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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 

 

改进方法 

        管理 

        技术 

 

服务 
 

 

内容 



 生产管理体系问题： 

     1、“三能”不全（EnMS体系不完善，没有对口管理部
门，能效、能耗管理未开展）； 

     2、专业管理基础缺失，没有计量体系，没有及时统计数
据，不做专业分析，不能科学合理指导用能； 

 

 生产硬件系统缺陷： 

     硬件系统不完善，存在系统性浪费； 

     技术细节做得不到位。 

 

 

存在问题 



 宗 旨： 

         以节能诊断、计量为突破口，查找问题，
进行能效、能耗管理；在关键环节选用节能
技术、进行节能改造；         

        硬件：以系统优化理念、方法进行科学合
理优化； 

        软件：建立专业管理体系； 

        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科学、合理、量力
选择设备，淘汰落后设施设备。 

 

改进完善 



采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和集中管理模式建立的管控一
体化的系统性能源管控系统，对企业能源系统的生产、
输配和消耗环节实施集中扁平化的动态监控和数字化管
理。   

建设依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工业能耗在线监测试点工作
的通知》工信部节[2012]340号 

组织落实：要统筹部署推进工业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与企
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 

《GB/T 15587-2008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 17167- 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改进方法----管理节能 

1、企业能源管理中心 



能源管理中心建设 

建设 目标： 
1、打破企业“信息孤岛”，
构建全厂能源相关数据和主
要生产过程数据的采集网络； 
2、对能源质、量监控； 
3、对浪费预警； 
4、分析系统、产线、工序、
设备的节能潜力； 
5、对能耗指标作在线考核，
落实节能目标管理。 





2、能效、能耗管理 

改进方法----管理节能 

3、能源计量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开展 
 
公用系统：一次能源转二次能源采用能效对标管理； 
 
工艺设备：生产车间可采用单位产品能耗管理模式。 



改进方法----技术节能 
1、公用降温水系统 

• 宗旨：需求驱动原则 
• 程序：从用户末端需求出发，考虑整个系统能效，需求温度---

-（需求流量+需求压力）----（供给流量+供给压力）----供水设
备----动力设备 

• 方法：建立数学模型推算系统关键设计参数，确保系统设计
合理、精益，避免偏差叠加。 

最佳流量
计算： 

关键参数计算方法如下，并用专用模拟软件进行拟合验证 



系统压力
计算： 

合理功率
计算： 

换热效率
验算： 

供水效
率： 



• 全厂规划：开、闭式塔的选择；差别、问题；水池大小、
浓水比与加药、旁滤（3-5%）。 

• 塔：填料、布水、风机 
              改造方式：风量、填料、布水、水动风机 



• 泵：高效、设置、变频控制、恒压供水、局部高点供水 
• 管网：保温、防冻、值班水泵、冬季切换、清洗预膜、
排空； 

• 使用：不同季节开度；廉价尽量用足（可组合使用）；
对系统运行参数进行监控，提高整体运行效率；提高浓
水比，从3：1向6-7：1迈进（排污费用相当高）。 



低温水系统： 
 
• 机组：设置合理、磁悬浮 

 
• 运行：满负荷运行、储能（投资、保温） 

降温水串水： 
 
• 原因：失误操作、阀门内漏、系统残留切换混入 

 
• 措施：TCU、工况设备分开、多程盘管、换热器隔
离、水量水温实时检测 

 



特性：潜热远大于显热419/2257kj，压力降低，汽化热增大，
高压过饱和输送，低压饱和使用。 

 输送节能： 

          全厂规划、主管路管径、水锤、减温减压站设置 

 

 

 

 

 

 

 

 

 

 

 

改进方法----技术节能 
2、公用蒸汽系统 



疏水节能 
           疏水意义：安全、热阻、 
           换热效率、影响计量 
 
泄漏防护节能 
           阀门泄漏DN150，0.025mm， 
           13bar，57.6T/a 
           原因、防措 



• 温控节能 
         阀门选型、安装、使用、维护 

 
• 换热节能 
         换热器选择 

 
• 凝水回收节能 
         开式 
         闭式 

 
• 二次蒸汽回收节能 

 

• 计量节能 
           仪表选择、安装与工况要求、干度、阻力 





改进方法----技术节能 

3、生产系统节能 

过滤节能：分级过滤是否合理？表层过滤。 
 
干燥节能：干燥操作优化、热风干燥能量回收、热泵干燥 
 
冷凝节能：合理设置、操作方法、设备 
 
精馏节能：设备、工艺、技术 
 
环保节能：预处理-生化处理（污泥减量控制） 
 
中水回用：雨水（用能、用水）、环保合格排水 
 
制药用水：一级RO浓水处理 



 1、从系统全局出发，在专业软件计算的基
础上，进行系统性优化，达到整体节能、
减排，打造精益生产平台 

 2、信息管理与智能制造 

 3、公用系统运维托管（公用系统、环保） 

 4、专利设备 

专业服务 



 1、人员：团队人员组成合理，有多年经验
的设计、生产专业人员； 

 2、平台：资源、信息多； 

 3、模式：技术、设备、构件进行整合，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分包； 

 4、方法：采用Aspen Plus、PRO ii、CFD模
拟分析软件，计算合理、论证充分、意见中
立。 

我们的优势 



产品一： 

能源监测、计量系统 



医药行业能源管理现状与问题 

• 能源计量系统不完善 
• 数据手动采集，时效性差 
• 能源数据不完整 
• 能源分级分项考核制度未建立或执
行不严 

• 能源调度，经济运行无法实现 
• 无法给管理层提供能源管理决策依
据 

• 重点工艺设备缺少能源输入指导 
  

• 现有数据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利用 
 



打造效率工厂 





能源管理系统与节约  

20-30% 



能源管理模块内容 



能源管理系统大致结构   



人机关系 



系统结构：3个组成部分  

能源中心设备 
计量仪表 数据采集中心 

能源控制设备 能源控制操作系统 

未来节能减排任务 

操作员 

能源监测、计量系统 

能
源
监
控
系
统 



能源数据监测、计量系统 

客户工厂 

智能仪表安装方案由工
程师现场勘测后确定 



未来扩展 

智能能源运维管理系统 

能源数据监测系统 

Internet 

远程服务 
系统 



作  用 





能源计量实施原则 
• 能源计量遵循法规 
• 客户需求  
             现场调研，抓大放小、实用节约、
重数据分析挖潜 

 
 
能源计量实施流程 

• 节能诊断 
• 客户需求分析 
• 能源计量系统的方案设计 
• 方案实施 
• 试运行验收 
• 回顾评价 
• 数据应用 

 
 
 



工程服务清单（可勾选） 
 
• 节能诊断 

 
• 能源计量系统 

 
• 节能技改 

 
•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 运维支持 



系统架构 



具体方案简介 
 

• 总体规划 
 

• 计量内容 
 

• 预留策略 
 

• 仪表方案 



功能介绍 

形式：直观、图表化 



• 能源实绩管理：通过指标管理、绩效管理结合用能
计划、生产数据等进行能源绩效分析、指标考核、
班组竞赛等 

• 重点用能设备能效管理：通过设备能耗数据、产出
数据以及运行数据等进行关键用能设备的在线能效
分析及对标等    

• 报警预警、预防事故：通过数据越限报警、仪表状
态报警、损耗超标报警、超时报警、检定预警等功
能，预防和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  

• 自动化报表：通过自定义报表功能，可以方便地生
成各种生产、考核、统计、上报等所需的复杂报表   

• 计量器具唯一识别编码管理：基于符合国家标准
《计量器具识别编码》的唯一编码进行计量器具管
理，并可实现与计量器具公共服务器平台的数据同
步 



 投入：20-80原则 

1.  硬件投入：计量仪表、数据采集模块、施工费用 

2.  专业软件投入。 

 产出                 

1.  无直接产出，但管理能出效益----20%节能； 

 

2. 为后面持续改进作指导和评价，作为实施精益生
产的工具，能效提高、用能方式改变、能源种类
改变----20-30%节能。 

 

价值分析 



产品二： 

节能型全自动冷凝模块 



节能型全自动冷凝模块 

高效内翅式冷凝管 



• 特点：简单实用、费用低、操作简单；冷凝管
为高效高通量内翅管； 
 

• 功能描述：开机后，冷凝液暂存于上层短节中，
液位达到设定值后，通过阀门切换，将上层冷
凝液转入下层罐中，转液结束后，通过阀门切
换，将上下层隔离。继续在上层收集。到达设
定工作时间后，将上层冷凝液全部转入下层，
转料结束后，上下层隔离，并将冷冻水进回水
阀关闭。 



产品三： 

TCU温度控制单元 



 

所遇到棘手问题 

多种公用介质交叉污染，有腐蚀危险 

温度控制不够精确，副产物不可控 

人工操作，全凭经验，工艺稳定性不强 



温度控制单元 TCU 

             温度控制单元：一般可理解为通过的集成化控制

模块引导一级能源按照预设计的程序传递给终端的中

间预制化撬装组件单元。  

              具体到制药化工等行业，ECU可以借助工厂现有

的公用能源，如电能、蒸汽、冷却水、冷冻水及超低

温液体——即“初级系统”，通过中间转换单元（电

加热管或换热器等），根据控制系统对需能工艺计算，

将能量有序的传递给终端用户（反应釜、结晶釜、干

燥设备及其他需要控制温度的设备）。控制过程可依

据用户的需求设定的温度值和时间范围等相应参数，

确保在设定的范围内进行稳定的温度变化。 

             



TCU的系统组成 
             



TCU的工作原理 



 

 闭式恒压设计 

系统采用闭式恒压设计，单一介质在一个密闭系统中，通过

定压罐自动调节，二级导热介质不与空气接触，可以降低导

热介质被氧化、吸收水分或挥发的风险，可以有效提高导热

介质的使用寿命，避免频繁更换。 

TCU能量控制单元       优势一 

             



 

 节能化设计 

     根据应用点实时数据的反馈，精确计算能量的需求，优化

二级介质温度的控制模式，在保证用能点控制精度的前提下，

实现最大程度的节约能源。同时保证系统运行的可重复性，

实现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TCU能量控制单元       优势二 

             



 

 撬装集成化设计 

      系统进行了模块化设计，各组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最

小间隙的集成到模块中，预留标准化的接口，直接与一级公

用介质和用能系统对接即可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模块化的

设计，可以实现系统的机动灵活性，可以实现多个用能点的

转场共用。系统占地空间小，安装方便快捷。 

TCU能量控制单元       优势三 

             



 

 配方化管理 

     控制程序可实现在线编程，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生产工

艺，自行调节运行曲线，自动生成并保存配方。在运行过程

中，并实时记录运行曲线。便于客户对生产工艺的优化调整。

配方化管理实现了工艺控制过程无人值守全自动完成，同时

实现工艺技术保密性。 

TCU能量控制单元       优势四 

             



 

 CFD和系统优化能力 

     通过流程模拟设计，找到典型温控点进行布控，保证检测

温度更有代表性，有利于反应、控温精度更高，达0.1-0.5℃。 

     结合反应釜、搅拌设计、选型，对反应模块进行整体优化。 

     联合我们的验证部门，可对设备进行专业的检测、验证。 

TCU能量控制单元       优势五 

             



             

TCU的工程案例 

GEPTECH 



 王军   

  

    TEL:  13921675573  

  

    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299号    

为您提供增值服务，助您创造价值，打造效率工厂 
 
 

      与您共创医药事业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