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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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起

草。 

本文件代替 GB/T17954—2007《工业锅炉经济运行》，与 GB/T17954—2007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 1 章，GB/T17954—2007 的第 1 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GB/T17954—2007 的第 2 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3.2）； 

——修改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要求（见第 4 章，4.1~4.16）； 

——删除了第 5 章（见 GB/T17954—2007 的第 5 章）； 

——提高了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等技术指标的要求（见 5.1、5.2、5.3、5.4、5.5 及表 2~表 10），增

加了高海拔地区工业锅炉的要求（见 5.6，表 11）； 

——修改了综合评价章节（见第 6 章综合评价 6.1、6.2、6.3、6.4、6.5 及表 10、表 11）； 

——修改了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表（见附录 A，GB/T17954—2007 的附录 A）； 

——修改了工业锅炉运行记录表（见附录 B, GB/T17954—2007 的附录 B）； 

——增加了综合评价指标说明及评分规则（见附录 C）； 

本文件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C 为规范性附录。 

本文件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 2000 年 1 月首次发布，2007 年 11 月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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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与综合评价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煤、油、气、生物质为燃料或以电为热源，以水或有机热载体为介质的固定式锅炉： 

ａ)额定蒸汽压力≥0.1MPa 且＜3.8MPa 蒸汽锅炉； 

ｂ)额定出水压力≥0.1MPa 且额定功率≥0.1MW 的热水锅炉； 

ｃ)额定介质出口压力≥0.1MPa 的有机热载体锅炉。 

d )额定蒸汽压力≥3.8MPa 的非发电蒸汽锅炉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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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 1921  工业蒸汽锅炉参数系列 

GB/T 2900.48 电工名词术语  锅炉 

GB/T 3166  热水锅炉参数系列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 817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 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GB/T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15317 燃煤工业锅炉节能监测 

GB/T 16811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与监测 

GB/T 17410 有机热载体炉 

GB/T 19065 电加热锅炉系统经济运行 

GB 2450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运行热效率等级 

GB/T 24747 有机热载体安全技术条件 

GB/T 34912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设计指南 

GB 50041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 50264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73   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 

NB/T 47066 冷凝锅炉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4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经济运行  economical operation 

在保证安全可靠、保护环境和满足工业生产或供热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设备更新、技术

改造，提高设备运行操作水平和维护保养水平，使工业锅炉实现高效率、低能耗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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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负荷率 load rate 

工业锅炉运行负荷与额定负荷的百分比。 

4 基本要求 

4.1 建设要求 

4.1.1 工业锅炉使用单位应选用符合安全使用、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绿色低碳等相关规范要求的锅炉及

配套辅机产品。 

4.1.2 工业锅炉的选型应符合 GB/T 34912、GB/T 19065 的要求。 

4.1.3 工业锅炉房的设计、布置和建造应符合 GB 50041 的要求。 

4.1.4 工业锅炉的安装应符合 GB 50273 的规定。 

4.1.5 工业锅炉及其附属设备和热力管道的保温应符合 GB 50264 和 GB/T 8175 的有关规定。保温材料的

性能应符合 GB/T 4272 的要求。 

4.1.6 新安装工业锅炉的辅机应选用高效节能产品，原有工业锅炉及其配套辅机如属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

应及时更换为高效节能产品。 

4.1.7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选用应符合 GB/T 16811 的规定，给水和锅水水质应符合 GB/T 1576 的要求，

有机热载体应符合 GB/T 24747 的要求。 

4.2 运行要求 

4.2.1 工业锅炉运行要求可靠、高效且环保。通过优化“源—网—荷”匹配，结合实际应用中的优化策略，

满足负荷不断变化的需求，并确保工业锅炉的经济运行。 

4.2.2 工业锅炉运行时，应燃用设计燃料或与设计燃料相近的燃料。 

4.2.3 工业锅炉运行中，应调整好燃烧工况，压力、温度、水位均应保持相对稳定。 

4.2.4 工业锅炉额定工况下能效应符合 GB24500 规定，还应符合锅炉使用单位属地相关标准要求。 

4.2.5 工业锅炉运行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 GB 13271 规定，还应符合锅炉使用单位属地相关环保标

准的要求。 

4.2.6 工业锅炉运行中，当负荷变化时，应注意监视锅炉运行情况，并及时进行调整。燃煤蒸汽和有机热

载体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宜经常或长时间低于额定负荷的 60%；燃煤热水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宜经常或长时

间低于额定负荷的 70%；燃油、气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宜经常或长时间低于额定负荷的 30%；生物质锅炉

的运行负荷要求参照燃煤锅炉执行。工业锅炉不应超负荷运行。 

4.2.7 工业锅炉运行时受热面烟气侧应定时清灰，保持清洁。受热面汽水（有机热载体）侧应定期检查腐

蚀及结垢情况，并防腐除垢。使用清灰剂、防腐剂、除垢剂等化学药剂时应保证安全环保和有效性。 

4.2.8 工业锅炉运行中，应按照制造厂家技术说明中的检修频率对锅炉燃料供应系统、烟风系统、汽水（有

机热载体）系统、仪表、阀门及保温结构等进行检查，确保其严密完好，并做好记录。 

4.2.9 工业锅炉运行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配备燃料计量装置、汽水或有机热载体流量计、压力

表、温度计、电度表等能表明锅炉经济运行状态的仪器和仪表。在用仪器、仪表应按规定定期校准或检

定。 

4.2.10 工业锅炉系统宜采用先进的智能管控技术，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对工业锅炉系统自动化、高效化、

远程化管控，适应实际运行时的宽负荷范围变动的情况。 

4.2.11 工业锅炉系统宜采用先进的绿色低碳技术，进一步提高工业锅炉系统的节能、环保和技术经济性。 

4.2.12 在用工业锅炉应做好运行记录，锅炉运行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B。为了更好的监测锅炉经济运行状况，

应加强运行工况下锅炉各项数据记录，主要记录项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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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业锅炉运行工况原始记录项目 

锅炉类型 
锅炉额定蒸发量 De 

或额定热功率 Qe 
主要记录项目 

蒸 

汽 

锅 

炉 

≤20t/h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 a；蒸汽压力、湿度、温度及流量；

给水压力、温度及流量；排烟温度；排污量；炉渣或飞灰可

燃物含量 b；水汽质量化验数据 c；运行时间。 

＞20t/h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 a；蒸汽压力、湿度、温度及流量；

给水压力、温度及流量；排烟温度；排污量；炉膛出口或排

烟处烟气分析数据；炉膛温度及压力；炉膛出口烟气温度；

水汽质量化验数据 c；除氧器压力及温度；送风温度及风压；

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 b；运行时间。 

热水锅炉 

≤14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 a；循环水量；补水量累计值；进

出水的压力、温度；排烟温度；排污量；炉渣或飞灰可燃物

含量 b；水汽质量化验数据 c；运行时间。 

＞14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 a；循环水量；补水量累计值；进

出水的压力、温度；排烟温度；排污量；炉膛出口或排烟处

烟气分析数据；炉膛温度及压力；炉膛出口烟气温度；水汽

质量化验数据 c；送风温度及风压；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

b；运行时间。 

液相有机热载

体锅炉 

≤14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 a；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介质循环

量；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进口、出口介质的压力、温度；排

烟温度；排污量；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 b；水汽质量化验

数据 c；运行时间。 

＞14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 a；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介质循环

量；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进口、出口介质的压力、温度；排

烟温度；排污量；炉膛出口或排烟处烟气分析数据；炉膛温

度及压力；炉膛出口烟气温度；水汽质量化验数据 c；送风

温度及风压；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 b；运行时间。 

注： 

a、燃油、燃气锅炉应增加供油、供气压力的记录。 

b、流化床锅炉为飞灰可燃物含量，层燃锅炉为炉渣可燃物含量。当煤种变化时应有化验记录，煤种无变化

时，不大于 20t/h 或不大于 14MW 锅炉，应每六个月化验记录一次，大于 20t/h 或大于 14MW 的锅炉应每

三个月化验记录一次。 

c、采用必要的检测手段监测水汽质量，每班至少化验一次水汽质量，当水汽质量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应当

及时查找原因并处理至合格。 

d、未注明记录时间的项目为每班至少一次。 

e、对有省煤器、空气预热器、过热器的锅炉，应有相应的压力、温度等记录。 

f、气相有机热载体锅炉主要记录项目参照蒸汽锅炉执行。 

5 技术要求 

5.1 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指标分为 3 级，其中 1 级运行热效率最高。 

5.2 不同类型工业锅炉在负荷率 80%以上运行时，各等级运行热效率不应低于表 2~表 7 中额定工况的规

定；燃煤工业锅炉（层状燃烧工业锅炉、流化床工业锅炉、煤粉工业锅炉）与生物质锅炉在 60%~80%负

荷率范围运行时，各等级运行热效率不应低于表 2~表 5 的 75%负荷率工况的规定；燃气工业锅炉、燃油



GB/T 17954—202× 

 4 

工业锅炉、电加热锅炉在 40%~60%和 60%~80%负荷率范围运行时，运行热效率不应低于表 6~表 7 的 50%

负荷率工况和 75%负荷率工况的规定。 

表 2 层状燃烧燃煤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运行

热效

率等

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

量(Qnet,v,a)kJ/kg 

燃料干燥无

灰基挥发分

(Vdaf)% 

锅炉蒸发量(De)或热功率(Qe) 锅炉蒸发量(De)或热功率(Qe) 

De≤20 t/h(或

Qe≤14 MW) 

De＞20 t/h(或

Qe＞14 MW) 

De≤20 t/h(或

Qe≤14 MW) 

De＞20 t/h(或

Qe＞14 MW) 

烟煤 

Ⅱ类 17700≤Qnet,v,ar≤21000 Vdaf>20 

1 级 83 84 85 86 

2 级 80 81 82 83 

3 级 76 77 80 81 

Ⅲ类 Qnet,v,a>21000 Vdaf>20 

1 级 85 87 87 89 

2 级 82 84 84 86 

3 级 78 80 82 84 

贫煤 Qnet,v,a≥17700 
10＜

Vdaf≤20 

1 级 83 84 85 86 

2 级 80 81 82 83 

3 级 76 77 80 81 

无烟煤 

Ⅱ类 Qnet,v,ar≥21000 Vdaf＜6.5 

1 级 83 84 85 86 

2 级 80 81 82 83 

3 级 76 77 80 81 

Ⅲ类 Qnet,v,a≥21000 6.5≤Vdaf≤10 

1 级 83 84 85 86 

2 级 80 81 82 83 

3 级 76 77 80 81 

褐煤 Qnet,v,a≥11500 Vdaf>37 

1 级 83 85 85 87 

2 级 80 82 82 84 

3 级 76 78 8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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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流化床燃烧燃煤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运行热效

率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v,a)kJ/kg 

燃料干燥无灰基挥

发分(vdaf)% 

烟煤 

Ⅰ类 14400≤Qnet,v,a<17700 Vdaf>20 

1 级 86 89 

2 级 83 85 

3 级 78 82 

Ⅱ类 17700≤Qnet,v,a≤21000 Vdaf>20 

1 级 87 90 

2 级 86 89 

3 级 82 86 

Ⅲ类 Qnet,v,a>21000 Vdaf>20 

1 级 88 91 

2 级 87 90 

3 级 84 88 

贫煤 Qnet,v,a≥17700 10＜Vdaf≤20 

1 级 87 90 

2 级 85 88 

3 级 82 86 

无烟煤 

Ⅱ类 Qnet,v,a≥21000 Vdaf<6.5 

1 级 86 89 

2 级 85 88 

3 级 82 86 

Ⅲ类 Qnet,v,a≥21000 6.5≤Vdaf≤10 

1 级 87 90 

2 级 85 88 

3 级 82 86 

褐煤 Qnet,v,a≥11500 Vdaf>37 

1 级 88 91 

2 级 86 89 

3 级 82 86 

表 4 煤粉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运行热效

率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v,a)kJ/kg(或 kJ/m3 标态) 

煤粉 按燃料实际化验值 

1 级 90 92 

2 级 87 90 

3 级 84 88 



GB/T 17954—202× 

 6 

表 5 生物质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燃烧方

式 

运行热效

率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

热量 

(Qnet,v,a)kJ/kg 

锅炉蒸发量(De)或热功率(Qe) 锅炉蒸发量(De)或热功率(Qe) 

De≤10t/h(或

Qe≤7MW) 

De＞10t/h(或 Qe

＞7MW) 

De≤10t/h(或

Qe≤7MW) 

De＞10t/h(或 Qe

＞7MW) 

生物质 按燃料实际化验值 

层 

燃 

1 级 87 90 88 91 

2 级 83 87 84 88 

3 级 82 85 83 86 

流 

化 

床 

1 级 89 90 90 91 

2 级 88 89 89 90 

3 级 87 88 88 89 

 

表 6 室燃燃烧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运行热效率

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50%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

量(Qnet,v,a)kJ/kg(或

kJ/m3 标态) 非冷凝锅

炉 
冷凝锅炉 非冷凝锅炉 冷凝锅炉 非冷凝锅炉 冷凝锅炉 

天然气 按燃料实际化验值 

1 级 94 100l（90h） 95 101l（91h） 96 103l（93h） 

2 级 92 98l（88h） 93 99l（89h） 94 101l （91h） 

3 级 89 95l（85h） 91 97l（87h） 92 98l（88h） 

燃油 按燃料实际化验值 

1 级 93 95 96 

2 级 90 92 93 

3 级 87 89 90 

注： 

  l:燃气冷凝锅炉按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计算的运行热效率； 

h:燃气冷凝锅炉按燃料收到基高位发热量计算的运行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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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电锅炉运行热效率  

热源品种 运行热效率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50%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电 

1 级 97 98 99 

2 级 96 97 98 

3 级 95 96 97 

注：不带储能装置的电加热锅炉效率按本表格评价，带储能装置的按设计值评价。 

5.3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指标应不超过表 8 的规定值。 

表 8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最高值  

锅炉类型 

蒸汽锅炉排烟温度 

（℃） 

热水锅炉排烟温度 

（℃） 

有机热载体锅炉排烟温度

（℃） 

标准 推荐 标准 推荐 标准 推荐 

锅炉额定蒸发量

De/(t/h)  

或额定热功率

Qe/MW 

≤2 

或≤1.4 

≤170 ≤130 ≤170 ≤130 

≤介质进口温

度+50 

≤140 

＞2 

或＞1.4 
≤170 

注： 

表中所列为锅炉负荷率在 75%及以上运行时的排烟温度标准值和推荐值； 

对部分地区燃用高硫（Sar≥1%）煤的有尾部受热面的锅炉，其运行排烟温度可适当提高，但提高幅度不超过 30℃。特

殊炉型参考设计值； 

对含硫燃料依据相关公式计算烟气酸露点温度，对于不含硫燃料可依据烟气冷凝点温度； 

燃油、燃气锅炉应最大限度降低排烟温度，热水锅炉不宜高于锅炉进水温度加 20℃。 

 

5.4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处排烟处含氧量指标应不超过表 9 的规定值。 

表 9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处排烟处含氧量最高值  

使用燃料 煤 油、气 生物质 

燃烧方式 
层燃

锅炉 

流化床

锅炉 

煤粉

锅炉 

正压

油、气

锅炉 

负压

油、气

锅炉 

贯流

锅炉 

表面燃烧

燃气锅炉 

高(焦、转)炉煤

气锅炉和生物

质气锅炉 

层燃

锅炉 

流化床

锅炉 

含氧量 8.6 6.0 6.0 3.5 4.8 4.8 8.3 6.0 9.3  7.0 

注： 

锅炉排烟处的排烟处含氧量一般指热力计算中最后一级受热面出口的排烟处含氧量； 

表中所列为负荷率在 75%及以上运行时的排烟处含氧量值。 

燃用无烟煤的层燃锅炉，不受表内数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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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指标应不超过表 10 的规定值。 

表 10 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最高值  

锅炉额定蒸发

量 De/t/h 

(或额定热功率

Qe/MW) 

类

型 

使用燃料及其燃烧方式 

层燃 

（%） 

流化床燃烧 

（%） 

室燃

（%） 

烟煤 
贫

煤 

无烟煤 
褐

煤 

生

物

质 

低

质

煤

b 

烟煤 
贫

煤 

褐

煤 

生

物

质 

煤粉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De≤20t/h 

(或 Qe≤14MW) 炉

渣 

20 16 14 24 24 23 22 16 12 9 7 6 5 7 5 5 9 

De＞20t/h 

(或 Qe＞14 
18 14 12 22 22 21 20 14 10 7 6 5 4 6 4 4 7 

De≤20t/h 

(或 Qe≤14MW) 飞

灰 

28 24 22 30 30 28 26 24 17 8 6 5 4 6 4 4 8 

De＞20t/h 

(或 Qe＞14 
26 22 20 28 28 26 24 22 15 6 5 4 3 5 3 3 6 

注：表中为锅炉在 75%及以上负荷运行时的可燃物含量。 

5.6 对于海拔 1000 m 以上地区，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应对照本文件 5.2～5.4 作修正。 

5.6.1 对处于海拔 1000 m 地区的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比 5.2 中规定值可适当降低，降低值不超过表 11

的规定值。海拔每升高 1000 m，运行热效率可进一步降低，降低值不超过表 11 的规定值。 

表 11 海拔 1000 m 以上地区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降低值  

使用燃料及其燃烧方式 

层燃锅炉运行热效率降低值 % 流化床锅炉运行热效率降低值 % 室燃锅炉运行热效率降低值 % 

煤 生物质 煤 生物质 煤 天然气 燃油 

3 2 1.5 1.5 2 0.5 0.5 

5.6.2 对于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和排烟处含氧量，规定值与 5.3 和 5.4 中保持一致。 

5.6.3 对于室燃燃煤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应不超过 6%；对于层燃锅炉，燃料为煤和生物质时，运

行灰渣可燃物含量应分别不超过 27%和 12%；对于流化床燃烧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应不超过 4%。 

6 综合评价 

6.1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的综合评判分三个运行级别：一级运行、二级运行及三级运行，三级运行为达到经

济运行的基本要求，但对于本文件实施之日后新安装投运的锅炉，自锅炉使用登记证颁发之日起两年以

内的锅炉以二级运行为达到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 

6.1.1 综合评价体系包括运行热效率指标、运行表征参数指标、低碳智慧运行指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单位热量能耗水平等五个方面共 10 个指标，其中运行效率为总控制指标，其他为辅助指标。评判采用百

分法，所有指标加权平均后的分数即为综合评价得分，评判结果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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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综合评判级别  

技术指标总评分(分) 90 80~89 70~79 ＜70 

经济运行级别 一级运行 二级运行 三级运行 不符合经济运行 

 

6.1.2 综合评价体系各评价指标的名称及权重如表 13 规定。各评价指标的说明及评分规则见附录 C。 

表 13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评价指标的名称及权重  

序号 评价项目 权重分值 备注 

（一）运行热效率指标（合计 60x/65y 分） 

1 运行热效率（%） 60x/65y 
达到一级热效率指标值为满分，二级按 90%计分，

三级按 80%计分，低于三级不得分。 

（二）运行表征参数指标（合计 15x/10y分） 

2 运行排烟温度（℃） 5 单项指标达标占 5 分，不达标为 0 分 

3 运行排烟处含氧量 5 单项指标达标占 5 分，不达标为 0 分 

4 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 5x 单项指标达标占 5 分，不达标为 0 分 

（三）低碳智慧运行指标（合计 15 分） 

5 主要辅机的能效水平 5 按配置能效等级二级设备的数量比例得分 

6 工业锅炉系统能源监测水平 3 累计得分 

7 工业锅炉系统智能管控水平 3 累计得分 

8 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水平 4 累计得分 

（四）温室气体排放水平（5 分） 

9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5 
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得 5 分、达到平均水平得 3 分、

一般得 1~2 

（五）单位热量能耗水平（合计 5 分） 

10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水平 5 达到先进得 5 分、平均得 3~4 分、一般得 1~2 

注：x 适用于燃煤、燃生物质的锅炉；y 适用于燃油、燃气、电加热锅炉。 

6.1.3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首先应检查是否符合第 4 章基本要求中的各项要求，若其中有三条(含

三条)以上不符合，则应整改后才能进行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综合评价。 

6.2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评价应由具有能力的单位进行，并应认真填写《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表》，

见附录 A。 

6.3 对达不到经济运行基本要求的锅炉使用单位，应查找问题所在，提出改进措施，应自行或委托其他机

构进行整改。 

6.4 锅炉使用单位可根据自身需求可开展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抽查时，可安

排进行综合评价。 

6.5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监测方法或试验方法按 GB/T 15317、GB/T 10180、NB/T 47066 中的规定

进行。 



GB/T 17954—202× 

 10 

               附  录 A（规范性附录）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表 

(规范性附录)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表 

被评价单位  评价日期  

锅炉型号  制造单位  投入运行时间  

燃料种类  介质种类  

额定蒸发量/t/h 

或额定热功率/MW 
 实际负荷率范围  

评价单位  评价负责人(签字)  

评价依据  评价负责人职称  

基本 

要求 

评价 

（是否满足建设和运行的基本要求） 

 

 

评价结果： 

评 

价 

指 

标 

评价项目 评价依据（测试结果） 评价结果 

1 运行热效率/%   

2 运行排烟温度/℃   

3 运行排烟处含氧量   

4 运行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   

5 主要辅机的能效水平   

6 工业锅炉系统能源监测水平   

7 工业锅炉系统智能管控水平   

8 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水平   

9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10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水平   

综合得分  

综合评判级别  

评价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 

 

 

 

 

评价单位负责人：(签字)                        评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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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资料性附录）工业锅炉运行记录表 

B.1 蒸汽锅炉运行记录表 

           年      月    日       星 期                                           号炉    燃料品种                                                                          本日共运行                 小时 

项目 
早班 中班 夜班 

                        

蒸汽压力/MPa                         

给水温度/℃                         

进风温度/℃                         

炉膛压力/Pa                         

炉膛出口烟温/℃                         

排烟温度/℃                         

省煤器出口水温/℃                         

烟气含氧量/%                         

送风机电流/A                         

引风机电流/A                         

给水泵电流/A                         

炉排或除渣机电流/A                         

水位记录                         

水位表冲洗                         

排污时间                         

除尘器出灰量                         

安全装置校验                         

清洁工作                         

计量记录 

汽表读数  蒸汽产量 t 汽表读数  蒸汽产量 t 汽表读数  蒸汽产量 t 

水表读数  用水量 t 水表读数  用水量 t 水表读数  用水量 t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燃汽（水）比  排污量 t 燃汽（水）比  排污量 t 燃汽（水）比  排污量 t 

水质记录 
给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给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给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mmol/l / mmol/l mg/l mmol/l / mmol/l mg/l mmol/l / mmol/l mg/l 

水箱水位    

运行人员    

其他情况记录    

注：气相有机热载体锅炉运行记录可以参考本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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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附录)工业锅炉运行记录表 

B.2 热水锅炉运行记录表 

          年      月     日            星期                                           号炉    燃料品种                                                                 本日共运行                 小时 

项目 
早班 中班 夜班 

                        

出水压力/MPa                         

进水温度/℃                         

出水温度/℃                         

进风温度/℃                         

炉膛压力/ Pa                         

炉膛出口烟温/℃                         

排烟温度/℃                         

烟气含氧量/%                         

送风机电流/A                         

引风机电流/A                         

补水泵电流/A                         

循环泵电流/A                         

炉排或除渣机电流/A                         

排污时间                         

除尘器出灰量                         

安全装置校验                         

清洁工作                         

计量记录 

热水表读数  热水产量 t 热水表读数  热水产量 t 热水表读数  热水产量 t 

补水表读数  补水量 t 补水表读数  补水量 t 补水表读数  补水量 t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水质记录 

补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硬度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补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硬度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补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硬度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mmol/l / mmol/l mmol/l mg/l mmol/l / mmol/l mmol/l mg/l mmol/l / mmol/l mmol/l mg/l 

               

水箱水位    

运行人员    

其他情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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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附录)工业锅炉运行记录表 

B.3 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运行记录表 

          年      月     日            星期                                           号炉    燃料品种                                                                 本日共运行                 小时 

项目 
早班 中班 夜班 

                        

出油压力/MPa                         

进油温度/℃                         

出油温度/℃                         

进风温度/℃                         

炉膛压力/ Pa                         

炉膛出口烟温/℃                         

排烟温度/℃                         

烟气含氧量/%                         

送风机电流/A                         

引风机电流/A                         

循环泵电流/A                         

炉排或除渣机电流/A                         

膨胀罐液位                         

除尘器出灰量                         

安全装置校验                         

清洁工作                         

计量记录 

油表读数  热油量 t 油表读数  热油量 t 油表读数  热油量 t 

补油表读数  补油量 t 补油表读数  补油量 t 补油表读数  补油量 t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3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低位槽液位    

运行人员    

其他情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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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规范性附录）指标说明及评分规则 

（规范性附录） 

综合评价指标说明及评分规则 

C.1 运行热效率指标 

C.1.1 运行热效率 

a)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的等级情况。 

b) 评分规则 

总分：燃煤、燃生物质的锅炉为 60 分；燃油、燃气、电加热锅炉为 65 分。 

各类型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指标的三个等级按 5.1 节中表 2~表 7 对照。达到一级热效

率指标值计满分（即总分的 100%），达到二级热效率指标值按总分的 90%计分，达到三级

热效率指标值按 80%计分，低于三级的本项不得分 

C.2 运行表征参数指标 

C.2.1 运行排烟温度 

a) 指标说明 

各类型工业锅炉的运行排烟温度指标是否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b) 评分规则 

总分 5 分。 

各类型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指标要求按 5.2 节中表 8 对照。运行排烟温度不超过表 8

的规定值即为达标，本项得 5 分。超过则不得分。 

C.2.2 运行排烟处含氧量 

a) 指标说明 

各类型工业锅炉的运行排烟处含氧量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b) 评分规则 

总分 5 分。 

各类型工业锅炉运行排烟处含氧量指标要求按 5.3 节中表 9 对照。排烟处含氧量指标不

超过表 9 的规定值即为达标，本项得 5 分。超过则不得分。 

C.2.3 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 

a) 指标说明 

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的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b) 评分规则 

总分 5 分。 

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指标要求按 5.4 节中表 10 对照。燃煤、生

物质工业锅炉运行时，飞灰可燃物含量指标不超过表 9 的规定值即为达标，可得 2.5 分，超

过则不得分；炉渣可燃物含量指标不超过表 9 的规定值即为达标，可得 2.5 分，超过则不得

分； 

C.3 低碳智慧运行指标 

C.3.1 主要辅机的能效水平 

a)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主要辅机的能效水平。 

b) 评分规则 

总分 5 分。 

工业锅炉系统主要辅机包括鼓风机、引风机、烟气再循环风机、循环水泵、给水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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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辅机设备全部达到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的得 5 分；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的设备占比（台

数比）70%~99%的得 3 分，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的设备占比（台数比）50%~69%的得 1 分；

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的设备占比（台数比）低于 49%的不得分。。 

C.3.2 工业锅炉系统能源监测水平 

a)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在能源监测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b) 评分规则 

总分 3 分。 

满足《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要求及能耗测量需求，并

定期开展计量器具检定校准，锅炉配套与节能相关的远传检测仪表，至少包含：各用电设备

的电耗、风机出口压力、炉膛压力、进风温度、排烟温度、进水温度和压力、出水（汽）温

度和压力、燃料量、水（汽）流量、氧含量等仪表；根据环保要求配套的烟气在线监测设备，

且都在检测有效期内。满足上述要求则本项得 2 分。 

在此基础上，具有完善的能源管理体系（能耗统计分析、奖惩办法和长效考评机制等），

并有效实施，取得可佐证的良好效果得 1 分。如，节能管理有效，能提供每年锅炉经济运行

数据分析对比，包括各运行负荷下燃料热比、电热比、用水量、锅炉效率、排烟温度、环保

排放指标； 

以上各项得分相加为本指标得分，得分最高 3 分。 

C.3.3 工业锅炉系统智能管控水平 

a)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在实际运行时智能管控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具备较大的负荷调节能力。 

b) 评分规则 

总分 3 分。 

工业锅炉系统配备智能控制系统并稳定运行，实现对工业锅炉系统自动化、高效化管控，

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可以具备较大的负荷调节能力，并取得可佐证的良好效果可得分。智能

化控制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自主学习与智能调节。自主学习：配置智能控制系统，智能锅炉能够通过学习用户

的使用习惯和需求，自动调整燃烧效率和温度控制，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经济运行；智能

调节：设置环境温度补偿控制装置，锅炉根据设定的参数或外界环境的变化（如室温、室外

温度、供水需求等），自动调节运行状态，保持最佳的供热效果。 

2) 远程控制与监测。远程控制：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电脑等远程控制设备，对

锅炉进行开关、温度调节等操作。这种远程控制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便捷性，使用

户能够随时随地掌握和控制锅炉的运行状态。远程监测：智能锅炉具备远程监测功能，可以

实时监测锅炉的运行数据、故障信息等，并将这些信息传输到云端或用户设备上。一旦锅炉

出现异常或故障，用户可以立即收到通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3) 智能记录和选择经济运行模式。配置物联网系统等数字手段，自动记录锅炉运行数

据，记录的数据应能直接或间接反映锅炉的启停、出力、能耗情况，以便为锅炉运行习惯优

化提供基础数据。智能选择经济运行模式：智能锅炉通常具备多种节能模式，如假日经济运

行模式、定时开关机模式等。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节能模式，以降低能耗和费

用。 

4) 安全保护与故障自诊断。安全保护：智能锅炉具备多重安全保护措施，如过热保护、

漏电保护、防干烧保护等。这些保护措施能够在锅炉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及时切断电源或停止

运行，确保用户和设备的安全。故障自诊断：智能锅炉内置故障诊断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并

识别常见故障类型和原因。用户可以通过显示屏或手机 APP 查看故障信息并采取相应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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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措施。 

5) 智能化管理与优化。智能化管理：智能锅炉可以接入工业自动化系统，实现与其他

设备的联动控制和集中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使得用户能够更加方便地控制多个设备并优化整

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优化运行：智能锅炉通过收集和分析运行数据，不断优化燃烧过程和控

制策略，提高锅炉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同时，智能锅炉还能够根据天气、季节等外界因素

的变化自动调整运行状态以适应不同的供热需求。 

上述要求满足一条即可得 1 分，每多一条加 0.5 分，得分最高不超过 3 分。 

C.3.4 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水平 

a)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采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的水平。 

b) 评分规则 

总分 4 分。 

工业锅炉系统采用绿色低碳应用技术，实际使用且取得可佐证的良好效果可得分。绿色

低碳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余热余能或资源回收利用技术：锅炉烟气余热回收技术、冷凝水余热回收技术、烟气深

冷技术、余热梯级综合利用技术等；多能源、多热源相互耦合的技术；热泵技术；配备蓄热

和储能装置，通过科学运行策略实现谷蓄峰放的节能技术；预混燃烧、富氧燃烧、分层燃烧

及 SCR 脱硝技术等燃烧优化技术；生物质气化技术等。。 

上述技术满足一条即可得 1 分，每多一条加 0.5 分，得分最高不超过 3 分。 

C.4 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C.4.1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a)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b) 评分规则 

对标国家和当地的地方相关排放水平，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得 5 分、达到平均水平得 3

分、一般得 1~2 分。 

C.5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排放指标 

C.5.1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水平 

a)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在产出单位热量时综合能源消耗量在行业中的水平。 

b) 评分规则 

总分 5 分。 

工业锅炉系统在产出单位热量时，各类固体/液体/气体燃料、电力、热力、耗能工质的

综合消耗量，评价综合能源消耗量在行业中的水平，属于行业先进水平可得 5 分、属于行业

平均水平可得 3~4 分、属于行业一般水平可得 1~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