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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联产（燃气）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电联产（燃气）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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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热电比≥20%的热电联产（燃气）机组能源消耗量的计算、考核以及新建机组的能耗

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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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3469 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与旋涡泵系统经济运行 

GB/T 13470 通风机系统经济运行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DL/T 904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方法 

DL/T 1365 名词术语 电力节能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电联产 co-generation of heat and power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generation；CHP 

同时向用户供给电能和热能的生产方式。 

[DL/T 1365-2014，定义4.4.30] 

3.2  

发电量 electricity production 

在统计期内，机组从发电机端输出的总电量。 

[DL/T 1365-2014，定义4.1.2] 

3.3  

供电量 electricity supply quantity  

在统计期内，机组发电量减去与生产有关的辅助设备的消耗电量。 

注：供电量=发电量-生产厂用电量 

[DL/T 1365-2014，定义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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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生产厂用电量 auxiliary power consumption for production 

在统计期内，机组直接用于发电、供热等与生产有关的辅助设备消耗的电量。 

[DL/T 1365-2014，定义4.1.6] 

3.5  

发电厂用电量   auxiliary power consumption for production 

统计期内机组直接用于发电耗用的生产厂用电量。 

注：对于纯发电机组，发电厂用电量等同于生产厂用电量。 

[DL/T 1365-2014，基本参数4.1.7] 

3.6  

供热量  heat supply  

统计期内机组向外供出的热量。 

[DL/T 1365-2014，定义5.3.1.5] 

3.7  

供热比 heat-supply ratio 

针对非联合循环机组，供热比为统计期内机组供热量与汽轮机组热耗量的百分比；针对联合循环机

组，供热比为统计期内机组供热量与联合循环热耗量的百分比。 

[DL/T 1365-2014，定义5.3.1.6] 

3.8  

供热煤耗 the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 of heat supply  

机组每对外提供1吉焦的热量平均耗用的标准煤量。 

3.9  

供电煤耗 the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 of power supply 

机组每对外提供1千瓦时电能平均耗用的标准煤量。 

3.10  

热电比  heat and power ratio 

统计期内机组供热量与供电量的当量热量之比。 

[DL/T 1365-2014，定义 5.3.1.8] 

 

4 技术要求 

4.1 热电联产（燃气）机组级别划分    

热电联产（燃气）机组依据燃气轮机的燃烧温度和发电功率划分。具体划分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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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热电联产（燃气）机组级别划分表 

项目 B级 E级 F级 

燃气轮机燃烧温度 

（℃） 
1100 1200 1400 

燃气轮机发电功率 

（MW） 
≤100 100～200 200～300 

4.2 能源消耗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 

能源消耗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见表2。 

表 2 能源消耗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表 

项目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热电联产（燃气）机组 

级别 
B级 E级 F级 B级 E级 F级 B级 E级 F级 

供电煤耗  

（gce/kW.h） 
247.00 225.00 210.00 243.30 221.60 206.85 243.30 221.60 206.85 

供热煤耗 

（kgce/GJ）  
36.16 36.87 39.00 35.60 36.32 38.40 35.60 36.32 38.40 

5 能耗的统计范围及统计方法 

5.1 统计范围 

热电联产机组发电和供热能耗的统计范围是指企业在统计期内，从燃料等能源进入生产流程开始，

到向电网、热用户和企业非生产单元供出电能和热能的整个生产过程中，用于生产所消耗的天然气、电

力均应纳入统计范围。包括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设施的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 

下列用电量不计入生产厂用电量统计范围： 

——新设备在未移交生产前的带负荷试运行期间的用能； 

——计划大修以及基建、更改工程设施的用能； 

——发电机作调相运作时耗用的能源； 

——升、降压变压器（不包括厂用电变压器）、变波机、调相机等消耗的能源。 

5.2 统计方法 

5.2.1 热电联产机组消耗的天燃气、电力等能源应折算为标准煤。供热耗用燃气按热量法进行分摊。

各种能源的热值以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的热值为准，按低位发热值计算。没有实测条件的，参见附录 A

中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折算。 

5.2.2 统计期内各机组按年度关口计量表数据进行统计。 

5.2.3 现有机组单位产品能耗计算方法按 DL/T 904执行。 

6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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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发电量 

发电量按式（1）计算： 

 å
=

=
n

i
if WW

1

 ....................................... (1) 

式中： 

W f——机组发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Wi——第i台发电机发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n ——机组发电机数量。 

6.2 供电量 

供电量按式（2）计算： 

 cyfg WWW -=  ...................................... (2) 

式中： 

Wg ——机组供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Wcy——厂用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6.3 供热量 

供热量按式（3）计算： 

 ååå += 21 grgrgr QQQ  ................................ (3) 

式中： 

∑Qgr ——统计期内供热量，单位为吉焦（GJ）； 

∑Qgr1——统计期内直接供热量，单位为吉焦（GJ）； 

∑Qgr2——统计期内间接供热量，单位为吉焦（GJ）。 

6.3.1 直接供热量 

直接供热量按式（4）计算： 

 
6

1 10])()()([ -´--= å ååå kkjjiigr hDhDhDQ  ..................... (4) 

式中： 

Di——统计期内的供汽（水）量，单位为千克（kg）； 

hi——统计期内的供汽（水）的焓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Dj——统计期内回水量，单位为千克（kg）； 

hj——统计期内的回水焓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Dk——统计期内用于供热的补充水量，单位为千克（kg）； 

hk——统计期内用于供热的补充水的焓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6.3.2 间接（通过热网加热器供水）供热量 

间接供热量按式（5）计算： 

 
6

2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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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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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h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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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wh
——统计期内的热网加热器效率，%。   

6.4 供热比 

供热比按式（6）计算： 

 100
Q

´=
å
å

sr

grQ
a  ..................................... (6) 

式中： 
a   ——供热比，%； 

Qsr  ——统计期内汽轮机组总热耗量，单位为吉焦（GJ）。 

6.5 标准煤量 

统计期内用于生产所耗用的燃料折算至标准煤的燃料量按式（7）计算： 

 kchb BBB -=  ...................................... (7) 

式中： 

Bb——统计期内用于生产所耗用的标准煤量，单位为吨标煤（tce）； 

Bh——统计期内耗用燃料总量折算的标煤量，单位为吨标煤（tce）； 

Bkc——统计期内应扣除的非生产用燃料量折算的标煤量，单位为吨标煤（tce）。 

6.6 供热煤耗 

供热煤耗按式（8）计算： 

 10
B

´
´

=
å gr

b
r Q

b
a

 .................................... (8) 

式中： 

br    ——供热煤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吉焦（kgce/GJ），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6.7 发电煤耗 

发电煤耗按式（9）计算： 

 
610

)
100

1(B
´

-´
=

f

b

f W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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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式中： 

fb ——发电煤耗，单位为克标煤每千瓦小时[gce/(kW·h)]，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6.8 发电厂用电率 

发电厂用电率按式（1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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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

d
fcy W

W
L  .................................... (10) 

式中： 

fcyL ——发电厂用电率，%； 

Wd  ——发电用的厂用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6.9 供电煤耗 

供电煤耗按式（11）计算： 

 

100
1 fcy

f
g L

b
b

-
=  ..................................... (11) 

式中： 

gb ——供电煤耗，单位为克标煤每千瓦小时[gce/(kW·h)]，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6.10 热电比 

热电比按式（12）计算： 

 10010
3600

3 ´´
´

= å
g

gr

W
Q

R  ............................... (12) 

式中： 

R   ——热电比，%； 

3600——电力单位低位热量，单位为千焦/千瓦时（kJ/(kW.h)）。 

7 节能管理与技术措施  

7.1 节能管理 

7.1.1 应根据产品能耗限额，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将用能指标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定期考核。 

7.1.2 应按要求建立能耗计量、能耗测试数据、能耗核算和分析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控

管理。 

7.1.3 应根据 GB 17167的要求配备和使用能源计量器具和仪器仪表，完善能源计量管理，能源计量数

据应真实、准确、完整，并有可溯源的原始记录。 

7.1.4 企业使用的电动机系统、泵系统、通风机系统、工业锅炉等通用耗能设备应符合 GB/T 12497、

GB/T 13469、GB/T 13470等相关的用能产品经济运行标准要求，达到经济运行状态。 

7.2 节能技术措施 

7.2.1 采用先进技术，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7.2.2 新建、扩建及企业技术改造所选用的工艺设备应达到国家能效标准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7.2.3 在额定工况下机组发电供热运行指标应符合相应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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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部分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部分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A.1。 

表A.1 部分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天然气 38 931 kJ/m
3 
 1.3300 kgce/m

3
 

电力（当量） 3 600 kJ/ kW·h         0.122 9  kgce /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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