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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级标准
钢铁行业（短流程）

（试行）

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的

安排部署，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

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要求，结合河北省钢铁

行业实际，对短流程钢铁企业环保绩效 A级指标进行了修订和完

善，制定本标准。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以废钢铁或直接还原铁为原料，采用电弧炉冶

炼的炼钢生产工业企业。

二、生产工艺

（一）主要生产工艺：熔炼、精炼、连铸、加热、初轧、精

轧、热处理等。

（二）主要原辅材料：主要原料为废钢铁；主要辅料为直接

还原铁、脱碳粒铁、碳化铁及复合金属料等。

（三）主要能源：电、天然气、煤气等。

废钢 电弧炉 精炼炉 连铸机 轧机 钢材

图 1 短流程钢铁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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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污染物产排环节

（一）颗粒物（PM）

主要来自电弧炉炼钢工序的电弧炉、精炼炉、连铸切割、火

焰清理、钢渣处理、废钢处理等，轧钢工序的热处理炉、精轧机、

矫直机、精整、修磨等。

（二）二氧化硫（SO2）

主要来自轧钢加热炉或热处理炉。

（三）氮氧化物（NOx）

主要来自轧钢加热炉或热处理炉。

（四）挥发性有机物（VOCs）

主要来自轧钢酸洗、涂镀、彩涂等工序。

（五）二噁英

主要来自电弧炉炼钢过程。

四、创 A绩效指标

（一）现有 A级短流程钢铁企业自 2024年 6月 1日执行本标

准，新申请 A级短流程钢铁企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本标准。

（二）钢铁企业环保治理设施及管理措施须满足安全生产相

关管理规定。

（三）短流程钢铁企业环保绩效 A级指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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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短流程钢铁企业环保绩效 A级标准

差异化指标 A级标准

装备水平 新建企业需配备公称容量 100 吨（合金钢 50 吨）及以上电弧炉

数字化智能制造

1、满足工信部门钢铁企业高质量评价体系中智能制造的有关要求；

2、应配备基础自动化级（L1级）和过程控制级（L2级）自动化系统；

3、建成“智能化管控治一体化平台”，具备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各环节生产、监测、监控、治理设施

集中控制和数据综合分析功能，实现“超标预警、智能识别、发送指令、精准治理、效果评估”

有组

织排

放

治理

技术

电炉烟气前端及

末端治理技术

1、采用炉内排烟+密闭式收尘罩+屋顶罩的捕集方式；

2、配备有废钢油污橡胶塑料等杂质处理、废钢预热等二噁英前处理工序以及烟气急冷、活性炭吸附等二噁英中末

端处理技术；

3、除尘采用高效袋式除尘或其他高效过滤式除尘设施

加热（热处理）炉

燃料及治理技术

1、采用天然气、LNG、钢铁企业副产煤气、工业园区集中煤制气设施供应的清洁煤气等；

2、采用蓄热、预热、低氮燃烧技术

涉 VOCs工序治理

技术 涉 VOCs设备整体封闭，或车间厂房整体封闭，并设置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排放限值 1、按照《关于做好钢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9〕922号）要求，开展有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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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指标 A级标准

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并在中钢协网站公示；

2、电炉（一次烟气）、电炉（二次烟气、三次烟气）PM排放浓度不高于10 mg/m3；

3、加热炉 PM、SO2、NOx 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 mg/m3、35 mg/m3、150 mg/m3（基准含氧量为 8%；2024 年 6

月 1日起，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50 mg/m3）；热处理炉 PM、SO2、NOx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 mg/m3、35 mg/m3、

150 mg/m3（基准含氧量为 15%；2024年 6月 1日起，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80 mg/m3）；

4、电炉二噁英控制在 0.2 ng-TEQ/m3以内；

5、其他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 13/ 2169）要求

无组织排放

1、按照《关于做好钢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9〕922号）要求，开展无组织排放

超低排放评估工作，并在中钢协网站公示；

2、电炉加料方式为连续加料或密封式半连续加料；

3、建立了包括无组织排放节点及控制措施的无组织排放清单；

4、车间产尘点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无可见烟粉尘外逸；废钢等块状或粘湿物料采用密闭料仓或封闭料棚

等方式储存，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等方式密闭输送，或采用皮带通廊等方式封闭输送，确需车辆运输的使用封闭车

厢或苫盖严密，装卸车时采取加湿等抑尘措施；料场出口设置车轮和车身清洗设施；物料破碎、筛分、混合等设备

设置密闭罩，并配备除尘设施；废钢切割处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轧钢涂层机组封闭，并设置废气收集处

理设施；

5、厂界颗粒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0.5 mg/m3，监控点与参照点总悬浮颗粒物（TSP）1h 浓度值的差值，监控位置设置

参照 HJ/T55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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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指标 A级标准

节能降碳

1、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设置碳排放管理部门，配备专职碳排放管理人员；

2、按照《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5

部分：钢铁生产企业》（GB/T 32151.5 ）及有关标准和规范文件核算碳排放情况，编制年度碳排放报告，确保碳排

放数据准确，满足《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要求；

3、短流程钢铁企业碳排放强度≤0.6tCO2/t粗钢，或近三年碳排放强度呈降低趋势（含购买降碳产品），采用全废钢

冶炼且产品全部为特钢的短流程钢铁企业除外；

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要求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单位产品的能耗、物耗、水耗、

资源综合利用和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应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5、2021年通过环评审批的新建及在建钢铁企业炼钢工序单位产品能耗达到《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

基准水平（2021 年版）》能效标杆水平，电弧炉冶炼（30 吨＜公称容量＜50 吨）能效标杆水平为 67 千克标准煤/

吨，电弧炉冶炼（公称容量≥50 吨）能效标杆水平为 61 千克标准煤/吨（注：电弧炉冶炼全不锈钢单位产品能耗提

高 10%）；现有钢铁企业炼钢工序单位产品能耗达到《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

能效基准水平, 电弧炉冶炼（30 吨＜公称容量＜50吨）能效基准水平为 86千克标准煤/吨，电弧炉冶炼（公称容量

≥50 吨）能效基准水平为 72千克标准煤/吨（注：电弧炉冶炼全不锈钢单位产品能耗提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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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指标 A级标准

监测监控水平

1、电炉、精炼炉、连铸机、轧钢加热（热处理）炉、退火炉和涂镀机等均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CEMS），并

按要求联网，相关数据保存五年以上（运行时间不足五年的，应具备数据保存五年以上的能力）；

2、主要环保设施及生产设施安装分布式控制系统（DCS），自动记录企业环保设施运行，自动记录每日废钢及其

他辅料投入量、电量、钢材种类及产量等相关生产过程主要参数，相关数据保存五年以上（运行时间不足五年的，

应具备数据保存五年以上的能力）；

3、厂界安装颗粒物无组织排放连续自动监测设施，并按要求联网；在厂区内主要产尘点周边设置 TSP浓度监测仪；

在涉 VOCs厂房周边布设 VOCs监测设施；厂内道路路口和长度超过 200 米的道路中部设置空气质量监测微站，监

控 PM2.5、PM10和 TSP等管控情况，并建立全厂无组织排放治理设施集中控制系统，记录所有无组织排放源附近监

测、监控和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以及空气质量监测微站监测数据，数据保存一年以上；

4、料场装卸料、料场出入口、废钢大棚、高位料仓、电炉平台、精炼、连铸等易产尘点，应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

施，视频数据保存一年以上；

5、具体安装要求见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环境管理水平

1、环保档案齐全：①环评批复文件；②排污许可证及季度、年度执行报告；③竣工验收文件；④废气治理设施运

行管理规程；⑤一年内废气监测报告；

2、台账记录：①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要求建立完整的环境管理台账，按时提交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按照排

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②管理制度健全，有专兼职环保管理人员、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等；

③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记录，如实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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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指标 A级标准

清洁运输

运输方式

1、按照《关于做好钢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9〕922号）要求，开展清洁运输评

估工作，并在中钢协网站公示；

2、大宗物料和产品运输采用清洁方式运输比例不低于 80%，或采用新能源车辆或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

辆（含燃气）运输的比例达到 100%；2024年底前使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载货车辆运输的比例不低于 20%；

3、其他原辅材料公路运输部分使用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或新能源车辆（特种车辆、危险

化学品车辆、检修和施工等车辆可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辆）；

4、厂内运输车辆 2023 年底前使用纯电动、燃料电池车辆的比例不低于 30%，其余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含燃

气）。2024年底前使用纯电动、燃料电池车辆的比例不低于 80%，其余达到国六排放标准（含燃气）；

5、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吸排车等特种运输机械原则上采用新能源；无对应新能源产品的，应满足国四及以上排

放标准（2024年底前可采用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机械）；

6、运输方式核算原则见附录 D

运输监管 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建立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注：国家或地方标准及相关规定有制修订时，其要求严于本标准或本标准未涵盖的内容，从其要求。

附录 A.有组织排放口连续自动监测设施安装要求汇总表

附录 B.监控设施安装要求汇总表

附录 C.治理设施运行参数汇总表

附录 D.运输方式核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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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附录 A.1 有组织排放口连续自动监测设施安装要求汇总表

序号 工序 安装点位 监测因子 备注

1

电炉

炼钢

一次烟气

颗粒物排放浓度及烟气参数（温度、压力、

流速或流量）
—

2 二次烟气

3 三次烟气

4 精炼炉

5 连铸机

6
轧

钢

工

序

热

轧

加热炉/
热处理炉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

排放浓度及烟气参数（温度、压力、流速

或流量、湿度、含氧量等）

—

7
冷

轧

退火炉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及

烟气参数（温度、压力、流速或流量、湿

度、含氧量等）

—

8 涂镀机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及烟气参数（温度、

压力、流速或流量）
—

附录 A.2 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连续自动监测设施安装要求汇总表

序号 安装点位 监测因子

1
厂界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

西北八个方位

TSP及气象参数（风向、风速）测

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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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附录 B.1 监控设施安装要求汇总表

序号 工序 产污节点

无组织监控区域

视频监控设施
多参数微型监测设

施（TSP）

1 火车料场 装卸料 火车翻车区域出入口 出入口

2 汽车料场 装卸料
汽车卸料区、装载车上料区、

料场出入口
出入口

3

电炉炼钢

废钢大棚
封闭废钢封闭大棚内和出入

口
—

4 封闭原料大棚 封闭原料大棚内和出入口 —

5 高位料仓 高位料仓落料区域 —

6 电炉烟气 电炉平台 电炉平台

7 精炼炉 精炼区域 精炼区域

8 连铸机 连铸平台 连铸平台

9 中间包倾翻 中间包倾翻工位 —

10
钢包、中间包修

理
钢包、中间包修理工位 —

11
焖渣（钢渣一次

处理）
焖渣车间内 车间出入口

12 钢渣二次处理 钢渣二次处理车间内 车间出入口

13

轧

钢

工

序

热轧

粗轧机组 粗轧机组 —

14 精轧机组 精轧机组 —

15
冷轧

废酸再生氧化

铁粉输送

氧化铁粉仓仓顶和仓下卸料

区域
—

16 轧机 连轧机组和卷取机 —

17 危废暂存间 — 危废间内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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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附录 C.1 治理设施运行参数汇总表

序号 工艺 参数

1 脱硫 PH值、脱硫剂使用量、脱硫剂仓料（液）位（与 CEMS 时间同步）

2 脱硝

脱硝剂（还原剂或氧化剂）使用量、反应器进出口压差、脱硝剂

仓料（液）位、反应器入口烟气温度（SCR工艺）、进口 NOX监

测

3 袋式除尘器 风机电流、清灰周期、电机电流、压差

4 静电除尘器 一次电压、一次电流、二次电压、二次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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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运输方式核算原则

一、大宗物料和产品运输

大宗物料包括废钢、焦炭、石灰、石灰石、铁合金、钢渣等；

大宗产品包括钢材、外售中间产品等。

运输方式符合性评估周期为近三个月的运输量。企业提供各

类物料和产品销售合同，以确认运输始发地和接收地，并按以下

方式核查确认采用清洁运输方式或新能源重型载货车辆的运输量。

（一）废钢

1.本地废钢。采用清洁运输方式或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载货

车辆，运输至钢铁企业厂区内部料库。

2.外地废钢。采用清洁运输方式或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载货

车辆，运输至钢铁企业厂区内部料库。运输距离超过 120 公里、

确无法采用上述方式的，可先行采用国六重型燃油（气）货车运

至由当地市政府统一规划的物流园区或货场，然后采用纯电动、

燃料电池重型载货车辆直接倒运至厂区内部料库；中间不得再使

用重型燃油（气）货车进行倒运。

（二）钢材及其外售中间产品

以下三种运输方式予以确认：一是采用清洁运输方式，由厂

区直接运输到终端用户或发往外地。二是采用多式联运。采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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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车运输至港口码头，集港后由水

路发往外地；或是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铁路联运方式，先

行采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运至铁路货场，再经由铁路集

中发往外地。三是通过公路运输的产品及其外售中间产品，若收

货方为本地加工利用终端用户，应采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

车直接运至终端用户厂区内部料库；若收货方为外地加工利用终

端用户或中间贸易商，且运输距离超过 120 公里的，可先行采用

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运至由当地市政府统一规划的物流园

区或货场，再使用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辆运往外地,优先通

过高速公路运输。

（三）其他大宗物料

其他大宗物料包括焦炭、石灰、石灰石、铁合金、钢渣等。

上述货物应采用清洁运输方式或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运

输至接收企业厂区内部料库。运输距离超过 120 公里、确无法采

用上述方式的，进厂货物可先行采用国六重型燃油（气）货车运

至由当地市政府统一规划的物流园区或货场，然后采用纯电动、

燃料电池重型货车直接倒运至厂区内部料库；出厂货物可先行采

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运至由当地市政府统一规划的物流

园区或货场，再使用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辆运往外地,优先

通过高速公路运输。

二、物流园区或货场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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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址原则。物流园区或货场应经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

审批，原则上应距离钢铁企业和城市建成区不少于 50公里。物流

园区或货场距离钢铁企业确无法达到 50公里，但临近高速公路出

入口，且使用国六重型燃油（气）货车通过高速公路运送货物的，

主要考虑与城市建成区保持合理间距，并经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

审批。同时，与企业协商确定大宗物料和产品的主要运输路线，

满足重型货车绕行限行有关规定。

（二）运输监管。钢铁企业、港口码头、物流园区或货场，

应在货物运输通道安装符合国家和我省要求的门禁视频监控系统，

建立电子台账，并通过专用网络实时向生态环境部门传送有关车

辆信息，确保运输方式满足环保绩效分级指标要求。

三、有关术语

（一）清洁运输方式。指铁路、水路、管道或管状带式输送

机、封闭式皮带廊道等运输方式。

（二）新能源汽车。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

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及燃料电池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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