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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该文章以五星级酒店为例，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为了保证酒店能够实现能源的就近
供应，把传统的功能系统换成了冷热电三联供系统。该
酒店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为楼宇型，酒店的总体占地面
积达到了 25,000m2 左右，该地区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
交通比较方便。

2 相关概念
2.1 分布式能源的概念

当前，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对于分布式能源有自己
的定义，每个国家定义都不相同，为此，所设立的机构，
所用的专业名词都不想同，但有一点的是，在每个国家
中对于分布式能源的定义都强调了：分布式能源是接近
客户端的分散能源供应系统，到为什么每个国家之间对
于分布式能源的定义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主要是因为
每个国家在定义能源供应方式和装机规模时有很大的不
同。
2.2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概念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是一种能源供应系统，具有高效
性，节能性，环保性，综合性，该系统使用天然气作为
主要能源，通过能源的梯级利用，产生电、热、冷空气，
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用户的能源需求，最大限度地提高
能源效率。天然气供热供冷系统利用天燃气微型涡轮机、
燃气内燃机、燃气轮机等设备燃烧天然气发电，再利用
发电后的余热驱动冷却器。此外，可为用户提供生活热
水，充分利用天然气燃烧产生的热量，能效提高 80% 以
上，可有效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由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主要采用电、热、冷三联供，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主要是指天然气供热供冷系统。

3 酒店负荷情况
3.1 电负荷

酒店的制热月份大概为 11 月到次年的 3 月，制冷月
份为 5 月至 10 月，如果是制热的话，那么不会使用螺
旋机电制冷空调，在此季节的日耗电量大概为 3 万 kWh
左右，在制冷季节，平均每日的耗电量为 45,000kWh 左
右。在设计新系统时，要按照相应的入住率开展计算工

作，入住率为 80% 次的电负荷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在高
峰时期，电负荷大概为 4000kW，此时主要应用了制冷
电负荷。根据酒店的用电统计数据状况，能够对每天的
电负荷使用情况进行分析，高峰负荷的用电量最多达到
4300kW，低峰负荷的用电量大概为 800kW。
3.2 冷负荷

表 1 是对该酒店的冷负荷数据的具体统计，该酒店
的螺杆机电制冷空调在制冷季节处于长期运行状态。具
体的数据可以参见表 1。通过对冷负荷进行统计，能够
看出该酒店在 5 月份到 10 月份中间，主要是冷负荷状 
态。随着酒店人流量的不断波段，相应的空调负荷曲线
也在增加，冷负荷需求也随之加大，在晚餐和午餐时间
段，会出现极端负荷的情况，平均冷负荷和尖峰冷负荷
大概为 2500kW、3000kW。

表 1   冷负荷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最大冷负荷出现时间 冷负荷 kW 备注

1 螺杆机制冷 8:00-24:00 1769
2 直燃机制冷 8:00-24:00 0-1300
3 离心机 长期停运

合计 55kW 1700-3069

3.3 热负荷

燃气直燃机制能够为酒店提供制热，直燃机制热的
运行是在 11 月份到 3 月份，在此期间，平均热负荷可以
达到 2000kW 左右。在设计系统时要考虑到入住率以及
热负荷的增加，分别按 80% 和 40% 计算，最终可以得
到酒店的最大热负荷以及平均的负荷大概为 3500kW、 
2800kW。
3.4 生活热水负荷

表 2  生活热水负荷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最大冷负荷出现时间 冷负荷 kW 备注

1
空气源
热泵

1:00-24:00 331.2 9 台 36.8kW

2
燃气热
水锅炉

1:00-24:00 100-320

3
洗衣房
凝结水

不清楚

合计 55kW 400-600

酒店的生活热水可以由燃气热水锅炉以及空气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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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分布式能源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因为其起步时间比较晚。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在具体发展过程中需要对相关技术进行完善，除此之外还需要对传统的观念和认知进行改变。在对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进行综合评价和研究时，往往只是单一的对某一方面进行考虑，而缺乏全面的综合性的关注，在对各
方面效益问题进行分析时，往往是以单独的眼光去看待，这很难保证有全面的认知，因此在对综合效益进行评价 
时，并没有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相关评价模型也没有很好的操作性。在此背景下，文章针对综合效益的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和分析，希望能给有关部门带来参考。

关键词：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利用；项目的优化；措施；分析



Research analysis | 研究分析

-153-中国化工贸易          2021 年 5 月

累等提供。表 2 是该酒店的生活热水负荷的具体统计，
具体的数据可以参见表 2。

4 系统优化配置
4.1 系统夏季工芝流程

4.1.1 烟气流程

燃气内燃机所出来的烟气温度大概为 400℃，烟气
热水型溴化锂机组内有相应的高温发生器，烟气可以通
过烟道进入其中，在高温发生器是溴化键机组内的高发
热源，能够实现直接制冷。一般情况下在相应的烟道内
会设置 H 通道调节阀，该调节阀能够很好的对烟气量进
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要考虑到冷负荷的需求变化状况。
当机组运行出现异常时，如果烟气不能够通过，那么会
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4.1.2 高温缸套水流程

燃气内燃机内会还有高温缸套水，其进入溴化锂机
组的低温发生器之后，就能够实现直接供冷，在此过程
中，主要是起到了低发热源的作用，溴化锂机组在经过
缸套水之后，温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会
与内燃机的相关要求符合。可以把电动 H 通调节阀设置
在余热吸收式空调机组进口处，该位置会有内燃机高温
缸套水经过，在调节开度时，要按照缸套水的回水温度，
在此基础上，对庞统的曲套水量进行相应的控制，除此
之外，还需要对烟气热水型溴化锂机组内的水量进行控
制。缸套水在流出之后，如果温度过高，那么可以对 H
通阀的开度进行调节，这样就能够使高温冷却水经过热
换器，这样就能够对水进行冷却，从而保证内燃机在运
行过程中具有稳定性。
4.1.3 冷水流程

燃气内燃机组中的冷水在流出之后能够作为生活热
水，温度大概为 50℃，所流出的冷水，一部分可以作为
生活热水，另一部分会通过系统冷却水入换热器，然后
再回到内燃机中。
4.1.4 冷冻水流程

空调在夏季运行时，如果满足设计负荷，那么要考
虑到供水温度的变化，对烟气热水型溴化锂机组的余热
利用部分进行控制，确保其满负荷运行。除此之外，为
了很好的补充冷量，可以使用原螺杆机电制冷机组。
4.2 系统冬季工艺流程

4.2.1 烟气流程

烟气热水型溴化锂机组内高温发生器的烟气，一般
情况下是由燃气内燃机中出来的，在此过程中烟气会通
过烟道，在高温发生器里的烟气能够作为高发热源，实
现直接制热。H 通调节阀一般情况下会设置在内燃机与
热水型溴化锂机组之间，在对烟气量的大小进行调节时，
可以按照热负荷的需求变化情况。内燃机组在具体运行
过程中，如果热水型溴化锂机组出现了故障，那么烟气
会直接排入到大气中。
4.2.2 高温缸套水流程

燃 气 内 燃 机 所 出 来 的 高 湿 缸 套 水 的 温 度 大 概 为

90℃，在此过程中能够与温水回水进行相应的热交换，
主要依靠的是热换器。电动 H 通调节阀会设置在内燃
机缸套水的出口处，能够很好的对水的流量进行调节。
如果设定的温度要低于干泡水的回水温度，那么可以通
过调节阀进行调节，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系统的冷却
水路，实现冷却散热的目的，最终能够确保内燃机组在
运行过程中具备稳定性。在对温水流量进行调节时，可
以利用换热器温水侧的调节阀，此时温水的供水温度为
60℃。
4.2.3 冷水流程

冷水如果从燃气内燃机组中流出，那么可以提供生
活热水，体温度大概为 50℃，除了满足生活热水需求之
外，其他的热量可以通过换热器进行冷却，最终流回内
燃机。
4.2.4 温水流程

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如果是在设计负荷下运行的，
那么可以利用烟气热水型溴化锂机组以及高温换热器对
50℃的温水回水进行相应的加热。如果负荷比较大，那
么要进行调峰供热，在此过程中可以开启系统原直燃机
组。

5 发展趋势
①我国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时间比较短，目前

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关的法律
法规并不是很完善，存在法律漏洞；相关的技术装备不
齐全，还比较落后；相关工作人员的能力不高等；②近
年来，天气产业发展非常迅速，人们对天燃气的需求量
逐渐增多，这对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具有很好的
推动作用。近些年，我国的经济虽然迅速发展，但我国
的环境也遭到破坏，国家和社会逐渐重视对环境的保护，
提倡节能环保，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国家倡导使
用低碳能源，这给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我国的天然气还比较充足，相
信很快，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③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推动电力行业的发展，电力行业
结合互联网技术等一些新型技术，建设了智能微电网，
这种电网将电力、能源配售一体化，是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面向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和必然选择；④目前，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已成为全球利用天然气的主要方式，未来
根据环保政策，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将成为我国能源发展
的主要方向。因此，我国应采取 SO 增长战略，充分发
挥内外部优势，加大对分布式天然气能源的投入，加快
技术创新，实现分布式天然气能源的跨越式发展。

由以上可知，该文章主要针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进
行了相应的探讨和分析，对负荷的预测情况以及配置模
型的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提出了相应的配置优化
措施，希望能给相关部门带来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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