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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能源消耗的持续增长，能源危机问题愈

发严重，建筑能源管理系统的优化与节能成为当

务之急。

能源危机日益严重

减少建筑能耗不仅有助于缓解能源危机，还能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

环境保护需求提升

建筑能耗在社会总能耗中占有较大比重，通过优

化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可实现显著的节能效果。

建筑节能潜力巨大

背景与意义



国外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在建筑能源管理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标准。例如，欧

美国家在绿色建筑、智能建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降低建筑能耗。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建筑节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建筑节能工作。同时，

国内学者和企业也在积极研究和探索建筑能源管理系统的优化与创新，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建筑能源管理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仍存在一定差距。

国内外研究现状



建筑能源管理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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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建筑能源管理系统（BEMS）是一种集成了监测、

控制、优化和调度等多种功能的系统，旨在提高建筑物

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运营成本。

功能

实时监测建筑物的能源消耗情况，包括电、水、气等。 对建筑物的能源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和自动化管理。

通过数据分析和优化算法，提供节能建议和措施。 与其他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实现更高效的能源管理和优

化。

定义与功能



系统架构与组成

系统架构
建筑能源管理系统通常采用分层架构，
包括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应用
层和用户层。

感知层

包括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用于实时
监测和控制建筑物的能源设备。

网络层

负责数据的传输和通信，包括有线和
无线传输方式。

数据层

对感知层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存储
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应用层

基于数据层提供的数据，实现各种能
源管理功能和应用。

用户层

为用户提供友好的界面和交互方式，
方便用户进行能源管理和操作。



关键技术与挑战

传感器技术

用于实时监测建筑物的能源消耗情况

和设备状态。

通信技术

实现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等设备

之间的数据传输和通信。



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挖掘和分析，提供有价值的能源管理信息。

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

基于数据分析和算法，对建筑物的能源设备进行优化和控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优化与控制技术

关键技术与挑战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如何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要点一 要点二

系统复杂性和异构性

建筑物能源设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系统难以实现统一

管理和优化。

关键技术与挑战



VS

目前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不同

厂商和系统的兼容性差。

投资回报周期长

建筑能源管理系统的投资回报周期长，需

要政府、企业和用户共同努力推动其发展。

技术标准和规范缺乏

关键技术与挑战



窘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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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性问题

数据采集和传输过程中存在被篡改、泄露等安全风险。

01

数据采集不准确

传感器故障、数据传输错误等导致数据采集不准确，影响能源

管理决策。

02

数据传输延迟

由于网络带宽限制、设备性能不足等原因，数据传输存在延迟，

无法实时反映能源使用情况。

数据采集与传输问题



系统异构性

不同厂商、不同技术标准的系统之间存在异构性，导致集成困难。

数据格式不统一

各系统数据格式不统一，难以实现数据共享和交换。

缺乏统一接口标准

缺乏统一的接口标准，不同系统之间无法实现互联互通。

系统集成与兼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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