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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特种设备节能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

ＳＣ１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山东

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管坚、冷浩、齐国利、王中伟、刘雪敏、王晓雷、李澎、宋吉民、于在海、李以善、

赵跃进、范北岩、王小平、徐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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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锅炉系统节能管理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锅炉系统节能管理的基本要求、使用管理、检查和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生产和生活用蒸汽锅炉、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及其系统的节能管理。本标

准不适用于垃圾焚烧锅炉、余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及其系统的节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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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５７６　工业锅炉水质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２４５００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ＧＢ／Ｔ２４７４７　有机热载体安全技术条件

ＮＢ／Ｔ４７０３５　工业锅炉系统能效评价导则

ＮＢ／Ｔ４７０６１　工业锅炉系统能源利用效率指标及分级

ＴＳＧＧ０００２　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锅炉系统　犫狅犻犾犲狉狊狔狊狋犲犿

以锅炉本体（含燃烧设备）、风机、泵、水处理装置、制粉装置、燃料供给装置、除灰渣装置、烟气净化

装置、控制装置等构成的能源加工、转换、净化装置的总和。

３．２

锅炉系统输入　犫狅犻犾犲狉狊狔狊狋犲犿犻狀狆狌狋

评定周期内锅炉系统输入的能源的量。

注：包括消耗的燃料和电力，以及与消耗的水对应的能源的量。

３．３

锅炉系统输出　犫狅犻犾犲狉狊狔狊狋犲犿狅狌狋狆狌狋

评定周期内锅炉输出的热量。

注：包括蒸汽、热水和有机热载体所载的热量，不包括锅炉系统自用和损失热量，以及回到锅炉系统的热水或有机

热载体的热量。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锅炉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对锅炉系统的节能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并且指定具有工业锅炉系统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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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知识、熟悉国家有关锅炉节能技术法规及其相应标准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锅炉系统节能管理

工作。

４．２　锅炉系统节能管理工作主要包括：

ａ）　贯彻执行本标准和有关锅炉节能规章、技术法规和标准；

ｂ）　制定锅炉系统节能管理目标，建立并实施节能管理制度，保障节能投入；

ｃ）　对锅炉系统提出经济运行要求；

ｄ）　检查锅炉系统各项节能管理制度实施情况；

ｅ）　检查锅炉系统经济运行和设备维护保养、定期检修情况；

ｆ）　组织对锅炉系统安装、改造等进行节能技术审查；

ｇ）　编制锅炉系统用能和能效状况统计分析及评价计划、计量器具和检测（监测）仪表检定（校准）

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ｈ）　制定锅炉系统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节能技术培训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ｉ）　定期组织对锅炉系统节能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分析锅炉系统能源利用状况，评价锅炉系统运行

的经济性和节能资金使用效果；

ｊ）　建立健全锅炉系统能效技术档案。

４．３　锅炉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锅炉系统节能管理制度。节能管理制度至少包括：

ａ）　节能目标责任制，建立锅炉系统节能目标，并且分解到部门和班组，定期进行考核；

ｂ）　岗位责任制，明确规定节能管理人员、计量管理人员、燃料检验与分析人员、锅炉运行人员、水

（介）质处理作业人员等岗位职责；

ｃ）　日常节能检查制度，规定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以及要求，明确将锅炉燃料消耗量、介质进出口

温度和压力、锅炉补给水（介）质量和补给水（介）质温度、排烟温度、炉墙表面温度、锅炉系统有

无“跑、冒、滴、漏”等项目纳入日常检查范围；

ｄ）　锅炉燃料入场检验分析与管理制度，规定固体和液体燃料采购、验收、入库、储存、使用管理要

求，明确燃料入场检验的项目、内容、方法和合格标准；规定气体燃料使用管理要求；

ｅ）　计量器具及检测（监测）仪表校验与管理制度，规定能源使用和蒸汽（热水、有机热载体）产出计

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周期，明确计量、检测（监测）、控制仪表的配置、检定（校准）、标识要求；

ｆ）　锅炉及其系统维护保养制度，规定锅炉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维护保养周期、内容和要求；

ｇ）　锅炉水（介）质处理管理制度，规定锅炉水（介）质处理管理要求，明确水（介）质取样位置、频次、

化验项目和合格标准；

ｈ）　锅炉系统用能和能效状况统计分析制度，规定统计分析需要采集的数据，采集程序和采集要

求，明确统计分析的周期；

ｉ）　作业人员节能培训考核制度，明确锅炉操作人员、水（介）质处理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方法、内容

和要求。

４．４　锅炉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锅炉能效技术档案，并且统一进行保管。锅炉能效技术档案至少包括以

下内容：

ａ）　锅炉系统的设计文件，包括锅炉系统布置图、锅炉总图、自动控制系统图、锅炉能效监测和计量

系统布置图等；

ｂ）　锅炉产品随机出厂资料（含产品能效测试报告），产品说明书和质量证明资料；

ｃ）　锅炉及其系统安装、节能改造技术资料、调试报告、改造与重大修理后的能效测试或评价报告；

ｄ）　锅炉定期能效测试报告、锅炉水（介）质处理检验报告、计量器具和检测（监测）仪表的检定（校

准）证书、燃料分析报告；

ｅ）　锅炉系统运行记录、水处理设备运行记录、维护保养记录、节能检查记录；

ｆ）　节能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培训、考核记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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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节能目标考核记录、锅炉系统用能和能效状况统计分析报告等。

５　使用管理

５．１　在锅炉系统的建设、更新、改造中，鼓励选用达到ＧＢ２４５００中锅炉能效指标１级要求的锅炉产品

以及其他高效节能产品，禁止选用未达到ＴＳＧＧ０００２中锅炉能效指标限定值要求的锅炉产品，以及国

家明令淘汰的机电产品。

５．２　在用锅炉系统的计量器具、检测（监测）仪表的配置应满足ＴＳＧＧ０００２、ＧＢ１７１６７的有关要求，并

且保持完好状态。

５．３　锅炉水（介）质应满足ＧＢ／Ｔ１５７６、ＧＢ／Ｔ２４７４７的要求。水处理方法、工艺、设备的选用应与当地

水质、锅炉给（补）水量相匹配，鼓励采用节能、节水型水处理工艺。

５．４　使用的燃料应满足锅炉设计要求，并且与锅炉燃烧设备相匹配。固体燃料锅炉还应控制燃料的颗

粒度。燃料储存时应采取防止自燃和其他损失的措施，使用时，应根据燃料的存储时间、水分含量进行

合理调配使用。燃用多种煤或煤与其他固体燃料混烧时，宜采用有效的混煤设施。

５．５　多台锅炉并联运行时，锅炉使用单位应根据用汽（热）负荷合理安排锅炉运行的台数和锅炉出力。

当负荷发生变化时，应对锅炉系统及时进行调整。

５．６　锅炉使用单位应根据锅水水质确定排污方式及排污量，并且根据水质变化进行调整。蒸汽锅炉定

期排污宜在低负荷时进行。

５．７　锅炉操作人员应定期检查锅炉燃料供应系统、烟风系统、汽水系统、灰渣系统，以及仪表、阀门、保

温结构等的严密性和完好状态，定期清理锅炉受热面积灰；监控锅炉燃烧状况，当固体燃料批次变化或

环境温度等影响燃烧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合理调整风燃烧配比。

５．８　锅炉使用单位不得使用已列入国家淘汰产品目录的锅炉及其辅机设备，也不得使用能耗严重超标

的锅炉系统。

６　检查和评定

６．１　锅炉使用单位应按照本标准和ＴＳＧＧ０００２的有关规定，对锅炉系统节能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和评

价，检查和评定项目和内容可参考附录Ａ。

锅炉系统节能管理检查和评价得分在９０分及以上的可评为“优秀”，得分在８０分及以上的可评为

“合格”。得分达不到８０分的，锅炉使用单位应进行整改。

６．２　锅炉系统能源利用效率达不到ＮＢ／Ｔ４７０６１的２级要求，或低于预期的节能管理目标时，锅炉使

用单位或由其委托的评价机构，应按照ＮＢ／Ｔ４７０３５的要求，对锅炉系统能源利用状况进行诊断分析，

寻求节能改进的机会，提出节能改进措施。

６．３　锅炉使用单位应采取措施，使锅炉系统能源利用效率较上年度（或典型评定周期）有所改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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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锅炉系统节能管理评价表

　　锅炉系统节能管理评价表见表Ａ．１。

表犃．１　锅炉系统节能管理评价表

编号：

使用单位 锅炉系统（房）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锅炉系统（房）地址 邮编

锅炉

基本

情况

及效

率

锅炉

编号

锅炉

型号

锅炉制造

单位
用途

运行负

荷范围

锅炉能效

测试机构
实测热效率／％

１

２

３

４

锅炉

系统

能耗

状况

评定周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评定周期总输出热量 评定周期电力消耗量 评定周期燃料消耗量 评定周期水消耗量

ＧＪ ｋＷ·ｈ ｔ ｔ

工业锅炉系统

单位供热能耗
单位供热燃料消耗 单位供热电力消耗 单位供热水消耗

ｋｇｃｅ／ＧＪ ｋｇｃｅ／ＧＪ ｋｇｃｅ／ＧＪ ｋｇｃｅ／ＧＪ

序

号

评价

项目

标准

分值／分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及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１

２

基础

管理

（２０分）

证照

情况
２ 锅炉使用登记证

否决项。该办而没有办理锅炉使用登

记证的锅炉系统不予评定

技术

档案

资料

３

锅炉及其系统设计文件，锅炉

产品随机出厂资料（含锅炉产

品能效测试报告），锅炉及其

系统安装、节能改造技术资

料、调试报告、改造与重大修

理后的能效测试或评价报告，

锅炉定期检验报告、在用锅炉

能效测试报告 ，锅炉系统用

能和能效状况统计分析报告

ａ）　缺带 号资料，每项扣２分；缺其他

资料，每项扣１分；

ｂ）　资料内容不完整，或不完全符合本

标准要求的，每项扣０．５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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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

号

评价

项目

标准

分值／分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及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３

４

基础

管理

（２０分）

管理

制度

建立

与实

施

１０

节能目标责任制 、岗位责任制

、日常节能检查制度、锅炉燃

料入场检验分析与管理制度、

计量器具及检测（监测）仪表校

验与管理制度、锅炉及其系统

维护保养制度、锅炉水（介）质

处理管理制度 、锅炉系统用能

和能效状况统计分析制度 、作

业人员节能培训考核制度、锅

炉及附属设备经济运行操作规

程 等

ａ）　缺带 号制度，每项扣２分；缺其他

制度，每项扣１分；

ｂ）　制度内容不完整或不完全符合本

标准要求的，每项扣０．５分；

ｃ）　制定了制度，但没有得到执行，每

项扣１分

记录 ５

设备运行记录，锅炉水处理记

录，设备维修、维护和日常保

养记录，巡回检查记录，计量

器具及检测（监测）仪表检定

（校准）证书，人员培训考核记

录，设备能效状况检查记录

ａ）　缺带 号记录，每项扣２分；

ｂ）　缺其他记录，每项扣１分；

ｃ）　内容不全或不正确，每处扣１分

５

６

７

８

９

设备

管理

状况

（２０分）

本体 ３

本体承压部件、管道、炉墙、炉

顶、炉门及看火孔、炉拱、烟风

道及烟箱、空气预热器

ａ）　可见部位有１处明显损坏的，扣

１分；

ｂ）　炉墙、烟风道漏风的，扣１分；

ｃ）　其他问题的，每处扣０．５分

燃烧

设备
２

炉排、风室和调风门、燃料闸

门及料斗、挡渣铁、落灰门、炉

排漏煤量，燃烧器及辅助设备

ａ）　炉排运转不正常，扣１分；

ｂ）　燃烧器及辅助设备运转不正常，扣

１分；

ｃ）　调风门不灵活，扣０．５分；

ｄ）　落灰门不严密，扣０．５分；

ｅ）　煤闸门升降不灵活，扣０．５分

辅机

管道

阀门

２

送风机、引风机、循环水泵、给

水泵、给煤机、除渣机、管道保

温、吹灰器、除尘器、阀门及其

他附件

ａ）　辅机与主机不匹配，每台扣１分；

ｂ）　设备运转不正常，每台扣１分；

ｃ）　辅机调节未采用变频，扣１分

安全

附件

及

联锁

保护

装置

３

安全阀 、压力表 、水位表 、

水位示控联锁装置、超温报警

和联锁装置、超压报警和联锁

装置

ａ）　安全附件、装置存在损坏或缺项

的，本项不得分；

ｂ）　带 号项显示不正确的，每项扣

２分；

ｃ）　联锁装置动作不灵敏的，每项扣１分；

ｄ）　超出校验有效期的，每项扣１分

能效

监测

及

计量

装置

１０

汽或水流量表 、进口及出口

温度表 、过热蒸汽温度表、排

烟处氧量表 、排烟温度表 、

炉膛负压表、燃料计量装置

ａ）　带 号项目缺失或损坏的，每项扣４

分；其他项，每项扣２分；

ｂ）　仪表的安装位置、量程、精度不符

合ＧＢ１７１６７要求的，每项扣１分；

ｃ）　仪表超出校验有效期的，每项扣

１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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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

号

评价

项目

标准

分值／分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及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１０

１１

人员

（５分）

管理

人员
２

主管领导、锅炉系统（房）管理

人员

ａ）　管理人员不符合资质要求或不具

有锅炉相关专业知识或不具备燃

烧、运行调整方面实践经验的，扣

２分；

ｂ）　主管领导不能定期现场检查的扣

１分；

ｃ）　管理人员不熟悉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扣１分

作业

人员
３

锅炉操作人员（司炉工）、水处

理作业人员，培训记录

ａ）　发现不执行操作规程或有关规章

制度的，扣２分；

ｂ）　各抽查１名锅炉操作人员（司炉

工）和水处理作业人员，发现不熟

悉相关经济运行知识、操作规程

的，扣２分；

ｃ）　锅炉操作人员（司炉工）未经内部

节能操作培训，扣２分；无培训记

录或培训内容不全的扣１分

１２

１３

１４

经济

运行

与节

能工

作开

展情

况

（５５分）

运行

操作
１０

锅炉热效率 、燃烧工况、炉膛

负压、二次风风压、锅炉出力、

排烟处过剩空气系数 、排烟

温度 、灰渣可燃物含量 、炉

墙表面温度 、排污率、有无

“跑、冒、滴、漏”现象

ａ）　锅炉排污率采用炉外水处理时超

过５％，或采用炉内水处理超过

１０％的，扣３分；

ｂ）　锅炉燃烧工况不良，或未根据负荷

及时调整运行工况，扣２分；

ｃ）　 有“跑、冒、滴、漏”现象，每处扣

１分；

ｄ）　带 号项目达不到法规标准要求

的，每项扣２分，且不能被选为合

格锅炉系统（房）；

ｅ）　其他项目达不到有关要求的，每项

扣１分

水

（介）

质

处理

４
水处理设备、水处理工作、水

（介）质自动监控装置

ａ）　设备、工艺选择不合理，或安装不

符合要求的，每项扣１分；

ｂ）　分析项目未达到规定指标的，每项

扣２分

燃料 ６ 燃料管理

ａ）　燃料在入炉前未进行计量，燃煤没

有化验数据的，扣３分；

ｂ）　使用的燃料特性及质量不满足设

计要求，或与燃烧设备不匹配的，

扣２分；

ｃ）　燃煤存放场地、储存保管措施不符

合要求的，扣１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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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

号

评价

项目

标准

分值／分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及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１５

１６

１７

经济

运行

与节

能工

作开

展情

况

（５５分）

节能

状况
８

能效 评 价、节 能 措 施、节 能

规划

ａ）　没有每年对锅炉及其系统用能状

况进行统计、分析，或没有出具锅

炉系统能效评价报告的，每年扣

２分；

ｂ）　近３年未采取节能措施的，扣２分；

ｃ）　未根据单位能耗状况制定持续改

进措施的，扣１分

能效

水平
２５ 锅炉系统能效水平

锅炉 系 统 能 源 利 用 效 率 指 标 达 到

ＮＢ／Ｔ４７０６１标准３级要求，扣１０分；达

到ＮＢ／Ｔ４７０６１标准２级要求，不扣分

文明

生产
２

锅炉系统（房）建造、使用条

件、周围环境

ａ）　锅炉系统（房）不整齐、不清洁、光

线不足或通风不好的，扣１分；

ｂ）　锅炉系统（房）周围物品堆放不整

齐或道路不畅通的，扣１分

１８ 附加 奖励 ３０

政府奖励

本项为加分项。应提供县级以上政府

奖励、节能专项支持、荣誉称号证明文

件方可加分。获得其一即可得５分

锅炉系统能效高
锅炉 系 统 能 源 利 用 效 率 指 标 达 到

ＮＢ／Ｔ４７０６１标准１级要求，可得２０分

锅炉系统能效有进步
锅炉系统能源利用效率较上年度（或典

型评定周期）有改进，可得５分

合计得分 分

有关该锅炉系统（房）节能

情况其他说明

　　注：表中序号１～１７，按照每个项目的验收要求及评分说明进行打分，实行扣分制，每个项目分值扣完为止，不得

负分；部分项目不适用时，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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