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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保证延吉市铁南区集中供热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发展，本

着合理利用能源，改善环境，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经延吉市

人民政府委托，依据《延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

2020）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建设部、国家计委【1995】126号

文件《关于加强城市供热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编制

《延吉市铁南区供热专项规划》（2009——2020年）。 

本次供热专项规划是对《延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

—2020）在延吉市铁南分区供热专业规划的细化和完善，将为

延吉市铁南区供热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依据。 

延吉市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实施资源转化战略和

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体系，不断提

高工业集约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增强城市综合经济

实力和竞争力，推进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延

吉市城市性质是以“工贸旅”为主的中国图们江地区中心城市，

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旅游城市。2008年，延吉

生产总值完成 115.1亿元，增长 19.3%；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

入完成 25.77亿元；全口径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亿元；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85.03亿元，增长 47.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13155元，增长 18.2%；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131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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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延吉市紧紧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改革开放的双重

机遇，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延吉市铁南区是延吉市城市布局结构中河南综合区内铁路以南

区域，由于所在区域位置导致发展起步较晚。近年来在市政府

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监督下，供热事业初见成效。为满足

铁南区内供热需求，2002年建设一座容量为 5×29MW 的热水锅

炉房，至今供热面积达到 197万 m²，同时拆除现状全部小锅炉

房。到 2008年底，延吉市铁南区总供热面积为 307万 m²。集

中供热锅炉房供热的面积达 197万 m²；其它用户均采用民用小

火炉和炉灶。这些民用小火炉、炉灶供热质量差，存在安全隐

患，而且对环境质量也造成极大的影响。随着铁南区内房地产

业的快速发展，现有的热源已经无法满足日渐增加的生活采暖

及工业生产的用热需求，极大地阻碍了延吉市的城市发展。 

因此，编制《延吉市铁南区供热专项规划》（2009——

2020），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保护环

境，对指导今后供热的发展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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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供热规划编制背景 

城市集中供热系统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体现一个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使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高低的具体体现。

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是国

家能源政策的具体体现。随着国家有关节能政策贯彻落实的逐

步深入，人们充分认识到发展集中供热不仅是一项温暖工程，

也是一项环境工程、更是一件民心工程、节能工程。集中供热

不仅能给城市提供稳定、可靠的高质量热源，改善居民生活环

境，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而且能明显发挥规模效益作用，在

节约能源，有效减少城市污染，节省城市建设用地，落实科学

发展观等诸多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延吉市的建设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市场机制下城市快速发展的前提，为适应城

市建设的发展应对总体规划中在供热专业规划进一步细化和完

善。为此，延吉市人民政府提出编制《延吉市铁南区供热专项

规划》（2009——2020）的要求，逐步补充和完善以集中供热

为主的供热模式。以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指导新时期

城市供热工程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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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城市概况 

1.2.1地理位置 

延吉市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脉北麓。地理坐标处北纬

42度 50分至 43度 23分，东经 129度 01分至 129度 48分之

间。它北靠敦化市、汪清县，西接安图县，南连龙井市。出于

东北亚经济圈腹地中、俄、朝三国接壤的图们江地区，东直距

中俄边境仅 60公里，直距日本海仅 80公里，南至距中朝边境

仅 10余公里，是“东北亚金三角”内中国方的一个支撑点，地理

位置优越。 

1.2.2地形地貌 

延吉市境域成带状，南北最大纵距 72公里，东西最大横距

27公里。地貌形态类型为：境内大部分地段为丘陵地形，东

部、南部和北部边缘地带为低山区，地势较高，西部开阔，地

势平坦，呈马蹄状盆地。延布尔哈通河、烟集河两侧呈带状不

对称分布漫滩及一、二、三级阶地，地势低平。境内平均海拔

高度为 180米左右，最高峰黑林子海拔 861.4米。市区内最低海

拔高度为 160米左右，最高点帽儿山海拔高度为 517米，市区

内一般地形坡度为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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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水文条件 

境内水系皆为图们江支流，主要有布尔哈通河、烟集河、

依兰河和海蓝江。布尔哈通河发源于安图县哈尔巴岭东麓沼泽

地，全长 242公里，流域面积 7141平方公里，河床平均坡降

0.6‰。延吉市地处布尔哈通河中游，境内河长为18.7公里，境

内河床平均宽度为 240~280 米，流域面积 121.97平方公里，市

区平均坡降为 1.83‰，多年平均流量 19.6立方米/秒，年径流量

6.18亿立方米。烟集河发源于龙井市八道乡，全长47.7公里，

延吉市境内流域面积 231.2平方公里，河流长度 26.4公里，河

道坡降 8.6‰，多年平均径流量 4.07万立方米。 

1.2.4气候条件 

延吉市属中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大陆性季风特点明显，四

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温和凉爽、冬季

漫长寒冷。5~8月盛行东北风，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多年

平均降水量为 550毫米。降水量多集中在 6~9月，冬季平均降

雪日数为 22.7天。多年平均气温 5.7℃，历史最高气温

37.6℃，最低气温零下 32.7℃。全年无霜期 142天，平均日照

2190小时，冬季室外采暖计算温度-20℃，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6.9℃，采暖天数为 174天，结冰日平均达 178天左右，冻土深

度 1.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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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能源资源状况 

延吉地处长白山区,森林、矿产、土特产资源丰富。地上的

700多平方公里茂密的森林和肥沃的草原，900余种经济植物和

数十种珍贵野生动物。人参、貂皮、鹿茸被誉为东北三宝。盛

产苹果梨、人参、鹿茸、烟叶及各种山野菜。地下还有储量

大、品种多、质地好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大理石、麦饭

石、硅灰石等多种矿产。延吉种植和养殖资源主要有水稻、玉

米、大豆、蔬菜、家畜、家禽、参茸及熊胆等。 

1.2.6社会经济 

2008年，延吉生产总值完成 115.1亿元，增长 19.3%；一

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25.77亿元；全口径工业总产值突

破 1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5.03亿元，增长 47.4%；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155元，增长 18.2%；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6131元，增长 5.2%。延吉市紧紧抓住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和改革开放的双重机遇，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1.2.7能源消耗及环境状况 

根据延吉市 2008年能源消耗统计：全年耗电量为 4.415亿

kwh；消耗汽油量为 4.8万吨；消耗柴油量为 5.6万吨；消耗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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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油量为 500吨；耗煤量为 90万吨，采暖锅炉消耗的燃料来源

于黑龙江老黑山及延边煤矿。 

延吉市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为 TSP，其次是、NO
2
和

SO
2
。2008年延吉市环境空气污染物指数为：TSP 为

0.33mg/m³，SO
2
浓度为 0.032mg/m³，NO

2
浓度为 0.040mg/m³。

采暖期主要污染源是燃煤锅炉和民用的小火炉和炉灶，在采暖

期各污染物指标均超出国家二级标准，尤其 TSP 超标严重，而

非采暖期各项指标可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1.3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1.3.1城市性质 

延吉市城市性质是以“工贸旅”为主的中国图们江地区中心

城市，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旅游城市。 

1.3.2城市规模 

《延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20 年）中确定 2015

年建成区内居住人口为 57 万人，规划城市建设用地

50.25Km 2。随着延吉市城市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到 2008 年

底，中心城区内实际居住人口已达 42 万人，建成区面积达到了

42.11Km²。本规划末期建成区居住人口规划为 62 万人，规划城

市建设用地为 54.56Km²。 

铁南区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3.6Km²，铁南区现状根据《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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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20 年），近期建设用地面积发

展到 4.63Km²，远期建设用地面积 4.63Km²。 

1.3.3城市布局结构 

延吉市的城市布局结构采用六区三中心结构。六区为：河

北综合区、河南综合区、经济开发区、公园文体生活区、西部

生活新区、北部生活新区。三中心为：商贸金融中心、行政办

公中心、文化体育中心。 

铁南区：铁南区属于河南综合区。指明铁路以南、新街以

东、东风街以西区域，主要以主要布置居住生活区和无污染工

业。  

1.4 延吉市城市供热发展史 

延吉市供热事业发展起源于20世纪 60年代，当时主要政

府机关、疗养院、宾馆、医院自备集中供热设施，小型锅炉房

低压蒸气采暖。到 20世纪 80年代蒸汽采暖改为热水采暖，人

们对供热有了初步认识，许多公共建筑、学校也有了集中供热

工程，集中供热面积发展到 200万 m²左右。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分散小型锅炉房遍地开花。铁南区为发展比较缓慢的

区域，以棚户区为主，随着铁南区的发展，新建建筑只能建设

临时的分散小锅炉房满足采暖用热。高耗能、采暖期大气污染

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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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年开始，延吉市铁南区开始实施区域集中供热，建

设一座容量为 5×29MW 的热水锅炉房，至今供热面积达到197

万 m²，同时拆除现状全部小锅炉房。一次管网长度达到了 10

公里。由于现在的铁南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每年都有一部

分棚户区改造，供热面积增长很快，现状的热源已经无法满足

日益增长的用热需求。铁南区集中供热的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

其发展的步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2 供热现状 

 

延吉市铁南区自2002年开始实施集中供热。延吉市铁南区

内有一处集中供热锅炉房，内置5×29MW 的热水锅炉房，供热

面积 197万 m²。现状没有分散小锅炉房。 

2.1热负荷 

2.1.1工业热负荷 

现状没有工业企业。 

2.1.2采暖热负荷 

延吉市铁南区内现状总供热面积约 307万㎡。其中由集中

供热供热面积达 197万 m²，占总供热面积的 64% ；此外，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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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10万 m²的建筑面积采用落后的炉灶、小火锅采暖，占总供

热面积的 36% 。延吉市铁南区供热现状参见下图2-1。 

图2-1 延吉市铁南区现状供热面积比例图

64%

36%

集中供热

炉灶、小火炉

 

2.1.3生活热水及空调热负荷 

目前延吉市铁南区集中供热系统尚无生活热水及空调用热

负荷。部分公建利用单位小锅炉制取热水，居民是利用太阳能

热水器、电热水器及燃气热水器来制取热水。 

2.2热源现状 

延吉市铁南区内有一处集中供热锅炉房，内置5×29MW 的

热水锅炉房，供热面积 197万 m²。现状没有分散小锅炉房。尚

有约 110万 m²的建筑面积采用落后的炉灶、小火锅采暖。 

2.3热网现状 

截止到 2008 年底，由集中供热管网供热基本覆盖了现状总

供热面积的 64% ，延吉市铁南区集中供热均采用间接供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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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次管网长度达到了 10公里，全部为热水管道，下设 18个

热力站，供热面积 197 万 m²。现状外网敷设形式有管沟和直埋

形式。 

2.4供热管理 

目前，延吉市铁南区供热企业只有一家，一个供热站点。 

 

 

 

 

 

 

3 存在的问题 

 

3.1供热设施 

1、管网设计缺乏统筹规划，加之热负荷发生较大变化，致

使目前管网的水力工况与压力工况混乱状况严重。 

2、集中供热的低标准和供暖系统的水力失调，能量浪费的

问题比较严重，大流量小温差现象普遍存在，输送效率低，供

热安全稳定性差，不能适应居住者日益提高的对热舒适度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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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在运行的热力管网技术管理水平比较落后。调节手段

和监控不能控制水力工况和热力工况的平衡调节。不具备分户

计量、变流量运行的调节手段。因此，无法实现对热量进行统

一调度。 

4、供热管网系统循环水和补水几乎都没有进行软化和除氧

处理，普遍用自来水，个别系统采用地下深井水。这样的水质

对供热系统危害是相当大的，会造成管网系统氧腐蚀和结垢，

危及供热系统的安全运行，降低使用寿命。 

5、部分建筑内采暖系统维修、改造不及时，严重影响供热

效果。 

6、节能建筑占比例较少，建筑主体本体耗能较高。 

3.2环境状况 

延吉市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为TSP，其次是NO
2
和

SO
2
。2008年延吉市环境空气污染物指数为：TSP 为

0.33mg/m³，SO
2
浓度为 0.032mg/m³，NO

2
浓度为 0.030mg/m³。

采暖期主要污染源是燃煤锅炉和民用的小火炉和炉灶，在采暖

期各污染物指标均超出国家二级标准，尤其 TSP 超标严重，而

非采暖期各项指标可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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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负荷与发展预测 
 

4.1中心城区规划建筑面积 

延吉市铁南区现有建筑面积307万 m²，根据《延吉市城市

总体规划》（2000——2020），2015年建筑面积达到 480万

m²，2020年建筑面积达到 500万 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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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建筑物构成 

延吉市铁南区现有建筑中住宅面积约为297万 m²，公建面

积约为 5万 m²，市政约为 5万 m²。根据《延吉市城市总体规

划》（2000——2020）对铁南区确定如下： 

（1）延吉市铁南区近期（2009年——2015年）：住宅面

积为 440万 m²，约占总建筑面积的 92% ；公建面积为 20万

m²，约占总建筑面积的 4% ；厂房及其它面积为20万 m²，约占

总建筑面积的 4% 。 

（2）延吉市铁南区远期（2016年——2020年）：住宅面

积为 440万 m²，约占总建筑面积的 88% ；公建面积为 20万

m²，约占总建筑面积的 4% ；厂房及其它面积为40万 m²，约占

总建筑面积的 8% 。 

延吉市铁南区各类建筑物在各时期所占比例对比参见下表

4-1。 

表 4-1     延吉市铁南区各时期建筑面积占比表 

 住宅（% ） 公建（% ） 厂房及其它（% ） 

现状 96 2 2 

近期 92 4 4 

远期 88 4 8 

 



精品文档 

收集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删除  

4.3工业热负荷 

根据《延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20），限制铁

南区现有工业用地的发展，布置原则是布置无污染或低污染的

工业企业，对低污染的工业做好厂区内部的生产防护，避免对

城市造成环境影响。 

根据现状工业热负荷，结合经济发展按一定增长率估计，

近、远期工业热负荷量为：8t/h、15t/h。参见下表 4-1。 

表 4-2     延吉市铁南区工业热负荷增长情况 

期限 

工业负荷 

用气量（t/h） 压力（MPa ） 

现状 0 0 

近期 8 0.4～1.3 

远期 15 0.4～1.6 

 

4.4采暖热负荷 

4.4.1采暖热指标 

延吉市气象参数如下： 

年平均气温：5.7℃ 

年极端最高气温：37.6℃ 

年极端最低气温：-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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