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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促节能  齐心聚力倡节约 

成都市武侯区政府集中办公区 

案例摘要： 

成都市武侯区以强化节能降耗意识为根本，以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为目

标，以构建长效管理制度为抓手，大力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近年来，

实施了更换分体式空调环保冷媒系统、建设雨水回用工程、安装电梯能量

回馈系统、更换节能灯具、更换节水器具、开展水平衡测试等多项节能改

造项目。广泛运用节能和新能源产品，提高设备的能效水平。建设能耗监

管平台，实现了用能情况在线监控、实时分析、趋势预测。“十二五”期

间，成都市武侯区政府集中办公区节能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5年人均能

耗较 2010 年同比下降 21.2%，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下降了 23.03%，人

均用水量同比下降 16.56%，其节能实践对全面、系统提升政府机关办公区

节能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一、单位概况 

武侯区位于成都锦江之南，属于夏热冬冷地区。区政府集中办公区分

为第一、第二两个办公区，分别位于武侯祠大街 264 号和高升桥东路 16

号。集中办公区启用于 1991年，占地面积 265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45726

平方米，共有 41个区级机关部门，办公人员 1700人。区政府集中办公区

能源资源消耗以电能为主，另有天然气用于食堂餐厅和部分区域开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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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汽、柴油用于公务用车、发电机设备。 

 

图 1  武侯区政府集中办公区 

二、案例实施 

成都市武侯区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政府办、机关事务管理局、发改

局、监察局、财政局等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武侯区公共机构节能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节水、节电、能耗统计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构建长

效管理机制。将全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管理，实施节能

考核。近年来，围绕水、电、暖等领域开展了多项节能技术改造。 

（一）空调节能改造 

武侯区政府引进合同能源管理新机制，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遴选节能

服务公司，对办公区 453台分体式空调进行节能改造，将原来采用 R22冷

媒的普通空调冷媒更换为 R433B新型环保节能冷媒。节能服务公司提供项

目投资、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等一条龙服务，合同期限为三年，产生的节

能效益由区政府和节能服务公司双方分享。改造后，集中办公区空调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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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40％以上。 

（二）安装电梯能量回馈装置 

武侯区政府集中办公区有 5部电梯，电梯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动能以发

热的形式白白消耗掉，不仅造成能源浪费，而且提高电梯机房温度，降低

电机使用寿命。2015年 3月至 4月，武侯区投入了 8.4万元对办公区 5部

电梯进行节能改造，加装了能量回馈装置。 

投资回收期：该项目实施后节电率约 30%，按年运行 960 小时计算，

年节约用电 2.25万度。投资回收期为 4.4年。 

   

图 2  电梯能量回馈装置 

（三）推广使用照明节能灯具 

武侯区投入资金 12 万元，对集中办公区 17000 只照明节能灯具进行

了更换。 

投资回收期：年节电 30%以上，节电 9.22万度，投资回收周期 1.54年。 

（四）建设能耗监管平台 

武侯区在集中办公区安装智能水、电能耗计量表 50 余只，实现用能

分户、分项计量。其中，电力消耗情况按照空调用电、动力用电、照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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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等主要用途进行分项计量，用水情况按照食堂用水、会议中心用水、绿

化用水、雨水回用水等进行分项计量。搭建能耗监测平台，实现了实时的

动态监测及能耗数据分析，提升了用能管理的信息化管理水平，为集中办

公区用能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 

 

图 3  能耗分项计量设备 

 

图 4  能耗监管平台 

（五）节水改造 

武侯区于 2014 年在集中办公区开展了水平衡测试，实地测试耗水及

排水情况，摸清用水系统内各环节的用水现状，在此基础上，实施了针对

性的节水措施。一是加强用水设备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二是及时维修损坏

的供水管网和设施；三是定期检查更换水龙头、管道阀门、冲水阀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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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器具；四是将办公区绿化带原有的传统水笼头更换为喷淋式浇灌设

备；五是加快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设备和器具，近几年更换小便感

应器 68 个、小便冲水阀 182 个、节水龙头 112 个。通过上述多项措施的

实施，节水效果显著。 

   

图 5  开展水平衡测试 

（六）建设雨水回用系统 

在做好常规节水改造项目的基础上，武侯区于 2015 年 5 月在第一办

公区投入 18.6万元资金建设雨水回用项目。该项目建设工期 25天，建成

了长 9.5m*宽 8.3m*高 2.5m的雨水蓄水池和沉淀池，容量 197立方米，其

中蓄水池容量 120 立方米，沉淀池 77 立方米。设置了雨水收集点两处，

一处通过办公区原有雨水管网收集雨水，雨水经地势较低的管网收集后，

通过压力控制泵送至沉淀池；另一处通过鱼池处收集雨水，鱼池收集的雨

水通过管道引流到沉淀池。收集的雨水经过沉淀池过滤后，进入蓄水池，

通过压力控制泵和雨水控制器将蓄水池的水送至用水点位，主要用于绿化

养护、地面清洗以及补充办公区消防用水。项目建成后，实现年节水 900

余吨。 

此外，武侯区坚持以宣传教育为抓手，制定了公共机构节能宣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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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利用全区宣传资源，分类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节

能意识，养成良好的节能习惯。 

一是结合机关标准化示范食堂创建开展专项宣传。武侯区从 2013 年

起在机关食堂坚持开展“文明用餐”和“光盘行动”活动，同时组织开展

专题讲座，在机关食堂张贴温馨提示标语，开展文明用餐志愿服务，设置

粮食浪费曝光台，有效促进了食品节约。 

二是倡导绿色低碳出行。积极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大力倡导“1 公里

内步行、3 公里内骑自行车、5 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绿色低碳

出行方式。在机关办公区设立了公务自行车站点，配置 40辆公务自行车，

建立完善了《机关公务自行车管理制度》,公务自行车在方便机关干部职

工就近公务出行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办公区停车难问题。据统计,每天

使用约 15人次，每月节约公车出行燃油费支出约 1500元。 

   

图 6  节约粮食，实行“光盘行动” 

三、综合效益 

（一）节能效益 

通过上述措施，武侯区政府集中办公区节能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5

年人均能耗较 2010 年同比下降 21.2%，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下降了



7 

23.03%，人均用水量同比下降 16.56%。各项指标均低于全省县级机关能源

资源消耗平均值。按照 2015年能源价格计算，每年节约能源费用 17.8万

元，节能改造的总体投资收益达到 13.4%。 

（二）社会效益 

武侯区政府集中办公区通过宣传教育、夯实技改、规范制度，逐步形

成了人人节能、事事节能、处处节能的良好氛围，对全区形成崇尚节约、

合理消费与低碳环保的社会风尚和绿色化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显著的示范

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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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节能  管理节能  技术节能 

北京工业大学 

案例摘要： 

北京工业大学将节能减排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培训体系，列为大学生政

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倡导以制度建设为保证，以技术应用为依托，搭

建有效实现节能效益的能源管理体系，形成校园节能新风尚。近几年，学

校实施了建筑物围护结构改造、太阳能光热系统、洗浴污水余热回收系统、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中水管线改造、无负压供水系统改造、光伏发电系统、

节能型中央空调系统改造等项目，不断提高建筑物和设备设施的节能效

益。进一步细化能源监控节点分布，在已具备实时监测、分析预测功能的

基础上，增加管控功能，实现系统主动巡检、自动判断、自动执行的智能

化管理，优化资源配置。2016年学校通过了能源管理体系和碳排放体系认

证。在建筑面积、用能设备、师生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学校能耗总量

没有增加，用水总量逐年减少，由 2012年的 63万吨减少到 2015年的 54

万吨，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能耗、人均用水量呈下降趋势，其节能实

践对全面、系统提升高校节能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一、单位概况 

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 1960年，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理、工、经、管、

文、法相结合的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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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是国家“211工程”

项目建设高校。学校一直秉承“不息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努力提高

核心竞争力，全面推进育人质量的提高，努力建成展现北京市属高校发展

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学校本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另有三个分校区，总

占地面积 90.6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16.43 万平方米。现有全日制学生

20505人，国际学生 1014人，在职教职工 3020人。 

二、案例实施 

（一）建章立制，落实管理节能 

1.健全组织机构。学校成立了副校长任组长的节能工作小组，作为学

校能源使用管理的决策机构。节能工作小组下设节能管理办公室，设置专

职管理和技术人员，负责推进校园节能的具体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组建由各二级单位“节能管理员”组成的节能管理队伍，配合学校节能管

理部门做好所在单位节能工作的检查落实。形成了以学校为主导、职能部

处为主体、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参与和推进的工作格局。 

2.完善管理制度。学校将节能工作纳入学校年度计划，并进行年度考

核。制定了《北京工业大学校园绿色消费行为规范》、《北京工业大学水电

管理办法》、《校内公共教室、办公等公共区域的节能管理办法》等管理制

度，并通过了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推行二级单位用电公示制度，推动了全

校师生员工用电习惯的改进、工作责任的落实和节能意识的建立。 

3.建设监控平台。学校已建成数字化能源监控平台，实现对全校水、

电等能源的实时监测与计量，以及多联机空调、低压变配电、学生宿舍预

付费空调、校园路灯的智能控制，实现对学校用能的精细化管理。一是通

过校园全覆盖的电能监测网络获取了全校用电实时数据与统计数据。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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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数据支持，学校已实施对二级单位的用电公示制度，为能源指标分

解打下基础。二是对 VRF空调系统的智能控制。实现了对空调开关状态、

运行模式、温度的管控，保证运行温度符合国家要求，避免下班后忘记关

闭空调造成电能浪费。三是路灯的远程控制。根据时间控制路灯开闭，辅

以光照控制，弥补时间控制无法根据天气条件自动调节的缺点，从而实现

路灯的分时分路控制，减少不必要的电能消耗。夜间关闭部分路灯后，单

路路灯每天可节电 5.1度。四是对用水瞬时流量的持续性监测，发现地下

管线“跑冒滴漏”问题，年节省水费 60 万元。五是为学生的生活带来便

捷。完成了学生宿舍预付费空调系统与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对接，实现了学

生宿舍空调用电的全时段自助充值，节约了人力资源。 

（二）科技引领，开展技术节能 

近年来，学校共开展节能技术改造共计 30 余项，涵盖水、电、气、

暖等多个领域。 

1.空调系统节能改造 

（1）第三教学楼更换新型水源热泵空调系统 

学校第三教学楼建筑面积 20080平方米。改造前，教学楼原空调系统

夏季制冷最大功率为 861KW，冬季制热最大功率为 784KW，能效比约为 3.71。

学校采用新型水源热泵空调系统替换原空调系统，新空调系统制热能效比

达到 5.88，制冷能效比达到 5.0。同时，新空调系统运行更加稳定，机房

噪音降低，保证了教学正常进行。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518.83 万元，年节电 150.2 万度，节约电

费 76.6万元，投资回收期 6.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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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三教学楼水源热泵机组和分集水器 

（2）信息中心更换新型风冷模块机组 

信息中心原空调系统仅用于夏季制冷，运行时间为 5月-9月（共 153

天），每日 24 小时运行。改造前空调系统能效比为 2.6，改造后能效比达

到 3.5。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93.02万元，年节电 16.83万度，节约经费

8.58万元，投资回收期 9.22年。 

2.建设浴室太阳能光热+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在学校奥运餐厅楼顶安装了太阳能重力集热管 207 组，集热面积

828m
2，每天可提供 55℃热水 70吨。阴天时，采用 7台空气源热泵辅助加

热；冬季时，采用自然回流方式防冻；节假日期间，水箱采用表冷器强制

散热实现高温保护。在 12 号学生宿舍楼顶安装了太阳能光热系统，集热

面积 384m
2，每天可提供 55℃热水 40吨。两套系统的热水实现连接共用，

提高了热水的使用效益。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520万元，年节约天然气量约为 871372m
3，

节省经费 247.9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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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太阳能供热系统及南区公共浴室 

3.建设洗浴污水余热回收系统 

学校安装 3台污水余热回收机组，采用水源热泵技术从洗浴废水中提

取热量，用来预热洗浴用水。同时，增加了冷源利用，为学校综合商店、

实验厂房生产车间、浴池更衣室等部门 2000m
2建筑面积提供夏季制冷。该

系统实现了能量的阶梯利用，比原有天然气锅炉节能 60%以上。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99万元，年节约经费 24万元，投资回收期

4.1年。 

 

图 3  浴室余热回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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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换节能灯具 

2016 年，学校将知新园、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等建筑内的 T8 日

光灯和部分路灯更换为 LED 灯，共计更换 LED 灯 32550 支，实现节电率

59.57%。改造后，年节电约 157.73万度，节省经费 80.44万元。 

   

图 4  LED节能灯库存及安装情况 

5.建设电动汽车群充电系统 

2015年，学校建设了电动汽车群充电系统。一期工程配置 1台 630kVA

箱式变电站、40 个车挡式交流充电终端、10 个落地式直流充电终端，可

同时满足 10辆小客车直流快充和 40辆电动车交流慢充的充电需求。二期

工程配置 2台纯低压箱体、4套交流充电终端、3套落地式直流充电终端、

12 套落地式直流充电终端，可同时满足 3 辆大巴车、12 辆乘用车直流快

充以及 4辆乘用车交流慢充的充电需求。对车辆和充电终端进行实时监控，

包括车辆行驶状态、充电电压、电流等，通过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提供故障诊断、报警功能，延长车辆使用寿命，保障车辆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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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电动汽车群充电系统建设 

6.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在学校奥林匹克体育馆南广场安装了光伏发电系统，年发电量约 8500

度,为场馆周边照明路灯供电；博雅路全部路灯使用太阳能路灯，利用太

阳能电池板为路灯供电。 

   

图 6  太阳能电池板                        图 7  博雅路太阳能路灯 

7.食堂节能改造 

更换节能燃气灶 51 台并购置 25 台新型燃气灶，节气率达到 34%，减

少了污染物排放量。购置 3台节水洗菜机，节水率达到 30%。购置 13个节

水洗地龙头，相比传统的人工冲水方式，节水率达到 50%；购置 2 条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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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生产线，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的米饭烹饪，不仅节约了能源资源，还

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购置 2套超声波洗碗机、10台蒸汽机和 1座蒸汽消

毒库，实现了餐具的自动清洗、消毒、配送流水作业。其中，1 座蒸汽消

毒库的效率相当于 20余台传统消毒柜，节电率达到 90%。通过多种节能节

水设备的投入使用，不仅减少了能源资源消耗，降低了人工成本，还大幅

提高了炒菜、售饭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投资回收期：购置蒸汽机、自动米饭生产线、超声波洗碗机、蒸汽消

毒库、洗地龙头等设备设施总投资 160.73万元，预计年节省经费 80万元，

回收期 2年。 

   

图 8  超声波洗碗机和蒸汽消毒库 

   

图 9  节能燃气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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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高耗能系统节能改造 

2015年，学校对电动机、变压器进行了普查，淘汰了高耗能变压器 1

台，高耗能电动机 14台，有效减少了电能消耗。2016年，学校将金工楼、

数理楼和环能楼的 3部老旧电梯更换为新型电梯，降低了电梯能耗，同时

保证了电梯运行的安全性。 

9.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学校建设了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实现对北校区 13 万 m
2汇水面积雨水

的收集、处理、储存，年收集雨水量 7000m
3；位于东南校区的月亮湖可实

现对周边路面雨水的收集、储存，年收集雨水量 3000m
3。收集的雨水用于

绿地浇灌、道路喷洒降尘、冲厕、景观用水、回补地下水等，不仅节约了

水资源，而且对防洪排洪起到缓冲作用。 

 

图 10  月亮湖景观 

10.引入市政中水 

学校在绿地浇灌、环境景观、冲厕等的用水引进使用市政中水，使用

市政中水的范围覆盖了学校近 95%的建筑。近三年共使用市政中水约 100

万吨，累计节约自来水费约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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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收期：中水管道建设投资 369万元，年节约自来水 30余万吨，

节约自来水费 150余万元，投资回收期 2.46年。 

   

图 11  使用市政中水的建筑（红色区域）             图 12  利用中水的环境景观 

11.安装无负压供水系统 

对人文楼、交通楼、基础楼、10 号学生宿舍楼和 11 号学生宿舍楼的

水泵房进行改造，更换了无负压供水设备。通过加压供水机组直接与市政

供水管网联接，在市政管网剩余压力基础上串联叠压，为高层用户供水；

取消了水箱，避免水质受到二次污染，保证了供水卫生和安全。 

 

图 13  无负压供水系统 



18 

（三）持续发展，重在教育节能 

1.课堂教育。一是将节能减排纳入大学生专业教育体系。学校开设了

《能源战略和科技发展》、《信息与能源新技术》等课程。建筑、环能、交

通等专业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科特点和专业课程进行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教育；2015年，学校成立了京津冀地区首家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二

是将节能减排列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切实体

现节能环保理念和要求。 

   

图 14  节能教育专题报告 

二是宣传教育。借助节能宣传周、中国水周、地球一小时等主题活动，

让广大师生面对面地了解学校的节能技术。通过展板、海报、公益广告、

宣传标语的形式，倡导节能减

排、绿色生活理念。借助有线

广播、电视、校园网、微信，

开展经常性的节能宣传。鼓励

学生代表走进后勤，体验节能

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使节能真

正深入到师生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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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营造节能氛围 

三是实践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节能活动和比赛，增加学生的亲身

体验，从内心去感知节能。学校本科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竞赛，2010 年获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2011 年

获二等奖 1项、三等奖 6项，2013年获三等奖 3项，学校连续两年获得优

秀组织奖。2015年，环能学院博士研究生获得“北京市节能环保低碳创业

大赛”团队组冠军；2016年，学校参赛队获得“丹佛斯杯”第十届华北地

区大学生制冷空调科技竞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建规学院本科生运用绿

色创新理念设计的老旧民宅改造作品获得“2016年北京市大兴区绿色建筑

创新创业设计大赛”一等奖。 

   

图 16  学校学生参加节能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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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收益 

（一）节能效益 

通过一系列的节能管理、改造、宣传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学校节能工

作的开展和节能指标的落实。在建筑面积、用能设备、师生人数不断增长

的情况下，学校能耗总量没有增加，用水总量逐年减少，由 2012 年的 63

万吨减少到 2015年的 54万吨。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能耗、人均用水

量呈下降趋势。按照 2015年能源价格计算，学校年节约资金 667.52万元，

总投资收益率达到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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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图 18  人均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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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人均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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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效益 

学校履行了大学在节能方面的社会责任，培养具有节能意识、掌握节

能技术的人才，为社会提供先进的节能产品和技术，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近 3年接待 70多家单位来校学习调研节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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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  共创未来 

辽宁省锦州市康宁医院 

案例摘要 

锦州市康宁医院将节能理念融入发展的全过程中，通过加强用能管

理、节能技术改造、开展多形式的节能教育，实现了节能增效、循环利用。

医院新址从 2011 年投入使用至今，先后实施了空调系统节能改造、锅炉

系统改造、安装电梯能量回馈装置等十几项的节能改造措施，提高了运行

设施设备的能效水平。在建筑面积、用能设备、用能人数增多的情况下，

实现了能耗总量年均下降的良好成绩。“十二五”期间，医院人均能耗、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水耗分别同比下降了 36.4%、16.5%、25.9%，在

同行业中具有较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单位概况 

锦州市康宁医院始建于 1957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

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三级精神专科医院。医院新址于 2011 年

投入使用，占地面积约 6.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95 万平方米，其中业

务用房面积 1.7万平方米。现有在编职工 300余人，聘用制职工及工勤人

员 200余人，其中主任医师（教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等专家 31人，

主治医师、主管护师 85 人，其他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29 人。医院设

有行政职能科室 12个，临床及辅助科室 16个，特设机构 4个，日门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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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余人次，平均日住院患者 800余人次。 

 

图 1  锦州市康宁医院 

二、案例实施 

（一）建立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 

一是组织严谨，齐抓共管。医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节能减排领导小

组，下设节能办和各科室管理小组。领导小组负责督促推进，节能办负责

具体实施，各科室管理小组配合落实，形成了上下一体、层级联动、齐抓

共管的节能减排管理网络，为各项工作的推进打下了牢固的组织基础。 

二是科学核定能耗，实现定额管理。医院以科室为单位，在按日统计

工作人员和患者人数的基础上，根据科室用能面积、用能设施数量及使用

时间、核定了科室的能耗定额标准。节能办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密切跟

踪科室的能耗定额和实际能耗值，并随时组织巡查。 

三是建立绩效管理机制。医院将用能情况与绩效挂钩，节能办每月将

各科室能耗情况进行公示，并抄报医院绩效管理办公室，绩效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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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科室的用能指标和实际能耗实行节奖超罚。医院每季度组织召开节

能领导小组专项会议，对科室节能工作进行评价，对连续两月超出用能指

标的科室进行通报，除在绩效中扣除超出部分外，还给予一倍的罚款。 

四是开展能源审计。2015年，医院对能源利用状况开展了全面的能源

审计。通过能源审计，对能源利用情况进行检查、核查和分析评价，使医

院及时掌握能源管理水平及用能情况，排除问题和薄弱环节，并提出了整

改建议，有利于继续挖掘节能潜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1.建筑围护结构节能 

医院新址设计之初，便将节能理念融入其中。楼体在立面设计时，遵

循效果与节能平衡的原则，在外墙、无窗区域、采光区域均采取不同的节

能措施。 

（1）外墙保温 

楼体外墙保温采用高效保温隔热的复合墙体，外贴 100mm厚度的聚苯

板复合保温板，楼顶保温采用 300mm厚度的聚合苯板加珍珠岩混合材料，

供热及空调管线保温采用 50mm 厚度的丁晴橡胶聚氯乙烯/pvc 橡胶发泡保

温材料，保温效果良好。 

（2）外窗及无窗区保温 

结合医院地处山区，气温偏低、风大的实际情况，医院外窗采用坚固、

节能的断桥铝材料和三层双中空的防撞钢化玻璃，单扇采用平开设计。走

廊病室安装夹胶铝框玻璃内窗；建筑无窗区域开设保温天窗，整体建筑采

用了多项自然采光措施；只在活动大厅南侧采用框架式双层镀膜玻璃，减

少了幕墙设计。通过上述措施，既保证了自然通风和采光，又尽可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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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节能效果。 

2.空调冰蓄冷节能改造 

医院对空调系统实施了冰蓄冷节能改造，采用双工况乙二醇冰蓄冷智

能调控，利用夜间低谷负荷电力制冰储存在蓄冰装置中，白天融冰将所储

存冷量释放出来，减少电网高峰时段空调用电负荷。冰蓄冷系统总蓄冷量

为 7000千瓦时。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13.5 万元，按年运行 120 天、每天运行时

间 10小时计算，每年节约电费近 4.1万元。投资回收期 3.3年。 

3.锅炉系统改造 

为提高锅炉系统能源利用效率，2013 年医院对锅炉系统进行节能改

造。一是安装省煤器，提高煤质，使锅炉效率提高 8%以上。二是安装热管

余热回收器，回收烟气余热用于加热锅炉补水，使锅炉排烟温度控制在

80℃，使锅炉效率提高 10%。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6.5万元，每年节约费用 4.3万元，投资回

收期 1.5年。 

4．室内供暖系统节能改造 

医院对原供暖系统进行改造升级，新供暖系统采用地热供暖与风机供

暖相结合的方式，供热均衡舒适，稳定性好，运行费用比传统方式节省 25%。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3万元，每年可节约能源费用 2.5万元，投

资回收期 1.2年。 

5.电梯能量回馈装置 

2014年，医院对三部电梯安装了能量回馈装置，利用电梯重载下行、轻

载上行及刹车过程中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电能反馈回电网，减少电梯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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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2.5万元，三部电梯每年可节约 9000度电，

节约电费约 8000元，投资回收期 3年。 

6.太阳能集热系统 

为加强可再生能源应用，医院根据不同区域热水用量的实际需求，建

设了 4套太阳能集热系统，分别为 15吨、10吨、5吨、5吨，共计 35吨。

同时，为应对不同的天气情况，系统采用辅助电加热和暖气换热方式作为

补充热源，在连续阴天、水温过低时，启用电加热作为补充热源；冬季取

暖期间，利用取暖余热作为补充热源。 

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 68 万元，与传统的热水供应方式相比，节

省能源近 60%，年节约资金 18万元，投资回收期 3.8年。 

  

图 2  太阳能储水罐 

7.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2013年，医院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建成了锦州市城市级分布式太

阳能光伏电站康宁医院子电站，装机容量为 104kW。项目总投资 102.4 万

元，全部由企业承担。每年发电量约 11.6 万 kWh，产生经济效益 10.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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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医院和企业按照 2:8 的比例分成，分享期 25 年。分享期内，医院

每年可节省资金逾 2万元。 

   

图 3  太阳能光伏电站康宁医院子电站 

8.光源照明与控制 

医院照明已全部采用节能灯具，在此基础上，医院对部分常用部位的

灯具进行改造，用 2.5W和 5W的 LED光源替代原 7W和 9W的普通节能灯，

节电率约 60%。 

此外，由于医院服务人群的特殊性，无法使用声控开关。因此，医院走

廊及室内照明采用多路、分点、分路等控制方式，起到了较好的节能效果。 

9.开水器更新改造 

医院将 18 台开水器更新改造为先进的双聚能步进式开水器。双聚能

步进式开水器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双聚能，即利用蒸汽热能回收装置吸收

蒸汽的热能，预热进水，达到节能的目的；二是步进进水，即采用精密的

微电脑和温控器控制，使自来水分步流入，步进加热，防止了千沸水、阴

阳水现象的发生，不仅避免了反复烧开水造成的电力浪费，而且饮用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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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更健康。整机理论节电率达到 60%。 

此外，开水器配套的全自动渗透 RO 机能够分离水中杂质，避免产生

水垢，延长了开水器使用寿命。饮用水在过滤净化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水，

医院将净水器过滤后排出的废水回收到收集容器中，用于清洁卫生用水，

节约了大量水资源。 

10.食堂节能改造 

医院食堂用高效节能环保燃烧器替代传统鼓风灶。高效节能环保燃烧

器采用多项高效燃烧技术，使燃气在燃烧之前，通过射流、湍流、旋流、

阻流与空气中的氧气实现四级混合，提高燃气的燃烧效率，较传统燃烧器

平均节气率达 30%以上，同时减少了有害气体排放。医院还对排烟系统进

行改造，由过去一键式系统改造为智能感应变频自动控制系统，提高了油

烟净化效率。 

11.再生水利用 

（1）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医院地处紫荆山内，四周环山。雨水季节，大量雨水依山势而下。为

了充分利用雨水，医院设有 5 处雨水收集池，蓄水量达 1500 余吨，经过

滤、沉淀后，用于浇灌院内 13000余平方米草坪和林木植被，与传统人工

浇灌相比节水 60%以上。 

（2）中水回用系统 

医院建设废水处理站、设计安装中水回用设施，设计日处理污水 150

吨，现平均日处理量 110吨左右，经严格处理后达标的污水，用于绿化及

冲洗厕所，基本实现污水零排放，每年节约水费约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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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799.02 2015

598.34 485.43 308.9 /

2011 27.64 / 2015

23.07 / 2011 48343 2015

38603 26.89 19.93  

   

4  2011-2015            5  2011-2015  

   

6  2011-2015               7  2011-2015  

2011 200

201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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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多的运行，投资成本已全部收回。 

医院荣获了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省卫生系统优质服务先

进单位、卫计系统先进党委等荣誉称号，多次接待医院系统的学习考察，

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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