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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一、技术名称

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二、所属技术类型

能源消费监控体系技术

三、技术/产品简述

（一）技术概述

1.技术原理及特点

智慧能源服务平台主要结构为分层分布式结构，可在发电、

输电、配电和用电环节都能起到很好的优化效果，在发电侧方面，

用于负荷调节，平滑间歇性能源，提高新能源消纳，提高备用电

网容量等，在用户侧方面，用于提高分布式能源消纳、削峰填谷、

负荷转移、平抑负荷、降低用电费用，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

量。

2.创新点

（1）信息共享：实现综合能源全方位、全过程的数字化建

设，统一技术架构、数据标准规范，构建信息共享，实现数据资

源的全面贯通和集成共享；

（2）能源监控：分层级、多维度对社会能源监测，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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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源输配网络、能源消费、以及多元用户综合情况全过程

进行监控，实现能源的综合监控管理；后期会根据企业需求增设

碳监测模块；

（3）生产调控：支持电、热、冷、气、水等多种能源形式

的综合能量管理与调度，通过多时间尺度调度，提升综合能效和

能源管理水平；

（4）客户服务：立足客户需求，在消费侧提供多元化需求

响应服务，为客户提供能效数据监测与分析，配套开展能源规划

设计、多类型能源建设运营等综合服务，优化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与感知；

（5）运维管理：通过集中监视实现分散运维向集中运维转

变，实现现场无人、少人值守；通过移动互联、大数据分析等技

术手段，随时发现设备状态变化，预测潜在风险，避免事故。

3.主要解决的问题

（1）能源管理粗放：早期设计的抄表系统缺少针对性维护，

重点用能设备缺少能耗数据的统计（大部分为人工进行统计），

急需智能化管理手段。

（2）缺少运维管理工具：厂区面积大，运维难度高，人工

依赖程度高，工作强度大、运维效率无法保障，无法为管理决策

者提供准确、实时的数据支撑。

（3）用电安全隐患：变配电设备使用年限较长，大型设备

多，管理难度高，运营人员依靠经验管理；专业人员招聘难，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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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排查依靠人工巡检。

（4）智能化系统繁琐：厂区智能化发展较快，措施及系统

建设日益加快，但导致智能化系统由多个不同厂家建设，繁杂、

操作难度高且难以统一管控。

（二）技术参数

1.系统容量

（1）单机服务器接入监测点数目：≤5000 点

（2）多服务器接入监测点数目：5000-20000 点

（3）历史数据保存周期：≥5 年

（4）最大接入工作站数目：500 台

2.实时性指标

（1）调用画面响应时间：≤1s

（2）遥测传送时间：≤1s

（3）遥信传送时间：≤2s

（4）变位响应时间：≤2s

（5）SOE 事故分辨率：≤5ms

（6）故障隔离和恢复供电时间：≤60s

（7）网络速率：10M/100H/1000M 自适应

3.系统可靠性指标

（1）CPU 负载率：平均＜20%，峰值＜30%

（2）系统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10000 小时

（3）遥信准确率：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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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务成功率：在 500 用户并发下，操作成功率均可达

到 100%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硬件环境：需要在监测点安装系统配套监测、分析及传输硬

件，PC 端无特殊要求，企业普通办公电脑配置即可；

软件环境：需 WindowsXP 以上电脑操作系统；

物理环境：-10℃-55℃的温度环境下均可正常运行。

五、节能/节水效果

以一个季度为周期来看：

节能：该系统可为用户平均降低能耗 13%左右；

节水：该系统在加强用水管理的基础上，可提高水资源利用

率 8%左右；

减碳：该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可帮助制定内部减碳标准，推广

减排技术实施应用，针对的光伏、储能等减碳子系统进行数据分

析，核算减碳量和投资收益。平均可减碳 14%左右。

测试方法：系统利用各类能耗监测点收集数据，并对其进行

分析计算，采用同比环比的方式，简单明了对比企业各阶段节能

节水减碳的实际效果。

六、同类产品比较

（一）优点

智慧能源服务平台的实施，可在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环

节都能起到很好的优化效果，在发电侧方面，用于负荷调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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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间歇性能源，提高新能源消纳，提高备用电网容量等方面都有

着明显效果，在用户侧方面，在提高分布式能源消纳、削峰填谷、

负荷转移、平抑负荷、降低用电费用，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

量等方面效果显著。

（二）缺点

由于现在大数据爆发式发展，带动各行业不断改革，我公司

产品的升级迭代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基于此，我公司与武汉大学

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吸收先进技术，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和新颖

性，顺应市场发展和时代潮流，使本产品处于优势地位，同时加

大科研力度。

七、典型应用案例

（一）案例名称

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园区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二）案例时间及实施地点

2021 年 8 月至今，亳州芜湖。

（三）用能人数及建筑面积

14000 人左右，923 亩。

（四）改造情况

1.改造前情况

该系统针对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的发展现状，特提

出了个性化服务。改造前园区存在保安人员巡逻，人工身份核查，

预警不及时等非智能化安全问题；设施独立运行，无法统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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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靠人工巡查检修等设备运维问题；传统能耗过高，人工抄表等

能耗成本问题；以传统手段为主的基础服务，运营模式单一的服

务问题；每个设备都单独运行，形成数据孤岛，传输困难，且时

效性局限的数据问题；园区碳排无法管理等等问题。

2.改造过程

园区在 2.5 产业园、人才公寓、亳州新材料、鑫泰药业、信

义玻璃、浪潮、标准化厂房一期、标准化厂房二期低压配电室电

气回路加装支持 4G 的能耗数据采集仪表及温度检测传感器和分

体空调管家进行产业园能耗的计量及分析。后期会根据监测情况

进行系统平台升级并增加监测点数。

除此之外，该系统还搭建碳监测管理模块，可实现集中展示

集中展示园区内企业碳排放总体指标。

图 1 能耗概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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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能耗分析图

3.改造后情况

在搭建该系统后，整个园区形成能耗整体，安全方面由系统

自动识别、巡查、预判警告；设备经系统自动记录，AI 分析，

协同运维；能源方面系统可远程抄表，智能化收集分析能耗情况；

服务方面系统可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设备、不同企业进行定制化

增值服务，实现线上线下互联；系统可对用能单位进行实时全量

数据采集，互联共享。

同时，该系统针对园区实际需求拓展搭建碳监测管理模块，

可实现集中展示企业碳排放总体指标：包括累计碳排放量、碳中

和总量、碳排放强度、预计年度总排放量、预计盈余/超标量等。

帮助园区指定减碳制度及标准。

4.节能效果

在园区上线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后，园区年度节约电能消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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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标准煤 359.48 吨，减排二氧化碳 959.82 吨，与上年度同期相

比能耗减少 13%。节水可达 842 吨，与上年度同期用水减少 8%。

5.运行成本

平台需要根据用户使用需求、规模、用能现状等因素综合定

价。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年运行成本约 20

万元。

（五）节能/节水效果

1.数据来源

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能耗量为其园区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监测终端在线抄表确定。

2.计算依据

1）《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90

2）《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GB/T13234-91

3）安徽省统计局发布《2014 年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3.计算过程

园区净耗能源量主要为办公生产所消耗的二次能源电能。

2021 年 1 月至 8 月园区未上线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共计 8 个月

消耗电能达 2250 万千瓦时。

在园区 2021 年 8 月上线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后，其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共计 8 个月，消耗电能达 1957.5 万千瓦时；园

区主要为办公耗能，每月用能量无较大波动，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共计 8 个月，未上线智慧能源服务平台消耗电能数据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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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至 8 月耗能量 2250 万千瓦时计。经计算：

同期节约电能约 2250-1957.5=292.5 万千万时。

根据《能源统计报表制度》推荐折标准煤系数换算，园区上

线 该 平 台 后 用 能 实 际 完 成 节 能 量 折 算 标 准 煤 为 ：

292.5*1.229=358.61 吨标准煤；

折算二氧化碳量：359.48*2.67=959.818 吨。

项目年度节约电能消耗折合标准煤 359.48 吨，减排二氧化

碳 959.82 吨，与上年度同期相比能耗减少 13%。节水可达 842

吨，与上年度同期用水减少 8%。

（六）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投资额：285 万元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回收期：三年

项目于 2021 年 8 月在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建设实施，预

计 3 年就可收回投资。预计到 2024 年，可降低能耗 13%左右；

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8%左右；可为园区减碳 14%左右。

2.社会效益

智慧能源服务平台通过建立园区建群信息共享机制，打通运

营管理互通渠道，有效整合资源提高使用率，大幅度降低客户运

营管理成本，帮助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加快产业转型，改善传统

园区运营管理水准，全面驱动园区的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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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提供更大的便利。融合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打造实时监测园区内的各种设备安全情况，实现园区全方位可视

化，提供消防联动、人脸追踪、视频巡逻、主动防御警告功能集

成，节约人力和物力的同时，全面保障园区安防问题。智慧能源

服务平台的高质量管理，开启了园区服务新模式，将园区通信网

络集约管控，实现数据交互和共享，强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

能力水平，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信息化服务，解决传统园区服务不

够人性化，做到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业务，展示出园区服务水平智

能化。

（七）主要经验

该系统在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落地搭建后，为园区带了显著

节能节水减碳效果，在此期间，不断优化公共机构用能结构，探

寻公共机构用能特点，根据公共机构能耗特点进行优化系统，提

供定制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