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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是GB/T 23331-2012和GB/T 29456-2012在纺织行业的实施指南。 

本标准是能源管理体系系列国家标准之一。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能源管理分技术委员会（SAC/TC 

20SC3）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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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纺织行业企业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并规范其能源管理行为，

对企业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提供系统性指导建议，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

源绩效。 

本标准是对 GB/T23331-2012 在纺织行业应用的展开和具体化，指导企业准确理解

GB/T23331-2012，并对其有效实施给出指南。 

纺织企业具有能源消耗总量大、使用能源种类较多，耗能工序多以及具有可回收余热等

用能特点。能源管理涉及到设备和工艺的选择、能源采购、能源存储、能源加工转换、能源

输送分配、能源消耗计量与消耗以及余热回收等环节，具有全员、全流程和全系统的管理特

点。 

纺织能源管理体系是企业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是对现有能源管理方式和方法系统的整

合，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是在原有管理体系基础上的。企业按本标准建立、实施能源管

理体系应当充分考虑、融合企业现有的管理体系（如：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以及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等），从而保证企业管理体系的集成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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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行业中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按照GB/T23331-2012建立、实施、

保持和改进其能源管理体系的系统性指导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企业（含纺纱、浆纱、织布等工序）、印染企业（含前处理、染色、

印花和整理等工序）以及服装制造企业（含水洗、制衣和后整理等工序）以及含相关工序的

综合性纺织企业。其他纺织生产企业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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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应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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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13234-2009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T 17166 企业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011 质量和（或）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9452 纺织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9456 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FZ/T 01002  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 

FZ/T 07001  棉纺织行业综合能耗计算导则 

FZ/T 01001  棉纺织产品折标准品用电计算导则 

HJ/T 185  清洁生产标准  纺织业（棉印染） 

 

3 术语与定义 

GB/T 23331-2012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纺织行业 textile industry 

将初级的棉、毛、麻、丝、化纤和人造纤维等原材料经过一定的加工手段形成服装、家

纺和产业用布的行业。 

 

3.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unit accepted product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file:///D:/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WeChat%20Files/pankemonkey/FavTemp/88d499f7/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AppData/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3/企业能源审计计算通则%20GB-T%2017166-19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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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期内，用能单位生产产品的综合能耗与同期该合格产品产量的比值。产品产量可以

“百米”为单位，也可以“吨”为单位。 

3.3  

单位产品辅助生产设备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for unit accepted product of 

xxxxxx 

统计期内，用能单位生产产品相关辅助生产设备（含空压机、空调机、风机和水泵等等）

能耗与同期该合格产品产量的比值。产品产量可以“百米”为单位，也可以“吨”为单位。

能耗可以是电力和热能。 

3.4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unit ouput value 

统计期内，用能单位的综合能耗与工业产值的比值。 

3.5 

生产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unit accepted 

product in production process 

统计期内，某生产工序每生产一单位合格产品或每加工一单位原材料，扣除工序回收的

能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产品产量可以“百米”为单位，也可以“吨”为单位。 

3.6  

设备热效率 thermal efficiency of equipment 

用热设备为达到特定的目的，供给能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在数量上的表示，指有效能量占

供给能量的百分数。如染色机热效率、定形机热效率和蒸化机热效率等等。 

3.7 

余热回收率 residual heat recovery rate 

在用能过程中，已回收利用的余热量占可回收利用余热的百分比。 

4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4.1 总要求 

企业应按照GB/T23331-2012的要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并结合企业自身状

况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a)企业最高管理者重视能源管理体系，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熟悉企业生产和用能

特点。 

b)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覆盖的边界为企业法定边界，覆盖的范围见表1。 

表1.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覆盖的范围 

企业类型与系统 工艺、设备和设施 能源种类 

纺织 主要生产系统 纺纱、整经、络筒、浆纱（含浆染纱）、

织造 

电、蒸汽、煤、太阳能、回收余热

等 

辅助生产系统 空压机站、中央空调、变电站、水泵房、

风机站、环保设备、仓库等 

电、太阳能、汽油、柴油、回收余

热等 

附属生产系统 实验室、办公室、食堂、宿舍等 电、柴油、液化气、天然气、太阳

能、回收余热等 

印染 主要生产系统 前处理、染色、印花、蒸化、后整理等 电、蒸汽、煤、天然气、太阳能、

油料、回收余热等 

辅助生产系统 空压机站、中央空调、变电站、水泵房、 电、太阳能、汽油、柴油等 



 

 6 

企业类型与系统 工艺、设备和设施 能源种类 

风机站、环保设备、仓库等 

附属生产系统 实验室、办公室、食堂、宿舍等 电、柴油、液化气、天然气、太阳

能、余热回收等 

服装

制造 

主要生产系统 裁剪、缝制、水洗、烘干（含焙烘）整理

（含修饰）、熨烫、包装等 

电、蒸汽、油料、天然气、液化气、

回收余热等 

辅助生产系统 空压机站、中央空调、变电站、环保设备、

仓库等 

电、太阳能、柴油等 

附属生产系统 实验室、办公室、食堂、宿舍等 电、油料、液化气、天然气、太阳

能、回收余热等 

注：若纺织企业利用用能设备或能源转换设备向外提供能源服务，例如，提供蒸汽、电、热水以及余

热，用能设备和能源转换设备必须在能源管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内。若企业的某一部分被排除在能源管理

体系之外，应当对此做出解释。 

c)开展能源评审，借助能源统计、能源审计和检测等工具，了解纺织企业能效朔评，策

划、实施可行的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持续改进能源绩效； 

d)确定可行的方法及适宜的管理方式，满足GB/T23331-2012标准的各项要求，持续改进

能源管理体系。 

4.2 管理职责 

4.2.1 最高管理者 

最高管理者是企业的决策者或决策层。最高管理者通过其领导行为推动能源管理体系的

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并通过以下措施实现其承诺，包括： 

a）确立能源方针，并实现和保持能源方针； 

b) 任命管理者代表和批准组建能源管理团队； 

c) 提供能源管理体系建立、实施、保证和改进所需的资源（包括人力、设备、资金和

信息等等），以达到能源绩效目标； 

d) 确保建立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 

e）实施管理评审。 

4.2.2 管理者代表 

管理者代表由最高管理者授权，负责企业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管

理者代表应是企业分管能源或生产的副总、总工程师或副总工程师、工程技术部门的主管或

动力部门的主管。 

管理者代表必须具备能源和能源管理知识，熟悉行业用能和生产特点，具有沟通和协调

能力，满足当地政府能源管理部门的要求，参加必需能源管理能力培训并通过考核。 

管理者代表的职责和权限可包括： 

a) 组建和管理企业能源管理技术团队。企业能源管理技术团队包括管理者代表、能源

管理部门、各生产和职能部门的管理者、能源技术和管理人员； 

b) 监督能源统计部门和人员的工作，定期统计和分析企业能源消耗数据，确定能效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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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明确各生产和职能部门在能源管理体系中的职责和权限，检查落实能源管理改进措

施的实施情况；  

d) 明确企业内部各重点用能设备和系统，并制定有效控制运行的准则和实施方案； 

e) 及时使最高管理者了解能源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并代表企业向政府或社会报告企

业能源绩效情况； 

f) 负责与能源管理体系有关的外部联系，如能源审计、能源检测、第三方认证审核等。 

4.3 能源方针 

企业应按照GB/T23331-2012要求制定能源方针。能源方针应满足以下要求： 

a)与企业能源使用和消耗特点、规模相适应； 

b)与企业总体方针和其他管理体系方针相协调； 

c)应有改进能源绩效的承诺； 

d)形成文件，可在企业内部不同层次沟通和传达； 

e)企业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情况的改变而修改能源方针。 

4.4 策划 

4.4.1总则 

企业参照GB/T29456-2012标准中的策划流程概念图进行策划，可参照附录A给出的内容

进行，但不限于附录A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企业开展策划时应做到： 

a) 配置必要的能源消耗计量器具。 

b) 已进行能源消耗数据统计和分析。 

c）分企业、车间或工序以及设备三个层次进行策划。 

策划过程可采用以下工具和方法，但不限于以下方法： 

a)能源审计：对能源消耗以及能源绩效做全面综合性的分析。 

b)能源流向分析：分析能源的流向以及在各环节的消耗或损耗。 

c)能效对标：以先进的能源绩效参数作为标杆，并与其进行对比，从而发现节能空间。 

d)主要耗能工序相关参数分析：根据耗能的特点，确定和分析影响能源消耗的相关参数； 

e)主要用能设备或能源转换设备能效检测：确定和分析主要用能设备或能源转换设备的

能源利用效率和设备运行状况。 

f)能源消耗计量体系分析：检查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的管理状况，分析能源消耗统计数据。 

纺织行业能源管理体系策划过程如图1所示。 

策划结果应包括以下内容： 

a)能源基准； 

b)能源绩效参数； 

c)能源目标和指标； 

d)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策划结果应形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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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纺织行业能源管理体系策划过程 

4.4.2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4.4.2.1  总则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要求。企业能源管理技术团队负责

定期收集或获取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并负责识别和评价。管理者代表负责督促相关法

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贯彻实施，并开展定期评审。 

4.4.2.2 法律法规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涉及的法律法规包括： 

a)能源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 

b)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条例、办法、规定、细则等行政法规，如：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条例、

办法、规定、细则等，如《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等； 

c)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法规，如《山东省节约能源条

例》、《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等； 

d)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如《“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

方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印染行业规范条件》等。 

4.4.2.3 标准 

企业必须贯彻执行的的节能标准，可包括： 

a)能源管理基础标准：如GB/T 29452、GB/T 15316、GB/T 15587、GB/T 17166、GB/T2589

等等。 

b)用能设备能效检测和评定标准：如GB/T 2588、GB/T 15317、GB 20052等等。 

c)行业产品能效限额标准和能耗计算标准：如FZ/T01002、FZ/T07001、FZ/T01001等等。 

输出 

输入 
收集和分析能源数据 

识别主要能源使用 

识别相关变量 

识别改进机会 

确定策划要求及职责权 

识别 

评价 

应用 

4.4.2 法律、法规

及其他要求 

4.4.6 能源目标、能源指标

与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4.4.4  

能源基准 

4.4.5 能源

绩效参数 

4.4.3 能源评审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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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行业能源管理体系中应体现出强制性标准（如：GB 17167）的要求，并得到落实，

尽可能体现和落实推荐性标准的关键内容。 

4.4.2.4 其他要求 

企业能源管理相关的其他要求，可包括： 

a)政府部门的工作要求，如《纺织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b)纺织行业或细分行业协会的要求； 

c)企业上级集团、公司或企业所在园区的要求； 

d)节能自愿性协议； 

e)与非政府组织、顾客等的协议； 

f)与能源供方的协议； 

g)企业对公众的承诺、能源相关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等。 

4.4.3能源评审 

4.4.3.1 总则 

企业在建立和保持能源管理体系过程中都应开展能源评审。能源评审的目的是全面掌

握、了解和评价企业能源使用的现状，最终形成能源评审的文件，作为能源管理体系策划、

实施、持续改进的原始依据。企业可根据自身的情况以及运用各种先进技术，开发、选择和

确定使用的能源评审方法。 

纺织行业能源评审流程如图2.所示。 

企业进行能源评审的原则： 

a) 能源评审范围在能源管理策划边界范围内。 

b) 能源评审的数据来源有可靠、有效的计量、统计和分析工具； 

c) 定期开展能源评审，宜一年一次； 

d）当企业边界、产品、生产工艺、能源结构、用能设施、外部能源标准等发生变化时

应重新开展能源评审。 

4.4.3.2 能源评审的内容 

能源评审内容有： 

a)购入能源的种类、来源、价格和质量； 

b)能源使用和消耗总量； 

c)各生产车间、工序能源消耗情况； 

d)各类产品能源消耗情况： 

e)能源成本和经济数据分析； 

f)能源消耗计量状况分析； 

g)主要耗能设备运行状况； 

h)能源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i)节能目标与节能计划实施情况； 

j)能效改进方案的实施及成效分析； 

k）新建、改建及扩建项目的能源利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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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纺织行业能源评审流程示意图 

各类型企业能源评审的主要内容可见表2.。 

表2.各类型企业能源评审主要内容 

项目 纺织企业 印染企业 服装制造企业 

能源种类与消耗分析 
各种能源消耗总量、所占比例和有效利用率分析，能源消耗总量、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种类和能源质量 

产品能源消耗量 
各产品电耗和综合能耗状况以及水平评价 

各产品辅助设备能源消耗情况分析 

能源成本及经济 

分析 

能源成本组成和占生产成本比例，单位产品能源成本，万元产值能耗，万元工业

增加值能耗 

能源消耗计量状况 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的配置、管理状况以及能源消耗记录及统计情况 

主要对象 

主要用能系统和设备 

影响能源绩效的其他辅助设备 

组织架构、职责划分以及能源管理制度 

影响能源绩效的相关变量 

影响能源绩效的相关人员 

主要内容 

使用能源的种类、来源、价格和质量 

重点耗能工艺和用能设备的状况 

影响能源消耗分析 

能源消耗经济数据分析 

能源消耗计量的状况 

能源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评审方法及工具 

现场考察 

专家诊断 

能源系统分析 

能源流向图 

能源网络图 

能源平衡表 

能源消耗与产量相关性分析 

能效标杆对照 

重点耗能设备效率检测 

„„等等 

能源评审输出 

主要能源使用 

相关变量及主要影响因素 

能源绩效改进机会 

能源评审输入 

法律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 

能源使用种类及消耗情况 

主要用能设备及工艺 

能源管理现状 

生产及用能发展规划 

先进适宜的节能技术 

其他支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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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纺织企业 印染企业 服装制造企业 

能源管理制度情况 
能源采购等管理制度、能源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和能源绩效考核制度等等制度的建

立和执行情况 

能源目标 能源目标的完成情况 

影响能源绩效因素分

析 

能源种类和质量的影响，生产工艺和设备变化的影响，产品产量、档次和种类变

化的影响，客户要求变化的影响 

生产工序能源消耗分

析 

纺纱工序，织布工序，

浆纱工序 

前处理工序，染色工序，定

形工序，印花工序 

水洗工序，车缝工序或织

造工序，修饰工序，烫熨

工序 

主要生产设备运行状

况分析 

纺纱机，浆纱机，浆

染机、织布机，整经

机等等 

染色机，定形机，印花机、

蒸化机，烘干机等等 

烘干机、焙烘箱、衣车、

织衣机、绣花机等等 

辅助生产设备运行状

况分析 

变压器及电路，空压

机，水冷系统，空调

系统，抽风系统和污

染治理设施等等 

锅炉，变压器及电路，蒸汽

供给系统，热介质供给系统，

空压机，水净化系统和污染

治理设施等等 

变压器及电路，蒸汽供给

系统，空压机，空调系统

和污染治理设施等等 

余热利用回收 
空压机余热，浆纱机

蒸汽余热 

锅炉烟气余热，定形机尾气

余热，高温废水余热，空压

机余热 

空压机余热，烫熨乏汽利

用 

非生产公共耗能 照明，升降机，车辆运输，办公生活用能等等 

4.4.3.3 能源评审的方法 

常用的能源评审方法包括： 

a)生产现场实地考察； 

b)能源诊断与规划； 

c)能源消耗数据的分析； 

d)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效检测和评价； 

e)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分析； 

f)能源系统分析等等。 

常用能源评审工具: 

a)能源流向图； 

b)能源网络图； 

c)能源平衡表； 

d)能源消耗与产量相关性分析（E-P图）； 

f)能效标杆对照等等。 

4.4.3.4 能源评审的步骤 

企业开展能源评审时应成立工作小组以及建立技术团队，管理者代表应是工作小组的负

责人。能源评审的步骤见图3.。 



 

 12 

 
图3.能源评审步骤示意图 

企业能源评审可参考附录B。 

4.4.4能源基准 

4.4.4.1 总则 

能源基准是用于比较能源绩效改进的起算基点，可以反映企业在确定能源基准时的综合

能源绩效情况。确定能源基准应根据能源使用和消耗的特点，结合当地能源管理部门的要求。 

能源基准可以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量，也可以是产值或工业增加值的能耗。能源基准可

以是平均值或权重平均值。能源基准在识别和确定后应形成文件。 

4.4.4.2 确定能源基准 

能源基准是建立在能源消耗和能源效率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是能源绩效参

数在基准期的参考值。确定能源基数应考虑以下情况： 

a)产品：包括产品品种、产品质量要求及生产批量等； 

b)工艺：包括工艺流程、工艺条件以及使用的染化助剂等； 

c)设备：包括设备种类、型号、控制水平、使用能源种类、运行状况以及维护等； 

d)能源：包括能源种类、能源质量、能源供给和利用方式、余热回收利用程度等； 

e)管理：包括生产计划、员工的考核和管理、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等。 

确定能源基准应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所采用的能源数据应具有代表性、能真实反映用能

特点和水平。 

用于确定能源基准的数据应规定统一的收集方法、收集时间和计算方法，并形成文件。 

4.4.4.3 能源基准的应用与调整 

企业应在规定的周期内，定期开展与能源基准对照，分析能源绩效的变化，并做好相应

的记录。在达到规定的周期，企业应根据社会的需要以及企业降低能源成本的要求，及时调

整能源基准。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对能源基准进行调整： 

a) 生产工艺发生变化； 

能源评审组织 

收集和分析能源数据 

识别主要能源使用 

识别相关变量 

识别改进机会 

输出 

能源绩效参数、能源消耗基准、能源目标和指标、能源管理实施方案、节

能技术改造方案和能源评审报告等 

输入 

工艺流程、能源

流向、计量器具

台账、主要设备

台账、能源消耗

数据、生产数

据、能源管理现

状等等 

工具 

能效对标、能源

系统分析、用能

设备能效检测、

现场诊断、产量

与能耗相关性

分析、能源平衡

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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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c) 能源结构及用能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d) 用能设备更换，能耗过程的相关变量发生变化。 

4.4.5能源绩效参数 

企业应该识别和明确影响运行控制的能源绩效参数，能源绩效参数可以是直接测量的参

数（如定形机尾气排放温度和湿度），也可以是模型计算获得的参数（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染色机热效率）。能源绩效参数与用能设备或用能系统的能源绩效水平密切相关，企业通过

对能源绩效参数的监视和测量，实施掌握用能设备或用能系统的能源绩效水平，采取控制措

施，确保能源目标和指标的实现。 

能源绩效参数分管理层面能源绩效参数和运行层面能源绩效参数。管理层面的能源绩效

参数通常与主要能源使用的控制有关；运行层面的能源绩效参数与设备、设施运行控制等有

关。表3.列出部分能源绩效参数。 

表3.部分能源绩效参数 

企业类型/

系统 
监控对象 运行层面 管理层面 

纺织企业 

粗纱机、细纱机、 转速 

纺纱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络筒机 转速 

气流纺机 转速 

浆纱机 温度、热效率 浆纱工序单位产品耗汽量 

织布机 转速 织布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印染企业 

天然气/液化气 气体流量 烧毛/定形单位产品耗气量 

退煮漂线、轧染机 蒸箱温度、洗水槽温度、

成品含水率 

 

丝光机 洗水槽温度、成品含水率  

染色机 染色机温度、热效率 染色工序单位产品蒸汽耗量 

定形机 尾气温度和湿度、热效率、

入布含水率 

定形工序单位产品耗热量 

蒸化机 温度、热效率  

烘干机 尾气温度和湿度、热效率、

入布含水率 

 

服装制造

企业 

水洗机 浴比、水温 水洗工序单位产品热耗 

焙烘炉 温度、焙烘时间、热效率  

能源系统 
蒸汽 蒸汽的温度、压力 单位产品蒸汽耗量 

电力 电压、电质量 供电线路损耗 

辅助生产

设备 

蒸汽锅炉 排烟温度、过量空气系数 吨煤产汽量/产热量 

压缩机 压力、流量 气电比 

风机 风速、流量、功率因素 风机效率 

水冷系统 水温、功率因素 水冷效率 

空调系统 温度  

除尘系统 压力、流量  

主要能源指标、主要设备以及能源绩效参数可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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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能源管理部门的要求，识别各种能源绩效参数。若

所识别的能源绩效参数的计算方法或统计方法已有相应的标准，则应按照相应标准的方法计

算或统计；若所识别的能源绩效参数的计算方法或统计方法尚未有相应的标准，企业应给出

确定的计算或统计方法。计算能源绩效参数的方法应形成文件。 

企业尽可能利用或使用在线监控仪表记录的数据计算能源绩效参数。 

企业应规定能源绩效参数的确定方法、检测的方法和周期、异常情况的判定和处理、能

源绩效参数的分析和改进、能源绩效参数的评审更新等，形成文件，并定期评审。当发现能

源绩效参数不能有效反映相关的能源绩效时，应予以更新或完善。 

4.4.6 能源目标、能源指标与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4.4.6.1 总则 

在能源评审过程中，企业确立了能源绩效参数的基准值。经识别和分析，确定与能源方

针一致的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为了实现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企业需提出并实施能源管理

实施方案。图4.是能源目标、能源指标、能源绩效参数之间的关系。 

 
图4.能源目标、能源指标、能源绩效参数关系图 

4.4.6.2 能源目标和指标 

企业应根据当地能源管理部门的要求以及企业的实际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能源目标。能

源目标是企业对能源绩效的承诺。 

企业在确定能源目标后可确定能源指标。能源指标是为实现能源目标而分解到企业内部

各车间或部门具体的可量化的能源绩效的要求。表4是主要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 

表4.主要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 

分类 纺织企业 印染企业 服装制造企业 

能源目标 
万元产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综合能耗总量，单位产品电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节能量，余热回收率，再生能源比例等 

能源指标 

纺纱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纺纱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浆纱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织布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织布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烧毛工序单位产品热耗 

前处理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染色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染色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定形工序单位产品热耗 

水洗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制衣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企业的能源目标和指标应符合以下条件： 

a)可量化和可测量的； 

b)符合或满足相关的法律法规、地方或行业节能规划以及其他要求； 

能源指标 

能源基准 

（基准期内能源绩效参数） 

 

能源绩效参数 

能源目标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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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基于正在使用或有效的标准、规范、合同与协议规定的各种能源绩效； 

    d)与企业的技术、财务、运行和经营条件相适应； 

e)具有时效性。 

为保证企业能源目标的实现，企业应将能源目标分解到企业的各个车间或部门。能源目

标应纳入企业的整体管理目标中，与其他管理体系相融合。  

4.4.6.3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是为实现能源目标和指标而制定的切实可行的行动和对策。企业可以

从以下方面提出和实施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能源结构的变化，如蒸汽代替导热油作为热介质、太阳能的利用等； 

--工艺流程和设备的改进，包括化学品和染化助剂的改进、低能耗设备的应用等；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蒸汽的多级利用等； 

--余热回收利用，如压缩机余热回收利用、高温废水余热回收利用等； 

--提高能源管理方法和成效，如制定和执行能源定额消耗制度等； 

--改进其他影响能源消耗因素。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应包括： 

a）实施内容：所采用和引进的技术和设备，计划可解决的问题，需要进行的工程等等； 

b）实施措施：在工艺和设备的引进、计划开展的工程等等方面计划采取哪些措施； 

c）责任人：项目总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各个阶段工作的负责人等等； 

d）实施效果预测：预测可取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e）实施时间：实施方案计划需要的时间以及各个阶段工作所需时间； 

f）项目验收与验证：项目完成后的验收方法、验收流程以及验收单位等等。 

对于投入资金较大的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应进行方案的技术性、经济性、环境影响以及可

操作性的分析。能源管理方案实施后应对实施成效和过程进行验证和评估。 

4.5 实施与运行 

4.5.1 总则 

企业在实施和运行能源管理体系过程中，应使用策划阶段产生的能源管理方案及其相关

结果。 

4.5.2 能力、培训与意识 

4.5.2.1 能力、培训与意识的策划 

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各种培训，以确保企业员工具有基于相应教育、培训、技能

或经验的能力。企业在开展培训工作时应做到如下事项： 

a)根据员工的工作岗位进行分类，分别确定培训内容以及相关要求。 

b)应根据企业能源管理的要求，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 

c)应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以便不断地提高培训成效。 

d)有关培训工作，如培训计划、培训方案、培训实施情况以及培训成效评价等，应保存

相关记录，并形成文件。 

企业能源管理培训可分成全员培训和专门技术岗位培训。 

a)全员培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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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职的员工必须经过能源管理知识培训。 

--在职员工调换不同工作岗位时应根据新岗位的要求进行能源管理培训。 

--根据各时期能源管理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对全体员工进行能源管理培训。 

b)专门技术岗位培训包括： 

--能源消耗统计和分析岗位员工的技术培训。 

--能源采购和能源检验岗位员工的技术培训。 

--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管理和维护岗位员工的技术培训。 

--锅炉、变电站以及重点用能设备岗位员工的技术培训。 

--重点用能设备维护和维修岗位员工的技术培训。 

4.5.2.2 能力和意识培训的内容 

企业开展能源管理能力和意识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 

a)全员的培训内容： 

--节能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标准； 

--能源方针、能源管理知识和体系； 

--岗位的能源管理作用、职责、权限以及要求； 

--岗位的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 

--岗位的能源绩效参数、能源基准以及相关变量； 

--岗位的节能知识、技术和途径； 

--岗位的能源绩效改进机会； 

--与岗位相关的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b)从事能源管理相关工作的人员培训内容： 

--能源管理和能源管理体系的基本知识和要求； 

--能源质量标准和检测方法； 

--能源计量器具配置和管理的要求； 

--能源消耗计量、统计和分析的知识和要求； 

--节能规划和计划的编制； 

--节能量的测量和验证方法； 

--节能项目评估和审查的标准、流程和方法； 

--企业能源审计的原理和方法； 

--能源成本核算。 

c)从事主要用能设备操作、维护和维修人员的培训内容： 

--主要用能设备所耗能源的特点； 

--主要用能设备的运行特点以及相关变量； 

--主要用能设备相关变量的控制； 

--主要用能设备的经济运行条件；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绩效的检测和评价方法。 

4.5.2.3 能源管理能力、意识培训的途径 

企业开展能源管理能力、意识培训可采用的方法有： 

a)召开技术讲座或研讨会； 

b)现场讲解和分析； 

c)墙报、厂内通讯等； 

d)利用互联网； 

f)其他可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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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开展能源管理能力、意识培训时可以聘请外单位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也可以派

员工外出学习培训。 

4.5.3 信息交流 

企业应当根据其自身和相关方的需求建立、实施并保持就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的相

关信息的内外部交流，并明确交流方式、内容、对象和时机。 

4.5.3.1 内部信息交流 

企业应在组织内部建立良好的内部沟通和信息交流。内部沟通和交流包括以下方面： 

a)内部沟通和信息交流的内容有： 

--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能源评审结果； 

--能源目标和指标实绩； 

--能源绩效参数； 

--节能技术或管理经验； 

--能源绩效参数定期监视、测量和分析结果；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的实施情况及效果； 

--不符合及纠正预防措施； 

--企业员工或代表企业工作的人员为能源管理体系改进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结果等。 

b)内部沟通的形式可以是会议、公告栏、论坛、简报、意见箱、企业内部群以及互联网

等方式。企业应当积极构建信息监控系统，实现能源数据的在线采集和实时监控。 

c)内部沟通的层次有： 

--全企业范围,如在全企业内进行； 

--各分厂车间或部门内部，如在纺纱车间、染色车间或动力部等车间或部门进行； 

--某个系统，如在蒸汽供给与消耗系统、供电耗电系统进行。 

4.5.3.2 外部信息交流 

企业应积极就能源管理体系和能源绩效进行外部交流，编制外部交流计划，并形成文件。 

a)外部信息交流的内容包括： 

--向社会或外部相关方公布能源绩效、节能措施以及成效； 

--向各级节能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其他企业等寻求节能信息等； 

--向相关的技术或设备提供商寻求技术合作和技术支援； 

--接受并及时处理节能监察部门的节能执法监察、监测等的反馈信息； 

--属于重点耗能的企业应定期向有关政府部门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等； 

--属于上市的企业应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公开能源绩效以及节能工作情况 

b)外部信息交流的方式有会议公布、对外开放日、论坛、对话、网站、电子邮件、新闻

发布会、广告、通讯简报、年度报告等方式。 

c)企业应当注重收集节能技术、最佳节能实践与经验等外部信息，用于改进企业能源管

理绩效。 

d)企业可以适宜的方式公布能源利用水平和能源绩效状况，接受社会的监督。 

4.5.4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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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1 文件要求 

为确保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实施和持续改进，企业应当建立和保持能源管理体系文件。 

a)能源管理体系文件的组成包括： 

--能源管理手册：能源方针、能源基准、能源目标和指标、职责权限、组织结构等；  

--程序文件及记录：相关制度、与改进能源绩效相关的事项记录等；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节能改进方案、可行性研究和论证等； 

--必需的相关的作业文件：主要用能设备和能源转换设备的操作说明书等； 

--外来文件：法律法规、标准、政府相关文件、能源质量报告、设备用能水平检测报告、

能源消耗计量器具检验报告、设备说明书以及相关方文件等。 

b)能源管理体系文件之间应相互联系、相互印证。具体情况为： 

--管理手册应体现能源方针；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程序文件作为管理手册的支持性文件，描述各车间和各部门开展

能源管理的具体工作要求以及要达到的规定； 

--作业文件是对各项能源管理相关活动的具体技术要求。 

--作业文件应当足以描述能源管理体系及其各部分协同运作的情况，并指示获取能源管

理体系某一部分运行的更详细信息的途径。 

企业可将能源管理体系文件纳入所实施的其他体系的文件中。 

4.5.4.2 文件控制 

企业可依据GB/T 29456-2012中的4.5.4.2建立相应的程序，对文件的编制、标识、审查、

批准、发放、使用、更改、作废和评审等过程做出明确规定并执行。 

4.5.5 运行控制 

4.5.5.1 总则 

企业应建立和设置主要能源使用有效运行和维护的准则，并根据运行准则运行和维护设

备和过程，确保能源目标和指标的实现。 

4.5.5.2 能源质量 

能源质量控制的准则是制定能源质量标准，严格控制能源质量。应做到： 

a）根据企业的需要，制定购入各种能源的质量标准； 

b）对购入的煤做好检验或获得有资质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以保证购入的煤符合需要； 

c）定期检验或校对购入蒸汽管道的温度计和压力计，做好购入蒸汽压力和温度的记录； 

d）定期检验或校对购入电力的电压表和电能质量表，做好购入电力电压和质量的记录； 

e）定期抽检购入的天然气和液化气的热值； 

f）制定和实施油料的检验制度，保证购入油料符合企业要求； 

g）当发现所购入的能源不符合企业制定的标准，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损失。 

4.5.5.3 能源供给和输送 

能源供给和输送控制的准则是减少供给和输送过程的能源损耗。应做到： 

a）严格控制供电线路的损耗； 

b）做好蒸汽、热介质管道和阀门的保温； 

c）定期检查蒸汽管道疏水阀的有效性； 

d) 严防天然气、液化气输送管道的泄漏； 

e）合理调整用汽量，降低蒸汽使用变化幅度。 

4.5.5.4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运行控制的准则是尽可能运用短流程、低能耗、生产过程易控制工艺。应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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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立严格的工艺审查制度； 

b）在生产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生产工艺参数； 

c）当正在使用的工艺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对工艺进行复核； 

d）及时引进低能耗的新工艺。 

4.5.5.5 设备运行 

设备运行控制的准则是定期维护保养设备，及时调整设备工况，积极引进低能高效设备，

降低设备运行能耗。各企业设备运行控制要点见表5.。 

表5.各类型企业设备运行控制要点 

企业 

类型 

生产设备 辅助生产设备 

设备 要点 设备 要点 

纺织企业 

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

条卷机、精梳机、粗纱机、

细纱机 

纤维质量、设备选型、

配棉、牵伸分配、生产

计划 

空调 

系统 

制冷机效率、温度、管道

保温、冷却塔效率、循环

水质量 

整经机、穿筘机、织机 工艺、产品种类、织机

型号选择 压缩空气

系统 

空压机效率、压力、冷干

机效率、冷却塔效率、循

环水质量、配置、管道泄

漏 

浆纱机、浆染机 热效率、产品品种、浆

料种类 

印染企业 

染色机、练漂机、丝光机、

烘干机、定形机、蒸化机 

设备保温、温度控制、

蒸汽控制、织物含水率 

锅炉 进风量、排烟温度 

压缩空气

系统 

空压机效率、压力、配置、

管道泄漏 

疏水阀 有效性 

服装制造 

企业 

水洗机、烘干机、焙烘箱、

烫熨 

设备保温、温度控制、

蒸汽控制、 

小型蒸 

汽锅炉 

生产计划、产品批量 

衣车、织衣机 自动控制、节电装置 压缩空气

系统 

空压机效率、压力、配置、

管道泄漏 

疏水阀 有效性 

4.5.5.6 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运行控制的准则是有效、及时、准确。应做到： 

a)定期检查能源消耗计量系统和统计系统； 

b)定期检查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的准确性； 

c)采取切实的措施，执行和落实各项能源管理制度； 

d)建立、完善和落实能源消耗定额制度。 

4.5.5.7 改进方案 

改进方案运行控制的准则是不断地提出和实施有效的改进方案。应做到： 

a)就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方案； 

b)改进方案应结合企业实际并能有效提高能源绩效； 

c)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保证改进方案的实施。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运行和控制可参考附录C。 

4.5.6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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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新、改、扩建项目设计时开展能源评估，对项目的耗能总量、能源种类、能源消

耗量以及影响能源消耗因素进行预测和评价。 

新、改、扩建项目的设计应符合《印染行业规范条件》、FZ/T01002、FZ/T07001、FZ/T01001

等相关规定，能源消耗计量系统的建立与计量设备的配备应符合GB/T 29452要求。 

新建企业和已建成企业的技改、扩建项目的设计过程，应提出能源绩效参数要求，优化

项目的能源系统设计，确保项目的能耗水平符合行业规范条件及能耗限额要求，尽可能配置

能源在线计量和监控等系统，作为持续提高企业能源管理水平的技术手段，保证数据采集的

系统性、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新、改、扩建项目的设计应包括： 

a）选择来源和质量稳定、符合环保和产业政策、利用率高、可再生的能源。例如，在

具备工业园蒸汽供应的情况选用蒸汽作为热源、利用太阳能作为热源等等。 

b）选用高效、节能的设备，减少生产和其他过程的能源消耗。 

c) 提高用能过程的监控，在主要生产设备或主要辅助生产设备配套在线检测装置。先

进的节能用能设备还应配套能耗控制装置（如水-汽联控设施）或能耗在线分析装置等等。 

d）做好蒸汽等热介质管道和布局，实现能源的多级利用；做好供电线路设计，减少变

电输电的损耗；做好压缩空气和空调系统的选址和管网设计。 

e）提高能源利用率和余热余能的回收利用。如锅炉烟气回收利用、定形烟气余热利用、

空压机余热回收利用等等。 

f）在生产工艺设计过程中，使用行业推荐的节能新技术和方法，选用节水节能的原辅

材料，并结合企业实际引进和应用短流程、低能耗和低物耗生产流程与工艺。 

g）遵照绿色厂房、绿色照明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光。改进车间通风设计，降低通风

抽风的能耗。 

4.5.7能源服务、产品、设备和能源的采购 

4.5.7.1 总则 

企业在采购能源服务、产品、设备和能源过程中，应考虑所在地的节能要求和能源绩效

的要求。在采购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应按 GB/T 29456-2012 的要求，将高能效产品和服务作

为采购行为的第一选择。对企业综合能耗水平产生影响的能源、产品和服务应在其采购和招

标等合同文本中提出具体的质量和采购程序等要求。采购程序应包括储存方式、储存量、计

量和验收方法等等，必要时需要评估采购需求。 

4.5.7.2 供应商选择 

企业在采购能源服务、产品、设备和能源时，按照 GB/T 29456-2012 的要求对供应商进

行评价，应根据能源目标、能源指标和能源管理的需要，对供应商的资质、规模、业绩、信

誉、售后服务及能源服务、产品、设备和能源的质量、价格等进行评价，确定供方的供应能

力。根据评价结果确定或选定符合要求和稳定的能源供方。 

4.5.7.3 采购要求 

能源服务、产品、设备和能源的采购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b) 与企业用能结构、用能设备相匹配； 

c) 符合企业能源消耗总量、能源指标等用能水平要求； 

d) 满足计量、监测、统计等要求； 

e) 符合用能企业的人员技术水平。 

企业应建立相关采购控制程序，确保采购质量的稳定性，并降低采购过程的损耗量。控

制文件通过适宜性等全面评审后，由授权人签发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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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服务供应商必须经过充分的能源管理培训，其经验和能力来满足能源绩效要求。能

源服务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a) 能源数据的分析、优化、挖潜和提供能效解决方案服务； 

b) 能源管理状况的咨询评价服务，如能源审计、节能量审核、能源利用状况分析等； 

c) 现场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等技术改造； 

d) 用能设备、能源系统的日常运行、检修和运维管理。 

4.6 检查 

4.6.1 总则 

检查是保证能源管理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检查的流程可见图5.。 

 

图5.能源管理体系检查流程 

4.6.2 监视、测量与分析 

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应对能源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和决定能源绩效的关键特性进行

监视、测量和评价，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控制。各企业应监视、测量和评价

的重点关键特性可见表6.。 

表6.各企业重点关键特性 

类别 纺织企业 印染企业 服装制造企业 

能源消耗量 
企业能源消耗总量以及各能源消耗量 

各生产车间和辅助生产车间能源消耗总量及各能源消耗量 

能源质量 电力：电压、谐波；蒸汽：压力、温度；燃料：热值； 

能源绩效 

参数 

纱单位产品电耗/综合能耗、布单

位产品电耗/综合能耗、单位产品

辅助生产设备电耗/综合能耗 

染色布单位产品电耗/综合

能耗、印花布单位产品电耗

/综合能耗 

成衣单位产品电耗/综合

能耗 

能源消耗计

量器具 

电表、蒸汽表和压缩空气流量表的

配置及有效性 

电表、燃气表、蒸汽表和压

缩空气流量表的配置及有

电表和蒸汽表的配置及

有效性 

监视和测量能源绩效关键

特性 

能源绩效关键特性：主要能源

使用；相关变量；能源绩效参

数；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成效。 

实现能源目标和指标的分析 

合规性评价 

相应统计和分析数据 

相关结论 

法律法规、政策、

标准或其他要求 

能源管理体系内部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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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纺织企业 印染企业 服装制造企业 

效性 

生产设备 

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条卷机、

精梳机、粗纱机、细纱机、织机和

浆纱机等设备效率 

染色机、练漂机、丝光机、

烘干机、定形机、印花机和

蒸化机运行等设备效率 

水洗机、烘干机、绣花机

和衣车等设备运行效率 

辅助生产 

设备 

空压机气电比、空调系统和水冷系

统效率 

空压机气电比、空调系统和

水冷系统效率、锅炉热效率

和排烟温度、疏水阀有效性 

空压机气电比、空调系统

和水冷系统效率、锅炉热

效率、疏水阀有效性 

4.6.3 合规性评价 

可参见GB/T2331-2012中的4.6.2.。 

4.6.4 能源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 

内部审核目的是评价能源管理体系实施和运行的符合性和有效性，为管理评审提供依

据。审核方案包括以下： 

a)应根据企业不同区域和活动的运行状况、能源利用的重要性和以往的审核结果，确定

审核频次、审核内容、审核范围和时间。 

b)企业可以通过多次内部审核覆盖整个体系。审核方案应确定每次内部审核的车间、部

门以及系统，以保证整个能源管理体系都能得到定期审核。 

c)对于能源效绩较差、能源管理运行存在问题较多的车间或部门，应当加大审核力度。 

d)审核可采用集中时间审核，也可结合日常检查活动进行滚动式审核。企业需要制定年

度计划，做出审核方案的策划。 

企业应注意保持审核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应由客观、公正的审核员参与审核活动，

必要时在企业内部或外部选择的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对审核进行策划和实施。 

企业可通过以下方面对能源管理体系运行绩效进行确认： 

a）对能源管理体系日常运行的监视、测量与评价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评价能

源目标和指标的实现程度； 

b）重点用能设备和系统的运行效率。方法可参考相关的标准和文件； 

c）企业和各车间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综合能耗的计算方法可参考GB/T2589等； 

d）企业和各车间部门的节能量。节能量的计算方法可参考GB/T 13234或其他技术文件。 

企业应当记录内部审核的结果，将审核结果向各级管理者报告，同时通知相关部门和人

员，以便采取必要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有关能源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可参见GB/T 19011。 

4.6.5不符合、纠正、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应当以系统方法确定实际和潜在的不符合，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当能源管理体系的要

求未规定或未实施，或未达到能源管理绩效要求时，即被视为不符合。不符合的情况可包括： 

a）未建立或达到能源目标和指标； 

b）未规定能源管理体系的职责； 

c）没有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 

d）未对重点用能设备或系统按规定要求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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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未按计划维护用能设备，未能达到运行效率指标； 

f）未执行管理和运行标准等。 

企业应当建立、实施并保持一个或多个程序，针对不符合、纠正、纠正措施及预防措施。

程序的内容包括识别不符合、确定不符合产生的原因、评价不符合的严重程度、处置不符合

采取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以避免不符合的重复发生和潜在不符合的发生。 

企业应当评审所采取纠正、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及适宜性，并确保评审人员能

够做出正确判断。企业应当保存实施纠正、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结果记录。 

4.7 管理评审 

4.7.1 总则 

管理评审的目的是评价能源管理体系的绩效和企业的能源绩效，做出适当调整，确保持

续改进。管理评审应由最高管理者主持，对能源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

判。企业可自行决定参加管理评审的人员，能源管理人员和主要耗能车间或部门的负责人必

须参加管理评审。 

管理评审每12个月进行一次，一般在一次完整的内部审核后进行。管理评审过程要记录，

结果要形成评审报告。管理评审可采用以下步骤进行： 

a）制定计划，明确开展管理评审的时间、目的、内容、参加人员、输入信息等要求； 

b）实施管理评审，记录评审过程； 

c）编制评审报告，内容包括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以及评价，持续改进措施

等； 

d）对提出的改进措施及时实施，并进行效果验证； 

e）当发生以下重大变化时可临时追加管理评审： 

--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其它要求发生变化； 

--政府及节能主管部门的要求发生变化； 

--组织机构、能源结构等情况发生变化。 

企业应当保持管理评审记录，包括会议记录、会议资料以及管理者的决定等等，归档材

料有报告、纪要、跟踪制度等。 

4.7.2 评审输入 

评审输入是指为管理评审提供的信息，包括： 

a）能源审计的结果，包括内部审核和其他人员参与的能源审计等等，以评价企业能源

管理体系是否有效运行； 

b）相关方（包括政府、行业、顾客等）的反馈，以分析和明确外部对企业能效方面的

最新要求，为企业调整能源方针、目标和指标、确定相应的能源管理标杆提供依据； 

c）能源管理的承诺与绩效，包括重点用能设备和系统运行效率、综合能耗和节能量等。

企业在评审时应当提供各方面绩效的实际指标，以确定企业能源管理承诺和绩效实现的

真实情况，并与企业的预期目标、能源管理标杆相比较，确定改进能源管理绩效的机会； 

d）目标和指标的实现程度，包括与能源管理标杆的比较、能源成本的变化等，以确认

能源管理体系运行的效果； 

e）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实施状况，以评价企业是否形成了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的运

行机制，以达到保持体系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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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以往管理评审所确定改进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有效性，以进一步评价自我约束、自我

调节和自我完善运行机制的能力； 

g）能源管理体系的客观变化包括产品、活动和服务的变化；新设备、新工艺和新开发

项目的能源绩效参数的变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变化；相关方的观点；节能

技术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能源及原材料的变化等； 

h）有关企业降低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体系改进的建议。 

4.7.3 评审输出 

评审输出是管理评审活动的结果，是最高管理者对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做出战略性决策的

重要依据。评审输出应当包括： 

a）对企业能源管理体系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评价； 

b）决定能源管理体系和能源节约持续改进的措施，包括提高能源管理绩效，重点用能

设备改造，重大节能技术引进，工艺流程改进等； 

c）能源发展战略、能源管理基准和标杆、方针、目标、指标的变更，以及支持实现能

源管理方案变更的重大决策； 

d）支持上述活动的资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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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纺织染整企业能源管理体系策划范例 

 

A.1 企业概况 

该企业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较大的综合性纺织企业，是以染整为龙头，集织造、染整、服

装和热电于一体的企业，固定资产超过亿元。正在使用的部分设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

先进水平。企业消耗能源有煤、电、天然气和油料等。企业自备热电站、净化水和废水处理

设施。主要产品为机织染整产品、针织染整产品和服装。 

A.1.1 策划组织 

该企业被列入省重点耗能企业，为了完成下达的节能任务，该企业决定在企业范围内建

立能源管理体系。为此，该企业开展了相关的策划工作。 

由企业总经理作为能源管理体系最高管理者。热点事业部主任为管理者代表。能源管理

领导小组由各分厂或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 

A.1.2 体系范围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范围见图 A1.。 

 

图 A1.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范围 

A.1.3 组织机构 

企业组织机构可见图 A2.。 

 

 

 

 

 

 

 

 

 

图 A2.企业组织架构示意图 

附属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 生产系统 

办公 

职能部门 

技术 

质管部 

织造分厂 

热电 

事业部 

水处理 

中心 

服装分厂 

机织布 

染整分厂 

针织布 

染整分厂 

维修部 仓库 食堂 宿舍 

董事会 

总经理 

织造分厂 

机织染整分厂 

针织染整分厂 

服装分厂 

技术质管部 

热电事业部 

维修部 

水处理中心 

维修部 

办公职能部门 

食堂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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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工艺流程 

一、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1、 织造生产工艺流程 

织造生产工艺流程见 A 图 3.。 

 

图 A3.织造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2、 机织布染整生产工艺流程 

机织布染整产品有棉、涤纶以及混纺等织物，其中，棉染整工艺流程见图 A4.。 

 

图 A4.机织布染整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3、 针织布染整生产工艺流程 

针织布染整生产，有棉、涤纶以及混纺等针织织物，其中，棉弹力织物工艺流程见图

A5.。 

 

图 A5.针织布染整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4、 制衣生产工艺流程 

制衣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A6.。 

 

图 A6.服装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二、辅助生产 

1、 热电站生产 

热电站包括煤码头、煤场、锅炉房、发电机组以及相关辅助设备。生产流程见图 A7.。 

原料 

检验 成品 

辅件 商标 裁剪 检验 车缝 

坯检 预定形 煮漂 定形 检验 

成品 

染色 烘干 

坯检 

检验 成品 

染色 定形 退浆 烧毛 丝光 烘干 

原料 检验 织造 络筒 加捻 检验 成品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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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7.热电站工艺流程示意图 

2、 水处理中心 

水处理中心包括河水净化、废水处理以及废水回用等工序，工艺流程可见图 A8.。

 

图 A8.水处理中心工艺流程示意图 

A.1.5 生产设备 

列出属于 GB 17167 中主要用能设备的设备以及各分厂中耗能量占 70%以上的各种设备

台账（台账略）。 

A.1.6 生产经营状况 

近三年来，坯布产量在 240-280 万米，机织布染整布产量在 1.3-1.9 亿米，针织染整布

产量在 1.6-1.9 万吨，服装产量 42-44 万件。总产值 10-14 亿。 

A.2 收集资料和能源消耗相关数据 

A.2.1 收集、获取和评价法律法规 

该企业人员在策划过程收集、识别和整理节能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相

关文件以及其他有关文件。（有关文件略）。 

A.2.2 调查、收集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数据 

在策划过程中，该企业收集和整理了近三年的能源消耗数据，并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 

河水 

离子交换软化 

 

初过滤 净化处理 一般生产用水 

废水处理 

达标排放 

染整工艺用水 

热电用水 

回用水 

冷凝水 

蒸汽锅炉 

蒸汽锅炉 

蒸汽锅炉 

蒸汽锅炉 

汽轮发电机组 

背压发电机组 

背压发电机组 

汽轮发电机组 

汽轮发电机组 

耗汽部门 

耗汽部门 

耗汽部门 

耗汽部门 

耗汽部门 
码头 

煤场 

配送

中心 

热载体锅炉 

热载体锅炉 

热定形机组 

导热油 



 

 28 

一、能源消耗情况 

1、煤的消耗 

煤是蒸汽锅炉和热载体锅炉的燃料。煤的消耗情况可见表 A1 

表 A1. 近三年煤消耗情况 

年份 
煤消耗量 蒸汽锅炉消耗 热载体锅炉消耗 

实物量（t） 当量数（tce） 实物量（t） 当量数（tce） 实物量（t） 当量数（tce） 

2012年 140743 100532.44 89979.27 64245.20 50763.73 36245.30 

2013年 146224 104447.62 95266.91 68020.57 50957.09 36383.36 

2014年 183628 131165.65 121772.36 86945.47 61855.64 44164.92 

表 A1 中消耗量包括煤场储存和输送过程的损耗。表 A1 可见蒸汽锅炉煤耗占 60%以上。 

2、蒸汽 

蒸汽是热电站负责提供。各部门的蒸汽消耗量可见表 A2.。 

表 A2.蒸汽消耗情况 

序号 部门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 机织布染整分厂 t 190125 206092 308048 

2 针织布染整分厂 t 83439 81691 93477 

3 服装分厂 t 1406 1527 1531 

4 织造分厂 t 137 139 151 

5 办公生活 t 1331 1346 1258 

6 其他 t 90461 87510 118992 

7 锅炉房 t 127987 145663 146291 

8 总计 t 494886 523968 669748 

从表 A2 可见机制染整分厂耗汽量最大，占总量 40%以上。 

3、电 

电是由热电站提供。近三年电的消耗情况可见表 A3.。 

表 A3.近三年电消耗情况 

序号 部门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 机织布染整分厂 kW•h 22102796 23049824 33469919 

2 针织布染整分厂 kW•h 13311506 13238099 15176425 

3 服装分厂 kW•h 658792 656225 676040 

4 织造分厂 kW•h 1242820 1191023 1173175 

5 热电站 kW•h 12714356 13411492 13725992 

6 办公生活 kW•h 560184 598648 505738 

7 水处理中心 kW•h 52765662 50808132 66496664 

8 合计 kW•h 103356116 102953443 131223953 

从表 A3 可见，机织染整分厂的耗电量最大，约占总耗电的 50%。 

4、液化气 

液化气用于机织布的烧毛，消耗情况可见表 A4.。 

表 A4.液化气消耗量 

项目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液化气 
实物量 t 123.16 150.82 161.17 

当量数 tce 216.42 265.02 2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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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柴油 

柴油是企业食堂所用的燃料，属于附属生产系统消耗，消耗情况见表 A5.。 

表 A5.柴油消耗量 

项目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柴油 
实物量 t 13.96 16.65 19.87 

当量数 tce 20.34 24.26 28.95 

6、汽油 

汽油是企业厂内外运输消耗，属于辅助生产消耗，消耗情况见表 A6.。 

表 A6. 汽油消耗量 

项目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汽油 
实物量 t 296.3 291.6 269.27 

当量数 tce 435.98 429.06 396.2 

A.3 识别主要能源使用 

A.3.1 能源消耗总量 

近三年，企业能源消耗总量情况可见表 A7.。 

表 A7.近三年能源消耗汇总情况 

序号 能源种类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 煤 
实物量 t 140743 146224 183628 

当量数 tce 100532.44 104447.62 131165.65 

2 液化气 
实物量 t 123.16 150.82 161.17 

当量数 tce 216.42 265.02 283.21 

3 柴油 
实物量 t 13.96 16.65 19.87 

当量数 tce 20.34 24.26 28.95 

4 汽油 
实物量 t 296.3 291.6 269.27 

当量数 tce 435.98 429.06 396.2 

5 综合能耗 tce 101205.18 105165.96 131874.01 

注：表中各能源的折标系数：煤 0.714tce/t、柴油 1.457tce/t、液化气 1.757tce/t、汽油 1.471tce/t、

蒸汽 0.094tce/t、电 0.1229kgce/kW•h。 

A.3.2 能源消耗结构 

以 2014 年能源消耗情况为例，可知该企业的能源消耗结构，见图 A9.。 

 

图 A9.能源消耗结构（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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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A9 可见，煤是该企业最主要消耗量最大的能源种类。 

A.3.3 部门能源消耗情况 

以 2014 年的能源消耗数据为依据，可以分析该企业各部门的能源消耗情况，可见表 A8.。 

表 A8.各部门能源消耗情况（2014 年） 

序

号 
部门 

煤 

（tce） 

电 

（tce） 

蒸汽 

（tce） 

液化气 

（tce） 

柴油 

（tce） 

汽油 

（tce） 

1 机织布染整分厂 17411.12 4113.45 28956.51 283.21 -- -- 

2 针织布染整分厂 26753.80 1865.18 8786.84 -- -- -- 

3 服装分厂 -- 83.09 143.91 -- -- -- 

4 织造分厂 -- 144.18 14.19 -- -- -- 

5 热电站 86945.47 -- -- -- -- -- 

6 办公生活 -- 62.16 118.25 -- 28.95 396.20 

7 水处理中心 -- 8172.44 -- -- -- -- 

8 其他 -- -- 11185.25 -- -- -- 

各部门能源消耗比例情况可见图 A10.。 

 

图 A10.各部门使用能源情况（2014 年） 

A.3.4 产品能源消耗情况 

根据各部门的能源消耗情况，可以 2014 年各产品能源消耗情况，可见表 A9.。 

表 A9.各产品能源消耗情况（2014 年） 

序号 产品 
能源总耗量 

（tce） 

产品能耗 

单位 数值 

1 机织染整布 50764.30 kgce/hm 26.49 

2 针织染整布 37405.82 kgce/t 1951.78 

3 服装 227.00 kgce/hp 51.01 

4 坯布 158.38 kgce/hm 5.58 

5 水处理/净化 8172.44 kgce/t 17.26 

各产品能源消耗比例情况可见图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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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0.各产品能源消耗比例（2014 年） 

从图 A10 可见，两个染整产品是主要能源消耗产品。 

A.3.5 能源经济指标 

一、能源总成本 

近三年来，该企业的能源消耗成本情况可见表 A10.。 

表 A10.能源成本表 

能源种类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费用(万元） 比例（%） 费用(万元） 比例（%） 费用(万元） 比例（%） 

煤 11259.44 97.35 10235.68 96.87 9548.66 97.54 

液化气 84.98 0.73 111.31 1.05 62.05 0.63 

柴油 10.47 0.09 12.39 0.12 11.41 0.12 

汽油 211.56 1.83 207.04 1.96 167.76 1.71 

合计 11566.45  10566.42  9789.88  

从表 A10 可见，煤的费用占能源总成本的 95%以上。 

二、能源消耗经济指标 

该企业万元产值能源消耗的情况可见表 A11.。 

表 A11.万元产值能耗情况 

项目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产值 万元 114755.55 107577.53 136833.64 

能源消耗总量 tce 101205.18 105165.96 131874.01 

万元产值能耗 万元/tce 1.13 1.02 1.04 

A.3.6 相关变量的识别 

能源消耗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要能源消耗以及主要能源成本在机织布染整分厂、针织

布染整分厂以及热电站等三个部门。有关的能源目标和指标、设备以及主要能源绩效参数见

表 A12.。 

A12.能源目标和指标、设备及能源绩效参数 

序号 部门 能源目标和指标 设备 能源绩效参数 

1 
机织布染

整分厂 

机织染整布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烧毛机 液化气流量 

退煮漂生产线、轧染机 水洗槽温度、烘干时织物

含水率、蒸箱温度 

丝光机 水洗槽温度、烘干时织物

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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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能源目标和指标 设备 能源绩效参数 

定形机 尾气温度与湿度、热效率 

2 
针织布染

整分厂 

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染色机 温度、热效率 

烘干机、定形机 尾气温度和湿度、热效率 

3 热电站 

吨煤产汽量 蒸汽锅炉 
过量空气系数、烟气温度 

吨煤产热量 热载体锅炉 

发电煤耗 汽轮发电机 冷却油温 

A.4 识别改进机会 

A.4.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现状 

一、能源计量器具 

该企业所配备的能源消耗计量器具可见相关的台账（台账略）。 

二、能源计量器具配置要求 

1.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精度要求 

将该企业能源消耗计量器具台账的资料与 GB/T 29452-2012 要求进行对比，发现部分计

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不符合要求。 

2.能源消耗计量器具配置率要求 

按 GB/T 29452-2012 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计量器具配置率进行检查，结果是一级计

量器具的配置已满足要求，二级计量器具的配置大部分满足，而三级计量器具的配置相当部

分未能满足要求。 

三、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管理 

1.能源消耗计量器具档案资料管理 

大部分能源消耗计量器具档案资料符合 GB/T 29452-2012 要求，但缺少部分资料。 

2.能源消耗计量器具检验情况 

部分电表和水表未能按期进行检验或校正。 

3.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管理人员配置 

能符合 GB/T 29452-2012 中有关管理人员配置的要求。 

A.4.2 能源消耗流向分析 

该企业用能源消耗流线分析方法对企业 2014 年的能源流向和消耗进行分析，试图分析

主要耗能部门。分析结果见图 A11.。 

从图 A11 可见，机织布染整分厂和针织染整分厂使用的能源种类较多，热电站能源消耗

量最大。 

A.4.3 能源消耗平衡分析 

该企业用能源消耗平衡分析方法对 2014 年能源消耗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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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1.能源流向示意图（2014 年） 

表 A13. 企业能源收支平衡表 

能源 

种类 
单位 

折标 

系数 

期初 

库存量 

期末 

库存量 

收入 
转换输

送消耗 

支出 

购入量 消费量 自产量 
生产 

消耗 

非生产 

消耗 
输出 

煤 
t 

0.714 
1320 839 183147 183628      

tce 942.5 599.0 130767.0 131110.4      

蒸汽 
t 

0.094 
    669748 146291 403207 1258 118992 

tce     62956.3 13751.4 37901.5 118.3 11185.2 

电力 
万 kWh 

1.229 
    13122.4 1372.6 5049.6 50.6 6649.7 

tce     16127.4 1686.9 5206.0 62.2 8172.5 

液化气 
t 

1.757 
30 13 144.17 161.17   161.17   

tce 52.71 22.84 253.31 283.21   283.21   

柴油 
t 

1.457 
0 0 19.87 19.87    19.87  

tce 0 0 28.95 28.95    28.95  

汽油 
t 

1.472 
0 0 269.27 269.27    269.27  

tce 0 0 396.2 396.2    396.2  

服装分厂 

织造分厂 

 

办公生活 

水处理中心 

其他 

 

针织布染整分厂 

煤 

液化气 

柴油 

汽油 

蒸汽 

电 

导热油 

热电站 

131165.65tce 

17411.12tce 

28956.51tce 

   4113.45tce 

26753.80tce 

1865.18tec 

4113.45tce 

143.91tce 

83.09tce 

14.19tce 

144.18tce 

8172.44tce 

28.95tce 

62.16tce 

396.20tce 

11185.25tc

e 

 

机织布染整分厂 

283.21t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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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种类 
单位 

折标 

系数 

期初 

库存量 

期末 

库存量 

收入 
转换输

送消耗 

支出 

购入量 消费量 自产量 
生产 

消耗 

非生产 

消耗 
输出 

合计 tce  995.21 621.84 131445.46 131818.76 79083.7 15438.3 43390.71 605.65 19357.7 

从表 A13 可见，转换输送损耗占总消耗 11.7%，生产消耗占总消耗 32.9%。 

A.4.4 产量与能源消耗分析 

该企业运用产量与能源消耗量相关性分析方法对部分生产工序能耗和产量的相关性进

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相关性很差（R
2
=0.22），在统计方法或计量器具可能存在问题； 

（2）部分直线的截距过大，表明非直接生产能耗占比过大。  

A.4.5 能耗指标对标 

该企业以 HJ/T185 和《印染行业准入条件》中的有关指标作为标杆，运用标杆对比的方

法对机织染整布和针织染整布能耗进行对标。结果可见表 A14.。 

表 A14. 两种产品的能耗对标情况 

项目 
机织染整布 针织染整布 

单位产品电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电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HJ/T185 ≤25 kW.h/hm ≤38.7 kgce/hm ≤800 kW.h/t ≤1.10 tce/t 

《印染行业准入条

件（2012 年版）》 
-- ≤35 kgce/hm --- ≤1.2 tce/t 

2012 年 20.16 kW.h/hm 24.97 kgce/hm 807.10 kW.h/t 2.02 tce/t 

2013 年 20.26 kW.h/hm 31.79 kgce/hm 806.86 kW.h/t 2.05 tce/t 

2014 年 20.42 kW.h/hm 26.49 kgce/hm 802.88 kW.h/t 1.95 tce/t 

注：表中 HJ/T185 指标是清洁生产一级标准的指标。 

从表 A14 可见，机织染整布的各项指标均优于标杆值，而针织染整布的各项指标均劣于

标杆值。 

A.4.6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效绩检测 

该企业还用能源效绩检测的方法分析了部分主要耗能设备效率。结果如下： 

1、染色机热效率 

对部分染色机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冷凝水带出热量平均值 21.4%，辐射散热平均值为

32.6%，染色机热效率平均值为 27.05%。可见染色机节能有很大的空间。 

2、热定形机热能绩效检测 

对部分热定形机进行检测，结果是带出热量平均值为 31.9%，定形机热效率平均值为

60.8%。可见定形机尾气余热回收利用可以提高热能利用效率。 

3、热电站部分设备效率检测 

（1）蒸汽锅炉热效率测定 

对 35t/T 蒸汽锅炉的热效率进行了热效率分析，结果表明锅炉有效利用热为 85.63%，符

合国家相关要求。 

（2）热电站自用电情况 

热电站自用电率在 10.46-13.03%，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3）蒸汽供给情况 

部分车间的蒸汽供给和消耗情况进行了分析，每天蒸汽的消耗变化幅度较大。 

A.4.7 生产现场考察 

企业聘请了有经验的专家，运用生产现场考察方法，对生产现场进行考察。考察发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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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下： 

1、生产设备运行状况：通过查看部分设备的运行记录，设备的完好率在 96%以上，运

行状况属于良好。 

2、蒸汽和导热油管道与阀门状况：现场考察发现部分蒸汽和导热油的管道以及阀门保

温层已损坏，或没有保温。 

3、疏水阀状况：部分疏水阀已失效，部分疏水阀属于国家明令限期淘汰，疏水阀有效

率仅为 52.63-55.82%。 

A.4.8 能源管理制度 

能源管理技术团队对已有的能源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查，有关情况整理如下表 A15.。 

表 A15.能源管理制度情况 

序号 部门 
能源采购和领取

制度 

能源消耗统计

制度 

能源消耗定额和

考核制度 

能源管理培训

制度 

1 机织布染整分厂 √ √ ∆  

2 针织布染整分厂 √ √ √ √ 

3 服装分厂 √ √ X X 

4 织造分厂 √ √ ∆ ∆ 

5 热电站 √ √ √ √ 

6 办公生活 √ √ X X 

7 水处理中心 √ √ X X 

注：表中，√表示已建立相应的制度，并能很好地执行；∆表示已建立制度，未能很好执行； X 表示尚

未建立相应的制度。 

A.5 能源基准和能源绩效参数 

A.5.1 主要设备和能源绩效参数 

部分主要用能设备以及能源绩效参数可见表 A16.。 

表 A16.部分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源绩效参数 

序号 用能设备 消耗能源种类 能源绩效参数 影响情况 

1 锅炉 煤 锅炉烟气温度 烟气温度高带走的热量大 

2 锅炉 煤 进风量 进风量大导致热能损失大 

3 烧毛机 液化气 液化气流量 流量过大会导致燃烧不彻底 

4 定形机 导热油 织物含水量 织物含水量越大所需要的热能约大 

5 烘干机 蒸汽 织物含水量 织物含水量越大所需要的热能约大 

A.5.2 确定能源基准 

该企业主要能源绩效参数情况可见表 A18.。 

表 A18.主要能源绩效参数情况 

生产工序 能源绩效参数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机织布织造 
织布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kW.h/hm 51.57 50.04 41.31 

织布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hm 6.87 6.70 5.58 

机织物染整 

机织物染整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kW.h/hm 17.16 17.26 17.42 

机织物染整工序单位产品热耗 kgce/hm 22.86 23.18 21.69 

机织物染整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hm 24.97 25.30 23.83 

针织物染整 
针织物染整单位产品电耗 kW.h/t 796.10 779.86 791.88 

针织物染整单位产品热耗 kgce/t 1921.43 1930.01 17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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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序 能源绩效参数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针织物染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2019.27 2025.85 1837.14 

制衣生产 
制衣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kW.h/hp 156.86 149.14 151.92 

制衣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hp 31.47 32.62 32.34 

该企业根据以往的能源绩效参数确定能源基准，见表 A19.。 

表 A19.能源基准 

生产工序 能源绩效参数 单位 基准值 

机织布织造 织布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hm 5.58 

机织物染整 
机织物染整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kW.h/hm 17.42 

机织物染整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hm 23.83 

针织物染整 
针织物染整单位产品电耗 kW.h/t 791.88 

针织物染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1837.14 

制衣生产 制衣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kW.h/hp 151.92 

A.6 制定能源目标和指标 

A.6.1 能源目标和指标 

该企业根据当地政府下达的文件和节能量任务，三年内，每年节能量必须达到 4000tce。

企业以此作为企业的能源目标。将能源目标分解到各个产品，制定出相关的能源指标。见表

A20.。 

表 A20.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 

序号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节能量 单位产品能耗 节能量 单位产品能耗 

1 能源目标 ≥4000tce -- ≥4000tce -- 

2 

能源

指标 

机织 

染整布 
≥900tce 

≤20.00 kW.h/hm 
≥1920tce 

≤19.00 kW.h/hm 

≤26.00 kgce/hm ≤25.00 kgce/hm 

3 
针织 

染整布 
≥10450tce 

≤800 kW.h/t 
≥5890tce 

≤780 kW.h/t 

≤1400 kgce/t ≤1090 kgce/t 

4 机织坯布 ≥5.68tce ≤5.3kgce/hm ≥8.52tce ≥5.0kgce/hm 

5 成衣 ≥1.05tce ≤150kW.h/hp ≥2.73tce ≥145.0kW.h/hp 

A.6.2 实现能源目标和指标 

为实现能源目标和指标，该企业提出了 14 项能源管理改进方案，而每个能源指标的实

现将有对应的能源管理改进方案。见表 A22.。 

A22.能源指标与能源管理改进方案 

序号 能源指标 能源管理改进方案 

1 
机织染整布节能量 

机制染整布综合能耗 

完善能源计量系统、完善输热管道和阀门保温、烘干机烘筒侧面保温、

控制织物含湿率、更换不良疏水阀、高温废水余热回收、减少定形机

尾气排放量、完善能源管理制度、推行短流程前处理工艺、选择低温

固色工艺 

2 
针织染整布节能量 

针织染整布综合能耗 

完善能源计量系统、完善输热管道和阀门保温、引进高效染色机、间

歇式染色机机身保温、更换不良疏水阀、高温废水余热回收、完善能

源管理制度、减少定形机尾气排放量、推广生物酶处理工艺、选择低

温固色工艺 

4 机织坯布 完善能源计量系统、完善能源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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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能源指标 能源管理改进方案 

5 成衣 完善能源计量系统、更换不良疏水阀、完善能源管理制度 

从表 A22 可见，每一个能源指标都有相应若干个能源管理改进方案，以保证指标的实现。 

A.7 能源管理方案 

该企业提出的能源管理改进方案可见表 A23.。 

表 A23.能源管理改进方案 

序号 方案名称 针对问题 实施内容 预期成效 

1 完善能源计量系统 
能源计量体系不完善 按要求配置能源消耗计量器

具，完善资料和检验校对 
-- 

2 
完善输热管道和阀门保

温 

蒸汽和导热油管道和阀门

保温不完全 

将已损坏或未保温的蒸汽和

导热油管道和阀门进行保温 
1200tce 

3 引进高效染色机 减少针织布染色过程热能

消耗 

引进热效率较高的染色机 2900tce 

4 间歇式染色机机身保温 对染色机机身保温 2100tce 

5 烘干机烘筒侧面保温 烘干时热能损失较大 对烘筒侧面加保温层 1300tce 

6 控制织物含湿率 
织物烘干时过度干燥，导

致热能过量损耗 

烘干机尾部安装织物含湿率

测定仪，控制烘干蒸汽用量 
1400tce 

7 更换不良疏水阀 
失效疏水阀引起蒸汽损耗 淘汰失效疏水阀和落后疏水

阀 
800tce 

8 高温废水余热回收 
浪费了高温废水的余热 将温度超过 60℃以上的废水

经过热交换器，回收热能 
1500tce 

9 减少定形机尾气排放量 
定形机尾气排放量过大，

导致热能损失 

采取措施，控制定形机尾气

的排放量 
1820tce 

10 控制锅炉过量空气系数 
过量空气系数过大，导致

锅炉热效率降低 

根据进煤量和蒸汽产生量控

制进风量 
2400tce 

11 完善能源管理制度 能源管理制度不完善 补充或修订能源管理制度 -- 

12 推行短流程前处理工艺 

相当部分机织染整布产品

仍使用能耗高的前处理长

流程 

将在更多的机织染整布前处

理过程中使用短流程前处理

工艺 

750tce 

13 推广生物酶处理工艺 
针织布染整中使用能耗高

的碱—双氧水煮漂工艺 

在全棉针织布染整中推广能

耗低的生物酶煮漂工艺 
930tce 

14 选择低温固色工艺 
部分棉染色使用的中高温

固色的活性染料 

扩大低温固色活性染料的适

用范围 
680tce 

能源管理改进方案的实施计划可见表 A24.。 

表 A24.能源管理改进方案实施计划 

序号 方案名称 完成时间 负责部门 费用 

1 完善能源计量系统 2015 年底 维修部 略 

2 完善输热管道和阀门保温 2015 年底 维修部 略 

3 引进高效染色机 2018 年底 技术质管部、针织布染整分厂 略 

4 间歇式染色机机身保温 2016 年底 针织布染整分厂、维修部 略 

5 烘干机烘筒侧面保温 2016 年中 机织布染整分厂、维修部 略 

6 控制织物含湿率 2015 年底 技术质管部、机织布染整分厂 略 

7 更换不良疏水阀 2015 年底 维修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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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方案名称 完成时间 负责部门 费用 

8 高温废水余热回收 2016 年底 机织布染整分厂 略 

9 减少定形机尾气排放量 2016 年底 针织布染整分厂、机织布染整分厂、维修部 略 

10 控制锅炉过量空气系数 2015 年底 热电事业部 略 

11 完善能源管理制度 2015 年底 各个分厂、车间和部门 略 

12 推行短流程前处理工艺 2015 年中 技术质管部、机织布染整分厂 略 

13 推广生物酶处理工艺 2015 年底 技术质管部、针织布染整分厂 略 

14 选择低温固色工艺 2015 年底 技术质管部、针织布染整分厂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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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纺织企业能源评审案例 

B1 能源评审输入信息 

B1.1 概述 

某纺织企业包含了纺纱、浆纱和织布等生产工序。辅助生产设备有制冷站、冷却机、空

调系统、空压机以及压缩空气系统。企业所使用的能源种类较为简单，仅有蒸汽和电力。该

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以及主要耗能辅助生产系统情况可见图 B1.。 

 

 

 

 

 

 

 

 

 

 

 

 

 

 

 

 

 

 

 

 

 

 

 

 

 

 

 

 

B1.生产工艺以及主要耗能辅助生产系统 

B1.2 能源使用和消耗情况 

蒸汽 

空压机站 

储气罐 

储存空调 

分级空调 

 

清花空调 

 

梳棉空调 

 

并粗空调 

 

精梳空调 

 

细纱空调 

 
简捻空调 

 

成包空调 

 

整经空调 

 

浆纱空调 

 

准备空调 

 

织造空调 

 

检验空调 

 

制冷站 

纤维 

储存 

分级 

清花 

梳棉 

并粗 

精梳 

细纱 

简捻 

成包 

整经 

浆纱 

准备 

织造 

检验 

成包 



 

 40 

该企业两年的能源使用和消耗情况可见表 B1.。 

表 B1. 能源消耗情况 

能源种类 

2010 年 2011 年 

折标系数 
实物量 

当量数 

tce 
实物量 

当量数 

tce 

蒸汽 14895 吨 2127.9 17870 吨 2553.6 0.1429tce/t 

电力 7371.3 万 kW.h 9059.3 8810.5 万 kW.h 10828.1 1.229tce/kW.h 

合计  11187.2  13381.7  

从表 B1 可见： 

1、 该企业所消耗的能源均为二次能源，均由园区提供。 

2、 该企业蒸汽消耗占总能耗不到 20%，电力占总能耗 80%以上。因此，该企业的节能

重点应在电力。 

B1.3 设备情况 

该企业用电设备较多，总数超过 400 台，但单机额定功率超过 100kW 的耗电设备数量

不多，约占 15%。耗汽设备数量较少，约 20 台。针对耗能设备的特点，需要进行分级管理。 

B1.4 主要能源绩效指标 

该企业两年间单位产品能耗情况可见表 B2.。 

B2.单位产品能耗情况 

序 

号 
产品 

2010 年 2011 年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电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电耗 

1 布 1.16 kgce/hm 7.67 kW.h/hm 1.01 kgce/hm 6.48kW.h/hm 

2 纱 0.175tce/t 1447.8kW.h/t 0.166tce/t 1367.66kW.h/t 

从表 B2 可见，该企业单位产品能耗略有下降。 

该企业两年间能源成本情况可见表 B3.。 

  表 B3. 能源成本情况 

能源种类 
2010 年 2011 年 

实物量 成本（万元） 实物量 成本（万元） 

蒸汽 14895 吨 312.8 17870 吨 357.4 

电力 7371.3 万 kW.h 4791.3 8810.5 万 kW.h 5726.8 

合计  5104.1  6084.2 

从表 B2 可见，该企业的能源成本有增大的趋势，而电力成本占能源总成本 90%以上。 

B2.能源评审的实施 

B2.1 用能状况分析 

影响能源消耗的有关因素可见表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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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影响能源消耗因素分析 

工序或系统 设备 能源种类 影响因素分析 

纺纱 
梳棉机、并条机、条卷机、精梳

机、粗纱机、细纱机、气流纺机 
电力 

纤维质量、设备选型、配棉设计、牵伸

分配、生产批量、生产计划、设备维护

和保养 

织布 整经机、穿扣机、织机 电力 
工艺设计、产品批量、产品种类、织机

型号选择、设备维护和保养 

浆纱 浆纱机 蒸汽 
浆纱机热效率、产品批量、产品品种、

浆料种类 

空调系统 制冷机、水泵、储水罐、冷却塔 电力 
制冷机效率、温度、管道保温、冷却塔

效率、循环水质量 

压缩空气系统 空压机、冷干机、水泵、冷却塔 电力 

空压机效率、压力、冷干机效率、冷却

塔效率、循环水质量、储气罐、空压机

配置、管道泄漏 

除尘系统 除尘机 电力 风量、压力 

从表 B3 可见，该企业耗能设备种类较多，设备数量也多，需要控制的部位较多。该企

业的能源管理需要三级管理，即总厂、车间以及主要耗能设备或设备组。 

B2.2 能源评审方法 

在该企业能源评审过程将采用了以下方法： 

a)生产现场实地考察； 

b)能源消耗数据的分析； 

c)供电耗电系统及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效检测和评价； 

d）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分析； 

e）主要耗能工序能源消耗分析。 

B2.3 识别改进机会 

B2.3.1 电力系统 

1、在电能质量方面，通过对部分供电线路进行测量，发现谐波电流含量较大，谐波电流

在 8-20%。 

2、该企业存在一定数量属于淘汰型号的落后电机。 

B2.3.2 辅助生产系统 

1、空调系统：经测量，空调回风机风量小，不能有效的将车间热量和粉尘排出，高温

季节风机满负荷运行耗工大；风机运行电流偏高，能耗较大，生产运行成本较高。 

2、压缩空气系统：发现空压机卸载空间大，空压机群组合难以适应负载流量波动大的

末端用气特点，供气压力波动大，水泵未与空压机开启联动系统。 

B2.3.3 蒸汽系统 

1、部分蒸汽冷凝水却没有回收利用，而是直接排放，造成浪费。 

2、蒸汽管道和阀门保温层损坏较严重。 

B2.3.4 能源管理 

1、在产品电耗定额考核方面，未能分工序细化考核。 

2、对设备维修调试、维护保养不够细致、预巡措施执行不力，导致吨标准纱电耗较高。 

3、能源统计工作有待强化，原始记录存在丢失现象，不利于对能源利用的适时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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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考核。 

B4. 能源评审输出 

B4.1 能源目标和指标 

经过识别以及计划实施的技术方案，该企业设定了新的能源目标和指标，见表 B4。 

表 B4.能源目标和指标 

能源目标 能源指标 

万元产值能耗下降 8% 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 5% 

年节能量大于 800tce 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 7% 

 各产品辅助生产设备电耗下降 9% 

表 B4 中的数据是以 2011 年为基准。 

B4.2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该企业计划实施的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有： 

1、细化各种产品电耗定额（包括辅助生产设备电耗），落实到班组，并实施奖惩制度。 

2、对主要生产设备和主要辅助生产设备制定设备维护保养技术规范，定期定人定点进

行维护和保养，降低设备运行能耗，保证设备运行效率。 

3、完善能源统计工作，健全数据统计和分析。 

B4.3 节能技术改造方案 

该企业计划实施的节能技术改造方案有： 

1、在供电线路安装无源/有源滤波器或静止无功补偿器，治理谐波。 

2、在空压机站安装自动控制调节系统，改进供气管网，减少使用压缩空气的能耗。 

3、在空调系统中，选用高效节能风机。 

4、采取有效措施，回收利用浆纱机的冷凝水。 

5、对已损坏的保温层进行修复。 

6、淘汰三级能效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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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服装制造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运行控制范例 

C1.企业基本情况 

该企业是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牛仔服装生产厂家，有员工 1600 人左右，有坯布退浆、

车缝、水洗和修饰等生产工序。生产车间有水洗分厂和制衣分厂，辅助生产部门有锅炉房、

净水站和污水处理站。主要生产设备有工业洗水机、烘干机、平车等，辅助生产设备有锅炉、

风机、压缩机、水泵、废水和废气处理设施等。企业的耗能设备较多，但单机耗能量较小。

耗能设备是以耗电设备为主。该企业使用的能源种类有煤、电和燃油。 

C2.总则 

该企业在能源管理体系运行控制过程坚持分层管理（全公司、分厂和班组/设备），以重

点耗能工序和设备控制为主，发动全员参与能源管理。 

C3.培训 

企业的节能培训分成全员培训、重点培训以及专业培训。培训计划与要求见表 C1.。 

表 C.1 节能培训计划 

序号 项目 全员培训 重点培训 专业培训 

1 培训对象 全体员工 分厂以上干部 重点设备操作者，耗能数据

管理人员 

2 培训内容 节能基本知识； 

各级节能目标和计划； 

岗位能源消耗定额； 

各岗位节能要求； 

各岗位节能要点和技巧 

各级节能目标； 

能耗数据的统计与分

析； 

能耗状况分析； 

季度能耗分析 

设备的运行与维护； 

设备能耗的影响因素； 

数据统计和分析的准确性； 

常见问题的处理 

3 培训频率 新入职员工经过培训后才上

岗； 

在册员工半年一次 

升职员工经培训后才

上岗； 

在职干部每季度一次 

入岗员工经培训后才上岗； 

在职员工每季度一次 

4 负责部门 人事部 人事部、办公室 各所属部门 

C4.信息交流 

C4.1内部信息交流 

负责内部信息交流的部门是公司办公室和各分厂统计员。内部信息交流的方法、内容以

及要求见表 C2.。 

表 C2 内部交流的方法、内容及要求 

序号 内容 范围 方法 频率 

1 法律法规和政府要求 能源管理团队、分厂以上领导 内部文件 根据要求进行 

2 能源目标和指标完成情况 全公司 墙报 每月 

3 主要耗能设备耗能状况 设备所在分厂 指示板 每周 

4 节能技术或管理经验 全公司 墙报 每季度 

5 不符合及纠正预防措施 全公司 墙报 每月 

6 能源评审结果 全公司 内部文件 每年 

7 员工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 分厂领导或公司领导 意见箱 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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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外部信息交流 

负责对外交流的部门为公司办公室。外部信息交流的情况可见表 C3。 

表 C3.外部交流信息 

序号 内容 流向 单位 方法 频率 

1 企业能源利用状况 对外 市经信局 电子文档 每季度 

2 企业能源消耗统计表 对外 街道经济办 报表 每月 

3 企业能源利用水平 对外 采购商 报表 按需要 

4 行业能效对标数据 对外 省行业协会 电子文档 年度 

5 企业节能目标与要求 向内 市经信局 政府文件 年度 

6 节能技术与经验 向内 市节能协会 电子文档 不定期 

C5.文件 

文件的管理由公司体系办负责。文件的制定、审批、保管、使用、修改和审批将按相应

的管理程序文件执行。公司办公室每季度检查一次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 

C6.运行控制 

该企业能源管理体系的运行控制将重点放在能源质量、能源供给和输送、生产工艺、设

备运行、能源管理以及改进方案的控制。 

C6.1能源质量 

能源质量运行控制是对购入能源的质量以及企业内能源转换后的能源质量控制，相关内

容以及要求可见表C4.。 

表 C4.能源质量运行控制内容和要求 

序号 能源 控制内容 检查频率 负责部门 

1 煤 热值、灰分、含硫量 每批一次 锅炉班 

2 电力 电压、谐波、电表准确性、功率因素 每月 动力部 

3 
蒸汽 

温度、压力 每天八次 锅炉班 

4 蒸汽表的准确性 每年一次 

当能源未能达到设定的质量指标，负责部门将立即通知公司总工程，以便及时处理。 

C6.2能源供给和输送 

能源供给和输送包括了能源和载能工质供给与输送。能源供给和输送运行控制内容与要

求见表C5.。 

表 C5.能源供给和输送运行控制内容和要求 

序号 能源 控制内容 检查频率 负责部门 

1 
蒸汽 

管道和阀门的保温层状况、分汽缸状况、

流量表有效性 

每月一次 动力部及相应的

部门 

2 
电力 

变压器负荷、 实时监控 动力部 

3 供电线路损耗 每年一次 

4 压缩空气 压力、泄漏 实时监控 使用部门 

C6.3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运行控制的要求是尽可能选择低能耗的生产工艺，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工艺审

批，及时修改存在问题的工艺，积极引进短流程、低能耗、生产过程易控制工艺。工艺运行

控制的内容与要求可见表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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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工艺运行控制的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新工艺（包括水洗、车缝、修饰等）

的制订和批准 

由实验室制订初步方案，经过生产车间论证后交总工程师

批准。 

2 工艺在生产过程中的控制 
按生产单中确定的工艺制定相应的生产参数。确定的生产

参数车间由技术主管安排核对和输入。 

3 与工艺相关计量仪器仪表 每半年至少校对一次 

4 工艺出现不合格品 
由车间技术主管进行现场调查，并将结果上报。总工室负

责对报告的评价，并确定是否需要修改。 

5 工艺的维护 定期对各种工艺进行评价。 

C6.4设备运行 

设备运行控制的总体要求是保证设备的良好运行状况，降低设备运行能耗，积极引进先

进节能设备。设备运行控制的内容和要求可见表 C7.。 

表 C7.设备运行控制的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各车间制定设备定期维护的计划，总工室负责抽查计划落实的

实际情况 

2 重点耗能设备效率 
每年确定一次重点耗能设备清单。重点耗能设备应每年检查一

次或检测。 

C6.5能源管理 

1、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的管理 

能源消耗计量器具的管理应按相应的程序文件进行。能源消耗计量器具检查和校对要求

可见表C8.。 

序号 计量器具 一级计量 二级计量 三级计量 

1 蒸汽表 每年检查校正   

2 电表 每年检查校正 每年检查 每年检查 

3 水表 每年检查校正 每年检查 每年检查 

2、能源管理制度 

能源管理制度每年检查一次，若有需要及时修改。 

3、能源消耗定额 

能源消耗定额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在产品、工艺和设备变化不大的情况，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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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D1.主要能源指标、主要生产设备和能源绩效参数 

企业类型 能源指标 设备 能源绩效参数 

纺织企业 

纱单位产品电耗 

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粗纱机、细纱机、 

转速、纺纱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络筒机 

气流纺机 

机织布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织布机 转速、织布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浆纱机 温度、浆纱工序单位产品耗汽量 

针织布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织布机 转速、织布工序单位产品电耗 

印染企业 
印染布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烧毛机 气体流量、烧毛工序单位产品耗热量 

退煮漂线、轧染机 蒸箱温度、洗水槽温度、成品含水率 

丝光机 洗水槽温度、成品含水率 

染色机 温度、热效率 

烘干机 入口织物含水率、温度、风量、热效率 

定形机 尾气温度和湿度、热效率、 

定形工序单位产品耗热量 

水洗机 水温 

蒸化机 蒸箱温度、热效率 

服装制造 

企业 

成衣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水洗机 水温、水洗工序单位产品热耗 

焙烘炉 温度、热效率 

 

D2.主要辅助生产设备的能源绩效参数 

序号 主要辅助生产设备 能源绩效参数 

1 锅炉 过量空气系数、烟气温度、吨煤产汽量（产热量）、 

2 变压器 负载、温度、功率因素 

3 空调系统 温度 

4 空压机 压力、流量、气电比、功率因素 

5 风机 流量、流速、风压、功率因素 

6 水冷系统 水温、水冷效率 

7 除尘系统 压力、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