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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技术在集中供热系统改造工程中的应用

陈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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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供热系统的发展正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快，科学高效的供热系统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

需要，还可以明显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所以，对集中供热系统进行改进，使得其发挥出更为显著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地

成了大家探讨的焦点。本文从对集中供暖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然后结合现实情况，以节能技术的应用作为突破口，

对集中供暖系统的改造进行了探讨，所探讨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热望，以期为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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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heating system is accelera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heating system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to the maximum extent, but also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tilization.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centralized heating system to make it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has natur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entral heating system, and then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heating system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as a breakthrough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discussion is mainly aimed at aspir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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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供暖系统的规模与以往相

比显著增大，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的需求也随之提

高，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使得集中供暖系统的完整性和可靠

性成为了未来发展的主流，在此基础上，有关人员还必须改

进、加强集中供暖系统的环保和节能的能力，减少对资源的

无谓浪费，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以供暖设备

的改造为出发点，对供暖设备的节能技术进行探讨是非常有

实际意义的。

1  集中供热系统面临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步，常规供暖模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供暖

需求，而常规供暖系统所存在的问题，又多是在热网上，因

此，从节约能源的观点来看，必须对热网进行改造。

1.1  热源利用率低，污染比较严重

当前，我国许多老式集中供暖系统仍在使用燃煤锅炉，

并且普遍为陈年老旧的机组。这些年来，这些装备都处于故

障高发阶段，现在这些装备要想恢复正常，需要进行多次检

修，工作量很大。另外，燃煤锅炉在运行时，其燃烧时所排

放的废气会对大气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对身体也会有一定

的危害。以北京邮电学院为例，其煤锅炉房的实际发热率仅

为设定值的70%，发热率比设计值低约50℃，从而导致了巨

大的能源浪费和能源利用率低下。此外，目前许多锅炉车间

的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粗放，缺乏对锅炉进行有效的节约能源

的手段，缺乏一种科学、理性的经营管控方式。因此，需要

对供暖系统进行节能改造，并在供暖过程中构建能够对供暖

负荷进行有效调控的集中供暖控制体系[1]。

1.2  供热管网损失大，水力缺乏平衡

集中供暖一般不会对供暖网络进行改造，而是等到供暖

网络出现了严重的老化、腐蚀现象时，人们才知道问题的严

重性。因此，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许多供暖管道经过多年的

侵蚀，逐渐失去了隔热功能，热损耗严重，甚至超出了国家

的要求。此外，还有跑水、冒水、滴水、渗漏等问题，使供

热系统运行效率低下，供热效果不佳，热能浪费严重。

1.3  缺乏热计量和自动控制系统

当前，我国许多供暖系统都是将居民区与邻近的学校

连接起来，供暖与终端客户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比如学校

的教室没有人使用，供暖却还在运行，造成了巨大的能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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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此外，许多小区的供暖并没有精确的测量设备，导致了

不能进行定量、不能统一的费用，使得用户对如何利用热

能、节约用热等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常常会造成不必

要的能源消耗。此外，大部分的供热系统都是单一出口温度

控制，无法以用户的要求来进行具体的调节，自动化的控制

技术不足，工作效率不高，所以易出现严重的能源浪费问

题。在供暖过程中，如果发生故障，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锁

定，在某种意义上也会对整个供暖过程造成很大的冲击[2]。

2  集中供热系统需要改造的必要性

2.1  热源改造必要性

目前，国内主要采用的还是火力发电厂供暖，与国际上

的一些先进技术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供暖系

统的热能利用率不高；二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三是与

其在理论上能实现90%乃至更高的热能相比，实际产热仅为

70%。因此，目前的集中供暖系统在节能减排方面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若想真正实现节能减排，就要进行节能改造，使

用高效、洁净的能源来加热[3]。

2.2  热网改造必要性

当前，我国集中供暖系统采用的是“间接供暖”，即从

热源经一次网传至热电厂，然后经二次网传至二级管网。热

能经过热电厂的传热后，由二级管网向终端供热系统输送。

此种供暖方法有如下缺点：

2.2.1  系统存在较大的热损耗。由于大部分管道系统都

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那时候的技术水平与今天相

比还差得远，不管是铺设、保温还是节约能源，都还处在初

级阶段，并不算太过完善。因此，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应用之

后，它的老式地沟的防水能力变得非常糟糕，隔热功能也逐

渐失去，其热损耗远超出了国家的要求，造成了巨大的热量

的浪费。

2.2.2  供暖设施陈旧，能耗大。许多设施都是很久以前

建造的，由于年久失修，装备陈旧，再加上选择的方案与实

际使用状况不符，往往存在着较小的温差，较大的水流，并

且对终端用热的要求响应缓慢，难以实现分温分时的调控。

总结来说，对集中加热系统的加热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其中

影响最大的就是管网的敷设方式、保温能力，还有就是对热

力站的节能控制。所以，在进行节能改造的时候，要将这些

方面的内容都考虑进去，这样才能让供热效果得到提升[4]。

3  系统改造中节能技术的具体应用

3.1  一级网侧改造

在供热管网的节能改造中，一般采用的方法有：一是直

接埋地。从节约能源的观点来看，对管网进行改造完善时，

普遍会选择直埋敷设，在路由条件许可时，施工人员可以用

直埋敷设来取代地沟敷设、架空敷设，在节省工作量的同

时，又可以降低施工费用，提高公司的利润；二是增加水均

衡器。其目标是加强供水系统的稳定，解决供水系统中存在

的水资源失衡等问题；三是调整供水系统的供水条件。采用

这种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管道流量过低、近端管道直径过

大、远端压力过低等问题。

3.2  换热站改造

换热站是联系使用人和热源的重要一节，对于供暖系统

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部分，以换热站为切入点，在对集中供暖

系统进行改造时，有关作业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选择

的使用下列节能技术：其一，水力平衡技术，水力工况会直

接对热力工况产生作用，将后续节能技术的效果完全发挥出

来的前提，是对管网水力工况有一个保障[5]；其次是运用分

布式的变频泵技术，用两个泵站代替一个泵站，在一次端增

大循环泵站，减少能耗。

3.3  二级网侧改造

在地热和传统方式的混合社区中，将二级网侧作为突破

点，合理采用节能技术，以混水改造为核心对集中加热系统

进行改造。进行实际操作时，可以通过散热器为供暖的区域

用户的回水与地热区域用户的供水相结合，减轻地热用户的

过供问题，达到均衡的供暖效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热耗，

让老旧暖气用户区域的供热品质发生变化。在改造工作正

式启动之前，必须确定地暖用户和散热器用户采暖系统的特

征：地暖水温低（60/50℃）、温差小、流量大；散热器系

统水温高（95℃/70℃，85℃/60℃），温度差大，流量小。

若该住宅主要使用的采暖设备，主要以散热器用户为主，仅

有少量地暖用户，地暖用户可采用散热器用户的回水进行供

暖，则必须做到：

第一，若地暖用户周围有散热器使用用户的回水管，且

回水量、温度及压力都能达到地暖用户的需求时，可以将回

水管与地暖使用用户的直接相连；

第二，在地暖用户的周围有散热器用户的回水管，且回

水量和温度基本可以达到地暖用户的需求，压力比较小，则

运用回水加压泵对地暖用户进行加压供应。

第三，如果地暖用户位于采暖系统的近侧，且散热器

用户的回水未达到标准（压力、温度较高时），地暖系统的

进口作用压差让水喷射泵开始工作并克服地暖用户的阻力损

失，这时就可以使用水-水喷射泵进行连接，若未能达到需

求，那么就可以使用混水泵的连接[6]。

若小区内主要是散热器用户，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地

暖用户，那么就要在站内安装一组换热器和集中安装混水泵

四管道，分别提供给两种用户。当散热器用户的总回水量比

地暖用户的需求水量要大，回水温度与地暖用户的供水温度

相等时，就可以将散热器用户的回水用于为地暖用户提供供

暖，也就是：在热源处增加了地暖循环水泵，使用四管制来

对散热器和地暖用户进行供应。当散热器用户回水温度比地

暖用户供水温度高时，应将散热器用户系统的回水与地暖用

户的回水相混合，以此为基础，将散热器用户的总流量与地

暖用户回水量的相对大小分为三种情况（小于、稍大于、远

大于）进行站内系统设计。在一个社区中，如果有与地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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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相同数量的散热器用户，而且散热器用户系统的回水各项

参数都不能满足地暖用户的使用需求，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具

体的情况，在站内安装两套单独的供热系统、四管制分别提

供给两种用户。

4  节能技术在集中供热系统改造工程中的应用的策略

4.1  对于集中供热系统中的水泵，由于其耗电量较大，

因此需要在改造工程中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以达到节能的

效果。首先需要在设计阶段就将水泵设计成变频调节，能够

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来调节水泵的转速，这样能够在减

少电能损耗的同时提高其效率。其次需要在改造工程中对水

泵进行必要的维护，这是因为水泵在长期的运转过程中难免

会产生一些磨损和损耗，因此需要定期对其进行检修维护。

4.2  对于集中供热系统中的二次网系统，要对其进行必

要的改造和完善。首先需要对二次网系统中的循环水泵进行

重新选型，使其能够满足实际供热需求；其次要对二次网系

统中的调节阀进行改造和优化，将其由普通阀门改造成可调

节阀门；最后要对循环水泵进行必要的改造和优化，使其能

够满足实际供热需求。

4.3  对于集中供热系统中的用户热计量改造工程，也是

一项重要内容。供热企业应积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

帮助，大力推广应用热计量收费方式，并逐步完善热计量收

费管理办法和规范[7]。

4.4  对于集中供热系统中的循环水泵进行必要的改造和

优化，这是因为循环水泵在工作时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和震

动，并且在工作时也会有一定程度上损耗电能[8]。

结束语：总之，调查结果显示，供暖系统的能源消耗约

占全部能源总能源的20%，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对环保

的认识，运用节能技术对采暖系统进行完善已是必行之举，

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改善、解决集中供热系统对环境造成的

严重污染和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等问题，进一步改善能

源紧张的现状。从节能技术入手，对集中供暖系统进行改

进，是非常有价值的，期望以上所述能够对人们有所启示，

有助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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