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中制冷项目越来越多

正在建设的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未来将有约20栋建筑采用集中供冷。
负责该区域集中供冷的深圳市前海深
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建平告
诉记者，目前正在研究确定供冷装机
规模和冷站土建工程建设模式。

区域集中供冷，是指在一定区域
内设置集中的制冷站制备冷源，替代
各个建筑自建的分散制冷系统，通过
输配管网将冷冻水输送到各建筑的末
端风盘系统。

“这两年感觉集中制冷项目越来
越多了。”广州珠江新城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滕林说。自2010年起，公司为
广州珠江新城核心区区域内广州地铁
APM线、广州图书馆、广州大剧院、周
大福金融中心等16个用户提供集中供

冷服务。
作为拥有运营集中供冷项目实战

经验的专业人士，滕林近年来常被邀请
作为相关项目的顾问或评审。“广州国
际金融城起步区、广州南沙明珠湾、广
州南站中央商务区、深圳大铲湾腾讯
全球总部、深圳小梅沙片区等，大湾区
里有很多新增的区域集中供冷项目。”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区域能源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白首跃告诉记者，近年
来，每年新增规划的集中供冷项目都
在增加，2021 年新增 60 个、2022 年新
增70个、2023年前7个月已新增80个。

中国区域能源大数据云平台的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处于规划、建设
和运营等各阶段的供冷面积在 50 万
平方米以上的集中供冷项目已近 800

个，其中实际投入使用的项目已经超
过150个。

海南三亚海棠湾、湖南长沙梅溪
湖国际新城、河北雄安新区、山东济南
CBD、重庆江北城 CBD、四川天府新
区天府总部商务区……从南到北、从
东到西，集中供冷项目遍布全国多
地。很多地方还将集中供冷和集中供
暖整合在一起，提高管网利用效率，节
省重复建设成本和空间资源，打造冬
暖夏凉的室内舒适场景。

白首跃说，近年来，随着集中供冷
越来越受到关注，三峡集团、国网综
能、中国燃气等国内企业，以及法国电
力、新加坡能源等国际企业纷纷进入
集中供冷领域，年行业投资额超过
1000亿元。

“双碳”战略为集中供冷带来发展机遇

业内人士普遍感受到，我国实施
“双碳”战略后，集中供冷行业出现明
显加速发展态势。集中供冷相较于中
央空调，不仅高效节能，还有错峰降
容、集约用地等优势。

——节能减碳效果明显。济南能
源投资控股集团总经理张学谦说，根
据测算，区域供冷系统比各建筑单独
设置中央空调节能约12.2％。广州珠
江新城核心区使用集中供冷后，每年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983吨。深圳
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暖通专业委员会
会长李雪松表示，随着国家“双碳”战
略执行力度增加，地方政府和社会对
集中供冷项目的建设投资热情明显增
加。

——降低电网负荷缓解“电荒”。
过去几年，部分省份出现“电荒”问题，
大规模缺电使得一些地方不得不采取
限电措施，给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日
常生活带来影响。

集中供冷普遍采取冰蓄冷技术，
利用夜间低谷期的富余电能制冰并蓄
存起来，到白天将冷量释放输出。借
助对电力负荷的“移峰填谷”效应，可
以平抑电网峰谷差，提高发电设施运
转的整体效率，减少电厂和电力输配
系统的建设规模。傅建平说：“夜间多
用电、白天少用电，不仅可以降低系统
运行费用，还可使深圳前海区域内少
建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

——提升土地空间利用率。专家

介绍，区域集中供冷比自建中央空调
供冷的土地利用率高。自建空调供
冷，每栋建筑都需要设置大面积的制
冷机房，并在顶楼建设冷却塔。区域
集中供冷则将制冷机房和冷却塔集中
附建在公交场站等公共空间的地下和
楼顶，实现土地复合利用。建筑内节
省的机房和冷却塔空间，可以进行商
业化利用；并且，集中供冷可以利用不
同用户之间的错峰用冷需求，降低制
冷装机总量。

以广州珠江新城核心区为例，16
个集中供冷用户单独装机量需达到
6.2 万冷吨，而采用集中供冷，装机量
只需4万冷吨，削减了30%以上的设备
装机量。

是否会大面积推广？

目前，集中供冷多落地在新建的
办公区域，未来是否会进入寻常百姓
家？

由于集中供冷并非刚需，大面积进
入寻常百姓家还有较大困难。滕林说，
对于已建成的住宅，原本各家已经安装
空调，集中供冷要二次改建，需要重新
铺设管道。改建成本过高“劝退”了大
部分用户。而受制于建筑标准、民商用
电价差异等因素，在相关部门没有进一
步明确政策的情况下，新建住宅要接入
集中供冷，也存在一定难度。

滕林说，由于未收取设备接入费，

其公司收取的计量冷价除了包括电
费、人工费、维修费外，还包括设备的
折旧费和资金利息，“所以实际支付冷
费的物业公司都认为，相对于中央空
调，使用集中供冷冷费更贵”。

白首跃说，以往集中供冷项目集
中在新开发的商务中心等高密度开发
区域，一方面是在政策没有倾斜和补
贴的情况下，必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
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受制
于供水温差限制，集中供冷范围一般
在半径1.5公里以内，无法像集中供热
可覆盖半径20公里以上的范围，使得

单一冷站可服务范围较小。
此外，集中供冷虽然从宏观经济

性角度能效更高、价格更低，但不同的
项目和使用场景，收费价格不同。如
果区域内多数用户都使用供冷服务，
分摊费用不高，但如果用户使用比例
不高，分摊费用会较高。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城市践行“双
碳”战略有效路径之一，随着技术不断
升级、政策不断倾斜发力，集中供冷将
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步入快速、有序
发展的轨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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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
到，24 日，随着热滑试验车平稳停靠在
景德镇北站，由中国铁建电气化局承建
的昌景黄高铁江西段顺利完成接触网
热滑试验，为即将开展的联调联试奠定
坚实基础。

接触网热滑试验是指在铁路接触
网带电情况下，通过试验列车受电弓的
滑行，精确检测接触网与受电弓的弓网
关系，检测受流网压等参数，确保高铁
供电设备达到联调联试条件。

此次昌景黄高铁江西段接触网热
滑试验时间为8月21日至24日，利用3
班测试车分区段、分区间进行。试验车
以最高时速60公里的运行速度从景德
镇北站开始试验，整个试验过程平稳顺
畅，接触网受电良好，各带电设备运行
正常，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试验圆满
成功。

昌景黄高铁西起江西南昌，经瓷都
景德镇，东至安徽黄山。线路全长289.9
公里，其中江西段 200.3 公里，安徽段
89.6公里。昌景黄高铁建成通车后，将
串起皖赣两省丰富的文旅资源，形成江
西连通长三角又一条高铁大动脉。

多地加速集中供冷，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今年夏天，多地持续

高温。不仅南方“火炉”
城市继续炙烤模式，西北
和东北的传统避暑之地
也备受高温考验。在此
背景下，制冷如何更加高
效、环保的话题引发公众
关注。

记者发现，多地正在
加 速 探 索 区 域 集 中 供
冷。与集中供暖相比，这
一方式是否会大面积铺
开？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集中供冷 新华社发

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
将于9月8日启动

新华社杭州8月24日电（记者 胡
佳丽 崔力）24 日，杭州亚运会倒计时
30 天新闻发布会在主媒体中心新闻发
布厅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杭州
亚运会火炬传递将于9月8日在杭州启
动并在浙江省11个地市进行传递。

据悉，杭州亚运会报名工作已全部
完成。经最后一次报名确认，亚奥理事
会45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均报名参
赛，运动员人数为12417人，随队官员人
数为4975人。

杭州亚运会56个竞赛场馆、31个训
练场馆全面建成并顺利通过赛事功能
验收，各场馆赛事器材已全部调试到
位。一个亚运村、五个亚运分村和三个
运动员接待饭店均已具备入住条件。

根据第三次报名情况，杭州亚组委
按照亚奥理事会意见对竞赛项目设置
进行了最后一次更新，杭州亚运会最终
将设置 40 个大项、61 个分项、481 个小
项。40个大项中，29个项目为参照巴黎
奥运会设置的奥运项目，11个非奥项目
涵盖了亚洲各地区特色体育项目。杭
州亚运会总赛程、单元和小项日程已经
确定，本月底将公布最终版总赛程和单
元赛程。

为实现打造首届碳中和亚运会的
目标，杭州亚运会碳中和工作按照《大
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等有关
规定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人
人1千克 助力亚运碳中和”活动目前已
有1.06亿人次参与，“我为亚运种棵树”
活动已有1800余万人次参与，植树4800
余万株，建设亚运碳中和林26片。

昌景黄高铁江西段
顺利完成
接触网热滑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