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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村村冬冬季季取取暖暖难难题题有有新新解解
物物联联网网太太阳阳能能采采暖暖系系统统可可多多得得 4400%%热热量量,,同同时时降降本本 3300%%

■■本报记者 苏南

“去年 10 月份安装好的太阳能取暖设备系统， 在刚
刚过去的采暖季发挥了大作用，300 平米房屋每月供暖电
费平均才 600 元。 ” 家住北京市顺义区吴大鹏日前接受
《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我从网上看到北京
理工大学学生研发的太阳能云控器为核心的太阳能采暖
解决方案，觉得可行，就慕名安装。 ”

与吴大鹏一样，曹妃甸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刘海景
也是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后，为父母安装太阳能取暖设
备系统的。 这款被网友们慕名安装的太阳能采暖设备，
是近日刚刚获得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全国决赛金奖的“基于物联网的太阳能采暖管理
平台建设”。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于物联网的太阳能采暖管理平
台建设”项目是由北京理工大学从 2020 年开始立项研究，
目前网页上咨询评论上百万条，已累计落地 400 套太阳能
采暖设备系统。

■■ 西北农村采暖问题严重

谈及研究太阳能采暖系统的初衷，2020 数学与统计学
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赵雅琪告诉 《中国能源报》 记者，
“2019 年 11 月团队前往山西省方山县胡堡村调研时，走进
村民尹爷爷家中， 寒冷的冬季屋内竟没有比屋外暖和多
少，尹爷爷告诉我们‘燃煤费用太贵舍不得烧，能挨过去就
挨过去’。 为详细了解当地取暖情况，我们迅速在方山县附
近展开调研。 ”

西北乡村地区由于位置偏远、 管道等基础设施落后，
燃煤仍然是主要的采暖方式。 据了解，当地农民一家每年
的采暖需要 2 吨煤，费用近 3000 元，已占到可支配收入的
30%以上。 2020 年前后不断飙升的煤价使得整个西北地区
的乡镇企业和村民家庭都陷入了采暖困境。

“在方山县附近的一家鲈鱼养殖中心，煤价上涨导致
其营收骤降，周边产业规模急剧减小，造成大范围的农民
失业。 这些严峻的采暖现状深深触动着我们，从那时起，
为西北乡村送去温暖的种子便慢慢在内心萌芽。 ”赵雅琪
说，“我们调研内蒙古、宁夏、甘肃、山西等多个西北农村
地区后发现， 西北地区缺乏可行采暖方案， 采暖基本靠
扛。 ”

西北地区大多为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 二类地区，光
能直接转化为热能可以提供充足热量供暖，经过初步考虑
与调研，赵雅琪和团队采用了这种绿色清洁、持续稳定的

可再生能源。

■■ 新思维解决掣肘难题

不过，传统太阳能有一个缺陷，那就是“看天营
业”，在无太阳光照射条件下系统性能就会大幅降
低，需要电辅助加热。 与此同时，市面上家用太阳
能采暖设备效率低、温控差、成本高，每个痛点都
严重制约着传统设备在西北地区的大面积推广。

上述难题摆在团队面前，赵雅琪介绍，最初想用
最好的设备达到高效率，但效果差强人意，高昂的成
本无法在乡村普及。 如何保持高效率的情况下大幅
度降低成本便成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团队成员
不断实验，研究传统系统的供热方式，并与指导老
师持续地交流，终于发现了突破口。 “通过引入物联
网模块， 依托云端稳定准确的算力实现智能蓄热，
夜晚将热水回流， 并精准地在第二天日出时上水，
多吸收获得 40%的热量，同时，自动追光算法的引入，还可
以将成本下降 30%，经不断的迭代与试点，可以实现稳定持
续的供暖供热。 ”

2019级信息与电子学院王一飞向记者介绍， 在尝试利
用互联网授时和多维传感器信息解决白天精确上水的技术
难题时，由于一直寻找不到合适的判定参数，导致实验屡次
失败，炸管频发，前前后后经历了 100多次实验的失败。

“同学们利用所学知识，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应
用到太阳能采暖系统设备的研发中，极大提高太阳能的利
用效率，降低设备成本，非常适合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推广
和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指导老师李东伟
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太阳能的应用有着广
阔前景，国家能源局也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在采暖领域
鼓励“太阳能+”的推广和应用。

■■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我们支持学生探索研究太阳能采暖系统， 不以盈利
为目的。 目前，我们在农村做了很多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用户普遍反馈可以节能 70%以上。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
与电子学院党委书记崔嵬对《中国能源报》记者坦言，“太
阳能设备采暖系统存在初装费偏高的问题，70 平方米大约
5000 元左右，农民还是有顾虑。 我们希望与政府、银行开展
更多合作，通过分期还贷等形式服务乡村振兴。 下一步，我

们重点要把产品原理和使用年限、投资回报率等问题讲清
楚，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 ”

记者采访了解到， 北京理工大学太阳能采暖项目在
“温暖乡村”“富裕乡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山西省，与
方山县胡堡村合作共建清洁能源采暖示范村，为 150 户村
民安装太阳能采暖设备系统， 室内温度维持 18 摄氏度以
上；在内蒙古自治区，为乌兰察布四子王旗安装了 107 座
净水机房太阳能供暖防冻项目。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清洁供热分会副会长陈讲运
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太阳能取暖有广阔
的市场，我们测算，太阳能供热市场规模可达万亿级。 例
如，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的智能化太阳能采暖控制技术，除
了可以为老百姓取暖，还可以不断扩展应用范围。 养鸡场
供热、鲈鱼养殖、花卉养殖、水泥等各种场景都能应用。 目
前，学生们正在研究太阳能恒温水槽，给河北省养牛户提
供更好的应用解决方案。

李东伟对记者表示，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虽然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存在很多先天性的问题，譬如，如
何协调学习和创业的难题。 北京理工大学孵化器给了同学
们很多支持， 未来如何把事业做大做强仍摆在他们面前。
“我们希望通过太阳能取暖项目，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
让学生们对能源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今年还有新的队员
加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项目团队又能研发出新的突破
性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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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钢铁工业减碳及绿色转型升
级的需要， 我国正在实施电炉短
流程炼钢高质量发展引领工程，
促进废钢资源高质高效利用，电
炉炼钢正在迎来快速发展期。 按
照 《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到 2025 年，电炉
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比例将提升
至 15%以上。

企业要及早布局应对

“此次欧盟推出的 CBAM，
作为世界上首个碳关税政策，确
实撕开了一个口子。美国、英国、
韩国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考
虑 CBAM 的模式。 毕竟不少国
家都承诺了净零目标，需要推动
能源和工业行业的减排。 ”秦炎
表示。

秦炎表示， 虽然 CBAM 初
始阶段覆盖的行业并不多，也不
纳入间接排放，暂时对中国出口
影响不大。 但是，欧委会也会陆
续讨论扩大 CBAM 的覆盖行业
和范围， 以及纳入间接排放等。
“如果欧盟逐步加码， 加之欧盟
碳价继续上涨，再过 5-10 年，对
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也会随之
加大。为此，需要提高警惕，关注
CBAM 等政策的同时，继续推动
行业减排，更好应对国际间碳关
税问题。 ”

对此，秦炎建议，中国的工
业企业应尽快纳入国家碳市场，
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数据报送和
核查体系，为更好地应对类似欧
盟 CBAM 等政策做好准备。 与
此同时， 要持续推进减碳措施，
完善优化工艺流程，提高绿电的
使用水平。

吴必轩表示， 除了 CBAM
外， 还要关注欧盟相关的绿色法
规。 “例如，比起 CBAM 碳关税，
欧盟新电池法规等绿色‘门槛’更
为紧迫。 ”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 延庆赛区的酒店太阳能设备为运动
员提供生活热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