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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铅锌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有色金属工业铅、锌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

洁生产先进企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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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铅锌行业，包括铅锌采矿企业、铅锌选矿企业、铅冶

炼企业和锌冶炼企业。 

2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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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适性、概括性

的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铅锌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具体、易

于评价考核的指标。 

铅锌采矿和选矿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6。 

对于铅冶炼，考虑到烧结－鼓风炉熔炼工艺与直接炼铅工艺的不同，本评价

指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

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烧结－鼓风熔炼工艺和直接熔炼工艺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

架分别见图 7～图 10。 

考虑到火法炼锌工艺与湿法炼锌工艺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

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

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火法炼锌和湿法炼锌工艺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1～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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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采矿企业定量评价（露天开采类）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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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铅锌矿采矿（露天开采类）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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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采矿企业定量评价（地下开采类）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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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铅锌矿采矿（地下开采类）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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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采矿企业定性评价（露天开采类）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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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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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铅锌矿采矿（露天开采类）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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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采矿企业定性评价（露天开采类）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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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铅锌矿采矿（露天开采类）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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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选矿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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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铅锌矿选矿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选

矿

废

水

综

合

利

用

率 

伴

生

元

素

回

收

程

度 

铅

选

矿

金

属

实

际

回

收

率 

 

 7



 

铅锌矿选矿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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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铅锌矿选矿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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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冶炼企业定量评价（烧结－鼓风熔炼工艺）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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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铅冶炼企业（烧结－鼓风熔炼工艺）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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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冶炼企业定量评价（直接熔炼工艺）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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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铅冶炼企业（直接熔炼工艺）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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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冶炼企业定性评价（烧结－鼓风熔炼工艺）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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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铅冶炼企业（烧结－鼓风熔炼工艺）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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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冶炼企业定性评价（直接熔炼工艺）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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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铅冶炼企业（直接熔炼工艺）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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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法炼锌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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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火法炼锌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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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炼锌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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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图 12  湿法炼锌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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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法炼锌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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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审核 

二级指标 

图 13  火法炼锌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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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炼锌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 

图 14  湿法炼锌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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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

就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

内重点大中型铅锌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

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铅锌行业清洁生产的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

情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铅锌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

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铅锌采选冶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

见表 1～14，分为铅锌采矿类、铅锌选矿类和铅锌冶炼类。其中采矿类具体又分

为露天开采类和地下开采类，冶炼类具体分为铅冶炼和锌冶炼。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3.1 铅锌矿采矿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铅锌矿采矿企业具体分为露天开采类和地下开采类，其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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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铅锌矿采矿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露天开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电耗 kWh/t 原矿 10 1.5 

采矿综合能耗 kgce/t 原矿 15 2 

矿石回收率 % 15 94 
（1）能源资

源利用指标 
50 

矿石贫化率 % 10 6 

工人实物劳动生产率 t 原矿/人• a 5 3500 

剥采比 t/t 原矿 5 5.5 （2）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15 

大块率(＞800mm) % 5 8 

（3）综合利

用指标 15 废石综合利用率 % 15 30 

允许废石排放量 t/t 原矿 10 5 

采场粉尘浓度综合指标 mg/m3 5 8 
（4）污染物

排放指标 
20 

采场作业环境噪音 dBA 5 65 

注：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表 2  铅锌矿采矿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地下开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电耗 kWh/t 原矿 10 25 

采矿综合能耗 kgce/t 原矿 15 10 

矿石回收率 % 15 85 
（1）能源资

源利用指标 50 

矿石贫化率 % 10 15 

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 t 原矿/人• a 5 900 

掘进工效 m/工班 5 0.5 （2）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15 

大块率(＞500mm) % 5 8 

矿坑涌水利用率 % 6 80 （3）综合利

用指标 
15 

废石综合利用率 % 9 30 

允许废石排放量 t/t 原矿 10 0.5 

采场粉尘浓度综合指标 mg/m3 5 10 
（4）污染物

排放指标 20 

采场作业环境噪音 dBA 5 65 

注：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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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铅锌矿采矿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露天开采）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的新工艺、

新技术 
10 

采矿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高的

自动化水平 10 

无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主弃

富及采易弃难 5 

建立实施“三率”考核制度 5 

排土场的处理处置 5 

（1）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40 

边坡稳定性监测 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2）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产

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

况 5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

行情况 4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

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3 

（3）环境管

理与劳动安

全卫生指标 
35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4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

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不

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

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

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

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

分； 
对现场防尘、防噪声控

制要求，凡粉尘尘、噪声均

有超标要求的则不给分；凡

仅有粉尘或噪声超标的，则

给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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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铅锌矿采矿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地下开采）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的新工

艺、新技术 
10 

采矿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高的

自动化水平 
10 

无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主

弃富及采易弃难 
5 

建立实施“三率”考核制度 4 

废石场及塌陷区的处理处置 5 

采场稳定性监测 3 

（1）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40 

先进的井下通风系统 3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2）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

情况 
5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

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

况
4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3 

（3）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

生指标 
35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4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

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不

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属

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管

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

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

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

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

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执

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

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

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

分； 
对现场防尘、防噪声控

制要求，凡粉尘尘、噪声均

有超标要求的则不给分；凡

仅有粉尘或噪声超标的，则

给 2 分。 

 
注：如果铅锌矿采矿企业既有露天开采又有地下开采，其该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权

重值就以露天开采产量和地下开采产量占总产量的百分数计算。比如：某一铅锌矿采矿

企业矿石年产量为 a 万 t，其中露天开采矿石年产量为 b 万 t，地下开采矿石年产量为

a-b 万 t；露天开采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 c,地下开采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 d；则

该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 P＝[cb＋d(a-b)]/a×100%。 

 
 
 

 20



3.2 铅锌矿选矿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铅锌矿选矿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

值见表 5 和表 6。 

表 5  铅锌矿选矿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铅选矿金属实际回收率 % 10 85 

锌选矿金属实际回收率 % 10 88 

电耗 kWh/t 原矿 8 50 

综合能耗 kgce/t 原矿 8 15 

新水用量 m3/t原矿 8 1.5 

（1）资源能

源利用指标 
50 

伴生元素回收程度 % 6 50 

废水排放量 m3/t原矿 12 1 

车间最高允许粉尘浓度 mg/m3 4 10 
（2）污染物

排放指标 
20 

车间内允许噪声 dBA 4 85 

尾矿综合利用率 % 12 40 （3）综合利

用指标 
20 

选矿废水综合利用率 % 8 80 

铅精矿 等级 5 ≥四级品 （4）产品指

标 
10 

锌精矿 等级 5 ≥五级品 

注：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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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铅锌矿选矿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采用节能设备 8 

选择合理选矿工艺 7 

装备自动化水平 5 

事故性泄漏防范措施 7 

生产作业面防渗措施 4 

（1）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5 

选矿设备设施的完整性 4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

过认证 
10 （2）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

完成情况 
7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 
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执行情况 
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执行情况 
4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

况 
9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

系 
5 

（3）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

生指标 
40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4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准

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行

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各二

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指标分

值给分，未采用的不给分（装

备自动化水平和工艺合理性视

具体情况定）。 
对一级指标“（2）”所属二级

指标，凡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

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

产审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各二

级指标，如能按要求执行的，

则按其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老污

染源限期治理指标未能按要求

完成的则不给分； 
对现场防尘、防噪声控制

要求，凡粉尘尘、噪声均有超

标要求的则不给分；凡仅有粉

尘或噪声超标的，则给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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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铅锌冶炼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3.3.1 铅冶炼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铅锌冶炼企业具体分为铅冶炼和锌冶炼，对于铅冶炼企业，考虑到烧结－

鼓风炉熔炼工艺与直接炼铅工艺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业各自的

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

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烧结－鼓风炉熔炼工艺生产企业和直接熔炼工艺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

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7～10。  

表 7 烧结－鼓风炉熔炼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1

铅冶炼综合能耗 kgce/t Pb 8 600 

粗铅焦耗 kg/t Pb 4 300 

电铅直流电耗 kWh/t Pb 5 120 

（1）资源与能

源利用指标 
25 

新水用量 m3/t Pb 8 10 

铅冶炼总回收率 ％ 6 94 

粗铅冶炼总回收率 ％ 5 95 

铅电解回收率 ％ 4 99.2 

脱硫率 ％ 4 70 

床能率 t/m2·d 5 25 

烧结机利用系数 t/m2·d 4 8 

烟尘率 ％ 3 8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5 

烟气SO2的浓度 ％ 4 4 

（3）产品特征

指标 
5 铅金属含量 ％ 5 99.994 

允许废水排放量 m3/t Pb 10 3 

排空烟尘固体物含量 mg/m3 5 150 
（4）污染物排

放指标 
20 

允许废渣排放量 t/t Pb 5 0.9 

有价元素综合利用率 ％ 4 70 

SO2利用率 ％ 5 90 
（5）综合利用

指标 
15 

废水回收利用率 ％ 6 92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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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直接熔炼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1

铅冶炼综合能耗 kgce/t Pb 8 480 

粗铅焦耗 kg/t Pb 4 300 

电铅直流电耗 kWh/t Pb 5 120 

（1）资源与能

源利用指标 
25 

新水用量 m3/t Pb 8 8 

铅冶炼总回收率 ％ 8 94 

粗铅冶炼总回收率 ％ 6 95 

铅电解回收率 ％ 5 99.2 

脱硫率 ％ 4 95 

烟尘率 ％ 3 8 

烟气SO2的浓度 ％ 5 12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5 

炉渣含铅 ％ 4 1.5 

（3）产品特征

指标 
5 铅金属含量 ％ 5 99.994 

允许废水排放量 m3/t Pb 10 1.5 

允许废渣排放量 t/t Pb 5 0.8 
（4）污染物排

放指标 
20 

排空烟尘固体物含量 mg/m3 5 150 

有价元素综合利用率 ％ 4 70 

SO2利用率 ％ 5 95 
（5）综合利用

指标 
15 

废水回收利用率 ％ 6 92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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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烧结－鼓风炉熔炼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 标

分值 备注 

采用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

的新工艺、新技术 
10 

冶炼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

高的自动化水平 5 
（1）生产技术特

征指标 
20 

采用短流程工艺 5 

可二次回收 5 （2）产品特征指

标 
10 

安全无毒性，可降解 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环境管理体

系建立及清洁生

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10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 8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

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

成情况 8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情况  
10 

（4）环境管理与

劳动安全卫生指

标 
45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情况  8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

按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

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

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

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

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

生产审核的给 15 分。对一

级指标“（4）”所属各二级

指标，如能按要求执行的，

则按其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

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

给分；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凡水污染物和

气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

的则不给分；凡仅有水污

染物或气污染物超总量要

求，则给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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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直接熔炼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采用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

的新工艺、新技术 
10 

冶炼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

高的自动化水平 
5 

（1）生产技术特

征指标 
20 

采用短流程工艺 5 

可二次回收 5 （2）产品特征指

标 
10 

安全无毒性，可降解 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环境管理体

系建立及清洁生

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10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 
8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

成情况 8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情况  
10 

（4）环境管理与

劳动安全卫生指

标 
45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

标情况  8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

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

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

核的给 15 分。对一级指标

“（4）”所属各二级指标，

如能按要求执行的，则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

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

分；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染

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不

给分；凡仅有水污染物或气

污染物超总量要求，则给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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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锌冶炼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到火法炼锌工艺与湿法炼锌工艺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

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

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火法炼锌生产企业和湿法炼锌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

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1～14。  

表 11  火法炼锌流程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1

火法锌标准煤耗 kgce/t Zn 8 1800 

精锌综合电力消耗 kWh/t Zn 6 2900 

精锌综合能源消耗 kgce/t Zn 6 2200 

（1）资源与能

源利用指标 
30 

新水用量 m3/t Zn 10 8 

精矿焙烧脱硫率 ％ 4 95 

可溶锌率 ％ 6 93 

焙砂产出率 ％ 5 60 

烟尘率 ％ 4 25 

锌回收率 ％ 5 99 

精馏锌回收率 ％ 3 94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0 

烟气SO2浓度 ％ 3 9 

（3）产品特征

指标 
5 锌金属含量 ％ 5 99.995 

允许废水排放量 m3/t Zn 10 3 

排空烟尘固体物含量 mg/m3 6 150 
（4）污染物排

放指标 
20 

允许废渣排放量 t/t Zn 4 0.7 

有价元素综合利用率 ％ 5 70 

SO2利用率 ％ 5 98 
（5）综合利用

特性指标 
15 

废水回收利用率 ％ 5 9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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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湿法炼锌流程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1

新水用量 m3/t Zn 12 4 

电锌综合能耗 kgce/t Zn 10 2200 

析出锌直流电耗 kWh/t Zn 8 2900 

（1）资源与能源

利用指标 
35 

氧化锌粉焦耗 kg/t ZnO 5 2000 

电锌总回收率 ％ 10 92 （2）生产技术特

征指标 
20 

锌电解电流效率 ％ 10 90 

（3）产品特征指

标 
5 锌金属含量 ％ 5 99.995 

允许废水排放量 m3/t Zn 10 1.5 

排空烟尘固体物含量 mg/m3 5 150 
（4）污染物排放

指标 
20 

允许废渣排放量 t/t Zn 5 0.7 

有价元素回收利用率 ％ 4 70 

SO2利用率 ％ 6 98 

镉利用率 ％ 4 85 

（5）综合利用指

标 
20 

废水回收利用率 ％ 6 9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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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火法炼锌流程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采用安全高效能耗物耗

低的新工艺、新技术 10 

冶炼成套机械设备具有

较高的自动化水平 5 
（1）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25 

采用 ISP 工艺 10 

可二次回收 5 （2）产品特征

指标 
10 

安全无毒性，可降解 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

过认证 10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 7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

完成情况 7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情况  9 

（4）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

生指标 
40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

标情况  6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

按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

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

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

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

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

生产审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4）”所

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

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

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 

评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

指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

不给分；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要求，凡水污染物

和气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

求的则不给分；凡仅有水

污染物或气污染物超总量

要求，则给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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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湿法炼锌流程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采用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

的新工艺、新技术 10 

冶炼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

高的自动化水平 5 
（1）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25 

采用除铁生产工艺 10 

可二次回收 5 （2）产品特征

指标 
10 

安全无毒性，可降解 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10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 7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

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

成情况 7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情况  9 

（4）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

生指标 
40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情况  6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

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

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

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4）”所

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

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

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

同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

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

给分；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

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

不给分；凡仅有水污染物或

气污染物超总量要求，则给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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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如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

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废水重复利用率、尾矿综合利用率、SO2利用

率、铅冶炼总回收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

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xi/Soi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oi/Sxi

式中：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

点后两位； 

Sxi—第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

其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Si值就会较大，计算

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

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Si≥1.2 时，取该Si值为

1.2。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S∑
=

n

i 1
i·k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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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

标所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

成的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

修正，修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Ki′表示： 

                                                  （2） jii AKK •=′

式中： 

Aj—第j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为第j项

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值之

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3） ∑
=

''

1

n

i
iF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 ’—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铅锌行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

对综合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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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

一项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铅锌行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

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铅锌采选冶行业的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为： 

P=0.7P1+0.3P2                                                     （4）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

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ˊ）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

数的计算公式为： 

Pˊ=Pb / Pa                                                 （5） 

式中：Pˊ—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

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4.4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铅锌行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

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

业。 

根据目前我国铅锌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列于表 15。 

表 15  铅锌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铅锌矿采矿企业 铅锌矿选矿企业 铅锌冶炼企业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P≥90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5≤P＜90 80≤P＜90 85≤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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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

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

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5 指标解释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如下： 

5.1 矿石贫化率 

矿石贫化率是工业储量品位(C)与采出矿石品位（Cc）的差值与工业储量品

位的比率。 

P=（C- Cc）/ C×100                               

式中：P ——贫化率，%； 

C ——工业储量品位，%； 

Cc ——采出矿石品位，%。 

5.2 水重复利用率 

%100×
+

=
bf

bR
                                   

式中：R——水重复利用率； 

b——串级用水量+循环用水量； 

f——新鲜水用量。    

5.3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t/人·a）是年生产的矿石量与全员人数的比值。 

5.4 剥采比 

剥采比是指露天开采矿山平均每采 1 吨矿石需要剥离的数量（剥离量不包

括剥离带矿量）。 

5.5 掘进工效 

掘进工效是指一个掘进工人在一个工班内所完成的掘进工作量。 

5.6 大块率 

大块率是大块总量与爆破总量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大块率(%)＝
爆破总量

大块总量
×100%                    

5.7 采矿矿石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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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回收率是指采出的纯矿石量（工业储量）与原工业储量之比率。其计算

公式为： 

矿石回收率(%)＝
原工业储量

纯矿石量　
×100%                

5.8 选矿金属回收率  

回收率是重要的选矿指标，它反映了选矿过程中金属（或其它回收的有用成

分）的回收程度、选矿技术水平和管理工作质量。 

（1） 实际回收率  

ε＝
α
β
⋅
⋅

O

K

Q
Q

×100％                            

（2） 理论回收率   

ε＝
)(
)(

θβα
θαβ

−
−

×100％                           

式中： 

QK——精矿产量 

QO——原矿产量 

α  ——原矿品位 

β  ——精矿品位 

θ  ——尾矿品位 

ε ——回收率 

5.9 土地复垦率 

土地复垦率(%)是累计的土地复垦面积与累计的废弃地面积之比。 

土地复垦率(%)＝
累计的废弃地面积

土地复垦面积
×100%                

5.10 床能率 

床能率（t/m2·d）=
）作业日数（）有效床面积（

）总处理物料量（

d2 ×m
t   

5.11 烧结机利用系数 

其计算公式为： 

烧结机利用系数（t/m2·d）=
）作业日数（）有效床面积（

）烧结块产量（

d2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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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铅冶炼总回收率 

铅冶炼总回收率(%)＝
））－返回品含铅量（原料含铅量（

）铅产品含铅量（

tt
t

×100%      

5.13 电锌总回收率 

电锌总回收率(%)＝
））－返回品含锌量（原料含锌量（

）锌产品含铅量（

tt
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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