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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南昌高新区管委会 

案例摘要： 

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节约型机关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始

终把节能理念贯穿于机关运行体系之中。近年来，通过实施合同能源管理

推进节能改造，大力推广运用新技术、新产品、新能源，有效提高了建筑

物和设备设施运行的能效水平，节能降耗取得了明显成效。与 2015 年相

比，2016 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24.5%，人均能耗下降 30.5%，人均水

耗下降 70.7%。 

一、单位概况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于 1991 年 3 月，地处南昌市城东，紧

邻艾溪湖、瑶湖及赣江，1992 年 11 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高

新区管委会办公大楼（高新大厦）分为南楼和北楼，总建筑面积 4.05 万

平方米，内有多个部门合署办公，用能人数约 380人。 

 

图 1  高新大厦办公楼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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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实施 

2015 年 12 月，南昌高新区管委会为加快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采用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由节能服务公司全额出资近 300万，提供用能评估、

技术、产品、施工、维护等一体化服务，对管委会办公大楼建筑空调系统、

照明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多个主要用能系统实施节能改造，并建设能耗监

控平台，通过技术与管理降低建筑运行能耗。产生的节能效益由管委会和

节能服务公司按 8:2的比例分享。合同期内，所有设备出现故障均由节能

服务公司负责无偿维修或更换；合同期满后，所有设备归管委会所有。 

（一）建设能源监控管理平台 

监测平台分能耗监控系统和能耗计量监测系统两部分。监控系统包括

数据中心、监控中心以及监管软件平台，计量监测系统包括用电计量监测、

供水计量监测和燃气计量监测。平台实现了以下功能： 

1.分类分项计量 

（1）对电、水等能源资源的分类计量。 

（2）对每类能耗按照功能进一步分项计量。比如，电分为照明插座用

电、空调用电、动力用电和特殊用电等 4个分项。 

（3）分房间计量。 

2.在线监测、统计分析、定额管理和能耗公示 

（1）在线监测，包括各类能耗的实时监测。 

（2）统计分析，包括建筑能耗统计表、建筑详细能耗报表以及同类对

比情况。 

（3）定额管理，对各个部门、房间进行用能定额分配和管理。 



3 

（4）能耗公示，在管委会一楼监控中心设置能耗数据展示屏。 

通过能源监控管理平台，实现

了对办公大楼内各办公室用电情况

和公共区域用水用电情况的实时

采集和监控，提高了建筑能耗监管

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为掌握建

筑能耗状况，加强节能管理、制定

节能规划提供了依据。 

（二）空调系统节能改造 

管委会原中央空调已使用十余年，设备老化、制冷制热效率低下，导

致能耗、故障率、维护成本都较高，并且市场上已难觅匹配的零配件。通

过实施节能改造，将绝大多数办公室改用分体式空调机，其中，北楼部分

楼层改用磁悬浮空调机组。磁悬浮空调机组是选用 R134a作为冷媒，通过

采用磁悬浮压缩机技术、变频控制技术、无油润滑等先进技术大幅提供产

品能效比。机组部分负荷最高能效比达 11.3，综合能效比达到 9.55（按

照美国空调与制冷协会标准测试）。 

在室外冷凝温度下降或热负荷下降的情况下，机组可自由降低压缩机

的转速，从而实现额定负荷 10%-100%的宽负荷范围内自由调节冷媒的输

出，实现了变频变负荷控制。此外，压缩机控制模块中提供了压缩机安

全运行的控制曲线，通过实时监测压缩机的运行状态，计算判断后对转速

进行及时调整，确保压缩机始终在安全、高效区域内运行，降低空调整体

能耗。 

图 2  能源监控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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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磁悬浮技术空调 

（三）采用 PVC铝箔贴面石膏板 

管委会办公大楼天花板原为微孔铝扣板，冷热量通过气孔到吊顶区

域，导致制冷制热区域增大，制冷制热能耗增加。通过节能改造，将微孔

铝扣板全部更换为 PVC铝箔贴面石膏板，提升了保温隔热性能，从而降低

了制冷制热能耗。 

（四）应用自然采光阳光板 

管委会办公大楼采用 2个采光阳光板，总面积约 1000平方米，在自然光

线充足情况下，可关闭绝大部分走廊照明灯具，大幅减少照明系统使用时

间，从而降低照明系统能耗。 

 

图 4  办公大楼自然采光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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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用 LED高效照明产品 

管委会大楼原大多数采用的照明光源为日光灯，甚至还有少量的白炽

灯，其光电转换率较低、能耗高、寿命短。通过实施改造，管委会大楼全

部使用 LED灯具，共安装 LED灯具 7525盏，大大提高了照明系统能效。  

 

图 5  应用 LED灯效果图 

（六）公共区域照明控制系统改造 

管委会办公大楼原楼梯间等公共区域为普通吸顶灯，通过手动控制开

关，存在“无人亮灯”“长明灯”等现象，造成了一定的能源浪费。通过

节能改造，使用照度+微波双感智能系统控制照明系统开关，人离开后自

动延时关闭，减少公共区域的照明时间，真正做到了按需照明，减少了无

效照明时长。 

         

图 6  LED红外人体感应灯                    图 7  空调节能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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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用空调节能插座 

对管委会办公大楼分体式空调全部加装空调节能插座，该插座可以自

动断电，通过智能控制保护电器，开机、待机自动唤醒，可节省空调待机

能耗。 

（八）全面采用节水器具 

对管委会办公大楼实施节水器具改造，改造后节水器具配备率达

100%。在洗手间洗手台加装红外感应式装置，在便池采用脚踏延时出水阀，

有效防止“跑、冒、滴、漏”和人为疏忽导致浪费的现象，节水功能显著。 

 

图 8  红外感应水龙头 

（九）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管委会在北楼楼顶建设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总装机容量 45.92千瓦，

作为大楼补充用电，不仅节约了能源，而且起到了削减用电高峰的效果。 

 

图 9  太阳能光伏发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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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和公共自行车系统 

在管委会办公大楼南楼停车场建设 12 个充电桩，既可为机关干部电

动汽车充电，也可服务于社会车辆。同时，建设了公共自行车系统，为员

工的低碳绿色出行提供便利。 

     

图 10  公共自行车和电动车充电桩 

三、综合效益 

通过实施节能改造，管委会大楼能源资源消耗明显降低。与 2015 年

相比，2016 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24.5%，人均能耗下降 30.5%，人均

水耗下降 70.7%。从经济效益看，通过实施节能改造，每年可节约用电 85

万度，节约电费 68万元，节约用水约 9万吨，节约水费 28万元。项目总

投资近 300万元，投资回收期约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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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绿色智慧的节约型高校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案例摘要：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综合运用管理节能、技术节能和行为节能手段，推

进节能精细化管理，持续完善节能组织制度、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开展节

能宣传教育和建设节能人才队伍，努力探索“绿色智慧”的节约型高校建

设之路。2010年以来，学院先后实施了教室绿色照明改造、智能 LED路灯

节能改造、空调系统节能改造、学生公寓生活热水系统改造、食堂大功率

节能炉具改造、教学楼太阳能光伏屋顶、太阳能自动绿化喷淋等 20 多项

节能改造项目。依托物联网等新技术建设了节能监管平台，对学院能耗数

据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及对重点用能部位设备进行实时管控，全面提升了用

能管理水平。学院在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有效降低了能耗总量。

以 2011年为基准年，学院 2015 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15.7%，生均能

耗下降了 27.6%，生均水耗下降了 23%。四年累计节能 524.53吨标准煤，

节水 34.87 万吨，节能量累计完成率 141.79%，超额完成“十二五”的节

能目标任务。 

一、单位概况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创建于 1999 年，是一

所经教育部批准，顺德区政府投资兴建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技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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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院占地面积 1749亩,共有各类建筑 81栋，总建筑面积 57.4万平方

米。学院共设二级学院 10 个，共有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1.6 万余人，成人

学历教育 5300人，每年短期培训 12000多人次。 

二、案例实施 

（一）全面加强节能管理 

一是健全机构。学院层面设立了节能管理工作办公室，二级学院及部

门设立了节能管理员，并明确了节能管理工作职责，形成了“层层抓节能，

全员做节能”的工作机制。 

二是建章立制。制定了《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节能管理规定》、《顺德职

业技术学院节能减排统计工作实施办法》、《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节约用水制

度》、《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安全节约用电制度》等一系列节能管理制度，为

节能工作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落实奖惩。学院将节能工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每年年初确

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工作重点，并向各二级学院及部门下达用电用水定额指

标，年终组织评价考核，对未超过定额指标的实施奖励，对超额使用的实

施处罚，评价结果在全校公示。为提高评价考核的客观性，还在学生中成

立了节能检查小组，组织学生自主检查日常用水用电情况，每月将检查结

果汇总反馈给相关节能管理人员。 

（二）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十二五”时期，学院针对中央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照明系统、厨

具、光伏屋顶等系统和设备实施了 20多项节能技术改造。 

 



10 

1.建设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示范工程项目 

2012年，学院与企业合作，由学院提供场地，企业投资 200多万元在

11 栋教学楼屋顶建设 153.92 千瓦光伏发电示范工程项目。学院按约定比

例分享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收益。该项目年发电量 10 万度，所发电量

主要供学院教学区日常用电，电费按市场电价的 85%进行结算。 

 

图 1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2.实施食堂厨具节能节水改造 

学院在桃苑饭堂厨房安装 8台自动洗碗机和节水洗菜机，节水率达 15%

以上；安装 4台双炉头节能电炉灶，替换原来的 8台液化石油气燃气炉灶，

节能率达 12%以上。 

投资回收期:项目投资 309万元，年节省费用 65万元，投资回收期 5年。 

     

图 2  节水型洗碗机                           图 3  节能电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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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太阳能集热系统与空气源热泵耦合的热水系统 

学院在 30 栋学生公寓屋顶安装了太阳能集热系统与空气源热泵耦合

的热水系统替换原来的液化石油气热水器。该系统充分利用太阳能集热系

统为学生提供生活热水，在太阳能集热不能完全满足生活热水加热需求

时，可依据光照条件调节的控制系统，启动空气源热泵进行替代加热。 

项目分两期进行，一期共安装太阳能集热器面积 6300 平方米，空气

源热泵 132 台，年均节能量约 42 吨标准煤；二期建设了优化控制系统并

接入节能监管平台，年节电量 33.59万度，节电率 23.82%以上。 

 

图 4  太阳能集热系统与空气源热泵耦合的热水系统 

4.建设太阳能绿化自动喷淋灌溉系统 

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抽取校园人工湖水进行绿化浇灌，并在绿化草坪

土壤中安装湿度传感器，当土壤湿度不足时，自动开启喷淋管路阀门，优

先使用太阳能电力抽取人工湖水进行自动喷灌；当土壤湿度满足需求时，

自动停止浇灌。该系统较传统的市政供电抽水方式，可节电 20%以上、节

水 30%以上。 



12 

 

图 5  太阳能绿化自动喷淋灌溉系统 

5.建设绿色智慧的节能监管平台 

学院节能监管平台由能耗监测系统和节能控制系统两部分组成，主要

利用物联网技术对能源使用进行监测和控制。 

能耗监测系统覆盖全校 57 万平方米、76 栋建筑，可实现对水、电、

气能耗数据在线监测和实时分析。通过该系统可了解学院能耗概况、各建

筑用能分类分项统计以及每个房间的具体用能情况，还具备能耗监测分

析、报表统计、部门定额管理、大型仪器管理等功能。 

节能控制系统由服务器、网络交换机、无线网络接入器、无线教室电

源控制器和无线分体空调控制器等设备组成，可实现对教学区域用电用水

设备、图书馆 VRV多联机空调系统等进行远程在线监控和操作。目前，学

院对 11 栋教学楼的照明灯具、风扇等用电进行远程实时监控和操作，管

理人员可参考课程表安排在系统中设定控制照明和风扇的启停、设定设备

运行参数等，实现上课开灯、开风扇，下课自动关闭的功能。按楼层对用

水监测，可及时发现用水异常情况，防止“跑、冒、滴、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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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校园建筑节能监管平台用户界面 

针对图书馆的 VRV多联机空调，可在系统中设定空调开启制冷模式的

最低室外温度和开启制热模式的最高室外温度，并在不同季节对各个室内

机的启停、温度设定、风速等运行状态和参数进行远程在线监测和实时操

作，可根据图书馆不同区域冷负荷的变化进行优化运行。通过该该平台实

现了图书馆 416 台 VRV 空调室内机和 72 台室外机的节能优化运行，降低

了图书馆整体空调能耗。 

节能监管平台投入使用后，仅 2015 年就实现节电 108.8 万度、节水

14.4万吨，取得了显著的节能效果。 

6.信息中心副配楼中央空调自控系统节能改造 

通过联网温控器将建筑内所有的风机盘管组成一个监控网络，远程实

时监控风机盘管运行和房间温湿度，由系统调节冷源主机按各区域制冷需

求优化运行。该项目实施后，年节约电量 18.5万度，年节电率达 20%以上。 

7.智能 LED路灯改造 

学院将校内 200盏 460瓦高压钠灯路灯全部更换为 100瓦 LED灯。项

目分两期进行，一期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改造了 40盏，投资额为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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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效益分享期 5 年，学校共可分享 2.72 万元；二期由学院自筹资金

改造，改造 160盏，投资额为 33.24万元，年节电量 25.23万度，年节省

总费用 16.58万元，投资回收期 2年。 

8.建设校园一卡通系统 

学院将师生的日常用电和生活热水等能源消费计费统筹纳入校园一

卡通系统进行管理，涵盖了学生宿舍取热水点 4290个、取电点 3659个，

实现“预付费、后消费”模式，热水按实际用量实时扣费，减少了热水浪

费现象。通过该系统助推师生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同时降低节能管理人工

成本。 

（三）强化节能能力建设 

1.引进专业人才 

近几年，学院积极申请和调剂编制，从高等院校或企业引进多名高素

质节能相关专业人才，充实了节能管理人才队伍。 

2.开展节能培训 

学院每年制定内部培训计划，持续开展以岗带训、以老带新、继续教

育等活动，重点对各二级学院和部门的二级节能管理员和水电工进行培

训，提升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学院还安排能源管理人员积极参加上级部

门组织的各类节能培训班，近两年共参加培训 15人次。 

3.开设节能实训课程 

学院把节能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将建成的绿色智慧校园节能监管中心

作为学生节能课程实训基地。一是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增加节能教育内容。

二是将《绿色校园智能化节能管理》纳入学院选修课程。三是创办了学院

新能源技术实训室，开展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太阳能建筑一体化、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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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太阳能路灯、太阳能热水器、蓄电池、燃料电池等实验。通过实训课

程，既提升了学生的节能意识，又培养了节能专业人才，帮助学院在近年

省级各类节能技能竞赛中取得了好成绩。 

   

   

图 7  节能教育进课堂并在节能技能竞赛中获奖 

4.开展节能宣传 

学院每年由后勤管理处牵头、多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周等节

能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校园网、广播、橱窗等媒体进行宣传，张贴节能宣

传标识，组织节能技术讲座，提高全校师生的节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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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开展节能宣传教育活动 

三、综合效益 

（一）节能效益 

通过强化节能组织领导、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和加强宣传教育等措施，

节能工作取得显著效果，提高了学院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有效降低了能源

使用成本。以 2011年为基准年，学院 2015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15.7%，

生均能耗下降了 27.6%，生均水耗下降了 23%。四年累计节能 524.53吨标

准煤，节水 34.87万吨。 

   

图 9 2011-2015年学院生均能耗            图 10 2011-2015年学院年节能量 

（二）经济效益 

近年来，学院涉及节能节水技术改造的项目总投资 1238.14万元。在

教学实训设备、建筑面积和在校人数增加的情况下，按照 2015 年能源价

格计算，学院年均节省资金 101.4万元，总投资收益 8.19%。此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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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学院累计获得各级政府的节能扶持资金 100多万元。 

（三）社会效益 

近年来，学院获得“广东省 2014 年度节能先进集体”、“广东省节能

型示范高校”等荣誉，在本区域和教育系统节能工作中发挥了示范带头作

用，近两年累计接待来校交流节能监管平台建设、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创

建等经验的考察单位 300多家，来访人员 700余人次，并多次承担了区域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培训班现场教学点任务。学院主持或参与了“广东省高

校生活热水系统解决方案的研究”、“顺德区政府‘十三五’节约型公共机

构建设规划研究”、“广东省高等学校节能监管平台建设工作研究”等多项

课题，为地方高校节能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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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采取管理技术措施  建设绿色节能医疗单位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案例摘要：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通过强化节能管理，

实施全面节能改造，积极建设绿色医疗单位。近年来，疾控中心成立了由

主要负责人牵头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节能节水制度，建设了

能耗监测管理平台，引入了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了建筑外墙玻璃贴膜、

更换 LED 照明灯具、实验室排风机联网智能控制、太阳能+空气源系统制

热水、中央空调冰蓄冷系统智能控制、分体空调系统集中控制和山泉水收

集利用等 20余项节能节水技术改造项目，节能效果明显。“十二五”期间，

在用能人数、用能设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疾控中心平均每年节约用电

164.86 万度，节约用水 11865 吨，节约能耗费用约 172.67 万元。疾控中

心全面加强节能管理措施和实施节能技术的做法为医院类公共机构节能

工作提供了示范。 

一、单位概况 

疾控中心地处广东省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处于太阳能资源三类

地区。疾控中心是深圳市政府实施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

务的公益性卫生事业单位，是深圳市疾病控制、卫生检验、预防医学研究

的业务指导和科研培训中心。现有综合办公楼、预防医学门诊楼（后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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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楼）、理化实验楼、动物实验楼、微生物实验楼和食堂等 6 栋建筑，建

筑面积 4.15万平方米。 

 

图 1  疾控中心鸟瞰效果图 

二、案例实施 

（一）注重管理节能 

1.加强节能管理组织建设，完善节能管理制度 

疾控中心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制

定节能工作规划、节能管理制度、节能改造方案等工作。设置了能源管理

办公室，负责承办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协调节能减排管理、节能技术改

造和宣传工作。同时，定期开展自查、监督节能工作的落实情况，每年对

各科室用能情况及年度节能效益进行评估评比，为节能工作的有序开展提

供了组织保障。 

疾控中心把节能工作纳入到年度工作总计划，制定了年度节能工作实

施方案，定期根据用能变化修订节电、节水等管理制度，建立节能工作奖

惩机制，为节能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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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疾控中心节能管理制度列表 

序号 制度名称 

1 节约用水管理制度 

2 节电管理制度 

3 柴油发电机节能操作规程 

4 水泵安全节能操作规程 

5 配电安全操作规程 

6 中央空调安全节能操作规程 

7 配电房值班制度 

8 配电房管理制度 

9 机电中心技术工人岗位职责 

10 空调设备维修保养制度 

11 车辆管理制度 

2.加强能耗统计，建设能耗监管平台 

疾控中心在分项计量的基础上，建设了能源监测管理中心，完善用能

设备运行的“云管理”功能，实时监测、收集、储存、分析能耗数据。疾

控中心将用能设备统一编码，每台设备生成唯一 RFID，对单台用能设备独

立管理，当发现能耗异常时迅速精准锁定问题设备。对设备的购置、安装、

运行各阶段实行全周期管理。巡检过程发现设备异常，可在巡检仪、WEB

端或手机 APP端直接发起报修，后台节能服务人员可通过语音、文字、视

频等方式提供技术支撑，管理人员可实时监测维修进展，提高了设备运行

效率和完好率，降低了整体能耗水平。为优化能耗运行、完善节能管理、

实施节能改造、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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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能耗管理云平台、设备设施管家架构图 

（二）开展节能技术改造 

2013 年，疾控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专

业的节能服务公司，对建筑、照明、空调和风机等全面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并由节能服务公司提供后续节能管理技术支持服务，为开展节能工作提供

了技术支撑。 

1.玻璃贴膜改造 

疾控中心在三栋实验楼太阳直射时间长的窗户加贴了高隔热、高保温

的隔热膜，共计约 1900 平方米。隔热膜可选择性地将阳光中的红外线、

紫外线及可见光热能反射回去，阻隔太阳热能直射入室，改善了建筑的热

工性能，并缩短了空调运行时间。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28.5 万元。改造后，年节电 11.08 万度，

节约电费 11.08万元，投资回收期 2.57年。 

2.照明系统节能改造 

疾控中心原照明系统采用的是 T8 荧光灯。通过实施节能改造，将办

公区、实验区和停车场等区域 T8荧光灯全部更换为 LED灯，共计更换 LED



22 

灯 3845只，节能率达 50%以上。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34.6 万元。改造后，年节电 12.55 万度，

节约电费 12.55万元，投资回收期 2.76年。 

3.实验区新风系统节能改造 

疾控中心实验区对新风的要求较高，但是空气质量参数没有安装实时

数据采集装置，为保证实验区空气质量达到标准要求，新风系统必须保持

长时间连续运转，这种粗放式新风供应模式导致电能浪费严重。通过实施

节能改造，建设智能化远程集中控制系统，在实验室安装空气质量参数实

时采集终端和风机远程控制终端，对风机设备所在区域温湿度和二氧化碳

浓度等参数进行实时采集，并依据采集数据实时、自动调节风机的工作状

态，保证新风系统的按需运行。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12.2万元。改造后，年节电量 6.72万度，

节约电费 6.72万元，投资回收期 1.82年。 

 

图 3  实验室排风机控制系统图 

4.建设太阳能+空气源热水系统 

疾控中心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太阳能丰富的特点，在动物楼、理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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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楼和微生物楼安装了 4 套太阳能+空气源热水系统，集热器总面

积 336 平方米，每天可生产热水 26 吨，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 360 吨。在

阳光充足时，完全利用太阳能制热水；阳光不足时，采用空气源热泵辅助

产热，实现了太阳能最大程度的利用。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56.8万元，年节约费用 12.6万元，投资回

收期 4.5年。 

5.中央空调冰蓄冷控制系统升级改造 

疾控中心原中央空调冰蓄冷系统是在电网负荷较低的夜间，开启中央

空调制冷机制冷，使蓄冷介质结冰储冷，在电网负荷较高的白天，融冰释

冷，满足建筑物空调负荷需求。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制冷量计算以人工计

算为主，经常出现储冷量大于需冷量的情况，造成能源浪费。通过实施节

能改造，对控制端进行智能优化改造，在冰蓄冷控制系统内增加冰量传感

器和后台优化控制终端，实现负荷预测、运行策略制定、自控执行和能效

监管等功能，智能确定蓄冷时间，减少了能源损失。同时，冰蓄冷装置升

级为自控系统后，实现了无人值守，节约了人力成本。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45.4万元。改造后，年节电约 16.32万度，

节约电费 16.32万元，投资回收期 2.78年。 

 

图 4  冰蓄冷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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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体空调集中控制改造 

疾控中心以前所有分体空调均由现场使用人员人工控制，夏季空调温

度设定过低、下班后空调仍然工作等能源浪费现象时有发生。通过实施节

能改造，建设了分体空调集中控制系统。系统由空调控制器、集中控制器、

监控中心组成，使用电力线载波及无线双模通信，利用既有电力线路传输

信号，方便可靠，实现了远程控制空调运行。在室内无人情况下可自动关

闭空调，在有人开启空调情况下，可远程调节空调，杜绝了能源浪费现象。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21.86万元，年节电 10.37万度，节约电费

10.37万元，投资回收期 2.1年。 

7.特殊区域使用分体空调替代中央空调 

改造前，疾控中心部分实验室采用中央空调进行温湿度调节，因部分

特殊区域有 24 小时恒温的要求，下班时间中央空调仍须持续运行，出现

“大马拉小车”式的能源浪费。通过实施节能改造，在部分区域按需加装

分体式空调，下班时间根据需要开启分体式空调，关闭中央空调，共安装

分体空调 352台（其中恒温恒湿空调 2台）。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149.5万元。改造后，年节电 112.44万度，

节约电费 112.44万元，投资回收期 1.33年。 

8.引入泉水进行绿色浇灌 

疾控中心绿化率较高，改造前绿化浇灌都是采用市政自来水，用水量

非常大，浪费优质的水资源。通过实施改造，依据紧邻小山的天然优势，

建设了蓄水池和引水管道系统，将无污染的山泉水引入蓄水池，经沉淀过

滤后供绿化浇灌使用。据统计，每年收集利用山泉水约 6325立方米。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约 36.32 万元，年节约水费 2.21 万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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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回收期 16.4年。 

 

图 5  泉水蓄水池 

（三）开展节能宣传培训 

疾控中心每年聘请专业的培训机构对能源管理人员进行 2～3 次岗位

培训，提升管理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积极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每年采取

印发节能宣传手册、播放节能宣传标语、张贴节能宣传海报等形式开展节

能宣传。 

     

图 6  节能培训照片 

     

图 7  节能宣传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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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效益 

（一）节能效益 

通过实施一系列的节能改造和实行设备设施的精细化管理，疾控中心

节能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 2011 年能耗为基准年，在用能人数、用

能设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平均每年节约用电 164.86 万度，平均节约用

水 11865吨，节约能耗费用约 172.67万元。 

 

图 8  2013-2015能源消耗对比图 

（二）社会效益 

疾控中心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 2015 年的第六届中美能源论坛上入

选为中美合同能源管理示范项目，获得国内外的广泛认可。同时，作为广

东省首批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的节能改造项目，为广东省推广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工作提供了借鉴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