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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四、经济性分析 1、 初投资对比表 方案一(万元)方案二

（万元）方案三（万元） 热泵主机120热泵主机180热泵主

机320 其它设备24其它设备36其它设备58 工程改造10工程改

造15工程改造20 初投资合计154初投资合计231初投资合计398 

运行费用比较 方案一中，热泵作为调峰来用，运行时间大约

是两个月左右，同时直燃机也需要启动时间为两个月，根据

目前的甲方人员测算，大约每天直燃机花费6000元； 根据供

热系统的特点取连续运行的热指标为32Ｗ，大约热泵只承

担87000平米中的20000平米热负荷。 热泵的运行费用为：32

×20000×24×60÷1000÷3.5×0.42(大工业电价)＝11万元； 

直燃机的运行费用为：6000×60=36万元 共47万元 方案二中，

热泵的运行费用为：25.6×20000×24×60÷1000÷3.5×0.42(

大工业电价)＋30×30000×24×60÷1000÷3.5×0.42＝24万元

； 直燃机的运行费用为：4000×20=8万元 共32万元 方案三中

，热泵的运行时间同样取为两个月，热泵共承担5万平米的调

峰负荷。 热泵的运行费用为：32×50000×24×60÷1000÷3.5

×0.42(大工业电价)＝27.5万元 分析表: 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 

初投资154万元231万元398万元 冬季运行费用47万元32万

元27.5万元 其它夏季可提供部分43%的空调制冷负荷夏季可提

供部分65%的空调制冷负荷夏季可提供全部空调制冷负荷 该

种高温热泵机组的夏季出力与冬季出力基本相同。在夏季运

行成本方面，电制冷每KW冷量的制取费用约为0.2～0.15元之



间，而采用直燃机制冷，每KW冷量的费用约为0.29元，可见

至少可以节约运行费用30%（以直燃机为基准），按照目前

的开关水平来测算，全部采用电制冷比全部采用直燃机制冷

年节约运行费用15～20万元，同时没有排烟等环保问题。 五

、系统调节 室外温度曲线（来自国家气象资料）： 天津市采

暖室外设计温度是－9度（不保证率为50个小时），当室外温

度发生变化时，负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加以随动变化

，才能确保节能，其负荷随室外温度的变化关系如下所示： 

可以看出，在每个采暖季的初末寒期，室外温度的平均值还

比较高，高于0度的天数大约为40天；高于2度的天数大约

为30天，当室外温度超过5度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就可以

不必供热了。当室外温度达到4℃以上时，负荷只有设计值的

一半，充分说明能量调节具有很大的节约空间。 对于散热器

采暖方式，可以采用如下的调控手段： 室外天平均温度-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实际负荷比1.00 0.96 0.93 0.89 0.85 0.81 0.78 0.74 0.70 0.67

0.63 0.59 0.56 0.52 0.48 实际负荷6057.78 55.56 53.33 51.11 48.89

46.67 44.44 42.22 40.00 37.78 35.56 33.33 31.11 28.89 总热负荷5220

5027 4833 4640 4447 4253 4060 3867 3673 3480 3287 3093 2900 2707

2513 质调节tg70.00 68.47 66.93 65.38 63.82 62.24 60.64 59.04 57.41

55.77 54.11 52.43 50.73 49.01 47.26 质调节th50.00 49.21 48.41 47.60

46.78 45.94 45.09 44.22 43.34 42.44 41.52 40.58 39.62 38.64 37.63 最

佳调节G1.00 0.99 0.98 0.97 0.96 0.95 0.94 0.92 0.91 0.90 0.89 0.87

0.86 0.84 0.83 最佳调节tg70.00 68.57 67.12 65.66 64.18 62.68 61.17

59.64 58.08 56.51 54.91 53.29 51.65 49.97 48.26 最佳调节th50.00

49.12 48.23 47.33 46.42 45.50 44.56 43.62 42.67 41.70 40.72 39.72



38.70 37.67 36.62 分阶段变流量质调

节G111110.80.80.80.80.80.60.60.60.60.6 量调节tg70.00 68.47 66.93

65.38 63.82 64.27 62.59 60.89 59.17 57.44 58.31 56.38 54.43 52.46

50.47 量调节th50.00 49.21 48.41 47.60 46.78 43.90 43.14 42.37 41.58

40.77 37.32 36.63 35.92 35.18 34.42 （３）、分三个阶段的量调

节策略： 室外平均温度-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实际负荷比1.00 0.96 0.93

0.89 0.85 0.81 0.78 0.74 0.70 0.67 0.63 0.59 0.56 0.52 0.48 实际负

荷8077.04 74.07 71.11 68.15 65.19 62.22 59.26 56.30 53.33 50.37

47.41 44.44 41.48 38.52 总热负荷2400 2311 2222 2133 2044 1956

1867 1778 1689 1600 1511 1422 1333 1244 1156 变流量质调

节G111110.80.80.80.80.80.60.60.60.60.6 量调节tg65.00 63.37 61.74

60.11 58.48 58.97 57.24 55.52 53.79 52.06 52.80 50.93 49.06 47.19

45.32 量调节th55.00 53.74 52.48 51.22 49.96 48.78 47.52 46.26 44.99

43.73 42.31 41.05 39.80 38.55 37.29 调节曲线： 假设以零下两度

作为开启热泵或燃油吸收式机组的启动点，此时的总负荷为

：1778 3867=5645KW,此时按照上面的计算，回水的温度大约

在４３度左右，地热水能够输出的总热量应该可以达到

120*1.163*(79-43)=5024KW,可见还不能满足负荷要求，此时就

需要再次提高调峰外温，例如提高到零下一度。 六、方案特

点 余热利用、经济节能 采用高温水源热泵机组可直接回收利

用低温地热水、地热尾水及其它各种温度在30～60℃之间的

中低品位余热资源，从根本上解决了此类余热资源不能被热

泵机组直接回收利用的现状。机组制热工况出水温度可根据

用户需求调节，最高出水温度可达90℃，可满足不同用户的

空调、供暖、制备生活热水的需求，低温地热水 高温水源热



泵取代燃煤锅炉进行冬季供暖无须改造供暖末端及现有供暖

管网，从而使现有资源得到了最合理的利用。能源利用率提

高，投入1KW的电能可得到4KW的高品位热能，运行费用与

常规方式相比更节约。 绿色环保、效益显著 采用地热水加高

温水源热泵取代燃煤锅炉可取得很好的环保效应和经济效应

，避免了燃煤锅炉的废气、废渣对周围环境的污染，省掉了

燃煤的运输费用、贮煤场地费用、除尘费用、灰渣的运输处

理费用等。同时解决了低温地热水或地热尾水排放后对环境

造成的热污染的问题。 一机多用，节约资金 在该项目中，利

用高温水源热泵提供冬季供暖的同时，还可提供夏季制冷，

一机多用,从而避免了中央空调系统的重复投资,提高了设备的

利用率。 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水源热泵运行自动化程度高，

便于操控,运行人员少，无压力容器存在，安全性好。地下水

温度稳定，水源热泵供热为连续供热温度恒定，人体的舒适

感好。机组体积小，可灵活安置在任何地方，节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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