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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纺织产业是我省重要的支柱产业和传统产业之一，已发展成

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有纺纱、麻纺织、毛纺织、

丝绸、化纤、针织、机织、印染、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

纺织机械共十二个纺织分行业，拥有从纺纱、织布、印染、后整、

制衣到设计、销售整条完整的产业链。目前正在逐步实现产业高

质量发展，面对广东省碳排放碳达峰的要求，广东省纺织工业面

临着能源结构、能源消耗等一系列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要

求广东省纺织企业既要稳定生产，又要加大力度进行能源结构调

整，积极开展节能、降耗、低碳、减排，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推

动行业的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为优化行业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企业需要进行一系列

的能源管理工作减少能耗。实施节能技术改造达到节能降耗的目

的；淘汰落后产能、落后工艺；不断创新，用新技术和设备支撑

行业的升级。因此，提出了综合能耗限额标准，给行业能耗“保

底”，结合我省纺织行业能（水）效对标工作中的树立的标杆企

业，使纺织行业能耗管理既有底线又有学习的标杆，以此推动行

业节能降耗！

二、现状分析

1、行业情况

我们形象地称纺织产业为一根纤维的行业，纺织产业就是把

纤维（包括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等）变成人们生产和生活所需要

的产品，这些产品中主要有：人们穿着用的服装服饰类产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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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家居用的（例如床上用品、布艺烊产品等）产品、产业用纺织

品（例如卫生防护用品、土工用布、轮胎帘子布等）等。

针织行业是广东省纺织工业中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随着国

际市场对针织服装的需求由内衣向外衣化发展，广东针织行业在

材料上进行多元化、品种功能化等多样化开发；生产装备纬编机

（俗称大圆机）、电脑横机、经编机等，自动化水平日益提升；

工艺也不断调整，织造工艺与效率向着机电一体化延伸，工艺设

计不断向多品种化与功能性方面提升，使针织行业的产品更加多

样化。如为满足不同档次的服装、鞋、家纺面料的需求，纬编机

由过去的平纹、珠地工艺，发展至现在有横间、毛巾、小提花、

大提花等多种工艺；经编机改变过去以羊毛类织物为主，同时可

生产内衣面料、花边、泳衣布、滑雪衫等户外运动服装系列面料。

机织行业，织布机无梭率达 99%以上，在设备上不断进行提

升改造，引进国内外高速、多功能、宽幅织机，使广东色织产品

响誉国内外。虽然广东省机织行业坯布产品较少，但棉印染机织

面料的销量很大，主要是通过购进坯布，在省内进行印染加工为

主；色织面料以生产出口国外中高档客户的衬衣面料居多。我省

的机织类产业集群集中在珠三角的广州、佛山、中山、江门等地，

约占广东棉织行业产能的 80%，出口约占广东棉织行业的 60%

以上。

机织染整布和针织染整布是本标准的研究范围。这些产品能

耗统计时，不涉及到纺纱生产和坯布生产，只涉及染整生产各工

序。机织、针织染整布主要生产工艺见表 1。

表 1：机织、针织染整布的主要生产工序

序号 产品名称 主要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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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织印染布 前处理、染色和后整理等

2 针织印染布 前处理、染色、烘干、后整理等

说明：上述仅列出部分工序，不同产品要求、不同生产企业根据质量

和工艺要求所选择的工序会有不同。

2、能耗现状

广东省纺织行业通过能效对标工作，促进企业开展各项节能

管理工作，如技术/设备的改造提升、生产管理的优化等，行业

单位产品能耗整体呈现下降。表 2是 2017-2019年广东纺织行业

机织、针织染整布能耗变化情况。表 3是 2019-2021年广东省纺

织行业机织、针织染整布能耗变化情况。表 4是 2017-2021年广

东省纺织行业能效标杆值统计表。

表 2：广东纺织行业机织、针织染整布能耗变化情况表

产品 能耗指标 单位
2017-2019 年

范围 中位值

机织

染整布

单位产品电耗 kW.h/hm 11.56-26.35 18.96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hm 22.4-43.2 32.8

针织

染整布

单位产品电耗 kW.h/t 369.2-2371 1370.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566.2-1610.4 1088.3
注：表中数据来自同时期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和节能自查报告等资料。

表 3：2019-2021年省纺织行业机织、针织染整布能耗变化情况

产品 能耗指标 单位
中位值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机织

染整布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kgce/hm 32.8 34.05 31.85

针织

染整布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kgce/t 1088.3 1135.99 12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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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7-2021年广东省纺织行业能效标杆值统计表

产品 指标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棉针
织染
整布

单位
产品
综合
能耗

kgce/t 1036 1027.26 985 980 972 972

棉机
织染
整布

kgce/hm 29.07 28.73 28.3 28 30 30

三、染整行业相关能耗标准及与本标准的比较

目前，国家和我省未制定有机织、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限额标准。现有的纺织行业能耗相关标准，如《印染行业规

范条件（2017 版）》、《清洁生产标准 纺织业（棉印染）》

（HJ/T185-2006）、《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

（FZ/T 01002-2010）、《纬编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办法及基本定额》（T/GDTEX 02-2019）、《牛仔服装水洗行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T/GDTEX 05-2019）、《纺织行业清

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机织染整布》（T/FSCPLC 01-2019）、《纺

织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针织染整布》（T/FSCPLC

02-2019）、《纺织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色纱》（T/FSCPLC

03-2019），以上标准的一些主要指标统计和与本标准的比较如

下：

1、本标准限值与《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征求意见

稿）》综合能耗评价基准值的比较

类型、品种 单位
本标准

限值

清洁生产评价基准值

Ⅰ级 Ⅱ级 Ⅲ级

机织染整布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棉织物 kgce/hm
68

≤32 ≤35 ≤37

化纤织物 kgce/hm ≤28 ≤3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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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品种 单位
本标准

限值

清洁生产评价基准值

Ⅰ级 Ⅱ级 Ⅲ级

混纺织物 kgce/hm ≤38 ≤40 ≤42

针织染整布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棉 kgce/t

2000

≤1100 ≤1150 ≤1200

化纤 kgce/t ≤900 ≤950 ≤1100

多纤维混纺 kgce/t ≤1150 ≤1250 ≤1350

表中清洁生产Ⅲ级是国内一般水平，本标准的限值较国内一般水平低 32%左右。

2、本标准限值与《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版）》综合能耗值

比较：

标准 产品类别 能耗统计 本标准限值

印染行业

规范条件

（2017版）

棉、麻、化纤及

混纺机织物
综合能耗 ≤30公斤标煤/百米 68

纱线、针织物 综合能耗 ≤1.1吨标煤/吨 2

1.机织物标准品为布幅宽度 152cm、布重 10-14kg/100m的棉染色合格产品，当产

品不同时，可按标准进行换算。2.针织或纱线标准品为棉浅色染色产品，当产品

不同时，可参照《针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单耗基本定额》（FZ/T01105）

进行换算。

印染规范条件是国内领先水平，本标准限值比这一水平低 55.8%和 45%。

3、本标准限值与《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FZ/T

01002-2010）综合能耗值的比较：

类别 产品品种 综合能耗及说明

纯棉类（包

括维棉、丙

棉）

漂布

能耗基本

定额

（kgce/hm)

23.855
百米坯布重

10.01kg-14.00kg
色布 42.001
花布 60.740

色织整理 22.963

起毛绒类

漂布 14.533
百米坯布重

10.01kg-14.00kg
色布 29.738
花布 54.927

灯芯绒类 漂布 41.682 百米坯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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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产品品种 综合能耗及说明

（包括平

绒）

22.01kg-26.00kg色布 71.465
花布 111.181

涤棉类

（包括锦

棉）

漂布 34.375
百米坯布重

10.01kg-14.00kg
色布 53.538
花布 67.949

色织整理 19.868
T/C中长

类

色布 61.096 百米坯布重

18.01kg-22.00kg色织整理 28.670

人造纤维

类

漂布 12.194
百米坯布重

10.01kg-14.00kg
色布 25.938
花布 44.850

纯化纤类

漂布 12.478
百米坯布重

10.01kg-14.00kg
色布 25.682
花布 43.849

表中能耗基本定额（kgce/hm)在 12.191-111.181之间，反映出不同棉印染产品的

综合能耗差异非常大，本标准的限值（68）比其最大值（111.181）要优，但本

标准的限值不包括印花部分。

4、本标准限值与 T/GDTEX 02-2019《纬编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及基本定额》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基本定额值

产品 类别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基准定额

（吨标准煤/吨）

浅色 中深色

纬编

针织

印染

布

棉、再生纤维素纤维针织染整布 1.38 1.65

聚酯纤维/棉、聚酯纤维/再生纤维素纤

维混纺针织染整布
1.48 1.92

聚酯纤维针织染整布 1.27 1.65

锦纶针织染整布 1.12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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腈纶针织染整布 1.04 1.35

本标准针织染整布的限值为 2.0 吨标准煤/吨，较表中纬编针织印染布的最大值

（1.35）低 32.5%。

四、标准编制过程

1、2018年下半年广东省纺织协会在能效对标和省内纺织企

业清洁生产数据收集的基础上，结合产业淘汰目录中纺织产业的

淘汰设备的能耗情况，编制了《广东省纺织染整制品综合能耗限

额（初稿）》。

2、2019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专家征求意见会，根据专家意

见形成了修订稿；此稿由于涉及行业下限值，在征求意见中仍存

在需要斟酌修改完善的地方。

3、几年来，广东省纺织协会及编制小组专家参与企业清洁

生产、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纺织产业集群升级提质等工作中运用

本标准初稿的相关数据与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了对比，标准的合理

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4、随着广东省纺织行业能效（水效）对标工作的深入开展，

以及《“十四五”广东省纺织行业能效（水效）对标指南》的制

定，在此工作过程中，验证了该标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行业单

位产品综合能耗“保底”值更显重要。

5、在 2021 年 3 月—— 12 月参与了团体标准 T/GERS

0009-2021《棉印染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定额》的制定，该标准

中的机织印染布和针织印染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三级指标采用

本标准初稿的指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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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2年 9月 21-23日，在广东省纺织协会会议室召开了

“2021 年广东省纺织行业能效(水效)标杆值及领跑者企业专家

评审会和团体标准《广东省纺织染整制品综合能耗限额》意见征

集会”，根据专家意见，标准名称修改为：“广东省机织、针织

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

7、2022 年 10 月，编制小组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再次进行

了讨论，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8、2022年

五、标准的主要内容

1 范围，标准规定了机织、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的术

语和定义、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和限额。适用于广东省已投入生产的染

整企业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和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3.1 机织染整布：经染整加工的纯棉、棉与化纤混纺或交织、纯化纤

纺的机织物。

3.2 针织染整布：经染整加工的纯棉、棉与化纤混纺或交织、纯化纤

纺的针织物。

3.3 综合能耗：在统计期内按照规定的方法计算得到生产所消耗的各

类能源之和，以吨标准煤为单位。

3.4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在统计期内生产单位合格可比产品所需消耗

的综合能耗。

3.5 可比产量：在统计期内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将影响同类产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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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各类主要因素分别修正、换算成为同类产品可以相互比较的产

量。

4、综合能耗限额

4.1综合能耗限额值

表5 广东省机织、针织染整产品综合能耗限额

序号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 机织染整布 kgce/hm 68.00

2 针织染整布 tce/t 2.00

4.2广东省机织、针织染整产品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不应大于表5的要

求。

5 能耗统计

5.1 统计范围

5.2 基本生产工艺流程

5.3 统计方法

5.4 计量管理

6 计算方法

6.1 可比产量的计算

6.1.1 机织染整布可比产量的计算

6.1.2 针织染整布可比产量的计算

6.2 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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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6.3.1 机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6.3.2 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六、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1、产品工艺流程

机织染整布的主要生产工序包括前处理（含烧毛、退浆、煮

漂、预定形、丝光和水洗）、染色和后整理（含定形、功能性整

理、预缩）等，采用卷染工艺时，一般前处理和染色都在卷染机

中完成。针织染整布的主要生产工序包括前处理（含除油、煮漂、

预定形和水洗）、染色（含固色、皂洗和水洗）、烘干（含脱水）、

后整理（含定形和功能性整理）等。随着技术的发展，印染新工

艺不断出现，推荐使用节能新技术新工艺，例如：冷轧堆工艺，

在机织物印染和针织物印染中都有应用。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有

利于产品能耗的降低，我省能效对标的情况能明显地显示了这一

结论。在产品的实际生产中，由于产品的质量要求不同、产品规

格不同、生产企业的设备配置不同以及工艺设计的差异等原因，

生产工序和工艺会有不同的组合和变化。

2、广东棉印染行业能源消耗状况具有以下的特点

（1）使用和消耗的能源种类多

印染生产中使用和消耗的能源种类有煤、电、各种油料、天

然气、液化气、蒸汽（有不同压力）、热水、生物质燃料、太阳

能以及地下热能等等。印染生产在用能方面使用的能源种类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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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能源品位的要求较多。

印染生产使用和消耗的能源不仅种类多，而且同一种能源还

可能有不同的品位。例如，使用蒸汽，需要中压蒸汽（压力为

1.5-2.5Mpa），也需要低压蒸汽（压力为 0.5-0.8Mpa）。

（3）在部分企业中，同一种类型的生产设备可以使用不同

的能源。例如，在印染生产过程中，织物的烘干可以使用蒸汽、

导热油、天然气、液化气、甚至是回收的余热得到的热空气。

（4）能源具有多级利用的机会。

由于印染生产所用能源消耗需要多种能源品位，导致能源多

级利用的可能。例如，以中压蒸汽为定形机的热源，经过使用后

产生的蒸汽和冷凝水可以作为染色或水洗的热源。

（5）耗能设备多。

印染企业在生产设备方面具有耗能设备多的特点。规模以上

单个企业使用的耗能设备甚至多达几百台。

（6）可较广泛使用太阳能。

由于综合性印染企业一般的占地面积较大，可用于太阳能光

伏发电；部分企业需要热水，可以利用太阳能产生热水。综合起

来，印染企业具有使用太阳能的广阔空间。

（7）具有较大的余热余能回收利用空间。

在纺织企业中有较大的余热余能回收利用的空间。例如，空

压机的余热利用、高温废水余热利用等等，都是较成熟的技术。

部分企业自备热电站，采取热电联产。在一般情况下，热能量占

企业总能量 50%以上。随着环境保护要求不断在提高，企业不断

地入园，印染企业的能源消耗种类集中在电、蒸汽、天然气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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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气，其中，电和蒸汽的消耗量占总能耗的 80%以上。

3、本标准涉及工序的能源品种和计算

本标准的产品能耗，在统计能源消耗时，主要以企业实施了

计量管理的煤、电、蒸汽、天然气为主，以统计周期内生产该类

产品的企业车间（或机台）的计量表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包括

同一能源品种的多级利用。机织、针织染整布的实际产量通过统

计是比较容易计算的，难点在于影响产品生产的能源消耗因素的

确定，并把这些因素通过修正系数反映到产品的可比产量上，从

而使同类产品的综合能耗有了可比性。实际生产中可能影响机

织、针织染整布能耗的一些因素见表 6。

表 6 可能影响机织、针织染整布能耗的因素

序

号
名称 影响因素 备注

1 机织印染布
成分、厚薄（布重）、

幅宽、生产工序等

设置幅宽修正系数和布

重工艺成分综合修正系

数

2 针织印染布
成分、厚薄（布重）、

生产工序等

设置布重工艺成分综合

修正系数

（1）可比产量的计算

机织染整布可比产量的计算





n

i
iii kfbLG

1
i ])1([

式中：

G ——机织印染布可比总产量，单位为百米（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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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第 i个品种机织印染布的实际产量，单位为百米

（hm）；

bi ——第 i个品种机织印染布幅宽修正系数；

fi ——第 i个品种机织印染布工艺修正系数；

ki ——第 i个品种机织印染布布重修正系数。

针织染整布可比产量的计算





n

1
]r)1([

i
iii fYZ

式中：

Z ——针织印染布可比总产量，单位为吨（t）；

Yi ——第 i个品种针织印染布实际产量，单位为吨（t）；

fi ——第 i个品种针织印染布工艺修正系数；

ri ——第 i个品种针织印染布类型修正系数。

（2）产品综合能耗计算方法

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 i
1

PEE
i

i
i





式中：

E ——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iE ——产品生产活动中消耗的第 i类能源实物量；

iP——第 i类能源修正标准煤系数。

（3）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机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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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U G 

UG ——机织印染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

百米（tce/hm）；

E ——统计期内机织印染布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

（tce）；

G ——统计期内机织印染布可比总产量，单位为百米（hm）。

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Z
EU Z 

式中：

UZ ——针织印染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

吨（tce/t）；

E ——统计期内针织印染布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

（tce）；

Z ——统计期内针织印染布可比总产量，单位为吨（t）。

4、可比产量的修正系数

（1）机织染整布修正系数（附录 A）参照 FZ/T 01002-2010

《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中的“附录 B3 各大

类产品的各档重量的修正系数”和“附录 C 产品幅宽及工艺修

正项目的修正系数”。

（2）针织染整布修正系数（附录 B）参照上海市地方标准

DB 31/718-2020《针织印染面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中的“附

录 A 标准品折算系数”和“附录 B 工艺系数”。

（3）常用能源折标系数（附录 C）和部分蒸汽热焓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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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D）参照广东省纺织团体标准 T/GDTEX 02-2019《纬编针织染

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

七、意见处理


	4、综合能耗限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