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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处理产品能耗限额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餐厨垃圾处理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的技术要求、计算原则、统计

范围、计算评价方法和节能管理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餐厨垃圾处理单位产品（脂肪酸甲酯、肥料和沼气）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对新建

设施的能耗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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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8172 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GB 18877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标准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CJ/T 227 垃圾生化处理机 

CJ/T 3059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技术评价指标 

NY 525 有机肥料标准 

NY 798 复合微生物肥料 

NY 884 生物有机肥 

DB 11/T 170 生活有机垃圾微生物处理设备技术条件 

DB 11/T 272  生活垃圾堆肥厂运行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生产界区 the areaof resourceful treatment of kitchen waste 

从餐厨垃圾卸料开始，到生产出合格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由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

系统组成，不包括产品的深加工系统(如沼气纯化与制CNG系统、肥料精细加工系统等)和生活系统（如

食堂、宿舍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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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 kitchen waste 

本标准中所称餐厨垃圾，是指饭店、企事业单位食堂等的饮食剩余物以及后厨的食品加工过程的废

弃物，亦包括从具备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的居住区内收集的易腐有机垃圾。 

3.3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 resourceful treatment of kitchen waste 

是指在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同时能够生产脂肪酸甲酯、肥料或沼气等产品的处理过程。 

3.4  

脂肪酸甲酯综合能耗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FAME 

在统计期内脂肪酸甲酯生产工序生产单位合格脂肪酸甲酯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折合标准煤总量。 

3.5  

可比肥料综合能耗 the comparabl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fertilizer 

在统计期内肥料生产工序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按其肥料产品所满足的标准统一修

正后并折算成标准煤所得到的综合能耗。 

3.6  

可比沼气综合能耗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biogas 

在统计期内厌氧发酵产沼气工序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按其沼气产品所含甲烷含量

统一修正至100%甲烷含量后并折算成标准煤所得到的综合能耗。 

 

4 技术要求 

4.1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产品 

4.1.1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的产品包括脂肪酸甲酯、肥料和沼气。 

4.1.2 沼气产品是指餐厨垃圾厌氧发酵过程产生的沼气中被用于生产深加工产品（如 CNG、LNG、电或

热等）或供给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生产界区外使用（如供给食堂、浴室等）的部分。沼气产品应按甲烷

含量修正为可比沼气，修正系数为 J。计算沼气产品能耗时，应采用同一统计报告期内产出的修正后的

可比沼气产品产量。 

4.1.3 肥料产品是指利用餐厨垃圾或餐厨垃圾厌氧发酵后的沼渣进行好氧生物处理后，生产的符合 GB 

8172规定的堆肥产物。如生产的肥料产品除符合 GB 8172的规定外，还符合 GB 18877、NY 525、NY 798

或 NY 884的规定，则需要将肥料产品修正为可比肥料产品，修正系数为 F。计算可比肥料产品能耗时，

应采用同一统计报告期内产出的修正后的可比肥料产品产量。 

4.1.4 脂肪酸甲酯产品是指从餐厨垃圾中分离的废油脂脱去甘油并甲酯化后的产物。计算脂肪酸甲酯

产品能耗时，应采用同一统计报告期内产出的合格脂肪酸甲酯产品产量。 

4.2 可比产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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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可比沼气产品计算 

沼气产品应按甲烷含量修正为可比沼气产品，可比沼气产品的计算方法如下： 

可比沼气产品＝沼气产品×修正系数J 

zqNJ =  

式中：Nzq为沼气产品的甲烷含量。 

4.2.2 可比肥料产品计算 

肥料产品应按不同肥料标准修正为可比肥料产品，可比肥料产品的计算方法如下： 

可比肥料产品＝肥料产品×修正系数F 

肥料产品的修正系数F按表1选取。 

表 1肥料产品修正系数 

产品所符合的标准 修正系数 

GB8172 1.0 

GB 18877、NY525、NY798或NY884 2.0 

 

4.3 现有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Edi)和基础值 

现有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单位产品的能耗应不高于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为表 2中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的基础值与各种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的乘积。 

表 2现有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的基础值 

主工艺 

脂肪酸甲酯综合

能耗限定值的基

础值 

kgce/t 

可比肥料综合能耗

限定值的基础值 

kgce/t 

可比沼气综合

能耗限定值的

基础值 

kgce/m
3
 

厌氧发酵产沼 75 — 0.11 

厌氧发酵产沼制

肥 
75 70 0.06 

好氧生物处理 75 55 — 

注：kgce——千克标准煤 

4.4 新建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Ezi)和基础值 

新建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单位产品的能耗应不高于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为表 3中单位产品能耗限准入值的基础值与各种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的乘积。 

 

表 3新建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的基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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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工艺 

脂肪酸甲酯综合

能耗准入值的基

础值 

kgce/t 

可比肥料综合能耗

准入值的基础值 

kgce/t 

可比沼气综合

能耗准入值的

基础值 

kgce/m
3
 

厌氧发酵产沼 65 — 0.09 

厌氧发酵产沼制

肥 
65 60 0.06 

好氧生物处理 65 45 — 

 

4.5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Exi)和基础值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应通过改进工艺、节能技术改造及加强节能管理等方式降低能耗，使其单

位产品能耗达到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为表 4中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的基础值与各种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的乘积。 

 

表 4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的基础值 

主工艺 

脂肪酸甲酯综合

能耗先进值的基

础值 

kgce/t 

可比肥料综合能耗

先进值的基础值 

kgce/t 

可比沼气综合

能耗先进值的

基础值 

kgce/m
3
 

厌氧发酵产沼 55 — 0.07 

厌氧发酵产沼制

肥 
55 50 0.03 

好氧生物处理 55 35 — 

4.6 修正系数 

4.6.1 生产规模修正系数（K） 

日处理规模小于1t的餐厨垃圾分散处理设施，其能耗限额修正系数K=1.2，其他规模的餐厨垃圾处

理设施，其能耗限额修正系数K=1.0。 

4.6.2 污水处理修正系数（H） 

若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生产界区内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能耗限额的修正系数H=1.0；设有污水处理

设施，能耗限额的修正系数H按表5选取。 

表 5污水处理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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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工艺 

脂肪酸甲酯综合

能耗修正系数 

可比肥料综合能

耗修正系数 

可比沼气综合能

耗修正系数 

厌氧发酵产沼 1.0 — 1.4 

厌氧发酵产沼制肥 1.0 1.5 1.0 

好氧生物处理 1.0 1.2 — 

 

4.6.3 沼液固液分离修正系数（Z） 

若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生产界区内不含有沼渣固液分离系统，其能耗限额乘以修正系数Z =1.0；设

有沼渣固液分离系统，脂肪酸甲酯和可比肥料的能耗限额的修正系数Z=1.0，可比沼气能耗限额的修正

系数Z按表6选取。 

表 6固液分离修正系数 

沼渣含水率 W（%） 可比沼气综合能耗修正系

数 Z 

W﹤80 1.5 

W≥80 1.0 

 

5 计算原则、统计范围及计算评价方法 

5.1 能耗计算原则 

5.1.1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的实际（生产）能源消耗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的实际（生产）能源消耗，是指发生于生产界区内的用于生产活动的各种

能源。它包括：一次能源（原煤、天然气等）、二次能源（电力、热力、石油制品等）和生产使用的耗

能工质及余热资源（水、压缩空气等），亦包括能源和耗能工质及余热资源在企业内部进行贮存、转换

及计量供应（包括外销）过程中的损耗。其主要用于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但不包

括基建项目（包括技改）用能。 

辅助材料不计入产品能耗，如润滑油、洗油等。 

5.1.2 能耗的计算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消耗的能源和耗能工质及余热资源的实物量的计算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法》和GB 17167的要求，并应按GB/T 2589的要求进行统计，并折算为标准煤量。 

5.2 能耗统计范围 

本标准能耗统计范围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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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产品综合能耗统计范围 

产品 能耗统计范围 

脂肪酸甲酯 
前处理工序中餐厨垃圾从进入除油系统至产出合格的脂肪酸甲酯产品的整

个生产过程的能耗。 

沼气 生产界区内除脂肪酸甲酯生产工序的能耗外的全部能源消耗。 

肥料 生产界区内除脂肪酸甲酯生产工序的能耗外的全部能耗。 

沼气产品的能耗统计范围是前处理后的餐厨垃圾从进入均质罐（或其他暂存

装置）至沼液完成固液分离、沼气输入储气囊（贮气柜）的全部能耗。 
沼气和肥料 

肥料产品的能耗统计范围是生产界区内除脂肪酸甲酯和沼气生产工序的能

耗外的全部能耗。 

 

5.3 计算评价方法 

5.3.1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统计报告期内的能源消耗量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统计报告期内的能源消耗量按式（1）计算。 

Exh=E1+E2-E3-E4-E5-E6-E7……………………………………………(1) 

式中： 

Exh——统计报告期内处理设施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1——统计报告期内购入的能源量； 

E2——统计报告期初始库存量； 

E3——统计报告期期末库存量； 

E4——统计报告期内外销的能源量； 

E5——统计报告期内生活用能量； 

E6——统计报告期内产品深加工用能量； 

E7——统计报告期内工程建设用能量。 

所统计的各种能源不得重计或漏计。存在供需关系时，输入、输出双方在计算中应保持一致。 

5.3.2 统计报告期内产品综合能耗 

计算统计报告期内产品综合能耗时,各个参数的计算与统计方式应符合GB/T 2589的相关规定，计算

产品综合能耗应使用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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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 

Eqi——统计报告期内某种产品 i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ij——统计报告期内该种产品统计范围内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量，实物单位； 

Kj——该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计算方法参照 GB/T 2589（下同）； 

n——该种产品统计范围内能源种数； 

5.3.3 单位产品能耗 

计算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过程应符合 GB/T 12723的相关规定，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时，应用公

式（3）计算： 

……………………………………………(3) 

式中： 

Epi——统计报告期内某种产品单位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Mi——统计报告期内该种（可比）产品产量（脂肪酸甲酯、可比沼气或可比肥料），单位为吨（t）； 

 

5.3.4 评价方法 

对设施的餐厨垃圾处理产品能耗的评价应选取一年为一个统计报告期，现有设施的评价方法如公

式（4）和（6）所示；新建设施的评价方法如公式（5）所示。 

……………………………………………………(4) 

……………………………………………………(5) 

……………………………………………………(6) 

6 节能管理措施 

6.1 基础管理 

6.1.1 企业应定期对生产中单位产品消耗的燃料量和用量进行考核，能效考核方法参照 GB 17167。应

把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基层部门，建立用能责任制度。 

6.1.2 餐厨垃圾堆肥处理过程应符合 DB 11/T 272中节能减排相关规定，应按要求建立能耗统计体系，

应建立能耗测试数据、能耗计算和考核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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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采用小型生活处理机处理餐厨垃圾，生产设备需满足 CJ/T 227相关要求，生产过程应参考 DB 

11/T 170的相关规定，每台处理设备均应配备电能表，对电功率过高的处理机及时维修或淘汰处理。 

6.2 技术管理 

6.2.1 企业所使用的电动机系统、泵系统、通风机系统、电力变压器、工业锅炉、生活锅炉、空气调

节系统等通用耗能设备的运行应符合 GB/T 12497中对机电设备的节能要求，并符合北京市及国家相关

节能标准要求，达到经济运行的状态。 

6.2.2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企业在各生产工序中，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生产系统正常、连续和稳定

运行，提高系统运转率，实现高效、优质、低耗和清洁生产。 

6.2.3 各企业应积极推广和使用新型节能技术，如节能餐厨垃圾预处理技术、节能发酵技术、节能输

送技术、余热利用技术等，积极推广和使用新型节能装备，如新型挤压分离设备、新型节能发酵罐、节

能鼓风设备等。 

6.2.4 对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内的机械设备做严格的运行记录，建议每年对各个工位做出能耗及效率评

价，评价方式参见 CJ/T 3059和 GB 200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