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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船舶实施能耗定额管理研究
万军

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地方海事处，云南昭通 200032
摘要：近些年来，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中国高度重视能源节约。国务院就颁布了《公共机构

节能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油节电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等文件，全面部署

节能工作。船舶是能源消耗大户，做好节能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能耗计量、统计和定额管理是节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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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海事船舶能源消耗状况，指出了船舶能耗特征，提出了

船舶能耗定额模型。以实际船舶能耗数据为例，结合定额模型，

确定了影响船舶能耗的主要因素，并对实施能耗定额管理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

一、我国海事船舶耗能特征

海事船舶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其它有关水上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所辖水域内开展日常水上巡逻监督，维护

通航秩序及船舶安全；进行航标维护、保养、撤除、更换及港口

航道测绘等工作，提供航海保障服务；应对突发事件，组织进行

海上应急抢险。海事船舶主要包括巡逻船、航标船和测量船等类

型，具有工作量大、数量大、船型多样和快速反应等特点，节能

潜力巨大。海事船舶能源消耗主要包括燃油、岸电和淡水等，海

事船舶能源消耗属于公共机构耗能的一部分，应按照《公共机构

节能条例》有关要求实施能源计量，制定能耗定额，加强能源管

理，充分发挥公共机构在节能工作中的表率作用。海事船舶作业

特点是：进行辖区巡航及航标日常巡检对于航速要求不高，为船

舶根据潮流、气象等有利条件，采取经济航速降低燃油消耗提供

了条件。在日常工作中，船舶可以提前一段时间出发，采用经济

航速。另外，调度部门在保证完成巡航、巡检任务的前提下，可

以合理安排船舶航行周期，科学统筹每航次作业任务，如可以将

日常巡航、海事测量等工作与航标巡检紧密结合，减少航标船出

动频率，发挥海事船舶整体协作优势，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二、我国制定海事船舶能耗定额的思路

实行能源消耗定额管理符合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有关要求，也

是开展节能工作的有效途径，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多种形式的定

额制定方法。如经验测算法，它是由能源管理人员根据经验，对

决定能源消耗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而制定定额的方法，这种定额

就是“经验定额”，这种方法误差较大，适用于在缺少相关数据

的情况下制定能耗定额；数学模型法，它是通过建立能源消耗相

应的数学模型，运用仿真技术、回归方程及目标图像扫描法等研

究机械设备的耗能情况，确定能耗定额；统计分析法，它是运用

统计学原理，对一定统计期内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在科学分析

的基础上确定能耗定额，此种方法制定的定额以大量的统计资料

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能直接反映能源消耗状况；技术测算法，

它是通过技术测定和数学计算，结合能源消耗实际经验，采用技

术措施制定定额，也叫“技术定额”，这种方法适用于能耗比较

单一，主要能耗设备装有计量器具的情况；区间预测法，它是根

据能源消耗在某一时间区间内，具有明显的惯性，在环境近似的

情况下可以认为能源消耗是前段活动的复制结果。在实际应用中，

以上制定能耗定额的方法却又各有不足，如经验预测法，其计算

值与实际值经常偏差较大，往往需作较大调整，数学模型法也多

受环境、设备、工艺等实际条件限制，因此在制定船舶能耗定额

时应综合考虑以上方法。实践证明以技术测算法为主，同时辅以

统计分析法加以验证，此种方法制定的能耗定额较为科学，称之

为海事船舶综合能耗定额。海事船舶综合能耗定额是在对影响能

源消耗的主要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用数量关系表示各因

素的影响程度。通过深入分析海事船舶实际耗能情况发现，燃油

消耗受船舶技术状况、航速、潮流、气象以及作业任务等因素影

响，呈动态变化趋势，即使在船舶运行时间相同的情况下能耗也

有所差别，而船舶淡水消耗及停泊时岸电消耗的影响因素单一，

呈静态趋势。因此，制定海事船舶能耗定额应充分考虑船舶这一

特性，保证船舶正常作业所需能源消耗，鼓励使用节能措施，严

格控制淡水和岸电消耗。

三、淡水定额

海事船舶淡水消耗主要包括船员生活用水、设备用水及冲洗

甲板用水等几部分，其中以船员生活用水消耗为主。为方便计算，

确定船舶淡水消耗定额时仅考虑了船员人数这一影响因素，按照

有关规范要求，船员每天生活用水按照 70kg计算，适当提高了

用水量标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H=0.07×n×t———————(11)

式中：H—船舶淡水消耗，吨；

n—船舶实际在船人数；

t—定额执行时间，天。

四、实例定额执行情况

某航标船 2002年建造，总长 72.35米，型宽 11.8米，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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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米，总吨 1210吨，定员 44人。船舶停泊时用电设备折算功率

10.26Kw。二季度主机运转 212小时，发电机运转 246小时，锅

炉未使用，未执行应急任务，实际消耗燃油 83吨，岸电消耗 19325
度，淡水消耗 296吨。根据海事船舶综合能耗定额公式计算可得，

燃油消耗定额为：

G z=P e×g e×t×β

=970kw×220g/kwh×212h×0.85=38.4吨

G z=P e×g e×t×β

=133kw×231.2g/kwh×246h×1.2=9.1吨

G总=2G z+G f=85.9吨

岸电消耗定额为：

D=W′×t=10.24kw×(90×24-212)h=19948度

淡水消耗定额为：

H=0.07×n×t=0.07×90×44=277.2吨

对比发现，船舶燃油消耗较定额节约 3.3%，岸电消耗较定额

节约 3.1%，淡水消耗超出定额 6.7%，经分析，该船近期作业任

务频繁，每次作业后均需冲洗甲板，导致淡水消耗增加。将定额

与前三年能耗统计分析进行比较发现，燃油、岸电定额均低于前

三年相同情况下能耗水平。对于大型航标船，淡水消耗略显不足，

可通过适当调高用水标准或加入淡水系数进行调节。

五、船舶能源消耗定额管理实施注意事项

1.做好能源计量。计量是海事船舶实施能耗定额管理的基础，

船舶必须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才能分类分项度量能源的使用。

通过计量明确能源的流向与流量，出具准确可靠的计量数据，为

制定能耗定额提供科学数据。要明确分项计量的具体管理部门和

人员，建立计量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度，明确具体用能量的统计

和分析。按照有关标准或规定，配备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

建立分项计量系统，并且健全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管理及

检定(校准)制度。

2.加强能耗统计。海事船舶应建立比较完整、准确的能耗统

计台帐，做好各耗能设备运行及能耗记录。能源消耗统计要准确、

及时，要建立能源进、耗、存的原始记录，为保证定额制定的可

靠性做好数据基础。能源统计台帐是根据能源管理与分析工作的

需要，分类汇集、整理和积累能源原始记录的帐册，是制定能耗

定额的依据。能源统计台帐的各项指标、统计范围、分组标志、

计算方法都应相互一致，相互衔接。

3.合理修订能耗定额。海事船舶实施能耗定额管理，年终完

成任务量与年初计划变化较大时，可重新修订定额，修订后的定

额作为执行定额。也可在制定定额时引入修正系数，根据船舶实

际工作特点，运用系数加以修正，保证定额具有合理性、科学性、

先进性。同时，要根据能耗统计分析，剔除特殊因素，对于海事

船舶执行应急任务、临时任务等所发生的意外能耗，可以单独计

算，以保护船舶节能的积极性。

总之，实践证明，海事船舶通过实施能耗定额管理，能源消

耗有了基本的标准，对船员产生了约束效应，提高了船员节能意

识，改变了过去的能源无序使用状况，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

参考文献：

[1] 张秀英，海事船舶实施能耗定额管理分析.2019.

[2] 李丹阳，浅谈海事船舶实施能耗定额管理研究.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