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

张崟

分项计量数据应用研究



2

一、分项计量的

发展过程

二、分项计量的

数据来源

三、分项计量的

数据应用

四、分项计量的

未来拓展



3

一、分项计量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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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发展过程

1、相关规范、标准的变迁

我国的公共建筑分项计量事业起步于2005~2006年，2007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开始加速发展，2008~2009年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至今已经在多个省

市的上万栋公共建筑中实施了“分项计量工程”。

为了指导各地开展相关分项计量（能耗监测）系统建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

有关专家，以我国现行相关标准为依据，在总结吸收国内已有试点建设成果和经验基

础上，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导则标准，各省市等地根据自身也逐步建立了适应本地特点

的技术规范或指导文件。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采集技术导则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传输技术导则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验收与运行管理规范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楼宇分项计量设计安装技术导则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数据中心建设与维护技术导则

 《公共建筑用能监测系统工程技术规范》DGJ08-2068

 浦东新区-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分项计量管理指南

国
家
级

省市级—

区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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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发展过程

2、上海市分项计量系统的建设过程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发[2012]49号）要求，本市各区县的

相关负责部门积极组织建设区级能耗监测平台，同时市机管局也于2014年9月开始

建立市级机关办公建筑能耗监测平台，本市已经逐步形成“1+17+1”的能耗监测全

覆盖格局。

2010年下半年，上海市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列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

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第三批试点城市。上海市随即开展了“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

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以下简称市级平台）的建设工作，2012年上

海以市级平台为基础，开始建设覆盖全市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

耗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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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发展过程

3、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在系统建设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机制”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如

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分项计量系统将无法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机制

• 在分项计量实践过程中，政

府部门、建设单位、物业、

科研机构、施工单位分别承

担什么角色？

• 如何保证施工质量？谁来负

责维护和使用分项计量系统？

技术

• 采用什么样的能耗数据模型？

• 如何获取分项数据？

• 如何应用分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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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项计量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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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来源

1、目前市级平台接入的数据

当前本市市级分项计量平台仅针对用电数据

进行上传接入，主要分为照明插座、空调、动力

和特殊的四大分项。

平台接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既有或新建的大

型公建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是通过带有通讯功

能的智能远传电表将能耗数据进行采集上传。

计量分项中包括“总用电”在内共有35个子

项类别，其中空调系统中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

和冷热源主机设备必须采用直接计量的安装方式。

序号 计量分项 级数 装表原则
1 总用电 1 ★

2 照明插座系统用电 2 ★

3 室内照明与插座 3 ☆

4 室内照明 4 ☆

5 室内插座 4 ☆

6 公共区域照明和应急照明 3 ☆

7 公共区域照明 4 ☆

8 应急照明 4 ☆

9 室外景观照明 3 ☆

10 空调系统用电 2 ★

11 冷热站 3 ★

12 冷水泵 4 ★

13 冷却水泵 4 ★

14 冷水机组 4 ★

15 冷却塔 4 ☆

16 热水泵 4 ★

17 电锅炉 4 ★

18 空调末端 3 ☆

19 空调箱、新风机组 4 ☆

20 风机盘管 4 ☆

21 空调区域的通排风设备 4 ☆

22 多联机/分体式空调器 4 ☆

23 动力系统用电 2 ★

24 电梯 3 ☆

25 水泵 3 ☆

26 非空调区域的通排风设备 3 ☆

27 特殊系统用电 2 ★

28 信息中心 3 ☆

29 厨房餐厅 3 ☆

30 洗衣房 3 ☆

31 游泳池 3 ☆

32 车库 3 ☆

33 办事大厅 3 ☆

34 健身房 3 ☆

35 其它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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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来源

2、业主自建项目接入的数据

目前市级财政或各区县均出台了一系列优惠补贴政策或政府集中招采项目支持

本市分项计量系统建设，然而这些都仅限于既有建筑分项计量改建项目。

随着地产开发商越来越注重项目品质，不断提高自持物业法人比例，对于节能

运行管理的关注度空前提高。许多新建的大型公共建筑中不仅安装有智能远传电表，

还额外增加了智能远传水表、远传燃气表、冷热量计等各类表具，结合商业建筑常

有的预付费计量电表，其能耗计量覆盖程度相当高。

智能电表 智能水表 智能燃气表 冷热量计 预付费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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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来源

3、分项计量能耗分类模型

能耗数据分类模型作为分项计量系统建设最为核心的技术依据，也经历过多次

变化和不同思路的融合，对其演变过程的剖析有利于理解分项原则，使系统建设更

具科学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能耗数据分类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而每个模型各有其代表性：

①住建部模型；②深圳建科院模型；③清华大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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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来源

3、分项计量能耗分类模型

优点：简单易行，拆分难度低

缺点：缺少明确分类原则

核心思想：以优先保证四大分

项，但为了保持可操作性，有

意将分项停留在二级。

①住建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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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来源

3、分项计量能耗分类模型

优点：拆分原则明确，提供了

间接计量的可能性。

缺点：严谨性存在不足，过于

依赖经验与实测数据。现场实

测工作量较大。

核心思想：首创了容量比例法、

量小不计法、稳定实拆法、档

位计时法、特征分析法等修正

方法。

②深圳建科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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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来源

3、分项计量能耗分类模型

优点：拆分层级多，灵活性较高，末端估算相对方便

缺点：拆分难度大，对于设计单位的要求较高

核心思想：重点是方波估算法，仅依靠额定功率可得到能耗估算值。本质上是根据

估算结果的不确定度的大小，以不同幅度调整估算结果，使其更接近实际情况。

③清华大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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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来源

3、分项计量能耗分类模型

综上所述，分项计量工程中用能设备分类原则包括功能上的可比性、易行性两

大原则，和形式上的完备性、适应性两大原则。然而这些原则互相存在矛盾，需要

设计和建设单位妥善平衡好关系。

也就是说，功能上使分类模型能够满足分项计量的两个根本目的（“节能管理

平台”和“辅助节能诊断”），形式上使分类模型能够与实际设备种类、实际配电

系统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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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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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1、实时监测和调整

对于采集汇总的分项计量能耗数据，主要可应用于节能管理和节能诊断两个方

面。建筑能耗影响因素包含客观因素和可控因素，节能管理工作就是将可控因素对

能耗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①杜绝跑冒滴漏、长

明常开等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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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1、实时监测和调整

②三相平衡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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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1、实时监测和调整

②三相平衡的监测

低效运行以及供电质量差的最大损害是低效过热引起的核心部件烧毁或设备

寿命缩短。一台空调机组压缩机马达寿命约在20-25年左右，而水泵的电机运行

寿命约15-20年左右，在低效过热的工况下，其运行寿命可缩短30%~50%，甚

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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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1、实时监测和调整

③区域（科室）定额考核



20

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1、实时监测和调整

④超限报警---能耗使用量or能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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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1、实时监测和调整

⑤变压器运行状态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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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2、用能结构的分析

能耗数据分析过程就是“在能耗数据和相关影响因素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

节能诊断分析关注的重点是“效率”，而效率的高低是由“服务量”和“能耗”共

同决定的。通过计量我们可以掌握能耗数据，但与服务量相关的信息很多，收集这

些信息的难度甚至比获取能耗数据的难度还要高。

能源利用效率

服务效率

系统效率

诊断分析方法

没有“服务量”信息— 波形特征值法

部分“服务量”信息— 拟合参数法

准确量化“服务量”— 效率指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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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2、用能结构的分析

①昼夜峰谷比

电热水器的工作曲线（昼夜比）

某建筑用能时段结构（峰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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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2、用能结构的分析

②季节峰谷比

某建筑用能结构

夏季典型周

可以发现，蓝色曲线（室内侧风机）在

两个典型季几乎没有变化，可以初步判断在

控制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变风

量的调节作用。
过渡季典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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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2、用能结构的分析

③效率指标计算（多用于空调系统）

冷机效率

可以根据管理或考核需要自由定义计算公式，实时监测各类设备运行效率。

冷却水输送效率

冷冻水输送效率

冷却塔输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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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数据应用
3、大数据的应用

通过建立能耗监测管理平台的大数据库，除了以上用于分析计算而形成的大数

据库以外，还可以反馈项目的设计参数，给出更为准确、详细、具体的建设要求，

帮助管理部门或业主单位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优化规划方案，并为将来社会化技

术力量的介入与服务提供数据基础。

优化设计与规划
数据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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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项计量的未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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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未来拓展

1、全能耗品种的覆盖

目前本市对于分项计量的监测仅涉及用电能耗数据，将来势必往全能耗品种覆盖

的方向发展，已有区县研究和探索将用水数据上传至分项计量平台。随着碳交易、合

同能源管理等新兴市场化节能手段的逐步成熟，全能耗品种计量和统一计算标准煤的

需求将越发强烈和明确。

供配电

系统数

据采集

给水系

统数据

采集

空调系

统数据

采集

燃气系

统数据

采集

气象及

环境参

数采集

能耗监

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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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未来拓展

2、BIM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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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未来拓展

2、BIM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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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未来拓展

2、BIM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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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未来拓展

3、移动设备端的应用

由于现代通讯技术、远端存储技术

的高速发展，以及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

普及，传统的固定办公会议、纸质甚至

电子邮件汇报的工作模式也正受到影响。

利用网络云端技术，企业可以实现即时

共享信息（管理单位、本地物业所看到

的，业主同时也能看得到），各部门各

层级管理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

相应的建议，形成管理云，大大提高整

体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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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的未来拓展

4、数据社会化的应用

在大数据库建立后，海量的建筑能耗数据并非是任何孤立的部门或团体能够完

全发挥其潜力的，分项计量能耗数据的对外公示是必然的趋势。惟有充分利用社会

技术服务力量，形成采集、分析、优化和评估的良性循环，进一步达到节能降耗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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