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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单位能效对标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能单位能效对标的类型、方法、技术要求及组织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各类用能单位开展能效对标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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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  用能设备能量平衡通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导则 

GB/T 13234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31341 节能评估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3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能效对标  energy efficiency benchmarking 

用能单位对其能源效率及能源利用的相关指标进行收集整理，并与组织内外能效标杆进行对比分

析、寻找差距、制订改进方案、实施改造、持续改进的实践活动。 

3.2  

能效标杆  energy efficiency benchmark 

用能单位在某一时期选定的要达到或超越的能效水平。 

3.3  

能效对标的边界  boundary of energy efficiency benchmarking 

用能单位选定的用于开展能效对标的产品、服务、建筑物或用能工艺、工序、设施、设备、系统等。 

4 能效对标类型 

根据用能单位选定的能效标杆来自用能单位内部或外部，能效对标的类型可分为内部对标或外部对

标。结合实际情况，用能单位可采用内部对标或者外部对标，也可以内部对标和外部对标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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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效对标方法 

5.1 实施步骤和成果形式 

用能单位能效对标的实施步骤和成果形式见图1。用能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合理设计能效对标的

步骤和内容。 

示例 1：高含水油田能效对标案例参见附录 A。 

示例 2：燃煤电厂能效对标案例参见附录 B。 

 

图 1  能效对标的实施步骤和成果形式 

5.2 能效现状分析 

5.2.1 用能单位结合节能规划、能源审计报告等资料，充分掌握本单位产品、服务、建筑物或用能工

艺、工序、设施、设备、系统等的用能情况，确定能效指标，建立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示例 3：大型公共建筑能效对标指标体系参见附录 C。 

5.2.2 编制《能效对标工作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a) 能效对标的目标； 

b) 能效对标的边界； 

c) 能效对标的类型； 

d) 能效对标的周期及起止时间； 

e) 工作步骤完成后的成果形式； 

f) 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g) 数据来源和收集模板，包括数据收集的条件、统计计算和处理方法、数据库、数据质

量要求等； 

h) 对标报告要求，包括报告的格式和细化程度（例如，单位、表格和图表）。 

5.3 选定能效标杆，开展对标分析 

5.3.1 根据《能效对标工作计划》，用能单位调研收集能效标杆相关数据，建立能效指标数据库和最

佳节能实践库。 

5.3.2 根据建立的能效指标数据库和最佳节能实践库，初步选取若干个潜在的能效标杆。 

5.3.3 对潜在的能效标杆进行研究分析，结合自身实际和能源管理情况，选定能效标杆。 

5.3.4 开展对标分析，明确与能效标杆之间的差距，找出与能效标杆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确定能效

对标目标值。 

5.3.5 编制《能效对标分析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能效现状分析 

选定能效标杆，开展对标分析 

制订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开展对标实践 

对标工作评估 

持
续
改
进 

成果形式 

《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成果形式 

《能效对标分析报告》 

《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能效对标评估报告》 

下一阶段《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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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作过程； 

b) 对标分析的条件及所用到的数据（可包括匿名数据）； 

c) 选定的能效标杆； 

d) 修正系数以及归一化处理方法； 

e) 对标分析的结果，包括和能效标杆之间存在的差距及产生的原因等。 

5.4 制订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根据《能效对标工作计划》和《能效对标分析报告》，编制切实可行的《能效改进实施方案》，包

括以下内容：  

a) 改进目标； 

b)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c) 时间计划； 

d) 能效改进措施，包括技术措施（如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强化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加强

用能设备节能监测等）和管理措施（如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用能设备管理、实施能源

管理体系等）；  

e) 与能效改进措施相关的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运行方案等； 

f) 保障措施，包括经费、协调机制等。 

5.5 开展对标实践 

5.5.1 按照《能效改进实施方案》，用能单位将能效对标目标值和能效改进措施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

和个人。 

5.5.2 全面落实《能效改进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各项节能措施。 

5.5.3 定期分析《能效改进实施方案》有效性，并及时进行修正。 

5.6 对标活动评估 

5.6.1 用能单位依据 GB/T 13234、GB/T 28750、GB/T 31341对能效对标的效果进行验证和审核，评估

各项能效指标值是否达到对标目标。 

5.6.2 编制《能效对标评估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a) 对标管理机制评估；  

b) 对标工作成效评估，包括各项能效指标值的达标情况； 

c) 对标过程的经验及启示等。 

5.7 持续改进 

5.7.1 总结能效对标活动中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方法和措施等。 

5.7.2 调整能效标杆并制定下一阶段更高层次的《能效对标工作计划》，将能效对标活动深入持续开

展下去。 

6 能效对标技术要求 

6.1 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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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构建能效对标指标体系时应遵循完整性、针对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6.1.2 能效对标指标体系应能反映出用能单位的用能管理水平、主要用能设备能源利用效率、单位

能耗/能效水平。 

6.1.3 能效对标指标体系的内容包括用能单位各层面能效指标的名称、定义、统计口径、计算公式

或方法，指标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应符合 GB/T 2587、GB/T 2589、GB/T 3484等的要求； 

6.1.4 根据能效对标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和成果对指标体系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逐步覆盖用能单

位的各用能环节。 

6.2 数据收集及验证 

6.2.1 数据收集应保证其正确性、合理性与可比性，具体技术要求如下： 

a) 应根据确定的边界全面准确收集数据； 

b) 应按照 GB 17167 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收集相关计量数据； 

c) 应考虑数据收集是否需要修正系数并进行审核。 

6.2.2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验证，具体技术要求如下： 

a) 应排除错误的数据，保证所有数据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可比性； 

b) 如果数据错误，应由数据提供方进行澄清或更正，澄清或更正数据后应重新进行计算； 

c) 应检查计算方法，对输出结果进行复核。 

6.3 能效指标数据库和最佳节能实践库 

6.3.1 用能单位负责能效指标数据库和最佳节能实践库的建立和维护，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用能单

位也可采用行业协会、节能组织等建立的能效指标数据库及最佳节能实践库。 

6.3.2 能效指标数据库及最佳节能实践库应不断更新，保持先进性和实效性。 

6.3.3 能效指标数据库的数据来源可包括：国内外能效领先水平的能效指标值、行业平均或基准水

平、本单位历史最好水平、本单位不同部门的最佳水平、平均水平、理论计算或数值模拟得到的领

先水平等。 

6.3.4 最佳节能实践库的数据来源可包括：能效“领跑者”指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中的先进

值，国内外能效先进水平的能效指标值，操作规程、运行参数、节能工艺和技术、节能管理措施等

方面的最佳实践等。 

6.4 对标分析 

6.4.1 应保证对标边界、指标体系、修正系数的可比性。在分析阶段，应进一步验证对标边界、指

标体系、修正系数、数据处理方法的合理性。 

6.4.2 可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种对标分析方法。 

6.4.3 定性分析时，应重点分析本单位与标杆单位能源管理的差距以及这些差距对能效水平的影

响。 

6.4.4 定量分析时，应分析所用数据的有效性，对离散点进行归一化处理，并说明归一化的原因和

方法，也可采取其它的校正措施，剔除不具代表性的数据，以适应异常情况或者追加修正系数。 

6.4.5 通过对标分析，明确影响能效水平的主、客观关键指标，并量化这些指标与能效标杆的差距，

分析存在差距的原因，提出能效目标改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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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能效改进目标值的确定应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成本等实际因素，坚持先进性、可实现性、可

测量性的原则。 

7 组织管理要求 

7.1 用能单位需为能效对标活动提供必要的资源，可成立能效对标管理机构，主要包括领导机构、协

调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能效对标活动顺利开展。 

7.2 用能单位需明确一名能效对标负责人，确定其职能和权限。 

7.3 用能单位需建立能效对标管理制度，可包括过程控制制度、经验交流制度、对标评估制度等。 

7.4 能效对标的参与人员需具备能源管理知识及能效对标涉及的节能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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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高含水油田能效对标案例 

A油田与B油田同属高含水油田，两油田采取分析比较、相互学习等手段，以油田主体生产用能环节

为重点，通过以点带面、分步实施，深入开展能效对标工作，持续推动能效水平不断提升。  

A.1 能效对标活动的组织机构及职责 

两个油田分别成立了由主要领导负责、各主要生产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能效对标领导小组，全面领

导和协调能效对标活动，审批能效对标指标体系和管理办法，决定能效对标活动中的有关重大事项。油

田能效对标组织机构及职责见表 A.1。能效对标办公室设在节约能源处，其中：节能管理科负责能效对

标日常管理，负责推动实施能效对标；计量管理科负责能源消耗计量管理，负责能耗数据的采集、整理

与更新。 

表A.1 油田能效对标组织机构及职责 

组织 主要职责 

组长 

批准《能效对标活动计划》，确定能效标杆 

听取对标工作汇报 

指导对标工作 

副组长 
听取对标工作汇报 

指导对标工作 

办公室 

组织制定《能效对标活动计划》，选定能效标杆 

建立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编制《能效对标分析报告》和《能效对标改进实施方案》 

组织各成员单位开展能效对标活动 

收集对标资料，开展信息交换 

编制《能效对标评估报告》 

总结对标工作，提出建议，向领导汇报 

主要生产部门 

对标小组 

开展与国际、国内油田的能效水平对标工作 

与对标单位交换信息资料，通过考察、调研等多种渠道收集对标数据 

按规定时间和进度要求向办公室和协调单位报送对标数据和资料 

实施《能效对标改进实施方案》 

A.2 能效现状分析 

A.2.1 确定对标边界 

    A 油田与 B 油田在多次沟通交流的基础上，调研分析机采、集输、注水等重点耗能环节，规范了

能耗数据统计表格及数据录入、计算方法，明确 A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六采油厂与 B油田第一采油厂、

第五采油厂作为能效对标边界开展对标工作。 

A.2.2 制定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结合对标油田实际情况，A 油田与 B 油田制定了《能效对标工作计划》，各阶段工作内容及时间安

排见表附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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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能效对标工作计划工作内容及时间安排 

序号 阶段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1 
现状分析 

阶段 

确定历史能耗基础数据调研表 2015 年 3 月上旬 

能效数据收集、汇总和分析 2015 年 3 月中旬 

开展调研并结合油田实际，制定《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2015 年 3 月下旬 

2 
选定标杆

阶段 

确定高含水油田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2015 年 4 月上旬 

建立能效指标数据库，分系统开展各项生产指标分析

对比 
2015 年 4 月中旬 

选定能效标杆值及标杆单位，形成《能效对比分析报

告》 
2015 年 4 月下旬 

3 

制订能效改

进实施方案

阶段 

收集管理及技术措施，建立最佳节能实践库 2015 年 5 月上旬 

对比分析、找出差距，提出整改措施及建议 2015 年 5 月中旬 

组织专家研讨，制定《能效指标改进实施方案》 2015 年 5 月下旬 

4 
对标实践 

阶段 

将能效对标目标值和能效改进措施分解落实到相关部

门和个人 

2015 年 6 月～11 月 全面落实各项能效改进措施 

进行措施的效果分析和评价 

5 
对标评估 

阶段 
对能效活动进行总结，编制《能效对标评估报告》 2015 年 12 月上旬 

6 
持续改进 

阶段 
总结经验，制定下一阶段的《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2015 年 12 月中下旬 

A.2.3 建立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对标工作小组通过分析主要耗能环节和用能特点，根据完整性、针对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确定了高含水油田能效对标指标体系（见表A.3），共选取了16项能效对标指标，其中综合指标3项，机

采系统指标6项，集输系统指标5项，注水系统指标2项。 

表A.3 高含水油田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分类 指标 

1 

综合性指标 

吨液综合能耗/kgce/t 

2 吨液耗电/kW•h/t 

3 吨液耗气/m3/t 

4 

机采系统指标 

抽油机采液单耗/kW•h/t 

5 电泵采液单耗/kW•h/t 

6 螺杆泵采液单耗/kW•h/t 

7 抽油机系统效率/% 

8 电泵系统效率/% 

9 螺杆泵系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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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集输系统指标 

加热炉效率/% 

11 外输泵单耗/kW•h/m3 

12 外输泵效率/% 

13 掺水泵单耗/kW•h/m3 

14 掺水泵效率/% 

15 
注水系统指标 

注水泵单耗/kW•h/m3 

16 注水泵效率/% 

A.3 选定能效标杆，开展对标分析 

A油田与 B油田能效对标指标统计表见表 A.4。通过能效指标对比分析，编制《能效对标分析报告》。

在综合指标方面，B 油田一厂的吨液综合能耗和吨液耗电、A 油田二厂的吨液耗气指标最先进；在机采

系统方面，A 油田二厂的抽油机采液单耗、A 油田一厂的电泵采液单耗、B 油田二厂的抽油机系统效率

和电泵系统效率指标最先进；在集输系统方面，B 油田二厂的加热炉效率、B 油田一厂的外输泵单耗、

外输泵效率和掺水泵单耗指标最先进；在注水系统方面，B油田二厂的注水泵单耗和 A油田二厂的注水

泵效率指标最先进。两油田决定选择两油田中的先进水平为对标标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能效指标数据

库。 

表A.4 高含水油田能效对标指标统计表 

序

号 
指标 

A 油田 

三厂 

A 油田 

六厂 

B 油田 

一厂 

B 油田 

五厂 对标标杆值/所属单位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1 吨液综合能耗/kgce/t 4.11 3.84 3.37 5.58 3.37/B 油田一厂 

2 吨液耗电/kW•h/t 15.35 15.12 5.99 16.08 5.99/B 油田一厂 

3 吨液耗气/m3/t 0.83 0.68 0.8 1.69 0.68/A 油田六厂 

4 抽油机采液单耗/kW•h/t 4.55 3.85 5.22 5.69 3.85/A 油田六厂 

5 电泵采液单耗/kW•h/t 4.45 4.84 7.75 10.2 4.45/A 油田三厂 

6 螺杆泵采液单耗/kW•h/t 3.32 3.17 2.37 2.07 2.07/B 油田五厂 

7 抽油机系统效率/% 31.39 31.86 34.04 35.89 35.89/B 油田五厂 

8 电泵系统效率/% 29.59 33.68 38.17 41.01 41.01/B 油田五厂 

9 螺杆泵系统效率/% 33 31.87 30.89 31.47 33/A 油田三厂 

10 加热炉效率/% 81.96 83.45 86.31 87.05 87.05/B 油田五厂 

11 外输泵单耗/kW•h/m3 0.39 0.38 0.37 1.23 0.37/B 油田一厂 

12 外输泵效率/% 56.49 58.57 61.15 59.69 61.15/B 油田一厂 

13 掺水泵单耗/kW•h/m3 1.05 0.72 0.68 1.29 0.68/B 油田一厂 

14 掺水泵效率/% 56.71 59.62 54.47 58.2 59.62/A 油田六厂 

15 注水泵单耗/kW•h/m3 5.62 5.65 5.68 5.3 5.3/B 油田五厂 

16 注水泵效率/% 75.72 81.3 79.49 71.55 81.3/A 油田六厂 

两油田结合自身生产实际，深入分析原因：A油田在机采系统方面，节能抽油机所占比例较低，同

时，抽油机负荷率也较低；在集输系统方面，设备老化较为严重，机泵和加热炉效率偏低。B油田在机

采系统方面，抽油机井电机功率偏大，存在大马拉小车现象，同时，部分抽油机井的下泵深度不合理，

平衡度调节不及时，造成运行能耗高；在注水系统方面，离心注水泵平均效率低，管网布局不合理，负

荷匹配不平衡，系统效率较低。 

A.4 制定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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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集同行业先进技术措施，两油田建立了能效对标最佳节能实践库，筛选并吸收适用本单位的

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措施。通过与最佳节能实践、标杆单位在节能技术、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先进做法进

行比较分析，结合油田用能实际情况，两油田制定了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A 油田在机采系统方面，采取机采井参数优化，部分井更换节能电机和控制柜等措施；集输系统方

面，采取更换部分低效泵、转油站加热炉安装高效除防垢系统和机泵参数优化等措施。 

B 油田在机采系统方面，针对供液不足及泵效下降井，分步骤、有计划地实施低效井降冲次，针对

产液量小的电泵井实施间开、转抽工作；在注水系统方面，对于局部注水井压力过高，采取局部区域增

压工艺，降低整体系统压差，提高系统效率。 

A.5 开展对标实践 

A油田与B油田根据《能效改进实施方案》开展了对标实践，全面落实各项改造工程，在工程建设、

运行及管理阶段扎实推动对标管理。 

A.6 实际效果 

A 油田基于机采系统生产动态数据分析结果，对低效率、高能耗井的设备和运行参数进行了优化调

整。2015 年，实施机泵匹配、间抽等管理措施 2905 井次，累计节电 574.1×10
4 

kW·h。集输系统持续

开展常温集输，43座转油站、267 座计量间、3309口油井按常温集输运行方案执行，97 台掺水炉运行

50 台，61台掺水泵运行 24 台，年节气 650×10
4 

m³，节电 635×10
4 

kW·h。 

B 油田针对产液量小的电泵实施间开、转抽运行，实施电泵井间开 12 口，电泵转抽 9 口，单井月

节电约 4.5×10
4 
kW·h，年节电约 98×10

4 
kW·h，有效降低了高能耗设备的运行时间。实施高中压注水

系统优化调整，实现高、中压注水工艺连通，达到提高中压系统压力的目的。在确保高压注水生产的情

况下，中压系统压力升高至 10.8 MPa，水量增加 600 m³/d，平均注水单耗由原来的 5.7  kW·h/m³降至

5.2 kW·h/m³，日节电 5000 kW·h。 

A.7 对标评估 

A 油田和 B油田组织生产、设备和节能等部门按照油气田企业能效对标综合评价表对试点区块能效

对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填写油气田企业能效对标综合评价表，编制《能效对标评估报告》。油气

田企业能效对标综合评价表（样表）见表 A.5。 

表A.5 油气田企业能效对标综合评价表（样表） 

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能效对标 

评价得分 

 

1 
能效对标活动组织

和领导情况 
5 

1.1 建立由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能效对标活动领导小

组，定期研究部署能效对标活动，3 分 
 

1.2 设立或指定能效对标管理专门机构并提供工作保

障，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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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能效对标 

评价得分 

 

2 
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制定情况 
5 

2.1 制定年度能效对标工作计划，保证能效对标活动

有阶段有计划进行，3 分 
 

2.2 所属重点耗能单位制定能效对标工作目标，2 分  

3 能效对标开展情况 30 

3.1 能效对标活动覆盖到重要生产单元及重点耗能设

备，4 分 
 

3.2 深入分析能效现状，对潜在标杆单位进行研究分

析，并结合自身生产实际，选定标杆单位，4 分 
 

3.3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能效指标分析会，由技术部门

和管理部门等组成分析小组共同会商，4 分 
 

3.4 开展对标分析，明确与能效标杆之间的差距，找

出自身主要用能环节、生产工序或设备与能效标杆之

间存在差距的原因，合理确定能效指标改进目标值，

制定切实可行的指标改进方案和实施进度计划，4 分 

 

3.5 根据指标改进方案，将改进指标的指标目标值和

措施分解落实，积极组织节能技术改造措施和管理措

施的实施，4 分 

 

3.6 开展能效对标活动成效评价，对指标改进措施和

方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论证，4 分 
 

3.7 积极组织开展油气田企业间的内外部对标工作，

扩大能效标杆和最佳节能实践的收集范围，3 分 
 

3.8 每年至少组织 1 次能效对标宣传和能效对标培训，

3 分 
 

4 
能效指标完成与持

续改进情况 
35 

4.1 通过开展能效对标，单位油（气）生产综合能耗

显著下降，5 分 
 

4.2 推动生产工艺优化，主要工艺用能水平有所提升，

5 分 
 

4.3 开展设备运行参数优化和诊断分析，主要用能设

备运行效率及系统效率有所提升，5 分 
 

4.4 节能投资效益显著提高，5 分   

4.5 对能效水平处于后 10%的生产部门或生产环节，

明确提出能效指标改进措施，5 分 
 

4.6 能效对标活动提出的改进措施纳入节能改造实施

计划，5 分 
 

4.7 建立能效水平持续提升的管理措施和保障制度，3

分 
 

4.8 根据生产实际，积极推行能效指标考核，2 分  

5 
能效对标数据填报

情况 
10 

5.1 真实、准确上报能效对标数据，4 分  

5.2 监测各生产单元能效数据，每年发布本企业最佳

能效指标信息，3 分 
 

5.3 建立能效对标最佳节能实践库，实施推广最佳节

能技术，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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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能效对标 

评价得分 

 

6 
能效对标工作检查

与验收 
10 

6.1 完成年度能效指标分析报告，4 分  

6.2 制定下一阶段能效提升方向和途径，3 分  

6.3 对所属二级单位能效对标开展情况进行评价，3

分 
 

7 
对标研究与长效机

制建设 
5 

7.1 参与能效对标方法、技术及标准研究，3 分  

7.2 建立并形成推动能效不断提升的长效机制，2 分  

总分 100 评价得分 
 

A.8 持续改进 

A.8.1 A油田 

按照地质条件接近、地面工艺相似、对比性高、提效措施针对性强等条件，将全部采油单位分成 4

个对标小组纳入下一阶段能效对标，每个对标小组根据各自生产实际编制能效对标方案，结合年度考核

指标确定能效提升目标，开展对标工作。 

A.8.2 B油田 

结合实际情况，以加强节能节水精细化管理为重点，把能效对标工作和“节能示范队（站）”结合

起来，全面开展各个用能系统、环节、单元能耗统计调查，建立能效指标基础数据库。按照坚持以基层

单位为主体、以用能环节为重点，内部对标、外部对标相结合，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积极稳妥推动能

效对标工作。 

A.9 对标工作建议 

A.9.1 做好重要能耗影响因素分析 

加强能耗数据监测、统计与分析，识别出重要能耗影响因素，充分考虑技术改造、先进节能技术、

工艺优化操作，结合管理目标、手段、标准规范等分析重要能耗影响因素对能效目标的影响。 

A.9.2 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效改进措施 

结合指标影响因素分析结论和最佳节能实践先进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效改进措施。 

A.9.3 全面落实能效改进措施 

将改进指标的对标指标目标值和措施分解落实到相关工序、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全面落实能效改

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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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燃煤电厂能效对标案例 

某燃煤电厂在开展能效对标工作中，以企业安全生产为基础、经济效益为中心、优化运行为重点，通

过设备综合升级改造、运行指标优化、燃料结构优化，深入开展能效对标工作，扎实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全面提升能效水平。 

B.1 能效对标组织机构及职责 

为确保能效对标活动顺利开展，保证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该燃煤电厂成立了能效对标活动领导

小组和工作小组，明确了各部门工作职责。能效对标组织机构及职责见表 B.1。 

表B.1 能效对标组织机构及职责 

组织 分类 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 

组  长 全面指导能效对标活动计划制定和实施，批准《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及《能效改进实施方案》，负责解决对标计划落实和执行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对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价； 

编制《能效对标评估报告》。 

副组长 

成  员 

工作 

小组 

设备小组 

组  长 牵头制定《能效对标工作计划》及《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加强设备点检定修管理，确保设备可靠运行； 

开展设备综合升级改造，通过改造提升设备运行效率和经济性，确

保达到预期效果。 
成  员 

运行指标 

优化小组 

组  长 负责与电网调度协调沟通，开展能效指标日常监督和运行优化，确

保各项能效指标达到预期值； 

牵头制定《能效对标分析报告》。 成  员 

燃煤优化 

小组 

组  长 负责从燃煤计划、采购、运输、进厂、化验到结算以及入炉整个过

程的指标监督与优化控制； 

加强入厂煤质量、优化燃煤结构，通过配煤燃烧试验，控制燃料成

本和能效指标综合效益最佳水平。 

成  员 

B.2 能效现状分析 

B.2.1 能效对标边界及目标 

该燃煤电厂有两台 600MW 亚临界常规燃煤发电机组，经过能效分析并结合电厂实际情况，领导小

组决定两台发电机组为能效对标边界。考虑到发电机组运行能耗水平与设计值有一定差距，能效对标活

动以内部对标为主。同时，结合行业机组竞赛情况，选择同类型机组进行外部对标。为了达到较好的对

标成效，该燃煤电厂最终实施内部对标和外部对标同时进行。 

B.2.2 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为保障能效对标活动按期进行，设备小组征求了各参与小组的对标工作建议，并结合发电机组能效

现状及能效对标潜力分析，制定了《能效对标工作计划》。能效对标分为七个阶段，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和时间安排见表 B.2。 



GB/T XXXXX—XXXX 

 13 

表B.2 能效对标工作计划和时间安排 

序号 阶段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1 组织准备 
组建能效对标组织机构 

制定工作计划，部署对标工作 
2014 年 12 月 

2 现状分析阶段 
对比设备设计及实际参数 

2015 年 1 月上旬 
收集历史数据，开展现状分析 

3 建立标杆阶段 
建立机组能效设计值、实际值指标数据库 

2015 年 1 月中旬 
建立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4 指标对比阶段 

开展机组能效设计值、实际值对比分析，编制《能效

对标分析报告》 
2015 年 1 月下旬 

开展主要能耗影响因素分析 

提出整改措施及建议，编制《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5 能效改进实践阶段 

全面落实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2015 年 2 月-9 月 按照全国火电燃煤机组竞赛的结果，派人考察获奖机

组，比对机组差异 

6 对标活动评估阶段 
对能效活动进行阶段性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编制

《能效对标评估报告》 
2015 年 10 月 

7 持续改进阶段 总结经验，制定下一阶段《能效对标工作计划》 2015 年 10 月以后 

B.2.3 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根据燃煤电厂能效现状分析结果及能效实际水平，运行指标优化小组牵头建立了能效指标数据库和

最佳节能实践库，结合机组设计资料，建立了能效对标指标体系，见表 B.3。其中，供电煤耗指标为能

效对标的核心指标，其它指标为辅助性指标。 

表B.3 能效对标体系 

序号 指标分类 指标 

1.  

综合性指标 

供电煤耗/g/kWh 

2.  平均负荷/MW 

3.  厂用电率/% 

4.  

锅炉指标 

锅炉效率/% 

5.  再热器减温水流量/t/h 

6.  过热器减温水流量/t/h 

7.  

汽轮机指标 

主蒸汽压力/MPa 

8.  主蒸汽温度/℃ 

9.  再热蒸汽汽温/℃ 

10.  真空度/% 

11.  给水温度/℃ 

12.  补充水率/% 

13.  

其他指标 

燃油量/t 

14.  机组启动次数/次 

15.  热电比/GJ/万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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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开展对标分析 

2014年，该燃煤电厂供电煤耗为309.92克/千瓦时，较设计值（306.7克/千瓦时）高3.22克/千瓦时。

针对供电煤耗高于设计值，能效对标工作小组对能效指标设计值、实际运行值进行了逐项对比，并进行

原因分析。能效对标指标与内部能效标杆的对比见表B.4。 

表B.4 能效对标指标与内部能效标杆对比 

指标 #1 机组 #2 机组 全厂 设计值 比较 

供电煤耗/g/kWh 306.29  313.95  309.92  306.7 3.22 

平均负荷/MW 446.60  454.10  450.10  450.00  0.10 

厂用电率/% 5.53  5.41  5.47  5.58 -0.11 

锅炉效率/% 93.37  93.36  93.36  93.89 -0.53 

再热器减温水流量/t/h 1.15  0.36  0.78  0.00  0.78 

过热器减温水流量/t/h 49.72  70.48  59.46  40.00  19.46 

主蒸汽压力/MPa 15.14  14.71  14.93  13.64  1.29 

主蒸汽温度/℃ 539.45  540.81  540.10  541.00  -0.90 

再热蒸汽汽温/℃ 542.05  538.87  540.54  541.00  -0.46 

真空度/% 95.05  94.88  94.97  95.09  -0.12 

给水温度/℃ 258.31  258.77  258.53  256.91  1.62 

补充水率/% 1.10  0.74  0.93  0.80  0.13 

燃油量/t 0.00  0.00  0.00  0.00  0.00 

机组启动次数/次 5.00  4.00  9.00  3.00  6.00 

热电比/GJ/万 kWh 0.55  0.17  0.37  0.37  0.00 

对能效对标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后，对标领导小组决定内部对标以能效设计值为对标目标值，全面开

展能效指标分析。与设计值相比，该厂主要差距指标为锅炉效率、真空度、主蒸汽再热汽温和过热器/

再热器减温水量等指标，差距小指标总计影响供电煤耗升高2.28克/千瓦时。针对供电煤耗高于设计值，

各专业梳理出主要偏差指标，并绘制出供电煤耗偏差因果图，反映出影响供电煤耗升高的客观因素。供

电煤耗偏差因果图见图B.1。 

 

图B.1 供电煤耗偏差因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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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制定能效改进实施方案 

根据现状分析及供电煤耗偏差因果关系，设备小组牵头制定了《能效改进实施方案》，细分为设备、

运行指标优化和燃煤运行优化等实施方案。主要能效对标改进实施内容见表 B.5。 

表B.5 主要能效对标改进实施内容 

改进类型 主要能效改进措施 

设备方面 

提高设备可靠性，保证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防止机组降出力、非停的发生 

深化设备点检定修，加强设备维护管理，完善主辅机可靠性管理和点检定修管理系统 

加大设备降缺陷管理力度，严格按照缺陷管理办法执行考核奖惩制度，确保设备缺陷数量平

稳可控 

加强设备治理和升级改造全过程管理，提高设备运转效率 

提高设备状态检修过程管理力度，及时对经济性差的设备进行维护治理 

运行指标 

优化方面 

优化季节性电量结构协调，合理配置电量结构 

细化机组耗差分析，充分利用耗差系统指导小指标压红线和优化运行，逐步做实做细循环水

系统优化、一次风优化、滑压优化等运行优化工作 

根据机组设计值开展耗差对标管理，包括：各级小指标、辅机单耗、辅机效率、系统泄漏等 

严格执行各项节水措施，做到科学、经济用水，杜绝浪费 

燃煤结构 

优化方面 

根据锅炉特性，确定经济适用煤种，对各类经济适用煤种加强燃烧调整和性能试验 

加强进厂煤煤质监督检查力度，做好煤炭采、制、化监督工作 

加强配煤掺烧和储煤场的管理，合理分类堆放，根据煤场存煤记录进行配掺倒烧工作 

B.5 开展对标实践 

2015年2月～9月，该厂根据《能效改进实施方案》扎实推进设备、运行指标及燃煤结构优化。在此

期间，该厂对同区域的先进机组进行了主要指标对标分析，以金牌机组能效指标值为外部对标目标，同

步推进外部对标。能效对标指标与外部能效标杆的对比见表B.6。 

表B.6 能效对标指标与外部能效标杆的对比 

项目 金牌机组 该厂 1 号机组 该厂 2 号机组 全厂 影响煤耗 

供电煤耗 308.40 307.30 311.56 309.31 0.91 

负荷系数 76.7 74.9 76.0 75.4 0.51 

厂用电率 4.16 5.37 5.25 5.31 3.92 

主蒸

汽温

度 

运行值 543.2 540.7 541.4 541.0 — 

设计值 541.0 — 

偏差 2.2 -0.3 0.4 0.0 0.22 

再热

蒸汽

温度 

运行值 543.4 543.2 540.8 542.1 — 

设计值 541.0 — 

偏差 2.4 2.2 -0.2 1.1 0.11 

排烟

温度 

运行值 125.6 133.4 133.4 133.4 — 

设计值 119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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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牌机组 该厂 1 号机组 该厂 2 号机组 全厂 影响煤耗 

偏差 6.3 10.4 10.4 10.4 0.83 

飞灰

含碳

量 

运行值 1.88 1.47 1.48 1.47 — 

设计值 2.0 0.8 — 

偏差 -0.1 0.7 0.7 0.7 1.51 

空预

器漏

风率 

运行值 7.8 4.9 4.9 4.9 — 

设计值 8 6 — 

偏差 -0.2 -1.1 -1.1 -1.1 -0.09 

锅炉

补水

率 

运行值 0.73 0.78 0.99 0.88 — 

设计值 3 1.5 — 

偏差 -2.27 -0.72 -0.51 -0.62 2.47 

真空

严密

性 

运行值 106.2 219 253 236 — 

设计值 399 300 — 

偏差 -292.8 -81 -47 -64 0.23 

真空

度 

运行值 94.16 94.54 94.66 94.60 — 

设计值 94.01 95.59 — 

偏差 0.15 -1.05 -0.93 -0.99 -2.86 

凝汽

器端

差 

运行值 4.97 11.12 8.88 10.07 — 

设计值 7 5 — 

偏差 -2.03 6.12 3.88 5.07 0.71 

通过与外部能效目标值比较分析，对标工作小组认为影响锅炉效率主要原因是飞灰可燃物和排烟温

度；真空度、端差等指标影响机组热耗上升，其中真空严密性成为制约机组经济性的一大难点问题，对

标工作小组认真研究对策，加强维护和技术攻关，进一步降低真空泄漏率，挖掘煤耗潜力。 

B.6 能效对标实际效果 

2015年10月，该燃煤电厂对能效对标进行了阶段总结。其中，2015年1～9月，供电煤耗达到309.31

克/千瓦时，同比降低1.67克/千瓦时，接近了外部对标目标值的能耗水平，缩小了与内部对标目标值的

差距。能效水平同比偏差分析数据见表B.7。 

表B.7 能效水平同比偏差分析数据 

指标名称 本期 去年同期 差距 

供电煤耗/g/kWh 309.31  310.97  -1.67 

平均负荷/MW 452.29  452.99  -0.70  

厂用电率/% 5.31  5.41  -0.10  

锅炉效率/% 93.23  93.28  -0.06  

再热器减温水流量/t/h 4.05  0.80  3.25  

过热器减温水流量/t/h 70.94  59.33  11.62  

主蒸汽汽压力/MPa 15.17  14.95  0.22  

主蒸汽汽温度/℃ 541.02  540.06  0.95  

再热蒸汽汽温/℃ 542.08  540.23  1.85  

真空度/% 94.60  94.77  -0.18  

给水温度/℃ 259.17  258.85  0.32  

补充水率/% 0.88  0.76  0.12  

燃油量/t 0.00  0.00  0.00  

机组启动次数/次 6.00  7.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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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本期 去年同期 差距 

热电比/GJ/万 kWh 0.76  0.00  0.76  

B.7 能效对标评估 

在能效对标活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对标工作小组对本次能效对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阶段性评

估，总结对标工作经验并确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该燃煤电厂能效对标综合评价表（样表）见表B.8。 

表B.8 燃煤电厂能效对标综合评价表（样表） 

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能效对标综合 

评价得分 

1 
能效对标活动 

组织情况 
15 

1.1 建立由电厂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

副组长及成员的对标领导小组，定期指导及部署能效对

标活动，8 分 

 

1.2 根据对标安排，建立对标小组，各小组由主管部门

负责人为组长、相关人员参加，各小组指定专人负责具

体工作，为对标工作提供工作保障，7 分 

 

2 能效现状分析 15 

2.1 分析自身能源利用情况，掌握本企业能效指标水平，

确定能效对标指标体系，10 分 
 

2.2 编制《能效对标工作计划》，确定能效对标重点和

目标，5 分 
 

3 能效对标开展情况 50 

3.1 开展能效对标现状数据分析与调研，10 分  

3.2 全面调研能效先进机组能效水平，建立能效指标数

据库和最佳节能实践库，5 分 
 

3.3 开展对标分析，编制《能效对标分析报告》，开展主

要能耗影响因素分析，明确与能效标杆之间的差距，合

理确定能效指标改进目标值，10 分 

 

3.4 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效改进实施方案及进度计划，5

分 
 

3.5 全面落实能效改进方案，开展节能技术改造，10 分  

3.6 对能效活动进行阶段性总结，形成《能效对标评估

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确定下一步工作安排，10 分 
 

4 
能效指标持续改进情

况 
20 

4.1 通过对标改进，企业能效对标管理制度及组织管理

机构进一步完善，5 分 
 

4.2 完善和更新能效指标体系，5 分  

4.3 根据能效情况，确定新的对标对象，5 分  

4.4 制定下一阶段《能效对标工作计划》，持续推动开展

能效对标活动，5 分 
 

总分 100 评价得分  

 

B.8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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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小组经过对标评估，认为该厂在锅炉效率、真空度、补水率和减温水等方面仍与内、外部对标

目标值有一定差距。设备小组、运行指标优化小组须结合自身的特点，单独制定能效对标方案和工作计

划，对机组负荷变化频繁、机组负荷率持续走低、部分设备运行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问题进行攻关，结合

年度考核指标，持续开展对标工作。 

B.9 对标工作建议 

B.9.1 落实细化能效对标工作主体责任，激励员工节能降耗工作积极性 

燃煤电厂节能降耗工作涉及电厂生产过程全流程，对标工作应落实细化主体责任，一是将能效对标

工作落实到电厂的每个员工，形成全体节能的良好习惯；二是细化能效对标工作小组，现有的三个小组

分类方式仍与能效对标活动的专业化划分有一定差距；三是科学制定和出台节能降耗奖惩办法，充分挖

掘基层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B.9.2 认真总结对标经验教训，完善对标管理制度 

能效对标活动实施以来，供电煤耗稳步下降，但设备方面仍存在锅炉效率、真空度等未达到设计数

值，管理方面仍存在能效指标数据库和最佳节能实践库不健全，制度方面存在对标制度缺失等问题。下

一阶段，应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展针对性的攻关工作，切实推进对标工作，实现机组能效水平达到

或超越对标目标机组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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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大型公共建筑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大型公共建筑能效对标指标体系可按两大层次构建： 

a) 第一层次按能源类型进行分类，反映建筑物的能源综合利用指标，如电耗指标、燃气/

油/煤指标及集中供热（冷）耗量指标等； 

b) 第二层次按能源用途进行分类，对综合性指标进一步细化，反映公共建筑内各主要用

能设备、主要用能系统的能耗指标。用能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开放式指标体系，

增加或删除相应用途的指标。 

示例：某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效对标指标体系示例见图 C.1。  

 

图 C.1  大型公共建筑能效对标指标体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

型

公

共

建

筑

能

效

对

标

指

标

体

系 

单 位 面 积

（人均、单

位产品等）

的电耗指标 

照明系统耗电率 

空调通风系统耗电率 

 

采暖、制冷系统耗电率 

 

变配电系统容载率 

 

单 位 面 积

（人均、单

位产品等）

的燃气油煤

耗指标 

炊事用燃气(油/煤）消耗率 

采暖、制冷用燃气(油/煤）消耗率 

特殊设备（如发电机组）用燃气(油/煤）消耗率 

单 位 面 积

（人均、单

位产品等）

的集中供热

供冷指标 

采暖制冷用集中供热（冷）消耗率 

炊事用集中供热（冷）消耗率 

特殊区域（游泳池、贮藏间）用集中供热（冷）消耗率 

 

特殊区域（如计算机房、电梯）耗电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