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企业水系统优化 第 4 部分：冷轧工序》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

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0〕181 号）的要求，由宝武

水务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制定《钢铁企业水系统优化 第 4 部分：冷轧

工序》行业标准，计划号 2020-0431T-YB。 

本标准由工信部钢铁行业节水标准化工作组提出并归口，宝武水务科技

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天津轧一冷轧薄板有限公司、山东钢铁集

团日照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钢铁企业冷轧单元工艺流程长、用水量大、废水排放节点多且成份复杂，

不仅需消耗大量宝贵的淡水资源，而且排放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的复杂废水，

进入水体会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安全，严重制约了钢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针

对冷轧单元水资源使用不合理，废水排放成分复杂等特点，研究提出相关节

水标准和系统节水措施，如开发和使用节水新工艺，使用串级供水，开发非

常规水资源，水资源综合利用等节水技术和工艺，冷轧节水对我国钢铁工业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节水动力逐步由外部环保压力下被动实施的

废水回用，逐步转变为内在驱动的节水需要，使单元总体用水量呈下降趋势。 

结合钢铁企业冷轧单元用水特点和节水实际情况，在对冷轧工序水系统

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制定钢铁企业冷轧工序水系统优化标准，从节水工艺、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BJNZT13872017


水质优化、水压和温度、水量计量和水质监测设施等角度进行系统优化完善，

引领钢铁企业降低冷轧单元用水量和提升用水效率。 

三、主要工作过程 

在行标立项前，宝武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和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便组织开

展了相关标准文献资料的系统调研和梳理，并就标准制定的必要性、重要意

义和主要框架内容同行业专家和相关企业进行了交流调研。2020 年 7 月，

《钢铁企业水系统优化 第 4 部分：冷轧工序》获得工信部批准立项。立项

后，由工信部钢铁行业节水标准化工作组秘书处承担单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

院协调组织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成立了由宝武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为牵头

单位的标准编制工作组，并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主要框架内容，以及标

准编制时间节点和任务分工。随后，编制组根据分工协作，在前期调研工作

的基础上，开展标准草案的编制。2021 年 8 月~2022 年 3 月，编制组内部通

过多次讨论修改，完成了标准初稿的编制。2022 年 5 月，冶金工业规划研

究院组织召开了标准的研讨会，充分就标准初稿文本进行细致深入的讨论，

并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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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其编制原则主要体现为目的性、科学性、适

用性和协调性。 

（一）目的性原则 

以促进水系统集成优化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高企业用水效率为目的，



对钢铁企业冷轧工序水系统优化进行统一规范的指导。 

（二）科学性原则 

本文件编制小组通过企业实际调研、国内外文献收集和分析，以课题研

究成果、推广示范为依据，对钢铁企业冷轧工序水系统优化进行指导，力求

可操作性强、理论基础扎实、优化效果良好。 

（三）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充分考虑我国各规模钢铁企业冷轧工序节水现状及节水水

平，确保规定的程序及方法在切实可行、易于实施的基础上起到提高企业用

水效率的作用。 

（四）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协调一致，无相悖之处。符合国家发

展规划及趋势。 

五、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文件主要有 6 章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水系统现状调查程序、水系统优化程序和水系统优化指标计算方法。 

钢铁企业水系统包括了烧结球团、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本文件是

在《YB/T 4880.1 钢铁企业水系统优化 第 1 部分 炼铁工序》的基础上，分工

序制定的系列标准，属于方法类标准。 

（一）适用范围 

本文件编制主要针对钢铁企业冷轧生产单元的水系统优化。技术要求的

编制充分考虑了冷轧生产的技术特点，制定了冷轧水系统优化的方法，并且

明确了相应指标的计算方法。适用于新建或现有钢铁企业冷轧工序水系统优



化。 

（二）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主要引用了《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中的“常规水源、非常

规水源、再生水、回用水、串联水、除盐水、循环冷却水、重复利用水量”

等术语，同时参考该标准重新定义了“单位产品取水量”。 

（三）水系统现状调查程序 

本文件第 4.1 条给出了水系统现状调查的一般规定，并规定数据是期限

一般为三年。按照钢铁企业一般习惯，冷轧工序的用水主要为冷轧生产工序

独立服务的用水系统。 

本文件第 4.3 条依据《GB/T 30887 工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技术指南》

中“4.3 条 调查内容”的要求，具体到冷轧工序的用水指标，主要包括循环水、

补充水、外排水的水质水量，以及废水水质和去向等。其中，要确定循环水

系统的水量就必须要求各用水点的计量设施精准，在确定现状用水平衡数据

以及优化后的用水平衡数据，计量设施的完善、精准是关键因素；水质调研

数据主要用于确定系统浓缩倍率，提升用水效率。在冷轧工序生产用水系统

中，保证用户的用水压力、水温是实时监控指标，随着生产运行的变化，压

力、温度也随着波动。要对水系统进行优化，需要保证这两项指标的稳定。 

本文件第 4.4 条的用水网络图（即用水平衡图），是钢铁企业水系统生

产运行中，最为直观的用水状态的展现，其中应该包括各系统总用水量

（Q）、循环水量（R）、水重复利用率（η）、补充水量（M）及来源、蒸发

风吹泄漏等损失（q）、外排废水量（w）以及废水去向。 



 

图 1 冷轧工序用水平衡图 

 

具体的用水平衡图可以参考图 1，冷轧工序的用水可以按照此图绘制，

或者可根据企业实际的用水系统参照此图绘制。 

（四）水系统优化程序 

本文件第 5.1 条依据《GB/T 30887 工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技术指南》

中 5.1 条水系统优化对象的总体要求，结合冷轧用水系统实际确定冷轧工序

的优化对象，该条款属于确定优化对象的基本原则。 

本文件第 5.2 条主要给出了循环水系统水质要求，并分别给出了循环水

系统补充水为回用水或再生水时的水质要求。循环水系统水质指标按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设计处理规范》进行控制，现有的钢铁企业

基本按照此规范控制循环水系统水质指标。循环水系统补充水为工业新水或

回用水时，其水质应满足《GB/T 30887 工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技术指南》

具体水质指标要求。当循环水系统采用再生水作为补充水时，应满足

《HG/T3923 循环冷却水用再生水水质标准》具体水质指标要求。此外，不

同于热轧工序用水，冷轧工艺用除盐水和冷轧废水排放应分别满足相关机组

用水和废水排放要求。不同的冷轧工艺，其冷轧废水的成分相差较大如含油

废水、含酸废水、含碱废水等，其相应的排放标准要求也不同 

冷轧工序各用水单元，依据《GB 50506 钢铁企业节水设计规范》要求，

对于开式循环水系统浓缩倍数不应小于 3，可采用化学、物理等提升水质的



方式，提升循环水系统用水效率。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企业可接受的运行成

本，确定水量、压力、水温等最佳数据。 

此条需要注意的是先根据循环水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确定极限浓度数据，

在此基础上确定水量、温度、水压以及浓缩倍数、水重复利用率等数据。根

据行业相关调研数据，冷轧用水的水重复利用率目前还很难达到 97%。 

本文件第 5.4 条主要为冷轧水系统优化措施，包括工艺优化、水质优化、

水压和温度优化、废水优化处理，以及水量计量和水质监测设施完善等。 

六、标准相关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通过制定本标准，可实现钢铁企业冷轧工序用

水系统的优化，实现节水减排，循环用水、串级用水、联合用水、废水回用

等技术的有效衔接。 

我国和世界对钢铁企业用水的研究重点集中于设备、过程节水和水处理

工艺改进、创新，有关于钢铁用水的系统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标准是在

《GB/T 30887 工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技术指南》和《YB/T 4880.1 钢铁企

业水系统优化 第 1 部分 炼铁工序》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冷轧工序用水的优

化方向。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钢铁行业节水标准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中的“节水管理方法标

准”，体系编号为 YB 0102-0501。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



关标准协调一致。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对钢铁企业冷轧工序用水系统的优化方法，主要为各钢铁企业

提升冷轧生产的用水效率提供基本的优化方法。建议在标准发布后，强化钢

铁企业冷轧用水系统的优化，提升企用水效率，减少新水补充，降低水资源

消耗。 

十一、废止或代替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钢铁企业水系统优化 第 4 部分：冷轧工序》行业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2 年 0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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