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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深圳市统计年鉴 2020》和中国南方电网深圳供

电局发布的数据进行测算，深圳全市公共建筑 2020 年总电

耗约 273.7 亿 kWh，占全社会用电约 28%。公共建筑节能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新形势下尤显重要，为提升能耗数据

对建筑节能的价值应用，本报告对全市接入能耗监测平台

的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2020 年度能耗数据进行了

总结、分析，并面向社会予以公开。 

本报告旨在为各区政府节能主管部门了解辖区内及其

他行政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现状，开

展建筑用能监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供建筑设计人员了解

关键设备运行情况，进一步优化系统设计及设备选型；供

建筑业主、物业管理单位、社会节能服务公司等进行横向

比较对标，了解自身建筑能耗水平，以便有针对性地优化

节能管理，尤其是，推动超过能耗标准约束值的建筑业主

或物业管理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降低建筑运行能耗，

为实现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做出积极贡献。 

报告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主要介绍国家机关

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总体情况；第二个章节

是各类建筑的用电指标分析，分别对主要类型的公共建筑



 

用电指标进行分析说明；第三个章节是专题分析，分别进

行了公共建筑历年用电对比、各区公共建筑用电指标分

析、新接入建筑情况、疫情期间的用电等专题分析；第四

个章节是对 2016 年至 2019 年报告中逐年变化趋势均保持

一致的分析内容进行提炼总结，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分析结

论，供读者参考。 

本报告在 2019 年报告的基础上拓展了深度和广度。新

增了新接入建筑情况和疫情期间的用电专题分析，并更新

了历年报告中的具有普适意义的分析结论，以便社会各界

更直接、清晰地获得深圳市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的数据

价值成果。 

由于接入能耗监测平台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数量有限，各类公共建筑监测数量、地区分布等均

存在较大的差异，报告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欢迎

大家积极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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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情况 

1.1 能耗监测平台建设情况 

1.1.1 全市公共建筑接入情况 

截至 2021 年 1 月，深圳市接入能耗监测平台的国家机

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累计 702 栋，扣除因城市更新、

建筑拆迁等原因取消监测和监测未满一年的建筑，2020 年

监测建筑数量为659栋，监测建筑总面积为3456万平方米。

与 2019 年相比，新增监测建筑 83 栋，新增监测建筑面积

773 万平方米。 

（1）建筑类型分布 

建筑类型涵盖了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建筑、

商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文化教育建筑、医疗卫生建

筑、体育建筑、综合建筑以及其他建筑等。接入能耗监测

平台的各类公共建筑分布情况如表 1-1 与图 1-1 所示。 

表 1-1 监测建筑的类型分布情况 

序号 建筑类型 数量 建筑面积 面积比例 

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118 291 8.4% 

2 商业办公建筑 157 1134 32.8% 

3 商场建筑 110 443 12.8% 

4 宾馆饭店建筑 65 234 6.8% 

5 文化教育建筑 57 197 5.7% 

6 综合建筑 117 963 27.9% 

7 其他类建筑 35 194 5.6% 

合计 —— 659 3456 100% 

注：由于医疗卫生建筑、体育建筑以及其他建筑数量较少，本报告将其统一归

为其他类建筑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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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接入能耗监测平台各类公共建筑数量与面积比例 

 

（2）建筑规模分布 

在单栋建筑面积分布方面，接入能耗监测平台公共建筑

面积在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数量占比为 75.0%，在 2 万平

方米以下的建筑数量占比为 25.0%。其中，分布在 2~5 万平

方米之间的建筑数量最多，为 277 栋，占比 42.0%；其次为

5~10 万平方米之间的建筑，为 145 栋，占比 22.0%。接入能

耗监测平台公共建筑面积分布情况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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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接入能耗监测平台公共建筑面积分布情况 

 

1.1.2 各区公共建筑接入情况 

（1）各区接入的公共建筑情况 

2020 年深圳市接入能耗监测平台的公共建筑涵盖了福

田区、南山区、罗湖区、龙岗区、宝安区、盐田区、光明区、

龙华区、坪山区及大鹏新区共 10 个区。其中，福田区接入

市级平台的公共建筑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监测数量为 194

栋，建筑面积为 1106 万平方米，占全市接入市级平台公共

建筑总面积约 32.0%。各区接入能耗监测平台公共建筑分布

情况如表 1-2 与图 1-3 所示。 

表 1-2 各区接入能耗监测平台的公共建筑情况 

序号 行政区 
总数量

（栋）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面积比例

（%） 

1 福田区 194 1106 32.0% 

2 南山区 168 794 23.0% 

3 罗湖区 108 482 13.9% 

4 龙岗区 68 415 12.0% 

5 宝安区 67 419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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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总数量

（栋）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面积比例

（%） 

6 盐田区 22 70 2.0% 

7 龙华区 17 105 3.0% 

8 光明区 8 36 1.0% 

9 坪山区 5 16 0.5% 

10 大鹏新区 2 13 0.4% 

合计 全市 659 3456 100% 

 

图 1-3 各区接入能耗监测平台公共建筑数量 

 

（2）各区接入的公共建筑功能分布 

各区接入能耗监测平台的各类建筑数量比例如表 1-3

与图 1-4 所示。福田区、南山区、罗湖区、龙岗区和宝安区

接入平台的建筑类型较多，基本覆盖了各类公共建筑。 

从图 1-4 中各类公共建筑分布比例来看，福田区主要接

入的公共建筑类型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建筑和综

合建筑，共计占全区接入公共建筑数量的 72%，其次为商场

建筑、宾馆饭店建筑和文化教育建筑，共计占 23%；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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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平台的公共建筑主要为商业办公建筑和文化教育建筑，

占全区接入公共建筑数量的 50%，其次为商场建筑、综合建

筑、宾馆饭店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各为 13%、13%、

11%和 9%；罗湖区主要接入的公共建筑类型为综合建筑，

占 31%，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宾

馆饭店建筑监测数量分布较均匀，分别占全区接入公共建筑

数量的 15%、19%、15%和 16%；坪山区、光明区等行政区

接入平台的公共建筑数量较少、建筑类型覆盖不全。 

表 1-3 各区接入能耗监测平台的各类建筑数量分布（单位：栋） 

行政区 

国家机

关办公

建筑 

商业办

公建筑 

商场 

建筑 

宾馆

饭店

建筑 

文化教

育建筑 

综合

建筑 

其他

类建

筑 

福田区 37 59 20 14 11 44 9 

南山区 15 49 22 18 35 22 7 

罗湖区 16 20 16 17 1 33 5 

龙岗区 23 6 20 6 4 3 6 

宝安区 11 11 23 4 2 11 5 

盐田区 9 5 2 3 / 1 2 

龙华区 2 5 5 2 1 2 / 

光明区 2 1 2 / 2 1 / 

坪山区 3 / / / 2 / / 

大鹏新区 / 1 / 1 / / / 

注：因盐田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目前接入平台的监测公共

建筑数量较少，用电指标分析不具有代表性，故未纳入下文各区公共建筑用电

指标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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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各区接入能耗监测平台不同功能公共建筑分布情况 

 

1.2 全市公共建筑用电指标 

1.2.1 总用电指标 

2020 年深圳市全市监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96.5kWh/m2，同比2019年的109.0 kWh/m2下降了约11.5%，

主要是商场、宾馆饭店等高能耗强度的公共建筑受 2020 年

新冠疫情影响较大。 

1.2.2 分项用电指标 

2020 年深圳市全市监测公共建筑四大分项用电指标中，

照明与插座用电指标最大，为 61.9kWh/m2，占总用电量比

例的 64.2%；其次为空调用电，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25.9kWh/m2，占总用电量比例的 26.8%。部分监测建筑空调

设备如分体式空调、风机盘管、末端风机等用电由于无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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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拆分计量，被计入照明与插座用电中，因此，监测的公共

建筑空调系统用电量略低于空调系统实际用电量。 

监测公共建筑的分项用电指标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全市监测公共建筑分项用电比例 

 

1.2.3 逐月用电指标 

各月用电指标中，7 月份用电指标最高，为 11.8kWh/m2，

2 月份用电指标最低，为 2.8kWh/m2。这是由于 7 月份室外

平均气温最高，空调用电量最大，月度用电量最高，而 2020

年 2 月份因春节假期并受疫情影响，建筑使用强度大幅下

降，导致该月指标异常偏低，仅为最高月的 24%。 

2020 年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年平均气温 23.8℃，较常

年偏高 0.8℃，较 2019 年（24.0℃）偏低 0.2℃。1从逐月

用电指标变化趋势来看，逐月用电量的变化趋势与深圳市

室外平均温度基本一致，2 月至 4 月受疫情影响较大，指

标偏低。监测公共建筑全年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1-6 所示。  

 
1本文气象数据资料来源于《2020 年深圳市气候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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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监测公共建筑全年逐月用电指标

1.2.4 空调季、通风季、除湿季用电指标

深圳市的通风季是 1 月 1 日至 4 月 5 日和 10 月 8 

日至 12 月 31 日两个连续的时间段，共 181 天；空调季是

5 月 26 日至 10 月 7 日，共 135 天；除湿季是 4 月 6 日

至 5 月 25 日，共 50 天。2以通风季、空调季和除湿季划分

时段对深圳市公共建筑用电量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1-7 和图

1-8 所示。

监测公共建筑空调季平均用电指标为 44.8kWh/m2，通

风季为 39.3 kWh/m2，除湿季为 12.5kWh/m2，全市空调季用

电指标占全年用电指标 46%，通风季占全年用电指标 41%，

除湿季占全年用电指标 13%。各不同建筑类型均为空调季

用电指标最高，除湿季最低。 

结合各季段的天数计算后，全市空调季日平均用电指标

2《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规范》SJG45-2018 条文说明，第 2.0.2-2.0.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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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33kWh/m2· 天 ， 除 湿 季 日 平 均 用 电 指 标 为

0.25kWh/m2·天，通风季日平均用电指标为 0.22kWh/m2·天。

空调季日用电指标是除湿季日用电指标的 1.33 倍，是通风

季日用电指标的 1.53 倍。 

 

图 1-7 主要功能公共建筑空调季、通风季、除湿季用电指标情况对比 

 

 

图 1-8 空调季、通风季、除湿季用电指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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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类建筑用电分析 

通过对能耗监测平台公共建筑监测数据梳理、总结和对

比分析，2020 年深圳市各类监测公共建筑的用电指标如表

2-1 与图 2-1 所示，全市平均用电指标为 96.5kWh/m2，其中

商场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最高，为 168.9kWh/m2，文化教

育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最低，为 71.7 kWh/m2。 

表 2-1 各类监测公共建筑用电指标情况 

序号 建筑类型 指标 

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78.8 

2 商业办公建筑 82.1 

3 商场建筑 168.9 

4 宾馆饭店建筑 112.0 

5 文化教育建筑 71.7 

6 综合建筑 80.0 

平均值 —— 96.5 

注：监测的综合建筑是由多个使用功能不同（如酒店、办公、商业等）的空间

组合而成的建筑。 

 

图 2-1 各类监测公共建筑用电指标 

 

2.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用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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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总体情况 

2020 年，监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78.8kWh/m2。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变化用电指标变化与

气温趋势一致，体现了较强的季节性。其中，7 月份为室外

月平均气温最高的空调季，当月用电指标最高，为

10.4kWh/m2；2 月作为通风季，且受春节假期及疫情影响，

当月用电指标最低，为 2.7kWh/m2。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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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占 29.6%；动力和特殊分项用电分别占 3.9%和 7.2%。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分项用电构成 

 

在逐月分项电耗构成中，空调分项用电呈现较为明显的

季节变化趋势，逐月用电量比例变化范围为 12.0%~40.3%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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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用电比例变化范围分别为 50.9%~75.7%、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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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4 所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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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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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商业办公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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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月分项电耗构成中，空调用电呈现较为明显的季

节变化趋势，逐月用电量比例变化范围为 9.3%~33.3%之间，

其中 7 月份空调分项用电比例最高。由于照明插座、动力与

特殊分项用电量受季节影响较小，逐月用电量相对较为稳定，

照明插座用电、动力用电与特殊用电比例变化范围分别为

61.7%~82.6%、3.1%~5.0%与 1.9%~3.4%之间。 

商业办公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7 所示。 

图 2-7 商业办公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2.3 商场建筑用电分析 

2.3.1 总体情况 

2020 年，监测商场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168.9kWh/m2。商业办公建筑逐月变化用电指标变化与气温

趋势一致，体现了较强的季节性。其中，7 月份为室外月平

均气温最高的空调季，当月用电指标最高，为 18.9kWh/m2；

2 月作为通风季，且受春节假期及疫情影响，当月用电指标

0%

20%

40%

60%

80%

1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分
项

用
电

占
比

(%
)

照明插座用电 空调用电 动力用电 特殊用电



16 

最低，为 5.2kWh/m2。 

商场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8 所示。 

图 2-8 商场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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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商场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从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分析，商场建筑空调分项逐月用电

11.7

5.2

10.4 11.6

16.6 17.4 18.9 18.3 17.5
15.3 13.9

12.1

17.8 18

21.1 21.5

27.5
28.9 29.7 28.5 28

24.9
23.1

17

0

5

10

15

20

25

30

35

0.0

4.0

8.0

12.0

16.0

20.0

24.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单
位

（
℃
）

单
位

（
k

W
h

/m
2
）

用电指标 室外平均温度

照明插座用电
62.6%

空调用电
26.5%

动力用电
1.9%

特殊用电
8.9%



17 

量体现了较强的季节性，空调季逐月用电量明显高于非空调

季，商场建筑空调用电逐月占比在 12.7%~32.5%之间。同时，

由于商场建筑人流量较大，空调系统需要全年开启以保障室

内新风供应，非空调季商场建筑的空调分项仍存在较大的用

电量。由于照明插座、动力与特殊分项用电受季节影响较小，

逐月用电量相对较为稳定，照明插座用电在 57.3%~70.5%之

间，动力用电在 1.8%~2.2%之间，特殊用电在 8%~14.6%之

间。 

商场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商场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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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作为通风季，且受春节假期及疫情影响，当月用电指标

最低，为 2.5kWh/m2。 

宾馆饭店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宾馆饭店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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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宾馆饭店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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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宾馆饭店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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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致，体现了较强的季节性。其中，7 月份为室外月平

均气温最高的空调季，当月用电指标最高，为 9.1kWh/m2；

2 月作为通风季，且受春节假期及疫情影响，当月用电指标

最低，为 1.9kWh/m2。 

文化教育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文化教育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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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文化教育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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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体现了较强的季节性。其中，7 月份为室外月平均气

温最高的空调季，当月用电指标最高，为 10.1kWh/m2；2 月

作为通风季，且受春节假期及疫情影响，当月用电指标最低，

为 2.0kWh/m2。 

综合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17 所示。 

图 2-17 综合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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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综合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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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综合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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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用电指标为 168.9kWh/m2，其次为宾馆饭店建筑，用电

指标为 112.0kWh/m2。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建筑及

综合建筑用电指标则较为接近，分别为 78.8Wh/m2、

82.1Wh/m2 与 80.0kWh/m2。 

深圳市各类监测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如表 2-2、图 2-

20 所示。 

表 2-2 各类监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情况（单位：kW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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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 

建筑 

宾馆饭

店建筑 

文化教

育建筑 

综合 

建筑 

1 月 4.1 4.7 11.7 7.0 3.8 4.7 

2 月* 2.7 2.5 5.2 2.5 1.9 2.0 

3 月 4.2 4.5 10.4 4.5 3.1 4.0 

4 月 4.7 5.3 11.6 5.5 3.6 5.1 

5 月 8.0 8.2 16.6 9.2 6.7 8.4 

6 月 9.3 9.2 17.4 10.2 8.0 9.0 

7 月
▲
 10.4 10.3 18.9 13.9 9.1 10.1 

8 月 9.4 9.6 18.3 13.5 8.5 9.7 

9 月 9.2 9.4 17.5 13.5 9.0 9.1 

10 月 6.4 6.7 15.3 11.7 7.2 6.5 

11 月 5.8 6.3 13.9 10.8 5.9 6.4 

12 月 4.6 5.2 12.1 9.6 5.0 5.0 

合计 78.8 82.1 168.9 112.0 71.7 80.0 

注：▲标识的月份为用电指标最高月，均出现在 7 月； 

*标识的月份为用电指标最低月，均出现在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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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各类监测公共建筑逐月用电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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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题分析 

3.1 历年用电对比分析 

3.1.1 全市用电对比 

2020 年监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96.5kWh/m2，

相较于 2019 年的 109.0kWh/m2，单位面积用电指标降低了

11.5%。深圳市 2019 年、2020 年监测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

标如图 3-1 所示。 

图 3-1  2019 年-2020 年全市监测公共建筑用电指标对比情况 

 

如图 3-1 所示，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变化情况与气温变化

趋势相符，夏季随着气温不断升高，空调制冷需求逐渐增大，

导致用电量也逐渐增加，而 2020 年 2 月、3 月、4 月的用电

指标受疫情影响下降较大，最高降幅达 50.4%。 

3.1.2 各类建筑用电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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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至 2020 年的各类建筑用电指标对比如图 3-2 所

示，2020 年室外平均气温与 2019 年基本持平，但由于受疫

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各类建筑使用强度均受到不同程度

影响，能耗指标较 2019 年均有所降低。 

图 3-2  2019-2020 年各类建筑用电指标对比情况 

 

3.2 各区公共建筑用电指标分析 

2020 年深圳市福田区、南山区、罗湖区、龙岗区及宝安

区等 5 个行政区监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范围为

84.6~123.4kWh/m2，如图 3-3 所示。其中，宝安区单位面积

用电指标最高，为 123.4kWh/m2；福田区单位面积用电指标

最低，为 84.6kWh/m2，各区较 2019 年均有所下降。 

深圳各区监测的建筑类型分布比例存在较大差异是各

区能耗指标不同的重要原因。如图 3-4 所示，宝安区监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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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中商场建筑占比最高，全年用能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区；福

田区、南山区及罗湖区主要监测建筑类型为商业办公或综合

建筑，受疫情影响明显，单位面积用电指标降幅较大。 

 

图 3-3 各区监测公共建筑用电指标对比 

 
图 3-4 各区监测公共建筑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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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局关于明确公共建筑分项能耗数据传入深圳市建筑

能耗数据中心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

新、改、扩建公共建筑均应按照要求由建设单位将分项能耗

数据传输至深圳市建筑能耗数据中心。 

3.3.2 接入建筑功能分布 

2020 年，平台新接入的建筑数量为 83 栋。其中，接入

建筑的主要功能为商业办公建筑及综合建筑，分别为 26 栋

及 24 栋，接入数量占比分别为 31.3%及 28.9%。 

图 3-5 接入建筑功能分布 

 

3.3.3 接入建筑所属行政区分布 

2020 年新接入建筑主要集中在宝安区，共 29 栋，占全

市接入建筑的 34.9%，其次为南山区，共接入 16 栋，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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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接入的数量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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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接入建筑所属行政区分布 

 

3.3.4 接入建筑规模分析 

2020 年，平台新接入的 83 栋建筑总建筑面积为 773 万

平方米，接入的建筑平均面积达到了 9.3 万平方米。其中，

面积在 5-10 万平方米的建筑占比最高，接入建筑主要为新

建项目，说明新建项目规模均较大。 

 

图 3-7 接入建筑面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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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为阻断病毒传播与防控疫情，全国各地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各类企业延迟复工时

间，中小学、幼儿园、大专院校、中职学校、技工院校延迟

开学。疫情期间，全市各类公共建筑运行使用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本节将通过能耗数据的表现进行分析解读。 

3.4.1 全市公共建筑疫情时期电耗分析 

2020 年 2 月、3 月和 4 月的用电相对 2019 偏差较大，

此时期处于疫情发生后的近三个月，时间包含了春节法定假

期 1 月 24 日至 2 月 2 日和广东省复工时间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为了更精细地分析疫情对全市公共建筑电耗的影响，

本报告将以一周为时间粒度进行分析，跨度为春节前一周至

复工第七周，进行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同期对比、2020 年

疫情前后的对比分析。 

从图 3-8 可知，春节假期及假期前，2019 年与 2020 年

全市公共建筑的日平均电耗同比接近； 2020 年 2 月复工至

3 月受疫情影响较大，假期复工后的第一、二周全市公共建

筑电耗仍处于较低水平，从第三周开始逐步恢复，至 3 月底

即复工第五周恢复到去年 93%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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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9 年春节假期为 2 月 4 日~2 月 10 日；2020 年春节假期包括延长假期时

间，为 1 月 26 日~2 月 9 日。 

图 3-8  2020 年全市监测公共建筑疫情期间周平均电耗同比 

 

3.4.2 各类建筑公共建筑疫情时期电耗分析 

以 2020 年 1 月春节假期前一周的平均日电耗为基准，

进行疫情防控前后的对比分析，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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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2020 年全市各类建筑疫情防控前后日平均电耗对比 

 

商场建筑、综合建筑和宾馆饭店建筑受疫情防控影响较

大，复工第四周仍未恢复正常水平，结合全年同比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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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年分析结论 

深圳市大型公共建筑监测情况报告至今已发布

2016~2019 四个年份的报告，本节将历年各类具有普适性的

结论或经验进行总结，供政府管理部门、运行管理人员、行

业设计人员参考。 

4.1 各类建筑典型工作日用电峰谷 

各类型建筑典型日逐时用电曲线呈现明显双峰特征，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商业办公建筑的工作日用电峰值出现在

上午 9 点-11 点左右；商场建筑的用电高峰段持续时间较长，

出现在 10 点-20 点，宾馆饭店建筑的用电峰值出现在 10-13

点及 18-20 点之间，两者均具有明显的夜间用电特征，各类

型建筑的用电谷值均在凌晨 3-5 点之间。各类建筑典型日逐

时无量纲化用电曲线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各类型建筑典型日逐时无量纲化用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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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冷源装机容量设计及实际运行情况 

4.2.1 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实用空调供热设计手册》中的

“实用设计指标汇编”规定我国冷源设备（装机）容量指标

为 66~180W/m2，其中面积为空调面积，变化范围很广；中

国计划出版社的《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

调动力》中提供了按照总建筑面积估算的民用建筑夏季冷负

荷指标，考虑此部分指标作为估算使用，故本报告结论中的

相关指标数据仅供参考。 

本节所指的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为建筑所有空调主

机的制冷量除以总建筑面积，通过统计空调主机设备信息，

得到的单位建筑面积设计指标。按照 25%~75%的四分位进

行统计，各类公共建筑的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如箱型图 4-

2 所示3，结论如下： 

（1）办公建筑的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主要集中在

105~138W/m2 的范围，平均值为 124 W/m2，86%的办公建

筑超出设计措施估算指标范围 85~100 W/m2。 

（2）商场建筑的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主要集中在

126~205W/m2 的范围，平均值为 171W/m2，75%的商场超出

 
3
注：箱子的中间一条线，是数据的中位数，代表了样本数据的中间数据，箱

子内的叉代表样本数据的平均数，数据集中在中位数偏向一面。箱子的上下

限，分别是数据的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这意味着箱子包含了 50%的数

据。在箱子的上方和下方，又各有一条线，代表着最大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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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措施估算指标范围 105~125 W/m2。 

（3）宾馆饭店建筑的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主要集中

在 110~160W/m2 的范围，平均值为 131 W/m2，93%的宾馆

饭店超出设计措施估算指标范围 80~90 W/m2。 

 

图 4-2 各类建筑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 

 

4.2.2 冷源运行台数及峰值负载率 

（1）冷源运行台数分析 

在建筑空调系统的设计过程中，通常会进行逐时冷负荷

计算，空调主机的装机容量一般会参考最大冷负荷，并根据

冷负荷全年的分布情况等因素确定空调主机数量和规格。 

定义冷高峰盈余台数百分比为在用冷高峰时，未开启空

调主机数量与空调主机总数量之比。经过统计分析近几年数

据，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和宾馆饭店建筑的数据如图 4-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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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各类建筑冷机台数盈余百分比 

 

从上图中可看到，综合近几年的数据，办公建筑、商场

建筑和宾馆饭店的平均盈余台数水平基本一致，均在 33%

左右即 3 台盈余 1 台；办公建筑的冷机盈余情况要略高于

商场和宾馆饭店。 

（2）冷源峰值负荷率 

本节所指的冷源运行峰值负荷率为全年建筑空调冷源

系统运行最大冷负荷除以该建筑冷源装机容量，计算未考虑

无法拆分计量的分体空调、VRV 等设备负荷。如图 4-4 所

示，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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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各类建筑冷源峰值负荷率分布 

 

从图 4-4 中可知，各类建筑的冷源峰值负荷率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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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统计结果来看，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及宾馆饭店

建筑的冷源实际运行峰值冷负荷率均低于设计冷负荷，最大

峰值负荷率均在 90%左右。宾馆饭店的峰值负荷率最高，商

场和办公楼的峰值负荷率相对偏低，建议未来新建建筑空调

冷负荷计算结合实际建筑冷源峰值负荷率情况，合理地优化

设计冷负荷。 

4.2.3 冷水机组运行负载特性 

冷水机组运行负载特性指单台冷水机组在全年运行小

时的负载率分布情况，本节将负载率按 IPLV 的 25%、50%、

75%、100%进行区间划分。 

通过将建筑启用冷机的监测数据进行筛选，清洗过滤冷

机的待机电耗和运行未满 1 小时的电耗4，统计分析运行的

单台冷机的逐时运行负载特性，如图 4-5 所示，相关结论如

下： 

（1）办公建筑运行的冷机中，全年约 66%时间的负载

大于 50%，约 34%时间的运行负载不大于 50%。 

（2）商场建筑运行的冷机中，约 70%时间的负载大于

50%，约 30%时间的运行负载不大于 50%。 

（3）宾馆饭店建筑运行的冷机中，约 74%时间的负载

大于 50%，约 26%时间的运行负载不大于 50%。 

 
4冷机电耗的时间粒度为 1 小时，本年度报告已将运行未满一小时的电量数据

剔除。 



40 

从以上对负载率分段统计时间来看，各类建筑冷机的运

行负载率主要分布在（50%，75%]区间；各类建筑冷机的低

负载率（≤25%）运行时间占比均小于 5%；办公建筑、商

场建筑、宾馆饭店的冷机运行在 50%负载率以上的时间占

比分别为 66%、70%和 74%，各类建筑的冷机运行模式控制

合理。 

  

图 4-5 各类建筑启用冷机逐时运行负载率分布时间占比 

 

4.2.4 典型建筑冷机运行分析 

D 大厦为某商业办公建筑，于 2007 年建成，总建筑面

积 8.4 万平方米，地上三十三层，地下四层，空调系统形式

为中央空调，末端为全空气系统和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根

据现场设备铭牌及资料，该建筑配有 3 台制冷量为 2461kW

的离心机和 1 台制冷量为 1151kW 的螺杆机，冷源装机容量

指标为 101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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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数据发现，该建筑空调季用冷高峰同时开启 2

台离心机，除湿季一般开启 1 台离心机，通风季开启 1 台螺

杆机。结合监测数据进行统计，该建筑全年逐日最大负荷率

为 53%，发生在 6 月 10 日，该日开启的 2 台离心机负载率

分别为 95%和 96%。D 大厦全年逐日负荷率如图 4-6 所示。 

图 4-6  D 大厦全年逐日负荷率 

 

剔除待机能耗和未满 1 小时的冷机监测数据后，结合

冷机铭牌参数获得 D 大厦 4 台冷机的全年逐时运行负载率，

如图 4-7 所示。从图中可看到，1#离心冷机和 4#螺杆冷机

的运行负载率相对 2#、3#要偏低，平均运行负载率分别在

30%和 55%左右。 

通过分析发现，1#离心冷机在 3 月、11 月少数时间单

独运行，7、8 月与另外一台离心机同时运行；4#螺杆冷机

主要在 1 月~4 月和 11 月单独运行，9 月、10 月与另外一台

离心机同时运行。建议检测 1#、4#冷机的运行 COP，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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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冷源系统调适、群控优化等技术措施提高冷机运行能效，

经测算节能率约 10%，年节约电量 10 万 kWh 左右。 

图 4-7  D 大厦冷水机组全年逐时运行负载率 

 

4.3 变压器设计及实际运行情况 

变压器是从发电、供电到建筑需求侧用电的重要设备，

公共建筑通常会配置多个变压器，富余总容量较大。变压器

运行会存在能源损耗，所以在配电系统中，变压器运行分析

对公共建筑节能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告以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建筑、商场建筑、

宾馆饭店建筑四类为例，相关分析数据供建筑设计人员和运

维人员参考，希望对未来的设计、运营有所帮助。 

4.3.1 变压器设计容量指标 

结合监测建筑的变压器数量、铭牌信息，将监测建筑的

变压器设计容量指标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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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四类进行统计分析。各类型建筑变

压器容量设计指标分布如图 4-8 所示。结论如下： 

 

图 4-8 各类建筑全年峰值负载率统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商业办公建筑实际设计容量平均

值分别为 81VA/m2 和 77VA/m2；其中，4%小于指标下限

50VA/m2，9%大于指标上限 100VA/m2。 

商场建筑实际设计容量平均值为 126VA/m2；其中，18%

大于指标上限 180VA/m2。 

宾馆饭店建筑实际设计容量平均值为 89VA/m2；其中，

8%小于指标下限 60VA/m2，34%大于指标上限 100VA/m2。 

总体来说，商场建筑和宾馆饭店建筑的实际设计容量都

接近设计规范的上限指标，办公建筑实际设计容量在设计指

标范围内；34%的宾馆饭店建筑设计容量超出设计标准上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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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变压器运行台数及峰值负载率 

（1）变压器运行峰值负载率 

各类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用每栋建筑全年最大小

时的用电量除以变压器设计容量来计算，统计结果如图 4-9

所示。 

图 4-9 各类建筑全年峰值负载率统计 

 

从上图可知，各类建筑的峰值负载率主要集中在

[25%,50%)区间，其中：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平均值为 43%，

82%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低于 50%，仅有

9%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达到 75%以上。 

商业办公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平均值为 46%，69%

的商业办公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低于 50%，仅有 6%商业

办公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达到 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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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平均值为 55 %，47%的

建筑峰值负载率低于 50%，有 21%的建筑峰值负载率达到

75%以上。 

宾馆饭店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平均值为 41 %，91%

的建筑峰值负载率低于 50%，仅有 8%的建筑峰值负载率达

到 75%以上。 

（2）变压器运行台数分析 

在建筑全年最大用电量的时刻，统计建筑变压器未开启

数量与装机总台数，分析变压器盈余台数情况。经过统计分

析，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和宾馆饭

店建筑的变压器台数盈余百分比分布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各类建筑峰值用电时刻的变压器台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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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均未出现盈余台数大于一半的情况，其中： 

4%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存在 4 台盈余 1 台，39%的机

关办公建筑存在 3 台盈余 1 台、 2 台盈余 1 台或 4 台盈余

2 台。 

18%的商业办公建筑存在 4 台盈余 1 台，40%的商业办

公建筑存在 3 台盈余 1 台、 2 台盈余 1 台或 4 台盈余 2 台。 

10%的商场建筑存在 4 台盈余 1 台，23%的商场建筑存

在 3 台盈余 1 台、 2 台盈余 1 台或 4 台盈余 2 台。 

17%的宾馆饭店存在 4 台盈余 1 台，42%的宾馆饭店存

在 3 台盈余 1 台、 2 台盈余 1 台或 4 台盈余 2 台。 

综上，各类建筑变压器在峰值用电时，大部分负载率小

于 50%，而此时变压器全部开启的情况较多，建议结合变压

器经济运行的负载率区间和现场变压器联络送电进行调节，

提升变压器经济运行减少变压器基础电费。 

4.3.3 变压器运行负载率分布 

取 25%、50%、75%作为负载率分界点，结合监测建筑

的变压器全年逐时运行电耗和变压器容量、功率因数信息，

对各台变压器进行运行负载率分析。如图 4-11 所示，结论

如下： 

（1）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变压器平均 88.1%的时间在 25%

负载率以下运行。 

（2）商业办公建筑变压器平均 82.5%的时间在 25%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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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率以下运行。 

（3）商场建筑变压器平均 63.1%的时间在 25%负载率

以下运行。 

（4）宾馆饭店建筑变压器平均 78.1%的时间在 25%负

载率以下运行。 

 

图 4-11 各类建筑变压器各负载率区间运行时间占比 

 

从以上对负载率分段统计时间来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商业办公建筑处于低负载率（＜25%）运行的时间占比最

长，均超过了 80%，其次为宾馆饭店建筑，78.1%。因运行

负载率偏低的时长较多，既有建筑可在运行时考虑优化供配

电模式，新建建筑可在设计时考虑合理降低变压器容量。 

4.3.4 典型建筑变压器负载率的设计与运行对比 

A 建筑为某商业办公建筑，于 2009 年建成，总建筑面

积为 8.8 万 m2，空调系统形式为中央空调，系统冷源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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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式冷水机组，末端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依据设计图纸

资料，该建筑配置变压器容量为 11660kVA，设计负载率约

为 80%。 

A 建筑全年单位面积电耗指标为 208.5 kWh/m2，高于

全市同类限额值及平均水平，变压器设计容量指标为 132 

VA/m2，其全年变压器总负载率逐时分布情况如图 4-12 所

示。 

从图中可看到 A 建筑变压器总负载率全年最大值为

34.5%，出现在 6 月 24 日 10 点。有 82.8%的时间在(0,0.25)

区间；17.2%的时间在[0.25,0.5)区间；运行负载率未超过 50%。 

 

图 4-12  A 建筑变压器总负载率 2019 年逐时分布 

 

为了分析四类负载率区间在每天各时刻的分布情况，将

全年逐时负载率按时刻统计，横坐标表示 0 时~23 时二十四

个时刻，纵坐标表示各区间在各时刻的占比，每个区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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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为 100%，如图 4-13 所示。 

从图中可看到 A 建筑变压器总负载率在 25%至 50%之

间主要发生在 7 点至 22 点，属于此楼正常办公和夜间加班

时间。 

 

图 4-13  A 建筑变压器总负载率区间时刻占比分布 

 

以此商业办公建筑为例，变压器设计负载率约 80%，

2019 年实际运行负载率大部分时间处于 25%以下，最大负

载率为 34.5%，设计值超过实际最大值 2 倍以上。建议设计

人员合理地降低变压器设计容量，减少工程造价的同时也提

高变压器的实际运行负载率，促进变压器经济运行。 

4.4 常见运行问题 

基于能耗监测平台的数据分析，以下几方面的常见问题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全
年

四
类

负
载

率
区

间
在

该
时

刻
的

占
比

（
%）

负载率<25% 25%<负载率<50%

50%=<负载率=<75% 负载率>75%



50 

可通过能耗监测平台发现，本报告逐一列举以帮助企业通过

监测系统加强建筑节能运行管理。 

4.4.1 空调水系统运行异常现象 

（1）“一机多泵”异常 

水泵开启台数和主机开启台数应一一对应，避免“一机

对多泵”不合理现象。物业管理单位或使用单位从监测数据

即可发现此节能空间，后续可进一步对空调水系统进行检测，

分析“一机对多泵”、流量不均造成的原因并根据建筑的负荷

特点进行调适，使水泵运行处于最佳状态点，如图 4-14 所

示。 

图 4-14 某建筑空调水系统“一机多泵”运行现象（单位：kWh） 

 

（2）冷却水泵运行异常 

水泵一般与主机开启时间对应，有时候为节能运行也会

适当延长冷冻水泵的运行时间，但主机与冷却水泵的关停时

间通常保持一致。从个别建筑中会发现在主机关停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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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仍保持运行状态，导致能源浪费，如图 4-15 所示。 

 

图 4-15 某建筑空调冷却水泵运行异常现象（单位：kWh） 

 

4.4.2 水泵常年定频运行 

冷水机组负载率下降时即表明当即时间冷负荷需求下

降，空调水泵具备变频节能的潜力。物业单位或使用单位后

续可进一步对空调冷冻泵和冷却泵开展变频改造，通过楼宇

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水泵变频控制，达到最优节能运行，如图

4-16 所示。 

 

图 4-16 某建筑空调水系统逐时监测用电情况（单位：kWh） 

 

冷却水泵未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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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设备夜间能耗浪费 

夜间属于建筑用电低谷时段，除医院、酒店等 24 小时

运营的建筑，办公、商场等建筑的非特殊用能设备应处于关

闭或待机状态。然而，从监测系统上仍能发现部分建筑的设

备存在夜间能耗浪费现象。通过加强物业单位或使用单位的

节能管理培训，充分利用能耗监测数据，实现节能运行管理

的精细化，如图 4-17 所示。 

 

图 4-17 某建筑空调水系统逐时监测用电情况（单位：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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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逐年研究分析全市监测数据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拓展

数据广度和发挥数据价值，增加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监测范围、

规范第三方接入数据格式，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了一系

列与能耗监测及建筑节能相关的政策、标准，相关政策标准。 

同时，为增强平台的使用便捷性，提升政府、企业的建

筑节能管理及公众的能耗管理体验，推出了平台的手机小程

序，可实时掌上查看及管理建筑能耗。小程序包括管理端、

物业端、用户端三个不同角色版本，供市区级政府管理人员、

建筑业主物业和建筑租户用户免费使用，其二维码图片分别

如下所示： 

 

注：可联系深圳市

建筑能耗数据中心获取账号名及密码。 

 

由于监测数量有限，建筑功能、地区分布不均，报告分

析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欢迎大家对监测报告、政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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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使用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方式： 

监测报告、政策标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0755-

83786612； 

平台、小程序使用：深圳市建筑能耗数据中心，0755-

23931845；欢迎关注平台微信公众号：“建筑能耗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