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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深圳今年 3月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绿色建筑条例》，

为打造可持续发展先锋，条例强化了建筑运行阶段的绿色管

理，对能耗超标、超限额用电的既有建筑作出明确管理要求。

政府、企业及公众对公共建筑的运行能耗情况关注度越来越

高，逐年开展深圳市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情况分析工作的

价值日益凸显。

本报告对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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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能耗数据进行了总结、分析，

并面向社会予以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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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人员了解关键建筑运行能耗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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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能耗的建筑业主或物业

管理单位依据监测数据进行深度能源审计，采取有效措施切

实降低建筑运行能耗，为推动深圳建筑领域实现“双碳”目



标做出积极贡献。

报告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主要介绍全市已监测

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总体情况，包括接入情

况和总用电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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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用电分析、各

区公共建筑用电指标分析、新接入建筑情况、建筑峰谷用电、

监测公共建筑优秀标杆公示等专题分析；第四个章节是对

2016年至2020年报告中逐年变化趋势均保持一致的分析

内容进行数据更新和提炼总结，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分析结论，

供读者参考。

本报告在 2020年报告的基础上拓展了深度和广度。

新增了近五年用电分析、峰谷用电及优秀标杆公示等专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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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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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栋，监测建筑总面积

约 5345万平方米。2021年新增监测建筑共 184栋，新

增监测建筑面积约 1609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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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面积比例

（%）

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123 283 5.3%
2 商业办公建筑 220 1740 32.6%
3 商场建筑 126 547 10.2%
4 宾馆饭店建筑 70 277 5.2%
5 文化教育建筑 125 504 9.4%
6 综合建筑 174 1672 31.3%
7 其他类建筑 48 322 6.0%

合计 —— 886 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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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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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类建筑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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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在 2万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数量占比为 21.6%。其中，分布在 2~5

万平方米之间的建筑数量最多，为 343栋，占比 38.7%；

其次为5~10万平方米之间的建筑，为215栋，占比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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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深圳市接入能耗监测平台的公共建筑涵盖了

10个区。其中，福田区接入市级平台的公共建筑数量最多，

监测数量为 215栋，占全市接入市级平台公共建筑总数量

约 24.3%；南山区接入市级平台的公共建筑面积最大，监

测建筑面积为 1274万平方米，占全市接入市级平台公共

建筑总面积约 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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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1263 23.6%
2 南山区 213 127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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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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龙岗区 118 782 14.6%
4 罗湖区 116 543 10.2%
5 宝安区 101 715 13.4%
6 龙华区 43 316 5.9%
7 光明区 29 226 4.2%
8 盐田区 26 108 2.0%
9 坪山区 16 72 1.3%
10 大鹏新区 9 46 0.9%
合计 全市 886 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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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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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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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的公共建筑类型为商业办公建筑、综合建筑和国家机关

办公建筑，共计占全区接入公共建筑数量的 72%；南山区

接入平台的公共建筑主要为商业办公建筑、文化教育建筑和

综合建筑，占全区接入公共建筑数量的 70%；罗湖区主要

接入的公共建筑类型为综合建筑和商业办公建筑，共计占

53%；坪山区、大鹏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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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67 21 14 16 49 12
南山区 15 70 23 19 47 32 7
罗湖区 16 23 16 17 2 38 4
龙岗区 24 15 25 7 20 18 9
宝安区 14 18 27 5 11 18 8
盐田区 2 10 8 2 8 11 2
龙华区 2 8 2 0 12 4 1
光明区 9 7 2 3 1 2 2
坪山区 4 1 2 0 7 0 2

大鹏新区 1 1 0 3 1 2 1
注：因盐田区、龙华区、光明区、坪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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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深圳市全市监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

为 112.6 kWh/㎡，相比 2020年的 96.5 kWh/㎡上升了

约 16.7%，由于 2020年受疫情影响能耗偏低，不具备可

比性；而相对于 2019年的 109.0 kWh/㎡能耗指标上升了

约 3.3%，本报告后续对比分析以 2021年与 2019年对比

为主。

1.2.2分项用电指标

2021年深圳市全市监测公共建筑分项用电指标中，照

明与插座用电指标最大，为 69.5kWh/㎡，占总用电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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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1.7%；其次为空调用电，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32.2kWh/㎡，占总用电量比例的 28.6%。相较于 2019

年，2021年空调用电指标及占比有所提高，这是因为 2021

年 5月及 9月室外平均气温明显高于往年，空调使用需求

高于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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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kWh/

㎡，2月份用电指标最低，为 5.7k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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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份因春节假期影响，建筑使用强度下降，为最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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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5.0%。

2021年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年平均气温 24.0℃，较

常年偏高 1.0℃，与 2019年（24.0℃）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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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及 9月受高温天气影响，月度指

标相对较高。监测公共建筑全年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1-6所

示。

图 1-6 监测公共建筑全年逐月用电指标

1本文气象数据资料来源于《2021年深圳市气候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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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类建筑用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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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深圳市各类监测公共建筑的用电指标如表

2-1所示，全市平均用电指标为 112.6kWh/㎡，其中商场

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最高，为 196.1kWh/㎡，综合建筑

单位面积用电指标最低，为 88.7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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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2 商业办公建筑 97.4
3 商场建筑 196.1
4 宾馆饭店建筑 133.2
5 文化教育建筑 94.5
6 综合建筑 88.7
7 其他类建筑 115.8

平均值 ——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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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建筑包含医疗卫生建筑、体育建筑和其他建筑。

2.1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用电分析

2.1.1总体情况

2021年，监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92.4k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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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kWh/㎡；2月用电指标最

低，为 4.3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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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1所示。

图 2-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2.1.2分项用电情况

从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分项用电构成情况分析，照明插座

用电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最大的用能分项，主要包括照明、

插座、不能独立计量的空调末端以及分体空调用电等，用电

量占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总用电量约为 59.3%；其次为空调

用电，占 29.3%；动力和特殊分项用电分别占 3.8%和

7.6%。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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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分项用电构成

在逐月份项电耗构成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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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

38.3%之间，其中 7月份空调系统用电比例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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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比例变化范围分别为 52.7% ~

75.1%、 3.1% ~ 5.6%与 5.8% ~ 10.9%之间。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份项用电构成如图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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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2.2商业办公建筑用电分析

2.2.1总体情况

2021 年，监测商业办公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97.4 k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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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kWh/㎡；2月用电指标最

低，为 4.6 kWh/㎡。

商业办公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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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商业办公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2.2.2分项用电情况

从商业办公建筑的分项用电构成情况分析，照明插座分

项用电为办公建筑最大的用能分项，主要包括照明、插座、

不能独立计量的空调末端以及分体空调用电等，用电量占办

公建筑总用电量为 60.7%；其次为空调用电，占 29.8%；

动力和特殊分项用电分别占 3.7%和 5.8%。

商业办公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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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商业办公建筑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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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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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74.4%、3.1%~5.0%与 4.7%~8.2%之

间。

商业办公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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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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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 监 测 商 场 建 筑 单 位 面 积 用电 指 标 为

196.1k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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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kWh/㎡；2月用电指标

最低，为 11.5kWh/㎡。

商场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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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商场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2.3.2分项用电情况

从商场建筑分项用电构成情况分析，照明插座分项用电

占比最大，为 64.0%，其次为空调分项用电，占 25.4%，

动力和特殊分项用电分别占 1.8%和 8.9%。

商场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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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商场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从逐月份项用电构成分析，商场建筑空调分项逐月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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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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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74.1%之间，动力用电在 1.6%~1.9%之间，特

殊用电在 7.7%~10.7%之间。

商场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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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商场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2.4宾馆饭店建筑用电分析

2.4.1总体情况

2021 年，监测宾馆饭店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133.2kWh/㎡。其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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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kWh/㎡；2月用电指标

最低，为 7.0kWh/㎡。

宾馆饭店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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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宾馆饭店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2.4.2分项用电情况

从宾馆饭店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分析，照明插座用电占比

最大，为 52.9%，空调用电次之，为 30.7%，动力用电占

4.0%，特殊用电占 12.4%。宾馆饭店建筑由于存在全天空

调，洗衣房、游泳池、厨房等特殊用电，特殊用电占比较其

他类型公共建筑相对较大，照明插座用电占比相对其他建筑

类型偏小。

宾馆饭店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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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宾馆饭店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从宾馆饭店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分析，空调用电构成

比 例 在 13.8%~38.0% 之 间 ， 照 明 插 座 用 电 在

48.3%~63.2%之间，动力用电在 3.5%~5.1%之间，特

殊用电在 10.0%~17.8%之间。

监测宾馆饭店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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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宾馆饭店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2.5文化教育建筑用电分析

2.5.1总体情况

2021 年，监测文化教育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94.5kWh/㎡。由于存在暑假及受气温影响，5月及 9月用

电指标最高，为 10.8kWh/㎡；2月为寒假，用电指标最低，

为 3.7kWh/㎡。

文化教育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13所示。



22

图 2-13 文化教育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2.5.2分项用电情况

从文化教育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分析，照明插座用电

占比最大，为 58.6%，空调用电次之，为 33.3%，动力用

电占 2.0%，特殊用电占 6.1%。

文化教育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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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文化教育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从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分析，空调用电构成比例在

9.4%~41.4%之间，照明插座用电在 51.9%~79.3%之间，

动力用电在 1.6%~2.9%之间，特殊用电在 4.8%~9.6%

之间。

文化教育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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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文化教育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2.6综合建筑用电分析

2.6.1总体情况

2021 年 ， 监 测 综 合 建 筑 单 位 面 积 用电 指 标 为

88.7k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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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kWh/㎡；2月用电指标最

低，为 4.1kWh/㎡。

综合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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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综合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2.6.2分项用电情况

从综合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分析，照明插座用电占比

最大，为 66.3%，空调用电次之，为 27.5%，动力用电占

3.3%，特殊用电占 2.9%。

综合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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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综合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从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分析，空调用电构成比例在

14.2%~34.4%之间，照明插座用电在 60.3%~82.8%之

间 ， 动 力 用 电 在 2.8%~4.3% 之 间 ， 特 殊 用 电 在

2.4%~4.2%之间。

综 合 建 筑 逐 月 分 项 用 电 构 成 如 图 2-18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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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综合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2.7其他类建筑用电分析

2.7.1总体情况

2021 年，监测其他类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为

115.8k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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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kWh/㎡；2月用电指标

最低，为 5.8kWh/㎡。

其他类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如图 2-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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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其他类建筑逐月用电指标

2.7.2分项用电情况

从其他类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分析，照明插座用电占

比最大，为 59.6%，空调用电次之，为 36.0%，动力用电

占 1.8%，特殊用电占 2.6%。

其他类建筑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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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其他类建筑全年分项用电构成

从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分析，空调用电构成比例在

16.0%~43.6%之间，照明插座用电在 52.7%~78.3%之

间 ， 动 力 用 电 在 1.5%~2.5% 之 间 ， 特 殊 用 电 在

2.1%~3.3%之间。

其他类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如图 2-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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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其他类建筑逐月分项用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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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题分析

3.1近五年用电分析

本章对近五年的监测数据进行清洗筛选，建立了统一的

样本建筑库，对平台监测建筑用电趋势进行综合分析。

3.1.1近五年监测公共建筑用电强度分析

公共建筑是信息传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服务

等第三产业经济活动的承载体，电力消费强度与经济活动强

度呈显著的递增关系，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的相关研究，

公共建筑每平方米产值每增加 1000元，电力消费约增加

20千瓦时。参考《深圳统计年鉴 2021》等相关部门统计

数据和平台监测数据，分析比较近五年监测公共建筑单位面

积电耗、第三产业单位面积产值这两个指标的走势。

如图 3-1所示，深圳近五年第三产业单位面积产值逐

年递增，2020年受疫情影响增幅有所下降；近五年监测公

共建筑单位面积电耗保持无明显增长，一定程度体现了持续

推进公共建筑节能监管工作的作用和建筑物业管理单位节

能运营意识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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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7-2021年监测公共建筑用电情况分析

3.1.2近五年监测主要类型建筑用电强度分析

经统计，近五年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建筑、商

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和综合建筑这 5类监测主要类型建

筑的单位面积电耗走势如图 3-2所示。其中商场建筑、宾

馆饭店建筑、综合建筑呈下降趋势，商业办公建筑呈平稳趋

势，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呈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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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7-2021年主要监测类型建筑单位面积电耗走势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用能递增。经深入分析部分典型国家

机关办公建筑，发现近几年工作日的照明时长均逐年增加，

从图 3-3看到 2021年周末能耗强度明显高于 2019年，

公共假期的蓝色图块（代表低能耗）也明显比 2019年少。

图 3-3 平均气温相同两年的某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用电日历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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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4所示，商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的用电强度

趋势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的经济强度变化基本一致，

2021年经济强度恢复至 2019年水平，但用能强度相比有

所降低。

图 3-4 2017-2021年监测商场、宾馆饭店建筑用电情况分析

商业办公建筑、综合建筑主要为软件、金融、房地产、

租赁和商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提供办公场所，如

图 3-5所示，经济强度明显逐年递增，其建筑用电强度走

势小幅波动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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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7-2021年监测商业办公、综合建筑用电情况分析

3.2各区公共建筑用电指标分析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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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面积占总监测建筑

面积的比例达到 95%，因此本节主要对上述 5个行政区的

监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用电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2021年上述 5个行政区监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用电

指标范围为 100.7~124.4 kWh/㎡。其中南山区及宝安区

用电指标超出全市平均用电水平，南山区监测的主要建筑类

型为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及宾馆饭店建筑，且商场建筑及宾

馆饭店建筑均为大型商场或五星级宾馆饭店，而宝安区主要

监测建筑类型为商场建筑，其能耗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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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用电指标低于全市平均用电水平，其监测的主要建筑

类型为办公建筑，能耗水平相对较低；罗湖区及龙岗区用电

指标与全市平均用电水平基本持平。各行政区监测公共建筑

用电指标对比情况如图 3-6所示。

图 3-6 各行政区监测公共建筑逐月用电指标对比情况

3.3新接入建筑情况分析

3.3.1新接入建筑功能分布

2021年，平台新接入的建筑数量为 184栋。其中，

文化教育建筑接入的数量最多，共 58栋，占总接入数量的

31.5%；综合建筑接入的面积最大，约 598万平方米，占

总接入面积的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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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新接入建筑功能分布

3.3.2新接入建筑区域分布

2021年，平台新接入的 184栋建筑中，龙岗区新接

入最多，共 43栋，其中文化教育建筑和综合建筑分别为

15栋和 14栋；南山区新接入建筑 35栋，总建筑面积约

375万平方米，排名第二；其次为宝安区，新接入建筑 27

栋。各区域新接入建筑分布详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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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新接入建筑行政区分布

3.3.3新接入建筑规模分布

2021年，平台新接入的 184栋建筑总面积约 1609

万平方米，规模主要在 2万平方米以上，新接入建筑的平

均面积约 8.7万平方米；其中办公建筑规模分布比较分散，

文化教育建筑主要集中在 2-10万平方米的规模，综合建筑

则大部分超出 10万平方米。新接入建筑规模分布详见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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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新接入建筑规模分布

3.4 峰谷用电情况分析

根据本市相关部门公开数据，2021年深圳最高用电负

荷为 2038万千瓦，全社会用电量 1103.4亿千瓦时，均

创历史新高。2022年随着科学有效防疫与稳妥经济政策措

施持续推进，全网及我市用电需求预计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预计深圳电网最高负荷需求将超过 2230万千瓦。

结合监测平台和相关部门数据统计显示，2021年全市

3%尖峰负荷出现时长共 13个小时，最大尖峰负荷出现在

7月 27日，根据 3%尖峰负荷日逐时用电数据进行峰谷用

电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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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建筑的峰值用电时间表现如下：国家机关办公、商

业办公、综合建筑和医疗卫生建筑的时间主要在 10~11点；

商场建筑略有延后主要在 12~13点；宾馆饭店建筑出现在

11~12点和 17~18点两个时间段；文化教育建筑出现在

11点和 15点两个时间段。各类建筑的谷值用电时间均出

现在凌晨 3~5点。各类建筑的峰谷比如表 3-1所示，商场

建筑、商业办公建筑的峰谷比相对较大，削峰潜力大于其他

类型建筑；宾馆饭店、医疗卫生建筑因其 24小时连续运行，

谷值用电时期用电需求超过其他类型建筑，导致峰谷比较小。

因此，可通过蓄电、蓄冷等储能措施和建筑需求响应等

调节技术将日间高峰用电需求消减或转移至夜间，实现削峰

填谷效果。商场、商业办公建筑的调节潜力最大，应重点关

注。

表 3-1 2021年 3%尖峰负荷日的监测建筑峰谷比情况

序号 建筑类型 平均峰谷比

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4.1
2 商业办公建筑 4.9
3 商场建筑 5.4
4 宾馆饭店建筑 2.3
5 文化教育建筑 4.1
6 医疗卫生建筑 1.9
7 综合建筑 3.8
8 全市监测建筑 4.0

注：峰谷比=最大时用电总量/最小时用电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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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监测标杆建筑公示

基于监测公共建筑构建标杆建筑评分体系，主要从监测

数据质量、能耗强度、节能管理重视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

评选出标杆建筑。

本年度情况报告评价维度主要包括：

（1）数据质量。在本统计年度内能耗监测数据准确、

稳定、及时上传至深圳市大型公建能耗监测平台，在线率达

到 99%及以上，数据质量优良（分项计量齐全、支路数据

准确）；

（2）能耗强度。建筑能耗强度低于《深圳公共建筑能

耗标准》引导值且建筑正常运行（使用率不低于 80%）；

（3）节能管理。物业运行管理过程中重视节能运行管

理，如：使用能耗监测平台进行日程运营，能耗有所下降；

定期进行能源审计及节能改造规划，开展节能改造工作等。

根据以上原则评选出 10栋节能运行标杆建筑予以公

示，公示名单如表 3-2所示。未来将完善评选条件，定期

开展评选工作，以期促进全市公共建筑的节能管理提升工作。

表 3-2 2021年监测标杆建筑公示

序号 建筑类型 建筑名称 行政区

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

安管理局
宝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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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盐田区税务

局
盐田区

3
商业办公建筑

汉唐大厦 南山区

4 蔡屋围发展大厦 罗湖区

5 金銮时代大厦 龙华区

6
商场建筑

百安居（西丽店） 南山区

7 龙洲百货 龙岗区

8
宾馆饭店建筑

新都大酒店 罗湖区

9 华安国际大酒店 罗湖区

10 华侨城洲际大酒店 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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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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20共五个年份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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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类型建筑全年用电特征曲线

选取典型类型样本建筑全年数据归一化逐时用电曲线

进行分析，各类建筑日常运行时间不一致，主要差异体现在

关停时间不同；各类型建筑典型日逐时用电曲线呈现明显双

峰特征，但峰值时刻位置不同。各类建筑典型日逐时标准化

用电曲线如图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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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值出现在 13点；商场建筑

的用电高峰段持续时间较长，出现在 10点-20点，谷值不

明显，出现在 14 点；宾馆饭店建筑的用电峰值出现在

10-13点及 17-20点之间，谷值出现在 15点；商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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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宾馆饭店建筑均具有明显的夜间用电特征，其中宾馆饭店

建筑凌晨 23点~2点夜间仍然存在较高比例基础用电；各

类型建筑的用电谷值均在凌晨 3-5点之间。

图 4-1 各类型建筑全年逐时标准化用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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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

措施-暖通空调动力-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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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简称“设计措施估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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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1所示。

表 4-1 各类建筑物单位建筑面积冷负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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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别
冷负荷指标
（W/㎡）

办公建筑 85~100
商场建筑 105~125

宾馆饭店建筑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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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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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38W/㎡的范围，平均值为 118 W/㎡，83%的办公

建筑超出设计措施估算指标范围 85~100 W/㎡。

（2）商场建筑的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主要集中在

148~208W/㎡的范围，平均值为 190W/㎡，81%的商场

建筑超出设计措施估算指标范围 105~125 W/㎡。

（3）宾馆饭店建筑的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主要集中在

98~139W/㎡的范围，平均值为 122 W/㎡，81%的宾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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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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建筑超出设计措施估算指标范围 80~90 W/㎡。

（4）综合建筑的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主要集中在

71~129W/㎡的范围，平均值为 106 W/㎡。

图 4-2 各类建筑冷源装机容量设计指标

4.2.2冷源装机台数及峰值负载率

（1）冷水机组运行台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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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

冷源主机盈余台数如图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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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筑峰值用电时刻的冷机盈余台数情况

从图中可知，仅有 16%的建筑冷源设计未冗余设计，

5%的建筑冷源盈余比为 1：4，比如设计 4台盈余 1台；

22%的建筑冷源盈余比为 1：3，比如设计 3台盈余 1台；

34%的建筑冷源盈余比为 1：2，比如设计 2台盈余 1台或

4台盈余 2台，有近 20%的建筑冷源盈余台数大于一半的

情况。

综上，超 80%以上的建筑冷源在用电最大时刻仍然存

在一定程度盈余台数设计。其中一半以上建筑的平均盈余水

平为 1台，26%的建筑冷源设计盈余 2台，甚至存在 3%

的建筑冷源设计盈余 2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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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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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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4 各类建筑冷源峰值负荷率建筑数量占比统计

图 4-5 各类建筑近三年冷源小时峰值负荷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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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5中可知，各类建筑的冷源峰值负荷率均大于

25%，其中：

38%的办公建筑峰值负荷率不大于 50%，仅 13%的

办公建筑峰值冷负荷达到设计冷负荷的 75%以上；分析的

办公建筑冷源峰值负荷率平均值为 55%，全年最小峰值负

荷率为 28%，最大峰值负荷率为 92%。

44%的商场建筑峰值负荷率处于[50%，75)区间，存

在 28%的商场建筑峰值冷负荷达到设计冷负荷的 75%以

上；分析的商场冷源峰值负荷率平均值为 61%；全年最小

峰值负荷率为 27%，最大峰值负荷率为 86%。

40%的宾馆饭店峰值负荷率不大于 50%，20%的宾馆

饭店峰值冷负荷可达到设计冷负荷的 75%以上；分析的宾

馆饭店冷源峰值负荷率平均值为 58%；全年最小峰值负荷

率为 36%，最大峰值负荷率为 86%。

33%的综合建筑峰值负荷率不大于 50%，15%的综合

建筑峰值冷负荷可达到设计冷负荷的 75%以上；分析的综

合建筑冷源峰值负荷率平均值为 59%；全年最小峰值负荷

率为 35%，最大峰值负荷率为 90%。

从以上统计结果来看，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宾馆饭店

建筑及综合建筑的冷源实际运行峰值冷负荷率均低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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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负荷，最大峰值平均负荷率均在 60%左右。宾馆饭店的

平均峰值负荷率逐年降低；不超过 1/3的商场建筑的峰值

负荷率达到 75%以上；冷源峰值负荷率处于 50%以下运行

的建筑数量占比达到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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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计分析运行的

单台冷机的逐时运行负载特性，如图 4-6所示，相关结论

如下：

（1）办公建筑运行的冷机中，全年约 65%时间的负载大

于 50%，约 35%时间的运行负载达不到 50%。

（2） 商场建筑运行的冷机中，约 70%时间的负载大于

50%，约 30%时间的运行负载达不到 5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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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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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宾馆饭店建筑运行的冷机中，约 71%时间的负载大

于 50%，约 29%时间的运行负载达不到 50%。

（4）综合建筑运行的冷机中，约 53%时间的负载大于 50%，

约 47%时间的运行负载达不到 50%。

图 4-6 各类建筑启用冷机逐时运行负载率分布时间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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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间占比小于 10%，其中商场建

筑低负载率区间运行时间最少，其次是办公建筑，综合建筑

最长；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宾馆饭店的冷机运行在 50%

负载率区间以下的时间占比分别为 35%、30%和 29%，

各类建筑的冷机运行模式控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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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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9年发布的《全国民用建筑工

程设计技术措施-电气》中对各类建筑物的单位建筑面积用

电指标提供了参考数值，包括用电指标和变压器容量指标，

用电指标对应单位建筑面积最大有功功率，单位为W/㎡，

变压器容量指标对应单位建筑面积最大视在功率，单位为

VA/㎡，如表 4-2所示。

表 4-2 各类建筑物单位建筑面积容量及用电指标

建筑类别
变压器容量指标

（VA/㎡）

用电指标

（W/㎡）

办公建筑 50~100 30~70
商场建筑（一般性） 60~120 40~80
商场建筑（大中型） 90~180 60~120

宾馆饭店建筑 60~100 40~70

本报告以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综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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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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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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

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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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所示。结论如下：

图 4-7 各类建筑全年峰值负载率统计

办公建筑实际设计容量平均值为 84VA/㎡；其中，1%

的办公建筑小于指标下限 50VA/㎡，17%的办公建筑大于

指标上限 100VA/㎡。

商场建筑实际设计容量平均值为 120VA/㎡；其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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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指标上限 180VA/㎡。

宾馆饭店建筑实际设计容量平均值为 89VA/㎡；其中，

7%小于指标下限 60VA/㎡，33%大于指标上限 100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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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的宾馆饭店建筑设计容量超出设计标准上

限值。

4.3.2变压器盈余台数及峰值负载率

（1）变压器盈余台数分析

在建筑配电变压器容量的设计过程中，变压器容量不宜

过大，以免增加投资，合理确定变压器容量规格和数量能提

高运行效率，减少电能耗损，节约运行费用。

定义变压器盈余台数百分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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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变压器台数盈余百

分比分布如图 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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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建筑峰值用电时刻的变压器盈余台数情况

从图中可知，47%的建筑变压器设计未冗余设计，11%

的建筑变压器盈余比为 1：4，比如设计 4台盈余 1台；14%

的建筑变压器盈余比为 1：3，比如设计 3台盈余 1台；21%

的建筑变压器盈余比为 1：2，比如设计 2台盈余 1台或 4

台盈余 2台。

综上，建筑的变压器在用电最大时大部分全开，均未出

现盈余台数大于一半的情况，超过一半的建筑变压器存在一

定的盈余设计，其中35%的建筑变压器设计盈余1台，14%

的建筑变压器设计盈余 2台，甚至存在 4%的建筑变压器设

计盈余 2台以上。

（2）变压器运行峰值负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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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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剔除少量极值、

非空调季异常峰值点，统计结果如图 4-9和 4-10所示。

图 4-9 各类建筑全年峰值负载率数量占比统计

图 4-10 各类建筑近三年小时峰值负载率均值

从上图可知，除商场建筑外，其他各类建筑的峰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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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主要集中在[25%,50%)区间，其中：

办公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平均值为 46%，70%的

办公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主要集中在[25%,50%)区间，

有 26%的办公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处于[50%,75%)区

间。

商场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平均值为 56 %，55%

的商场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主要集中在[50%~75%）区

间，有 37%的商场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处于[25%,50%)

区间。

宾馆饭店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平均值为 42 %，

81%的宾馆饭店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主要集中在

[25%,50%)区间，有 12%的宾馆饭店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

率处于[50%,75%)区间。

综合建筑的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平均值为 43 %，79%

的综合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主要集中在[25%,50%)区

间，有 21%的综合建筑变压器峰值负载率处于[50%,75%)

区间。

综上，既有建筑的变压器容量通常按设计规范的上限值

进行设计。而实际变压器的运行负载率偏低。70%的办公

建筑、81%的宾馆饭店建筑、79%的综合建筑及 37%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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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建筑变压器全年峰值负载率小于 50%；仅商场建筑平均

峰值负载率超过 50%。建议未来新建建筑变压器容量设计

参考本文实际用电分析数据，合理地降低变压器设计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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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建筑的配电变压器均为双绕组变压器，据许多学者

研究，双绕组变压器负载率通常运行在 50%左右。双绕组

变压器的经济运行与变压器的综合功率损耗有关，根据标准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GB/T 13462-2008，综合功率损

耗与变压器实际运行负载率存在非线性关系，负载率过高和

过低均会导致变压器损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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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各台变压器近三年的运行负载率分析。如图 4-11所示，

结论如下：

（1）办公建筑变压器平均 14.2%的时间运行负载率在

[25%,50%)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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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场建筑变压器平均 37.0%的时间运行负载率在

[25%,50%)区间。

（3）宾馆饭店建筑变压器平均 19.8%的时间运行负载率

在[25%,50%)区间。

（4）综合建筑变压器平均 12.8%的时间运行负载率在

[25%,50%)区间。

（5）以上各类建筑变压器运行负载率大部分时间处于50%

以下区间运行；较少时间处于高负载率（>75%）区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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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建筑和综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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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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80%。因绝大部分时

间变压器运行负载率达不到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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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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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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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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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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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泵仍保持运行状态，导致能源浪费，如图 4-13所示。

图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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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却水泵未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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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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所示。

图 4-14 某建筑空调水系统逐时监测用电情况（单位：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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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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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某建筑热水器逐时监测用电情况（单位：kWh）

4.3.4典型建筑变压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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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形式为中央空调，系统冷源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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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筑 2021 年单位面积电耗指标为 260.7

k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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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年变压器实际用电运行曲线分

布如图 4-16所示。

利用 CDF4（概率累积分布函数） 分析数据集分布情

况，累计分段概率值就是所有比给定 x（这里指用电量）小

的数在数据集中所占的比例。对比不㎡份建筑变压器运行数

据分布特征曲线。从图中可知：A建筑变压器 2019年总运

4 能完整描述一个实数随机变量 x的概率分布，是概率密度函数的积分。随机

变量小于或者等于某个数值的概率 P（X<=x）即：F(x) = P(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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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负载率 100%的时间未超过 50%，峰值负载率为 36%，

有 80%的时间在低负载率区间（<25%）运行； 2021年

总运行负载率接近 100%的时间运行负载率未超过 50%，

峰值负载率为 55%，相比 2019年低负载率区间运行时间

减少 27%。

图4-16 A建筑变压器实际总用电运行曲线分布情况（2021年与2019年）

将全年逐时平均负载率按时刻统计，横坐标表示 0时

~23时二十四个时刻，纵坐标表示在各时刻的平均负载率，

如图 4-17所示。

从图中可知：A建筑变压器总负载率 2019年最大平均

负载率低于 25%，2021年最大平均负载率 32%左右，高

负载区间主要发生在 7点至 22点，属于此楼正常办公和夜

间加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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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A建筑变压器各时刻平均负载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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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时间处于 25%以下，峰值负

载率为 36%，2021年用能水平相比 2019年增长 25%，

峰值负载率为 55%，低负载率区间运行时间相应减少 27%。

设计值超过实际最大值 1.5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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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典型建筑冷机运行分析

D大厦为某商业办公建筑，于 1993年建成，总建筑

面积 3.0万平方米，地上二十六层，地下一层，空调系统

形式为中央空调，末端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根据现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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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铭牌及资料，该建筑配有3台制冷量为400RT的离心机，

冷源装机容量指标为 13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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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心机。结合监测数据进行统计，该建筑全年逐日最大负荷

率不超过 30%，最大负荷率发生在 6月 21日，该日开启

的 2台离心机负载率分别为 43%和 45%。D大厦全年逐

日平均负荷率如图 4-18所示。

图 4-18 D大厦全年逐日平均负荷率

从能耗监测数据来看，1#空调主机仅 6月高峰期启用，

与另外一台离心机同时运行；2#空调主机为主要制冷主机，

同时开启辅机，5月~11月运行；3#空调主机在 1月~4

月、12月单独运行，7~10月与另外一台离心机同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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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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台冷机的全年逐时运行数据，其中

对比分析空调主机包含待机能耗运行曲线差异，如图 4-19

所示。（由于主机全年运行时间不同，这里定义运行时间折

算系数以对实际运行时间进行估算。运行时间折算系数=按

主机非待机用电运行天数/365。）

从图 4-19中可知：从单台主机运行负载情况来看，3#

空调主机相对 1#、2#空调主机处于低负载率时间更长，

基本处于 50%负载以下区间运行，最大峰值负载率为 62%；

从主机整体性能情况来看，总的最大峰值负载率为 36%，

80%以上的时间空调主机负载率低于 25%；对比实际包含

待机能耗情况可知，存在较长时间待机能耗，平均基础待机

功率在 40kW以下，经测算年待机用电量约为 3.2万 kWh

左右。整体来说，三台主机运行负载率低于 50%，考虑到

冷水机组设备使用超过 25年，额定 COP为 3.8，低于现

行标准，且待机能耗较高，建议检测 3台冷机的实际运行

COP，并进行高效冷机改造提高冷机运行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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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实际运行时间=时间折算系数*365）

图 4-19 D大厦冷水机组全年逐时实际用能运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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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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指导下，

深圳市大型公建能耗监测平台从 2016年开始已连续 6年

发布了《深圳市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情况报告》，数据在

业内广为传播，得到行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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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8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了《深圳市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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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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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据 中 心 。 （ 新 接 入 申 请 网 址 ：

https://www.ibronl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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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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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接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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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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