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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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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自动化能效评估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过程工业的能效评估指标体系、能效评估通用模型和能效评估通用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过程工业的能效评估、能效诊断等。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能源 energy
电、燃料、蒸汽、热力、压缩空气以及其他类似介质。
注1: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各种形式,可被购买、贮存、处置,在设备或过程中使用以及被回收利用。

注2:能源可被定义为一个系统产生外部活动或开展工作的动力。

[GB/T23331—2012,定义3.5]

2.2 
能量转换 energyconversion
能源的物理或化学形态的变换。
[CEN/CLC/TR16103:2010,定义4.1.7]

2.3 
一次能源 primaryenergy
还未经历任何转换过程的能源。
注:一次能源包括不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自所有能源资源的一次能源总和可称为总一次能源。

[CEN/CLC/TR16103:2010,定义4.1.6]

2.4 
二次能源 secondaryenergy
由一次能源的能量转换所得到的能源。
注:二次能源包括电力、汽油、过程蒸汽和压缩空气。

[CEN/CLC/TR16103:2010,定义4.1.8]

2.5 
能耗 energyconsumption
使用能源的量。
[GB/T23331—2012,定义3.7]

2.6 
节能 energysaving
实施能效提升行动后,能耗的减少。
[CEN/CLC/TR16103:2010,定义4.2.8]

2.7 
能效 energyefficiency
输出的能源、产品、服务或绩效与输入的能源之比或其他数量关系。如:转换效率、能源需求/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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