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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风能发电

百科名片

 隧道风能发电，是利用地铁内列车行驶中对隧道内产生的风能来发电的。经过实际现场测试，这样的风力条件可以
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因此在北京有立项，如果建成，北京地铁内照明用电可以满足。因此可以这将大大缓解北京市的
电力紧张。

 由于国外也没有先例，因此受到众多人士甚至专家的质疑。 北京地铁隧道的风能是否可以用来发电，钟衍对此深
信不疑。钟衍是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他们已经为“利用地铁隧道风发电”的项目提交了专利
申请书，该项目已获得了建设部的立项。 

起源

 钟衍的这个念头最早来源于他2008年秋天的一次开车出差。当时，他驾车沿着京沪高速向山东一路飞驰。他注意到
，车过之处，高速路边绿化带的叶片开始大幅晃动。钟衍突发奇想：既然自然风可以被用来发电，这种人为制造的风
为什么不能呢？ 

 回到北京后，他向几个技术员说起了自己的想法。几经研讨后，他们发现，捕捉地铁隧道的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
择。虽然公路和普通铁路上也有隧道，但这些隧道长度较短，不利于风能的收集，而地铁隧道封闭于地下，并且里程
较长，是收集风能最好的隧道系统。 

 钟衍认为，在地铁隧道的两面隧道壁上只要安装了合适的风机，就可以进行发电，而这种电能经过输送、蓄能、并
网等环节传送到地铁站台，就可以解决地铁站的照明及广告牌用电问题。

相关测试

 实验测试：两站间年发电96000千瓦时 

 2009年1月7日钟衍和技术人员们在北京的建国门、五棵松、朝阳门、西直门四个地铁站进行了风能测试。列车经过
时，风速大约每秒5至7米，最高可以达到15米。北京地铁每天运行约200班次，每班次有效风速持续时间为30秒。他
们认为，这样的风力条件可以进行合理开发利用。 

 实际测试与数据测算结果基本相符，看来这一设计标准是具备可行性的。 

 北京市地铁两个站台的间距约为1.2公里，全速行驶区段在800米左右。钟衍和他的团队初步设计每隔5米在隧道双侧
安装风轮，这样两个站台之间一年总发电量可达96000千瓦时，基本可满足一座小型地铁站的照明用电根据钟衍他们
的考察，北京地铁每天运行约200班次，每班次有效风速持续时间为30秒。钟衍的团队目前为他们的风力发电机设计
的额定发电功率是500瓦/台，则每台发电机在一年365天的发电量约为300千瓦时。

科研立项

 2009年5月，地铁隧道风能回收再利用课题已经通过了建设部的立项，该项目的技术模型在2009年6月份的北京节能
环保展上也已经亮相，钟衍下一步计划申请在北京立项，并与地铁等相关部门合作进行模拟试验，目前，他们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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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资金的支持。 

 据介绍，这些设备的研究和制造成本很昂贵。隧道内安装一个风轮的平均成本约为1000元，一段地铁隧道的设备投
入约为32万元。

发展意义

 如果钟衍的计划顺利进行，两年后，当列车驶过地铁隧道，将带动隧道两侧的风机转动，然后通过输送、蓄能、并
网等环节传送到地铁站台，支持地铁站的照明及广告牌用电。 

 在扩大内需的基建热潮下，全国目前共有12个城市的36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在建。如果钟衍的计划可行，未来这些
为数众多的地铁站将可能被改装成一个个小型的“发电厂”，那股一掠而过的风将让我们节省下一笔可观的能源。 

 钟衍称北京市目前开通的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十号线、五号线地下部分共有74个地铁站，假设每座地铁站一年可
以使用的隧道风电都达到96000千瓦时，则74个地铁站一年的隧道风电总量将可以达到7104000千瓦时。这将大大缓解
北京市的电力紧张。而隧道内安装一个风轮的平均成本大约需要1000元，只需要4至5年就可以收回设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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