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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3年 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3〕291号）下达了《岩棉、

矿渣棉及其制品行业节能诊断技术导则》（计划号：2023-1443T-JC）行业标准

制定计划。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建材工业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编制工作由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绝热节能材料协会等单位

负责。

节能诊断是对企业工艺技术装备、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管理体系开展的全面

诊断，有利于帮助企业发现用能问题，查找节能潜力，提升能效和节能管理水平。

“十三五”以来，通过健全节能政策法规、完善标准体系、强化节能监管、推动

节能技术改造，企业能效水平持续提升，部分行业先进企业能效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但受节能意识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管理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影响，不同地

区、行业间的企业能效水平差距依然较大，企业进一步节能降耗、降本增效的需

求十分迫切。

为满足企业节能需求，支持企业深挖节能潜力，持续提升工业能效水平，推

动工业绿色发展，国家工信部按照《“十三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制定了《工

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计划中明确了诊断内容，即围绕企业生产工艺流程

和主要技术装备，做好能源利用、能源效率和能源管理三方面诊断工作。一是核

定企业能源消费构成及消费量，编制企业能量平衡表，核算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查找能源利用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二是结合行业特点核算企业主要工序能耗及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评估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水平和实际运行情况，分析高效节能

装备和先进节能技术推广应用潜力。三是检查能源管理岗位设置、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能源统计制度建立及执行等能源管理措施落实情况。计划中明确了两大类

诊断服务对象，第一大类针对能源管理基础薄弱的企业，主要面向机械、电气、

电子、轻工、纺织等行业。第二大类是引导重点高耗能行业开展专项诊断，主要

面向技术、工艺、装备较先进、能源管理体系相对完善的钢铁、建材、石化化工、

有色金属等行业，以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0000吨标准煤以上（分别折合年原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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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量约 15000吨以上，年原油消费量约 7000吨以上，年天然气消费量约 800万

立方米以上，年综合电耗约 8000万千瓦时以上）的企业为重点用能单位。

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服务于高温工业，其产品大多需要高温烧成，因而其

能耗相对较高。根据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协会的统计，2020年，我国岩棉、

矿渣棉材料产量 2477.99万吨，其中，致密定形岩棉、矿渣棉制品 1370.94万吨，

保温隔热岩棉、矿渣棉制品 62.21万吨不定形岩棉、矿渣棉制品 1044.85万吨。

长期以来，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行业的节能工作开展相对缓慢，一方面是

由于行业整体规模小，小企业众多，管理分散，能源管理基础薄弱；另一方面由

于企业整体能耗水平偏低，节能监察等监管工作推进力度相对偏弱。随着“十三

五”以来节能减排工作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的普遍重视，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

行业近几年也逐步推进能源消耗限额、节能技术等工作的开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企业节能降耗，深挖节能潜力，统一

和规范工作程序和目标，根据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结合行业实际情况、

生产技术、技术装备等特点，研究编制《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行业节能诊断技

术导则》标准，给予节能诊断工作重要的技术支撑，符合当前工作的需求，以指

导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行业节能诊断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行业节能减排，推

动建材行业节能与绿色发展。

作为绿色制造标准体系的重要环节，《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行业节能诊断

技术导则》标准的研究制定，将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

1028 《工业余能资源评价方法》、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0183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能源管理、能效

评级、能耗限额类标准与节能诊断工作有机融合，精准把握岩棉、矿渣棉材料行

业能源管理各核心要素和环节，统一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节能诊断的内容、

方法和程序，督导企业加强能源管理，合规生产，促进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能

效提升与绿色发展。

1.2 行业概况

1.2.1 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现状

岩棉与矿渣棉合称为岩矿棉，以玄武岩如玄武岩、白云石或工业矿渣为主要

原料，经高温熔融，由高速离心设备制成无机纤维后，再加入特制粘结剂和防尘



3

油，再经滚筒集棉摆动带铺毡，然后通过专用设备改变纤维排列将岩矿棉纤维排

列呈三维乱象结构，然后经固化定型设备而制成的性能优异的无机非金属材料。

岩棉、矿渣棉具有不燃、无毒、导热系数低、吸音性能好、绝缘、化学稳定性能

好、使用温度高、使用周期长等性能，是国内外公认的理想绝热节能隔音材料，

已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石油、化工、电力、冶金、交通运输等行业。其中矿渣棉

还以工业固废为原料，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低碳发展势在必行，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吹响了中国建材行业创新驱动的号角。岩棉、矿渣棉材料工

业高度依赖资源和能源，是重点碳排放行业之一。据中国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

协会统计，2024年全国岩棉、矿渣棉及制品产量 460万吨。

1.2.3 典型生产工艺

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不同于水泥、玻璃等建材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包括熔

制炉熔制、离心成纤、集棉、固化成型、尺寸切割、包装等过程。岩棉、矿渣棉

及其制品的生产工艺分立式熔炉法和电炉法，立式熔炉是最普遍应用的熔制设备，

它用焦炭作为燃料。焦炭燃烧产生的热量直接用来熔化炉料，设备简单，大小工

厂皆可采用。虽然立式熔炉设备费用低，但熔化的过程中，焦炭燃烧及过程排放

和电力消耗均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电熔法熔制适用于各种批量和规模的生

产需要。电熔化方式与立式熔炉比较有非常突出的优点，热效率可以高达 85%

以上，熔液成分均匀，产品质量高。由于利用电极熔化熔液直接作为焦耳热效应

的导电体，所以电熔化的热效率远高立式熔炉。电熔炉控制平稳且易操作，熔化

的过程中，不燃烧焦炭因而二氧化碳排放较少。电熔炉具有工艺工序简单、节能

降耗、成形稳定、高效高产等方面的优势。随着技术的进步，电熔炉由空气燃烧

向纯氧燃烧+电助熔方式转变，带来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将呈持续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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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岩（矿）棉及其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23年 10月，《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行业节能诊断技术导则》作为行业

标准立项，计划号：2023-1443T-JC。

2023年 12月，标准编制组成立并召开标准工作会，会议讨论确定了标准分

工、标准框架及编制思路，由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牵头文本编制工作。

图2 标准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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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9月，形成标准草案，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基于过

往对节能诊断工作基础完成标准草案，并组织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绝热节能材料协会集中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修改。

2024年 10月-2025年 02日，由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牵头组织，

在我国最大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省份，挑选华美节能科技集团、河北国美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河北神州节能科技集团、北京金隅节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彤天岩棉有限公司、河北格瑞玻璃棉制品有限公司、威伦维克节能科技河北有限

公司、河北华能中天化工建材集团等 15家绝热材料生产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对

标准草案进行完善修改，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图3 标准调研情况

2025年 4月，标准编制组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提出公开征求意见申请。

1.4 参加单位、人员及分工

本文件由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绝热节能材料协会共同起草。

其中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标准架构的确定及标准的编制，北

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华美节能科技集团、河北国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赢

胜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华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神州节能科技集团、北京金隅节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彤天岩棉有限公

司、河北格瑞玻璃棉制品有限公司、威伦维克节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河北华能

中天化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泰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交城义望铁合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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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内蒙古普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生产企业及机构负责企业的调研与

验证。

2 标准编制原则

1 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并以《工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

划》（工信部节〔2019〕101号）、《工业企业节能诊断服务指南》（2020年版）、

《水泥行业节能诊断服务指南》（2024年）、《平板玻璃行业节能诊断服务指

南》（2024年）、《建筑和卫生陶瓷行业节能诊断服务指南》（2024年）等文

件协调一致。

2 专业性原则

本文件充分考虑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能源消耗和工艺特点，从能源利用、

能源效率、能源管理分别进行规定，识别节能改进机会。

3普适性原则

本标准对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节能诊断工作的实施具有指导意义，可切实

做到指导实际工作的应用和操作。标准所规定的工作程序及评价流程均具有可操

作性，标准具备实操性和实用性，易推广。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3.1 标准框架

文件正文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节能诊断

内容及要求、节能诊断报告，共 6章；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给出了节能诊断

报告模板。

3.2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节能诊断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节

能诊断内容及要求和节能诊断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实施节能诊断。企业可自行组

织节能诊断服务，节能服务机构可以依据本文件为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实

施节能诊断服务，以及向有关节能主管部门提交节能诊断报告、上报节能诊断数

https://www.miit.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47/f1029efbebf04f71a15fa9fcad9f09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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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本文件中能耗指标主要针对 GB/T 11835、GB/T 19686、GB/T 25975、JC/T

2292等标准中规定的产品，其他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应

根据自身情况结合行业现状进行诊断。

3.3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详细列出本文件使用时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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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主要规范性引用文件如下：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851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 30183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3.4 术语和定义

GB 30183和 GB/T 233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5 总则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生产企业节能诊断应包含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生产

企业的生产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场内输送系统、熔制炉熔制系统、离心成

纤系统、集棉系统、固化成型系统、尺寸切割系统、包装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也可以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指定工序、工艺装备、主要能源消耗品种等开展专项

诊断。

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节能诊断报告期一般为开展诊断工作年度的前一

个自然年或不少于 12个月，基期为一个对照年份，一般比报告期提前一个自然

年。节能诊断应基于数据比较和运行分析，提出企业的节能潜力分析和目标建议；

节能潜力和目标可以能源绩效参数值表述，并宜有相应的改进空间分析、技术和

管理改进措施；提出节能潜力分析及改造建议；符合法律法规、标准和相关方要

求；对受诊断企业提高能源绩效有指导和参考价值，并结合企业实际、具备先进



8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实施节能诊断的流程包括前期准备、诊断实施和

报告编制三个阶段。其中，前期准备阶段包括但不限于明确诊断任务、组建诊断

团队、确定诊断依据、编制工作计划等；诊断实施阶段包括但不限于动员与对接、

收集相关资料、开展能源利用诊断、开展能源效率诊断、开展能源管理诊断等；

报告编制阶段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汇总诊断结果、分析节能潜力、提出节

能改造建议等。

图4 节能诊断工作流程

节能诊断相关过程可与企业能源管理体系的监视测量分析及能源评审过程

结合开展。

开展节能诊断工作应组建诊断团队。诊断团队负责人应有中级及中级以上职

称且具有至少 5年以上节能服务经验，同时诊断团队应至少包括生产工艺和设备

专业的各 1名专家，专家要求至少有 5年以上的行业工作或研究经历。诊断团队

应包括至少一名企业人员，可以是企业负责人、能源管理人员、财务人员、有关

技术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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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节能诊断要求

3.6.1 能源利用诊断

能源利用诊断主要涵盖能源消耗计算、能源损失及余热回收利用情况、5.1.3

能源消耗结构分析及能源平衡分析。

1. 能源消耗计算主要根据企业提供的各类能源统计报表、成本报表等，结

合现场复核，按照 GB/T 2589等标准，识别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并分别计算企业

分能源品种消耗量。

2. 能源损失及余热回收利用情况依据企业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参照 GB/T

1028等标准，结合现场监测或检查，分析企业热损失和电力损失情况，并确认

用于原料预热、烘干等余热回收利用情况，识别改进机会。

3. 能源消耗结构分析基于已核定的企业能源消费构成及消费量、能源损失

和余热余能回收利用量，根据企业提供的分品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能源热值测

试报告等资料，对企业分能源品种消耗构成进行分析能源消耗结构优化的可能性，

并识别改进机会。

4. 能源平衡分析宜按照 GB/T 3484分析企业能量平衡关系，从能源采购、

转换、输送、终端利用等环节分析能源利用的合理性，并识别改进机会。

3.6.2 能源效率诊断

能源效率诊断主要涵盖单位产品能耗指标计算、重点用能过程运行情况分析、

重点用能设备能耗水平和运行情况分析。

1. 单位产品能耗指标诊断按照 GB 30183标准核算岩棉、矿渣棉材料单位产

品能耗指标，进行指标水平对标，并识别改进机会。

2. 重点用能过程运行情况应按照企业能耗统计范围与中间工序特点，核算原

材料场内输送系统、熔制炉熔制系统、离心成纤系统、集棉系统、固化成型系统、

尺寸切割系统、包装系统、辅助生产系统等工序能耗指标，并与企业历史水平、

国内外同类生产线对比。并分析各系统用能过程对能源绩效的影响，识别改进机

会并提出措施建议。

3. 重点用能设备能耗水平和运行情况分析，依据企业提供的工艺设备清单、

运行记录及历史能效测试报告等资料，结合必要时进行的现场能效测试和运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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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检查，参照 GB 18613、GB 19153、GB 19577、GB 19761、GB 19762、GB 20052、

GB 30254等标准，诊断企业重点用能设备的能效水平、用能合理性及实际运行

效果，如风机、水泵效率的测试及诊断，热平衡标定，系统漏风测试，用风诊断，

能效测试等。必要时，进行的现场能效测试，并识别改进机会。

3.6.3 能源管理诊断

能源管理诊断主要涵盖能源管理制度和能源管理体系、能源计量与数据利用

情况分析。

1. 能源管理制度和能源管理体系：按照 GB/T 23331、GB/T 15587等标准，

对企业能源管理、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情况进行诊断。

2. 能耗指标统计与考核、能耗测试：按照 GB 30183结合企业能耗考核指标，

对企业能耗指标设置合理性、完成及考核情况进行诊断。

3. 用电管理以及计量器具管理执行：依据 GB 17167、GB/T 24851等标准对

企业用电用能设备的管理执行情况进行诊断，并识别改进机会。

4. 能源计量与数据利用方面诊断：①依据企业提供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台

账、能源计量网络图等文件资料，按照 GB 17167、GB/T 24851等标准的规定，

结合现场抽检，评估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管理及检定情况，并识别改进机会；

②对于已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应依据依据企业提供的能源管理中心、能耗

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运行资料，适当时，结合现场走访，评估企业能耗数据的监

测、采集及开发利用情况，并识别改进机会。

3.6.4 改进建议

改进建议是节能诊断时企业最为关注的点，重点针对节能潜力、技术和管理

的改进。

能潜力的量化应根据能源利用诊断、能源效率诊断结果，量化报告期能源消

费总量节约、能源效率提升潜力，适宜时提出可行的节能目标。节能潜力和节能

目标应基于数据对比分析。

技术改进应基于对企业现状、节能潜力和节能目标分析，提出技术改进方向

和措施建议。节能改进方向和措施建议应可测量，宜有可参照的案例或有可行性，

并按对能源绩效参数的影响程度、实施的可行性和难易程度排序，宜包括以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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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a)设备设施的改进：包括应用高能效设备设施、节能材料和淘汰落后设备设

施，以及对现有设备及其辅助设备、配套件等改进功能以提高整机或系统的能源

绩效；b)生产控制和操作运行的改进：包括方法和参数的优化；c)能源计量改进：

包括用能及相关过程的测量监视和分析的改进。

管理改进方面应根据能源管理诊断结果，提出能源管理改进建议，包含但不

限于人员节能意识、素质和技能的提高，能源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等。

3.7 节能诊断报告

报告模板主要依据《工业企业节能诊断服务指南（2020版）》等的要求进

行编制。报告中应提出企业的节能潜力、技术和管理改进建议，且满足委托方的

要求。

企业应根据诊断报告的要点和节能改进方向、措施建议，策划对能源目标和

指标的改进，实施相关的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形成文件化信息并纳入能源管理

体系的监视测量和能源评审过程。能源绩效的改进实施情况和结果应报告能源主

管部门、上级公司及其他必要相关方，并适时反馈诊断机构。

节能服务机构出具的节能诊断报告的要点宜与企业能耗管理团队和相关技

术部门沟通并确认。

3.8 附录 A 节能诊断报告模板

节能诊断报告模板规定了报告封面、节能诊断报告确认单、节能诊断团队成

员、节能诊断摘要表及节能诊断报告大纲。

3.9 参考文献

GB/T 1028 工业余能资源评价方法

GB/T 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GB/T 3486 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则

GB/T 13234 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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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749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

GB/T 2875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

《工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工信部节〔2019〕101号）

《工业企业节能诊断服务指南（2020年版）》（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工

产业[2020]第 122号）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令第 29号）

《节能监察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6〕第

33号）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2018）第 15号）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国家发改委）

《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20）》（工信厅节函[2020]90号）

《节能电机设备（产品）推荐目录》（工业和信息化部）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工业和信息化部）

4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编制组依据已形成的标准文稿，对 5家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开展

了标准验证工作，反馈标准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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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验证范围

为落实《工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构建公益性和市场化相结合的诊断

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建材企业能效水平，强化节能管理，推动节能技术改造，在

国建联信认证中心组织下，依据本文件对河北、安徽等省份 5家岩棉、矿渣棉材

料生产企业进行节能诊断工作。

4.2 验证结果

通过本次节能诊断工作，针对不同岩棉、矿渣棉材料生产企业在能源损失控

制与余能利用、工艺流程优化与生产组织改进、能源管理体系完善及措施改进、

用能设备升级及运行优化控制和能源结构调整与能源系统优化五个方面共发现

节能潜力。实施改造项目的提出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节能诊断现场工作后，

企业都在积极推进相应节能潜力的技改项目。

表 1 典型节能技术效果参考数值

序号 适应范围 主要节能措施 节能效果参考值

1
熔制炉余热回

收利用技术

立式熔制炉烟气中的可燃气体燃烧产生的热量及

烟气本身带走的热量经换热后用于熔制助燃风的

预热、废气预热、废气焚烧助燃风预热和产品固化

热风的预热，减少有害气体排放，提高热效率；电

熔炉烟气余热用于废棉烘干、原料预热。

综 合 节 约 能 耗

15%左右

2 固化炉
合理设置固化炉及工艺管道保温、密封结构，固化

炉炉体外壁温度宜小于 50℃，降低炉体热量损失

节约天然气 10%
左右

3 摆锤机组
摆锤设备宜采用轻量化技术，更适宜高速铺毡，提

高产品质量

比普通重型摆锤

节电 10%左右

4
风机变频调速

技术

对有调速要求的大型风机，如负压风机、吹离风机、

收尘风机、循环风机、排湿风机、烟气引风机等，

采用变频调速技术

节电 10%左右

5
生产主线优化

控制技术

采用智能优化控制技术，通过产量及粘结剂使用量

在线跟踪，对主线控制、固化温度及主要风机等运

行参数在线检测分析和协同优化，降低分生产时间

用电设备负荷，

降 低 能 耗 5% -
10%

6 综合能源管理

企业按 GB/T 23331实施综合能源管理，结合企业

实际做好节能管理和持续改进，采用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技术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可实现

节约能源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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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文件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6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6.1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产业规模、推广应用、工程应用情况、预期达到的经

济、社会效益

据中国绝热节能材料协会统计，2024年全国岩矿渣棉及制品产量为 450万

吨，总产能达到 900万吨。而行业整体规模小，管理分散，能源管理基础薄弱；

企业能耗水平偏低，节能监察等监管工作推进力度相对又偏低。两方面的原因导

致摸清岩矿棉行业能源使用现状并有诊断行开展节能诊断工作意义重大。

通过制定本标准，进一步推动生产企业节能降耗，深挖节能潜力，统一和规

范工作程序和目标，根据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结合行业实际情况、生

产技术、技术装备等特点，以指导行业节能诊断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行业节能

减排，推动建材行业节能与绿色发展。

6.2 本标准指标的技术先进性以及本标准的发布对行业及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即与“宜业尚品造福人类”的相关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服务于建材行业，与高温窑炉直接相关。且其本身的

标准化程度较低，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同企业工艺技术水平差距也较大。近年来，

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及对环保的重视。岩棉、矿渣棉材料企业对于节能减排工作

的重视程度有较大提高，同时企业工艺自动化先进程度也有所增强。

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应秉承“宜业尚品、造福人类”的目标，坚持绿色可

持续发展，实现资源节约、能源高效利用。本文件的提出即为岩棉、矿渣棉材料

企业开展节能诊断提供基本规范要求，促进企业推动技术创新、实施技术改造、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推动行业尽早实现碳达峰，为

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乃至建材行业全面实现碳中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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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

7.1 国外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暂未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7.2 国内情况

本标准参考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节能诊断技术指南》，同时前期建材行

业已经在研的 JC/T 2816《水泥行业节能诊断技术指南》、JC/T 2817《平板玻璃

行业节能诊断技术导则》、JC/T 2818《耐火材料行业节能诊断技术规范》、《建

筑卫生陶瓷行业节能诊断技术导则》（2021-1799T-JC）标准已经有序开展，本

标准的技术框架与其基本保持一致。

对于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而言，国内有 GB 30183《岩棉、矿渣棉及其制

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能源限额标准，但并未有相关标准涉及岩棉、矿渣棉

材料生产企业节能技术的评价给出指导。关于《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行业节能

诊断技术导则》标准编制为我国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首次。

7.3 本标准的先进性

我国是世界岩棉、矿渣棉材料第一大生产国，然而因为岩棉、矿渣棉材料行

业产品较多，产业集中度较低的原因，行业标准化工作一直有一定的欠缺

本文件希望通过对我国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的生产企业进行节能诊断，进

而挖掘行业整体的用能节能空间，标准出台后可以提升行业标准化的进行，同时

为行业节能降碳工作提供帮助。

本文件的先进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结合能耗对标达标，深入分析用能差距，本标准与新颁布的行业能耗标

准充分结合，创新性的搭建了围绕对标达标的诊断体系，为企业深入分析用能差

距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二是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依据岩棉、矿渣棉材料企业不同的生产工艺特点

及生产企业的不同状况，开展节能诊断工作。在开展节能诊断的过程中，通过管

理提升、技术进步；引领行业整体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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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本文件与《工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工信部节〔2019〕101号）、《工

业企业节能诊断服务指南》（2020年版）等文件协调一致。

9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10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文件作为建材行业推荐性标准发布，由建材工业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管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

法、实施日期等）

本文件是岩棉、矿渣棉材料行业开展节能诊断所急需的支撑性文件，建议在

2025年发布实施。

12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3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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