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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４０号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汽车制造业 （涂装）》等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

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及编号如下：

清洁生产标准 汽车制造业 （涂装）（ＨＪ ／ Ｔ ２９３—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铁矿采选业 （ＨＪ ／ Ｔ ２９４—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上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ＨＪ ／ Ｔ ２９４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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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进一步推动

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并为铁矿采选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

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铁矿采选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

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

定，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

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六类。考虑到铁矿采

选行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别分为四类 （采矿类）和五类 （选矿类），即装备要求、资

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选矿类，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马鞍山矿山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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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铁矿采选业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铁矿采矿 （包括地下采矿和露天采矿）和选矿 （包括重选、磁选和浮选）企业的清

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

ＧＢ １１９０１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ＧＢ １２９９８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 １２９９９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ＧＢ １３４５６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 Ｔ ７１１９ 评价企业合理用水技术通则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

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

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土地复垦

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

利用状态的活动。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铁矿采选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露天开采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露天开采类）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与装备要求

穿孔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效、

信息化 程 度 高、大 孔 径、

配有除尘净化装置的牙轮

钻、潜孔钻等凿岩设备

采用国内的先进高效、

较大孔径、配有除尘净化

装置的牙轮钻、潜孔钻等

凿岩设备

采用国产较先进的配

有除尘净化装置的牙轮

钻、潜孔钻等凿岩设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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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爆破

采用国际先进的机械化

程度高的装药车和炮孔填

塞机，采用仿真模拟的控

制爆破技术

采用国内先进的机械化

程度较高的装药车和炮孔

填塞机，采用优化的控制

爆破技术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机

械化装药设备，采用控

制爆破技术

铲装

采用国际先进的效率高、

信息化程度高、大型化电

铲，配有除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效率较

高、大型化的电铲，配有

除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机

械化装岩设备，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运输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效铁

路运输、胶带运输，或公

路—铁 路、汽 车—破 碎—

胶带联合运输系统；配有

除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高效铁

路运输、胶带运输，或公

路—铁 路、汽 车—破 碎—

胶带联合运输系统；配有

除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机

械化运输系统，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排水
满足 ３０ 年一遇的矿坑涌

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 ２０ 年一遇的矿坑涌
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最大的矿坑涌水

量排水要求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回采率 ／ ％ ≥ ９８ ≥ ９５ ≥ ９０

贫化率 ／ ％ ≤ ３ ≤ ７ ≤ １２

采矿强度 ／ ［ｔ ／ （ｍ·ａ）］ ≥ ６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电耗 ／ （ｋＷ·ｈ ／ ｔ） ≤ ０ ７ ≤ １ ２ ≤ ２ ５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废石综合利用率 ／ ％ ≥ ２５ ≥ １５ ≥ １０

四、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基本

齐全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穿孔、爆破、铲装、

运输等主要工序的操

作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

运行无故障、设备完好率

达 １００％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

运行无故障、设备完好率

达 ９８％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设

备完好率达 ９５％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

制度，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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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生产工艺用水、用

电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并

制定严格计量考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并

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环

境

管

理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订近、远期计划并监

督实施

制订近期计划并监督实

施

制订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穿孔、爆破、铲装、运输等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进行定期监测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划，
复垦管理纳入日常生产管

理；

２）土地复垦率达到 ８０％
以上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划，
复垦管理纳入日常生产管

理；

２）土地复垦率达到 ５０％
以上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
划；

２）土 地 复 垦 率 达 到

２０％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废石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要求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地下开采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２。
表 ２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地下开采类）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与装备要求

凿岩

采用国际先进的信息化

程度高、凿岩效率高、配

有除尘净化装置的凿岩台

车

采用国内先进的凿岩效

率较高、配有除尘净化装

置的凿岩台车

采用国产较先进的配

有除尘净化装置的凿岩

设备

爆破

采用国际先进的机械化

程度高的装药车，采用控

制爆破技术

采用国内先进的机械化

程度较高的装药车，采用

控制爆破技术

厚矿体采用机械化装

药，薄矿体采用人工装

药

铲装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效、

能耗低的铲运机、装岩机

等装岩设备，配有除尘净

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高效、

能耗较低的铲运机、装岩

机等装岩设备，配有除尘

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机

械化装岩设备，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运输
采用高效、规模化、配套的机械运输体系，如电机车

运输，胶带运输，配有除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机

械化运输体系，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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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提升
采用国际先进的自动化

程度高的提升系统

采用国内先进的自动化

程度较高的提升系统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提

升机系统

通风

采用配有自动控制、监

测系统的通风系统，采用

低压、大风量、高效、节

能的矿用通风机

采用大风量、低压、高效、节能的矿用通风机

排水
满足 ３０ 年一遇的矿井涌

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 ２０ 年一遇的矿井涌

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矿井最大涌水量

排水要求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回采率 ／ ％ ≥ ９０ ≥ ８０ ≥７０

贫化率 ／ ％ ≤８ ≤ １２ ≤ １５

采矿强度 ／ ［ｔ ／ （ｍ２·ａ）］ ≥ ５０ ≥ ３０ ≥ ２０

电耗 ／ （ｋＷ·ｈ ／ ｔ） ≤ １０ ≤ １８ ≤ ２５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废石综合利用率 ／ ％ ≥ ３０ ≥ ２０ ≥ １０

四、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基本

齐全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凿岩、爆破、铲装、

运输等主要工序的操

作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

运行无故障、设备完好率

达 １００％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

运行无故障、设备完好率

达 ９８％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设

备完好率达 ９５％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

制度，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用

电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并

制定严格计量考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并

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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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环

境

管

理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订近、远期计划并监

督实施

制订近期计划并监督实

施

制订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凿岩、爆破、铲装、运输等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进行定期监测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划，

复垦管理纳入日常生产管

理；

２）土地复垦率达到 ８０％
以上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划，

复垦管理纳入日常生产管

理；

２）土地复垦率达到 ５０％
以上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

划；

２）土 地 复 垦 率 达 到

２０％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废石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要求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选矿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３。
表 ３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选矿类）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与装备要求

破碎筛分

采用国际先进的处理量

大、高效超细破碎机等破

碎设备，配有除尘净化设

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处理量

较大、效率较高的超细破

碎机等破碎设备，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旋

回、鄂式、圆锥锤式破

碎机等破碎设备，配有

除尘净化设施

磨 矿

采用国际先进的处理量

大、能耗低、效率高的筒

式磨矿机、高压辊磨机等

磨矿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处理量

较大、能耗较低、效率较

高的筒式磨矿机、高压辊

磨机等磨矿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筒

式磨矿、干式自磨、棒

磨、球磨等磨矿设备

分 级

采用国际先进的分级效

率高的高频振动细筛分级

机等分级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分级效

率较高的电磁振动筛、高

频细筛等分级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旋

流分级、振动筛、高频

细筛等分级设备

选 别

采用国际先进的回收率

高、自动化程度高的大粒

度中高场强磁选机和跳汰

机、立环脉动高梯度强磁

选机、冲气机械搅拌式浮

选机等选别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回收率

较高、自动化程度较高的

大粒度中高场强磁选机和

跳汰机、立环脉动高梯度

强磁选机、冲气机械搅拌

式浮选机等选别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回

收率较高的立环式、平

环式强磁选机、机械搅

拌式浮选机、棒型浮选

机等选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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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脱水过滤

采用国际先进的效率高、

自动化程度高的高效浓缩

机和大型高效盘式过滤机

等脱水过滤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脱水过

滤效率较高、自动化程度

较高的高效浓缩机和大型

高效盘式压滤机等脱水过

滤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脱

水过滤效率较高的浓缩

机和筒式压滤机等脱水

过滤设备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金属回收率 ／ ％ ≥ ９０ ≥ ８０ ≥ ７０

电耗 ／（ｋＷ·ｈ ／ ｔ） ≤ １６ ≤ ２８ ≤ ３５

水耗 ／（ｍ３ ／ ｔ） ≤ ２ ≤ ７ ≤ １０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废水产生量 ／（ｍ３ ／ ｔ） ≤ ０ １ ≤ ０ ７ ≤ １ ５

悬浮物 ／（ｋｇ ／ ｔ） ≤ ０ ０１ ≤ ０ ２１ ≤ ０ ６０

化学需氧量 ／（ｋｇ ／ ｔ） ≤ ０ ０１ ≤ ０ １１ ≤ ０ ７５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 ≥ ９５ ≥９０ ≥ ８５

尾矿综合利用率 ／ ％ ≥ ３０ ≥ １５ ≥ ８

五、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基本

齐全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破碎、磨矿、分级

等主要工序的操作管

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

运行无故障、设备完好率

达 １００％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

运行无故障、设备完好率

达 ９８％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设

备完好率达 ９５％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

制度，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用

电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并

制定严格计量考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并

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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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环

境

管

理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订近、远期计划并监

督实施

制订近期计划并监督实

施

制订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水、气、声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进行定期监测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 （尾矿库）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划，

复垦管理纳入日常生产管

理

２）土地复垦率达到 ８０％
以上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划，

复垦管理纳入日常生产管

理

２）土地复垦率达到 ５０％
以上

１）具有完整的复垦计

划，并纳入日常生产管

理

２）土 地 复 垦 率 达 到

２０％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尾矿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要求

注：选矿为单位原矿。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均采用铁矿采选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５１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方法见 ＧＢ １２９９９、ＧＢ １２９９８、ＧＢ １１９０１ 和 ＧＢ １１９１４。

５２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５３ 企业的原材料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废水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及相关技术经济指标等，以法

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

５４ 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４  １ 回采率。

回采率是区域矿石采出量与区域内矿石储量的比值。

５４  ２ 贫化率。

贫化率是工业储量品位 （Ｃ）与采出矿石品位 （Ｃｃ）的差值与工业储量品位的比率。

Ｐ ＝
Ｃ － Ｃｃ
Ｃ × １００％

式中：Ｐ———贫化率，％；
Ｃ———工业储量品位，％；

Ｃｃ———采出矿石品位，％。

５４  ３ 采矿强度。

地下矿山采矿强度是指每平方米采场面积年产矿石量。

ｑ ＝ ＡＳ
式中： ｑ———地下矿山采矿强度，ｔ ／ （ｍ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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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采矿工作面全年采出矿石量，ｔ ／ ａ；
Ｓ———本年度进行回采的各采场面积之和，ｍ２。

露天矿山采矿强度是指每米采矿工作线年产矿石量。

ｑ ＝ ＡＬ
式中： ｑ———露天矿山采矿强度，ｔ ／ （ｍ·ａ）；

Ａ———采矿工作面全年采出矿石量，ｔ ／ ａ；
Ｌ———本年度各采场采矿工作线长度之和，ｍ。

注：计算中采矿工作线长度按有效采矿工作线取用。

５４  ４ 金属回收率。

ε ＝
（γ ×β）
α

× １００％

式中：ε———金属回收率，％；

γ———精矿产率，％；

β———精矿品位，％；

α———原矿品位，％。
５４  ５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年生产的矿石量与全员人数的比值。

５４  ６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 （年），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

比。总用水量是指主要生产用水、辅助生产用水和附属生产用水之和。

Ｒ ＝
Ｖ ｒ
Ｖ ｔ
× １００％

Ｖ ｔ ＝ Ｖ ｒ ＋ Ｖ ｆ
式中：Ｒ———重复利用率，％；

Ｖ ｒ———重复利用水量 （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ｍ３；

Ｖ ｆ———生产过程中取用的新水量，ｍ３；

Ｖ ｔ———生产过程中总用水量，为 Ｖ ｒ和 Ｖ ｆ之和，ｍ３。

５４  ７ 废石综合利用率。

废石综合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 （年），回收利用的废石量与同期废石产生量之比。

５４  ８ 土地复垦率。

土地复垦率是累计的土地复垦面积与累计的废弃地面积之比。

５４  ９ 尾矿综合利用率。

尾矿综合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 （年），尾矿综合回收利用量与同期尾矿产生量之比。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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