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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中心城区供热工程专项规划
（2023—2035年）》起草说明

一、背景及过程

随着我市城市建设发展，中心城区总体供热需求也在同步增

长，为跟进做好中心城区供热工作，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供热

条例》第七条规定，我局依据《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城

〔2022〕57 号）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燃气供热供水排水管

道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等文件精神，结合

中心城区供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编制了《中卫市中心城区供热

专项规划（2023-2035年）》。

二、主要内容

《供热规划》共有十三章六十一条，主要阐述了规划背景、

城市概况及上位规划、规划总则、供热现状及存在问题、热负荷

预测，对热源规划、热网系统规划、环境保护、应急预案、规划

实施措施等内容作了详细规定。

在规划背景方面：编制《供热规划》符合政策及法规的要求，

是中卫市提升城市特色风貌、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抓手，满

足城市人居环境要求。

在城市概况及上位规划方面：介绍了中卫市地理位置、自然

资源、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等内容，编制《供热规划》符合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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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

在规划总则方面：依据指导思想和编制依据，介绍了《供热

规划》的编制原则和编制期限。

在供热现状及存在问题方面：现有热源供热能力无法满足远

期热负荷需求，应急备用热源分区不明确，缺乏应对事故应急能

力。集中供热管网覆盖率较低，全网水力失调问题突出。

在热负荷预测方面：城区目前集中供热面积1455万平方米，

采暖热负荷764.3兆瓦；经预测，到2025年城区供热面积增加到

1903万平方米，采暖热负荷约为972兆瓦；到2035年城区供热面

积增加到2689万平方米，采暖热负荷约为1489兆瓦。

在热源规划方面：以热电联产（中卫热电及扩建项目）供热

为主，可再生能源及其他清洁能源补充，现有年限较近、设备规

模较大的燃煤锅炉房作为城区应急备用热源的城市供热体系，以

确保城市供热的经济性。

在热网系统规划方面：主城区管网主要是利用已敷设的现状

供热管道。规划期内对供热管网的改造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

主城区水力失调、不满足供热流量的管道进行扩容改造，同时将

部分管网联通，形成环状管网。另一方面是给主城区内的供热空

白区供热。

在建设规划方面：规划投资6亿元，针对集中供热区域，新

改建一级供热管网64公里（其中改建6.4公里），新建换热站73座，

改造换热站45座，新建给水加压泵站1座。其中：近期规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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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亿元，新改造一级供热管网44公里（其中改建6.4公里），新建

换热站16座，改造换热站45座，以完善主城区建设空白的供热管

网及设施，更换输送能力不足的问题管网，进一步提升集中供热

普及率和供热质量。远期规划投资2.6亿元，新建一级供热管网

20公里，新建换热站57座、给水加压泵站1座，以加快柔远、迎

水、南站片区供热管网及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供热管网系统。

在环境保护方面：本规划实现后，将会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

率，是节约能源、减少城市能源消耗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有

效的举措，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应急预案方面：详细编制应急管理组织架构、事故应急供

热保障处置方案、应急技术措施、人员器材配置情况，可满足供

热行业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预防中卫市中心城区供热突发事件的

发生，并提高应对能力，保障供热安全、稳定。

在规划实施措施方面：主要明确了依法强化供热规划管理、

落实项目政策资金、建立安全运行保障机制、推进智慧化供热、

推行节能政策和技术等规划实施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