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洁能源岛”建设
催生零碳建筑新需求

“重返绿水青山，是海南省建设国际旅
游岛最明显的优势，因此，绿色发展是近二
十年来海南省一直坚持的发展理念。 ”海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联伟在会上
如是介绍。

为深入推动海南省绿色可持续发展，

《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海南能
源综合改革方案》 等一系列绿色低碳转型
的政策密集出台。 其中，《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将海南
建设成为清洁能源优先发展示范区， 建设
海南清洁能源岛。 这也是全国 4 个国家级
生态文明试验区中唯一一个清洁能源优先
发展示范区。

特殊的能源发展定位， 使得海南省在

各领域绿色发展方面不断加码。 尤其在绿
色建筑领域，推广面积呈倍数攀升。据海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处处长陈永
富介绍，海南全省装配式建筑项目从 2017
年零起步一路攀升至 2020 年上半年的 842
万平方米，增长迅速。

据刘联伟介绍， 作为尚处开发建设之
中的自贸港，未来，海南省将会有大量的建
筑需求。面对打造清洁能源岛目标，海南省
推进绿色建筑步伐也逐渐由装配式建筑向
低碳建筑、零碳建筑迈进。

今年 2 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就在
其印发的 《零碳新城建设工作方案》 中提
出，发展低碳建筑，推动提升建筑能效，以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为指导，形成零
碳发展特色模式， 实现绿色低碳建筑系统
化设计、智慧化管理。

海南特色“零碳建筑”
仍待探索

记者了解到， 虽在推行装配式建筑领
域小有成效，但发展低碳建筑、零碳建筑仍
是海南省绿色建筑推行的软肋。

“零碳、低碳建筑建设需因地制宜，当地
的气候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零碳建筑的
技术路径。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超低能耗建

筑分会副理事长、五方建筑科技集团董事长
崔国游说，海南岛全岛长夏无冬，年平均气
温为 22—27℃，昼夜温差小，太阳光辐射能
力强， 且全岛海洋气流受中部山地阻隔，使
得省内各地降雨蒸发都各不相同，形成东西
南北中五个微气候区域，分别为北部半湿润
区、中部山地湿润区、南部半干旱半湿润区、
西部半干旱区和东部湿润区。

“冬季时，北部的寒流被阻挡在北纬 18
度线以北，北部吹着冷风时，南部的人则依
然可以吹着海风晒太阳。 ”崔国游说。

特殊的气候环境，使得海南省零碳建筑
技术路径也与其他城市有所差异。 陈永富
对此表示，我国零碳建筑实践不在少数，但
结合海南省特殊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特征，
适用于高温高湿的零碳建筑技术路径尚无
较大突破，因此，海南省内零碳建筑技术路
径和标准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建议发力高比例可再生能源
打造低碳建筑“海南样板”

“海南省处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
与广东省划界， 西临北部湾与越南相对，东
南和南边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
亚为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
合作的重要桥梁。海南省零碳建筑技术路径

与标准的探索，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
展零碳建筑具有重要意义。 ”刘联伟说。

谈及海南省如何建设特色零碳建筑，
徐伟分析称，海南省地区太阳能辐射总量
大于 5000MJ/平方米， 根据目前海南省既
有 3.4 亿平方米建筑面积， 全省年建筑能
耗总量为 121 亿千瓦时。 “根据海南省特
殊气候环境，零碳建筑应更多结合太阳能
光伏，采用多层次的建筑遮阳，以减少紫
外线照射；其次，应根据全年室内外温差
较小特性，合理确定选取隔热材料；再次，
海南省部分地区处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对
室内除湿有较高要求，这就需要建筑规划
通风设备，优化门窗通风。 ”徐伟表示，海
南省零碳建筑方案应更着手自然通风、调
节遮阳、建筑微环境和区域低碳规划的基
础上，高比例应用可再生能源，打造低碳
建筑的“海南方案”。

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副总裁范
振发介绍：“结合海南高温高压复杂气候
条件，我们正着力研究‘热带亚热带地区
的超低能耗及产能型建筑技术体系’‘岛
礁建筑模块化产能型新技术’‘岛屿型建
筑的雨水回收系统和智能遮阳系统’‘热
带亚热带建筑地区建筑防台风’等技术体
系，推动零碳建筑技术融合，满足海岛公
民特殊建筑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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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通渭县，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东部，由于
气候干旱和资源匮乏，一度是“贫穷”的代
名词，以“苦脊甲天下”而闻名。

要想发展快，全靠产业带。通渭风光资
源丰富，不甘落后的通渭人民，近年来，乘
着国家能源局定点帮扶的政策东风，大力
挖潜风、光优势，生活逐渐“风光”了起来。

“之前，我县 198 个贫困村村集体经济
几乎没啥收入，现在平均每村每年可达 40
余万元，全部是由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
分配带来的，有力助推了全县脱贫攻坚，并
将持续助力全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近日，谈起近几年的变化，通渭县发改局副
局长邢兆峰告诉记者，“我县境内正在建设
的总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通渭风电基地项
目全部投运后， 一年仅税收就可达 1.4 亿
元，将有效促进全县财税收入增长和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今，风光互补、清洁通
渭已成我县响亮‘名片’之一。 ”

大山深处“种太阳”
农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通渭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
内沟壑纵横。 过去，当地百姓主要靠种植
玉米、土豆等农作物，由于降水量偏少，只
能靠天吃饭。 如今，伴随着一座座光伏电
站、一台台风机逐渐“长成”于群山中，不仅
形成了一道别致的景观，更重要的是让当
地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

“2012 年，我县在华家岭建设了第一
个风电场———5 万千瓦华家岭一期风电项
目，2014 年总装机 200 万千瓦 （通渭境内
120 万千瓦） 的通渭风电基地规划获得国
家能源局批复同意，同年通渭县又被列为
‘全国光伏扶贫试点县’。 在这两项产业的
带动下，通渭逐步变得‘风光’起来。 ”通渭
县副县长吕忠告诉记者，“目前，包括风、光

在内的新能源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县工业经
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贡献值几乎占到全县
GDP 的‘半壁江山’。 ”

距通渭县城南部 9 公里处、占地约 33
亩的平襄镇张庄村光伏农牧业示范基地
是该县典型的分布式农光互补扶贫项目。
从山顶向山底眺望，山底处整齐分布着的
湛蓝太阳能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
生辉。

据张庄村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王忠介绍：“我们村的光伏电站， 主要采用
了桁架+农业大棚的农光互补和畜光互补
模式建设。 上面建光伏，下面种马铃薯、茄
子、韭菜等农作物，同时还在部分大棚下养
了一些牛。 ”

统计数据显示， 该电站自 2018 年 12
月建成并网发电以来，年发电量约 71.9 万
千瓦时、发电收益约 53.9 万元。 “电站产权
归村集体所有，发电收益形成村集体经济，
主要用于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 如乡村保
洁员、道路管理员。 另外，还用于奖励补助
扶贫等。 ”王忠补充道。

今年 50 岁的董庆斌就是其中的受益
者之一，作为村里的保洁员，他高兴地告
诉记者：“现在， 我光打扫打扫村里的卫
生，一年都能拿到 6000 元。 平时，再去干
点零活，手头比之前宽裕多了，日子也越
过越红火，想吃啥买啥！ ”

借“风”依“光”
趟出山区特色脱贫致富路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0 年底，通渭县
新能源企业增加值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 54.3%。

“对于一个长期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来
讲，能够达到这个数值，在以前几乎不敢想
象。 ”吕忠说。

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渭县是如何
做到的？

“我们主要靠发展风光产业，才有了今
天。”邢兆峰说，“十三五”期间，通渭县以户
用分布式、村级光伏电站、集中式光伏电站
三种模式， 共建成光伏扶贫项目 16.24 万
千瓦，累计实现发电 3.92 亿千瓦时，实现
纳税 2165 万元。

其中， 通渭县 9 万千瓦村级光伏电站
项目，带贫效果显著。项目产权按比例确权
给村集体，发电收益形成村集体经济，主要
用于开展公益性岗位扶贫、奖励补助扶贫、
小型公益事业扶贫等。

数据显示， 该电站自 2019 年建成投
产以来， 截至目前已累计实现发电 2.53
亿千瓦时、发电收益 1.69 亿元，分 18 批
实际分配公益性岗位工资、村级公益事业
建设劳务费用、特殊困难家庭补助、村集
体经济共 14195.91 万元， 每个贫困村约
71.7 万元。

“遍地生金”的光伏电站，不仅有效破
解了村级集体经济“空壳”问题，更鼓足了
老百姓的钱袋子， 近 2 万户贫困户依靠扶
贫光伏电站，一年四季有了稳定收入，2000
多名贫困农民有了电站运维的新职业。

当记者随车行驶在通渭县榜罗镇的
盘山公路上时， 蓝色的光伏发电板渐渐
映入眼帘，仿佛一片蔚蓝的湖泊。这里就
是该镇四新村 1500 余亩的集中式光伏
发电站。千亩光伏板下，还藏着大片黑驴
养殖场、油用牡丹田、蔬菜大棚等，形成
了当地独有的农光、 畜光互补的集约化
用地模式。

据邢兆峰介绍， 四新村的光伏电站是
通渭县光伏扶贫典型的集中式光伏项目之
一。 该村自然条件差，缺乏产业支撑，农民
增收困难。如今，山谷间铺满了蓝色的光伏
发电板，荒山变电站，借“光”生财，照亮了

村民们的致富路。
“自 2018 年 12 月底到现在，已累计的

发电量达到 13569 万千瓦时。”据该电站襄
晖运维部巡检员王宝龙介绍。

邢兆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 全县已
建成总投资 7.2 亿元， 装机容量 9 万千瓦
的村级光伏电站项目， 资产确权到相关贫
困村集体， 带动全县 1.8 万户贫困户实现
增收， 实现了土地利用和光伏发电效益的
最大化。 ”

若说光伏给老百姓带来了直接受益，
那么，风电则有力地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
展。 “根据测算，若通渭的 120 万千瓦风电
基地全部投产后， 年发电量可达 22.8 亿
千瓦时，年发电收入达 11.2 亿元，对提高
我县财政‘造血’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吕
忠说。

打造全国
县域能源互联网示范基地

作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县，通渭县接下
来如何更好地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对此，吕忠向记者介绍，今后通渭县将
紧紧抓住国家能源局继续定点帮扶的优
势，充分发挥新能源资源潜力，统筹开发风
能、太阳能、生物质和地热等新能源，建立
多能互补的能源结构新格局， 打造全国县
域能源互联网示范基地。

“我县致力于将新能源产业培育成全
县的新兴朝阳产业，把‘风光’产业培育成
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支撑通渭
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
的进程。 ”吕忠进一步强调。

据邢兆峰介绍，“十四五”期间，通渭县
将继续坚持能源清洁低碳发展方向， 紧盯
创建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的目标， 充分利
用通渭及周边地区风光资源优势， 建成通
渭新能源产业基地， 推进集中式商业光伏
发电、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配套发展
风机装备、光伏组件等先进制造业，促进风
（光）电全产业链发展。

在通渭县华家岭镇附近的山上， 记者
看到， 由国家电投甘肃分公司建设的通渭
义岗二期风电场第一风电场 10 万千瓦风
电项目正在紧张地吊装作业。 据介绍，该项
目于 2020 年 4 月正式开工建设，总装机容
量为 10 万千瓦，风电场设计利用小时数可
达到 1882小时。

“这是国家能源局在通渭县产业扶贫
的新能源项目，被列为 2020 年度甘肃省重
大工程项目。 目前，我们正加紧施工，争取
在 8 月 30 日前完成全容量并网。 ”该项目
负责人张爱林说。

最后，该场站负责人康渭滨告诉记者：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年上
网电量约为 18817.3 万千瓦时。 同时，每年
可节约标准煤约 6.90 万吨，每年可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约 20.7 万吨。 ”

风风光光，，让让通通渭渭县县““风风光光””起起来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胜胜杰杰

20 余项先进节能技术
支撑生态园区建设

供能绿色是一方面，建筑设计绿
色是另一方面。 据了解，科技城内所
有建筑都是按照国家绿色建筑标准
设计建设，从外墙屋顶保温、节能门
窗、 自然采光到风水变流量控制、地
板送风、LED 绿色照明、建筑智能能
耗监测，从建筑设计到末端用能共采
用了 20 多项先进节能技术， 实现建
筑“零能耗”目标。

以总部办公大楼为例，杭州源牌
科技市场营销中心经理马永祥介绍，
总部办公大楼建筑面积为 1.8 万平
方米，通过采用大型电动调节外遮阳
板， 调节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量，夏
季，总部办公楼可降低建筑空调能耗
50%左右。

而在建筑物围护结构节能方
面，记者了解到，总部办公大楼屋顶
及外墙保温层选用 100 毫米和 60
毫米半矿棉板， 提升了建筑物围护
结构的隔热保温功能； 在外墙体涂
料方面，采用专用节能涂料，改变了
墙体表面吸热特性， 将辐射到墙体
的热量反射到大气中， 使夏季进入
建筑的热量大大减少， 从而减少空
调制冷能耗及成本。

目前，总部办公大楼已取得国家
绿色建筑设计三星级认证，是青山湖
科技城园区内首个国家三星级绿色
建筑，有力推动了青山湖科技城向生
态园区发展。

“智能大脑”助力园区
电、热、冷科学调度

建筑用能的监测调控无疑是园
区实现节能低碳的又一重要手段。在
青山湖科技城内，所有设备的调度运
行都依托于一套基于云服务的综合
能源管理系统。

记者在总部办公大楼注意到，科
技城综合能源管理系统显示屏上，实
时记录了整个园区的电量分项能
耗———空调系统能耗所占比例最大，
为 43%； 其次为照明系统， 占比为
29%；除此之外，大楼内各类空调与
各楼层能耗实时数据与对比分析也
在大屏上一目了然。

据介绍，综合能源管理系统平台
可实时监测园区用电量、能耗、各系
统运行情况等数据，各类用户数据可
随时调取，并根据不同用户的需要实
现电力、空调冷热供应的科学调度。

“通过综合能源管理系统平台，我
们可实时掌控园区用电负荷， 从而设
计符合负荷需求的园区供能解决方
案，调节室内空调系统、换热站、冰蓄冷
机房、、光伏系统、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
统、排水系统等设备运行，从而制定更
加精确的用户节能手册， 加强园区节
能降碳管理。 ”马永祥说，下一步，青山
湖科技城将整合园区内水、电、气、冷、
热集中的管理与监控，通过能源“智能
大脑”，优化园区能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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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是我国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
区，亦是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为全面推进
海南深化改革，去年发布的《海南能源综合
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到 2025年，海南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将初步建立；
到 2035年，海南清洁能源岛基本建成。

全力打造清洁能源岛，离不开交通、
建筑、工业各领域的清洁低碳转型。记者
了解到，近年来，海南省发布的多项城市
绿色发展文件中，“零碳建筑 ”“低碳建
筑”等词频现，发展绿色建筑成了海南省
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抓手。

然而作为国内唯一一个热带岛屿省
份， 海南省在发展零碳建筑方面可借鉴
经验少之又少。 公开材料显示， 该省自

2013 年印发 《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
以来，截至目前，省内建成投运的零碳建
筑示范项目屈指可数， 零碳建筑的技术
路径和标准也尚未形成。 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环境与能源研究院院长徐伟表
示， 海南省零碳建筑发展尚属初起步阶
段。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持下，海南
省该如何趟出独具特色的零碳建筑技术
路径？ 近日， 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境与能源研
究院联合主办的 “2021 年海南自贸港
‘零碳建筑高峰论坛’”上，来自海南省住
建领域专家与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超低能
耗建筑分会 60 位理事针对这一议题展
开了深入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