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J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HJ/T  XX-2002 

 

 

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酒精制造业 

（征求意见稿）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cleaner production 

—Alcohol industry 

 

 
 
 
 
 
 
 

2002-xx-xx  发布               2002-xx-xx  实施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发布               



目 次 
 
前言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2 引用标准 

3 定义 

4 技术要求内容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6 技术要求的实施 

 2 



前 言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

促进经济发展，并为酒精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

订本酒精制造业清洁生产技术要求（以下简称“本技术要求”）。 

本技术要求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计和清洁生

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并可作为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和环境影响评

价的依据。 

本技术要求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和装备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

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

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由于技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

因而本技术要求也需不断修订，一般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

设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

理前）、废物处理状况要求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酒精制造业

的特点，本技术要求选择四类指标作为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四类，即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技术要求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技术要求由安徽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技术要求主要起草人：郑文英、汪新民、袁翀裕。 

本技术要求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本技术要求为首次发布，自 2002年 X月 X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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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酒精制造业 

（征求意见稿）HJ/Txx-2002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cleaner 

production 

—Alcohol industry 

 

 

 

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主题内容 

本技术要求按照清洁生产的原理，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环境

污染出发，针对酒精生产过程的原材料选用、资源利用、污染物产生、

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最终处置提出技术要求。  

1.2适用范围 

本技术指标适用于以淀粉质、糖蜜为原料发酵生产食用酒精工艺

的企业清洁生产审计和评估。 

2 引用标准 

食用酒精国家标准（GB103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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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3.1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

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源头削减污染物产生的措施，，以减少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的危害。 

3.2 酒精糟液回流量 

蒸馏出酒精后的糟液返回系统中用于拌料的糟液量。 

3.3 DDGS（全称为:distiller’s dried grains with solubles） 

是以玉米为原料生产酒精产生的糟液经蒸发浓缩干燥

成高蛋白饲料添加剂。 

 

4 技术要求内容 

4.1指标分级 

本技术要求共给出了酒精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

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各级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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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酒精行业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原辅材料的选择 选择含淀粉高、水分低、杂质少的玉米、薯干类淀粉质原

料或含糖高、蛋白质适中、杂质少的糖蜜类原料。 
玉米 55 53 52 95°淀粉出酒

率（%） 薯干 57 56 54 

糖 份 出 酒 率

（%） 
糖 蜜

类 
55 53 51 

玉米 40 100 120 
薯干 35 90 100 

耗水量（m3/kl）

糖蜜 25 60 80 
玉米 180 220 240 
薯干 160 190 220 

耗 电 量

（kWh/kl） 
糖蜜 30 40 45 
玉米 500 650 750 
薯干 450 600 700 

耗 标 煤 量

（kg/kl） 
糖蜜 350 500 600 
玉米 577 744 853 
薯干 519 682 794 

综 合 能 耗

（kg/kl） 
糖蜜 363 517 619 

酒精糟液回流

量（%） 玉米 50 45 30 

玉米 冷却水回用率

（%） 薯干 
100 95 90 

二、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废水产生量（m3/kl） 25 35 50 

CODcr的产生量（kg/kl） 250 400 600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酒糟回收利用率 

 

100%回收并加工

利用（加工成颗

粒饲料或复合颗

粒饲料等产品）

100%回收并利用

（直接作饲料等）

100%不排入下水

道或环境中 

2. 废酵母回收利用率

（糖蜜类原料） 

100%回收并加工

利用（生产饲料

添加剂、医药、

食品添加剂等产

品） 

100%回收并利用

（直接作饲料等）

100%不排入下水

道或环境中 

3. 锅炉渣回收利用率 100%回收并利用 100%回收并利用 100%回收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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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氧化碳（发酵产

生）回收利用率 

100%回收并利用 100%回收并利用 50%以上回收并利

用 

 

 四、环境管理要求 

1．清洁生产审核 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编制的酒精行业的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进行审核 

2．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ISO14001建

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

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 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环境管理制度、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基本齐全 

3．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通过ISO14001认

证 

符合 ISO14001 认

证要求 

基 本 符 合

ISO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 

 

5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技术要求所设计的各项指标均采用酒精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

最常用的指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5.1本技术要求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3 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所有公式中酒精产量必须统一折

算成 96%。） 

5.3. 1 淀粉出酒率 

淀粉出酒率（%）= %100×
投入淀粉量

酒精产量  

其中投入淀粉量为原料、酒母及曲料含淀粉量总和。 

 

5.3. 2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仅指用于酒精生产时洗涤设备管道及纯生产过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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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废水，不包括非生产用水。各个酒精生产车间产生废水量以在进入

废水处理车间之前产生的一年量之和除以一年酒精产量计。 

废水产生量（m3/kl）
)

)3

kl
m

年酒精产量（

年废水产生量（
=  

 

5.3. 3 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 

CODCr产生量指酒精生产过程排放废水中的 CODCr的量，即各酒精生

产车间产生的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 CODCr的测定量值。其浓度

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方法标准号 GB11914-89），本标准的监测

下限为 30mg/l。 

CODCr的浓度值取一年中 12个月的平均值。 

CODCr的浓度（mg/l）  12/)/
12

1
lmgCOD的月平均浓度值（∑=

CODCr产生量（kg/kl）
1000)

))/ 3

×
×

=
kl

mlmgCOD
年酒精生产量（

年废水产生量（的浓度（  

 

5.3.4 酒精耗水指标 

）酒精成品产量（

）酿造耗水量（
酒精耗水量

kl
mklm

3
3 )/( =  

耗水量包括酒精生产中耗用的自来水、井水、江水、河水等新鲜

水量，回收使用不重复计算。 

 

5.3.5酒精耗电指标 

）酒精成品产量（

）酿造耗电量（
酒精酿造耗电量

kl
kWhklkW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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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生产电耗包括各工序动力直接用电、自产水、供风、设备大

小维修、维护、试运转用电及本车间照明用电和分摊厂区、仓库、办

公室等的照明用电，以及有关上述各项用电的线路和变压器损失；不

包括非生产性用电，如礼堂、食堂、托儿所、学校、职工住宅、基建、

技术措施和建筑安装工程（包括试运行）等的用电。 

 

5.3.6酒精耗标煤指标 

 
）酒精成品产量（

）酿造用煤总量（
酒精耗标煤量

kl
kg(kg/kl) =  

      煤耗量不包括生活取暖、浴室、食堂等非生产用煤。使用同一锅

炉供汽且无仪表计量蒸汽流量的情况下，对锅炉用煤按照各工序的实

际用汽量多少（通过标定或测算）作出分摊，每月分摊一次，分摊应

力求准确，各工序分摊用煤量相加的总量应等于当期锅炉实际用煤总

量。锅炉用煤总量还应包括假日或停产期间停炉闷火等的用煤量。 

     由于煤的品种质量不同，为便于可比，统一以 29320 焦耳为标

准煤的发热量进行换算，计算煤耗时（不考虑挥发成分）对各类煤种

的不同发热量应依据上级相关部门或煤炭供应管理部门的规定。原煤

因存放时间较久可能影响到原来发热量，仍按原来规定的发热量计

算。下雨天用煤统一不扣水分。 

 

    5.3.6 冷却水回用率指标 

冷却水回用率(%)=
总冷却用水量

循环冷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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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却水回用率指标对于衡量节约用水、减少废水排放意义较大。 

6技术要求的实施 

  本技术要求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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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酒精制造业》编制说明 

 

1. 概述 

1.1 酒精行业发展概况 

清洁生产是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也是实现我国

污染控制重点由末端控制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的重大措施。近年

来，国内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清洁生产（预防污

染）已被世界工业界所接受，本标准的制订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界

的清洁生产工作，使我国相应的行业生产过程更清洁化、环保化；使

清洁生产工作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并将带动其他行业的清洁生产工

作。 

酒精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原料产业。其作为酒基、

浸提剂、洗涤剂、溶剂、表面活性剂等广泛应用于酿酒、化工、

橡胶、油漆涂料、电子、照相胶片、医药、香料、化妆品等

行业领域。目前，我国酒精生产企业 (包括车间 )己达 900多

个，遍布全国各地，酒精年生产能力约 3.5×10
6
t,仅次于美

国、俄罗斯和巴西，居世界第四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

展,酒精的需求量将会进一步增加。 

我国酒精生产以发酵法为主， 80%左右的酒精都用淀粉

质原料生产，其中 65～ 70%的工厂采取薯干为原料，但在广

东、广西、福建、四川、台湾等省主要以甘蔗糖蜜发酵生产

酒精；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则以甜菜糖蜜发酵生产酒精者

较多，采用糖蜜为原料生产酒精约有 15%的厂家。其他尚有

以亚硫酸盐纸浆废液和木屑酸水解液为原料生产酒精，产量

约占酒精总产量的1.5%；我国合成酒精的生产才开始起步，

产量还较小，约占酒精总产量的3.5%。近年来，随着引进设

备及工艺的应用及农作物结构的变化，用谷物（主要是玉米）

 13 



原料制酒精的工厂发展速度较快，特别在东北地区最为明

显。 

国外使用淀粉质原料经发酵法生产的酒精比例不大，仅

占世界酒精总产量的 16%左右；而糖蜜酒精的产量较大，占

世界酒精总产量的45%左右，如巴西、巴基斯坦、澳大利亚、

墨西哥等国家全部采用糖蜜作原料生产酒精。此外，一些森

林资源丰富，造纸工业发达的国家，如瑞典、挪威、芬兰、

奥地利、加拿大等，纸浆废液酒精占很大比例。由于化学合

成法生产的酒精逐渐增多，使发酵酒精的比例下降，例如美

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工业化国家，其合

成酒精的产量在国内已占很大比重。目前世界合成酒精的产

量占酒精总产量的 20%左右，超过了淀粉酒精的产量。但是

由于合成酒精往往夹杂有异构化高级醇类，对于人的高级神

经中枢有麻痹作用，不适于作饮料、食品、医药和香料等用

途，所以迄今为止，合成酒精尚不能完全取代发酵酒精。 

我国酒精行业年排放废水总量超过 3×10
8
m

3
，其中酒精

糟废液的年排放超过 4×10
7
m

3
，年排 BOD5约 1.15×10

6
t， CODCr

约 2.2×10
6
t，分别占全国工业废水 BOB5总量的 18％和 CODCr排

放总量的12.5％，是我国有机污染物排放量高、造成环境污

染严重的行业之一。 

我国现在已有相当部分酒精厂采用低能耗的双酶法液

化、糖化工艺和高温活性干酵母连续发酵工艺 ,同时正在开

发发酵成熟醪的差压蒸馏工艺与设备和玉米酒精糟生产

DDGS工艺和设备。目前，酒精行业尚未有一家企业全部采用

酒精生产最新工艺流程中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不少

企业只是部分采用。国外新建的酒精厂大多采用连续发酵

法，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国外糖蜜酒精生产大多数采用浓

醪连续发酵法，而淀粉质原料的连续发酵在原苏联较为普

遍。另外，国外酒精工厂对综合利用及三废处理相当重视。

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德国等国家广泛利用酒精糟生产饲

料酵母。日本研究将糖蜜酒精糟用于铸造工业，代替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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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精等作为翻砂造型时的粘结剂；还研究将浓缩酒精糟加入

用石灰水处理过的稻草制成发酵饲料，以提高饲料的营养价

值。有的国家用分离的酒糟固形物加入废糟水培养的饲料酵

母制成干燥粗饲料，其营养价值和售价均比粮食高 1.3倍左

右，以此解决了酒糟的利用问题。 

1.2 酒精行业规模 

目前，我国部分酒精厂正在通过技术改造等途径扩大酒

精年产量。按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废水治理工艺科学性等特

点，酒精行业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种规模: 

(1)大型企业  年生产3万吨以上，采用玉米、薯干、木

薯为原料，发挥规模、技术、综合利用优势，酒精和综合利

用的产品较为畅销。且废渣水经生产DDG、DDGS或厌氧-好氧

工艺处理基本上能达标排放。 

（ 2）中型企业   年生产酒精 1～ 3万吨，能发挥原料、

技术优势，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综合利用与废水治理工艺。 

（3）小型企业  年生产酒精1万吨以下，基本上采用附

近地区原料，酒精产品部分自用。由于这部分生产企业的规

模不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因此很多企业处于观望之中。 

酒精厂年产量分布可见表2。 

表 2  酒精厂年产量分布  

年产量（万吨） >3 1～3 0.5～1 <0.5 

企业数（个） 20～30 80～100 200多个 600～700 

1.3 酒精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酒精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酒精产品市场基本上是供大于求，企业库存增加，

市场竞争激烈。 

（ 2）继石油危机和美国大力发展汽油醇后，发达国家

的酒精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很快。因此，我国的酒精生产在

节能、自动化、综合利用和废渣水治理等方面与先进国家尚

有很大的差距。 

（ 3）酒精企业酒精糟的污染是食品与发酵工业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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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源之一。由于投资、生产规模、技术、管理等原因，

大部分企业的综合利用率较低，而废水治理则是刚起步。特

别是有些企业虽然有废水治理设施，但由于运行成本高，不

能坚持运行。 

（ 4）有识之士认为，酒精行业应向规模型、集团化、

综合型、多元化等方向发展或开展新的原料资源，从而增强

企业综合竞争实力。 

（ 5）需调整原料结构和产品结构。酒精生产原料结构

应由薯类为主调整为以玉米为主，以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统一。 

1.4 酒精行业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产业政策 

1.4.1 酒精工业部分行业政策 

“酿酒工业环境保护行业政策、技术政策和污染防治对

策”的部分行业政策如下： 

（ 1）关于企业规模，酒精生产和综合利用的最小经济

规模为3万吨/年； 

（ 2）酒精生产原料结构由以薯类为主逐步调整为玉米

为主，实现具有经济效益的综合利用和废水达标排放； 

（3）提倡糖蜜酒精集中加工处理和综合利用。 

1.4.2 技术政策 

限制和淘汰的技术 

（1） 淀粉原料高温蒸煮糊化技术； 

（2） 低浓度酒精发酵技术； 

（3） 常压蒸馏技术和装置。 

宜推广应用的综合利用、治理污染技术 

（1）以玉米为原料的酒精糟生产优质蛋白饲料（DDGS）

技术； 

（ 2）薯类酒精糟厌氧发酵制沼气，消化液再经好氧处

理技术； 

（ 3）酒精糟采用大罐通风发酵生产单细胞蛋白饲料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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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 

“轻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有关酒精工业部分规

定如下： 

（ 1）酒精行业应采用耐高温α-淀粉酶和糖化酶的双酶

法新工艺；应用高温、浓醪酒精发酵工艺，淘汰低温、低浓

发酵工艺；应用固定化连续发酵以及差压蒸馏节能技术与装

置。 

（ 2）糖蜜酒精糟生产颗粒有机肥或复合肥；糖蜜生产

甘油，蔗渣与糖蜜原料生产纤维性饲料。 

 

2. 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2.1 在酒精企业推广清洁生产的意义 

酒精行业是我国酿造行业中排污总量最多、耗水、耗能

最高的行业。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发现各酒精企业存在的问

题，为适应农作物结构变化，通过改变原料结构、使用新的

技术、先进的设备、优化过程控制及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员

工素质等，达到提高原辅材料的利用率、提高功效、节约能

源、减降废弃物产生量。在酒精行业推广清洁生产是实现该

行业节能、降耗、减污、增效和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的有效途径。 

2.2 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对企业终端排放的要求 

目前，对于酒精行业污染物排放无行业标准。酒精行业

废水污染物终端排放执行 GB8978— 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该标准分为二个时段，即1997年12月31日前建设的单

位和1998年1月1日以后建设的单位，最高允许污染物排放情

况分别见表2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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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7年 12月 31日之前建设的酒精行业最高允许污染物排放标准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序

号 
污染物 适用原料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1 pH 6～9 

2 
五日生化 
需 氧 量
（BOD5） 

30mg/l 150 mg/l 600 mg/l 

3 
化 学 需 氧
量（CODCr）

全部 

100 mg/l 300 mg/l 1000 mg/ 

玉米 100m
3
/t酒精 

薯类 80 m
3
/t酒精  

最 高 允 许
排水量 

糖蜜 70 m
3
/t酒精 

 

表 3  1998年 1月 1日之后建设的酒精行业最高允许污染物排放标准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序

号 
污染物 适用原料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1 pH 6～9 

2 
五日生化 
需 氧 量
（BOD5） 

20mg/l 100 mg/l 600 mg/l 

3 
化 学 需 氧
量（CODCr）

全部 

100 mg/l 300 mg/l 1000 mg/ 

玉米 100m
3
/t酒精 

薯类 80 m
3
/t酒精  

最 高 允 许
排水量 

糖蜜 70 m
3
/t酒精 

随着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水资源的日益紧缺，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酒精行业允许排水量

和污染物排放浓度将不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如年产 3万吨

酒精的企业按上述标准中的二级标准每天仍将向水环境排

放 CODCr 1～3吨。对流量较小的中小型河流仍然压力较大。 

GB16297— 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规定颗粒

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 120mg/m
3
，但目前的收尘设备，如袋

式收尘器或电收尘器管理得当，收尘效果将好于规定的排放

浓度。 

2.3确定的各项指标要求符合国情，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制定于1996年，1998

年 1月实施，标准制定到目前已有 6年，实施已近 5年了，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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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国各酒精生产企业工艺、设备和管理水平差别较大，但

在这5年中，现有企业均经历了为实现国家规定污染物必须

在 2000年底前达标排放这一过程，除在末端治理上投入了大

量资金外，部分企业还通过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

加强管理等清洁生产手段削减了污染物的产生量。所制定的

三级指标对物耗、能耗、水耗的要求均参考了全国平均水平，

对大多数企业具有可操作性。  

 

3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以淀粉质、糖蜜为原料发酵

生产酒精工艺，及适用于用上述原料生产酒精的企业的清洁

生产审核、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4 指导原则 
制订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的基本原则是： 
“清洁生产技术要求”要符合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理论的要求，能

够体现全过程污染预防思想，并覆盖从原材料的选取到生产过程和产

品的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 
具体原则如下： 

 符合清洁生产思路，即体现全过程的污染预防，不考虑污染物单

纯的末端处理和处置，因此，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染物离开生

产线时的数量和浓度，不是经过处理之后的数量和浓度； 
 针对典型工艺设定清洁生产技术要求，该典型工艺应能基本反映

企业的总体生产状况，从而避免针对某一单项技术建立技术要求； 
 符合产业政策和酒精行业发展的趋势的要求，根据我国酒精行业

的特点，以发酵法为主，本技术指标适用于以淀粉质、糖蜜为原

料发酵生产食用酒精工艺的企业清洁生产审计和评估； 
 依据适用范围确定各个指标的基准值分级； 
 基准值设定时应考虑国内外的现有技术水准和管理水平，考虑其

相对性，并要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对难以定量化的指标，不宜设定基准值，但应给出明确的限定或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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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求实用和可操作性，尽量选择酒精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常用的

指标，以易于企业和审计人员的理解和掌握。 
因酒精行业的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差异较大，各个

企业的指标值均相差甚远，考虑到广大酒精厂的积极性，

以及今后进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和环境影响评价的

需求，将技术要求划分为三级： 

 一级指标： 
达到国际上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项指标主要作为清洁生

产审计时的参考，以通过比较发现差距，从而寻找清洁生产机会。国

际先进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际先进水平。 
 二级指标： 
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此项指标可作为国内企业清洁生产绩

效公告的依据。国内先进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内先进水平，并参考

有关的统计数据。 
 三级指标： 
达到国内一般清洁生产水平，即基本要求。此项指标可作为国内

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的依据之一，若新建项目的指标低于三级要求，则

说明该项目的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大多数地区应限制

发展。当然，一些发达地区可以选择更高级别的要求。本生产指标根

据我国酒精行业实际情况、实施清洁生产即对生产全过程采取污染预

防措施要求所应达到的水平指标、结合部分酒精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审

计活动的成果及有关的统计数据综合形成。 
 指标确定的依据： 

通过对清洁生产开展的好、中、差三类企业分类调研，并同国外

相近企业比较而得。按调研资料统计：达到三级标准企业约为 40％，

二级标准企业约为 10~15％，一级标准企业约为 5％。 

 
5 制订技术要求的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5.1 技术要求的依据 
（1）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办[1999]127号“关于下达2000年度国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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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及项目计划表。 
（2） 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2]2号文“行业清洁生产指南编写大纲” 
5.2 主要参考资料 
（1）《玉米酒精生产新技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2）《啤酒酒精企业清洁生产自我审计指南》，国家清洁生产中心，

2001年 
（3）《发酵工业废水处理》，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年 
（4）《酒精工业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5）《食品工业废水处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年 
（6）《酒精工艺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 
（7）8家酒厂（生产酒精）的清洁生产审计报告（安徽省凤台酿造有

限责任公司、安徽特酒总厂等） 
 
6 编制技术要求的基本方法 
6.1 方法概述 

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的制订在国内乃至国际尚属于首次，因此没有

现成的标准或要求可借鉴。此次要求的制订是严格按照清洁生产的定

义，立足企业，用生命周期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最终确定从四个方

面提出本技术要求的指标，即：资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

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本指标是行业知识

和环保知识的有机结合，通过对企业生产环节提出要求，实现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6.2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的确定 
包括原辅材料和资源、能源消耗两方面的指标。原辅材料指标主

要考虑用于生产酒精的原辅材料在生长和生产过程中是否对生态环

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以及原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得到充分利用，

因此，选择酒精行业常用指标淀粉出酒率。此项指标监测常规化，企

业容易接受并可以自行测定。 
资源消耗指标选择了酒精行业最常用的经济技术指标，酒精厂最

大的问题是废水，因此选择了吨酒精耗水量指标，耗水量越大，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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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量将越大，对环境危害也越大，另外还考虑了能源消耗指标，其

四项指标为：单位产品（吨酒精）耗水、耗电、耗标煤和综合能耗。 
 
6.3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的确定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本技术要求中最重要的指标，它直接影响环

境。酒精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废水、废气和废渣，结合酒精

厂的实际情况，提出六项污染物产生指标，其中与水有关的指标为废

水产生量、CODCr产生量；与固体废弃物有关的指标为酒糟、废酵母、

炉渣；与废气有关的指标为二氧化碳指标（发酵产生），只要抓好此

六项指标，酒精厂的环境问题基本上能得到控制。CODCr产生量按照各

企业实际分析测定浓度经统计而确定。废水产生量指标值按全国各厂

酒精耗水量推算得出。 
 

 6.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的确定 

与废水有关的指标为酒精糟液回流量指标和冷却水回用率指标；

与固体废物有关的指标为酒糟、废酵母、炉渣；与废气有关的指标为

二氧化碳（发酵产生）指标, 酒精生产过程所产生这几项废物基本具

有可回收利用的特点和价值，只有回收和利用才可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  

 

6.5环境管理要求的确定 

 环境管理要求是一类定性指标，主要从企业是否进行了清洁生

产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和生产过程环境管理是否健全三方面考虑。 
 

7 技术要求实施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分析 

本技术要求的提出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立足企业，以酒精

生产工艺过程为主线，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全国酒精企业的技

术经济指标，实现这些指标不是高不可攀，技术难度不大，只要企业

经营和管理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均达到三级要求。二氧化碳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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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建设一套回收装置，国内一些大厂已经有了回收装置，回收的技

术和工艺成熟可靠，并有成功实例可借鉴，因而本技术要求的实施在

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可行的。 
 

8 技术要求的实施建议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本技术要求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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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酒精行业典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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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糖蜜原料发酵法生产酒精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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