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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已有标准 ● 方案提出



• 北京市：累计单体户用21项
• 配置1：7-保证率：30%左右
• 九阳平板近700户，占50%
• 平板集热器占68%

• 道荣新能源邢台威县：
• 150户太阳能耦合电锅炉户用供暖试点

• 2020年“光热+”
• 河北邢台8.5万户“光热+”电、燃气；
• 河北秦皇岛8.8万户“光热+”生物质
• 试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内蒙古等地

• 道荣新能源提出：“光热+”
• 威县10000户
• 秦皇岛1000户
• 太阳雨+维克莱恩临城：2377户

• 邢台威县“光热+”燃气3万户；
• 包头“光热+”电500户
• 阜新：3年20万户/1.5万户
• 甘肃兰州、宁夏吴忠、试点

• 星星之火
• 已成燎原之势
• 1亿户的市场
• 一次改
• 二次改

太阳能光热供暖发展历程

• 维克莱恩117户联集管式
• 成本4万元/百㎡
• 运行成本10-12元/㎡



太阳能光热供暖的相关标准

GB 50495-2019 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标准：设计、施工、调试、验收、评价。
NB∕T 10150-2019 北方农村户用太阳能采暖系统技术条件：性能要求、性能测试及评价方法、判定和分级。
NB∕T 10151-2019 北方农村户用太阳能采暖系统性能测试及评价方法。

5.1 采用太阳能采暖系统的建筑应满足所在地区农村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5.2 农村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应符合 JGJ/T 129 的规定，并应达到建筑节能 65%的要求。



太阳能“光热+”的提出

• 免费：能源无限，免费使用；

• 零碳：无CO2、污染物排放；

• 安全：减少常规能源，助力能源安全；

优点

• 保障性差：不足以100%保障供暖，必须常规能源辅助；

• 初投资高：过大保证率导致初投资高，市场难以接受；

• 能量过剩：弃光弃电、利用率低，性价比差；

缺点

• 指导思想：因地制宜、精准供热、精准运营、精准服务

• 技术方案:  “光热+”，+电、+燃气、+生物质、+热泵
解决方案



太阳能“光热+”优势

目的

• 解决了单一常规能源运行成本高的问题

• 解决了单一太阳能光热初投资高的问题

优势

• 太阳能光热负责节能、减排、降费、降耗

• 常规能源负责保障系统稳定、可靠供给

合作

• “光热+”：+电、+燃气、+生物质、+热泵....

• 与常规能源是合作关系，和所有常规能源友好合作.....



●紧凑式“光热+” ●分离式“光热+”



紧凑式“光热+”系统原理

因地制宜、 精准服务

1.光热为主体，辅以当地优势能源

2.云控制器精准控制

3.大数据云平台

精准运营，精准制热

1.日常炊事、

2.四季热水

3.提前供暖，延后供暖

4.清洁、温暖过冬

5.新需求（远程医疗、教育）



核心部件

蓝天管 “光热+” 云控器 云平台

无 水 相 变

高效集热

低 温 速 热

防 冻 防 漏

低 谷 电

燃 气

热泵

生 物 质 秸 秆 等

大 数 据 云 端 控 制

智能控制

A P P 监 控

数 据 上 传

远 程 维 护

远 程 监 控

节能控制

数 据 分 析

远 程 服 务



工程案例-“光热+”电暖器

适合燃气管网不能覆盖，生物质燃料缺乏的地区。

系统配置LTC-30光热采暖机3台、电热水暖器2台、云控制器一台。

河北邢台/张家口、山西大同/吕梁



适合燃气不能覆盖、生物质缺乏、电力较富裕、供热面积较大地区。

统配置LTC-40光热采暖机两台、电锅炉一台、云控制器一台。

工程案例-“光热+”电锅炉

辽宁阜新、吉林延边、黑龙江亚布力、宁夏吴忠



适合电网、燃气管网不能覆盖，且生物质燃料充足的地区。典型户供暖面积60㎡，

系统配置LTC-40光热采暖机两台、生物质锅炉一台、云控制器一台、水暖末端。

河北秦皇岛、辽宁阜新、甘肃甘南

工程案例-“光热+”生物质



工程案例-“光热+”热泵

适合经济条件比较富裕，供热

面积较大的农户、村部。

系统配置LTC-40光热采暖机两台

、3-8匹热泵1台、云控器一台。

河北威县
吉林延边



分体式“光热+”系统原理

白天

太阳能集热器吸收太阳能

通过温差循环，加热室内水箱冷水

同时，提供室内供暖，和生活热水。

晚上

可以用储热水箱内热水供暖

水温不足时，可以采用水箱内置或

外置加热器加热。

室内温度不足时，可以采用末端加

热器辅助加热。



目前主要以“光热+”谷电形式推广，

系统配置50支管横联集管集热器1-4台，

室内储热水箱一个，配置风机盘管2-3套。

配置循环泵两个。

工程案例-“光热+”谷电储热

河北 临城

内蒙古包头



●范 围 ●术语和定义 ● 标记与命名

●设计要求 ●技术 要求 ● 试验 方法



范围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太阳能光热耦合清洁能源户用供暖系统（以下简称“光热耦合系统”）的术语

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设计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文件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采暖面积不大于200m2，或太阳能光热轮廓采光面积不大于50m2的单户农村

住宅建筑供暖系统。

➢ 重点提出了太阳能光热耦合系统，区别于单独太阳能供暖系统；

➢ 主要针对系统的技术要求进行规范；

➢ 确定了适用性，包括采暖面积、采光面积和建筑类型；

➢ 标准主要用于系统自身的规范性技术要求，以及可用于招标的规范性要求；



术语和定义

太阳能光热耦合清洁能源户用供暖系统

以分户独立供暖为主，由光热采暖机、清洁能源设备、云控器、循环管路泵阀和采暖末

端集成，利用太阳能光热优先提供冬季供暖，四季热水。在太阳能不足时，由清洁能源提供

的智能控制的供暖系统。

光热采暖机：

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具有一定蓄热能力的、可向建筑物供暖的太阳能设备。

➢ 区别于现有的太阳能采暖系统；

➢ 区别于现有的太阳能热水器；



术语和定义

采暖季节能量：光热耦合系统中利用太阳能光热用于供暖总有效供给能量,单位为kWhth。

全年节能量：光热耦合系统中太阳能光热全年总有效供给能量。单位为kWhth。

光热利用率：光热耦合系统中太阳能光热有效供给能量和系统设计得热量的比值,单位为%。

碳减排量：太阳能光热碳减排量按折合标煤对应的CO2排放量计算,单位为t。

➢ 提出了节能量的定义，便于告知用户节省了多少，而不是运行费可以降低到多少！

➢ 提出利用率的定义，解决了现有建筑保温条件下太阳能保证率无法实现的问题！

➢ 提出碳减排量的定义，便于很方便的计算出系统的碳排放量。



标记与命名



设计要求

设计应考虑太阳光照资源、常用房间供暖总面积、长期居住人口数量条件，因地制宜、

科学合理选择清洁能源，优先使用太阳能，减少资源浪费，参照GB 50495的相关公式设计。

若资料不完备，可参考常住人口数量，单户太阳能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取值范围为5-30m2。

光热采暖机安装角度应以当地纬度加5-10°为宜，不宜低于45°。

对各种部件的提出基本参考标准。



技术要求

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6.1.1  寒冷地区，设计采暖季太阳能光热利用率应不低于95%，且全年太阳能光热利用

率不低于75%。

6.1.2  严寒地区，设计采暖季太阳能光热利用率应不低于95%，且全年太阳能光热利用

率不低于85%。

6.2.1  太阳辐照量为17MJ/㎡，集热结束时储热水箱内的水温≥55℃条件下，单位轮廓

采光面积光热采暖机日有用得热量应不低于8.0MJ/㎡。太阳能光热系统日有用得热量（q）

按照GB/T 18708检测

➢ 对太阳能光热利用率提出明确要求，防止系统能源浪费

➢ 对系统热性能提出较高要求；

➢ 提出对得热量的测试方法；（原GB/T19141的测试方法不适合采暖系统的得热量测试）



技术要求

6.3.1  寒冷地区室外储热水箱保温层厚度不低于50mm。

6.3.2  严寒地区室外储热水箱保温层厚度不低于60mm。

6.3.3  室内储热水箱保温层厚度不低于50mm。

6.3.4  储热水箱有效容水量和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比值≤38L/㎡。

6.3.5  光热采暖机水箱的平均热损因数应不大于11W/（m³·K）。

➢ 对储热水箱的保温和热损要求提出较高的要求；

➢ 明确提出轮廓采光面积和容水量的比值要求，防止水量过大系统供热不足； 能：

对太阳能系统的热性能提出较高要求；



技术要求

6.6.1  云控器应实现远程控制光热耦合系统，优先使用太
阳能光热供热，自动切换清洁能源系统。
6.6.2  云控器应实现与云平台进行有效数据传输，实时上
传光热耦合系统的运行状态，并通过云平台实现对光热
耦合系统的监控。
6.6.3  云控器应能实现与手机APP、微信小程序通讯，经
过云控器实现对光热耦合系统监控。
6.6.4  云控器应具备热计量、清洁能源计量、大数据分析
和运维管理的功能。
6.7.2  自带控制器的清洁能源设备，应预留RS485或
RS232接口，实现与云控器的通讯和远程监控功能。

➢ 对系统的耦合控制器提出了要求

➢ 对辅助 能源及相关配件提出了关键性技术指标要求



技术要求

6.6.1  云控器应实现远程控制光热耦合系统，优先使用太
阳能光热供热，自动切换清洁能源系统。
6.6.2  云控器应实现与云平台进行有效数据传输，实时上
传光热耦合系统的运行状态，并通过云平台实现对光热
耦合系统的监控。
6.6.3  云控器应能实现与手机APP、微信小程序通讯，经
过云控器实现对光热耦合系统监控。
6.6.4  云控器应具备热计量、清洁能源计量、大数据分析
和运维管理的功能。
6.7.2  自带控制器的清洁能源设备，应预留RS485或
RS232接口，实现与云控器的通讯和远程监控功能。

➢ 对系统的耦合控制器提出了要求

➢ 对辅助 能源及相关配件提出了关键性技术指标要求



试验方法-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试验方法

7.4  太阳能光热节能量计量

可通过热计量表实时计量太阳能光热实际输送到供热末端的热量。当清洁能源影响太阳能光

热能量计量时，应扣除清洁能源相应能量。

7.5  光热耦合系统节能量计量

当采用清洁能源设备的能效比大于1.0时，可实施光热耦合系统节能计量。通过热计量表计

量实际输送到供热末端的热量，并扣除清洁能源耗能量。

➢ 分别给出太阳能光热系统、光热耦合系统节能量的计量方案



试验方法

7.6  太阳能光热减排量计算

太阳能光热减排量按热力折合标煤（等价值）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按GB/T 2589 综合能

耗计算通则核算。其中等价值计算可依据每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快报数据。

7.7光热耦合系统减排量

光热耦合系统减排量按热力折合标煤（当量）对应的污染物减排量。热力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应按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核算。参照表3计算。

➢ 分别给出太阳能光热系统、光热耦合系统减排量计算方法



其他

➢ 给出辅助能源及相关配件提出了关键性

技术指标检测依据；

➢ 给出检测规则

➢ 给出文件编制要求





意义

明确
• 明确了太阳能光热供暖系统和太阳能”光热+”系统的区别；

定义

• 给出了太阳能”光热+”系统的具体的技术要求；

• 给出了明确的关键性技术指标的定义和方法；

用途

• 有利于系统的标准化，有利于市场化和规范化；

• 对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必要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