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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 石油 天然气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变化图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发展目标



热泵是替代燃煤供热，实现电力—热量转换的最佳方

式，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支撑技术。

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

能等非化石能源。其特点为：

1 循环可再生、类型多样、资源丰富；

2 能量密度低，多量大质薄；

3 间断性供应、波动性强；

4 直接利用困难。

技术背景

◼ 热泵是利用低品位可再生能源清洁供热的有效途径

◼ 比直接电供热节能约70%

◼ 灵活高效，协同电网消纳绿电可实现能量时空转换



1852

Kelvin提
出逆卡诺
循环——
热泵循环

20世纪50年代

1956年天津大学
吕灿仁教授的“热
泵及其在我国应用
的前途”

1912

苏黎世安装
了第一套河
水源热泵

20世纪80-90年代

热泵技术从复苏
到兴旺，研究活
跃，产业基础完
善，产品成熟

20世纪70年代

世界各国制定热泵
发展计划，1978
年成立IEA HPT-
TCP，2019年我
国成为正式成员国

21世纪

热泵技术及应用快速
发展，产业规模和应
用面积成为世界首位，
从跟随到引领

21世纪
在能源和环境作用
下，热泵成为最具
价值的新能源科技，
成为各国节能减碳

支撑技术

世

界

中     

国

热泵技术取得广泛认同、获得巨大的节能减碳效益

技术背景



政策背景

（1）国家级政策奠定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法律基础，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多次明确可再生能源利用在

我国能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未来的热泵支持力度会持续加强。

（2）我国与热泵技术应用相关的部委均发布过热泵技术支持政策，立足行业领域角度全面推动热泵应

用发展。

（3）省市级热泵应用推广政策主要体现于绿色建筑及能源政策，特别是清洁取暖政策体系当中，因地

区差异侧重点各有不同，空气源热泵鼓励政策则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较多，空气源供暖则在清洁

取暖示范城市电代煤中予以补贴。

国家政策机制 省市级政策机制部委政策机制



空气源热泵市场变化

引自CHPA《2022年中国热泵供暖产业发展年鉴》

热泵市场变化 （水）地源热泵市场变化

国内空气源热泵市场变化 出口空气源热泵市场变化 空气源热泵细分行业占比



标准化改革背景



技术条文规定2



• 5.1.1——明确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原则，因地制宜、协调有序发展。

• 5.1.2——了解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是应用可再生能源的前提——岩土体、江河湖海、污水

中水、空气、太阳能； 明确可以满足需求的技术类型：热泵-直接式、间接式；热风型、热

水型；集中式、分散式； 明确约束条件：物理边界——项目红线；经济性边界——投资总

额；环保效益边界——减排量； 明确优化目标：单一性目标——系统性能、投资运行费用

、减排量；综合性指标——费效比；

底线：热泵系统供能消耗的化石能源量要低于直接燃烧化石能源量。

5.1 一般规定

第5.1.1条——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设计时，应根据当地资源与适用条件统筹规划。

第5.1.2条——采用可再生能源时，应根据适用条件和投资规模确定该类能源可提供的用能比例

或保证率，以及系统费效比，并应根据项目负荷特点和当地资源条件进行适宜性分析。



◼ 空气源热泵性能：有效制热量制热性能修正（5.4.1）；平衡点设置辅助热源

（5.4.2）；分区制热性能要求（5.4.3）；融霜时间要求 （5.4.4）

◼ 系统安全：防冻措施（5.4.5）

◼ 产品安装：进出风通道、噪声、气流、防雪、清扫、人员防护等（5.4.6）

为保障空气源热泵经济性和可靠性，使其与实际用户需求匹配，本节从产品性能、安全、安

装三方面进行规定，推动其科学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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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空气源热泵系统



5.4 空气源热泵系统

5.4.1空气源热泵机组的有效制热量，应根据室外温、湿度及结、除霜工况对制热性能进行修正。采用空

气源多联式热泵机组时，还需考虑室内、外机组之间的连接管长和高差修正。

5.4.3采用空气源热泵机组供热时，冬季设计工况状态下热泵机组制热性能系数(COP)不应小于表5.4.3的

规定。

5.4.4空气源热泵机组在连续制热运行中，融霜所需时间总和不应超过一个连续制热周期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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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空气源热泵系统

5.4.2 当室外设计温度低于空气源热泵机组平衡点温度时，应设置辅助热源。主
要
技
术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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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空气源热泵系统

5.4.2 当室外设计温度低于空气源热泵机组平衡点温度时，应设置辅助热源。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机组类型 

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 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节能率 30% 50% 65% 75% 
近零

能耗 
50% 65% 

近零

能耗 
50% 65% 

近零

能耗 

低温型热

泵 

经济平衡点 -5 -5 -5 -5 -8 5 5 -4 3 3 -2 

性能平衡点 -8 -8 -8 -8 -8 -8 -8 -10 -7 -7 -4 

常规型热

泵 

经济平衡点 -2 -2 -2 -2 -2 7 7 -4 3 3 4 

性能平衡点 -8 -8 -8 -8 -8 -8 -8 -10 -7 -7 -4 



5.4 空气源热泵系统

5.4.5 空气源热泵系统用于严寒和寒冷地区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5.4 空气源热泵系统

5.4.6 空气源热泵室外机组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证进风与排风通畅，且避免短路；

       2 应避免受污浊气流对室外机组的影响；

       3 噪声和排出热气流应符合周围环境要求；

       4 应便于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和维修；

       5 室外机组应有防积雪措施；

        6 应设置安装、维护及防止坠落伤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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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管理

7.1.3 对供冷供热系统，应根据实际冷热负荷变化制定调节供冷供热量的运行方案及操作规程。对可

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结合的复合式能源系统，应根据实际运行状况制定实现全年可再生能源优先利

用的运行方案及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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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azzarin,R,Bagarella,et al.Annual simulation, energy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hybrid heat pump systems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s[J].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Design, processes, equipment, economics, 2016, 99:485-494.
[2]杜浩浩,闫孟哲,裴文浩,等.空气源热泵-燃气锅炉联合供暖系统的研究[J].区域供热,2024,(01):69-75.



影响及展望3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对热泵技术影响

1 规范从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工程安全、促进能源资
源节约利用角度，规定了热泵技术应用的前提和底线。

2 重点关注空气源热泵有效制热量及性能，保障其实际应用效果，推动其进一
步扩大应用范围。

3 对空气源热泵性能寻优进行的规定，突出优化匹配的重要性，关注安装的规
范性，注意其对应用的影响。

4 规范将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助力热泵技术科学高效推广，确保提效
减碳效果。



热泵技术应用展望

1  热泵供热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发挥更大作用

以我国目前供热碳排放量为基准，随着热泵在清洁取暖、长江流域供暖中作用
进一步扩大，未来建筑领域热泵可替代3.5亿吨CO2。

2  热泵供热将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推动产业进步

热泵是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措施，其高性能的热电转化效率，使其成为
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低碳高质发展的必选技术，会持续获得政策支持和市场的
认可。热泵除了在建筑供能领域发挥替代作用外，工业领域份额将进一步扩大
，发挥更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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