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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绿色发展的方针政策，规范和指导预拌砂浆站的

绿色评价，提高绿色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推进预拌砂浆高质量发展，

依据国家和吉林省有关法律、法规关于绿色发展的要求及现行相关

标准的规定，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绿色预拌砂浆站的评价。 

1.0.3  绿色预拌砂浆站的评价除应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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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绿色预拌砂浆站  green pre-mixed mortar station 

按照相关标准规定生产预拌砂浆产品，并实现了用地集约化、

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预拌砂浆站。 

2.0.2  预拌砂浆 ready-mixed mortar 

专业生产厂生产的湿拌砂浆或干混砂浆。 

2.0.3  湿拌砂浆 wet-mixed mortar 

水泥、细骨料、矿物掺合料、添加剂和水、按一定比例，在专

业生产厂经计量、搅拌后，运至使用地点，并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的

拌合物。 

2.0.4  干混砂浆 dry-mixed mortar 

水泥或石膏等胶凝材料、干燥细骨料、添加剂以及根据性能确

定的其他组分，按一定比例在专业生产厂经计量、混合而成的干态

混合物，按环保要求在使用地点按规定比例加水或配套组分拌和使

用。主要有水泥干混砂浆和石膏干混砂浆等，建筑工程用干混砂浆

应实现散装化。 

2.0.5  无粉尘污染  dust free pollution 

预拌砂浆生产过程中，生产性粉尘（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

物）未超过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限值。 

2.0.6  低噪音生产  low noise production 

预拌砂浆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性噪音未超过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的规定限值。 

2.0.7  废弃物零排放 zero discharge of waste 

预拌砂浆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废浆等废弃物应在预拌砂浆站区

域内就地回收处理利用，严禁排放至站区外，或经回收处理后向站

区外排放的废弃物符合国家和吉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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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站区 boundary 

以法律文件备案确定的企业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预拌砂浆

站规划建设区域。 

2.0.9  再生资源利用 renewable resources 

再生资源的资源化利用总称。包括就地的可再生自然资源（如

太阳能、水资源等）的综合利用；就地的工业副产物、农业副产物

及建筑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以及在预拌砂浆生产过程中的粗细骨

料、掺合料、废水、废浆及其他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2.0.10  功能性砂浆  functional mortar 

通过优选原材料、优化配合比设计和生产设备与工艺，产品性

能符合特指功能要求的砂浆。 

2.0.11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

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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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绿色预拌砂浆站应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以及生产过程中人

的职业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引入生命周期思想，优先选用绿色原料、

工艺、技术和设备，满足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

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的综合评价要求，并进行持续改进，绿色预

拌砂浆站评价体系框架如图3.0.1所示。 

 

管理体系（第 5 章） 

 
绩效 

（第 9章） 

 

 

 

 

能源与资

源投入 

（第 6章） 

 
砂浆生

产过程 
 

产品 

（第 7 章） 

 

 环境排放 

（第 8 章） 

  

基础设施（第 4 章） 

 

图3.0.1  绿色预拌砂浆站评价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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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预拌砂浆站的机械与设备应完善、齐备，布局应合理、紧凑，

应选用低能耗、低排放、低噪音且不应属于国家和吉林省限制和淘

汰的类别。 

3.0.3  预拌砂浆站使用的水泥必须全部为散装水泥。散装水泥进入

砂浆站及使用过程中采取的装卸、转运、储存及使用的设施和场所，

应符合安全与环境保护的要求。 

3.0.4  预拌砂浆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和吉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原材料的选用、配合比设计、生产、运输、施工等环节应严格

执行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3.0.5  预拌砂浆站设置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及检测设备，实验室面

积和环境条件应满足检验工作的需要，检测设备、设施配置齐全，

配备标准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3.0.6  企业应具有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质量控制管理系统，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及当地政府有关文件要求。 

3.0.7  积极开展功能性砂浆的研发生产和应用。 

3.0.8  预拌砂浆站生产规模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设计，年产规模

与生产线应协调一致。湿拌砂浆不应小于20万立方米，普通干混砂

浆不应小于20万吨。 

3.0.9  绿色预拌砂浆站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3.0.10  预拌砂浆站生产过程中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

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作出承

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需求。 
 

3.0.11  最高管理者及预拌砂浆站管理机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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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1  预拌砂浆站应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并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

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

生能源利用。 

4.1.2  预拌砂浆站站区及各房间公共场所照明应符合《建筑采光设

计标准》GB 5003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干混砂

浆生产线设计规范》GB 51176的有关规定。 

4.1.3  砂浆生产线选用技术先进、低噪声、低能耗、低排放的搅拌、

烘干、运输设备并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干混砂浆生产线优先选用免

烘干技术或清洁能源烘干设备。专用设备应符合《干混砂浆生产线

设计规范》GB 51176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4.1.4  通用设备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主

要运行参数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4.2  建筑设施 

4.2.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站区选址符合当地规划及土地使用性

质； 

2  工厂设计符合《干混砂浆生产线设计规范》GB 51176标准，

环保、职业健康安全等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 

4.2.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站区选址避开环境敏感区和居民集中居住区，且砂浆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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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址宜满足生产过程中合理利用地方资源和方便供应产品的要求； 

2  站区内建设布局充分利用地形条件，布置紧凑，分为生产

区、非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工程用地结合工业企业规模、生产工

艺、生产流程、交通运输、场地自然条件、技术经济条件等合理布

局。功能分区明确，设置分区标识，易于运营管理。站区内建筑物、

构筑物的布置距离满足生产、消防、环保、卫生防护和采光的要求，

并按照国家和吉林省现行相关法规、标准规定进行合理布局； 

3  站区进出口布局方便车辆、人员的进出与管理，并设门岗

进行“门前三包”管理，且配备洒水车辆，定期冲洗，保持湿润，不

得有粉尘堆积，并设立环卫设施； 

4  站区内道路及生产区的地面硬化，所有道路、料场和停车

场采用混凝土硬化，未硬化的空地进行绿化。道路设计综合考虑以

下因素： 

1） 道路两侧建筑物、构筑物及露天设施满足安全与卫生间

距的要求； 

2） 站区内设置环形行车路线，并设置导向、警示、位置标

识； 

3） 能满足安装与检修的要求； 

4） 满足竖向设计及预留发展用地的要求； 

5  仓库分仓储存，设有明显的标识，堆场采用仓储式，全封

闭，按照贮用合一的原则布置，并符合下列要求： 

1） 靠近主要生产设施，运输方便； 

2） 适应机械化装卸作业； 

3） 易散发粉尘的仓库或堆场布置在厂区边缘地带或封闭区

域，且位于厂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4） 有良好的排水条件； 

5） 骨料堆场为封闭式堆场，进出口设置冲洗轮胎和喷淋降

尘设施； 

6  站区建立雨水收集利用或集中管理排放系统。生产区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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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生产废弃物存放间，并集中处理利用； 

7  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实现建筑节能，配备

生产废水处置系统是实现生产废水有效利用的基本条件； 

8  工厂设有符合干混砂浆行业要求的标准化实验室。 

4.3  照明设施 

4.3.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预拌砂浆站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照明符合使用要求的同时应满

足《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干混砂浆生产线设计规范》GB 51176的有关规定。 

4.3.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公共场所的照明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定期检查、检修； 

2  站区及办公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利用自然光照明，宜利用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提供照明，采用 LED、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

设施； 

3  不同的场所的照明进行分级设计，不同场所的照明功率密

度符合节能要求。  

4.4  设备设施 

4.4.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生产设备符合《干混砂浆生产线设计规范》GB 51176及相

关要求； 

2  应依据《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4851、《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

《预拌砂浆》GB 25181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原材

料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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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搅拌楼主机二层及以上部分、原材料上料、配料、搅拌等

设施、设备均采用阻燃材料进行封闭，内部设置防尘采光设备； 

2  预拌砂浆站生产流程中的上料、配料、搅拌等环节应采用

整体全封闭的方式，以降低生产噪音污染和减少粉尘排放。输送皮

带廊上部封闭，输送皮带下设置收料装置。制砂车间尽可能实施密

闭。生产线配置收尘装置，收尘能力与生产线的粉尘排放相匹配； 

3  水泥采用筒仓存放，设立除尘设备。外加剂的储存、输送

采用密闭、防腐和防渗漏措施，储存设备在通风、干燥的室内，并

配备相应标识； 

4  搅拌主机卸料口配备防喷溅设施，保持主机下料口下方的

清洁。同时，配备保持完好的除尘、降噪设施。除尘、降噪设施中

的滤芯等易损装置定期保养或更换； 

5  料仓除上料管、除尘器出口以及应急防暴器阀门外，不再

有通向大气的出口。上料口采用密闭链接，防止泄露； 

6  各原料采用计量系统，对设备生产过程中的砂浆配比及计

量精度等参数具有记忆功能； 

7  湿拌砂浆运输车配备防撒漏装置和清洗装置, 干混砂浆移

动筒仓及运输车配备除尘装置及收尘功能； 

8  站区内所有运输车辆进行清洗，站内设置完善的排水及废

水处置系统。设置废浆回收装置以及烘干过程的废气处理设备； 

9  设置环境监测设备，对集尘、除尘设备安装实时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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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体系 

5.1  一般规定 

5.1.1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建立并实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GB/T 19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要求》GB/T 28001

的体系。并根据预拌砂浆站的产品类别、生产规模及安全、维护与

管理规定，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质量管理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制

度。 

5.1.2  根据预拌砂浆站的工艺设施、环境要求，制定相应的设备维

护管理制度，并定期进行设备维护和保养。 

5.2  安全 

5.2.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企业建立、实施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应满足《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28001的要求； 

2  企业建立、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1的要求。 

5.2.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设置安全管

理小组及专业安全工作人员，每年度应组织不少于一次的全员安全

培训和演练； 

2  在生产区内噪声、粉尘污染较重的场所，工作人员应佩戴

相应的防护装置； 

3  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体检，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人员进行

职业健康培训，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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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用品； 

4  站区内易发生危险的设备和区域设置醒目的安全标识并采

取防护措施。安全标识的设定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标志及其使

用导则》GB 2894的规定。站区在出入口、车辆通行要道、搅拌楼、

粉料储存罐体、输送皮带、堆场及装载机上料运转区域、水池及基

坑边沿、高坎及有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易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岗位等危险部位设置警示标识。 

5.3  维护 

5.3.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立环境和设备维护管理制度和记录； 

2  配备专职维护人员。 

5.3.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粉料仓标识清晰，并配备料位控制系统。粉料仓标识及配

料位控制系统定期检查维护，保证标识清晰和料位控制系统正常运

作；  

2  配备专职人员对预拌砂浆站的设备、设施及站区环境质量

进行维护和监测检测，并详细记录备查。布设在密闭砂浆站的粉料

筒仓及骨料筒仓的除尘设施有专人管理，定时清洁和更换滤芯，确

保除尘设施正常运行； 

3  站区使用的计量、检测和监测设备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并定期进行校准，保证正常使用和数据结果的准确性。 

5.4  管理 

5.4.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企业建立、实施环境管理体系

应满足《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400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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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专项实验室和主要实验检测设备。企业建立、实施能

源管理体系应满足《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的要求； 

3  专业专职试验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 

5.4.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立企业人员、设备设施、厂区、采购、运行等方面的绿

色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对搅拌主机卸料口设置的喷溅设施进行检查

维护，保持装料区域的地面和墙壁清洁卫生； 

2  企业设置专门的试验室用于产品的研发、检验及质量控制，

并配备专业专职技术人员，试验室配置应符合《预拌混凝土（砂浆）

及沥青混凝土企业试验室配置标准》DB22/T 5039的相关规定；试

验室的主要计量设备按相关规定由法定计量部门定期检定或校准，

建立仪器设备管理档案，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3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对原材料选择及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管

理，产品质量由第三方机构出具型式检验报告，建立信息化生产和

技术资料管理台账，并有完善的任务下达、流转、执行、客户反馈

等相关信息记录； 

4  制定预拌砂浆运输车辆的安全运输管理制度，运输车辆应

达到当地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1） 原材料运输过程中应遮盖或者封闭； 

2） 车辆在站区内行驶应无明显扬尘； 

3） 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加强车辆运行监控，提高车辆利用

率； 

5  建立完善的交付验收制度，编制产品的使用说明书，指导

施工单位正确使用； 

6  向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报送生产量报表。当地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发布评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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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源与资源投入 

6.1  一般规定 

6.1.1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通过能源管

理体系认证，降低能源投入。 

6.1.2  站区取水定额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采用先

进的工艺设备，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降低产品能耗强度。 

6.1.3  预拌砂浆的原材料采集应结合站区周边实际的建材资源情

况，因地制宜地优先选用当地可利用的原材料。 

6.1.4  鼓励使用再生骨料、废石制砂等替代天然原料。 

6.2  能源投入 

6.2.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开展节能管理。企业制定节能计划，

优化用能结构。 

6.2.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先进控制技术，实现上料、包装、码垛、储存、分拣

系统的智能优化控制； 

2  充分利用余热，利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代替传统能

源，提高燃料替代率。定期对用能情况进行总结； 

3  对于原材料需要干燥处理的骨料堆场以及办公、生活区域，

设置太阳能干燥、太阳能供热（水）等主动式或被动式太阳能利用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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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资源投入 

6.3.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取水定额应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企业固体废

弃物回收和排放应满足国家、地方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6.3.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照《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GB/T 29115的要求

对原材料的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2  利用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规定的固体废弃物作

为生产砂浆的原料，如再生骨料、废石等。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作

为掺合物，最大限度的代替水泥和砂等材料。固体废弃物相关性能

及取代量应通过试验验证，配制出的砂浆性能应满足相关标准和规

定的要求； 

3  湿拌砂浆采用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提高用水效率，降

低单位产品新鲜水取用量； 

4  预拌砂浆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浆和残存的砂浆、

粉尘等可再生资源，设置相应的安置场地及有效的资源化利用技术

措施与产品。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浆及砂浆等不得外排。配备完善

的生产废水收集与处理设备设施，废水应全部收集处理利用无有害

物排放, 废浆收集处理利用率不低于20%； 

5  降低烘干天然砂的能量消耗，减少天然砂资源的使用，保

护环境，鼓励采用机制砂和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生产干混砂浆； 

6  在保证砂浆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采取适宜的技术措施，

有效利用预拌砂浆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辅料。处理分类的再生辅料

运至附近的相关企业消纳应用。再生辅料的资源化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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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采购 

6.4.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企业自身原材料执行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并有质量控制记

录； 

2  委托检测机构对原材料进行抽检。 

6.4.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企业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标准评价和重新评

价供方的准则。必要时，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包含有害物质

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环保要求； 

2  原材料的运输应保持清洁卫生并符合环境卫生要求。原材

料的运输、装卸和存放应采取降低噪声及粉尘、防止渗流的有效措

施； 

3  原材料采用散装或大包装进厂、包装材料循环使用； 

4  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绿色产品供应链管理与评价； 

5  废弃物资源利用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

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进行检测，严禁将含有有害物的废弃物

作为原材料使用； 

6  企业优先选择质量稳定、信誉良好的原材料供应商，建立

并保存供应商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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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 

7.0.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企业生产的预拌砂浆产品应满足《预拌砂浆》GB/T 25181的规

定。取得绿色建材标识。 

7.0.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企业生产的预拌砂浆产品，符合相关评价标准规定的预拌砂浆

绿色产品评价要求。并取得相关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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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排放 

8.1  一般规定 

8.1.1  站区环境建设应结合砂浆站的生产工艺，冲洗道路、车辆等

易产生废水、废浆及粉尘等污染物的特点，建立完善的排水系统、

生产废水处置系统；合理利用站区内外的地形、地貌及自然条件，

充分利用有利因素。 

8.1.2  站区生产区、非生产区和辅助生产区域建筑物的位置、道路、

照明、绿化等建设符合国家标准及吉林省的有关规定。 

8.1.3  新建预拌砂浆站的环境配套设施，须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满足“三同时”原则。 

8.1.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水泥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以及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制度。 

8.1.5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及当地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

制定相应的站区周边和站区内声环境功能要求、噪音区域控制方

案，建立完善的噪音监测制度。 

8.1.6  对易产生噪音的机械设备及区域，采取适宜、有效的降噪及

隔声屏障措施。降噪及隔声屏障措施的设置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

质量标准的规定。 

8.1.7  预拌砂浆站的除尘、废水、废浆及降噪处理等环境保护设施，

定期检查和维护，并适时记录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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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大气污染物 

8.2.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制定站区大气污染物排放点平面图，标明站区生产性粉尘

监测点位置； 

2  企业建立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制度。 

8.2.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站区内空气污染物中的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细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浓度限值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4915的规定； 

2  站区生产时段无组织排放1h总悬浮颗粒物平均浓度符合下

列限值要求： 

1） 计量层、搅拌层，不大于1000μg/m
3； 

2） 骨料堆场不大于8000μg/m
3； 

3） 操作间、办公区和生活区，不大于400μg/m
3

； 

3  站区生产性粉尘排放的监测点分布和监测方法除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环境空气总悬浮物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GB/T 15432、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和《环境空气 

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HJ 618等标准的有关规定外，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监测生产性粉尘排放时，在下风口方向的站区内均匀设置 

    2个以上测点，其中包括受被测粉尘源影响大的位置，各 

测点应分别连续监测，并单独评价； 

2） 监测站区内生产性粉尘排放时，在站区的骨料堆场、砂浆 

站的搅拌层、称量层、办公及生活等区域设置测点，各测 

点分别监测24h取平均值，并单独评价； 

3） 监测参照点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时，在上风口方向且距离站 

区边界50m位置均匀设三个以上测点，各测点应分别监测 

24h平均值，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参照点当日24h颗粒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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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浓度； 

4） 空气污染物监测时间应选择满负荷生产时段，自行监测频

次不少于1次/年，第三方监测频次不少于1次/年，并有详

细的监测记录； 

5） 对产生粉尘排放的设备、设施或场所，进行封闭处理或安

装除尘装置。除尘装置宜与粉尘监测装置相连，确保实时

监测和粉尘超标时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根据需要设置

适宜的喷淋装置对砂石进行预湿处置。 

8.3  水体污染物 

8.3.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制定站区水体污染物排放点平面图，标明生产废水检测位

置； 

2  企业建立生产废水处理制度。 

8.3.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沉淀处理系统时，生产废水通过集水沟或污水泵进入

沉淀池沉淀处理，处理后可循环用于生产；采用压滤机对生产废水、

废浆进行处理时，压滤后的废水、废浆通过专业管道进入废水回收

利用装置，压滤后的固体物做无害化处理。废水排放符合《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 8978或项目所在地水环境要求的有关规定； 

2  生产废水、废浆宜采取实时监控和视频监控。废水处理后

的水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定，见表8.3.2。废浆的固含

量检测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8077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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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2  废水水质限值及测定方法 

控制项目 抹灰砂浆 砌筑砂浆 检测方法 

pH 值 ≥4.5 ≥4.5 

《混凝土用水标

准》JGJ 63 

不溶物，mg/L ≤5000 ≤5000 

可溶物，mg/L ≤10000 ≤10000 

Cl-，mg/L ≤3500 ≤3500 

SO4 -2，mg/L ≤2700 ≤2700 

3  生产性废水检测时间应选择满负荷生产时段，自行监测频

次不应少于1次/年，第三方监测频次不应少于1次/年，并有详细的

监测记录。 

8.4  固体废弃物 

8.4.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制定站区固体污染物排放点平面图，标明固体废弃物存放位

置。 

8.4.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企业应设置处置场所，需

要委托相关方进行回收处理时，相关方应具备相应的资质能力； 

2  对于已硬化的砂浆废料进行破碎，作为骨料重新用于砂浆

生产，其掺量应经过试配确认；最大限度的代替水泥和砂等材料。

固体废弃物相关性能及取代量应通过试验验证，配制出的砂浆性能

应满足相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8.5  噪声 

8.5.1  控制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制定站区噪声污染物排放点平面图，标明噪声产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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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建立噪声监控制度及声环境监控方案和措施。 

8.5.2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生产噪声形成的站区周边噪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规定的限值。见表8.5.2。 

表 8.5.2  预拌砂浆站厂界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划分和环境噪声最大限值（dB(A)） 

声环境功能区域 
时段 

昼间 夜间 

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

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55 45 

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

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60 50 

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

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65 55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需

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70 55 

铁路干线两侧区域，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

影响的区域 
70 60 

2  噪声监测仪器采用自动监测仪，其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

标准《电声学声级计第2部分：型式评价试验》GB/T 3785.2对仪器

的要求； 

3  环境噪声的测点分布和监测方法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等标准的相关规定外，尚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站区周边环境噪声时，在站区周边均匀设置4个以 

上监控点，包括受被测声源影响大的位置； 

2） 当监测站区内环境噪声时，应在站区的骨料堆场、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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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控制室、办公室和宿舍等区域设置监控点，包括噪声

敏感建筑物的受噪声影响方向； 

3） 各监控点分别监测昼间和夜间环境噪声，并单独评价； 

4  声环境监测时间选择满负荷生产时段，自行监测频次不少

于2次/年，第三方监测频次不少于1次/年，并有详细的监测记录； 

5  生产区建筑及设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

设计规范》GB/T 5008的相关要求，对产生噪音的主要设备设施进

行降噪处理，保证站区内的生产性噪声不超过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

定的限值。非生产区及辅助生产区域内的建筑外围护结构，其隔声

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规

定的限值。 

8.6  温室气体 

8.6.1  评分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依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对站区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并形成报告； 

2  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碳核查报告，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3  利用碳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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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绩效 

9.0.1  工厂应依据本标准提供的方法计算或评估其绩效，并利用结

果进行绩效改善。 

9.0.2  用地集约化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 附录 A的方法计算厂房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积

产能。计算结果评价详见附录 A。 

9.0.3  原料无害化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 附录 A的方法计算绿色物料使用率。计算结果评价详见附录

A。 

9.0.4  生产洁净化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 附录 A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产品废

气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计算结果评价详见附录 A。 

9.0.5  废物资源化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 附录 A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废水回用率。计算结果评价详见附录 A。 

9.0.6  能源低碳化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 附录 A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计算结果评价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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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评价 

10.1  评价方式 

10.1.1  绿色预拌砂浆站评价由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

当评价结果用于对外宣告时，则评价方至少应包括独立于企业、具

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组织。评价报告应优先采信第三方组织出具的

报告。 

10.1.2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

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座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

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预拌砂浆

站的绿色评价，应按本标准规定的绿色预拌砂浆站评价表逐项进行

考核评价。评价应遵循客观公正、求真务实、提出问题、改进提高、

持续发展的原则。 

10.1.3  本考核评价可用于预拌砂浆生产企业自评或第三方机构评

价。 

10.1.4  评价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实施评价的相关组织； 

2  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3  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

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术评审情况； 

4  评价内容，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

产品、环境排放、综合绩效等； 

5  评价证明材料的核实情况，包括证明文件和数据的真实性、

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情况等； 

6  评价识别的问题； 

7  评价识别企业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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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价结论和建议； 

9  相关支持材料。 

10.2  考核评价项目及星级分值 

10.2.1  绿色预拌砂浆站的评价体系由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

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综合绩效六个项目指标构成。 

10.2.2  绿色评价标识等级划分为一星、二星、三星 3 个星级，各

星级的六个项目指标评价分值和总分值如表 10.2.2 所列。 

10.2.3  考核评价按照本标准附录A进行。控制项如有一项不符合

规定，即取消该砂浆站的绿色评价。当评价星级时，如一星级，所

有横向分值均符合上表标准，可评价为一星级。 

 

 

 

 

 



 

2
6

 
 

表
 1

0
.2

.2
 

 
绿

色
预

拌
砂

浆
站

评
价
项

目
及

星
级

分
值
 

星
级

 

项
目
及
分
值

 

 

基
础
设
施

 
管
理
体
系

 
能
源
与
资
源
投
入

 
产
品

 
环
境
排
放

 
综
合
绩
效

 

建
筑

 

设
施

 

照
明

 

设
施

 

设
备

 

设
施

 
安
全

 
维
护

 
管
理

 
能
源

 

投
入

 

资
源

 

投
入

 
采
购

 
绿
色

 

产
品

 
 大
气

 

污
染 物

 

水
体

 

污
染 物

 

固
体

 

废
弃 物

 

噪
声

 
温
室

 

气
体

 

用
地

 

集
约

化
 

原
料

 

无
害 化

 

生
产

 

洁
净

化
 

废
物

 

资
源

化
 

能
源

 

低
碳

化
 

1
0

 
3

 
1

2
 

5
 

3
 

8
 

3
 

6
 

6
 

5
 

5
 

5
 

4
 

5
 

3
 

6
 

2
 

5
 

2
 

2
 

2
5

 
1

6
 

1
5

 
5

 
2

2
 

1
7

 

一
星
级

 

★
 

≥
1

5
 

≥
1

0
 

≥
9

 
≥

5
 

≥
1

3
 

≥
1

0
 

二
星
级

 

★
★

 
≥

1
8

 
≥

1
2

 
≥

1
1

 
≥

5
 

≥
1

6
 

≥
1

2
 

三
星
级

 

★
★
★

 
≥

2
1

 
≥

1
4

 
≥

1
3

 
≥

5
 

≥
1

9
 

≥
1

4
 

 



 

2
7

 
 

附
录

 A
 

 
绿
色
预
拌
砂
浆
站
评
价
表
 

附
录

 A
 

 
绿

色
预
拌

砂
浆

站
评

价
表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基
础

设
施

 
 

建
筑

 
设
施

 

控
制
项

 

1
 

通
过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
站
区
选
址

符
合
当
地
规
划
及
土
地
使
用
性
质

 
/ 

核
查
企
业
管
理
、
规
划
等

资
料

 

/ 
/ 

2
5

 

2
 

工
厂
设
计
符
合

G
B

5
1

1
7

6
标
准
，

环
保
、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等
满
足
国

家
或
地
方
相
关
标
准

 
/ 

/ 
/ 

评
分
项

 

3
 

避
开
环
境
敏
感
区
，
远
离
居
民
集

中
区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2
.2
、

1
 

条
核
查
现
场
及
站
区
规

划
图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4
 

生
产
区
、
办
公
区
及
生
活
区
独
立

布
置
，
设
置
分
区
标
识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2
.2
、

2
 

条
现
场
核
查
及
核
查
站

区
总
平
面
布
置
图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5
 

站
区
进
出
口
设
环
卫
和
清
洗
设
施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2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6
 

站
区
主
要
道
路
及
作
业
区
地
面
硬

化
，
已
硬
化
地
面
养
护
好
，
无
积

水
和
大
面
积
损
坏

 
2

 

按
本
标
准
第

 
4

.2
.2
、

4
 

条
现
场
核
查
，
道
路
及
作

业
区
全
部
硬
化
得

2
分
；

硬
化
超

7
0

%
得

1
分
；
其

余
0
分

 

 
 

 
 

7
 

仓
库
或
堆
场
符
合
贮
用
合
一
原
则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2
.2
、

5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8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8
 

站
区
设
置
雨
水
收
集
或
集
中
管
理
排

放
；
设
置
生
产
废
弃
物
存
放
处

 
2

 

按
本
标
准
第

 
4

.2
.2
、

6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2
分
；
符

合
其
中
一
条
得

1
分
；
均
不

符
合
得

0
分

 

 
 

 
 

 

9
 

配
备
生
产
废
水
处
置
系
统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2
.2
、

7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0

 
工
厂
设
有
符
合
干
混
砂
浆
行
业
要
求

的
标
准
化
实
验
室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2
.2
、

8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照
明

 
设
施

 

控
制
项

 
1

1
 

符
合
《
建
筑
采
光
设
计
标
准
》

G
B

5
0

0
3

3
、
《
建
筑
照
明
设
计
标
准
》

G
B

5
0

0
3

4
、

G
B

5
1

1
7

6
的
有
关
规
定

 
/ 

核
查
企
业
施
工
图
等
资
料

 
/ 

/ 

评
分
项

 

1
2

 
照
明
设
备
完
好
率
不
低
于

9
0

%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3
.2
、

1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3

 
站
区
照
明
主
要
采
用

L
E

D
、
节
能
灯

等
节
能
型
照
明
设
施
，
使
用
比
例
不

低
于
同
类
型
设
施
的

5
0

%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3
.2
、

2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4

 
车
间
和
办
公
区
照
明
功
率
密
度
分
别

不
超
过

6
 W

/m
2
 
和

 
8

 W
/m

2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3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
并
进
行
计
算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设
备

 
设
施

 
控
制
项

 
1

5
 

生
产
设
备
符
合

G
B

 
5

1
1

7
6
及
相
关

要
求

 
/ 

核
查
企
业
设
备
设
施
技
术
等

资
料

 
/ 

/ 
 



 

2
9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1

6
 

应
依
据

G
B

/T
 2

4
8

5
1
、G

B
 2

4
7

8
9
、

G
B

 2
5

1
8

1
等
要
求
配
备
、
使
用
和

管
理
能
源
、
水
、
原
材
料
及
其
他

资
源
的
计
量
器
具
和
装
置

 

/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1
、

2
条

现
场
核
查

 
/ 

/ 

 

评
分
项

 

1
7

 
搅
拌
楼
内
部
采
用
防
尘
的
采
光
设

备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1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8

 
砂
石
料
堆
场
封
闭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2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9

 
砂
输
送
皮
带
廊
上
部
封
闭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0

 
砂
输
送
皮
带
廊
下
部
有
收
料
装
置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1

 
水
泥
配
料
仓
加
装
除
尘
装
置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4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2

 
搅
拌
主
机
设
置
集
尘
除
尘
设
备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5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3

 
筒
仓
不
得
再
有
通
向
大
气
的
出
口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6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0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2
4

 
水
泥
粉
料
仓
有
料
位
控
制
系
统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7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5

 
配
备
车
辆
的
清
洗
设
备
和
使
用
记
录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8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6

 
设
置
废
水
、
污
水
沉
淀
处
理
设
备
和
使
用

记
录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9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7

 
设
置
废
气
、
废
浆
处
理
设
备
和
使
用
记
录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9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2
8

 
集
尘
、
除
尘
设
备
安
装
实
时
监
控
系
统

 
1

 
按
本
标
准
第

 
4
.4

.2
、

1
0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管
理

体
系

 
安
全

 

控
制
项

 

2
9

 
企
业
建
立
、
实
施
职
业
健
康
管
理
体
系
应

满
足

G
B

/T
 2

8
0

0
1
的
要
求

 
/ 

 
 

/ 
/ 

1
6

 

3
0

 
企
业
建
立
、
实
施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应
满
足

G
B

/T
 1

9
0

0
1
的
要
求

 
/ 

 
 

/ 
/ 

评
分
项

 
3

1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制
度
及
培
训
记
录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2

.2
、

1
条
现
场
核
查
，
查
看
制
度

及
培
训
记
录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2
 

粉
尘
和
噪
音
严
重
区
，
工
作
人
员
佩
戴
防

护
装
置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2

.2
、

2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1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3
3

 
从
事
有
毒
有
害
作
业
人
员
定
期
健

康
体
检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2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体
检
报
告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4

 
易
发
生
危
险
的
设
备
及
区
域
设
置

安
全
警
示
标
识
及
防
护
措
施

 
2

 

按
本
标
准
第

 
5

.2
.2
、

4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2
分
；
符

合
其
中
一
条
得

1
分
；
均
不

符
合
得

0
分

 

 
 

 
 

维
护

 

控
制
项

 
3

5
 

站
区
环
境
和
设
备
维
护
管
理
制
度

和
记
录

 
/ 

 
/ 

/ 

3
6

 
配
备
专
职
维
护
人
员

 
/ 

 
/ 

/ 

评
分
项

 

3
7

 
料
仓
及
配
料
管
理
控
制
标
识
清
晰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3

.2
、

1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8

 
主
要
运
行
设
备
定
期
维
护
和
保
养

记
录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3

.2
、

2
条
现

场
核
查
和
查
看
保
养
记
录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9

 
站
区
的
计
量
、
检
测
和
监
测
设
备

定
期
检
定
或
校
准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3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和
查
看
相
关
记
录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管
理

 
控
制
项

 
4

0
 

采
用
信
息
化
生
产
管
理
系
统
。
企

业
建
立
、
实
施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应

满
足

G
B

/T
 2

4
0

0
1
的
要
求

 
/ 

 
 

 
/ 

/ 
 



 

3
2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4
1

 

建
立
专
项
实
验
室
和
主
要
实
验
检

测
设
备
。
企
业
建
立
、
实
施
能
源

管
理
体
系
应
满
足

G
B

/T
 

2
3

3
3
1

的
要
求

 

/ 
 
 

 
/ 

/ 

 

4
2

 
专
业
专
职
试
验
技
术
人
员
不
少
于

 
2

 
人

 
/ 

 
/ 

/ 

评
分
项

 

4
3

 
绿
色
生
产
管
理
制
度
及
培
训
记
录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4

.2
、

1
条

现
场
核
查
，
查
看
制
度
及

培
训
记
录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4
4

 
实
验
室
建
立
仪
器
设
备
管
理
档
案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4

.2
、

2
条

现
场
核
查
，
查
看
管
理
档

案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4
5

 
产
品
质
量
由
第
三
方
机
构
出
具
型

式
检
验
报
告
，
一
年
一
次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4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
查
看
产
品
检

验
报
告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4
6

 
车
辆
运
输
过
程
全
封
闭
，
无
明
显

扬
尘
；
且
安
装
定
位
控
制
系
统

 
2

 

按
本
标
准
第

 
5

.4
.2
、

4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2
分
；
符
合
其
中
一
条
得

1
分
；
均
不
符
合
得

0
分

 

 
 

 
 

4
7

 
编
制
产
品
使
用
说
明
，
指
导
施
工

单
位
正
确
使
用

 
1

 
按
本
标
准
第

5
.4

.2
、

5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3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4

8
 

定
期
向
所
在
地
建
设
管
理
部
门
报

送
生
产
量
报
告

 
2

 

按
本
标
准
第

5
.4

.2
、

6
条

现
场
核
查
，
并
查
看
生
产

量
报
表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能
源

与
资

源
投 入

 

能
源

 
投
入

 

控
制
项

 
4

9
 

根
据
相
关
政
策
法
规
及
标
准
开
展

节
能
管
理
。
企
业
指
定
节
能
计
划
，

优
化
用
能
结
构

 
 

 
 
 

 
 

 
 

 

1
5

 

评
分
项

 

5
0

 
上
料
、
包
装
、
码
垛
、
储
存
、
分

拣
系
统
实
现
智
能
优
化
控
制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2

.2
、

1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5
1

 
生
产
过
程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替
代

原
有
能
源
，
如
光
伏
、
风
电
等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2

.2
、

2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5
2

 
设
置
太
阳
能
利
用
技
术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2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资
源

 
投
入

 

控
制
项

 
5

3
 

取
水
定
额
符
合
国
家
、
地
方
相
关

标
准
的
有
关
规
定
。
企
业
固
体
废

物
回
收
和
排
放
满
足
国
家
、
地
方

相
关
标
准
的
有
关
规
定

 

/ 
 
 

 
/ 

/ 

评
分
项

 
5

4
 

企
业
按
照

G
B

/T
2

9
1

1
5
的
要
求
对

原
材
料
使
用
量
的
减
少
进
行
自
我

评
价
，
并
形
成
报
告

 
2

 

按
本
标
准
第

6
.3

.2
、

1
条

现
场
核
查
企
业
评
价
报

告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4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5
5

 
利
用
固
体
废
弃
物
作
为
生
产
砂
浆

的
原
料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3

.2
、

2
条

现
场
核
查
及
查
看
使
用

固
体
废
弃
物
的
实
验
报

告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5
6

 
采
用
节
水
工
艺
、
技
术
和
装
备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3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及
查
看
企
业

采
用
节
水
工
艺
后
，
生
产

水
消
耗
量
的
计
算
书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5
7

 
废
水
无
害
化
排
放

, 
废
浆
收
集
处

理
利
用
率
不
低
于

2
0

%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3

.2
、

4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5
8

 
采
用
机
制
砂
和
建
筑
垃
圾
再
生
骨

料
砂
浆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3

.2
、

5
条

现
场
核
查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5
9

 
再
生
辅
料
的
资
源
化
全
利
用

 
 

 

按
本
标
准
第

6
.3

.2
、

6
条

核
查
企
业
再
生
辅
料
的

去
向
资
料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采
购

 
控
制
项

 
6

0
 

企
业
自
身
原
材
料
执
行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的
规
定
并
有
质
量
控
制
记
录

 
/ 

 
 

/ 
/ 

6
1

 
委
托
检
测
机
构
对
原
材
料
进
行
抽

检
 

/ 
/ 

/ 



 

3
5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评
分
项

 

6
2

 
企
业
制
定
并
实
施
包
括
环
保
要
求

的
选
择
标
准
，
评
价
和
重
新
评
价

供
方
的
准
则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4

.2
、

1
条
核

查
企
业
相
关
准
则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6
3

 
原
材
料
的
运
输
应
保
持
清
洁
卫
生

并
符
合
环
境
卫
生
要
求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4

.2
、

2
条
核

查
企
业
车
辆
运
输
记
录
及

相
关
罚
单
记
录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6
4

 
原
材
料
采
用
散
装
或
大
包
装
进

厂
、
包
装
材
料
循
环
使
用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4

.2
、

3
条
现

场
核
查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6
5

 
进
行
绿
色
产
品
供
应
链
管
理
与
评

价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4

.2
、

4
条
核

查
企
业
相
关
评
价
资
料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6
6

 
废
弃
物
资
源
利
用
时
按
规
定
进
行

检
测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4

.2
、

5
条
核

查
企
业
相
关
检
测
报
告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6
7

 
砂
、
水
泥
、
掺
合
料
等
原
材
料
有

供
应
商
档
案

 
1

 
按
本
标
准
第

6
.4

.2
、

6
条
核

查
企
业
相
关
档
案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产
品

 
绿
色

 
产
品

 

控
制
项

 
6

8
 

预
拌
砂
浆
产
品
满
足

G
B

/T
2

5
1

8
1

的
规
定
，
取
得
绿
色
建
材
标
识

 
 

 
 

 
 

 
 

 
5

 

评
分
项

 
6

9
 

企
业
所
生
产
的
产
品
达
到
相
关
评

价
标
准
规
定
的
预
拌
砂
浆
绿
色
产

品
评
价
要
求

 
5

 

对
企
业
产
品
进
行
绿
色
产

品
评
价
，
并
出
具
相
关
评
价

报
告
。
符
合
得

5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3
6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环
境

排
放

 
 

大
气

 
污
染
物

 

控
制
项

 

7
0

 
制
定
站
区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点
平
面

图
，
标
明
站
区
生
产
性
粉
尘
监
测
点

位
置

 
/ 

 
 

/ 
/ 

2
2

 

7
1

 
企
业
建
立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检
测
制
度

 
/ 

/ 
/ 

评
分
项

 

7
2

 
颗
粒
物
有
组
织
排
放
浓
度
实
测
值
小

于
等
于

G
B

4
9

1
5
或
地
方
标
准
规
定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浓
度
限
值
的

0
.7
倍

 
2

 
按
本
标
准
第

8
.2

.2
、

1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7
3

 
无
组
织
排
放
浓
度
符
合

G
B

4
9

1
5
或

地
方
标
准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2

.2
、

2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7
4

 
主
要
生
产
性
粉
尘
敏
感
区
有
实
时
监

测
设
备
及
相
应
记
录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2

.2
、

3
-8

.2
.2
、

4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7
5

 
生
产
性
粉
尘
处
理
装
置
及
控
制
系
统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2

.2
、

5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水
体

 
污
染
物

 
控
制
项

 

7
6

 
制
定
站
区
水
体
污
染
物
排
放
点
平
面

图
，
标
明
生
产
废
水
检
测
位
置

 
/ 

 
 

/ 
/ 

7
7

 
企
业
建
立
生
产
废
水
处
理
制
度

 
/ 

 
/ 

/ 
 



 

3
7

 
 

续
表

  
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评
分
项

 

7
8

 

设
置
生
产
性
废
水
、
废
浆
综
合
利

用
装
置
及
控
制
系
统
，
废
水
排
放

符
合

G
B

 8
9

7
8

 
或
项
目
所
在
地
水

环
境
要
求
的
有
关
规
定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3

.2
、

1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7
9

 
废
水
、
废
浆
排
放
监
测
和
记
录

 
2

 
按
本
标
准
第

8
.3

.2
、

2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8
0

 
定
期
自
行
监
测
与
处
置
资
料
完
备

第
三
方
监
测
的
频
次
资
料
完
备

 
2

 
按
本
标
准
第

8
.3

.2
、

3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固
体

 
污
染
物

 

控
制
项

 
8

1
 

制
定
站
区
固
体
污
染
物
排
放
点
平

面
图
，
标
明
固
体
废
弃
物
存
放
位

置
 

/ 
 

 
/ 

/ 

评
分
项

 

8
2

 
生
产
过
程
的
固
体
废
弃
物
按
标
准

管
理
和
处
置
，
需
要
委
托
回
收
利

用
的
企
业
具
备
相
应
资
质

 
2

 
按
本
标
准
第

8
.4

.2
、

1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8
3

 
固
体
废
弃
物
用
于
生
产
，
应
通
过

实
验
验
证

 
2

 
按
本
标
准
第

8
.4

.2
、

2
条
进

行
检
测
试
验
报
告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噪
声

 
控
制
项

 

8
4

 
制
定
站
区
噪
声
污
染
物
排
放
点
平

面
图
，
标
明
噪
声
产
生
的
位
置

 
/ 

 
 

/ 
/ 

8
5

 
企
业
建
立
噪
声
监
控
制
度
及
声
环

境
监
控
方
案
和
措
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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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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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评
分
项

 

8
6

 

生
产
噪
声
形
成
的
站
区
周
边
噪

声
，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
B

1
2

3
4

8
 
和
《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
B

3
0

9
6

 
规
定
的
限
值

 

2
 

按
本
标
准
第

8
.5

.2
、

1
条

进
行
检
测
或
查
看
监
测
报

告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8
7

 
噪
声
敏
感
区
有
实
时
监
测
设
备
及

相
应
记
录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5

.2
、

2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8
8

 
定
期
自
行
监
测
与
处
置
资
料
完
备

第
三
方
监
测
的
频
次
资
料
完
备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5

.2
、

3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8
9

 
设
置
降
噪
处
理
设
施
定
期
检
查
和

维
护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5

.2
、

4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温
室

 
气
体

 
评
分
项

 

9
0

 
站
区
范
围
内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进
行

核
算
并
形
成
报
告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6

.1
、

1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9
1

 
由
第
三
方
机
构
出
具
碳
核
查
报

告
，
核
查
结
果
对
外
公
布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6

.1
、

2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9
2

 
利
用
碳
核
查
结
果
对
其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进
行
改
善

 
1

 
按
本
标
准
第

8
.6

.1
、

3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综
合

绩
效

 
用
地

 
集
约
化

 
评
分
项

 
9

3
 

容
积
率
≥

1
.0

 
2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2
条
进
行

检
测
，
≥

1
.0
得

2
分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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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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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评
价
类
别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分
值

 
评
价
方
法

 
自
评

得
分

 
自
评

 
得
分

 
分
项

总
分

 

 

 
 

9
4

 
建
筑
密
度
≥

4
0

%
 

2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2
条
进
行
检

测
，
≥

4
0

%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9
5

 
单
位
用
地
面
积
产
能
≥

6
T

/m
2
 

2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2
条
进
行
检

测
，
≥

6
T

/m
2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原
料

 
无
害
化

 
评
分
项

 
9

6
 

绿
色
用
料
使
用
率
≥

4
0

%
 

2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3
条
进
行
检

测
，
≥

4
0

%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生
产

 
洁
净
化

 
评
分
项

 

9
7

 
无
组
织
颗
粒
物
排
放
浓
度

≤
0

.5
m

g
/m

3
 

1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4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9
8

 
无
烘
砂
工
艺
：
单
位
产
品
有
组
织

颗
粒
物
产
生
量
≤

0
.2

g
/t

 
1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4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9
9

 
有
烘
砂
工
艺
：
单
位
产
品
有
组
织

颗
粒
物
产
生
量
≤

1
7

g
/t

 
1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4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0

0
 

有
烘
砂
工
艺
：
单
位
产
品
有
组
织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量
≤

1
7

g
/t

 
1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4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0

1
 

有
烘
砂
工
艺
：
单
位
产
品
有
组
织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

1
7

g
/t

 
1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4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废
物

 
资
源
化

 
评
分
项

 

1
0

2
 

固
体
废
弃
物
回
收
利
用
率

1
0

0
%

 
1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5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1
0

3
 

废
水
回
用
率
≥

2
0

%
 

1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5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1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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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低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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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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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单
位
产
品
综
合
能
耗
：
自
行
烘
砂

≤
8

.0
0

k
g

ce
/t

;自
行
破
碎
烘
砂

≤
1

.3
0

k
g

ce
/t

;外
购
干
砂

≤
1

.2
0

k
g

ce
/t

 

2
 

按
本
标
准
第

9
.0

.6
条
进
行

检
测
，
符
合
得

2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生
产
洁
净
化
指
标
评
分
项
按
烘
砂
工
艺
分
别
评
价
，
不
重
复
计
算
得
分

 

合
计
分
值

 
1

0
0

 

评
价
意
见

 

按
照
《
绿
色
预
拌
砂
浆
站
评
价
标
准
》

D
B

2
2

/ 
T

5
0

4
9
进
行
考
核
评
价
，

 
 
砂
浆
站
考
核
评

价
分
值
结
果
为

 
 
分

 
，
属

 
 
绿
色
预
拌
砂
浆
站

 

 
 

考
核
评
价
组
组
长
：

 

考
核
评
价
组
组
员
：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
盖
章
）

 

 

年
 

 
 

 
月

 
 

 
日

 



 

41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和“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

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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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2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3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4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 

5 《干混砂浆生产线设计规范》GB 51176 

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7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8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 

9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1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1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12 《建设用砂》GB/T14684 

13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GB/T 15432 

1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 

15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GB/T 19001 

16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GB/T 21120 

17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 

18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4001 

1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 

20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4851 

21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22 《预拌砂浆》GB/T 25181 

23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 

24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要求》GB/T 28001 

2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GB/T 2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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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 

27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 

28 《电声学声级计第 2 部分：型式评价试验》GB/T 3785.2 

29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 

30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 328 

31 《预拌砂浆用保水剂》JC/T 2389 

32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干混砂浆搅拌机》JB/T 11185 

33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湿拌砂浆砂浆站》JB/T 11859 

34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 

35 《环境空气 PM10 和 PM2.5 的测定 重量法》HJ 618 

36 《建设工程见证取样检测标准》DB22/ T5040 

37 《预拌砂浆生产与应用技术规程》 DB51/T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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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绿色预拌砂浆站评价标准 

 
DB22/T 5049-2020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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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绿色预拌砂浆站评价标准》DB22/T 5049-2020，经吉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2020年11月27日以562号

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标准时能准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绿色预拌砂浆站评价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到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

标准的条文不具备和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47 

目  次 

1  总 则 ............................................................................................ 49 

2  术 语 ............................................................................................ 51 

3  基本规定 ...................................................................................... 52 

4  基础设施 ...................................................................................... 54 

4.1  一般规定 ............................................................................... 54 

4.2  建筑设施 ............................................................................... 54 

4.3  照明设施 ............................................................................... 55 

4.4  设备设施 ............................................................................... 55 

5  管理体系 ...................................................................................... 57 

5.1  一般规定 ............................................................................... 57 

5.2  安全 ....................................................................................... 57 

5.3  维护 ....................................................................................... 57 

5.4  管理 ....................................................................................... 58 

6  能源与资源投入 .......................................................................... 59 

6.1  一般规定 ............................................................................... 59 

6.3  资源投入 ............................................................................... 59 

6.4  采购 ....................................................................................... 59 

8  环境排放 ...................................................................................... 61 

8.1  一般规定 ............................................................................... 61 

8.2  大气污染物 ........................................................................... 61 

8.3  水体污染物 ........................................................................... 62 

8.5  噪声 ....................................................................................... 62 

9  绩效 .............................................................................................. 63 

10 评价 ............................................................................................... 64 

10.1  评价方式 .............................................................................. 64 

10.2  考核评价项目及星级分值 ................................................. 64 



 

48 



 

49 

1  总 则 

1.0.1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提出的城乡建设“十三五”科技

创新的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确定以绿色发展为核心，以资源节约、

低碳循环、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为发展目标。 

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十个目标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列入

五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将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

的地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倡导绿色

生活，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绿色产业，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就是

我们的发展目标。 

砂浆的生产和应用对自然生态环境及人们身心健康有直接的

影响，国家各级政府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相继出台了有关的政策

和文件，并制定了相关的生产应用技术标准，以规范和指导砂浆的

应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

发布实施的《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是

以《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T 328-2014 为标识

评价的技术依据。吉林省也仅有2016年8月17日实施的《吉林省绿

色预拌混凝土及砂浆评价技术导则》。尚无全面、完整的适用于预

拌砂浆站的绿色评价标准。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就是践行国家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吉林省

促进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发展办法》的要求，以及国

家和吉林省现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为促进我省建筑行业由高速

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确保建筑工程质量以及绿色建筑的推

广。求真务实的规范和指导吉林省区域内的预拌砂浆站的绿色评

价，提高预拌砂浆站的绿色生态文明和预拌砂浆的质量管理控制水

平，促进预拌砂浆产业高质量的绿色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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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明确用途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

预拌砂浆站的绿色评价。 

1.0.3  绿色预拌砂浆站的评价涉及较多的专业， 相关专业都有相

应的产品和技术标准，本标准在编制时力求与国家和吉林省现行有

关标准保持一致，同时，还提出按照本标准进行绿色预拌砂浆站评

价时，尚应符合国家和吉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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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本标准所列术语，是对本标准内出现且其含义需要加以界定，

说明或解释的词汇。在确定所列术语的定义时，尽可能参照现行有

关标准及技术文件，并考虑习惯和通用性，原则上只在本标准中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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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本规定  

3.0.1  基本规定是企业进行绿色砂浆站评价应满足的前置条件。 

3.0.2  本条是对砂浆站的机械与设备提出要求。完善设备，选用技

术先进、低能耗、低排放、低噪声且不应属于国家和吉林省限制和

淘汰的类别。砂浆站不得用同一台设备既生产预拌混凝土又生产预

拌砂浆。 

砂浆站所购买的机械与设备的厂家，必须有通过国家 ISO、

AQ等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文件，严禁使用假、冒、伪、劣的三无

产品。预拌砂浆产品能源消耗主要体现在机械与设备的选择方面，

企业应优先选择低能耗、低排放的机械与设备，不应选择国家明令

禁止或淘汰的高能耗机械与设备。 

3.0.3 《吉林省促进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发展办法》

在2010.08.18由吉林省人民政府颁布。本办法所称散装水泥，是指

不用包装，直接通过专用装备出厂、运输和使用的水泥。 

散装水泥进入砂浆站及使用过程中，必须有妥善的装卸、转运、

储存及使用的设施和场所，避免对砂浆站的安全与环境保护形成有

害影响。本条砂浆站使用的水泥必须全部为散装水泥外，还对散装

水泥进入砂浆站及使用过程中的安全和环境保护提出要求。应结合

砂浆站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宜的装卸、运输、储存及使用设施和场

地。 

3.0.4  砂浆站生产的砂浆性能必须符合特定的工程质量使用要求。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如预拌砂浆产品质量应符合现

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预拌砂浆应

用技术规程》JGJ/T 223和DB22/T 1024《吉林省预拌砂浆技术规程》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 

对于功能性砂浆的产品质量，应按其使用性能要求提交相关标

准规定的质量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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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砂浆站的实验室位置，面积及室内装修（即室内环境质量）

应符合检测设备、设施的安置和检测人员安全且便于操作及管理维

护的要求。 

实验室应配置精度符合规定、运行正常、完善齐全的检测设备，

设施和配备专业专职试验技术人员。 

3.0.6  近年来，为实施国家绿色发展理念，提高人居环境的绿色生

态文明水平及高质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及各地区政府都以

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对建设企业的清洁生产、安全与维护、

环境与产品质量的控制管理体系也提出了相关的标准要求。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预拌砂浆砂浆站应建立完善的，符合现行国家当地政

府有关文件要求的清洁生产、安全与维护、环境与产品质量控制管

理体系。 

3.0.7  具有绿色环保条件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提出应积极开展高

性能混凝土及功能性砂浆的研发生产和应用，这是时代发展的需

要，也是建筑产业工业化高质量持续发展的需要。 

3.0.8  年产能规模与生产线的布局有紧密关系，本条本着实事求是

按照“四节一环保”的发展思路，节约土地，尽可能在战区布局上

合理、紧凑。结合地区经济和发展需要规划砂浆站站区面积和产能

规模。 

3.0.9～3.0.10  参与绿色工厂评价的企业设立过程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地方产业政策、环保、安全三同时等要求，在近三年内无重

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493号），发生各级相关事故并受到处罚的；砂浆

企业发生大气、噪声、水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事故并受到相关处罚

的；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相关方投诉、处罚的，属于不符合绿色

砂浆站评价合规性要求的情形。 

3.0.11  最高管理者应明确其在绿色砂浆站创建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和承诺，并确保绿色砂浆站的建设、运行等相关职责与权限得到分

配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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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3  生产性粉尘和噪音排放达标是绿色砂浆站评价的主要控制

指标，噪声和粉尘排放以及碳排放与设备密切相关，因此绿色生产

应优先采购技术先进、节能、绿色环保的各种设备。 

4.2  建筑设施 

4.2.2  预拌砂浆站生产企业的选址、不仅满足工业布局和城市规划

的要求，还要结合企业的生产特点因地制宜综合分析。应坚持保护

绿色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和对环境的负荷影

响最小化。环境敏感区，是指需特殊保护的区域，如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

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地等。集中居住区是居民小区或自然村。考

虑到粉尘、污水排放及运输对居民小区的影响，企业应距离集中居

住区、商业区1km以上。 

规定应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砂浆站站区的面积和空间，不仅要合

理、紧凑的进行站区布局，而且应与企业生产规划的产能和当地行

业的长远发展相协调。站区内的生产、办公、生活及其他必要的设

施空间应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且便于协调和运营管理。 

站区进出口是砂浆站的重要位置，也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关

键区域，不仅涉及日常人员的流动，还涉及日常原材料、预拌砂浆

产品以及其它相关物资设备的运输管理。因此，本条强调应设门卫

开展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的“门前三包”管理维护，并提出应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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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应的洗车和环卫设施要求，进一步强调砂浆站在站区进出口的

规范化管理。要求厂区保持卫生清洁，不得有扬尘堆积。 

道路硬化是减少道路扬尘的基本要求，为了保证道路的质量和

耐久性，其设计施工可参考《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

未硬化的空地应进行相应的绿化，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生产作业区保

持场地整洁无扬尘。建立干净、卫生、环保的生产及工作环境条件

是非常重要的， 符合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本条还针对新

建、改建和扩建的砂浆站，提出了道路设计综合考虑的几点要求。 

原材料仓库或堆场是预拌砂浆站的核心区域之一，占地面积

大，且需要考虑运输装卸、骨料含水率、降尘等因素的影响。原材

料的质量管控也直接影响砂浆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因此，砂浆站的

仓库或堆场设计布局以及日常的管理和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实现雨污分流并建立雨水收集系统可以达到利用雨水节水的

目的。生产废弃物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分类存放有

利于提高其消纳利用率。 

4.3  照明设施 

4.3.2  鼓励站区充分利用自然光采光照明，加大节能灯等节能型照

明设备的使用比例。 

砂浆行业参照水泥工业要求，生产车间地面照度不应低于

100LX，办公场所、实验室等0.75米水平面照度不应低于300LX。

车间和办公区照明功率密度分别不超过6 W/m
2
 、8 W/m

2。 

4.4  设备设施 

4.4.2  砂浆站的上料、配料、搅拌过程会产生大量粉尘和噪音，搅

拌楼（站）内有除尘设施和封闭设施，可以降低噪音、避免粉尘外

泄，仍会有部分粉尘外泄。应通过有效的密闭措施可以防止粉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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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泄，降低对大气环境和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及时清理除尘滤芯，定期检查更换，并有保养及更换记录，集

料斗除尘装置应半年更换一次，并有更换记录。 

配备料位控制系统，并定期检查维护，有利于原材料的管理。 

及时清洗运输车辆，严禁车轮带泥上路，冲洗产生的废水进入

废水处置系统，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利用生产废水作为生产砂浆拌

合用水时，其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 

安装实时监控设备，监测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粉尘外泄及生产噪

音等，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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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体系 

5.1  一般规定 

5.1.1  砂浆站企业应根据以人为本的原则，制定本企业的安全管理

条例确保整个生产、管理、安全的规范化运行。同时，安全管理条

例内容也应随着企业发展需要和行业发展的变化，适时地作出相应

的调整和修订。 

5.1.2  预拌砂浆砂浆站的生产，涉及到多个大型设备的协同生产过

程，设备的定期维护管理和保养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产品

生产效率和质量的稳定性，建立维护管理和保养制度并实施是非常

关键的控制措施，可有效降低设备实施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健全的

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是保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高质量生产的重要

环节，企业管理文化、质量管理制度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直接影响

着每一位从事预拌砂浆生产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生产企业应积极开展上述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教育培训。 

5.2  安全 

5.2.2  本条明确保障工作人员安全、实现企业安全生产的具体措

施。 

在易发生危险的设备和区域设置醒目的安全标识并采取必要

的防护措施。 

5.3  维护 

5.3.2  粉料仓是指储存水泥和其他掺和料的各种仓，标识清楚才能



 

58 

避免材料误用。配备料位控制系统并定期维护有利于原材料管理； 

厂区内检测、监测设备应按设备管理及设备使用规定进行定期

检修及校准，确保检测、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5.4  管理 

5.4.2  企业建立人员、设备设施、厂区、采购、运行等方面的管理

制度，保证砂浆企业从设计、生产、采购、物流等全生命周期流程

的绿色管理，满足产品质量要求及保护生产过程中职工的健康安

全。 

采用信息化、智能化的管理方法，可将企业的销售、生产、设

备管理、财务结算等业务通过信息共享、协同办公，实现高效化、

精细化管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管理成本，提高工作

效率。 

合理的运输管理制度有利于确保运输的规范性和连续性。 

砂浆工程最终质量既受预拌砂浆材料本身的质量影响，也受预

拌砂浆在施工养护过程的影响，为了提高砂浆工程的质量，既要严

格规范砂浆企业产品的质量，也要重视施工单位施工和养护的规范

性，使得工程质量和寿命有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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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源与资源投入 

6.1  一般规定 

6.1.2  各种原材料都必须满足各自原材料质量的要求，才能保证按

照规定的配合比设计的预拌砂浆制品的性能稳定和使用后工程质

量安全。 

6.3  资源投入 

6.3.2  对当地砂浆站有较丰富固体废弃物资源的地区，明确提出建

立适宜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措施和相应的资源利用化产品生

产设施，以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量的目标。固体废弃物的相关性能

和取代量，需通过实验验证，保证所配制出的预拌砂浆性能满足相

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以及生产与应用过程中产品的环境安全性。 

砂浆站站区内，冲洗场地和罐车的废水、废浆应建立收集利用

技术及管理措施，明确提出废水应全部利用，不得对外排放，对废

浆提出了利用率目标规定， 这一方面也是鼓励相关企业通过技术

升级，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生产，另一方面也是预拌砂浆行业在

环保要求越来越严的今天，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积极使用人工砂或再生骨料，合理替代天然砂，扩大生产企业

的用砂资源，符合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 

6.4  采购 

6.4.2  容易扬尘和洒漏的原材料在运输过程中应采用封闭和遮盖

措施，声环境要求较高时，砂石装卸宜采用低噪声装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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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固体废弃物的来源较广，组成成分较为复杂，特别是某些

工业副产物和建筑废弃物中就可能含有对人们身心健康有害的物

质。为此，必须首先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对拟综合利用的

固体废弃物是否含有害物进行检测，严禁将含有有害物的固体废弃

物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作为原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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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排放 

8.1 一般规定 

8.1.5～8.1.6  站区生产性噪音污染是砂浆站主要的敏感污染源之

一，必须采取有效的管控和技术措施，尽可能地降低对站区环境和

周边环境的噪声影响。预拌砂浆砂浆站周边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及当地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根据站区周边的建筑

设施、道路、交通和环境状况制定建立完善的噪声监测网络和制度，

当站区周边噪声监测超过标准要求时，应及时采取相应的隔音设

施。 

8.2  大气污染物 

8.2.2  本条参照现行标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JGJ/T 328规定的指标。 

本条详细规定了砂浆站的空气污染物自我监测及第三方监测

的频次要求， 这一要求也是绿色环保砂浆站最基本的要求。生产

性空气污染物主要指站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

颗粒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污染物。有条件的企业应

积极开展实时自我监测，当企业不具备上述自我监测条件时，可以

委托第三方监测作为企业的自我监测，但该监测频次不得等同于第

三方监测，同时，企业委托第三方监测作为企业的自我监测时，自

我监测和第三方监测的时间间隔应大于60d。 

确针对生产粉尘排放不符合本规定的情况时需采取控制粉尘

排放的具体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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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水体污染物 

8.3.2  生产废水应根据处理后的使用要求采取适宜的技术措施进

行处置和利用。生活废水达到国家废水排放标准后可排放。 

本条详细规定了砂浆站的生产废水、废浆自我监测及第三方监

测的频次要求，这一要求也是绿色环保砂浆站最基本的要求。有条

件的企业应积极开展实时自我监测。当企业不具备上述自我监测条

件时，可以委托第三方监测作为企业的自我监测，但该监测频次不

得等同于第三方监测，同时，企业委托第三方监测作为企业的自我

监测时，自我监测和第三方监测的时间间隔应大于60d。 

8.5  噪声 

8.5.2  本条详细规定了砂浆站的声环境自我监测及第三方监测的

频次要求，这一要求也是绿色环保砂浆站最基本的要求。特别是噪

声，有条件的企业应积极开展实时自我监测。当企业不具备上述自

我监测条件时，可以委托第三方监测作为企业的自我监测，但该监

测频次不得等同于第三方监测，同时，企业委托第三方监测作为企

业的自我监测时，自我监测和第三方监测的时间间隔应大于6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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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绩效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数据采集和检测按照国家颁布的相关标准

检测方法执行。 

 

 

 

 

 

 

 

 

 

 

 

 

 

 



 

64 

10  评价 

10.1  评价方式 

10.1.1  开展预拌砂浆站的评价是砂浆站企业践行绿色环保发展理

念的重要举措，也是砂浆站企业提高站区绿色环保水平和产品质量

不断提高，企业自我完善生产管理环节不足之处的核心。当地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组织砂浆站企业开展绿色评价工作。针对被评

价组织，第一方为组织自身，第二方为组织的相关方，第三方为与

组织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组织。 

10.1.2  本条提出了预拌砂浆站绿色环保考核评价应坚持的原则。 

10.1.3  预拌砂浆站绿色环保考核评价既可用于企业自身通过企业

自身开展评价查漏补缺生产管理环节的问题。也可由授权的有资质

的第三方机构组织评价，用于砂浆站企业在绿色环保、综合管理、

生产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证明应用于企业的产品宣传和推广等

环节中。 

为确保预拌砂浆站绿色环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平、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等要求，在考核评价环节宜邀请行业内具有专门从事该行

业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全过程的考核评价工作，体现绿色

环保考核评价的真实性和独立性是非常必要的。 

10.2  考核评价项目及星级分值 

10.2.1  本条根据本标准第 4 章、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

第 8 章及第 9 章的有关条款规定，提出预拌砂浆绿色评价指标体

系由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综

合绩效六个项目指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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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本条规定了预拌砂浆站绿色评价时不同星级评价指标的控

制分值要求，表征了考核评价的预拌砂浆站企业的绿色环保生产及

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