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全日空酒店引入 BEMS 和 

运用改善实现的节能措施 
 

  
ANA 酒店＆度假区 

设施小组 

 

◎ 关键词： 加热、冷却、传热的合理化（空气调和设备、输送热水设备等） 

◎ 主题的概要 

  2001 年度得到了国库的补助，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节能措施，降低了年度相当于 8千 6百万日元的能源用

量，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果。通过引入固定 BEMS 和随访跟进工作活动为特征的“发现和解决新课题的结构”，

发展为超过当初节能改造工程范围的大范围运用改善措施。在这里我们想通过东京全日空酒店的事例，向大家

介绍着眼于运用面的节能措施的重要性和灵活运用数据的有效性。 

 

 

  

◎ 本事例的实施期间   

  

・计划立案期间 

・措施的实施期间 

・措施效果确认期间 

2000 年 6月～2001 年 7 月 

2001 年 11 月～2002 年 3月 

2002 年 4月～2005 年 3 月 

(共计 14个月) 

(共计 5个月) 

(共计 36个月（预定）) 

  

◎ 企业概要 

  

・事业内容  ： 酒店 

・职员数  ： 700名 

・能源年度使用量  ： 电气       20,929 千 kwh 

  （2003 年度消耗实际情况）   冷水（地区制冷暖）36,113 GJ 

               蒸汽（地区制冷暖）36,219 GJ 

  

◎ 对象设备的工序 

2004 年度  全国节能优秀事例大会 



 

  
  

 

1. 选定主题的理由 

  

在酒店内采取节能措施的难度在于，室内环境的一点点不舒适感都会招致顾客的投诉、降低形象、存在流

失客户的危险性。与政府设施和公务用大楼等相比，需要更加考虑室内环境的舒适性。因此操作上有很强的舒

适性比节能更优先的倾向。另外，由于是 365 天 24 小时不间断营业，不得不拉长设备运转时间，这样它的单

位能耗和普通建筑相比较高。 

鉴于酒店具有这样的特殊背景，我们着眼于能够“在维持室内环境的舒适性的同时，节省不必要的能源”

的节能措施。 

引进 BEMS，定量性地并令人信服地掌握状况，通过创建有实务人员参与的能进行积极研讨措施的机会（随

访跟进工作），在维持适当范围的同时还能积极地改善运用。 

  

2. 对现状的把握以及分析 

  (1) 对现状的把握 

  

东京全日空酒店里从 1990 年度开始到 2000 年度(共计 11年)的能源使用量的变化如图 2-1 所示。 

这段期间的平均能源使用量和平均单位能耗如下： 

・ ・ ・ ・ ・平均能源使用量 373,706GJ 

・ ・ ・平均单位能耗 3,813MJ/m
2
・ 年 

 

  
 

(2) 对现状的分析 

  

1990 年度到 2000 年度的能源使用量的变动幅度相对该期间平均能源使用量约为 7.0％。 

    最高（1991 ・ ・ ・年度） 383,773GJ 

  最低（1995 ・ ・ ・年度） 357,654GJ   变动差：26,119GJ 

这个变动可认为是气象情况和酒店运转率所引起的，在这段期间内没有实施明显的节能措施。 

随访跟进工作活动 

BEMS 数据解析 BEMS 构建 

节能改造

工程 

（设备施

工） 

着眼于运用面发现和解决新

课题 

为了使实施措施

效果最大化而进

行的运用改善 

温度设定不平衡            

检查蒸汽系统故障          

宴会厅的空调运用        

厨房换气量的再研究  

等  

2001 年度实施的节能改造工程                          

（辅助金制度）                                     

住宅、建筑物高效能源系统引入促进事业                

空调机的变压器化                                     

通过空调机的二氧化碳浓度对室外空气引入进行控制     

用停车场风机的二氧化碳浓度来控制风量              

用隔热膜来隔离红外线                                 

引入 BEMS                        等 

这次的推介范围 

图 1.对象设备工序 



 

 

 
  

3. 活动的经过 

  

东京全日空酒店在 2001年度获得了国库补助金，实施了节能改造工程。 

使用补助金制度：引入促进住宅、建筑物高效能源系统 

实施措施的内容：空调机的变压器化 

            通过空调机的二氧化碳浓度控制户外空气引入 

            通过停车场风机的二氧化碳浓度控制风量 

            用隔热膜阻隔紫外线 

            引入 BEMS    等 

另外，为了最大限度的得出这些设备改造后的效果，组织了研讨运用方面的随访跟进工作，对使用 BEMS数据

的最佳运用和效果实情进行了定量把握。 

这个活动固定下来，成为大范围研究运用课题的场所，超出原本改造工程范围发展为“发现和解决新课题”

的计划。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要推介的不是与设备改造有关的是施行体制，而是随访跟进工作的活动体制。 

※另外在实施内容方面，推介对原改造工程范围外所明确的课题采取的措施。 

 

  
 

(1) 配合体制 

  

随访跟进工作是以“为了使措施效果最大化的运用研究”、“节能效果实际情况的定量把握”、“发现和

解决的新课题”等为目的组织起来的。 

节能措施的 P-D-C-A 循环中，主要就 Check(效果验证)和 Action(重新研究)的部分，加入了明示 BEMS 详

细数据的实际性议论。 

 

 成员结构・ ・ ・  酒店的设施管理人员、设施运转管理人员、BEMS引入厂家 

 举办频率・ ・ ・ ・ ・  约 1次／月 

  

主要议题・ ・ ・ ・ ・  分析酒店整体能源用量的增减要因 

对每个节能措施的效果定量化并确认执行情况 

指定每个季节的适当设定值并确认运用 

抽取新的运用课题并研究措施 

对设备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对酒店职员的节能启蒙   等 

 

图 2-1  能源使用量的变化（1990 年度—2000 年度） 



 

 

  

活动的主旨不是“追究过去的过失责任”，而是“提高今后的节能效果”。 

因此，注意不要在这种场合追究责任，要留心创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让各位成员畅所欲言，提出各自心

中的问题点。 

 

 

  

 

东京全日空酒店里的 BEMS 结构系统如图3-2 所示。设置在现场建筑中的 BEMS 装置对设备运转的情况进行监视

和控制。 

另外 BEMS收集的能源数据，通过公共电话线路传送到BEMS 厂家的数据中心，由专业的成员进行数据解析。（解

析后的数据在次月的随访跟进工作时提出） 

 

 

 
  (2) 设定目标 

  

与节能措施相应拟定了下列目标。 

 节能改造工程的削减目标・ ・ ・ ・ ・ ・ ・ ・ ・ ・ ・ ・ ・ ・ ・ ・ ・ ・ ・ ・ 65,000GJ／年 

 引入 BEMS 以及随访跟进WG实现的运用改善目标・ ・ ・ ・ ・ ・ ・ ・ ・ ・ 15,000GJ／年 

图 3-1  节能措施的 P-D-C-A 循环 照片  随访跟进工作的活动情景 

图 3-2  循环 BEMS 的系统结构 

东京全日空酒店 

BEMS 装置 

BEMS 厂家 数据中心 

路由器 

数据 

公用电话线路 

在 BEMS 厂家进行分析 

顾客和 BEMS 厂家一起进

行节能会议（每月 1次） 

最大限度地活用自动控制技术的  

环境维持改善型节能 

电气设备 空调设备 其他设备 



 

※ 关于节能该修工程，对每个实施措施进行了效果试计算。 

※ 关于运用改善效果，提出了事前计划的改造工程效果的约 20%为努力目标。 

  
 

(3)问题点及其研究 

  

新认识到存在于运用面的课题主要有以下 4个。 

 [1]过度重视室内环境运用造成温度设定不平衡 

 [2]检查蒸汽系统故障的必要性 

 [3]宴会厅内除必要时期以外的空调无用运转 

 [4]厨房机器的变更带来重新研究给排气量的必要性 

对这 4个课题，通过随访跟进工作研究了解决措施。 

  

 

4. 措施的内容 

  (1) 措施的内容 

  

[1]改善“过度重视室内环境运用造成温度设定不平衡” 

在酒店里，为了把顾客的投诉控制在最小限度，大多把室内设定温度整年都设定在 22～23℃。与顾客的喜

好相应，有时还会收到变更温度设定值的要求。 

在现场进行实际操作时为了避免顾客投诉，存在事前设定温度超过需要的极端个案，造成能源损耗。 

 

〈措施〉 

对客房系统的空调外机进行了详细的数据检查，发现在夏季有很多系统由于顾客投诉而将给气温度设定为

10℃以下。即使是夜间负荷较低的时间带里也采取最大能力运转，可认为这样做浪费了相当数量的能源。 

采取的措施：调查每个系统的设备和运用情况，对各系统设定每个季节的推荐值。把这些温度设定值计入

管理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对空调外机给气温度的设计值进行管理。 

 

〈成果〉 

通过客房系统空调外机的给气温度设定值管理，在夏季 3个月(2002 年 7～9 月)内，削减了1,600GJ(相

当于 680万日元)的能源使用量。在春秋、冬季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运用改善，全年获得了2,800GJ(相当 1,200

万日元)的成效。 

把 BEMS 收集的数据，标绘到外气热焓（图表横轴）和建筑整体冷水使用量（图表纵轴）的相关图表上，

显示了运用改善前后的冷水消耗特性。（图 4-1） 

从两者的特性差部分，可知每天大约改善了 20GJ 左右。 



 

 

  

[2]实施“蒸汽系统的故障检查” 

在酒店里，除了空调以外，热水器和厨房等也使用蒸汽，一年使用的蒸汽量也很多。与夏季用气量较少的

商业大楼不同，难以发现蒸汽的泄漏（空调机的蒸汽阀和蒸汽疏水阀等的劣化）和混合损耗，因此这些异常泄

漏会造成大量能源损耗。 

 

〈措施〉 

在低层空调用蒸汽系统里，通过对同时刻的蒸汽阀开度的演算数据（图表横轴）和蒸汽使用量（图表纵轴）

进行比较，分析蒸汽使用量是否存在异常，并解析其原因。 

如图 4-2-1 所示，虽然蒸汽阀的开度为 0％，但是我们判定蒸汽依然在流动，因此可推定末端的蒸汽漏泄，

或者蒸汽配管的保温状态出现了问题。 

调查蒸汽配管末端的结果：确认低阶空调用蒸汽配管的管末疏水阀的旁通阀经年劣化，蒸汽的漏泄量达到

了每天 3吨，1 个月 90吨。 

另外，从厨房系统的数据可知，蒸汽使用量与前一年度相比每月增加了 70吨左右，可推测泄漏的蒸汽量

相当于增加的部分。（图 4-2-2） 

以这些调查结果为基础，对空调系统以及厨房系统的所有蒸汽疏水阀和其旁通阀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的

不良蒸汽疏水阀和不良旁通阀，在 2002 年 10 月 23～25 日期间实施了交换操作。 

〈成果〉 

合计以上各项，大概改善了 2,200 吨(相当于2,000 万日元)的蒸汽漏泄。（图 4-2-3） 

 

通过运用改善，冷水的消耗特性改善了

每天约 20GJ 左右 

图 4-1  设定变更后改变的冷水能源消耗特性 

运用改善前

运用改善后 



 

 

 

 

  
 

[3]改善“宴会厅里除必要时间外空调的无用运转” 

低阶空调用蒸汽用量 

虽然阀门关闭，但实际上在使用蒸汽 

图 4-2-1   蒸汽阀开度和蒸汽用量的相关图表 

蒸汽线圈额定

流量 

阀的开

度 

低

阶

空

调

用

蒸

汽

用

量

（

实

际

低阶厨房系统  蒸汽用量 

与去年的实际情况相比，蒸汽用量增加                

可能出现了漏泄等问题       

图 4-2-2  厨房系统蒸汽用量与去年实际情况的比较    

补修工程导致蒸汽用量减

少 

图 4-2-3  蒸汽疏气阀、旁通阀的交换和其效果 

2002 年度实际情况 

2001 年度实际情况 



 

除了顾客使用的时间带以外，常因各种理由开动宴会厅里的空调。如活动前进行事前准备时开动空调、宴

会使用前要预制冷、暖运转，使用后为了除味需要进行换气运转等。由于目的各种各样，因此很难规定一个适

当的运转时间。 

因此现在采取的形式是：在前一天以书面形式提交次日的宴会厅空调运转时间预订给设施运转管理者。按

照这个预订设定空调时间表。但是个案不同事前准备的空调运转时间也会不一样，因此无法标准化。 

通过引入 BEMS，能够持续地掌握宴会厅空调的运转时间，其结果确认与宴会厅的预约情况出现很大差异，

除宴会外空调运转时间非常长。并且我们更进一步地进行调查，其原因是由于宴会厅负责人和设施运转管理者

之间的联络出现了差错，忘记采取关机操作。（图 4-3） 

 

 

  

〈采取的措施〉 

采取下列措施，对今后宴会厅空调的运用规定进行了再研究。 

・ 重新研究空调时间表、改定空调时间带的延长规定 

・ 修改宴会外时间（顾客预先察看、搬进/搬出等）的空调运转规定 

・ 计算各宴会厅空调的运行成本 

另外，为了有组织的、持续的彻底实施这些措施设置了节能委员会，以总经理为最高领导，在各部门任命

节能负责人。 

〈成果〉 

大幅度地减少了酒店职员的频繁温度设定变更要求和空调运转要求，会场准备时忘记关空调等无用运转也

都减少为零。 

其结果：大幅度地降低了能源的使用量。 

 

   

宴会厅的空调 24 小时运转 

没有预约，却在运转（忘记关机）     （发

现无益运转） 

图 4-3  运用改善前宴会厅系统空调运转情况 



 

[4]“对变更厨房机器后的给排气量进行再研究” 

由于煤气灶发热等使得厨房里冷水负荷很大，且代替换气扇用全外排空调来利用处理后的室外气体，因此

容易浪费大量能源。 

〈采取的措施〉 

在为酒店顾客提供食材上，厨房的地位非常重要。空调的运转时间表和温度设定等与实际的厨房运转时间

无关，存在过度使用的倾向。 

因此灵活利用 BEMS的数据，与厨房的相关人员慎重地商谈厨房的运用时间表和运用温度，决定适当的空

调运转时间，把温度设定值改为必需最小限度。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虽然从大型气体机器改变为电气机器，但确保给排气量不变的个案。 

因此，与现在使用的气体使用量相应，引入恰当的给排气量控制，实现了节能。 

  

 

5. 采取措施后的效果 

  

东京全日空酒店的节能措施取得了下述效果。 

〈包含改造工程的整体效果〉 

削减量：  80,000GJ 

削减金额 ： 8,600万日元 

削减率 ：  20.8％ 

 

（上述内容中改造工程以外的运用改善效果） 

削减量 ：  30,000GJ 

削减金额 ： 3,400万日元 

 

2003 年度能源使用量的变化 

图 5-1  2003 年月度能源使用量的变化 



 

 
  

6. 总结 

  

在节能研究上，酒店这种设施具有潜在的很大余地。但对酒店而言，室内环境哪怕变差一点点也不行，难

以适当地运用。即使进行节能改造工程，如果不能适当地运用设备，大多都得不到充分的效果。我们判明：在

设备运用程度较难的酒店里，“确立运用阶段的随访跟进体制”和“利用 BEMS 数据的 P-D-C-A循环的实践”

非常重要。 

东京全日空酒店事例在获得国库补助金后采取的节能措施超过了原节能改造工程范围，我们想强调它获得

了发展为大范围运用改善措施的成效。 

 

  

7. 今后的计划 

  

〈活动的持续与向所有连锁酒店的水平推广〉 

东京全日空酒店将继续展开随访跟进工作，并进一步地实现节能、降低成本。 

另外，2002年在广岛全日空酒店、成田全日空酒店，2003 年在金泽全日空酒店、博多全日空酒店积极地

推广了利用 NEDO 国库补助金的BEMS。对于这些酒店，我们将与东京全日空酒店一样水平展开随访跟进工作。 

〈对连锁酒店外提供信息〉 

有些公司不像本公司具备连锁结构，难以积累这样的节能技术诀窍。因此从防止地球温室化的观点出发，

本公司并不打算把这些节能知识由个别企业独占，而是希望由包括竞争企业在内的大家来共用拥有。 

 

  

 

节能中心会长奖 |  

 

 
 

Copyright(C) ECCJ 1996-2010  

 

 

2003 年度实际值 

图 5-2 1990 年以后能源用量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