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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能源行业标准计划立项指南

为指导能源标准化技术组织及有关单位做好 2022 年能源

行业标准计划（含制定和修订）立项工作，建设支撑引领能源

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按照持续深化能源领域标准化工作改

革的要求，根据《标准化法》《能源标准化管理办法》（国能发

科技〔2019〕38 号）和《关于加快能源领域新型标准体系建设

的指导意见》（国能发科技〔2020〕54 号）等，结合能源行业

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坚持需求导向。紧密围绕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

源安全新战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支撑能源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根据能源行业发展需要，突出重点

领域和关键技术要求，提出能源行业标准计划。

强化体系引领。能源行业标准计划的提出要以本领域的标

准体系为指导，坚持急用先行、先进适用、协调统一的原则，

优先健全能源新兴领域的标准，着力提升能源传统领域的标准。

突出公益属性。深入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改革精神，突出

能源行业标准的公益性，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能源行业

范围内统一的，涉及重要产品、工程技术、服务和行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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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出能源行业标准计划。属于竞争性的、一般性的技术

要求，原则上不能作为能源行业标准制定计划。在智慧能源、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率先建设新型标准体系。

提升标准质量。能源行业标准计划要坚持协商一致的原

则，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和工作基础，计划草案较为成熟，

通过能源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家组经能源行业标准

化管理机构汇总审核后申报。

二、立项重点

（一）行业标准计划

与相关国家标准的实施相配套的行业标准计划；涉及能

源领域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环境和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的行业标准计划；支撑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行业标准计划；显著提升能源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服

务质量的行业标准计划；对标国外、国际先进标准，有利于

提升中国标准国际公信力、影响力的行业标准计划（各专业

领域重点方向见附件）。

（二）行业标准外文版翻译计划

在加强能源领域对外贸易、服务、承包工程所需的成套

标准外文版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鼓励申报行业标准外文版翻

译计划。鼓励标准外文版翻译计划与标准计划同步立项、同

步制定、同步发布。

三、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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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按照现有标准管理分工机制和专业领域，经过

充分调研、技术论证和初步筛选后确定申报计划。

（二）申报计划应保证与现有标准体系协调一致。

（三）存在技术交叉的领域，申报单位应在计划上报前

与技术相关方充分沟通协商，避免交叉重复立项。

（四）主要起草单位应做好标准编制前期准备工作，确

保两年内完成报批。

（五）行业标准外文版翻译计划应与相关国际标准进行

比对研究，技术要求不低于国际标准。

四、申报材料

（一）行业标准计划

申报材料应包括：行业标准项目计划汇总表、行业标准

项目任务书、标准草案稿、审查会会议纪要及专家签字表。

1.项目计划汇总表应填写完整、准确。“适用范围和主

要技术内容”将作为后续征求意见的主要依据。

2．项目建议书应填写完整、详实。“目的和理由”中请

注明标准计划项目对行业工作的支撑作用。

3．标准草案应明确提出主要章节及各章节所规定主要

技术内容，内容基本覆盖“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涉及

的各要点。修订项目应重点说明拟修订的主要内容和理由。

（二）外文版标准计划

申报材料包括行业标准英文版计划汇总表及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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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任务书。

五、报送方式

行业标准项目采用统一申报，分类评估、统一下达的方

式。请各能源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过“能源标准化信息

平台”提交申报材料，各能源标准化管理机构汇总审核后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前提交至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

司（汇总表、项目任务书和标准草案稿发至邮箱）。

联系人及电话：黄勇 010-81929216

邮箱：nb_standard@126.com

六、项目管理

（一）在研项目数量过多的标委会应主动减少新项目申

报，尽快完成已下达计划。

（二）项目下达后，各有关单位要强化标准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做好标准制修订进度、资金使用、公开征求意见

等监督检查，切实提升标准质量。

（三）标准项目下达后，项目名称(范围)、完成时间、

归口单位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标委会应报请相应的

能源行业标准化管理机构同意后，报国家能源局审核后进行

调整。

（四）能源行业标准正式发布后，相关行业标准化管理

机构要按程序在“能源标准化信息平台”上公开标准文本。

附件：能源行业标准计划立项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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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能源行业标准计划立项重点方向

专业方向 领域 重点方向

电力

新型电力系统输配电关

键技术

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管理，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特高压交直流混联，密集输电通道安

全，智能配电设备

电力灵活性资源和

节能低碳技术

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火电机组运行状态评估与延寿，

电力碳排放监测核算及减碳

电力系统建设 “风光水储”基地规划设计，“源网荷储”设计及应用

电力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

智慧电厂建设与运维，配售电企业服务，虚拟电厂，电力

市场运营监管，电力信息系统网络安全，分布式电源上网

核算

煤炭

煤矿智能化、数字化
煤矿智能装备，智能化煤矿大数据建设，

矿用通信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

煤矿生态环保和

节能减碳

煤矿区生态修复，煤矿沉陷区综合治理利用，煤化工领域

企业碳排放测算，煤矿区碳汇提升、减损、计算，煤炭开

采废物治理及利用，煤炭资源节约型开采技术，煤矿节能

降耗

煤层气开发利用
煤层气钻井作业下泵排采，煤储层测试实验，

地震处理解释，煤层气田信息化建设

煤矿瓦斯治理
煤矿区瓦斯地面预抽，关闭矿井瓦斯抽采，

低浓度和超低浓度瓦斯高效利用

油气

油气勘探开发、储运

深水、深层、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油气储运及基础能力

设施建设、核算、评价标准，油气田设备的绿色化、数字

化制造

油气节能低碳技术

储运、管道运输等节能低碳生产技术，油气田碳捕捉利用

与封存（CCUS），油气田节能降耗、安全生产、资源综合

利用技术，炼油、煤制特种燃料项目的绿色低碳技术改造

及碳足迹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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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领域 重点方向

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综合开发与利用

生态修复类新能源项目设计、运行维护，新能源发电项目

的绿色智能设计、节能降碳、安全施工，大规模新能源消

纳技术，高比例新能源系统安全

水电（含抽水蓄能）
水电工程智能化设计与建造，流域梯级水电站群风险防

控，抽水蓄能电站数字化

太阳能
分布式光伏设计、建设和接入，光伏能耗与能效限额，

太阳能热利用

风电
风电节能降碳与安全管理，风电场改造升级，

风电设备退役循环利用，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

生物质利用
生物质与垃圾发电站安全管理与运维检修，生物液体燃料

工程设计

核电

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

标准化示范成果转化

“核电重大专项中国先进核电标准体系”研究成果和“华

龙一号”国家重大工程标准化示范的成果转化应用

其他方向
核电消防，核能供热，核岛机械设备，

小型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选址设计

新型储能、

氢能

新型储能

新型储能系统建设、运维、安全监督，电化学储能的安全

设计、制造与测评，用户侧储能的安装、运行、维护，能

源储能配置规模测算，储能电站安全管理、应急处置，

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储能系统技术要求及并网性能要求

氢能关键技术
电解质制氢及综合应用，氢电耦合技术，

氢燃料电池发电站，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