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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及铜合金管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铜及铜合金管材（以下简称管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的要求、

计算原则、计算方法及计算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铜及铜合金加工企业管材生产能耗限额的计算和考核评定、新建项目的能耗限额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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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耗管理导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的管理通则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术语、定义和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3.1

工序能源实物单耗（es） unit object consumption in working procedure

单一工序生产过程中生产单位合格管材直接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量。

3.2

工序能源单耗(ei) unit energy consumption in working procedure

单一工序生产过程中生产单位合格管材直接消耗的全部能源量。

3.3

辅助能耗(ef) assistant energy consumption

辅助生产系统用于管材生产的能源消耗。例如：车间照明、内部运输等能源消耗。

3.4

间接能耗(EJ) indrect 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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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直接或辅助生产，但是间接为生产或辅助系统提供必要条件所消耗的能源。包括厂区照明、办

公、理化检测、工模具制造等能源消耗。

3.5

综合能源单耗(ez) unit consumption of integrate energy

工序能源单耗与工序辅助能耗、损耗分摊量及间接能耗之和。

3.6

可比能耗(EKB) comparable energy consumption

对于非完整型管材生产企业的综合能耗按照一定的折算方式，与完整型管材生产企业形成的可以比

较能耗。

4 要求

铜及铜合金管材产品能耗限额分为现有铜及铜合金管材生产企业能耗限额值、新建铜及铜合金管材

生产企业能耗准入值、铜及铜合金管材生产企业能耗先进值三级。单一种类管材或某一种类管材的产量

超过全部管材产量的90%时，以该种类管材为考核评定依据。两种及以上种类管材生产企业，要对每种

管材能耗按表4规定乘以分摊系数后计算出的全部管材综合能耗为考核评定依据。

4.1 现有铜及铜合金管材加工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

现有铜及铜合金管材加工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现有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

工序
能耗限额（kgce /t），不大于

紫铜管 简单黄铜管 复杂黄铜管 青铜管 白铜管

熔铸工序能耗 75 70 90 140 140

加工工序能耗 260 290 400 360 400

各种类管材综合能耗 335 360 490 500 540

全部管材综合能耗 480

4.2 新建铜及铜合金管材加工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

新建铜及铜合金管材加工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新建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

工序
能耗限额 / kgce /t，不大于

紫铜管 简单黄铜管 复杂黄铜管 青铜管 白铜管

熔铸工序能耗 70 65 80 130 120

加工工序能耗 245 265 375 340 370

各种类管材综合能耗 315 330 455 470 490

全部管材综合能耗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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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铜及铜合金管材加工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铜及铜合金管材加工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工序
能耗限额 / kgce /t，不大于

紫铜管 简单黄铜管 复杂黄铜管 青铜管 白铜管

熔铸工序能耗 65 60 75 120 100

加工工序能耗 230 255 350 330 360

各种类管材综合能耗 295 315 425 450 460

全部管材综合能耗 440

4.4 加工工序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管材能耗分摊系数

加工工序中同时加工两种或两种以上管材,且能耗计量难以区分时,按种类进行分摊,分摊系数见表

4的规定。

表 4 加工工序两种或两种以上管材能耗分摊系数

管材种类 紫铜管 简单黄铜管 复杂黄铜管 青铜管 白铜管

分摊系数 1.0 1.4 1.6 1.8 1.7

5 计算原则

5.1 管材实际（生产）消耗的各种能源

管材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系指用于管材生产活动的各种能源。包括：一次能源（原煤、原油、天

然气等）、二次能源（如电力、热力、石油制品、焦炭、煤气等）和生产使用的耗能工质（水、氧气、

压缩空气等）所消耗的能源。其主要用于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不包括生活用能和

批准的基建（包括技改）项目用能。作为辅助材料的能源产品不计入产品能耗，如用作溶液覆盖剂的木

炭、润滑油、洗油等。其中厂区内用能和办公楼用能应分摊在各工序能耗中。

生活用能指企业系统内的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食堂、浴室(不包括车间浴室)、商业

服务和托儿幼教等方面用能。

5.2 管材报告期内的能耗量

产品报告期内的某种能源实物消耗量的计算，应符合公式(1)：

……………………………（1）

式中：

----产品的能源实物消耗量，单位见 5.4；

----企业购入能源实物量，单位见 5.4；

----期初库存能源实物量，单位见 5.4；

----外销能源实物量，单位见 5.4；

----生活和批准的基建项目耗用能源实物量，单位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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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库存能源实物量，单位见 5.4。

产品报告期内的能耗量的计算，应符合公式(2)：

……………………………（2）

式中：

----产品能耗量，单位见 5.4；

----企业购入能源量，单位见 5.4；

----期初库存能源量，单位见 5.4；

----外销能源量，单位见 5.4；

----生活和批准的基建项目耗用能源量，单位见 5.4；

----期末库存能源量，单位见 5.4。

管材报告期内的能耗量的计算，应符合公式(3)：

……………………………（3）

式中：

----管材能耗量，单位见 5.4；

----各种类管材工序能耗量，单位见 5.4；

----辅助生产部门用能源量及损耗，单位见 5.4；

----间接能耗量，单位见 5.4；

----各种类管材综合能耗量之和，单位见 5.4。

所消耗的各种能源不得重计和漏计。存在供需关系时，输入、输出双方在计算中量值应保持一致。

设备停产大修的能耗也应计算在内。

企业回收的余热，属于节约能源循环利用，不属于外购能源，在计算能耗时，应避免和外购能源重

复计算。余热利用装置用能计入能耗。回收能源自用部分，计入自用工序；转供其它工序时，在所用工

序以正常消耗计入，回收的能源折标煤后应在回收余热的工序、工艺中等量扣除。如属未扣除回收余热

的能耗指标，应标明“‘未扣回收余热’或‘含回收余热’”的字样。

5.3 能源实物量的计量

能源实物量的计量必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GB/ 17167的要求。

5.4 各种能源的计量单位

管材工艺能耗(或称管材直接综合能耗)、管材综合能耗的单位：kgce（千克标煤）、tce(吨标煤)、

10
4
tce(万吨标煤)或GJ（百万千焦）；

煤、焦炭、石油制品的能源实物量单位：kg(千克)、t(吨)、10
4
t（万吨）；

电的能源实物量单位：kW·h(千瓦小时)、10
4
kW·h（万千瓦小时）；

蒸汽的能源实物量单位：kg(千克)、t(吨)或KJ(千焦)、MJ(兆焦)、GJ（百万千焦）；

煤气、水煤气、压缩空气、氧气、氮气、天然气的能源实物量单位：m
3
（立方米）、10

3
m
3
（千立

方米）、10
4
m
3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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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各种能源(包括生产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 折算标煤量方法

发热量等于29.3076MJ(兆焦)的燃料，称为1千克标煤(kgce)。

外购燃料能源可取实测的低发热量或供货单位提供的实测值为计算基础，按国家统计部门规定的折

算系数折算。

二次能源及耗能工质均按相应能源等价值按国家统计部门的折算系数折算。

企业回收的余热按热力的折算系数计算。

5.6 单位管材能耗的管材产量的计算原则

计算种类铜管综合单耗，应采用同一统计期内产出的合格该类铜管产量，管材退货应冲减当期管材

产量。

所有管材产量，均以企业统计部门统计的数据为准。

5.7 能耗的计算原则

5.7.1 企业及工序能耗应符合 GB/T 2589 及 GB/T 3484 的规定。

5.7.2 直接能耗由各生产环节直接统计计量。

5.7.3 间接能耗的计算原则:

5.7.3.1 同时生产板、带、箔、管、棒、线等两种以上的综合型铜加工企业先按一定的分摊比例，分

摊至各品种能耗总量，再按种类分摊至各类铜管;

5.7.3.2 单一管材加工企业的间接能耗全部计入管材能耗之中。

5.7.4 辅助能耗按种类分摊办法分摊至各类铜管中，单一管材加工企业的间接辅助能耗全部计入管材

能耗之中。

6 能耗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

6.1 计算范围

6.1.1 熔铸工序

指从原料开始到产出合格的铸锭为止的用能量：包括配料、熔炼、铸造、锯锭及其配套系统（物料

运输，加热燃料，粉（烟）尘收集，余热回收）等消耗的各种能源量。

6.1.2 加工工序

指从铸锭加热开始到产出合格产品并进入成品库为止的用能量。包括铸锭加热、挤压、锯切、轧制、

制头、拉制、成型、精整、校直定尺、退火、包装及其配套系统等消耗的各种能源量。

6.2 计算方法

6.2.1 工序能耗计算方法

6.2.1.1 工序能源实物单耗计算方法

工序能源实物单耗计算方法按照式（4）计算：

……………………………（4）
p
m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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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工序能源实物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 (kgce/t)、千瓦小时每吨（kW·h/t）、立方米每

吨(m3 /t)；

----工序某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千瓦小时（kW·h）、立方米(m3 )；

----最终合格管材总产量（紫铜管、黄铜管、白铜管、青铜管），单位为吨（t）。

6.2.1.2 工序全部能源单耗计算方法

工序全部能源单耗按照式（5）计算：

……………………………（5）

式中：

----工序全部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标煤量之和，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最终合格管材总产量（紫铜管、黄铜管、白铜管、青铜管），单位为吨（t）。

6.2.1.3 管材间接能耗分摊量计算方法

管材间接能耗分摊量计算方法按照式（6）计算：

……………………………（6）

式中：

----管材间接能耗分摊量，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工厂间接能耗总量，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管材总产量，单位为吨（t）；

----管材能耗分摊系数（见表 5）；

----各品种铜加工材总产量，单位为吨（t），i 取 1,2,3,4,5,6，分别代表板、带、管、棒、

线、箔各品种铜加工材；

----对应的铜加工材品种能耗分摊系数（见表 5），i 取 1,2,3,4,5,6，分别代表板、带、管、

棒、线、箔各品种铜加工材。

表 5 综合铜加工企业品种能耗分摊系数

品种 板 A1 带 A2 管 A3 棒 A4 线 A5 箔 A6

能耗分摊系数 Ai 0.9 1.0 1.0 0.8 0.7 1.1

注：空心型材按管计算，实心型材按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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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工序辅助能源消耗计算方法

工序辅助能源消耗计算方法按照式(7)计算：

……………………………（7）

式中：

----工序辅助能耗量，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工序辅助能耗总量，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某种类铜管最终合格产量，单位为吨（t），n 取 1,2,3,4,5，分别代表紫铜管、简单黄铜

管、复杂黄铜管、青铜管、白铜管各种类铜管；

----对应的铜管种类能耗分摊系数（见表 6），n 取 1,2,3,4,5，分别代表紫铜管、简单黄铜管、

复杂黄铜管、青铜管、白铜管各种类铜管。

表 6 单一铜管生产企业不同种类铜管能耗分摊系数

种 类 紫铜管 B1 简单黄铜管 B2 复杂黄铜管 B3 青铜管 B4 白铜管 B5

能耗分摊

系数 Bn

熔铸工序 1.0 1.0 1.3 2.0 2.0

加工工序 1.0 1.3 1.8 2.0 1.8

6.2.1.5 各工序间接能源消耗量计算方法

工序间接能源消耗量计算方法按照式(8)计算：

……………………………（8）

式中：

----各工序间接能耗量，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管材间接能耗分摊量，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某种类铜管最终合格产量，单位为吨（t），n 取 1,2,3,4,5，分别代表紫铜管、简单黄铜管、

复杂黄铜管、青铜管、白铜管各种类铜管；

----对应的铜管种类能耗分摊系数（见表 6），n 取 1,2,3,4,5，分别代表紫铜管、简单黄铜管、

复杂黄铜管、青铜管、白铜管各种类铜管。

6.2.1.6 工序综合能源单耗计算方法

工序综合能源消耗量计算方法按照式(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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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式中：

----工序综合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工序全部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工序辅助能耗量，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各工序间接能耗量，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最终合格管材总产量（紫铜管、黄铜管、白铜管、青铜管），单位为吨（t）。

式（9）中：该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标煤量之和为代数和，当含回收余热时，按第 5.2 条

处理。

6.2.2 各种类管材综合能源单耗

各种类管材综合能源单耗按照式(10)计算：

……………………………（10）

式中：

----各种类管材综合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各种管材熔铸工序综合能耗量折标煤量之和，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各种管材加工工序综合能耗量折标煤量之和，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各种管材间接能耗量折标煤量之和，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6.2.3 全部管材综合能耗

全部管材综合能源单耗按照式(11)计算：

……………………………（11）

式中：

----全部管材综合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某种类管材综合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n 取 1,2,3,4,5，分别代表紫铜

管、简单黄铜管、复杂黄铜管、青铜管、白铜管各种类铜管；

----某种类铜管最终合格产量，单位为吨（t），n 取 1,2,3,4,5，分别代表紫铜管、简单黄铜

管、复杂黄铜管、青铜管、白铜管各种类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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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管材可比能源单耗

不具备从熔铸到成品管材生产条件的非完整型铜管材加工企业的管材能耗应折算成可比能源单耗。

可比能源单耗按照式(12)计算：

……………………………（12）

式中：

----可比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全部管材综合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实际生产各工序能耗折算系数（见表 7），k 取 1,2,3,4,5,6，分别代表熔铸、挤压、轧管、

拉伸、退火、精整成型各生产工序。

表 7 非完整型铜管生产企业能耗折算系数

生产工序
熔铸(包括连

铸) C1

挤压 C2

轧管(包括行

星轧管) C3

拉伸 C4 退火 C5 精整、成型 C6

能耗折算系数 Ck 0.3 0.15 0.15 0.15 0.20 0.05

7 管理及措施

7.1 节能基础管理

7.1.1 企业应定期对铜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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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建立用能责任制度。

7.1.2 企业应按要求建立能耗统计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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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企业应根据 GB/T 17167-2006 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7.2 节能技术管理

7.2.1 管材生产企业应对加工设备配电装置安装消除谐波装置,实现综合节能。

7.2.2 熔铜炉推广采用变频无级调压和双炉共用供电系统，提高功率因素，降低电耗。

7.2.3 对熔铜炉结构进行优化, 合理选择熔铜炉保温材料。

7.2.4 对辅助设备水泵、空气压缩机、冷却塔等安装变频调速装置，降低空载损耗。

7.2.5 照明系统选用节能型灯具和不同光源，针对不同工作场所的照度要求安装不同的灯具等,满足不

同场合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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