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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 

项目编号 2011BAB02B00 

项目名称 重点工业领域资源高效利用共性技术标准研究 

项目组织单位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项目实施周期 2011 年 1月至 2013 年 12月 

进展情况 ■按计划进行□进度超前□拖延□调整 

进展情况简要说明

情况 

 

项目课题参与 

单位情况 

参与单位数：14个。其中： 

1.事业型研究单位 5个 2.其他事业单位 2个 

3.大专院校 3 个 4.企业 4个 

5.转制为企业的科研院所 0个 6.其他 0个 
 

参加研究 

工作人员 

总    数 99 人 

其中：高级职称 54 人 初级职称 3人 

      中级职称 32 人 其他人员 10 人 

投入研究的工作量：700人月 

培养人才 取得博士学位 9 人 取得硕士学位 8 人 

本
年
度
已
取
得
的
成
果 

新产品（或农业新品种）、新材料、新工艺、新装臵、计算机软件等 3项 

发表科技论文42篇，其中向国外发表12篇；出版科技著作50万字。 

申请国内专利3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2项； 

申请国外专利0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0项。 

获得国内专利授权1项，其中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0项； 

获得国外授权专利0项，其中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授权0项。 

研制技术标准：国际标准0项，国家标准23项，行业标准0项 

完成技术标准：国际标准0项，国家标准23项，行业标准0项 

成果应用数 7项；成果转让数 0项，成果转让获得收入 0 万元。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0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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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预算 

总预算：1246万元；其中，支撑计划拨款：1246万元。 

本年度预算：346万元；其中，支撑计划拨款：346万元。 

资金落实及支出情况 累计 本年度 

本
年
度
到
位
资
金 

合  计 1246.00 万元 346.00 万元 

支撑计划拨款 1246.00 万元 346.00 万元 

其他国家级拨款（含部门匹配） 0.00 万元 0.00 万元 

地方政府拨款 0.00 万元 0.00 万元 

贷款 0.00 万元 0.00 万元 

自有资金 0.00 万元 0.00 万元 

    其中：企业资金 0.00 万元 0.00 万元 

其他资金 0.00 万元 0.00 万元 

本
年
度
支
出 

合  计 0.00 万元 0.00 万元 

其中：购臵仪器设备 0.00 万元 0.00 万元 

其中：支撑计划拨款用于购臵仪器设备 0.00 万元 0.00 万元 

本年度各类匹配资金是否按计划到位 ■是□否 

项目联系人 

姓    名 高东峰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副研究员 

电    话 58811127 传  真 58811714 

E-mail gaodf@cn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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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提纲 

一、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1．项目总目标及本年度计划 

项目总目标：针对钢铁、建材和纺织三个重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

着力攻克支持环境化设计的模块化和信息化技术、能量系统绩效评价技术

为支撑的节能诊断和节能量测量通用技术、典型工业固废高值利用评价及

检测技术、过程工业水系统集成优化共性技术方法，解决设计阶段机械设

备环境化设计水平不足、产品零部件重用率低，运行阶段主要用能系统绩

效评价、节能诊断、节能量测量验证缺少方法和工具支撑，回收利用阶段

综合利用技术缺乏评价方法、综合利用产品缺乏质量安全评价的问题。 

本年度计划：开展工业汽轮机环境化设计应用试点并进行总结。以杭

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为试点单位，采用本项目所形成的四项技术标准，

指导工业汽轮机的环境化设计，进行试点经验总结；制定针对能量系统优

化及能源管理技术标准的推广实施方案，选取钢铁、水泥行业典型企业作

为示范对象，将相关标准用于指导典型工业行业能量系统优化及能源管理

体系的实施推广，并对示范效果进行初步总结；开展过程工业水系统集成

优化技术试点，采用本课题形成的技术标准，指导纺织、钢铁企业的水系

统集成，进行试点经验总结，进一步优化所研制的有关技术标准；开展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相关标准试点示范，并总结试点经验；开展典型工业固废

高值利用技术、共性检测技术和相关标准的示范试点，并总结试点经验；

完善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评估模型；根据相关方修改意见，完善各课题

研究报告；继续制定相关国家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或送审稿。 

 

 2．年度任务完成情况概述（对应年度计划任务逐一说明各项任务完

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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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和方法研究 

建立了集成信息技术、模块化设计技术、协同优化技术的机械产品环

境化设计及评价技术，支撑机械产品环境化设计改进；建立了能量系统绩

效评价方法、节能诊断和节能量测量通用技术及针对泵类和通风机的节能

量测量技术，支撑重点用能系统能源管理和节能量测量验证工作；建立了

过程工业水系统集成优化共性技术方法，解决了工业企业，尤其是钢铁联

合企业在实施水系统集成优化时的可操作性问题；建立了工业固废综合利

用技术评价方法、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活

性粉末混凝土、氮氧化物耐火材料等固废综合利用产品关键性能的检测方

法。 

（二）标准体系、技术标准制定 

首次提出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检测标准体系，并提出了标准研制的

明细表，为工业固废检测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在技术和方法研究的基础上，项目组开展了 23项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

工作，已经全部立项，其中 1 项已发布，15 项形成报批稿，4 项形成送审

稿，3项形成征求意见稿。其中 4项环境化设计标准分别对环境化设计的通

用要求及实施指南、机械产品模块化设计规范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将有效

支撑机械产品的环境化设计；8项节能标准分别对泵类液体输送系统、通风

机系统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及电能平衡测试与计算方法、能量系统绩

效评价及针对钢铁生产过程的实施指南、钢铁和水泥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

施指南进行了规定，将有力支撑用能企业节能管理工作；3项工业节水标准

分别对工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方法、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纺

织废水膜法处理与回用技术、钢铁联合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具体实施过程

进行了规范，将推动规范工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工作；8项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标准，分别规范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评价、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

品质量安全评价及活性粉末混凝土、氮氧化物耐火材料关键性能的检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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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产品质量性能检测和综合利用技术评价提供了方法。   

（三）工具开发 

（1）开发完成“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指标性能及其技术、标准数据

库”。其功能设计包含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情况、工业固废产生企业信息、

工业固废利用企业信息、绿色建材查询、工业固废相关标准信息查询、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术语信息查询 6 个部分的内容。该数据库的研发可以为企

业提供政策、标准等信息，还可以通过拓展功能实现工业固废的供需交易

服务。 

（2）模块化设计评价系统通过对产品设计、制造、服务等阶段的周期、

质量、成本等因素进行评价，协助企业对模块化效益和模块化程度进行量

化，推动环境化设计的改进。 

（四）应用示范及应用前景 

项目组将研发的共性技术方法、标准、工具在 13家试点企业进行了试

点应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对成果的科学性、适用性进行检验并提

出改进建议，也为试点企业改进设备环境化设计，逐步建立集节能节水诊

断、评价、运行、管理于一体的企业优化用能和高效用水的标准化解决方

案，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和综合利用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项目成果后续可以支撑管理体系认证、合同能源管理、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制度建立实施，支持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和节

能、过程工业水系统集成、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及检测先进适用技术推广，

支撑节能量交易等新政策措施开发。 

3. 取得的成果及创新性（项目取得的创新成果及产业化前景，知识产

权、技术标准、产品市场准入情况、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以及建成的试验

基地、中试线、生产线等情况。） 

（一）取得的成果 

（1）已申请专利 6项；已申请软件著作权 2项，“固废综合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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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设计评价系统软件著作权”（2013SR038374）； 

（2）23 项相关技术标准已经全部立项，其中 1 项已发布，15 项形成

报批稿，4项形成送审稿，3项形成征求意见稿； 

（3）开发完成“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指标性能及其技术、标准数据

库”； 

（4）已发表论文 49篇，其中 SCI/EI收录 15篇、国内核心 12篇、会

议论文 1篇，出版论著 2部，撰写论著 7部； 

（5）项目组已培养了博士后 1名、博士研究生 6名、硕士研究生 4名，

课题组骨干 1人晋升研究员、4人晋升副研究员。 

 

（二）创新性 

（1）针对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设备环境化设计，给出了产品设计过程

各阶段的环境化设计要点，初步给出了环境化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

基于 Web2.0的协同的生命周期评价体系方法，给出了一种基于主文档技术

的产品模块化设计方法，提出了描述产品模块化设计规范的 Y模型。 

（2）针对能量系统优化和能源管理与服务等标准化热点领域，进行技

术标准研发，并引领相关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填补了国内外空白，研究

构建针对高耗能行业和领域的，体现“总体要求—行业指南—方法工具—

评价体系”整体思路的能源管理综合服务体系。 

（3）建立了工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的一般程序和方法，以及在开展

水系统集成优化过程中所需的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与筛选方法，并以

钢铁联合企业和纺织企业为例，分别建立了钢铁联合企业开展水系统集成

优化的实施细则以及纺织企业采用膜法深度处理废水的技术规范，从而为

工业企业开展水系统集成优化建立了比较科学、系统的指导方法。 

（4）采用危害因子识别法，并通过全过程分析，建立了科学、合理的

工业固废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开展评估案例实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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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共性评价技术研究—凝练标准—试点应用”的产学研用模式，为政

府部门出台相关评价政策，全面开展评价工作，提升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

品的质量安全性提供标准化的技术支撑。 

（5）首次提出用电化学方法评价活性粉末混凝土在氯离子环境下的耐

久性。该方法采用的电渗电压较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电渗液和混凝

土试样测试过程中温度过高；利用宏电流数值判断腐蚀萌发时间，可以实

现试验过程的连续监测和自动化控制，精确确定腐蚀萌发的时间。 

4. 成果转化、产业化情况以及所取得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成果推

广应用前景的评价。 

（一）社会效益 

（1）加快先进环境化设计技术、能源管理技术、水系统集成优化技术、

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促

进科技成果的转化，通过技术创新成果标准化，为国际标准输出成果，提

升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2）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的应

用，提高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3）提高我国钢铁、水泥行业能源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不断完善工

业用能系统诊断、优化和评价体系。 

（二）经济效益 

（1）采用环境化技术可以缩短设计周期和生产周期、降低库存、提高

设备环境性能。通过模块化设计在工业汽轮机实际生产中的应用，使新产

品开发周期减少 40%以上，产品平均交货期缩短 30%，降低在制品库存 20%；

通过改进通流部分的汽缸、转子以及叶片等零部件的设计，可有效提升工

业汽轮机设备内效率 1.0%以上。环境化设计在杭汽、北重、三一等企业的

试点应用表明，环境化设计共性技术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应用前景。 

（2）水泥能源管理体系试点企业应用，仅电机系统改造一项，实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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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 1363.44万 kWh，节电收益估算为 913.50万元；钢铁能源管理体系试

点企业实现吨钢综合能耗由基准期的 609.26 kgce/t降低到 588.69kgce/t，

累计节能收益 6.5亿元。 

（3）试点企业实施水系统集成优化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中吨钢

取水量降低 35%，净环水新水消耗量降低 37%，浊环水新水消耗量降低 34%，

废水回用率和直接冷却水循环利用率提高至 95%，年节约资金可达 2093 万

元。 

（三）应用前景 

项目成果后续可以支撑管理体系认证、合同能源管理、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制度建立实施，支持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和节

能、过程工业水系统集成、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及检测先进适用技术推广，

支撑节能量交易等新政策措施开发。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相关标准的推广实施，预计可推动相关行业单位产

品能耗降低 2%-5%左右，在钢铁、水泥行业实现年节能量约 500万吨和 200

万吨标准煤，约占 2005年各自行业总能耗的 5%。 

 

二、项目投入及组织管理情况 

1. 项目投入情况（本年度项目预算及执行情况、配套经费落实情况；

其他配套措施落实情况；本年度参与研发单位及参加研发全时人数等。） 

（1）项目总预算 1246万元，均为支撑计划拨款，本年度项目到账 346

万元，各课题将于近期开展经费审计，经费支出已初步达到审计要求。 

（2）本年度项目参与研发单位共 14 个，其中事业型研究单位 5 个、

其他事业单位 2个、大专院校 3个、企业 4个；参与人员达 99人，其中高

级职称 54人、中级职称 32人、初级职称 3人、其他人员 10人；投入研究

的工作量为 700人月。 

2．组织管理经验及产学研联合模式与机制（项目管理主要措施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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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究联合方式等。） 

（1）项目管理主要措施与经验 

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以及高质量地按期完成项目预期目标，采取

的项目管理主要措施及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实行目标管理和进度管理相结合的项目组织管理形式。由各课题承担

单位定期安排所有研究任务参加单位汇报工作进度、计划完成情况和专项

经费使用情况，检验考核指标，参加课题的各单位间相互监督，保证课题

圆满完成； 

实行协调会议和信息通报制度。课题定期召开协调会议，设立课题联

络员，相互协调各任务之间的进度计划， 保证课题参与单位之间的顺畅沟

通，以确保课题按任务时间节点计划实施。同时，定期发布项目信息简报，

及时报道项目各项研究任务的进展； 

实行课题和任务负责制。课题承担单位对课题组织管理总体负责，任

务承担单位对所属任务总体负责，协同参加单位具体实施。 

（2）产学研联合方式 

该项目除了要形成研究成果外还需要承担起研究成果示范的任务，涉

及到产业单位，必须多单位结合、多部门配合，全体工作人员（科技人员、

企业管理人员）齐心协力，才能把课题的各项工作如期高质量完成。 

本项目研究采取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方式，始终坚持利益相关方的广泛

参与，吸纳国内顶尖的研究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优化利用科研院所的高

端人才、理论知识和相关机构在实践方面的丰富经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充足的、优秀的人力资源保障。本项目还将与关注

和研究标准化以及在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社会学、经济学、政策制定、法

律、财务等方面具有一定权威的知名专家建立良好顺畅的沟通渠道，充分

发挥技术、管理专家的咨询与指导作用，保障项目目标的高度凝练。同时，

本项目将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基于我国国情和实际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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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成果进行应用示范，以检验其合理性和适用性，从而保证项目通过

研究攻关、技术突破，取得的自主创新成果能够切实为社会所用。在项目

研究与实施过程中，产学研相关各方之间的协商与沟通将不断加强，就项

目共同目标形成共识并达到协调一致，以项目研究为纽带将科研单位、高

校、技术机构的各自优势凝聚起来，不仅为项目的研究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还将为项目最新科研成果及时、有效地推广应用创造条件，促进科技成果

的快速转化，真正实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目标。 

3．存在问题及建议 

（1）部分国家标准在名称上进行了调整，各课题组提交了相应申请，

目前尚未得到批复。 

（2）各课题成果集成协同应用方面还需要深化。 

（3）后续需开展能源管理与服务标准体系及技术支持体系平台研究。 

（4）后续开展环境化设计技术与智能制造技术融合研究应用，支撑节

能减排。 

（5）后续建立重点行业实施水系统集成优化所需的基础资料数据库，

开发有关应用软件，为重点行业全面开展水系统集成优化奠定基础。 

（6）后续完善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数据库，增加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及检

测技术、产品评价指标数据库，支撑技术评价筛选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

品质量安全评价。 

（7）后续需开展标准与实施效益评价分析方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