台账资料是否一致，台账资料与单位内部有关职能部门之

间相关业务、财务资料是否一致，录入数据与台账数据是否一致。

d) 合理性审核

指标单值、单位产品能耗等衍生指标是否在合理值范围内，产品产量和产能、废气产生处置量等

指标间定量关系是否匹配，分析城市指标在区域或省（自治区）宏观数据指标中所占比例是否合理。

e) 准确性审核

燃煤硫分、污染治理设施去除效率等重要核算参数的填报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14.1.4 排放量核算

排放量核算过程质控主要包括核算过程的完整性、核算方法的合理性、审核排放量计算结果合理

性等。

a) 核算过程完整性

明确每个污染源的产排污节点和排放的污染物种类，确保清单计算了全部产排污节点的全部污染

物排放量。

b) 核算方法合理性

每类排放源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的选取符合的相关要求。

1) 监测数据法

对于采用监测数据法核算的排放量，应重点做到：

①监测数据规范性。监测机构资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监测采样分析等数据产生全过程应符合

监测技术要求，监测数据报告加盖监测机构公章或数据报告章。

②监测数据代表性。各产排污环节污染物产排量核算应选用对应点位的监测数据，且监测频次应

满足规定要求。

③监测数据处理合规性。根据HJ 75-2017，对自动监测数据的缺失时段进行规范性补充替代。不

随意截取某时段或某时期数据作为核算依据，确保监测数据完整性。

2) 产排污系数法

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时，应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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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优先采用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24号 中的系数，若其中的产排污系数不包含本地特色行业

时，应开展本地化产排污系数测试。若使用监测法进行本地化产排污系数测算，应按照监测数据法的

使用原则对系数测算过程进行质控。本地化的排放系数应与本指南推荐的产排污系数对比评估，反映

地方实际特色；

②正确选用本指南产排污系数。按照清单编制体系严格校核源分类是否准确，以便于准确选用产

排污系数；

③核算过程准确。注意数据单位转换或参数转化，并计算准确。

3) 物料衡算法

对于物料衡算法计算得到的排放量应重点校核其数据具体指标选取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如燃料燃

烧方式及燃煤硫分灰分等数据是否符合技术规范，单位换算、小数点或计算方法等是否准确无误。

c) 审核排放量结果合理性

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校核应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首先根据城市能源消耗及产品产量等在区域

或省（自治区）宏观数据指标中所占比例做排放量校验，再根据区域或省（自治区）清单以及其他相

邻城市的排放情况对各源类的排放占比情况做合理性分析，最后对各源类中排放较大的企业进行逐一

校验，活动水平分类是否有误，产品产量及单位是否填报有误，产排污环节是否全面覆盖等。

14.1.5 排放清单审核

城市排放清单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完整性、填报规范性、数据准确性、数据合理性等：

a) 数据完整性

污染源类别覆盖是否全面，调查对象是否全面无遗漏，报表数据是否齐全。

b) 填报规范性

各级源分类、数据格式是否规范。

c) 数据准确性

污染源基本信息、产品产量、能源消耗、污染控制等数据填报是否准确，产排污系数等重要参数

选择和计算过程是否准确。

d) 数据合理性

采用对比法，分析排放清单汇总表中各种污染物排放量比例是否合理；根据社会经济及部门统计

数据，如重点行业产能、产量、能源消费情况等，检验同一地区各类源主要污染物排放占比的合理性；

对比不同区域同一类别的污染源单位产品或能源消费的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物平均去除效率等衍生

指标，分析总量数据的合理性。

14.2 不确定性分析与验证

14.2.1 不确定性分析

排放清单不确定性分析主要包括：确定清单中单个变量的不确定性，如活动水平、排放系数、去

除效率数据等的不确定性；将单个变量的不确定性合并为清单的总不确定性；识别清单不确定性的主

要来源，以帮助确定清单质量改进的优先顺序。可采用蒙特卡洛方法评估排放总量的置信区间。主要

包括以下步骤：

a) 确定输入数据的概率分布函数

在样本库抽取随机样本，通过模拟获得包含分布形式、平均值及标准方差三类信息的概率分布函

数，以相对标准方差来表达该数据的不确定度。

b) 不确定性传递

应用数学模拟方法将众多输入数据的不确定性传递演算得到清单的不确定性。采用蒙特卡洛数值

分析方法在各数据的个体概率密度函数上选择随机值，计算相应的输出值，重复定义次数，每次计算

结果构成了输出值的概率密度函数，当输出值的平均值不再变化时，结束重复计算，得到排放清单的

不确定度。

14.2.2 模型观测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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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清单的可靠性还可结合模型、环境大气的监测数据、卫星遥感观测数据等手段进行综合验证。

a) 模型法

将排放清单作为空气质量模型的输入，利用空气质量模型进行模拟，并与同时段空气质量观测结

果比较，可对排放清单进行间接验证。

b) 环境大气监测数据法

将观测浓度的均值、时间变化趋势，或者空间分布特征与模型模拟结果进行比较，识别二者之间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而可以诊断排放清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可对排放清单的可靠性进行评估。

环境大气的浓度监测数据来自环境监测中心，包括SO2、NO2、PM2.5和O3等污染物。有条件开展PM2.5

组分浓度观测的地区，还可对PM2.5组分进行验证。生物质燃烧源排放清单的可靠性还可通过钾离子、

左旋葡聚糖等示踪物进行验证。具体方法是通过环境观测中钾离子、左旋葡聚糖等示踪物的浓度，估

算生物质燃烧在总排放量中的贡献率，并与排放清单估算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对排放清单进行间接验

证。

c) 卫星遥感观测数据法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如OMI、MODIS等卫星数据产品，也可对排放清单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将卫

星观测到的NO2柱浓度、SO2柱浓度、气溶胶光学厚度（AOD）等与模型模拟结果进行比较，校验清单

可靠性。利用卫星所观测到的燃烧面积对生物质开放燃烧排放清单进行对比验证。同时，也可以利用

基于卫星观测数据的排放反演技术，对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进行多层面校验，评估排放清单的不

确定性范围，识别可能的误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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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录 A
（资料性）

时间分配系数

日排放分配系数见表A.1。

表 A.1 日排放分配系数

排放源 分类
星期

1 2 3 4 5 6 7
电力热力源 所有 0.1470 0.1470 0.1470 0.1470 0.1470 0.1350 0.1300
工业源 所有 0.1620 0.1620 0.1620 0.1620 0.1620 0.1120 0.0780

生活源
废弃物处理 0.1620 0.1620 0.1620 0.1620 0.1620 0.1120 0.0780

其他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移动源
油品储运销 0.1620 0.1620 0.1620 0.1620 0.1620 0.1120 0.0780

其他 0.1550 0.1550 0.1550 0.1550 0.1550 0.1170 0.1080
农业源 所有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生物质开放燃烧源 所有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0.1430

时刻排放分配系数见表A.2。

表 A.2 时刻排放分配系数

排放源 分类
时刻

0 1 2 3 4 5 6 7
电力热力源 所有 0.0324 0.0300 0.0288 0.0284 0.0292 0.0316 0.0354 0.0403
工业源 所有 0.026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290

生活源
废弃物处理 0.026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290

其他 0.0180 0.0180 0.0180 0.0180 0.0180 0.0380 0.0750 0.0750
工业源 所有 0.026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290

移动源
油品储运销 0.026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070 0.0290

所有 0.0172 0.0132 0.0138 0.0150 0.0155 0.0157 0.0290 0.0564
农业源 所有 0.0206 0.0194 0.0194 0.0177 0.0189 0.0210 0.0288 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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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开放燃烧源 所有 0.0180 0.0180 0.0180 0.0180 0.0180 0.0380 0.0750 0.0750
排放源 分类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电力热力源 所有 0.0433 0.0457 0.0479 0.0486 0.0495 0.0497 0.0501 0.0500
工业源 所有 0.045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生活源
废弃物处理 0.045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其他 0.0380 0.0380 0.0300 0.0450 0.0450 0.0380 0.0300 0.0300

移动源
油品储运销 0.045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0.0680

所有 0.0599 0.0590 0.0594 0.0540 0.0501 0.0588 0.0600 0.0620

农业源 所有 0.0473 0.0576 0.0700 0.0782 0.0885 0.0823 0.0803 0.0700
生物质开放燃烧源 所有 0.0380 0.0380 0.0300 0.0450 0.0450 0.0380 0.0300 0.0300

排放源 分类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电力热力源 所有 0.0497 0.0489 0.0477 0.0473 0.0466 0.0440 0.0397 0.0352
工业源 所有 0.0680 0.0660 0.0630 0.0370 0.0370 0.0370 0.0370 0.0370

生活源
废弃物处理 0.0680 0.0660 0.0630 0.0370 0.0370 0.0370 0.0370 0.0370

其他 0.0380 0.0750 0.0750 0.0750 0.0750 0.0540 0.0180 0.0180

移动源
油品储运销 0.0680 0.0660 0.0630 0.0370 0.0370 0.0370 0.0370 0.0370

其他 0.0594 0.0574 0.0557 0.0490 0.0454 0.0417 0.0308 0.0216
农业源 所有 0.0597 0.0453 0.0309 0.0268 0.0226 0.0206 0.0206 0.0206

生物质开放燃烧源 所有 0.0380 0.0750 0.0750 0.0750 0.0750 0.0540 0.0180 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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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源生物质炉灶燃烧过程排放时间分配系数见表A.3。

表 A.3 生物质炉灶燃烧过程排放时间分配系数

省份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北京 0.20 0.18 0.07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14 0.15

天津 0.19 0.17 0.07 0.03 0.04 0.03 0.04 0.04 0.03 0.04 0.14 0.19

河北 0.22 0.15 0.08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8 0.17

山西 0.18 0.16 0.1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13 0.18

内蒙古 0.15 0.14 0.15 0.06 0.03 0.03 0.03 0.03 0.03 0.06 0.15 0.15

辽宁 0.16 0.14 0.12 0.06 0.03 0.03 0.03 0.03 0.03 0.06 0.15 0.16

吉林 0.15 0.14 0.15 0.06 0.03 0.03 0.03 0.03 0.03 0.06 0.15 0.15

黑龙江 0.15 0.14 0.15 0.06 0.03 0.03 0.03 0.03 0.03 0.06 0.15 0.15

上海 0.21 0.19 0.1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10

江苏 0.19 0.17 0.09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19

浙江 0.21 0.19 0.1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10

安徽 0.20 0.18 0.1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9 0.10

福建 0.08 0.14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江西 0.13 0.12 0.13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13

山东 0.18 0.16 0.09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9 0.18

河南 0.18 0.16 0.09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9 0.18

湖北 0.23 0.10 0.11 0.05 0.06 0.05 0.06 0.06 0.05 0.06 0.05 0.11

湖南 0.23 0.10 0.11 0.05 0.06 0.05 0.06 0.06 0.05 0.06 0.05 0.11

广东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广西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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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海南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重庆 0.24 0.11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12

四川 0.24 0.11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12

贵州 0.23 0.10 0.11 0.05 0.06 0.05 0.06 0.06 0.05 0.06 0.05 0.11

云南 0.15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15

西藏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陕西 0.18 0.16 0.09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9 0.18

甘肃 0.18 0.16 0.1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13 0.18

青海 0.16 0.14 0.12 0.06 0.03 0.03 0.03 0.03 0.03 0.06 0.15 0.16

宁夏 0.18 0.16 0.13 0.06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13 0.13

新疆 0.15 0.14 0.15 0.06 0.03 0.03 0.03 0.03 0.03 0.06 0.1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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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燃煤源计算参数

燃煤源硫分、灰分进入底灰的比例见表B.1。

表 B.1 燃煤源硫分、灰分进入底灰的比例

部门/行业 燃烧技术 硫分进入底灰比例 灰分进入底灰比例

电力生产 煤粉炉 0.15 0.25
电力生产 流化床炉 0.15 0.44
电力生产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电力供应 煤粉炉 0.15 0.25
电力供应 流化床炉 0.15 0.40
电力供应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电力供应 手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粉炉 0.15 0.25
热力生产和供应 流化床炉 0.15 0.44
热力生产和供应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煤粉炉 0.15 0.2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流化床炉 0.15 0.4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手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粉炉 0.15 0.25
采矿业和制造业 流化床炉 0.15 0.40
采矿业和制造业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采矿业和制造业 手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粉炉 0.15 0.25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流化床炉 0.15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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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燃烧技术 硫分进入底灰比例 灰分进入底灰比例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5 0.85

燃煤源颗粒物粒径分布系数见表B.2。

表 B.2 燃煤源颗粒物粒径分布系数

部门/行业 燃烧技术 烟气中 PM2.5占总颗粒物比例 烟气中 PM10占总颗粒物比例

电力生产 煤粉炉 0.06 0.23
电力生产 流化床炉 0.07 0.29
电力生产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0 0.33
电力供应 煤粉炉 0.06 0.23
电力供应 流化床炉 0.07 0.20
电力供应 自动炉排层燃炉 0.07 0.20
电力供应 手动炉排层燃炉 0.07 0.20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粉炉 0.06 0.23
热力生产和供应 流化床炉 0.07 0.29
热力生产和供应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0 0.3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煤粉炉 0.06 0.2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流化床炉 0.07 0.2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动炉排层燃炉 0.07 0.2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手动炉排层燃炉 0.07 0.20
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粉炉 0.06 0.23
采矿业和制造业 流化床炉 0.07 0.20
采矿业和制造业 自动炉排层燃炉 0.07 0.20
采矿业和制造业 手动炉排层燃炉 0.07 0.2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粉炉 0.06 0.23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流化床炉 0.07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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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燃烧技术 烟气中 PM2.5占总颗粒物比例 烟气中 PM10占总颗粒物比例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自动炉排层燃炉 0.07 0.20

燃煤源BC、OC占PM2.5比例表B.3。

表 B.3 燃煤源 BC、OC占 PM2.5比例

部门/行业 燃烧技术 BC占PM2.5比例 OC占PM2.5比例

电力生产 煤粉炉 0.002 0.000

电力生产 流化床炉 0.002 0.000

电力生产 自动炉排层燃炉 0.002 0.000

电力供应 流化床炉 0.006 0.000
电力供应 自动炉排层燃炉 0.200 0.040
电力供应 手动炉排层燃炉 0.200 0.040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粉炉 0.002 0.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流化床炉 0.002 0.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自动炉排层燃炉 0.002 0.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煤粉炉 0.002 0.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流化床炉 0.006 0.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动炉排层燃炉 0.200 0.04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手动炉排层燃炉 0.200 0.040
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粉炉 0.002 0.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流化床炉 0.006 0.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自动炉排层燃炉 0.200 0.040
采矿业和制造业 手动炉排层燃炉 0.200 0.04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粉炉 0.002 0.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流化床炉 0.002 0.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自动炉排层燃炉 0.190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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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电力热力源排放系数

电力、热力、燃气生产和供应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C.1。

表 C.1 电力、热力、燃气生产和供应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单位：g/kg燃料）

部门/行业 燃料 燃烧技术 CO NOx a SO2 VOCs PM2.5 PM10 BC OC
电力生产 煤炭 煤粉炉 2.00 装机容量 b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生产 煤炭 流化床炉 2.00 装机容量 b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生产 煤炭 自动炉排层燃炉 8.00 装机容量 b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生产 焦炭 不分技术 2.00 8.85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生产 煤矸石 不分技术 2.00 装机容量 b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生产 其它焦化产品 不分技术 0.00 10.06 0.00 0.04 0.00 0.00 0.00 0.00
电力生产 焦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电力生产 高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电力生产 其它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电力生产 天然气 c 燃气锅炉 1.30 4.10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电力生产 液化天然气 燃气锅炉 0.36 3.74 0.00 33.00 0.17 0.17 0.02 0.05
电力生产 液化石油气 燃气锅炉 0.36 3.74 0.00 33.00 0.17 0.17 0.02 0.05
电力生产 炼厂干气 燃气锅炉 0.00 0.7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电力生产 转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电力生产 其它气体燃料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电力生产 原油 燃油锅炉 0.60 7.2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电力生产 汽油 燃油锅炉 0.60 16.70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电力生产 煤油 燃油锅炉 0.60 21.20 0.00 0.13 0.90 0.90 0.01 0.09
电力生产 柴油 燃油锅炉 0.60 7.40 3.00 0.13 0.50 0.50 0.01 0.04
电力生产 燃料油 燃油锅炉 0.60 10.06 20 2.88 0.62 0.85 0.04 0.01
电力生产 其它液体燃料 燃油锅炉 0.60 10.06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电力生产 石油焦 燃油锅炉 0.60 10.06 0.00 33.00 0.62 0.85 0.0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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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燃料 燃烧技术 CO NOx a SO2 VOCs PM2.5 PM10 BC OC
电力生产 其它石油制品 燃油锅炉 0.60 10.06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电力供应 煤炭 煤粉炉 2.00 5.47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供应 煤炭 流化床炉 2.00 7.50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供应 煤炭 自动炉排层燃炉 15.00 4.00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供应 煤炭 手动炉排层燃炉 124.30 3.80 物料衡算 4.53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供应 焦炭 不分技术 2.00 4.00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电力供应 其它焦化产品 不分技术 2.00 5.84 0.00 0.04 0.00 0.00 0.00 0.00
电力供应 焦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0.96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电力供应 高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电力供应 其它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电力供应 天然气 c 燃气锅炉 1.30 2.09 0.00 0.12 0.03 0.03 0.00 0.00
电力供应 液化天然气 燃气锅炉 0.36 2.63 0.00 33.00 0.17 0.17 0.02 0.05
电力供应 液化石油气 燃气锅炉 0.36 2.63 0.00 33.00 0.17 0.17 0.02 0.05
电力供应 炼厂干气 燃气锅炉 0.00 0.5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电力供应 转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电力供应 其它气体燃料 c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电力供应 原油 燃油锅炉 0.60 5.09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电力供应 汽油 燃油锅炉 0.60 3.67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电力供应 煤油 燃油锅炉 0.60 7.46 0.00 0.13 0.90 0.90 0.01 0.09
电力供应 柴油 燃油锅炉 0.60 9.62 3.00 0.13 0.50 0.50 0.01 0.04
电力供应 燃料油 燃油锅炉 0.60 5.84 20.00 2.88 0.67 1.03 0.04 0.01
电力供应 其它液体燃料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电力供应 石油沥青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电力供应 石油焦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33.00 0.62 0.85 0.04 0.01
电力供应 其它石油制品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炭 煤粉炉 2.00 8.85 物料衡算 0.18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炭 流化床炉 2.00 7.50 物料衡算 0.18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炭 自动炉排层燃炉 8.00 4.00 物料衡算 0.18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热力生产和供应 焦炭 不分技术 2.00 8.85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矸石 不分技术 2.00 8.85 物料衡算 0.18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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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燃料 燃烧技术 CO NOx a SO2 VOCs PM2.5 PM10 BC OC
热力生产和供应 其它焦化产品 不分技术 2.00 10.06 0.00 0.04 0.00 0.00 0.00 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焦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高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其它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天然气 c 燃气锅炉 1.30 4.10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液化天然气 燃气锅炉 0.36 3.74 0.00 33.00 0.17 0.17 0.02 0.09
热力生产和供应 液化石油气 燃气锅炉 0.36 3.74 0.00 33.00 0.17 0.17 0.02 0.09
热力生产和供应 炼厂干气 燃气锅炉 0.00 0.7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转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其它气体燃料 c 燃气锅炉 1.30 1.35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原油 燃油锅炉 0.60 7.2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热力生产和供应 汽油 燃油锅炉 0.60 16.70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油 燃油锅炉 0.60 21.20 0.00 0.13 0.90 0.90 0.12 0.04
热力生产和供应 柴油 燃油锅炉 0.60 7.40 3.00 0.13 0.50 0.50 0.14 0.01
热力生产和供应 燃料油 燃油锅炉 0.60 10.06 20.00 0.19 0.62 0.85 0.04 0.05
热力生产和供应 其它液体燃料 燃油锅炉 0.60 10.06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热力生产和供应 石油焦 燃油锅炉 0.60 10.06 0.00 33.00 0.62 0.85 0.04 0.01
热力生产和供应 其它石油制品 燃油锅炉 0.60 10.06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煤炭 煤粉炉 2.00 5.47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煤炭 流化床炉 2.00 7.50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煤炭 自动炉排层燃炉 15.00 4.00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煤炭 手动炉排层燃炉 124.30 3.80 物料衡算 4.53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焦炭 不分技术 2.00 4.00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其它焦化产品 不分技术 2.00 5.84 0.00 0.04 0.00 0.00 0.00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焦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0.96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高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其它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天然气 c 燃气锅炉 1.30 2.09 0.00 0.12 0.03 0.03 0.00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液化天然气 燃气锅炉 0.36 2.63 0.00 33.00 0.17 0.17 0.02 0.0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液化石油气 燃气锅炉 0.36 2.63 0.00 33.00 0.17 0.17 0.0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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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燃料 燃烧技术 CO NOx a SO2 VOCs PM2.5 PM10 BC OC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炼厂干气 燃气锅炉 0.00 0.5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转炉煤气 c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其它气体燃料 c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原油 燃油锅炉 0.60 5.09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汽油 燃油锅炉 0.60 3.67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煤油 燃油锅炉 0.60 7.46 0.00 0.13 0.90 0.90 0.12 0.0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柴油 燃油锅炉 0.60 9.62 3.00 0.13 0.50 0.50 0.14 0.0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燃料油 燃油锅炉 0.60 5.84 20.00 2.88 0.67 1.03 0.04 0.0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其它液体燃料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沥青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焦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33.00 0.62 0.85 0.04 0.0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其它石油制品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注：aNOx排放系数以NO2计，下同。
b电力生产NOx排放系数与装机容量大小有关，≤100MW取8.96，（100, 300MW）取8.19，≥300MW取7.21。
c气体燃料排放系数单位是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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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工业源排放系数

工业生产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D.1。

表 D.1工业生产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烟气脱硝产生系数单位为 g/kg煤，其他部门产生系数单位为 g/kg产品）

部门/行业 产品 工艺技术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焦炭 机械炼焦 1.600 1.700 1.080 0.000 2.960 5.220 8.790 1.570 1.83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焦炭 土法炼焦 15.600 1.700 2.790 0.000 5.360 5.220 8.790 1.570 1.83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烧结矿 烧结_有组织排放 16.000 0.550 1.340 0.000 0.250 2.520 5.810 0.003 0.13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烧结矿 烧结_无组织排放 0.000 0.000 0.000 0.000 0.250 0.100 0.240 0.001 0.00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球团矿 球团_有组织排放 16.000 0.500 1.340 0.000 0.250 2.520 5.810 0.003 0.13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球团矿 球团_无组织排放 0.000 0.000 0.000 0.000 0.250 0.100 0.240 0.001 0.00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生铁 高炉_有组织排放 15.290 0.170 0.140 0.000 0.000 5.270 8.430 0.53 0.11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生铁 高炉_无组织排放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730 1.220 0.07 0.01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粗钢 转炉_有组织排放 8.750 0.000 0.000 0.000 0.060 10.450 14.630 0.000 2.09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粗钢 电炉_有组织排放 9.000 0.000 0.000 0.000 0.060 6.020 8.120 0.000 0.12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粗钢 转炉_无组织排放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50 1.460 0.000 0.00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粗钢 电炉_无组织排放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600 0.810 0.000 0.00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铸铁 铸造_有组织排放 0.000 0.210 0.180 0.000 0.000 7.100 9.010 0.000 0.21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铸铁 铸造_无组织排放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380 2.820 0.000 0.04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电解铝 一次冶炼 0.000 0.000 7.500 0.000 0.000 18.280 26.51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电解铝 再生生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5.200 6.97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精炼铜 一次冶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63.870 296.05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精炼铜 再生生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63.870 296.05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锌 一次冶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7.730 233.06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锌 再生生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7.730 233.060 0.000 0.000



T/CSES XXXX—XXXX

40

部门/行业 产品 工艺技术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铅 一次冶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86.670 321.63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铅 再生生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86.670 321.63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镍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6.000 276.00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锡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6.000 276.00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锑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6.000 276.00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汞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6.000 276.00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镁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6.000 276.00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钛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6.000 276.000 0.000 0.0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氧化铝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97.130 396.17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熟料 新型干法 3.710 1.880 0.510 0.000 0.330 26.500 57.500 0.230 0.39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熟料 立窑 2.600 0.200 2.530 0.000 0.330 11.900 33.700 0.270 0.45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熟料 其它旋窑 23.840 0.160 1.930 0.000 0.330 13.200 42.600 0.130 0.2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水泥 粉磨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00 8.00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石灰 不分技术 30.950 0.200 0.340 0.000 0.180 1.400 13.400 0.030 0.0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砖瓦 不分技术 4.040 0.050 0.600 0.000 0.130 0.270 0.710 0.110 0.09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石膏 不分技术 30.950 0.200 0.340 0.000 0.180 1.400 12.000 0.030 0.0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平板玻璃 a 浮法平板玻璃 0.000 7.740 3.400 0.000 0.400 7.920 8.27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平板玻璃 a 垂直引上平板玻璃 0.000 7.740 3.400 0.000 0.400 10.690 11.16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玻璃制品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400 2.940 3.07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玻璃纤维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3.150 0.000 0.00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陶瓷 不分技术 0.000 5.000 2.250 0.000 29.220 0.670 2.43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沥青油毡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430 0.000 0.00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石墨碳素 不分技术 2.830 1.040 18.870 0.000 0.380 1.600 2.480 0.000 0.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人造板 b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500 0.000 0.000 0.000 0.000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焦炭 机械炼焦 1.600 1.700 1.080 0.000 2.960 5.220 8.790 1.570 1.830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焦炭 土法炼焦 15.600 1.700 2.790 0.000 5.360 5.220 8.790 1.570 1.830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原油生产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420 0.100 0.12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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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产品 工艺技术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原油加工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320 0.000 0.000 0.000 0.000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原油炼制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820 0.000 0.000 0.000 0.000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天然气生产 c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34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11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丙烯腈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99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甲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乙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丁二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39.74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苯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22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二甲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氯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2.5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原料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43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乙二醇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52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对苯二甲酸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9.8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硫酸 不分技术 0.000 0.000 3.4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合成氨 不分技术 25.800 0.000 0.000 0.000 4.72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聚氯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74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聚苯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5.4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低密度聚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高密度聚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5.7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线性聚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聚丙烯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3.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尿素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9.980 0.010 1.860 2.12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碳铵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2.150 0.000 1.860 2.12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硝铵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2.150 0.000 1.860 2.12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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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产品 工艺技术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硫胺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2.150 0.000 1.860 2.12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其它氮肥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1.860 2.12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复合肥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1.860 2.12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油墨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5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染料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81.4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建筑涂料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5.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漆涂料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5.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橡胶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7.17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胶黏剂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2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纤维制造业 尼纶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3.3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纤维制造业 涤纶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7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纤维制造业 腈纶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37.1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纤维制造业 丙纶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37.1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纤维制造业 维纶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7.7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纤维制造业 粘胶纤维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4.500 0.000 0.000 0.000 0.00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轮胎 d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910 0.000 0.000 0.000 0.00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泡沫塑料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77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人造革/合成革 e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180 0.000 0.000 0.000 0.000
造纸和纸制品业 纸浆 不分技术 0.000 0.000 8.000 0.000 3.100 0.000 0.000 0.000 0.00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酒精 f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218.250 0.000 0.000 0.000 0.00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啤酒 f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250 0.000 0.000 0.000 0.00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葡萄酒 f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500 0.000 0.000 0.000 0.00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白酒 f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25.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食品制造业 面包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620 0.000 0.000 0.000 0.000
食品制造业 糕点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食品制造业 饼干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食品制造业 熏肉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0.14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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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产品 工艺技术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农副食品加工业 糖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8.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玉米油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9.350 0.000 0.000 0.000 0.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棉花籽油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8.750 0.000 0.000 0.000 0.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花生油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350 0.000 0.000 0.000 0.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大豆油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2.450 0.000 0.000 0.000 0.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非食用植物油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9.170 0.000 0.000 0.000 0.000

纺织业 毛线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纺织业 丝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纺织业 布 g 不分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烟气脱硝 脱硝烟气 脱硝烟气-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0.000 0.000 0.000 0.17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烟气脱硝 脱硝烟气 脱硝烟气-选择性催化还原 0.000 0.000 0.000 0.16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a平板玻璃以重量箱计时，20重量箱=1吨。
b人造板排放系数单位为g/m3。
c天然气生产排放系数单位为g/m3。
d轮胎排放系数单位为kg/条。
e人造革/合成革以面积计时，1平方米=0.6千克。
f酒精密度为807千克/千升；啤酒、葡萄酒和白酒密度为900千克/千升。g布以长度计时，1m=0.1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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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VOCs有组织产生系数见表D.2。

表 D.2石化行业 VOCs有组织产生系数（单位：g/kg产品）

部门/行业 产品 VOCs产生系数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原油加工 0.064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原油炼制 0.36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苯 0.11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甲苯 0.02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苯乙烯 0.04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二甲苯 0.02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苯胺 0.02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0.00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四乙基铅 0.6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烷基苯 3.68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异丙苯 0.110

石化行业组件平均排放系数见表D.3。

表 D.3石化行业组件平均排放系数 a

设备类型 介质
石油化工排放系数

（千克/小时）

阀

气体 0.00597

轻液体 0.00403

重液体 0.00023

泵 b
轻液体 0.01990

重液体 0.0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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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类型 介质
石油化工排放系数

（千克/小时）

压缩机 气体 0.22800

泄压设备 气体 0.10400

法兰、连接件 所有 0.0018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所有 0.00170

采样连接系统 所有 0.01500

安全阀

气体 0.00130

轻液体 0.00140

重液体 0.00150

注：表中排放系数代表每个排放源每小时的VOCs排放量（千克）。对于开放式的采样点，采用平均排放系数法计算排放量。如果采样过程中排出

的置换残液或气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按照“采样连接系统”和“开口管线”排放系数分别计算并加和；如果企业有收集处理设施收集管线冲洗的残液或

气体，并且运行效果良好，可按“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排放系数进行计算。

注：a摘自EPA，1995b；
b轻液体泵密封的系数可以用于估算搅拌器密封的排放速率。

企业分类型密封点数量见表D.4。

表 D.4企业分类型密封点数量

排放组件 气体 轻液/重液

每台泵或压缩机上的阀门 133 41.00
每个阀门上的法兰 4.1 4.10

搅拌器密封 / 1.00
泵上的泵密封 / 1.35

每台压缩机的压缩机密封 2 /
注：数据来自《Canadian-Fuels_CoP_Rev15_Final_Repo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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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损耗排放系数见表D.5。

表 D.5装载损耗排放系数（kg/m3）

排放源 汽油 原油 煤油 柴油 轻石脑油 重石脑油 轻污油 重污油 航空油 航空煤油 燃料油 渣油

铁路和公路装

载 a 1.624000 0.552000 1.036000 0.152000 2.275000 0.851000 1.118000 0.724000 / / / /

船舶 b 0.410000 0.120000 / 0.001400 / / / / 0.150000 0.001600 0.001400 0.000011
注：a基于设计或标准中雷氏蒸气压最大值核算，装载温度取25℃。

b排放系数基于16℃油品获取，表中汽油数据采集对象雷氏蒸气压为69kPa。原油数据采集对象雷德蒸气压34kPa。

石燃料固定燃烧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D.6。

表 D.6化石燃料固定燃烧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单位：g/kg燃料）

部门/行业 燃料 燃烧技术 CO NOx a SO2 VOCs PM2.5 PM10 BC OC
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炭 煤粉炉 2.00 5.47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炭 流化床炉 2.00 7.50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炭 自动炉排层燃炉 15.00 4.00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炭 手动炉排层燃炉 124.30 3.80 物料衡算 4.53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采矿业和制造业 焦炭 不分技术 2.00 4.00 物料衡算 0.04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采矿业和制造业 其它焦化产品 不分技术 2.00 5.84 0.00 0.04 0.00 0.00 0.00 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焦炉煤气 a 燃气锅炉 1.30 0.96 0.00 0.02 0.03 0.03 0.00 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高炉煤气 a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其它煤气 a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天然气 a 燃气锅炉 1.30 2.09 0.00 0.12 0.03 0.03 0.00 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液化天然气 燃气锅炉 0.36 2.63 0.00 33.00 0.17 0.17 0.02 0.05
采矿业和制造业 液化石油气 燃气锅炉 0.36 2.63 0.00 33.00 0.17 0.17 0.02 0.05
采矿业和制造业 炼厂干气 燃气锅炉 0.00 0.5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转炉煤气 a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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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燃料 燃烧技术 CO NOx a SO2 VOCs PM2.5 PM10 BC OC
采矿业和制造业 其它气体燃料 a 燃气锅炉 1.30 0.13 0.00 0.05 0.03 0.03 0.00 0.00
采矿业和制造业 原油 燃油锅炉 0.60 5.09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采矿业和制造业 汽油 燃油锅炉 0.60 3.67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油 燃油锅炉 0.60 7.46 0.00 0.13 0.90 0.90 0.01 0.09
采矿业和制造业 柴油 燃油锅炉 0.60 9.62 3.00 0.13 0.50 0.50 0.14 0.04
采矿业和制造业 燃料油 燃油锅炉 0.60 5.84 20.00 2.88 0.67 1.03 0.04 0.01
采矿业和制造业 其它液体燃料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采矿业和制造业 石油沥青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采矿业和制造业 石油焦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33.00 0.62 0.85 0.04 0.01
采矿业和制造业 其它石油制品 燃油锅炉 0.60 5.84 0.00 0.13 0.62 0.85 0.04 0.01

注：aNOx排放系数以NO2计。

工业溶剂使用VOCs产生系数见表D.7。

表 D.7工业溶剂使用 VOCs产生系数

部门/行业 溶剂使用过程 溶剂类型 VOCs 单位

人造板制造
刨花板、其他人造板（非木质人造板、细工木板、胶合

木、重组装饰材、饰面人造板等）
水性胶黏剂 5.164 g/m3产品

人造板制造
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其他人造板（非木质人造

板、细工木板、胶合木、重组装饰材、饰面人造板等）
溶剂型胶黏剂 47.274 g/m3产品

印刷印染 印刷 溶剂型平版油墨 600.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植物大豆平版油墨 14.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水性平版油墨 13.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水性凹版油墨 114.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溶剂型凹版油墨 600.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水性凸版油墨 47.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溶剂型凸版油墨 600.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水性孔版油墨 49.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溶剂型孔版油墨 450.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印刷 喷墨墨水 127.000 g/kg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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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溶剂使用过程 溶剂类型 VOCs 单位

印刷印染 印刷 UV油墨 19.000 g/kg油墨

印刷印染 染料印染 不分技术 81.400 g/kg染料

家具制造涂层 家具喷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家具制造涂层 家具喷涂 非水性底漆 750.000 g/kg涂料

家具制造涂层 家具喷涂 非水性面漆 800.000 g/kg涂料

家具制造涂层 家具喷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家具制造涂层 家具喷涂 溶剂型涂料 800.000 g/kg涂料

家具制造涂层 家具喷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家具制造涂层 家具喷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家具制造涂层 家具喷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水性电泳底漆 2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中涂漆 45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色漆 80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清漆 55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稀释剂 1000.000 g/kg物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密封胶 6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保护蜡 50.000 g/kg涂料

汽车制造涂层 汽车喷涂 胶黏剂 50.000 g/kg涂料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涂层
表面涂装 溶剂型涂料 750.000 g/kg涂料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涂层
表面涂装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涂层
表面涂装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涂层
表面涂装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涂层
表面涂装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涂层
表面涂装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T/CSES XXXX—XXXX

49

部门/行业 溶剂使用过程 溶剂类型 VOCs 单位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丙烯酸漆 6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氟碳漆 63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绝缘漆 6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氨基漆 3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环氧漆 2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溶剂型涂料 65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涂层 金属表面涂层 密封胶 800.000 g/kg涂料

通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溶剂型涂料 600.000 g/kg涂料

通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通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通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通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通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专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溶剂型涂料 600.000 g/kg涂料

专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专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专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专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专用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溶剂型涂料 600.000 g/kg涂料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溶剂型涂料 600.000 g/kg涂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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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 溶剂使用过程 溶剂类型 VOCs 单位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涂层 设备制造涂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仪器仪表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溶剂型涂料 600.000 g/kg涂料

仪器仪表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仪器仪表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仪器仪表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仪器仪表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仪器仪表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涂层 其他涂层 溶剂型涂料 8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涂层 其他涂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涂层 其他涂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涂层 其他涂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涂层 其他涂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涂层 其他涂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文教、工美、体育和其他娱乐用品制造涂层 表面涂装 溶剂型涂料 800.000 g/kg涂料

文教、工美、体育和其他娱乐用品制造涂层 表面涂装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文教、工美、体育和其他娱乐用品制造涂层 表面涂装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文教、工美、体育和其他娱乐用品制造涂层 表面涂装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文教、工美、体育和其他娱乐用品制造涂层 表面涂装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文教、工美、体育和其他娱乐用品制造涂层 表面涂装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其他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溶剂型涂料 800.000 g/kg涂料

其他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粉末涂料 20.000 g/kg涂料

其他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水性涂料 150.000 g/kg涂料

其他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固化剂 450.000 g/kg涂料

其他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稀释剂 1000.000 g/kg涂料

其他制造涂层 其他涂层 清洗剂 1000.000 g/kg涂料

其他工业溶剂使用 木材生产 不分技术 0.220 g/m3木材

其他工业溶剂使用 印刷设备清洗 不分技术 1000.000 g/kg汽油

其他工业溶剂使用 胶粘剂使用 不分技术 85.000 g/kg胶粘剂

其他工业溶剂使用 防腐涂料（溶剂型） 不分技术 460.000 g/kg涂料

其他工业溶剂使用 防腐涂料（水性） 不分技术 270.000 g/kg涂料

其他工业溶剂使用 防水涂料 不分技术 50.000 g/kg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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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生活源排放系数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E.1。

表 E.1民用化石燃料燃烧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单位：g/kg燃料）

部门/行业 燃料 燃烧技术 CO NOx a SO2 VOCs PM2.5 PM10 BC OC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炭 煤粉炉 2.00 5.47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炭 流化床炉 2.00 7.50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炭 自动炉排层燃炉 15.00 4.00 物料衡算 2.16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物料衡算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炭 手动炉排层燃炉 124.30 3.80 物料衡算 4.53 2.00 3.50 0.38 0.08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炭 传统炉灶 144.00 0.91 物料衡算 3.67 6.86 8.82 2.63 3.12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炭 先进炉灶 144.00 0.91 物料衡算 3.67 6.86 8.82 2.63 3.12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焦炭 不分技术 15.00 2.25 物料衡算 4.53 2.00 3.50 0.38 0.08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其它焦化产品 不分技术 15.00 1.95 0.00 4.53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焦炉煤气 a 不分技术 1.30 0.6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高炉煤气 a 不分技术 1.30 0.6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其它煤气 a 不分技术 1.30 0.6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 a 不分技术 1.30 1.4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液化天然气 不分技术 0.42 0.88 0.00 0.00 0.17 0.17 0.02 0.05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液化石油气 不分技术 0.42 0.88 0.00 0.00 0.17 0.17 0.02 0.05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炼厂干气 不分技术 0.00 0.1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转炉煤气 a 不分技术 0.00 0.6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其它气体燃料 a 不分技术 0.00 0.0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原油 不分技术 0.00 1.7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煤油 不分技术 0.00 2.49 0.00 0.00 0.90 0.90 0.12 0.09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柴油 不分技术 0.78 0.00 3.00 0.00 0.50 0.50 0.14 0.04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燃料油 不分技术 0.86 5.84 20.00 0.00 0.28 0.75 0.0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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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其它液体燃料 不分技术 0.00 1.9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用化石燃料燃烧 其它石油制品 不分技术 0.00 1.9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a气体燃料污染物产生系数单位是g/m3。

民用生物质燃烧燃烧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E.2。

表 E.2民用生物质燃烧燃烧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单位：g/kg燃料）

部门 燃料/产品 工艺技术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民用生物质燃料 生物质成型燃料 生物质锅炉 6.22 2.79 0.70 0.24 1.13 0.95 1.12 0.13 0.54
民用生物质燃料 水稻秸秆 传统炉灶 68.00 0.43 0.48 0.52 8.40 6.40 6.88 1.85 3.65
民用生物质燃料 水稻秸秆 先进炉灶 43.00 0.31 0.48 0.52 8.40 4.29 4.61 1.24 2.45
民用生物质燃料 小麦秸秆 传统炉灶 172.00 0.51 2.36 0.37 9.37 8.24 8.86 1.10 4.70
民用生物质燃料 小麦秸秆 先进炉灶 108.00 0.36 2.36 0.37 9.37 5.52 5.94 0.74 3.15
民用生物质燃料 玉米秸秆 传统炉灶 57.00 0.83 1.33 0.68 7.34 6.87 7.39 0.92 3.92
民用生物质燃料 玉米秸秆 先进炉灶 36.00 0.59 1.33 0.68 7.34 4.60 4.95 0.62 2.63
民用生物质燃料 高粱秸秆 传统炉灶 45.00 1.12 1.25 0.52 1.61 7.10 7.63 0.95 4.05
民用生物质燃料 高粱秸秆 先进炉灶 28.00 0.80 1.25 0.52 1.61 4.76 5.11 0.64 2.71
民用生物质燃料 油菜秸秆 传统炉灶 134.00 1.65 1.36 0.52 7.97 12.77 13.73 1.70 7.29
民用生物质燃料 油菜秸秆 先进炉灶 84.00 1.17 1.36 0.52 7.97 8.56 9.20 1.14 4.88
民用生物质燃料 其他秸秆 传统炉灶 95.20 0.91 1.36 0.52 6.94 8.28 8.90 1.30 4.72
民用生物质燃料 其他秸秆 先进炉灶 59.80 0.65 1.36 0.52 6.94 5.55 5.96 0.88 3.16
民用生物质燃料 薪柴 传统炉灶 29.00 0.97 0.40 1.30 3.13 3.24 3.48 0.53 2.59
民用生物质燃料 薪柴 先进炉灶 18.00 0.69 0.40 1.30 2.16 2.17 2.33 0.36 1.74
民用生物质燃料 生物质成型燃料 传统炉灶 8.25 1.07 0.40 1.30 1.13 0.67 1.24 0.09 0.38
民用生物质燃料 生物质成型燃料 先进炉灶 5.00 0.76 0.40 1.30 1.13 0.45 0.83 0.06 0.25
民用生物质燃料 牲畜粪便 传统炉灶 20.00 0.58 0.28 1.30 3.13 8.22 8.84 1.10 4.69
民用生物质燃料 牲畜粪便 先进炉灶 12.00 0.41 0.28 1.30 3.13 5.51 5.92 0.7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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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溶剂使用过程VOCs产生系数见表E.3。

表 E.3非工业溶剂使用过程 VOCs产生系数

部门/行业 溶剂/涂料类型 VOCs 单位

建筑涂料使用 建筑内墙水性涂料 120.0 g/kg涂料

建筑涂料使用 建筑内墙溶剂型涂料 360.0 g/kg涂料

建筑涂料使用 建筑外墙水性涂料 120.0 g/kg涂料

建筑涂料使用 建筑外墙溶剂型涂料 450.0 g/kg涂料

建筑涂料使用 其他建筑水性涂料 120.0 g/kg涂料

建筑涂料使用 其他建筑溶剂型涂料 450.0 g/kg涂料

沥青铺路 沥青铺路 353.0 g/kg沥青

农药使用 敌敌畏 576.0 g/kg农药

农药使用 氧化乐果 568.0 g/kg农药

农药使用 其他杀虫剂 572.0 g/kg农药

农药使用 氯氰菊酯 562.0 g/kg农药

农药使用 百草枯 276.0 g/kg农药

农药使用 多菌灵 382.0 g/kg农药

农药使用 草甘膦 355.8 g/kg农药

农药使用 稻瘟净 568.0 g/kg农药

农药使用 其他杀菌剂 568.0 g/kg农药

生活溶剂使用 干洗(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1000.0 g/kg干洗剂

生活溶剂使用 气雾剂 124.0 g/人/年
生活溶剂使用 家居用品 67.0 g/人/年
生活溶剂使用 化妆品 25.0 g/人/年
生活溶剂使用 非工业粘合剂 11.0 g/人/年
生活溶剂使用 空间除臭剂 8.0 g/人/年
生活溶剂使用 驱虫剂 6.0 g/人/年
生活溶剂使用 洗涤剂 2.0 g/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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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处理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E.4。

表 E.4废弃物处理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

废弃物处理过程 废弃物类型 工艺技术 单位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废水处理 废水 不分技术 mg/m3废水 0.00 0.00 0.00 3．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固废处理 固体废弃物 固废填埋 g/kg垃圾 0.00 0.00 0.00 0.56 0.23 0.00 0.00 0.00 0.00
固废处理 固体废弃物 固废堆肥 g/kg垃圾 0.00 0.00 0.00 1.28 0.00 0.00 0.00 0.00 0.00
固废处理 固体废弃物 固废焚烧 g/kg垃圾 0.00 0.00 0.00 0.21 0.74 0.00 0.00 0.00 0.00

不同规模餐饮企业烟气排放速率、年总经营时间经验值见表E.5。

表 E.5不同规模餐饮企业烟气排放速率、年总经营时间经验值

企业规模 大型餐饮企业 中型餐饮企业 小型餐饮企业

烟气排放速率（m3/h） 2500 2000 1500
年总经营时间（h） 2000 1800 1600

餐饮油烟排放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E.6。

表 E.6餐饮油烟排放过程污染物产生系数（单位：mg/m3油烟）

部门 燃料/产品 工艺技术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餐饮油烟 炊事油烟 不分技术 0.00 0.00 0.00 0.00 5.60 6.40 8.00 0.13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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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移动源排放系数

汽油车各车型综合基准排放系数BEF见表F.1。

表 F.1汽油车各车型综合基准排放系数 BEF（单位：g/km行驶里程）

机动车类型-汽油 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情况（g/km）

CO VOCs NOx PM2.5 PM10

微型、小型载客汽车

国一 11.90 1.02 0.74 0.005 0.006
国二 6.12 1.01 0.73 0.004 0.004
国三 2.26 0.49 0.25 0.003 0.003
国四 1.34 0.25 0.10 0.003 0.003
国五 0.53 0.12 0.06 0.003 0.003
国六 0.29 0.08 0.02 0.002 0.002

出租车

国一 18.68 1.24 1.47 0.005 0.006
国二 9.95 1.24 1.47 0.004 0.004
国三 5.22 0.71 0.42 0.003 0.003
国四 2.37 0.35 0.18 0.003 0.003
国五 1.22 0.28 0.18 0.003 0.003
国六 0.32 0.10 0.02 0.002 0.002

中型载客汽车

国一 22.87 2.85 1.85 0.060 0.067
国二 17.07 1.62 1.52 0.018 0.020
国三 4.72 0.46 0.49 0.011 0.012
国四 2.10 0.17 0.21 0.006 0.007
国五 2.10 0.17 0.15 0.006 0.007
国六 1.18 0.11 0.05 0.004 0.005

大型载客汽车

国一 66.28 3.95 2.74 0.159 0.177
国二 18.48 2.22 2.67 0.072 0.080
国三 9.00 1.02 1.58 0.044 0.049
国四 3.99 0.53 0.81 0.044 0.049
国五 3.99 0.53 0.61 0.044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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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型-汽油 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情况（g/km）

CO VOCs NOx PM2.5 PM10
国六 2.24 0.35 0.18 0.030 0.033

微型、轻型载货汽车

国一 18.26 1.94 1.72 0.060 0.067
国二 10.65 1.37 1.37 0.018 0.020
国三 3.21 0.40 0.45 0.011 0.012
国四 1.73 0.13 0.12 0.006 0.007
国五 1.73 0.13 0.06 0.006 0.007
国六 0.97 0.08 0.02 0.004 0.005

中型载货汽车

国一 52.91 3.94 2.55 0.159 0.177
国二 11.52 1.88 2.40 0.072 0.080
国三 6.11 0.87 1.43 0.044 0.049
国四 3.29 0.39 0.72 0.044 0.049
国五 3.29 0.39 0.54 0.044 0.049
国六 1.84 0.25 0.19 0.030 0.033

重型载货汽车

国一 52.91 3.94 2.55 0.159 0.177
国二 11.52 1.88 2.40 0.072 0.080
国三 6.11 0.87 1.43 0.044 0.049
国四 3.29 0.39 0.72 0.044 0.049
国五 3.29 0.39 0.54 0.044 0.049
国六 1.84 0.25 0.16 0.030 0.033

普通摩托车

国一 8.96 0.99 0.14 0.018 0.020
国二 2.58 0.53 0.15 0.008 0.009
国三 1.11 0.21 0.10 0.003 0.003
国四 0.56 0.11 0.05 0.002 0.002

轻便摩托车

国一 4.18 2.15 0.11 0.018 0.020
国二 1.97 1.65 0.11 0.008 0.009
国三 0.82 0.88 0.07 0.003 0.003
国四 0.41 0.44 0.04 0.00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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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车各车型综合基准排放系数BEF见表F.2。

表 F.2柴油车各车型综合基准排放系数 BEF（单位：g/km行驶里程）

机动车类型-柴油 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情况（g/km）

CO VOCs NOx PM2.5 PM10

小型载客汽车

国一 0.36 0.07 0.98 0.063 0.070
国二 0.45 0.05 0.98 0.052 0.058
国三 0.14 0.02 0.84 0.032 0.036
国四 0.13 0.02 0.68 0.031 0.034
国五 0.13 0.02 0.68 0.003 0.003
国六 0.09 0.01 0.11 0.002 0.002

中型载客汽车

国一 3.44 0.60 4.79 0.464 0.515
国二 2.82 0.36 4.79 0.157 0.174
国三 2.12 0.29 3.35 0.148 0.165
国四 1.84 0.11 2.68 0.106 0.118
国五 1.84 0.06 2.28 0.021 0.024
国六 1.35 0.03 0.38 0.003 0.004

大型载客汽车

国一 10.15 0.60 11.16 1.019 1.133
国二 8.94 0.36 9.89 0.914 1.016
国三 6.94 0.29 9.89 0.409 0.455
国四 3.35 0.11 9.89 0.261 0.290
国五 1.67 0.06 8.64 0.131 0.145
国六 1.22 0.03 1.44 0.020 0.022

公交车

国一 9.86 0.72 12.0 1.078 1.198
国二 8.68 0.44 11.0 1.024 1.138
国三 6.74 0.24 11.0 0.338 0.376
国四 3.25 0.13 10.75 0.301 0.335
国五 1.62 0.06 7.52 0.150 0.167
国六 1.18 0.03 3.00 0.014 0.015

轻型载货汽车

国一 3.42 1.31 5.58 0.239 0.265
国二 2.63 0.34 5.58 0.231 0.257
国三 1.53 0.16 3.80 0.115 0.128
国四 1.21 0.08 3.00 0.051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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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型-柴油 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情况（g/km）

CO VOCs NOx PM2.5 PM10

国五 0.61 0.02 1.60 0.010 0.011
国六 0.44 0.01 0.27 0.002 0.002

中型载货汽车

国一 5.24 1.31 7.48 0.420 0.467
国二 3.78 0.34 5.28 0.339 0.376
国三 1.71 0.16 5.28 0.145 0.161
国四 1.63 0.08 4.08 0.154 0.171
国五 0.81 0.02 3.00 0.050 0.056
国六 0.59 0.01 0.50 0.007 0.008

重型载货汽车

国一 5.97 0.77 9.75 0.571 0.634
国二 3.08 0.42 9.04 0.451 0.501
国三 2.79 0.21 9.04 0.326 0.362
国四 2.66 0.10 8.51 0.117 0.130
国五 1.32 0.02 6.23 0.073 0.081
国六 0.97 0.01 1.04 0.011 0.012

低速货车
国一 2.62 1.16 3.88 0.157 0.174
国二 2.06 0.75 3.14 0.122 0.136

三轮汽车
国一 0.95 0.24 1.07 0.064 0.071
国二 0.75 0.16 0.87 0.049 0.054

天然气车各车型综合基准排放系数BEF见表F.3。

表 F.3天然气车各车型综合基准排放系数 BEF（单位：g/km行驶里程）

机动车类型-天然气 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情况（g/km）

CO VOCs NOx PM2.5 PM10

小型载客汽车

国三及以前 6.00 0.10 0.77 0.002 0.002
国四 2.30 0.05 0.44 0.002 0.002
国五 0.75 0.03 0.10 0.002 0.002
国六 0.29 0.02 0.02 0.001 0.001

出租车

国三及以前 7.50 0.13 0.90 0.003 0.003
国四 2.88 0.06 0.50 0.003 0.003
国五 0.94 0.04 0.30 0.00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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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型-天然气 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情况（g/km）

CO VOCs NOx PM2.5 PM10

国六 0.29 0.02 0.02 0.002 0.002

中型载客汽车

国三及以前 8.40 0.14 5.94 0.020 0.022
国四 3.22 0.07 5.94 0.020 0.022
国五 1.05 0.04 5.18 0.020 0.022
国六 0.41 0.03 0.38 0.005 0.006

大型载客汽车

国三及以前 12.60 0.21 9.89 0.020 0.022
国四 4.83 0.11 9.89 0.020 0.022
国五 1.58 0.06 8.64 0.020 0.022
国六 0.61 0.04 1.44 0.005 0.006

公交车

国三及以前 15.12 0.25 15.00 0.020 0.022
国四 5.80 0.13 15.00 0.020 0.022
国五 1.89 0.08 15.00 0.020 0.022
国六 0.73 0.05 3.00 0.005 0.006

轻型载货汽车

国三及以前 7.98 0.13 6.41 0.020 0.022
国四 3.06 0.07 5.36 0.020 0.022
国五 1.00 0.04 4.12 0.020 0.022
国六 0.39 0.03 0.27 0.005 0.006

中型载货汽车

国三及以前 10.5 0.18 8.91 0.020 0.022
国四 4.03 0.09 7.29 0.020 0.022
国五 1.31 0.05 7.50 0.020 0.022
国六 0.51 0.04 0.50 0.005 0.006

重型载货汽车

国三及以前 14.50 0.24 15.00 0.020 0.022
国四 5.60 0.12 15.00 0.020 0.022
国五 1.81 0.07 15.00 0.020 0.022
国六 0.70 0.05 1.04 0.005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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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获得的小型通用机械排放系数见表F.4。

表 F.4实测获得的小型通用机械排放系数（g/kWh）

排放标准 VOCs NOx CO

二冲程

国一前 39.70 5.50 300.90
国一 37.50 2.90 269.80
国二 31.30 2.10 231.80
国三 31.30 2.10 231.80

四冲程

国一前 7.70 3.80 357.30
国一 6.90 3.30 341.40
国二 6.60 2.80 324.80
国三 6.60 2.80 324.80

实测获得的工程机械排放系数见表F.5。

表 F.5实测获得的工程机械排放系数（g/kWh）

工程机械 排放标准 PM2.5 VOCs NOx CO

挖掘机

国一前 0.88 0.82 10.28 1.05
国一 0.80 0.74 9.34 0.96
国二 0.47 0.58 6.97 0.72
国三 0.37 0.38 4.79 0.71

推土机

国一前 0.80 1.30 10.00 5.00
国一 0.70 1.30 9.20 5.00
国二 0.30 1.00 6.00 5.00
国三 0.25 0.80 4.50 4.50

装载机

国一前 0.84 1.36 16.29 2.28
国一 0.76 1.24 14.80 2.07
国二 0.36 0.86 9.80 1.59
国三 0.34 0.51 6.68 1.69

叉车 国一前 0.72 1.09 15.90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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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 排放标准 PM2.5 VOCs NOx CO
国一 0.66 0.99 14.46 3.25
国二 0.48 0.76 12.14 2.37
国三 0.29 0.49 9.09 2.33

压路机

国一前 0.10 3.06 45.10 1.66
国一 0.09 2.78 41.00 1.51
国二 0.05 2.02 28.63 1.15
国三 0.04 1.18 20.01 1.20

摊铺机

国一前 0.80 1.30 10.00 5.00
国一 0.70 1.30 9.20 5.00
国二 0.30 1.00 6.00 5.00
国三 0.25 0.80 4.50 4.50

平地机

国一前 0.39 1.23 20.24 0.69
国一 0.35 1.11 18.40 0.63
国二 0.16 0.77 12.04 0.49
国三 0.16 0.44 8.21 0.53

其他工程机械

国一前 1.20 1.30 10.50 6.50
国一 1.00 1.30 10.50 6.50
国二 0.95 1.30 7.50 6.50
国三 0.55 1.10 6.00 5.00

实测获得的农业机械排放系数见表F.6。

表 F.6实测获得的农业机械排放系数（g/kWh）

工程机械 排放标准 PM2.5 VOCs NOx CO

大中型

拖拉机

国一前 0.49 2.52 22.09 4.39
国一 0.45 2.29 20.08 3.99
国二 0.34 1.74 17.32 2.90
国三 0.20 1.11 13.30 2.86

小型

拖拉机

国一前 0.61 2.97 27.85 5.28
国一 0.55 2.70 25.32 4.80
国二 0.40 2.09 19.12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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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三 0.25 1.34 11.43 3.20

联合

收割机

国一前 0.58 0.95 12.41 2.63
国一 0.52 0.86 11.28 2.39
国二 0.29 0.71 8.69 1.76
国三 0.24 0.53 5.71 1.66

其他农业机械

国一前 1.20 1.30 10.50 6.50
国一 1.00 1.30 10.50 6.50
国二 0.95 1.30 7.50 6.50
国三 0.55 1.10 6.00 5.00

船舶排放系数见表F.7。

表 F.7船舶排放系数（单位：g/kWh）

发动机类型 燃料类型 NOx排放标准 生产年份 PM2.5 NOx SO2 CO VOCs

主机

低速发动机

重油（硫含量 2.43%）

Tier 0
≤1999 1.335 18.100 9.261 0.540 0.600

中速发动机 ≤1999 1.330 14.000 10.215 0.540 0.500
低速发动机

Tier 1
2000-2010 1.335 17.000 9.261 0.540 0.600

中速发动机 2000-2010 1.330 13.000 10.215 0.540 0.500
低速发动机

Tier 2
≥2011 1.335 15.300 9.261 0.540 0.600

中速发动机 ≥2011 1.330 11.200 10.215 0.540 0.500
低速发动机

低硫油（硫含量 0.15%）

Tier 0
≤1999 0.199 17.000 0.515 0.540 0.600

中速发动机 ≤1999 0.200 13.200 0.568 0.540 0.500
低速发动机

Tier 1
2000-2010 0.199 16.000 0.515 0.540 0.600

中速发动机 2000-2010 0.200 12.200 0.568 0.540 0.500
低速发动机

Tier 2
≥2011 0.199 14.400 0.515 0.540 0.600

中速发动机 ≥2011 0.200 10.500 0.568 0.540 0.500
天然气机 LNG 无 全部 0.030 1.300 0.003 1.300 0.500

辅机

中速发动机

重油（硫含量 2.43%）

Tier 0
≤1999 1.339 14.700 10.782 0.540 0.400

高速发动机 ≤1999 1.339 11.600 10.782 0.540 0.400
中速发动机

Tier 1
2000-2010 1.339 13.000 10.782 0.540 0.400

高速发动机 2000-2010 1.339 10.400 10.782 0.540 0.400
中速发动机 Tier 2 ≥2011 1.339 11.200 10.782 0.540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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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类型 燃料类型 NOx排放标准 生产年份 PM2.5 NOx SO2 CO VOCs
高速发动机 ≥2011 1.339 8.200 10.782 0.540 0.400
中速发动机

低硫油（硫含量 0.15%）

Tier 0
≤1999 0.202 13.800 0.599 0.540 0.400

高速发动机 ≤1999 0.202 10.900 0.599 0.540 0.400
中速发动机

Tier 1
2000-2010 0.202 12.200 0.599 0.540 0.400

高速发动机 2000-2010 0.202 9.800 0.599 0.540 0.400
中速发动机

Tier 2
≥2011 0.202 10.500 0.599 0.540 0.400

高速发动机 ≥2011 0.202 7.700 0.599 0.540 0.400
天然气机 LNG 无 全部 0.030 1.300 0.003 1.300 0.500

锅炉

重油（硫含量 2.43%）

无 全部

0.744 2.100 14.850 0.200 0.100
低硫油（硫含量 0.15%） 0.112 1.974 0.825 0.200 0.100

LNG 0.030 1.300 0.00269 1.300 0.500

内河、沿海船舶排放系数见表F.8。

表 F.8内河、沿海船舶排放系数（g/kg燃料）

燃料类型 PM2.5 VOCs NOx CO
柴油 3.81 6.19 47.60 23.80

燃料油 6.20 2.70 79.30 7.40

铁路内燃机车排放系数见表F.9。

表 F.9铁路内燃机车排放系数（g/kg燃料）

区域 PM2.5 VOCs NOx CO
综合排放系数（全国） 2.02 2.95 54.14 8.25

综合排放系数（青藏高原） 0.85 1.56 63.80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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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TO方法的民航飞机排放系数见表F.10。

表 F.10基于 LTO方法的民航飞机排放系数（kg/LTO）

机型 PM2.5 VOCs NOx CO
B 0.54 0.52 2.17 5.94
C 0.54 0.72 9.81 7.53
D 0.54 1.28 22.83 12.50
E 0.54 2.42 41.03 20.49
F 0.54 3.19 69.06 39.83

油品储运销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F.11。

表 F.11油品储运销污染物产生系数

部门 过程 工艺技术 单位 VOCs

油品储运销 天然气输送 不分技术 g/m3气 2.60

油品储运销 原油储存 不分技术 g/kg油品 0.12
油品储运销 原油运输 不分技术 g/kg油品 1.60
油品储运销 汽油储存 不分技术 g/kg油品 0.16
油品储运销 汽油运输 不分技术 g/kg油品 1.60
油品储运销 柴油储存 不分技术 g/kg油品 0.05
油品储运销 柴油运输 不分技术 g/kg油品 0.05
油品储运销 汽油加油站 不分技术 g/kg油品 3.24
油品储运销 柴油加油站 不分技术 g/kg油品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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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

农业源排放系数

氮肥施用氨产生系数见表G.1。

表 G.1氮肥施用氨产生系数（单位：氮肥施肥量的百分比）

化肥种类
酸性土壤 碱性土壤

<10℃ 10-20℃ 20-30℃ >30℃ <10℃ 10-20℃ 20-30℃ >30℃
尿素 0.51 2.51 4.50 5.50 12.66 14.66 16.66 17.66
碳铵 1.71 2.61 3.52 3.98 6.02 6.93 7.84 8.29
硝铵 0.36 0.40 0.45 0.47 / / / /
硫胺 0.66 0.82 0.97 1.05 1.25 1.40 1.56 1.63

其他氮肥 0.21 0.23 0.26 0.27 / / / /
复合肥 0.21 0.23 0.26 0.27 / / / /

注：硝铵和其他氮肥在碱性土壤中的氨产生系数可参考酸性土壤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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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

扬尘源排放系数

各土壤质地类型砂粒、粘粒、粉粒含量标准见表H.1。

表 H.1各土壤质地类型砂粒、粘粒、粉粒含量标准

土壤质地类型 含量标准

砂土 (粉粒 + 1.5*粘粒) < 15
壤质砂土 (粉粒 + 1.5*粘粒 ≥ 15) && (粉粒 + 2*粘粒 < 30)
砂质壤土 (粘粒 ≥ 7 &&粘粒 < 20) && (砂粒 > 52) && ((粉粒 + 2*粘粒)≥ 30) || (粘粒 < 7 &&粉粒 < 50 && (粉粒 + 2*粘粒)≥ 30)
壤土 (粘粒 ≥ 7 &&粘粒 < 27) && (粉粒≥ 28 &&粉粒 < 50) && (砂粒 ≤ 52)

粉砂质壤土 (粉粒 ≥ 50 && (粘粒 ≥ 12 &&粘粒 < 27)) || ((粉粒 ≥ 50 &&粉粒 < 80) &&粘粒 < 12)
粉土 粉粒≥ 80 &&粘粒 < 12

砂质黏壤土 (粘粒 ≥ 20 &&粘粒 < 35) && (粉粒 < 28) && (砂粒 > 45))
黏壤土 (粘粒 ≥ 27 &&粘粒 < 40) && (砂粒 > 20 &&砂粒 ≤ 45)

粉砂质黏壤土 (粘粒 ≥ 27 &&粘粒 < 40) && (砂粒 ≤ 20)
砂质黏土 粘粒≥ 35 &&砂粒 > 45
粉砂质黏土 粘粒≥ 40 &&粉粒 ≥ 40

黏土 粘粒≥ 40 &&砂粒 ≤ 45 &&粉粒 < 40
注：粉粒、粘粒、砂粒含量，三者之和为 100%。

“&&”表示“并”的逻辑关系，“||”表示“或”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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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风蚀指数参考值见表H.2。

表 H.2土壤风蚀指数参考值(单位：t/104 m2•a)

土质主类 土质细类 PM10 PM2.5

砂土
砂土 2.22 0.33
壤质砂土 1.50 0.23

壤土

砂质壤土 2.03 0.30
壤土 4.13 0.62
粉砂质壤土 2.16 0.32
粉土 0.34 0.05
砂质黏壤土 2.57 0.38
粘壤土 1.32 0.20
粉砂质黏壤土 1.75 0.26

黏土

砂质黏土 0.63 0.09
粉砂质黏土 0.77 0.12
黏土 0.77 0.12

铺装道路产生颗粒物的粒度乘数见表H.3。

表 H.3铺装道路产生颗粒物的粒度乘数（单位：g/km）

颗粒物 PM10 PM2.5

粒度乘数 0.62 0.15

未铺装道路产生颗粒物的粒度乘数及系数a、b的取值见表H.4。

表 H.4未铺装道路产生颗粒物的粒度乘数（单位：g/km）及系数 a、b的取值

未铺装道路 PM10 PM2.5

粒度乘数 507.42 50.74
a 0.50 0.50
b 0.2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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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扬尘产生的颗粒物粒度乘数见表H.5。

表 H.5施工扬尘产生的颗粒物粒度乘数（无量纲）

颗粒物 PM10 PM2.5

粒度乘数 0.49 0.10

装卸过程产生颗粒物的粒度乘数见表H.6。

表 H.6装卸过程产生颗粒物的粒度乘数（无量纲）

颗粒物 PM10 PM2.5

粒度乘数 0.35 0.05
各行业堆场物料的含水率参考值见表H.7。

表 H.7各行业堆场物料的含水率参考值（单位：%）

行业 材料 物料含水率（%）

钢铁冶炼

球团矿 2.20

块矿 5.40

煤炭 4.80

炉渣 0.92

烟道灰 7.00

碎焦炭 7.80

混合矿石 6.60

烧结矿 2.20

石灰岩 0.20

采石加工
陈年石灰石 0.70

各种石灰石产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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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材料 物料含水率（%）

铁燧石采集与加工
芯球 0.90

尾矿 0.40

煤炭露天开采
煤炭 6.90

接触地面 3.40

燃煤电厂 煤炭 4.50

风蚀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粒度乘数见表H.8。

表 H.8风蚀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粒度乘数（无量纲）

粒径 PM10 PM2.5

粒度乘数 0.50 0.20

阈值摩擦风速参考值见表H.9。

表 H.9阈值摩擦风速参考值（单位：m/s）

堆场材料 阈值摩擦风速

煤堆 1.02

铁渣、矿渣（路基材料）a 1.33

未覆盖煤堆 a 1.12

煤堆刮板或铲土机轨道 a, b 0.62

煤粉尘堆 c 0.54

铁矿石 6.30

煤矸石 4.80

注：a露天煤矿；b轻度覆盖；c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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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资料性）

生物质开放燃烧排放系数

生物质开放燃烧污染物产生系数见表I.1。

表 I.1生物质开放燃烧污染物产生系数（单位：g/kg燃料）

部门 生物质类型 工艺技术 CO NOx SO2 NH3 VOCs PM2.5 PM10 BC OC

生物质开放燃烧 热带森林 不分技术 104.00 2.80 0.77 1.33 5.60 8.30 8.50 0.51 4.40
生物质开放燃烧 南亚热带森林 不分技术 104.00 2.80 0.77 1.33 5.60 8.30 8.50 0.51 4.40
生物质开放燃烧 中亚热带森林 不分技术 104.00 2.80 0.77 1.33 5.60 8.30 8.50 0.51 4.40
生物质开放燃烧 北亚热带森林 不分技术 104.00 2.80 0.77 1.33 5.60 8.30 8.50 0.51 4.40

生物质开放燃烧 暖温带森林 不分技术 113.00 3.00 0.70 0.98 13.40 18.50 18.90 0.55 10.90

生物质开放燃烧 温带森林 不分技术 113.00 3.00 0.70 0.98 13.40 18.50 18.90 0.55 10.90

生物质开放燃烧 寒温带森林 不分技术 113.00 3.00 0.70 0.98 13.40 18.50 18.90 0.55 10.90
生物质开放燃烧 西藏区森林 不分技术 113.00 3.00 0.70 0.98 13.40 18.50 18.90 0.55 10.90
生物质开放燃烧 草地 不分技术 0.89 0.47 0.47 2.50 69.00 5.10 6.80 6.70 0.53
生物质开放燃烧 水稻秸秆 不分技术 28.00 1.42 0.53 0.53 8.45 5.67 5.78 0.75 3.23

生物质开放燃烧 小麦秸秆 不分技术 60.00 3.31 0.85 0.37 7.48 7.58 7.73 1.01 4.32

生物质开放燃烧 玉米秸秆 不分技术 53.00 4.30 0.44 0.68 10.4 11.71 11.95 1.55 6.68

生物质开放燃烧 其他秸秆 不分技术 76.00 2.40 0.80 0.99 7.6 8.20 8.40 0.42 4.90

各植被带森林平均地上生物量见表I.2。

表 I.2各植被带森林平均地上生物量（t/hm2）

植被带 热带 南亚热带 中亚热带 北亚热带 暖温带 温带 寒温带 西藏区

生物量 348 178 143 98 55 157 9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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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草地类型的平均地上生物量见表I.3。

表 I.3不同草地类型的平均地上生物量（t/hm2）

草地类型 温性草甸草原 温性草原 温性荒漠草原 温性荒漠 低地草甸

生物量 1579 872 492 344 1674
草地类型 山地草甸 暖性草丛 热性草丛 高寒草甸 高寒草原

生物量 1617 1643 2643 882 268

各类作物平均草谷比见表I.4。

表 I.4各类作物平均草谷比

作物类型 水稻 小麦 玉米 其他主要作物

草谷比 1.323 1.718 1.269 1.500

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比例见表I.5。

表 I.5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比例（%）

分区 省份 焚烧比例（%）
1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31.9
2 北京、西藏 5.8
3 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辽宁河北、天津、山东、山西、陕西、河南 18.2
4 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福建 13.2
5 湖南、湖北、江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9.1
6 广东、广西、海南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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