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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舀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下达2004年行业标准项目补充计划的通知》(发改办工

业[20041 1951号)要求制定。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建立健全以质量为中心、以标准为依据、以计量为手段的节能技术监督体系，

对影响电网和发电设备经济运行的重要性能参数和指标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及调整。使能源的消耗率

达到最佳水平。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试验分会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东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敏、冷杰、王天、张永兴、戴黎、刘文弘。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 (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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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技术监督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网企业、火力发电企业节能技术监督工作的基本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电网企业、火力发电企业节能技术监督工作，其他类型发电企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11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9 煤灰熔融性的测定方法
    GB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 475 商品煤样采取方法
    GB/T 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
    GB/T 2565 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哈德格罗夫法)

    GBIT 3216 回转动力泵水利性能验收试验 I级和2级

    GB/T 8117 电站汽轮机热力性能验收试验规程

    GB/T 10184 电站锅炉性能试验规程
    GB/T 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T 13609 天然气取样导则
    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

    GB/T 14100 燃气轮机验收试验
    GB/T 18666 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

    DIJT 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曾理规程
    DL!T 467 电站磨煤机及制粉系统性能试验

    DU r 469 电站锅炉风机现场试验规程
    DL!T 552火力发电厂空冷塔和空冷凝汽器试验方法

    DIJT 567 火力发电厂燃料试验方法

    DL!T 567.2 入炉煤和入炉煤粉样品的采取方法
    DL!T 567.4 入炉煤、入炉煤粉、飞灰和炉渣样品的制备

    DIJT 567.5煤粉细度的测定
    DL/T 567.8嫌油发热量的测定

    DU F 567.9 燃油元素分析

    DINT 569船舶运输煤样的采取方法
    DL/T 576汽车运输煤样的采取方法

    DLlR 606 火力发电厂能量平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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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ll月606之  火力发电厂燃料平衡导则

    D口1，686 电力网电能损耗计算导则
    D】Jr783 火力发电厂节水导则

    DIJr 839 大型锅炉给水泵性能现场试验方法
    DIJI，8引  联合循环发电机组验收试验

    DL门，904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方法
    DLIr 934火力发电厂保温工程热态考核测试与评价规程

    D乙叮964 循环流化床锅炉性能试验规程
    D】Jrl027 工业冷却塔测试规程

    DI了T 1051一2007 电力技术监督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能源 energy
    指煤炭、原油、天然气、电力、焦炭、煤气、热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生物质能和其他直接或

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3.2

    节能 energy conserva柱on
    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减少从能源生产

到消费各个环节中的损失和浪费，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3.3

    节能技术监督 。nergy conservation technolo留super，ision
    采用技术手段或措施，对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在规划、设计、制造、建设、运行、检修和技术改造

中有关能耗的重要性能参数与指标实行监督、检查、评价及调整。

4 体系和职贵

    节能监督的管理体系和职能要求按照DIJrI05王一2007的规定执行。

5 电网企业节能技术监督

5.1 规划与设计

5.1.1基建、技改工程项目应贯彻节能降损的原则，所选设备应符合国家能耗标准，尽量选择节能型设
备，采取降低线损的技术措施。电网规划和设计应有节能篇。

5.12 规划设计中应考虑采用紧凑型输电及同杆多回输电技术、大截面耐热导线技术等电力新技术，改
善电压质量、降低线损、提高电网经济性。

5.1.3 城市电网的规划设计应符合城市电力网规划设计的相关规定。

5.14 城市电网应简化电压等级，建设外围环网，高压深入市区供电，缩短供电半径，减少迁回供电，
简化网络结构，采用新型配电设施。

5.1.5 导线截面的选择，除按电气、机械条件校核外，还应按导线截面的经济电流密度考虑;配网的供

电半径经济合理:合理选择节能及有载调压变压器。宜采用紧凑型、小型化、无油化、绝缘化的电气设
备和技术。

5.2 电网运行

5，2.1根据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应合理配置无功补偿设备，提高无功设备的运行水平，做到无功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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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就地平衡，改善电压质量，降低电能损耗。合理调整运行电压，通过调整发电机、调相机的无功功

率大小，投切电力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等手段改变电力系统的无功功率平衡状况和用变压器的有载分接
头位置的改变，使电压在允许偏差的范围内适度地进行调整，达到降损效果。
5.2.2 简化电压等级是有力的降损措施，应对重复降压的、非标准电压的或者负荷过重的输变电设备进

行升压改造。更换粗截面导线，采用架空绝缘配电线路，采用单芯可分裂组合型防老化绝缘电线，采用

地埋线等手段优化配电网的节能改造。

5.2.3 对老旧变压器进行更新改造，采用S9系列及以上型号和非晶态变压器等高效节能型变压器替换
S7系列及以下型号高耗能变压器，降低变压器损耗。

5.2.4 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完善电价机制，发挥电价杠杆作用，激励用户合理有序用电，以提高负荷
率节电降损;采取有效的削峰填谷措施，合理利用电力资源，降低线损;做好三相负荷的平衡工作，减
少线损。

5.2.5 各类电能计量装置应按DI/f 448进行定期检定(含现场检验)及调换。关口电能表所在的变电
站的母线电量不平衡率应达到: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母线不大于1%e 220kV以下电压等级的母线

不大于2%.

5.2.6 积极应用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利用科技进步的新成果降低技术线损。

5.2.7 严格抄表周期，抄表日不得随意改动，努力提高月末 ((25日以后)及月末24时抄表的比重，减

少统计线损率的波动。

5.2.8 各级调度部门应根据电力系统设备的技术状况、负荷潮流的变化，及时调整运行方式，使电网经
济运行。

5.2.9 各级调度或变电站运行人员应根据负荷变化规律及电压状况，及时投切无功补偿设备和调整发电

机运行功率。积极采用抽水蓄能、发电机进相、电子无功补偿等调相、调频技术，加强用户无功功率的

监督与控制，达到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要求，使各级电压质量及功率因数达到规定范围。

5.2.10 严格按照DL/1' 686标准要求计算电力网电能损耗，应定期组织潮流实测及线损理论计算，定期

进行线损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5.2.11 线损率指标实行分级管理，按期考核的原则。网损由电网经营企业负责管理考核，地区线损(送
变电线损和配电线损)由供电公司负责管理考核，其线损率可按电压等级分变电站、分线路 (或片)承

包给各基层单位或班组。

5.2.12 线损内部统计考核指标包括关口电能表所在母线电量不平衡率，10kV及以下电网综合线损率及
有损线损率，月末日24时抄见电量比重，变电站站用电指标完成率，高峰、低谷负荷功率因数，月平

均功率因数，电压监视点电压合格率，技术降损及营业追补电量，电能表校前合格率、检验率、轮换率、
故障率。

5.2.13 加强对用户的无功电力管理，提高用户无功补偿设备的补偿效果 (采用集中与分散补偿相结合
方式，增加无功补偿设备，提高功率因数)。

5.2.14 各级供电部门应切实加强用电管理工作，开展经常性用电检查，减少内部责任差错损失电量，

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反窃电管理，加强打击力度，降低管理线损。生产与生活用电要分线、分表管
理。

5.2.巧  提高线损管理自动化水平，改进线损管理的技术平台，提高线损管理工作者的理论技术水平，
并进行定期的培训。

火力发电企业节能技术监督

  规划、设计和基建

6.1.1 发电企业基本建设规划应贯彻执行国家的节约能源政策，合理布局，优化用能。确定先进合理的

煤耗、电耗、水耗等设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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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设计阶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有节能篇，选用的设备高效、节能、配置合理，不应使用己公布淘
汰的耗能产品。

6.1.3 在设备制造过程中，发电企业可委托第三方进行设备的现场监造，保证出厂产品符合设计要求。
6.1.4 在设计和安装过程中，所有能源计量表计应齐备，包括入厂燃料、入炉燃料、用水、用电、用热

等。

6.1.5在基建阶段，要保证安装、调试质量。建立施工单位、建设单位、调试单位、监理单位的签字验

收制度。

6.1.6 火电机组在设计和安装时，应设置必要的热力试验测点，以保证对机组投产后进行经济性测试和

分析，并保证热力性能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6.1.7 火电机组在试生产阶段，应按火力发电厂基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的相关规程中规定的性
能、技术经济指标考核项目，按国家标准或发电企业与制造厂确认的标准进行热力性能武验和技术经济
指标考核验收。

6.1.8 火力发电企业试生产阶段应进行的节能试验项目:

    a)锅炉热效率试验;

    b)锅炉最大出力试验;
    C)锅炉额定出力试验;

    d)锅炉断油最低出力试验:
    e)制粉系统出力及磨煤单耗试验;

    f)汽轮机组热耗率试验;
    9)汽轮机最大出力试验;
    h)汽轮机额定出力试验;

    i)供电煤耗测试;

    」)机组散热测试:
    k)其他有必要开展的试验。

6.2 生产运行

6.2.1 荃本要求:

6.2.1.1 发电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综合经济指标及单项经济指标，制订节约能源规划和年度实施计
划。

6.2.1.2 发电企业依靠生产管理机构，开展全面、全员、全过程的节能管理，逐项落实节能规划和计划，

将各项经济指标依次分解到各有关部门，开展单项经济指标的考核，以单项经济指标来保证综合经济指

标的完成。

6.2.1.3 把实际完成的综合经济指标同设计值、历史最好水平以及国内外同类型机组最好水平进行比较

和分析，找出差距，提出改进措施。如设备和运行条件发生变化，则要重新核定综合经济指标水平。
6.2.2 综合经济技术指标:

6.2.2.1 发电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经全面准确分析后确定综合技术经济指标目标值。

6.2.2.2 发电企业应对全厂和机组的发电量、发电煤耗率、供电煤耗率、供热A、供热煤耗率等综合经

济技术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考核，统计计算方法参照DL/C904标准。
6.2.2.3 发电企业应按照实际入炉煤量和入炉煤机械取样分析的低位发热量正平衡计算发、供电煤耗

率。当以入厂煤和煤场盘煤计算的煤耗率和以入炉煤计算的煤耗率偏差达到1.0%时，应及时查找原因。
发电企业的煤耗率应定期采用反平衡法校核。

6.2.2.4 发电企业应对全厂和机组的综合厂用电率、发电厂用电率、供热厂用电率等技术经济指标进行

统计、分析和考核，统计计算方法按照DL/f 904标准。
6.2.2.5 发电企业应对全厂的发电水耗率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考核。单机容量125MW及以上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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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厂发电水耗率不应超过表I范围的上限(考核指标)，并力求降至表1范围的下限(期望指标)。已投
运的单机容址小于125MW的机组全厂发电水耗率可参照表I中的指标执行。

                    表1 单机容量125MW及以上机组的全厂发电水耗率指标 m3/MWh

供水系统 单机容量(>300MW) 单机容址(<300MW )

采用淡水循环供水系统 2.16̂ 2.88 2.52-3.24

采用海水直流供水系统 0.216-0.432 0.36-0.72

采用空冷机组 0.468'--0抢 0.54-1.08

6.2.2.6 单机容址为125MW及以上循环供水凝汽式电厂全厂复用水率不宜低于95%，严重缺水地区单

机容量为125MW及以上凝汽式电厂全厂复用水率不宜低于98/a
6.2.2.7 发电企业应对全厂点火、助燃用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考核。
6.2.3 锅炉经济技术指标:

6.2.3.1 锅炉热效率。锅炉热效率是指锅炉输出热量占输入热坦的百分率。其测试方法有两种:输入一

输出热量法(正平衡法)和热损失法 (反平衡法)。锅炉热效率按GBIT 10184标准进行测试和计算。若
锅炉燃用煤质发生较大变化时，应根据新的煤质计算锅炉热效率，以重新核算确定的锅炉热效率作为考
核值。

    锅炉热效率以统计期间最近一次试验报告的结果作为考核依据。

6.2.3.2锅炉主蒸汽压力。锅炉主蒸汽压力是指末级过热器出口的蒸汽压力值。如果有多条管道，取算

术平均值。主蒸汽压力的监督以统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6.2.3.3 锅炉主蒸汽温度。锅炉主蒸汽温度是指末级过热器出口的蒸汽温度值。如果有多条管道，取算

术平均值。主蒸汽温度的监督以统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6.2.3.4 锅炉再热燕汽温度。锅炉再热蒸汽温度是指末级再热器出口管道中的蒸汽温度值。如果有多条
管道，取算术平均值。再热蒸汽温度的监督以统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6.2.3.5 锅炉排烟温度，锅炉排烟温度是指当烟气离开锅炉尾部最后一级受热面时的烟气温度。排烟温
度测点应尽可能靠近末级受热面出口处，应采用网格法多点测量平均排烟温度。若锅炉受热面改动，则

根据改动后受热面的变化对锅炉进行热力校核计算，用校核计算得出的温度值作为锅炉排烟温度的考核

标准。锅炉排烟温度的监督以统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锅炉排烟温度 (修正值)在统计期间平均值不大于规定值的3%

6.2.3.6 飞灰可燃物。飞灰可燃物指燃料经炉膛燃烧后形成的飞灰中未韶烬的碳的质量百分比。飞灰可
燃物的监督以统计报表或现场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在锅炉额定出力(BRL)下，煤粉燃烧方式的飞灰可燃物Cr.随燃煤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eal的变化见
表2a

表2 飞灰可燃物Cra随燃煤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eal的变化关系

Vdaf V,w<6 6 <Veaf<10 10簇坑‘< 15 巧蕊Vw<20 20<V} <30 、乞f)30

Cfa 20̂ -10 10̂ 4 8̂ 2.5 6̂ 2 5-1 3.5-0.5

注 认为大济含碳址大致与飞灰基本相同。

6.2.3.7 排烟含氧量。排烟含氧量是指锅炉省煤器前或后(对于空气预热器和省煤器交错布置的锅炉，

选用高温段省煤器前或后)的烟气中含氧的容积含量百分率(%)。每台锅炉都有其最佳的排烟含氧量，
过大过小都会降低锅炉热效率。排烟含氧址的监督以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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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期排烟含氧量为规定值的10.5%.

6.2.3.8 空气预热器漏风系数及漏风率。空气预热器漏风系数是指空气预热器烟道出、进口处的过量空

气系数之差。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是指漏入空气预热器烟气侧的空气质量占进入空气预热器烟气质量的百

分率。

    预热器漏风系数或漏风率应每月或每季度测量一次，以测试报告的数据作为监督的依据。

    管式预热器漏风系数每级不大于。.050

    热管式预热器漏风系数每级不大于0.010

    回转式预热器漏风率不大于 10%,

6.2.3.9 除尘器漏风率。除尘器漏风率是指漏入除尘器的空气质童占进入除尘器的烟气质量的百分率。
漏风率的测试方法一般采用氧量法。除尘器漏风率至少检修前后测量一次，以测试报告的数据作为监督

的依据。

    电气除尘器漏风率:小于300MW机组除尘器漏风率不大于5%，大于或等于300MW机组除尘器

漏风率不大于3%,

    布袋除尘器漏风率不大于3%0

    水膜式除尘器和旋风除尘器等除尘器漏风率不大于5%0

6.2.3.10 吹灰器投入率。吹灰器投入率是指考核期间内吹灰器正常投入台次与该装置应投入台次之比

值的百分数。吹灰器投入率的监督以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统计期间吹灰器投入率不低于98%,

6.2.3.11 煤粉细度。随着煤粉变细磨煤机电耗和磨损增加而锅炉燃烧效率提高，因此存在一个经济煤

粉细度，应由试验确定。对于燃用无烟煤、贫煤和烟煤时，煤粉细度R9o可按0.5nV盯  (n为煤粉均匀性
指数)选取，煤粉细度R90的最小值应控制不低于4%。当燃用褐煤时，对于中速磨煤机，煤粉细度R9o

取30%-35%:对于风扇磨煤机，煤粉细度R9o取45%-55%.煤粉细度的测定按照DLIT 567.5进行。
6.2.3.12制粉系统漏风。制粉系统漏风的起点为干燥剂入磨煤机导管断面，终点在负压下运行的设备为
排粉机入口，在正压下运行的设备为分离器出口断面。制粉系统的漏风系数见表3e

                                  表3 制粉系统的漏风系数

万一下一~森一{ 蔽赚赓履面一 Limam 一 风扇磨煤机 }

制粉系统形式

  漏风系数

贮仓式

0.2--0.4

直吹式 不带烟气下降管 } 带烟气下降管

0.25

6.2.4 汽轮机经济技术指标:

6.2.4.1 热耗率。热耗率是指汽轮机 (燃气轮机)系统从外部热源取得的热量与其输出功率之比

(kJ/kWh)0

    热耗率的试验可分为三级:
    a)一级试验，适用于新建机组或重大技术改造后的性能考核试验;

    b)二级试验，适用于新建机组或重大技术改造后的验收或达标试验;
    c)三级试验，适用于机组效率的普查和定期试验。

    一、二级测试应由具有该项试验资质的单位承担，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或其他国际标准进行试验;

三级试验可参照国家标准，通常只进行第二类参数修正。热耗率以统计期最近一次试验报告的数据作为

监督依据。

6.2.4.2 汽轮机主蒸汽压力。汽轮机主蒸汽压力是指汽轮机进口，靠近自动主汽门前的蒸汽压力。如果

有多条管道，取算术平均值。主蒸汽压力的监督以统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统计期平均值不低于规定值 0.2MPa,滑压运行机组应按设计 (或试验确定)的滑压运行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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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阀位)对比考核。

6.2.4.3 汽轮机主蒸汽温度。汽轮机主蒸汽温度是指汽轮机进口，靠近自动主汽门前的蒸汽温度，如果

有多条管道，取算术平均值。主蒸汽温度的监督以统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统计期平均值不低于规定值3 0C，对于两条以上的进汽管路，各管温度偏差应小于30Co

6.2.4.4汽轮机再热蒸汽温度。汽轮机再热蒸汽温度是指汽轮机中压缸进口，靠近中压主汽门前的蒸汽
温度。如果有多条管道，取算术平均值。再热蒸汽温度的监督以统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

依据。

    统计期平均值不低于规定值3 0C，对于两条以上的进汽管路，各管温度偏差应小于30C e

6.2.4.5 最终给水温度。最终给水温度是指汽轮机高压给水加热系统大旁路后的给水温度值。最终给水

温度的监督以统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测试的数据作为依据。

    统计期平均值不低于对应平均负荷设计的给水温度。

6.2.4.6 高压给水旁路漏泄率。高压给水旁路漏泄率指高压给水旁路漏泄量与给水流量的百分比。用最
后一个高压给水加热器(或最后一个蒸汽冷却器)后的给水温度与最终给水温度的差值来监测。高压给
水旁路漏泄状况应每月测量一次。

    最后一个高压给水加热器 (或最后一个蒸汽冷却器)后的给水温度应等于最终给水温度。

6.2.4.7 加热器端差。加热器端差分为加热器上端差和加热器下端差。加热器上端差是指加热器进口蒸

汽压力下的饱和温度与水侧出口温度的差值。加热器下端差是指加热器疏水温度与水侧进口温度的差

值。加热器端差应在A/B级检修前后测量。

    统计期加热器端差应小于加热器设计端差。

6.2.4.8 高压加热器投入率。高压加热器投入率一是指高压加热器投运小时数与机组投运小时数的百分

比。计算公式如下:

高压力口”器投入率=〔，-
  了单台高压加热器停运小时数 、____
二二二二二一二尸二二，二尸二尸二二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了~尸一二代二尸IX1 UU%
A违加热器忌首数x机组投还小盯数少

(1)

    高压加热器随机组启停时投入率不低于98 %:高压加热器定负荷启停时投入率不低于95%，不考
核开停调峰机组。

6.2.4.9 胶球清洗装置投入率。胶球清洗装置投入率是指胶球清洗装置正常投入次数与该装置应投入次

数之比的百分数。

    统计期胶球清洗装置投入率不低于98%,
6.2.4.10 胶球清洗装置收球率。胶球清洗装置收球率是指每次胶球投入后实际回收胶球数与投入胶球

数之比的百分数。胶球清洗装置收球率以统计报告和现场实际测试数据作为监督依据。
    统计期胶球清洗装置收球率不低于95%,

6.2.4.11 凝汽器真空度。凝汽器真空度是指汽轮机低压缸排汽端 (凝汽器喉部)的真空占当地大气压
力的百分数。

    对于具有多压凝汽器的汽轮机，先求出各凝汽器排汽压力所对应蒸汽饱和温度的平均值，再折算成

平均排汽压力所对应的真空值。

    对于闭式循环水系统，统计期凝汽器真空度的平均值不低于92%,
    对于开式循环水系统，统计期凝汽器真空度的平均值不低于94%,
    循环水供热机组仅考核非供热期，背压机组不考核。

6.2.4.12真空系统严密性。真空系统严密性是指真空系统的严密程度，以真空下降速度表示。试验时，
负荷稳定在80%以上，在停止抽气设各的条件下，试验时间为6min̂'8min，取后5min的真空下降速度

的平均值 (Pa/min).真空系统严密性至少每月测试一次，以测试报告和现场实际测试数据作为监督依

据。

    对于湿冷机组，100MW及以下机组的真空下降速度不高于400Pa/min, 100MW以上机组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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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速度不高于270Pa/min:对于空冷机组，300MW及以下机组的真空下降速度不高于130Pa/min; 300MW

以上机组的真空下降速度不高于10OPa/min;背压机组不考核，循环水供热机组仅考核非供热期。

6.2.4.13 凝汽器端差。凝汽器端差是指汽轮机排汽压力下的饱和温度与凝汽器循环水出口温度之差
(℃)。对于具有多压凝汽器的汽轮机，应分别计算各凝汽器端差。凝汽器端差以统计报表或测试的数据

作为监督依据.

    凝汽器端差可以根据循环水温度制定不同的考核值:

    a)当循环水入口温度小于或等于14℃时，端差不大于9'C;
    b)当循环水入口温度大于14℃并小于30℃时，端差不大于7'C ;

    c)当循环水入口温度大于或等于30℃时，端差不大于5'C;

    d)背压机组不考核，循环水供热机组仅考核非供热期。
6.2.4.14 凝结水过冷度。凝结水过冷度是指汽轮机排汽压力下的饱和温度与凝汽器热井水温度之差

(℃)。凝结水过冷度以统计报表或测试的数据作为监督依据。
    统计期平均值不大于2'C.

6.2.4.15 湿式冷却水塔的冷却幅高。湿式冷却水塔的冷却幅高是指冷却水塔出口水温度与大气湿球温

度的差值 〔℃)。湿式冷却水塔的冷却幅高应每月测量一次，以测试报告和现场实际测试数据作为监督
依据。

    在冷却塔热负荷大于90%的额定负荷、气象条件正常时，互季测试的冷却水塔出口水温度不高于大
气湿球温度7'C

6.2.4.16 疏放水阀门漏泄率。疏放水阀门漏泄率是指内漏和外漏的阀门数量占全部疏放水阀门数量的

百分数。对各疏放水阀门至少每月检查一次，以检查报告作为监督依据。

    疏放水阀门漏泄率不大于3%.

6.2.4.17汽轮机通流部分内效率。汽轮机通流部分内效率是指通流部分的实际烩降与等嫡焙降之比。

    对排汽为过热蒸汽的高压缸通流部分内效率和中压缸通流部分内效率每月测试一次，并与设计值进
行比较、分析，以测试报告数据作为监督依据。

6.2.5节电指标:

6.2.5.1辅助设各单耗。辅助设备单耗是指每生产单位质量的工质或输送单位质量的工质消耗的电量。

辅助设备主要包括给水泵、循环水泵、凝结水泵、一次风衫U排粉机、送风机、引风机、磨煤机、除尘器、
脱硫设各、输煤系统、制水系统、除灰系统等。对6000V及以上的辅助设备应每月统计一次单耗。

6.2.5.2 辅助设备耗电率。辅助设备耗电率是指辅助设备消耗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对6000V
以上的辅助设备应每月统计一次耗电率。

6.2.5.3 非生产耗电量。非生产耗电量是指电厂非生产所消耗的电量。每月应对非生产消耗的电童以及
收费的电量进行统计。
6.2.6 节水指标:

6.2.6.1 化学自用水率。化学自用水率是指化学制水车间消耗的水量占化学制水车间取用水盘的百分
比。以统计报表作为监督依据。

    地下取水:统计期化学自用水率不高于6%,
    江、河、湖取水:统计期化学自用水率不高于10%.

6.2.6.2 机组补水率。机组补水率是指向锅炉，汽轮机及其热力循环系统补充的除盐水企占锅炉实际蒸

发量的百分比。以统计报表作为监督依据。

    单机容量大于300MW凝汽机组，其机组补水率低于锅炉实际蒸发量的1.5%.
    单机容量小于300MW凝汽机组，其机组补水率低于锅炉实际蒸发量的2.0%.

6.2.6.3 汽水损失率。汽水损失率是指锅炉、汽轮机设备及其热力循环系统由于漏泄引起的汽、水损失
量占锅炉实际蒸发量的百分比。以实际测试值作为监督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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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水损失率应低于锅炉实际蒸发量的住5%。

6.2.6.4 水灰比。采用水力除灰系统的电厂(海水除外)水灰比是指输送每吨重量的灰、渣时所耗用水
的重量。电厂应在除灰系统管路上设置测量点，并有专门的测量器具，每季度测量一次。以测量报告数
据作为监督依据。

    高浓度灰浆的水灰比应为2.5一3。
    中浓度灰浆的水灰比应为5一60

    不宜采用低浓度水力除灰。
6.2.65循环水浓缩倍率。循环水浓缩倍率是指采用湿式冷却水塔的电厂，循环冷却水的含盐浓度与补

充水的含盐浓度之比。循环水系统的浓缩倍率应根据水源条件 (水质、水量、水价等)、凝汽器管材，
通过试验并经技术分析比较后确定。各种水处理方案一般宜达到以下效果:

    a) 加防垢、防腐药剂及加酸处理时，浓缩倍率可控制在3.0左右;

    b) 采用石灰处理时，浓缩倍率可控制在5刀左右;

    c) 采用弱酸树脂等处理方式时，浓缩倍率可控制在5刀左右。

6.2.6.6 循环水排污回收率。循环水排污回收率是指排污水的利用量与循环水排污量的百分比，即排污
的循环水可作为冲灰除渣或经过简单处理后用于其他系统的供水水源。

    循环水排污回收率应为100%。
6.26.7工业水回收率。工业水回收率是指用于电厂辅机的密封水、冷却水等回收的数量与使用数量的
百分比。电厂辅机的密封水、冷却水等应循环使用或梯级使用。工业水回收率尽可能达到100%。
6.2.6.8 贮存灰渣场澄清水的回收。贮存灰渣场的澄清水一般不宜外排，应根据澄清水的水质、水量、

灰场与电厂之间的距离、电厂的水源条件和环保要求等，经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回收利用方式。对

低浓度水力除灰渣的电厂，应进行灰水回收再利用。

6.2.7 燃料指标:

6.2.7，1 燃料检斤率。燃料检斤率是指燃料检斤量与实际燃料收入量的百分比，以统计报表数据作为监

督依据。

    燃料检斤率应为100%。

6.2.7.2燃料检质率。嫌料检质率是指进行质量检验的燃料数量与实际燃料收入量的百分比，以统计报
表数据作为监督依据。

    燃料检质率应为100%。

6.2.7.3入厂煤与入炉煤热量差。入厂煤与入炉煤热量差是指入厂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加权平均值)
与入炉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加权平均值)之差。计算入厂煤与入炉煤热量差应考虑燃料收到基外在水

分变化的影响，并修正到同一外在水分的状态下进行计算，以统计报表数据作为监督依据。

    入厂煤与入炉煤的热量差不大于502kl弋。
6.2.7.4煤场存损率。煤场存损率是指燃煤储存损失的数量与实际库存燃煤量的百分比，以统计报表数
据作为监督依据。

    煤场存损率不大于 0乃%，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实际测量煤场存损率，报上级主管单位批准后作为监

督依据。

6.2.8保温效果。当环境温度不高于 25℃时，热力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的保温结构外表面温度不应超
过50℃;当环境温度高于25℃时，保温结构外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的温差应不大于25℃。

    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外表面温度超过60℃时应采取保温措施，保温效果的测试参照DI了1，934标准，
宜采用红外辐射温度计法。保温效果的测试应在机组AjB级检修前后进行，以测试报告的数据作为监督
依据，

6.3 能源计量

6.3.1 甚太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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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能源计量是节能监督的基础，应配齐生产和非生产的煤、油、汽、气、水、电计量表计。
6.3.12 能源计量装置的配备与管理按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能源计量装置的选型、精确度、

测量范围和数量，应能满足能耗定额管理、能耗考核及商务结算的需要。
6.3.1.3对全部能源计量器具应建立检定及校验、使用和维护制度，并设有相应的设备档案台账。

6.3.1.4 生产用能和非生产用能严格分开，加强管理，节约使用，对非生产用能按规定收费。

6.3.2 燃料计量:

6.3.2.1保证入厂燃料计量准确。铁路进煤的应有铁路轨道衡，汽车进煤的应有汽车衡，对于船舶进煤

的电厂，以船舶检尺计算;燃油电厂可采用检斤或检尺法计量，同时做好油温度、密度测量;天然气以
入厂表计计量为准。

6.3.2.2 应对全厂煤、油、气等采样、制样、化验及计量装置定期校验，并有合格的校验证书。

6.3.2.3 入厂煤宜使用机械采样装置，也可人工采样。火车运输的煤样采取方法按GB 475进行，船舶
运输的煤样采取方法按DL门，569进行，汽车运输的煤样采取方法按DLll，576进行，按各标准采取的煤

样可代表商品煤的平均质量，该煤样分析结果可作为验收或抽检进厂商品煤质量的依据。天然气的采样

按GBrr 13609标准进行。
6.3.2.4进厂煤样的制备方法按GB474进行，发电用煤质量验收及抽检方法按GB汀18666进行。
6.3.2.5 入厂燃料在进厂后，立即采样并制样，24h内提出化验报告。

6.3.2.6 入炉煤应以皮带秤或给煤机测量，皮带秤定期采用实物标定;入炉油可用流量计或储油容器液
位计算。

6.3.2.7 单元制机组的电厂入炉煤应有分炉计量装置。
6.3.2.8 入炉煤的采取煤样应代表入炉煤的平均质量，入炉煤应采用机械采样装置，机械采样装置投入

率在90%以上，机械采样装置应每半年进行一次采样梢密度核对。
6.3.2.9 入炉煤样品的采取按DIJr567之的规定，入炉煤样品的制备按DLJT5674的规定。

6.3.2.10 入厂与入炉燃料的化验按下列标准进行:
    a)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按GBfr 211进行化验:

    b)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按GB厅212进行化验:

    c) 煤的发热量测定按GB厅213进行化验:

    d)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按GBfr 476进行化验;

    e)燃油发热量的测定按DIJT 567.8进行化验;

    f) 燃油元素分析按DIJr567夕进行化验:

    9)天然气发热t、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按GBfr 1 1062进行化验;
    h)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按GB汀13610进行化验。

6.3.2.11 加强储煤场管理，合理分类堆放，定期测温。采取措施，防止自燃和热量损失，煤场盘点每
月进行一次，盘点按照DIJI 606.2标准进行。

6.3.2.12 每台锅炉均应装设燃油流量表，保证能单独计量，考核单炉用油量。

6.3.3 电能计量:

6.3.3.1 发电机出口，主变压器出口，高、低压厂用变压器，高压各用变压器、用于贸易结算的上网线
路的电能计址装置精度等级应不低于DIJI，448的规定，现场检验率应达100%，检验合格率不低于98%。

6.3.3.2 6kv及以上电动机应配备电能计盆装置，电能表精度等级不低于1.0级，互感器精度等级不低
于已5级，检验合格率不低于95%。

6.3.3.3 非生产用电应配齐计量表计，电能表精度等级不低于1.0级，检验合格率不低于95%。

6.3.3.4 应绘制全厂用电计量点图，有专人负责电能的计量工作，随时掌握系统中各计量点的用电情况，
根据节能的要求进行有效的控制。

6.34 热能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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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 向热力系统外供蒸汽和热水的机组应配置必要的热能计量装置。测点布置合理、安装符合技术

要求，并应定期校验、检查、维护和修理，保证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6.3.4.2 热能计量仪表的配置应结合热平衡测试的需要，二次仪表应定期检验并有合格检测报告。

    一级热能计量 (对外供热收费的计量)的仪表配备率、合格率、检钡1率和计量率均应达到100%,

    二级热能计量(各机组对外供热及回水的计量)的仪表配备率、合格率、检测率均应达到95%以上，

计量率应达到90%0
    三级热能计量 (各设备和设施用热、生活用热计量)也应配置仪表，计量率应达到85%.

6.3.4.3 电厂应有完整的热能计量仪表的详细资料(一次元件设计图，流量设计计算书，二次仪表的规

格、精度等级等)，电厂应有合格的定期检验报告。

6.3.4.4 电厂应在下列各处设置热能计量仪表:
    a)对外收费的供热管;

    b)单台机组对外供热管;
    c)厂内外非生产用热管;

    d)对外供热后的回水管;
    e) 除本厂热力系统外的其他生产用热。

6.3.4.5 对零散消耗热量和排放热能，可根据现场实际条件，采用直接测量、计算或估算的方法。

6.3.4.6 热能计量宜安装累积式热能表计。

6.3.4.7 应绘制全厂供热计量点图，有专人负责热量的计量工作，随时掌握系统中各计量点的用热情况，

根据节能的要求进行有效地控制。

6.3.5 水量计量:

6.3.5.1 电厂的用水和排水系统应配置必要的水量计量装置，水量计量装置应根据用水和排水的特点、

介质的性质、使用场所和功能要求进行选择。测点布置合理、安装符合技术要求，并应定期校验、检查、

维护和修理，保证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6.3.5.2 水量计量仪表的配置应结合水平衡测试的需要，二次仪表应定期检验并有合格检测报告。

    一级用水计量 (全厂各种水源的计量)的仪表配备率、合格率、检测率和计量率均应达到100%0

    二级用水计量 (各类分系统)的仪表配备率、合格率、检测率均应达到95%以上，计量率应达到90%,

    三级用水计量 (各设备和设施用水、生活用水计量)也应配置仪表，计量率应达到85%,

    水表的精确度等级不应低于2.5级。

6.3.5.3 水量计量仪表通常为超声波流量计、喷嘴或孔板流量计、叶轮流量计等，电厂应有计量仪表的

详细资料 (图纸，流量设计计算书，二次仪表的规格、精度等级等)。

6.3.5.4 电厂应在下列各处设置累计式流量表:

    a)取水泵房 (地表和地下水)的原水管;

    b)原水入厂区后的水管;

    c)进入主厂房的工业用水管;

    d)供预处理装置或化学水处理车间的原水总管及化学水处理后的除盐水出水管;

    e)循环冷却水补充水管;

    f)除灰渣系统及烟尘净化装置系统用水管;

    9)热网补充水管;
    h)各机组除盐水补水管:

    i)非生产用水总管;

    」)其他需要计量处。
6.3.5.5对零散用水或间歇用水，可根据现场实际条件，采用直接测量、计算或估算的方法。
6.3.5.6 应玲制个厂用水计量点图，有专人负责水量的计量工作，随时掌握系统中各计量点的用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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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节水的要求进行有效地控制。

6.4 节能技术措施
6.4.1 基本要求:

6.4.1.1加强设备管理，提高维护与检修质量，及时消除设备缺陷，使设备始终保持健康状态。
6.4.1.2 建立完整、有效的维护与检修质量监督体系，制定检修规程，明确检修工艺和质量要求，检修
中加强检查、督促，把好质量关，检修后应有质量验收报告。

6.4.1.3对机组经济性影响较大的设备缺陷，应优先安排资金用于检修或技术改造。

a4.2 运行、维护与检修:

6.4.2.1运行人员要树立节能意识，不断总结操作经验，使各项运行参数达到规定值。
6.4.2.2应尽可能燃烧设计煤种，当煤质变化较大或燃用新煤种时，根据不同煤质及锅炉设备特性，
研究确定掺烧方式和掺烧配比，并按照GB/T 219进行煤灰熔融性侧定，按照GB/T 2565进行煤的可磨
性指数测定。

6.4.2.3运行中要掌握入灯嗦质的变化，根据煤种、煤质分析报告及燃烧状况，及时进行燃烧调整，使
机组蒸汽参数保持经济值，减少过热器与再热器减温水的投入量。

6.4.2.4 应定期对锅炉受热面、空气预热器、暖风器、凝汽器和加热器等换热设备进行清洗，以提高传
热效果。在对凝汽器清洗时，通常可采用胶球在运行中连续清洗凝汽器法、运行中停用半组凝汽器轮换

清洗法或停机后用高压射流冲洗机逐根管子清洗等方法。保持凝汽器的胶球清洗装置 (包括二次滤网)
经常处于良好状态。

6.4.2.5 保持汽轮机在最有利的排汽压力下运行，当真空系统严密性不合格时，应检查泄漏原因，及时
消除。在凝汽器管束清洁状态和凝汽器真空严密性良好的状况下，绘制不同循环水进口温度与机组出力、
端差的关系曲线，作为经济运行的依据。

6.4.2.6 高压加热器启停时应按规定控制温度变化速率，防止温度急剧变化。维持正常水位，保持高压
加热器旁路阀门的严密性，使给水温度达到相应值。要注意各级加热器的端差和相应抽汽的充分利用，
使回热系统保持最经济的运行方式。

6.4.2.7 加强维护，保证热力系统各阀门处于正确阀位。通过检修，消除阀门和管道泄漏，治理漏汽、
漏水、漏油、漏风、漏灰、漏煤、漏粉、漏热等问题。

6.4.2.8 冷水塔应按规定做好检查和维护工作.结合检修进行彻底清污和整修:若循环水流量发生变化，

应及时调整塔内配水方式，充分利用水塔冷却面积:采用高效淋水填料和新型喷m装置，提高水塔冷却
效率。

6.4.2.9 加强化学监督，做好水处理工作，严格执行锅炉排污制度，加强直流锅炉冷、热态冲洗，防止
锅炉和凝汽器、加热器等受热面以及汽轮机通流部分发生腐蚀、结垢。

6.4.2.10 对各种运行仪表应加强管理，做到装设齐全、可靠。做好热控系统检测仪表的检修与维护，
保证参数测试准确。

6.4.2.11 在满足电网调度要求的基础上，优化机组运行方式，进行电、热负荷的合理分配和主要辅机
的优化组合，实现经济运行。

6.4.3 技术改造:

6.4.3.1 在保证设备、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依靠科
技进步，降低设备和系统的能量消耗。鼓励对技术成熟、效益显著的项目进行宣传和推广。

6.4.3.2 对改造项目，改造前要进行节能技术可行性研究，认真制定设计方案，落实施工措施，改造后
应有经济性验收报告。

6.4.3.3 对汽轮机通流效率较低的机组，通过通流部分改造、精修通流部件、调整汽门重叠度及汽封改
造等措施，降低机组热耗率。

6.4.3.4对效率较低的水泵和风机，可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对负荷变动较大的旋转机械，宜使用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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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技术改造。

6.4.3.5 对损耗大的主变压器、厂用变压器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6.4.3.6 宜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几类条件:

    a)对于闭式循环冷却水，在保证冷却能力的前提下，提高浓缩倍率，降低排污率，并对排污水进
        行合理利用;

    b)对电厂内部的疏水、排水系统进行改造，使其全部回收再利用;

    c)有条件的电厂，可进行干除灰或干灰输送技术的改造;
    d)对低浓度水力除灰的电厂，积极开展灰水回收再利用，实现灰水零排放:

    e)对严重缺水地区，可进行直接或间接空冷技术改造:

    f)对于海边电厂，宜使用海水淡化技术;

    9)对生产或生活污水进行污水处理回收技术改造;
    h)应加强对生活用水的管理，对卫生间、食堂、浴室等场所采用节水阀门改造。

6.4.3.7 实施节油技术改造，减少锅炉点火和助燃用油。

6.5 节能技术检测
6.5.1 基本要求:

6.5.1.1发电企业应开展节能检测工作，掌握设各性能和指标，并制定节能检测实施办法。
6.5.1.2 节能检测应严格执行国家或行业的相关标准，没有标准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检测方法。

6.5.1.3 发电企业应设专人负责节能检测工作。常规节能检测项目发电企业可自行完成，大型节能检测
项目可委托专业机构完成。

6.5.1.4 节能检测应与能耗诊断、经济性分析相结合，通过检测，对设备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6.5.2 节能检测人员和设各:
6.5.2.1发电企业宜设专职或兼职节能检测人员，节能检测人员应了解国家有关节能检测方面的政策、

法规，掌握常用的节能检测标准，熟悉电厂设备规范和运行状况，熟练掌握测试仪表，能够完成电厂常

规节能检测项目和经济性分析。节能检测人员应经过培训考核合格。

6.5.2.2 发电企业应配备相关的节能检测仪表，检测仪表的准确度、稳定度、测量范围和数量应满足相

关标准的要求，所有检测仪表应定期校验，有合格的校验证书。
6.5.3 试验测点:

6.5.3.1 新建或扩建的电厂应在设计和基建阶段完成试验测点的安装，对投产后不完善的试验测点加以

补装，对于常规的节能检测应有专用试验测点。

6.5.3.2试验测点应满足开展锅炉热效率、汽轮机热耗率、发电机效率的测试要求，具有必要的专用测
点和试验时可更换的运行表计。

6.5.3.3 试验测点应满足重点辅助设备，如加热器、凝汽器、水塔、大型水泵、磨煤机、风机等性能试
验的要求。

6.5.4 节能检测项目:

6.5.4.1 在机组A级检修前后应按标准GB/1' 10184或DL/1' 964进行锅炉热效率试验。

6.5.4.2 在机组A级检修前后应按标准GB/T 8117, GB/T 14100或DL/F 851进行热耗率试验。
6.5.4.3 结合B/C级检修，宜开展锅炉热效率、汽轮机热耗率试验。

6.5.4.4 机组A级检修前后宜进行重要水泵(如给水泵、循环水泵、凝结水泵等)的效率试验。采用标
准为GB/1' 3216或D1f， 839.

6.5.4.5 机组A级检修前后宜进行重要风机(如送风机、一次风枷排粉机、引风机等)的效率试验，
标准采用DL/1' 469 <

6.5.4.6 在一个A级检修期内应开展冷却水塔、空冷塔和空冷凝汽器的冷却能力试验，有条件时宜开展
冷却水塔的性能试验。冷却水塔的试验标准采用 DL/P 1027，空冷塔和空冷凝汽器的试验标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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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门，552,

6.5.4.7 每五年宜开展一次全厂水平衡、电平衡、热平衡和燃料平衡的测试，采用标准为DU T 606,

6.5.4.8 每月应进行一次真空系统严密性试验，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空气预热器漏风率等试验。

6.5.4.9 重大设备改造前后应进行性能评价。
6.5.4.10 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其他节能项目检测。

6.6 节能技术资料

6.6.1 基本要求:

6.6.1.1 节能管理人员应掌握国家、行业及上级有关节能的政策、法规、规程、规范、标准、制度，并

做好宣传工作。

6.6.1.2 发电企业应有本企业内部的节能技术管理规定和节能技术监督考核实施细则。

6.6.1.3 发电企业应建立与节能有关的设备档案。

6.6.2 规章制度与报表:

6.6.2.1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节能技术监督管理办法，该办法至少每四年修订一次。

6.6.2.2 制定节能技术监督考核实施细则，包括生产运行指标、燃料管理、节水、节电、节油和设备治

理等。该细则至少每四年修订一次。

6.6.2.3 应制定非生产用能 (用煤、用电、用热、用汽、用水等)的管理办法。

6.6.2.4 根据相关标准，制定常规的节能检测办法。

6.6.2.5 应制定年度节能计划和中长期节能规划。

6.6.2.6 节能技术监督会议应有完整的记录，每季度、半年和年度应有节能技术监督总结报告。
6.6.2.7 每月统计一次节能技术监督数据报表 (参见附录A)，并做好经济指标分析记录。

6.6.2.8 节能检测报告应存档。

6.6.2.9 为机组经济运行制定各种曲线或表格。

6.6.3 设备管理档案:

6.6.3.1 汽轮机、锅炉、发电机及主变压器的设计规范。

6.6.3.2 重要辅助设备的设计规范和特性曲线。
6.6.3.3 锅炉、汽轮机热力计算书。

6.6.3.4 设备改造的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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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火力发电厂节能技术监督月报表

    火力发电厂节能技术监督报表见表A.1一表A.3 0

                        表A.1 火力发电厂节能技术监督月报表 (甲)

发电厂名称: 年 月

炉产汽扭
    t/h

运行小时
    h

平均流量
    t/h

最大流量
    t/h

主汽压力
  MPa

主汽温度
    ℃

再热汽压
  MPa

再热汽温
    ℃

炉号

本月!累计1本月1累计}本月1累计1本月】累计1本月}累计}本月1累计1本月}累计}本月}累计

冷风温度
    ℃

炉号

排烟温度
    ℃

氧量
  %

空气预热器

    漏风
      %

飞灰可燃物
    %

灰渣可燃物
      %

锅炉效率
    %

排污率
    %

本月}累计{本月}累计}本月}累计{本月}累计{本月}累计{本月1累计1本月}累计}本月(累计

批准: 审核: 填报: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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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名称:

表A.2 火力发电厂节能技术监督月报表 (乙)

                  年 月

机

号

汽机

容量
W

本

月

A

计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9

计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皿

计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男

计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机

号

汽机
容量
MW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杏
月

累

计

    }

本
月

{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一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一 一

批准 审核: 坡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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