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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炼焦化学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工矿用地土壤

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指导和规范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名录的炼焦化学工业（以下简称焦化）企业依法做好土壤污染

隐患排查工作。我部组织土壤中心等单位编制了《炼焦化学工业企业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一、编制背景 

（一）指南编制必要性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对于指导企业及时发现土壤污染隐患或者土

壤污染，及早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管控风险，防止造成污染或者污

染加重，降低后期风险管控或修复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 1 月，我部印发了《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

南（试行）》（以下简称《隐患排查指南》），对于指导和规范重

点监管单位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重点监管

单位涉及行业类型较多，不同行业的有毒有害物质、重点场所或者

重点设施设备差异较大，《隐患排查指南》规定了通用要求，针对

具体行业，在有毒有害物质识别、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确定、

现场排查要点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细化要求，以帮助重点监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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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准确掌握隐患排查要点，提高排查效率和质量。同时，分行业

管理也是在产企业环境监管的重要思路，如排污许可管理中已经分

行业制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技术规范。国外也已有针对具体行业识

别污染物和潜在污染区域的经验,如原英国环保局编制了《煤层气、

焦炭和其他煤化工行业概况》，列出了焦化等行业潜在污染物及其

最可能污染的位置。 

焦化行业作为重点监管单位总数较多、已有调查监测发现土壤

污染较重的行业，应优先编制行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基于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下简称企业用地调查）结果，

对焦化行业超标严重的区域及污染物进行了梳理，为指南编制奠定

了一定工作基础。山西等省份结合本地实际，针对焦化行业制定了

地方性的隐患排查指南要点，提升了当地隐患排查工作效率和质量，

也为指南编制积累了地方实践经验。 

（二）焦化行业概况 

焦化包括常规焦炉、半焦（兰炭）炭化炉（以下简称半焦炉）、

热回收焦炉三种生产工艺。我国焦化企业以常规焦炉为主，占比约

86%。截至 2020年底，全国焦炭产能约 6.34亿吨，其中常规焦炉产

能 5.44 亿吨，半焦（兰炭）产能 7618 万吨，热回收焦炉产能 1441

万吨。2020年全国焦炭产量 4.71亿吨，其中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焦

化企业的焦炭产量分别占比 24%和 76%。 

我国焦化产业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空间布局与

炼焦煤和钢铁产能分布契合度高。焦炭产能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

山东、陕西、内蒙古等省份，其中常规焦炉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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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内蒙古、辽宁、河南等省份，6 省份产能约占全国产能 59%；

半焦（兰炭）炭化炉主要集中在陕西、内蒙古、宁夏及新疆等省份，

其中陕西省占全国半焦（兰炭）产能 62.6%；热回收焦炉主要集中在

山西、山东等省份，其中山西省占全国热回收焦炉产能 63.2%。目前，

全国焦化企业共 557 家，其中重点地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

角地区、汾渭平原）249家，非重点地区 308家。 

据环评审批信息四级联网平台查询结果，2020 年共审批炼焦类

建设项目 72 个，全部为报告书项目，其中省级审批部门共批复 19

个，市（区、县）审批部门共批复 53 个。项目类型以焦炉升级置换

项目为主，共 42个；其他以干熄焦改造、焦炉煤气资源利用和环保

改造为主。 

二、编制过程 

2022 年 2 月，我部组织土壤中心启动《指南》编制工作，成立

编制组；3-4月，编制组系统梳理了焦化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成果、全

国污染地块信息系统相关行业污染地块调查数据以及 2021年隐患排

查结果，调研山西太原等地焦化企业隐患排查工作经验，形成《指

南》初稿；5月，编制组通过视频会议方式，组织有关行业协会专家、

工程设计专家，以及有焦化行业污染地块调查经验的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防治专家等，多次进行座谈和咨询，广泛听取意见；6-7月，编

制组现场调研贵州多家焦化企业并开展指南试用；8月，形成指南征

求意见稿（初稿），组织召开征求意见稿（初稿）专家咨询会；9月，

根据意见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并通过司务会审议。 

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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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有毒有害

物质清单、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现场排查要点、附录

等七个部分。其中，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按常规焦炉、

半焦炉和热回收焦炉三种类型分列。 

四、重点问题说明 

（一）关于适用范围 

根据《隐患排查指南》，隐患排查工作程序一般包括：确定排

查范围、开展现场排查、落实隐患整改、档案建立与应用。 

本指南适用于炼焦化学工业企业（包含生产焦炭、半焦产品为

主的煤炭加工企业和钢铁等工业企业的炼焦分厂，以下简称焦化企

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中确定排查范围和开展现场排查。 

本指南明确焦化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确定排查范围、开展现

场排查两个环节，其他要求参照《隐患排查指南》执行。主要考虑

确定有毒有害物质清单、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是隐患排

查工作的重要基础环节，决定了排查范围的全面性；现场排查是隐

患排查工作的关键环节，决定了排查结果的准确性。指南在《隐患

排查指南》的基础上，梳理焦化企业隐患排查共性问题，对有毒有

害物质清单、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现场排查要点等关

键技术要求进行细化，焦化企业对照开展排查，便于快速掌握隐患

排查要点，提高隐患排查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落实隐患整改、

档案建立与应用工作在《隐患排查指南》中已有明确相关通用规定，

焦化企业可参照执行。 

（二）关于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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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列出了焦化企业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有毒有害物质清单主要是基于焦化企业原辅材料、产品及废水、

废气、固废的成分分析，同时参考企业用地调查焦化行业超标污染

物、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系统焦化行业污染地块污染调查数据以及

2021 年焦化行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结合专家咨询综合汇

总分析形成。 

根据物料成分分析，焦化企业涉及的主要有毒有害物质包括多

环芳烃、苯系物、石油烃、酚类、氰化物、苯胺类、重金属及其他

无机物等。根据焦化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60 余个在产企业地块和 20

余个关闭搬迁污染地块调查数据，焦化企业污染物超标率高且涉及

的污染土壤修复方量较多的污染物为多环芳烃、苯系物、石油烃等。

多环芳烃中超标率较高的污染物依次为苯并[a]芘、苯并[b]荧蒽、

苯并[a]蒽等；苯系物中超标率较高的污染物依次为苯、甲苯、乙苯，

应将上述污染物进行重点关注。 

（三）关于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 

指南列出了常规焦炉、半焦炉、热回收焦炉三种工艺焦化企业

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并将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

备分为重点关注和一般关注。 

焦化企业包括常规焦炉、半焦炉、热回收焦炉三种工艺，常规

焦炉为高温干馏；热回收焦炉为高温干馏，但无煤气净化单元；半

焦炉为中低温干馏且无煤气脱苯系统。考虑三种工艺产排污情况存

在差异，指南分别列出了三种工艺对应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

备清单。焦化企业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主要是基于焦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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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和产排污环节分析，并参考企业用地调查焦化行业超标区

域、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系统焦化行业污染地块调查超标区域以及

2021 年焦化行业企业隐患排查结果，结合专家咨询综合汇总分析形

成。形成的清单可为重点监管单位自行监测和周边监测布点区域筛

选及特征污染物识别提供参考。 

指南基于土壤污染隐患是否容易识别、是否属于易超标的重污

染区等，对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进行分级，旨在突出重点，

提高排查效率，最大限度降低土壤污染隐患。隐蔽性重点设施设备

土壤污染隐患更高、土壤污染风险更大，且通过目视检查难以发现

隐患。历史调查监测结果显示的重污染区可能发生土壤污染的风险

较大。但 2021年首轮隐患排查对此类设施设备关注不够，未有效排

查出隐患，故将地下或半地下池体、地下储罐、接地储罐、地下管

道等隐蔽性重点设施设备纳入重点关注。焦化企业用地调查和关闭

污染地块调查超标点位统计结果表明，超标率较高的区域包括储罐

区、煤气净化单元、酚氰废水处理站池体区等，故将煤气净化单元

冷鼓、脱硫、硫铵、蒸氨、脱苯生产装置区也纳入重点关注。其他

场所和设施设备为一般关注。 

（四）关于现场排查要点 

指南在《隐患排查指南》基础上，细化了重点关注场所或者设

施设备现场排查要点。 

重点关注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土壤污染隐患更高、土

壤污染风险更大，应进一步明确排查要求。指南在《隐患排查指南》

“附录 A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与整改技术要点”有关要求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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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资料调研、企业座谈和专家咨询等，进一步明确了重点关注场

所或设施部分土壤污染预防设施、预防措施需要达到的有关参数和

参考标准，企业对照开展排查整改，可最大限度降低土壤污染隐患。

一般关注的场所或设施设备的土壤污染隐患排查要求参照《隐患排

查指南》执行。 

本指南针对重点关注的场所或设施设备，结合已有标准要求，

在土壤污染预防设施方面，提出防渗池体、防渗阻隔系统、泄漏检

测设施等关键参数和参考标准。在土壤污染预防措施方面，细化了

定期开展地下水监测、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定期开展阴极保护

有效性检查的具体频次和参考方法。上述要求可为企业开展土壤污

染隐患现场排查提供重要参考，为地方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相关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