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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北京工业大学（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创建于

1960 年，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法、艺术、教育

相结合的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 

学校本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东临东四环南路，西

邻西大望路，南抵双龙路，北望平乐园小区；另有中蓝、管庄、花园

村、琉璃井、惠新东街和通州 6 个校区；占地面积 96.0151 万平方米。 

二、主要节能降碳工作情况 

（一）组织制度保障，有效开展节能节水工作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高度重视节能节水工作，党委行政分工明确，

由主抓后勤管理工作的副校长分管节约用水管理工作，后勤保障处具

体指导用水节约工作。2013 年学校成立后勤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节

能工作小组，主要负责全面协调与领导全校节能节水工作，确保节约

型校园建设的计划性、广泛性、深入性、持久性和有效性。2017 年、

2019 年、2020 年学校发文持续规范节能工作小组的设置。 

节能工作小组下设节能办公室，节能办公室设主任 1 名，管理岗

3 名，负责学校能源资源管理、统计、上报、能源资源使用检查、异

常使用情况分析（跑冒滴漏或浪费现象）等各项节能节水工作。同时

负责推进节能节水技术的调研、论证、使用和检查，负责学校节能节

水宣传及能源费用回收工作。 

学校高度重视节能节水工作，要求推进资源配置改革，做好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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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监测和节能减排工作，并将主要工作写入学校“十四五”总体规

划和工作要点中，不断推进绿色学校建设。 

 

图 1. 校发文《北京工业大学“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 

 

（二）教育先导，厚植节约理念 

学校注重对学生的培养教育，2016 年发布《北京工业大学本科

重点建设课程规划和实施办法》，明确建设与生态文明相关的通识教

育核心课程的相关要求，发挥专业学科优势，将节能减排理念纳入“三

全育人”全过程。 

宣传活动是实现教育节能降碳的重要载体。学校日常积极采用师

生喜闻乐见的宣传栏、展板、条幅、电子屏、海报、微信公众号等线

上线下多种方式宣传节能知识和理念。每年举办以学生为主，师生共

同参与的“节水宣传周”活动，打造“沉浸式”宣传教育氛围；党团

引领，从党支部、学生社团、学院学部多层面开展节能减排的生态文

明建设活动。 



4 

 

   

图 2. 学校节水活动图片 

 

图 3. 师生节水作品 

（三）搭建计量平台，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后勤节能节水工作精细化管理程度及信息化水平，

2010 年学校开展了能源监控系统的调研、论证工作，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制定建设规划，并启动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网应用平台系统

建设，于 2017 年对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网应用平台系统进行升

级改造，改造后立足于智能感知、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和云计

算技术的支撑，采用“基础系统+聚合服务+融合应用+移动物联”建

设模式，初步建成以校园资源中心为核心，以智能感知为神经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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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动互联为神经网络，以智慧应用为依托，以自适应、个性化用户

交互为目标的智慧后勤物联应用平台，系统于 2019 年 1 月完成终验

并稳定运行至今。 

目前，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网应用平台已完成 8 台服务器、

260 台网关及路由器、8300 余块远传电表、480 余块超声波流量表、

1500 余台动环监控等共计 1 万余台设备的集成，实现了水、电、热

力用量计量、变电所视频及环境监控、电力参数监测、路灯空调控制

等功能，为校园节水、节电、安全用能提供了有力支持。 

 

图 4. 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网应用平台系统截图 

 

现阶段，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网应用平台中给水计量监管分

系统，通过加装管网远传超声波流量计，已完成全校一、二级及三级

重点用水场所自来水、中水管网的在线监测、水平衡分析、漏水分析、

用水量统计功能建设，通过监测数据可分析疑似漏损情况、各个区域

用水量占比情况等，提高漏损定位的效率，便于快捷地查询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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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历史数据，提升了校园用水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近些年学校利用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应用平台系统实施了

多项节水相关项目，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装管网远传超声波流量计，掌握各个楼宇（或区域）在

线实时用水分布情况。通过监测数据可分析疑似漏损情况、各个区域

用水量占比情况等，提高漏损定位的效率。 

 

图 5. 校园进水口 72 小时自来水用量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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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自来水分项用量统计柱形图 

（2）部分管线采用具有压力和水温监测功能的远传超声波流量

计，实现对压力和水温数据的实时监测。通过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

联应用平台，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实时监测数据和历史数据。压力数

据配合阀门等装置，有助于区域内管线压力的精细化调整。水温数据

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在极寒天气时管线是否有爆管、结冰的可

能，提前预防，减少险情的发生。 

（3）对无负压供水设备开展监测 

因城建楼等水泵房二次供水水箱等设备老化严重，我校进行了设

备及泵房更换、改造项目，购置安装了不锈钢智联无负压二次供水设

备，并依托现有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网应用平台，将智能门禁系

统、高清视频监控系统、人员管理系统纳入平台监测范围。改造后实

现了智能泵组流量分级运行，采用工控机、PLC 双控制系统，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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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控制。通过调节水泵电机转速调节流量，改造后更加节能，能

够实时主动保护市政管网压力，不产生负压，启动电流小，维护工作

量小。同时，采用无负压供水设备无需二次供水水箱，保障所服务楼

宇师生的安全用水。 

 

图 7. 城建楼中水泵房监控视频截图 

 

2021 年全年，管理人员依托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应用平台

供水管网检测功能，共计发现漏水状况 9 起，经现场核查、探测后及

时进行了相应漏点的抢修工作。经统计，仅 2021 年通过平台诊断发

现并抢修的 9 起漏水事件，全年可节约自来水 26.96 万吨，节约中水

0.79 万吨，共计节约水费 162.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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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依托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应用平台开展漏水检测及抢修 

 

（四）加大中水利用，节约效果显著 

依托校园地理位置优势，2006 年起，学校引入市政中水，并陆

续开展楼宇中水利用改造工程，截止目前，已实现 90%以上校园区域

中水覆盖，学校绿化、景观、冲厕、道路降尘、施工等均使用市政中

水。 

经济效益方面，除校园先期中水管道施工改造经费投入外，以

2021 年为例，学校全年中水使用量为 37.78 万吨，自来水使用量为

66.33 万吨，节水率达到 36.29%，校园年节约资金 188.9 万元，在极

大节约了自来水使用量的同时，还为学校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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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校园市政中水覆盖区域示意图（红色） 

 

图 10. 校园绿化微喷浇灌系统 

社会效益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

日益突显，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高校作为立德育人的阵地，在节能降耗，节水减排、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应发挥引领作用。学校“市政中水”的引入与利用，已成为绿色校

园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必不可少的亮点工程，对高校师生树立牢

固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意识，提供实践教学科研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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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五）开展日常管理，消除日常跑冒滴漏 

日常用水管理中，学校节能办公室每月完成校园用水的记录工作，

并及时开展分析核算。同时，水暖维修管理人员对校园供排水管线平

面布置图、用水设施分布图、计量网络图等定期进行更新和存档，确

保相应资料文件的准确性。 

 

图 11. 校园自来水管线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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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校园中水管线平面布置图 

 

 

图 13. 校园给水计量网络图 

水暖运行维修管理人员负责学校用水设施的日常管理，另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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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员，负责用水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运维人员每天对校区供水设施

进行安全巡检和维护，每天登录能源监控与智慧后勤物联网应用平台

查看监测数据，每月对远传水表的监测数据进行统计，确保供水安全，

杜绝跑冒滴漏等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同时，我校对各类二次供水设备、

供水水箱、电磁开水器等每年定期进行清洗及水质检测，确保饮用水

安全。 

  

  

图 14. 自来水、中水泵房巡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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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水箱、电开水器水质检测报告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我校先后获得了“高校后勤文

化建设优秀标杆单位”、“校园节水·安全供水·智慧管理样板示范校”

等在内的一系列荣誉，2021 年，我校顺利通过了北京市节水用水管

理事务中心专家组对我校北京市节水型高校建设验收工作。 

在未来工作中，学校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履行责

任，扎实开展工作，推进节约资源能源，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为建

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的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