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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  编制的必要性及编制依据 

1.1.1 编制的必要性 

（1）符合国家清洁供暖政策及指导意见的要求 

（2）“十五五”期间新形势下国家及天津市供热发展需要 

（3）京津冀区域供热领域的发展趋势 

1.1.2 主要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5）《“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2022年 1 月） 

（6）《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国家能源局，2024 年 3 月） 

（7）《天津市供热专项规划（2021-2035 年）》 

（8）《天津市北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9）《天津市供热条例》 

（10）《天津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11）天津市供热管理办法 

（12）北辰区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与文件 

（13）相关的技术规范，主要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2）《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51074-2015) 

3）《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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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津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9-153-2014） 

6）《天津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9-1-2013) 

7）《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8）《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9）《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50660-2011) 

10）《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50049-2011） 

11）《锅炉房设计规范》（GB50041-2020） 

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3）《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14）《天津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151-2020） 

15）《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16）《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JJ34-2022） 

17）《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术规程》（CJJ/T81-2013）  

18）《燃气冷热电三联供工程技术规程》（CJJ145-2010） 

19）《燃气冷热电联供工程技术规范》（GB51131-2016） 

20）《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设计规定》（DL/T5174-2020） 

21）《燃气分布式供能站设计规范》（DL/T 5508-2015） 

1.2  规划年限与范围 

1.2.1 规划年限 

规划年限：2020-2035 年。 

其中： 

近期：2020-2030 年； 

远期：2030-2035 年。 

1.2.2 规划范围 

北辰区供热专项规划的规划范围与北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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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相一致，涵盖北辰区行政辖区范围，包括九镇八街和开发区，总用

地面积 475.75 平方公里。 

1.3  规划原则 

（1）因地制宜、绿色低碳 

结合北辰区能源资源现状，合理构建以燃气集中供热站为主，其

他可再生能源为辅，集中分散相结合的供热方式。 

（2）民生为本、效益优先 

调整能源结构，把能源安全作为根本要求，增强风险应对能力，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获取稳定的经济效益与投资回报。 

（3）智能高效、创新示范 

积极探索和推动供热领域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

加快集中供热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积极推广和探索新技术、新材料

应用。 

（4）远近结合、高效集约 

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期发展关系，确保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和统

筹指导作用。保障北辰区供热发展效益的同时，实施集约发展策略，

形成规模效应，降低发展成本。 

1.4 规划目标 

为适应北辰区建设发展的要求，改善生态环境，构建安全、高效

的供热系统，依据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结合北辰区资源条件和发展水

平等实际情况确定北辰区供热规划指标，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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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北辰区供热规划指标 

序

号 
指标 

2024年 

（现状） 

2030年 

（近期） 

2035 年（远期） 

北郊电厂及市级供

热“一张网”工程部

分实施（30%） 

北郊电厂及市级

供热“一张网”工

程部分实施（70%） 

北郊电厂及市级

供热“一张网”工

程完全实施 

1 
能源结

构 

可再生供热比

例 
5.5% 7.0% 8.0% 8.0% 8.0% 

燃气供热比例 76.2% 73.0% 72.0% 55.0% 34.0% 

热电联产供热

比例 
18.3% 20.0% 20.0% 37.0% 58.0% 

2 

采暖热

指标 

（W/m2

） 

未节能 住宅：60； 公建：80； 工业：80 

近期新建 住宅：28； 公建：45； 工业：45 

远期新建 住宅：25； 公建：40； 工业：40 

3 

供热污

染物排

放浓度 

（mg/ 

m3） 

颗粒物 

—— 

满足标准要求 

二氧化硫 满足标准要求 

氮氧化物 满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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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热现状 

根据统计，北辰区现状集中供热面积为 3486.4 万㎡，其中热电

联产供热面积 322.6 万㎡，燃气供热面积 2371.5 万㎡，地热供热面

积 127.5 万㎡，空气源热泵供热面积 9.4 万㎡，多能耦合热源供热

面积 655.4 万㎡。 

表 2-1 现状热源结构统计表 

热源形式 
面积(万

㎡) 
比例 

热电联产（3个） 322.6  9.2% 

集中

热源 

燃气（45个） 2371.5  68.0% 

地热（5个） 127.5  3.7% 

空气源热泵（5个） 9.4  0.3% 

多能耦合 

燃气+热电联产

（2个） 
612.4  

17.6%（其中燃气锅

炉约承担 42%供热

能力） 

燃气+地热供热

站（1个） 
43.0  

1.2%（其中燃气锅

炉约承担 50%） 

总计（61个） 348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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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热源规划 

3.1  发展思路 

《天津市北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在构建能源

系统方面提出了“发展多种方式、多种能源相结合的安全清洁供热体

系”要求，因地制宜选择供热热源，全区采取热电联产、可再生和清

洁能源供热相结合的供热方式，构建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供热格局，

积极推广和探索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建设低碳、安全、高效、智

慧的供热系统。城镇地区以燃气集中供热站为主，其他清洁能源供热

为辅；农村地区采用燃气、电力等清洁能源分散供热。扩建华电北宸

分布式能源站。至 2035 年全区清洁能源供热比例达到 100%。合理布

局热源和热网，构成多热源联合供热的“一张网”格局，确保供热安

全可靠。 

本次供热规划的目标是结合《天津市北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提出的发展方向与要求，全面提升北辰区供热能力

和热源布局的合理性，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加大清洁供暖比重，实

现北辰区节能减排的目标。 

北辰区集中供热以燃气供热为主，发展燃气+可再生能源供热的

多能耦合供热形式，提升热电联产、可再生低碳供热比重。其中居住

建筑采暖热源可小范围采用可再生电力驱动电热、太阳能、空气能、

地热能、余热废热等作为辅助热源；公建、工业用户的采暖可由用户

根据建筑性质、类型、用户自身需求、条件等情况，选择热源形式。

在公共建筑集中地块，经技术经济分析后，可建设大中型热泵+燃气

调峰锅炉房综合能源站等种类热源，实施供冷供热联供。 

3.2 热源规划原则 

改善能源结构，因地制宜选择供热热源，以燃气供热为保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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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联产和地热为辅助，空气能、太阳能、其他余热废热及绿电驱动

供热系统为补充，提升可再生清洁能源供热比例，稳供热、增清洁、

减污染。 

（1）谋划热电联产远期供热体系 

热电厂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不允许新、扩建永久性燃煤锅炉房，

其供热范围并入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管网或利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替

代供热，现有集中热源厂可作为调峰及备用热源，提高热电联产供热

的安全性。 

（2）构建安全稳定的供热网络 

结合国家当前的环保政策及北辰供热发展的现状，近期热电厂不

能满足北辰区的供热发展需要，现状燃气供热占比较高，大力发展多

能耦合供热站是解决供需矛盾的主要方式，规划近期采取以燃气供热

站为主，多种可再生能源作为有益补充的供热模式。各供热站也可进

行适当的容量调整，适量增加供热余量。 

规划远期燃气供热站的供热管网与热电厂的管网进行联通，实现

多热源管网互联互通，构建联合供热的区域“一张网”格局。燃气锅

炉与热电厂余热互为调峰、备用，提高北辰区整体供热稳定性及韧性。 

（3）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供热 

将低碳能源供暖作为北辰区供热系统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当地

资源禀赋和用能需求因地制宜的发展清洁能源供热，积极利用地热能、

空气能等清洁能源，打造清洁供热网络，建立清洁能源与其他能源供

热方式相结合的互补供热体系。 

（4）挖掘热电厂余热供热资源潜力 

充分挖掘北辰区光大垃圾焚烧热电厂和晨兴力克垃圾焚烧热电

厂的余热供热资源潜力，根据热电厂的运行特点制定远期供热发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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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可利用移动蓄热装置收集电厂的余热，供应不具备建设热源及电

厂管网达不到的片区，实现远期余热资源回收最大化，有效提升北辰

区热网供热保障能力。 

（5）采用绿色低碳供热技术 

北辰区内的孤岛用地、孤岛小区等管网覆盖困难的区域，结合实

际优先使用各类热泵与太阳能光热、谷电蓄热等技术相结合模式供热，

达到节能减排。在别墅区及低密度建筑区域发展地源热泵供热。 

规划综合能源站以天然气作为基本能源，因地制宜利用浅层地热、

空气源热泵、电蓄热供热等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污水处理厂周边区

域根据采暖需求使用污水源热泵供热、供冷，满足用户需求。 

（6）提升智慧供热服务水平 

提升北辰区热网、热源的信息化、自动化调节能力，实现远程调

节与实时监控，提高热源负荷调度调节能力，提升精细化供热管理水

平，实现供热的精准调控。 

（7）优化整合供热资源 

以保障居民用热为前提，以保障现有项目为优先原则，通过对北

辰区内热源站的整合优化，实现主要供热干线由政府主导、整体布局、

统筹考虑，进一步提升北辰区供热综合保障能力和运营管理水平。 

本规划未明确具体点位但符合供热发展要求的北辰区范围内的

燃气锅炉房、可再生能源供热站等热源站，经北辰区供热主管部门、

组织论证确有必要的，视为符合本规划，待规划修编时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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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热系统及热力管网规划 

4.1 热力管网规划原则 

热力管网规划是按照天津市供热发展总体思路，落实政府主导调

控下的“市域统筹、一张热网”即“政府调控，企业经营、计量上网、

资源共享”原则。尽快健全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根据城市

总体规划的发展要求，进行总体布局，全面规划。要求热网的建设和

城市道路建设同步进行，并保持略超前于热源建设，优先考虑靠近热

源的用户、成片开发的小区先供热，对于已经实施联片供热的小区，

则根据实际需要和规划要求对原有热网重新进行计算，核实管径、压

头损失，逐步分期、分批地加以改造和扩建。 

规划原则如下： 

（1）依据政府主导调控下的“市域统筹、一张热网”即“政府

调控，企业经营、计量上网、资源共享”原则，规划热力管网； 

（2）满足城市建设的热负荷需要，尽量与规划路的建设同步； 

（3）热网走向尽可能靠近热负荷密集区，减少跨越主干道和繁

华地段； 

（4）尽量利用原有热网，进行挖潜改造和扩建； 

（5）热网布置力求短直，平行于道路，靠近人行道或慢车道，

尽可能不跨越或减少跨越城市主干道和繁华地段，不影响或不破坏整

体布局； 

（6） 热水网以直埋敷设为主，建议采用冷安装或局部加补偿器； 

（7）供热主管网分期改造建设，旧有蒸汽管网改造与新敷设热

水管网有计划的进行，各热力站支线根据热负荷需要情况逐步发展； 

（8）为提高热网的运行可靠性，保证区域供热安全可靠，在考

虑充分利用区域内多种形式热源的同时，管网在一定的位置设连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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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源间实现联网、互补（设备事故、例行检修等停运状况）运行做

好必要的准备； 

（9）按规划和远景展望，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实施。 

4.2 规划与实施衔接原则 

（1）热电厂及供热站规划的供热管网具体实施阶段，根据道路

建设时序、项目建设时序、管网配套时序等实际情况需进行调整的，

经供热主管部门论证却有必要的，视为符合本规划，可进行适当的调

整。 

（2）区域控规、路网规划出现调整，经供热主管部门组织论证，

不违反本规划整体原则，视为符合本规划，待规划修编时予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