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用玻璃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试行 )

日用玻璃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日用玻璃行业中的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制造企

业
、

玻璃保温容器制造企业
、

玻璃仪器制造企业
。

2 日用玻璃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
,

本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

定性评价两大部分
。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
,

能反映
“

节能
” 、 “

降耗
” 、 “

减污
” 、 “

增效
”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 目标的指标
,

建立评价模式
。

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
、

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
,

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

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

策
、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
,

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

策法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

一级指标为普通性
、

概括

性的指标
,

二级指标为代表日用玻璃行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
、

内容具

体
、

易于评价考核的指标
。

考虑到日用玻璃行业包括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制造
、

玻璃保温容器

制造和玻璃仪器制造三个子行业
,

这三类行业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有所不同
,

本

指标体系根据各自行业的实际生产特点
,

对其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内容及评价基

准值
、

权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
,

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

考虑到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制造中
,

各类玻璃制造的玻璃配合料

组成
、

玻璃质量标准
、

玻璃瓶回收使用
、

玻璃瓶轻量度及生产工艺过程有较大差

别
,

根据这类玻璃制造的实际情况
,

为使本指标体系的实施更具操作性
,

将该类玻

璃制造分为以下三大类 :
( l) 玻璃啤酒瓶 ; (2) 玻璃瓶罐 ; ( 3) 玻璃器皿

。

这三类玻璃

制造其定量评价二级指标及其基准值设置有一定差异
。

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制造
、

玻璃保温容器制造和玻璃仪器制造的

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 图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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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用玻璃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
,

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

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
。

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
:

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
、

规划
、

标准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就选用

国家要求的数值
; 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

,

则参考国际相应项目

指标或选用国内重点大中型日用玻璃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最优水平的平

均指标值
。

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
,

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
、

法规的情况
,

按
“
是

”

或
“
否

”
两种选择来评定

。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

的比重
,

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日用玻璃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

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

日用玻璃行业各类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
、

评价基准值和

权重值见表 1~ 表 6
。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
,

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

达到

新的更高
、

更先进水平
,

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
,

也应视行业技术进

步趋势不定期调整
,

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
,

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



表 l 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 仁玻璃啤酒瓶 )制造企业

定量评价指标项 目
、

权重及基准值

一一级指标标 权重值值 二级指标标 单位位 权重值值 评价基准值值

((( 1 ) 能源消消 2555 综合能耗耗 k g e e 八 产品品 999 ① 3 2000

耗耗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②②②②②②② 3 7 000

玻玻玻玻璃熔化能耗耗 kg e e八 玻璃璃 888 ① 1 7 222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②②②②②②② 2 2 000

窑窑窑窑炉周期熔化率率 t 玻璃液/m
,,

888 ① 5 0 0 000

②②②②②②② 4 0 0 000

((( 2 ) 资源消消 l 555 企业纯碱消耗耗 k g / t 产品品 555 1 1555

耗耗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配配配配合料中每百公斤干硅砂砂 k ggg 555 1
.

333

芒芒芒芒硝用量量量量量

企企企企业吨产品耗新水水 m 3

/ t 产品品 555 0
.

6 222

((( 3 ) 生产技技 l 999 玻璃中 1A
2
O

3

含量量 %%% 111 2~ 3
.

222

术术 与产 品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征征指标标标 玻璃中 eF
2
0
。

含量量 %%% 222 非自料 0
.

333

白白白白白白白料 0
.

111

棕棕棕棕色料生产比例例 %%% 222 5 000

玻玻玻玻璃生产用模具使用次数数 10
`

次次 444 5 000

玻玻玻玻璃料液利用率率 %%% 555 8 888

万万万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耗 k g e e /万元元 555 16 0000

((( 4 ) 能源资资 l 666 废玻璃回收率率 %%% 111 1 0 000

源源综合 利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指指标标标 碎玻璃加入量量 %%% 666 6 OOO

窑窑窑窑炉余热利用率率 %%% 444 333

工工工工业水重复利用率率 %%% 555 9 000

((( 5 ) 污染物物 2 555 外排废水量量 m 3

t/ 产品品 444 0
.

666

产产生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废废废废水 PH值值值 111 6 ~ 999

CCCCCCCOD产生量量 g八 产品品 444 9 000

5555555 5 产生量量 g / t 产品品 222 9 OOO

烟烟烟烟尘产生量量 k g八 产品品 444 0
.

555

5555555 0
:

产生量量 k g / t 产品品 444 2
.

666

NNNNNNNo x 产生量量 k g / t 产品品 444 3
.

111

企企企企业厂界噪声 (昼 ))) L e q [d B ( A ) 」」 111 6 555

企企企企业厂界噪声 (夜 ))) Le q 〔dB ( A ) 」」 111 5 555

注
:

1
、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

2
、

①是指用重油
、

天然气等作为主要燃料的玻璃熔窑
。

3
、

②是指用发生炉煤气作为主要燃料的玻璃熔窑
。

4
、

对于一级指标 ( 2) 中所属艺硝用量指标
,

如采用硫酸钡
,

则需等值换算成 艺硝用量进行

计算
;
采用含白砒和二氧化锑及无化学成分标识的原料作澄清剂

,

不给分
。

5
、

对于一级指标 ( 3) 中所属 1A
2
0

3

含量指标
,

指标数值超出给定范围的
,

不给分
。

6
、

对于一级指标 ( 5) 中所属废水 PH 值指标
,

指标数值超出给定范围的
,

不给分
。



表 2 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 (玻璃瓶罐 ) 制造企业

定量评价指标项目
、

权重及基准值

一一级指标标 权重值值 二级指标标 单位位 权重值值 评价基准值值

((( l) 能源消消 2 555 综合能耗耗 k g e e 八产品品 999 ①① ③ 32000

耗耗指标标标标标标标 ④ 3 5000

②②②②②②②② ③ 37 000

④④④④④④④④ 39000

玻玻玻玻璃熔化能耗耗 k g e e 八 玻璃璃 888 ①① ③ 1 7222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④ 2 0000

②②②②②②②② ③ 2 2000

④④④④④④④④ 2 6000

窑窑窑窑炉周期熔化率率 t 玻璃液/m
,,

888 ①① ③ 50 0 000

④④④④④④④④ 4 2 0000

②②②②②②②② ③ 4 00000

④④④④④④④④ 34 0000

((( 2 ) 资源消消 1222 企业纯碱消耗耗 k g / t 产品品 666 ③ 1 1666

耗耗指标标标标标标 ④ 20444

企企企企业吨产品耗新水水 m 3

t/ 产品品 666 0
.

6222

((( 3 ) 生产技技 2000 玻璃中 1A
2
0 3
含量量 %%% 111 1

.

7~ 333

术术与产 品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征征指标标标 玻璃生产用模具使用次数数 10
`

次次 444 5000

玻玻玻玻璃瓶轻量度度 g / m lll 555 小口瓶 0
.

6555

广广广广广广广口瓶 0
.

555

玻玻玻玻璃料液利用率率 %%% 555 8 888

万万万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耗 k g e e /万元元 555 16 0000

((( 4 ) 能源资资 l 888 废玻璃回收率率 %%% 333 1 0000

源源 综合 利指指标标标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碎玻璃加入量量 %%% 666 ③ 5555

④④④④④④④ 2000

窑窑窑窑炉余热利用率率 %%% 444 333

工工工工业水重复利用率率 %%% 555 9 000

((( 5 ) 污染物物 2 555 外排废水量量 ms 八 产品品 444 0
.

666

产产生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废废废废水 PH 值值值 111 6~ 999

CCCCCCCOD 产生量量 g / t 产品品 444 9000

55555555产生量量 g / t 产品品 222 9000

烟烟烟烟尘产生量量 kg八 产品品 444 0
.

666

55555550
:
产生量量 kg八 产品品 444 2

.

666

NNNNNNNo x 产生量量 k g八 产品品 444 ③ 3
.

111

④④④④④④④ 5
.

111

企企企企业厂界噪声 (昼 ))) Le q [dB ( A) ]]] lll 6 555

企企企企业厂界噪声 (夜 ))) L e q [ dB ( A ) 〕〕 111 5 555

注
:

1
.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

2
.

①是指用重油
、

天然气等作为主要燃料

的玻璃熔窑
。

3
.

②是指用发生炉煤气作为主要燃料的玻璃熔窑
。

4
.

③是指普通玻璃料 ( F e 2
0

3
) 0

.

0 6%)
;

④是指高白料 ( F e 2
0 3

< 0
.

0 6% )
。

5
.

对 于一 级指标 ( 3) 中所属 1A
2
0

3

含量指标
,

指标数值超出给定范围的
,

不给分
。

6
.

对 .T 一级指标 ( 5) 中所属废水 PH 值指标
,

指标数值超出给定范围的
,

不给分
。



表 3 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 ( 玻璃器皿 ) 制造企业

定量评价指标项 目
、

一级指标

( 1 ) 能源消耗

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权重及基准值

{ 单位 } 权童值

综合能耗 k g e e 八 产
曰
口口

玻璃熔化能耗

窑炉周期熔化率

k g e e 八 玻

璃液

t 玻璃液/m
2

( 2) 资源消耗

指标

企业纯碱消耗 k g /t 产品

企业硝酸钠消耗

企业吨产品耗新水

配合料中三氧化二砷含量

玻璃生产用模具使用次数

玻璃料液利用率

k g /t 产品
m乍t 产品

dO一d
二( 3 ) 生产技术

与产品特征指

标

( 4 ) 能源资源

综合利用指标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废玻璃回收率

碎玻璃加入量

k g e e /万元

%

%

( 5 ) 污染物产

生指标

窑炉余热利用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外排废水量

废水 PH 值

COD 产生量

5 5 产生量

烟尘产生量

%

%

m ,

八 产品

g八 产品

g八 产品

k g / t 产品

5 0
:

产生量 k g / t 产品

NO x
产生量 k g / t 产品

评价基准值

① 机压和压吹 3 50

吹制 420

②机压和压吹 3 9 0

吹制 4 70

① 2 00

② 2 60

① 4 2 0 0

② 3 4 0 0

机 J玉 2 2 5

吹制 2 30

6
.

3

0
.

6 2

O

5 O

机压 88

吹制 65

9 0 0

10 0

机压 20

吹制 4 0

3

9 O

0
.

6

6 ~ 9

9 0

9 0

机压和压吹 0
.

6

吹制 0
.

8

机压和压吹 2
.

6

吹制 3
.

5

机压和压吹 7
.

3

吹制 8
.

5

企业厂界噪声 (昼 )

企业厂界噪声 (夜 )

Le q 〔dB (A) ]

L e q [d B ( A) 」

注
:

1
.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

2
、

①是指用重油
、

天然气等作为主要燃料的玻璃熔窑
。

3
、

②是指用发生炉煤气作为土要燃料的玻璃熔窑
。

4
、

对 于一级指标 ( 3) 中所属配合料中三氧化二砷含量指标为
“

O”

二砷的
,

不给分
。

对于一级指标 叮5) 中所属废水 PH 值指标
,

指标数值超出给定范围的
,

不给分
。



表 4 玻璃保温容器 (玻璃保温瓶胆 ) 制造企业定量评价

指标项目
、

权重及基准值

一一级指标标 权重值值 二级指标标 单位位 权重值值 评价基准值值

((( l) 能源消消 2 555 综合能耗耗 k g e e八 产品品 999 1 05000

耗耗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玻玻玻玻璃熔化能耗耗 kg e e八 玻璃璃 888 30 000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窑窑窑窑炉周期熔化率率 t 玻璃液 /矿矿 888 370000

((( 2 ) 资源消消 l 555 企业纯碱消耗耗 k g八 产品品 555 22 888

耗耗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企企企企业硝酸银消耗耗 kg八 产品品 555 2
.

000

企企企企业吨产品耗新水水 m3/ t 产品品 555 3
.

333

((( 3 ) 生产技技 1777 配合料中三氧化二二 %%% 333 000

术术 与产品特特特 砷含量量量量量

征征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硝硝硝硝酸银利用率率 %%% 444 8000

玻玻玻玻璃料液利用率率 %%% 555 5555

万万万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耗 k g e e /万元元 555 1 80000

((( 4) 能源资资 1 888 废玻璃回收率率 %%% 222 10000

源源综 合利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指指标标标 硝酸银回收率率 %%% 222 10000

碎碎碎碎玻璃加入量量 %%% 666 4 555

窑窑窑窑炉余热利用率率 %%% 333 333

工工工工业水重复利用率率 %%% 555 9000

((( 5 ) 污染物物 2 555 外排废水量量 m 3

八 产品品 444 3
.

111

产产生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废废废废水 PH 值值值 111 6 ~ 999

ccccccco D产生量量 g八 产品品 444 46555

55555555 产生量量 g八 产品品 222 4 6 555

烟烟烟烟尘产生量量 k g / t 产品品 444 0
.

999

SSSSSSS伍产生量量 k g / t 产品品 444 4
.

888

NNNNNNNOx
产生量量 k g八 产品品 444 6

,

888

企企企企业厂界噪声 (昼 ))) Le q [ d B ( A ) ]]] lll 6555

企企企企业厂界噪声 (夜))) L e q [ dB ( A ) 〕〕 lll 5 555

注
: 1

、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

2
、

对于一级指标 ( 5) 中所属废水 PH 值指标
,

指标数值超出给定范围的
,

不给分
。



表 5玻璃仪器制造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
、

权重及基准值

一一级指标标 权重值值 二级指标标 单位位 权重值值 评价基准值值

((( l )能源消消 3000 综合能耗耗kg e e/t 产品品 000 1①压
、

拉制 6000 5

耗耗指标标标标标标 吹制 95000

②②②②②②②压
、

拉制 0 16000

吹吹吹吹吹吹吹制 6 2 000 1

玻玻玻玻璃熔化能耗耗kg e e/t 玻璃璃 1000 ① 4 4 000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②②②②②②② 80000

窑窑窑窑炉周期熔化率率 T 玻璃液 / mZZZ 1000 ① 2 6 8000

②②②②②②② 1 3000 5

((( 2 )资源消消 888 企业吨产品耗新水水 m,

八 产品品 888 0
.

6 333

耗耗指标标标标标标标

((( 3 ) 生产技技 1 777 配合料含氟原料的用量量 k ggg 555 000

术术 与产 品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征征指标标标 玻璃料液利用率率 %%% 666 压
、

拉制 8555

吹吹吹吹吹吹吹制 5000

万万万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耗 kg e e /万元元 666 ①压
、

拉制 40 0
,,

吹吹吹吹吹吹吹制 59 000

②②②②②②②压
、

拉制 6 50
,,

吹吹吹吹吹吹吹制 99 000

((( 4 ) 能源资资 1 888 废玻璃回收率率 %%% 333 10000

源源 综合利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指指标标标 碎玻璃加入量量 %%% 666 压
、

拉制 2000

吹吹吹吹吹吹吹制 5000

窑窑窑窑炉余热利用率率 %%% 444 333

工工工工业水重复利用率率 %%% 555 9 OOO

((( 5 ) 污染物物 2777 外排废水量量 耐/ t 产品品 555 0
.

666

产产生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废废废废水 PH 值值值 lll 6~ 999

CCCCCCCOD产生量量 g / t 产品品 444 9 000

55555555 产生量量 g八 产品品 222 9 000

烟烟烟烟尘产生量量 k g / t 产品品 444 ① 0
.

333

②②②②②②② 1
.

222

5555555 0
2

产生量量 k g八 产品品 555 ① 000

②②②②②②② 2
.

8 555

NNNNNNNO x
产生量量 k g八 产品品 444 ① 4

.

555

②②②②②②② 16
.

333

企企企企业厂界噪声 ( 昼 ))) L e q [ dB ( A) 333 111 6 555

企企企企业厂界噪声 (夜 ))) L e q [ dB (A ) 」」 111 5 555

注
:

1
、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

2
、

①是指全电熔窑
。

3
、

②是指用重油
、

天然气作为主要燃料的玻璃熔窑
。

4
、

对于一级指标 ( 4) 中所属窑炉余热利用率指标
,

全电熔窑直接给 4 分
。

5
、

对于一级指标 ( 5) 中所属废水 PH 值指标
,

指标数值超出给定范围的
,

不给分
。



表 6 日用玻璃行业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一级指标标 指标分值值 二级指标标 指标分值值

((( 1) 执行国家重点点 5000 技术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达 O
,

既既 444

发发展技术 (含清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洁

生生产技术 ) 的符合合合 省级以上工程 (技术 ) 中心
、

中试基地地 444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产产产产品获中国名牌产品获中国驰名商标标 333

采采采采用低含硫量的优质燃料料 444

不不不不使用含白砒
、

三氧化二锑
、

含铅原料
、

含氟原料
、、

444

铬铬铬铬矿渣及其它禁用的有毒有害原材料料料

采采采采用高精度电子称量系统 (动态精度 1 / 500))) 444

对对对对岗位粉尘无组织排放进行控制
,

达到国家相应排排 444

放放放放标准准准

优优优优化和改善燃烧控制系统
、

熔窑温度控制精度达到到 444

士士士士 3℃℃℃

低低低低空燃烧比
,

蓄热室废气中压含量毛 1
.

6%%% 444

全全全全厂性污水处理 (二次 ) 及回收收 444

优优优优化和改进能源
、

燃烧方式
、

窑炉结构及辅助设备
,,

444

换换换换向时烟囱排放口处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 达到 11111

污污污污染物在线检测测 444

综综综综合利用 (或消纳 ) 社会废物物 333

((( 2) 环境管理与安安 255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证 555

全全管理体系建立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清清洁生产审核核核 建立职业安全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证 555

开开开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核 1555

((( 3) 贯彻执行环境境 2555 建设项目环保
“
三同时

”
执行情况况 555

保保护法规的符合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建建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况 555

老老老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 目完成情况况 666

污污污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况 999

注
:

l
、

定性评价指标没有评价基准值
,

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行情况给分
。

2
、

对一级指标
“

( 1)
”

中所属各二级指标
,

凡采用或达到的按其指标分值给分
,

未采用或未

达到的不给分
。

3
、

对一级指标
“

( 2)
”

中所属二级指标
,

凡建立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按指标分值给分
;
只

建立管理体系但未通过认证的按指标分值的一半给分
;
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给 15 分

。

4
、

对一级指标
“

( 3 )
”

中所属二级指标
,

如能按要求执行的
,

则按指标分值给分
;
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情况项中
,

凡水污染物和气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不给分
,

凡仅有水污染物或

气污染物超总量要求的
,

则给 4 分
。

5
、

低含硫量的优质燃料是指
:

① 天然气
;

②含硫量小于 0
.

5%的重油
;

③ 生成发生炉煤气

中 H
Z
S 含量小于 0

.

0 5%的原煤
。



日用玻璃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
,

以企业在考核年度 (一般以一个生产年

度为一个考核周期
,

并与生产年度同步 ) 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行计

算
,

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
。

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值情况

来看
,

可分为两类情况
:

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 (小 ) 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 如能

耗
、

原料消耗
、

水耗等指标 ) ;
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 (大 ) 越符合清洁生产要

求 (如窑炉周期熔化率
、

玻璃料液利用率
、

碎玻璃加入量
、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等指标 )
。

因此
,

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
,

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

4
.

1
.

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对指标值越高 (大 ) 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
,

按式 ( l) 计算
:

一
X一口

S一S
S i

对指标值越低 (小 ) 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
,

按式 ( 2) 计算
:

一
式中

:

S ;

—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

S
: i

—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

S
。 i

—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

本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
.

0 左右
,

但当其实际

数值远小于 (或远大于 ) 评价基准值时
,

计算得出的 S ,

值就会远远偏离正常值
,

计算

结果与实际将会有很大偏差
,

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
。

为了消

除这种不合理影响
,

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
。

修正的办法是
:

当 S : < 1
.

05 时
,

取计算值
:

当 5
1

) 1
.

0 5 时
,

5 1

值为 1
.

0 5
。

4
.

1
.

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按式 ( 3) 计算
:

一
刀

君
=

艺(S
, . K ,

)



式中
:

P :

—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

n

— 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

S :

—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

K:

—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 ( 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 ) 时
,

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
,

修正

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 K, ’

表示
:

K i
= K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式中
:

AJ— 第 j 项一级指标中
,

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
。

jA = A:

A/
2 。

A:

为第 j 项

一级指标的权重值
; AZ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值之和
。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
,

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

对于生产不同类玻璃制品的同一企业
,

可先按各类玻璃制品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考核评分
,

然后按各类玻璃制品产量所占本企业全部玻璃制品产量的比例确定该

类玻璃制品的权重值
。

将各类玻璃制品定量评价考核分值与其所对应的玻璃制品权重

值相乘
,

各项乘积的总和即为企业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

4
.

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 ( 5) 计算
:

n

凡 =

艺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i = l

式中
:

P Z

— 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

F i

— 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得分值
;

n

— 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

4
.

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日用玻璃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
,

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

性评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
,

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 ( 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
,

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 ) 予以综合
,

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对综

合评价指数
。

4
.

3
.

1 综合评价指数 ( P )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

综合指标
。

国内大中型日用玻璃生产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

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
。

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

P 二 0
.

7 P : + 0
.

3P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式中
: P

— 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

P
: 、

P Z

— 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

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

4
.

3
.

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 p
`

)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合

评价指数的比值
。

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
。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公式为
:

P ` 二 P b

/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式中
: P

`

— 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

P
。 、

Pb

— 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度

的综合评价指数
。

4
.

4 日用玻璃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日用玻璃生产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
,

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

的
,

对达到一定综合指数的企业
,

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

根据 目前我国日用玻璃行业的实际情况
,

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7
。

表 7 日用玻璃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清洁生产企业等级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数

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业 P ) 8 000

清清洁生产企业业 7 0蕊 P < 8 00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
,

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门

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
“
达标

”
(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超标 )

,

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
、

工艺进行生产的
,

则该企业不能被评



定为
“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

或
“

清洁生产企业
” 。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低于 70 分的

企业
,

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

积极推行清洁生产
,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

强

化全面管理
,

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

5 指标解释

( 1 ) 综合能耗 ( k g c e八 产品 )

指每生产 1t 合格玻璃产品所消耗的各种能源 (重油
、

天然气
、

煤
、

电
、

液化石

油气
、

外来蒸汽
、

新鲜水等 ) 转化为千克标准煤 ( k g c e ) 之和
。

其计算公式为
:

综合能耗 ( k gc et/ 产品 ) =
企业年耗能总合 ( k gce )

合格玻璃产品年产量 ( )t

①计算公式是以熔窑投产后第三年度实际运行数据为考核基准
,

其它年度的综合

能耗应按每增减 1年相应减增 1
.

%3 折算成第三年度的能耗指标
。

②地区气温对综合能耗评价基准值的影响按下述原则修正 :长江以南地区减少

1
.

7%
,

长城以北地区增加 1
.

7%
,

其它地区不变
。

③重油
、

天然气
、

原煤的低位发热量应首先采用实测数据
,

其次可采用生产单位

给定数据
,

以上均有困难方可采用下列平均数据 :

重油取 9 8 0 0 X 4
.

18 k J / k g ;

天然气取 8 6 0 0 x 4
.

18 k J / m , ;

原煤中大同煤
、

神木煤
、

充州煤等取 60 00 x 4
.

18 k J / k g ;

其它原煤取 5 0 0 0 X 4
.

18 k J / k g
。

④电
、

外来蒸汽
、

液化石油气
、

新鲜水等二次能源和耗能工质需进行能源等价值

折算
:

1度电 ( kI w h) 折 0
.

3 66 千克标煤
;

I kg 外来蒸汽 (低压
,

小于 2 5at m) 折 0
.

12 9 千克标煤
;

I k g 液化石油气折 1
.

7 80 千克标煤
;

1 吨新鲜水折 0
.

2 57 千克标煤
。

( 2 ) 玻璃熔化能耗 ( Kg c e / t 玻璃液 )

指玻璃熔窑每熔化 lt 玻璃液所消耗的能源转化为千克标准煤 ( k gc e )
。

其计算公

式为



玻璃熔化能耗 ( k ec e/ t玻璃液 )
全年玻璃液能耗 ( k g ee )

年熔化玻璃液量 ( t)

①计算公式是以熔窑投产后第三年度实际运行数据为考核基准
,

熔化能耗应按每增减一年相应减增 1
.

y5r0 折算成第三年度的能耗指标
。

②地区气温对玻璃熔化能耗评价基准值的影响按下述原则修正 :

少 2%
,

长城以北地区增加 %2
,

其它地区不变
。

其它年度的玻璃

长江以南地区减

( 3 ) 窑炉周期熔化率 (t 玻璃液 / m ,
)

指玻璃熔窑自烤窑放料后到熔窑的小炉
、

熔化部
、

工作部
、

蓄热室等部位因受

损而停窑冷修之前每 l m ,

熔化面积所熔制的玻璃液总量 ( )t
,

其值可采用上一窑期周

期熔化率的 1
.

2 倍数据
,

对于新建窑炉可采用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提供的可靠数据
。

( 4 ) 企业纯碱消耗 ( k g t/ 产品 )

企业纯碱消耗 ( k g t/ 产品 )
纯碱年消耗量 ( k g )

合格玻璃产品年产量 ( )t

( 5 ) 企业硝酸钠消耗 ( k g / t 产品 )

企业硝酸钠消耗 ( k g t/ 产品 )
硝酸钠年消耗量 ( k g )

合格玻璃产品年产量 ( )t

( 6) 企业硝酸银消耗 ( k g / t 产品 )

企业硝酸银消耗 ( k gt/ 产品 )
硝酸银年消耗量 ( k g )

合格玻璃产品年产量 ( )t

( 7 ) 企业吨产品耗新水 ( m3 t/ 产品 )

企业吨产品耗新水 ( m ’ / t产品 )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 m ’

)

合格玻璃产品年产量 ( )t



( 8) 玻璃瓶轻量度 ( g加 l)

玻璃瓶轻量度 ( 创m l )
玻璃瓶重量 ( g )

玻璃瓶满口容量 ( m l)

( 9 ) 玻璃料液利用率 ( %)

玻璃料液利用率 (% )
合格玻璃产品年产量 ( t)

年熔化玻璃液量 ( t)

x 1 00 %

( 10 )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 k g ce / 万元 )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 k gee /万元 )
企业年耗能总和 ( k gc e )

企业年玻璃产品总产值 ( 万元 )

川 ) 废玻璃回收率 ( %)

指本企业生产过程中废玻璃的产生量和其回收使用量之比

废玻璃回收率
本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玻璃回收使用量 ( t)

本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废玻璃量 ( t)
x 100 %

( 12 ) 碎玻璃加入量 ( %)

指本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玻璃和外购碎玻璃的加入总量与年熔化玻璃液总

量之比
。

碎玻璃加入量
年加入碎玻璃总量 ( t)

年熔化玻璃液总量 ( t)

x 1 00 %

( 13) 窑炉余热利用率 ( %)

指从窑炉烟气 ( 烟道中废气 ) 中回收的热量 (折标煤
,

kg o e ) 与窑炉熔化所需燃

料的消耗量 ( k g o e ) 之比
。

其计算公式如下
:

窑炉余热利用率 ( % ) =
全年窑炉烟气余热回收热量 ( k gc

e )

全年窑炉燃料消耗量 ( k g ce )
x 100 %



( 14 ) 工业水重复禾,】用率 ( % )

水被有效使用两次
,

即为重复使用一次
,

以此类推
。

如冷却水
、

离子交换法出水
、

逆流漂洗用水
、

污染处理回用水的二次使用等
。

其计算公式为
:

R =
b

f + b

x 10 0%

式中
: R

—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b

— 串级用水量 ( m 3

) +
循环用水量 ( m 3

) ;

f

— 新鲜水用量 ( m 3
)

( 1 5 ) 外排废水量 ( m ,
/ t 产品 )

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 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
。

包括生产废水
、

外排的

直接冷却水
、

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
; 不包括外排

的间接冷却水 (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
。

每生产 1t 合格玻璃产品外排

的废水量 ( m 3

) 的计算公式为
:

外排废水量 ( m ’ 八产品 )
年排放废水量 ( m ’ )

合格玻璃产品年产量 ( )t

( 1 6 ) COD产生量 ( g / t 产品 )

指每生产 1t 合格玻璃产品
,

在污染物末端治理设施前产生的 COD

( g八 产品 )
。

产品产量应根据污染物监测时段的设备实际出料量计算
。

质量
,

质量
,

单位为

( 1 7 ) 5 5 产生量 ( g / t 产品 )

指每生产 1t 合格玻璃产品
,

在污染物末端治理设施前产生的 SS

( g八 产品 )
。

产品产量应根据污染物监测时段的设备实际出料量计算
。

单位为

( 18 ) 烟尘产生量 ( k g八 产品 )

指每生产 1t 合格玻璃产品
,

在污染物末端治理设施前产生的烟尘质量
,

单位为

( k g / t 产品 )
。

产品产量应根据污染物监测时段的窑炉实际出料量计算
。

( 19 ) 5 0 2 产生量 ( k g / t 产品 )



指每生产 1t 合格玻璃产品
,

在污染物末端治理设施前产生的 50 :

质量
,

单位为

( k g / t 产品 )
。

产品产量应根据污染物监测时段的窑炉实际出料量计算
。

( 20 ) NO` 产生量 ( k g八 产品 )

指每生产 lt 合格玻璃产品
,

在污染物末端治理设施前产生的 Nox 质量
,

单位为

( k g八 产品 )
。

产品产量应根据污染物监测时段的窑炉实际出料量计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