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

项目名称（中文） 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项目名称（英文）

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涉及领域 工业 □农业 □服务业 □社会事业 □其他

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采用程度 □等同 □修改

采用何种标准 □ISO □IEC □ITU □其他

采用国际标准号

采用国际标准名称

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情况

项目类别 □国家科研项目 □自治区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下达单位

专利情况

是否涉及 □是 □否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所有人

姓名：

电话：

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与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必要性分析（800字以上）：

粉煤灰是燃煤电厂的烟气中收捕下来的细灰。我国每年约产生 5 亿吨粉煤灰，粉煤灰

大量堆存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

其中，内蒙古地区的粉煤灰具有高铝、高硅、低铁的特点，特别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由于特殊的地质背景，该地区粉煤灰中氧化铝的含量均在 35%以上，部分能达到 50%，属

于高铝粉煤灰。此类粉煤灰密度低、氧化铝含量高、储量丰富且活性较高。

粉煤灰氧化铝含量不同，可以利用的途径也不相同，氧化铝含量≥40%的粉煤灰可以

替代铝土矿资源进行工业级氧化铝的提取，降低我国对国外铝土矿的依存程度，保护国内

铝土矿资源，杜绝开采铝土矿对环境产生的危害；氧化铝含量在 35-40%的粉煤灰较适合

于陶瓷和耐火材料；氧化铝≤35%的粉煤灰较适宜于建筑高强陶粒的烧结或者作为建材原

料。不同氧化铝含量粉煤灰粒度等物理性指标相差不大，但氧化铝含量的不同导致其适合

后续应用的领域存在很大不同，因此按氧化铝含量不同进行粉煤灰无害化堆存，有利于后

续粉煤灰的综合利用。

通过对粉煤灰堆的边坡进行结构加固或非金属材料编织圈加固；并在加固好的粉煤灰

堆边坡上覆盖改良有机土，形成改良有机土层；在改良有机土层上种植以固土保水，形成

围绕粉煤灰堆的四周植被层；该方法有效解决了粉煤灰堆场的扬尘问题，并且实现了粉煤

灰堆场的生态恢复。

标准通过对专利技术的转化，实现对粉煤灰进行分类堆存和后续利用、浪费资源和土

地的技术问题，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该技术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固碳的

同时减轻粉煤灰堆存对环境的影响，符合国家“双碳”政策，产生显著的环保和经济效益。

通过标准的梳理，自治区范围内暂未出台相关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类标准，亟需制定

该标准来填报自治区相关标准的空缺。标准的制定与推广实施，将有助于资源的再利用和

实现循环经济。将粉煤灰应用于环境修复和土壤改良中，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避免浪费

和排放，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可行性分析（800字以上）：

粉煤灰在环境修复与土壤改良中的可持续利用方案为资源的再利用和循环经济提供

了新的途径。通过将粉煤灰应用于沉积物调节、液体污染控制、重金属污染治理、土壤酸

碱调节、植物生长促进等领域，可以改善环境质量、增加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同时减少了

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这些应用不仅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和土壤质量下降的挑战，还为可持

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因此，粉煤灰在环境修复与土壤改良中的可持续

利用是一项有潜力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对保护环境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植被恢复：粉煤灰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可以作为土壤改良剂来提高土

壤肥力和水分保持能力，促进植被恢复。同时，粉煤灰中的矿物质和有机物质也有助于根

系发育和植物营养吸收，提高植被的抗病虫害能力。

土壤污染修复：粉煤灰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和化学活性，可以有效吸附和稳定重金属

等有害物质，减少其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因此，粉煤灰在土壤污染修复中可以作为有

效的吸附剂和固化剂，帮助清除和修复受污染的土壤。

通过利用粉煤灰对植被恢复和土壤污染修复能力，标准按照下层堆放电厂固废，上层

为采用土壤改良剂配方进行改良后的适合种植表层为主要技术路线。不但隔离了电厂固废

与地面作物的接触，消除了下层的电厂固废对作物可能的不良影响，而且采用粉煤灰和脱

硫石膏等火电固废和城市污泥等工业固废作为构建土壤层的主要原料，从传统单一的对土

壤养分、结构改良转变为协同利用各种固废对构建土壤层进行准确设计，进而从本质上改

变当地土壤贫瘠、沙化严重的现状。利用各种固废中有益于植物吸收利用的矿物离子和有

机物质构建良好的土壤环境，充分实现“以废治废”，达到治污、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修

复的三重效果。

本标准通过采用粉煤灰、脱硫石膏等火电固废对治理区域进行填充，研究确定土壤改

良剂最优配方和制备条件，在填充区域表面采用土壤改良剂进行土壤改良并构建适合作物

生长的土壤层，选取适合当地气候条件和改良土壤的作物进行种植，改善区域的水土流失、

抑制扬尘，有效改善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

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的通则、现状调查、评价与诊断、生态修复设计、生态

修复技术措施、监测与验收、管理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火电厂燃煤过程所产生的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相关技术工作。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国内技术状况，国际或国外、其他团体有哪些同类标准？）

国内外技术状况：

现行标准情况：

通过现行标准的梳理，生态修复类现行标准 47项，主要集中在矿山修复、草原生态修复

及海洋生态修复，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类标准暂未发布。



基本思路、工作计划、保障措施：

1、基本思路：

通过对粉煤灰堆场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通过调研、数据分析等手段，制定粉煤灰堆场生

态修复技术规范地方标准，为恢复粉煤灰堆场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实现良好的经济效

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较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2、工作计划：

（1）第一阶段（2023 年 11 月-2023 年 12 月）：成立工作组，开展预研工作。

成立技术规范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负责统筹安排技术规范制定实施进度，协

调工作组与地方主管部门或组织内相关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调研等工作。

政策分析、文献研究：通过搜集、鉴别、整理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文献，全面地、准确

地了解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主要技术内容，明确研究目标和制定研究方案。

调查研究、案例实证：根据前期制定的研究目标和方案，通过实地考察、座谈研讨等多种

方式和途径，工作组主要成员赴区内外调研学习，深入了解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的相关技

术。

（2） 第二阶段（2024 年 1 月—2023 年 6 月）：起草标准、申报地方标准立项。

依据技术现状和数据资料，确定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工艺技术路线，形成粉煤灰堆场生态

修复技术规范标准草案开展地方标准申报立项工作。

（3） 第三阶段（2024 年 7 月—2024 年 12 月），标准研制阶段。

根据地方标准立项情况，开展标准的研制工作，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和完成形成征求意见

稿。

（4） 第四阶段（2025 年 1 月-3 月）：征求意见。

粉煤灰堆场生态修复技术规范征求意见阶段：根据规范制定程序，结合自治区内粉煤灰堆

场生态修复的实际、工作重点以及发展方向等，对规范体系框架和规范制定草案修改完善

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向全区各部门征求意见，收集整理各责任单位的意见。

（4） 第五阶段（2025 年 4 月—2025 年 7 月），技术审查，完成标准报批。

——审查发布规范：按照规范制定程序，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完善规范形成标准送审稿，

并通过技术审查，发布标准。



3.保障措施：

（1）成立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和决策工作机制的建立、协调保障相关工作的有效推进。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负责粉煤灰生态修复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研究，落实工作任务，确保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以及今后标准的修订等工作。

（2）起草单位抽调技术骨干形成工作组，由起草单位“一把手”任组长，为标准编制工

作提供组织保障。

（3）建立专家咨询组，邀请业内精深研究和现代化专家共同组成专家咨询组，对规范制

定给予指导。

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800字以上，需要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必要的试验验证数据及统计分析（需要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