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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加强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管理，促进油烟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原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7年 7月下发了《关于下达 2007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的通知》（环办函〔2007〕544号），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修订 GB 18483-2001）列为

环境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统一编号为 494.4，由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主承担。

后因编制工作需要，增加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为项目协作单

位。

1.2 工作过程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接受任务后，立即成立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修订 GB

18483-2001）编制组，开展了科技文献查阅和餐饮业油烟治理技术资料的收集工作。

2008年 12 月 23～26日，编制组到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餐饮业相关行业协会以及

相关的信息部门进行了调研，综合反馈意见，完成开题报告。

2010年 12 月 17日，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开题论证会，通过了对

本标准的开题论证。

2011年起，编制组对不同地区有代表性的餐饮服务单位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现场监

测，并对油烟污染治理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同时，也调研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餐

饮油烟的排放管理现状并征求了对现行标准的修订意见。

2012年起，为了深入分析油烟污染物的排放特征，编制组又建设了餐饮油烟排放测试

平台，开始对餐饮油烟污染物的排放情况进行系统测试，分析了油烟污染物组分分布、油烟

颗粒物及挥发性有机物（简称为 VOCs）、浓度水平分布、油烟颗粒物粒径分布、油烟颗粒

物数浓度分布等特征规律。

2013年 12月，在前期实验与调研工作的基础上，编制组完成了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初

稿及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

2014年 7 月，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研讨

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部环境标准研究所、有关地方单位参加会议并听取了编制组的工

作汇报。经讨论，专家组建议增加颗粒物和特征挥发性有机物的限值要求。

2015年 4 月，编制组在原环境保护部对标准修订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并根据领导及有

关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做了修改完善。

2015年 4月～7月，编制组分菜系对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的油烟污染物进行了现场测

试工作，并根据测试数据完善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8月 18日，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

司在秦皇岛北戴河召开环境标准座谈会，编制组对本标准的修订情况进行了汇报。9月 7日，

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专家讨论会，讨论确定了本标准的控制指标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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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31日，原环境保护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专家讨论会，专

家组肯定了 10多年来油烟排放管控指标的选择，并建议增加油烟净化设备的维护管控措施，

缓解油烟异味扰民问题。

2017年 3月 14日，编制组在北京就标准的修订进展情况向原环境保护部大气环境管理

司进行了详细汇报。

2018年 5月 22日，原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专家研讨会，经过

充分讨论，专家组赞同控制油烟中 VOCs的排放，并考虑到餐饮行业的实际情况，建议取消

特别排放限值和净化设施资格认证的要求。

2018年 7 月 6日，原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饮食业油烟排放标

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编制组所作的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容介绍，

经质询、讨论，专家组通过了该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建议进一步研究标准的适用范

围并补充完善编制说明，在此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后公开征求意见。

2 行业概况

2.1 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2.1.1 餐饮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特色之一。我国的菜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

于气候、地理、历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独特风味的区域

性菜肴和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当前已发展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

八大菜系，即：四川菜系（川菜）、山东菜系（鲁菜）、广东菜系（粤菜）、江苏菜系（苏菜）、

浙江菜系（浙菜）、福建菜系（闽菜）、安徽菜系（徽菜）和湖南菜系（湘菜）。这八大菜系

各具风格，但在烹饪方式上均含有“炒”，这是中式餐饮服务单位使用最频繁的烹饪方式，

也是油烟产生的主要来源方式。

2.1.2 餐饮阶段（模式）

我国的餐饮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发展阶段：

图 2-1 我国餐饮业发展阶段示意图

（1）改革开放起步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我国餐饮业在政策上率先放

开，各种经济成分的共同投入，使餐饮行业取得了新的发展成就，社会网点迅速增加，这一

时期的餐饮业经营模式主要以单店作坊式餐饮店为主。

（2）数量型扩张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社会投资餐饮业资本大幅增加，餐饮网点

大量涌出，行业蓬勃发展。

（3）规模连锁发展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餐饮连锁经营的推进步伐和速度明显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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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很多品牌企业跨地区经营，并抢占了当地餐饮业的制高点，餐饮企业逐步走向连锁规

模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与此同时，外资餐饮企业凭借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和高效的

物流配送体系开始在中国大力发展连锁餐饮店，如肯德基、必胜客、麦当劳等等。

（4）品牌提升战略阶段：进入 21 世纪，我国餐饮业发展更加成熟，增长势头不减，

整体水平提升，一批知名的餐饮企业在外延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文化内涵的建设，综

合水平和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并开始输出品牌与经营管理模式，品牌创新和连锁经营力度增

强，餐饮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

2.1.3 餐饮经济

近 40年来，我国餐饮业产值持续、稳步增长，特别是 2006年，我国餐饮业收入额首次

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 10345.5亿元。2008年至今，全国实现餐饮业产值平均增速超过 10%，

始终高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国家统计局 2018年 2月

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餐饮业产值 39644 亿元，是 1978年的 723倍，占 GDP

的 4.8%，同比增长 10.7%，增速和上年基本持平但依然高于同期 GDP增长速度（6.9%）。

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层次提高，外出就餐消费额比重持续增长。

图 2-2 2008-2017 年我国餐饮业收入额及增长情况

2.1.4 发展趋势

2016年 12月 27日，商务部发布的《居民生活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商服贸发

〔2016〕488号）指出：2015年，我国居民生活服务业营业收入为 5.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大众化需求占主导地位，餐饮等服务逐渐成为百姓的

习惯性消费，其中大众化餐饮占餐饮市场的 80%。各地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大众化餐

饮服务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推动高端餐饮加快转型，实现餐饮业科学发展。力争用 5年左右

的时间，使餐饮行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行业诚信体系初步形成，服务质量明显改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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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流合作更加深入，大众化餐饮服务体系更为健全，大众化餐饮占全国餐饮市场的比重提

高到 85%以上，总体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餐饮消费需求基本相适应。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的餐饮业发展非常迅速，基本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业态多样化、经营方式连锁

化和行业发展产业化的局面，市场化程度较高。

2.2 行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概况

各国的菜系自成风味，各有风格，风味不同。西餐是中国人对外国菜式的统称，主要以

法国、意大利、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等国家为主。

（1）美国

美国餐饮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全美餐饮业收入达到 7987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共

有 628720家餐馆，其中有 288585 家连锁经营餐厅，占总数的 45.9%，从业人数约 1470万

人。与独立经营者相比，连锁加盟餐馆的营运成功率较高，营运超过 4年的有大约 62%。

（2）英国

尽管英国是工业革命先行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经济基础雄厚，但英国烹饪在西方

国家的影响不是很大，中餐、印度餐、法餐和意大利餐等均对英国餐饮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英国餐饮产业主要分为餐馆、酒吧、公共饮食三大类。英国统计局 2015年的数据显示，

英国餐饮产业的营业额为 622亿英镑，较上一年增长了 2.8%。连锁经营是英国餐饮产业的

重要经营模式，连锁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占整个餐饮市场的比重超过 30%。

（3）德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其烹饪技术水平相比于法国、意大利等要略微逊色，但餐饮产业的

整体发展水平尚好。2015年，德国餐饮产业营业额为 736亿欧元，从业人数约 56万人，餐

饮企业数量目前约 20万家。连锁经营也是德国餐饮产业的重要经营模式，连锁餐饮企业的

营业额占整个餐饮市场的 25%。

（4）法国

法国的烹饪技术一向著称于世界，法国菜不仅美味可口，而且种类繁多。法国美食的特

色在于使用新鲜的季节性材料，加上厨师个人的独特调理，完成在视觉上、嗅觉上、味觉上

和触觉上都独一无二的艺术佳肴，在食物品质、服务水准、用餐气氛上，更是要求精致化的

整体表现。除了精致可口的美食外，餐桌摆设、不同餐具的用法以及用餐礼仪，在法国餐饮

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数据表明，2015年法国人外出就餐消费支出达 1061亿美元。在

咖啡馆、酒吧和简式餐厅的消费占 10%左右，快餐也逐渐为更多法国人所接受，快餐厅接

待人数占法国各式餐馆总接待人数的 67%。

（5）意大利

对美食的热爱与追求是意大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大利人非常重视菜肴质量，而对

品牌关注较少。意大利餐饮业紧随法国和西班牙之后，是欧洲第三大餐饮消费市场，人均消

费水平超过欧洲平均水平 22%，超过法国平均水平 33%。餐饮企业数量目前约 32万家，其

中 149085家是酒吧，168289家是各类餐厅。意大利 95%的餐馆是单店经营，但连锁餐饮依

然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在航空、铁路、机场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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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本

日本国民经济统计中将餐饮业分为五大类：饮食店（包括日本料理、西洋料理、中华料

理、东洋烤肉店和其他饮食店）、日本面馆、寿司店、咖啡店、综合饮食店，其行业发展战

略也随经济和市场变化不断调整，餐饮品牌发展模式也由“大而全”演变至“小而精”。日

本的餐饮产业十分发达、成熟，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2017年 1-11月，日本餐饮服

务业销售额为 199647亿日元，同比增长 0.8%，其中外卖外送占比 11.6%，从业人数 495万，

同比增长 1.7%。

（7）印度

印度民族、宗教众多，文化各异，造成食性杂，差异大，不同的食风并存却互不干扰。

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普遍爱用咖狸和辣椒佐味。印度餐饮市场中有麦当劳、

肯德基、赛百味等跨国餐饮集团，也有日餐、墨西哥餐、泰国餐、法国餐等，口味丰富，但

主要局限在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大城市，小城市相对单一。近年来随着双收入家庭的增

加，旅游业的带动，印度餐饮产业获得了较快发展，2015年营业收入达 12117亿卢比，始

终保持着 10%以上的增长速度，预计到 2021年将占到 GDP的 2.1%。

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修订的必要性

3.1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3.1.1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3年 9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要

求：开展餐饮油烟污染治理。城区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应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推广使用高

效净化型家用吸油烟机。

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案》

2015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第四十二条规定：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

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油烟污染物

包含颗粒物和废气的污染，必须依法进行治理。

3.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6年 1 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中第八十一条规

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

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禁止在居民住

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

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3.1.4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 6月 27日国务院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

《行动计划》中第二十九条要求：完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研究将 VOCs纳入环境保护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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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范围。加快制修订餐饮油烟等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鼓励各地制定实施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3.2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规划中的环保要求

3.2.1 《环境空气细颗粒物污染综合防治技术政策》

2013年 9月 13日发布的《环境空气细颗粒物污染综合防治技术政策》（公告 2013年 第

59号）中第三条指出环境空气中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细颗粒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种

污染源向空气中直接释放的细颗粒物，包括烟尘、粉尘、扬尘、油烟等。二是部分具有化学

活性的气态污染物（前体污染物）在空气中发生反应后生成的细颗粒物，这些前体污染物包

括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氨等。防治环境空气细颗粒污染应针对其成因，全

面而严格地控制各种细颗粒物及前体污染物的排放行为。第二十六条提出治理餐饮业、干洗

业、小型燃煤燃油锅炉等生活污染源、严格控制油烟、挥发性有机物、烟尘等污染物排放。

3.2.2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16年 11月 24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号），

其中第五章提出“实施专项治理，全面推进达标排放与污染减排”，要求“以污染源达标排

放为底线，以骨干性工程推进为抓手，改革完善总量控制制度，推动行业多污染物协同治污

减排，加强城乡统筹治理，严格控制增量，大幅度削减污染物存量，降低生态环境压力”。

3.2.3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2017年 9月 13日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

大气〔2017〕121号）。《方案》中要求：为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重点地区除完成重点行

业 VOCs 减排任务外，还应加强建筑装饰、汽修、干洗、餐饮等生活源和农业农村源 VOCs

治理。环境保护部制修订油烟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

制标准，修订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3.3 餐饮业发展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

3.3.1 油烟污染物排放引发的主要环境问题

餐饮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以油烟气的形式排入环境，根据其形态一般可分为颗粒物质和

气体物质两类。其中，油烟颗粒物主要来源于烹饪过程中油脂的挥发凝结以及油脂食材的分

解、裂解等，统称油烟，气体物质主要指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油烟污染物排放控制时主要针

对这两类污染物。

研究表明，餐饮源排放的油烟颗粒物中，PM2.5的质量浓度占到 PM10的 80 %以上，PM1.0

的质量浓度占到 PM2.5的 50%～85%，说明餐饮源排放颗粒物主要为细颗粒物，直接对 PM2.5

产生贡献。北京市 2018年 5月 14日最新公布的 PM2.5来源解析显示餐饮源贡献了约 4%，

在广州，这一比例为 6%。

油烟中的 VOCs可参与大气光化学学反应，增强大气氧化性，同时为二次颗粒物的产生

提供原料，其中的部分组分具有异味，直接干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扰民问题。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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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2015年度北京市餐饮油烟大气污染投诉占大气污染投诉总量的 34%。

由此可见，餐饮油烟不仅对灰霾直接产生贡献，而且对居民生活造成困扰。因此，有效

控制餐饮油烟污染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环境保护的双重需求。

3.3.2 油烟污染物排放量

原环境保护部2017年2月23日发布的《2015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全

国废气中烟（粉）尘排放量1538.0万吨，其中城镇生活烟（粉）尘排放量249.7万吨。根据原

环境保护部环保公益项目《餐饮业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排放特征及污染控制对策研究》的

数据测算，2015年全国城镇油烟排放总量为24.46万吨，则油烟占废气烟（粉）尘排放量总

量的1.59%，占城镇生活烟（粉）尘排放量的9.80%。油烟中非甲烷总烃排放总量为47.77万

吨，约占VOCs排放总量的1.59%。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餐饮油烟排放源密度快速

提升，由此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不可忽视。

3.4 现行环保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3.4.1 GB 18483-2001中缺少对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

GB 18483-2001中，以油烟颗粒物作为监测指标，抓住了主要矛盾，但限于当时监测技

术和国内污染防控形势，油烟中VOCs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基于VOCs

对PM2.5和O3生成的贡献、对人体健康以及产生恶臭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有必要对油烟

中VOCs排放进行控制。

3.4.2 GB 18483-2001中油烟排放限值较为宽松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餐饮服务单位无论是规模还

是数量都急剧增加，相应的油烟污染物排放量随之增加。同时，近年来，餐饮油烟污染排放

控制技术水平已有显著提升，GB 18483-2001中2.0mg/m3的油烟排放限值已显宽松，不利于

餐饮油烟排放控制。

3.4.3 GB 18483-2001中缺少净化设施运维管理要求

监测实践证明，当餐饮服务单位对油烟净化设施持续进行维护保养时，基本可以实现油

烟达标排放。为了适应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保护形势，迫切需要在标准中明确对相关污染物

净化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要求。

4 行业产排污情况及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4.1 油烟污染物产生过程

餐饮业原料主要为肉禽类，果蔬类，饮品类等。餐饮业的加工过程可以描述如下：准备

阶段：洗菜、切菜、解冻食品；烹调阶段：煎、炸、炒、烤、蒸、煮等；结束阶段：倾倒剩

余食品，洗涤锅、碗、瓢、盆等器皿、地面清洗等。

煎、炸、炒、烤等工艺都会产生油烟污染物。炒是中餐最为常用的烹饪方法。中餐炒菜

时按油烟产生过程可分为热锅干锅、放油热油、食材入锅、翻炒颠勺、调味收尾、出锅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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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每个阶段油烟成分有较大的变化。

炒锅加热，锅体迅速升温，残留在锅体表面的油膜
迅速蒸发，之后凝聚成油烟。此阶段产生的油烟的颗粒
物主要为 PM1.0,气态污染物主要是燃烧产物与食用油蒸

汽。

食油加入锅中，油温逐渐升高，如食油中含有水分，
当油温升至 100℃以上时，会出现爆鸣声，同时有油滴
溅开。因为油和水均为热的良导体，热油迅速将热量传
递给锅底的水珠，水珠瞬间气化体积爆增近千倍，最终
导致爆炸。水滴爆炸时产生油烟颗粒物属于 TSP。

油温持续升高，食油开始沸腾，此时炒锅温度不均

匀，Ta>Tb>Tc。锅中食油表面大量蒸发的食油分子在油
面上空形成过饱和油蒸汽，在油面与其上空的超过130℃
的空气温度梯度中凝聚成油烟颗粒物，由于油面交界处
温度较高，因此边缘油烟量较中央部更浓。此阶段产生

的油烟的颗粒物主要为 PM2.5,气态污染物主要是燃烧产
物与食用油蒸汽。

当温度达到要求时，食材下锅。通常新鲜食材表面
带有大量的清洗水，水滴与高温油相遇瞬间产生大量的
爆炸，爆炸出来的油滴溅到炒锅边缘 a 点部位，由于 a
点温度远远高于 b、c点，当油滴溅到 a点部位时，油烟
迅速蒸发，在锅面形成浓烟，也是油烟产生的第一个高

峰，此过程产生的油烟包含爆炸与挥发凝聚两个模态，
粒径在纳米至毫米量级之间均有分布。此过程开始油烟
VOCs 成分开始变得极为复杂。

食材入锅初期，伴随着翻炒，锅面温度降低，食材
温度上升，温差逐渐减小，油烟浓度随之下降。从锅面
到食材中心呈现不均匀的温度梯度，在食材与锅面之间
有一个油水接触层，此层产生的油烟包含爆炸与挥发凝

聚两个模态，其挥发凝聚过程与单纯空气中的过饱和凝
聚不同，存在过饱和食油蒸气在水泡表面瞬间凝聚的过
程，会产生超过毫米级别的油包水与水包油粗颗粒物。

中餐炒菜在菜即将起锅之前往往有一个猛火爆炒使
得锅内食材起火燃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并非食材起火，
而是食材腾空翻起时产生的小油滴和细小的食材渣燃烧

起火，并产生大量的油烟，这是油烟浓度产生的最后一
个峰值，此过程产生的油烟包含爆炸与挥发凝聚以及食
材不完全燃烧产物聚集三个模态，此过程颗粒物的成分
最为复杂。



9

图 4-1 餐饮业生产工艺流程及油烟污染物产生情况分析

4.2 油烟污染物排放特征

4.2.1 油烟颗粒物排放特征

油烟对环境的污染物主要包括食物烹任、加工过程中挥发的油脂、有机质及其加热分解

或裂解的产物。从形貌特征上看，包括颗粒物及气态污染物 2 类。颗粒物分固态和液态 2

种，其主要存在状态为气溶胶细颗粒物；从粒径特征来看，各菜系中 PM1/PM2.5质量比味

0.66～0.85，说民餐饮业烹饪过程主要散发粒径<1μm的聚集态颗粒物，这类有机气溶胶颗粒

与大气充分混合并长时间存在，可影响大气环境。PM2.5/PM10范围在 0.57～0.62，说明烹饪

同时产生了约 40%的油烟粗颗粒，主要影响室内空气，在环境中短暂存留后重力沉降；从

数浓度谱分布来看，餐饮业排放的油烟可吸入颗粒浓度谱成单峰对数正态分布，峰值粒径在

63～109nm，为积聚态分布，并且快餐排放的数量浓度最高，高达 5.43×106个/cm3。

4.2.2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特征

VOCs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的英文缩写，是指在常压下，

沸点低于 260℃的各种有机化合物。在目前已确认的 900多种室内化学物质和生物性物质中，

VOCs多达 350种以上（>1ppb），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油烟中的 VOCs组分进行鉴别和分析，

以便评价相关化合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编制组参照 HJ 759-2015，采用 Teflon气袋采样，GC/MS分析的方法对典型餐饮服务单

位排放油烟中的 VOCs组分进行了测定，为降低个别餐饮服务单位排放带来的偏差，将所有

测定数据按川、湘、粤三大菜系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4-1。

表 4-1 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油烟中 VOCs 组分表

单位：μg/m3

序号 目标化合物 川菜平均值 湘菜平均值 粤菜平均值 总平均值 最低检出限

1 二氟二氯甲烷 3.9 21.9 9.4 12.5 0.4

2 二氟四氯乙烷 <0.6 <0.6 <0.6 <0.6 0.6

3 氯甲烷 26.8 13.2 18.8 18.9 0.2

4 氯乙烯 0.2 <0.2 <0.2 <0.2 0.2

5 溴甲烷 <0.3 <0.3 <0.3 <0.3 0.3

6 氯乙烷 <0.2 0.2 0.2 0.2 0.2

7 三氯氟甲烷 2.3 4.6 3.2 3.5 0.5

8 1,1-二氯乙烯 <0.3 <0.3 <0.3 <0.3 0.3

9 三氯三氟乙烷 <0.7 1.9 0.9 1.2 0.7

食材炒好后起锅，在食材盛入碟子的过程中，由于
炒锅外沿温度往往高于食材集中的锅底，导致汤汁受高
温挥发产生一个短时间的极浓油烟，随即，锅体温度迅

速下降，油烟产生量迅速减少，此过程产生的油烟包含
爆炸与挥发凝聚两个模态，产生油烟颗粒物属于 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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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标化合物 川菜平均值 湘菜平均值 粤菜平均值 总平均值 最低检出限

10 二氯甲烷 12.0 22.3 18.2 18.0 0.3

11 1,1-二氯乙烷 0.5 0.4 0.4 0.4 0.4

12 顺-1,2-二氯乙烯 1.3 1.1 0.6 1.0 0.3

13 氯仿 3.5 7.8 8.4 6.8 0.4

14 1,1,1-三氯甲烷 <0.5 <0.5 <0.5 <0.5 0.5

15 1,2-二氯乙烷 2.1 3.2 2.3 2.6 0.4

16 四氯化碳 45.6 200.8 60.4 107.7 0.5

17 苯 44.0 47.2 39.7 43.6 0.3

18 三氯乙烯 4.2 7.7 3.6 5.2 0.5

19 1,2-二氯丙烷 1.5 6.3 2.7 3.7 0.4

20 顺 1,3-二氯丙烯 <0.4 <0.4 <0.4 <0.4 0.4

21 甲苯 79.2 114.0 133.6 111.8 0.3

22 反 1,3-二氯丙烯 1.4 7.9 2.1 4.0 0.4

23 1,1,2-三氯乙烷 0.5 1.8 1.6 1.4 0.5

24 四氯乙烯 18.8 129.1 14.6 57.5 0.6

25 1,2-二溴乙烷 <0.7 <0.7 <0.7 <0.7 0.7

26 氯苯 <0.4 <0.4 <0.4 <0.4 0.4

27 乙苯 8.7 15.0 10.3 11.6 0.4

28 间,对-二甲苯 18.9 21.3 19.4 19.9 0.4

29 苯乙烯 2.0 3.6 2.5 2.8 0.4

30 邻-二甲苯 6.6 13.3 7.8 9.5 0.4

31 1,1,2,2-四氯乙烷 <0.6 0.7 <0.6 <0.6 0.6

32 1,2,4-三甲苯 2.2 7.5 4.9 5.1 0.4

33 1,3-二氯苯 0.5 1.0 0.5 0.7 0.5

34 1,4-二氯苯 0.6 1.0 <0.5 0.7 0.5

35 1,2-二氯苯 <0.5 <0.5 <0.5 <0.5 0.5

36 1,3,5-三甲苯 0.6 2.6 1.4 1.6 0.4

37 1,3,5-三氯苯 <0.6 <0.6 <0.6 <0.6 0.6

38 六氯-1,3-丁二烯 <0.9 <0.9 <0.9 <0.9 0.9

非目标化合物

（以甲苯计）

39 丙烷 738.3 354.5 486.1 506.1 ——

40 异丁烷 411.6 141.8 300.5 272.5 ——

41 丁烷 596.7 273.7 458.7 428.4 ——

42 甲醇 39.2 58.0 17.3 38.1 ——

43 乙醇 269.7 309.5 221.4 266.6 ——

44 TVOC 2780.6 2523.2 2988.6 2762.6 ——

与此同时，编制组还参照 HJ 683-2014，采用 DNPH小柱采样，HPLC（UV）分析的方

法对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废气中的醛酮类化合物组分进行了测定，为降低个别餐饮服务单

位排放带来的偏差，将所有测定数据按川、湘、粤三大菜系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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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油烟中醛酮类化合物组分表

单位：μg/m3

序号 目标化合物 川菜平均值 湘菜平均值 粤菜平均值 总平均值 最低检出限

1 甲醛 648.9 882.9 940.6 841.6 2.8

2 乙醛 438.3 532.8 441.0 473.1 4.3

3/4 丙酮/丙烯醛 360.5 412.2 351.2 375.5 4.7

5 丙醛 147.3 172.3 141.8 154.2 7.1

6 丁烯醛 26.8 37.4 29.1 31.4 7.6

7 丁醛 81.0 115.9 77.4 92.2 7.4

8 苯甲醛 16.0 25.5 15.9 19.4 13.7

9 异戊醛 26.6 50.7 32.6 37.5 9.1

10 戊醛 94.9 116.9 65.6 91.9 9.1

11 邻-甲基苯甲醛 <16.9 19.6 <16.9 <16.9 16.9

12/13 对/间-甲基苯甲醛 <16.9 <16.9 <16.9 <16.9 16.9

14 己醛 178.1 190.4 124.9 162.8 14.1

15 2,5-二甲基苯甲醛 <16.9 17.9 <16.9 <16.9 16.9

16 醛酮类化合物总量 2106.1 2510.9 2200.0 2288.9 ——

由表 4-1和表 4-2 可知，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油烟废气中的 VOCs组分在不同的菜系

中各有不同，但主要特征污染物均含有丙烷、丁烷、异丁烷、乙醇、甲醛乙醛、丙酮/丙烯

醛和丙醛，平均排放浓度均在 100μg/m3以上，另外还有部分苯系物和卤代烃。实际监测证

明，油烟中 VOCs的组分占比动态范围较大，不同菜系、不同菜品、不同食材与配料、不同

烹饪阶段、不同厨师等多种因素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基于现有污染物监测技术、实施成本

和环境影响评价等条件，采用监测非甲烷总烃的方式便于标准的实施。

4.3 污染防治技术分析

4.3.1 油烟颗粒物污染控制技术

（1）机械分离法

按照分离油烟原理的不同，机械分离法可分为 3类：第一类是通过重力使油烟粗颗粒分

离出来，从而达到净化的目的，如空气沉降器；第二类是利用惯性使油烟颗粒发生碰撞而分

离出来，多采用金属加工成折板式、滤网式、峰窝波纹形的滤油格栅，设备简单，阻力较小，

能耗较低；第三类是利用海棉、无纺布、活性碳、球形滤料、陶瓷、海泡石等材料的表面吸

附原理开发的油烟分离技术。机械分离法的技术设备简单，实际使用时分离率为 40%～65%，

可单独使用，也可用于油烟的预处理。

（2）离心分离法

离心分离法利用离心力分离净化油烟，按照设备形式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动态离心，

烟气中的油烟颗粒物在高速旋转金属丝网盘的碰撞截击下吸附于金属丝网，由于离心力的作

用又沿着呈径向分布的金属丝被甩向网盘外围的集油槽收集，进而完成油烟的净化。该法无

本体阻力，有一定的净化效果，不产生二次污染，拦截的废油可作为化工原料或生物柴油，

目前常安置于集烟罩前端作预处理，有效减少了安全隐患，减少了排烟管道维护清洗频次，

延长了风机和后端治理设备的使用寿命；第二类为旋风分离，即在油烟管道系统中增设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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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器，使气流发生旋转，利用旋转气流产生的离心力使油烟中的颗粒物分离出来，该法设

备简单，压降小，成本较小，但油烟的去除效率不高，通常只有 50%～70%，难以分离油烟

细颗粒物，且分离的油烟污染物易堆结且不易清洗，一般只作为净化工艺的预处理。

（3）湿式净化法

湿式净化法是根据喷雾水膜除尘器的工作原理，以喷头喷洒水或其它净化液（水与一定

量的表面活性剂、乳化剂的混合物）形成水膜、水雾的方式来吸收油烟，从而达到净化的目

的。设备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运水烟罩，通常安装在集烟罩的前端作为油烟初步清除设施，

对直径>2μm的油烟颗粒有较高的去除效率，其油烟净化效率在 30%～40%之间，具有系统

阻力小、无噪声污染、工程造价低等优点，在香港以及国内的一些港式餐厅应用较多；第二

类是洗涤塔，该型设备利用正反向喷雾，增设中间隔板等方式，甚至使用流化床，增加净化

液与油烟的接触时间和接触面积，以达到净化效果，一般安装在后端。由于油烟雾滴的疏水

性，在净化液中加入表面活性剂可改善油水混合性能，提高去除效率。洗涤塔的油烟净化效

率可达 50%～70%，选用的洗涤液对油烟异味有一定的去除效果，但洗涤塔会产生大量含

油废水，需定期清洗并更换洗涤液，由于存在污水排放等二次污染问题，已基本不再使用。

（4）静电沉积法

静电沉积法是利用油烟颗粒物在通过高压电场时荷电并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当荷电微粒

经过收尘区时）沉积下来，达到净化的目的。该法对油烟的去除效率较高，设备占地面积小，

技术已趋于成熟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使用后形成的油垢黏度较高，

不易清洗，若用清洗剂清洗会导致二次污染，长期使用会在集尘极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层，使

去除效率大幅下降。为解决维护清洗的问题，可采用模块化和分体抽屉式设计，委托第三方

运营清洗维护也是可以采用的方式。从实践来看，采用静电沉积法的油烟治理设备处理后的

洁净烟气完全可以达到国家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要求，其油烟去除效率达到 90%以上。

（5）复合净化法

由于油烟废气的成分、特征复杂，每一种净化方法均有其优点和缺点，且差异较大，实

践中为达到良好的去除效果，餐饮行业目前常采用由两种或多种净化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净化

方法。复合法的特点是适应性强、普及率高、净化效率高，油烟去除效率可达到 95%。目

前最常用的是机械净化法与静电沉积法相结合的复合方法；其次，还有离心分离法与静电沉

积相结合的复合方法。

4.3.2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

当前，我国餐饮服务单位数量大、覆盖面广、单体规模小，餐饮服务单位生产营业时间

不连续，排放的油烟污染物浓度较低（相对其他工业行业而言）且属间歇式排放。因此，常

用的工业VOCs治理技术，包括直接焚烧、催化燃烧、生物净化、光催化、资源回收等方法

在餐饮油烟治理方面的实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考虑到治理效果和成本等因素，目前推

荐以活性炭吸附作为油烟气态污染物（也即VOCs）的主要处理方式。

4.4 主要污染物环境及健康影响分析

4.4.1 油烟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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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气溶胶细颗粒物主要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包括呼吸道受刺激、咳嗽、

呼吸困难、降低肺功能、加重哮喘、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心律失常、非致命性的心脏病、心

肺病患者的过早死。老人、小孩以及心肺疾病患者，是细颗粒物污染的敏感人群。

4.4.2 油烟 VOCs

VOCs中的芳香烃（如苯）和醛酮类（如甲醛）等化合物，具有致残、致畸、致癌等作

用，长期吸入，会增加患白血病及恶性贫血等疾病的风险，急性吸入高浓度的 VOCs，会对

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甚至使人失去知觉。同时，VOCs 是形成 O3和 PM2.5的前体物，

VOCs 经阳光照射氧化后可生成 O3，遇到合适的气候条件可形成光化学烟雾，产生灰霾，

进而降低能见度水平，影响空气质量，危害人体及其他生物健康。另外，油烟中部分 VOCs

散发出的异味也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干扰。

5 修订原则和总体思路

5.1 修订原则

本标准是第一次修订，由于餐饮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紧密关系，本标准修订时遵循了

以下具体原则：

（1）合法与支撑原则

修订后的标准应规范法律允许的排放情形，标准中规定的各项油烟污染物控制要求应符

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支撑监督执法等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实施。

（2）绿色与引领原则

修订后的标准需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目的和要求，

推动餐饮行业的优化发展和污染防治技术进步，引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3）风险防控性原则

修订后的标准需准确识别和筛选餐饮行业排放的特征污染物，并基于相关特征污染物的

环境质量标准、污染防治技术水平、监测方法和监测水平，对于具备条件的特征污染物明确

排放限值，不具备条件的特征污染物明确环境管理要求，

（4）客观公正性原则

修订后的标准应客观反映餐饮生产工艺、油烟污染物污染防治技术水平及油烟污染物排

放状况等，在充分吸纳国家有关部门、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行业生产企业、相关协会、公众

等有关方面意见，参考发达国家同类标准控制水平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的排放控制要求，做到

客观、公正。

（5）体系协调性原则

修订后的标准应通用型或综合型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其他涉餐饮行业标准相

衔接，避免交叉重叠，油烟污染物项目和排放限值应与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相适用、配套，满

足环境监督管理对标准的要求，做到标准体系严密、协调。

（6）合理可行性原则

修订后的标准应作为实施餐饮行业削减污染物排放、改善城市局部环境质量，减少油烟

异味扰民的管理手段，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水平，进行环境效益和经济成本分析，确保标准

技术可达、经济可行、监管方便、推进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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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总体思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以改善生活环境、促进绿色和谐发展为目标，调整标准适用范围，取消餐饮服务

单位规模划分和区别对待；收紧油烟排放限值，增设油烟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明确油

烟污染物净化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要求，精简监测操作；使标准实施后能够显著降低油烟污染

物排放量，减少油烟异味扰民，降低公众投诉，促进社会和谐；通过新标准的实施，进一步

推动油烟污染物净化设施的安装和有效运行；进一步推动环保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6 标准的主要内容

6.1 基本框架

本标准的主要章节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污染物排放控制要

求、污染物监测要求、达标判定和标准实施与监督。其中，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和污染物监

测要求是标准的主体部分。

6.2 实施时段的划分

考虑到餐饮行业发展规律，标准发布后，现有餐饮服务单位需要对其安装的油烟污染物

净化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以满足新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改造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金，

为缓解行业压力，按照现有餐饮服务单位和新建餐饮服务单位分阶段实施本标准。

6.3 适用范围

本次修订，将原标准的适用范围修改为：

本标准规定了餐饮业油烟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以及标准的实施与监

督等相关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管理，以及新建餐饮服务单位的设

计、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经营期间的餐饮油烟排放管理。

排放油烟的食品加工单位和非经营性单位内部职工食堂，参照本标准执行。

本标准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有

污染源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居民家庭油烟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控制。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废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

开始强调城乡一体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本标准取消了适用于城市建成区

的规定。

6.4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定义了餐饮服务单位、油烟、非甲烷总烃、标准状态、无组织排放、现有餐饮

服务单位、新建餐饮服务单位和油烟净化设施等 8个术语。

与 GB 18483-2001相比：

（1）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标准状态、无组织排放等 4个为沿用原标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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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本标准中对油烟中排放的 VOCs总量进行控制，增加了非甲烷总烃的定义；

（3）为了循序渐进、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动标准的顺利实施，将餐饮服务单位根据其

建设和经营情况分阶段逐步进行管控，增加了现有餐饮服务单位和新建餐饮服务单位 2个术

语；

（4）为了区别一般设施，规范油烟污染物净化相关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增加了油烟

净化设施的定义；

（5）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已于 2008年 1月 1日起废止，且污染物去除

效率的概念已众所周知，不会产生歧义，本标准中去除了城市和污染物去除效率的定义。

6.5 污染物排放控制项目设置及限值确定

6.5.1 污染物排放控制项目设置

本次修订，标准设置的排放控制项目须客观反映油烟污染物排放特征，有可靠监测技术

支持且便于监督执行，现有油烟治理技术和设备可满足污染项目控制要求，达到控制要求所

需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在餐饮行业承受范围内。

GB 18483-2001中以油烟作为餐饮油烟污染的主要控制项目，基本反映了行业的主要污

染特征，本次修订将继续沿用这一控制项目。但同时，基于文献和环保公益专项研究成果以

及现场监测数据，餐饮服务单位在进行烹饪操作时，伴随着油烟的产生也形成并排放了一定

量的 VOCs，VOCs 作为 PM2.5和 O3的前体物，对大气环境存在一定的污染，尤其是部分

VOCs散发的异味对周边居民造成直接的生活困扰，相关投诉较多，考虑到我国大气污染物

的控制要求，本标准增设非甲烷总烃（NMHC）作为 VOCs污染控制项目。

6.5.2 油烟排放限值的确定

从油烟污染物防治技术的分析可知：当前主流的油烟净化设施的油烟去除效率大于 90%。

由表 6-1 可知，编制组测得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的油烟浓度结果在 0.52mg/m3 ～23.75

mg/m3之间，平均排放浓度为 5.42 mg/m3。其中，排放浓度小于 1.0mg/m3的有 7 家，小于

GB 18483-2001排放限值 2.0 mg/m3的有 16家，小于平均排放浓度的有 41家，小于 10.0mg/m3

的有 60家，大于 10.0mg/m3的有 6家。由此可见，90.9%的餐饮服务单位如果安装（或升级）

主流油烟净化设施，其油烟排放浓度完全可以达到 1.0 mg/m3，其余的餐饮服务单位安装（或

升级）处理效率更高的设备也可达标排放。此外，现场调查发现，安装主流油烟净化设施并

进行良好运行维护管理的餐饮服务单位，其油烟排放均能持续达标，维护不善的油烟净化设

备其油烟去除效率明显下降，难以保证治理效果。因此，将油烟浓度排放限值严格为 1.0

mg/m3是合适的，关键是要加强治理设备的维护管理，使其有效、稳定运行。

表 6-1 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排放浓度

单位：mg/m3

餐馆

编号
所属菜系 营业规模 油烟排放浓度

餐馆

编号
所属菜系 营业规模 油烟排放浓度

1 湘菜 小 9.84 34 湘菜 中 3.44

2 湘采 中 4.12 35 湘菜 小 11.81

3 川菜 中 3.28 36 湘菜 大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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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

编号
所属菜系 营业规模 油烟排放浓度

餐馆

编号
所属菜系 营业规模 油烟排放浓度

4 湘菜 大 8.64 37 粤菜 中 7.74

5 粤菜 大 3.88 38 川菜 中 2.72

6 粤菜 小 1.19 39 粤菜 大 4.86

7 粤菜 小 0.58 40 粤菜 大 9.49

8 粤菜 小 6.49 41 湘菜 大 4.83

9 粤菜 小 0.91 42 粤菜 中 3.87

10 粤菜 小 0.84 43 粤菜 中 1.21

11 粤菜 小 10.76 44 湘菜 中 3.78

12 粤菜 小 0.75 45 粤菜 大 3.21

13 粤菜 小 3.39 46 粤菜 中 1.21

14 湘菜 中 9.44 47 粤菜 中 8.55

15 湘菜 中 22.35 48 川菜 大 7.37

16 湘菜 中 1.97 49 湘菜 大 9.34

17 粤菜 大 1.35 50 粤菜 小 4.96

18 川菜 小 5.49 51 湘菜 小 4.00

19 湘菜 小 6.94 52 湘菜 中 11.42

20 湘菜 小 23.75 53 湘菜 小 6.84

21 湘菜 大 3.84 54 湘菜 小 7.19

22 粤菜 大 2.04 55 粤菜 中 9.80

23 湘菜 中 7.19 56 川菜 中 8.77

24 湘菜 中 1.65 57 粤菜 小 3.19

25 川菜 中 1.09 58 湘菜 中 13.21

26 川菜 大 3.84 59 粤菜 小 4.66

27 川菜 中 1.23 60 川菜 中 3.56

28 川菜 大 0.92 61 粤菜 中 5.00

29 川菜 中 0.83 62 川菜 中 5.78

30 川菜 中 6.84 63 粤菜 中 6.48

31 川菜 中 3.06 64 川菜 小 3.10

32 川菜 小 0.52 65 川菜 小 4.71

33 湘菜 中 3.77 66 湘菜 小 1.32

平均值 5.42

6.5.3 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的确定

由表 6-2 可知，编制组测得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浓度结果在

0.27mg/m3 ～100.11 mg/m3之间，平均浓度 9.98 mg/m3，约等于 10.0mg/m3。若将非甲烷总

烃排放限值定为 10.0mg/m3，则 73.1%的餐饮服务单位可以实现非甲烷总烃达标排放。

上述典型餐饮服务单位中，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大于 10.0mg/m3的只有 14家，占实测

餐饮服务单位总数的 26.9%。据编制组调查，安装有效的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可控制挥发

性有机物，将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降低至 10.0mg/m3以下。因此设定排放限值为 10.0 mg/m3，

这既考虑了当前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又能有效推动净化设施的安装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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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典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油烟中非甲烷总烃(NMHC)排放浓度

单位：mg/m3（以碳计）

餐馆编号 所属菜系 营业规模
排放浓

度

餐馆编

号
所属菜系 营业规模

排放

浓度

1 湘菜 小 40.19 27 湘菜 中 0.42

2 湘采 中 4.36 28 湘菜 小 1.44

3 川菜 中 10.04 29 湘菜 大 10.36

4 湘菜 大 28.86 30 粤菜 中 28.17

5 粤菜 大 4.15 31 川菜 中 0.27

6 粤菜 小 1.68 32 粤菜 大 2.02

7 粤菜 小 0.88 33 粤菜 大 16.99

8 粤菜 小 3.06 34 湘菜 大 3.31

9 粤菜 小 26.19 35 粤菜 中 3.81

10 粤菜 小 1.51 36 粤菜 中 2.74

11 粤菜 小 10.46 37 湘菜 中 5.67

12 粤菜 小 0.60 38 粤菜 大 6.89

13 粤菜 小 1.53 39 粤菜 中 8.07

14 湘菜 中 7.81 40 粤菜 中 28.76

15 湘菜 中 18.43 41 川菜 大 9.58

16 湘菜 中 2.15 42 湘菜 大 4.34

17 粤菜 大 32.60 43 粤菜 小 1.14

18 川菜 小 10.20 44 湘菜 小 0.65

19 湘菜 小 1.70 45 湘菜 中 7.51

20 湘菜 小 7.80 46 湘菜 小 4.37

21 湘菜 大 4.74 47 湘菜 小 100.11

22 粤菜 大 8.05 48 粤菜 中 8.40

23 湘菜 中 3.83 49 川菜 中 13.85

24 湘菜 中 2.54 50 粤菜 小 3.52

25 川菜 中 1.30 51 湘菜 中 3.99

26 川菜 大 2.81 52 粤菜 小 5.09

平均值：9.98mg/m3。

6.6 管理技术要求

与 GB 18483-2001相比，本标准中：

（1）基于公平原则，并考虑到餐饮服务单位数量大、分布广，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等特点，在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上不再区别对待。因此，取消了餐饮服务单位的规模划分；

（2）为有序推进标准实施，对新老污染源分阶段实施标准限值要求；

（3）根据有关法律要求，判定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主要是根据排

放浓度是否超标。因此，取消了油烟净化设施须经国家认可的单位检测合格才能安装使用的

要求以及安装合格净化设施视同达标的表述；

（4）实践证明，油烟净化设施的有效、稳定运行是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和保证，相

关设施的维护保养至关重要。因此，增加了油烟净化设施应与排风机联动和定期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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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6.7 监测要求

污染源的采样监测及测定方法参照国家及行业已颁布的相应的标准、技术规范进行。

（1）油烟

由于环保标准体系的变化，新发布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中不再附录相关污染物监测方法，

本标准发布之后，油烟监测方法参照《固定污染源废气 油烟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已

单独立项制定中）执行。

为了方便现场操作和实施，本次修订将油烟采样次数由 5次调整为 3次，基准灶头数的

计算直接采用发热功率进行折算。经大量现场监测验证，采样次数的减少没有减弱样本的代

表性。同时，以发热功率计算基准灶头数也有利于促进厨房操作平台设计的规范化、标准化，

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2）非甲烷总烃

非甲烷总烃的监测采样按照 HJ 732的规定执行，样品采集次数和时间与油烟相同。

7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7.1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

7.1.1 主要国家相关标准

国外油烟控制主要侧重于消防控制。如美国消防署《商业烹饪设备油烟去除装置设置标

准》主要内容制定设备规范，管制重点以安全、防火为主；东京消防厅《业务用厨房设备附

属油烟去除装置技术基准》也是要求贴印认证，以证明厨房设备能确保防灾及安全。

表 7-1 主要国家相关标准

序号 国家 标准
颁布

部门

颁布

时间
主要内容

1 美国

《商业烹饪设备油烟

去除装置设置标准》

美国消

防署
1991年

该标准管辖对象为商业营利用烹饪设备

（不含住宅厨房），管制重点以安全、防火

为主，管制方式是制定设备规范使从业者

遵循，但未指明污染物排放标准。

《经营性餐馆污染排

放控制规范》

加州南

海岸空

气质量

管理局

1997年

该规范主要是要求对链式烤炉和下烧式烤

炉优先使用规定方法测试并获得认证的催

化氧化控制设备，要求PM削减率达85%，

并对餐饮企业的记录保存、豁免情况以及

PM和VOCs的分析测试方法做了规定。

2 日本

《业务用厨房设备附

属油烟去除装置技术

基准》

东京消

防厅
1993年

该标准规定符合标准的产品认证为“财团

法人日本厨房工业会合格品”，贴印认证，

以证明厨房设备能确保防灾及安全，其认

证内容主要包括油烟去除装置及其油烟去

除效率要求（专用分离器要求90%以上，其

他装置要求75%以上）、油烟去除装置的认

证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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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我国主要地区相关标准

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以及山东、上海、天津、深圳、北京、河南和重庆等地已制定相应的

地方排放标准。港澳台地区侧重通风及去除效率要求；内地各省市，一般借鉴原国家标准，

在去除效率要求外增加了排放污染物的浓度限值要求。

表 7-2 我国主要地区相关标准

序号 地区 标准
颁布

部门

颁布

时间
主要内容

1 香港

《评估煮食油烟控制

设备的除烟性能标准

测试技术规范》

香港环

保署

2004年

12月

该技术规范提供一套标准的测试程序，让

煮食油烟控制设备的供货商和制造商、进

行测试的实验所和其他有关机构，据以测

试煮食油烟控制设备的性能。这套测试技

术规范，详列采样及分析程序，可用以评

估煮食油烟控制设备的去除油烟效率。

《饮食业的环保法例

要求》
2009年

该要求针对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污水排

放以及废物处理都提出了相应的环保要

求。其中空气污染方面，主要是控制由烹

饪产生的油烟及难闻气味的排放，规定厨

房排放的废气不得有肉眼可见的油烟，而

且排放物不得对临近处所造成气味污染。

《控制食肆及饮食业

的油烟及煮食气味》
/

主要内容包括：空气污染问题控制标准、

排气口位置、油烟及煮食气味的控制等，

旨在帮助饮食业主认识和经营者应用最好

的切实可行的控制措施。

2 澳门

《餐饮业及同类场所

油烟、黑烟和异味污

染控制指引》

/ /

该指引由一般原则、排放口的设计、油烟

排放控制要求、油烟处理设备管理规范、

燃料的使用、二次污染的控制和投诉处理

机制7部分组成。指引规定油烟排放限值为

1.5mg/m3，油烟去除效率超过90%。

《关于餐饮业场所加

装油烟处理设备与设

置烟囱等的建议技术

规范》

/ /

该规范规定餐饮场所加装的油烟处理设备

的油烟去除效率需达到90%，组合式设备的

油烟去除效率应超过95%，油烟排放浓度均

需小于1.5 mg/m3。规定了油烟处理设备的

设计和安装等要求。

3 台湾

《饮食业空气污染物

管制规范及排放标

准》

台湾环

保署
/

该标准规定了饮食业作业场所空气污染物

产生区应设置集排气系统及系统的性能要

求，符合管制要求的饮食作业场所污染防

治设施的排放削减率应达到90%以上。优先

推荐使用静电净化设备控制污染，并对设

备性能和维护进行了具体规定。

4 山东
《饮食油烟排放标

准》（DB37/ 597-2006）

山东省

环境保

护局

2006年

1月

标准规定了饮食业单位油烟的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臭气浓度、油烟净化设施的最低

去除效率、油烟排气筒最低排放高度。



20

序号 地区 标准
颁布

部门

颁布

时间
主要内容

5 上海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

准》（DB31/ 844-2014）

上海市

环境保

护局

2014年

11月

标准规定了餐饮业单位油烟的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臭气浓度、油烟净化设施的最低

去除效率。

6 天津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

准》（DB12/ 644-2016）

天津市

环境保

护局

2016年

7月

规定了餐饮业单位油烟的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集排气系统和净化设施的维护保养与

记录要求。

7 深圳

《饮食业油烟排放控

制规范》（SZDB/Z

254-2017）

深圳市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2017年

7月

规定了饮食业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油

烟净化设备最低去除效率、非甲烷总烃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臭气浓度限值及相关管

理、监测要求。

8 北京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DB11/1488-2018）

北京市

环境保

护局

2018年

1月

标准规定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要求（包括排放限值、运行操作要求）、监

测要求和标准的实施与监督等内容。

9 河南

《餐饮业油烟污染物

排放标准》

（DB41/1604-2018）

河南省

环境保

护厅

2018年

6月

标准规定了餐饮业油烟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要求、监测要求及实施与监督。

10 重庆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DB50/859-2018）

重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18年

7月

标准规定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要求（包括排放限值、运行操作要求）、监

测以及标准的实施与监督要求。

7.2 本标准与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比较

美国、日本等国家没有统一设定油烟排放限值、去除效率以及非甲烷总烃指标；我国港

澳台地区对去除效率进行了要求，其中澳门还规定油烟浓度限值为 1.5mg/m3；内地省市中，

山东和河南规定了不同规模餐饮服务单位的去除效率要求和浓度限值要求，上海和深圳对不

同规模餐饮服务单位的去除效率要求和浓度限值要求进行了统一，天津、北京和重庆则取消

了去除效率的要求，深圳、北京和重庆增加了非甲烷总烃的浓度限值。本标准在 GB

18483-2001 的基础上，收紧了油烟排放限值，增设了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要求，并对油烟

污染物净化设施的运行维护提出了明确要求。

表 7-3 本标准与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比较
单位：mg/m3

国家或地区 油烟排放限值 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 油烟去除效率

香港 —— ——
大型≥90%，中型≥85%，

小型≥75%

澳门 1.5 —— 大于90%

台湾 —— —— 大于90%

山东

一般区域：大型1.0，中型

1.2，小型1.5

特定区域：大型0.5，中型

0.8，小型1.0

——
大型≥90%，中型≥90%，

小型≥85%

上海 1.0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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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油烟排放限值 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 油烟去除效率

天津 1.0 —— ——

深圳 1.0 10.0 ≥90%

北京 1.0 10.0 ——

河南 大型、中型1.0，小型1.5
大型、中型为10.0，小型无

要求

大型≥95%，中型、小型≥

90%

重庆 1.0 10.0 ——

GB 18483-2001 2.0 ——
大型大于80%，中型大于

75%，小型大于60%

本标准 1.0 10.0 ——

8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技术经济分析

8.1 环境效益分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餐饮业收入额 39644 亿元，同比增长

10.7%，由此预计，到 2020 年我国餐饮业收入额将达到 53780 亿元。经测算，废气的环境

效益分析见表 8-1。

表 8-1 实施本标准废气排放的环境效益预测表

项目 行业收入额（亿元） 油烟排放量（万吨） VOCs排放量（万吨）

2017年 39644 29.97 58.54

2020年预估值 53780 40.66 79.41

实施后2018年排放量 —— 3.84 35.43

2020年预估削减量 —— 38.34 35.97

由表 8-1可知，本标准实施后，测算出的油烟和非甲烷总烃污染物的削减率为 94.3%和

45.3%。预测到 2020年，当年油烟和非甲烷总烃污染物削减量为 38.34万吨和 35.97万吨。

8.2 技术经济分析

8.2.1 当前达标情况分析

根据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的实测典型样本估算，当前条件下，餐饮服务单位只需加强油

烟净化设施的维护保养，保证其有效、稳定运行，则油烟排放达标率可达 90.9%，非甲烷总

烃排放达标率可达 73.1%，无法达标的餐饮单位应安装油烟污染物净化设施达标。

8.2.2 处理技术的投资及运营费用分析

餐饮服务单位排放油烟污染物要满足本标准排放限值要求，推荐采用的油烟和非甲烷总

烃处理技术的投资及运行费用见表 8-2。

表 8-2 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和非甲烷总烃处理技术的投资及运行费用

类型 推荐处理方法
处理能力

（m3/h）

投资

（万元）

运营维护成本

（万元/年）
选用效果

油烟
机械式 8000～10000 0.80～1.00 0.12～0.24

处理效率 30%～75%
离心式 8000～10000 0.70～0.80 0.12～0.24



22

类型 推荐处理方法
处理能力

（m3/h）

投资

（万元）

运营维护成本

（万元/年）
选用效果

静电式 8000～10000 1.00～1.10 0.24～0.30 处理效率 80%～90%

静电复合式 8000～10000 1.80～2.40 0.30～0.32 处理效率在 95%以上

非甲烷

总烃

纤维活性炭吸附 8000～10000 4.50～5.60 0.38～0.40
处理初始浓度 20mg/m3，

达标
椰壳活性炭吸附 8000～10000 3.00～3.60 0.48～0.52

煤基活性炭吸附 8000～10000 0.80～1.20 0.48～0.52

8.2.3 达标技术及投资估算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环保公益项目《餐饮业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排放特征及污染控制对

策研究》的成果测算，我国餐饮服务单位平均拥有灶头数量为 3 个。中国烹饪协会出版的

《2018年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白皮书》显示，2017年我国餐饮服务网点有 465.4万户，

涉及门店超过 800万个，从业人员 3000万人，由于行业竞争激烈，每年关店数是当年开店

数的 91.6%。按照餐饮行业当前收入额增速和门店更新情况预测，到 2020年：

（1）为实现餐饮业全行业油烟排放达标，采用较为先进的静电式及其复合式技术，现

有未达标需改造升级和新建的餐饮服务单位配套油烟去除设施固定投资大约为 198.7～

476.8亿元，配套的运行成本大约需要 386.0～514.7亿元；

（2）为实现餐饮业全行业非甲烷总烃排放达标，采用投资最小的煤基活性炭吸附方式，

现有和新建的餐饮油烟排放单位配套非甲烷总烃去除设施固定投资大约为 508.4～762.6 亿

元，配套的运行成本大约需要 772.1～836.4亿元；

（3）治理设施和配套运维投资占餐饮业收入额的比例为 1.3～1.8%。

9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加大监管力度，对新建污染源应严格按本标准的要求实施，对现有污染源要按标准限期

整改；同时应加大执法力度，逐步提高违规排污的成本，引导餐饮服务单位增加污染治理设

施的投资，以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使各餐饮服务单位认识到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是其

必须承担的责任。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加强对本标准的跟踪评估，及时提出修订方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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