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 18916.65—202X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取水定额 第 65 部分：饮料

Norm of water intake—Part 65：Beverage

（征求意见稿）

202×-××-××实施202×-××-××发布

ICS 13.060.25
CCS P 41

GB/T 18916.65—202X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



GB/T 18916.65—202X

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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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 18916《取水定额》的第65部分。GB/T 1891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火力发电；

——第2部分：钢铁联合企业；

——第3部分：石油炼制；

——第4部分：纺织染整产品；

——第5部分：造纸产品；

——第6部分：啤酒；

——第7部分：酒精；

——第8部分：合成氨；

——第9部分：谷氨酸钠（味精）；

——第10部分：化学制药产品；

——第11部分：选煤；

——第12部分：氧化铝；

——第13部分：乙烯生产；

——第14部分：毛纺织产品；

——第15部分：白酒制造；

——第16部分：电解铝；

——第17部分：堆积型铝土矿生产；

——第18部分：铜冶炼生产；

——第19部分：铅冶炼生产；

——第20部分：化纤长丝织造产品；

——第21部分：真丝绸产品；

——第22部分：淀粉糖制造；

——第23部分：柠檬酸制造；

——第24部分：麻纺织产品；

——第25部分：粘胶纤维产品；

——第26部分：纯碱；

——第27部分：尿素；

——第28部分：工业硫酸；

——第29部分：烧碱；

——第30部分：炼焦；

——第31部分：钢铁行业烧结/球团；

——第32部分：铁矿选矿；

——第33部分：煤间接液化；

——第34部分：煤炭直接液化；

——第35部分：煤制甲醇；

——第36部分：煤制乙二醇；

——第37部分：湿法磷酸；

——第38部分：聚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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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39部分：煤制合成天然气；

——第40部分：船舶制造；

——第41部分：酵母制造；

——第42部分：黄酒制造；

——第43部分：离子型稀土矿冶炼分离生产；

——第44部分：氨纶产品；

——第45部分：再生涤纶产品；

——第46部分：核电；

——第47部分：多晶硅生产；

——第48部分：维纶产品；

——第49部分：锦纶产品；

——第50部分：聚酯涤纶产品；

——第51部分：对二甲苯；

——第52部分：精对苯二甲酸；

——第53部分：食糖；

——第54部分：罐头食品；

——第55部分：皮革；

——第56部分：毛皮；

——第57部分：乳制品；

——第58部分：钛白粉；

——第59部分：醋酸乙烯；

——第60部分：有机硅；

——第61部分：赖氨酸盐；

——第62部分：水泥；

——第63部分：平板玻璃；

——第64部分：建筑卫生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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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4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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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

引 言

取水定额是衡量节约用水水平的技术标准和重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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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取水定额标准是核定许可水量、开展节水评价、载体建设和对标达标管理

的主要指标之一，也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

GB/T 18916将根据不同工业行业的用水特点，明确其取水量范围、取水量供给范围以及取水量的计

量，规定取水定额的计算方法，划分定额指标等级，并对定额管理做出要求。

GB/T 18916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火力发电；

——第2部分：钢铁联合企业；

——第3部分：石油炼制；

——第4部分：纺织染整产品；

——第5部分：造纸产品；

——第6部分：啤酒；

——第7部分：酒精；

——第8部分：合成氨；

——第9部分：谷氨酸钠（味精）；

——第10部分：化学制药产品；

——第11部分：选煤；

——第12部分：氧化铝；

——第13部分：乙烯；

——第14部分：毛纺织产品；

——第15部分：白酒；

——第16部分：电解铝；

——第17部分：堆积型铝土矿生产；

——第18部分：铜冶炼生产；

——第19部分：铅冶炼生产；

——第20部分：化纤长丝织造产品；

——第21部分：真丝绸产品；

——第22部分：淀粉糖制造；

——第23部分：柠檬酸制造；

——第24部分：麻纺织产品；

——第25部分：粘胶纤维产品；

——第26部分：纯碱；

——第27部分：尿素；

——第28部分：工业硫酸；

——第29部分：烧碱；

——第30部分：炼焦；

——第31部分：钢铁行业烧结/球团；

——第32部分：铁矿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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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煤间接液化；

——第34部分：煤炭直接液化；

——第35部分：煤制甲醇；

——第36部分：煤制乙二醇；

——第37部分：湿法磷酸；

——第38部分：聚氯乙烯；

——第39部分：煤制合成天然气；

——第40部分：船舶制造；

——第41部分：酵母制造；

——第42部分：黄酒制造；

——第43部分：离子型稀土矿冶炼分离生产；

——第44部分：氨纶产品；

——第45部分：再生涤纶产品；

——第46部分：核电；

——第47部分：多晶硅生产；

——第48部分：维纶产品；

——第49部分：锦纶产品；

——第50部分：聚酯涤纶产品；

——第51部分：对二甲苯；

——第52部分：精对苯二甲酸；

——第53部分：食糖；

——第54部分：罐头食品；

——第55部分：皮革；

——第56部分：毛皮；

——第57部分：乳制品；

——第58部分：钛白粉；

——第59部分：醋酸乙烯；

——第60部分：有机硅；

——第61部分：赖氨酸盐；

——第62部分：水泥；

——第63部分：平板玻璃；

——第64部分：建筑卫生陶瓷；

——第65部分：饮料；

——第66部分：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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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定额 第 65部分：饮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饮料制造取水定额的计算方法、取水定额及定额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新建和改扩建饮料制造企业取水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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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789 饮料通则

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18820 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789、GB/T 18820和GB/T 2153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吨饮料产品取水量 quantity of water intake for per ton beverage products
企业生产每吨饮料产品需要从各种常规水源提取的水量。

4 计算方法

4.1 计算范围

4.1.1 取水水源的计算范围包括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

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

4.1.2 取水量的计算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从原料的清洗直至产品制造全过程的用水，包括清洗设备

用水和制备饮料用水的水处理装置所损耗的水）、辅助生产系统（锅炉房、设备维修、暖通空调、制冷

系统、空压系统、污水处理站、化验室和贮运等）和附属生产系统（企业办公、厕所、浴室、洗衣房、

环境清洁、绿化等）。

4.2 计算公式

吨饮料产品取水量按式（1）计算：

��� = ��
�

………………………………（1）

式中：

Vui——吨饮料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3/t）；

Vi——统计报告期内，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单位为立方米（m3）。

Q——统计报告期内，饮料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5 取水定额

饮料取水定额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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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饮料取水定额

饮料品类
吨饮料产品取水量（m3/t）

调节系数
先进值 通用值

包装饮用水

饮用天然矿泉水 2.0 2.5 回收桶装 1.2
饮用纯净水

其他类饮用水
2.1 2.7 回收桶装 1.1

碳酸饮料（汽水） 2.3 3.0 回收瓶装 1.8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果蔬汁（浆）

以果蔬原料

制取
5.2 7.5

其他 3.1 4.3
果蔬汁（浆）类饮料 3.1 4.3
浓缩果蔬汁（浆） 12.1 18.0

茶（类）饮料
奶茶饮料 4.0 5.6

茶和植物萃取工

艺 1.1

其他

3.1 4.3特殊用途饮料

风味饮料

植物饮料

蛋白饮料

咖啡（类）饮料
4.0 5.6

回收瓶装 1.8
后杀菌工艺 1.6

咖啡萃取工艺 1.2
发酵工艺 1.1

注 1：表中带有附加调节系数的产品，其取水定额为表中所列的取水定额×调节系数。例如，用回收玻璃瓶灌装的碳

酸饮料，其取水定额通用值是：3.0×1.8＝5.4 m3/t。
注 2：表中未包含的饮料产品可根据工艺参考上表进行取值。

注 3：取水定额标准评价周期为正常生产一年（12个月）的取水用水情况；调试期内的新建及改扩建企业和一年内

停产状态超过 6个月的企业，不适用于本标准。

6 管理要求

6.1 取水定额通用值用于现有企业的日常用水管理和节水考核，先进值用于新建（改建、扩建）企业的

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和节水评价。

6.2 企业水平衡测试应符合GB/T 12452的要求。

6.2 企业用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T 24789的要求。



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65 部分：饮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推荐性国

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 2022 ]22)

号 ) 相 关 要 求 ， 《 取 水 定 额 第 65 部 分 : 饮 料 )( 计 划

号:20220765-T-469 ) 作为国家标准批准立项。本标准由水利部提出，

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等单位为主要起

草单位。

（二）任务背景

随着工业进程的加快，我国工业用水将大幅度增长，水资源供需

矛盾将更加突出。解决水资源供需缺口的主要途径之一是节约用水，

而制定取水定额是缓解我国水资源现状严峻这一国情的必然要求，也

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节水管理深入改革的客观要求。

饮料是与当前人们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快速消费品。无论是在人

们日常生活饮用，还是抗洪救灾作为应急物资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2022 年我国饮料产量达到 1.8 亿吨，已成为全球饮料生产和消

费大国。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因此与其他行业不同，饮料行业用水

有很大一部分转移至了饮料产品中。水对饮料行业至关重要，可以认

为饮料行业本质上是“水行业”。

根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发布的《饮料行业取水情况研究报告



（2018 年）》，饮料行业用水总量占工业领域用水总量的 1.2%左右，

饮料行业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分别仅占工业

平均水平的 52%和 69%（除去进入产品的水后，分别为 31%和 41%），

水资源产出率（工业增加值计）是工业平均水平的 1.9 倍（除去进入

产品的水后是 3.3 倍）。

近些年，我国饮料工业发展速度较快，饮料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生产设备更新迭代，生产工艺发生变化，部分中小企业单位产品取水

量具有改进空间，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饮料行业取水定额国家标准

对于进一步促进饮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节水技术进步、不断提高

工业用水效率、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建设节水型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工作过程

第一阶段：草案起草

2022 年 7月，国家标准立项计划批准，开始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2022 年 8 月-2023 年 8 月，开展了以下工作：（1）组织成立标

准起草工作组；（2）根据工作安排，多次讨论确定标准制定工作原

则和程序、工作进度、标准制定思路、工作分工、标准法规协调性等

内容；（3）收集 31 省市饮料制造取水定额的地方标准，并进行数据

整理和比对；（4）在饮料行业开展各品类饮料的取用水数据调研。

共调研了 270 家饮料生产工厂的数据，进行汇总、归纳、分析；（5）

梳理各品类饮料生产工艺、各段生产工艺的取用水情况；（6）召开

线上和线下标准讨论会 10 次以上，就标准内容、数据确定原则等进



行充分讨论；（7）形成标准文本草案，课题组和行业企业进行多次

进行征求意见和沟通。

2023 年 9月-10 月，进一步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

第二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10 月-12 月，发布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以促进生产企业提升节水水平为原则。饮料行业取水定额指标的

确定综合考虑代表饮料行业的大多数企业的水平和未来行业的可提

升空间。

2、考虑取水定额指标的可操作性。主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饮

料行业取用水的整体水平和能力；二是不同企业因原料、生产工艺差

异带来的的取水差异性。

本标准在制定时将充分考虑先进性和可操作性，既要考虑目前企

业取用水的管理和技术的现实情况，同时进一步提升企业取水水平，

保持标准先进性。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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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1-2020）的要求和规定编制。 取水定额编制程

序和方法依据国家标准《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GB/T

18820），企业合理取水评价依据国家标准《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7119）和《节水用水术语》（GB/T 21534）的要求。



（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饮料取水定额的计算方法、取水定额以及定额管理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新建和改扩建饮料制造企业取水量的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了 GB/T 10789、GB/T 12452、GB/T 18820、

GB/T 21534、GB/T 24789 等多项相关标准。

3、术语和定义

GB/T 10789、GB/T 18820 和 GB/T 2153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

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计算方法

(1) 一般规定

依据国家标准《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GB/T 18820）

和《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结合行业实际情况，确定了

取水定额的取水水源的计算范围、取水量的计算范围。

(2)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

依据《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GB/T 18820）及系列

取水定额标准，确定了饮料单位产品取水量的计算方法。

5、目前饮料行业用水现状

饮料产品包括包装饮用水、碳酸饮料、蛋白饮料等 11 大类。包

装饮用水与其他的饮料品类在原辅料使用和生产工艺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在取用水方面也对应存在差异。包装饮用水的生产主要用水耗

水环节包括水处理段、灌装段以及清洗用水环节；其他的饮料的生产

主要用水耗水环节包括水处理段、调配段、灌装段以及清洗环节。

包装饮用水主要的用水耗水情况示意图如下：

其他的饮料主要的用水耗水情况示意图如下：

不同饮料生产企业用水耗水存在一定差别：

（1）生产管道、包装容器的清洗用水量差异较大。

（2）灌装段耗水差异较大。

（3）是否采取节水措施，水利用率也会有 10%左右差异。

（4）饮料生产工艺的长短会直接导致用水差异。不同企业对于

产品定位、生产工艺要求不同，有些产品在基础饮料生产工艺之外，

会增加额外的环节比如萃取、榨汁、无菌灌装、后杀菌或者回收玻璃



瓶清洗等，这些额外的生产工艺环节均会有不同程度的用水耗水。

（5）同一生产线，不同类别饮料的频繁切换生产，会导致清洗

用水的差异。

（6）生产的连续性不同导致耗水差异。如果生产连续性差，清

洗频率增加，直接会导致清洗用水用量增多，并且对于天然矿泉水和

天然水等含有矿物质的包装饮用水来说，还会增加灌装段的排水耗水。

6、取水定额的确定

（1）标准指标等级的划分

本次标准的制定依据我国行业的典型生产工艺水消耗的具体情

况，结合国内同行业现有相关标准，如 QB/T2931-2008《饮料制造取

水定额》等标准，规定了饮料生产企业的取水量供给范围，饮料产品

各自的单位产品取水量的计算方法及产品计量单位、确定了饮料单位

产品取水定额的不同级别指标值和调节系数。 按照统一要求，饮料

取水定额值分为两级，分别为：通用值（现有企业级）、先进值（新

建和改扩建企业级）。现有企业限定级原则上要对现有企业落后的工

艺或设备进行优化。新建和改扩建企业准入级是新建企业和改扩建企

业必须达到的标准，自标准实施之日区分现有和新改扩建企业。

（2）饮料行业的调研

本次重点对于现有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了调研，（1）调研

范围涵盖等全国各饮料品类的大中小型饮料企业，并通过地方协会对

江苏、广东、福建、西藏等地企业进行了调研；（2）调研内容包括

包装类型、生产工艺、取水量、主要生产用水、辅助生产用水、附属



生产用水、建议吨产品取水量等；（3）被调研企业饮料产量合计占

全行业产量的比重超过 50%；（4）调研样本涵盖的饮料行业生产工

厂数量为 270 家。其中包装饮用水企业调研总数为 197 家，碳酸饮料

企业数量为 90家，果蔬汁饮料、茶饮料、植物饮料、特殊用途饮料、

风味饮料类生产企业数量为 205 家，蛋白饮料、咖啡饮料、奶茶饮料

生产企业数量为 144 家，果蔬汁和浓缩果蔬汁生产企业数量为 17家。

（3）取水定额标准值确定

我国行业标准《饮料制造取水定额》（QB/T 2931-2008）规定了

饮料的各产品取水定额值，也同时规定了各特殊工艺段的调节系数。

随着饮料行业不断发展，饮料品类日益多元化，食品安全要求趋严，

因此饮料生产过程的卫生清洗程度和频次越来越高，对于间断性开工

的生产线来说，尤其要做好卫生清洁，方可确保食品安全。

本次标准的制定，重点对于现有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了调研，

从数据调研着手，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定饮料行业的取水定额标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饮料行业呈现规模生产现象，产业集中度较

高，少数的头部企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大。因此，本次标准取值按

照调研企业中 80%企业能达到标准为原则，既保证了现有企业多数能

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同时也希望鼓励最后 20%企业通过努力提升技术

水平或合理规划生产状况，提升自身的节水用水水平。

本标准取水定额数值的确定原则如下：

——现有企业取水定额标准值按照调研数据的 P80 分位线确定。

——新建及改扩建企业取水定额标准值是在现有企业取水定额



标准值基础上，将耗水量调整为节约 35%后计算得出。主要原因是企

业样本数 P20 或 p30 分位线的取值过低，甚至比现行行业标准中的一

级水平还要严格，而现行行业标准中的一级水平定位为国际先进水平。

经计算，行业标准和全国 31省地标的通用值和先进值两个级别之间

提升幅度的平均值为 36.2%，本标准的新改扩建取水定额值取值原则

参照该提升幅度。

——特殊工艺的调整系数参照《饮料制造取水定额》（QB/T

2931-2008 ）确定。

①包装饮用水的取水定额标准确定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包装饮用水的分类和工艺差异，我们在

取水定额标准将包装饮用水分为天然矿泉水和其他包装饮用水两个

类别。根据两类产品的取水定额调研数据分别进行计算评估，确定取

水定额标准。

根据标准的确定原则和调研数据，天然矿泉水生产企业的 P80 取

水定额值为 2.5，包装饮用水生产企业的 P80 取水定额值为 2.7；根

据 P80 数据和耗水量节约 35%原则，计算新改建企业取水定额值天然

矿泉水为 2.0，包装饮用水为 2.1。

②碳酸饮料的取水定额标准确定

根据标准的确定原则和调研数据，碳酸饮料生产企业的 P80 取水

定额值为 3.0；根据 P80 数据和耗水量节约 35%原则，计算新改建企

业取水定额值天然矿泉水为 2.3，碳酸饮料回收瓶取水调节系数为

1.8。



③果蔬汁类饮料、果蔬汁（非果蔬原料制取）、茶（类）饮料、

植物饮料、特殊用途饮料、风味饮料的取水定额标准确定

由于果蔬汁类饮料、茶（类）饮料、植物饮料、特殊用途饮料、

风味饮料产品的特性基本属于近水性的饮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清洗工

艺类似，所以将这些产品生产的取水情况归为一类。

根据标准的确定原则和调研数据，果蔬汁类饮料、茶（类）饮料、

植物饮料、特殊用途饮料、风味饮料产品生产企业的 P80 取水定额值

为 4.3；根据 P80 数据和耗水量节约 35%原则，计算新改建企业取水

定额值为 3.1 。由于茶（类）饮料、植物饮料类产品会涉及萃取工

艺，根据萃取工艺的调研数据，与常规工艺的取水定额相比，其调节

系数为 1.1。

④蛋白饮料、咖啡饮料、奶茶饮料的取水定额标准确定

蛋白饮料、咖啡饮料、奶茶饮料类产品属于含有蛋白质和脂肪的

饮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清洗工艺类似，相对其他产品来说，在清洗时

频率更大，用水量更多，所以将这些产品生产的取用水归为一类。

根据标准的确定原则，蛋白饮料、咖啡饮料、奶茶饮料产品生产

企业的 P80 取水定额值为 5.6；根据 P80 数据和耗水量节约 35%原则，

计算新改建企业取水定额值为 4.0。由于咖啡饮料类产品会涉及萃取

工艺，根据萃取工艺的调研数据，与常规工艺的取水定额相比，调节

系数为 1.2。蛋白饮料还涉及到发酵工艺，根据发酵工艺调研数据，

与常规工艺取水定额相比，调节系数为 1.1。蛋白饮料、咖啡饮料、

奶茶饮料产品生产还涉及到后杀菌等工艺，《饮料制造取水定额》



（QB/T 2931-2008 ）中将后杀菌工艺作为常规生产工艺，非加压杀

菌产品采用调节系数 0.6。随着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的变化，市场上

的产品常规生产工艺变化为非加压杀菌。因此，本标准将后杀菌工艺

产品，采用取水定额调节系数 1.6 进行调节。回收瓶装工艺因与碳酸

饮料回收瓶清洗工艺类似，故调节系数保持一致，定为 1.8。

⑤果蔬汁（以果蔬原料制取）、浓缩果蔬汁类的取水定额标准确

定

根据标准的确定原则，果蔬汁生产企业的P80取水定额值为7.5；

根据 P80 数据和耗水量节约 35%原则，计算新改建企业取水定额值为

5.2；浓缩果蔬汁生产企业的 P80 取水定额值为 18.0；根据 P80 数据

和耗水量节约 35%原则，计算新改建企业取水定额值为 12.1。

⑥饮料取水定额标准确定值

经过调研统计，本标准饮料取水定额标准确定值如下：

饮料品类

取水定额（m3/t）

调节系数
新建和

改扩建

企业

现 有 企

业

1、包装饮用水

饮用天然矿泉水 2.0 2.5 回收桶装 1.2

饮用纯净水

其他类饮用水
2.1 2.7 回收桶装 1.1

2、碳酸饮料（汽水） 2.3 3.0 回收瓶装 1.8

3、果蔬汁类及其

饮料

果蔬汁（浆）

以果蔬原

料制取
5.2 7.5

其他 3.1 4.3

果蔬汁（浆）类饮料 3.1 4.3

浓缩果蔬汁（浆） 12.1 18.0

4、茶（类）饮料 奶茶饮料 4.0 5.6 茶和植物萃取工艺 1.1



其他

3.1 4.35、特殊用途饮料

6、风味饮料

7、植物饮料

8、蛋白饮料

9、咖啡（类）饮料
4.0 5.6

回收瓶装 1.8

后杀菌工艺 1.6

咖啡萃取工艺 1.2

发酵工艺 1.1

注 1：表中带有附加调节系数的产品，其取水定额为表中所列的取水定额×调节系数。例如，

用回收玻璃瓶灌装的碳酸饮料，其现有企业的取水定额是：3.0×1.8＝5.4 m3/t。

注 2：上表中未包含的饮料产品可根据工艺参考上表进行取值。

注 3：取水定额标准评价周期为正常生产一年（12 个月）的取水用水情况；调试期内的新建

及改扩建企业和一年内停产状态超过 6个月的企业，不适用于本标准。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文件根据我国饮料制造企业实际用水情况以及国家相关规定

和标准要求制定，取水定额中核心指标以实际调研样本分析为基础，

拟定用水定额合理，满足国内相关标准法规要求。

本文件实施后，可以积极推动相关饮料制造企业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推行节水技术，加强用水节水管理，落实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要求，贯彻合理用水理念，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

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本文件在研制过程中广泛吸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建议

和意见，为标准实施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预计本标准实施后，饮

料制造企业年取水量可有效降低。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

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该情况。目前国际上和国外其他国家均没有取（用）



水定额的相关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不存在采标的情况。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

划等保持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项目中涉及的技术不存在专利等知识产权的问题。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

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并自发布之日 6个月后实

施。

建议报批发布后，由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共

同组织，对相关行业协会、用水单位等开展标准宣贯培训，鼓励饮料

生产企业采用高效节水技术，加强节水管理工作，提高用水效率。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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