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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智能控制系统

一、技术名称

节能智能控制系统

二、所属技术类型

绿色高效制冷技术

三、技术/产品简述

（一）技术概述

节能智能控制系统是智能楼宇系统中实现节能增效管控的

软件硬件一体化产品集群。节能智能控制系统由节能智能控制中

心、节能智能控制单元、节能智能控制终端等设备组成，通过物

联网平台打通数据闭环，系统能够实时、全面、准确地监控建筑

的水、电、气等各种能源数据，同时可以展示各系统设备运行数

据、能效数据、维保数据，为公共机构建筑的供冷供热能源核算

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和多维度分析，使建筑场所能源消耗构成清晰

化；在管控能源系统的同时将室内环境、安全等弱电系统进行融

合，打通能源系统、弱电系统以及运维管理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

使得整个楼宇/园区在能源监测、用能管控、超限提醒、故障报

警、运维报修管理等全方面提升，打通信息流与业务流的数据交

互，使楼宇能源管理向楼宇智能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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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智能控制系统包括能源管控优化便捷的系统监控和管

理、健壮的自动控制策略、全面的数据报告功能、完善的事件自

处理功能、智能的能源管控优化及节能效益分析。为客户降低用

能成本，实现绿色建筑；通过提高对机房的监管，实现智慧建筑

用能设备的在线运营管理，为建筑的经营者减少能耗并降低管理

成本，为物业管理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打造智慧安全的未来城

市，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二）技术参数

节能智能控制系统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综合集

成法等技术的应用，依托互联网实现各环节信息共享，实现空调

系统全面透彻的信息化管理。

通过六个“一体化”产品方案（强电控制与弱电控制一体化、

机房与末端设备控制一体化、能源监控与能效管理一体化、数据

监控与视频监控一体化、本地监控与平台管理一体化、能源站节

能与室内空调效果一体化）和物联网技术，运用先进的智能控制

监测设备、控制设备，结合场景及日程管理，自控手控共同协作，

达到节能降耗和提升整体能源管理水平；

拥有专利的负荷预测技术，实时预测系统负荷，将系统负荷

和节能控制相结合，确保系统随需而变、高效运行；将系统节能

与能源管理完美结合，提供统一的管控平台；

运用系统能耗分析技术，实时评估、优化系统节能效益；采

用数字传感、智慧网关等技术，实时、准确采集水、电、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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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并及时汇报故障预警情况；

运用精细计量、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计算系统实时 cop、

能效等级及节能量；

结合数据实现多场景、多系统联动控制，关注舒适性及整体

能耗。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无，该系统适用于任何建筑形式的暖通空调系统。

五、节能/节水效果

（一）节能效果

该系统聚焦“互联网+节能运营+数字化”，跨专业的将最前

沿的自动化控制技术、热能与动力工程技术、暖通空调技术相结

合，采用专业的负荷巡航策略和随需而变的混杂动态系统策略来

优化控制目标，实现整个系统的协调控制和整体节能目标。为智

慧城市、政府机构、企事业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工业园区、

酒店楼宇、写字楼、城市供热、轨道交通、智慧水务等客户提供

针对性、智能化、数字化节能控制解决方案。已为政府办公、医

院、银行、酒店、校园、地铁等领域客户提供建筑节能智能项目

800 余个，建筑面积约 2000 万平米，平均节能率 20%-60%。

（二）测量方法及条件

节能基准：以近两年实际运行的单位面积（平方米）与单位

时间（天）的平均能耗作为节能量的计算基准。能源价格以招标

人实际的结算方式与价格为依据。当实际使用面积、能源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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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算方式等发生变动时，节能基准做同比例的调整。

使用面积计算方式：公共区域等 24 小时使用的功能区域，

按照实际使用面积的 100%进行计算，办公、宿舍等办公、生活

区域，按照实际使用时间进行折算。

节能效益：以节能基准计算的能源费用与实际节能运行的能

源费用的差值即为节能效益。

（三）测量时间及数据记录

被测试的中央空调主机及辅机采用常规模式和群控模式交

替运行共十天（常规模式运行五天、群控模式运行五天），对其

各自的能耗进行记录。

夏季计算

夏季用电单位面积基准值 DC1：

=
XXXX年夏季供冷运行电量

XXXX年夏季使用面积 × XXXX年使用天数

冬季计算

冬季能源分为燃气与用电，计算方式与夏季类似冬季燃气单

位面积基准值 RH

= （
2020年冬季采暖运行燃气量

2020年冬季使用面积 × 2020年使用天数

+
2019年冬季采暖运行燃气量

2019年冬季使用面积 × 2019年使用天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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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类产品比较

本产品具有专利节能控制技术，节能效果更突出；

采用强弱电一体化解决方案，施工和调试简单、投资低；

采用机房末端一体化解决方案，节能调控更深度、更精准；

基于智能楼宇平台实现多场景、多系统的智能联动控制，持

续节能；

采用信息流与业务流融合的方案，提高物、人、事管理效率。

七、典型应用案例

（一）案例名称

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中央空调及生活热水节能改造项

目

（二）案例时间及实施地点

2020 年-2021 年完成节能改造；烟台市莱山区。

（三）用能人数及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

（四）改造情况

针对公共机构应用的典型案例，即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医院、学校、文化体育科技类场馆等。重点介绍案例基本情况、

改造前情况、改造过程、节能效果、改造后情况、运行成本等。

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位于烟台市莱山区绿斯达路中段，

上海南路和盛泉西路的交叉口。整个院区的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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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其院内中央空调系统冬季采用燃气锅炉作为热源，夏季采

用水冷离心机组作为冷源，中央空调能源站内采用二次循环泵变

流量系统实现各空调区域的供水管理（6支路 18台二次循环泵）。

医院空调系统于 2019 年正式投入使用，并由物业团队对空

调系统进行运维管理。2019-2020 年冬季，空调系统实现供热面

积约 7.5 万㎡，随着医院使用面积的逐步扩大，系统的复杂度、

能耗将进一步增加，且管理难度将进一步增大。

针对本项目空调系统当前的控制现状及未来的控制需求，我

们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建立一

套优质的节能智能控制管理系统，以实现空调机房所有设备的集

中管理和自动监测，并通过负荷巡航、系统耦合自动寻优、多维

度参数补偿等策略实现系统节能高效运行。通过项目改造运行，

节能智能控制系统自投运后，运行稳定可靠，节能效果显著。根

据实际评测，制冷季节约用电 45.8%，供暖季节约燃气 8.8%，生

活热水节约燃气 22.8%，年减少 CO2排放约 8300 吨。改造后医院

空调能效达到高效机房标准，有力的保障了公共机构空调系统的

绿色低碳运行。

（五）节能/节水效果

详细介绍技术可实现的减碳节能节水量以及比率，提供详细

的节能率数据以及测算依据

1.测量装置及测量范围

根据用户中央空调配电系统的具体情况，在被控中央空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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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电源进线处安装三相电度表计量装置（含电流互感器）或燃

料进口处安装相应计量设备，在被控辅机（包括冷冻水泵、冷却

水泵）的电源进线处安装三相电度表计量装置（含电流互感器），

所安装计量设备的计量范围能覆盖全部被控中央空调主机及辅

机，但不应包含可能运行的非被控中央空调主机及辅机。

2.测量方法及条件

采用中央空调系统在常规模式下运行和群控模式工况下运

行的能耗进行对比的测试方法，常规模式为水泵工频运行，主机

出口温度 7℃下进行，节能模式为水泵智能变流量运行，主机出

口温度根据负荷需求智能调节的方式进行。中央空调系统在相邻

两天中，采用常规模式和群控模式交替在相同时间段上运行，对

其能耗进行测试、记录和对比。

被测试的中央空调系统主机和辅机、运行起止时间应完全相

同；相邻两天的气候条件，负荷情况应大致相同。

3.测量时间及数据记录

被测试的中央空调主机及辅机采用常规模式和群控模式交

替运行共十天（常规模式运行五天、群控模式运行五天），对其

各自的能耗进行记录。

4.项目实施效果

根据往期对空调系统能效测算，系统制冷效果不佳，预期改

造后医院空调能效能够达到高效机房标准。节能智能控制系统自

投运后，系统运行稳定可靠，节能效果显著。根据实际评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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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季节约用电 45.8%，供暖季节约燃气 8.8%，生活热水节约燃气

22.8%，年减少 CO2排放约 8300 吨。

（六）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根据往期对空调系统能效测算，系统制冷效果不佳，通过企

业自筹资金 300 万元人民币进行项目节能改造，计划投资回收期

3.5 年。项目改造运行后，医院空调能效达到高效机房标准。节

能智能控制系统自投运后，系统运行稳定可靠，节能效果显著。

根据实际评测，制冷季节约用电 45.8%，供暖季节约燃气 8.8%，

生活热水节约燃气 22.8%，年减少 CO2排放约 8300 吨。

（七）主要经验

通过项目改造后评价，节能效果显著，对公共建筑、政府机

关、医院、学校、工业园区、城市供热等项目供冷、供暖、用电、

环境评价都有很好的节能效果。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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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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