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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燃煤锅炉污染治理
主要措施介绍



序言

新疆是国家能源资源战略基地，是西部地
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
要门户，是中国西北的战略屏障，在全国发展
和稳定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乌鲁
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对于带动
全疆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起
着至关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议明确要求，要大力解决乌鲁木齐市大气
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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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锅炉治理工作背景一



改造前状况

2011年煤炭在我市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
比重达到72%以上，全社会煤炭消费量达到
2300余万吨，其中冬季工业及供热耗煤量约占
全年耗煤总量的2/3以上，呈现出明显的煤烟污
染特征。

分散燃煤锅炉和居民自采暖燃煤小锅炉环保设施
不完善，脱硫除尘效率低下，绝大部分无任何脱
硫除尘设施，通过低空直接排放，是对冬季污染
形成贡献最大的污染源。



改造前状况

分散燃煤锅炉和燃煤小锅炉等生活面源低空直接
排放：

二氧化硫浓度贡献率占到整个采暖期二氧化
硫排放浓度的63%，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贡献率占到整个采暖期可
吸入颗粒物排放浓度的53.6%，

氮氧化物浓度贡献率占整个采暖期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的41.3%。



改造前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级和好于2级天数呈逐年递增，冬季污染天集中



改造前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呈逐年递减趋势



改造前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改造前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已开展的燃煤锅炉污染治理

1998年-2010年间，拆并分散燃
煤锅炉2.18万台，并入集中供热和
热电联产。全市形成了以43家集中
供热站为核心的集中供热和4家电
厂为主的热电联产及周边区域的分
散供热构成的供热体系。三种类型
供热比例为60：30：10。



已开展的燃煤锅炉污染治理

截止到2013年年底，乌鲁木齐市

累计完成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

造项目4952.56万平方米，约占总建

筑面积的30%，累计投入资金39.87亿

元，惠及百姓约60万户。



出台的相关政策

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后，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得到了党

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特别指出“要重点抓

好乌鲁木齐市等中心城市大气污染防治”，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工程

予以全力推进，这为加快推进我市大气污染治理进

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2010年，我市正式启

动新一轮“蓝天工程”



出台的相关政策

张春贤书记、努
尔·白克力主席亲自前往国务院专题汇报乌鲁木
齐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亲赴国家环保部进
行协调对接。

自治区成立了由努尔·白克力主席任组长的
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及时协调
解决我市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



治
理
措
施

二、所有工业企业一律停止建设自备电厂

三、所有工业企业一律采取最严格的环保措施

四、所有供热燃煤锅炉一律改为天然气

一、在城市南北风道上一律不安排高耗能工业企业

五、所有新建建筑一律实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热

六、所有中心城区的污染企业一律搬迁

确定了“八个一律”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七、所有进入主城区的机动车一律要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八、所有污染源点一律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



出台的相关政策

成立市大气污染治理
综合协调总指挥部

自治区成立大气污染
治理领导小组



《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建设项目规划》



建设项目环境准入通知 冬季大气环境督查



修订《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调整出台严于国家的《乌鲁木齐市燃煤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

市政府先后下发《关于禁止新建各类燃煤设施的
通告》、《关于新建建筑采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供热的通告》

制定《乌鲁木齐市燃煤锅炉天然气改造工程实施
方案》、《供热能源结构调整实施方案》等



采取的主要措施二



采取的主要措施

完善建设组织，明确责任。

总体指挥部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总指挥部
责任部门：供热能源结构调整指挥部
协调部门：大气办、供热能源结构调整指挥部、企
业搬迁指挥部及中心6个城区配套成立的大气办。



采取的主要措施

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方式推进。
大型集中供热站“煤改气”由市供热办负责组织，各
供热单位实施。
辖区内的小型供热单位（个人）的“煤改气”由各区
大气办负责组织，统一建设实施。
燃气管网及燃气供应设施的建设由新疆燃气集团、新
捷燃气公司等专业公司实施建设具体负责各项工程的
落实。



采取的主要措施

组织实施分工方案、

燃气管网建设方案、

热力管网建设方案、

设备采购及建设责任分工管理政策、

资金措施使用政策等一系列的专项政策



采取的主要措施

协调自治区、兵团、军区及铁路系统

建立“煤改气”工作联审制度，“打捆立项、联
合审批、单项备案”，为“煤改气”开辟“绿色
通道”。

与上级部门及上游气源单位对接，保证供热用燃
气供应，解决季节性燃气供应调节难题。

优化燃气供热锅炉、较大型配套燃气设施的招标
采购方式，缩短采购时间，减轻费用负担，加快
了工程进度。



采取的主要措施

对全市189个单位实施燃煤锅炉天然气改造，共
拆除改造大型燃煤供热锅炉431台，新改建燃气
锅炉房242座，当年安装燃气锅炉设备共计710
台，1.29万蒸吨，实现燃气替代燃煤供热面积
1.16亿平方米，中心城区燃气供热达到100%。

实施配套燃气输配系统建设，配套燃气工程新建
了4座上游燃气输气站，新改建了3座门站和11
座调压站、配气站及调峰厂，累计铺设燃气管线
246公里 。

周边区域及燃气管网未覆盖的区域，推广使用电
采暖、水源、地源热泵等采暖方式。



成本及效果分析三



成本及效果分析

“煤改气”改造工程总投资：121亿元，主要用于
原有燃煤设施的拆除、新增用地的购置、燃气锅炉
房的新建、燃气供热设备的采购和建设及部分供热
、燃气管网的完善。

其中市政府投资76亿元，主要用于对燃气锅炉
实施每蒸吨12万元的建设补贴；对天然气锅炉使用
单位实施气价补贴，保持1.37元/方的气价；在供
热成本提高后的居民供热费实施补贴，保持在22元
/平方米的水平，每年的补贴额度约为12亿元；对
新建的大型燃气锅炉房给予一定的土建补贴等。



成本及效果分析

清洁能源供热面积占总供热面积的比重

由原来的不足20%提高到76％。实现减烧

原煤500万吨，实现减排二氧化硫3.5万吨

、烟尘1.7万吨，对于燃煤、灰渣拉运过程

中及堆存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排放，减排效

果更加明显。



成本及效果分析

二氧化硫等燃煤特征污染物浓度下降明显。

2009 2012 2013 2014 2015

达标天数 262 292 304 310 313

SO2
（全年）

93 58 30 29 15

可吸入颗
粒物
（采暖季）

202 176 168 154 147

SO2
（采暖季）

159 105 47 36 21



成本及效果分析

热电联产面积累计达到4659万平方米；

清洁能源供暖面积达到11600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节能建筑改造4320万平方米；

累计拆并燃煤锅炉4万台；

完成100家排污企业的高效脱硫除尘限期治理；

35家化工污染企业的搬迁和关停并转.



成本及效果分析

2013年，新（改）建大型锅炉房80座，安

装燃气锅炉250台5500蒸吨，拆并燃煤小锅

炉2733台，替代原热电联产供热面积5000

万平方米，中心城区实现清洁能源供热全

覆盖，清洁能源供热面积1.82亿平方米。

全市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热面积占到全市

总供热面积的80%以上，成为全国第一个气

化城市。



成本及效果分析

每年都投入10多亿元，加大建筑节能改造
，每年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300万平
方米。从2015年起，新建公用建筑全部执
行75%的节能标准，其他新建建筑全部执行
65%的节能标准。从而大幅降低了建筑能耗
，每个采暖期可节约标煤6.12万吨，折合
天然气4602万立方米，可节约燃气费用
6304万元。



取得的主要工作经验四



取得的主要工作经验

必须有高位推动和政策、资金保

障。比如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供应量

保障、燃气热力管网的配套、改造任

务落实的监督及长效运行的管理政策

配套等。



取得的主要工作经验

必须结合实际，科学谋划。要改变
一个城市的能源供应格局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它的实施涉及社会生活和经
济发展的众多方面，必须认真调研，
科学谋划，广泛听取意见，制定一个
详细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进落实。



取得的主要工作经验

不断总结和预判建设运行过程中
的经验和问题，从建设主体的优化确
定、影响运行成本因素的确认和解决
、后续保障措施的落实等方面都认真
研究，找准解决办法，才能保证治理
成果长期保持，不出现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