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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５４号

为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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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解锰行业》等五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电解锰行业 （ＨＪ ／ Ｔ ３５７—２００７）
二、清洁生产标准 镍选矿行业 （ＨＪ ／ Ｔ ３５８—２００７）
三、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氨纶）（ＨＪ ／ Ｔ ３５９—２００７）
四、清洁生产标准 彩色显像 （示）管生产 （ＨＪ ／ Ｔ ３６０—２００７）
五、清洁生产标准 平板玻璃行业 （ＨＪ ／ Ｔ ３６１—２００７）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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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ＨＪ ／ Ｔ ３５９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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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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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化

纤行业 （氨纶）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

理水平，化纤行业 （氨纶）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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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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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ＨＪ ／ Ｔ ３５９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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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氨纶）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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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干法溶剂纺丝工艺路线的氨纶生产厂家 （不包括原料生产和生活过程）的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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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２９９８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 ／ Ｔ １２９９９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ＧＢＺ ／ Ｔ １６０ ６２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胺类化合物

ＨＪ ／ Ｔ 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从源头削减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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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气污染物产生指标和固体废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水

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和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

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固体废物产生指标是指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染物种类和单排量。

３３ ＰＴＭＧ、ＭＤＩ
是氨纶生产中使用的主要原料，ＰＴＭＧ （或 ＰＴＭＥＧ）指聚丁二醇 （聚四亚甲基醚二醇），ＭＤＩ指二

苯基甲烷 － ４，４ － 二异氰酸酯。

３４ ＤＭＦ、ＤＭＡｃ
分别是二甲基甲酰胺和二甲基乙酰胺的简称，是氨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溶剂和产生的主要

污染物。

３５ 废液

主要源于溶剂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制精馏塔的塔底液以及组件清洗等，主要含有高聚物、ＤＭＦ 或

ＤＭＡｃ等有机物。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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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废渣

在纺丝过程中更换原液过滤器及喷丝板时排放的废原液，用水凝固析出溶剂后，剩下的废固体

胶块即为工艺废渣。

３７ 废气

主要源于纺丝甬道中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蒸发后产生的气体和燃烧产生的气体，经一系列处理后排放
到大气中。

３８ 工艺用水回用率

指回用水量与工艺用水量之比，回用水量指生产过程所产生的较清洁水 （包括冷却循环水以及

其他较清洁的工艺排水）以及经简单处理后回用的水量之和。因此工艺用水回用率不等同于冷却循

环水利用率。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化纤行业 （氨纶）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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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纤行业 （氨纶）清洁生产标准各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化纤行业 （氨纶）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原料贮存 有机物料贮藏在密封的容

器中；易被氧化的物质用氮

气保护；使用清洁能源

有机物料贮藏在密封的

容器中；易被氧化的物质

用氮气保护

有机物料基本贮藏在

密封的容器中；易被氧

化的物质用氮气保护

２  原料准备 全部使用散装 ＭＤＩ ／散装

ＰＴＭＧ ／散装 ＤＭＡｃ

使用散装 ＭＤＩ ／散装 ＰＴ

ＭＧ ／散装 ＤＭＡｃ或 ＤＭＦ达到

５０％

使 用 散 装 ＭＤＩ ／散 装

ＰＴＭＧ ／散装 ＤＭＡｃ或 ＤＭＦ
达到 ３０％

３ 聚合 使用变频电机控制；利

用液位差输送原料；放空

总管上加装水喷淋等装置

以回收 ＤＭＡｃ

使用变频电机控制；放

空总管上加装水喷淋等装

置以回收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采用合适的电机

４  废液贮运 密封贮运精制废液、废

渣，通 过 管 道 直 接 打 入

ＤＭＡｃ精制贮槽

密封贮运精制废液、废

渣，通 过 管 道 直 接 打 入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精制贮槽

密封贮运精制废液、

废渣，手工加入 ＤＭＦ 或

ＤＭＡｃ精制贮槽

５  自动控制

聚合、纺丝、精制、后

处理及辅助系统全部采用

精度、可靠性、扩展灵活

性 较 高 的 集 散 控 制 系 统

（ＤＣＳ）以及有精制残液固

化装置

大部分采用了集散控制系统 （ＤＣＳ）和溶剂回收的节

能设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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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６  公用工程 （电源、供热

设施、冷却装置、空调等）

节能要求

全部采用新型节能配电

压器，先进节电、节能新

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

大部分采用新型节能配

电压器，先进节电、节能

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

采 用 较 先 进 的 节 能

设备

７  事故性泄漏防范装置 具备消防自动报警、自动喷淋、消防水收集系统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原辅材料的选择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优先使用安全型、健康型、

环保型的物质，并且其生

产过程对生态环境和人体

健康无明显影响，可循环

利用和再生性较好的溶剂

ＤＭＡｃ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优先使用安全型、健康型、

环保型的物质，并且其生

产过程对生态环境和人体

健康无明显影响，可循环

利用和再生性较好的溶剂

ＤＭＡｃ或 ＤＭＦ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优先使用安全型、健康

型、环保型的物质，并且

其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和

人体健康无明显影响，可

循环利用和再生性较好，

溶剂使用量不超过设计量

２  原辅材料的利用率 ／ ％ ≥９０ ≥８５ ≥８０

３  原辅料消耗量：

下机氨纶丝总消耗 ／（ｋｇ ／ ｔ）
≤１ １００ ≤１ ２００ ≤１ ２５０

４  耗新鲜水量 ／（ｔ ／ ｔ） ≤４０ ≤６０ ≤１１０

５  万元产值能（电、煤、油、

气）耗（以标煤计）／（ｔ ／万元）
≤０ ５ ≤１ ０ ≤１ ２

三、产品指标

１  包装 氨纶丝包装采用有利于回收再利用的纸箱

２  产品合格率 ／ ％ ≥９９ ０ ≥９８ ０ ≥９６ ０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１  废水

２  废气

３  固体

废物

废水产生量 ／（ｔ ／ ｔ） ≤１５ ≤３５ ≤７０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 ／（ｋｇ ／ ｔ） ≤６ ０ ≤２８ ≤１４０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产生量 ／（ｋｇ ／ ｔ）

ＤＭＡｃ≤４
ＤＭＦ≤１１

ＤＭＡｃ≤８

ＤＭＦ≤２５

ＤＭＡｃ≤２０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产生量 ／（ｋｇ ／ ｔ）

ＤＭＡｃ≤２
ＤＭＦ≤２０

ＤＭＡｃ≤５

ＤＭＦ≤３０

ＤＭＡｃ≤８

ＳＯ２ ／（ｋｇ ／ ｔ） ≤１２ ≤２０ ≤３０

烟尘 ／（ｋｇ ／ ｔ） ≤２ ≤３ ≤５

废丝 ／（ｋｇ ／ ｔ） ≤１０ ≤２０ ≤２５

废液 ／（ｋｇ ／ ｔ） ≤１５ ≤２０ ≤４０

废渣 ／（ｋｇ ／ ｔ） ≤８ ≤１５ ≤２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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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溶剂回收率 ／ ％ ≥９９ ≥９５ ≥９０

２  工艺用水回用率 ／ ％ ≥８５ ≥８０ ≥７５

３  固 体 废

物 处 置 途

径

废液

废渣

废丝

８０％ 以上的废物回收利

用，其他按国家有关危险

废物管理规定，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理，防止

了二次污染

定量利用，或按国家有

关危险废物管理规定，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防止了二次污染

按国家有关危险废物

管理规定，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得

随意外排

全部回收利用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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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环境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案；按

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基本

齐全

３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原料 消 耗 和

质量
有严格的原材料检验、分析、计量控制等管理措施

能耗、水耗 按照工艺流程分类设置

计量仪表，并做好记录与

考核

主要工段和设备安装了

计量仪表，并有严格的考

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了计

量，并有考核制度

危险品 溶剂等危险品有明显标识，并有严格的使用、贮存等管理规定

操作管理 关键设备完好率 ９９％，

主要设备完好率 ９８％

关键设备完好率 ９８％，

主要设备完好率 ９６％

关键设备完好率 ９６％，

主要设备完好率 ９５％

维护管理 管道的防腐、水的预处

理系统、高压系统等有健

全的维护管理体系；故障

分析、保管维护记录齐全

等

管道的防腐、水的预处

理系统、高压系统等基本

有健全的维护管理体系；

故障分析、保管维护记录

齐全等

管道的防腐、水的预

处理系统、高压系统等

基本有维护管理体系；

有故障分析、保管维护

记录等

事故、非正常

生产状况

有规范、齐全的应急方案和措施，定期实行应急演练，确保各项安全措施有效

实施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的培训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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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４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环境管理机构并设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计划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环保设施的运

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了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

统
对各个环节的废物终端排放有严格的监测控制记录和防治措施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５  相 关 方

环境管理

原辅 料 供 应

方、协作方、

服务方

对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有明确的安全和环保要求

废物 转 移 的

预防

固体废物基本回收利用，转移的固废有环境管理部门、

相关方协议资料等档案和转移量记录

有环境管理部门、相

关方协议资料等档案和

转移量记录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监测方法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采样和监测按照以下国家有关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２９９８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 ／ Ｔ １２９９９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Ｚ ／ Ｔ １６０ ６２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胺类化合物

ＨＪ ／ Ｔ 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５２ 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

５３ 统计

企业的物耗、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固体废物 （废渣、废丝）、废液等，以法定月报

表或年报表统计为准。

５４ 计算

本标准中定量指标以吨产品指标计算。

５４  １ 消耗水量仅指生产工艺用水消耗的新鲜水量，不包括生活等非生产用水。

５４  ２ 废水产生量指生产过程中吨产品产生废水的量，以计量监测数据为准。

５４  ３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指生产过程中吨产品产生废水的 ＣＯＤＣｒ的量，为各个生产车间产生的废水在进入
废水处理设施之前的 ＣＯＤＣｒ测定值。监测频次为 １ 次 ／月，本标准取 １２ 个月的 ＣＯＤＣｒ平均值；其质量
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

ρ（ＣＯＤＣｒ）＝

１２

１
ρ
－ （ＣＯＤＣｒ）

１２

５

ＨＪ ／ Ｔ ３５９ ２００７



式中：ρ（ＣＯＤＣｒ）———ＣＯＤＣｒ质量浓度，ｍｇ ／ Ｌ；

ρ
－（ＣＯＤＣｒ）———ＣＯＤＣｒ月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ｍ（ＣＯＤＣｒ）＝ ρ
（ＣＯＤＣｒ）× ｍ（废水）

Ｐ × １０－３

式中：ｍ（ＣＯＤＣｒ）———ＣＯＤＣｒ产生量，ｋｇ ／ ｔ；

ρ（ＣＯＤＣｒ）———ＣＯＤＣｒ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ｍ（废水）———废水产生量，ｍ３ ／ ａ；
Ｐ———年生产量，ｔ ／ ａ。

５４  ４ 吨产品废水中 ＤＭＦ （ＤＭＡｃ）的产生量为各工段废水中监测数据之和，本标准取 ＤＭＦ
（ＤＭＡｃ）年均值。
５４  ４  １ 监测频次：１ 次 ／月。
５４  ４  ２ 监测点位：脱泡抽真空、精制抽真空、组件清洗、湿热定型等工段。

５４  ４  ３ 监测方法：废水中 ＤＭＦ （ＤＭＡｃ）的监测方法，目前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方法，本标准采
用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推荐的气相色谱法。

ρ（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１２

１
ρ
－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１２
式中：ρ（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的质量浓度，ｍｇ ／ Ｌ；

ρ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的月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ｍ（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Σρ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ｍ（废水）

Ｐ × １０－３

式中：ｍ（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废水中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的产生量，ｋｇ ／ ｔ；

ρ（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废水中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的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ｍ （废水）———废水产生量，ｍ３ ／ ａ；

Ｐ———年生产量，ｔ ／ ａ。
５４  ５ 吨产品废气中 ＤＭＦ（ＤＭＡｃ）的产生量为各排气口的监测数据之和，本标准取 ＤＭＦ（ＤＭＡｃ）年均值。
５４  ５  １ 监测频次：半年一次。

５４  ５  ２ 监测点位：各工艺废气排气口，如聚合车间排气口、纺丝空调排风口、组件清洗排风口、

卷绕车间排风口、ＤＭＦ冷却器、精制废气等废气排气口。
５４  ５  ３ 监测方法：废气中 ＤＭＦ （ＤＭＡｃ）的监测方法，采用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胺

类化合物》（ＧＢＺ ／ Ｔ １６０ ６２）方法。

ρ（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１２

１
ρ
－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１２
式中：ρ（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的质量浓度，ｍｇ ／ ｍ

３；

ρ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的月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ｍ３。

ｍ（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Σρ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 ｍ（废气）

Ｐ × １０－３

式中：ｍ（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废气中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的产生量，ｋｇ ／ ｔ；

ρ（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废气中 ＤＭＦ或 ＤＭＡｃ的质量浓度，ｍｇ ／ ｍ
３；

ｍ（废气）———废气产生量，ｍ３ ／ ａ；
Ｐ———年生产量，ｔ ／ ａ。

５４  ６ 溶剂回收率指回收溶剂的量占溶剂总使用量的比例。

溶剂回收率（％）＝
溶济冷凝回收量（ｔ）＋ 精制过程中溶剂回收量（ｔ）

溶剂使用量（ｔ） × １００

６

ＨＪ ／ Ｔ ３５９ ２００６



５４  ７ 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采用万元产值耗标煤的量计 （行业统计方法），标准煤按照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２５８９ 中规
定，每千克的低位发热量等于 ２９ ３１ ＭＪ （７ ０００ ｋｃａｌ）的固体燃料。

综合能耗 ＝ 标煤单耗 ＋ 电单耗折标煤 ＋ 油单耗折标煤 ＋ 气单耗折标煤

各种能源折算成标煤的系数

能 源 种 类 折算系数 （标煤） ／ ｔ

煤

原煤 ０ ７１４ ３

洗精煤 ０ ９

其他洗精煤 ０ ２ ～ ０ ７

电 （１ 万 ｋＷ·ｈ） ４ ０４

油
燃料油 １ ４２８ ６

柴油 １ ４５７ １

气
液化天然气 １ ７５７ ２

天然气 １１ ～ １３ ３

５４  ８ 小型厂采样监测有困难的，可以用物料平衡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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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ＨＪ ／ Ｔ ３５９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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