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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研发基于燃烧参数、控制参数、烟气成分参数等大数据系统，建立了二

噁英产生量和排放量的多参数响应模型，可实时显示二噁英产生量、排放量和二

噁英超标原因等。通过实时估算数据提供预警，便于及时采取措施，促进二噁英

达标排放，可为环境管理提供参考，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利用大数据技

术符合当前技术发展方向，思路新颖，具有独创性。

该技术可应用于焚烧过程二噁英治理减排使用，包括垃圾焚烧、危废焚烧、

医废焚烧等有焚烧产生二噁英的行业。目前已应用于垃圾电厂及医废处理中心两

行业，共计 7家企业，本次评估对其中的 5家企业 39个检测点位进行对监测，

分析结果如下：

（1）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达标情况对比

39个监测点位经实验室检测，1个检测点位超标，达标率为 97.4%，采用该

技术同步模拟二噁英排放浓度，模拟值达标率为 84.6%。

（2）不同炉型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偏差情况

采用该技术计算模拟出的二噁英排放浓度，与实验室检测结果对比，垃圾电

厂炉排炉的偏差值在-0.096~0.053 ng TEQ/m³之间，偏差范围为-470%~68%；垃

圾电厂流化床炉的偏差值在-0.132~0.064 ng TEQ/m³之间，偏差范围为

-733%~68%；医疗废物处置厂热解汽化炉的偏差值在-0.001~0.004 ng TEQ/m³之

间，偏差范围为-3%~10%。

依据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020年 9月 22日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该

技术在如下两方面具有独特性：

（1）利用二噁英生成和温度、HCl、SO2、NOx、CO等因素的线性，通过大

数据计算分析得出二噁英实时浓度；

（2）通过分析影响二噁英生成的众多因素的数据得出二噁英超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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