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6)2023,5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64

加强供暖运行调节管理节约能源

丰瑞帅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处在一个急速发展的阶段，在此过程中社会的发展需求逐年攀升。城市发展中供暖管

理是重要的基础建设，运行中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下，需要对供暖运行进行科学的管理。对

其工作严格管理就是保证整个锅炉供暖的关键，也是节能的重要手段，气候补偿器和电动三通阀控制系统就是提升管理效

果的关键举措，这种系统的优势在于能够灵活的根据用户的需求，结合实际的室外温度，自行控制电动三通阀的开度，满

足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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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eating operation 
to sav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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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ociety has been in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during which the demand for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Heating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 requires a large amount of energy to operate. Therefore, under the call of 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heating operation is necessary. Strict management of its work is the key to ensuring the heating of the entire 

boiler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Climate compensators and electric three-way valve control systems are key 

measures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he advantage of this system is that it can flexibly control the opening of the electric 

three-way valve according to user needs and actual outdoor temperature, to meet different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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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运行中，锅炉供暖作为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行业，

不论是在管理和运行的过程中，都需要专业的人力资源进行

科学的管控，供热行业与其他的工作相同，有着自身独有的

特点和规律。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需要对供暖技术结合实

际情况不断地加强研究，并且结合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充分

发挥当前现代科技的优势，利用先进科技成果加强供暖运行

管理的水平，解决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因此需要当前

的行业建设重视加强现有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水平，才能

够真正的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

1  供暖系统概述

1.1  供暖的发展概况

供暖行业的工作目的就是为室内提供适宜的温度，根据

室外温度结合用户的需求，达到合适的生活条件，这种技术

已经发展多年。整个供热的系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包括热

源、热循环系统和散热设备。对于当前的供暖技术大概分为

三个阶段，首先是以炉灶为热源的局部供热，现在很多地区

也还在沿用，例如火墙以及火炉；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欧洲

开始产业革命，从传统的局部供热，发展到以锅炉为热源，

以蒸汽以及热水为热媒的一种集中供暖；29世纪以后，逐渐

出现了以电热厂为热源的区域性供暖系统[1]。供热系统在不

断的发展，在发展中也在不断落实新的理念和技术，将节能

思想应用到当前的运行管理过程中，一些国家开始将地热以

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应用到研究中，发挥自然资源的优势

和价值。

1.2  供暖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

当前的供暖系统与城市发展和人们的生存生活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供暖的工作系统是将低温热媒通过热源的加

热，进而不断地吸收热量之后热媒的温度升高，在输送管道

的作用下将高温热媒传送到室内，在散热设备的帮助下释放

热量，通过回收管道将热媒返回热源，整个过程循环往复，

实现室内温度的稳定。热媒被管道不断输送到室内各个角

落，热量经过散热设备的挥发，补充室内的存在的热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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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并且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保证温度的适宜[2]。

1.3  热水供暖系统

在当前的供热系统中存在各种类型的热媒，一般根据

用户的需要以及地区内的环境条件能够分为三大类，热水供

暖、蒸汽和热风供暖。根据不同的卫生条件和节能强度综合

分析，一般民用的建筑普遍会使用热水为热媒，这种供暖系

统也就是热水供暖系统。热水供暖系统作为应用较为普遍的

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较多并联环路的管网，在环状管

网的系统中，通过多条管理将流量传送到一致的节点，根据

需要将不同的管路内部流量任意分配到其他的管道。不同环

状管网之间的水力工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互

相影响，如果在运行的过程中的某一个散热设备发生流量的

变化，其他的散热设备会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使流量产生

相应的变化，进而使各个散热设备受到影响后开始重新分配

流量，导致水力失衡，温度受到影响[3]。整个热水供暖系统

的运行模式一般存在三种管网形式，水平单管式系统， 垂

直单管式系统，分户水平式系统。虽然各个管网的形式存在

差别，但是这些管网系统有着一致的水力特点：首先，所有

的系统等候室由立管或者水平支架形成环状，而环路的规格

就需要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异，如果管道的长度变化范围

较大，那么管道系统的阻抗变化范围也就越大，造成水利失

衡，调节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各管路的阻力损失和阻抗之间

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随之变化。并且管网系统的形式一般是

竖向环网，受到重力作用压头的影响各层次用的压力变化范

围就会变大，这种情况下，就十分容易产生竖向失调的情

况，立管产生水平失衡。在当前的城市发展中为了满足人们

和社会的发展，建筑行业的规模和数量逐年攀升，各种类型

的建筑拔地而起，而不同的建筑类型和房间温度对供暖系统

的调节要求不尽相同，其中存在不同的散热形式，需要加强

对其的研究。在系统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如果对流量的调节

变化范围越大，那么系统产生的水力失调的风险就越高[4]。

2  供暖系统的运行调节

2.1  供暖运行调节与初调节的区别

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为了能够达到用户的温度需求，

保证工作质量，并保证热能制备和输送经济合理，必须要对

供暖系统的管理加强管控，提高供热调节的力度和强度。供

热调节也就是在热负荷发生变化后，为了满足按需供热的原

则，对当前供热系统的流量、温度等进行科学的调控。初次

调控的目的就是保证使用同一个供热系统的用户平均室温呈

现一致，但是这种做法又不能保证室温在供暖期间的温度符

合社会温室的要求[5]。当前供暖室内的温度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除了和流量存在重要的关系，同时与室外的温度、室

内的日照时间以及建筑物自身的热负荷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想要达到不同用户的需求，就需要进行专门的调节，对流量

和供水温度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

2.2  供暖系统运行调节的形式

在整个热水供暖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满足不

同用户的温度要求，除了需要在系统运行之前进行统一的调

控，在整个供暖期内，室内的温度会受到室外温度的影响，

因此应该在此过程中随时对系统中的供水、回水温度、循环

流量等参量进行动态地调节，满足用户的供热要。基于此，

应该如何做好节能管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首先供暖系

统运行调节的形式一般有两种，第一是多阶段的运行调节，

这种形式属于经验性的运行调节，将整个供暖期分为三个阶

段，根据不同时期的供热需求，进行科学的调控，保证每个

时期的流量、热媒温度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6]。第二随

时的运行调节，这种形式能够保证热量和热需求相一致，能

够充分地满足节能需求，对供暖进行调节的方式有以下：

1.量调节，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供水的温度需要保持在原有

的设计值。根据需要和现实情况改变循环流量。目前使用较

多的方式就是有极的流量调节，如调节循环泵运行台数，变

速电机；无极的流量调节，如循环泵使用变频调速控制等；

2.质调节，运行时保证循环流量的稳定，根据需要和实际情

况对系统供回水温进行调节；3.分阶段改变流量的质调节，

也就是在运行期间，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分阶段减少或者

增强循环流量，在同一调节的阶段中，循环流量与设计值保

持一致，根据需要调节供水温度。4.间歇型调节，在供热系

统运行中，灵活调整室内每天的供热时数，其他的运行参数

保证不变。当前使用较为常用的运行调节方式就是分阶段改

变流量的质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是根据整个供暖期间室

外温度的变化分为不同的阶段，室外温度如果较低，就保证

流量处于最大设计值；温度相对较高的阶段中，流量随之变

小[7]。在供暖期的不同阶段下，保证网络的循环水量稳定不

变，根据网络供水温度的质调节完成供热调节任务，同时满

足节能要求。

3  供暖系统中运行调节与管理问题的解决措施

3.1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提高管理成效。

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水平逐年攀升，信息时代的背景

下，先进科技融入了各行各业，同时为其带来不可计量的经

济效益。换热站是集体供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节

能的要求下，需要加强对其的关注和管理，提高行业发展的

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为了能够提高管理的基本水平，在供暖

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应该做好档案管理，在工作中融入信息化

手段，能够为供暖系统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也是发

展的关键趋势，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能够帮助换热站的

运行更加的稳定和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提高供

暖系统中换热站的运行效率和调节质量，保证行业发展的稳

定性和科学性。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各种先进技术和理念融入

到供热系统中是十分有必要的，甚至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

势，不仅可以节省人力，还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工作效

率，在先进技术的帮相下，促进供热系统的调节水平，推动

企业向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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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人才培养，做好技术培训

想要提高供热运行管理的节能水平，重要的就是保证工

作人员的工作理念符合过节要求。因此企业需要有目的地定

期对相关人员做好专业培训，保证工作的有效性。根据本单

位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形式开展技术理念培训。

同时增加资金支持，使工作人员能够明确在运行管理过程中

节约能源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有条件的单位就能够派

遣社会中经验丰富的专家到单位中开展相应的讨论会和座谈

会，提高工作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经验。

3.3  构建区域化治理分类管理新格局

在集中供暖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想要保证运行管理质

量，需要根据区域进行重点分配，企业单位做好全面的布

局，根据不同环节的需求对各个换热站的工作进行科学的调

控，结合现实需求做好人才分配，建立建厂机制，对于表现

较好的工作人员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激励员工的工

作热情，做好工作规划，保证系统的有序运行。在系统运行

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必须具备高素质，并且经验丰富、技术

过硬。

3.4  提高运行系统的节能水平

在传统的供暖管理中，一直遵守理念就是“看天烧

火”。这种理念也就是根据室外的实际温度去调节供暖期锅

炉供暖运行的设计参数，继而满足用户的室内温度要求，保

证供暖对象的耗热量和锅炉发热量之间的平衡。这样的方式

既能够保证室内温度符合要求，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能

耗。为了能够进一步地节省能源，控制供暖成本，可以采用

气候补偿器和电动三通阀控制系统，实现对供暖系统的有效

调节[8]。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各个行业都在为满足

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更新和优化。供暖行业面对社会

发展的新要求，更应该结合实际需求以及本单位现有的管

理模式，提高管理实用性，灵活地应对市场中多变的发展

环境，提高自身竞争能力。供暖系统作为系统性工程，在

运行的过程所有的环节必须要加强管理，在本质上做到节

约能源，忽略其中任何环节的工作都会影响节能效果，失

去管理的意义，在管理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保证供暖

行业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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