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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地热，“造一片312万棵树的森林”
长沙望城区试点利用浅层地热能实现集中制冷供暖，试点区域面积达31.4平方公里

冬暖夏凉是每一个城市的愿望，但体量庞大的空调外机群既是“耗能
大户”，也是城市热岛效应的制造者。而望城区有一块区域，未来或将一台空
调外机都看不到。11月28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大泽湖·海归小镇地热能
开发利用项目的围挡后面了解到，望城区将利用丰富的浅层地热能资源，开
展大面积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试点，试点区域面积达31.4平方公里。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翊玮 视频 朱帅铭 易莉

《湖南省“十三五”地热能开发利
用规划》数据显示，全省仅14个地级市
城市地区域内， 地热能年可利用量折
合标准煤高达1.5亿吨， 能满足29亿平
方米建筑内居民的供暖制冷需要。

2020年9月， 湖南省住建厅等单位
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大力推进浅层地热
能建筑规模化应用试点。如今，滨水新
城大赶快上，正全力建设滨水新城浅层
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

《望城区滨水新城“十四五”发展规
划（2021—2025）》提出：“加快推进省级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试点工作，推动浅
层地热能建筑规模化应用落地生效，将
滨水新城核心区作为试点区域，通过浅
层地热能的应用，满足供热取暖制冷需
求，降低排放污染量，保护环境。”

根据规划， 到2025年望城滨水新
城中心城区政府投资新建的公共建筑
实施浅层地热能技术占比60%以上，既
有公共建筑改造率达30%，社会投资的
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实施浅层地热能
技术占比40%， 既有建筑改造率达
30%，并逐步实现浅层地热能规模化应
用，推动绿色住建做实走深。

2017年是湖南集中供暖的元年，自
11月湘江新区滨江新城智慧能源中心
正式启动集中供暖以来，湖南供暖已走
过了6个年头。 截至目前， 在长沙梅溪
湖、滨江、洋湖、马栏山等区域，已经开
始使用区域智慧能源系统。和传统空调
相比，区域智慧能源系统冬季节能30%
至40%，夏季也能节能15%至20%。

“相当于造一片拥有312万棵树的大森林”

走进围挡，记者看到渣土车来来往往，这边有起重机正
在进行热力管道的吊装作业， 另一边则有工人正在进行管
道的焊接工作。

“目前， 先期启动的大泽湖·海归小镇地热能开发利用
项目，总计需建设供能管道30公里，目前已完成2.2公里管道
铺设工作，计划于2024年年底全部建成，此外片区两座能源
站的建设工作将于2025年年底全部建成。”望城城发集团项
目现场负责人李胜告诉记者，“项目运营达产后每年可减少
3.13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造一片拥有312万棵树的大森林，
具有重要的生态环保价值。”

浅层地热能是什么？相较于空调地暖它有哪些好处？“岩
土、地下水、地表水（江河湖海）、污水都属于浅层地热能。”李
胜说道。与传统能源相比，浅层地热能储量巨大、再生迅速、
分布广泛、温度四季适中。对市民来说，相比使用家装空调和
地暖，不仅能节省初投费用，节约房屋使用空间，而且还能提
供24小时稳定舒适的供冷供暖，能源使用费也能省不少钱。

试点面积31.4平方公里，共设置7个供能站点

望城东临湘江，北临沩水，拥有丰富的浅层地热能资源。
大泽湖·海归小镇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只是一个缩影。 作为
望城区第一个试点供冷供暖的项目，滨水新城浅层地热能开
发利用项目，北至沩水河，西至金星大道、雷锋大道，东至湘
江西岸，南至二环路、望城区界，试点面积约31.4平方公里，总
供能建筑面积为1433.45万平方米。

“项目依据供冷和供暖半径不宜大于2公里的原则，在
滨水新城片区共设置7个供能站点。通过利用岳麓污水处理
厂尾水、望城污水处理厂尾水、湘江水、土壤源等浅层地热
能实现滨水新城片区的整体供冷供暖。”望城城发集团滨水
能源公司副总经理文敏向记者介绍道。

据介绍，实际运行中，管道取水后，利用制冷热泵技术，夏
季利用湘江或尾水冷却制取5℃的冷水向建筑中供冷，冬季将
湘江或尾水中蕴含的热量转换为47℃的热水向建筑中供暖。

文敏表示，相比传统空调效能更高，对环境更加友好，
相对于各用户单独建造一个空调系统，既节约了机房用地、
机房配电，又避免了空调外机或冷却塔对建筑室外景观、城
市风貌的影响，避免城市“热岛效应”。

湖南城市区域地热能年可利用量
相当于1.5亿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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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寒潮反复来袭
湖南会“一夜入冬”吗
今明最高气温将下降10℃以上

进入11月，全国频现冷空
气影响，11月28日， 湖南省气
象台预报，29日晚上开始，新
一轮较强冷空气入湘，湖南最
高气温下滑10至12℃。随着气
温持续下滑，湘西、湘北一带
有望逐步开启入冬进程。

寒潮频繁来袭，是否“打脸”厄尔尼诺？是否
“打脸”全球变暖？

最大降幅达14℃，湘西、湘北有望入冬

近日，尽管白天最高气温回升至20℃左右，但
人体感觉较之前冷了许多。走在长沙街头，来往的
市民身上衣服也厚了起来。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11月底，本周又有两股冷
空气将接连来袭。 记者查询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未
来一周气温数据显示，长沙从11月30日开始，日最
高气温均在10℃上下。 与11月29日的最高气温相
比，骤降12℃。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 预计11月29日、
30日，全省有一次大风降温小雨过程。受强冷空气
影响，最高气温下降10至14℃。12月4日晚至5日，还
有一次冷空气过程。

寒潮反复来袭，湖南会入冬吗？湖南省气候中心
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表示， 从常年入冬情况来
看， 湖南一般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自北往南进入
冬季，全省平均入冬的时间是12月1日。11月开始，冷
空气频繁入湘，但是湖南日平均气温仍然高于10℃。

不过，她也表示，新一轮较强冷空气入湘，湖
南最高气温将有10至14℃下滑， 随着气温持续下
滑，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将会达到入冬
标准，湘西、湘北一带有望逐步开启入冬进程。

冷空气够强，寒潮综合强度未减弱

步入11月下旬，冷空气接踵而至。湖南省气候
中心数据显示，11月以来（截至26日）全省平均气
温15.0℃，偏高1.4℃。受强冷空气的影响，11日至
17日气温偏低3.3℃，其他时段气温偏高为主。

“厄尔尼诺年， 对湖南而言， 发生寒潮不足为
怪。”谢益军表示，11月是一年中寒潮发生最多的月
份，虽处于深秋，冷空气的势力已经足够强，但基础
温度还比较高。因此，相比于其他月份而言，11月反
而更易达到寒潮的降温幅度和最低气温标准。

“在厄尔尼诺发生年，湖南冬季总体偏暖的概率
较大，但阶段性的冷空气活动频繁。”谢益军告诉记
者，1980年以来发生厄尔尼诺的14年中，冬季正常到
偏暖的有10年，偏冷的有4年，其中新世纪以来就有2
年，分别是2004/2005年冬季和2018/2019年冬季。

“不是所有的天气气候现象都是厄尔尼诺影
响的结果， 厄尔尼诺只是影响冬季气候的因素之
一，且没有哪个厄尔尼诺年是完全相同的。”她说。
谢益军分析称，随着全球变暖，影响湖南的寒潮次
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虽然寒潮次数在减少，但寒潮
的综合强度并没有减弱。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致远
通讯员 林城 曾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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