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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1 1 1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 B /T  50893 -  2013，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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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2年工程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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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A室，邮政编码：1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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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贯彻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法规和政策，规范既 

有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工作，实现节能减排，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规范适用于既有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工程。

1 . 0 . 3 供热系统包括供热热源、热力站、供热管网及建筑物内 

供暖系统。供热系统的热源包括热电厂首站、区域锅炉房或其他 

热源形式。

1 . 0 . 4 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工作应包括供热系统节能查勘、供 

热系统节能评估、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及节能改造后的效果评价。 

1. 0. 5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工程宜以一个热源或热力站的供热系 

统进行实施。

1 . 0 . 6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工程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0 .1  供热集中监控系统  heating centralized monitor and 
control system

由监控中心、现场控制器、传感器、执行器和通信系统组 

成，具有实现对供热系统的热源、管网、热力站及用户的供热参 

数自动采集、远程监测和自动调节功能，以保障供热系统节能、 

安全运行为目的的系统。

2.0 .2  锅炉房集中监控系统 boiler plant centralized monitor 
and control system

在锅炉本体的控制系统基础上，实现锅炉全自动优化运行的

系统。

2.0 .3  气候补偿系统 outdoor reset control system
根据室外气象条件和室内温度，自动调节供热量的系统。

2 . 0 . 4 分时分区控制系统 zone control system
根据建筑物的供暖需求和用热规律，分区域、分时段对建筑 

物供热参数进行自动独立管理的控制系统。

2. 0. 5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 heat recovery by flue gas condensa
tion

在锅炉烟道中回收烟气中的显热和汽化潜热的冷凝热的 

装置。

2. 0. 6 锅炉负荷率 load rate of boiler
锅炉实际运行热功率与额定热功率的比值。

2. 0. 7 节肯这率 energy saving ratio
节能改造后的单位供暖建筑面积减少的能耗与节能改造前单 

位供暖建筑面积能耗的比值。

2. 0. 8 供热管网输送效率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of heating net



work

供热管网输出总热量与供热管网输入总热量的比值。

2. 0. 9 多热源系统 multi-source heating system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热源的集中供热系统。

2. 0. 10 一级供热管网 primary heating network
在设置热力站的供热系统中，由热源至热力站的供热管网。 

2. 0. 11 二级供热管网 secondary heating network
在设置热力站的供热系统中，由热力站至建筑物的供热 

管网。

2. 0. 12 热电厂首站 the first station in cogeneration power 
plant

由基本加热器、尖峰加热器及一级供热管网循环水泵等设备 

组成，以热电厂为供热热源，利用供热机组抽（排）汽换热的供 

热换热站。

2 . 0 . 1 3 补水比 ratio of make-up water

供暧期日补水量占供暖系统水容量的百分比。

2. 0. 14 隔压站 pressure insulation station
多级供热管网中，由水-水换热器、循环水泵等设备组成， 

起隔绝和降低供热介质压力作用、将换热设备两侧供热管网的水 

力工况完全隔开的热力站。



3 节 能 查 勘

3.1 一 般 规 定

3 . 1 . 1 供热系统在进行节能改造前，应对供热系统进行节能查 

勘和评估。节能查勘工作应包括收集、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并应 

实地查勘供热系统的配置、运行情况及节能检测等。

3.1. 2 供热系统各项参数的节能检测应在供热系统稳定运行后， 

且单台热源设备负荷率大于50%的条件下进行。各项指标的检 

测应在同一时间内进行，检测持续时间不应小于48h。
3 . 1 . 3 供热系统节能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锅炉 

热工性能试验规程》G B/T 10180、《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 

测技术规程》JGJ/T 260、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的有关规定。

3.1. 4 供热系统节能检测使用的仪表应具有法定计量部门出具 

的检定合格证或校准证书，且应在有效期内。

3.1. 5 节能查勘所收集的供热运行资料应是近1 年〜2 年的实 

际运行资料。

3 . 2 热电厂首站

3 . 2 . 1 热电厂首站节能查勘应收集、查阅下列资料：

1 竣工图纸、设计图纸及相关设备技术资料、产品样本；

2 供热范围、供热面积、设计供热参数、区域设计供热负 

荷、首站设计供热负荷；

3 与其连接的热力站的名称、用热单位类型、投入运行的 

时间及供热天数；

4 多热源系统运行调节模式及调度情况；

5 供热期供热量、供电量、耗汽量、耗水量、耗电量及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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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利用量；

6 运行记录：

1 ) 温度、压力、流量、热负荷等参数；

2 ) 供热量、耗汽量、耗水量、耗电量及系统充水量、补 

水量、凝结水回收量；

7 维修改造记录；

8 电价、水价、热价等运行费用基价。

3 . 2 . 2 热电厂首站节能现场查勘应记录下列内容：

1 供热机组型号、台数、背压、抽汽压力、抽汽量；

2 基本加热器型号、台数、额定供水、回水温度、压力；

3 尖峰加热器型号、台数、额定供水、回水温度、压力；

4 凝结水回收方式、凝结水回收设备型号、台数、额定参 

数、疏水器类型；

5 一级供热管网补水水源，补水、循环水水处理设备型号、 

台数；

6 一级供热管网定压方式、定压点；补水泵型号、台数、 

额定参数；

7 一级供热管网循环泵型号、台数、额定参数；

8 一级供热管网供热量调节方式：

1 ) 供、回水温度调节方式；

2 ) 循环水泵定流量或变流量运行调节方式；

3 ) 供热机组蒸汽量自动调节方式；冬、夏季热、电负荷 

平衡调节方式；

4 ) 供热集中监控系统采用情况；

5 ) 其他耗能设备调节方式；

9 蒸汽流量、供热量、水量计量仪表类型：

1 ) 基本加热器、尖峰加热器蒸汽流量计量仪表；

2) 一级供热管网供热量计量仪表；

3) 一级供热管网循环水量计量仪表；

4 ) 补水量、凝结水量计量仪表；



1 0 供配电系统：

1 ) 供电来源、电压等级、负荷等级；

2 ) 电气系统容量及结构；

3 ) 无功补偿装置；

4 ) 配电回路设置、用电设备的额定功率；

5 ) 首站总用电量计量方式；

6 ) 主回路计量、各支回路分项计量方式；

11 一级供热管网系统：

1 ) 各支路名称；

2 ) 管径；

3 ) 调节阀门设置；

1 2 加热器、管道的保温状况、凝结水回收利用情况及已采 

取的节能措施等。

3. 2. 3 热电厂首站节能改造节能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基本加热器、尖峰加热器：

1 ) 热源侧的蒸汽压力、温度、流量、热负荷；

2 ) 负荷侧的一级供热管网供水、回水压力、温度、循环 

水量、热负荷、供热量；

3 ) 加热器凝结水压力、温度、流量；

4 ) 加热器、热力管道表面温度；

5 ) 当有多个供热回路时，应检测每个回路的供水、回水 

压力、温度、流量、热负荷、供热量；

2 —级供热管网循环水泵：

1 ) 水泵进口、出口压力；

2 ) 水泵流量；

3 水质、补水量：

1 ) 加热器凝结水水质；

2 ) 供热管网循环水、补水水质；

3 ) 供热管网补水量；

4 供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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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变压器负载率、电动机及仪表运行状况；

2 )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功率因数、谐波电压及谐波电流 

含量、电压偏差；

5 循环水泵、补水泵、凝结水泵等用电设备的输入功率。

3 . 3 区域锅炉房

3 . 3 . 1 区域锅炉房节能改造应收集、查阅下列资料：

1 竣工图纸、设计图纸及相关设备技术资料、产品样本；

2 维修改造记录；

3 运行记录：

1 ) 温度、压力、流量、热负荷、产汽量等参数；

2 ) 燃料消耗量、供热量、供汽量、耗水量、耗电量及系 

统充水量、补水量、凝结水回收量等；

4 供热范围、供热面积、设计供热参数、锅炉房设计供热 

负荷、与锅炉房连接的热力站名称、热用户类型、负荷特性、投 

入运行的时间、供热天数；

5 多热源系统运行调节方式及调度情况；

6 供暖期供热量、耗汽量、耗水量、耗电量、燃料消耗量； 

7 燃料价、电价、水价、热价等运行费用基价；

8 设计燃料种类、实际燃用燃料种类，燃煤的工业分析、 

入炉煤的粒度、人场和入炉燃料低位热值等。

3 . 3 . 2 区域锅炉房节能改造现场查勘应记录下列内容：

1 热水锅炉的型号、台数、额定供水、回水温度、压力、 

额定热负荷、额定循环水量；蒸汽锅炉的型号、台数、额定供汽 

压力、温度、额定供汽量；

2 锅炉配套辅机的炉排、鼓风机、引风机、除尘、脱硫、 

脱硝设备的型号、台数、额定参数；

3 锅炉运煤、除灰、除渣：

1 ) 皮带运输机、碎煤机、磨煤机、除渣机、灰渣泵等型 

号、台数；



2 ) 额定参数； •
4 蒸汽锅炉给水泵、凝结水泵型号、台数、额定参数；连 

续排污、定期排污设备型号、台数、额定参数；凝结水回收方 

式、疏水器类型；

5 锅炉给水水处理设备、除氧设备型号、容量，炉水处理 

方式；一级供热管网补水水源，补水、循环水水处理设备型号、 

台数、额定功率；

6 一级供热管网定压方式、定压点；补水泵型号、台数、 

额定参数；

7 一级供热管网循环泵型号、台数、额定参数；

8 一级供热管网供热量调节方式：

1 ) 供、回水温度调节方式；

2 ) 循环水泵流量调节方式；

3 ) 燃烧系统调节方式，鼓、引风机及炉排转速调节方式；

4 ) 供热集中监控系统采用情况；

5 ) 各台锅炉运行时间段调节方式；

6 ) 其他耗能设备调节方式；

9 蒸汽流量、供热量、水* i t * 仪 誠 燃 料 耗 * 备 类 型 ：

1 ) 蒸汽流量计量仪表；

2 ) 供热量计量仪表；

3 ) 供热管网循环水量计量仪表；

4 ) 补水量、凝结水量、排污水量计量仪表；

5 ) 燃料计量方式及计量设备；

1 0 供配电系统：

1 ) 供电来源、电压等级、负荷等级；电气系统容量及结 

构、无功补偿方式；

2 ) 变压器型号、台数、额定参数；配电回路设置、用电 

设备的额定功率；

3 ) 锅炉房总用电量计量方式；主回路计量、各支回路分 

项计量方式；



11 一级供热管网系统划分情况：各支路名称、管径、调节 

阀门设置；

1 2 热回收设条及已采取的节能措施等。

3. 3. 3 区域锅炉房节能改造节能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锅炉：

1 ) 燃料消耗量、炉排转速；

2 ) 热水锅炉的供水、回水压力、温度、循环水量、热负 

荷、供热量；蒸汽锅炉的蒸汽压力、温度、流量、热 

负荷；给水压力、温度、流量；

3 ) 凝结水压力、温度、流量；锅炉排污量；

4 ) 锅炉、热力管道表面温度；

5 ) 多个供热回路的每个回路的供水、回水压力、温度、 

流量、热负荷、供热量；

6 ) 炉膛温度、过量空气系数（含氧量）、炉膛负压、排烟 

温度、灰渣可燃物含量等；

2 一级供热管网循环水泵：

1 ) 水泵进口、出口压力；

2 ) 水泵流量；

3 水质、补水量：

1 ) 锅炉炉水、给水、凝结水水质；

2 ) 供热管网循环水、补水水质；

3 ) 供热管网补水量等；

4 供配电系统：

1 ) 变压器负载率、电动机及仪表运行状况；

2 )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功率因数、谐波电压及谐波电流 

含量、电压偏差；

5 用电设备的输入功率：

1 ) 循环水泵、补水泵、蒸汽锅炉给水泵、凝结水泵；

2 ) 锅炉配套辅机包括炉排、鼓风机、引风机、除尘、脱 

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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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锅炉运煤除渣包括磨煤机、皮带运输机、提升机、除 

渣机等。

3 . 4 热 力 站

3 . 4 . 1 热力站节能改造应收集、查阅下列资料：

1 竣工图纸、设计图纸及相关设备技术资料、产品样本；

2 维修改造记录；

3 运行记录：

1 ) 温度、压力、流量、热负荷等运行参数；

2 ) 供热量、耗汽量、耗电量及系统充水量、补水量等；

4 供热范围、供热面积、设计供热参数、热力站设计供热 

负荷、与其连接的用户名称、用热单位类型、负荷特性、投入运 

行的时间及供暖期供热天数；

5 一级供热管网供热参数、热力站与一级供热管网连接 

方式；

6 供暖期供热量、耗汽量、耗热量、补水量、耗电量；

7 电价、水价、热价等运行费用基价。

3 . 4 . 2 热力站节能改造现场查勘应记录下列内容：

1 换热设备类型、台数、换热面积、水容量、额定参数、 

额定工况传热系数、供热参数；

2 一级供热管网分布式循环水泵型号、台数、额定参数；

3 混水泵型号、台数、额定参数；

4 凝结水回收方式、凝结水回收设备型号、台数、额定参 

数；疏水器类型；

5 二级供热管网补水水源，水处理设备型号、台数，补水 

方式和水处理方式；

6 二级供热管网定压方式、定压点，补水泵型号、台数、 

额定参数；

7 二级供热管网循环泵型号、台数、额定参数等；

8 二级供热管网供热量调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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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供、回水温度调节方式；

2 ) 循环水泵定流量或变流量运行调节方式；

3) 一级供热管网供热量、蒸汽量调节方式；

4 ) 热力站供热系统自动监控技术采用情况；

5 ) 其他耗能设备调节方式等；

9 蒸汽流量、供热量、水量计量仪表类型：

1 ) 汽-水换热设备蒸汽流量计量仪表；

2 ) 水-水换热设备、混水设备供热量计量仪表；

3) 二级供热管网循环水量计量仪表；

4 ) 补水量、凝结水量计量仪表等；

1 0 供配电系统应包括：

1 ) 供电来源、电压等级、负荷等级；

2 ) 电气系统容量及结构；

3 ) 无功补偿装置；

4 ) 配电回路设置、用电设备的额定功率；

5 ) 热力站总用电量计量方式、主回路计量、各支回路分 

项计量方式；

11 二级供热管网系统各支路名称、管径、调节阀门设置划 

分情况；

1 2 热回收设备及已采取的节能措施等。

3 . 4 . 3 热力站节能改造节能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换热设备、混水设备：

1 ) 热源侧包括一级供热管网供、回水压力、温度、循环 

水量、供热量、热负荷，蒸汽压力、温度、流量、热 

负荷；

2 ) 负荷侧包括二级供热管网供水、回水压力、温度、流 

量、热负荷、供热量；

3 ) 汽水换热设备凝结水压力、温度、流量、凝结水回收 

量，凝结水回收方式；

4 ) 换热设备、混水设备、热力管道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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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当有多个供热回路时，应检测每个回路的供水、回水 

压力、温度、流量、热负荷、供热量等；

2 一级供热管网分布式水泵、二级供热管网循环水泵、混 

水泵：

1 ) 水泵进口、出口压力；

2 ) 水栗流量；

3 水质、补水量：

1 ) 换热设备凝结水水质；

2 ) 供热管网循环水、补水水质；

3 ) 供热管网补水量等；

4 供配电系统：

1 ) 变压器负载率、电动机及仪表运行状况；

2 )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功率因数、谐波电压及谐波电流 

含量、电压偏差；

5 循环水泵、补水泵、凝结水泵等用电设备的输入功率。 

3 . 4 . 4 隔压站的节能查勘内容按本节执行。

3 . 4 . 5 热水供热管网中设置的中继泵站的节能检测内容应按本 

规范第3. 4. 3 条第2 款执行。

3 . 5 供 热 管 网

3 . 5 . 1 供热管网节能改造应收集、查阅下列资料：

1 竣工图纸、设计图纸及相关设备技术资料、产品样本；

2 维修改造记录；

3 温度、压力、系统充水、补水量等运行记录；

4 供热范围、供热面积、供热半径、供热管网类型、介质 

类型、负荷类型、设计供热参数、设计供热负荷、投入运行的时 

间、供暖期供热天数；

5 供热管网沿途设置：

1 ) 热源或多热源名称、位置•’
2 ) 热力站、隔压站名称、位置；中继泵站名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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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检查室名称、位置;
4 ) 与供热管网连接的用户名称、位置等；

6 一级供热管网与热力站的连接方式、二级供热管网与用 

户的连接方式等。

3 . 5 . 2 供热管网节能改造现场查勘应记录下列内容：

1 管道敷设方式、敷设距离；

2 检查室、管沟工作环境，管道的保温结构及工作状况；

3 管道材质、主干管管径；

4 调控阀门、泄水阀门、放气阀门、疏水器位置、开启状 

态；补偿器、支座类型、位置、工作状况；

5 已采取的节能措施等。

3 . 5 . 3 供热管网节能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室、管沟内热力管道的外表面温度；

2 热力站内一级供热管网供水、回水压力、温度、循环水 

量，蒸汽压力、温度、流量；

3 用户热力入口供水、回水压力、温度、循环水量；

4 供热管网管道沿途温降等。

3 . 6 建筑物供暖

3 . 6 . 1 建筑物供暖节能改造应收集、查阅下列资料：

1 竣工图纸、设计图纸及相关设备技术资料、产品样本；

2 维修改造记录；

3 温度、压力、供热量等运行记录；

4 供暧建筑面积、层数、建筑类型、建筑物设计年限、投 

入运行的时间、负荷特性、供暖时间、供暖期供热天数；

5 设计供热负荷、循环水量、阻力、供回水设计温度、室 

内设计温度等。

3. 6. 2 建筑物供暖节能改造现场查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物围护结构保温状况、门窗类型；

2 热力入口位置、环境、保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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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力入口与供热管网的连接方式；

4 热力入口阀门、仪表、计量设施；

5 供暖系统形式；

6 室内供暖设备类型；

7 用户热分摊方式、室内温控装置；

8 已采取的节能措施等。

3 . 6 . 3 建筑物供暖节能改造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典型房间室内温度；

2 供暖系统水力失调情况；

3 用户热分摊仪表计量数据；

4 热力入口供、回水温度、循环水量，供水、回水压力; 
5 热力入口热计量数据；

6 必要时对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进行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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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 能 评 估

4.1 _ 般 规 定

4. 1. 1 供热系统节能评估工作应包括现有供热系统主要运行指 

标的合格判定和总体评价、不合格指标的原因分析和节能改造建 

议，并应编写供热系统节能评估报告。

4 . 1 . 2 供热系统主要运行指标应包括主要能耗、主要设备能效、 

主要参数控制水平。

4 . 2 主 要 能 耗

4. 2 .1 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的检测持续时间不宜小于 

48h，检测结果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应符合表4. 2. 1 的 

规定，否则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 

量应按下式计算：

Bq =  ^  (4. 2. 1)

式中： —— 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燃煤：kgce/GJ; 
燃气: Nm3/G J；燃油：kg/GJ)；

G~ 检测期间燃料消耗量（燃煤：k g c e ;燃气：Nm3;
燃油：kg);

Q~ 检测期间供热量（GJ)。

表 4. 2.1 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

燃 煤 锅 炉 （kgce/GJ) 燃 气 锅 炉 （Nm VGJ) 燃 油 锅 炉 （kg/GJ)

< 4 8 .  7 < 3 1 .  2 < 2 6 . 5

4 . 2 . 2 锅炉房、热力站供暖建筑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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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应符合表4. 2. 2 -1的规定， 

否则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供暖建筑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应按 

下式计算：

BA -  ^  (4. 2. 2-1)

式中： ——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燃煤：kgce/m2; 
燃气 : Nm3/m 2; 燃油：kg/m 2);

Go—— 供暖期燃料消耗量（燃煤：k g c e ;燃气：Nm3;
燃油: kg)；

A —— 供暖建筑面积（m2)。

表 4. 2. 2 - 1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

地 区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

热电厂 

(GJ/ m2)
燃煤锅炉 

(kgce/m2)
燃气锅炉 

(Nm3 /m2)
燃油锅炉 

(kg/m2)

寒冷地区（居住建筑） 0. 25〜0. 38 12 〜18 8〜12 7〜10

严寒地区（居住建筑） 0. 40〜0. 55 19—26 12 〜17 10 〜15

2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电量应符合表4. 2. 2 -2的规定，否 

则应判定检测结果为不合格。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电量应按下式 

计算：

EA = 亨 (4. 2. 2-2)

式中：Ea——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电量（kW h/m 2);
E0—— 供暧期耗电量（kW h);
A —— 供暖建筑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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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2 - 2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电量

地 区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电量（kWh/m2)

燃煤锅炉房 燃气、燃油锅炉房 热力站

寒冷地区（居住建筑） 2. 0〜3. 0 1. 5 〜2. 0 0. 8〜1.2

严寒地区（居住建筑） 2. 5〜3. 7 1. 8〜2. 5 1.0 〜1.5

4 . 2 . 3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热量应符合表4. 2. 3 的规定，否则 

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供暧建筑单位面积耗热量应按下式 

计算：

QyA = 宁  (4. 2 .3)

式中：QyA——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热量（GJ / m2);
QyO—— 供暖期建筑物热力入口供热量（GJ);
Ay—— 建筑物供暖建筑面积（m2)。

表 4. 2. 3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热量

地 区 建筑物单位供暖建筑面积供暖期耗热量（GJ/mO

寒冷地区（居住建筑） 0. 23〜0. 35

严寒地区（居住建筑） 0. 37〜0. 50

4 . 2 . 4 供热系统补水比、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补水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补水比的检测期持续时间不应小于24h，补水比应符合 

表 4. 2. 4 的规定，否则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补水比应按下式 

计算：

Wy =  (4. 2. 4-1)

式中：Wv—— 补水比（％ );
Wd—— 检测期间日补水量（m3);
V —— 供热系统水容量（m3)。

2 供暧期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补水量应符合表4. 2. 4 的规定， 

否则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供暧建筑单位面积补水量应按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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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

W a =  1QQ̂ W° (4. 2. 4-2)

式中：W A——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补水量（L /m 2或 kg/m 2);
W0—— 供暖期供暖系统补水量（m3);

A —— 供暖建筑面积（m2)。

表 4. 2 .4 补水比、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补水量

地 区

补水比

(%)
供暖期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补水量 

Wa (L/m2 或 kg/ m2)

一级供热 

管网

二级供热 

管网

一级供热 

管网

二级供热 

管网

寒冷地区（居住建筑）
<1 <3

<15 <30

严寒地区（居住建筑） <18 <35

4 . 3 主要设备能效

4 . 3 . 1 锅炉运行热效率、灰渣可燃物含量、排烟温度、过量空 

气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锅炉运行热效率应符合表4. 3. 1 -1的规定，否则应判定 

检测结果不合格。锅炉运行热效率按下式计算：

% =  “ • 3. D/g qgc x

式中：%—— 锅炉运行热效率（％ );
Qg—— 检测期间锅炉供热量（GJ); 
qgc—— 燃 料 低 位 发 热 量 （燃 煤 ：G J /k g c e ;燃 气 : 

GJ/Nm3；燃油：GJ/kg)；
Gg—— 检测期间锅炉燃料输入量（燃煤：k g c e ;燃气 : 

Nm3; 燃油：kg)。
2 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排烟温度、过量空气系数应 

符合表4. 3. 1-2规定，否则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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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1 - 1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蒸发量(t/h) 

或热功率(MW)

额定运行热效率( ％)

燃煤层状燃烧 燃煤流化床燃烧 抛煤机链条炉
燃气、燃 

油锅炉

烟煤 贫煤 无烟煤 褐煤
低质

煤
烟煤 贫煤 褐煤 烟煤 贫煤 重油

燃气

轻油

I n m I II ID I n III n ID

1〜 2 或 0. 7〜 1. 4 73 76 78 75 70 68 72 74 73 76 78 75 76 — — — 87 89

2. 1 〜 8 或 1 .5 〜 5. 6 75 78 80 76 71 70 75 76 74 78 81 82 80 81 80 82 79 88 90

8. 1 〜20 或 5. 7-14 76 79 81 78 74 73 77 78 76 79 82 83 81 82 80 82 79 89 91

21〜40或 15〜29 78 81 83 80 77 75 80 81 78 80 83 84 82 83 81 83 80 90 92

>40 或>29 80 82 84 81 78 76 81 82

64MW〜70MW热水锅炉 — 83

116MW热水锅炉 — — — — — — — — — 88 — — — — —

^  注 :燃气冷凝式热水锅炉的运行热效率应大于或等于97%;燃气冷凝式蒸汽锅炉的运行热效率应大于或等于95% 。



表4. 3. 1-2 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排烟温度、过量空气系数

灰渣可燃物含量（％) 排烟温度(C ) 过量空气系数

额定蒸发量(t/h) 烟煤 无烟煤 无尾部受热
有尾部受热 

面蒸汽、热
燃煤层燃

燃气

或热功率(MW) 低质
贫煤 褐煤 蒸汽锅炉 热水锅炉 水锅炉 无尾 有尾

燃煤

流化床
燃油

煤 部受

热面

部受

热面

锅炉I n in 1 11 111
煤 油、气 煤 油、气

煤 油、气

1〜2或 0.7〜1.4 20 18 18 16 18 18 21 18 18 <250 <230 <220 <200

2. 1 〜8 或 1_5〜5. 6 18 15 16 14 16 15 18 15 16 — — 一 — <180 <160 <1. 65<1. 75 <1. 50<1.20

^8 . 1 或>5. 7 14 12 13 11 13 12 15 12 14 — — —

64MW〜70MW热水锅炉 <150

116MW热水锅炉 <130



4 . 3 . 2 水泵运行效率小于额定工况效率的90%时，应判定检测 

结果不合格。水泵运行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7?b =  ^  X 100% (4. 3. 2-1)

Hb =  H 2 — H i (4. 3. 2-2)
式中：%—— 水泵运行效率（％ );

Gb—— 检测期间水泵循环流量（m3/h ) ;
H b—— 检测期间水泵扬程（MPa);
N b—— 检测期间水泵输人轴功率（kW );
H 2—— 水泵出口压力（MPa);
H y—— 水泵进口压力（MPa)。

4 . 3 . 3 换热设备换热性能、运行阻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换热性能小于额定工况的90%时，应判定检测结果不 

合格。换热性能应按下式计算：

kF =  — (4.  3. 3-1) 
A^P X r

Atp = 「今 A_—.斧S  (4. 3. 3-2)P In (A td/A tx)
式中：kF—— 换热设备换热性能（GJ /°C • h)；

Q i—— 检测期间热力站输入热量（GJ); 
a^p— 检测期间换热设备对数平均换热温差r c ) ;  
a g — 检测期间换热设备温差较小一端的介质温差r c ) ; 

—— 检测期间换热设备温差较大一端的介质温差r c ) ; 
r  检测持续时间（h)。

2 当换热设备热源侧、负荷侧运行阻力大于O .IM P a时， 

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运行阻力应按下式计算：

Ah - h\ 一 h2 (4. 3. 3-3)
式中：M —— 换热设备热源侧、负荷侧阻力（MPa); 

h2 检测期间换热设备出水压力（MPa); 
h ,—— 检测期间换热设备进水压力（MPa)。

4. 3. 4 供热管网输送效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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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一级供热管网输送效率小于95%时，应判定检测结果 

不合格。一级供热管网输送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  ^q 1 X 100% (4. 3. 4-1)

式中：Vi--------- 级供热管网输送效率

2 Q i—— 检测期间各热力站输入热量之和（GJ);
Q^ 检测期间热电厂首站或区域锅炉房输出热量（GJ)。 

2 当二级供热管网输送效率小于92%时，应判定检测结果 

不合格。二级供热管网输送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rj2 =  X 100% (4. 3. 4-2)
W2

式中：化—— 二级供热管网输送效率（％ );
SQy—— 检测期间各用户供热量之和（GJ);

Q2—— 检测期间热力站输出热量（GJ)。
4. 3. 5 当供热管网沿程温降不满足表4. 3. 5 的规定时，应判定 

检测结果不合格。供热管网沿程温降应按下式计算：

zVL =  tu ~  tu  ( 4 . 3 . 5 )

式中：A k—— 供热管网沿程温降rC /k m ) ;
L —— 供热管网检测段首端供热介质温度r c ) ;
^ —— 供热管网检测段末端供热介质温度r c ) ;
L—— 供热管网检测段长度（km)。

表 4. 3. 5 供热管网沿程温降

敷设方式
供热管网沿程温降rc /km )

热水管道 蒸汽管道

地下敷设 <0. 1
<1. 0

地上敷设 <0. 2

4 . 4 主要参数控制

4 . 4 . 1 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及供水、回水温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一级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高于供热调节曲线设定的温 

度或供水、回水温差小于设计温差的80%时，应判定检测结果 

不合格。供水、回水温差应按下式计算：

△丁 =  Ti — T2 (4. 4. 1-1)
式中：AT---------级供热管网供水、回水温差 r c ) ;

T：---------级供热管网供水温度（C );
t 2---------级供热管网回水温度r c )。

2 当二级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高于供热调节曲线设定的温 

度或供水、回水温差不在10C〜151：的范围内，应判定检测结 

果不合格。供水、回水温差应按下式计算：

At =  — 12 (4. 4. 1-2)
式中：& 二级供热管网供水、回水温差 r c ) ;

( c ) ;
( 0C )o

4 . 4 . 2 供热管网的流量比、水力平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流i t 比小于0. 9 或大于1. 2 时，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 

格。流量比应按下式计算：

n =  ^  (4. 4. 2-1)
r̂yj

式中：n—— 建筑物热力人口处检测循环水量与设计循环水量的 

比值；

A —— 建筑物热力入口处检测循环水量（rn3/h ) ;
—— 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计循环水量（m3/h )。

2 水力平衡度大于1 .33时，应判定检测结果不合格。水力 

平衡度应按下式计算：

7 1 = ^  (4 .4.2-2)
m̂in

式中：n0------水力平衡度；

n_c 各建筑物热力人口流量比的最大值；

—— 各建筑物热力入口流量比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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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 3 供暖建筑室内温度、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室内温度应满足下列公式：

ŷmin 玄j 2 

ŷmax t) 1
式中： —— 建筑物室内最低温度r c ) ;

—— 建筑物室内最高温度r c ) ;
^ —— 建筑物室内设计温度r c )。

2 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应满足下式：

tn> t\
式中：tn—— 建筑物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r c ) ;

—— 建筑物室内温度的露点温度r c )。

4 . 5 节能评估报告

4 . 5 . 1 供热系统节能评估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现有供热系统概述；

2 现有供热系统主要能耗、主要设备能效、主要参数控制 

水平指标的评估及结论；

3 不合格指标的原因分析；

4 现有供热系统总体评价；

5 节能改造可行性分析及建议；

6 预期节能改造效果。

4 . 5 . 2 现有供热系统概述应根据收集、查阅的有关技术资料及 

到现场查勘的情况编写。

4 . 5 . 3 现有供热系统主要能耗、主要设备能效、主要参数控制 

水平的评估应根据本规范第3 章检测所获得的数据，按本规范第

4. 2〜4. 4 节的规定进行定性评估。

4 . 5 . 4 对现有供热系统主要能耗、主要设备能效、主要参数控 

制水平的不合格指标应进行综合分析，并应提出造成指标不合格 

的主要因素。

(4. 4. 3-1) 
(4. 4. 3-2)

(4. 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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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 5 现有供热系统总体评价应提出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并应拟定节能改造的项目。

4. 5. 6 节能改造可行性分析及建议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可行性分析应按拟定的节能改造的项目，根据现有供热 

系统的实际情况、节能改造的投资及节能收益等因素，逐一进行 

经济技术分析，提出需要进行节能改造的项目。

2 对需要进行节能改造的项目，应提出节能改造建议，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节能改造建议应明确改造的主要内容、参数控制指标、 

节能潜力分析；

2 ) 各节能改造项目的实施顺序，验收合格要求等。

4 . 5 . 7 预期节能改造效果应计算节能率及投资回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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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 能 改 造

5.1 一 般 规 定

5 . 1 . 1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内容应包括供热热源、热力站、供热 

管网及建筑物内供暖系统。

5 . 1 . 2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方案应根据节能评估报告制定，并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城镇供热系统节能技术规范》C JJ/T185、《锅炉房设 

计规范》GB 50041、《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U 34及 《供热 

计量技术规程》 1 7 3的规定。节能改造方案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技术方案文件，并应包括项目概述、节能评估报告简述、 

方案论证及设备选型、节能效果预测、经济效益分析等；

2 设计图；

3 设计计算书。

5.1. 3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工程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限制使 

用的设备、材料。

5. 1. 4 供热面积大于100万 m2 或热力站数量大于1 0个的供热 

系统，宜设置供热集中监控系统，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 的

规定。

5 . 1 . 5 热电厂首站、锅炉房总出口、热力站一次侧应安装热计

量装置。

5 . 1 . 6 建筑物热力入口应设置楼前热量表。

5. 1 . 7 项目改造单位应组织专家对节能改造方案进行评审。

5 . 2 热电厂首站

5 . 2 . 1 热电厂首站应具备供热量自动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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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 2 热电厂首站出口的循环水泵应设置调速装置。

5. 2.3 一个供热区域有多个热源时，宜将多个热源联网运行。 

5 . 2 . 4 以供暖负荷为主的蒸汽供热系统，宜改造为高温水供热

系统。

5. 2. 5 小型热电机组供热可采用热电厂低真空循环水供热。 

5 . 2 . 6 大型热电机组供热可采用基于吸收式换热技术的热电

联产。

5 . 2 . 7 热电联产供热系统宜全年为用户提供生活热水。

5 . 3 区域锅炉房

5. 3 . 1 锅炉房应设置燃料计量装置。燃煤锅炉应实现整车过镑 

计量，同时宜设置皮带计量、分炉计量，应满足场前、带前、炉 

前三级计量；燃 气 （油）锅炉的燃气（油）量应安装连续计量装 

置，并应实现分炉计量。

5. 3. 2 燃煤锅炉房有三台以上锅炉或单台锅炉容量大于或等于 

7MW (或 1 0 t /h )、燃 气 （油）锅炉房有两台以上锅炉同时运行 

时，应设置锅炉房集中监控系统，宜由不间断电源供电，并应符 

合本规范附录B 的规定。

5 . 3 . 3 链条炉排的燃煤锅炉宜采用分层、分行给煤燃烧技术。 

5 . 3 . 4 燃 气 （油）锅炉房应根据供热系统的调节模式、锅炉燃 

烧控制方式采用气候补偿系统，气候补偿系统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

5 . 3 . 5 炉排给煤系统宜设调速装置，锅炉鼓风机、引风机应设 

调速装置。鼓风机、引风机的运行效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 

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的有关规定。

5 . 3 . 6 当 1 .4 M W 以上燃气（油）锅炉燃烧机为单级火调节时， 

宜改造为多级分段式或比例式燃烧机。

5 . 3 . 7 燃 气 （油）锅炉排烟温度和运行热效率不符合本规范表 

4.3. 1-1、表 4. 3. 1 -2的规定时，宜设置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烟 

气冷凝回收装置应满足耐腐蚀和锅炉系统寿命要求，并应使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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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原动力下安全运行。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设置及选型应符 

合本规范附录D 的规定。

5 . 3 . 8 当供热锅炉的运行效率不符合本规范表4. 3. 1 -1的规定， 

且锅炉改造或更换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小于或等于8 年时，宜进行 

相应的改造或更换。

5. 3 . 9 同一锅炉房向不同热需求用户供热时应采用分时分区控 

制系统，分时分区控制系统应符合本规范附录E 的规定。

5 . 3 . 1 0 当供热系统由一个区域锅炉房和多个热力站组成，且供 

热负荷比较稳定时，宜采取分布式变频水泵系统。

5. 3 .1 1 锅炉房直供系统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节能改造：

1 当各主要支路阻力差异较大时，宜改造成二级泵系统；

2 当锅炉出口温度与室内供暖系统末端设计参数不一致时， 

应改成混水供热系统或局部间接供热系统；

3 当供热范围较大，水力失调严重时，应改造成锅炉房间 

接或直供间供混合供热系统。

5. 3. 1 2 循环水泵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变流量和热计量的系统其循环水泵应设置变频调速装置； 

循环水泵进行变频改造时，应在工频工况下检测循环水泵的 

效率；

2 循环水泵改造为大小泵配置时，大、小循环水泵的流量 

宜根据初期、严寒期、末期负荷变化的规律确定；

3 当锅炉房的循环水泵并联运行台数大于3 台时，宜减少 

水栗台数。

5 . 3 . 1 3 换热器、分集水器等大型设备应进行外壳保温。

5 . 3 . 1 4 锅炉房内的水系统应进行阻力平衡优化。

5. 3 .1 5 当锅炉房的供配电系统功率因数低于0. 9 或动力设备无 

用电分项计量回路时，应进行节能改造。

5 . 3 . 1 6 当锅炉房的炉水、给水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锅炉 

水质》G B /T  1576的规定时，应对设施进行改造。

5. 3 .1 7 开式凝结水回收系统应改造为闭式凝结水回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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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热 力 站

5. 4. 1 热力站循环水泵应设置变频调速装置。

5. 4. 2 热力站应采用气候补偿系统或设置其他供热量自动控制

装置。

5 . 4 . 3 热力站水系统应进行阻力平衡优化。

5 . 4 . 4 热力站应对热量、循环水量、补水量、供回水温度、室 

外温度、供回水压力、电量及水泵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5 . 4 . 5 当二次侧的循环水、补水水质不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 

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JJ 3 4 的规定时，应对水处理设施进行 

改造。

5. 4 . 6 热力站换热器宜选用板式换热器。

5 . 4 . 7 开式凝结水回收系统应改造为闭式凝结水回收系统。

5 . 5 供 热 管 网

5. 5 .1 当供热管网输送效率不符合本规范第4. 3. 4 条的规定时， 

应根据管网保温效果、非正常失水控制及水力平衡度三方面的查 

勘结果进行节能改造。

5. 5. 2 当系统补水量不符合本规范表4. 2. 4 的规定时，应根据 

查勘结果分析失水原因，并进行节能改造。

5. 5. 3 当供热管网的水力平衡度不符合本规范第4. 4. 2 条的规 

定时，应进行管网水力平衡调节和管网水力平衡优化，管网水力 

平衡优化应符合本规范附录F 的规定。

5 . 5 . 4 当供热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 

供热系统节能技术规范》CJJ/T 18 5和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 

范》CJJ 3 4的规定执行。

5 . 5 . 5 供热系统的中继泵站水泵的节能改造应符合本规范第

5. 3. 1 2条的规定。

5. 5 . 6 根据检测结果，在一级供热管网、热力站、二级供热管 

网、热力入口处应安装水力平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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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 7 供热管网宜采用直埋敷设方式。

5 . 6 建筑物供暖系统

5. 6 . 1 室内供暖系统应设置用户分室（户）温度调节、控制装 

置及分户热计量的装置或设施。

5 . 6 . 2 住宅室内供暖系统热计量改造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供 

热计量技术规程》JGJ 173的有关规定。

5 . 6 . 3 室内供暖系统应在建筑物内安装供热计量数据采集和远 

传系统，楼栋热量表、分户计量装置、室温监测装置等的数据采 

集应在本地存储，并应定期远传至热计量集控平台。

5. 6. 4 室内垂直单管顺流式供暖系统应改为垂直单管跨越式或 

垂直双管式系统。

5 . 6 . 5 室内供暖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时，应对散热器配置、水力 

平衡进行复核验算。

5. 6 . 6 楼栋内由多个环路组成的供暖系统中，应根据水力平衡 

的要求，安装水力平衡装置。

5 . 6 . 7 楼栋热力人口可采用混水技术进行节能改造。

5 . 6 . 8 供暖系统宜安装用户室温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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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及验收

6.1 一 般 规 定

6. 1 .1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施工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6 . 1 . 2 工程施工应按设计文件进行，修改设计或更换材料应经 

原设计部门同意，并应有设计变更手续。

6 . 1 . 3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施工及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锅 

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3、《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CU 2 8及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11的有关规定。

6. 1. 4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安装调试不应降低原系统及设备的安

全性能。

6 . 2 自动化仪表安装调试

6. 2 .1 供热系统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彳f 国家标 

准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及本规范 

附录A 的规定。

6 . 2 . 2 供热系统自动化仪表工程安装完毕后，应进行单机试运 

行、调试及联合试运行、调试。

6. 2 . 3 自动化仪表工程的调试应按产品的技术文件和节能改造 

设计文件进行。

6. 2. 4 供热系统调节控制装置的节能测试应在室内温控调节装 

置验收合格、系统水力平衡调节符合要求后进行。

6 . 3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安装调试

6 . 3 . 1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及被加热水系统应进行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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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烟气流向、被加热水流向应有标识；

3 烟气进出口均应设置温度、压力测量装置；

4 被加热水进出口均应设置温度及压力测量装置，并宜设 

置热计量装置或热水流量计。

6. 3 . 2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调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烟气侧应进行吹扫，水侧应进行冲洗，水、气管道应 

畅通；

2 被加热水系统充水后应进行冷态循环，每台烟气冷凝回 

收装置的被加热水量应达到最低安全值；

3 应进行热态调试，锅炉和被加热水系统的连锁控制应运 

行正常；启炉时，应先开启被加热水系统，后启动锅炉；停炉 

时，应先停炉，待烟温降低后，再停止被加热水系统；

4 进行单机调试时，应校核烟道阻力和背压、调节燃烧器、 

控制燃气和空气的比例、测试烟气成分。烟气余热回收装置对锅 

炉燃烧系统、烟风系统影响应降到最小；

5 单机试运行及调试后，应进行联合试运行及调试，并应 

达到设计要求。

6. 3 . 3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节能测试应分别在供热系统正常运 

行后的供暖初期、供暖末期及严寒期进行。测试时锅炉实际运行 

负荷率不应小于85%，每期测试次数不应少于2 次，每次连续 

测试时间不应少于2 h，取 2 次测试值平均值，节能测试数据按 

表 D. 0 .5 填写。对于设有辅机动力的烟气冷凝回收装置，计算 

节能率时应将辅机能耗计入输入值。

6 . 4 水力平衡装置安装调试

6 . 4 . 1 水力平衡装置的安装位置、预留空间应符合产品说明书 

要求。

6 . 4 . 2 与水力平衡装置配套的过滤器、压力表等辅助元件的安 

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6. 4. 3 供热系统水力平衡调试的结果应符合本规范第4. 4.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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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6 . 5 热计量装置安装调试

6. 5. 1 热计m 装置应在系统清洗完成后安装。

6. 5. 2 热i t 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M 表的前后直管段长度应符合热量表产品说明书的 

要求；

2 热量表应根据设计要求水平或垂直安装，热量表流向标 

识应与介质的流动方向一致；

3 热量表与两端连接管应同轴，且不得强行组对；

4 热量表的流量传感器应安装在供水管或回水管上，高低 

温传感器应安装在对应的管道上；

5 当温度传感器插入护套时，探头应处于管道中心位置；

6 热量表时钟应设定准确；

7 热量表数据储存应能满足当地供暖期供暖天数的日供热 

i t 的储存要求，宜具备功能扩展的能力及数据远传功能；

8 热量表安装后应对影响计量性能的可拆卸部件进行封印 

保护。

6 . 5 . 3 热计童装置的工作环境应与其性能相互适应，当环境不 

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6 . 5 . 4 热计i t 装置采用外接电源或连网通信时，应按照产品说 

明书的要求进行外部接线，并应采用屏蔽电缆线和接地等保护措 

施，对雷击多发区，应有防雷击措施。

6 . 6 竣 工 验 收

6. 6 . 1 节能改造后，系统应实现供热系统自动调节和节能运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锅炉房、热力站应能按用户负荷变化自动调节供热量；

2 热用户应能根据需求调节用热量，室温应能主动调节和 

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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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 . 2 节能改造后，系统应能实现供热计量，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锅炉房、热力站应能实现供热量计量；

2 楼栋、热力入口应能实现热量计童；

3 居住建筑应能实现分户计量；

4 热量计量、分户计量宜具备数据远传功能。

6 . 6 . 3 工程竣工后，应对技术资料进行归档，并应包括下列 

文件：

1 方案的论证文件及有关批复文件；

2 设计文件；

3 所采用的设备材料的合格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

4 工程验收检测报告等；

5 竣工验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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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节能改造效果评价

7. 0 .1 节能改造工程完成后应对实际达到的节能效果进行跟踪 

分析和进行能效评价，并应出具节能改造效果评价报告。

7 . 0 . 2 节能改造效果评价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节能改造设备运行情况及设备维修保养制度；

2 供热质量和调节控制水平；

3 供热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能耗指标及其与改造前的对比分

析等。

7. 0 . 3 供热系统的供热质量、运行效率、调控水平应达到节能 

评佔报告和节能改造方案的要求。

7 . 0 . 4 供热系统的能耗测试应包括供热锅炉效率、循环水泵运 

行效率、补水比、单位面积补水量、供热管网的输送效率、水力 

平衡度、建筑物室内温度等。

7 . 0 . 5 能耗评价应包括下列主要指标：

1 供暖期年燃料（标准煤、燃气、燃油）、热量、水量、电 

M 总消耗量；

2 单位供热M 的燃料（标准煤、燃气、燃油）、水量、电量 

消耗量;
3 单位供暖建筑面积的燃料（标准煤、燃气、燃油）、热 

M 、水量、电量消耗量。

7. 0. 6 节能改造后应通过对热源能耗进行计量和对系统测试分 

析核算节能率，并应进行总体改造效果分析，与改造方案进行

比较。

7. 0 . 7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工程完成后，应在资金回收周期内每 

年对节能率进行复核，当不能达到预期的节能效果或存在其他问 

题时，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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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 50041

图八. 1 . 1 供热集中监控系统结构示意 

A. 1. 2 锅炉系统控制参数应包括下列内容：

附录A 供热集中监控系统

A . 1 系统结构及控制参数

A. 1 .1 供热集中监控系统应包括锅炉房集中控制系统、热力站 

控制系统、热电厂首站控制系统和中继泵站控制系统（图 

A.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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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锅炉进、出口水温和水压；

2 锅炉循环水流量；

3 风、烟系统各段压力、温度和排烟污染物浓度；具体监 

控参数包括排烟温度、排烟含氧量、炉膛出口烟气温度、对流受 

热面进、出口烟气温度、省煤器出口烟气温度、湿式除尘器出口 

烟气温度、空气预热器出口热风温度、炉膛烟气压力、对流受热 

面进、出口烟气压力、省煤器出口烟气压力、空气预热器出口烟 

气压力、除尘器出口烟气压力、一次风压及风室风压、二次风 

报、给水调节阀开度、给 煤 （粉）机转速、鼓、引风进出口挡板 

开度或调速风机转速等；

4 耗煤量计量、耗油量计量或耗气量计量；

5 锅炉水循环系统总进出口温度、压力；

6 循环水泵变频频率反馈与控制；

7 自动补水变频频率反馈与控制和补水箱水位；

8 自动电磁泄压阀状态与控制；

9 各支路供水、回水温度和压力；

1 0 鼓、引风进出口挡板开度或调速风机转速；

1 1 炉膛温度、压力、含氧量及锅炉启停状态；

1 2 超温、超压或低温、低压、低水位报警。

A. 1 . 3 热力站系统控制参数应包括下列内容：

2 一 、二级网的热量（流量）以及室内外温度；

3 循环泵的启停状态与控制、频率反馈与控制；

4 自动补水变频，频率的反馈与控制；

5 热量监测与控制，一级网电动阀门的开度反馈与控制; 
6 自动泄压保护；

7 超温、超压或低温、低压、低水位报警等。

A. 1. 4 分时分区系统控制参数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楼前供水、回水温度、室内温度；

2 电动调节阀或变速泵的状态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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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系 统 功 能

A. 2. 1 集中监控系统应具备下列主要功能：

1 实时检测供热系统运行参数功能；

2 f j 动凋节水力工况功能；

3 调控热源供热量功能；

4 诊断系统故障功能；

5 建立运行档案功能。

A . 2 . 2 监控中心软件应具备下列主要功能：

1 监测显示功能；

2 控制功能；

3 报警功能；

4 数据库管理及报表功能；

5 统计分析功能；

6 远程传输和访问功能；

7 数据交换功能。

A. 2. 3 现场控制系统应具备下列主要功能：

1 参数测量功能；

2 数据存储功能；

3 自我诊断、自恢复功能；

4 日历、时钟和密码保护功能；

5 现场显示、人机界面操作功能；

6 气候补偿、分时分区、水泵变频调节等控制功能；

7 在主动或被动方式下与监控中心进行数据通信功能，通 

信系统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对于有远程监控内容的 

系统宜选择已有的GPRS、C D M A或 A D S L等公共通信网络；

8 故障报警、故障停机功能。

A. 2. 4 现场控制系统的报警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器应支持数据报警和故障报警；

2 故障和报警记录应自动保存，掉电不应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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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生报警时，控制器显示屏上应有报警显示，并应在控 

制柜内有声、光报警。

A . 3 硬件设备配置

A. 3 .1 监控中心设备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中心应包括服务器、操作员站、工程师站、不间断 

电源、交换机、路由器等；

2 系统应配置不少于30mm的不间断电源。

A. 3 . 2 现场控制器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数据采集、控制调节和参数设置功能；

2 应具有人机界面、系统组态、图形显示功能；

3 应具有串口、RJ45接口，并应具有能与监控中心数据双向 

通信功能，通信方式可采用以太网、ADSL宽带以及无线通信等；

4 应具有日历时钟的功能；

5 应具有自动诊断、故障报警功能；

6 应具有掉电自动恢复，且不丢失数据功能；

7 应具有数据存储、数据运算和数据过滤功能；

8 控制器的输入输出应采用光电隔离或继电器隔离，隔离 

电压应大于或等于1000V;
9 控制器宜为模块化结构，输入输出模块应具备可扩展 

功能；

1 0 控制器可通过相关的通信方式向上位机报警直至收到确 

认信息，内容应包括超温、超压、液位高低以及停电等信息；

1 1 宜具备W eb访问远程维护功能，可授权用户在任何地 

方通过有线或无线等方式了解控制器运行情况；

1 2 控制器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20;
2 ) 存储温度范围应为一10 C 〜70 C;
3 ) 运行温度范围应为0 C〜4CTC;
4 ) 相对湿度范围应为5%〜90% (无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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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3 温度传感器/ 变送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误差应为士 1°C，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B 级；

2 管道内温度传感器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25s，室外或室 

内安装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150s ；
3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
4 温度传感器应能在线拆装。

A. 3 . 4 压力变送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力测量范围应满足被测参数设计要求；传感器测量误 

差范围应为± 0 .5 % ;
2 过载能力不应低于标准量程的2. 5 倍；

3 稳定性应满足12个月漂移量范围为U R L的士0.1% ;
4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4。

A. 3. 5 热量表及流量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量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热量表》CJ 128的有关 

规定；

2 流量计准确度不应低于2 级；

3 流量计和热量表应具有标准信号输出或具有标准通信接 

口及采用标准通信协议。

A. 3. 6 温度计及压力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计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1 .5级，压力表准确度等级 

不应低于2 级；

2 温度计及压力表应按被测参数的误差要求和量程范围选 

用，最高测量值不应超过仪表上限量程值的70% 。

A . 3 . 7 电动调节阀及执行器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节阀应具有对数流量特性或线性流量特性，电压等级 

宜为交流或直流24V;
2 电动调节阀应具有手动调节装置；

3 电动调节阀应按系统的介质类型、温度和压力等级选定 

阀体材料；

4 阀门可调比率不应低于30% ，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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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阀并联；

5 电动调节阀在调节过程中的阀权度不应低于0 .3，且不 

得发生汽蚀现象；

6 蒸汽系统中使用的电动调节阀应具有断电自动复位关闭 

的功能；

7 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4;
8 电动调节阀应具有阀位反馈功能。

A. 3. 8 变频器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变频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第 2 
部分：一般要求低压交流变频电气传动系统额定值的规定》 

G B/T  12668.2的有关规定；

2 变频器应满足电机容量和负载特性的要求；

3 变频器宜配置进线谐波滤波器，谐波电压畸变率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的有关规定；

4 变频器的额定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 功率因数cos#应大于0.95;
2 ) 频率控制范围应为0 Hz〜50Hz;
3 ) 频率精度应为0.5 % ；

4 ) 过载能力应为110 % 、最小60s;
5 )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20;

5 变频器应有下列保护功能：

1 ) 过载保护；

2 ) 过压保护；

3 ) 瞬间停电保护；

4 ) 输出短路保护；

5 ) 欠电压保护；

6 ) 接地故障保护；

7 ) 过电流保护；

8 ) 内部温升保护；

9 ) 缺相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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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变频器应具有模拟量及数字量的输入输出（I / O ) 信号， 

所有模拟量信号应为国际标准信号；

7 操作面板应有下列功能：
1 )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
2 ) 变频器参数的设定控制；
3 ) 显示设定点和参数；
4 ) 显示故障并报警；
5 ) 变频器前的操作面板上应设有文字说明。

A. 3 . 9 现场控制柜体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 备 第 1 部分：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成套设备》GB 
7251. 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4 部分：对建筑工 
地用成套设备（A C S )的特殊要求》GB 7251. 4 和 《外壳防护等 
级 （IP 代码）》GB 4208的有关规定；

2 柜体防护等级不得低于IP41;
3 绝缘电压不应小于1000V;
4 防尘应采用正压风扇和过滤层；
5 对于装有变频的现场控制柜，柜门上应设置可调节各种 

参数变频调速用旋钮，并应安装有电压表、电流表、电机启停/  
急停控制按钮、信号灯、故障报警灯、电源工作指示灯等；

6 根据工艺要求应具备本柜控制、机旁就地控制、计算机 
控制多地控制选择功能，并应具备无源开关量外传监控信号；电 
源、电机启停/ 急停、故障报警信号触头容量不应小于5A;

7 柜内宜设置散热与检修照明、门控照明灯、联控排风 
扇等；

8 在环境温度0 C 〜3 0 C , 相对湿度90%的条件下应能正 
常工作。

A . 4 供热系统自动化仪表工程安装

A. 4. 1 现场控制柜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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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成套设备》GB 7251. 1 和 
《低压成套幵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4 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 
设 备 （A C S )的特殊要求》GB 7251. 4 的有关规定；

2 控制柜应远离高温热源、远离强电柜和强电电缆；
3 控制柜应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当受条件限制安装在易燃 

易爆环境中时，控制元件应加装防爆隔离装置；
4 安装位置应通风良好；
5 现场控制柜内强电弱电系统应独立设置，并且应有良好 

的接地。
A. 4. 2 电缆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额定电压 lk V (U m = 1 .2 k V )  
到 35kV(Um  =  40 .5kV )挤 包 绝 缘 电 力 电 缆 及 附 件 第 1 部分 : 
额定电压 lk V (U m = 1 .2 k V ) 和 3kV (U m = 3 . 6 k V )电缆》G B/T  
12706. 1 和 《额定电压  lk V ( U m =  1 .2 kV ) 到 35kV ( Um  =  
40. 5kV )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第 3 部分：额定电压35kV 
(U m =40. 5 kV )电缆》G B/T  12706. 3 的有关规定；

2 信号线应采用屏蔽电缆；
3 强电线和弱电线应安装在不同的线槽内；
4 信号线应采用屏蔽线，单独穿管或布于走线槽内；
5 电缆接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电缆导体用压接型 

铜、铝接线端子和连接管》G B/T  14315的有关规定；控制电缆 
端子板应设置防松件，并应采用格栅分开不同电压等级的端子； 
电缆端子部应有明显的相序标记、接线编号，电线和电缆线应进 
行分色，控制柜内部元器件的接线应采用双回头线压接，控制柜 
内塑铜线不得有裸露部分。
A. 4. 3 仪表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传感器/ 变送器：
1 ) 室外温度传感器应安装于室外靠北侧、远离热源、通 

风良好，防雨、没有阳光照射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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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温度传感器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0 .5 级 ；
3 ) 管道内安装的温度传感器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25s， 

室外或室内安装的温度传感器热响应时间不应大 
于 150s;

4 )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
5 ) 除产品本身配置不允许拆装外，温度传感器应能在线 

拆装；
6 ) 室内温度传感器应安装于通风情况好、远离热源、没 

有阳光直射的位置。
2 当热计量装置和流量计的安装没有特别说明时，上游侧 

直管段长度应大于或等于5 倍管径，下游侧直管段长度应大于或 
等于2 倍管径；

3 压力变送器：
1 ) 压力测量范围应满足被测参数设计要求，最高测量值 

不应大于设计量程的70% ，传感器测量准确度等级不 
应低于0 .5 级；

2 ) 过载能力不应低于标准量程的2. 5 倍 ；
3) 12个月漂移量应为U R L 的±0 . 1%;
4 )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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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锅炉房集中监控系统

图B. 1. 1 燃煤锅炉本体监控系统流程示意图
B 1 . 2 锅炉房集中监控系统包括多台锅炉群控、水系统监控等 
(图 B. 1.2) 。

系统结构及功能

系统包括燃烧控制、上煤除渣控制等锅炉房

E 温度传感器 
1D压力传感器 

囝流量计 
回含氧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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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温度 
^传 感 器  
@压力传感器  

E 温度传感器 

I 流量计

§ 电动蝶阔

0 液位计

g 电动调节阀

1号 2号 3号 4号

锅 锅 锅 锅
炉 炉 炉 炉

AI (j)x| d)y| 0 x 5  | (jk  ! ^卜4

D1 | i x 4  {ix2 6 x 2  <ĵ  x4

A O !>X] 1 cj)x6 <|)x|2

DO i x 4  c!>x4 <!)x8

图B. 1. 2 锅炉房集中监控系统流程示意图

B . 1 . 3 锅炉房集中监控应具有下列功能：
1 燃煤锅炉鼓风机、引风机、炉排应设置变频装置，应实 

现电气连锁，并应能按供热童自动调节风煤比；
2 当间接连接的供热系统多台锅炉并联运行时，应能自动 

关闭不运行的锅炉水系统；
3 应能对系统的供水温度实现室外气候补偿控制；
4 应能提供不同的供水温度，实现分时分区控制；
5 燃 气 （油）锅炉控制宜具有分档调节或比例调节功能；
6 应能实现系统定压补水功能；
7 应能实现适合供热系统特点的循环水流i t 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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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2 硬件设备配置

B . 2 . 1 监控中心设备配置应包括服务器、操作员站、工程师 
站、不间断电源、交换机、路由器等。
B . 2 . 2 现场设备配置应包括控制柜、通信设备、各种传感器和 
变送器、执行器和变频器、电动阀、电磁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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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气候补偿系统

■€>
-级泵 二级泵

用户回水

图C. 0. 2 - 1 锅炉房混水器气候补偿系统流程/下意图

带气候补偿器功能的锅 

炉控制装置
- © 典型用户室内温度 

•©室外温度

、供水温度

用户供水

比例调节的 
燃烧器

采暖循环泵

、回水温度

用户回水

图C. 0. 2 - 2 锅炉房燃烧机控制气候补偿系统流程示意图

C . 0 . 1 气候补偿系统可用于锅炉房、热力站、楼栋热力入口等。 
C . 0 . 2 锅炉房气候补偿系统可用于混水系统（图 C .0.2-1 ) 和 
燃烧机控制（图 C. 0.2-2) 。

© 典型用户室内温度 ^候补I偿装， 室外温度

锅炉
混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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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侧供水

一次侧回水

回水温度

■用户回水

图C. 0. 3 - 1 水-水换热系统采用电动三通分流阀气候 

补偿系统流程示意图

气候补偿装置
典型用户室内温度 

室外温度

供水温度

________ m  亡 /H* 士

C. 0. 3 热力站气候补偿系统可用于水-水换热系统三通阀门方式 
( 图 C. 0 .3 -1 )、水-水换热系统两通阀门控制方式（图C. 0.3-2) 、 
7jC-水换热系统一次侧分布式变频方式（图 C. 0 .3 - 3 )和汽-水换 
热 方 式 （图 C. 0.3-4) 。

气候补偿装置
- © 典型用户室内温度 
- © 室外温度

.供水温度

用户供水

回水温度

普
二次泵

用户回水

图C. 0. 3 - 2 水-水换热系统采用电动两通阀气候 

补偿系统流程示意图

换
热
器

换
热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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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用户室内温度 

-■ ©室外温度

•次侧供水

1

一次侧回水

丨变频器I

供水温度

用户供水

-次侧分布式变频泵

回水温度

二级泵

用户回水

图C. 0. 3 - 3 水-水换热系统采用一次侧分布式变频控制气候 

补偿系统流程示意图

气候补偿装置 典型用户室内温度 
室外温度

动两通阀&电动爾 
-DXI— CXI

|凝水箱

给水泵

分

疏水器

>供水温度 

—— 用户供水

回水温度

~ ^一 用 户 回 水

二级泵

图C. 0. 3 - 4 汽-水换热气候补偿系统流程示意图

C. 0. 4 气候补偿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1 人机对话、图文显示；
2 室外温度、供水温度、回水温度等数据采集； 
3 手动和自动切换；
4 参数设置；
5 故障报警、故障查询；

换

热

器

气候补偿装置

换
热
器



6 P II)或模糊控制等运算调节；
7 根据室外气候条件及用户的负荷需求的供热曲线自动 

调节；
8 数据存储；
9 控制器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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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

D . 0 . 1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可用于工业与民用燃气热水锅炉、蒸 
汽锅炉、直燃机等设备。
D . 0 . 2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应由换热器主体、烟气系统、被加热 
水系统或其他介质、排气与泄水装置、调节阀、温度和压力传感 
器等组成。
D . 0 . 3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计安装在靠近锅炉尾部出烟口处，并应设置独立支 
撑结构；

2 宜设置旁通烟道，当不具备设置旁通烟道时，应采取防 
止被加热水干烧的措施；

3 应设烟气冷凝水排放口，并应对冷凝水收集处理；
4 装置最高点应设置自动排气阀，最低点应设置泄水阀；
5 宜设置安全阀。

D .0 . 4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用耐腐蚀材料，并应满足锅炉设备使用寿命和承压 

要求；
2 装置的烟气阻力应小于lOOPa，不得影响锅炉的正常燃 

烧和原有出力；
3 装置的承压能力应满足热水系统的压力要求。

D. 0 . 5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安装测试内容及数据记录应按表  
D. 0. 5 的规定执行。

表 D . 0 . 5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安装测试内容及数据记录

项目
流量

(m”
温 度 （C) 压 力 （Pa) 热量

(MJ)
备注

进U 出口 温差 进U 出U 阻力

烟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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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D. 0. 5

项目
流量

(m 3)

温 度 r c ) 压 力 （Pa) 热量

(MJ)
备注

进口 出口 温差 进口 出口 阻力

被 加 热 水 回收 热量

燃 气 （油 ） — — — — — — 输 入 热 量

锅 炉 供 热 量 — — — 输 出 热 量

D. 0. 6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安装测试使用的测试仪表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被加热水流量测试应采用超声波流量计；
2 水温测试应采用销电阻温度计，烟气温度测试应采用热 

电偶；
3 烟气压力测试应采用U 型压力计，被加热水测试应采用 

压力表；
4 被加热水热量和锅炉供热量测试应采用超声波热量表。

53



附录E 分时分区控制系统

、供水 
贴&

水度回温

典型室
内温度

工作日: 17:  00〜8:00 
双休日：24h

控制器

典型室
内温度

全周：10:00、21 :30

典型室
内温度

工作日：8: 0(卜18:00 
双休H :不上班

控制器

电动调节阀

)------
水
li
i 

M

iA
A

图 E. 0. 1 分时分K 控制系统流程示意图

K. 0. 2 分时分「X:控制系统成具备自动分时分区按供热功能、 
防冻保护功能、全 f 丨动调T/功能、手动调节功能、多时段功能、 
故障保护功能和通信功能。

E . 0 . 1 分时分区控制系统吋川于不同供暖需求、不M 川热规律 
的建筑物 （图 E.O. 1) 。

( 3

商
业
建
筑

办
公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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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管网水力平衡优化

F. ()• 1 水力平衡优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化管网布局及调整管径应使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相 

对差额的计算值达到最小；
2 在干、支管道或换热末端处应设置水力平衡及调节阀门； 
3 在经济技术比较合理前提下，一次管网可采用分布式变 

频泵方式；
4 在经济技术比较合理前提下，二次管网可采用末端混水 

方式。
F. 0. 2 水力平衡装置及调控阀门的选用应根据下列条件确定：

1 供热管网形式；
2 供热管网运行调节模式；
3 热计M 及温控形式；
4 设计流量、压差；
5 产品的相关技术参数。

F. 0. 3 水力平衡调TT阀丨' ] 的应用应符合下列原则：
1 水力平衡阀应用于定流遺系统、部分负荷时压差和流M  

变化较小的变流S 系统，不应用于部分负荷时压差和流量变化较 
大的变流量系统；

2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应用于特定位置流量恒定的定流童系 
统，不应用于变流量系统；

3 自力式压差控制阀应用于部分负荷时压差和流量变化较 
大的变流量系统、被改造为变流适系统的定流f i 系统，或其他需 
要维持系统内某环路资用压差相对恒定的场合；

4 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调节阀可用于变流量系统的末端温 
控，或其他需兼顾水力平衡与控制的场合。



F. 0 . 4 对于下列情况，可通过增加楼前混水装置（图 F .0 .4 ) 
进行调节：

1 建筑供暖系统供水温度、供回水温差及资用压差参数与 
供热管网不符，且条件受限，无法实现建筑内采暖系统与供热管 
网间接连接时；

2 实现供热管网大温差小流量、楼内供暖系统小温差大流 
量用热时；

图F . 0 . 4 楼前混水系统示意图 

3 供热系统水力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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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或 “ 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 可”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 应符 
合……的规定” 或 “ 应按……执行” 。

57



引用标准名录

1 《锅炉房设计规范》GB 5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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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电力电缆导体用压接型铜、铝接线端子和连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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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 B/T  14549
1 4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
1 5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
1 6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1/T 132
1 7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J (；J 173
1 8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1 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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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JJ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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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规范

GB/T 50893 -  2013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规范》G B /T  50893 -  2013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2013年 8 月 8 日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111号公 
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院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 
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 
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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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节约资源是我国 
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 
发展战略。根 据 《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 
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的通知》（财 建 [2011] 12号）的精 
神，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分步骤实行供热分户计量、按照用热 
量收费的制度。新建建筑或者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当按 
照规定安装用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热系统调控装 
置。需要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来规范和监督供热系统节能改造 
工作。
1 . 0 . 3 以热电厂为热源的集中供热系统一般包括：热电厂首站、 
一级供热管网、热力站、二级供热管网及建筑物内供暖系统；以 
区域锅炉房为热源的集中供热系统一般包括：锅炉房、一级供热 
管网、热力站、二级供热管网及建筑物内供暖系统。锅炉房包 
括 ：燃煤锅炉房、燃 气 （油）锅炉房；锅炉介质包括：蒸汽、 
热水。
1 . 0 . 4 供热系统节能查勘工作包括：收集、查阅相关技术资料; 
到现场查勘供热系统的配置、运行情况及进行必要的节能检测工 
作等。
1 . 0 . 5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统筹进行， 
应以供热系统为单元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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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供热集中监控系统是对供热系统运行参数实现集中监测， 
根据负荷变化自动调节供热量，具有气候补偿、分时分区控制和 
锅炉房集中监控等功能中的一种或多种，可实现按需供热。对系 
统故障及时报警，确保安全运行；健全运行档案，达到量化管 
理，全面实现节能目标。
2. 0. 2 锅炉房集中监控系统具有监测锅炉或热源厂运行的所有 
参数及控制功能，例如燃煤锅炉鼓风机、引风机、炉排的变频控 
制、单台或多台锅炉安全经济、联合运行的控制等。
2. 0. 3 气候补偿系统是根据室外气候条件及用户负荷需求的变 
化，通过自动控制技术实现按需供热的一种供热量调节技术。气 
候补偿系统是独立的或集成在供热自动控制系统软件中一个功能 
模块的技术，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及用户不同时段的室温需求， 
按照设定的 “ 供水温度- 室外温度” 的供热曲线，自动调节供水 
温度符合设定值，然后按照规定的控制算法，通过电动调节阀或 
风机、水泵频率器等执行机构来调节供水温度，实现按需供热的 
一种节能技术。该技术能否起到节能作用的关键是应具备合理的 
调节策略，这也是气候补偿系统应用需特别注意的问题。
2 . 0 . 4 分时分区控制系统是通过可编程控制器、传感器和相应 
的执行机构，自动控制不同供暖需求、不同用热规律建筑物的供 
热量。在集中供热系统中存在居住建筑、办公楼、学校、大礼 
堂、体育场、工厂、商场等用热规律、用热需求不一致的供暖用 
户，或在同一建筑物内存在用热需求不一致的区域，在保证连续 
供暖用户正常供热的同时，采用分时分区控制系统，按不同地 
区、时段和用热需求进行供热量调节，实现按需供热，节约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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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 5 烟气冷凝回收技术是通过在燃气（油）锅炉尾部增设烟 
气冷凝换热装置，降低排烟温度，回收利用排烟显热和烟气中水 
蒸气凝结时放出的汽化潜热的节能技术。
2. 0 . 6 保持一定的锅炉负荷率是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尤其是 
燃煤锅炉。
2. 0 . 7 节能率是考核进行节能改造后的节能效果的计算方法， 
当实际的供暖期度日数与设计的度日数出入较大时，可对节能率 
进行修正。度日数是在供暖期内，室内温度18°C与当年供暖期 
室外平均温度的差值，乘以当年供暖期天数。
2 . 0 . 1 3 补水比用于日常监测，是控制供热系统每日的补水量， 
让运行人员知道正常运行时，每日的补水量不应超过某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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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 能 查 勘

3.1 一 般 规 定

3 . 1 . 1 由于供热系统的设计年限不同，热源设备、系统的能效 
不同及供热企业管理的水平不同，影响各供热系统能耗高的关键 
问题可能有所不同。在进行节能改造时首先查阅设计图纸，了解 
维修改造记录、运行记录等技术文件；到现场查勘供热系统配置， 
了解运行清况；对供热系统热源、供热管网、热力站及建筑物内供 
暖系统进行必要的节能检测，找出影响能耗高的关键问题，是节能 
改造的先导工作。本章列出需要收集、查阅近1 年〜2 年的资料。
3 . 1 . 2 热源设备主要指锅炉，规定单台设备负荷率大于50%时 
检测。这是因为当单台设备负荷率大于50%、燃煤锅炉的日平 
均运行负荷率达60%以上，燃 气 （油）锅炉的瞬时运行负荷率 
达 30%以上，锅炉日累计运行小时数在10h以上时，各项参数 
趋于稳定，检测数据比较接近设计工况。
3.1. 3 所列相关国家现行标准对供热系统各项参数的检测方法 
有具体规定，本规范不再重复。

3 . 2 热电厂首站

3 . 2 . 1 热电联产是发展集中供热的根本途径。供热机组有“ 背压 
式供热机组” 、“ 抽汽式供热机组” ；也有采用 “ 凝汽式机组” 循环 
水供热方式。热 电 厂 在 “ 首站” 设置专为供热系统用的加热器、 
循环水泵等设备。节能查勘工作主要针对“ 首站” 内的设备。
3 . 2 . 2 热电厂首站节能现场查勘记录。

1 对于严寒、寒冷地区，当采用单台背压式或抽汽式供热 
机组供热时，了解是否有备用汽源；当采用凝汽式机组冷凝器循 
环水供热时，了解凝汽式机组型号、台数及凝汽器真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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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凝结水回收方式指开式或闭式。
3 . 2 . 3 热电厂首站节能改造节能检测内容。

3 补水水质：当由热电厂水处理设备供给时，认为合格， 
可不检测；

4 当由热电厂厂用电供给时，认为合格，可不检测。

3 . 3 区域锅炉房

3 . 3 . 1 投入供热时间较长的供热系统，由于运行中用户热负荷 
的增减，与最初设计院图纸会有很大变化，需要进行现场调查， 
才能确定比较准确的供热范围、供热面积等。热用户类型指：居 
民小区、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医院、宾馆、饭店、商 
场、体育场馆、工业企业等。负荷特性指：用户在供暖期内、一 
日内的负荷变化规律。
3 . 3 . 2 锅炉房配置燃煤、燃 气 （油）不同类型锅炉及热媒介质 
为热水或蒸汽时，应分别进行查勘。

1 当锅炉房配备电热水锅炉时，查勘还包括：电热水锅炉 
的蓄热水箱容积及蓄热水温度；电热水锅炉的运行时间段：电 
锅炉在谷电阶段蓄热量能否满足平峰用电时间段用热需求。其中 
谷用电时间段：22 : 00〜 次 日 5 : 00；峰用电时段：7 ： 30〜 
11 : 30和 17 : 00〜21 : 00；其余时段为平时段，共 9h；

6 补水定压方式包括：高位膨胀水箱、常压密闭式膨胀水 
箱、隔膜式压力膨胀水罐、补水泵和气压罐等；

8 一级供热管网供热量调节方式：
2 )、3 ) 循环水泵、鼓、引风机及炉排是否有变频调速 

装置；
4 ) 供热系统采用了哪些自动控制技术；锅炉控制方式指 

单台锅炉控制、多台锅炉计算机集中控制等方式；供 
热量调节方式包括锅炉出力的调节及对热用户分区、 
分温、分时段的供热量调节方式等；

5 ) 指供暖期连续运行或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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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其他耗能设备调节方式包括：锅炉运煤、除灰、除渣； 
皮带运输机、碎煤机、磨煤机、除渣机、灰渣泵等的 
调节方式；

9 供热量计量仪表的查勘为本规范第5 章的节能改造提供 
依据；

11 一级供热管网系统划分包括：各支路及高低区划分等；
1 2 热回收设备包括：空气预热器、省煤器、排污余热利用 

装置等；已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变频装 
置、分层燃烧、凝结水回收利用等。
3. 3. 3 对供暖系统主要耗能设备的节能检测是为本规范第4 章 
衡量主要耗能设备耗能情况提供依据。

1 锅炉：
1 ) 对于燃煤锅炉，燃料输入计量应包括“ 整车过秤、皮 

带、炉前” 计量；
6 ) 炉膛温度、过量空气系数（烟气含氧量）、炉膛负压、 

排烟温度、灰渣可燃物含量可按锅炉房监测数据或按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G B /T  10180检测；如 
有锅炉烟气环境监测报告，可作为参考；

2 如循环水泵已进行了变频改造，在工频工况下进行检测；
4 供配电系统为用电设备提供动力，用电设备的耗电量可 

以反映运行是否合理、节能；变压器负载率在60%〜70% 的范 
围时，为合理节能运行状况；功率因数补偿应符合设计和当地供 
电部门的要求；用电设备周期性负荷变化较大时，是否有可靠的 
无功补偿调节方式；大量的谐波将威胁供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 
尤其是有多台变频设备存在的系统应特别注意；

5 如循环水泵、鼓、引风机等转动设备已进行了变频改造， 
在工频工况下进行检测。

3 .4 热 力 站

3 . 4 . 1 投入供热时间较长的供热系统，由于运行中用户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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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减，与最初设计院图纸会有很大变化，需要进行现场调查， 
才能确定比较准确的供热范围、供热面积等。用热单位类型指: 
居民小区、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医院、宾馆、饭店、商 
场、体育场馆、工业企业等。

5 热力站连接形式包括间接连接、混水连接和直接连接。
3 . 4 . 2 热力站节能改造现场查勘记录内容。

1 换热设备类型注明：板式、壳管式、浮动盘管式等；额 
定参数包括：一次水设计供回水温度、压力，二次水设计供回水 
温度、压力，额定供热量及传热系数等；

2、 3 热力站内水泵包括：一级供热管网分布式加压循环水 
泵等；

5、 6 补水定压方式包括：高位膨胀水箱、常压密闭式膨胀 
水箱、隔膜式压力膨胀水罐、补水泵和气压罐等；

候补偿、分时分区控制系统；
1 0 供配电系统：

5) 一级分布式加压循环水泵、二级循环水泵是否分项计 
量；分项计量循环水泵及补水泵耗电、照明等用电， 
有利于加强热力站的管理，降低电耗；

11 二级供热管网系统划分指：环路划分、高低区划分等 
情况；

1 2 如循环水泵变频、气候补偿、分时分区控制系统等。
3 . 4 . 3 热力站节能改造节能检测内容。

2 二级供热管网循环水泵流量检测：应注明供、回水之间 
有无混水流量控制。

3 . 5 供 热 管 网

3 . 5 . 1 供热管网节能改造收集、查阅资料。
4 供热管网类型指：一级供热管网、二级供热管网；枝状 

fJt•热管网、环状供热管网或多热源供热管网；介质类型指：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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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热水；负荷类型指：供暖、生活热水、生活用汽或工艺用
汽等；

6 一级供热管网与热力站的连接方式、二级供热管网与用 
户的连接方式指：直接连接，间接连接，混水连接。
3. 5 . 2 供热管网节能改造现场查勘记录内容。

1 管道敷设方式包括：地沟、直埋、架空敷设；
2 检查室、管沟工作环境包括：管沟内是否存水、支架是 

否牢固、沟壁有无坍塌；供热管网主保温材料、保温层状况：有 
无脱落、是否潮湿；

4 调控阀门工作状况：开启是否灵活、有无漏水；
5 已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加强保温、增加平衡阀等。 

3 . 5 . 3 供热管网节能检测内容。
1 管道外表面温度：可以反映供热管网保温层的有效程度； 
2 热力站内一级供热管网供水温度、流量：用于计算一级 

供热管网的水力平衡度；
3 用户热力入口供水温度、流量：用于计算二级供热管网 

的水力平衡度。

3 . 6 建筑物供暖

3 . 6 . 2 建筑物供暖节能改造现场查勘内容。
1 建筑物围护结构保温状况、门窗类型：是影响建筑能耗 

的主要因素；
2 热力入口位置、环境、保温状况：安装在地下室、首层 

楼梯间或管沟内，有无积水、保温层是否完好，直接影响计量器 
具的正常工作；

3 热力入口与供热管网的连接方式包括：直接连接、间接 
连接、混水连接；

5 供暖系统形式包括：共用立管一户一环、传统单管串联、 
上行下给双管；

6 室内供暖设备类型包括：散热器的材质、地面辐射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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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的材质及热风采暖、大空间辐射采暖设备的类型；
7 用户热分摊方式包括：热量表法、通断时间面积法、散 

热器分配计法、流温法、温度面积法等；室内温控包括：分户控 
温、分室控温。
3 . 6 . 3 建筑物供暖节能改造检测内容。

1 检测室内温度是为了判断热用户是属于多供还是欠供、 
判断末端水力平衡情况、室内采暧系统是否需要改造的主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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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 能 评 估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明 确 “ 供热系统节能评估” 工作的内容。供热系统节能 
评估工作不仅要对现有运行指标进行合格判定和评价，更重要的 
是要对不合格指标进行原因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改造建议，做 
到对症下药。
4 . 1 . 2 供热系统的主要能耗，主要设备能效和主要参数控制水 
平三个方面的指标基本涵盖了供热系统节能挖潜的各个方面，其 
指标的大小也基本反映了供热系统的能耗水平和节能潜力。如单 
位供热面积的燃料消耗（热，煤、气、油）、水耗和电耗是评估 
供热系统能耗水平的关键指标。锅炉运行热效率、循环水泵实际 
运行效率、换热设备换热性能是评估供热系统关键设备的运行能 
欢的关键指标。

4 . 2 主 要 能 耗

4 . 2 . 1 本章所提到的 “ 不合格” 项 ，不一定进行节能改造，是 
否进行节能改造应进行经济技术分析，确定需要改造时应提出相 
应的节能改造建议。

单位供热量燃料消耗量可按锅炉房整体计算。
表 4. 2 . 1 : 锅炉平均效率是影响该指标的主要因素。一般来 

说，对于燃煤锅炉，容量大小对效率影响很大，但是调研表明对 
于 14M W 及以上锅炉来说，70%是一个较为容易实现的数值， 
对 于 14M W 以下的小锅炉，其平均效率可能达不到70% ，因 
此，燃煤锅炉平均效率统一按70%核算。对 于 燃 气 （油）锅炉 
来说，锅炉容量对效率几乎没有影响，因此统一按90%核算， 
其中燃气热值按8500kcal/Nm3，燃 油 热 值 按 lOOOOkcal/kg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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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为防止检测时间过短，一些偶然因素造成较大的误差或不能 
充分反映锅炉实际运行状况，保证检测时间连续且持续时间不小 
于 48h (2d)。

4 . 2 . 2 锅炉房供热：供暖期供暧建筑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耗 
电量可按锅炉房整体计算。

1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燃料消耗量合格指标：按寒冷地区、 
严寒地区节能居住建筑分别给出；表 4. 2. 2-1: 合格指标是对热 
源处计量能耗的统计，其影响因素很多，包括不同纬度地区、不 
同围护结构状况、不同供热天数等，表内数值是结合不同地区的 
调研数据给出的，其中以节能居住建筑为主、供暖期相对较短的 
供热系统取下限值，以非节能建筑为主、供暖期长的取上限值； 
同样，燃煤锅炉平均效率按70%，燃 气 （油）锅炉平均效率按 
90%核算，燃气热值按35565kJ/Nm3 (8500kcal/Nm3) , 燃油热 
值按 41841kJ/kg (10000kca l/kg)核算；

2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电量合格指标：按寒冷地区、严寒 
地区节能居住建筑分别给出；表 4. 2. 2 - 2 :燃煤锅炉配备鼓、引 
风机，输煤等辅机，耗电量相比燃气（油）锅炉房高，不同热源 
的合格指标是根据调研数据统计给出。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由于 
供热运行天数不同，合格指标有所不同。
4 . 2 . 3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耗热量合格指标：按寒冷地区、严寒 
地区节能建筑分别给出。《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2011》给出了我国北方省份供暖需热量的一个状况分布，如 表 1 
所示，可供参考。

表 1 北方地区供暖需热量状况分布

地 区
需 热 量 范 围  

(G J/m 2 • a)

平 均 需 热 量  

(G J/m 2 • a)
分 布 范 围 （GJ/m 2 • a)

北 京 0. 18〜 0. 45 0. 30
0. 3〜 0. 45 0. 25〜 0. 3 0. 2 〜 0. 25 < 0 .  2

5 % 70% 13% 12%

天津 0. 18〜 0. 45 0. 29
0. 3〜 0. 45 0. 25〜 0. 3 0. 2〜 0. 25 < 0 .  2

8 % 74%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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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地区
需热量范围 

(G J/m 2 • a)

平均需热量 

(G J/m 2 • a)
分布范围（G J/m 2 • a)

河北 0. 15 〜 0. 5 0. 32
0. 4〜 0. 5 0. 3〜 0. 4 0. 2〜 0. 3 0. 15〜 0. 2

5 % 75% 13% 7%

山西 0. 2〜 0. 5 0. 32
0. 4 〜 0. 5 0. 3〜 0. 4 0. 2〜 0. 3 —

4% 87% 9 % —

内蒙古 0. 3〜 0. 7 0 .4 8
0. 5〜 0. 7 0. 4 〜 0. 5 0. 3〜 0. 4 —

3 % 87% 10% —

辽宁 0. 2— 0. 55 0. 36
0. 45〜 0. 55 0. 35〜 0. 45 0. 25〜 0. 35 0. 2〜 0. 25

6% 76% 9% 9%

吉林 0. 23〜 0. 6 0. 42
0. 5 〜 0. 6 0. 4〜 0. 5 0. 3〜 0. 4 0. 23— 0. 3

4 % 80% 10% 6%

黑龙江 0. 25〜 0. 7 0. 48
0. 55〜 0. 7 0. 4〜 0. 55 0. 3〜 0. 4 0. 25〜 0. 3

7% 83% 9% 1%

山东 0. 2〜 0. 4 0. 27
0. 3〜 0. 4 0. 25〜 0. 3 0. 2〜 0. 25

3 % 76% 21%

河南 0. 13〜 0. 35 0. 24
0. 3〜 0. 35 0. 25〜 0. 3 0. 2〜 0. 25 0. 13 〜 0. 2

3% 76% 15% 6%

西藏 0. 3 〜 0. 8 0. 44
0. 5〜 0. 8 0. 4 〜 0. 5 0. 3〜 0. 4 —

4 % 77% 19% —

陕西 0. 2〜 0. 5 0. 30
0. 3 〜 0. 5 0. 25〜 0. 3 0. 2〜 0. 25 —

3% 84% 13% —

甘肃 0. 2〜 0. 55 0. 36
0. 4〜 0_ 55 0. 35〜 0. 4 0. 25〜 0. 35 —

5 % 84% 11%

青海 0. 25〜 0. 9 0. 47
0. 55〜 0. 9 0. 4 〜 0. 5 0. 3 〜 0. 4 0. 25〜 0. 3

2 % 64% 23% 11%

宁夏 0. 25〜 0. 55 0. 37
0. 45〜 0. 5E5 0 .3 5 〜 0 .4 0. 25〜 0. 35 —

3% 88% 9 % —

新疆 0. 22〜 0. 9 0. 36
0. 45〜 0. 9 0. 35〜 0. 45 0. 22〜 0. 35 —

4% 8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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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4 对本条说明如下：
1 补水比用于日常监测；
2 供暖建筑单位面积补水量用于供暖期考核。
《供热术语》C JJ /T 5 5 第 7. 1 .27条 “ 补水率” ：热水供热系 

统单位时间的补水量与总循环水量的百分比。《锅炉房设计规范》 
GB 50041、《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U 34、《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城镇供热系统评价标准》G B/T  
50627沿用这个概念。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  260第
3. 6. 8 条 “ 补水率”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系统单位建筑面积 
单位时间内的补水量与该系统单位建筑面积单位时间设计循环水 
量的比值。《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 J/T 13 2 沿用这个概念。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第 
8. 11. 15条：锅炉房、换热机房的设计补水量（小时流量）可按 
系统水容量的1%计算；《高效燃煤锅炉房设计规程》CECS150 
和 《供热采暖系统水质及防腐技术规程》DBJ01-619沿用这个 
概念。

由于供热系统供回水温差相差很大，即使承担相同的供热负 
荷，循环水量相差也很大，且有的供热系统采用变流量运行方 
式，以 “ 循环流量” 为基数考核补水量，有一定难度，也不是很 
科学；而 “ 系统水容量” 是固定值，且表征管网的规模，以此为 
基数考核补水量，操作性较强。本标准按 “ 系统水容量” 为基数 
考核供热系统补水量，由于不同标准对“ 补水率” 的定义并不相 
同，容易造成混淆，为 区 别 “ 补水率” 的概念，用 “ 补水比” 表 
示。“ 补水比” WV 控制供热系统每日的补水量，让运行人员知 
道正常运行时，每日的补水量不应超过某个数；WA 是考核整个 
供暖期的 “ 补水量” 。

4 . 3 主要设备能效

4 . 3 . 1 锅炉运行热效率、灰渣可燃物含量、排烟温度、过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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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系数设备能效。
1 锅炉运行热效率：锅炉运行时，一般达不到额定负荷， 

可将表4. 3. 1-1给出的额定效率按负荷率修正后，再与之比较； 
如已进行了分层燃烧、烟气冷凝回收等节能改造的，取改造后的 
热效率；

2 如已进行了分层燃烧、烟气冷凝回收等节能改造，锅炉 
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排烟温度、过量空气系数等为改造后的； 
本表参考《工业锅炉经济运行》G B /T  17954、《锅炉节能技术监 
督管理规程》TSGG0002编制。
4 . 3 . 2 水泵实际运行效率一直不太被设计和运行人员重视，大 
量工程测试表明，额定效率为70%的水泵，由于选型不当，实 
际运行效率仅在50%左右，甚至更低，因此保证水泵在高效点 
工作是水泵节电的重要措施之一。第 3 章 “ 收集、查阅有关技术 
资料” 部分要求收集 “ 相关设备技术资料、产品样本” ，水泵额 
定工况的效率可按设计工况从水泵产品样本获得。公 式 （4.3.2-
1 )、式 （4. 3. 2 - 2 ) 为简化计算公式，未计水泵进出口高差，g 
按 10m/s2 取值，p 按 1000kg/m3 取值。
4 . 3 . 3 换热设备换热性能、运行阻力的规定。

1 额定工况的值为换热设备在设计工况的传热系数和  
换热面积的乘积，设计工况的传热系数及换热面积可从设计文件 
或产品样本得到。换热设备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污物堵塞、换热 
面结垢以及偏离设计工况运行，导致传热系数降低，换热效果变 
差。实际运行的 F々 值可通过检测换热设备热源侧、负荷侧进出 
水温度、热力站输入热量计算得到。实 际 的 值 与 额 定 工 况 的  
F々 值比较，可判断换热设备换热性能的变化，如堵塞、换热面 

结垢的程度。
2 换热设备热源侧、负荷侧运行阻力参照《城镇供热用换 

热机组》G B /T  28185的规定：换热机组管路及设备压力降在设 
计条件下，一、二次侧均不应大于0. IM Pa。
4 . 3 . 4 供热管网输送效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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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级供热管网输送效率：一般管理较好，所以要求较高;
2 二级供热管网输送效率：因与用户直接连接、布置分散， 

要求略低于一级供热管网。
4. 3 . 5 按 《城镇供热系统节能技术规范》CJJ/T 185第 6.0.9 
条文说明：保温层满足经济厚度和技术厚度的同时，应控制管道 
散热损失，检测沿程温度降比计算管网输送热效率更容易操作。 
按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给出的季节运行工 
况允许最大散热损失值，计 算 DN200〜DN1200直埋管道在介 
质 温 度 130°C、流 速 2 m /s 时的最大沿程温降为0.07°C/km〜 
o . r c / k m 。综合考虑各种管径的保温层厚度，地下敷设热水管 
道的温降定为o . r c / k m 。

4 . 4 主要参数控制

4 . 4 . 1 供水、回水温度及供水、回水温差是保证供热质量的重 
要参数，是节能检测必须获得的数据。锅炉房、热力站供回水温 
度一般可以代表供热系统的供热质量。
4 . 4 . 2 供热管网的流量比、水力平衡度的规定。

1 流量比：用户流量在合理的范围内，是保证供热质量的 
基本要求；

2 水力平衡度：各用户流量比在合理的范围内，是保证 
“ 均衡” 供热和节能运行的基本要求。
4 . 4 . 3 供暖建筑室内温度、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的规定。

1 室内检测温度与室内设计温度的偏差应在合理的范围内， 
室内温度可以直接代表供热质量，是保证节能运行的基本要求；

2 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是衡量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 
数据，如不符合要求，必要时应对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进 
行检测。

4 . 5 节能评估报告

4. 5. 1 “ 供热系统节能评估报告” 是 对 “ 供热系统节能查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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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热系统节能评估” 工作的书1(11总结，也是节能改造工作的基 
础，因此应涵盖查勘、评 估 r 作的所有内容。
4 .5 .2  第 3 章的第  3 . 2 . 1、3 . 2 . 2、3 . 3 . 1、 3 . 3 . 2、3 . 4 . 1、 
3 . 4 . 2、3 . 5 . 1、3 . 5 . 2、3 . 6 . 1、3. 6. 2 条对收集、查阅有关技术 
资料及到现场查勘提出了具体要求，可作为编写供热系统概述的 
依据。
4 . 5 . 4 节能改造工作能否做到事半功倍，关键是诊断出造成指 
标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从而在节能改造方案制定时做到对症
下药。
4. 5. 6 “ 节能改造可行性分析及建议” 是供热系统节能评估完 
成后，对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也是节能改造是否实施，如 
何实施的决策依据，应综合节能需求、经济效益综合考虑，做到 
科学、详细、可实施。
4 . 5 . 7 预期节能改造效果是节能改造工作的最终目标，应有明 
确的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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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 能 改 造

5.1 一 般 规 定

5 . 1 . 1 供热热源主要包括热电厂首站和区域锅炉房。
5 . 1 . 2 改造项目的实施难度大，方案中应说明改造部位、改造 
内容、系统配合、实施顺序、施工标准、调试检测、运行要求。 
经济效益分析应说明投资回收年限。
5 . 1 . 4 目前直供系统的供热面积一般不超过100万 m2，超过这 
个面积的供热系统一般都采用了间接连接，热力站供热面积一般 
为 10万 m2 左右，热力站小型化已成为趋势。所以为了说明供 
热系统大小，采 用 100万 m2 或 10个热力站为分界线。

规模较大的供热系统，容易出现水力失调、冷热不均、管理 
困难等问题，采用供热集中监控系统能缓解冷热不均、保证按需 
供热、确保安全运行、达到量化管理、健全供热档案，全面实现 
节能运行。
5 .1 .5 、5 . 1 . 6 本条规定是根据《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JGJ 2 6 的 第 5 .2 .9 强条做出的。楼前设置热量表是 
作为该建筑物采暖耗热量的热量结算点。
5 . 1 . 7 目前节能技术有很多种，改造方案也就多样化。节能改 
造方案应由项目改造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改造方案是否可 
行，选择的节能技术是否成熟可靠，节能效果是否最佳，技术经 
济比较是否合理，以及实施中应该注意的事项等。

5 . 2 热电厂首站

5 . 2 . 1 热电厂首站供热量自动调节功能，一般可通过在蒸汽侧 
设置蒸汽电动阀自动调节进入换热器的蒸汽量实现。供热量自动 
调节功能对热网的节能运行来说非常重要，建筑物的供暖负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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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的，如果供大于求，会造成热量浪费。
5 . 2 . 2 当热网的运行调节采用分阶段变流量的质调节、量调节 
或质量并调，首站的循环水泵设置调速装置，以降低电耗，方便 
热网的运行调节。调速装置有变频、液力耦合、内馈等多种
形式。
5.2.3 —个供热区域有多个供热系统，每个系统单独一个热源 
时，如果地势高差在管网压力允许范围内，这几个系统改造成联 
网运行的一个系统。形成多热源联网运行不仅节能，也可以提高 
系统的安全性。
5 . 2 . 4 改造为高温水系统可以避免蒸汽供热系统热损失大、供 
热半径小、调节不便、蓄热能力小、热稳定性差等问题。
5. 2. 5 热电厂低真空循环水供热是指在机组安全运行的前提下， 
将凝汽机组或抽凝机组的凝汽器真空度降低，利用排汽加热循环 
冷却水直接供热或作为一级加热器热源的一种供热方式。2001 
年，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发展计划委、建设部发布的《热电联产 
项目可行性研究科技规定》第 1. 6. 7 条规定：“ 在有条件的地区， 
在采暖期间可考虑抽凝机组低真空运行，循环水供热采暖的方 
案，在非采暖期恢复常规运行” 。由于采用循环水供热可以提高 
汽轮机组的热效率，能够得到较好的节能效果。自20世纪 70年 
代开始，我国北方一些电厂陆续将部分装机容量小于或等于  
50M W 的汽轮机采用此方式，实践表明，该技术可靠，机组运 
行稳定，节能效果明显。
5. 2. 6 通过在城市集中供热系统的用户热力站设置新型吸收式 
换热机组，将一次网供回水温度由传统的130/7CTC变 为 130/ 
2 0 °C ,这样一次网供回水温差就由60°C升高到11CTC，相同的管 
网输送能力可提高8 0 % ;同时，20°C的一次网回水返厂后，由 
于水温较低，辅以电厂设置的余热回收专用热泵机组，就可以完 
全回收凝汽器内30°C左右的低温汽轮机排汽余热。已经有案例 
表明：当应用于目前国内主流的燃煤热电联产机组（200MW〜 
300MW机组），可以在不增加总的燃煤量和不减少发电量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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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使目前的热电联产热源增加产热量30%〜50%，城市热 
力管网主干管的输送能力提高70%〜80%。

图 1 基于吸收式换热的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技术流程

5 . 2 . 7 为提高热电联产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在有条件的地区， 
可根据实际情况，由传统的 “ 供热、发电、供蒸汽” 改 造 为 “ 供 
热、发电、供蒸汽、供生活热水” 四联供系统。对于全年提供生 
活热水的供热系统，需为供热管理维护部门留出检修时间。

5 . 3 区域锅炉房

5 . 3 . 1 锅炉对燃料计量，是为了核算改造后单位面积燃料消耗 
量，判断是否达到节能效果的重要指标。
5 . 3 . 2 锅炉房集中监控系统是通过计算机对多台锅炉实行集中 
控制，根据热负荷的需求自动投入或停运锅炉的台数，达到按需 
供热，均衡并延长锅炉的使用寿命，充分发挥每台锅炉的能力， 
保证每台锅炉处于较高负荷率下运行。 《锅炉房设计规范》GB 
50041规定：单台蒸汽锅炉额定蒸发量大于等于1 0 t/h 或单台热 
水锅炉额定热功率大于等于7 M W 的锅炉房，宜设置集中控制系 
统。对于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而言，上述规定比较合理。技术要 
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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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 3 目前城市集中供热锅炉房多采用链条炉排，燃煤多为煤 
炭公司供应的混煤，着火条件差，炉膛温度低，燃烧不完全，炉 
渣含碳量高，锅炉热效率普遍偏低。采用分层、分行燃烧技术对 
减少炉渣含碳量、提高锅炉热效率，有明显的效果。

对于粉末含量高的燃煤，可以采用分层燃烧及型煤技术。该 
技术是将原煤在入料口先通过分层装置进行筛分，使大颗粒煤直 
接落至炉排上，小颗粒及粉末送入炉前型煤装置压制成核桃大小 
形状的煤块，然后送人炉排，以提高煤层的透气性，从而强化燃 
烧 ，提高锅炉热效率和减少环境污染。
5 . 3 . 4 气候补偿系统是供热量自动控制技术的一种。目前尚无 
“ 气候补偿系统” 行业标准，本规范编制组提出了气候补偿系统 
在锅炉房的应用，气候补偿系统能够根据室外气候条件及用户负 
荷需求的变化，通过自动控制技术实现按需供热的一种供热量调 
节，实现节能目的。具体使用方法及控制参数见附录C。
5. 3 . 5 锅炉厂家配置的鼓、引风机及炉排给煤机容量按额定工 
况配置，有较大的节能空间。通过鼓、引风机变频及炉排给煤机 
调节满足系统实际工况的需要，并实现节约电能；炉排给煤机要 
随负荷的变化调节给煤量。锅炉烟风系统优化配置，设备能效指 
标要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热系统节能技术 
规范》CJJ/T 185第 3. 3. 6〜3. 6. 8 条规定炉排给煤系统宜设调 
速装置，锅炉鼓风机、引风机应设调速装置。
5 . 3 . 6 燃 气 （油）锅炉改造为 “ 多级分段式” 或比例式燃烧机 
节能效果更好。
5 . 3 . 7 锅炉排烟温度较高，烟气回收的节能潜力较大，在有条 
件情况下，安装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使用条 
件见附录D 。
5 . 3 . 9 分时分区控制是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的一种。办公楼、 
学校、大礼堂、体育场馆等非全日使用的建筑，可改造为自动分 
时分区供暖系统，在锅炉房、热力站或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自动 
控制阀门，由设置在锅炉房和热力站的分时分区控制器控制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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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实现按需供热，达到节能的效果。分时分区控制系统的应用 
要求见附录E 。
5.3.10  —次水~■级泵设在区域锅炉房，一级栗只负责锅炉房内 
一次水的循环阻力，定流量运行；各热力站设的一次水二级泵应 
能克服一次水从区域锅炉房至本热力站的循环阻力。分布式二级 
泵应为变频泵，并由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控制。分布式二级泵可 
降低一次水管网总的耗电量，同时可以兼顾解决一次水管网平衡 
的问题，在经济技术比较合理的前提下，可进行选用。
5. 3 .1 1 锅炉房的二级泵变频泵系统一般可在锅炉房进出口总 
管处设旁通管，旁通管将系统分为锅炉房和外网两部分，锅炉 
房与外网分别设置循环水泵，锅炉房的循环水泵成为一级泵， 
外网循环水泵成为二级泵，第二级泵应设调速装置。二级泵系 
统的设置有利于降低供热系统总的循环水泵的电耗。供热范围 
较大的锅炉房直供系统，改造成锅炉房间接供热系统或混水供 
热后，系统变小了，有利于各项节能技术的实施，有利于达到 
节能效果。
5 . 3 . 1 2 锅炉房内设计为二级泵系统时一级泵为定流量水泵，其 
他变流量系统水泵应设置变频调速装置。多台循环水泵并联运 
行，影响每台循环水泵的效率，一般不能达到耗电输热比的要 
求。循环水泵的台数和运行参数的选择应根据热网运行调节的方 
式来确定。
5 . 3 . 1 4 目前很多集中供热系统由于阀门、过滤器设置不合理或 
水泵选型太大，为防止电机超载关小总阀门的做法造成了过大的 
压降，这种不合理的压降可以占水泵有效扬程的30% 甚至更多， 
因此应通过对整个系统的阻力进行优化，减少不必要的阀门、过 
滤器等造成过大的压降。
5 . 3 . 1 5 分项计量：热力站可分为循环水泵、补水泵、照明等耗 
电，对各项用电分项计量有利于加强热力站的管理，降低电耗。 
当锅炉房采用多项变频措施进行节能改造时：如循环水泵、炉排 
给煤机、鼓、引风机及燃烧机等应注意谐波含量对供配电支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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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5.4.2 “ 气候补偿系统” 是一种供热量自动调节技术，可在整 
个供暖期间根据室外气象条件的变化调节供热系统的供热量，保 
持热力站的供热量与建筑物的需热量一致，达到最佳的运行效率 
和稳定的供热质量。热力站的热力系统控制方式是指热力站热源 
侧的调节方式和用户侧负荷的调节方式。“ 气候补偿系统” 应具 
备的功能，见附录C。
5 . 4 . 4 热力站对热量、循环水量、补水量、供回水温度、室外 
温度、供回水压力、电量及水泵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方便 
进行供热量调节。
5 . 4 . 6 板式换热器相比其他方式换热器具有传热系数高、换热 
效果好、结构紧凑、体积小等优点，便于供热系统的运行调节。

5 . 5 供 热 管 网

5 . 5 . 1 供热管网输送效率受管网保温效果、非正常失水控制及 
水力平衡度的影响，当供热管网输送效率低于90%时，要通过 
查勘结果，从以上三方面分析耗能因素进行节能改造。
5 . 5 . 2 供热管网补水有两个原因：正常失水和非正常失水。供 
热设备、水泵等运行中的排污、临时维修和少量阀门不严的滴漏 
属于正常失水；用户私自放水属于非正常失水。本规程供热管网 
补水量按第4. 2. 4 条两个指标考核。
5. 5. 3 水力失衡现象是造成供热系统能耗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水力失衡造成近端用户过热开窗散热、远端用户温度过低投诉。 
热计量、变流量、气候补偿系统、锅炉房集中监控技术、室温调 
控、水泵变频控制等节能技术的实施及高效运行都离不开水力平 
衡技术，水力平衡是保证其他节能措施可靠实施的前提。当供热 
系统的循环水泵集中设在锅炉房或热力站时，设计要求各并联环 
路之间的压力损失差值不应大于15%。现场可采用检测热力站

5 . 4 热 力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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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楼栋的流量与设计流量的比值或供回水平均温度来判断平衡 
度，当水力平衡度不满足要求时应首先通过无成本的水力平衡调 
节来解决，只有当仅通过调节仍无法解决问题时，才需要进一步 
采取其他管网水力平衡措施。
5 . 5 . 4 供热管网使用多年，由于原设计缺陷、负荷变化等原因， 
管网一般都存在水力不平衡现象。可借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的机 
会，优化管网布局及调整管径，最大可能消除水力不平衡现象。 
现行行业 标准《城镇供热系统节能技术规范》Q U /T  185第
3. 6. 4 规定：新建管网和既有管网改造时应进行水力计算，当各 
并联环路的计算压力损失差值大于15%时，应在热力入口处设 
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5.5.6 —个锅炉房与多个热力站组成的一次水供热系统中，各 
热力站可能相距较远、阻力相差悬殊，为稳定各热力站的一次水 
的供水压差，宜在各环路干、支管道及热力站的一次水入口设性 
能可靠的水力平衡阀门，最不利的热力站无必要设。

一个热力站与多个环路组成的二次水供热系统中，可在各环 
路干、支管道及楼栋二次水入口总供水管上设水力平衡阀门；为 
尽量减少供热系统的水流阻力，热源出口总管上、热力站出口总 
管上不应再串联设置自力式流量控制阀，最不利的楼栋无必 
要设。

5 . 6 建筑物供暖系统

5 . 6 . 1 本条是根据《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 6 中第5. 3. 3 条的规定。热计量装置包括热量表、热分摊
装置。
5. 6. 3 在建筑物内安装供热计量数据采集和远传系统的优点非 
常明显：不仅能实时了解热量分配情况，还可以帮助供热管理部 
门实时了解供热效果，同时它还是供热计量得到实施的关键步 
骤。因此建议有条件的场合争取安装供热计量数据集控中心。
5. 6. 4 垂直单管顺流式供暖系统改为垂直单管跨越式或垂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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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式系统，由于干管、立管、支管及散热器配置的变化，需要进 
行水力平衡复核验算，以保证节能改造后的室温并避免垂直和水 
平失调。
5. 6 . 6 实行热计量后，户内或室内设有温控设施，用户流量可 
自行调节，水力平衡阀门的类型要适应所采用的热计量分摊、温 
控的方式。水力平衡阀门的选用按“ 附录F ” 规定。
5. 6. 7 目前混水技术得到了灵活应用，该技术对缓解水力、热 
力失调，匹配同一系统不同供暖末端等有很大作用。
5 . 6 . 8 检验供热效果就是保证用户室温达到要求，即使是实行 
热计量后，用户室温也需要实时了解。用户室温监测是一个实时 
系统，可以对典型用户进行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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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及验收

6.1 一 般 规 定

6 . 1 . 1 要求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 
预期的节能效果。
6 . 1 . 2 施工中如需要修改原设计方案，应有设计变更或工程洽 
商的正规手续。
6 . 1 . 3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施工验收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锅 
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3、《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CU 2 8 及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11外，还应符合《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093、《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建筑给水排 
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要求。当所采用 
的设备有特殊要求时，应符合相应的企业标准。
6. 1 . 4 如为防止锅炉和换热器安装调试期间发生汽化，应有安 
全流量的保障措施。

6 . 2 自动化仪表安装调试

6. 2 . 1 供热系统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包括“ 供热系统集 
中自动控制” 、“ 锅炉房集中监控” 、“ 气候补偿系统” 、“ 分时分区 
控制系统” 、“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 、“ 水泵风机变频装置” 及 “ 热 
计量装置” 等各项节能技术的自动化仪表安装调试。
6 .2 .2  “ 单机试运行及调试” 和 “ 联合试运行及调试” 是 《建 
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的要求。“联合试运行 
及调试” 是指在供热系统的热源、管网及室内采暖系统带负荷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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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情况下，进行调试。
6 .2 . 3 自动化仪表工程的调试应按产品的技术文件和节能改造 
设计文件进行，一般按下列要求进行：

1 电气设备检查：
1 ) 电气回路和控制回路的接线是否正确、牢固；
2 ) 电气系统是否可靠接地；
3 ) 在通电状态下，电气元件动作是否正常；

2 现场控制系统性能试验：
1 ) 控制系统整机试验；
2 ) 在控制器人机界面上读温度、压力等参数，并直接在 

控制器人机界面上按手动方式启停补水泵、循环水泵、 
电磁阀等，增加或减少变频器的频率，增加或减少电 
动调节阀的开度，应符合工艺要求；

3 ) 直接在控制器人机界面上设定温度、压力等参数的上 
下限，超压、超温及停电等相关参数，应符合工艺 
要求；

3 监控中心的功能测试：

1 ) 监控中心功能试验包括：显示、处理、操作、控制、 
报警、诊断、通信、打印、拷贝等基本功能检查试验；

2 ) 控制方案、控制和连锁程序的检查；
4 带负荷热态试验：

1 ) 控制系统应在带负荷热态运行过程中，满足 168h无故 
障运行要求；

2 ) 控制系统节能效果试验应符合《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411 -  2007的要求。

6 . 3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安装调试

6 . 3 . 1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安装调试及运行时，要特别注意及时 
排除冷凝水，防止冷凝水进入锅炉。目前尚无“ 烟气冷凝回收装 
置” 行业标准，“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 的安装要符合企业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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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6.3 .2  “ 单机试运行及调试” 和 “ 联合试运行及调试” 是 《建 
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的要求。被加热水量 
的安全值要求、锅炉与被加热水系统的连锁控制的主要目的是防 
止干烧，保护设备。烟风系统的调节要求是由于安装烟气余热回 
收装置后烟风系统阻力会有所增加，可能会影响到燃烧器的 
燃烧。
6 . 3 . 3 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节能测试数据包括：燃气耗量、燃 
气低位热值、烟气进出口温度、烟气进出口压力、烟气冷凝水 
量、烟气冷凝水温度；被加热水流量、被加热水进出口温度、被 
加热水进出口压力等。

6 . 4 水力平衡装置安装调试

6 . 4 . 1 不同的水力平衡装置产品对于安装位置、阀门前后直管 
段、阀门方向、操作空间等方面均有不同要求，应根据产品说明 
书要求进行安装。
6 . 4 . 2 水力平衡装置根据产品及应用的不同，需要配套安装相 
应的过滤器、压力表等辅助元件以方便调试、故障诊断或保护水 
力平衡装置，安装时应符合设计要求。

6 . 5 热计量装置安装调试

6. 5 . 3 工作环境包括^ 温度、湿度、电磁环境、介质温度、介 
媒质压力等，热量表的工作环境一般要符合《热量表》CJ 128 
的规定。
6 . 5 . 4 当节能改造的建筑无防雷击措施时，注意要综合考虑有 
效的防雷击措施。

6 . 6 竣 工 验 收

6. 6 . 3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工程的技术资料要正式归档，以便日 
后运行时对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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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节能改造效果评价

7. 0 .1 对节能改造工程投入运行后的实际节能效果进行分析和 
评价，目的是验证节能技术方案的合理性，并为节能改造工程的 
技术经济性分析提供依据。也为同类节能改造技术方案在其他供 
热系统中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7 . 0 . 2 节能改造效果评价应包括供热质量的评价内容，是因为 
一般来说，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有助于改善供热质量，在节能评 
价时，包括供热质量的分析，有利于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7 . 0 . 4 本条提出了供热系统能耗测试的主要内容，在实际节能 
改造工程节能效果评价时，应根据所采用的节能改造技术方案， 
选择相应的测试内容。
7 . 0 . 5 本条提出了供热系统能耗评价的主要指标，在实际节能 
改造工程能效评价时，应根据所采用的节能改造技术方案，合理 
选择具体指标进行评价分析。
7 . 0 . 6 节能率按本规程第2. 0 .7 条计算：（改造前的单位供暖建 
筑面积能耗一改造后的单位供暖建筑面积能耗）/ 改造前的单位 
供暖面积能耗，必要时考虑修正。
7. 0 . 7 前期的节能检测评估工作不准确、不到位或节能改造方 
案制定不合理时，会导致达不到预期的节能效果。对于这种情 
况，必要时重新做节能检测评估、重新制定节能改造方案，完善 
节能改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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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管网水力平衡优化

F . 0 . 2 供热管网形式分为变流量系统及定流量系统。变流量系 
统指管网内流量随负荷变化而变化；与之相对应的定流量系统运 
行时，管网内流量基本保持不变，不随负荷变化而变化。变流量 
系统由于系统在部分负荷工作时，流量和系统内压力分布发生改 
变，其所产生的水力平衡问题有异于定流量系统，在选择水力平 
衡及调节阀门时，应予区分。

管网运行调节模式主要有质调节、量调节、质量并调、分时 
分区控制，对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进行分时分区温度和流量控 
制、分阶段变流量（系统为定流量系统时，随气候变化进行水泵 
运行台数或频率调节）等调节模式，水力平衡及调节阀门的选取 
应与系统形式及运行调节模式相适应。

热计量改革在得到大面积推广后，配合室内温控措施，随着 
终端用户、热网运行管理单位用热及管理运营思路的改变，供热 
管网的整体运行模式将产生较大改变。因此针对不同的热计量及 
温控方式的特点，应采取不同的水力平衡及调节阀门。

不同厂家对于水力平衡及调节阀门的选型、安装均有不同要 
求，应根据系统要求，进行选用及安装。
F . 0 . 3 水力平衡阀，又称手动平衡阀、数字锁定平衡阀。其工 
作原理为：通过阀门节流，消耗阀门所在回路富裕压降，使回路 
流量等于设计值；其特殊调试方式需逐级安装，即各级支、干管 
分支处均应安装。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又称动态流量平衡阀、流量限制器、自 
力式流量平衡阀。其工作原理为：通过自力式机构，在系统压力 
变化时，维持系统中某回路流量恒定。

自力式压差控制阀，又称压差控制器、动态压差平衡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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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为：通过自力式机构，在系统压力变化时，维持系统中 
某回路或两点间压差恒定。除与静态平衡阀联用实现流量限制及 
测量外，一般不需与其他形式水力平衡阀门联用。

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调节阀，又称恒压差电动调节阀。其工 
作原理为：此阀门由自力式压差平衡阀与电动调节阀复合而成， 
由自力式压差平衡阀控制电动调节阀两端压降恒定，以实现在系 
统压力波动时，通过阀门的流量不受影响。其具有水力平衡与控 
制两项，一般仅在需要温度控制的末端安装即可，不需与其他形 
式水力平衡阀门联用。
F . 0 . 4 末端楼前混水装置只需较小的占地空间以及相对较少的 
投资和设备安装量就可解决个别楼宇的特殊用热参数需求，如新 
老建筑或地板辐射低温末端与散热器末端共存同一供热系统中时 
所需要的供热参数不一致，与此同时还可兼顾解决局部水力失衡 
现象。

采用末端楼前混水装置可实现供热管网大温差小流量供热， 
楼内供热系统小温差大流量用热，有利于削弱建筑内热力失调， 
节约水栗输送能耗，同时兼顾解决系统水力失衡问题。

94



统一书号：15112 . 23796
^  W :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