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1036250.7

(22)申请日 2021.09.06

(71)申请人 江苏荣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

道龙西路160号龙西大厦9楼

(72)发明人 陶万进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铭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246

代理人 季栋林

(51)Int.Cl.

G06Q 10/06(2012.01)

G06Q 50/26(2012.01)

G06F 16/25(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

能管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

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涉及企业碳数据管控

技术领域，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无法准确预测企业

对应碳排放的趋势的技术问题，通过碳排放的均

值和稳定值能够准确预测企业对应碳排放的趋

势；根据各个企业的能源数据进行分类，能够清

晰采集到各个企业的运行状态，对各个企业采取

不同标准，防止出现高效益与低效益的企业标准

相同，导致数据采集有误；采集到各个企业对应

消耗最多的能源种类，从而明确对各个企业的管

控方向，有助于提高各个企业对能源消耗的管控

效率，防止管控出现误差导致人力物力成本浪

费；将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同时进行数据分析，减

少采集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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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感知层、网

络层以及应用层；感知层内设置有服务器、企业端、管理端以及数据传输单元；企业端内包

括企业分析单元和趋势分析单元；管理端内包括能源分析单元以及区域分析单元；网络层

内包括数据接收单元、处理器以及设备检测单元；

感知层用于对企业的碳数据进行检测，通过感知层内服务器进行数据采集，通过传感

器采集数据信号并将数据信号分别发送至企业端和管理端；通过企业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

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将各个企业进行分类；通过趋势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进行碳排放分

析，从而判断企业的碳排放发展趋势；通过能源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内消耗能源进行排序，

采集到各个企业对应消耗最多的能源种类；通过区域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内的主消耗能源

和次消耗能源的消耗区域进行分析，判定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

网络层用于对感知层检测的数据进行分析；网络层内数据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感知层发

送的数据，并将数据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生成设备检测信号并将设备检测信号发送至设

备检测单元；设备检测单元用于对感知层的数据采集设备进行质量检测；

应用层用于对企业内碳排放或者设备进行调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企业分析单元的分析过程如下：

获取到区域周界并将区域周界内的区域标记为检测区域，采集到检测区域内所有企

业，并将企业标记为i，采集到检测区域内各个企业的消耗能源种类数量，以历史三个月为

检测时间，采集到历史三个月内各个企业碳排放总量，采集到历史三个月内各个企业的总

效益额度，通过分析获取到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

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

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高消耗高效益企业；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

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高消耗低效益企业；若企

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将对

应企业标记为低消耗高效益企业；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企业

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低消耗低效益企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趋势分析单元的分析过程如下：

以历史一周为分析时间，并在分析时间内设置t个时间节点，采集到各个时间节点的实

时碳排放量，并将各个时间节点的实时碳排放量标记为Pt，根据t个时间节点构建碳排放集

合｛P1，P2，…，Pt}，通过公式 获取到碳排放集合的均值Gt，将碳排放集合内各个

子集与均值Gt进行比较：

以碳排放集合内的中间子集为界限将碳排放集合划分为上集合和下集合，若上集合内

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小于均值Gt，且下集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大于均值Gt，则判定对应企

业内的碳排放呈增长趋势；若上集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大于均值Gt，且下集合内百分之

八十的子集小于均值Gt，则判定对应企业内的碳排放呈降低趋势；

若上集合与下集合内大于均值的子集均超过对应数量阈值，则将上集合排序第一的子

集与下集合排序最末的子集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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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集合排序第一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大于下集合排序最末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则判定

碳排放呈降低趋势；若上集合排序第一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小于下集合排序最末的子集对应

排放量，则判定碳排放呈上升趋势；

通过公式 获取到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将碳排放集合的稳

定系数Wt与稳定系数阈值进行比较：若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稳定系数阈值，则判定

对应企业的碳排放数据稳定；若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稳定系数阈值，则判定对应企

业的碳排放数据不稳定；

通过数据采集单元将各个类型的企业、企业对应碳排放趋势以及稳定系数发送至网络

层和应用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能源分析单元的分析排序过程如下：

将高消耗高效益企业和高消耗低效益企业标记为能源检测企业，采集到能源检测企业

内能源种类o；采集到能源检测企业内各个能源种类对应的能源消耗占比以及能源消耗基

数，通过分析获取到对应企业内各个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Ko，将各个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

Ko与消耗系数阈值进行比较：若对应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消耗系数阈值，则将对应种类

能源标记为主消耗能源；若对应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消耗系数阈值，则将对应种类能源

标记为次消耗能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区域分析单元的分析过程如下：

采集到对应企业内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设置检测时间阈值，在检测时间阈值内

采集对应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趋势，当碳排放总量大于对应阈值且碳排放趋势呈上

升时，对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进行分析，若主消耗能源总量大于主消耗能源阈值且主

消耗能源呈上升趋势，则判定主消耗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若次消耗能源总量大于次消

耗能源阈值且次消耗能源呈上升趋势，则判定次消耗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

将对应企业内生产厂房进行区域划分，分析对应区域的消耗能源，若对应区域的消耗

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则将对应区域标记为碳排放影响区域；若对应区域的消耗能源不

为碳排放影响因素，则将对应区域标记为能源消耗影响区域；通过数据传输单元将各个企

业的主消耗能源、次消耗能源、碳排放影响区域以及能源消耗影响区域发送至网络层和应

用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设备检测单元的检测过程如下：

采集到数据采集设备的总运行时长以及总运行时长内的错误频率，通过分析获取到数

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Z，将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与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阈值进行比较：

若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阈值，则判定对应数据采集设备运行异

常，生成设备异常信号并将设备异常信号发送至处理器，处理器接收到设备异常信号后生

成更换信号并将更换信号和对应设备发送至应用层；若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数据采集

设备检测系数阈值，则判定对应数据采集设备运行正常，生成设备正常信号并将设备正常

信号发送至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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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企业碳数据管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

综合智能管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热点问题，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也愈发严重，例

如台风等灾难性气候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而人类的生产活动中排出的

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为了减轻气候变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实现“低

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化发展模式，企业碳数据已成为企业评定的重要标准；

申请号为CN2019107320164的专利中公开了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或

碳资产智能管控平台，能够在数据层面对碳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存储，及时对碳排放数据

进行核算，对数据的潜在价值实现进一步挖掘；在业务层面对企业碳排放情况进行核算，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全面涵盖碳排放、碳资产管理的相关内容，全面地反

映企业碳排放情况，对碳资产、碳数据统计分析、碳排放量预测等业务点均涉及，对企业碳

资产管理做到心中有数；

但是在专利中，虽然技术层面能够在不同行业进行推广，技术具有通用性、实用

性、可复制性；对历史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基于神经网络算法、回归分析等算法，对企业碳排

放量进行预测；但是无法对各个企业准确筛选出企业对应的消耗能源以及企业内碳排放的

影响区域，同时，也未对各个企业的消耗能源与碳排放关联进行分析，导致在降低能源消耗

的同时不能够准确降低碳排放，进行二次筛选会加大工作强度同时数据存在不唯一性，多

次采集数据也会带来误差增大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提出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

通过碳排放的均值和稳定值能够准确预测企业对应碳排放的趋势；根据各个企业的能源数

据进行分类，能够清晰采集到各个企业的运行状态，对各个企业采取不同标准，防止出现高

效益与低效益的企业标准相同，导致数据采集有误；采集到各个企业对应消耗最多的能源

种类，从而明确对各个企业的管控方向，有助于提高各个企业对能源消耗的管控效率，防止

管控出现误差导致人力物力成本浪费；将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同时进行数据分析，减少采集

次数。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包括感知层、网络层以及

应用层；感知层内设置有服务器、企业端、管理端以及数据传输单元；企业端内包括企业分

析单元和趋势分析单元；管理端内包括能源分析单元以及区域分析单元；网络层内包括数

据接收单元、处理器以及设备检测单元；

感知层用于对企业的碳数据进行检测，通过感知层内服务器进行数据采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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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采集数据信号并将数据信号分别发送至企业端和管理端；通过企业分析单元对各个

企业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将各个企业进行分类；通过趋势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进行碳排放

分析，从而判断企业的碳排放发展趋势；通过能源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内消耗能源进行排

序，采集到各个企业对应消耗最多的能源种类；通过区域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内的主消耗

能源和次消耗能源的消耗区域进行分析，判定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对企业碳排放的影

响；

网络层用于对感知层检测的数据进行分析；网络层内数据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感知

层发送的数据，并将数据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生成设备检测信号并将设备检测信号发送

至设备检测单元；设备检测单元用于对感知层的数据采集设备进行质量检测；

应用层用于对企业内碳排放或者设备进行调控。

[0005] 进一步地，企业分析单元的分析过程如下：

获取到区域周界并将区域周界内的区域标记为检测区域，采集到检测区域内所有

企业，并将企业标记为i，采集到检测区域内各个企业的消耗能源种类数量，以历史三个月

为检测时间，采集到历史三个月内各个企业碳排放总量，采集到历史三个月内各个企业的

总效益额度，通过分析获取到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

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

度阈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高消耗高效益企业；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

阈值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高消耗低效益企业；

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

将对应企业标记为低消耗高效益企业；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

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低消耗低效益企业。

[0006] 进一步地，趋势分析单元的分析过程如下：

以历史一周为分析时间，并在分析时间内设置t个时间节点，采集到各个时间节点

的实时碳排放量，并将各个时间节点的实时碳排放量标记为Pt，根据t个时间节点构建碳排

放集合｛P1，P2，…，Pt}，通过公式 获取到碳排放集合的均值Gt，将碳排放集合内

各个子集与均值Gt进行比较：

以碳排放集合内的中间子集为界限将碳排放集合划分为上集合和下集合，若上集

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小于均值Gt，且下集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大于均值Gt，则判定对

应企业内的碳排放呈增长趋势；若上集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大于均值Gt，且下集合内百

分之八十的子集小于均值Gt，则判定对应企业内的碳排放呈降低趋势；

若上集合与下集合内大于均值的子集均超过对应数量阈值，则将上集合排序第一

的子集与下集合排序最末的子集进行比较：

若上集合排序第一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大于下集合排序最末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则

判定碳排放呈降低趋势；若上集合排序第一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小于下集合排序最末的子集

对应排放量，则判定碳排放呈上升趋势；

通过公式 获取到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将碳排放集合

的稳定系数Wt与稳定系数阈值进行比较：若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稳定系数阈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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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对应企业的碳排放数据稳定；若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稳定系数阈值，则判定对

应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不稳定；

通过数据采集单元将各个类型的企业、企业对应碳排放趋势以及稳定系数发送至

网络层和应用层。

[0007] 进一步地，能源分析单元的分析排序过程如下：

将高消耗高效益企业和高消耗低效益企业标记为能源检测企业，采集到能源检测

企业内能源种类o；采集到能源检测企业内各个能源种类对应的能源消耗占比以及能源消

耗基数，通过分析获取到对应企业内各个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Ko，将各个种类能源的消耗

系数Ko与消耗系数阈值进行比较：若对应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消耗系数阈值，则将对应

种类能源标记为主消耗能源；若对应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消耗系数阈值，则将对应种类

能源标记为次消耗能源。

[0008] 进一步地，区域分析单元的分析过程如下：

采集到对应企业内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设置检测时间阈值，在检测时间阈

值内采集对应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趋势，当碳排放总量大于对应阈值且碳排放趋势

呈上升时，对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进行分析，若主消耗能源总量大于主消耗能源阈值

且主消耗能源呈上升趋势，则判定主消耗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若次消耗能源总量大于

次消耗能源阈值且次消耗能源呈上升趋势，则判定次消耗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

将对应企业内生产厂房进行区域划分，分析对应区域的消耗能源，若对应区域的

消耗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则将对应区域标记为碳排放影响区域；若对应区域的消耗能

源不为碳排放影响因素，则将对应区域标记为能源消耗影响区域；通过数据传输单元将各

个企业的主消耗能源、次消耗能源、碳排放影响区域以及能源消耗影响区域发送至网络层

和应用层。

[0009] 进一步地，设备检测单元的检测过程如下：

采集到数据采集设备的总运行时长以及总运行时长内的错误频率，通过分析获取

到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Z，将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与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阈值进行

比较：若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阈值，则判定对应数据采集设备

运行异常，生成设备异常信号并将设备异常信号发送至处理器，处理器接收到设备异常信

号后生成更换信号并将更换信号和对应设备发送至应用层；若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数

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阈值，则判定对应数据采集设备运行正常，生成设备正常信号并将设

备正常信号发送至应用层。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中，根据各个企业的能源数据进行分类，能够清晰采集到各个企业的运行

状态，对各个企业采取不同标准，防止出现高效益与低效益的企业标准相同，导致数据采集

有误；对各种类型企业进行排放趋势分析，提高了企业碳数据的管控效率，在符合排放标准

和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提高企业效益；通过碳排放的均值和稳定值能够准确预测企业对应碳

排放的趋势；

采集到各个企业对应消耗最多的能源种类，从而明确对各个企业的管控方向，有

助于提高各个企业对能源消耗的管控效率，防止管控出现误差导致人力物力成本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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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2] 图1为本发明整体的原理框图；

图2为本发明中应用层的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14]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包括感知层、

网络层以及应用层；感知层用于对企业的碳数据进行检测，感知层内设置有服务器、企业

端、管理端以及数据传输单元；企业端内包括企业分析单元和趋势分析单元；管理端内包括

能源分析单元以及区域分析单元；网络层用于对感知层检测的数据进行分析，网络层内包

括数据接收单元、处理器以及设备检测单元；其中，处理器与数据接收单元以及设备检测单

元均为双向通讯连接；应用层用于对企业内碳排放或者设备进行调控；

服务器对企业内进行数据采集，通过传感器采集数据信号并将数据信号分别发送

至企业端和管理端，本申请中服务器内包括各类能源数据传感器，如：二氧化碳传感器以及

电量传感器；

企业分析单元用于对各个企业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将各个企业进行分类，根据各

个企业的能源数据进行分类，能够清晰采集到各个企业的运行状态，对各个企业采取不同

标准，防止出现高效益与低效益的企业标准相同，导致数据采集有误，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获取到区域周界并将区域周界内的区域标记为检测区域，采集到检测区域内所有

企业，并将企业标记为i，i为大于1的自然数；采集到检测区域内各个企业的消耗能源种类

数量，并将检测区域内各个企业的消耗能源种类数量标记为SLi；以历史三个月为检测时

间，采集到历史三个月内各个企业碳排放总量，并将其标记为PFi；采集到历史三个月内各

个企业的总效益额度，并将历史三个月内各个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标记为EDi；

通过公式 获取到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Xi，其中，a1和a2均为

比例系数，且a1＞a2＞0，能源消耗系数是将各个企业的特征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一个

用于评定企业能源消耗的数值；通过公式可得，消耗能源种类数量和碳排放总量越大，能源

消耗系数越大，表示企业能源消耗越大；

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

度阈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高消耗高效益企业；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

阈值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高消耗低效益企业；

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13869660 A

7



将对应企业标记为低消耗高效益企业；若企业的能源消耗系数＜能源消耗系数阈值且对应

企业的总效益额度＜效益额度阈值，则将对应企业标记为低消耗低效益企业；

趋势分析单元用于对各个企业进行碳排放分析，从而判断企业的碳排放发展趋

势，对各种类型企业进行排放趋势分析，提高了企业碳数据的管控效率，在符合排放标准和

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提高企业效益，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以历史一周为分析时间，并在分析时间内设置t个时间节点，t=1，2，…，n，n为正整

数，采集到各个时间节点的实时碳排放量，并将各个时间节点的实时碳排放量标记为Pt，根

据t个时间节点构建碳排放集合｛P1，P2，…，Pt}，其中，碳排放集合内子集排序根据t个时间

节点的对应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通过公式 获取到碳排放集合的均值Gt，将碳排放集合内各个子集与均

值Gt进行比较，以碳排放集合内的中间子集为界限将碳排放集合划分为上集合和下集合，

若上集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小于均值Gt，且下集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大于均值Gt，则

判定对应企业内的碳排放呈增长趋势；若上集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大于均值Gt，且下集

合内百分之八十的子集小于均值Gt，则判定对应企业内的碳排放呈降低趋势；若上集合与

下集合内大于均值的子集均超过对应数量阈值，则将上集合排序第一的子集与下集合排序

最末的子集进行比较：若上集合排序第一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大于下集合排序最末的子集对

应排放量，则判定碳排放呈降低趋势；若上集合排序第一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小于下集合排

序最末的子集对应排放量，则判定碳排放呈上升趋势；

通过公式 获取到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其中，当t=1时，

Pt‑1取值为0；将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与稳定系数阈值进行比较：若碳排放集合的稳定

系数Wt≥稳定系数阈值，则判定对应企业的碳排放数据稳定；若碳排放集合的稳定系数Wt

＜稳定系数阈值，则判定对应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不稳定；

数据采集单元将各个类型的企业、企业对应碳排放趋势以及稳定系数发送至网络

层和应用层；

能源分析单元用于对各个企业内消耗能源进行排序，采集到各个企业对应消耗最

多的能源种类，从而明确对各个企业的管控方向，有助于提高各个企业对能源消耗的管控

效率，防止管控出现误差导致人力物力成本浪费，具体分析排序过程如下：

将高消耗高效益企业和高消耗低效益企业标记为能源检测企业，采集到能源检测

企业内能源种类o，o为大于1的自然数；采集到能源检测企业内各个能源种类对应的能源消

耗占比以及能源消耗基数，并将能源检测企业内各个能源种类对应的能源消耗费用占比以

及能源消耗基数分别标记为XHo和JSo；其中，当能源种类为电时，则能源消耗基数为消耗的

瓦数；当能源种类为水时，则能源消耗基数为消耗的吨数；

通过公式 获取到对应企业内各个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

Ko，其中，b1和b2均为比例系数，且b1＞b2＞0，β为误差修正因子，取值为1.25；将各个种类

能源的消耗系数Ko与消耗系数阈值进行比较：若对应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消耗系数阈

值，则将对应种类能源标记为主消耗能源；若对应种类能源的消耗系数＜消耗系数阈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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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应种类能源标记为次消耗能源；

区域分析单元用于对各个企业内的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的消耗区域进行分

析，判定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从而降低了企业能源消耗的同时

能够减少碳排放量，防止出现企业对消耗能源进行限制，降低了企业效益的同时仍未减少

碳排放，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采集到对应企业内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设置检测时间阈值，在检测时间阈

值内采集对应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趋势，当碳排放总量大于对应阈值且碳排放趋势

呈上升时，对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进行分析，若主消耗能源总量大于主消耗能源阈值

且主消耗能源呈上升趋势，则判定主消耗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若次消耗能源总量大于

次消耗能源阈值且次消耗能源呈上升趋势，则判定次消耗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

将对应企业内生产厂房进行区域划分，分析对应区域的消耗能源，若对应区域的

消耗能源为碳排放影响因素，则将对应区域标记为碳排放影响区域；若对应区域的消耗能

源不为碳排放影响因素，则将对应区域标记为能源消耗影响区域；

数据传输单元将各个企业的主消耗能源、次消耗能源、碳排放影响区域以及能源

消耗影响区域发送至网络层和应用层；

网络层内数据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感知层发送的数据，并将数据传输至处理器；处

理器生成设备检测信号并将设备检测信号发送至设备检测单元；设备检测单元用于对感知

层的数据采集设备进行质量检测，确保感知层数据采集的准确性，提高了企业碳排放管控

的效率，防止因数据有误导致企业碳排放管控效率降低，浪费了不必要的生产成本，本申请

中数据采集设备为服务器内各类能源数据传感器，具体检测过程如下：

采集到数据采集设备的总运行时长以及总运行时长内的错误频率，并将数据采集

设备的总运行时长以及总运行时长内的错误频率分别标记为SC和PL；通过公式

获取到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Z，其中，v1和v2均为比例系数，且

v1＞v2＞0，e为自然常数；

将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与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阈值进行比较：若数据采集设

备检测系数≥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阈值，则判定对应数据采集设备运行异常，生成设备

异常信号并将设备异常信号发送至处理器，处理器接收到设备异常信号后生成更换信号并

将更换信号和对应设备发送至应用层；若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数据采集设备检测系数

阈值，则判定对应数据采集设备运行正常，生成设备正常信号并将设备正常信号发送至应

用层；

实施例2

如图2所示，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包括应用层，

应用层用于接收网络层发送的设备异常信号和设备正常信号，并将对应信号发送至控制

器；

控制器接收到设备异常信号后，生成设备调控信号并将设备调控信号发送至设备

调控单元，设备调控单元接收到设备调控信号后，采集到对应异常设备的位置并将对应异

常设备进行更换或者维护；

控制器接收到设备正常信号后，生成企业调控信号和管理调控信号并将企业调控

信号和管理调控信号分别发送至企业调控单元和管理调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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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调控单元接收到企业调控信号后，将高消耗高效益企业与高消耗低效益企业

进行能源消耗控制，设定消耗能源量；从根本减少能源消耗，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

管理调控单元接收到管理调控信号后，将各个企业的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分

别设置对应消耗阈值，且主消耗能源对应消耗阈值大于次消耗能源对应消耗阈值；将碳排

放影响区域进行管控，控制碳排放影响区域的碳排放或者增加碳排放影响区域的废气处理

工序。

[0015] 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碳数据综合智能管控系统，在工作时，通过感知层对

企业的碳数据进行检测，通过感知层内服务器进行数据采集，通过传感器采集数据信号并

将数据信号分别发送至企业端和管理端；通过企业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进行分析并通过分

析将各个企业进行分类；通过趋势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进行碳排放分析，从而判断企业的

碳排放发展趋势；通过能源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内消耗能源进行排序，采集到各个企业对

应消耗最多的能源种类；通过区域分析单元对各个企业内的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的消

耗区域进行分析，判定主消耗能源和次消耗能源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

通过网络层对感知层检测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网络层内数据接收单元接收感知

层发送的数据，并将数据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生成设备检测信号并将设备检测信号发送

至设备检测单元；通过设备检测单元对感知层的数据采集设备进行质量检测；通过应用层

对企业内碳排放或者设备进行调控。

[0016] 上述公式均是去量纲取其数值计算，公式是由采集大量数据进行软件模拟得到最

近真实情况的一个公式，公式中的预设参数由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0017]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结构所做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的

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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