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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作为上海首个

零能耗建筑，位于浦东新区顾唐路的上海璀

璨城市综合楼项目预计本月底建成交付。

什么是“零能耗建筑”？上海建设交通

行业碳达峰、碳中和专家，上海超低能耗建

筑评审专家马素贞告诉记者，零能耗建筑就

是建筑本身通过外墙屋面保温、节能门窗、

可调节遮阳等措施以及高效机电系统，先降

低自身用能需求（建筑能耗水平较国家节能

设计标准降低60%以上），再充分利用可再

生能源资源，如太阳能光伏系统发电满足全

年用能需求的建筑。

在上海璀璨城市综合楼项目中，能源补

充主要依靠太阳能光伏屋顶，以及建筑四、

五两层西立面的光伏幕墙。“根据项目前期

测算，同类型建筑每平方米每年用电在70-

80度，这一项目每平方米每年用电26度电左

右，预计可发电量每平方米每年33度左右，

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马素贞介绍，作为上海

市零能耗建筑试点项目，上海璀璨城市综合

楼项目日前获得了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颁发

的“零能耗建筑证书”。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这个新晋的“上

海第一”，是一座看上去长相平平的五层小

型办公楼，但却“内有乾坤”。项目零能耗

模块化专项设计施工方，中建科技集团华

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震介绍，“小楼采用

新型钢结构集成模块混合结构体系，与传

统建筑相比，建造工期减少50%，现场人工

减少70%，产生垃圾减少80%；三玻两腔断

热铝合金外窗夏天隔热，冬天保温，可有效

降低用能需求；一般空调都用交流电，这座

楼用的是光伏直驱多联机空调系统，靠光

伏产生的直流电供能，降低电流转换带来

的能源损耗。”

除了硬件设施，这幢楼还有一个“大管

家”——零碳综合监测管理平台（见小图）。

大楼投入使用以后，“大管家”将实时收集和

显示照明、空调、电梯等用能情况，方便运营

人员根据使用数据决策分析、优化改造。比

如，发现某个空调数据比去年同期高，马上

查一下有没有设备损坏或是人为浪费？“大

管家”还会实时监测光伏发电情况，随时掌

握发电量是否能匹配建筑用能。

根据日前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碳达

峰实施方案》，推广超低能耗建筑甚至零

能耗建筑，将是申城未来落实“双碳”目标

的发展趋势。

保温外墙、节能门窗、可调节遮阳、太阳能发电

申城首个零能耗建筑本月底亮相

本报讯（记者 叶薇）国产邮轮建造开

启“双轮时代”。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外高桥造

船有限公司开工建造。这标志着中国船舶工

业已初步掌握大型邮轮设计建造关键核心技

术，向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迈出坚实一步。

今天开工建造的这艘大型邮轮总吨位约

14.2万吨，总长341米，型宽37.2米，设计吃水

8.17米，最大吃水8.4米，最高航速22.7节，拥

有客房2144间。跟首制船相比，总吨位增加

了0.67万吨，总长增加了14.4米，客房数量增

加了19间，是一座更为绿色环保的“移动海

上城市”。

外观上，这艘新邮轮和首制船也有所不

同，顶部的烟囱造型从“丸子头”变成了“大

背头”，还配置了高16层的生活娱乐区域，设

有大型演艺中心、大型餐厅、特色餐馆、酒

吧、咖啡馆、购物广场、艺术走廊、儿童中心、

SPA、水上乐园等，以满足乘客更丰富的生活

和娱乐需求。

据介绍，我国首制国产大型邮轮建造合

同于2018年11月签署。目前，首制船建造已

进入内装和系统完工调试“深水区”，工程进

展有序可控。在中国船舶集团的统筹指挥和

项目合作伙伴嘉年华集团、芬坎蒂尼集团的

大力支持下，外高桥造船通过引进消化和自

主创新，在邮轮设计、建造、项目管理等方面

展开专项攻关，形成了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

为建造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奠定了基础——

■ 薄板生产智能车间实现了产线智能

化管控，不仅提升了分段建造效率和精度管

理水平，还构建了邮轮产品系列化建造能力；

新一代造船管理平台实现了设计、采购、现场

管理全过程信息化协同管控；研发一体化移

动应用平台实现了“从人找数据到数据找

人”，提高了协同协作效率。

■ 跨行业、跨地区吸纳超过500家全球

供应商推进邮轮设计建造任务，尤其是在邮

轮内装领域，与来自美国、意大利的54家服务

商建立合作；开创性地将陆地酒店工程领域

长期积累的技术、施工和管理能力引入邮轮

内装工程领域，深度开展三维设计软件的二

次开发，实现了船舶行业三维软件与建筑行

业BIM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

和首制船相比，这艘新邮轮的设计建造

周期被压缩了整整6个月，且船型和配置的新

变化也需要针对安全返港设计、重量控制、防

火设计等重新开发论证。得益于首制船的建

造经验，外高桥造船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深度赋能邮轮工程。目前，新邮轮详细设

计已完成约40%，生产设计模型平衡和结构

生产设计发图工作也已全面启动。在建造方

面，外高桥造船正从工艺工法创新、设备调试

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好生产准备。

总吨位更大 总长更长 客房更多 更绿色环保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在沪开工

“5分钟内停车只需2元，半小

时4元，一小时7元，夜间停车5元，

全程移动支付。”近日，宝山区同济

支路的智慧车位收费表，在网上引

发了热议。据悉，这种收费模式已

经通过“上海停车”App在许多道

路上实现了。

缓解大城市的停车难，除了要

通过挖掘潜力，增加停车位的供给

之外，也需要智能化手段，通过科学

化、精细化管理，提高停车位的利用

率。近日，“上海停车”App已经在

各大应用市场正式上线推出2.0版，

用户在标注有“上海停车”标志的公

共停车场（库）和所有收费道路停车

场，可以一键查询支付停车费。像

上海的一些道路上已经实现了“先

离场后付费”的便捷服务。

尽管申城的不少道路上已经设

置了“智慧车位”，但总体使用的数

量偏少，像同济支路这样受到欢迎

的更是不多。究其原因，就是许多

“智慧车位”的支付方式虽然方便，

但收费模式并不智能化。目前，绝

大多数的“智慧车位”收费都是按照

小时计费，像浦东一条道路的“智慧

车位”收费是一小时15元，超过1小

时后每30分钟10元，夜间泊车10元

一次。而周边人工收费的一条道

路，则是按照“40元一天的一口价”，

对于停车时间较长的车主来说，人工收费更

实惠。公开数据显示，包括社会停车场库在

内，使用“上海停车”App累计缴费订单所涉

及用户约87万，日均服务的车辆仅有1600辆

左右，活跃度有限。

要进一步提升“智慧车位”的使用率，除

了要通过对于停车位等“静态”设施进行智

能化改造之外，更要采用大数据分析等方

法，用动态方式去调整“智慧车位”的收费模

式，针对道路特点，设计出超时多收费、停车

费封顶、夜间收费等计价方式，让车主根据

停车费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让停车位得到

更有效的利用。用时间互济的方法，实现停

车位动态增加。

“智慧车位”不仅是智慧管理，还在于智

慧引导，通过智慧收费，精准有效引导机动

车合理停放及使用。这不仅能破解道路停

车难等问题，还可以鼓励车主绿色出行，倡

导市民低碳生活。

宝山推出“绿色低碳十大行动”
鼓励企业民众积极开展参与融入绿色低碳生活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加速建设全市

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这是不久前发布的

《加快推进南北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对

宝山区的新定位、新要求。8月5日，宝山区

推出转型发展推进推介系列专场之“2022年

宝山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论坛”，通过一系

列组合拳推动北转型加速“变绿”。

论坛上发布的“2022年度宝山区绿色低

碳十大行动”，包含绿色经济、绿色金融、绿

色园区、绿色社区、绿色校园、绿色机关、绿

色建筑、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和绿色宣传，全

方位全角度覆盖各行业各领域，鼓励企业和

民众积极开展、参与、融入绿色低碳生活。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

人胡奇聪、万物新生联合创始人副总裁钱静

波和上海易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CEO周烨，

分别在论坛做专业分享，与会专家学者、重

点企业负责人、领军人物纷纷参与，为宝山

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同时授牌的“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绿色发展科”，标志着宝山区锚定打造全市

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目标，从体制机制着

手，坚持绿色、低碳、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通过整体性、系统性转型，全力推动建设

全市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

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

宝山区抢抓“北转型”发展机遇，坚定不移推

进城市功能转型，南部建设南大、吴淞“双核

驱动”核心功能区，中部推动高铁宝山站周

边开发和蕰藻浜沿岸转型开发，东部滨江打

造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北部建设生产

生态文化融合、城乡一体的特色功能区。

▲ 这座五层办公楼主要依靠太阳能光伏屋顶

以及建筑四、五两层西立面的光伏幕墙“自己

发电”，可以实现用电自给自足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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