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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医 附 院 （ 西 海 岸 院 区 ）
低 碳 医 院 改 造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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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背景 & 目标
B a c k g r o u n d  &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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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
碳达峰 2030 2060
建筑相关部门可以实现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

能源低碳转型将带动新型产业发展，

并为未来社会提供低成本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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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选择决定未来：

• 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与发展，加剧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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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年 抗击疫情 到 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年年年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可持续发展面临阶段性挑战：
后疫情时代
与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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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1年6月7日

“十三五”时期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

过1400亿元，实施了健康扶贫、妇幼健康

保障等重大工程，支持了7000多个医疗卫
生项目建设。“

”十四五”期间，将实施的重大工程：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提升工程。要加
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依托高水平省级
疾控中心建设好区域性疾控中心。

后疫情时代 医院发展：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明年覆盖全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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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研究背景

 2018年 本 经济体建筑全过程碳排放总量为49.3亿tCO2，占本经济体碳排放的比重为51.3%。其中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21.1亿吨tCO2，占

本经济体碳排放的比重为21.9%。而公共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7.84亿吨tCO2，占本经济体建筑碳排放的比重为37%。公共建筑节能能

耗高，减排潜力巨大，是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领域。

 本经济体医院达3万家以上，其中三级医院约为2600家。根据青岛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不含村卫生室

）4153处，较2018年增长10.92%。青岛市医院机构的规模迅速增加，规划床位数增长60%
 在所有公共机构中，医院的使用功能最为复杂，用能系统相对较多，用能时间最长，用能强度最高。因此医院建筑能耗提升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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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公共建筑相比，医院的能源消耗指标

相对较高，为普通公建的1.6~2.0倍，根据

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观察，我经济体医院

的能耗仍会持续增长，因此节能工作势在必

行。

发展迅猛，潜力大

功能复杂，要求高

能耗居高不下

医院建
筑特点

节能应在保证五“效”的前提条件下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

医院类建筑发展面临阶段性挑战：
功能复杂、能耗高、发展迅速、节能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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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13.8万平方米

项目概况：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始建于1898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

保健、康复等功能为一体的省属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获批临床医学一级学

科博士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口腔医学一级学科专业学位博士点。现有高

级专业技术人员1573名，博士997名，硕士1915名。

 疫情防控期间，精准“筛”出山东首例确诊患者，成功治愈山东省首例

患者、首例危重症患者；湖北告急时，派出全省首位援鄂医生、三批次143位

医护人员整建制驰援武汉，成功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97人，获批中本经

济体最佳医院管理团队·抗疫特别贡献奖，本经济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等奖项。

 本次改造的西海岸院区是由青岛市政府、黄岛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出资建设，由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托管的一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也是西海

岸新区唯一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承担着西海岸新区及周边地区近500万人

民群众的危急重症救治任务。2019年，院区门急诊量181万人次、出院8.7万

人次、手术4.7万例。

床位数：1800个（青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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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策略 & 规划
I n n o v a t i v e n e s s / I n s p i r a t i o n / C l e a r n e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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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践行技术路线
脱碳规划=（掌握需求+技术匹配+全过程管理）× 金融催化 → 低碳运营 → 减碳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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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管理

•第三方能源审计

•施工组织设计

•分项阶段性验收

•节能运行管理培训

生态融资模式：

•融资模式：

绿色信贷

融资租赁

政府补贴

合同能源管理

•参与单位：

政府、业主、银行、融资租

赁公司、节能服务公司、第

三方认证机构

智慧后勤管理平台

•能耗数据监测

•运行数据监测

•运行数据分析

•现场测试

•运行策略优化

•故障预警

•维保监督

减碳目标达成：

•门诊人数上升10%

•节能量降低22%

•人均碳排放降低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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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全景、BIM、VR、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
• 在原有BIM的基础上，加入全景技术，完成项目三维实景精细建模，建成一个 网络版的人机交互展示系统；
•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实景与运行数据的同步展示，所见即所得；
• 采用VR技术加入全新视角，项目能源使用情况通过VR平台实景展示；
• 平台可通过网络访问，满足不同地点访问的需求，为智慧运维、演示、示范推广、科普等需求提供了完善的影像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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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金融杠杆催化：创新融资模式

 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融资模式，在合同能源管理的基础上，

融合政府专项支持资金、银行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调动

政府、建筑业主、银行、融资租赁公司、节能服务公司、第

三方认证机构等各方资源，形成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项目绿色

金融生态产业链，构建的全方位绿色金融保障体系。

 该项目在完成节能方案设计和实施方案以后，通过中国建研

院节能改造节能量评估，以绿色建筑项目节能收益权、项目

未来财政补贴作为贷款质押品；与青岛银行及青银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合作，以“惠营贷+融资租赁”授信方案服务该项目

，并同时放款。

 在该项目的带动下多家三甲医院正在采用融资租赁模式与节

能改造公司合作，推进医院的建筑节能改造。

 青岛市主管部门计划打造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信用，与银行、

保险联合，实现绿色金融、绿色保险，推动青岛市公共建筑

能效提升的快速发展

 项目完成后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为

零碳医院的建设奠定基础。

绿色金融生态产业链

全方位绿色金融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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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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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买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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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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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机构

认可节能量

享受节能减碳
项目各项待遇

政府

监管/背书

案例库/数据库/可公

示/信用体系

交付租金

签订融资
租赁合同

信用体系

政策支持

持续践行节
能措施

此
文
件
仅
限
于
AP
SE
C官

网
阅
读



启发性：带动医院建筑低碳改造

24%

 带动青岛市四家青医附院、青岛市市立医院（东

院区）及省内多家三甲医院启动能效提升工作。

青岛市市立医院
（东院区）

 同时带动江苏省康复医院开展“零碳”医院建设工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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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性：UNDP-“中国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项目”示范项目

 该项目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公共建筑

能效提升项目”示范项目，并与2021年10月获得专家一致认可成功结题。

 本项目的开展首先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环境保护和全球变暖的治理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项目充分考虑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弥补了能源缺口

；其次降低了医院建筑运行费用，从而降低了普通民众的看病成本，有助于

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在疫情影响下经济下行，医院的能效提升工作，不仅

有助于医院抗击疫情，同时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复苏，构建具

有复原力的社会；最后项目团队的建设实现了性别平等，改变了工程类项目

对女性的固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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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性：智慧能源管理平台 部门用能排名/公示/奖惩 VR展示
 为医院加强内部管理、完善能源管理制度、强化能源节能措施、建立长效机制等提供数据支持，

有效地提升员工的节能减排意识，降低医院的能耗水平。

 项目采用大数据数字化技术搭建了智慧后勤管理平台，监测项目多维度用能情况。平台设计建筑

能耗数据不仅可追踪到设备维度、区域位置维度，最重要的是追踪到使用者维度，使用者才是能

耗的基础数据。

 使用者维度为单位和部门，将能源考核工作细化到各部门，便于部门能源月底考核反思优化节能

工作策略，每月数据自动排名，并在平台首页公示，根据《青医附院能源考核管理办法》对各部

门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 提高了医院医生的节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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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列入山东省科技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通过全景VR技术向包括青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节能协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青岛能源集团等多家企事业单位举办了VR实景体验活动，

实现了数据平台的复制推广。

 中国建筑科学院举办的总结与推广活动-节能与低碳技术与市场化融资机制示范成果。

 参加包括江苏省康复医院零碳医院等多家医院建设交流活动。

 受邀参加“北方公共建筑能源计量与能源管理创新发展论坛”活动（线上直播），作“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综合能源项目成功案例分享”主题演讲。

 受邀参加“青岛节能宣传周”活动，作“节能综合服务平台解析”主题演讲。

 参加由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主办的“智慧医院建设与运维论坛”活动，现场介绍项目节能改造相关内容。

明确性：推广与传播

江苏省康复医院零碳交流

参加“青岛节能宣传周”活动

青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数据技术推广

开展“智慧医院建设与运维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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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措施 & 实施
P r a c t i c a b i l i t y / R e p l i c a b i l i t y / C o s t -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C o n s i s t e n 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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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开

脱碳行动基本面？
后疫情时代，要求全面提升公共场所抗疫韧性，助力城市绿色复苏，医院是否应当引领这一进程，并积

极通过注重可持续发展来建设复原能力？

脱碳规划=（掌握需求+技术匹配+全过程智慧管理）× 金融催化 → 低碳运营 → 减碳目标

掌握需求

明确建筑用能
（电、热、气），

用碳情况

提升采暖、空调、
热水系统
能效

广开源路

太阳能光伏、空气能
等可再生能源的多维

度高效利用

全过程管理

实现多能互补、
能碳双管双控的
智慧化运营管理

能效提升

STEP 2STEP 1 STEP 3 STEP 4STEP 4 STEP 5 STEP 6

金融催化

“惠营贷+融资租
赁”加速项目
成果落地

复制推广

未来指导医院建筑脱
碳行动为零碳医院的

建设奠定基础

项目实施思路

践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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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匹配+全过程管理：项目用能诊断→ 技术措施及实施方案

 摸清医院用能特点、不同场景的需求、用户痛点

 分析出用能系统存在问题、因地制宜的节能改造方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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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系统—智慧控制＋系统清洗→极致节能

 冷机侧：1. 增加制冷群控系统，冷源系统运行策略优化； 2. 冷水机组配置冷凝器在线自动清洗装置。

 冷却侧：1.根据负荷，冷却塔风机变频及启停控制（追求合理风水比）；2.冷却塔填料清洗及更换损坏填料

 输配系统：1.冷量输配送系统根据负荷预测进行精确匹配，实现按需供能，提高系统能效；2.水泵变频；3.水力平衡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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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负荷需求自动调节不同区域供热量（以日为周期，以季节为周期调节）：

 公共区域主分支立管处增加电动调节阀并进行分时分区控制；在公共区域主分支立管处增加电动调节阀，通过智能控制器控

制电动调节阀门的开闭与调节。在门诊区域下班以后可以通过关闭电动调节阀以节省该区域能耗，同时可以降低系统流量，

减少系统水泵能耗。另外，在机房内分集水器处的营养餐厅和病房楼大厅两个分支处也通过电动调节阀进行控制，按照营养

餐厅与病房楼大厅的使用时间进行开闭及调节。

采暖系统—智慧控制 精确管理 贴近需求

此
文
件
仅
限
于
AP
SE
C官

网
阅
读



采暖系统-余热回收
 原蒸汽使用过程中的凝结水都直接排放，未被利用。增设保

温凝结水箱及相应管路，回收凝结水用于预热生活热水。

 利用生活热水供应压力，通过管路经过凝结水箱内换热盘管

完成加热，再返回原生活热水管路，不需新增水泵能耗。

 改造后冷凝回收热量：2482.5GJ

采暖系统—余热回收→提升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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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热水系统—充分利用“身边”可再生能源

 将辅助加热系统由电加热改为空气源热泵。

 新增保温凝结水箱回收凝结水预热生活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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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热水系统 —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改造措施 改造前 改造后 节能量 节约
费用

减碳
量

中低区生
活热水供
能由蒸汽

换热泵

总耗蒸汽
51GJ/工作

日

折合电量
5801.13kW

h

564.88kWh
电量+14.4GJ

蒸汽

折合电量
2199.68kWh

节约电量
3601.45kW

h/工作日

167.
3万

元/年

1103
吨/年

 在本次节能改造中，生活热水系统主要是将中低区原有的蒸汽系统改为了现在的空气源热泵+水箱独立

系统，大大降低了能耗，折合电量每天节约3601.45kWh，减少了近62%，折合费用节约167万/年，减少

少二氧化碳排放1103吨/年。

62%

38%

折合节约电量

节约量 现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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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末端系统—智慧控制 精确管理 贴近需求

空调末端系统：部分空间/部分时间精准匹配需求调节的重要基础

 不同区域末端，使用时间和功能均有所差别，人工手动调节需要较高的人力成本

 定制化搭建中央空调末端管理中心，实现分时分区调控策略：根据管理要求，在规定时段(可规划策略)对规定

区域(可规划策略)下发主动的设备控制指令，若现场依然有用户需要使用设备，则由用户手动对设备进行需要

的操作；远程下发目标动作：管理人员可在管理中心针对某一指定(或集群)的设备进行设备远程操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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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内的荧光灯具改为LED灯具：不仅能提供更好的照明环境，而且相比原荧光灯具节电一半以上。

 地下车库的荧光灯管改为微波感应双亮LED灯：检测有人或有车活动时，马上启动全亮灯状态；光线暗时，检测无人或无车活

动时，进入微亮灯节能状态；光线亮时，即使检测有人或有车活动，仍然维持微亮灯节能状态。

 将现有的市电路灯改造为市电互补太阳能路灯：白天太阳能电池板向蓄电池组充电，晚上蓄电池组对LED灯具供电。太阳能路

灯的控制采用光控和时控相结合的方式，并当蓄电池电量不足时，可自动切换为市电供电。多种能源形式互补，自动运行，简

化管理工作。

照明系统：智慧控制 精确管理 贴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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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筑屋顶可利用空间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装机容量为0.6MW

光伏发电系统：广开源路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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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筑屋顶可利用空间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装机容量为0.6MW

 对于青岛青医附院而言：

 光伏板布置最佳倾斜角为34°；

 光伏板布置最佳方位角为0°；

 按最佳倾斜角布置，太阳能板阵列间距：可利用

屋顶面积43.12%

 当空间资源有限时，水平放置可以使单位面积空

间资源的发电量最大。当空间资源充足时，最佳

倾角放置，可以使单位光伏板投资的发电量最大

 年光伏年发电量57.42万kWh，年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471.50 吨。

光伏发电系统：广开源路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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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建能耗监控平台，把能耗计量、能源管理、节能监控三个大模块有机结合，将多个子系统集成在一个管理界面上。运行管理人员可在

中控机房或远程网络，实现所有系统的远程监控，一键操作即可达到“看得清、管得细、控得精”

 收集、分析、评估，建立医院智慧后勤管理平台，融合能耗监测、能耗统计、等节能监管体系

能耗监控平台：看得清、管得细、控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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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监测系统：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基础

 平台可实现多能互补、能-碳双管双控的智

慧化运营管理。

 平台搭建了多个层级、面向对象的树状模

型用于展示项目的用能情况的。

 增加碳达峰曲线、碳排放组成和碳中和路径

等模块

 将建筑的能耗转化为碳排放数据

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

1）能耗监测：采集与分析所有建筑的电、热、

冷、燃气数据；

2）监控系统：各种机组、水泵等的运行状态监

控及报警（本地及远程）；

3）智慧能源控制系统：实现暖通、生活热水、

电力、燃气等系统的运行策略控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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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明 系 统
LED+智慧感应控制43

生 活 热 水 系 统
采用空气源热泵制热，可适用于0度以上
区域，采用补气增焓技术可适用于 -20度
以上区域

2 能效提升措施可广泛适用于采用冷水机
组制冷的公共建筑

制 冷 系 统

1
采 暖 系 统
分时分区、气候补偿等智慧控制措施可
适用于采用集中供暖的区域

能 源 的 数 字 化 运 营 技 术
大数据数字技术智慧化控制技术65

太 阳 能
光伏系统+照明系统

复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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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项目成果
P r o j e c t  a c h i e v e m e n t  d i s p l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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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第三方节能量测评，项目节能率为24.04%

模拟验证：节能效果第三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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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前用电量为2291.86万kwh，蒸汽用量为12.2万GJ。

 改造前能耗基准折合等效用电量为3413.47万kwh。

 改造后折合等效用电量为2668.04万kwh，节约等效用电

量为820.84万kwh。

 综合节能率为24.04%

模拟验证：节能效果数据分析

序号 用能设备名称 改造前能耗
（万kwh）

改造后能耗
（万kwh）

节能量
（万kwh） 综合节能率

1 空调系统

制冷机组 492 283 209 6.12%

冷却塔风机 99 17 82 2.40%

末端风机 258 238 20 0.59%

2 供暖系统 市政蒸汽 1031.87 897.04 152.82 4.48%

3 空调采暖系统输配水泵 252 130 122 3.57%

4 照明系统 315 149 166 4.86%

5 生活热水系统 112.6 101 11.6 0.34%

6 其他办公、设备 853 853 0 0%

7 光伏发电 - - 57.42 1.68%

8 能耗基准（万kwh） 3413.47

9 改造后能耗（万kwh） 2668.04

10 综合节能率（%） 24.04%

相当于种129.3万棵树

建设64座青岛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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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分析：成本效益

 完成该项目的节能方案设计后，采用eQUSET建立综合能耗模型

，对比三年能耗数据（2017-2019年）进行模拟分析，年节省运

行费用400万元。

 项目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业主投资0元，节能服务公司全额

投资1095.15万元，合同约定分享比例7：3，服务期限为6年。

项目名称 年节省运行费用 预计投资 投资回收期

万元 万元 年

青医附院 400 1095.15 2.74

合同能源管理 投资 融资租赁成本 分成比例 服务年限 收益 内部收益率

万元 万元 年 万元

业主 0 0 30% 6 720 /

服务公司 1095.15 9 70% 6 1680 52%

 节能服务公司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获取设备进行项

目节能改造，融资成本9万元。

 节能服务公司内部收益率为52%

 补贴收益：项目还成功申请到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示

范项目得政府节能补贴，3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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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性：现场测试评估
 测试时间：

2021年7月--8月（运行1年后）

 测试项目：

青医附院（西海岸院区）

 测试结论：

 能源费用减少402.17万元/年

 电力节能497.1万kWh；

 蒸汽节能量0.94万GJ;

 预计减少5150.25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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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性：节能效果数据实测验证

 据统计青医附院年门诊量（人次）增幅为10%

 2018-2019年门诊量（人次）增幅10%，2021年9-12月数
据取前三年增幅预测数据。门诊量持续增幅10%

青医附院西海岸院区门诊量（人次） 2020.7-2021.6 用量 单平米
能耗/年

门诊量
（人次

）

折等效
电

万kWh

总碳排放
量tCO2

人均碳排放
量kgCO2

电（万kWh) 1794.7 74.78 1993686 1794.7 14840.37 7.44 

蒸汽（万GJ
） 11.15 0.46 1140.61 6740.17 3.38 

光伏发电量
（万kWh) 57.02 2.41 57.02 471.5 0.24 

合计 ------- ------- ------- 2878.29 21109.04 10.59 

2019 用量 单平米
能耗/年

门诊量
（人次

）

折等效
电

万kWh

总碳排放
量tCO2

人均碳排放
量kgCO2

电（万kWh) 2291.8 97.03 1809871 2291.8 18950.89 10.47 

蒸汽（万GJ
） 12.09 0.51 1374.28 7308.4 4.04 

合计 ------- ------- ------- 3666.08 26259.29 14.51 

 门诊量增幅10% 的前提下，青医附院改造后仍旧实现了22%的

节能量，人均碳排放减少4kgCO2，人均碳排放减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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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建筑总能耗
（空调仅供冷）

供暖能耗
（锅炉或市政热力

）

单位 kwh/m2·a kgce/m2·a

先进值 86 7

约束值 127 10.2

青医附院（西
海岸院区）

83.20 7.20 

 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的《山东省医院建筑限额标准》规定，三级综合医院建筑

总能耗（空调仅制冷）约束值为127kwh/m2·a，供暖能耗（锅炉或市政热力）约束值为10.2kgce/m2·a。

 医院总能耗（空调仅供冷）超行业先进值2.8%，超行业约束值45.7%

 供暖系统超行业约束值47.7%，因采用蒸汽采暖，系统建设时没考虑热回收，因此后期热损失较大，略低于先进值，未来计

划将蒸汽采暖改为空气源热泵采暖，可进一步降低采暖能耗。

节能效果数据-指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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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综合性评价

脱碳规划=（掌握需求+提升能效+广开源路+全过程管理）× 金融催化 → 低碳运营 → 减碳目标

技术匹配

践行技术路线：

实施效果：

• 2020-2021年通过践行上述技术路路线，降低碳排放5150.25吨
• 未来持续践行上述技术路径

预计2030年可实现0碳目标，提前30年碳中和

未来规划

掌握需求 利用能耗平台显示用能变化

提升能效
冷机改为磁悬浮
增加余热回收比例

广开源路
增加空气源热泵+光伏发电采暖比例
高区生活热水改为空气源热泵

金融杠杆 融资租赁+绿色贷款+绿色保险

低碳运营
加强能耗管理
增加节能减碳管理

......

脱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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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维 效 益 提 升

效

果

益

用能

率
效率：
系统设备效

率大幅提升

效果：
环境舒适度得

到提升。

效益：
节能量超过

787.82万kWh

年减少碳排放

5150.25吨。

效能：
照明提高50%以上，

暖通系统提高20% 

生活热水提高50%

效用：
为医院类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提供了技

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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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项目团队介绍
P r o j e c t  t e a m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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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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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介绍

生晓燕

高级工程师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主要从事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工作，任现职以来出具40多座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方案，负责主导多座建

筑的节能改造全过程。包括前期能耗调研，数据分析，出具节能改造路线、节能调试方案及节能效果的评估计算

方法等；负责工程的预决算、设备选型，组织施工、运行策略调整等全过程工作。

 作为主要研发人员，研发了3项实用新型专利，分别为《一种磁悬浮变频中央空调制冷系统》、《一种空气源热

泵供热装置》、《集中式厨房温控系统能效优化装置》，其中《一种磁悬浮变频中央空调制冷系统》获得“中国

节能环保专利奖”三等奖。作为参编人员，参与编写了《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

蓝海金港大饭店 ↓ 1 3 2 万 元 / 年建 设 、 运 维
0 9 年 至 今

能 耗 监 管 平 台 节 能 量 保 险 “ 减 碳 保 ” U N D P 示 范 项 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共建筑能效提升

示范项目 ↓ 3 0 0 万 元 / 年

零 碳 社 区 智 慧 能 源 平 台
青 岛 奥 帆 中 心 ↓ 3 0 0 万 / 年

青 岛 首 个
磁 悬 浮 改 造 项 目

青 岛 花 园 大 酒 店
↓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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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总结
创新性
医院建筑节能技术路线创新

数字化监控及推广平台创新

绿色金融模式创新

启发性
带动了”医院→公共建筑“节能减碳

节能与低碳技术与市场化融资机制示范成果

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技术创新大会-领先案例

可复制推广
适用度高，可广泛适用于APEC其他经济体

通过VR平台，传播智慧能源和节能减碳技

术理念

结论可查
节能量数据来源

《中国建研院出具节能量测评报告》

《青医附院西海岸院区节能改造项目效果检测报告》

项目来源
国家发展战略和APEC领导人峰会倡议

碳达峰、碳中和

全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数字化经济发展

成果显著
年节省运行费用400万元

完成节能22%，减少5150.25tCO2

超行业先进值2.8%，超行业约束值45.7%

影响力
列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项目

列入省科技计划项目

性别平等
项目团队男女比例为1:1，男女比例均衡

团队主要负责人为女性，打破性别偏见

促进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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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WATCHING
节 能 减 碳 可 持 续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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