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产品说明书

福建源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4.01]



·

目录

第一章 系统功能 ...................................................................... 1

一、 软件功能 ................................................................... 1

（一） 企业信息 .............................................................1

（二） 能源监测 .............................................................5

（一） 统计分析 .............................................................6

（二） 能效报告 .............................................................9

（三） 报警管理 ............................................................10

（四） 数据上传 ............................................................11

第二章 运维方案 ..................................................................... 13

一、 制度保障 .................................................................. 13

二、 数据质量保障 .............................................................. 13

（一） 数据完整性 ..........................................................13

（二） 数据准确性 ..........................................................13

（三） 数据时效性 ..........................................................13

（四） 数据规范性 ..........................................................13

（五） 数据有效性 ..........................................................14

（六） 数据备份与恢复管理 ..................................................14

（七） 口令、权限管理 ......................................................14

（八） 恶意代码防范管理 ....................................................15

（九） 系统补丁管理 ........................................................15



·

1

第一章 系统功能

企业端系统是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转换、输配、利用和回收实施动

态监测和管理的信息系统，一般由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计量器具、工

业控制系统、生产监测系统、管理信息系统、通信网络及相应的管理软

件等组成，通过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实现数据采集、分析、汇总、上传

等功能。此部分内容应包括企业端系统软件功能、硬件功能和安全功能

的介绍。

一、软件功能

系统软件功能可包括企业信息、能源监测、统计分析、能耗成本、

能效报告、报警管理、设备管理、数据上传、能源报表等模块功能。

（一）企业信息

1. 企业基础信息

端系统应包括《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第 4部分：

端设备接口技术规范》(NHJC-04-2018)所要求的基本信息，在第一次使

用系统时需进行配置，以确保系统可正常使用。可参考按照企业基本信

息、企业生产层级结构、计量器具档案信息、端设备信息、数据釆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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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功能划分。

(1)企业基本信息

对企业基本信息、能源信息、产品信息等进行维护更新；对企业能

源及能源价格、折标系数进行设置；对企业生产的产品信息进行维护。

(2) 生产层级信息

按照“生产线→工序→工序单元”配置和管理，展示企业具体的生

产层级情况。

(3) 计量器具信息

建立企业所有用能、与监测工作相关的原料、产品等计量器具台账，

实现对企业计量器具基本信息的管理。同时，对计量器具按照进出用能

单位、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的等级关系进行维护，并记录

换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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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终端设备信息

对企业采集终端的基本信息进行管理和维护，包括设备编号、名称、

在线状态等信息。

(5) 釆集数据项信息

设置和管理釆集数据项的名称、编码、数据有效性、数据范围、数

据釆集类型、数据釆集频率、数据统计时间、数据上传时间、关联计量

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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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配置管理

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对功能进行配置，包括数据上传路径设置、能耗

公式设置、人工数据录入等。

(1) 数据上传路径设置

显示发送到省节能中心和省计量院 URL 信息（deviceID，省平台服

务地址，省平台采集数据上传地址，省平台企业配置上传地址，省平台

基础数据下载地址，省级企业配置上传地址）。

(2) 用能公式设置

设置企业各生产层级的能耗、单耗、成本等的公式，以便于系统能

够根据公式计算出企业所需的能耗、单耗值。设置完成的公式不允许更

改，由于用能方式改变、生产线改变等原因需要更改时，应向地市主管

部门报备情况，由地市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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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数据设置

对于无法实现实时在线计量和监测的数据，如能源热值、盘点数据

等，或者因通信设备故障等原因无法实时传输至端设备的数据，可以通

过人工录入数据的方式实现。在此模块内设置需要人工录入的参数信息，

包括名称、统计单位、时间段等，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能源监测

通过图形化方式对能源流向、工艺流程、电力一次接线图等数据进

行实时监测和展示。



·

6

（一）统计分析

提供直观、全面的能耗数据统计分析，可根据时间段、能源种类等

条件查询统计分析结果，以折线图、直方图、饼形图和表格等多种形式

进行显示。包括能源消费结构分析、能耗数据对比、采集数据查询等。

1. 企业能耗统计

统计企业各生产层级的产品产量及能耗数据，并显示曲线图，可按

小时、按天、按月、按年的方式进行查询。

2. 能源消耗占比

统计查询时间范围内的各能源消耗量，并形成能源消耗占比。

3. 能耗环比分析

对企业各生产层级、各计量点的能耗情况进行分析，实现查询时间

段内各能源消耗的环比情况，按小时、按天、按月、按年的方式进行查

询分析。

小时比较：根据选择的日期按小时展示各能源品种消耗情况，图表

默认显示当日能耗及与昨日能耗环比，可根据选择的日期显示查询日期

及环比前一日的能耗情况。

日比较：根据选择的时间范围按日展示各能源品种消耗情况，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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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显示本周及与上周能耗环比，可根据选择的时间范围显示查询时间

的能耗环比。

月比较：根据选择的月份范围按月展示各能源品种消耗情况，图表

默认显示过去半年内各月能耗环比，可根据选择的月份范围显示查询月

份的能耗环比。

年比较：根据选择的年份范围按年展示各能源品种消耗情况，图表

默认显示过去连续三年内能耗环比，可根据选择的年份范围显示查询年

份的能耗环比。

4. 能耗同比分析

对企业各生产层级及重点用能设备各能源品种的消耗进行分析，显

示查询时间段各能源的使用情况，并与去年同期进行比较，可实现按月、

按季度的对比分析方式，以列表方式展示不同时期的能耗及同比值，以

图表方式展示不同时期的能耗同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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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序能耗查询

按日、月、年方式对企业各生产工序能耗实物量及折标值进行统计，

以柱状图及曲线图展示。

6. 釆集数据查询

对在线釆集能源的釆集数据原始数据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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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效报告

能效分析报告提供给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定制报告模板，系统根据定

制的模板可自动生成企业的能效基础分析报告。

1. 报告参数编辑

对企业能效分析报告中引用的各个内容项进行定义，设定内容数据

来源，如企业基本信息、能源消费数据、企业能源流向图等。

2. 报告模板定义

制定企业能效分析报吿模板，以便于系统能够根据模板自动生成企

业能效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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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告生成及查询

选择要使用的报告模板，根据模板内容项生成企业能效分析报告，

提供给企业进行查询。同时，对于已生成的报告,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更改调整，确认无误后提交报告，报告一经提交将无法再进行修改。

（三）报警管理

系统根据釆集数据原始值、用能单元能耗等设置的限额值及采集终

端设备的在线状态等进行自动预警，提供报警结果查询。

1. 报警记录查询

对报警结果的历史记录进行查询。

2. 报警记录统计

根据报警类型对各类报警的次数进行统计，形成报警次数分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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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上传

配置釆集数据上传指标，并根据指标进行企业数据上传。

1. 上传指标配置

设置企业需进行上报的釆集数据指标项，并配置指标数据公式。

2. 企业数据上传

对于日报、月报、年报中包含的人工填报部分数据需由企业进行填

报，并提交填报结果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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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传数据查询

对企业数据上传情况进行查询及上报报表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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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维方案

一、制度保障

（一）对于因无法停产、用能方式改变、计量方式改变等原因导

致部分监测点未能按照改造进度接入端系统的，企业需详细说明情

况、附相关证明材料，并承诺完成建设的期限。

（二）企业制定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包括网络管理制度、系统和

应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储存备份管理制度、故障管理制度、

人员管理制度和质量考核制度等），配备专（兼）人员，并将端系统

维护纳入企业成本预算，保障相应的经费。

二、数据质量保障

企业应建立数据审核机制，提出具体的技术管理方案，保障上传省

级平台的数据符合下列要求：

（一）数据完整性

采集点、采集频率和上传频率等应要求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保证上

传数据的完整性。在日常的数据传输过程中，避免出现釆集点不完整、

数据断线、数据丢失、上传频率达不到要求的情况。

（二）数据准确性

计量器具应在有效地检定/校准或标定期内，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三）数据时效性

按要求及时上传能耗数据，数据中断要在 72小时之内恢复。

（四）数据规范性

原则上要求企业以自动采集方式获取能耗数据。监测数据断线的，

应及时排查原因，并于 72小时内恢复联网。逾期未恢复的，需将数据断

线、恢复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上报市县经信、质监（市场监管）部门。

数据釆集点位置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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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有效性

因计量器具、数据釆集终端故障等原因导致采集数据出现异常值

（如负值、非正常零值、异常突变值等），企业应在数据上传至省级平

台前及时处理，并在平台上报备说明相关情况，并由地市主管部门审核

通过，避免异常数据影响数据统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六）数据备份与恢复管理

1.按照业务数据的重要性，采取不同介质进行备份，如：专业存储

阵列、硬盘、光盘等；备份介质要标注内容、日期、操作员和状态。

2.备份介质（磁带、硬盘和光盘）要按照时间顺序保存。

3.备份介质必须异地存放，存放环境要满足介质存储的安全要求。

4.当介质超出有效使用期时，即使还能使用也要强制报废。

5.按照备份策略，对不同业务数据采用不同备份方式，灵活运用完

全备份、增量备份和差异备份等方式进行备份，保证信息系统出现故障

时，能够满足数据恢复的时间点和速度要求。

6.每次备份必须进行备份记录，对备份介质类型、备份的频率、数

据量、数据属性等有明确描述，并及时检查备份的状态和日志，确保备

份是成功的。7.定期对介质做恢复测试，至少一年两次。

（七）口令、权限管理

1.保守口令的秘密性，除非有正式批准授权，禁止把口令提供给其

他人使用。

2.避免记录口令（例如在纸上记录），除非使用了安全的保管方式

（如保险柜）并得到了批准。

3.提高安全意识，当信息系统或账户状态出现异常情况时（如怀疑

被入侵），应考虑立即更改口令。

4.设置高质量的口令并定期进行修改，禁止循环使用旧口令。

5.用户在第一次登陆的时候，须立即修改初始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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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能在任何登录程序中保存口令或启用自动登录，如在宏或功能

键中存储口令。

7.网络设备或服务器、桌面系统的口令安全设置，必须遵守系统安

全策略中的相关要求。

（八）恶意代码防范管理

1. 所有计算机必须安装防病毒软件并实时运行。

2. 及时更新防病毒软件和病毒特征库。严禁制造、引入或传播恶

意软件（例如病毒、蠕虫、木马、邮件炸弹等）。

3. 非本单位计算机严禁擅自接入规定业务以外的其他网络，如因

工作需要接入的，须经办公室批准和确认。

4. 及时对计算机操作系统补丁进行更新。

5. 新购置的、借入的或维修返还的计算机或存储介质，在使用前

必须进行恶意代码检查，确保无恶意代码之后才能正式投入使用。

6. U 盘、光盘以及其它移动存储介质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恶意代码

检测，严禁使用任何未经恶意代码检测过的存储介质。

7. 计算机软件以及从其它渠道获得的电子文件，在安装使用前必

须进行恶意代码检测，禁止安装或使用未经恶意代码检测的计算机软件

和电子文件。

8. 文件拷入计算机之前必须经过恶意代码扫描，文件拷贝的途径

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共享文件的拷贝、通过光盘、U 盘等移动存储媒介的

拷贝、从 Internet 下载文件、下载邮件等。

9. 邮件的附件在打开之前必须进行病毒检测。收到来历不明的邮

件时不要打开附件，应确认文件安全或直接删除。

（九）系统补丁管理

1. 定期对信息系统进行漏洞扫描，对发现的信息系统漏洞和风险

进行及时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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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季度对信息系统设备（包括：主机、网络设备、数据库等）

至少进行一次漏洞扫描，并对扫描报告进行分析和归类存档。

3. 定期检查信息系统的各种补丁状态，并及时更新。

4. 在安装信息系统各类补丁前须对补丁的兼容性和安全性进行评

估和检测，确保新补丁不影响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

5. 当出现应对高危漏洞的信息系统补丁时，应在第一时间组织补

丁的测试工作，并对漏洞进行修补。每月根据收集情况安排补丁分发，

如遇紧急更新，第一时间进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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