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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测与咨询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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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历史沿革

建筑技术研究所
隶属我国建设部。

建筑科学研究院
1956年5月1日更名，由建设部
技术司领导。

1953 1957 2019

1956 2006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空气调节研究所
主要技术范围覆盖供热通风、制冷空
调、空气洁净、楼宇自控等领域。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付诸实践。
2020年8月由环能院、
空调所、物理所等机构
整合成立。

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
由空气调节研究所和建筑物理研
究所于2006 年 8 月整合而成立。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筑物理研究所
主要技术范围覆盖建筑声学、建筑光
学、建筑热工等领域。

建筑环境与能源研究院
2019年9月由建筑环境与节
能研究院更名成立。

2020



1.2 环能科技简介

l 以建筑环境、建筑能源、绿色建筑、智能建筑、零碳建筑等

领域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为主，致力于解决暖通空调、建

筑声光热工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在供热空调、生物医药净

化、建筑声环境、建筑光环境、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建筑

幕墙门窗等细分领域有着较强的行业影响力。

l 是国内从事建筑节能和建筑环境领域历史最悠久，专业门类

最齐全，服务范围最广泛的专业机构。

l 是政府技术依托，引领行业科技发展，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的研究开发机构。

环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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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能国检院本部设立于北京北三环东路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院内，主要实验室位于通州葛渠、大兴黄村、河

北高碑店和河北保定四个地点。

       具备对建筑声光热环境、建筑围护结构材料、供暖通风

空调设备与系统、太阳能热利用及热泵等可再生能源设备系统

等领域的检测能力，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综合性建筑环境与能源

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之 一。   

1.3 环能国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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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检测评估中心

国家空调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建筑幕墙门窗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国家太阳能热水器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建筑节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住建部供热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建筑环境与能源检测院
（简称：环能国检院）

 隶属于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是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所属国家认监委和国家住建部授与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检验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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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发挥智库作用，为政府建言献策，支撑国家双碳战略技术路线制定
中国建研院委派专家协助生态环境部，开展国家双碳战略行动方案攻关，编制《建筑领域二氧化碳达峰目标和实施路径》，

支撑国家双碳总体战略制定与实施。协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指导城乡建设领域双碳

战略实施，为我国构建双碳战略“1+N”政策体系提供重要数据来源和技术支撑。

p 双碳背景下城镇供热低碳转型专项课题/规划、标准体系研究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指导下，中国建研院作为国家建筑领域双碳国内外标准化工作开展的重要支撑；具有住建部唯一的供热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累计完成国家相关科研课题300余项，标准编制1045项；受住建部委托，牵头编制《 “十五五”供热

发展规划》。

p 基于国家双碳政策助力清洁取暖，打造亮点示范、促进行业发展
协助国家发改委开展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第三方评估工作，协助北京、兰州、许昌、泰安等50余个城市的政府部门研究清

洁取暖技术路线，累计完成56个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申报，建成北方地区首个城乡一体化清洁取暖智慧监管平台，有效推

动清洁取暖的智慧化、数字化、可持续发展，全力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民生工程。

p 作为“供热医生”为政府、企业高效解决供热重难点实际问题
中国建研院具备强大的供热领域专家团队，具有专业的研究和实践能力，累计协助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方开展供热诊断民

生服务工作近3000万平方米，累计解决供热不热、供热不均、供热疑难杂症超过近千项。
中国建研院积极发挥科技型中央企作用，持续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促进行业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向着更高的台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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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供热相关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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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系统节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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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二、加快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

围绕建设新型城镇化，结合推进城市更新、老

旧小区改造，以住宅电梯、供水、供热、供气、

污水处理、环卫、城市生命线工程、安防等为

重点，分类推进更新改造。加快更新不符合现

行产品标准、安全风险高的老旧住宅电梯。推

进各地自来水厂及加压调蓄供水设施设备升级

改造。有序推进供热计量改造，持续推进供热

设施设备更新改造。以外墙保温、门窗、供热

装置等为重点，推进存量建筑节能改造。持续

实施燃气等老化管道更新改造。

2.1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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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7日-住建部：《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2.1政策文件

到2027年，对技术落后、不满足有关标准规范、节能环保不达标的设备，按计划完成更新改造

（五）供热设施
设备更新

更新改造超过使用寿命、能效等级不满足工业锅炉节能水平或2级标准、烟气
排放不达标的燃煤锅炉。重点淘汰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优先改造为
各类热泵机组。更新改造超过使用寿命、能效等级不达标的换热器和水泵电
机。积极推进供热计量改造，按照供热计量有关要求，更新加装计量装置等
设备。

（十）建筑节能
改造

按照《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等要求，更新改造超
出使用寿命、能效低、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维修价值的热泵机组、散热器、冷
水机组、外窗（幕墙）、外墙（屋顶）保温、照明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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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3日-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能源重点领域大规模设备更
新实施方案》2.1政策文件

到2027年，对技术落后、不满足有关标准规范、节能环保不达标的设备，按计划完成更新改造

n 到2027年，能源 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持续推动节能改造、供热改造和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进 一
步降低煤电机组能耗，提升机组灵活调节能力。推动燃煤耦合生 
物质发电技术示范应用，支撑煤电低碳化发展。

n 推进清洁取暖设备更新改造：鼓励北方地区各省份结合清洁取暖设
备运行情况，将清洁取暖 设备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方案，加大地方财 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对质保到
期的清洁取暖设备开展更新改 造，支持安全高效、先进可靠的清
洁取暖技术发展

n 统筹推进燃煤发电机组能耗限额、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等标 准
修订，推动建设节能环保、灵活高效的新一代煤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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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供暖系统节能改造相关的方法标准

p 供热系统包括供热热源、热力站、
供热管网及建筑物内供暖系统。供
热系统的热源包括热电厂首站、区
域锅炉房或其他热源形式。

p 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工作应包括供
热系统节能查勘、供热系统节能评
估、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及节能改造
后的效果评价。

p 规定了供热运营数据统计方法的基
本要求、供热单位信息、供热设施
基础信息、供热单位经营数据、供
热运行数据和农村供热数据。适用
于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和工业生产
的供热运营数据统计。

p 其中城镇供热运营数据分为供热单
位信息、供热设施基础信息、供热
单位经营数据、供热运行数据四类。

p 规定了城镇供热系统、热源、热力
网、热力站、街区供热管网的能耗
计算方法。本标准规定的计算方法
适用于城镇供热系统能耗评价时的
计算。

p 适用于热源至建筑物热力入日，且
以热水为介质供应建筑采暖的城镇
供热系统。其中，热源能耗计算仅
适用于消耗一次能源的热源。

p 适用于供热介质为热水的城镇集中
供热系统的设施、管理、能效及环
保安全消防四个单元的技术评价。

p 蒸汽锅炉房或热电厂的供热系统应
从第一级热力站开始进行评价。

p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评价中使用的检
测和评价方法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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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供暖系统节能评估(主要能耗)
p 供热系统节能评估工作应包括现有供热系统主要运行

指标的合格判定和总体评价、不合格指标的原因分析
和节能改造建议，并应编写供热系统节能评估报告。

p 供热系统主要运行指标评估应包括主要能耗、主要设
备能效、主要参数控制水平。

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

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的检测持续时间不宜小于48h，
检测结果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

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GJ/m2）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热量应符合下的规定（采用供暖期建筑物
热力入口供热量）：

建筑单位面积补水量（L/m2或kg/m2）

补水比的检测期持续时间不应小于24h，补水比应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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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供暖系统节能评估(主要设备能效)

p对主要设备能效，包括锅炉运行热效率、灰渣可燃物含
量、排烟温度、过量空气系数指标做出了规定：

燃气冷凝式热水锅炉的运行热效率应大于或等于97%，燃气冷
凝式蒸汽锅炉的运行热效率应大于或等于95%。

p 水泵运行效率小于额定工况效率的90%时，应判定检测结果
不合格，水泵运行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p 换热设备换热性能、运行阻力应符合下列规
定当换热性能小于额定工况的90%时，应判
定不合格，换热性能应按下式计算:

p 当换热设备热源侧、负荷侧运行阻力大于0.1 
MPa时，应判定不合格，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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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供暖系统节能评估(主要设备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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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供暖系统节能评估(主要参数控制水平)

p 当一级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高于供热调节曲线设定
的温度或水、回水温差小于设计温差的80％时，应
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

p 当二级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高于供热调节曲线设定
的温度或供水、回水温差不在10℃～15℃的范围内，
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

p 当流量比小于0.9或大于1.2时，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
格。

p 水力平衡度大于1.33时，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

p 供暖建筑室内温度、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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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供暖系统节能改造要点
p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内容应包括

供热热源、热力站、供热管网
及建筑物内供暖系统。

p 供热面积大于100万m2或热力
站数量大于10个的供热系统，
宜设置供热集中监控系统。

p 热电厂首站、锅炉房总出口、
热力站一次侧应安装热计量装
置。

n 热电厂首站应具备供热量自动
调节功能。

n 小型热电机组供热可采用热电
厂低真空循环水供热。

n 大型热电机组供热可采用基于
吸收式换热技术的热电联产。

热电厂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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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燃煤锅炉房有三台以上锅炉或单台锅炉容量大于或等
于7MW(或10t/h)、燃气（油）锅炉房有两台以上锅
炉同时运行时，应设置锅炉房集中监控系统，宜由不
间断电源供电。

n 燃气（油）锅炉排烟温度和运行热效率不符合规定时，
宜设置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应满足
耐腐蚀和锅炉系统寿命要求，并应使锅炉系统在原动
力下安全运行。

n 当供热系统由一个区域锅炉房和多个热力站组成，且
供热负荷比较稳定时，宜采取分布式变频水泵系统。

n 变流量和热计量的系统其循环水泵应设置变频调速装
置；循环水泵进行变频改造时，应在工频工况下检测
循环水泵的效率。

n 锅炉房内的水系统应进行阻力平衡优化。
n 开式凝结水回收系统应改造为闭式凝结水回收系统。

 区域锅炉房

2.4 供暖系统节能改造要点
n 热力站应采用气候补偿系统或设置其他供热量自

动控制装置。
n  热力站应对热量、循环水量、补水量、供回水温

度、室外温度、供回水压力、电量及水泵的运行
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热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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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供暖系统节能改造要点

n 当供热管网输送效率不符合规定时，应根据管网保温效
果、非正常失水控制及水力平衡度三方面的查勘结果进
行节能改造。

n 当供热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
供热系统节能技术规范》CJJ/T 185和《城镇供热管网
设计规范》CJJ 34的规定执行。

n 根据检测结果，在一级供热管网、热力站、二级供热管
网、热力人口处应安装水力平衡装置。

n 供热管网宜采用直埋敷设方式。
n 当供热管网的水力平衡度不符合规定时，应进行管网水

力平衡调节和管网水力平衡优化：
①优化管网布局及调整管径应使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相对差
额的计算值达到最小；
②在干、支管道或换热末端处应设置水力平衡及调节阀门；
③在经济技术比较合理前提下，一次管网可采用分布式变频泵
方式；
④在经济技术比较合理前提下，二次管网可采用末端混水方式。

 供热管网



21

 建筑物供暖系统

n 室内供暖系统应设置用户分室（户）温度调节、控
制装置及分户热计量的装置或设施。

n 室内供暖系统应在建筑物内安装供热计量数据采集
和远传系统，楼栋热量表、分户计量装置、室温监
测装置等的数据采集应在本地存储，并应定期远传
至热计量集控平台。

n 室内垂直单管顺流式供暖系统应改为垂直单管跨越
式或垂直双管式系统。

n 楼栋内由多个环路组成的供暖系统中，应根据水力
平衡的要求，安装水力平衡装置。

n 楼栋热力入口可采用混水技术进行节能改造。
n 供暖系统宜安装用户室温监测系统。

2.4 供暖系统节能改造要点



供暖系统常用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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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烟气冷凝回收技术 

p 本技术适用于燃气锅炉房的烟气冷凝回收，提高

锅炉热效率。

p 大多数燃气锅炉的排烟温度大约为150℃。所以，

把高温烟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不但造成环境热污

染，而且还造成了能源浪费。  
p 安装冷凝型烟气换热器，目的是利用烟气的余热，

尤其是烟气中以蒸汽形式存在的能量（潜热）。

烟气冷却到露点以下，开始冷凝，蒸汽相变所释

放的热量把冷却介质（如供热系统的回水）加热，

即可回收烟气的余热。 
p 冷凝型烟气换热器可将锅炉房的效率提高约10%。

间接接触系统
烟气与水逆向

流动，且管子

上装有很多翅

片，可增加换

热面积和换热

效果。

直接接触型的换热器通
过喷水与烟气接触，水
带走大部分的热量，使
得烟气发生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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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气候补偿技术 

锅炉房气候补偿应用流程图

在传统锅炉房供暖系统中加装一套气候补偿系统，该系统根据

监测的室外温度变化及时调节系统供热量，实现按需供热的一

项节能技术。该项节能技术应用的节能设备为一套气候补偿系

统，该系统主要由气候补偿器、电动调节阀、室外温度传感器、

供水温度传感器等几部分组成。

水-水换热系统（三通）气候补偿

水-水换热系统（两通）气候补偿

汽-水换热气候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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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时分区控制技术

p 在供热系统中对供热要求不同的各区域采
取分别控制的运行方式。

p 采用本技术后，可对集中供热区域中不同
的建筑物进行供热分区，并对一天中的时
间段做出合理划分，并计算出每个时间段
的供热负荷。

p 在使用功能不同（如夜间无需供热）的建
筑物供热支路加装电动阀，选取其典型房
间放置室内温度传感器，并在热源设置分
时分区控制器。

p 根据具体使用时间及要求，通过分时分区
控制器来控制阀门的启闭，使这些建筑物
在使用期间室内温度保持在规定室温以上；
在非使用期间使室内温度保持在防冻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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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管网水力平衡技术

本技术适用于热力输配管网，目的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各
终端热用户（建筑物）之间管网水力工况平衡，提高管网
水力工况的稳定性，使供热系统正常运行，可以节约无效
的热能和电能消耗。

解决管网水利工况失调，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技术措施：
①在管网中安装压差控制阀；
②在管网中某些点限制流量（定流量）；
③建筑物热力入口安装静态平衡阀；
④建筑物热力入口安装动态平衡阀；
⑤建筑物热力入口加装混合回路，对建筑物独立进行温度
控制；

⑥为供热建筑物设立独立热力站，将建筑物与管网进行水
力分离。

管网的平衡阀设置在各幢建筑物的前端，或者在
一组建筑物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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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泵变频调速技术

p 调速泵是通过改变泵叶轮转速而灵活调
整泵的扬程和水流量。泵调速后可以在
高效工况下运转，达到即满足使用工况
要求而又节约能源（节约泵耗电量）的
目的，这是目前广泛使用的通用技术：

p 一般来说，变频器即可以提高频率也可
以降低频率，但频率提高的幅度远远小
于频率降低的幅度。

p 频率提高后泵耗电量高于额定耗电量，
电机发热量增加，有可能导致电机过热
而停机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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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锅炉集中控制技术

融合了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远程监控技术、宽带通
信技术、多屏幕监视技术等。集中监控便于各级管理
人员实时监测运行数据。该系统与气候补偿器系统、
分时分区控制器、远传温度采集器实时进行通讯，有
利于供热系统管理人员高效的、及时、全面地掌握供
热系统运行的实际情况，实现综合监管。

主机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可对各区域进行温度补偿控
制和手动控制，对同一区域的各锅炉进行联动控制。

终端控制器：控制器直接和锅炉或调节阀门相连，适
合就地控制，具有自动控制、手动控制和强制手动控
制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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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于吸收式换热的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技术

p 基于吸收式换热的热电联产(简称Co-ah ) 
集中供热系统在热力站设置吸收式换热机
组，将一次网的回水温度降至25 ℃，输
送温差较常规的130 /70 ℃ 拉大了近一倍，
将热网的输送能力提高了近80% ，可降
低新建管网建设投资30% 以上，可避免
既有管网增容扩建的投资与施工的不便。

p 由于吸收式换热创造的低温回水与电厂循
环水余热能级趋近，同时拓宽了热网制热
的升温幅度，从而可以降低余热回收付出
的可用能代价。流程加热环节总能效
COPh，total = 1.384这意味着将电厂供
热能力增加了近40% ，热电联产的能源
利用效率也有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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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基于平台的智慧供热技术

包括建设“智慧调度中心”的供热作战堡垒，供
热管控、客服维修、供热收费及资产设备管理4个
系统综合发力，保障区内供热民生；应用数字孪
生、全时空采水量调控、多目标寻优等技术，通
过全网数据监测和智能控制实现供热智慧化目标。

Ø 较改造前，热耗降低9.38%，节电15%-26%，直接降低供热成本费用

3200万元。

Ø 改造后，信访降低了50%，信访投诉工单万平米从8个降低到3.2个。

项目类型

改造效果

解决问题

Ø 改造类智慧供热项目
Ø 智慧供热2.0

Ø 提高供热能力

Ø 降低运行能耗

Ø 保证供热质量

升级改造 智慧平台

运行优化

平台+服务

技术服务



4供暖系统节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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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供暖系统综合评价（星级评价）

 《城镇供热系统评价标准》（GB/T 50627-2010）

p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评价体系由单元、项目、内容三个层次组成，单
元为设施、管理、能效和环保安全消防。

p 综合性评价应对评价体系中的设施、管理、能效及环保安全消防四
个单元全部进行评价；选择性评价应对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或几个单
元进行评价，或对单元中的一个或几个项目进行评价。选择性评价
可以是单元选择性评价，也可以是项目选择性评价。

p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综合性评价结论应为综合三星、综合二星、综合
一星共三级，各星级赋星应符合下列规定：当总分大于或等于90分，
且每一项目得分不小于70分时，应评为综合三星。当总分大于或等
于75分，且每一项目得分不小于65分时，应评为综合二星。当每一
项目得分不小于 60 分时，应评为综合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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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供暖系统综合评价（星级评价）  《城镇供热系统评价标准》（GB/T 50627-2010）

u 供热锅炉运行热效率应符合如下规定：

u 循环水泵运行效率不应低于其额定效率的 80%。
u 供热系统一次网补水率不应大于0.5%;
u 供热系统二次网补水率不应大于 1.0%。
u 室外供热管网输送效率不应小于 0.9。
u 室外供热管网水力平衡度应在0.9~1.2范围内。
u 供暖室内温度不应低于设计计算温度2℃，且不应高于

1℃。

能效评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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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供暖系统能效评价（限值评价）
 《建筑供暖供冷系统能效评价规范》

（RB/T083—2022）

p 适用于建筑用连续运行的锅炉房热源系统和热力站供暖系统,
以及电驱动水冷冷水(热泵) 机组冷源系统的能效评价。

p 锅炉房热源系统的能效评价应以锅炉房热源系统单位供暖
能耗为评价内容;锅炉房热源系统能效评价边界见下图。

锅炉房能效指标 热力站能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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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供热系统节能技术标准

4.3 供暖系统节能评价（先进性评价）

p 供热系统主要运行指标应包括运行能耗、主要设备能效、
供热质量与参数控制。

p 供热系统设备的能效指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
能效限定值。

p 供热系统的各项节能检测应在供热系统稳定运行期间，
且单台热源设备负荷率大于80%的条件下进行，持续时间
不应小于48h。

评价项目 限定值 目标值

卧室及起居室室内温度（℃） 18～24 满足各用户不同室温
需求

室内温度达标率（%） 92%～96% ≥98%

管网水力失调度 0.9～1.2 0.9～1.1

供水温度与调节曲线规定值的比值 ≤1 ≤1

供回水温差与调节曲线规定值的比值 ≥0.8 ≥0.9

供热质量指标限值

供热系统能耗指标限值

评价项目 限定值 目标值
单位供暖面积耗热量
[GJ/(m2·a)]

寒冷地区 0.20～0.33 ＜0.20
严寒地区 0.33～0.48 ＜0.33

热电厂单位供暖面积热量耗
量[GJ/(m2·a)]

寒冷地区 0.25～0.38 ＜0.21
严寒地区 0.40～0.55 ＜0.35

燃煤锅炉房单位供暖面积燃
料耗量[kgce/(m2·a)]

寒冷地区 9～15 ＜9
严寒地区 15～22 ＜15

燃气锅炉房单位供暖面积燃
料耗量[Nm3/(m2·a)]

寒冷地区 7.5～11.0 ＜7.5
严寒地区 11.0～15.5 ＜11

燃油锅炉房单位供暖面积燃
料耗量[kg/(m2·a)]

寒冷地区 7～10 ＜6
严寒地区 10～15 ＜9

燃煤锅炉房单位供暖面积耗
电量[kWh/(m2·a)]

寒冷地区 2.0～3.0 ＜2.0
严寒地区 2.5～3.7 ＜2.5

燃气、燃油锅炉房单位供暖
面积耗电量[kWh/(m2·a)]

寒冷地区 1.5～2.0 ＜1.2
严寒地区 2.1～2.8 ＜1.8

热力站单位供暖面积耗电量
[kWh/(m2·a)]

寒冷地区 0.8～1.2 ＜0.6
严寒地区 1.2～1.7 ＜1.0

单位供暖面积补水量
[L/(m2·月)]

市政管网 2～3 ＜1.5
庭院管网 4～6 ＜3

蒸汽系统供暖热负荷凝结水回收率（%） ≥90 ≥95
设计条件下蒸汽管网沿程温降（℃/km） ≤10 ＜8

设计条件下热水管网沿程温
降

（℃/km）

市政管网
地下敷设 ≤0.1 ≤0.08
地上敷设 ≤0.2 ≤0.16

庭院管网
地下敷设 ≤0.08 ≤0.06
地上敷设 ≤0.16 ≤0.13

热水管网输送效率（%）
市政管网 ≥95% ≥98%
庭院管网 ≥93% ≥98%

保温结构完整性评价
达到设计要求

的95%
达到或超过设

计要求

热水管网平均补水率

市政管网 0.4%～0.5% ≤0.3%

庭院管网

供回温差
≤15℃ 0.5%～1.0% ≤0.3%

供回温差
＞15℃ 1.5%～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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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供热系统节能技术标准

4.3 供暖系统节能评价（先进性评价）

煤层燃锅炉额定负荷下热效率限值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
发热量

Qnet.v.ar（kJ /kg）

额定蒸发量≤20t/h或
额定热功率≤14MW

额定蒸发量＞20t/h或
者

额定热功率>14MW
限定值
（%）

目标值
（%）

限定值
（%）

目标值
（%）

烟煤
Ⅱ 17700＜

Qnet.v.ar≤2100 80 85 81 86

Ⅲ Qnet.v.ar＞2100 82 87 84 89
褐煤 Qnet.v.ar≥11500 80 85 82 87

燃煤流化床锅炉额定负荷下热效率限值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v.ar（kJ /kg） 限定值（%） 目标值（%）

烟
煤

Ⅰ 14400＜Qnet.v.ar≤17700 82 87

Ⅱ 17700＜Qnet.v.ar≤2100 86 91

Ⅲ Qnet.v.ar＞2100 88 92

褐煤 Qnet.v.ar ≥11500 86 91

液体和气体燃料锅炉额定负荷下热效率限值

燃料品种 限定值（%） 目标值（%）
液体燃料（轻油、重油） 90 96
天然气（非冷凝锅炉） 92 96
天然气（冷凝锅炉） 98a（88b） 103a（88b）

生物质锅炉额定负荷下热效率限值

燃料品种
额定蒸发量≤20t/h或
额定热功率≤14MW

额定蒸发量＞20t/h或
额定热功率＞14MW

限定值（%） 目标值（%） 限定值（%）目标值（%）
生物质 83 88 86 91

换热器性能指标限值

评价项目 限定值 目标值
换热性能kF与额定值的比值 ≥0.9 ≥0.95
换热设备阻力损失（H2O） ≤10 ≤5

空气源热泵机组在冬季设计工况下制热性能系数限值

机组类型 限定值

热风机组
严寒地区 ≥1.8
寒冷地区 ≥2.2

热水机组
严寒地区 ≥2.0
寒冷地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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