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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垃圾焚烧烟气污染物脱除技术及工艺发展日趋成熟，但存在系统复杂、成本较高等问题。
若采用烟气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替代现有工艺中 ２ 种或 ２ 种以上的脱除技术，可有效简化工艺系

统和减少占地面积，降低污染物脱除成本。 总结国内垃圾焚烧烟气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从脱除原

理、研究进展、工艺流程、工业应用及应用效果等角度展开论述，主要特点为：低温等离子体协同脱除

技术对烟气适应性强，能脱除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Ｈｇ０、二噁英等多种烟气污染物且效率较高，但设备成本

高，运行耗电量大；碳基材料协同脱除技术能脱除多种烟气污染物，且能通过解吸再生回收资源，但脱

除效率较低且存在二次污染风险；氧化法协同脱除技术主要针对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 污染物，要求工艺设

置在除尘后，主要存在脱硝效率较低和废水产物难处理等问题；ＳＣＲ 脱硝协同脱除技术对 ＳＣＲ 催化

剂进行改进，所需催化剂成本较高，但对 Ｈｇ０和二噁英的脱除效率不高，且影响脱硝过程和报废催化

剂的处理；复合催化滤料协同脱除技术，对粉尘和二噁英的脱除效果均较好，但滤袋成本较高；其他技

术如金属化合物吸附 ／ 氧化协同脱除技术目前研究应用较少。 综合目前的协同脱除技术发展情况分

析，可知成本和脱除效率仍是限制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仍需推动技术降本增效。 此外由于不同污染

物物化性质的差别，在协同脱除过程中相互影响，但目前研究较少涉及，还需深入研究，避免出现竞争

和抑制现象，尽可能相互促进、协同脱除。
关键词：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污染物；协同脱除；工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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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２０ 年， 我 国 城 市 生 活 垃 圾 清 运 量 高 达

２３ ５１１．７ 万 ｔ，其中无害化处理率为 ９９．７％，垃圾处

理规模庞大。 焚烧是目前处理生活垃圾的主要手

段，２０２０ 年焚烧处理量占城市生活垃圾总量比例已

达 ６０％以上［１］。 相比填埋处理，垃圾焚烧可回收垃

圾中的能源，且减量减容效果显著、无害化处理彻

底。 但垃圾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含多种污染物的烟

气，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垃圾焚烧烟气中污染物种类较多，主要有颗粒

物、ＮＯｘ、ＳＯ２、氯化氢、二噁英和重金属及其化合物

等。 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厂应用的主流烟气净化工艺

为：选择性非催化还原（ＳＮＣＲ）脱硝＋半干法脱酸＋
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２－４］，考虑到垃圾

焚烧烟气超低排放的发展趋势，部分电厂还会在布

袋除尘后再增设 ＮａＯＨ 湿法脱酸与选择性催化还原

（ＳＣＲ）脱硝净化设施［４－６］。 上述脱除技术工艺成熟，但
大都以一种 ／一类污染物为目标，烟气净化系统整体庞

大复杂、所需占地面积较大，且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较

高。 需探究协同脱除技术替代烟气净化工艺中的多个

单一脱除技术，实现多种污染物的协同脱除，简化工艺

系统，减少系统占地面积，降低经济成本。
烟气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种类较多，涉及多

种类型的废气，但目前与垃圾焚烧烟气相关的研究

应用较少。 针对垃圾焚烧烟气，笔者总结现有研究，
将协同脱除技术按脱除原理分为 ５ 类，分别介绍其

研究现状和工艺应用，对未在垃圾焚烧烟气中应用

的其他技术进行说明。 最后，对比主要协同脱除技

术，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为垃圾焚烧烟气多

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研究应用提供参考。

１　 低温等离子体协同脱除技术

低温等离子体（又名非热等离子体）协同脱除

技术能有效脱除烟气中的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Ｈｇ０、二噁

英等污染物，具有结构简单、效率较高等优点［７－１１］。
该技术基于高能电子可激活、裂解、电离物质分子后

产生多种活性粒子和自由基这一特性，利用放电产

生的强氧化性活性粒子和自由基，在一定条件下与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Ｈｇ０、二噁英等污染物分别发生反应，
生成无害或易脱除物质，结合后续处理工艺，实现多

种污染物协同脱除。
按高能电子产生方式不同，低温等离子体协同

脱除技术主要分为电子束技术、电晕放电技术和介

质阻挡放电技术［７－８，１２－１３］。 电子束技术使用电子束

发生装置、辐射反应器等，从外部向烟气内直接发射

高能电子。 电晕放电技术在烟气中制造强电场，使
部分粒子发生电离并向电极两端高速移动。 介质阻

挡放电技术在两电极间放置绝缘介质层，给电极足

够高的交流电压，击破间隙气体，形成放电。 对比上

述 ３ 种技术，电晕放电技术具有成本较低、技术工艺

成熟、无辐射危害等优点，是目前国内垃圾焚烧烟气

污染物脱除过程中主要研究应用的脱除技术。
对于电晕放电技术，目前主要研究影响脱除效

率的因素。 张丽军等［１４］ 采取脉冲电晕技术开展协

同脱汞和二噁英试验，研究了电压、频率等工作参数

以及 Ｏ２和水蒸气含量、进气浓度和停留时间等因素

对污染物脱除效率的影响。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工作电压和频率的升高，污染物脱除效率逐渐增

大，可达 ９０％以上，但所需电能增加，因此需设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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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工作参数。 竹涛等［９］ 重点研究垃圾焚烧烟气

的气体氛围对汞和二噁英脱除效率的影响，采取脉

冲电晕放电技术开展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ＮＯｘ、ＳＯ２

和 ＨＣｌ 的存在会降低脱除效果，其中 ＮＯｘ影响最大，
主要是因为 ＮＯ 会消耗强氧化性活性粒子和自由

基，与汞和二噁英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针对影响因

素的研究较为全面，但还需深入分析研究脱除机理

与相互影响作用。
国内垃圾焚烧电厂鲜有应用低温等离子体协同

脱除 技 术， 目 前 仅 有 少 量 中 试 和 工 业 应 用 案

例［１５－１７］。 陈正达等［１６］ 采取脉冲电晕放电技术，以
脱除垃圾焚烧烟气中的二噁英为主要目标，开展中

试试验研究，工艺流程如图 １ 所示。 中试试验气体

为浙江某垃圾焚烧电厂布袋除尘后端部分的烟气，
温度 １２０～１４０ ℃、Ｏ２体积分数为 ８％ ～１１％、含水率

１９％～３０％，结果表明在上述条件下，二噁英毒性当

量分解率可达 ８９％以上。 赵珍瑶［１７］ 介绍了低温等

离子技术在某 ３００ ｔ ／ ｄ 垃圾焚烧锅炉中的应用情

况。 该案例以二噁英和重金属污染物协同脱除为目

标，低温等离子体脱除过程设置在 ＳＮＣＲ 脱硝和半

干法脱酸过程之间，工作温度为 １６０ ～ １８０ ℃，在不

启动备用的活性炭喷射技术，仅将等离子电源全部

投入运行时，即可使布袋除尘装置出口二噁英质量

浓度≤０．１ ｎｇ ／ ｍ３（以 ＴＥＱ 计），烟气中重金属也得到

有效控制。 总体来说，在垃圾焚烧电厂中低温等离

子体主要用于脱除二噁英和重金属类污染物，而对

于其他污染物的脱除作用则被忽视。

图 １　 低温等离子体法脱除二噁英工艺流程［１６］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ｄｉｏｘｉ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ｂｙ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ｅｔｈｏｄ［１６］

在实际研究应用中，一般会针对其中几种污染

物同时处理。 协同脱除二噁英和重金属是目前低温

等离子体脱除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实践证明该技

术脱除效率较高，可有效减少飞灰处理量，降低二次

污染的风险，可替代活性炭喷射技术。 由于低温等

离子体技术需消耗大量电能，且装置设备价格昂贵，

限制了该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 此外，关于协同

脱硫脱硝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燃煤烟气中的污染物控

制［１８－２１］，缺少脱除 ＨＣｌ 的研究。 但考虑到在脱除过

程中常加入 Ｈ２Ｏ、ＮＨ３作为添加剂，认为可协同脱除

烟气中的 ＨＣｌ。 低温等离子体协同脱酸脱硝还可替

换超低排放工艺中 ＮａＯＨ 湿法脱酸与 ＳＣＲ 脱硝过

程，能有效降低占地面积，但对经济成本研究较少，
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综上所述，低温等离子体协同脱除技术具有结

构简单、无二次污染物生成、对烟气适应性强、脱除

效率较高等优点，发展前景较好。 同时，低温等离子

体协同脱除技术对烟气污染物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Ｈｇ０、
二噁英等均表现出较强脱除效率，但目前研究仅针

对其中一部分污染物，缺乏与协同脱除全部污染物

相关的研究内容。 因此，低温等离子体协同脱除技

术具有较大发展潜力，需考虑多种污染物协同竞争

作用，实现协同高效脱除，将极大简化烟气净化系

统，在研究及应用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２　 炭基材料协同脱除技术

炭基材料普遍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较大的比

表面积和大量官能团，且性能稳定、来源广泛，因此

被广泛应用于污染物治理领域。 对烟气污染物的相

关研究表明，炭基材料对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Ｈｇ０、二噁

英等均有吸附脱除作用，目前主要集中于对 Ｈｇ０和

二噁英的协同脱除，较少涉及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 等污染

物。 另外可采用的炭基材料种类较多，除常见的活

性炭外，还有活性焦、活性炭纤维、活性半焦等。
活性炭喷射技术经多年实践应用，工艺已发展

成熟，典型工艺流程如图 ２ 所示。 活性炭喷射协同

脱除 Ｈｇ０和二噁英已广泛应用于垃圾焚烧电厂［２２］，
其脱除机理包括物理和化学吸附。 该过程将污染物

从烟气转移到活性炭中，总量上并未减少，还需对脱

除产物进一步处理，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图 ２　 活性炭管道喷射工艺流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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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捕获活性炭颗粒，进一步提高脱除效

率，活性炭颗粒喷射点一般设置在布袋除尘设备

前。 该工艺是脱除垃圾焚烧烟气中 Ｈｇ０和二噁英

的主要手段，对活性炭颗粒品质要求较高，同时还

会以 Ｈｇ０和二噁英达标排放为标准来确定所需喷

入活性炭的数量，实际喷入总量较多，导致运行成

本较高。
炭基材料除吸附脱除 Ｈｇ０和二噁英，还能有效

脱除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 等烟气污染物。 活性焦因具有

价格较低、 机械强度较高等优点， 目前应用较

多［２３－２４］。 活性焦协同脱除多种污染物的反应过程

如式（１） ～ （５）所示。 活性焦脱硝原理与 ＳＣＲ 脱硝

原理类似，均需加入 ＮＨ３，在催化剂作用下反应，区
别在于前者以活性焦材料为催化剂，后者以金属材

料为催化剂。 由于脱除 ＮＯｘ需喷入 ＮＨ３，会影响其

他污染物的脱除过程。 ＳＯ２ 可被活性焦吸附，发生

式（３）反应，在 ＮＨ３存在的环境下还会进一步发生

式（４）反应。 ＨＣｌ 一般被活性焦吸附脱除，但在 ＮＨ３

存在的情况下会发生式（５）反应。
４ＮＨ３＋４ＮＯ＋Ｏ２ →４Ｎ２＋６Ｈ２Ｏ， （１）
４ＮＨ３＋２ＮＯ２＋Ｏ２ →３Ｎ２＋６Ｈ２Ｏ， （２）
２Ｈ２Ｏ＋２ＳＯ２＋Ｏ２ →２Ｈ２ＳＯ４， （３）
２ＮＨ３＋Ｈ２ＳＯ４ →（ＮＨ４） ２ＳＯ４， （４）

ＮＨ３＋ＨＣｌ →ＮＨ４Ｃｌ。 （５）
活性焦协同脱除技术发展较成熟，在烧结烟气

等领域已实现工业化应用，因此目前针对垃圾焚烧

烟气研究以工艺应用为主。 孟春强等［２５］ 介绍了活

性焦移动层技术脱除多种污染物的脱除原理和工艺

流程，并阐述该技术在垃圾焚烧发电烟气净化的特

点和优势，具体工艺流程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活性焦移动床协同脱除技术工艺流程［２５］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ｏｋ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５］

上述工艺将活性焦移动层协同脱除技术作为唯

一污染物控制技术，即烟气从锅炉出来，通往活性焦

吸附塔后直接排放。 虽然整体净化系统较简单，但
可能无法满足排放要求。 类似的，程文煜等［２６］ 提出

炭基催化法烟气净化系统也存在此问题。 因此，在
实际应用中不应将活性焦协同脱除技术作为控制垃

圾焚烧烟气污染物唯一措施。
蔡晶晶等［２７］、缪小林等［２８］ 介绍了杭州萧山锦

江生活垃圾焚烧厂尾气净化处理工艺案例。 该案例

在原有脱除工艺 ＳＮＣＲ 脱硝＋半干法脱酸＋袋式除

尘基础上，于除尘后补充活性焦协同脱除设备，可满

足更严格的排放标准。 活性焦协同脱除技术不仅很

好地替换了活性炭喷射技术，还对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 等
烟气污染物进一步深度脱除。 性能测试运行效果表

明，在每小时消耗 ６００ ｋｇ 质量分数 ２０％的氨水和

３５ ｋｇ 活性焦时，ＳＯ２、ＮＯｘ、ＨＣｌ 排放质量浓度分别

不超 过 ３５、 ５０、 ５０ ｍｇ ／ ｍ３， 二 噁 英 排 放 量 小 于

０．１ ｎｇ ／ ｍ３（以 ＴＥＱ 计），满足当地超低排放要求。
活性半焦是煤粉炉热解多联产系统中的主要产

物之一，但尚未找到一条高效利用的途径，因此研究

活性半焦应用于烟气污染物控制领域具有积极意

义。 活性半焦表面官能团较多，物质结合位点较多。
桑蓉栎等［２ ９］研究表明活性半焦脱硝的机理实际上

是碱性官能团和羰基官能团共同吸附和氧化作

用。 ＳＯ２和 ＮＯ 转化为 ＳＯ３和 ＮＯ２后，主要与活性半

焦的官能团结合固定，被活性半焦一同带出烟气，实
现协同脱硫脱硝［２９－３０］。 因此活性半焦的硝容和硫

容是评价其性能的主要指标。 但目前主要关注半焦

的活化方法及其性能提高，对于活性半焦的再生重

复利用和资源回收研究较少，尚未构建完整合理的

工艺流程。
活性炭纤维较其他碳材料而言，具有结构简单、

吸附能力强、易解吸附、微孔小且分布均匀等特点。
负载催化剂的活性炭纤维材料具有较强的脱硝脱硫

能力，且性能稳定，易再生，是品质良好的炭基活性

催化剂［３１］。 然而活性炭纤维价格昂贵，限制了其在

协同脱除烟气污染物领域的进一步应用。
综上，炭基材料可分为多种类别，各自特性存在

差别，但大都具有较强吸附性能，因此可应用于烟气

多污染物脱除，且对烟气的适应性较强。 与低温等

离子体协同脱除技术相似，炭基材料对烟气污染物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Ｈｇ０、二噁英等均表现出较强的脱除

效果。 但考虑到材料吸附二噁英和重金属后会影响

再生工艺，因此区分协同脱除二噁英和 Ｈｇ０，以及协

同脱酸脱硝的工艺设置较为合理。
８１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阙正斌等：中国垃圾焚烧烟气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３　 氧化法协同脱除技术

氧化法协同脱除技术是在湿法脱酸技术的基础

上，增加氧化 ＮＯ 为 ＮＯ２的过程。 ＮＯ２可溶于水，可
与其他酸性气体一起被碱液脱除。 其难点在于如何

提高 ＮＯ 转化率，提高 ＮＯｘ脱除效率，因此要求选用

强氧化性的材料。 目前，氧化剂为臭氧（Ｏ３）、含氧

酸盐类氧化物及过氧化氢（Ｈ２Ｏ２）研究应用较多。
３ １　 Ｏ３预氧化结合湿法协同脱除技术

Ｏ３可高效氧化 ＮＯ 为溶于水的高阶 ＮＯｘ，如
ＮＯ２、Ｎ２Ｏ５等，反应过程如式（６） ～ （８）所示：

Ｏ３＋ＮＯ →２ＮＯ２＋Ｏ２， （６）
ＮＯ２＋Ｏ３ →ＮＯ３＋Ｏ２， （７）
ＮＯ２＋ＮＯ３ →２Ｎ２Ｏ５。 （８）

Ｏ３预氧化结合湿法脱酸可协同高效脱除烟气

中 ＳＯ２，ＨＣｌ、ＮＯｘ等污染物。 该技术较简单，可分为

Ｏ３与烟气预混合过程和烟气进入喷淋塔或鼓泡床

中的反应过程，其工艺流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Ｏ３预氧化结合湿法工艺流程

Ｆｉｇ．４　 Ｏ３ ｐｒ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ｅ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３在特定温度下会发生分解反应，氧化性能降

低，因此在 Ｏ３ 与烟气预混合过程中需注意烟气温

度。 王智化等［３２］基于试验研究 Ｏ３在不同温度下生

存周期，发现在 ２００ ℃以下 Ｏ３的分解几乎不会影响

反应过程，而在 ４００ ℃时 Ｏ３还未反应已分解完全，
明确了该工艺的工作温度限制；且进行了相关机理

研究，构建了包含 ４０ 种物种、１２１ 个基元反应的详

细动力学反应机理。 理论上，温度除影响 Ｏ３分解反

应外，也会影响 ＮＯ 被 Ｏ３氧化的反应，因此需总体

考虑。 相关试验表明在 １００～２００ ℃，Ｏ３可有效氧化

ＮＯ 且效果接近，在 Ｏ３与 ＮＯ 的物质的量比为 １ 的

前提下，该温度范围内氧化效率稳定在 ８５％ 左

右［３２－３３］。 ＬＩＮ 等［３４］为进一步提高 ＮＯ 的氧化效果，
研究氧化产物分布规律，通过调整反应条件使 ＮＯ
更多地转化为水溶性比 ＮＯ２强的 Ｎ２Ｏ５，提高后续吸

收液脱硝率，研究发现在反应温度适中，停留时间较

短，烟气中存在一定水蒸气时，有利于 Ｎ２ Ｏ５ 生成。

此外，ＪＩ 等［３５］ 研究一种负载 ＭｎＯｘ的球形氧化铝催

化剂用于促进 ＮＯ 生成 Ｎ２Ｏ５，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

９０％的转化率。 对于 Ｏ３氧化 ＮＯ 过程，可通过优化

反应条件和添加催化剂等方法，加强氧化效果从而

间接提高脱硝效率。
对于湿法脱酸过程而言，提高脱硝率是目前主

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ＬＩ 等［３６］ 开发了四丁基硫酸氢

铵（ＴＨＳ）作为催化剂，在使用喷淋塔、不单独设置臭

氧预氧化设备等前提下进行试验研究，发现前后脱

硫效率基本不变，脱硝效率则变化明显，分别为

１３％和 ７０％。 此外，杨业等［３７］发现在吸收液中添加

还原性物质可有效提升脱硝率，将硫代硫酸钠作为

还原剂投入，对比发现脱硝率前后相差 ２０％。 其作

用原理是将 ＮＯ２还原为 ＮＯ２－，促进 ＮＯ２的脱除。 因

此，使用石灰石浆液等（含有 Ｃａ２＋）作为吸收剂时，
会生成难溶 ＣａＳＯ３，吸收液中 ＳＯ２－

３ 离子浓度降低，减
弱协同作用，降低脱硝率。 赵南等［３８］ 研究了臭氧氧

化结合钙基湿法的脱硝情况，发现可通过添加 ＳＯ２－
４

离子替换 ＳＯ２－
３ 恢复脱硝率。 总体而言，目前提高湿

法脱酸过程脱硝效率的主要措施为添加催化剂。
Ｏ３预氧化结合湿法协同脱除技术对烟气的适

应性较好，可处理多种锅炉烟气或工业废气［３９－４１］。
针对垃圾焚烧烟气，胡宏兴等［４１］ 开展了工业应用研

究，搭建了详细的脱除工艺，但尚未开展工程实践验

证。 目前国内垃圾焚烧电厂较少采用该方法，还需

进行深入研究。
３ ２　 含氧酸盐氧化结合湿法协同脱除技术

含氧酸盐中的氧化剂种类有很多，目前研究中

应用较多的是次氯酸盐、亚氯酸盐和高锰酸盐，具体

主要考虑成本和脱硝效果。 目前对于含氧酸盐的研

究虽然较多，但大部分为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使用

不同的含氧酸盐时，多因素对总脱硝率的影响，具体

包括氧化剂初始浓度、反应温度、ｐＨ、烟气流量、烟
气含氧量、污染物初始浓度、烟气中其他成分浓度

等。 含氧酸盐与脱酸剂混合送入吸收装置内，其氧

化 ＮＯ 的过程属于气液反应，因此氧化效率低于 Ｏ３

预氧化结合湿法。
针 对 次 氯 酸 盐 中 ＮａＣｌＯ 的 研 究， 肖 灵

等［４２］、ＭＯＮＤＡＬ 等［４３－４４］ 各自建立了 ＮａＣｌＯ 氧化结

合湿法脱除的试验装置，二者影响规律基本一致，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ｐＨ 对脱硝率影响较大，随 ｐＨ 变

化，脱硝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ｐＨ 在 ５ ～ ６ 效果最

好。 ＮａＣｌＯ 性质不稳定，不宜长途运输，应用时需通

过电解含盐水制取。 相比之下 Ｃａ（ＣｌＯ） ２性质稳定、
价格低廉，储运相对简单，且具有强氧化性，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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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ＣｌＯ。 马倩等［４５］、周杨［４６］分别开展了Ｃａ（ＣｌＯ） ２协

同脱除多污染物的试验研究，总结了反应条件等因

素对脱除效率的影响效果。 此外周杨［４６］ 与刘海龙

等［４７］还分别对协同脱除反应机理等进行了总结，相
关机理研究还应继续深入。 综合上述试验［４２－４７］，发
现该法脱硝率较低，在 ５０％～７０％。

亚氯酸盐中 ＮａＣｌＯ２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已被用

于协同脱硫脱硝，相关研究较多。 然而赵毅等［４８－４９］

指出早期研究一般在 ２５ ℃以下进行，与锅炉烟气温

度不匹配，因此研究多个热力学参数，从理论上证明

其可行性。 综合文献［４８－５２］的试验研究结果，发
现污染物间存在协同作用，且在合适条件下脱除效

率均能达 ９０％以上，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但成本

较高、吸收液处理困难，因此尚未大规模推广应用。
高锰酸盐中关于 ＫＭｎＯ４研究最多，其最早被用

于单独脱硝过程，后续与碱液混合制成复合吸收液

用于协同脱除。 ＫＭｎＯ４ 氧化性较强， 其较早与

ＮａＯＨ 混合制成吸收液，ＣＨＵ 等［５３］ 试验发现其可实

现协同脱硫脱硝；郭瑞堂等［５４］通过热力学研究进一

步证明协同过程的可行性；张忠梅等［５５］ 开展试验研

究其影响因素，发现在最优条件下可实现 ９０％以上

的脱酸效率和 ７０％左右的脱硝效率。 Ｃａ （ＯＨ） ２、
ＣａＣＯ３与 ＫＭｎＯ４的组合也被证明可实现协同脱硫脱

硝，但脱除效率较低，即使在最优条件下也并不

理想［５６－５７］。
３ ３　 Ｈ２Ｏ２氧化结合湿法协同脱除技术

Ｈ２Ｏ２作为一种强氧化剂，具有成本低廉、易制

取、绿色环保等优点，可用于协同脱酸脱硝。 在工艺

设计上，根据脱酸脱硝产物可分为 ２ 类；第 １ 类是不

添加碱性物质，在偏酸的环境中脱除污染物，产物为

可附加值较高的强酸混合物；第 ２ 类是添加碱性物

质，产物为硫酸盐和硝酸盐。 目前，第 １ 类工艺设计

应用较多，主要用于化工行业，实践证明该工艺能有

效脱酸脱硝，实现酸性物质的回收利用［５８］。 第 ２ 类

工艺的污染物脱除效率更高，更适合处理垃圾焚烧

烟气等，但目前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由于 Ｈ２Ｏ２

很早就被应用于单独脱硝，关于 Ｈ２Ｏ２氧化 ＮＯ 机理

已较明确，总反应式如下：
２ＯＨ－＋２ＮＯ＋３Ｈ２Ｏ２ →２ＮＯ２－

３ ＋４Ｈ２Ｏ。 （９）
·ＯＨ 自由基是反应过程中最重要的因子，目

前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为提高·ＯＨ 自由基的产生

量，提高脱硝率，应在 Ｈ２Ｏ２浓度不变、反应条件（温
度、ｐＨ 等）最优情况下，照射紫外线（ＵＶ）和投入添

加剂，其机理一般与·ＯＨ 自由基相关。
ＵＶ ／ Ｈ２Ｏ２体系广泛应用于气体净化领域，研究

发现紫外线能使 Ｈ２Ｏ２分解为·ＯＨ，且产生量与投

射剂量呈正比。 马双忱等［５９］ 研究了 ＵＶ ／ Ｈ２Ｏ２体系

在第 １ 类工艺中的应用，对主要工艺参数进行优化，
在低 ＮＯ 浓度时得到了很高脱除率，且发现在酸性

条件下脱硝率最大。 与之不同的是，ＬＩＵ 等［６０］ 发现

在接近锅炉烟气条件的情况下，采取 ＵＶ ／ Ｈ２Ｏ２体系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脱硝率会随 ｐＨ 增大而提高，
ＯＨ－消耗硫酸和硝酸，促进脱除反应进行。 研究人

员进一步对 ＵＶ ／ Ｈ２ Ｏ２ 体系结合 ＣａＯ、Ｃａ （ ＯＨ） ２、
ＮａＯＨ 等协同脱除工艺开展研究，试验发现碱性物

质对脱硝率的促进作用明显［６１－６３］。 周思涵［６４］ 基于

ＵＶ ／ Ｈ２Ｏ２体系，提出类似 Ｏ３氧化法的预氧化工艺流

程。 该过程先将 Ｈ２Ｏ２汽化（时间极短，Ｈ２Ｏ２不分解

或少量分解），然后在紫外线照射条件下与烟气混

合反应，最后用吸收液洗涤，提升脱硝率。
刘杨先等［６３］ 在 Ｈ２Ｏ２溶液中投入各种添加剂，

试验发现随 Ｆｅ２＋、Ｆｅ３＋浓度提高，脱硝率呈先升高后

降低的趋势；ＴｉＯ２、ＣｕＯ、Ｆｅ２ Ｏ３、ＭｎＯ２ 等对脱除 ＮＯ
有轻微抑制作用；醇类添加剂起促进作用。 前 ２ 类

添加剂通过影响 Ｈ２Ｏ２的反应分解过程间接影响脱

硝效率，而醇类添加剂的促进作用则是因其能强化

气液传质过程。 对于金属离子添加剂的效果，相关

试验结果表明投加 Ｆｅ３＋的脱硝效果优于投加 Ｆｅ２＋和

Ｃｕ２＋时，但脱硝率随反应条件波动较大［６５－６６］。 且对

于反应条件优化研究中，发现随 ｐＨ 的提高，脱酸脱

硝率进一步降低，这显然是由于金属离子与 ＯＨ－的

沉淀反应相关，因此投加金属离子无法使用第 ２ 类

工艺，除非分为前后 ２ 个过程。 ＬＩＵ 等［６７］ 研究了添

加固体催化剂的影响，试验对比不添加催化剂、添加

Ｆｅ２Ｏ３、ＭｏＯ３和Ｆｅ２（ＭｏＯ４） ３催化剂，发现催化剂可提

升反 应 活 性， 减 少 氧 化 剂 使 用 量， 而 其 中 以

Ｆｅ２（ＭｏＯ４） ３催化剂效果最佳。 针对 Ｈ２ Ｏ２ 氧化 ＮＯ
过程，目前已开发出多种具有促进作用的添加剂，但
多是基于试验研究结果，尚未有研究者对其结合机

理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３ ４　 小结

综上所述，氧化法协同脱除技术能高效脱除

ＮＯｘ、ＳＯ２、ＨＣｌ 等污染物，但该技术在国内垃圾焚烧

电厂中的相关研究应用很少。 这与我国垃圾焚烧电

厂中主要采取半干法脱酸技术，较少使用湿法脱酸

技术的现状有关。 但随垃圾焚烧超低排放成为发展

趋势，ＮａＯＨ 湿法脱酸与 ＳＣＲ 脱硝作为深度脱除措

施被广泛应用。 若能以氧化湿法协同脱除技术替代

此深度处理措施，可在确保高效脱除污染物的前提

下进一步降低成本，因此其具有较好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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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ＳＣＲ 脱硝协同脱除技术

目前 ＳＣＲ 脱硝技术已发展成熟，在 ＳＣＲ 催化剂

作用下，ＮＯ 可与 ＮＨ３ 反应生成无害的 Ｎ２ 和 Ｈ２Ｏ。
此外，有学者发现 ＳＣＲ 催化剂还可催化氧化脱除二

噁英和 Ｈｇ０等污染物，其中二噁英可被降解为 ＣＯ２、
Ｈ２Ｏ 和 ＨＣｌ 等，Ｈｇ０ 则可转化为易溶于水的 Ｈｇ２＋。
因此，ＳＣＲ 技术结合后续脱除工艺可实现同时脱除

ＮＯｘ、二噁英和 Ｈｇ０等污染物［６８－７１］。
ＳＣＲ 催化剂氧化二噁英的过程与 ＳＣＲ 脱硝过

程存在竞争关系，均需结合催化剂，同时消耗反应物

Ｏ２
［７０－７４］。 张建超等［７０］总结了 ＳＣＲ 中常用钒钨钛催

化剂分别催化 ＮＯｘ与二噁英的主要活性温度，发现

脱硝活性温度在 ３００ ～ ４００℃，而二噁英催化降解活

性温度在 ２００～３００℃，表明常规 ＳＣＲ 技术无法同时

实现二者的高效脱除。 另外考虑到垃圾焚烧烟气温

度较低，一般设计 ＳＣＲ 脱硝工作温度为 １８０ ℃ 左

右，与脱硝脱二噁英的最佳温度不匹配，需对催化剂

进行改性或更换合适的催化剂材料。 锰基催化剂因在

低温环境下具有良好的活性，应用前景较好［７５－７６］。
ＳＣＲ 工艺协同脱除 Ｈｇ０机理尚不明确，一般认

为非均相反应是该过程的主要机理，其中又包含多

种机制和假设［７１］。 该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为

环境气氛和温度。 李永生等［７７］ 基于 Ｈｇ０反应机制，
研究了烟气中 ＨＣｌ、ＮＨ３和 ＳＯ３对 Ｈｇ０在 ＳＣＲ 表面反

应的影响，发现 ＨＣｌ 和 ＳＯ３有利于其反应过程，ＮＨ３

则有抑制作用，其中 ＨＣｌ 促进效果显著。 王靓等［７８］

研究了温度和气氛的影响，试验发现该商业用 ＳＣＲ
脱硝催化剂在 １７０ ～ ３５０ ℃氧化 Ｈｇ０能力较强，如图

５ 所示；ＮＯ 和 ＨＣｌ 能显著促进氧化 Ｈｇ０过程，Ｏ２有

一定促进作用；ＳＯ２则会阻碍氧化 Ｈｇ０过程。

图 ５　 ＳＣＲ 工作温度对 Ｈｇ０氧化的影响［７８］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Ｃ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Ｈｇ０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７８］

目前 ＳＣＲ 脱硝协同脱除二噁英技术的研究应

用相对较多，实践证明其污染物脱除效果较好。
典型协同脱除催化剂为优美科的 ＤＮＸ  ＳＣＲ 脱

硝催化剂。 在浙江义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仙桃

绿色东方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应用后实现中低温高

效脱硝的同时，均能协同脱除二噁英，使二噁英排

放量分别降至 ０．０５ 和０．０１ ｎｇ ／ ｍ３ 以下。
ＳＣＲ 脱除技术耦合后续工艺，可有效脱除 ＮＯｘ、

二噁英和 Ｈｇ０等烟气污染物，但常规 ＳＣＲ 技术催化

氧化这 ３ 种污染物的适宜工作温度存在差异，且对

二噁英和 Ｈｇ０的脱除效率不高。 若要采取此技术协

同脱除垃圾焚烧烟气中的 ＮＯｘ、二噁英和 Ｈｇ０，可考

虑对 ＳＣＲ 催化剂进行更换或改性，以实现多污染物

高效脱除。

５　 复合催化滤料协同脱除技术

国内垃圾焚烧电厂主要应用袋式除尘技术脱除

烟气中的颗粒物，其脱除原理为物理过滤作用。 在

脱除颗粒物的过程中，吸附在颗粒物上的二噁英和

重金属等污染物也会被去除，且考虑到部分未反应

的脱酸剂和活性炭等会停留在滤料表面，可继续脱

除烟气污染物，因此认为常规袋式除尘技术已经具

有协同脱除多种污染物的能力。 但常规袋式除尘技

术对气态污染物的消除效果不强且不稳定，因此研

究人员开发了采用复合催化滤料的袋式除尘技术以

实现多污染物协同高效脱除。
复合催化滤料协同脱除技术基于袋式除尘技

术，将原有滤袋替换为增加催化滤料层的复合催化

滤料。 一般复合催化滤料层的表面仍为物理过滤

层，其脱除粉尘颗粒的作用与常见滤袋相同，同时还

可避免过多粉尘颗粒影响催化过滤层的正常运行。
催化过滤层通常涂敷在物理过滤层上，起催化降

解污染物的作用，由于大部分固态污染物已被脱

除，因此主要针对二噁英、Ｈｇ０、ＮＯｘ 等气态污染

物［７９－８２］ 。 选取不同催化剂，脱除的污染物种类和

效果不同。
目前，国外 Ｇｏｒｅ 公司研发的滤袋材料是领先商

业成果之一，其侧重于除尘和脱除二噁英，脱除过程

如图 ６ 所示［７９－８１］。 该产品采用 Ｖ２Ｏ５ －ＷＯ３ ／ ＴｉＯ２基

催化剂粉末，但成本价格高昂、对使用温度和气氛条

件等要求严格、应用范围较小等，因此研究新型催化

剂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是目前的研究方向之一。 刘红

蕾等［８２－８４］通过原位氧化法一步制备得到 Ｍｎ－Ｃｅ－
Ｃｏ－Ｏｘ ／ ＰＰＳ 催化滤料，并开展模拟试验，结果发现

该催化滤料在 １４０ ～ ２００ ℃对二噁英的脱除效率高

达 ９０％以上，降解效率最高可达 ７８．０１％，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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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图 ６　 复合催化滤料协同脱除颗粒物与二噁英原理［７９］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ｏｘｉｎ ｂ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ｆｉｌｔ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７９］

除脱除二噁英外，催化滤袋还可脱除 ＮＯｘ和重

金属类污染物［８２］，但通常会忽略对于后二者的脱除

作用。 对于协同脱除 ＮＯｘ过程，由于需补充还原剂

如 ＮＨ３等作为反应物，改造或增加工艺设备较多，导
致系统较复杂，且脱硝效率较低，因此相关研究应用

较少［８５］。 而协同重金属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以气

态形式存在的汞单质，按脱除原理分为吸附脱汞和

催化脱汞。 吸附脱汞的初始效果好，可达 ９０％以

上，但后续脱除效率降低，且无法实时再生，后续再

生工艺复杂，成本较高［８６］；催化脱汞问题在于脱除

效率较低，在 ４０％左右，且氧化所得的 Ｈｇ２＋ 仍存在

于烟气中，需配合其他工艺如湿法脱酸脱除［８７］，造
成脱酸废水中汞含量上升。

在垃圾焚烧烟气污染物控制中，Ｇｏｒｅ 公司研发

的 ＲＥＭＥＤＩＡ 滤袋材料早已实现工程应用。 据报

道，在日本和比利时的垃圾焚烧炉应用中，ＰＣＤＤ ／ Ｆ
排放 量 从 １ ～ １０ ｎｇ ／ ｍ３， 分 别 降 至 ０． ０１２ 和

０．０２１ ｎｇ ／ ｍ３，均低于 ０．１ ｎｇ ／ ｍ３，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其在进口质量浓度低于１０ ｎｇ ／ ｍ３、１８０～２６０ ℃，可确

保出口质量浓度低于 ０．１ ｎｇ ／ ｍ３。 杭州某垃圾焚烧

电厂在 ２０１３ 年升级改造时更换使用 Ｇｏｒｅ 公司的

ＲＥＭＥＤＩＡ 滤 袋， 在 不 喷 射 活 性 炭 时 即 可 使

ＰＣＤＤ ／ Ｆ 排放量低于 ０． １ ｎｇ ／ ｍ３，满足国标要求，
有效降低成本。 而在结合活性炭喷射技术时，可
使 ＰＣＤＤ ／ Ｆ 排放低于 ０．０１ ｎｇ ／ ｍ３，满足超低排放

要求。
复合催化滤料协同脱除技术能有效脱除颗粒

物、二噁英、ＮＯｘ、重金属等烟气污染物。 该技术应

以脱除颗粒物为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依据实际情

况选取催化剂，以实现污染物的深度脱除。 由于袋

式除尘技术被广泛应用，所需改造升级成本并不高，
仅需注意复合催化滤袋的价格成本。

６　 其他技术

６．１　 金属化合物吸附 ／氧化协同脱除技术

部分金属氧化物对烟气污染物具有吸附 ／氧化

作用，因此可被开发为污染物协同脱除材料。 不同

金属氧化物的作用原理存在差别，目前研究较为深

入的材料为 ＣｕＯ。 ＣｕＯ 能吸附 ＳＯ２，然后与 Ｏ２进一

步反应生成 ＣｕＳＯ４；同时在还原剂（如 ＮＨ３）存在的

条件下，ＣｕＯ 和 ＣｕＳＯ４ 可作为催化剂催化 ＮＯｘ 与

ＮＨ３反应生成 Ｎ２和 Ｈ２Ｏ。 而 ＨＣｌ 则能与 ＮＨ３反应生

成 ＮＨ４Ｃｌ。 其他金属材料的脱除原理与此相似。 材

料的吸附能力有限，因此该技术需配合解吸再生工

艺，以减少材料成本，同时回收利用副产物。 目前研

究中常用的金属吸附剂和载体组合有 ＣｕＯ ／ γ －
Ａｌ２Ｏ３、ＣｕＯ／ ＳｉＯ２、ＢａＯ／ γ－Ａｌ２Ｏ３、ＮｉＷ／ γ－Ａｌ２Ｏ３、ＭｎＯｘ ／
γ－Ａｌ２Ｏ３ 、Ｍｎ ／ Ｃｕ－ＢＴＣ 等［８８－９４］。

金属材料吸附 ／催化协同脱除效率较高，但工艺

整体仍处于研究阶段，受限于材料制备成本，目前未

大规模推广应用。 金属材料磨损并不严重，可多次

回收再生重复使用，理论成本不高。 然而再生后材

料性能下降，实际应用中需定期更换材料。 而在复

杂的烟气条件下，如垃圾焚烧烟气，其更换周期还会

进一步缩短。 因此，今后应着力降低成本。
６ ２　 金属络合物结合湿法协同脱除技术

利用 ＮＯ 能够与部分金属络合剂发生络合反应

这一性质，结合湿法脱酸工艺开发的污染物脱除技

术，可以有效脱除 ＮＯｘ、ＳＯ２和 ＨＣｌ。 反应后的络合剂

可以通过再生工艺释放出来后再度参与反应。 目前在

金属络合剂中，研究较多的为亚铁类和钴类络合剂。
亚铁类络合剂中 Ｆｅ（Ⅱ）ＥＤＴＡ 是研究最多的

络合剂，一般配合湿法中的氨法脱硫工艺使用。
Ｆｅ（Ⅱ）ＥＤＴＡ络合剂价格相对便宜，且脱硝率较高。
李宇奇等［９５－９６］试验发现，氨法－Ｆｅ（Ⅱ）ＥＤＴＡ 法能

实现 ９０％以上的脱硫效率和 ５０％ ～ ７０％的脱硝效

率，最佳反应条件为 ４０ ℃，ｐＨ 在 ８ 左右。 但亚铁类

络合剂，在烟气中 Ｏ２的作用下，Ｆｅ（Ⅱ）会被氧化为

Ｆｅ（Ⅲ），从而失去与 ＮＯ 络合能力，进而降低整体脱

除效率，增加运行成本。
钴类络合剂相较于亚铁类络合剂，最大优势是

二价钴和三价钴络合剂均能与 ＮＯ 反应，不会受烟

气中 Ｏ２影响。 但在同时脱硫脱硝时，Ｃｏ２＋和 Ｃｏ３＋会

与 ＳＯ２－
３ 反应生成沉淀，影响脱硫脱硝过程。 周春琼

等［９７］在络合剂溶液中加入尿素，将 ＳＯ２－
３ 高效氧化

为 ＳＯ２－
４ ，避免产生沉淀，提高脱硝效率。 亚铁络合

剂和钴类络合剂种类较多，具体又可分为 ＥＤＴＡ 类、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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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胺类、甘氨酸类、蛋氨酸类。 不同络合剂的脱硫

脱硝效果存在较大差别。 常加涛等［９８］ 对多种络合

剂进行对比，发现 ＥＤＴＡ 类的脱硫率、脱硝率最高，
且稳定性能较好，其中脱硝效率对比如图 ７ 所示。

相比以氧化为基础的污染物协同处理技术，该
技术存在脱硫脱硝率较低、络合剂损耗大、再生难度

大导致成本较高等问题，阻碍了该技术进一步发展。
因此研究金属络合剂的高效再生技术，开发高效低

成本的新型络合剂，以实现低成本脱除污染物是主

要的研究方向。
不同垃圾焚烧烟气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的脱除

原理及其优缺点进行横向对比见表 １。
图 ７　 不同铁类络合物的脱硝效率［９８］

Ｆｉｇ．７　 Ｄ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ｒ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９８］

表 １　 烟气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ｍｕｌｔｉ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脱除技术 脱除原理 优点 缺点

　 低温等离子体协同

脱除技术

　 激发强氧化性活性粒子和自由基与烟气

污染物反应

　 无二次污染物生成，对烟气适应性

强，脱除效率较高

　 设备昂贵，运行需耗费大量

电能

　 炭基材料协同脱除

技术

吸附并催化氧化烟气污染物 　 可脱除多种烟气污染物，对烟气适

应性较强，可解吸再生并回收资源

　 污染物脱除效率较低，可能

会造成二次污染

氧化法协同脱除技术 氧化 ＮＯ，后采用碱性溶液脱除酸性气体 脱酸效率较高，可选的氧化剂种类多 　 脱硝效率较低，生成大量脱

酸废水

　 ＳＣＲ 脱硝协同脱除

技术

催化氧化脱除 脱硝效率高 成本较高，占地面积大

　 复合催化滤料协同

脱除技术

　 物理过滤脱除颗粒物；催化氧化脱除其

他污染物

　 二噁英脱除效果较好，易实现工业

应用

滤袋价格较高

　 金属化合物吸附 ／ 氧
化协同脱除技术

　 金属化合物对污染物的吸附作用和催化

氧化作用

　 材料可重复利用，可选金属化合物

种类较多

　 材料成本较高，再生效果较

差，材料磨损问题严重

　 金属络合物结合湿

法协同脱除技术

　 金属络合物脱除 ＮＯ，碱性溶液脱除酸性

气体

　 可在湿法脱酸设备基础上改造，络
合剂可再生利用，络合剂种类较多

　 脱除效率较低，络合剂损耗

大，再生难度大

７　 结论与展望

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是目前烟气处理领域

的热门研究方向，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将其应用于

燃煤烟气、生物质烟气等净化过程，简化现有工艺

系统，降低烟气污染物治理成本。 随着垃圾焚烧

烟气超低排放成为发展趋势，目前净化工艺普遍

采用多级脱除污染物，导致系统结构过于复杂、成
本过高。 因此需研究和应用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

术以简化工艺系统。 然而，目前垃圾焚烧烟气多

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存在以下问题，需进行更深

层次探讨：
１）应用一种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替换现有

垃圾焚烧烟气净化工艺中的多种技术，能有效简化

工艺系统，减少系统占地面积，甚至降低污染物处理

成本。 但替换的前提条件是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

具有较高脱除效率，与被替换的技术组合能满足工

艺系统要求。 然而目前大部分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

还不能满足这一条件，或经济代价较高，无法应用到

实际生产中。 因此目前需解决的关键之一是研究提

高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的脱除效率，实现多污染

物高效脱除。
２）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对不同污染物的脱

除原理和脱除效果存在区别，在脱除过程中相互影

响。 但目前很少研究其相互影响，因此后续研究需

根据垃圾焚烧烟气情况，重点关注脱除不同烟气污

染物时的相互影响，避免出现竞争和抑制现象，尽可

能相互促进协同脱除。
３）目前，多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在垃圾焚烧发

电厂中的应用较少。 应结合垃圾焚烧烟气特性深入

研究，阐明协同脱除机理，提高污染物脱除效率，降
低烟气净化系统建设和运行成本，降低所需材料的

制取成本，合理处置污染物脱除的产物，推动多污染

物协同脱除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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