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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小区吹起“地源热”流行风
冬暖夏凉“土地公公”送“空调”只是借用地下能源不污染不浪费

据介绍，土壤源热泵系统，就是利用

地下浅层土壤能量，通过地下埋管管内

的循环介质与土壤进行闭式热交换达到

供冷供热目的。夏季通过热泵将建筑内

的热量转移到地下，对建筑进行降温；冬

季通过热泵将大地中的低位热能提高品

位对建筑供暖。

“用了这设备，供暖、制冷的成本就

低得多了。”小区物业管理人员蒯学跃

算了笔账，大约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

房子，一年夏、冬两季共7个月的制冷、

供暖费用，仅2000多元。在整个小区

里，地源热泵全套系统的造价平摊到每

平方米，为350元左右，国家还会有专

项资金补助。这样一来，家里就省去了

购买空调机的钱，省去了取暖、降温费

用，总的来说“大地空调”还是绝对划算

的。

据悉，安徽地矿新能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还将浅层低温能开发利用技术运

用到了“安徽省地矿局办公楼改造工

程”，“地矿家园”、“星隆国际广场”等几

个新建的项目之上，将浅层低温能的开

发利用推广扩大。

100㎡“制冷+取暖”仅需两千多

安徽地矿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安徽

省地矿局与安徽省地矿局327地质队合资组建的

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浅层地温能勘查、评

价、设计、施工的能力。拥有水工环地质、自动化

控制、机械加工、暖通空调、机电安装等方面专业

技术人才。公司自1997年11月成立至今，一直

致力于新能源及地源热泵系统的开发与研究。

链接

地下水“走一圈”送来冬暖夏凉
南屏家园等小区是合肥市率先采用地

源热泵技术的一批民用小区。“早在前两天

降温前，我们就用上了这种低碳环保的‘地

源空调’，既没有污染，又比市政供暖省

钱！”在近日采访中，合肥市南屏家园小区

的张老高兴地说。

2010年，安徽地矿新能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针对合肥南屏家园住宅小区采用综

合技术方法，勘察建设场地内地热地质背

景及浅层地热条件，并最终确定以地源热

泵中央空调系统的方式合理利用土壤热

源，将南屏小区打造成为我省首个民生住

宅工程的地源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据了解，该地源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被省住建厅评为“合肥市首批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示范项目”。2010年该公司被省

环保厅认定为“安徽省低碳环保型住宅建

设项目试点单位”，获得了347万元省财政

奖补资金。我省唯一一家地源热泵能效测

评试点基地，并顺利通过了建设部组织的

能效测评。

家里还在使用电风扇、空调、取暖器等

等制冷取暖设备吗？已经“out”了哦！在

合肥市南屏家园、科学家园、彩虹新城、地

矿家园等居民小区，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

居民的家里几乎四季如春。而这一切，都

要归功于地源热泵系统的采用。

“让可再生能源进入合肥寻常百姓家”
保障房将成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典范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合肥再进步

近年来，合肥市各级建设主管部门高度

重视建筑节能工作，把建筑节能工作作为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重要举措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狠抓落实，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

“回顾已经取得的工作，可以说合肥的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规模进一步扩大”，合

肥市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已经组

织各类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申报国家

级示范，纳入示范项目 55 个，建筑面积

568.2万㎡。

按照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

市建设要求，该市扎实开展工作，示范建设

稳步推进。2009年-2011年，可再生能源建

筑规模化应用项目85个（太阳能项目63个，

地源热泵项目22个），建筑面积达895万㎡，

折算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面积517万㎡。

让保障房成可再生能源应用典范

“保障房虽然是保障基本的住房需求，但

绝不意味着低端、低品质，我们不能走一些国

家和地区将保障房变为贫民窟的建设模式，而

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绿色宜居”对于今后

的工作，该负责人表示，将加大工作力度，在保

障房建设中全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合肥是全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城市，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向纵深发展的

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机

遇，那就是近年来启动的大规模保障房建

设。”该负责人还表示，2012年合肥市与省政

府签订目标任务数新开工建设54465套保

障房，如何建设这些住房事关民生、民计？

“我们的选择是按照五部委的文件将保障房

和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标准来进行建设，让保

障房成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典范，让可

再生能源进入寻常百姓家。”记者 徐涛 文/图

南屏花园实景图

“保障房虽然是保障基本

的住房需求，但绝不意味着低

端、低品质，我们不能走一些

国家和地区将保障房变为贫

民窟的建设模式，而应该坚持

以人为本，坚持绿色宜居”，对

于今后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工作，合肥市城乡建委也作

出明确的计划，将保障房和太

阳能建筑以一体化标准来进

行建设，让保障房成为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的典范，让可再

生能源进入寻常百姓家。

记者 徐涛 文/图 新能源只做“客人”不留污染
据合肥市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地源

热泵技术，是利用地下恒温层中土壤一年四季

温度稳定的特点，冬季把土壤中热量“取”出来，

供给室内采暖；夏季把室内的热量“取”出来，释

放到地能中去。

据测算，仅污染物排放一项，与空气源热泵

相比，相当于减少40%以上；与电供暖相比，相

当于减少70%以上。

“有些市民会担心，会不会对地下资源造成

破坏。其实完全不必担心，只要施工科学，充当

‘客人’的只是循环系统中的水，而从地下到居民

家中释放或吸收的只是温度。”该负责人介绍说。

大剧院、大酒店纷纷争尝鲜
“合肥大剧院和两淮豪生大酒店都运用了

地源热泵系统，制热制冷及节能减排效果显

著。”如果说地源热泵技术只是应用在合肥的居

民小区那就大错特错了。

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地源热泵对地下热

源没有特殊要求，不仅适用于普通民用住宅，也

适用于宾馆、商场、办公楼、学校。据介绍，目前

埋管式地源热泵在欧美国家已得到普遍应用，

已被充分证明是成熟可行的技术，在我国建设

部和一些省市的建筑节能政策中明确提出要推

广使用地源热泵。

合肥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

夏季炎热，冬季寒冷。依据合肥地区地下水水

文地质特征（大部分区域地下贫乏），该地区地

质结构主要为红层地区结构，地下0-100米范

围内地温相对稳定在17-20℃，适宜土壤源地

源热泵系统的开发利用。

合肥市作为安徽省首个节能减排试点城

市，更为浅层地温能利用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市

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