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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集热器安装场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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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西北农村住宅采暖面积、村庄规模及村内住宅建筑密度等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村发展太

阳能集中采暖主要限制因素，研究了太阳能集中采暖模式在西北农村的适应性。结果表明，西北农

村采用太阳能集中采暖需满足下列条件：集热器安装场地条件，西安农村平均每户需提供集热场地

面积为３０～４０ｍ
２，兰州、银川农村为４０～５０ｍ

２，乌鲁木齐农村为４５～６０ｍ
２，西宁、格尔木农村为

２０～３０ｍ
２；农村住宅容积率条件，西安、西宁、格尔木地区农村最低需满足０．３８～０．４１，兰州、银川、

乌鲁木齐地区为０．２７～０．３１。对比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条件现状及上述限制性条件分析结果

得出，西安、兰州地区超过８０％的村庄不能提供足够的集中集热场地；西宁、格尔木地区满足住宅建

筑容积率条件的村庄不足３０％。

关键词：农村地区；太阳能集中采暖；问卷调查；集热场地；建筑密度

中图分类号：ＴＵ８３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７６４（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４２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３７８４１１、５１４０８４６２）

作者简介：郭怀云（１９８９），男，主要从事农村太阳能采暖技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ｈｕａｉｙ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刘艳峰（通信作者），男，教授，博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ａｎｆｅｎｇ＠ｘａｕａｔ．ｅｄｕ．ｃｎ。

犚犲犮犲犻狏犲犱：２０１５０４０４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犻狋犲犿：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５１３７８４１１，５１４０８４６２）

犃狌狋犺狅狉犫狉犻犲犳：ＧｕｏＨｕａｉｙｕｎ（１９８９），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ｈｅａ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ｈｕａｉｙ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ＬｉｕＹａｎｆｅｎｇ（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ｏｃｔｏｒｉ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ａｎｆｅｎｇ＠ｘａｕａｔ．ｅｄｕ．ｃｎ．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狀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狉狌狉犪犾犮犲狀狋狉犪犾狊狅犾犪狉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犱犪狆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犌狌狅犎狌犪犻狔狌狀，犔犻狌犢犪狀犳犲狀犵，犔犻犢犪狀犵，犔犻犜犪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５，Ｐ．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ｒｕｒ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ｃａｌｅ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ｓｏｌａ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ｒｕｒａｌ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ｓｏｌａ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ｅ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ａｓｗａｓ３０～４０ｍ
２ｉｎＸｉ’ａｎ，４０～５０ｍ

２ｉｎＬａｎｚｈｏｕ，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４５～６０ｍ
２ｉｎＵｒｕｍｑｉ，ａｎｄ２０～３０ｍ

２ｉｎＸ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Ｇｏｌｍｕ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ｗａｓ０．３８～０．４１ｉｎＸｉ’ａｎ，Ｘ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Ｇｏｌｍｕｄｒｕｒａｌｖｉｌｌａｇｅ，０．２７～

０．３１ｉｎＬａｎｚｈｏｕ，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ａｎｄ Ｕｒｕｍｑｉ，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ｒｕｒａｌ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０％ｏｆ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Ｘｉ’ａｎａｎ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ｎｏｕｇｈ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ｔｉｎｇ．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３０％ｏｆ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ａ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ｍ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ｓｏｌａ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ａｒｅ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



 http://qks.cqu.edu.cn

　　随着西北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对住宅冬

季采暖需求不断提高，西北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发

展农村太阳能采暖可有效满足冬季采暖要求［１６］。

如今太阳能采暖已在诸多农村得到实施，北京市平

谷区的将军关村、挂甲屿村及河北省迁安市马兰庄

的新农村住宅等都使用了太阳能采暖技术［７８］；英、

美等国也先后建成了伯明翰郊区的太阳能村及托马

森太阳房、洛夫太阳房等太阳能采暖示范工程［９１３］。

农村太阳能采暖工程按采暖规模划分主要分为分户

采暖模式和集中采暖模式［１４］。太阳能分户采暖模

式在农村地区的应用较为普遍，该模式操作简单运

行方便，但供暖稳定性差，且对多层住宅无法有效供

暖［１５］。随着农村新建住宅层数的增加、住宅建筑密

度的聚集，发展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不仅提高了农

村太阳能采暖的经济性，也解决了农村多层住宅太

阳能采暖的难题［１６１８］。

目前，关于农村太阳能分户采暖模式的相关技

术研究日趋成熟，而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模式的研

究却相对较少。笔者以西北农村为研究对象，通过

对西北农村地区太阳能集中采暖条件进行问卷调

查，掌握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条件现状，在分析

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模式可行性条件的基础上，研

究太阳能集中采暖模式在西北农村的适应性。

１　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条件调查

１．１　调查概况

为掌握西北农村住宅采暖面积、村庄规模及村

内住宅建筑密度等基本情况，对西安、兰州、银川、西

宁、格尔木、乌鲁木齐６个地区的农村进行问卷调

查。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向各地区随机选取数

１０个村庄，每村发放问卷调查表１～２份，其中西安

周边随机选取村庄７５个，兰州周边选取村庄７８个，

银川周边选取村庄３２个，西宁周边选取村庄３２个，

格尔木周边选取村庄２０个，乌鲁木齐周边选取村庄

４５个。共发放问卷调查表４５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３９６份，有效回收率８８％。

１．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西北农村住宅，一般对卧室、厅堂等居民经常使

用的区域进行供暖，由于各户家庭住宅条件不同，住

宅采暖面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图１可知，西北

农村每户住宅建筑采暖面积为８０～１００ｍ
２ 的比例

为７０％，而超过１２０ｍ２ 及少于６０ｍ２ 的采暖住宅低

于１０％。

图１　西北农村住宅采暖面积调查结果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犪犾

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狉犲犪犻狀狀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狉狌狉犪犾

　

西北地区面积广阔，受文化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各地村庄规模差距较大，以“自然村”为单位村庄进

行问卷调查。由图２得出西安、兰州、银川农村地区

的单位村庄居民户数在１５０～２００户的比例较高，超

过了５０％，乌鲁木齐、西宁、格尔木约有６０％的村庄

居民户数在１００～１５０户。

图２　西北典型地区村庄规模调查

犉犻犵．２　犛犮犪犾犲狊狌狉狏犲狔狅犳狋狔狆犻犮犪犾狏犻犾犾犪犵犲犻狀狀狅狉狋犺狑犲狊狋

　

西北农村村庄周边大都存在许多或大或小的闲

置荒废土地，同时，随着新建建筑的增加、旧有宅基

地的累积及荒废，这样的闲置土地越来越多。这些

土地一般荒废、集中且周围无遮阳，比较适合作为集

热器的集中集热场地。由图３调查结果可知，由于

各地农村环境条件不同，不同地区农村的闲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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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相差较大，其中西宁、格尔木、乌鲁木齐地区农

村村内闲置土地面积明显高于西安、兰州周边农村。

图３　西北典型地区农村闲置土地面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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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２、图３可知，有些地区农村住宅户数较

少，但村内闲置土地面积较大；而有些地区农村住宅

户数较大，可村内闲置土地面积也较多。考虑到集

中集热场地面积主要与村庄规模有关，而调查得出

的不同地区闲置土地面积大小不能反映该地是否提

供所需的集热器安装场地面积，因此，对当地的村庄

规模及村内的闲置土地进行了综合统计，得出了各

地区农村平均每户拥有的集中集热安装场地面积调

查结果。

由图４可知，西安、兰州大部分村庄可提供的每

户集热场地面积不足４０ｍ２，而乌鲁木齐、西宁、格

尔木大部分村庄可提供的每户集热场地面积超过

图４　地村内单户拥有集热场地面积比例

犉犻犵．４　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狊犻狀犵犾犲犳犪犿犻犾狔狑犻狋犺狊犲狋犺狅狋犪狉犲犪犻狀狏犻犾犾犪犵犲

　

５０ｍ２ 的比例超过６５％。

农村住宅建筑密度是指单位宅基地面积下所具

有的居民户数。表１为西北各典型地区农村住宅建

筑密度调查，调查以每１００００ｍ２ 宅基地面积所具

有的居民户数为对象，其中１００００ｍ２ 宅基地面积

的选取以村内住宅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带为中心，选

择住宅分布较为均匀的区域。

表１　各典型地区农村住宅建筑密度调查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狋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狉狌狉犪犾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犪犾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犱犲狀狊犻狋狔犻狀犲犪犮犺狋狔狆犻犮犪犾犪狉犲犪 ％

地区
少于

１０户

１０～

２０户

２０～

３０户

３０～

４０户

４０户

以上

西安 ０ ９ ２３ ３６ ３２

兰州 ３ １１ ２５ ３９ ２２

银川 ６ ２０ ２３ ３６ １５

乌鲁木齐 ８ １５ ２６ ３５ １６

西宁 １５ ３６ ２１ １７ １１

格尔木 １０ ４１ ３１ ８ １０

由表１调查结果得出，西安、兰州周边农村居民

住宅建筑密度显著高于西宁、格尔木地区，其中西安

地区接近６０％的村庄住宅建筑密度在３０户／（万

ｍ２）以上，格尔木地区超过５５％的村庄住宅建筑密

度在２０户／（万ｍ２）以下。

２　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可行性条

件分析

　　影响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可行性的主要因素包

括农村住宅采暖负荷条件、集热器集中安装场地、采

暖建筑容积率要求等。

２．１　西北农村住宅太阳能集中采暖负荷条件分析

农村住宅采暖热负荷是设计太阳能集中采暖系

统及设备选型的重要依据，同时，农村住宅围护结构

良好的热工性能是确保太阳能集中采暖可在农村使

用的必要前提。如果住宅建筑本身保温性能不高，

住宅单位面积采暖负荷较大，将会使采暖系统设计

容量增加，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大幅降低太

阳能采暖系统应用的经济性。

由于农村住宅建筑有着与城市建筑不同的结构

形式，因而现存的一些节能标准规定的建筑围护结

构热工参数对农村住宅而言并不适用。农村住宅建

筑热工参数主要受到当地室外气候条件的影响，西

北气候分区主要包括严寒地区与寒冷地区，不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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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分区的住宅建筑热工参数具有明显差异，笔者参

考文献［１９］提供的农村节能建筑围护结构热工参数

限值；由于农村居民工作生活相对自由，在家所穿衣

物较多，因此，农村室内计算温度应以１４～１６℃考

虑，选取１５℃；住宅采暖热负荷的计算参照文献

［２０］中３．３．２的规定。西北各地农村在良好的建筑

围护结构条件下，单位面积住宅建筑耗热量指标计

算结果见表２。

表２　西北农村节能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及单位建筑面积耗热量指标

犜犪犫犾犲２　犔犻犿犻狋狅犳犺犲犪狋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狆犪犾犻狊犪犱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犳狅狉狋犺犲狀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狉狌狉犪犾

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犪狀犱犺犲犪狋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狅犳狌狀犻狋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犪狉犲犪

气候分区 典型地区
农村节能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制／（Ｗ·ｍ－２·Ｋ－１）

外墙 外窗 外门 屋面

室内空气计

算温度／℃

单位面积住宅建筑

耗热量犙Ｈ／（Ｗ·ｍ－２）

寒冷地区 西安 ０．８５ ４．７ ２．５ ０．６ １５ ５１．２

寒冷地区 兰州 ０．８５ ４．７ ２．５ ０．６ １５ ６４．９

寒冷地区 银川 ０．８５ ４．７ ２．５ ０．６ １５ ６９．２

严寒地区 乌鲁木齐 ０．５ ２．５ ２．５ ０．３ １５ ５６．１

严寒地区 西宁 ０．５ ２．５ ２．５ ０．３ １５ ５０．９

严寒地区 格尔木 ０．５ ２．５ ２．５ ０．３ １５ ５３．１

　注：采暖末端选用地板辐射采暖，可不考虑地面对供暖热负荷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西北农村住宅建筑在良好的建筑

围护结构条件下，单位面积建筑耗热量指标可降至

５０～７０Ｗ／ｍ
２，这一指标与城市节能住宅相比仍然

较高，但与传统农村住宅相比，采暖负荷显著降低很

多，已满足农村太阳能采暖应用要求。

２．２　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集热场地条件

太阳能集中采暖采用集中集热，能否提供足够

的集热器安装场地是判定集中采暖模式能否在该地

应用的主要因素之一。太阳能集中采暖集热器安装

场地面积的大小主要由住宅建筑耗热量指标及太阳

能采暖系统保证率决定，西北各地农村住宅建筑耗

热量指标采用表２的计算结果，而太阳能保证率的

最低限值主要与当地太阳能资源有关；由于西北地

区太阳能资源分布不均，因此，各地太阳能采暖保证

率最低限值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笔者主要参照文献

［２１］确定不同地区太阳能保证率最低限值。

太阳能采暖系统集热器面积的计算参考文献

［２０］中３．４．３的规定。西北农村住宅单户采暖面积

假定为６０、８０、１００、１２０ｍ２ 的条件下，各地集中采暖

中平均每户所需的集热器安装场地面积指标如表

３；其中表中犑Ｔ为当地纬度倾角平面１２月份的月平

均日辐照量，ＭＪ／（ｍ２·ｄ）；犙Ｈ 为单位面积建筑物

耗热量，Ｗ／ｍ２；犳 为太阳能保证率；θ为换热因子；

ηｃｄ为基于总面积的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ηｌ为管路

及蓄热装置热损失率；犃ＩＮ为单户采暖面积所需的集

热器面积，ｍ２。

表３　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平均每户所需集热器安装场地面积指标

犜犪犫犾犲３　狋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狅狉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狋犲犻狀犱犲狓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狀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狉狌狉犪犾狊狅犾犪狉犮犲狀狋狉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

典型

地区

犙Ｈ／

（Ｗ·ｍ－２）

犑Ｔ／（ＭＪ·

（ｍ２·ｄ）－１）
犳／％ θ ηｃｄ／％ ηｌ／％ 犃ＩＮ／ｍ２

采暖面积／ｍ２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西安 ５１．２ １０．２ ３０ １．０１５ ４０ １５ ０．４０７ ２４．４ ３２．６ ４０．７ ４８．８

兰州 ６４．９ １０．７ ３０ １．０１５ ４０ １５ ０．４９１ ２９．５ ３９．３ ４９．１ ５８．９

银川 ６９．２ １５．９４ ４０ １．０１５ ４０ １５ ０．４６４ ２７．８ ３７．１ ４６．４ ５５．７

乌鲁木齐 ５６．１ ７．６９ ３０ １．０１５ ４０ １５ ０．５９１ ３５．５ ４７．３ ５９．１ ７０．９

西宁 ５０．９ １８．８３ ４０ １．０１５ ４０ １５ ０．２７５ １６．５ ２２．０ ２７．５ ３３．０

格尔木 ５３．１ ２０．９１ ５０ １．０１５ ４０ １５ ０．３２３ １９．４ ２５．８ ３２．３ ３８．８

　　由图１西北农村住宅采暖面积调查结果可以看

出，西北农村超过７０％的住宅建筑所需采暖面积在

８０～１００ｍ
２，由表３可知，西安农村采用集中采暖模

式平均每户需满足集热场地面积为３０～４０ｍ
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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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银川农村为４０～５０ｍ
２，乌鲁木齐农村为４５～６０

ｍ２，西宁、格尔木农村为２０～３０ｍ
２。

２．３　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建筑容积率条件

农村住宅采暖建筑容积率是指农村总采暖面积

与总宅基地面积的比值。采暖建筑容积率是影响农

村太阳能集中采暖室外管网热输送的主要因素，农

村采暖住宅分布过于分散会导致供暖管道过长，不

但加大了管道的热损失，也存在很多的“无效冷水”，

使远处住宅采暖时，不能达到设计的采暖温度。因

此，发展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住宅采暖建筑容积率

需有一个限制性指标。

图５为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室外管网简易图，

以住宅１～４为分析对象。为使４个住宅采暖外网

总长度最大，则要求相邻住宅之间距离相等，即图５

中住宅１与住宅２，住宅１与住宅３距离相等，此时

管道热损失最大，采暖住宅容积率也最低。因此，根

据住宅总采暖量、管网热损失率及采暖住宅容积率

之间的关系，可得出室外管网热损失率与采暖建筑

容积率之间的变化规律，具体结果如图５。

图５　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外网简易图

犉犻犵５　犛犻犿狆犾犲狅狌狋犲狉狀犲狋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狉狌狉犪犾

狊狅犾犪狉犮犲狀狋狉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
　

由图６、图７可知，集中采暖系统室外管网热损

失随住宅采暖建筑容积率的增加而减少。根据文献

［２２］的规定，室外供热管网热输送效率不应低于

９０％，即室外管网热损失率不能高于１０％。当室外

管网热损失率为１０％时，西安、西宁、格尔木地区农

村住宅采暖建筑容积率约为０．３３～０．３８，兰州、银

川、乌鲁木齐地区为０．２０～０．２５。

３　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适应性

分析

　　太阳能集中采暖模式在农村地区使用的主要限

制性条件为集热器集中安装场地及住宅采暖建筑容

图６　西安、兰州等地农村采暖建筑容积率分析

犉犻犵．６　犜犺犲狉狌狉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狏狅犾狌犿犲狉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犻狀狆犾犪犮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犡犻’犪狀，犔犪狀狕犺狅狌犲狋犪犾
　

图７　西宁、格尔木等地农村采暖建筑容积率分析

犉犻犵．７　犜犺犲狉狌狉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狏狅犾狌犿犲狉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犻狀狆犾犪犮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犡犻狀犻狀犵，犌狅犾犿狌犱犲狋犪犾
　

积率。基于２．２、２．３节中这些限制性条件的计算分

析结果，并结合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条件调查

结果对比分析，可得出西北各典型地区农村太阳能

集中采暖模式的适应性。

由于住宅采暖建筑容积率是农村单户采暖面积

与总宅基地面积的比值，无法直接调查得出，以单户

住宅采暖面积为１００ｍ２，结合典型地区住宅采暖建

筑容积率指标，可计算得出每１００００ｍ２ 宅基地面

积所具有的居民户数，该指标称为居民户数指标。

西安、西宁、格尔木地区农村住宅采暖建筑容积率为

０．３３～０．３８，兰州、银川、乌鲁木齐地区农村住宅采

暖建筑容积率为０．２０～０．２５。将其转化为居民户

数指标，西安、西宁、格尔木地区每１００００ｍ２ 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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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所具有的居民户数为３３～３８户，兰州、银川、

乌鲁木齐为２０～２５户。

上述计算得出的居民户数指标与表１各典型地

区农村住宅建筑密度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可得出典

型地区满足居民户数指标要求的村庄比例。表３为

西北各典型地区农村集中采暖集热器面积分析结

果，与图３各地村内单户拥有集热场地面积统计结

果相比较，得出西北典型地区农村能够提供太阳能

集中采暖集热安装场地要求的村庄比例。相关数据

对比结果如表４。

表４　西北地区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模式适应性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犪犱犪狆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狉狌狉犪犾狊狅犾犪狉犮犲狀狋狉犪犾

犺犲犪狋犻狀犵犿狅犱犲犾犻狀狀狅狉狋犺狑犲狊狋

典
型
地
区

集热器安装场地条件

平均每户住

宅所需集热

器安装场地

指标／ｍ２

满足比例

农村采暖建筑容积率条件

采暖建筑容

积率指标

１万ｍ２宅

基地具有居

民户数／户

满足比例

西安 ４０．７ ＜２０％ ０．３３～０．３８ ３３～３８ ３２％～６８％

兰州 ４９．１ ＜２０％ ０．３３～０．３８ ３３～３８ ３２％～６８％

银川 ４６．９ ５０％～７５％０．２０～０．２５ ２０～２５ ５０％～８０％

乌鲁

木齐
６５．８ ５０％～７５％０．２０～０．２５ ２０～２５ ５０％～８０％

西宁 ２９．２ ＞８０％ ０．３３～０．３８ ３３～３８ ＜３０％

格尔

木
３４．３ ＞８０％ ０．３３～０．３８ ３３～３８ ＜３０％

由表４可得，以集热器安装场地条件分析，西

安、兰州地区农村可提供足够集中集热安装场地面

积的村庄比例不足２０％，银川、乌鲁木齐地区农村

满足要求的村庄比例在５０％～７５％，而西宁、格尔

木地区有超过８０％的农村可提供足够的集中集热

场地。以农村采暖建筑容积率条件分析，兰州、银

川、乌鲁木齐农村居民住宅建筑密度满足要求的农

村比例超过５０％，而西宁、格尔木周边农村住宅建

筑分布较为分散，满足要求的农村比例不足３０％。

４　结　论

１）农村住宅采用太阳能采暖，住宅围护结构需

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西北农村住宅在保温性能良

好的条件下，单位面积建筑耗热量指标可降至５０～

７０Ｗ／ｍ２，相比传统农村住宅，采暖负荷显著降低，

满足太阳能采暖应用要求。

２）西北农村太阳能集中采暖可行性的关键影响

因素为集热器安装场地条件及采暖建筑容积率条

件。其中，西安农村平均每户需提供集热场地面积

为３０～４０ｍ
２，兰州、银川农村为４０～５０ｍ

２，乌鲁木

齐农村为４５～６０ｍ
２，西宁、格尔木农村为２０～３０

ｍ２；西安、西宁、格尔木农村采暖建筑容积率最低限

值需满足０．３８～０．４１，兰州、银川、乌鲁木齐农村为

０．２７～０．３１。

３）对比各典型地区太阳能集中采暖可行条件及

当地太阳能采暖条件问卷调查结果得出：西安、兰州

地区超过８０％的村庄不能提供足够的集中集热场

地，西宁、格尔木地区满足住宅建筑容积率条件的村

庄不足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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