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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吉建议〔2024〕14号  

   
孟琳娜委员：  

  您在省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用物联网装备缩小热能调控范围，提高百姓

供热体验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供热事业的关心和关注。冬季供热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工作，
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加强省级层面供热管理对于完善供热

行业监管、维护市场良性竞争秩序、推进供热质量服务和技术发展进步等具有

重要意义。  

  我省供热按热源分主要以热电联产和区域集中供热为主，清洁能源等供热

形式为补充；首先，煤炭是吉林省供暖的主要能源，由于吉林省地处严寒地

区，冬季供暖需求量大，煤炭作为传统的能源来源，在供暖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然而，大量使用煤炭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如雾霾频发和大气污染严重。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吉林省正在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燃煤造成的污染，并大

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次，生物质能也是吉林省供暖的重要能源之

一。生物质能具有可再生和环保的特点，因此在吉林省的供暖中得到了一定的

应用。不过，生物质能的利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收集、运输和储存等方面的

困难，以及生物质能发电和供暖技术的局限性。此外，天然气和电采暖在吉林

省供暖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随着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推广和环保政策的加强，

天然气和电采暖等清洁能源在吉林省供暖中的应用逐渐增加。这些清洁能源的

使用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供暖效率提高供热质量。总的来说，吉林省的

供暖现状正朝着多元化、清洁化的方向发展。在保障供暖需求的同时，吉林省
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清洁能源供暖技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

标。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持续推动，吉林省的供暖能源结构将

更加优化，清洁能源的使用将更加普及。同时，吉林省还注重提高供暖服务的

智能化水平。通过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吉林省实现了对

大部分清洁能源供暖系统的实时监测和调控，提高了供暖的精准性和效率。这

不仅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也进一步推动了清洁能源供暖在吉林省的普及和应

用。  

  吉林省供暖系统近年来已经逐步走向多元化供热输送模式，以满足不同地

区的供热需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减少环境污染。这些多元化供热输送模

式各具特色，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地区的资源条件、气候条件、经济情况等

因素综合考虑，选择最适合的供热方案。吉林省推进多元化供热输送模式分为

以下几点：  



  一是引入分布式供热系统，结合集中供热和分散供热的特点，根据小区或

建筑的实际需求灵活调整供热方式。二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供热技术，如太阳

能、地热能等，减少对单一供热源的依赖，提高供热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三是优化区域供热网络，对现有供热管网进行升级改造，采用智能管网技术，

实时监测供热情况，实现精确调控。四是按需求增设热力站和调节阀，根据末

端需求调整供热参数，确保供热质量。五是加强末端调控能力，在供热末端安

装智能温控设备，根据实际需求调节用户室内温度，提高供热舒适度和节能效

果。六是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处理用户对供热效果的意见和建议，

不断优化供热服务。七是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管：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

支持供热技术的创新和升级，推动供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吉林省已全面推动供热系统“源-网-站-户联锁控制”的发展，供热系
统是一个综合性的任务，涉及到热源供应、热能输送、热力站管理以及用户服

务等多个环节。以下是采取的关键措施，有助于推动供热系统各环节的协调发

展：一是优化热源供应：提升热源效率，采用先进的燃烧技术和设备，提高热

源转换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二是拓展热源类型，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
供热，如生物质能、地热能、太阳能、电能等，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三是

加强热源管理，建立热源监测和调控系统，实现热源供应的智能化和精细化管

理。四是强化热能输送，升级热网设施，对老旧热网进行改造升级，提高热网

输送能力和效率，优化热网布局，合理规划热网布局，减少热能损耗和输送成

本，加强热网维护：定期对热网进行巡检和维护，确保热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五是提升热力站管理，实现自动化控制，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热力站的

自动调节和优化运行。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实时监测和分

析热力站运行数据，提高管理效率。推广节能技术，在热力站中应用节能技

术，如余热回收降低一网回水温度、能耗分析，实现按需供热等。  

  根据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新修订通过的《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我省制定出台《城镇供热企业

运行管理评价标准》（DB22/T5064-2021），通过科学制定考核制度，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严格落实企业测温管理，倒逼供热企业提升服务标准，提高

供热质量；2023 年吉林省省级平台投诉情况：省长热线 96118 收到投诉供热问

题同比下降 29.9%；“互联网+督查”平台收到投诉供热问题同比下降 58.2%；

12345 等省级以下平台收到投诉供热问题，同比上涨 1.2%；经核实后室温低于
18℃法定最低标准的同比下降 86.5%。经过各热企不断地调节系统，优化管

网，通过收集和分析供热管网的运行数据，了解管网的水力状况，找出水力失

衡的具体位置和原因。一是优化管网设计，根据水力平衡分析的结果，对供热

管网进行优化设计。这包括调整管网的管径、阀门设置以及泵站配置等，以改

善管网的水力性能，实现水力的均匀分配。二是采用水利平衡装置，在供热管

网中，可以设置水利平衡装置，如静态水力平衡阀和动态水力平衡阀等，来调

节管网中的流量和压力，实现水利平衡。这些装置可以根据管网的实际情况进

行灵活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水力平衡效果。三是加强运行管理也是解决供热管

网失衡问题的重要手段。定期对供热管网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管网的正常运

行和设备的完好性。四是建立科学的运行管理制度，对管网的运行数据进行实

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理水力失衡问题。五是引入智能化技术也是解决

供热管网失衡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对供热管网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升级，实现管网的自动化运行和智能化管

理。  

  目前吉林省的供热系统失水量逐年递减，首先，吉林省供热系统失水的原

因可能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管网老化、破损或施工质量不佳导

致的自然泄漏。另一方面，人为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如居民私自放水、私自

加设散热器或水龙头等窃用行为，都会造成系统失水严重。此外，供暖系统的

管理和维护水平也会影响失水状况，如管理不善、维护不及时等都可能加剧失

水问题。  

  针对吉林省供热系统失水的问题，省政府已采取通过老旧小区管网改造解

决大部分问题，通过更新老化的管道、设施和设备，能够有效改善小区居民的

生活质量，同时各供热企业也做出相应措施进行改进：一是加强供热管网的维
护和检修，及时发现并处理泄漏问题；二是加强对热用户的管理和宣传，提高

居民的节能意识和守法意识，减少人为窃水行为；三是优化供暖系统的设计和

运行方式，提高系统的热效率和稳定性；四是采用新技术、新材料 PE-RTⅡ型

电熔管及管件，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减少维护成本，提高供热系统的抗失水能
力。此外，吉林省的供热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也应加强合作与沟通，共同推进

供热系统失水问题的解决。可以定期开展普查和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失

水问题；同时，加强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共同研究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措

施。  

  我厅将持续加强供热管理工作，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发挥部门

协调联动机制作用，围绕供热企业巡查、监督、指导，包括优化供热模式、提

升系统设计和运行效率、提高服务质量以及加强管网管理等。通过这些措施的

实施，可以逐步改善供热企业的运营状况，提高供热效率和服务质量，满足百

姓的供热需求。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 年 5 月 20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荣  蒙  82752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