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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 

项目编号 2012BAK30B00 

项目名称 重点行业节能减排监测控制关键技术及集成应用研究 

项目组织单位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项目实施周期 2012 年 11月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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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其中： 

1.事业型研究单位 10 个 2.其他事业单位 1 个 

3.大专院校 4 个 4.企业 4个 

5.转制为企业的科研院所 2个 6.其他 1个 
 

参加研究 

工作人员 

总    数 109 人 

其中：高级职称 62 人 初级职称 6 人 

      中级职称 28 人 其他人员 13 人 

投入研究的工作量：588人月 

培养人才 取得博士学位 2人 取得硕士学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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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置、计算机软件等 0项 

发表科技论文12篇，其中向国外发表8篇；出版科技著作0万字。 

申请国内专利1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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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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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行业标准0项 

完成技术标准：国际标准0项，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0项 

成果应用数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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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万元；其中，支撑计划拨款：1936万元。 

本年度预算：1235.5万元；其中，支撑计划拨款：1455万元。 

资金落实及支出情况 累计 本年度 

本
年
度
到
位
资
金 

合  计 1455.00 万元 1455.00 万元 

支撑计划拨款 1455.00 万元 1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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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0 万元 351.20 万元 

其中：购置仪器设备 69.30 万元 69.30 万元 

其中：支撑计划拨款用于购置仪器设备 69.30 万元 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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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副研究员 

电    话 58811716 传  真 58811714 

E-mail lip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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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总目标 

本项目紧密围绕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重点工作需求，研究节能减

排监测控制关键技术及集成应用，提出基于泛在网络的建筑节能监测控制

共性技术方案、电力行业烟气除尘设备能耗监测共性技术方案，建立信息

机房能耗综合监测分析技术、中央空调系统能耗模拟分析调试技术、火电

等重点用能企业能耗控制关键技术、重点行业控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综

合评价技术、重点行业工艺过程温室气体减排共性评价技术及锂离子动力

电池低能耗低污染生产控制技术。项目拟完成节能减排监测控制技术相关

国家标准送审稿 8 项，联盟标准报批稿 3 项。开发中央空调系统能耗模拟

调试软件、火电等重点行业用能企业能量平衡分析系统、火电等重点行业

能评支持工具和节能减排监测控制技术信息集成平台等 4 项系统工具，并

申请 4项软件著作权。本项目将在 2个试点项目、7～9家企业中对研究成

果进行试点应用，并建成信息机房能耗综合监测分析系统示范项目 1 项，

棉型织物染整低碳技术示范项目 1 项，建设电池生产过程能耗和污染物集

成控制技术试验基地 1个。 

（2）2013年度计划 

项目本年度计划为各课题全面启动并推动各项研究任务，确定研究目

标并制定具体工作计划及落实方案，开展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调研与对

比分析，完成研究内容、软件、工具的框架设计及相关标准的编制框架，

完成 2013年度的研究任务与考核指标，进行项目的年度检查工作。具体的

年度研究计划如下： 

1) 制定组织管理办法和管理工作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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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研究目标并制定具体工作计划及落实方案。 

3) 与各任务参与单位签订任务书。 

4) 开展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调研与对比分析。 

5) 完成研究内容、软件、工具的框架设计。 

6) 完成相关标准的编制框架，开展标准的立项申请及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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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计划任务 1（制定组织管理办法和管理工作总体方案）执行情况： 

项目根据科技支撑计划的有关组织管理办法，成立了项目专家组及领导

协调小组，对项目研究内容、研究思路进行总体指导。从项目、课题层面

制定了科技支撑计划的有关组织管理办法，从任务分工、进度安排、协调

衔接、规范管理等多方面规范，并进一步细化制定了课题的组织管理办法

和管理工作总体方案。 

年度计划任务 2（确定研究目标并制定具体工作计划及落实方案）执行

情况： 

2013年 1月 24日，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在北京西郊宾馆组织召开了“重

点行业节能减排监测控制关键技术及集成应用研究”项目启动会。会后，

各课题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实施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目

标，并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及落实方案，形成研究进度表。 

年度计划任务 3（与各任务参与单位签订任务书）执行情况： 

项目共有 19家任务单位参与（课题 1有 4家参与单位、课题 2有 4家

参与单位、课题 3 有 6 家参与单位、课题 4 有 5 家参与单位）。截止 2013

年 3月，各任务参与单位均已签订了任务书。 

年度计划任务 4（开展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调研与对比分析）执行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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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各课题已全面开展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资料收集、行业企业调

研等相关技术准备工作，对相关领域的企业、用户、研究机构、行业协会、

主管部门等进行了交流，掌握了全面的国内外相关技术、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国际标准材料，并进行了初步的对比分析，为研究共性技术提供了

支持。 

年度计划任务 5（完成研究内容、软件、工具的框架设计）执行情况： 

经过前期的充分调研，进一步明确了各课题的主要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形成了书面的实施方案。对基于泛在网络的建筑节能监控系统、信息机房

系统、中央空调系统能耗模拟系统的关键技术需求进行了分析，完成了工

具的框架设计。初步实现了信息机房系统能耗监测系统的软、硬件设计与

布点，并申请了一项发明专利《一种基于虚拟 IT资源分配技术的数据中心

节能系统及方法》。对火电、平板玻璃、船舶制造等行业重点企业的能源利

用现状和加强用能管理的实际需求进行了分析，收集到 210余项能评依据，

超过 600 项的关键参数。确定了相关软件开发的功能定位并制定了软件开

发的设计框架。相关课题还对钢铁、水泥、石油化工等行业工艺过程温室

气体排放的重点环节进行了分析，完成计算工具的框架设计。课题还初步

制定通用的除尘器能耗监测技术方案，明确了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过程能

耗和污染物排放现状，提出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过程低能耗低污染控制技

术应用指南的框架，初步完成了重点行业节能减排监测控制信息集成平台

的需求分析和技术路线。 

年度计划任务 6（完成相关标准的编制框架，开展标准的立项申请及编

制工作）执行情况： 

项目已全面启动相关标准的立项申请与编制工作，目前《平板玻璃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1 项国家标准已完成审查，《热电联产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热电联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实施指南》、《工艺过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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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排放量化方法学》、《余能利用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方法学》、《原

料替代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方法学 水泥行业》、《电袋复合除尘器能效限

定值及节能评价值》和《电袋复合除尘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等 7

项国家标准已完成立项，并形成了标准草案。同时，《中央空调系统能耗调

试分析系统使用规范》、《基于泛在网的建筑节能监测控制共性技术方案应

用指南》、《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过程低能耗低污染控制技术应用指南》3项

联盟标准也完成了内容框架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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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标准 8项 

 《平板玻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送审稿 

 《热电联产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草案 

 《热电联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实施指南》草案 

 《工艺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方法学》草案 

 《余能利用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方法学》草案 

 《原料替代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方法学 水泥行业》草案 

 《电袋复合除尘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草案 

 《电袋复合除尘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草案 

(2) 联盟标准 3项 

 《中央空调系统能耗调试分析系统使用规范》框架 

 《基于泛在网的建筑节能监测控制共性技术方案应用指南》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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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过程低能耗低污染控制技术应用指南》框

架 

(3) 申请发明专利 1项 

申请一项发明专利《一种基于虚拟 IT资源分配技术的数据中心节能系

统及方法》（申请号：201310296679.9） 

(4) 科技论文 12篇 

项目共发表论文 12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 8篇，最高影响因子

达 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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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推动重点行业节能减排监测控制技术的应用，

对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如实施《平板玻璃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后，通过淘汰落后产能，预计每年节能约为 396

万吨标准煤，此外如生产企业按照标准提升节能技术后，日常生产中节约

的能源预计可达约 300～500万吨标准煤。同时，企业通过编制可行性强的

减排计划，改进技术工艺，从而降低产品的制造成本，提升产品附加值，

预计可为试点示范企业带来 500万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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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预算及执行情况 

本项目预算总经费为 1936万元，全部为国拔经费。截止目前共到位经

费 1455万元。本年度支出经费为 351.20万元。其中，购置设备费为 69.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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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单位及全时人数 

本课题承担单位及任务承担单位共有 109人参加研发工作，全时人数

达 588人月，其中课题 1投入 196人月，课题 2投入 110人月，课题 3投

入 162人月，课题 4投入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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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究联合方式等。） 

（1）项目组织管理 

为保证项目的有效实施和总体协调，顺利实现项目的研究目标，保质

完成各项研究任务，本项目采取了如下组织管理措施：实施目标管理和进

度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成立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行业协会

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组成的课题顾问组、领导协调组和专家组，解决项

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好统筹规划、计划衔接、资源配置

以及任务组织管理工作；实施工作简报制度，按季度形成项目工作简报，

向专家组及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等领导送审；

要求各课题严格例会制度和定期评估监督机制，对阶段性成果及时总结和

交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项目实施期间出现研究内容变更、

进度变更、主要研究人员变更等影响项目执行和经费预算执行的重大事项，

均按有关管理制度规定及时上报审。 

（2）产学研联合模式与机制 

本项目聚焦于重点行业节能减排监测控制关键和共性技术研发，由科

研单位牵头，企业和行业协会、第三方检测和认证机构等相关方共同参与，

可将研发的技术及时在企业中得到应用和推广；对于技术规范的研制，应

由标准化科研单位牵头，企业、行业协会、高校参与，共同为标准研制提

供数据参考、意见建议、标准验证；对于节能减排监测控制技术推广机制

构建和示范应用，应由科研单位牵头，企业和协会参与，制定出符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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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科学合理的政策机制。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注意与企业和行业协会

充分沟通，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更多为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平台搭建、

机制研究贡献力量。 

3．存在问题及建议 

截止目前，本项目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 

（1）本领域国内信息、数据的基础比较薄弱，对技术研究带来了很大

挑战。为此，需要各参与单位进一步广泛开展调研工作，得到更多第一手

数据，充分掌握行业发展现状，从实际需求出发，指导技术研究工作。 

（2）节能减排监测控制相关技术分布在多个学科和领域中，如何有效

的与相关研究单位进行沟通，明确信息挖掘和评估分析的技术需求，是目

前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建议项目内各课题与专家团队之间、课题之间、课

题与任务之间、任务与调研单位之间、与行业协会之间等相关方广泛协调，

明确信息平台的具体需求，为信息平台的开发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