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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
普 查 技 术 规 定

为指导全国生活源锅炉普查工作，依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16〕59 号）和《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方案》（国办发〔2017〕82 号），制订本规定。

一、目的

明确生活源锅炉普查对象、范围、内容、技术路线，指导生活

源锅炉普查表填报和普查工作实施。

二、对象与范围

本技术规定所指的生活源锅炉是除工业企业生产使用以外所有

单位和居民使用的，额定出力大于等于 1 蒸吨/时（0.7MW）的燃煤、

燃油、燃气和生物质锅炉。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业企业非生产性独立办

公区；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产业活动单位；交通运输、仓

储与邮政业，住宿业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第三产

业单位；相对集中居民区的锅炉产权单位；等拥有或使用的符合

上述生活源锅炉界定要求的常压和承压锅炉均要纳入生活源锅炉

普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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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若实际达到 1 蒸吨/时（0.7MW）要求，但没有标定额定

出力的土锅炉、型煤锅炉或者铭牌不清的锅炉，全部纳入生活源锅

炉普查范围。使用单位或产权单位 2017 年锅炉存续，改造后存续，

但停用、备用的也应纳入生活源锅炉普查范围。

2017 年内已淘汰的生活源锅炉不纳入普查范围，已完成“煤改

气”锅炉按照改造后的情况如实填报。

电锅炉不纳入普查范围。2017 年内已完成“煤改电”锅炉不纳

入普查范围。

按照不重复入户普查原则，纳入工业污染源、规模以上畜禽养

殖场、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范围的生产经营场所中供生产和生

活使用的锅炉不单独纳入生活源锅炉普查范围。工业企业非生产性

独立办公区使用的锅炉纳入生活源锅炉普查范围。

属于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的，且对外提供供暖服务的不纳入生

活源锅炉普查范围，纳入工业污染源普查范围；若不对外提供供暖

服务，锅炉仅在非生产性独立办公区或周边居民区使用的纳入生活

源锅炉普查范围。

三、普查内容

(一)锅炉基本情况

锅炉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情况：单位详细名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或工商注册登记代码）、机构类型、详细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拥有锅炉数量、单位所在地经纬度、行政区划代码。

锅炉基本情况：锅炉用途、锅炉投运时间、锅炉型号、锅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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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额定出力、锅炉燃烧方式、年运行时间。

(二)锅炉运行情况

燃料煤类型与消耗量，燃料煤平均含硫量、燃料煤平均灰分、

燃料煤平均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燃油类型与消耗量，燃油平均含硫

量；燃气类型与消耗量；生物质燃料类型与消耗量。

(三)污染治理情况

除尘设施情况、脱硫设施情况、脱硝设施情况，在线监测设施

安装情况，排气筒高度，粉煤灰、炉渣等固体废物去向。

(四)废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四、技术路线

以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掌握的锅炉初步名录为基础，

城乡全面排查，建立生活源锅炉名录。清查工作可参照《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

大气〔2017〕110 号）要求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可充分采用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所形成的名录。

清查实施前，结合集中供暖的区域范围，辅助确定生活源供暖锅

炉清查重点区域；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协助提供行政区域内煤质、燃油

检测等情况给同级普查机构，为锅炉运行情况清查提供参考依据。

清查阶段，结合初步名录清查锅炉基本情况、锅炉运行情况和

污染治理情况。

普查阶段，根据生活源锅炉名录与清查结果，填报普查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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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产排污系数核算污染物产生量与排放量。

图 1 生活源锅炉普查技术路线

五、普查表的填报和审核

(一)普查表的填报

1．通过清查建立和完善生活源锅炉名录。

2．普查对象的使用单位或产权单位按照指标解释填报普查表。

多个单位共同使用同一锅炉的由锅炉产权单位或锅炉实际使用单位

进行填报，同一单位拥有多台锅炉的填写锅炉数量并对每台锅炉分

别填报。

产权单位和使用单位非一家单位的，由 2017 年度锅炉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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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行填报，注明锅炉产权单位；若 2017 年度实际使用单位变更，

由最终实际使用单位进行填报，由锅炉产权单位负责联系变更前使

用单位获取运行周期、燃料消耗情况等数据。

3．普查对象的使用单位或产权单位在填报普查表时需主动出示

生活源锅炉相关证照，指示锅炉铭牌，明确锅炉运行周期，能源消

耗台账或相关佐证资料，指示污染治理设施并出示污染治理设施建

设、扩建、改建相关文件、合同或其他相关佐证资料。

没有标定额定出力的土锅炉、型煤锅炉或者铭牌不清的锅炉，

若无法提供佐证材料，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和指标解释要求填报。

4．对于 2017 年内锅炉完成改造加装污染治理设施并投入使用

的情况，按照普查时间节点污染治理设施状态填报。

(二)普查质量控制与数据审核

普查工作需严格遵守质量控制要求，若在上级普查机构组织的

普查质量核查中不达标的，需要重新组织普查直至符合标准为止。

1．现场普查人员要核实普查对象的使用单位或产权单位填报数

据的真实性，确保数据质量。重点核证铭牌信息、锅炉年运行时间、

锅炉运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情况。

现场普查人员发现填报错误、逻辑错误或填报信息不全、不合

理的情况，应及时予以纠正。填报结束后可通过拍照、复印、扫描

等形式备案佐证资料关键信息。

2．普查对象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对普查表中所填数据资料确认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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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生活源锅炉普查进行三级审核，现场普查人员审核普查表

的内容、指标填报是否齐全，以及是否符合生活源锅炉普查表指标

解释要求；普查数据审核人员在现场普查人员审核的基础上，对数

据合理性和逻辑性进行全面审核；普查质量负责人随时根据现场填

报和数据审核中发现的问题，组织拟订解决方案。

六、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核算

普查对象的使用单位或产权单位现场填报生活源锅炉基本情

况、锅炉运行情况和污染治理情况。污染物产生量与排放量根据产

排污系数核算。安装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系统且在线数据经过有效

性审核认定的，污染物排放量可优先采用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核算。

产排污系数统一由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提供，不得采用其他各类产排污系数或经验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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