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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科技发展分析与展望
王兰英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北京 100038)
摘要: 钢铁行业是我国工业领域重要的大气污染排放源之一,钢铁行业的大气污染治理是降低

重点行业污染排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我国在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总结了我国“十一五”以来钢铁行业污染防治科技工作的部署,并梳理分析

了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发展的阶段。 基于末端治理、源头减排和过程控制、全过程耦合控

制三个方面技术发展现状,剖析了当前我国钢铁行业在多污染物协同深度减排和实现超低排放

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最后,面向“十四五”时期,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

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科技工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在未来

的发展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钢铁行业将迎来更加清洁、高效和可持续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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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prospect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techniques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WANG Lanying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China′s Agenda 21,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atmospheric pollution within China′s in-
dustrial sector. Effective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is industry is essential for reducing emissions across
all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addressing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signifi-
cant progress in controlling air pollution from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
hensive overview of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iques implemented in the industry since
China′s " Eleventh Five-Year Plan" . It outlines th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tech-
nology, emphasizing three aspects" : end-of-pipe treatment, source emission reduction, and integrated
process control. The paper analyzes current challenges in achieving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multiple
pollutants and ultra-low emissions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dditionally, considering the goals of
the "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cluding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adv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n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is work will contribute to China′s environmental goals and the pursuit of carbon neutrality.
We believe that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will achieve cleaner, mor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society.
Keyword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ir pollution control techniques; Technology deployment; Ultra-
low emissions; Coordinated reduction of pollutants and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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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钢铁行业作为我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在 2020
年的粗钢产量达到了 10.53 亿 t,超过全球粗钢产

量的一半。 自 2017 年以来,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排

放量已超过火电行业,成为我国工业部门最大的

排放源,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是有效降低重点

行业污染排放、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中之重。 我

国钢铁行业具有生产工序多、污染种类杂、排放总

量大等特点,加之各地污染物排放标准与执行情

况参差不齐,导致污染物治理挑战巨大。 近年来,
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工信部等部门的支持下,
我国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快速发展,经历

了从除尘、脱硫、脱硝等单一、常规污染物治理向

多污染物协同深度减排的发展阶段,超低排放核

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支撑我国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将努

力争取在 2030 年前达到 CO2排放峰值,并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标志着我国绿色转型发展进

入了加速阶段。 钢铁行业在全国碳排放总量中占

比达 15%左右。 下一步,面向碳达峰、碳中和总体

目标,钢铁行业需进一步加强减污与降碳的协同

治理技术创新,开展适用低碳共性技术研发,构建

钢铁行业绿色制造技术体系。

1　 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科技工作部署

炼钢工艺主要有高炉-转炉、废钢-电炉、直接

还原-电炉和熔融还原-转炉 4 种。 在我国,主要的

炼钢工艺是高炉-转炉长流程,这一过程包括烧

结、球团、焦化、高炉、转炉以及轧钢等环节 (图

1)。 钢铁行业主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SO2、NOx

等[1]。 其中,烧结、炼铁、炼钢和炼焦等工序是颗

粒物的主要来源,而烧结和球团等工序则主要排

放 SO2,烧结、炼焦以及热轧等工序则是 NOx的主

要产生阶段[2]。 针对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特点,国
家科技部门设立了科技计划项目,超前部署、支撑

引领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 “十一五”期
间,通过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支

持了“烧结机烟气半干法脱硫成套化技术与设备”
等课题。 “十二五”期间,通过 863 计划支持了“钢
铁烧结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研究及示范”
“钢铁窑炉烟尘 PM2.5控制技术与装备”和“钢铁烧

结烟气 PM2.5 无机膜高效捕集技术与装备”等课

题。 “十三五”期间,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
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重点专项支持了

“钢铁行业多工序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 和

“钢铁行业烟气多污染物全过程控制耦合关键技

术”项目。

图 1　 炼钢主要工艺流程

Fig. 1　 Process flow of steelmaking

2　 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研发进展

在科技支撑引领下,我国钢铁行业大气污染

治理技术发展大致经历了 4 个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是钢铁行业环保技术研究的起步

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针对粉尘、SO2等单一

污染物的末端治理技术迅速发展。 “十二五”以

来,以源头控制技术以及基于半干法的钢铁单工

序(主要涉及烧结、球团)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技术为主导的发展趋势逐渐显现。 “十三五”时期

开始,钢铁产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控制技术逐渐引

领行业走向[3]。
2. 1　 污染物末端治理技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针对钢铁生产过程中高

炉、烧结、球团和焦化等工序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行

为,研发了系列末端治理技术。 针对钢铁窑炉颗

粒物排放量大、分布不均匀等特性,开发了预荷电

袋滤器除尘技术,降低了系统运行阻力,实现了微

细粉尘的高效捕集。 针对烧结和球团两个工序烟

气 SO2排放量大、原有的湿法脱硫技术水耗严重、
二噁英排放显著等问题,开发了循环流化床、密相

干塔、旋转喷雾干燥为主的半干法脱硫成套化技

术,解决了相关技术难题。 针对焦炉和烧结烟气

NOx排放量大、烟气温度低等问题,开发了中低温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脱硝、臭氧氧化脱硝等关

键技术,突破了中低温催化剂、还原剂 /氧化剂分

布均匀性、氧化产物调控等关键技术,全面支撑了

钢铁行业 NOx的深度减排[4-6]。
2. 1. 1　 钢铁行业颗粒物治理技术

钢铁行业颗粒物治理技术是为了解决钢铁窑

炉颗粒物排放量大、分布不均匀等特性而研发的。
目前,常用的颗粒物治理技术包括重力除尘、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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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电除尘以及布袋除尘等。 然而,随着环保要

求的逐渐严格,重力除尘和旋风除尘技术已无法

达到特别排放标准( <40 mg·m-3)。 因此,当钢

铁行业为实现超低排放(10 mg·m-3)目标时,在
湿法脱硫后加设湿式电除尘技术能够满足相应的

环保要求。 另外,对于半干法脱硫后的袋式除尘,
可通过更换第三代滤袋或在布袋前增设粉尘预荷

电装置来满足排放要求。 预荷电袋滤器除尘技术

利用施加一定的电压使粉尘颗粒带电,在过滤过

程中产生静电吸附作用,荷电处理后的粉尘能够

聚集成为大颗粒,并附着在布袋上形成疏松的过

滤层,进而提升滤袋的过滤效能,确保烟气出口的

粉尘浓度稳定维持在 10 mg·m-3以下。 该技术有

效降低了系统运行阻力,实现了微细粉尘的高效

捕集。 此外,预荷电袋滤器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维护成本低等优点,已被钢铁行业广泛使用,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7]。
2. 1. 2　 钢铁行业 SO2治理技术

钢铁行业烟气脱硫技术主要包括湿法脱硫技

术、干法脱硫技术和半干法脱硫技术。 湿法脱硫

是指在湿态(液体或浆态)下使用脱硫剂进行脱硫

的过程。 湿法脱硫技术成熟且高效,但处理液体

或污泥的难度大,设备易受腐蚀,投资和能耗较

高。 我国钢铁行业常用的湿法脱硫技术有石灰石

-石膏法和氨法脱硫技术[8]。 干法脱硫是指在干

态下进行的脱硫工艺,钢铁行业常用的干法脱硫

技术包括活性炭吸附技术 和 干 法 脱 硫 技 术

(SDS) [9-10]。 半干法脱硫则结合了干法和湿法的

特点,通过将脱硫剂溶解在水中或以浆液形式喷

入烟道来洗涤烟气并进行脱硫。 半干法脱硫技术

具有高脱硫效率、无废水排放和较小腐蚀隐患等

优点,但难以处理脱硫产物[11] 。 常用的半干法

脱硫技术有喷雾干燥吸收塔脱硫技术( SDA)、密
相干塔法和循环流化床(CFB)等[12-13] 。 综合考

虑,半干法脱硫技术在钢铁行业烟气脱硫方面具

有更大的适用性,其在钢铁行业中的应用比例逐

年增加。
2. 1. 3　 钢铁行业 NOx治理技术

烟气脱硝作为一项关键的环境保护措施,在
钢铁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 常用的方法包括中低

温 SCR 脱硝、臭氧氧化脱硝和活性焦一体化法等。
中低温 SCR 脱硝技术通过催化剂促使还原剂(如
氨)与 NOx反应生成无害的氮气和水,具有高脱硝

效率、设备简单和运行可靠等优点。 然而,该技术

在运行时需要使用热风炉提高烟气温度,并消耗

大量高炉煤气。 此外,也存在脱硝过程中消耗大

量高炉煤气以及未经净化的高浓度 CO 排放等问

题。 臭氧氧化脱硝技术利用臭氧的氧化性将 NOx

氧化成无害的氮气和水,具有无副产物、无污染和

高脱硝效率等优点,但投资成本较高。 活性炭

(焦)一体化法依托活性炭(焦)的孔隙结构和较

大的比表面积,通过吸附作用捕捉烟气中的 NOx,
继而用 NH3将吸附的 NOx还原为 N2,从而能够同

时去除多种污染物[14]。
烧结烟气净化领域中,将半干法脱硫技术与

中低温 SCR 脱硝技术相结合已被实践证明为一种

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其具有高净化效率、系统稳

定性优异和协同脱除二噁英等优点。 半干法脱硫

耦合中低温 SCR 脱硝工艺如图 2 所示,该工艺通

过半干法脱硫设备吸收焦炉烟气中的 SO2,并将

其转化为亚硫酸钠和硫酸钠,同时吸附大量粉尘。
在此基础上,经过布袋除尘和换热器的处理后,焦
炉烟气进入 SCR 反应器进行脱硝,最终排放到烟

囱外。 该技术已在邯钢焦化厂成功应用,实现了

图 2　 半干法脱硫耦合中低温 SCR 脱硝协同净化技术路线

Fig. 2　 Collaboration of semi-dry desulfurization and medium-low temperature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denit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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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烟气达标排放,粉尘颗粒物、SO2和 NOx的浓

度分别控制在 10、30 和 150 mg·m-3以内。
2. 2　 源头减排和过程控制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于 2010 年

公布的 PM2.5监测数据,使得 PM2.5问题成为中国

公众关注的焦点,从而使空气污染问题更加受到

各方面的重视。 随着环保标准逐步严格,末端治

理减排潜力逐渐减小,钢铁行业污染物减排策略

逐步从末端治理转移到源头减排和过程控制。
“十二五”以来,研发了高炉炉料结构优化的硫硝

源头减排技术,突破了熔剂性球团生产和高比例球

团冶炼等关键技术,建立了低污染、低排放的高炉

冶炼技术体系,实现了基于原料替代的硫硝协同减

排,为整个钢铁行业的源头减排提供技术路径[15]。
在单一污染物治理技术积累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

“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技术需求,研发了活性焦一

体化控制技术、半干法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实
现了颗粒物、SO2、NOx、二噁英等多污染物的协同减

排,推动钢铁行业从“单一污染物减排”模式发展到

了“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模式[16-17]。
2. 2. 1　 基于高炉炉料结构优化源头减少污染和

碳排放

　 　 球团矿是一种具有烟气量小、污染和碳排放

强度低等优点的矿石[18]。 相比于烧结矿,球团矿

的 SO2、NOx、CO2排放强度仅为其 1 / 3 到 1 / 2,因
此,增加球团矿在高炉炉料中的比例可以有效地

减少污染物和碳的排放。 在欧美国家,高炉球团

率普遍超过 90%,如瑞典钢铁公司(SSAB)、阿什

兰钢厂和蒙克洛瓦钢厂的球团率分别为 100%、
90%和 93%。 然而,亚洲国家的球团比较低,如浦

项光阳、新日铁以及中国分别占 12%、10%和约

10%,主要归因于球团矿的碱度较低(0.1~0.2)。
生产 1 t 球团矿的能耗约为 25 kg 标准煤,明

显低于生产烧结矿的能耗(50 kg 标准煤)。 因此,
增加高炉球团矿的比例可以显著减少钢铁工业对

燃料的消耗所造成的污染和碳排放。 然而,在炼

铁过程中存在两个因素限制了高炉球团矿比例的

提高。 首先,我国生产的铁精矿普遍富含 SiO2,并
且焊剂颗粒的机械强度较低,需要通过添加 MgO
添加剂进行优化。 其次,高炉内球团矿比重的增

加会导致物料表面形状不稳定、气流不平衡和燃

料比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以球团矿为主

的结构中得到解决。 为了保证炼铁的稳定性,高
炉整体碱度一般稳定在 1.05 ~ 1.20 之间。 因此,

传统的酸性球团矿不能在以球团矿为主的高炉中

使用。 为了满足高炉的碱度要求,开发碱性球团

(碱度为 0.8~1.0)和优化高炉炉料结构非常重要。
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基于高炉炉料

结构优化的硫硝减排技术及示范”,研究人员成功

研制了适用于高炉炼铁的助熔剂球团和高比球团

等关键原料,并在唐山钢铁集团建立了 550 m3高

炉示范项目[19]。 通过提高高炉内球团比例从约

10%至 80%,成功地降低了 SO2、NOx和 CO2的排放

量 52%、26%和 10%。 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唐山

钢铁集团新建的 2 922 m3大型高炉。 钢铁行业可

以通过优化高炉炉料结构以及增加球团矿的使用

量,有效减少 NOx和 SO2的排放,缓解末端治理的

压力,同时还能提高煤气利用率和降低高炉入炉

焦比,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20]。
2. 2. 2　 活性炭法一体化技术

活性炭法一体化技术是一种综合处理焦炉烟

气中 SO2、NOx等多种污染物的方法。 该技术通过

将焦炉烟气引入预热锅炉回收热量,并进行冷却

降温,然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 吸附装置采用

两级吸附塔,第一级主要用于脱硫,该过程以 SO2

的吸附为首要步骤,继而在 O2 和水蒸气的条件

下,通过催化氧化反应进行处理。 在脱硝过程中,
第二级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喷入氨气作为还原剂,
引发反应产生 N2和水,进而达到去除 NOx的目的。
此外,该技术在脱硫脱硝的过程中,还能够同步去

除 H2S、HCN 等其他污染物。 在经过再生塔的再

生处理之后,活性炭实现了循环利用。 最后,经过

净化的烟气在增压风机的推动下,通过烟囱排至

外环境。
该活性炭法一体化技术是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焦炉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及示范”
的框架下研发出来的。 该技术中,两段式吸附塔

的使用可以消除硫酸铵晶体对脱硝效率的干扰。
此外,考虑到焦炉烟气中 SO2初始质量浓度偏低,
首次提出利用再生过程中产生的 SO2制造硫酸铵

化学品。 将经过物理处理的活性炭粉应用于污水

处理,从而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
2. 2. 3　 烧结烟气循环耦合增能增质工艺

随着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的广泛实施,污
染减排能力显著降低。 然而,传统的“浓度控制”
已无法满足对烟气污染深度削减的技术需求,因
此急需寻求持续实现“总量控制”的方法[21]。 考

虑到烧结生产中存在烟气排放量大、余热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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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问题,烟气循环与增能增质成为实现烟气减

量化和余热利用的首要技术[22]。 该技术通过提

高烧结产量减少碳排放,并通过减少固体燃料消

耗降低能源效率。
烧结烟气再循环法通过将部分废气引入燃烧

空气中,降低了烧结气体中的氧浓度,从而降低了

燃烧速度和烧结温度,污染物的浓度也得到了降

低[23]。 依据烟气抽取位置的差异,烟气循环工艺

可以被划分为内循环工艺和外循环工艺。 外循环

流程的循环风来自主引风机,而内循环流程的循

环风来自烧结机风箱[24]。 典型的烟气再循环工

艺包括荷兰的 EOS、日本新日铁的废气再循环、德
国的 LEEP 和奥地利的 EPOSINT[25]。 其中,只有

EOS 属于外循环过程,其余 3 个过程属于内循环

过程。 在内循环技术中,可以选择不同特性的波

纹管进行优化,例如高温、富氧或高浓度污染物

等[26]。 这些技术具备选择性,能够捕获来自不同

波纹管的部分载热烟气并将其送回烧结机,进而

实现烧结废热的部分回收以及节约固体燃料。 在

回收的烟气中,仍存在 NOx、CO 和二噁英等污染

物,因而可以实施部分净化处理[27]。
由于我国烧结原料复杂,烟气成分波动较大,

国外的烟气循环模式无法直接应用。 为此,在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钢铁行业烟气多污染物全

过程控制耦合关键技术”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过

程工程研究所和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携手,
针对我国原料结构特点,共同研发了一种适用于

烧结机的选择性烟气循环技术(图 3)。 凭借在烧结

机风箱选型及关键设备设计等领域的创新性突破,
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邯钢 2×360 m2、2×400 m2和承

钢 3×360 m2等十余座烧结厂。 其成果表现为废气

循环率超过 20%,吨矿外排烟气量减少 15%以

上,烧结矿产量增长 4%,固体燃料消耗降低 3%。
与超低排放相比,PM / SO2 / NOx污染物进一步减少

30%以上,CO 和二噁英排放量减少 30%以上。 这

种技术实现了“节能”和“减排”的集成,通过烟气

减排打破了超低排放技术经济性的制约,并与后

续的末端治理设施有效配合,从而实现过程控制

与末端治理的目标。
2. 3　 全过程耦合控制技术

2013 年,我国历史性地经历了严重的空气污

染事件,从而推动了相关科研计划和国家政策文

件的迅速实施和发布,钢铁行业污染排放治理技

术向“环保与生产深度融合”方向发展。 “十三

图 3　 烧结烟气选择性循环工艺流程

Fig. 3　 Process flow of selective circulation of
sintering flue gas

五”以来,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与

控制技术研究”重点专项支持下,开展了“选择性

烟气循环与活性焦一体化技术”“SCR 脱硝耦合半

干法脱硫技术” “臭氧梯级氧化硫硝协同吸收技

术”等一系列超低排放技术研发,形成了“源头减

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全过程超低排放技术体

系,并在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率先进行超低排放技

术的工程示范和推广,实现了节能减排和增产增

效的功能耦合[23]。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有力支撑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目标的圆满完成。
中国工程院对《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评
估结果表明,非电行业提标改造对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贡献最大。
2. 3. 1　 基于烟气减量与生物质减排协同控制技术

研究表明,通过将生物质燃料替代煤炭类化

石燃料,可以有效地减少烧结过程中 CO2、SO2及

NOx的产生。 此外,采用烟气循环烧结技术可以降

低烟气外排量,并在循环过程中吸附或降解粉尘

和有害气体,从而降低粉尘、二噁英、NOx和 CO 的

排放。 因此,将烟气循环和生物质烧结相结合可

以实现多种污染物的大幅减量化排放[28-29]。
为了实现烟气循环与生物质能烧结的有效结

合,关键是确定适应生物质烧结的烟气循环方式,
使得循环后的烟气特性有利于传播到烧结传热前

沿和燃烧前沿,并合理利用循环烟气中的 CO 潜热

和物理显热。 这样可以改善生物质能烧结的产量

和质量指标,并进一步促进节能减排[30]。 当木质

炭替代 40%的焦粉时,在外循环条件下,CO2、CO、
SO2 和 NOx 的减排分别达到 31. 39%、 19. 84%、
41.04%和 42.25%;在内循环条件下,CO2、CO、SO2

和 NOx的减排分别达到 33.06%、22.06%、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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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5.07%。 在木质炭替代 40%焦粉的情况下,结
合外循环和内循环方式,与没有循环的烧结相比,
COx的减排分别增加了 12.74%和 13.13%,SO2的

排放分别减少了 2.89%和 6.36%,NOx的排放分别

减少了 15.49%和 18.31%。 因此,烟气循环与生物质

能相结合可以综合降低 COx、SO2和 NOx的排放量。
2. 3. 2　 焦炉低氮燃烧技术耦合末端活性炭吸附

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

　 　 对于焦炉烟气成分复杂且低硫高氮的特性,
研发了一种焦炉低氮燃烧技术,并将其与基于活

性炭的多污染物(SO2、NOx、H2S、HCN 等)协同控

制技术相结合,以达到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和高

效脱硝的目的。 此外,还整合了活性炭法烟气净

化以及硫 /炭粉无害化资源化回收的成套装备技

术(图 4) [31]。 该技术在河钢唐钢 7 m 焦炉上建成

了示范工程,炼焦过程中 NOx 的生成量从 600 ~
800 mg·Nm-3减少到了 500 mg·Nm-3以下,污染

物排放水平最终达到国家标准。

图 4　 低氮燃烧耦合末端活性炭吸附的焦炉

烟气多污染协同控制技术路线

Fig. 4　 Low nitrogen combustion technology coupled
with 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for multi pollution

collaborative removal from coke oven flue gas

2. 3. 3　 烧结烟气循环技术耦合末端活性焦多污

染物协同控制技术

　 　 活性焦工艺作为一种高效环保的污染控制技

术,能够实现多种污染物同步净化[32]。 然而,该
技术的吨矿运行成本较高,并且随着烟气量的上

升而上升,工艺流程如图 5 所示。 烧结烟气循环

工艺被用以降低烟气量,该技术能够在保持烧结

工艺稳定性的前提下,将烟气量降低 20%以上。
活性焦工艺在河钢邯钢 360 m2烧结机上成功得到

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烟气循环技术,实现了

烟气排放量的大幅度降低,同时 CO、NOx等污染物

的生成量得到显著降低。 在实施过程中,各类污

染物排放水平始终保持在超低排放标准范围内,
系统运行稳定,几乎没有停机检修问题。 基于此,
现场应用证实了该技术工艺具备稳健可靠的特

性。 在应用这项技术之后,年排污成本降低了 760
万元。 吨矿固体燃耗从 55.59 kg 降至 52.51 kg,每
吨矿节省了 3.08 kg 固体燃料,从而带来年节能收

益 12 960 万元。 此外,每年生产的浓硫酸达到

18 000 t,副产品年收益为 2 592 万元。 烧结矿产

量增幅超过 1%,年度增产量可达 16.2 万 t,因此

每年带来 2 430 万元的效益。 除此之外,实现超低

排放标准确保了每年至少免于限产一个月,同时

年产量提高 135 万 t,从而带来了 20 250 万元 /年
的效益。 可以看出,该技术工艺具有显著的经济

效益,每年的总经济效益为 39 041 万元。

图 5　 烧结烟气循环耦合活性焦多污染协同控制技术路线

Fig. 5　 Sintering flue gas circulation coupling
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for the collaborative

control of multi-pollution

3　 当前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22 年 7 月底,全国范围内已有 251 家

钢铁企业(具备 6.81 亿 t 粗钢产能)已完成或正在

执行超低排放改造,占钢铁总产量 10.13 亿 t 的
67%[33]。 按照《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目标是在 2025 年

底之前,重点区域的钢铁企业将基本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全国范围内力求实现超过 80%的产能改
造目标[34]。 尽管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关键技术在

应用示范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从目前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的推进情况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
面向双碳目标亟须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技术创新。

(1)超低排放控制技术需要进一步深化,清洁

生产工艺有待进一步提升。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中,NOx的高效治理是技术路线选择的关键。 以

·07·



王兰英　 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科技发展分析与展望

烧结、焦化工序为例,典型的超低排放技术路线主

要包括 SCR 脱硝、活性炭同时脱硫脱硝或氧化脱

硝,脱硝效率在 85%以上[35]。 在追求高效率的同

时,带来“废旧催化剂处置量增加、氨逃逸、臭氧逃

逸”等二次污染风险,对现有超低排放控制技术的

深化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同时,现阶段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大多针对烧结、球团和焦化烟气治

理,对上述工序以外的高炉 /焦炉煤气净化、短流

程炼钢污染物净化、高炉热风炉和轧钢热处理炉

烟气净化等方面技术积累较弱,需要进一步提升

清洁生产水平。
(2)常规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尚未实现协

同减排。 烧结、焦化工序和电炉炼钢过程中会产

生二噁英、苯并芘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非常

规污染物[36],目前钢铁行业对上述非常规污染物

排放标准过于宽松, 例如二噁英仍执行 0. 5
ng TEQ·Nm-3的排放标准[37],远低于垃圾焚烧行

业 0.1 ng TEQ·Nm-3的排放限值。 加之监测技术

的局限性,导致现有超低排放控制技术尚未覆盖

全部非常规污染物。
(3)减污降碳协同工艺技术储备不足。 钢铁

行业在全国碳排放总量中占比达 12%左右。 每生

产 1 t 钢,使用高炉长流程工艺会导致 2.5 t 的 CO2

排放,采用电炉短流程工艺也会产生 0.5 t 的 CO2

排放。 我国高炉-转炉长流程炼钢工艺占比 90%,
其中以烧结、焦化、高炉为代表的铁前工序排放了

全行业 90%以上的大气污染物及 CO2。 碳达峰碳

中和的目标将倒逼钢铁行业技术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推进和落

实,钢铁行业作为碳减排的重点行业,必然面临生产

工艺的大幅调整和升级[38]。 然而当前我国大多钢铁

企业处于低碳发展初级阶段[39],烟气深度净化与

CO2协同减排工艺技术储备不足。

4　 展　 　 望

钢铁行业是我国目前除火电外碳排放量最大

的行业(图 6),钢铁行业碳减排也是我国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之一。 国务院《2030 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 号)提出,推动

钢铁行业碳达峰,促进钢铁行业结构优化和清洁

能源替代,深挖节能降碳潜力,推动钢化联产,探
索开展氢冶金、CO2捕集利用一体化等试点示范。
面向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需求以及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在前期基础上,应聚焦多污染物深度

净化和减污降碳协同技术,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

推进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科技工作,为建设“美
丽中国”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图 6　 当前我国高碳行业碳排放比例

Fig. 6　 Current propor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high-carbon industries

一是拓展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开展覆盖

全流程的超低排放技术升级。 在现行颗粒物、
SO2、NOx协同控制技术的基础上,加大二噁英、苯
并芘、VOCs 等非常规污染物的超低排放一体化协

同控制技术研发[40]。 在关注重点工序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展高炉 /焦炉煤气、短流程炼钢、高炉热

风炉和轧钢热处理炉等工序排放净化技术研究,
实现覆盖钢铁行业全流程的耦合减排技术升级。
从投资运行、减排效益、二次污染排放风险等方面

加强不同超低排放技术路线综合评估研究,提升

超低排放监测技术性能,形成科学的超低排放控

制和监测技术工程技术规范。
二是大力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技术创新。 开展

烧结烟气全过程控制耦合节能技术研究,加强高

炉煤气循环、焦炉煤气重整制氢及氢能产业链延

伸技术等循环利用技术研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发展直接还原炼铁 ( DR) 等避免直接碳排放

(CDA)技术,开展高炉煤气净化循环耦合钢化联

产、焦炉煤气制氢及氢能产业链延伸技术[41]。 进

一步发展富氧冶炼、富氢冶炼、熔融还原炼铁等新

型冶金技术,为落实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的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供科技支撑。
三是发展全过程智能化管理技术,提升生产

全过程的节能降耗。 开发钢铁行业全过程智能化

管理系统,融合各生产环节的能源、资源投入与产

出、排放数据,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对钢铁生

产的全过程进行协调和优化,提高能源、资源的运

行效率,提升生产全过程的节能降耗,打造绿色、
智能化的新一代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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