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节能工程应用的产品 

（分项计量表具和能耗数据采集器）行业发展报告 

 

1 行业总体情况 

1.1 行业背景 

上海作为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示范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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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的要求，全市在“十二五”

期间构建“全市统一、分级管理、互联互通”的建筑能耗监测系统，采用 “1+17+1”

的管理模式，实现市级平台与各区县分平台的数据交换和统一管理。 

根据沪府发〔2012〕49 号要求，全市单体建筑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用能分

项计量装置的安装及联网。经过五年多的发展，截止目前，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

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平台已接入 1800 余栋建筑。国内各省市也积

极发展能耗监测平台建设，例如：江西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监测平台建设和九江市建设规划局智慧节能建设-楼宇能耗监测系统、青海省西

宁市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陕西省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福建省大

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珠海市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等。 

目前，各区的分项计量系统已经陆续进入维保阶段，对于原有系统开展的修

复等工作将带来新一轮的计量表具和数据采集器的市场需求。此外，新版《公共

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工程技术标准》DGJ08-2068-2017 要求实现全能源计量，除电

表外的计量表具如水表等也将有进一步的市场需求。 

1.2 能耗监测系统工作原理 

分项计量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首先在建筑内低压配电站各供电回路上安装



带有数据远传功能的分项计量表具，然后将表具所采集的能耗数据实时传送到局

域网的能耗数据采集器；能耗数据采集器接收到能耗数据后，通过网络将数据输

送到上级能耗监测平台及本地服务器。服务器对数据进行解析、存储、计算、分

析。 

 

图 1  系统原理图 

系统建成后，使用者可以通过任何一台与 internet 网络连接的计算机登陆

分项计量系统数据中心，通过专用账号获取本建筑的用能信息和初步分析数据。

为节能管理运行提供数据支持。 

1.3  能耗监测系统的作用行业特点 

能耗监测系统通过对建筑能耗的实时计量、分析，全面清楚地了解建筑内

的能耗。管理人员可通过比较分析建筑能耗数据后得到建筑当前所存在的问题。

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 用能实时监测 

实现对本建筑的主要能耗即电能总量和 4 个分项（照明与插座、空调、动

力、特殊用能）计量总量的实时监测功能。 



2) 用能统计、分析、比较 

实现对建筑用电总量和各分项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比较，并以表格或图表

形式输出，为用电运行管理提供依据。 

3) 数据上报 

向区平台上报总体能耗数据。 

4) 数据共享 

实现监测数据的资源共享。 

在建筑使用阶段，由于建筑物的功能的变化、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用能设

备的改变以及用能人员的用能习惯等原因，会导致实际使用中的建筑能耗偏离设

计中对能耗的预测分析结果，有些情况下会出现较大偏离，此时会暴露出用能不

合理等问题。因此在项目建成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定期对能耗数据的进行深入研

究与数据挖掘分析，形成对建筑实际运行用能情况的掌握、分析诊断以及节能评

估，是根据实际运行状况确定合理的节能策略的基础，是运营阶段节能降耗工作

的前提条件，更是对能耗监测系统工程建设的成果的最大化利用及有效补充。 

2 行业现状 

2.1 行业质量现状 

2016 年前，能耗数据采集器没有统一的产品标准，各厂家根据各自的技术

标准进行生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或由于成本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部分厂

家可能会牺牲一定的产品质量，可能会造成一定隐形质量缺陷，在短时间内这种

缺陷不一定能够体现出来，但是随着系统运行时间的增加，产品长期在较为恶劣

的环境中连续不间断运行，加之产品本身的固有老化，在系统运行一定周期后面

临不稳定乃至不能正常运行的现象。主要问题包括： 

能耗数据采集器不具有断点续传功能 

根据《公共建筑用能监测系统工程技术规范》DGJ08-2068-2012，建筑在向



区级或市级平台上传数据过程中，如因传输网络故障等原因未能将数据定时远传，

则待传输网络恢复正常后数据采集器应利用存储的数据进行断点续传。现场踏勘

发现，多数用能监测系统的能耗数据采集器未具备断点续传功能，而由于现场网

络环境不稳定的情况比较普遍，则一旦网络中断则期间的数据则永久不能恢复，

数据的缺失将导致无法进行完整的建筑能耗的统计分析，势必影响节能诊断工作

的开展。 

1) 电子产品的环境适应能力未经考量 

电工电子产品的工作环境条件是影响设备性能能否可靠地实现、乃至影响设

备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所有电工电子产品的标准中，都将环境适应性

列为产品技术要求的第一项，并且作为产品质量的一个考核指标，在产品的型式

试验中进行考核。《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GB/T 2421 系列标准描述了环境试

验及其严酷程度的基础信息，如《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

验 B：高温》GB/T 2423.2 规定严酷等级由试验温度和试验持续时间表示，试验

温度分为 10级，持续时间分为 2h、16h、72h、96h。-2008/IEC 60068-2-2：2007。

一般能耗数据采集器的现场工作环境工作温度为-10︒C～55︒C，工作相对湿度

为 0%～90%； 

2) 电子产品的抗电强度未经考量 

设备中使用的固体绝缘应当具有足够的抗电强度，绝缘应当承受的试验电压，

或者是波形基本为正弦波形、频率为 50Hz或 60Hz的交流电压，或者是等于规定

的交流试验电压峰值的直流电压。作为电子电器设备安全性能考核的重要手段之

一，有关安全标准都会给出抗电强度试验的要求，其目的就是评价设备中作隔离

用的绝缘耐高压冲击的性能。 

3) 电磁抗扰度指标偏低 

由于数据采集器通常放置于低压配电间等现场环境，本身要面对电磁干扰等

外部环境和人为状况，必须保证设备具有足够的静电放电、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浪涌（雷击）等电磁抗扰度(EMS)。目前市场上能耗数据采集器大部分为自行研



制，没有行业标准，也没有经过型式试验，因此在电磁抗扰度方面应加强质量把

关。 

此外，就分项计量表具来说，以智能电表为例，其采集精度上基本满足规

范规定的不低于 0.1 级的精度要求，问题往往出在通信接口部分。现有电表检测

标准如《交流电测量设备》GB/T 17215 系列标准虽对测量部分进行了详尽的规

定，但它不适用于数据接口部分，即对标准的通讯性能未作规定。该部分技术要

求的缺失导致了一些通讯性能不良的电表流入了市场，电表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出

现通信中断、通信不稳定等问题。 

为进一步落实沪府发〔2012〕49 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本市节能减排工作

完善建筑节能监管体系，降低既有建筑使用能耗，培育节能服务产业，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全面落实本市建筑节能工程应用的分项计量表具和

能耗数据采集器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加强监管，同时对提升对能源统计数据敏感

度，对不合理用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诊断报告，改进用能结构及习惯，切实落实节

能目的。 

2016 年，《上海市智能建筑建设协会》（沪智建协 2016[001]号）《建筑节能

分项计量表具及能耗数据采集器技术要求》为本行业相关产品备案制定了统一的

技术要求，填补了目前该领域空白，尤其是针对不同硬件设备接口的通信性能检

测开创了上海市该类产品实验室检测的先河。 

《公共建筑用能监测系统技术标准》DGJ 08-2068-2017 修订中总结了近年来

用能监测系统工程实施的经验，融合了信息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同时系统性提出

了分项计量表具和能耗数据采集器的产品技术要求，为持续推进我市公共建筑用

能监测系统高标准建设与运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也为系统分项计量表具和能

耗数据采集器备案这两类关键设备提供了完整、系统的检测依据。 

2.2  备案企业生产质量现状 

2018 年本市开分项计量表具通过备案的共计 6 家单位，包括以下企业：北

京爱博精电科技有限公司，真诺测量仪表（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电电力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鼎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上述企业中，由于部分企业同时生产分项计量表具

和能耗数据采集器两种设备. 2017-2018 年度，上海市智能建筑建设协会组织对其

中的 19 家企业进行了诚信专项检查，被查企业基本具有完善的生产线和质量控

制程序，产品生产过程记录完整性。 

 

图 2 产品生产车间 

 



 

图 3 电表性能检验设备 

2.3 行业市场分析 

现将销量和年销售收入统计如下： 

表 1  2017 年销售数据统计 

序

号 
企业名称 

数字冷（热）

量表销量

（台） 

多功能电

表销量

（台） 

能耗数据

采集器销

量（台） 

主营产品年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收入

与上年相

比 

1 
深圳市天创达科技有限

公司 
    50 188 -69.88% 

2 
上海格瑞特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170 150 10% 

3 
广东艾科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865   290 2200 32% 

4 
北京立华莱康平台科技

有限公司 
    1600 720 36% 

5 
杭州佳和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公司 
  15000 50 1500 -20% 

6 
江苏斯菲尔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   1344 30% 

7 
江苏国电格朗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59  / 



8 
上海盛路达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3800   350  / 

9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35492   32936.32 7.22% 

10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   22390 -3.79% 

上述企业总计销售收入 61837 万元，多功能电表年销量 406292 台，能耗数

据采集器年销量 2160 台，数字冷（热）量表年销量 865 台。可见，能耗监测

中多功能电表销量较大，能耗数据采集器由于用量需求少导致销量较少，数字

冷（热）量表现在的市场份额更少。 

表 1  2018 年销售数据统计 

序

号 
企业名称 

数字冷（热）

量表销量

（台） 

多功能电

表销量

（台） 

能耗数据

采集器销

量（台） 

主营产品年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收入

与上年相

比 

1 
上海华宿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  10775 45% 

2 
江苏斯菲尔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30699  1391 17% 

3 
上海格瑞特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20 165 10% 

4 
真诺测量仪表（上海）

有限公司 
 250000    12500 20% 

5 
广州柏城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18400  1500 4018 3% 

6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35000   5135 6.38% 

 

 

3 行业协会 

上海市智能建筑建设协会于 2007 年开始筹备，2011 年 4 月正式成立。近五

年来，会员发展到目前的 230 余家，基本覆盖了本市智能建筑行业内主要设计单

位、工程企业、产品制造和供应商。 



在上海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在会长陈众励（上海现代

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秘书长周建新带领下以及广大会员企业的共同努

力下，上海市智能建筑建设协会开展了一些列工作和活动，主要有： 

1）积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制定了《行业自律公约》，用以规范从业企业市

场经营行为，促进市场有序竞争，提高智能建筑行业社会公信度。 

2）努力推进理论研究和科技创新工作。聘任了新一届智能建筑专家委员会，

并展开了一系列活动：适时举办智能建筑论坛和专家沙龙，编辑发送《智能建筑

科技》专业期刊，开展技术和学术交流；组织行业培训，提高本市行业从业人员

技术素质；开展项目咨询和顾问，为本市重大项目建设服务；积极推动理论研究

和学科建设，提升本市智能建筑行业技术水准；组织专家参与国家标准和上海市

地方标准的编制，组织编制行业标准，引导和规范本市智能建筑项目的建设。 

3）由协会与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编的《住宅小

区智能化应用技术规程》已于 2013 年 11 月发布成为地方标准。 

4）协会还组织专家和企业技术人员针对当前智能建筑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编制具有指导性的行业标准。已经编制完成的行业新标准有：

《建筑工程智能化节能技术指导手册》、《住宅及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工程高标准

建设指导书》、《建筑智能化专项工程设计咨询服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及取费标

准》和《高级星级酒店智能化工程建设指导书》等四项。为进一步适应我国绿色

建筑建设与运营的需要，在《建筑工程智能化节能技术指导手册》编制完成后，

组织专家作进一步充实，编制完成了《建筑智能化节能技术》专著，于 2013 年

11 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5）努力发挥行业引领的作用。开展行业评优（包括《上海市智能建筑设计施

工优秀企业》、《上海市智能建筑优秀工程》、《上海市智能建筑行业优秀项目经理》、

《上海市智能建筑优秀设计师》等 4 个分项），树立在企业建设和发展、项目设

计和工程管理以及专业管理人才发展等方面的先进样板，积极引导本市智能建筑

行业健康发展。 

6）努力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采集会员企业各类信息，及时向政府主管部



门反映行业和会员诉求；随时接受政府委托，积极开展相关活动，配合主管部门

对行业实行有成效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