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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F_A5_E4_B8_96_E5_c57_613870.htm “2010年上海世博园区

，各类展馆总规划建筑面积预计将达80万平方米。以每平方

米供冷负荷256瓦的国际惯例估算，整个世博园仅空调总负荷

就将超过300万瓦。这些热能排放到户外，将给整个园区甚至

整个市中心带来严重的热岛效应。” 针对这一可能出现的问

题，日本爱知世博会环境规划总工程师尾岛俊雄在昨天的“

能源与大都市发展”研讨会上亮出自己的环保理念：利用滔

滔浦江水，为2010年上海世博园区散热。 4.3亿立方米江水带

走园区废热 在尾岛俊雄看来，上海世博园区拥有天生的“绝

对优势”：黄浦江由南向北贯穿整个园区，每年有4.3亿立方

米的新鲜水量从这条黄金水道澎湃东流。 “江水，就是无可

比拟的自然散热器。”尾岛俊雄介绍，在日本东京，近100年

来人工排热增加100倍，平均气温升高了2.9℃。科学家们在应

对一项热岛效应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将市中心620平方公里上

的废热直接排放到东京湾，海水的温度上升0.3℃，而市内温

度可下降约0.5℃。 尾岛俊雄提出，作为未来的顶级城市，应

充分利用未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例如江河水、自然风，这也

是世博会的基本理念之一。上海世博会如能采用黄浦江进行

散热，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区域气温，还能提高会场设备效率

，让制冷系统降低负荷。 3万千瓦集中供冷系统连通浦江 实

现江水排热，第一步必须建立集中供冷系统。尾岛俊雄解释

，园区根据场馆分布，分设数个能源中心，由这些集中的冷

却塔和供冷系统，通过四通八达的管网，把冷却水送到各个



分散的场馆。同时，通过另一根管道，集纳制冷时产生的热

量，排放入就近的黄浦江。 日本爱知世博会上，近200公顷的

园区中设置了7个冷冻站，覆盖的空调面积约10万平方米，大

量废热通过自然风和水池排出。而根据保守估算，上海世博

园区600多公顷的区域内，能源中心的总容量将达到3万千瓦

，是爱知世博会的近3倍。一旦建成，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集中供冷供热系统。 由于世博会大部分展馆都由参展国和

企业自己建设，集中供冷供热方案无论在设备的管理，还是

预算经济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爱知世博会筹办方曾

测算，采取集中供冷的场馆为建设者节约了近一半的基础设

施投资。同时，也使园区得到了有效的美化。 200米区域内江

水升温不到1℃ 如果废热真的排放入黄浦江，会给江中的生

态造成什么影响？ 尾岛俊雄在相关的模拟实验中发现，升温

最高的点是在排放口，但最高升温不会超过3℃。根据生物学

，在这一温度下，水中的各种生物基本不会受到影响。“而

且由于江水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真正会因热量转移带来温度

变化的水流带不超过200米，在这个区域内，水温平均升高不

到1℃。” 与江水排热相呼应，在世博园区的规划中，各种

喷泉、水池、水幕、流水、喷雾等水的景观也将集观赏和降

温于一体，为游客提供舒适的活动空间。 “这些设备的寿命

也绝不是世博会召开的那半年。”根据尾岛俊雄的构想，世

博会结束后，一部分园区将保留下来作为国际交流和贸易中

心，排热管道和部分集中供冷系统仍可发挥作用。其余的大

容量冷冻机则可转移到机场、交通枢纽、大型建筑，得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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