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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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

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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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航泰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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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评价要求和

运维服务水平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服务的自我评价及对第三方机构脱硫脱硝设施运维服务

水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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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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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21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评价技术要求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 878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22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原则 

4.1 一致性原则 

评价总体结构与 GB/T 38221 提出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要求保持一致，包括：基本要求、人

力资源及研发能力、污染物检测能力、环境影响及安全保障、设施环保性能、资源能源消耗与处置、

技术经济性能和运行管理等指标。 

4.2 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原则 

评价指标以定量和定性指标相结合得形式，选取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运维服务过程中特征性明显

的指标。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应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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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5.1.3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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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

的相关管理体系。 

5.1.4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应确保所运维服务的设施运行效果满足国家、地方排放标准、

政策文件、合同以及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应向社会公开其脱硫脱硝设施运维服务的相关情况和信息。 

5.1.5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应具备自有实验室。 

5.2 人力资源及研发能力 

5.2.1 运维组织应具备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并经过相应的业务培训班取得考试合格证书，具备正常

运行、维护脱硫脱硝设施的能力。 

5.2.2 运维团队人员应具有实际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经验。 

5.2.3 鼓励运维组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开发智能化数字化设备设施、软件、模型、平台等用于运维

服务。 

5.3 过程指标及污染物检测能力 

5.3.1 运维组织应协助钢铁企业或其他第三方维护在线监测设施，保证其正常运行。 

5.3.2 运维组织应依据 HJ 878 协助钢铁企业完善脱硫脱硝设施污染物排放监测工作。 

5.3.3 运维组织应配置相应的检测仪器，以满足运维服务范围内常规检测需求。 

5.4 环境影响及安全保障 

5.4.1 脱硫脱硝设施运行不应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 

5.4.2 运维组织应定期对运维项目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保障运维服务符合安全生产管理要求，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5.4.3 运维组织应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及预案，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的培训、演习

活动，并留存活动记录。 

5.5 设施环保性能 

5.5.1 运维组织应保障脱硫脱硝设施的稳定运行，效果满足相关标准或合同要求。 

5.5.2 运维组织应不断优化脱硫脱硝设施及配套辅助设施运行参数，提高污染物脱除效率。 

5.5.3 运维组织应对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进行控制，保障污染物达标排放或进行有效回收。 

5.6 资源能源消耗与处置 

5.6.1 运维组织应优化调节脱硫脱硝设施及配套辅助设施运行参数，有效降低系统能源消耗。 

5.6.2 运维组织应优化调节脱硫脱硝设施及配套辅助设施运行参数，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降

低系统水资源消耗。 

5.6.3 运维组织应采购合格的脱硫剂及脱硝催化剂，并通过控制调节降低物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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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运维组织应协助企业管理、处置脱硫脱硝副产物，满足 GB 18599 的管理要求，并跟踪、了解

副产物处置情况。 

5.7 技术经济性能 

5.7.1 运维单位应保障脱硫脱硝设施在正常运行下，持续降低企业运维费用。 

5.7.2 运维组织应通过控制脱硫脱硝设施运行参数，提升副产品品质。 

5.7.3 运维组织应协助钢铁企业消纳脱硫脱硝副产物，提高副产物利用率。 

5.8 运行管理 

5.8.1 运维组织应依据脱硫脱硝设施类型、规模制定巡检、维护与检修等日常运维计划。 

5.8.2 运维组织应做好运维过程中的各项记录工作，包括日常巡视检查记录、物资消耗台账、关键过

程参数记录等。 

5.8.3 运维组织应建立 6s 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保证现场环境及设备安全可靠，无安全隐患。 

5.8.4 运维组织应保障脱硫脱硝设施以及配套辅助设施的正常运行。 

6 运维服务水平评定 

6.1 评价方法 

6.1.1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按照百分制对各项指标进行加权综合评价。 

6.1.2 运维效果评价应对照附录 A 中具体条款开展，符合条款要求得对应分值。 

6.2 计算方法 

通过对应指标的加权分值计算得出运维服务水平综合评分指数，计算方式如下： 

 
= =

=
5

1i

n

1j

i ijw
i

）（QZ ………………………………………（1） 

式中： 

Z      ——运维服务水平综合评分指数，无量纲； 

iQ     ——第 i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单位为%； 

wij     ——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第 j 个二级指标的得分，无量纲； 

6.3 结果判定 

不同等级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水平指数判定值规定见表1。 

表1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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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说明 

一级水平 100≥Z≥90 

运维组织经验丰富，专业人员

配置齐全，管理制度标准化，

并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能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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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进技术手段保证脱硫脱硝

设施正常运行。 

二级水平 90＞Z≥75 
运维组织能够较好的保障脱硫

脱硝设施正常运行。 

三级水平 75＞Z≥60 
运维组织具备保障脱硫脱硝设

施正常运行的基本能力。 

四级水平 60＞Z 
运维组织能力一般，钢铁企业

选用时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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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运维服务评价指标表示例 

表 A.1 给出了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运维服务评价指标表示例。 

表 A.1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运维服务评价指标表示例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分值 权重 

1 基本要求 - 基本要求应全部满足 - - 

2 

人力资源

及研发能

力 

专业人员比例 - - - 

人员持证率 - - - 

人员经验 - - - 

智能化水平 - - - 

3 

过程指标

及污染物

检测能力 

在线监测 - - - 

污染物检测能力 - - - 

检测硬件条件 - - - 

4 

环境影响

及安全保

障 

群众投诉 - - - 

安全防护 - - -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和响应 - - - 

5 
设施环保

性能 

污染物达标率 - - - 

污染物脱除效率 - - - 

二次污染控制 - - - 

6 

资源能源

消耗与处

置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 - - -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 - - - 

脱硫剂、脱硝剂消耗 - - - 

副产物处置 - - - 

7 
技术经济

性能 

年均运维费用 - - - 

人工年费用 - - - 

副产物品质 - - - 

副产物利用率 - - - 

8 运行管理 

运维计划 - - - 

记录 - - - 

6s 管理服务 - - - 

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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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主要指标计算方法 

B.1 专业人员比例 

专业人员比例按式（B.1）计算。 

%100=
运维人员

专业人员

A

A
A ……………………………………（B.1） 

式中： 

A       ——专业人员比例，%； 

专业人员A ——参与运维项目的专业人员人数，包括工艺、机电、化验等人数，单位为位； 

运维人员A ——参与运维项目的总人数，单位为位； 

 

B.2 人员持证率 

人员持证率按式（B.2）计算。 

%100=
运维人员

持证人员

A

B
B ……………………………………（B.2） 

式中： 

B      ——人员持证率，%； 

持证人员B ——参与运维项目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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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污染物达标率 

污染物达标率按式（B.3）计算。 

%100=
D

P
P 达标

…………………………………………（B.3） 

式中： 

P      ——污染物达标率，%； 

达标P
   

——生产设施运行时，污染物排放达标天数，单位为天； 

D
   

——生产设施运行天数，单位为天； 

 

B.4 污染物脱除效率 

污染物脱除效率按式（B.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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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
入

出

T

T
T ……………………………………（B.4） 

式中： 

T      ——污染物脱除效率，%； 

出T
    

——污染物排入大气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入T
    

——脱硫脱硝设施入口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B.5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按式（B.5）计算。 

排

电

P

E
E = ……………………………………………（B.5） 

式中： 

E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m3）； 

电E
    

——脱硫脱硝设施年耗电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排P
    

——脱硫脱硝设施年污染物排放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B.6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按式（B.6）计算。 

排

耗

P

W
W = …………………………………………（B.6） 

式中： 

W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单位为立方米每立方米（m3/m3）； 

耗W
    

——脱硫脱硝设施年耗水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排P
    

——脱硫脱硝设施年污染物排放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B.7 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率 

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率按式（B.7）计算。 

%100=
实际运行小时数

正常运行小时数

Y

Y
Y ………………………………（B.7） 

式中： 

Y         ——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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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行小时数Y ——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小时数，单位为小时（h）； 

实际运行小时数Y ——脱硫脱硝设施实际运行小时数，单位为小时（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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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运维组织应优化调节脱硫脱硝设施及配套辅助设施运行参数，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降低系统水资源消耗。
	5.6.3　 运维组织应采购合格的脱硫剂及脱硝催化剂，并通过控制调节降低物料消耗。
	5.6.4　 运维组织应协助企业管理、处置脱硫脱硝副产物，满足GB 18599的管理要求，并跟踪、了解副产物处置情况。

	5.7　 技术经济性能
	5.7.1　 运维单位应保障脱硫脱硝设施在正常运行下，持续降低企业运维费用。
	5.7.2　 运维组织应通过控制脱硫脱硝设施运行参数，提升副产品品质。
	5.7.3　 运维组织应协助钢铁企业消纳脱硫脱硝副产物，提高副产物利用率。

	5.8　 运行管理
	5.8.1　 运维组织应依据脱硫脱硝设施类型、规模制定巡检、维护与检修等日常运维计划。
	5.8.2　 运维组织应做好运维过程中的各项记录工作，包括日常巡视检查记录、物资消耗台账、关键过程参数记录等。
	5.8.3　 运维组织应建立6s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保证现场环境及设备安全可靠，无安全隐患。
	5.8.4　 运维组织应保障脱硫脱硝设施以及配套辅助设施的正常运行。


	6　 运维服务水平评定
	6.1　 评价方法
	6.1.1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按照百分制对各项指标进行加权综合评价。
	6.1.2　 运维效果评价应对照附录A中具体条款开展，符合条款要求得对应分值。

	6.2　 计算方法


	式中：
	Z      ——运维服务水平综合评分指数，无量纲；
	——第i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单位为%；
	——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得分，无量纲；
	6.3　 结果判定

	附  录  A
	附  录  B
	专业人员比例按式（B.1）计算。
	……………………………………（B.1）
	式中：
	A       ——专业人员比例，%；
	——参与运维项目的专业人员人数，包括工艺、机电、化验等人数，单位为位；
	——参与运维项目的总人数，单位为位；
	人员持证率按式（B.2）计算。
	……………………………………（B.2）
	式中：
	B      ——人员持证率，%；
	——参与运维项目并且具有所在岗位职业证书人员人数，单位为位；
	——参与运维项目的总人数，单位为位；
	污染物达标率按式（B.3）计算。
	…………………………………………（B.3）
	式中：
	P      ——污染物达标率，%；
	——生产设施运行时，污染物排放达标天数，单位为天；
	——生产设施运行天数，单位为天；
	污染物脱除效率按式（B.4）计算。
	……………………………………（B.4）
	式中：
	T      ——污染物脱除效率，%；
	——污染物排入大气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脱硫脱硝设施入口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按式（B.5）计算。
	……………………………………………（B.5）
	式中：
	E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m3）；
	——脱硫脱硝设施年耗电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脱硫脱硝设施年污染物排放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按式（B.6）计算。
	…………………………………………（B.6）
	式中：
	W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单位为立方米每立方米（m3/m3）；
	——脱硫脱硝设施年耗水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脱硫脱硝设施年污染物排放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率按式（B.7）计算。
	………………………………（B.7）
	式中：
	Y         ——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率，%；
	——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小时数，单位为小时（h）；
	——脱硫脱硝设施实际运行小时数，单位为小时（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