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2卷◆第 9期◆版本 1.0◆2018年 9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使得我国供热管网规模

不断扩大,对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完

善城市供热系统以及保障供热管网的安全运行。

1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主要特征

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节能环保的特

征。集中供热管网系统可以节约能源,而且供暖设备噪音较

低,同时与城市居民区距离较远,不会对周围环境带来干扰,

有高效率的特点,能够有效满足城市环保发展的要求。集中

供热管网系统具有较好的集中性, 烟囱在设计上采用不同

的高度,有效降低了环境污染。利用集中供热管网系统,锅炉

容量较大,发电效率较高,有效实现了能源的节约。(2)可靠性

高的特征。集中供热管网系统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可以根据

室外温度自动进行动态调整,确保供暖的质量,而且有效降

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利用中央加热设备,其质量普遍

较高,所以在运行上具有较好的可靠性,系统故障率较低。

2影响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主要因素

影响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因素主要有:(1)输水温度和管

道半径因素。城市供热管道输水温度较低时,管道散失的热

量就会减低,不同管道半径之间的差距就会减小；当城市供

热管道的输水温度较高时,管道散失的热量就会增大,不同

管道半径之间的差距也会加大。所以,当输水温度比较低时,

则管道半径是导致管道散热损失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当输

水温度较高时, 则管道输水温度是导致管道散热损失的重

要因素。所以,当保温管道的输水温度保持一定的水平,而管

道的半径增加时,则管道散失的热量也会增加。这是因为管

道的半径增大, 管道的水流就会增加与管壁的接触面积,因

此导致大量热量的散失。(2)热导率因素。热导率对城市供热

管也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管道热

导率。当管道的半径保持不变时,保温材质的热导率越大,则

管道就会散失越多的热量, 随着保温材质热导率的增加,传

热的电阻就会减小,则在保温层停留的热量就会越多,从而

就会传递给周围的土壤更多的热量。但随着保温材质热导

率的减小,不同管半径管道的热导率就会逐渐降低；第二,土

壤热导率。当管道的半径保持不变时,土壤热导率越大,则管

道就会散失越多的热量。随着土壤热导率的增加,传热热阻

就会减小,更多的热量就会传送到土壤中；随着土壤热导率

的减少,不同管道半径散失热量的差距就会减小。(3)保温层

厚度因素。随着保温层厚度的增加,管道散失的热量会逐渐

减少。这是由于保温层厚度的增加,增大了传热的热阻,很少

的热量会通过保温层,传输到土壤的热量就会减少；随着保

温层厚度的减小,管道散失的热量的差距就会拉大。

3集中供热管网工程优化设计的分析

3.1供热管网管道直径设计的优化。集中供热管网时对

管网直径的优化有助于提高供热管网经济性。集中供热管

网工程一般具有离散型的特点, 优化管网时应重视优化管

网直径的设计,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保证设计的合理性。

对此, 设计师应将管径的上限范围纳入设计考虑因素中,且

采用不同的组合方式来优化管径设计, 以合理地控制管径

变化情况。且优化管网设计时,需要对热管管网流量进行控

制。

3.2优化管网工程连接方式。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管线布

置方面, 管线布局形式的实用性是重要该布置工作中最重

要的步伐,因此,设计人员在设计管网时,需严格勘察施工现

场以及其周边环境,根据该地区的具体地理环境、建筑物等

实际情况来合理设计管线, 以保证管网形式满足城市供热

要求,不仅如此,应确保所设计的管网分布对施工区域内其

他基础设施无不良影响,如交通路线、电力网线等,以避免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集中供热管网工程工程是一项大型、

复杂的工程, 采用间接连接方式可促使该项工程的造价减

少,可有效防止水利失调情况的发生,使得用户之间用热的

相互干扰情况有效减少,从而使得供热质量有效提高,而这

种方式有利于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管理和控制, 使得管网

运行效率提高。

3.3供热管网管线工程设计的优化。集中供热管网的管

线复杂和迂回供热而导致经济性不高和可靠性不强, 要在

设计和建设集中供热管网的过程中系统性和针对性地优化

管线。将成熟技术和科学设计思想融入到集中供热管网的

管线建设过程中,建立管线集中区域,降低管线供热半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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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优化设计及其施工质量管理对供热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良好的供热设计以及施工质量管理

可以保证供暖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但是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工作比较复杂,实施难度也较大,因此为了充分发挥集中供热的

作用,本文阐述了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主要因素,对集中供热管网工程优化设计进

行了探讨分析,并论述了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施工的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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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集中供热管网管线的建设成本, 降低集中供热管网的阻

力,实现集中供热管网的热负荷平衡。在实际优化管线的细

节工作中应该力争控制阀门数量,科学布置管线附件,减少

集中供热管网的浪费和能耗。为了确保管线的稳定性、安全

性、经济性,应该优化管线的位置,预防土质不良、地质灾害

对集中供热管网的破坏。同时,在管线优化的过程中要考虑

到生活、生产、交通的人为因素对集中供热管网的影响,提

高管线的美观和安全,优化管线与道路、管线与建筑的关系,

提升管线的合理性,降低集中供热管网施工、维修和养护难

度。

3.4优化供热管网工程调节。集中供热管网工程运行过

程中,为了保证用户正常用热,提高供热管网使用效率,应根

据实际情况来优化设计供热调节系统。优化集中供热管网

工程的调节系统, 可有效解决用户供热供冷不均的问题,能

促使用户可获得稳定、可持续的用热。部分学者在相关实际

研究中提出, 怎样有效地平衡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水力是

优化供热调节系统的重要问题, 但是水力平衡的影响因素

较多,包括管道规格、管道分布、阻力值、用户数量和分布等,

因此,设计师开展优化设计时,应注意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

行综合考虑,以保证设计的合理性。

4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施工的质量管理

4.1加强管沟挖掘及下管质量管理。集中供热管网工程

中的管沟挖掘和下管施工过程中的管沟尺寸、沟深、沟宽等

部位都需要严格按照要求。沟深在挖掘的时候没有达到具

体的要求,供热管网的热量会因此造成浪费。宽度不够的话,

则会导致管道间距达不到要求, 宽度和深度都是之前设定

的参数,需要控制在范围之内。因此在施工的过程中需要严

格控制挖掘的深度和宽度, 在不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不得开

始下管这道工序。在管道运输下沟时应采用尼龙吊带进行

吊装,不得使用钢丝绳和铁链吊装,确保管道保护层的安全。

4.2严格焊接施工质量管理。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施工时

的焊接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包括管道内的清洁、管口

打磨过程的控制、固定焊口之间的间隙过大等原因,这些现

象在焊接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要强化对施工质量的控制,就

必须从这些小问题进行着手解决, 严格按照工序的要求进

行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质检人员和监理人员需要

对整个检查的范围进行严格管理。首先,在对管道进行焊接

之前,必须确保管道的清洁,否则里面遗留的杂质很容易影

响焊接效果。由于供热管网是露天存放,管道内部经常会有

被风吹进的各类杂物,包括废弃塑料和垃圾砂土,这些东西

不及时清理, 必然会影响到管道支部和阀门在运行过程中

的效果。此外,管道对口进行焊接的时候,管口处必须进行打

磨,直到管口边缘 10mm范围内没有铁锈、油污等杂质,此时

再进行焊接工序。

4.3强化管道保温质量管理。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最主要

的功效就是供暖,确保热量不散失是主要的目的。因而在管

道施工的过程中,需要以此为中心,从多方面进行保温。供热

管网一般选用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进行保温, 管道是在保

温厂家预制好后运输到施工现场。整个运输过程难免会出

现很多的问题,造成供热管网保护层和保温层的破损。需要

加强对整个运输过程的管理。在管道下沟之前认真检查保

护层的破损情况,一旦发现破损,则需要及时修补或者另换

材料。

5结束语

综上所述, 为了充分发挥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有效性,在

其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连接方式和供回水温度、供

热管网的敷设方式、热网管径的确定、热网主干线的布置、

供热管道的热补偿、蒸汽系统的使用等要素,不断优化设计

方案；同时需要加强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施工的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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