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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重庆机电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重庆盟讯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吉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麟琨、王洲、岳相军、冷冶、牛鹏飞、岳磊、徐大千、史宝库、柳明杨、李岩、杨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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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自动化能效诊断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工业自动化的能效诊断的一般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的能效分析、能效诊断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能源 energy
电、燃料、蒸汽、热力、压缩空气以及其他类似介质。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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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T23331—2020,3.5.1]

3.2
能耗 energyconsumption
使用能源的量。
[来源:GB/T23331—2020,3.5.2,有修改]

3.3
能效 energyefficiency
输出的绩效、服务、产品、商品或能源与输入的能源之比或其他数量关系。
示例1:转换效率:能源需求/能源实际使用。
示例2:输出/输入:理论运行的能源量/实际运行的能源量。

[来源:GB/T23331—2020,3.5.3,有修改]

3.4
能效基准 energyefficiencybenchmarkline
为能效的比较提供定量参照的依据。

3.5
能效指标 efficiencyindicator
能效的指示值。

3.6
能源管理 energymanagement
指导和控制实体的能源使用的协调活动。

3.7
单位能耗 specificenergyconsumption
每物理单位输出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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