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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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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本文件是GB45669《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的第2部分。GB4566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火力发电;
———第2部分:选煤;
———第3部分:煤制烯烃;
———第4部分: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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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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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规定,国家在黄河流域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制度,制定黄河

流域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强制性用水定额。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是衡量黄河流域有关行业节约用

水水平的重要标准,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和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也是

国家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开展水资源论证、节水评价的重要技术依据。

GB45669《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根据黄河流域不同高耗水工业行业的用水特点,明确计算方

法,规定强制性用水定额,并做出管理要求,拟由以下14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火力发电。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火力发电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

管理要求。
———第2部分:选煤。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选煤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

要求。
———第3部分:煤制烯烃。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煤制烯烃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

管理要求。
———第4部分:水泥。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水泥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

要求。
———第5部分:钢铁。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钢铁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

要求。
———第6部分:石油炼制。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石油炼制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

管理要求。
———第7部分:煤制甲醇。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煤制甲醇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

管理要求。
———第8部分:硫酸。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硫酸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

要求。
———第9部分:烧碱。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烧碱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

要求。
———第10部分:纯碱。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纯碱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

要求。
———第11部分:合成氨。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合成氨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

理要求。
———第12部分:尿素。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尿素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

要求。
———第13部分:氧化铝。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氧化铝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

理要求。
———第14部分:电解铝。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电解铝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

理要求。

Ⅳ

GB45669.2—2025



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

第2部分:选煤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黄河流域选煤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的现有、新建、

改建、扩建选煤厂的用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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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186 选煤术语

GB/T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18820 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

GB/T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7186、GB/T18820和GB/T2153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水量 quantityofwaterintake
选煤厂取自各种水源,由一级水表计量的水量之和。

3.2
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 waterintakeperunitrawcoalwashing
选煤厂采用跳汰、重介、浮选等湿法分选工艺洗选单位原煤取自各种水源的水量。

3.3
产能利用率 capabilityutilizationrate
选煤厂实际入选煤量与设计入选煤量的比值。

3.4
动力煤选煤厂 steamcoalpreparationplant
生产火力发电、锅炉等用的燃料煤和化工用原料煤的选煤厂。

3.5
炼焦煤选煤厂 cokingcoalpreparationplant
生产供炼焦用精煤的选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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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方法

4.1 计算范围

4.1.1 用水量的计算范围应包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管网、外购蒸汽和热水等常规水源的水

量,及再生水、矿井水、集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源的水量。

4.1.2 选煤厂用水应包括以下部分:

a) 主要生产系统用水,包括跳汰、重介、浮选等湿法选煤工艺系统用水;

b) 辅助生产系统用水,包括煤质化验、循环冷却水、锅炉、设备和储煤场除尘喷洒冲洗等用水;

c) 附属生产系统用水,包括厂内办公楼、绿化、职工食堂、职工宿舍、浴室、道路浇洒等用水。

4.2 计算公式

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按公式(1)计算:

Vui=
Vi

Q
…………………………(1)

  式中:

Vui———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3/t);

Vi———统计报告期(年)内,选煤厂生产过程中的用水量,采用再生水、集蓄雨水等非常规水的水量

按0.8的系数进行折算(即再生水、集蓄雨水等非常规水的水量乘以0.8折算为常规水量),
其中矿井水不折算,单位为立方米(m3);

Q ———统计报告期(年)内,选煤厂入洗原煤量,单位为吨(t)。

5 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

选煤强制性用水定额应符合表1的规定。其中,动力煤和炼焦煤兼营的选煤厂,应按照主要生产类

型选取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30%<产能利用率≤50%时,2级指标值可在现有指标基础上乘以1.1;
产能利用率≤30%时,2级指标值可在现有指标基础上乘以1.15。

表1 选煤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

单位为立方米每吨

类型
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

1级a 2级b

动力煤选煤厂 0.060 0.085

炼焦煤选煤厂 0.070 0.090

  a 新建、涉及主要生产用水的改(扩)建选煤厂的用水效率应符合1级指标值。
b 现有选煤厂的用水效率应符合2级指标值。

6 管理要求

6.1 煤矿配套建设的选煤厂,应利用矿井水作为生产用水,优先利用再生水、集蓄雨水等其他非常规水

作为生产用水。水量不够的,补充其他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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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应健全水计量体系,按照水源类型分别计量各类水量,用水单位、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应达到100%,按照规定对水计量器具进行检定或校准,并满足GB/T24789、GB/T28714的有关要求。

6.3 应建立用水量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并定期统计主要生产系统用水、辅助生产系统用水和附属生

产系统用水。

6.4 应安装符合有关规定的入洗原煤量计量设施,计量进入洗选系统的原煤量,并建立入洗原煤量统

计台账。

6.5 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选煤厂,应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并将一级水表计量数据传输至有管理

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构。

6.6 应对用水设施进行巡检和维护,杜绝跑冒滴漏。适时开展水平衡测试,并应符合GB/T12452的

有关要求。

6.7 生产设备冷却水、中央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水应回收利用。

6.8 绿化浇洒应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优先使用非常规水。

6.9 应使用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6.10 选煤厂用水效率达到1级指标值视为达到先进水平。

7 标准的实施

本文件规定的2级指标值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第13个月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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