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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97_E7_94_B5_E4_c57_607041.htm 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有没有这样一种建筑，不用耗电的空调、不用燃气的锅

炉，就能使房间实现冬暖夏凉？你也许会想到陕北高原上的

窑洞，但你可能还不知道，随着一种适用于建筑采暖和制冷

的新技术的问世，我们就可以利用脚下源源不断的地温能源

，把处在繁华都市的高楼大厦变成可与窑洞媲美的生态建筑

，从而享受节能环保的冬暖夏凉。 这就是神奇的“热泵”技

术。该技术已经被专家们认定是目前最为节能、最为舒适的

空调技术之一，也被我国列入大力推广的能源利用技术行列

。 感受“恒温”的地下博物馆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

里，位于咸阳塬上的汉阳陵博物馆每天拥进上千名游客。徜

徉在这座全国首家人与文物最近距离接触的全地下博物馆中

，众多的游客都感受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这里的空气很

流通，不时有股股清凉的风迎面袭来，带给人自然清新的感

觉。 博物馆帝陵管理办公室的李晓峰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博

物馆在建设中采用了先进的水源热泵空调设备，不仅能达到

夏季制冷、冬季供热的节能运行效果，还有效地解决了地下

馆空气流通不畅的问题，使位于地下的参观区和办公场所能

常年保持温度恒定和空气流通。 水源热泵是一种利用地下浅

层地热资源（也称地能，包括地下水、土壤或地表水等）既

可供热又可制冷的高效节能空调系统。地能分别在冬季作为

热泵供暖的热源和夏季空调的冷源，即在冬季，通过水源把

地能中的热量“取”出来，供给室内采暖；夏季，把室内的



热量“带”出来，释放到大地中去。 省煤田地质局186队总工

程师、水资源专家王兴向我们解释了这种技术的原理：在地

表以下20米深的地方为变温带，温度随着季节而发生变化

；20米以下，数百米以上为恒温带，温度基本保持在20℃左

右，几乎不受环境气候变化的影响，冬季比地面环境空气高

，夏季比地面环境空气低。与传统的深层地热能源不同，这

种浅层的地温能源来自于大地所吸收储藏的太阳能，因此是

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所以只需要通过打

井把处于恒温带的地下水抽取上来，通过能量交换就能使地

面建筑达到供冷和供热的效果。同时，通过密闭的系统把交

换过的地下水再次回灌到地下，以保证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

。 告别锅炉实现冬暖夏凉 据汉阳陵博物馆的设备工程师赵峰

介绍，这套从法国进口的水源热泵空调通风系统在今年夏天

随着博物馆的开放正式投入供冷，在炎炎暑期，每天为博物

馆7856平方米的建筑提供26℃的恒温，而耗电量一小时只有

几十度，节能效果非常显著。更特别的是，还是这套设备，

只需转换一下阀门，在今年冬天就可以给博物馆输暖了。 水

源热泵系统完全打破了传统中央空调的技术模式，不再需要

在室内来“创造”热量或者冷量，而只是在大地和室内之间

“转移”能量。在冬天用少量的电力将热量送入室内；而在

夏天，过程恰恰相反，室内大量的热量被轻松地转移至土壤

中，室内得到凉爽的空气。而且无需锅炉房、不用冷却塔，

不燃煤、不燃气、不燃油，与常规空调和采暖系统相比节能

在50％左右。 在距离博物馆百米外的小树林里，记者找到了

为博物馆提供冷热能源的三个井口。与传统的地热井不同，

这三口井只有150米~160米深，一口为抽水井，两口为回灌井



。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采用了水源热泵，不需要建

烟囱，也不需要盖冷却塔，使整个博物馆从外观上很好地保

持了古遗址的风貌。 作为一种有益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冷热源形式，我国建设部从2005年开始大规模推广热泵项

目，水源热泵的应用也引起了国内建设设计单位、房地产商

和生产厂商以及公众的广泛兴趣，去年以来，在我国北方的

很多城市都开始广泛地推广。 陕西工程勘察研究院技术顾问

、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研究专家洪乃静教授称热泵技术开辟

了地热能源利用的全新途径。她告诉记者，地热能源并不是

专指地热水，而是指地下的热能。从严格意义上讲，地热水

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而地下的热能是无穷的。我国把地

热能源划入可再生能源的行列，就是主张在地热能源的开发

利用上，更多地使用热能，也就是说，要以水为载体，把地

下无尽的热能带到地面，通过交换，予以利用，而水源则通

过回灌达到循环利用的效果。从目前来看，水源热泵技术正

是实践这种利用方式的最好途径。 更节电的中央空调 据业内

人士介绍，西安最早使用水源热泵的是丰盛园小区。该小区

是我市较早使用地热供暖的小区，原有的一口地热井，随着

小区供暖面积的扩大，已不能满足需求，只能采用燃油锅炉

补充供暖，成本非常高。但同时，每天用于供暖的上千吨的

地热水尾水由于得不到充分利用，在52℃的高温下就被白白

排走，非常浪费。2003年年初，该小区采用了高温水源热泵

，回收地热尾水的余热进行供暖，将地热尾水温度降低到10

℃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热能利用率。同往年相比，在增

加了供暖面积7万平方米的情况下，节省燃油300多吨，减少

了环境污染，节能效益非常明显。 据专家介绍，水源热泵在



加温或者制冷的过程中也需要消耗一定的电量，但与传统的

中央空调相比，热效率更高，每投入1千瓦的电能，就能产

生4千瓦的热能或冷能。更重要的是，水源热泵从根本上改变

了传统的能源利用方式，解决了燃煤锅炉和水冷机组造成的

一系列能源、环境及占地等方面的问题，尤其适用于别墅区

、大型工厂、医院、学校、居民小区等新建或者改建项目。

王兴等几位专家甚至预测，如果水源热泵的成本能够降下来

，甚至可以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农村大规模地推广，从而改变

农村单一燃煤的能源结构，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 新技术与

水资源的困局 目前除了丰盛园小区以外，西安仅有个别几家

单位和小区开始利用水源热泵，除了该项目先期投资大、受

空间面积限制等因素外，我市相关部门对水资源的管理严格

，严禁私自开采地下水，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源热泵在

西安地区的推广使用。 西安市过去曾因过度开采地下水而导

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并引发了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问

题。最近几年，水务部门加大了对地下水的管理力度，关闭

了大批自备井，遏制了地下水过度开采的状况，有效改善了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局面。 因此，在西安推广使用水源热泵

，是否会对地下水再度造成威胁，也成了有关部门和专家们

关注的话题。采访中，很多的专家都强调：使用水源热泵的

关键就是要做到回灌。因为一处区域的地下水是有限的，如

果只抽取不回灌，不仅可能使巨资建设的热泵系统在几年后

因水位下降而陷入瘫痪，还可能造成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严

重的环境灾害。而只要保证做到同层抽取、同层回灌，水源

热泵就不会对地质结构造成影响。因此，专家们呼吁，有关

部门应及时加强对这一技术的试点和研究，既不能因噎废食



限制一种节能技术的推广，又不能放任自流，造成资源的巨

大浪费甚至破坏环境。 期待新能源的未来 实际上，除了地下

水外，地热尾水、工业废水、地下污水、湖水、海水等等都

可以成为水源热泵的水源。水源水经过热泵机组后，只交换

了热量，水质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经过回灌至地层或者重新

排入地表水体后，不会造成对于原有水源的污染。因此，业

内人士呼吁我市借鉴北京的做法：积极引导优先发展再生水

源热泵（含污水、工业废水等）、积极发展地源热泵（土壤

源），适度发展地下（表）水源热泵（含地下水、河流、湖

泊、地热等），鼓励热泵系统的建设和运营。 目前，西安市

高新区的一家企业已经率先采用了地源热泵，绕过了取地下

水的矛盾。据了解，地源热泵被国外专家称为“21世纪最节

能环保的空调技术”，与水源热泵相比，地源热泵无需开采

地下水，而是通过打多个井在地下铺设U型管网，灌入自来

水去循环交换地下恒温层的能量，更符合环保节能的要求。

但这种系统相比水源热泵投资更大、对空间面积的要求也更

高，仅仅适用于拥有开阔地的建筑使用。 尽管目前还有包括

西安在内的一些城市的主管部门对于推广水源热泵采取谨慎

的态度，但国内的很多专家却都非常看好水源热泵技术对于

改善能源利用结构的作用。 专家们指出，采暖、空调、生活

用热是一般民用建筑物用能的主要部分，随着国民经济迅速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越来越大。在发达城市，

夏季空调、冬季采暖与供热所消耗的能量已占建筑物总能耗

的40％~50％。目前，冬季采暖大量使用燃煤锅炉、燃油锅炉

，给城市大气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因此，利用地热等清

洁能源代替原有锅炉供暖是一个有益而可行的方案。在这样



的背景下，水源、地源热泵等节能效果显著的空调设备发展

潜力无疑是巨大的。专家呼吁，只有把地热能源开发利用纳

入环境经济规划，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替代作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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