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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蓄热燃烧装置 RTO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的废气末端处理设施，普

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工厂尾气治理。随着蓄热燃烧装置 RTO的普及，由于缺少

相关的运行维护标准，以及各企业缺乏相关的运行维护经验，RTO设备发生机

械故障后鲜少得到及时处理。部分企业对于 RTO管理认知薄弱，致使进气浓度

过高，加之管理人员操作不当等原因，某些工厂发生爆炸和火灾等安全事故，引

起相关管理部门的密切关注。

为深刻汲取蓄热燃烧装置 RTO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进一步规范企业 RTO炉

系统建设，指导使用单位科学安全地管理和使用 RTO炉系统，特制定本规范。

二、项目来源

目前国内有关RTO运行维护参考资料有限，特此提出制订《蓄热燃烧装置运

行维护规范》的编制任务。上海睿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标准的编制工作。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睿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XXX、XXX。

本标准起草人为：XXX、XXX、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前期准备工作

2022年 7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与上海睿筑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对接工作。整理蓄热燃烧装置 RTO相关标准，初步确定标准框架内容。

2022年 9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正式将标准立项，标准名称

为《蓄热燃烧装置运行维护规范》。

2023年 10月，第一次标准制定会议，成立标准编制小组，确定相关标准各

章节的内容，起草相关标准文本草案。

2023年 5月 22日，第二次标准制定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探讨，调整了标

准章节的顺序，补充调试、日常巡检、常见故障处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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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27日 ，第三次标准制定会议，再次对标准二稿进行商讨，对

部分细节说明进行修改。

2023年 9月 20日，形成征求意见稿及标准编制说明。

3.2.2征求意见

2023年 9月 26日起，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协会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

3.2.3专家审评

四、现状要求

4.1 现阶段蓄热燃烧装置相关要求

2019年 8 月 27日工信部批准了 RTO行业标准《工业有机废气蓄热热力燃

烧装置》（JB/T13734-2019），其中 5.5安全要求对于 RTO安全提示标志、温度及

压力监控、燃烧系统保护、防雷接地、电气控制、爬梯等均做了相关要求。

2020年 1 月 14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 2020年第 6号公告，批准《蓄热燃

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1093-2020），5.1.4提出“治理工程在

设计、建设、运行过程中应优先并充分考虑安全因素。”

2021年 12月 24日，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与生态环境厅联合组织编写

的《蓄热式焚烧（RTO炉）系统安全技术要求》（试行），规定了 RTO炉系统的

工程设计、安装、验收与运行管理的安全技术要求。

2022年 8月 5日，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发布了《蓄热燃烧装置

安全风险评估指南》（T/EERT 026-2022），规定了评估程序、设备设施评估、运

维管理评估、应急处置评估、风险等级判定等内容。

4.2相关标准概况

我国针对蓄热燃烧装置的管理，相继发布了《工业有机废气蓄热热力燃烧装

置》（ JB/T13734-2019）、《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1093-2020）、《蓄热式焚烧（RTO炉）系统安全技术要求》（试行）、《蓄热

燃烧装置安全风险评估指南》（T/EERT 026-2022）等标准。

针对蓄热燃烧装置的运行与维护，我国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规范性文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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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因此，为满足市场上蓄热燃烧装置的运行、维护要求，提升蓄热燃烧装置运

行、维护的有效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在对相关标准的研究分析与实践经验总结

的基础上，需要通过调查分析、实验论证，制订对蓄热燃烧装置运行、维护有指

导意义的团体标准，引领蓄热燃烧行业健康稳步发展。

4.3 蓄热燃烧装置运行状况调研

应用场景 蓄热燃烧工艺 运行存在的问题

化工行业 洗涤处理+蓄热燃烧

1.管道、炉体腐蚀严重，未及时进行修复；

2.化学洗涤液储液桶没有明显标志；

3.化学洗涤塔循环液 pH值不满足设计要求，药液的

使用没有台帐；

4.pH计数值不准，没有及时清洗探头和检定；

5.备用水泵和风机长期不进行切换使用；

6.操作人员对设备的操作、维护流程不了解，操作不

规范，单位没有提供培训，也没有指导意见。

医药行业 洗涤处理+蓄热燃烧

1.废气组分随产品变动大，浓度波动大；

2.管道、炉体腐蚀严重，未及时进行修复；

3.洗涤段易结盐，炉体易堵塞；

4.化学洗涤液储液桶没有明显标志；

5.化学洗涤塔循环液 pH值不满足设计要求，药液的

使用没有台帐；

6.pH计数值不准，没有及时清洗探头和检定；

7.备用水泵和风机长期不进行切换使用；

8.操作人员对设备的操作、维护流程不了解，操作不

规范，单位没有提供培训，也没有指导意见。

半导体行业 转轮+蓄热燃烧
1.含硅废气堵塞严重，未及时清理；

2.转轮吸附效率低，未分析原因和检修。

喷涂行业
过滤+转轮+蓄热燃

烧

1.过滤材料到达终压后未及时清理或更换；

2.转轮吸附效率低，未分析原因和检修。

3.蓄热燃烧装置能耗大，未分析原因和处理。

通过调查，发现普遍存在以下几点共性问题：

1.操作人员操作不规范，操作没有专人负责，操作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2.运营单位普遍反映蓄热燃烧装置的运行维护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文件，不知

道如何培训操作人员。

3.缺乏运行维护的检查记录，没有统计报表。

五、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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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编制原则

与实际生产相契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是基于现有蓄热燃烧技术与设施的运

行情况，与实际生产情况相符。

与相关管理要求相符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突

破现有法律法规，同时也要满足相关国家、行业的标准要求。

强化设施运行管理规范。从标准的角度进一步强化运行维护的要求，确保蓄

热燃烧设施的运行规范、高效。

5.2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规定蓄热燃烧装置运行维护要求，确保蓄热燃烧装置安全、稳定、高

效运行，达标排放，实现废气净化、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目的。

5.2.1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蓄热燃烧装置的运行和维护，也可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

日常管理和环保管家等生态环境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工作提供参考。

5.2.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制定本技术要求依据的是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大气环境治理工程技术标准

等。对于治理设施安全、检测等方面的规定，均引用现行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5.2.3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对标准条文的理解，对本标准中涉及的技术名词予以定义。对在其

他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上已经定义的术语如果适用于本标准的，在本标准中不

再重新进行定义。

5.2.4基本内容

本技术规范包括蓄热燃烧装置运行维护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总体要求、

预处理系统、蓄热燃烧系统、风机、安全装置、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应急处置、

环境保护、安全与职业健康等内容。

（1）总体要求

总体要求包括主要工作内容、文件管理、人员管理等。

（2）运行维护要求

运行维护要求包括系统调试、日常巡检与维护、故障诊断及处置要求。给出

了预处理系统、蓄热燃烧系统、风机、安全装置、远程在线监测系统的具体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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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案。

（3）环境保护、安全与职业健康

该部分内容对环境保护、安全和职业健康等方面做了规定。

（4）资料性附录

资料性附录包括蓄热燃烧装置维修保养细则表。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详细规定了蓄热燃烧装置系统各部分的调试、日常巡检与维护、故障

诊断及处置要求，使该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2）填补了蓄热燃烧装置运维领域的空白，给出了蓄热燃烧装置检查、维

护、保养等表格，为蓄热燃烧装置管理单位提供了依据。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7.1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2021年 12月 24日，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与生态环境厅联合组织编写

的《蓄热式焚烧（RTO炉）系统安全技术要求》（试行），规定了 RTO炉系统的

工程设计、安装、验收与运行管理的安全技术要求。

2022年 8月 5日，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发布了《蓄热燃烧装置

安全风险评估指南》（T/EERT 026-2022），规定了评估程序、设备设施评估、运

维管理评估、应急处置评估、风险等级判定等内容。

目前国内还没有蓄热燃烧装置运行维护管理的专用标准，只有一些标准中对

蓄热燃烧装置运行管理提出了简单的要求，《工业有机废气蓄热热力燃烧装置》

（JB/T13734-2019）的第 5节，对 RTO的安全提出了相关要求；《蓄热燃烧法工

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1093-2020）的第 5节仅指出蓄热燃烧装置的

设计、建设、运行应优先并充分考虑安全因素；《蓄热式焚烧（RTO炉）系统安

全技术要求》（试行），对 RTO的设计、安装、运行安全、维护保养、应急处置

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第 7节维护保养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未提出实质性的规

定；《蓄热燃烧装置安全风险评估指南》（T/EERT 026-2022）对干工业企业蓄热

燃烧装置的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管理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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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在上述规范的基础上，对蓄热燃烧装置的各部分系统的调试、巡检、

排除故障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为蓄热燃烧装置管理单位提供了调试、巡检、排除

故障的依据。

7.2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符合团体标准制定要求，无冲突情况。

7.3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引用了以下规范性文件：

GB 4272 设备及管道保温设计通则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

HJ 1093—2020 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DB 33/T 1149

八、社会效益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对建立整个行业的标准化体系将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

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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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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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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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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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馈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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