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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的种类和范围、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和要求以及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船舶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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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17167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船舶制造企业次级用能单位 sub-organization of energy using for shipbuilding enterprises 

船舶制造企业下属的能源核算单位。 

以下简称次级用能单位。 

4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的种类和范围 

4.1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种类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的种类包括：电、压缩空气、天然气、乙炔、热力、重油、柴油、汽油、煤

等以及其他直接或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和水。 

4.2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范围 

a) 输入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设备的能源和水； 

b) 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设备输出的能源和水； 

c) 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设备使用（消耗）的能源和水； 

d) 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设备自产的能源和水； 

e) 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设备回收利用的余能和水。 

5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 

5.1 应满足船舶制造企业实现各种能源和水分类计量的要求。 

5.2 应满足船舶制造企业实现能源分级、分区、分工序进行计量和统计核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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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应满足船舶制造企业用能考核和评价的要求，同时配备必要的便携式能源检测仪表，以满足自检自

查的要求。 

5.4 应满足船舶制造企业实现能源精细化管理的要求，逐步升级并配备智能化、具有远传及在线校准功

能的能源计量器具。 

6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6.1 分类计量 

船舶制造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能源种类分别进行计量。 

6.2 分级计量 

船舶制造企业对能源计量实行分级管理： 

a） 对进出企业进行结算的能源和水加装计量器具，实行一级计量； 

b） 对次级用能单位进行核算的能源和水加装计量器具，实行二级计量； 

c） 对次级用能单位内部各工序和主要用能设备加装计量器具，实行三级计量。 

6.3 分区计量 

6.3.1 内场车间 

根据内场车间分布，对每个独立车间消耗的能源和水单独计量，包括钢材加工、组立、涂装等车间。 

6.3.2外场交叉作业区域 

根据外场作业区域分布，对每个独立区域消耗的能源和水单独计量，包括堆场、总组、船坞和码头

等。 

6.3.3保障服务区域 

根据保障服务区域分布，对办公建筑、锅炉房、泵房、空压站、食堂、浴室等独立场所以及运输、

绿化等保障性服务所消耗的能源和水单独计量。有条件的船舶制造企业宜对数据中心（或信息机房）等

特殊保障服务场所单独进行能源计量。 

6.4 分工序计量 

船舶制造企业应按照主要生产工序、辅助生产工序进行能源计量。主要生产工序包括钢材理料、钢

材预处理、下料切割、焊接组立、分段涂装、总组、系泊实验、试航等，辅助生产工序包括管加工、配

套装修、压缩空气制备等。 

6.5 主要设备计量 

单台设备能源消耗量大于或等于表1中一种或多种能源消耗限值的为主要设备，应加装能源计量器

具。 

表 1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消耗限值 

设备名称 能源种类 能耗指标 单位 限值 

龙门吊 电 功率 kw 1000 

空压机 电 功率 kw 600 

起重机 电 功率 kw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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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 天然气/煤 功率 m
3
/h 1 

焊装生产线 电/压缩空气 功率 kw 1000 

水泵 电 功率 kw 200 

切割机 电/氧气/天

然气/二氧化

碳  

功率 kw 100 

钢板预处理线 电/压缩空气 功率 kw 600 

油压机 电 功率 kw 500 

辊压机 电 功率 kw 600 

6.6 配备率要求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 2要求。 

表 2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单位：% 

种类 进出船舶制造企业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 工序和主要设备 

电 100 100 100 

压缩空气 100 95 90 

天然气 100 95 90 

乙炔 100 95 90 

热力 100 100 - 

重油 100 - - 

柴油 100 100 - 

汽油 100 100 - 

煤炭 100 100 95 

氧气 100 95 90 

二氧化碳 100 95 90 

水 100 100 95 

可再生能源 100 - - 

6.7 准确度等级要求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符合表 3要求，并应根据节能监测、目标考核、数据统计

等企业能源管理的具体要求，更新或配备更高准确度等级要求的计量器具。 

表 3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性能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 

衡器 
进出船舶制造企业燃料的静态计量 0.1 

进出船舶制造企业燃料的动态计量 0.5 

电能表 进出船舶制造企业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I类用户 0.5S 

II类用户 0.5 

III类用户 1.0 

IV类用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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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类用户 2.0 

进出船舶制造企业的直流电能计量 2.0 

油流量表 

（装置） 
进出船舶制造企业的液体能源计量 

柴油 0.3  

重油、渣油1.0 

气体 

流量表 

（装置） 

进出船舶制造企业的气体能源计量 

乙炔 1.5 

天然气2.0 

蒸汽2.5 

水流量表 

（装置） 
进出船舶制造企业的水量计量 

管径不大于250mm 2.5 

管径大于250mm 1.5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气态、液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6.8 智能化要求 

船舶制造企业的电力计量器具应具有远传功能，其他能源和水计量器具可根据企业实际需要逐步升

级为具有远传功能的智能化仪表。 

7计量方法 

船舶制造企业各类能源和水应通过加装计量器具实现分级单独计量，确无条件实现单独计量的，应

通过分摊实现计量核算。具体计量方法如下：  

a) 电力：采用进厂总线和分区域进口干线分别进行仪表计量，在生产工序和主要设备用电端口处

安装计量仪表，采用人-机-卡一体化方式分工序、分设备单独进行计量；交叉作业区域内确无

条件分工序单独计量的，可采用分摊法，按照物量、作业工时、作业面积等建立各工序能源分

摊比例，进行动态计量与考核。计量数据包括电力消耗量、电流、电压和功率因数。 

b) 气体：以管道运输购入的气体在总管道入口进行仪表计量，以液态购入再气化后利用的气体采

用进口称重计量；在各区域入口和车间进口处安装计量仪表；在生产工序和主要设备的用气端

口处安装计量仪表，采用人-机-卡一体化方式分工序、分设备单独进行计量。可采用涡轮式流

量计进行计量，以保证计量数据准确度，利用量较少的则直接采用灌装领用的方式进行计量。

交叉作业区域内确无条件分工序单独计量的，可采用分摊法，按照物量、作业工时、作业面积

等建立各工序能源分摊比例，进行动态计量与考核。 

c) 燃料油：采用进场过磅称重计量，以车间为单位统一罐装领用计量，或采用油卡、利用人-车-

卡一体化方式进行计量与考核。 

d) 水：生产区域、办公区域、生活区域分别进行仪表计量。采用电磁流量计，对总管、分支总管、

管道不易开挖和不允许停水的用水计量采用超声波流量计进行计量；空压站冷却水管道冷却端

和凝结端应同时进行仪表计量；有条件的船舶制造企业应对系泊实验与试航用水在取水端进行

仪表计量。 

e) 热力：生产区域、办公区域、生活区域分别进行仪表计量。 

f) 煤：采用过磅称重计量。 

8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管理 

8.1 计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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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船舶制造企业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保持和持续改进其有效性。 

8.1.2 船舶制造企业应建立、保持和使用文件化的程序来规范计量人员行为、计量器具管理以及计量数

据的采集、处理和汇总。管理制度文件应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获取、理解和执行。 

8.1.3 计量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计量管理的目标； 

b) 计量管理部门及岗位的设置及职责； 

c) 计量器具建档管理制度； 

d) 计量器具新增、更换及报废制度； 

e) 计量器具使用、维护及保养制度； 

g) 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和溯源管理制度； 

h) 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制度； 

i) 计量数据管理制度（包括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汇总应用等）； 

j) 计量工作自查和改进制度。 

8.2 计量人员 

8.2.1 船舶制造企业应指定部门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和计量数据的采集。 

8.2.2计量人员应掌握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定期接受培训考核，

并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8.2.3船舶制造企业应建立计量人员的技术档案，保存其能力、教育、专业资格、培训、技能和经验等

记录。 

8.3 计量器具 

8.3.1 船舶制造企业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a) 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b) 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c) 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测试、校准）证书； 

d) 计量器具维修记录； 

e) 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8.3.2 船舶制造企业应建立完整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表中应列出计量器具的名称、型号规格、准确

度等级、测量对象和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状态（指合格、准用、停

用等）。各功能分区和主要用能设备应建立相应的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 

8.3.3 船舶制造企业应在在用的能源计量器具明显位置粘贴与一览表编号对应的标签，以备查验和管

理。 

8.3.4 能源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溯源应遵守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 GB 17167等相关

标准要求。 

8.4 计量数据 

8.4.1 计量数据采集内容、范围和要求应充分考虑智能化和精细化能源管理的需求确定，并与船舶制造

企业用能考核指标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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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计量数据应来源于船舶制造企业内部能源计量点安装的经检定合格或经校准（检测）符合要求的、

并在有效期内的计量器具提供的数据。 

8.4.3计量数据的采集应由指定部门统一管理，采集方式可为人工采集或自动采集，具体要求如下： 

a) 按生产周期或一定的采集周期及时采集；  

b) 采集路线和时间相对稳定； 

c) 避免遗漏或重复； 

d) 充分利用现代化设备和技术，满足数据信息网络化需求。 

8.4.4计量数据的记录和处理具体要求如下： 

a) 应结合智能化管理趋势，设计采用规范的表格样式进行数据记录，以便于数据的汇总与分析；  

b) 记录内容包括原始数据量值和单位、采集的时间、地点、方式和人员； 

c) 经能源计量器具检测得到的计量数据一般不作处理，以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靠

性和可追溯性，如对原始计量数据进行转换后记录则需说明数据之间转换的方法或关系； 

d) 对于因能源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以纠正、评定

后统计核算的值为准； 

e) 应用能源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结果或其他方法进行数据修正时，应保存修正的数据记录，并

说明数据修正依据、理由、幅度和人员等。 

8.4.5计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具体要求如下： 

a）应根据需要，按船舶制造企业生产周期或月、季、年及时统计各种主要能源和水的消耗量； 

b）有关综合能耗的统计计算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c）应加强有关能源计量效益的统计分析。 

8.4.6计量数据的传递、报送和保存具体要求如下： 

a) 应保证数据的统一性，船舶制造企业内部之间需要相互传递或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的能源数据

均应来源于归口管理部门； 

b) 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的能源统计数据应严格按照其统计管理要求和指定的报表填报； 

c) 能源计量数据的所有原始记录和报表应归档保存，并明确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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