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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甘蔗制糖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蔗制糖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术语和定义、审核程序的工作要求和

工作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蔗制糖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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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25973—2010  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技术导则 

HJ 469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定技术导则 

DB45/T 1188  甘蔗制糖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HJ 469 及DB45/T 118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

了HJ 469 及DB45/T 1188 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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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或者减少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消除或者减轻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清洁生产审核 

按照一定程序，对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找出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原因，提出

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产生，降低能耗、物耗以及废物产生的方案，进而选定技术经济及环境可

行的清洁生产方案的过程。 

3.3  

审核程序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活动的技术方法，包括审核准备、预审核、审核、方案的产生和筛选、方案的

确定、方案的实施和持续清洁生产七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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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审核期 

企业开展一轮清洁生产审核活动从起始日期到结束日期的时限。 

3.5  

工作表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应给出的主要信息表。 

3.6  

“双超”类型企业 

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的企业。 

3.7  

“双有”物质 

有毒、有害物质，包括在《关于印发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规定的通知》附件二及《关于

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附件一中规定的物质。 

3.8  

蔗渣 

甘蔗经压榨或渗出提汁后残余的物料。 

3.9  

最终糖蜜 

从末段（最终）糖膏分离出来的母液。 

3.10  

滤泥 

泥汁或其它含有沉淀物的蔗汁或糖汁经过滤处理后，从过滤机卸出的泥渣。 

4 审核程序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内容 

4.1 审核准备 

4.1.1 工作要求 

取得企业领导的支持，全体员工参与，并组建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制定审核工作计划和宣传清洁

生产思想。审核期为第一个榨季开榨前1个月开始至第二个榨季结束。 

4.1.2 工作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成立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填写清洁生产审核小组成员表，参见附录 A中的 A.1； 

b) 制定审核工作计划，填写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表，参见附录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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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宣传、全员教育培训； 

d) 填写清洁生产审核障碍及解决办法表，参见附录 A.3；清洁生产审核员工合理化建议征集表，

参见附录 A.4。 

4.2 预审核 

4.2.1 工作要求 

根据收集的资料和现场考察的结果对企业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分析资源能源消耗和产排污

状况，确定审核重点并针对审核重点设置清洁生产目标，提出并开始实施明显的、简单易行的无/低费

方案。 

4.2.2 工作内容 

4.2.2.1 资料收集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企业概况，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和主要经营信息。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参见附录 A.5； 

b) 企业生产状况，包括生产全过程的工艺、设备及运行状态。填写审核前三个榨季原辅材料和

能源消耗表，参见附录 A.6；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产品汇总表，参见附录 A.7；按工段、

公共配套设施填写主要生产设备情况表，参见附录 A.8；按工段填写主要工艺表，参见附录

A.9，并绘制企业整体生产工艺以及各个工段工艺流程图；填写输入输出物料汇总表，参见附

录 A.10； 

c) 企业环境保护状况，包括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产生原因、治理现状。填写审核前三个榨季

环保手续情况表，参见附录 A.11；按工段填写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产排污现状表，参见

附录 A.12；按污染物类别填写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污染控制指标达标情况表，参见附录

A.13；按污染物类别填写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三废”治理与综合利用情况表，参见附

录 A.14，并绘制污染物处理工艺流程图；填写企业主要环保设施一览表，参见附录 A.15； 

d) 企业与相关政策符合性情况，包括国家、广西地方相关政策。填写国家、广西地方相关政策

符合性对比表，参见附录 A.16； 

e) 企业管理制度，包括从原料甘蔗采购、贮存堆放、辅助材料、生产过程以及成品糖出厂的全

程管理制度。 

4.2.2.2 现场考察 

对资料收集结果现场核实和修正，考察方法应符合GB/T 25973—2010中的6.2.3的规定。考察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整个生产过程； 

b) 压榨、澄清、蒸发、煮糖分蜜、动力和成品包装工段的原辅材料损耗、水耗、能耗和污染物

产生情况； 

c) 资源能源综合利用情况； 

d) 污染物处理设施和运营情况； 

e) 企业的实际生产管理状况。 

4.2.2.3 分析资源与能源消耗、产排污状况 

主要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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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填写与同行业先进企业主要技术指标对比表，参见附录 A.17，分析对比同行业先进企业的生

产、资源与能源消耗、产排污状况和管理水平； 

b) 填写与 DB45/T 1188 对比分析表，参见附录 A.18，按有关方法评价企业审核前的实际清洁生

产水平； 

c) 填写企业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原因分析表，参见附录 A.19，分析企业污染物产生、

物料和能源损失原因； 

d) 评价企业执行国家及广西地方环保法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情况，包括达标情况、缴纳排污

费及处罚情况等； 

e) 评价企业执行能源消耗限额标准、资源和能源管理要求的情况，包括达标情况、计量器具配

备情况、进行能源管理情况、开展能源审计工作情况等； 

f) 评价企业在现有原料、工艺、产品、设备和管理水平下，其资源能源消耗、产排污状况的真

实性及有关数据的可信度； 

g) 评价“双有”物质的管理及处理措施。 

4.2.2.4 确定审核重点 

a) 原则如下： 

1) 污染严重的工段； 

2) 原辅材料损失大、水耗和能耗高的工段； 

3) 环境及公众压力大的环节或问题； 

4) 有明显的清洁生产机会。 

b) 筛选、确定方法：应符合 GB/T 25973—2010 中的 6.3.2 的规定。选择权重总和计分排序法时

填写附录 A.20。 

4.2.2.5 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设置近期目标（审核期第二个榨季）和中/远期目标（审核后第五个榨季），

填写清洁生产审核目标设置一览表，参见附录A.21。“双超”类型企业将超标污染物达标排放或总量

控制指标达标设置为目标。设置清洁生产目标的原则和内容应符合GB/T 25973—2010中的6.4的规定。 

4.2.2.6 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 

初步分析收集的资料和现场考察的结果，在企业全厂范围内提出并实施明显易行的无/低费方案。

填写企业明显易行的无/低费方案汇总表，参见附录A.22。 

4.3 审核 

4.3.1 工作要求 

通过物料、水、电力、蒸汽平衡图等，分析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的环节，查找问题并提

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4.3.2 工作内容 

4.3.2.1 资料收集 

绘制工艺流程图、各单元操作流程图，以及填写审核重点单元操作功能说明表，参见附录A.23。

资料收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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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艺资料。包括：工艺流程图；工艺设计的物料、能量平衡数据；工艺操作手册和说明；设

备技术规范和运行维护记录；管道系统布局图；车间内平面布置图； 

b) 原材料和产品及生产管理资料。包括：产品的组成及月、年度产量表；物料消耗统计表；产

品和原料库存记录表；原料进厂检验记录；能源费用；车间成本费用报告；生产进度表； 

c) 污染物资料。包括：年度污染物排放和分析报告；污染物管理、处理方法和处置费用；水费

和排污费；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和维护费用； 

d) 区内外同行业先进企业的资料。包括：生产工艺及装备、资源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产

排污情况、产品特征、生产管理。 

4.3.2.2 实测输入输出物流、能流 

主要步骤如下： 

a) 实测前填写审核重点物流、能流实测准备表，参见附录 A.24； 

b) 制定实测计划，包括取样点、监测项目、监测周期、监测方法、监测仪器等； 

c) 校验监测仪器和计量器具； 

d) 实测所有进入审核重点的物流、能流（原料、辅料、水、蒸汽、中间产品、循环利用物等）； 

e) 实测所有输出物流、能流（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循环利用物、污染物等）； 

f) 实测后填写审核重点物流、能流实测数据表，参见附录 A.25。 

4.3.2.3 建立物料、水、电力、蒸汽平衡图 

填写审核重点的平衡分析表，参见附录A.26，进行平衡测算，绘制物料、水、电力、蒸汽平衡图，

标明各组分的数量、状态和去向。水平衡分析应符合GB/T 12452中的规定；能源平衡分析应符合    

GB/T 3484中的规定。 

4.3.2.4 分析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的工段及原因 

基于物料平衡的结果，分析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的工段和原因。填写审核重点污染物产

生、物料和能源损失的工段和原因分析表，参见附录A.27。 

4.3.2.5 继续提出并实施无／低费方案 

针对审核重点，根据物料平衡分析和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工段和原因的分析结果，提出

并实施无／低费方案。 

4.4 方案的产生和筛选 

4.4.1 工作要求 

对审核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方案进行汇总和筛选，实施可行的无/低费方案，确定初步可行的中/高

费方案并对其进行研制，编写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4.4.2 工作内容 

4.4.2.1 产生方案 

从影响生产过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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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改进管理、员工素质的提高以及积极性的激励等八个方面全

面系统地产生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 

a) 全体员工提出清洁生产方案或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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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物料平衡和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工段和原因的分析结果，提出解决措施； 

c) 广泛收集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技术； 

d) 组织行业专家进行技术咨询。 

4.4.2.2 汇总方案 

列表归纳所有的方案，简述其原理和实施后的预期效果。填写方案汇总表，参见附录A.28。 

4.4.2.3 筛选方案 

主要步骤如下： 

a) 从技术可行性、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实施难易程度、对生产和产品的影响等方面将所有方

案分为可行的无/低费方案，初步可行的中/高费方案和不可行方案三类。筛选方法应符合

GB/T 25973-2010 中的 6.7.2 的规定； 

b) 可行的无/低费方案立即实施，不可行方案暂时搁置或否定； 

c) 初步可行的中/高费方案供下一步研制； 

d) 列表汇总筛选方案的结果。根据选择的方法，填写方案简易筛选表，参见附录 A.29；或方案

权重与得分评判依据表、方案的权重总和计分排序表，参见附录 A.30、A.31。 

4.4.2.4 研制初步可行中/高费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绘制方案的工艺流程详图； 

c) 列出方案的主要设备清单； 

d) 进行方案的费用和效益估算； 

e) 编写方案说明，填写中/高费方案说明表，参见附录 A.32。 

4.4.2.5 核定已实施无／低费方案的效果 

核定投资、运行费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填写无/低费方案实施效果核定与汇总表，参见附录

A.33。 

4.4.2.6 编写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汇总分析审核准备、预审核、审核、方案的产生与筛选这四个阶段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成果，编

写中期审核报告，内容框架参见附录B。 

4.5 方案的确定 

4.5.1 工作要求 

在市场需求调研和预测基础上，确定方案的技术途径，对初步可行的中/高费方案进行技术评估、

环境评估和经济评估，从中确定最佳可行的推荐方案。 

4.5.2 工作内容 

4.5.2.1 市场需求调研与预测 

清洁生产方案涉及产品结构调整、有新的产品（或副产品）产生、得到用于其他生产过程的原材

料等情况时需进行市场调研。主要步骤如下： 

a) 调研市场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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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内外同类产品的价格、市场需求； 

2) 同类产品的总供应； 

3) 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4) 产品的销售对象； 

5) 市场对产品的改进意见。 

b) 预测市场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区内外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2) 国际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3) 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周期与市场发展的关系。 

4.5.2.2 确定方案的技术途径 

每种方案中包括2~3种不同的技术途径，以供选择。技术途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技术工艺流程详图； 

b) 实施途径及要点； 

c) 主要设备清单及配套设施要求； 

d) 所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 

e) 可产生的环境、经济效益预测； 

f) 投资总费用。 

4.5.2.3 技术评估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与国家、广西地方相关政策的相符性； 

b) 工艺路线、技术设备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c) 资源的有效利用性； 

d) 技术的成熟性、安全性。 

4.5.2.4 环境评估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资源能源消耗的变化； 

b) 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变化； 

c) 操作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d) 污染物的二次污染； 

e) 废弃物的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和再生回收。 

4.5.2.5 经济评估 

填写投资费用统计表，参见附录A.34；运行费用和收益统计表，参见附录A.35；中/高费方案经济

评估指标汇总表，参见附录A.36。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指标： 

a) 总投资费用； 

b) 年运行费用总节省金额； 

c) 新增设备年折旧费； 

d) 应税利润； 

e) 净利润； 

f) 年增加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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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投资偿还期； 

h) 净现值； 

i) 净现值率； 

j) 内部收益率。 

4.5.2.6 推荐实施方案 

汇总比较各方案的技术、环境、经济评估的结果，确定最佳可行的推荐方案。填写中/高费方案可

行性分析结果汇总表，参见附录A.37。“双超”类型企业将实现污染物排放达标或总量控制指标达标

要求的方案列入本轮审核实施计划中。 

4.6 方案的实施 

4.6.1 工作要求 

统筹规划推荐方案的实施，系统总结已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的成果。 

4.6.2 工作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组织方案实施。填写方案实施进度表，参见附录 A.38； 

b) 汇总已实施的无/低费、中/高费方案的情况。填写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按费用大小分类）

统计汇总表，参见附录 A.39；填写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按审核八个方面分类）统计汇总表，

参见附录 A.40； 

c) 汇总方案实施后的经济、环境效益。填写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效果汇总表，参见附录 A.41； 

d) 比较审核前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变化情况。填写审核前后与 DB45/T 1188 对比分析表，参

见附录 A.42；审核后清洁生产审核目标完成情况对比表，参见附录 A.43；审核前后物耗、能

耗情况对比表，参见附录 A.44；审核前后废水排放情况对比表，参见附录 A.45；审核前后废

气排放情况对比表，参见附录 A.46；审核前后固体废弃物排放情况对比表，参见附录 A.47；

审核前后噪声排放情况对比表，参见附录 A.48；审核前后主要污染控制指标达标情况对比表，

参见附录 A.49； 

e) 宣传清洁生产审核成果。 

4.7 持续清洁生产 

4.7.1 工作要求 

巩固已取得的清洁生产成果，使清洁生产工作持续开展。 

4.7.2 工作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 

b) 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填写持续清洁生产计划表，参见附录 A.50。 

4.8 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总结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成果，编写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内容框架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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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表 

A.1 清洁生产审核小组成员表 

见表A.1。 

表A.1 清洁生产审核小组成员表 

姓 名 组内职务 职务/职称 专业 组内分工职责 

     

     

……     

A.2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表 

见表A.2。 

表A.2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表 

序

号 
阶段 工作内容 进度安排 产出要求 责任人 

配合部门

/人员 

1 审核准备 

1.取得领导支持 

2.组建审核小组 

3.制定工作计划 

4.开展宣传教育 

 

1.领导的参与 

2.审核小组 

3.审核工作计划 

4.障碍的克服 

  

2 预审核 

1.进行资料收集 

2.进行现场考察 

3.评价产污状况 

4.确定审核重点 

5.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6.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 

 

1.资料收集结论 

2.审核重点 

3.清洁生产目标 

4.现场考察产生的无/低费

方案的实施 

  

3 审核 

1.准备审核重点资料 

2.实测输入输出物流 

3.建立物料平衡 

4.分析污染物产生原因 

5.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 

 

1.物料平衡 

2.污染物产生原因 

3.审核重点无/低费方案的

实施 

  

4 
方案产生

和筛选 

1.产生方案 

2.分类汇总方案 

3.筛选方案 

4.研制方案 

 
1.各类清洁生产方案的汇总 

2.推荐供可行性分析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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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表（续） 

序

号 
阶段 工作内容 进度安排 产出要求 责任人 

配合部门/

人员 

4 
方案产生和

筛选 

5.继续实施无/低费方案 

6.核定并汇总无/低费方案实施

效果 

7.编制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3.中期评估前无/低费方案

实施效果的核定与汇总 

4.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5 方案的确定 

1.进行市场调查 

2.进行技术评价 

3.进行环境评价 

4.进行经济评估 

5.推荐可实施中/高费方案 

 

1.方案的可行性分析结果 

2.推荐最佳可行的中/高费

方案 

  

6 方案的实施 

1.组织方案实施 

2.汇总已实施的无/低费方案的

成果 

3.验证已实施的中/高费方案的

成果 

4.分析总结已实施方案对企业

的影响 

 

1.推荐方案的实施 

2.已实施方案的成果分析结

论 

  

7 
持续清洁 

生产 

1.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织 

2.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管理制

度 

3.编制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1.清洁生产组织机构 

2.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3.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A.3 清洁生产审核障碍及解决办法表 

见表A.3。 

表A.3 清洁生产审核障碍及解决办法表 

障碍类型 障碍表现 解决办法 

思想认识 

行动障碍 

  

……  

生产技术 

障碍 

  

……  

资金物质 

障碍 

  

……  

政策法规 

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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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清洁生产审核员工合理化建议征集表 

见表A.4。 

表A.4 清洁生产审核员工合理化建议征集表 

姓名  工段  岗位  

年龄  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目前本工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产生的原因： 

 

 

 

 

 

 

建议采取的措施类型及内容： 

 

 

 

 

 

 

投资预算（无/低费、中/高费） 

 

 

 

 

 

预计产生的效果（审核前后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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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企业基本情况表 

见表A.5。 

表A.5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类型：                                         法人代表：                          

地址及邮政编码：                                                                       

电话及传真：                                      联系人：                             

主要产品：                                                                            

生产能力（设计、实际）：                                                                            

生产工艺：                                                                            

关键设备：                                                                            

年生产天数（设计、实际）：                                                                         

质量管理认证情况：                                                                   

环境管理认证情况：                                                                   

年末职工总数：                                 技术人员总数：                         

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企业注册资金：                                      

企业年总产值：                                                                       

企业年总利润：                                                                       

建厂日期：                                   投产日期：                               

最后一次改制时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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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审核前三个榨季原辅材料和能源消耗表 

见表A.6。 

表A.6 审核前三个榨季原辅材料和能源消耗表 

榨季 
原料/辅料/能

源名称 
使用工段 来源 质量等级 实际总消耗量 

实际单位 

产品消耗量 

行业定额单位 

产品消耗量 

榨 

季 

1 

       

       

……       

榨 

季 

2 

       

       

……       

榨 

季 

3 

       

       

……       

A.7 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产品汇总表 

见表A.7。 

表A.7 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产品汇总表 

榨季 产品名称 生产工段 产品单位 榨季产量 榨季产值 榨季产值占总产值比例 备注 

榨季 1 

       

       

……       

榨季 2 

       

       

……       

榨季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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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主要生产设备情况表 

见表A.8。 

表A.8 主要生产设备情况表 

工段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购置时间 投入使用时间 单位 数量 

       

       

…… 

      

A.9 主要工艺表 

见表A.9。 

表A.9 主要工艺表 

工段名称  

工艺名称 

 

主要设备 

 

工艺流程（图）与简介 

 

 

 

 

 

 

工艺类型 □连续生产    □间歇生产    □批量生产     □其他 

可能存在的问题 

 

 

 

 

 

 

主要污染物产生环节及

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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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输入输出物料汇总表 

见表A.10。 

表A.10 输入输出物料汇总表 

输入 输出 

名称 单位 数量 名称 单位 数量 

      

      

…… 

     

合计 

  合计 

  

注：物料包括原辅材料、水、能源等。 

A.11 审核前三个榨季环保手续情况表 

见表A.11。 

表A.11 审核前三个榨季环保手续情况表 

榨  季 

排污费 

万元 

罚款与赔偿 

万元 

主要污染事故 环评审批情况 竣工验收情况 

备注 事故 

描述 

原因 

分析 

处理 

措施 

审批 

单位 

审批 

日期 

审批 

文号 

验收 

单位 

验收 

日期 

验收 

文号 

榨季 1             

榨季 2             

榨季 3             

A.12 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产排污现状表 

见表A.12。 

表A.12 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产排污现状表 

榨

季 
工段 

产生 

部位 

废水/废气/固废/噪

声名称 
榨季产生量 

污染物

特性 
榨季排放量 

单位产品

排放量 

排放

去向 

备

注 

榨

季 

1 

         

         

……         

榨

季 

2 

         

         

……         

榨

季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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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污染控制指标达标情况表 

见表A.13。 

表A.13 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污染控制指标达标情况表 

污染物

类别 

污染控

制指标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备

注 

榨季 1 榨季 2 榨季 3 榨季 1 榨季 2 榨季 3 榨季 1 榨季 2 榨季 3  

废气 

           

           

……           

废水 

           

           

……           

噪声 

           

           

……           

A.14 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三废”治理与综合利用情况表 

见表A.14。 

表A.14 审核前三个榨季企业主要“三废”治理与综合利用情况表 

榨季 

废水/废气/

固废名称 

工

段 

产生

部位 

产

生

量 

主要

成分 

治

理

量 

治理

方法 

削

减

量 

回用

部位 

综合

利用

量 

综合利

用方法 

处理

费用 

经济

效益 

存在

问题 

               

               

               

……               

A.15 企业主要环保设施一览表 

见表A.15。 

表A.15 企业主要环保设施一览表 

名称 型号 数量 建成日期 投运日期 
设计处理 

能力 

实际处理 

能力 

处理 

方法 

去除 

效率 

处理 

成本 

运行 

情况 

存在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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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国家、广西地方相关政策符合性对比表 

见表A.16。 

表A.16 国家、广西地方相关政策符合性对比表 

序号 分类 名称 
产业政策符合

情况 

不符合

项说明 
行业准入情况 

不符合

项说明 
…… 

不符合

项说明 

 
工艺 

       

……        

 
技术 

       

……        

 
装备 

       

……        

 
产品 

       

……        

 ……        

A.17 与同行业先进企业主要技术指标对比表 

见表A.17。 

表A.17 与同行业先进企业主要技术指标对比表 

指标 单位 本企业现状 先进企业实际 对比情况 

生产工艺技术类型 

/    

生产能力利用率 %    

甘蔗进厂总量 t    

实际榨蔗量 t    

实际榨蔗天数 d    

平均日榨量 t/d    

平均甘蔗含糖分 %    

混合糖产量 t    

压榨抽出率 %    

煮炼收回率 %    

对比总收回率 %    

等折白砂糖产率 %    

吨糖耗蔗 t/t    

百吨蔗耗标煤 t/100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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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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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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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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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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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Ⅰ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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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值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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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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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级
基
准
值
 

审
核
前
 

指
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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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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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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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0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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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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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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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
5
 

≤
5
.
0
 

 
 

7
 

吨
蔗
耗
电
量
 

k
W
·
h
/
t
 

0
.
3
0
 

≤
2
8
 

≤
3
0
 

≤
3
5
 

 
 

8
 

*
吨
蔗
耗
新
鲜
水
量
 

m
3

/
t
 

0
.
3
5
 

≤
0
.
1
 

≤
0
.
3
 

≤
0
.
5
 

 
 

9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0
.
1
5
 

蔗
糖
总
回
收
率
 

%
 

0
.
1
0
 

≥
8
7
.
5
 

≥
8
7
.
0
 

≥
8
6
.
0
 

 
 

1
0
 

*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
 

0
.
3
0
 

≥
9
9
 

≥
9
8
 

≥
9
5
 

 
 

1
1
 

滤
泥
综
合
利
用
率
 

%
 

0
.
1
5
 

1
0
0
 

 
 



D
B
4
5
/
T
 
1
3
3
1
—
2
0
1
6
 

1
9
 

表
A
.
1
8
 
与

D
B
4
5
/
T
 

1
1
8
8
对
比
分
析
表
（
续
）
 

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权
重
 

二
级
指
标
 

单
位
 

二
级
指
标
权
重
 

Ⅰ
级
基
准
值
 

Ⅱ
级
基
准
值
 

Ⅲ
级
基
准
值
 

审
核
前
 

指
标
值
 

隶
属
级
别
 

1
2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0
.
1
5
 

蔗
渣
综
合
利
用
率
 

%
 

0
.
1
5
 

1
0
0
 

 
 

1
3
 

最
终
糖
蜜
综
合
利
用
率
 

%
 

0
.
1
5
 

1
0
0
 

 
 

1
4
 

锅
炉
灰
渣
综
合
利
用
率
 

%
 

0
.
1
5
 

1
0
0
 

 
 

1
5
 

污
染
物

产
生
指

标
 

0
.
2
5
 

*
吨
蔗
废
水
产
生
量
 

m
3

/
t
 

0
.
2
0
 

≤
0
.
6
 

≤
0
.
8
 

≤
1
.
0
 

 
 

1
6
 

*
吨
蔗

C
O
D
产
生

量
 

k
g
/
t
 

0
.
2
0
 

≤
0
.
3
 

≤
0
.
4
 

≤
0
.
5
 

 
 

1
7
 

吨
蔗

S
S
产
生
量

 
k
g
/
t
 

0
.
1
0
 

≤
0
.
1
2
 

≤
0
.
1
6
 

≤
0
.
2
0
 

 
 

1
8
 

*
吨
蔗
烟
尘
产
生
量
 

k
g
/
t
 

0
.
2
0
 

≤
1
.
2
 

≤
1
.
5
 

≤
1
.
7
 

 
 

1
9
 

*
吨
蔗

S
O
2
产
生
量
 

k
g
/
t
 

0
.
2
0
 

≤
0
.
0
5
 

≤
0
.
1
0
 

≤
0
.
1
5
 

 
 

2
0
 

吨
蔗

N
O
X
产
生
量
 

k
g
/
t
 

0
.
1
0
 

≤
0
.
1
0
 

≤
0
.
1
5
 

≤
0
.
2
0
 

 
 

2
1
 

产
品
特

征
指
标
 

0
.
0
5
 

产
品
包
装
 

0
.
3
0
 

符
合

G
B
 
1
4
8
8
1
相
关
要
求
 

 
 

2
2
 

色
值
 

I
U
 

0
.
3
5
 

≤
1
0
0
 

≤
1
2
0
 

≤
1
5
0
 

 
 

2
3
 

S
O
2
含
量
 

m
g
/
k
g
 

0
.
3
5
 

≤
1
0
 

≤
1
5
 

≤
3
0
 

 
 

2
4
 

清
洁
生

产
管
理

指
标
 

0
.
1
5
 

*
环
境
法
律
法
规
标
准
执
行
情
况
 

0
.
1
1
 

符
合
国
家
和
广
西
有
关
环
境
法
律
、
法
规
，
污
染
物
排
放
应
达
到
国
家
或
广
西
排

放
标
准
、
总
量
控
制
和
排
污
许
可
证
管
理
要
求
 

 
 

2
5
 

0
.
1
1
 

建
设
项
目
环
评
、
“
三
同
时
”
制
度
执
行
率
达
到

1
0
0
%
 

 
 

2
6
 

*
产
业
政
策
执
行
情
况
 

0
.
1
1
 

生
产
规
模
符
合
国
家
或
广
西
相
关
产
业
政
策
，
不
使
用
国
家
或
广
西
明
令
淘
汰
的

落
后
工
艺
和
装
备
 

 
 

2
7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制
度
执
行
情
况
 

0
.
0
9
 

按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清
洁
生
产
促
进
法
》
和
《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暂
行
办
法
》

要
求
开
展
审
核
 

 
 

2
8
 

生
产
工
艺
过
程
用
水
、
电
、
汽
管

理
 

0
.
0
6
 

进
出
用
能
单
位
、
进
出
主
要
次
级
用
能
单
位
、
主
要
用
能
设
备
的
配
备
和
管
理
均

符
合

G
B
 
1
7
1
6
7
的
要
求
，
并
建
立
严
格
的
定
量
考
核
制
度
 

 
 

2
9
 

能
源
管
理
执
行
情
况
 

0
.
0
2
 

按
照

G
B
/
T
 2
3
3
3
1
要
求
进
行
能
源
管
理
,
并
按
照

G
B
/
T
 1
7
1
6
6
的
要
求
开
展
能

源

审
计
工
作
 

 
 



D
B
4
5
/
T
 
1
3
3
1
—
2
0
1
6
 

2
0
 

表
A
.
1
8
 
与

D
B
4
5
/
T
 

1
1
8
8
对
比
分
析
表
（
续
）
 

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权
重
 

二
级
指
标
 

单
位

 
二
级
指
标
权
重
 

Ⅰ
级
基
准
值
 

Ⅱ
级
基
准
值
 

Ⅲ
级
基
准
值
 

审
核
前
 

指
标
值
 

隶
属
级
别
 

3
0
 

清
洁
生

产
管
理

指
标
 

0
.
1
5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制
度
 

0
.
0
6
 

按
照

G
B
/
T
 
2
4
0
0
1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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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
有
健
全

的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和
完
备
的
管
理
文
件
 

 
 

3
1
 

环
保
设
施
运
行
管
理
 

0
.
0
6
 

建
立
废
水
、
废
气
处
理
设
施
运
行
控
制
系
统
，
有
完
整
的
运
行
数
据
记
录
并
建
档

管
理
 

 
 

3
2
 

排
污
口
管
理
 

0
.
0
6
 

排
污
口
设
置
符
合
《
排
污
口
规
范
化
整
治
技
术
要
求
（
试
行
）
》
相
关
要
求
 

 
 

3
3
 

污
染
物
排
放
监
测
 

0
.
0
8
 

污
染
源
自
动
监
控
数
据

有
效
传
输
率
达

9
5
%
；
企

业
自
行
监
测
结
果
公
布

率
达

9
0
%
 

污
染
源
自

动
监
控
数
据

有
效
传
输
率
达

8
5
%
；
企

业
自
行
监
测
结
果
公
布

率
达

8
5
%
 

污
染
源
自
动
监
控
数
据

有
效
传
输
率
达

7
5
%
；
企

业
自
行
监
测
结
果
公
布

率
达

8
0
%
 

 
 

3
4
 

生
产
车
间
卫
生
管
理
 

0
.
0
5
 

满
足

G
B
Z
 
1
、
G
B
 
1
4
8
8
1
卫
生
要
求
 

 
 

3
5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0
.
0
5
 

按
照

G
B
/
T
 2
8
0
0
1
要
求
进
行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
预
防
职
业
病
危
害
，
保
护
劳

动
者
健
康
，
增
强
员
工
安
全
生
产
意
识
，
确
保
生
产
安
全
 

 
 

3
6
 

环
境
应
急
 

0
.
0
6
 

编
制
完
善
的
环
境
应
急
预
案
，
通
过
预
案
评
估
，
并
完
成
预
案
备
案
，
定
期
开
展

环
境
应
急
演
练
 

 
 

3
7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0
.
0
4
 

按
照
《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办
法
（
试
行
）
》
要
求
公
开
企
业
环
境
信
息
 

 
 

3
8
 

0
.
0
4
 

按
照
H
J
 
6
1
7
编
写
企
业
环
境
报
告
书
 

 
 

综
合
评
价
指
数
计
算
 

 

企
业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注
1
：
带
*
的
指
标
为
限
定
性
指
标
。
 

注
2
：
“
色
值
”
、
“
S
O
2
含
量
”
指
标
为
白
砂
糖
每
编

号
样
品
的
检
验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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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企业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原因分析表 

见表A.19。 

表A.19 企业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原因分析表 

污染物名称

或损失的能

源/物料名称 

工段 
产生或损失

部位 

原  因  分  类 

原辅材料

和能源 
技术工艺 设备 过程控制 产品 

污染物

特性 
管理 

员

工 

           

           

……           

注：针对企业全厂，分析污染物产生以及能耗、物耗的原因。 

A.20 权重总和计分排序法确定审核重点表 

见表A.20。 

表A.20 权重总和计分排序法确定审核重点表 

因素 权重 W（1～10） 

分数 R（1～10） 

工段一 工段二 工段三 …… 

R R×W R R×W R R×W R R×W 

污染物产生量  
        

        

环境代价  
        

        

污染物毒性  
        

        

清洁生产潜力  
        

        

……          

总 R×W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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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清洁生产审核目标设置一览表 

见表A.21。 

表A.21 清洁生产审核目标设置一览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审核前 

近期目标 

（审核期第二个榨季） 

中/远期目标 

（审核后第五个榨季） 

绝对值 
相对值 

% 
绝对值 

相对值 

% 

1 百吨蔗耗标煤 t/100t      

2 吨蔗耗电量 kW•h/t      

3 吨蔗耗新鲜水量 m
3

/t      

4 蔗糖总回收率 %      

5 水重复利用率 %      

6 滤泥综合利用率 %      

7 蔗渣综合利用率 %      

8 最终糖蜜综合利用率 %      

9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10 吨蔗废水产生量 m
3

/t      

11 吨蔗 COD 产生量 kg/t      

12 吨蔗 SS 产生量 kg/t      

13 吨蔗烟尘产生量 kg/t      

14 吨蔗 SO2产生量 kg/t      

15 吨蔗 NOX产生量 kg/t      

……        

注1：指标为参考项，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用但不限于以上指标。 

注2：“双超”类型企业应将超标污染物达标排放或超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达标设置为目标。 

A.22 企业明显易行的无/低费方案汇总表 

见表A.22。 

表A.22 企业明显易行的无/低费方案汇总表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实施日期 实施车间/部门 投资 环境效果 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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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审核重点单元操作功能说明表 

见表A.23。 

表A.23 审核重点单元操作功能说明表 

单元操作名称 功能说明 

  

…… 

 

A.24 审核重点物流（能流）实测准备表 

见表A.24。 

表A.24 审核重点物流（能流）实测准备表 

序号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及频率 

备注 

项目 计量单位 频次 时间 测定仪器 

        

        

…… 

       

A.25 审核重点物流（能流）实测数据表 

见表A.25。 

表A.25 审核重点物流（能流）实测数据表 

序号 监测位置 取样时间 

实测结果 

备注 

频次1 频次2 频次3 …… 

        

…… 

       

注：备注栏中填写取样时的工况条件。 

A.26 审核重点的平衡分析表 

见表A.26。 

表A.26 审核重点的平衡分析表 

输入 输出 

输入物 单位 数量 输出物 单位 数量 

      

…… 

     

合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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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审核重点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的工段和原因分析表 

见表A.27。 

表A.27 审核重点污染物产生、物料和能源损失的工段和原因分析表 

污染物产生/ 

能源和物料

损失工段 

污染物/物料

和能源名称 

影响因素 

原辅材料 

和能源 
技术工艺 设备 过程控制 产品 污染物特性 管理 员工 

 

         

         

 

         

         

…… 

         

         

A.28 方案汇总表 

见表A.28。 

表A.28 方案汇总表 

方案类型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实施日期 
实施车间/

部门 
预计投资 

预计效果 

环境效果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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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B45/T 1331—2016 

25 

表A.28 方案汇总表（续） 

方案类型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实施日期 

实施车间/

部门 
预计投资 

预计效果 

环境效果 经济效益 

加强管理 

        

        

……        

员工素质的提高

及积极性的激励 

        

        

……        

A.29 方案简易筛选表 

见表A.29。 

表A.29 方案简易筛选表 

方案编号 投资合理性 环境效果 经济效果 技术可行性 可实施性 结论 

       

       

……       

A.30 方案权重与得分评判依据表 

见表A.30。 

表A.30 方案权重与得分评判依据表 

因素 

权重 得分 

权重取值 依据 分数范围 评判依据 

环境效果 a
     

经济可行性 b
     

技术可行性 c
     

可实施性 d
     

a   

环境效果，权重值 W=8～10。主要考虑是否减少对环境有害物质的排放量及其毒性；是否减少了对人工安全和健

康的危害；是否能够达到环境标准等。 

b   

经济可行性，权重值 W=7～10。主要考虑费用效益比是否合理。 

c   

技术可行性，权重值 W=6～8。主要考虑技术是否成熟、先进；能否找到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区内外同行业是否有

成功的先例；是否易于操作、维护等。 

d   

可实施性，权重值 W=4～6。主要考虑方案实施过程中对生产的影响大小；施工难度、施工周期；工人是否易于接

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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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 方案的权重总和计分排序表 

见表A.31。 

表A.31 方案的权重总和计分排序表 

权重因素 
权重值 

（W） 

方案得分（R=1～10）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 

环境效果      

经济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可实施性      

……      

总分（∑W×R）      

排序      

A.32 中/高费方案说明表 

见表A.32。 

表A.32 中/高费方案说明表 

方案编码： 

方案名称 

 

工艺流程（图）与技术要点 

 

主要设备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包括费用及效益）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 

 

A.33 无/低费方案实施效果核定与汇总表 

见表A.33。 

表A.33 无/低费方案实施效果核定与汇总表 

序号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投资 

万元 

运行费用 

万元/年 
污染物消减量 节约与回收物料数量 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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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投资费用统计表 

见表A.34。 

表A.34 投资费用统计表 

方案名称： 

1. 基建投资： 

（1）固定资产投资：                                                                                  

① 设备购置：                                                                                    

② 物料和场地准备：                                                                              

③ 与公用设施连接费（配套工程费）：   

                                                             

（2）无形资产投资：                                                                                  

① 专利或技术转让费：                                                                            

② 土地使用费：                                                                                  

③ 增容费：      

                                                                                 

（3）开办费：                                                                                        

① 项目前期费用：                                                                                

② 筹建管理费：                                                                                  

③ 人员培训费：                                                                                  

④ 试车和验收的费用：  

                                                                           

（4）不可预见费用：    

                                                                                

2. 建设期利息费：    

                                                                               

3. 项目流动资金：                                                                               

（1）原材料，燃料占用资金的增加：                                                             

（2）在制品占用资金的增加：                                                                   

（3）产成品占用资金的增加：                                                                   

（4）库存现金的增加：                                                                         

（5）应收账款的增加：                                                                         

（6）应付账款的增加：  

                                                                        

4. 补贴：              

                                                          

总投资汇总（1+2+3）：   

                                                                                  

总投资费用（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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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运行费用和收益统计表 

见表A.35。 

表A.35 运行费用和收益统计表 

方案名称： 

1.年运行费用总节约金额（P）：                                                                   

 

P=（1）+（2）：                                                                                

 

 （1）收入增加额
a

：                                                                            

① 由于产量增加的收入：                                                                       

② 由于质量提高，价格提高的收入增加：                                                         

③ 专项财政收入：                                                                             

④ 其他收入增加额：                                                                           

 

 （2）总运行费用的减少额
b

：                                                                    

① 原材料消耗的减少：                                                                         

② 动力和燃料费用的减少：                                                                     

③ 工资和维修费用的减少：                                                                      

④ 其他运行费用的减少：                                                                       

⑤ 污染处理/处置费用的减少：                                                                   

⑥ 销售费用的减少：                                                                           

 

2.  新增设备年折旧费（D）:                                                                   

 

3.  应税利润（T）=P-D：                                                                     

 

4.  净利润=应税利润-各项应纳税金：                                                            

 （1）增值税：                                                                              

 

 （2）所得税：                                                                               

 

 （3）城建税和教育附加税：                                                                  

 

 （4）资源税：                                                                                

 

 （5）消费税：                                                                               

 

a   

“收入增加额”为负则表示收入减少； 

b   

“总运行费用的减少额”为负则表示总运行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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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中/高费方案经济评估指标汇总表 

见表A.36。 

表A.36 中/高费方案经济评估指标汇总表 

经济评价体系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1.总投资费用（I）     

2.年运行费用总节省金额（P）     

3.新增设备年折旧费     

4.应税利润     

5.净利润     

6.年增加现金流量（F）     

7.投资偿还期（N）     

8.净现值（NPV）     

9.净现值率（NPVR）     

10.内部收益率（IRR）     

A.37 中/高费方案可行性分析结果汇总表 

见表A.37。 

表A.37 中/高费方案可行性分析结果汇总表 

序号 方案编号 技术可行性分析 环境影响分析 经济可行性分析 结论 

      

      

…… 

     

A.38 方案实施进度表 

见表A.38。 

表A.38 方案实施进度表 

方案名称： 

编号 任务 期限 

时         标 

负责部门和负责人 

         

             

             

…… 

            

注1：“时标”以条形图显示任务的起始日期和期限。 

注2：两个任务间的联系用任务间所画箭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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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 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按费用大小分类）统计汇总表 

见表A.39。 

表A.39 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按费用大小分类）统计汇总表 

类别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实施部门 实施时间 完成时间 

无/低费 

方案 

     

     

……     

中/高费 

方案 

     

     

……     

A.40 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按审核八个方面分类）统计汇总表 

见表A.40。 

表A.40 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按审核八个方面分类）统计汇总表 

方案类型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实施部门 实施时间 完成时间 

原辅材料和能源      

工艺技术改造      

过程优化      

设备维护和更新      

废物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      

员工素质的提高      

加强管理      

产品更换或改进      

A.41 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效果汇总表 

见表A.41。 

表A.41 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效果汇总表 

类别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实际投资 

万元 

运行费用 

万元/榨季 

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无/低费 

方案 

      

……      

中/高费 

方案 

      

……      

注：此表也适用于全部方案实施后的经济与环境效益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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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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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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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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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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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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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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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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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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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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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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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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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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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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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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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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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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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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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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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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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吨
蔗

S
O
2
产
生
量
 

k
g
/
t
 

0
.
2
0
 

≤
0
.
0
5
 

≤
0
.
1
0
 

≤
0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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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4
5
/
T
 
1
3
3
1
—
2
0
1
6
 

3
3
 

表
A
.
4
2
 
审
核
前
后
与

D
B
4
5
/
T
 
1
1
8
8
对
比
分
析
表
（
续
）
 

序
号

 
一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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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权
重
 

二
级
指
标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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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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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级
基
准
值
 

Ⅱ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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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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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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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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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前
 

审
核
后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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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别
 

指
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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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洁
生
产

管
理
指
标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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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制
度
 

0
.
0
6
 

按
照

G
B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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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0
1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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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
有
健
全
的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和
完
备
的
管
理
文

件
 

 
 

 
 

3
1
 

环
保
设
施
运
行
管
理
 

0
.
0
6
 

建
立
废
水
、
废
气
处
理
设
施
运
行
控
制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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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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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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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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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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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档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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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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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口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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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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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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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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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控
数
据
有

效
传
输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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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
；
企
业
自

行
监
测
结
果
公
布
率
达

9
0
%
 

污
染
源
自
动
监
控
数

据
有
效
传
输
率
达

8
5
%
；
企
业
自
行
监
测

结
果
公
布
率
达

8
5
%
 

污
染

源
自

动
监

控
数

据
有

效
传
输

率
达

7
5
%
；
企

业
自
行
监
测

结
果
公
布
率
达

8
0
%
 

 
 

 
 

3
4
 

生
产
车
间
卫
生
管
理
 

0
.
0
5
 

满
足

G
B
Z
 
1
、
G
B
 
1
4
8
8
1
卫
生
要
求
 

 
 

 
 

3
5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0
.
0
5
 

按
照

G
B
/
T
 
2
8
0
0
1
要
求
进
行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
预
防
职
业
病
危
害
，
保

护
劳
动
者
健
康
，
增
强
员
工
安
全
生
产
意
识
，
确
保
生
产
安
全
 

 
 

 
 

3
6
 

环
境
应
急
 

0
.
0
6
 

编
制
完
善
的
环
境
应
急
预
案
，
通
过
预
案
评
估
，
并
完
成
预
案
备
案
，
定
期
开

展
环
境
应
急
演
练
 

 
 

 
 

3
7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0
.
0
4
 

按
照
《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办
法
（
试
行
）
》

要
求
公
开
企
业
环
境
信
息
 

 
 

 
 

3
8
 

0
.
0
4
 

按
照
H
J
 
6
1
7
编
写
企

业
环
境
报
告
书
 

 
 

 
 

综
合
评
价
指
数
计
算
 
 

企
业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注
1
：
带
*
的
指
标
为
限
定
性
指
标
。
 

注
2
：
“
色
值
”
、
“
S
O
2
含
量
”
指
标
为
白
砂
糖
每
编
号
样
品
的
检
验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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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审核后清洁生产审核目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见表A.43。 

表A.43 审核后清洁生产审核目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审核前 

近期目标 

（审核期第二个榨季） 

审核后完成 

（审核期第二个榨季） 

绝对值 
相对值 

% 
绝对值 

相对值 

% 

1 百吨蔗耗标煤 t/100
 

t      

2 吨蔗耗电量 kW•h/t      

3 吨蔗耗新鲜水量 m
3

/t      

4 蔗糖总回收率 %      

5 水重复利用率 %      

6 滤泥综合利用率 %      

7 蔗渣综合利用率 %      

8 最终糖蜜综合利用率 %      

9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10 吨蔗废水产生量 m
3

/t      

11 吨蔗 COD 产生量 kg/t      

12 吨蔗 SS 产生量 kg/t      

13 吨蔗烟尘产生量 kg/t      

14 吨蔗 SO2产生量 kg/t      

15 吨蔗 NOX产生量 kg/t      

……        

注1：指标为参考项，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用但不限于以上指标。 

注2：“双超”类型企业应将超标污染物达标排放或总量控制指标达标设置为目标。 

A.44 审核前后物耗、能耗情况对比表 

见表A.44。 

表A.44 审核前后物耗、能耗情况对比表 

名  称 使用工段 指标 单位 

审核前 审核后 

计划消耗量 实际消耗量 计划消耗量 实际消耗量 

原材料 甘蔗 全厂 吨糖耗蔗 t/t     

辅助 

材料 

标煤 全厂 百吨蔗耗标煤 ％     

电 全厂 吨蔗耗电 kw•h/t     

滤布 澄清 百吨蔗耗滤布 m
2

/10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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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4 审核前后物耗、能耗情况对比表（续） 

名  称 使用工段 指标 单位 

审核前 审核后 

计划消耗量 实际消耗量 计划消耗量 实际消耗量 

辅助 

材料 

硫磺 澄清 对蔗比 %     

石灰石/

石灰 
澄清 对蔗比 %     

焦炭 澄清 对蔗比 %     

……        

A.45 审核前后废水排放情况对比表 

见表A.45。 

表A.45 审核前后废水排放情况对比表 

序号 废水来源 
审核前 审核后 综合利用

情况 
效果 

流量 COD SS …… 流量 COD SS …… 

            

……            

A.46 审核前后废气排放情况对比表 

见表A.46。 

表A.46 审核前后废气排放情况对比表 

序号 废气来源 
审核前 审核后 综合利用

情况 
效果 

烟尘 SO2 NOX …… 烟尘 SO2 NOX …… 

            

……            

A.47 审核前后固体废弃物排放情况对比表 

见表A.47。 

表A.47 审核前后固体废弃物排放情况对比表 

序号 工段 
排放 

部位 

固体废弃

物名称 

审核前 审核后 
主要 

成份 
去向 

综合利

用情况 
实际产量 

t 

与蔗比 

% 

实际产量 

t 

与蔗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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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8 审核前后噪声排放情况对比表 

见表A.48。 

表A.48 审核前后噪声排放情况对比表 

序号 排放设备 

审核前 审核后 

昼间 

dB（A） 

夜间 

dB（A） 

昼间 

dB（A） 

夜间 

dB（A） 

      

      

……      

A.49 审核前后企业主要污染控制指标达标情况表 

见表A.49。 

表A.49 审核前后企业主要污染控制指标达标情况表 

污染物

类别 

污染控制 

指标 

审核前 

执行 

标准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审核后 

执行 

标准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废气 

         

…… 

        

废水 

         

…… 

        

噪声 

         

…… 

        

A.50 持续清洁生产计划表 

见表A.50。 

表A.50 持续清洁生产计划表 

项  目 主要内容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负责部门 

本轮审核尚未实施方案的实施计划 

    

清洁生产组织机构完善计划 

    

下一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职工的清洁生产培训计划 

    

下一轮审核重点 

    

清洁生产技术研发计划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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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内容框架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内容框架如下： 

前言 

1 企业概况 

1.1 企业基本情况 

1.2 组织机构 

2 审核准备 

2.1 审核小组 

2.2 审核工作计划 

2.3 宣传和教育 

3 预审核 

3.1 企业生产概况 

3.1.1 企业概况 

3.1.2 企业生产现状 

3.1.3 企业近三年原辅材料和能源消耗 

3.1.4 主要设备一览表 

3.2 企业环境保护状况 

3.3 政策符合性分析 

3.4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估 

3.5 确定审核重点 

3.6 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3.7 预审核阶段提出和实施的无/低费方案 

4 审核 

4.1 审核重点概况 

4.1.1 审核重点概况 

4.1.2 审核重点工艺流程 

4.2 输入输出物流、能流的测定 

4.3 物料、水、电力、蒸汽平衡 

4.3.1 物料平衡分析 

4.3.2 水平衡分析 

4.3.3 电力平衡分析 

4.3.4 蒸汽平衡分析 

4.4 能耗、物耗以及污染物产排现状及原因分析 

4.5 审核阶段提出和实施的无/低费方案 

5 方案的产生与筛选 

5.1 方案汇总 

5.1.1 方案产生 

5.1.2 方案汇总 

5.2 方案筛选 

5.3 方案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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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方案的产生与筛选阶段提出和实施的无/低费方案 

5.5 正在实施和拟实施方案成果预测 

5.6 清洁生产方案全部实施完毕的效果预评估 

5.6.1 预测方案全部实施完毕成果 

5.6.2 预测方案全部实施完毕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变化 

6 方案的确定 

6.1 备选方案可行性分析 

6.2 推荐可实施方案 

7 方案的实施 

7.1 方案实施情况简述 

7.2 已实施方案成果汇总 

7.3 审核后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7.3.1 审核后对企业的影响 

7.3.2 审核后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8 持续清洁生产 

8.1 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织 

8.2 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制度 

8.3 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9 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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