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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气气污污水水也也能能供供暖暖，，只只是是成成本本高高
济南不少小区尝鲜新能源供暖，但暂时还难大面积推广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孟燕

天然气充足但费用高

建成区35吨/小时及以下
燃煤锅炉的淘汰(改造)工作，
是济南市政府今年为民办的15
件实事之一。其中“煤改气”是
燃煤锅炉替代方式的一种，采
用这种方式首先要保证天然气
源和管网。为保证10月底前具
备通气条件，今年7月份起，省
城两大燃气企业济南港华燃气
和山东济华燃气就开始敷设管
线，并对现有管线提压扩容。

济南港华燃气生产调度部
经理王伯逊介绍，港华华山、遥
墙、董家三大门站供气量充足，
遥墙门站至华山门站的高压天
然气管道也已建成，两大门站
连在一起，增加了天然气的供
应来源和管网抗风险能力。

山东济华燃气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他们敷设的燃气管线
已延伸至多个集中供热热源
厂、小型供热锅炉附近，可随时
替代燃煤提供足量天然气。

气源充足，但是天然气供
暖成本高成推广阻力。以去年
完成改造的东郊饭店为例，据
测算，其“煤改气”后减排二氧
化硫600多公斤、烟尘300多公
斤、氮氧化物300多公斤。不过，
成本也提升不少。东郊饭店往
年烧煤，一个采暖季花费90多
万元；改成烧天然气之后，一个
采暖季的燃气费约200万元。

据了解，燃煤锅炉的优势
是运行费用低，仅考虑热量价
格，天然气是煤的3倍。若综合
其他成本，天然气锅炉的成本
为燃煤锅炉的1 . 5倍左右。

省城还有不少市民采用燃
气壁挂炉供暖。济南港华燃气
客户账务中心经理王红介绍，
目前港华约有2万户壁挂炉取
暖用户，不过由于集中供暖的
小区增多，用户在萎缩。

供暖孤岛用上空气热

位于顺河高架和经八路附
近的杆南西街，是济南城区的
老“供暖孤岛”，由于缺少热源，
不具备管网条件，几十年来难

以加入集中供暖。10月14日，济
南热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新
安装的杆南西街的空气源热泵
进行调试，该空气源热泵的占
地面积100多平方米。

济南热电公司新能源项目
负责人介绍，空气源热泵从空
气中的环境热能中吸取热量，
经压缩机压缩后压力和温度上
升，将热量传递给空气源热泵
贮水箱中的水，再通过供热系
统送往周边市民家中。该负责
人介绍，由于空气源热泵的出
水温度达到25℃～60℃，可以
满足居民家达标供暖。

2014年起，济南热电开始
积极开拓新能源供暖市场，目
前新能源项目已经超过20个，
供暖的面积将达到60万平方
米。这些项目主要为空气源热
泵，其中去年供暖的天方怡景
园小区使用低谷电蓄热锅炉。

济南热力公司也在积极开
拓新能源供暖市场。高墙王小
区与和平路人寿宿舍安装了空
气源热泵。位于经十东路的林
景山庄小区用上了蓄热锅炉供
暖。目前济南热力实际新能源
供暖面积有10多万平方米。

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还成
立了济南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专门来推广新能源供暖和
使用。目前，其供暖面积已经达
到了200万平方米，主要向蓝石
大溪地、清雅居、山大兴隆小
区、历城一中、济南检察院宿舍
等单位或小区供暖。

据记者统计，目前济南享受
新能源供暖的小区在30个左右，
实际供暖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新能源供暖将达15%

除了上述已经采用新能源
供暖的小区，济南热力还正在
农机小区、泺河小区、汇隆广
场、华夏福地四个小区进行电
锅炉供暖施工，这些小区将在
今明两年先后供暖，届时济南
热力新能源的供暖面积将达到
六七十万平方米。电锅炉供暖
是指以电锅炉为热源，在电力
低谷电时间段（23：00—7：00）
蓄热兼供热，在满足建筑供暖
要求的前提下，剩余的热量储
存在热库（蓄热设备）中，白天

系统完全由热库进行供热。
此外，济南热力还与山东

地矿新能源有限公司合作成立
了山东德和地热开发有限公
司。据济南热力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公司将着力开发临
港经济开发区地热田，让周围
没有热源的临港经济开发区用
上地热供暖。

“加上华山片区，整个公司
的供暖能力将达到1000万方。”
济南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华山片区将采用天
然气、空气源等新能源供暖。

目前，整个济南的供暖面
积为1亿多平方米，新能源供暖
实际占比约为3%。根据规划，
济南市将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
及清洁能源参与集中供热的比
例，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清
洁能源供热比例达到15%。按
2020年济南市供暖面积达到2
亿平方来计算，可再生能源、清
洁能源供热将达到3000万方。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对于热源及管
网无法覆盖的“供热孤岛”，将
优先使用各类热泵与太阳能光
热、谷电蓄热、高效煤粉锅炉等
相结合的模式供热。尤其在电

锅炉优惠电价政策争取到位
后，将在“供热孤岛”通过“煤改
电”积极发展电蓄热锅炉项目。

供暖短期内难脱煤

新能源供暖不仅让“供暖
孤岛”看到供暖希望，其供暖
过程基本无污染的特点，也让
饱受雾霾之苦的市民心生向
往——— 能不能大范围推广新
能源供暖，让济南实现无煤化
供暖？目前来看，短时间内并
不可能。

天然气供暖的首要问题是
成本。省城一家热企负责人介
绍，一个供暖季燃气供暖的成
本至少为每平方米45元，热企
和居民都难以承担。济南热力
和济南热电等热企设立了多台
燃气锅炉，但基本作为调峰使
用，在极冷时节保障供暖效果。

省城一位供暖业内人士介
绍，不仅天然气难挑大梁，因成
本和条件限制等，其他新能源
供暖大规模推广也不现实。

济南能源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一位负责人举例，省城北
部的清雅居用污水源供热，去
年用电800万千瓦时，按照每

千瓦时0 . 74元计算，供暖成本
达30多万元，高于燃煤供暖。
污水源供热的原理是，污水处
理中会产生热量，污水源热泵
将热量提取出来用于加热供
暖管线。

“污水源、空气源供暖的成
本较高，直接利用电锅炉供暖
的成本更高。”济南热电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在目前电价条件
下，利用电锅炉供暖，成本则比
燃煤供暖几乎要高出一倍。

除了成本问题，新能源的
推广还受场地、输送距离等多
种条件限制。如空气源热泵本
身占地面积很大，且由于有一
定噪音，需远离居民楼，不好找
地方；污水源热泵需要靠近污
水处理厂；开发地热资源需要
地热丰富。

“新能源供暖目前只能在
全市供暖中起到补充作用。”省
城供暖业内人士介绍，省城的
供暖还是得靠市区内的热电厂
和工业余热，工业余热由电厂
燃煤机组回收，也要靠烧煤。

“目前，工业余热和市区内的热
电厂也都进行了超低排放改
造，能兼顾环保和供暖成本两
方面的需求，而且更为节能。”

纠纠结结十十余余年年，，历历城城二二中中要要搬搬到到唐唐冶冶了了
新学校一年半建成，搬迁前齐鲁制药生产将受严格监控

本报济南10月15日讯（记
者 李飞） 10月14日23点30
分，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在官
方网站发布《历城二中致学生
家长的一封信》，历城区拟将历
城二中迁建至唐冶新区，新学
校将在今年年底开工建设，一
年半建成搬迁。

这封信中介绍，齐鲁天和惠
世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制药下属
企业）自10月10日发生泄爆事故
以来，引起社会各方关注，各级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安排安监、

环保等相关部门全面查清事故
原因，逐一排查安全隐患。

14日，历城区委书记、区长
吴承丙到历城二中，认真听取
教师代表的意见和诉求，并主
持召开由区公安分局、安监局、
环保局、教育局、信访局等有关
部门参与的会议，近期将做好
以下工作：一是做好天和惠世
公司全面停产，安替比奥公司
涉气涉爆车间停产工作；二是
建立监督机制，实时监测监控
企业生产，直到历城二中完成

搬迁；三是在聘请专家做好风
险评估基础上，排出涉气涉爆
危化车间搬迁时序；四是责成
齐鲁制药厂明确完成高浓度废
水处理设施迁建工程并投入使
用的时间节点。

信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
息——— 历城二中要搬迁了。按
照规划，历城区拟将历城二中
迁建至唐冶新区。新学校将在
今年年底开工建设，一年半建
成搬迁。

此前，济南市环保局相关

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历
城二中与齐鲁制药十余年关于
污染问题的争执一直是济南环
保工作的热点和难点，更是城
市发展与工业化带来的问题的
一个样本，在目前技术有限的
前提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两
家有一家搬走，但是难度都不
小，需要群策群力来解决。

“目前学校的正常教育教
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历城二
中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
人员表示，能够促成学校搬迁

是个好事，因为这样终于可以
远离齐鲁制药厂。由于新校区
建成还需要一年半时间，希望
在此期间相关企业停产，涉气
涉爆危化车间搬离。

“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
希望学校搬迁前的这段时间，
不要再存在类似的安全隐患，
相关部门解决好老师和学生的
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在安全健
康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历城
二中一位高三学生的家长刘女
士说。

济南秋冬季节雾霾频发，不少市民希望省城推广更清洁的新能源供暖，逐步实现供暖“无煤化”。据齐鲁晚报记者
调查，目前靠天然气、电、地热、空气源、污水源等新能源供暖的成本都远高于燃煤供暖，且还受制于多种客观因素。。短
期内，济南市供暖仍是工业余热和热电厂挑大梁，仍要靠煤。好消息是，二者都进行了超低排放改造，能兼顾环保和供供
暖成本两方面的需求，也更为节能。

周末
知了

揭秘新能源供暖

济南林景山庄小区用上了电锅炉供暖。（资料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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