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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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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碳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无感伺服驱动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感伺服驱动系统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的项目边界划分和能耗统计范围、

基本要求,描述了测量和验证方法、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交流电气拖动的通风机系统、泵类液体输送系统和一般用空气压缩机系统等电机系统

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及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电机驱动的机床、皮带机、水泵、风机、液

压站、空压机、破碎机、搅拌站、卷扬机、球磨机等电机系统及其他新建类项目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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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32045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实施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750、GB/T 33760、GB/T 321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感伺服驱动器 unconsciously servo driver

接受控制指令，根据传感提供的反馈信息，对转矩、速度、位置等进行闭环控制，并向电动机输送

功率的电气装置。

3.2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统。

[GB/T 32150-2015,定义3.13]

4 项目边界

4.1 项目边界划分应符合 GB/T 32045 的要求。并应根据节能改造项目内容和现场条件合理确定项目边

界。

4.2 项目边界如图 1 所示，通常包括电动机、控制装置、传动装置、被拖动装置、管网及附属设备,

根据改造项目类型的不同,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个子系统。

4.3 应将改造需新增的耗能设备划入项目边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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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边界

图 1 无感伺服驱动器项目边界示意图

5 基本要求

5.1 节能改造后伺服驱动器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5.2 节能量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的确定应符合 GB/T 28750 的要求,并应获得相关方认可。

5.3 无感伺服驱动器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测量方法为第 7 章直接对比法。

5.4 测量过程应符合基本原则，具体如下：

a) 相关性：选择适当的节能量指标、二氧化碳数据和方法；

b) 完整性：包括项目涉及的所有能用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c) 一致性：对有关节能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采取相同的准则和程序，定期进行结果比较；

d) 准确性：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e) 保守性：确保使用的数值、评估方法不高估节能量和二氧化碳减排量。

6 能耗统计

6.1 范围

应将划入改造项目边界内的设备及附属设备的能耗计入基期能耗和统计报告期能耗。

6.2 测量和验证方案

6.2.1 无感伺服驱动器进行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时，应在节能措施实施前制定书面的测量和验证方案，

其内容应符合 GB/T 28750 的要求。

6.2.2 对于多种同类型应用场景，且计算每一个项目的节能量成本较高时，可采用抽样方法计算典型

项目的节能量，并记录以下内容：

a) 采用该抽样方法的原因；

b) 典型项目能代表能源消耗差异的原因。

6.3 数据收集和测量

6.3.1 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的能耗数据宜采用可采信的能源统计数据、运行记录及财务数据,或者符合标

准规范要求的计量仪表的读数，或者使用在检定有效期内的检测仪器测量得到的数据。

6.3.2 测试数据、在线监测数据或运行记录数据等数据应完整、真实。

7 节能量计算

直接对比法节能量计算公式如式（1）～（2）按照公式（1）计算节能量

T
SS

E
br

s


 ······················································(1)

输送对象被拖动装置

无感伺服驱动器控制
装置

输入管网及
附属设备

电动机

电源

传动装置
输送管网及
附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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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b

br
s S

SS
 ················································(2)

式中：

SE —电机系统节能量，单位为千瓦时/天（kW•h/d）；

rE —电机系统统计报告期能耗（含 Sb），单位为千瓦时（kW•h）；

T —在各典型工况测试周期，单位小时（h）；

s —节能率；

bS —在各典型工况内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的累计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rS —在各典型工况内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累计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见附录A。

8 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

8.1 在计算获得伺服驱动器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后,可按照公式(3)折算报告期内的项目二氧化碳减

排量。

1000)（  2COs EFEER ···········································(3)
式中：

ER—报告期内，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2tCO ）

2COEF —电网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 （ 2tCO /MW•h）
注：根据不同区域电网平均排放因子选择最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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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冷却塔风机系统直接比较法示例

A.1 项目基本情况

山西某钢铁厂，一台22KW氧枪2号冷却塔风机是该工厂的重要设备之一。其在生产过

程中提供必要的气流和冷却效果，确保生产线的稳定运行。在2023年7月对该设备分别进行

工频数据采集和节能测试，这台风机的测试结果将为工厂提供重要的参考，以优化运营和维

护策略，提高生产效率。

A.2 项目边界

根据项目改造涉及的影响范围，本项目边界包括冷却塔风机系统。

A.3 能耗统计

以本项目2023年7月的实测数据为基础，其中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运行72h，每小时用电

量为10.11kW·h，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运行143h，每小时用电量为7.68kW·h。

A.4 节能量计算

根据表 A.3 数据所示，带入公式（1）计算每小时节能量：




T
SS

E
br

s hKW 
 43.2
1

11.1068.7

将上述 Sb和 Sr 的计算结果带入公式（2）计算得到节能率：

%100



b

br
s

S
SS %04.24%100

11.10
11.1068.7






A.5 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

A.5.1 基准线排放计算

  10002  COS EFEER 26516.610008843.0312411.01 tCO

注：2012年华北区域电网平均CO2排放因子为0.8843（ 2tCO /MW•h）。

A.5.2 项目排放计算

  10002  COS EFEER 20528.510008843.0312468.7 tCO

A.5.3 项目减排量核算

  10002  COS EFEER 25987.110008843.0312443.2 tCO

A.5.4 项目泄露

无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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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皮带系统直接比较法示例

B.1 项目基本情况

山西某钢铁厂，一台18.5kw煤一皮带机是该工厂的重要设备之一。其是生产过程中提供

物料的输送系统，确保生产线的稳定运行。在2023年5月对该设备分别进行工频数据采集和

节能技改，这台皮带机的节能改造结果将为工厂提供重要的参考，以优化运营和维护策略，

提高生产效率。

B.2 项目边界

根据项目改造涉及的影响范围，本项目边界包括皮带机输送系统。

B.3 能耗统计

以本项目2023年7月的实测数据为基础，其中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运行168h，每小时用

电量为11.91kW·h，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运行168h，每小时用电量为7.78kW·h。

B.4 节能量计算

根据表 B.3 数据所示，带入公式（1）计算每小时节能量：




T
SS

E
br

s hKW 


13.4
1

91.1178.7

将上述 Sb和 Sr 的计算结果带入公式（2）计算得到节能率：

%100



b

br
s

S
SS %68.34%100

91.11
91.1178.7






B.5 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

B.5.1 基准线排放计算

  10002  COS EFEER 21186.510008843.0312478.7 tCO

B.5.2 项目排放计算

  10002  COS EFEER 28358.710008843.0312491.11 tCO

B.5.3 项目减排量核算（1.0311）

  10002  COS EFEER 27172.210008843.0312413.4 tCO

B.5.4 项目泄露

无泄漏



T/CSTE 00XX—20XX

9

附 录 C （资料性）

水泵系统直接比较法示例

C.1 项目基本情况

山西某钢铁厂，综合水泵系统是该工厂的重要设备之一。其在生产过程水循环引入生产

设备中进行冷却，保证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转。在2023年3月对该设备分别进行工频数据采集

和节能改造，水泵系统的改造结果将为工厂提供重要的参考，以优化运营和维护策略，提高

生产效率。

C.2 项目边界

根据项目改造涉及的影响范围，本项目边界包括综合水泵系统。

C.3 能耗统计

以本项目2023年3月的实测数据为基础，其中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运行47h，每小时用电

量为98.33kW·h，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运行71h，每小时用电量为77.59kW·h。

C.4 节能量计算

根据表 C.3 数据所示，带入公式（1）计算每小时节能量：




T
SS

E
br

s hKW 


74.20
1

33.9859.77

将上述 Sb和 Sr 的计算结果带入公式（2）计算得到节能率：

%100



b

br
s

S
SS %09.21%100

33.98
33.9859.77






C.5 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

C.5.1 基准线排放计算

  10002  COS EFEER 26932.6410008843.0312433.98 tCO

C.5.2 项目排放计算

  10002  COS EFEER 20480.5110008843.0312459.77 tCO

C.5.3 项目减排量核算（1.0311）

  10002  COS EFEER 26452.1310008843.0312474.20 tCO

C.5.4 项目泄露

无泄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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