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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纺织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纺织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金纺集团有限公司、广东

德润纺织有限公司、广州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纺织协会、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

碳经济协会、佛山市纺织丝绸学会、中山中测纺织产业技术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森、宗立新、陈文明、徐建国、杨爱民、李孝、陈晓屏、彭喜

雁、黄姬丽、邓超群、胡德芳、刘英丹、顾玲、黄明华、刘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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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可登录广东省纺织协会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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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企业水平衡测试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印染企业水平衡测试的方法、程序、结果评估和报告书主要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印染企业或综合型纺织企业印染工序的水平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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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1534 工业用水节水 术语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6719 企业用水统计通则

GB/T 26923 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

T/GDTEX 17 纺织企业水重复利用率计算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452、GB/T 21534及GB/T 269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水单元 water using unit
企业中的用水车间、用水工序或工段。

3.2

水平衡图 water balance chart
以方框表示企业或用水单元，以箭头表示水量流向，用于表示企业或用水单元水平衡

的图形。

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详细地了解企业生产用水状况，包括取水总量（含各种水源水量）、用水量、重复

利用水量、耗水量、排水量、回用水量和漏失水量。

4.1.2 获得到企业的用水指标数据，包括不限于万元产值水耗、万元工业增加值水耗、单

位产品取水量、水计量器具配备率、水计量率、水重复利用率、中水回用率。

4.1.3 获得企业主要生产车间或主要生产工序或主要生产设备（含各种环保设施）的用水

状况，包括用水量、生产工序单位产品用水量、重复利用水量和漏失水量。

4.2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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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企业用水单元情况见表1。
表1 印染企业用水单元

系统
用水单元

用水设备/器具
车间/工序 工段

主要生产

前处理

烧毛 烧毛机

退煮漂、煮漂 轧液机、退煮漂联合生产线、平幅煮漂机、染色机

丝光 丝光机

除油 平幅煮漂机、染色机

染整

染色 染色机、轧染机、轧液机

浆染 浆染联合生产线、束染机

水洗 染色机、水洗机、平幅水洗机

后整理 定形机、预缩机

印花

印花 印花机

蒸化 连续蒸化机、蒸化罐

水洗 间歇式水洗机、连续水洗机

辅助生产

生产用水处理
净化水 净化水池（罐）

软化水 软水设备

环保设施
废气处理

烧毛废气处理装置、定形废气处理装置、锅炉废气处理

装置

废水处理 废水处理站

实验室
检验 用水的检测仪器

仿样 小样机、吸料机

附属生产

办公
清洁卫生 马桶、水龙头

饮用水 饮水机

食堂 烹调 水龙头

绿化 树木保养 喷水龙头、水龙头

注：表1中未包括的其他用水设备参考表1归入相应的用水系统。

5 水平衡图与水平衡方程式

5.1 水平衡图

水平衡图见图1。

图 1 水平衡图

图中：

��——新鲜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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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用水输入水量；

��'——串联用水输出水量；

���——循环水输入水量；

���' ——循环水输入水量；

��——用水量；

���——耗水量；

��——排水量；

��——漏失水量。

a）绘制水平衡图时，企业或用水单元缺少某一种水量时，表示该水量的线条可以删去；

b)图中方框可表示企业或某一用水单元。

c)企业水平衡图应包括企业各用水单元水平衡图。

5.2 水平衡方程式

5.2.1 企业或用水单元输入水量计算如式（1）：

�� + �� + ��� = ��············································ (1)

式中：

��——新鲜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输入串联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输入循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2.2 企业或用水单元的输出水量计算如式（2）：

�� = ���' + ��� + �� + �� + ��' ·····························(2)

式中：

���' ——输出循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耗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排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漏失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输出串联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2.3 企业或用水单元的水量输入输出平衡方程式（3）：

��� + �� + �� = ���' + ��� + �� + �� + ��' ················(3)

当企业或用水单元出现部分水量缺失或无法计量时，可利用企业或用水单元水量输入

输出平衡方程式计算得到。

6 水量测试方法

6.1 实测水量的时段选取

选取生产运行稳定的、有代表性的时段，每个用水单元每次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5天，

每24h记录一次测试数据。

在测试过程中，每天记录一级计量和二级计量数据的时间要固定，最大的时间差不超1
小时；在同一天中，一级计量和二级计量记录数据的时间应控制在30分钟内。

6.2 测试参数

6.2.1 水量参数

各用水单元测试水量参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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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测试水量参数清单

系统
用水单元

测试水量参数
车间/工序 工段

主要生产

前处理

烧毛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

退煮漂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丝光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除油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染整

染色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浆染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水洗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后整理 用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印花

印花 用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蒸化 用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水洗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辅助生产

生产用水处理
净化水 用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软化水 用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环保设施
废气处理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废水处理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实验室
检验 用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仿样 用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附属生产

办公
清洁卫生 用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饮用水 用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食堂 烹调 用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绿化 树木保养 用水量、串联水量、耗水量

注：其他未包括的用水设备参考表2确定测试水量参数。

6.2.2 水质参数

对用水水质有要求的水量需要进行水质参数测试；排放水量的水质需要测试，以评价

是否满足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

6.2.3 水温参数

对有水温要求的水量需要进行水温参数的测试。

6.2.4 水压参数

对有水压要求的水量需要进行水压参数的测试。

6.3 水量数值获取方法

6.3.1 取水量数值的获取方法

企业需按GB 17167和GB 24789的要求配备蒸汽和水计量器具，根据蒸汽和水计量器具

的读数获取数值。参见附录A.1

6.3.2 重复水量数值的获取方法

6.3.2.1 重复水量数值的获取可按T/GDTEX 17中6.2方法进行。

6.3.2.2 重复水量的计量水表的安装可按T/GDTEX 17中6.3方法进行。

6.3.2.3 部分重复水量较少，且不连续产生的情况，可用容积法计算。参见附录A.2。
6.3.2.4 废气处理设施循环水量可根据循环水泵铭牌的额定流量、工作时间进行计算。参见

附录A.3。

6.3.3 排水量数值的获取方法

管道排水需配备水计量器具计量；沟渠排水可采用符合当地环保部门要求的堰测法进

行计算。参见附录A.4。

G 
D 
T 
E 
X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GDTEX 21—2021

5

6.3.4 漏失水量数值的获取方法

可采用以下其中一种方式获得漏失水量：

a）对于有条件停水的系统或单元，可选择适当的时间，关闭全部用水阀门，若水表继

续走动，则表明管网有漏水，水表的读数可近似认为是该区的漏失水量。

b）采用容积法或现场安装超声波流量计等方法对全部水表进行校验，当二级水表的计

量率为 100% 时，一级水表计量数值与二级水表计量数值之差即为漏失水量。

c）当无条件对全部水表进行停水校验时，当二级水表的计量率为 100%时，一级水表

计量数值与二级水表计量数之差值大于 3%〜5%时，可近似认为其大于部分为该区的漏失

水量，具体取值依据水表校验情况而定。

7 水平衡测试程序

7.1 测试准备

7.1.1 组织准备

a）成立水平衡测试小组，确定有关领导担任组长，成员由工程技术人员和仪表工人共

同组成。

b）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认识水平衡测试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熟悉水平衡测试的

基本概念、测试方法及基本指标的涵义，掌握技术术语、计算方法等。

7.1.2 资料准备

a）企业节水和用水管理的规章制度；

b）企业近三年供水、用水、排水记录台账及相关汇总表格（参见附录B）；

c）近三年企业的产值和各产品产量情况;
d）企业建筑物平面图、供水和排水管网图；

e）用水计量器具台账及系统图；

f）企业正在使用的用水设备和用水设施；

g）近年企业开展或进行节水技术改造情况；

h）近年的水平衡测试文件。

7.1.3 调查准备

7.1.3.1 调查企业生产概况

a）在职员工人数；

b）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各用水单元、用水工艺及用水设备的基本情况，包括用水量的

要求、水质和水温的要求、供水和用水特点、各种用水的流向等；

c）蓄水池、加压设备、水塔、水表井，主要用水点和用水设施的名称和位置。

7.1.3.2 调查水源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

a）水源类型：自来水、自备井水、地表水、海水、回用水、水产品、蒸汽和热水等情

况；

b）水源用途：用于生产、办公、生活等的水源情况；

d）取水能力及限额：自来水或河水年度或季度取水量限额、蒸汽每小时最大供汽量、

热水每小时最大供应量、回用水每天最大供应量等；

d）水源设施：取水水泵型号和额定流量、取水计量水表的规格和数量、蒸汽表的规格

和数量等；

e）水源水质和水温等情况：蒸汽的温度和压力，河水、井水和回用水的水质等。

7.1.3.3 调查管网及计量器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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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包括；

a）根据企业提供的供排水管网图，现场核实是否改动，标明管道材质、管径、建设年

代、走向及埋深；

b）根据企业提供的用水计量器具台账及系统图，现场核实用水计量器具参数、是否校

验，明确用水计量器具安装位置及计量范围；

c）检查企业各供水点及用水点的水计量器具配备率及水计量率，根据GB 24789制定完

善计量器具配备方案。

7.1.4 绘制用水流程图及记录统计表格

a）根据企业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绘制水计量器具配备网络图；

b）根据管网调查情况，绘制供排水管网示意图；

c）根据调查情况，绘制重点用水设施用水流程图（参见附录C）、企业用水流程图。

在实测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内用水流程与实际情况不符，应对企业用水流程图进行修正和

调整；

d）根据测试要求及企业用水流程图，准备各种空白的记录表和统计表。

7.1.5 制定测试方案

水平衡测试方案内容包括；

a）测试目的和要求；

b）测试范围；

c）测试任务及相关指标；

d）参与测试人员分工；

e）测试计划、进度安排；

f）测试周期及时段

g）确定测试单元；

h）实测项目；

i）确定记录一级计量和二级计量的时间；

J）确定测点布置与所需仪器仪表。

7.2 实测阶段

根据第6章完成相应测试及记录工作。

7.3 测试数据汇总

7.3.1 填写数据汇总表格

a）按工艺流程或用水流程顺序，逐项填写用水单元水平衡测试表（参见附录B）。

b）汇总各生产用水单元水平衡测试表，填写企业水平衡测试统计表（参见附录B）。

7.3.2 绘制水平衡图

a）按图 1的要求，绘制用水单元水平衡图；

b）根据用水单元水平衡图绘制企业水平衡图。

7.4 测试结果分析

7.4.1 企业水平衡计算

a）水平衡的计算单位为立方米/天（m³/d），水量按 GB/T 8170进行修约至整数位。

b）水平衡计算按 5.2中公式（3）。

7.4.2 评估及改进措施

7.4.2.1 根据以下内容对水平的衡测试过程进行评估：

a）测试过程是否符合和满足GB/T 12452和GB/T 2671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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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计量仪器仪表安装是否齐全，是否满足GB 24789和测试精度的要求；

c）测试过程是否进展顺利，各项步骤是否完整无误。

7.4.2.2 根据水平衡测试结果，对企业进行不同需求的评估：

a）按照GB/T 26923评价企业是否符合节水型企业的要求；

b）评价企业用水指标是否符合当地政府或水务部门的管理要求；

c）评价企业用水水平。

评价指标有：单位产品取水量、水重复利用率、漏失率、废水回用率、冷却水循环率、

冷凝水回用率、达标排放率、非常规水资源替代率等等。

7.4.2.3 根据测试结果，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持续改进方案。

8 水平衡测试报告编写

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水平衡测试的目的、原则和依据；

b）供水、排水系统的简要说明；

c）供排水管网情况；

d）计量器具的配备情况；

e）用水单元的基本情况；

f）主要用水设备和设施一览表；

g）本次水平衡测试的内容、方法和仪器；

h）测试数据汇总、处理和计算；

i）绘制用水单元和企业水平衡图；

j）测试结果分析和用水评价；

k）已经完成、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节水措施；

l）结论、改进措施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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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水量测试常见方法

A.1 表计法

表计法是水平衡测试最基本的方法，是获取实测数据的重要手段。表计法主要是通过

安装在测试点上的水表或流量计来测定数据，由于该方法能够得到累计计量和瞬时计量，

既能反映用水的瞬时状况又能记录用水的全过程，使用简单便捷，故在一些主要用水部位

或便于装表的地方应尽量采用表计计量。

A.2 容积法

对于用水量不大，不便于装表的设备、装置或其他用水点的测量，也可采用容积法。

容积法主要测量器具有水桶、量杯、秒表等，但是所使用的容器容量要尽可能大，使测试

的时间尽可能长，这样取得的数据比较准确。具体测试办法是，在测试时将水管的正常出

水流入容器内，并计时，等接满后，算出单位时间内的流量(见附式A.1)。

流量 m3 s = 水量（m3）

时间（s）
···········································(A.1)

A.3 水泵铭牌估量法

对于一些较大的用水，在没有装表的情况下，可采用水泵铭牌标量的办法判断。但考

虑到水泵的磨损程度，可采用一个经验系数进行计算，如按90%或85%等计算。

A.4 堰测法

堰测法仅适用于排水量的测量。运用堰测法时，设施的安装必须符合当地环保部门的

要求。

A.4.1 梯形堰法

采用梯形堰法(见附图A.1)时，要求:B>3h的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 = 0.01838（�ℎ） ℎ··········································· (A.2)

式中：

B——堰口底宽。

图 A.1 梯形堰法

A.4.2 矩形堰法

采用梯形堰法(见附图A.2)时，有缩流时(堰口窄于水沟)，计算公式如下：

� = （0.01838� − 0.2ℎ）ℎ ℎ································(A.3)
无缩流时(堰器与水沟同宽)，计算公式如下：

� = 0.01838�ℎ ℎ···············································(A.4)

或：

� = c�ℎ ℎ ·······················································(A.5)
式中c为流量系数(见附式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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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85 + 2.95
ℎ
+ 297 ℎ

�
1 + � ···························(A.6)

式中：

p——堰槽底面主堰口至边缘的距离，m；

ε——修正值，当p<1m 时，ε=0；P>1m 时，ε=0.55。

图 A.2 矩形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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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水平衡测试报告书中的表格格式

水平衡测试报告中的表格格式见表B.1~B.7。

表 B.1 企业取水水源情况表

序号 水源类别
新鲜水（m³/d） 水质指标

主要用途 备注
常规水资源取水量 非常规水资源取水量 ... ... ...

1
2
3
4

合计

注：（1）常规水资源包括：地表水、自来水、工业园区回用中水、外购蒸汽等；

（2）非常规水资源取水量包括：海水、苦咸水等；

（3）水质参数根据企业实际用水要求确定，如：pH、电导率、硬度、色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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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企业年用水情况表（近 3-5年）

年份

新水量（m³） 重复利用水量（m³） 其他水量（m³） 考核指标

自
来
水
量

再
生
水
量

外
购
纯
水
量

外
购
蒸
汽
量

地
下
水
量

…

冷
却
循
环
水
量

其
他
循
环
水
量

蒸
汽
冷
凝
水
回
用
量

回
用
水
量

其
他
串
联
水
量

排
水
量

漏
失
水
量

耗
水
量

单
位
产
品
取
水
量

重
复
利
用
率

蒸
汽
冷
凝
水
回
用
率

废
水
回
用
率

漏
失
率

达
标
排
放
率

非
常
规
水
资
源
替
代
率

表 B.3 企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序号 日期 产品名称 实际产量（t/d） 标准品产量（t/d） 取水量（m³/d） 单位产品取水量（m³/t）

...

注：标准品产量参考 FZ/T 01002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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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全厂计量水表配备情况表

序号 编号 所在位置 型号 水表类型 规格 精度等级 计量范围 水表状态 生产厂家 归属车间 供水范围
计量等

级
备注

注：备注里填写该水表所计量的水类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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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用水单元水平衡测试表

单位：m³/d

用水单

元

输入水量 输出水量

新水量 重复利用水量

输

入

水

量

合

计

重复利用水量

蒸

汽

冷

凝

水

量

排

水

量

漏

失

水

量

耗

水

量

输

出

水

量

合

计

自

来

水

量

蒸

汽

地

表

水

其

他

水

新

水

量

合

计

循环水量 串联水量

重

复

用

水

量

合

计

循环水量 串联水量

重

复

用

水

量

合

计

间

接

加

热

循

环

水

量

冷

却

循

环

水

量

废

气

处

理

循

环

水

量

其

他

循

环

水

量

逆

流

清

洗

水

量

淡

碱

回

用

量

染

色

清

洗

水

回

用

量

热

水

回

用

量

其

他

串

联

水

量

冷

却

循

环

水

量

废

气

处

理

循

环

水

量

其

他

循

环

水

量

逆

流

清

洗

水

量

淡

碱

回

用

量

蒸

汽

冷

凝

水

热

水

回

用

量

其

他

串

联

水

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前处理

车间

印染车间

后整理

车间

...

合计

G 
D 
T 
E 
X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GDTEX 21—2021

14

表 B.6 水平衡测试统计表

单位：m³/d

用水分

类
用水单元

新水量 重复利用水量 其他水量

常规用水
非常规

用水
循环水量 串联水量

排水

量

漏失

水量

耗水

量自来

水量

地下水

量

城镇污水

再用水量

间接加热

循环水量

间接冷却

循环水量

废气处理

循环水量

其他循

环水量

逆流

清洗

水量

淡碱

回用

量

染色

清洗

水回

用量

热水

回用

量

其他

串联

水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主要生

产用水

前处理车间

印染车间

后整理车间

...

辅助生

产用水

废水车间

废气处理

...

附属生

产用水

办公楼

食堂

...
水量合计

取水量计算

总用水量计算

注 1：用水单元的空格项依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新水量、重复利用水量及其他水量的空格项依据各用水单元情况填写，表中填项供参考；

注 2：总用水量=新水量+重复利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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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企业用水分析表

用水类别

用水量

（m³/d）
用水量比例

（%）

新水量

（m³/d）
新水量比例

（%）

重复利用水量

（m³/d）
排水量

（m³/d）
漏失水量

（m³/d）
耗水量

（m³/d）

1 2 3 4 5 6 7 8

主要生

产用水

前处理车间

印染车间

后整理车间

...

辅助生

产用水

废水车间

废气处理

...

附属生

产用水

办公楼

食堂

...
生产用水总计

单位产

品取水

量：

产品 1：
产品 2：
产品 3：

...

达标排放率： 漏失率： 水重复利用率： 排水率：

间接冷却水

循环率：
废水回用率：

非常规水资源替代

率：
冷凝水回收率： /

非生产

用水

基建

外供

...
非生产用水总计

注：1.各单元用水量比例=各单元用水量÷全厂用水量×100%；

2.各单元新水量比例=各单元新水量÷全厂新水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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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图 C.1 重点用水设备用水流程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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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 企业水平衡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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