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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印染 要求通则》团体标准解读

时间：2020-10-30 部门：质量研究分院

　　1 产业现状

　　柯桥区是浙江乃至全国的纺织面料生产基地，年产能近100亿米，年产值在1000亿元左右，占全国产量的

30%左右，是国内最大的纺织产业集群之一，与发达国家和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具有低成本优势。

　　近年来，虽然柯桥区纺织印染生产企业注重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设备和管理理念，但大部分企业纺织面料产

品档次仍未能全面提升。一方面过度追求量的扩张而忽视产品质量，与国际市场对功能性、多样性需求的趋势

有一定差距，相对欧盟等发达国家来讲产品附加值较低；另一方面管理模式太过粗放，企业标准体系不够完

善，做到水、电、汽三级计量标准化管理的企业很少，大多数企业尚未采用ERP管理，在生产工艺、能源消

耗、环境治理、内部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管理相比存有尚大差距。

　　行业缺乏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统一标准，产业准入门槛低、产品附加值低，产品质量差异大，企业规模效益

不明显；缺乏对国际先进标准化信息（如蓝标认证、oeko-tex100等）的收集与研究，缺乏可提供新技术、新

标准及专家咨询等服务平台。

　　2 标准提出的意义

　　为全面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围绕打造“绿色高端、世界领先”的印染产业集群目标，以破解产城融合不匹配、生态文明不协调、

创新驱动不明显、龙头带动不充分、标准管控不到位等问题为主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全力打好“四换三名”组

合拳，着力打赢“退污进绿”、“退劣进优”、“退低进高”攻坚战，推动柯桥印染产业实现质的跃升，在全

国率先建成创新、集聚、绿色、高端的印染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浙江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探索路径、

提供借鉴、树立样板，柯桥区以团体标准为抓手，以规范聚集产业集群，以标准引领企业向高端品质发展，特

制定团体标准《绿色印染要求通则》。

　　3 标准研制的过程

　　1）开展项目研究，形成标准框架。为结合企业需求、行业整顿、政府监管等多项需求，项目组于2017年

在绍兴柯桥召开动会后，陆续开展了绿色印染相关的调研，调研过程中充分听取了政府部门、企业、行业、第

三方机构等对于绿色印染的认识和建议，于同年9月底形成了标准的大致框架。

　　2）正式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分块优化标准内容。在项目研究的基础上，正式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并

进行了适当分工。

　　3）明确标准的定位，确定标准大体内容。首先，通过对标准名称和范围的讨论，我们确定了标准名称。

其次，该标准从企业的实际角度出发，对节能、环保、安全、管理、产品相关的指标进行规定，从而为企业达

到绿色印染要求提供参考。在该标准的明确定位的基础上，起草组搜集了大量发达国家关于印染企业认证的做

法，并邀请国外相关专家宣讲、讨论，对这些国家的具体做法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对国内其他行业相对成

熟的做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吸收经验。最终在2017年的10月份确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4）多领域专家研讨，形成标准草案文本。2017年11月，在北京召开多次研讨会，邀请了中国印染协会、

全国丝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中国印染行业协会环保专业技术委员会、中国纺织协会、浙江省计量科学

研究院环化研究所、浙江省纺织测试研究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环境系、柯桥区印染协会、绍兴市柯桥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南通大学、北京服装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苏州大学纺

织服装学院的相关专家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研讨，进一步确定该标准的主体指标，并形成了标准草案文本。

　　5）经过多次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由于该类标准可参考借鉴其他材料较少，在起草标准过程中存在较

多不同意见，标准起草组在2017年12月份在杭州召开技术研讨会，就关键的技术内容进行详细研讨，并达成

共识。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从企业角度出发，对节能、环保、安全、管理、产品共五方面的相关的指标进行规定。其中，对节能、环

保、安全管理、产品共四个方面分别给出了企业基本要求和企业达到引领企业的引领指标要求，从而为不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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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可操作的、可持续的数据，避免“一刀切”的现象发生。针对安全指标，由于其特殊性，该

标准对所有企业的安全性要求是统一的，以期达到“安全第一”的原则。

　　节能指标中的综合能耗和新鲜水取水量的基本要求主要参考工信部发布的《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年

版），征求意见稿》和《绍兴市工业转型升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绍兴市印染行业有关标准的通知》等文件

中的相关要求；引领要求是在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和行业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的检测数据确定的。

　　环保指标中的废水排放指标、废气排放指标的基本要求主要参考GB 4287-2012《纺织染整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 33/962-2015《纺织染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企业作业场所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的基本要求主要参考GBZ159-2004《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测定标准及采样规范汇总》、GB/T18883-2002《室

内空气质量》、DB33/962-2015《纺织染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Z2.1-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等标准要求，以及印染行业现状和企业检测数据统计。安全指标主要

参考《印染企业安全生产规范》（报批稿）的相关要求。管理指标和产品指标主要结合国际的管理体系、

Oeko-Tex Standard 100、Bluesign蓝标（企业）认证等先进的管理、产品标准、认证体系等。

　　5 本标准的先进性

　　该项目标准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

　　节能指标：高于全国和浙江省的行业能耗指标，鼓励企业采用国际先进的低耗、高效印染装备。环保指

标：排放限值高于国家标准规范和浙江省地方标准。安全指标：车间空气指标进行限值规定，针对在园区大量

使用的印染非标设备的安全性指标进行规定。管理指标：鼓励企业采用国际先进管理标准和其他先进现场管理

标准组织生产。

　　产品指标：参照国际高端纺织品行业标准或国际认证（蓝标等）的环保指标进行质量控制。

　　由上可见，部分指标高于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其中，节能指标2项技术指标均高于国家工信部规范要求

（详见表1）；环保指标分为废水限值和废气限值，废水限值中4项基本指标要求和14项引领指标要求高于国

家相关标准要求（详见表2）；废气限值中5项基本指标和引领指标要求均高于浙江省地方标准中现有企业排

放限值（详见表3），其中，5项基本指标与省地标中新建企业要求持平，比现有企业要求高，5项引领指标与

省地标中特别排放要求持平。

 

表1 节能指标比对

分类 

综合能耗 新鲜水取水量 

国家工信部

规范要求 

团标中基本

要求 

团标中引领

要求 

国家工

信部规

范要

求 

团标中基本

要求 

团标中引

领要求 

棉、麻、化纤

及混纺机织

物 

≤30公斤标

煤/百米 

≤28公斤标

煤/百米 

≤26公斤标

煤/百米 

≤1.6吨

水/百

米 

≤1.6吨水/百

米 

≤1.3吨水/

百米 

纱线、针织

物 

≤1.1吨标

煤/吨 

≤0.96吨标

煤/吨 

≤0.85吨标

煤/吨 

≤90吨

水/吨 
≤80吨水/吨 

≤75吨水/

吨 

　　  

表2  废水限值比对

                                                                 单位：mg/L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国标GB 4287-2012

中间接排放限值 
团标中基本要求 

团标中引领

要求 

1 
化学需氧量（COD

Cr） 
200 200 80 

2 五日生化需氧量 50 50 20 

3 悬浮物 100 100 50 

4 色度（稀释倍数） 80 80 50 

5 氨氮 20 15（高于国标） 10 

6 总氮 30 25（高于国标） 15 

7 总磷 1.5 1.5 0.5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国标GB 4287-2012

中间接排放限值 
团标中基本要求 

团标中引领

要求 

8 二氧化氯 0.5 0.5 0.3 

9 
可吸附有机卤素

（AOX） 
15 12（高于国标） 8 

10 硫化物 0.5 0.5 不得检出 

11 苯胺类 0.8 0.8 不得检出 

12 总锑 0.1 0.1 0.08 

13 六价铬 0.5 0.5 不得检出 

单位产品

（标准

品）基准

排水量

（m3/t） 

棉、麻、化纤及混纺

机织物 
175 

140（高于国

标） 
110 

纱线、针织物 110 85（高于国标） 65 

表3  废气限值比对

序号 项目 

省地标DB33

962-2015中现

有企业排放限

值 

省地标DB33

962-2015中新建

企业排放限值 

团标中基本要求

（与省地标中新

建企业要求持

平，比现有企业

要求高） 

团标中引领

要求（按省

地标中特别

排放限值） 

1 颗粒物 20 15 15 10 

2 染整油烟 30 15 15 10 

3 苯 2.0 1.0 1.0 1.0 

4 苯系物 10 5 5 2 

5 臭气浓度 500 300 300 200 

 

　　6 标准的实施

　　该团体标准由绍兴市柯桥区标准计量学会和绍兴市柯桥区印染协会联合制定发布，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

责牵头标准起草工作。本标准发布后直接用于指导柯桥地区印染行业相关企业按照“绿色高端、世界领先”的

总体目标，通过搬迁集聚、整治提升、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生态治理等举措提升印染行业节能环保水平。同

时，鼓励企业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开展自评或者第三方评价，通过对标达标活动，促使降低企业能耗排放，推动

集聚区印染企业进行绿色生产。

　　

　　文章作者：李莹 许应成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质量研究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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