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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酷暑天氣持續，午間室外氣溫將近40攝氏度，在深圳卓越前海壹號寫字樓辦公的白領們在20多

度的室內與客戶進行商談。與寫字樓一街之隔的一棟低矮小樓內，乘坐電梯到負4層，前海能源前海集

中供冷項目2號供冷站站長陸春富正在縱橫交錯的碩大管道間巡視，6台製冷主機全線開啟，發出低沉的

轟鳴聲，通過電力降溫，約3攝氏度的水從這裏沿着口徑從數十厘米到上百厘米的大型管道，流向片區

內的寫字樓，經過板式換熱器等換熱，吹出涼風，讓寫字樓內穩定保持着適宜溫度。

2號供冷站是前海規劃建設中的「區域集中供冷系統」的組成部分。區域集中供冷是指在一個建築群

設置集中的製冷站製備空調冷凍水，再通過循環水管道系統向區域內各座建築提供空調冷量的一種供冷

方式，具有運行能效高、建築空間利用率高、系統可靠性高等特點，近年在內地的

不少城市新區試水。前海的集中供冷系統包括10個供冷站，總供冷面積15平方公

里，覆蓋擴區前的前海合作區範圍。測算顯示，待全部投入使用後，與單棟建築採

用分散空調冷源相比，前海區域集中供冷系統節能率可達12%左右，減少的碳排放

相當於5,000畝森林的碳匯能力。同時，「藏身」於地底的規劃能夠有效減少城市

「熱島」效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前海前海區域集中供冷區域集中供冷

擬建擬建1010供冷站供冷站33個已投運個已投運 覆蓋區域面積覆蓋區域面積1515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料年省電料年省電11..33億度億度
前海集中供冷數據一覽

▶節約90%的空調機房和冷卻塔佔地面積

▶與單體建築配置分散空調相比節能12%左右，每年節約1.3億度
電，相當於減少使用約1.6萬噸標準煤，減少約12.3萬噸二氧化碳
排放量，節約12%的運行費用

▶節能減排效果約相當於種植7,000至3萬棵樹，相當於5,000畝森
林的碳匯能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供冷量：總供冷量可達40萬冷噸 供冷面積：15平方公里

供冷站數量：10個 管網規模：90公里

老舊城區鋪設管網成本高
公眾認知度低推廣難

香港啟德供冷系統已減排逾萬公噸
�
 

◆傅建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前海前海55號供冷站屋面號供冷站屋面
冷卻塔冷卻塔。。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炎炎夏日炎炎夏日，，集中供冷為寫字集中供冷為寫字
樓樓、、商場提供穩定的冷氣供應商場提供穩定的冷氣供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攝

◆◆前海前海22號供冷站號供冷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攝

前海區域集中供冷系統規劃於2015年審議通過，將區域集
中供冷納入市政公共設施，由前海開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旗下的前海能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前海能源」）
負責投資建設和運營管理。規劃包括10個供冷站、90公里市政
管網，總供冷量可達40萬冷噸，總投資約40億元（人民幣，下
同）。
陸春富所在的2號供冷站，是前海區域集中供冷系統開工建
設並投入運營的第一個供冷站，位於前海桂灣片區，為前海擴
區前最早啟動建設的片區，目前已有多棟寫字樓投入使用，供
冷站總建築面積13,300平方米，最大供冷能力4.68萬冷噸，服
務建築面積可達2.13平方公里。
據悉，目前前海片區共有3個供冷站投入使用，分別為2號、
10號及5號供冷站，服務於桂灣、媽灣、前灣片區。此外，4
號、6號供冷站預計今明兩年投入使用，其他供冷站建設則配合
前海片區建設的進度，納入中期和長期規劃。
經測算，未來10個供冷站全部投用後，與單棟建築採用分散
空調冷源相比，前海區域集中供冷系統節能率可達12%左右，
每年可節約1.3億度電，相當於減少使用約1.6萬噸標準煤，減
少約12.3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從夢海大道轉入桂灣五路，來到金融東街的2號供冷站，香
港文匯報記者並未覺得附近較同區域的其他地方悶熱。外觀
上，供冷站與周邊建築融為一體，只有從電梯轉入地下，才發
現別有洞天。

選址建築物地下 不獨立佔用土地
「集中供冷以後，只需要在供冷站的樓頂設置冷卻塔，其他
建築都不需要冷卻塔，樓頂可以釋放很多空間，用來做泳池、
花園甚至開Party。」前海能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傅建平
介紹，減少散熱體可以降低城市的熱島效應，為了進一步減少
對周邊環境的影響，供冷站的選址也做了諸多考慮。「2號供冷
站是2層的矮樓，而周圍全部是高樓，不受冷卻塔散發熱量的影
響，此外，供冷站所在的街道往南延伸至桂灣河，十分通風，

可以加快熱量的散發。」
事實上，這棟供冷站的矮樓為開發商的配套建築，僅地下2

至4層用於供冷站，地面為公共配套服務空間。這也是前海的供
冷站選址創新的探索，設置在開發地塊的建築物地下或與其他
公共建築合建於公共空間地下，不獨立佔用土地，實現了土地
的集約利用。該模式已成為內地多個新區同類項目借鑒的模
式。
在前海媽灣片區，前海片區第二個啟用的集中供冷站10號供

冷站，位於一片公園用地的地下，相比寫字樓環繞的2號供冷
站，這邊的用地也寬敞許多。站長陳盛階指着地面許多鋪設水
泥方塊的位置介紹，目前供冷站為一期工程，隨着片區的建
設，供冷量需求增加，未來這裏也將進行二期建設。
他介紹，進入酷熱的7月，供冷量有了約20%的顯著提升，

平時主要開啟2台主機供冷，高峰時段會啟用3台主機。「最近
我們主要安排人員3班輪流巡檢機器，保證正常運行，一些檢修
任務則安排於年底供冷淡季進行。」

「電製冷＋冰蓄冷」技術提升能效
傅建平表示，目前前海集中供冷採用電製冷和冰蓄冷的技術

組合供冷。夜間電力低谷期，電製冷機製冷蓄冷，白天電力高
峰期融冰放冷。
在2號供冷站，沿着樓梯走上管網之上的夾層，冷氣撲面而
來。不過想像中的冰窟並未出現，透過扶手旁邊的透明方孔，
可見裏面一池清澈的水中，一列列整齊的金屬管，隱約有冰塊
浮動。
「這個夾層的池子裏有約11萬立方的水，夜間電力低谷期，
通過電製冷，讓金屬管周邊的水結冰，冰和水混合的池水溫度
接近0攝氏度，白天電力高峰期，就提供釋放這些冰水供冷，
『削峰填谷』，更經濟而高效地利用電力能源。」傅建平表
示，目前2號供冷站冰蓄冷提供冷量可以達到日常的三分之一左
右。10號供冷站一期的冰蓄冷系統也正在建設，蓄水量約4,500
立方，預計很快可以投入使用。

香港啟德發展區採取了首個集中供冷系統，環境局
2021年1月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時提到，啟德供冷
系統由2013年開始投入運作至2019至 2020年
度，估算總共節省約2,030萬度電，估計節省的
電費總開支約2,400萬港元，相當於減少碳排放
約14,210公噸。

前海能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傅建平介紹說，集中供冷有
多種技術，包括水源熱泵、地源熱泵、海水冷卻、電製冷等等，
具體應用也需要因地制宜。他介紹，前海此前經過多方論證，依
據現實條件選擇了電製冷和冰蓄冷的組合模式。

技術應用須因地制宜
傅建平表示，以水源熱泵技術為例，其原理是提取地表水中的能
量，但在產生冷的時候，也會相應產生熱，如果地區有冷熱兩方面的
需求，則更適合採用該技術，但是在前海，只提取冷量而放棄了熱量，則
是不經濟的做法。至於海水冷卻技術，在海水資源豐富的地區無疑更為適
用，例如香港。而前海5號供冷站雖然臨海，但海灣水深不夠，水的流動性也不
強，不利於散熱，而且供冷站規模較大，容易對海水溫度造成過大影響，不符合環
保要求，因此也沒有採用。不過，遠期規劃位於媽灣的7、8、9三個供冷站還
會進一步研究採用海水冷卻的可行性，同時在臨近媽灣電廠的10號站和6

號站，會探討利用電廠的蒸汽餘熱進行製冷，幫助
電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集中供冷的概念
早在20世紀四十年
代就有人提出，但
一直到1961年，美
國康涅狄格州首府
哈 特 福 德 （Hart-

ford）才開始嘗試集中供冷。但受到當
時技術條件的影響，其系統的熱力系數很

低，且經濟性也不高，甚至無法和傳統的
空調系統相比，因此發展並不順利。之後，

日本、法國、挪威、丹麥、瑞典等國家都有所
嘗試。一些北歐國家尤其擅長利用海水、湖

水、地下水等自然冷量製冷。

中國目前處於起步階段
在集中供冷領域，中國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目前投

入運行的包括廣州大學城、珠海橫琴、北京中關村科技
園、北京麗澤商務區、天津生態城、重慶江北嘴CBD等區

域。儘管有着集約利用空間、節省能耗等顯著優點，但要如何
實現項目的盈利，進一步推廣至千家萬戶，卻仍需要進一步探

索。
先後在廣州大學城、前海集中供冷項目任職的傅建平認為，集中供冷

目前更適合一些新的規劃片區，建築密度較高，需求比較集中且穩定的區
域。

「前海在做規劃的時候已經進行過論證，考慮適用條件，所以納入集中供冷的
主要是辦公、商業區域和公共地鐵站點等公共建築，一般住宅沒有納入。」他指出，

集中供冷需要鋪設眾多較大的管道，新區可以在建設修路的時候提前鋪設管網，例如在前
海，擴區後的海洋新城、深圳機場灣區之心等也在探索區域集中供冷，但如果在市區，尤其是

老舊城區，鋪設管網的代價則太大。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2000年太原市熱力公

司為提升供暖設備使用率，在原有設備基礎上進行
了改造，改變了供暖設備過去「冬季運作夏季閒
置」的狀況，每年集中供冷時間為6月20日至8月
20日。

在運行的十多年時間裏，項目的供冷能力已經達
到10萬平方米，但實際的供冷面積不到5萬平方
米。使用集中供冷的單位，也僅有太原火車站、太
原市公安局、美特好超市（五一店）3家單位。當
時，該項目負責人稱，由於社會公眾認識不到位，
造成集中供冷項目難推廣，過低的使用率讓製冷設
備「名存實亡」，使得該項目運行15年也僅能夠維
持成本。到2014年，項目由於道路改造與熱源電廠
的拆除，不得不面臨暫停的厄運。

重慶億眾數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吳小龍在
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談道，在住宅片區中實現
集中供冷，技術層面沒有難度，首要問題在於人們
的認知度。建成住宅的難以改造以及新建住宅的契
機缺乏，成為集中供冷走進百姓生活的阻力之一。

吳小龍和團隊曾在南方做過一個大範圍調研，關
於是否要實行集中供冷。調查初期，參與調研人員
幾乎踴躍支持，但到了真正付費時，卻發現願意買
單的人數遠遠低於預期。吳小龍認為，集中供冷雖
然屬於民生工程，但如何將其做成一個完整的、具
有可複製性的盈利項目，才是集中供冷能否大面積
推廣的關鍵因素。

◆綜合中國新聞周刊及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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