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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
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加强教材建设，确保教材质量，中国电力教育协会组
织制订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教材规划。
该规划强调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专业基础课教材与
教学急需的专业教材并重、新编与修订相结合。
本书为新编教材。
随着我国城市集中供热的迅速发展，城市热力管网以及换热站数量得以迅速增加，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不断出现，并且已经在工程中得到应用，而对于城市热力管网及换热站的设计资料目前相对匮
乏，应用于教学的教材更是缺少。
为了适应目前快速发展的城市供热的需求，也为了广大热能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等专业学生学
习的需要，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设计、施工等方面的理论经验和体会，参考有关资料特编写本书。
美国早在1877年就建成了最早的区域供热系统，即由一个锅炉房供给全区许多栋建筑物供热以及生产
、生活所用的热能。
进入20世纪，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利用发电厂中汽轮机的废气，供给生活、生产用热。
其后逐渐发展为现代化的热电厂，联合生产电能、热能，显著地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率。
20世纪60年代，世界能源的消耗，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快速增加。
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不同程度地增加了2～4倍。
同时，锅炉房多建于人口稠密区，煤烟粉尘、CO：和SO：气体等造成了城市环境的严重污染。
我国自1959年建设完成第一座城市热电厂（北京东郊热电厂），在其后的30年中，我国的城市供热发
展比较缓慢，到1980年，我国也只有七个城市有集中供热。
1980年后，我国城市区域供热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81年一年就增加了7个城市。
进入21世纪，发展速度有增无减，逐渐向县级城市，甚至向乡镇发展。
特别在我国的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有许多工业企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热电联产系统，充分
利用低值燃料和热能综合利用技术，形成了国家、企业、个人的综合热电联产的梯级格局。
在区域供热系统中，采用大型现代化锅炉，燃烧效率高，特别是综合生产热能和电能的热电厂可以大
大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扩大供热的区域半径，使热源远离城市中心人口稠密区，便于集中进行煤的燃
烧，集中处理排人大气的、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燃烧产物（粉尘、SO2等）。
本书主要讲述供热管网和换热站两部分设计、施工的相关知识，在内容取舍和结构编排上既能满足在
校学生学习的要求，同时又对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施工等方面起指导作用；在理论上，对原理进行
简单明了的阐述，力求做到深入浅出、简明扼要。
对提高热能的利用效率和能源的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做了一定深度的阐述。
同时强调近几年新技术、新工艺的理论和实践，既注重基本的理论教学，又兼顾基本技能的训练，以
便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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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十章，主要包括绪论、城市供热热负荷计算、城市供热管网的布置及敷设、供热管网的水
力计算、供热管材及其附件、管道的热应力计算、供热管道安装、换热站、供热管网保温及防腐、供
热管网的运行与调节。
    本书内容主要讲述供热管网和换热站两部分设计、施工的相关知识，在内容取舍和结构编排上既能
满足在校学生学习的要求，同时又对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施工等方面起指导作用；在理论上，对原
理进行简单明了的阐述，力求做到深人浅出、简明扼要。
对提高热能的利用效率和能源的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做了一定深度的阐述。
同时强调近几年新技术、新工艺的理论和实践，既注重基本的理论教学，又兼顾基本技能的训练，以
便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和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选用教材，也可作为从事供暖和
集中供热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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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1.1 城市供热工程的发展1.1.1 我国城市供热行业的发展我国的城市供热工程是新中
国成立以后发展起来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随着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的
经济和电力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北京、太原、吉林、兰州和哈尔滨等城市建设了一批热热电厂，
向工厂、住宅、学校等提供生产和生活用热。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集中供热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
目前，我国城市供热行业发展的热点是一些大、中型城市。
如北京、沈阳、长春、太原、哈尔滨、济南等城市已经建成了大规模的城市供热设施，具有一定规模
的热源、热网和较完善的自动控制装置，同时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的热用户及用户设备。
集中供热的发展，为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城市大气环境、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城市集中供热设施成了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
我国建国初期，供热行业得到迅速发展，1953～1965年，新增单机6MW以上的热电机组容量2.4GW，
占同期新增火电机组容量的27％。
截至1965年底，全国供热机组容量占火电机组总容量的比重达20％。
但是1966～1976年期间，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供热事业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集中供热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在城市供热中，热电厂供热占总集中供热的62.9
％，区域锅炉房供热方式占35.1％，其他供热方式共占1.35％。
全国集中供热面积中，公共建筑占33.1％，民用建筑占59.8％，其他占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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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供热工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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