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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天下

俄罗斯
供暖代表着冬天到来

有“冰雪之国”称号的俄罗斯是世
界上最冷的国家之一。在俄罗斯人看
来，下雪是很常见的事，只有开始供
暖，才代表冬天的到来。

如今的俄罗斯拥有全球最大的区域
供暖系统，81%的住户使用集中供暖设
施，负责建设、维护、管理供暖设施的
工作人员约 200万。从每年 10月 1日开
始，当俄罗斯的气温连续5天低于8摄氏
度时，相关机构就开始启动供暖系统，
首批供暖对象是幼儿园、中小学、医疗
单位，然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陆续实
现全部供暖。

日本
主要靠被炉抗寒取暖

如果你熟悉日剧，就会发现被炉在
日剧中频繁出镜。日本的被炉，又被称
为暖桌，是在一个双层矮桌上铺一张棉
被，桌子下面带有电发热器，将腿伸进
去，就能有取暖抗寒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用被炉取暖呢？由于
日本地震多发，房屋不得不建造得较为
轻便，但这样的结构不利于暖气工程，
也不利于保暖；外加日本资源贫乏，供
暖能源消耗太大，并不适合集中供暖。
因此，日本人就用被炉的方式取暖，天
气冷时，一家人围着被炉坐着，吃饭、
聊天，这也是日剧常见的家庭生活场景。

旧式的被炉是一个方形的小矮桌，
桌子木架上铺一条能笼罩整张桌子且及
地的被子，以防热量流失，然后再放上桌
面板，桌子正下方有个数十厘米的炕，炕
的最下方有火炉箱，火炉箱里放着火炭或
煤球，火炉箱上铺上木地板。取暖时，人
们把脚放在由被子罩着的热乎乎的木地
板上，就能瞬间感到温暖。随着科技的进
步，被炉被不断改造，小矮桌变成了长
方形，桌腿还被加高；火炉箱也变成了
电发热器，免去了人们要不断往火炉箱
里添加火炭或煤球所带来的麻烦。

韩国
暖炕延续起居文化

韩国老一代人习惯使用暖炕。它的
工作方式是在厨房或屋外的灶坑里，以
烧柴的方式产生热气，再通过房屋下的
管道给房间供暖，类似于中国的地暖，
只不过韩国暖炕是全铺式，覆盖屋子的
角角落落。

通常，韩国的暖炕会和过厅木板结
合在一起，这与韩国的气候有密切关
联。韩国的主要气候为大陆性与海洋
性，四季变化明显，夏季炎热，冬季寒
冷。因此，为了取暖，房屋的地面比地
平面高，暖炕房间不大，易于维持暖和
的温度。将过厅木板和暖炕结合在一
起，也成了韩国房屋的一大特色。

此外，暖炕还很好地延续了韩国的
起居文化。韩国人的生活习惯是“坐卧
式”，比如回家后，人们脱了鞋就直接坐
在地上休息，即使家里有沙发，大家还
是习惯坐在地上放松，老一代人更是喜
欢直接睡在地上。而暖炕在冬季里为房
屋提供适宜的温度，让韩国人将“坐卧
式”的生活习惯延续下去。

美国
用壁炉制造温暖气氛

美国约有 1.17亿户家庭，根据人口
普查局的统计结果，50%的家庭使用天
然气供暖，39%的家庭使用电力供暖，
其余的家庭使用取暖油、丙烷、木头等
其他方式进行供暖。

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人们多住公
寓，公寓都是通过电来取暖。每家每户
都有个锅炉，根据住户设定的温度制
热，而且每家每户还有一个立式的热水
炉，热水炉和锅炉一起被放置在单独的
小隔间里，保证了24小时热水的提供。

在美国的小城镇里，人们多住别
墅，由于别墅是单独建筑，取暖时用的
是取暖油。每家的地下室有一个锅炉，
负责供热和烧水，还有一个大油罐，油
罐的管子一头连接锅炉，另一头在屋
外。当专门送取暖油的车到来时，房主
来到屋外，打开管子的盖，送油的工作
人员就会用油枪往里面输油。

房屋供暖设施的维修和保养都由房
主自己来负责。除了常规的设备，壁炉
是房屋的加分项，有壁炉的别墅比没有
壁炉的别墅要贵约 2万美元。壁炉一般
被放置在客厅，大部分美国人冬天并不
用壁炉来取暖，只有当感恩节、圣诞
节、新年这种重要节日时，亲朋好友聚
在一起，壁炉才会被使用。这时壁炉是
烘托气氛的最佳道具。

奥地利
垃圾转化成电力供暖

欧盟一向倡导“循环经济”，奥地利
与意大利之间的垃圾买卖就是成功的典
范。2017年，奥地利第二大公共事业机

构 EVN 从意大利罗马进口了 7 万吨垃
圾。这些垃圾被运到维也纳以西60公里
处的垃圾回收工厂。该工厂处理垃圾的
能力为每年 50万吨，而这 7万吨垃圾可
以产生超过55万兆瓦时的电力。EVN出
售由垃圾转化成的电、热、气，满足了
奥地利居民供暖需要的热能。

对于这样的合作，全球最大的财经
资讯公司彭博社分析师评论道：“意大利
的垃圾循环利用少于邻国，奥地利能源
业对垃圾的依赖度高，尤其是在为居民
提供热能、保证供暖方面，使得两国成
为理想的贸易伙伴。”

瑞典
新绿色能源供暖

瑞典是北极周围国家之一，冬季漫
长而寒冷，因此供暖是关系到瑞典人生
活质量的重要问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
尔摩，供暖多了一种途径——新绿色能
源供暖，即通过数据中心所产生的热量
为这座城市的住户提供暖气。这个数据
中心名为“斯德哥尔摩数据公园”，由市
政府与当地供暖公司联合运营，各大数
据中心都在相继加入。例如，热门的社
交平台和视频网站，只要人们发照片、
发生日祝福、看视频节目、做网络直播
等，服务器都会飞速运转，所产生的热
量都能成为供暖的能源。

成排的服务器塔被闪烁的灯光覆
盖，大量的电缆通向各个方向，由于电
脑在运行中会变热，需要很多风扇来为
它们降温，以确保电脑正常运作，这些
热量通常被当作废物处理掉，但热量也
是一种能源，为什么不用来供暖呢？“斯
德哥尔摩数据公园”在冷水流入数据中
心后，专门为经过冷却过程后升温的水
制造管道，让它们流到工厂里，随后分
散到各家各户，为住宅提供热量。

匈牙利
回收旧币“烧钱”取暖

匈牙利是世界上唯一每年回收磨损
纸币用作燃料的国家，约四分之一的流
通钞票被回收的同时，匈牙利中央银行
发行新钞以取代无用的旧钞票，这时，
旧钞票就有了另一个去处：被压制成

“钱砖”，供福利团体烧“钱砖”取暖。
为了应付冬天寒冷天气，中央银行把压
制好的一块块“钱砖”，送给通过抽签选
中的福利团体作为取暖的材料。

“烧钱”计划始于 2008年，刚开始
时，中央银行现金后勤中心采取直接烧

旧钞的方式，经过多番实践后，他们决
定把旧钞压制成“钱砖”，还特地采购了
一批专门压制“钱砖”的机器。要制成
一公斤的“钱砖”，需要500万福林旧钞
票，这些旧钞票先被裁成一毫米至 5毫
米的碎片，然后由机器压缩，全过程没
有添加任何化学物质。制造“钱砖”的
现场有安保人员严密巡视，工作人员必
须身穿特定的没有口袋的制服。

中央银行现金后勤中心主管弗兰兹
说：“我们的实验证明，把旧钞票压制成

‘钱砖’后，可燃性几乎与褐煤一样。它
们对供暖大有好处，还能帮助缓解燃料
紧缺的现状。每年我们都销毁四五十吨
旧钞票，将其制成‘钱砖’，送给燃料不
足的民众取暖。对于中央银行来说，社
会责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加拿大
多数家庭用电取暖

在加拿大，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是用
电取暖，他们的电取暖器为细长条形，
被安装在每个房间靠窗口的位置。走廊
处或客厅处还有一个温度调节器，用来
控制各房间的冷暖装置。温度调节器结
构简单，圆盘表面刻有温度指数，房主
可选择开动电暖器还是冷气机，或是将
其关上。如此方便的用电取暖让许多怕
冷的当地人在气温15摄氏度时就打开了
温度调节器，家里提前进入供暖模式，
完全不被漫长的寒冬所困扰。

据《北京青年报》

受强冷寒潮影响，全国很多地
区都处于“低温模式”，上周许多地
方还下起了雪。每逢冬天，“暖气”
和“供暖”都会成为全国人民茶余饭
后议论的话题。目前我国主要采取
集中供暖的方式。那么，其他国家
是怎样供暖的呢？日韩依赖具有文
化特色的被炉和暖炕；瑞典和奥地
利以能源二次利用供暖；最特别的
是匈牙利，每年回收磨损纸币用作
燃料，即“烧钱取暖”，这种取暖方式
听着就有些“肉疼”。无论是哪种方
式，冬天室外大雪纷飞，而你在屋子
里暖融融地喝茶、看书，这种惬意，
可都要感谢暖气啊！

寒冷的冬天里关于暖气的话题总是络绎不绝寒冷的冬天里关于暖气的话题总是络绎不绝，，那么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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