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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经自愿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论证等程序，

2022 年通过团体标准项目立项论证，项目名称“城市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进行制定，主要

起草单位为清华大学、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南

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3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2022 年 1 月，牵头单位编制工作方案，确定工作

内容、时间安排和分工；

2022 年 2 月 -6 月，各参与单位根据工作方案编制

相应指南内容，并提交《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

制技术指南》初稿；

2022 年 6 月 -9 月，牵头单位修订各参与单位完成

的指南初稿，形成汇总稿；

2022 年 9 月 -11 月，牵头单位将汇总稿发给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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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征求意见；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2 月，各参与单位根据意见

修改；

2023 年 3 月，完成《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

制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提交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3 年 7 月，通过《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

制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评审。

（3）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技术指南》按污染

源进行组织编写，各参与单位的具体分工如下：

清华大学负责电力热力源、固定燃烧过程、道路

移动源、船舶、生活源、生物质开放燃烧源。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负责工业生产过程、溶剂

使用源、排放清单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负责排放清单的质量保证和质

量控制。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道路移动源、非道路移

动源。

北京大学负责工艺过程源中涉 VOCs 排放部分、

溶剂使用源、农业源、油品储运销。

南开大学负责扬尘源。

北京工商大学负责道路移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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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制订原则

（1）注重规范性，建立标准通用的清单编制方法

本指南结合国内排放清单编制实践和国外成熟的

技术体系，构建了科学实用的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

逐一规范了排放源分类分级体系、排放量核算方法、

清单动态化方法、排放空间分配方法、排放清单质控

及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等技术流程，适用于指导在城市、

城市群及区域尺度开展排放清单编制工作。

准确识别排放源是清单编制的首要环节，也是确

定排放量计算方法、收集活动水平和排放系数的根本

依据。本指南建立了适应我国复杂源特征的排放源分

类分级体系，在燃料、产品和技术层面解析排放源组

成，建立排放源垂直分级树。针对每一具体排放源，

明确规定应采取的排放量计算方法和参数获取途径。

各城市均可遵循这一方法建立本地排放清单，可确保

排放清单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2）兼顾适用性，满足不同工作基础地区技术需

求

本指南在规范统一的方法学框架下，兼顾了具有

不同工作基础城市的技术需求。工作基础一般的城市

可在重点排污设备活动水平调查基础上辅以统计资料

和手册提供的排放系数；工作基础好、技术储备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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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应尽量对所有工业污染源按照点源获取活动水

平，同时开展实地排放测试，获取反映当地实际排放

水平的排放系数。各地应根据空气污染现状、工作基

础和污染防治目标，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可

行性，按照因地制宜与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源

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提高清单精度，满足大气环

境质量管理需求。

（3）增强实用性，方法 -数据 -工具多层次技术支

撑

本指南建立了实用的清单编制技术流程，构建了

标准方法学和数据库。各地在清单编制过程中，应加

强针对性监测和调查统计工作，注重数据积累和技术

储备，及时反馈发现的问题及修正的参数，完善我国

排放清单技术支撑体系。逐步构建方法 -数据 -工具多层

次技术支撑体系，实现城市排放清单的快速编制和更

新。

三、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依据

本指南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9 项大气污染源排放

清单编制技术指南为基础，吸收大气专项、大气重污

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等研究成果，建立覆盖全部人

为大气污染物排放源和 9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清单编

制技术方法，支撑城市开展排放清单编制工作。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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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以下 6 个方面：

（1）明确了相关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2）建立了完整的源分类分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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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出了系统的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

方法总体框架，包括确定排放源分类分级、清单编制

方法、数据获取方法、清单动态化方法、排放空间分

配方法。

（4）根据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总体框架，针对

7 大类污染源，逐源规定各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清

单动态化方法、排放空间分配方法。工业源 VOCs 排

放量计算方法提出了综合产排污系数法和分源项计算

法。

（5）提出排放清单质控及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就排放量核算、排放清单审核的质量控制，分别

作出具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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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排放清单各编制环节存在的不确定性，提出

不确定性分析方法，以及模型观测校验方法。

（6）附录中列出了每类源各种污染物产污系数和

排放清单编制过程中所需参数的经验值，供排放清单

编制主体参考。

四、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基于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生

态环境部积极推进城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业务

化工作，目前全国已有 100 多个城市开展了排放清单

编制和业务化更新工作。此外，科研机构在“大气污染

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 ”重点专项和 “大气重污染成因与

治理攻关项目”等科研项目支持下，开展了大量排放

清单研究工作。

（1）基于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建立 “2+26”

城市高时空分辨率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2015 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山

东省济南市参加了环保部组织开展的源排放清单编制

试点工作。我国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逐渐步

入正轨。2017 年 4 月，环保部开展大气污染源排放清

单编制工作下发了《关于开展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的通知》，“2+26”城市全面

开展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各地按照我国大气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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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体系的基本思路技术方法，

组织开展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2+26”城市首次采用

统一的方法标准编制排放清单，建立了源类最全、数

据量最大的区县级精细化污染物排放清单，大幅提升

清单的时空分辨率，更好地支撑精细化的污染源管控，

提出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非电行业重点排放源及重点

污染物的强化管控措施，为“大气十条”目标实现提

供了有利的基础数据和政策支撑。

（2）基于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建立“一市一

策”（一期）驻点跟踪研究城市高时空分辨率大气污染

源排放清单。

2017-2019 年，依托国家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

关项目，28 个科研团队就“2+26”城市实行跟踪研究

驻点指导，提出“一市一策”的大气污染综合解决方

案。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即为编制城市高时空分辨

率排放清单，各驻点团队依据环保部排放清单技术手

册，建立了“2+26”城市本地化污染源分类体系，并

根据地方污染源特点选择相应的清单编制技术方法，

开展活动水平调查，结合本地化排放因子，建立地方

2016 年高时空分辨率排放清单。同时建立排放清单业

务化更新规范，实现排放清单逐年动态更新，编制 2017、

2018 年高时空分辨率排放清单。“一市一策”（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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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研究的动态清单的编制，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城市精准防控提供了科学支撑。

（3）基于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建立“一市一

策”（二期）驻点跟踪研究城市排放清单。

2021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下发了《关于开展细颗粒

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工

作的通知》，生态环境部将组织 52 个专家团队深入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 54个城市一线，

开展为期 2 年的驻点跟踪研究和技术帮扶，以科技助

力地方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其中第二项工作内容“开

展 O3 主要前体物来源与管控对策研究”明确提出根据

本地产业、能源、交通、用地结构和各类污染源排放

特征，结合典型行业污染源排放 VOCs 成分谱研究，

构建城市精细化 VOCs 排放清单。基于本指南提供的

VOCs 重点源分源项核算方法，可实现重点源分工序核

算排放量，得出精细化排放清单，为城市 PM2.5 和臭氧

污染协同防控提供科技支撑。

（4）基于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编制京津冀及

周边八省市排放清单。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赛会期间，基于排放清

单编制技术方法，建立了北京、河北、天津、河南、

山西、山东、辽宁、张家口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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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污染物减排潜力，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污染源，

制定针对性重点污染源管控措施和减排比例要求。此

次重大活动保障工作中，基于高时间分辨率排放清单

编制技术，顺利支撑北京 -张家口完成冬奥会空气质量

保障任务。

五、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为加强科技支撑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导各地开

展大气排放清单编制，2014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两批

大气污染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即《大气细颗

粒物一次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大气挥

发性有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大气

氨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大气可吸入颗

粒物一次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扬尘源

颗粒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道路机动车

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非道路

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生物质燃烧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试行）》，2016 年发布了《民用煤大气污染物排放清

单编制技术指南 (试行 )》，以上 9 个技术指南涉及大气

细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氨、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

物和道路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源、生物质燃烧源、扬

尘源、民用燃煤源等污染源。至此，初步形成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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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支撑体系，但存在污

染物和排放源缺失、指南之间交叉重叠等问题，用于

指导建立城市大气污染治防治管理所需的排放清单存

在一定困难；且针对当前城市持续改善空气质量需要

面对的 PM2.5 和 O3 协同控制问题，重点源（如 VOCs

排放源）计算方法粗略，无法实现精准核算。

为支撑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精细化管理，指导

城市编制准确、完整的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技术团

队以颁布的清单编制技术指南为基础，结合“大气专

项”和“总理基金”等相关科研成果和城市排放清单

业务化工作经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城市大气污染源

排放清单编制技术体系，包括覆盖全部人为大气污染

源的排放源分级分类方法、各类源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方法、数据获取方法、排放清单质控等技术方法。技

术团队将技术方法凝练，编制了本指南。

对已发布排放清单技术指南进行系统总结和提升，

规范指南间交叉重叠内容，填补缺失污染源、污染物，

细化和规范各类源排放量核算方法：

（1）电力热力源为新增源类，包含原手册中化石

燃料固定燃烧源中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

供应、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排放源。

（2）工业源合并了原手册中化石燃料固定燃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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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过程源、生物质燃烧源和溶剂使用源中涉及工业

生产活动的排放源。

（3）生活源合并了原手册中化石燃料固定燃烧源、

溶剂使用源、生物质燃烧源、废弃物处理源和其他排

放源中涉及居民生活的排放源。

（4）移动源合并了原手册中移动源和储存运输源，

并新增船舶、铁路、飞机等排放源。

（5）农业源、扬尘源与原手册保持一致。

（6）生物质开放燃烧源为新增源类，包含原手册

中生物质燃烧源中涉及开放燃烧的污染源。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无

七、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推广应用措施及预期效果

标准发布后，将利用学术讨论会、培训会、新媒

体等多种形式，开展标准宣传、解读、培训等工作，

使环境管理部门、排放清单编制技术团队了解本指南，

不断提高行业内对本指南的认知，促进本指南推广和

实施。

标准发布实施可应用于指导城市开展大气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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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清单编制工作，提升排放清单编制的规范性和城

市间排放清单数据的可比性。采用本指南编制的排放

清单可以为开展大气污染来源解析、大气污染预报预

警、重污染天气应对、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等工作

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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