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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彩色显象（示）管生产 

编 制 说 明 
 

1 概述 

清洁生产是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也是实现我国污染控制重点由末端控

制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的重大措施。近年来，国内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但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判断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项目是否达到清洁生产要求一直非常困难。《清

洁生产标准  彩色显象（示）管生产》的制定可促进国内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走清洁

生产之路，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与我国的环境管理相结合，为限期治

理、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和环境影响评价中的清洁生产评价以及项目审批服务，也可为企业清

洁生产绩效公告提供依据。 

目前，彩管行业十几家企业，共有生产线近四十条，品种分布从 37cm 到 87cm，从普屏

到纯平，主要集中在 37cm、54cm、64cm、74cm、87cm，年生产能力近 7500 万只。主要彩管

生产厂有: 陕西彩虹、北京松下、上海永新、南京华飞、长沙 LG、赛格日立、深圳三星、

天津三星、汤姆逊等。从 90 年代开始，我国彩管产量持续增长，2004 年生产量达到最高，

为 6600 万只。 

彩色显象（示）器生产行业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为该行业水及能源消耗较大，使用含有

重金属和氟化物原辅材料,并大量使用有毒有害的有机溶剂作为溶剂或清洗剂，污染排放主

要为含氟和重金属的酸性或碱性废水。彩色显象（示）管生产工艺流程见附图 1。 

2 编制过程 

《清洁生产标准 彩色显象（示）管生产》的编写任务从 2002 年 3 月开始进行。 

以彩虹集团清洁生产审核所形成的指标体系为蓝本，结合国家环保总局对编制清洁生产

标准的指标体系的要求，确定了彩色显像管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体系的框架。陕西彩虹集

团是我国最大的彩色显像管生产企业，1996 年至 1998 年，在陕西省清洁生产指导中心的帮

助下，彩虹集团各企业就陆续开展清洁生产审核，通过审核以后，企业认识到清洁生产审核

的重要性和对企业所带来的好处，一直坚持持续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002 年 6 月在新疆会议上，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标准编制工作的要求并听取兄弟

单位的经验介绍后，对标准的框架进一步进行了调整，以彩虹集团和几家大企业的指标为依

据，编写了彩色显像管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初稿。 

2002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了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初步审查会，会后针对专家意见再次

对指标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2004 年，对全国所有彩色显像管企业和相关单位发去了《清洁生产标准 彩色显象（示）

管生产》征求意见的函，同时到部分企业实际考察，了解他们对标准修改的意见和建议，要

求这些单位在提供其指标的同时，按照提供的标准为本企业打分，结果有 6 家企业回复了意

见，其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76.4%，在此基础上通过严格的分析，对指标重新进行了调整。 

2005 年，通过电话和信函对六家企业的相关指标变化进行了调查，又再次对标准进行

了修订。 

2006 年 3 月，对标准的一些数据进行了更新，同年 8 月，又根据行业协会和相关专家

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了改进，并形成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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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彩色显象管和彩色显示器的总装配生产，不包括玻壳、荧光粉及其它零部

件的生产。 

本标准适用于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

绩效公告制度。 

4 指导原则 

制订清洁生产标准的基本原则是： 

依据生命周期的分析理论，从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中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包括有毒有

害原材料的使用）和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废物回收利用以及环境管理等方面来设定标

准指标。 

具体原则如下： 

符合清洁生产思路，即体现全过程的污染预防，不考虑污染物单纯的末端处理和处置； 

针对典型工艺设定清洁生产标准， 该典型工艺应能基本反映企业的总体生产状况，从

而避免针对某一单项技术建立标准； 

依据适用范围确定各个指标的基准值分级。基准值设定应考虑国内外的现有技术水准和

管理水平，考虑其相对性，并要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根据前述适用范围的要求，将各项指标

分为三级： 

一级指标： 

达到国际上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项指标主要作为清洁生产审核时的参考，以通

过比较，发现差距，从而寻找清洁生产机会。国际先进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际先进水平。 

二级指标： 

达到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项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内先进水平，并参考有

关的统计数据。 

三级指标： 

达到国内一般清洁生产水平，即基本要求。该清洁水平指标是根据我国彩色显象（示）

管生产企业实际情况及其有关的统计数据、按清洁生产对生产全过程采取污染预防措施要求

所应达到的水平指标、结合前期清洁生产审核活动的成果综合形成。 

对难以定量化的指标，不宜设定标准值，但应给出明确的限定或说明。 

力求实用和可操作，尽量选取彩色显象（示）管生产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常用的指标，

以易于企业和审核人员的理解和掌握。 

5 制订标准的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5.1 标准的制订依据 

2002 年度环境保护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计划。项目名称：《制革行业等 30 项清洁生产

审核技术规范及评价标准》。 

5.2 主要参考资料  

（1）《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审计报告》（2家），1996 年—1998 年 

（2）《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原材料、能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量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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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制标准的基本方法 

 清洁生产标准的制订在国内乃至国际尚属首次,因此没有现成的标准或要求可借

鉴。由于目前我国彩管生产行业均为引进国外成熟生产线，各企业所采用的主要工艺基本相

同，生产装备水平基本没有差别，因而，本标准指标的制订未考虑生产工艺和装备要求。另

外，目前的彩管生产企业的规模除两三家较大外，其余几家的生产规模基本相当，企业的清

洁生产水平没有因规模的大小而产生明显差别。因此，本标准未考虑按生产规模制定。考虑

到彩色显象（示）管生产特点，确定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本标准的指标。 

●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 污染物产生（末端处理前）指标（定量指标） 

●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 环境管理要求（定性指标）  

考虑到彩色显象（示）管有不同型号，各型号尺寸不同，而在生产过程中不同尺寸的显

象（示）管使用的原材料量有所不同。因此，本标准采用了标准显象（示）管的概念，即在

计算各项单位产品显象管时，均应将各型号的彩色显象（示）管成品产量换算为标准彩色显

象（示）管成品产量彩色显象（示）管成品产量。 

6.1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的确定 

单位产品新鲜水用量、耗能量 

新鲜水用量、耗电量、燃料气热值是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主要的资源、能源的重

点考核指标。新鲜水使用量指标可反映企业的综合节水能力。由于各企业或同一企业不同生

产线使用的能源种类不尽相同，有些不使用燃料气，只使用电能，即使是使用燃料气，其燃

烧热值也可能有差别。因此，我们以低位热值为 29302kJ 的标准煤作为耗能指标。 

屏、锥、电子枪利用率 

屏、锥、电子枪是彩色显象（示）管总装过程中的三大元器件，是彩色显象（示）管生

产的主要原材料。屏、锥、电子枪的利用率也是各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重要的经济技

术指标。 

低玻粉使用量 

低玻粉是彩色显象（示）管生产过程中用量较大的原材料，因此。将其单位产品的使用

量作为资源利用指标。 

4.氢氟酸使用量 

氢氟酸是彩色显象（示）管生产过程中用量较大，毒性也较大的原材料。而且氢氟酸使

用完后进入废水中，还需要企业投入资金进行处理，因此。应尽量减少氢氟酸的使用量，所

以，本标准将氢氟酸单位产品的使用量作为资源利用指标。 

5．二甲苯或甲苯、丙酮使用量 

二甲苯或甲苯、丙酮是彩色显象（示）管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溶剂，尽管用量不大，但它

们均是对环境危害较大的有毒有害物质，应尽量减少这些物质的使用量。因此，本标准选取

了单位产品二甲苯或甲苯、丙酮的使用量作为资源利用指标。 

6.2 污染物产生指标的确定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考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产生对环境的影响。彩色显象（示）管生产过

程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废水中含有的氟化物、Cr6+和铅等重金属。因此，本标准选择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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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作为彩色显象（示）管企业污染物产生指标： 

● 废水量 

● 废水中氟化物 

● 废水中 Cr6+ 

● 废水中总铅 

6.3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的确定 

彩色显象（示）管生产过程中需使用含稀土元素和重金属元素的荧光粉,包括红粉、绿

粉和蓝粉。由于工艺要求，这些荧光粉在生产过程中需过量使用，如不采取回收措施，这些

过量的荧光粉可将被浪费，并可能大量进入废水中而污染环境。进一步考虑各类荧光粉的回

收利用成本等因素，本标准选取了红粉回收率和回收利用率及绿粉回收率作为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 

6.4 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管理要求是一类定性指标。主要考察企业的活动、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

制定的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重地考察企业污染物排放是否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以及对危险废物的处置、处理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有关规

定；企业是否按要求实施了清洁生产审核，是否建立并实施了环境管理制度；对生产过程是

否进行了环境管理，包括建立并实施原材料、能源和水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原材料采购、贮

存、运输和使用的管理制度、生产设备、管道等的维修管理制度、废弃物回收管理制度以及

对相关方的环境管理要求等。 

7 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分析 

7.1 标准的经济分析 

本标准除环境管理要求为定性指标外，其余指标均为定量指标。定性指标均为企业必须

遵守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或企业内部的应该具备相关的管理要求。定量指标也

均为现有厂家常用的内部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如原料使用量或利用率、耗水量、耗能量等，

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的指标，如废水产生量、废水中氟化物及重金属产生量等。一般企业对这

些指标数值都具有统计和分析测试条件和能力。另外，对大多数厂家来说，这些指标的实施

一般不需要增加设备和投资。因此，这些指标的确定，不会给企业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所

以，从经济方面分析，本标准是可行的。 

7.2 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本标准的提出是考虑到我国彩色显象（示）管生产现状，从当前与未来环境保护要求角

度出发而制订的。标准中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国内同类企业的实际技术经济指标及国

际先进水平。对于国内现有的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来说，只要企业生产和管理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均可达到三级标准，而实现第一、二级清洁生产指标在技术上也没有不可逾越

的难关。因此，从技术方面看，本标准是可行的。  

7.3 标准实施的可操作性  

为使本标准实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既不让企业高不可攀和望而生畏，又不让所有企业

轻松达标。对全国 6 个主要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进行了指标测定（见表 1）。 



 5 

 

 

 

 

表 1 标准指标达标测结果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调查数量 

企业数 2 3 0 6 
1.耗水量 

% 33.3 50.0  83.3 

企业数 1 1 2 5 
2. 耗电量 

% 20.0 20.0 40.0 80.0 

企业数 2 1 1 5 
3. 燃料气 

% 40.0 20.0 20.0 80.0 

企业数 1 1 2 5 
4.屏利用率 

% 20 20 40 80.0 

企业数 2 1 1 5 
5.锥利用率 

% 40.0 20.0 20.0 80.0 

企业数 1 1 2 4 
6.电子枪利用率 

% 25 25 50 100 

企业数 1 2 1 6 
7.低玻粉使用量 

% 16.7 33.3 16.7 66.7 

企业数 2 1 0 5 
8.氢氟酸使用量(以 HF 计) 

% 40.0 20.0 0.0 60.0 

企业数 2 1 0 5 
9.二甲苯（甲苯）使用量 

% 40.0 20.0 0.0 60.0 

企业数 2 2 1 6 
10.丙酮使用量 

% 33.3 33.3 16.7 83.3 

企业数 1 2 1 5 
11 废水量 

% 20.0 40.0 20.0 80.0 

企业数 2  0 5 
12. 废水中氟化物产生量 

% 40.0 40.0 0.0 80.0 

企业数 1 1 2 6 
14. 废水中 Cr

6+
 产生量 

% 16.7 16.7 33.3 66.7 

企业数 1 2 0 4 
15. 废水中总铅产生量 

% 25.0 50.0 0.0 70.0 

企业数 2 3 6 红

粉 % 33.3 50 83.3 

企业数 3 2 6 

16. 荧光粉回收率 

绿

粉 % 50.0 33.3 83.3 

企业数 4 1 6 
17.荧光粉回收利用率 

红

粉 % 66.7 16.7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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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为：全部指标达到一级的企业没有；全部指标达到二级的企业有1个，有三家

企业经过努力全部指标可达到二级标准要求，还有两家企业经过努力，全部指标可达到三级

标准要求。 

7.4 标准实施后的污染物排放指标 

由标准指标值可以看出：污染物Cr6+和总铅的产生量均小于废水达标时的污染物排放量，

废水不经处理即可达标排放。因此，这几种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相等。含氟化物废水由

于未达到排放标准，需要进行末端处理。其对应的排放值见表2。 

表 2                     污染物各项指标排放值 

项               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废水量（m3/万只标管） ≤3000 ≤3800 ≤4800 

废水中氟化物产生量（以 F-计） （kg/万只标管） ≤30 ≤38 ≤48 

废水中 Cr6+ 产生量（kg/万只标管） ≤0.12 ≤0.18 ≤0.30 

废水中总铅产生量（kg/万只标管） ≤0.05 ≤0.07 ≤0.12 

 

我国彩色显像管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起点较高，各企业均是直接引进国外技术或直接由

外资投资兴建的。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国内十几家企业基本上达到了清洁生产三级标准的水

平。按2004年全国彩色显像管生产行业的总产量6600万台计算，实施该标准以后，当全行业

清洁生产水平从三级标准跃升到二级标准和从二级跃升至一级标准时，该行业减少污染物排

放量见表3。计算方法是表2中三级标准之减去二级标准值后乘以行业总产量，以此类推。 

 

表3          实施该标准后全行业污染物减排情况     （以6600万只标管计算） 

项               目 二级跃升为一级 三级跃升为二级 

废水量（m3） 5280000 6600000 

废水中氟化物产生量（以 F-计）（kg） 52800 66000 

废水中 Cr6+ 产生量（kg） 396 792 

废水中总铅产生量（kg） 132 330 

 

 

8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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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屏成型黑化 荫罩焊接 屏、荫罩装配 屏、荫罩热稳定 黑底涂敷 

荧光粉涂敷 荧光粉涂敷 蒸铝 

屏加工 

屏焙烧
屏、锥封接 

封口 排气 防爆、外涂 老炼一检 

荫罩原板 黑化框架 
弹簧片 

屏 

荧光粉药调 

黑底药调 

锥加工 锥 

电子枪 防爆袋、外涂液

终检包装入库 

包装材料 

附图 1   彩色显象管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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