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储热充家庭住宅零碳技术

研究与实践

 许道金
2024年4月  北京



0201
研究背景 研究过程

03 04
实践案例 集团简介

Content

目录



1.研究背景 为什么研究光储热充零碳技术？

Ø IEA统计数据表明，从全球能源消耗来看，建筑能耗占比

高达36%，其中住宅建筑占比达22%；从碳排放情况来

看，建筑碳排放占比达39%，其中住宅建筑碳排放占比

达17%；

Ø 而在居民住宅中，采暖（33%）、热水（19%）、电器

（16%）、照明（5%）等占比较高，即建筑用电用热需

求显著，该方面节能减排潜力巨大；

Ø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汽车用电在家庭用电中的

比例逐步增加； 建筑能耗 建筑碳排放



1.研究背景

光储热充零碳集成解决方案

将成为满足住宅采暖、制冷、生活热水、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实现建筑零碳的有效方案！

                            



2.技术研究

光储热充零碳解决方案

    整合清洁能源发电技术、低碳冷暖技术、
储能技术，集成、打通，在能源管理系统
的统一控制下，进行能源的合理调度，从
而实现建筑低碳或零碳运行。

源侧：光伏组件、混合逆变器、储能电
池…… 最经济运行

负荷侧：空气源热泵、充电桩、家庭用电
器…… 最高效运行



2.技术研究

负荷侧、源侧数学
模型建立

系统配置、逻辑、
参数优化 实验系统搭建 模型验证与优化

逐时计算建筑冷热

负荷；

逐时计算建筑供热、

供暖、制冷、生活

用电、充电桩等能

耗；

逐时计算某角度光

伏发电量；

根据建筑总用能量

和全年逐时用能分

布，结合当地气象

参数，计算光伏、

储能、逆变器等能

源测配置并模拟优

化。

按照设计方案，搭

建实验系统，包括：

光伏、储能、逆变

器、充电桩、热泵

热水器、生活用电；

开发云平台控制系

统，打通各部件通

讯，实现统一控制。

系统长期运行，采

集实时数据，与设

计相对比，验证模

型准确度，并对模

型和系统运行参数

进行优化。

系统集成研究与实践技术路径



2.技术研究

项目地点：江苏连云港

建筑类型：1层住宅建筑

建筑面积：80㎡

墙体结构：轻钢框架+装配式

墙板

系统功能：冷、暖、热水、办

公用电、充电桩



通过对建筑典型年的逐时模拟仿真，得到：

Ø 建筑的全年逐时冷、热耗电负荷；

Ø 全年生活热水用电逐时负荷；

Ø 全年生活用电逐时负荷；

Ø 全年充电桩用电逐时负荷。

建筑典型年冷、热、电负荷逐时计算

2.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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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系统典型年的逐时模拟
仿真，计算光伏全年逐时发电
量，根据实时发电量与消纳量
的差异，作为储能电池设计的
基本输入。然后以经济性最优
为目标对系统光伏、储能配置
以及光伏最佳倾角等参数优化。

系统典型年能力产生与存
储预测

2.技术研究



硬件集成

通讯打通

统一控制

3.实践案例



主要设备

逆变器 堆叠式储能电
池

最大光伏输入: 22.5 kW
最大交流输出:   15 kW

标称容量15.88 kWh 
可用容量:14.84 kWh

光伏板 热泵

额定制热量：11.5 kW 充电功率：2-7 kW总功率：11 kW
(550W*20块)

充电桩

3.实践案例



能源管理系统控制架构图：

3.实践案例



有线方式 无线方式

3.实践案例



充电桩光伏组件 逆变器、电池 热泵系统

挖沟布线 室内办公用电布线热泵热水器 峻工效果

建设过程

3.实践案例



建设过程

冷、暖、热水、生活用电、充电桩

3.实践案例



冷、暖、热水、生活用电、充电桩

3.实践案例



建设过程

冷、暖、热水、生活用电、充电桩

3.实践案例



3.实践案例



3.实践案例



3.实践案例



一家以空气能热泵、太阳能技术为内核的全球化低碳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1999年创立

至今，太阳雨一直专注于可再生能源的高效采集、储存、利用，通过“光储热”多能智

慧耦合，供电、供暖、供热水，为不同客户提供全场景、一站式清洁能源创新应用解决

方案。

18000+
工程客户

6000+
专业团队 国家地区

160+
服务经验
25年

太阳雨集团  全球化低碳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

4.企业介绍



｜品牌优势 —— 国内四大生产基地
行业地位 SINDUSTRY STATUS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光热产业与技术研发基地

全球新能源500强

中国绿色公司百强

行业首家沪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

工信部C-BPI品牌力第一

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际能源署区域供热研究项目承担单位

江苏唯一一家省级高效空气源热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CHPC·中国热泵”中国战略合作伙伴

国家绿色工厂、近零碳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产品

INDUSTRY
 STATUS



研发平台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太阳雨技术研究院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

CNAS认可实
验室

太阳雨技术研究院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外聘专家库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CNAS认可实验室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太阳雨拥有40个专业实验室，大中型实验设备近500套，检测范围涵盖100多个项目

检测实力 TESTING EQUIPMENT



｜技术优势 —— 研发平台
制造基地 MANUFACTURING BASE

作为公司研发、制造、品牌推广、海外

市场拓展等整体运营中心，占地面积

630亩（42万m2）

连云港总部基地



｜技术优势 —— 空气能暴雪测试
制造基地 MANUFACTURING BASE

顺德基地

拥有全球首条超大平板太阳能自动化生产线，年产超大平板太阳能集热器10万m2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热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占地面320亩（21万m2）
亚洲最大的空气能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年产100万台空气能及核心控制系统，占地面积
103亩（6.9万m2）

亚洲样板级智慧工业园区、国际领先的厨房电器生产基地，占地面积900亩 （60万m2 ）西藏基地

洛阳基地

余姚基地



应用领域 APPLICATION FIELD

北京城市副中心

河北省人民政府

马来西亚国防部大楼

阿里未来酒店

理文索菲特酒店

希尔顿花园酒店

国务院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亚特兰蒂斯七星级酒店

政企单位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机场交通 酒店宾馆



应用领域 APPLICATION FIELD

学校教育 医院医疗 体育场馆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国家会议中心

上海迪士尼乐园

韩国Yeong Deok文化体育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立医院 2022冬奥会综合训练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武汉雷神山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居民住宅 工商业 低碳社区

万科海愉半岛

招商雍景湾

碧桂园珊瑚宫殿

西藏仲巴全县清洁供暖、热水

河北临城县分户式清洁供暖、热水

河北秦皇岛户用清洁供暖、热水

西安绿城全运村 西藏才纳净土产业园 西藏浪卡子全县清洁供暖·热水
江苏常熟印染厂

江苏东旺奶牛场

俄罗斯Transneft

芬兰基蒂莱滑雪场

应用领域 APPLICATION FIELD





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太阳雨集团累计推广

太阳能集热器5553.4万平方米

空气能217.2万台

累计节电量1987.2亿kWh

相当于节省标煤6359.1万吨

累计CO2减排量约1.18亿吨

相当于为地球多种了1.85亿棵树

环 境 公 益



许道金   13961347295（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