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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

心、哈尔滨工程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成龙、史殿龙、殷惠民、王玮、李伯森、张彩丽、单路、刘爱民、姜思朋、

李大涛、黄风光、陈曦、鲁琦、邢啸林、翟晓曼、王贵领、刘岩、李斯明、杜振宇、李楠、周志广、张

永春、吴昊、闫岩、王敬瑞、刘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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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8号），推

动《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801—2015）的有效实施，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公益性行业科研重大专项“殡葬行业污染控制与环境管理技术体系研究”的

产出成果之一，旨在解决遗体火化大气污染物监测的非稳态影响问题，以利于加强火化烟气监测的质量

控制，保障遗体火化大气污染控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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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火化大气污染物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遗体火化过程中大气污染物监测准备、现场监测要求、数据处理和质量保证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各种燃料的火化机烟气排放的颗粒物与气态污染物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801―2015 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7 烟气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48 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365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二噁英排放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8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 543 固定污染源废气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过量空气系数 excess air ratio

燃料燃烧时实际空气供给量与理论空气需要量之比。

3.2

等速采样 isokinetic sampling

将采样嘴平面正对排气气流，使进入采样嘴的气流速度与测定点的排气流速相等。

4 监测准备

4.1 监测方案的制定

4.1.1 调查火化机运行方式、工况以及单具遗体火化时间，确定采样的方法、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

4.1.2 收集相关技术资料，了解火化机的燃料、性能、运行方式以及 GB 13801―2015中确定的目标污

染物大致浓度范围。

4.1.3 监测因子：按照 GB 13801―2015中相关要求，监测火化烟气排放系统中的烟尘、烟气黑度、烟

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汞、氯化氢和二噁英。

4.2 监测条件的准备

4.2.1 按照监测方案以及现场调查情况准备相应的采样仪器和装置。

4.2.2 采样器具应采用技术成熟的成套烟尘和废气采样装置。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目录内的工作计量器

具，应按期送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取得检定证书后方可用于监测工作。

4.2.3 烟尘采样器应按 GB/T 16157的相应要求，准备成套的烟气压力、流速、O2、温度、含氧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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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量等参数的测量仪器和装置。

4.2.4 废气采样仪器应按 GB/T 16157的相应要求，准备可测量 SO2、NO、NO2、CO、汞、氯化氢污染

参数的仪器和装置。各监测因子的测试方法应符合 GB 13801-2015中“表 4”的规定。

4.2.5 废气中二噁英的监测按照 HJ/T 365中的相关要求进行。

4.2.6 每次现场监测前应对对微压计、皮托管和烟气采样系统应按 GB/T 16157 的规定进行气密性检

验。当系统漏气时，应再分段检查、堵漏或重新安装采样系统，直到检验合格。

4.3 采样位置

4.3.1 采样位置：被监测方应按照 GB/T 16157 的相关规定设置采样孔。当实际条件不能满足 GB/T
16157 要求时，采样孔应选在较长的直段烟道上，与弯头或变截面处的距离不得小于烟道当量直径的

1.5 倍。矩形烟道的当量直径按式（1）计算：

D=2A·B/(A+B) ……………………………………………………..（1）

式中：

A、B ——分别为矩形烟道的两个边长；

D——矩形烟道的当量直径。

4.3.2 采样孔：采样孔应在符合采样规定的采样位置上开孔，直径≥80 mm 的圆形孔或者边长≥60 mm
的方形孔，位置距采样平台不高于 1.5 m。

4.3.3 采样平台：平台面积应不小于 2 m2，并设有 1.2 m 高的护栏和不低于 10 cm 的脚部挡板，采样

平台的承重应不小于 200 kg/m2，采样孔距平台面为 1.0 m～1.5 m。

5 现场监测要求

5.1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按照 GB 13801—2015中有关火化废气排放指标规定进行监测。

5.2 采样点位

采样位置和采样点的设置按照 GB/T 16157中的规定执行。

5.3 连续式焚烧火化机的监测

5.3.1 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

单台火化机至少采集三具遗体样品，采样时间根据单具遗体的火化时间确定，需采集单具遗体火化

的全过程，自前具遗体进炉开始至下具遗体进炉前结束。

5.3.2 颗粒物采样

颗粒物采样采用等速采样方法。颗粒物的采样方法按照 GB/T 16157中相关规定进行。连续焚烧式

火化机采样应监测每具遗体火化的全部过程且进尸是连续性的，可单独同时测定排气参数，保证监测过

程的完整性和设备工作的连续性。

5.3.3 气态污染物的采样

5.3.3.1 烟气直读仪采样并测定烟气中污染物含量

采用烟气直读仪测定烟气中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二氧化硫等监测项目，所使用仪器需经检定

并在有效期内，仪器所使用方法应为国家或环保行业现行的标准方法。

5.3.3.2 吸收瓶采样系统采集烟气中的污染物

使用吸收瓶系统采样时，吸收装置应尽可能靠近采样口，选择合适的采样流量，监测项目的具体分

析方法参照 GB 13801—2015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5.4 间歇式焚烧火化机的监测

5.4.1 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

单台火化机至少采集三具遗体，应采集遗体的燃烧过程，即点火后至停火阶段，采样时间根据每具

遗体该阶段的时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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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颗粒物采样

颗粒物采样采用等速采样方法。颗粒物的采样方法按照 GB/T 16157中相关规定进行。间歇式火化

机采样应监测每具遗体的燃烧过程，同步测定排气参数以；间歇式火化机燃烧过程中含氧量变化较大，

应同步测定整个燃烧过程的含氧量，取平均值进行排放量的计算。

5.5 样品的运输与保存

5.5.1 颗粒物样品的运输与保存

采集后的滤筒不得倒置，将滤筒上口向内折封好，放入专用容器总保存，运输过程中避免倒置将颗

粒物散落。

5.5.2 吸收液样品的运输与保存

如采用吸收瓶采样系统采集烟气中的气态污染物，采集后的吸收液应冷藏避光保存，并在标准规定

的测定时间内进行测试。

5.6 监测记录

现场监测记录应准确、完整、清晰、及时，宜有固定的格式与标识；填记、校核、更改、存档应符

合有关环境监测规范和实验室资质认定的技术要求。

6 数据处理

6.1 采样体积

使用转子流量计时，当转子流量计前装有干燥器时，标准状态下干排气采气体积按式（2）计算：

…………………………………………..（2）

式中：

——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L；

——采样流量，L/min；

——干排气气体分子量，kg/kmol；

——大气压力，Pa；

——转子流量计计前气体压力，Pa；

——转子流量计计前气体温度，℃；

——采样时间，min。

6.2 污染物排放浓度计算

6.2.1 污染物排放浓度以标准状况下干排气量的质量体积比浓度（mg/m3）表示。

6.2.2 污染物排放浓度按式（3）计算：

……………………………………………………..（3）
式中：

——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标准状况下采集干排气的体积，L；

m ——样品的污染物质量，g。
6.2.3 连续式焚烧火化机污染物平均排放浓度按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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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式中：

——污染物平均排放浓度，mg/m3；

n——采集的样品数。

6.2.4间歇式焚烧火化机每具遗体的火化燃烧时间不同，计算平均排放浓度时，采用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按（5）式计算：

……………………………………………………..（5）

式中：

——污染物时间加权平均排放浓度，mg/m3；

C′n ——污染物在时间段内的浓度，mg/m3；

tn——监测的采样时间，min。

6.3 污染物折算排放浓度

6.3.1 火化机属于燃料燃烧设备，计算排放浓度时，应将实测的污染物浓度折算为标准规定的过量空气

系数下的排放浓度。

6.3.2 根据所用含氧量测定仪器的精度和数据处理要求，过量空气系数按 GB/T 16157中相关规定进行

6.4 废气排放量

废气排放量计算按照 GB/T 16157的有关规定执行。

6.5 火化机污染物排放速率

火化机污染物的排放速率以单具遗体的污染物排放量表示，其单位为 kg/具。

7 质量保证

7.1 仪器的检定和校准

7.1.1 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目录内的工作计量器具，应按期送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取得检定证书后

方可用于监测工作。

7.1.2 排气温度测量仪表、空盒大气压力计、真空压力表（压力计）、转子流量计、干式累积流量计、

采样管加热温度、分析天平、采样嘴、皮托管系数等至少半年自行校正一次。校正方法按 GB/T 16157
的规定执行。

7.1.3 定电位电解法烟气测定仪，每 3个月校准一次。在使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应增加校准次数。用

仪器量程中点值附近浓度的标准气校准，若仪器示值偏差不高于±5%，则为合格。

7.1.4 烟气分析仪每次使用前标定一次，使用量程内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传感器，仪器示值偏差不高于

±5%，则为合格。若发现传感器性能明显下降，达不到测试要求，应及时更换传感器，并送计量部分

重新检定后方可使用。

7.1.5 监测仪器设备的质量应达到相关标准的规定，烟气采样器的技术要求按HJ/T 47和 HJ/T 48执行。

7.2 现场监测的质量保证

现场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 HJ/T 397的相关规定执行。

7.3 实验室分析质量保证

7.3.1 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目录内的实验室分析仪器及设备应按期送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取得检定

证书后方可用于样品分析工作。

7.3.2 分析用的试剂和实验用水的应符合分析方法的要求。

7.3.3 使用经国家计量部门授权生产的有证标准物质进行量值传递。标准物质应按要求妥善保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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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超过有效期的标准物质。

7.3.4 采集的样品应及时分析，否则应按各项目的要求保存，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分析完毕。尽量使用便

携仪器进行现场测定。每批样品至少应做一个全程空白样，实验室内进行质控样、平行样或加标回收样

品的测定，偏差不大于±10%为合格。

7.3.5 滤筒的称量应在恒温恒湿的天平室中进行，应保持采样前和采样后称量条件一致并且使用同一台

天平称量。每批次滤筒制备标准滤筒：取该批次滤筒若干，按照实验要求烘干后连续称重 10次以上，

计算每张滤筒的平均值，此滤膜为标准滤筒。每次实验同时，称量 2支标准滤筒，如果标准滤筒与原始

质量差±0.5 mg范围内，该批次样品测试合格，数据可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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