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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城城市市副副中中心心：：低低碳碳新新城城入入画画来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胜胜杰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仝仝晓晓波波 齐齐琛琛冏冏

打造低碳能源系统标杆

“每到周末，我几乎都会带孩子来这里
玩，呼吸新鲜空气又能锻炼身体。 ”在城市
绿心森林公园（下称“绿心公园”），市民许
女士爽朗地对记者说。

谁曾想，这里曾经是一家化工厂，公园

的核心区正是原化工厂污染比较严重的地
块。 但自 2020 年 10 月以公园“身份”亮相
以来， 这里俨然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生态地标， 也成了许多市民们节假日的休
闲打卡地。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绿核”，绿心
公园规划面积 11.2 平方公里。 据北投生态
环境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绿色能源事业部部
长张岩介绍， 这里不仅是城市副中心一带
一轴交汇处的“生态绿肺”，还是探索城市
副中心碳中和路径的示范组团。

“北京城市副中心正致力于以高比例
可再生能源应用、低碳排放的目标，打造
城市低碳能源系统标杆。 ”张岩强调。

据了解，绿心公园内配套地源热泵能源
系统工程由北京华清集团华清荣昊公司实
施， 规划为公园内的全民健身中心组团、综
合管理办公中心、游客中心等七处建筑提供
所需冷、热。

近日，在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杜雨繁的带
领下，记者来到位于绿心公园全民健身中心
组团的地源热泵机房，该组团采用了地源热
泵+水蓄能的方式为建筑供冷、供热。

“为避免影响公园树木绿植，我们因
地制宜选取在附近的运河故道与河滩上，
打了 300 多个换热孔，循环水从地埋管里
‘走’一趟，就可实现与土壤的热交换。 在
冬季，把土壤中的热量取出来，提高温度
后，供给室内采暖；夏季把室内的热量取
出来，释放到土壤中去，为室内供暖或制
冷，大大降低了建筑的能耗与碳排放。 ”杜
雨繁说。

据张岩介绍，在绿心公园西北角的三
大建筑（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及共享配
套设施同样采用地源热泵系统提供所需
冷、热，预计 2022 年年底投入运行，供能

面积将达近 49 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 绿心公园采用屋顶光伏+

储能交直流微网模式， 通过太阳能发电、
储能电池蓄电，稳定地为建筑提供可再生
电力。 其光伏铺设规模达 388 千瓦，预计
年发电量约 46 万度。

为此， 北投集团还配套开发了绿色低
碳能源智慧管理平台，每个配套建筑的实
时冷、热、电使用情况，以及碳排放数据在
平台上一目了然，以此实现能耗的实时监
测与远程调控， 最大化优化能源系统运
行，实现节能低碳目标。

相关数据显示，通过采用上述地热+光
储综合能源系统，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公
园每年可节约标煤超过 5000 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1.3 万吨， 相当于约 20 平方公里
森林（1.7 个绿心公园）每年的固碳量。

光伏进入寻常百姓家

除在公共建筑上应用外，如今，光伏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老百姓自家屋顶上安装也成了
常态。

在张家湾镇姚辛庄村，记者看到，许多
屋顶上镶嵌着太阳能板。 这些村民自发建
起的一个个微型光伏电站， 不仅实现了电
力自给自足，增加了家庭收入，还为清洁能
源的普及贡献了一份力量。

村民赵元星打开手机 App 向记者介
绍：“我家刚开始先装了 10千瓦，觉得不错之
后，又在其他屋顶安装了一部分，目前总共是
48千瓦。 前两天我刚去银行取了一次光伏收
益，两个月一共 7000块钱。 这也算是光伏给
我养老了吧！ ”App上显示，自 2016年起到现
在，赵元星家已经累计发电 6.2万度，累计收

益 6.6万余元。
而在村民赵元平

家，200 块 300 瓦的单
晶高效太阳能组件被平
铺安装在房顶位置，院
子里逆变器正将光伏发电板送来
的直流电“加工”成交流电，并实时监测数据。

这些屋顶上的光伏板， 就好比一座
微型光伏电站。 “屋顶上安装的是太阳能
组件，在光照的条件下产生直流电，经过
逆变器后，转换成交流电。 ”光伏企业中
核光伏公司通州区负责人张韦豪介绍，
光伏每发一度电，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0.85 千克。

据姚辛庄村党支部支委马丽君介绍，
自 2016 年以来，该村安装了屋顶光伏发电
装置的村民已有 24 户。

记者了解到， 通州区几乎在每一个乡
镇，光伏发电都有覆盖。 “满足屋顶够大、日
照条件好这两个基本条件， 就能申请个人
光伏项目。 通州区的乡村地区每户都有独
立屋顶，面积还不小，有光伏发电的天然优
势。 ”张韦豪说。

相关数据显示， 通州区光伏发电并网
户数在 2015 年仅有 19 户，2018 年一年就
增加了 1200 户，截至目前，全区共有自然
人 3249 户、企业 67 家实现光伏并网。

绿色出行渐成时尚

除了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外， 通州区市
民的出行也越来越低碳。

“现在，我家里虽然有车，但不经常开，
若不着急赶时间， 大部分时候会选择坐公
交车。 现在城市副中心到处是绿道，坐在车

上欣赏风景，仿佛行驶在画里，赏心悦目之
余还能为环保出一份力。 ”市民崔女士说。

位于通州区九棵树东路的土桥公交场
站是北京市最大的公交车充电站， 共建设
了 64 个充电桩，有 24 个快充桩、40 个慢充
桩。 “这里共运营 40 条公交线路 294 辆公
交车， 目前场站内所有车辆均由柴油车改
为纯电动车，实现了公共交通污染物‘零排
放’。 ”据该场站负责人介绍。

不仅是公共交通实现了纯电动，出租车、
私家车的新能源使用比例也在逐渐上升。

据通州区交通局综合业务科负责人
介绍，如今，通州区共有巡游出租汽车企业
11 家，2020 年通州区到期报废巡游出租汽
车 635 辆，根据年度更新计划要求，区交通
局严格执行工作程序与标准， 有效推进巡
游出租汽车电动化进程。 截至目前，全区淘
汰到期报废巡游出租汽车 812 辆， 更新和
新增纯电动车 564 辆。

“下一步， 我们将结合通州区 2020年到
期报废巡游出租汽车更新计划，持续推进‘油
改电’工作，届时，通州区纯电动出租车辆将
占运营车辆总数超过 30%。 ”通州区交通局上
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通过出租汽车纯电动
推广工作， 进一步减少机动车的尾气排
放，促进出租汽车燃料优化调整，改善城
市副中心的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

区域供冷、供热作为现代城市集约化使
用能源的一种方式， 可为用户带来舒适、低
碳、节能的生活。 伴随国家新基建的迅速推
进，云计算、边缘计算、5G、人工智能等技术
进一步发展，能源领域即将迎来智慧型能源
的发展浪潮， 而作为最有优势实现智能、智
慧的区域供冷供热又将以何种形态面对？

湖北武汉是典型的夏热冬冷型城市，
在区域供冷供热方面， 已有多个项目、数
百万平方米的应用。 近日，记者走进湖北
武汉金融港、 软件园与北辰光谷里等地，
一睹区域智慧能源的“武汉方案”。

■■用户有了贴心的冷热“管家”

走进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
大道的武汉光谷金融港区域能源站内，灰
色与绿色的巨大管道错落有序地穿梭其
中，室内洁净又敞亮。

据介绍，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金融港建筑面积 160 万平
方米， 已开发一、 二期建筑面积 80 万平方
米。项目业态以办公为主，同时包括商业、酒
店、办公、餐饮、数据机房、体育场馆等。

据了解，光谷金融港区域供冷供热中心
及输配管网由武汉中电节能有限公司（下称
“中电节能”）负责投资、建设以及运营管理

工作。 中电节能总经理曲滨告诉记者，该能
源站夏季采用溴化锂制冷+电制冷+冰蓄冷
模式，冬季采用蒸汽供暖，蒸汽来自附近高
新电厂的余热。项目先后获得武汉市发改委
循环经济示范、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区域能源
绿色中心、系统控制中心等认定。

初夏时节，武汉的气温逐渐上升。中电
节能总经济师严胜良向记者介绍， 当室外
最高气温达 28℃以上或 8℃以下时， 开始
对园区客户提供 24 小时供冷供热；每年供
能运行 7 个月（冬季采暖 3 个月、夏季制冷
4 个月），标准时段外，结合天气进行提前或
延长供能， 运营时间做到根据客户实际进
行灵活调整， 从而满足用户正常工作日加
班、节假日加班等个性化用能需求。

区域供冷供热空调的用户体验如何？
北辰光谷里能源站客服主管唐仲芝介绍，
用户可以在室内的空调控制面板根据需要
自行设置温度，操作十分简便。由于该区域
供冷供热系统由中电节能专业运营公司负
责运营服务，用户可享受“能源管家式”用
能服务， 省去空调使用过程中的维护管理
麻烦。

■■数字化提升运营效率

在走访参观金融港 2 期能源站 、软
件园 3 期能源站与北辰光谷里能源站
中，记者注意到，数百平方米的能源站内
均只有寥寥几位工作人员身影。 数十万
平方米的供冷供热面积， 几个人怎么忙
得过来？ 原来，这几个能源站共享着一个
“大脑”———智慧能源云运营中心 （下称
“云运营中心”）。

据介绍， 目前该中心已接入中电节能
在武汉所有在运能源站的实时运营数据，
未来， 该公司拟将其运营管理的所有区域

供冷供热项目接入其中， 以深挖大数据分
析潜力， 为项目提供最大化节能增效运营
方案。

在云运营中心深蓝色大屏上，各个能源
站的日总供能量、用户总能耗、设备系统状
态等数据一目了然。 中电节能副总工程师、
智能智控中心副总经理王亦斌介绍，智慧能
源云运营中心能源站的一切运行数据都在
“云”中流动，大大节省了工作人员现场值守
的人力成本。

据介绍， 云运营中心由前端的智慧客
服系统，智慧控制系统、智慧运维系统三个
板块组成， 每个能源站都通过自动化控制
系统、能耗计量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将数
据上传到云运营中心。

不仅是信息化控制系统，更嵌入到了能
源站的运营管理过程中。 “在运营层面，我
们更关心的是能源站的 ‘身体质量’ 好不
好。 ”王亦斌告诉记者，上述系统可实时监
测楼栋的管道压差、温差、瞬时功率等，并
在用能末端监测并分析楼栋到用户的具体
需求量等情况。

“体检”之外，智慧系统还有“诊断”与
“治疗”功能。 在线实时监测系统若发现仪
表等设备出现问题， 会自动反馈给前端的
智慧客服，由其主动前去维护，避免与用户
因为电费计量等问题产生争议， 保证区域
能源供应服务质量。

王亦斌介绍，该云运营中心收录接近 50
亿条有效的数据词条，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

解析，并不断自我学习，实现更好运营服务。

■■环境、经济效益兼具

为用户带来贴心的用能服务外，区域
供热供冷的环境效益也显而易见： 外挂
机、冷却塔等室外设备消失了，降低了噪
声污染、减少热岛效应，建筑外立面美化
了，园区品质也得到了提升。

更加智慧的区域供冷供热能源站不
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且也减少了二氧
化碳排放。 经第三方认证，金融港每年每
10 万平方米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5000—
6000 吨，每年总共可减少 40—48 万吨。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利器”加持
下，区域供冷供热可精准感知用户用能需
求，做到“按需供能”，避免能源浪费，为用
户和运营方都带来了经济效益。

记者了解到，用户用能实施分户计量，
全年皆按 0.65 元/kWh 收费， 用户平均年
用能费为 55—65 元/㎡， 较常规空调使用
费降低 10—15%左右。

“武汉光谷金融港能源站自 2014 年使
用区域供冷供热能源管理系统，减少了燃动
成本， 提高了维护效率与质量， 系统 COP
（能效比）约提升 23.19%，经济性大幅提升。”
曲滨告诉记者，“目前，中电节能运营的所有
能源站项目都是有经济效益的，通过优化组
合设备、系统空间布置、提高系统寿命、降低
维护成本等，做到可持续运营。 ”

寻找最靓低碳城市“名片”系列报道（四）

供热供冷插上数字化“翅膀”

区区域域智智慧慧能能源源““武武汉汉模模式式””显显效效

武武汉汉光光谷谷金金融融港港区区域域能能源源站站

中中电电节节能能智智慧慧能能源源云云运运营营中中心心大大屏屏

左左：：绿绿意意盎盎然然的的北北京京城城市市副副中中心心
右右：：城城市市绿绿心心森森林林公公园园中中的的地地源源热热泵泵机机房房

站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幢写字
楼里俯瞰，北京城市副中心被蜿蜒的
河流、苍翠的林带所簇拥环绕，“蓝绿
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画
卷美不胜收。

据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过去 5 年，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过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 造林绿
化、蓝天保卫战等一系列举措，使区
域环境得到了明显改观———

天更蓝了，2020 年， 北京城市副
中心 PM2.5 年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方
米，创全区历史新低；PM10、NO2 年均
浓度分别为 68 微克/立方米 、34 微
克/立方米， 创全区有监测数据以来
新低； 水更清了，2020 年改善率达到
19.5%，全市排名第一。 污水处理率也
由 2015 年的 65%提高到 2020 年的
91.4%；城更绿了，城市副中心的森林
覆 盖 率 由 2015 年 的 28.4%提 高 到
2020 年的 33.02%， 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由 9.6 平方米提高到 19.3 平方米。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城市副中心自
2016 年“横空出世”以来，绿色、低碳
作为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贯穿于
建筑、 交通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
方面面，并将其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围
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北京城市副中
心正全市率先开展 “近零碳” 示范行
动。一座绿色宜居之城，正在北京东部
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