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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供电和冷热电联产的前景 

徐建中院士 

  能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能源问题成为人们

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全世界都在推动第二代能源系统的建设，积极试点，认真进行立法准备，

抓紧开发配套相关设备。第二代能源系统具有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是燃料的多元化；二是设备的

小型、微型化；三是冷热电联产化；四是网络化：五是智能化控制和信息化管理；六是高标准的环保

水平。而其中燃料的多元化，设备的小型、微型化，冷热电联产化和环保要求则代表着能源技术发展

的几个重要方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分布式供电技术的兴起与冷热电三联产系统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分布式供电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的阐述，强调分布式供电对电力工业的重要作用，指出

可再生能源为分布式供电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分布式供电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为冷热电三

联产技术。 

1.分布式供电 

1.1.分布式供电概述及其特点 

  顾名思义，分布式供电是相对于传统的集中式供电方式而言的，是指将发电系统以小规模(数千

瓦至50MW的小型模块式)、分散式的方式布置在用户附近，可独立地输出电、热或(和)冷能的系统。

这个概念是从1978年美国公共事业管理政策法公布后正式先在美国推广，然后被其它先进国家接受

的。当今的分布式供电方式主要是指用液体或气体燃料的内燃机、微型燃气轮机和各种工程用的燃料

电池。因其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分布式供电电源与“小机组”己不是同一概念。 

  与常规的集中供电电站相比，分布式供电具有以下优势：没有或很低输配电损耗；无需建设配电

站，可避免或延缓增加的输配电成本；适合多种热电比的变化，系统可根据热或电的需求进行调节从

而增加年设备利用小时；土建和安装成本低；各电站相互独立，用户可自行控制，不会发生大规模供

电事故，供电的可靠性高；可进行遥控和监测区域电力质量和性能：非常适合对乡村、牧区、山区、

发展中区域及商业区和居民区提供电力；大量减少了环保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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