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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冬季燃煤取暖是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气候应对政策，鼓励或强制
采用清洁能源的方式取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
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在2+26城市试点推广，旨在提高北方地区取暖清洁化水平，减
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打赢蓝天保卫战。

 在利用清洁能源取暖的试点中，山西国锦新能源有限公司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为探索和使用太阳能在采暖上的应
用起到了很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山西国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山西省最早从事太阳能利用的企业之一。 多年来，公司秉承晋商诚实守信、开拓
创新的精神，坚持服务社会，造福于民的发展理念，在太阳能建筑采暖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项目示范和推广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太阳能采暖技术方案成熟，目前进入推广阶段。

 据该公司总经理范志国介绍，祁县谷恋小学太阳能热空气+电辅助的供暖系统解决方案由公司设计并承建，经过一
个冬季的使用，达到设计要求，校方非常满意。该方案今年在张名村小学、古县小学等7所小学进行了应用推广。

 经过不断创新研发，一种新型的经济性好、方便用户操作的太阳能热水+谷电蓄热辅助的供暖系统解决方案今冬在
祁县大韩小学落地，该方案具有普适性和代表性，可广泛推广。

 通过本创新案例分享，为从事新能源开发应用的企业和个人起到了借鉴作用，共同推动清洁采暖和热水文明事业的
发展。

 祁县大韩小学两栋教学楼均为砖混结构的平屋顶。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四周无遮挡，采光良好，有充足的太阳
能集热器安装条件，适合实施“太阳能+谷电储热”的供暖系统方案。

 该系统由集热系统、储热系统和控制系统三部分组成。集热系统由150组透明真空管集热模块组成，通过管内黑色
纳米介质吸收太阳辐射的热能并储存，作为供暖热源；储热系统为带备用电加热的储热罐，容积为25立方米，罐内设
有换热器，具有储存热能和向末端散热器供热的作用。储热罐与集热器以管道连接，管道上接有单向管道泵；控制系
统为智能控制柜，并设有应急手动装置，方便停电时对系统进行控制调节。

 该系统由山西国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独立开发，系统安全高效，具有五大特色。

 特色一：与常规的镀膜真空管太阳能相比，透明真空管内在阳光照射下升温幅度小，不存在脱膜和炸管现象，系统
安全，延长了真空管的使用寿命。

 特色二：利用纳米黑色导热介质将光能转化成热能，不存在热能在玻璃内管壁的传导障碍，介质升温快，光热转换
效率高。

 特色三：利用系统排空技术。在没有光照时，介质自动排回，将太阳能热量全部回收到储热装置，避免热能在集热
器和管道中的损失，实现光热的最大化利用。它同时解决了管道冻裂和冻堵的难题。

 特色四：智能控制，傻瓜式操作，无需专人值守，适合各类人群使用。

 特色五：零散热损失。储热罐放置在室内，它所散发的热量保留在室内，是有效利用的热量。

 利用该系统解决方案，基本可以实现了整个冬季完全利用太阳能取暖，不需辅助能源而达到取暖的要求。在门窗密
封好、墙体有保温的节能建筑里，当室外温度为零下20℃并连续阴三天时，该系统能保证室内温度在15℃以上。室内
温度不足15℃时，启动备用电辅加热装置，为尽量减少用电量只加热供暖输出的导热液体，实现最大化节能。

 本设计符合节能环保要求，契合煤改清洁能源供暖的政策，而且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非常明显，平均每年节约燃煤
100吨，按照设备使用寿命15年计算，可节煤15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8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30吨，减少粉尘
排放300余吨。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利国利民的绿色环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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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业内率先倡导太阳能+其它能源解决方案，在优先利用免费的太阳能基础上，结合节能热泵等辅助供热方式
，有效保证供暖的经济性和系统运行的稳定性，非采暖季提供免费热水。该方案可广泛应用于远离集中供暖管网的学
校、敬老院、医院、宾馆、企事业单位和家庭的供暖和热水。

 公司积极向政府建言出台光热扶贫的相关政策，呼吁推动光热扶贫项目的普及应用。将这项节能环保的蓝天工程应
用到千家万户造福社会。太阳能热利用经济效益明显，据科学测定，在光照良好和建筑具有保温条件下利用太阳能全
年供生活热水和冬季供暖应用，其节能效益可达60%～90%，是一项经济性好、节能环保的新能源应用项目，值得普
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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