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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家在一个老旧小区，但
房间里供暖挺好，在家穿件单衣就可
以。”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唐女士告
诉记者，今年家中供暖质量很好，而
且还进行了智慧化改造。不久前，供
暖部门为小区居民上门安装了一个电
源开关般大小的白色小方盒，叫室内
温度采集器。它能测量室温，然后将
数据上传到云平台，以便供热运行人
员及时调整锅炉供热负荷，防止供热
温度忽高忽低，助力节能降耗。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是一
项民生工程。近年来，更多创新技术
投入该领域。无论是进行供热智慧化
改造，还是发展新能源供暖、推广

“煤改电”供暖等，都让冬季供暖朝
着更清洁、更节能的方向大步前进，
也为广大百姓带来更多幸福感。

提升智能化水平

如今，不少地区的供热设施完
成智能化改造，智慧供暖走进寻常
百姓家。

今冬，北京市丰台区京铁家园小
区完成智慧化供热改造，实现了“户-
楼-站-源”自下而上全过程逐级联动
供热，调控过程无需人工参与。

在一整套智慧供热系统中，控制
系统如同“大脑”。据北京热力集团
技术管理部副经理李仲博介绍：“它
就像一个经验丰富、并且 24 小时不
休息的供热站站长，通过实景数字化
模型建模，结合气象等数据信息，计
算出在不同时间，不同建筑内所需要
的供热量。”

要给“大脑”提供数据，需要依
靠很多“眼睛”。居民家中安装的室
内温度采集器就是其中一部分。此
外，各类供热设备上也加装了温度、
压力、流量及热量采集器，实时将数
据传送给控制系统。

安装在各个建筑物内供热管道上
的电动阀门等装置，则像智慧供热系
统的“手”，可按照数据计算分析后
的要求进行自动化调节。如此，就实
现了智慧供热的全过程。

“过去，我们是按照经验，通过
人工判断和计算进行分配式供热，但
往往会因为建筑物的修建年代、保温
效果的不同而造成偏差。但现在，通
过智慧化供热改造，我们真正实现了
按需供热。有的用户家中，还可以按
照 自 己 想 要 的 温 度 来 进 行 室 温 设
定。”李仲博说。

智慧供热系统不仅让百姓温暖过
冬，也实现了节能减排。今年，北京
热力集团对 2082 万平方米供热面积
进行分层次智慧供热改造，涉及锅炉
房 6 座、换热站共 182 座。涉及东
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
山、门头沟、通州、房山共 9 个区，
项目完成后预期每年节约燃气770万
标立方，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3万吨。

针对供热管网进行的巡检，同样
应用了最新的科技手段。

天津能源集团研发了“无人机+
双光热成像”智能巡检系统，及时检
测 地 面 之 下 供 热 管 网 的 “ 跑 冒 滴
漏”。天津能源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
心副主任刘焕志表示，无人机搭载红
外线热成像设备，可以从高空巡检随
时发现热水跑漏问题，与传统供热管
道查漏方式相比，不仅大幅减少了查
漏的工作量，缩短了查找时间，还能
为制定科学抢修方案提供数据依据，
极大提升了供热管网抢修效率。

在北京市地面之下的供热大网
中，则新添了一些小设备。如果人
们打开街上某个热力井的井盖，会
发现井口附近黏着两个 10 多厘米长

的白色圆柱体，这就是被称作温度
胶囊的装置。

“它们看着不起眼，其实大有用
处。”北京热力集团输配分公司供热
生产部经理韩鹏介绍，温度胶囊采用
了物联网信息技术，能让看不见摸不
着的地下热网变得透明和清晰。“两
个温度胶囊中，一个负责测量井口环
境温度，另一个负责测量井底集水坑
液位高度和液体温度。当供热管网出
现泄露时，温度胶囊所处环境温度会
发生变化，当测点数据超出上限值
时，会触发报警。然后，报警信息就
会及时推送到供热调度人员的电脑和
手机上，同时提示精准故障点定位，
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进行维修，有
效缩短隐患排查时间。”

据悉，今年供暖季，北京热力集
团在重点区域共安装了近 3000 组温
度胶囊，覆盖近1/4的热力井。

推进新能源供暖

除了通过数字技术打造智慧供热

系统，地热能、核能、风能、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冬
季供暖中，助力清洁取暖。

从去年开始，居住在安徽省凤阳
县小岗村养老院的老人们，再也不怕
冬日寒冷了。养老院住户徐胜来告诉
记者：“以前冬天取暖，只能开空
调，干燥得很，也费电。现在新装了
这个‘大空调’，一开按钮，暖风就
呼呼地出来了。在房间里活动、睡觉
都暖和，还没什么噪音，不排烟、不
排废水，真是个好东西！”

徐胜来老人所说的“大空调”，
实际上是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安徽分
公司在小岗村建设的地源热泵。

“地源热泵是利用地球表面浅层
地热资源作为冷热源，进行能量转换
的供暖空调系统。”国电投安徽分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黄云涛向记者讲
解，地表浅层是一个巨大的太阳能集
热器，其中蕴含的地表浅层地热资
源，包括地下水、土壤、地表水等，
是真正的“量大面广、无处不在”。
地源热泵的原理，就是在冬季，将地
表浅层的热量“取”出来，供给室内

采暖；在夏季，将室内的热量“取”
出来，再释放到地下。

利用这一清洁可再生资源，小岗
村养老院实现了低能耗取暖。数据显
示，地源热泵与电锅炉加热相比，可
节省2/3以上的电能；与传统空气源
热泵相比，其运行费用约为普通中央
空调的一半。

小岗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关正景表
示，目前，村中依靠地源热泵系统供
热面积为 4500 平方米，每年能为村
集体节省电费 20 万元。同时也产生
了很好的环保效益，是小岗村实现低
碳用能、建设“零碳”乡村的一项良
好实践。

在供暖时间更长的东北地区，清
洁能源同样大有作为。

11月1日，在辽宁省，红沿河核
电站核能供暖示范项目正式投运供
热，这也是东北地区首个核能供暖项
目。该项目以大连市瓦房店红沿河镇
为试点，规划供热面积 24.24 万平方
米，利用红沿河核电站汽轮机抽汽作
为热源，替代红沿河镇原有的 12 个
燃煤锅炉房，实现红沿河镇清洁供

暖，可惠及周边近2万居民。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核能

总工程师郑明光介绍，核能供热一般
是将核电厂经过高中压缸发电后蒸汽
产生的部分热量，传递给热力公司，
再经过供热管网送至终端用户。因此
核能供暖的环保效益十分显著。郑明
光认为：“如果部分区域换成核能供
暖，那么在冬季，全国的空气质量都
会得到一定改善。”

据测算，辽宁红沿河核电站核能
供暖项目投产后，每年将减少标煤消
耗 5726 吨 ，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1.41 万
吨、烟尘209吨、二氧化硫60吨、氮
氧化物 85 吨、灰渣 2621 吨，将有效
改善供暖区域大气环境。

更早前，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
县，中国核工业集团秦山核电核能供
暖示范工程已于去年 12 月正式投
运。截至今年4月，该示范项目完成
首个供暖季任务，持续安全稳定为近
4000户居民供热100天，供热价格较
过去降低了约 1/3。据估计，到“十四
五”末项目全部建成投运后，能够满足
海盐县约 400 万平方米供暖需求；相

对于南方地区的电取暖方式，每年可
节约电能消耗约1.96亿千瓦时。

在太阳能、风能资源丰富的地
区，清洁能源取暖有着更多样的选
择。例如在山西省灵丘县，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河北公司就打造了山西省首
个风电清洁供暖示范项目，2022 年
供暖季计划供热 8.9万吉焦，为 2250
户居民和220个商业用户送去温暖。

发展燃煤替代品

过去，燃煤取暖一直是冬季空气
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么，有哪些易
推行的清洁取暖方式适合替代燃煤？

生物质燃料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吉林省农安县盛德热力集团有

限公司的燃料仓库，储存的燃料从煤
炭变成了生物质颗粒。该公司总工程
师张帅介绍，这些是由玉米秸秆和稻
壳压成的生物质燃料颗粒。每年取暖
期间需要 13 万吨，可以消纳厂区附
近 50 公里内的秸秆；可供热面积达
527万平方米，占农安县供热面积的
一半以上。而将燃煤锅炉改造为生物
质锅炉后，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20
万吨、二氧化硫约 1000 吨、氮氧化
物约800吨，比燃煤节约成本1500万
元以上。

黑龙江省密山市年产秸秆近 120
万吨，当地利用这一优势打通了一
条“原材料收储—燃料加工—能源
供应—有机肥销售”的秸秆循环再
利用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6万吨
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基地已完成试运
行，实现燃煤替代近3万吨；在产业
链中游，目前覆盖密山市 16 个乡镇
和一个社区的 43 台常压生物质供热
锅炉已建成投运，供热面积共计26.1
万平方米；在产业链下游，多方联合
将秸秆燃烧后的灰渣制成有机肥料，
实现了“取之于田，用之于田”。

“煤改电”也是广大农村地区冬
季清洁取暖的一项重要举措。

“家里暖和多了，不用天天拉
煤，不用时时添火，没有难闻的味
道。”提起“煤改电”，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通南村村民纳
彦梅赞不绝口。

2022 年，银川市兴庆区农村居
民煤改电项目总投资 1946 万元，主
要对未集中供暖的793户农村居民实
施“煤改电”。据通南村党支部书记
马建旭介绍，今年该村在392户村民
家进行了“煤改电”改造，每户改造
费用约2万多元，其中村民承担3000
元，剩余部分由政府补贴。

“过去，每户人家一冬天取暖得
烧 2到 3吨煤，按当下煤价算，一冬
天就得近 4000 元。现在‘煤改电’
后，每户每天费用大概在 16 元左
右，一个冬天下来费用能省四成。”
马建旭说，自从村民们从电价、设备
安全性和改造投入等方面，算清了

“煤改电”的“经济账”和“绿色
账”，“煤改电”在村中广受欢迎。

今年初，北京市制定了《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2 年行动计
划》，在保证群众安全取暖过冬的前
提下，进一步推进山区剩余村庄煤改
清洁能源工作。2022 年供暖季，有
2.1 万户山区居民通过“煤改电”工
程用上了清洁的电采暖。

北京市密云区自 2015 年积极推
动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以来，
已对 285 个村、10.16 万户实施“煤
改电”。随着“煤改电”用户增加，
取暖设备售后维护保障工作越来越重
要。为保障用户温暖过冬，今年，密
云区在位于深山区的河南寨镇、太师
屯镇、大城子镇、冯家峪镇等四地建
立“煤改电”运维镇级服务站，同时
在各村设立村级服务点，方便群众就
近报修、快速解决问题。目前，密云
区农业农村部门已建立煤改电服务监
督调度中心，还依托智能管理云平台
对村民家中“煤改电”设备进行远程
监控预警、远程维修维护等。

明年，密云区农村地区取暖“煤
改电”工作将进入收尾阶段，计划完
成剩余41个村庄1.6万户的改造，届
时，密云农村地区将基本实现取暖

“无煤化”目标。

冬季清洁取暖技术不断创新

百姓家中更暖，户外天空更蓝
本报记者 李 贞

图①：冬季供暖以来，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液化天然
气） 接收站满负荷运行，保障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图为12月1日，“中能
北海”号LNG运输船开始接卸作业。 王 军摄 （人民图片）

图②：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地源热泵泵房。 （资料图片）
图③：12月 2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油城热力有限公司组织专业人

员对辖区供暖设施巡检，确保供热安全。 刘智峰摄 （人民图片）
图④：11月1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供热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监

测供热系统运行情况。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图⑤：11月20日，工作人员在甘肃省敦煌市高比例新能源供热示范项

目锅炉厂房巡检。 张晓亮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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