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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市市大大脑脑””赋赋能能生生态态海海淀淀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昌昌平平绘绘制制绿绿色色低低碳碳发发展展新新画画卷卷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胜胜杰杰

通过智能识别技术，小区内的风向、风速、PH 值，
日处理生活垃圾量、用电量、楼房空置率、独居老人状
况、电梯运行情况等都可以实现精确监测……

在北京市海淀区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挥中心智
慧社区平台大屏幕上，清晰显示着某小区常驻人口总
数、实有车辆总数、当日垃圾总量等数据。 现场工作人
员随机点开该小区某单元楼信息条框， 每层户型、入
住率、住户年龄占比等信息一目了然，让记者不禁感
叹：“在海淀区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挥中心，只有想不
到，没有看不到。 ”

据介绍，该中心是北京以海淀区为试点，打造的首
个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挥中心。 占地面积 1800 平方
米，于 2019 年 4 月正式运营。 中心围绕“城市管理、公
共安全、智慧交通、生态环保”四大板块，利用感知神经
网络部署、数据采集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了海淀区
能源、智慧社区、生态环保等各领域的管理智能化。

电力大数据领携智慧能源

中心智慧能源板块大屏幕上，几组柱状图、饼状
图整齐罗列，海淀区域内电力运行情况清晰呈现。

用电量数据方面， 海淀区今年一季度用电量为
42.16 亿千瓦时， 二季度用电量为 35.49 亿千瓦时；海
淀区产业用电占比方面，今年 7 月，第三产业用电量
占比最高， 为 76.90%， 第二为城乡居民用电， 占比
15.75%，其次为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用电；区域总体
用电方面，今年上半年，海淀区总用电量为 77.65 亿千
瓦时，总用电量位居北京市第二，总度电产值为 75.38
元/度，位居北京市第一。

屏幕右上方，清晰罗列着海淀区内各行业用电排
名。 比如 7 月，公共服务业用电占比最高，为 4.3 亿千
瓦时，房地产业排名第二，用电量为 1.9 亿千瓦时，其
次为金融业，用电量为 0.4 亿千瓦时。 “除此之外，海淀
区城市大脑还可对区域内进行整体用电统计，结合用
电现状和经济数据，预判未来用电预期及经济结构走
势。 ”现场工作人员说。

“通过与国家电网提供的电力数据联动，海淀区城
市大脑打造的智慧能源平台， 可实时回传海淀区域内
整体用电数据，监测区域内整体运行情况。 ”海淀城市
大脑工作专班副主任巩振文说。

巩振文表示，“未来海淀城市大脑会陆续实现水、
电、气等多种能源监测，通过增加横向维度，助力各能
源部门精准执法。 ”

精细化管控助建生态海淀

除“智慧能源”板块外，海淀城市大脑还设立了
“生态环保” 板块， 实时监测区内大气污染防治、

pm2.5、二氧化氮、臭氧、水质污染运行数据。
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平台显示， 海淀区

pm2.5 年累计 3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 微克/立方
米；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190 天；臭氧超标天数为
27 天。

“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平台充分借鉴了
生态环保部热点网格技术， 在整个海淀区范围内
部署了 198 套大气监测站点， 利用大数据、AI 技
术， 融合卫星遥感， 实时监测海淀区域内空气质
量。 ”巩振文说。

针对移动源进行精准监管是大气污染防治精细
化管控平台的又一亮点。 “针对汽车尾气排放，平台系
统铺设了超 1200 个道路微卡口及 9000 余个道路探头
设备，监测车辆尾气排放情况，目前，我们已累计监测
超 5 万次各类机动车。 ”巩振文说。

除此之外，通过建立重点企业与环境污染分析模
型，平台还可实时监测重点企业碳排放数据。 记者了
解到，平台可智能分析企业 24 小时碳排放趋势，从而
有效遏制高能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城市治理大脑 2023 年基本建成

能源、环保之外，智慧社区亦是城市大脑必不可
少的部分。

在智慧社区平台，记者清晰看到海淀区北坞嘉园
北里小区的实时监测情况：pm2.5 为 3 微克/立方米，
风速为 0.3 米/秒，实有人口 5639 人，其中北京本地人
数量占比 48.84%。

巩振文介绍，“城市大脑智慧社区平台可精细化
管理到社区内的每一梯、每一户，通过实时数据传送
与事故提前预警机制，保障社区与居民安全。 ”

智慧社区是城市大脑实现城市智能化管理的一
个缩影。 “目前，海淀城市大脑探索的应用场景数量
约为 55 个，处起步阶段，属弱人工智能时代。 ”巩振
文说，当前，海淀城市大脑通过集成污染防治、生态
环境质量提升、环境风险等，正加速构建生态环境态
势感知网（一网）、生态环境数据资源池（一池）、生态
环境成效图（一图），以及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应用（N
个智能应用）“1+1+1+N”体系，为提升区域生态环境
质量提供决策支撑。

记者了解到，未来，“城市大脑”的运行将全面提
升海淀区新型智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到 2023 年，我们要把城市
治理领域的城市大脑基本建成，在此基础上，再逐步
向教育、文化、卫生、服务各领域拓展，从当前的区域
大脑概念，发展到真正的城市治理大脑，进一步打破
信息孤岛， 助力构建高效的海淀区域治理生态体
系。 ”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郝晓军说。

低碳虚拟骑行、智能分类垃圾桶、低碳望远镜
……“十一”前夕，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温榆河公
园·未来智谷正式开园内，处处体现着“碳中和”理
念。 这是昌平区全力打造的北京市首个“碳中和”主
题公园。 如今，行走在昌平各地，时不时就能感受到
低碳建设带来的“绿色福利”。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昌平区立足区域优势和产
业基础，把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作为转方式、调结构、
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 充分调动和发挥驻昌高
校、环保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能源谷”，
走出了一条“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跨越提供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能源央企聚集
为低碳昌平提供强劲动力

9 月底，一场聚焦能源低碳转型助力“双碳”主
题的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在北京市昌平区未来
科学城举办。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书记甘靖中在会上说:
“昌平辖区内聚集了大量能源央企， 仅去年一年能
源产业收入就突破了 1800 亿元， 成为北京市能源
企业的主聚集区，在落实降碳目标上具有良好的基
础和巨大潜力。 ”

据介绍， 作为国际科创中心主平台之一的未来
科学城，处在“三城一区”连接点上（“三城”即中关村
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一区”即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 170.6平方公里，研发产业
聚焦“两谷一园”区域，即东区打造能源产业战略支
撑点，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谷”；西区打造医
药健康产业发展“核爆点”，建设具有全球领先水平
的“生命谷”；并建设沙河高教园将其打造为科教及
产业融合新城，建设以高校为依托、产学研用一体化
的创新体系。

其中，东区的“能源谷”是支撑北京市高质量
发展重要的增长极。 目前，“能源谷” 核心区已聚集
300 余家能源企业。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
“能源谷”先进能源产业实现收入超过 1500 亿元，同
比增长 50%。

紧抓降碳目标机遇，“能源谷” 围绕能源转型的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带动产业发展收入跨越式增长。

例如，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一个
30 人的小部门，在 2019 年合同额只有 200 余万元，
2020 年合同额就暴增至 4000 余万元，2021 年预计
合同额更将高达 5 亿元。

行动计划出炉
向氢能技术创新高地进发

借力北京市牵头的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城市群建设，在昌平区众多的创新产业中，氢能
发展正脱颖而出。

论坛期间，昌平区发布了《昌平氢能产业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将全力建设全球领先的氢能技术
新高地、 京津冀氢能科技示范和高端装备制造先
行区，打造“科创氢城、未来氢城、世界氢城”。

依托该行动计划，昌平将成为继延庆和大兴之
后北京又一个发展氢能项目的重点区域。

根据行动计划，2025年， 昌平区将实现实现产业
链收入突破 300亿元；建成加氢站 10—15座，实现燃
料电池车辆累计推广 1200辆以上， 分布式能源系统
装机规模累计达到 5MW。

记者了解到，目前，入驻企业正踊跃助力昌平落
实氢能行动。 “我们在昌平未来科学城落地了氢燃料
电池核心关键部件的中试产线， 致力于在公司或周
边开展燃料电池新技术， 新产品的布局、 示范和应
用，为昌平区‘未来氢谷’等名片增添色彩。 ”国家电
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勐向记者
表示， 同时致力于在打造氢能原创技术策源地过程
中，用氢能专业知识服务周边社群，为昌平区聚集氢
能行业高端人才。

重大项目落地
助力昌平领跑绿色低碳发展

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昌平区正朝着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目标进军，致力于努力建设一批
绿色低碳清洁园区， 打造一批绿色低碳村社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向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全力擘画昌
平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画卷。

就在 9 月 24 日，国家电网、中石化、兵器工业、
国家电投等 12 个央企项目集中签约落地，计划总投
资 108 亿元，主要涉及先进能源、先进智造领域科技
创新和高精尖项目，充分发挥央地优势，支撑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能源谷”建设。

参建的央企负责人称：“签约后，我们将争取更
多项目进驻，特别是科研成果孵化企业及相关产业
化项目落户未来科学城，进一步提高建成率、使用
率、产出率、贡献率。 ”

据昌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昌平区将
在未来科学城继续布局一批突破性、带动性强的
重大项目，同步提升央企建成率、使用率和产出
率，全面拓展央地合作范围和层次，高举“能源
谷”支撑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旗帜，集中布局
碳减排、碳中和新赛道，引领昌平先进能源产业
发展，推动“能源谷”成为技术创新支撑国家“双
碳”战略实现的主阵地、北京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的“领头羊”。

“总体来看，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降碳成效，但
与目标要求相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也需要各个方面的
支持和参与。”甘靖中在论坛上抛出合作“橄榄枝”，“诚邀
国内外各路精英，特别是能源领域有识之士到昌平投资
兴业，携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谷，为服务保
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作出更大贡献”。

于今年 9 月 20 日正式开园的北京环
球度假区，国庆期间迎来了第一次“大考”。

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消息，假期前 4
天环球度假区共入园 10.5 万人， 其中 2-4
日累计接待 8 万人。 另外，360 智慧商业发
布的报告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备受关注
的游乐园 Top10 榜单中居首， 度假区热也
助推北京成为国内热门游目的地。

“人从众”式的压力测试，对环球度假
区各个环节要求都极高， 也能真正考验景
区的接待、保障和紧急处理能力。影城内欢
呼雀跃的游客们，或排队游览室外项目，或
欣赏室内绚烂的燃火表演， 亦或是享受美
食、休闲休息。这一切都离不开稳定高效的
能源保障。

三联供系统为逾 40 万平建筑
提供用能保障

节日期间， 影城的室外活动场所人头

攒动，进入室内尽管依然人声鼎沸，但体感
温度依然比较舒适。

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七大主题景区、
80 家餐饮及 30 家零售门店和 2 家酒店，总
面积超 400 万平方米， 是目前国内占地面
积最大的主题公园。 位于园区西北角的能
源站一期供能面积约 41 万平方米，并为二
期预留供应能力。

据介绍， 度假区采用多能耦合的能源
系统供能， 以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为基
础，耦合冰蓄冷技术、自然冷却技术、常规
电制冷技术和燃气锅炉技术， 实现对园区
的供电（部分）、供热及供冷。同时为打造高
能效机房，在完善自控体系的基础上，能源
站还建设了智慧能源管控平台。

“北京环球度假区能源中心自 2019 年
启动建设， 由北京燃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运营，2020 年 6 月正式开始向
园区供冷，截至目前，各项指标均达设计要
求、平稳运营，游客们感觉舒适就说明我们

的工作到位了。 ”北京优奈特能源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下称“优奈特”）建筑、结构总工
程师陶帆向记者介绍。

优奈特工艺专业设计工程师邵敏进
一步指出， 经测算项目清洁能源占比高
达 100%， 冰蓄冷装机比例超过 20%，二
氧化碳减排率达到 42% （每年 2.12 万
吨），能源站（供冷）能耗评价指标 EER＞
4.2，节能率达 30%。

北京环球度假区因此获得美国绿色建
设协会 LEED“能源环境设计先锋”金级认
证， 成为全球首家获此殊荣的主题公园度
假区。优奈特也因“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能源中心项目”获得了 2021 年度北京市优
秀咨询成果一等奖。

高效安全室内艺术燃火
开创国内先河

“灯光，摄像，开拍！ ”现场导演一声令

下，声、光、影的特效与腾空而起的火焰相
映生辉。在环球度假区的“好莱坞”“未来水
世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 等主题景区
中，都会用到“火”的特效元素。

这些充满艺术气息又兼具刺激性的燃
火表演成了入园游客的必选打卡地。 但多
数人并不知道为保障安全顺利演出的背
后，燃火所用气源供应方付出的努力。

环球度假区燃气施工项目涉及表演
区、特技效果区、餐饮区和酒店住宿区，燃
气使用功能性跨越非常大。据介绍，自火焰
特效剧场建设工程启动有相当长一段时
间， 剧场内电气防爆安全风险评估方面存
在的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燃气本身属易燃、易爆气体，在室内剧
场释放燃气进行火焰特效表演在国内并无
先例，所以表演的安全性受到北京市行政管
理部门的特别关注。 ”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
研究所燃烧应用技术研究部副部长朱禹洲
对记者表示，国内的标准体系与燃火特效剧

场现有的国外标准存在诸多不一致。
因此，如何设计出既符合我国国家标准、

有效保障安全， 又能兼顾艺术效果的燃火表
演，成了项目落地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

朱禹洲称，除室内燃烧安全外，所有涉
及管道接口的位置还存在燃气外泄的可能，
因此针对表演的特殊性与电气设备安全之
间的特点等，项目设计团队通过计算机模拟
泄漏气体可能飘散的位置， 对防爆范围划
分、等级确定的部分进行分析研究。

在北燃实业集团所属科研所、 环能科
技公司技术团队、 设计单位以及参与相关
标准编制专家的共同努力下， 对室内燃火
表演剧场内的通风、燃气设施、工艺流程、
燃气用量、防爆分区等进行研究，并结合仿
真手段模拟场景、科学论证，最终突破了燃
火项目技术难题， 并顺利完成项目施工和
设备安装任务， 为环球度假区这一北京新
名片增添了光影魅力， 也为游客带来了美
轮美奂视觉盛宴。

黄黄金金周周游游客客日日均均超超 22..55万万人人，，居居全全国国热热门门游游乐乐园园 TToopp1100之之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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