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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集中供冷好处虽多，但要大规模推广

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与国际顶尖制冷企业相比，国内相关企业

在制冷技术和设备上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在我国集中供冷行业，一些技术壁

垒有待突破，制冷设备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升

级。只有硬实力提升，才能最大程度上降低供

冷能耗，提升供冷效率。”国家电投上海电力前

滩智慧能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此之外，冷站一旦发生故障，可能会中

断区域内多个建筑物的制冷，因此对于医院、

食品公司和制药企业等依赖连续制冷的场所

来说，采用集中供冷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

经济因素也是阻碍区域集中供冷大范围

推广的主要因素之一。集中供冷最好落地在

人口基数较大、人口集中度较高的区域，区域

内的人口越密集，分摊到每个人的供冷成本就

越低。

“如果一个区域内的用户对集中供冷的接

受程度和使用意愿普遍偏低，那么冷站就很难

继续维持运转。”国家电投上海电力前滩智慧

能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 10号冷站运行的超
级空调设备（图①①），这个冷站为周边100万平
方米的写字楼有效供冷（图②②）。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③③ 我 国 最 早 进 行 集 中 供 冷 的 区 域
之一——广州大学城。 视觉中国供图

大规模推广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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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喂子坪村鸡窝子组山洪泥
石流灾害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摄

8月 20日出伏，今年的伏天即将正式结束。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伏，代表一年

中“宜伏不宜动”的最热时日，每年的“三伏”大都在 7 月中旬

到 8月中旬之间。

告别了“三伏”，是不是意味着告别了夏天呢？

罗澍伟认为，理论上说应是如此，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大部分地区仍会处在炎炎夏日当中，不会马上凉爽，人们还要

当心“秋老虎”发威。

所谓“秋老虎”，是指出伏后短时间回热到 35摄氏度以上

的天气，大多发生在每年公历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气候特征

是早晚清凉、午后高温暴晒。

“‘秋老虎’有时来得早，有时来得晚，有时还会去而复

返。清代的《清嘉录》总结说：‘处暑后，天气犹暄，约再历十

八日而始凉’。‘秋老虎’带来的暑热天气依然要维持半个月

以上，但总的来说空气湿度大减，昼夜温差开始增大。”罗澍

伟说。

出伏后天气日渐干燥，人们易患干咳少痰、口干舌燥、鼻

咽不适等“秋燥”之症；又由于天气由热转凉，很多人易感疲

劳，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秋乏”。

罗澍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说，对付“秋

燥”，首先是及时补充身体水分，经常喝稀饭、清茶、菜汤、

豆浆等；常食清热生津、养阴润肺的食物，如萝卜、蜂蜜、菠

菜、番茄、芹菜、薯类、莲藕、银耳、百合以及各种新上市的

时鲜水果；一日三餐，应多清淡，少油腻，注意增酸少辛，合

理饮食。

为有效驱除“秋乏”，罗澍伟建议，若遇天高云淡的爽朗

秋光，要到户外走走，适当做些有氧运动，如爬山、慢跑、散

步、做操等；经常按摩和梳理头发，保持头脑清醒；适时调节

情绪，保持良好心境，缓解压力；注意劳逸结合，早睡早起及

午间小憩。

即将出伏 暑热未消

当心“秋老虎”发威

近期，我国多地发生了严重的山洪、泥石流灾害。8月 10

日凌晨，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喜泉镇马场山区域，7 名群众

在野外突遇山洪，5人被洪水冲走并全部遇难；8月 11日，受短

时局部强降雨影响，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突发山洪、

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山洪、泥石流往往来势凶猛，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那么，最近为何此类灾害频发？我们在野外游玩时该注

意什么？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应急管理部宣传教育中心研究员张英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近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不仅短时、高

强度的局地暴雨频繁发生，长时、大范围的全流域降雨也

时有发生。在城市，暴雨容易引发内涝，此时应减少出行，

绕开容易积水的路段，不能冒险涉水通过；在山区，连日降

雨会导致山体和土壤饱和度高，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

次生灾害。

正值暑期，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外出旅游，进山寻一处清凉

的人越来越多。“山区是山洪的高发地区，该区域地形较陡，降

雨后产流和汇流都较快，容易形成急剧涨落的洪峰，不要在河

道露营。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具有突发性强、水量集中、破

坏力强等特点。”张英补充道。

面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我们应该如何避险自救？

张 英 介 绍 ，大 家 出 行 前 应 关 注 气 象 预 报 和 权 威 部 门

发布的预警信息，山区居民要熟悉当地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遇到雷雨天，大家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

景区；当雷电交加时，不要在旷野、树下、电线杆旁、高坡

上躲避。

除此之外，张英提醒道，大家在野外出游时应严格遵守当

地的有关规定，详细阅读相关部门发布的公告，不要为了图新

鲜、享幽静而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公众开放的保护区、峡谷、

无人岛、海滩等“野景点”。

“若不幸遭遇山洪、泥石流，一定要先保持冷静。”张英说，

“我们不要沿着行洪方向跑，要向洪流两侧高处快速躲避；千

万不要轻易涉水过河、游泳逃生。如果不慎被卷入洪水中，要

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物品。”

张英还特别提到，在山区游玩时，大家一定要警惕低频声

响，留意是否听到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如果声音越来越

大，地面出现震颤的时候，说明上游泥石流已经形成，应立即

朝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侧逃生。

面对山洪泥石流该如何自救

眼下虽已立秋，但我国江西省、广东省等

地暑热未消，高温“余额”仍比较充足。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经历了持续高温

天气。随着夏季高温现象愈发普遍、高温天气

逐渐向春秋两季伸展现象越发明显，空调已成

为室内降温不可或缺的设备之一。除了家用

空调，近年来一种新的降温方式——区域集中

供冷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这个夏天，深圳前海地区的集中供冷项目

施工进入尾声，不久将投入运行，该冷站可以

为周边近 1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提供集中供冷

服务。除深圳外，上海、武汉、济南、西安等地

也纷纷试运行区域集中供冷系统。

集中供冷系统，类似一台“超级空调”：通

过建立集中供冷站点和搭建相应的配送管线，

将冷水或者冷风传送给建筑物，可以同时为区

域内的大量用户提供服务。

那么，区域集中供冷系统是如何制冷的？

其制冷效率和使用成本如何？带着这些问题，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不仅能制冷，还可
降噪除菌

与传统家用空调依靠制冷剂制冷不同，区

域集中供冷系统制冷依靠的是水。区域集中供

冷系统通常由能源站（冷热源）、输送管网、换冷

（热）站和用冷末端（如风机盘管）组成，多利用

能源站间与建筑群间的区域供冷管网传输冷

水，整个供冷系统类似人体的心脏及血液循环

系统。

夏季供冷时，区域集中供冷系统会将低温

水输送到供冷区域内的换热站，通过冷交换后

再将水输送到用户的末端风盘系统。随后，风

机会不断吹拂充满低温水的水管，产生冷气再

被输送到用户所在空间。

虽然名字中带有“集中”二字，但区域集中

供冷系统的调温能力不差，而且还可以降噪、

除菌，是名副其实的“全能选手”。

区域集中供冷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

求，对温度、湿度等灵活地进行调节，保证室内

空间温度和湿度的稳定性。同时，区域集中供

冷还可以减少室内空调设备带来的噪音和震

动，改善室内空间声环境。如果在区域集中供

冷终端装置前安装相关设备，其还可以实现空

气过滤、消毒等，降低细菌、病毒、灰尘等污染

物的数量，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 CBD 片区的山东港口

大厦亚朵 S 酒店已经开展集中供冷，该酒店工

作人员张子浩表示：“客人反馈，集中供冷的降

温速度非常快，而且一直能稳定保持在 26摄氏

度左右，降温效果非常好。”

针对夏季空调管道通冷水后管壁结露的

问题，区域集中供冷的末端散冷装置——风机

盘管通常自带冷凝水收集系统，可以将冷凝水

进行有效收集，再统一排出建筑物外，不会对

用户的使用体验造成影响。

当前，区域集中供冷的适用场所主要为大

学城、商务区、工业园等人口密集的城市公共

区域。这些场所制冷需求较高、用电量较大，

利用集中供冷的方式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损耗。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张泉认为，我

国集中供冷需求正处于增长阶段。随着中国

城市的持续快速扩张，大型商业建筑、购物中

心、酒店和工业设施以及民用建筑等对集中制

冷系统的需求还会不断增加。

供冷方式多样，可
进行定制化设计

早在 1998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构便

联合印发了《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若干规定》，

鼓励各地区积极发展城市热水供应和集中供

冷，扩大夏季制冷负荷，提高全年运行效率。

自此，全国各地开始了区域集中供冷系统建设

的初步探索。

广州大学城是我国最早进行集中供冷的

区域之一。广州大学城采用的是“冰蓄冷”技

术，即大学城内的各个冷站在夜间用电低谷时

段进行制冰蓄冷，白天再融冰供冷，通过输

送管道将冷冻水输送到各用户终端，转化为

冷气，给人们带来清凉。据广州城投集团大

学城公司相关技术人员介绍，广州大学城区

域集中供冷系统相比传统的中央空调、VRV空

调系统和分体空调，可以降低空调峰值负荷至

少 30%。

目前我国区域集中供冷方式多样，广州

大 学 城 采 取 的 蓄 冰 制 冷 模 式 只 是 其 中 之

一。按照制冷技术不同，集中供冷方式通常

可以分为电制冷（蓄冰制冷等）和热驱制冷

（热泵制冷、燃气锅炉制冷等）。而根据采用

的冷（热）源差异来区分，集中供冷方式又可

以分为利用电能、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等

不同能源进行制冷。

较早开展集中供冷项目的国家电投上海

电力前滩智慧能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电制

冷方式和普通家用空调的制冷方式类似，但其

总体能耗更低、制冷效率更高；而热驱制冷主

要利用热量交换的原理进行制冷，其中热泵制

冷是利用天然地理环境进行制冷，比电制冷投

入的成本更低，也更加绿色环保。

以地源热泵制冷技术为例，该技术利用地

底 100米以下地源恒温的特性进行工作。在夏

天，即使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地下温度仍然

能够恒定在 15 摄氏度到 20 摄氏度之间。水流

通过地下管道进入地下循环，水温就可以自然

降低到 20摄氏度左右，然后再通过进一步制冷

将水温降低到7摄氏度后再向建筑物供冷。

“这种方式利用地下浅层地热资源恒温的

特性来降温，几乎可以说是零成本免费制冷。”

国家电投上海电力前滩智慧能源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除此之外，热泵制冷还可以利用水、沼气

等其他自然资源来进行制冷，其原理都是通

过热交换方式进行天然降温。同时，相比电

制冷，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制冷，系统运行更加

稳定。

“总体而言，集中供冷的方式没有定式，要

根据区域内具体的环境条件进行定制化设计，

进而提供定制化供冷服务。”国家电投上海电

力前滩智慧能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能源利用率高，提
升室内空间美观度

相比家用空调，区域集中供冷系统的最大

优势是制冷效率高、能源利用率高。

“目前普通室内空调最高能达到一级能

效，即 3.0的制冷效率，也就是说一分电能产生

三分冷量；而冷站的制冷效率能达到 6.0，即一

分电能产生六分冷量。”国家电投上海电力前

滩智慧能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冷站的制冷

效率大约是普通空调的两倍。

制冷效率的提高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降低。通过集中供冷，区域内的公共建筑可

以摆脱分散式的制冷系统，以更高效的方式达

到同样的降温效果，节能效果显著，减排效益

巨大。对于用户而言，采用区域集中供冷还可

以增加室内空间的美观程度，避免安装、维修

普通空调带来的种种不便。

“有了区域集中供冷，就不用安装室内空

调和空调外机，只需要在屋内墙壁上开设通风

口即可。同时，用户也不用担心室内温度过高

或过低，可以根据使用需求调节风速和冷热，

保证室内环境的舒适性。”国家电投上海电力

前滩智慧能源中心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区域

集中供冷还可以省去分散式空调维修的麻

烦，提高制冷服务质量。区域集中供冷能够

实现对冷却系统的集中管理和监控。专业维

修人员可以实时监测冷却机组的运行状态，

及时发现和处理故障，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与此同时，运维团队通过对冷水循环管网的监

测，能够全面把握、及时调整供冷情况，为用户

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服务。

“像我这种占地面积有几百平方米的店，

装一套中央空调要花好几万元，如果撤店还要

移机，前前后后都是成本。”在济南市 CBD 片

区从事餐饮行业的张先生表示，区域集中供冷

设备从交房时便已安装完毕，不需要后期再额

外花钱加装。

对用户而言，除了前期投入成本较低，集

中供冷系统的使用成本也相对可控。“集中供

冷的费用按用冷量来结算，挂表计量，每季度

交一次，如果不使用则无任何费用。”同样在济

南市 CBD 片区开商铺的王先生告诉记者，相

较使用空调缴纳电费而言，这种计费方式在某

种程度上缓解了商户的资金周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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