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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篇之—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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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应走出三大误区绿色建筑应走出三大误区（三）

建筑节能不只是政府
的职责

每台电器设备在待机状态下耗
电一般为其开机功能的 10％左右；
一盏 11 瓦的节能灯相当于 60 瓦的白
炽灯亮度；选用电子镇流器，较传统
镇流器省电 30％；变频式空调较常
规的非变频空调节能 20％至 30％。

这些节能小窍门看似细小，日积
月累，却能节省不少能源。广大居民
也是绿色建筑的最终实践者和受益
者。很多建筑本身的节能效果不错，
可居民在装修过程中，把墙皮打掉了，
或者换了窗户，拆掉天花板，这样就破
坏了建筑本身的节能性和环保性。

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不能只停
留在一些大企业、大城市，应进入寻
常百姓家。如果老百姓都能关注到
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都注意到房屋
的能耗、材料、对室内环境的影响、二
氧化碳气体的减排，那么大家的共识
就会形成绿色建筑的市场需求。有
了市场需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才
能在全社会广泛地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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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应走出三大误区绿色建筑应走出三大误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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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不仅局
限于新建筑

据建设部统计，新建建筑
在设计阶段执行强制性节能
标 准 的 执 行 率 由 2005 年 的
53%提高到了 2007 年的 97%；
施工阶段执行强制性节能标
准 的 执 行 率 由 2005 年 的 21%
提高到了 2007 年的 71%，总共
每年可节约 700 万吨左右标准
煤。在现行建筑管理体系中，
达不到绿色建筑标准就不得
开工，所以新建建筑的节能只
是 执 行 问 题 ，难 度 并 不 是 很
大。难度在于我国现在既有
的 400 亿平方米建筑的节能改

造，如何让既有建筑成为绿色
建筑。

既有建筑现在从楼上到楼
下都是一条管道供热，是串联
式的，每一户装一只计热表，不
可行。现在技术上已经有所突
破在每个散热片上装一个计量
表，成本低，非常适合中国的计
量改造。这使得供热也像供
水、供电一样，是严格计量的，
是可以调控的。据估算，在北
方地区，如果房间里供热是可
以调节的，不用开窗，就可以节
约 15%的能耗；如果是可计量
的，主人出差或者上班时把暖
气关掉，回来以后再开，就可以
节约 30%的能耗。

绿色建筑并不等于
高价和高成本

绿色建筑是一个广泛的概
念，绿色并不意味着高价和高
成 本 。 比 如 延 安 窑 洞 冬 暖 夏
凉，把它改造成中国式的绿色
建筑，造价并不高；新疆有一种
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它的墙
壁由当地的石膏和透气性好的
秸秆组合而成，保温性很高，其
造价只有 800 元/平方米，可谓
价廉物美。

我国在引进绿色建筑标准
和技术时，就充分考虑成本这一
问题，规定绿色建筑所采用的技
术、产品和设施，成本要低，要对

整个房地产的价格影响不大。
而且，一旦应用了这些技术和设
备后，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因
为住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
费、水费和其他能源费的开支，
一般 5 年到 8 年之内，就可以把
成本收回来。

信息时代，智能化应该是多
用信息，少用能源。现在有些地
方推行智能开关，用手机就可以
控制家里的能源开关，冬天走的
时候，就把供热开关关掉，下班
之前半个小时，手机一按，就能
把供热开关启动，这样回到家里
时，屋里已经暖洋洋的。主人在
外边工作的时候，家中不供热，
能省三分之一的能源。

本 报 讯 （记 者 郑苗苗） 近 年
来，我市下大气力推进科研平台建设，为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引领转型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据了解，截至 2019 年底，大同市拥有
省市共建重点实验室 3 家，市级重点实验
室 10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4 家，省级
众创空间 15 家，市级众创空间 21 家，国

家备案众创空间 3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4 家，省级新创天地 6 家，国家备案的
星创天地 5 家，高新技术企业 58 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 110 家。共有院士
工作站 7 家，分别是同药集团生物制药高
福院士工作站、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
辰院士工作站、内分泌代谢病学宁光院
士工作站、山西清新新能源余贻鑫院士

工作站、山西中星技术有限公司尹伟伦
院士工作站、大同煤矿集团何满潮院士
工 作 站 、晋 投 玄 武 岩 周 丰 俊 院 士 工 作
站。这些重点实验室及院士工作站成为
我市创新发展的重要主体。

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天镇县博诚蔬菜
有限责任公司、大同高镁科技有限公司、大
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悦凌空

调有限公司获得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项目，每家 100 万元。中车
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获得省科技厅重大
专项氢燃料电池应用技术研究及机车研制
揭榜项目专项资金 490 万元。我市已向省
科技厅推荐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大同分所、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省级重点实
验室；众创空间、灵丘县青创空间、大同市
同生润洁众创空间、圆梦众创空间等 7 家
企业参加省级众创空间认定，目前待认定
中；已向省科技厅推荐 56 家企业参加高新
技术企业评审，目前待认定中。

我市着力推进科研平台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杨海峰） 又

到供暖季，为全力做好今冬供热各
项工作，灵丘县在全力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的同时，深入供热企业，检查
落实安全生产制度和消防应急设施
配备情况，确保全县优质安全供热，
让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在瑞通供热公司，该县相关负
责人深入了解企业燃煤储备、供热
机组检修、供热管网维护等各项供
热准备工作，询问热力综合监控平
台运行参数，了解全县集中供热保
障情况。要求供热企业要科学统筹
调度，强化保障措施，加强热源组织

储备，千方百计提高供热质量，积极
做好极寒天气应对准备。

同时，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值班值守、生产监管和
日常巡检，细致做好供热设备检修维
护、调试运行等工作，排查消除隐患
问题，确保供热期各类设备安全运
行。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着力提高
抢险处置能力，努力做到对各类突发
事件、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掌握、及时
有效解决，确保万无一失。要切实增
强服务意识，认真梳理、解决群众反
映问题，确保市民群众家里暖和、心
里热乎。

本报讯 （记者 吴华） 生活垃
圾分类、循环利用日渐成为城市居民的
共识，作为城市垃圾重要组成部分的建
筑垃圾其实更不能忽视，我市建筑业内
人士指出，建筑垃圾更要循环利用。

建筑垃圾是指在工程中由于人为
或者自然等原因产生的建筑废料，包括
废渣土、弃土、淤泥以及弃料等。随着
我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建筑
行业得以快速发展，相伴而产生的建筑
垃圾日益增多。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
相当数量的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便
被施工单位运往郊外或乡村，露天堆放
或填埋，耗用大量的征用土地费、垃圾
清运费等建设经费，同时，清运和堆放
过程中的遗撒和粉尘、灰砂飞扬等问题
又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

其实建筑垃圾更可以变废为宝。
我市建筑业内人士杨先生介绍，我国建
筑垃圾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技术目前
比较成熟，施工现场固废减排回收与循
环利用技术可将 70%的建筑垃圾进行
分类回收和利用。我市在科创园建设
中，就根据建筑垃圾原有功能和可利用
性进行分类，这样分利于促进施工固体
废弃物场内资源化处理及场外回收利
用，并通过设计优化、深化设计、精准投
料、精细化管理，实现施工现场固体废
弃物减量化。另外在固体废弃物处理
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的移动型多功能破
碎整形筛分设备目前已投入使用，我市
已有建筑单位正在考察该设备，以使我
市建筑行业实现再生资源利用，让建筑
垃圾从建筑中来到建筑中去。

本 报 讯 （记 者 高雅敏）
近日，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
米仿生研究所向我市推介纳米涂
层及绿色再制造技术项目。

纳米涂层技术旨在为钢铁冶
金、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汽车工
业等行业提供耐高温、耐腐蚀、耐
磨损的涂层解决方案。

纳米涂层技术是再制造产业
的关键核心技术，拥有常规涂层技
术所不具备的优良性能。通过对

零部件表面进行纳米涂层改性，可
以显著提高产品质量与性能，极大
延长使用寿命；可以对失效部件、
损坏产品进行高质量的修复，达到

“整旧如新、整旧胜新”的效果。
该技术通过中科院专家鉴定，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基于此技术
开发的多种产品已经成功用于中石
化、中海油、包钢、马钢、奇瑞、海马、
海螺等公司，其性能和效果得到市
场的广泛认可。

本报讯 （记者 有为） 随着
天气转冷，电动自行车的续航能力
也在衰减。记者近日走访发现，为
满足冬季骑行需求，许多电动自行
车用户纷纷更换充电更快、动力更
稳定的石墨烯电池。

据了解，现在市场上大部分
电动自行车电池都是铅酸电池，
而铅酸电池最大的弱点就是无法
承受低温，气温越低，电解液粘稠
度就会增大，内阻增变大，电化学
反应不充分，从而导致电池容量
明显降低。记者在一家电动自行
车的专卖店里看到，一位市民正

在为爱车更换石墨烯电池，他表
示，最近天气转凉，他的电动自行
车续航能力比夏天下降了不少，
充电次数比之前也多了，为了避
免出现行车途中出现突然没电的
问 题 ，他 决 定 更 换 掉 铅 酸 电 池 。
该专卖店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石
墨烯电池采用了石墨烯复合导电
浆料，这种特殊浆料有储电能力
强、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在-20℃
的温度下也能保持放电能力，“在
寒冷的冬天骑行能保持稳定的续
航里程，用户不用担心电量不足
的情况出现了。”

灵丘县拧紧“安全阀”

确 保 群 众 温 暖 过 冬

苏 州 纳 米 所 向 我 市 推 介

纳米涂层及绿色再制造技术

石墨烯电动自行车电池受青睐

新华社太原 10 月 18 日电 （记者 许
雄 解园） 记者从山西省政府获悉，山西
省将对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进行备案管理，在此制度框架下，
用电电压等级 110 千伏及以上的 14 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用户，终端电价将降至 0.3 元/
千瓦时。

日前，山西省制定了《关于做好参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电力市场化交易用电企业备
案（试行）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一文件，参
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将按照自愿申报、企业承诺、市级审核、公
示备案的程序进行备案。

涉及的具体行业将包括半导体、大数据
融合创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光电、光伏、
碳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特种金属材料、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煤机智能制造、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生物医药和大健
康、通用航空、节能环保等十四大产业。

山西省能源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侯
秉让说，山西作为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
的国家级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正在努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目前山西省正
着力把电力优势转化成电价优势，加速集
聚先进生产要素。

截至今年 9 月底，山西省发电装机已
达 9575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 6706 万千
瓦，占比约 70%，但由于近年省内外用电市
场增速放缓，电力供应冗余较大。侯秉让
认为，通过降电价的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也将有利于促进当地电力行业
的健康发展。

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化用电最低价降至0.3元/千瓦时建 筑 垃 圾 可 以

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在 平 城 区
第 10 小 学 校 的
闲 置 屋 顶 上 安
装的容量为 95.2
千 瓦 的 分 布 式
光伏发电站，每
年 可 发 电 19 万
千瓦时，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学
校的办公照明、
师生热水使用和
景观道路照明的
供电问题。

本报记者
戎禹仁摄能源革命·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