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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组织起草。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湖南钰桥能源评估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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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粮食品加工行业节能降碳诊断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粮食品加工行业开展节能降碳诊断工作过程中关于诊断准备、诊断实施、诊断建议、

结果评估及报告编制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粮食品加工行业企业自行开展节能降碳诊断，第三方机构可以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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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T 15910 热力输送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15912 活塞式单级制冷机组及其供冷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15913 风机机组与管网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15914 蒸汽加热设备节能监测方法

GB/T 16664 企业供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16665 空气压缩机组及供气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16666 泵机组液体输送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T 17954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788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粮食品加工行业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指直接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行的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屠宰及肉

类加工、水产品加工，以及蔬菜、水果和坚果等食品的加工活动。

3.2

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在统计报告期内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

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

[来源：GB/T 2589，3.5]

3.3

节能降碳诊断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diagnosis

通过现场考察、数据分析、设备检测等手段，对企业能源与碳排放状况进行分析，为企业提出节能

降碳改造建议的过程。

4 诊断准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B7%E7%89%A9%E7%A3%A8%E5%88%B6/74072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5%B2%E6%96%99%E5%8A%A0%E5%B7%A5/740733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4%8D%E7%89%A9%E6%B2%B9/730436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7%B3%96/23956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4%BA%A7%E5%93%81%E5%8A%A0%E5%B7%A5/2380081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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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诊断范围的确定

4.1.1 节能降碳诊断的范围边界可按照以下方式划分：

a) 企业全部生产过程；

b) 某个生产系统，如生产车间、动力车间等；

c) 某个用能系统，如热力系统、供配电系统等；

d) 某类用能设备，如电机、空压机、锅炉等。

4.1.2 企业可根据需求，自行决定开展面向全部生产过程的全面诊断或某类系统的专项诊断。

4.1.3 节能降碳诊断以实时诊断为主，宜采用实时监测数据开展诊断分析，相关统计数据可以使用上

一自然年数据，其它时段的统计数据可对照使用。

4.2 诊断依据的确定

4.2.1 企业根据诊断范围确定诊断依据，至少涵盖以下方面：

a) 节能降碳相关法律法规；

b)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c) 能源与碳排放考核要求；

d) 行业规范文件；

e) 能源管理标准；

f) 能耗限额标准；

g) 经济运行标准；

h) 节能监测标准等。

4.2.2 诊断的有效实施，建立在诊断人员对于诊断依据的理解以及个人的专业技能上。

4.3 诊断工具与方法

节能降碳诊断方法包括资料审核、现场测试、标准对照、类比分析、能量平衡、专家判断等，诊断

人员应根据诊断指标特点选用合适的诊断方法进行评分。

5 诊断实施

5.1 能源管理的诊断

能源管理诊断关注组织管理、目标责任、统计监测、制度标准、宣传教育、政策落实等方面情况，

具体诊断指标与诊断方法见附件A中表A.1。

5.2 能源效率的诊断

能源效率诊断关注各类用能系统的运行状况，具体诊断指标与诊断方法见附件A中表A.2-A.10。

5.3 能源利用的诊断

能源效率诊断关注能源消费和能源平衡情况、主要能耗指标情况。能源利用的诊断，注重关注能源

消费结构对于总能耗及碳排放水平的影响、能耗指标与能耗限额标准的对比、能耗指标与行业水平的比

较、能耗指标与自身历史水平的比较等，通过对标分析，找出节能降碳的潜力点。

6 诊断建议

6.1 能源损失控制、余热余能利用的节能潜力

基于诊断实施，关注高温烟气排放、炉壁热损失、产品与废弃物显热、换热介质（如中低温热水）

等余热余能，从减少能源损失、强化余热余能利用方面提出建议。

6.2 用能设备升级或运行优化控制的节能潜力

基于诊断实施，关注应淘汰设备的在用情况、行业先进节能低碳技术的应用情况、生产系统或动力

供能系统智能化控制的基础，从设备升级及运行方式优化控制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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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能源管理体系完善或措施改进的节能潜力

基于诊断实施，关注企业能源及碳排放管理体系的建设与运行状况，如目标指标体系的建立、关键

环节能耗影响因素的识别与控制等，从建立系统化能源与碳排放管理体系方面提出建议。

6.4 工艺流程优化、生产组织改进的节能潜力

基于诊断实施，关注生产计划调度、设备频繁启停、设备无效负载、物资来回倒运、产品合格率低

导致的重复用能等情况，从工艺流程优化、生产组织改进方面提出建议。

6.5 能源结构调整、能源系统优化的节能潜力

基于诊断实施，关注光伏、风能、地热、生物质、空气源等可再生能源系统建设，以及能源梯级利

用的可行性，从能源结构调整、能源系统优化方面提出建议。

7 结果评估

7.1 评估得分

节能降碳诊断标准各系统诊断指标及分值权重见附件A。

7.1.1 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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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i.j.k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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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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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kA —单个诊断要点抽样得分；

na —每个样本诊断得分；

n—样本数量；

i.jA —单个二级指标诊断得分；

m—诊断要点数量；

iA—单个一级指标诊断得分；

o—二级指标数量；

A—一级指标汇总得分；

p—一级指标数量。

7.1.2 综合得分

100
B
AC .................................................（公式2）

式中：

C—综合得分；

B—诊断标准各适用项指标汇总应得满分值。

7.2 评估等级

节能降碳诊断的评估结果依据企业诊断得分情况确定，评估结果分为4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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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能源管理系统诊断

企业诊断得分 诊断等级 节能降碳工作水平

≥90 领先
节能降碳相关指标在同产业链领先，节能降碳管理工具和手段卓越，节能降碳措施

完全落地且效果显著。

81-90 先进
节能降碳相关指标在同产业链达到整体目标水平，节能降碳管理工具和手段健全，

节能降碳措施大部分落地，节能降碳效果需进一步优化。

60-80 一般
节能降碳相关指标仅达到产业链最高允许值，总能耗较高，节能降碳管理工具和手

段不健全，节能降碳潜力较大。

＜60 落后
节能降碳相关指标在产业链处于落后水平，节能降碳管理工具和手段严重缺失，节

能降碳措施极少或未实施，节能降碳潜力巨大。
A

A

8 报告编制

8.1 整理诊断结果

基于诊断实施与节能降碳潜力分析，以图表的形式整理能量利用、能源效率、能源管理及温室气体

排放的信息及数据结果。

8.2 提出改进建议

基于诊断实施与节能降碳潜力分析，提出节能降碳改进建议，对各项改造措施的预期节能降碳效果

和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节能降碳改造计划。

8.3 编制诊断报告

编制企业节能降碳诊断报告，报告至少涵盖以下内容：

a) 诊断概况说明，包括诊断依据、范围、内容、诊断过程等；

b) 企业基本情况，包括生产概况、用能结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

c) 能源管理状况，包括能源管理机构建立与能源管理制度运行情况；

d) 能源效率状况，包括各主要用能系统、设备的运行效率分析；

e) 能源利用状况，包括能源流向、能源成本、能耗指标对标分析等；

f) 改造方案建议，包括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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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节能降碳诊断工具表

表 A.1 能源管理系统诊断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组织管理

成立节能降碳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部署节能降碳工作。 核查成立领导小组文件、相关会议纪要等。 3

确定能源与碳排放管理责任部门，明确相关岗位职责。 核查明确部门及岗位职责的相关文件。 3

定期开展节能降碳工作分析与总结，并提出优化建议。 核查节能降碳工作总结材料。 5

目标责任

完成政府主管部门/上级单位下达的节能降碳目标。 核查节能降碳目标任务及相关考核结果材料。 5

将节能降碳目标有效分解到车间、班组和岗位。 核查分解节能降碳目标的相关制度及记录。 10

定期对节能降碳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评。 核查考核管理办法、考核记录等。 5

统计监测

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满足GB 17167要求。 核查企业能源计量网络图、计量台账等文件。 5

建立能源与碳排放消费台账，定期开展数据指标分析。 核查企业能源与碳排放统计台账及分析记录。 10

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能耗数据在线监测。 检查能源管理中心及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情况。 5

定期（不低于5年一次）开展水、电、热等平衡测试。 核查企业能量平衡测试报告等相关资料。 5

制度标准
依据GB/T23331，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 核查企业能源管理体系相关制度文件。 5

编制必要的节能管理文件，如能耗定额管理制度等。 核查企业节能管理相关制度文件。 10

宣传教育
持续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活动，提升企业节能降碳氛围。 核查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活动的相关材料。 3

定期开展节能降碳相关培训，确保人员能力要求。 核查企业培训记录及人员资质等材料。 3

政策落实

在节能执法监察中未发现节能违法违规行为。 核查节能监察相关报告或记录文件。 5

按规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 核查节能评估报告审查意见。 3

按规定淘汰落后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 检查企业淘汰落后机电设备在用情况。 5

执行并满足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核算企业相关能耗，并对标能耗限额标准。 5

过去三年实施了节能降碳改造项目。 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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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能源供应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可再生能源

利用

开发并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光伏、风能、地热等。 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15

根据企业实际，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绿色证书）。 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5

根据企业实际，开发利用生物质能。 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10

能源替代

根据企业实际，利用天然气锅炉替代燃煤或燃油锅炉。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10

根据企业实际，利用电能替代传统化石燃料。 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10

利用园区或者市政集中热源替代厂区化石燃料供热。 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10

能源梯级

利用

充分利用余热余压资源，实现能源梯级利用。 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10

无明显跑冒滴漏现象。 现场核查建设与使用情况。 5

热电联产

机组应符合产业政策。 对照最新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进行判定。 10

核算燃气轮机、余热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用能效率。与同类机组先进值比较。 5

热电联产企业的厂用电率应达到先进水平。 与同类机组先进值比较。 5

利用蒸汽透平拖动泵、风机、压缩机等设备，提高汽机

综合热效率。
现场核查。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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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工艺装置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能源利用

效率

单位产品能耗指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与国家、地方、集团等相关标准对比。 20

单位产品取水量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与国家、地方、集团等相关标准对比。 10

余热充分回收利用，现场无跑冒滴漏现象。 现场核查余热资源与回收利用情况。 10

资源利用

效率

单位产品原料消耗在产业链内处于较好水平。 测算单位产品出率指标，并与相关要求对比。 10

生产过程原辅料使用合理，无不必要边角余料产生。 现场核查原辅料存放和使用情况。 10

生产产生的副产物、废弃物得到有效资源化利用。 现场核查副产物及废弃物利用情况。 10

工艺过程

管控

产能利用率宜达到80%以上，生产负荷宜达到70%以上。测算产能利用率和生产负荷率。 15

生产工艺应将生产等待控制在合理水平。 核查生产车间记录和产品加工数据统计表。 15

工艺设备

管理

优先选择节能工艺设备。 现场检查企业工艺及设施应用情况。 5

使工艺设备设施与产能合理匹配。 检查重点工艺设备是否存在瓶颈。 5

生产计划

管理

（此项不适

用于24小时

连续生产企

业）

考虑能源成本因素，合理安排生产计划。 了解生产计划与生产装置启停频率。 10

生产计划确保工艺控制指标处于受控状态。 核查工艺在控制指标。 5

生产计划控制不存在超负荷运行以及资源和能源浪费。
现场验证是否存在超负荷和资源能源浪费情

况。
10

清洁生产

管理

满足清洁生产审核标准最低要求。
参考本行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

判定。
10

清洁生产审核通过所在地区的评审。 查看清洁生产审核通过的文件。 5

合计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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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锅炉热力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能效监测

指标

排烟温度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 10

锅炉炉体表面温度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 10

过量空气系数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 10

烟气一氧化碳含量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 10

设备能效

提升

检查设备不属于应淘汰产品。 核查设备铭牌、档案。 15

锅炉热效率满足《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4500)要求。
查看设备效率测试报告/记录。 10

锅炉辅机应选用符合最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高

效节能产品。
核查锅炉辅机性能参数。 6

运行优化

控制

使用自动控制系统，锅炉负荷变化时，燃料量、风量协调

动作。
核查设备控制系统。 10

锅炉辅机配置应与锅炉容量相匹配。 核查辅机设备档案资料，并进行统计、核算。 10

生产计划

改进

生产连续性好，设备利用率高。 考察生产计划，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5

设备无频繁启停。 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5

能源损失

控制

蒸汽凝结水回收节能。 现场核算凝结水产量，核查凝结水回收装置。 4

回收利用锅炉排烟余热。 现场核查锅炉余热回收装置。 6

降低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特别是回转式空气预热器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 6

及时进行锅炉除垢或除锈清洗。 现场核查清洗记录。 6

定期检查易出现腐蚀处的烟道，是否有腐蚀漏烟情况。 现场核查检查记录。 4

热力管网和用热设备不得有可见的漏水和漏汽现象。 现场检查蒸汽管道。 6

蒸汽乏汽的品质与利用装置相匹配。 现场开展技术交流。 2

能源管理

规定

建立设备档案。 查看设备档案。 5

制定操作规程并保留运行记录。 查看操作规程与记录。 5

定期（不长于6个月）开展设备能耗指标分析。 查看设备能耗指标分析记录。 5

合计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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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电气配电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能效监测

指标

功率因数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对照GB/T

16664《企业供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法》判定。

10

日负荷率处于合理范围。 10

变压器负载系数。 10

设备能效

提升

检查设备是否属于应淘汰产品。

核查设备铭牌、档案，并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淘汰落后机电设备目录、行业规范

条件等进行比对。
5

设备效率满足GB 20052 所规定的能效限定值要求。 核对设备能效标准。 5

定期开展设备效率测试。 查看设备效率测试报告/记录。 5

运行优化

控制

变压器日均负载率≥30%，且控制在50~65%经济负载率之

间，以减少变压器损耗。

核查变压器的台数和容量，并与用电负载对比

分析。 5

变压器的容量与负荷相匹配，合理控制基本电费。
核查企业近一年的电费发票、无功补偿装置和

设备。 5

生产计划

改进

企业用电日负荷率：连续性生产应不低于95%、三班制生

产应不低于85%、二班制生产应不低于60%、一班制生产应

不低于30%。

核查企业用电设备的工作状态，测算企业用电

日负荷率。 10

企业单相用电设备应均匀的接在三相网络上，降低三相电

压不平衡度，供电网络的电压不平衡度应小于2%。

核查企业单项用电设备供电方式，测算供电网

络电压不平衡度。 5

能源损失

控制

变配电所位置应接近负荷中心，减少变压级数，缩短供电

半径，一次到三次变压线损率应分别小于3.5%、5.5%和7%。

核查变配电所设施档案，并现场查看验证。
5

日电能损耗率≤1.1%。
核查企业用电设备的工作数据，测算日电能损

耗率。 5

能源管理

规定

配置变压器的电能计量仪表，完善测量手段。 配电室现场查看计量表
5

记录变压器日常运行数据及典型代表日负荷。 查看运行记录。
5

建立变压器设备档案，保存原始资料、维保记录等。 查看设备档案。
5

按月、季度、年做好变压器经济运行工作的分析。 查看运行记录。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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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电机拖动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能效监测

指标

功率因数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参考DB11/T

051《电机系统节能监测》进行比较。

5

输入功率比处于合理范围。 3

水泵机组运行效率（水泵）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对照GB/T

16666《泵类液体输送系统节能监测》进行判定。

3

电动机输入功率比（水泵）处于合理范围。 3

电动机输入功率比（风机）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对照GB/T

15913《风机机组与管网系统节能监测》进行判

定。

3

机组电能利用率（风机）处于合理范围。 3

设备能效

提升

检查设备是否属于应淘汰产品。 核查设备铭牌、档案。 10

设备效率满足能效限定值要求。 核对设备能效标准。 5

定期开展设备效率测试。 查看设备效率测试报告/记录。 3

恒负载连续运行，功率在250kW及以上，宜选用同步电机；

功率在200kW及以上，宜采用高压电机。

核查电机等设备设施档案，并与国家相关目录

进行比对。 5

年运行时间大于3000h，负载率大于60%的电动机，应优先

选用能效指标符合GB18613中节能评价值的节能电动机。 5

对送风机和引风机合理选型优化，满足工艺要求同时，尽

最大可能节约能源。
现场核查送风机和引风机等重点工艺设备。 5

运行优化

控制

使用自动控制系统。 核查设备控制系统。 3

根据负载特性和运行要求，合理选用变频调速、变极调速、

内馈串级调速等技术对电机系统进行调速控制，避免直接

采用阀门或档板。

核查电动机档案资料，与生产需求进行匹配分

析，并现场核查调速装置。 3

采用电机与拖动设备、运行工况匹配等技术，使电机与拖

动设备启动转矩、运行功率、转速和效率等相匹配，拖动

设备输出与需求相匹配，使电气传动设备与负载相匹配，

提高电机系统效率和电能利用率，避免“大马拉小车”等

现象。

核查电动机档案资料，并现场测试电动机电压

电流转速，与生产需求进行匹配分析。 7

定期进行电机维护保养，避免积尘影响散热。
查看电机维护保养记录，现场查看电机外壳积

灰情况。 3

风机和泵在正常运行工况的效率应分别达到85%和80%。 现场核查风机和泵的运行情况。 3

生产计划

改进

生产连续性好，设备利用率高。 考察生产计划，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5

设备无频繁启停。 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4

能源损失

控制

风机和泵的管网布置走向合理，密封良好无明显泄露。 现场核查风机和泵的管网布置与密封情况。 5

风机进出口区域气流均匀无涡区，泵的进出口压力与实际

运行工况相匹配。

现场测试风机和泵的进出口压力，并与工况需

求进行匹配分析。 5

能源管理

规定

建立设备档案。 查看设备档案。 3

制定操作规程并保留运行记录。 查看操作规程与记录。 3

定期（不长于6个月）开展设备能耗指标分析。 查看设备能耗指标分析记录。 3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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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压缩空气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能效监测

指标

空压机排气温度不高于85度。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 5

空压机负载时间/运行总时间处于合理范围。
对照GB/T 16665《空气压缩机组及供气系统节

能监测》进行判定。
10

设备能效

提升

检查设备是否属于应淘汰产品。 核查设备铭牌、档案。 5

设备效率满足能效限定值要求。 核对设备能效标准。 5

定期开展设备效率测试（拖动电动机额定功率大于200kW

（含）的机组应每两年监测一次;拖动电动机额定功率小于

200kW 的机组应每三年监测一次）。

查看设备效率测试报告/记录。 5

避免压缩空气泄漏。
现场核查空压机运行情况，判断是否有空气泄

漏噪音。
5

压缩机吸气口应安装在背阳、无热源的场所。 现场查看。 5

机组运行输入比功率优于节能监测标准评价值。 测算输入比功率。 5

运行优化

控制

空压机数量较多，可采用负载管理和集中联动控制。 核查设备控制系统。 5

压缩空气供需匹配。 查看压缩空气应用需求。 5

空压机启停频率和调速控制，使其与工艺需求相匹配。 现场核查空压机启停和调速情况。 5

生产计划

改进

生产连续性好，设备利用率高。 考察生产计划，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8

设备无频繁启停。 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7

能源损失

控制

余热、余压回收与利用。 现场核查空压机余热回收装置。 5

无管道漏损，无明显压降。 测试管道压力。 5

能源管理

规定

建立设备台账、运行记录、改造记录和检修记录。 查看设备台账与记录。 5

制定操作规程并保留运行记录。 查看操作规程与记录。 5

定期（不长于6个月）开展设备能耗指标分析。 查看设备能耗指标分析记录。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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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空调制冷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能效监测

指标

冷却水供回水温差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参考DB11/T

975《冷水机组节能监测》比对。
4

冷冻水供回水温差处于合理范围。 4

空调系统能效系数处于合理范围。 3

冷水机组实际性能系数（ACOP）处于合理范围。 3

设备能效

提升

检查设备是否属于应淘汰产品。 核查设备铭牌、档案。 3

设备效率满足能效限定值要求。 核对设备能效标准。 2

定期开展设备效率测试。 查看设备效率测试报告/记录。 2

选用新型高效的制冷和空调装置。 核查制冷与暖通设施档案。 2

运行优化

控制

采用双级制冷压缩机系统，并合理调控启停。 现场核查制冷压缩机和冷库实际情况。 2

采用分散型制冷装置，将单元式制冷机组分散设置到各冷

间，不设置集中机房。
现场核查制冷装置布局。 2

采用冷库库温预测，最佳融霜控制，额定用电控制和制冷

优化控制等。
现场核查冷库控制系统。 2

机组COP最佳运行模式分析，与负荷需求匹配。 核算机组COP，与负荷需求进行匹配分析。 2

冷却水和冷冻水的进出水温差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分析冷却水和冷冻水的进出水温差。 2

采用双速或变频调速的制冷空调设备，合理控制启停，平

滑调整压缩机的转速，使之与冷热负荷相匹配。

现场核查变频装置，对比调节前后工况，与负

荷需求进行匹配分析。 3

根据实际工况，采用逆流式或横流式新型节能冷却塔；冷

却塔周边5m范围无遮挡。
现场核查冷却塔工作模式。 2

生产计划

改进

设备无频繁启停。 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3

设备无效运转。 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3

能源损失

控制

合理选用高性能隔热材料，减少冷热量损失。 现场核查冷库保温和隔热情况。 2

将制冷与空调装置的废热和余冷进行回收。 现场核查冷却水和冲霜水的用途。 2

能源管理

规定
定期（不长于6个月）开展设备能耗指标分析。 查看设备能耗指标分析记录。 2

合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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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照明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能效监测

指标
运行功率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与灯具额定值

进行比较。
5

设备能效

提升

优先选择安全高效的照明灯具，合理淘汰低效灯具。

现场核查照明灯具选型情况，优先选用LED等

高效照明产品替代节能灯，节能灯替代白炽

灯，无极灯替代高压钠灯或金卤灯。
10

工厂车间的照明照度应符合GB50034和GBJ133的规定 现场核查和测算照明系统的照度。 10

运行优化

控制

选用声控、红外线控、照度控制、定时控制、感应控制等

合理智能的照明控制方式，加强照明系统的运行管理。
现场核查和测试照明控制方式。 7

采用自然光，减少白天照明使用时间。 查看自然光利用情况。 5

生产计划

改进
合理控制景观灯的照明时间。 查看景观灯照明规律。 5

能源损失

控制
无长明灯现象。 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5

能源管理

规定
制定照明管理制度。 查看照明用电管理规定。 3

合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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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0 用水系统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诊断方法 分值

水效监测

指标

重复利用率处于合理范围。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及监测记录，对照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判定。

10

冷却水循环率处于合理范围。 10

设备效率

提升

宜采用循环复用式冷却系统替代直流式冷却。 现场核查冷却系统。 5

应用高效环保节水型冷却塔。 核查冷却塔型号，并与国家相关目录核对。 5

单位产品取水量和水重复利用率满足取水定额标准。
现场统计、核算，并与国家及集团相关标准对

标分析。
5

应用漏汽率小、背压度大的节水型疏水阀。 核查设备档案资料，现场验证。 4

运行优化

控制

循环冷却系统冷幅(幅宽)满足设计要求，且冷却水量应随生

产负荷进行调整。
现场核查冷却塔运行记录。 3

蒸汽冷凝水回收再利用，回收率大于95%。 核查相关台账，现场统计、核算。 5

采用物料换热节水技术，优化换热流程。 现场核查工艺流程，并进行技术讨论。 3

锅炉补给水系统，回收率不应低于75%。 核查锅炉给水系统运行台账，现场统计、核算。 3

生产计划

改进

生产连续性好，设备利用率高。 考察生产计划，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4

避免设备无效运转。 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4

设备无频繁启停。 现场核查设备运行状况。 4

水耗损失

控制

利用非常规水源（如中水）回用于循环冷却水系统。 现场核查水处理系统，讨论中水回用可行性。 6

定期开展供水管网检漏，降低供水漏损率。 核查检漏记录，现场统计、核算供水漏损率。 6

采用循环复用、循序复用，梯级使用、处理回用等一水多用

的方式节约用水。
现场核查工艺流程，并开展技术讨论。 4

节水管理

规定

冷却系统防腐、阻垢、防微生物等运行管理。 现场核查冷却塔相关维护、操作记录。 4

制定并落实工艺设备巡查和检修制度，防止跑冒滴漏。
核查相关制度文件和活动记录，并进行现场验

证。
3

制定操作规程并保留运行记录。 查看操作规程与记录。 3

节水技改

情况

应用节水工艺技术。
现场核查工艺流程，并与国家推荐的相关节水

工艺进行比较。
5

应用逆流漂洗、喷淋洗涤、汽水洗涤等清洁洗涤技术。 现场核查工艺流程，并开展技术讨论。 4

合计 100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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