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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焦油是煤在干馏和气化过程中获得的ꎬ是煤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量最大的副产物ꎮ 根据干

馏温度和煤焦油性质ꎬ可将煤焦油分为高温煤焦油和中低温煤焦油ꎮ 为了有效解决煤焦油综合利用

和安全处置过程中突出的环境管理问题ꎬ介绍了我国煤焦油产生、综合利用及安全处置现状ꎬ分析了

目前煤焦油的管理情况ꎬ重点阐述了各地煤焦油管理存在分歧ꎬ煤焦油管理定位不明确ꎬ利用处置过

程存在环境风险等问题ꎬ提出了我国煤焦油实施分类管理、完善配套制度、加强过程监管和推动处置

规模化的政策意见ꎮ
关键词:煤焦油ꎻ综合利用ꎻ环境管理ꎻ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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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煤化工在我国能源、化工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ꎬ
然而煤化工又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
行业[１]ꎬ煤化工残渣处置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

问题已成为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ꎮ 煤化工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渣有十余种ꎬ其中煤焦油产量大ꎬ
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过程中环境管理问题比较突

出ꎮ 为了有效解决煤焦油综合利用中的管理问题ꎬ

推进煤焦油综合利用产业的健康发展ꎬ通过对煤焦

油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行研

究ꎬ提出煤焦油环境管理政策建议ꎮ

１　 煤焦油的基本情况

　 　 煤焦油是煤在干馏和气化过程中获得的ꎬ根据

干馏温度和煤焦油性质ꎬ可将煤焦油分为高温煤焦

油和中低温煤焦油ꎬ包括高温炼焦产生的高温煤焦

油、固定床煤气化产生的中低温煤焦油和兰炭干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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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中低温煤焦油[２]ꎮ
　 　 １)高温煤焦油ꎮ 高温煤焦油的产率(对选精干

煤的质量分数)为 ３％ ~ ４ ５％[３－４]ꎮ 根据相关资料ꎬ
２０１１ 年我国高温煤焦油总产能在 ２２００ 万 ｔ 左右ꎬ由
于同年我国炼焦产能的开工率在 ７０％左右ꎬ高温煤

焦油实际产量约 １７５０ 万 ｔ[５]ꎮ 高温煤焦油产能与焦

炭的产能分布相关ꎬ全国各地均有分布ꎬ主要分布在

华东(２９％)、华北(４２％)ꎬ两地区的产能占全国总

产能 的 ７１％ꎮ 按 省 划 分ꎬ 主 要 分 布 在 山 西

(２３ ２０％)、河北(１８ １０％)、山东(１６ ６０％)、河南

(６ ６０％)、内蒙(５ ２０％)ꎬ五省的煤焦油产能占全

国总产能 ７０ ２％ꎮ 我国高温煤焦油产能按地区和

省份分布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２０１１ 年我国高温煤焦油产能

地区和主要省份分布

　 　 ２)中低温煤焦油ꎮ 中低温煤焦油的产率较高ꎬ
不同气化和干馏温度下焦油的产率也不相同ꎬ一般

在 ５％~１０％[６]ꎮ 目前我国基本上淘汰了落后的低

温土法炼焦技术ꎬ新建的机焦项目大多数配有中低

温焦油回收装置ꎮ 根据«焦化行业准入条件(２００８
修订)»ꎬ新建半焦(兰炭)炭化炉的企业生产能力要

达到 ６０ 万 ｔ / ａ 以上ꎬ近几年我国在陕西、内蒙古和

新疆等地新建了一大批年产 ６０ 万 ｔ 以上的兰炭生

产项目ꎬ极大地带动了我国中低温煤焦油的发展ꎮ
２０１１ 年我国中低温煤焦油总产能 ５６８ 万 ｔꎬ全国开

工率 ５９％以上ꎬ总产量达 ３３５ ２ 万 ｔꎻ煤气化低温煤

焦油产量达 ３００ 万 ｔ 左右ꎬ因此我国各类中低温煤

焦油的年产量已经达到 ６００ 万 ｔ 以上[７]ꎮ 我国兰炭

生产产生的中低温煤焦油产能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

的陕西、宁夏和新疆等省ꎬ２０１１ 年产能为 ４３８ 万 ｔꎬ
占全国总产能的 ７７％ꎬ其他中低温煤焦油产地有内

蒙古、山西、河北和河南等省ꎮ 我国兰炭生产副产的

中温煤焦油按地区和省份分布如图 ２ 所示[８]ꎮ

２　 煤焦油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现状

　 　 高温煤焦油和中低温煤焦油由于组分、性质不

图 ２　 ２０１１ 年我国兰炭生产中温煤焦油产能

地区和主要省份分布

同ꎬ综合利用方式也不同ꎮ 高温煤焦油主要是芳香

烃组成的复杂混合物ꎬ烷基烃含量较少ꎬ高沸点组分

较多ꎬ热稳定性好ꎬ主要用于深加工制取化工原

料[９－１０]ꎮ 中低温煤焦油组分中芳烃含量少ꎬ烷烃含

量大ꎬ主要用于生产汽油、柴油等燃料[１１]ꎮ
　 　 １)高温煤焦油的深加工现状ꎮ ２０１１ 年我国高

温煤焦油的产量为 １７５０ 万 ｔ 左右ꎬ回收 １４００ 万 ｔꎬ
实际深加工约 １０００ 万 ｔꎬ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山西、
内蒙古、陕西、河南、山东和河北等省ꎮ 煤焦油深加

工主要是提取其中芳香族化合物成分[１２]ꎬ通常使用

常减压蒸馏反应釜等设备ꎮ 煤焦油深加工过程能耗

较高ꎬ一般在 １２~ １３ ＧＪ / ｔꎬ有的则高达 ２０ ＧＪ / ｔꎮ 因

此ꎬ只有实现规模化生产ꎬ才能取得经济效益ꎬ也易

控制其环境风险ꎮ 煤焦油精制产生的废渣包括中温

沥青、酚渣、酸焦油(属危险废物)、焦油渣(属危险

废物)和废水处理产生的剩余活性污泥ꎮ
　 　 ２)中低温煤焦油替代燃料油现状ꎮ ２０１１ 年我

国中低温煤焦油的年产量达到 ６００ 万 ｔ 以上[１３]ꎮ 中

低温煤焦油经高压加氢生产汽油、柴油等产品ꎬ这也

是今后中低温煤焦油综合利用的主要途径[１４]ꎮ 目

前中低温煤焦油加氢生产才刚刚开始ꎬ国内已实现

工业化运行的装置仅 ４ 套[１５]ꎬ处理规模较小ꎮ 低温

煤焦油加氢产生的残渣主要有焦油渣(属危险废

物)、沥青和废催化剂ꎮ
　 　 目前我国大多数煤气发生炉产生的中低温煤焦

油直接以燃料的形式粗放燃烧ꎬ部分以重油作为燃

料的企业改烧煤焦油或将煤焦油与汽柴油混烧ꎮ
　 　 ３)存在不合理利用情况ꎮ 根据我国炼焦行业

协会关于煤焦油综合利用的统计ꎬ结合环境管理部

门掌握的煤焦油流动情况ꎬ我国超过 ２０％的煤焦油

回收后去向不明ꎮ 煤焦油由多种多环芳烃和含氮、
氧、硫的杂环芳烃混合物组成ꎬ随意丢弃混入水体

中ꎬ会导致水体有机污染ꎬ作为粗燃料直接使用会导

致烟气中含有大量的 ＳＯｘ 和 ＮＯｘꎬ存在环境隐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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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收集的煤焦油较多被直接作为燃料燃烧ꎬ或简

易制油、制沥青、制焦等ꎬ存在较大环境风险ꎮ

３　 煤焦油的管理现状

　 　 煤焦油是不可替代的化工原料ꎬ煤焦油中某些

组分产品不可能或不能经济地从石油原料中获得ꎬ
将煤焦油作为石油资源的替代品ꎬ按照重要的产业

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是国际通用做法ꎮ
３ １　 煤焦油是否按危险废物管理各地存在分歧

　 　 ２００８ 年颁布的危险废物名录存在“焦炭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其他酸焦油和焦油” (２５２－０１１－１１)ꎬ关
于这个代码的描述各级环保部门和产生、利用企业

的理解分歧很大ꎮ 对于煤焦油是否按照危险废物管

理ꎬ各级环境管理部门在实际管理中做法各异ꎬ各地

呈现了各自的地方特色ꎬ也出现过争执、调整ꎮ
　 　 江西萍乡市环保局未将煤焦油视为危险废物ꎬ
２００７ 年对萍乡市某煤焦油综合利用项目环评报告

书予以批复ꎬ２０１０ 年华东督查中心在督查时认为萍

乡市环保局越权对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进行了审

批ꎬ要求撤销对该项目环评的审批ꎬ并要求加大对陶

瓷产业产生煤焦油等危险废物的监管ꎮ 最终江西省

环境保护厅明确煤焦油属于危险废物ꎬ按照«建设

项目分级审批规定»撤销萍乡市环保局对该公司煤

焦油综合利用项目的批复ꎮ
　 　 ２００８ 年前ꎬ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将煤焦油按照危

险废物管理ꎬ发放过一家煤焦油综合利用的危险废

物综合经营许可证ꎮ 之后对煤焦油加工利用企业没

有再要求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ꎮ
　 　 河南省明确“煤焦油虽暂未被列入«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ꎬ但应按照危险废物相关标准进行管

理”ꎮ ２０１０ 年河南郑州在全市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

治ꎬ明确“煤气发生炉产生的煤焦油是危险废物ꎬ按
危险废物管理”ꎮ ２０１２ 年河南省巩义市在全市开展

煤气发生炉产生的煤焦油的专项整治ꎬ要求严格执

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转移联单制度、经营许可

证等制度ꎮ ２０１２ 年ꎬ河南省荥阳全市 １８ 家煤焦油

产生企业全部与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处置单位签订

处置合同ꎮ ２０１１ 年ꎬ湖北省当阳市召开陶瓷企业煤

焦油安全处置工作促进会ꎬ要求所有陶瓷行业产生

的煤焦油必须全部委托给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

置ꎮ 而山西、山东、内蒙、陕西、宁夏和新疆等其他煤

焦油产能和综合利用大省和大部分地区环境保护部

门没有将煤焦油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环境监管ꎬ绝大

多数煤焦油产生单位和加工利用单位也不需按危险

废物进行申报和管理ꎮ
３ ２　 高温煤焦油管理定位不明确

　 　 针对危险废物名录中“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其他酸焦油和焦油(２５２－０１１－１１)”的描述ꎬ若将高

温煤焦油列为危险废物ꎬ这种管理归类与行业认识

和生产实际存在较大分歧ꎮ 目前煤化工行业里焦化

产生的高温煤焦油一直被当作重要的副产品ꎬ以自

行利用和销售为主ꎮ 产品质量标准 ＹＢ / Ｔ ５０７５—
２０１０«煤焦油»也是针对高温煤焦油的ꎮ 高温煤焦

油产能全国各地均有分布ꎬ目前山西、山东、内蒙等

几大高温煤焦油产能大省对其加工利用企业都是按

传统化工生产单位进行管理ꎬ产生单位和加工利用

单位均不按危险废物进行申报和管理ꎮ 目前ꎬ我国

已有大型炼焦企业开始发展煤焦联产生产模式ꎬ向
完整产业链结构和规模化加工方向发展ꎬ企业所属

地环境保护部门没有要求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ꎬ进行危险废物申报ꎮ
３ ３　 中低温煤焦油管理定位不准确

　 　 工业热源或城市煤气使用的煤气发生炉产生的

中低温煤焦油由于单位产生量较小、产生源分散ꎬ厂
内加工不经济ꎬ缺少规范的回收渠道ꎬ一般产生单位

将其作为副产品随机出售或粗放燃烧ꎬ去向不明ꎮ
北京焦化厂相关研究结果表明ꎬ中低温煤焦油粗放

燃烧的尾气中苯并芘等污染物的排放量比燃烧汽柴

油时超过国家标准几十倍ꎬ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ꎮ
除去河南、江西ꎬ无论高温煤焦油还是中低温煤焦油

均参照危险废物管理外ꎬ更多地区对于中低温煤焦

油监管较少ꎮ 河南于 ２０１２ 年发放了 ２ 家废煤焦油

收集和贮存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ꎬ但由于没有中

低温煤焦油集中利用厂家申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ꎬ陷入要么煤焦油不合理处置资源流失ꎬ要么收集

单位无法实现合法转移的尴尬局面ꎮ
３ ４　 煤焦油利用处置过程存在环境风险

　 　 高温煤焦油深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焦油渣和酸焦

油ꎬ焦油渣和酸焦油含油苯类、酚类、萘类等多种有

害致癌物质ꎬ属于危险废物ꎮ 但在大多数煤焦油加

工项目环评中ꎬ仅将焦油渣作为一般固体废物处理ꎮ
部分企业将焦油蒸馏后产生的酸焦油及渣送到煤场

配煤炼焦或按燃料油出售ꎮ
　 　 我国中低温煤焦油处置企业规模普遍低于国际

水平ꎬ布局分散ꎮ 低温煤焦油加工产业链条短ꎬ加工

深度不够ꎬ产业资源浪费严重ꎬ吨焦耗煤、水、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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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ꎬ煤气直接排空而未综合利用ꎬ煤焦油回收率低ꎬ
粉尘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突出ꎮ

４　 政策建议

４ １　 修订«危险废物名录»ꎬ实行分类管理

　 　 建议修订危险废物名录中“焦炭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其他酸焦油和焦油” 的提法为“中低温煤焦油

和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其他酸焦油”ꎮ 对煤焦油

进行分类管理ꎬ豁免高温炼焦产生的高温煤焦油ꎬ对
于煤气发生炉和兰炭干馏产生的中低温煤焦油ꎬ因
产生源分散ꎬ不合理收集、倒卖现象突出ꎬ且综合利

用具有较大的环境风险ꎬ建议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ꎮ
４ ２　 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ꎬ实现煤焦

油流向可控

　 　 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生效的国务院令第

５９１ 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ꎬ危险化学品的

生产、使用和经营需要获得相应的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ꎮ 煤焦油在危险化学品名录中有专

一的 ＣＡＳ 编号ꎬ属于第 ３ 类易燃液体中第 ２ 项中闪

点液体ꎬ随着配套制度的完善ꎬ煤焦油的产生、使用

和经营企业均需登记办理相关许可证ꎬ同时强化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ꎬ有效防控煤焦油去向不明及

不合理利用产生的环境风险ꎮ
４ ３　 加强煤焦油利用处置过程的环境监管

　 　 高温煤焦油深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焦
油渣、酸焦油、一般固体废物等污染物ꎬ废气中主要

污染物为苯并芘、沥青烟、非甲烷总烃等有机污染

物ꎬ以及酸性气体ꎬ焦油渣和酸焦油属于危险废物ꎮ
高温煤焦油深加工需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ꎬ落实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ꎬ妥善处置产生的危险废物ꎮ
对于中低温煤焦油的收集、加工利用处置单位ꎬ企业

应向环保部门申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ꎬ持证经营ꎮ
企业一要强化基础管理ꎬ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环境防

治、管理和处置责任ꎬ健全台帐、完善档案ꎬ落实危险

废物管理规章制度ꎬ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

施ꎬ制定应急预案ꎮ 二要严格依法处置ꎬ禁止将危险

废物擅自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

人、超经营范围的废物处置单位进行收集、贮存、利
用和处置ꎮ 三要规范处置程序ꎬ严格落实危险废物

转移联单及联单管理制度ꎮ 管理部门应从申报登

记、管理计划、管理制度、管理台帐、领导小组、应急

预案、转移联单和暂存场所等环节逐一核查ꎬ促使企

业实现危险废物管理的程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ꎮ
４ ４　 推动利用处置规模化ꎬ有效控制环境风险

　 　 高温煤焦油后续深加工产业发展相对成熟ꎬ规
模化煤焦油深加工过程环境风险相对较小ꎮ 我国目

前共有大中型煤焦油利用处置企业 １１０ ~ １３０ 家ꎬ其
中 １０ 万 ｔ / ａ 以上装置约占 １５％ꎬ３ 万 ｔ / ａ 以下的装

置约占 ７５％ꎬ产业集中度较低ꎮ 应合理规划产业工

业集中区ꎬ积极引导现有企业联合重组ꎬ实现产业集

约化、集群化发展ꎬ形成“煤－焦－油－气－电－化－材”
一体化的煤化工产业基地ꎬ实现煤炭资源的就地转

化、综合利用ꎬ提高综合竞争实力ꎮ 不断推广、扩大

煤焦油的加工、应用领域ꎬ提高深加工能力ꎬ改善利

用处置工艺ꎬ减少三废排放ꎮ 加强监管ꎬ禁止煤焦油

直接燃烧或与汽柴油混合燃烧等环境风险高的不合

理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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