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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输供热热水管网技术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镇供热协会【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标准化委员会《2019年第一批团体标准

制订计划的通知》】（中热协标委会【2019】3号）的要求，团体标准《长输供热热水

管网技术标准》（2019-01-G03）已列入编制计划，由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为第一起草单位。 

二、项目背景及标准编制的意义、原则 

1、项目背景 

随着大气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供热行业一直在探索更加环保的供热方式，比如逐

渐用燃气供热、电供热方式替代原燃煤供热方式，大力发展热电联产项目，利用热电厂

的余热资源实行集中供热。在城市周围分布这一些大型的热电厂、钢厂等企业，它们在

生产过程中存在和大量的生产余热，将这些余热进行回收利用用于城市集中供热系统，

可以节省供热系统资源消耗，有利于节能降耗。很多大型的发电厂、钢厂等企业处在远

离城区的地方，如果要利用这些大型企业的生产余热，就需要建设长距离输送管网或者

超长距离输送管网将热电厂的余热输送至城市实行集中供热。热水管道超长距离输送技

术，就是立足于目前的热水管道长距离输送案例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扩展，为热水管道

长距离输送方案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2、标准编制意义 

制定《长输供热热水管网技术标准》旨在通过规范工程设计、材料选择、施工验收、

运行调节等，满足长输供热工程的需要。该标准的制定对提高长输供热热水管网的质量、

降低系统能耗、规范生产和运行调节、提高供热系统的整体技术水平，真正实现整个输

配系统的低能耗和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标准的制订，一方面可以填补我国在此领域的空白，另一方面使我国供热行业的

标准体系更加系统化。 

3、编制原则 

1）随着集中供热技术的发展，长输供热热水管网在我国会大面积推广应用。 

2）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本着科学性、先进性与适用性的原则，将欧洲先进技术、

我国的实际工程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 



 3 

3）主要章节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输送介质温度不高于 150℃，工作压力不超过 2.5MPa 的长输供热热水

管网。 

主要技术内容：总则；术语；供热系统；设备及材料；工艺系统；供配电；监测与

控制；管网施工；压力试验、清洗和试运行；工程竣工验收；运行与调节；管道及设施

检查。 

主编单位在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已完成了该标准的草案，作为标准编制的大纲。 

4）与近年来新发布的其他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协调一致。 

三、编写目的 

制定《长输供热热水管网技术标准》旨在通过规范工程设计、材料选择、施工验收、

运行调节等，满足长输供热工程的需要。该标准的制定对提高长输供热热水管网的质量、

降低系统能耗、规范生产和运行调节、提高供热系统的整体技术水平，真正实现整个输

配系统的低能耗和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制定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国内目前《城镇供热管网设计标准》CJJ 34、《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28、《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术规程》CJJ/T 81 等。为本规程编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标准结合我国的工程实际，在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先进经验，经多方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的。编制组结合城镇供热的特点，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五、编制工作过程 

1、起草初稿 

主编单位成立了专门的编制组，相关专业技术骨干参加了标准的讨论及起草工作。

结合工程实践并参考相关规范、规程，起草了该标准的大纲和初步内容。 

2、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中

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太原市热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标准编制单位和管理单位出席了会

议，到会代表 44 人，会议由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标准化委员会主持。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副秘书长牛小化参加会议并作了发言，指出《长输供热热水管网

技术标准》标准编制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王欣宣布了本

标准编制组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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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健指出标准化改革后的主要政策，强调

团体标准的重要性，并对标准的编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主编单位对标准的编

制大纲和标准草案稿内容作了介绍，与会人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

改意见和建议，并对一些技术问题进行了交流。 

编制组经过认真工作，完成了本次会议的预期任务，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确认，形

成以下纪要： 

1）根据编制大纲确定了标准的编写分工。 

2）确定了标准的编制进度安排。 

3）对主编单位提出的编制大纲和草案稿进行了讨论，提出意见以书面形式发给主

编单位。 

1）明确本技术标准的范围：包括供热首站（只提原则要求）、热水管网、中继泵

站、隔压换热站、中继能源站等设施，删除热力站的有关内容。 

5）完善长输供热管线、换热首站、中继泵站、中继能源站、隔压换热站的术语解

释，能清晰的表达主要内容。 

6）在第 5 章中需要增加的内容： 

（1）管道穿跨越   

（2）中继能源站   

（3）制水与补水 

（4）保温与防腐 

（共计增加 4 节）等有关内容。 

7）在第 5 章中需要完善的内容： 

（1）增加 事故分析/方案制定 的内容（清华大学完成，暂时放在一般规定中）。 

（2）增加 标志标识 的内容（唐山热力总公司完成，暂时放在一般规定中）。 

（3）增加 管线排水 的有关内容（华北院完成，暂时放在一般规定中）。 

（4）增加 阴极保护和防雷接地 的有关内容（东北院完成，暂时放在 5.11 保温与

防腐 和第 6 章中）。 

8）在第 7 章中增加 集中与分布控制 （增加 1 节）等有关内容，热计量的内容纳

入 7.2 参数采集内。 

9）在第 8 章中增加 地基处理 （增加 1 节）等有关内容，（西北院 完成）。 

10）在第 11 章中增加 事故处理与抢修（增加 1 节） 等有关内容。 

11）增加附录 C  直埋管道预热安装（华北院 完成）。 

12）增加附录 D  波纹补偿器布置（洛阳双瑞 完成）。 



 5 

13）增加附录 E  旋转补偿器布置（江苏宏鑫 完成）。 

3、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9 年 7 月 14 日在天津市召开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等主编单位出席了会议，到会代表 10 人。 

会议重点讨论了标准第三章和第五章的有关内容，并对一些技术问题进行了交流。

形成以下纪要： 

1）第三章 3.3 供热热源  原则性的描述工业余热（钢铁行业、石化行业）和热电

厂高温等系统的配置型式和要求（付林完成）。 

2）第三章增加一节， 3.4 热源和热网接口，含热力工况、水力工况、控制连锁及

调节要求等（付林完成）。 

3）管径不限制，回水温度改为不高于 40℃。 

4）系统定压要求放在第五章 5.1 一般规定中（李永红完成）。 

5）5.2 水力计算（李永红完成）。 

6）5.8 中继泵站及隔压站（李永红和许国春完成） 

7）5.9 中继能源站（李永红和许国春完成） 

8）5.10  制水与补水，含除氧要求（陈 泓完成） 

9）大温差热力站的有关内容建议在《城镇供热管网设计标准》CJJ34 的修订中增加

此内容（王淮负责与标准编制联系）。 

3、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了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三次工作会议。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太原市热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标准编制单位和管理单位出席了会

议，到会代表 42 人，会议由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标准化委员会主持。形成以下纪要： 

（1）编制组同意关于标准主要章节划分和内容的组织结构。 

（2）对以下主要问题专题讨论研究： 

1）专题报告一：长输管网调节方式及统一调度（付 林负责，参加单位：清华同

衡、太原热力、华北设计院等）。 

2）专题报告二：直埋敷设长直管段局部稳定性验算（王 淮负责，参加单位：北

京煤热院、北京热力设计院、西北市政院等）。 

（3）第 3 章 （供热系统） 

3）修改 3.1.3 关于调峰热源的内容修改（付 林完成）。 

4）3.1.4 供热可靠性和 5.1.2 管道多管制等内容合并，并补充完善有关内容（王 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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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5）核实 3.2.2 回水温度，与 CJJ34 一致，补充条文说明（王 淮完成）。 

（4）第 4 章（设备与材料） 

6）修改 4.1.1 板式换热器的有关内容，核实 4.1.2 水泵内容（许国春完成）。 

7）修改 4.1.3 除污装置的有关内容，增加压降要求（梁 鹂完成）。 

8）修改 4.1.4 吸收式换热机组，核实压降要求（李永红完成）。 

9）核实 4.1.5 软水器和 4.1.6 除氧器的内容（许国春完成） 

（5）第 5 章（工艺系统） 

10）修改 5.1.4，关于泵站的设置原则等有关内容（李永红完成）。 

11）修改 5.1.5，增加蓄水设施容量要求（陈 泓完成）。 

12）修改完善 5.2 水力计算及压力工况的内容（李永红、陈泓完成）。 

13）5.4 中增加，水工水土保护的要求（王 淮完成）。 

14）5.4.7 穿跨越构筑物与 5.1.6 构筑物合并，完善有关内容（王 淮完成）。 

15）5.5.10 直埋敷设长直管段局部稳定性验算（专题报告二，王 淮负责组织完

成）。 

16）5.7.1 关于阀门的有关内容修改完善（王 淮完成）。 

17）5.8.13 水泵系统连接与 5.8.10 隔压换热站系统合并，完善有关内容（许国春

完成）。 

18）5.8.14、5.8.16 和 5.8.16 有关中继能源站内容合并，并移至 5.1 节中（李永红

完成）。 

19）5.9.5 蓄水设施与 5.1.5 排水设施内容合并，完善有关内容（陈泓完成）。 

20）5.10.2 增加保温材料对设备的防腐蚀要求（王 淮完成）。 

（6）第 6 章（供配电） 

  21）增加变频电机电压等级的有关规定内容（魏国文完成）。 

（7）第 7 章（监测与控制） 

22）7.4.2 关于调节方式，与 11.3.1 内容不一致，（专题报告一，付林负责组织完

成）。 

23）增加 GIS 内容（史登峰完成）。 

24）增加重点测点冗余要求（史登峰完成）。 

（8）第 8 章（管网施工） 

   25）增加深基坑专项评估安全的要求（王 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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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补充直埋管道预热施工的内容（尹承磊完成）。 

27）精简有关内容，主要针对长输管道和重点内容进行要求表述（王 淮完成）。 

（9）第 9 章（压力试验、清洗和试运行） 

   28）9.2.1 与 9.1.5 内容重复，可以删除。 

29）精简有关内容，主要针对长输管道和重点内容进行要求表述（王 淮完成）。 

（10）第 10 章（工程竣工验收） 

30）10.2.6～10.2.9 精简有关内容，部分表述移至条文说明中（王 淮完成）。 

（11）第 11 章（运行与调节） 

31）11.3.3  精简有关内容，部分表述移至条文说明中（王 淮完成）。 

32）11.3.4 与 5.1.4 内容重复，属于系统设置内容，可以删除。 

33）11.5.3 精简有关内容，部分表述移至条文说明中（王 淮完成）。 

34）11.6.1～11.6.6，精简有关内容，部分表述移至条文说明中（王 淮完成）。 

35）补充部分条款的条文说明（石光辉完成）。 

36）补充增加抢修队伍、抢修设备和备品备件的要求（石光辉完成）。 

（12）第 12 章（管道及设施检查） 

   37）精简有关内容，部分表述移至条文说明中（王 淮完成）。 

38）补充部分条款的条文说明（石光辉完成）。 

4、编制组第四次工作会议——专题报告研讨（1） 

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北京市召开了标准编制组第四次工作会议——专题报告（1）

工作会议。清华大学、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标准编制单位和管理单

位出席了会议，到会代表 24 人，会议由清华大学主持。 

会议专题讨论了： 

1）大温差系统在供热系统中应用的必要性； 

2）管道内减阻技术的讨论； 

3）长输供热管网的调节方式。 

5、编制组第五次工作会议——专题报告研讨（2） 

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标准编制组对专题报告（2）—《直埋敷设长直管段局部稳

定性验算》进行了网上征求意见。 

回复意见中，同意专题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对于大口径直埋敷设长直管段局部稳定

性验算的计算公式，推荐采用预热安装的无补偿敷设方式，减小管道的壁厚。 

经编制组共同努力，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