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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我国冶金工业广泛开展节能工作还只有十多年历史的话，那么系统节能的历史就更短了。
系统节能这个术语几年前才在冶金界较为普遍地使用，大专院校开设相应课程的时间也很晚。
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热能工程系1982年才开设了一门以系统节能为主要内容的选修课，当时课程
的名称是“冶金工业的能源利用”。
热能工程专业或冶金炉专业的早期毕业生没有接触过这门课程。
冶金类其他专业如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压力加工等，直到现在也没有开这门课；这些专业
的毕业生在校时都没有接触过这门课程。
所以，在冶金继续工程教育计划中，列入“系统节能基础”这门课，并编写这门课的教材，是非常必
要的。
本书就是作为这门课的教材，按照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继续工程教育的要求编写的。
从事热工热能和冶金能源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理应较全面地掌握本书的内容，以便做好本职工作。
其他各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可参考本书，熟悉系统节能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并在工作中加以
运用。
我们深信，这对于冶金工业的节能工作定能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系统节能技术基于两个主要概念：一是“载能体”，二是“系统”。
本书的全部内容基本上是围绕这两个概念展开的。
为了分析研究生产中的能耗问题，所用的方法是各色各样的，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
关于定量的方法，因受篇幅限制，本书只介绍了投入产出法和线性规划法两种。
其实，可供选择的数学方法较多，读者可视情况灵活选用，不要受本书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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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节能基础》的全部内容基本上是围绕这两个概念展开的。
为了分析研究生产中的能耗问题，所用的方法是各色各样的，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
关于定量的方法，因受篇幅限制，《系统节能基础》只介绍了投入产出法和线性规划法两种。
其实，可供选择的数学方法较多，读者可视情况灵活选用，不要受《系统节能基础》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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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1.3 回收生产过程中散失的载能体和各种能量回收生产过程中散失的载能体和各种能量是节能
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各生产环节中，这些载能体或能量的回收利用，不一定能降低本环节的原材料单耗和燃料单耗，但
是能降低整个钢铁工业的能耗。
当前更有必要强调这个节能方向，因为我国钢铁企业的高炉和焦炉煤气放散问题依然存在，有的转炉
煤气还没有足量回收利用，各种余热的利用程度还较低，废旧物资的回收工作还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炉渣、废水、废气、乏汽等的综合利用工作尚未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
总之，为了节能，必须沿以上三个方向去考虑各方面的潜力。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全面节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现在比较容易产生的片面性是在节能工作中只抓能源，不抓非能源物资。
也就是说，只抓煤、油、气、电等能源消耗，不抓生产过程中一切原材料、中间产品、辅助原材料、
零部件以及其他各种消耗品等非能源物资的消耗。
能源消耗有定额，非能源物资消耗没有定额。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一切原材料、中间产品、辅助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各种消耗品，都是耗费了能
源才生产出来的。
它们不是这个厂生产的，就是那个厂生产的，反正是国家耗费了能源才生产出来的。
把这些非能源物资浪费了，就等于浪费了能源。
一般抓节能工作时，只考核单位产品生产过程中用了多少煤、油、气、电，而不考核或不像考核能源
消耗那样考核生产过程中用了多少原材料、辅助材料、零部件和其他各种消耗品。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从事节能工作的生产者只注意各自岗位上的能源消耗，而不注意非能源物资的消耗。
所以，非能源物资的单耗高，废品率很高。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最终结果，说得极端些，可能是各厂的能源单耗都很低，但是全国的万元产值能耗
仍很高。
这种抓能源的办法，充其量只能说是抓了一半丢了一半，而且丢掉的可能是一大半，节能的效果不会
很好。
我国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正是原材料消耗高，废品率高。
可以肯定，在原材料消耗高、废品率高的情况下，全国的能耗也一定是高的。
因此，节能工作要两手一起抓，一手抓节约能源，一手抓节约非能源。
能源有定额，非能源物资也要有定额。
只有这样，才能收到综合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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