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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国发[2012]40 号）和《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

展行动方案》（国办发[2014]23 号）的有关要求，指导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国家节能

中心组织制定了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总体架构规范、基础数据定义规范、国家节点与省级节点通

信规范、能耗监测端设备与系统平台通信规范、省级节点机房与硬件配置规范、能耗监测端设备功能规

范、能源品种数据采集规范、系统安全规范等 8 项技术规范（试行），以及部分行业能耗在线监测数据

采集技术指南（试行）。本规范主要用于指导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工作。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国家节能中心、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参加起草单位：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

究院。 

本指南由国家节能中心发布，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试行。 

 



 

 

目  录 

1 适用范围 ..........................................................................................................................................1 

2 规范性文件引用说明 ........................................................................................................................1 

3 术语 .................................................................................................................................................1 

3.1 通信方式 .......................................................................................................................................... 1 

3.2 计量设备 .......................................................................................................................................... 1 

3.3 分布式控制系统 .............................................................................................................................. 1 

3.4 生产监控管理系统 .......................................................................................................................... 1 

3.5 管理信息系统 .................................................................................................................................. 1 

3.6 能耗监测端设备 .............................................................................................................................. 1 

4 能源数据 ..........................................................................................................................................2 

4.1 能源分类 .......................................................................................................................................... 2 

4.2 能源采集项 ...................................................................................................................................... 3 

5 能源消费采集方式 ...........................................................................................................................3 

5.1 能源消费采集方式分类 .................................................................................................................. 3 

5.2 现场计量仪表采集 .......................................................................................................................... 4 

5.3 分布式控制采集 .............................................................................................................................. 6 

5.4 生产监控管理系统采集 .................................................................................................................. 6 

5.5 管理信息系统采集 .......................................................................................................................... 6 



 

1 

 

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能源品种采集规范 

（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用于指导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能源分类数据的采集，各用能单位的数

据采集工作宜按照本规范规定的能源的采集方式进行。 

2 规范性文件引用说明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l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28398        煤炭企业能源消费统计规范 

GB/T 18603        天然气计量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 

3.1 通信方式 

指实现数据通信任务的各种通信介质、通信协议和通信设备，通信介质主要包括有线导

线、无线微波、光纤等。 

3.2 计量设备 

指具有通信接口，能实现数据远程通信功能的液体流量计、气体流量计、电能表、汽车

衡、轨道衡、皮带秤等计量器具。 

3.3 分布式控制系统 

指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采用控制功能分散、显示操作集中、兼顾分而自治和综合协调的

设计原则的新一代仪表控制系统。如 DCS 系统等。 

3.4 生产监控管理系统 

指各种分散控制系统与企业管理应用系统之间数据桥梁，为管理提供多层次的实时数据

支持。如 SIS 系统和 MES 系统等 

3.5 管理信息系统 

指能够体现企业管理的大部分职能（包括决策、计划、组织、领导、监控、分析等等），

能够提供实时、相关、准确、完整的数据，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的一种软件。如 MIS 系

统和 ERP 系统等。 

3.6 能耗监测端设备 

http://www.baidu.com/link?url=Uni6Yqfh026Nus-wqxuzwVwJnXqzX0gmog-qKdAST-w5UYCe2zNkyfJ10K5snVoa6dwzle_OaGeqUYk29-JadTclDqWuM7VHx-GOwNFCX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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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放置在重点用能单位机房中的集成服务器，由数据接入单元、安全隔离单元、业务处

理单元组成，具备能源相关数据在线采集、处理、验证、存储、上传、网络隔离和远程升级

等功能。 

4 能源数据 

4.1 能源分类 

根据能源形态和计量方式，将能耗在线监测系统采集的能源种类分为五类，分别是电力、

热力、固态能源、气态能源、液态能源。其中除电力为单一能源外，其他四种能源又包含了

多种具体的能源种类，详细的能源分类详见表 1。 

表 1 在线采集能源品种分类一览表 

序号 能源分类 能源种类 计量单位 备注 

1 电力 电力 千瓦时  

2 热力 热力 百万千焦 包括蒸汽和热水的热力 

3 

气态能源 

焦炉煤气 立方米  

4 高炉煤气 立方米  

5 转炉煤气 立方米  

6 发生炉煤气 立方米  

7 天然气（气态） 立方米  

8 煤层气（煤田） 立方米  

9 炼厂干气 立方米  

10 其它燃气 立方米  

11 

液态能源 

液化天然气（液态） 吨  

12 液化石油气 吨  

13 粗苯 吨  

14 焦油 吨  

15 原油 吨  

16 汽油 吨  

17 煤油 吨  

18 柴油 吨  

19 燃料油 吨  

20 石脑油 吨  

21 润滑油 吨  

22 溶剂油 吨  

23 其它石油制品 吨  

24 其他液态能源 吨  

25 

固态能源 

原煤 吨  

26 其中：1.无烟煤 吨  

27 2.炼焦烟煤 吨  

28 3.一般烟煤 吨  

29 4.褐煤 吨  

30 洗精煤 吨  

31 其它洗煤 吨  

32 煤制品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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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焦炭 吨  

34 石蜡 吨  

35 石油焦 吨  

36 石油沥青 吨  

37 煤矸石用于燃料 吨  

38 城市生活垃圾用于燃料 吨  

39 生物质废料用于燃料 吨  

40 其它工业废料用于燃料 吨  

表 1 在线采集能源品种分类一览表 

序号 能源分类 能源种类 计量单位 备注 

41  其它固态燃料 吨  

4.2 能源采集项 

为获得重点用能单位各类能源的消费量或产出外供量的数据，应对重点用能单位每种能

源的下列 8 项数据进行采集，具体如下： 

1. 初期库存量 

2. 购进量 

3. 工业消费量 

4. 非工业消费量 

5. 运输工具消费量 

6. 加工转换投入量 

7. 加工转换产出量 

8. 采用折标系数 

其中加工转换投入量又分为 8项数据，具体如下： 

a) 火力发电投入量 

b) 供热投入量 

c) 原煤入洗投入量 

d) 炼焦投入量 

e) 炼油及煤制油投入量 

f) 制气投入量 

g) 天然液化气投入量 

h) 加工煤制品投入量 

其中，采用折标系数主要用来将能源购进、消费等数据统一折算成标准煤，进行指标计

算与统计分析。 

5 能源消费采集方式 

5.1 能源消费采集方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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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中每类能源购进、消费、产出等相关数据，主要通过四

种在线采集方式获得，分别是现场计量仪表、分布式控制（PLC/DCS）、生产监控管理系统

（SIS/MES）、管理信息系统（ERP/MIS）。能源消耗采集方式见图 1。 

 
图 1 能源消费采集方式示意图 

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相关采集的采集工作，应遵循准确、集中、便捷的原则，采集途径

优先级别由高到低分别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生产监控管理系统、分布式控制系统、现

场仪表。 

5.2 现场计量仪表采集 

从生产工序现场监控仪表设备采集各种能源购进、消费、产出等相关数据，通过 OPC、

ModBusTCP、ModBus 协议实现数据采集。 

按照不同能源分类，每类能源涉及到的计量仪表见表 2。 

表 2 能源消耗采集计量仪表分类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设备 备注 

1 电力 电能表  

2 热力 蒸汽流量计、压力表、温度表、热力表等  

3 气态能源 气体流量表、温度表、压力表等  

4 液态能源 油流量表、液位仪等  

5 固态能源 汽车衡、轨道衡、皮带秤等  

各类仪表的计量目的和准确度等级要求见表 3。 

表 3 各类仪表计量目的及准确度等级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衡    器 
进出用能单位燃料的静态计量 0.1 

进出用能单位燃料的动态计量 0.5 

电 能 表 进出用能单位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I 类用户 0.5S 

II 类用户 0.5 

III 类用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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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类用户 2.0 

V 类用户 2.0 

进出用能单位的直流电能计量 2.0 

 

表 3 各类仪表计量目的及准确度等级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油流量表（装置） 进出用能单位的液体能源计量 
成品油 0.5 

重油、渣油及其它 1.0 

气体流量表（装置） 进出用能单位的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天然气 2.0 

水蒸气 2.5 

水流量表（装置） 进出用能单位水量计量 
管径不大于 250mm 2.5 

管径大于 250mm 1.5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气态、液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注：1. 当计量器具是由传感器（变送器）、二次仪表组成的测量装置或系统时，表中给出的准确度等级应

是装置或系统的准确度等级。装置或系统未明确给出其准确度等级时，可用传感器与二次仪表的准

确度等级按误差合成方法合成。 

2. 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按其所计量电能量的多少，将用户分为五类。I 类用户为月平均用电量 500

万 kWh 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 10000kVA 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II 类用户为小于 I 类用户用电量

（或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 100 万 kWh 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 2000kVA 及以上的高压计费

用户； III 类用户为小于 II类用户用电量（或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 10万 kWh 及以上或

变压器容量为 315kVA 及以上的计费用户；IV 类用户为负荷容量为 315kVA 以下的计费用户；V 类

用户为单相供电的计费用户。 

3. 用于成品油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 0.2。 

4. 用于天然气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 GB/T 18603 附录 A 和附录 B 的要求。 

按照能源的分类，计量仪表采集的能源消耗数据又分为以下几种采集方式。 

5.2.1 电力数据采集 

通过具有通信接口的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得到的电量累积数据，将该数据以有线或无

线方式发送到能耗监测端设备。重点用能单位用电总量应将重点用能单位所有关口电表电量

数据进行采集、汇总得出。 

5.2.2 热力数据采集 

重点用能单位热力购进、消耗、产出等数据主要的获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管道进

出口处的智能热力仪表，得到热力累积数据，将该数据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发送到能耗监测端

设备；另一种是通过对蒸汽瞬时流量、压力和温度的计量仪表数据进行采集，通过数传电台

传送至热力计算器中，将计算得到热力数据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发送到能耗监测端设备。 

5.2.3 气态能源数据采集 

在输送气态能源管道进口管或出口管段安装符合相应精度要求的智能气体流量表，得到

该类气态能源的流量累积数据，将该数据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发送到能耗监测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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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液态能源数据采集 

在输送液态能源管道进口管或出口管段安装符合相应精度要求的智能液态流量表，得到

该类气态能源的流量累积数据，将该数据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发送到能耗监测端设备。 

5.2.5 固态能源数据采集 

在用能单位进出厂和消耗等环节，通过汽车衡、轨道衡、皮带秤等称重仪表及计量系统，

得出该固态能源的累积数据，将该数据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发送到能耗监测端设备。 

5.2.6 能源热值数据采集 

各能源品种热值或折标系数的选择，本着尽量接近实际情况的原则确定。对于有化验条

件的企业，由企业按照其实际情况填报或从企业已有能源管理系统中在线采集，对于没有化

验条件的企业，采用国家公布的《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中规定的参考折

标系数进行分析、计算。 

5.3 分布式控制采集 

企业生产网络中计量仪表或计量模块的数据，通过电缆传输到对应的 DCS 等工控机主

机系统，数据从企业 DCS 等工控机主机系统通过 ModBusTCP、ModBus 协议接入能耗监测

端设备。本方式采集的数据一般是生产过程的实时数据，能耗监测端设备需要对这类数据进

行积分，生成当日汇总数据，然后进行编码加密上传。 

5.4 生产监控管理系统采集 

企业通过各类自动化设备和装置的接口链接，采用企业内部通信网络构建成企业生产监

控管理系统（SIS/MES）。数据从 SIS 或 MES 系统企业通过 OPC、ModBusTCP 协议接入能

耗监测端设备。本方式采集的数据一般是生产过程的实时数据，能耗监测端设备需要对这类

数据进行积分，生成当日汇总数据，然后进行编码加密上传。 

5.5 管理信息系统采集 

企业一些管理系统中包含从生产监控管理系统采集的能源消费数据，通过数据库接口

SQL 获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能源相关数据，传输至能耗监测端设备，此方式获

取的数据一般满足能耗监测的日汇总数据要求，能耗监测端设备对这类数据进行编码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