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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 城市概况 

1.1.1 地理位置 

东丽区位于天津市中部偏东，海河北岸，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之

间，是连接市区与滨海新区的纽带。区境介于东经 117º13′－117º33′、

北纬 39º－39º14′。区政府驻地距天津站约 12 千米，东距天津港 30 千

米，西北距北京 135 千米。全境东西长 30千米，南北宽 25 千米，总

面积 478.8 平方千米。 

1.1.2 地形地貌 

东丽区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海河流域下游，古为渤海之域，约在

3800年前和 2000年前先后成陆，地势广袤低平。海拔均在 5米以下，

一般 3－4 米。地面坡降 1/6000－1/10000。在世界地貌类型划分上

属于典型的低平原地貌，地势平坦，间有洼地和堤状地带。天津市东

部滨海三道贝壳堤，两道在东丽区纵贯南北，一道在小王庄至张贵庄；

另一道在白沙岭－军粮城－大郑庄。 

1.1.3 气候条件 

东丽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空气干燥，多风

多雨，易出现春旱，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降水多，洪涝、冰雹和连

阴雨是主要灾害性天气。秋季冷暖适中，秋高气爽，冰雹、霜冻、秋

旱等灾害性天气时有发生，冬季以晴为主，雨雪稀少，寒冷干燥。年

均气温 11.8℃，年均降水量 598.5毫米，无霜期 18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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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水文概况 

东丽区地处海河流域下游，境内河网稠密，自然河流与人工河道

纵横交织。有 4 条一级河道从区内穿过，分别为海河、金钟河、新开

河、永定新河。海河干流自天津市区金刚桥起，至塘沽海河闸止，全

长 72千米，流域面积 2066 平方千米，东丽区境海河干流段西起月牙

河口，东至塘沽区的三川桥，全长 30.12 千米。金钟河源于旧三岔河

口，至北塘流入渤海，全长 48.8 千米，东丽区境内西起金钟街南孙

庄东侧的新开河口，东至金钟河防潮闸闸口上 300 米，长 22.63 千

米。新开河自耳闸向东至南孙庄接金钟河，全长 13.2 千米。永定新

河自屈家店分洪闸向东，流经北辰区、东丽区、宁河县至北塘汇入蓟

运河向东南归于渤海，长 65.2 千米；东丽境内段自金钟河防潮闸闸

下 300 米至北塘排污河出口，长 1.9 千米。东丽湖位于区域东北部，

总占地面积 12953亩，总库容 2200 万立方米。 

1.2 东丽区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

秀”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要求，坚持内涵发展、集约节约的新发

展理念，贯彻落实城市功能定位，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疏解，统筹

城市未来发展，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形成“两轴一带，一城多组团”

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两轴”即海河创新产业发展轴和雪莲路现代服务业发展轴。海

河创新产业发展轴是沿津塘公路、先锋东路的东西向发展轴线，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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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经开区、军粮城为引领，发挥机场交通枢纽、军粮城高铁站区集聚

效应，强化与津南会展中心、空港经济区产业协同、职住平衡，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创新资源集聚，打造创新创业集聚区。雪莲路现代服

务业发展轴是东丽提升中心城区服务能级、促进产城融合发展的南北

向轴线，以雪莲路为骨架，串联金钟组团、万新组团、新立组团，完

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城市整体风貌，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一带”即北部都市农业发展带。展现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加

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标准化、生态化、智慧化，挖掘东丽农

林优势资源，实现生态、农业、文化融合发展，探索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新路径，形成区域特色农业品牌，将东丽打造为都市农业样板区。 

“一城”即东丽区城区。结合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

“津城”和“滨城”双城结构，以外环线绿化带、双城绿色屏障等重

要生态要素为依据，划定东丽区城区范围。北至津滨高速，南至海河，

东至外环线绿化带，西至东丽区行政边界，面积约 73 平方公里。 

“多组团”即东丽湖组团、华明组团、军粮城—金桥组团、无瑕

组团、空港经济区组团、开发区西区组团、滨海高新区组团等多个特

色化街道（功能区）。依托自身禀赋，探索特色发展模式，建成有特

色、有韧性、有温度的精致组团。 

1.3 规划范围及年限  

1.3.1 规划范围 

本次供热规划范围为东丽区实际管辖范围中的居住建筑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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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采暖用热，不包括公共建筑自行配套供热。东丽区实际管辖范

围分为中心城区、北部地区（金钟）组团、华明组团、东丽湖组团、

机场组团、新立组团、军粮城组团、无瑕组团，总用地面积 339 平方

公里。 

1.3.2 规划年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2025 年，远景展望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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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依据、原则及目标 

2.1 规划依据 

本规划是在充分搜集、研读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遵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范标准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2.1.1 国家相关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2.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精神 

3. 《国家能源局关于因地制宜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相关工作的

通知》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统计局关

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 

5.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

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

知》 

6.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风电供暖相关电力交易机制和扩大风

电供暖应用的通知》 

7. 《关于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2.1.2 天津市相关政策 

1. 2023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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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 

3. 《天津市东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4.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精神 

5. 《天津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6. 《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 

7. 《天津市供热计量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2.1.3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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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8.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9.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2.1.4 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规划、文件 

1. 《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 

2. 《天津市建筑节约能源条例》 

3. 《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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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阶段方案 

5. 《天津市东丽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阶段方

案 

6. 《天津市供热规划（2014-2020 年）》 

7. 《天津市供热专项规划（2021-2035 年）》阶段方案 

8. 《天津市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 年）》 

9. 《天津市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 

10.《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 年）》 

11.《天津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12.天津市东丽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金钟河大街南侧片区城

市更新项目 02-01 地块（公园绿地）设置可再生能源项目意

见请示的回复》 

13.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2023 东丽线选申字 0124

号》 

2.1.5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规范及技术规程 

1.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 51074-2015） 

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3.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4. 《锅炉房设计标准》（GB 50041-2020） 

5. 《城镇供热系统评价标准》（GB/T 50627-2010） 

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7. 《城镇供热服务》（GB/T 3383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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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城镇供热系统能耗计算方法》（GB/T 34617-2017） 

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10.《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8） 

11.《城镇供热管网设计标准》（CJJ/T 34-2022） 

12.《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术规程》（CJJ/T 81-2013） 

13.《城镇供热系统节能技术规范》（CJJ/T 185-2012） 

14.《城镇供热系统抢修技术规程》（CJJ 203-2013） 

15.《供热计量系统运行技术规程》（CJJ/T 223-2014） 

16.《城镇供热直埋蒸汽管道技术规程》（CJJ/T 104-2014） 

17.《城镇供热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 88-2014） 

18.《供热工程制图标准》（CJJ/T 78-2010） 

19.《供热术语标准》（CJJ/T 55-2011） 

20.《城镇地热供热工程技术规程现行》（CJJ 138-2010） 

21.《城镇供热监测与调控系统技术规程》（CJJ/T 241-2016） 

22.《燃气冷热电三联供工程技术规程》（CJJ 145-2010） 

2.1.6 天津市相关标准规范及技术规程 

1. 《天津市公共建筑能耗标准》（DB/T29-249-2017） 

2. 《天津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T29-1-2013） 

3. 《天津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T29-153-2014） 

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151-2020） 

5. 《天津市民用建筑能耗监测系统设计标准》（DB29-216-2013） 

6. 《天津市污水源热泵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T29-2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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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津市集中供热热量表应用技术规程》（DB/T29-199-2018） 

8. 《天津市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T29-178-

2018） 

9. 《电热辐射供暖技术规程》（DB29-61-2012） 

2.2 规划原则 

1. 远近结合，适度超前，分步实施。 

2. 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挖掘热电联产供热潜力，鼓励利用工

业余热，适当发展电采暖，提高清洁能源供热比例。 

3. 淘汰现有燃煤锅炉，提高能效，降低燃煤消耗。 

4. 规划热电厂供热区域，建设燃气锅炉房作为调峰热源。 

5. 热网规划应满足热负荷需求，靠近热负荷密集区，尽量与规

划路的建设同步，有条件的地区热网尽可能联网，以提高供

热的安全性、可靠性。 

6. 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 

7. 建设智慧供热系统，实现所有供热环节的智能管控。 

8. 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安全可靠。 

9. 临空片区原则上自行配套。 

2.3 规划目标 

2.3.1 规划总体目标 

适应东丽区绿色高质量发展需求，淘汰全部燃煤供热，形成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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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形式的供热格局，构建低碳、安全、高效、智慧的供热系统。 

2.3.2 规划热源结构指标 

表 2-1 规划热源结构指标表 

序号 指标 规划期末 

1 
可再生能源及 

其它清洁能源供热比例 
20%以上 

2 燃煤供热比例 全部清零 

3 燃气供热比例 25%以上 

4 热电联产及调峰供热比例 4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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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状情况及问题分析 

3.1 东丽区现状供热情况 

3.1.1 现状供热面积 

根据调研资料统计，截止到 2020年末，东丽区现状供热面积 3648

万平方米。包括住宅 2959 万平方米，公建 689万平方米。 

3.1.2 现状热指标 

结合采暖季室外气象条件，根据现有建筑物节能情况，确定现状

供暖热指标取值。住宅：47W/m2，公建：60W/m2。 

根据各类建筑物所占比例计算综合热指标，现有供热面积中民用

住宅占 81%，公共建筑占 19%。 

供暖综合热指标：50W/m2。 

3.1.3 现状节能情况 

根据我国逐步颁布的《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

分)》和《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各步节能要求建

筑物能耗在当地 1980～1981 年住宅通用设计能耗水平的基础上节约

不同比率。 

一步节能，指建筑供暖能耗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第一阶段，即要求

新设计的采暖居住建筑能耗水平在 1980-1981 年当地通用设计能耗

水平的基础上节约 30%。 

二步节能，指建筑供暖能耗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第二阶段，即要求

新设计的采暖居住建筑能耗水平在 1980-1981 年当地通用设计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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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基础上节约 50%。 

三步节能，指建筑供暖能耗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第三阶段，即要求

新设计的采暖居住建筑能耗水平在 1980-1981 年当地通用设计能耗

水平的基础上节约 65%。 

四步节能，指建筑供暖能耗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第四阶段，即要求

新设计的采暖居住建筑能耗水平在 1980-1981 年当地通用设计能耗

水平的基础上节约 75%。 

根据调研资料统计，现状东丽区建筑中无节能供暖建筑占比约 6%，

一步节能供暖建筑占比约 12%，二步节能供暖建筑占比约 16%，三步

节能供暖建筑占比约 62%，四步节能供暖建筑占比约 4%。 

 

图 3-1 东丽区现状供暖建筑节能结构图 

3.1.4 现状供热热源 

东丽区现状热源形式包括热电联产、燃煤锅炉房、燃气锅炉房、

地热和污水源热泵等多种形式。 

（1）现状热电联产供热情况 

为东丽区供热的现状热电厂有 3 座，分别是位于区内的军粮城热

无节能

6%
一步节能

12%

二步节能

16%

三步节能

62%

四步节能

4%

无节能 一步节能 二步节能 三步节能 四步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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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东北郊热电厂和位于区外的天保（空港）热电厂。 

军粮城热电厂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小东庄乡津塘公路南，距

离天津市外环线约 9 公里。现状规模为 3×350MW 燃煤热电联产机组+1

套 9H 级燃气热电联产机组。根据调研资料统计，军粮城热电厂现状

承担东丽区约 1075万平方米的公建和住宅供热。 

东北郊热电厂位于东丽区杨北公路东侧，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约

7公里。现状规模为 2×330MW燃煤热电联厂机组，根据调研资料统计，

东北郊热电厂现状承担东丽区约 300万平方米的公建和住宅供热。 

天保（空港）热电厂位于天津市空港经济区纬七道 169号，在本

次规划范围以外。根据调研资料统计，天保（空港）热电厂承担东丽

区约 200万平米的公建和居住供热。 

表 3-1 现状东丽区热电联产供热情况统计表 

序

号 
热电厂名称 热源规模 

供热面积 

（万 m2） 
热源形式 

1 东北郊热电厂 2×330MW 300 热电联产 

3 军粮城热电厂 
3×350MW 

1套 9H 级燃气机组 
1075 热电联产 

2 天保（空港）热电厂 —— 200 热电联产 

（2）现状燃煤锅炉房供热情况 

根据调研资料，东丽区现状有 1 座燃煤供热站在运行，为大毕庄

燃煤供热站；另有 1 座华明燃煤供热站已停用。 

大毕庄燃煤供热站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慧捷路，北方五金城西侧。

现状供热站规模为 3×70MW 的燃煤锅炉，供热站占地规模约 5 公顷。

现状大毕庄燃煤供热站为东丽区约 200 万平米的公建和居住建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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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表 3-2 现状东丽区燃煤锅炉房供热情况一览表 

供热站名称 热源规模 
供热面积 

（万 m2） 
热源形式 

大毕庄燃煤供热站 3×70 MW 200 燃煤锅炉 

（3）现状燃气锅炉房供热情况 

根据调研资料统计，现状有 10 座燃气供热站为东丽区供热，分

别为帝达燃气供热站、无瑕街供热站、东丽湖 2#供热站、汽研中心供

热站、鑫泰园供热站、万隆花园供热站、保利玫瑰湾 C区供热站、丽

苑供热站、昆仑北里供热站、华腾供热站。 

帝达燃气供热站位于东丽开发区五纬路南侧，西减河西侧。现状

锅炉房规模为 2×29MW 的燃气锅炉（2021 年改燃）。现状帝达燃气供

热站为东丽区约 90万平方米的公建和居住建筑供热。 

无瑕街供热站位于津塘公路南侧，东丽区三号路东侧，天津钢管

集团附近。现状无瑕街供热站规模为 2×29MW+1×14MW 的燃气锅炉和供

热能力 50MW的天钢工业余热，占地面积约 4000 平方米。现状无瑕街

供热站承担东丽区 136 万平方米公建和居住建筑的供热，供热范围北

至津山线、南至津塘公路、西至圆月里小区、东至秀霞里小区。 

东丽湖 2#供热站位于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大道北侧、东丽湖消

防大队附近，东丽湖 2#供热站热源规模为 1×14MW+3×28MW 的燃气锅

炉，现状东丽湖 2#供热站承担东丽区东丽湖区域约 163.6 万平方米

公建和居住建筑的供热。 

汽研中心供热站位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院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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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规模为 6×2.8MW+4×2.7MW+3×1.75MW+1×0.7MW燃气锅炉，现状汽

研中心供热站承担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院内约 32 万平方

米公建的供热。 

鑫泰园供热站位于天津市东丽区闽中路，现状热源规模为

2×14MW的燃气锅炉，锅炉房现状占地面积约 0.75公顷。现状鑫泰园

供热站承担东丽区约 12万平方米的公建和居住建筑供热。 

万隆花园供热站位于东丽区万隆花园院内，天山南路与耐火一路

之间。现状热源规模为 2×14MW 的燃气热水锅炉，锅炉房现状占地面

积约 600 平方米。现状万隆花园供热站承担东丽区约 27 万平方米的

居住建筑供热。 

保利玫瑰湾 C 区供热站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昆仑路西侧、满江道北

侧。现状热源规模为 2×2.8MW+1×3.9MW 的燃气锅炉，锅炉房现状占地

面积约 430 平方米。现状保利玫瑰湾 C 区供热站承担东丽区约 11.47

万平方米的公建和居住建筑供热。 

丽苑供热站位于天津市龙山道与祁连路交口。现状热源规模为

3×58MW的燃气锅炉。现状丽苑供热站承担东丽区约 283.26 万平米公

建和居住建筑的供热。 

昆仑北里供热站位于东丽区昆仑路昆仑北里小区附近。现状热源

规模为 2×14MW+1×10.5MW 的燃气锅炉。现状昆仑北里供热站承担东丽

区约 44.77 万平方米公建和居住建筑的供热。 

华腾供热站位于万山道与沙柳路交口附近。现状热源规模为：

2×29MW+4×58MW 的燃气锅炉。现状华腾供热站承担东丽区约 420.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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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公建和居住建筑的供热。 

表 3-3 现状东丽区燃气锅炉房供热情况统计表 

序

号 
供热站名称 热源规模 

供热面积 

（万 m2） 

热源形

式 

1 帝达燃气供热站 2×29MW 90 燃气 

2 无瑕街综合供热站 

燃气锅炉：

1×14+2×29MW 

天钢余热：50MW 

136 
以燃气

为主 

3 东丽湖 2#供热站 
1×14MW 

3×28MW 
163.6 燃气 

4 汽研中心供热站 

6×2.8MW 

4×2.7MW 

3×1.75MW 

1×0.7MW 

32.1 燃气 

5 鑫泰园供热站 2×14MW 12 燃气 

6 万隆花园供热站 2×7MW 27 燃气 

7 保利玫瑰湾供热站 
1×3.9MW 

2×2.8MW 
11.47 燃气 

8 丽苑供热站 3×58MW 283.26 燃气 

9 昆仑北里供热站 
2×14MW 

1×10.5MW 
44.77 燃气 

10 华腾供热站 
2×29MW 

4×58MW 
420.95 燃气 

（4）现状可再生及其他清洁能源供热情况 

东丽区现状可再生能源供热主要采用地热、污水源热泵、地源热

泵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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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现状东丽区可再生能源供热情况统计表 

序号 供热站名称 热源规模 
供热面积 

（万 m2） 
热源形式 

1 帝达地热供热站 4对地热井 20 可再生 

2 华盈地热供热站 2对地热井 32 可再生 

3 蓝天花园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6.31 可再生 

4 通澳天源天使港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5 可再生 

5 跃丽家园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4.85 可再生 

6 矽谷港湾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14.16 可再生 

7 保利玫瑰湾地热供热站 2对地热井 37.41 可再生 

8 龙泉幺六桥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21.81 可再生 

9 万科民和巷地热供热站 2对地热井 58.6 可再生 

10 华城庭苑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12.6 可再生 

11 崂山道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27.25 可再生 

12 宝能城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20 可再生 

13 金丽华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26 可再生 

14 蔚秀花园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14.5 可再生 

15 融创城综合供热站 

地热： 

1对井 

地源热泵：

2×1.3MW 

燃气锅炉：

2×1.1MW 

污水源： 

45.76 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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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MW 

16 赵沽里新苑综合供热站 

燃气热泵： 

1×1.27 MW 

1×1.54 MW 

1×2.93MW 

壁挂炉：

0.036MW×70 

地热： 

1对井 

19.53 可再生 

17 华明贯庄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26.86 可再生 

18 华明金泰丽湾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24.74 可再生 

19 海尔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235 

可再生 

20 恒大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21 朗钜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22 供热一站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23 赛道南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24 供热二站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25 供热三站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26 供热六站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27 天安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28 天骥地热供热站 2对地热井 可再生 

29 中建地热供热站 1对地热井 可再生 

30 地调局地热井（科研用） 1对地热井 - 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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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现状热源结构 

根据调研资料统计汇总，现状东丽区采用热电联产形式供热的建

筑面积约 1575 万平方米，占东丽区总供热面积的 43.2%；采用燃煤

锅炉房供热的建筑面积约 200万平方米，占东丽区总供热面积的 5.5%；

采用燃气锅炉房供热的建筑面积约 1221 万平方米，占东丽区总供热

面积的 33.5%；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建筑面积约 652万平方米，占

东丽区总供热面积的 17.8%。 

 

 

 

表 3-5 东丽区现状热源结构统计表 

热源形式 
供热面积 

（万 m2） 
所占比例 

热电联产 1575 43.2% 

燃煤锅炉房 200 5.5% 

燃气锅炉房 1221 33.5% 

可再生及其他清洁

能源 
652 17.8% 

合计 36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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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东丽区现状热源结构图 

3.1.6 现状供热热网及中继泵站 

现状军粮城电厂热源管主要沿先锋东路、津滨快速路等延伸至环

内，承担沿途和环内的用户供热。 

现状东北郊热电厂热源主干管分为两支，一支沿杨北公路、金丽

道进入环内，承担中心城区的供热，另外一支沿杨北公路敷设进入华

明镇，承担华明镇的供热。 

现状天保热电供应华明镇的热源管沿经三路、津汉公路敷设至华

明镇，承担华明镇部分用户的供热。 

其他供热站的热源管沿着现状道路敷设，承担供热站周边区域用

户的供热。 

现状有一座东北郊热电厂一级加压泵站，位于卫国道以南，外环

东路以西，国山路东侧。 

43.2%

5.5%

33.5%

17.8%

热电联产 燃煤锅炉房 燃气锅炉房 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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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状供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集中供热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不符 

随着金钟、东丽湖等地的开发建设，供热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2）热源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东丽区燃煤锅炉房比例为 5.5%，燃煤锅炉房仍占有一定比例。 

（3）调峰热源缺乏 

无调峰热源，供热安全保障及节能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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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热分区划分 

根据规划区域的地形地貌和用热特性，针对热负荷分布、热源布

置、热网的供热距离、热网的建设及运行管理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比

较，对东丽供热区域进行划分，划分为 7 个供热分区，分别为第一供

热分区（环内分区）、第二供热分区（大毕庄分区）、第三供热分区（华

明分区）、第四供热分区（东丽湖分区）、第五供热分区（军粮城分区）、

第六供热分区（无瑕分区）和第七供热分区（临空分区）。 

第一供热分区： 

环内分区。由河北区区界—河东区区界—津南区区界—外环东路

合围的区域，环内分区用地面积约 36.4 平方公里。 

第二供热分区： 

大毕庄分区。由河北区区界—北辰区区界—宁静高速—北环大道

—外环东北部调整线—外环东路合围的区域，大毕庄分区用地面积约

84.1平方公里。 

第三供热分区： 

华明分区。由外环东北部调整线—北环大道—宁静高速—津汉公

路合围的区域，华明分区用地面积约 23.5 平方公里。 

第四供热分区： 

东丽湖分区。由宁静高速—宁河区区界—滨海新区区界—津汉公

路合围的区域，东丽湖分区用地面积约 70.1 平方公里。 

第五供热分区： 

军粮城分区。由外环东路—津滨快速路—规划机场大道—津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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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宁静高速—津滨快速路—东丽区界合围的区域，军粮城分区用地

面积约 75 平方公里。 

第六供热分区： 

无瑕分区。由汉港路—津滨快速路—滨海新区区界—津南区区界

合围的区域，无瑕分区用地面积约 25.3 平方公里。 

第七供热分区： 

临空分区（自供区域）。由外环东路—津汉公路—京津塘高速—

津滨高速的区域，临空分区用地面积约 24.6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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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热负荷预测 

5.1 热负荷估算方法 

供热负荷预测一般有四种方法，分别为：结构分析法中的计算法

和指标分析法、时间序列法中的趋势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中的人工神

经网络法。 

5.1.1 计算法 

当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尺寸和位置等资料为已知时，热负荷可以

根据采暖通风设计数据来确定，这种方法比较精确，可用于计算或预

测较小范围内有确定资料地区的热负荷。 

5.1.2 趋势分析法 

用趋势分析法进行预测的理论依据是，在供热区域内虽然存在

某些幢楼的挂网或停供，但对整个区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

整个区域内供暖热负荷总量随时间的变化是有内在规律的。进行预

测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揭示这个规律，以便更好地确定供暖

热负荷。根据滤波以后的供暖热负荷历史资料进行回归，以时间为自

变量，第 t 年的供暖热负荷为因变量，首先作出历年来供暖热负荷随

时间变化的曲线图，再对此图进行分析与研究，并选择合适的回归模

型。 

5.1.3 人工神经网络法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由大量简单的人工神经元广泛连接而成，

用以模仿人神经网络的复杂网络系统。该方法实际上是对系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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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黑箱模拟，它主要适合中、短期负荷预测。 

5.1.4 指标分析法 

在城市集中供热系统规划设计中，国内外大多采用采暖面积热

指标法进行概算，即用规划建筑面积乘以该地区的规划单位面积热

指标。该方法是最普遍的估算方法。 

本规划中负荷计算采用目前国内外最普遍的面积热指标法。 

5.2 采暖热指标 

随着节能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建筑物的采暖热指标值与现状相

比会有所下降。根据东丽区采暖现状，综合考虑各项节能措施，并结

合《城镇供热管网设计标准》（CJJ/T34-2022）、《严寒和寒冷地区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2018）、《天津市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DB29-1-2013）以及《天津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9-

153-2014）中相关内容，最终确定新建建筑热指标如表 5-1 所示。 

表5-1  东丽区新建建筑采暖热指标（单位：W/m2） 

建筑类型 热指标 

住宅 28 

公建 45 

 

根据现状热指标及各类建筑物所占比例，取综合热指标如下： 

住宅：41.6瓦/平方米        公建：54.2 瓦/平方米 

5.3 各供热分区负荷预测 

依据规划部门提供的用地面积、容积率，采用热指标法，预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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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分区负荷，如表 5-2 所示。 

表 5-2  各供热分区负荷预测表 

 
居住 

（万 m2） 

公建 

（万 m2） 

总建筑面积 

（万 m2） 

热负荷 

（MW） 

年供热量 

（万 GJ） 

环内分区 1575 255 1830 821.42 652.38 

军粮城新区 814 324 1138 507.99 403.95 

无瑕分区 116 20 136 66.52 52.56 

大毕庄分区 483 109 592 223.52 179.68 

华明镇分区 570 129 699 339.41 268.16 

东丽湖分区 571 272 843 357.81 293.16 

临空分区 19 15 34 16.13 13.22 

合计 4148 1124 5272 2332.8 18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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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各片区供热规划 

6.1 第一供热分区（环内分区） 

6.1.1 现状情况 

环内分区区内热源有 5 座燃气供热站、7 座地热供热站、2 座综

合供热站和 1 座中继泵站，区外热源有东北郊热电厂和军粮城热电

厂，总供热面积 1449 万平方米。 

6.1.2 热源规划 

（1）环内分区热源以东北郊热电厂、军粮城热电厂及燃气供热

为主，以污水源、地热、电采暖等其他清洁能源供热为辅。 

（2）保留现状地热供热站。 

（3）保留现状燃气供热站，规划将丽苑供热站、华腾供热站做

为调峰热源。 

（4）保留现状综合供热站。 

（5）保留现状中继泵站。 

（6）规划 1座桂江路综合供热站。 

表 6-1 环内分区规划热源汇总表 

序号 供热站名称 规划 热源规模 

1 昆仑北里供热站 保留 
2×14MW 

1×10.5MW 

2 丽苑供热站 
保留 

调峰 
3×5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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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腾供热站 
保留 

调峰 

2×29MW 

4×58MW 

4 万隆花园供热站 保留 2×7MW 

5 保利玫瑰湾供热站 保留 
1×3.9MW 

2×2.8MW 

6 
赵沽里新苑综合供热

站 
保留 

燃气热泵：

1×1.27+1×1.54+1×2.93MW 

壁挂炉：0.036MW×70 台 

地热：1对井 

7 
保利玫瑰湾地热供热

站 
保留 2对地热井 

8 矽谷港湾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9 华城庭苑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10 崂山道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11 蔚秀花园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12 跃丽家园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13 蓝天花园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14 融创城综合供热站 保留 

地热：1对井 

地源热泵：2×1.3MW 

燃气锅炉：2×1.1MW 

污水源热泵：3×4MW 

15 桂江路综合供热站 规划新建 - 

 

6.1.3 热网规划 

保留现状管道，沿环宇道、昆俞路等道路新敷设供热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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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负荷需求及路网建设对供热管道进行敷设和完善，在规划

实施过程中，如受地块开发进度、道路建设时序、供热站建设速度等

影响，管道规划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6.2 第二供热分区（大毕庄分区） 

6.2.1 现状情况 

大毕庄分区热源为鑫泰园供热站（燃气）和大毕庄供热站（燃煤），

总供热面积 213万平方米。另有 1座东北郊热电厂坐落在本区内。 

6.2.2 热源规划 

（1）大毕庄分区热源以区内燃气供热及垃圾焚烧为主，以地热、

电采暖等清洁能源供热为辅。 

（2）规划保留东北郊热电厂。 

（3）规划近期保留鑫泰园供热站（燃气）。 

（4）规划对大毕庄供热站（燃煤）进行清洁替代，替代方式为

燃气及垃圾焚烧余热供热。 

（5）新规划 2 座综合供热站，规模为 232 兆瓦/座。 

表 6-2 大毕庄分区规划热源汇总表 

序号 供热站名称 规划 热源规模 

1 东北郊热电厂 保留 2×330MW 

2 大毕庄供热站 
改燃及垃圾

焚烧余热 
3×70MW 

3 规划 1#综合供热站 规划新建 4×58MW 

4 规划 2#综合供热站 规划新建 4×5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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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鑫泰园供热站 近期保留 2×14MW 

 

6.2.3 热网规划 

规划 1 条垃圾焚烧处理厂至大毕庄供热站供热管道，管径为

DN600-800，主要沿金钟河、外环线东北部调整线、金钟路、祁连北

路、诚达道敷设。 

保留现状管网，沿诚捷道、登州北路等道路新敷设供热站出线管

道。 

结合负荷需求及路网建设对供热管道进行敷设和完善，在规划

实施过程中，如受地块开发进度、道路建设时序、供热站建设速度等

影响，管道规划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6.3 第三供热分区（华明分区） 

6.3.1 现状情况 

华明分区热源由区外东北郊热电厂、天保热电厂及区内的 6 座

地热供热站进行供热，总供热面积 668 万平方米。另有 1 座华明供

热站（燃煤，已停用）坐落在本区内。 

6.3.2 热源规划 

（1）华明分区主要由东北郊热电厂、天保热电厂及华明调峰供

热站提供热源，以地热、电采暖等清洁能源供热为辅。 

（2）保留现状地热供热站，结合负荷发展，规划鼓励开发地热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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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将现状华明供热站原规模改燃作为调峰供热站使用。 

表 6-3 华明分区规划热源汇总表 

序号 供热站名称 规划 热源规模 

1 华明供热站 
改燃 

调峰 
2×56MW 

2 华明贯庄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3 金丽华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4 华明金泰丽湾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5 宝能城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6 华盈地热供热站 保留 2对地热井 

7 
通澳天源天使港地热供热

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6.3.3 热网规划 

保留现状管道，沿北环大道新敷设供热管道。 

结合负荷需求及路网建设对供热管道进行敷设和完善，在规划

实施过程中，如受地块开发进度、道路建设时序、供热站建设速度等

影响，管道规划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6.4 第四供热分区（东丽湖分区） 

6.4.1 现状情况 

东丽湖分区内热源为区内 2#燃气供热站和 11 座地热供热站，总

供热面积 399 万平方米。另有 1 座科研用地热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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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热源规划 

（1）东丽湖分区主要由地热、燃气供热提供热源，以空气源、

太阳能、电力等清洁能源供热为辅。 

（2）保留现状地热供热站，将现状科研用地热井升级为地热供

热站对外使用，鼓励结合负荷发展开发地热资源。 

（3）保留现状燃气供热站，新规划 4座综合供热站，规模为56MW/

座。 

表 6-4 东丽湖分区规划热源情况汇总 

序号 供热站名称 规划 热源规模 

1 2#燃气供热站 保留 
1×14MW 

3×28MW 

2 海尔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3 恒大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4 朗钜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5 供热一站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6 赛道南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7 供热二站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8 供热三站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9 供热六站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10 天安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11 天骥地热供热站 保留 2对地热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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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建地热供热站 保留 1对地热井 

13 综合供热站 A 规划新建 56MW 

14 综合供热站 B 规划新建 56MW 

15 综合供热站 C 规划新建 56MW 

16 4#综合供热站 规划新建 56MW 

17 地调局地热供热站 规划升级 1对地热井 

 

6.4.3 热网规划 

保留现状管网，沿丽桐路、锦鲤道、景荟路等道路新敷设供热管

道。 

结合负荷需求及路网建设对供热管道进行敷设和完善，在规划

实施过程中，如受地块开发进度、道路建设时序、供热站建设速度等

影响，管道规划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6.5 第五供热分区（军粮城分区） 

6.5.1 现状情况 

军粮城分区热源为军粮城热电厂、帝达供热站（燃气）、汽研中

心供热站（燃气）和 2 座地热供热站，总供热面积约 761 万平方米。 

6.5.2 热源规划 

（1）军粮城分区热源以军粮城热电厂及区内燃气供热为主，以

地热等可再生及其他清洁能源供热为辅。 

（2）保留军粮城热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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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留汽研中心燃气供热站、帝达燃气供热站，规划新建 1 座

燃气调峰锅炉房，规模为 4×58MW。 

（4）保留现状地热供热站，鼓励结合负荷发展开发地热资源。 

（5）规划新建 1 座中继泵站。 

表 6-5 军粮城分区规划热源情况汇总表 

序号 热源名称 规划 规模 

1 
军粮城热电厂 保留 

3×350MW+1套 9H 级燃

气机组 

2 

汽研中心燃气供热站 保留 

6×2.8MW 

4×2.7MW 

3×1.75MW 

1×0.7MW 

3 燃气调峰锅炉房 新建 4×58MW 

4 帝达燃气供热站 保留 2×29MW 

5 帝达地热供热站 保留 —— 

6 民和巷地热供热站 保留 —— 

6.5.3 热网规划 

保留帝达锅炉房现状管道，结合负荷需求及路网建设对供热管道

进行敷设和完善。在昌盛路、隆华道、贵巧路等道路规划新建 DN600-

800 的供热管道，在东文南路、军粮城大街等道路新建 DN300-DN500

的供热管道。 

结合负荷需求及路网建设对供热管道进行敷设和完善，在规划

实施过程中，如受地块开发进度、道路建设时序、供热站建设速度等

影响，管道规划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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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第六供热分区（无瑕分区） 

6.6.1 现状情况 

无瑕分区热源为无瑕街综合供热站供热，供热形式为燃气锅炉及

工业余热。现状供热面积为 136 万平方米。 

6.6.2 热源规划 

（1）无瑕分区热源以区内燃气供热和工业余热为主，以可再生

及其他清洁能源供热为辅。 

（2）规划保留现状无瑕街综合供热站。 

6.6.3 热网规划 

保留现状管道，并结合负荷需求及路网建设对供热管道进行敷

设和完善。 

6.7 第七供热分区（临空分区） 

临空分区为自供区域，现状有一座龙泉幺六桥地热供热站。 

6.8 总体热负荷平衡 

东丽区规划热源结构以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为主，清洁能源供热作

为补充。充分发挥资源条件，积极使用地热等可再生能源，调整了热

源结构，改善了供热方式。 

规划热源的建设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东丽区供热规划目标

要求，总体热平衡结构见下表。 

 

 



天津市东丽区供热“十四五”专项规划 

36 

表 6-6 东丽区热负荷平衡表 

热源构成 

类别 
规划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 

所占比例 

热电联产及调峰供热 2415 45.8% 

燃气供热 1494 28.3% 

可再生能源及其他清洁能

源供热 
1363 25.9% 

合计 527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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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低碳供热 

2020年 9月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上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长期愿景，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

是中国首次向全球明确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作出

的最大减少全球变暖预期的气候承诺。 

2021年 3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

和主要举措。2021年全国两会正式将其纳入我国的“十四五”规划，明

确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定位，尤其是为今后 5 年做好碳达峰工作

谋划了清晰的“施工图”。 

“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不再增长，意味着中国要

在 2030 年前，使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达到峰值之后，不再增长，并

逐渐下降。“碳中和”是指在 2060 年前，中国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

排、产业调整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伴随我国达峰中和能源战略调整，就城市供热而言，热源建设的

多样性有待推进，热源选择的多元化有待跟进。下文主要针对适合于

东丽区的低碳热源进行分析。 

7.1 地热能 

根据东丽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区内可考虑应用的地热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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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深层地热和浅层地热。规划对有条件的地热井密集区域进行地热

水联网，进一步保障供热安全，提高地热能利用效率。 

7.1.1 深层地热 

深层地热能的利用是指直接抽取深层地热水供热，其取能深度较

深（一般大于 200m），水温较高，具有清洁、环保、利用系数高等特

点，可直接用于建筑物供暖、居民生活热水、康乐理疗、温泉度假、

农业种植养殖等领域。 

东丽区应结合资源条件，并依据《天津市矿产资源规划（2021—

2025 年）》等相关精神，因地制宜的发展深层地热，但为提高能源利

用率，地热尾水应梯级利用，并注意采灌平衡，防止地面沉降。 

7.1.2 浅层地热 

浅层地热能是指地表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一般为恒温带至 200m

埋深），温度低于 25℃。目前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主要有两

种，即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分为水平和竖直两种埋管方式。水平式地源

热泵埋深一般仅为 3-15 米，采用该系统地下岩土冬夏热平衡好，可

充分利用地层的自然恢复能力（冬夏交替），保持地层温度的稳定。

同时，初投资低，开挖费用及埋管费用均低于竖直埋管系统，但占地

面积较大。 

垂直式地源热泵通过垂直钻孔将闭合换热系统埋置在 50～400

米深的岩土体与土壤进行冷热交换。该系统占地面积小，但初投资较

高，钻孔费用高，中埋和深埋需要采用高承压的熟料管。同时，由于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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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岩土温度场受地面温度影响很小，更需要注意冬夏季热平衡，否

则将影响地源热泵的长期使用效果。 

在东丽区对于利用浅层地热能一般应采用垂直式地埋换热器，只

有当建筑物周边有很多可利用的地表面积，浅层岩土体的温度与热物

性受气候、雨水、埋设深度影响较小时，或受地质构造限制时才采用

水平埋管方式。 

在东丽区地热能主要适用于有冷热需求的公建如学校、医院、酒

店、商场等项目。 

7.2 污水源 

污水源热能资源，即城市污水，城市污水是一种较好的低温热源，

利用污水的低位热能，将热量转移到热用户。废热利用所需污水要求

的其夏季温度低于室外温度，冬季高于室外温度，整个供暖季和供冷

季，水温波动不大。天津地区一般冬季水温不低于 10℃，夏季不超过

25℃。 

根据天津市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 年），东丽区规划 5 座污

水处理厂，见下表。 

表 7-1 东丽区规划污水处理厂一览表 

污水处理

厂名称 

污水厂规

模 

（万 m3/d） 

雨季污水

处理厂能

力 

用地 

需求 
服务范围 

排水出

路 

（万 m3/d） ha 

张贵庄污

水处理厂 
45 65 71.5 

北起卫国道、成林道、

津滨大道北和环铁路所

围线，南至海河，西起

袁家河 



天津市东丽区供热“十四五”专项规划 

40 

海河以东、东至东金路

和汉港线。 

东郊污水

厂 
45 60 26.87 

北起东丽边界线、南至

卫国道、成林道、机场

北道、津汉线所围线，

西起海河，东至东丽

湖。 

北塘排

水河 

东丽湖南

污水厂 
2.5 4 7 

北起金钟河及东丽湖丽

湖以南，南至北塘排污

河北侧边界，西起规划

新地河，东至东丽湖路 

永定新

河 

东丽湖北

污水厂 
3.5 5 8 

北起金钟河道，南至星

宇道，西起中心湖区东

西分割轴线，东至东规

划路七， 

金钟河 

大无缝污

水厂 
5 7 9 

北起津滨高速，南至海

河，西起汉港线，东至

东丽边界 

全部回

用于大

无缝钢

管公司 

合计 101 141    

 

在东丽区应充分考虑在污水处理厂、主要污水泵站或污水干管周

边区域通过热泵技术进行供热利用。 

7.3 电供热 

电供热是利用电力，使用电锅炉等集中式供暖设施或发热电缆、

电热膜、蓄热电暖器等分散式电供暖设施，以及各类电驱动热泵，向

用户供暖的方式，布置和运行方式灵活，有利于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

消费的比重。双碳政策下，电供热主要形式为电驱动热泵供热，电直

热供热适用于城市集中供热管网、可再生能源和燃气敷设不到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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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垃圾焚烧供热 

随着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城镇垃圾的产生

量和堆积量逐年增加, 各种难以及时处理的工业垃圾和城市生活垃

圾已对人们的生存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十三五”期间，全国共建

成生活垃圾焚烧厂 254 座，累计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超过 500 座，

焚烧设施处理能力 58 万吨/日，如果将其中一部分用于发电供热，产

生效益相当可观。 

垃圾焚烧目的是尽可能焚毁废物, 使被焚烧的物质变为无害和

最大限度减容, 减少新污染物质产生, 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焚烧处理

最大优点是减量效果好, 使焚烧废物体积和重量减少 90%以上。将垃

圾焚烧产生的热能用于供热, 使城市垃圾成为新能源, 既有利于环

境保护, 又可获得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 年）》，贯庄垃圾焚

烧厂 2025 年规划处理能力为 1000t/d，东丽垃圾综合处理厂 2025 年

规划处理能力为 2400t/d，应积极引入垃圾焚烧处理厂余热为周边用

户供热。 

7.5 工业余热 

工业余热是各种生产过程中产生、未被利用而排放到环境的热能。

它是载于固体、液体和气体等介质的二次能源。在以燃料为主要能源

的工业用能过程中，都必须以热能利用为基础，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

伴随着大量余热资源的产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7%94%9F%E6%B4%BB%E5%9E%83%E5%9C%BE/24100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7%94%9F%E6%B4%BB%E5%9E%83%E5%9C%BE/24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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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余热中的中高温部分通常用于动力回收。低于 300℃的工业

余热称为低品位余热，其中又以 100℃以下的低品位余热居多。低品

位余热一般受技术及经济因素所限而无法用于动力回收，因此，回收

用于集中供热的为温度较低的低品位工业余热。回收低品位工业余热

所得的热量品位一般不超过 100℃，但对于集中供热来说，仍属于相

当高品位的热源。 

目前东丽区已利用天钢热源进行供热，主要供应无瑕片区，对要

应用的余热资源，应具备余热量波动不剧烈、有较大的温差及周边有

负荷需求等条件。 

 

 

 

 

  



天津市东丽区供热“十四五”专项规划 

43 

第八章 重点工作 

8.1 大毕庄供热站清洁替代 

按照天津市污染防治攻坚战计划，结合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五部门《关于加快实施热电厂供热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燃煤锅炉关

停整合的通知》有关要求，大毕庄燃煤锅炉房于 2022年前必须关停，

急需尽快实施燃煤锅炉热源替代的整改任务。 

现状情况：大毕庄地区供热方式为采用 3台 70MW燃煤锅炉供暖。

现大毕庄地区供热面积约 270 万平方米（含金隅、中交），新规划金

钟街一区二期、二区、三区、四区预计供热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预

计未来整体供热需求面积约 570 万平米。 

规划对大毕庄供热站进行清洁替代，替代方式为燃气及垃圾焚

烧余热供热。 

8.2 降低能耗，提高供热计量比重 

节能与环保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实行供热计量收费是减少能耗、

降低排放的重要手段，规划“十四五”期间继续全面深化供热计量收费

制度改革工作，严格供热计量收费管理，强化供热计量监督执法，不

断完善供热计量保障与技术标准体系，加强供热计量节能宣传。 

8.3 供热系统老旧管网改造  

目前，区内的供热管网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一级热水管网供回水

设计温度 130/70℃，结合区内实际情况，对供热效果不好、故障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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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老旧管网实施改造。 

8.4 建筑节能 

新建建筑物在设计施工时应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的建筑节

能法规和标准，通过各种措施减少建筑物的热损失（对现有建筑物陆

续进行节能改造）。十四五期间，重点工作进度安排如下图。 

 

图 8-1 东丽区“十四五”期间供热重点工作进度图 

8.5 智慧供热建设 

在智慧城市、智慧能源等相关工作的总体设计框架下进行城市智

慧供热的建设，以标准化为引领，以信息化和自动化为基础，以热源、

热网和热用户全系统节能、降耗、减排，实现安全、可靠、舒适为目

标，注重新技术应用，因地制宜施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

引导和扶持，全面提升城市供热生产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在热源、换热站及典型用户安装数据采集装置，建立各供热企业

的“源-网-站-荷”实时运行数据监测体系，合理匹配供热热量和用热

需求。鼓励企业依据智慧供热技术规范积极引入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5G等先进科学技术融入供热设施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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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节能减排 

对于各种能源的折标煤的计算方法，参考《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提供的数据和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综合能耗计算公式： 

E=∑ （𝐸𝑖 × 𝑘𝑖）
𝑛
𝑖−1  

式中： 

E——综合能耗； 

n——消耗的能源种类数； 

Ei——生产和/或服务活动中消耗的第 i 中能源量（各耗能工质

消耗的能源量）； 

ki——第 i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 

实际消耗的燃料能源应以其收到基低位发热量为计算依据折算

为标准煤量，按照国际蒸汽表卡换算，低位发热量等于 29307.6 千焦

(kJ)[7000 千卡（kcal）]的燃料，称为 1 千克标准煤（1kgce）。 

注：按照 20°C 卡换算，1 千克标准煤（1kgce）其低位发热量等

于 29271.2 千焦（kJ）；按照 15°C 卡换算，1千克标准煤（1kgce）其

低位发热量等于 29298.5千焦（kJ）。 

对于煤和天然气燃烧产物的排放量，参考《排污申报登记实用手

册》、《污染物物料排放计算方法》和《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等资料提供的数据和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即：污染物排放量=燃料消耗量×污染物排污系数 

1、氮氧化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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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NOX = 𝑄 × 𝜇 

式中： 

PNOX——氮氧化物排放量（千克）； 

Q——燃料消耗量（吨或万立方米）； 

μ——氮氧化物排污系数。 

2、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由于天然气中的硫含量极少，天然气燃烧产生的 SO2的排放量可

忽略不计；煤燃烧产生的 SO2的排放量主要取决于煤的含硫量，炉子

的燃烧方式和煤在燃烧中硫的转化率，计算公式见下式： 

𝑃SO2 = 𝑄 × 2 × 1000 × 𝑆𝑦 × 𝜑 

式中： 

PSO2——二氧化硫排放量（千克）； 

Q——燃料消耗量（吨）； 

Sy
——燃煤中含硫率。 

3、二氧化碳排放量 

𝑃𝐶𝑂2 = 𝑄 × 𝐴 × 𝛿 ×
11

3
 

式中： 

PCO2——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 

Q——燃料消耗量，以热值表示，TJ； 

A——单位热值燃料含碳量，kg/TJ； 

𝛿——燃料燃烧过程中的碳氧化率%。 

4、烟尘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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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燃烧产物极少排放烟尘，可忽略不计；煤燃烧后的烟尘

排放量与燃煤中的灰分含量、燃烧设备的燃烧方式等有关，烟尘排放

量可用下式计算： 

𝑃NOX = 𝑄 × 𝜇 

式中： 

P 烟尘——烟尘排放量（千克）； 

Q——煤炭消耗量（吨）； 

ρ——烟尘的排污系数。 

实行住宅四步节能标准，新建建筑全部实施供热计量，既有公建

全部改造为供热计量。按照最佳热化系数，设置调峰锅炉房，极寒天

气启动，达到削峰填谷效果。充分挖掘深层浅层地热、污水源等可再

生能源潜力，减少常规能源使用。加快燃煤锅炉改燃并网。通过上述

4 种措施，每年可以为东丽区节约能源折合标准煤约 35 万吨。 

规划期末淘汰东丽区全部燃煤锅炉房，以热电联产、燃气、可再

生能源供热，每年减少二氧化碳 18 万吨、每年减少氮氧化物 1 万吨，

每年减少烟尘排放量 130 吨，每年减少 SO2排放量 28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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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保障与建议 

10.1 安全保障措施 

10.1.1 供热热源安全保障 

采用热电联产、燃气供热站、可再生能源等多种供热方式联合供

热，从而保障供热安全。 

10.1.2 供热管网安全保障 

规划采用热电厂与调峰锅炉房联网模式，建立多热源的供热系统，

可实现热电厂及调峰热源的经济调度，提高供热系统运行管理水平，

保障冬季供热安全，改善供热工况，提高供热质量，提升居民生活水

平。 

10.1.3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 

建立供热设施应急抢修预案机制，事故时及时发布调度指令，指

挥供热系统的各项应急措施，对故障设备进行抢修。建设功能完善、

设备先进、队伍过硬的维护服务站。一般管网事故抢修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大型管网事故抢修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 

10.2 规划保障措施 

10.2.1 组织实施 

规划批复后，东丽区应按照规划的要求进行监督和控制，发挥法

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的作用，确保供热规划顺利

实施。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 

加强供热市场监管，理顺市场秩序，规范供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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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节能政策和技术的推行与实施，制定科学有效的计量收费方

法。通过热计量的推广，使热用户主动节能。 

供热管网建设应与热源建设同步进行，以确保热源形成后及时供

热，达到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0.2.2 工程实施 

由于热负荷的陆续增长和建设资金需逐步落实，供热规划应根据

总体规划确定分期建设框架分期实施。 

10.3 规划修订 

《规划》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

调整规划内容。因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确需进行重大调整的，须经区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请区人民政府审批。国家和本市相关法

律、法规调整涉及《规划》内容的，《规划》随之相应调整。 

规划方案重大调整主要包括： 

1、 新增重要供热设施（包括供热站、DN600 及以上供热管线）； 

2、 供热场站设施位置调整超过 1公里； 

3、 由供热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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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远景展望 

到 2035 年，东丽区将全面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包容、生态宜居、

民主法治、文明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市新区。为“一基地三区”

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支撑“津城”、链接“滨城”的枢纽作用显著增

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区域竞争力大幅跃升。 

创新发展跃上更高能级，现代化产业结构更加完备，创新创业生

态基本完善，建成高水平创新型城区；协调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城市

化从“全域”向“全面”迈进，现代化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功能显

著提高，东丽气质充分彰显；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健康的生

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东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开放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向纵

深推进，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有

效发挥；共享发展质量更高，建成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设施布局更

加优质均衡，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全面依法治区

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平安城区建设水平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全面增

强，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群众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持续提升，文明城区建设迈上更高水平。在供热领域，未来的发展

体现在： 

（1）供热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未来供热能源结构将会进一步优化，地热、垃圾、污水等可再

生能源、各类余热、电力供热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根据负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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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一批综合能源站，结合地块开发时序逐步进行建设。 

（2）供热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 

 供热系统向多热源联网运行的结构发展，各供热分区均能形成

联网，整体系统供热保障性进一步加强。 

（3）供热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蓄热、回收各类余热、建筑保温、末端调节等技术水平进一步提

高。 

（4）供热信息技术进一步利用 

未来会利用供热大数据对全区热源、主管网、换热站进行在线监

测，及时处理解决供热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