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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多源、多源互补”供热模
式不仅能有力保障新区居民采暖需
求，实现社会效益，还具有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充分利用“废热
+余热”，既能为大型发电厂、钢厂、
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企业增
加售热收益，又能有效降低新区城

市供热运营成本，与传统燃煤和燃
气供热模式相比，采用“清洁”能源
后每个供热季可降低全区供热运营
成本约3亿元。
　　在清洁热源全面替代传统燃煤
热源后，新区每个供热季预计可节约
标煤7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0万吨、

二氧化硫6000吨，相当于植树造林近
1800万棵，减少的燃煤指标可进行碳
交易，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有机统一。该模式被住建部

《中国建设报》、山东省委办公厅《今
日信息》等刊物刊发，创新余热利用
的经验做法被央视《东方时空》栏目

专题报道，并入选山东省热电行业十
件大事。
　　下一步，公用集团将严格按照
计划推进供热工作，始终关注供热
设施的运行状态，确保热源稳定、管
网高效、用户温暖，为城市的冬季供
热提供坚实保障。

“绿色过冬”，人暖天更蓝
　　□本报记者 张静

　　冬季供热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冷
暖，是一项重大民生保障工程。随着今年
正式供暖日子的临近，由青岛西海岸公用
事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集
团”）投资建设的大唐热力第二条出线项
目（以下简称“大唐热力出线项目”）经过
全面联调联试，正式投用。
　　大唐热力出线项目投用后，与华能热
力出线项目组成西海岸新区清洁供热东
西两条“主轴线”保障城区供热，标志着以
华能和大唐余热为主、其他工业余热和清
洁能源为辅、现状燃煤机组为应急调峰备
用热源的“一网多源、多源互补”绿色供热
新模式全面运行，在实现“增绿降碳”的同
时，全面保障新区居民冬季采暖需求。
　　作为青岛市城市更新建设重点攻坚
项目，大唐热力出线项目从大唐黄岛发电
厂出线，敷设供热管线16.3公里，并同步
建设中继泵站一座。项目投用后，每个采
暖季预计可节省燃煤37万吨，减排二氧化
硫3000余吨、氮氧化物1500余吨以及烟
（粉）尘700余吨，对推动西海岸新区能源
结构转型，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深入践行双碳战略，公用集
团充分利用新区“工业基础雄厚、产
业布局集中”的资源优势，积极探索
清洁供热新路径，深挖工业余热代
替传统燃煤供热，整合区内大型电
厂余热和工业余热，系统谋划西海
岸新区“供热一张网”布局，深入实
施热源管网连通工程，形成了以华
能热力出线和大唐热力出线长输供
热为主，静脉产业园余热、青钢余热
等清洁能源为辅的“一网多源、多源
互补”绿色供热新体系，将余热“变

废为宝”，形成了“产城融合”绿色供
暖新模式。
　　记者了解到，公用集团已与华
能青岛热电公司、大唐黄岛发电公
司、青岛特钢、康恒环保等5家企业
签订余热利用协议并加快组织实
施。新区首个利用垃圾焚烧处置余
热用于居民供热的静脉产业园余热
综合利用项目、全省首个大型钢铁
企业余热用于居民供热的青特钢余
热利用项目、省内管线敷设距离最
长的华能热力长输项目实现顺利投

运，大唐热力出线项目也已正式投
用。此外，集团还新建联通管线200
余公里，同时谋划实施东西城区供
热联网工程，实现西部城区华能等
余热体系与东部城区大唐余热体系
的互联互通，双方互为备用，有效解
决自有锅炉关停后，调峰热源不足
的问题。目前，“一网多源、多源互
补”供热体系基本搭建完成，为新区
的高效清洁供热提供坚实支撑。
　　“在2024至2025年供热季，我们
将以华能青岛热电、大唐热力公司、

康恒环保、青特钢等企业的工业余热
为主，结合自有的16台锅炉热源作为
调峰备用，形成新的供热模式，整体
供热能力将达到6700余万平方米，全
面满足居民用热需求。”公用集团能
源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东兴说，
目前，能源公司正加紧使用智慧供热
系统对换热站进行联调测试，增加长
输管网沿线的数据上传点位，为正式
供热期间的热源精准调度提供有力
的数据支撑，确保按需、稳定供热，守
好冬日“温暖防线”。

　　在全面推进西海岸新区长输供
热管网等热源供应端重点项目规划
建设中，公用集团注重科技赋能，采
用全国先进供热技术，实施了西部
城区大温差改造工程，着力提升管
网输送能力和低品质余热的应用
效率。该项目利用高温水作为驱动
源，可将供、回水温差扩大30℃，管输
能力提高1.5倍，能耗降低70%，增
加送热体量，大幅提高了整个管网
系统的输热质效。 
　　为进一步提升供热系统的智能

化管理水平，公用集团运用先进的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搭建全新的智
慧供热平台，集成了数据监控分析、
气象管理、负荷预测、报警管理、能
耗分析及站点智能控制六大功能模
块。平台依托先进的AI算法和物联
网（IoT）智能设备，以及数字孪生技
术，实现了供热需求的自动预测、热
量的智能调节、故障的自诊断和调
度的自优化，有力保障新区供热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为新区居民提供
高品质采暖服务。

　　记者了解到，在2023-2024年供
热季，新区西部城区1200万平方米
的供热面积已全部由“大型电厂余
热+钢厂废热+垃圾焚烧余热”清洁
热源提供，标志着新区成为青岛市
首个以工业余热为主力热源的供热
区域。在“一网多源、多源互补”供热
体系全面运行后，新区的供热需求
将得到进一步满足，现有的供热燃
煤机组将转为应急调峰备用热源，
为新区广大市民温暖过冬提供坚实
保障。

　　同时，随着长输供热能力的逐
步释放，新区供热管网将实现对有
采暖需求的居民、个体工商户和企
事业单位的全面覆盖，真正做到应
供尽供。此外，通过长输管线沿途预
留的分支管线，还可向董家口经济
区、青岛自贸片区及其他沿线镇街
输送热量，逐步实现全区清洁能源
供热全覆盖。“一网多源、多源互补”
的系统性布局不仅满足了未来15年
的供热需求，更为新区的绿色低碳
发展夯实了基础。

　　大唐热力出线项目经过全面联调联试，于今冬供热季正式投用。

  公用集团投资建设的大唐热力出线项目今冬供热季正式投用，标志着
新区“一网多源、多源互补”供热新模式全面运行，助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建成“一网多源、多源互补”供热体系系统谋划

工业余热已成为新区供热主力热源变废为宝

每个供热季可降低运营成本约3亿元多方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