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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能源管理信息系统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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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背景下，如何借助信息化系统提升高校能源管理的整体效率，成为高校发展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全新技术的

支持下，面向高效、全面化发展的能源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对流网络、感应体实时监控以及采集设备信息，将信息数据整合到数据

中心，并在中心对数据进行汇总以及分析预警，从而为管理人员提供更为全面的数据。本文通过分析当前高校能源管理的现状，

把握当前能源管理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并围绕高校能源管理效率的提升提出全新的能源管理系统，希望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高校的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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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发展来讲，其节能工作有其特殊的需求以及运作规

律，且主要抓手在于校园能源管理以及运营。而在全新的时代

背景下，高校需要将节能减耗工作落实，从全方位分析并把握

高校的整体的用能水平，建立全新的高校能源管理系统。这一

措施的落实利于高校开展校园能源分析，结合实况制定整体的

节能规划，进而强化校园水电指标的定额管理，实现能源设备

的科学运行管理，切实提升高校的社会影响力。

一、当前高校能源管理现状

（一）未落实监督考核体系

针对高校的能源管理，不同地区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文件，

主要针对高校的能源管理行为进行制约。不过在落实的过程中

并未制定具体的目标要求以及配套的可操作措施，且在管理中

并未将节能归入高校考核指标体系中，对高校来讲其外部监管

压力并不大，同时高校内部也缺乏对节能工作的考核以及奖罚

机制，导致不同部门的节能动力不强，相应工作的开展较为被

动。

（二）能源管理的职责不够明确

相对来讲，很多高校的能源管理职责不够明确，主要委托

后勤实体负责，其中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情况较为明显，管理

整体较为粗放，且后勤实体主要以自身的利益为需，其一般会

加大能耗预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高校的能源支出，同

时因缺乏一定的约束管理机制，导致其在供应、管理上容易出

现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能源管理的发展。

二、高校能源管理信息系统

（一）全新能源管理系统引入的关键作用

对高校发展来讲，其全新能源管理系统的建设利于高校对

校园内的能源进行分析，并制定完善、整体的节能规划、节能

组织、奖罚制度等，进而强化校园水电质变定额管理，实现能

源设备的科学合理操作，进而打造全新的管理运行体系。除此

之外，建立能源管理系统能够进一步提升高校的能耗管理水平，

帮助高校形成三级计量管理网络平台，并运用数据的计算以及

整合进行成本核算，从而将能耗分解、细化，从而形成量化的

考核指标，进而做到从制度层次保证校园不同环节的能耗降低，

切实实现其能耗的节能增效。不仅如此，全新的能源管理系统

能够配合高校的技能工作，提升校内能源管理水平。同时，其

可以在高校原有技能形成管理被削弱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对

高校能源利用情况的宏观监督管理，进而为其提供全面的引导，

进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二）高校能源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构架

一般来讲，高校能源管理信息系统主要由计量表具、数据

中转站等几部分组成。整个系统基于大数据系统，并借助 BS

软件构架，其在运用过程中可以实现能耗数据的实时监测、图

标显示以及节能分析和数据上传等。以下则是对各个系统构件

用途的具体分析。

计量表具：其主要是电、热等能源、水资源消费的计量装

置，此装置虽为系统的最底层，但也是最为关键的设备，能够

为系统提供所需的不同原始数据。

网关设备：实现数据采集以及转化的设备，其主要目的是

将计量表具的数据用分散以及集中处理的方式进行数据转换，

并将其接入校园节能监管系统的服务网络，并将数据传至数据

中心。

中转设备：由终端 PC 及其相应的数据服务构件组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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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连接网管和数据服务器，主要功能为接受辖区内的能耗数

据，且具有暂时保存原始数据的功能。

传输网络：本构件主要是数据采集设备和表计数据通道为

主站系统的数据通道，其布线的主要原则是一种为主、多种公

用，主要利用校园网作为数据传输网络。

管理元件：其主要为系统的核心所在，主要由操作系统、

数据库软件、管理应用软件组成，在运用中强调二次开发以及

系统间数据的交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高校目标功能的需

求。

数据中心：主要是高校对能源管理系统的专门管理机构，

在运用中需要确保数据中心的设置场地，并建立精分预算和管

理制度。

（三）高校能源管理信息系统的目标和结构

能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能够实现对相关区能源消耗数据

的及时、快速监管，进而实现数据的分析以及预测。在使用过

程中，系统主要面向数据的自动化采集以及存储，并支持高校

对运营考核、费用结算的要求，同时也提供线损分析。设备运

行监测等应用以及管理，可以为提升经济效益以及管理现代化

提供技术支持。

不仅如此，系统通过门户网站、无线终端等方式，为校内

管理人员的决策提供多方位、透明化的数据信息管理和查询，

进而帮助高校及时进一步把握本身的能源管理以及消耗现状，

借此来达到科学用能的目的，且能够有效解决能源管理部门对

区域内高校的能源损耗全方位监管。

高校能源信息化管理系统主要是在计算机、大数据的支持

下，借助通信技术、计算控制技术，构建全新的信息管理体系，

并运用网关对校内的能耗数据进行采集。在全新计算机平台的

支持下，通过数据记录的方式，将多方进行进行整合，随后实

现数据的自动化收集，并将其计入系统数据库。在此之后，平

台软件即可根据数据库内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算，并据此提供不

同类型的监测控制表、预警数据等。

（四）高校能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效益

1. 直接性经济效益

高校在未使用信息化能源管理监测平台之前，在每一学期

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而实现对数据的采集以及分

析，同时也会在每年消耗大量资金用于设备的检修和设备排查

上。而在运用信息化节能平台之后，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这些费用，只需要保留极少的人员作为系统维护及使用。

2. 间接性经济效益

全新技术手段的引入可以强化数据的获得。作为高校信息

系统的数据主要来源，运用信息管理手段之后，则可以进一步

提升管理水平，并挖掘其节能潜力，打造全新的改造计划，并

为高校提供能源利用效率提供必要信息。同时，信息化能源管

理平台的介入，能够实现资源管理的自动化、多元化，并强化

整体系统的能源预估能力，适当降低因线损以及相关设备管理

所带来的的能源损耗，进一步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在

运用全新的技术手段之后，设备故障得以及时发现，从而延长

其使用寿命，避免过多的财务输出。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运用能源管理信息系统能够降低高校运营

成本，并打造一套集数据采集、能源统计和节能管理的体系。

为此，在全新的时代下，高校管理人员需要转变管理理念，侧

重全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并针对管理现状以及发展需求打造全

新的信息管理平台，借此来提升高校资金管理效益，从而带来

更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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