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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

∈何兵引用中华环保能源环境专家王雅珍的话发

致博称：早在2007年，大港油田饮用水机井打至

00多m，廊坊饮用水机井打至1 000多m，首钢饮

日水机井打至1 800多m深。地下清洁水源已经枯

曷!就此，知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龙惟定跟贴呼吁

苷地下水源热泵清除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项El。

无独有偶，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春

声期间，有网友反映“山东潍坊许多化工厂、酒精厂、

苣纸厂将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至1 000多m的水层，

亏染地下水”，这一说法引发众多网友强烈关注。

在我国，缺水严重、污染厉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电下水超量开采，使得我国地下形成了巨大的漏斗。

j前，全国已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00多个，

豇积近15万km2。更为严重的是，大量开采地下水

≥造成地质板块沉陷，容易引起地面沉陷、地震等

电质灾害。此外，地下水水质恶化，让我们几乎失

莹了清洁的地下水源。相关部门近期对我国118个

文／盛学章

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64％的城市地下

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只有3％，这一数据令／

对此，龙惟定教授深恶痛绝地表示：“中国的每

亦步亦趋地沿着发达国家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爿

空气污染、水污染、交通拥堵、贫富差距、

沫等问题，西方国家很快迷途知返，我们却

不悟。更可怕的是没有了道德和文明的底线

下排污这种断子绝孙的恶行都敢做，比当年

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龙惟定教授从专业的角度建议将地下水

清除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引起业内广竞

就此，笔者请教了国内多名行业资深专家，

示赞成龙教授的提议，而部分空调设备生产

表现出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副无辜的态度

地下水源热泵技术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对此

认为，地下水源热泵技术如果能规范操作，

以谨慎使用的。

原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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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接受《中央空调市场》采访时旗帜鲜明表态支持

将地下水源热泵清除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

他表示，从理论上看地下水源热泵技术没有问题，

抛开技术因素不谈，仅从时间上看，我国采用地下

水源热泵技术最早的项目不及20年，而建筑本身使

用寿命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多年以后，地质环境、

水源环境能否继续达标?

不仅如此，地下水源热泵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的

不合理，还能产生副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多

数项目根本达不到硬件标准，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不了解水源的情况，盲目上马。地下水源热泵

使用的前期，必须实地对水源的状况进行调查，地

下水量是否有水、水量是否会足够，场地是否适合

打井和回灌； (2)虽然理论上抽取的地下水回灌到

地下水层，但目前国内地下水回灌的速度大大低于

抽水的速度，从地下抽出来的水经过换热器后很难

再被全部回灌到含水层内，造成地下水资源的流失；

(3)项目设计和施工不严格、监管不到位、管材以

次充好、二次污染等问题隐藏着破坏地下水文地质

环境的风险。此外，地下水污染与地表水污染有着

明显的不同。地下水一旦污染很难治理，即使查明

污染原因并消除了污染源，地下水质仍需要很长的

时间才能恢复。

专家提出地下水源热泵技术应用弊端的同时，也

对整个水／地源热泵市场的发展前景表现出了忧虑。

之前，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倡导，导致行业

中许多企业不摸清市场需求就盲目跟风，各地水／地

源热泵项目也一哄而上，甚至出现了一些失败案例，

使得水／地源热泵整个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健康发

展，影响了用户对水／地源热泵技术的信心。2012年，

受大环境的影响及各地政府对水／地源热泵应用的限

制，水／地源热泵市场萎缩明显。据《中央空调市场》

2010、2011、2012年度总结报告显示，2010、2011年

市场增长率均保持在30％以上，而2012年市场则急

速下滑，其下滑幅度高达28％。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这

几年水／地源热泵市场的发展特点。

专家指出，在水／地热泵技术中，除了不建议

采用地下水源热泵技术外，其他技术还是具有明显

16 中央空调市场·2013年3月·第3辑

“十二五”投入

3500亿元
“治气”，将

在重点控制区

实施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

值，严格控制

大气污染物新

增量，以倒逼

产业结构升级

和企业技术进

步。

优势的，比如选用水源热泵机组对城市生活污水、

河水、湖水以及工业废水等进行余热回收，没有燃

烧过程，不排放废水、废气、废物、节能及环保效

益十分明显，应该给与鼓励。专家提醒，水／地热

泵技术只能在合适的地方正确使用。专家担心，政府、

行业不能理性地对待水／地源热泵技术，出现或积

极推动，或多方限制的局面，让本该大力推广的可

再生能源技术得不到健康稳健的发展。

如今，地下水短缺、污染已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

生活，如何解决水短缺、污染已经成为人们刻不容缓

的头等大事。有人建议，要拿出治理空气的方案来治

理水短缺、污染问题。目前，有关部门每天及时准确

公布PM2．5数据，让人们清楚了解空气质量到底如何，

此举将为最终空气质量改善奠定坚实基础。

同样，也应参考这一方式，建立专业的监测队伍，

像监测PM2．5一样适时监测地下水短缺、污染。令

人振奋的是，就在昨天(2013年2月19日)，环

境保护部表示，“十二五”投入3 500亿元“治气”，

将在重点控制区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严

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新增量，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和

企业技术进步。

笔者认为，地下水短缺、污染治理任重道远，

这需要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正如李克强同志指出的，

“需要树立全民意识，需要全民参与，共同治理”。

作为社会一份子，每个人应该从身边点滴做起。而

作为行业媒体，其职责更加责无旁贷。我想，国家

重视、全民参与，从源头抓起，正确的应用“水源”

技术，转“危”为“机”，不久的将来水源危机将

不再是问题。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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