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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的４．１和４．２是强制性的，其余是推荐性的。

本标准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一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铁研究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春霞、郦秀萍、陈丽云、兰德年、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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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的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

计算方法、节能管理与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企业进行烧结工序（不含球团）、高炉工序、转炉工序和电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

计算、考核，以及新建设备的能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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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　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狆犲狉狌狀犻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狊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

报告期内，烧结工序（不含球团）每生产一吨合格烧结矿，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

能源总量。

３．２

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　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狆犲狉狌狀犻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犫犾犪狊狋犳狌狉狀犪犮犲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

报告期内，高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生铁，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３．３

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　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狆犲狉狌狀犻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犮狅狀狏犲狉狋犲狉狅狉犅犗犉 （犅犪狊犻犮

犗狓狔犵犲狀犉狌狉狀犪犮犲）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

报告期内，转炉工序（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后实际消耗

的各种能源总量。

３．４

电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　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狆犲狉狌狀犻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犈犃犉（犈犾犲犮狋狉犻犮犃狉犮犉狌狉狀犪犮犲）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

报告期内，电炉工序（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现有粗钢生产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

现有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烧结工序、高炉工序、转炉工序和电炉工序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

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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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现有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

工　序　名　称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ｋｇｃｅ／ｔ）

烧结工序 ≤６５

高炉工序 ≤４６０

转炉工序 ≤１０

电炉工序
普钢电炉 ≤２１５

特钢电炉 ≤３２５

　　注１：电力折标准煤系数采用等价值０．４０４ｋｇｃｅ／（ｋＷ·ｈ）。

注２：若原料稀土矿比例每增加１０％，烧结工序能耗增加１．５ｋｇｃｅ／ｔ。对原料中钒钛磁铁矿用量每增加１０％，高

炉工序能耗增加３ｋｇｃｅ／ｔ。

４．２　新建粗钢生产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

钢铁企业新建或改扩建烧结机、高炉、转炉和电炉设备时，其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应符合

表２的要求。

表２　新建粗钢生产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

工　序　名　称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ｋｇｃｅ／ｔ）

烧结工序 ≤６０

高炉工序 ≤４３０

转炉工序 ≤０

电炉工序
普钢电炉 ≤１９０

特钢电炉 ≤３００

　　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采用等价值０．４０４ｋｇｃｅ／（ｋＷ·ｈ）。

４．３　粗钢生产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钢铁企业应通过节能技术改造和加强节能管理，使烧结工序、高炉工序和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达

到表３中的粗钢生产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表３　粗钢生产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工　序　名　称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ｋｇｃｅ／ｔ）

烧结工序 ≤５５

高炉工序 ≤３９０

转炉工序 ≤－８

电炉工序
普钢电炉 ≤１８０

特钢电炉 ≤２８０

　　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采用等价值０．４０４ｋｇｃｅ／（ｋＷ·ｈ）。

４．４　粗钢生产工序主要能源回收量先进值

４．４．１　高炉炉顶余压发电量是指高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生铁、利用炉顶余压所发的电量。

４．４．２　烧结工序余热回收量是指烧结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烧结矿回收的余热蒸汽量（或发电量）折标

准煤量。

４．４．３　转炉煤气和蒸汽回收量是指转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所回收的转炉煤气量和余热蒸汽量

折标准煤量之和。

钢铁企业粗钢生产工序中，应配备先进的节能设备，最大限度回收工序产生的能源，使之达到表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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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粗钢生产工序主要能源回收量先进值。

表４　粗钢生产工序主要能源回收量先进值

分　　　类 能源回收量先进值

合格生铁高炉炉顶余压发电量／（ｋＷ·ｈ／ｔ）
干式：≥３５

湿式：≥３０

合格烧结矿烧结工序余热回收量／（ｋｇｃｅ／ｔ） ≥６

合格粗钢转炉煤气和蒸汽回收量／（ｋｇｃｅ／ｔ） ≥３０

　　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采用等价值０．４０４ｋｇｃｅ／（ｋＷ·ｈ）。

４．５　电力折标准煤系数为当量值条件下的粗钢生产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参考值

当电力折标准煤系数从等价值０．４０４ｋｇｃｅ／（ｋＷ·ｈ）改为当量值０．１２２９ｋｇｃｅ／（ｋＷ·ｈ）时，粗钢

各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限额准入值及限额先进值参考值见表５。

表５　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０．１２２９犽犵犮犲／（犽犠·犺）］的粗钢生产工序能耗限额参考值

工序名称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

／（ｋｇｃｅ／ｔ）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

／（ｋｇｃｅ／ｔ）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ｋｇｃｅ／ｔ）

烧结工序 ≤５６ ≤５１ ≤４７

高炉工序 ≤４４６ ≤４１７ ≤３８０

转炉工序 ≤０ ≤－８ ≤－２０

电炉工序
普钢电炉 ≤９２ ≤９０ ≤８８

特钢电炉 ≤１７１ ≤１５９ ≤１５４

　　注：若原料稀土矿比例每增加１０％，烧结工序能耗（以标准煤计）增加１．５ｋｇｃｅ／ｔ。对原料中钒钛磁铁矿用量每

增加１０％，高炉工序能耗（以标准煤计）增加３ｋｇｃｅ／ｔ。

５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５．１　能耗统计范围及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取值原则

５．１．１　统计范围

５．１．１．１　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包括生产系统（从熔剂、燃料破碎开始，经配料、原料运输、工艺过程混

料、烧结机、烧结矿破碎、筛分等到成品烧结矿皮带机进入炼铁厂为止的各生产环节）、辅助生产系统（机

修、化验、计量、环保等）和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等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

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耗的能源量。

５．１．１．２　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包括高炉工艺生产系统（原燃料供给、高炉本体、渣铁处理、鼓风、热风

炉、煤粉喷吹等系统）、辅助生产系统（机修、化验、计量、环保等）和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等消耗的能

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

耗的能源量。

５．１．１．３　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包括从铁水进厂到转炉出合格钢水为止的生产系统（铁水预处理、转

炉本体、渣处理、钢包烘烤、煤气回收与处理系统等）、辅助生产系统（机修、化验、计量、环保等）和生产管

理及调度指挥系统等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精炼、连铸（浇铸）、精整的能耗及直

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耗的能源量。

５．１．１．４　电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包括从原料进入厂到电炉出合格钢水为止的生产系统（废钢预热和处

理、原料的烘烤和干燥、电炉本体、渣处理、钢包烘烤等）、辅助生产系统（机修、化验、计量、环保等）和生

产管理及高度指挥系统等消耗的能源量，不包括炉外精炼、炉外处理、铸（坯）锭、钢锭退火、精整的能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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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耗的能源量。

５．１．２　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取值原则

各种能源的热值以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的热值为准。没有实测条件的，采用附录Ａ中该能源的平

均低位发热值对应的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５．２　计算方法

５．２．１　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按式（１）计算：

犈ＳＪ＝
犲ｓｊｚ－犲ｓｊｈ
犘ＳＪ

（１）!!!!!!!!!!!!!!!!

式中：

犈ＳＪ———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犲ｓｊｚ———烧结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犲ｓｊｈ———烧结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犘ＳＪ———烧结工序合格烧结矿产量，单位为吨（ｔ）。

５．２．２　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应按式（２）计算：

犈ＧＬ＝
犲ｇｌｚ－犲ｇｌｈ
犘ＧＬ

（２）!!!!!!!!!!!!!!!!

式中：

犈ＧＬ———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犲ｇｌｚ———高炉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犲ｇｌｈ———高炉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犘ＧＬ———高炉工序合格生铁产量，单位为吨（ｔ）。

５．２．３　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应按式（３）计算：

犈ＺＬ＝
犲ｚｌｚ－犲ｚｌｈ
犘ＺＬ

（３）!!!!!!!!!!!!!!!!

式中：

犈ＺＬ———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犲ｚｌｚ———转炉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犲ｚｌｈ———转炉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犘ＺＬ———转炉工序合格粗钢产量，单位为吨（ｔ）。

５．２．４　电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电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应按式（４）计算：

犈ＤＬ＝
犲ｄｌｚ
犘ＤＬ

（４）!!!!!!!!!!!!!!!!!

式中：

犈ＤＬ———电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犲ｄｌｚ———电炉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犘ＤＬ———电炉工序合格粗钢产量，单位为吨（ｔ）。

６　节能管理与措施

６．１　节能基础管理

６．１．１　企业应定期对粗钢生产的几个主要工序能耗情况进行考核，并把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基层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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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立用能责任制度。

６．１．２　企业应按要求建立健全能耗统计体系，建立能耗计算和考核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

控管理。

６．１．３　企业应根据ＧＢ１７１６７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６．２　节能技术管理

钢铁企业各生产工序应配备先进的节能设备，最大限度地回收工序产生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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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２０９０８ｋＪ／ｋｇ（５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干洗精煤

（灰分１０％）
２９６８９ｋＪ／ｋｇ（７１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０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无烟煤（湿） ２５０９０ｋＪ／ｋｇ（６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８５７１ｋｇｃｅ／ｋｇ

动力煤（湿） ２０９０８ｋＪ／ｋｇ（５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焦炭（干全焦）

（灰分１３．５％）
２８４３５ｋＪ／ｋｇ（６８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９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燃料油 ４１８１６ｋＪ／ｋｇ（１０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汽油 ４３０７０ｋＪ／ｋｇ（１０３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煤油 ４３０７０ｋＪ／ｋｇ（１０３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柴油 ４２６５２ｋＪ／ｋｇ（１０２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５７１ｋｇｃｅ／ｋｇ

液化石油气 ５０１７９ｋＪ／ｋｇ（１２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炼厂干气 ４６０５５ｋＪ／ｋｇ（１１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５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油田天然气 ３８９３１ｋＪ／ｍ３（９３１０ｋｃａｌ／ｍ３） １．３３００ｋｇｃｅ／ｍ
３

气田天然气 ３５５４４ｋＪ／ｍ３（８５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１．２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液化天然气 ４０９８０ｋＪ／ｋｇ（９８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２７ｋｇｃｅ／ｋｇ

高炉煤气 ３７６３ｋＪ／ｍ３（９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１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转炉煤气
４９７６ｋＪ／ｍ３～１７１６０ｋＪ／ｍ３

（１１９０ｋｃａｌ／ｍ３～４１０４ｋｃａｌ／ｍ３）
０．１７ｋｇｃｅ／ｋｇ～０．５９ｋｇｃｅ／ｋｇ

焦炉煤气
１６７２６ｋＪ／ｍ３～１７９８１ｋＪ／ｍ３

（４０００ｋｃａｌ／ｍ３～４３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５７１４ｋｇｃｅ／ｍ

３
～０．６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１９２３５ｋＪ／ｍ３（４６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６５７１ｋｇｃｅ／ｍ
３

电力（等价值）
１１８２６ｋＪ／（ｋＷ·ｈ）

［２８２８ｋｃａｌ／（ｋＷ·ｈ）］
０．４０４０ｋｇｃｅ／（ｋＷ·ｈ）

电力（当量值）
３６００ｋＪ／（ｋＷ·ｈ）

［８６０ｋｃａｌ／（ｋＷ·ｈ）］
０．１２２９ｋｇｃｅ／（ｋＷ·ｈ）

　　注１：洗精煤或煤炭的灰分、水分每增、减１％，则热值相应要减、增约３３４ｋＪ／ｋｇ。

注２：无烟煤、动力煤热值波动范围较大，推荐值为大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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