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厂能耗管理系统

产品名称 工厂能耗管理系统

公司名称 合肥联龙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30000.00/套

规格参数 电力:软件
组态:软件
电力:监控

公司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19号

联系电话  15375349960

产品详情

产品名称:工厂能耗管理系统

产品介绍:工厂能耗管理系统是一套以节能降耗为核心目的、能源审计管理的分析管理系统

详细介绍:

    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市场监管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建设的通知》（见附件1），要求重点用能单位于2020年底前完成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并接入国家平
台；对未按要求开展的，会进行相应的处罚。根据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
单位属于国家管理的重点用能单位，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为省
级重点用能单位。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要求建立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其中宁夏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和市场监督管理厅下发文件要求纳入“百千万”行动方案中的全区295家重点用能企业建设单位能
耗在线监测系统，“万家”企业应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接入国家能耗监测平台有关工作。于2020年8月31
日之前将能源消费数据准确、完整、及时接入到省级平台

主要功能：

  1、能耗报表：

    （1）提供一个Web应用的报告平台及报表工具，以查看预格式化或用户定义报表模板中的历史数
据；用户可以创建、修改、查看和分享其在网络报表界面中的报表。

    （2）提供丰富的计量和管理报表，各种监测数据通过报表的形式进行管理，能够按用户指定的维
度（按区域、时间、生产/非生产、车间、班组、工序、生产线、设备类型等）显示能耗数据，包括用量
、占比、能源费用等，应提供标准的预格式化报表模板并支持用户自定义报表模板。

标准报表包括如下内容：能量成本、负荷曲线、电能质量分析报告、能源使用周期、趋势、报警和历史



事件、系统配置、设备使用报告等。按照不同维度对设备能效进行比较。

   （3）报告工具支持以下输出格式：HTML，PDF，TIFF，Excel，XML。

 
（4）可订阅报告，根据一个可配置的时间表，自动保存到网络指定位置、发送电子邮件或进行打印。

    （5）用户可以查找指定时间范围内的历史数据，能够将一段时间内（至少五年）的能耗数据完整
保存，并供用户随时查询历史数据查询功能支持Excel导出，打印等常用功能。

   2.报表生成：系统能够定期向能源使用部门发送能源使用情况报表，其中包括各能源品种的消费总
量，以及最大、平均需量等信息。系统可按不同的范围（车间、工序、班组）对水、电、天然气、压缩
空气、冷热量等能源的日/月消耗量、日/月预算量、累计消耗量、累计预算量等进行统计，形成最基本
的部门能源消耗报表。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通过建模的方式搭建年报表、季度报表、周报表和时报表
等。

  2、 能耗分析

   1）系统能按照时间、表计、区域、系统、设备类型、温度、生产相关参数（生产时间，产量）等
维度，分析能耗总量、预算量等信息并以不同单位显示及转换。

   2）系统能够进行能源分析管理，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公司生产与设
备运行安排，进行能源供需、能源实绩与计划的比较分析，用以指导公司的能源管理工作，提高公司能
源管理系统水准和能源管理效率。能源分析管理应有以下几种方式。

  3）能源消耗性能分析：对每一种能源在不同生产单位的消耗进行统计分析，包括：
时消耗统计、日消耗统计、周消耗统计、月消耗统计、季消耗统计、年度消耗统计、消耗趋势分析

  3消耗对比分析：能源分析结果可通过管理仪表盘、饼状图、柱状图、折线图、趋势图、累积图、数
据表格等多种展示方式。

  4 生产单位性能分析：对同一生产单位的不同能源或者综合能耗进行统计分析，包括：能源单耗分析
、生产单位综合能耗分析、计划与实绩比较分析、计划自身比较、实绩自身比较、实绩的同、环比分析
、消耗趋势分析、能耗结构分析、同类设备能耗对比分析、消耗指标分析、能源指标的对比分析（经济
指标、行业对标等）、能源分析管理允许客户根据需要定义主要的能源指标，设置计算公式，按照特定
周期计算指标完成数据，支持分析，以形成分析结论，提供决策参考。

  5综合分析功能：系统能够进行现场能源分析，根据能源计量的实时信息对现场各工序（设备）的能
源使用和消耗情况进行分析。能够进行能耗排名、对比分析（同比、环比）、趋势分析、占比分析、成
本分析、平衡分析；能够提供各种图形分析工具，例如：总貌图、比例图、累计图、Pareto图、组成饼图
、进度条等，可以实现从各个维度（时间、设备、班次、区域、工序等）对数据的分析和呈现。

  

3.趋势展示及分析

（1）网页可实时展示趋势曲线图，支持曲线的缩放和截取，能够按照不同的时间长度定义，支持不同测
量量在同一图表上显示；

（2）可自定义每条曲线的颜色、尺寸、显示名称和显示单位，可通过自动缩放或手动缩放查看趋势曲线
；



（3）可记录各回路的用电情况，如监测电压、电流，如出现最大用电量的时间段等功能；

（4）可调整要查看的时间窗口，可以调用每天、每月、每年的运行记录，根据运行记录能很好的进行同
期比较和分析；

（5）可对曲线的关键区域进行放大查看；对于标注曲线的数据点可进行下拉操作，提供详细数据信息以
帮助识别根本原因；如能追踪记录开关的负荷量，对出现故障时提供丰富的运行分析依据；

（6）对于显示在同一个趋势图中的不同单位的测量量可提供两个不同的坐标，如可根据比较和结合产量
等因素分析，为节能提供一定的依据；

（7）曲线功能可以对所有测量参数进行统计和分析，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以及最大值最小值出
现的时间等；

（8）可设置一个目标阈值曲线与实际测量值进行对比；

（9）当测量值超过了特定的限制，可设置两个目标带进行标识；

（10）系统应支持显示实时曲线或历史曲线，并可采用历史数据对实时数据进行有选择的回填；

（11）可将趋势数据导出为.CSV/Excel格式；

（12）可通过网络浏览器或手机环境获取趋势数据；

（13）可将趋势数据进行保存以便日后使用；

（14）可和其他用户分享趋势数据；

（15）可同时显示多个趋势曲线图，或将某个选择的趋势曲线最大化到全屏模式。

   4.重点设备分析:能够针对重点设备定时采集其关键数据，如功率、电压、电流等。系统自动将这些
数据自动生成历史曲线并提供对历史数据的追溯功能。历史曲线将以曲线和面积图的方式展现，同时系
统自动计算出指定时间段内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并根据内置的算法模型，对设备能效、系
统能效进行分析。 

    5 指标管理:用户能够根据管理需要自行设置能耗指标，系统能够自动计算能耗指标并进行记录，可
按照不同维度对能耗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6 能源预测:具有预测模型，能够对能源负荷进行预测。在生产的管理过程，会根据主生产计划进行
计划分解，具体到每天各车间的生产计划。系统可以根据每天的各车间生产计划结合上一年的车间单车
单耗，计算每天的能源预算，自动生成对各个车间每日的天然气量、电量、冷水量、蒸汽量的预算量，
为能源合理调度提供依据。

   7 能耗报警:

   1) 报警类型:包括超限告警、变位告警、事件告警、通讯状态告警、运行日志等。能够设置能耗基准
线，对于异常情况（数据超过基准线、数据波动过大、用能数据超计划等），系统可实时报警。

   2)报警方式:

   （1）画面显示:通过醒目的图案和文字来告知用户，报警信息的关键参数：报警设备、报警时间、



故障内容、优先级等；

    （2）多媒体语音报警，本地语音及声光报警器报警，当报警发生时，变配电智能管理系统自动通
过扬声器播放报警语音，通过声光报警器告警，将报警消息传递给现场人员，可方便的将告警声音静音
；

   （3）消息报警:当发生事故或报警时,可通过多种方式通知主管当事人发生故障和报警的信息，包括
电子邮件、手机短信、SMPP、SNPP、SNMP等方式。

    4).报警呈现:系统支持报警界别的设定，并能够根据不同的报警级别，以及报警的不同状态，使用
清晰的颜色区别显示不同的报警状态。相关的颜色可由用户自行设定。系统提供专门的报警提示窗口，
与系统界面融合，提供紧急告警的优先显示界面。

  5.报警信息:告警类型,发生告警的对象,告警内容,发生告警具体时间,确认状态

8.报警记录:能够对报警信息进行记录，定期生成报警报表，供查阅。报警信息实时存储于数据库中，存
储容量只受到硬盘大小的限制。

9.报警信息查询:可从系统数据库中查阅历史告警信息；查询方式分为按类型、按时间段、按发生源、按
等级等几种方式或它们的组合。

10 数据管理

1).数据库管理，用户能够对能源管理系统的数据库进行管理，进行备份、还原、导出、导入等操作。

2).手工录入功能，对于无法通过设备自动采集的参数，系统支持手工录入相关数据。

3)能够与工厂现有系统（MES、ERP等）进行对接，录入产量、产值等数据，生成单位产品能耗等指标。

4)与政府对接，系统应具备与政府能耗在线监测平台进行对接的能力，满足其对接要求。

5)碳排放数据，系统应具备或可扩展工厂碳排放数据的计算功能，生成碳排放量、碳排放报告。

6)移动端，移动运维系统通过移动端App和后台Web服务相结合，帮助客户实现无纸化管理以及移动化运
维，以及工厂动力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11 系统设置

  1).对能源管理的组织架构、生产与非生产、费率等系统基本信息进行设置与调整

  2).系统具备可扩展能力，满足后期增加表计、扩展计量范围的需求。系统应提供至少50种经过工厂测
试的设备驱动模板，包括能源和电力仪表、保护装置、断路器、PL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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