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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制造过程工件能耗限额制定方法》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17 年 8 月 22 日，《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

究与应用”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立项的通知》（国科议程办字〔2017〕10 号）

下达了 NQI 项目“重要领域绿色制造关键共性标准研究”（项目编号：

2017YFF0207900）立项通知，其课题三“离散及流程行业制造/生产过程能效检

测与评估关键技术标准研究”（课题编号：2017YFF0207903）将《机械加工制造

过程工件能耗限额制定方法》国家标准研究列为重要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标准

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2. 标准研制的目的和意义 

制造业是我国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耗的主体和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如何提高

制造过程能量效率，降低制造业的能量消耗和碳排放是我国制造业实现绿色制造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统计，机械加工制造过程的能源利用率不到 30%，

而我国现有机械加工制造过程的构成主体-机床保有量 700 万台以上；若按每台

机床额定功率平均为 10 kW 算，则总功率约为 7000 万 kW，是三峡电站总装机

容量 2250 万 kW 的 3 倍多。 

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制定标准对于加强工件过程能量消耗管理、监控和

提高能量效率均十分重要。目前，钢铁、化工等流程制造行业的产品能耗限额制

定已有不少成熟方法；但对于量大面广的机械加工过程产品，由于其能耗规律的

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性，其能耗限额制定非常困难。目前还没有一项实用化的机械

加工工件能耗限额制定方法。 

目前，在国际上仅有《ISO_14955-1 机床环境评估-高能效机床设计规范》

和《ISO_14955-2 机床环境评估-机床及其耗能部件能耗测试方法》两项关于机床

能耗标准，而在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制定标准方面，国内外未见相关报道。本

标准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切削加工过程的能耗管理和能效提升有着重要作用。本

标准能为《绿色工厂评价 导则》中绿色生产制造的能源消耗量以及绿色产品的

产品能效标准符合性提供重要支撑和支持作用。 

3. 编制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各起

草单位成立了起草工作组，由重庆大学、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单位的相关人员

组成，重庆大学担任主要起草工作，确定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起草工作组

首先进行了制造系统、能源消耗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还对国内外有关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制定方法的科研成果及文献资料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标准草案稿。 

征求意见阶段：2021 年 5 月 6 日计划下达后，标准起草工作组经多次讨论

修改后，编制形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以现有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为基础，与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衔

接； 

——以我国机械加工过程能效检测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在结构和编写规则上遵守GB/T 1.1-2020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易被未参加标准编写的人员理解。 

2. 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的能耗限额总则、能耗限额制定方法以

及能耗限额的应用，适用于机械加工企业能耗限额的制定。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机

械加工过程批量工件总电耗和工件单位批量综合电耗的确定。 

3. 重要技术指标 

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指标主要包括批量工件总电耗和工件单位批量综合

电耗。其中批量工件总电耗反映机械加工过程的整体能效情况，工件单位批量综

合电耗反映机械加工过程平均电耗情况。批量工件总电耗主要包括加工过程的待

机时段能耗、空运转时段能耗以及切削时段能耗。工件单位批量综合电耗为批量

工件总电耗与同期内生产该工件合格品总量的比值。 

4. 主要依据 

本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参考了大量的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对国内外相

关研究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通过在生产现场调研、收集大量数据、听

取了相关行业专家、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参考的标准主要有： 



——GB/T 4863-2008机械制造工艺基本术语 

——GB 6477.1~6477.16-86 金属切削机床术语 

——GB/T 2589-199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5623-1985 产品电耗定额制定和管理导则 

——GB/T 12723-1991 产品单位产量能源消耗定额编制通则 

——GB 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DB12-046.01-2008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及限额制定总则

三、突破性成果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 突破性成果 

本标准的建立填补了我国在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制定标准这一领域的空

白，为我国机械制造行业的能耗限额相关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2. 标准成果的作用、应用前景 

本标准的建立，对我国机械加工制造企业能耗限额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性的

作用，对以后全面普及建立能耗限额有重要的意义。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国外在流程制造业也建立了不少的能效评价方法，提出了一些优化改进方

法并且取得较大的成果，但没有针对离散制造业能耗限额方法的统一标准，特别

是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制定相关标准。我国在机械加工过程方面还处于起步阶

段，至今都没有发布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标准文件，所以急需要建立相应标准

填补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制定的空白，使我国的机械加工工件能耗限额研究走

在国际的前列。 

本标准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装备制造业绿色制造共性技术标准体系中“基础通用”下的“装

备节能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