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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 ）位置及规划范围 

上东新城位于河北省高碑店市区南部，南防洪大堤以北。基地东临城市干道一一东 盛路，西接

经十五路，北临规划的纬七路，南至迎宾路，建筑周边有宽大绿化带，规划 总用地面积 180516.84

平方米。 

在规划设计中把小区主干道走向曲折，使小区内部的空间更富于变化，创造更为有 利的小区整

体形态。在总体空间结构的安排上，把各片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通过 交通、绿地和景观把小

区的各个区域有机地串连起来。 

（2）现状小区基本概况 

基地现状大部分为上东新城居住用地，居住建筑多为 6 层楼房，居民建设用地约 

24229 平方米。其次还有少量的商业用地和其它用地。 

（3 ）交通组织 

该小区的道路系统规划，遵循“通而不畅”的原则，采用环形道路作为小区干道骨 架，外连城

市支路，内接宅前路，以确保小区交通的安全、通畅、便捷。小区的道路系 统分为两级：小区级道

路和宅间路。小区级道路路面宽 6-7 米，宅前路面宽 3-4 米。 

开发小区规划设有 4 个出入口，主入口设在中部东西向的城市支路（红线 25 米） 上，次出入

口设在南北走向城市支路（红线 20 米）上；西南部出入口也分别设在两条 城市支路上。 

小区的步行系统同小区的景观体系连成一体，使人进入小区，就在优美的环境里穿 行，直达自

家门口。 

本着政府指导扶持、企业建设管理的原则，上东新城新建小区灵活运用市场运作规 则，正确处

理当地居民、消费者、投资人、政府和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 体制创新、资源整合，

实现超常规发展，创造财富、增加税收、解决就业，有效提升当 地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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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东新城开放创新、兼容并蓄，通过创新体制和管理模式，努力营造符合现代市场 经济发展规

律的现代卫星城运行机制，为投资者创造出一个成本低廉、运作顺畅、安全 高效的投资环境。 

1.1项目简介 

上东新城改造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新理念， 以“时代特色和地方性居住环境”为 

主题，积极采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在兼顾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 营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环境。 

以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为基础，以安全、适用、经济为原则，符合现 行国家规范

和高坝店市地方相关条例的要求并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做到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设计思想。提倡“性能化”设计， 创造一个环境优美，功能完善，与

新区建筑相协调的热力空调系统。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完成项目 28.7 万 m2建筑热泵集中供热采暖系统设计、安装与施工，并通过工程示 范，建立完

善应用浅层低温水的热泵技术的法规政策、 技术和标准体系。开发城市中水、 污水源热泵技术集

中供热；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热泵设备及成套技术。为在河 北地区尤其是在住宅区规模化

推广应用热泵技术做好政策、技术、标准和成果扩散的准 备。 

1.2项目概要 

热泵式供热（冷）系统是依据国家专利技术，由天然冷热源（水源）系统、热泵机 

组及热力管网等组成。其特点是高效节能、环保、经济。我公司通过实地考察，多方咨 询，多方比

较，建议在新开发改造建设的岳庄村 28.7 万平米建筑中整体采用热泵技术 

供暖，利用项目所在地天然热源，丰富的“地下土壤热源”资源，采用“土壤热量交换” 联动热泵

技术，实现对全区居住项目、公共设施项目进行集中供热的节能环保示范项目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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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地源热泵设计施工规范和行业、企业标准，大面积实施热泵系统工程须对 项目所在地

地质情况进行全面勘探，设计、专业施工单位还需准确地计算项目可利用土 壤 25-30 年总的地下土

壤热平衡一一“热汇”计算，科学合理地利用地能进行供热， 而不影响热泵项目的长期、安全、高

效的运行。 

根据现阶段国家、国际能源现状和国家《节省能源法》《十一五节能规划要点》《节 能建筑

管理条例》《可再生能源法》的相继出台，可看出节能工作万分重要。而采用热 泵技术，利用天然

冷热源向城市建筑集中供热（冷）系统，是一种新型的环保的可再生 的能源利用方式，如在本项目

中得以实施，将使高碑店市在新能源利用上，创造保定地 区总体建设规模（热泵系统）最大、系统

形式（热泵）最全的节能示范项目，对推进保 定地区现代化城镇建设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其最大

的社会意义是节能、节水、节电、 无污染、保护环境。因此，建议高碑店市政府、建设主管单位、

开发单位能够支持该项 热泵集中供热示范工程项目的建设，多方论证实现项目规划建设实施，为美

化环境，造 福人类做出贡献。 

同时建设单位也可根据国家建设部、 河北省发改委和“京都议定书”中 CDM 减排 援助项目等

的示范项目申报要求，积极申报，以获得各界的项目援助，减轻投资压力。 

2 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成熟性 

2.1基本原理及关键技术 

热泵定义：通过消耗少量高品位的能量，将土壤里、江、河、湖泊水中及废水中或 

空气中大量不可直接利用的低品位热能变成可直接利用的高品位热能的装置叫做热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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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工作原理 

大功率无燃料供热冷机组（地源热泵）是根据“卡诺”循环原理。利用天然冷热源 作为低位能

源，冬季，借助机组系统，通过消耗少量电能 （25%），不断地将水中（土壤 中）大量的低品位热

能取出来，变成高品位的热能，供给建筑物的采暖或空调系统。其 运行过程是将温度相对恒定土壤

中的水，连续不断地按规定流量送到水源热泵机组，再 由机组内的压缩机工作，迫使工质（R22 制

冷剂）蒸发、压缩，吸收这些循环水中的热量， 使其温度降至 5C 以下，再回放到原取水层位。机

组吸收的热量再通过工质的冷凝而被 释放出来，用以加热采暖系统水。最高供水温度可达 60 C。夏

季制冷时，机组进行反 向循环，利用低温水作为机组冷却水，而常规制冷机则是利用室外冷却塔水

循环冷却 （或 室外空气），其温度一般都在 30 C — 38 C,而夏季土壤中的浅层水却只有 15 C — 

17 C, 比循环冷却水（空气）低 7C — 15 C,大大提高了机组的工作效率，从而达到节能的效 果。 

本项目产品结构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热力膨胀阀及制冷元件和微电脑控制 器系统组

成；所有部件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干燥过滤器和微电脑控制系统均安装 在机体的体内；压缩

机的进、出端分别通过管路同机体内的蒸发器和冷凝器相连接，蒸 发器的出口端通过管路同干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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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器相连接，并在出口端装有热力膨胀阀；在压缩机的 顶端装有自动回液阀。本项目压缩机根据担

负建筑面积不同，根据建设项目规模大小选 择半圭寸闭螺杆式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选择为壳管

式换热器。该机组根据型号的不同 可分别独立担负 200 平米到 40000 平米民用建筑工程的供热冷要

求，较大供热冷区可 两个或多个以上机组连接组成多机组使用。 

根据项目规划容积率指标等估算，一般一个热泵循环系统最大供热面积不宜超过 

30 万平米。 

机组实物图片：



专业资料 

 

 

 

2.2项目的技术经济特性 

① 高效节能：冬季，供热系数高达 4.3，正常为输入 1KW 的电能，可产生 4KW 左 右的热

能；夏季，输入 1KW 的电能，可得到 4.5KW（4 倍）以上的冷量。能源利用效率 为电采暖的 3-4

倍。 

② 绿色环保：该机组在供热时，省去了锅炉房系统，没有燃烧过程，不排放任何废 物，无

需设烟囱。制冷时省去了冷却塔，避免了冷却塔噪音及霉菌污染，使环境更加洁 净优美，是真正

的绿色环保产品。 

③ 节省费用：该机组运行费用低。冬季供热，其地下水和电相当于供热锅炉燃用的 

煤、油或气，而从废水中提取的热量占总热量的 70-75%。机组在制热过程中，有 70-75% 的“燃

料”是不用花钱的。所以，其运行费用仅为燃煤供热锅炉的 3/4 ,燃油锅炉的 

3/10，电热锅炉 1/4。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供暖运行费用只有 10〜16元/一个采暖期。 

而目前的锅炉供热收费标准为 22-25 元/平方米，1 万平方米建筑物一个采暖期可节省 采暖费 9-

12 万元，可节省燃料煤 350 吨，减少烟尘排放量 385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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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操作简便：该机组运行维护十分简便。全部为自动化控制，每班只需 1 个人，操 

作人员仅为锅炉的 1/4。 

⑤ 维修量小：燃煤锅炉每年换炉排、修炉拱等费用，年平均需投资 1 元/平方米， 

以 10 万平方米供暖面积计算，使用该机组每年可节省维修费用约 10 万元。 

⑥ 初投资省：用该机代替锅炉供暖的一次性投资为每平方米采暖面积 60-80 元/平 

方米，低于或等同于城市集中供热入网费。用该机组代替传统的中央系统，其总投资可 节省 30〜

40%。 

⑦ 节约资源：以地下土壤为源体，吸收热量，从而达到供热的作用，不会对地下土 壤结构

造成污染。 

⑧ 节省土地：该机组占地面积小，机房不需要单独考虑建设位置，可与变电所合建 

（设于变电所下面），作成半地上、半地下式，层高 3.3 米即可，省去了锅炉房及与之 

配套的煤场的渣场，节约了土地资源。该机组占地面积仅为锅炉用房的 1/10-1/15 。以 

一个 10 万平方米的小区为例，该机组机房面积仅为 150 平方米就足够用，而建锅炉房 

则需占地至少 1500 平方米。凡 3.5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小区，即能省出一栋楼的位置， 可建

2000-5000 平方米的住宅。其剩余价值足够支付安装该机组的费用。 

⑨ 用途广泛：该机组一机多用。利用一套设备可以在冬季供热，夏季制冷，同时供 

应生活热水，可广泛应用于城市区域供热（暖气片、地板热系统均可） ；建筑物（宾馆、 

商场、学校、办公楼、酒店、大型公共设施、别墅及高级住宅小区）中央空调（风机盘 

管、全空气系统均可）；游泳池水加热；水产养殖及工厂种植（养殖水加热、室温、地 温保持均

可）。 

⑩ 经久耐用：该机组主机及辅件采用世界名牌压缩机——德国比泽尔或意大利莱弗 康公司

的产品，厂商保证主机安全运行 5 万小时，正常使用约合 15-23 个采暖期。 



专业资料 

 

2.3项目的成熟性和可靠性 

热泵技术源于 90 世纪初，于 90 世纪中期 60 年代能源危机时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 起来，每

年都以 20%速度递增，几十年的应用证明热泵技术环保节能、成熟可靠。 

我国在 90 年代中后期引进该项技术，经 8 年的推广应用，在全国已建成热泵项目 近千个，

总建筑面积几千万的建设规模，证明该项技术在我国是可行并安全的。 

国家、各级政府等颁布的多项法律、条例、通知等都明确提出：提倡、鼓励使用热 泵技术。

从侧面反映热泵技术的成熟。于 2006 年元月颁布实施《地源热泵系统的设计 施工规范》，进一

步规范和肯定了热泵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本项目拟采用的热泵技术已于 2000 年 10 月 14 日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 型专利证

书》；并通过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的质量检验，同时获得国家建设部新产 品的认证。现国内

已有 3600 多万平米成功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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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的技术水平与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 

3.1技术水平 

本项目拟采用的热泵技术是由大连奥德空调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该公司与世界著名 

的压缩机制造商一德国比泽尔（Bitzer）公司合作，于 1998 年成功地研制开发了 SSR 系列, 0.01

〜2.0MW 供热冷量等不同规格的无燃料供热热泵机组及热泵机组集中供热（冷） 整套技术，公司

拥有 100%的知识产权，利用一套设备可以在冬季供热，夏季供冷，同 时四季供应热水。据专家预

计，该项技术将会成为 21 世纪最有效的供热和供冷空调技 

术。 

经中国科学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查证结论为：该机组在整体技术、结构及主要性能 指标上已

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其创新性和先进性在于以全新的概念进行最佳的 

整合设计，是唯一获得此种类型水源热泵机组的国家专利（专利号： ZL00202282.6 ）。 

先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国家建设部重点推广项目。 

该项技术已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产品；建设部公布首批住宅建设推荐新技 术新产

品；国家经贸委十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国家经贸委公 告第 5 号：当前

国家鼓励发展的节水设备等。 

3.2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 

国内现状：我国的热泵技术研究工作始于五十年代，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八十年 代在工业

废热的利用上，应用了热泵技术。民用热泵仅限于小型的空气热泵（如家用供 冷暖的空调机）。

空气热泵由于受室外温度限制（低于零下 7 度将无法正常工作），很难 在三北采暖地区广泛应

用。 

国外现状：水地源热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12 年瑞士的一个专利，而水源热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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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义的商业应用也只有近几十年的历史。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水源热泵空调系统在北 美如：美

国、加拿大及中、北欧，如：瑞士、瑞典等国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使热泵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美国 1971 年 

热泵发货量为 8 万台，到 1976 年五年间，就猛增到 30 万台，到 1979 年美国已经有 200 万套各种

类型的热泵装置在运行。如今，热泵技术已经成为节能环保的技术产品， 在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

正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在瑞士和德国，已经有大量的热泵设备 得到了应用。这些热泵，主要是

集中供暖，供热量通常在 1000〜5000kw 之间。这种 

装置不仅有利于集中控制能量，而且还达到了高效节能的目的。据统计，作为家用的供 热装置中

热泵所占比例，瑞士为 96%，奥地利为 38%，丹麦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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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建设热力规划 

4.1建设规划设计依据及气象条件 

(1) 设计依据：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J50019-2003 ) 

《地源热泵工程设计施工规范》 (GB91970-2006 ) 

《供水管井设计施工验收规范》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2005 ) 

建筑规划等专业提供的本工程有关设计资料 

(2 )气象参数(高碑店市) 

基地位于中国北方一一河北省高碑店市， 地处温带半湿润季风区域，大陆性气候显 

著。该地区四季分明，全年气候温差较大，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多东南风； 秋季干

爽；冬季寒冷少雪，多西北风。年平均气温 16 度。雨水充沛，雨日为 140 天, 

主要集中在 5-8 月，年平均降水量约 931mm，无霜期为 230 天。 

高碑店市地区： 

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9 C  

冬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11 C  

夏季空气调节温度：34.8 C  

夏季空气调节日平均温度：29.6 C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26.8 C  

年平均温度：12.3 C  

极端最低温度：-22.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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