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  言
     為推動落實「有效用電、節約能源及愛

惜有限資源」工作，前已另文於「能源資訊

管理系統現況與趨勢」一文中針對建築物目

前監控系統使用情形深入探討，以開放系統

架構敘述能源管理系統架構優點，期能解決

新舊建築物裝置監控系統所需架構、通訊方

式、資料庫格式相容性，本文將介紹能源資

訊管理系統應用所需功能，說明利用系統資

料庫分析，提供用戶對新系統規；劃與系統

整合因應策略，期使整合建置能源資訊管理

系統介面平台，以建立完整能源歷史資料，

藉由系統為工具，提昇管理能源效率，降低

能源成本。

二、能源資訊管理系統整合
     為提昇能源管理系統能源運轉效率及後

續功能擴充性，規劃者應於最初規劃架構上

就設計為開放系統，必需先由定義通信協定

作起，如選擇國際間廣泛使用的BACnet、
LonWorks或Modbus 等開放式通信協定；

再來定義資料庫儲存格式與資料通信協定，

完成能源管理系統架構整合，優點為採取分

散式節能管理方式，平時各系統自行操作管

理，總管理單位可總量管理各系統節能成

效，以下就通信協定及能源資訊管理系統資

料庫介紹。

(一)通訊互通性與優點

     其實互通性的建築自動化系統就是使用

標準資料通訊協定的一種控制網路系統，簡

單來說，就是使用一種共同的語言，使網路

上不同廠家製造的自動化設備或是控制器等

產品彼此能了解和交談，雖然其產品功能和

傳統直接數位控制器(DDC)並無差異，但因

彼此互通的通訊功能，使得各種自動化系統

和產品可以完美的整合在一起，發揮建築自

動控制系統(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最大的功能。

     建築內的各種設施具有互通性的通訊標

準之後，業主得以由各別專業設備供應商獲

得最理想的產品，不用擔心安裝之後無法與

建築自動化系統整合，因此可擴大專業設備

廠商的行銷潛力，間接鼓勵其追求技術的提

昇，形成產業界良性的競爭。

     對於建築物業主而言，採用互通性的系

統更可獲得許多好處，舉例來說，其優點如

下：

1.降低初設成本和維護成本。

2.提高系統安裝效率和整合性。

3.增加操作和維護效率。

4.提高建築物能源節約效果。

5.保持自動化系統的擴充能力。

(二)常見通信協定功能 
     國際常見通信協定主要有二主軸，介紹

如下：

1. BACnet(Building Automation Control 
Networks)，它是依美國暖氣、冷凍與

空調工程師學會(ASHRAE,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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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ASHRAE 
Standard 135標準所制定的資料通信協

定之一，用於建築物自動化控制網路。

2. Lonworks是由Echelon公司發展出來的

一系列產品，其核心是一顆所謂Neuron 
c h i p的晶片，該晶片整合了通訊、控

制和應用軟體等功能於一身，等於說

是具有通訊功能的小型單晶片控制器

(Single-chip controller)，其通訊協定為

獨家LonTalk協定，但整個協定的內容

均包含在這顆晶片上，因此使用者僅須

購買該晶片便可使用LonTalk協定的網

路。

(三)能源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

     為能隨時掌握能源資訊，在能源資訊管

理系統中心端通常都利用圖控軟體的輔助，

在監控電腦的螢幕顯示各項參數，透過圖控

介面達到及時監視、控制、資料查詢與分析

等功能，以提供監控人員或能源管理人員做

必要的分析或判斷。不同建築物可能設計不

同圖控軟體與資料庫，未來對資料收集可能

面臨極大共通性，如資料傳輸通訊協定、歷

史資料庫管理查詢及報表、管理報表運用。

(四)未來發展方向

     常見的BACnet和Lonwarks協定都是已

可具體實現的成熟技術，遵守BACnet協定

的控制系統據估計已有數千多個以上安裝實

例，分佈在多個國家；而Lonwarks更是已有

超過幾百家的產品製造商，控制元件普及於

各種領域的應用。互通性控制系統的應用日

漸廣泛之後，對傳統市場形成巨大無比的壓

力，未來建築自動化技術必然是朝這個方向

發展，而其影響擴及到整個世界也是遲早的

事。

     用戶如新舊建築物數量眾多，涵蓋多家

監控系統，且多棟建築物規劃與興建中，為

未來用戶永續能源管理發展，整合新舊建築

物監控系統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能源資訊管理系統監視中心可採分散式

管理方式，各建築物監控系統依建築物特性

運轉管理及記錄使用量，監視中心只需透過

通訊協定傳輸所需建築物資料，記錄各建築

物用電及設備操作情形，同時分析耗能較高

建築物運轉效率，並提出節能改善策略落實

改善，降低各單位用電成本。

三、能源資訊管理系統應用
     本會多年來曾協助國內各產業與機關學

校發掘節約能源機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在累積了多年節能經驗後常發現目前越來越

受重視的監控系統是節約能源、強化管理的

一大利器，實在是值得大力推廣，惟美中不

足的是這幾年來監控系統因介面整合、系統

維護不佳、人為操作不當......等問題，使得

監控系統一直未能發揮其應有的系統效能，

甚為可惜，所以本會幾年來投入大量的人

力、物力、時間，發展及推動能源資訊管理

系統，乃在於整合「中央監控系統」及「節

約能源措施」的優點，解決中央監控系統

有紀錄、卻無管理、分析；節能措施持續推

動，投資成本及省能成效無法數據化、回收

年限無法估算等問題。因而在「能源資訊管

理系統」建置完成後，建築能源管理可以完

整的記錄、分析、管理及運用，所有節能措

施的投資效益將因資料的持續記錄可以數據

化儲存、效益浮現，另外可以透過電信局交

換機線路或網際網路與管理中心連線，查詢

能源使用現況並加以分析，發現問題與提供

解決方案。

     藉由能源資訊管理系統的建立，所能達

到的三大目標：

(一)自動化

     經由分散處理控制器、圖控軟體與網路

的結合，針對耗能設備做最佳的運轉管理與

控制。

(二)制度化

　　「即時資訊」、「集中管理」和「異常

掌握」，一直是單位設備管理維護人員追尋

的目標，以往沒有建築自動化系統時，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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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每個人每天24小時的單位巡視、抄錶記

錄、定期維護，再製作日、月、季、年報

表，不僅耗費了大量的人力在例行工作上，

更有可能因人為疏失而延誤了異常處理時

效，導致生產線的嚴重損失，不僅耗時，可

靠度也不高。能源資訊管理系統的建立，即

可達到嚴密的監控，由管理中心內即可掌握

全部耗能設備運轉現況，輕鬆的利用警報顯

示處理異常狀況，各種管理報表更可依特殊

需求而自行設計，而後定時列印，節省下來

大量的人力可用於提昇員工技術層次，提高

產品良率及延長設備使用年限上，將可使得

廠區的制度更為健全而完善。

(三)資訊化

     制度化及自動化於能源資訊管理系統均

可輕易的達到，但惟有再結合資訊化的能源

資訊系統，才能將整個建築自動化系統完整

的建立起來，例如以往的監控系統在試車運

轉調整完後，正式運轉控制，若未能對運轉

歷史資料加以分析比較，只能說控制系統正

常運作，但並不代表耗能設備系統是在最佳

化最省能的狀態下運轉，甚至一開始系統運

轉是在最佳狀態下，但運轉一段時間後，因

感測器誤差，系統運轉狀態改變……等，若

不能持續的將歷史資料分析比較，最佳運轉

點仍然會偏移。比爾蓋茲所著，曾經造成一

陣旋風的數位神經系統一書中也提到資訊化

的重要，他以自動倉儲業大量的利用客戶需

求資訊，作為物料管理根據，達到零庫存的

物料管理，與本會之能源資訊系統精義實在

是不謀而合。

四、歷史資料分析的必要性
　　為什麼特別強調歷史資料分析的能源管

理監控系統，實在是看過太多有監控或沒有

監控系統運轉不佳的案例，又或是運轉雖正

常，但確是在極為耗能的狀況下運轉，均

需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利用檢測設備儀器

進行運轉數據的收集分析，才能對症下藥，

找到真正的病因，來加以解決，也就是充份

的利用真實數據的反應而避免人為判斷的疏

失，在累積了如此深刻的體驗後，發覺為何

不在一開始規畫監控系統時就將此一觀念導

入，增加一些必要的資料監測點作為爾後節

能運轉分析的依據。

     「能源資訊管理系統」能為能源用戶解

決目前在能源使用不當、效率不彰、電費

居高不下、契約容量超約及空調等能源耗用

問題。尤其是能源消耗量大的產業，節約能

源就是降低作業成本，創造利潤，提昇整體

競爭力及經營績效的超級利器，因此能源管

理監控系統未來將是降低運轉成本的最佳選

擇。

五、結  論
     對於新建置能源資訊管理系統單位，可

規畫建置能源資訊管理系統監視中心，採分

散式管理方式，各建築物監控系統為獨立系

統，依建築物特性運轉管理及記錄使用量，

監視中心只需透過通訊協定傳輸所需建築物

記錄資料，記錄各建築物用電及設備操作情

形，並配合推行之用電成本中心，同時分析

耗能較高建築物能源運轉效率，並提出節能

改善策略落實改善，降低各單位用電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