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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本规范的制定以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

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356-2012《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GB 17167-2006《用

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589-2020《综合能耗计算通则》为基础和依

据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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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计量数据监测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安徽省内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数据监测评定工作。

本规范规定了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管理、能源计量数据监测管理和能源计量数据

质量监测评定方法。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规范，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不注日期的引用规范，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

JJF 1001、GB/T 2589、GB 17167、JJF 135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能单位 energy consumption unit

具有确定边界的耗能单位。

3.2 供能单位 energy supply unit

向用能单位供应能源且可在线监测能源消耗量的单位。

3.3 评定对象 evaluation target

用能单位和供能单位等工业企业的统称。

3.4 评价期 evaluation period

数据质量评价所选时间跨度，按天数计算。

3.5 能源计量器具 measuring instrument of energy

测量对象为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的计量器具。

3.6 载能工质 energy-consumed medium

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不作为原料使用，也不进入产品，在生产或制取时需要直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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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能源的工作物质。

3.7 能源计量监测数据 data of online energy consumption monitoring

监测设备对与能源消耗总量或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相关的计量器具进行监测获取的数

据。

3.8 端设备 equipment of online energy consumption monitoring

设置在评定对象，用于采集、分析、汇总用能单位能耗数据并将数据上传到数据平台

的设备。

3.9 数据平台 data platform

接收、存储、汇总、分析评定对象的能耗在线监测数据的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

系统。

3.10 综合指数 composite index

数据完整指数、准确指数、正确指数和在线指数与对应权重乘积的和。

3.11 数据完整指数 data integrity index

评定对象的实际上传数据与应上传数据的比值。

3.12 数据正确指数 data validation index

评定对象中逻辑正确数据与实际上传数据的比值。

3.13 数据准确指数 data accuracy index

评定对象一级能源计量器具上传能耗数据之和与二级能源计量器具上传能耗数据之

和的比值。

3.14 数据在线指数 data online index

评定对象数据质量评价期内，数据在线时间与评价期时间的比值。

4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4.1 配备原则

评定对象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 GB 17167及国家对特殊行业的要求，选用具有

通讯接口的满足数据采集监测要求的能源计量器具。

4.2 需要量确认

评定对象应按照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能源的种类，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

监测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评定对象应根据能源计量监测点确认

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评定对象应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



JJF（皖）173-2024

3

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评审，使之符合实际状况。

4.3 能源计量器具溯源

评定对象应制定能源计量器具周期溯源计划，实行定期检定/校准。其检定/校准周期、

检定/校准方式应遵守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无法拆卸的或无校准方法的非强制计量

器具，应采取可行、有效的措施（如自校、比对、定期更换等）确保其量值准确可靠。

4.4 使用

4.4.1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的检定／校准状态。

4.4.2 能源计量器具应在受控或满足要求的环境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4.4.3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如出现损坏、过载、影响测量的故障、产生不正确的测量结果、

超过检定周期／校准间隔、铅封／封印或保护装置损坏破损等情况，应停止使用。

4.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

评定对象应在数据平台注册和更新能源计量器具信息，上传相关计量器具的检定／校

准证书、自校、比对记录等凭证，并做好相关资料的备查工作。

5 能源计量监测数据管理

5.1 数据监测

5.1.1 监测原则

能源计量监测数据采集应与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保持一致。

5.1.2 监测范围

评定对象应根据计算综合能源消耗量或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量的需要设置能源计量监

测点，对各种能源消耗数据、原料消耗数据、产品产量数据等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

录，记录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并按规定的期限予以保存，以满足能源计量监测工

作的要求。

5.1.3 监测方式

评定对象应安装端设备，通过互联网将能耗监测数据上传至数据平台，不同的采集方

法应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a）自动采集：应使用计算机技术实现能源计量监测数据的网络化管理，端设备应实

时采集能耗监测数据并备份归档；

b）人工采集：对于部分无法实现在线采集的数据，用能单位应通过手工录入至数据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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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监测频率

监测时间宜相对稳定，以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应达到以下要求：

a）自动采集：至少达到 1次／15 分钟的采集频率；

b）人工采集：至少达到 1次/30日的采集频率，并录入数据平台。

5.2 数据处理

端设备应将自动采集或人工采集的数据，按照数据平台的要求进行统计，定时、自动

生成相关数据。其中，能源消耗量、产品产量等实物量数据按小时、日或月采用算术累加

统计，能源低位发热量按日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统计。

5.3 数据储存

各项评定指数权重见表 1

评定对象的原始数据和处理数据应至少储存 24个月，并可以方便导出。

5.4 数据上传

5.4.1 上传数据的时间标签应为数据统计周期的起始时间。

5.4.2 自动采集的数据上传频率至少达到 1次／小时，人工采集的数据按实际记录频次上

传。

5.4.3 端设备将数据汇总打包后，按照指定的数据上传时间，将数据上传至数据平台。其

中，自动采集的数据应在下一个小时周期内上传，人工采集的小时数据、日数据应在次日

上传，月数据应在次月首日上传。

5.4.4 若在指定的上传时间内，端设备存在数据发送失败的情况，应重发相关数据。若重

发 3次还未成功，应在下一次指定的上传时间内补发，直至成功。

5.4.5 若端设备因发生故障、断电等情况未能采集到相关数据，评定对象应在解决故障次

日起登录数据平台填缺失日数据。

6 能源计量数据监测质量评定方法

6.1 评定计算方法

6.1.1 综合指数

6.1.1.1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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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定指数权重

序号
指数 权重

代码 名称 代码 权重值

1 Pw 数据完整指数 Qw 0.3

2 Pr 数据正确指数 Qr 0.2

3 Pa 数据准确指数 Qa 0.4

4 Po 数据在线指数 Qo 0.1

以上序号 1~4 项指数满分以 100 分计。

6.1.1.2 计算方法

数据平台以日为统计最小周期，计算评定对象的数据质量综合指数。计算方法见公式

（1）。

（1� = �w × �w + �r × �r + �a × �a + �o × �o ）

数据上传完整指数的计算方法见公式（2）

式中：

� ——评定对象的数据质量综合指数；

�w——评定对象的数据完整指数；

�w——评定对象的数据完整指数权重；

�r ——评定对象的数据正确指数；

�r ——评定对象的数据正确指数权重；

�a ——评定对象的数据准确指数；

�a ——评定对象的数据准确指数权重；

�o ——评定对象的数据在线指数；

�o——评定对象的数据在线指数权重。

6.1.2 分指数

6.1.2.1 数据完整指数

。

�w = 1
�
× �=1

� �a
�t

� × 100 （2）

式中：

�w——评定对象的数据完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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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评定对象每日实际上传数据量；

�t ——评定对象每日理论应当上传数据量；

� ——评价期。

6.1.2.2 数据正确指数

数据上传正确指数的计算方法见公式（3）。

�r =
1
�
× �=1

� �r
�a

� × 100 （3）

式中：

�r ——评定对象的数据正确指数；

�r——评定对象每日上传的逻辑正确数据；

�a——评定对象每日实际上传数据量；

� ——评价期。

6.1.2.3 数据准确指数

数据上传准确指数的计算方法见公式（4）。

�a =
1
�
× �=1

� 1 − �=1
� �II �� − �=1

� �I� �

�=1
� �I� �

� × 100 （4）

式中：

�a ——评定对象的数据准确指数；

�I(�) ——评定对象每日上传的一级计量能耗数据；

�II(�)——评定对象每日上传的二级计量能耗数据；

M ——评定对象上传的一级计量能耗数据的量；

K ——评定对象上传的二级计量能耗数据的量；

� ——评价期。

6.1.2.4 数据在线指数

数据在线指数的计算方法见公式（5）。

�c =
�c
�
× 100 （5）

式中：

�c——评定对象的数据在线指数；

�c——评定对象的数据质量评价时间跨度内，数据在线上传天数；

� ——评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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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评定分级

根据数据质量评定综合指数，将能耗监测数据质量分为 5个等级，即优、良、一般、

较差和差，见表 2。

表 2 能耗监测数据质量评价表

级别 综合指数 描述

优 数据质量优秀，数据上传工作落实到位E≥90 。

良 数据质量良好，数据上传工作基本落实到位75≤E＜90 。

一般 60≤E＜75

较

数据质量一般，数据上传工作有待提升，需进一步完善。

差 数据质量较差，数据上传工作存在明显问题，需大力改进50≤E＜60 。

差 E＜50 数据质量差，数据上传工作问题突出，需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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