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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镍及再生镍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氧化镍及再生镍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的适用范围、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

计算方法、计算范围和节能管理与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以氧化镍矿冶炼中间品和再生镍为原料的镍冶炼企业产品能源消耗的要求、统计范围、

计算方法、计算范围和节能管理与措施，以及对新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本文件不适用于以硫化镍矿为原料的镍冶炼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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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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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T 13469 离心泵、混流泵与轴流泵系统经济运行

GB/T 13470 通风机系统经济运行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954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9065 电加热锅炉系统经济运行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89和GB/T 127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氧化镍冶炼中间品

氧化镍矿石经初级冶炼产出的镍锍、氢氧化镍等中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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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再生镍为原料的镍冶炼企业

以含镍的盐类、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废料为主要原料的、以生产硫酸镍或电镍为产品的冶炼企业。

3.3

工序实物单耗

工序生产过程中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量。

3.4

工艺能源单耗

工艺生产过程中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消耗的能源量。

3.5

辅助能耗

生产单位合格产品辅助生产系统所消耗的能源。

3.6

综合能源单耗

综合能源单耗，是指工艺能源单耗与辅助能耗及损耗分摊量之和。

4 技术要求

现有氧化镍及再生镍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镍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工序、工艺
一级值/（kgce/t） 二级值/（kgce/t） 三级值/（kgce/t）

工艺能耗 综合能耗 工艺能耗 综合能耗 工艺能耗 综合能耗

低镍锍吹炼工艺

（低镍锍-高镍锍）
360 480 500 620 600 720

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

（高镍锍-硫酸镍溶液）
360 380 400 420 450 470

氧化镍矿湿法冶炼工艺

（氧化镍浸出物-粗制镍盐）
1800 2000 2000 2200 2200 2400

粗制镍盐浸出、萃取工艺

（粗制镍盐-硫酸镍溶液）
230 270 310 350 350 400

再生镍火法冶炼工艺

（含镍废料-高镍锍）
780 880 880 980 980 1000

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

（高镍锍-硫酸镍溶液）
350 400 380 450 410 500

含镍废料湿法冶炼工艺

（含镍废料-硫酸镍溶液）
1000 1100 1200 1280 1300 1500

电积镍工艺

（硫酸镍溶液-电积镍）
1300 1400 1400 1500 1500 1600

蒸发结晶工艺

（硫酸镍溶液-硫酸镍晶体）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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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计范围、计算方法和计算范围

5.1 统计范围

5.1.1 企业实际（生产）消耗的各种

企业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系指用于生产活动的各种能源，它包括：一次能源（原煤、原油、天然

气等）、二次能源（电力、热力、石油制品、焦炭、煤气等）和生产使用的耗能工质（水、氧气、压缩

空气等）所消耗的能源。其主要用于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不包括生活用能和批准

的基建项目用能。在企业实际消耗的能源中，用于原料的能源也必须包括在内。

5.1.2 企业计划统计期内的能源消耗量

企业计划统计期内的能源消耗量，应符合公式（1）：

E=E1+E2-E3-E4-E5 ……………………（1）
式中：

E——企业计划统计期内能源消耗量；

E1——购入能源量；

E2——库存能源增减量；

E3——外销能源量；

E4——生活用能源量；

E5——企业工程建设用能量。

企业计划统计期内的能源消耗量和诸产品能源消耗的关系，应符合式（2）。

E=EZG+EZF=EZZ ……………………（2）
E——企业计划统计期内能源消耗量；

EZG——诸产品工艺消耗能源总量；

EZF——间接辅助生产部门用能源量及损耗；

EZZ——诸产品综合能源消耗总量

所消耗的各种能源不得重计或漏计。存在供需关系，能源输入、输出双方在计算时量值上应保持一

致。设备年度大修的能源消耗，应计入产品工艺能耗，按检修后设备的运行周期逐月平均分摊。企业综

合能耗的计算按 GB/T 2589的规定执行。

5.1.3 能源实物量的计算

能源实物量的计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GB 17167的规定。

5.1.4 各种能源的计量单位

各种能源的计量单位如下：

——企业生产能耗量、产品工序能耗量（或称产品直接综合能耗）以及产品综合能耗量的单位：

kgce(千克标煤)、tce(吨标煤)；
——煤、焦炭、重油的单位：kg(千克)、t(吨)、104t (万吨)；
——电的单位：kW·h(千瓦时)、104kW·h(万千瓦时)；
——蒸汽的单位：kg(千克)、t(吨)或kJ(千焦)、GJ(吉焦)；
——煤气、压缩空气、氧气的单位：m3(立方米)、104m3(万立方米)；
——水的单位：t(吨)、104t(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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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各种能源（包括生产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折算标煤量的方法

应用基低(位)发热量等于29.3076 MJ(兆焦)的燃料称为1kg (千克)标准煤。

外购燃料能源可取实测的低(位)发热量或供货单位提供的实测值，或用国家统计部门规定的折算系数

折算，参见附录A1。二次能源及耗能工质均按相应的能源等价值折算；企业能源转换自产时，按实际投

入的能源实物量折算标煤量；由集中生产单位外销供应时，其能源等价值应经主管部门规定；外购外销

时，其能源等价值应相同；当未提供能源等价值时，可按国家统计部门的折算系数折算，参见附录A2.

5.1.6 单位产品能耗的产品产量的规定

所有月产量，取之本企业计划统计部门统计的每月上报的数据，年产量为个月产量之和，

5.1.7 企业回收的余热，不属外购能源，在计算产品工序、工艺能耗时，应避免和外购能源重复计算。

余热利用装置用能计入产品工序、工艺能耗。回收能源自用部分，计入自用工序的实物消耗;转供其他工

序时，在所用工序以正常消耗计入；回收的能源折标煤后应在回收余热的工序、工艺能耗中扣减。如是

未扣除回收余热的能耗指标，应标明“未扣除余热发电”(或“含余热发电”)、“未扣回收余热”等字样。

5.1.8 辅助、附属生产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和能源及耗能工质在企业内部贮存、转换与分配供应(包括外销)
中的损耗，即间接综合能耗,应根据各产品工艺能耗占企业生产工艺能耗量的比例，分摊给各个产品。

5.2 计算方法

5.2.1 工序(工艺)实物单耗计算

工序(工艺)实物单耗计算按式（3）计算。

ES=MS/PZ ……………………（3）
ES ———某工序(工艺)的实物单耗，单位为千克每吨(kg/t)、千瓦时每吨(kW·h/t)、立方米每吨(m3/t)；
MS ———某工序(工艺)直接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总量，单位为千克(kg)、千瓦时(kW·h)、立方米(m3)；
PZ ———某工序(工艺)产出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

5.2.2 工序（工艺）能源单耗计算

工序(工艺)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

EI=EH/PZ ……………………（4）
式中:
EI ———某工序(工艺)的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EH ———某工序(工艺)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标煤之和，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PZ ———某工序(工艺)产出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注:该工序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标煤之和，当含回收余热时，按5.1.7处理。以免回收余热和外购

能源重复计算。

5.2.3 工序(工艺)综合能耗计算

工序(工艺)综合能耗按式(5)计算。

EZ =EI+EF ……………………(5)
式中:
EZ ———某产品综合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EI ———某产品工艺(工序)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EF ———某产品辅助能耗及损耗分摊量，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5.3 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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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低镍锍吹炼工序（低镍锍——高镍锍）能耗

5.3.1.1 低镍锍吹炼工序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指从低镍锍入炉熔炼开始到产出高冰镍为止的用能量。包括鼓风炉、反射炉、电炉、闪速炉以及相

关配套系统（制氧、风机、余热回收、循环水……）等消耗的各种能源量。

5.3.1.2 低镍锍吹炼工序实物单耗、能源单耗、综合能耗计算

低镍锍吹炼工序，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低镍锍吹炼工序能量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

式（5）计算。

5.3.2 高镍锍精炼工艺（高镍锍——硫酸镍溶液）能耗

5.3.2.1 高镍锍精炼工艺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包括高镍锍磨矿工序、浸出工序、萃取工序、除杂工序和厂内辅助能源消耗分摊量。

5.3.2.2 高镍锍精炼工艺实物单耗、能源单耗和综合能耗计算

高冰镍精炼工艺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式（5）计算。

5.3.3 氧化矿湿法冶炼工艺(氧化镍浸出物——粗制镍盐)能耗

5.3.3.1 氧化镍矿湿法冶炼工艺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包括氧化镍矿预处理工序、高压酸浸工序、浓密洗涤工序、除杂工序、沉淀工序和厂内辅助能源消

耗分摊量。

5.3.3.2 氧化镍矿湿法冶炼工艺实物单耗、能源单耗和综合能耗计算

氧化镍矿湿法冶炼工艺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式（5）计算。

5.3.4 粗制镍盐精炼工艺(粗制镍盐——硫酸镍溶液)能耗

5.3.4.1 粗制镍盐精炼工艺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包括粗制镍盐磨矿工序、浸出工序、萃取工序、除杂工序和厂内辅助能源消耗分摊量。

5.3.4.2 粗制镍盐精炼工艺实物单耗、能源单耗和综合能耗计算

粗制镍盐精炼工艺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式（5）计算

5.3.5 含镍废料火法冶炼工艺（含镍废料——高冰镍）能耗

5.3.5.1 含镍废料火法冶炼工艺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包括含镍废料预处理工序、提锂工序、熔炼工序等和厂内辅助能源消耗分摊量。

5.3.5.2 含镍废料火法冶炼工艺实物单耗、能源单耗和综合能耗计算

废旧锂离子电池料火法冶炼工艺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式

（5）计算。

5.3.6 高冰镍精炼工艺（高冰镍——硫酸镍溶液）能耗

5.3.6.1 高冰镍精炼工艺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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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高冰镍磨矿工序、浸出工序、萃取工序、除杂工序和厂内辅助能源消耗分摊量。

5.3.6.2 高冰镍精炼工艺实物单耗、能源单耗和综合能耗计算

高冰镍精炼工艺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式（5）计算。

5.3.7 含镍废料湿法冶炼工艺（含镍废料——硫酸镍溶液）能耗

5.3.7.1 含镍废料湿法冶炼工艺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包括含镍废料浸出工序、萃取工序、除杂工序和厂内辅助能源消耗分摊量。

5.3.7.2 含镍废料湿法冶炼工艺实物单耗、能源单耗和综合能耗计算

含镍废料湿法冶炼工艺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式（5）计算。

5.3.8 硫酸镍溶液蒸发结晶工艺（硫酸镍溶液——硫酸镍晶体）能耗

5.3.8.1 硫酸镍溶液蒸发结晶工艺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包括硫酸镍溶液蒸发结晶工序和厂内辅助能源消耗分摊量。

5.3.8.2 硫酸镍溶液蒸发结晶工艺实物单耗、能源单耗和综合能耗计算

硫酸镍溶液蒸发结晶工序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式（5）计

算。

5.3.9 硫酸镍溶液电积工艺（硫酸镍溶液——电积镍）能耗

5.3.9.1 硫酸镍溶液电积工艺产品能耗计算范围

包括硫酸镍溶液电积工序和厂内辅助能源消耗分摊量。

5.3.9.2 硫酸镍溶液电积工艺实物单耗、能源单耗和综合能耗计算

硫酸镍溶液电积工序实物单耗按式（3）计算，能源单耗按式（4）计算，综合能耗按式（5）计算

6 节能管理与措施

6.1 节能基础管理

6.1.1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能源计量、统计、管理制度和节能考核制度，定期对企业的各生产工艺能耗

情况进行考核，并把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基层单位。

6.1.2 企业应按要求建立能耗统计体系，建立能耗计算和统计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控管

理。

6.1.3 企业应根据GB 17167 的要求配备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6.1.4 企业应建立能源管理管控平台，对能源贮存、转换、输送以及使用实施过程监控。

6.1.5 企业应根据生产工艺过程、装置和设备能耗状况，制定相应的节能改造的实施计划。

6.2 耗能设备管理

6.2.1 企业使用的电动机系统、电力变压器、通风机系统、泵系统、工业锅炉、电加热锅炉等通用耗

能设备应符合 GB/T 12497、GB/T 13462、GB/T 13466、GB/T 13469、GB/T 13470、GB/T 17954、GB/T
19065 的要求，达到经济运行的状态。

6.2.2 新建及改、扩建企业所用的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容积式空气压缩机、通风机、清水离心泵、

三相配电变压器等通用耗能设备应达到 GB 18613、GB 19153、GB 19761、GB 19762、GB 20052 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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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6.2.3 企业应提高照明系统的能效，实施绿色照明工程，选用能效值达到相关能效标准节能评价值的

照明产品和优选照明设计方案。

6.3 工艺节能技术

6.3.1 企业应进行技术改造，研发或推广应用冶炼先进工艺，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率。

6.3.2 应采用先进节能的合成反应釜和干燥设备，淘汰耗能高的落后设备。

6.3.3 企业应合理组织生产，提高生产作业率和设备运行负荷率，减少中间环节，延长生产周期。

6.3.4 在尽可能合理的条件下应充分回收利用生产过程余热，回收后的余热可用作干燥工序的热源。

6.4 监督与考核

企业应加强能源计量管理，规范能源计量行为按规定对计量器具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加强能耗考核，

强化节能意识，按相关政策、法规等要求定期开展能源审计和能效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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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相关参数推荐值

A.1 常用能源品种现行折标准煤系

表A.1 常用能源品种现行折标准煤系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及单位

原煤 20908 k J/kg(5000kcal/kg) 0.7143kgce/kg

焦炭 28435kJ/kg(6800kcal/kg) 0.9714kgce/kg

原油 41816kJ/kg(10000kcal/kg) 1.4286kgce/kg

燃料油 41816kJ/kg(10000kcal/kg) 1.4286kgce/kg

汽油 43070kJ/kg(10300kcal/kg) 1.4714kgce/kg

煤油 43070kJ/kg(10300kcal/kg) 1.4714kgce/kg

柴油 42652kJ/kg(10200kcal/kg) 1.4571kgce/kg

重油 41816kJ/kg(10000kcal/kg) 1.4286kgce/kg

洗精煤 26344kJ/kg(6300kcal/kg) 0.9000kgce/kg

煤气 1250×4.1868kJ/m3 1.786tce/104m3

天然气 3893kJ/m3 1.3300tce/103m3

液化石油气 50179kJ/kg(12000kcal/kg) 1.7143kgce/kg

发生炉煤气 5227kJ/kg(1250kcal/m3) 0.1786kgce/m3

热力(当量值) / 0.03412kgce/MJ

电力(当量值) 3600kJ/(kW·h)[860kcal/(kW·h)] 0.1229kgce/(kW·h)

电力(等价值) 按当年火电发电标准煤耗计算

蒸汽(低压) 3763 MJ/t(900 Mcal/t) 0.1286kgce/kg

注：本附录中折标煤系数随国家统计部门规定发生变化,能耗等级指标则相应另行设定。

A.2 耗能工序能源等价值

常用耗能工序能源等价值见表 A.2，折标准煤系数如遇国家统计部门规定发生变化，能耗等级指

标则按国家统计部门规定执行。

表 A.2 耗能工序能源等价值

能源名称 单位耗能工质能耗量 折标准煤系数

新水 7.54 MJ/t 0.2571 kgce/t

软化水 14.23 MJ/t 0.4857 kgce/t

除氧水 28.45 MJ/t 0.9714 kgce/t

压缩空气 1.17 MJ/m3 0.0400 kgce/m3

鼓风 0.88 MJ/m3 0.0300 kgce/m3

氧气 11.72 MJ/m3 0.4000 kgce/m3

氮气（做副产品时） 11.72 MJ/m3 0.4000 kgce/m3

氮气（做主产品时） 19.66 MJ/m3 0.6714 kgc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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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6.28 MJ/m3 0.2143 kgce/m3

乙炔 243.67 MJ/m3 8.3143 kgce/m3

电石 60.92 MJ/kg 2.0786 kgce/kg

注1：新水指尚未使用的自来水。

注2：除乙炔、电石外，均按平均耗电计算。

注3：乙炔按耗电石计算。

注4：电石按平均耗焦炭、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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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氧化镍及再生镍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数据调查表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 赵洪 E-mail:1079138548@qq.com 电话：13993576887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盖章）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填写说明：
1、请加盖总公司或集团公司公章；
2、如贵公司实际情况与调查内容有差异，请进行说明，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数
据；
3、调查表中的概念定义和统计范围请参考《氧化镍及再生镍冶炼企业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标准草案；

3、请贵单位在 2023 年 10 月 10 日前将盖章后的调查表扫描版以及文档发至
E-mail:1079138548@qq.com。

调 查 内 容

一、请贵单位提供近三年电积镍和硫酸镍（含镍量）的产量和系统产能。

二、请贵单位对生产和环保工艺进行描述，并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完善和修改
以下工艺流程图。
（1）低镍锍吹炼工艺（低镍锍-高镍锍）概述及工艺流程图；

以低镍锍为原料，经过破碎后，以含硫物料为试剂，通过转炉进行吹炼，
以提高含镍量、降低含杂量为目的的工艺过程。过程中产生的废渣供水泥厂
生产水泥；废水无害化处理后回用；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硫的废气制备硫酸以
及亚硫酸钠。

资源类型 产品

产能及产量（吨）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产能 产量 产能 产量 产能 产量

氧化镍矿

硫酸镍溶液

硫酸镍晶体

电积镍

高镍锍

再生镍

硫酸镍溶液

硫酸镍晶体

电积镍

高镍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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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高镍锍-硫酸镍溶液）概述及工艺流程图；

以高镍锍为原料，经过硫酸浸出、萃取除杂，以得到纯净硫酸镍溶液为
目的的工艺过程。

（3）氧化镍矿湿法冶炼工艺（氧化镍浸出物-粗制镍盐）概述及工艺流程图；

低镍锍

高镍锍

水淬高镍锍

水淬

吹炼氧气

高镍锍

粉状精矿

粗制硫酸镍

硫酸浸出

破碎磨矿

浸出渣

萃取除杂

硫酸镍溶液



3

（4）粗制镍盐浸出、萃取工艺（粗制镍盐-硫酸镍溶液）概述及工艺流程图；

硫酸

浸出渣

硫化镍、氢氧化镍等

粗制镍盐

湿法工艺 浸出渣

硫酸浸出

粗制镍盐

粗制硫酸镍

净化除铁

萃取除杂

精制硫酸镍溶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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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生镍火法冶炼工艺（含镍废料-高镍锍）工艺概述及工艺流程图；

（6）再生镍湿法冶炼工艺（含镍废料-硫酸镍溶液）工艺概述及工艺流程图。

含镍废料

硫酸浸出 浸出渣

萃取除杂

萃取提纯

硫酸反萃

硫酸镍溶液

除铜、除铁

含镍废料

高镍锍

水淬高镍锍

水淬

硫化熔炼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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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贵单位对产品工艺能耗相关数据进行填报。
能耗中应当包含除烟气制酸以外的所有环保工序能耗，环保工序能耗计

入产生所处置废物的工序；环保工序或生产工序如有非镍产品产出，请说明；
能耗计算原则遵循《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能量按当量
值折算；“全流程能耗”是指从原料入厂开始、到最终产品产出的能耗与最
终产品的比值。

（1）工艺能耗值

资源类型 产品名称 工序（产品）名称
能耗（kgce/tNi）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氧化镍矿

硫酸镍

低镍锍吹炼工艺

（低镍锍-高镍锍）

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

（高镍锍-硫酸镍溶液）

氧化镍矿湿法冶炼工艺

（氧化镍浸出物-粗制镍盐）

粗制镍盐浸出、萃取工艺

（粗制镍盐-硫酸镍溶液）

蒸发结晶工艺

（硫酸镍溶液-硫酸镍晶体）

电镍 电积镍工艺（硫酸镍溶液-电积镍）

环保工序

全流程能耗（kgce/tNi）

再生镍

硫酸镍

含镍废料火法冶炼工艺

（含镍废料-高镍锍）

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

（高镍锍-硫酸镍溶液）

含镍废料湿法冶炼工艺

（含镍废料-硫酸镍溶液）

蒸发结晶工艺

（硫酸镍溶液-硫酸镍晶体）

电镍 电积镍工艺（硫酸镍溶液-电积镍

环保工序

全流程能耗（kgce/t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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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能耗

资源类型 产品名称 工序（产品）名称
能耗（kgce/tNi）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氧化镍矿

硫酸镍

低镍锍吹炼工艺

（低镍锍-高镍锍）

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

（高镍锍-硫酸镍溶液）

氧化镍矿湿法冶炼工艺

（氧化镍浸出物-粗制镍盐）

粗制镍盐浸出、萃取工艺

（粗制镍盐-硫酸镍溶液）

蒸发结晶工艺

（硫酸镍溶液-硫酸镍晶体）

电镍 电积镍工艺（硫酸镍溶液-电积镍）

环保工序

全流程能耗（kgce/tNi）

再生镍

硫酸镍

含镍废料火法冶炼工艺

（含镍废料-高镍锍）

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

（高镍锍-硫酸镍溶液）

含镍废料湿法冶炼工艺

（含镍废料-硫酸镍溶液）

蒸发结晶工艺

（硫酸镍溶液-硫酸镍晶体）

电镍 电积镍工艺（硫酸镍溶液-电积镍)

环保工序

全流程能耗（kgce/tNi）

四、请贵单位提供近三年原料的化学成份含量（%）。如因为某个或某几种
杂质元素而新增其它工艺流程，请加以说明；如还存在其他影响能源消耗的
元素，请添加。
（1）镍锍化学成份

元素名称
原料化学成份含量（%）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Ni

Cu

Fe

Co

S

CaO

MgO

SiO2

其它元素

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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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镍原料（含镍废料）化学成份含量。

元素名称
再生镍原料（含镍废料）化学成份含量（%）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Ni

Co

Mn

Li

Cu

Fe

Al

P

稀土 Re

（3）粗制硫酸镍化学成份含量

元素名称
粗制硫酸镍化学成份含量（%）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Ni

Cu

Fe

Co

Na

Mn

Ca

Mg

SiO2

其它元素

（4）硫酸镍溶液化学成份含量

元素名称
硫酸镍溶液化学成份含量（g/l）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Ni

Cu

Fe

Co

Pb

Mn

Zn

其它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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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硫酸镍晶体化学成份含量

元素名称
硫酸镍晶体化学成份含量（%）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Ni

Cu

Fe

Co

Pb

Mn

Zn

其它元素

五、请贵单位提供近三年各工序镍回收率和综合回收率。

资源类型 产品名称 工序（产品）名称
镍回收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氧化镍矿

硫酸镍

低镍锍吹炼工艺

（低镍锍-高镍锍）

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

（高镍锍-硫酸镍溶液）

氧化镍矿湿法冶炼工艺

（氧化镍浸出物-粗制镍盐）

粗制镍盐浸出、萃取工艺

（粗制镍盐-硫酸镍溶液）

蒸发结晶工艺

（硫酸镍溶液-硫酸镍晶体）

电镍 电积镍工艺（硫酸镍溶液-电积镍）

环保工序

总收率

再生镍

硫酸镍

含镍废料火法冶炼工艺

（含镍废料-高镍锍）

高镍锍浸出、萃取工艺

（高镍锍-硫酸镍溶液）

含镍废料湿法冶炼工艺

（含镍废料-硫酸镍溶液）

蒸发结晶工艺

（硫酸镍溶液-硫酸镍晶体）

电镍 电积镍工艺（硫酸镍溶液-电积镍）

环保工序

总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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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请结合本单位实际生产情况，对《氧化镍及再生镍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制定工作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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