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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修订编制说明 

     

一、前言 

（一）任务来源 

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重要的基础原材料，水泥制造业是建材工业中的耗能大户，约

占建材工业能耗的 60%左右，全国总能耗的 5%左右，是典型的高耗能和资源依赖型产

业。随着国民经济由外延式粗放发展向内涵式集约发展转变，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背景下，节能标准化对于节能减排工作重要的基础作用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

视。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国家先后发布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工

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对高

耗能产品，如水泥的准入条件和相关生产技术指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对节能标准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工业领域，

加快制修订钢铁、有色、建材、机械等行业节能标准，形成覆盖生产设备节能、节能监

测与管理、能源管理与审计等方面的标准体系；主要高耗能行业实现能耗限额标准全覆

盖，80%以上的能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节能标准有效实施与监督的工作体系，

是国家标准化建设的主要目标。 

在此背景下，《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修订工作，成为以节能标准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淘汰落后，全面提升我国水泥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水平的核心任务之一。2018

年 11 月 29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18〕73 号通知，将 GB16780《水

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修订工作纳入国家标准计划。 

（二）制订目的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节能标准做为国家节能制度的基础，是提升经济质量效益、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水泥作为资源型高耗能产业受到国

家关注，2008 年，GB16780《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作为第一批高耗能产

品限额标准发布，并在 2012 年修订，有力支撑了水泥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政策实施。本次标准修订，目的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完善节能标准体系，以节能标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为全面提升我国水泥产

业节能减排技术水平提供技术支撑。 

（三）参加单位及人员（排名不分先后） 

 

 

…… 

二、国内外标准和制定概况 

（一）国内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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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检索，未发现国外有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国内涉及水泥单

位产品能耗限额的标准规范共有 18 项，主要是各省市根据国家标准制定的地方标准，

见表 1，大都是根据 GB16780—2012 的强制性限额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加以细

化。 

表 1 水泥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制定一览表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性质 
编制 

年代 

1 GB16780-2012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强制性国标 
2012 年

修订 

2 DB13/1451-2011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河北省地方标准 2011 

3 DB14/661-2012 水泥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 山西省地方标准 2012 

4 DB21/1618-2008 
水泥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计算方

法 
辽宁省地方标准 2008 

5 DB32/1364-2009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江苏省地方标准 2009 

6 DB33/645-2007 
水泥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计算方

法 
浙江省地方标准 2008 

7 
DB35/T 

1049-2010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福建省地方标准 2010 

8 DB36/66-2011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江西省地方标准 2012 

9 DB37/836-2007 水泥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限额 山东省地方标准 2008 

10 DB37/836-2015 水泥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限额 山东省质监局 2016 

11 DB34/T2709-2016 
白色硅酸盐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 
安徽省质监局 2016 

12 DB 43/399—2008 
水泥工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统

计方法 
湖南省质监局 2008 

13 
粤 经 贸 环 资

〔2008〕274 号 
广东省水泥产品能耗限额 广东省经贸委 2008 

14 
云 工 信 节 能

（2013）1173号 

水泥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计算方

法 
云南工信委 2013 

15 
DB12/046.46 —

2008 

粉磨站水泥单位产量能耗计算方

法及限额 
天津市质监局 2008 

16 DB31/498—2010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上海市质监局 2010 

17 DB50/403—2011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重庆市质监局 2011 

18 
新疆建材行办规

范 

新疆水泥企业能效统计规范（修

订） 
新疆建材行办 2014 

 

 

三、确定主要条文的技术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4 / 14 

 

2.本标准制定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制定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的限额值落实我国产

业政策和能源政策，标准中的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指标，既反映出我国产业政策和能源政

策的导向，充分、客观反映水泥工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需求，又要兼顾企业的生产现状和水泥生产技术技术水平，使本标准具有较高

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根据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性要求，能效指标的数据确定

原则：一级指标<5%；二级指标<50%；三级指标<80%；淘汰产品能耗较高的生产线比

例 20%。目前国内水泥。对于新建或改扩建企业，设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促

进新建或改扩建企业在新建生产线上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节能降耗的措施，使企业

达产后能耗限额达到准入值的要求。同时鼓励现有企业强化节能降耗责任意识，采取积

极措施降低生产能耗，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备，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能源综合利用水

平，使企业单位合格产品能源效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3. 该标准要与相关标准做好衔接，尤其是水泥行业产品标准、测试方法标准、设

计标准、环保标准、安全生产等标准要求很好的衔接。 

（二）技术依据 

本标准共分七章和 2 个资料性附录：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定

义和符号；4．能耗限额等级；5.技术要求；6.统计和计算方法；规范性附录 A、规范性

附录 B 和规范性附录 C。 

本标准根据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l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

GB/T12723《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编制通则》，结合我国水泥及水泥熟料的生产和能耗现

状进行编制。现将标准中的有关条文说明如下： 

1  范围 

本次标准的内容和适用范围与 2012 版相同 

2  引用标准 

根据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l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中的 6.2.3

条规定编写，并列出本标准正文中应用的标准文件一览表，与 2012 版相比，引用标准

减少，详见各相关条款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列出了标准条文中的主要术语以及定义。与 2012 版相比，主要修订内容如

下： 

3.1 关于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术语的修订。根据上位标准（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

计算通则与 GB/T 12723-201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修改了标准中关于能耗

的相关术语与定义，将水泥和熟料的综合能耗指标修改为“单位水泥生产能耗”、“单位

水泥熟料生产能耗”和“单位水泥熟料生产煤耗”，综合电耗类术语改为“生产电耗”，

取消了可比能耗。术语的英文名称也作相应修改。综合能耗的计算参照 GB/T 258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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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标准执行。 

3.2 本标准的生产能耗定义范围和 2012 版能耗指标基本相同，主生产系统，指从满

足产品生产要求的原材料进厂、生产用交流电经计量进入整流变压器开始、生产用燃料

经计量进入燃烧系统开始，到成品出库为止的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艺过程和设备。辅

助生产系统指为生产系统工艺装置配置的工艺过程、设施和设备。包括动力、供蒸汽、

供电、供水、供压缩空气、供风、仪表、机电维修、试验室、仓库和厂内原材料场地以

及安全、环保等装置。 

4  能耗限额等级 

4.1 与 2012 版相比，本版标准将原版的第 4 章分为两章，根据 GB/T12723《单位产

品能耗限额编制通则》及本标准的编制原则，参考近两年发布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标准，将原版中的第 4 章技术要求中有关产品能耗限额值单列一章，以突出本标准对产

品能耗限额值的核心要求。 

与 2012 版相比，本版标准限额指标中的三级限额指标分别对应原标准的准入值、

限定值和先进值。限额指标虽为 5 个，但有所变化，表 1 为水泥产品能耗限额值要求，

考虑到电耗和能耗的相关性，且水泥企业整体生产线和粉磨站之间能耗差距较大，不再

将水泥生产电耗列入限额表；表 2 为水泥熟料产品限额值要求，表三系根据在上位标准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的 3.5 条款中规定“…企业中主要生产系统的能耗

量应以实测为准”，将 2012 版附录 B 中分步能耗的关键指标水泥熟料烧成热耗和水泥

粉磨电耗作为系统测试时的限额要求列入标准正文，针对水泥生产线和水泥粉磨站企业

提出测试值要求，提高产品生产系统能耗值的准确度，以便企业和有关监测监察单位分

析产品能耗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节能诊断和技术改造。 

4.2 关于各级能耗限额值的确定依据 

4.2.1 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和工信部的建材工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5%，

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水平显著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15

年降低 18%以上；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石化、化工等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

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水泥产品能耗指标要求比现行国家标准 2012 版

GB16780 中先进值（≤110）还要低 5 千克标准煤/吨，达到 105 千克标准煤/吨。工信

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发布的《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提出，与 2015 年相比，传统制造业物耗、能耗、水耗、污染物和碳排放强度显

著下降，吨水泥综合能耗降到 85 千克标准煤，比现行 2012 版 GB16780 国标中先进值

（≤88）还要低 3 千克标准煤/吨。政府节能降耗的紧迫性给标准限额值的确定提出了

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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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十三五”时期水泥工业主要发展目标（部分节选） 

指    标 2015年 2020年 备 注 

节能减排绿色发展 

每吨水泥熟料综合能耗（千克标煤） 112 105 —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平均降低（%） _ ≥30 
粉尘、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 

综合利用废弃物总量增长幅度（%） — [10] —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产线占比（%） 约 3 15 — 

注：[  ]为五年累计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水泥产品能耗要比十二五末降低 6.25%，节能减耗任务艰巨。 

GB 50443 水泥工厂节能设计规范中的表 3.3.1 列出了熟料烧成系统的能效设计指

标，并作为强制性条款执行。 

表 3  GB 50443 水泥工厂节能设计规范水泥熟料烧成热耗要求 

表 3.3.1 熟料烧成系统的能效设计指标 

日产量（ D， t/d) 
系统热效率 

（%） 

熟料烧成热耗

（kJ/kg） 

熟料烧成电耗

（kW·h/t）
 

D≥7000 ≥56 ≤ 3010 ≤ 27.5 

5000≤D＜7000 ≥56 ≤ 3032 ≤ 28.0 

4000≤D＜5000 ≥55 ≤ 3050 ≤ 28.0 

3000≤D＜4000 ≥55 ≤ 3073 ≤ 28.5 

D＜3000 ≥53 ≤ 3136 ≤ 28.5 

 

 

标准修订组调研了我国 900 余家典型水泥生产企业的能耗数据，调研生产线熟料累

计产量 8.23 亿吨，占熟料总产量的 50%以上。按照不准确度分析筛选出 796 条熟料生

产线作为标准的限额值确定样本基础进行分析对比，统计结果见下图。按照有关国家政

府部门应用强制性标准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性要求，三级能耗限额值应分别对应企业能

耗 75%、50%和 20%，从图中可以看出，其对应综合能耗限额值为 117、112、106 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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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熟料生产产能例与能耗分布图（796 条熟料生产线） 

 

河北省节能监察监测中心对河北省水泥产品能耗做了调研统计，2017 年，全省 51

家熟料生产企业平均可比熟料综合煤耗为 104.91 kgce/t。最高值 111.88kgce/t，最低值

96.77kgce/t，对其中的现场调研的 9 家企业总计设计熟料生产能力 2817 万吨，2017 年

实际生产水泥熟料 1351 万吨。平均可比熟料综合煤耗为 104.31 kgce/t。最高值

120.43kgce/t，最低值 94.86kgce/t。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 

近三年来，标准编制组成员单位对国内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

进行了持续热工标定 /现场调研 /认证评价工作，从测试和调研结果来看，自

GB16780-2012 发布以来，各水泥生产企业的熟料综合能耗基本均呈现下降趋势，见图

2 所示。  

图 2 典型水泥生产线熟料综合能耗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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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修订组成员各家单位近三年收集到的上百家水泥企业 800 余条生产线实际

运行情况分析，大部分正常运行的熟料生产线熟料烧成煤耗在 92~128kgce/t 熟料；熟料

综合电耗在 45~66kWh/t 熟料；熟料综合能耗在 98~136kgce/t 熟料，确有部分能耗较高

的企业急需技术改造。但也有企业的能耗水平达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下表列出了

2016、2017 年水泥领跑者企业能耗数据统计。 

表 3A   2017年水泥领跑者企业能耗统计 

 

 

 

 

 

 

数

据

来

源

：

htt

p://

w

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44/c6226770/content.html 

 

表 3B   2016年水泥领跑者企业能耗统计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产品能耗 

（可比熟料综合能耗，

kgce/t) 

备注 

1 叶城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95.7 领跑者 

2 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96.83 领跑者 

3 库车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97.4 领跑者 

4 泰安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99.92 领跑者 

5 冀东水泥永吉有限责任公司 100.24 入围企业 

6 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 100.58 入围企业 

7 遵义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0.76 入围企业 

8 平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100.95 入围企业 

9 辽阳千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1.76 入围企业 

10 文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1.83 入围企业 

11 曲阜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101.97 入围企业 

12 崇左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02.05 入围企业 

13 兴业葵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3.43 入围企业 

14 登封中联登电水泥有限公司 103.5 入围企业 

15 阳新娲石水泥有限公司 104.12 入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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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5178173/content.html 

 

 

能耗限额值是本次标准修订的核心内容，修订后的三级限额指标对应的是现有水泥

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限定值要求，由于本标准实施后不达标水泥的企业将会面临

停产改造或被淘汰，因此三级限额指标既要满足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性要求，又要符合行

业技术发展的客观现实，如果指标定得宽松，水平太低，则淘汰的水泥企业太少，达不

到通过产品标准淘汰落后的目的，限额过严，则因噎废食，达不到促进企业通过节能改

造提升技术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此次修订，按照约 75%左右产能的生产线达

到限定值要求，在经过一定的技术改造后有 10%左右产能的生产线达标，其余产能约 15%

可作为淘汰落后的主要目标。将三级指标，即现有水泥企业水泥熟料生产能耗限额值指

标确定为 117 公斤标煤/吨熟料。  

修订后的二级限额指标对应的是新建水泥企业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准入值，

则根据目前国内各种规模的生产线设计的能耗指标以及目前水泥企业正常生产情况下

年运转率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保证水泥企业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考虑到 GB 

50443水泥工厂节能设计已经实施，单位水泥熟料生产能耗二级限额值（准入值）确定

为 111 公斤标煤/吨熟料。 

修订后的一级限额指标对应的是水泥企业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先进值，考虑

国际上水泥生产技术发展现状，以及国内“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517817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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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政府规划要求，以及表 3A 能效领跑者企业的能耗数据，可比熟料综合能耗一级限

额值（先进值）确定为 103公斤标煤/吨熟料。 

本次修订将熟料烧成热耗和水泥粉磨工段电耗列入正文，同时取消原版标准附录 B

分布能耗限额，是为了便于企业及节能监察部门通过对影响水泥和水泥熟料能耗关键生

产系统测试与诊断，有助于水泥生产线和水泥粉磨站企业进行核心耗能工序的耗能数据

分析验证，同时减少辅助工序耗能统计工作量，提高能耗数据统计效率。 

综合多方数据和要求，本次标准修订产品能耗限额值汇总如下（同标准原文）： 

表 4   水泥及熟料产品能耗指标限额汇总表 

指标名称 
能耗限额等级 

3 级 2 级 1 级 

单位水泥生产能耗 / kgce/t ≤97 ≤92 ≤85 

单位水泥熟料生产能耗 / kgce/t ≤117 ≤111 ≤103 

单位水泥熟料生产煤耗 / kgce/t ≤109 ≤105 ≤97 

水泥熟料烧成热耗 / kJ/kg 熟料 ≤780×4.1816 ≤740×4.1816 ≤660×4.1816 

水泥粉磨工段电耗 / kW•h/t 水泥 ≤32 ≤28 ≤26 

 

5  技术要求 

本版标准与 2012 版标准相比，细化了对不同类型企业产品能耗限额的要求，对现

有企业，考虑到历史原因和技术发展现状，节能指标限值要求提升大约 5%，对高海拔

地区现有企业能耗限额增加海拔修正。 

与 2012 版标准相比，新建企业能耗产品限额要求有所提高，节能指标限值要求提

升大约 3~5%，考虑目前水泥技术发展已对高海拔地区水泥系统技术和装备有了针对性

优化改进，不再进行海拔修正。 

与 2012 版标准相比，本标准对水泥粉磨站企业提出了工段电耗的要求，促进企业

采用先进的料床粉磨技术，进一步节能降耗。 

与 2012 版标准相比，本标准对特殊条件地区提出了满足先进值（1 级）的要求，

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和环保要求严格的地区提高进一步提升产品生产技术水平。将产品能

耗限额分级与不同企业的规定分开描述，也为各地区在国家标准最低要求下，合理制定

本地区产品能耗限额值提供技术依据。对进行能耗测试企业关键工段的能耗值提出了要

求， 

关于 2012 版 5.3.1.5 高海拔地区影响因素修正系数的修订。本次修订过程中，编

制组针对多方反映的高海拔修正系数偏差较大问题进行了调研，统计结果表明，原海拔

修正系数公式在海拔超过 2500 米后，修正系数过大，导致可比能耗值不能真实反映产

品生产的技术水平，明显不合理，需要修正。编制组调研了目前已发布的 80项单位产

品能耗限额标准，结果显示，多数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中均不针对海拔高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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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正，仅铁矿选矿、铁矿地下开采、铜冶炼、镍冶炼与铝合金建筑型材、烧结墙体材

料 6项标准涉及海拔高度的修正。在涉及海拔修正的标准中，除烧结墙体材料的修正方

法参照本标准外，其他标准的修正幅度也远小于旧标准。编制组研究认为，高海拔地区

的环境绝对压力低，空气稀薄，对水泥和熟料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量传递、质量传递、

动量传递和化学反应等等都有影响，综合表现为，平原地区的生产系统到高海拔地区，

产量略有减少，传热效率有所下降，流体设备规格增大，相应单位产品表面热散失有一

定的增加，因此 2012 版标准将海拔修正系数作为能耗可比性因素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由于 2012 版编制时，国内高海拔水泥工厂实际运行数据很少，原海拔修正系数公式偏

差较大，近几年高海拔地区（如西藏）有多条水泥生产线运行，编制组统计了部分高海

拔地区水泥生产线实际运行数据，调研表明，对于新近投产的生产线。通过采取适当的

技术措施可以控制产品能耗的增加。编制组研究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水泥

生产尤其是水泥窑煅烧过程属于强制燃烧，海拔高度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可以通过技术措

施弥补，考虑企业的生产现状，结合第二代新型干法中对高海拔生产线的指标的修订值

及 2012 版本标准的情况，以及铁矿选矿、铁矿地下开采、铜冶炼等相近生产过程海拔

修正情况，本次修订对高海拔地区现有企业的能耗限额提出了海拔修正，限额值放款不

超过 5%。  

 

6  统计和计算方法 

6.1 关于统计范围 

对应于原 2012 版标准 5.1 节，本次修订，参照上位标准 GB/T 2589-2008《综合能耗

计算通则》调整统一了水泥与熟料两种产品生产能耗的统计范围，即按照生产过程统计

燃料消耗量，包括主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计算范围中不再引用政府文件。考虑到

替代燃料也属于能源统计范畴，不再明确规定替代燃料不计入综合能耗。 

针对新制定的工段能耗关键指标“水泥熟料烧成热耗”与“水泥粉磨工段电能消耗”，

也参照相关的标准 GB/T 26281  水泥回转窑热平衡、热效率、综合能耗计算方法、GB/T 

26282  水泥回转窑热平衡测定方法、GB/T 27977  水泥生产电能能效测试及计算方法、

GB/T 33652 水泥制造能耗测试技术规程规定了相应的统计范围与方法。 

 

6.2 统计方法 

对应于原 2012 版标准 5.2 节，本次修订增加了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的要求，以保

证能耗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在能耗统计方法条款方面，针对统计范围的修订内

容，在燃料消耗统计方法中增加了系统测试时符合标准 GB/T33652 GB/T 33652 水泥制

造能耗测试技术规程的要求。在电能消耗统计方法中，将原标准“电耗测试可以按 GB/T 

27977-2011 规定的方法进行”改为了“电能消耗量的测试应符合 GB/T 27977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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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计算方法 

2012 版标准正文中计算方法占了大部分篇幅，考虑“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应主

要突出“能耗限额”而并非计算方法。故本次修订将指标计算过程从正文改为规范性附录

C，在正文中只规定计算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于燃煤发热量取值的规定，本次修订规定参照 GB/T213 标准方法即氧弹量热法

测定的热值作为计算依据，原标准规定了亦可采用根据工业分析结果，利用给定的经验

公式计算得到煤的低位发热量。但编制组调研表明，由于目前水泥企业燃煤来源不同，

煤种不同，大多为混煤入厂，利用工业分析结合经验公式计算所得数值偏差较大，从国

家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组织的比对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对同一种煤样发热量测定结果存在

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次修订采用 GB/T213 方法测定燃煤热值，对于利用协同处置

产生的替代燃料，应采用 GB/T 30727 固体生物质燃料发热量的测定标准测定其热值。 

 

附录 A 符号及含义 

 

本次修订按照国标规则统一了计算指标的符号和角标（见 A1），水泥熟料角标符号

改为“sh”，电耗改为 “W”，与 GB/T26281 水泥回转窑热平衡、热效率、综合能耗计

算方法、GB/T 27977 水泥生产电能能效测试及计算方法等方法标准基本保持一致。 

 

附录 B—关于水泥产品品种可比性系数修订 

原 2012 版关于水泥品种的修正，要求按照水泥产品中熟料掺量比例统计的方法，

企业实际生产中配比是控制指标，统计的数据是水泥生产产量和水泥熟料消耗量，且目

前水泥成品中熟料含量测定无标准方法，不易验证，故本次修订用水泥生产熟料消耗量

和水泥生产产量的比值代替熟料配比。本次修订中修改了水泥强度等级修正系数的计算

方法，将 P.O42.5 水泥（即本标准定义的 1 标吨水泥）的修正因子定义为 1，考虑不同

品种水泥的熟料掺量不同，对能耗的影响以不同，故将水泥强度等级修正系数改为了水

泥品种与强度的统一修正，对不同品种和强度等级水泥，修正其产品限额值，符合 GB175

标准的水泥产品不同强度等级修正系数应按标准附录 B 选取。 

 

附录 C 水泥和水泥熟料产品能源消耗指标计算方法 
 

对于 2012 版 5.3 节计算方法的修改较多，结合 2012 版标准在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以下几方面修订。 

1）用单位水泥熟料生产煤耗 C1 代替原标准 5.3.1.1 公式（1）和（6），对于原煤耗计算

公式仅考虑“统计期内用于烘干原燃材料和烧成熟料的入窑与入分解炉的实物煤总量”，

而目前企业在产品生产中可能使用多种燃料，仅计算燃煤的消耗与综合煤耗的定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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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因此将计算公式进行修改，见附录 C 公式（C1），以适用于多种能源的综合统计计

算，并利用能耗统计范围条款规范各类能源消耗的统计范围，保持与上位标准要求的一

致性。 

2）删除了关于余热利用热量折算标准煤量的计算公式 

原标准中的 5.3.1.3 条款“余热利用热量折算标准煤量”在此次修订中被删除，原因

为根据多家企业的调研结果，企业存在余热利用的情况很少，即使存在此情况其计算出

的折标煤能耗值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故在此次修订中为简化计算，删除了此条款。 

3）关于熟料强度可比性系数修订 

本次修订中取消了原标准中 5.3.1.4 条款“熟料强度等级修正系数”，原 2012 版有此

修正是考虑到立窑与回转窑生产工艺在熟料产品强度等方面的差异，为了淘汰落后工艺

而提出的修正要求，目前国内立窑工艺已基本淘汰，故不再修正熟料强度；另一方面熟

料强度过高，会导致烧成热耗升高，现有工艺应在生产合格水泥熟料产品条件下，进一

步降低能耗，故此次修订不再对熟料强度进行修正。 

4）关于单位水泥生产电耗的计算 

本次修订中对原标准中 5.3.4 和 5.3.5 进行了修订，用“单位水泥生产电耗”取代原

来的水泥综合电耗，进一步明确水泥制备生产系统的电耗统计计算范围，统一了符号和

角标，公式（8）~（12）改为现版附录 C 的 C6，取消可比指标，不再进行各类修正。 

5）关于单位水泥生产能耗的计算 

本次修订中对原标准中 5.3.5 进行了修订，用“单位水泥生产能耗”取代原来的可

比水泥综合电耗，将原公式（12）改为附录 C7，将原公式的熟料配比用统计期内生产

水泥的熟料消耗量与水泥产品产量及熟料生产能耗的乘积计算熟料带入水泥的能耗，方

便企业计算和统计产量和能耗数据。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中的能耗限额指标，系根据国家《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绿色制造工

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和《水泥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能耗指标，结合企

业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的要求确定，标准修订组对水泥行业近几年

的能耗统计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分析，就计算方法修订前后的能耗数据变化进行了验证，

通过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数条生产线数据验

证，表明新版标准对同样的能耗数据变化不超过 3%（高海拔修正数据除外）。 

 

五、标准中所涉及的专利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与相关的知识产权。 

 

六、产业化、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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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是产品标准，标准中的现有水泥企业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限定值可

以作为《水泥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国家《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中淘汰落后水

泥的依据，新建水泥企业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准入值可以作为工信部发布的《水

泥行业准入条件》中“能源消耗和资源综合利用”部分规定的新建水泥（熟料）生产线和

水泥粉磨站的准入条件提供支撑。通过标准的实施，以累计淘汰的 20%落后产能，每吨

熟料最少节能 6kg 标准煤计算，估计至少节约 1680 万吨标准煤以上，如果水泥生产能

耗平均下降 5%，则水泥节能潜力预计在/年，同时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

有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根据调研，未发现国外有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八、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包括强制性标准）是否具有一致性 

经广泛调研和多方面征求意见，本标准符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包

括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具有一致性。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制定过程中，没有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强制性国际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颁布实施后，相关部门应督促检查本标准的实施情况，并制定相应的实施方

法，使本标准得到认真执行，真正起到指导生产、保证质量、促进企业节能降耗的作用。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可替代 GB16780-2012《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发布实施后，

GB16780-2012 同时废止。 

 

十三、其它说明 

无其它说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