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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 ***-2019《钢铁行业绿色生产管理评价标准》分为 8 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焦化 

—第3部分：烧结（球团） 

—第4部分：炼铁 

—第5部分：炼钢 

—第6部分：热轧 

—第7部分：冷轧 

—第8部分：硅钢 

本部分是T/*** ***-2019的第6部分。 

本评价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金属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尹浩彬、梅嘉星、曹恒、胡志勇、东占萃、罗旭烨、周广成、王伦、

周阳、蔡耀清、张建、李树森、李锐、孙晓双、师莉、刘玉忠、耿培君、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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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绿色生产管理评价标准(热轧)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联合企业热轧板卷轧钢工序绿色生产管理评价。 

独立的热轧轧钢企业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钢铁企业热轧加工工序应执行并符合以下文件要求。以下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5-2012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3/2169-2018     河北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钢铁行业绿色生产管理评价标准－－通则》（试行稿）所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评价标准。 

3.1  

蓄热燃烧技术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technology  

指将燃烧器与蓄热体相结合，利用工业炉产生的高温废气，通过蓄热体将低热值高 炉

煤气或助燃空气预热到较高温度后再进行燃烧的技术。 

3.2 

余热回收利用技术  Waste heat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technology 

指利用加热炉产生的高温烟气，通过加热炉支撑梁热交换装置或在加热炉烟道安装余

热锅炉以回收烟气中的余热并产生高温蒸汽的技术。 

3.3 

汽化冷却 Evapouration cooling  

利用水汽化吸热，带走被冷却对象热量的一种冷却方式。受水汽化条件的限制，在常

规条件下汽化冷却只适用于高温冷却对象。 

3.4   

热连轧工艺  Hot continuous roll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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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产钢材的方式，用连铸板坯或初轧板坯作原料，经步进式加热炉加热，高压水

除鳞后进入粗轧机，粗轧料经切头、尾、再进入精轧机，实施计算机 控制轧制，终轧后即

经过层流冷却（计算机控制冷却速率）和卷取机卷取、成为直发卷。 

3.5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  Air pollutant release standard  

指热轧带钢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对污染物排放量的限制性指标。 

3.6   

余热锅炉  Waste heat boiler 

    指利用各种工业过程中的废气、废料或废液中的余热及其可燃物质燃烧后产生的热量

把水加热到一定温度的锅炉。 

3.7   

许可排放限值  Permitted emission limits 

指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允许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3.8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plan 

指真对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

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

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

染事件制定的应急预案。 

4  评价方法 

4.1  评价原则 

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定量评价指标选取能够体现技术先进性，且能反映“节

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绿色生产的指标。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

家有关推行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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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

势选取。 

4.2  评价标准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产工艺装备及技术、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产品特

征指标，在上述五项指标下设若干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置 A 类、B类、C类三级评

价系数。热轧绿色生产评价指标内容见表 1。 

4.3  权重值 

热轧绿色生产评价一级指标权重值为： 

——生产工艺及装备 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F%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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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 10%； 

——资源综合利用 10%； 

——环境保护 50%； 

——产品特征 20%。 

4.4  评价方法 

4.4.1  二级指标各分项的分值等于基准值乘以系数。 

4.4.2  一级指标的分值等于二级指标各分项值累加之和。 

4.4.3  综合得分等于 5 项一级指标分值累加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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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钢铁行业（热轧）绿色生产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指标项 权重值 序号 指标项 基准值 A 类系数（1.0） B 类系数（0.8） C 类系数（0.6） 

生产工艺

设备设施

装备水平 

10 

1 加热炉余热回收 5 
蓄热燃烧+汽化冷

却 

常规燃烧+余热锅

炉+加热炉汽化冷

却 

常规燃烧+加热

炉汽化冷却 
 

2 热装热送比 3 

热装温度≥600℃，

热装比≥60%，热轧

薄板采用薄板坯连

铸连轧技术 

热装温度≥400℃，

热装比≥40% 

热装温度

≥300℃， 热装

比≥20% 

 

3 辊道连接保温设施 2 采用该技术 部分采用 未采用  

能源消耗 10 

1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kgce/t 
5 ≤50 ≤53 ≤553  

2 
燃气消耗热轧薄板，

kgce/t 
3 ≤40 ≤42 ≤45  

3 
单位产品新水消耗量，

m3/t 
2 ≤0.6 ≤0.75 ≤0.90  

资源综合

利用 
10 

1 
产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率，% 
5 ≥98 ≥97 ≥96  

2 氧化铁皮回收利用率，% 5 100 ≥95 ≥90  

环境保护 50 

1 产业政策符合性* 4 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  

2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指

标 
8 

达到地方超低排放

标准

（DB13/2169-2018

或其他严于国家标

准的地方标准） 

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特排限值

（GB28665-2012） 

达到国家排放标

准普通限值

（GB28665-2012

） 

 

3 水污染物达标排放标准 3 
企业内部利用，不

外排 
达标排放（GB 1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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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指标项 权重值 序号 指标项 基准值 A 类系数（1.0） B 类系数（0.8） C 类系数（0.6） 

环境保护 50 

4 大气排放总许可量 5 满足排污许可证大气排放总许可量  

5 
颗粒物单位产品排放

量，kg/t 
5 ≤0.02 ≤0.03 ≤0.05  

6 
二氧化硫单位产品排放

量，kg/t 
5 ≤0.04 ≤0.05 ≤0.07  

7 
氮氧化物单位产品排放

量，kg/t 
5 ≤0.13 ≤0.15 ≤0.17  

8 危废管理情况 5 

完善的危废管理体

系，建有专用危废

贮存库，符合相应

要求及标准。 

完善的危废管理体

系，有专用危废贮

存库，但不符合要

求及标准。 

危废管理体系不

完善，有专用危

废贮存库，但不

符合要求及标

准。 

 

9 辐射管理情况 5 

完善的辐射管理体

系，具有全面的辐

射防护用品及工器

具 

完善的辐射管理体

系，辐射防护用品

及工器具不完善 

辐射管理体系不

完善，辐射防护

用品及工器具不

完善 

 

10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管理 
5 

具备完善环境突发

事件的应急管理组

织机构，制定针对

性演练计划并按期

组织演练保留演练

记录，对演练进行

评价持续改进改进 

具备完善环境突发

事件的应急管理组

织机构，制定针对

性演练计划，但未

组织演练或无演练

记录 

不具备完善环境

突发事件的应急

管理组织机构，

未制定针对性演

练计划，未组织

演练 

 

产品特征 20 
1 钢材综合成材率，% 10 热轧薄板≥98 热轧薄板≥97.5 热轧薄板≥97  

2 钢材质量合格率，% 10 热轧薄板≥99.8 热轧薄板≥99.7 热轧薄板≥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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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计算公式 

A.1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𝐸𝑢𝑖 =
𝐸𝑖

𝑄
………………………………………（A.1） 

式中： 

𝐸𝑢𝑖——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 

𝐸𝑖 ——统计期内，工厂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即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

产系统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Q ——统计期内的合格粗钢产量，单位为吨（t）。 

A.2  单位产品新水消耗量 

𝑉𝑢𝑖 =
𝑉𝑖

𝑇𝐶𝐺
………………………………………（A.2） 

式中：𝑉𝑢𝑖——单位产品新水消耗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钢（m3/t）； 

𝑉𝑖 ——钢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新鲜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𝑇𝐶𝐺——合格带钢产量，单位为吨（t）。 

A.3  污染物排放量 

𝑊𝐿 =
𝑊𝑆𝐿

𝑇𝐶𝐺
………………………………………（A.3） 

式中：𝑊𝐿——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吨（kg/t）钢； 

𝑊𝑆𝐿——某污染物年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𝑇𝐶𝐺——合格带钢年产量，单位为吨（t）； 

吨产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为有组织污染源排放量，不包括无组织源排放量。 

此处污染物包括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废水、COD、氨氮、颗粒物、SO2、NOx（以 NO2 

计）等的排放量，但不包括自备电厂的排放量。 

A.4  产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W =
𝑊𝑟

𝑊𝑟+𝑊𝑛
× 100%………………………………（A.4） 

式中：W——产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𝑊𝑟——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重复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𝑊𝑛——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补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5 钢材综合成材率 

𝑊𝐿 =
𝑊𝑆𝐿

𝑇𝐶𝐺
× 100%………………………………（A.6） 

式中：𝑊𝐿——钢材综合成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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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𝑆𝐿——带钢合格产品产量； 

𝑇𝐶𝐺——带钢总产量； 

A.6  钢材质量合格率 

𝑊𝐿 =
𝑊𝑆𝐿

𝑇𝐶𝐺
× 100%………………………………（A.7） 

式中：𝑊𝐿——钢材质量合格率； 

𝑊𝑆𝐿——带钢合格产品报产重量； 

𝑇𝐶𝐺——带钢检验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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