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６　　　　 暖通空调犎犞牔犃犆　２０１３年第４３卷第４期 标准规范

《供热术语标准》修订的若干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　周志刚☆　邹平华

泛华建设集团沈阳设计分公司　廖嘉瑜

城市建设研究院　杨　健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冯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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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蓝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吴全华

摘要　介绍了《供热术语标准》的修订背景、编制原则，从对原标准内容的增加、修改、删

除、简化四个方面举例说明了修订工作和内容。修订后的术语标准全面反映了当前供热技术

的实践经验和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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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ＣＪＪ５５—１９９３《供热术语标准》（以下简称原标

准）于１９９４年颁布实施，已历经１０多年，在规范和

统一供热相关术语、促进供热技术发展以及方便国

内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１］。近年来，我国的

供热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技术水平迅

速提高。随着应用新能源的供热技术和系统不断

涌现，节能的新型分布式供热系统得到倡导，节能、

降耗的热水和蒸汽供热直埋管道和各类新产品、新

设备不断涌现。供暖热计量的实施以及新技术和

新设备的应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技术内容，例如热

网的变流量运行、质量流量综合调节；热网规模扩

大后为了提高经济性和可靠性，多热源环状管网不

断增加等。因此，该标准亟需进行修编，从而全面

反映当前供热技术的实践经验和发展状况，以利推

动国内供热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标［２００８］１０２号文

件的要求，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主编单位，会同

泛华建设集团沈阳设计分公司、城市建设研究院、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和

北京蓝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了对原标准

的全面修订工作。

标准编制组收集了１９９４年原标准颁布以来的

应用情况，征集了对该标准修订的意见，调研了近

年来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发展情况和技术内容；在征

求意见稿阶段，广泛征求了对修订的《供热术语标

准》的意见。在各阶段得到了全国许多设计院、高

等院校和运行管理部门的同行的大力支持。修订

后的《供热术语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于２０１１年

７月１３日发布，标准编号 ＣＪＪ／Ｔ５５—２０１１，自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起实施。

①☆ 周志刚，男，１９７８年９月生，博士，讲师

１５００９０ 哈尔滨市黄河路哈尔滨工业大学二学区２６５１＃
（０４５１）８６２８３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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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标准概况

该标准适用于供热及有关领域。

主要技术内容分９章：１总则；２基本术语；３

热负荷及耗热量；４供热热源；５供热管网；６热力

站与热用户；７水力计算与强度计算；８热水供热

系统水力工况与热力工况；９施工验收、运行管理

与调节。

上述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的章节编排在

标准修订前后没有重大变化，仅对原标准的部分章

节内容进行了调整，完善了涉及供热热源、保温和

防腐、热补偿的内容，增加了部分有关施工验收、阀

门、热补偿的内容。

２　标准的编制原则

编制组在遵守“统一、简化、择优和协调”的标

准化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贯彻以下原则：

１）贯彻国家有关政策、法令。遵守下级标准

不得与上级标准相抵触的原则。处理好与相关国

际、国内标准的关系。

２）遵守国家有关语言及文字方面的规定。不

使用未经国家颁布的简化字。语言应简明、准确，

通俗易懂，逻辑严谨，避免产生不理解或不同理解

的可能性。

３）概念相同的术语应前后统一，并与已发布

的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协调，与相关学科的术

语一致（有明显的可争议的个别术语除外）。同一

术语表达同一概念，同一概念采用同一术语表达。

研究框架、制定体系，力求同义词规范化、外文对应

词准确化、定义明确化。如将原标准中的热网统一

修改为供热管网，与其他标准协调。

４）广泛调研并收入反映近年来新技术、新设

备、新产品方面的术语，反映近年来供热技术发展

现状与趋势。比如，考虑到近年来直埋敷设技术的

广泛应用，对原标准５．４节“管道支座和支架”进行

了局部修改，删除了附墙支架等术语，增加了固定

墩、内固定支座、外固定支座、固定节等直埋敷设技

术经常应用的相关术语。又如，为体现近年来保温

材料及保温技术的快速发展，对５．５节“保温和防

腐”进行了局部调整，增加了辐射隔热层、真空层、

保温管报警系统等近年来预制保温管应用过程中

常用的术语。

３　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和规定

３．１　增加的内容

原标准在应用过程中尚有未涉及到的内容，亟

待补充，并且某些规定不全面。新标准增加的内容

是对原标准未涉及到的内容的补充和完善。

１）增加了２．４节“供热可靠性”，规定了有关

供热可靠性的供热可靠度、供热系统故障、修复时

间等常用术语的定义及外文对应词。如：

２．４．２　供热可靠性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供热系统在规定的运行周期内，完成规定功

能，保持不间断运行的能力。

２．４．７　供热系统故障　ｄａｍａｇｅ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ｏｆ

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供热系统出现不正常工作的事件。

２．４．１０　修复时间　ｒｅｐａｉｒｔｉｍｅ

发生事故后，确认故障并使元件或系统恢复到

能执行规定功能状态所用的时间。包括事故定位

时间、事故修理时间和管道放水、充水时间。

新增的供热可靠性术语为供热可靠性计算及

评价研究提供了相关术语依据。

２）在４．３节“热电厂”中增加了燃气 蒸汽联

合循环、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电厂等术语。如：

４．３．１６　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　ｇａｓｓｔｅａｍ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ｙｃｌｅ

由燃气和蒸汽两种不同介质的热力循环叠置

组合而成总的热力循环。

４．３．１７　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电厂　ｇａｓ

ｓｔｅａ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ｙｃｌｅ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

利用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原理生产电能和热能

的电厂。

３）在５．５节“保温和防腐”中增加了辐射隔热

层、真空层、保温管报警系统等目前预制保温管应

用时常用的术语。如：

５．５．１９　 辐 射 隔 热 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ｔ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

在带有空气保温层的保温管道中设置的具有

表面低发射率和高反射率特性的结构层。

５．５．２１　真空层　ｖａｃｕｕｍｌａｙｅｒ

钢外护管预制真空复合保温管道中在保温材

料层外表面与钢外护管内表面之间封闭的具有一

定真空度的环形空气层。

５．５．３１　 保 温 管 报 警 系 统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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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制直埋保温管的保温层中设报警线，在管

道上设检测节点，根据保温层中湿度的变化确定管

道上故障点的电路及监测报警系统。

４）在７．１节“水力计算”中增加了动态水力计

算、零压差点、水力汇流点等针对多热源环状供热

管网与分布式水泵供热系统水力计算时常用的术

语。如：

７．１．３　动态水力计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考虑供热系统的工况随时间变化所进行的水

力计算。

７．１．１１　水力汇流点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

环状供热管网或多热源枝状供热管网中供水

干线上两个方向来的水流交汇，并流向一条支干线

（或支线）的位置。

７．１．３６　零压差点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ｑｕａｌｐｏｉｎｔ

供热系统中，同一地理位置供水管压力与回水

管压力相等的点。

５）在９．１节“施工及验收”中增加了暗挖法、

盾构法等近年来工程施工常用技术的术语条文。

如：

９．１．２　暗挖法　ｕｎｄ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不开挖地面，而在地下水平向前开挖和修筑衬

砌的施工方法。

９．１．４　盾构法　ｓｈｉｅｌ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用盾构为施工机具修建隧道和大型地下管道

的暗挖施工方法。

３．２　修改的内容

修改的内容包括调整原标准规定的严格程度、

细致程度、用词的准确度等。

１）将原标准第９章名称“供热调节、运行管

理、试验及试运行”修改为“施工验收、运行管理与

调节”。

２）原标准２．２．２３，２．２．２４有关供水压力和回

水压力的定义分别为“热水供热系统中供水管内的

压力”和“热水供热系统中回水管内的压力”。上述

条文定义中热媒所处位置的说明细致程度不够，新

标准分别修改为“热水供热系统供水管道中、热源

设备出口、热用户入口处的热水压力”和“热水供热

系统回水管道中、热源设备入口、热用户出口处的

热水压力”。

３）原标准３．２．１有关热指标的定义为“单位

建筑面积、单位体积与单位室内外设计温差下的热

负荷或单位产品的耗热量”。条文定义中对于热负

荷及耗热量的说明严格程度和细致程度有欠缺，新

标准修改为“单位建筑面积的设计热负荷、单位体

积与单位室内外设计温差下的设计热负荷或按单

位产品计算的设计热负荷”。

４）原标准中供热半径的条文说明没有针对具

体的管网形式进行准确的定义，新标准对该条文说

明进行了补充与细化。具体为：供热半径定义中水

力计算时热源至最远热力站的管道沿程长度是对

间接连接供热系统的一级网而言的；水力计算时热

源至最远热用户的管道沿程长度是对直接连接供

热系统或间接连接供热系统的二级网而言的。水

力计算时热源至最远热力站（或最远热用户）的管

道沿程长度，一般是水力计算时的最不利管路。单

热源、枝状管网的供热半径一般也是指从热源到最

远热力站（或最远热用户）的管道沿程距离，相对容

易确定。多热源、环状管网的供热半径是指从热源

经环形干线到某热力站平均比摩阻最小的管道沿

程距离。供热管网的水力计算从供热半径所指示

的管线开始，然后再计算其他并联管路和确定循环

水泵的扬程。通常对供热半径有两种解释：① 热

源至最远热力站（或最远热用户）的管线沿程距离。

② 热源至最远热力站（或最远热用户）的直线地理

距离。其中第①种解释适用于单热源、枝状管网。

在以往大多数管网为单热源、枝状管网时是可以采

用和接受的。采用水力计算时热源至最远热力站

或热用户的管道沿程长度的定义，则不仅适用于单

热源、枝状管网，也适用于多热源、环状管网。由于

大多数供热系统中热源不在供热区域的中心位置，

第②种解释无实际意义。上述说明中凡涉及到热

力站（或最远热用户）之处，其用意可见２．２．４的条

文说明。

５）原标准中对一级管网和二级管网的条文说

明较为简单，解释不够严格和细致，新标准对此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修改后的条文说明为：一级管网

的定义适用于设置一级换热站的供热系统，一级管

网与二级管网的分界点是换热站。由热源至换热

站的供热管网是一级管网。随着供热行业的发展，

供热系统的规模和型式有了很大扩展，目前有些工

程经过两级或三级换热将热能传给热用户。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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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网供热系统中，由热源至第一级换热站的供热

管道系统称为一级管网。无换热站的供热系统，无

一级管网和二级管网之分。二级管网的定义适用

于设置一级换热站的供热系统，一级管网与二级管

网的分界点是换热站。在多级管网供热系统中，由

第一级换热站至第二级换热站的供热管道系统称为

二级管网。在多级管网供热系统中，有的热力站主

要起隔绝和降低供热介质压力的作用，称作隔压站。

３．３　删除的内容

１）与原标准相比，新标准在第２章“基本术

语”中删除了目前不常用的部分术语，如联片供热、

城市供热等术语。

２）新标准在第３章“热负荷及耗热量”中删除

了目前不常用的部分术语，如热负荷小时变化系数

等术语。

３）删除了原标准６．１节“热力站与中继泵站”中

目前已不常用的区域热力站和小区热力站等术语。

４）对原标准５．４节“管道支座和支架”进行了

局部修改，删除了附墙支架等术语。

３．４　简化的内容

１）原标准中基本热负荷的定义为“由基本热

源供给相对稳定的热负荷”。新标准中简化为“由

基本热源供给的热负荷”。

２）原标准中热负荷延续时间图的定义为“全年

或供暖期内不同室外温度下的热负荷变化情况及与

之对应的延续时间的关系曲线图。图中曲线下的面

积表示全年或供暖期的总耗热量”。新标准中简化

为“全年或供暖期内不同室外温度下的热负荷变化

情况及与之对应的延续时间的关系曲线图”。

３）原标准中定压点的定义为“在热水供热系

统中循环水泵运行和停止工作时水的压力始终稳

定的点”。新标准中简化为“热水供热系统中定压

的位置”。

４　结语

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调研了当前国内外供

热技术的发展、原标准的应用。对涉及供热系统的

供热热源、供热管网、水力计算与强度计算、施工验

收、运行管理与调节等方面的内容都进行了修订，增

加了反映近年来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方面的术语，

全面反映了当前供热技术的实践经验和发展状况。

标准分为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标

准管理部门将《供热术语标准》列为行业的基础标

准，其应用范围涉及供热工程的设计、施工和运行

等部门，还可供专业教学参考，培养学生学标准、用

标准和提高独立工作的能力。编制组力求使修订

后的新标准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供热术语应用的

需要。希望该标准对统一供热术语及其定义，实现

供热术语的标准化，促进供热技术的发展，利于国

内外交流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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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风管、烟管的壁厚 ｍｍ

长边范围

犅≤３２０

ｍｍ

３２０ｍｍ＜犅

≤６３０ｍｍ

６３０ｍｍ＜犅

≤１０００ｍｍ

１０００ｍｍ＜犅

≤１２５０ｍｍ

风管壁厚 ０．５ ０．６ ０．７５ １．０

烟管壁厚 ０．８ １．０ １．０ １．２

５　结语

从该工程的人防通风设计可知，防空地下室的

类别、掩蔽面积、掩蔽人员数、防毒通道面积以及简

易洗消间是否设置，是人防工程防护通风及防排烟

设计的基本条件。依据ＧＢ５００３８—２００５《人民防

空地下室设计规范》及ＧＢ５００９８—２００９《人民防空

工程设计防火规范》，进行防护通风量和排烟通风

量的计算、通风设备的选型以及风管的设计。为今

后类似人防工程的设计提供设计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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