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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供热与传统能源供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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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整体改变，工业化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社会消费结构也出现了变化，而

在此时，社会各界对能源物资的需求量也将会逐步提高，同时由于当今世界上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发

展清洁能源也变成了一个关键性课题。而如今世界范围的大气环境质量问题越来越严峻，所以为了提高我国的环保品

质，还需要在节能减排等方面下功夫。在我国一些地区，由于冬季的气候非常严寒，所以需要大量的资源来采暖，而

一般所使用的资源都是煤，结果就由于煤自燃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大气环境与生态环境问题，所以怎样实行比较绿色

环保的供热方法，就成为了如今我国环保部门所必须重视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清洁能源；传统能源；供热

1 清洁供热概述

积极发展各类清洁供热的方式，主要包括了电能取

暖、地热能供暖、生物质能供热、太阳能供暖、核电供

热，以及氢能取暖(热电联供)，如此就可以达到在供热

条件和设施等方面的多样化、提高适应性。电能供热，

其主要是把电能直接转化为热能的取暖方法，但相对而

言又比较安全。其根据均匀特性和受热范围，又分为点

式供热(空调、电热板、辐射板等)、线式供暖(发热电缆

等)、面式供热(电热膜等)。地热发电或取暖系统，指以

地面温度的发电热为主要能源的供暖系统。至于生物质

能供暖，则根据地热流直接进入加热体系中的途径，可

分成直接供暖与间接供热。直接供热是指地热流能够直

接进入供暖系统中，而间接供暖则是指地热流并没有直

接进入供暖系统中，而是可以利用换热器直接将地热能

流送入供暖系统中的地热能季风环流水[1]。至于生物质能

供暖方式，它主要是指可以取代常规燃料采暖方式的另

一相对较低碳的可再生资源冬季供热采暖方法，而生物

质能供暖方式则一般包含了生物质锅炉供暖和生物质热

电联产，目前大多在农村冬季使用。而太阳能采暖则主

要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太阳能集热设备，将太阳能的

辐射采集起来并转化为热能，以实现采暖的方法。如氢

能供热技术(热电联供)就是把以往传统的采暖方法和热供

水系统以及水电方法融合的一种热总能技术，它最重要

的特点就在于对能量的梯级利用。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热电联供，也就是以能源电池为核心的电能驱动设备。

而能源电池则是把利用氢氧反应生成水所产生的化学热

量，转变成电能的装置。发电效益通常在40%以上，而热

电联产的效益则通常在80%以上。而氢能供热技术(热电

联供)则因为节能环保、经济效益较好、安全快捷，已经

成为了未来具有潜力的主要供热模式。

2 以煤炭为能源的供热方式

热电联产

热电联产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能量循环梯级系统的

技术思想基础上，将制热系统(包括供暖和供热水)和发电

系统整合的总能系统。它最明显的优点就在于对各种性

质的能源都实现了梯级使用，气温比较高的、以及产生

了许多可用热量的大部分可以用来发电，而温度比较低

的以及产生一些较低品质能源的则将大部分用来取暖。

而其基本原理也就是如此，由于煤炭在进行焚烧后所形

成的高温烟气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做功，而是需要利用高

温将热能直接送入蒸汽中，而后再通过由此形成的高压

蒸气推进汽轮机组发电，做功后的汽轮机组也就能够通

过直接抽汽或背压排汽实现发电了。而利用集中供热的

热电联产高压锅炉效率也是相当好，实现了85%以上。

区域锅炉房集中供热

城市的集中供热系统一般分为如下三种主体部分，

它们分别指热源、热管网道和热力系统。在城市区域锅

炉室内集中供热的基本模式当中，热源指在城市区域

锅炉室内的集中供热锅炉。在一般居住社区锅炉室内，

通常使用的是热水锅炉，在一般企业区锅炉室内通常使

用的是蒸汽锅炉[2]。在工业企业区域锅炉的集中供热，

一般是以煤为主要原料，其系统通常由配热干线、输热

干线和支线体系所构成，而热管网体系中又通常包含着

蒸汽管网和热水管网二个基础组成部分。在企业供暖管

网上，通常也采取着直接连通和间接相连的二种连通形

式。工业企业集中供热系统，作为当前我国最重要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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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建工程，在提高城市的热资源效益上形成着不可替

代的巨大作用。同时，城市区域内锅炉房集中供热的锅

炉热效率也能够超过75%，并由此真正达到了环保和节能

的效果，从而促进了经济性、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全面融合。

分散小锅炉供热

分散小高压锅炉的额定蒸发能量较小，但运行效能

却较差，仅为55%以下，再加上多数除尘器装置都比较陈

旧，无法脱硫，而且烟筒高度也不足，产生的烟气排放

量不能达标，是当前已被逐步淘汰的供暖方式之一。

3 以天然气为热源的清洁供热方式

燃气热电联产

针对于燃油热电联产技术来说，现阶段在我国被采

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方式是锅炉加热汽轮机组供热，这种

装置的具体运行原理是天然气在锅炉内进行燃烧，形成

相应的热能，再送入汽轮机组中。只是针对于我国这些

年供热方式的变化来看。这种系统的利用形式主要为燃

煤再改气的热电联产系统。但在目前的城市规划中，新

建立的热电联产系统一般都不会采用这种措施。

燃气锅炉

就燃气锅炉来说，通过气体在被引燃后所产生的热

能就能够直接实现供暖，这是目前最基本的一个供暖方

式，而在这个方式中又包括了普通家庭燃气炉，以及小

区的大型燃气锅炉等。中小型燃气锅炉，是指城市区域

内相对较大中型的燃气锅炉，同时也是进行城市集中供

热工作的重点装置，特别是针对较大型区域内的燃气锅

炉，往往要通过市政供暖网络来为地域规模比较大的客

户开展供暖任务。因为供暖处在相对集中阶段，所以整

个装置的运行过程中环境温度相对比较稳定，同时锅炉

运行的质量也较好，与此同时，规模较大的锅炉也比较

适合于选择更为先进的低硫燃煤工艺，同时由于使用此

类工艺而形成的环境污染也比较小，同时在部分地区已

存在的燃煤改气区域系统运用时应依据现场状况，谨慎

采用。

4 我国传统能源的优缺点分析

我国传统能源供热的优点

我国大多数地方的暖气都是通过燃烧煤炭的方法来

实现供热，而按照2016年底的统计资料，北方地区采暖

主要使用的是以燃煤为主，而燃煤采暖面积大约为我国

全国总采暖面积的83%，而煤源、电力、地热能、生物

质能、太阳能、工业余电流等能源资源总共大约占用了

全国17%，我国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燃煤大国
[3]了。在我国大约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供暖

面积就已经达到了四百五十万平方千米，而供暖的能量

更是惊人。我国大多数乡村区域还没有实现农村集中供

热，在城市集中供热没有覆盖的地方采用了烧柴、燃烧

煤的形式，而在城乡结合部区域由于主要为家庭分散供

热，所以大部分使用了柴灶、火炕、小锅炉或土暖气的

形式供热，由于价格比常规燃气便宜等优点，这就导致

了在我国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常规能源供热的比重和倾

向程度普遍较高，而新型的清洁能源比例则较小。

我国传统能源供热的不足

以燃煤为能源的城市集中供热方式对环境污染程度

很大，而且投入成本也很高。表现为在我国某些区域的

地方土地保护主义现象比较严重，导致了该市的城市集

中供热投资和使用环境严重失衡，而在我国的部分大城

市和特大城市中，由于目前很多热电厂，锅炉房的单机

能力偏低，热资源效率低下而对燃油需求量也较大。污

染情况很严重，所以热资源利用率的不足一直是目前我

国城市供暖的热开发的最主要障碍。而在目前，国家对

于城市集中供热领域的立法与管理体系还尚未完善，这

也是其中的最重要原因。而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供暖方式

仍以煤炭燃烧的集中供热形式居多，但部分非城镇区域

也可以自己烧煤供热。将常见的供热方式，分为大锅炉

房集中供热、分散小锅炉供热、热电联产供热等三类。

在锅炉室集中供热方式中，煤燃烧作为最主要的加热手

段，并通过火网传热，从而满足的供热要求。通过这种

供热方式能够提高燃气使用率，从而减少能源的耗费、

降低污染，同时还可以提高供热经济效益。

形成严重的污染问题

燃烧产生的污染物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一氧化氮、一氧化二氮、四氧化二氮等。燃烧还

会引起噪声污染、热污染以及铅危害等。而在燃烧过程

中，大量热能的积累也会造成对环境污染的热污染。而

众所周知，物质在燃烧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浓热烟气，

当中包括了很多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化学

物质。尤其是化学物品和有机物质的燃烧，会排放一些

有害物质在环境中，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对环境带来的

巨大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它会对土地及其附近的河流

产生严重污染。火灾发生后，会出现含致癌物质苯并芘

的黑烟，这种烟尘如果落到了泥土和水流中，就会产生

巨大危害，最后进入食物链，威胁着食物链上的各种动

植物。这些物质在强阳光的照射下，在发生了大量光化

学反应以后，二氧化硫首先被氧化产生了硫酸，接着再

经过进一步反应形成了气溶胶(大气中气体污染物以及悬

浮在其中的固体微粒和液体微粒的总称)和二次污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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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称之为"还原型畑雾"。

另外一个供热方式则是采用发电能量供热的方式，

也就是热电联产的方式。电厂在制造电能的时候，利用

汽轮发电机把做功产生的蒸汽直接输送给消费者，以

满足消费者的要求，是一个能够同时利用电力与热力二

类资源的供热方法[4]。该种技术有着节约能源的特点，

能源燃烧后会形成水蒸气，通过汽轮发电机的整齐带动

发电，根据需要可以对抽汽型汽轮机的抽汽电压加以调

节，使之能够在供热时正常使用。这些方法的运行效率

都相当好，甚至超过85%。目前我国供热工程的设计观

念趋于落后状态，系统内部暂未形成合理可靠的调节数

据参数。因而一般采用输出大能量来降低温差的形式工

作，造成整个设备漏损大，能耗高。建筑内大多采用单

管供热系统，而且没有合理的调节装置，缺乏自动控制

装置导致供热质量明显下降，分户冷暖不均等导致住户

不能独立控制温度造成热量白白浪费。

5 新型清洁能源供热的优缺点分析

我国新型清洁能源供热的优点

近年来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不断提高，因

而我国政府对于新洁净能源的研发又增加了巨大的投

入。新洁净能源就是指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了

水电、生物质、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和海洋能。

这种能源在消耗之后，不象常规燃料需要用几千年甚至

上亿年才恢复，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的，并且所

造成的损失也很小，因此特别适合经济增长的需求[5]。

自从上个世纪初的清洁能源被发明以来，人类对洁净能

源的利用率也在不断提高，但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发电应

用，还是越来越多的新兴应用，如供热、地热、太阳

能、灯光等，而且使用范围也十分广泛，为我国人民的

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治理和解

决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清洁资源

的使用不仅不需要大型的转换设备，而且不需要再大量

消耗已有的资源，所以如今的新型清洁资源供热技术也

被广泛采用。

我国新型清洁能源供热的弊端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土地面积

辽阔，但由于我国目前对于新型燃料供热系统的研究和

使用还没有非常完善，所以无法进行大面积的普及和使

用，再加之因为我国个别地方的经济发达水平并不高，

而且清洁能源开发所需要的费用又比较昂贵，这都是导

致目前无法大面积普及和应用新型燃料供热系统的主要

因素。另外，随着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都

已经开始认识到了洁净能源的巨大意义，并且在不久的

将来，洁净燃料的价值和价格也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这也将为我国许多农村偏远地区的家庭采暖问题带来了

很大的社会经济负担，这也导致了新型清洁燃料注定不

能在我国广泛应用[6]。但由于燃料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难

题，向新能源转变的时期已经开始到来了，这就需要国

家进行大规模的科研，而新型材料和装置的大规模使用

也成为实现清洁燃料增长的关键保障。

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在发展，时代也在进步，各领域都

在努力紧追时代发展的步伐，。城市供暖体系也是这

样，常规能源供暖引起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缺陷，它

势必会被各类新型洁净供暖所取代，新型洁净燃料供暖

的应用将会提高供暖体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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