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一、 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日益增长，其

中餐饮服务业的增长尤为迅速，虽然餐饮服务业为广大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但其产生的餐饮大气污染物也已成为城市大气的重要污染源，仅次于工业污染和

交通污染。餐饮油烟排放管理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由于点多面广，管

理成本高及管理手段的局限性，导致油烟污染管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和痛点： 

1)、空气质量指标中的 PM2.5、PM10 等指数居高不下； 

2)、油烟扰民投诉、信访居高不下； 

3)、餐饮企业的分布点多面广，传统管理手段及监测技术具有局限性、管理

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大； 

4）、餐饮企业普遍存在设备安装后不使用，不维护的问题，传统监管方式无

法持续跟踪餐饮企业实际排放情况，监管工作落实难度大。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

22 号）精神，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感知、智能视频等现代

信息技术，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要求，合理规划餐饮油烟管理，推进智

能设施、设备在智慧城管中的应用。着力预防、管控、解决城市管理领域中的“空

气污染、油烟扰民”等“城市病”。 

目前各地围绕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创新体制机制，搭建了餐饮油烟管理数据

中心，城市餐饮油烟管理智慧平台等，提升城市餐饮业油烟污染管理管控智能化、

服务人性化、应急快速化、决策科学化水平，蓝天保卫战旨在对餐饮油烟“散乱

污”进行治理，通过科学的监管技术手段进行管理，使得治理成果持续和有效。 

因此，通过制定标准对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技术要求进行明确和规范，能

够起到积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使得智慧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是餐饮污染物治理和监测行业健康发展需要。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  

承担制定标准单位为：杭州明瑞智能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为： XXX 

3.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主要起草人及分工为： 

XXXX 负责总体协调；XXX 负责技术方案研究；XXX 负责前期调研；XXX 负

责标准框架搭建和内容编写；XXX负责文本校核。 

4.主要工作过程（计划）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7月成立标准起草小组，进行专家论证。 

（2）团体标准立项 

2022 年 8日 申请团体标准立项，准备相关材料。 

（3）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9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一）编制原则 

编制《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技术要求》以标准化理论为指导，按照标准制

定方法，坚持以下原则进行： 

1、科学性：科学性是标准编制最基本的原则，本规范在参照了相关国家、

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分析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技术以及如何提高相关技术，以

确保管理平台安全、可靠和稳定运行。 

2、系统性和协调性：遵循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原则，并使其协调一致，互相

承接，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 

3、先进性：结合当下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发展的情况，综合国内外技术



融合的基础进行。 

4、兼容性：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保持一致性和兼容性。 

5、可操作性：标准内容紧密结合当下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情况，根据当

前现有建设和行业现状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依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的平台架构、管理端要求、用户端要求、

性能要求、接口要求等方面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的设计、建设和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5 平台架构 

6 管理端要求 

7 用户端要求 

8 性能要求 

9 接口要求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

论证 

  无 

五、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关系 

目前有国标 GB 18483-2001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规定了餐饮油烟排放的

限值，并规定实验室条件下饮食业油烟的采样及分析方法。对于餐饮油烟管理平

台尚无相关的国际、国家和行业的标准。通过制定本标准进一步规范市场，引领

行业有序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 

六、国外标准情况简要说明（包括拟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

先进标准编号及名称） 

无。 

七、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八、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

议 

餐饮油烟管理智慧平台的建设能够有效监管餐饮企业油烟排放，并通过持续

的监测数据反馈来保证餐饮企业对油烟净化工作的重视，确保油烟持续治理及设

备的清洗维护。同时，对于超标排放的餐饮企业能够做到精准定位、有效监管，

大大节省了餐饮油烟管理所付出的人力和财力，有效降低了管理难度。 

对于餐饮油烟管理平台尚无对应的国际、国家和行业的标准。通过制定本标

准，对应进一步规范市场，引领行业有序良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将产生积极的

社会效益。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

的影响，以及设置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 

本标准拟作为推荐性标准。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