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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志 夏天 赵瑞希 王皓 王民

集中供冷能否进入寻常百姓家？
太原市热力集团总调度室主任石光辉
说，居民用户的用冷需求个性化较强，
集中供冷一般不好满足。同时，用户
数量、入住率、使用时间等都是影响集
中供冷进入居民区的重要因素。对于
已建成建筑，由于二次改建的费用高，
成本因素也会“劝退”大部分用户。傅
建平认为，如果能找到更低成本的集
中供冷方式，未来住宅也可纳入集中
供冷范围。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区域能源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白首跃表示，与集中供

暖相比，集中供冷在我国整体还属于
一项新鲜事物。鉴于集中供冷的运营
主体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可
研究制定相关鼓励政策，以推动集中
供冷的推广使用。

据了解，山西省太原市集中供冷
项目曾于 2000年落地，涉及太原火车
站、太原市公安局等三个场所，总供冷
面积 4万多平方米，每年集中供冷时
间为 6月末至 8月末。但在运行 14年
后，因冷源电厂转型升级、供冷面积没
有增加等多种原因，于2014年暂停。

专家认为，集中供冷必须规划先

行，作为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特许经
营。在新区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同步规
划集中供冷，将冷站设备、冷却塔、供
冷管道等与产业规划、建筑规划、市政
规划匹配设计，同步建设降低建设成
本，以便在投入使用后发挥规模经济
效应。

此外，各地应根据供冷需求、经济
发展水平等因素，制定统一的收费标
准。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冷站周边
楼宇业主选择使用集中供冷功能，提高
运营商的持续经营能力，规范行业有
序发展。（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区域集中供冷”
能否有效应对高温的袭扰？

今年夏天，多地持续高温天气，

“超长待机”的酷夏令人印象深刻。

来自气象权威部门和研究专家的提

醒显示，未来我们极可能要面对地

球“越来越热”的情况。2022年的夏

天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未来或将

来临的高温天气？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济

南、深圳、三亚、广州等多个城市的

办公楼、写字楼开始探索“区域集中

供冷”。或许，“区域集中供冷”能成

为我们应对“热浪”的选项之一。

“区域集中供冷”已在多地探索实践1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济南市解放

东路的一家酒店，相比室外 36摄氏度
的高温，室内 26摄氏度的室温凉爽舒
适。这个酒店的冷气并非来自空调，
而是得益于集中供冷，它所用到的

“冷源”是两公里外的济南市南部能
源中心。

由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能源投
资控股集团建设的南部能源中心，是
目前北方地区冷热同供领域规模最大
的项目，为济南中央商务区（CBD）片
区提供集中供暖和供冷服务。从去年
开始试运行，已覆盖约 21万平方米的
供冷面积，主要服务对象为片区内的
办公楼、写字楼、商业综合体等公建用
户，预计明年将达到50万平方米。

记者采访了解到，所谓“区域集中

供冷”是指在一定区域内设置集中的
制冷站制备冷源，替代各公共建筑自
建的分散制冷系统，然后通过输配管
网将冷冻水输送进换冷站，经过冷交
换后将 7至 9摄氏度左右的冷冻水输
送到各用户的末端风盘系统。

在南方地区，由于夏季供冷需求
长期存在且量级较大，集中供冷在多
个城市兴起。作为深圳新开发的城市
新中心，前海在区域范围内规划建设
10个冷站、90公里市政供冷管网，供
冷服务建筑面积 1500万平方米，可实
现全年不间断供冷，是目前世界规模
领先的区域供冷系统之一。

“前海已将‘区域集中供冷’列为
公用事业，并纳入市政公共设施，目前
已有3个冷站投入运行，216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在使用集中供冷。”前海能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建平说。

在海南，2021 年 9 月投产的三亚
低碳智慧能源综合利用海棠湾示范区
项目，面向海棠湾区域内公共建筑提
供集中供冷服务，目前一期工程具备
130万平方米的供冷能力，越来越多的
酒店加入到集中供冷的队伍中。

此外，广州大学城、北京中关村
等区域也开始使用集中供冷模式。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
工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强说，他们
参与设计的河北大学新校区、石家庄
职教园区也采用了中央冷站。深圳
湾超级总部基地、广州金融城等不少
地方也正在前期规划或建设集中供
冷项目。

能源管网利用率提高，费用相对降低22
记者采访发现，集中供冷具有集

约用地、高效节能、错峰降容、有效避
免重复投资等特点，比较适合在城市
CBD等商业楼宇高密度集中的区域推
广应用。

傅建平说，按照传统供冷方式，商
业和办公建筑普遍采取自建中央空调
供冷，每栋建筑都需要设置大面积的
制冷机房，并在顶楼建设一组冷却
塔。前海推行的“区域集中供冷”，将
半径不超过 1.5公里范围内建筑物的
制冷机房和冷却塔集中附建在一个公
共空间的地下和楼顶，实现土地集约
利用。

集中供冷采用的高效节能机组效
率更高，实现二氧化碳减排。济南能

源投资控股集团总经理张学谦说，根
据测算，区域供冷系统比各建筑单独
设置中央空调节能约 12.2％，一次能
源利用率更高，碳排放更低。预计济
南CBD集中供冷面积达到220万平方
米后，每年可减少大约 12万吨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在北方城市，集中供冷与集中供
暖使用同一套管网系统，大大节省了
重复建设成本和空间资源。曾任太原
市集中供冷项目负责人的赵临东说，
集中供冷启动后，供热系统的管网在
夏季也能发挥作用，提高了管网系统
的利用率。

集中供冷的价格问题同样备受关
注。经济南市相关政府部门共同研

究，济南CBD区域集中供冷的收费模
式实行“接入费+计量冷价”两部制，目
前用户普遍选择接入费每平方米 110
元、计量冷价每千瓦时 0.63元。“集中
供冷费按用冷量来结算，挂表计量。
如果不使用没有任何费用，省心又省
钱。”山东港口物流集团酒店管理公司
综合部张梓浩说。

以前海卓越金融中心为例，这
个写字楼的集中用冷建筑面积 12 万
多平方米，按照接入费每平方米 135
元和使用费每千瓦时 0.56 元计算，
用户初始投资（支付接入费）共 1711
万元，与自建相比节省了一半以上；
每年用冷费约 1363 万元，可节省约
38万元。

“前方有江豚！”24日中午12时许，长
江洞庭湖口，粼粼波光中不时出现几个形
似“轮胎”的弧形黑点，时而喷水换气，时
而随浪追逐，长江江豚科学考察队目视组
记录员龚海波兴奋地喊出了声音。

继 2006年、2012年、2017年之后，农
业农村部19日在长江中下游南京、武汉、
荆州同步启动第 4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
学考察。这也是长江实施全面禁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颁布施行后，
首次开展长江流域物种系统调查。

来自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
的“90 后”科研人员龚海波有幸参与其
中。连日来，在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
监督管理办公室组织下，20余家科研院所
和相关单位的 120多名人员采取分组分
江段同步实施的方式，对长江中下游干
流、洞庭湖、鄱阳湖及部分长江支流江段
展开了“拉网式”搜索，开展长江江豚种群
数量及分布考察、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和
未通航汊江江豚种群及栖息地调查等一
系列工作。

“与以往相比，此次长江江豚科考在
考察范围上更广，船只、人员投入更多，考
察技术也有所创新。”长期从事江豚研究
和保护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郝玉江介绍，除了目视、被动声学
等常规手段，此次科考还增加了自动影像
辅助系统（VAOS）、水环境采样（eDNA）等
技术，便于更准确地考察长江江豚种群分
布情况及栖息环境情况。

郝玉江介绍，从目前的科考结果来
看，长江江豚的分布模式整体呈现相对集
中、散点分布的特点，和2017年的情况接
近，未发生显著变化。

“此次洞庭湖口发现的是较大的一个
江豚群体。”作为科考队目视组记录员，龚
海波有着相对直观的感受，“值得注意的
情况是，科考过程中，江豚‘子母同框’的
情况较多，这说明江豚家族可能在发展壮
大，但整体数量仍待后期计算分析。”

脑袋圆圆，前额凸起，嘴巴上翘好像
在微笑，长江江豚被称为长江的“微笑天
使”。2017年的科学考察结果显示，长江
江豚数量约为 1012 头，种群极度濒危。
随着长江大保护逐步深入，作为长江生态
系统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长江江豚近年
频频现身，“江豚逐浪”成为长江沿线许多
城市的一道风景。

“本次科考将全面掌握长江江豚种群
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环境现状，整体评估其
种群数量、结构及变化趋势，科学分析长
江江豚致危因素和保护措施效果，为制定
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提供依据。”农业
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资
源环境保护处处长娄巍立说，摸清长江江
豚“家底”，才能采取更完备的保护，让母
亲河的“微笑”更好绽放。

（新华社武汉9月24日电）

第4次长江江豚
科学考察直击
□ 新华社记者 李思远 谭元斌 肖艺九

科考人员在湖北石首水域进行观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