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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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分。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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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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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风刚、郝殿国、毕泽阳、胡卫东、万力凝、张立国、张孝平、张

建、李树森、李锐、孙晓双、师莉、刘玉忠、耿培君、吴刚。 
 
 
 
 
 
 
 
 
 
 
 
 
 
 
 
 
 
 
 
 
 
 
 
 
 
 
 
 
 
 
 
 
 
 
 
 
 
 
 
 



2 
 

钢铁行业绿色生产管理评价标准(炼钢) 

 

1范围 

本评价标准规定了钢铁行业转炉炼钢工序绿色生产的一般要求。作为对钢铁企业炼钢

工序开展绿色生产管理评价的评价指导标准及评价方法。 

本评价标准适用于钢铁企业转炉炼钢工序（不含电炉）的绿色生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钢铁行业转炉炼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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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1256-2013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28664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916.2    取水定额 第 2部分：钢铁联合企业 

HJ 465-2009     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导则 

HJ 878-201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DB 13/216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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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炉炼钢  BOFsteelmaking 

利用吹入转炉炉内的氧气与铁水中的元素碳、硅、锰、磷反应放出的热量来进行冶炼

钢水的过程。 

3.2  

转炉炉衬寿命  Campaign life of lining materials for BOF 

转炉炉衬自投入使用起到更换新炉衬止的一个炉役期间的炼钢炉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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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溅渣护炉  Slag splashing for BOF 

在转炉出钢后留滞部分终渣于炉膛内，在溅渣开始前向炉内加入炉渣调整料，调整炉

渣成分及粘度至适宜范围，然后用高压氮气将渣液吹溅涂敷在炉衬表面形成溅渣层，起到

保护炉衬的作用。 

3.4  

钢铁量消耗  Iron consumption 

入炉的生铁料量与废钢铁料量之和同合格钢水产量之比。 

3.5 

炼钢工序生产取水量  Water consumption for steelmaking process 

炼钢工序（含精炼与连铸工序）每生产 1t钢水所消耗的取水量。 

3.6  

转炉工序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for BOF process 

报告期内，转炉工序（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一吨合格的粗钢，扣除工序回收的

能源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3.7  

转炉蒸汽和煤气回收量  Recovery amount of steam and gas from BOF 

转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所回收的转炉煤气量和余热蒸汽量折算标准煤量之和。 

3.8  

水重复利用率  Repeating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炼钢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3.9 

钢水合格率  Qualification rate of liquid steel 

合格钢水产量占钢水总产量的百分比。 

3.10 

连铸比 CC (continuous casting) ratio 

连铸合格坯生产量占合格钢水总产量的百分比。 

3.11 

钢渣利用率  Utilization ratio of slag from steelmaking process 

钢渣利用量与钢渣产生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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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  Controlling index for pollutant disposal 

炼钢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对污染物排放量的限制性指标。 

4 评价方法 

4.1评价原则 

4.1.1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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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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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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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绿色生产评价指标内容见表 1。 

4.3 权重值 

炼钢绿色生产评价一级指标权重值为： 

——生产工艺及装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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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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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及技

术 

10 

1 转炉公称容量（t） 1 
200 t 以上转炉

配置率≥100% 

150 t 以上转炉配

置率≥100% 

100t 以上转炉

配置率 100% 
 

2 铁水脱硫设备 1 
采用高效 KR 脱硫

技术 

采用镁基复合脱硫颗粒镁脱硫或其他

效率较低的脱硫技术 
 

3 钢渣处理工艺 1 采用热闷工艺 采用钢渣热泼工艺  

4 连铸比（%） 1 100 ≥95 ≥90  

5 自动化控制系统 1 

采用生产管理级、

过程控制级 

和基础自动化级

三级计算机控制 

采用基础自动化级

和过程控制 

级两级计算机控制 

采用基础自动化

级计算机控制 
 

6 转炉白灰消耗量（kg/t） 1 ≤25 ≤35 ≤45  

7 自动出钢技术 2 
采用自动出钢技

术 

部分采用自动出钢

技术 

未采用自动出钢

技术 
 

8 顶底复吹技术 2 
全炉役顶底复吹

碳氧积≤0.0023 

全炉役顶底复吹碳

氧积≤0.0030 

全炉役顶底复吹

碳氧积≤0.0040 
 

能源消耗 10 1 钢铁量消耗（kg/t） 2.5 ≤1050 ≤108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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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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消耗 10 

2 生产取水量（m³/t） 2.5 

达到 GB/T 18916.2

指标要求 

≤1 

达到 GB/T 18916.2

指标要求 

≤1.2 

达到 GB/T 

18916.2 指标要

求 

≤1.5 

 

3 氧气消耗 2.5 ≤50 ≤60 ≤65  

4 转炉工序能耗 2.5 

达到粗钢生产主

要工序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 GB 

21256-2013 先进

指标要求 

≤-30 

达到粗钢生产主要

工序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 GB 

21256-2013 指标要

求 

≤-20 

达到粗钢生产

主要工序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 GB 

21256-2013 指

标要求 

≤-10 

 

资源综合

利用 
10 

1 水重复利用率，% 2.5 

达到 HJ 465-2009

相关指标要求 

≥97 

达到 HJ 465-2009 相

关指标要求 

≥96 

达到 HJ 

465-2009 相关

指标要求 

≥95 

 

2 转炉工序能源回收量（kgce/t） 5 ≥35 ≥20 ≥15  

3 二次资源综合利用率 2.5 

达到 HJ 465-2009

相关指标要求 

≥95 

达到 HJ 465-2009 相

关指标要求 

≥85 

达到 HJ 

465-2009 相关

指标要求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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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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产业政策符合性
*
 2 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  

2 达标排放
*
 

5 

达到超低排放标

准

（DB13/2169-201

8 或其他严于国家

标准的地方标准） 

达到国家标准特排

限值（GB28664） 

达到国家标准

（GB28664） 
 

3 污染物总量控制* 
3 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  

4 转炉煤气净化装置 4 

采用 LT 干法除尘

或 OG+湿法电除尘

工艺 

采用 OG 法工艺或其他低效率、高能耗

除尘工艺 
 

5 转炉三次除尘装置 4 

炼钢车间厂房、天

窗全部封闭，并配

备独立的三次除

尘系统 

三次除尘与二次除

尘联通 
无三次除尘系统  

6 连铸废气收集装置 4 

钢水连铸机的钢

水包采取加盖措

施减少烟气外溢，

连铸机上方设集

气罩配高效覆膜

袋式除尘系统，无

组织烟气有效收

集。 

钢包加盖，无除尘设

施 
无  

7 
二次除尘排放口安装排放浓度在线

监测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4 配置率≥80% 配置率≥60% 配置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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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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转炉一次烟气安装 CO 排放在线监测

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4 配置率 100% 配置率≥80% 配置率≥60%  

9 
转炉一次除尘放散烟囱安装点火装

置 
3 

安装点火装置，CO

燃烧放散 
未安装点火装置，CO 直排大气  

10 转炉一次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 5 

符合 HJ 878-2017

相关要求 

≤10mg/m³ 

符合 HJ 878-2017

相关要求 

≤25mg/m³ 

符合 HJ 878-2017

相关要求 

≤50mg/m³ 

 

11 转炉二次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 5 

符合 HJ878-2017

相关要求 

≤8mg/m³ 

符合 HJ878-2017

相关要求 

≤10mg/m³ 

符合 HJ 878-2017

相关要求 

≤15mg/m³ 

 

12 
精炼烟气、铁水预处理烟气、三次烟

气颗粒物排放浓度 
5 

符合 HJ878-2017

相关要求 

≤8mg/m³ 

符合 HJ878-2017

相关要求 

≤10mg/m³ 

符合 HJ878-2017

相关要求 

≤15mg/m³ 

 

13 固体废物处置 2 

满足 GB 18599 相

关要求。建立固体

废物管理制度。危

险废物贮存设有

标识，转移联单完

备，制定有防范措

施和应急预案，无

害化处理后综合

利用率≥80% 

满足 GB 18599相关

要求。建立固体废

物管理制度。危险

废物贮存设有标

识，转移联单完备，

制定有防范措施和

应急预案，无害化 

处 理 后 综 合 

利 用 率≥70% 

满足 GB 18599 相

关要求。建立固

体废物管理制

度。危险废物贮

存设有标识，转

移联单完备，制

定有防范措施和

应急预案，无害

化处理后综合利

用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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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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特征 20 

1 连铸坯合格率% 5 ＞99.5% ＞99% ＞98%  

2 连铸恒拉速率% 5 ≥97% ≥95% ≥92%  

3 转炉吹炼终点氧（400-650ppm）合格

率 
2 ≥80 ≥70 ≥60  

4 RH 脱碳终氧（≤400ppm）合格率  
2 ≥95 ≥90 ≥85  

5 TD 全氧(≤23ppm)合格率  2 ≥98 ≥95 ≥90  

6 取向硅钢 Als±7ppm 合格率 2 ≥85 ≥80 ≥75  

7 汽车板 T[O]≤20ppm 合格率 2 ≥95 ≥9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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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计算公式 
A.1  钢铁量消耗 

…………………………………………………………………………（A.1） 

式中： 

Msi——钢铁量消耗，单位为吨钢每千克（kg/t）； 

Mi——生铁料量，单位为千克(kg)； 

Mw——废钢铁料量，单位为千克(kg)， 

Mes——合格钢产量，单位为吨（t）。 

A.2  生产取水量 

…………………………………………………………（A.2） 

式中：Vui—吨钢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钢（m
3
/t）； 

Vi—钢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新鲜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TCG—合格钢水产量，单位为吨（t）。 

A.3  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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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炼钢年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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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水重复利用率 

…………………………………（A.4） 

式中：W—生产水重复利用率，%； 

Wr—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的重复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Wn—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的补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5 工序能耗 

CG

SL
L

T

W
W =



11 
 

…………………………………………………………（A.5） 

式中：Eui——转炉生产合格钢所消耗的能源量，kgce/t； 

Es——生产合格钢水所投入的能源量，kgce 

Eo——煤气与蒸汽等余能回收外供量，kgce 

Mes——合格钢水产量，t。 

说明：电力折标系数取 0.1229kgce/kW•h。 

A.6  连铸比 

 

…………………………………………（A.6） 

式中：Lz——连铸比，%； 

LzpL——连铸合格坯产量，t； 

Mes——合格钢水产量，为合格连铸坯生产量、合格钢锭生产量与合格铸钢生产量之和，

单位为 t； 

A.7  钢水合格率 

 

…………………………………………（A.7） 

式中：Se——钢水合格率，%； 

M——钢水总产量，t； 

Md——各种原因造成的金属损失量，t。 

A.8  碳氧积 

 

                 m= w[C]%×w[O]% 

式中：m——碳—氧浓度积； 

w[C]%——钢水中碳的质量百分数，%； 

w[O]%——钢水中氧的质量百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