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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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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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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T/CFA 030801-1--2016《绿色铸造企业评价规则》。与T/CFA 030801-1--2016 相比，主要

技术变化如下： 

——调整了结构，并做了相应编辑性改动，分解为： 

                第 1 部分：铸铁件； 

        第 2 部分：铸钢件； 

        第 3 部分：压铸件； 

        第 4 部分：熔模铸件； 

        第 5 部分：离心铸件； 

本文件为第 1 部分：铸铁件，针对性地修改了以下技术条款： 

——修改了 1 范围； 

——修改了表 1  评价指标及分值分布； 

——修改了表 2  企业规模(产能/产值)评价指标； 

——修改了表 3  技术经济评价指标； 

——修改了表 5  能源资源有效利用评价指标； 

——修改了表 6  污染物环境排放评价指标 

——修改了表 7  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评价指标 

——修改了表 8  管理评价指标 

——修改了表A.2  铸铁件二级指标项-吨金属液综合能耗 

——修改了表A.3  铸铁件生产工艺、设备及材料评价分级项目 

——修改了表A.4  铸铁件二级指标项-吨金属液综合能耗 

——修改了表A.5  现代生产过程控制及管理工具应用评价分级项目 

 

本文件由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铸铁工作委员会和绿色铸造工作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铸造协会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  年 8 月 30 日为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 1 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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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指导和推动中国铸造行业实施铸件产品全生命周期内实现绿色生产方 

式，节约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减少和控制污染物产生及排放，保护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安全，引导 

铸造企业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制定绿色铸造企业评价规则，作为评价绿色铸造企业建设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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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铸造企业评价规则  第 1 部分：铸铁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铸造铸铁件企业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企业申报条件与评

价指标采集依据。 

本文件适用于铸铁件企业的绿色铸造企业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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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9    铸造防尘技术规程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2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3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26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80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CJ 3082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T/CFA 0310021    铸造企业规范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绿色铸造企业评价指标 assessment indication of green casting 

衡量铸造企业在铸造产品生产过程中生态影响、资源消耗和人体健康与安全危害程度的指标。 

http://www.mep.gov.cn/tech/hjbz/bzwb/gthw/gtfwwrkzbz/200207/t20020701_632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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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绿色制造 green manufacturing 

现代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其目标是使得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资源消耗极少、生态环境 

负面影响极小、人体健康与安全危害极小，并最终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持续协调优化。 

3.3 

绿色生产管理 green production management 

在产品设计、生产计划、组织、协调的实施等过程中，以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体健康 

与安全、提高生产企业的综合效益为主要目的，充分发掘和利用各种现代管理手段，有效整合生产过程 

中的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管理模式。 

3.4 

绿色生产过程控制 green production process control 

为保障绿色生产过程处于受控状态，对直接或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全过程,(从内外部设施及环境、

作业人员职业安全健康、工艺设备的能源及资源消耗等方面）所建立和采取的作业技术与生产过程的分

析、诊断及监控。 

3.5 

清洁生产 clean production 

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技术与设备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

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以减轻或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6 

法律和法规要求指标 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 index 

立法机构和立法机构授权的部门规定的强制性要求指标，或称合规性指标。 

4  评价指标 

4.1    绿色铸造企业评价指标体系 

4.1.1  本文件分值共计 1000 分。 

4.1.2  本文件共分为一级指标项，包括企业规模（产能/产值）评价指标，技术经济评价指标，生产工

艺、设备与材料评价指标，能源资源有效利用评价指标，污染物环境排放控制评价指标，职业健康安全

绩效评价指标，企业现代管理评价指标共 7 项；二级指标 31 项；见表 1。 

表 1   评价指标及分值分布 

总分值：1000 分 

序号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1 企业规模(产能/产值)评价 100 
近三年铸件年产量  (万吨/年) 40 

近三年铸件年销售额 (万元/年) 60 

2 技术经济评价 150 

近三年全员劳动生产率 (吨/人·年或万元/人·年) 50 

铸件及关键工序质量稳定性、一致性 40 

铸件综合成品率(%) 30 

工艺出品率(%) 20 

毛坯利用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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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序号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3 生产工艺、设备、模具与材料评价 200 

铸件及铸造工艺设计 20 

冶炼熔炼及炉前处理工艺、设备及材料 20 

铸型（型砂）工艺、设备及材料 40 

模具设计、制作（如果有），保养维护 40 

清理及后处理工艺、设备及材料 30 

质量监控及检验设备 10 

基础及公共动力设施 20 

污染治理及健康安全防护设备 20 

4 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率评价 150 

吨铸件综合能耗(kgce/t 铸件)（千克标煤/吨） 40 

吨金属液综合能耗(kW•h/t 金属液或 kgce/t 金属液) 30 

旧砂再生回用率(%) 10 

工业炉窑余热余能回收利用率(%) 2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20 

固体废物重复利用率(%) 20 

用电功率因数(采用高效电机电器) 10 

5 污染物环境排放、控制评价 150 

工业炉窑(熔炼、热处理)大气污染物排放 50 

其他工序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 40 

喷涂工序VOC排放指标 10 

水污染物排放 20 

环境噪声排放 20 

工业固废、危废合法处置 10 

6 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评价 150 

防治铸工职业病绩效 60 

预防工伤事故绩效 40 

预防重大突发事故绩效 30 

安全事故绩效 20 

7 企业现代管理评价 100 

质量/环境/安全/能源管理四体系建设及有效实施 30 

企业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建设整体水平 20 

生产过程现代控制及管理工具应用 50 

4.2  评价分级 

4.2.1  本文件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绿色铸造企业分为三级，其中一级为国内领先至国际先进水平； 

二级为国内先进至领先水平；三级为国内较先进至先进水平。 

4.2.2  各级所占权重用Ｌ表示，其中，一级水平的权重值为Ｌ1 应大于等于本项总分值的 90 %，二级水

平的权重值为Ｌ2 应大于等于本项总分值的 75 %，三级水平的权重值为Ｌ3 应大于等于本项总分值的 60 

%。 

4.3  评价指标分类 

4.3.1  企业规模(产能/产值)评价指标 



T/CFA  ×××× 
 

4  

企业规模(产能/产值)评价指标按表 2 执行。 

表 2      企业规模(产能/产值)评价指标 
总分值：10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1 ≥ 90 %) 
二级 

(L2 ≥ 75 %) 
三级 

(L3 ≥ 60 %) 

企业规模 

 (产能/产值)

评价 

近三年铸件年产量 

(万吨/年) 
T/CFA 0310021--2019《铸造行

业规范条件》限值A的倍数 
≥ 6 A ≥ 3 A ≥A 40 

近三年铸件 

年销售额 

(万元/年) 

T/CFA 0310021--2019《铸造行

业规范条件》限值B的倍数 
≥ 6 B ≥ 3 B ≥B 60 

注:   A是《铸造行业规范条件》标准中条款 5 的表 1 中产量。 

B是《铸造行业规范条件》标准中条款 5 的表 1 中销售收入。 

4.3.2  技术经济评价指标 

技术经济评价指标按表 3 执行。参照附录A之A.3 中表 A.2 所列内容由评审专家对照申报材料及现

实际打分定级别。 

表 3  技术经济评价指标 

总分值：15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1 ≥90%) 
二级 

(L2 ≥75%) 
三级 

(L3 ≥60%) 

技术经济 

评价 

近三年全员劳动

生产率 

人均产量（吨/人·年） 

国内领先至 

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先进至 

领先水平 
国内较先进 

至先进水平 

30 

人均产值（万元/人·年） 20 

铸件及关键工 

序质量稳定性、

一致性 
一次检验合格率（%） 40 

铸件 

综合成品率 
% 

粘土湿砂型、水玻璃砂型 

30 
树脂砂型 

金属型 

消失模型 

工艺出品率 
%  20 

毛坯利用率 
% 

 10 

4.3.3  生产工艺、设备与材料评价指标  

生产工艺、设备与材料评价指标按表 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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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生产工艺、设备与材料评价指标 

 总分值：20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1 ≥90%) 

二级 

(L2 ≥75%) 

三级 

(L3 ≥60%) 
 

 

 

 

 

 
生产工艺、

设备与材料

评价 

铸件及铸造工艺设计 
铸件及铸造工艺设计应用 

水平 

国内领先

至国际先

进水平 

国内先进

至领先水

平 

国内较先

进至先进

水平 

20 

熔炼及炉前处理工艺、

设备及材料 

熔炼及炉前处理工艺、设备 

及材料应用水平 
40 

铸型工艺、设备及材料 
铸型工艺、设备及材料应用 

水平 60 

清理及后处理工艺、设 

备及材料 
清理及后处理工艺、设备及 

 材料应用水平 
30 

质量监控及检验设备 
质量监控及检验设备配备 

及应用水平 10 

基础及公共动力设施 
基础及公共动力设施配备 

及应用水平 20 

污染治理及健康安全防

护 设备 
污染治理及健康安全防护 

设备配备及应用水平 20 

注：参照附录A之A.4  中表A.3 所列内容由评审专家对照申报材料及现场实际打分定级别。 

4.3.4  能源资源有效利用评价指标 

能源资源有效利用评价指标按表 5 执行。 

表 5  能源资源有效利用评价指标 

总分值：15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1 ≥90%) 

二级 

(L2 ≥75%) 

三级 

(L3 ≥60%) 

能源资

源 有效

利用 率

评价 

吨铸件综合能耗 

(kgce/ t铸件)  ＜400 ≤450 ≤500 40 

吨金属液综合能耗

(kW•h/t金 属液或

kgce/t金属液) 
 ≤0.90C ≤0.95C ≤C 30 

旧砂再生回用率 

(%) 

粘土湿型砂 ≥90 ≥85 ≥80 

10 树脂自硬砂 ≥95 ≥92 ≥90 

其他型、芯砂 ≥85 ≥80 ≥70 

用能设备余热余能余

压回收利用 

(%) 

用能设备 ≥60 ≥40 ≥20 2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工业炉窑及其他设备冷却水循环利 

用率 
≥98 ≥95 ≥90 5 

水力清砂、旧砂再生、湿 法除尘 

、锅炉冲渣、涂装 水幕等其他用水

工艺废水处理后回用 

≥90 ≥85 ≥80 10 

消纳和利用城市污水或利用中水量 

占企业生产 取水量的比例 
≥10% ≥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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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重复利用率
(%) 

废砂、渣利用(制成建筑材 料、复合 

材料等) 
≥95 ≥90 ≥80 10 

废铸件、浇冒口、切屑等金属废料 

作为回炉料使用 
≥95 ≥90 ≥85 10 

最大负荷时的企业

综合用电功率 因数 

 
0.99～0.95 0.94～0.92 0.91～0.90 10 

注：1.C参照附录A之A.5 中表A.4 所列内容执行； 

2.电力消耗采用当量值来取值。 

4.3.5  污染物环境排放评价指标 

污染物环境排放评价指标按表 6 执行。 

表 6  污染物环境排放评价指标 

  总分值：15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1 ≥90%) 

二级 

(L2 ≥75%) 

三级 

(L3 ≥60%) 

污染物 

环境排放 

评价 

工业炉窑(熔炼、热处理) 大气

污染物排放指标 合规性指标 D  的倍数 ＜0.6D ＜0.8D ＜D 50 

其他工序污染源大气污染 物

排放指标 合规性指标 E  的倍数 ＜0.6E ＜0.8E ＜E 40 

喷涂工序VOC排放 
水性涂料的使用及VOC 

含量 

使用水性涂料
VOC<1% 

使用水性涂料
VOC<5% 

使用水性涂料
VOC<10% 10 

水污染物排放指标 合规性指标 F  的倍数 ＜0.6F ＜0.8F ＜F 20 

环境噪声排放指标 

合规性指标 G 的倍数 
＜0.6G ＜0.8G ＜G 

20 环境噪声

排放指标 

1200 m防护范围内 

有居民区 

1200 m防护范围内 

无居民区 
<0.9G ＜0.95G <G 

危险废物排放、处置指标 合规性排放、处置时间 
>10年 >5 年 ＜5 年 10 

工业固废、危废合法处置指标 
无工业固废、危废违法

处罚时间 

注1：D  应满足GB 9078《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要求；重点区域工业炉窑 

执行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6号）的规定； 

注2：E 应满足GB 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39726《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GB 13271《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GB 14544《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3《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2《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要求； 

注3：F 应满足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CJ 3082《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和 GB 18918《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要求； 

注4：G 应满足GB 1234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或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要求； 

注5：合规性排放、处置时间满足GB 1859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注6：针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涉及排口非常多，且排口涉及污染因子不止一个，采用短板原则即取指标最差的排口的最差 

污染因子的监测值为评价依据。 

4.3.6  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评价指标 

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评价指标按表 7 执行。 

 

http://www.mep.gov.cn/tech/hjbz/bzwb/gthw/gtfwwrkzbz/200207/t20020701_63217.htm


T/CFA ×××× 
 

7  

表 7  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评价指标 

总分值：15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1 ≥90%) 
二级 

(L2 ≥75%) 
三级 

(L3 ≥60%) 

职业健 

康安全 

绩效评

价 

防治铸工职

业病绩效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达标率(%) ≥80 ≥70 ≥60 10 

作业场所有害气体浓度达标率(%) ≥90 ≥85 ≥80 10 

作业场所噪声达标率(%) ≥80 ≥70 ≥60 5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完成率(%) ≥98 ≥85 ≥60 10 

职业健康体检完成率(%) ≥95 ≥85 ≥80 5 

企业员工健康体检的频次和结果 ≥95 ≥85 ≥80 5 

员工工伤保险缴费率(%) ≥98 ≥85 ≥60 5 

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合格率（%） 100% 5 

有害工种年职业病发生率(%) ＜0.2‰ ＜0.5‰ ＜1‰ 5 

预防工伤事故 

绩效 

员工工伤事故发生率  (%) 
无重伤以上事 

故发生，轻伤事 

故＜ 1 ‰ 

无重伤以上事

故发生，轻伤

事故＜ 2 ‰ 

无重伤以上事

故发生，轻 伤事

故＜ 3 ‰ 4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一级安全生产

标准化  

二级安全生产

标准化  

三级安全生产

标准化  

预防重大  突

发事故 绩效 
重大突发事故（火灾、爆炸、危险

品 泄漏等）发生率  (%) 
10 年无重大 

突发事故 
5 年无重大 

突发事故 
3 年无重大突发

事故 
30 

安全事故绩效 无死亡事故发生 
10 年无死亡 

事故 

5 年无死亡 

事故 

3 年无死亡 

事故 
20 

注1：作业场所颗粒物、有害气体浓度达标率按GBZ 2.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计 

算； 

注2：噪声达标率按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计算； 

注3：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合格率按照GB 3980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评价。 

4.3.7  现代企业管理评价指标 

现代企业管理评价指标按表 8 执行。 

表 8  现代企业管理评价指标 

总分值：10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1 ≥90%) 
二级 

(L2 ≥75%) 
三级 

(L3 ≥60%) 

企业现代

管理评价 

质量 /环境 /职业健康

安全 / 能源管理四体

系的建设及有效实施 

管理四体系的建设

及有效实施程度 
管理四体系有效

实施且绩效显著 
管理四体系有效

实施 
管理四体系有效

实施 
30 

企业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建设整体水平 

企业信息化 (智能铸

造 )建设与应用整体水

平程度 

建立制造执行系

统MES，并良好应 

用 

建立企业资源计

划管理系统ERP，

并良好应用 

运用电子商务平

台、内部信息管理 

系统等 
20 

现代生产过程控制

及管理工具的应用 
现代生产过程控制

及管理工具应用水平 
参照附录 A.5  执行 50 

注：参照附录A之表A.6  中表A.5 所列内容由评审专家对照申报材料及现场实际打分定级别。 

5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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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综合评分计算方法 

本文件采用各项指标加权评价的计算方法。根据各项指标的评价分值f累加得出综合评价得分F，表 

示见公式（1）： 

n 

                 F fi Li ………………………………………………………………………（1） 

i 1 
 

式中： 

F——综合评价得分；n——评价指标总数； 

fi——第 i  项所占分值；Li——第 i  项评价所得权重。 

5.2  综合评价等级 

综合评价等级判定水平见表 9。 

表 9    综合评价等级判定水平 

 

综合评价等级 综合评价分值 对应评定等级名称 

一级 F≥ 900 绿色铸造示范企业 

二级 750 ≤F＜ 900 绿色铸造企业 

三级 600 ≤F＜ 750 绿色铸造企业试点企业 

6  企业申报条件与评价指标采集依据 

6.1  企业申报条件 

绿色铸造企业申报管理参照附录A执行。 

6.2  评价指标采集依据 

本文件中的数据以参评企业提交的相关资料以及专家评委会现场考察采集数据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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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绿色铸造企业申报管理及基本条件 

 

A.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登记按照表A.1 的规定。 

表A.1  企业基本信息 

项目 参考指标 

经营 

业绩 

主营铸造产品相关业务收入(亿元) □≥5；□≥4；□≥3；□≥2；□≥1；□≥0.3；□其他 

主营铸造产品相关业务纳税额(亿元) □≥0.8；□≥0.7；□≥0.6；≥0.5；□≥0.3；□≥0.1；□其他 

主营铸造产品相关业务利润值(亿元) □≥0.4；□≥0.2；□≥0.1；□其他 

年度人均铸造相关业务产值(万元/人.年) □≥80；□≥60；□≥40；□≥20；□其他 

主导产品对下游行业及其客户的贡献 

□关键设备国产化关键件（含军工及航空航天产品） 

□重点装备重要功能件 

□客户采购重点产品、重要装备配合件 

中国铸造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或银行对企业

进行的相 关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结果) 

 

□AAA 级；□AA 级；□A 级 

企业产品获名牌产品、著名（驰名）商标情况 

□国家级（含同级行业组织授予的荣誉称号） 

□省级（含同级行业组织授予的荣誉称号） 

□地区级（含同级行业组织授予的荣誉称号） 

近四年社会捐助、公益事项 □≥100 万元；□≥50 万元；□≥10 万元；其他 

员工工资及福利在当地所处水平 □中上等；□一般 

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3%；□2%-3%；□1%及以下；□其他 

科技奖励 

□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实验室等 

□获得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实验室等 

□获得地区级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实验室等 

有效专利 

□累计发明专利大于 5 个，且累计实用专利大于 20 个 

□累计发明专利大于 3 个，且累计实用专利大于 10 个 

□累计发明专利大于 3 个，且累计实用专利小于 10 个 

参与国家、团体标准工作 □标准主起草单位；□标准起草单位；□标准参与单位 

参与课题或项目工作 

□参与国家级重大项目、课题等编制工作 

□参与省级重大项目、课题等编制工作 

□参与地区级重大项目、课题等编制工作 

每年技术、装备改造、升级资金投入额所占总

收的比例 
□≥ 3 %；□ 2 %～ 3 %；□ 1 %及以下；□其他 

企业发展规划 

□有管理部门及专人负责，并逐步实施 

□有专人管理，未实施 

□有规划，但无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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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申报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A.2.1  企业为铸造行业准入企业。 

A.2.2  企业近 10 年来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设施、卫生防护设施和防止污染设施应当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环境影响评价、职业健康安全预评价及建设项目竣工安全设施

、卫生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执行率 100 %。 

A.2.3  企业未采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生产工艺、装备，未生产国家明令禁止的产品。 

A.3  技术经济评价分级 

技术经济评价分级按照表A.2 的规定执行。 

表A.2  铸铁件技术经济评价分级项目 

总分值：150 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分级项目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90%) 
二级 

(L≥75%) 
三级 

(L≥60%) 

近三年全员 劳

动生产率 

铸铁(吨/人·年) 

灰铸铁件 ≥150 ≥100 ≥80 

30 球墨铸铁件 ≥150 ≥100 ≥80 

可锻铸铁件 ≥120 ≥100 ≥80 

人均产值(万元/人·年) 铸铁件 ≥80 ≥70 ≥60 20 

铸件质量稳 

定性、一致性 

关键工序一次检验合格率 

(%) 
熔炼、造型 ≥98 ≥96 ≥94 20 

一次检验合格率 

(%) 
铸件 ≥96 ≥94 ≥92 20 

铸件综合 

废品率(%) 

 粘土湿砂型、水玻璃砂型 ≤5 ≤7 ≤10 

30 

 树脂砂型 ≤2 ≤3 ≤4 

 金属型 ≤2 ≤3 ≤4 

 消失模型 ≤2.5 ≤3.5 ≤4.5 

 可锻铸铁件 ≤3.5 ≤4.5 ≤6.5 

工艺出品率 

(%) 
铸铁件 

灰铸铁件 ≥80 ≥75 ≥70 

20 球墨铸铁件 ≥75 ≥70 ≥60 

可锻铸铁件 ≥58 ≥54 ≥50 

毛坯利用率 
(%)   

 
≥88 ≥85 ≥75 10 

A.4  铸件生产工艺与设备评价分级 

铸铁件生产工艺与设备评价指标评价分级按照表A.3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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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铸铁件生产工艺、设备及材料评价分级项目 

总分值：200 分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90%) 
二级 

(L≥75%) 
三级 

(L≥60%) 

铸件及 

铸造工 

艺设计 

1）铸造工艺模拟及模具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2）根据铸件使用要求优选合金牌号、进行铸件结构优化设计 和铸件 

结构工艺性审查； 

3）快速成型及铸造模具快速开发； 

4）面向铸件使用、维修及无害化处置与回收的集成设计； 

5）满足基本性能和强度要求的模具或铸件的轻量化设计 

 

 
 

3 项达标 

 

 
 

2 项达标 

 

 
 

1 项达

标 
20 

冶炼（

熔炼）

及炉前

处理工

艺、设

备及材

料 

铸铁件 

 

1) 高炉铁液短流程熔化工艺； 

2) 长炉龄水冷无（薄）炉衬热风冲天炉熔炼； 

3) 富氧送风、除湿送风； 

4) 冲天炉+感应电炉双联熔炼； 

5) 熔炼成分在线监控系统； 

6) 配置自动加料系统并有自动补偿功能； 

7) 铁水温度及出铁量在线监控系统； 

8）  高吸收率低排放转包、喂丝、盖包、喷镁等球化 或蠕化 

处理工艺； 

9)      金属液预处理及过滤净化技术； 

10) 随流孕育工艺； 

11)   具有自动化铁水输送设备； 

12） 珠光体/铁素体铸态球墨铸铁成套生产技术； 

13)   优质金属原材料的应用、高纯生铁的应用； 

14)   优质高效铸造焦的应用； 

15)   清洁原材料（废钢和回炉料等）的应用； 

16)   绿色孕育剂、球化处理剂的应用； 

17)   全自动浇注机（倾转式、底注式）应用 

14 项及

以上工艺

、设备得

以应用 

11 项

及以上工

艺、设备

得以应用 

8 项工

艺、装

备得以

应用 

40 

造型制

芯及砂

再生（

处理）

工艺、

设备及

材料 

砂 型 

铸 造 

1) 高紧实度粘土砂湿型自动造型线； 

2) 自动化树脂自硬砂制芯、造型线； 

3) 自动化制芯与组芯生产线；  

4) 造型线配置自动化下芯机器人或专机。 

5) 余热烘芯装置（房）； 

6) 发热、保温冒口应用技术； 

7) 流涂法铸型涂料及流涂工艺； 

8) 设置砂芯、模具或铸型冷却线立库；  

9)   设置快速造型制芯设备（如3D打印）； 

10） 球墨铸铁件无冒口、压力冒口、控制压力冒口等应用； 

11） 精密组芯造型近净成型技术； 

12） 环保型造型材料的应用技术； 

13） 同一模板多品种规格造型技术应用； 

14） 陶瓷、纤维过滤网等金属液过滤净化技术的应用； 

15）无毒气硬冷盒制型芯、改性甲阶酚醛树脂等绿色环保无毒

原辅材料的应用； 

16）环保型辅料（水基涂料、脱模剂）的应用 

13 项及

以上工艺

、设备得

以应用 

11 项及

以上工艺

、设备得

以应用 

8 项工

艺、装

备得以

应用 

40 

铸型工 

艺、设 

备及材 

料 

真空V法

及消失

模铸铁

件 

1） 真空、V法造型及砂处理线（包含除尘系统）; 

2） 环保型辅料（水基涂料、脱模剂）的应用; 

3） 泡沫模型自动成型装备; 

4） 泡沫模型自动粘接装备; 

5） 泡沫模型及涂料热风循环烘干系统; 

6） 泡沫模型及涂料热风除湿及热能回收系统; 

7） 泡沫模型自动涂覆涂料机械手或机器人； 

8） 消失模铸造造型及砂处理线（包含除尘系统）； 

8 项及以

上工艺、设

备得以应用 

6 项及以

上工艺、设

备得以应用 

5 项工

艺、装备

得以应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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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续)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90%) 
二级 

(L≥75%) 
三级 

(L≥60%) 

  
9） 负压浇注及尾气处理系统； 

10） 球墨铸铁件无冒口负压补缩技术的应用 
    

清理及后 

处理工艺

、设备及

材料 

铸铁件 

1) 铸件余热退火技术； 

2) 铸件去除浇冒口系统采用专用设备； 

3) 铸件的高效、自动表面处理技术与、强力抛丸清理

设备或自 动生产线或机器人、机械手； 

4) 无铬酸盐氧化； 

5) 全自动打磨生产线； 

6) 自动(静电)喷涂线； 

7) 喷漆（涂）余热利用； 

8) 机器人(手)在后处理工部的应用； 

9) 渗透剂、表面处理剂等有色后处理绿色辅料的应用； 

10)   水基防锈液的应用； 

11）配置回炉料自动返回装置； 
12）流化床技术应用； 

13）粉末环氧材料的应用； 

14）环氧喷涂无固化炉工艺应用； 

15）水箱式气压机应用；  

16）环氧前表面处理控制技术 

   14 项及以

上工艺、设

备得以应用 

 12 项及以

上工艺、设

备 得以应

用 

  9 项工艺、

装备得以应

用 
30 

 质量监

控及检验 

设备 

1) 冶炼（熔炼）过程及工艺参数自动检测与控制系统； 

2) 直读光谱仪等快速准确检测设备； 

3) 炉前快速热分析仪； 

4) 混砂过程中水分及型砂性能自动检测与控制系统； 

5) 在线实时检测系统； 

6) 检测铸件内部缺陷的工业内窥镜装备； 

7) 检测铸件及模具的高精度三坐标测量仪及 3D 扫描仪等； 

8) 铸件的高效超声、X 光和磁粉探伤等无损检测设备或工作站; 

9）  环氧涂层性能测试，DSC和TGA检测 

  7 项及

以上装备

配备并实

际使用 

    6 项及

以上装备

配备并实

际使用 

    4 类装

备配备并

实际使用 
10 

基础及 

公共动力 

设施 

1)   企业规划和建设符合集约用地政策； 

2)   厂房采光、通风、隔热、遮阳节能设置； 

3)   工厂采用节能、环保、可循环的建筑建材； 

4) 企业管网、道路及物流设置合理、便捷、顺畅； 

5) 节能减排动力设施(变配电、锅炉制冷、空压机等)应用 

国内领先 

至国际先 

进水平 

国内先进 

至领先水 

平 

国内较先 

进至先进 

水平 
20 

 污染治

理及健康

安全防护 

设备 

1)    大气污染及尘毒危害治理设备； 

国内领先 

至国际先 

进水平 

国内先进 

至领先水 

平 

国内较先 

进至先进 

水平 

5 

2)    污水处理设备； 3 

3)    噪声污染及危害治理设备； 2 

4)    工伤事故安全防护设备设施； 5 

5)    防火防爆防泄漏设备设施 5 

A.5  吨金属液综合能耗评价分级值 

铸铁件吨金属液综合能耗(kW•h/t 金属液或 kgce/t 金属液)评价分级按照表A.4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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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铸铁件二级指标项-吨金属液综合能耗 

分项总分值：40 分 

A.6  绿色生产过程控制及管理工具应用评价分级项目 

现代生产过程控制及管理工具应用评价分级按照表A.5 的规定执行。 

表A.5  现代生产过程控制及管理工具应用评价分级项目 

总分值：50 分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90%) 
二级 

(L≥75%) 
三级 

(L≥60%) 

现代生

产过程控

制及管理

工具的应 

用 

新、扩、改建项目厂房设计 

①按照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规划设计、建

设和评价； 

②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节能评价、职业健康安全预评价； 
③依法验收合格 

2 

部门设置和人员配备 

建立健全的环境/安全/能源管理 机构

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职业健

康安全和节能的有关 工作 

有专/兼职的的 

管理机构和管 

理人员 
2 

生产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1）关键岗位形成作业指导书； 

2）建立原材料、过程和成品检验制度

，产品质量 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

、库房管理制度；  

3）建立环境和能源管理制度，文明生产

管理制度； 

4）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生产

责任制； 
5）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

制定应急预 案和响应程序，突发环境事

件和安全生产事故调查 处理办法等； 

6）保存有各项制度执行的记录证据 

建立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并良好执行，相关记录证据齐

全有效 
5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及分级(L)  

分值 

(f) 一级 

(L≥90%) 
二级 

(L≥75%) 
三级 

(L≥60%) 

冲天炉  

熔化能力 

 (t/h) 

能耗指标 

(kgce/t金属液) 

（铁液1480℃） 

5 ＜125 ＜130 ＜140 

40 

6～9 ＜120 ＜125 ＜135 

≥10(水冷炉) ＜110 ＜115 ＜125 

无芯感应电炉 

容量(t) 

 

能耗指标 

(kW•h/t 金属液) 

（热炉纯熔化） 

（灰铁液 1480 ℃） 

（球铁液 1500 ℃） 

≤1.0 ＜540 ＜590 ＜630 

1.5 ＜530 ＜580 ＜620 

2 ＜520 ＜570 ＜610 

3 ＜510 ＜560 ＜600 

≥5 
灰铸件 ＜500 ＜540 ＜590 

球铁件 ＜540 ＜57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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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具的应用： 

1）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2）5S/6S 定置管理； 

3）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 

4）设备预防性维修； 

5）物流优化管理； 

6）清洁生产审核； 

7）能源审计； 

8）节能量审核； 

9）合同能源管理； 
10) 精益化生产体系； 

11) 能源管理体系； 

12）计量管理体系 

13）绿色设计产品； 

14）绿色工厂； 

15）绿色供应链 

11 项得到应用 并

取得实际效果 
9 项得到应用并取

得实际效果 
7 项得到应用并取

得实际效果 
5 

环保及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稳定运转率 

（%） 
环保及安全防护设施与生产设备同步运转率 100 % 4 

全员及环境/安全/能源关键岗位人员培

训情况： 

 1）建立健全的培训管理制度和年度培

训计划，并 按照实施； 

 2）所有岗位均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 

3）关键岗位/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操

作人员持证 上岗 

全员培训 

达标率 100 % 
全员培训 

达标率 90 %以上 
全员培训 

达标率 70 %以上 

 
2 

关键岗位/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率 

100 % 2 

*生活固废和一般工业固废处置 
建立相关管理制度，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 

废物 

 

2 

*危险废物处理 

危险废物鉴别控制充分； 

危险废物实施台账登记，转移联单齐全； 

③所有危险废品实施无害化处理； 

➃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厂内无一般固废和危废混放情况 

4 

环保投入 

污染治理、能源

循环利用及安全投

入占总投资额比例

＞ 15 % 

污染治理、能源

循环利用及安全投

入占总投资额比例

＞ 10 % 

污染治理、能源

循环利用及安全投

入占总投资额比例

＞ 8 % 

3 

环保评级 
参考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
绩效分级指南》文件 

A B C 3 

职业健康安全投入    2 

*个体防护实施及职业健康监护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1）建立相关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业卫生专业人员，建

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2）配备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建立台帐并定期检测； 

3）严格制定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计划并保存劳动防护

用品发放记录； 

4）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并为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含临

时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5）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危害现状

评价； 

6）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危害防治的规章

制度、操作规程和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 警示及监测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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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容积率 

(%) 
≥20 ≥15 ≥10 3 

*生产安全事故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1）编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预案培训、演练、评 估、修

订和评审制度； 

2）有明确的警报系统分布及覆盖范围； 

3）每年制定应急预案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培训和宣传教育

，并保存记录； 

4）制定了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执行，同时保存有相关证实

资料； 

5）至少每三年修订一次应急预案,并保存有相关记录； 

6）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编制清单，建立使用档案

，并定期检测和维护，保存有相关记录； 

7）保存有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

和调查处理的有关证据资料； 
8)建立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制度；  

9）定期召开由总经理主持的安委会 

4 

*消防设施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1）进行厂区厂房规划设计，配置消防器材并完成建筑消防

设施验收；  

2）制定可行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以及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  

3）消防设施完好有效，保证防火防烟区分，防火间距等符

合要求，并定期进行全面检测；  

4）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及其照明灯具，并定期检查； 

5）对灭火器进行配置和验收，并进行定期检查、维修和报

废管理； 

6）对消防控制室进行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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