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DCF 01
621-365.4:620.9

场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 15318一94

工业热处理电炉节能监测方法

Monitoring and testing method for energy saving

of electroheat furnace in industrial heat treating

1994一12一17发布 1995一10一01实施

国 家 技 术 监 督 局 发 布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工业热处理电炉节能监测方法 GB/T 15318一94

Monitoring and testing method for energy saving

of electroheat furnace in industrial heat treating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热处理电炉能源利用状况的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和合格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功率大于等于15 kW 的箱式电阻炉、箱式淬火炉，额定功率大于等于25 kW的

井式电阻炉，额定功率大于等于5o kW (50 kV " A)的台车式电阻炉和电极盐浴炉等。

    本标准不适用于真空热处理电炉的节能监测。

引用标准

GB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GB/T 10966. 1 间接电阻炉 RX系列箱式电阻炉

GB/T 10966. 2 间接电阻炉 RM系列箱式淬火炉

GB/T 10066.1 电热设备的试验方法 通用部分
GB/T 10066.4 电热设备的试验方法 间接电阻妒
GB/T 10201热处理合理用电导则

ZB JOl 012 热处理箱式、台车式电阻炉能耗分等

ZB J01 013热处理井式电阻沪能耗分等
ZB J01 014热处理电热浴炉能耗分等

产品可比用电单耗

    Comparabl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unit product

    根据热处理产品和工艺的不同，按相关规定将生产的合格产品折算成可比标准产品(折合质量)，计

算得出实际生产耗电量与产品折合质量的比值，称为产品可比用电单耗。

工业热处理电护节能监测项目

4.1 产品可比用电单耗

4.2 炉体外表面温升

5工业热处理电炉节能监测方法

5.1 监测应在电炉处于正常生产实际运行工况下进行，测试一个生产周期。

5.2 监测所用的仪表应能满足监测项目的要求，仪表必须完好，并应在检定周期内，其精度应符合

GB/T 10066. 1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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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产品可比用电单耗的测试与计算.

5.3.， 在测试期内，测算以下参数:

    a. 实际生产耗电量

    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供给该电炉本体加热元件的电能量和直接用于生产工艺的辅助设备的耗电量合

计为实际消耗电能量w,kw·h,

    b. 产品的实际质量

    该电炉本次热处理的各种合格产品(工件)的实际质量m;(kg)，其中i=1,2,3...... n，为产品(工件)
品种 。

5.3.2

式中 :

测试周期的总折合质量，:按式(1)计算:

。2一艺。·K,·K,·K,·K,·········，，···················⋯⋯(1)

K— 产品(工件)单件质量折算系数，按表1确定;

K3— 产品‘工件)类别折算系数，按表2确定;

K3- 热处理温度折算系数，按表3确定;

K,— 热处理工艺折算系数，按表4确定。

                      表1 产品(工件)单件质量折算系数

单件产品(工件)质量

      kg/件
> 0 3 0.1̂ 0.3 < 0 1

K, 1.0 1.2 1.5

表2 产品(工件)类别折算系数

产品(工件)类别 工模具类 一般工件类

K, 1.2 1.0

表3 热处理温度折算系数

热处理温度

      ℃
> 1 000 700- 1 000 500̂ -700 350-500 (350

K3 1.5 1.0 0.7 0.5 0.3

表4 热处理工艺折算系数

热 处理工艺 渗碳渗氮 盐浴 铝合金淬火 钢材淬火
退 火保温

时间>20h

  退火保温

时间10̂-20 h

正火、退火保温

  时间<10h

K, 2.0 1.5 1.2 1. 1 1,7 1.3 110

5.3.3 测试周期内的合格产品的可比用电单耗bt(kW . h/kg)按式(2)计算:
                                          b‘二w/m2 ······”·”····..·“·“·”·”·”·········一 (2)

5.4 炉体外表面温升的测定

5.4.1 用温度测量仪表测量电炉最高工作温度下的热稳定状态时炉体外表面任意测量点的温度与特
定环境温度之差，即表面温升oec'C >.

5.4.2炉体外表面温度测量点应分别在护壳(指侧壁和炉顶)、炉门(或炉盖)任选3-5点，但不得在距

炉口(指炉门口、炉盖口、加热元件和热电偶引出孔等)和穿透炉衬的紧固件的周围30 cm范围之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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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得的各组表面温升值取其最大值为监测结果。

5.4.3 特定环境温度指距电炉外壁中心1 m处，并采取隔热措施使温度计不直接受电炉及其他热源

影响时，测得的环境温度。

6工业热处理电炉节能监测合格指标

61 产品可比用电单耗应符合以下要求:

    对于一个生产周期，按5.2.1-5.2.3测定和计算得出的结果，应有bt50. 600 kW " h/kg,
6.2 炉体外表面温升应符合以下要求:

    二对于在额定温度下工作的电炉，表面温升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表面温升规定值

炉型
额定温度

    ℃

表面温升△6.

      ℃

炉壳 炉门或炉盖

箱式电阻炉

750

  950

1 200

1 350

1 500

簇50

550

580

580

5100

5 50

580

5100

’5100

5100

台车式电阻炉 950 550 簇 100

井式电阻炉 19501 200
墓50

簇80

蕊 100

乓 130

I 低温井式回火炉 650 550 5 100

并式气体渗碳护 950 簇 50 镇100

电极盐浴炉 58501 300
撼60

590

    b. 对于不是在额定温度下工作的电炉，应按公式(3)计算后与表5比较，看是否符合要求:

                                △夕(C(B一20)/(t9.一2。)〕，09, ”·”··········”一(3)

式中:AB 测得的表面温升，℃;

      B- 测量时的工作温度，℃，

      氏— 电护的额定温度，℃;

      A0.— 在额定温度下的最大允许表面温升(见表5)"C.

工业热处理电炉节能监测结果评价

  本标准规定的工业热处理电炉监测指标是监测合格的最低标准.监测单位应依此作出合格与不合

格的评价(见附录A).

    监测指标全部合格可评价为“节能监测合格工业热处理电护气

7.2 对监测不合格者，监测单位应作出能源浪费程度的分析评价和提出改进、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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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工业热处理电炉节能监测报告

          (补充件)

编号

被监测单位 监测通知号

被监测电炉 监测日期

监A依据

!沂
」口注

测
s占
果

监测项 目 监测数据 合格指标

产品可比用电单耗

    表面温升

评价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

监测负责人(签字) 监测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加说明 :

    本标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司、国家经贸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能源管理分会技术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国家计委一中科院能源研究所和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

心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严海若、杨印峰、辛定国、李爱仙、王汉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