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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环境更美好

消费升级带来了餐饮业的飞速发展

       2019年，全国餐饮收入达到 

4.6万亿元，同比增长9.4%，餐饮

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0%左右。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我

国餐饮收入3.95万亿，同比下降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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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环境更美好

城市餐饮业规模的迅速膨胀带来的是日趋严重的餐饮油烟污染问题

油烟（Cooking Fume）：食物烹饪、加

工过程中挥发的油脂、有机质及其加热分解

或裂解产物。

 [ 摘自：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污染物 不同餐饮类别主要组份（芳香烃、烷/烯/炔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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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环境更美好

餐饮油烟健康影响引起关注

• 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使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轻者表现为精神萎靡，重则原有的轻微疾

病发展成严重疾病。

• 引起基因突变、DNA损伤、染色体损伤等不同生物学效应的遗传毒性物质。

• 增加肺癌、子宫颈癌患病的风险。

• 导致不良妊娠反应及儿童呼吸系统发病。

2021年11月，“全球肺癌关注月”
钟南山院士呼吁关注厨房油烟健康隐患



科技让环境更美好

l 2021年11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1.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l （十四）加强大气面源和噪声污染

治理。强化施工、道路、堆场、裸
露地面等扬尘管控，加强城市保洁
和清扫。加大餐饮油烟污染、恶臭
异味治理力度。

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纳入中央文件要求

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餐饮油烟污染治理问题



科技让环境更美好

疫情下餐饮业的新特征：多业态融合 ，全时段经营

  2020年我国共有餐饮相关企业

960.8万家，2020年全年注册量

达到236.4万家，同比增长25.5%，

同时，全年注销量达32.1万家。

疫情加速餐饮业务线上转移。线

上消费经营时段被拓展，产品新

增夜宵、下午茶、早餐等，实现

全时段覆盖。

2020年在2-3月疫情攻坚阶段之
后，餐饮行业呈现出全方位的爆
发式反弹，餐企活跃度高于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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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环境更美好

问卷
+

访谈

餐饮油烟治理各利益相关方痛点

• 监管人力不足
• 餐饮企业家底不清

• 净化设备是否高效无法快速判断
• 设备商准入门槛低，市场鱼龙混杂

• 在线监控缺乏规范，难以推广

区环境执法大队
• 餐饮店选址禁区内开店
• 胡乱备案、超范围经营

• 重复的信访投诉
• 现场执法无法快速判断是否合规

区环境监测站
• 基准灶头数的核定

• 净化设施处理能力是否匹配难以判断
• 排气筒高度的明确

• 采样口不规范
• 国标中油烟的采集和检测方法难以操作

• 对除味措施的效果难以判定

餐饮企业
• 净化设施采购无方向，难以甄别
• 不知道如何做才算合规
• 台账记录麻烦且无序
• 无专业人员负责设备维护

环保设备供应商
• 低价竞争严重，市场不规范
• 设备清洗、维护需求低

公众

• 居所环境的油烟困扰
• 就餐餐厅的室内空气质量
• 油烟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

餐饮
企业

公众

环保
部门

环保
供应
商

区生态环境局



放管服新政策为餐饮行业事中事后监管带来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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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生态环境部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豁免部分项目环评手续办理”，对包括餐饮业在内的 10大类30小类行业的项目，不再填报环境影响
登记表。

2021年1月1日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餐饮单位不再纳入环评管理，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也不涉及餐饮业。

改革后餐饮单位源头管控处于“真空状态”，有的甚至连新开设餐饮单位的地址等信息都无法掌握，
造成后续监管难度很大。

违法选址的餐饮单位取得“合法”经营许可后，出现“政府部门处罚、关停的行政成本高，餐饮经营
者投入损失大，附近居民对油烟污染投诉强烈”的恶性循环，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很大困难。

餐饮单位不再纳入环评管理



执法依据适用困难

12

以超标排污进行处罚的难度较大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不正常使用油烟净
化设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认定违法行为要符合两个构成要件：

     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

     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实际操作中，油烟超标认定较为困难：

国标手工监测方法监测条件较为严格，很多餐厅不具备监测条件，无法实施监测；

油烟具有瞬时排放特征，国标手工监测方法难以抓取瞬时高值；

国标手工监测方法采样较为复杂耗时，执法效率较低。



创新监管模式无法律支撑

13

餐饮集聚区排放主体不明确

推行集中式餐饮企业集约化管理，强化业主或物业管理主体责任：

“统一备案，统一治理，统一管理”

商业中心强大的聚合能力、成熟简便的综合
管理，对餐饮有很大的吸引力。餐饮业也成
为商业地产招商项目中最重要的行业。
商业楼宇/餐饮集聚区成为城市餐饮油烟监
管的重点范围。

餐饮油烟第三方治理责任界定不清

鼓励推广“以油烟净化设备商为主导”的油烟第三方治理：

“设备商负责对其出售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清洗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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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试行）》

15

15

建设

运行

维护

维修

监管

选型不当，小马大车

材料劣质，结构简化

二手设备使用

油烟去除效果差

油烟去除要求低

安装不规范

运行不同步

定期清洗缺乏

故障修复不及时

现场监测条件难具备

现场监测成本高

基准灶头折算难
最大时段抓取难
油烟采样操作难

l 明确油烟收集要求
l 明确净化系统推荐技术及相关参数
l 明确油烟排风量与配套空间参数
l 增加环保性能标识
l 明确安装场地及配套空间要求
l 明确保养作业及采样空间要求
l 明确餐饮集聚区的油烟治理要求

油烟收集效果差

l 明确要求净化设备与排风机联动
l 明确要求专人负责，每日巡检制度

l 明确要求专人负责，鼓励委托第三方
l 明确故障修复期限
l 明确清洗要求、清洗频次要求
l 明确要求维护记录与保存

l 明确监测采样空间要求
l 采用标准油烟发生器
l 去除基准灶头折算
l 增加行为判断要点

5.油烟捕集要求
6.油烟净化要求
7.运行控制要求
附录A

7.运行控制要求

7.运行控制要求
8.台账记录要求
附录C

5.油烟捕集要求
6.油烟净化要求
8.台账记录要求
附录B



《餐饮业油烟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16

16

1、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一般要求

5、油烟捕集要求

6、油烟净化要求

7、运行控制要求

8、台账记录要求

附录A/B/C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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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油烟、气味限值标准满足DB31/844-2014
l  水污染物、环境噪声等污染物排放应符合所在地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满足国家/上海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l 宜采用低油脂、密闭烹饪器具、自动化烹饪、清洁燃料等措施，减少油烟的产生
l 应采取必要的油烟捕集措施，防止油烟污染对作业环境和就餐环境造成影响

源头减少油烟产生并采取必要的油烟捕集措施

l  餐饮服务企业应建立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专人或委托第三方进行运营管理、维护保
养油烟净化设施。

建立企业运维管理制度



油烟捕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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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灶头、烤炉宜采用上吸式排烟罩；火锅、烧烤宜采用环形侧吸罩或可伸缩上（侧）
吸罩，铁板烧宜采用条逢式侧吸罩。

l  在炉灶数量多且分布散的区域内，宜采用全室排风设施捕集散逸的油烟。

应为产生油烟或异味的炉灶配置吸（排）烟罩



油烟捕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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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 宜考虑炉灶发热量、炉灶尺寸、烟罩形状、烟罩尺寸和烟罩安装位置等影响因素。
l 油烟总排风量可按对应的炉灶总额定发热功率估算，对应1.67×108 J/h（或 46.39 

kW）发热功率的排风量按2000 m3/h计。

吸（排）烟罩排风量设计计算

l  蒸箱产生的蒸汽宜单独收集。使用固体燃料的炉灶产生的油烟应单独收集。

蒸箱和固体燃料油烟单独收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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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净化要求

提出油烟多级净化概念



油烟净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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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企业应安装与油烟设计排风量相匹配的油烟净化设施

l 机械过滤器（或与紫外光解器相结合）
l 旋网过滤器（或与紫外光解器相结合）
l 运水烟罩
l 吸收式油烟净化烟罩

餐饮服务企业应采用一级油烟净化设施对大颗粒油烟加以净化处理

符合下列任一情况时，应在一级油烟净化设施后采用二级油烟净化设施，对
细颗粒油烟加以净化处理：



油烟净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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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油烟净化设施

常见类型

基本原理

性能参数

金属滤网、金属折流板。

利用惯性，将油烟颗粒撞击在丝网或折流板上，与气体得以分离。

①大颗粒油烟（PM10）去除效率≥90%；

②气体流动阻力损失≤200 Pa。 

n 机械过滤器



油烟净化要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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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旋网过滤器

常见类型

基本原理

金属辐条组成圆形网盘，在电机驱动下高速旋转。

利用惯性与旋网拦截，将油烟颗粒撞击在辐条上，与气体得以分离。

性能参数 ① 大颗粒油烟（PM10）去除效率 ≥90%；

② 气体流动阻力损失 ≤150 Pa。

一级油烟净化设施



油烟净化要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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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紫外光解器

基本原理 利用紫外线（UVC）产生臭氧等物质的强氧化性，

氧化分解油烟等气态污染物，并通过长时间照射，

矿化油脂等有机物。

性能参数 ① 紫外波长（185-254）nm；

② 紫外灯功率≥240W（处理风量2000 m3/h）；

③ 工作温度≤60℃；

④ 紫外光强衰减率≤20%。

一级油烟净化设施

紫外光解器应与机械过滤器、旋网过滤器等配合使用



油烟净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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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运水烟罩

① 大颗粒油烟（PM10）去除效率 ≥90%；

② 气体流动阻力损失 ≤600 Pa。

基本原理

常见形式

喷淋式洗涤。通过与水雾接触，油烟颗粒被水滴

携带，与气体得以分离。

性能参数

一级油烟净化设施

排烟罩设置雾化喷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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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n  吸收式油烟净化烟罩

① 大颗粒油烟（PM10）去除效率 ≥90%；

② 气体流动阻力损失 ≤600 Pa。

基本原理

常见形式 排烟罩设置喷淋塔板系统。

喷淋塔板式洗涤。通过与喷淋液多次强化接触，

油烟颗粒被液体携带，与气体得以分离。

性能参数

一级油烟净化设施

油烟净化要求



油烟净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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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油烟净化设施应经国家环境保护产品认

证，且在设施认证与运行使用过程中，油烟

去除效率不低于90%

l 设施名称、型号、制造商；
l 额定处理风量；
l 外形尺寸；
l 国家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编号； 
l 主要性能参数。

二级油烟净化设施应具有物理或电子标识

油烟净化要求

注：满足DB31/844-2014或
CCAEPI-RG-052的要求



油烟净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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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基本原理

常见形式 由预过滤器、荷电器、收集器组成

利用高压放电形成电场，使油烟颗粒荷电，并收

集于极板上。

性能参数

二级油烟净化设施

① 过滤风速≤2.5 m/s；

② 荷电器直流工作电压（9.5-12）kV,收集器直

流工作电压（4.5-7.0）kV；

③ 极板间距≤6 mm；收集器长度（气流方向）

≥250 mm；

④ 细颗粒油烟（PM2.5）去除效率≥90%；

⑤ 气体流动阻力损失≤300 Pa。



油烟净化要求

29
29

n  湿式油烟净化设备

基本原理

常见形式 喷淋式填料或塔板洗涤塔

通过与喷淋液多次强化接触，油烟颗粒被液体携

带，与气体得以分离。

性能参数

二级油烟净化设施

① 空塔风速(1 -3) m/s；
② 液气比(1-2) L/m3；
③ 细颗粒油烟（PM2.5）去除效率≥90%；
④ 气体流动阻力损失≤（500-800） Pa。



油烟净化要求

30
30

l 高级氧化除味器
l 物理吸附或化学吸附除味设施

餐饮服务企业产生特殊气味并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造成影响时，应
采用除味设施对异味加以净化处理。

基本原理

常见形式 活性炭吸附器

性能参数

物理吸附器和化学吸附器是利用吸附介质巨
大的毛细孔表面积，通过物理吸附或化学反
应将气体污染物吸附在内表面，使气味物质
得以分离。

① 表面过滤风速（0.1-0.5）m/s；
② 吸附床厚度（50-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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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餐饮集聚区

商业楼宇、餐饮集聚区的餐饮服务企业宜根据管理要求，将一级油烟净化设施通过风管连

接至集中配置的后续油烟净化设施。



油烟净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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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油烟净化设施、除味设施、排风机和排气筒等应安装在净高不低于1.5米的专用场地内，并在
维护侧留有不少于0.45米的作业距离。

油烟净化设施规模
m3/h

专用场地面积
m2

2000～8000 4

6000～14000 5～8

10000～24000 6～10

20000～40000 9～12

30000～70000 10～20

50000～100000 16～30

餐饮油烟净化设施的监测采样空间，以及永久性采样口、采样测试平台及排污口标志，应符合DB 
31/844-201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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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企业应制定运行维护保养手册，以及日常巡检操作规程

l 油烟净化设施应与风机联动、同步运行；
l 油烟净化设施应每日巡检，排气筒无肉眼可见油烟，无对环境敏感目标造成影响

的气味；油烟净化设施和管道密封完好，无破损、无泄漏。

油烟净化设施应由专人负责运行控制



运行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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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净化设施维护保养频率要求

油烟净化设施 类型 维护保养频率

一级油烟净化设
施

机械过滤器 每周清洗一次

旋网过滤器 每月清洗一次

运水烟罩/吸收式烟罩 每月清洗一次

紫外光解器
每月清洁一次，使用时间达到设计寿命时

更换

二级油烟净化设
施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每月清洗一次

湿式油烟净化设备
每月清洗更换洗涤液，夏季每半个月清洗

更换洗涤液

除味设施 吸附式除味设施
每月检查，除味失效或使用时间达到设定

值更换除味介质

 其他
含有易被油烟沾污的部件时，每月清洗/清

洁
注1：配置自动清洗设备的餐饮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少清洗频次
注2：以上所述频率均发生在餐饮服务企业正常运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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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污染物的处理

通过现场或远程控制，油烟净化设施的主要性能参数在有效范围内运行

l 油烟净化设施产生的油污、失效滤料、失效吸附材料等固体废物应集中处理，避
免造成二次污染；

l 油烟净化设施现场清洗废水应经隔油处理后排放；异位集中清洗废水，应按所在
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要求进行处理。

l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的荷电器和收集器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和工作功率等；

l 紫外光解器的紫外灯管使用时长等；

l 除味设施的吸附材料使用时长等。

油烟净化设施出现故障应立即记录故障情况，并于48小时内修复



台账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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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企业应在运营期内完整保存以下文件

l .油烟净化设施技术文件，包括设计资料、施工图纸、产品说明书和合格证、国家环境保护产品认
证证书、监测报告等

l b. 纸质或电子形式记录油烟净化设施的巡检结果、维护保养（包括清洗）、故障修复等作业情况。
记录要求至少保存3年。

单位名称： 设施名称与编号：

日期 开机时
段

设运转状态 运行
参数

巡检时
间

记录
人

备
注

设施管道
密封 可见油烟 可 嗅 气

味     

         
         
         
1. 台账须每日如实记录。
2. 设施发生故障时，应在备注栏中注明发生时间和修复时间。

单位名称： 设施名称和编号：

日期 维护保养检修项目 废水、废
弃物去向 操作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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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小E



38
38

“大城小E”：定期更新发布“符合上海标准的油烟净化设备名录”

（每月最后一个周三发布更新）



餐饮油烟污染问题需要社会多元共治

政
府

社
会

市
场

餐饮油烟污染控制，是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



18017735241

linzysaes@163.com

大城小E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508号

更多交流，请联系：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林子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