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10 年是中国工业生产排放制度出台最密集的 10 年：2013 年颁布的“大气十条”，

是大气污染防治的纲领性文件，其颁行可视为蓝天保卫战的起点；2016 年 3 月发布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了 4 项约束性指标；

2018 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经过 3 年努力进一步明

显降低 PM2.5，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

感；2018 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提出

分 2020 年和 2025 年 2 个阶段在钢铁领域实施超低排放等。

上述制度的颁行使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大气污染防治的中国模

式。然而，在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的同时，大气污染物减排空间也在进一步收窄，治理

难度越来越大。2019 年，我国尚有约 60% 的城市 PM2.5 年均质量浓度未达到 35 mg/m3 的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与世卫组织 10 mg/m3 的准则值差距更大。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NO2 质量浓度没有降低，臭氧浓度更是上升了 21%，硝酸盐已超越硫

酸盐成为 PM2.5 最主要的二次转化源头。近年来北方地区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仍旧频发，远超

环境承载力的污染物排放依然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的主因。PM2.5、氮氧化物、

臭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和移动污染源治理难度加大等问题的凸显，意味着我国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已进入深水区，需要从“供给侧”改革和能源结构转换层面下更大力气，

也需要广大环保科技工作者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

理论。

为此，《华电技术》编辑部策划组织了“电力环保科技专刊”，我们非常荣幸地受邀

担任特约主编。此次征稿得到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相关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

的踊跃供稿，经反复审定后精选了 14 篇在本期刊出（其余优秀稿件将在后续期次与读者见

面），内容涵盖了超低排放改造中的诸多方面，如炉内低氮燃烧技术的提升、脱硫塔内液

相分布规律和喷嘴布置的优化、静电除尘器高效集尘机理、脱硝除尘一体化等。为体现数

字化、智能化对环保行业的赋能，专刊中特选了 2 篇通过模型预估、大数据分析建模来优

化脱硝、脱硫设施运行的论文。此外，还选刊了 1 篇介绍污泥处置过程中烟气净化工艺的

论文，以展示非电领域超低排放改造的一个新侧面。希望能为相关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提

供些许有益的经验和参考。

最后，衷心感谢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感谢《华电技术》编辑部对本期专刊的精心策

划和辛勤付出，感谢各位审稿专家和诸位编辑认真负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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