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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三级协会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热能动力分会/全国区域能源专业委员 

• 2012年 《区域能源》期刊创立 

• 2014年 产业联盟 

• 2015年   -二级协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全国区域能源专业委员 

          《中国区域能源可持续发展建议书》 

      

 

恭祝全国区域能源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年会 



议题内容： 

1、中国的能源目标 

2、区域能源和区域供冷 

3、蓄冰对区域能源的贡献 
 



中国能源使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能源可持续发展建议书》 2015 

能源综合效率（投入/产出）： 
中国：36.8%  
全球平均值：50% 
国际先进和发达国家：70～80% 

“中国能源消费占全球总量的21.5%，创造了全球
GDP的12.3%”－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一次能源 煤 

% 
石油 
% 

天然气 
% 

非石化 
% 

总计 
% 

“十一五” 70 17.4 4 8.6 100 

“十二五” 65 16.1 7.5 11.4 100 

2020年 62 13 10 15 100 

2030年 20 

中国各阶段能源目标  

数据来源：《国务院关于印发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4.11) 

＊能源供应方式变革：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碳排放目标 
指标  “十二五”目标  

（2015）  现状  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 （2020）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  

比 2010 年累计降 低 
17%  

2014 年比 2005 年累
计降低  33.8% ，比 
2010 年 降 低 约 
17.23%  

比 2005 年下降 40%-
50%  
 
即相当于比2010年再
降低8%左右 

＊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4.1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冷热电 
联产 



分布式能源示意图 
 

 以燃气为一次能源 

 发电机总容量≤15MW 

 一般建议 200～400万m2 



分布式能源/冷热电三联的区域供冷 
 

区域供冷时，应优先考虑利用分布式能源站、热电厂余热作为制冷能源。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能源的梯级利用是提高能效的关键 

 分布式能源平均能源综合利用率＞70% 

平均能源综合利用率 
        （总发电＋供冷＋供热）/燃气热量 

能源微网的综合一次能效率可达200%以上 
     －引自 龙惟定《城区需求侧能源规划》 



区域供冷三大消费大国： 

美国：供冷能力 16GWth（gigawatts-thermal） 

阿联酋：供冷能力 10GWth 

日本：供冷能力 4GWth 

数据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4年度报告》 

区 域 供 冷 



Beijing 

Tianjin 

Chengdu 

Chongqing 

Guangzhou 

Shenzhen 

Shanghai 

Zhuhai 

中国区域供冷分布图 
 

 广州大学城： 
                        商业0.8元/kWh 
       学校0.6元/ /kWh 
（电价：0.87元/ /kWh） 

 北方寒冷和严寒地区（至少5个月供暖期）： 
长春：居民27元/m2，经营： 34元/m2  



 截止2014年底已经运行的项目共计11个， 
 供冷能力约 900MW 
 
 2015年在建项目共计6个， 
 供冷能力约 500MW 

中国的区域供冷 

中国：通过冰蓄冷的区域供冷总能力约  1.4GWth 
数据来源：采用冰蓄冷的大型区域供冷项目 

若加上其他形式的区域供冷，中国区域供冷能力>> 1.4GWth 



中国的大型区域供冷 
规模大、负荷高 

珠海 

重庆 天津 

深圳 

能源梯级利用 
 

>>15MW装机 
  
 



冰蓄冷时电制冷主机COP降低，
单位冷量耗能约增加20～30%，狭
义“不节能”。 
发电机低负荷运行效率大幅下降 

 全年运行、全局能源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738-2014肯定 

• 调峰调谷具有积极作用 
• 满足城市能源结构调整 
• 促进减少碳排放 

“合理采用蓄冷蓄热系统” +3分 

节能 

电力日负荷(京津冀电网)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指导 

• 采用区域供冷方式时，宜采用
冰蓄冷系统 

 

冰蓄冷在区域供冷中－削峰、减排 



冰蓄冷在区域供冷中－降温提升输送 
11.0℃ 1.1℃ 

6.0℃ 

区域供冷控制供冷半径≯1.5km 
区块面积不宜＞0.5km2 

其他形式蓄能：4℃左右 



BAC的外融冰区域供冷运行实况 

芝加哥（1985～现今）－：恒定，＜1 ℃ 



蓄冷中的冰盘管区域供冷占比 

总蓄冷能力12.0 GWh 统计时间为2011年3月到2015年6月 

2,609,775 

6,485,882 

972,123 

347,840 

1,643,941 

蓄冷量 kWh 

区域供冷蓄冰量 
  2600MWh 



截止2014年底已经运行的11个项目: 
 蓄冰总量 64.3万吨时/2261MWh 

2015年在建的6个项目： 
 蓄冰总量 34.3万吨时/1207MWh 

预计未来两年拟建项目： 
 蓄冰总量 30～40万吨时/1055 ～1406 MWh 

2014年止：可实现削峰270MW，折合CO2减排27.8X106 kg 

2015年 ：可实现削峰150MW ，折合CO2减排15.4X106 kg 

2015年后：可实现削峰170MW ，折合CO2减排18X106 kg 

冰蓄冷对大型区域供冷的能源贡献 

*碳排计算以120天供冷运行保守估算 



  总 结   

• 区域能源－综合、梯级利用 
• 大型区域供冷增长迅速 
• 冰蓄冷－区域供冷的保障 
• 促进实现国家能源战略 



  欢迎莅临参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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