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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热冬冷地区供暖调研分析
重庆大学　张东凯☆　郑　洁　黄　锋

摘要　根据调研问卷，了解了夏热冬冷地区冬季供暖情况。对夏热冬冷地区是否应该采

用集中供暖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该地区普遍推广集中供暖是不适宜的。强调在我国能源结构、

环境状况下，夏热冬冷地区应合理选定冬季供暖技术路线；考虑多使用热泵等清洁能源，并重

视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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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气候分区包括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

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以及温和地区，夏热冬冷

地区大致区域为陇海线以南，南岭以北，四川盆地

以东。该地区夏季湿热、冬季阴冷，冬季最冷月平

均气温为０～１０℃，平均相对湿度为８０％左右
［１］，

近年来该地区频繁的寒冷天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

集中供暖问题，夏热冬冷地区是否采用集中供暖也

一直争论不休。我国将秦岭、淮河这一南北方分界

线作为集中供暖的分界线，夏热冬冷地区则属于非

传统集中供暖区。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

度提升，对冬季供暖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少

学者对夏热冬冷地区是否应该供暖的问题也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殷平对国内夏热冬冷地区家庭供暖

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２］。付祥钊等人提出夏热

冬冷地区应该合理选定技术路线，采取适合该地区

社会与自然特点的供暖方式［３］。马一太认为分散

式供热在南方有着较好的前景［４］。在此背景下，笔

者通过实际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了夏热冬冷地区

居民的供暖意愿，分析并得出适合夏热冬冷地区冬

季供暖的技术路线。

１　夏热冬冷地区供暖社会需求调研

１．１　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调查问卷方式，并进行综合统

计分析。调研地点选取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解

放碑人流量大，有较多来重庆旅游的人群，能够

收集到其他南方城市居民对于集中供暖的意愿

情况。调研人群主要来自重庆、四川、湖南、湖

北、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问卷调研内容包括

供暖设施、供暖舒适度、供暖费用及是否希望有

集中供暖等。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２００份，收回

有效问卷１７６份。

１．２　冬季供暖基本情况

１．２．１　供暖设备

①☆ 张东凯，男，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生，在读硕士研究生

４０００４５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０）１８８８３８８２０８５
Ｅｍａｉｌ：ｚｄｋ０５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 ０１ ０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 ０４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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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实际调研问卷发现，冬季供暖情况按照年

龄分组差别比较明显。将调研对象按年龄分为两

组，一组４０岁及以下（青年人群），共９４人；另一组

为４０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共８２人。实际问卷调

研显示，目前冬季供暖的比例约为７０％，供暖设备

主要是家用分体空调（图１中空调），占调研人数的

４０％左右，其次是局部电辐射供暖（图１中电供暖）。

图１　不同年龄段供暖设备使用情况

图１显示，４０岁以下人群使用供暖设备的比例

高于４０岁以上人群，使用家用分体空调的比例差异

更明显。４０岁以下人群使用家用分体空调供暖的

较多，４０岁以上人群不使用供暖设备或采用局部电

辐射供暖的更多，家用分体空调制热时，空气干燥且

密闭不通风，年纪大的人群会感觉不舒适。

１．２．２　供暖效果

不同供暖方式的舒适程度有明显不同，不同人

群对不同供暖方式的适应性差异也较大，本次问卷

调查中关于供暖设备供暖效果的调查如图２所示。

图２　供暖效果

图２显示人们对目前供暖效果的总体评价较为

一般，但供暖效果的可接受程度却较高，总体的不满

意率仅为１６％左右，且家用分体空调供暖的不满意

率明显低于其他局部供暖设备，说明人们对目前的

供暖方式已经有了较好的适应性。大多数人更愿意

使用家用分体空调供暖，尤其是青年群体。

１．３　集中供暖社会需求

１．３．１　集中供暖意愿

调研中，人们对于夏热冬冷地区集中供暖的意

愿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　集中供暖意愿

图４　已供暖人群和未供暖人群的集中供暖意愿

图３表明，虽然人们对于现有的供暖方式接受

度较高，但是大部分人仍有集中供暖的意愿，其中

４０岁以下人群居多，比例超过７０％，从总体情况来

看，希望集中供暖的人群也超过了６０％。一方面，

青年人群与中老年人群知识水平的差异导致居民

对集中供暖概念的认识程度不同，青年人群对集中

供暖的含义理解更为全面、透彻；另一方面，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提高生活质量，

尤其以青年人群为主，他们更愿意以舒适的集中供

暖方式替代传统的供暖方式，而中老年人群对集中

供暖的需求并不大。

图４表明，已经使用供暖设备的人群，集中供

暖的愿望更强烈，他们对于生活舒适性的要求比未

供暖人群更高，现有的供暖条件已经无法满足他们

的供暖舒适要求；而对于未采用供暖设备的人群，

是否采用集中供暖对改善冬季舒适度不明显。

从实际的调研过程中得知，人们对是否需要集

中供暖的态度既取决于其生活背景，同时也与对集

中供暖的理解程度有很大关系。对于夏热冬冷地

区的居民而言，集中供暖是一种全新的供暖方式，

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更关注供暖的直

观效果，对集中供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能耗、

经济费用、环境等并没有深入具体的了解。

１．３．２　集中供暖的具体期望

人们对集中供暖温度和供暖周期的期望能够

反映对集中供暖的具体需求（仅计入有集中供暖意

愿的人），调查结果如图５，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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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集中供暖温度期望

图６　集中供暖周期期望

图５中人群期望的供暖温度为２０℃左右，两

组人群无明显差别，ＧＢ５０７３６—２０１２《民用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５］规定：夏热冬冷地

区主要房间供暖室内设计温度宜采用１６～２２℃。

调研人群主观感觉的舒适温度与规范规定的设计

温度基本一致，反映了这一群体对集中供暖已有了

初步的主观认识。

图６中对于供暖周期的期望值差异较为明显，

希望８～１０周供暖期的人数较多；４０岁以上人群

希望的集中供暖时间更长，这与年纪大的人群体质

较差、抗寒能力较弱有关，他们希望有更长时间的

集中供暖以提高舒适度，同时供暖周期期望值与调

研对象的生活习惯及当地的气候也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１．４　预期集中供暖费

供暖费是居民考虑是否采用集中供暖的一个

重要指标。调研中有关冬季供暖目前费用以及预

期费用的情况如图７，８所示。

图７　目前供暖月资费

图７表明，两组人群目前的供暖费用差异较

图８　预期集中供暖月资费

小。比较图７，８，预期和目前的供暖费用十分接

近，基本都在２００元／月以下，与目前的供暖费用分

布情况不同，４０岁以下人群的预期费用比目前费

用低且总体低于４０岁以上人群，而４０岁以上人群

预期费用则高于目前的费用。由于青年人群期望

采用集中供暖的比例较中老年人群高，且目前没有

使用供暖设备但又希望使用集中供暖，他们的期望

费用较低，拉低了整体水平。此外，青年人群对资

费没有中老年人群敏感、对集中供暖的实际费用估

计不足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２　能耗

根据清华大学、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重庆大

学等机构在长江流域一些地区的调研结果［６］，长江

流域城镇住宅多采用空调或电加热的供暖形式，供

暖耗电量约为２００亿～２４０亿ｋＷ·ｈ。清华大学

模拟了夏热冬冷地区采用集中供暖的能耗（连续运

行、室温设定２０℃），能耗将会比目前上涨４～１０

倍。

我国北方以锅炉为热源的供暖系统在能源消

耗系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夏热冬冷地区开展大

面积集中供暖，必将带来巨大的能源压力，加上该

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形特点，使用锅炉集中供

暖所产生的能耗将会超过北方。此外，如果采用集

中供暖，间歇供暖将改为连续供暖，室温也会提高，

这一地区居民又有着开窗通风的生活习惯和需要，

且大部分建筑在建造时并没有考虑供暖问题，因此

保温性和密闭性都比较差，由此将会进一步加大供

暖能耗。

家用分体空调具有平均能耗水平低的特点［７］，

目前仍然是经济实惠、节能环保、适合我国国情的

空调方式。实际问卷调研结果表明，家用分体空调

在夏热冬冷地区的应用较为普遍，且供暖效果也得

到较好的认可。因此，从能耗的角度看，可以考虑

热泵在这一地区冬季供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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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经济费用

调研发现，目前采用供暖设备的人群中，供暖费

普遍在２００元／月以下，他们所预期的费用也在２００

元／月以下，整个供暖季（按３个月算）就是６００元以

下，参考武汉地区的集中供暖资费标准，２０１３年热

价为８．５元／（ｍ２·月），供暖时间按３个月算，供暖

面积则不到２４ｍ２，实际供暖价格将会高出人们的预

期标准。重庆冬季室外计算干球温度５℃，武汉是

０℃，重庆市集中供暖的月资费可能低于武汉，即便

如此，实际费用还是会高于人们的预期值。

夏热冬冷地区地形复杂，以丘陵、山地为主，居

民居住比较分散，且冬季较短（一般为２～３个月），

如果采用集中供暖，集中供暖设施成本高且大部分

时间闲置，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４　环境问题

夏热冬冷地区能源以天然气和电力为主，如果

大面积采用集中供暖，煤炭仍然会是主要燃料，煤

炭的直接燃烧造成我国大气典型的煤烟型污染［８］，

经计算，夏热冬冷地区若推广集中供暖，将增加

２６００万ｔ／月的标准煤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

加约７３００万ｔ，环境污染加重
［９］。燃煤带来的环

境问题日趋严重，由此导致的污染问题将难以避

免，南方不应该重走北方的老路。问卷调研过程也

显示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愈加重视。

５　核心技术路线

目前夏热冬冷地区绝大部分采用的是分散供

暖，包括各种类型的热泵、直接电加热等，以及炭火

盆、电热毯、电手炉等各种形式的局部加热方式，该

地区的公共建筑中还有少量利用燃煤、燃油和燃气

锅炉进行供暖。

本次调研发现夏热冬冷地区住宅供暖以家用

分体空调和电辐射供暖为主，供暖的特点是间歇

性、局部性，同时居民有开窗习惯。在有人活动的

时间和空间内提供较为完善的局部供暖设施，热泵

能耗低、经济、环保、应用灵活的特点对于提高室内

温度的同时避免吹风感大、噪声严重等问题是个理

想的选择，同时能满足夏季制冷、冬季制热的需求。

综合考虑冬季和夏季的室外温度，该地区也是空气

源热泵最适合的工作区域。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遍

采用集中供暖是没有必要的。

研究夏热冬冷地区的资源特点、发挥其不同地

区优势资源的作用，充分将当地资源如太阳能、地

热、生活废热、余热等与热泵技术相结合，是夏热冬

冷地区供暖可以考虑的主要技术路线。利用污水

源热泵、江水源热泵和海水源热泵技术来进行小区

的区域集中供暖，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是一个较好

的选择。此外，如果利用热泵技术进行集中供暖，

在供暖系统中将散热器系统改为地板辐射供暖系

统，可用中低温热泵代替高温热泵，大大降低了热

泵机组的购置费用，并有效率上的提升，经济性更

强。

６　结论

６．１　从夏热冬冷地区民众对集中供暖的意愿、集

中供暖的费用、气候适应性、能源状况、环境状况等

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该地区居民对于集中供

暖的呼声很高，但给环境和能源带来的压力同样巨

大，普遍推广集中供暖是不适宜的。

６．２　夏热冬冷地区分布地域宽广，冬季供暖是必

要的，但是将整个区域捆绑在一起讨论并不合理，

应根据当地气候状况、生活习惯，采用适合的供暖

方式。

６．３　从区域能源特点以及能耗状况的角度分析，

集中供暖并不是夏热冬冷地区冬季供暖的最佳

选择，采用将当地资源如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

源以及生活废热余热等与热泵技术相结合的供

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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