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赣州）数字能源供应链云平台

一、技术名称

中国（赣州）数字能源供应链云平台

二、所属技术类型

终端用能电气化改造技术、智能供电技术

三、技术/产品简述

（一）技术概述

1．技术原理及特点

（1）中国(赣州)数字能源供应链云平台采用分布式架

构，使用 Spring+SpringMVC+Mybatis+Dubbox，数据库采用

MySQL，缓存采用 Redis，网络中心采用 Spring+Netty。平

台架构及技术的先进性，确保了系统高可用性，可以满足千

万级充电桩设备接入，为百万企业用户提供物联网平台的

SaaS 服务。充电桩设备每时每刻都在源源不断的产生各项监

测数据，充电云平台数据存量容量巨大，PB 级别。数据分析、

获取、查询响应速度快，保证短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业务。并

发量大，需要在秒级内处理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充电服务请

求，同时保证响应时间在毫秒级。

中国(赣州)数字能源供应链云平台通过开发数据采集

器与终端设备进行通信，实现对终端设备信息数据的收集和

控制。利用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将设备端的数据流传输到



云平台，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整合，将数

据统计归类，信息化、智能化，异常数据及时准确的推送到

相关人员，从而实现基于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的智能化

产品追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优化管理、设备故

障预测及健康管理等功能。

2．创新点

（1）智能充电服务：通过智能充电、充电状态实时监

测、充电自我保护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绿色的充电需

求。

（2）故障隐患管理：包括了故障隐患查询、故障隐患

派发、故障隐患处理和隐患分析四个模块。可以查看登录用

户下的所有充电桩项目的隐患信息，并进行派发和处理操作，

且对所有隐患进行统计分析。

（3）能耗分析：能耗分析功能包括了能耗概况、能耗

同比、能耗环比、能耗报表和能耗预测等五个模块。可以查

看登录用户下的所有充电桩项目的能耗统计、同比、环比和

报表，且按日、周、月等维度进行能耗预测分析。

（4）火灾监控探测：联动充电安全预警系统，实时监

测火灾险情，对火灾险情实时告警，实现了消防管理模式的

创新，结合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充分提高了消防安全管理

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及生活要求。

3．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1）海量数据存储问题，海量数据实时分析问题，系

统高并发、低延时要求，系统容灾架构保障稳定运行，系统



负载均衡横向易扩展问题。

（2）开发充电桩与云平台之间的自有通信协议，实现

充电控制，反向控制以及远程通信设计。

（二）技术参数

1.监控充电用户数量和订单数量，衡量为多少用户提供

绿色出行次数，以此为指标计算碳减排。

2.充电用户充电量，1 度电=0.785kg 碳减排量，充电桩

提供给用户充电量越多，实现碳减排也相应增加。

3.利用充满自断电智能充电监控技术，减少电量耗损，

亦是衡量碳减排的重要指标。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一）适用条件

中国（赣州）数字能源供应链云平台采用“充电终端+

智能信息平台”、“物联网+互联网”的运营模式，打造专业

的智能安全充电服务，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居民区、写字

楼、商场、超市、医院、工厂、城市道路等公共区域提供充

电管理，给用户提供安全实时智能化服务。

（二）限制条件

1.充电桩布局不平衡，新能源车主找桩难。全国大部分

地区均有一定数目的建设量，但主要地区还是在京津地区、

东部沿海、东南沿海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西部和北部的建

设区域还是比较少。

2.私人充电桩建设难，管理居民小区的物业公司缺乏为

用户安装充电桩的积极性。



3.电力接入、增容难，不及时，基础设施跟不上。

4.充电桩利用率低，运营企业倒闭或转型，“僵尸桩”

占用社会资源。

五、节能/节水效果

（一）效果：驴充充充电桩给用户提供充电 2.1 亿度，

按 0.785kg 碳减排量/度计算，节能减碳 164850 吨。

（二）测试方法：在一定的出行场景中，利用燃油私家

车出行的方式和电动私家车出行方式减排数据对比的方法

来进行测试。新能源汽车充满一次电大约需要 20-30 度电，

续航 300 公里左右，碳减排量约为 24kg。

六、同类产品比较

（一）优点

1.4G 全网通通信模块，为了满足户外复杂环境，设计

4G 全网通通信模块；

2.充电桩设备的防护等级、主板集成剩余电流保护、主

板集成计量电路计量精度、数字化均流技术、抗干扰性等方

面的研究；

3．物联网充电云平台采用分布式架构设计，支持海量

数据并发处理，实现了对充电桩的实时监控，实现了用户的

移动支付需求；

4.具备支撑海量连接的能力，支持低延时敏感度、超低

的设备成本、低设备功耗和优化的网络架构；

5.云平台设计中采用稳定架构及私有的通讯协议，既安

全，又节约流量，通用性更高、通讯的稳定可靠性；通过峰



平谷不同消费价格，引导客户分时使用充电桩，避免充电站

拥挤；设计自动结算系统、自动分账系统对充电桩运营收入

自动进行计算，减少人工成本。

（二）缺点

1.充电桩快速检测问题：充电桩计量检定除需要对计量

准确性检定外，由于还需要收费结算和考虑峰谷峰值不同电

价的充电需求，因此需有充电付费金额误差测定、时钟示值

误差测定；

2.充电设施通信稳定性和智能交互问题：充电桩布局环

境较为复杂，一些特殊场景例如车库、山区旅游景点、恶劣

天气等，对于充电桩和系统主站的通信提出了新的考验。

七、典型应用案例

（一） 案例名称

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长清湖校区公共充电桩项目

（二） 案例时间及实施地点

2020 年 9 月 4 日，山东省济南市

（三） 用能人数及建筑面积

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长清湖校区，校园占地面积

近 4000亩，建筑面积 141.05万平方米，学校有专职教师 1990

人，全日制本科生 31582 人。



图 1 大数据监控平台

图 2 综合管理平台



图 3 项目场景

（四）改造情况

各地高校内学生人数众多，对大学生而言，出行是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电动车以其方便、快捷的特性，受到众多大

学生的青睐。且如今，高校面积逐渐增大，部分高校还在郊

区增设新校区，学生骑电动车在校园内出行已渐成常态。

不过很多大学仍存在着“电动车多、充电桩少”的现象，

甚至有的学校没有设置公共充电桩，学生只能将电池带回宿

舍充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校园内公共充电桩的

大力建设被不少高校提上日程，且高校对公共充电桩在安全

和便捷方面的要求较高。

2020 年 7 月 8 日，山东抵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功

中标山东师范大学 2020年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社会合作项目，

7 月 31 日再次中标。

据悉，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长清湖校区，校园占



地面积近 4000 亩，建筑面积 141.05 万平方米，学校有专职

教师 1990 人，全日制本科生 31582 人。山东抵达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成功中标后，2020 年 9 月 4 日，于山东师范大

学千佛山校区、长清湖校区引入驴充充充电设备 200 台，分

别分布于千佛山校区文化楼、逸夫楼、音乐学院，长清湖校

区文澜楼、明德楼、文宗楼、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地，并接入

中国（赣州）数字能源供应链云平台，每日为广大师生提供

高达 4000 人次充电服务，解决了大学生电动车充电难题。

（五）节能效果

1.给学校师生提供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 1 度电

=0.785kg 碳减排量。按 4000 人次/日充电服务计算，6000

度电/天，每天可减碳节能 4710kg，节能比率为 0.78。

2.充满自断电智能充电监控技术，减少电量耗损。按

4000 人次/日充电服务计算，节省 400 度电/天，每天可减碳

节能 314kg，节能比率为 0.09。

（六）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项目投资额 28 万，由中标单位山东抵达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自筹，月均充电流水 12 万元，项目投资回收期 6

个月，自中国（赣州）数字能源供应链云平台上线以来，累

计提供了 240 万人次的充电，月均充电额 12 万元，累计为

客户带来 240 万元的充电收入。充分满足该校大学生的充电

需求，同时为高校和众多小区提供智能化充电服务，提升学

校环境质量，为绿色出行的交通方式添砖加瓦；同时也为当

地应急管理部门、消防部门解决了充电火灾隐患，充分保障



了高校师生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七）主要经验

中国（赣州）数字能源供应链云平台采用“充电终端+

智能信息平台”、“物联网+互联网”的运营模式，打造专

业的智能安全充电服务，为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居民

区、写字楼、商场、超市、医院、工厂、城市道路等公共区

域提供充电管理，给用户提供安全实时智能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