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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一）任务来源

为满足生态环境、城市管理、市场监督等部门的管理需

求，规范杭州市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杭州市环保产

业协会立项编制《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规范（试

行）》团体标准，由浙江清风侠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主要

起草单位。

（二）主要工作过程

2022年10月，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根据工作需要进

行了分工。小组成员长期从事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控制、

监测和治理相关科研和实务，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完

成本标准编制的能力。

2022年10月至11月，标准编制组根据相关规定，检索、

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组织了实地考

察，咨询了行业专家，开展了污染物去除率等核心指标测

试分析，对餐饮业大气污染物净化设施、捕集要求、监测

技术、净化技术、运维技术等发展现状和趋势、监管需求

等情况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多次专题讨论技术

路线、工作内容等重要议题，形成了本标准文本（征求意

见稿）。

2022年11月至12月，杭州市环保产业协会征求了设备

供应商等有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并组织召开了专题讨论

会。

二、编制标准的意义

（一）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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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杭州市

餐饮业发展状况良好。但是，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明显，

影响了居住环境，一方面餐饮油烟气溶胶会附着周围建筑

物体，成为火灾隐患；另一方面，餐饮油烟和异味对周边

居民的感官产生影响，是餐饮投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通过制定本标准，可以引导餐饮服务单位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餐饮油烟、颗粒物及VOCs的排放总量，改善生活环境。

（二）应对大气复合型污染控制的需要

杭州市大气污染呈现复合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细颗

粒物（PM2.5）污染和臭氧污染等问题。餐饮源对大气复

合型污染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餐饮业排放烟气中的细

颗粒物是PM2.5的一次排放源；其次烹饪会产生和排放多

种挥发性有机物；再次，挥发性有机物中烯烃类、芳香烃

和烷烃类等组分有利于臭氧和二次颗粒物的形成。此外，

随着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和行动计划的落实，清洁能

源替换、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机动车污染控制措施的大力

实施，这些主要排放源的贡献将逐步降低。

（三）加强餐饮污染协同控制的需要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油烟、颗粒物、挥发性有

机物和臭气，既有一次源，也有二次源。每种污染物的性

状、组分、影响、排放限值、检测方法、净化技术和后续

处理等各有特点。如何根据餐饮污染物的排放特征，建立

区别又协同的治理管控综合措施和方便手段，是根治餐饮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根本，也是制定本标准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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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环境标准体系的需要

为加强对饮食业排放油烟的控制，国家先后施行了

HJ/T62、GB18483和HJ 554等标准，上海、深圳、北京、

杭州等地也出台了地方标准。但是，上述标准侧重排放限

值和检测方法，没有系统性规定污染物治理和排放控制要

求，指标设计上重点针对油烟和非甲烷总烃，大多没有顾

及颗粒物和臭气。制定本标准，可以丰富餐饮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控制标准体系。

三、编制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一）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是系统

工程。本标准涵盖餐饮业大气污染物各项指标，构建了从

净化设施到运行维护的控制体系。

二是前瞻性原则。立足于排放控制实践雪球和发展趋

势，本标准在油烟和非甲烷总烃的基础上，对颗粒物和臭

气控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三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总结提炼了成熟做法和实际

经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四是可行性原则。餐饮业大气污染物防治技术和装备

性能取得长足进步，可以满足本标准实施的需要。

（二）依据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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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 18483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HJ/T

62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技术要求及检测技术规范（试行）

、HJ 554 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DB 3301/T 0335 餐

饮服务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四、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一是坚持全项控制。着眼于餐饮业大气污染物全覆

盖，本标准不局限于单项或某几项污染物。二是坚持差别

控制。本标准区分了经营性餐饮单位、非经营性餐饮单位

和居民家庭烹饪排放废气。三是坚持全程控制。本标准统

筹兼顾了产品、捕集、净化、运维、台账等各个环节。据

此，本标准规定：“本规范规定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的净

化设施、收集、净化、净化设施运行维护和台账记录的技

术规范。本规范适用于杭州市餐饮服务单位烹饪过程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的控制和管理。排放油烟等大气污染物的食

品加工单位和非经营性单位内部职工食堂，可参照本规范

执行。本规范不适用于居民家庭烹饪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

制。”

（二）一般要求

本标准从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等方面提出

了原则性要求。一是杜绝无组织排放。餐饮服务单位应采

取必要的大气污染物捕集和净化措施，有组织排放。二是

强调负压排风。避免大气污染物向区域外逸散。三是提出

排放限值。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和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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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杭州地标限值要求；颗粒物排放浓度应不超过5.0mg/m3；

餐饮服务单位产生的油烟具有特殊气味并对周边环境敏

感目标造成影响时，臭气排放浓度应符合 120（无量纲）

限值要求。四是突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鼓励委托第三

方专业机构运营管理、维护保养净化设施。五是强调综合

管理。餐饮服务单位应符合消防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三）净化设施技术要求

一是明确去除效率。除了提出基本要求外，重点提出

了4种餐饮业大气污染物去除效率的性能要求，以促进净

化设施产品进步、性能提升，全面推动餐饮污染彻底解决。

结合现状调研和经验总结，考虑到现有技术可行性，提出

了最低去除效率限值：油烟≥90%，颗粒物≥90%，非甲烷

总烃≥60%。二是提出去除效率的计算和测定。参考HJ/T

62，提出了计算公式和测定方法。

（四）捕集要求

一是关于吸（排）烟罩。餐饮服务单位应为产生油烟

等大气污染物的炉灶配置吸（排）烟罩。吸（排）烟罩排

风量设计计算时宜考虑炉灶发热量、炉灶尺寸、烟罩形状、

烟罩尺寸和烟罩安装位置等影响因素。二是关于排风设施。

大气污染物经捕集后汇集至排风管。水平排风管宜设坡度，

最低点设放空管件。排风管全程应密封无渗漏。 吸（排）

烟罩、厨房内排风设施和管道应符合食品卫生和消防安全

要求。

（五）净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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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净化设施的匹配性。餐饮服务单位应安装与实际

排风量和污染物净化要求相匹配的净化设施。二是异味处

理要求。餐饮服务单位产生特殊气味并对周边环境敏感目

标造成影响时，应采用有效除味设施对异味加以净化处理。

三是餐饮集聚区净化要求。商业楼宇、餐饮集聚区的餐饮

服务单位宜将大气污染物通过预处理后经管道收集至集

中配置的后续净化设施及除异味设施，共用烟道通过二级

排风机排风的，应采用节能控制。四是预留相关作业空间

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应配置净化设施的专用场地和监测采

样平台、采样口，并留有合理的清洗维护及安全作业空间。

（六）运维要求

一是风机与净化联动。净化设施应与排风机联动、同

步运行。二是实施在线监测。监控污染物排放、排风机运

行状态和净化设施电流值等工况，主要性能参数应在有效

范围内运行。三是二次污染防治。运维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清洗废水（液）严格依法依规处理。四是清洗频次要求。

净化设施品类、技术、性能各不相同，难以统一明确清洗

频次。因此，本标准规定，正常作业情况下净化设施维护

保养至少3个月清洗一次，并根据实际工况及污染物排放

浓度等情况加密清洗频次。

（七）台账要求

规定了台账的内容、形式和样式。

五、本标准与相关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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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制定。目前尚未发现餐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控制专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相关技术文件主要有上海市《餐饮业油烟污染控制技术规

范（试行）》（沪环保防〔2018〕369号），相关排放标

准和方法标准主要有GB 18483、HJ/T 62、 DB 11/ 1488、

DB 3301/T 0335等，相关清洗标准主要有江苏省《餐饮排

油烟设施清洗技术及检验规范》（DB32/T 3424—2018）、

河南省《排油烟设施清洗服务规范》（DB 41/T 1633—2018）

等地方标准和北京市消防协会《排油烟设施清洗技术规程》

（BJXF•TB003－201）等团体标准。上述有关国标、行标、

地标和团标涉及到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有关方面，

但主要是零星规定或分散规定，缺乏集中、专门规定。

六、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尽快适用本标准。目前，杭州市正在加快推进餐

饮业环境综合整治和油烟在线监测系统建设。餐饮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规范是环境监管的重要手段和得力

帮手。通过实施本标准，可以推动餐饮服务单位达标排放、

污染减排，助力解决油烟扰民，加强综合监管，净化市场

环境。在相应的国标、行标或地标出台之前，建议管理部

门或行业组织先行适用本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