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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统计了西部“一带一路”沿线西安 、乌鲁木齐 、西宁 、兰州 、银川五个省会城市 10年来集中供热规模和面积的发展趋

势 ，分析了集中供热热源类型及占比 ．以现行国家相关供暖能耗指标为约束 ，分析估算了这 10年集中供热能耗变化规律 ，

并对此后 5年集中供热能耗做出了预测 ．结果表明 ，严格实行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350-2019后 ，2025年上述城

市集中供热能耗可分别降低 2.8％ ，40.2％ ，30.5％ ，15.3％ 及 42.7％ ．此外 ，采用太阳能 、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替换常

规能源供热从 0增加至 20％ 的情况下 ，上述城市的碳减排量可分别达到 22.3％ ，52.1％ ，44.3％ ，32.0％ 及 54.1％ ，结果

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供热能源更新发展技术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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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rbon saving potential of
central heating in typical c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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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statistic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cale and area of central heating in the past 10
years in the five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western China ， including Xi′an ，Urumqi ，
Xining ， Lanzhou and Yinchuan ， and analyzes the types and proportions of heat sources for central heating ．

Constrained by the current relevant national he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s ， the change law of central
he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past 10 years is analyzed and estimated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central
heating in the next 5 years is predi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strictly implementing the Technical standard
for 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s GB /T 51350-2019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central heating in the above cities
will be reduced by 2.8％ ，40.2％ ，30.5％ ，15.3％ and 42.7％ respectively in 2025 ． In addition ，when solar
energy ，geothermal energy and other renewable energy are used to replace conventional energy for heating from 0 to
20％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the above cities can reach 22.3％ ，52.1％ ，44.3％ ，32.0％ and 54.1％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formulation of urban
heating energy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entral he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emissions ；renewable energy
  2013年 9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项发展战

略的构想（“一带一路”） ．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

提出 ，对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国际交

流 ，深化内部改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1]
．

我国西部“一带一路”主要途径陕西 、 甘肃 、

青海 、宁夏 、 新疆等省自治区 ，在自然区域上包

括了关中平原地区 、 黄土高原地区 、青藏高原东

北部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等高山盆地区域 ，横跨地

域广阔 ，海拔差异较大[2]
．由于西部“一带一路”沿

线地形地貌复杂 ，跨度较广 ，因此 ，不同地域具

有明显的气候差异 ．西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

区的气候区划如图 1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西部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包括了严寒地区及寒冷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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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关中平原主要包括了寒冷地区（2A ）与寒冷
地区（2B） ，黄土高原主要为寒冷地区（2B） ，甘肃

河西走廊横跨经度较大 ，气候区划复杂 ，包括了

严寒地区 （1C ） ，严寒地区 （1B ）以及严寒地区
（1A） ，新疆大部分属于高山盆地 ，包括了寒冷地

区（2A） ，严寒地区（1C） ，严寒地区（1B）[3] ．综上

所述 ，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具有显著的供暖

需求 ，常规能源供暖造成的高能耗 、高污染以及

高碳排问题也是该区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

图 1  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气候区划

Fig.1  Climate regionaliza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Western China
  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太阳能 、 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极其丰富 ，这也为该地区供热领域的能

源更新提供了先决条件 ．图 2表示了我国陆地区域

法向太阳辐射强度[4]
，可以看出 ，西部“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太阳能资源都比较丰富 ，特别是青海 、

甘肃等区域 ，完全可以通过太阳能来替代一部分

常规能源 ，达到降低供暖能耗的目的 ．尽管新疆

地区太阳能资源稍弱于别的地区 ，但是新疆具有

丰富的风能资源 ，风能 、光能的协同互补是新疆

能源产业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措施 ，也

是降低城市供热能耗的有效举措[5]
．

图 2  我国陆地太阳辐射资源分布（法向直射平均值）

Fig.2  Dis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solar radiation resources in
China（average normal direct radiation）

基于以上所述 ，本文统计了西部“一带一路”

沿线西安 、 乌鲁木齐 、 西宁 、 兰州 、 银川五个省

会城市 10年来集中供热规模和面积的发展趋势 ，

分析了集中供热热源类型及占比 ．以现行国家相

关供暖能耗指标为约束 ，分析估算了这 10年集中

供热能耗变化规律 ，对此后 5年集中供热能耗做出

了预测 ．同时 ，分析了上述城市当可再生能源逐

渐替代常规能源时 ，对集中供热领域碳排放量的

影响 ．

1  沿线主要城市供暖规模
1.1  整体概况

完善集中供热是我国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城市集中供热率的提

升是保障居民过冬的关键 ．表 1 表示了西部“一

带一路”沿线各省自治区集中供热面积变化情

况[6]
．从表 1可以看出各省自治区集中供热面积

逐年提高 ，集中供热方式成为越来越多沿线地区

的冬季采暖方式 ．与 2011 年相比 ，2020 年青海

省集中供热面积增幅高达 3 717.85％ ，陕西 、 甘

肃 、宁夏和新疆增幅分别为 313.98％ 、 129.13％ 、

112.06％ 和 83.24％ ．

从建筑类型上看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

各地区住宅建筑供热面积逐年稳步增长 ．相较

2017 年 ，各地区 2020 住宅供热面积增加约

17％ ～ 45％ ；而对于公共建筑 ，除甘肃省有较大

增幅外 ，其余城市保持在 23％ ～ 59％ 之间 ，如图

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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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集中供热面积（104 m2 ）
Tab.1  Central heating area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Western China（104 m2 ）

— 2011 �2012 �2013 崓2014 `2015 42016  2017 谮2018 �2019 �2020 U
陕西 10 069 热�.34 12 307 洓�.78 15 963 nc.00 19 824 B7.59 24 030   .34 27 918 �揶.95 39 578 ��.60 35 226 弿剟.83 38 614 cX.04 41 685 6+.20

甘肃 12 162 热�.25 12 943 洓�.27 15 436 nc.91 15 269 B7.98 16 137   .13 17 434 �揶.74 20 360 ��.00 23 460 弿剟.40 26 121 cX.28 27 867 6+.97

青海 269 ��.90 304 ]R.20 450 1&.90 455  �.96 461 刎�.46 462 ǐ�.36 7 844 �殮.60 7 923 xm.90 8 014 LA.55 10 304 6+.37

宁夏 6 848 ��.62 7 373 剟y.31 8 236 WL.40 8 757 + .37 9 979 ��.05 11 010 �揶.79 12 978 ��.00 14 682 弿剟.78 13 952 cX.25 14 523 6+.11

新疆 21 063 热�.80 21 844 洓�.02 23 452 nc.42 25 204 B7.92 30 728   .06 36 050 �揶.08 37 754 ��.60 39 478 弿剟.00 36 060 cX.14 38 597 6+.54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住宅及公共建筑历年集中供热面积

Fig.3  Centralized heating area of urban residential and public building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over the years
1.2  典型城市供暖规模变化情况

西安 、兰州 、 西宁 、 银川以及乌鲁木齐这五

个典型城市的集中供热面积在 2011 — 2020 年的变

化趋势如图 4所示 ．可以看出 ，西安以及乌鲁木齐

集中供热面积增加较快 ，2011年 ，西安与乌鲁木齐

集中供热面积分别为 6 424 万 m2 与 9 215 万 m2
，

2020年分别增长至 29 139万m2 与 18 478万m2
；兰

州 、银川这两座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增速较慢 ，而西

宁在 2017年以前基本没有集中供热 ，从 2017 年至

2020年 ，其集中供热面积由 7 325 万 m2 增加至

8 892万 m2
．

图 4  2011 — 2020年各典型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变化趋势
Fig.4  Change trend of central heating area in typical cities from 2011 to 2020

2  居住建筑供热能耗预测
2.1  供热能耗指标

通过上节分析得到了不同典型城市集中供热

面积的变化趋势 ．为了得到上述城市集中供热能

耗 ，选取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26 — 2018）》 、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通用规范 （GB 55015 — 2021）》 、 《近零能耗建筑技

术标准（GB /T 51350 — 2019）》这三部国家级行业标

准规范 ，以及各省市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计

算 ，在不同标准及规范的限定下 ，各城市供热能

耗指标如表 2所示[3 ，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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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标准下的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供热能耗指标

Tab.2  He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s of Western reg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different standards

典型

城市
规范

供暖能耗

kW · h /（m2
· a） MJ /（m2

· a） W /m2 *

西安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 — 2018  13 .#.9 — —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 2021 R— 67 S—

DBJ61-65-2011陕西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 13 3(.6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350 — 2019 �13 .#.5 — —

兰州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 — 2018  16 .#.7 — —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 2021 R— 82 S—

DB62 /T25-3033-2006甘肃省采暖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 14 3(.6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350 — 2019 �14 \— —

西宁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 — 2018  19 .#.9 — —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 2021 R— 138 j—

DB63 /T1626-2020 青海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75％ 节能 — — 19 3(.9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350 — 2019 �17 \— —

银川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 — 2018  24 .#.4 — —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 2021 R— 82 S—

DB64 /521-2013 宁夏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 15 a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350 — 2019 �14 \— —

乌鲁

木齐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 — 2018  28 .#.4 — —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 2021 R— 138 j—

XJJ001-2011 新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 — — 21 3(.8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350 — 2019 �17 \— —

2.2  区域供热能耗及预测
结合不同规范标准中的能耗指标 ，计算得到

不同城市供暖能耗 ，结果如图 5所示 ．

在现行 JGJ26 — 2018 规范中的节能指标下 ，

截至 2020年 ，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典型城市

按供热能耗大小排序分别为 ：乌鲁木齐 ＞ 西安 ＞

银川 ＞西宁 ＞ 兰州 ，预测到 2023年西宁供热能耗

将超过兰州和银川 ．经过初步预测 ，截至 2025年 ，

各城市供热能耗将稳步提高 ，各城市供热能耗将

分别约为 ：乌鲁木齐 5.23 × 10
9 kWh 、西安 4.98

× 10
9 kWh 、银川 1.85 × 10

9 kWh 、 西宁 2.49 ×

10
9 kWh 、兰州 1.30 × 10

9 kWh ，结果如图 5 （a）
所示 ．

据 GB 55015 — 2021 规范中的节能指标计算 ，

截至 2020年 ，各典型城市按供热能耗大小排序分

别为 ：乌鲁木齐 ＞ 西安 ＞ 西宁 ＞ 兰州 ＞ 银川 ，预

计截至 2025年 ，各城市供热能耗将分别约为 ：乌

鲁木齐 7.06 × 10
9 kWh 、西安 6.67 × 10

9 kWh 、西
宁 3.91 × 10

9 kWh 、 兰州 1.78 × 10
9 kWh 、 银川

1.72 × 10
9 kWh ，其结果如图 5（b）所示 ．

根据各地现行节能规范 ，截至 2020 年 ，各

典型城市按供热能耗大小排序分别为 ：西安 ＞ 乌

鲁木齐 ＞ 西宁 ＞ 兰州 ＞ 银川 ，预计 2025 年 ，各

城市供热能耗将分别约为 ：西安 4.87 × 10
9 kWh 、

乌鲁木齐 4.01 × 10
9 kWh 、西宁 2.03 × 10

9 kWh 、
银川和兰州 1.14 × 10

9 kWh ，其结果如图 5 （c）
所示 ．

若将居住建筑全部按照 GB /T 51350 — 2019标

准进行近零能耗改造 ，截至 2020 年 ，各典型城市

按供热能耗大小排序分别为 ：西安 ＞ 乌鲁木齐 ＞

西宁 ＞ 兰州 ＞ 银川 ，预计到 2025 年 ，各城市供热

能耗将分别约为 ：西安 4.84 × 10
9 kWh 、乌鲁木齐

3.13 × 10
9 kWh 、西宁 1.73 × 10

9 kWh兰州 1.10 ×

10
9 kWh 、 银川 1.06 × 10

9 kWh ．相比于现行

JGJ26 — 2018规范中能耗指标计算结果 ，西安供热

能耗可降低 2.8％ ，乌鲁木齐可降低 40.2％ ，西宁

可降低 30.5％ ，兰州可降低 15.4％ ，银川可降

低 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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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城市居住建筑供热能耗

Fig.5  He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of typical urban residential building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3  供热热源系统形式

本节调研了各典型城市集中供热不同能源所

占比例 ，如图 6所示 ．

图 6  各城市集中供热不同能源所占比例
Fig.6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energy sources for central

hea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从图 6可以看出 ，各城市集中供暖所用热源以

热电联产与燃气锅炉为主 ．西安市与西宁市集中

供热的热源形式种类较少 ，以热电联产与燃气锅

炉为主 ．其中西安市热电联产与燃气锅炉供热比

例分别为 43.2％ 与 56.8％ ，而西宁市为 89.9％ 与

10.1％ ．银川 、兰州以及乌鲁木齐仍保留燃煤锅

炉的集中供暖形式 ，其所占比例分别为 10.2％ 、

9.5％ 与 0.1％ ．在上述城市中 ，乌鲁木齐仍存在

3.4％ 的比例采用电采暖形式 ，西宁市热电联产供

暖比例最高 ，达到了 90.0％ ．

2.4  区域供热常规能源消耗
为了得到各典型城市集中供热的常规能源消

耗量 ，首先调研到原煤 、天然气及电等不同能源

热值 ，如表 3所示 ．

表 3  不同能源热值与效率
Tab.3  Heat value and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energy sources

热源种类 单位
单位发

热量 /kJ
加热设备

效率 /％
取值 /％

原煤 kg 20 934 怂60 ～ 75 �70 N
天然气 m3 洓

35 588 怂65 ～ 90 �75 N
电 kW · h 3 699 �95 ～ 97 �96 N

  在本文中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的能源消耗不

计入供暖能耗 ．依据图 5中各典型城市集中供热耗

热量以及图 6中各典型城市集中供热不同能源所占

比例 ，计算出 2020年各典型城市常规能源消耗量 ，

并对 2025年常规能源消耗量进行了预测 ，如表 4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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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城市在集中供暖常规能源消耗量及预测
Tab.4  Convent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rediction of central hea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规范 /标准 地区

常规能源消耗量

2020年 2025年

原煤 /10
－ 4 kg 天然气 /10

－ 4 m3 ⅱ电 /10
－ 4 kW · h 原煤 /10

－ 4 kg 天然气 /10
－ 4 m3 V电 /10

－ 4 kW · h
JGJ 26 — 2018

严寒和寒冷

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

标准

乌鲁木齐 2 |q.161 4 803 & .496 2 305 ��.491 4 3   .060 5 1 137 �.723 0 432 dY.565 3

西安 / 475 & .491 1 / / 696 谮�.554 1 /

银川 85 �垐.382 9 80   .386 1 / 111 H=.553 7 105 谮�.025 3 /

西宁 / 41   .980 1 / / 81 ��.496 5 /

兰州 43 �垐.814 1 230 & .388 2 / 52 1&.104 0 273 谮�.979 4 /

GB /T
51350 — 2019

近零能耗建

筑技术标准

乌鲁木齐 1 |q.293 8 480 & .966 1 182 ��.864 6 1   .832 0 681 谮�.031 4 258 dY.929 9

西安 / 461 & .807 9 / / 676 谮�.509 4 /

银川 48 �垐.990 2 46   .123 2 / 64 1&.006 2 60 ��.260 4 /

西宁 / 35   .862 4 / / 56 ��.780 4 /

兰州 36 �垐.730 4 193 & .139 8 / 43 1&.680 0 229 谮�.683 3 /

GB 55015 — 2021

建筑节能与

可再生能源

利用通用规范

乌鲁木齐 2 |q.917 4 1 084 LA.531 3 412 ��.341 7 4   .131 0 1 535 �.658 9 583 dY.861 6

西安 / 636 & .648 8 / / 932 谮�.636 4 /

银川 79 �垐.706 3 75   .041 7 / 104 H=.137 1 98 ��.042 7 /

西宁 / 80   .866 2 / / 128 谮�.034 1 /

兰州 59 �垐.759 7 314 & .235 5 / 71 1&.066 7 373 谮�.691 1 /

地区节能标准

乌鲁木齐 1 |q.659 1 616 & .768 2 234 ��.496 9 2   .349 3 873 谮�.322 6 332 dY.039 6

西安 / 465 & .228 7 / / 681 谮�.520 6 /

银川 52 �垐.489 5 49   .417 7 / 68 1&.578 1 64 ��.564 7 /

西宁 / 41   .980 1 / / 66 ��.466 4 /

兰州 38 �垐.304 5 201 & .417 3 / 45 1&.552 0 239 谮�.526 9 /

  从表 4可以看出 ，目前 ，西安 、西宁 、乌鲁木

齐地区集中供暖仍然以消耗天然气供暖为主 ，其

中西安与乌鲁木齐由于集中供暖面积巨大 ，造成

了天然气的大量消耗 ，若按照目前供暖的供暖方

式 ，2025年天然气的消耗量会进一步增大 ．除此

之外 ，兰州与银川仍然存在燃煤消耗的情况 ，这

对该地区的环境保护造成了较大的压力 ．

从表 4还可以看出 ，建筑的节能改造对常规能

源消耗量影响巨大 ．以乌鲁木齐为例 ，执行《新疆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

（XJJ001 — 2021）》 ，集中供暖可消耗 617 万 m3 天

然气 ，若按照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350 — 2019）》进一步优化建筑节能属性 ，天然气

消耗量可降低至 481万 m3
，节能效果显著 ．

3  碳排放量及减碳潜力分析
3.1  典型城市供热碳排放量

根据计算的不同地区常规能源消耗量 ，结合

原煤 、天然气及电力等能源碳排放系数（原煤碳排

放系数取 0.755 9 、天然气碳排放系数取 0.448 3 、

电力碳排放系数取 0.785 0）
[14]

，计算得到不同级

别能耗指标 、不同能源种类的碳排放量 ．各能源

碳排放量见表 5 ．

表 5  各典型城市碳排放量计算
Tab.5  Calcul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n typical cities

规范 /标准 地区
碳排放量 /10

－ 4 kg
2020年 2025年

JGJ 26 — 2018

乌鲁木齐 601 　枛.6 851 �照.9

西安 213 　枛.1 312 �照.2

银川 100 　枛.5 131 �照.4

西宁 18 ��.8 36 缮�.5

兰州 136 　枛.4 162 �照.2

GB /T 51350 — 2019

乌鲁木齐 360 　枛.1 509 �照.9

西安 207 　枛.0 303 �照.2

银川 57 ��.7 75 缮�.3

西宁 16 ��.0 25 缮�.4

兰州 114 　枛.3 135 �照.9

GB 55015 — 2021

乌鲁木齐 812 　枛.0 1149 ��.8

西安 285 　枛.4 418 �照.1

银川 93 ��.8 122 �照.6

西宁 36 ��.2 57 缮�.3

兰州 186 　枛.0 221 �照.2

地区节能标准

乌鲁木齐 461 　枛.8 653 �照.9

西安 208 　枛.5 305 �照.5

银川 61 ��.8 80 缮�.7

西宁 18 ��.8 29 缮�.7

兰州 119 　枛.2 141 �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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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5可以看出 ，由于乌鲁木齐主要依靠燃气

供暖 ，且集中供暖面积明显高于其他四座城市 ，

因此其碳排放量远高于其余四座城市 ．尽管西安

供暖面积较大 ，但是该城市 56.8％ 的供暖面积由

热电联产供暖模式承担 ，因此其碳排放量相对不

大 ．对于银川和西宁 ，由于其集中供热面积远低

于乌鲁木齐与西安 ，因此其集中供暖碳排放量较

低 ．此外 ，严格执行《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 /

T 51350 — 2019）》后 ，相比各地地方规范 ，各城市

碳排放量仍会降低 ．预计到 2025年 ，西安 、兰州 、

银川 、西宁及乌鲁木齐的碳排放量分别会降低

0.7％ 、 4.2％ 、 6.7％ 、 14.5％ 以及 22.0％ ．

3.2  可再生能源替代下的减碳潜力分析
西北地区太阳能 、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十分丰

富 ，利用当地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能源供

暖 ，是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城镇节能减碳的

重要举措 ．图 7 表示了预计到 2025 年 ， 5 座典型

城市通过可再生能源逐级替代常规能源后 ，碳排

放量的变化情况 ．

从图 7可以看出 ，在集中供热系统中 ，采用可

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常规能源后 ，各城市集中供热领

域碳排放量降低十分明显 ．若 2025年各城市均严格

执行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350 —

2019）》 ，采用可再生能源替换常规能源至 20％ 时 ，

相比现阶段执行的 JGJ26 — 2018规范 ，西安 、兰州 、

银川 、西宁及乌鲁木齐集中供热碳排放量可分别减

少 22.3％ 、 32.9％ 、 54.1％ 、 44.3％ 以及 52.1％ ．

图 7  2025年可再生能源逐级替代常规能源后
各城市碳排放量变化

Fig.7  Change in carbon emissions in cities after renewable
energy gradually replaces conventional energy in 2025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针对西部“一带一路”沿线西安 、 乌鲁木齐 、

西宁 、兰州 、 银川五个典型城市 ，对其十年来供

暖面积及供暖能耗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执行不同

建筑节能标准对集中供热能耗及碳排放量的影响 ．

此外 ，分析了不同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替换原有集

中供热的热源时节能与减碳的潜力 ．得到了如下

结论 ：

（1）集中供热领域节能减碳的首要措施是实行

建筑节能改造 ．特别是对于乌鲁木齐 、 银川 、 西

宁等地 ，预计 2025 年 ，相比现行 JGJ26 — 2018 规
范中能耗指标计算结果 ，严格执行 GB /T 51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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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标准进行近零能耗改造 ，乌鲁木齐 、 银川 、

西宁供暖能耗可分别降低 40.2％ ， 42.7％ 与

30.5％ ．西安与兰州可分别降低 2.8％ 与 15.4％ ；

（2）建筑节能改造也可以有效降低其碳排放

量 ．预计 2025 年严格执行 GB /T 51350 — 2019 标

准后 ，若保持现有集中供暖热源结构形式不变 ，

相比现行的各地方标准 ，西安 、 兰州 、 银川 、 西

宁及乌鲁木齐碳排放量可分别降低 0.7％ 、 4.2％ 、

6.7％ 、 14.5％ 以及 22.0％ ；

（3）可再生能源逐步替换常规能源可显著降低

集中供热碳排放量 ．相比现阶段执行的 JGJ26 —
2018 规范 ，预计 2025 年在严格执行 GB /T
51350 — 2019标准的基础上 ，通过可再生能源替代

常规能源至 20％ 后 ，西安 、兰州 、银川 、 西宁及

乌鲁木齐集中供热碳排放量可分别减少 22.3％ 、

32.9％ 、 54.1％ 、 44.3％ 以及 52.1％ ．

4.2  建议
集中供热领域节能减碳方法应从“节流”与“开

源”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

（1）在“节流”方面 ，各城市应严格按照现有近

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 /T 51350 — 2019）对建筑

进行节能改造 ，特别是乌鲁木齐 、 银川 、 西宁这

三个地区 ，建筑节能改造能大幅度降低供暖能耗

与碳排放量 ；

（2）在“开源”方面 ，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

一 ，优化现有集中供热系统热源结构 ．以兰州 、

银川 、乌鲁木齐为例 ，取缔原煤锅炉等高污染的

集中供热热源形式 ，以西安为例 ，加大热电联产

供热比例 ，降低碳排放量 ．第二 ，尽可能使用可

再生能源替代现有常规能源 ，兰州 、 西宁 、 银川

等地可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满足部分用户的热

需求 ，乌鲁木齐可充分利用其丰富的风能资源来

降低常规能源在集中供热中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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