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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改造全国建筑二次供水系统促进基础建设升级带动经

济发展的建议

姚福来

摘要：疫情期间，我们对北京市建筑中的 501 个二次供水泵站进行了能效随机调查。

二次供水泵站虽然也采用了多种节能减碳措施，平均电能浪费仍高达 54%，建议由国家

住建委或国务院机关事务管局牵头，以北京市一个区或全市公共建筑为试点，对建筑

中的二次供水泵站进行能效普查及能效提升，待示范成功后，推广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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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双碳”工作三件事：1）能源

的绿色获取和高效获取；2）能源的

节约利用和高效利用；3）高效碳捕

获和碳利用。

三件事都涉及能效，所以，国际

能源署认为“能效是第一能源”。本

世纪末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到 2°C，

需要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中，节能提

效可贡献 40%。我国也把“节能提效

看作是第一绿色能源”，并多次下文

要求各地各部门提高用能设备的运

行能效水平。

由于能效的提升需要复杂的技

术支撑，目前进展并不大。“双碳”

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一件事的前半件

事上：能源的绿色获取。风电、光伏

等发展迅速。

【问题】

疫情期间，由于出京困难，我们

对北京市建筑中的 501 个二次供水

泵站进行了能效随机调查。偶然发现

了一块“双碳”洼地，详见“调查报

告 1”，这也是全国在该领域的第一

次大规模节电潜力普查。

调查的泵站设备几乎涵盖所有

国内外知名品牌。目前，二次供水泵

站虽然也采用了多种节能减碳措施，

平均电能浪费仍高达 54%，作为一个

行业，运行能效如此之低，这么大的

浪费，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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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是科技洼地，全国的情况

就更令人担忧。据业内人士估计，北

京市有这样的泵站 20-30 万个，在设

备寿命周期内（按 15-20 年），每天

都在发生着这么巨大的电能浪费（数

据分析见“调查报告 1”）。

好的方面讲，这么大规模的“双

碳”洼地，也是国家基础建设升级，

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抓手。

【解决方案】

对其中的近 50 个泵站进行节能

减碳改造，证实了这些电能浪费的真

实性，详见“节能减碳应用案例 3”。

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为“泵站能

效预知理论”，详见“技术报告 2”。

《城镇供水》杂志 2021 年“姚博士

谈泵站节能”第 1-6 期。

中国科学家多年前就解决了多

动力（机组）系统的能效最优（即效

达峰）问题，并证明了若干相关定理。

特点是：可预知、可实现、正确且唯

一。

多台水泵组成的泵站、多电动机

驱动的动车或电动汽车、多发电机组

成的水电站、多变压器组成的变配电

站、风电制氢站等等，这些都是多动

力（机组）系统。涉及发电、输电和

用电等众多领域，用能量巨大。

泵站只是多动力（多机组）系统

的一个领域。

【目前的难点】

由于能源费用在很多物业公司

和公共建筑的运行成本中占比不高，

国家层面又没有具体的运行能效要

求，所以，不论是物业公司还是机关

事务管理部门，积极性并不高。

【2023 年 GDP126 万亿，用电 8.3 万

亿度（0.76 元/度），占比 5%】

“双碳”是大环保，CO2 无色无味，

它影响的是大气候，不像黑水浓烟那

样让人厌恶，只有国家层面的强力措

施，“双碳”目标才能实现。

人们常说，谁掌握了世界领先的

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谁就掌握发

展的主动权。“效达峰”是“碳达峰”

的技术支撑，在这个领域，中国领先

世界 1/4 世纪，却没有在中国取得应

有的成绩（仅节约 8 亿度电左右），

也没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英文论文

除外），发明人自感惭愧，也对祖国

本可避免的巨大浪费深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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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建议】

由国家住建委或国务院机关事

务管局牵头，以北京市一个区或全市

公共建筑为试点，对建筑中的二次供

水泵站进行能效普查及能效提升，待

示范成功后，推广到全国。

这样即有利于“双碳”目标达成，

也促进了国家基础建设的升级，是带

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抓手。

预计世界范围内，二次供水泵站

的运行能效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

们的“调查报告 1”几乎涵盖了该领

域的所有国内外知名厂商，并且是在

我国科技之都“北京”调查的。中国

成功后，我们还可以为世界贡献中国

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