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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食品制造业（味精）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来源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08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环办函[2008]44 号文件）（项目编号：770），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组织成立了标准

编制组，负责起草《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食品制造业（味精）》。 

1.2 编制过程 

（1）开题报告 

2008年 7月 15日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签订了环境保护项目

任务合同书。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发酵工业协会联合成立

了标准编制组，通过大量文献调研和现场调查，编制组于 2009 年 4 月底完成前期的准备工

作并按照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的编制原则和框

架要求，撰写并完成开题报告。 

2 行业现状、存在问题和标准编制意义 

2.1 味精制造业行业概况 

味精生产是我国发酵工业的主要行业之一，味精生产分为水解法、合成法和发酵法三类，

我国味精基本上以淀粉质和糖质等为原料通过发酵法生产。 

随着菌种、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发展迅速，味精行业快速发展，行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产量、产值、销售收入增长快速，行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也迅速提高。我国味精产量居世界

首位，主要生产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江苏、广东、浙江等地。随着国家产业

政策的落实，味精行业产业结构和产能将进一步调整，产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部分中小产

能企业，将逐步被淘汰，大企业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产能继续扩张，行业呈现规模

集团化、高集中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亚洲味精生产与消费均居世界首位，中、日、韩三国为世界最大的味

精生产国，规模较大的味精企业主要有日本的味之素，下属 15 个分厂，年产味精达 54 万吨，

韩国的西杰公司，大象公司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味丹公司，年产味精都在 12 万吨以上。美国、

欧洲味精产量合计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10%，其他国家和地区产量不足世界总产量的 5%。 

由于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及味精行业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特点，使得味精行业的环境保

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虽然各企业针对味精有机废水污染问题均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但

形势依然严峻，味精生产企业需继续开展技术创新，带动全行业技术进步，进一步发展循环

经济，节约资源，做到集约化、清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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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2008 年我国味精产量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产量/万吨 118.98 114.92 135.97 164.06 191.29 184.4 

2.2 味精企业污染的产生 

味精是以粮食为原料经糖化、发酵、谷氨酸提取、精制等工序制得，在谷氨酸发酵制取

过程中约有 3/5 的原料转化为味精及副产品，2/5 的原料进入废液中，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原料利用率较低。味精工业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也较为严重，主要污染物有原料处理后剩下

的废渣（米渣）；发酵液经提取谷氨酸（夫酸）后产生的废母液或离交尾液；生产过程中各

种设备（调浆罐、液化罐、糖化罐、发酵罐、提取罐、中和脱色罐等）洗涤水；离子交换树

脂洗涤与再生水；各种冷却水及冷凝水（液化、糖化、浓缩等工艺）。味精生产过程中所产

生的高浓度废水中 COD 高达 30000～70000 mg/L，SS 浓度达 12000～20000 mg/L，NH3-N 浓

度达 5000～7000 mg/L。此外，味精生产过程中洗涤水、冷凝水等中浓度废水的 COD 达 1000～

2000 mg/L，SS 浓度达 150～250 mg/L，从而造成高浓度有机废水污染严重、治理难度较大

等行业突出问题。 

 
 
 
 
 
 
 
 
 
 
 
 
 
 
 
 
 

 

淀粉 调浆 液化 冷却 糖化 过滤 

冷却 

冷却水 米渣 罐洗涤水

糖液 发酵 冷冻提取 离心分离 

谷氨酸 

罐洗涤水 冷却水 罐洗涤水 
滤液、上清液 

（废母液） 离交 

树脂洗涤水 

再生废水

高流分

中和 除铁 脱色 浓缩 结晶 

离心分离 味精 洗涤 干燥 产品（味精）

冷凝水

离交尾液

低流分

洗涤水

图 1 味精生产过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点 

2.3 味精行业存在的主要资源环境问题 

味精制造业的主要原料有玉米淀粉或糖蜜、大米、小麦、木薯淀粉等。辅料主要有硫酸、

液氨、离子膜碱、活性炭等。淀粉（玉米）的消耗是味精的主要生产成本之一。味精行业的

综合能耗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

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 

味精行业高浓度有机废水污染严重，是行业突出的共性问题，其废水 COD、SS 等浓度较

高，pH 值低。虽然，目前在各生产企业的先后投资建设治污工程后，能够达到国家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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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但大部分采用的是末端治理技术，不仅投资大、治理费用高，也严重束缚了味精行

业的自身健康发展，而且废水中有用物质得不到利用，难以符合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

要求。 

2.4 味精行业发展趋势 

（1）增加科技投入，建立研发平台，提高味精行业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全面提升行

业技术经济指标。 

（2）行业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技术的研究逐渐深入，节能减排，降低物耗能耗成为企

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3）改变单一产品结构模式，开发多种产品，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 

（4）行业规模逐渐扩大，行业集中度逐渐升高。 

（5）拓宽非粮原料的应用范围，降低行业生产成本，减轻耗粮压力。 

2.5 相关法律法规 
2.5.1 国外相关标准 

目前国内味精行业的三废治理状况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味精行业

中各企业的生产条件、技术手段与环境治理差距也很大。总体上来说，味精行业的“三废”

治理与清洁生产发展还不平衡。国外，欧盟尚没有味精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味精行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参照欧盟食品、饮料和牛奶企业的 BAT 导则中的各指标数值。日本味精行业执行

国家综合性排放标准，美国无味精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美国制糖工业排放标准。 

2.5.2 国内相关标准 

国内味精行业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主要有：轻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

策和发酵工业环境保护行业政策、技术政策和污染防治政策；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重点

阐明我国节水技术选择原则、实施途径、发展方向、推动手段和鼓励政策；《味精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9431-2004）、《清洁生产标准 味精工业》（HJ444-2008）；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05 年本）以及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等。 

3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味精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专业术语、工作程序、工作内容、清洁生产

审核报告编写内容；简单描述了味精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主导工艺流程、资源消耗和污染

物产生节点；并列举了行业部分清洁生产方案。 

本标准适用于味精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亦可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借鉴参考。 

4 编制依据和参考资料 

4.1 制订标准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 年 1 月 1 日实施）. 

[2]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6 号）. 

[3] 国家环保总局，“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R].北京: 原国家环保总局,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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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印发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规定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

[2005]151 号）. 

[5]《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环发[2008]60

号）. 

4.2 主要参考资料 

[1]国家环保总局，“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R].北京:国家环保总局, 

2006:1-2. 

[2]《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 

[3]《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 

[4]《清洁生产标准 味精工业》（HJ444-2008）. 

[5]于信令.味精工业手册（第二版）[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6]秦人伟，郭兴要，李君武.食品与发酵工业综合利用[M]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7]发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8]古文炳，陈俊刚，梅荣武.高浓度含氮味精废水综合治理技术[J].工业水处理, 2009, 

29(2) : 83-86. 

[9]赵学辉,戴海平，刘洋等.缺氧/好氧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味精废水的研究[J] .天津工

业大学学报,2008,27(3) : 74-76. 

[10]温志英,张香美.味精生产废水的综合利用现状[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06，

24(1):28-29. 

5 编制方法和技术路线 

5.1 编制方法 

（1）企业调研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编制组先后到产业比较集中地区和有代表性的味精生产企业进行调

研，与企业技术、生产人员沟通，内容包括了生产工艺、设备装备水平、生产管理水平、排

污环节等，明晰企业生产能耗、物耗等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和生产管理情况，从编制本标准的

需求出发，全面、系统地了解味精制造行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2）国内外相关资料的检索、查新 

收集国内外有关清洁生产的信息，尤其是国内权威部门颁布的有关清洁生产方面的法律

法规、标准、要求等，通过查新、检索国内味精行业生产状况，包括行业已有的研究成果、

实测数据、公开报道、刊登的论文、资料等。 

（3）专家咨询 

为掌握更多味精制造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一手资料，多次向有清洁生产审核资质的

咨询机构和技术专家、审核师了解审核过程，查阅了多家味精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和

污染整治规划报告，同时向业内专家、大专院校以及企业一线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咨询。 

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结合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文件的要求和《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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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导则》(HJ469-2009)的要求，考虑味精行业生产特性和产品特点以及环境保护标准的严

肃性、时效性，编制了标准的初稿和编制说明。 

5.1 技术路线 

任务下达，成立编制组 

行业政策、法规研究 行业发展状况 资料收集 

开题报告论证 

企业调研 发放调查表调查 

整理分析数据 

确定技术指标 

标准值的确定和论证 

制定标准 

环境效益预测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及说明 

本标准的制订在遵循《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在满足实施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基础上，让实施“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最大限度的分析

和评估自身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合理化建议，自主开展节能、降耗、减污、增效活

动。 

6.1 前言 

本标准的前言说明了标准制订的目的、主要内容，同时提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本标准也将与时俱进，适时修订。 

6.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范围的确定与《清洁生产标准 味精工业》（HJ444-2008）的适用范围原则上

保持一致，明确了味精生产企业在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均可以按照或参照本标准执行。 

6.3 审核程序、目的要求和工作内容 
6.3.1 总体要求 

说明了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强调在满足本标准附录 E 要求的基础

上自主编制，同时指出在持续性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对本标准的任何不适用的内容可以考

虑简化或删减，让企业在规范的同时更加注重实效，对“双超”类型企业的情况进行了特殊

说明和规定。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的审核程序，其通用要求包括

7 个阶段，本标准对每一个阶段的目的和要求、工作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说明和描述。表 3 给

出了各个阶段的主要活动及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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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清洁生产审核程序 

序号 阶段 活动 产出 

1 审核准备 

1、取得领导的支持 

2、组建审核组 

3、制定工作计划 

4、开展宣传教育 

1、领导的参与 

2、审核小组 

3、审核工作计划 

4、障碍的克服 

2 预审核 

1、组织现状调研 

2、进行现场考察 

3、评价产排污状况 

4、确定审核重点 

5、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6、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 

1、现状调查结论 

2、审核重点 

3、清洁生产目标 

4、现状考察产生的无（低）费方案 

3 审核 

1、准备审核重点资料 

2、实测输入、输出物流、能流 

3、建立物料平衡 

4、分析废物产生原因 

5、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 

1、物料、能耗、污染因子平衡 

2、物料、能耗的损失和废物产生原因

3、审核重点无（低）费方案的实施 

4 
实施方案的产生

和筛选 

1、产生方案 

2、分类汇总方案 

3、筛选方案 

4、研制方案 

5、继续实施无（低）费方案 

6、核定并汇总无（低）费方案 

7、编写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1、各类清洁生产方案汇总 

2、推荐的供可行性分析的方案 

3、中期评估前无（低）费方案实施效

果的核定与汇总 

5、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5 实施方案的确定 

1、进行市场调查 

2、进行技术评估 

3、进行环境评估 

4、进行经济评估 

5、推荐可实施方案 

1、方案的可性行分析结果 

2、推荐的可实施方案 

6 方案的实施 

1、组织方案实施 

2、汇总已实施的无（低）费方案的成果

3、验证已实施的中（高）费方案的成果

4、分析总结已实施方案对组织的影响 

1、推荐方案的实施 

2、已实施方案的成果分析与结论 

7 持续清洁生产 

1、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织 

2、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3、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1、清洁生产组织结构 

2、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3、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6.3.2 审核准备 

此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在味精企业中启动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审核是综合性很强的工

作，涉及到企业的各个部门，因此，获得企业领导者的支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审核小组是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提高企业经济、环境效益的保障。 

工作内容中详细说明了取得领导的支持、组建审核小组、制定审核工作计划、开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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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四个方面。 

6.3.3 预审核 

预审核阶段的目的是对味精企业的全貌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清洁生

产潜力和机会，从而确定本轮审核的重点，并针对审核重点设置清洁生产目标。预审核要从

生产的全过程出发，对企业现状进行调研和考察，对“双超”类型企业要摸清污染现状和产

污重点并通过定性比较或定量分析，确定审核重点。 

6.3.4 审核 

审核是味精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第三阶段。目的是通过审核味精生产过程中的物料

平衡，发现物料流失的环节，找出废物产生的原因，查找物料储运、生产运行、管理以及废

物排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提供依据。进行物料实测是企业开展审核

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企业需投入一定的资金开展这项工作。 

工作内容如下： 

(1)收集汇总审核重点的资料，编制审核重点的工艺流程图、工艺设备流程图、各单元

操作流程图及功能说明表。 

(2)实测输入、输出物流，包括所有进入审核重点的物流（原料、辅料、水、气、中间

产品、循环利用物等）及所有输出物流（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循环利用物、废物等）。 

(3)建立物料平衡，编制味精企业水平衡图，标明各组份的数量（例如热水、冷水、蒸

汽）、状态（例如温度）和去向； 

(4)分析废物产生的原因，针对物料流失和废物产生部位，从影响生产过程的八个方面，

即原辅料及能源、技术工艺、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特征、管理和员工，分析废物产

生原因。 

6.3.5 实施方案的产生和筛选 

本阶段的目的是通过方案的产生、筛选、研制，为下一阶段的方案的确定提供足够的中

/高费清洁生产方案。本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根据审核阶段的结果，制定审核重点的清洁生产

方案；在分类汇总的基础上[包括已产生的非审核重点的清洁生产方案，主要是无/低费方

案]，经过筛选确定出两个以上中/高费方案供下一阶段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对已实施的无

/低费方案实施效果核定与汇总；最后编写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工作内容就是将筛选出的各类清洁生产方案进行可行的无/低费方案、可行的中/高费方

案和不可行方案汇总及分类，对于可行的无/低费方案评估后，边审核边实施边评价，对可

行的中/高费方案进行筛选和排序，并对所筛选的备选方案进行详细的方案说明。对确定为

不可行的方案暂时搁置。通过清洁生产方案的筛选，优化最佳可行的技术路线，为下一阶段

的分析工作做好充分准备。按照不同区域的要求，编制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6.3.6 实施方案的确定 

本阶段的目的是对筛选出来的中/高费清洁生产方案进行分析和评估，以选择最佳的、

可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 

可行性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评估、环境评估和技术评估。技术评估主要评估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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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和可实施性，环境评估主要是比较方案实施后对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而经济

评估则评价方案实施后的获利能力，包括方案的直接和间接效益。 

6.3.7 方案的实施 

通过推荐方案的实施，使味精企业提高生产及管理水平、实现技术进步，获得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评估已实施方案的成果，激励企业推行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程序与一般项目的实施程序相同。总结方案实施效果时，应比较实

施前与实施后、预期和实际取得的效果。 

本标准描述了 7 项内容，企业在实施中可参照《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

(HJ469-2009)附录 C 的要求，结合企业实际自主完善，如有国家或地方政府其他有关规定，

可补充纳入。 

6.3.8 持续清洁生产 

目的是使清洁生产工作在企业内长期、持续地推行下去。 

工作内容中建议企业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完

成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同时为下一轮清洁生产工作确定资源和组织保障，把清洁生产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的研究与实施计划、职工的清洁生产培训计划等纳入到日常

管理制度中去，以巩固成效、持续改进。 

6.3.9 审核工作表和检查清单 

本标准在分析总结了国内味精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基础上，给出了符合本行业的清

洁生产审核工作表和检查清单（分别见指南附录 C 和附录 D），以供审核工作人员选用。 

6.3.10“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写大纲” 说明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标准的统一要求，本标准确定

了味精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写大纲”。 

6.4 指南的实施 

本标准明确了味精制造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接受外部监督、验收和考评的主体是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6.5 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简单描述了我国味精行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及行业存在

的问题。介绍味精行业主导生产工艺流程、工艺说明及主要技术装备等，列举了味精生产过

程中的物料平衡图、水平衡图以及能量平衡图供企业参考分析，归纳说明了味精生产过程中

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产生环节及主要污染控制技术。 

本标准的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通过分析说明味精生产过程中资源和环境问题产生的原

因，以及针对性的清洁生产方案。从原辅材料和能源、技术工艺、设备、过程控制、产品、

废物、管理、员工等八个方面选择列举了部分国内外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引导企业发现影

响清洁生产的隐患，寻求科学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清洁生产实施方案。 

根据已颁布的味精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和我国味精行业产排污数据，分析了行业清洁生产

发展的机会、潜力和趋势。 

本标准的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所编制的表单多少、详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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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现形式不限，由企业自行编制，但应满足《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

(HJ469-2009)和本标准附录 C 的“基本内容”信息。 

本标准的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列举了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检查清单示例，检查清

单可以功过提供思考路线提示审核人员发现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标准的附录 E（规范性附录）给出了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写大纲。 

本标准的附录 F 为资料性附录，介绍了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案例。 

7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方案建议 

企业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审核达到清洁生产的目的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各级组织

和考评机构在重点检查企业的“双超双有”现象是否得到有效遏制和改善的同时，应着重评

价节能减排量的变化，工艺、技术、装备是否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政策要求。 

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应在政府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本行业的国内外

发展动向，与时俱进，编制本行业清洁生产所需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方法等清洁

生产支撑技术和必要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从技术上给予指导。 

企业在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一定要立足于自身挖潜，聘用外部有资质的咨询机构和行业

专家、技术专家、节能专家、环境专家等，仅仅是一种辅助，切不可依赖于外部机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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