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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的必要性 

餐饮油烟因其量大面广，与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已被视为城市

的三大“污染杀手”，油烟污染物影响灰霾形成油烟污染物影响灰霾

形成餐饮业排放的颗粒物（TSP）以PM2.5为主，约占颗粒物的76.91%，

PM2.5 是形成灰霾的主要因素。灰霾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出行安全、区域气候等都产生较大影响。影响区域气候使区域极端气

候事件频繁，气象灾害连连。灰霾还加快了城市遭受光化学烟雾污染

的提前到来。光化学烟雾是一种淡蓝色的烟雾，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系

列氧化剂，如臭氧、醛类、酮等，毒性很大，对人体有强烈的刺激作

用，严重时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视力衰退、手足抽搐等现象。影响

交通安全出现灰霾天气时，室外能见度低，污染持续，交通阻塞，事

故频发。 

另外，在 2021 年 11 月的“全球肺癌关注月”期间，钟南山院士

的最新呼吁：“长久以来，餐饮油烟的污染危害性没有得到政府和相

应部门足够的重视，因其释放的 PM2.5 平均浓度有时候会升高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而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致癌物质。”临床数据也发现，

在不吸烟女性肺癌患者中，超过 60%的患者长期接触厨房油烟，仅中

国每年就有近 6万人死于肺癌。 

山东省现有餐饮企业 59.2 万家，2020 年度全省餐饮业入为

4430.46 亿元，全国排第一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随着餐饮业的发展，油烟、污水、噪声等环境污染问题摆在了我们的

面前，特别是餐饮业油烟污染已成为群众关注的突出环境问题。餐饮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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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对 PM2.5 值产生影

响。综合全国多个城市 PM2.5 来源解析显示餐饮油烟占 PM2.5 来源平

均 5％左右。同时，油烟中的 V0Cs 可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增强大

气氧化性，同时为二次颗粒物的产生提供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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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餐饮业油烟污染现状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一是餐

饮企业油烟排放的特点是排放区域集中、排放时间集中、排放强度大，

且扩散条件差；二是餐饮企业多集中于居民区和住宅小区周边；三是

餐饮企业以小型为主，点多面广，“一店”往往污染“一片”，且普

遍缺少公共排烟道、下水油水分离装置和餐厨垃圾收集系统等基础性

污染治理设施，餐饮企业油烟呈无组织排放形态。 

针对餐饮油烟污染治理问题，《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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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

标准(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了相关污染物排放的监测。目

前，我省现行的规范性文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存在监测、监管困难，

餐饮业油烟污染源量大面广，污染物浓度时变动态范围极大，很难像

工业污染源那样做到精准管控，由于缺乏统一的运维管理标准，市面

上企业运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企业以低价的手段竞争，导致出

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此，规范运维服务流程，制定运维服务标准，

对于保障运维服务工作稳定有序、有效进行十分必要。 

在智慧城市、智慧环保的背景下，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近几年

在很多城市得到推广和应用。运维管理是餐饮油烟在线监控体系中极

为重要的一环，由于在线监控设备安装环境较为恶劣，设备损耗较快，

需进行定期维护保养清洗。为进一步深化巩固油烟在线监控效果，保

证在线监测设备稳定运行，数据持续稳定上传。对在线监控设备进行

运维管理是必要的，这就需要一个标准来规范运维过程。完善运维人

员管理，制定严格规范标准、日常维护、异常处理的工作程序。用规

范化的方法，合理、科学的处理问题。同时油烟在线终端的运维管理

工作也可以部分取代基层行政部门的巡查监管工作，大大降低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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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力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切实有效地控制餐饮油烟排放，解决居

民矛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因此需要有标准来支持本行业的健康发

展。 

二、编制的过程 

编制组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加强组织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紧抓

标准编制的质量和水平，着重对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效性、可操作性，

按期完成了标准编制工作。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2023 年 1 月，由山东国闽正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山

东省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标准编写小组。编制组初

步拟定了标准编制的题目、范围、目标、内容，形成标准编制方案。 

2、前期调研及文献、标准资料查询 

2023 年 2 月，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规定及管理要求，开展项

目前期调研，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国家、省 （区、市）、市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方针政策及技术标准，收集有关餐饮油烟自动监

控的测定方法、工作原理、安装要求、质量控制、等方面标准和文献

材料，对国内外相关测定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与分析，分类归纳形成调

研报告，经过初步讨论、分析、研究，确定了标准制定原则和技术路

线，形成了本标准的立项文本。 

3、项目立项 

2023 年 3 月，编制小组根据标准的编制工作方案，初步确定标

准名称为“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运营维护规范”，拟定了标准大纲，

由山东省环境科学学会组织立项。 

4、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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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4 月编制小组在前期调研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编制

方案开展系统调研和论证，在济南市已经安装的餐饮油烟自动监控设

备的现场开展实地调研，了解设备的运行及数据使用情况；对国内主

流品牌的设备性能进行调研和分析。 

5、标准文本编制 

2023 年 4 月，编制小组根据调研成果，按照标准编制规范要求，

编制《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运营维护规范》文本和《餐饮油烟在线

监控设备运营维护规范》编制说明初稿。 

2023 年 4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组织专家和各相关方对本标准

文本及编制说明初稿进行内部研讨。 

6、标准文本确定及上报 

2023 年 5 月，编制小组汇总整理研讨会上的修改意见，并根据

采纳的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逐条理解、反复推敲，形成本标准的征求

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文本，并上报山东省环境科学学会。 

三、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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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油烟污染物排放量少，对油烟污染物在

线监测方面的要求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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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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管制方式是制定设备规范使

从业者遵循， 但未指明空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经营性餐馆污

染排 放控制规

范》 

南海岸 

空气质 

量管理 

局 

1997 年 

该控制规范主要对链式烤炉和下烧式烤

炉 做了规定， 要求其优先使用按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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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该控

制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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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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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国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控制发展历程 

2.1 我国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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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借鉴现行国家标准， 在去除效率要求

外增加了排放污染物的浓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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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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试行）》 

GB18483-2001 

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国家

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2001 年

11 月 12

日 

本标准规定了饮食业单位

油烟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和油烟净化设施的最低去

除效率 

2 国家 
《餐饮业油烟污染

物排放标准》 

生态环境部

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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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判

定以及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等相关规定。本标准规定

了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

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

理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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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以同位评估煮食 

油烟控制设备的去除油烟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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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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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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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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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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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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设置集排气系统以及系

统的性能 与要求， 符合

管制要求的饮食作业场所

应设 置排放削减率90%以

上的污染防治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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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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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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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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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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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深圳 
《饮食业油烟排放

控 

深圳市 

市场监 

2017 年 

7 月 

规范规定了饮食业油烟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 油烟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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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范》(SZDB/Z 

254-2017) 

督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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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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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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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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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深圳 

《餐饮业油烟污染

物在线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DB4403/T 

207—2021） 

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15

日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业油烟

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的组

成、功能、技术、性能、

安装、验收、运维管理和

质量保证等有关要求。 

总体来说，我国港澳台地区对油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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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和河南对

不同规模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去除效率和浓度限值进行了要求，上

海和深圳对不同规模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去除效率和浓度限值要求

进行了统一， 天津、北京和重庆则取消了油烟去除效率的要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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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北京和重庆增加了非甲烷总烃的浓度限值。 

深圳发布的《餐饮业油烟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DB4403/T 207—2021）的标准里面提到相关的运维管理和质量

保证等有关要求。国内尚未有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运维管理的相

关标准发布。 

四、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标准编制工作组本着全面、科学、合理、实用的原则进行本

标准的制定工作。 

2、本标准的编制是根据行业现状和治理技术需求，结合实际情

况，做到了优化、量化、细化，维护了标准的协调与统一。 

3、本标准规范具有广泛的适宜性，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本标准规范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二）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的结构由 12 章和 3 个附录组成，从行为规范、质量五要素

（人机料法环）角度出发进行编写主要内容如下： 

章节 标题 主要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介绍了该标准中引用的相关规范性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本规范中出现的相关术语及其定义。共计 6 个术语和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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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维单位要求 规范了运维单位要求 

5 运维人员要求 规范了运维人员要求。 

6 备品备件要求 规范了备品备件要求。 

7 运行维护要求 规定了运维服务总体要求、巡检、维保、校准和校验要求。 

8 质量保证要求 

OMS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是保障 OMS 正常稳定运行、持续提供有质

量保证监测数据的必要手段，当 OMS 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而失控

时，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规定了定期校准、定期维护、定期

校验等要求。 

9 应急处理要求 规定了软件平台、响应时间、故障处理要求 

10 信息管理要求 规定了数据库、档案记录、记录表格要求。 

11 安全管理要求 规定了安全机制、系统安全要求。 

12 运维评价要求 规定了运维评价要求 

附录部分(资料性） 主要提供了相关表单模板进行参考 

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维护记录表、异常情况告知书、运维评价指标。 

（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解释 

1、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所要达到的运维

单位、运维人员、备品备件、运行维护、质量保证、应急处理、信息

管理、安全管理及运维评价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餐饮服务单位已经安装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

统(OMS)的日常运行和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餐饮服务单位已经安装的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

系统(OMS)的日常运行和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主要引用的环保标准包括《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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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

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76）《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DB37/T 4011-2020）和T/xxxx 20  餐饮油烟排放连续在线监测技

术规范等。考虑到以上述标准由于管理需求的不断深化可能出现更新

的情况，因此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主要沿用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和《饮

食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为了管理和验收

考核的方便，增加了“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运维单位”、“参

比方法”和“比对监测”的术语和定义。其中： 

“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是对餐饮服务单位排放的油烟、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进行连续实时的自动在线监控所需全部软

硬件设备，简称OME。 

“运维单位”是有能力对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控设备开展运行维

护，并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参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维护质量控制

技术规范》（DB14/T 2051-2020） 中3.15 运行维护单位“有能力从

事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活动的，并能够承

担法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定义的规定进行修订。 

“参比方法”是用于和OMS测量结果相比较的国家或行业发布的

标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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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HJ 75-2017中3.7 定义“用于与CEMS测量结果相比较的国家

或行业发布的标准方法”，的规定进行修订。 

“比对监测”是用参比方法对正常运行的OMS的准确度进行抽检。 

——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HJ 75-2017 3.10中定义“用参比方法对正常运行的CEMS的

准确度进行抽检”,的规定进行修订。 

4、运维单位要求 

对运维单位范围进行界定，避免运维单位低质竞争，无法胜任甲

方要求等不利局面，参照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

维护技术规范》（DB37/T 4011-2020）附录A ，综合各参编单位意见，

制定运维单位要求。 

5、运维人员要求 

运维人员要求参照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维

护技术规范》（DB37/T 4011-2020）附录A A.2 岗位设置和人员要求 。 

6、备品备件要求 

在线监测系统运维过程中，为防止设备故障后不能及时修复，需

明确关于备品备件管理的要求，其目的主要是保证运维过程中备件及

时供应，保证在线监控系统发生故障 后可及时修复，防止数据缺失

及记录混乱。相关行业标准中，并没有对运维单位的备品备件做出明

确要求，经过调研查询可参考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DB37/T 4011-2020）的规定备品备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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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该条款进行修订。 

7、运行维护要求 

运维单位应根据OMS使用说明书和本文件的要求编制OMS运行管

理规定，确定维护人员的工作职责，制定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规程，

并严格按照规程开展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工作并做好记录。 

运维单位应按HJ 75的要求开展运行维护作业，OMS日常运行维护

应包括以下方面：日常巡检、日常维护保养、OMS的校准和校验，校

准和校验根据本文件第7章运维质量保证规定的周期制定OMS系统的

日常校准和校验操作规程。 

相关标准和规范中是针对固定污染源烟气监测系统的日常运行

管理要求，并且规定的内容较为笼统，没有具体关于餐饮油烟排放在

线监测系统的规定，根据餐饮油烟排放特点及适应范围，该标准根据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及《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HJ 1013-2018）的标准对运维内容做了调整修订。结合

日常工作内容和运维手册、为方便现场运维人员的操作。 

8、运维质量保证要求 

OMS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是保障OMS正常稳定运行、持续提供有质量

保证监测数据的必要手段，当OMS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而失控时，应及

时采取纠正措施。规定了定期校准、定期维护、定期校验等要求。分

别参考的现行行业标准《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

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中第11.2定期校准，11.3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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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11.4定期校验；其中关于定期校准的技术指标应满足：OMS终

端监测设备1h零点漂移不超过±0.5mg/m³。是参照团体标准《餐饮油

烟排放连续在线监测技术规范》（T/AHEMA 20-2022 ）中条款6.2零

点漂移。定期维护是参照团体标准《餐饮油烟排放连续在线监测技术

规范》（T/AHEMA 20-2022 ）中条款10运行维护要求。定期校验是参

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中条款9.3.8准确度验收技术要求，《固定污染源废气非

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中条

款6.2.3准确度；团体标准《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技术规范》中条

款6性能要求，进行调整修订。 

9、应急处理要求 

本标准对运维过程中的运维响应时间、故障处理做出的规定；参

考的现行行业标准《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

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中第11.5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的相关要

求，进行调整修订。制定了运维响应时间、发生故障修复时间及处理。 

10、信息管理要求 

技术档案和运维记录的基本要求主要是参照了《水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 （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2019）中11 运

行档案与记录。目前国内污染源现场无统一规范的记录表格，基本上

各运行维护单位、都有自己的记录表格，存在记录不规范、内容不完

整等一系列的问题，本次编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规范，标准附录制

定了相应的参考性表格。附录部分(资料性） 主要提供了相关表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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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进行参考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维护记录表、异常情况告

知书、运维评价指标。 

11、安全管理要求 

1) 安全机制 

a) 应建立安全管控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和发生设施故障处理办

法。 

b) 及时通报运维的突发性事件，如运维人员变动等。 

c) 对运维人员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维护操作的安全教育培训。 

d) 配合需求方接受监督管理机构的检查。 

2) 系统安全 

a) 应在电脑设备上安装专业安全的防病毒系统，信息系统管理

人员定期对系统进行病毒检查，更新主机病毒库。 

b) 应设置安全密码、防火墙、安装安全防护软件、安全扫描技

术、入侵检测。 

12、运维评价要求 

运维服务过程中的评价提出要求，规定了评价要求等内容。运行

维护单位对运行维护人员的管理以及相关责任部门对运行维护单位

的检查和考核。 

参考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 

发〔2008〕6 号）第十三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单位应按照国家

或 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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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操作规程、岗位责任、定期比对监测、定期校准维护记录、

运行信息公开、设施故障预防和应急措施等制度。进行调整修订，对

运维过程中的运维安全提出要求。 

五、标准实施意义  

通过本规范的实施，可以促使山东省辖区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

运维规范化；可以使不同运维服务商获得统一的运维，从而方便、规

范管理。 

本标准的实施可进一步提升山东省油烟污染防治管理水平，能够

有效地控制油烟的污染问题，对进一步降低餐饮场所颗粒物的浓度、

非甲烷总烃的浓度，切实改善油烟扰民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油

烟在线监控的实施，能够进行跟踪管理，把控油烟污染的动态，及时

处理，促进区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六、标准实施建议 

使用对象：用于指导运营服务单位、第三方服务单位开展运行服

务工作。 

宣贯实施计划：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实施后，在主管部门的支

持下，通过座谈会、集体培训等形式，利用新媒体等渠道广泛宣传，

层次落实，明确餐饮油烟在线监测系统运维的相关内容、从业人员要

求等，落实国家餐饮业环保工作，提升我省餐饮业环保工作的规范化、

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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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的行业标准没

有冲突。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有以下标准，所设定指标值与下列

标准没有矛盾。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 

DB37/T 4011-2020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维护

技术规范。 

八、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二十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大气监管力度加强和在线监控技术的

发展，油烟在线监控在我国开始兴起。近年来已发展出了基于油烟气

体传感器 TGS2100 等的油烟远程实时监控系统，以及基于非分散红外

分光光度法原理的使用宽带光源和吸收波长为 3.4μm 的热释电探测

头实现油烟浓度在线监测的系统。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和环保技术规范，天津、

北京、上海、深圳、辽宁、安徽等地方政府也已经发布或正在制定关

于饮食业或餐饮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或监测技术规范， 

山东省餐饮油烟地方标准中仅对油烟项目的排放浓度设置限值，

而且监测方法仍然延续国标的方法，无法满足现阶段餐饮油烟对颗粒

物及挥发性有机物的监管需求，团体标准的实施可以填补地方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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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餐饮业油烟污染源量大面广，污染物浓度时变动态范围极大，

很难像工业污染源那样做到精准管控，采用经济适用的远程在线监控

技术对餐饮业油烟排放进行监测监控很有必要，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小

散乱污染源的管控效率，同时油烟在线终端的维护工作也可以部分取

代基层行政部门的巡查监管工作，大大降低职能部门人力成本，提升

管理效率，因此油烟在线监控服务市场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正因如此

需要有权威的技术规范支持本行业技术与设备的健康发展。 

此次标准规范建设中可规范运维单位在人员配置、备品配件、运

行维护、质量控制、应急处理、信息、安全、评价等各方面内容。 

从根本上解决了油烟在线监控设备运维无依据的难题。该指标不

仅作为评估油烟处理系效果的依据，同时关注了油烟对居民身体健康

的影响。 

本标准的实施可进一步提升山东省油烟污染防治管理水平，能够

有效地控制油烟的污染问题，对进一步降低餐饮场所油烟浓度、颗粒

物的浓度、非甲烷总烃的浓度，切实改善油烟扰民的现状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油烟在线监控的实施，能够进行跟踪管理，把控油烟污染的

动态，及时处理，促进区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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