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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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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化纤制造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化纤行业（腈

纶）清洁生产技术要求（以下简称“本技术要求”）。 

本技术要求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

会的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本技术要求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和装备水平而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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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要求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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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类。考虑到化纤行业的特点，本技术要求将清洁生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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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技术要求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技术要求由福建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福建省清洁生产审核中心）负责

起草。 

本技术要求主要起草人：刘用泉、蔡如钰、赵扬、陈远锋、甘来。 

本技术要求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本技术要求为首次发布，自 2002年 x月 x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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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化纤行业（腈纶） 

          （征求意见稿）        HJ/xx-2002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cleaner production 

-- Chemical fibre industry（Acrylic fiber）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主题内容 

本技术要求按照清洁生产的原理，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环境污染出发，

针对化纤生产过程的原材料选用、资源利用、污染物产生、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

品最终处置提出技术要求。 

 

1.2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化纤行业腈纶湿法纺丝中的硫氰酸钠一步法生产工艺及

产品企业(不包括原料生产过程和生活消耗)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绩效评估

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引用标准 

暂无引用标准。 

 

3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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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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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腈纶 

即聚丙烯腈纤维，中国称腈纶。 

 

4 技术要求内容 

4.1 指标分级 

本技术要求给出了化纤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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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技术要求内容 

化纤行业（腈纶）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的各级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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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纤行业（腈纶类）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原辅材料

的选择 

 
 

生产腈纶纤维的主要原

料为丙烯腈、辅助原料

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

烯磺酸钠、异丙醇。溶

剂为硫氰酸钠。使用其

它代用品或添加剂时，

应以对人体健康没有损

害和在生产过程中对生

态环境没有负面影响为

前提 

生产腈纶纤维的主要原料

为丙烯腈、辅助原料为丙烯

酸甲酯、甲基丙烯磺酸钠、

异丙醇。溶剂为硫氰酸钠。

使用其它代用品或添加剂

时，应以对人体健康没有损

害和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

环境没有负面影响为前提 

生产腈纶纤维的主要原

料为丙烯腈、辅助原料为

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磺

酸钠、异丙醇。溶剂为硫

氰酸钠。使用其它代用品

或添加剂时，应以对人体

健康没有损害和在生产

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没有

负面影响为前提 

2．腈纶纤维

收得率   

(包括回收) 

100％ 99％ 98.5％ 

3.设备 采用硫氰酸钠回收率大

的回收设备 
采用硫氰酸钠回收率大的

回收设备 
采用硫氰酸钠回收率大

的回收设备 
4．洗涤剂 采用水洗替代碱洗硫氰

酸钠回收设备 
降低碱洗中 NaOH的含量 降低碱洗中NaOH的含量

5．硫氰酸钠

净化技术 

凝胶色谱法、离子延迟

树脂法 
活性炭吸附法 萃取法、离子交换法 

6．公用工程

动力 
在压缩空气消耗总量的

控制、空气压缩机的运

行、冷却水、冷冻水系

统、空调、自控、照明

等方面都有节约能源的

措施 

在压缩空气消耗总量的控

制、空气压缩机的运行、冷

却水、冷冻水系统、空调、

自控、照明等方面都有节约

能源的措施 

在压缩空气消耗总量的

控制、空气压缩机的运

行、冷却水、冷冻水系统、

空调、自控、照明等方面

都有节约能源的措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丙烯腈(t/t) ≤940 ≤950 ≤980 
2.丙烯酸甲
酯(kg/t) 

≤50 ≤60 ≤70 

3.甲基丙烯
磺酸钠(kg/t) ≤10 ≤10 ≤10 

4.硫氰酸钠
(kg/t) ≤20 ≤30 ≤40 

5.蒸汽(t/t) ≤20 ≤25 ≤30 
6.电(kW·h/t) ≤1900 ≤2100 ≤2400 
7.新鲜水(t/t) ≤60 ≤80 ≤100 
三、产品指标 

1．产品合格

率(％)   

(近三年) 
100 99．00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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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化纤行业（腈纶类）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1.废水量（t/t） ≤120 ≤160 ≤200 

2.CODcr（kg/t） ≤200 ≤400 ≤600 

3.BOD（kg/t） ≤25 ≤48 ≤70 

4.SS（kg/t） ≤8 ≤12 ≤16 

5. 丙烯腈（kg/t） ≤10 ≤50 ≤100 

6.氢氰酸（kg/t） ≤50 ≤70 ≤100 

7.废气量（Nm3） ≤8 ≤12 ≤16 

8.废丝、废原液占腈

纶产量百分比（%）
≤1.5 ≤2 ≤2.5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处置 近 10年，完全回收硫

氰酸钠、废料 

近 5 年，完全回收硫

氰酸钠、废料 

近 3 年，完全回收硫

氰酸钠、废料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建立完备的针对全部

工艺过程物流环境监

测体系，针对物料流

失点建立控制程序，

建立职工生产过程环

境管理培训机制 

建立针对重点的原

料、水与废物的环境

监测体系，针对重点

物料流失点建立控制

程序，建立职工生产

过程环境管理培训机

制 

建立职工生产过程环

境管理培训机制 

2.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腈纶上游丙烯腈和

硫氰酸钠生产提出单

耗、污染物单排要求；

对下游纺织企业提出

减少织物成品中油剂

附着含量；设备采购

提出节能减污指标 

对下游纺织企业提出

减少织物成品中油剂

附着含量；设备采购

提出节能减污指标 

设备采购提出节能减

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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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化纤行业（涤纶类）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3．清洁生产审核 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编制的化纤行业的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进行

了审核 

4. 环境管理 按照 ISO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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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齐全有效 

环境管理制度、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基本

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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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技术要求所设计的各项指标均采用化纤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

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5.1 本技术要求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计算方法： 

▲ 纤维收得率： 

纤维收得率（%） 100×
+

原料质量

废丝质量产品质量
=  

 

▲ 产品合格率： 

产品合格率（%） 100×
+次品数量合格品数量

合格品数量
=  

次品数量系指在生产过程中经过检查被挑出的不洁、含杂质、断丝的不合格

品数量。 

 

▲ 吨产品耗水量： 

吨产品耗水量（t/t）
)()(

)()(
t

t
生产化纤产量本期年

生产化纤消耗新鲜水量本期年
=  

吨产品耗水量指生产 1吨化纤产品所消耗的新鲜水量(不包括非生产用水)。 

 

▲ 吨化纤耗用原料： 

吨化纤耗用原料(kg／t)
)()(

)()(
t

kg
生产化纤产量本期年

生产化纤消耗原料量本期年
=  

 

▲ 吨化纤耗电量： 

吨化纤耗电量(kWh／t)
)()(

)()(
t
kWh

生产化纤产量本期年

生产化纤耗电总量本期年
=  

 

说明： 

①化纤电耗包括基本生产用电与辅助生产用电，如各工序动力直接用电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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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供汽、供风、设备大小维修及维护或试运转用电、本车间照明用电及分摊厂

区、仓库、办公室等的照明用电，以及有关上述各项用电的线路和变压损失；不

包括非生产性用电，如礼堂、食堂、托儿所、学校、职工住宅、基建、技术措施

和建筑安装工程(包括试运行)等的用电。 

②计算耗电的母项，与统计同期煤耗的母项数字相同。 

③化纤电耗除去按照上述统计外，为便于对比，应同时计算不包括自产水和

自来水的单位耗电量。 

④自产水和自来水电应包括分摊的线路及变压器损失。 

 

▲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仅指用于化纤生产时洗涤设备管道或纯生产用水，不包括非生产

用水，各个化纤生产车间产生的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产生量一年之和除

以一年化纤产量。 

废水产生量(t/t)
)(

)(
t

t
年生产化纤产量

年废水产生量
=  

 

▲ CODcr产生量： 

CODcr产生量指化纤生产过程排放废水中的 CODcr的量，各个化纤生产车

间产生的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 CODcr 的测定值。其浓度监测方法采用

重铬酸盐法(方法标准号 GB11914-89)，本标准的监测下限为 30mg／L。 

CODcr的浓度值取一年中 12个月的平均值。 

CODcr的浓度(mg／L)=∑CODcr的月平均浓度值(mg／L)／12 

CODcr的量(kg／t)=CODcr的浓度(mg／L)*年废水产生量(t)／103 

 

6 本技术要求的实施 
本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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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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纤行业（腈纶）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编制说明 
 

1  概述 

清洁生产是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也是实现我国污染控制重

点由末端控制向生产全过程转变的重大措施。近年来，国内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

企业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清洁生产(预防污染)已被世界工业界所接受。本标准的

制订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界的清洁生产工作，使我国相应的行业生产过程更清

洁化、环保化，使清洁生产工作更标准化和规范化，并将带动其他行业的清洁生

产工作。 

我国化纤工业从 50 年代开始起步，限于当时资源、技术和国际环境条件制

约，发展的重点是以短棉绒为主要原料的粘胶纤维和以电石为主要原料的维纶，

自 70 年代开始，发展的重点转向以石油为基础原料的涤纶、锦纶、腈纶等，融

入国际化纤发展的主流。化纤生产能力 1970年仅 10万吨，到 2000年我国纤维

加工总量中化纤比例已达到 60%，年生产能力达 694 万吨（其中合成纤维约占

91％），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24％左右，其中涤纶（约占化纤总量 70％以上）、

锦纶、腈纶为合成纤维中最主要品种。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化纤生产

国和最大的化纤及化纤原料出口国，化纤工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行

业，人们衣着消费特别是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消费均将快速增长，预计到

2005年我国人均纤维年消费水平将由目前的 6.5公斤提高到 7.5公斤以上，接近

世界平均消费水平，我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将由 2000 年 1230 万吨增长到 2005

年 1500万吨左右。 

聚丙烯腈纤维，中国称腈纶。50 年代初出现以来发展很快。腈纶广泛用于

制做绒线、针织物和毛毯。腈纶纺织物轻、松、柔软、美观，能长期经受较强紫

外线集中照射和烟气污染，是目前最耐气候老化的一种合成纤维织物，适用于作

船篷、账篷、船舱和露天堆置物的盖布等。1969 年我国腈纶实现工业生产，90

年代得到高速发展，先后开发与引进国外技术，至今已形成 5种溶剂 8条工艺路

线较为完整的腈纶工业体系，到 2000 年我国生产厂家达 18 家，生产能力达 54

万吨，产量超过 40 万吨，其中有 8 家企业采用硫氰酸钠一步法生产工艺，3 家

企业采用硫氰酸钠二步法生产工艺，5 家企业采用 DMF 二步法生产工艺，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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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业采用其他溶剂。腈纶行业中占一半左右的企业采用硫氰酸钠一步法工艺，

污染较为严重，故本技术要求针对硫氰酸钠一步法工艺作出清洁生产要求。我国

腈纶纺丝线最大生产能力与世界先进流程相比，相差近一倍，国内工厂机台平均

运转率低于世界平均值。国产腈纶差别化率比国外 30%的水平低近一半。虽然国

产腈纶大部分采用引进技术生产，但质量指标低于引进母体。到目前为止，除了

硫氰酸钠一步法技术、装备完成国产化，并在技术上有所进展外，国内还没有形

成可以国外先进技术竞争的技术平台。 

在我国腈纶由于需求缺口大，每年都要大量进口，约进口 35.3 万吨，年需

求总量在 75至 80万吨。腈纶正逐步依托大型石化原料生产基地，提高一体化技

术水平。腈纶在合成纤维中竞争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溶剂法腈纶生产过程污染

大，产品在自然界不易分解，纤维中残留溶剂对工序与应用有影响。因此废水处

理、废丝、废胶回纺以及进一步降低纤维中残留溶剂含量，应列为已建企业的常

抓课题。对聚丙烯腈废料经水解、交联可制得高吸水材料，用以改造土壤，环境

绿化，是腈纶回归自然的良好途径。综合利用问题应引起注意。对近期取得进展

的腈纶熔纺工艺，应予关注，有条件的企业可提前介入伺机捷足先登。使腈纶工

业再创辉煌。 

我国化纤行业的发展面临有两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加入WTO后，外方

对国内产品设立环境保护壁垒，从产品到生产将提出环境要求。其次是国内环境

压力增大，旧有的生产工艺与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降低成本和减少污染，这就要求

采用新的与环境友善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实践证明，清洁生产就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办法。 

从整体上看，我国化纤生产仍是水平较低、规模较小、效益较低的发展模式，

每生产 1 吨化纤耗水量在 40-120 吨，相应的排水也在 3-100 吨之间，给企业和

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环境负担。化纤工业产生的废水不仅量大，而且污染物浓度较

高，CODcr 浓度平均在 1000-2000mg／l，BOD5浓度在 300—2400mg／l。这样

的高浓度有机废水给污水处理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增加了企业处理污水的经济

负担。另外，纺丝工艺设备和公共工程设备的电耗也是化纤生产企业最大的能耗，

是节能挖潜的主要环节。因此，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从源头入手，全过程控制

和综合利用，走清洁生产之路。 

从国内情况看，化纤行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行业，其资源消耗指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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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产品耗水、吨产品耗电、吨产品耗原料和吨产品耗能，化纤行业对此十分重视，

多年来积攒了大量的经验和数据，可用以借鉴和参考。在污染物的产生指标方面，

化纤行业尚无自己的行业标准和要求，目前，化纤企业仅仅遵循的是国家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对化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特有的

水、气及固体污染物既没有行业标准也没有国家标准。 

从国际情况来看，化纤工业发展迅速，在资源消耗指标方面，例如：吨产品

耗水、吨产品耗电、吨产品耗原料和吨产品耗能，具有一定的基础资料，但是在

耗能方面，国内和国际由于能源价格不同、所处地区温度不同，其指标有所区别。 

近几年来，企业参加清洁生产审核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在审核过程中遇到

一些困难，企业和咨询机构在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如何判断一个企业或者一个

项目是否达到清洁生产要求一直非常困难。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要求，清洁生产

的推广存在相当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洁生产工作的开展。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颁布了环办 [1999] 127号“关于下达 2000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及其项目计划表。2000年 5月 10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

司在京主持召开了 3-5个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标准开题会，认为很有必要制定清洁

生产技术标准，这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以及环保审批等均有重要意义。要求技术

要求主要针对各行业的典型工艺来设定清洁生产的指标和基准数据值，具体的基

准数据按行业的实际情况考虑分级。在技术要求的制订时要以环保为重点，考虑

生命周期，作为我国现行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排污许可证) 

采用污染预防战略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技术支持。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2年 1月 9日下达了环发 [2002] 2号《关于公布清

洁生产审核试点单位并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其附件 1.清洁生产审核试点单

位名单、附件 2.行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编写大纲、附件 3.行业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编写大纲。福建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被确定为 46 家作为清洁生产审核试点的

单位之一。同年 6月，受国家环保总局委托，国家清洁生产中心在新疆乌鲁木齐

市筹备召开《清洁生产审核试点工作督促检查评估会议》，会议对试点机构技术

要求和审核指南完成情况进行了汇总和评估，打破以前关于牵头单位与参加单位

的规定，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的编制重点进行了统一要求，并明确技术要求

为推荐性标准；根据当前行业技术和装备水平制订，原则上分为三级；清洁生产

指标原则上分为六类，其中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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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必须涵盖的指标；要求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能定量的尽量定量；按国家行业标

准格式编制；适用范围界需定清楚，术语要表达准确。同年 8月 28日至 30日，

在北京国家环保总局，由国家清洁生产中心主持召开了化纤等 27 个行业的清洁

生产技术要求（初稿）的初步评审会。  

由于化纤产品种类繁多，工艺复杂。编制人员仔细研究了专家的评审意见，

经过进一步讨论决定，根据产品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优先选取化学纤维中的合成

纤维。在合成纤维主要品种中再优先选取聚酯纤维（中国称涤纶）、聚丙烯腈纤

维（中国称腈纶）、聚乙烯醇纤维（中国称维纶）、聚氨酯纤维（中国称氨纶）

等的化学纤维品种作为参照基准。本腈纶技术要求力求反映腈纶生产的典型工

艺。根据清洁生产的要求，清洁生产应体现预防二字，因此制订本技术要求以预

防为主，不考虑末端治理。考虑化纤行业的特点，提出六类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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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和环境管理要求；从现行化纤企业预防污染技术角度出发，决定将技术要求分为

三级，主要考虑现行技术的水平，不考虑企业规模，从而促进化纤行业实现规模

化和集团化。本技术要求的其他具体内容，按国家清洁生产中心和与会专家的要

求和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化纤行业腈纶湿法纺丝中的硫氰酸钠一步法生产工艺及

产品企业(不包括原料生产过程和生活消耗)。 

本技术要求可适用于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企业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

制度等工作。 

 

3  指导原则及具体问题 

3.1  指导原则 

制订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的最基本原则是：依据生命周期的分析理论，主要围

绕化纤的生命周期而展开。对化纤生产主要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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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六个方

面来考虑。 

（1）符合清洁生产的思路，体现预防为主的原则，本技术要求完全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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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治理，因此，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染物离开生产线时的数量和浓度，不是

经过处理之后的数量和浓度。 

（2）符合产业政策和化纤行业发展的趋势的要求，并根据化纤行业的特点，

本技术要求仅考虑化纤生产过程。 

（3）因化纤行业的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差异较大，各个企业的指标值均相

差甚远，例如吨产品耗水量在 40-120吨，相应的排水也在 3-100吨之间，因此，

考虑到广大化纤厂的积极性，以及今后进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估和清洁生产绩

效公告制度的需求，将技术要求划分为三级。 

一级要求：企业的生产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各项要求均达到国际

上同行业先进水平。 

二级要求：企业的生产行为，较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各项要求均达到

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国内三分之一企业可达到的领先水平) 。 

三级要求：企业的生产行为，基本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各项要求均达到

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 (国内二分之一企业可达到的平均水平) 。 

同时，所有企业的末端排放必须达标排放。 

（4）本技术要求力求定量化，但对于一些难于定量化的指标，均给出详尽

的文字说明。 

（5）本技术要求力求实用和可操作，各个技术要求指标均选取化纤行业和

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企业和审核人员易于理解和掌握。 

 

4  制订本技术要求的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4.1  技术要求的依据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办 [1999] 127号“关于下达 2000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及其项目计划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 [2002] 2 号《关于公布清洁生产审核试点单位并开

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其附件 1.清洁生产审核试点单位名单、附件 2.行业清洁

生产审核指南编写大纲、附件 3.行业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编写大纲。 

 

4.2  主要参考资料 

（1）化学工业出版社组织编写，化工生产流程图解.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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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7 

（2）董纪震等编著，合成纤维生产工艺学.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 

（3）蓝清华等编著，合成纤维生产工艺原理.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1991 

（4）H.R.Jones编著，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Textile Industry摘译本.北京.

纺织工业出版社.1983 

（5）国家环境保护局，石油化学工业废气治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1996 

（6）黄丽荣，吴志强，陈龙著，化纤厂丙烯腈生产装置的清洁生产.化工环

保.2000.20.3 

（7）中国国家清洁生产中心编著，中小水泥厂清洁生产自我审计指南 

（8）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编著，清洁生产审核培训教材.北京.中国

环境出版社.2001 

（9）国家环境保护局编著，有机化工原料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试

用版）1996. 

（10）李广东，李善日著，清洁工艺、降低腈纶生产中污水污染强度的实例

研究.北方环境.2001年第 1期 

（11）马国骏著，腈纶生产中溶剂硫氰酸钠回收强化技术. 合成纤维工

业.1999年第 22卷第 2期 

（12）任其龙等著，腈纶工业中硫氰酸钠溶剂的净化技术. 合成纤维工

业.2001年第 24卷第 4期 

（13）李汝雄，杨春育著，合成纤维的回收、再生、循环利用.合成纤维.2001

年第 30卷第 5期 

（14）国家环境保护局著，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系数手册（试行）.1995 

（15）宋秀娟著，大庆石化公司污染源的调查及建议.黑龙江石油化工.2001

年第 12卷 

（16）李青山等编著，高分子材料工学丛书.腈纶生产工学.1999年 

（17）任铃子著，我国腈纶工业发展与对策. 合成纤维工业.2000年第 23卷

第 1期 

此外，还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搜集资料，例如参考相关专业工具书、手册、

期刊、清洁生产文献及论著，进行高校光盘实验室检索，对各类相关专业、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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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环保资料开展网上查询和科技信息检索查新工作，并参考相关专业的企业

环境影响报告书、污染源监测报告、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报告、排污申报登记

等等，搜集、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行业关于污染预防和清洁生产的文献资料及

基础数据。 
 

5  编制本技术要求的基本方法 

5.1  方法概述 

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的制订在国内乃至国际尚属首次，因此没有现成的标准或

要求可借鉴。此次技术要求的制订严格按照清洁生产的定义，立足企业，以化纤

产品为主线向两边延伸，用生命周期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

从原辅材料和能源替代、技术工艺改造、设备维护和更新、过程优化控制、产品

更换或改进、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加强管理、员工素质的提高以及积极

性的激励这八个方面系统地对从原料到产品的企业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考核，最终

确定从六个方面提出本技术要求的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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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具体内容和数值完全根据现行化纤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政府的要

求，它将行业生产知识和环保知识有机的结合，由此而达到通过对企业生产环节

提出要求，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5.2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的确定 

原辅材料指标主要考虑用于生产腈纶的原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对生态

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以及原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因此选择

了化纤行业常用指标产品产率，此项指标监测常规化，每一家企业都容易接受并

可以自行测定。设备指标主要考虑设备的节能性和对硫氰酸钠回用程度高的设

备。洗涤剂指标主要考虑降低 NaOH 的使用量，减少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硫

氰酸钠净化技术指标考虑对净化硫氰酸钠采用技术的先进性。公用工程动力指标

主要考虑化纤厂的公用工程动力占能源消耗的主要部分，提出对各种动力消耗都

必须有节能措施。 

 

5.3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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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指标选择了化纤行业最常用的经济技术指标，化纤厂最大的环境污

染问题是废水，因此选择了吨腈纶耗水量，耗水量越大废水产生量将越大对环境

危害也越大，另外还考虑了能源消耗指标，其四项指标为：吨化纤产品耗水、吨

产品耗电、吨产品耗蒸汽、吨产品原辅材料消耗。资源能源消耗指标的具体数值

参照参考资料中调查统计数据，以平均数作为技术要求的二级指标，在此基础上

稍作调整。 

 

5.4  产品指标的确定 

化纤厂的主要产品为化纤，由此，产品指标确定为产品合格率指标。产品指

标本来还考虑腈纶产品含残留物（油剂等物质），但由于产品中油剂的含量为下

游买家所要求，所以作为对相关方环境管理放入环境管理指标中去要求。 

 

5.5  污染物产生指标的确定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本技术要求中最重要的要求，它直接与环境有关，化纤生

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废水、废气和废渣，结合腈纶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污

染物产生指标，其中与水有关的指标为废水产生量、CODcr产生量、BOD5产生

量、SS、丙烯腈；与固体废弃物有关的指标为废丝、废原液；与废气有关的指

标为废气量。只要把这些指标抓好和抓紧，腈纶厂的环境问题基本上能得到控制。

CODcr产生量按照各企业实际分析测定浓度经统计而确定。废水产生量指标值按

企业实际测算值或全国各厂吨耗水量推算得出。 

 

5.6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的确定 

与固体废物有关的指标为有关原辅料、废丝、废料、废液等，化纤生产过程

所产生这些废物具有可回收利用的特点和价值，只有回收和利用才可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这里主要是处置回收。 

 

5.7环境管理要求的确定 

环境管理要求是一类定性指标，主要考虑企业是否在生产过程环境管理、相

关方环境管理、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健全环境管理制度等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工

作。着重点在于相关工作的文件记录考核和现场考核。文件记录考核考核环境管

理文件和数据的齐备，现场考核依据文件进行现场检查是否按照文件要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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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要求的可行性和经济分析 

6.1  本技术要求的经济分析 

本技术要求包括定性要求和定量要求，定性要求表现为文字限制，对腈纶生

产过程提出操作和管理上的要求，部分涉及到增添设备，例如在污染物产生指标

中提到对废丝、废料及硫氰酸钠的回收，达到这一指标需要增设回收设备，而回

收的废丝可以用于外卖，因此，企业完全可以在经济上接受这一要求。另一类指

标是定量要求，其指标用数值表述，例如：产品收得率、产品合格率、耗水量、

吨化纤耗原料、耗电量、废水产生量、化纤总损失率，这些指标是化纤行业内部

和考核的经济指标，因此，它不会给企业增加任何经济负担。另一个定量指标

CODcr 产生量，这是环境保护部门要求最常用的指标，对环保工作较重视的企

业，一般都具有测试分析的条件和能力，不需要再行投资。另外，对于企业而言，

原料单耗的数据本来属于成本考核的内容，这应该企业是日常性的工作，对污染

物排放的数据，我们认为企业环保部门应该有相应的数据，如果没有相应的监测

设备、仪表，由于清洁生产是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则依据持续清洁生产的要求，

可以在审核过程中作为清洁生产方案装备起来，初步的排污数据可以估算（如某

工序的废水量也许没有计量），对部分无组织排放如（车间废气无组织排放）的

数据也可以估算。因此，本技术要求在实施上与经济方面是可行的。 

 

6.2  本技术要求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本技术要求的提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立足企业，以腈纶生产为主线，

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国内外腈纶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实现这些指标并不

是高不可攀，技术上难度不大。初步调研表明，只要企业经营和管理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均可达到三级要求，二级要求对于国内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经过努力是

可以达到的，一级要求指标值要求较高，国内顶尖企业可以达到。目前国内已经

有不少节能、降耗、减污的技术和工艺，成熟可靠，并有成功实例，因此，本技

术要求在实施的技术上是可行的。 

 

7  技术要求实施建议 

本技术要求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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