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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务来源及编制目的

1、任务来源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标准的修订是根据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科技司(科标字[2021]21 号)下达的标准项目（项目编号为：

2021-LY-056），标准编制组于 2021 年 7 月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签订

了标准制、修订项目合同书。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坚持以科学一流标准引领林草

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追求，紧紧抓住“控数量、提质

量、强应用、重服务”4 个关键，按照国家林业草原局党组要求，对

现有的林业能源领域标准进行了整合优化，形成了《林业能源领域标

准体系》。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 生态司关于印发林业

能源领域标准体系和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科标字〔2021〕46 号）

要求，将 LY/T 1287-2012《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LY/T

3160-2019《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和 LY/T 1286-2022《刨花干

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整合成一个标准，因此将《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

测方法》标准项目更名为《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方法》。

2、编制目的

我国为人造板生产大国，人造板产业不仅是技术、资金、资源密

集型产业，也是能源消耗大户，我国的人造板生产企业多为中小型企

业，技术水平和能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人造板产品生产成本中能耗较高，如胶合板产品生产成本中能耗约占

２５％，而单板干燥的热能消耗占胶合板生产全部能耗的７５％以

上。随着能源供应形势日趋紧张，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致使人造板



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压力加大。《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

监测方法》林业行业标准的制定对引导我国人造板产业的健康发展，

促进人造板生产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做好节能减排工

作将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将推动人造板生产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

升级，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降低物耗能耗，重视环境保护，从而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节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节能监测的一项重要

任务就是依据国家有关节约能源的法规和技术标准对能源利用状况

进行监督检测,能够使落后生产能力、落后工艺装备、落后产品的淘

汰工作落到实处。开展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是为了更好

地挖掘人造板生产中的节能潜力, 降低人造板生产的能耗, 提高企

业能源管理水平,达到有效利用并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的目的, 定期

对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进行节能监测，对落实 2020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达峰、

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件修订日期为 2021 年 7 月—2022 年 12 月。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国营松江胶合板厂有限公司、哈尔滨木

器制造有限公司、国家木制家具及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徐州）、

云南新泽兴人造板有限公司、江苏伟森家居有限公司，邳州市江山木

业有限公司、广西林业集团崇左驰普置业公司、黑龙江省生态研究所、

哈尔滨铠安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德科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战秀英、史铁槐、赵邵松、杨兆金、尹文

韬、李良林、刘禹、李骜、黄立民、史伟任、苏治。

技术归口单位：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林业能源

管理分技术委员会。



二、编制原则和修订标准的必要性

1、编制原则

1）贯彻执行国家相关的节能减排方针、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十四五”期间我国企业发展的重点方

向，我国已成为世界人造板大国，近年来，我国人造板的产量保持在

3亿立方米左右，全年消耗能源折合标准煤超过 500 万吨，人造板生

产过目标程中的能源消耗大，约有 70%能耗发生在干燥和热压工序，

生产单位产量综合能耗高，生产节能潜力很大。节能监测是政府推动

能源合理利用的一项重要手段，通过对设备测试、能质检验等技术手

段，对用能单位的能源状况进行定量分析，依据国家有关能源法规和

技术标准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做出评价，对浪费能源的行为提

出处理意见，加强了政府对用能单位合理利用能源的监督。因此，本

文件的修订充分贯彻国家节能减排方针政策，更好顺应技术进步趋

势，符合人造板行业节能减排发展新态势，反映林业行业企业在节能

减排方面的不断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高耗能

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这项规定确立了对

高耗能设备实施节能审查和监管的法律制度，反映了高耗能设备在我

国节能降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国家重视并推行对高耗能设备

节能管理的决心。

2）鼓励先进，促进企业协调发展

节能减排应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近年来，许多新的节能技

术，如热能中心综合供热技术、密闭式凝结水回收技术、干燥尾气余

热回收技术等在人造板行业中得到较广泛的应用，取得显著成效。新

的节能技术和管理手段为人造板生产的节能降耗提供了很好的技术

基础,使生产企业自觉形成有效的节能管控机制，加快实现能源高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5%BA%9C/14169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D%E6%BA%90/233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B%E6%AE%B5/11053605


利用和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标准的制定旨在鼓励企业在现有节能

技术、设施及管理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应用先进节能技术进行改进及

完善，推动能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

坚实基础，助力完成“十四五”节能减排目标，为国家及林业行业节

能减排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3）符合国情，方便企业具体实施

当前国内大部分人造板生产企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产技术和

管理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本标准的制定在符合我国人造板行业发

展规划要求的前提下，还必须正视行业内不同技术水平企业间的差

别，为各方所接受。测试指标的确定要充分体现国家对节能减排工作

的总体要求，鼓励企业采用正规先进的能源计量器具进行节能监测，

加强对相关技术人员的专业培训，以推进我国人造板行业节能工作的

科学发展。

4）去繁求简，规范明确指标定义和计算方法

通过调研、收集、统计、整理资料和广泛征求有关科研、管理部

门、生产单位的意见，讨论确定节能监测指标的定义、统计范围、测

试和计算方法。使标准能够适应当前的生产实际，具有可比性，达到

目前国内的先进水平，为推动人造板企业开展节能监测工作创造有利

条件。

5）加强节能管理，彰显实效

本文件的编制坚持节能优先的方针，以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为核心，以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为根本，以

法治为保障，以提高终端用能效率为重点，强化宣传，加强管理，形

成企业和社会自觉节能的机制，加快建设节能型社会。本文件在修订

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前生产设备、工艺等方面的变化，以能源的有效



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2、修订标准的必要性

1）与国家能源新要求相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曾在第七十五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央经济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等重要会议和重要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对“双碳”工作作出系统安排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双

碳”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了早日

实现“双碳”目标，加快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高效化、低碳化，进

一步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真正把节能减排转化为企业的内在要

求，实现企业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为此十分有必要制定《人造板

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方法》来指导和规范企业降能耗减排放的

具体工作，同时也为林业企业节能减排标准化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2）原标准已“超龄”

根据我国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中规定：“国家标准实施五年

内要进行复审，即国家标准有效期一般为5年”,LY/T 1287-2012《人

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林业标准，自2012年发布以来，已实施10

年之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我国人

造板生产企业的生产工艺有了大量的更新，新的节能设备、节能技术

也应运而生，原来的标准已不能完全适应人造板生产企业的需要，因

此，根据上述文件规定以及排放标准发展变化的情况来看，目前对该

标准进行修订十分必要。

三、制订依据

1、本标准内容确定的主要依据



1）《热设备能量平衡通则（GB 2587）

2）《设备热效率计算通则》（GB 2588）

3）《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 4272）

4） 《蒸汽供热系统凝结水回收及蒸汽疏水阀技术管理要求》

（GB/T 12712）

5）《蒸汽加热设备节能监测方法》（GB/T 15914）

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7）《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8）贯彻执行国家相关的能源方针、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2、测试指标确定的依据

标准编制组主要通过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造板生产企业能源

利用和节能监测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分析总结，同人造板生

产主要耗能设备制造厂家的技术人员一同研究、协商，并参照国内其

他人造板节能测试标准，按照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适应人造板行业现状和今后发展要求为总体依据来确定测试指标和

方法。

3、标准编写的格式和规则

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四、主要制订工作过程

1、成立了标准修订工作组，对原标准做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标准项目下达后成立了《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方

法》标准修订工作组，首先对原标准做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原

标准的制定方法科学、合理，各种参数的确定符合我国人造板生产企

业的实际情况，十几年来为我国人造板生产企业的节能降耗和能耗定



额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

我国人造板生产企业的生产工艺有了大幅度的更新，原来单独的三个

标准已经不适应新的节能要求，应该进行修订并整合。

2、工作组成员和专家一起进行分析研讨，确定整合内容、检查

内容和测试内容

为了保证《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方法》林业行业标

准制订科学合理，充分体现国家及能源环保部门对节能减排工作的总

体要求，工作组成立不久，专门组织了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省林科

院、林业能源管理分委会、生产企业等单位的专家和教授对标准的整

合内容、检查内容和测试内容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并达成一致。

1)前版的《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中的检查和测试项目

LY/T 1287-2012《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是 2012 年发布，

并于 2012 年实施。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中的检查项目是：

a) 热压机汽水管路、导热油管路密封状况；

b) 蒸汽、导热油主管道保温状况；

c) 凝结水回收利用状况；

d) 热压机热效率；

e) 热压机导热油指标；

f) 热压机压板导热油管路内壁碳化层覆盖面积与工作表面总面

积的比率。

测试项目是：

a) 疏水阀漏汽率；

b) 凝结水温度；

c) 蒸汽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2）前版的《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中的检查和测试项目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是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

2019 年下达的文件批准的，项目编号为 2019-LY-089，标准编制承担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2019 年 5 月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签订

了标准制修订项目合同书。2020 年完成了审查，2021 年完成了报批，

2022 年 9 月发布。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中的检查项目是：

a) 设备状况；

b) 干燥机热效率；

c) 凝结水回收利用状况；

d) 干燥机导热油指标。

测试项目是：

a) 排湿温度；

b) 凝结水温度；

c) 疏水阀漏汽率；

d) 保温层表面温度；

e) 干燥热风回收利用状况。

3）前版的《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中的检查和测试项目

前版的 LY/T 3160-2019《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是 2019 年

发布，2020 年 4 月 1日实施。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中的检查项目是：

a) 设备状况；

b) 干燥机热效率；

c) 凝结水回收利用状况；

d) 干燥机导热热指标。



测试项目是：

a) 排湿温度；

b) 凝结水温度；

c) 疏水阀漏汽率；

d) 保温层表面温度；

e) 干燥热风回收利用状况。

4）《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方法》中的检查和测试

项目

前版的三个标准中的检查项目和测试项目的内容非常相近，经过

项目组成员和专家反复研究、斟酌和论证，确定了标准整合内容，检

查项目和测试项目如下：

《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方法》中的检查项目是：

a) 设备状况；

b) 热效率；

c) 凝结水回收利用状况（蒸汽做为导热介质时）；

d) 热油相关指标（导热油做为导热介质时） 。

测试项目是：

a) 凝结水温度（蒸汽做为导热介质时）；

b) 疏水阀漏汽率（蒸汽做为导热介质时）；

c) 蒸汽或导热油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d) 刨花干燥机排湿温度；

e) 干燥机干燥热风回收利用状况。

3、项目的测试和调研

为了保证《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方法》标准的制订

科学合理，充分体现国家及能源环保部门对节能减排的总体要求，标

准制订工作组成立后，对产业集聚度较高的浙江、湖北、山东、广西、



云南、广东等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人造板生产企业、干燥机设备制

造企业、热压机设备制造企业进行了测试和调研。由于疫情影响，调

研采用现场、电话、微信、邮件相结合的方式，主要调研的生产企业

有广西新威林板业有限公司、云南新泽兴人造板有限公司 、广西德

科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邳州市江山木业有限公司、广西丰林木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盐银港湖北人造板有限公司、广西明源木业有限公

司、徐州市江山木业有限公司、广西宜州凯立木业有限公司、国家木

制家具及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徐州）、崇左广林迪芬新材料有

限公司、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东正木业有限公司、上

思华林林产工业有限公司、广东惠州木业有限公司、江苏伟森家居有

限公司、南宁市嘉福木业有限公司、伍德人造板设备厂，南宁市磨氏

林圣木业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森

和木业有限公司等单位。主要调研的设备制造企业有福马机械集团、

江苏正点梅俊智能成套干燥设备、万锐智能热压机压贴技术应用有限

公司，哈尔滨东大林业技术装备有限公司等单位。并同东北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教授进行了多次咨询和沟

通。

1）《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指标的确定

为了更好的确定《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标准项目的检查项

目和测试项目的数据，标准起草小组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刨花板生产

企业进行现场调研测试、收集统计资料和广泛征求有关科研、管理部

门、刨花干燥机设计、制造和使用单位的意见，讨论确定刨花干燥机

节能监测指标和方法，使标准能够适应当前的生产实际和我国国情。

标准起草小组对收集来的各种数据资料进行了细致、合理的分析、归

纳和总结。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如表 1--表 10 所示。



表 1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新威林）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无（烟气作热源）

热效率（%） 85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13

导热油残炭（%） 1.1

热风回收利用率（%） 35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3

凝结水温度（℃） 无

疏水阀漏汽率（%） 无

保温层表面温度（℃） 38

表 2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热效率（%）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12

导热油残炭（%） 0.8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5

凝结水温度（℃）

疏水阀漏汽率（%）

保温层表面温度（℃） 39



表 3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热效率(%)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13

导热油残炭(%) 1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6

凝结水温度(℃)

疏水阀漏汽率(%)

保温层表面温度(℃) 38

表 4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72

热效率(%) 59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导热油残炭(%)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4

凝结水温度(℃) 87

疏水阀漏汽率(%) 2.8

保温层表面温度(℃) 42



表 5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新威林）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无（烟气作热源）

热效率(%) 76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烟气作热源）

导热油残炭(%) 无（烟气作热源）

热风回收利用率(%) 38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0

凝结水温度(℃) 无

疏水阀漏汽率(%) 无

保温层表面温度(℃) 40

表 6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水天科技）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无（烟气作热源）

热效率（%） 79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烟气作热源）

导热油残炭（%） 无（烟气作热源）

热风回收利用率（%） 35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2

凝结水温度（℃） 无

疏水阀漏汽率（%） 无

保温层表面温度（℃） 43



表 7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云南新泽兴）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无（烟气作热源）

热效率（%） 77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烟气作热源）

导热油残炭（%） 无（烟气作热源）

热风回收利用率（%） 40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0

凝结水温度（℃） 无

疏水阀漏汽率（%） 无

保温层表面温度（℃） 45

表 8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广西丰林）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无（烟气作热源）

热效率（%） 75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烟气作热源）

导热油残炭（%） 无（烟气作热源）

热风回收利用率（%） 38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5

凝结水温度（℃） 无

疏水阀漏汽率（%） 无

保温层表面温度（℃） 43



表 9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新威林）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无（烟气作热源）

热效率（%） 78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烟气作热源）

导热油残炭（%） 无（烟气作热源）

热风回收利用率（%） 40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0

凝结水温度（℃） 无

疏水阀漏汽率（%） 无

保温层表面温度（℃） 40

表 10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设备状况（水天科技） 良好

凝结水回收率（%） 无（烟气作热源）

热效率（%） 80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烟气作热源）

导热油残炭（%） 无（烟气作热源）

热风回收利用率（%） 35

测试项目

排湿温度（℃） 122

凝结水温度（℃） 无

疏水阀漏汽率（%） 无

保温层表面温度（℃） 42



由于《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标准项目是 2022 年 9 月发布，

内容指标没有大的变化。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合格指标应符合表 11的规定。

表 11 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合格指标表

2）《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指标的确定

为了更好的确定《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标准项目的检查

项目和测试项目的数据，标准起草小组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刨花板生

产企业、纤维板生产企业、胶合板生产企业进行现场调研测试、收集

统计资料和广泛征求有关科研、管理部门、热压机设计、制造和使用

单位的意见，讨论确定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和方法，使标准能

够适应当前的生产实际和我国国情。标准起草小组对收集来的各种数

据资料进行了细致、合理的分析、归纳和总结。

排湿

温度

（℃）

凝结水

温 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 面

温 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 收

利用率

（％）

导 热 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 炭

增加值

（％）

热风回收

利 用 率

（％）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烟

气

作热

源

用导热油

作 热 源

用导热

油

作 热

源

用烟气

作热源

≤130 ≤90 ≤3 ≤45 ≥55 ≥75 ≥70 ≤15 ≤1.2 ≥35

注 1：若疏水阀后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装置或用导热油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阀漏汽

率和凝结水温度。

注 2：用蒸汽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导热油残炭”。

注 3：用烟气作热源的则只要考核排湿温度、保温层表面温度、热效率、热风回收利用率。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表如表12--表18所示。

表 12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管路密封状况 良好

主管道保温层保温情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利用率（%） 无（热油加热）

热效率（%） 无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12

导热油残炭（%） 0.9

测试项目

疏水阀漏气率（%） 无

凝结水温度（℃） 无

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37

表 13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管路密封状况 良好

主管道保温层保温情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利用率（%） 70

热效率（%） 57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

导热油残炭（%） 无

测试项目

疏水阀漏气率（%） 3

凝结水温度（℃） 88

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44



表 14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管路密封状况 良好

主管道保温层保温情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利用率（%） 无

热效率（%）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8

导热油残炭（%） 1

测试项目

疏水阀漏气率（%） 无

凝结水温度（℃） 无

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39

表 15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管路密封状况 良好

主管道保温层保温情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利用率（%） 无

热效率（%）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12

导热油残炭（%） 0.8

测试项目

疏水阀漏气率（%） 无

凝结水温度（℃） 无

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42



表 16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管路密封状况 良好

主管道保温层保温情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利用率（%） 78

热效率（%） 58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

导热油残炭（%） 无

测试项目

疏水阀漏气率（%） 3

凝结水温度（℃） 85

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42

表 17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管路密封状况 良好

主管道保温层保温情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利用率(%) 无

热效率(%)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8

导热油残炭(%) 1

测试项目

疏水阀漏气率(%) 无

凝结水温度(℃) 无

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39



表 18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监 测 项 目 监 测 数 据

检查项目

管路密封状况 良好

主管道保温层保温情况 良好

凝结水回收利用率（%） 82

热效率（%） 55

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 无

导热油残炭（%） 无

测试项目

疏水阀漏气率9%） 2.6

凝结水温度(℃) 86

主管道保温层表面温度(℃) 40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过程中需要强调的几点：

a) 当前人造板生产的热压机以连续压机为主，因为连续压机效

率高、节能。其生产过程中压板始终是闭合的，热损失较小。

b)当前人造板热压机的加热方式以导热油为主，以蒸汽为热介质

的方式热效率低，不符合当前的国家双控的政策。

c)蒸汽为热源的多层热压机的热效率取决于单位时间的换热量。

如果在出口装疏水阀，将蒸汽的气化潜热都换掉，热效率很高，但换

热温差梯度小，换热慢，不适合热压工艺要求，如果将出口疏水阀去

掉，换热温差大，单位时间换热量大，但换热效率很低。所以目前人

造板行业很少用蒸汽换热了。但是，有些环保要求较高的地区，有集

中供蒸汽的企业是不允许建锅炉房，只能用蒸汽。



d)因为导热油加热时为封闭循环，设备没使用完的热量都回到了

锅炉系统，所以考察热效率高低是没有意义的；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

系统的蒸汽加热也不需要考察热效率，道理是一样的。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项目的合格指标应符合表19的规定。

表 19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合格指标表

3)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指标的确定

为了更好的确定《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标准项目的检查项

目和测试项目的数据，标准起草小组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生产企业进

行现场调研测试、收集统计资料和广泛征求有关科研、管理部门、单

板干燥机设计、制造和使用单位的意见，讨论确定单板干燥机节能监

测指标和方法，使标准能够适应当前的生产实际和我国国情。标准起

草小组对收集来的各种数据资料进行了细致、合理的分析归纳和总

结。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如表20--表25所示。

凝结水温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面温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收

利用率

（％）

导热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炭

增加值

（％）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90 ≤3 ≤45 ≥55 ≥70 ≤15 ≤1.2



表 20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表 21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设备

状况

凝结水

温 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 面

温 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 收

利用率

（％）

导 热 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 炭

增加值

（％）

良好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87 2 42 65 82

注 1：若疏水阀后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装置或用导热油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

阀漏汽率和凝结水温度。

注 2：用蒸汽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和“导热油残炭”。

注 3：以导热油为加热介质的干燥机，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阀漏汽率及凝结水温度。

设备

状况

凝结水

温 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 面

温 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 收

利用率

（％）

导 热 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 炭

增加值

（％）

良好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用导热

油作热

源

85 2 40 68 85

注 1：若疏水阀后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装置或用导热油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

阀漏汽率和凝结水温度。

注 2：用蒸汽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导热油残炭”。

注 3：以导热油为加热介质的干燥机，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阀漏汽率及凝结水温度。



表 22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表 23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设备

状况

凝结水

温 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 面

温 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 收

利用率

（％）

导 热 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 炭

增加值

（％）

良好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86 2.5 40 66 80

注 1：若疏水阀后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装置或用导热油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

阀漏汽率和凝结水温度。

注 2：用蒸汽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和“导热油残炭”。

注 3：以导热油为加热介质的干燥机，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阀漏汽率及凝结水温度。

设备

状况

凝结水

温 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 面

温 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 收

利用率

（％）

导热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 炭

增加值

（％）

良好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42 11 0.8

注 1：若疏水阀后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装置或用导热油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

阀漏汽率和凝结水温度。

注 2：用蒸汽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和“导热油残炭”。

注 3：以导热油为加热介质的干燥机，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阀漏汽率及凝结水温度。



表 24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表 25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指标表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项目的合格指标应符合表 26的规定。

设备

状况

凝结水

温 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 面

温 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 收

利用率

（％）

导 热 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 炭

增加值

（％）

良好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 热 源

用导热油

作 热 源

41 12 1.0

注 1：若疏水阀后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装置或用导热油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

水阀漏汽率和凝结水温度。

注 2：用蒸汽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和“导热油残炭”。

注 3：以导热油为加热介质的干燥机，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阀漏汽率及凝结水温度。

设备

状况

凝结水温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面

温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收

利用率

（％）

导 热 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 炭

增加值

（％）

良好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39 10 0.8

注 1：若疏水阀后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装置或用导热油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

疏水阀漏汽率和凝结水温度。

注 2：用蒸汽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导热油残炭”。

注 3：以导热油为加热介质的干燥机，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阀漏汽率及凝结水温

度。



表 26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合格指标表

4、标准起草阶段

本标准起草小组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人造板生产企业进行现场

调研测试、收集统计资料和广泛征求有关科研、管理部门、人造板设

备设计、制造和使用单位的意见，讨论确定节能监测指标和方法，使

标准能够适应当前的生产实际和我国国情。标准起草小组对收集来的

各种数据资料进行了细致、合理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在充分考虑各

种相关因素的基础上，于 2022 年 9 月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

编制说明。

5、本标准与 LY/T 1287-2012《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

a) 修改了文件名称及英文译名（见封面，2012年版的封面）；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 生态司关于印发林业能源领

域标准体系和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科标字〔2021〕46 号）要求，

将 LY/T 1287-2012《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LY/T 3160-2019

《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和 LY/T 1286-2012《刨花干燥机节能

设备

状况

凝结水

温 度

（未回收利用）

（℃）

疏水阀

漏汽率

（％）

保温层

表 面

温 度

（℃）

热效率

（％）

凝结水

回 收

利用率

（％）

导 热 油

运动粘度

变化幅度

（％）

导热油

残 炭

增加值

（％）

良好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蒸汽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热源

用导热油

作 热 源

≤90 ≤3 ≤45 ≥65 ≥70 ≤15 ≤1.2

注 1：若疏水阀后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装置或用导热油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

水阀漏汽率和凝结水温度。

注 2：用蒸汽作热源，则不需要考核“导热油运动粘度变化幅度”、“导热油残炭”。

注 3：以导热油为加热介质的干燥机，则不需要考核热效率、疏水阀漏汽率及凝结水温度。



监测方法》整合成一个标准，因此，将《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

标准项目更名为《人造板生产主要耗能设备节能监测方法》。因此，

修改了文件名称及英文译名

b)修改了范围的部分内容（见第1章，2012年版的第1章）；

因为将 LY/T 1287-2012《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LY/T

3160-2019《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和 LY/T 1286-2012《刨花干

燥机节能监测方法》整合成一个标准，扩大了标准适用范围。因此，

修改了范围的部分内容。

c)修改了检查项目的部分内容（见3.1，2012年版的3.1）；

检查项目应符合《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单板干燥机

节能监测方法》和《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因此，修改了检查

项目的部分内容

d)修改了测试项目的部分内容（见3.2，2012年版的3.2）；

测试项目应符合《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单板干燥机

节能监测方法》和《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因此，修改了测试

项目的部分内容

e)修改了监测条件的部分内容（见4.1，2012年版的4.1）；

统一了《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

方法》和《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的监测范围、监测周期与测试

仪器仪表。因此，修改了监测范围、监测周期与测试仪器仪表的部分

内容。

f)修改了设备状况的检查的部分内容（见4.2，2012年版的4.2，

4.3）；



统一了《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

方法》和《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的设备状况的检查。因此，修

改了设备状况的检查的部分内容。

g)删除了热压机应检查压板导热油管路内壁碳化层覆盖面积与

压板导油管路总面积的比率（见4.7）;

《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中原有“人造板热压机应检查压

板导热油管路内壁碳化层覆盖面积与压板导油管路总面积的比率”的

检查项目，经过同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专家、设备制造企业的技术

人员的研究、探讨、协商，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监测指标在生产实际中

没有合适的测试方法，生产中不适用，为了和其它能耗设备导热热指

标一致(新审定的《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中也将此项去掉)，因

此，删除了“热压机应检查压板导热油管路内壁碳化层覆盖面积与压

板导油管路总面积的比率”。

h)增加了刨花干燥机应进行排湿温度的测试（见4.9;

三个标准合并后，是以《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为基础进

行修订，因此，增加了刨花干燥机应进行排湿温度的测试。

i) 增加了刨花干燥机应进行干燥热风回收利用状况的测试（见

4.10）;

三个标准合并后，是以《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为基础进

行修订，因此，增加了刨花干燥机应进行干燥热风回收利用状况的测

试。

j)修改了设备状况的部分内容（见5.1，2012年版的5.1,5.2）；



统一了《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单板干燥机节能监测

方法》和《刨花干燥机节能监测方法》的其他监测项目的合格指标。

因此，修改了其他监测项目的合格指标的部分内容。

k)修改了凝结水回收利用状况和热效率的部分内容（见 5.2，2012

年版的 5.3）；

随着我国人造板生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的更新发展，需要配备和

使用新型的节能设备和节能技术。项目组通过对人造板生产企业和设

备制造企业的调研，通过与教授、专家、学者进行咨询，经过充分的

企业调研、与企业技术人员研究探讨、和设备制造企业技术人员协商，

同原标准主要制定人（南京林业大学教授）也反复进行了沟通，最后

一致认为用蒸汽作热源单板干燥机热效率可由不低于 60％提高到

65％，人造板热压机用蒸汽加热没有密闭式凝结水回收系统的热压机

的热效率不低于 55%。

l)修改了导热油指标的部分内容（见 5.3，2012 年版的 5.4）；

一般合成油粘度变化较小，矿物油粘度变化较大，残炭增加值也

会相应有所差异，现在普遍使用合成油，变化值往下调整是可以的。

统一调整为以导热油为加热介质的设备，其导热油的运动粘度指标变

化幅度不得大于 15%，导热油残炭增加值不得大于 1.2%。

m)删除了热压机应检查压板导热油管路内壁碳化层覆盖面积与

压板导热油管路内壁表面总面积的比率（见 2012 年版的 5.5）；

n)修改了保温层表面温度的部分内容（见5.4，2012年版的5.6）；



o)增加了刨花干燥机排湿温度（见 5.5）；

p)增加了干燥机热风回收利用率（见 5.6）；

q)增加了附录D（见附录D）。



三个标准合并后，是以《人造板热压机节能监测方法》为基础进

行修订，因此，增加了附录 D 刨花干燥机热效率测试方法。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由于目前国际上没有相关的、或者内容相似的技术标准，因此本

标准的制定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1、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要求；

2、本标准能够贯彻执行国家相关的能源方针、政策、法规和技

术标准；

3、本标准编写时按照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进行；

4、没有发现和其他国际和国内标准存在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此次标准的制定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因此没有关于此项问题

的说明。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此标准为推荐性标准，以此作为指导人造板生产企业进行节

能监测，能够为企业加强能源管理、节能降耗以及节能技术改造、提

高能源利用率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在本次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家林草局相关部门对人

造板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视。而本标准制定的能耗监测指标与国家



和林草行业节能规划步调一致，该指标具有先进性，目前国内部分中

小型人造板生产企业能耗及能源管理水平与之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因

此建议：

1、在标准发布后应组织标准宣传贯彻工作；

2、人造板企业应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力度，自觉淘汰落后生产

能力，重视节能技术开发和应用，加强对生产技术人员的节能培训，

通过技术改造和加强节能管理，提高能效水平，促进产业的集约化、

大型化，增强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3、加强节能宣传，必须认识到将节能工作深入持久开展下去的

意义，必须在全民大力宣传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的节能意识。

因为行为节能比措施节能花钱少、收益大，显得尤为重要。

4、要求企业配置好能源计量、仪器仪表，并按标准规定的规格

量程、精度配齐各种计量仪器仪表。

5、完成企业能量平衡或主要设备的能量平衡测试，找出能耗薄

弱环节，逐步实行技术改造和节能产品的应用，不断提高能源利用率。

6、将能源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特别是能耗定额与能源利用率

完成情况纳入经济责任制，与奖惩挂钩。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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