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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系统集成——智慧校园能源管控与运用 
徐树坚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大规模、多功能的校园架构在高校校园当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各类校园建
筑物的供能也越来越丰富。本文分析了高校智慧校园能源管控与运用的相关方法及思路，希望对创建智慧校园能够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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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校扩招规模的扩大，高校校园也为了容纳更多的学

生开始扩大规模，因其建筑物功能不同而划分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所以产出的建筑高能耗的问题也原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若采

用当前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也就是创建“智慧校

园”这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节约能源、创建绿色校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一、物联网技术概述 
物联网是利用各类物体上的电子标签、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

系统等，通过接口与无线网络进行连接，从而赋予物体智能，实现

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数据通信，进而实现对物品的识别、定位、

追踪等一系列智能化活动的网络技术。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别

技术与普适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当中，因此也被称为继计

算机、互联网技术之后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物联网技术以

网络为基础，以感知为核心，实现了服务的目的。因此，从系统架

构上可以将物联网分为感知层、传输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其中感

知层主要是利用 RFID、二维码、摄像头、传感器网络等感知、捕获

手段对物体进行信息采集和获取，并对感知信息进行计算与控制，

通过接入设备对信息进行资源共享与交互。而接入层主要是负责将

感知层与移动通信网络、无线接入网络等现有网络进行连接，并负

责将远端的控制任务下达给感知结点，将感知数据发送给远程应

用。应用层则是用户将物联网的接口，面向用户提供特点的服务，

根据底层采集获得的动态数据资源，通过各类物联网应用软件实现

对物联网的控制应用。 

二、校园能源现状 
在电力方面，当前，大多数的高校对校园内的用电核算较为模

糊，仅仅是对总体的用电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不同区域、

各个建筑内的用电情况以及功能性分区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因而在节电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水资源方面，很多学校对其

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导致水资源浪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加上一些学

校的建筑时间比较久，地下管网老化严重，管道破裂导致的水资源

浪费更是无法估计。在供暖方面，一些采用集中供暖的学校，采暖

管理相对比较落后，其也存在较大的节能空间。 

具体来讲，在用电方面，很多教室和实验室一直开着灯，或者

是人员较少的情况下，开的灯也比较多；办公室、教师等还存在着

不合理使用空调的情况，比如低温开空调，开窗的同时开着空调等；

学生用户没有安装电表，学生存在使用大功率电器的情况，及费电

又存在着安全隐患。在用水方面，卫生间、茶水间长流水的情况也

常常存在，很多时候用水设备出现损坏之后，没有及时进行维修，

导致浪费水的情况存在时间比较久；教师宿舍、学生公寓用水没有

计量和标准，导致用水浪费的情况存在。在供暖方面，供暖期开窗

通风时间较长；由于供暖管道设计的不够合理，以及在供暖配比方

面存在失调的情况，导致近端的温度过高，而远端温度不够的情况

出现；一些学校因为特殊原因放假期间，教学楼、学生公寓等设施

基本无人，但是暖气仍然正常供应，从而造成浪费的情况。 

三、校园能源管控系统设计 
针对高校校园内人口集中，水、电等使用密集的特点，基于物

联网技术，构建集能耗数据实时监测与传输、数据处理与分析等功

能于一体的智能管控系统，对于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

费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感知层设计 

在感知层设计方面，高校校园当中人群较为密集，水、电等设

施众多，因此可以在水龙头、用电单元等安装数字计量仪，通过数

字计量仪来对水、电的使用情况进行监测，并形成数据上传，学校

可以通过数据对校园内的用水及用电情况有较为清晰的掌握，进而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用水和用电量，从而减少资源的浪费。 

（二）接入层设计 

在校园内，不同场所的用水量与用电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

如教学楼、图书馆等相对稀疏，而宿舍、餐厅等地方要较为密集，

为此对于不同场所的用水、用电数据进行采集，并形成对用水、用

电实时采集的无线传感器网路。对于不同场所的数据采用就近原

则，利用现有的网络接入，将采集到的数据信息，进一步发送到物

联网智能网关，网关负责对齐进行转换，从而将转化之后的信息发

送到能耗管控智能化服务平台。 

（三）应用层设计 

应用层设计在校园能源管控当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是一个

具有高度计算能力和处理能力的计算机中心，因为各个终端上传的

数据都是经过汇总的原始数据。在应用层上由能耗管控智能化服务

平台对上传的数据进行采集，之后经过分析之后再传送给传感器设

备，对其进行控制。在应用层设计当中，其能耗统计能够对校园内

各个区域的用水、用电情况进行实时显示，了解不同区域的使用情

况，并对历史数据进行汇总和检索。智能联动业务能够对不同场所

的能耗状态进行分析，采用优化算法进行动态平衡，建立其能耗指

示预警机制，实现对相关终端的远程控制，从而达到合理调配能源

的目的。 

四、结语 
在智慧校园建设当中，物联网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

能够实现对校园内不同区域内的能耗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控，并通过

各个终端回传的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对其进行相应的控制，达到减

少能源浪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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