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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写指南 

第一章  评估依据 

需要叙述项目评估范围和内容，明确评估工作的重点、遵循的原

则及评估目的，列出评估工作遵循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规划，相关标准及规范，节能技术、

产品目录，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生产工艺目录，以及相

关工程技术资料等依据。 

节能评估有关法规、政策、标准、规范等资料要适时更新，不得

采用过时的依据。钢铁项目节能评估依据除节能评估文件所依据的有

关节能法律、法规外，要充分体现钢铁行业的特点，充分考虑钢铁工

艺特有的设计规范。本指南给出部分《资料汇编（目录）》（附后），供

能评工作者参考。 

第二章  项目概况 

第一节  建设单位概况 

主要包括建设单位名称、所属行业类型、单位性质（内资、外资）、

地址、法人代表、历史沿革、现有生产规模、生产经营情况等内容。 

第二节  项目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项目名称、项目背景、项目建设方案主要内容、项目产

品方案、原燃料来源与质量、项目进度计划等。 

项目建设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项目建设地点、性质、生产规模、



 

 

金属平衡图、主要生产工艺设备、主要辅助生产设备等。其中，报告

必需要给出金属平衡图，可直观看出项目建设方案工艺流程、金属物

料平衡和产品加工深度的总体情况。 

原燃料供应需要给出铁矿石、炼焦煤、高炉喷吹煤、无烟煤、废

钢铁等的来源和数量。 

改、扩建项目要明确企业现状生产情况、现状金属平衡图和主要

生产工艺设备及辅助生产设备等。 

第三节  项目用能概况 

总结汇总项目能源消费种类、总量及能源消费结构，汇总项目的

主要能效指标及对标结果，汇总项目重大节能措施及实施效果，汇总

项目用能对当地能源消费总量及增量的影响结果。 

改、扩建项目还应包括项目改、扩建前后主要能效指标对比结果。 

第三章  现有项目能源利用分析评估（适用于改、扩建项目） 

本章节仅适用于改、扩建项目，新建项目此章节内容可不编写，

后面章节编号逐次提前。 

对于性质属于改、扩建的项目，需要对现有项目的能源利用状况

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现有项目的能源利用状况，分析现有

项目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节能潜力分析，并提

出主要节能措施和改造项目，最后对采取措施和项目后的能耗指标进

行核算和评价。 

对现有项目的基本情况介绍及各项评估内容的深度要求和评估技

术要点，参照本指南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有关要求执行。 



 

 

第四章  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 

第一节  项目选址、总平面布置节能评估 

（1）根据 GB50632，GB50603 设计规范，分析钢铁厂选址是否

符合当地用地布局，分析厂址是否有可靠的供水、供电来源，分析厂

址交通条件是否便利等。 

（2）新建项目必须进行厂址比选。对新建钢铁厂进行厂址方案比

选分析时，对厂址供水条件、供电条件进行分析，考虑原、燃料的输

入及钢材等产品输出的能源消耗最小等因素。 

（3）要对厂内总平面布置进行分析，判断生产流程是否合理，物

流是否顺畅，功能分区是否明确，运输线路是否短捷，公辅设施是否

靠近主要负荷中心布置，是否合理利用场地高差优势减少生产中的能

源消耗，全厂的总平面布置能否起到提能够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消

耗的作用。 

（4）根据 GB50632，GB50603 设计规范中的有关条款，对厂区

采取的节能措施进行分析。 

第二节  工艺流程、技术方案节能评估 

（1）从生产规模、生产工序、生产设备配置等方面，分析评价工

艺技术方案是否有利于提高能效，是否符合节能设计标准相关规定。 

对新建或整体搬迁改造类型的企业，要选取和企业规模、装备相

近的先进企业进行类比分析。 

（2）对照国家、行业及地方已经发布的导向目录评估项目有无采

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对照国家发布的节能工

艺、技术、装备推荐目录评估项目采用的节能新技术、新工艺。对照



 

 

同行业先进工艺、技术、装备水平评估项目的先进性。 

（3）从总体分析项目生产工艺结构配置的合理性和采用的技术先

进性。 

第三节  主要用能工艺和工序节能评估 

必须按照钢铁生产企业主工艺流程分工序进行节能评估，主生产

工艺一般包括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炼钢、轧钢，要根据具体项目

的实际工序情况进行取舍。 

每一个主生产工序节能评估参照以下内容和格式： 

（1）概述 

概述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含生产规模、主要设备、主要原料燃

料质量、产品方案和主要生产技术经济指标等。 

（2）工艺流程合理性评估 

a）本工序包含的主要生产系统描述。 

b）从产业发展政策、行业准入条件、生产规模、装备档次、车间

布局、上下游工序配套等方面总体评估本工序工艺合理性和装备先进

性。 

c）分系统描述主要生产工艺和主要耗能设备，并按照工艺相关设

计规范和钢铁企业节能设计规范的要求对每个系统的工艺及装备配置

合理性进行评估。 



 

 

（3）节能措施可行性评估 

a）本工序配套的主要技术节能措施；其中国家标准规定的强制性

节能措施必须同步配套建设。 

b）重大节能项目，要评估项目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及可行性，测算项目节能量、投资估算及投资回收期。 

c）能评阶段提出的主要节能措施及重大节能项目。重大节能项目

参照 b）深度评估。 

（4）能耗指标先进性评估 

a）叙述项目消耗的主要能源种类，描述每种能源介质的使用分布

情况，并将主要能源消耗种类在工艺流程图上示意。 

b）项目采取节能措施后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列表）。 

c）根据国家标准规定，叙述工序能耗计算范围，列表计算工序能

耗。 

d）对本工序能源消耗结构进行评估，指出本工序的节能重点。 

e）采用标准对照法，评估工序能耗的水平。 

f）采用类比分析法，评估工序能耗、主要单耗指标（如焦比、煤

比、烧结固体燃料消耗、转炉氧气消耗、石灰燃料消耗、轧钢燃料电

力消耗等）的先进性。 

（5）评估结论及建议 

a）对工艺流程、装备水平、节能措施、能耗指标给出评估结论。 

b）针对项目不足之处，提出合理化建议。 

特别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工艺流程合理性评估应结合各主体生产工艺设计规范进行评

估，如 GB50432、GB50408、GB50491、GB50427、GB50439、GB50410、

GB50436、GB50629、GB 50398、GB 50468、2009-2839T-YB 等。 



 

 

（2）工序中有多个生产车间的，应分车间进行评估。 

（3）炼钢生产工序应按照铁水预处理、转炉/电炉冶炼、精炼和

连铸等工序分别进行评估。 

（4）轧钢工序能评范围包括热轧工序和冷轧及相关工序，热轧工

序包括大中型、小型和线材、热轧带钢、无缝钢管轧钢工序和锻造工

序。冷轧工序包括冷轧板带、涂镀层、焊管、冷轧冷拔钢管轧钢工序

和金属制品工序。概述、工艺流程合理性评估、节能措施可行性分析、

能耗指标先进性评估、评估结论及建议应按照单条生产线工序进行分

析。 

（5）烧结、炼铁和炼钢工序能耗计算范围和方法参照 GB21256

规定，焦化工序能耗计算范围参照 GB21342 规定，球团、轧钢工序能

耗计算范围参照 GB50632 规定。 

第四节  辅助生产系统节能评估 

辅助生产系统一般包括原料场、石灰、供电、给排水、燃气、热

力、通风除尘等设施，有的项目还包括码头泊位、自备电厂等，要根

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取舍。 

辅助生产系统评估中，在供电、给排水、燃气、热力专业篇，必

须要给出项目所涉及的五大能源介质的平衡，即项目的全厂电力负荷

及电量平衡，水量平衡，煤气平衡，氧、氮、氩气平衡，蒸汽、压缩

空气平衡，这是编制项目能源平衡表和各能源介质计量仪表配置数量

的基础。 

在电力、给排水、燃气等涉及外部供应的能源介质上，要做出对

地区实物消耗量影响的分析和供应可靠性保障分析。如供电，要对项

目接入电源的地区变配电容量、电压等级、供电范围、能力进行分析，



 

 

以确保项目建成后不影响地方居民生活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对

水资源可靠性进行分析，如项目还外购有天然气、液化石油汽等能源

介质时，也要对其进行对地方消耗的影响分析。 

在余热利用上，设计通常只给出一些重大配套节能项目，报告编

制单位的专业人员，应结合地区自然条件和周边居民、工业园区情况，

项目余热资源可获得的利用量，进一步挖掘拟建项目的节能潜力，减

少项目总的能源消耗量。即要结合行业推广的所有节能技术，对项目

设计在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方面补充和完善。如有条件的地区，居民

生活采暖完全可以利用钢铁项目富余的余热资源，以减少地区的能源

消耗。 

辅助生产设施中的能源加工转换设施，要尽量提高转换效率，要

对项目中拟建转换设施进行评估和论证。如项目采用 CCPP 机组，发

电效率高，但同时要考虑机组一旦检修，富余煤气的去向。 

辅助生产工艺的节能措施也是节能评估的重点，对有负荷变化的

设备，要考虑配节能项目，如风机、水泵配置变频装置，电气系统各

种补偿装置、启动方式等。 

一、原料场 

（1）概述 

应包括原料场服务对象、主要建设内容及生产规模、处理原料种

类及数量等。 

（2）工艺流程合理性评估 

a）应描述受卸（含解冻）、贮存、整粒、混匀、供料、取制样等

系统工艺情况。 

b）从管理体制和技术、工艺布置和物流、工艺技术和装备及防尘

设施和手段等方面对工艺合理性进行评估。 



 

 

c）参照 GB50541 对主要生产系统工艺（包括受卸、贮存、整粒、

混匀、供料、取样等）及装备配置合理性进行评估。 

（3）节能措施可行性评估 

a）原料场各生产系统主要节能措施。 

b）重大节能项目，评估项目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及可行性，测算项目节能量、投资估算及投资回收期。 

（4）能耗指标先进性评估 

a）主要消耗能源种类及能源介质分布（工艺流程图标出耗能点）。 

b）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c）主要能耗指标测算。 

（5）评估结论及建议 

对工艺流程、装备水平、节能措施、能耗指标给出评估结论。同

时与先进方案比较，找出存在问题。 

二、石灰 

参照第二节主体生产系统的内容深度要求，对石灰工艺流程合理

性、节能措施可行性、能耗指标先进性进行评估，并总结评估结论和

提出合理化建议。 

三、电力 

（1）概述 

概述项目主体设施主要建设内容；电力专业主要评价范围为与主

体设施配套建设的供电设施及设备、供电系统等节能评价。 

（2）供电保障条件评估 

a）项目用电负荷计算 

根据主体设施建设内容，以工序为单元，评估项目用电情况，包

括项目总用电量、自发电量、外购电量、用电计算负荷、吨钢用电量



 

 

等。 

b）项目用电对所在区域供应影响程度评估 

说明项目所在区域电力资源概况，电力供应能力。评价项目所在

地区对项目用电供应保证程度，及项目对所在区域电力供应影响程度，

需要提供相关供电协议。 

c）项目自发电分析 

对项目自发电能力、自发电量比例进行计算分析，确定自发电并

网方式。自发电对项目供电的影响程度等给出评估分析。 

（3）供电系统合理性评估 

a）供电系统 

全厂性供电系统，包括总降供电系统，各分厂二级供电系统。说

明供电负荷平衡。 

b）对供电系统进行合理性评价 

按照GB/T 3485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和GB/T 16664企业供

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法标准的要求，对项目供配电及用电系统配置的

科学性、用电的合理性及节能指标的分析进行评估。按照 GB/T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评估变压器的经济运行，重点评估项目供配电系

统是否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 

（4）供电设施合理性评估 

a）主要供电设施及主要设备选择 

根据电力专业评价范围，提供建设的全厂性供电主要设施及主要

设备名称、参数。如主体建设内容为单一工序，则提供配套建设供电

设施主要设备名称、参数。主要设备包括变电站一次电气设备、供电

变压器等。 



 

 

b）对供电设施先进性及合理性进行评估 

对所选给供电设施先进性及合理性进行评估，包括所选设备是否

为国家推荐的节能产品进行评价。根据 GB24790-2009《电力变压器能

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及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

能评价值的要求进行电力变压器选型评估。 

c）对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指标评估 

采用标准对照法对主要用电设备能效指标进行评估。按通用设备

给出设备能效达到的级别。 

（5）电能质量治理 

a) 变电所的高、低压供配电系统，合理配置无功补偿装置，确定

功率因数补偿的先进合理。 

b) 减少谐波在网络上的损耗，就地治理电能质量方式的确定。 

（6）项目采取的节电措施 

（7）评估结论及建议 

a）对项目用电和自发电对当地的影响程度等给出评估结论。 

b）针对项目供配电系统提出合理化建议。 

c）针对项目供配电系统设备的选型提出节能合理化建议等。 

四、给排水 

（1）概述 

概述项目给排水专业主要评价范围，主要对与主体设施配套建设

的给排水设施及设备、给排水系统、综合污水回用水设施等进行节能

评估。 

（2）用水合理性评估 

a）项目用水 

应给出项目主要用水指标，包括项目总用水量、循环水量、串接



 

 

水量、废水回用量、水的重复利用率、吨钢用水量、吨钢取水量、吨

钢废水回用量等指标； 

应提供水量平衡图，水量平衡图中用户以工序为单元，并注明最

终排水量。 

b）用水合理性评估 

应按照 GB50721、GB/T 26924-2011 中的要求，对吨钢取水量、

水重复利用率的先进性和废水排水的合理性等进行评估。 

c）项目取水对所在区域水资源供应影响程度评估 

应说明项目所在区域水资源概况和供应保障能力，并评价项目所

在地区对项目用水供应保证程度，及项目取水对所在区域水资源供应

影响程度。 

（3）给排水设施合理性评估 

a）主要给排水设施及主要设备 

应包括全厂性给排水主要设施包括水源取水及净化设施、综合废

水回用处理设施，需说明取水方式、净化工艺流程及净化水规模、综

合废水回用处理工艺流程及处理规模，深度处理设施等。 

b）对给排水设施先进性及合理性进行评估 

根据 GB50721、GB/T 26924-2011、GB50632 的要求，对所选给排

水设施的处理工艺、流程的先进性及合理性进行评估。 



 

 

c）对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指标评估 

采用标准对照法对大型水泵能效指标进行评估。按通用设备给出

设备能效达到的级别。 

（4）给排水系统合理性评估 

a）设置的给排水系统 

说明全厂性给排水系统，包括生产、消防给水系统；生活给水系

统；除盐水给水系统；软水给水系统；串接水给水系统；低质水给水

系统；污水回用水系统；车间循环水系统；生活污水排水系统；雨水

排水系统；生产废水排水系统等。 

b）对给排水系统进行合理性评价 

根据 GB50721、GB/T 26924-2011、GB50632 的要求，对给排水系

统进行合理性评价。 

（5）项目采取的节水措施 

给排水系统采取的主要节能和节水措施。 

（6）评估结论及建议 

a）对吨钢取水、水的重复利用率、水泵能效、取水对当地的影响

程度等给出评估结论。 

b）针对项目节水不足之处，提出合理化建议。 

包括工艺的选择、设备的选型、综合污水处理是否需增加深度处

理等。 

五、燃气 

（1）概述 

燃气专业节能评估的主要范围，应包括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

炉煤气、氧气、氮气、氩气等燃气资源的生产、输送和使用。 



 

 

（2）煤气平衡合理性评估 

a）煤气供需平衡的原则。 

b）每种介质必须提供供需平衡表。根据特定介质，提出编制介质

平衡的具体要求。 

燃气平衡表需要根据各工序产量及作业制度、燃料单耗作出合理

平衡，必须包括小时平衡及年量平衡。 

c）对平衡合理性进行评估。 

对煤气平衡的合理性进行评估，是否合理分配煤气资源及配置煤

气输配系统，是否符合“高质高用、能级匹配、稳定有序、高效耦合”

的使用原则等。 

d）指标合理性评估。 

根据炼铁喷煤比、焦比等参数计算评估吨铁煤气回收量是否在合

理范围内；同理，评估吨焦煤气回收量及吨钢煤气回收量是否合理。 

e）项目如购入天然气等燃气资源，应评估项目所在地区对项目用

气供应保证程度，及项目用气对所在区域燃气资源供应影响程度。 

（3）燃气设施合理性评估 

a）主要生产设施的选择及主要设备参数 

应包括煤气柜、高炉 TRT 装置、加压及混合站、制氧机、制氢装

置等生产设施选择依据、设备主要参数等。 

b）对辅助生产设施选择的先进性及合理性进行评估 

应对 TRT 装置、煤气柜设施、制氧机等进行设施匹配性、工艺流

程选择合理性进行评估。 

c）主要能效指标先进性评估 

应对吨氧耗电量、高炉 TRT 回收电量等指标的先进性进行评估。 



 

 

（4）节能措施可行性分析 

a）燃气专业的强制性节能措施包括煤气回收、煤气柜、TRT、氧、

氮、氩气储气罐等。 

b）重大节能项目，要评估项目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及可行性，测算项目节能量、投资估算及投资回收期。 

c）能评阶段提出的主要节能措施及重大节能项目。重大节能项目

参照 b）深度评估。 

（5）评估结论及建议 

a）对燃气介质平衡、生产设施合理性、设备能效先进性等给出评

估结论。 

b）针对项目不足之处，提出合理化建议。 

六、热力 

（1）概述 

主要评估范围为主体工艺设施建设的相关热力设施，包括高炉供

风系统、蒸汽供需平衡系统及压缩空气供需平衡系统。 

（2）能源介质平衡合理性评估 

a）热力介质平衡要求及合理性评估 

根据项目主辅设施蒸汽消耗及蒸汽供应汽源情况提供项目蒸汽供

需平衡表，包括小时消耗及供应量、年消耗及供应量、用户消耗及供

应压力等指标，对于受气候影响明显的地区至少应选取冬季、夏季两

个基准工况。 

根据项目主辅设施压缩空气消耗及压缩空气供应气源情况提供项

目压缩空气供需平衡表，包括小时消耗及供应量、年消耗及供应量、

用户消耗及供应压力等指标，应选择平均值及最大值两个基准工况。 



 

 

b）遵循“科学用能、高质高用、梯级利用、能级匹配”的原则，结

合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项目主辅工序装备配置等情况对项目蒸汽供

需平衡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遵循空压机高效利用原则，结合项目主辅工序装备配置等情况对

项目压缩空气供需平衡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c）当项目需外购蒸汽等热力资源时，需评估项目所在地区热力资

源供应保证性，及项目用热对所在区域热力资源供应影响程度。 

（3）热力设施合理性评估 

a）项目热力设施应包括高炉鼓风机站、富余煤气发电设施、余热

回收利用设施、空压站等，应描述设施的主要设备参数、主要运行和

能效指标等。 

b）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设计规范要求，评价高炉鼓风机的配置合

理性、富余煤气发电设施配置合理性和设备能效水平、余热回收设施

配置及利用的合理性、空压机设备配置的合理性和能效水平等 

c）应依据相关节能设计标准或采用类比分析方法，对项目配套热

力系统及设施综合评价其用能情况是否合理，是否做到整体统筹，能

源加工转化效率及设备能效水平是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等。 

（4）节能措施可行性分析 

a）应描述项目配套建设热力设施采用的节能技术和措施，并分析

产生的主要节能效果。 

b）重大节能项目，要评估项目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及可行性，测算项目节能量、投资估算及投资回收期。 

c）能评阶段提出的主要节能措施及重大节能项目。重大节能项目

参照 b）深度评估。 



 

 

（5）评估结论及建议 

a）对介质平衡、生产设施合理性、设备能效先进性等给出评估结

论。 

b）针对项目不足之处，提出合理化建议。 

七、通风除尘 

（1）概述 

主要评估范围为配套项目主辅设施建设的冬季采暖、夏季空调制

冷、通风及除尘设施。 

（2）应完整描述项目在满足生产劳动人员工作条件、提高生活舒

适性情况下，配套建设的采暖、空调、通风及除尘系统及主要设备的

配置及能源介质消耗情况。 

（3）辅助生产设施合理性评估 

应依据项目主工艺及辅助设施配置情况、当地气象参数等因素，

参考相关设计标准，评价项目采暖空调、通风及除尘设施配置的合理

性，评价内容主要体现在采用技术的先进性、资源和能源的合理利用

性及保护环境等方面。 

（4）节能措施可行性分析 

应描述采暖空调、通风及除尘设施配套的节能技术和措施，并分

析产生的主要节能效果。 

（5）评估结论及建议 

应依据相关节能设计标准，对项目配套采暖、空调、通风及除尘

系统能源介质消耗情况，设施配置合理性，设备能效先进性等提出明

确评估结论，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合理化措施和建议。 



 

 

第五节  附属生产系统节能评估 

新建钢铁项目必须要进行附属设施能源消耗量的估算，因国家《综

合能耗计算通则》给出的能源消耗总量中包括这部分能源消耗量。这

部分能源消耗量包括：项目建筑物（楼宇部分），生活设施中的食堂、

浴室、厂内卫生站，为生产服务办公用车等。并按照国家《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轻

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等要求，核算这部分能源消耗量。但不包

括职工宿舍、医院、幼儿园等服务性配套设施的能源消耗量。 

第六节  主要用能设备节能评估 

由于钢铁项目所用耗能设备数量庞大，建议在各主、辅专业工艺

及选用设备基础上，汇总评估项目是否采用国家命令禁止和淘汰的用

能产品和设备，是否采用节能产品推荐目录中的产品和设备，以及主

要生产工艺耗能设备的能效指标和采用类比分析法判断其能效水平。

所选用的风机、水泵、电机等通用用能设备的评估应采用标准对比分

析法说明其能效水平。 

第五章  节能措施评估 

第一节  结构节能措施评估 

要从项目工艺生产结构和用能结构进行分析评估，如产品加工深

度对项目能源消耗影响、工艺流程对项目能源消费量的影响、企业利

用富余煤气发电转换差的影响、铁/钢比影响、各工序间产量比值影响

等。目的是分析出对项目总能源消耗量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以引起建设单位的重视，同时指出设计单位在项目建设方案上的不足。 

改、扩建项目重大还要分析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前后主要能效指标

的对比情况。 

第二节  技术节能措施评估 

在各主、辅工艺专业评估基础上，汇总分析各主体生产工艺和辅

助生产工艺采取的各类技术节能措施，其中，GB50632 规定的强制性

节能措施必须配备齐全。要将配套建设的节能项目和节能效果列表示

出，还要说明哪些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是能评阶段所提出的。 

第三节  管理节能措施评估 

一、能源管理制度 

主要包括能源管理机构设置、节能目标管理和考核、节能人员素

质管理、能源数据统计与检测等。 

二、能源管理体系 

按照国家《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GB/T 23331）和《工业企业能

源管理导则》（GB/T15587）等标准，提出项目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方案，

评估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是否健全。 

三、能源管控中心 

能源管控中心是国家要求钢铁企业以信息化带动企业管理升级的

重大节能管理项目，新建钢铁项目必须按此要求进行建设。报告应按

行业《钢铁企业能源管理中心技术规范》标准要求，按节能项目进行

配置，并给出评估意见。 



 

 

四、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计量器具的配备是确保项目建成投产后确保能源数据真实性的可

靠依据，应按国家《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和《钢

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进行项目计量仪表配备。同时，

要结合项目能源平衡表给出的购入能源和各工序消耗的能源介质，列

表说明配置情况。其中，项目用能计量（一级）、次要用能（二级），

所有能源介质的应配置数量必须达到 100%。用能单元（三级）仪表数

量，可参考同类生产企业实际情况和结合报告单位工作经验，按国家

标准要求进行配置。 

一级能源计量应按照分能源介质进出点配置。二级、三级能源计

量应按照分能源介质、分分厂（车间）分别进行配置。 

第四节  重大节能措施（项目）效果及经济性评估 

钢铁生产企业各生产工序重大节能措施（项目）应进行效果评估

和经济性评估，每一项重大节能项目应包括主要工程内容、工艺流程

和设备选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测算项目节能量，并进行投资估算、

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等经济性评估。 

重大节能措施（项目）应分为项目已配套建设及能评阶段提出的

重大节能措施（项目），对于全厂性改、扩建项目还应对现有设施重大

节能项目进行效果评估。 

本节应列表汇总项目的主要节能效益，并进行节能量的汇总。节

能量计算方法参照 GB/T 13234。 



 

 

重大节能措施（项目）的效果评估要汇总成表，式样如下： 

 

序号 重大节能措施（项目）名称 节    能    效    果 节标准煤量 

1 焦炉配套建设干熄焦装置 

配套 2×190t/h 干熄焦装置，建设 2 台 98t/h、

9.8MPa 高温高压参数干熄焦锅炉和 2 台

C45-8.83/0.98 高温高压抽凝式发电机组。年

可外供电 4.14 亿 kWh。 

5.1 

…… …… …… …… 

合计    

 

对于重大节能措施，经济效益评价应通过财务分析，计算财务指

标，分析措施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财务生存能力，判断措施的财

务可接受性，明确措施对财务主体及投资者的价值贡献，为措施决策

提供依据。 

主要评价指标应包括建设期、总投资、节能收益、财务内部收益

率、投资回收期等指标。 

单个项目的经济性评估样表如下：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1 2 合  计 

2×45MW 焦化 

干熄焦发电机组 
……  

1. 项目总投资 万 元 49959 ……  

2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 35.4 ……  

3 项目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年 3.8 ……  

能评阶段应发现项目在节能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节

能措施，进一步提高能效水平。节能措施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报

告书要对节能措施的可行性和节能效果进行论证。 

第五节  单项节能工程 



 

 

不能纳入建设项目主导工艺流程（如热电联产）和拟分期建设（如

高炉炉顶压差发电）的节能项目。 

单项节能工程分析评估单项节能工程的工艺流程、设备选型，分

析单项节能工程的技术指标及可行性；测算单项节能工程的节能量、

投资估算，进行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等经济效益测算。 



 

 

第六章  项目能源消费和能效水平评估 

第一节  项目能源消耗计算范围 

应明确项目能源消耗的计算范围。 

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是在企业报告期内，与生产每一吨钢直接

有关的各种能源消耗的综合。包括钢铁行业的主生产设施、辅助生产

设施及附属设施。 

烧结、炼铁和炼钢工序能耗计算范围参照《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256），焦化工序能耗计算范围参照《焦

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342），球团、热轧和冷轧工序能耗

计算范围参照《钢铁企业节能设计规范》（GB50632）。 

第二节  能评前项目能源利用状况 

复核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和主要能效指标等的测算过程及数据

结果。 

第三节  能评后项目能源利用状况 

一、项目能源消耗实物量核算 

详细核算项目的各能源品种和耗能工质的实物量，核算的数据来

源要明确，计算方法要科学、计算过程要清晰。应按照行业要求将核

算的能源实物量编入钢铁生产企业通用的能源平衡表（样表附后）。 

二、项目能源折标系数的选取 



 

 

（1）钢铁生产企业外购能源和耗能工质折标系数参照 GB21256

和 GB50632 中的推荐数据。 

其中，炼焦用干洗精煤必须按国家《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标准给出的数值（1.014kgce/kg）进行计算，建设单位和评估单位不能

任意选用。 

用能单位自产的能源和耗能工质所消耗的能源，其折算系数可根

据实际投入产出自行计算。 

（ 2）电力折标系数有当量值和等价值两种，当量值采用

0.1229kgce（860kcal）/kWh，等价值应采用项目所在省份上一年全省

平均发电煤耗计算。 

（3）各种能源折标系数编入能源平衡表中。 

三、项目年能源消费总量核算 

项目能源消费总量核算需要编制项目能源平衡表（示例附后）。 

综合能源消费量符合以下 3 个平衡： 

（1）综合能源消费量=购入能源量＋期初库存－期末库存－外调

能源量 

（2）综合能源消费量=企业各生产部位（扣除能源回收）能耗量

之和＋企业能源亏损量 

（3）综合能源消费量=生产消费的各类能源合计－加工转换产出

能源合计－回收利用能源合计 

项目能源消费总量要分别计算电力折标系数采用当量值和等价值

两个不同口径。 

此外，为了项目建成投产后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保持一致，

还要编制国家统计局 P205 表及 P205-1 表（示例附后）。 



 

 

第四节  项目主要能效指标和能源经济指标核算 

一、项目主要能效指标核算 

核算项目吨钢综合能耗、各生产工序能耗等主要能效指标。 

吨钢综合能耗核算遵循 GB/T 2589 的原则，并和能源平衡表中数

据一致。 

各生产工序能耗的计算方法参考下表。 

 

工序 指标名称 计        算        方        法 

焦化 

焦化工序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EJT =
eyl + ejg − ecp − eyr

PJT
 

式中： 

EJT——焦化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eyl——原料煤量（kgce）； 

ejg——加工能耗量，指炼焦生产所用焦炉煤气、高炉煤气、水、电、蒸汽、

压缩空气等能源（kgce）； 

ecp——焦化产品外供量，指供外厂（车间）的焦炭、焦炉煤气、煤焦油、

粗苯等的数量（kgce）； 

eyr——余热回收量，如干熄焦工序回收的蒸汽量等（kgce）； 

PJT——焦炭产量（t）； 

烧结 

烧结工序 

单位产品 

能耗 

ESJ =
esjz − esjh

PSJ
 

式中： 

ESJ——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sjz——烧结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sjh——烧结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SJ——烧结工序合格烧结矿产量（t）； 



 

 

工序 指标名称 计        算        方        法 

球团 

球团工序 

单位产品 

能耗 

EQT =
eqtz − eqth

PQT
 

式中： 

EQT——球团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qtz——球团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qth——球团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QT——球团工序合格球团矿产量（t）； 

高炉

炼铁 

高炉炼铁 

工序单位 

产品能耗 

EGL =
eglz − eglh

PGL
 

式中： 

EGL——炼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glz——炼铁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glh——炼铁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GL——炼铁工序合格生铁产量（t）； 

炼钢 

转炉炼钢 

综合工序 

单位能耗 

转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能耗（kgce/t）=转炉炼钢综合工序净耗能量（kgce）

/转炉钢坯合格产出量（t） 

转炉冶炼 

工序单位 

产品能耗 

EZL =
ezlz − ezlh

PZL
 

式中： 

EZL——转炉冶炼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zlz——转炉冶炼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zlh——转炉冶炼工序外供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ZL——合格转炉粗钢产量（t）； 

电炉炼钢 

综合工序 

单位能耗 

电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能耗（kgce/t）=电炉炼钢综合工序净耗能量（kgce）

/电炉钢合格产出量（t） 

电炉冶炼 

工序单位 

产品能耗 

EDL =
edlz − edlh

PDL
 

式中： 

EDL——电炉冶炼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dlz——电炉冶炼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之和（kgce）； 

edlh——电炉冶炼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DL——合格电炉粗钢产量（t）； 

炉外精炼 

工序单位 

能耗 

EJL =
ejlz

PJL
 

式中： 

EJL——精炼工序单位能耗（kgce/t）； 

ejlz—精炼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PJL—精炼工序处理钢水量（t）； 



 

 

工序 指标名称 计        算        方        法 

连铸工序 

单位能耗 

ELZ =
elzz
PLZ

 

式中： 

ELZ——连铸工序单位能耗（kgce/t）； 

elzz—连铸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PLZ—连铸工序合格铸坯产量（t）。 

铁水预处理 

工序单位 

能耗 

EYCL =
eyulz

PYCL
 

式中： 

EYCL——铁水预处理工序的单位能耗（kgce/t）； 

eyclz——铁水预处理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PYCL——预处理工序处理钢水量（t）。 

热轧 

热轧工序 

单位能耗 

（应分别按

轧线计算） 

ERZ =
erzz − erzh

PRZ
 

式中： 

ERZ——热轧工序单位能耗（kgce/t）； 

erzz——热轧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rzh——热轧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RZ——合格热轧轧材产量（t）； 

冷轧 

冷轧工序 

单位能耗 

（应分别按

轧线计算） 

ELZ =
elzz − elzh

PLZ
 

式中： 

ELZ——冷轧工序单位能耗（kgce/t）； 

elzz——冷轧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lzh——冷轧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LZ——合格冷轧轧材产量（t）； 

 

为避免重复，各生产工序能耗指标可以直接采用工艺章节里评估

的结果加以汇总。 



 

 

二、项目主要能源经济指标核算 

需要核算项目能源成本、能源成本占全部成本的比例、工业增加

值能耗、产值能耗等能源经济指标。 

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项目工业总产值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项目工业增加值 

项目总体能源成本占制造成本的比率=项目总体能源成本/项目制

造成本 

在计算产值能耗和工业增加值能耗时，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应采

用等价值。 



 

 

第五节  项目能效水平评估 

（一）吨钢综合能耗 

需要评估项目吨钢综合能耗、各生产工序能耗及其它主要能耗指

标。主要评价方法采用标准对照法、类比分析法和专家判断法。 

吨钢综合能耗评估应采用类比分析法和专家判断法。吨钢综合能

耗应和本项目类似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加工深度的企业进行类比分

析；流程比较特殊的可以采用专家判断法。 

钢铁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加工深度，对能源消耗总量及强度

指标（吨钢综合能耗）至关重要，不能随意以行业平均值为限，要对

生产工艺、装备水平、用能结构做出准确分析和判断后，真实反映出

项目能源消耗量及指标。 

本指南给出 2011 年现有钢铁企业不同流程、不同加工深度的吨钢

综合能耗，仅供能评编制单位参考，并不能代表拟建项目的能效水平，

建议评估单位不要以此对标和分析。此表仅用来说明钢铁企业产量规

模、加工深度不一样，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指标理应不相同。 

 

2011 年钢铁行业不同流程、类型企业的能耗指标汇总表 

序 

号 
规        模 加工深度 

吨钢综合能耗 

2011（平均）kgce/t 

 行业平均值  602 

1 1000 万吨以上 三、四次材 633 

2 500～1000 万吨 二、三次材 616 

3 300～500 万吨 一、二次材 588 

4 300 万吨以下（含焦化工序） 一次材 631 

5 300 万吨以下（不含焦化工序） 一次材 595 



 

 

序 

号 
规        模 加工深度 

吨钢综合能耗 

2011（平均）kgce/t 

6 
高炉-电炉流程 一、二次材 517 

规模 热铁水配比 / / 

6.1 480 30% 一、二次材 409 

6.2 400 40% 一、二次材 / 

6.3 320 50% 一、二次材 / 

6.4 240 60% 一、二次材 / 

6.5 200 70% 一、二次材 555 

7 电炉（全废钢） 一、二次材  

8 特钢（全废钢） /  

注：表中高-电炉流程的吨钢综合能耗，应按配加热铁水比例调整。特钢如配建高炉，吨钢综合能

耗按高-电炉流程评价。 

 

（二）工序能耗 

工序能耗评价应采用标准对照法和类比分析法。标准对照法应和

GB21256、GB21342 和 GB50632 等国家标准进行比较，其中新建项目

必须达到限额标准的准入值及设计规范里的规定值。类比分析法要和

国内主要钢铁生产企业的指标进行对比，得出对比结果。 

其他能耗指标采用类比分析法进行能效对标。 

吨钢综合能耗、工序能耗和其他能耗指标进行类比分析时，能效

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应排名行业前 5%以内，能效水平处于国内先进

水平应排名行业前 20%以内。 

第六节  项目改、扩建前后主要能效指标对比分析（适用于改、

扩建项目） 

应对项目改、扩建前后的能源消费总量、吨钢综合能耗、工序能

耗、能源经济等指标进行对标分析。 



 

 

第七章  项目能源消费对所在地能源消费影响及能源保障性评估 

第一节  项目所在地能源供应及消费情况 

应描述项目所在地的气候区属及主要特征，项目所在地的地区经

济概况，地区能源消费及生产情况，工业能源消费情况，原则上还应

描述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能耗情况。 

要总结项目所在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工业的轻重程度及能源存量

容量的大小，便于分析项目对所在地能源消费的影响。 

应结合项目所在地节能目标要求、能源消费和供应水平，根据所

在地“十二五”发展规划、能源规划、“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等政府文件，定量分析项目达产期及达产期所处的五年规划期末当

地能源消费增量。 

项目所在地分两个层次，一是项目所在地级市，二是项目所在省

份（下同）。省级能耗指标和总量要按国家下发的《“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通知》数据核算，地市能耗指标和总量要按该省下发

的政府文件或地方《“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数据核算。 

第五节  项目能源供应条件及落实情况 

钢铁生产企业主要能源消费为煤炭（焦炭）、电力、水资源、燃气

资源等，应根据项目购入的具体能源种类，分析项目所在地能源供应

条件和供应能力，评估项目所在地能源供应条件是否满足项目达产后

的能源消费需求，同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风险进行分析。 

应提供项目供电书面协议、供水书面协议及其它能源供应协议作

为附件。 



 

 

结合项目所在地未来经济发展情况和能源供给情况，以及能源供

给方的未来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分析项目能源供应存在的风险，并提

出应对措施。 

第三节  项目对所在地能源消费的影响评估 

对于新建项目，其年能源消费增量数为项目年项目等价条件下的

综合能源消费量；对于改、扩建项目，年能源消费增量数为项目等价

条件下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与其 2010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的差值。 

将测算得出的项目年能源消费增量数与所在地能源消费增量预测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判断项目新增能源消费对所在地能源消费的影响。

计算项目能源消费增量占所在地能源消费增量的比重，计算 m 值，评

价项目对所在地能源消费增量的影响。 

以项目等价值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分析项目的单位增加值能耗

指标对所在地完成万元单位 GDP 能耗下降目标的影响。 

第八章  评估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项目评估结论 

应包含以下内容： 

（1）项目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产业政策、是否符合所在地

规划要求； 

（2）项目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节能设计标准和规范； 

（3）项目有无采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设备； 

（4）项目是否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节能新技术、新设备； 

（5）设备、工序、产品能耗及及建筑能耗等是否达到国家、行业



 

 

及地方规定的标准； 

（6）项目能耗指标是否达到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 

（7）项目用能总量以及能源品种和结构是否合理； 

（8）项目采取的节能措施是否合理及达到的节能效果； 

（9）项目余热、余压、可燃性气体的回收利用及效果； 

（10）项目对所在地能源消费增量及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 

（11）项目所在地的区域能源供应条件能否满足项目需求； 

第二节  项目存在的风险及合理用能建议 

（1）对项目更科学合理用能提出可操作性建议； 

（2）对采纳建议后的节能效果给出定性或定量结论； 

（3）对项目可能出现的用能风险给出减少或减免风险的建议。 

第三节  综合评估结论 

根据评估结果，从节能的角度对项目是否可行做出评估综合结论。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未经允许不得翻印 

36 

第九章  附表与附件  

1. 钢铁生产企业能源平衡表应采用以下形式编制（示例）。 

 

序 产量 洗精煤 无烟煤 喷吹煤 柴油 汽油 冶金焦 焦粉 粗苯 焦油 焦炉气 高炉气 转炉气 燃料回收 燃料合计

号 (104t) (104t) (104t) (104t) (104t) (104t) (104t) (104t) (104t) (104t) (104m3) (104m3) (104m3) (104t) (104t)
175.200 3.370 51.800 0.003
159.888 2.888 37.001 0.004 199.781

102.890 17.110 1.577 5.519 50457.6 485000 31700
99.947 16.621 2.253 6.307 30.850 51.362 7.472 214.811

3.770 1.577 5.519 1880
3.662 2.253 6.308 1.149 13.372

309.00 175.200 3.370 51.800 0.000 0.003 99.120 17.110 0.000 0.000 48577.6 485000 31700
159.888 2.888 37.001 0.000 0.004 96.285 16.621 29.700 51.362 7.472 214.811 186.409
175.200 6581 99268.3

6 2×60孔 120.00 159.888 4.023 10.513 155.978 18.446
6m 1.460 54.84 827.24 1.300

3.370 17.110 1559.6
7 445.60 2.888 16.621 0.954 20.463

0.0076 0.0384 3.50
51.800 99.120 852 235637 485000

8 305.00 37.001 96.285 0.521 24.954 51.362 107.399
0.170 0.325 2.79 773 1590.2

3852 31700
9 炼钢工序合计 309.00 2.3551 7.4717 -5.1166

12.47 102.59
其中：

10 铁水预处理 305.00

转炉工序 2616 31700
11 含废钢加工 2×150tBOF 317.00 1.599 7.472 -5.872

炉渣处理 8.2524 100.0

12 精炼工序 1×150tLF 150.00 0.000

1236
13 连铸工序 3×8流方坯 309.00 0.756 0.756

4.0
11540 13998 6386

轧 轧材合计 300 7.056 1.482 1.505 10.043
38.47 46.66 21.29

材 其中： 7065 8570 3910
15 棒材 高强棒材 180 4.320 0.908 0.922 6.149

工 39.25 47.61 21.72
4475 5428 2476

16 序 线材 高速线材 120 2.736 0.575 0.584 3.894
37.29 45.23 20.63

17 12474
21 2.940 2.940

594.00
18

0.000
19

0.000
20 2×50MW 23765.6 131247 12206

14.530 13.899 2.877 31.306
21

0.000
22 2×23000

m3/h 0.000
23

0.000
24 252 4850 634

0.154 0.514 0.149 0.817
25 0.003 175

0.004 0.107 0.111

26 0.9126 0.8571 0.7143 1.5714 1.4714 0.9714 0.9714 1.4286 1.1429 0.0006114 0.0001059 0.0002357

燃 料 消 耗

2 二次能源

能  源  种 类

单              位

1 购入能源

3 利用余热

600t/d套筒

燃气加工

4 外调能源

5

能源亏损

其它

自耗能源

炼焦工序

烧结工序
（含脱硫脱销）

炼铁工序

炼
钢
工
序

2×1780m3

2×240m2

14

石灰

原料场

含全厂生活附属

折  标  系 数

燃气发电

干熄焦及蒸汽发电

制氧

压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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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电 蒸汽 新水 热水 氧气 压缩空气 氮气 氩气 动力回收 动力合计 总能耗 分配 吨钢综合 工序能 吨钢可比

号 (104kwh) (104t) (104t) (104t) (104m3) (104m3) (104m3) (104m3) (104t) (104t) (104t) 率％ 能耗(kg/t) 耗(kg/t) 能耗(kg/t)
55080.9 1545.00
6.7694 0.132 6.9019 206.6830

63980.0 33191.50 44106.40 23598.90 554.90
7.8631 2.655 0.587 0.944 0.033 12.0823

34720.0 135.5465 5.6680
4.2671 16.266 0.680 21.2128

13.3722
153780.9 135.5465 1545.0 5.668 33191.5 44106.4 23598.9 554.9
18.8997 16.266 0.132 0.680 2.655 0.587 0.944 0.033 33.2948 6.9022 193.3117 625.60 512.09
6000.0 21.4 250.00 1568 41.9

6 0.737 2.568 0.021 0.0627 8.877 -5.487 12.9586 6.7 41.9 108.0
50.0 0.1783 2.083 13.067 0.10799

24809.696 13.368 142.80 17824 22.28 79.4
7 3.049 1.604 0.012 0.237 2.674 2.229 22.6916 11.7 73.4 50.9

55.68 0.030 0.320 40 0.050 0.05092
29890 2.44 279.90 14640.00 7625.00 7930.00 13420 360.29

8 3.673 0.293 0.024 1.171 0.101 0.317 1.649 3.931 111.3300 57.6 360.3 365.0
98.0 0.008 0.918 48.000 25.000 26.000 44.0 0.36502

18630 289 18527 12777 14101 555 31.70 -14.1
9 2.2897 0.0248 1.4822 0.1699 0.5640 0.0333 3.8040 0.7599 -4.3567 -2.3 -14.1 -14.1

60.29 0.94 59.96 41.35 45.63 1.80 0.10 -0.01410
305.0 1067.5 152.5

10 0.037 0.014 0.006 0.058 0.0578 0.0 0.2 0.2
1.0 3.5 0.5 0.00019

9676.4 118.2 17755.00 3804.00 13948.00 475.50 31.70
11 1.189 0.010 1.420 0.051 0.558 0.029 3.804 -0.547 -6.4195 -3.3 -20.8 -20.3

30.5 0.373 56.009 12.000 44.000 1.500 0.1 -0.02025
5250.0 5.2 180.0 30.0

12 0.645 0.000 0.002 0.002 0.650 0.6499 0.3 2.1 4.3
35.0 0.035 1.2 0.2 0.00433

3399.0 165.8 772.50 7725.00 49.44
13 0.418 0.014 0.062 0.103 0.003 0.599 1.3551 0.7 4.4 4.4

11.0 0.537 2.500 25.000 0.160 0.00439
29340 146 24 5820 13.260 39.3

14 3.606 0.012 0.002 0.077 1.591 2.106 12.1496 6.3 39.3 40.5
97.800 0.486 0.080 19.400 0.044 0.04050

14940.0 75.9 14.4 3420.0 8.100
15 1.836 0.007 0.001 0.045 0.972 0.917 7.0660 3.7 22.9 39.3

83.0 0.540 0.080 19.000 0.045 0.03926
14400.0 69.8 9.6 2400.0 5.160

16 1.770 0.006 0.001 0.032 0.619 1.189 5.0837 2.6 16.5 42.4
120.0 0.820 0.080 20.000 0.043 0.04236
898.8 4.0 60.9 0.4

17 0.110 0.000 0.001 0.000 0.112 3.0518 1.6 9.9 145.3
42.800 0.190 2.900 0.020 0.14532

18 600.0 2.52 0.2
0.074 0.0002 0.074 0.0740 0.0 0.239

19 3850 0.780 1.5
0.473 0.000 0.473 0.4732 0.2 1.531

20 4000.0 238.40 63980.0
0.492 0.020 7.863 -7.351 23.9552 12.4 77.525

21 600.000 86.7385 21300.0
0.074 10.409 2.618 7.865 7.8646 4.1 25.452

22 27154.0 2.40 78.500
3.337 0.288 0.007 3.633 0.00 0.00 0.0 0.0

23 4770.0 6.000
0.586 0.001 0.587 0.000 0.0001 0.0 0.000

24 1400.0 0.8000 3.47
0.172 0.096 0.268 1.0852 0.6 3.512

25 1838.0 8.400 107.300 5.668
0.226 1.008 0.009 0.680 1.923 2.0347 1.1 6.585

26 0.0001229 0.1200 0.0000857 0.1200 0.0000800 0.0000133 0.0000400 0.0000600

动  力  消  耗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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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P205 表示例） 

 

                                                  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                        

项目名称：

用于原材

料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10 丁

原煤 吨 01 0.7143

洗精煤 吨 02 1752000 1752000 1752000 0.9126 0.9

无烟煤 吨 03 33700 33700 33700 0.8571 0.8571

煤制品 吨 04 0.6072

型煤 吨 05 0.6072

水煤浆 吨 06 0.714

煤粉 吨 07 518000 518000 518000 0.7143 0.7143

焦炭 吨 08 1162300 1162300 0.9714 0.9714

其他焦化产品 吨 09 1.206 1.1-1.5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10 48577.6 48577.6 6.114 5.714-6.143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11 471530 471530 1.059 1.286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12 31700 31700 2.357 1.786-12.143

天然气 万立方米 13 13.3

液化天然气 吨 14 1.7572

原油 吨 15 1.4286

汽油 吨 16 30 30 30 1.4714 1.4714

煤油 吨 17 1.4714

柴油 吨 18 1.4571

燃料油 吨 19 1.4286

液化石油气 吨 20 1.7143

炼厂干气 吨 21 1.5714

溶剂油 吨 22 1-1.4

热力 百万千焦 23 4761709 4761709 0.03416 0.0341

电力（当量值）万千瓦时 24 50486 149206 149206 1.229 1.229

电力（等价值）万千瓦时 50486 149206 149206 3.5 3.5

其他燃料 吨标准煤 25 1

煤矸石 吨 26 0.1786

生物质能 吨标准煤 27 1

工业废料 吨标准煤 28 1

城市固体垃圾 吨标准煤 29 1

能源合计(当量)吨标准煤 30 2059858 4343974 4343974

能源合计(等价)吨标准煤 30 2174512 4682821 4682821

实物量
金额

(千元)

购进量 消费量

年初

库存

量

代

码
计量单位能源名称

参考（P205）表

项目能源消费、购进与库存

1、工业

生产消费

2、非

工业生

产消费

合计中：

运输工具

消费

期末

库存

量

采用折

标系数
参考折标系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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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附表（P205-1 表示例） 

 

 

项目名称：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原煤 吨 01

洗精煤 吨 02 1752000 1752000 1752000

无烟煤 吨 03 33700

煤制品 吨 04

型煤 吨 05

水煤浆 吨 06

煤粉 吨 07 518000

焦炭 吨 08 1162300 1200000

其他焦化产品 吨 09 70960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10 48577.6 23765.6 23765.6 50457.6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11 471530 117782 117782 471530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12 31700 12206 12206 31700

天然气 万立方米 13

液化天然气 吨 14

原油 吨 15

汽油 吨 16 30

煤油 吨 17

柴油 吨 18

燃料油 吨 19

液化石油气 吨 20

炼厂干气 吨 21

溶剂油 吨 22

热力 百万千焦 23 4761709 4761709

电力（当量值）万千瓦时 149206 56000 42720

电力（等价值）万千瓦时 149206 56000 42720

其他燃料 吨标准煤 25

煤矸石 吨 26

生物质能 吨标准煤 27

工业废料 吨标准煤 28

城市固体垃圾 吨标准煤 29

能源合计(当量)吨标准煤 4343974 1897679 298804 1598875 1628580 789230

能源合计(等价)吨标准煤 4682821 1897679 298804 1598875 1755756 886247.1

项目能源消费、购进与库存附表

24

30

加工转

换合计

炼焦
炼油及

煤制油

能源名称

参考(P205-1)表

能源 加

工转换

产 出

回 收利

用
工业生

产消费

量 制

气
天然气

液化

加工煤

制品

原煤

入洗

代码计量单位

火力发

电

供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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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用能设备一览表（样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    号 能效指标 数    量 

估算年能

耗 

对比能效

指标 
备    注 

        

        

        

        

        

        

        

        

        

        

        

        

        

        

        

 

5. 主要外购能源供应协议书或供应合同 

应提供项目供电、供水、煤炭、燃气资源等能源供应协议书或供

应合同。 

6. 地理位置图及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应附项目所在地理位置图和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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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摘要表（样表） 

项目

概况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建 设 单 位  联系人 /电话  

节 能 评 估 单 位  联系人 /电话  

项 目 建 设 地 点  所 属 行 业  

项 目 性 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项 目 总 投 资      万元 

投 资 管 理 类 别 □审批     □核准    □备案 

项目拟投产时间  

建 设 规 模 和 

主 要 内 容 

 

 

 

项目

主要

耗能

品种 

主 要 能 源 种 类 计量单位 年需要实物量 折标系数 折标煤量（tce） 

电   
（当量值）  

（等价值）  

煤     

……     

项目

产出

能源 

品种 

……     

……     

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tce） 
当量值  

等价值  

项目

能效

指标

比较 

项目指标名称 
项目 

指标值 

新建项目 

准入值/先

进值 

行业先进

水平 

行业领先

水平 

对比结果（国内

一般，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 

吨钢综合能耗      

工序能耗      

……      

对所

在地

能源

消费

影响 

对所在地能源消费

增量的影响 
 

对所在地完成节能

目标的影响 
 

项目主要节能措施及节能效果： 

 

存在的问题： 

 

项目合理用能建议： 

 

项目节能评估总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