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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及计算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限额的技术要求、统计范围、计算方法、

节能管理与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复混肥料(包括各种专用肥料以及冠以各种名称的以氮、磷、钾为基础养分的三元或

二元固体肥料)。不适用于掺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生物肥料、微量元素肥料以及外购的商品复

混肥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的计算、考核，不适用于采用挤压法生产的复混肥料产品的能源消耗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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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7    用能设备能量平衡通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 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 1506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954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89标准内的以及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团粒法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生产工艺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Compound fertilizer(Complex 

fertilizer) by agglomeration 

将需要的肥料原料按照一定的配比加入，经破碎后达到一定的细度，与返料混合后进入造粒机，通

过加入一定量的蒸汽和水达到造粒所需的温度与湿度，再经过干燥、筛分、冷却、包装等工序后，得到

合格的产品。如果进入造粒机的部分原料为高温料浆，如尿素溶液、硝铵溶液或磷铵料浆，又称料浆法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生产工艺；如果有硫酸（或磷酸）和氨进入造粒机，利用氨酸中和反应来辅助造

粒过程，又称氨酸法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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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塔式喷淋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生产工艺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Compound fertilizer(Complex 

fertilizer) by prilling tower 

将尿素（硝铵或硝铵磷）加热熔融后成为熔融液，或直接利用界区外管道输送的尿素（硝铵）溶液

（浓度99%以上或者到界区内后浓缩成99%以上），然后在熔融液中加入其它肥料原料制成混合料浆，

通过造粒机喷洒进入造粒塔，从高塔顶部喷淋而下，形成液滴并冷却，再经过筛分、冷却、包装等工序

后，得到合格的产品。按照氮素原料的不同，塔式喷淋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生产工艺的产品主要分为尿

基高塔复混肥料和硝基高塔复混肥料两大类。 

3.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the norm of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 

生产合格产品时，每单位产品所允许消耗能源的限定值。简称：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3.4  

标准煤 standard coal 

按煤的热当量值计量各种能源的能源计量单位。各种能源的热值应折算为统一计量单位千克标准煤

(kgce)。低（位）发热量等于29.3076MJ(7000kcal) 的能源，称为1 kg标准煤。 

3.5  

生产系统  the production system 

生产产品所确定的生产工艺过程、装置、设施和设备组成的完整体系。 

3.6  

辅助生产系统  the production assistant system 

为生产系统服务的工艺过程、设施和设备，其中包括供电、机修、供水、供气、供热、制冷、仪表、

照明、库房和厂内原料场地以及安全消防、环保等装置及设施。 

3.7  

附属生产系统  the production accessory system 

为生产系统配置的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其中包括办公室、调度

室、操作室、休息室、中控分析、成品检验等设施和设备。 

3.8  

生产界区  the production area 

生产界区由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三部分组成。 

4 技术要求 

4.1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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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团粒法 25 23 17 

塔式喷淋 23 20 14 

5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5.1 统计范围 

5.1.1 企业实际生产消耗的各种能源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生产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是生产界区内实际消耗的能源，应是GB/T 2589中规

定的范围。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实际消耗的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耗能工质所

消耗的能源量。不包括界区内尿素（硝铵）溶液浓缩过程消耗的能源，不包括生活用能和基建项目用能，

不包括进入界区前的途中消耗等其他损失。能源以及耗能工质在用能单位内部存储、转换及分配供应（包

括外销）中的损耗，也应计入综合能耗。 

5.1.2 能源实物量的计量 

能源实物量的计量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GB 17167的规定，各种能源不得重计、

漏计。 

5.1.3 各种能源(包括生产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 折算标煤量方法 

用能单位实际消耗的燃料能源应以其低（位）发热量为计算基础折算为标准煤量。用能单位外购的

能源和耗能工质，其能源折算系数可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折算系数折算。用能单位自产的能源和耗能

工质所消耗的能源，其能源折算系数可根据实际投入产出自行计算。生产产品所消耗的各种能源的低位

发热值宜以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值为准，没有实测条件时，采用附录A、附录B中有关能源折标准煤参

考系数。 

5.1.4 余热利用能耗的统计原则 

凡余热利用生产的能源量，应折算后在该工序能耗量中扣除，用于本工序或其它工序的，该部分能

量则以正常消耗计入。 

5.1.5 其他 

设备年度检修的能源消耗量，应计入产品工艺能耗，按检修后设备的运行周期平均分摊入各检修耗

能工序。附属生产设备的能源消耗，应根据各产品工艺能耗量占企业生产工艺总能耗量的比例分摊给各

个产品。 

5.2 计算方法 

5.2.1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产量计算 

在统计期内生产并经厂级质量部门(含复检)符合国家标准 GB 15063 中质量要求的产品产量。按式

(1)计算： 



HG/T XXXXX—XXXX 

4 

                         



n

1
i

i
NQ …………………………………………….. (1) 

式中： 

Q ──统计期内同一种类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Ni──统计期内同一种类第 i 批次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n──统计期内生产同一种类产品的批数。 

5.2.2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统计期内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生产界区内消耗的能源数量，包括用能单位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

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按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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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式中： 

E──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同一种类产品生产消耗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i──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同一种类产品主要生产系统中输入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 
Xi──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同一种类产品主要生产系统中输入的第 i 种能源的折标煤系数（等价

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克(kgce/kg)； 
n──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同一种类产品生产系统中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Ej──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同一种类产品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j种能

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 
Xj──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同一种类产品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j 种能

源的折标煤系数（等价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克(kgce/kg)； 
Ek──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同一种类产品生产过程向外输出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 
Xk──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同一种类产品生产过程向外输出的第j种能源实物量的折标煤系数（等

价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克(kgce/kg)。 

5.2.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用能单位生产某一种类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单位产品的综合能耗按式(3)计算： 
                e=E/Q     ………………………..………………………………… (3) 

式中： 
e──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同一种类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统计期内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同一种类产品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Q ──统计期内该种类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产量，单位为吨(t)。 

6 节能管理与措施 

6.1 节能基础管理 

6.1.1 企业应建立健全能源管理组织机构，对节能工作进行组织、管理、监督、考核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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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企业应建立节能考核制度，定期对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各生产工序能耗情况进行考核，强化

责任制，并将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基层单位。 

6.1.3 企业应根据 GB 17167 配备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6.1.4 企业应根据 GB/T 3484 的规定，科学、有效的开展能源统计工作，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与及时性，做好能源消费和利用状况的统计分析，定期发布，建立产品能耗测试数据、能耗计算和能耗

考核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6.1.5 企业应根据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产品生产工艺过程、装置、设施和设备的能耗状况，制定相

应的节能改造规划和节能措施的实施计划。 

6.2 节能技术管理 

6.2.1 经济运行 

6.2.1.1 企业生产使用的通用设备应达到经济运行状态。对电动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2497

的规定；对风机、泵类和空气压缩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6 的规定；对电力变压器的经济

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2 的规定；对工业锅炉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7954 的规定。 

6.2.1.2 企业应提高变电和配电设备的能效，新建及扩建企业配电变压器的能效应达到 GB 20052 节能

评价值的要求。 

6.2.1.3 企业应加强设备的检修、维护工作，提高设备的负荷率，防止出现设备意外停机，经常开停

设备的情况；应使生产转动设备合理匹配，经济运行；应使静止设备处于高效率低能耗运行状态；应按

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对各种热能科学使用，梯级利用；对余热和余压，加强回收和利用；对各种带热(冷)

设备和管网应加强维护管理，防止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生。 

6.2.1.4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燃料采购制备制度化管理，准确计量燃料用量，正确分析燃料特性。 

6.3 节能技术 

6.3.1 开发利用高效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6.3.2 淘汰高能耗、低效益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调整产品结构，减少能源消耗。 

6.3.3 采用自动化仪表构成的控制系统代替人工操作，稳定工艺工况。 

6.3.4 推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6.3.5 提高照明系统的能效，电光源及镇流器应选用能效值达到效能标准的产品。 

6.4 监督与考核 

企业应建立能耗测试、能耗统计、能源平衡和能耗考核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依靠科技进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最大限度的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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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 A.1。 

表A.1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    源 折标准煤系数及单位 

品  种 平均低位发热量 系  数 单  位 

原煤 20908 kJ/kg (5000 kcal/kg)  0.7143 kgce/kg 

原油、燃料油 41816 kJ/kg（10000 kcal/kg） 1.4286 kgce/kg 

汽油 43070 kJ/kg（10300 kcal/kg） 1.4714 kgce/kg 

煤油 43070 kJ/kg（10300 kcal/kg） 1.4714 kgce/kg 

柴油 42652 kJ/kg（10200 kcal/kg） 1.4571 kgce/kg 

液化石油气 50179 kJ/kg（12000 kcal/kg） 1.7143 kgce/kg 

油田天然气 38931 kJ/m3(9310 kcal/m3) 1.3300 kgce/ m3 

热力(当量值) — 0.03412   kgce/MJ 

电力(当量值) 3600kJ/(kW·h) [860kcal/(kW·h)] 0.1229 kgce/(kW·h) 

外购水 2.51 MJ/t(600 kcal/t) 0.0857 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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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不同品质蒸汽的热焓 

不同品质蒸汽的热焓见表 B.1。 

表B.1 不同品质蒸汽的热焓 

蒸汽类别 蒸汽压力/MPa 蒸汽温度/℃ 蒸汽热焓/( kJ/kg) 

 

饱和蒸汽 

0.1—0.25    ≤127 2593 

0.3—0.7 135—165 2634 

0.8 ≥170 2676 

 

过热蒸汽 

15 ≤200 2718 

15 220—260 2843 

15 280—320 2927 

15 350—500 31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