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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中国农村能

源行业协会、北京化工大学、海伦市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限公司、铁岭众缘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多

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易通环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文勇、李冰峰、刘杰、王娟娟、刘代丽、董保成、王粟、孙建鸿、邢可霞、孙丽英、李

惠斌、王全辉、裴占江、魏欣宇、史风梅、左辛、许朝文、任彦波、刘广青、薛春瑜、万显君、王峰、魏麒元、孙磊、
杨英武、赵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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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工艺设计、燃料收储、直燃利用、供暖入户及运行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的新建、改(扩)建和运行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７４２　造纸原料、纸浆、纸和纸板　灼烧残余物(灰分)的测定(５７５℃和９００℃)

GB１２３４８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１３２７１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１３２８３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用检测仪表和显示仪表精度等级

GB１５６３０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３３８３３　城镇供热服务

GB/T４２１１８　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规范

GB５００１１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５００４１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T５００５１　烟囱工程技术标准

GBZ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CJJ２８　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T３４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标准

CJJ１２８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

CJJ/T２４１　城镇供热监测与调控系统技术规程

HJ/T３７３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NY/T４９６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１６３１　方草捆打捆机作业质量

NY/T２４６３　圆草捆打捆机作业质量

NY/T３０３４　土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

NY/T３６１４　能源化利用秸秆收储站建设规范

TSG０８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９１　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秸秆捆　strawbales
采用打捆机将秸秆打包成一定大小、形状和密度的捆,一般为方形或圆形.

３２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锅炉　strawbaledcombustionheatingboiler
以秸秆捆为燃料,用于供暖的生物质常压热水锅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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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　strawbaledcombustionheatingplant
采用秸秆打捆直燃供暖锅炉进行供暖的工程.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的供热质量、供暖期应满足 GB/T３３８３３的相关要求.

４２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的工艺设计应根据供暖面积、供热需求、秸秆来源等因素综合确定.

４３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应包括燃料收储、直燃利用、供暖入户和运行管理等单元.

４４　工程选址布置应符合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和供热规划,应根据居民或公共建筑采暖需求,配备供暖管

网设施,应便于引出管道,并使室外管道布置在技术、经济上合理,管网建设或改造应符合 CJJ２８的有关

规定.

４５　应采取措施减少噪声、大气等污染,对污染物的处理应符合 GB１２３４８和 GB１３２７１的有关规定.

５　工艺设计

５１　负荷计算

５１１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设计时,供暖热负荷宜采用经核实的建筑设计热负荷,同时应考虑热网输

送热损失.

５１２　当无建筑设计热负荷资料时,供暖热负荷按公式(１)计算.

Qh ＝qh ×Ah ×１０－３ (１)
式中:

Qh ———供暖设计热负荷,单位为千瓦(kW);

qh ———供暖热指标,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２),可按表１取用;

Ah ———供暖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２).

表１　供暖热指标推荐值

单位:W/m２

建筑物类型
热指标qh

未采取节能措施 采取二步节能措施 采取三步节能措施

居住 ５８~６４ ４０~４５ ３０~４０
居住区综合 ６０~６７ ４５~５５ ４０~５０
学校、办公 ６０~８０ ５０~７０ ４５~６０
医院、托幼 ６５~８０ ５５~７０ ５０~６０

旅馆 ６０~７０ ５０~６０ ４５~５５
商店 ６５~８０ ５５~７０ ５０~６５

影剧院、展览馆 ９５~１１５ ８０~１０５ ７０~１００
体育馆 １１５~１６５ １００~１５０ ９０~１２０

　　注１:表中数值适用于我国严寒和寒冷地区.
注２:热指标中已包括约５％的管网热损失.
注３:被动式节能建筑的供暖热负荷应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确定.

５１３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锅炉应根据工程供暖热负荷进行选配,锅炉总热功率可按公式(２)计算.

Qg ＝Qh ×ηh ×１０－３ (２)
式中:

Qg ———锅炉总热功率,单位为兆瓦(MW);

Qh ———供暖设计热负荷,单位为千瓦(kW);

ηh ———供暖系统热效率,取０９~０９７.
一般居住建筑,当建筑围护墙体厚度在３６５mm~４８５mm,可按供暖面积７５００m２配备０７MW 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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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不同供暖面积可参考附录 A进行锅炉选配.

５２　燃料消耗量

５２１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秸秆消耗量与锅炉热功率、热效率、秸秆热值,以及每天锅炉运行时间、供
暖期供暖天数等因素相关,每个供暖季秸秆消耗量可按公式(３)计算.

W ＝３６×１０３×
QgHT
βq

(３)

式中:

W ———一个供暖期秸秆消耗量,单位为吨(t);

Qg ———锅炉热功率,单位为兆瓦(MW);

H ———锅炉每天运行小时数,单位为小时每天(h/d);

T ———供暖期天数,单位为天(d);

β ———锅炉热效率;

q ———秸秆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吨(MJ/t).

５２２　秸秆收集面积与单位面积秸秆产生量、秸秆可收集系数等因素有关,不同秸秆消耗量所需的收集

面积可按公式(４)计算.

S＝W/G (４)
式中:

S ———秸秆收集面积,单位为公顷(hm２);

G ———单位面积秸秆可收集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hm２).

６　燃料收储

６１　秸秆收集

６１１　应根据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年秸秆消耗量,合理确定秸秆收集半径,收集半径不宜大于３０km.

６１２　应根据秸秆种类、收集时间、收集规模合理制定收集计划,确定作业人员、作业机具种类和数量等.

６１３　不同规模的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所需秸秆消耗量和对应的收集面积可参考附录B.

６２　打捆质量

６２１　秸秆捆尺寸应满足锅炉进料要求,宜采用统一的规定尺寸和形状,方便燃料接收记录、检验计量与

储存堆放.

６２２　秸秆捆质量应符合 NY/T１６３１、NY/T２４６３的有关要求,秸秆捆的含水率应小于３０％、含土率应

小于１５％,含土率按照 GB/T７４２秸秆灼烧残余物进行测定.

６３　燃料储存

６３１　秸秆捆可田间就地存放或储料场存放,按需分期运送至供暖站点.供暖站点宜储存不少于７d的

秸秆捆消耗量.

６３２　秸秆捆储存宜设置秸秆捆堆料棚,堆料棚应符合 NY/T３６１４的有关规定.

６３３　秸秆捆储存应采用分区码垛,垛长不大于１５０m,垛高不大于８m.

６３４　储料场应配置基本消防器材和消防设施,消防要求应符合GB/T４２１１８和GB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规定.

６３５　应设置国家计量机构检定的秸秆计量系统,保证正常使用,做好秸秆捆的接收记录与计量.

７　直燃利用

７１　站点布置

７１１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工程站点布置应按生产区和生产辅助区划分.生产区应布置锅炉、烟气净化、
监控等设备及厂房等配套设施,以及灰渣存放设施等;生产辅助区应布置秸秆捆储料场,以及管理、生活用

房等设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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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　工程平面应根据设施功能和工艺要求等因素紧凑布置,生产区应布置在生产辅助区主导风向的下

风侧;灰渣存放设施应布置在生产区的下风侧.

７１３　锅炉设备应根据供暖需求分组布置.各生产设施间距应能满足检修和操作要求,便于施工运行和

维护.

７１４　锅炉设备、相关建筑物、场地的布置及建设宜按 GB５００４１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７２　锅炉选型

７２１　锅炉设备结构、燃烧效率、稳定工况、额定功率等参数指标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７２２　锅炉装置设计合理、安全可靠,能够稳定、高效地燃烧,有必要的破渣设施,且使用、维修方便.

７２３　在１台额定热功率最大的锅炉检修时,其余锅炉应能满足连续生产用热所需的最低热负荷.

７２４　在额定工况下,锅炉的热功率不小于标称值,热效率应大于８０％.

７２５　锅炉应安装水位计、温度计、压力表等显示运行参数的指示仪表,方便调节,适应热负荷变化,并应

符合 TSG９１的有关规定.

７３　烟气净化

７３１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锅炉应充分考虑秸秆捆含水率、组分等理化特性,配置高效除尘等烟气净化

系统.

７３２　烟气净化设施应设置通风机保证系统中气体流动的动力,宜设置冷凝换热器回收利用烟气中冷

凝水.

７３３　净化设施应具备一定机械强度和防腐、防爆能力,绝热性能好.

７３４　净化后的烟气经烟囱排出,烟囱设计应符合 GB/T５００５１的相关规定.

７３５　净化后的烟气排放应符合工程所在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７３６　烟气中污染物的监测,应按照 HJ/T３７３的相关规定执行.

７４　灰渣利用

７４１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锅炉应设置灰渣回收装置,宜采用密闭式机械输送或气力输送.

７４２　应设置灰渣存放场地,存放场地设计应遵循节约用地和环境保护的原则,宜采用闭式设置,防雨、
防渗、防风,避免灰渣对周边区域造成二次污染.

７４３　灰渣作为土壤调理剂利用应符合 NY/T３０３４的有关规定,作为肥料还田利用应符合 NY/T４９６
的有关规定.

８　供暖入户

８１　供暖管网

８１１　供暖管网宜采用闭式双管制,供暖管网布置、敷设、保温、防腐等技术要求,应按照CJJ/T３４的相

关规定执行.

８１２　供热管道应结合地形、道路条件和城镇管线布局要求综合确定.直埋供热管道应根据供热方式、
管道直径、路面荷载等条件确定覆土深度,一般车行道下不应小于０８m.

８１３　当供暖管沟与燃气管道交叉时,交叉净距小于３００mm 时应采取防止燃气泄漏进入管沟措施.

８１４　供热管网水力工况应满足用户流量、压力和资用压头的要求.供热管道及供暖末端安装完成后,
应进行压力试验和清洗.

８２　供暖末端

８２１　供暖末端散热装置应根据房间耗热量、供暖需求特点、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及当地资源禀赋,合理选

用散热器、地板辐射等一种或多种供暖方式.

８２２　散热器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散热器集中供暖系统宜按连续供暖设计,且供水温度不宜

大于８５℃,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２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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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　布置散热器时,宜安置在外墙窗台下.两道门之间的门斗内不应设置散热器,楼梯间的散热器,应
配置在底层或按一定比例分配在下部各层.

８２４　地板辐射供暖系统工作压力不宜大于０８MPa,毛细管网辐射系统工作压力不应大于０６MPa.

８２５　地板辐射供暖系统应该具有完备的冬季防冻措施,或设置水泵间歇循环、集热器排空等防冻措施.

８２６　供暖系统运行中,卧室白天噪声不得高于４５db,夜间噪声不得高于３７db,起居室全天噪声值不

高于４５db.

８２７　严寒和寒冷地区主要房间供暖室内温度应采用１８ ℃~２４ ℃,夏热冬冷地区主要地区宜采用

１６℃~２２℃;公共建筑在非使用时间房间温度不应低于５℃;采用辐射供暖方式的室内设计温度宜降低

２℃.

８３　监测控制

８３１　１４MW 及以上锅炉运行宜设置自动监控系统,对供热系统锅炉运行、热源进出口、管网等关键部

位主要参数及设备运行状态实行自动化采集、监视、调节和控制.

８３２　应对锅炉运转过程中参数的超限值及设备故障等设置报警系统,并形成连锁控制保护,切断相关

系统设备之间气电联系,暂停送料.

８３３　锅炉宜装配变频控制,实现供水温度和流量的调节、炉排设备与原料燃尽速率的控制调节、燃烧区

压力、温度的调节控制,以及电动设备、管道阀门及风机烟道系统控制.

８３４　监控系统具体设计、指标、性能及操作,应符合CJJ/T２４１的有关规定.

８３５　仪器仪表选型应根据工艺流程、压力等级、测量范围、功能需求等因素综合确定,仪器仪表的精度

质量应符合 GB/T１３２８３的有关规定.

９　运行管理

９１　秸秆捆储料场、锅炉房等重点区域,应按照 GB１５６３０配置消防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建筑物防

火设计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规定;建筑物及管道等抗震烈度设计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１的有关规定.

９２　供暖经营企业应明确锅炉供暖全过程管理责任,制定运行及维护管理规程,保障设施的安全、正常、
稳定运行.相关运行管理、维护保养与安全的操作规程参照CJJ１２８和 TSG０８中的相关规定.

９３　供暖经营企业应对自然灾害、极端气候、生产事故等严重影响正常供暖的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

组织应急演练.

９４　各岗位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岗位培训,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持证上岗.

９５　各岗位操作人员安全和职业卫生应符合 GBZ１的有关规定,上岗时穿戴相应劳保用品,做好卫生

防护.

９６　供暖经营企业应建立巡检制度,定期观察仪器仪表或系统控制信号,记录运行情况.当发现存在隐

患时,应及时处理,消除隐患.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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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供暖面积与锅炉选配参考表

供暖面积与锅炉选配参考表见表 A１.

表A１　供暖面积与锅炉选配参考表

供暖面积(S),m２ 锅炉总热功率,MW

S≤４０００ ０３５
４０００＜S≤６０００ ０５
６０００＜S≤７５００ ０７
７５００＜S≤１５０００ １４
１５０００＜S≤３００００ ２８
３００００＜S≤４５０００ ４２
４５０００＜S≤７５０００ ７０
７５０００＜S≤１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００００＜S≤１５００００ １４０

　　注:一般居住建筑,当建筑围护墙体厚度在３６５mm~４８５mm,可参考选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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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秸秆消耗量和收集面积参考表

秸秆消耗量和收集面积参考表见表B１.

表B１　秸秆消耗量和收集面积参考表

秸秆打捆直燃供暖锅炉热功率

MW

供暖期

d

每天运行时间

h

一个供暖期秸秆消耗量

t

秸秆收集面积

hm２

０３５
０５
０７
１４
２８
４２
７０
１０５
１４０

１８０ １６

４２０ ５６
５９０ ８０
８２５ １１０

１６５０ ２２０
３３００ ４４０
４９５０ ６６０
８２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２３７５ １６５０
１６５００ ２２００

　　注:秸秆平均低位发热量按１１０００MJ/t、锅炉热效率按８０％、单位面积秸秆可收集量按照７５t/hm２ 计算.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