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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台换热首站位于黄台电厂

内，是一座三层建筑，从外面看，正

在建设中的换热首站并不起眼，但

到采暖季来临时，源源不断的

“汽—水”交换就在这里进行。21日，

记者来到这里时，工人们正在紧张

施工。据介绍，这里的设备安装工作

已经完成，正处于调试阶段。

记者看到，在换热首站一楼，

安装着循环泵、凝结水循环装置、

水箱、补水泵、软化水处理装置等

设备。二楼被称为“管道层”，粗大

的管道在其中密集分布，此外，还

有两台“水—水”换热器，高压配电

室也在这里占据了一个相对封闭

的空间。在三楼，最引人注意的是

四台“汽—水”换热器，看上去有点

像大体积的储油罐。而在室外，一

条粗大的管道从与换热首站相隔

不到50米的黄台电厂车间中伸

出，从半空中进入二楼管道层。

济南热力黄台换热首站项目

专业技术人员向记者简单地描述

了这里的工艺流程：黄台电厂出来

的高温蒸汽，先由蒸汽管道进入二

楼的管道层，继而通过向上的连通

管道进入三楼，经“汽—水”换热器
处理后变成高温蒸汽。这种换热器
是怎么工作的？技术人员说，“换热

器四壁都装满了水，里面分布着很

多蒸汽管道，260℃的蒸汽从管道

里经过，利用高温把水蒸热，水从

这里流出后，温度最高能达到
130℃。”他介绍说，二楼的两台

“水—水”换热站的任务，则是对蒸

汽冷凝后变成的水进行加热。

采暖季近在眼前，省城东部“汽改水”改造

也进入尾声。为完成供热过程中蒸汽与热水的

转换，供热部门在黄台建设了换热首站，专为

黄台南线输送高温热水。目前，该换热首站建

设到什么程度了？高温蒸汽与热水的转化是如

何实现的？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

利用高温蒸汽

把凉水蒸热1

黄台首站项目的专业技术人

员告诉记者，经过一系列专业处理

后，上面两种转换途径得来的高温
热水，将由循环泵打入供热管网，

经改造之后的小区换热站进入千

家万户。当高温热水从黄台流出

时，它的压力一般是1 . 3兆帕，而

居民家中的暖气片能承受的压力

一般是0 .4兆帕。

这样的高温热水要顺利进入

居民家中，需要小区换热站来“一

显身手”。“其实高温水不会直接进

入居民家中，而是通过小区换热站

的‘水—水’换热器实现热量的传

递。在这里，高温热水会把事先注

入的低温水‘烫热’，低温水升高到

一定温度后，再流动到住户家中散

热。”技术人员介绍说，至于低温水

吸热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室外气
温来调节和控制。

完成一个流程任务后，高温水并

没有结束自己的使命。它可以经过凝

结水管道进行回收，到达黄台换热首

站时，温度还可能达到七八十摄氏

度。这些“回家”的热水将再次进入那

里的换热器，开始新的循环。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与蒸汽管

道相比，高温高压热水供暖稳定

性、可靠性强，不会出现冒蒸汽等

现象，也有利于供热的安全性。

高温热水

并不直接进家2

据介绍，黄台换热首站全部建

成后可实现1500万平方米供热能

力，而今年则可具备600万平方米

的供热能力。它投入使用后，对市

民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济南电力有限公司的有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黄台电厂是省城

东部城区的主要热源，从黄台电厂

出来的黄台南线，主要负责向二环

东路、解放路、和平路以及文化东

路、文化西路、历山路沿线供热。

此前，黄台南线为蒸汽管道，

到达文化西路和历山路沿线的距

离超过了13公里。在这13公里的

“长途跋涉”中，部分蒸汽面临着高

达20%的热损耗，在末端的一些路

段，它甚至变成了凝结水，热量大

量流失。而除较高的供热网损之

外，由于管道过长，超过了蒸汽管

道11公里的供热极限，在冬季气
温骤降时，蒸汽压力不够的情况也

会出现，直接影响到供热质量。

而黄台供热首站投入运营之

后，从高温蒸汽到高温热水，之间

的路程只有50米，即从黄台电厂

的7号、8号机组到换热首站二楼

的距离。而“汽改水”改造之后，供

热管道也普遍变粗，以文化东路为
例，之前的蒸汽管道直径在400毫
米左右，新敷设的热水管道直径最

大700毫米、最小500毫米，这种设

计将大大加强热水输送能力。数措

并举之下，“从黄台出来的130℃

高温热水，经新敷设的热水管网传

输，热损耗也将有效降低，初步预

计供热网损将由20%降至5%。”这

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热源也将得

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提高沿线供热

质量。”

供热管道变粗

热损耗大大降低3

黄台换热首站，工人正在安装、调试“汽-水”换热器。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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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改水
是咋回事事
进入260℃蒸汽，转换出130℃热水
本报记者 赵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