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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
（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 2021年第二批广

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2〕26

号），广东省地方标准《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于

2022年 1月 14日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立项，并由广州能

源检测研究院牵头研制。本标准是纺织行业推荐性标准，本标准为

首次制定。

（二）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参加单位有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广东省节能中

心、广东省能源研究会、广东省纺织协会。

主要起草人：江姗姗、江腾佳、钟泽航、黄嘉瑜、徐新鹏、黄

阔、陈凯、刘干民、黄允生、鲍虎、肖振乾、叶杰文、梁慧轩、刘

凯。

所做工作：负责本项标准的直接起草和修改，负责标准起草工

作的整体统筹实施，在标准的起草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三）任务目的与意义

纺织产业可形象被称为一根纤维的行业，就是把纤维（包括天

然纤维和化学纤维等）变成人们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产品。这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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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主要有：人们穿着用的服装服饰类产品、生活家居用的（例如

床上用品、布艺品等）产品、产业用纺织品（例如卫生防护用品、

土工用布、轮胎帘子布等）等。棉印染产品是纺织产品中最重要的

品种之一。改革开发以来，广东省印染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为广

东省经济发展、人民就业以及人民生活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纺

织行业中，印染行业是产品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以及不可或缺的

中间环节，是联系上游织造和下游服装等最终产品的重要纽带。印

染行业的发展对整个纺织行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印染行业也是广东省能源和资源消耗较大、污染物产生量和排

放量较多的行业之一。随着国家和人民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不断提

高，印染行业面临要不断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产生和

排放的要求。广东省印染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相当部分企业处于

粗放型的发展阶段，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仍不容乐观。因此，制定

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对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

性，推动行业清洁生产和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

二、主要工作过程

整体工作过程分为标准申报、标准编制组成立、标准基础研究、

标准编制、专家研讨、修改完善等阶段，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项目申报和立项（2021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申报单

位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了项目申报

书，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专家委员会评审后，确认标准

编制于 2022年 1 月正式获批，开展标准编制筹备工作。项目来源

于广东省能源局重点行业能效标准规范制定项目。

2.标准编制组成立（2021 年 11月）。标准获批立项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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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连同广东省节能中心、广东省能源研

究会、广东省纺织协会等起草单位共同参与《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限额》标准编制组，形成了行业专家和标准化专家共同参

与的工作机制。

3.标准基础研究（2021年 12月）。标准编制组通过梳理现有

政策文件、标准规范、统计报告和研究文献等，从国外、国内、广

东省、其他典型地区等不同层面分析重点耗能行业和纺织企业现

状，分析其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明确标准范围和内容框架

提供参考基础。

标准编制组制定纺织企业能效调研问卷，在广东省内开展问卷

调查，汇总分析形成各行业能效水平现状，为标准制定提供充分的

支撑依据。标准编制组也前往广东省及各地市能源主管部门、行业

协会和典型企业等进行实地走访考察，通过深入调研方式获取更进

一步的信息和资料和了解各利益主体对能效指标和单位产品能效

的需求和建议。

4.标准编制（2022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 27 日，《棉印染

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定额》以团标形式发布，发布单位为广东省能

源研究会。标准编制组在团标和前期调研成果的基础上，经内部交

流讨论，形成了广东省地方标准《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

额》征求意见稿。

5.征求意见阶段（2023年 4月）。经编制组组长审核，于 2023

年 4月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往广东省能源局征求意见。标准于 2023

年 4月 25日在广东省能源局官网公开征求意见。

6.送审稿形成阶段（2023年 6月）。编制组对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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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进行了汇总处理，至目前为止共收到 11个单位/个人的有

效反馈；11个单位/个人提出了修改意见或建议 27条，其中 26条

采纳，1条不采纳。编制组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进行了汇总

处理，并根据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征询了相关专家

的修改意见后，最终形成了《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

送审稿。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三、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1.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行业产业政策、法规等相一致。在编

制过程中，标准编制组收集和参考了各种国家法律法规、行业产业

政策等文件，以保证标准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

2.体现节能减排理念，完善棉印染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该标

准总结了广东省棉印染产品的能效对标成果，相应产品的综合能耗

限额体现了企业实际的能源利用水平。

3.体现广东省棉印染现有水平。在本标准中，不论是产品的分

类，或是各产品综合能耗限额的确定，都充分考虑现阶段广东省棉

印染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与行业现状紧密结合，力求指标

体系具有先进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4.评价方法具有科学性、规范性以及可操作性。本标准在确定

棉印染产品综合能耗限额方面做了一些规范性的工作。例如，标准

明确了棉印染产品的分类，定义了可比产量，有利于通过修正系数

确定可比性评价的方法，使到本标准更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

作性。

5.标准将筒子染色纱线、机织印染布和针织印染布单位产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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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划分为 1级、2级和 3级，其划分依据主要根据广东省能效对标

结果、《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征求意见稿）》、《广

东省纺织染整制品综合能耗限额（初稿）》等材料。其中 1级代表

约行业 10%能效水平，2级代表行业约 30%能效水平，3级代表行

业约 80%能效水平。

四、与国际、国家、行业、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

况

目前，国家、广东省仍未制定涉及棉印染产品的能耗分级相关

标准，也没有出台关于纺织行业能耗限额的相关标准。因此，本标

准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现有的纺织行业能耗相关标准，如《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

版）》、《清洁生产标准 纺织业（棉印染）》（HJ/T185-2006）、

《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FZ/T 01002-2010）、

《纬编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

（T/GDTEX 02-2019）、《牛仔服装水洗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T/GDTEX 05-2019）、《纺织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机

织染整布》（T/FSCPLC 01-2019）、《纺织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 针织染整布》（T/FSCPLC 02-2019）、《纺织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 色纱》（T/FSCPLC 03-2019）等，对棉印染产品的

能耗管理较为分散。

本标准基于对行业能效对标工作和清洁生产工作的总结，充分

利用能效标杆值和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出一套更适用于广

东省棉印染行业发展现状的三级指标体系，有利于提升广东省棉印

染行业整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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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六、专家审定会情况

2023 年 10 月 27 日，广东省能源局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本广东

省地方标准《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技术审查会，专

家组听取了起草单位关于标准起草过程及技术要点的介绍后，对标

准文本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查及质询。专家审定会上共收集意见

34条，无重大意见分歧，采纳 34条，不采纳 0条。专家组一致同

意本标准通过技术审查,要求起草单位按专家组的意见修改后按程

序上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广东省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

七、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如下：

1.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棉印染产品生产企业的单位产品综

合能耗的计算、评价，以及对新（改、扩）建项目的能效要求。

2.指标及等级。棉印染产品分为筒子染色纱线、机织印染布、

针织印染布三类。棉印染产品的能耗等级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值进

行分级，分为 1级、2级和 3级三个等级，各类产品的单位产品综

合能耗分级指标见表 1。

表 1 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分级指标

序号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 级 2 级 3 级

1 筒子染色纱线 kgce/t 750 1050 1900

2 机织印染布 kgce/hm 30 42 68

3 针织印染布 kgce/t 1000 1350 2000



7

序号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 级 2 级 3 级

说明：在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时，所用的产量数据是可比产量。

3.统计和计算方法。统计方法规定了棉印染企业综合能耗统计

范围、统计范围的基本工艺流程、统计方法以及计量管理要求。生

产企业实际计算综合能耗时，应按产品的实际能耗折算成标准煤后

再计算。计算方法规定了筒子染色纱线、机织印染布和针织印染布

的可比产量和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方法。生产企业实际计算单位

产品综合能耗时，应将产品的实际产量折算成可比产量后再计算。

标准中分别规定了筒子染色纱线、机织印染布和针织印染布的可比

总产量、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等计算方法。

4.等级及结果应用。针对不同指标，对棉印染企业产品单耗进

行评价，规定了现有棉印染产品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不应大于表

1中的 3级；新建或改、扩建棉印染产品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

入值不应大于表１中的 2级。评价结果供节能主管部门参考。

5.附录。

附录 A《筒子染色纱线修正系数》。对筒子染色纱线纱支修正

系数和成份修正系数进行了规定。

附录 B《机织印染布修正系数》。对机织印染布幅宽修正系数、

工艺修正系数和布重修正系数进行了规定。

附录 C《针织印染布修正系数》。对针织印染布工艺修正系数

和不同类型产品修正系数进行了规定。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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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和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

1.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

《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用水定额：棉印染（水节约

〔2020〕311号）》；

2.借鉴或引用了以下强制性国家标准：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

3.借鉴或引用了以下国家、行业标准：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

《纺织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9452）；

《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FZ/T 01002）；

《针织印染面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FZ/T 07019）。

九、标准名称变更情况

本标准从立项到报批阶段，未更改标准名称。

十、编制单位增减情况

无。

十一、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十二、贯彻地方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期和实施日期等建议

标准发布实施后，我院将在主管部门广东省能源局的指导下贯

彻执行《棉印染产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地方标准，具体工作

计划如下：

1.举办培训班进行宣贯培训

联合相关起草和技术服务单位举办专题培训班，同时在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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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每年举办的节能低碳培训班上进行宣贯。

2.在全省纺织印染节能低碳工作中贯彻落实

会同有关参与单位在全省纺织印染节能管理和考核、节能专项

资金申报、节能设计审查等工作中贯彻落实。

3.在全省纺织行业的节能监察工作中贯彻执行

在广东省能源局的全省节能监察工作中作为纺织行业节能绿

色低碳评价和执法的依据。

4.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中贯彻执行

在广东省能源局负责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

作中作为纺织棉印染企业绿色节能评价依据。

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3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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