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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重点专项

2019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3〕37号）等相关部署，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号）

要求，科技部会同原环境保护部等相关部门及北京等相关地方科

技主管部门，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

术研究”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技术、雾霾

和光化学烟雾形成机制、污染源全过程控制技术、大气污染对人

群健康的影响、空气质量改善管理支持技术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技术示范等 6项重点任务科研攻关，为大气污染防治和发展节能

环保产业提供科技支撑。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和《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科技工作支撑方案》，聚焦雾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防治科技需

求，通过“统筹监测预警、厘清污染机理、关注健康影响、研发

治理技术、完善监管体系、促进成果应用”，构建我国大气污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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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认知—高效治理—科学监管的区域雾霾和光化学烟雾防治技术

体系，开展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示范，形成可考核可

复制可推广的污染治理技术方案，培育和发展大气环保产业，提

升环保技术市场占有率，支撑重点区域环境质量有效改善，保障

国家重大活动空气质量。

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2~3年。2019年

拟部署 4个指南方向，国拨经费约 7000万元。同一指南方向下，

如未明确支持项目数，原则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

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同时支持 2项，并建立动态调

整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鼓励产学研用联

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对于典

型市场导向且明确要求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自筹资金与中央

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中央财政资

金不超过该专项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0%。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

报，须覆盖相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课

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本专项 2019年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污染源全过程控制技术

1.1 煤化工与焦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过程管控技

术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煤化工与焦化行业VOCs排放量大，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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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严重等问题，开展煤气化、煤焦化全过程VOCs

产生与排放特征研究，研发煤制甲醇、煤焦化等行业典型工段

VOCs收集与净化技术、工艺与装备，重点突破VOCs全过程一

体化管控技术，构建VOCs污染物源头控制与净化系统统筹监管

技术体系，并在汾渭平原开展应用工程集成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 2个以上工艺废气净化（总废气量大于 30

万Nm3/h）示范工程，关键工艺、设备及技术达到规模应用水平，

主要污染物排放优于国家最新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VOCs总

减排量大于 95%，不产生二次污染。

有关说明：由陕西省科技厅组织推荐。

2.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示范

2.1 汾河平原大气重污染成因和联防联控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污染源排放现状调查、排放清单测算、数据

质量审核校验和不确定性分析，进行大气颗粒物化学组分在线测

量、颗粒物膜采样及组分分析、颗粒物来源解析，开展行业治理

技术现状评估、影响评价、减排潜力挖掘、技术路线提升等深度

治理方法研究。研究汾河平原（汾渭平原）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

响，构建集重污染案例库、预报预警、应急调控、效果评估、公

众解读等为一体的区域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精细化到乡镇的汾河平原 5城市高分辨率动

态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实现精确到行业、精细到重点源、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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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污染过程的 5城市大气细颗粒物（PM2.5）精细化来源解析；形

成典型行业和典型领域深度治理技术流程并开展示范应用；提出

从区域层面融合城市方案的空气质量改善路线图以及 5城市“一

市一策”综合解决方案，被省市级政府采纳应用。

有关说明：由生态环境部组织推荐，自筹资金与中央财政经

费比例不低于 1:1。

2.2长江流域中上游大型综合性工业园区全过程大气污染防

治支撑技术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大型综合性工业园区大气污染防治需求，构

建涵盖污染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耦合的重点源全过程

大气污染控制适用技术、园区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园区大气污

染监测预警与调控决策一体的精细化监管技术、绿色园区运维与

评价技术等工业园区大气污染防治支撑技术系统，并在长江流域

中上游地区开展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针对大型综合性工业园区全过程大气污染防

治支撑技术集成系统，提出大型综合性工业园区环境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技术途径及绿色发展策略。完成工业园区 3~5个典型行业

重点大气污染源应用示范工程，示范工程应达到一定规模，主要

污染物排放优于国家最新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

拟支持项目数：拟在长江流域上游和中游各部署项目 1个。

说明：由重庆市科委、湖北省科技厅组织推荐，自筹资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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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3. 空气质量改善管理支持技术

3.1公约受控卤代烃减排成效评估和预测预警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蒙特利尔议定书》重点受控物质，建立基

于工艺或物质流的排放清单方法学，研究其排放和管控措施；研

究大气环境受控物质的关键监测技术，研究建立模型评估减排成

效，建立大气浓度预测预警方法；研究中长期常规监测计划；研

究三氟甲烷减排技术。

考核指标：不低于 10种重点受控物质 1990年以来的现有网格

化（1度×1度）排放清单和到 2050年的预测排放清单；重点受控

物质消费行业分类、排放估算指南和排放管理建议；检测限优于

1ppt、观测精度优于 0.5%的大气重点受控物质监测方法，并实际

应用于地面站点和移动车观测；环境大气浓度范围的重点受控物质

一级标气，及其与国际标准尺度的比对分析报告。重点受控物质的

减排成效评估报告和大气浓度月均浓度水平预测预警方法；中长期

常规监测站点和监测周期的方案建议稿。适合工业化的三氟甲烷资

源化路线，HFC-23 转化率≥20%，资源化产物 HCFC-22 和

HCFC-21总选择性≥98%，催化剂寿命 2000小时以上。

有关说明：由生态环境部组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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