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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简介

1.1 系统概述

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同

时也引发了能源供应危机及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节能减排、低碳环保不再只是一个社会的

热点话题，更是未来的必经之路。

企业能源管理系统是依靠节能减排的科学管理进行节能管理，实现各类能耗数据的采

集、存储、统计分析、节能诊断、优化控制和综合管理，在充分满足、完善用户需求的前提

下，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率。企业能源管理系统是一套能源消耗可视、能源消耗可

知、能源使用可控的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

1.2 系统特性

（1）业务扩展性

系统具备扩展“设备运维”“三维可视化”“视频”模块能力，并实现无缝融合；同时，

系统还具备强大的定制能力，适用于不同现场的定制需求。

（2）应用场景

系统应用场景较为宽广，支持工厂能源管理、楼宇能源管理、园区能源管理、省/市能

源管理等应用场景。

（3）系统安全性

系统支持分布式部署、支持集群部署、具备自主备份机制；系统支持 Windows、Linux

环境部署，其中 Linux 能够大大提升系统的安全性；

（4）灵活的统计周期

系统具备灵活的统计周期配置能力，用户可统一定义日统计开始时间（时）、月统计开

始时间（日）、年统计开始时间（月）。除此之外，用户也可以自定义每个月的月开始时间（日）。

（5）单点登陆

系统具备单点登陆服务功能，支持其他第三方服务平台单点登陆集成。

（6）自定义驾驶舱

系统提供多种驾驶舱显示模式，用户可根据企业自身重点指标进行灵活配置与浏览。

（7）自定义报表

系统支持 EXCEL 明细报表和汇总报表自定义配置，只需按照规则简单地在 EXCEL 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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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配置，就能在系统种实现相应报表地查询与导出。

（8）移动端浏览

系统可支持通用能源管理移动端应用，使企业管理人员能够远程监控能源的实时变化。

2  能源管理

2.1 基础数据管理

2.1.1 工艺建模

主要功能是配置企业、单位的站点（厂房、楼宇）、设备和测点的信息数据，用户可以

根据行政划分、地理位置、逻辑关系建设系统软件分析模型，为能源管理系统提供基础数据。

2.1.2 数据服务

主要功能是配置软件平台所有数据测点的采集和转发，平台支持 MODBUS、OPC、FC

系列组态软件、EF 系列组态软件、Pspace、关系数据库等数据采集方式，支持 MODBUS、关

系数据库（Mysql、SQLServer、Oracle 等）、大型公建能耗导则、WebService 接口等数据转发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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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源数据管理

2.2.1 统计值管理

主要功能是配置软件平台能源计量指标名称及指标计算方法，为能源分析页面提供基础

数据。

2.2.2 维度管理

主要功能是配置周期统计（时、天、月、年）外的统计维度，例如峰谷平尖统计、班次

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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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统计分组

主要功能是用于将系统所配置的统计值进行分组管理，方便不同业务功能之间的调用与

隐藏。

2.2.4 能源类型

提供能源介质类型的查、增、删、改功能，为用户按不同分类能源进行查询统计的系统

基础依据参数。系统初始化的时候通常已经配置，用户不需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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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能源价格

用于管理能源消耗价格的基础数据，用于报表结算时可根据该数据进行统计收、付费，

以满足不同计量计费需要，为系统计量计费提供重要参数依据。能源价格在现实生活中通常

为以下三种：均价、时间规则（尖峰谷平）、用量规则（阶梯用量）。

2.2.6 能源标准

为用户制定、管理各类产品能耗指标的企业标准、地方标准、省级标准、国家标准、国

际标准数据，为企业各类产品能耗对标提供基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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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能源分摊

主要功能是根据各企业需要，将公用设备能耗和企业总能耗与各统计单位能耗的差值进

行二次分摊，保证企业能源的动态平衡。系统支持按日分摊和按月分摊两种核算模式，企业

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

2.2.8 周期扩展

系统支持配置日统计开始时间（时）、月统计开始时间（日）和年统计开始时间（月）。

除此之外，系统扩展了月统计开始时间自定义配置，用户可根据自身现场需要，自由配置每

个月的月开始时间（日），每个月允许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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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能源计划管理

2.3.1 能源计划

能源计划是以企业机构为层级关系进行查询，采用树形表结构方式展示计划，正常计划

数据=能源定额×生产计划；能源计划也是能源预警重要参考依据。

2.3.2 能源定额

为用户提供针对具体用能生产的能源定额制定的操作接口，为能源计划提供重要的计算

参数。

由于目前企业用能分级计量体系不完整，而且能源定额计算非常复杂与具体工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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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先关，因此目前系统提供的是用户根据经验值填写制定方式。

2.4 基础数据分析

2.4.1 测点曲线分析

实现不同计量仪表各参数以趋势折线图和表格的方式展示各参数的历史趋势，并统计查

询条件下的最大值、最大值时间、最小值、最小值时间和平均值信息。

2.4.2 测点报表分析

实现不同计量仪表各参数以表格的方式展示各参数的历史明细数据，系统可查询任意时

间段的历史参数，并支持 EXCEL 导出和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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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数据报警分析

实现不同计量仪表各参数实时/历史报警记录的查询与确认功能。

2.5 能源统计分析

2.5.1 能源对比分析

实现不同用能单元按不同周期（小时、日、月、年）不同时间的能耗进行趋势对比，并

以趋势柱状图、趋势折线图和表格的方式展示对比数据，帮助用户分析用能单元的能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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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标煤对比分析

实现不同用能单元按不同周期（小时、日、月、年）不同时间的能源折标煤进行趋势对

比，并以趋势柱状图、趋势折线图和表格的方式展示对比数据，帮助用户分析用能单元的能

耗变化。

2.5.3 成本对比分析

实现不同用能单元按不同周期（小时、日、月、年）不同时间的能源成本进行趋势对比，

并以趋势柱状图、趋势折线图和表格的方式展示对比数据，帮助用户分析用能单元的能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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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变化。

2.5.4 能源排名分析

实现不同用能单元在相同周期时间下的能耗进行排名分析，并以柱状图和表格的方式展

示排名数据，同时显示各用能单位在各查询周期的的同环比增长率数据。

2.5.5 能源分类分项

根据不同的分析维度（如区域、能源流向、建筑分项等）对各用能单位能耗进行分类和

分项划分，通过饼图的上、下钻逻辑展示能源包含与被包含之间的关系，显示各类型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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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同时通过柱状图和堆积图显示各用能单位的实际用量与趋势占比关系。

2.5.6 能源时段分析

根据不同的时间维度（如峰谷平尖时段和白中夜班等）对各用能单位能耗进行时段维度

占比分析，同时通过柱状图和堆积图显示各用能单位的各时段维度下的实际用量与趋势占比

关系。

2.5.7 能源对标分析

实现不同用能单元按不同周期（月、年）不同时间的能耗与其企业标准、地方标准、省

级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进行对标分析，通过与标准值之间的差值清晰地反应企业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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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情况下能源消费水平，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数据参考。

2.5.8 能源报警管理

实现能源超限实时报警提醒和历史报警查询功能。用户可通过用能单位、时间、报警状

态等多条件查询与定位当前平台内所有能源超限报警信息，为报警的统计分析提供基础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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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能源绩效考核

用户可以统计每个用能单元用能实绩与用能计划的对比，进行能效考核，以仪表盘及表

格方式展示能耗的日、月、年的能源计划与实绩的对比结果。

2.6 产品数据管理

2.6.1 产品信息管理

实现各用能单位所生产产品信息的录入、修改和删除，为能源定额、能源计划提供基础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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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计划产量管理

实现各类产品计划产量的按日、按月的录入与查询。

2.6.3 单耗对比分析

实现不同用能单元不同能源介质按不同周期（小时、日、月、年）不同时间的单产品能

耗进行趋势对比，并以趋势柱状图、趋势折线图和表格的方式展示对比数据，帮助用户分析

用能单元的单产品能耗变化。



技术规格书

2.7 能源报表管理

2.7.1 能源明细报表

用户可以根据企业需求，通过 EXCEL 方式自定义能源明细报表的表头名称、用能单位指

标及平均、最大、最小、合计等统计方法，同时单元格支持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报表提供年

报、月报日报三种格式的查询、导出和打印功能。

2.7.2 能源汇总报表

用户可以根据企业需求，通过 EXCEL 方式自定义能源汇总报表的行和列、用能单位指标

及平均、最大、最小、合计等统计方法，同时单元格支持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报表提供查询、

导出和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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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能源平衡报表

实现企业各级能源计量平衡，并根据报表的方式展现，支持能源平衡的月报、年报的查

询、导出和打印功能。

2.8 高级功能

2.8.1 能源平衡图

系统支持自定义各类能源（如电、水、燃气、压缩空气等）流动平衡图的配置与显示，

清晰直观地显示各类能源购入、转换、输送和最终使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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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能源驾驶舱

系统支持按照各类页面布局模板自定义驾驶舱显示页面，通过“饼图”“趋势柱状图”

“趋势折线图”“趋势堆积图”“XY 柱状图”“仪表盘”等控件自由组态页面显示方式，方便

定义各企业各级领导所关注的各类驾驶舱页面。

2.8.3 其他定制功能

系统可根据实际需求定制其他能源管理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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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配置

3.1 菜单配置

主要功能是配置系统菜单基础数据，为用户自定菜单名称，菜单结构提供编辑操作接口，

用户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对系统功能规划对系统菜单进行随意组合，以满足用户自己的管理使

用习惯。

3.2 机构管理
主要功能是配置机构分类基础数据，以便配置企业机构时用于区分企业机构的性质。

3.3 角色管理
主要功能是配置用户角色，统一管理软件平台访问配置权限，不同角色对应企业机构不

同的人员岗位，方便区分不同用户不同菜单的访问配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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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员管理

主要功能是配置企业、单位所有相关人员的人员信息，包含工号、姓名、性别、岗位、

证书、技能、联系方式等。

3.5 用户管理
主要功能是配置管理本系统所有相关人员的账号、密码、角色、菜单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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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系统函数
主要功能是自定义平台计算函数，构建平台系统函数库，统一管理，方便测点计算时直

接调用。

3.7 报警通知

主要功能是自定义平台测点、统计值报警触发时的推送模式。系统支持短信（需借助四

信 F2003 GSM IP MODEM 短信猫）、邮件、第三方数据库推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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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日志管理

主要功能是管理并浏览系统操作日志、下置日志、事件日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