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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公共建筑数字化节能控制技术大纲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业与公共建筑数字化节能控制技术的总体技术要求、软件功能技术要求、节能控制

技术要求、硬件技术要求，旨在实现“响应式、轻量级、数字化”全社会节能控制。 

本文件适用于办公楼宇、综合体、写字楼、商场、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学校、酒店等既有公

共建筑的节能控制技术要求，新建、扩建的建筑可参照使用。 

工业建筑、居住建筑或其它场所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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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0286-2006   公共场所阻燃制品及组件燃烧性能要求和标识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GB/T 18271   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通用性能评定方法和程序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452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软件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34068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接口规范 

GB/T 39477   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973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GB/T 38673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大数据系统基本要求 

GB/T 40685   信息技术服务 数据资产 管理要求 

DB33/T 2515  公共机构“零碳”管理与评价规范 

GB 55022-2021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T 51141-2015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功率设备电源控制器 Power supply controller of high-power equipment 

饮水机、热水器、家用充电桩等功率不低于 800W的大功率用电设备电源控制器。 

3.2  

空间功能类型 Spatial function type 

建筑空间的用途类型，包括会议室、办公室、商铺、展厅、教室、客房、餐厅、地下停车场、应急

通道等。 

3.3  

空间使用场景 Space usage state 

建筑空间的各种使用状态，包括上班、下班、营业、歇业、上学、放学、入住、空闲、来车、车走

以及有人、无人、门窗久开等状态。 

3.4  

物联设备 Internet of Thing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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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光、热、电、力学、化学、

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信息的设备，并且可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

包括采集设备、控制器、网关等。 

3.5  

云边协同 Cloud-Edge Collaboration 

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的互补协同，包括资源协同、应用协同、数据协同、智能协同等多种协同。 

3.6  

边缘网关 Border Gateway 

边缘网关是部署在网络边缘侧的网关，通过网络联接、协议转换等功能联接物理和数字世界，提供

轻量化的联接管理、实时数据分析及应用管理功能。 

3.7  

多联机 Variable Refrigerant Volume 

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式空调系统，缩略语为 VRV。 

4 总体技术要求 

4.1 一般目标要求 

4.1.1 应满足 GB 55022-2021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4.1.2 应满足不低于 GB/T 51141-2015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一星级要求。 

4.1.3 应达到“响应式”要求，在不影响体感温度情况下，应用物联通信技术，实时汇聚相关测量感

知信息，采用“统控、柔调、自定义”等模式（有序用电情况下自主关停相应用户设备，电力需求响应

时按约中断可停负荷、自定义设备运营方式等），实现照明、空调等用电设备的负控响应管理。 

4.1.4 应达到“轻量级”要求，节能改造不改变建筑结构，不影响建筑正常使用，不影响日常业务办

公，改造成本不宜高于 30元／平方米，改造周期不宜长于 1周/万平方米，能耗节约占比一般在 10%以

上。 

4.1.5 应达到“数字化”要求，使用物联设备采集建筑能耗等数字化信息，基于建筑运营情况分析，

制定精细的节能控制策略，实现对建筑内耗能设备的精准“一键调控”，远期可与分布式能源、储能等

设备协调运行，且支持与政府平台、电网平台、公共建筑内企业平台、开发者平台的交互。 

4.2 总体架构要求 

商业与公共建筑数字化节能控制技术平台应包括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总体架构见图

1。其中，感知层应包括计量设备、环境感知设备、照明设备、空调设备、数字屏、门禁设备、道闸设

备、安防设备、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等；传输层可包括直连设备、物联网关、边缘网关等，传输层设备应

可通过开发者平台进行配置，实现异构设备接入；平台层应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存储、设备

控制、基础功能、云边协同等功能，平台层应支持与政府平台、电网平台、企业平台等第三方平台数据

交互；应用层应包括权限配置、通知服务等通用服务和抄表账单、能耗分析等业务服务，可支持在物业

中控平台、PC端、手机端、平板端等平台中应用。 
 



 

 

 

图 1 总体架构 

 

4.3 数据架构要求 

数据架构应包含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与管理、数据可视化等内容。 

4.4 安全要求 

4.4.1 应满足不低于 GB/T 22239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要求。 

4.4.2 应满足不低于 GB/T 28452 应用软件系统安全技术第三级要求。 

4.4.3 应满足 GB/T 37973、GB/T 38673、GB/T 40685 数据安全管理要求。 

4.4.4 应满足 GB/T 39477  政务信息共享安全要求。 

5 软件功能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商业与公共建筑数字化节能控制技术平台软件部分应包括平台层和应用层。 

5.1.2 平台层应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存储、设备控制、基础功能、云边协同等功能。 

5.1.3 应用层应包括权限配置、通知服务等通用服务和抄表账单、能耗分析等业务服务。 

5.1.4 应按照 GB/T 38673-2020 7.5 的规定提供安装部署管理、系统在线升级、查看版本信息、错误

诊断和任务跟踪等服务。 

5.1.5 应按照 GB/T 38673-2020 7.6 的规定提供图形安全配置工具、完整的产品文档。 

5.2 平台层服务功能技术要求 

5.2.1 建筑管理功能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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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应支持建筑数据模型的建立，数据模型中应包含相应的层级关系和基础信息，应支持配置建

筑内相应的空间功能类型和空间使用场景的变化规则。 

5.2.1.2 空间功能类型应包括会议室、办公室、商铺、展厅、教室、客房、餐厅、地下停车场、应急

通道等。 

5.2.1.3 空间使用场景应包括上班、下班、营业、歇业、上学、放学、入住、空闲、来车、车走以及

有人、无人、门窗久开等。 

5.2.1.4 应支持节能控制数据模型信息的变更。 

5.2.2 物联设备管理功能技术要求 

5.2.2.1 应支持对物联设备进行编码、命名、配置设备参数等基础信息管理，实现建筑节能多维空间

精细化控制。编码方法可参考附录 A。 

5.2.2.2 应支持物联设备数据信息和状态信息的采集和感知，并接入平台层。 

5.2.2.3 应支持软件平台对物联设备的控制，包括但不限于 PC端、手机端、平板端等操作方式。 

5.3 应用层服务功能技术要求 

5.3.1 应具备用户自定义统计、分析、展示及报表导出等数字化功能。 

5.3.2 应具备抄表账单、信息发布、能耗分析、碳排分析等功能，碳排计算应符合 DB33/T 2515要求。 

5.3.3 应支持对关键数据和关键事件的监控和分析，支持基于时间、事件等条件设置阈值触发预警。 

5.3.4 应支持基于事件重要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配置不同权限的预警方式，包括平台预警、微信

公众号弹窗、短信、电话通知等。 

6 节能控制技术要求 

6.1 节能控制对象包括对空调、照明、开关等的控制。 

6.2 应支持根据时间、环境温度、环境湿度、有无人、门窗开合、设备开关、空调设置温度、空调设

置模式、空调设置风速等场景的变化设置节能控制的触发条件。 

6.3 应支持满足触发条件时，对控制对象下发指令，实现一键调控和智慧节能功能。 

6.4 应满足不同园区、建筑、空间的差异化用能管理需求，单独配置触发条件，独立执行控制指令。 

6.5 应支持每条控制指令执行的信息记录、存储功能。 

7 硬件技术要求 

7.1 通用技术要求 

7.1.1 应支持双向身份认证功能。 

7.1.2 应保证硬件设备长期无故障不间断运行。 

7.1.3 应保障硬件设备的控制成功率应不低于 95%。 

7.1.4 应支持硬件设备本地物理操作清除设备全部访问权限。 

7.1.5 应适应长期环境温度 -20℃～80℃，长期环境湿度 0%RH～85%RH的工作条件。 

7.1.6 应支持有线加密和无线加密的通信传输方式，无线加密传输与配套网关无线通信距离应≥100m

（空旷环境），可采用但不限于 NB-IoT、ZIGBEE、433MHz 频段等。 

7.1.7 应符合所处环境相应的电磁环境要求。 

7.2 采集设备 

7.2.1 传感器 

7.2.1.1 主要用于检测室内温度、湿度、有人、无人、门窗开合等状态。 

7.2.1.2 应支持数据采集、数据输出、相关参数的设定和调整、自诊断等功能。 



 

 

7.2.1.3 应便携且易于安装；用于人体感应的传感器安装高度应在 1.1m～1.6m无遮挡范围内；用于温

湿度的传感器应避免安装在空调出风口。 

7.2.1.4 温度传感器精度应满足±1℃，测量范围应满足 -10℃～50℃；湿度传感器精度应满足±10%RH，

测量范围应满足 0～100%RH；人体感应器精度应满足水平角≥90°、垂直角≥90°，中心区域测量距离

应满足≥5m。 

7.2.1.5 通信接口应符合 GB/T 34068 的规定。 

7.2.1.6 绝缘电阻、绝缘强度应符合 GB/T 18271中的有关规定，外壳防护应满足 GB/T 4208的要求。 

7.2.2 能源计量数据的采集设备 

7.2.2.1 能源计量数据的采集设备主要用于采集建筑用水量、用热量、用电量、用气量等数据。 

7.2.2.2 带有能源计量功能的采集设备应满足 GB 17167 要求。 

7.2.2.3 不带有能源计量功能的采集设备应安装在原有能源计量器具附近，且不影响原有能源计量器

具的正常使用。 

7.3 控制器 

7.3.1 一般要求 

7.3.1.1 应支持数据的双向传输。 

7.3.1.2 应具有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设备的能力。 

7.3.1.3 与强电连接的控制器外壳燃烧性能应满足 GB 20286-2006规定的阻燃 1级要求。 

7.3.2 空调控制器 

空调控制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对 VRV、水机、单体等类型空调的控制； 

b） 应支持 16℃～30℃的温度调节能力；应支持制冷、制热、送风等不同模式，支持风速调节能

力； 

c） 应支持主流空调品牌及型号的设备接入，与空调主机通信可采用但不限于 RS-485、红外等方

式； 

d） 应支持同时控制不低于 3台的空调设备； 

e） VRV空调控制器安装位置宜避免暴晒和水浸；组合式风柜控制器宜安装在风柜房，风机盘管末

端控制面板宜安装在对应的风机盘管附近；单体空调控制器宜安装在靠近单体空调红外接收

器附近。 

7.3.3 照明控制器 

照明控制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对照明开关的控制； 

b） 应支持不低于 3路照明线路的控制。 

7.3.4 大功率设备电源控制器 

大功率设备电源控制器应支持对功率不低于 800W的大功率设备电源开关的控制。 

7.4 网关 

7.4.1 物联网关 

物联网关应支持异构协议设备接入平台，具体要求包括： 

a） 应具备多种硬件接口，包括但不限于 RS485/232、HPLC、以太网等； 

b） 应通过内置的服务实现与异构设备的通信，将设备接入平台； 

c） 宜具备数据的存储和分析能力。 

7.4.2 边缘网关 

边缘网关应支持边缘计算、云边协同、策略本地化功能，宜支持接入原有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摄像头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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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空间编码规则 

A.1 空间编码定义 

用 25位数字对空间（包括设备）进行精细化管理，分别代表“省-市-区-园区-楼号-楼层-房间-隔

间号-设备类型-设备用途-设备层级”。 

A.2 区域编码 

第 1-2位数字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 第 3-4位数字为地级市、盟、自治州代码; 第 5-6位数

字为县、县级市、区代码; 如滨江区编号为 330108。 

A.3 园区编码 

第 7-10位为园区编码，如杭州人工智能产业园为 0057。 

A.4 楼宇编码 

第 11-12位数字为楼宇编码，如 A幢为 01。 

A.5 层数 

第 13-15位数字为层数，第 13位数取 9时对应地下楼层，如 902代表负 2层。 

A.6 房间号 

第 16-18位数字为房间号；如办公室 771、772，配电房 221。 

A.7 小隔间层数及判断标志 

第 19位数字表示是否为小隔间及小隔间的层数，0代表无小隔间，1代表第 1层小隔间，2代表第

2层小隔间，以此类推。 

A.8 小隔间编码 

第 20-21位数字为小隔间编号，如不是小隔间，编号则为 00。 

A.9 表计类型 

第 22位数字为表计类型，9代表水表，8代表电表，7代表燃气表，6代表热能表。 

A.10 表计用途及编号 



 

 

第 23位数字为表计用途，当表计类型为水表时，1代表生活、2代表生产、9代表其他；当表计类

型为电表时，1 代表办公、2 代表空调、3 代表照明、4代表应急、5代表生产、9代表其他；当表计类

型为燃气表时，1代表生活、2代表生产、9代表其他；当表计类型为热能表时，1代表取暖，9代表其

他。第 24位数字为同类型表计序号。 

A.11 表计采集范围层级 

第 25 位数字为表计层级，1 代表配电房出线，2代表每幢楼的总表，3代表每层楼的总表，4 代表

空间分表。 

A.12 上述原则中若无匹配项，则用 0填补。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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