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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看，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资源消

耗高、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

我国淡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环境压力日益增大。

“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必

须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领域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减少损失浪费，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国工业锅炉产品年产量基本保持在 2～3万台，4.9~6.3万MW(7～
9万蒸吨)①。据 2004年统计，全国在用锅炉总台数 57.27万台，总热功率 181.79
万 MW。按用途分类：发电用锅炉 0.63 万台，热功率 66.10 万 MW；工业锅炉
56.63万台，115.69万MW。工业锅炉热功率仅是发电锅炉的 1.75倍，但总台数
却是 89.89倍。中国工业锅炉量大面广，平均容量小，且以燃煤为主，年耗燃料
约 4 亿吨标准煤。由于工业锅炉运行效率不高 （相对发电锅炉来说要差十几个
百分点），能源浪费相当严重，每年多耗用燃煤约 6000万吨。另外由于工业锅炉
排放大量烟尘以及 SO2和 NOX等污染物，成为我国大气主要煤烟型污染源之一。

因此工业锅炉是我国开展节能降耗、提高能效、减少污染的主要对象之一。 
 

工业锅炉行业概况 

我国工业锅炉制造业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

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 2004 年底，全国持有各级锅炉制造
许可证的企业为 1296家，其中 A级 81家、B级 203家、C级 263家、D级 710
家，YJ级 39家，可以生产各种不同压力等级和容量的锅炉。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锅炉行业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产品体系，但在

千余家锅炉企业中具有自行设计能力的仅 100多家，其余大多数没有基本的技术
开发能力，特别是 C、D两级许可证的众多企业，技术上东拼西凑。整个行业而
言，工业锅炉行业产品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特别是随着燃料情况的变化、环保要

求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在燃烧方式和燃烧设备、配套辅机附件以及检测和

自动控制水平方面亟待改进提高。 
我国工业锅炉特别是燃煤锅炉正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先进燃烧方式的利用和

优质能源替代取得较大进步，余热利用率显著提高，这些产品和技术的不断投用，

为工业锅炉节能工作的开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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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锅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化的成绩和存在问题 
1、 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取得的成绩 
工业锅炉长期的技术发展和产品结构调整中，始终注重将工业锅炉技术进步

与节能降耗相结合。标准是工业锅炉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40 余年，在行业的
共同努力下，逐步建立了能满足我国工业锅炉生产需要的标准体系，特别是 1998
年，配合世界银行“GEF 中国高效工业锅炉”项目，为促进引进新技术的推广，
开展了“修订工业锅炉标准”项目，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中

国国情及行业特点和产品水平，制修订包括“JB/T 10094—2002 工业锅炉通用
技术条件” 等 9 项标准。通过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促进了我国工业锅炉产品质
量的提高，缩小了与国外先进产品技术水平的差距，使我国工业锅炉产品的整体

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对提高燃煤工业锅炉热效率和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推动我

国节能降耗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标准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工业锅炉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人民生活的基础热能设备，从锅炉选型、采

购、安装、验收，到燃料管理、运行操作、维护保养等各个环节都存在节能问题，

因此其节能工作的开展牵涉的部门较多，原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能源部、物资

部及相关的产业部委均从不同的角度，在各自的政策、管理办法中对工业锅炉提

出了不同程度的要求。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相继组织制订了

一些锅炉节能管理方面的标准，如 GB/T3486—1993《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
则》，规定了企业合理用热的技术管理原则；GB/T15317—1994《工业锅炉节能
监测方法》规定了工业锅炉能源利用状况的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和合格指标；

GB/T17954—2000《工业锅炉经济运行》、GB/T19065—2003《电加热锅炉系统经
济运行》、GB/T18292—2001《生活锅炉经济运行》分别规定了工业锅炉（电加
热锅炉及系统、生活锅炉）经济运行的要求、管理原则、分级、技术指标与考核；

等等。上述标准虽然对工业锅炉使用中影响热效率的因素提出了一些要求，但各

个标准的要求都不完整、不全面，缺少内在的联系，且可操作性较差，实施力度

小、效果差，有些标准标龄长、技术水平落后，与当前国家对工业锅炉的节能要

求差距较大。 

另一方面，就工业锅炉行业标准来讲，虽然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组织以及参

与制订的 JB/T10094—2002《工业锅炉通用技术条件》、GB/T10820—2002《生活
锅炉热效率及热工试验方法》、JB/T7985—2002《小型锅炉和常压热水锅炉技术
条件》、JB/T10393—2002《电加热锅炉技术条件》等产品标准，规定了工业锅炉
（电加热锅炉、小型锅炉和常压热水锅炉、生活锅炉）产品热工性能的考核要求；

JB/T10354—2002《工业锅炉运行规程》规定了新制造的工业锅炉运行管理的基
本要求及运行前的准备、启动、运行与调节、停炉、事故处理等方面的要求，但



 4

多为一般要求且定性的内容较多，缺少全面的、综合的、系统的、协调的控制和

保证工业锅炉使用性能的能效标准，提高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需补充从产品设

计、制造、安装、燃料管理、操作维护、监督检查全过程的标准。  

二、工业锅炉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国外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标准化发展现状和趋势 

   （1） 建立锅炉效率分级制度 

节能是欧盟国家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不仅每个国家制定了锅炉效率及节能

导则，整个欧盟还成立了节能指导委员会，通过立法推动整个欧盟的节能工作。

如欧盟推出的锅炉效率导则(Guidelines 92/42/EU Council)定义了锅炉分类，

规定了生活和商业供热锅炉的最低热效率要求(minimum efficiency)。现以生活

和商业中使用的 400kW以下的锅炉举例加以介绍。 

a、锅炉分为标准锅炉、低温锅炉、冷凝式锅炉； 

b、标准效率为选取 30%负荷下的锅炉效率加权平均值,该标准效率也称为

欧盟标准效率； 

c、根据测试后的锅炉热效率，分为三个标准效率等级(按低位发热值计算)，

即： 

标准锅炉，欧盟标准效率为 82%～88%； 

低温锅炉，欧盟标准效率为 88.5%～91.5%； 

冷凝式锅炉，欧盟标准效率为 97.5%～99.5%。 

（一）德国 

德国规定了更为细致的标准效率，通过选取五个不同负荷下的锅炉效率进行

加权平均，确定锅炉的标准效率。该标准效率称为德国标准效率(按低位发热值

计算)。如 DIN4702-8规定的效率为锅炉负荷分别在 13%、30%、39%、48%和 63%

时，测试计算获得的锅炉效率。按标准效率将锅炉进行分类，共分为 7级（涵盖

了欧盟标准效率指标）。分别为： 

1975年制造的恒定供热温度锅炉，标准效率为 65%～80%； 

标准锅炉，（欧盟）标准效率为 82%～88%； 

低温锅炉，（欧盟）标准效率为 88.5%～91.5%； 

现代型低温锅炉，标准效率为 92%～95%； 

冷凝式锅炉，（欧盟）标准效率为 97.5%～99.5%； 

改进型冷凝式锅炉，标准效率(75/60℃)为 101%～105%； 

改进型冷凝式锅炉，标准效率(40/30℃)为 106%～109%。 

德国 1998年制订了 BimSchV法规，对大气排放物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功

率大于 50kW的燃油、燃气系统的排烟热损失不能高于 9%，对已经安装使用的燃

油、燃气系统提出了一定的整改过渡期，同时规定在 2004年 11月 1日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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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燃油、燃气系统必须执行新的法规要求。这一限制排烟热损失的规定，实际

上是对燃油、燃气系统热效率的限制，因为对燃油、燃气系统，主要的热损失就

是排烟热损失。 

（二）英国 

英 国 的 生 活 和 商 业 供 热 锅 炉 的 标 准 效 率 被 称 为 SEDBUK 

Efficiency(Seasonal Efficiency of Domestic Boiler in the UK，按高位发

热值计算)，通过选取满负荷效率和 30%负荷效率进行计算得到。相应的效率导

则规定家用锅炉不论是比例调节方式的锅炉还是开关调节方式的锅炉，也不论是

常规锅炉还是冷凝锅炉，标准效率分成 7级，即 A、B、C、D、E、F、G，其中 A～

C 为冷凝式锅炉，D 级是最好的非冷凝式锅炉；所有其他国家的家用锅炉产品要

进入英国市场，在英国必须进行测试分级（见下表）。 

 英国家用锅炉标准效率等级划分 

锅炉效率范围 标准效率等级划分 

90%及以上 A 

86%～90% B 

82%～86% C 

78%～86% D 

74%～78% E 

70%～74% F 

70%以下 G 

 

（2） 开展锅炉能效标识和认证工作 

（一）美国 

美国的设备能效标准、标识和认证。能效标准由能源部负责制定和实施，1980

年开始实施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1992年开始实施自愿性节能认证（“能源之星”

产品认证）。美国采购法以及几个总统令都规定政府必须采购“能源之星”认证

产品。“能源之星”间接地成为政府强制性行为，是国外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技

术壁垒。 

（二）英国 

公布能源技术目录（ETL —Energy Technology List），凡被列入能源技术

目录中的产品满足节能、环保要求，符合 ECA (Enhanced Capital Allowance)

法案，这些产品均具有 ETL标识，政府进行大力推广，减免应交纳的产品购置税

等。 

（3 ） 实施使用节能锅炉产品的经济补贴制度 

冷凝式锅炉均具有较高的热效率，比常规锅炉高 15～20 个百分点，节能效
果突出。但冷凝式锅炉的投资成本一般为常规锅炉的 1.5～2 倍，即使发达国家
高经济收入的家庭都认为比较昂贵。因此，要鼓励用户使用先进的节能技术产品，



 6

国家必须运用财政、信贷、物价、税收等经济调节手段，鼓励、引导节能技术的

开发利用，支持推动节能工作的开展。 
一些发达国家在财政上安排资金，在信贷、物价、税收上对节能的部门、产

业、产品实行优惠政策，推动、鼓励节能工作的开展。日本为了鼓励企业进行节

能技术改造，设立特别利率贷款，企业可向日本开发银行及其金融金库申请，特

别利率为 5.35%～5.55%，1992年的贷款总额为 4550亿日元。为了鼓励推广节能

设备，购置国家公布的节能设备（1992年公布的节能设备有 232个），可以从税

额中扣除设备购置费的 7%作为补助。为了改善能源供应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政府组织实施著名的“月光计划”，并在每年政府预算中安排资金（1992

年为 119 亿日元）。美国为了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减少环境污染，政府每年为节能

技术预算拨款（1992年为 6.35亿美元）。德国对节能投资给予 7.5%的补助。 

英国为支持用户采用节能的冷凝式锅炉，设立了节能信托基金(EST)补助方

案，对安装冷凝式锅炉的家庭补贴 200英镑至 250英镑，而使用常规锅炉的家庭

则不能获得此项补助。 

2、工业锅炉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需求、面临的挑战和有利条件 

我国既是工业锅炉生产大国，也是工业锅炉使用大国，到 2004 年底，全国
在用工业锅炉 56.64 万台、115.69 万 MW。其中蒸汽锅炉占总容量的 54.78%，
热水锅炉占 36.61%；生产用占总容量的 51.81%，生活用占 48.19%。近 5年工业
锅炉的装机台数和总容量总体随着经济发展逐年呈上升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煤为主的能源政策，但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和能源供应

的逐渐多样化，在用工业锅炉中燃油（气）锅炉的比例逐年上升。根据中国电器

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历年生产统计、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对进口油气锅炉

统计（2000年1646台；2001年2491台；2002年3246台。进口最多的是北京，其次
是上海、广东。进口锅炉以燃油气蒸汽、热水锅炉为主）以及对国内合资、独资

企业历年生产燃油（气）锅炉的推算，到2003年底，全国在用工业燃油（气）锅
炉约5万台、7万MW，分别占在用总量的10%和5.5%。 
在燃煤工业锅炉中，层燃锅炉约占燃煤工业锅炉总容量的95%（其中链条炉

排锅炉约占65%，往复炉排占20%，固定炉排约占10%），高效、低污染、宽煤种
的循环流化床锅炉为数不多，约占3%~5%。  

 工业锅炉使用寿命通常可达 15～20年。目前全国在用工业锅炉大多为上世

纪 80年代中后期生产投用的产品，但尚有不少锅炉炉龄超过 20年仍在使用运行

（约 10%），甚至有少部分锅炉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品。炉龄在 15年以上的锅

炉绝大多数为燃煤锅炉。燃油气锅炉的炉龄一般不超过 15年且以 10年内居多。 

目前燃煤工业锅炉的运行热效率，根据实测效率值和目前燃煤工业锅炉的实际情

况初步分析后认为：按容量分，小于 2t/h 锅炉在 55%～60%之间；2～4t/h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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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0%～65%之间；6～lOt/h锅炉在 65%～70%之间；10t/h以上锅炉在 70%～75%

之间；燃煤工业锅炉总体运行热效率的平均值为 60%~65％。对于燃油（气）工
业锅炉而言，其总体运行效率一般在 80%～85%之间。 

我国工业锅炉的节能监督、管理与锅炉安全和环保方面的监督、管理相比，

显得非常薄弱。 
    工业锅炉作为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基础热能设备，量大面广且影响因素多，节
能工作的开展多有起伏，牵涉的环节和部门较多，原来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

能源部、物资部及相关的产业部委都涉及工业锅炉的管理，在各自的技术政策、

管理办法或政策中都对工业锅炉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要求，并各自开展了相应的工

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工业锅炉的行业性科技开发、重大研究项目以及节

能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及经费，过去都要由原国家经委立项审批、拨款；热电联

产和集中供热的技术政策和发展规划分别由原能源部和建设部制订，并组织投

资；工业锅炉用煤供应、工业型煤开发由原物资部燃料司归口负责。现在回顾我

国工业锅炉节能工作的开展历程，我们发现带有明显的阶段性、运动性，能源一

紧张就强调节能，一缓和节能工作就相对松懈，一定程度上，我国工业锅炉的发

展以及产品结构的调整是与国家能源、环保工作的开展分不开的，其中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上海率先开展小锅炉革命，淘汰兰开夏、考克兰等老式低效手烧
炉，推广由上海工业锅炉厂开发成功的快装链条炉排水火管锅炉；1976年～1979
年为适应“文革”中后期开始的我国工业锅炉燃煤煤质普遍下降的形势，组织全

国数十家工业锅炉厂开展了燃用劣质煤（包括煤矸石）工业锅炉的新产品研制工

作，经过 4年多努力，共研制和推广了包括沸腾床锅炉、往复炉排锅炉、链条炉
排锅炉、抛煤机锅炉在内的 56个品种燃劣质煤工业锅炉产品；在其后的 “六五”
期间，工业锅炉行业组织开展了燃中质煤（二类烟煤）及燃油锅炉联合设计，形

成了 21个燃中质煤产品和 4个燃油锅炉产品，惠及参与联合设计的行业数十家
锅炉厂；1984年～1987年，组织开展了国家技术开发专项《工业锅炉成套设备》
的“工业锅炉综合技术研究”和“工业锅炉技术研究和节能产品开发”的共包含

21 个子课题（项目）的科研攻关项目，取得了一大批工业锅炉科研成果和节能
新产品；1984年～1986年开展的“工业锅炉产品评比选优”，后演变为行业经常
性的节能产品评审，直至 1998年为止，共有 10来批、一百多个产品被评为节能
产品并推向社会，同时分批淘汰了数十个落后低效产品；上世纪 90 年代，在全
球环境基金会（GEF）的资助下（由世界银行管理），工业锅炉行业小部分企业
中标参加了 GEF 中国高效工业锅炉项目，但实施效果与当初设想相差较大，虽
然引进消化、开发了一些产品，但未能很好推广；另外，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
原国家经贸委还组织开展了 75t/h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研制工作，并取得了相应的
实用成果。以上成果对工业锅炉的节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仅仅限于产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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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改进和提高。由于工业锅炉整体能耗水平的降低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此相关

的一些问题至今未能很好解决，如运行管理、燃煤供应等，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

业锅炉技术性能的发挥。 
目前，我国工业锅炉特别是燃煤工业锅炉的运行热效率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

较大，约相差 10～15 个百分点，我国工业锅炉的运行效率较低与现行标准不完
整、标准水平较低及标准的执行、用户对节能工作的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上述

所有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按照我国《标准化法》的规定，推荐性标准可由企业

自行选用，而这些标准的贯彻执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实施机制。而国外如德国等

国家不仅有完善的节能工作管理体系，也制定并实施了相关的能效标准，并对产

品进行能效标志认证，政府优先采购获得认证产品。为加快工业锅炉节能工作的

步伐，从源头上杜绝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亟需制订全面、综合、系统的保

证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工业锅炉最低能效标准》，从工

业锅炉设计、制造、使用选型到运行操作全过程中影响锅炉运行热效率的因素提

出节能控制要求，并进而提出工业锅炉最低能效的要求和评价测定措施，以作为

工业锅炉能效标志产品认证评定的技术依据，从而提高我国工业锅炉产品的整体

水平，推进工业锅炉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和推广，进一步挖掘工业锅炉的

节能潜力。 

三、我国启动《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十大重点节能工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启动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其中提出了十

大重点节能工程，在“十一五”期间将实现节约 2.4亿 t标准煤的节能目标。     

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内容包括： 

1． 节约和替代石油工程 

冶金、电力、石油石化、建材、化工等企业以洁净煤、石油焦、天然气、可

燃性气体为燃料及原料的节代油改造工程；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生物质化工

产品替代石油化工产品；发展混合动力汽车、燃气汽车、醇类燃料汽车、燃料电

池汽车、太阳能汽车等清洁汽车；推广机动车节油技术；醇醚类燃料及煤炭液化

技术的示范及醇类燃料的推广；制定《节约石油管理条例》配套措施等。“十一

五”期间，实现节约和替代石油 3800万 t。 

2． 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工程 

改造锅炉系统，提高锅炉房整体运行效率；以大代小，发展集中供热；发展

集中配煤，提高锅炉燃煤品质；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大中型城市，结合城市小区或

园区建设规划，建设起点高、节能效果好的锅炉节能重大示范(试点)工程；对建

材、钢铁等行业的燃煤工业窑炉进行节能改造；制定燃煤工业锅炉(窑炉)强制性

国家能效标准、对中小型锅炉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培训等配套措施。“十一

五”期间，实现燃煤工业锅炉热效率提高 5 个百分点，节煤 2500 万 t；燃煤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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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效率提高 2个百分点，节煤 1000万 t。 

3． 区域热电联产工程 

在严寒地区、寒冷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东南沿海工业园区的建筑物密集、有合

理热负荷需求的地方将分散的小供热锅炉改造为热电联产机组；在工业企业(石

化、化工、造纸、纺织和印染等用热量大的工业企业)中将分散的小供热锅炉改

造为热电联产机组；分布式电热(冷)联产的示范和推广；对设备老化、技术陈旧

的热电厂进行技术改造；以秸秆和垃圾等废弃物建设热电联产供热项目的示范；

热电联产相关的技术、经济政策等配套措施。实现到 2010 年城市集中供热普及

率由 2002年的 27％提高到 40％，新增供暖热电联产机组 4000万 kW，形成年节

能能力 3500万吨标准煤。 

4． 余热余压利用工程 

钢铁行业重点实施干法熄焦，高炉炉顶压差发电，高、焦、转炉煤气回收利

用；水泥行业重点在日产 2000 吨以上水泥生产线建设中低温余热发电装置；煤

炭行业重点回收利用煤层气(矿井瓦斯气)；铜、铝生产企业、化工行业余热利用

(如硫酸余热发电)；纺织行业冷凝水回收及锅炉压差发电；独立焦化企业的焦炉

煤气回收利用等。“十一五”期间，实现在钢铁联合企业实施干法熄焦、高炉炉

顶压差发电、全高炉煤气发电改造以及转炉煤气回收利用，形成年节能能力 266

万 t标准煤；在日产 2000t以上水泥生产线建设中低温余热发电装置每年 30套，

形成年节能能力 300万 t标准煤；通过地面煤层气开发及地面采空区、废弃矿井

和井下瓦斯抽放，瓦斯气年利用量达到 10亿 m
3
，相当于年节约 135万 t标准煤，

既充分利用资源，又为煤矿安全生产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电机系统节能工程 

电机系统节能改造，提高运行效率。合理匹配，加快淘汰落后低效电机，推

广高效节能电机；推广变频调速节能技术，风机、水泵、压缩机等通用机械系统

采用变频调速节能措施，工业机械采用交流电动机变频工艺调速技术；制定相关

经济激励政策和技术政策、完善电机能效标准体系等配套措施。“十一五”期间，

实现电机系统运行效率提高 2个百分点，形成年节电能力 200亿 kWh。     

6． 能量系统优化工程(综合性的系统节能工程) 

炼产系统节能优化；钢铁生产系统优化改造；在石化、化工、钢铁等行业中

选择若干企业，支持综合系统节能示范企业(工程)；制定相关技术政策等配套措

施。“十一五”期间，实现在冶金、石化、化工等行业推行能量系统优化，降低

企业综合能耗，提高市场竞争力。 

7． 建筑节能工程 

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范)，加强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

验收的全过程监管；结合城市改造，开展既有居住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型



 10

建筑示范(试点)；新型节能墙体材料的生产和推广；建筑节能标准的制定(修订)、

实施、检查及监督管理(以新建建筑为重点)等。“十一五”期间，实现住宅建筑

和公共建筑严格执行节能 50％的标准，加快供热体制改革，加大建筑节能技术

和产品的推广力度，分别节能 5000万 t标准煤。 

8． 绿色照明工程 

高效照明器具研发及生产线改造；采用大宗采购、需求侧管理和合同能源管

理等机制推广高效照明产品；选择试点城市照明节电改造示范；城市高效节能夜

景照明系统改造示范；推广使用 LED交通信号灯等。“十一五”期间，形成节电

能力 290亿 kWh。 

9． 政府机构节能工程 

对中央机关新建建筑提出节能要求，并实行全过程节能管理和监督；结合中

央机关办公楼改造修缮计划，推进中央机关既有建筑物及采暖、空调、照明系统

节能改造示范、试点；实施政府节能采购(采暖空调设备、照明设备、汽车)；完

善相关法规、政策制度等配套措施。“十一五”期问，实现按照建筑节能标准改

造的政府机构建筑面积达到政府机构建筑总面积的 20％；2010 年中央国家机关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人均能耗在 2002年的基础上降低 lO％。 

lO．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支持各地方节能监测(监察)中心的能力建设，购置必要的节能监测仪器和设

备，提高其节能执法和节能监测(监察)的能力；建立以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及

各省级中心为主要依托的节能监管体制和监管机制，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依法

行政提供组织保障；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节能服务新机制，不断拓展节能

服务领域，提高各级节能技术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研究促进节能监测(监察)、

服务中心发展的相关政策和管理体制。“十一五”期间，实现通过强化省级和主

要耗能行业节能监测中心能力建设，依法开展节能执法和监测(监察)；省级和主

要耗能行业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具备为企业、机关和学校等提供节能诊断、设计、

融资、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的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

方案》和“十一五”期间的分年度实施计划。根据各重点节能工程的进展情况，

今年国家将重点推进节约和替代石油、余热余压利用、热电联产、建筑节能、

绿色照明、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等六项重点节能工程，并将重大

项目列人国债投资(预算内资金)的支持重点。 

 

四、 建立健全工业锅炉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标准体系 
1、健全工业锅炉节能管理法规 

目前，我国的《节约能源法》已颁布实施多年、其法律效力的发挥已不能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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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节能工作加强的需要，目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已提出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但全国仍缺乏相应的、统一的工业锅炉节能管理配

套法规、制度。虽然少数地方（如北京、甘肃、山东等）在《节能法》的地方实

施细则中对锅炉节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实施办法，但内容不够全面，有些也不

具体，可操作性不强。为此建议制订下列工业锅炉节能法规和制度： 
① 制订类似于《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那样的《锅炉节能技术监察规程》，

从锅炉设计制造、运行使用、供热系统设计、安装使用、改造、淘汰等方面从节

能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② 制订《锅炉节能监督管理条例》，从锅炉产品设计、供热工程设计管理，

供热产品制造、市场准入、使用管理、验收等方面以及节能管理部门提出相应要

求，完善工业锅炉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 
③ 制订《工业锅炉节能监测管理办法》，从节能监测机构管理、节能监测的

组织、实施、节能监测结果处理等方面提出相应要求； 
④ 制订《工业锅炉用能统计实施办法》，从统计组织体系、统计指标的建立、

统计工作实施、统计结果的处理等方面提出要求； 
⑤ 制订《工业锅炉节能产品认证实施办法》，从认证组织机构、实施组织、

认证准则、认证结果处理等方面提出要求。 
2、制订、修订有关节能技术标准 
①组织修订《工业锅炉节能监测方法》，提高相关技术指标要求，同时将该

标准升级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②组织修订《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则》和《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标准，

提高相关技术指标要求； 
③组织制订强制性《工业锅炉最低能效标准》国家标准和推荐性的《工业锅

炉能效标准》，前者强制执行并要求产品认证，后者由企业自愿执行并辅之以有

关激励政策； 
④组织制订锅炉热力计算、烟风阻力计算、水动力计算标准。目前这三种计

算均没标准，设计时往往根据前苏联标准或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凭经验计算，有

许多小型工业锅炉的设计甚至不进行相关计算。而这三方面的计算将决定工业锅

炉受热面的布置以及结构型式的选取，事关工业锅炉热工性能的发挥，因此需要

制定标准加以规范。 
  

五、2005～2007年工业锅炉重点项目的建议 

① 层燃链条炉排燃烧设备结构改进和技术水平提高 
链条炉排燃煤工业锅炉作为我国的主要炉型，量大面广，链条炉排燃烧设备

结构改进和技术水平提高工作，对提高燃煤工业锅炉的运行效率，发挥节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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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借鉴美国、丹麦等国家的技术和产品开展这方面研究，重

点要解决漏煤较多、密封不严、布风不当、调节不顺等问题。JB/T3271-2002《链
条炉排技术条件》标准提出了链条炉排的性能、设计、制造、检验和试验试验等

要求，但是大部分炉排制造并未按照标准的要求严格执行。 
②燃煤工业锅炉控制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随着工业锅炉产品的不断发展和对锅炉运行自动化控制水平的要求的不断

提高，工业锅炉控制装置产品的技术和自动化水平也相应得到发展和提高。但总

体来说，我国燃油燃气锅炉的控制水平相对较高，燃煤工业锅炉的控制技术和设

备的水平基本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不能实现根据负荷等外界情况的变化

进行控制调整。而国外锅炉产品却能实现位式、闭环控制，分别通过蒸汽压力传

感器、炉膛压力传感器、高低水位传感器对给煤、供水、鼓引风机挡板进行控制

调节。随着控制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锅炉控制技术水平应不成问题，通

过系统优化、集成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模糊控制技术、变频技术、通信技术

等可以实现锅炉的单台控制、集群控制、远程控制，也可根据锅炉运行一般规律

编制通用控制程序，进行实时适应控制。研究开发重点是锅炉专用传感器、监测

仪器和执行机构，同时要通过标准的制订不断提高工业锅炉产品的控制水平。目

前，我所召集行业有关单位起草了《工业锅炉控制装置技术条件》行业标准，对

工业锅炉控制和监视的专用设备应具备的功能、性能和质量要求作出相应的规

定，今后通过标准的发布和实施，起到规范工业锅炉控制装置产品的功能、性能

要求及设计、制造、安装、试验与检验等作用。 

③研究开发工业锅炉能源审计和效果评估软件及锅炉能源统计会计分析系

统软件，提高相关工作的效率和科学性。 
目前国外如美国已开发成功类似的软件并在节能工作中获得成功应用，我国

应着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且宜优先开展锅炉能源统计会计分析系统软件开发。目

前，我国对工业锅炉的用能情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相对准确的数据，

就是其它部门（如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发布的数据也有出入，可见建立相

关统计组织体系、指标体系，编制、推行统一的统计软件何等迫切。 
④开发天然气梯级利用技术及冷凝式燃气锅炉技术 
随着西气东输的实现和进口液化天然气（LNG）的增多，许多地方特别是管

道沿线和热、电负荷有落实的地方可以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建设小型分散热电联产

系统。专家们认为燃气热电联产是天然气供热的最佳方式。2000年 8月 22日原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

规定》，其中第十四条“积极支持发展燃气-蒸气联合循环热电联产”并提出“以

小型燃气发电机组和余热锅炉等设备组成小型热电联产系统，适用于厂矿企业、

写字楼、宾馆、商场、医院、银行、学校等较为分散的公用建筑。⋯⋯有条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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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逐步推广。”为此，建议加强这一系统技术的研究开发，提高其可靠性；推

广燃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在发挥此类设备主要功能的同时，满足部分用热

需求，从而替代部分锅炉的供热。 

利用烟气中水蒸气冷凝放热的冷凝式锅炉热效率高，燃天然气时，

η>100%(按常规的燃料低位发热量计),排入大气的有害物质少,具有节能与环保
双重优点。国外发达国家纷纷开发推广冷凝式燃气锅炉并从政策上鼓励。据我们

了解，1999 年欧洲冷凝式锅炉的产量为 15.6 万台， 2004 年全世界冷凝式锅炉
的销售量将超过 100万台，其中 90%的世界市场由荷兰、英国、德国和意大利 4
个国家占领。近年来韩国加大了冷凝式燃气锅炉的开发应用，目前最大容量 40t/h
的冷凝式燃气锅炉已开发成功并投入使用。随着我国天然气开发和应用力度加

大，越来越多的天然气锅炉将投入使用，我国至今还没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真正意

义上的冷凝式燃气锅炉面世，为此建议我国加大冷凝式燃气锅炉开发推广力度。 
⑤ 开展煤的气化、液化技术在工业锅炉上的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在用燃煤工业锅炉中容量≤1t／h的锅炉台数占 30%～40%，它涉及

面广，但热效率低（50%左右）。国内大多采用双层炉排等手工燃烧或半机械化

燃烧技术，热效率低，排尘浓度大。然而据了解，英国、德国、匈牙利也有不少

小容量燃煤锅炉，但采用在炉膛内将煤转化成煤气供锅炉燃烧的方式运行，既提

高热效率，又减少环境污染。国内开展煤气化燃烧技术在工业锅炉的应用研究并

优先用于小容量锅炉，将会对此类锅炉的节能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起到保证和推

动作用。 

水煤浆作为一种新型煤基流体洁净燃料，既保留了煤的燃烧特性，又具备了

类似重油的液态燃烧特性，燃烧效率高，污染物排放低（在 1200℃~1250℃燃烧
火焰温度下最大脱硫率可达 50%）。国内燃用水煤浆实践证明：约 1.8t~2.1t水煤
浆可替代 1t燃油，可节约成本约为 600元。“十五”期间，我国水煤浆生产发展
较快，2005年水煤浆产量将达到 1000万 t左右，形成年代油 400万~500万 t的
能力。在我国以煤为主的燃料供应情况下，水煤浆在量大面广的工业锅炉中应用

对提高目前我国燃煤工业锅炉的运行效率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可以替代我国相

对较少的油、气燃料。因此应加紧、加快落实水煤浆燃烧技术在工业锅炉中的应

用开发研究，尽快形成系列产品批量生产、投放市场，代替现有的部分燃煤锅炉

和燃油气锅炉，以取得相应的节能和环保效益。 
 

六、2005-2007年应开展的重点节能标准项目研究工作的建议 

（1） 开展强制性国家标准《工业锅炉最低能效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2） 开展 GB/T15317-1994《工业锅炉节能监测方法》标准的修订工作。 
（3） 开展 JB/T10094-2002《工业锅炉通用技术条件》的修订工作，调整和修
改部分技术条款，增加工业锅炉产品设计的技术审查的要求，强化新产品出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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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性能测试，杜绝不符合节能要求和技术进步的产品生产与销售。 
（4）开展 GB/T16508-1996《锅壳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标准的修订工作。 
（5）开展锅炉运行人员和管理人员节能法律法规、标准、节能新知识、锅炉
运行操作技能等方面的宣贯和培训。 

 
七、工业锅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化发展展望 
通过本计划的具体实施，工业锅炉在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化方面的预期

效果是： 
针对《国家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国家节能政策大纲》、《国家节水政策大

纲》等实现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政策文件对工业锅炉提出的

要求，通过本规划提出的重点标准项目的实施，预期取得如下几个方面的效果： 
1）提高工业锅炉行业对实施国家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责任感，对行业技

术进步、与企业发展形成有机联系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2）为工业锅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节能降耗标准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和

框架，为今后有系统、有计划地长期开展此项工作，如何将节能降耗与工业锅炉

产品标准体系结合打下基础； 
3）针对推广和应用先进的节能技术以及废物综合利用，为从根本上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建立基础标准平台，为这些技术的推广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4）通过对现有产品标准的修订，与国家能效认证标准进一步协调，有利于

国家下一步开展工业锅炉能效认证工作。 

八、推动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的建议 

推动工业锅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用标准助推建设节约型社会

的进程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需要来自各个层面的相互配合，需要建立

新的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的标准体系和工作机制。由于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

准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策、法规、宣传导向层面的，有运行实施监督管

理层面的，有技术进步层面的。为此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1、提高全行业对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的重视程度，除了组织计

划中标准项目和工作开展以外，其余标准也应按照产品的具体情况，按照资源节

约与综合利用、节能降耗相关要求进行制修订； 

2、将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节能降耗的标准制修订工作纳入工业锅炉行业

标准化的日常工作，标准复审修订和采标等标准制修订工作要与我国对工业锅炉

节能降耗的总体要求和政策相一致； 

3、工业锅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要与行业技术进步同步，与

工业锅炉行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相结合，建立工业锅炉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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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体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业锅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的制修订； 

4、由于我国过去一直以粗放式发展经济，在节能降耗以及用先进技术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损耗方面与国外先进技术差距较大，对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

收以及形成自主技术方面尚有大量研究和探讨领域，建议发挥行业和企业的技术

资源和制造运行经验，有系统、有计划地开展攻关项目，掌握节能降耗的先进技

术，提升工业锅炉行业的整体水平。 

5、在工业锅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中，应充分发挥行业骨干企

业的作用，在产品标准、能效标准等制修订工作中，鼓励有能力的企业积极参与，

以提高能效标准与现有产品标准的技术协调性，进而提升标准的科学性、通用性、

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结束语：  

今年的世界标准日（10月 14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发出世界标准日祝词，主题是“标准使世界

更安全”（Standards for a Safer World），旨在更好地发挥国际标准在防止物

质损失和人员伤亡，确保世界更加安全和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国标委办[2005]67号）要求在全国开展 2005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

通知要求各行业协会、标准化研究机构“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饿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主线，大力宣传标准化工作

的意义，宣传标准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安全、保护社会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扩大标准化工作的社会影响，增强标准化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在全社会形

成人人学标准、讲标准、用标准的良好氛围，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一个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

型社会，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改造锅炉系统、提高工业锅炉运行效率是

我们行业的发展方向；发挥标准在行业发展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是我们的首要任

务，全行业标准化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