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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和热水回路的承压化和全天候供热水
。

科技进步将

进一步推动太阳热水市场的发展
,

其发展预测见表4
。

表 4 太阳热水器的发展及其效益预测

年 份 2 0( X ) 2 X() 5 20 10 20 15

太阳热水器销售量
,

104 m 2
2 6《X) 64 X() 129 00 2 32 00

太阳能替代燃煤
,

l叭
。 33 8 832 16 77 30 16

减排 C0 2 ,

l叭 24 5
.

4 604
.

0 12 17
.

5 2 189
.

6

提供就业机会
,

人 5 664 7 7 85 50 152 5 68 24 169 2

3 太阳能热利用与节能建筑

l) 太阳能热利用在节能建筑中的重要地位
。

建

筑业
,

交通运输和工业一直是 3大耗能用户
,

在发达

国家建筑能耗已占总能耗的 25
~

40 %
。

在建筑能耗

中
,

采暖
、

制冷
、

空调和热水占 75 %
。

太阳能低温热转

换技术能实现以合理成本来满足部分建筑用能的

需求
。

因而它作为一种建筑节能技术将有宽广的市

场
。

在 2 0世纪90 年代我国建筑用能以采暖为主
,

采

暖占总能耗的 12 %
。

随着改革开放
,

人民生活不断提

高
,

商品住宅开发已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

业之一
。

据 1 9 9 6年统计
:

已建成的建筑有 3 10 亿耐
,

在

19 9 5一 2 0 0 0年间新建住宅 5 5亿m Z ,

到 2 0 1 0年新建住

宅将增至 15例乙m
Z ,

建筑用能亦将急剧增加
,

接近发

达国家的水平
。

为此
,

建设部制定了 《建筑节能技术

政策 19 9 6一201 0》
,

其目标是在 199 6一2以) 0年
,

在新

建住宅的采暖能耗要在 1 98 0年当地通用设计能耗的

基础上节约50 % ;从200 5年起新建住宅的采暖能耗因

在 2《XH)年的基础上再节约 3 0叹
。

文件指出
:

在太阳能

较丰富的地区要积极推广太阳能利用
。

它将太阳能

热利用纳入国家建筑节能的范畴
,

为太阳能利用发

展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

目前在城市中3 0%的家庭

拥有热水设备
。

生活热水能耗将是建筑能耗中不可

忽略的份额
。

而太阳热水技术是目前太阳能热利用

中最为成熟的技术
,

用太阳能解决住宅的部分生活

热水将是太阳能在建筑中应用的首选
。

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与建筑结构的一体化的试

点
。

目前我国用于建筑的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是太阳

热水器和被动太阳采暖
。

被动太阳房本身就是通过

建筑结构设计和新材料的应用来实现太阳能采暖

的技术
。

而在近十多年来
,

在大量的现有建筑上
,

特

别是住宅建筑上
,

就地零乱地安装太阳热水器
,

普

遍出现了热水器与建筑美学不协调的问题
,

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景观
,

而且又增加了工程安装

的造价
。

彻底解决的办法是预先将太阳能装置 (包

括集热器
、

热水箱
、

管道和附件等 )的布置考虑到建

筑设计中去
,

实现太阳能系统与建筑的一体化
。

这个

战略措施必将起到扩大和规范太阳热水器的市场
,

推动太阳能热利用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的积极作用
。

目前
,

在江苏
、

浙江
、

安徽
、

山东和北京等地已有一些

太阳热水器生产厂商主动联合当地的建筑设计院以

市场运作的观念进行太阳热水器与小区住宅一体化

设计的试点和示范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3) 太阳制冷空调
。

2 (侈年来我国在太阳能制冷和空

调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建立了实

用的示范工程
。

其中以广东省江门市淤万仅戚勿公楼的太

阳能空调工程和山东乳山市 10 0俪钓空调工程为成功

的范例
。

前者采用5 0肠翎平板集热器
、

1 0汰从闷又效吸收

式澳化铿制冷机
,

后者采用5 4仓试窍热管真空管集热器
、

10( l W单效吸收式溟化理制冷机
,

CO只庄0
.

4以上
。

两个

工程将常规的太阳热水系统和空调制冷系统成功的结

合
,

表明我国太阳能燕环妇用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

目前
,

各种太阳能空调制冷系统的应用研究正

在高校中开展
。

研究工作正向纵深方向发展
,

研究成

果有较好的水平
,

但有待于向实用化和产业化方向

的突破和转化
。

4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的发展方向

l) 在今后 10
一巧年间低温太阳能热利 用仍是太

阳能热利用的发展主流
。

太阳能系统与建筑一体化

的理念为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应用研究开拓了发展空

间
。

我国的太阳能热利用综合系统 (指热水
、

采暖
、

空

调在同一系统内实现 ) 的技术无论在硬件戴软件方

面都与国际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
。

特别是软件方面
,

至今尚无应用设计软件进行系统优化的先例
,

需要

紧起直追以与国际市场接轨
。

2 )从长远发展的观点
,

太阳能中高温转换技术
,

如工业用热或热发电等与能源梯级利用高能效的综

合系统在太阳资源丰富的一类地区
,

如西藏
、

甘肃
、

新疆
、

青海和宁夏等部分地区
,

结合西北开发的战

略
,

有其发展前景
,

它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资金的到

位
。

因而中高温太阳能热利用正在争取进入国家应

用基础研究计划和 863 计划
,

为今后的开发打下坚

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

3 )太阳能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必须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并要与现代的技术经济分析手段相结合
,

以追求最低单位能量成本为目标
。

太阳热水器市场

开发的兴旺发达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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