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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评估技术导则 热电联产项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电联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工作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汽轮机、燃气轮机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并作为供热热源的新建或改、扩建

热电联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他型式的热电联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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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节能评估技术导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T 645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1369  火力发电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450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4790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8381  离心鼓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T 28749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 

GB/T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2875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 

GB 30254 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XXXXX 分布式冷热电能源系统的节能率 第1部分：化石能源驱动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节能评估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根据节能法规、标准，对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能源利用的科学合理性进行

预测、分析和评价，以及提出能源优化利用的对策和措施的过程。 

3.2  

热电联产 combined heating and power,CHP 

按照能的梯级利用原理，实现热能和电能联合生产的能源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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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节能评估的基本原则 

4.1.1专业性 

承担节能评估的机构与人员应具备相关的专业、能力以及必要的资质和经验。 

4.1.2真实性 

节能评估应依据真实可靠的资料、文件和数据，提出符合项目客观实际的评估结果。 

4.1.3完整性 

节能评估的内容、程序、范围应充分完整，覆盖项目能源利用全过程。 

4.1.4可追溯性 

节能评估应采用科学的计算方法，保持数据来源明确、计算过程清晰，便于计算结果的复查、核验。  

4.1.5可操作性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特点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调整建议，为项目建设提供依据。 

4.2 节能评估的通用方法 

4.2.1标准对照法 

对照相关节能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标准和规范等，评估项目能源利用的科学合理性。 

4.2.2类比分析法 

与同行业领先能效水平对比，评估项目能源利用的科学合理性。 

4.2.3专家判断法 

利用专家经验、知识和技能，评估项目能源利用的科学合理性。 

4.3 节能评估的一般程序 

节能评估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准备、分析评估和报告编制阶段。 

5 节能评估方法和要求 

5.1 前期准备阶段 

5.1.1确定节能评估范围 

承担节能评估的机构与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节能评估范围。 

节能评估范围应与投资建设范围一致，明确用能边界体系，并体现项目的完整性，涵盖能源购入存

储、加工转换、输送分配、终端使用的整个过程。 

当项目依托既有设施建设时，既有设施用能情况也应纳入评估范围。 

5.1.2收集基础资料 

收集热电联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外部条件、建设方案、节能管理等方面的相关资料，主

要涉及下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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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设单位基本情况，应包含下述内容： 

 建设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类型； 

 建设单位性质； 

 建设单位地址；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 

 建设单位生产规模与经营概况等。 

b）项目基本情况，应包含下述内容：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项目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采暖热负荷和工业热负荷情况； 

 项目主要用能系统技术方案； 

 项目主要耗能设备配置情况； 

 项目进度计划及建设进展情况；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建成后替代供热小锅炉和小机组情况等； 

 改、扩建项目需收集既有机组技术方案和用能情况。 

c）项目咨询设计资料，应包含下述内容：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所在地电力发展规划、供热规划及批复意见、热电联产规划及批复意见、供热管网可

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意见； 

 厂区总平面布置图、主厂房平面布置图； 

 汽轮机额定工况、额定采暖抽汽工况和工业抽汽工况热平衡图。 

d）项目用能情况，应包含下述内容： 

 项目能源消耗种类、数量及来源； 

 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和供应情况； 

 项目设计煤种与校核煤种煤质检测分析报告； 

 矸石综合利用发电项目需提供有关部门对当地燃料来源的论证和批复文件。 

e）项目外部条件，应包含下述内容： 

 项目所在地的气候、地域区属及其主要特征； 

 项目所在地的采暖期、采暖天数等； 

 项目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发展目标； 

 项目所在地的燃料、水资源、接入系统等与项目节能评估相关的支撑性条件； 

 项目所在地的全社会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及节能目标，煤炭等量（减量）置换要求； 

 项目所在地的相关环境保护要求，如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等； 

 项目周边可利用余热、余能资源或热力需求等。 

5.1.3确定评估依据 

根据热电联产项目实际情况，按照全面、真实、准确、适用的原则收集并确定评估依据，主要包括

下列方面：  

a）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b） 相关规划、行业准入条件、产业政策； 

c） 相关标准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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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相关的节能工艺、技术、装备、产品等推荐目录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用能产品和设

备目录； 

e） 相关类比工程及其用能资料等。 

热电联产项目可使用的评估依据可参见附录A。 

5.1.4开展现场调研 

根据项目特点与资料收集情况，确定现场调研的工作任务并开展相应的踏勘、调查和测试。现场调

研可重点关注下列内容： 

a） 项目进展情况； 

b） 项目所在地采暖热负荷和工业热负荷现状，热源分布及供热能力； 

c） 周边可利用的余热、余能情况； 

d） 改扩建项目既有机组用能状况、承担热负荷的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e） 等量或减量置换等方案落实情况； 

f） 类比工程实际情况等。 

5.2 分析评估阶段 

5.2.1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 

5.2.1.1 主机设备选型节能评估 

明确项目拟采用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主机设备参数，在此基础上，从下列方面进行节能评估： 

a） 分析项目拟采用的主机设备选型方案是否符合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准入条件、限额标准、节

能设计规范、环保等相关要求； 

b） 针对以汽轮机发电并作为供热热源的项目，应根据项目设计煤种、校核煤种品质、电力负荷、

采暖热负荷和工业热负荷情况，从节能角度，分析主机参数和选型的合理性、适用性和先进性，

评估要点包括： 

 锅炉选型评估——技术参数应包括锅炉型式，主蒸汽和再热蒸汽参数，点火方式，燃烧方

式，保证热效率以及空气预热器的型式、漏风率要求等；应结合项目拟选择的燃煤品质对

锅炉型式、蒸汽参数、燃烧方式、排烟温度、保证热效率、空预器漏风率等的合理性和先

进性进行评估。 

 汽轮机选型评估——技术参数应包括机组型式，额定功率，主蒸汽再热蒸汽参数，采暖抽

汽参数、工业抽汽参数，抽汽调节方式，排汽背压，排汽冷却方式，额定工况、额定采暖

抽汽和工业抽汽工况热耗等；应结合采暖抽汽参数、工业抽汽参数、用汽量、地理位置与

气候等外部条件对汽轮机型式，排汽冷却方式、排汽背压、保证热耗、抽汽参数和调节方

式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进行评估。 

 发电机选型评估——技术参数应包括发电机型式，额定功率，保证效率，励磁方式和冷却

方式等。 

c） 针对以燃气轮机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并作为供热热源的项目，应根据项目采用的燃气种

类、燃气品质、电力负荷、采暖热负荷和工业热负荷情况，从节能角度，分析主机参数和选型

的合理性、适用性和先进性，评估要点包括： 

 燃气轮机选型评估——技术参数应包括机组型号、额定功率、燃气初温、压缩比、排气温

度、排气流率；采用加热锅炉给水型联合循环对现有汽轮机机组进行改造的项目，燃气轮

机选型应注意与现有机组锅炉给水加热量相匹配； 

 余热锅炉选型评估——技术参数应包括循环方式、蒸汽参数； 

 汽轮机和发电机选型评估可参照5.2.1.1 b）中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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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组轴系配置方案评估-应与5.2.1.2以及厂房结构、检修方法相结合，同时应考虑对装置

运行、系统操作和性能（尤其是变负荷运行）以及投资成本等的影响。 

d） 与行业同类先进机组技术方案和能效水平进行对比评估机组，判断项目拟采用主机设备是否达

到先进水平，提出评估结论，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5.2.1.2 总平面布置节能评估 

项目总平面布置节能评估应重点说明下列方面： 

a） 分析项目总平面布置是否整体统筹协调、功能分区是否明确合理、物流运输是否顺畅便捷，对

燃料、水、汽、风、粉、渣、电等输送、加工、处理等用能情况的影响是否符合工艺流程需要； 

b） 从节能角度分析项目总平面布置是否有利于过程节能、方便作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消

耗； 

c） 提出优化总平面布置的建议。 

5.2.1.3 主要用能系统及设备节能评估 

主要用能系统及设备节能评估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a） 主要用能系统包括：运煤系统或燃气输配系统、锅炉相关系统（制粉系统、烟风系统、烟气除

尘及排放系统、直流锅炉启动系统、点火及助燃燃料系统、锅炉辅助系统、启动锅炉、循环流

化床锅炉系统）、汽轮机相关系统（主蒸汽、再热蒸汽和旁路系统、给水系统、凝结水系统、

回热系统、辅助蒸汽系统、凝汽器及辅助设施、辅机冷却水系统、供热首站）、电气设备及系

统（变压器、电气系统）、控制及信息系统、除灰渣系统、烟气脱硫系统、烟气脱硝系统、水

处理系统、水工设施及系统等； 

b） 主要耗能设备应至少包括：一次风机、送风机、引风机、密封风机、氧化风机、空冷风机、给

水泵及前置泵、凝结水泵、循环水泵、磨煤机、冷却水泵（升压水泵）、水环真空泵、浆液循

环泵、高（低）压加热器、除氧器、除尘器、主变、启备变、高压厂变等； 

c） 列出各主要耗能设备型式、能效水平、耗电率等主要技术参数等，评估设备选型及配置的合理

性，对照GB 18613、GB 20052、GB 28381、GB 24790、GB 19761、GB 19153、GB 19762、GB 24500

等标准、同类可比机组先进指标等依据对主要耗能设备能效水平进行评估，明确能效水平，提

出评估结论和建议； 

d） 判断是否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用能产品和设备； 

e） 对照相关节能设计标准、产品和设备，行业同类先进机组主要用能系统技术方案，评估项目主

要用； 

f） 逐项针各主要用能系统，对照相关行业规划、准入条件、节能设计标准、国家推荐的节能技术

目录、同类型可比先进机组采取的节能措施等逐项进行剖析评估，分析评价工艺方案是否有利

于提高能效，存在哪些问题，可采用哪些先进节能技术措施； 

g） 将项目采用的生产工艺方案与行业内同类型企业的先进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在节能方面存在的

差异，提出完善生产工艺方案的建议。分析本项目采用的生产工艺方案在行业内所处的地位； 

h） 改、扩建项目应分析评估是否能充分利用既有设施和设备，避免重复建设； 

i） 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5.2.1.4 辅助和附属设施节能评估 

辅助和附属设施主要包括压缩空气系统、保温油漆、汽轮机润滑油及变压器绝缘油处理系统、建筑、

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等，节能评估可参照5.2.1.3进行。 

5.2.1.5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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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热电联产行业特点和项目实际情况，从下列方面进行评估： 

a） 评估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按照能源品种编制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附录B，依次分别

说明计量器具的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用途、安装使用地点、数量等； 

b） 依据GB 17167和GB 21369等相关标准要求，分析评价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设置是否科学

合理； 

c） 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能源统计及检测、计量器具配备、测点的布置、专业人员配置等方面的要求

和完善建议。 

5.2.1.6 能源管理方案评估 

结合热电联产行业特点和项目实际情况，从下列方面进行评估： 

a） 核查项目能源管理方案，说明项目能源管理方案，重点说明项目针对能源管理制度建设、体系

构建、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以及能源统计、监测、控制措施等制定的具体计划； 

b） 依据GB/T 15587、GB/T 23331等相关标准要求，分析评价项目能源管理方案的合理性、先进性

和可行性； 

c） 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5.2.2 节能措施效果评估 

对节能评估过程中提出的优化、调整和完善建议进行全面梳理，评估论证各项节能技术措施的针对

性、可操作性和合理性，详细论述节能措施技术方案、流程、参数等，依据相关标准要求测算项目节能

措施的预期节能量，分析评价项目节能措施的合理性、适用性、可行性及节能效果。 

5.2.3 项目能源利用状况评估 

5.2.3.1 项目主要能效指标确定 

热电联产项目项目能效指标通常包括：发电煤（气）耗、供电煤（气）耗、供热煤（气）耗、发电

厂用电率、供热电耗、生产厂用电率、热电比、发电热效率、综合热效率等。 

5.2.3.2 项目能源利用指标核算 

参照GB/T 3484、GB/T 2589等相关标准要求，进行项目能量平衡分析并核算能源利用指标： 

a）核算项目消耗的各种能源的实物量； 

d）核算年发电量、年供电量、年供热量、年燃煤（燃气）消费量，参照项目所属行业计算方法测

算项目综合能耗、综合能源消费量； 

b）测算项目各用能环节、用能单元的能量利用率； 

c）测算项目主要能效指标。 

对于能源消耗量较大、生产环节较多的项目可参照GB/T 28751、GB/T 28749采用能量平衡表和网络

图进行用能分析。 

5.2.3.3 项目能效水平评估 

根据项目消耗各能源品种数值和产出电力和热力的数值，说明项目能源消费结构。 

通过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产业政策规定、行业发布的权威数据或同类机组先进水平

的数据进行能耗指标的对比分析，评估项目供电煤（气）耗、供热煤（气）耗、发电厂用电率、供热电

耗、生产厂用电率、电热比等指标是否满足国家标准、产业政策要求，与同类机组先进水平对比，评估

项目能效水平，可分为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国内一般、国内落后等水平层次给出评估结论。 

5.2.4 能源消费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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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1 对项目所在地完成节能目标的影响预测 

根据项目所在地节能目标要求，依据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增加值和单位增加值能耗等综合能耗

核算结果，定量分析项目新增能源消费对所在地完成节能目标的影响。 

5.2.4.2 对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增量的影响预测 

根据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或根据节能目标、能源消费水平和供应水平、国民经济发

展预测等，计算在指定经济规划时期内的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增量控制数，对比同时期内项目综合能源

消费量，分析项目新增能源消费量对所在地能源消费增量的影响。 

改、扩建项目应以项目新增能源消费量进行对比，即改、扩建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扣除原项目综合

能源消费量。 

5.2.4.3 燃煤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 

对于重点区域，如果有燃煤等量或减量置换要求，则论述燃煤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 

5.3 报告编制阶段 

5.3.1报告编制要求 

热电联产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概括反映节能评估工作全貌，文字简洁，重点突出，结论明确，调整建议合理可行；  

b） 文本规范，计量单位标准化，资料翔实，尽可能采用有助于理解的图表和照片，资料引用表述

清晰，利于阅读和审查；  

c） 分析评价全面、深入，数据真实可靠，计算过程完善。 

5.3.2报告结构与内容 

热电联产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一般可分为评估机构和人员信息、评估概要、正文和附录四部分，各部

分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 

a）评估机构和人员信息一般包括： 

 承担节能评估的机构名称； 

 承担节能评估的人员姓名、专业、职称、分工等。 

b）评估概要一般包括： 

 项目情况简要说明； 

 节能评估工作过程； 

 节能评估主要结论。 

c）正文一般包括： 

 项目基本情况；  

 评估依据； 

 建设方案节能评估； 

 节能措施效果评估； 

 能源利用状况评估； 

 能源消费影响评估； 

 结论。 

d）附录应列出相关图表、原始数据等必要的支持性文件，一般包括： 

 项目论证咨询材料（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审查意见，煤种、煤质批复文件，煤质检

测报告，供热规划批复，热电联产规划批复，热网可研批复，相关部门关于本项目供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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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热负荷情况的批复，小火电机组（小锅炉房）关停方案以及相应的承诺文件，矸石综

合利用发电项目需提供有关部门对当地燃料来源的论证和批复文件）； 

 项目总平面图、主厂房平面布置图、物料流程图、总工艺流程图等重要图纸； 

 THA工况、采暖抽汽工况、工业抽汽工况热平衡图；  

 项目现场照片； 

 项目主要用能设备一览表； 

 项目主要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项目能源消费、能量平衡及能耗统计的计算书及相关图表； 

 其他支持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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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热电联产项目节能评估依据参考目录 

 

A.1 政策性依据 

A.1.1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主席令第七十七号，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主席令第五十四号，201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主席令第六十号，199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主席令第二十八号，200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二十二号，1989年）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0〕第6号）； 

A.1.2 相关规划、行业准入条件、产业政策 

《国务院关于印发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3〕2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26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40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 

《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发改能源〔2014〕50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4〕23号）；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国办发〔2014〕31号）；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3〕第21号）；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的通知》（发改环资〔2004〕2505号）； 

《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2006年）》（发改环资〔2007〕199号）； 

《关于加快电力工业结构调整促进健康有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八部门

〔2006〕661号）； 

《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定》（计基础〔2000〕1268号）； 

《热电联产和煤矸石综合利用发电项目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发改能源〔2007〕141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低热值煤发电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能电力〔2011〕396号）； 

《关于燃煤项目规划和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发改能源〔2004〕864号）； 

《关于严格控制重点区域燃煤发电项目规划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411号）； 

《关于推进大型煤电外送基地科学开发的指导意见》(国能电力〔2014〕243号)；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发改能源〔2014〕2093号； 

A.2 标准与规范 

A.2.1 通用用能标准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GB/T 3484-2009）；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2009）；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GB/T 3485-1998）； 

《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则》（GB/T 3486-1993）； 

《用能设备能量平衡通则》（GB/T 2587-2008）； 

《设备热效率计算通则》（GB/T 2588-2000）；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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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火力发电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1369-2008）； 

《固定式发电用汽轮机规范》（GB/T 5578-2007）；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2008）； 

《设备及管道绝热效果的测试与评价》（GB/T 8174-2008）； 

《风机机组与管网系统节能监测》（GB/T 15913-2009）； 

《泵类及液体输送系统节能监测方法》（GB/T 16666-2012）； 

《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GB/T 17468-2008）；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GB/T 28751-2012）；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GB/T 28749-2012）； 

《汽轮机技术条件》（DL/T 892-2004）。 

A.2.2 节能设计、节能技术与管理相关标准与规范 

《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 50660-2011）； 

《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 50049-2011）；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设计规定》（DL/T 5174-2003）； 

《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DL/T 5153-2002）； 

《火力发电厂总图运输设计规程》（DL/T 5032-2005）； 

《火力发电厂制粉系统设计计算技术规定》（DL/T 5145-2012）； 

《电站磨煤机及制粉系统选型导则》（DL/T 466-2004）； 

《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DL/T 5390-2007）；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技术规定》（DL/T 5054-1996）； 

《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1部分：运煤系统》（DL/T 5187.1-2004）； 

《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2部分：煤尘防治》（DL/T 5187.2-2004 ）； 

《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3部分：运煤自动化》（DL/T 5187.3-2012）； 

《火力发电厂烟风煤粉管道设计技术规程》（DL/T 5121-2000）； 

《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设计技术规程》（DL/T 5196-2004）；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DL/T 5352-2006）； 

《火力发电厂除灰设计规程》（DL/T 5142-2012）； 

《火力发电厂化学设计技术规程》（DL/T 5068-2006）； 

《火力发电厂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技术规定》（DL/T 5035-2004）； 

《火力发电厂热工控制系统设计技术规定》（DL/T 5175-2003）； 

《火力发电厂保温油漆设计技术规程》（DL/T 5072-2007）； 

《火力发电厂建筑设计规程》（DL/T 5094-2012）； 

《火力发电厂能量平衡导则 总则》（DL/T 606.1-1996）； 

《火力发电厂燃料平衡导则》（DL/T 606.2-1996）； 

《火力发电厂能量平衡导则 第3部分:热平衡》（DL/T 606.3-2014）； 

《火力发电厂电能平衡导则》（DL/T 606.4-1996）； 

《配电变压器能效技术经济评价导则》（DL/T 985-2012）； 

《火力发电厂水工设计规范》（DL/T 5339-2006）；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方法》（DL/T 904-2014）。 

A.2.3 用能设备能效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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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7896-2012）；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2012）； 

《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254-2013）；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0052-2013）；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790-2009）；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GB／T 6451-2008）； 

《离心鼓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28381-2012）；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2009）；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153-2009）；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2007）；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500-2009）；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7-2004）。 

A.3 节能技术、产品推荐、淘汰目录 

《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第13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目录（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0年第16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目录（第二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011年第4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目录（第三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1年第16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目录（第四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012年第4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容积式空气压缩机推广目录（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2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清水离心泵推广目录（第一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3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通风机推广目录（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4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配电变压器推广目录（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5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容积式空气压缩机推广目录（第二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30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清水离心泵推广目录（第二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31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配电变压器推广目录（第二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32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目录（第五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42号公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目录（第六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年第14号公告）； 

《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第一批）》（工节〔2009〕第41号公告）； 

《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第二批）》（工节〔2010〕第112号公告）； 

《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第三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1年第42号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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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第四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年第12号公

告）； 

《国家重点推广的电机节能先进技术目录（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第

44号公告）；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批）》（工节〔2009〕第67号）；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二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年第

14号公告）；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三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第

16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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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热电联产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一览表示例 

 

表B.1给出了热电联产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一览表样式。 

表B.1 热电联产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一览表 

项 目 测量方式、方法 精度 参数 安装位置 

流量计量仪表 

     

… … … … … 

压力计量仪表 

     

… … … … … 

温度计量仪表 

     

… … … … … 

电气计量仪表 

… … … … … 

     

热量计量仪表 

     

… … … … … 

煤量或气量计量仪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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