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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0 年 6 月 15 日，根据《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

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工节协发〔2017〕11号）文件要求，

下达了项目名称为《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技术规范》的

团体标准编制任务。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标准的主要编制

单位为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等，项目周期为

X 年。 

2. 编制背景 

本文件旨在为我国纺织行业在印染退浆、煮炼、漂白、

染色、印花等工序中产生的印染废水的深度处理与回用提供

技术指导，从而减少印染废水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保障国

家环境保护工作的稳步实施。 

（1）政策要求：近几年，随着节能环保要求的日益提

高，国家对纺织染整废水的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04 号）中明确提出：“禁止在太湖流域设

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水环境综合治理要求的造纸、制

革、酒精、淀粉、冶金、酿造、印染、电镀等排放水污染物

的生产项目，现有的生产项目不能实现达标排放的，应当依

法关闭。”2015年 4 月 2 日国务院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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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即“水十条”）中，将印染行业列入专项整治十大

重点行业之一，“制定造纸、焦化、氮肥、有色金属、印染、

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等行业专项

治理方案，实施清洁化改造”，“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

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市场需求：我国纺织工业产业链完整、种类齐全，

是我国的优势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和国际竞争优势明显

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10 年纺织工

业废水排放量占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 11.6%，印染作为纺织

工业产业链中污染最重的环节，其废水排放量占纺织工业总

排放量的 80%，且水质具有 CODCr浓度高、B/C低、pH 高、色

度高等特征。印染工业废水总量大、污染严重且难处理，是

我国工业系统中重点污染源之一，也是纺织工业环保工作的

重点。 

（3）标准需求：随着国家各类标准与政策的出台，纺

织行业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发展要求以及环保压力不断提升。

相关企业废水回用意识逐渐增强，所产生的工业废水不仅可

以在企业内部使用，也可以通过“工业共生”在几个企业之

间使用。除此之外，还可用于市政绿化、生活杂用、回灌地

下等方面。通过将工业废水作为第二水源加以利用，有效减

少缺水地区对新鲜水源的需求，同时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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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印染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处理已经成为纺织行业废

水处理的重要组成，然而我国尚未对印染废水深度处理与回

用的技术要求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相关标准亟待制定。 

3. 国内外情况说明 

3.1 国内外印染废水深度处理技术研究情况简述 

编制组针对纺织印染行业有针对性地组织了技术交流

和工程实地调研，重点关注了印染废水的深度处理与回用处

理技术，主要包括物化处理技术、高级氧化技术、生物处理

技术与膜分离技术等。 

3.1.1 物化处理技术 

3.1.1.1 混凝沉淀 

混凝沉淀是通过投加絮凝剂，使水体中的悬浮物胶体及

分散颗粒在分子力的作用下生成絮状体，经沉淀从水体中分

离。混凝沉淀可采用高效沉淀池、重介质加载的高效沉淀池

（如磁混凝高效沉淀池、加砂沉淀池等）。高效沉淀池是“混

合凝聚、絮凝反应、沉淀分离、污泥浓缩”四个单元的综合

体，能够进一步去除二级出水中 SS、TP 以及部分 COD 等污

染物。 

3.1.1.2 气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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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浮工艺主要应用于从污水中去除比重较小的微细悬

浮颗粒，如乳化油、羊毛脂、细小纤维、纸浆、微生物和其

它低密度固（液）体等，并可用于污泥的浓缩。气浮用于去

除呈悬浮态或具有疏水性的污染物的分离。对于亲水性颗粒

（如胶体颗粒、乳化油珠、纸浆纤维、煤粉、重金属离子等），

需投加合适的混凝剂或破乳剂，以改变颗粒的表面性质。气

浮工艺的进水一般要投加混凝剂完成颗粒电中和和粘附架

桥作用，使亲水性物质疏水化。只有不溶性悬浮颗粒或疏水

性物质，才能粘附微气泡形成絮凝体，从水中分离。因此，

混凝通常是气浮处理的先决条件。 

3.1.1.3 过滤 

过滤工艺可去除生物处理二沉池未曾去除的细小生物

絮体或混凝沉淀池未去除的细小化学絮体，提高 SS、浊度、

BOD、COD、磷、重金属等的去除率，可为深度处理及回用工

序(如活性炭吸附、膜过滤、离子交换等)创造良好的水质条

件。可有效分离悬浮性 SS 及疏水性物质，一般适用于进水

SS<20mg/L，当用于微絮凝接触过滤时，进水 SS 可适当放宽，

而滤料粒径应相应增大。 

3.1.2 高级氧化技术 

3.1.2.1 芬顿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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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顿氧化法是一种深度氧化技术，即利用 Fe
2+
和 H2O2之

间的链反应催化生成·OH 自由基，而·OH 自由基具有强氧

化性，能氧化各种有毒和难降解的有机化合物，以达到去除

污染物的目的。特别适用于生物难降解或一般化学氧化难以

奏效的有机废水的氧化处理。芬顿氧化法处理的影响因素主

要为 pH值、H2O2的投加量和铁盐的投加量。目前该工艺在印

染废水的深度处理中应用发展较快，众多印染废水集中处理

厂计划选择芬顿工艺作为深度处理的最终环节。 

3.1.2.2 臭氧（催化）氧化 

臭氧氧化单独处理有机污染物时，直接氧化起主要作

用，通过引入其他强化手段，可促进溶液产生更多的羟基自

由基，这些强化手段包括加入催化剂、超声法、紫外和微电

解等。臭氧催化氧化是在催化剂作用下，臭氧在印染废水中

快速分解，生成大量的羟基自由基，羟基自由基间接氧化印

染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达到降解目的。目前，臭氧催化氧

化常与其他水处理技术联合应用，例如与膜技术联合处理生

化处理出水，处理后废水可回用于印染工艺。 

3.1.3 生物处理技术 

3.1.3.1 曝气生物滤池（BAF） 

BAF 是一种集物理吸附、过滤和生物降解于一体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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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膜处理技术。BAF 中生物浓度和有机负荷高，处理效果

稳定，出水水质好。选用合适的滤料粒径是充分发挥曝气生

物滤池功能的关键。BAF 主要分为上向流和下向流方式，在

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工艺中一般多采用上向流方式。BAF 可独

立作为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工艺，也可以结合高级氧化工艺，

经过二级生物处理后的尾水经高级氧化处理后再进行曝气

生物滤池处理。 

3.1.5 膜分离技术 

3.1.5.1 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 

超滤是利用一种压力活性膜，在外界推动力（压力）作

用下截留水中胶体、颗粒和分子量相对较高的物质，而水和

小的溶质透过膜的分离过程。超滤系统简单、操作方便、占

地小、投资省、出水质优，可满足各类反渗透装置的进水要

求。反渗透膜分离技术是利用反渗透膜的选择透过性，以膜

两侧的压差为动力，使溶剂透过而截留溶质实现浓液和清液

的分离。反渗透系统产生的淡水回用于生产线，浓水可经独

立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也可将浓水排入生化处理系统或混

合废水调节池进行处理。该技术无相变，占地面积小，不产

生污泥。该技术出水水质好、易于实现自动化控制，但运行

费用较高。该技术适用于印染废水处理后回用于染整生产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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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膜生物反应器（MBR） 

MBR 是高效膜分离技术和传统活性污泥法的结合，几乎

能将所有的微生物截留在生物反应器中，从而取代传统意义

上的二沉池。与传统生物处理工艺相比具有出水水质好、占

地面积少、设备集成度高且实现模块化等优点。目前，MBR

工艺已在印染废水的提标改造中已广泛应用。 

3.2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情况简述 

（1）国外情况：纺织印染行业是排放废水和污染物量

较大的行业之一，国际上对该类污染企业加强环保监管的呼

声日益高涨，对于环保监管的各项立法与政策也都在加速落

地。美国环保局（EPA）颁布了纺织品制造点源分类排放准

则，立法中对所有纺织品种类分别给出了排放限值，体现了

使用最佳可行控制技术（BPT）和最佳经济可行技术（BAT）

可达到污染排放减少的目的。在欧盟委员会提出综合污染防

治指令（IPPC）后，制定了纺织染整工业综合污染预防与控

制最佳可行技术（BAT）参考文件，详细描述了各类工业生

产的工艺，存在的环境问题，问题产生的环节，原因及控制

措施，除一般的技术控制措施外，特别给出了在目前条件下

不同工艺，不同控制技术下的最佳可行技术，并且给出通过

应用这种技术可能达到的污染物排放量和资源消耗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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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情况：为有效控制纺织行业水污染物排放，

指导印染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设计、运行管理及环保管理工

作。2012 年发布的《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是纺织染整行业全球最严排放标准，与其 2015 

年修改单（2015 第 19 号公告和 2015 第 41 号公告）替代

了已使用 20 年的《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92），对纺织染整废水的排放要求进一步提高。2020

年发布的《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71-2020）对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验

收、运行和维护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在《纺织染整工业

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71-2009）的基础上，对废

水处理工艺技术及设计参数、污染物与污染负荷、深度处理

及回用技术、工艺设备与材料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完善，使规

范更符合目前染整企业实际产生的水质水量的情况。各地也

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严于国家要求的地方标准和相应政策，

2004年和 2007年, 江苏省先后颁布了《江苏省纺织染整行

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670-2004) 和《太湖地区城

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32/1072-2018)，2005 年山东省颁布了《纺织染整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533-2005)，2009年广东省颁布了

《印染行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DB44/T 621-2009)。 

4. 编制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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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工作遵循“一致性、协调性、易用性”的

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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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编写。 

制定本文件主要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 

（1）从行业和企业实际出发，综合分析标准实现的技

术、经济、环境、资源的可行性，使标准具有可操作性。 

（2）充分借鉴国外印染废水深度处理的成功经验，并

结合我国国情，制订适合我国纺织行业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

回用的技术规范。 

（3）通过对我国纺织行业印染废水深度处理的现场调

研和分析，掌握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工艺与设备水平、处置与

资源化利用水平以及环境管理水平等。 

4.2 编制依据 

本文件的编制以国家环境保护现有法律、法规、政策为

主要依据，参考与印染废水控制、处理、安全管理等相关的

国家、地方以及行业标准，并结合国内外印染废水深度处理

工艺与技术的相关文献及工程案例资料，确定本文件的技术

要求，总结编制了本文件。 

本文件依据的法律、法规、政策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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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主席令

第三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主席令第四十八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主席令第五十四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公告 2010 年第

14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6〕65 号） 

本文件参考的标准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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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4287—2012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920—20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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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921—201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

质 

GB/T 19249—2017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GB/T 19923—2005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 30888—2014 纺织废水膜法处理与回用技术规范 

GB/T 33898—2017 膜生物反应器通用技术规范 

GB/T 39308—2020 难降解有机废水深度处理技术规范 

GB 50014—2021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335—2016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GB 50425—2019 纺织工业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GB 50426—2016印染工厂设计规范 

FZ/T 01107—2011 纺织染整工业回用水水质 

HJ 471—2020 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79—2010 膜分离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095—2020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6—2010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7—2010 污水气浮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8—2010 污水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0—2011 膜生物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4—2012 生物滤池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T/CECS 152—2017膜生物反应器城镇污水处理工艺设计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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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44/T 621—2009 印染行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5. 主要工作过程 

5.1 预研立项阶段 

课题组完成了政策背景调研、文献资料调研以及国内外

标准调研，编写并提交了项目建议书，最终成功立项《印染

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技术规范》。 

5.2 草案阶段 

2020 年 7月，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联合

组织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确立了标准草案的框架。 

2020 年 12 月，编制组编写形成了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 

2021 年 2月，编制组召开首次内部研讨会议，会议讨论

了标准编制大纲的具体内容。 

2021 年 3月，组织国内专家对《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回

用技术规范》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逐条研讨，对标准制定中

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 

2021 年 6月，标准编制组经多次内部讨论和修改，形成

了标准工作组内部讨论稿并在协会内部开展征求意见。 

2021 年 8 月，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在协会内部向 13 家单

位开展征求意见，共有 8 家单位回函并提出 63 条建议或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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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10 月，基于回函的意见与建议，开展工作组

内部讨论会，修改标准文本。 

2021 年 11-12 月，由协会牵头组织 15 家单位召开标准

讨论稿工作会议，标准编制组综合专家意见，完善文本，形

成征求意见稿。 

6.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制定项目由南京大学提出和申报，南京大学为第

一起草单位。各主要参加单位及工作组成员所做工作见表 2。 

表 2 主要参加单位及工作组成员所做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工作组成员 主要工作 

   

   

   

二、 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的术语和定义、

水质要求、总体要求、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设计、回用水系

统设计、二次污染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印染废水经二级处理出水的深度处理和

回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CIEC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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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准技术内容的需要，本标准引用了部分现行的密

切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团体标准作为

本标准的延伸技术规定。引用的现行污染物排放（控制）标

准及工业企业环保类标准是制定本标准的法律依据，其中有

关条文是本标准的技术基础，引用此类文件将使本标准更具

合法性和权威性。本标准中涉及到工艺、设备、管配件等方

面的规定引用了现行的国家及行业标准。同时，还引用了有

关建设项目涉及的配套工程和工程施工、安装、调试、验收

规范等方面的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条说明了适用于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的

确定依据如下： 

（1） 印染，printing and dyeing：参考 HJ 471—2020

中定义 3.1，并结合本文件技术内容确定。 

（2） 印染废水，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参考 HJ 471—2020 中定义 3.2，并结合本文件技术

内容确定。 

（3） 废水回用，reclamation of wastewater：参考

HJ 471—2020 中定义 3.5，并结合本文件技术内容

确定。 

4.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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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了文件中提及的相关污染物缩略语。 

5. 水质要求 

    印染废水经二级处理后的水质应以实际检测数据为准。

此外，综合标准讨论会专家咨询意见、GB 4287 纺织染整工

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纺织染整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指南》等标准与政策文件，为缺乏检测数据的单位提供了二

级出水处理与深度处理出水的水质参考。 

6. 总体要求 

本章规定了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的技术选择和回

用要求等。撰写主要参考以下法律、法规、标准文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印染企业环境守法导则》、《纺

织染整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防治工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印染行业准入条件（2010 年修订版）》、《印

染行业规范条例》、《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印染行业

绿色发展技术指南》的要求；参考《GB/T 1.1—2020 标准

化工作导则》、《GB 4287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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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设计 

本章规定了印染废水深度处理与回用的技术选择，包含

了物化处理、高级氧化、生物处理与膜分离技术等 4 种常用

的深度处理与回用技术，在附录 A 中提供了 6种常用工艺的

技术流程与设计参数。 

7.1 本条综合考虑国家环境管理的要求、印染行业的技

术与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案例调研与专家咨询，要求针对部

分浓度较高或含特殊污染物的印染废水必须进行分质收集

与分别预处理。为提高回用水水质，本标准也建议采用各类

深度处理工艺自由组合的形式。图 1 的参考工艺是通过搜集

多项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工程实例，经汇总对比后提

出，详细说明如下： 

案例一：绍兴明业印染有限公司印染工业废水处理工程 

工程规模：20000t/d  

处理工艺： MBR生化处理→中间池→保安过滤器→反渗

透膜系统→产水回用于生产 

水质情况：进水 CODcr510 mg/L，电导率 4060 s/cm，

pH 值 8，氨氮 1.9 mg/L，SS 2200 mg/L；出水 CODcr 8.7 mg/L，

电导率 120 s/cm，pH 值 7，氨氮 0.42 mg/L，SS 0.04 mg/L。

脱盐率达 97%。 

案例二：绍兴某印染企业废水回用工程 

工程规模：3000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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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类型：棉、麻、人棉、涤棉及其混纺、交织、弹力

面料印染加工过程产生的废水 

处理工艺：MBR-RO 双膜工艺 

 

出水水质：pH 6.5~8.5，COD＜50 mg/L，色度＜15倍，

电导率小于<0.5 ms/cm。 

案例三：福建省某印染企业 

工程规模：2000 m
3
/d  

废水类型：丝带、花饰生产过程中经水洗、上色等工艺

产生的废水 

处理工艺：臭氧催化氧化+B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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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水质：pH6～9，COD≤30 mg/L，SS≤10 mg/L，氨

氮≤1.5 mg/L，BOD5≤6mg/L 

案例四：广东省某纺织印染企业印染废水出水 COD 提标

改造工程 

工程规模：24000 m
3
/d  

废水类型：主要包括退浆废水、煮炼废水、漂白废水、

染色废水、丝光废水、印花废水和洗水废水 

处理工艺：臭氧催化氧化+B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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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水质：出水 CODCr从 90 mg/L降低至 50 mg/L以下 

案例五：某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工业园区内印染水洗工

业废水 

工程规模：20000 t/d  

处理工艺：混凝+臭氧氧化+曝气生物滤池 

 

出水水质：出水 CODCr<60 mg/L，色度＜20倍 

案例六：某纺织科技园区污水处理扩建工程 

工程规模：45000 m
3
/d  

废水类型：化纤、全棉、棉混纺产品的染色和印花等的

生产废水 

处理工艺：臭氧氧化+曝气生物滤池 CIECCPA



20 

 

 

出水水质： SS、BOD5、COD、色度的总去除率分别达到

98.0%、95.9%、92.9%、94.8%, 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A排放标准 

案例七：浙江某印染企业 

工程规模：1600 m
3
/d  

废水类型：主要为染色、漂洗阶段的生产废水 

处理工艺：超滤+反渗透双膜法 

 

水质情况：进水 pH 7.4，COD80 mg/L，SS 15 mg/L，色

度 26 mg/L，电导率 2750 s/cm，；回用水 pH 6.8，COD7.5 

mg/L，SS 未检出，色度 2 mg/L，电导率 32 s/cm 

案例八： 常州某筒纱印染公司 

工程规模：2500 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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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类型：漂纱后水洗、酸洗、酸洗后水洗等水质较好

的清废水 

处理工艺：砂滤+碳滤+离子交换+超滤+反渗透 

水质监测情况：系统进出水水质监测数据 （取 3 个月

监测数据平均值） 

项目 pH 色度（倍） CODCr（mg/L） 硬度（mg/L） 余氯（中水池）（mg/L） 电导率 

（中水池）

（ s/cm） 

进水 8.5 28 520 74 0.05 4689 

出水 7~7.5 0 30 以下 达标 - - 

出水水质：COD 去除率、色度去除率和硬度达标率分别

达 94.2%、100%和 100%, 出水水质可作为正常生产用水, 符

合生产回用要求。 

案例九： 浙江某印染企业 

工程规模：2000 m
3
/d  

废水类型：经单一生物法处理出水 

处理工艺：超滤+反渗透集成膜分离技术 

 

膜分离产水水质：pH 6~8，电导率＜30 s/cm，COD＜60 

mg/L，色度 1~2 倍，浊度 0 NTU, COD 去除率、电导率去除

率、浊度去除率与色度去除率分别达 90%、96.2%、10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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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脱盐率 97%以上。 

案例十： 佛山某化纤织造公司 

工程规模：300 m
3
/d  

废水类型：生产毛巾过程产生的印染废水 

处理工艺：多介质过滤-活性炭吸附-YD 微滤-反渗透系

统工艺 

 

水质监测情况：系统进出水水质监测数据  

项目 pH 色度（倍） CODCr（mg/L） SS（mg/L） 盐度（mg/L） 

进水 7.6 33 54 60 3200 

出水 7.6 - 3  - 52 

 

7.2 主要参考 HJ 471、HJ 2006、HJ 2007、HJ 2008 中

的相关规定，结合《印染废水处理技术工艺与典型工程案例》

书籍介绍以及《高密度沉淀池的特点与设计》、《高密度沉

淀池的运行控制》等文献内容与专家咨询，为采用物化处理

技术进行印染废水深度处理提供了技术参考，并在附录 A.1

中提供了高效沉淀池相关技术流程与技术参数。 

7.3 主要参考 GB 39308、HJ 1095 中的相关规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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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废水处理技术工艺与典型工程案例》书籍介绍以及

《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工艺现状及发展方向》、《芬顿氧化技

术在废水处理中的进展研究》、《Fenton 氧化-BAF 联合工

艺深度处理印染废水二级出水的研究》、《芬顿氧化在印染

废水深度处理中的应用》、《芬顿氧化/曝气生物滤池工艺

深度处理颜料废水》、《臭氧氧化法处理难降解有机废水》、

《臭氧氧化技术在水处理中的应用》、《臭氧氧化法深度处

理印染废水生化处理出水》、《臭氧氧化深度处理印染废水

改造工程实例》、《曝气生物滤池—臭氧氧化—曝气生物滤

池组合工艺对印染废水的深度处理》、《臭氧-BAF 工艺在印

染废水深度处理工程实例》等文献的内容与专家咨询，为采

用高级氧化法进行印染废水深度处理提供了技术参考，并在

附录 A.2与 A.3中分别提供了芬顿氧化与臭氧催化氧化工艺

的相关技术流程与技术参数。 

7.4 主要参考 GB 39308、HJ 2014 、HJ 2010、GB/T 30888、

GB/T 33898 与 T/CECS 152 中的相关规定，结合《纺织染整

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等条款，《印染废水处理技术

工艺与典型工程案例》书籍介绍以及《曝气生物滤池的调试

及运行》、《曝气生物滤池的原理及工艺》等文献的相关内

容与专家咨询，为曝气生物滤池与膜生物反应器进行印染废

水深度处理提供了技术参考，并在附录 A.4中分别提供了 BAF

相关技术流程与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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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主要参考 GB/T 30888、HJ 579等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结合《纺织染整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等条款，《印

染废水处理技术工艺与典型工程案例》书籍介绍以及《UF-RO

膜技术在印染废水回用工程中的应用》、《印染废水处理技

术进展》、《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研究进展》、《超滤

/反渗透双膜技术深度处理印染废水》、《MBR-NF 处理印染

废水》等文献的相关内容与专家咨询，为采用膜分离技术进

行印染废水深度处理提供了技术参考，并在附录 A.5 与 A.6

中提供了 MBR和双膜法相关技术流程与技术参数。 

8. 回用水系统设计 

8.1 随着国家和地方环保部门对纺织染整废水的排放标

准越发严格，针对印染废水回用本标准规定应遵循清浊分

流，分质处理的原则。此外，参考 GB 50335、HJ 471 中的

相关规定，明确了印染废水回用遵循的原则、检验指标、工

艺选择等内容。由于深度处理技术和回用技术部分相通，实

际使用都是各种技术的组合，具体采用的深度处理和回用处

理工艺应根据回用对象对水质的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

定。 

8.2 主要参考 GB 50425、GB 50426、GB/T 18920、GB/T 

18921、GB/T 19923、HJ 471—2020、FZ/T 01107—2011 中

的相关规定，规定了印染废水回用途径应以厂内使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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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外区域为辅。不建议回用高浓度的含聚乙烯醇废水，同时

列举了几种不同回用场景（包括工业回用、城市杂用、景观

娱乐以及印染行业生产过程用水），提供了回用至印染行业

生产过程（例如漂洗与染色）的水质要求，以控制水质对生

产过程中染料和助剂的消耗量及产品质量的影响。 

9. 二次污染控制要求 

本章明确了印染废水深度处理与回用过程中可能伴随

产生的二次污染的控制要求。  应配套建设二次污染的预防

措施，保证综合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恶臭、废

渣、噪声及二次污染物的防治与排放符合现行国家环境保护

法与 GB 50014、GB 16297、GB 14554、GB 18918、GB 12348

等相关环保标准要求。 

三、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 

四、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没有冲突。 

本文件符合《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

CIECCPA



26 

 

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与《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要求。 

本文件有利于促进《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 

本文件有利于推动《GB 4287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与《HJ 471 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的执行。 

六、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在批准发布后 3个月实施。本文件发布后，

应向印染废水治理的纺织企业、印染废水处理承担单位等相

关企业和单位进行宣传、贯彻，向所有从事印染废水处理工

作的相关人员推荐执行本文件。 

七、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技术规范》编制组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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