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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PART

标准解读



报告编制依据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CEMS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 76-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CEMS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

技术规范》（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286-2023）

安装、建设

调试、验收

运维、质保

数据审核

功能组成

技术性能

实验室检测

现场检测

仪器商
第三方

生态环境部门

仪器质量
检测机构

2023.8.1报告编制依据？
之前报告是否有效？



公众号疑问汇总

 分析周期 analysis cycle time
CEMS 连续运行时给出2组测量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

注意：单个FID检测器进行NMHC和苯系物检测的分析周期往往不能满足要求，购
买设备时不要贪图便宜吃大亏。

说明：单检测器   VS   双检测器

• 非甲烷总烃/苯系物等组分
• 在线仪器/便携式仪器（便携性）（分析周期：程序升温）



 核查 checks 
      按照规定程序验证设备功能或计量特性能否满足方法要求或规定要

求而进行的操作。注：本标准中的正确度核查即连续监测相关标准中
的校验。

疑问:设备功能包括哪些方面？性能指标、测量流程、质控措施、数据
处理等未明确，设备厂家、运维单位和管理部门认识上存在差异。

说明：设备功能包括标准、技术规范要求的与仪器测试相关的各项功
能要求。



 系统响应时间 system response time
从CEMS监测站房的校准管线通入标准气体起，到分析仪示值达到标准气体标称值的

90%止，中间的时间间隔。

问题：校准管线的定义未明确，机柜上设置校准管线接口，机柜内可以全系统通入标气也
可以直接通入分析仪，这个管线是否可以认为是校准管线；系统响应时间未去除从站房指

平台管线的传输时间，管线越长越吃亏，计时方式是否合理？系统响应时间测试未明确在
FID分析仪测量的什么时间点通入，即色谱仪测量样品开始时间或即将结束时间（总烃峰前
or甲烷峰后），不同时点通入计时对响应时间有不同的影响。

说明：1）本标准9.3.1.6已对各项指标测试过程中标准气体的输送路径做了明确的要求。

2）系统响应时间包含气体的传输时间，正是为了尽量缩短管线布设的长度（HJ75已
有相关要求），增加样品监测分析的时效性。

3）系统响应时间的具体操作参见本标准附录A.1.1，计时满足步骤要求即可。（通入
零气、稳定后通入量程气体同时计时）



 技术性能要求
CEMS 除应满足 HJ 1013 中的技术要求和性能指标要求外，还应满足以

下要求：
a）NMHC-CEMS 示值误差：量程＞100 mg/m3时，示值误差应在标准

气体标称值的±5%以内；量程≤100 mg/m3时，示值误差应在 F.S.的±2.5%
以内；

问题：FID测量NMHC浓度为总烃和甲烷浓度的差值，仪器上可以设置甲
烷和总烃的量程，NMHC量程设置意义何在？如NMHC量程设置参照排放
限值2倍设置，总烃和甲烷量程如何设置？

说明：NMHC虽然由总烃以及甲烷差减得出，但是我们考核的指标即为
NMHC，仪器量程由标准气体选择的浓度调试设置，丙烷的浓度即可直接
对应仪器NMHC的浓度，从而确定其量程。总烃和甲烷的量程可根据
NMHC的量程做相应设置。



 安装要求
安装施工要求应满足HJ 75中安装施工要求和HJ 1013中安全要求。样品传输管线应具备稳定、
均匀加热和保温的功能，其加热温度应在120℃以上，加热温度值应能够在机柜或系统软件
中显示查询。废气中含强腐蚀性气体时，样品经过的器件或管路应选用耐腐蚀性材料。

思考：1.120℃以上应该设置为多少度合适该工况的样品无损传输呢？焦炉烟气进行NMHC
测量的，烟气温度在200℃左右，设置为120℃是否会有NMHC的损失呢？NMHC测量浓度在
不同加热温度测量数据差异有多少，有待测试研究。2.样品管路有用聚四氟乙烯的，有用不

锈钢的，强腐蚀气体场合不锈钢的适用还是聚四氟乙烯的适用？测量数据影响损失有多大？
有待测试研究。

说明：1）EPA中各相关方法的加热温度均无相关实验数据支撑
2）手工参比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中，样品采集时采样管加热温度为120℃±5℃，连续监测与手工监测采取较
为一致的技术条件，比对结果更合理

3）HJ1286编制过程中选择了含碳量及沸点均较高的辛烷为对象，通过考察不同伴热

温度下低、中、高浓度辛烷在伴热管线中的残留，试验综合考虑了辛烷残留结果、现场
VOCs排放种类较多的特点以及能耗等，选择120℃作为兜底合适的伴热温度。

4）本标准编制开展的伴热试验已有相关研究，推荐使用不锈钢材质管线，但选用其
它材质在120度伴热条件下能够保证测试的准确性也可，在此不予以强制要求。



 技术性能指标的调试检测要求如下：
a）相关指标的检测应在生产设备正常且稳定运行的条件下开展；

问题：调试检测期间生产设备生产且稳定运行是要求正确度测试时
间段？还是整个72h调试时间段？部分生产设备不能连续生产，或

者连续生产时排放浓度随着生产工艺周期性变化，何时进行测试采
样？

说明：正确度测试时间段；通标气和零气可不作要求。只要保证生
产设备正常运行阶段均可开展采样。



 c）各技术性能指标的调试检测方法按照附录A执行。其中，分析周期
连续测量3d，每天至少测量1次，每日分析周期都应满足要求；非甲烷
总烃参比方法可选用HJ 38，也可选用国家发布的其他生态环境监测标
准；若采用HJ 38作为参比方法，样品应在加热后分析。调试检测数据
记录格式参见附录B，调试检测完成后编制调试检测报告，报告的格式
参见附录C。若调试检测结果不满足本标准技术性能指标要求，按照HJ 
75中技术指标调试检测结果分析和处理方法执行。

问题：样品加热后分析是指采样后常温保存，测试前进行加热？还是采样
后、转运及测试时均需要加热？加热温度应该控制在多少度？

说明：样品保存避光以及分析及时，除此没有额外硬性要求；样品采集采
样管加热至120度，对于液滴出现的情况样品必须加热使液滴消失，样品
加热后分析有利于测定结果更加准确。



 3.1.1技术指标验收包括NMHC-CEMS和废气参数CMS的技术指标验收。

问题：同一排口采样断面安装有烟气CEMS和NMHC-CEMS的烟气参数是否可以公用
一套。

说明：可以共用。

 验收前24 h，应对待验收的CEMS进行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记录仪器的零点读数和量
程读数，以此作为验收时计算24 h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的初始读数。验收期间除本标准
规定操作外，不得对CEMS进行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维护、检修、调整。

注：HJ75中验收对零点/量程漂移测试时间要求为6h,且为正确度测试前后对系统零点和量
程漂移的测试，旨在保证正确度测试过程系统指标的正常。NMHC-CEMS对零点/量程漂移
测试的时间加长为24h,即验收需要两天时间，验收人员需要去现场两次且为两天时间。

说明：HJ75调试为24h，验收为至少6h间隔；本标准要求为24h。



 3.1.3 验收前应检查采样伴热管设置，应符合7.2相关要求。检查探头、伴热
管线以及分析仪器之前的整个气体管路，应满足全程伴热无冷点。

思考：全称伴热无冷点的定义和情形有哪些？采样探头和伴热管接口处，必然
存在加热盲点，形成温度梯度变化，冷点的长度及防治措施未明确，以及冷点
测试方法及判定标准是什么？

说明：目前通过加热盒、加热包裹等装置及措施可以做到无加热盲点，标准提
出此项要求为防止冷凝导致样品损失影响监测结果。

 3.1.4 验收期间，生产设备应正常且稳定运行。
问题：验收期间是正确度采样测试时间段还是整个零点/量程漂移测试和正确度测
试时间段？生产工况不能连续运行的如何进行验收？

说明：零气、标气测试与企业生产状况无关，保证正确度测试在生产设备正常稳
定运行时开展。对于不能连续运行的情况可以分时段开展验收。



 3.1.6 对CEMS进行系统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

间检测时，零点气和标准气体应通过校准管线输送至采样探头处，
经由样品传输管线回到站房，经过全套预处理设施后进入NMHC监测
单元进行分析，不得直接通入NMHC监测单元。

问题：采样探头处是采样探头的什么位置？采样探头探杆最前端、探
头滤芯处、探头和管线接口处？采样探头出气口和伴热管线进气口处
直接加装三通引入标气是否满足要求？ 

说明：标准气体运输至采样探头须与采集的烟道内烟气保持同样的路
径，这也是全流路的目的及意义。



 3.1.7日常运行中更换CEMS分析仪表或变动CEMS取样点位时，应满足
第7章的要求，并进行再次验收。

i）更换主要部件如色谱柱、定量环后应对NMHC-CEMS进行示值误差检
测，并记录校准数据和过程，校准数据满足第5章相关要求且稳定后方
可投入运行；

疑问：更换进样阀、色谱柱及检测器，分析仪表其它部件未更换，需要
重新验收吗？

说明：更换耗材、零部件与监测结果无直接影响的无需重新验收，无特
殊说明更换与监测结果直接相关的关键部件需重新验收，具体以管辖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相关要求为准。



 h）使用催化氧化装置的NMHC-CEMS至少每年用丙烷标准气体检验
一次转化效率，若丙烷转化效率不能达到95%以上，则应更换催化
氧化装置；

问题：催化氧化装置每半年进行一次转化效率测试，每次测试均达不
到95%以上的转化效率，也进行了催化氧化装置的更换，操作满足技

术规范要求，数据质量是否可以保证？建议变更为“使用催化氧化装
置的 NMHC-CEMS 应采用丙烷标准气体进行转化效率测试，若丙烷转
化效率不能达到 95%以上，则应更换催化氧化装置”不对测试时间周
期进行要求。

说明：最低检验频次要求从操作、管理的角度更容易实现。



 a）标准气体应在有效期内使用，其标准物质证书中不确定度应在
±2%以内；零点气可使用氮气（纯度≥99.999%）或除烃空气（其
中碳氢化合物含量不得高于 0.3 mg/m3）；

问题：除烃器的质量保证措施是什么？如何及时自动发现除烃空气
质量问题？  

说明：若选用采购的钢瓶除烃空气，标准物质证书需满足此要求；
若选用除烃装置，其除烃温度及工作状态正常即可。



 技术指标抽检
参照8.3对部分或全部CEMS技术指标抽检时，检测结果应满足第5章相关要

求。对CEMS技术指标抽检时，可不开展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用参比方法开
展CEMS正确度抽检时，样品数量可相应减少，非甲烷总烃和氧气至少获取6个
数据对，流速、温度、湿度至少获取3个数据对。开展系统响应时间抽检时，
可按照3.1.6 操作，也可从采样探头处通入标准气体，检测结果均应满足第5章
中系统响应时间的要求。

思考：技术指标的抽检由谁负责实施？日常排污单位委托第三方检测进行正
确度测试是否可以理解为抽检？

说明：抽检为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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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含湿量

  含湿量未装、设置固定值

 含湿量长期异常、超量程等

 以湿基上传、未换算

 原位直测湿度的情况，标气校准额外换算的情况

未换算为干基值



停炉设置
假停炉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4-2010）修改单

喷雾干燥塔、陶瓷窑烟气基准
含氧量为18%，实测喷雾干燥塔、

陶瓷窑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应换算为基准含氧量条件下的
排放浓度，并以此作为判定排
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氧量19%以上
 流速2m/s以下
 烟温40度以下

以上可视情况对等设定也可按
优先原则设定

停炉数据不可人为清零！
怎样得到科学的停炉条件？



颗粒物维护不到位，数据异常

颗粒物浓度异常稳定（很低）、波动极小

至采样探头处进行拆卸

测烟气与空气数值基本无差异

颗粒物目前运维频次不够以及故障率较为明显



标气的选择

甲烷/丙烷/甲烷+丙烷

  只用甲烷校准

 日常不校准甲烷



量程的设置

 铭牌上的量程/备案的量程

 非甲烷总烃量程/甲烷量程

 数字量传输/模拟量传输/双量程



 使用催化氧化装置的NMHC-CEMS至少每年用丙烷标准气体检
验一次转化效率，若丙烷转化效率不能达到95%以上，则应更
换催化氧化装置。

 更换主要部件如色谱柱、定量环后应该对NMHC-CEMS进行示
值误差检测，并记录校准数据和过程。

 加装功能设备  VS  提升原有功能设备性能

容易缺失的记录



谢  谢！

021-24011911
dengji@shee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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