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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ＣＳＢＴＳ／ＴＣ２０）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合理用电分会（ＣＳＢＴＳ／ＴＣ２０／ＳＣ４）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国家电力公司电力需求侧管理指

导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陕西省锅炉专业委员会、上海广安工程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华电华源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大明电热锅炉有限公司、北京德普韦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江苏先行电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恒光源机电设

备安装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国岩、贾铁鹰、章祖义、赵国凌、袁培生、高东明、闻国铭、钱风华。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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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供需状况和用电结构有了较大的

变化，以电力为能源的电加热锅炉的生产和应用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颁布的《节约用电管理方法》中关于“发展

电力蓄冷、蓄热技术及用电设备的经济运行”的规定，提高电加热锅炉系统的经济运行水平，特制订本

标准。

本标准结合我国电加热锅炉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规定了电加热锅炉系统经济运行的要求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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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加 热 锅 炉 系 统 经 济 运 行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加热锅炉系统经济运行的技术要求、运行管理、技术经济指标、测试与计算方法和

评价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工作电压不小于４００Ｖ、额定蒸发量不小于０．０７ｔ／ｈ的以水为介质的电加热蒸

汽锅炉和额定热功率不小于０．０５ＭＷ 的电加热热水锅炉系统的工程设计、施工与运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５７６　工业锅炉水质

ＧＢ／Ｔ４２７２　设备及管道保温技术通则

ＧＢ／Ｔ１０１８０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ＪＢ／Ｔ１０３９３－２００２　电加热锅炉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Ｂ／Ｔ１０３９３　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电加热锅炉系统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犫狅犻犾犲狉狊狔狊狋犲犿

由电加热锅炉、相关设备组成的自锅炉房受电开关至供热阀门之间的系统。

３．２

　　间接加热　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犺犲犪狋犻狀犵

电热元件通过中间介质（水或蒸汽）经换热器间接将热量传递给供热工质的加热方法。

３．３

　　蓄热式电加热锅炉系统　狊狋狅狉犪犵犲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犫狅犻犾犲狉狊狔狊狋犲犿

将产生的热量加以储存适时供应给用热部门或用热设备的电加热锅炉系统。

３．４

　　蓄热装置　犺犲犪狋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狅狉

电加热锅炉系统中在锅炉外部设置的储存热量的装置。

３．５

　　日热负荷曲线　犱犪犻犾狔犺犲犪狋犾狅犪犱犮狌狉狏犲

用户在２４ｈ中的用热负荷随时间变化的轨迹。

３．６

　　蓄热运行方式　犺犲犪狋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

电加热锅炉系统将锅炉产生的热量储存在蓄热装置内的运行方式。

３．７

　　单释热运行方式　狊狋狅狉犲犱犺犲犪狋狉犲犾犲犪狊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

电加热锅炉系统在锅炉停运的情况下，利用蓄热装置储存的热量向用热部门或用热设备供热的运

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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