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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压热水锅炉供暖系统一些常见
问题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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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压热水锅炉由于具有诸多优点，在新建锅炉房及旧锅炉房低氮改造中有较大的使

用空间。本文对常压热水锅炉房的热水系统工程应用中遇到的管网漏气腐蚀、通大气管溢水、锅

炉共用通气管间出现水循环等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进行了总结，以便对其他工程实践有所参考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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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omm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atmospheric pressure

hot water boi ler hea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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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eijing HuaYuanYiTong Thermal Technology Co．，Ltd．，Beijing；2．Guoshun Lvjian Technology Co．，Ltd．，Jinan)

Abstract：Due to its many advantages,atmospheric pressure hot water boiler has a large use space in the

new boiler rooms and the low-nitrog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boiler room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pipe network leakage corrosion，atmospheric tube overflow，water circulation between boiler
common atmosphere pipes and their solutions encountered in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hot water system in

atmospheric pressure hot water boiler room，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engineering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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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常压热水锅炉是指锅炉本体开孔或者通过通

气管与大气相通，在任何情况下，锅炉本体顶部表

压为零的锅炉。在常压热水锅炉工程设计及安装

中，系统中经常出现管网漏气腐蚀、通大气管溢水、

锅炉共用通气管间出现水循环等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的解决方法，笔者作了一些思考和总结。

1 常压热水锅炉水系统设计方式

按锅炉水是否直接参与末端供暖系统的循环，

可分为间供和直供系统。

1．1间供系统

常压热水锅炉问供系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系

统形式(见图1)，锅炉房内设置高位膨胀水箱，为

了不使锅筒内水发生局部汽化，当额定供水温度不

高于85℃时，一般设计中要保证高位水箱的最低

液位比一次循环系统的最高点高1．o～1．5 m，同

时保证系统不汽化、不倒空[1]。系统定压点设置在

循环水泵吸人端，循环水泵设置在锅炉的出水端，

以保证锅炉常压运行。

回水

Z

1．常压热水锅炉；2．循环水泵；3．换热器；4．高位膨胀水箱。

图1常压热水锅炉问供系统

1．2直供系统

常压热水锅炉直供系统分为单点定压系统和

双点定压系统2种，单点定压系统仅在锅炉房内设

置膨胀水箱，系统定压点设置在循环水泵吸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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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2)；双点定压系统在系统最高处再设置一个

高位膨胀水箱(见图3)。常压热水锅炉直供系统

是通过循环水泵来克服系统的循环流动阻力及膨

胀水箱液位与系统最高点的高差，使系统正常运

行[2|。

静压线

1．常压热水锅炉；2．循环水泵；3止回阀；4．热用户

5．调节阀；6．启闭阀；7．高位膨胀水箱。

图2常压热水锅炉单点定压系统

1．常压热水锅炉；2．循环水泵；3．止回阀；4．热用户；5．调节阀

6．启闭阀；7．高位膨胀水箱；8．屋面膨胀水箱。

图3常压热水锅炉双点定压系统

1．3使用场所

根据问供系统与直供系统的特点，一般情况

下，当供暖系统末端形式较多、需要多种供水温度，

或者建筑高度较高、高低区分区供暖时，建议采用

问供系统；当供暖末端形式单一，且建筑高度较低

时，可以采用直供系统，采用直供系统时，应考虑由

于循环水泵克服系统高差而增加的能耗。

但在常压热水锅炉工程设计实践中，如果单纯

地采用以上的系统形式，不考虑每个锅炉房自身条

件的不同，特别是在工程空间条件的限制、施工的

水平差异及运行水平的高低等客观因素下，一概而

论进行设计，系统投入运行后很可能会出现问题。

2工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2．1 直供系统定压的不足与完善

北京某小区锅炉房采用常压热水锅炉，供暖面

积约5万m2，供热系统为单点定压直供系统。该

系统投入运行1年，发现存在2个问题：1)非供暖

季空气进人系统，管网易发生腐蚀；2)循环水泵在

停启泵或切泵时，锅炉房的主回水管发生水锤现

象，启闭阀极易受到损坏。

为解决第1个问题，前期方案讨论中考虑改

为双点定压系统，可满足系统停运后的湿保养。

但由于此方法需要在小区最高建筑屋面设置膨

胀水箱，从而带来水箱防结冰的问题，另需额外

采取电伴热、增加外围护结构等措施；且该系统

还要通过调节锅炉房主回水管上的调节阀的阻

力来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若调节阀阻力调节不

合适，屋面膨胀水箱会出现溢水或者进气现象；

同时增减循环水泵运行台数及切换循环水泵时，

系统压力变化较大，也极易出现上述问题。又鉴

于屋面膨胀水箱和锅炉房不在同一建筑物内，极

大地增加了运行管理的难度，最终否定了采用双

点定压系统的改造方案。

经反复思考及勘查现场，最终采取的改造方案

为在锅炉房内设置定压补水泵，定压点位置取在启

闭阀之前的末端侧(见图4)。该补水泵仅在非供

暖季停炉系统湿保养时使用；供暖季循环泵投入运

行前，该补水泵停止运行，通过止回阀与系统隔离，

防止系统定压的不稳定性。该补水泵可设置在锅

炉房内，有效避免双点定压系统运行管理难度较大

的缺点。

I司

l静压线

1．常压热水锅炉；2．循环水泵；3．止回阀；4．热用户；5．调节阀；6．启闭

阀；7．高位膨胀水箱；8．变频补水泵；9．安全阀；10．止回阀；a～g、c’、

d7．系统中节点。

图4常压热水锅炉水系统改善及水压图

为解决第2个问题，在启闭阀及循环水泵出口

端止回阀的热负荷侧增加了旁通管及止回阀(见图

4中的旁通管及止回阀lO)。循环水泵运行时，止

回阀关闭，热水系统正常循环；循环水泵停泵后，启

闭阀迅速关闭，而启闭阀前具有较高的位置水头

(见图4中的△H。)，通过该旁通管驱动水流至供

水管，形成循环，由于管道阻力逐渐消除位置水头

的势能，避免了启闭阀迅速关闭而产生的水锤现

象。

通过对该小区锅炉房水系统进行以上改造，上

述问题均得到彻底解决，该系统已稳定运行了3个

供暖季。

≥
叶l{l刘1．

一
厂
P

万方数据



160 暖通空调HV&AC 2023年第53卷第5期 供热技术

2．2通气管向膨胀水箱溢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另一个小区的锅炉房也采用常压热水锅炉，供

暖面积约20万m2，系统采用间供系统。供暖试运

行后，发现通气管向膨胀水箱溢水，造成能量与热

量的损失。

为解决此问题，前期考虑采用调整定压点位置

的方式来解决，即将常压热水锅炉的通大气管直接

连至膨胀水箱底部。此时通大气管既可起到通大

气的作用，也有定压补水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通

大气管溢水的问题(见图5)。但考虑到定压点距

循环水泵吸人端较远，锅炉与循环水泵之间的压降

较大，循环水泵易出现汽蚀现象，所以最终放弃了

该改造方式。

1．常压热水锅炉；2．循环水泵；3．高位膨胀水箱。

图5锅炉本体定压设计

经对该系统进行水力分析(见图6)，查看原设

计图纸及校对现场安装尺寸，发现通气管最高处与

膨胀水箱液位高差△H小于二者接人系统处的测压

管水头差(％一H品)，此为通气管溢水的根本原因。

静堰线 J△、、一、3出’——卜
j=

△Ⅳt≈‘ 七。

厂 ] b

1．常压热水锅炉；2．循环水泵；3．高位膨胀水箱；a、b．系统中节点。

图6常压热水锅炉通气管溢水分析

通过增加通气管上翻水平处与膨胀水箱液位

之间的高差，再次运行，该溢水问题即得到了解决。

该案例提醒我们，设计及安装中一定要认真核算定

压点与锅炉之间的测压管水头差(Hm—Hpb)(即

两者之间的阻力损失△Ha“)，使通气管最高处与膨

胀水箱液位高差△H>(H。一Hpb)，并应留出富余

量2～3 ITI。

2．3多台常压热水锅炉共用通气管的问题及解决

方法

某热水锅炉房供暖面积约12万12"12，采用5台

承压热水锅炉，2017年低氮改造中改为了常压系

统，做法为各锅炉通气支管汇入主通气管，主通气

管再上翻至膨胀水箱(见图7)。

1～5．常压热水锅炉；6．循环水泉；7．两位膨胀水稻。

图7多台锅炉共用通气管设计

该系统投入运行后，发现锅炉的通气管非常

热，通过便携式流量计测量出通气管有流量通过，

各锅炉通气支管间出现小循环，循环流量接近15

12"13／h，现场通气管未做保温，粗略计算，该小循环

在1个供暖季造成热损失约221 GJ，折算成燃气

量约7 000 1T13。

为方便对此现象进行水力分析，现建立有2台

锅炉并联运行的水力模型，分别为异程式和同程式

系统(见图8)。在图8中，jl～je表示节点1～6，

S。、S。、S。，、S以、S“。、Sbz分别为各节点间管道的阻

力系数。假设jl与j6之间的资用压头为H，js点

的测压管水头值为0，j。和j。点为通气管接人锅炉

本体点，但是并未与通气管连通。

』互
塑≈爿

图8 2台锅炉共用通气管设计

1)对于异程式系统，j。和j。点的测压管水头

分别为Hj。和Hj。，两者之间比值计算见式(1)：
Sl+S2 Sbl 1粤一—Sb2 T—Sb2 T (1)

H5
(曼+·)(妾+，)

2)对于同程式系统，j。和j。点的测压管水头

分别为Hj。和Hj。，两者之间比值计算见式(2)：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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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皇±1 2 1塞±塞±1 2
Hj5 曼+蔓+·Sa2’Sa2’‘

(2)

3)综合式(1)、(2)，当Sbl／Sb2一S。1／Sa2，S1—

0，S2—0时，则有Hj2／Hi5—1。

此时，jz点与j5点的测压管水头比值为1，两

点连通后将不会有水流通过。

所以，该案例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法如下：

1)减少各锅炉之间测压管水头差。在技术经

济合理的前提下，尽量减小供回水主管的比摩阻；

锅炉之间连接方式增加分支设计，使每个分支上的

锅炉数量尽量相同；尽量采用同种品牌和出力相同

的锅炉。

2)如果锅炉房空间比较充足，每台锅炉设计

独立的通气管，彻底消除各锅炉之间的水流的路

径。该小区由于锅炉房净高有限，未采用独立通气

管进行设计，所以发生上述现象。

3)锅炉房水系统调试完成后，各锅炉通气管

连接点测压管水头不可能完全相同，可将通气管进

行保温处理，降低系统的热损失。

3结论

在常压热水锅炉系统设计中，可采取以下措

施，避免管网腐蚀、水锤、通气管溢水及水流的现象

发生。

1)常压热水锅炉直供系统可设置定压补水

泵，该补水泵仅在非供暖季系统湿保养时使用，以

减少管道的腐蚀；在启闭阀及循环水泵出口端止回

阀的热负荷侧增加连通管及止回阀，循环水泵停运

后，可避免水锤现象。

2)为防止通气管向膨胀水箱溢水，设计中应

严格计算通气管上翻水平段与膨胀水箱液面的高

度；或者在避免循环水泵发生汽蚀的情况下，通气

管接至膨胀水箱底部，定压补水管与通气管合用。

3)多台常压热水锅炉并联的水系统设计中尽

量使各锅炉独立设计通气管；如无条件设计，应优

化锅炉连接方式，尽量使锅炉通气管连接处水压相

同，降低通气管中水流现象；为降低热损失，可将通

气管进行保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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