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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建筑集中供热采暖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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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对地球能源的消耗不断增加，地球能源中，有很多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加强对地球能源的节约

与利用，是当前形势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供暖的需求也不断增大，供暖规模也慢慢扩大，这无疑加大了

对能源的使用规模，对地球自然环境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对城市建筑集中供热采暖的节能技术进行了研究与讨论，

为能源及环境的保护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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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较大，处于北方寒冷地区的面积也非常多，

因此，北方寒冷区域主要采用集中供暖的方式为城市建筑供暖。在

当前社会中，要不断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供热采暖设施进行改进

和创新，实现有效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的目标。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要不断借鉴优秀的供热系统优化经验和方法，来促进供热系统的高

校节能运转，不断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城市建筑的集中

供热采暖过程中，相关人员一定要合理运用先进科学的节能技术，

不断提高城市建筑供暖系统对能源的利用率，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高环境保护力度。 

1 我国城市集中供热热源节能技术分析 

1.1 我国城市集中供热热源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

供暖的需求也越来也高，这大大促进了城市集中供暖产业的发展。

当前形势下，我国城市集中供暖热源主要是通过电热厂和区域锅炉

房来实现的，这两种形式的供热热源，主要以煤炭能源消耗为主。

其中，区域锅炉供热主要包括集中燃煤锅炉房供热、集中燃气锅炉

房供热、集中燃油锅炉房供热等[1]。  

1.2 我国城市集中供热热源发展前景分析  

1.2.1 太阳能供热技术 

随着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不断探索，太阳能供热技术逐渐被研

究及发现，对于地球来说，作为地球所有能量的主要来源，太阳能是

非常丰富并无穷无尽的，因此，将太阳能供热技术运用于城市集中供

热采暖工作中，会发挥巨大的价值和优势。对于我国来说，太阳能资

源丰富，由于我国国土面积非常辽阔，新疆、宁夏等地区太阳辐射较

强，因此会产生丰富的太阳能源。这对我国的城市集中供暖来说，具

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作为主要的供热热源，还能对地球的不可再生

资源进行节约和保护，为自然环境的优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2.2 热泵供热技术 

这种供热技术主要通过利用电能，将热能从低温热源转换到高温

热源，为城市供热采暖产业发挥巨大的优化和促进作用。通过这种供

热技术的运用，可以有效的将河水、海水、废水及工业余热空气等不

能直接利用的热源，通过科学有效的技术转换为可以进行有效利用的

热源，不断对热源种类进行丰富，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理念[2]。 

1.2.3 低温核供热技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核能被逐渐发现并运用于实际的生产生

活中，在当前社会的发展中，核能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新型能源。在

实际的运用中，核燃料能产生比煤炭燃料高很多倍的热值。在传统

的发展中，主要在发电中运用核能，随着科学技术及社会的不断发

展，核能已经逐渐运用到城市集中供热采暖过程中。低温核供热技

术供热主要是通过利用核反应堆实现热能供应的，具有很大的安全

性与实用性，在实际的运用中消耗的资金较少，对提高能源利用率

有巨大的促进作用[3]。  

1.2.4 地热能供热技术 

作为一切能源的载体，地球内部有丰富的热能，作为一种安全

环保的能源，这种安全环保的地热能热量非常高，并且在利用过程

中不需要经过燃烧来实现，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燃烧产生的环境污

染。 

1.2.5 垃圾焚烧供热技术 

当前，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产

生着大量的垃圾。垃圾焚烧供热技术就是指通过焚烧人们在生产生

活中产生的垃圾，产生热能并运用在供热过程中，通过这种技术的

运用，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还对环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 

2 热网节能技术分析 

2.1 在外网的设计中实现节能  

在城市集中供热区域中，热网工程造价非常容易受到水文、地

质、建筑物、及用户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导致热网工程出现造价高、

投资大等不良现象，因此，如果想要实现节能降耗的供热采暖目标，

就必须要在外网设计中加大节能设计力度。加强外网节能设计主要

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供热管网的布置及走向应该以小区的统一规划

为前提和限制条件；在敷设方式确定时应该以科学合理为目标；将

热网干线向热敷和密集区靠拢，节省资金投入；对热用户及其负荷

进行确定，还要准确预测及判断其发展趋势，以计算供热总负荷量；

对热指标的选择要实现合理化；在设计管网参数时也要保证合理

化；在对热网支管、用户入口管径进行设计时，要以外网总压力平

衡为标准，对其流通能力进行科学的测定[4]。 

2.2 在热网的控制与管理中实现节能  

热网自动化控制技术在当前发展中不断被运用，目前，人们已

经认识到热网的手动控制技术在网路水力解决及能源解约中无法

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热网自动化控制和管理技术不断被优化，

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要注重对可行性问题、可靠性问题、运行管

理水平问题加强注意。 

2.3 在热网的设施与材料中实现节能 

优质保温材料的选用方面：聚氨酯保温材料作为一种吸水性

低、导热能力低、抗腐蚀能力强的新型保温材料，能有效提升保温

效果，降低热量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调节闸阀的选用方面：平衡阀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流量特性

曲线在很大程度上向直线标准靠拢，开度显示精确，有较高的抗热

抗压性，在调节流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具备切断功能。对

热网实施平衡阀装配后，可以增加适当的阻力，对管网循环水流量

进行限定与控制，满足用户的流量需求，对供热管路局部过热、过

凉进行有效的调节。  

3 热用户节能技术分析  

3.1 对我国热用户节能试点经验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交流越来越

紧密，由于国外一些国家对在集中供热技能技术方面有很多的优秀

经验和设备，因此，我国很多城市在与国外技术及设备发达的国家

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积极借鉴了这些国家的供热节能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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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合理的方法对热用户进行改造。对城市的人民居住小区实施分户

控制供热模式，在供暖系统方面，将一个大的单元供暖系统划分成以

住户为标准的小循环系统，小区居民在实际的生活中按照自己的实际

需求对温度进行调节，当室内没有人时，实现温度自动调低的目标，

降低热能的消耗。给每个用户都安装热能实用计量仪器，要求用户按

照实际实用消耗的热能缴纳费用，在按照用户需求提供热能的情况

下，有效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并且实现对环境的积极保护。 

3.2 我国热用户的节能策略 

首先，建立健全按热量计量系统。为了不断提高供热采暖的效

果及能源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应该通过热能计、热

量分配表等热量计量设备，对热用户按耗热量计取热费的体系不断

进行建立和完善，摒弃以供热面积进行收费的手段。在实际的实施

过程中，可以通过这两个手段来实现，一是保证每个用户都能装配

独立的热量计量设备，可直接从设备上获取热量实用数量；二是将

系统总热量表与每组散热器上的热分配表进行结合，可以在用户热

量分配不是独立形式的情况下，通过热入口安装的热量总表计算用

户的用热量。 

其次，倡导热用户使用室内温度控制设备。为了有效实现节能

降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倡导各个热用户积极对散热器、恒温控

制器、平衡阀及压差控制器等室温控制设备的实用，杜绝热能消耗

现象发生。  

另外，热力站的连接方式采用间接连接，为量调节打好基础。

作为集中供热采暖系统一次网和二次网的枢纽，热力站可以实现对

一次网进行量调节，并使一次网和二次网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热网漏水损失，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在热力站的建设中，对高效

板式换热器机组要进行积极的推广和使用，通过自动调节设备的设

计，通过气候的变化及用户的热需求变化及时调节热力站，实现水

温和水量调节控制的目标，实现节能降耗的环境保护目标，不断提

升城市集中供热采暖的效果[5]。  

结语： 
在社会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下，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对供

热采暖的需求越来越高，结合当前环境保护的严格要求及标准，城

市集中供热采暖产业在实际的供暖过程中，要不断创新创造供暖方

法，积极将节能降耗的环境保护理念注入集中供热采暖的相关技术

之中，不断提升供暖效率与效果，为我国节能降耗的环境保护贡献

积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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