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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摘要：介绍了我国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发展的背景

及历史沿革；论述了国内在太阳能热水 器与建筑一体化方面

的研究现状，并分析了国内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的发

展动向及其市场前景。 关键词：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

化 0 引言 在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下，太阳能作为

一种取之不尽且无污染的能源，已成为当前国际能源开发利

用领域中的新热点。太阳能热水器在太阳能热利用领域中，

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产业化进程最迅速。但由于国内

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厂商与建筑师在如何实现太阳能热水系统

与建筑物有机结合方面的研究力度不够，既影响了太阳能热

水器的进一步普及，又影响了城市的景观。本文将重点介绍

国内在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方面的研究现状，分析太阳能热水

器建筑一体化的发展动向及市场前景。 1．我国太阳能热水

器建筑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与历史沿革 我国地处北纬18o－54o

之间，幅员广阔，年日照时间大于2000 小时的地区约占全国

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有着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在能源危

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的太阳能热水器产业迅速

发展。进入上世纪90 年代，我国已建立了全玻璃真空集热管

和平板集热器工业。但随着城市建筑密度的增加及建筑的高

层化，如何在建筑物上有限的空间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并

使太阳能热水系统能够与建筑物有机结合，显得尤为迫切。 

为促进太阳能热水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998 年10 月国家经



贸委和建设部在昆明召开了“太阳能技术与建筑技术研讨会

”，提出了我国太阳能系统建筑一体化问题，分析了太阳能

系统建筑一体化的必要性及紧迫性。2001 年12 月建设部在南

京再次研讨了如何实现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有机结合这一设

计理念[2]。在这种设计理念的指导下，国内太阳能热利用领

域的科研机构和企业都在努力寻求实现太阳热水器与建筑结

合的最佳方式。 2．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的研究现状 随

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城市住宅建筑日益高度化，传统太阳

能热水器将面对安装空间不够这一严峻现实。另一方面，人

们对城市景观日益看重。人们希望太阳能热水器既能提供生

活热水，同时又不影响城市景观。为实现热水器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国内一些相关科研机构与企业正致力于太阳能热水

器与建筑一体化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新型集

热器的研制、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工程实践及与建筑有

机结合的分体式太阳能热泵热水器的研究。 2.1 新型太阳能集

热器的研制 太阳热水器建筑一体化的要点在于把太阳热水器

视为建筑的一部分，在工程设计、设备安装、设备色彩、工

程尺度等方面与建筑的功能、造型、色彩、风格、质感等和

谐一致。目前普遍采用的平板型集热器及真空管集热器，难

以满足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的要求。为实现太阳能集热

器于与建筑的和谐统一，昆明新元太阳能设备厂研制了一种

新型太阳能集热器新元热板（如图1 所示）。该集热板可安

装在坡屋面上，作为屋面构件，除集热功能外，还具有建材

的围护、保温、隔热、防水等功能，并能在形态和色彩上与

建筑融合。 同其它集热器相比，新元热板具有模块化和建材

化等特点。新元热板具有固定的厚度和宽度，其长度可在9 



米范围内任意调节，并可根据建筑设计要求适量弯曲、起翘

、透光、截角。此外，由于具有集热、防水、保温、隔热等

功能，该热板既具有太阳集热器功能, 又能独立构成建筑物的

太阳能屋面或墙面。 2.2 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工程实践 

由新元热板和相关部件组成的太阳热水系统与建筑结合，构

成了一种特别的坡屋顶太阳热水器一体化建筑。在由云南红

塔屋业发展公司开发,云南省设计院设计的昆明红塔金典园住

宅区(如图2所示)及由昆明市官度区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总公司

开发,昆明官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云南蒙自红竺园住宅

区成功地安装了由新元热板和相关部件组成的太阳能热水系

统。该种太阳热水系统按建筑单元设计，集热板安装在建筑

坡屋面上，外观、色彩、尺度与建筑协调，热水箱和相关设

备放置在建筑楼梯间顶部的设备间中，避免了以往太阳能热

水系统对城市景观所造成的破坏。 此外，此种太阳热水系统

要求与住宅建筑统一设计，同步施工。热水系统水管布置于

建筑墙体内，既减少了系统的热损，又避免了以往安装太阳

能热水器水管时穿墙打洞所造成的不安全因素。 2.3 与建筑结

合的分体式太阳能热泵的研究 传统的太阳能热水器，一方面

受气候的影响，不能全天候有效运行，年热水提供率低。另

一方面，由于住宅建筑的日益高层化，传统太阳能热水器将

面对安装空间不够这一严峻现实。所有这些，极大地阻碍了

太阳能热水器的进一步普及。在此种背景下，研制能与建筑

有机结合的、全天候的太阳能热水器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太阳能热泵热水器能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上海交通大学

教育部太阳能发电与制冷工程研究中心研制了一种直膨式太

阳能热泵热水器（如图3 所示）。该热泵热水器考虑到对于



高层或多层建筑非顶层用户普遍存在的集热器安装问题，将

太阳能热泵热水器样机设计成分体式结构，即将太阳能集热

器/蒸发器作为一个单独部件，根据实际情况，可倾斜安装在

南向屋顶之上，也可挂装在建筑物南向外墙或阳台之上。压

缩机、冷凝器、储热水箱等作为另一个整体放置在室内，既

便于系统的控制和维修，又可减少水箱的散热损失；室内外

部件之间采用制冷剂管路连接。同传统的太阳能热水器相比

，分体式太阳能热泵热水器不仅大大简化了系统的安装过程

，降低了安装费用，而且易与建筑实现一体化集成，尤其适

合于高层或多层建筑。 3．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进程中

的研究动向及市场前景 3.1 研究动向 由于能源危机的影响，

建筑节能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传统的压缩式空调系

统，不仅消耗常规能源，而且污染环境。因此，研究新型清

洁、节能的采暖及制冷装置，势在必行。现行的太阳能热水

系统，尚不能满足建筑采暖、空调的双重功能。另一方面，

研究表明太阳能制冷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为进一步扩大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市场份额，一些研究机构及太阳能设备生

产厂家正致力于以下方面的研究: （1）与热泵结合，冬季室

内地板采暖，全年供生活热水的住宅太阳能复合热水系统的

研究 与常规的空调机组、电加热器相比，太阳能地板采暖复

合热水系统不仅可以节约高品位的电能，而且，由于地板采

暖温度波动较少，可有效提高人体舒适度。此外，我国有着

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年日照时间大于2000 小时的地区约

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另一方面，我国绝大部份地区冬

季较寒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冬季采暖的能耗将逐

步增加。因此，顺应建筑节能的潮流，研制太阳能地板采暖



复合热水系统，将进一步扩大太阳能热水器的市场份额。 

（2）基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冷暖空调与热水复合系统的研

究太阳辐射能与制冷用能需求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规律高

度匹配。因此，开发太阳能热驱动的冷暖空调与热水复合系

统，部分替代夏季白昼电网电力空调峰值负荷及冬季供暖，

对人居环境保护和缓解城市电网峰负荷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太阳能吸收式制冷及吸附式制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太阳能

热水器与吸收式或吸附式制冷装置有机结合的太阳能冷暖空

调与热水复合系统，将逐渐成为太阳能热水器的另一发展方

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部太阳能发电与制冷工程研究中心在

该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已成功研制出了太阳能冰箱

热水器复合机[7]。该复合机在提供生活热水的同时，还可有

效制冷。 此外，在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进程中，传统的

太阳热水器的角色发生了根本变化，由相对独立、与建筑开

发商毫无关联、可任意安装的一个装置，变换为与建筑密不

可分的建筑构件。因此，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营销、安

装验收、售后服务等环节需要太阳能设备 生产及安装厂家、

建筑规划设计部门、建筑开发商等共同参与、共同探索及共

同完善。住宅建设管理等职能部门将对太阳热水器的安装制

定相关的法规，以引导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健康发展。 3.2 市

场前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已接近发达国家

水平。为减少建筑能耗，建设部制定了raquo.，将太阳能热利

用纳入国家建筑节能的范畴，为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政

策基础。据统计，1995－2000 年间，全国新建住宅55 亿平方

米，到2010 年新建住宅将增至150 亿平方米[1]。按20％的新

建住宅安装这种基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热水系统计算，其



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4．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城市

建筑密度日益增加，楼宇日益高层化，有限的建筑空间难以

安装足够多的传统的太阳能热水器。另一方面，传统的太阳

能热水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景观。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

体化是绿色能源和新建筑理念的有机结合。在国家政策的引

导下，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未来太阳

能热水系统的发展趋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