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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计量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博锐尚格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马钢（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佛山绿色发展创新研究院、福建省瑞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中关村

现代节能服务产业联盟、山东三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科瑞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迪奥技术有限公司、中钢智慧能源（北京）有限公司、广州

智光节能有限公司、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泰豪迈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瀚普智

慧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华新博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诺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楚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烟台东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秀英、刘猛、窦强、汪为民、孙亮、蔡宏、刘璞、车宝臻、王鑫、李清举、邹本尧、

纪凤芹、李春喜、林翎、邵华、薛丽萍、李鹏程、胡珏、于江涛、丁晴、乔兴宏、刘蔚蔚、施光普、冯浩然、

丁惠一、潘红光、邢敬创、杨洁、陈嘉、安朝封、张邦强、梁雪、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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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的原则、监测范围与内容、基本结构与组成、技术要求以及调

试与运行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用能单位开展能耗在线监测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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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４９４３．１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９２５４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Ｔ１７６１８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１７８５９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ＧＢ／Ｔ２０２７１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２０２７９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和终端隔离产品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２２２３９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ＧＢ／Ｔ３６３７７　计量器具识别编码

ＧＢ５００９３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１６８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　犲狀犲狉犵狔狅狀犾犻狀犲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狌狀犻狋狊

通过能源计量器具对用能单位能源及载能工质的使用和消耗进行连续或周期性测量，并对测量数

据进行自动采集、处理、存储与传输的过程，为用能单位实施能源动态监控与管理提供能耗基础数据。

３．２

数据采集网关　犲狀犲狉犵狔犱犪狋犪犪犮狇狌犻狊犻狋犻狅狀犵犪狋犲狑犪狔

汇聚不同能源计量器具发送的各类能耗测量数据，并替代能源计量器具与监测管理终端进行数据

通信的装置。

３．３

监测管理终端　犲狀犲狉犵狔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实现能耗测量数据处理、存储、传输等功能，并能与用能单位内部其他信息系统和外部上级管理平

台进行通信的信息处理设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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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原则

４．１　安全性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应满足国家有关信息安全要求，根据管理需求制定安全策略，并采取必要的

保护类型及保护等级。

４．２　系统性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的规划、布局与设计应注重系统性，按照国家节能管理相关要求以及自身能

源管理和信息化发展需要进行科学规划、整体统筹。

４．３　可靠性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应从系统结构、技术措施、设备选型、安装校验等方面综合考虑，确保系统运

行稳定、易于维护管理。

４．４　规范性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的要求，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协调对接与数据

共享。

４．５　先进性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应充分利用现有先进、成熟的技术，并考虑与其他信息系统的兼容性，预留

升级和扩展接口，确保长期有效运行。

５　监测范围与内容

５．１　监测范围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应体现其能源利用的特点，对购入存储、加工转换、输送分配、终端使用的整

个用能过程进行在线监测，同时涵盖能源进出、分配、利用的关键节点和重点用能设备。

５．２　监测内容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的核心内容为能源采购、传输和消耗相关数据，可分为以下两类：

ａ）　各类能源及载能工质的消耗量及状态参量；

ｂ）　用能设备／单元／系统的相关参数。

６　基本结构与组成

６．１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应采用分层分布式结构，通常由数据采集层和数据管理层组成，结构示意

图如图１所示。

６．２　数据采集层主要包括能源计量器具和数据采集网关，实现用能设备原始能耗相关数据的测量、采

集与传输功能。

６．３　数据管理层主要包括监测管理终端、安全隔离设备等，实现能耗测量数据的处理、分类编码、汇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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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分析、展示、日志记录，以及与用能单位内部其他信息系统和外部上级管理平台进行安全数据交换

等功能。

图１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组成结构示意图

７　技术要求

７．１　总体要求

７．１．１　开展能耗在线监测不应改变原有用能设备的完整性，也不应影响原有用能设备的正常运行。

７．１．２　用能单位应根据自身基础条件、实际需求、维护及投入成本等选择适宜的配置方案，开展能耗在

线监测。

７．１．３　硬件设备应遵循易安装、易维护、高可靠性的原则，可采用一体化结构，满足安装环境条件，具有

较好的抗干扰能力和合理的监测灵敏度，监测结果应有较好的可靠性、重复性和合理的准确度。

７．１．４　软件系统应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操作简单、便于运用，可支持数据接入与管理的各项功能，并

具有可扩展性和二次开发功能，能适应能耗在线监测与运行管理的不断发展。

７．１．５　通信网络应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根据用能单位规模及环境条件选择通信介质和组网方式。

７．１．６　数据传输应带有检查和校验机制，并具备故障恢复功能，支持断点续传，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

７．１．７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信息安全、电磁兼容应符合 ＧＢ４９４３．１、ＧＢ１７８５９、ＧＢ／Ｔ２０２７１、

ＧＢ／Ｔ２２２３９、ＧＢ／Ｔ９２５４、ＧＢ／Ｔ１７６１８等相关标准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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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能源计量器具

７．２．１　配备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应在符合ＧＢ１７１６７等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基础上升级配备智能化仪

表，并保证准确度等级满足在线监测的精度要求。

７．２．２　接口

能源计量器具应具备数据通信接口，支持标准通信协议，可与监测管理终端通信并上传原始表码数

据。对于不支持标准通信协议的能源计量器具，可通过数据采集网关将测量数据接入监测管理终端。

此外也应具备校验接口，便于现场定期校验。

７．２．３　安装

能源计量器具的安装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６８、ＧＢ５００９３要求，其安装形式应与监测对象、用能设备本体

相协调，尽量缩短与用能设备本体连接的信号引线、通路长度，必要时对信号与通路实施有效的隔离和

绝缘。其电源也应采用合适的隔离措施，自身故障不应影响其他系统或设备的运行。

７．２．４　管理

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应符合测量管理体系相关要求，并按照ＧＢ／Ｔ３６３７７进行识别编码管理，以确

认能源计量器具的使用状态及变更等相关信息，实现能源计量数据的溯源管理。

７．２．５　测量与记录

能源计量器具的计量功能应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具备数据记录和数据保持功能。

７．２．６　自检

能源计量器具应具有运行指示、自诊断、故障报警等功能，可采用心跳机制进行实时在线监控。

７．３　数据采集网关

７．３．１　配置

数据采集网关的选型、数量应根据需接入的能源计量器具的类型、数量、位置分布等多方面因素进

行合理配置。

７．３．２　接口

数据采集网关应具备上、下行接口，下行接口可接入能源计量器具，上行接口可与监测管理终端进

行通信。此外也应具备校验接口，便于现场定期校验。

７．３．３　安装

数据采集网关宜就近安装于现场控制柜内，在通信距离和物理连接点数量可接受的情况下最大限

度地接入多间隔、多种类的能源计量器具。

７．３．４　数据采集、存储与传输

７．３．４．１　数据采集网关应自动采集能源计量器具的原始表码数据，并将数据添加时间标签缓存在本地。

数据冻结时间可设定，如存储不少于７ｄ的整点表码数据。数据采集网关应具备停电数据保持功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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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４．２　数据采集网关应按照定时周期，采用主动上报的形式或被动抄读的方式，与监测管理终端进行

数据交换。定时数据采集周期应由用能单位按照上级管理平台规定的传输周期以及自身能源管理与应

用的具体要求来合理设置。

７．３．５　校时

数据采集网关应具备与监测管理终端进行校时的功能，自身时钟守时能力应不低于１ｓ／２４ｈ。

７．３．６　故障判断

数据采集网关应具备读取、设置能源计量器具配置信息的功能，可根据预先设定的规则对能源计量

器具的原始表码进行计量差错识别（如倒走、不走、通信超时等），记录错误日志并主动上报监测管理

终端。

７．３．７　自检

数据采集网关应具备自检和远程维护功能，可采用心跳机制向监测管理终端上报工作状态。

７．４　监测管理终端

７．４．１　接口

７．４．１．１　监测管理终端应具备上、下行接口。下行接口可与支持标准通信协议的智能化仪表、数据采集

网关进行通信，也可与用能单位已经建立的能源管控中心、控制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等进行通信。上行

接口可与外部上级管理平台进行通信。此外也应具备校验接口，便于现场定期校验。

７．４．１．２　监测管理终端应可支持手工填报数据，对于确实不具备自动在线采集条件的能耗数据提供人

工采集和接入的工具。

７．４．２　数据处理

７．４．２．１　监测管理终端应按照定时周期，汇集不同来源的能耗相关数据。

７．４．２．２　监测管理终端对接入数据进行安全性校验和认证校验，并根据数据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相应

的数据检验模型及方法，判断接入数据是否合理，对超出合理范围的异常数据给出报警或提示信息。

７．４．２．３　监测管理终端应对接入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数据清理、数据集成、数据变换和数据归约等得

到符合规范、满足计算分析要求的数据。

７．４．２．４　监测管理终端进行分析和计算，生成可供分析使用的能耗基础数据。计算公式应可通过校验

进行验证。

７．４．３　数据保存与管理

７．４．３．１　监测管理终端应对能耗相关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存储与管理。配置专用数据存储空间，分别建

立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并提供可靠的数据存储与备份手段以方便导出。历史数据保存年限不低

于５年。

７．４．３．２　监测管理终端应具备数据展示、查询和统计分析功能。

７．４．４　数据上传

７．４．４．１　监测管理终端应按照相关管理部门要求，针对不同上级管理平台的传输规定，如上传时间、频

率、格式等，添加编码信息，进行数据打包，向上级管理平台传送格式化数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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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４．２　监测管理终端应能够接收上级管理平台下传的下装分析模型、参数配置、数据召唤等控制命

令，根据上级管理平台要求完成数据定制并上传。

７．４．５　信息安全

监测管理终端进行信息交换应采取跨区安全防护措施，具体包括：

ａ）　在接入外网前通过安全隔离网关进行安全隔离，安全隔离网关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７９对网络和

终端隔离产品的技术要求；

ｂ）　平台连接应采用经过国家认证的统一的ＣＡ数字认证证书。

７．４．６　校时

监测管理终端应具备与卫星授时系统校时的功能，并定时对数据采集网关进行广播校时。自身时

钟守时能力应不低于１ｓ／２４ｈ。

７．４．７　自检

监测管理终端应具备对能源计量器具、数据采集网关及其测量和采集的能耗数据进行全局监视管

理的功能，具备监测预警、故障诊断以及自检和远程维护功能。

８　调试与运行维护

８．１　能耗在线监测投入运行前，应由用能单位或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开展现场性能测试，对各个装置

及整体进行功能调试，检验信息交互情况。

８．２　能耗在线监测运行维护主要包括：

ａ）　日常设备维护；

ｂ）　数据维护（如数据字典维护、数据库升级、数据处理分析维护等）；

ｃ）　系统安全维护（如网络安全、防病毒管理等）；

ｄ）　系统运行管理维护（如主机运行管理、软件维护、通信运行管理、故障管理等）；

ｅ）　其他（如系统供电、运行环境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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