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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内煤改电取暖设备简要情况 

      国内煤改电主要分为四大类：电锅炉类、压缩机类、换热器类、发热

材料类。 

     电锅炉主要包含电阻加热式锅炉、电磁加热式锅炉、半导体加热类锅

炉。电阻加热类又分为固体蓄热锅炉、电极锅炉、电热管锅炉等。 

 





    电极锅炉、固体蓄热电锅炉、电热管锅炉在加热原理上都是采用电阻加热

的原理，电极锅炉是把电阻丝放入导热油或水中加热，绝缘由隔电材料实现，

隔电材料一般选用陶瓷、耐热转、大理石等作为绝缘材料。 

     固体蓄热锅炉是把电阻丝放入耐火砖中进行加热，耐火砖起到储存热能

和隔离电的功能。 

    电热管锅炉是把电阻丝用不锈钢管包裹起来，把电热管直接插入水中或油

中加热。 

    以上3种方法都可以用220、380、10KV、66KV加热，加热过程存在光损、

声损、磁场损耗等能源丢失现象，能源损耗比较大。 

    半导体加热是电子加热方式的一种，不存在能源丢失现象，热转换效率高

，但该种方法不能用10KV高压加热，也不能用固体蓄能。在取暖行业上具有更

大优势。电阻锅炉在北方取暖运行数据基本在70-110度/平方/取暖季。 



       压缩机加热类分为空气能热泵、水源热泵、地源热泵、污水源热泵等

。压缩机和空气换热，称之为空气能热泵，和地下水循环换热称之为水源

热泵，和污水循环换热称之为污水源热泵，实际上都是传统空调制冷、制

热技术的变称，压缩机加热技术热效率随外部环境而变化，外部环境越冷

制热效率越差，外部环境越热，制热效率越高。 

     压缩机加热技术（空气换热）在河北、山西一代的运行数据基本在40-

70度/平方/一个取暖季 

    压缩机加热技术（水换热）在北方地区运行数据在30-60度/平方/一个取

暖季 

 





       
    换热器加热技术类有热风电暖气、对流式电暖气、油酊电暖

气等，热风电暖气靠风将发热量送到室内，上热速度快，节能，

但有一点噪声和干燥的感觉，潮湿的南方特别适合，公共场所也

特别适用。对流式电暖气是利用热空气和冷空气比重的不同而产

生自然风，该风速比较小，热空气不能被迅速送出，所以电暖气

表面会很热，靠空气自然流动而送热，送热速度比较慢，但没有

噪声，适合卧室。 





    发热电缆、电壁画都是加热元件类的发热原理，不占据市场主流。     

国内煤改电取暖以上四种方式都在广泛采用 

  电锅炉市场： 

（1）2万平米以内，电阻锅炉、半导体锅炉、电磁锅炉、压缩机加热技

术均可以 

（2）2—10万平米以内，电磁锅炉不适用 

（3）10万平米以上，压缩机加热技术（空气）、电磁锅炉不适用 

（4）10-50万平方米，半导体和电阻锅炉适用 

（5）50万平米以上，高压电阻锅炉适用    

换热器市场： 

农村办公场所需要上热快的地方用热风电暖气，卧室用对流式电暖气 



大众化民居没有特殊要求的，用电锅炉。 

特大型取暖，采用高压直连的，用固体蓄能或电极导热油锅炉。 

有制冷、制热一体化要求的，用压缩机类技术如空气能、水源热泵等。 

在取暖大型化市场上，目前只有电阻和半导体可以实现大型化，其他方式不

具备技术条件。 



2. 煤改电市场发展趋势 

2.1 农村煤改电发展趋势 

        家庭壁挂机 

 

 

 

 

 

 

 

 

电暖气 

空气能热风机及热水机 



2.2 公司适应农村煤改电研发的产品 











2.2  城市煤改电趋势 

（1）  大型化趋势 



（2）  解决大型化的方法 
 

半导体加热方式 

高压电阻加热方式 

高压电极加热方式 

三种方式的优缺点： 

    半导体加热省能，但不能实现高压加热，运行成本民居建筑

45-70度电/每个取暖季/每平方米 

     高压电阻、电极加热优点能够实现高压加热，单能耗大，

运行成本民居建筑70-110度电/每个取暖季/每平方米 

蓄能方式的区别： 

半导体：水蓄能 



高压加热：水蓄能、油蓄能、固体蓄能 
 

不通材料蓄能能力的差异： 

100度以下，水蓄能能力最大 

100度-200度，固体蓄能最大 

200度以上，导热油蓄能能力最强 

 

花岗岩、镁砖、耐火砖应用的区别 

 



2.3 制冷、制热一体化发展趋势 

2.3.1 制冷、制热传统技术 

压缩机技术：空气源、污水源、土壤源、海水源、冷却水塔作为介质制冷制热 

优点：在具备外部介质和环境的条件下，具有更简单的执行路线，在制冷上，

环境温度或介质温度超过50度的极高温度情况是很少出现的，因此在制冷上，

基本没有大的问题。 

在制热上，北方的外部介质温度远远低于0度，在低温环境下，压缩机制热不

比直接电加热具有多大优点，因此，在制热上，压缩机大部分并接了管道加热

器，用传统电辅助加热，因此平均能耗并不降低。 

传统制冷尾端采用风机盘管形式。 

2.3.2 公司推出新的制冷、制热模式 

 



蓄能制冷模式： 

    制冷的最好环境是外部低温，用地下水最为冷源是最好的，但条件限制，大部分

不具备此条件，如果压缩机用空气换热，中午外部温度最高，转换效率最差，午夜温

度最低，转换效率最高，同时，晚上是电价最低点，因此公司目前推出的制冷、制热

技术，采用压缩机空气换热技术，利用晚上温度低、电价便宜的特性，晚上制冷蓄冷

，白天循环进入制冷的过程。 

    加热和制冷具备条件，最好用同一蓄能装置，加热仍然采用半导体加热。 

制冷尾端，可以用风机盘管、专用制冷制热暖气片和地热来实现。 

蓄能制冷、制热模式的应用范围： 

该技术比较适合北方和医药仓储库房，特别适合工厂厂房的制冷制热要求，对于江苏

以南地区，由于基础温度较高，压缩机正反作用就可以满足要求 

 



3 、生物质取暖 

3.1 生物质取暖优点： 

（1）消化秸秆及其他生物质资源，避免野外燃烧问题 

3.2 生物质取暖缺点： 

（1）生物质运输成本比较大，生物质就地加工成本200元/吨(电费50、人工50、其他

100）, 运输成本合计200RMB/吨，到用户价最低400RMB/吨，秸秆燃烧2500大卡，相

当于煤一半，燃烧生物质成本相当于烧煤800RMB/吨，燃烧成本大于电。因此生物质

作为资源只能在当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消化。 

（2）生物质可以作为农业民居、大棚、烘干、养殖的最好消化渠道。 

（3）实现路径：每个村建个生物质加工厂，农民将秸秆运来加工，带回秸秆颗粒用

于取暖、种植、养殖、生活热水的加热资源，相当于自己采煤、自己使用，可推广这

条路线，秸秆加工费用50元/吨，加工可以工业投资，也可以农民自己投资。 

 



3.3 生物质设备 

(1) 生物质粉碎系列设备 



（2）玉米秸秆粉末烘干系列产品（高防火安全保护墙，保证不引起火灾） 



(3) 颗粒制备设备 



(4) 生物质燃烧器系列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