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安旭 ，１９７５年生 ，工程师 ，学士 ；从事城市燃气管网设计 、规划工作 。地址 ：（１２１０００）辽宁省锦州市燃气设计院 。

电话 ：１３３２４２６２０５１ 。 E‐mail ：anxu１９７５＠ sina ．com

燃气供暖的隐忧

安 　旭
（锦州市燃气设计院）

　 　安旭 ．燃气供暖的隐忧 ．天然气工业 ，２００７ ，２７（３） ：１３９‐１４１ ．

　 　摘 　要 　针对我国北方许多地方大规模开展的燃气供暖项目 ，分析了其成因及后果 ，特别阐述了对天然气资

源利用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 。通过对燃气供暖与其他供暖方式进行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 ：燃气供暖是对天然气这

一宝贵资源的浪费 ，目前还应坚持以燃煤方式供暖为主 ，并同时大力开发新型燃煤锅炉以节能降耗 。最后 ，也提出

了天然气合理化利用的途径 ，提倡采用和推广冷热电联产这一方案 。

　 　主题词 　燃气 　燃煤 　供暖 　比较 　冷热电联产 　天然气利用 　资源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 ，近年来各地掀

起了一股“煤改气”热潮 。不仅工业企业的燃料改用

天然气 ，许多城市供暖也改烧天然气 ，能源消费结构

发生了较大改变 。

一 、燃气供暖热产生的原因

　 　首先是国内天然气的销售气价长期偏低 。天然

气原气的高位热值一般为 ３６ ．１２ MJ／m３
（折合 ８６００

kcal／m３
） ，是 １ kWh 电力的 １０ 倍（电的热值为 ８６０

kcal／kWh） ，相当于 ２ kg 自然煤［１］
。 以天然气的热

值折算 ，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仅仅比煤价略高 ，低于

城市煤气 、液化石油气 、燃料油和电力的价格 。这直

接导致了取暖燃料消费由煤转向天然气 。

　 　其次就是政策导向因素 。以北京市为例 ，２００２

年北京提出绿色奥运 ，在治理环境污染高于一切的

目标下 ，该市四环路以内禁止燃煤锅炉的使用 ，改用

清洁燃料 。沈阳市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 ，市区二环

路以内禁止新上燃煤锅炉 ，原来的燃煤锅炉分期分

批淘汰 ，大力推广燃气锅炉供暖 。这样一来 ，市区大

气污染指数固然得到了好转 ，但由于依靠集中供热

锅炉直接燃烧天然气进行采暖 ，致使能源利用效率

低下 ，冬 、夏季用气峰谷差异巨大 ，企事业单位和居

民的能源代价居于高位 ，也使城市在今后区域资源

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

　 　 笔者认为 ，燃气供暖热现象的产生固然有多方

面因素 ，但其深层原因在于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合

理 、有效地开发利用天然气的共识 。 具体表现为各

地 、各企业为尽可能多地开发廉价天然气资源 ，而过

度扩张燃气市场 ，盲目争上天然气项目 ，仓促开展一

些“煤改气”项目如集中式燃气供暖等 ，造成天然气

资源的浪费 。

二 、不乏争议的燃气供暖

　 　 在城市供暖系统中 ，传统燃煤锅炉因其污染环

境而不被人们看好 。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能源 ，

因其环保优势日益受到青睐 ，各地纷纷上马燃气采

暖设备供暖 。在举国上下大力提倡环保 ，“扬气抑

煤”的大形势下 ，“煤改气”几乎是大势所趋 ，燃气供

暖成了燃气发展瓶颈的突破口 ，似乎成了有百利而

无一害的天然气利用方式 。

　 　 １ ．环保效益对比

　 　从表 １数据中可看出 ，以天然气替代煤 、油可以

使燃烧后的排放物大幅度降低 ，其中硫化物和粉尘

下降最为显著 ，这也正是燃气锅炉大行其道的最重

要原因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保证大气质量的关

表 １ 　污染物排放量比较表 kg
排放物 １ t油 １ t油等量煤 １ t油等量天然气
CO２ 膊３１００ 悙４８００ 祆２３００ Ζ
SO２ �２０（未脱硫） ６（８０％ 未脱硫） ／

NO２ 父６（工业用） １１（工业用） ４（工业用）

CO ６ ～ ３０ Ё４  ．５ ～ ２０ ０ 眄．５ ～ ３

灰 ／ ２２０ 照／

飞灰 ／ １ y．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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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不是看烧什么燃料 ，而是看烟气排放的污染物是

否真正达标 。煤燃烧固然会污染环境 ，天然气燃烧

同样也会有污染物排出 ，因为它与石油 、煤都属于化

石能源 ，都含有硫 、磷等杂质 。而且随着供暖系统中

净化设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新型燃煤锅炉对环

境的污染与过去相比已经大大降低了 。特别是集中

式供热锅炉房 ，由于其规模大 ，就有条件对排烟除尘

进行充分处理 ，保证排放物不超标 。也就是说 ，表 １

所列的燃煤形成的各项排放物 ，特别是硫化物和粉

尘均能通过脱硫和除尘得到有效回收或控制 ，从而

减少甚至杜绝其对环境的污染 。

　 　 ２ ．采暖费用对比

　 　以建筑面积 １ ．４６５０ × １０
４m２ 的居民小区且用集

中锅炉房供暖为例 ，锅炉热功率估算为 １１０ × １０
４
～

１２０ × １０
４ kcal／（h · m２

） ，换算得总功率为 １ ．４ MW 。

分别采用 ０ ．７５ MW 电锅炉 、０ ．７０ MW 燃煤锅炉与
０ ．７０ MW燃气锅炉各两台供暖 ，对 ３种方案进行经

济技术分析比较 ，结果如表 ２所示 。

表 ２ 　 ３种供热方式综合经济指标比较表 万元

采暖方案 电锅炉 ２ 台 燃煤锅炉 ２ 台 燃气锅炉 ２ 台

锅炉型号 ZDRQ０ 悙．７５‐０ ．６ DZL１‐１ 眄．２５‐A Ⅱ
LSS０  ．７‐１ ．０／９５／

７０‐YC（Q）
初装费及热
力管网费

１２８ *．０ １２６  ．０ １３０ 寣．４

年运行费用 ５０ 亖．９８ １８ 梃．１３ ３２ c．４６

　 　从比较可见 ，３种锅炉房及设备管网投资相差不

多 ，燃煤锅炉（包括新型除尘 、排污设备）略少 。从运

行费用对比看 ，烧煤最合算 ，比电锅炉 、燃气锅炉都

要小的多 。同样维持一台锅炉 ，烧天然气的费用几

乎是烧煤的一倍 ，用电则费用更高 ，因而燃煤锅炉有

明显的费用优势 。

　 　在表 ２ 计算年运行费用时 ，天然气气价是按

２００５年的天然气出厂价每标准立方米 １ ．２ 元考虑

的 。目前“西气东输”到东南沿海城市天然气价格大

约是 １ ．３ 元 ，鄂尔多斯的天然气输送到内陆地区的

价格只有 ０ ．８ 元 ，输送到京津 、河北 、山东等地也只

有 １ ．２元左右 。而与此同时 ，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到

岸价格已达到 １ ．５ 到 １ ．６５ 元 。由此可见 ，目前 ，我

国天然气的价格并没有真正反映其实际价值 。现在

国家已经决定逐渐提高天然气出厂价格 ，届时燃气

锅炉的运行费用劣势将进一步加大 。

　 　 ３ ．能源储量对比

　 　 我国天然气资源相对匮乏 ，目前中国天然气探

明地质储量 ３ ．８６ × １０
１２ m３

（其中可采储量 ２ ．４７ ×

１０
１２m３

） ，占世界总储量的 ２％ 左右 ，人均资源占有量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３ ．２％ 。按照国家规划 ，天然

气消费量到 ２０１０年也仅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 ３ ．７％

～ ７％ ，因此天然气在我国相当长的时间仍是稀缺能

源 。而煤炭作为我国现阶段最主要的能源资源 ，资

源相对丰富 ，储量多 、分布广 、品种比较齐全而且价

格低廉 。

　 　更为重要的是 ，能源是分级别的 ，与传统的能源

资源煤炭相比 ，天然气是宝贵而且高品位的清洁能

源 ，如果采用燃烧天然气直接供暖这种低层次技术 ，

便可能造成浪费 。打个比方 ，良材与朽木同样可以

燃烧取暖 ，但不同的是 ，良材还可以为梁为栋 ，以之

取暖无疑就是浪费 。同样的 ，天然气作为一种高效

洁净的高级能源 ，因其不可再生性和高效性 ，应首先

确保满足居民生活用气 ，其次是公共福利用气 ，再次

是工业企业生产 ，最后才是燃烧供暖 。而且 ，燃气供

暖只有在气源气量充足 ，气价低廉时 ，经过充分论证

可行才可使用 。各地现在面临的是天然气用量小的

问题 ，如果为了取得规模效应 ，盲目发展用气量 ，将

大量燃煤供热锅炉改成燃气锅炉 ，把大量宝贵的天

然气只转换成低品位的热能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

　 　 北京市长王岐山曾指出 ：北京使用天然气供暖

目的在于环保要求 。

三 、燃气供暖造成的后果

　 　我国冬 、夏用气峰谷差一向较大 ，北京市冬季最

高用气量与夏季最低用气量之比曾达到 １３ ∶ １ ，全国

大概在 ６ ∶ １左右 ，季节需求的旺盛也导致了供气量

的不足 。而燃气供暖又加剧了这种不均衡性 ，势必

给燃气的生产 、调度带来难题 。因此 ，大规模开展的

供暖“煤改气”往往是势成骑虎 ，难以均衡的用气负

荷使燃气企业陷入两难境地 。同时 ，由于天然气管

道的建设是按冬季最高的负荷准备的 。又导致了整

个燃气管网的基础建设投资比较高 ，综合利用率比

较低 ，成本居高不下 。

　 　 最近两年 ，我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呈现较快的增

长速度 。 ２００４年 ，我国天然气产量为 ４０８ × １０
８m３

，

消费量为 ３９０ × １０
８m３

。 据中石油预测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年 ，国内天然气商品量年均增长率为 １７％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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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天然气需求量年均增长率高达 ２６％ 左右 。预计

到 ２０２０年 ，国内天然气消费量将高达 ２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

国内生产 １１００ × １０
８m３

，缺口 ９００ × １０
８m３

，对外依存

度将超过 ４５％ ，即将形成能源安全隐患 ，进而制约经

济发展 。我国天然气的资源不足问题已经初步显现

出来 ，并将直接影响生产建设和居民生活 。

四 、天然气合理利用途径

　 　 在技术层面上 ，要使天然气得到更为有效的利

用 ，就要使能量得到梯级合理利用 ，即先在高品位对

能源加以充分利用 ，待转化为低品位能源后再加以

利用 。比如为解决冬季气荒与夏季电荒两大难题 ，

冷热电联产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２］
。同样以北

京市为例 ，在 ２００３ 年采暖年度 ，锅炉直接燃烧天然

气 １１ ．８ × １０
８m３

。 如果将这些天然气用来发电 ，可

增加 ３０ kWh （单独发电）或 ５０ × １０
８ kWh （热电联

产） 。而且 ，发电后产生的余热可以用来采暖 。 这

样 ，发电收入可增加 １２ ～ ２０亿元 。以当年供热价格

计算 ，冷热电联产的综合收入为锅炉直接燃烧天然

气的 ２１９％ 。这项技术作为成熟技术在国外已广为

使用 。在欧美地区就很少采用燃气锅炉进行区域集

中供热 ，一般都是热电或冷电联供 。 俄罗斯也正在

逐步的把燃气过度集中供热 ，改为分散供热 ，以节约

能源 。

　 　 在管理层面上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

关政策 ，有针对性的调整天然气的不合理使用局面 ，

压缩锅炉燃气用量 ，加大资金 、技术投入力度 ，以煤

顶气 ，增加城市民用天然气的供应量 ，优先满足居民

生活用气和公共设施用气 ，以降低城市低空污染 。适

当控制工业用户的发展 ，理顺气价 ，通过价格杠杆的

作用 ，调节天然气的使用 ，使用气负荷整体趋于合理 。

五 、结束语

　 　目前 ，在我国北方各地 ，特别是距油 、气田较近

的城市和地区 ，供暖“煤改气”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各

地的燃气 、供暖企业纷纷把燃气供暖作为推动燃气

发展 、改善供暖条件的渠道之一 。作为企业 ，追求利

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 ，但各级政府部门不能短视 ，能

源问题是战略问题 ，必须从能源的长远发展考虑 ，有

预见性地合理规划燃气（天然气）的发展使用 ，理顺

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关系 ，逐步调整各领域能源结

构 ，物尽其用 。

　 　大型燃煤集中锅炉房占据城市供热的主导地

位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不可取代 。我们应该坚持

利用低品位能源 ，扩大燃煤锅炉房集中供暖的规模 ，

用先进的生产工艺进行管理 ，粗粮细做 ，这才是符合

我国国情的发展方向 。在整体规划的指导下 ，合理

利用天然气 、燃油 、太阳能 、电热 、地热等清洁能源作

为城市供热的补充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我国可持

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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