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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蓄冷空调在重庆的发展前景‘ 

敖 漉 ，吴 祥 生 ，曾 淼 ，张 显 本 
(1．后勤工程学院 建筑与环境工程系，重庆 400041；2．国家电力公 司冰储冷空调分析研究中心，杭州 310000) 

摘 要：从分析冰蓄冷空调的国内外背景入手，以重庆某百货商场为对象进行了经济分析，从 系统设 

备的初投资费用和年运行费用两个方面综合分析比较常规空调系统和冰蓄冷空调系统，发现该商场冰蓄 

冷系统的初投资费用较高，但其运行费用较常规系统低37％，运行不到3年就可收回初投资，3年以后， 

运行该系统就能为建筑业主盈利。并且分析 了在重庆发展冰蓄冷空调可以提高供电系统利用率、节约空 

间和提高室内空气品质等实际意义，从而得到在重庆发展冰蓄冷空调是可行的这一结论，继而提 出了应 

结合重庆实际制定分时计价政策、经济分析方法和发展集中冷源等一些建议。 

关键词：冰蓄冷空调；移峰填谷；分时计价；设备投资；运行费用 

中图分类号：TU831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 

平的显著提高，对电力供应需求迅速增大，其中最突出 

的矛盾是：白天用电高峰期电力严重不足，而在夜间用 

电低谷期使用电力较少。东北和华北电网的最大峰谷 

差已是其最大负荷的37％和40％，华中电网最大峰谷 

差也达到了 5．2 Gw，上海市峰谷差已达到最高用电负 

荷的37．6％⋯。一些大中城市空调用电量已占其高 

峰用电量得 30％以上，使得电力系统峰谷荷差加大， 

电网负荷率下降。为此，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电力 

部在关于“1995—2000年节电规划”中提出 2000年前 

要把 1 000—1 200万 kW的尖峰段负荷转移至低谷段 

使用-23。因此 ，必须找到一种移峰填谷的用电方法 ，冰 

蓄冷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并得以迅速的发展。 

中国目前对冰蓄冷空调实施推广的省、市有北京、 

天津、河南、湖北、湖南、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世界 

许多发达国家都正在或已经使用冰蓄冷空调，韩国已经 

立法规定3 000 rn2以上的公共建筑必须采用冰蓄冷空 

调系统；日本近 10年来新建、改建冰蓄冷项目3 000多 

个，电网低谷使用量使用率达45％。 

重庆市是著名的“火炉”，空调负荷占建筑能耗的 

比例很大，用电高峰期内供需矛盾尤为突出，所以在重 

庆发展冰蓄冷空调很有必要。 

1 冰蓄冷空调系统的经济分析 

1．1 工程概况 

以“渝西光华世纪广场(重百商厦部分)”为例进行 

冰蓄冷空调的经济分析，该商厦部分占3层，其建筑面 

积约 3 291．4 rn2，营业面积约9 627．24 rn2。经过计算， 

夏季尖峰冷负荷约 1 060 kW，该商厦的逐时冷负荷如 

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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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逐时冷负荷图 

1．2 制冷机组容量及设备投资 

常规空调系统 ：常规空调系统的制冷机组容量即 

为空调设计日峰值。为保证负荷变化的运行灵活性， 

尽量用多台机组配置，选用 2台 530 kW的常规制冷机 

组，该方案制冷机房的设备配置投资详见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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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规制冷机组方案空调机房设备配置投资 

冰蓄冷空调系统：冰蓄冷空调系统的制冷机组在 

空调工况和制冷工况运行的时间内，所产生的冷量应 

满足空调全 日需冷量 (Q洲)。 

蓄冰槽蓄冷量与建筑物峰值负荷，每日累积负荷 

和所选择的运行方式有关。全蓄冷时蓄冰槽蓄冷量即 

为全日需冷量，由于全蓄冷的蓄冰槽太大，一般采用部 

分蓄冷，其制冷机组蓄冷量按下式计算 ]： 

Q = (kW) (1) 

Q1=Q脑 ×T．c×K (k ) (2) 

式中：Q —— 蓄冰槽热损失 ； 

T．c—— 制冰时间； 

— — 制冷工况时，主机制冷量占空调工况下制 

冷量的百分比，即压缩机容量变化率，取 0．65～ 

0．75； 

— — 空调工况制冷机运行时间(h)； 

Q，—— 蓄冰量M 。 

根据图 1逐时冷负荷分布图计算得全 日需冷量 

Q =12 544 kW·ho如果制冰时间为 =8 h，空调 

工况制冷时间 =l2 h，则采用部分蓄冷方式，所需 

制冷机组容量按公式(1)计算得 QNcs=13 171．2／(12 

+8×O．7)=748．4(kW)，其中Q +Q，=(1+t)× 

Q (f=0．04～O．08)，选用 2台制冷量为 375 kW的 

双工况螺杆式制冷机组，部分蓄冷时蓄冷量为公式(2) 

计算得 Q，=748．4×8×0．7=4 191．04 kW ·h，大约 

1 192 RTh，该方案制冷机房的设备配置投资详见表 2。 

表 2 冰蓄冷方案空调机房设备配置投资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1．3 运行费用比较 

1．3．1 计算数据 

重庆市夏季空调使用天数按 130 d计算，其中设计 

日按 23 d、50％负荷 日107 d折算，机房配电设施费为 

550元 ／kVA，四川地区电力政策详见表 3。 

表 3 四川地区电力政策 

常规 

空调 

0：0o～24：00 0．6506元 ，kW ·h 

需缴电力贴费 220元 ／kV·A 

1．3．2 年制冷运行费用计算 

1)常规空调制冷方案 

若使用常规空调系统 ，经过计算，设计 日全天电费 

为2443．65元；5O％负荷 日全天电费为 1 221．83元，则 

全年电费为 l6．39万元 ／年。 

2)冰蓄冷方案 

若使用冰蓄冷空调系统，经过计算，设计 日白天电 

费为 1264．7元；夜间电费为 189．73元；全天电费为 1 

454．43元。50％负荷 日白天电费 464元；夜间电费为 

189．73元；全天电费为 653．73元。全年电费为 lO．39万 

元。 

3)综合经济分析比较表 

比较两种系统得综合经济性，见表4。 

表 4 两种系统综合经济性比较 

由此可见，虽然冰蓄冷空调系统的初投资较高， 

但其运行费用比常规系统低 37％，运行不到3年就能 

收回初投资。 

2 在重庆发展冰蓄冷空调的意义 

对于面积约 82 403 krn2，人 口已逾 3千万的重庆 

市，随着其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空 

调普及率必然会逐步提高。当空调普及率达到6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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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水平时，就必须采取蓄冷空调手段降低峰值电 

耗水平。这对于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 

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西部大开发的龙头都极为重 

要。 

2．1 有利于均衡用电负荷和安全供电 

对于重庆这种面积大、人口众多的城市 ，用电峰谷 

负荷差必然日趋拉大。当用电负荷超过发电与输电设 

备的供电能力时，必然导致电网频率下降，当频率低于 

48．5 Hz后就不能安全用电。而采用冰蓄冷系统以后， 

利用夜间的电力，尖峰时段不制冷或少制冷 ，就可以平 

衡用电负荷，有利于安全供电，提高供电系统的利用 

率。 

2．2 可降低建筑层高和占地面积 

蓄冷空调系统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冰蓄冷的高品位 

冷量的优势，采用低温、大温差供冷送风技术，能明显 

缩小了风管、水管，空气处理设备，水泵的外型尺寸；可 

降低建筑层高，减少机房、管井占有的建筑面积，对于 

山城重庆这个坡地多平地少的城市来说无疑是一个提 

高土地利用率的好方法。 

2．3 有利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IAQ) 

长久以来由于重庆市空气状况的原因，重庆市的 

居民大多都有关门闭户的习惯 ，致使室内空气状况非 

常恶劣，而冰蓄冷空调系统由于采用了低温大温差供 

冷送风，使空调处理与输送过程均在较低温度下进行 ， 

有利于抑止细菌、病菌的繁殖 J，降低室内湿度，从而 

可进一步改善室内空气品质 J。 

3 结论和建议 

从以上的经济和意义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在重庆发展冰蓄冷空调是可行的，并且有很广阔的发 

展前景。针对重庆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制定相应的分时计价的政策，从而保证发展冰蓄冷 

空调必要的法规基础，由于重庆供冷期长(约 130 d)，就要 

求有更加长的分时计价期。 

市政府、电力建设和供应部门，应增加一定的资金 

投入，资助和奖励冰蓄冷空调示范工程。 

在几个主要的商业区还可以搞冰蓄冷的区域性冷 

源集中供冷的试点，如在解放碑和沙坪坝步行街地区， 

这些地方商场等大型楼宇林立，集中冰蓄冷系统有助 

于从宏观上控制和移峰。 

尽快确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冰蓄冷空调系统的经济 

评价方法，用来评价重庆市以至全西部地区冰蓄冷系 

统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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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Ice Storage Air—eondition(ISA)in Chongqing 

AO Lu ，WU Xiang．sheng ，ZEN Miao2，ZHANG Xian．ber? 

(1．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Department，Logistics Engineering University，Chongqing400041； 

2．Analyzing and Study Center of Ice Storage Air—condition of National Electricity Corporation，Hangzhou 3 10000) 

Abstract：On the base of the background around world an d the economics analy~d to one architec ture in Chongqing，the essay 

compares Ice storage Air—condition(tSA)with conventional Air—condition in both be西miI1g investment and annual— 

running—fee．The comparision show，that the ISA is nlol'~higher in beginning—investment，but 37％ lower in annual — 

running- fee and regains interest after three years． It is aIlalyz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SA can promote the rate of 

electricity system，spare room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in—door air etc．It is available to develop the ISA in Chongqing ． 

Th e policy of counting electricity—fee in different time，the economics—analysis meth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cusing the 

cold SOUrCe are suggested． 

Key words：ice storage air-condition；removing top to filling low；counting electricity 一 in different time cost ofequipment； 

operationa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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