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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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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相关的术语和定义、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

服务分类、评价要求和运维服务水平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认证机构对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运维服务能力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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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分类

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包括烟气污染治理、废水处理、工业固废处理处置等类别，每

种类别的运维范围见表1。
表1 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运维类别

类别 运维范围 认证单元

烟气污染治理

焦炉、烧结机、锅炉等工业窑炉；堆取料操作、

转运等过程配备的用于去除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气态污染物的处理设施

除尘器、湿法脱硫、循环硫化床、旋

转喷雾干燥法脱硫、密相干塔、选择

性催化还原法脱硝、活性焦/炭技术、

其他

废水处理 各类废水处理设施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 水处理设施

固废处理 钢渣、高炉渣、脱硫灰、除尘灰等加工处理设施

冶金尘泥处理技术、钢渣处理技术、

铁渣处理技术、脱硫灰处理技术、其

他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运维组织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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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应具有 1年以上连续从事钢铁企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的实践，或具有三年以上其他行业同样环

境保护设施运维的实践。

5.1.3 运维组织应根据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运行相应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并取得相应认证证书。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维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5.1.4 运维组织应具有固定的场地以及基础设施，保障开展运维服务活动的必要环境。

5.2 评价指标要求

5.2.1 企业资质

运维组织具备环境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并且具有对应环境保护设施技术工程案例。

5.2.2 人员能力

5.2.2.1 运维组织应建立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选聘、岗位培训、考核和评价等制度及文件。

5.2.2.2 运维组织应具有一定数量掌握对应环境保护设施原理、流程的专业人员，并经过相应的业务

培训班取得考试合格证书，具备保障设施正常运行及维护的能力。

5.2.2.3 运维组织应具有一定数量的高级技术职称人员。

5.2.3 质量手册

5.2.3.1 运维组织应制定文件化的质量文件，以及各项规章制度，保障运维服务有效运行。

5.2.3.2 运维组织应定期开展内部审核工作，确保质量文件的有效运行，并保持内审记录。

5.2.3.3 运维组织应在运维服务中执行质量文件要求，并有完整记录。

5.2.4 采购

5.2.4.1 运维组织应对设备、配件、材料、药剂质量制定文件化控制程序。

5.2.4.2 运维组织应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建立供应商清单。

5.2.5 实验室

5.2.5.1 运维组织具备自有实验室。

5.2.5.2 运维组织应具备与运维服务领域和活动相适应的检（监）测能力。

5.2.5.3 运维组织应定期对实验室仪器进行校正，确保实验室仪器准确、可靠。

5.2.5.4 运维组织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检（监）测制度文件或作业指导书，明确规定的检（监）测

的项目、方法、周期。

5.2.5.5 运维组织检测人员具有相关的资质。

5.2.6 创新能力

5.2.6.1 运维组织具有固定的科技研发投入，开发建设运维管控服务平台，并在实际运维服务中使用。

5.2.6.2 运维组织应积极参与技术创新评选工作，并获得有关奖项。

5.2.7 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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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1 运维组织应建立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修改完善。

5.2.7.2 运维组织应定期开展突发环境应急预案的演练活动，并完善记录。

5.2.8 服务水平

运维组织应对服务满意度进行回访，吸纳企业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运维服务水平。

6 运维服务水平评定

6.1 评价方法

6.1.1 评价采用单项指标加和评分的方式，按照百分制对最终结果进行评价。

6.1.2 运维评价应对照附录 A中具体条款开展，分级指标按照对应级别给分，符合Ⅰ级基准值得满分，

符合Ⅱ级基准值取 2/3对应分值，符合Ⅲ级基准值取 1/3对应分值，不符合Ⅲ级基准值不得分。不分级

指标按照条款要求符合性在 0-满分间取值。

6.2 计算方法

运维服务水平综合评分指数由每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实际分值wij累加后得出，一级指标共6
项，i分别为1-8；二级指标共n项，j分别为1-n。计算方式如下：





n8

1j1i
Wij

，

，

Z ………………………………………………（1）

式中：

Z ——运维服务水平综合评分指数，无量纲；

wij——第 i个一级指标下，第 j个二级指标的得分，无量纲；

n ——第 i项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数量，无量纲；

6.3 结果判定

不同等级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水平指数判定值规定见表1。
表1 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水平判定表

运维服务水平 运维服务水平综合评分指数

⭐ ⭐ ⭐ ⭐ ⭐ 100≥Z≥90
⭐ ⭐ ⭐ ⭐ 90＞Z≥70
⭐ ⭐ ⭐ 70＞Z≥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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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水平评价指标表

表 A.1给出了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水平评价指标表。

表 A.1 冶金行业环境保护设施运维组织服务水平评价指标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分

值Ⅰ级 Ⅱ级 Ⅲ级

0
基本

要求
- 基本要求应全部满足 -

1
企业

资质

工程设计

能力

具有所申报认证单元

类型对应的环境工程

设计专项资质甲级，

具有申报认证单元类

型的成功工程案例

具有所申报认证单元

类型对应的环境工程

设计专项资质乙级，

具有申报认证单元类

型的成功工程案例

无环境工程设计专项

资质
4

2
人员

能力

人员管理制度

企业应建立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选聘、岗位培训、考核和评价等

制度及文件。根据文件及制度的完整性、记录材料的齐全程度在 0
至满分间选择

4

专业人员比例 ≥60% ≥30%，且＜60% ＜30% 3
人员持证上岗

率
100% ≥80%，且＜100% ＜80% 3

高级技术职称

人员总数
5 3 1 4

3
质量

手册

制度文件

运维组织应制定文件化的质量文件，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制度文件

内容全面，表单记录齐全。应包括管理职责与程序、操作要求、交

接班制度、表单填写、奖惩措施等内容。根据质量文件完整性、要

求覆盖面的全面程度在 0-满分间选择

8

内部审核
运维组织应定期开展内部审核工作，确保质量文件的有效运行，并

保持内审记录
4

记录
提供一份项目的完整记录表单（近三年服务的企业），根据与质量文

件要求符合程度进行评分，在 0-满分间选择
8

4 采购
采购制度

运维组织应对设备、配件、材料、药剂质量制定文件化控制程序。

根据采购文件要求完整性、覆盖物料类型的全面程度在 0-满分间选

择

8

供应商评价 运维组织应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建立供应商清单 4

5
实验

室

实验室资质 具有 CNAS 资质 具有 CMA资质 无资质 3

检测范围

涵盖全部运维服务范

围的检测，包括原料

采购的检测、过程检

测、末端检测

未涵盖全部运维服务

范围的检测，包括原

料采购的检测、过程

检测、末端检测

未涵盖全部运维服务

范围的检测，包括原

料采购的检测、过程

检测、末端检测

3

检测仪器校正 定期对仪器进行检 部分仪器未定期进行 未对仪器进行检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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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校准、核验 检查、校准、核验 校准、核验

检测制度

运维组织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检（监）测制度文件或作业指导书，

明确规定的检（监）测的项目、方法、周期。根据检测文件要求完

整性以及全面程度在 0-满分间选择

4

检测人员 检测人员应具有相关的资质 2

6
创新

能力

智能化水平
运维组织具有自主研发的运维服务软件平台，并在日常运维活动中

使用
4

科技创新成果
具有国家级技术创新

相关奖项

具有省级技术创新相

关奖项

具有市级技术创新相

关奖项
4

7
突发

环境

事件

突发环境应急

制度文件

运维组织应建立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根据符合程度在 0-满分间

选择
6

应急预案演练
运维组织应定期开展突发环境应急预案的演练活动，并完善记录。

根据符合程度在 0-满分间选择
6

8
服务

水平

相关方满意度

（近三年服务

的企业）

出具 5份相关方满意

度证明

出具 3份相关方满意

度证明

出具 1份相关方满意

度证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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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相关方满意度回访表

B.1 相关方满意度回访表

表 B.1 相关方满意度回访表

相关方企业名称

相关方联系人 相关方联系电话

运维服务单位名称 运维服务时间

工艺类型（烟气治理、水处

理、固废利用等）

服务位置描述（烧结机湿法

脱硫、转炉一次除尘、焦化

废水治理、综合污水处理

厂、钢渣处理等）

运维服务体验评价

（对提供运维服务组织的现场服务质量情况进行描述，可包括人员配

置、管理制度、实际效果、现场情况、合同符合性等方面）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改进建议

（对提供运维服务组织存在的问题或提升服务质量的建议）

相关方代表人签字 相关方企业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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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主要指标计算方法

C.1 专业人员比例

专业人员比例按式（C.1）计算。

%100
运维人员

专业人员

A
A

A ……………………………………（C.1）

式中：

A ——专业人员比例，%；

专业人员A ——运维项目的专业人员人数，单位为位；

运维人员A ——开展运维项目相关的总人数，单位为位；

C.2 人员持证上岗率

人员持证上岗率按式（C.2）计算。

%100
运维人员

持证人员

A
B

B ……………………………………（C.2）

式中：

B ——人员持证上岗率，%；

持证人员B ——参与运维项目并经公司培训合格，具有所在岗位职业证书人员人数，单位为位；

运维人员A ——参与运维项目的总人数，单位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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