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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范》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１〕２６７号

各区、县建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０９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０９〕７６号）的要

求，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地板采

暖分会等单位主编的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范》已经北京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批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共同发布，编号为Ｄ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备案号为Ｊ１１７４２－２０１０，自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起实施。其中，

第３．２．２、３．９．１、３．１０．４、４．５．１、５．５．２、６．５．１条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设工程

物资协会地板采暖分会负责解释工作。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前　　言

本规程为强制性标准，其中第 ３．２．２、３．９．１、３．１０．４、

４．５．１、５．５．２、６．５．１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０９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０９〕７６号和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通知的要求。由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为主编单位，会同

有关单位共同编制本规范。

编制组依据有关国家或行业现行标准，参考国际和国外先进

标准，在充分调查研究、总结地面供暖实践经验基础上，广泛征

求北京市有关单位和行业专家的意见，编制了本规范。

本规范主要技术内容是以热水为热媒和以加热电缆为加热元

件的地面辐射供暖工程的应用技术，包括在北京地区已推广应

用、成熟可靠的新工艺；在国内或北京地区应用较少、积累经验

不够充分的工艺和材料暂未纳入。本技术规范共分６章：总则，

术语，设计，材料和设备，施工，检验、调试及验收。其中附录

Ａ、附录Ｂ、附录Ｄ、附录Ｇ、附录 Ｈ、附录Ｊ、附录 Ｋ、附录

Ｌ、附录 Ｍ为资料性附录，附录Ｃ、附录Ｅ、附录Ｆ为规范性附

录。

本规范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规范实

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南礼士路６２号，邮编：

１０００４５）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地暖分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

区南礼士路头条３号，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７０９１１，邮编：１００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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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地板采暖分会

参编单位：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北京化工大学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恩斯慕天科贸有限公司

积水腾龙 （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欧乐威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鸿图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芜湖市科华新型材料应用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久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伊思特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奈特水暖安装有限公司

北京暖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耀华电力节能供热有限公司

北京海林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三恒科贸有限公司

沈阳金绿源电热供暖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亚特伟达冷暖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烟台驰龙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安泽电工有限公司

上海安贞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曼瑞德自控系统 （乐清）有限公司

北京红塔水暖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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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适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进管业有限公司

河北日泰新型管材有限公司

北京兴辉瑞泰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新王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宏岳塑胶有限公司

天津恒奇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华星管业有限公司

北京汇新特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华宇宏盛达塑业有限公司

雄县爱民塑胶有限公司

西安远都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欧博诺贸易 （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佳邦一亘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员：孙敏生　曹　越　万水娥　邓有源　石萍萍

王随林　贺克瑾　王　嘉　浦　　金继宗

邹仲元　徐绍宏　林　文　程崇钧　邵力君

冯立山　王　巍　宋建国　郭宗俊　桂正茂

李永鸿　初春志　杨　锋　石　　武群章

宋文波　李海清　陈英权　秦枭鸣　牟衍龙

张俊业　林　峰　陈立楠　崔德军　蒋建达

王　刚　朱清国　张　河　周再明　马　君

李宗奇　周仲良　彭小杰　朱剑锋　阴志强

王勇为　李哲民　ＲｏｂｅｒｔＣｕｂｉｃｋ　郑向东

主要审查人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　音　黄　维　罗　英　王庚超　王素英

王真杰　吴德绳　叶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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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１　总则 １!!!!!!!!!!!!!!!!!!!!!!!

２　术语 ２!!!!!!!!!!!!!!!!!!!!!!!

３　设计 ９!!!!!!!!!!!!!!!!!!!!!!!

　３．１　一般规定 ９!!!!!!!!!!!!!!!!!!!

　３．２　地面构造 １１!!!!!!!!!!!!!!!!!!!

　３．３　房间热负荷计算 １４!!!!!!!!!!!!!!!!

　３．４　地面散热量和系统供热量计算 １５!!!!!!!!!!

　３．５　热水系统设计 １７!!!!!!!!!!!!!!!!!

　３．６　热水系统一次分水器、集水器及附件的选用和设计

　　　 １９!!!!!!!!!!!!!!!!!!!!!!!

　３．７　热水系统管道水力计算 ２０!!!!!!!!!!!!!

　３．８　加热电缆系统设计 ２２!!!!!!!!!!!!!!!

　３．９　热计量和室温控制 ２４!!!!!!!!!!!!!!!

　３．１０　电气设计 ２５!!!!!!!!!!!!!!!!!!

４　材　料 ２８!!!!!!!!!!!!!!!!!!!!!!

　４．１　一般规定 ２８!!!!!!!!!!!!!!!!!!!

　４．２　绝热层和预制沟槽保温板材料 ２８!!!!!!!!!!

　４．３　填充层材料 ３１!!!!!!!!!!!!!!!!!!

　４．４　热水系统的材料和设备 ３１!!!!!!!!!!!!!

　４．５　加热电缆材料和温控设备 ３３!!!!!!!!!!!!

５　施工 ３４!!!!!!!!!!!!!!!!!!!!!!!

　５．１　一般规定 ３４!!!!!!!!!!!!!!!!!!!

　５．２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浇注 ３５!!!!!!!!!!!!!

　５．３　泡沫塑料类绝热层、保温板、供暖板及其填充板的

铺设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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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加热管、输配管和分水器、集水器的安装 ３７!!!!!

　５．５　加热电缆和温控设备的安装 ４０!!!!!!!!!!!

　５．６　填充层施工 ４２!!!!!!!!!!!!!!!!!!

　５．７　面层施工 ４３!!!!!!!!!!!!!!!!!!!

６　检验、调试及验收 ４５!!!!!!!!!!!!!!!!!

　６．１　一般规定 ４５!!!!!!!!!!!!!!!!!!!

　６．２　施工方案及材料、设备检查 ４６!!!!!!!!!!!

　６．３　施工安装质量验收 ４７!!!!!!!!!!!!!!!

　６．４　热水系统的水压试验 ４９!!!!!!!!!!!!!!

　６．５　调试与试运行 ５１!!!!!!!!!!!!!!!!!

附录犃　供暖地面构造图示 ５２!!!!!!!!!!!!!!

　Ａ．１　混凝土填充式地面构造 ５２!!!!!!!!!!!!

　Ａ．２　预制沟槽保温板式地面构造 ５４!!!!!!!!!!

　Ａ．３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构造 ５６!!!!!!!!!!!

附录犅　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 ５９!!!

　Ｂ．１　聚苯乙烯塑料板绝热层的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面

单位面积散热量 ５９!!!!!!!!!!!!!!!

　Ｂ．２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面单位面积

散热量 ７６!!!!!!!!!!!!!!!!!!!

附录犆　预制沟槽保温板热水供暖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 ８８!!

　Ｃ．１　ＰＥ－Ｘ管供暖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 ８８!!!!!!!

　Ｃ．２　ＰＢ管供暖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 １０１!!!!!!!!

附录犇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系统 １１４!!!!!!!!!

附录犈　热水系统示例 １１６!!!!!!!!!!!!!!!!

　Ｅ．１　直接供暖系统 １１６!!!!!!!!!!!!!!!!

　Ｅ．２　间接供暖系统 １１６!!!!!!!!!!!!!!!!

　Ｅ．３　混水系统 １１７!!!!!!!!!!!!!!!!!!

附录犉　加热管和加热电缆布置方式示例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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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１　加热管布置方式示例 １１８!!!!!!!!!!!!!

　Ｆ．２　加热电缆布置方式示例 １１９!!!!!!!!!!!!

附录犌　加热管选择 １２０!!!!!!!!!!!!!!!!!

　Ｇ．１　塑料加热管的选择 １２０!!!!!!!!!!!!!!

　Ｇ．２　铝塑复合管的选择 １２３!!!!!!!!!!!!!!

　Ｇ．３　无缝铜管的选择 １２５!!!!!!!!!!!!!!!

附录犎　加热管水力计算 １２６!!!!!!!!!!!!!!!

附录犑　热水系统室温控制示例 １３３!!!!!!!!!!!!

附录犓　加热管管材物理力学性能 １３４!!!!!!!!!!!

附录犔　加热电缆的电气和机械性能要求 １３６!!!!!!!!

附录 犕　工程质量检验表 １３８!!!!!!!!!!!!!!

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４１!!!!!!!!!!!!!!!!!!!

引用标准名录 １４２!!!!!!!!!!!!!!!!!!!!

条文说明 １４５!!!!!!!!!!!!!!!!!!!!!!

３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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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犌犲狀犲狉犪犾狆狉狅狏犻狊犻狅狀狊 １!!!!!!!!!!!!!!!!!

２　犜犲狉犿狊 ２!!!!!!!!!!!!!!!!!!!!!!

３　犇犲狊犻犵狀 ９!!!!!!!!!!!!!!!!!!!!!!

　３．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 ９!!!!!!!!!!!!!!!!!

　３．２　Ｆｌｏ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１!!!!!!!!!!!!!!!!

　３．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ｏｍｈｅａｔｌｏａｄ １４!!!!!!!!!

　３．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５!!!!!!!!!!!!!!!!!!!

　３．５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７!!!!!!!!!!

　３．６　Ｓｅｌｅｃ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ｗａｔｅｒ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１９!!!!!!!!!!!!!!!!

　３．７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

　３．８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２２!!!!!!!!!

　３．９　Ｈｅａｔ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ｄｏ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４!!

　３．１０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２５!!!!!!!!!!!!!!!

４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２８!!!!!!!!!!!!!!!!!!!!

　４．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 ２８!!!!!!!!!!!!!!!!!

　４．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ｐｒｅ－ｇｒｏｏｖｅｄ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２８!!!!!!!!!!!!!!!

　４．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ｓｃｒｅｅｄ ３１!!!!!!!!!!!!!!

　４．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１!!!!

　４．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ｂｌｅａｎｄ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３!!!!!!!!!!!!!!!!!!!

５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３４!!!!!!!!!!!!!!!!!!!

　５．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 ３４!!!!!!!!!!!!!!!!!

　５．２　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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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Ｐｌａｃｉｎｇｏｆｆｏａｍ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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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ｉｃｅｓ ４０!!!!!!!!!!!!!!!!!!!

　５．６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ｒｅｅｄ ４２!!!!!!!!!!!!!

　５．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 ４３!!!!!!!!!!

６　犜犲狊狋，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犻狀犵犪狀犱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 ４５!!!!!!!!!

　６．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 ４５!!!!!!!!!!!!!!!!!

　６．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ａｎｄ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

ｄｅｖｉｃｅｓ ４６!!!!!!!!!!!!!!!!!!!

　６．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４７!!!!!!!!!!!!!!!!!!!!!!!

　６．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ｓｔｏｆｈｙｄ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９!!!!!!!

　６．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５１!!!!!!!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犃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犺犲犪狋犻狀犵犳犾狅狅狉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５２!

　Ａ．１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２!!!!!!!!!!!

　Ａ．２　Ｐｒｅ－ｇｒｏｏｖｅｄ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ｏｆｆｌｏ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４!

　Ａ．３　Ｐｒｅｃａｓｔｌｉｇｈｔ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ｏｆｆｌｏ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６!!!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犅　犆犪狆犪犮犻狋狔狅犳犳犾狅狅狉犺犲犪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犳犾狅犪狋犻狀犵狊犮狉犲犲犱 ５９!!

　Ｂ．１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ｄａｎｄ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ｌａｔｅ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 ５９!!!!

　Ｂ．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ｄａｎｄ

ｐｏｒｏｕｓ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ｃｅｍｅｎｔ ７６!!!!!!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犆　犆犪狆犪犮犻狋狔狅犳犳犾狅狅狉犺犲犪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狆狉犲－犵狉狅狅狏犲犱

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犫狅犪狉犱 ８８!!!!!!!!!!!!!

　Ｃ．１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ｈｅａｔｌｏｓｓｏｆ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Ｅ－Ｘｐｉ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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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

　Ｃ．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ｈｅａｔｌｏｓｓｏｆ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Ｂｐｉｐｅ

　　　 １０１!!!!!!!!!!!!!!!!!!!!!!!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犇　犘狉犲犮犪狊狋犾犻犵犺狋犺犲犪狋犻狀犵犫狅犪狉犱犳犾狅狅狉犺犲犪狋犻狀犵犺狔犱狉狅狀犻犮

狊狔狊狋犲犿狊 １１４!!!!!!!!!!!!!!!!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犈　犈狓犪犿狆犾犲狅犳犺狔犱狉狅狀犻犮狊狔狊狋犲犿狊 １１６!!!!!!!

　Ｅ．１　Ｄｉｒｅｃｔｈｙｄ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１６!!!!!!!!!!!

　Ｅ．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ｈｙｄ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１６!!!!!!!!!!!

　Ｅ．３　Ｗａｔｅｒｍｉｘ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１７!!!!!!!!!!!!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犉　犈狓犪犿狆犾犲狊狅犳犾犪狔狅狌狋狅犳犺犲犪狋犻狀犵狆犻狆犲／犺犲犪狋犻狀犵

犮犪犫犾犲 １１８!!!!!!!!!!!!!!!!!

　Ｆ．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 １１８!!!!!!

　Ｆ．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ｂｌｅ １１９!!!!!!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犌　犆犺狅犻犮犲狅犳犺犲犪狋犻狀犵狆犻狆犲 １２０!!!!!!!!!!

　Ｇ．１　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 １２０!!!!!!!!!

　Ｇ．２　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ｐｉｐｅ １２３!!!!!!!!!!!

　Ｇ．３　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ｃｏｐｐｅｒｔｕｂｅ １２５!!!!!!!!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犎　犎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犺犲犪狋犻狀犵狆犻狆犲 １２６!!!!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犑　犈狓犪犿狆犾犲狊狅犳犻狀犱狅狅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犺狔犱狉狅狀犻犮

狊狔狊狋犲犿狊 １３３!!!!!!!!!!!!!!!!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犓　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犪狀犱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犺犲犪狋犻狀犵

狆犻狆犲 １３４!!!!!!!!!!!!!!!!!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犔　犚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狋犺犲犈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狀犱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狋犲狊狋狊

犳狅狉犺犲犪狋犻狀犵犮犪犫犾犲 １３６!!!!!!!!!!!!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犕　犆犺犲犮犽犾犻狊狋狅犳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 １３８!!

犠狅狉犱犻狀犵狉狌犾犲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犱犲 １４１!!!!!!!!!!!!!!

犔犻狊狋狅犳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 １４２!!!!!!!!!!!!!!

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狉狅狏犻狊犻狅狀狊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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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北京地区地面辐射供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工作，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和保证工程质量，制

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中与民用建筑

使用条件类似的场所，以热水为热媒或以加热电缆为加热元件的

地面辐射供暖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地面供暖系统一次分水

器、集水器前与楼栋供暖系统立管或干管相接的供回水管，散热

器供暖系统或生活热水系统的户内支管，采用本规范所涵盖的管

材敷设于地面垫层内时，应执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１０３　本规范涉及的地面辐射供暖形式可如下分类：

１现场敷设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地面供暖：

１）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

２）预制沟槽保温板地面供暖；

２以热水为热媒的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

１０４　地面辐射供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执行本规

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２　术　语

２０１　地面辐射供暖ｒａｄｉａｎｔ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简称地面供暖。以热水或电力为热媒或热源，通过埋设于建

筑物地面中的加热管或加热电缆等加热部件，以热传导方式加热

地面，地表面以辐射和对流的换热方式向室内供热的供暖方式。

２０２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ｙｄｒｏｎｉｃｒａｄｉａｎｔ

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简称热水地面供暖。以温度不高于６０℃的热水为热媒，在

加热管内循环流动加热地面的供暖方式。分为现场敷设加热管和

预制轻薄供暖板两种类型。

２０３　加热电缆地面辐射供暖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ｒａｄｉａｎｔ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简称加热电缆地面供暖。以低温加热电缆为热源，加热地面

的供暖方式。本规范涉及的地面供暖加热电缆为现场敷设。

２０４　现场敷设加热管或加热电缆的地面供暖ｏｎ－ｓｉｔｅｃａｓｔｅｄ

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ｂｌｅ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施工前，加热管或加热电缆未与供暖地面的其他材料预制组

合，在现场敷设的地面供暖形式。分为混凝土填充式、预制沟槽

保温板两种形式。

２０５　混凝土或水泥砂浆填充式地面供暖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ｄｆｌｏｏｒ

ｈｅａｔｉｎｇ

简称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加热管或加热电缆敷设在绝热

层之上，需填充混凝土或水泥砂浆后再铺设地面面层的热水或加

热电缆地面供暖形式。

２０６　预制沟槽保温板地面供暖ｐｒｅ－ｇｒｏｏｖｅｄ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也称薄型地面供暖。将外径１２～２０ｍｍ的加热管或加热电

缆敷设在带预制沟槽的泡沫塑料保温板的沟槽中，加热管或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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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与保温板沟槽尺寸吻合且上皮持平，不需要填充混凝土即可

直接铺设面层的地面供暖形式。保温板厚度一般不超过３５ｍｍ。

２０７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ｐｒｅｃａｓｔｌｉｇｈｔ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

ｆｌｏｏ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以热水为热媒，采用预制轻薄供暖板加热的地面供暖形式。

２０８　供暖地面ｈｅａｔｅｄｆｌｏｏｒ

指采用地面辐射供暖方式的地面构造整体，不包括热媒供给

系统或供电系统。

２０９　加热部件ｈｅａｔｉｎｇｅｌｅｍｅｎｔ

敷设在建筑物供暖地面的填充层或预制沟槽保温板沟槽中的

加热管、加热电缆，以及预制轻薄供暖板等的统称。

２０１０　绝热层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

地面供暖中，用于阻挡热量向下传递，减少无效热损失，在

现场单独铺设的构造层 （不包括预制沟槽保温板和预制轻薄供暖

板的保温基板）。一般采用聚苯乙烯等泡沫塑料板或发泡水泥。

２０１１　填充层ｆｉｌｌｅｒｌａｙｅｒ

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在绝热层上设置加热管或加热电缆用

的构造层，起到保护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并使地面温度均匀的作

用。

２０１２　面层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

建筑地面与室内空气直接接触的构造层，包括装饰面层及其

找平层。其中装饰面层指木地板、面砖或石材、塑料地板革、水

泥地面等。

找平层的作用是为铺设装饰面层抹平地面或与面砖石材等粘

接；当粘接面砖时找平层包括约２０ｍｍ厚水泥砂浆和约５ｍｍ厚

粘接剂；当采用水泥地面时，找平层即为面层。

２０１３　防潮层ｄａｍｐｐｒｏｏｆｉｎｇｌａｙｅｒ

防止建筑地基或土壤的潮气透过地面的构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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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隔离层ｗａｔｅｒｆｒｏｏｆｌａｙｅｒ

也称防水层。防止建筑地面上各种液体透过地面的构造层。

２０１５　伸缩缝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ｓ

补偿混凝土填充层、上部构造层和面层等膨胀或收缩用的构

造缝。

２０１６　一次分水器、集水器ｐｒｉｍａｒｙ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简称分水器、集水器。用于分别连接热源或楼栋集中供暖系

统的供水管和回水管，并分别向加热管或供暖板配水和集水的装

置。

２０１７　加热管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

敷设于供暖地面中，用于进行热水循环并加热地面的管道，

包括分水器、集水器与加热区域管道之间的连接管。

２０１８　铝塑复合管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ｐｉｐｅｓ

内层和外层为交联聚乙烯或聚乙烯、中间层为增强铝管、层

间采用专用热熔胶，通过挤出成型方法复合成一体的加热管，通

常以ＸＰＡＰ或ＰＡＰ标记。

注：热水地面供暖用铝塑复合管应采用交联聚乙烯 （ＸＰＡＰ）管材。

２０１９　聚丁烯管ｐｏｌｙｅ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ｐｉｐｅｓ

由聚丁烯－１树脂添加适量助剂，经挤出成型的热塑性加热

管。通常以ＰＢ标记。

２０２０　交联聚乙烯管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ｉｐｅｓ

以密度大于等于０．９４ｇ／ｃｍ
３ 的聚乙烯或乙烯共聚物，添加

适量助剂，通过化学的或物理的方法，使其线型的大分子交联成

三维网状的大分子结构的加热管。通常以ＰＥ－Ｘ标记。

２０２１　耐热聚乙烯管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ｏｆｒａｉｓ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ｐｉｐｅｓ

以乙烯和辛烯共聚制成的特殊的线性中密度乙烯共聚物，添

加适量助剂，经挤出成型的一种热塑性管材。通常以Ｐ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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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２０２２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ｐｉｐｅｓ

以丙烯和适量乙烯的无规共聚物，添加适量助剂，经挤出成

型的热塑性管材。通常以ＰＰ－Ｒ标记。

注：ＰＰ－Ｒ管由于所需管壁较厚不易弯曲，地面供暖的加热管已不采

用，仅用于生活热水和一般供暖埋地管道。

２０２３　混水装置ｗａｔｅｒｍｉｘ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将热源的一部分高温供水和低温回水进行混合，获得户内所

需供水温度的装置。

２０２４　发泡水泥ｐｏｒｏｕｓｃｅｍｅｎｔ

将发泡剂、水泥、水等按配比要求制成泡沫浆料，浇筑于地

面，经自然养护形成具有规定的密度等级、强度等级和较低导热

系数的泡沫水泥。用于地面供暖时，为发泡水泥绝热层。水泥中

掺加骨料时称发泡混凝土。

２０２５　发泡水泥干体积密度ｄｅｉｓｔｉｃ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

在绝对干燥状态下发泡水泥绝热层每立方米干体积的质量。

２０２６　发泡水泥抗压强度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ｃｅ

ｍｅｎｔ

对自然干燥的发泡水泥绝热层，采用专用检测设备测试，获

得的每平方米承受的压力。

２０２７　预制沟槽保温板ｐｒｅ－ｇｒｏｏｖｅｄ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在工厂预制成带有固定间距和尺寸沟槽的聚苯乙烯类泡沫塑

料或其他保温材料制成的板块，在现场拼装后，用于在沟槽内敷

设加热管或加热电缆。

预制沟槽保温板分为不带金属导热层和带金属导热层两种；

前者用于地砖、石材面层的热水地面供暖系统；后者保温板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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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与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外径尺寸相同沟槽的金属导热层，用于

需均热的木地板面层供暖地面，或用于加热电缆供暖地面、使加

热电缆与绝热层不直接接触。

２０２８　导热层ｈｅ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

也称均热层。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时，铺设在加热

管或加热电缆之下或之上、或上下均铺设的金属板或金属箔。导

热层可使铺设木地板的地面温度均匀；铺设在加热电缆之下时，

使加热电缆不直接接触保温板。

２０２９　预制轻薄供暖板ｐｒｅｃａｓｔｌｉｇｈｔ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

简称供暖板。由保温基板、（支撑龙骨、）塑料加热管、粘接

胶、铝箔和二次分水器、集水器等组成的，并在工厂制作的一体

化薄板。供暖板成品厚度小于或等于１３ｍｍ，保温基板内镶嵌的

加热管外径小于或等于８ｍｍ。

２０３０　输配管ｆｅｅｄｅｒｐｉｐｅ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系统中，在一次分水器、集水器和

二次分水器、集水器之间，起中间输配作用的管道。

２０３１　二次分水器、集水器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ｗａｔｅｒ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ｗａ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系统中，分别通过输配管与一次分

水器、集水器连接，并在供暖板内进行配水和集水的装置。预制

轻薄供暖板的产品标准中又称为支路分集水器。

２０３２　填充板ｂｌｉｎｄｂｏａｒｄ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系统中，与供暖板的保温基板的材

质和厚度相同、上面粘贴铝箔的半硬质泡沫塑料板，用于敷设输

配管和填充房间内未铺设供暖板的部位。

２０３３　ＥＰＥ垫层ＥＰＥ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ｌａｙｅ

采用木地板面层时，铺设在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暖

板之下，约２ｍｍ厚，起隔潮、降噪、增加地面平整度等作用的

６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发泡聚乙烯薄层。

２０３４　加热电缆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ｂｌｅ

也称发热电缆。以加热为目的、通电后能够散发热量的电

缆。

２０３５　加热导体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加热电缆中能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金属部分。

２０３６　绝缘层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

加热电缆内导体之间的绝缘材料层。

２０３７　接地屏蔽层ｓｃｒｅｅｎｌａｙｅｒ

包裹在加热导体外并与加热导体绝缘的金属层。

２０３８　外护套ｓｈｅａｔｈ

保护加热电缆内部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如腐蚀、受潮等）的

电缆外围护结构层。

２０３９　电热式温度控制阀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ｃｔｕａｔｉｎｇｖａｌｖｅ

简称电热阀或热电阀。依靠阀门驱动器内被电加热的温包膨

胀产生的推力，推动阀杆，关闭或开启阀门流道的自动控制阀。

２０４０　自力式温度控制阀ｔｈｅｒｍｏｓｔａｔｖａｌｖｅ

用于散热器供暖系统时称为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简称恒温阀

或温控阀。是可人为设定温度，通过温包感应环境温度产生自力

式动作，无需外界动力调节热水流量，从而控制室温的阀门。

恒温阀由恒温阀头和恒温阀体组成，恒温阀头分为内置温包

式、外置温包式、远程调控式。

２０４１　温度控制器ｔｈｅｒｍｏｓｔａｔ

简称温控器。能够测量温度并发出控制调节信号的温度自控

设备。

地面供暖用温控器按照控制调节对象的不同，分为控制水路

阀门开关的温控器和对加热电缆进行通断控制的温控器。

温控器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室温型、地温型和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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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温控器。

室温型温控器传感器和控制器为一体 （传感器内置），设置

在房间内反映室温的位置。

地温型温控器的传感器为外置型，埋设在供暖地面中；控制

器设在房间便于操作的位置。

双温型温控器兼有室温型和地温型温控器的构造和功能。

采用水路自力式温度控制阀时，温控器即为感温原件内置、

外置或远程调控的自力式恒温阀头。

２０４２　黑球温度ｂｌａｃｋ－ｂｕｌｂ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由黑球温度计指示的温度数值，能够近似反映人体实感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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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设　计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地面供暖的地表面平均温度应符合表３．１．１的要求。

表３１１　 地表面平均温度

区域特征 适宜范围 最高限值

人员长期停留区域 ２４℃～２６℃ ３１℃

人员短期停留区域 ２８℃～３０℃ ３２℃

无人员停留区域 ３５℃～４０℃ ４２℃

３１２　热水地面供暖系统的供、回水温度应由计算确定，供水

温度不应大于６０℃。一般民用建筑供水温度宜采用４０℃～５０℃，

供回水温差不宜大于１０℃。

３１３　热水地面供暖系统的工作压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采用现场敷设加热管地面供暖时，所选用的加热管及其

系统附件应满足系统工作压力。

２ 采用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时，应根据供暖系统压力

选择不同承压能力的产品，供暖板的承压能力应根据产品样本确

定。

３１４　地面上的固定设备和卫生器具下方，不应布置加热部件。

３１５　采用地面供暖时，房间内的生活给水等其他水管，以及

敷设在地面内的其他电气系统管线，不应与地面供暖加热部件在

同一构造层内上下或交叉敷设。

３１６　地面供暖工程应提供以下施工图设计文件：

１ 设计说明；

２ 楼栋内供暖系统和加热部件平面布置图；

３ 温控装置及相关管线布置图，当采用集中控制系统时，

应提供相关控制系统布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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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热水系统一次分水器、集水器及其配件的接管和地面构

造的示意图；

５ 供电系统图及相关管线平面图。

３１７　施工图设计说明中应详细说明以下内容：

１ 室内外计算温度；

２ 采用的地面供暖类型；

３ 房间总热负荷、热媒总供热量或加热电缆总供电功率；

４ 热源或楼栋集中供暖系统形式和热媒参数，或配电方案；

５ 热水系统选用的管材或预制轻薄供暖板及其工作压力，

塑料管材的管系列 （Ｓ）和壁厚，铜管的壁厚；

６ 加热电缆类型、规格 （线功率）、总长度、工作电压、工

作温度等技术数据和条件；

７ 绝热材料的类型、导热系数、密度、规格及厚度；

８ 采用的温控措施和温控器形式，及其电控系统的工作电

压、工作电流等技术数据和条件；当采用集中控制系统时，应说

明控制要求和原理；

９ 住宅分户热计量或电能计量方式；

１０ 填充层伸缩缝的设置要求。

３１８　楼栋内供暖系统和加热部件平面布置图应绘制下列内容：

１ 采用热水系统时，应绘制分水器、集水器位置及与其连

接的供暖管道。

２ 采用现场敷设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地面供暖时，应绘出各

房间加热管或加热电缆的具体布置形式，标明敷设间距、加热管

管径或加热电缆规格 （线功率）、各加热管环路或加热电缆回路

的敷设长度。

３ 采用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时，应绘出供暖板铺设位

置及输配管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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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地面构造

３２１　供暖地面的地面构造应根据设置位置和采用的类型，选

择下列各基本构造层中全部或部分组成，各类型供暖地面构造图

示见附录Ａ。

１ 楼板或与土壤相邻的地面

２ 绝热层

３ 加热部件

４ 填充层

５ 面层 （装饰面层及其找平层）

３２２　当室内供暖地面有下列情况时应设置绝热层：

１ 直接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楼板上；

２ 与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板上。

３２３　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的绝热层厚度不应小于表３．２．３

－１和表３．２．３－２的规定值。

表３２３－１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绝热层厚度

绝热层位置 绝热层厚度 （ｍｍ）

楼层之间楼板上 ２０

与土壤或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板上 ３０

与室外空气相邻的地板上 ４０

　　注：采用模塑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绝热层厚度宜再增加１０ｍｍ；采用其他泡沫

塑料绝热材料时，可根据热阻相当的原则确定厚度。

表３２３－２　 发泡水泥绝热层厚度 （ｍｍ）

绝热层位置
干体积密度 （ｋｇ／ｍ３）

３５０ ４００ ４５０

楼层之间楼板上 ３５ ４０ ４５

与土壤或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板上 ４０ ４５ ５０

与室外空气相邻的地板上 ５０ ５５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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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暖板时，如下层为供

暖房间，可不另外设置绝热层。其他部位绝热层设置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底层土壤上部的绝热层宜采用发泡水泥。

２ 直接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楼板以及与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

板，绝热层宜设在楼板下，绝热材料宜采用泡沫塑料绝热板。

３ 绝热层厚度不应小于表３．２．４的规定值。

表３２４　预制沟槽保温板和预制轻薄供暖板供暖地面的绝热层厚度

绝热层位置 绝热材料

与土壤接触的底层地板上 发泡水泥

干体积密度 （ｋｇ／ｍ３）

３５０

４００

４５０

与室外空气相邻的地板下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与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板下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厚度

（ｍｍ）

３５

４０

４５

４０

３０

　　注：采用泡沫塑料类绝热材料时，模塑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绝热层厚度宜再增

加１０ｍｍ，其他泡沫塑料绝热材料可根据热阻相当的原则确定厚度。

３２５　与土壤接触的底层设置绝热层时，绝热层与土壤之间应

设置防潮层。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的潮湿房间填充层上，预制

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暖板供暖地面的潮湿房间地面面层下，

应设置隔离层。

３２６　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的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其填充层

和面层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填充层材料及其厚度宜按表３．２．６选择确定。

２ 加热电缆不应与绝热层直接接触，应敷设于填充层中间。

３ 豆石混凝土填充层上部应根据面层的需要铺设找平层。

４ 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水泥砂浆填充层可同时作为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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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平层。

表３２６　 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填充层材料和厚度

绝热层材料 加热部件 填充层材料 最小填充层厚度

泡沫塑料板
热水加热管

加热电缆
豆石混凝土

５０

４０

发泡水泥
热水加热管

加热电缆
水泥砂浆

４０

３５

３２７　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应根据下列要求设置金属导热

层：

１ 加热电缆不得与保温板直接接触，应采用铺设有金属导

热层的保温板。

２ 直接铺设木地板面层时，应采用铺设有金属导热层的保

温板，且保温板和加热管或加热电缆之上宜再铺设一层金属导热

层。

３２８　采用预制轻薄供暖板时，房间内未铺设供暖板的部位和

敷设输配管的部位应铺设填充板。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时，分水

器、集水器与加热区域之间的连接部分管道，应敷设在预制沟槽

保温板中。

３２９　设置地面供暖的房间，地面面层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宜采用瓷砖或石材等热阻较小的

面层。

２ 预制沟槽保温板和预制轻薄供暖板供暖地面宜采用直接

铺设的木地板面层。

３ 供暖地面不宜采用架空木地板面层；必须采用架空木地

板时，加热电缆额定电阻时的线功率不应超过１０Ｗ／ｍ。

４ 采用加热电缆地面供暖时，地面上不应铺设地毯。

３２１０　当地面荷载大于供暖地面的承载能力时，应会同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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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采取加固措施。

３３　房间热负荷计算

３３１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９的有关规定，计算房间热负荷。

３３２　当地面供暖为房间主体供暖方式时，室内计算温度的取

值应降低２℃。

３３３　地面供暖用于房间内局部区域供暖时，热负荷可按房间

全面地面供暖时的热负荷，乘以表３．３．３的计算系数确定。

表３３３ 局部地面供暖热负荷的计算系数

供暖区面积与房间总面积的比值 ≥０．７５ ０．５５ ０．４０ ０．２５ ≤０．２０

计算系数 １ ０．７２ ０．５４ ０．３８ ０．３０

３３４　进深大于６ｍ的房间，宜以距外墙６ｍ为界分区，分别计

算热负荷和进行加热部件布置。

３３５　铺设加热部件的建筑地面，不应计算地面的传热热负荷。

３３６　采用地面供暖的房间 （不含楼梯间）高度大于４ｍ 时，

应在基本耗热量和朝向、风力、外门附加耗热量之和的基础上，

计算高度附加率。每高出１ｍ应附加１％，但最大附加率不应大

于８％。

３３７　住宅供暖采用加热电缆、集中热源分户热计量或采用分

户独立热源的热水系统时，其热负荷应考虑间歇供暖附加值和户

间传热负荷，房间热负荷应按下式计算。公共建筑如采用间歇供

暖形式，可参考表３．３．７，对房间基本热负荷考虑一定的间歇供

暖负荷修正。

犙＝α·犙犼＋狇犺·犕　　　　　 （３．３．７）

式中：犙———房间热负荷 （Ｗ）；

犙犼———房间基本热负荷，按第３．３．１～３．３．６条计算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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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考虑间歇供暖的修正系数，应根据热源和供暖方式、

分户计量收费方式、供暖地面的热容量等因素确定，

无资料时可参考表３．３．７取值。

狇犺———房间单位面积平均户间传热量 （Ｗ／ｍ２），可取

ｑｈ＝７Ｗ／ｍ
２；

犕———房间使用面积 （ｍ２）。

表３３７ 住宅间歇供暖热负荷修正系数

热源形式 供暖地面类型 间歇供暖修正系数α

集中热水供热

混凝土填充式 １．１

预制沟槽保温板 １．２～１．３

预制轻薄供暖板 １．２～１．３

分户独立燃油燃气

供暖炉供热

混凝土填充式 １．３

预制沟槽保温板 １．４～１．５

预制轻薄供暖板 １．４～１．５

加热电缆
混凝土填充式 １．３

预制沟槽保温板 １．４～１．５

　　注：１．按第３．４．２条校核地面平均温度时，取α＝１．０。

２．计算集中热水供热系统的供暖立干管和建筑物总负荷，以及计算供电干

线和建筑物的总用电负荷时，不考虑户间传热量狇犺·犕 ，应采用

犙＝α·犙犼，且统一取α＝１．１。

３４　地面散热量和系统供热量计算

３４１　单位地面面积所需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狇１ ＝β
犙１
犉狉
　　　　　 （３．４．１－１）

犙１ ＝犙－犙′２ 　　　　 （３．４．１－２）

式中：狇１ ———单位地面面积所需散热量 （Ｗ／ｍ２）；

犙１ ———房间所需向上的有效散热量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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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狉 ———房间内铺设加热部件的地面面积 （ｍ２）；

β ———考虑家具等遮挡的安全系数；

犙 ———按３．３节计算出的房间热负荷；

犙′２———来自上层房间地面向下的散热损失 （Ｗ）；

３４２　对于全面地面供暖房间，应按公式 （３．４．２）对地表面平

均温度进行校核。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和室内设计温度宜使房间

需要的地表面平均温度在第３．１．１条规定的适宜范围内，且不应

高于最高限值。当地表面平均温度计算值过高时，可采取下列措

施：

１ 改善建筑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２ 增设其他供暖设备；

３ 在满足舒适度的条件下，适当降低室内计算温度。

狋狆犼 ＝狋狀＋９．８２
β·犙１
１００犉（ ）

犱

０．９６９

　　　　 （３．４．２）

式中：狋狆犼 ———地表面平均温度 （℃）；

狋狀 ———室内计算温度 （℃）；

犙１ ———房间所需向上的有效散热量 （Ｗ），见式 （３．４．１－

２），其中住宅房间热负荷Ｑ按式 （３．３．７）计算时，

不考虑间歇供暖热负荷修正，即取α＝１．０；

β ———考虑家具等遮挡的安全系数；

犉犱 ———房间地面面积 （不包括底面积较大的固定设备和

卫生器具所占据面积）（ｍ２）。

３４３　供应房间和供应每户住宅的热媒供热量或加热电缆供电

功率，应包括供暖地面向上的有效散热量Ｑ１ 和向下的散热损失

Ｑ２。

３４４　供暖地面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应满足房间所需散热量。供

暖地面单位面积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通过楼板向下层房间的散热

损失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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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狇犳＋狇犱 　　　　 （３．４．４－１）

狇犳 ＝５×１０
－８［（狋狆犼＋２７３）

４—（狋犳犼＋２７３）
４］　 （３．４．４－２）

狇１犱 ＝２．１３（狋狆犼－狋狀）
１．３１
　　　 （３．４．４－３）

狇２犱 ＝０．１３４（狋狆犼－狋狀）
１．２５
　　　 （３．４．４－４）

式中：狇———地面单位面积向上的有效散热量或向下的传热损失

（Ｗ／ｍ２）；

狇犳———地面单位面积向上或向下的辐射传热量 （Ｗ／ｍ２）；

狇犱 （狇１犱、狇２犱）———地面单位面积向上或向下的对流传热

量 （Ｗ／ｍ２），向上传热时表示为ｑ１ｄ，

向下传热时表示为ｑ２ｄ；

狋狆犼———供暖地面的上表面或下表面平均温度 （℃）；

狋犳犼———计算表面所在室内其他表面的面积加权平均温度，

（℃）；

狋狀———计算表面所在室内计算温度 （℃）。

３４５　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面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散

热损失可通过计算确定，当供暖地面与供暖房间相邻时，可按附

录Ｂ确定。

３４６　预制沟槽保温板热水供暖地面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

散热损失应按保温板生产企业提供的产品样本确定，当无资料且

供暖地面与供暖房间相邻时，可参考附录Ｃ。

３４７　预制轻薄供暖板的散热量应根据产品样本确定。

注：预制轻薄供暖板的系统形式和某产品样本散热量数据见附录Ｄ。

３４８　集中供暖分户热计量或采用加热电缆供暖的住宅，应按

第３．３．７条注释２的规定计算套内户外供暖立管、干管供热量和

建筑物的总供热量，或供电干线和建筑物的总用电负荷。

３５　热水系统设计

３５１　集中供暖系统的水质及其保证措施，应符合 《供热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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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水质及防腐技术规程》ＤＢＪ０１－６１９的要求。预制轻薄供暖

板地面供暖系统应设置脱气除污器。

３５２　户内系统的热媒温度、压力或资用压差等参数与热源不

匹配时，应根据需要采取设置换热器或混水装置等措施。换热器

或混水装置宜接近终端用户。系统示例见附录Ｅ。

３５３　采用集中热源的住宅建筑，楼内供暖系统设计应符合下

列要求：

１ 应采用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系统形式。

２ 同一对立管宜连接负荷相近的户内系统。

３ 一对共用立管在每层连接的户数不宜超过３户，共用立

管连接的户内系统总数不宜多于４０个。

４ 共用立管接向户内系统的供、回水管应分别设置关断阀，

关断阀之一应具有调节功能，宜采用静态平衡阀。

５ 共用立管和分户关断调节阀门，应设置在户外公共空间

的管道井或小室内。

６ 每户的一次分水器、集水器，以及必要时设置的热交换

器或混水装置等入户装置宜设置在户内。

３５４　独立热源的户内系统，循环水泵的流量、扬程应符合户

内供暖系统的需求；系统定压值应符合加热管或预制轻薄供暖板

的承压要求。

３５５　应按下列原则配置一次分水器、集水器的分支环路：

１ 连接在同一分水器、集水器的相同管径的各环路长度宜

接近；现场敷设加热管时，各环路加热管长度不宜超过１２０ｍ；

预制轻薄供暖板各路输配管的供回水管总长度不宜超过５０ｍ；当

各环路长度差距较大时，宜采用不同管径的加热管，或在每个分

支环路上设置平衡装置。

２ 住宅应分别为每个主要房间配置独立的环路，面积小的

附属房间加热管或输配管可以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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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进深和面积较大的房间，当按第３．３．４条分区域计算热

负荷时，各区域应配置独立的环路。

３５６　加热管的敷设间距和供暖板的铺设面积，应根据地面散

热量、室内计算温度、平均水温、地面传热热阻等确定。混凝土

填充式地面供暖可按附录Ｂ确定；预制沟槽保温板可按附录Ｃ

及产品间距规格确定；预制轻薄供暖板应按产品样本提供数据确

定。

注：预制轻薄供暖板某产品样本数据见附录Ｄ。

３５７　现场敷设的加热管应根据房间的热工特性和保证地表面

温度均匀的原则，并考虑采用管材允许的最小弯曲半径，分别采

用回折型 （旋转型）或平行型 （直列型）等布管方式。热负荷明

显不均匀的房间，宜采用将高温管段优先布置于房间热负荷较大

的外窗或外墙侧的方式。布管方式可参考附录Ｆ。

３５８　加热管应根据其工作温度、工作压力、使用寿命、施工

和环保性能等因素，经综合考虑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加热管

壁厚应按系统实际工作条件确定，可按附录Ｇ选择。

３５９　加热管和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流速不宜小于０．２５ｍ／ｓ。

３５１０　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管材宜采用与供暖板内加热管

相同的管材。

３６　热水系统一次分水器、集水器及附件的选用和设计

３６１　分水器、集水器直径应不小于总供回水管直径，且最大

断面流速不宜大于０．８ｍ／ｓ。每个分水器、集水器分支环路不宜

多于８路。每个分支环路均应可单独关断。

３６２　分水器、集水器应安装下列阀门和附件，其安装位置可

参考附录Ｅ。

１ 主管关断阀或调节阀、过滤器、泄水阀、排气阀，以及

支路关断阀或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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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采用分户热计量的系统应安装相应的热计量或热分摊装

置；

３ 采用分户或分区域总体温控的系统，以及分环路或分室

温控的系统，应在相应位置安装由室温控制的自动调节阀。

３６３　在分水器的总进水管与集水器的总出水管之间宜设置清

洗供暖系统时使用的旁通管，旁通管上应设置阀门。设置混水泵

的混水系统应设置平衡管并兼作旁通管使用，平衡管上不应设置

阀门。旁通管和平衡管的管径不应小于连接分水器和集水器的进

出口总管管径，设置位置见附录Ｅ。

３６４　分水器、集水器上应设置手动或自动排气阀。

３７　热水系统管道水力计算

３７１　加热管或预制轻薄供暖板输配管的压力损失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犘＝ △犘犿＋Σ犘犼　　　（３．７．１－１）

△犘犿 ＝犔·犚 （３．７．１－２）

犚＝
λ
犱狀
·ρ
·υ

２

２
（３．７．１－３）

犘犼 ＝ξ
ρ·υ

２

２
（３．７．１－４）

式中：△犘 ———加热管或输配管的压力损失 （Ｐａ）；

△犘犿 ———摩擦压力损失 （Ｐａ）；

犘犼 ———局部压力损失 （Ｐａ）；

犔 ———管道长度 （ｍ）；

犚 ———比摩阻 （单位长度摩擦压力损失）（Ｐａ／ｍ）

λ ———摩擦阻力系数；

犱狀 ———管道内径 （ｍ）；

ρ ———水的密度 （
"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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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水的流速 （ｍ／ｓ）；

ξ ———局部阻力系数。

３７２　塑料管和铝塑复合管的摩擦阻力系数，可近似统一按下

列公式计算：

λ＝

０．５ 犫
２
＋

１．３１２（２－犫）１犵３．７
犱狀
犓

１犵犚犲狊－

熿

燀

燄

燅１

１犵
３．７犱狀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犓

２

　 （３．７．２－１）

犫＝１＋
１犵犚犲狊
１犵犚犲狕

　　　　 （３．７．２－２）

Ｒｅｓ＝
ｄｎν

μｔ
　　　　　　 （３．７．２－３）

犚犲狕 ＝
５００犱狀
犓

　　　　　 （３．７．２－４）

犱狀 ＝０．５（２犱狑＋Δ犱狑－４δ－２Δδ）　 （３．７．２－５）

式中：λ　———摩擦阻力系数；

犫 ———水的流动相似系数；

犚犲狊———实际雷诺数；

ν ———水的流速 （ｍ／ｓ）；

μ狋 ———与温度有关的运动粘度 （ｍ２／ｓ）；

犚犲狕———阻力平方区的临界雷诺数；

犓 ———管子的当量绝对粗糙度 （ｍ），对铝塑复合管和塑

料管Ｋ＝１×１０－５

犱狀 ———管内径 （ｍ）；

犱狑 ———管外径 （ｍ）；

Δ犱狑———管外径允许误差 （ｍ）；

δ ———管壁厚 （ｍ）；

Δδ———管壁厚允许误差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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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３　铜管的摩擦系数，可通过下式计算：

１

槡λ
＝－２１犵

２．５１

犚犲槡λ
＋
犓／犱狀（ ）３．７２ 　　 （３．７．３－１）

犚犲＝
犱狀ν

μ狋
　　　　　　 （３．７．３－２）

式中：λ ———摩擦阻力系数；

犚犲———雷诺数；

犱狀———管内径 （ｍ）；

犓 ———管壁的当量绝对粗糙度 （ｍ），铜管可取 Ｋ＝１×

１０－５ｍ；

ν ———水的流速 （ｍ／ｓ）；

μ ———与温度有关的运动粘度 （ｍ２／ｓ）；

３７４　塑料管、铝塑复合管、铜管的单位长度摩擦压力损失Ｒ

值可按附录Ｈ选用。

３７５　加热管和预制轻薄供暖板输配管的局部压力损失应通过

计算确定，其局部阻力系数可按附录 Ｈ选用

３７６　预制轻薄供暖板的压力损失，包括二次分水器、集水器

和供暖板内加热管两部分之和，应根据产品样本确定。

注：预制轻薄供暖板某产品样本数据见附录Ｄ。

３７７　一次分水器、集水器环路 （自分水器总进水管阀门前起，

至集水器总出水管阀门后为止）的总压力损失应进行计算。当采

用现场敷设加热管地面供暖系统时，总压力损失 （不包括热量表

和自动调节阀的局部阻力）不宜大于３０ｋＰａ。

３８　加热电缆系统设计

３８１　加热电缆额定电阻时的线功率不宜大于１７Ｗ／ｍ。

３８２　加热电缆热线之间的最大间距不宜超过３００ｍｍ，且不应

小于５０ｍｍ；距离外墙内表面不得小于１００ｍｍ，与内墙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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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与墙面距离宜为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

３８３　加热电缆长度和布线间距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犔≥
（１＋δ）β·犙１

犘狓
　　　 （３．８．３－１）

犛≈１０００
犉狉
犔
　　　　　 （３．８．３－２）

式中：犔———按加热电缆产品规格选定的电缆总长度 （ｍ）；

δ ———向下热损失占加热电缆供热功率的比例，可根据地

面构造参考表３．８．３取值；

β ———考虑家具等遮挡的安全系数；

犙１———房间所需向上的有效散热量 （Ｗ），见第３．４．１条；

犘狓———加热电缆额定电阻时的线功率 （Ｗ／ｍ），应根据加

热电缆产品规格选取，且宜满足第３．８．１的要求；

犛———加热电缆布线间距 （ｍｍ），宜满足第３．８．２的要求

犉狉———房间可安装加热电缆的地面面积 （ｍ）。

表３８３　　加热电缆供暖地面向下热损失占总供热量的比例

地暖类型

向下热损失占总供热量的比例δ

地砖、石材

面层

水泥地面上铺设

塑料地板革
复合木地板

混凝土填充式
聚苯泡沫塑料绝热层 ０．１６１） ０．２１１） ０．２３１）

发泡水泥绝热层 ０．１４１） ０．１９１） ０．２１１）

预制沟槽保温板 ０．１６２） ０．２０２） ０．２３３）

　　注：面层热阻计算条件

１．约３０ｍｍ找平层＋石材 （塑料地板革或复合木地板）

２．约３０ｍｍ找平层＋石材 （塑料地板革）

３．直接铺复合木地板

３８４　每个房间宜独立设置加热电缆回路。当房间所需供热功

率和加热电缆总长度超过产品规格中单根加热电缆的最大总功率

或总长度时，应将电缆分设成两个或多个独立回路。每个回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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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缆的最大总功率或总长度应考虑下列因素确定：

１ 不宜超过所选温控器的最大额定工作电流；

２ 不应超过产品规格限制。

３８５　加热电缆宜采用平行型 （直列型）的布置形式，可参考

附录Ｆ。

３９　热计量和室温控制

３９１　采用热水地面供暖的住宅，应设分户热计量装置和温度

控制装置，并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相关现行标准的规定。

３９２　采用热水地面供暖系统的房间或住宅各户的室温，除本

条２、３款的情况外，应能自动调控，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热水地面供暖的温度控制器宜设在被控温的房间或区域

内，开放大空间宜按第３．３．４条的原则，按区域进行加热部件的

布置，并将温控器布置在所对应回路的附近。

２ 地面供暖仅负担一部分供暖负荷或做为值班供暖时，可

不设置室温控制装置。

３ 浴室、带沐浴设备的卫生间、游泳池等潮湿区域，温控

器的防护等级和设置位置不能满足电气设计标准的相关要求时，

室温控制器可采用自力式温控器，或采用回水温度控制方式。

３９３　热水地面供暖系统自动调节阀的设置可采用下列方式，

做法示例见附录Ｊ。

１ 分环路控制：在一次分水器或集水器处，分路设置自动

调节阀，使房间或区域保持各自的设定温度值。自动调节阀也可

内置于集水器中。

２ 总体控制：在一次分水器或集水器总管上设置一个自动

调节阀，控制整个用户或区域的室内温度。

３９４　热水地面供暖自动调节阀宜采用电热式或自力式温度控

制阀，也可采用电动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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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　应在每个独立加热电缆环路对应的房间或区域设置温控

器，对相应房间的供电回路进行通断控制。温控方式和温控器宜

按下列原则确定：

１ 当需要同时控制室温和限制地表面温度的场合应采用双

温型温控器。

２ 加热电缆仅负担一部分供暖负荷和做为值班供暖时，可

采用地温型温控器。

３ 开放大空间的房间温控器确实无法布置在所对应的回路

的附近时，可采用地温型温控器替代室内温度控制。

４ 浴室、带沐浴设备的卫生间、游泳池等潮湿区域，温控

器的防护等级和设置位置应符合电气设计标准的相关要求。当不

能满足要求时，应采用地温型温控器。

３９６　室温型温控器应设置在附近无散热体、周围无遮挡物、

不受风直吹、不受阳光直晒、通风干燥、周围无热源体、能正确

反映室内温度的位置，不宜设在外墙上。电温控器的选型，应考

虑使用环境的潮湿情况。

３９７　地温型温控器的传感器不应被家具等覆盖或遮挡，宜布

置在人员经常停留的位置。加热电缆的地温型温控器的传感器应

布置在电缆之间。

３９８　室温型温控器或地温型温控器的控制器设置高度宜距地

面１．４ｍ，或与照明开关在同一水平线上。

３１０　电气设计

３１０１　配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度表的设置应符合当地供电部门规定和满足节能管理

的要求。

２ 当加热电缆地面供暖设备用电需要单独计费时，该系统

的供电回路应单独设置，并独立设置配电箱和电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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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加热电缆地面供暖设备与其他用电设备合用配电箱时，

应分开回路设置。

４ 加热电缆地面供暖设备配电回路应装设过载、短路及剩

余电流保护器。

３１０２　加热电缆地面供暖系统宜采用 ＡＣ２２０Ｖ供电。当进户

回路负荷超过１２ｋＷ 时，宜采用 ＡＣ２２０／３８０Ｖ三相四线供电方

式，且系统设计时应使各相负荷平衡。

３１０３　采用加热电缆地面供暖的潮湿房间应作局部等电位联

结。

３１０４　加热电缆的接地线必须与配电系统的地线连接，且应构

成等电位连接。

３１０５　应合理布置温控器、接线盒等位置，减小加热电缆系统

设备或元件连接部分的管线。加热电缆地面供暖设备配电导线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导线应采用铜芯导线，应按敷设方式、环境条件确定导

体截面，且导体载流量不应小于预期负荷的最大计算电流和按保

护条件所确定的电流。

２ 固定敷设的导线最小芯线截面，电源 线不 应 小于

２．５ｍｍ２。

３ 电气线路的敷设方式应符合安全要求，导线穿管应满足

电气规范中相关标准的要求，与加热电缆系统的设备或元件连接

的部分宜采用柔性金属导管敷设，其长度应满足验收规范要求。

３１０６　加热电缆地面供暖温控器的工作电流不得超过其额定电

流，当所控制回路的工作电流大于温控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时，可

采用温控器与接触器等其他控制设备结合的形式实现控制功能。

３１０７　热水系统电驱动式自动调节阀和户内混水泵等用电设

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源回路应装设过载、短路及剩余电流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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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当采用ＡＣ２２０Ｖ或３８０Ｖ电压为热水系统用电设备供电

时，不得将相关管线、接线端子等有电气线路连接的部分外露；

用电设备外壳等外露可导电的部分，均应进行保护接地。

３ 当采用ＡＣ２４Ｖ电压为热水供暖系统用电设备供电时，其

电器元件、管线应与 ＡＣ２２０Ｖ电压等级的电器元件、管线相互

隔离。

３１０８　地温传感器穿线管、自动调节阀电源穿线管均应选用硬

质套管。

３１０９　当建筑小区等大面积采用加热电缆地面供暖，且采用集

中监控时，宜充分利用加热电缆地面供暖的蓄热特性，通过集中

监控系统对其投入时间段进行控制，实现负荷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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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材　料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地面供暖系统中所用材料，应根据工作温度、工作压力、

荷载、设计寿命、现场防水、防火要求，以及施工性能，经综合

比较后确定。

４１２　所有材料均应按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检验合格，有关强

制性性能要求应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应出具有效期

内的证明文件或检测报告。

４２　绝热层和预制沟槽保温板材料

４２１　绝热层和预制沟槽保温板材料应采用导热系数小、具有

足够的承载能力的材料，不得采用易燃材料，并且不应含殖菌

源、不得散发异味及可能危害健康的挥发物。

４２２　采用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材，其质量应符合表４．２．２

的规定。

表４２２ 绝热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性能指标

模　塑 挤　塑

供暖地面

绝热层

预制沟槽

保温板

供暖地面

绝热层

预制沟槽

保温板

类别 Ⅱ１
）

Ⅲ１
） Ｗ２００２） Ｘ１５０／Ｗ２００２）

表观密度 （ｋｇ／ｍ３） ≥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压缩强度３） （ｋＰａ）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

导热系数４） （Ｗ／ｍ·Ｋ）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０．０３５

尺寸稳定性 （％） ≤３ ≤２ ≤２ ≤２

水蒸气透过系数

（ｎｇ／ （Ｐａ·ｍ·ｓ））
≤４．５ ≤４．５ ≤３．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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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性能指标

模　塑 挤　塑

供暖地面

绝热层

预制沟槽

保温板

供暖地面

绝热层

预制沟槽

保温板

吸水率 （体积分数）（％ （ｖ／ｖ）） ≤４．０ ≤２．０ ≤１．０ ≤１．５／≤１．０

熔结性５）
断裂弯曲负荷 ２５ ３５ － －

弯曲变形 ≥２０ ≥２０ － －

燃烧

性能

氧指数 ≥３０ ≥３０ － －

燃烧分级 达到Ｂ２级

　　注：１．模塑Ⅱ型密度范围为≥２０～＜３０ｋｇ／ｍ３，Ⅲ型密度范围为≥３０～＜４０ｋｇ／

ｍ３；

２．Ｗ２００为不带表皮挤塑材料，Ｘ１５０为带表皮挤塑材料；

３．压缩强度是按ＧＢ／Ｔ８８１８标准要求的试件尺寸和试验条件下相对形变为

１０％的数值；

４．导热系数为２５℃时的数值；

５．模塑断裂弯曲负荷或弯曲变形有一项能符合指标要求，熔接性即为合格。

４２３　预制沟槽保温板及其金属导热层的沟槽尺寸应与敷设的

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外径吻合，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保温板总厚度不应小于表４．２．３的要求；

２ 金属导热层最小厚度宜满足表４．２．３的要求，并应符合

下列要求：

１）采用地砖等面层的加热电缆供暖地面，不应小于

０．１ｍｍ；

２）采用木地板面层时，单层或双层导热层总厚度不应小于

０．２ｍｍ。

３ 导热层材料的导热系数不应小于２３７Ｗ／ｍ·Ｋ；

４ 加热电缆铺设地砖、石材等面层时，导热层应采用喷涂

有机聚合物的，具有耐砂浆性的防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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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３　　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金属导热层最小厚度

加热部件类型

保温

板总厚度

（ｍｍ）

导热层最小厚度 （ｍｍ）

地砖等面层

木地板面层

管间距＜２００ｍｍ 管间距≥２００ｍｍ

单层 双层 单层 双层

加热电缆 １５ ０．１

加热管外径

（ｍｍ）

１２ ２０ －

１６ ２５ －

２０ ３０ －

０．２ ０．１ ０．４ ０．２

　　注：１．地砖等面层，指在敷设有加热管或加热电缆的保温板上铺设水泥砂浆找

平层后与地砖、石材等粘接的做法；木地板面层，指不需铺设找平层，

直接铺设木地板的做法。

２．单层导热层，指仅采用带金属导热层的保温板，加热管或加热电缆上不

再铺设导热层时的最小厚度；双层导热层，指采用带金属导热层的保温

板，加热管或加热电缆上再铺设一层导热层时每层的最小厚度。

４２４　发泡水泥绝热层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水泥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

水泥；当条件受限制时，可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等；水泥抗压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３２．５。

２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技术参数应符合表４．２．４的规定。

表４２４ 发泡水泥绝热层物理学性能

干体积密度

ｋｇ／ｍ３

抗压强度 ＭＰａ

７天 ２８天

导热系数

Ｗ／ （ｍ·Ｋ）

３５０ ≥０．４ ≥０．５ ≤０．０７

４００ ≥０．５ ≥０．６ ≤０．０８

４５０ ≥０．６ ≥０．７ ≤０．０９

４２５　当采用其它绝热材料时，其技术指标应参照表４．２．２和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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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４的规定，选用同等绝热效果的绝热材料。

４３　填充层材料

４３１　豆石混凝土填充层材料强度等级宜为Ｃ１５，豆石粒径宜

为５～１２ｍｍ。

４３２　水泥砂浆填充层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采用中粗砂水泥，且含泥量不应大于５％。

２ 宜选用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

３ 水泥砂浆体积比不应小于１∶３；

４ 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Ｍ１０。

４４　热水系统的材料和设备

４４１　同一热水供暖地面工程的加热部件 （包括加热管、预制

沟槽保温板、预制轻薄供暖板和输配管，上述设备的其他配套管

件），以及分水器、集水器 （包括连接件）应配套，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加热部件及其管件应由同一生产企业或供应商配套供应。

２ 应提供分水器、集水器连接件与加热部件配套连接的系

统适用性试验报告。

３ 分水器、集水器连接件与加热部件的系统适用性试验的

方法、试验条件及要求应符合管材国家现行产品标准。

４４２　管材应具有下列文件资料：

１ 管材产品专用料供应商的专用料牌号及原料购货合同；

２ 国家授权检测机构提供的有效期内的管材定型检验和型

式检验报告；

３ 出厂检测报告及产品合格证；

４ 有特殊要求的管材，应具有相应的技术说明书。

４４３　加热管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应标准中的各项规定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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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管的物理性能应符合附录Ｋ的规定。

４４４　加热管外壁应具有相关管材产品标准要求的标识，有阻

氧层的加热管宜注明。

４４５　与其它供暖系统共用同一集中热源的热水系统，且其它

供暖系统采用钢制散热器等易腐蚀构件时，塑料管应有阻氧层或

在热水系统中添加除氧剂。

４４６　与铜管直接连接的管道或管件不应使用其他非铜金属制

品，当无法避免时，其接头处应做防腐蚀绝缘处理。

４４７　加热管的内外表面应该光滑、平整、干净，不应有可能

影响产品性能的明显划痕、凹陷、气泡等缺陷。

４４８　预制轻薄供暖板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其输配管应符

合上述加热管的要求。

４４９　一次分水器、集水器 （简称分水器、集水器）应包括分

水、集水主管及阀门，排气和泄水装置，支路阀门及其连接配

件，固定支架等。分水器支路应配带能够调节各分支路水力平衡

的阀门。

４４１０　分水器、集水器 （含连接件等），应有生产厂商商标或

识别标志，内外表面应光洁，不应有裂纹、砂眼、冷隔、夹渣、

凹凸不平等缺陷；表面有镀层的，色泽应均匀，镀层牢固，不得

有脱镀的缺陷；螺纹不应断扣或磕碰。

４４１１　分水器、集水器的金属连接件的连接密封和连接构造形

式应符合国家标准 《采暖空调用冷、热水分集水器装置》的规

定。

４４１２　预制轻薄供暖板供暖系统采用的脱气除污器应具备微泡

脱气功能，即不但能静态排气，而且能在水循环过程中将随着水

流动的气泡分离出来并排除。

４４１３　混水装置应包括混水泵、自动控制系统 （温度传感器、

控制器和自动调节阀门等）、连接管道以及温度计、压力表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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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系统示例见附录Ｅ。

４５　加热电缆材料和温控设备

４５１　加热电缆必须有接地屏蔽层。

４５２　加热电缆热线部分的结构在径向上从里到外，应由发热

导电体、绝缘层、接地屏蔽层和外护套等组成。

４５３　加热电缆的轴向上应由发热用的热线和连接用的冷线组

成，冷线和热线接头应安全可靠，均应在工厂加工，不得在现场

连接。

４５４　加热电缆的型号和商标应有清晰标志，冷线和热线接头

位置应有明显标识。

４５５　加热电缆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应标准中的各项规定与要求，

应经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检验并具有检验合格证明。

产品的主要电气安全性能和机械性能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Ｌ的规

定。

４５６　温控器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外观不应有划痕，应标记

清晰、面板扣合开启自如、温度调节部件使用正常。

４５７　热水地面供暖温度控制用自动调节阀应符合相关产品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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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施工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地面供暖系统施工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 设计施工图纸和有关技术文件齐全；

２ 有较完善的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并已完成技术交

底；

３ 施工现场具有供水或供电条件，有储放材料的临时设施；

４ 土建专业已完成墙面内粉刷 （不含面层），外窗、外门已

安装完毕，地面已清理干净；

５ 直接与土壤相邻的地面，已完成铺设防潮层；

６ 相关电气预埋等工程已完成，电源配电箱已安装。

５１２　所有进场材料、设备的出厂合格证明、检验报告及所附

带的说明书等技术文件应齐全。产品标志应清晰，外观检查应合

格，必要时应抽样进行相关检测。

５１３　应对地面供暖系统的管材、管件、设备采取以下保护措

施：

１ 加热部件应进行遮光包装后运输，不得裸露散装；在运

输、装卸和搬运时，应小心轻放，不得抛、摔、滚、压、拖。

２ 不得暴晒雨淋，宜储存在温度不超过４０℃，通风良好和

干净的库房内；与热源距离至少应保持在１ｍ以上，并应避免因

环境温度和物理压力受到损害。

３ 在施工过程中，不得刮、压、折管材和管件，杜绝任何

损伤管材、管件行为。

５１４　施工过程中，应防止油漆、沥青或其它化学溶剂接触污

染加热管和加热电缆的表面。

５１５　环境温度低于５℃时，不宜进行地面供暖工程的施工；

低于０℃施工时，现场应采取升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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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　施工时不得与其它工种交叉施工作业，所有地面预留洞

应在填充层或保温板、供暖板施工前完成。

５１７　地面应平整、干燥、无杂物、无积灰；铺设泡沫塑料类

绝热层、预制沟槽保温板、预制轻薄供暖板及其填充板的地面平

整度不应大于±５ｍｍ；墙面根部应平直，且无积灰现象。

５１８　施工过程中，严禁人员踩踏加热管或加热电缆。

５１９　加热管、加热电缆、预制轻薄供暖板及其敷设输配管的

填充板铺设后，严禁穿凿、钻孔或进行射钉作业。

５１１０　施工全部结束后，应绘制竣工图，准确标注加热管、加

热电缆或预制轻薄供暖板铺设位置及地温传感器埋设地点。竣工

图应留档。

５２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浇注

５２１　采用发泡水泥绝热层供暖地面的施工现场，应具备以下

设备：

１ 平整发泡水泥绝热层和水泥砂浆填充层表面的装置；

２ 适应不同工艺特点的专用搅拌机；

３ 活塞式泵或挤压式泵，或其它可满足要求的发泡水泥或

水泥砂浆的输送泵。

５２２　浇注发泡水泥绝热层之前，应进行下列施工准备：

１ 对设备、输送泵及输送管道进行安全性检查；

２ 根据现场使用的水泥品种，进行发泡剂类型配方设计后，

方可进行现场制浆；

３ 在房间墙上弹出发泡水泥绝热层浇筑厚度的水平线。

５２３　发泡水泥绝热层现场浇筑工艺流程宜采用物理发泡工艺。

物理发泡工艺和化学发泡工艺应分别按以下顺序实施：

１ 物理发泡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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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化学发泡工艺

５２４　发泡水泥绝热层应符合下列施工要求：

１ 施工浇筑中应随时观察、检查浆料流动性、发泡稳定性，

应控制浇筑厚度及地面平整度。发泡水泥绝热层自流平后，应采

用刮板刮平。

２ 发泡水泥绝热层内部的孔隙应均匀分布，不应有水泥与

气泡明显分离层。

３ 当施工环境风力大于５级时，应停止施工或采取挡风等

安全措施。

５２５　发泡水泥绝热层在养护过程中不得振动，并不应上人作

业。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应在养护期满后敷设。

５２６　发泡水泥绝热层应在浇筑过程中进行取样检验；宜按连

续施工每５００００ｍ２ 作为一个检验批，不足５００００ｍ２ 时按一个检

验批计。

５３　泡沫塑料类绝热层、保温板、供暖板及

其填充板的铺设

５３１　泡沫塑料类绝热层、预制沟槽保温板、预制轻薄供暖板

的铺设应平整，板间的相互结合应严密，接头应用塑料胶带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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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

５３２　预制沟槽保温板铺设时，可直接将相同规格的的标准板

块拼接铺设在楼板基层或发泡水泥绝热层上。当标准板块的尺寸

不能满足要求时，可用工具刀裁下所需尺寸的保温板对齐铺设。

相邻板块上的沟槽应互相对应，紧密依靠。

５３３　预制轻薄供暖板铺设前应检查二次分水器的接口或加热

管接口是否密封，未做好密封的，应将加热管和二次分水器清洗

干净后，方可进行铺设和连接。

５３４　预制轻薄供暖板及填充板应按下列要求铺设：

１ 带木龙骨的供暖板可用水泥钉钉在地面上进行局部固定，

也可直接平铺在基层地面上。填充板应在现场加龙骨，龙骨间距

不应大于３００ｍｍ，填充板的铺设方法与供暖板相同。

２ 不带龙骨的供暖板和填充板可采用工程胶点粘在地面上，

最后与面层施工时一起固定。

５３５　房间内预制轻薄供暖板的填充板内安装输配管后，填充

板上应采用带胶铝箔覆盖输配管。

５４　加热管、输配管和分水器、集水器的安装

５４１　现场铺设的加热管和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在敷设前，

应对照施工图纸核定管道的选型、管径、壁厚是否满足设计要

求；应对管道的外观质量和管内部是否有杂质等进行检查，确认

后再进行安装。

５４２　加热管和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应按照设计图纸标定

的管间距和走向敷设，管道应保持平直；管道安装间断和完毕

时，敞口处应随时封堵。

５４３　切割加热管和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时，应采用专用

工具；切口应平整，断口面应垂直管轴线。

５４４　加热管和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的弯曲应符合下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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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１ 管道安装时应防止管道扭曲。

２ 塑料和铝塑复合管的弯曲半径不宜小于６倍管外径，铜

管的弯曲半径不宜小于５倍管外径。当加热管设计间距较小，平

行型布置不能满足最小弯曲半径要求时，可采用回折型布置方式

（见附录Ｆ）。

３ 加热管的最大弯曲半径不得大于加热管外径的１１倍。

４ 无缝铜管应采用专用机械弯管。

５４５　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距墙面最近的加热管与墙面间距

宜为１００ｍｍ；每个环路加热管总长度与设计图纸误差不应大于８

#

。

５４６　现场敷设的地面面层下的加热管和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

配管不应有接头。在铺设过程中管材出现死折、渗漏等现象时，

应当整根更换，不应拼接使用。

５４７　施工验收后，发现加热管或输配管损坏，需要增设接头

时，应按下列要求施工：

１ 应报建设单位或监理工程师，提出书面补救方案，经批

准后方可实施。

２ 塑料管和铝塑复合管增设接头时，应根据管材，采用热

熔或电熔插接式连接，或卡套式、卡压式铜制管接头连接；如采

用卡套式、卡压式铜制管接头连接后，应在铜制管接头外表面做

防腐处理，并应采用橡胶软管套，两端做好密封，装饰层表面应

有检修标识。

３ 铜管宜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

４ 应在竣工图上清晰表示接头位置，并记录归档。

５４８　现场铺设的加热管或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应固定，

根据供暖地面的类型，可采用以下方法：

１ 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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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用固定卡将加热管直接固定在发泡水泥绝热层或泡沫塑

料类绝热层 （包括设有复合面层的绝热板）上；

２）用扎带将加热管固定在泡沫塑料类绝热层上的钢丝网格

上；

３）直接将加热管卡在泡沫塑料类绝热层表面的专用管架或

管卡上。

２ 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时，用铝箔胶带将敷设在

保温板沟槽内的加热管表面与保温板粘接固定。

３ 采用预制轻薄供暖板供暖地面，填充板需现场开槽时，

应采用开槽器；敷设在填充板的凹槽内的输配管，在其上方局部

用铝箔胶带与填充板粘接固定；

５４９　加热管和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弯曲时，圆弧顶部应

固定，不应出现死折；圆弧两端宜设固定点。直管段部分固定点

间距宜为５００～７００ｍｍ，弯曲管段部分的固定点间距宜为２００～

３００ｍｍ。

５４１０　加热管或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穿墙时应设硬质套

管。

５４１１　加热管或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出地面至一次分水

器、集水器，应设弯管器，弯管部分不宜露出地面装饰层。加热

管或输配管出地面至分水器、集水器下部球阀接口之间的明装管

段，应加装塑料套管或波纹管套管，套管应高出装饰面１５０～

２００ｍｍ。

５４１２　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系统的一次分水器、集水器附近

等加热管排列比较密集的局部部位，当管间距小于１００ｍｍ时，

应在加热管外部设置柔性套管，上部宜铺设一层金属直径

０．８ｍｍ、网眼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金属网。

５４１３　加热管、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与一次分水器、集水

器装置及管件连接，应采用双密封卡套式、卡压式或滑紧冷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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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夹紧连接；连接件材料宜为铜质；铜质连接件直接与ＰＰ－

Ｒ塑料管接触的表面必须镀镍。

５４１４　混凝土填充式热水地面供暖加热管环路布置不宜穿越伸

缩缝。穿越伸缩缝处，应设长度不小于２００ｍｍ的柔性套管。

５４１５　一次分水器、集水器宜在开始敷设加热管之前进行安

装，分水器或集水器中心距地面不宜小于３００ｍｍ。

５４１６　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与二次分水器、集水器的接头

连接时，应采用专用工具将管道套到接头根部，再用专用固定卡

子卡住，使其紧密连接。

５４１７　预制轻薄供暖板的二次分水器、集水器可采用暗装方

式，也可采用明装方式。采用暗装方式时，与供暖板一起埋在地

面面层下；采用明装方式时，二次分水器、集水器宜单独安装在

外窗下的墙面上。

５５　加热电缆和温控设备的安装

５５１　敷设加热电缆及其地温传感器之前，应进行下列施工准

备：

１ 加热电缆的施工单位应具有专业安装资质，加热电缆生

产企业应提供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

２ 应对照施工图纸核定加热电缆的型号，并应检查加热电

缆的外观质量。

３ 应测量加热电缆电阻和绝缘电阻，并做自检记录。

４ 应确认电源冷线预留管、温控器接线盒、地温传感器预

留套管、配电箱等预留、预埋工作已完毕。

５５２　加热电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有搭接时，严禁电缆通电；

２ 出厂后严禁剪裁和拼接，有外伤、破损的加热电缆严禁

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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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热线部分严禁进入冷线预留管。

５５３　加热电缆应根据施工图纸标定的电缆间距和走向敷设，

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电缆应保持平直。

２ 电缆铺设间距、距墙面的距离应符合第３．８．２条的要求。

３ 电缆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生产企业规定的限制，且不应

小于６倍电缆直径。

５５４　采用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时，加热电缆下应铺设金属

网，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金属网应铺设在填充层中间。

２ 除填充层在铺设金属网和加热电缆的前后分层施工外，

金属网网眼不应大于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金属直径不应小于

１ｍｍ。

３ 应每隔３００ｍｍ的距离，将加热电缆固定在金属网上。

５５５　加热电缆的冷热线接头应在填充层或预制沟槽保温板内

暗装，接头处１５０ｍｍ之内不应弯曲。

５５６　加热电缆安装后，在铺设填充层或进行面层施工之前，

应进行电阻及绝缘电阻测试。

５５７　温控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水平安装，并应牢固固定。

２ 温控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第３．９．６～３．９．８条的规定。

３ 地温传感器的预埋套管末端应有效封堵，不得与加热部

件交叉敷设，并应保证弯头处内腔截面不缩小，确保安装或维护

地温传感器时传感器能够顺畅更换。

５５８　加热电缆地面供暖系统和温控系统的电气施工应符合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５４、《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１ＫＶ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５４

和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３０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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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填充层施工

５６１　填充层施工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 加热管安装完毕且水压试验合格、加热管处于有压状态

下；

２ 加热管、加热电缆验收合格；

３ 加热电缆经电阻检测及绝缘性能测试合格，温控器的安

装盒、加热电缆冷线穿管已布置完毕；

４ 伸缩缝已预留或设置完毕；

５ 已通过隐蔽工程验收。

５６２　填充层施工前，应由供暖系统安装单位按下列要求设置

伸缩缝：

１ 在与内外墙、过门、柱等垂直构件交接处应设置不间断

的伸缩缝，可采用以下设置方法：

１）填充材料宜采用高发泡聚乙烯泡沫塑料，且伸缩缝宽度

不宜小于１０ｍｍ。伸缩缝填充材料应采用搭接方式连接，搭接宽

度不应小于１０ｍｍ。

２）填充材料也可采用密度不大于２０ｋｇ／ｍ
３ 的模塑聚乙烯泡

沫塑料板，其厚度应为２０ｍｍ，聚乙烯泡沫塑料板接头处应采用

搭接方式连接。

２ 当地面面积超过３０ｍ２ 或边长超过６ｍ 时，应按不大于

６ｍ间距设置伸缩缝，可采用以下设置方法：

１）填充材料宜采用高发泡聚乙烯泡沫塑料或伸缩缝内满填

弹性膨胀膏，伸缩缝宽度不应小于８ｍｍ。

２）填充材料也可采用密度不大于２０ｋｇ／ｍ
３ 的模塑聚乙烯泡

沫塑料板，其厚度应为２０ｍｍ。

３ 伸缩缝应从绝热层的上边缘做到填充层的上边缘。伸缩

缝填充材料与墙、柱应有可靠的固定措施，与地面绝热层连接应

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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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　 填充层的施工中，应保证加热管内的水压不低于

０．６ＭＰａ，养护过程中，系统应保持不小于０．４ＭＰａ。

５６４　填充层的施工，应由有资质的土建施工方承担；供暖系

统安装单位应密切配合。填充层施工过程中不得拆除和移动伸缩

缝。

５６５　填充层材料及其配比和强度应符合４．３节的要求。

５６６　浇筑填充层时，严禁使用机械振捣设备；施工人员应穿

软底鞋，采用平头铁锹。

５６７　水泥砂浆填充层应与发泡水泥绝热层结合牢固，单处空

鼓面积不应大于４００ｃｍ２，且每自然房间不应多于２处。

５６８　水泥砂浆填充层表层的抹平工作应在水泥砂浆初凝前完

成，压光或拉毛工作应在水泥砂浆终凝前完成。

５６９　系统初始加热前，水泥砂浆填充层养护时间不应少于７

天，或抗压强度应达到５ＭＰａ后，方可上人行走；豆石混凝土填

充层的养护周期不应少于２１天。养护期间及期满后，应对地面

采取保护措施，不得在地面加以重载、高温烘烤、直接放置高温

物体和高温设备。

５６１０　填充层应在铺设过程中进行取样检验；宜按连续施工每

１００００ｍ２ 作为一个检验批，不足１００００ｍ２ 时按一个检验批计。

５６１１　填充层施工后，应检测每根电缆的电阻和绝缘电阻，验

收并做好记录。

５７　面层施工

５７１　地面供暖装饰面层应按设计要求选用，且应符合第

３．２．９条的规定。

５７２　面层施工除应符合土建施工设计图纸的各项要求外，尚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面层施工前，填充层应达到面层需要的干燥度和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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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２ 施工面层时，不得剔、凿、割、钉、钻填充层或保温板、

供暖板及其铺设配管的填充板，不得向填充层、保温板、供暖板

及其铺设配管的填充板内楔入任何物件。

３ 石材、面砖在与墙、柱等垂直构件交接处，应留１０ｍｍ

宽伸缩缝；木地板铺设时，应留不小于１４ｍｍ伸缩缝；伸缩缝

填充材料应高出上表面１０～２０ｍｍ，装饰层铺设完毕后，应裁去

多余部分或以踢脚遮挡；伸缩缝宜填充高发泡聚乙烯泡沫塑料。

５７３　以木地板作为装饰面层时，木材必须经过干燥处理，且

应在填充层、找平层完全干燥后，才能进行地板施工。其铺设施

工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地面辐射供暖木质地板铺设技术和

验收规范》ＷＢ／Ｔ１０３７的规定。

５７４　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暖板时，面层可按下

列方法施工：

１ 木地板装饰面层可直接铺设在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

薄供暖板上，木地板配带的ＥＰＥ垫层应铺设在保温板或供暖板

之下，不得铺设在加热部件之上。

２ 采用带木龙骨的预制轻薄供暖板时，木地板应与木龙骨

垂直铺设。

３ 铺设石材或瓷砖时，预制沟槽保温板及其加热管和预制

轻薄供暖板上，应铺设厚度不小于３０ｍｍ的水泥砂浆找平层和

粘接层，与石材或瓷砖粘接。水泥砂浆找平层应加金属网，网格

间距不应大于１００ｍｍ，金属直径不应小于１．０ｍｍ。

５７５　采用发泡水泥绝热层和水泥砂浆填充层时，如面层为瓷

砖或石材地面，填充层和面层应同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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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调试及验收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地面供暖系统检验、调试及验收应由施工单位负责，由

监理单位组织各相关专业进行检查、验收，并应做好纪录，可采

用本规范附录 Ｍ的工程质量检验表。

６１２　施工图设计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设计资质。工程设计文件经

批准后方可施工，修改设计应有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变更文件。

６１３　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工程质量验收人员应

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６１４　热水系统应对下列内容进行检查和验收：

１ 加热管、预制轻薄供暖板及其输配管、分水器、集水器、

阀门、配件、绝热材料或保温板、温控设备的质量；

２ 原始地面、填充层、面层等施工质量；

３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干体积密度、７天和２８天抗压强度、

导热系数；

４ 隐蔽前和隐蔽后的水压试验和验收；

５ 加热管、分水器、集水器、阀门等安装质量；

６ 温控设备安装质量；

７ 冲洗检查验收；

８ 环路、系统试运行调试。

６１５　加热电缆系统应对下列内容进行检查和验收：

１ 加热电缆、温控器、绝热材料等的质量；

２ 原始地面、填充层、面层等施工质量；

３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干体积密度、７天和２８天抗压强度、

导热系数；

４ 隐蔽前和隐蔽后加热电缆的电阻、绝缘电阻检测及验收；

５ 加热电缆安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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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温控设备安装质量；

７ 回路、系统试运行调试。

６２　施工方案及材料、设备检查

６２１　施工单位应按施工图等设计文件，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

施工方案，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６２２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地点、层数、面积、工程量、

工期及现场施工条件等；

２ 工程项目管理组织机构分工；

３ 主要材料、设备的技术指标、规格、型号等及保管存放

措施；

４ 施工程序和工艺流程，各专业施工时间计划；

５ 施工、安装质量控制措施及验收标准，包括：绝热层及

保温板铺设，加热部件安装，填充层、面层施工，水压试验或电

阻测试和绝缘测试，隐蔽前、后综合检查，环路或回路、系统试

运行调试，竣工验收等；

６ 施工进度计划、劳动力计划；

６２３　地面供暖系统所使用的主要材料、设备组件和配件、绝

热材料必须具有第４．１．２、４．４．２、４．４．８和４．５．５条要求的质量

合格证明文件，规格、型号及性能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６２４　塑料和铝塑复合管管材及管件进场，应由地面供暖工程

的施工单位对管材壁厚等外观指标进行现场复试检验；并会同监

理单位在复试检验合格的产品中取样，送有见证检验机构进行检

验。检验项目、指标及测试方法见附录 Ｍ。

６２５　阀门、分水器、集水器组件安装前，应按下列要求做强

度和严密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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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安装在分水器、集水器进出口及旁通管上的阀门，逐

个进行强度和严密性试验。

２ 其他组件试验，在每批数量中抽查１０％，且不得少于１

个。

３ 严密性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１．１倍，强度试验压力为

工作压力的１．５倍；工程直径不大于５０ｍｍ的阀门强度和严密性

试验持续时间为１５ｓ，其间压力应保持不变，且壳体、填料及密

封面应无渗漏。

６３　施工安装质量验收

６３１　加热管、加热电缆、预制轻薄供暖板安装完毕，混凝土

填充式的填充层或预制沟槽保温板、预制轻薄供暖板的面层施工

前，应按隐蔽工程要求，由工程承包方提出书面报告，由监理工

程师组织各有关人员进行中间验收。

６３２　地面供暖工程的中间验收，下列项目应达到相应技术要

求：

１ 供暖地面施工前，地面的平整、清洁状况符合施工要求；

２ 绝热层的厚度和材料的物理性能及铺设符合设计要求；

３ 伸缩缝设置按要求敷设完毕；

４ 预制轻薄供暖板的铺设符合要求；

５ 加热管、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加热电缆的间距、

弯曲半径、固定措施符合要求，现场敷设的地面面层下的加热管

和输配管无接头；

６ 加热管、输配管、分水器、集水器及其连接处在试验压

力下无渗漏；

７ 加热电缆系统每个回路无短路和断路现象，电阻及绝缘

电阻测试符合要求；

８ 阀门启闭灵活，关闭严密；

７４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９ 分水器、集水器及其连接件等安装后有成品保护措施；

１０ 供暖地面按要求铺设防潮层、隔离层、导热层、钢丝网

等；

１１ 填充层、找平层、面层平整，表面无明显裂缝。

６３３　供暖地面安装工程技术要求及允许偏差应分别符合表

６．３．３－１和６．３．３－２的规定：

表６３３－１　原始地面、填充层、面层施工技术要求及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条件 技术要求
允许偏差

（ｍｍ）

１
楼板或与土

壤相邻地面

铺设绝热层或

保温板、供暖板前
平整 ／

２ 填充层

豆石

混凝土

加热管

加热电缆

标号，最小

厚度

Ｃ１５，宜５０ｍｍ

Ｃ１５，宜４０ｍｍ

平整度

±５

水泥砂浆
加热管

加热电缆

标号，最小

厚度

Ｍ１０，宜４０ｍｍ

Ｍ１０，宜３５ｍｍ

平整度

±５

面积大于３０ｍ２或长度大于６ｍ 留８ｍｍ伸缩缝 ＋２

与墙、柱等垂直部件 留１０ｍｍ伸缩缝 ＋２

３ 面层
与墙、柱等

垂直部件

瓷砖、石材地面 留１０ｍｍ伸缩缝 ＋２

木地板地面 留≥１４ｍｍ伸缩缝 ＋２

　　注：原始地面允许偏差应满足相应土建施工标准。

　　表６３３－２　绝热层、保温板、填充板、加热部件施工技术

　　　　要求及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条件 技术要求
允许偏差

（ｍｍ）

１ 绝热层
泡沫塑料类

结合 紧密 －

厚度 按设计要求 ＋１０ｍｍ

发泡水泥 厚度 按设计要求 ±５ｍｍ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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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条件 技术要求
允许偏差

（ｍｍ）

２
预制沟槽

保温板

保温板 连接 紧密 －

金属导热层

（如有）
厚度 应≥０．１ｍｍ －

３ 加热管

塑料及铝塑管
间距 按设计要求 －

弯曲半径 宜≥６，应≤１１倍管外径 －５ｍｍ

铜管
间距 按设计要求 －

弯曲半径 宜≥５，应≤１１倍管外径 －５ｍｍ

４ 加热电缆
间距

应≥５０ｍｍ，不宜

大于３００ｍｍ
－

弯曲半径 宜≥６倍管外径 －５ｍｍ

５
预制轻薄

供暖板

供暖板和填充板 连接 紧密 －

输配管
间距 宜≥１００ｍｍ －

弯曲半径 宜≥６倍管外径 －５ｍｍ

６３４　地面供暖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具备下列文件：

１ 施工图、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２ 主要材料及配件等的出厂合格证和检验合格证；

３ 塑料和铝塑复合管管材、管件的工地复试、有见证检验

合格证明；

４ 中间验收记录；

５ 试压和冲洗记录；

６ 工程施工安装质量验收表；

７ 调试记录。

６４　热水系统的水压试验

６４１　系统水压试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水压试验应在系统冲洗之后进行。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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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户内系统试压应进行三次，分别

为浇注混凝土填充层之前、填充层养护期满后和竣工验收交用户

前。

３ 预制沟槽保温板和预制轻薄供暖板户内系统试压应进行

两次，分别为铺设面层材料之前和之后。

６４２　户内系统冲洗和水压试验应以每组分水器、集水器为单

位，分别进行；试验压力应为工作压力的１．５倍，且不应小于

０．６ＭＰａ。楼栋集中供暖系统试压应符合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的要求。

６４３　水压试验宜采用手动泵缓慢升压，见图６．４．３；升压过

程中应随时观察和检查，不得有渗漏。

图６．４．３　水压试验时间分配和压力示意

注：１．预试验阶段，系统充满净水，排净空气，用压力泵将压力增至试验压力，

在其后３０ｍｉｍｎ内重复该工作，间隔为１０ｍｉｎ，再做两次，将压力升至试

验压力，再经过３０ｍｉｍｎ后，试验压力不得减少６０ｋＰａ以上。

２．主试验阶段，主试验应在预试验做完后立即开始，在预试验压力下，稳

压２ｈ，观察其压降，若压降不大于２０ｋＰａ，则认为合格。

６４４　在有冻结可能的情况下试压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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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压完成后应及时将管内的水吹净、吹干。

６５　调试与试运行

６５１　地面供暖系统在施工完毕且填充层养护期满后，正式供

暖运行前，应进行调试和试运行。

６５２　地面供暖系统的运行调试，应在具备正常供暖和供电的

条件下进行。

６５３　地面供暖系统的调试工作应由施工单位在建设单位配合

下进行。

６５４　初始加热时，热水升温应平缓，供水温度宜控制在比当

时环境温度高１０℃左右，且不宜高于３２℃；并应连续运行４８ｈ；

以后每天水温升高不宜大于５℃，直至达到设计供水温度。在此

温度下应对每组分水器、集水器连接的加热管逐路进行调节，直

至温度均匀达到设计要求。

６５５　加热电缆地面供暖系统初始通电加热时，应控制室温平

缓上升，每天升温不宜大于５℃，直至室内温度达到设计要求。

６５６　温控器的调试应按照不同型号温控器安装调试说明书的

内容进行。

６５７　地面供暖系统的供暖效果，应以房间中央离地１．４ｍ处

黑球温度计指示的温度，作为评价和检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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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供暖地面构造图示

犃１　混凝土填充式地面构造

图犃１１　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面构造 （一）

（泡沫塑料绝热层）

图犃１２　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面构造 （二）

（发泡水泥绝热层）

２５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图犃１３　混凝土填充式加热电缆供暖地面构造 （一）

（泡沫塑料绝热层）

图犃１４　混凝土填充式加热电缆供暖地面构造 （二）

（发泡水泥绝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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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预制沟槽保温板式地面构造

图犃２１　　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构造 （一）

（与供暖房间相邻、木地板面层）

 
双层导热层

楼板

EPE垫层

预制沟槽保温板

木地板面层

加热电缆

泡沫塑料绝热层

加热管或

图犃２２　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构造 （二）

（与室外空气或不供暖房间相邻、以木地板面层为例）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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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３　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构造 （三）

（与土壤相邻、以木地板面层为例）

图犃２４　预制沟槽保温板热水供暖地面构造 （四）

（与供暖房间相邻、地砖或石材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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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５　预制沟槽保温板加热电缆供暖地面构造 （五）

（与供暖房间相邻、地砖或石材面层）

犃３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构造

图犃３１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构造示意 （一）

（与供暖房间相邻、木地板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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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３２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构造 （二）

（与供暖房间相邻、地砖或石材面层）

图犃３３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构造 （三）

（与供暖房间相邻、潮湿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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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３４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构造 （四）

（与室外空气或不供暖房间相邻、以木地板面层为例）

图犃３５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构造 （五）

（与土壤相邻、以木地板面层为例）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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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面

单位面积散热量

犅１　聚苯乙烯塑料板绝热层的混凝土填充式热水

供暖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

犅１１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３８Ｗ／ （ｍ·Ｋ）的ＰＥ－Ｘ管时，

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Ｂ．１．１

－１～Ｂ．１．１－４取值。

表犅１１－１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水泥、石材或陶瓷热阻Ｒ＝０．０２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５８．８ ２２．８ ６７．５ ２３．２ ７８．３ １９．５ ８９．０ １９．９ ９９．１ ２０．６

１８ ５２．７ ２０．２ ６０．３ ２１．２ ７０．０ １７．４ ７９．５ １７．８ ８８．５ １８．５

２０ ４６．４ １８．５ ５３．１ １９．０ ６１．８ １５．２ ７０．１ １５．６ ７７．９ １６．３

２２ ４０．２ １６．３ ４６．１ １６．７ ５３．５ １３．４ ６０．７ １３．４ ６７．４ １４．１

２４ ３４．０ １４．３ ３９．９ １０．７ ４５．５ １１．０ ５１．４ １１．３ ５７．０ １１．９

４０

１６ ７５．２ ２８．６ ８６．５ ２９．１ １００．６ ２４．６ １１４．５ ２５．３ １２７．９ ２６．４

１８ ６９．１ ２６．０ ７９．２ ２７．１ ９２．１ ２２．７ １０４．９ ２３．１ １１７．１ ２４．１

２０ ６２．６ ２４．７ ７２．０ ２５．０ ８３．８ ２０．３ ９５．３ ２０．９ １０６．３ ２１．９

２２ ５６．５ ２１．９ ６４．７ ２２．９ ７５．３ １８．７ ８５．７ １８．７ ９５．５ １９．７

２４ ５０．３ １９．６ ５７．５ ２０．８ ６７．１ １６．１ ７６．２ １６．８ ８４．８ １７．５

４５

１６ ９２．０ ３４．５ １０５．９ ３５．０ １２３．２ ３０．２ １４０．７ ３０．５ １５７．４ ３２．２

１８ ８５．６ ３２．５ ９８．６ ３３．０ １１４．８ ２７．５ １３０．９ ２８．５ １４６．５ ２９．８

２０ ７９．３ ３０．１ ９１．２ ３０．９ １０６．３ ２５．６ １２１．２ ２６．４ １３５．５ ２７．６

２２ ７３．０ ２８．０ ８３．９ ２８．８ ９７．７ ２４．０ １１１．４ ２４．５ １２４．５ ２５．４

２４ ６６．７ ２５．９ ７６．６ ２６．８ ８９．３ ２１．６ １０１．７ ２２．２ １１３．６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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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０

１６ １０９．０ ４０．３ １２５．７ ４１．０ １４６．４ ３５．０ １６７．３ ３６．２ １８７．７ ３７．８

１８ １０２．６ ３８．１ １１８．２ ３９．０ １３７．７ ３３．６ １５７．５ ３４．１ １７６．５ ３５．６

２０ ９６．２ ３５．９ １１０．８ ３６．９ １２９．３ ３０．８ １４７．６ ３１．９ １６５．４ ３３．５

２２ ８９．９ ３３．８ １０３．４ ３４．８ １２０．５ ２９．３ １３７．７ ２９．９ １５４．３ ３１．３

２４ ８３．４ ３１．９ ９６．０ ３２．８ １１２．１ ２６．７ １２７．９ ２７．６ １４３．２ ２９．１

５５

１６ １２６．２ ４６．０ １４５．６ ４７．０ １６９．８ ４０．６ １９４．５ ４１．４ ２１８．４ ４３．７

１８ １１９．８ ４３．９ １３８．２ ４４．９ １６１．１ ３８．６ １８４．５ ３９．５ ２０７．２ ４１．４

２０ １１３．３ ４２．１ １３０．７ ４２．９ １５２．５ ３６．３ １７４．５ ３７．５ １９５．９ ３９．４

２２ １０７．０ ３９．７ １２３．３ ４０．８ １４３．７ ３４．９ １６４．６ ３５．２ １８４．７ ３７．０

２４ １００．４ ３８．２ １１５．８ ３８．７ １３５．２ ３２．６ １５４．７ ３３．１ １７３．４ ３５．０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表犅１１－２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塑料类材料热阻Ｒ＝０．０７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５２．２ １９．４ ５７．８ １９．６ ６３．７ ２０．３ ６９．６ ２０．９ ７５．０ ２１．８

１８ ４６．８ １７．２ ５１．８ １７．５ ５７．０ １８．１ ６２．３ １８．８ ６７．１ １９．６

２０ ４１．４ １５．１ ４５．８ １５．５ ５０．３ １６．０ ５５．０ １６．５ ５９．２ １７．２

２２ ３６．０ １３．２ ３９．８ １３．３ ４３．７ １３．８ ４７．７ １４．３ ５１．４ １４．９

２４ ３０．６ １１．１ ３３．８ １１．２ ３７．１ １１．６ ４０．５ １２．０ ４３．６ １２．５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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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０

１６ ６６．６ ２４．５ ７３．８ ２５．０ ８１．４ ２５．７ ８９．１ ２６．６ ９６．２ ２７．９

１８ ６１．１ ２２．５ ６７．７ ２２．９ ７４．７ ２３．５ ８１．７ ２４．４ ８８．２ ２５．５

２０ ５５．７ ２０．５ ６１．６ ２０．８ ６７．９ ２１．４ ７４．３ ２２．２ ８０．２ ２３．２

２２ ５０．２ １８．５ ５５．６ １８．７ ６１．２ １９．４ ６６．９ ２０．０ ７２．２ ２０．９

２４ ４４．７ １６．４ ４９．５ １６．６ ５４．５ １７．１ ５９．６ １７．７ ６４．２ １８．６

４５

１６ ８１．２ ２９．９ ９０．１ ３０．３ ９９．５ ３１．２ １０９．０ ３２．４ １１７．８ ３３．９

１８ ７５．７ ２７．８ ８３．９ ２８．３ ９２．７ ２９．１ １０１．５ ３０．２ １０９．７ ３１．５

２０ ７０．２ ２５．８ ７７．８ ２６．２ ８５．９ ２７．０ ９４．０ ２８．０ １０１．６ ２９．３

２２ ６４．７ ２３．７ ７１．６ ２４．１ ７９．０ ２４．９ ８６．５ ２５．８ ９３．５ ２７．０

２４ ５９．２ ２１．５ ６５．５ ２２．０ ７２．３ ２２．７ ７９．１ ２３．５ ８５．４ ２４．６

５０

１６ ９６．０ ３５．０ １０６．５ ３５．７ １１７．８ ３６．９ １２９．２ ３８．２ １３９．８ ３９．９

１８ ９０．４ ３３．２ １００．４ ３３．６ １１０．９ ３４．８ １２１．６ ３６．０ １３１．６ ３７．６

２０ ８４．９ ３１．０ ９４．２ ３１．６ １０４．１ ３２．６ １１４．１ ３３．８ １２３．４ ３５．３

２２ ７９．３ ２９．１ ８８．０ ２９．５ ９７．２ ３０．５ １０６．５ ３１．５ １１５．２ ３３．０

２４ ７３．８ ２６．９ ８１．８ ２７．４ ９０．３ ２８．２ ９９．０ ２９．３ １０７．０ ３０．６

５５

１６ １１１．０ ４０．２ １２３．２ ４１．１ １３６．３ ４２．４ １４９．６ ４４．０ １６２．０ ４６．０

１８ １０５．３ ３８．６ １１７．０ ３９．１ １２９．４ ４０．４ １４２．０ ４１．８ １５３．８ ４３．８

２０ ９９．８ ３６．３ １１０．７ ３７．１ １２２．５ ３８．２ １３４．４ ３９．６ １４５．５ ４１．５

２２ ９４．２ ３４．２ １０４．５ ３５．０ １１５．６ ３６．０ １２６．８ ３７．４ １３７．３ ３９．１

２４ ８８．６ ３２．２ ９８．３ ３２．９ １０８．７ ３３．９ １１９．２ ３５．１ １２９．０ ３６．８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１６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犅１１－３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

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木地板材料热阻Ｒ＝０．１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４９．３ １９．７ ５３．９ ２０．０ ５８．６ ２０．７ ６３．３ ２１．３ ６７．７ ２２．２

１８ ４４．２ １７．６ ４８．３ １７．９ ５２．５ １８．５ ５６．７ １９．０ ６０．５ １９．９

２０ ３９．１ １５．４ ４２．７ １５．７ ４６．４ １６．２ ５０．１ １６．８ ５３．５ １７．６

２２ ３４．０ １３．３ ３７．１ １３．６ ４０．３ １４．１ ４３．５ １４．５ ４６．４ １５．１

２４ ２８．９ １１．３ ３１．６ １１．４ ３４．３ １１．８ ３６．９ １２．３ ３９．４ １２．８

４０

１６ ６２．８ ２５．０ ６８．８ ２５．４ ７４．９ ２６．２ ８１．０ ２７．１ ８６．６ ２８．２

１８ ５７．７ ２２．９ ６３．１ ２３．３ ６８．７ ２４．１ ７４．３ ２４．９ ７９．４ ２５．９

２０ ５２．５ ２０．７ ５７．４ ２１．２ ６２．５ ２１．９ ６７．６ ２２．７ ７２．２ ２３．６

２２ ４７．４ １８．７ ５１．８ １９．０ ５６．３ １９．６ ６０．９ ２０．４ ６５．０ ２１．２

２４ ４２．２ １６．６ ４６．１ １６．９ ５０．２ １７．５ ５４．２ １８．１ ５７．９ １８．９

４５

１６ ７６．６ ３０．２ ８３．８ ３０．８ ９１．４ ３１．９ ９８．９ ３３．０ １０５．９ ３４．５

１８ ７１．３ ２８．２ ７８．１ ２８．７ ８５．１ ２９．７ ９２．１ ３０．７ ９８．６ ３２．２

２０ ６６．１ ２６．２ ７２．４ ２６．７ ７８．９ ２７．４ ８５．４ ２８．５ ９１．３ ２９．７

２２ ６０．９ ２４．１ ６６．７ ２４．５ ７２．７ ２５．３ ７８．６ ２６．２ ８４．１ ２７．４

２４ ５５．８ ２２．０ ６１．０ ２２．４ ６６．４ ２３．１ ７１．９ ２３．９ ７６．８ ２５．０

５０

１６ ９０．４ ３５．５ ９９．１ ３６．３ １０８．１ ３７．５ １１７．１ ３８．８ １２５．４ ４０．６

１８ ８５．２ ３３．５ ９３．３ ３４．２ １０１．８ ３５．３ １１０．３ ３６．７ １１８．１ ３８．２

２０ ８０．０ ３１．４ ８７．６ ３２．１ ９５．５ ３３．２ １０３．４ ３４．４ １１０．８ ３５．９

２２ ７４．７ ２９．３ ８１．８ ３０．０ ８９．２ ３１．１ ９６．６ ３２．２ １０３．５ ３３．５

２４ ６９．５ ２７．４ ７６．１ ２７．９ ８３．０ ２８．８ ８９．８ ２９．８ ９６．１ ３１．２

２６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１０４．４ ４０．９ １１４．５ ４１．８ １２４．９ ４３．３ １３５．５ ４４．９ １４５．２ ４６．８

１８ ９９．１ ３９．０ １０８．７ ３９．８ １１８．７ ４１．０ １２８．６ ４２．５ １３７．９ ４４．５

２０ ９３．９ ３７．０ １０２．９ ３７．７ １１２．３ ３９．０ １２１．８ ４０．３ １３０．５ ４２．２

２２ ８８．７ ３４．８ ９７．１ ３５．６ １０６．０ ３６．８ １１４．９ ３８．１ １２３．１ ３９．８

２４ ８３．４ ３２．９ ９１．４ ３３．５ ９９．７ ３４．５ １０８．０ ３５．９ １１５．８ ３７．４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表犅１１－４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铺厚地毯热阻Ｒ＝０．１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４３．９ ２０．０ ４７．１ ２０．６ ５０．４ ２１．２ ５３．６ ２１．９ ５６．６ ２２．８

１８ ３９．４ １７．９ ４２．３ １８．４ ４５．２ １９．０ ４８．１ １９．６ ５０．７ ２０．４

２０ ３４．８ １５．８ ３７．４ １６．２ ４０．０ １６．７ ４２．５ １７．３ ４４．８ １８．０

２２ ３０．３ １３．７ ３２．５ １４．０ ３４．７ １４．５ ３６．９ １５．０ ３８．９ １５．６

２４ ２５．８ １１．６ ２７．７ １１．８ ２９．６ １２．１ ３１．４ １２．６ ３３．１ １３．１

４０

１６ ５５．８ ２５．５ ６０．０ ２６．１ ６４．３ ２６．９ ６８．４ ２７．９ ７２．２ ２９．１

１８ ５１．３ ２３．４ ５５．１ ２４．０ ５９．０ ２４．７ ６２．８ ２５．６ ６６．３ ２６．６

２０ ４６．７ ２１．２ ５０．２ ２１．８ ５３．７ ２２．６ ５７．１ ２３．３ ６０．３ ２４．１

２２ ４２．１ １９．１ ４５．２ １９．６ ４８．４ ２０．２ ５１．５ ２１．０ ５４．４ ２１．８

２４ ３７．６ １７．０ ４０．３ １７．４ ４３．１ １８．０ ４５．９ １８．６ ４８．４ １９．３

３６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６８．０ ３１．０ ７３．１ ３１．８ ７８．３ ３２．８ ８３．４ ３３．８ ８８．１ ３５．３

１８ ６３．３ ２８．９ ６８．１ ２９．６ ７３．０ ３０．５ ７７．７ ３１．６ ８２．１ ３２．９

２０ ５８．７ ２６．７ ６３．１ ２７．５ ６７．６ ２８．３ ７２．０ ２９．４ ７６．１ ３０．４

２２ ５４．１ ２４．６ ５８．２ ２５．３ ６２．３ ２６．１ ６６．３ ２６．９ ７０．１ ２８．１

２４ ４９．５ ２２．６ ５３．２ ２３．１ ５７．０ ２３．８ ６０．７ ２４．７ ６４．１ ２５．６

５０

１６ ８０．２ ３６．５ ８６．３ ３７．４ ９２．５ ３８．５ ９８．５ ３９．９ １０４．２ ４１．５

１８ ７５．５ ３４．４ ８１．３ ３５．３ ８７．１ ３６．４ ９２．８ ３７．７ ９８．１ ３９．２

２０ ７０．９ ３２．２ ７６．３ ３３．１ ８１．７ ３４．２ ８７．１ ３５．４ ９２．１ ３６．９

２２ ６６．３ ３０．２ ７１．３ ３１．０ ７６．４ ３２．０ ８１．４ ３３．１ ８６．０ ３４．３

２４ ６１．６ ２８．１ ６６．３ ２８．８ ７１．０ ２９．７ ７５．７ ３０．７ ８０．０ ３２．０

５５

１６ ９２．５ ４２．０ ９９．６ ４３．１ １０６．８ ４４．４ １１３．８ ４６．１ １２０．４ ４７．９

１８ ８７．８ ３９．９ ９４．５ ４１．０ １０１．４ ４２．３ １０８．１ ４３．８ １１４．３ ４５．５

２０ ８３．２ ３７．８ ８９．５ ３８．８ ９６．０ ４０．１ １０２．４ ４１．５ １０８．３ ４３．１

２２ ７８．５ ３５．８ ８４．５ ３６．７ ９０．６ ３７．９ ９６．６ ３９．２ １０２．２ ４０．８

２４ ７３．９ ３３．７ ７９．５ ３４．５ ８５．２ ３５．６ ９０．９ ３６．９ ９６．１ ３８．４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犅１２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２３Ｗ／ （ｍ·Ｋ）的ＰＢ管时，单位

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Ｂ．１．２－１

～Ｂ．１．２－４取值。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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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１２－１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水泥、石材或陶瓷，热阻Ｒ＝０．０２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５１．６ ２０．４ ６０．０ ２１．０ ７０．１ ２１．８ ８１．８ ２２．６ ９５．１ ２０．０

１８ ４６．１ １８．６ ５３．６ １９．２ ６２．６ １９．９ ７３．０ ２０．７ ８５．０ １７．８

２０ ４０．７ １６．８ ４７．３ １７．３ ５５．２ １７．９ ６４．２ １８．８ ７４．８ １５．７

２２ ３５．２ １５．０ ４０．９ １５．４ ４７．７ １５．９ ５５．６ １６．５ ６４．８ １３．５

２４ ２９．８ １３．１ ３４．６ １３．５ ４０．４ １３．８ ４７．１ １４．２ ５４．８ １１．４

４０

１６ ６６．０ ２５．５ ７６．９ ２６．２ ９０．０ ２７．２ １０５．３ ２８．４ １２２．６ ２５．５

１８ ６０．４ ２３．７ ７０．４ ２４．４ ８２．４ ２５．３ ９６．３ ２６．５ １１２．３ ２３．２

２０ ５４．９ ２１．９ ６３．９ ２２．６ ７４．８ ２３．４ ８７．４ ２４．５ １０２．０ ２１．１

２２ ４９．４ ２０．１ ５７．５ ２０．７ ６７．３ ２１．４ ７８．６ ２２．２ ９１．６ １９．１

２４ ４３．９ １８．３ ５１．１ １８．８ ５９．７ １９．５ ６９．７ ２０．３ ８１．４ １７．０

４５

１６ ８０．６ ３０．６ ９４．０ ３１．５ １１０．２ ３２．７ １２９．２ ３４．２ １５０．８ ３１．０

１８ ７５．０ ２８．８ ８７．５ ２９．７ １０２．５ ３０．８ １２０．１ ３２．５ １４０．４ ２８．６

２０ ６９．４ ２７．０ ８１．０ ２７．８ ９４．９ ２８．７ １１１．１ ３０．４ １２９．８ ２６．７

２２ ６３．８ ２５．３ ７４．４ ２６．０ ８７．２ ２６．９ １０２．１ ２８．３ １１９．４ ２４．５

２４ ５８．３ ２３．４ ６７．９ ２４．１ ７９．６ ２５．０ ９３．１ ２６．４ １０８．９ ２２．３

５０

１６ ９５．４ ３５．７ １１１．４ ３６．８ １３０．８ ３８．２ １５３．５ ４０．４ １７９．６ ３６．３

１８ ８９．７ ３３．９ １０４．８ ３５．０ １２３．０ ３６．３ １４４．４ ３８．１ １６９．０ ３４．３

２０ ８４．１ ３２．１ ９８．２ ３３．１ １１５．３ ３４．３ １３５．３ ３６．１ １５８．４ ３２．１

２２ ７８．５ ３０．４ ９１．７ ３１．３ １０７．６ ３２．５ １２６．２ ３４．３ １４７．８ ３０．０

２４ ７２．９ ２８．６ ８５．１ ２９．４ ９９．９ ３０．５ １１７．１ ３２．１ １３７．２ ２７．９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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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１１０．３ ４０．８ １２８．９ ４２．０ １５１．６ ４３．７ １７８．３ ４６．１ ２０９．０ ４１．８

１８ １０４．７ ３９．０ １２２．３ ４０．２ １４３．８ ４１．８ １６９．０ ４４．３ １９８．２ ３９．７

２０ ９９．０ ３７．３ １１５．７ ３８．４ １３６．０ ３９．９ １５９．９ ４２．１ １８７．５ ３７．７

２２ ９３．４ ３５．６ １０９．１ ３６．６ １２８．２ ３８．１ １５０．８ ４０．０ １７６．７ ３５．８

２４ ８７．７ ３３．８ １０２．５ ３４．８ １２０．５ ３６．１ １４１．５ ３８．２ １６６．０ ３３．６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表犅１２－２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塑料类材料，热阻Ｒ＝０．０７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４５．６ ２１．３ ５１．３ ２２．１ ５８．６ １９．１ ６５．６ １９．７ ７２．７ ２１．１

１８ ４０．８ １９．３ ４５．９ ２０．１ ５２．６ １６．７ ５８．７ １７．６ ６５．０ １８．９

２０ ３６．０ １７．４ ４０．４ １８．２ ４６．４ １５．１ ５１．８ １５．６ ５７．４ １６．６

２２ ３１．２ １５．５ ３５．０ １６．２ ４０．４ １２．７ ４５．０ １３．４ ４９．８ １４．４

２４ ２６．４ １３．７ ２９．７ １４．２ ３４．３ １０．９ ３８．２ １１．３ ４２．２ １２．１

４０

１６ ５８．２ ２６．６ ６５．５ ２７．７ ７４．８ ２４．４ ８３．９ ２５．２ ９３．１ ２７．０

１８ ５３．３ ２４．８ ６０．１ ２５．７ ６８．８ ２１．７ ７６．９ ２３．０ ８５．３ ２４．７

２０ ４８．５ ２２．８ ５４．６ ２３．８ ６２．５ ２０．３ ７０．０ ２１．０ ７７．６ ２２．４

２２ ４３．６ ２０．９ ４９．１ ２１．８ ５６．４ １７．９ ６３．０ １９．０ ６９．９ ２０．２

２４ ３８．８ １８．９ ４３．６ １９．８ ５０．３ １５．８ ５６．１ １６．７ ６２．２ １７．９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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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７１．０ ３１．９ ８０．０ ３３．２ ９１．４ ２９．１ １０２．５ ３０．４ １１３．９ ３２．８

１８ ６６．１ ３０．１ ７４．４ ３１．３ ８５．１ ２７．４ ９５．５ ２８．５ １０６．１ ３０．５

２０ ６１．２ ２８．１ ６８．９ ２９．３ ７９．０ ２５．１ ８８．４ ２６．５ ９８．３ ２８．３

２２ ５６．３ ２６．３ ６３．４ ２７．４ ７２．６ ２３．４ ８１．４ ２４．４ ９０．４ ２６．１

２４ ５１．４ ２４．３ ５７．９ ２５．４ ６６．５ ２０．９ ７４．４ ２２．２ ８２．６ ２３．８

４５

１６ ８３．８ ３７．４ ９４．６ ３８．８ １０７．３ ３８．６ １２１．４ ３６．１ １３５．１ ３８．６

１８ ７８．９ ３５．５ ８９．０ ３６．９ １０１．８ ３２．７ １１４．３ ３４．０ １２７．２ ３６．３

２０ ７４．０ ３３．７ ８３．４ ３５．０ ９５．４ ３０．９ １０７．２ ３１．９ １１９．３ ３４．２

２２ ６９．１ ３１．７ ７７．９ ３３．０ ８９．４ ２８．１ １００．１ ２９．９ １１１．４ ３１．９

２４ ６４．２ ２９．８ ７２．３ ３１．１ ８２．９ ２６．８ ９３．１ ２７．７ １０３．５ ２９．６

４５

１６ ９６．９ ４２．８ １０９．３ ４４．５ １２３．８ ４５．３ １４０．５ ４１．６ １５６．５ ４４．６

１８ ９１．９ ４０．９ １０３．７ ４２．６ １１７．４ ４３．６ １３３．４ ３９．５ １４８．６ ４２．３

２０ ８６．９ ３９．１ ９８．１ ４０．６ １１２．５ ３５．１ １２６．３ ３７．３ １４０．６ ４０．０

２２ ８２．０ ３７．２ ９２．６ ３８．７ １０６．０ ３３．８ １１９．１ ３５．４ １３２．７ ３７．９

２４ ７７．１ ３５．３ ８７．０ ３６．７ ９９．７ ３１．９ １１２．０ ３３．１ １２４．７ ３５．６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表犅１２－３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木地板，热阻Ｒ＝０．１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４３．２ ２１．７ ４８．０ ２２．６ ５４．３ １９．２ ５９．９ ２０．３ ６５．７ ２１．６

１８ ３８．６ １９．８ ４３．０ ２０．４ ４８．７ １７．１ ５３．７ １８．０ ５８．８ １９．２

２０ ３４．１ １７．８ ３７．９ １８．４ ４３．０ １５．２ ４７．４ １５．９ ５１．９ １６．９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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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２２ ２９．６ １５．９ ３２．９ １６．３ ３７．４ １３．１ ４１．２ １３．７ ４５．１ １４．７

２４ ２５．０ １３．９ ２８．８ １０．４ ３１．８ １１．０ ３５．０ １１．５ ３８．３ １２．３

４０

１６ ５５．１ ２７．１ ６１．３ ２８．２ ６９．３ ２４．４ ７６．６ ２５．７ ８４．０ ２７．５

１８ ５０．５ ２５．１ ５６．２ ２６．１ ６３．６ ２２．４ ７０．２ ２３．５ ７７．０ ２５．２

２０ ４５．９ ２３．１ ５１．１ ２４．２ ５７．８ ２０．４ ６３．９ ２１．４ ７０．１ ２２．９

２２ ４１．４ ２１．１ ４６．０ ２２．１ ５２．２ １８．３ ５７．６ １９．２ ６３．１ ２０．６

２４ ３６．８ １９．２ ４０．９ ２０．１ ４６．５ １６．２ ５１．３ １７．０ ５６．２ １８．３

４５

１６ ６７．２ ３２．５ ７４．８ ３３．９ ８４．５ ２９．５ ９３．４ ３１．２ １０２．７ ３３．４

１８ ６２．６ ３０．５ ６９．６ ３１．９ ７８．７ ２７．６ ８７．０ ２９．２ ９５．６ ３１．２

２０ ５７．９ ２８．８ ６４．５ ３０．０ ７３．０ ２５．４ ８０．７ ２７．０ ８８．６ ２８．９

２２ ５３．３ ２６．６ ５９．３ ２７．８ ６７．２ ２３．５ ７４．３ ２４．８ ８１．６ ２６．５

２４ ４８．７ ２４．７ ５４．２ ２５．９ ６１．５ ２１．５ ６７．９ ２２．６ ７４．５ ２４．２

５０

１６ ７９．４ ３７．９ ８８．４ ３９．６ ９９．８ ３４．７ １１０．５ ３６．７ １２１．６ ３９．３

１８ ７４．７ ３５．９ ８３．２ ３７．７ ９４．１ ３２．７ １０４．１ ３４．６ １１４．５ ３７．１

２０ ７０．０ ３４．１ ７８．０ ３５．７ ８８．２ ３０．９ ９７．７ ３２．５ １０７．４ ３４．９

２２ ６５．３ ３２．４ ７２．８ ３３．６ ８２．５ ２８．７ ９１．３ ３０．４ １００．３ ３２．５

２４ ６０．７ ３０．４ ６７．６ ３１．６ ７６．７ ２６．６ ８４．８ ２８．２ ９３．２ ３０．３

５５

１６ ９１．６ ４３．４ １０２．１ ４５．３ １１５．４ ４０．０ １２７．８ ４２．３ １４０．７ ４５．３

１８ ８６．９ ４１．７ ９６．９ ４３．４ １０９．５ ３８．３ １２１．４ ４０．２ １３３．６ ４３．１

２０ ８２．３ ３９．６ ９１．７ ４１．４ １０３．７ ３６．０ １１４．９ ３８．１ １２６．４ ４０．８

２２ ７７．６ ３７．７ ８６．５ ３９．５ ９７．９ ３４．０ １０８．４ ３６．０ １１９．３ ３８．６

２４ ７２．９ ３５．８ ８１．２ ３７．５ ９２．０ ３２．２ １０２．０ ３３．８ １１２．２ ３６．３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８６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犅１２－４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铺厚地毯，热阻Ｒ＝０．１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９．６ １８．５ ４３．３ １８．９ ４７．１ １９．８ ５１．１ ２０．９ ５５．１ ２２．２

１８ ３５．５ １６．６ ３８．８ １６．９ ４２．２ １７．８ ４５．８ １８．７ ４９．４ １９．８

２０ ３１．４ １４．７ ３４．３ １４．９ ３７．３ １５．７ ４０．５ １６．４ ４３．７ １７．４

２２ ２７．４ １２．６ ２９．９ １２．８ ３２．５ １３．５ ３５．２ １４．３ ３７．９ １５．１

２４ ２３．４ １０．５ ２５．５ １０．８ ２７．６ １１．４ ２９．９ １２．０ ３２．２ １２．７

４０

１６ ５０．４ ２３．４ ５５．０ ２４．０ ５９．９ ２５．２ ６５．１ ２６．５ ７０．４ ２８．１

１８ ４６．３ ２１．４ ５０．５ ２２．０ ５５．０ ２３．１ ５９．７ ２４．３ ６４．５ ２５．９

２０ ４２．２ １９．３ ４６．０ ２０．０ ５０．１ ２０．９ ５４．４ ２２．２ ５８．７ ２３．５

２２ ３８．０ １７．７ ４１．５ １８．０ ４５．２ １８．９ ４９．０ １９．９ ５３．０ ２１．２

２４ ３４．０ １５．４ ３７．０ １５．９ ４０．３ １６．８ ４３．７ １７．７ ４７．２ １８．８

４５

１６ ６１．３ ２８．３ ６７．０ ２９．１ ７２．９ ３０．６ ７９．３ ３２．３ ８５．８ ３４．３

１８ ５７．０ ２６．７ ６２．４ ２７．１ ６８．０ ２８．６ ７３．９ ３０．１ ７９．９ ３２．０

２０ ５３．０ ２４．３ ５７．９ ２５．１ ６３．０ ２６．５ ６８．５ ２７．８ ７４．１ ２９．６

２２ ４８．８ ２２．７ ５３．３ ２３．１ ５８．１ ２４．３ ６３．１ ２５．６ ６８．２ ２７．３

２４ ４４．６ ２０．８ ４８．８ ２１．１ ５３．１ ２２．３ ５７．７ ２３．４ ６２．４ ２４．９

５０

１６ ７２．２ ３３．４ ７９．０ ３４．３ ８６．１ ３６．０ ９３．７ ３８．０ １０１．４ ４０．４

１８ ６８．１ ３１．２ ７４．４ ３２．３ ８１．１ ３３．９ ８８．２ ３５．９ ９５．５ ３８．１

２０ ６３．９ ２９．４ ６９．８ ３０．３ ７６．２ ３１．８ ８２．８ ３３．７ ８９．６ ３５．８

２２ ５９．８ ２７．３ ６５．３ ２８．３ ７１．２ ２９．９ ７７．４ ３１．４ ８３．７ ３３．５

２４ ５５．５ ２５．８ ６０．７ ２６．３ ６６．２ ２７．７ ７１．９ ２９．３ ７７．８ ３１．１

９６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８１．８ ４４．８ ９１．１ ３９．４ ９９．４ ４１．５ １０８．１ ４３．８ １１７．２ ４６．６

１８ ７８．９ ３７．０ ８６．５ ３７．５ ９４．４ ３９．４ １０２．７ ４１．６ １１１．２ ４４．３

２０ ７４．９ ３４．３ ８１．９ ３５．５ ８９．４ ３７．４ ９７．２ ３９．５ １０５．３ ４１．９

２２ ７０．６ ３３．０ ７７．４ ３３．６ ８４．４ ３５．２ ９１．８ ３７．３ ９９．４ ３９．６

２４ ６６．５ ３０．９ ７２．８ ３１．６ ７９．４ ３３．１ ８６．３ ３５．１ ９３．５ ３７．３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犅１３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３８６Ｗ／ （ｍ·Ｋ）的铜管时，单位地

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Ｂ．１．３－１～

Ｂ．１．３－４取值。

表犅１３－１　铜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水泥、石材或陶瓷，热阻Ｒ＝０．０２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气

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７５．４ ２３．８ ８４．４ ２３．４ ９２．９ ２７．５ １０１．６ ２３．６

１８ ６７．５ ２３．０ ７５．７ ２０．６ ８３．６ ２０．９ ８９．９ ２４．５

２０ ５９．４ １９．０ ６６．５ １８．３ ７３．７ １８．５ ８０．２ １５．１

２２ ５１．９ １５．２ ５７．６ １６．９ ６３．０ １９．９ ６８．７ １７．７

２４ ４４．２ １０．３ ４８．５ １４．９ ５４．３ １０．１ ５８．２ １５．７

０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气

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４０

１６ ９７．２ ２９．１ １０８．９ ２７．７ １２０．９ ２８．５ １３０．８ ３１．７

１８ ８８．９ ２７．６ ９９．７ ２３．９ １１０．６ ２６．４ １２０．２ ２４．８

２０ ８１．１ ２２．６ ９０．７ ２１．３ １００．５ ２０．６ １０９．５ ２０．９

２２ ７２．５ ２３．７ ８１．０ ２４．８ ８９．７ ２４．６ ９８．２ １９．７

２４ ６４．２ ２４．０ ７２．２ １９．９ ８０．４ １７．８ ８６．９ １８．９

４５

１６ １１９．２ ３５．９ １３３．６ ３５．１ １４８．６ ３５．２ １６１．８ ３３．６

１８ １１０．８ ３２．４ １２４．４ ２９．５ １３８．２ ３１．２ １５０．８ ２８．６

２０ １０２．６ ３０．０ １１５．０ ２８．３ １２７．６ ３１．３ １３９．２ ３０．０

２２ ９４．６ ２５．５ １０５．９ ２８．０ １１７．３ ２９．７ １２７．９ ２５．３

２４ ８６．６ ２４．２ ９６．８ ２３．３ １０７．２ ２４．１ １１７．１ ２３．１

５０

１６ １４１．４ ４４．１ １５８．８ ４０．４ １７６．５ ４４．８ １９２．６ ４２．２

１８ １３３．２ ４１．０ １４９．５ ３５．３ １６６．５ ３７．５ １８１．７ ３７．６

２０ １２４．９ ３８．４ １４０．０ ３８．８ １５５．８ ３７．７ １７０．１ ３３．８

２２ １１６．４ ３６．３ １３０．８ ３５．２ １４４．８ ３５．８ １５８．８ ３３．４

２４ １０８．４ ３２．２ １２０．８ ３５．８ １３４．９ ３１．２ １４６．６ ３３．７

５５

１６ １６４．２ ４４．５ １８３．６ ５０．４ ２０５．６ ４８．０ ２２４．０ ５１．９

１８ １５５．８ ４１．９ １７５．１ ４５．３ １９４．９ ４３．７ ２１３．３ ４４．８

２０ １４７．３ ４３．２ １６５．５ ４４．３ １８４．５ ４０．１ ２０１．４ ４１．１

２２ １３９．３ ４１．５ １５５．８ ４６．５ １７４．０ ４１．２ １９０．２ ３５．７

２４ １３０．９ ３５．６ １４６．４ ４０．４ １６３．５ ３６．２ １７８．４ ３７．６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内径为２２／１９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

为１０℃。

１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犅１３－２　铜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塑料，热阻Ｒ＝０．０７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气

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６４．１ ２６．３ ６９．４ ２４．６ ７４．０ １９．６ ７６．７ ３２．０

１８ ５８．０ １８．４ ６２．２ １８．９ ６５．８ ２５．６ ６９．５ ２０．３

２０ ５０．８ ２０．８ ５４．２ ２３．５ ５８．５ １８．２ ６０．９ ２０．４

２２ ４４．２ １８．３ ４７．０ １９．９ ５０．６ １５．５ ０．０ ０．０

２４ ３７．７ １２．０ ４０．５ １２．９ ４２．４ １６．８ ０．０ ０．０

４０

１６ ８２．４ ３３．０ ８８．９ ２９．５ ９４．５ ３０．４ ９９．４ ２９．３

１８ ７４．９ ３３．８ ８１．７ ２３．５ ８７．０ ２４．５ ９０．６ ３１．１

２０ ６９．０ ２３．３ ７４．１ ２２．８ ７８．９ ２５．４ ８２．９ ２３．９

２２ ６２．３ ２０．１ ６６．７ ２１．７ ７０．７ ２５．３ ７４．４ ２５．０

２４ ５５．４ １９．６ ５９．６ １５．４ ６２．２ ２７．６ ６５．７ ２７．４

４５

１６ １００．９ ３８．６ １０８．６ ３６．２ １１５．９ ３４．３ １２１．３ ４０．２

１８ ９４．１ ３２．７ １０１．３ ３３．７ １０７．６ ３４．５ １１２．８ ３６．６

２０ ８６．７ ３３．４ ９３．８ ３１．６ ９９．９ ３３．３ １０５．０ ２８．５

２２ ８０．２ ２７．５ ８６．５ ２８．５ ９２．１ ２５．８ ９５．６ ３５．６

２４ ７３．３ ２６．０ ７９．１ ２４．４ ８４．４ ２１．４ ８８．２ ２５．６

５０

１６ １１９．４ ４３．６ １２８．８ ４４．６ １３７．２ ４３．６ １４４．２ ４７．９

１８ １１２．３ ４２．１ １２１．３ ４０．６ １２９．５ ４０．１ １３５．７ ４５．２

２０ １０５．９ ３５．７ １１３．７ ３７．４ １２１．６ ３６．１ １２７．７ ３６．４

２２ ９８．５ ３４．７ １０６．４ ３１．９ １１３．１ ４０．７ １１８．８ ３４．８

２４ ９１．８ ３１．２ ９８．６ ３５．９ １０５．５ ２９．４ １１０．４ ３３．９

２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气

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１３８．４ ４６．７ １４９．１ ５２．３ １５９．１ ５１．２ １６７．６ ４９．４

１８ １３１．５ ４７．８ １４１．６ ５０．４ １５１．３ ４５．２ １５８．０ ５４．５

２０ １２４．５ ４４．８ １３４．２ ４０．１ １４３．２ ４１．４ １５０．４ ４５．２

２２ １１７．３ ４１．６ １２６．６ ３８．８ １３５．０ ４４．７ １４２．２ ３６．６

２４ １１０．５ ３７．２ １１８．４ ４５．４ １２６．８ ４２．５ １３３．５ ３８．３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内径为２２／１９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

为１０℃。

表犅１３－３　铜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木地板，热阻Ｒ＝０．１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气

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６０．１ ２６．４ ６４．１ ２３．７ ６６．７ ３１．８ ６９．５ ２８．７

１８ ５４．１ ２０．２ ５７．０ ２４．１ ６０．２ ２１．２ ６２．４ ２３．４

２０ ４７．８ １７．８ ５０．７ １８．３ ５３．３ １８．７ ５５．３ １７．０

２２ ４１．６ １４．７ ４４．２ １４．２ ４６．４ １４．４ ４８．１ １５．３

２４ ３５．２ １３．２ ３７．２ １４．６ ３９．２ １３．１ ４０．３ １６．８

４０

１６ ７７．３ ２９．８ ８１．５ ３１．９ ８６．０ ２９．８ ８９．０ ３３．７

１８ ７０．９ ２４．３ ７５．３ ２５．２ ７９．２ ２６．４ ８１．９ ３０．６

２０ ６４．５ ２４．２ ６８．４ ２４．２ ７２．１ ２４．２ ７４．８ ２３．３

２２ ５８．２ ２０．０ ６１．１ ２８．６ ６４．７ ２１．１ ６７．４ ２２．８

２４ ５１．５ ２２．８ ５４．６ ２２．０ ５７．３ ２３．８ ６０．０ １８．７

３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气

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９４．２ ３７．１ １００．０ ３９．９ １０４．８ ４５．４ １０８．９ ４０．９

１８ ８７．４ ３７．９ ９３．２ ３２．７ ９８．３ ３０．４ １０２．１ ３２．０

２０ ８１．５ ２９．７ ８６．２ ３２．８ ９０．８ ３５．２ ９３．８ ３５．９

２２ ７５．１ ２５．７ ７９．７ ２７．８ ８４．０ ２７．８ ８６．９ ３０．７

２４ ６８．６ ２６．５ ７２．５ ２６．８ ７６．０ ２９．１ ７８．７ ３１．２

５０

１６ １１１．４ ４１．４ １１８．５ ４３．９ １２４．８ ４３．７ １２９．３ ４９．８

１８ １０５．１ ３７．０ １１１．７ ４０．３ １１７．６ ４１．５ １２２．１ ４０．７

２０ ９８．５ ４０．３ １０４．８ ３７．２ １１０．３ ３９．９ １１４．６ ３７．７

２２ ９１．９ ３５．４ ９８．０ ３２．７ １０２．１ ４２．６ １０７．１ ３７．６

２４ ８５．２ ３８．０ ９０．９ ３４．０ ９５．５ ３６．７ ９９．０ ３６．１

５５

１６ １２８．９ ４８．４ １３６．８ ５４．１ １４４．５ ４９．５ １５０．１ ５１．３

１８ １２２．３ ４９．４ １３０．１ ５０．１ １３７．１ ４８．４ １４２．２ ５２．２

２０ １１５．６ ４８．７ １２２．７ ５２．８ １２９．４ ５１．８ １３４．５ ５３．５

２２ １０９．２ ４４．４ １１６．３ ４０．６ １２２．５ ４０．０ １２７．０ ４７．６

２４ １０２．７ ４２．２ １０９．３ ４１．７ １１５．２ ４０．１ １１９．６ ４１．６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内径为２２／１９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

为１０℃。

表犅１３－４　铜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铺厚地毯，热阻Ｒ＝０．１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气

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５２．８ ２３．３ ５５．０ ２２．２ ５６．７ ２８．９ ５８．５ ２３．４

１８ ４７．４ １８．８ ４９．４ ２０．１ ５１．０ ２３．４ ５２．４ ２１．９

４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气

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散热量 热损失

３５

２０ ４２．０ １６．０ ４３．５ １８．８ ４５．４ １７．１ ４５．９ ２５．２

２２ ３６．３ １６．９ ３７．９ １５．８ ３９．０ １９．４ ４０．２ １６．５

２４ ３１．０ １１．７ ３２．４ １１．８ ３３．４ １３．１ ３４．３ １２．６

４０

１６ ６７．２ ３１．２ ７０．４ ３１．１ ７２．６ ３５．６ ７４．５ ３２．９

１８ ６１．６ ２８．９ ６３．９ ３２．３ ６６．８ ２７．１ ６８．２ ２９．６

２０ ５５．８ ３１．８ ５８．７ ２５．８ ６０．６ ２５．２ ６２．３ ２５．３

２２ ０．０ ０．０ ５３．０ ２３．０ ５４．０ ２９．７ ５６．３ １９．８

２４ ４５．２ ２１．１ ４７．２ １８．０ ４８．９ １８．７ ５０．１ ２０．６

４５

１６ ８２．０ ３６．９ ８５．７ ３８．７ ８８．５ ４２．６ ９１．１ ３５．４

１８ ７６．６ ３１．１ ８０．１ ２９．９ ８２．８ ３３．２ ８５．２ ３１．８

２０ ７０．６ ３３．７ ７３．４ ３８．６ ７６．２ ３８．３ ７８．２ ４０．１

２２ ６５．１ ３２．８ ６８．２ ３０．３ ７０．８ ２９．１ ７２．５ ３０．１

２４ ５９．８ ２７．３ ６２．４ ２７．０ ６４．６ ２６．５ ６６．２ ２６．２

５０

１６ ９７．０ ４１．８ １００．７ ５２．６ １０５．０ ４４．７ １０７．２ ５４．３

１８ ９１．４ ３９．０ ９５．４ ４４．２ ９８．９ ４３．４ １０１．１ ４８．０

２０ ８５．８ ３６．６ ８９．４ ４１．７ ９２．８ ３９．６ ９４．８ ４４．４

２２ ８０．０ ３６．０ ８３．４ ４０．４ ８６．６ ３５．９ ８９．０ ３８．２

２４ ７４．５ ３３．３ ７７．８ ３３．６ ８０．６ ３２．２ ８２．７ ３３．９

５５

１６ １１１．７ ５４．８ １１７．１ ５２．３ １２１．３ ５０．３ １２４．６ ４８．４

１８ １０６．３ ４７．１ １１１．１ ４９．７ １１５．２ ４７．１ １１８．２ ５０．４

２０ １００．７ ４６．１ １０５．１ ４８．７ １０８．９ ４８．７ １１１．８ ４９．４

２２ ９５．３ ４０．６ ９９．６ ４１．９ １０２．０ ５０．７ １０５．７ ４４．４

２４ ８９．３ ４０．７ ９３．３ ４２．７ ９６．６ ４４．６ ９９．４ ３９．６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内径为２２／１９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５０ｍｍ，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绝热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４１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供回水温差

为１０℃。

５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犅２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

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

犅２１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３８Ｗ／ （ｍ·Ｋ）的ＰＥ－Ｘ管时，

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Ｂ．２．１

－１～Ｂ．２．１－４取值。

表犅２１－１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水泥、石材或陶瓷，热阻Ｒ＝０．０２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４２．３ ２０．０ ５２．６ １９．８ ６７．４ １９．７ ８８．２ １９．５ １１２．６ １９．８

１８ ３８．０ １７．９ ４７．２ １７．７ ６０．３ １７．６ ７８．８ １７．４ １００．４ １７．８

２０ ３３．７ １５．８ ４１．７ １５．６ ５３．３ １５．４ ６９．４ １５．３ ８８．３ １５．７

２２ ２９．４ １３．６ ３６．３ １３．５ ４６．２ １３．３ ６０．１ １３．３ ７６．４ １３．４

２４ ２５．１ １１．５ ３０．９ １１．３ ３９．３ １１．２ ５０．９ １１．２ ６４．５ １１．４

４０

１６ ５４．１ ２５．３ ６７．３ ２５．１ ８６．３ ２５．２ １１３．５ ２４．９ １４５．９ ２５．２

１８ ４９．７ ２３．２ ６１．８ ２３．０ ７９．２ ２２．９ １０４．０ ２２．８ １３３．５ ２３．０

２０ ４５．３ ２１．２ ５６．３ ２１．０ ７２．１ ２０．８ ９４．４ ２０．７ １２１．１ ２０．９

２２ ４１．０ １８．９ ５０．８ １８．８ ６４．９ １８．７ ８４．９ １８．６ １０８．７ １８．９

２４ ３６．５ １７．０ ４５．３ １６．７ ５７．８ １６．７ ７５．５ １６．６ ９６．３ １６．８

４５

１６ ６６．０ ３０．８ ８２．３ ３０．５ １０５．８ ３０．６ １３９．４ ３０．３ １８０．２ ３０．７

１８ ６１．６ ２８．７ ７６．７ ２８．５ ９８．５ ２８．４ １２９．８ ２８．３ １６７．５ ２８．６

２０ ５７．２ ２６．６ ７１．１ ２６．４ ９１．３ ２６．２ １２０．１ ２６．１ １５４．８ ２６．４

２２ ５２．７ ２４．５ ６５．６ ２４．３ ８４．０ ２４．３ １１０．４ ２４．１ １４２．２ ２４．２

２４ ４８．３ ２２．３ ６０．０ ２２．１ ７６．８ ２２．２ １００．８ ２２．０ １２９．６ ２２．２

６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０

１６ ７８．１ ３６．２ ９７．５ ３５．９ １２５．５ ３６．０ １６６．０ ３５．６ ２１５．４ ３６．１

１８ ７３．６ ３４．３ ９１．９ ３３．９ １１８．２ ３３．８ １５６．２ ３３．６ ２０２．５ ３４．１

２０ ６９．２ ３２．０ ８６．２ ３１．８ １１０．９ ３１．６ １４６．４ ３１．４ １８９．６ ３２．１

２２ ６４．７ ３０．１ ８０．６ ２９．７ １０３．６ ２９．７ １３６．６ ２９．５ １７６．８ ２９．８

２４ ６０．３ ２７．９ ７５．０ ２７．６ ９６．３ ２７．５ １２６．９ ２７．２ １６３．９ ２７．７

５５

１６ ９０．４ ４１．７ １１２．９ ４１．４ １４５．６ ４１．２ １９２．９ ４１．３ ２５１．３ ４１．８

１８ ８５．９ ３９．７ １０７．２ ３９．３ １３８．２ ３９．３ １８３．０ ３９．１ ２３８．３ ３９．５

２０ ８１．５ ３７．５ １０１．６ ３７．３ １３０．８ ３７．２ １７３．２ ３６．９ ２２５．３ ３７．４

２２ ７７．０ ３５．４ ９５．９ ３５．２ １２３．５ ３５．０ １６３．３ ３４．８ ２１２．２ ３５．５

２４ ７２．５ ３３．４ ９０．３ ３３．１ １１６．１ ３３．２ １５３．４ ３２．８ １９９．２ ３３．１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发泡水泥绝热

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厚度４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表犅２１－２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塑料，热阻Ｒ＝０．０７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９．３ ２０．２ ４７．１ ２０．３ ５７．４ ２０．４ ７０．０ ２０．６ ８２．６ ２１．２

１８ ３５．３ １８．２ ４２．３ １８．１ ５１．４ １８．３ ６２．６ １８．５ ７３．９ １８．９

２０ ３１．３ １５．９ ３７．４ １６．０ ４５．４ １６．０ ５５．３ １６．２ ６５．１ １６．７

２２ ２７．３ １３．８ ３２．６ １３．８ ３９．５ １３．９ ４８．０ １４．１ ５６．５ １４．４

２４ ２３．３ １１．７ ２７．８ １１．６ ３３．６ １１．７ ４０．７ １１．８ ４７．８ １２．１

７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０

１６ ５０．１ ２５．７ ６０．２ ２５．７ ７３．３ ２６．０ ８９．６ ２６．３ １０６．２ ２７．０

１８ ４６．０ ２３．７ ５５．２ ２３．６ ６７．３ ２３．７ ８２．２ ２４．０ ９７．３ ２４．７

２０ ４２．０ ２１．５ ５０．３ ２１．５ ６１．２ ２１．６ ７４．７ ２１．８ ８８．４ ２２．５

２２ ３７．９ １９．４ ４５．４ １９．３ ５５．２ １９．４ ６７．３ １９．７ ７９．５ ２０．２

２４ ３３．９ １７．１ ４０．５ １７．１ ４９．２ １７．２ ５９．９ １７．４ ７０．７ １７．９

４５

１６ ６１．０ ３１．２ ７３．４ ３１．３ ８９．５ ３１．５ １０９．７ ３１．８ １３０．２ ３２．９

１８ ５６．９ ２９．１ ６８．４ ２９．１ ８３．４ ２９．３ １０２．１ ２９．８ １２１．２ ３０．５

２０ ５２．８ ２７．０ ６３．４ ２７．０ ７７．３ ２７．２ ９４．６ ２７．５ １１２．２ ２８．３

２２ ４８．８ ２４．８ ５８．５ ２４．９ ７１．２ ２５．１ ８７．１ ２５．３ １０３．２ ２６．０

２４ ４４．７ ２２．７ ５３．５ ２２．７ ６５．１ ２２．９ ７９．６ ２３．１ ９４．３ ２３．８

５０

１６ ７２．１ ３６．７ ８６．７ ３６．８ １０６．０ ３７．２ １３０．０ ３７．５ １５４．７ ３８．６

１８ ６８．０ ３４．７ ８１．７ ３４．７ ９９．８ ３５．０ １２２．４ ３５．４ １４５．６ ３６．４

２０ ６３．９ ３２．５ ７６．７ ３２．６ ９３．７ ３２．９ １１４．８ ３３．２ １３６．５ ３４．１

２２ ５９．８ ３０．４ ７１．８ ３０．５ ８７．５ ３０．７ １０７．２ ３１．０ １２７．４ ３１．９

２４ ５５．６ ２８．２ ６６．８ ２８．３ ８１．４ ２８．５ ９９．６ ２８．９ １１８．３ ２９．７

５５

１６ ８３．４ ４２．３ １００．３ ４２．４ １２２．６ ４２．７ １５０．６ ４３．３ １７９．６ ４４．６

１８ ７９．２ ４０．２ ９５．２ ４０．３ １１６．４ ４０．６ １４２．９ ４１．２ １７０．４ ４２．３

２０ ７５．１ ３８．１ ９０．２ ３８．２ １１０．２ ３８．５ １３５．３ ３８．９ １６１．２ ４０．１

２２ ７０．９ ３６．０ ８５．２ ３６．１ １０４．１ ３６．３ １２７．７ ３６．７ １５２．０ ３７．９

２４ ６６．８ ３３．９ ８０．２ ３３．９ ９７．９ ３４．２ １２０．０ ３４．６ １４２．９ ３５．６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发泡水泥绝热

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厚度４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８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犅２１－３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木地板，热阻Ｒ＝０．１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９．１ ２０．２ ４６．０ ２０．４ ５４．６ ２０．５ ６４．５ ２１．０ ７４．０ ２１．６

１８ ３５．０ １８．２ ４１．３ １８．２ ４８．９ １８．４ ５７．８ １８．８ ６６．２ １９．３

２０ ３１．１ １６．０ ３６．５ １６．０ ４３．３ １６．２ ５１．０ １６．５ ５８．４ １７．０

２２ ２７．１ １３．８ ３１．８ １３．９ ３７．６ １４．１ ４４．３ １４．２ ５０．７ １４．７

２４ ２３．１ １１．７ ２７．１ １１．７ ３２．０ １１．８ ３７．６ １２．０ ４３．０ １２．３

４０

１６ ４９．８ ２５．７ ５８．７ ２５．９ ６９．７ ２６．２ ８２．６ ２６．７ ９４．８ ２７．５

１８ ４５．７ ２３．６ ５３．９ ２３．７ ６４．０ ２４．１ ７５．７ ２４．４ ８６．９ ２５．２

２０ ４１．７ ２１．５ ４９．１ ２１．６ ５８．２ ２１．８ ６８．９ ２２．２ ７９．０ ２２．９

２２ ３７．６ １９．３ ４４．３ １９．４ ５２．５ １９．７ ６２．１ ２０．０ ７１．２ ２０．６

２４ ３３．６ １７．２ ３９．５ １７．２ ４６．８ １７．５ ５５．３ １７．７ ６３．３ １８．３

４５

１６ ６０．６ ３１．３ ７１．５ ３１．４ ８５．１ ３１．８ １００．９ ３２．４ １１６．１ ３３．４

１８ ５６．５ ２９．２ ６６．６ ２９．３ ７９．３ ２９．６ ９４．０ ３０．２ １０８．１ ３１．２

２０ ５２．５ ２７．０ ６１．８ ２７．２ ７３．５ ２７．４ ８７．１ ２８．０ １００．１ ２８．９

２２ ４８．４ ２４．９ ５７．０ ２５．０ ６７．７ ２５．３ ８０．２ ２５．７ ９２．１ ２６．５

２４ ４４．３ ２２．７ ５２．１ ２２．８ ６１．９ ２３．０ ７３．３ ２３．５ ８４．２ ２４．２

５０

１６ ７１．６ ３６．８ ８４．５ ３７．０ １００．６ ３７．５ １１９．５ ３８．１ １３７．７ ３９．３

１８ ６７．５ ３４．７ ７９．６ ３４．９ ９４．８ ３５．３ １１２．５ ３６．０ １２９．６ ３７．１

２０ ６３．４ ３２．６ ７４．７ ３２．７ ８８．９ ３３．２ １０５．６ ３３．８ １２１．６ ３４．８

２２ ５９．３ ３０．５ ６９．９ ３０．６ ８３．１ ３１．０ ９８．６ ３１．５ １１３．５ ３２．６

２４ ５５．２ ２８．３ ６５．０ ２８．４ ７７．３ ２８．７ ９１．７ ２９．３ １０５．５ ３０．４

９７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８２．７ ４２．３ ９７．６ ４２．６ １１６．３ ４３．１ １３８．３ ４４．０ １５９．６ ４５．５

１８ ７８．５ ４０．２ ９２．７ ４０．５ １１０．５ ４１．０ １３１．３ ４１．８ １５１．５ ４３．２

２０ ７４．４ ３８．２ ８７．８ ３８．４ １０４．６ ３８．８ １２４．３ ３９．６ １４３．３ ４１．０

２２ ７０．３ ３６．１ ８２．９ ３６．２ ９８．７ ３６．８ １１７．３ ３７．４ １３５．２ ３８．７

２４ ６６．２ ３３．８ ７８．０ ３４．１ ９２．９ ３４．６ １１０．３ ３５．２ １２７．１ ３６．４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发泡水泥绝热

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厚度４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表犅２１－４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铺厚地毯，热阻Ｒ＝０．１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６．９ ２０．５ ４２．３ ２０．７ ４８．６ ２１．０ ５５．２ ２１．５ ６１．１ ２２．２

１８ ３３．２ １８．３ ３８．０ １８．５ ４３．５ １８．８ ４９．４ １９．２ ５４．７ １９．９

２０ ２９．４ １６．２ ３３．６ １６．３ ３８．５ １６．６ ４３．７ １７．０ ４８．３ １７．６

２２ ２５．６ １４．０ ２９．３ １４．１ ３３．５ １４．４ ３８．０ １４．７ ４２．０ １５．２

２４ ２１．９ １１．７ ２４．９ １１．９ ２８．５ １２．１ ３２．３ １２．４ ３５．６ １２．８

４０

１６ ４７．０ ２６．０ ５３．９ ２６．３ ６１．９ ２６．８ ７０．４ ２７．４ ７８．１ ２８．２

１８ ４３．２ ２３．８ ４９．５ ２４．１ ５６．８ ２４．５ ６４．６ ２５．１ ７１．６ ２５．９

２０ ３９．４ ２１．７ ４５．１ ２１．９ ５１．７ ２２．３ ５８．８ ２２．８ ６５．１ ２３．５

２２ ３５．５ １９．５ ４０．７ １９．７ ４６．６ ２０．１ ５３．０ ２０．５ ５８．７ ２１．３

２４ ３１．７ １７．４ ３６．３ １７．５ ４１．６ １７．８ ４７．２ １８．３ ５２．３ １８．９

０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５７．２ ３１．６ ６５．６ ３１．９ ７５．４ ３２．４ ８５．９ ３３．２ ９５．３ ３４．４

１８ ５３．３ ２９．４ ６１．２ ２９．８ ７０．３ ３０．３ ８０．０ ３１．０ ８８．８ ３２．０

２０ ４９．５ ２７．３ ５６．７ ２７．６ ６５．１ ２８．１ ７４．２ ２８．７ ８２．２ ２９．８

２２ ４５．６ ２５．１ ５２．３ ２５．４ ６０．０ ２５．８ ６８．３ ２６．４ ７５．７ ２７．４

２４ ４１．８ ２２．９ ４７．９ ２３．２ ５４．９ ２３．６ ６２．５ ２４．２ ６９．２ ２５．０

５０

１６ ６７．４ ３７．２ ７７．４ ３７．６ ８９．０ ３８．３ １０１．５ ３９．２ １１２．８ ４０．５

１８ ６３．６ ３５．０ ７３．０ ３５．４ ８３．９ ３６．１ ９５．６ ３６．９ １０６．２ ３８．３

２０ ５９．７ ３３．０ ６８．５ ３３．３ ７８．７ ３３．９ ８９．７ ３４．７ ９９．６ ３５．８

２２ ５５．８ ３０．８ ６４．０ ３１．１ ７３．６ ３１．７ ８３．８ ３２．４ ９３．１ ３３．５

２４ ５２．０ ２８．６ ５９．６ ２８．９ ６８．４ ２９．５ ７８．０ ３０．１ ８６．５ ３１．２

５５

１６ ７７．８ ４２．７ ８９．４ ４３．３ １０２．８ ４４．１ １１７．３ ４５．２ １３０．４ ４６．７

１８ ７３．９ ４０．７ ８４．９ ４１．２ ９７．６ ４１．９ １１１．４ ４２．９ １２３．８ ４４．３

２０ ７０．１ ３８．５ ８０．４ ３９．０ ９２．５ ３９．７ １０５．５ ４０．６ １１７．２ ４２．１

２２ ６６．２ ３６．５ ７５．９ ３６．９ ８７．３ ３７．６ ９９．６ ３８．４ １１０．６ ３９．７

２４ ６２．３ ３４．３ ７１．４ ３４．７ ８２．１ ３５．３ ９３．６ ３６．１ １０４．０ ３７．４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发泡水泥绝热

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厚度４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犅２２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２３Ｗ／ （ｍ·Ｋ）的ＰＢ管时，单位

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Ｂ．２．２－１

～Ｂ．２．２－４取值。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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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２２－１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水泥、石材或陶瓷，热阻Ｒ＝０．０２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７．４ ２２．２ ４６．９ ２２．４ ６０．８ ２２．４ ８１．１ ２２．５ １０７．５ １９．６

１８ ３３．５ ２０．１ ４１．９ ２０．４ ５４．４ ２０．４ ７２．３ ２０．７ ９５．８ １７．６

２０ ２９．６ １８．２ ３７．０ １８．４ ４７．９ １８．４ ６３．６ １８．７ ８４．４ １５．２

２２ ２５．８ １５．９ ３２．１ １６．４ ４１．６ １６．２ ５５．２ １６．２ ７３．０ １３．２

２４ ２１．９ １４．１ ２７．３ １４．３ ３５．２ １４．１ ４６．５ １４．４ ６１．７ １０．９

４０

１６ ４７．８ ２７．７ ６０．０ ２８．０ ７８．１ ２７．８ １０４．３ ２８．４ １３９．１ ２４．４

１８ ４３．８ ２５．８ ５５．０ ２６．０ ７１．５ ２６．０ ９５．５ ２６．０ １２７．１ ２３．１

２０ ３９．９ ２３．７ ５０．０ ２４．０ ６４．９ ２４．１ ８６．７ ２４．１ １１５．４ ２０．５

２２ ３５．９ ２１．７ ４５．０ ２２．０ ５８．５ ２１．９ ７７．８ ２２．３ １０３．７ １８．４

２４ ３２．０ １９．７ ４０．１ ２０．０ ５１．９ １９．９ ６９．１ ２０．０ ９２．０ １６．２

４５

１６ ５８．３ ３３．３ ７３．３ ３３．６ ９５．５ ３３．５ １２８．１ ３３．９ １７１．４ ３０．６

１８ ５４．３ ３１．５ ６８．３ ３１．７ ８８．９ ３１．６ １１９．１ ３２．０ １５９．３ ２８．５

２０ ５０．３ ２９．４ ６３．３ ２９．７ ８２．３ ２９．５ １１０．２ ３０．１ １４７．４ ２６．０

２２ ４６．４ ２７．３ ５８．２ ２７．７ ７５．７ ２７．５ １０１．３ ２７．９ １３５．５ ２３．５

２４ ４２．４ ２５．４ ５３．２ ２５．７ ６９．１ ２５．６ ９２．４ ２５．８ １２３．６ ２１．６

５０

１６ ６９．０ ３８．９ ８６．９ ３９．３ １１３．２ ３９．５ １５２．３ ３９．６ ２０４．６ ３６．２

１８ ６５．０ ３７．０ ８１．８ ３７．３ １０６．６ ３７．４ １４３．２ ３７．９ １９２．６ ３３．２

２０ ６１．０ ３５．０ ７６．７ ３５．３ ９９．９ ３５．４ １３４．２ ３５．９ １８０．２ ３２．０

２２ ５６．９ ３３．２ ７１．６ ３３．４ ９３．３ ３３．４ １２５．２ ３３．８ １６８．２ ２９．３

２４ ５３．０ ３１．１ ６６．６ ３１．４ ８６．６ ３１．５ １１６．２ ３１．８ １５６．０ ２７．２

２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７９．８ ４４．５ １００．６ ４４．９ １３１．２ ４５．２ １７６．９ ４５．５ ２３８．１ ４５．１

１８ ７５．８ ４２．７ ９５．５ ４３．０ １２４．５ ４３．２ １６７．８ ４３．６ ２２６．６ ３８．１

２０ ７１．７ ４０．７ ９０．３ ４１．０ １１７．９ ４１．０ １５８．６ ４１．８ ２１４．０ ３６．８

２２ ６７．７ ３８．７ ８５．２ ３９．１ １１１．２ ３９．２ １４９．６ ３９．７ ２０１．７ ３４．５

２４ ６３．７ ３６．９ ８０．１ ３７．１ １０４．５ ３７．１ １４０．５ ３７．５ １８９．６ ３１．７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发泡水泥绝热

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厚度４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表犅２２－２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塑料类材料热阻Ｒ＝０．０７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５．６ １９．０ ４３．３ １８．６ ５３．１ １９．２ ６５．９ １９．５ ７９．８ ２０．５

１８ ３２．０ １７．０ ３８．８ １６．７ ４７．７ １７．０ ５９．０ １７．５ ７１．４ １８．２

２０ ２８．５ １４．６ ３４．４ １４．７ ４２．１ １５．０ ５２．１ １５．４ ６２．９ １６．２

２２ ２４．８ １３．０ ２９．９ １２．７ ３６．７ １２．８ ４５．２ １３．３ ５４．６ １３．９

２４ ２１．２ １０．７ ２５．５ １０．７ ３１．２ １０．８ ３８．４ １１．２ ４６．２ １１．８

４０

１６ ４５．０ ２６．３ ５５．１ ２３．６ ６７．９ ２４．３ ８４．４ ２４．７ １０２．５ ２６．０

１８ ４１．７ ２２．２ ５０．６ ２１．７ ６２．３ ２２．０ ７７．３ ２２．７ ９３．９ ２３．９

２０ ３８．０ ２０．０ ４６．１ １９．７ ５６．７ ２０．３ ７０．４ ２０．６ ８５．３ ２１．７

２２ ３４．４ １７．８ ４１．７ １７．７ ５１．２ １８．０ ６３．４ １８．５ ７６．８ １９．６

２４ ３０．８ １５．６ ３７．２ １５．７ ４５．６ １６．０ ５６．４ １６．６ ６８．３ １７．３

３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５４．６ ３２．４ ６７．２ ２８．７ ８２．８ ２９．４ １０３．１ ３０．１ １２５．６ ３１．７

１８ ５０．５ ３１．８ ６２．６ ２６．７ ７７．２ ２７．２ ９６．０ ２８．１ １１６．９ ２９．５

２０ ４７．１ ２８．７ ５８．１ ２４．８ ７１．５ ２５．４ ８９．０ ２６．０ １０８．２ ２７．３

２２ ４４．０ ２４．４ ５３．６ ２２．８ ６５．９ ２３．５ ８１．９ ２３．９ ９９．６ ２５．２

２４ ３９．６ ２５．２ ４９．１ ２０．８ ６０．４ ２１．１ ７４．９ ２１．９ ９０．９ ２３．０

５０

１６ ６４．２ ３９．２ ７９．３ ３３．７ ９８．０ ３４．４ １２２．１ ３５．５ １４９．１ ３７．３

１８ ６０．７ ３６．２ ７４．８ ３１．８ ９２．３ ３２．６ １１５．０ ３３．３ １４０．４ ３５．１

２０ ５７．０ ３４．０ ７０．２ ２９．９ ８６．６ ３０．６ １０７．９ ３１．５ １３１．６ ３３．０

２２ ５３．１ ３２．７ ６５．７ ２７．９ ８０．９ ２８．６ １００．８ ２９．２ １２２．９ ３０．８

２４ ４９．６ ２９．８ ６１．１ ２５．９ ７５．３ ２６．６ ９３．７ ２７．３ １１４．１ ２８．６

５５

１６ ７４．２ ４４．５ ９１．６ ３８．９ １１３．２ ３９．９ １４１．４ ４０．８ １７３．０ ４３．０

１８ ７０．４ ４２．８ ８７．１ ３６．９ １０７．５ ３７．７ １３４．３ ３８．７ １６４．１ ４０．９

２０ ６６．６ ４０．９ ８２．５ ３５．０ １０１．９ ３５．７ １２７．１ ３６．８ １５５．３ ３８．７

２２ ６３．０ ３８．６ ７７．９ ３３．０ ９６．１ ３４．０ １１９．９ ３４．６ １４６．５ ３６．７

２４ ５９．０ ３７．４ ７３．３ ３１．１ ９０．４ ３１．８ １１２．８ ３２．６ １３７．７ ３４．４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发泡水泥绝热

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厚度４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表犅２２－３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为木地板热阻Ｒ＝０．１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５．５ １８．８ ４２．３ １８．７ ５０．８ １９．２ ６１．０ １９．９ ７１．７ ２０．９

１８ ３１．９ １６．６ ３７．９ １６．７ ４５．５ １７．２ ５４．６ １７．８ ６４．１ １８．７

２０ ２８．３ １４．８ ３３．６ １４．７ ４０．２ １５．２ ４８．３ １５．６ ５６．６ １６．５

４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２２ ２４．７ １２．６ ２９．３ １２．７ ３５．０ １３．２ ４１．９ １３．５ ４９．１ １４．２

２４ ２１．１ １０．９ ２５．０ １０．７ ２９．８ １１．０ ３５．６ １１．４ ４１．７ １２．０

４０

１６ ４５．２ ２３．７ ５３．８ ２３．８ ６４．８ ２４．４ ７８．０ ２５．２ ９１．８ ２６．６

１８ ４１．５ ２１．７ ４９．５ ２１．８ ５９．５ ２２．３ ７１．６ ２３．０ ８４．２ ２４．４

２０ ３７．８ ２０．０ ４５．１ １９．８ ５４．１ ２０．４ ６５．１ ２１．１ ７６．５ ２２．１

２２ ３４．３ １７．６ ４０．７ １７．８ ４８．８ １８．４ ５８．７ １９．０ ６８．９ １９．９

２４ ３０．６ １５．９ ３６．３ １５．８ ４３．５ １６．３ ５２．３ １６．８ ６１．３ １７．８

４５

１６ ５５．０ ２８．５ ６５．６ ２８．９ ７８．９ ２９．６ ９５．２ ３０．７ １１２．３ ３２．３

１８ ５１．３ ２６．９ ６１．１ ２６．９ ７３．５ ２７．８ ８８．７ ２８．６ １０４．６ ３０．１

２０ ４７．７ ２４．５ ５６．７ ２４．９ ６８．２ ２５．７ ８２．２ ２６．４ ９６．９ ２７．９

２２ ４３．９ ２２．８ ５２．３ ２３．０ ６２．９ ２３．４ ７５．７ ２４．４ ８９．２ ２５．７

２４ ４０．３ ２０．６ ４７．９ ２０．９ ５７．５ ２１．４ ６９．２ ２２．２ ８１．５ ２３．４

５０

１６ ６４．８ ３４．０ ７７．４ ３４．０ ９３．３ ３４．８ １１２．７ ３６．１ １３３．２ ３８．２

１８ ６１．２ ３１．７ ７３．０ ３２．０ ８７．９ ３３．０ １０６．２ ３４．０ １２５．４ ３６．０

２０ ５７．５ ２９．７ ６８．５ ３０．０ ８２．５ ３０．８ ９９．６ ３２．０ １１７．６ ３３．８

２２ ５３．７ ２８．１ ６４．１ ２８．１ ７７．１ ２８．８ ９３．０ ２９．９ １０９．８ ３１．５

２４ ５０．１ ２５．６ ５９．６ ２６．１ ７１．７ ２６．８ ８６．５ ２７．７ １０２．０ ２９．３

５５

１６ ７４．８ ３９．１ ８９．４ ３９．１ １０７．８ ４０．２ １３０．４ ４１．５ １５４．３ ４３．９

１８ ７１．２ ３６．８ ８４．９ ３７．２ １０２．３ ３８．２ １２３．８ ３９．５ １４６．４ ４１．８

２０ ６７．５ ３４．７ ８０．４ ３５．２ ９７．０ ３６．１ １１７．２ ３７．４ １３８．６ ３９．６

２２ ６３．８ ３２．７ ７５．９ ３３．２ ９１．５ ３４．３ １１０．６ ３５．２ １３０．８ ３７．３

２４ ６０．０ ３１．０ ７１．５ ３１．２ ８６．１ ３２．２ １０４．０ ３３．２ １２２．９ ３５．１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发泡水泥绝热

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厚度４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５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犅２２－４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面层铺厚地毯热阻Ｒ＝０．１５ （ｍ２·Ｋ／Ｗ））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３．８ １８．７ ３９．１ １９．１ ４５．４ １９．６ ５２．５ ２０．５ ５９．４ ２１．６

１８ ３０．３ １６．８ ３５．１ １７．１ ４０．７ １７．６ ４７．０ １８．３ ５３．２ １９．３

２０ ２６．９ １４．８ ３１．１ １５．０ ３６．０ １５．５ ４１．６ １６．２ ４７．０ １７．０

２２ ２３．４ １２．９ ２７．１ １３．０ ３１．３ １３．４ ３６．２ １４．０ ４０．８ １４．７

２４ ２０．０ １０．７ ２３．１ １０．９ ２６．７ １１．３ ３０．７ １１．７ ３４．７ １２．４

４０

１６ ４２．９ ２３．７ ４９．７ ２４．２ ５７．８ ２５．０ ６７．０ ２６．０ ７５．９ ２７．５

１８ ３９．４ ２１．９ ４５．７ ２２．２ ５３．１ ２２．９ ６１．４ ２３．９ ６９．６ ２５．３

２０ ３５．９ １９．９ ４１．６ ２０．２ ４８．３ ２０．９ ５５．９ ２１．７ ６３．３ ２２．９

２２ ３２．４ １７．９ ３７．６ １８．２ ４３．６ １８．８ ５０．４ １９．５ ５７．１ ２０．７

２４ ２９．０ １６．０ ３３．５ １６．１ ３８．９ １６．７ ４４．９ １７．３ ５０．８ １８．３

４５

１６ ５２．１ ２９．０ ６０．５ ２９．４ ７０．４ ３０．４ ８１．６ ３１．７ ９２．６ ３３．４

１８ ４８．６ ２７．１ ５６．４ ２７．４ ６５．６ ２８．３ ７６．０ ２９．５ ８６．３ ３１．２

２０ ４５．１ ２５．１ ５２．３ ２５．４ ６０．８ ２６．３ ７０．５ ２７．３ ８０．０ ２８．９

２２ ４１．６ ２３．１ ４８．２ ２３．４ ５６．１ ２４．２ ６４．９ ２５．１ ７３．６ ２６．６

２４ ３８．２ ２０．９ ４４．２ ２１．４ ５１．３ ２２．１ ５９．４ ２２．９ ６７．３ ２４．３

５０

１６ ６１．４ ３４．０ ７１．３ ３４．６ ８３．１ ３５．８ ９６．４ ３７．２ １０９．６ ３９．３

１８ ５７．９ ３２．０ ６７．２ ３２．６ ７８．３ ３３．７ ９０．８ ３５．２ １０３．２ ３７．１

２０ ５４．４ ３０．０ ６３．１ ３０．７ ７３．５ ３１．６ ８５．２ ３２．９ ９６．８ ３４．９

２２ ５０．９ ２８．１ ５９．０ ２８．６ ６８．７ ２９．６ ７９．６ ３０．８ ９０．４ ３２．６

２４ ４７．４ ２６．１ ５４．９ ２６．６ ６３．９ ２７．６ ７４．１ ２８．６ ８４．１ ３０．３

６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７０．９ ３９．０ ８２．２ ３９．９ ９５．９ ４１．１ １１１．４ ４２．９ １２６．７ ４５．４

１８ ６７．３ ３７．１ ７８．１ ３７．９ ９１．１ ３９．１ １０５．７ ４０．８ １２０．３ ４３．１

２０ ６３．８ ３５．３ ７４．０ ３５．９ ８６．２ ３７．２ １００．１ ３８．７ １１３．９ ４０．８

２２ ６０．３ ３３．３ ６９．９ ３３．９ ８１．４ ３５．０ ９４．５ ３６．５ １０７．５ ３８．６

２４ ５６．７ ３１．３ ６５．８ ３１．９ ７６．６ ３３．０ ８８．９ ３４．３ １０１．１ ３６．３

　　注：计算条件：加热管公称外径为２０ｍｍ，填充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发泡水泥绝热

层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厚度４０ｍｍ，供回水温差为１０℃。

７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附录犆　预制沟槽保温板热水供暖地面

单位面积散热量

犆１　ＰＥ－Ｘ管供暖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

犆１１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３８Ｗ／ （ｍ·Ｋ）的ＰＥ－Ｘ管，面

层为地砖或石材 （热阻Ｒ＝０．０２ （ｍ２·Ｋ／Ｗ））和３０ｍｍ厚水泥

砂浆找平层 （导热系数为０．９３Ｗ／ （ｍ·Ｋ））时，单位地面面积

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Ｃ．１．１－１～Ｃ．１．１－３取

值。

表犆１１－１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地砖石材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２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４．８ ９．７ ４０．３ １１．１ ４６．７ １３．２ ５６．４ １６．２ ７１．４ ２０．８

１８ ３１．２ ８．７ ３６．１ １０．０ ４１．９ １２．０ ５０．４ １４．６ ６３．８ １８．８

２０ ２７．６ ７．８ ３１．９ ８．９ ３７．０ １０．７ ４４．６ １３．１ ５６．３ １６．７

２２ ２３．９ ６．９ ２７．７ ７．９ ３２．１ ９．４ ３８．７ １１．５ ４８．８ １４．７

２４ ２０．３ ５．９ ２３．５ ６．８ ２７．２ ８．１ ３２．８ ９．９ ４１．３ １２．７

４０

１６ ４４．２ １２．０ ５１．３ １３．８ ５９．６ １６．５ ７２．３ ２０．３ ９１．５ ２６．２

１８ ４０．６ １１．１ ４７．１ １２．７ ５４．７ １５．３ ６６．４ １８．７ ８４．０ ２４．２

２０ ３６．９ １０．２ ４２．９ １１．７ ４９．８ １４．０ ６０．５ １７．１ ７６．５ ２２．１

２２ ３３．３ ９．３ ３８．６ １０．６ ４４．９ １２．７ ５４．７ １５．５ ６９．１ ２０．１

２４ ２９．６ ８．３ ３４．４ ９．６ ４０．０ １１．５ ４８．９ １３．９ ６１．７ １８．１

８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５３．７ １４．４ ６２．３ １６．６ ７２．５ １９．８ ８８．１ ２４．４ １１２．２ ３１．４

１８ ５０．０ １３．５ ５８．０ １５．５ ６７．６ １８．６ ８２．３ ２２．８ １０４．６ ２９．４

２０ ４６．３ １２．６ ５３．８ １４．５ ６２．６ １７．３ ７６．４ ２１．２ ９７．０ ２７．５

２２ ４２．７ １１．７ ４９．６ １３．４ ５７．７ １６．１ ７０．６ １９．５ ８９．５ ２５．５

２４ ３９．０ １０．７ ４５．３ １２．４ ５２．８ １４．８ ６４．９ １７．９ ８２．０ ２３．５

５０

１６ ６３．１ １６．８ ７３．２ １９．３ ８５．４ ２３．１ １０４．０ ２８．５ １３２．８ ３６．９

１８ ５９．４ １５．９ ６８．９ １８．３ ８０．５ ２１．９ ９８．２ ２６．９ １２５．１ ３４．９

２０ ５５．７ １５．０ ６４．７ １７．３ ７５．５ ２０．７ ９２．４ ２５．２ １１７．４ ３２．９

２２ ５２．１ １４．１ ６０．４ １６．２ ７０．６ １９．４ ８６．６ ２３．６ １０９．８ ３０．９

２４ ４８．４ １３．２ ５６．２ １５．２ ６５．６ １８．２ ８０．９ ２１．９ １０２．３ ２８．９

５５

１６ ７２．５ １９．２ ８４．２ ２２．１ ９８．３ ２６．５ １１９．９ ３２．６ １５３．８ ４２．３

１８ ６８．７ １８．３ ７９．９ ２１．１ ９３．３ ２５．３ １１４．２ ３１．０ １４６．０ ４０．３

２０ ６５．０ １７．４ ７５．６ ２０．１ ８８．４ ２４．０ １０８．４ ２９．３ １３８．１ ３８．３

２２ ６１．４ １６．５ ７１．４ １９．０ ８３．４ ２２．８ １０２．７ ２７．６ １３０．３ ３６．３

２４ ５７．７ １５．６ ６７．１ １８．０ ７８．４ ２１．５ ９６．９ ２５．９ １２２．５ ３４．４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

表犆１１－２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地砖石材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６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７．３ ９．３ ４２．５ １０．６ ５０．１ １２．６ ５９．６ １５．５ ７４．９ １９．８

１８ ３３．４ ８．４ ３８．１ ９．６ ４４．９ １１．４ ５３．３ １４．０ ６７．０ １７．９

２０ ２９．５ ７．５ ３３．７ ８．５ ３９．７ １０．２ ４７．０ １２．５ ５９．１ １５．９

９８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２２ ２５．６ ６．６ ２９．２ ７．５ ３４．５ ８．９ ４０．８ １１．０ ５１．２ １４．０

２４ ２１．７ ５．７ ２４．８ ６．５ ２９．２ ７．７ ３４．７ ９．４ ４３．４ １２．０

４０

１６ ４７．３ １１．５ ５４．１ １３．２ ６３．９ １５．８ ７６．４ １９．４ ９６．５ ２５．０

１８ ４３．４ １０．６ ４９．６ １２．２ ５８．６ １４．５ ７０．０ １７．９ ８８．６ ２３．０

２０ ３９．５ ９．８ ４５．２ １１．２ ５３．４ １３．３ ６３．７ １６．４ ８０．６ ２１．１

２２ ３５．６ ８．９ ４０．８ １０．２ ４８．２ １２．１ ５７．５ １４．９ ７２．７ １９．１

２４ ３１．７ ８．０ ３６．３ ９．２ ４３．０ １０．９ ５１．３ １３．４ ６４．７ １７．２

４５

１６ ５７．４ １３．８ ６５．７ １５．９ ７７．８ １８．９ ９３．２ ２３．４ １１８．２ ３０．１

１８ ５３．５ １２．９ ６１．２ １４．９ ７２．５ １７．７ ８６．８ ２１．９ １１０．１ ２８．２

２０ ４９．６ １２．１ ５６．７ １３．９ ６７．３ １６．５ ８０．５ ２０．４ １０２．１ ２６．２

２２ ４５．７ １１．２ ５２．３ １２．８ ６２．０ １５．３ ７４．２ １８．９ ９４．０ ２４．３

２４ ４１．７ １０．３ ４７．９ １１．８ ５６．７ １４．１ ６７．９ １７．４ ８６．０ ２２．４

５０

１６ ６７．５ １６．１ ７７．３ １８．５ ９１．７ ２２．１ １１０．０ ２７．３ １３９．８ ３５．３

１８ ６３．６ １５．２ ７２．８ １７．５ ８６．３ ２０．９ １０３．６ ２５．８ １３１．６ ３３．３

２０ ５９．６ １４．４ ６８．３ １６．５ ８１．０ １９．７ ９７．２ ２４．４ １２３．５ ３１．４

２２ ５５．７ １３．５ ６３．８ １５．５ ７５．７ １８．５ ９０．８ ２２．９ １１５．４ ２９．５

２４ ５１．８ １２．６ ５９．４ １４．５ ７０．５ １７．３ ８４．５ ２１．４ １０７．４ ２７．６

５５

１６ ７７．６ １８．４ ８８．９ ２１．２ １０５．６ ２５．３ １２６．８ ３１．３ １６１．５ ４０．４

１８ ７３．６ １７．６ ８４．３ ２０．２ １００．２ ２４．１ １２０．３ ２９．８ １５３．２ ３８．５

２０ ６９．７ １６．７ ７９．８ １９．２ ９４．８ ２２．９ １１３．９ ２８．３ １４５．０ ３６．６

２２ ６５．７ １５．８ ７５．３ １８．２ ８９．５ ２１．７ １０７．５ ２６．８ １３６．８ ３４．７

２４ ６１．８ １５．０ ７０．９ １７．２ ８４．２ ２０．６ １０１．１ ２５．４ １２８．６ ３２．８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５ｍｍ。

０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犆１１－３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地砖石材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２０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４０．６ ９．４ ４５．６ １１．２ ５４．３ １３．２ ６４．９ １５．６ ７９．１ ２０．１

１８ ３６．４ ８．５ ４０．９ １０．１ ４８．７ １１．９ ５８．１ １４．１ ７０．９ １８．１

２０ ３２．２ ７．６ ３６．１ ９．０ ４３．１ １０．６ ５１．３ １２．５ ６２．７ １６．０

２２ ２８．０ ６．７ ３１．４ ７．９ ３７．４ ９．３ ４４．５ １１．０ ５４．５ １４．０

２４ ２３．８ ５．７ ２６．７ ６．８ ３１．７ ８．０ ３７．８ ９．５ ４６．４ １２．０

４０

１６ ５１．７ １１．７ ５８．１ １４．０ ６９．５ １６．５ ８３．４ １９．６ １０２．７ ２５．２

１８ ４７．４ １０．８ ５３．３ １２．９ ６３．８ １５．２ ７６．５ １８．０ ９４．３ ２３．２

２０ ４３．２ ９．９ ４８．６ １１．８ ５８．１ １４．０ ６９．６ １６．５ ８６．０ ２１．２

２２ ３８．９ ９．０ ４３．８ １０．７ ５２．４ １２．７ ６２．８ １５．０ ７７．６ １９．２

２４ ３４．７ ８．１ ３９．０ ９．６ ４６．７ １１．４ ５６．０ １３．５ ６９．３ １７．２

４５

１６ ６２．７ １４．０ ７０．５ １６．８ ８４．６ １９．８ １０１．８ ２３．５ １２６．２ ３０．３

１８ ５８．４ １３．１ ６５．７ １５．７ ７８．８ １８．６ ９４．８ ２２．０ １１７．７ ２８．３

２０ ５４．２ １２．２ ６０．９ １４．６ ７３．１ １７．３ ８７．９ ２０．５ １０９．２ ２６．３

２２ ４９．９ １１．３ ５６．２ １３．６ ６７．４ １６．０ ８１．０ １９．０ １００．７ ２４．３

２４ ４５．７ １０．５ ５１．４ １２．５ ６１．７ １４．７ ７４．１ １７．５ ９２．２ ２２．４

５０

１６ ７３．７ １６．３ ８３．０ １９．６ ９９．７ ２３．２ １２０．２ ２７．５ １４９．８ ３５．４

１８ ６９．４ １５．５ ７８．２ １８．５ ９３．９ ２１．９ １１３．２ ２６．０ １４１．１ ３３．４

２０ ６５．１ １４．６ ７３．４ １７．５ ８８．１ ２０．６ １０６．２ ２４．５ １３２．４ ３１．５

２２ ６０．８ １３．７ ６８．６ １６．４ ８２．３ １９．４ ９９．２ ２３．０ １２３．７ ２９．５

２４ ５６．６ １２．８ ６３．８ １５．３ ７６．６ １８．１ ９２．３ ２１．５ １１５．１ ２７．６

１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８４．８ １８．７ ９５．５ ２２．４ １１４．９ ２６．５ １３８．６ ３１．５ １７３．４ ４０．５

１８ ８０．４ １７．８ ９０．６ ２１．４ １０９．０ ２５．３ １３１．５ ３０．０ １６４．５ ３８．６

２０ ７６．１ １６．９ ８５．８ ２０．３ １０３．２ ２４．０ １２４．５ ２８．５ １５５．７ ３６．７

２２ ７１．８ １６．１ ８０．９ １９．２ ９７．４ ２２．８ １１７．５ ２７．０ １４６．８ ３４．７

２４ ６７．６ １５．２ ７６．２ １８．２ ９１．６ ２１．５ １１０．５ ２５．６ １３８．０ ３２．８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３０ｍｍ。

犆１２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３８Ｗ／ （ｍ·Ｋ）的ＰＥ－Ｘ管，面

层为塑料类材料 （热阻Ｒ＝０．０７５ （ｍ２·Ｋ／Ｗ））和３０ｍｍ厚水

泥砂浆找平层 （导热系数为０．９３Ｗ／ （ｍ·Ｋ））时，单位地面面

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Ｃ．１．２－１～Ｃ．１．２

－３取值。

表犆１２－１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塑料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２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２６．４ １０．７ ３１．０ １２．４ ３７．０ １４．６ ５０．１ １８．８ ５７．１ ２２．２

１８ ２３．７ ９．６ ２７．８ １１．２ ３３．２ １３．２ ４５．０ １６．８ ５１．１ ２０．１

２０ ２０．９ ８．６ ２４．６ １０．０ ２９．３ １１．７ ４０．０ １４．８ ４５．１ １７．９

２２ １８．２ ７．６ ２１．４ ８．８ ２５．５ １０．３ ３４．９ １２．９ ３９．１ １５．７

２４ １５．４ ６．６ １８．１ ７．６ ２１．６ ８．９ ２９．８ １０．９ ３３．２ １３．５

２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０

１６ ３３．６ １３．２ ３９．５ １５．４ ４７．２ １８．３ ７０．６ ２３．０ ７６．２ ２８．５

１８ ３０．９ １２．２ ３６．２ １４．３ ４３．３ １６．９ ６３．３ ２１．１ ７０．０ ２６．３

２０ ２８．１ １１．２ ３３．０ １３．１ ３９．５ １５．５ ５６．０ １９．２ ６３．９ ２４．１

２２ ２５．４ １０．２ ２９．８ １１．９ ３５．６ １４．１ ４８．７ １７．２ ５７．８ ２１．９

２４ ２２．６ ９．２ ２６．６ １０．７ ３１．７ １２．７ ４１．５ １５．３ ５１．７ １９．７

４５

１６ ４０．９ １５．８ ４８．０ １８．５ ５７．４ ２２．０ ８２．１ ２７．３ ９５．２ ３４．７

１８ ３８．１ １４．８ ４４．７ １７．４ ５３．５ ２０．６ ７４．８ ２５．４ ８９．０ ３２．５

２０ ３５．３ １３．９ ４１．５ １６．２ ４９．６ １９．２ ６７．６ ２３．５ ８２．８ ３０．３

２２ ３２．５ １２．９ ３８．２ １５．０ ４５．７ １７．８ ６０．４ ２１．５ ７６．６ ２８．０

２４ ２９．７ １１．９ ３５．０ １３．９ ４１．８ １６．４ ５３．２ １９．６ ７０．３ ２５．８

５０

１６ ４８．２ １８．４ ５６．５ ２１．６ ６７．６ ２５．７ ９３．６ ３１．６ １１４．３ ４１．０

１８ ４５．４ １７．５ ５３．２ ２０．５ ６３．６ ２４．３ ８６．４ ２９．７ １０７．９ ３８．７

２０ ４２．５ １６．５ ４９．９ １９．３ ５９．７ ２２．９ ７９．２ ２７．８ １０１．６ ３６．５

２２ ３９．７ １５．６ ４６．７ １８．２ ５５．８ ２１．５ ７２．０ ２５．９ ９５．２ ３４．２

２４ ３６．９ １４．６ ４３．４ １７．０ ５１．９ ２０．２ ６４．９ ２４．０ ８８．９ ３１．９

５５

１６ ５５．４ ２１．１ ６５．０ ２４．７ ７７．７ ２９．４ ９６．１ ３５．９ １３３．３ ４７．２

１８ ５２．６ ２０．１ ６１．７ ２３．６ ７３．８ ２８．０ ９１．２ ３４．０ １２６．８ ４４．９

２０ ４９．８ １９．２ ５８．５ ２２．４ ６９．８ ２６．７ ８６．３ ３２．１ １２０．４ ４２．７

２２ ４６．９ １８．３ ５５．２ ２１．３ ６５．９ ２５．３ ８１．４ ３０．２ １１４．０ ４０．４

２４ ４４．１ １７．３ ５１．９ ２０．２ ６２．０ ２３．９ ７６．７ ２８．４ １０７．６ ３８．１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０ｍｍ。

３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犆１２－２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塑料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６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２８．１ １０．１ ３３．０ １１．８ ３９．３ １３．９ ４８．１ １６．８ ５９．５ ２１．０

１８ ２５．２ ９．１ ２９．６ １０．６ ３５．２ １２．５ ４３．１ １５．１ ５３．３ １８．９

２０ ２２．３ ８．２ ２６．２ ９．５ ３１．１ １１．２ ３８．１ １３．５ ４７．１ １６．９

２２ １９．４ ７．２ ２２．８ ８．３ ２７．１ ９．８ ３３．１ １１．８ ４０．９ １４．８

２４ １６．５ ６．２ １９．４ ７．２ ２３．０ ８．５ ２８．１ １０．２ ３４．６ １２．７

４０

１６ ３５．８ １２．６ ４２．０ １４．７ ５０．１ １７．４ ６１．６ ２１．１ ７６．４ ２６．５

１８ ３２．８ １１．７ ３８．６ １３．６ ４６．０ １６．１ ５６．５ １９．４ ７０．１ ２４．４

２０ ２９．９ １０．７ ３５．２ １２．５ ４１．９ １４．７ ５１．４ １７．８ ６３．８ ２２．４

２２ ２７．０ ９．７ ３１．８ １１．３ ３７．８ １３．４ ４６．４ １６．２ ５７．５ ２０．３

２４ ２４．０ ８．８ ２８．３ １０．２ ３３．７ １２．０ ４１．３ １４．６ ５１．３ １８．２

４５

１６ ４３．４ １５．１ ５１．１ １７．７ ６１．０ ２１．０ ７５．０ ２５．４ ９３．２ ３２．０

１８ ４０．５ １４．２ ４７．６ １６．６ ５６．９ １９．６ ６９．９ ２３．８ ８６．９ ２９．９

２０ ３７．５ １３．３ ４４．２ １５．４ ５２．７ １８．３ ６４．８ ２２．２ ８０．６ ２７．９

２２ ３４．６ １２．３ ４０．７ １４．３ ４８．６ １７．０ ５９．７ ２０．５ ７４．２ ２５．８

２４ ３１．６ １１．４ ３７．３ １３．２ ４４．５ １５．６ ５４．６ １８．９ ６７．９ ２３．８

５０

１６ ５１．１ １７．７ ６０．１ ２０．７ ７１．８ ２４．５ ８８．４ ２９．７ １１０．１ ３７．４

１８ ４８．１ １６．７ ５６．７ １９．５ ６７．７ ２３．２ ８３．３ ２８．１ １０３．７ ３５．４

２０ ４５．２ １５．８ ５３．２ １８．４ ６３．６ ２１．９ ７８．１ ２６．５ ９７．３ ３３．４

２２ ４２．２ １４．９ ４９．７ １７．３ ５９．４ ２０．５ ７３．０ ２４．９ ９０．９ ３１．３

２４ ３９．２ １３．９ ４６．３ １６．２ ５５．３ １９．２ ６７．８ ２３．３ ８４．５ ２９．３

４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５８．８ ２０．２ ６９．２ ２３．６ ８２．７ ２８．１ １０１．９ ３４．０ １２６．９ ４２．９

１８ ５５．８ １９．３ ６５．７ ２２．５ ７８．５ ２６．７ ９６．７ ３２．４ １２０．５ ４０．９

２０ ５２．８ １８．３ ６２．２ ２１．４ ７４．４ ２５．４ ９１．５ ３０．８ １１４．１ ３８．９

２２ ４９．８ １７．４ ５８．７ ２０．３ ７０．２ ２４．１ ８６．３ ２９．３ １０７．６ ３６．８

２４ ４６．８ １６．５ ５５．２ １９．２ ６６．１ ２２．８ ８１．１ ２７．７ １０１．２ ３４．８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５ｍｍ。

表犆１２－３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塑料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２０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０．３ １０．２ ３５．６ １２．２ ４２．５ １４．４ ５１．４ １６．６ ６２．８ ２０．８

１８ ２７．２ ９．２ ３１．９ １１．０ ３８．１ １３．０ ４６．１ １５．０ ５６．２ １８．７

２０ ２４．１ ８．２ ２８．２ ９．８ ３３．７ １１．６ ４０．７ １３．３ ４９．６ １６．７

２２ ２１．０ ７．２ ２４．６ ８．６ ２９．３ １０．１ ３５．４ １１．７ ４３．１ １４．６

２４ １７．９ ６．３ ２０．９ ７．４ ２４．９ ８．７ ３０．０ １０．１ ３６．５ １２．６

４０

１６ ３８．６ １２．８ ４５．３ １５．２ ５４．３ １８．０ ６５．８ ２０．９ ８０．７ ２６．２

１８ ３５．５ １１．８ ４１．６ １４．１ ４９．８ １６．６ ６０．３ １９．３ ７４．０ ２４．２

２０ ３２．３ １０．８ ３７．９ １２．９ ４５．４ １５．２ ５４．９ １７．６ ６７．４ ２２．１

２２ ２９．２ ９．８ ３４．３ １１．７ ４１．０ １３．８ ４９．６ １６．０ ６０．８ ２０．１

２４ ２６．１ ８．８ ３０．６ １０．５ ３６．５ １２．４ ４４．３ １４．４ ５４．２ １８．０

５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４６．９ １５．３ ５５．１ １８．３ ６６．０ ２１．７ ８０．２ ２５．２ ９８．５ ３１．７

１８ ４３．７ １４．４ ５１．４ １７．２ ６１．６ ２０．３ ７４．７ ２３．６ ９１．８ ２９．６

２０ ４０．６ １３．４ ４７．７ １６．０ ５７．１ １８．９ ６９．２ ２２．０ ８５．１ ２７．６

２２ ３７．４ １２．４ ４４．０ １４．８ ５２．６ １７．５ ６３．８ ２０．３ ７８．４ ２５．５

２４ ３４．３ １１．４ ４０．３ １３．６ ４８．２ １６．１ ５８．５ １８．７ ７１．８ ２３．５

５０

１６ ５５．２ １７．９ ６４．９ ２１．４ ７７．８ ２５．４ ９４．５ ２９．５ １１６．４ ３７．１

１８ ５２．０ １７．０ ６１．１ ２０．３ ７３．３ ２４．０ ８９．０ ２７．９ １０９．６ ３５．１

２０ ４８．８ １６．０ ５７．４ １９．１ ６８．８ ２２．６ ８３．６ ２６．３ １０２．９ ３３．０

２２ ４５．７ １５．０ ５３．７ １７．９ ６４．３ ２１．２ ７８．１ ２４．６ ９６．１ ３１．０

２４ ４２．５ １４．０ ５０．０ １６．７ ５９．８ １９．８ ７２．７ ２３．０ ８９．５ ２９．０

５５

１６ ６３．４ ２０．５ ７４．７ ２４．５ ８９．６ ２９．０ １０８．９ ３３．８ １３４．３ ４２．５

１８ ６０．３ １９．６ ７０．９ ２３．４ ８５．０ ２７．７ １０３．３ ３２．２ １２７．５ ４０．５

２０ ５７．１ １８．６ ６７．１ ２２．２ ８０．５ ２６．３ ９７．８ ３０．６ １２０．７ ３８．５

２２ ５３．９ １７．６ ６３．４ ２１．０ ７５．９ ２４．９ ９２．３ ２９．０ １１３．９ ３６．５

２４ ５０．７ １６．７ ５９．７ １９．８ ７１．５ ２３．６ ８６．９ ２７．４ １０７．１ ３４．５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３０ｍｍ。

犆１３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３８Ｗ／ （ｍ·Ｋ）的ＰＥ－Ｘ管，面

层为木地板 （热阻Ｒ＝０．１ （ｍ２·Ｋ／Ｗ））时，单位地面面积的

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Ｃ．１．３－１～Ｃ．１．３－３

取值。

６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犆１３－１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木地板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２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４．６ １１．４ ３９．８ １３．０ ４５．７ １４．９ ５２．９ １７．４ ６１．５ ２０．６

１８ ３１．０ １０．３ ３５．６ １１．７ ４０．９ １３．５ ４７．３ １５．７ ５５．１ １８．６

２０ ２７．４ ９．２ ３１．４ １０．４ ３６．１ １２．０ ４１．８ １４．０ ４８．５ １６．５

２２ ２３．８ ８．１ ２７．３ ９．１ ３１．３ １０．５ ３６．３ １２．３ ４２．１ １４．５

２４ ２０．３ ７．０ ２３．２ ７．９ ２６．６ ９．０ ３０．７ １０．５ ３５．７ １２．４

４０

１６ ４４．２ １４．３ ５０．８ １６．３ ５８．６ １８．７ ６７．６ ２１．８ ７８．８ ２６．０

１８ ４０．５ １３．１ ４６．６ １５．０ ５３．７ １７．３ ６１．９ ２０．２ ７２．３ ２３．９

２０ ３７．０ １２．１ ４２．５ １３．７ ４８．９ １５．８ ５６．４ １８．４ ６５．７ ２１．９

２２ ３３．４ １１．０ ３７．５ １２．４ ４４．１ １４．４ ５０．７ １６．８ ５９．２ １９．９

２４ ２９．８ ９．８ ３２．９ １１．２ ３９．３ １２．９ ４５．２ １５．１ ５２．６ １７．８

４５

１６ ５３．９ １７．１ ６１．９ １９．６ ７１．４ ２２．５ ８２．８ ２６．４ ９６．５ ３１．３

１８ ５０．２ １６．０ ５７．７ １８．３ ６６．６ ２１．１ ７７．２ ２４．７ ８９．８ ２９．４

２０ ４６．５ １５．０ ５３．５ １７．１ ６１．７ １９．７ ７１．２ ２３．０ ８３．２ ２７．４

２２ ４２．９ １３．９ ４９．３ １５．８ ５６．８ １８．３ ６５．５ ２１．３ ７６．６ ２５．４

２４ ３９．２ １２．８ ４２．５ １４．５ ５２．２ １６．８ ５９．９ １９．６ ６９．９ ２３．３

５０

１６ ６３．４ １９．９ ７３．０ ２２．８ ８４．２ ２６．３ ９７．９ ３０．８ １１４．４ ３６．８

１８ ５９．８ １８．９ ６８．７ ２１．３ ７９．３ ２４．９ ９２．２ ２９．２ １０７．７ ３４．８

２０ ５６．０ １７．８ ６４．６ １９．７ ７４．４ ２３．５ ８６．３ ２７．５ １０１．０ ３２．８

２２ ５２．５ １６．８ ６０．４ １８．０ ６９．６ ２２．１ ８０．６ ２５．８ ９４．３ ３０．８

２４ ４８．７ １５．７ ５２．２ １６．４ ６４．６ ２０．６ ７４．９ ２４．２ ８７．６ ２８．８

７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７３．０ ２２．８ ８４．０ ２６．１ ９７．１ ３０．１ １１３．０ ３５．３ １３２．５ ４２．２

１８ ６９．３ ２１．８ ７９．８ ２４．９ ９２．１ ２８．７ １０７．３ ３３．８ １２５．８ ４０．３

２０ ６５．６ ２０．７ ７５．６ ２３．７ ８７．２ ２７．３ １０１．５ ３２．０ １１９．１ ３８．３

２２ ６１．９ １９．７ ７１．３ ２２．４ ８２．３ ２５．９ ９６．０ ３０．４ １１２．３ ３６．３

２４ ５８．２ １８．１ ６７．１ ２１．１ ７７．３ ２４．４ ９０．０ ２８．７ １０５．５ ３４．３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２０ｍｍ；

加热管上下铝箔导热系数为２７３ｗ／ （ｍ·Ｋ），厚度均为０．１ｍｍ。

表犆１３－２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木地板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６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５．０ １０．４ ４０．２ １１．７ ４６．５ １３．６ ５６．１ １５．９ ６２．１ １９．０

１８ ３１．３ ９．４ ３６．０ １０．６ ４１．７ １２．３ ４７．９ １４．４ ５５．５ １７．１

２０ ２７．８ ８．４ ３１．８ ９．５ ３６．８ １１．０ ４２．３ １２．８ ４９．０ １５．２

２２ ２４．１ ７．３ ２７．７ ８．４ ３１．９ ９．６ ３６．７ １１．２ ４２．５ １３．３

２４ ２０．５ ６．４ ２３．５ ７．１ ２７．１ ８．３ ３１．１ ９．７ ３６．０ １１．４

４０

１６ ４４．６ １３．０ ５１．４ １４．８ ５９．３ １７．１ ６８．５ ２０．０ ８０．０ ２３．９

１８ ４１．０ １２．０ ４７．２ １３．７ ５４．５ １５．７ ６２．７ １８．４ ７３．３ ２２．０

２０ ３７．４ １１．０ ４３．０ １２．５ ４９．５ １４．４ ５７．１ １６．９ ６６．７ ２０．２

２２ ３３．８ １０．０ ３８．８ １１．４ ４４．６ １３．１ ５１．４ １５．３ ６０．２ １８．４

２４ ３０．１ ９．０ ３４．６ １０．２ ３９．８ １１．７ ４５．８ １３．７ ５３．６ １６．４

８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５４．４ １５．６ ６２．６ １７．７ ７２．６ ２０．５ ８３．６ ２４．１ ９７．９ ２８．９

１８ ５０．６ １４．６ ５８．４ １６．６ ６７．７ １９．２ ７７．９ ２２．５ ９１．２ ２７．１

２０ ４７．１ １３．７ ５４．１ １５．５ ６２．７ １７．９ ７２．１ ２１．１ ８４．６ ２５．２

２２ ４３．３ １２．６ ４９．９ １４．４ ５７．９ １６．６ ６６．４ １９．５ ７７．９ ２３．３

２４ ３９．７ １１．７ ４５．７ １３．２ ５２．９ １５．２ ６０．６ １７．９ ７１．２ ２１．４

５０

１６ ６４．０ １８．２ ７３．８ ２０．８ ８５．７ ２４．０ ９８．９ ２８．２ １１５．８ ３３．８

１８ ６０．３ １７．２ ６９．６ １９．７ ８０．７ ２２．７ ９３．１ ２６．７ １０９．０ ３２．０

２０ ５６．６ １６．３ ６５．３ １８．５ ７５．８ ２１．４ ８７．３ ２５．１ １０２．３ ３０．２

２２ ５３．０ １５．３ ６１．０ １７．４ ７０．８ ２０．１ ８１．６ ２３．６ ９５．６ ２８．４

２４ ４９．２ １４．３ ５６．８ １６．２ ６５．９ １８．８ ７５．９ ２２．１ ８８．８ ２６．４

５５

１６ ７３．７ ２０．８ ８５．０ ２３．８ ９８．８ ２７．５ １１４．４ ３２．４ １３３．６ ３８．８

１８ ６９．９ １９．８ ８０．７ ２２．６ ９３．９ ２６．２ １０８．６ ３０．８ １２６．８ ３７．０

２０ ６６．３ １８．９ ７６．４ ２１．５ ８８．８ ２４．９ １０２．７ ２９．３ １２０．１ ３５．１

２２ ６２．６ １７．９ ７２．１ ２０．４ ８３．９ ２３．６ ９７．０ ２７．８ １１３．３ ３３．３

２４ ５８．８ １６．５ ６７．９ １９．２ ７８．８ ２２．３ ９１．２ ２６．２ １０６．４ ３１．４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５ｍｍ；加热管上下铝箔导热系数为２７３ｗ／ （ｍ·Ｋ），厚度均为０．１ｍｍ。

表犆１３－３　ＰＥ－Ｘ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木地板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２０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６．２ １０．０ ４１．５ １１．４ ４７．８ １３．１ ５４．７ １５．４ ６３．３ １８．４

１８ ３２．５ ９．０ ３７．２ １０．３ ４２．８ １１．８ ４９．０ １３．８ ５６．６ １６．６

２０ ２８．７ ８．１ ３２．９ ９．１ ３７．８ １０．５ ４３．２ １２．４ ４９．９ １４．８

９９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２２ ２５．０ ７．０ ２８．６ ８．０ ３２．９ ９．２ ３７．６ １０．８ ４３．３ １３．０

２４ ２１．２ ６．１ ２４．３ ６．９ ２７．９ ７．９ ３１．８ ９．３ ３６．７ １１．１

４０

１６ ４６．０ １２．５ ５３．１ １４．３ ６１．２ １６．５ ６９．９ １９．３ ８１．６ ２３．３

１８ ４２．３ １１．６ ４８．８ １３．２ ５６．２ １５．２ ６４．１ １７．８ ７４．８ ２１．５

２０ ３８．５ １０．６ ４４．５ １２．１ ５１．２ １３．９ ５８．４ １６．４ ６８．１ １９．７

２２ ３４．７ ９．７ ４０．１ １１．０ ４６．２ １２．６ ５２．５ １４．８ ６１．４ １７．８

２４ ３１．０ ８．７ ３５．８ ９．８ ４１．２ １１．３ ４６．８ １３．３ ５４．７ １６．０

４５

１６ ５６．０ １５．１ ６４．７ １７．２ ７４．７ １９．８ ８５．４ ２３．３ ９９．９ ２８．１

１８ ５２．３ １４．２ ６０．４ １６．１ ６９．７ １８．６ ７９．５ ２１．８ ９３．１ ２６．４

２０ ４８．５ １３．１ ５５．９ １５．０ ６４．６ １７．３ ７３．７ ２０．４ ８６．２ ２４．５

２２ ４４．６ １２．２ ５１．６ １３．９ ５９．６ １６．０ ６７．９ １８．８ ７９．４ ２２．７

２４ ４０．８ １１．２ ４７．２ １２．８ ５４．５ １４．７ ６２．０ １７．３ ７２．６ ２０．９

５０

１６ ６６．１ １７．７ ７６．３ ２０．１ ８８．１ ２３．２ １０１．１ ２７．３ １１８．１ ３３．０

１８ ６２．３ １６．７ ７１．９ １９．１ ８３．１ ２１．９ ９５．２ ２５．８ １１１．３ ３１．１

２０ ５８．５ １５．７ ６７．５ １７．９ ７８．０ ２０．６ ８９．３ ２４．４ １０４．４ ２９．３

２２ ５４．６ １４．８ ６３．１ １６．８ ７２．９ １９．４ ８３．４ ２２．８ ９７．５ ２７．６

２４ ５０．８ １３．７ ５８．６ １５．７ ６７．８ １８．１ ７７．５ ２１．３ ９０．７ ２５．８

５５

１６ ７６．３ ２０．２ ８７．９ ２３．０ １０１．６ ２６．５ １１６．９ ３１．３ １３６．３ ３７．８

１８ ７２．５ １９．２ ８３．４ ２１．９ ９６．５ ２５．３ １１１．０ ２９．８ １２９．５ ３６．０

２０ ６８．６ １８．３ ７９．０ ２０．８ ９１．４ ２４．０ １０５．１ ２８．４ １２２．５ ３４．２

２２ ６４．８ １７．３ ７４．６ １９．７ ８６．２ ２２．８ ９９．２ ２６．８ １１５．５ ３２．５

２４ ６０．９ １６．０ ７０．１ １８．６ ８１．０ ２１．５ ９３．３ ２５．３ １０８．７ ３０．６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３０ｍｍ；加热管上下铝箔导热系数为２７３ｗ／ （ｍ·Ｋ），厚度均为０．１ｍｍ。

０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犆２　ＰＢ管供暖地面单位面积散热量

犆２１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２３Ｗ／ （ｍ·Ｋ）的ＰＢ管，面层为地

砖或石材 （热阻Ｒ＝０．０２（ｍ２·Ｋ／Ｗ））和３０ｍｍ厚水泥砂浆找平

层 （导热系数为０．９３Ｗ／ （ｍ·Ｋ））时，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

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Ｃ．２．１－１～Ｃ．２．１－３取值。

表犆２１－１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地砖石材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２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２．０ ９．２ ３７．０ １０．６ ４３．１ １２．７ ５２．８ １５．３ ６６．７ ２０．２

１８ ２８．７ ８．３ ３３．２ ９．６ ３８．６ １１．５ ４７．２ １３．８ ５９．７ １８．２

２０ ２５．３ ７．４ ２９．３ ８．６ ３４．１ １０．２ ４１．６ １２．４ ５２．７ １６．２

２２ ２２．０ ６．５ ２５．５ ７．５ ２９．６ ９．０ ３６．０ １１．０ ４５．７ １４．２

２４ １８．６ ５．６ ２１．６ ６．５ ２５．２ ７．８ ３０．４ ９．５ ３８．７ １２．２

４０

１６ ４０．６ １１．５ ４７．１ １３．２ ５４．９ １５．８ ６７．３ １９．３ ８５．８ ２５．３

１８ ３７．３ １０．６ ４３．２ １２．２ ５０．４ １４．６ ６１．７ １７．８ ７８．７ ２３．４

２０ ３３．９ ９．７ ３９．４ １１．２ ４５．９ １３．４ ５６．１ １６．４ ７１．６ ２１．４

２２ ３０．６ ８．８ ３５．５ １０．２ ４１．４ １２．２ ５０．５ １４．９ ６４．６ １９．５

２４ ２７．２ ７．９ ３１．６ ９．２ ３６．９ １１．０ ４４．９ １３．５ ５７．５ １７．５

４５

１６ ４９．２ １３．７ ５７．２ １５．８ ６６．７ １９．０ ８１．７ ２３．３ １０４．９ ３０．５

１８ ４５．９ １２．９ ５３．３ １４．９ ６２．２ １７．８ ７６．１ ２１．８ ９７．７ ２８．５

２０ ４２．５ １２．０ ４９．４ １３．９ ５７．７ １６．６ ７０．５ ２０．４ ９０．６ ２６．６

２２ ３９．１ １１．１ ４５．５ １２．９ ５３．２ １５．４ ６４．９ １８．９ ８３．４ ２４．７

２４ ３５．８ １０．２ ４１．６ １１．８ ４８．６ １４．２ ５９．３ １７．５ ７６．４ ２２．７

１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０

１６ ５７．９ １６．０ ６７．２ １８．５ ７８．６ ２２．２ ９６．２ ２７．３ １２４．１ ３５．７

１８ ５４．５ １５．１ ６３．３ １７．５ ７４．０ ２１．０ ９０．６ ２５．８ １１６．８ ３３．７

２０ ５１．１ １４．３ ５９．４ １６．５ ６９．４ １９．８ ８５．０ ２４．４ １０９．５ ３１．８

２２ ４７．７ １３．４ ５５．５ １５．５ ６４．９ １８．６ ７９．４ ２２．９ １０２．３ ２９．９

２４ ４４．４ １２．５ ５１．６ １４．５ ６０．４ １７．４ ７３．８ ２１．４ ９５．２ ２８．０

５５

１６ ６６．５ １８．３ ７７．３ ２１．１ ９０．５ ２５．３ １１０．６ ３１．３ １４３．２ ４０．９

１８ ６３．１ １７．５ ７３．４ ２０．１ ８５．９ ２４．１ １０５．０ ２９．８ １３５．９ ３９．０

２０ ５９．７ １６．６ ６９．４ １９．１ ８１．３ ２３．０ ９９．４ ２８．４ １２８．６ ３７．１

２２ ５６．４ １５．８ ６５．５ １８．２ ７６．７ ２１．８ ９３．８ ２６．９ １２１．３ ３５．１

２４ ５３．０ １４．９ ６１．６ １７．２ ７２．１ ２０．６ ８８．２ ２５．５ １１４．０ ３３．２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０ｍｍ。

表犆２１－２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地砖石材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６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４．３ ８．９ ３９．１ １０．２ ４６．２ １２．１ ５５．１ １５．０ ７０．０ １９．３

１８ ３０．７ ８．０ ３５．１ ９．２ ４１．４ １１．０ ４９．４ １３．５ ６２．６ １７．４

２０ ２７．２ ７．２ ３１．０ ８．２ ３６．６ ９．８ ４３．６ １２．１ ５５．３ １５．５

２２ ２３．６ ６．３ ２６．９ ７．２ ３１．８ ８．６ ３７．９ １０．６ ４７．９ １３．６

２４ ２０．０ ５．４ ２２．９ ６．３ ２７．０ ７．４ ３２．２ ９．１ ４０．６ １１．７

２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０

１６ ４３．５ １１．１ ４９．８ １２．７ ５９．０ １５．１ ７０．６ １８．８ ９０．２ ２４．３

１８ ３９．９ １０．２ ４５．７ １１．７ ５４．１ １４．０ ６４．８ １７．３ ８２．７ ２２．４

２０ ３６．４ ９．４ ４１．６ １０．８ ４９．３ １２．８ ５９．０ １５．９ ７５．３ ２０．５

２２ ３２．８ ８．５ ３７．５ ９．８ ４４．４ １１．７ ５３．２ １４．４ ６７．９ １８．６

２４ ２９．２ ７．７ ３３．４ ８．８ ３９．６ １０．５ ４７．５ １３．０ ６０．５ １６．７

４５

１６ ５２．７ １３．３ ６０．４ １５．２ ７１．７ １８．２ ８６．１ ２２．６ １１０．３ ２９．３

１８ ４９．１ １２．４ ５６．３ １４．３ ６６．８ １７．０ ８０．２ ２１．１ １０２．８ ２７．４

２０ ４５．６ １１．６ ５２．２ １３．３ ６２．０ １５．９ ７４．４ １９．７ ９５．３ ２５．５

２２ ４２．０ １０．７ ４８．１ １２．３ ５７．１ １４．７ ６８．５ １８．２ ８７．８ ２３．６

２４ ３８．４ ９．９ ４４．０ １１．４ ５２．２ １３．６ ６２．８ １６．８ ８０．３ ２１．７

５０

１６ ６２．０ １５．５ ７１．０ １７．７ ８４．４ ２１．２ １０１．６ ２６．３ １３０．４ ３４．３

１８ ５８．４ １４．６ ６６．９ １６．８ ７９．５ ２０．１ ９５．７ ２４．９ １２２．８ ３２．４

２０ ５４．８ １３．８ ６２．８ １５．８ ７４．６ １８．９ ８９．８ ２３．５ １１５．２ ３０．５

２２ ５１．２ １３．０ ５８．７ １４．９ ６９．７ １７．８ ８３．９ ２２．１ １０７．６ ２８．６

２４ ４７．６ １２．１ ５４．６ １３．９ ６４．９ １６．６ ７８．１ ２０．６ １００．２ ２６．８

５５

１６ ７１．２ １７．７ ８１．７ ２０．３ ９７．２ ２４．３ １１７．１ ３０．２ １５０．６ ３９．２

１８ ６７．６ １６．９ ７７．５ １９．４ ９２．３ ２３．１ １１１．２ ２８．７ １４２．９ ３７．４

２０ ６４．０ １６．０ ７３．４ １８．４ ８７．４ ２２．０ １０５．３ ２７．３ １３５．３ ３５．５

２２ ６０．３ １５．２ ６９．３ １７．５ ８２．４ ２０．８ ９９．３ ２５．９ １２７．７ ３３．７

２４ ５６．８ １４．４ ６５．２ １６．５ ７７．６ １９．７ ９３．４ ２４．５ １２０．０ ３１．８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５ｍｍ。

３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犆２１－３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地砖石材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２０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７．８ ９．１ ４２．４ １０．９ ５０．６ １２．８ ６０．８ １５．２ ７５．７ １９．４

１８ ３３．９ ８．２ ３８．０ ９．８ ４５．４ １１．６ ５４．５ １３．７ ６７．７ １７．５

２０ ３０．０ ７．３ ３３．６ ８．８ ４０．１ １０．３ ４８．１ １２．２ ５９．７ １５．６

２２ ２６．１ ６．４ ２９．２ ７．７ ３４．９ ９．１ ４１．８ １０．７ ５１．８ １３．７

２４ ２２．１ ５．５ ２４．８ ６．６ ２９．６ ７．８ ３５．４ ９．２ ４３．９ １１．７

４０

１６ ４８．１ １１．３ ５４．０ １３．５ ６４．７ １６．０ ７８．０ １９．１ ９７．６ ２４．５

１８ ４４．１ １０．５ ４９．６ １２．５ ５９．４ １４．８ ７１．５ １７．６ ８９．５ ２２．６

２０ ４０．２ ９．６ ４５．２ １１．５ ５４．１ １３．６ ６５．１ １６．１ ８１．５ ２０．６

２２ ３６．２ ８．７ ４０．８ １０．４ ４８．８ １２．３ ５８．７ １４．６ ７３．５ １８．７

２４ ３２．３ ７．８ ３６．３ ９．３ ４３．５ １１．１ ５２．４ １３．１ ６５．５ １６．８

４５

１６ ５８．３ １３．６ ６５．６ １６．２ ７８．８ １９．２ ９５．１ ２２．９ １１９．４ ２９．５

１８ ５４．３ １２．７ ６１．１ １５．２ ７３．３ １８．０ ８８．７ ２１．５ １１１．３ ２７．６

２０ ５０．４ １１．９ ５６．６ １４．２ ６８．０ １６．８ ８２．２ ２０．０ １０３．２ ２５．７

２２ ４６．４ １１．０ ５２．２ １３．１ ６２．７ １５．６ ７５．８ １８．５ ９５．１ ２３．８

２４ ４２．４ １０．１ ４７．８ １２．１ ５７．４ １４．３ ６９．３ １７．０ ８７．１ ２１．９

５０

１６ ６８．６ １５．８ ７７．２ １８．９ ９２．８ ２２．５ １１２．２ ２６．８ １４１．３ ３４．６

１８ ６４．５ １５．０ ７２．７ １７．９ ８７．４ ２１．３ １０５．７ ２５．４ １３３．１ ３２．７

２０ ６０．５ １４．１ ６８．２ １６．９ ８２．０ ２０．０ ９９．２ ２３．９ １２４．９ ３０．８

２２ ５６．５ １３．３ ６３．７ １５．８ ７６．６ １８．８ ９２．７ ２２．４ １１６．７ ２８．９

２４ ５２．６ １２．４ ５９．３ １４．８ ７１．３ １７．６ ８６．３ ２０．９ １０８．６ ２７．０

４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７８．８ １８．１ ８８．８ ２１．７ １０６．９ ２５．７ １２９．４ ３０．７ １６３．２ ３９．７

１８ ７４．７ １７．２ ８４．２ ２０．７ １０１．４ ２４．５ １２２．８ ２９．２ １５４．９ ３７．８

２０ ７０．７ １６．４ ７９．７ １９．６ ９６．０ ２３．３ １１６．３ ２７．８ １４６．７ ３５．９

２２ ６６．７ １５．６ ７５．２ １８．６ ９０．６ ２２．１ １０９．８ ２６．３ １３８．４ ３４．０

２４ ６２．８ １４．７ ７０．８ １７．６ ８５．２ ２０．９ １０３．３ ２４．８ １３０．１ ３２．１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３０ｍｍ。

犆２２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２３Ｗ／ （ｍ·Ｋ）的ＰＢ管，面层为

塑料材料 （热阻Ｒ＝０．０７５ （ｍ２·Ｋ／Ｗ））和３０ｍｍ厚水泥砂浆

找平层 （导热系数为０．９３Ｗ／ （ｍ·Ｋ））时，单位地面面积的向

上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Ｃ．２．２－１～Ｃ．２．２－３取

值。

表犆２２－１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塑料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２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２４．３ １０．３ ２８．６ １１．８ ３４．４ １４．０ ４２．４ １７．０ ５３．９ ２１．６

１８ ２１．８ ９．３ ２５．７ １０．７ ３０．８ １２．６ ３８．０ １５．４ ４８．３ １９．５

２０ １９．３ ８．３ ２２．７ ９．５ ２７．３ １１．２ ３３．６ １３．７ ４２．７ １７．４

２２ １６．８ ７．３ １９．８ ８．４ ２３．７ ９．９ ２９．２ １２．０ ３７．０ １５．２

２４ １４．３ ６．３ １６．８ ７．２ ２０．１ ８．５ ２４．８ １０．３ ３１．４ １３．１

５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０

１６ ３０．９ １２．８ ３６．５ １４．８ ４３．８ １７．５ ５４．２ ２１．４ ６９．０ ２７．２

１８ ２８．４ １１．８ ３３．５ １３．７ ４０．２ １６．１ ４９．８ １９．７ ６３．３ ２５．１

２０ ２５．９ １０．８ ３０．５ １２．５ ３６．６ １４．８ ４５．４ １８．１ ５７．７ ２３．０

２２ ２３．３ ９．８ ２７．５ １１．４ ３３．０ １３．５ ４１．０ １６．４ ５２．０ ２０．９

２４ ２０．８ ８．８ ２４．６ １０．２ ２９．４ １２．１ ３６．５ １４．７ ４６．４ １８．８

４５

１６ ３７．５ １５．４ ４４．３ １７．８ ５３．３ ２１．０ ６６．０ ２５．７ ８４．２ ３２．８

１８ ３５．０ １４．４ ４１．３ １６．６ ４９．７ １９．７ ６１．６ ２４．１ ７８．５ ３０．７

２０ ３２．５ １３．４ ３８．３ １５．５ ４６．０ １８．４ ５７．１ ２２．４ ７２．７ ２８．６

２２ ２９．９ １２．４ ３５．３ １４．４ ４２．４ １７．１ ５２．７ ２０．８ ６７．０ ２６．６

２４ ２７．４ １１．４ ３２．４ １３．２ ３８．８ １５．７ ４８．２ １９．１ ６１．３ ２４．５

５０

１６ ４４．２ １７．９ ５２．１ ２０．８ ６２．７ ２４．５ ７７．８ ３０．１ ９９．３ ３８．４

１８ ４１．６ １６．９ ４９．１ １９．６ ５９．１ ２３．２ ７３．３ ２８．４ ９３．５ ３６．４

２０ ３９．１ １６．０ ４６．１ １８．５ ５５．４ ２１．９ ６８．８ ２６．８ ８７．７ ３４．３

２２ ３６．５ １５．０ ４３．１ １７．４ ５１．８ ２０．６ ６４．４ ２５．１ ８１．９ ３２．２

２４ ３４．０ １４．０ ４０．１ １６．２ ４８．１ １９．３ ５９．９ ２３．５ ７６．３ ３０．１

５５

１６ ５０．８ ２０．５ ５９．９ ２３．８ ７２．２ ２８．１ ８９．６ ３４．４ １１４．５ ４４．１

１８ ４８．２ １９．５ ５６．９ ２２．６ ６８．５ ２６．８ ８５．０ ３２．８ １０８．６ ４２．１

２０ ４５．７ １８．６ ５４．０ ２１．５ ６４．８ ２５．５ ８０．５ ３１．２ １０２．８ ４０．０

２２ ４３．１ １７．６ ５１．０ ２０．４ ６１．１ ２４．２ ７６．０ ２９．６ ９７．０ ３７．９

２４ ４０．６ １６．６ ４７．９ １９．３ ５７．５ ２２．９ ７１．６ ２７．９ ９１．２ ３５．９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０ｍｍ。

６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犆２２－２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塑料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６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２５．９ ９．８ ３０．６ １１．３ ３６．６ １３．４ ４５．０ １６．２ ５６．５ ２０．４

１８ ２３．３ ８．８ ２７．４ １０．２ ３２．８ １２．１ ４０．３ １４．６ ５０．６ １８．４

２０ ２０．６ ７．９ ２４．３ ９．１ ２９．０ １０．８ ３５．７ １３．０ ４４．６ １６．４

２２ １７．９ ６．９ ２１．１ ８．０ ２５．２ ９．５ ３１．０ １１．５ ３８．７ １４．４

２４ １５．３ ６．０ １８．０ ６．９ ２１．４ ８．２ ２６．３ ９．９ ３２．８ １２．４

４０

１６ ３３．０ １２．２ ３８．９ １４．２ ４６．７ １６．８ ５７．５ ２０．４ ７２．３ ２５．７

１８ ３０．３ １１．３ ３５．８ １３．１ ４２．８ １５．５ ５２．８ １８．８ ６６．３ ２３．７

２０ ２７．６ １０．３ ３２．６ １２．０ ３９．０ １４．２ ４８．１ １７．２ ６０．４ ２１．７

２２ ２４．９ ９．４ ２９．４ １０．９ ３５．２ １２．９ ４３．４ １５．６ ５４．４ １９．８

２４ ２２．３ ８．５ ２６．３ ９．８ ３１．４ １１．６ ３８．７ １４．１ ４８．５ １７．８

４５

１６ ４０．１ １４．７ ４７．３ １７．０ ５６．７ ２０．２ ７０．１ ２４．５ ８８．１ ３１．１

１８ ３７．４ １３．７ ４４．１ １５．９ ５２．９ １８．９ ６５．３ ２３．０ ８２．１ ２９．１

２０ ３４．７ １２．８ ４０．９ １４．９ ４９．１ １７．６ ６０．６ ２１．４ ７６．２ ２７．１

２２ ３２．０ １１．９ ３７．８ １３．８ ４５．２ １６．３ ５５．８ １９．８ ７０．２ ２５．１

２４ ２９．３ １０．９ ３４．６ １２．７ ４１．４ １５．０ ５１．０ １８．３ ６４．２ ２３．１

５０

１６ ４７．１ １７．１ ５５．７ １９．９ ６６．８ ２３．６ ８２．６ ２８．７ １０３．９ ３６．４

１８ ４４．４ １６．２ ５２．５ １８．８ ６３．０ ２２．３ ７７．８ ２７．２ ９７．９ ３４．５

２０ ４１．７ １５．３ ４９．３ １７．７ ５９．１ ２１．０ ７３．０ ２５．６ ９１．９ ３２．５

２２ ３９．０ １４．３ ４６．１ １６．６ ５５．２ １９．７ ６８．２ ２４．０ ８５．９ ３０．５

２４ ３６．３ １３．４ ４２．９ １５．６ ５１．４ １８．５ ６３．４ ２２．５ ７９．９ ２８．５

７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５４．２ １９．６ ６４．１ ２２．７ ７６．９ ２７．０ ９５．１ ３２．９ １１９．７ ４１．８

１８ ５１．４ １８．６ ６０．９ ２１．６ ７３．０ ２５．７ ９０．３ ３１．３ １１３．７ ３９．８

２０ ４８．７ １７．７ ５７．６ ２０．６ ６９．１ ２４．４ ８５．４ ２９．８ １０７．７ ３７．８

２２ ４６．０ １６．８ ５４．４ １９．５ ６５．３ ２３．２ ８０．６ ２８．２ １０１．６ ３５．９

２４ ４３．３ １５．９ ５１．２ １８．４ ６１．４ ２１．９ ７５．８ ２６．７ ９５．６ ３３．９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５ｍｍ。

表犆２２－３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塑料类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２０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２８．５ ９．９ ３３．４ １１．８ ４０．０ １３．９ ４８．６ １６．２ ６０．０ ２０．４

１８ ２５．５ ８．９ ３０．０ １０．７ ３５．９ １２．６ ４３．６ １４．６ ５３．８ １８．４

２０ ２２．６ ８．０ ２６．５ ９．５ ３１．７ １１．２ ３８．５ １３．０ ４７．５ １６．４

２２ １９．７ ７．０ ２３．１ ８．４ ２７．６ ９．８ ３３．４ １１．４ ４１．２ １４．４

２４ １６．８ ６．０ １９．６ ７．２ ２３．４ ８．５ ２８．４ ９．８ ３５．０ １２．３

４０

１６ ３６．２ １２．４ ４２．５ １４．８ ５１．０ １７．５ ６２．２ ２０．３ ７７．０ ２５．７

１８ ３３．３ １１．４ ３９．１ １３．６ ４６．８ １６．１ ５７．１ １８．８ ７０．６ ２３．７

２０ ３０．３ １０．５ ３５．６ １２．５ ４２．７ １４．８ ５２．０ １７．２ ６４．３ ２１．７

２２ ２７．４ ９．５ ３２．１ １１．３ ３８．５ １３．４ ４６．９ １５．６ ５８．０ １９．７

２４ ２４．５ ８．５ ２８．７ １０．２ ３４．３ １２．１ ４１．８ １４．０ ５１．７ １７．７

８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４３．９ １４．８ ５１．７ １７．７ ６２．０ ２１．０ ７５．８ ２４．５ ９４．０ ３１．０

１８ ４１．０ １３．９ ４８．２ １６．６ ５７．８ １９．７ ７０．６ ２２．９ ８７．６ ２９．０

２０ ３８．１ １３．０ ４４．７ １５．５ ５３．７ １８．４ ６５．５ ２１．４ ８１．２ ２７．０

２２ ３５．１ １２．０ ４１．２ １４．４ ４９．５ １７．０ ６０．３ １９．８ ７４．９ ２５．０

２４ ３２．２ １１．０ ３７．７ １３．２ ４５．３ １５．７ ５５．２ １８．２ ６８．５ ２３．０

５０

１６ ５１．７ １７．３ ６０．８ ２０．７ ７３．１ ２４．６ ８９．３ ２８．７ １１０．９ ３６．４

１８ ４８．７ １６．４ ５７．３ １９．６ ６８．８ ２３．３ ８４．１ ２７．１ １０４．５ ３４．４

２０ ４５．８ １５．５ ５３．８ １８．５ ６４．６ ２１．９ ７９．０ ２５．６ ９８．１ ３２．４

２２ ４２．８ １４．５ ５０．３ １７．４ ６０．４ ２０．６ ７３．８ ２４．０ ９１．７ ３０．４

２４ ３９．９ １３．６ ４６．８ １６．２ ５６．２ １９．３ ６８．６ ２２．４ ８５．３ ２８．４

５５

１６ ５９．５ １９．９ ７０．０ ２３．７ ８４．１ ２８．２ １０２．９ ３２．９ １２７．９ ４１．７

１８ ５６．５ １８．９ ６６．５ ２２．６ ７９．９ ２６．９ ９７．７ ３１．３ １２１．５ ３９．８

２０ ５３．５ １８．０ ６２．９ ２１．５ ７５．６ ２５．５ ９２．５ ２９．８ １１５．１ ３７．８

２２ ５０．５ １７．１ ５９．４ ２０．４ ７１．４ ２４．２ ８７．３ ２８．２ １０８．６ ３５．８

２４ ４７．６ １６．１ ５５．９ １９．３ ６７．１ ２２．９ ８２．１ ２６．７ １０２．２ ３３．５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３０ｍｍ。

犆２３　当采用导热系数为０．２３Ｗ／ （ｍ·Ｋ）的ＰＢ管，面层为

木地板 （热阻Ｒ＝０．１ （ｍ２·Ｋ／Ｗ））时，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

的有效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可按表Ｃ．２．３－１～Ｃ．２．３－３取

值。

９０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犆２３－１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木地板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２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１．８ １０．５ ３７．５ １２．０ ４２．３ １３．８ ４９．３ １６．３ ５８．３ １９．６

１８ ２８．４ ９．５ ３３．６ １０．８ ３７．８ １２．５ ４４．２ １４．７ ５２．２ １７．７

２０ ２５．１ ８．５ ２９．７ ９．７ ３３．５ １１．１ ３９．０ １３．１ ４６．０ １５．７

２２ ２１．９ ７．５ ２５．８ ８．４ ２９．１ ９．８ ３３．９ １１．５ ３９．９ １３．８

２４ １８．６ ６．４ ２１．９ ７．３ ２４．６ ８．４ ２８．７ ９．９ ３３．８ １１．８

４０

１６ ４０．５ １３．２ ４７．９ １５．１ ５４．１ １７．４ ６３．０ ２０．４ ７５．０ ２４．７

１８ ３７．１ １２．２ ４３．９ １３．８ ４９．７ １６．１ ５７．８ １８．９ ６８．８ ２２．８

２０ ３３．９ １１．１ ４０．０ １２．７ ４５．２ １４．７ ５２．５ １７．３ ６２．６ ２０．９

２２ ３０．６ １０．１ ３６．２ １１．５ ４０．８ １３．４ ４７．３ １５．７ ５６．５ １９．０

２４ ２７．３ ９．０ ３１．１ １０．４ ３６．４ １２．０ ４２．１ １４．１ ５０．３ １７．１

４５

１６ ４９．３ １５．８ ５８．３ １８．０ ６５．９ ２０．９ ７７．２ ２４．７ ９１．８ ２９．８

１８ ４６．０ １４．８ ５４．３ １６．９ ６１．５ １９．６ ７１．９ ２３．１ ８５．５ ２７．９

２０ ４２．６ １３．８ ５０．４ １５．７ ５７．０ １８．３ ６６．３ ２１．５ ７９．３ ２６．０

２２ ３９．３ １２．９ ４６．５ １４．６ ５２．５ １６．９ ６１．１ ２０．０ ７３．０ ２４．１

２４ ３５．９ １１．８ ４０．１ １３．４ ４８．０ １５．６ ５５．８ １８．４ ６６．８ ２２．２

５０

１６ ５８．１ １８．４ ６８．６ ２１．１ ７７．８ ２４．４ ９１．１ ２８．８ １０８．５ ３４．９

１８ ５４．７ １７．５ ６４．６ １９．６ ７３．３ ２３．１ ８５．９ ２７．４ １０２．１ ３３．１

２０ ５１．３ １６．４ ６０．７ １８．０ ６８．８ ２１．８ ８０．４ ２５．８ ９５．９ ３１．１

２２ ４８．０ １５．５ ５６．８ １６．８ ６４．３ ２０．４ ７５．１ ２４．２ ８９．５ ２９．２

２４ ４４．６ １４．４ ４９．２ １５．２ ５９．８ １９．１ ６９．８ ２２．６ ８３．３ ２７．３

０１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５５

１６ ６６．８ ２１．１ ７９．１ ２４．１ ８９．６ ２７．９ １０５．２ ３３．１ １２５．２ ４０．０

１８ ６３．５ ２０．１ ７５．１ ２２．４ ８５．１ ２６．６ ９９．９ ３１．６ １１８．８ ３８．１

２０ ６０．０ １９．１ ７１．２ ２０．７ ８０．６ ２５．３ ９４．６ ２９．９ １１２．５ ３６．３

２２ ５６．７ １８．２ ６７．２ １８．８ ７６．０ ２４．０ ８９．４ ２８．４ １０６．１ ３４．４

２４ ５３．３ １６．７ ５８．２ １７．１ ７１．４ ２２．７ ８３．９ ２６．９ ９９．７ ３２．５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０ｍｍ；加热管上下铝箔导热系数为２７３ｗ／ （ｍ·Ｋ），厚度均为０．１ｍｍ。

表犆２３－２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木地板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１６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２．３ ９．７ ３７．１ １１．０ ４３．２ １２．７ ５０．２ １５．０ ５９．０ １８．１

１８ ２９．０ ８．７ ３３．３ ９．９ ３８．７ １１．５ ４５．０ １３．５ ５２．８ １６．４

２０ ２５．６ ７．７ ２９．５ ８．９ ３４．３ １０．３ ３９．８ １２．０ ４６．６ １４．５

２２ ２２．３ ６．８ ２５．６ ７．７ ２９．８ ９．０ ３４．５ １０．５ ４０．５ １２．８

２４ １８．９ ５．８ ２１．８ ６．７ ２５．２ ７．７ ２９．２ ９．０ ３４．３ １１．０

４０

１６ ４１．２ １２．１ ４７．５ １３．７ ５５．３ １５．９ ６４．４ １８．８ ７６．０ ２２．８

１８ ３７．８ １１．１ ４３．６ １２．７ ５０．８ １４．７ ５９．１ １６．９ ６９．７ ２０．７

２０ ３４．５ １０．２ ３９．８ １１．７ ４６．３ １３．５ ５３．９ １５．４ ６３．５ １８．９

２２ ３１．１ ９．２ ３５．８ １０．５ ４１．８ １２．３ ４８．５ １３．８ ５７．２ １６．９

２４ ２７．７ ８．３ ３１．９ ９．５ ３７．２ １１．０ ４３．２ １３．０ ５１．０ １５．０

１１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４５

１６ ５０．０ １４．５ ５７．８ １６．５ ６７．４ １９．２ ７８．６ ２２．７ ９２．８ ２７．５

１８ ４６．６ １３．６ ５３．９ １５．５ ６２．９ １８．０ ７３．３ ２１．２ ８６．６ ２５．８

２０ ４３．３ １２．７ ５０．０ １４．４ ５８．３ １６．８ ６７．９ １９．８ ８０．２ ２４．０

２２ ３９．９ １１．７ ４６．１ １３．３ ５３．８ １５．５ ６２．６ １８．４ ７４．０ ２２．２

２４ ３６．５ １０．８ ４２．２ １２．３ ４９．２ １４．３ ５７．２ １６．９ ６７．６ ２０．４

５０

１６ ５８．９ １６．９ ６８．１ １９．２ ７９．５ ２２．４ ９２．７ ２６．５ １０９．８ ３２．２

１８ ５５．５ １６．０ ６４．２ １８．２ ７４．９ ２１．２ ８７．３ ２５．１ １０３．４ ３０．５

２０ ５２．１ １５．１ ６０．３ １７．２ ７０．４ ２０．０ ８２．０ ２３．７ ９７．１ ２８．７

２２ ４８．７ １４．２ ５６．３ １６．２ ６５．８ １８．８ ７６．６ ２２．２ ９０．７ ２７．０

２４ ４５．３ １３．２ ５２．４ １５．１ ６１．２ １７．６ ７１．３ ２０．７ ８４．３ ２５．２

５５

１６ ６７．８ １９．３ ７８．４ ２２．０ ９１．６ ２５．７ １０６．９ ３０．４ １２６．７ ３６．９

１８ ６４．４ １８．４ ７４．５ ２１．０ ８７．０ ２４．４ １０１．５ ２９．０ １２０．２ ３５．１

２０ ６１．０ １７．５ ７０．５ ２０．０ ８２．４ ２３．２ ９６．１ ２７．５ １１３．８ ３３．４

２２ ５７．５ １６．６ ６６．６ １９．０ ７７．７ ２２．０ ９０．７ ２６．１ １０７．４ ３１．７

２４ ５４．１ １５．３ ６２．６ １７．９ ７３．１ ２０．８ ８５．３ ２４．６ １００．９ ２９．９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２５ｍｍ；加热管上下铝箔导热系数为２７３ｗ／ （ｍ·Ｋ），厚度均为０．１ｍｍ。

表犆２２－３　ＰＢ管单位地面面积的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

向下传热损失 （Ｗ／ｍ２）

（木地板面层、加热管公称外径２０ｍｍ）

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１６ ３３．８ ９．４ ３８．９ １０．７ ４５．０ １２．４ ５１．９ １４．６ ６０．６ １７．７

１８ ３０．３ ８．５ ３４．９ ９．７ ４０．３ １１．２ ４６．５ １３．２ ５４．３ １６．０

２０ ２６．８ ７．６ ３０．８ ８．６ ３５．７ １０．０ ４１．１ １１．７ ４７．９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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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水温

（℃）

室内空

气温度

（℃）

加热管间距 （ｍ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散热量热损失

３５
２２ ２３．３ ６．７ ２６．８ ７．６ ３１．０ ８．８ ３５．６ １０．４ ４１．６ １２．４

２４ １９．８ ５．７ ２２．７ ６．５ ２６．３ ７．６ ３０．２ ８．９ ３５．２ １０．７

４０

１６ ４３．１ １１．８ ４９．７ １３．４ ５７．６ １５．６ ６６．６ １８．４ ７８．０ ２２．４

１８ ３９．６ １１．０ ４５．６ １２．４ ５２．９ １４．４ ６１．１ １７．１ ７１．６ ２０．６

２０ ３６．１ １０．０ ４１．６ １１．４ ４８．２ １３．２ ５５．７ １５．６ ６５．３ １８．９

２２ ３２．５ ９．１ ３７．５ １０．４ ４３．４ １２．０ ５０．２ １４．２ ５８．８ １７．１

２４ ２９．１ ８．２ ３３．４ ９．３ ３８．７ １０．８ ４４．７ １２．７ ５２．４ １５．４

４５

１６ ５２．５ １４．２ ６０．５ １６．２ ７０．２ １８．８ ８１．２ ２２．２ ９５．５ ２７．１

１８ ４９．０ １３．３ ５６．４ １５．１ ６５．５ １７．６ ７５．７ ２０．８ ８９．１ ２５．３

２０ ４５．４ １２．４ ５２．３ １４．１ ６０．７ １６．４ ７０．２ １９．４ ８２．６ ２３．６

２２ ４１．９ １１．５ ４８．２ １３．１ ５６．０ １５．２ ６４．６ １７．９ ７６．１ ２１．８

２４ ３８．４ １０．５ ４４．１ １２．０ ５１．２ １４．０ ５９．２ １６．５ ６９．６ ２０．１

５０

１６ ６１．８ １６．６ ７１．３ １８．９ ８２．７ ２１．９ ９５．９ ２６．０ １１２．９ ３１．７

１８ ５８．２ １５．７ ６７．２ １７．８ ７７．８ ２０．７ ９０．３ ２４．６ １０６．４ ２９．９

２０ ５４．７ １４．８ ６３．１ １６．９ ７３．３ １９．６ ８４．８ ２３．１ ９９．９ ２８．２

２２ ５１．２ １３．９ ５８．９ １５．８ ６８．５ １８．４ ７９．３ ２１．８ ９３．３ ２６．４

２４ ４７．６ １３．０ ５４．８ １４．８ ６３．７ １７．１ ７３．７ ２０．３ ８６．７ ２４．７

５５

１６ ７１．１ １９．０ ８２．０ ２１．６ ９５．４ ２５．１ １１０．５ ２９．８ １３０．３ ３６．３

１８ ６７．５ １８．１ ７８．０ ２０．５ ９０．６ ２３．９ １０４．９ ２８．４ １２３．７ ３４．５

２０ ６３．９ １７．１ ７３．８ １９．６ ８５．８ ２２．７ ９９．４ ２７．０ １１７．１ ３２．９

２２ ６０．４ １６．３ ６９．７ １８．５ ８０．９ ２１．６ ９３．７ ２５．５ １１０．５ ３１．１

２４ ５６．８ １５．０ ６５．５ １７．５ ７６．１ ２０．４ ８８．１ ２４．１ １０３．９ ２９．４

　　注：计算条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９Ｗ／ｍ．Ｋ，厚度

３０ｍｍ；加热管上下铝箔导热系数为２７３ｗ／ （ｍ·Ｋ），厚度均为０．１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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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犇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系统

表犇０１　预制轻薄供暖板产品技术资料举例

产品编号 Ⅰ－１ Ⅰ－２ Ⅱ－１

输入热值 １３４８Ｗ／片 １３４８Ｗ／片 ９１０Ｗ／片

标准水流阻力 １７ｋＰａ／片 １５ｋＰａ／片 ３８ｋＰａ／片

图示

   

产品编号 Ⅱ－２ Ⅱ－３ Ⅱ－４

输入热值 ９１０Ｗ／片 ８１６Ｗ／片 ８１６Ｗ／片

标准水流阻力 ３４ｋＰａ／片 ３４ｋＰａ／片 ３１ｋＰａ／片

图示

   

产品编号 Ⅲ－１ Ⅲ－２ Ⅲ－３

输入热值 ７６０Ｗ／片 ７６０Ｗ／片 ６０２Ｗ／片

标准水流阻力 ３２ｋＰａ／片 ２９ｋＰａ／片 ２７ｋＰａ／片

图示

   

产品编号 Ⅲ－４ Ⅲ－５

输入热值 ６０２Ｗ／片 ５３８Ｗ／片

标准水流阻力 ２５ｋＰａ／片 ２５ｋＰａ／片

图示

  

　　注：１．表中产品编号仅为示意。

２．表中产品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为８０℃，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为０．２５ＭＰａ，标

准散热量和水流阻力工况为：供水水温６０℃、流量１．０Ｌ／ｍｉｎ。

３．表中标准散热量数据为每片的总散热量，向下的无效热损失约占总散热

量的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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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０１　预制轻薄保温板地面供暖系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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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犈　热水系统示例

犈１　直接供暖系统

图犈１　直接供暖系统示意

　　注：分水器、集水器上下位置，热计量装置设置在供水管或回水管，均为示

意，可根据工程情况确定。

犈２　间接供暖系统

图犈２　间接供暖系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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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　混水系统

图犈３１　采用三通阀的混水系统

图犈３２　采用两通阀的混水系统

图犈３３　设置混水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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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犉加热管和加热电缆布置方式示例

犉１　加热管布置方式示例

图犉１１　回折型布置　　　　　　　　　图犉１２　平行型布置

图犉１３　双平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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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２　　加热电缆布置方式示例

 

加热电缆

冷热线接头

冷线电缆

图犉２１　单导加热电缆单路平行布置

 

加热电缆

冷热线接头

冷线电缆

图犉２２　单导加热电缆双路平行布置

图犉２３　双导加热电缆平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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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犌　加热管选择

犌１　塑料加热管的选择

犌１１　各种塑料管材特性如下：

１ 许用环应力δＤ 值从大至小，依此为ＰＢ、ＰＥ－Ｘ、ＰＥ－

ＲＴ、ＰＰ－Ｒ，其中ＰＥ－ＲＴ、ＰＰ－Ｒ基本相同 （见表Ｇ．１．２－２）；

２ 管材ＰＢ、ＰＰ－Ｒ和ＰＥ－ＲＴ可以采用热熔连接，ＰＥ－Ｘ

一般采用机械接头连接。

犌１２　热水地面供暖工程管材使用级别可按表Ｇ．１．２－１的使

用条件４级确定。管系列应按使用条件４级和系统工作压力选

择。管系列 （Ｓ）值可按表Ｇ．１．２－２确定。

表犌１２－１　塑料管使用条件级别

级别
工作温度 最高工作温度 故障温度

℃ 时间 （年） ℃ 时间 （年） ℃ 时间 （ｈ）
应用范围举例

１ ６０ ４９ ８０ １ ９５ １００ 生活热水 （６０℃）

２ ７０ ４９ ８０ １ ９５ １００ 生活热水 （７０℃）

４
４０

６０

２０

２５
７０ ２．５ １００ １００

地板下供热和

低温供暖

５
６０

８０

２５

１０
９０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较高温度供暖

　　注：１．引自 《冷热水系统用热塑性塑料管材和管件》ＧＢ／Ｔ１８９９１－２００３。

２．表中所列的使用条件级别的管道系统同时应满足２０℃、１．０ＭＰａ下输送

冷水具有５０年使用寿命的要求。

３．在５０年中，实际系统运行时间未达到５０年者，其他时间按２０℃考虑。

表犌１２－２　塑料管系列 （Ｓ）值

工作压力ＰＤ

（ＭＰａ）

管材许用环应力 （δＤ）对应的管系列 （Ｓ）

ＰＢ

５．４６ＭＰａ

ＰＥ－Ｘ

４．００ＭＰａ

ＰＥ－ＲＴ

３．３４ＭＰａ

ＰＰ－Ｒ

３．３０ＭＰａ

０．４ １０ ６．３ ６．３ ５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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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ＰＤ

（ＭＰａ）

管材许用环应力 （δＤ）对应的管系列 （Ｓ）

ＰＢ

５．４６ＭＰａ

ＰＥ－Ｘ

４．００ＭＰａ

ＰＥ－ＲＴ

３．３４ＭＰａ

ＰＰ－Ｒ

３．３０ＭＰａ

０．６ ８ ６．３ ５ ５

０．８ ６．３ ５ ４ ４

１．０ ５ ４ ３．２ ３．２

　　注：引自 《冷热水系统用热塑性塑料管材和管件》ＧＢ／Ｔ１８９９１－２００３、《冷热水

用聚丁烯 （ＰＢ）管道系统》ＧＢ／Ｔ１９４７３、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ＰＥ－Ｘ）

管道系统》ＧＢ／Ｔ１８９９２、《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ＰＥ－ＲＴ）管道系统》ＣＪ／

Ｔ１７５、《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ＧＢ／Ｔ１８７４２．２。

犌１３　塑料管材公称壁厚应根据所选管材系列及施工、使用中

的不利因素综合确定。按管材系列确定的公称壁厚见表Ｇ．１．３，

并应同时满足下列规定：

１ 公称外径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ｍ 的管材壁厚不应小于

１．７ｍｍ；

２ 公称外径为１０ｍｍ的管材壁厚不应小于１．５ｍｍ；

３ 热熔焊接的管材壁厚不应小于１．９ｍｍ。

表犌１３　按管材系列 （Ｓ）确定的管材公称壁厚 （ｍｍ）

工作压力ＰＤ＝０．４ＭＰａ

公称外径 （ｍｍ） ＰＢ ＰＥ－Ｘ ＰＥ－ＲＴ ＰＰ－Ｒ

１０ ０．５ ０．８ ０．８ １．０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６ １．３ １．８ １．３ １．５

２０ １．３ １．９ １．５ ２．０

２５ １．３ １．９ ２．０ ２．３

工作压力ＰＤ＝０．６ＭＰａ

公称外径 （ｍｍ） ＰＢ ＰＥ－Ｘ ＰＥ－ＲＴ ＰＰ－Ｒ

１０ ０．６ ０．８ １．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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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３

工作压力ＰＤ＝０．６ＭＰａ

公称外径 （ｍｍ） ＰＢ ＰＥ－Ｘ ＰＥ－ＲＴ ＰＰ－Ｒ

１６ １．３ １．８ １．５ １．５

２０ １．３ １．９ ２．０ ２．０

２５ １．５ １．９ ２．３ ２．３

工作压力ＰＤ＝０．８ＭＰａ

公称外径 （ｍｍ） ＰＢ ＰＥ－Ｘ ＰＥ－ＲＴ ＰＰ－Ｒ

１０ ０．８ １．０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６ １．３ １．８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５ １．９ ２．３ ２．３

２５ １．５ ２．３ ２．８ ２．８

工作压力ＰＤ＝１．０ＭＰａ

公称外径 （ｍｍ） ＰＢ ＰＥ－Ｘ ＰＥ－ＲＴ ＰＰ－Ｒ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５ １．８ ２．２ ２．２

２０ １．９ ２．３ ２．８ ２．８

２５ ２．３ ２．８ ３．５ ３．５

　　注：１．表Ｇ．１．３是根据 《热塑性塑料管材通用壁厚表》ＧＢ／Ｔ１０７９８－２００１和各

类塑料管的管材标准整理的通用数据，管道实际规格应根据产品样本确

定。

２．表中带号的数据为考虑到管材与连接的要求增大壁厚后的尺寸。

犌１４　塑料管的公称外径、壁厚与偏差，应符合表 Ｇ．１．４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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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犌１４　塑料管公称外径、最小与最大平均外径 （ｍｍ）

塑料管材 公称外径 最小平均外径 最大平均外径

ＰＢ、ＰＥ－Ｘ、ＰＥ－ＲＴ、

ＰＰ－Ｒ管

１０ － －

１２ １２．０ １２．３

１６ １６．０ １６．３

２０ ２０．０ ２０．３

２５ ２５．０ ２５．３

　　注：数据取自 《冷热水用聚丁烯 （ＰＢ）管道系统》ＧＢ／Ｔ１９４７３、《冷热水用交联

聚乙烯 （ＰＥ－Ｘ）管道系统》ＧＢ／Ｔ１８９９２、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ＰＥ－

ＲＴ）管道系统》ＣＪ／Ｔ１７５、《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ＧＢ／Ｔ１８７４２．２》，其

中塑料管材现行标准中无１０ｍｍ公称外径的规格，ＰＥ－Ｘ管现行标准中无

１２ｍｍ公称外径的规格，均为非标产品，可参考生产企业的产品标准。

犌２　铝塑复合管的选择

犌２１　热水地面供暖用铝塑复合管应采用内壁为交联聚乙烯

（ＸＰＡＰ）的管材，可采用搭接焊和对接焊两种形式。

注：铝塑复合管按复合组分材料分类，其形式如下：

１．搭接焊式：

ＰＡＰ———聚乙烯／铝合金／聚乙烯

ＸＰＡＰ———交联聚乙烯／铝合金／交联聚乙烯

２．对接焊式：

ＸＰＡＰ１———聚乙烯／铝合金／交联聚乙烯 （一型铝塑管）

ＸＰＡＰ２———交联聚乙烯／铝合金／交联聚乙烯 （二型铝塑

管）

ＰＡＰ３———聚乙烯／铝／聚乙烯 （三型铝塑管）

ＰＡＰ４———聚乙烯／铝合金／聚乙烯 （四型铝塑管）

犌２２　铝塑复合管可根据管材的长期工作温度，按照表Ｇ．２．２

确定其允许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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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犌２２　不同工作温度时铝塑复合管的允许工作压力

管材类型 流体类别 铝塑管代号
长期工作温度Ｔ

（℃）

允许工作压力Ｐｏ

（ＭＰａ）

搭接焊式

冷水 ＰＡＰ ４０ １．２５

冷热水

ＰＡＰ

６０ １．００

７５ ０．８２

８２ ０．６９

ＸＰＡＰ
７５ １．００

８２ ０．８６

对接焊式

冷水
ＰＡＰ３、ＰＡＰ４

ＸＰＡＰ１、ＸＰＡＰ２
４０

１．４０

２．００

冷热水

ＰＡＰ３、ＰＡＰ４ ６０ １．００

ＸＰＡＰ１、ＸＰＡＰ２ ７５ １．５０

ＸＰＡＰ１、ＸＰＡＰ２ ９５ １．２５

　　注：１．根据 《铝塑复合压力管》ＧＢ／Ｔ１８９９７整理。

２．ＸＰＡＰ组分的管材为热水地面供暖系统适用的管材。

３．带号者指采用中密度聚乙烯 （乙烯与辛烯共聚物）材料生产的复合管。

犌２３　铝塑复合管的公称外径、壁厚与偏差，应符合表Ｇ．２．３

的要求。

表犌２３　铝塑复合管公称外径、壁厚与偏差 （ｍｍ）

铝塑复合管 公称外径 公称外径偏差 参考内径 壁厚最小值 壁厚偏差

搭接焊

１６

２０

２５

＋０．３

１２．１ １．７

１５．７ １．９

１９．９ ２．３

＋０．５

对接焊

１６

２０

２５ （２６）

＋０．３

１０．９ ２．３

１４．５ ２．５

１８．５ （１９．５） ３．０

＋０．５

　　注：根据 《铝塑复合压力管》ＧＢ／Ｔ１８９９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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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３　无缝铜管的选择

犌３１　无缝铜管状态和类型的选择应满足系统工作压力。管径

小于２２ｍｍ时，宜选用软态铜管；管径为２２ｍｍ 或２８ｍｍ 时，

应选用半硬态铜管。

犌３２　无缝铜管的公称外径、壁厚与偏差，应符合表Ｇ．３．２的要求。

表犌３２　铜管公称外径、壁厚与偏差 （ｍｍ）

公称外径
壁厚 平均外径公差

Ａ Ｂ Ｃ 普通级 高精级

１５ １．２ １．０ 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８ １．２ １．０ 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３

２２ １．５ １．２ 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４

２８ １．５ １．２ 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４

　　注：引自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ＧＢ／Ｔ１８０３３。

犌３３　无缝铜管的最大工作压力应符合表Ｇ．３．３的规定。

表犌３３　无缝铜管的最大工作压力 （ＭＰａ）

管材状态和类型
公称外径 （ｍｍ）

１５ １８ ２２ ２８

硬态 （Ｙ）

Ａ １０．７９ ８．８７ ９．０８ ７．０５

Ｂ ８．８７ ７．３１ ７．１９ ５．５９

Ｃ ６．１１ ５．８１ ５．９２ ４．６２

半硬态 （Ｙ２）

Ａ ８．５６ ７．０４ ７．２１ ５．６０

Ｂ ７．０４ ５．８１ ５．７０ ４．４４

Ｃ ４．８５ ４．６１ ４．２３ ３．３０

软态 （Ｍ）

Ａ ７．０４ ５．８０ ５．９４ ４．６１

Ｂ ５．８０ ４．７９ ４．７０ ３．６６

Ｃ ３．９９ ３．８０ ３．４８ ２．７２

　　注：引自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ＧＢ／Ｔ１８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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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犎加热管水力计算

犎０１　塑料管和铝塑复合管比摩阻 （单位长度摩擦压力损失）

可按表 Ｈ．０．１计算。

表犎０１　塑料管和铝塑复合管水力计算表

管内径ｄｉ／管外径ｄｏ（ｍｍ／ｍｍ）

１２／１６ １６／２０ ２０／２５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０．０１ ４．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１ ７．１３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１．１４ ０．２６

０．０２ ８．０２ １．６０ ０．０２ １４．２６ １．０４ ０．０２ ２２．２８ ０．７５

０．０３ １２．０３ ２．９６ ０．０３ ２１．３９ １．９５ ０．０３ ３３．４２ １．４２

０．０４ １６．０４ ４．６５ ０．０４ ２８．５２ ３．０９ ０．０４ ４４．５６ ２．２６

０．０５ ２０．０５ ６．６３ ０．０５ ３５．６５ ４．４３ ０．０５ ５５．７１ ３．２５

０．０６ ２４．０７ ８．９０ ０．０６ ４２．７８ ５．９７ ０．０６ ６６．８５ ４．４０

０．０７ ２８．０８ １１．４４ ０．０７ ４９．９１ ７．７０ ０．０７ ７７．９９ ５．６８

０．０８ ３２．０９ １４．２５ ０．０８ ５７．０４ ９．６２ ０．０８ ８９．１３ ７．１１

０．０９ ３６．１０ １７．３３ ０．０９ ６４．１７ １１．７１ ０．０９ １００．２７ ８．６８

０．１０ ４０．１１ ２０．６５ ０．１０ ７１．３０ １３．９９ ０．１０ １１１．４１ １０．３７

０．１２ ４８．１３ ２８．０４ ０．１２ ８５．５６ １９．０５ ０．１２ １３３．６９ １４．１６

０．１４ ５６．１５ ３６．３９ ０．１４ ９９．８３ ２４．７８ ０．１４ １５５．９８ １８．４５

０．１６ ６４．１７ ４５．６８ ０．１６ １１４．０９ ３１．１７ ０．１６ １７８．２６ ２３．２４

０．１８ ７２．２０ ５５．８８ ０．１８ １２８．３５ ３８．１９ ０．１８ ２００．５４ ２８．５０

０．２０ ８０．２２ ６６．９８ ０．２０ １４２．６１ ４５．８４ ０．２０ ２２２．８２ ３４．２５

０．２２ ８８．２４ ７８．９６ ０．２２ １５６．８７ ５４．１０ ０．２２ ２４５．１１ ４０．４５

０．２４ ９６．２６ ９１．８０ ０．２４ １７１．１３ ６２．９７ ０．２４ ２６７．３９ ４７．１２

０．２６ １０４．２８ １０５．５０ ０．２６ １８５．３９ ７２．４３ ０．２６ ２８９．６７ ５４．２４

０．２８ １１２．３０ １２０．０５ ０．２８ １９９．６５ ８２．４９ ０．２８ ３１１．９５ ６１．８０

０．３０ １２０．３３ １３５．４２ ０．３０ ２１３．９１ ９３．１２ ０．３０ ３３４．２４ ６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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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径ｄｉ／管外径ｄｏ（ｍｍ／ｍｍ）

１２／１６ １６／２０ ２０／２５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０．３２ １２８．３５ １５１．６３ ０．３２ ２２８．１７ １０４．３４ ０．３２ ３５６．５２ ７８．２６

０．３４ １３６．３７ １６８．６５ ０．３４ ２４２．４３ １１６．１２ ０．３４ ３７８．８０ ８７．１４

０．３６ １４４．３９ １８６．４８ ０．３６ ２５６．６９ １２８．４８ ０．３６ ４０１．０８ ９６．４５

０．３８ １５２．４１ ２０５．１２ ０．３８ ２７０．９５ １４１．３９ ０．３８ ４２３．３７ １０６．１８

０．４０ １６０．４３ ２２４．５５ ０．４０ ２８５．２２ １５４．８６ ０．４０ ４４５．６５ １１６．３４

０．４２ １６８．４６ ２４４．７８ ０．４２ ２９９．４８ １６８．８９ ０．４２ ４６７．９３ １２６．９２

０．４４ １７６．４８ ２６５．８０ ０．４４ ３１３．７４ １８３．４７ ０．４４ ４９０．２１ １３７．９２

０．４６ １８４．５０ ２８７．５９ ０．４６ ３２８．００ １９８．５９ ０．４６ ５１２．５０ １４９．３３

０．４８ １９２．５２ ３１０．１６ ０．４８ ３４２．２６ ２１４．２６ ０．４８ ５３４．７８ １６１．１６

０．５０ ２００．５４ ３３３．５１ ０．５０ ３５６．５２ ２３０．４７ ０．５０ ５５７．０６ １７３．４０

０．５２ ２０８．５６ ３５７．６２ ０．５２ ３７０．７８ ２４７．２２ ０．５２ ５７９．３４ １８６．０４

０．５４ ２１６．５９ ３８２．５０ ０．５４ ３８５．０４ ２６４．５０ ０．５４ ６０１．６３ １９９．０９

０．５６ ２２４．６１ ４０８．１４ ０．５６ ３９９．３０ ２８２．３１ ０．５６ ６２３．９１ ２１２．５５

０．５８ ２３２．６３ ４３４．５４ ０．５８ ４１３．５６ ３００．６６ ０．５８ ６４６．１９ ２２６．４１

０．６０ ２４０．６５ ４６１．６９ ０．６０ ４２７．８２ ３１９．５３ ０．６０ ６６８．４７ ２４０．６６

０．６２ ２４８．６７ ４８９．５８ ０．６２ ４４２．０８ ３３８．９３ ０．６２ ６９０．７６ ２５５．３２

０．６４ ２５６．６９ ５１８．２３ ０．６４ ４５６．３４ ３５８．８５ ０．６４ ７１３．０４ ２７０．３８

０．６６ ２６４．７２ ５４７．６２ ０．６６ ４７０．６１ ３７９．２９ ０．６６ ７３５．３２ ２８５．８３

０．６８ ２７２．７４ ５７７．７５ ０．６８ ４８４．８７ ４００．２５ ０．６８ ７５７．６０ ３０１．６７

０．７０ ２８０．７６ ６０８．６２ ０．７０ ４９９．１３ ４２１．７３ ０．７０ ７７９．８９ ３１７．９１

０．７２ ２８８．７８ ６４０．２３ ０．７２ ５１３．３９ ４４３．７２ ０．７２ ８０２．１７ ３３４．５４

０．７４ ２９６．８０ ６７２．５７ ０．７４ ５２７．６５ ４６６．２３ ０．７４ ８２４．４５ ３５１．５６

０．７６ ３０４．８２ ７０５．６４ ０．７６ ５４１．９１ ４８９．２５ ０．７６ ８４６．７３ ３６８．９７

０．７８ ３１２．８５ ７３９．４４ ０．７８ ５５６．１７ ５１２．７８ ０．７８ ８６９．０２ ３８６．７７

０．８０ ３２０．８７ ７７３．９６ ０．８０ ５７０．４３ ５３６．８１ ０．８０ ８９１．３０ ４０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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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径ｄｉ／管外径ｄｏ（ｍｍ／ｍｍ）

１２／１６ １６／２０ ２０／２５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０．８２ ３２８．８９ ８０９．２１ ０．８２ ５８４．６９ ５６１．３６ ０．８２ ９１３．５８ ４２３．５２

０．８４ ３３６．９１ ８４５．１８ ０．８４ ５９８．９５ ５８６．４１ ０．８４ ９３５．８６ ４４２．４７

０．８６ ３４４．９３ ８８１．８８ ０．８６ ６１３．２１ ６１１．９７ ０．８６ ９５８．１５ ４６１．８１

０．８８ ３５２．９５ ９１９．２９ ０．８８ ６２７．４７ ６３８．０３ ０．８８ ９８０．４３ ４８１．５３

０．９０ ３６０．９８ ９５７．４１ ０．９０ ６４１．７３ ６６４．５９ ０．９０ １００２．７１ ５０１．６３

０．９２ ３６９．００ ９９６．２５ ０．９２ ６５６．００ ６９１．６５ ０．９２ １０２４．９９ ５２２．１１

０．９４ ３７７．０２ １０３５．８０ ０．９４ ６７０．２６ ７１９．２１ ０．９４ １０４７．２７ ５４２．９７

０．９６ ３８５．０４ １０７６．０６ ０．９６ ６８４．５２ ７４７．２６ ０．９６ １０６９．５６ ５６４．２１

０．９８ ３９３．０６ １１１７．０４ ０．９８ ６９８．７８ ７７５．８２ ０．９８ １０９１．８４ ５８５．８２

１．００ ４０１．０８ １１５８．７１ １．００ ７１３．０４ ８０４．８７ １．００ １１１４．１２ ６０７．８２

１．０５ ４２１．１４ １２６５．９９ １．０５ ７４８．６９ ８７９．６６ １．０５ １１６９．８３ ６６４．４４

１．１０ ４４１．１９ １３７７．６６ １．１０ ７８４．３４ ９５７．５２ １．１０ １２２５．５３ ７２３．４１

１．１５ ４６１．２５ １４９３．６９ １．１５ ８１９．９９ １０３８．４４ １．１５ １２８１．２４ ７８４．６９

１．２０ ４８１．３０ １６１４．０６ １．２０ ８５５．６５ １１２２．４１ １．２０ １３３６．９５ ８４８．３０

１．２５ ５０１．３６ １７３８．７６ １．２５ ８９１．３０ １２０９．４０ １．２５ １３９２．６５ ９１４．２０

１．３０ ５２１．４１ １８６７．７５ １．３０ ９２６．９５ １２９９．４２ １．３０ １４４８．３６ ９８２．４０

１．３５ ５４１．４６ ２００１．０４ １．３５ ９６２．６０ １３９２．４３ １．３５ １５０４．０７ １０５２．８９

１．４０ ５６１．５２ ２１３８．５９ １．４０ ９９８．２５ １４８８．４５ １．４０ １５５９．７７ １１２５．６５

１．４５ ５８１．５７ ２２８０．４０ １．４５ １０３３．９１１５８７．４４ １．４５ １６１５．４８ １２００．６８

１．５０ ６０１．６３ ２４２６．４４ １．５０ １０６９．５６１６８９．４０ １．５０ １６７１．１８ １２７７．９７

犎０２　无缝铜管比摩阻 （单位长度摩擦压力损失）可按表

Ｈ．０．２计算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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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犎０２　铜管水力计算表

管内径ｄｉ／管外径ｄｏ（ｍｍ／ｍｍ）

１２．６／１５ １５．６／１８ １９／２２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０．０１ ４．４２ ０．４３ ０．０１ ６．７８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０２ ８．８４ １．２９ ０．０２ １３．５６ ０．９６ ０．０２ ２０．１１ ０．７３

０．０３ １３．２７ ２．４９ ０．０３ ２０．３３ １．８５ ０．０３ ３０．１６ １．４２

０．０４ １７．６９ ３．９８ ０．０４ ２７．１１ ２．９８ ０．０４ ４０．２２ ２．２９

０．０５ ２２．１１ ５．７６ ０．０５ ３３．８９ ４．３２ ０．０５ ５０．２７ ３．３２

０．０６ ２６．５３ ７．８０ ０．０６ ４０．６７ ５．８６ ０．０６ ６０．３３ ４．５１

０．０７ ３０．９５ １０．０９ ０．０７ ４７．４５ ７．６０ ０．０７ ７０．３８ ５．８６

０．０８ ３５．３８ １２．６３ ０．０８ ５４．２３ ９．５２ ０．０８ ８０．４４ ７．３５

０．０９ ３９．８０ １５．４１ ０．０９ ６１．００ １１．６２ ０．０９ ９０．４９ ８．９８

０．１０ ４４．２２ １８．４１ ０．１０ ６７．７８ １３．９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５５ １０．７５

０．１２ ５３．０６ ２５．１０ ０．１２ ８１．３４ １８．９８ ０．１２ １２０．６６ １４．６９

０．１４ ６１．９１ ３２．６５ ０．１４ ９４．９０ ２４．７２ ０．１４ １４０．７７ １９．１５

０．１６ ７０．７５ ４１．０５ ０．１６ １０８．４５ ３１．１１ ０．１６ １６０．８８ ２４．１２

０．１８ ７９．６０ ５０．２６ ０．１８ １２２．０１ ３８．１３ ０．１８ １８０．９９ ２９．５９

０．２０ ８８．４４ ６０．２８ ０．２０ １３５．５７ ４５．７６ ０．２０ ２０１．１０ ３５．５３

０．２１ ９２．８６ ６５．５９ ０．２１ １４２．３４ ４９．８０ ０．２１ ２１１．１５ ３８．６８

０．２２ ９７．２８ ７１．０９ ０．２２ １４９．１２ ５３．９９ ０．２２ ２２１．２１ ４１．９５

０．２４ １０６．１３ ８２．６６ ０．２４ １６２．６８ ６２．８２ ０．２４ ２４１．３２ ４８．８３

０．２６ １１４．９７ ９５．００ ０．２６ １７６．２４ ７２．２４ ０．２６ ２６１．４３ ５６．１７

０．２８ １２３．８１ １０８．０９ ０．２８ １８９．７９ ８２．２３ ０．２８ ２８１．５４ ６３．９７

０．３０ １３２．６６ １２１．９２ ０．３０ ２０３．３５ ９２．７９ ０．３０ ３０１．６５ ７２．２１

０．３２ １４１．５０ １３６．４９ ０．３２ ２１６．９１ １０３．９１ ０．３２ ３２１．７６ ８０．８９

０．３４ １５０．３５ １５１．７８ ０．３４ ２３０．４６ １１５．５９ ０．３４ ３４１．８７ ９０．０１

０．３６ １５９．１９ １６７．７９ ０．３６ ２４４．０２ １２７．８２ ０．３６ ３６１．９８ ９９．５６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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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径ｄｉ／管外径ｄｏ（ｍｍ／ｍｍ）

１２．６／１５ １５．６／１８ １９／２２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０．３８ １６８．０３ １８４．５１ ０．３８ ２５７．５８ １４０．６０ ０．３８ ３８２．０９ １０９．５５

０．４０ １７６．８８ ２０１．９３ ０．４０ ２７１．１３ １５３．９２ ０．４０ ４０２．２０ １１９．９５

０．４２ １８５．７２ ２２０．０６ ０．４２ ２８４．６９ １６７．７８ ０．４２ ４２２．３１ １３０．７９

０．４４ １９４．５７ ２３８．８９ ０．４４ ２９８．２５ １８２．１８ ０．４４ ４４２．４２ １４２．０４

０．４６ ２０３．４１ ２５８．４０ ０．４６ ３１１．８０ １９７．１１ ０．４６ ４６２．５３ １５３．７１

０．４８ ２１２．２５ ２７８．６１ ０．４８ ３２５．３６ ２１２．５６ ０．４８ ４８２．６４ １６５．７９

０．５０ ２２１．１０ ２９９．５０ ０．５０ ３３８．９２ ２２８．５４ ０．５０ ５０２．７５ １７８．２９

０．５２ ２２９．９４ ３２１．０６ ０．５２ ３５２．４７ ２４５．０５ ０．５２ ５２２．８６ １９１．１９

０．５４ ２３８．７９ ３４３．３１ ０．５４ ３６６．０３ ２６２．０７ ０．５４ ５４２．９７ ２０４．５１

０．５６ ２４７．６３ ３６６．２２ ０．５６ ３７９．５９ ２７９．６１ ０．５６ ５６３．０８ ２１８．２３

０．５８ ２５６．４７ ３８９．８１ ０．５８ ３９３．１４ ２９７．６７ ０．５８ ５８３．１９ ２３２．３５

０．６０ ２６５．３２ ４１４．０６ ０．６０ ４０６．７０ ３１６．２４ ０．６０ ６０３．３０ ２４６．８８

０．６２ ２７４．１６ ４３８．９８ ０．６２ ４２０．２６ ３３５．３２ ０．６２ ６２３．４１ ２６１．８１

０．６４ ２８３．００ ４６４．５６ ０．６４ ４３３．８１ ３５４．９０ ０．６４ ６４３．５２ ２７７．１４

０．６６ ２９１．８５ ４９０．７９ ０．６６ ４４７．３７ ３７５．００ ０．６６ ６６３．６３ ２９２．８６

０．６８ ３００．６９ ５１７．６９ ０．６８ ４６０．９３ ３９５．６０ ０．６８ ６８３．７４ ３０８．９９

０．７０ ３０９．５４ ５４５．２４ ０．７０ ４７４．４８ ４１６．７０ ０．７０ ７０３．８５ ３２５．５０

０．７２ ３１８．３８ ５７３．４４ ０．７２ ４８８．０４ ４３８．３０ ０．７２ ７２３．９６ ３４２．４１

０．７４ ３２７．２２ ６０２．２９ ０．７４ ５０１．６０ ４６０．４１ ０．７４ ７４４．０７ ３５９．７２

０．７６ ３３６．０７ ６３１．７９ ０．７６ ５１５．１５ ４８３．０１ ０．７６ ７６４．１８ ３７７．４１

０．７８ ３４４．９１ ６６１．９３ ０．７８ ５２８．７１ ５０６．１１ ０．７８ ７８４．２９ ３９５．５０

０．８０ ３５３．７６ ６９２．７２ ０．８０ ５４２．２７ ５２９．７０ ０．８０ ８０４．４０ ４１３．９７

０．８２ ３６２．６０ ７２４．１６ ０．８２ ５５５．８２ ５５３．７９ ０．８２ ８２４．５１ ４３２．８４

０．８４ ３７１．４４ ７５６．２３ ０．８４ ５６９．３８ ５７８．３７ ０．８４ ８４４．６２ ４５２．０９

０．８６ ３８０．２９ ７８８．９５ ０．８６ ５８２．９４ ６０３．４５ ０．８６ ８６４．７３ ４７１．７２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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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径ｄｉ／管外径ｄｏ（ｍｍ／ｍｍ）

１２．６／１５ １５．６／１８ １９／２２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流速ｖ 流量Ｇ 比摩阻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ｍ／ｓ） （ｋｇ／ｈ） （Ｐａ／ｍ）

０．８８ ３８９．１３ ８２２．３０ ０．８８ ５９６．４９ ６２９．０１ ０．８８ ８８４．８４ ４９１．７４

０．９０ ３９７．９８ ８５６．２９ ０．９０ ６１０．０５ ６５５．０６ ０．９０ ９０４．９５ ５１２．１５

０．９２ ４０６．８２ ８９０．９１ ０．９２ ６２３．６１ ６８１．６１ ０．９２ ９２５．０６ ５３２．９４

０．９４ ４１５．６６ ９２６．１７ ０．９４ ６３７．１６ ７０８．６４ ０．９４ ９４５．１７ ５５４．１２

０．９６ ４２４．５１ ９６２．０７ ０．９６ ６５０．７２ ７３６．１６ ０．９６ ９６５．２８ ５７５．６７

０．９８ ４３３．３５ ９９８．５９ ０．９８ ６６４．２８ ７６４．１６ ０．９８ ９８５．３９ ５９７．６１

１．００ ４４２．２０ １０３５．７４ １．００ ６７７．８３ ７９２．６５ １．００ １００５．５０ ６１９．９３

１．０５ ４６４．３０ １１３１．３８ １．０５ ７１１．７２ ８６５．９８ １．０５ １０５５．７７ ６７７．３８

１．１０ ４８６．４１ １２３０．９３ １．１０ ７４５．６２ ９４２．３２ １．１０ １１０６．０４ ７３７．２０

１．１５ ５０８．５２ １３３４．３８ １．１５ ７７９．５１ １０２１．６７ １．１５ １１５６．３２ ７９９．３８

１．２０ ５３０．６３ １４４１．７２ １．２０ ８１３．４０ １１０４．００ １．２０ １２０６．５９ ８６３．９０

１．２５ ５５２．７４ １５５２．９４ １．２５ ８４７．２９ １１８９．３１ １．２５ １２５６．８７ ９３０．７６

１．３０ ５７４．８５ １６６８．０１ １．３０ ８８１．１８ １２７７．５９ １．３０ １３０７．１４ ９９９．９６

１．３５ ５９６．９６ １７８６．９４ １．３５ ９１５．０７ １３６８．８４ １．３５ １３５７．４２ １０７１．４８

１．４０ ６１９．０７ １９０９．７０ １．４０ ９４８．９６ １４６３．０３ １．４０ １４０７．６９ １１４５．３２

１．４５ ６４１．１８ ２０３６．３０ １．４５ ９８２．８６ １５６０．１７ １．４５ １４５７．９７ １２２１．４７

１．５０ ６６３．２９ ２１６６．７１ １．５０ １０１６．７５１６６０．２５ １．５０ １５０８．２４ １２９９．９３

犎０３　当热媒平均温度不等于５５℃时，对表 Ｈ．０．１或表

Ｈ．０．２查出比摩阻 （Ｒ），应乘以表Ｈ．０．３的修正系数。

表犎０３　比摩阻温度修正系数

热媒平均温度 （℃） ５５ ５０ ４５ ４０ ３５

修正系数 １ １．０２ １．０４ １．０６ １．０８

犎０４　管道局部阻力系数ζ值可按表Ｈ．０．４选用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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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犎０４　局部阻力系数ζ值

管路附件
曲率半径≥５ｄ０

的９０°弯头
直流三通 旁流三通 合流三通 分流三通 直流四通

ζ值 ０．３～０．５ ０．５ １．５ １．５ ３．０ ２．０

管路附件 分流四通 乙字弯 括弯 突然扩大 突然缩小
压紧螺母

连接件

ζ值 ３．０ ０．５ １．０ １．０ ０．５ １．５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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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犑热水系统室温控制示例

图犑０１　总体 （分户）控温示意图

图犑０２　分环路 （分室）控温示意图

图犑０３　混水系统分户控温示意图

注：室温控制自动调节阀通断和水泵启停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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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犓加热管管材物理力学性能

犓０１　塑料加热管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Ｋ．０．１的规定

表犓０１　塑料加热管的物理力学性能

项目 ＰＢ管 ＰＥ－Ｘ管 ＰＥ－ＲＴ管 ＰＰ－Ｒ管

２０℃，１ｈ

液压试验环应力

（ＭＰａ）

１５．５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９５℃，１ｈ

液压试验环应力

（ＭＰａ）

－ ４．８０ － －

９５℃，２２ｈ

液压试验环应力

（ＭＰａ）

６．５０ ４．７０ － ４．２０

９５℃，１６５ｈ

液压试验环应力

（ＭＰａ）

６．２０ ４．６０ ３．５５ ３．８０

９５℃，１０００ｈ

液压试验环应力

（ＭＰａ）

６．００ ４．４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１１０℃，８７６０ｈ

热稳定性试验环应力

（ＭＰａ）

２．４０ ２．５０ １．９０ １．９０

纵向尺寸收缩率 （％） ≤２ ≤３ ＜３ ≤２

交联度 （％） － 见注 － －

０℃耐冲击 （％） － － －
破损率＜试

样的１０％

管材与混配料熔体

流动速率之差

≤０．３ｇ／１０ｍｉｎ

（１９０℃、５ｋｇ
条件下）

－

变化率≤原料

的３０％ （１９０℃、

２．１６ｋｇ条件下）

变化率≤原料

的３０％ （１９０℃、

２．１６ｋｇ条件下）

　　注：交联度要求：过氧化物交联≥７０％；硅烷交联≥６５％；辐照交联≥６０％；

偶氮交联≥６０％。

犓０２　铝塑复合管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Ｋ．０．２的规定。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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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犓０２　铝塑复合管的物理力学性能

公称直径

（ｍｍ）

管环径向拉伸力 （Ｎ）

（ＨＤＰＥ、ＰＥＸ）
静液压强度 （ＭＰａ） 爆破压力 （ＭＰａ）

搭接焊 对接焊
搭接焊

（８２℃，１０ｈ）

对接焊

（９５℃，１０ｈ）
搭接焊 对接焊

１２ ２１００ － ２．７２ － ７．０ －

１６ ２３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７２ ２．４２ ６．０ ８．０

２０ ２５００ ２６００ ２．７２ ２．４２ ５．０ ７．０

　　注：１．交联度要求：硅烷交联≥６５％；辐照交联≥６０％；

２．热熔胶熔点≥１２０℃；

３．搭接焊铝层拉伸强度≥１００ＭＰａ，断裂伸长率≥２０％；对接焊铝层拉伸强

度≥８０ＭＰａ，断裂伸长率≥２２％；

４．铝塑复合管层间粘合强度，按规定方法试验，层间不得出现分离和缝隙。

犓０３　铜管机械性能应符合表Ｋ．０．３的要求。

表犓０３　铜管机械性能要求

状态
公称外径

（ｍｍ）
抗拉强度，σｂ （ＭＰａ）

伸长率

δ５，％ δ１０，％

硬态 （Ｙ）
≤１００ ≥３１５

＞１００ ≥２９５
－ －

半硬态 （Ｙ２） ≤５４ ≥２５０ ≥３０ ≥２５

软态 （Ｍ） ≤３５ ≥２０５ ≥４０ ≥３５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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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犔加热电缆的电气和机械性能要求

犔０１　加热电缆的主要电气和机械性能应符合表Ｌ．０．１的要

求。

表犔０１　加热电缆的主要电气和机械性能要求

类别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标志
成品电缆表面标志

标志间距离 （标志在护套上）

字迹清楚、容易辨认、耐擦

最大５００ｍｍ

电压试

验绝缘

电阻

室温成品电缆电压试验 （２．０ｋＶ／５ｍｉｎ）

高温成品电缆电压试验 （导体额定温度＋

２０℃，１．５ｋＶ／１５ｍｉｎ）

绝缘电阻 （导体额定温度＋２０℃）

不击穿

不击穿

最小０．０３ＭΩ·ｋｍ

加热

导体

导体电阻 （２０±１℃）

电阻温度系数

在标定值 （Ω／ｍ）的＋１０％

和－５％之间

不为负数

成品性

能试验

变形试验 （Ａ类电缆３００Ｎ、Ｂ类电缆６００Ｎ、

Ｃ类电缆２０００Ｎ，均耐受１．５ｋＶ３０ｓ）

拉力试验 （最小拉力１２０Ｎ）

正反卷绕试验

低温冲击试验 （－１５±２℃）

屏蔽的耐穿透性

不击穿

不断裂

不击穿

不开裂

试针推入绝缘需触及屏蔽

绝缘层

绝缘厚度

　平均厚度

　最薄处厚度与平均厚度差值

最小０．８０ｍｍ

不大于平均厚度的 １０％ ＋

０．１ｍｍ

交货状态原始性能

　老化前抗张强度最小中间值

　老化前断裂伸长率最小中间值

空气烘箱老化后的性能 （７×２４ｈ，１３５±

２℃）

　抗张强度最大变化率

　断裂伸长率最大变化率

空气弹老化试验 （４０ｈ，１２７±１℃）

　抗张强度最大变化率

　断裂伸长率最大变化率

４．２Ｎ／ＭＭ２

２０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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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绝缘层

非污染试验 （７×２４ｈ，９０±２℃）

　抗张强度最大变化率

　断裂伸长率最大变化率

±３０％

±３０％

热延伸试验 （载荷时间１５ｍｉｎ、机械压力

０．２Ｎ／ｍｍ２、２５０±３℃）

　伸长率最大中间值

　永久伸长率最大中间值

１７５％

１５％

耐臭氧试验 （臭氧浓度０．０２５～０．０３０％，

２４ｈ）
不开裂

外护套厚度

　厚度平均值

　最薄处厚度与平均厚度差值不大于

最小０．８ｍｍ

厚度平均值的１５％＋０．１ｍｍ

交货状态原始性能老化前抗张强度最小中间值

　老化前断裂伸长率最小中间值

空气烘箱老化后的性能 （１０×２４ｈ，１３５±

２℃）

　抗张强度最小中间值

　断裂伸长率最小中间值

　抗张强度最大变化率

　断裂伸长率最大变化率

１５．０Ｎ／ｍｍ２

１５．０Ｎ／ｍｍ２

１５０％

±２５％

±２５％

非污染试验 （７×２４ｈ，８０±２℃）

　抗张强度最小中间值

　断裂伸长率最小中间值

　抗张强度最大变化率

　断裂伸长率最大变化率

１５．０Ｎ／ｍｍ２

１５０％

±２５％

±２５％

失重试验 （１０×２４ｈ，１１５±２℃）

　失重最大值 ２．０ｍｇ／ｃｍ２

热冲击试验 （１ｈ，１５０±２℃） 不开裂

高温压力试验 （９０±２℃）

　压痕深度最大中间值 ５０％

低温弯曲试验 （－１５±２℃） 不开裂

热稳定性试验 （２００±０．５℃）

　最小中间值 １８０ｍｉｎ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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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犕工程质量检验表

表 犕０１　热水地面辐射供暖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部 （子分部）工程名称 验收单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专业工长 （施工员） 施工班组长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范Ｄ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项

目

序

号
内容 检验依据

施工单位

评定检查记录

监理 （建设）

单位验收记录

主
控
项
目

１ 加热 （输配）管埋地接头 ５．４．６

２ 加热 （输配）管水压试验 ６．４．２

３ 加热 （输配）管弯曲半径 ５．４．４

一
般
项
目

１ 分、集水器安装 设计要求

２ 加热 （输配）管安装 ５．４．５～５．４．１４

３ 防潮层、隔离层铺设 设计要求

４
泡沫塑料绝热 （保温）、

供暖板铺设
５．３．１

５ 发泡水泥绝热层强度 ４．２．４

６ 伸缩缝设置 ５．６．２

７ 填充层强度 ４．３．１、４．３．２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 （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８３１

犇犅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表 犕０２　加热电缆地面辐射供暖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部 （子分部）工程名称 验收单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专业工长 （施工员） 施工班组长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范Ｄ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１１

项

目

序

号
内容 检验依据

施工单位

评定检查记录

监理 （建设）

单位验收记录

主
控
项
目

１ 加热电缆拼接 ５．５．２

２ 加热电缆弯曲半径 ５．５．３

３ 加热电缆冷热线接头 ５．５．５、５．５．６

４ 加热电缆电阻 不短路、断路

５ 加热电缆绝缘电阻 Ｌ．０．１

一
般
项
目

１ 加热电缆安装 ５．５．３、５．５．４

２ 加热电缆与绝热层的隔离 ３．２．６、５．５．４

３ 防潮层、隔离层铺设 设计要求

４
泡沫塑料绝热 （保温）

板铺设
５．３．１

５ 发泡水泥绝热层强度 ４．２．４

６ 伸缩缝设置 ５．６．２

７ 填充层强度 ４．３．１、４．３．２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 （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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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犕０３　塑料和铝塑复合管管材管件的工地复试、有

见证检验指标及测试方法

管材 技术标准
工地复试 有见证检验

检验项目 测试标准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及标准 测试标准

聚丁烯管

（ＰＢ）
ＧＢ／Ｔ１９４７３

交联聚

乙烯管

（ＰＥ－Ｘ）

ＧＢ／Ｔ１８９９２

耐热聚

乙烯管

（ＰＥ－ＲＴ）

ＣＪ／Ｔ１７５

无规共聚

聚丙烯管

（ＰＰ－Ｒ）

ＧＢ／Ｔ１８７４２

铝塑

复合管

（ＸＰＡＰ）

ＧＢ／Ｔ１８９９７

外观及

尺寸

ＧＢ／Ｔ８８０６
静液压

试验

６．２ＭＰａ，９５℃，１６５ｈ

静液压强度
ＧＢ／Ｔ６１１１

ＧＢ／Ｔ８８０６

静液压

试验

４．６ＭＰａ，９５℃，１６５ｈ

静液压强度
ＧＢ／Ｔ６１１１

交联度
ＰＥ－Ｘａ≥７０％，

ＰＥ－Ｘｂ≥６５％
ＧＢ／Ｔ１８４７４

ＧＢ／Ｔ８８０６
静液压

试验

３．５５ＭＰａ，９５℃，１６５ｈ

静液压强度
ＧＢ／Ｔ６１１１

ＧＢ／Ｔ８８０６

静液压

试验

３．８ＭＰａ，９５℃，１６５ｈ

静液压强度
ＧＢ／Ｔ６１１１

熔点 ＳＨ／Ｔ１７５０ ＳＨ／Ｔ１７５０

简支梁冲击 ＧＢ／Ｔ１８７４２ ＧＢ／Ｔ１８７４３

ＧＢ／Ｔ１８９９７

静液压

试验

搭接焊２．７２ＭＰａ、

８２℃１０ｈ静液压试验，

对接焊２．４２ＭＰａ、

９５℃１ｈ静液压强度

ＧＢ／Ｔ６１１１

爆破压力

管环剥离力

交联度

ＧＢ／Ｔ１８９９７

ＧＢ／Ｔ１５６６０

ＧＢ／Ｔ１８９９７

ＧＢ／Ｔ１８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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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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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ＧＢ１７５　　　　　通用硅酸盐水泥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ＧＢ１４５３６．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电动水阀的

特殊要求及机械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０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温度敏感控

制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６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电起动器的

特殊要求

ＧＢ１６８９５．１３－２００２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７－７０１：１９８４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７部分：特殊装置或场

所的要求第７０１节：装有浴盆或淋浴盆的

场所

ＧＢ１６８９５．１９－２００２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７－７０２：１９８４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７部分：特殊装置或场

所的要求第７０２节：游泳池和其他水池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５００１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９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４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０９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４２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３６８ 住宅建筑规范

ＧＢ５００９６ 住宅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０９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０ 电工术语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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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６１１１ 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内耐压试验方法

ＧＢ／Ｔ７３０６５５° 密封管螺纹

ＧＢ／Ｔ８８０６ 塑料管材尺寸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０７９８ 热塑性塑料管材通用壁厚表

ＧＢ／Ｔ１０８０１．１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

ＧＢ／Ｔ１０８０１．２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ＧＢ／Ｔ１８０３３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

ＧＢ／Ｔ１８４７４ 交联聚乙烯 （ＰＥ－Ｘ）管材与管件交联度

的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８７４２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ＧＢ／Ｔ１８９９１ 冷热水系统用热塑性塑料管材和管件

ＧＢ／Ｔ１８９９２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ＰＥ－Ｘ）管道系统

ＧＢ／Ｔ１８９９７ 铝塑复合压力管

ＧＢ／Ｔ１９４７３ 冷热水用聚丁烯 （ＰＢ）管道系统

ＧＢ／Ｔ２０８４１－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０８００：１９９２

额定电压３００／５００Ｖ生活设施加热和防结

冰用加热电缆

ＪＧＪ－１６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ＪＧＪ１４２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

ＪＧＪ１７３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

ＪＪＧ８７４ 温度指示控制仪

ＪＧ／Ｔ１９５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

ＣＪ／Ｔ１７５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ＰＥ－ＲＴ）管道系统

ＷＢ／Ｔ１０３７ 地面辐射供暖木质地板铺设技术和验收规范

ＤＢＪ０１－６１９ 供热采暖系统水质及防腐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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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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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随着对住房建设水平要求的提高，地面供暖技术在北京

市建设工程中的应用面积和范围不断扩大，也不可避免地曾出现

了一些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并涉及了设计、施工、验收和材料

配套等诸方面。

随着供暖领域对节能、热计量等日趋严格的要求，地面供暖

也应在系统设计、计量控制等方面改进、加强和规范做法。

近年来，地面供暖的新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例如：除采

用泡沫塑料板做绝热层的混凝土填充式地暖外，还出现了采用发

泡水泥做绝热层等多种形式；在完全现场施工、需较厚填充层的

地面供暖基础上，又从国外引进了完全预制、将加热管镶嵌其中

的预制轻薄供暖板，以及在预制沟槽保温板中现场敷设加热管或

加热电缆等多种地暖形式。

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地面供暖技术在设计、材料、施工、验

收等各个环节的设计质量，推广和规范新地暖技术的使用，参考

国家行业标准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４２－２００４，对原

北京市地方标准ＤＢＪ／Ｔ０１－４９－２０００ 《低温热水地板辐射供暖

应用技术规程》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制定了本规范。

１０２　当采用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方式时，较厚的填充层会

使楼板荷载增大，改、扩建项目有可能超过建筑承载能力，必要

时只能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暖板等较轻薄的地面供

暖形式。因此为安全起见，规定本规范只适用于新建建筑物。

工业建筑中与民用建筑使用条件类似的场所，指地面荷载、

温度需求、环境卫生条件等与民用建筑类似。例如工业建筑中用

于办公、生活的附属用房，地面设备较轻的工业厂房等。

本规范条文中涉及的具体技术内容均为一次分水器、集水器

之后的供暖地面范畴，对于一次分水器、集水器前与立管或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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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接的供暖系统供回水管，散热器供暖系统或生活热水系统的户

内支管，当采用本规范所涵盖的管材敷设于地面垫层内时，由于

目前没有相应的标准，因此也应执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本规范适用于以热水为热媒或以加热电缆为加热元件的地面

供暖工程。对于电热地面供暖，目前国内外也有采用其他形式

的，例如电热席、电热地板和其他形式的加热电缆等；考虑到国

内积累经验和实例还不够充分，因此未包含在本规范内。

１０３　随着地面供暖技术的发展，其类型逐渐增多。本规范将

常用地面供暖形式按以下原则分类，并在术语中给出统一称谓：

１根据热媒和加热元件分类，本规范分为热水地面供暖和加

热电缆地面供暖两类。

２根据现场施工或预制的程度，本规范分类示意如下：

另外还有在加热管上倒扣预制模板代替填充层等类型地暖形

式，因经验和工程实例还不充分，本规范未列入。

１０４　本条强调地面供暖工程除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

和北京市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其他非强制性的行业标

准、产品标准等应符合的内容，本规范条文或条文说明中均有叙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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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设　计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对地表面平均温度的限制，是为了校核在满足房间所需

散热量时，地表面需达到的平均温度是否在人体的舒适范围内，

见第３．４．２条。

现行国标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９和行业

标准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４２－２００４的地表面平均温度

标准，基本来源于欧洲标准，实际工程中的长期停留区域，当房

间热负荷相对于地面面积较大时，满足室内设计温度的地表面所

需平均温度常常超出此温度限制，给设计带来困难。本规范参考

了日本资料 《床暖房设计·施工マニユアル》推荐的地面温度范

围，如图１所示，从图中可见，室温１７～２４℃，地表面平均温度

２４～３２℃，均在推荐 （允许）范围内，反映了日本对室内温度的

要求较高。另外，国内已有工程地面温度达到了３１℃，人们也没

有感觉不舒适。因此本标准考虑中国人对温度的要求与欧洲的差

异，将人员长期停留区域的地面温度的最高限值提高至３１℃。

表３．１．１中人员长期停留区域指住宅起居室和卧室、办公室

等，人员短期停留区域指卫生间、游泳池、门厅等。

图１　地面供暖运行时的舒适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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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限定最大供水温度和供回水温差是考虑以下因素：地面

温度的均匀性、室内热舒适感、保持热媒流速以利空气排除，以

及塑料管使用寿命等。条文中推荐的４０～５０℃的供水温度是工

程中按加热管间距不超过３００ｍｍ计算出的常用经验数据。

３１３　热水地面供暖系统采用的各种管材的允许工作压力见附

录Ｇ，设计时还应选用满足系统承压要求的分水器、集水器等其

他设备和管件等。

对于预制轻薄供暖板，产品最高使用压力为较低时 （例如

０．２５ＭＰａ），只能用于户式燃气供暖炉系统和间接供暖系统等工

作压力低的场所。

必要时系统应进行竖向分区或采用换热器进行间接供暖。

３１５　无论是在填充层内，还是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

暖板，生活给水等其他水管和其他电气系统管线不允许也无条件

与地面供暖设备在同一构造层内交叉敷设。有填充层或预制沟槽

保温板较厚时，其他水管可走在沿墙面不铺设加热部件的位置；

当采用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时，可将其他水管敷设在绝热层

内；如条件不允许，最好将其他管道敷设在本层顶板下。其他电

气系统管线应敷设在混凝土楼板内或绝热层内。

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　分别规范了地面供暖工程应提供的设计

文件 （包括说明和图纸），设计说明中应提供的设计参数和必要

的文字说明，供暖系统和加热部件平面布置图应绘制的内容。

地面供暖设计单位 （一般为建筑设计单位）在进行地面供暖

设计，但没有确定供暖设备供应商时，设备的一些技术参数无法

确定，条文中的一些内容暂时无法完全满足要求，例如加热电缆

规格、间距、长度，预制沟槽保温板的沟槽间距，预制轻薄供暖

板的规格，成套提供的配电箱电气回路和接口条件等；可在设备

确定后进行，或由供应商协助进行深化设计；不得在没有施工图

详细设计文件的条件下盲目施工，以免供热设备和供热量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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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达不到设计要求等现象发生。

设计说明中应写明的伸缩缝设置要求详见第５．６．２条。

３２　地面构造

３２１　本条列出供暖地面的基本构造层，不包括金属导热层、

ＥＰＥ垫层、钢丝网等附属层或做法。根据供暖地面的设置位置

和采用类型的不同，其中一些构造层 （例如绝热层、填充层）不

一定都存在；不同类型供暖地面的一些构造层的做法也不尽相

同；因此在附录Ａ给出了各类型的典型构造图示。

３２２　强制性条文

为减少供暖地面的无效热损失，直接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楼

板、与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板，必须设置绝热层。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供暖地面绝热层的厚度，不应计入节能

要求的建筑外围护结构的保温厚度之内。

３２３、３２４　当采用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时，根据试验，如

不设置绝热层，房间的温度梯度与设置绝热层时有明显不同，房

间上部温度高于人员活动区温度，丧失了地面供暖的舒适度优

势；因此即使上、下层相邻房间不分别计量热量或为一个用户，

也应铺设绝热层。但上下相邻供暖房间之间的绝热层厚度，比之

其他完全是 “无效热损失”的情况，规定的绝热层厚度较小。

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暖板本身由泡沫塑料绝热材料

构成，由于不需设填充层，加热部件上部热阻相对较小，向上的

有效散热量比例与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相比差距不大，因此如

下层为供暖房间，不需另外设置绝热层；如铺设在与土壤接触的

底层地板上，发泡水泥绝热层厚度可比混凝土填充式地面供暖时

少５ｍｍ，以免占据室内高度过多。

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暖板时，在土壤上部不宜

采用泡沫塑料板作绝热层，以及直接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楼板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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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板上部做泡沫塑料板绝热层，都是为了避免保温板或供暖板

与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铺设在一起而产生相对位移，并为了保护

面层不开裂。土壤上部采用发泡水泥容易与保温板或供暖板牢固

结合；直接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楼板或与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板在

下面做外保温可与外围护结构外保温连为一体 （但应另增加厚

度）。

表中绝热层厚度为最小厚度，其中模塑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的保温性能不如挤塑型 （见第４．２．２条），当工程条件允许时，

建议再增厚１０ｍｍ。采用其他泡沫塑料类绝热层时，可根据其导

热系数，按热阻相当的原则确定厚度。考虑发泡水泥和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绝热材料供暖地面构造的不同特点，不要求两种类型的

绝热层热阻相当。

３２５　当地面荷载特别大时，与土壤接触的底层的绝热层有可

能承载能力不够，考虑到土壤热阻相对楼板较大，散热量较小，

因此没有列入强制性条文中，但一般情况下仍应按第３．２．３和

３．２．４条的规定设置绝热层。

设置防潮层是为了保证绝热层的绝热效果。潮湿房间指卫生

间、洗衣间、浴室、游泳馆等，隔离层的具体位置见附录Ａ。

３２６　填充层材料及其厚度应根据采用的绝热层材料和加热部

件类型确定。采用发泡水泥绝热层时，因绝热层相对较厚，宜减

少上部填充层厚度，因此推荐采用能够做得较薄的水泥砂浆。发

泡水泥绝热层和水泥砂浆填充层之间有较好的结合性，即使填充

层厚度较薄，也不会产生开裂。

规定绝热层和加热电缆之间应有一定的填充层材料，是为了

加强电缆向四周散热，保证供热效果。且加热电缆如供暖地面上

部被地毯等遮挡不能向上散热，紧贴电缆的绝热层又阻挡向下散

热，会产生电缆局部过热现象，影响加热电缆的寿命。为此将加

热电缆的豆石混凝土填充层最小厚度增至４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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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用何种填充层，如填充层施工平整度符合铺设木地板

的要求，可直接铺设木地板，否则需找平后再铺木地板。豆石混

凝土的豆石粒径较大，结合性不好，一般面层为地砖或石材时还

需另设与面层粘接的找平层 （厚度约２５ｍｍ，其中最上为约

５ｍｍ的粘接层）。

没有防水要求的非潮湿房间，水泥砂浆填充层可同时作为面

层找平层，以减少地面上部厚度和热阻，因此水泥砂浆填充层施

工要求平整度高，采用地砖或石材面层时，可直接用约５ｍｍ厚

的粘接层与地砖等粘接，且水泥砂浆填充 （找平）层应与面层施

工同时进行。

３２７　加热电缆不得与保温板直接接触的原因见第３．２．６条的

条文说明。

直接铺设木地板面层时，加热管或加热电缆与木地板之间无

水泥砂浆找平层起均热作用，因此应在保温板和加热管或加热电

缆之间铺设金属导热层，即采用铺设有金属导热层的保温板。

根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试验研究结果，加热管或加热电缆

上、下的导热层为同样厚度时，比仅在保温板和加热管或加热电

缆之间铺设导热层时地面平均温度高，向下热损失比例减少 （见

图２和表１），因此推荐采用。

平均水温３５℃　　　　　　　　　　　平均水温５５℃

图２　导热层铺设在不同位置时地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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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导热层铺设在不同位置时地板表面温度模拟计算结果

导热层

铺设位置

地板表面温度 （℃）

平均水温３５℃ 平均水温５５℃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最大温差 平均温度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最大温差 平均温度

加热管下 ２７．４４ ２３．６８ ３．７６ ２５．０３ ３７．７１ ２９．５３ ８．１８ ３２．５７

加热管上 ２４．６１ ２２．１０ ２．５１ ２３．０２ ３１．８１ ２６．３７ ５．４４ ２８．３６

加热管上下 ２７．２６ ２５．０３ ２．２３ ２５．８７ ３７．２３ ３２．３５ ４．８８ ３４．１８

３２８　采用预制轻薄供暖板时，因供暖板单位面积散热量较大，

一般房间内不满铺即能满足供暖需求，房间内供暖板外的部位需

铺设厚度与供暖板相同的填充板，使整个房间地面保持平整一

致。填充板还可用于敷设输配管，板上可预开槽，也可在现场开

管槽。输配管管外径一般为１０ｍｍ，可以完全镶嵌在填充板内，

使管上部顶点与板面持平。

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时，供暖房间内基本为满铺。分水器、

集水器与加热房间之间的连接管道经过的走廊等处，一般也铺设

预制沟槽保温板，加热管连接部分应敷设其中。

建筑物内其余部位可铺设与供暖板或保温板厚度相同的填充

板，也可由土建专业用水泥砂浆找平。

３２９　水泥、陶瓷砖和石料面层的热阻约为０．０２ｍ
２·Ｋ／Ｗ，

地板革等塑料类材料热阻约为０．０７５ｍ２·Ｋ／Ｗ，木地板面层的

热阻约为０．１ｍ２·Ｋ／Ｗ，面层以上铺地毯时热阻约为０．１５ｍ２·

Ｋ／Ｗ。面层材料对地面散热量影响较大，采用热阻小的材料有

利于供暖地面散热。

预制沟槽保温板和预制轻薄供暖板供暖地面的特点是较轻

薄、占据室内空间少，可直接铺设木地板，保温板或供暖板、以

及木地板面层均为干法施工，方便快捷。如采用瓷砖或石材面层

还需增加水泥砂浆找平层等厚度，面层为湿法施工，水泥砂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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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加热电缆的预制沟槽保温板金属导热层和预制轻薄供暖板上

的铝箔有腐蚀作用。因此除住宅厨房、卫生间等不宜使用木地板

的场合外，均宜采用木地板面层，以避免湿作业。

带龙骨的架空木地板用于地面供暖有以下问题：①加热部件

上部空气层热阻大不利于散热；②厚度较大占据空间；③实践证

明，加热电缆敷设在架空木地板的空气层中，不利于加热电缆散

热，难以满足房间热负荷要求；温度过高时影响电缆寿命，对聚

苯板绝热层也有破坏。一些住宅户内不同房间分别采用木地板和

地砖面层，常利用架空木地板的龙骨高度进行地面找平；有的在

龙骨之间填充混凝土，失去了 “架空”地板弹性好的优势；有的

在龙骨之间填充绝热层，更不利于向上散热；这些做法都不应提

倡，如需要找平，应在土建设计时，在楼板上设置找平的垫层。

采用加热电缆地面供暖时，面层上如铺设厚地毯，热阻过

大、需要的电功率很大、地板内温度很高才能满足供暖要求，温

度过高不仅影响电缆寿命，还易形成安全隐患。因此，必须铺设

地毯的场合不应采用加热电缆地面供暖；如采用加热电缆供暖应

在设计文件中提示用户不得铺设地毯。

３２１０　由于泡沫塑料类绝热层具有一定弹性，在一定范围内受

力变形后可以恢复；但受力很大时会出现应力拐点，材料达到破

坏极限，压缩变形则不能恢复。供暖地面承载能力与地面构造、

绝热材料的特性和抗压强度等因素有关，以下介绍供暖地面承载

能力的有关资料：

１、各类型供暖地面的绝热材料比较

供暖地面承压的最薄弱环节为绝热材料的受压变形 （泡沫塑

料）或被破坏 （发泡混凝土和泡沫塑料），根据表２可以看出，

发泡混凝土绝热材料不被破坏的抗压强度高于泡沫塑料压缩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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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类型供暖地面的绝热材料比较

供暖地面

绝热类型
混凝土填充式绝热层

预制沟槽

保温板

预制轻薄供暖

板保温基板

绝热材料
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
发泡混凝土

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

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

密度 （ｋｇ／ｍ３） ２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４５０ ３０ ３５

最小压缩强度或

抗压强度 （ｋＰａ）
１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注：１．泡沫塑料材料的密度为表观密度，发泡混凝土密度为２８天干体积密度。

２．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最小压缩强度为模塑型数据，剂塑型高于模塑型。

３．泡沫塑料的压缩强度是按ＧＢ／Ｔ８８１８标准要求的试件尺寸和试验条件下

相对形变为１０％的数据，发泡混凝土为不被破坏的抗压强度，两者没有

绝对的可比性，均仅作为对比参考。

以下按聚苯在地面荷载的作用下压缩量不超过１ｍｍ作为目

标 （远小于 ＧＢ／Ｔ８８１８标准对聚苯压缩强度相对形变不超过

１０％的要求）进行了以下一些荷载试验。

２、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均匀荷载试验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分别对木地板面层和瓷砖面层两种预制

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的试件进行了均匀荷载试验。试件构造同图

Ａ．２．１和Ａ．２．４的非潮湿房间，保温板为２５ｍｍ厚模塑型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试件平面尺寸为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每种试件３个。

试验时上设刚性承压板，每次在承压板上加载４０ｋｇ （１１１．１ｋｇ／

ｍ２）砝 码，静 止 ３０ｍｉｎ后 记 录 试 件 变 形 量，共 加 载 ４００ｋｇ

（１１１１．１ｋｇ／ｍ
２），得出两种试件３次试验的平均荷载曲线如图３。

从图３可以看出：木地板面层试件变形量远大于瓷砖面层试

件，是因为直接铺设的木地板面层与保温板之间存在缝隙，且木

地板本身也有一定的压缩变形，变形量包括缝隙、木地板和保温

板的压缩量；瓷砖面层及铺设了钢丝网的３０ｍｍ厚水泥砂浆基

本为不变形的刚性构造层，且与保温板紧密结合基本无缝隙，因

此相对准确地反映了保温板的压缩量。在约１１ｋＮ／ｍ２ （ｋＰ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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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荷载下，木地板面层试件的变形量不到１ｍｍ，其中保温板

变形约为０．１６ｍｍ （不到２５ｍｍ厚保温板的１％），可满足一般

民用建筑的荷载要求。

图３　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均匀荷载试验结果

３、地面的实际使用过程中，不可能都是满铺于地面的均匀

荷载；实际均为作用于地面的局部荷载，通过地面面层、粘接

层、填充层和钢丝网等的均压作用，对保温材料形成较均匀的荷

载。根据日本资料，居住建筑中常见较大的局部荷载情况和对地

面供暖产品的承载力要求如表３，各类型供暖地面均应满足表中

的承载力要求。

表３ 居住建筑中常见的地面局部荷载

荷载类型和名称
重量

（ｋｇ）

支脚尺寸

及个数

荷载

（ｋＰａ）

地面供暖产品的承

载力要求 （ｋＰａ）

长期

荷载

一架钢琴 ２６０ ８０ｍｍ×４ １３０

一个书架
２００

（包括书）
— １００

≥２００

短期

荷载

坐在椅子上

的一个人

９０

（一个人）
２０ｍｍ×２０ｍｍ×４ ５６０

一套椅子和

一张桌子

２５０

（三个人）
— １００

一个站立的人 ６５ ４２ｃｍ２ １５０

≥８００

４、预制轻薄供暖板局部荷载承载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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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预制轻薄型热水辐射供暖板》在编制过程中对聚

苯密度不同的几种产品的试件，按表３中的居住建筑对地面供暖

产品的承载力要求，进行了局部荷载试验 （不包括反复瞬时冲击

力试验）。采用的压头为Φ４０ｍｍ圆柱体，短期荷载的试验速度

为１．５ｍｍ／ｍｉｎ，长期荷载试验约１０００ｈ。为消除供暖板和木地

板面层材料之间的间隙，先加载预负荷５０Ｎ，１分钟后将形变位

移定为零点重新开始施压。试验结果见表４和图４。由于时间限

制，没有进行瓷砖面层的长期荷载试验；但通过短期荷载试验可

知承载能力瓷砖面层优于木地板面层。从图４还可以看出，在约

６００小时之后，试件趋于稳定，不再继续变形。

表４　预制轻薄供暖板局部荷载满足住宅

承载力要求时的变形量

荷载类型 短期荷载 长期荷载

加载力 （ｋＰａ） ８００ ２００

试验试件的类型 木地板面层 瓷砖面层 木地板面层 瓷砖面层

不同生产厂提供的

试件平均变形量

（ｍｍ）

密度３５ｋｇ／ｍ３ ０．６５～０．９９ ０．５ ／ ／

密度４０ｋｇ／ｍ３ ＜０．５ ／ ０．３８ ／

图４　预制轻薄供暖板长期局部荷载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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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局部荷载试验

参照上述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试验方法，对某生产厂提供的木

地板面层供暖地面的试件 （聚苯密度为３０ｋｇ／ｍ
３）进行了短期荷

载试验。试验结果见表５和图５，由于聚苯板密度较小、厚度较

大，同样面积的试件变形量接近聚苯密度为３５ｋｇ／ｍ
３ 的预制轻

薄供暖板供暖地面的上限值，比４０ｋｇ／ｍ
３ 的预制轻薄供暖板供

暖地面的变形量约大一倍，但都不超过１ｍｍ。根据分析和上述

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试验结果，瓷砖面层的变形量应小于木地板面

层。

由于时间等原因，没有进行长期荷载试验和瓷砖面层试验。

但根据短期荷载试验结果推测，变形量比密度为４０ｋｇ／ｍ
３ 的预

制轻薄供暖板供暖地面大一倍，也没有超过１ｍｍ。

表５　预制沟槽保温板试件局部荷载满足住宅承载力要求时的变形量

荷载类型 承载力 （ｋＰａ） 试验试件的类型 试件变形量 （ｍｍ）

短期荷载 ８００ 木地板面层 ０．９

图５　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试件短期局部荷载试验结果

６、结论

供暖地面变形的最薄弱环节为绝热材料，使其发生变形的荷

载为地面的局部荷载。绝热材料上如铺设有钢丝网的找平层、填

充层，将起到保护绝热层、均匀压力的作用；因此不同构造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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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的承载能力可定性地大致如下排列：混凝土填充式优于预制

沟槽保温板和预制轻薄供暖板，发泡混凝土绝热层优于泡沫塑料

绝热层，密度较高的预制轻薄供暖板优于预制沟槽保温板；预制

型采用瓷砖面层优于木地板面层。

即使是最易发生变形的供暖地面构造形式，用于一般民用建

筑均可满足要求，但当用于荷载很大的场合时，可选择采用密度

较高的聚苯材料或承载能力较高的构造形式，必要时应进行试验

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加固，但应注意材料、加固层对供暖地面散热

量的影响。

３３　房间热负荷计算

３３２、３３３　根据 《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９

调整。

根据国内外资料和工程实测，地面供暖用于全面采暖时，在

相同热舒适条件下的室内温度可比散热器采暖室内温度低２～

３℃，本规范取２℃。但第３．３．２条不适用于地面供暖仅用于值

班供暖等非主体供暖的情况。

局部供暖时，还要乘以表３．３．３的计算系数。表中没有的数

据可采用内插法确定。

３３４　此条是为了在进深较大的房间铺设加热部件时，能够满

足较大热负荷的外区设计温度，并避免负荷较小的内区过热，确

保室温均匀。例如：进深和面积很大的公共建筑门厅、中庭等，

距外墙６ｍ之外的内区如无外围护结构，加热部件应布置在外

区；住宅内通户门的大起居室，距外墙超过６ｍ的部分无围护结

构传热负荷，但有户门开启负荷，宜分别加以计算，并分别布置

加热部件。

３３５　铺设加热部件的地面，不存在室内空气通过地面向外的

传热负荷，因此房间外围护结构热负荷不包括铺设加热部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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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的传热热负荷。供暖地面向下的热损失应计算在热媒供应量

或加热电缆供电功率中，见第３．４．３条。

３３６　以前有关地面供暖的规定认为可不计算房间热负荷的高

度附加。但实际工程的高大空间，尤其是间歇供暖时，常存在房

间升温时间过长甚至供热量不足问题。原因之一与不计算高度附

加有关：①地面供暖向房间散热有将近一半仍依靠对流形式，房

间高度方向也存在一些温度梯度；②同样面积时，高大空间外墙

等外围护结构比一般房间多，“蓄冷量”较大，供暖初期升温相

对需热量较多。因此本规范要求高度附加率按一般散热器供暖计

算值的约５０％取值；其中基本耗热量为围护结构的传热量，附

加耗热量包括朝向修正、风力附加和外门开启附加，详见国家标

准 《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９。

３３７　对分户独立进行供暖能耗计量的住宅的房间热负荷进行

附加，是为了确定加热部件的铺设数量，保证用户最不利情况时

的需求，与实际运行能耗无关。

附加热负荷包括两部分：户间传热量和间歇供暖附加热量。

这两部分附加热量不一定都同时存在，但计算公式考虑了最不利

情况，即房间因间歇供暖需迅速升温、升温过程中与不供暖的邻

户存在温差传热的情况。

对于所有房间同时进行间歇供暖的公共建筑，可仅进行间歇

供暖修正，没有邻室传热附加。

条文中附加值是按如下原则确定的：

１、因室温差异而形成的户间传热附加负荷的数值，是在以

下计算条件下，对不同建筑和供暖类型，采用动态负荷模拟计算

方法进行室内外传热计算后的统计和分析结果：

１）假设本户供暖，邻户不供暖，次邻户供暖；并采用以下

邻户不供暖发生概率：邻户数量为４时取５０％，邻户数量为３

时取６７％，邻户数量为２时取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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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北京城区整个供暖季进行逐时负荷计算，采用最冷日

逐时计算结果的平均值。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户间传热量的大小确实与户内使用面积

存在着近似的比例关系。且户间传热量按单位面积平均值进行计

算，是将通过户间楼板和隔墙的传热量按房间面积均分到户内各

房间，可避免邻户正常供暖时个别房间过热；当存在户间传热

时，考虑到一户内各房间可通过敞开的门达到温度均衡，对于住

宅各房间的实际温度影响不大。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特性达到节能幅度５０％的要求时，户间

传热量计算结果约为１０Ｗ／ｍ２；达到节能６５％的要求时，计算

结果约为７Ｗ／ｍ２；为保险起见，目前北京市一直采用１０Ｗ／ｍ２。

计算过程中还可以看出，由于邻室为供暖房间，完全不供暖的房

间的室温仍然可达到１１℃左右；根据正在编制的北京市 《供热

计量应用技术规程》，户内供暖管道阀门不能完全关闭，使房间

最低温度不低于１４℃，因此户间传热附加负荷应略小于７Ｗ／

ｍ２，但仍取７Ｗ／ｍ２，使计算结果更加安全。

２、间歇供暖热负荷修正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表３．３．７修

正系数α的取值原则为：

１）考虑到分户热计量的因素，户内有可能在无人时降低室

温、或进行间歇供暖，至少附加１０％。

２）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热容量大，采用间歇供暖较困难，

但实行完全分户收费的分户独立燃油燃气供暖炉热水供暖或加热

电缆供暖时，适当考虑用户为节省燃气或电力费用的间歇供暖习

惯，附加值适当增大至２０～３０％。

３）预制沟槽保温板和预制轻薄供暖板热容量小，较易间歇

供暖，根据日本经验附加范围可在１０％～５０％，２０％～３０％的

附加为最佳。设计人可根据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情况、热源情况

和供暖方式的不同选取。一般可采用２０％～３０％，最容易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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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停暖的独立热源或电热系统可采用４０～５０％。

４）进行间歇修正的房间热负荷仅在房间升温时的短时间达

到，因此校核地面平均温度时应采用稳定的房间热负荷，即取α

＝１．０。

３、与低温邻室的户间传热虽然增加了每户的最大需热量，

但对于供热系统整体，并未增加热量，甚至在一些用户降低室温

要求时，还可节省总供热量，因此对于系统供热量不应计算户间

传热量。建筑物中所有用户不会同时开始加热，因此计算建筑物

的总负荷时附加百分比应小于每户的取值，取１０％基本可满足

要求。

３４　地面散热量和系统供热量计算

３４１　单位地面面积所需散热量ｑ１，仅为用于计算热水系统供

热量、加热管敷设间距和供暖板铺设面积的必要数据。加热电缆

的计算见第３．８．１条。

家具和其他地面覆盖物的遮挡对地面散热量影响很大，应予

以考虑。地面遮挡因素随机性很大，情况非常复杂，设计人员可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附加 （例如住宅的一般规律是越大户型家具密

度越小，有腿家具比无腿家具遮挡小）。

计算公式中地面面积Ｆｒ取值必须是房间内能够铺设加热部

件的较准确的面积，否则会使ｑ１ 的计算结果偏小，实际铺设的

加热部件偏少不满足热负荷要求。

３４２　校核地表面平均温度的近似公式，是由 ＡＳＨＲＡＥ手册

（２０００年版）提供的计算方法获得的计算数据经回归得到的，主

要反映不同室温时为满足房间所需散热量，地面需要达到的大致

整体平均温度，不能作为第３．４．４条计算供暖地面散热量时的

ｔｐｊ使用。公式 （３．４．２）仅适用于全面地面供暖房间，不适用于

局部地面供暖的情况。计算公式中地面面积Ｆｄ 可大致取房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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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但卫生间浴缸等固定设备如占据面积较大，不应计算在内。

３４３　对于采用地面供暖但相邻上下层都不是地面供暖的房间

（例如公共建筑的门厅），以及住宅建筑顶层房间，系统对房间的

供热量应为地面向上的有效散热量 Ｑ１ 和向下的散热损失 Ｑ２ 两

部分叠加。

对于各层都采用地面供暖的住宅建筑的首层和中间层，既接

受来自上层的散热损失 Ｑ′２，又有向下层的散热损失 Ｑ２，可认

为Ｑ′２≈Ｑ２，因此系统对每层房间的供热量可与按３．３节计算出

的房间热负荷Ｑ近似取相同值。

３４４　供暖地面单位面积向上的有效散热量和通过楼板向下层

房间的散热损失计算公式来源于美国 ＡＳＨＲＡＥ手册 （２０００年

版）。求解散热量的计算过程中，还需要反映加热管内热水平均

温度和地面构造做法的地板内部传热公式，与条文中各公式组成

复杂的联立方程，才能得出供暖地面的上表面或下表面的平均温

度和各部分散热量，见第３．４．５、３．４．６条的条文说明。

３４５、３４６　规定了现场铺设加热管的热水供暖地面的有效散

热量和散热损失的计算要求。

对于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面的有效散热量和散热损失，

推荐采用 ＡＳＨＲＡＥ手册 （２０００年版）提供的计算方法，包括

供暖地面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散热量计算公式 （见第３．４．４条）和

供暖地面内部传热计算公式 （略）。

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与混凝土填充式供暖地面的构造不

同，供暖地面内部传热规律也不尽相同。各生产企业的保温板因

采用的材料、厚度及其铺设的导热层厚度不同等各种因素，散热

量也不相同；因此应按各产品样本提供的试验数据确定有效散热

量和散热损失。附录Ｃ的有效散热量和散热损失数据是根据北

京建筑工程学院的试验研究成果，结合３．４．４的供暖地面表面散

热量计算公式，采用有限单元法，应用ＡＮＳＹＳ软件数值模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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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得出的，在计算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附录Ｂ．１和Ｂ．２分别列出了采用混凝土填充式热水供暖地

面时，聚苯乙烯塑料板绝热层和发泡水泥绝热层上敷设ＰＥ－Ｘ

管、ＰＢ管，以及铜管采用聚苯乙烯塑料板绝热层时的计算数据。

附录Ｃ．１和Ｃ．２分别为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时ＰＥ－Ｘ

管和ＰＢ管的计算数据。铝塑复合管和ＰＥ－ＲＴ管可参照ＰＥ－Ｘ

管的数据。

附录中ＰＥ－Ｘ管导热系数取值为０．３８Ｗ／ （ｍ·Ｋ），ＰＢ管

导热系数取值为０．２３Ｗ／ （ｍ·Ｋ），铜管导热系数取值为３８６Ｗ／

（ｍ·Ｋ）。当所选用的管材导热系数与计算条件不符时 （例如韩

国的爱康ＰＢ管导热系数为０．３８４Ｗ／ （ｍ·Ｋ）），需根据加热管

实际导热系数选用附录中相近导热系数管材的计算表。

附录Ｂ、Ｃ给出的数据均为供暖地面与供暖房间相邻时的计

算结果，不包括与土壤接触、与不采暖房间或与室外空气相邻的

情况。

３４７　预制轻薄供暖板供暖地面的散热量数据各产品不同，附

录Ｄ为系统形式示意和某产品样本数据示例。

３５　热水系统设计

３５１　为了提高能源效率、保证供暖系统运行安全和设备使用

寿命，提出对供暖系统的水质及其保证措施的要求。

集中供暖系统水质保证措施包括热源和热力站的水质处理、

楼栋采暖入口和分户系统入口设置过滤设备、采用塑料管材时对

管材的阻气要求、供暖期间对集中供热系统进行满水保养等。有

关系统水质要求的国家标准正在制定之中，目前可按北京市地方

标准 《供热采暖系统水质及防腐技术规程》ＤＢＪ０１－６１９的要求

进行设计。采用自来水进行补水的户式燃气供暖炉的漏水和补水

量很小，不做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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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轻薄供暖板内加热管很细，为了使系统排气比较彻底，

限制微生物的产生，因此不论是否集中供暖和系统中是否安装了

过滤器、排气阀，均要求再安装脱气除污器，其功能详见第

４．４．１２条的条文说明。当预制轻薄供暖板为独立的供暖系统时，

脱气除污器可设置在供暖系统总管上；当供暖系统中仅局部采用

预制轻薄供暖板时，脱气除污器应设置在预制轻薄供暖板系统的

一次分水器供水管上。

３５２　采用换热器间接供暖，可满足用户在热媒温度、压力或

资用压差等参数的不同需求；采用混水装置可满足用户对热媒温

度、资用压差的不同要求。

地面供暖的水温差比一般热源系统的水温差小，故所需流量

较大。为了节约水泵的输送能耗，应尽量采用热源系统的大温差

输热，因此宜将换热器或混水装置放在终端用户附近。根据建筑

情况，可一个楼内系统设一套换热器或混水装置，也可每户设一

个换热器或混水装置。

３５３　本条是对住宅地面供暖系统形式和共用立管的设计要求。

采用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系统形式时，一般住宅一户为一个

户内系统，配置一套一次分水器、集水器，当立管连接的各户面

积和负荷相差较大时，可为大户型 （例如跃层住宅）设置一个以

上的户内系统，配置一套以上一次分水器、集水器。

限制共用立管每层连接的户内系统数量，是为了管井内分户

阀门、计量 （分摊）设备等的设置和管理。共用立管连接的户内

系统总数过多时，不利于户间流量的合理分配，限制不多于４０

个，是大体上按照十八层住宅每一对立管每层连接两个户内系

统、十二层住宅每一对立管每层连接三个户内系统确定的，经多

年设计实践基本适当。

接向户内系统的供、回管上设置具有关断功能的阀门，是物

业管理和检修的需要。当难以实现 “同一对立管连接负荷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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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系统”时，面积较小套型的分户热表和户内系统的阻力会较

小，阀门的调节功能可适应水力平衡的要求，因此推荐具有具备

开度显示、压差和流量测量、调节线性和限定开度等功能的静态

平衡阀。

共用立管和可关断和调节的阀门设置在户外，符合 《住宅设

计规范》关于公共功能管道的设置要求和物业管理需要。

每户一次分水器、集水器等入口装置仅为本户使用，维修时

可以入户，且可方便居民自己设定户内水系统水温和室内温度。

３５４　北京地区独立热源一般常采用户式燃气供暖炉，其配套

的水泵一般不是为地面供暖系统设计的，应与供暖炉厂家协调水

泵等的性能要求。独立式住宅可能采用地源热泵作热源，设计人

根据户内系统的要求自行选择水泵等设备；其他独立热源系统，

也由设计人自行选择水泵设备；均应满足地面供暖热水加热部件

的承压要求。

３５５　各路供回水管的长度尽量接近是为了有利于各环路的水

力平衡。一般规模住宅中，实践证明现场敷设的加热管控制在

１２０ｍ以内是适宜的；预制轻薄供暖板的输配管总长度在５０ｍ时

也已足够。

各环路长度差距较大时，原则上应通过阻力计算采用不同的

管径。估算时可参考德国技术资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推荐的不同管径时的

限制长度：１／２英寸管７５ｍ，５／８英寸管１２０ｍ，３／４英寸管

１５０ｍ。热水地面供暖系统的加热管或供暖板阻力较大，一般应

采用并联方式，串联方式只适用于２个较小房间 （如两间卫生

间）之间，使系统阻力不会过大且宜平衡，并减少了一次分水器

的分支环路。

分别为每个主要房间配置独立的环路 （包括一个大房间按区

域配置两个及以上独立环路），是为了便于分室或分区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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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　同第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７条的条文说明

３５７　加热管最小弯曲半径有一定的限值 （塑料管和铝塑复合

管不宜小于６倍管外径），例如采用外径２０ｍｍ塑料管，平行型

布管方式的１８０°拐弯的最小管间距为２４０ｍｍ。当根据热工特性

计算出的管间距小于此数值时，就不应采用平行型布管方式，可

采用回折型布管。

在满足地表面平均温度最高限值的前提下，水温高时，所需

管间距越大；但管间距越小，地面温度越均匀；混凝土填充式的

填充层对地表面温度均匀有利，预制沟槽保温板供暖地面温度均

匀性稍差；住宅等场所对地表面温度均匀的要求稍高，公共大厅

等场所要求相对不高。本规范对加热管最大间距没有做明确限

制，设计时应根据上述因素确定，但附录Ｂ和附录Ｃ仅分别给

出不大于５００ｍｍ和３００ｍｍ间距的计算数据，一般情况下不应

超过。

３５８　根据国家现行管材标准生产的合格产品，原则上都可以

用作加热管，但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正确选用，主要考虑以下因

素：

工程中常用的塑料加热管材为聚丁烯 （ＰＢ）管、交联聚乙

烯 （ＰＥ－Ｘ）管、耐热聚乙烯 （ＰＥ－ＲＴ）管。塑料管材承受内

液压，其蠕变特性与强度 （管内壁承受的最大应力，即环应力）、

时间 （使用寿命）和工作温度密切相关。因此，为保证管道的使

用寿命，热水地面供暖系统的热媒温度和系统工作压力不应过

高。

内壁为交联聚乙烯的铝塑复合管比内壁为聚乙烯的铝塑复合

管更适用于热水，且根据长期工作温度，允许工作压力也不相

同。铜管也是一种适用于热水地面供暖系统的加热管材，其具有

导热系数高、阻氧性能好、承压能力高、易于弯曲且符合绿色环

保要求等特点，但价格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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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　加热管和输配管的敷设是无坡度的，因此管内流速不宜

小于０．２５ｍ／ｓ，以保证空气能够被水流带走并在集水器处排除。

住宅卫生间等一些流量较小的支环路，如不满足流速要求，可将

２个房间串联以加大流量，或选择较小直径的管道。

３５１０　预制轻薄供暖板内加热管一般为交联聚乙烯 （ＰＥ－Ｘ）

管、耐热聚乙烯 （ＰＥ－ＲＴ）管和聚丁烯 （ＰＢ）管。输配管管径

和厚度一般为ｄｎ１０×１．５。

３６　热水系统一次分水器、集水器及附件的选用和设计

３６１　限制分支环路数量主要是避免成品分水器、集水器内流

量和流速不过大，以利于各支路水量的分配控制及空气的排除。

３６２　本条规定了分水器、集水器应安装的阀门和附件，采用

不同系统安装位置也不尽相同。附录Ｅ为供暖系统的参考图示，

以热计量装置设在供水管、分水器设在集水器之上为例；主要是

考虑到地面供暖水温较低，热计量装置设在供水管对设备使用工

况影响不大，且热计量装置等在上部有足够的安装空间；也可将

分水器设在集水器之下、热量计量装置设在回水管，优点是利于

空气排除、热计量装置工作水温更低。

成品分水器、集水器主体一般配带或可选配泄水阀、排气阀

和进出口总管的关断阀等。当总管上设置过滤器、热计量装置、

自动调节阀时，还应在这些附件的前端再设一个关断阀，供清洗

过滤器和维修热计量 （分配）装置和温控阀时关闭用。为利于供

暖系统的水力平衡调节，总管的关断阀之一可选配为具有关断和

调节功能的静态平衡阀。对于住宅，与共用立管相连接、满足物

业管理需要的进出口总管的关断、调节阀门的位置见第３．５．３条

的要求。

设置过滤器是为了防止杂质堵塞流量计、自动调节阀和加热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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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　设置旁通管是为了在楼内供热管路系统冲洗时，保证水

不流进户内系统管道，旁通管上需设置供暖运行时关闭的阀门。

混水系统设置的混水泵与系统总循环泵为直接串联的二级泵

系统，设置平衡管是为了使两级水泵的水量平衡。以附录Ｅ．３

的图示为例：以平衡管两端为界，混水泵负担负荷侧 （分集水器

及加热管）阻力，系统总循环泵负担热源侧阻力，当因系统存在

不平衡等因素时，热源侧流量大于混水泵流量时，多余流量通过

平衡管流回，否则反之。平衡管保证了负荷侧的流量恒定，也保

证了通过控制阀门开度调节分水器进口水温的准确性。当楼内供

热管路系统需要冲洗时，可关闭负荷侧供回水阀门，平衡管作为

旁通管使用。

３７　热水系统管道水力计算

３７１～３７５　管道压力损失计算方法中，塑料管材和铝塑复合

管的摩擦阻力系数的计算公式，以及附录 Ｈ中常用局部阻力系

数，来源于俄罗斯１９９９年出版的设计与施工规范 《采用铝塑复

合管供暖系统的设计与安装》，是专门针对铝塑复合管制定的，

其他塑料管可参照使用。

附录 Ｈ中塑料管和铝塑复合管、铜管水力计算表是分别根

据第３．７．１～３．７．３条中的相应公式计算得出的。铜管的局部阻

力系数也可参照附录Ｈ取值。

３７６　产品样本给出的预制轻薄供暖板 （包括二次分水器和供

暖板内加热管）的压力损失，均为根据实测数据整理而得。

３７７　对于现场敷设加热管系统，总压力损失包括总进出水管

道及其阀门等管件、分集水器 （由产品技术资料提供）、分支加

热管及其阀门的阻力。条文中总压力损失 （不包括热量表和自动

调节阀的局部阻力）的上限值，主要是考虑集中供暖系统的水力

平衡，以及分户燃气炉的循环泵的机外余压；３０ｋＰａ仅为推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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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对于预制轻薄供暖板系统，总压力损失包括总进出水管道及

其阀门等管件、一次分集水器、分支输配管及其阀门、供暖板的

阻力。产品标准规定的供暖板阻力限值为３０ｋＰａ，阻力较大，且

输配管的管径只有一种规格，因此对其系统最高阻力不做限定。

如采用分户燃气炉，当超过循环泵机外余压时均应采取其他

措施。

３８　加热电缆系统设计

３８１　规定加热电缆的线功率不宜大于１７Ｗ／ｍ，是为了加热电

缆在一般常规做法环境下，并满足设计负荷时，其外护套表面温

度不超过６５℃，以保证电缆使用寿命，且有利于保证地面温度

均匀 （相应减小电缆的铺设间距）。

３８２　加热电缆表面最高温度高于热水地面供暖的加热管温度，

因此限制其最大间距，以保证地面温度的均匀性。限制最小间距

是考虑电缆的弯曲能力及避免两根电缆接触。

限制与外墙最小间距是为了避免电缆与外墙的垂直保温膨胀

带直接接触，影响电缆散热。加热电缆与内墙面的间距不应过

小，主要是考虑无腿立柜等靠墙家具对电缆的遮挡不应过多；但

为保持房间地表面温度的均匀性，避免在电缆长度已经确定的情

况下与设计计算出的敷设间距相差过大，距内墙距离也不应过

大；因此推荐采用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

３８３　加热电缆的选型计算

１、公式 （３．８．３－１）、（３．８．３－２）反映了在总安装功率确

定条件下，加热电缆布线间距和线功率的关系。选用线性功率大

的加热电缆，布线间距可较大，加热电缆长度较小，否则反之。

设计人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组合，但加热电缆的长度和线功率

均有一定的规格，应按产品要求选取，并宜符合本节第３．８．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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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２条的限制要求。当采用超过第３．８．１条推荐的最大线功率

较多，但铺设间距仍然小于第３．８．２条规定的最小间距时，说明

房间热负荷过大或铺设面积过小，应调整设计。

２、表３．８．３提供的数据，是将加热电缆供暖地面内部复杂

的三维导热，近似简化为按加热电缆供暖地面上部和下部热阻的

比例作为内部导热量的近似比例，并结合地板表面向上和向下的

对流和辐射散热计算公式，采用有限单元法，应用 ＡＮＳＹＳ软

件，按铺设间距１００ｍｍ，线功率为１０Ｗ／ｍ的条件进行数值模拟

计算的结果。随着电缆线功率的增加，热损失比例将减少，因此

１０Ｗ／ｍ的计算条件为最不利情况。

对于混凝土填充式，由于加热电缆设于混凝土填充层之间，

可以将填充层视为均匀的发热整体板，上述简化与实际较为接

近。

预制沟槽保温板式，由于上述简化已考虑最不利条件，计算

结果也偏安全。

表３．８．３中面层材料的热阻Ｒ （ｍ２·Ｋ／Ｗ）取值如下：找

平层０．０３２、石材０．０２、塑料地板革０．０７５、复合木地板０．１。

当采用其他材料面层时，可自行计算面层热阻，参考相近的面层

总热阻数值近似取值。

３８４　加热电缆地面供暖系统，应充分发挥电热容易控制的特

点，根据需要各房间单独控制需求不同的室温或单独手动通断供

暖回路，可提高舒适度，并利于节能。因此每个房间宜独立设置

加热电缆回路，提供各房间独立控制的条件；但每根加热电缆的

规格有一定限制，且最大功率不宜超过所选温控器的最大额定工

作电流，所以热负荷较大房间根据需要可分设成两根或多根独立

回路。

３８５　加热电缆由于各段线功率比较恒定，不必象热水系统那

样考虑高温段尽量布置在热负荷较大区域，布置较灵活；加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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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较细，平行型布置时间距一般可满足弯曲半径要求，因此也无

需采用回转式布置。

加热电缆有单导线和双导线形式，单导线安装时加热电缆必

须形成回路，两端与电源连接；双导线产品本身自成回路，只需

一端连接电源，操作方便灵活。

３９　热计量和室温控制

３９１　强制性条文。

本条对热水供暖系统的分户热计量和温控做出规定。加热电

缆地面供暖的电能已经实现分户计量，电气设计具体做法见第

３．１０．１条的要求。

根据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７３，分户热计量可以采用

户用热表直接计量并结算的热量直接计量方式；也可在楼栋热力

入口安装总计量表用于热费结算，户内采用设热量表或其他方式

用于各户热费分摊的计量方式。对于热水地面供暖系统，便于在

入户总管上设置热量表，无论采用分户结算或分摊，均宜采用。

３９２　热水地面供暖系统的室温控制要求

１ 现有的地面供暖工程出现了大量过热的现象，既不舒适

又浪费了能源；且由于房间热负荷计算时附加系数比较大，导致

加热部件在非最不利条件下相对铺设过多，在房间升温后的稳定

运行阶段会出现过热，此时需要温度控制装置进行自动调节，以

满足使用要求。因此，除本条２款、３款的情况外，本规范要求

热水地面供暖系统室内温度应能自动调控。

２ 也有将温度传感器设在回水处感知回水温度间接控制室

温的做法，控制系统比较简单；但地面被遮盖等情况也会使回水

温度升高，因此回水温度不能直接和正确反映室温，会形成室温

较高的假象，室温控制相对不准确；因此除特殊情况外 （例如潮

湿房间），推荐将温度控制器设在被控温的房间或区域内，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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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加热部件的布置和温控器设置位置要对应。

３ 设有空调供热系统的公共建筑入口大堂、有外围护结构的

游泳池等，冬季热负荷很大，热水供暖地面只能作为房间或区域

供暖的补充，另有空调供热系统等控制室温；夜间空调系统停止

运行时，供暖地面可作为值班供暖。值班供暖的设计温度一般较

低，即使不设置温控，室温也不会过高，因此可不设自动温控。

４ 相关电气标准按电击危险程度对潮湿场所进行了区域划

分，在不同的区域，对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有不同的要求。因此

温控器布置时，不仅考虑室温的代表位置，还应同时满足相关电

气规范要求。当房间过小，不能满足该区域电气设备安装的要求

时，热水地面供暖系统可采用自力式温控器，或采用回水温度控

制方式。淋浴间、住宅卫生间等潮湿场所相对于其他供暖房间较

少，游泳池地面供暖仅为辅助供暖，即使不设室温控制装置对使

用和节能也影响不大，且设置温控器较困难，因此不做强制性要

求。

３９３　采用用户或区域总体控制，系统比较简单，造价较低，

可以基本满足节能和舒适要求；采用分室分环路控制需要远传，

系统相对复杂，价格较高，各房间要求设定不同温度时采用。

３９４　热水地面供暖自动调节阀的选择设置举例：

电热阀是依靠驱动器内被电加热的温包膨胀产生的推力推动

阀杆关闭流道，信号来源于室内温控器。电热阀相对于空调系统

风机盘管常采用的电动阀，其流通能力更适合于小流量的地面供

暖系统使用，且具有噪声小、体积小、耗电量小、使用寿命长、

设置较方便等优点，因此在以住宅为主的地面供暖系统中推荐使

用，分环路控制和总体控制都可以使用。大系统总体控制时可采

用电动阀。

分环路控制且拟采用内置温包型自力式温度控制阀时，可将

各环路加热管在房间内从地面引高至墙面一定高度安装温控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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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温控阀的局部高点处应有排气装置，温控阀、排气装置均暗

埋在墙面内的盒内。这种做法管道需在房间墙面内暗埋，一般不

常采用。

对需要温度信号远传的调节阀，也可以采用远程调控式自力

式温度控制阀，但由于分环路控制时需要的硬质远传管道较长难

以实现，一般仅在区域总体控制时使用，将温控器设在分水器、

集水器附近的室内墙面。

散热器用自力式温度控制阀如直接安装在分水器进口总管

上，内置温包式温控阀头感受的是分水器处的较高温度，很难感

知室温变化，一般不予采用。

３９５　加热电缆的温控比热水系统容易实现，且更加必要，因

此均应设置温控。供暖地面有一定的蓄热能力，室温控制不可能

也不要求高精确度，完全可以采用相对简单的通断自动控制。

需要限制地表面温度的场合，指采用热阻很大的实木地板面

层，或用户有可能在地面上大面积铺设阻挡散热的地毯等，有可

能引起电缆过热的情况。

当潮湿房间过小，不能满足该区域电气设备安装的要求时，

应采用地面温度控制方式，将温控器的外置型传感器 （地探头）

埋设在房间供暖地面中，控制器设在潮湿房间外的墙面上。

控制加热电缆的地温型温控器可以根据实际室温和气候变化

等因素人为改变温度设定值，因此在设置室温型温控器有困难

时，可以采用地温型温控器代替，虽然不够精确，但在负荷稳定

时也能将室温控制得相对稳定。

３１０　电气设计

３１０１　有一些地区实行峰谷电价，有些地区对冬季供暖电耗有

优惠政策，在这些情况下，电热供暖系统回路需单独设置和计

费，以适应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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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系统负荷为季节性负荷，与其他照明、电力等负荷分开

回路配电，便于设备停运、检修和独立控制。

３１０２　加热电缆地面供暖系统一般采用 ＡＣ２２０Ｖ供电，但当

进户回路负荷超过１２ｋＷ，仍采用ＡＣ２２０Ｖ供电时，回路电流、

开关设备容量会比较大，导线截面和穿线管管径比较粗，这时宜

采用ＡＣ２２０Ｖ／３８０Ｖ供电。但是对于居住建筑，当进户电源采用

ＡＣ２２０Ｖ／３８０Ｖ方式时，应注意首先要取得供电部门的同意。

３１０４　强制性条文

加热电缆虽然埋设在地面内，但其接地线也必须与配电系统

的接地线连接，当出现绝缘破损等情况导致有泄露电流产生时，

可通过相关配电回路设置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进行保护。

３１０５　加热电缆地面供暖设备配电导线要求不包括温控开关或

接触器出线端配至每组加热电缆系统设备的导线，以及温度传感

器的控制线，这部分线缆由设备供应商配套提供，其规格应满足

相关产品标准要求。

３１０７　热水供暖系统采用电驱动式自动调节阀和户内混水泵等

用电设备时，电源电压等级应满足其额定电压要求。由于连接阀

门和混水泵等设备的电源管线接线端子局部外露，当采用

ＡＣ２２０Ｖ电压供电时，对于住宅内安装的设备应采取防护措施，

防止儿童触及。当采用ＡＣ２４Ｖ等安全电压供电时，可将隔离变

压器安装在配电盘内，相关的 ＡＣ２４Ｖ 元器件及线路应与其它

ＡＣ２２０Ｖ元器件及线路进行隔离。

３１０９　当大面积采用集中加热电缆地面供暖系统时，由于用电

负荷比较大，如与照明、动力等设备合用变压器或配电系统时，

集中电热设备的投入方式和时间对总系统影响较大，因此宜设置

负荷监控系统，通过对总负荷的时时检测，充分利用加热电缆地

面供暖系统的蓄热能力，分时分段对电热设备的投入进行控制，

以削减电网高峰时段用电负荷，填补低谷时段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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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材料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施工性能主要应考虑在材料安装时和安装后可能产生的

潜在影响等。例如加热管受到弯曲，弯曲部位会产生较大内应

力，对其使用寿命产生影响。

４１２　地面供暖设计的产品标准包括：

绝热层和填充层材料：《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ＧＢ／

Ｔ１０８０１．１、《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ＧＢ／Ｔ１０８０１．２，《通

用硅酸盐水泥》ＧＢ１７５；

热水系统管材： 《冷热水系统用热塑性塑料管材和管件》

ＧＢ／Ｔ１８９９１、《热塑性塑料管材通用壁厚表》ＧＢ／Ｔ１０７９８、 《冷

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ＰＥ－Ｘ）管道系统》ＧＢ／Ｔ１８９９２、《冷热水

用聚丁烯 （ＰＢ）管道系统》ＧＢＴ／Ｔ１９４７３、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ＰＥ－ＲＴ）管道系统》ＣＪ／Ｔ１７５、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ＧＢ／Ｔ１８７４２、《铝塑复合压力管》ＧＢ／Ｔ１８９９７、 《无缝铜水管和

铜气管》ＧＢ／Ｔ１８０３３等；

加热电缆：《额定电压３００／５００Ｖ生活设施加热和防结冰用

加热电缆》ＧＢ／Ｔ２０８４１－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０８００：１９９２、等；

温控器：《温度指示控制仪》ＪＪＧ８７４、《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

动控制器第十部分：温度敏感控制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０

等；

水路自动调节阀：《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ＧＢ１４５３６．１、《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电动

水阀的特殊要求及机械要求》ＧＢ１４５３６．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

自动控制器　电起动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６、《散热器恒温

控制阀》ＪＧ／Ｔ１９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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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绝热层和预制沟槽保温板材料

４２２　表中数据摘自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ＧＢ／

Ｔ１０８０１．１－２００２和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ＧＢ／

Ｔ１０８０１．２－２００２。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ＧＢ８６２４－２００６已经对材料的燃烧性能进行了新的分级，但由于

对应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标准还未进行修改，仍引用其燃烧性能

的数据。

从表４．２．２可看出，挤塑材料绝热性等指标均好于模塑材

料，宜优先选用，但价格较高。采用预制沟槽保温板的供暖地面

上部无填充层均衡地面压力，因此规定采用密度和压缩强度较高

的材料。

４２３　为尽量增加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向上的有效散热量，且不

影响木地板的直接铺设，规定预制沟槽保温板及其金属导热层的

沟槽尺寸应与敷设的加热管或加热电缆外径吻合。

限定保温板厚度是为了限定最薄处最小厚度，以控制向下的

传热损失。

限定导热层最小厚度为０．１ｍｍ，主要是为了保证导热层的

牢固性。

金属导热层要求其导热效果好，一般采用薄铝板或铝箔，因

此采用其导热系数作为金属材料的最小限值。

图３为铺设木地板面层时，加热管上下均设铝箔，不同管间

距地板表面的温度梯度和最大温差。从图中可看出供暖地面的表

面温度不均匀性随管间距加大而加大；为保证导热效果，宜增加

导热层厚度；因此，推荐采用表４．２．３的数据。

水泥砂浆找平层对金属导热层有腐蚀作用，参照预制轻薄供

暖板的产品标准，要求采用防腐导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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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管间距地板表面的温度梯度和最大温差

　　注：图右侧注释 ＤＮ 为管公称外径 （ｍｍ），℃为平均水温，ｂ为保温板厚度

（ｍｍ）。

４４　热水系统的材料和设备

４４１、４４２　根据京建材 （２００８）７１８号文 《关于加强民用建

筑地板采暖工程塑料管材管件质量管理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制

定。第４．４．１条要求的系统适用性试验的方法、试验条件及要求

应符合的管材国家现行标准，见第４．１．２条的条文说明。

４４３　加热管应符合的现行标准见第４．１．２条的条文说明。附

录Ｋ提供的资料均来源于上述标准。

４４４　根据产品标准，出厂应具有必要的标识，此条对标识的

要求主要是保证加热管由正规生产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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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５　为防止渗入氧对钢制散热器等易腐蚀构件的氧化腐蚀，

特作此规定。

４４８　预制轻薄供暖板产品标准正在编制，该标准发布之前，

可按企业标准执行。

４４９　图６为分水器在下的成品分水器、集水器构造示例。分

水器配带可调节各分支路水力平衡的阀门，在各分支路长短或热

量相差过大时，能够调节平衡各支路，使之达到设计流量，使系

统能够通过初调节达到平衡，因此应配带。

图６　分水器集水器装置结构图

１集水器主管　２分水器主管　３流量关断阀　４分水器调节阀　５球阀

６自动排气阀　７手动排气阀　８活接三通组件　９止回阀　１０泄水阀　１１支架

４４１０　强调分水器、集水器应有生产厂商标或识别标志，是为

了保证所选用的设备为正规生产企业生产的合格产品。

４４１１　国家标准 《采暖空调用冷、热水分集水器装置》目前已

经过审查报批。

４４１２　一般的排气阀只能静态排气，属于被动排气；合格的脱

气除污器，其脱气装置能随时吸收系统内部水流多余的空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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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动分离并排除，将系统的水维持在空气含量非饱和状态，系

统含氧气量的减少使系统不会腐蚀和产生生物粘泥。

４４１３　附录Ｅ提供几种常用的混水系统做法，供参考。

４５　加热电缆材料和温控设备

４５１　强制性条文。

强制屏蔽接地是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防止人体触电和屏蔽电

流产生的电磁。

４５３、４５４　加热电缆标识包括商标和电缆型号。冷热线接头

为加热电缆的薄弱环节，应由专用设备和工艺方法加工，严格控

制质量，不应在现场简单连接，以保证安全性、机械性能达到要

求。应将冷热线以及接头作为一体进行检测，还应对接头位置设

明显标识。

４５５　附录Ｌ的对加热电缆的电气和机械性能要求，来源于

《额定电压３００／５００Ｖ生活设施加热和防结冰用加热电缆》ＧＢ／

Ｔ２０８４１－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０８００：１９９２。

４５６、４５７　温控器、自动调节阀产品标准见第４．１．２条的条

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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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施工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本条规定了施工前应具备的必要条件，如不具备这些条

件，不能进行施工。

采用地面供暖系统时，其他电气系统管线不得与地面供暖的

加热管或加热电缆敷设在同一构造层内，应敷设在混凝土楼板内

或绝热层内；因此第６款中要求完成的电气预埋工程，是指在地

面供暖施工前预埋管线扫管传代线工作必须完成并达到穿线条

件，以避免返工。

５１３　本条主要对地面供暖系统的管材、管件、设备的运输、

装卸、储存和施工条件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目的在于防止在这些

过程中损坏材料。

５１４　对于各种加热管，虽然都具有耐酸碱腐蚀的能力，但是，

油漆、沥青和化学溶剂对塑料等有较强的破坏作用，这种情况对

于加热电缆同样存在，因此必须严格防止接触这类物质。

５１５　施工环境温度不宜过低的原因如下：

１ 塑料管的普遍特性是随着环境温度的降低，其韧性变差，

抗弯曲性能变坏，因此很难施工；

２ 当环境温度低于５℃时，发泡水泥绝热层、混凝土填充层

的施工和养护质量也较难保证；

３ 如通过采取某些技术措施来确保混凝土的施工质量，将

会使工程造价相应增加。

５１７　地面平整与否，会影响到泡沫塑料类绝热层、保温板和

供暖板的铺设质量和加热管的安装；地面积灰还会使发泡水泥绝

热层浆体中的水被灰尘吸收，导致发泡不均匀；因此做此规定。

基层地面的平整及杂物清理，应由土建专业完成，地暖施工

单位验收合格后再进行绝热层或保温板、供暖板的铺设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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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５１９　目的在于保护加热管、预制轻薄供暖板及其输配

管和加热电缆，以免遭损坏。

５２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浇注

５２１　平整发泡水泥绝热层和水泥砂浆填充层表面的刮平工具，

一般采用手柄具有弹性的刮板；适应不同工艺的搅拌机，应具有

高速、高性能和强搅拌力；输送泵的压力和流量应恒定、平稳。

５２３　发泡水泥绝热层有物理发泡工艺和化学发泡工艺，地面

供暖领域应用较多的为物理发泡工艺。

５２４　刮平后的泡沫水泥表面应光亮无浮泡，浮泡多说明水多

有离析现象。如孔隙不均匀或存在水泥与气泡明显分离层，将使

绝热层导热系数增大，则为不合格产品。

５２６　发泡水泥绝热层的取样检验内容为干体积密度、７天抗

压强度、２８天抗压强度和导热系数，取样试件尺寸及数量可按

检测部门要求确定。

５３　泡沫塑料类绝热层、保温板、供暖板

及其填充板的铺设

５３３　产品出厂前预制轻薄供暖板均已做好密封，出现问题一

般是运输和保管不当造成，因此现场仍需检查。

５３４　供暖板采用聚苯乙烯类泡沫塑料材质时，均设置龙骨，

采用硬度很大的其他泡沫塑料材质时，一般不配龙骨。用钉子固

定比较结实牢靠，有条件时宜采用，但需保证板的伸缩需求。地

面下垫层内有其他管道时，应避开管道的位置以防钉坏管道。

５３５　填充板安装输配管后采用带胶铝箔覆盖，是为了使地面

传热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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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加热管、输配管和分水器、集水器的安装

５４１　本条贯彻了必须按照设计图纸施工的基本要求，旨在确

保热水地面供暖系统的供暖效果。

５４３　管道切割不好，断口不平整，与管轴线不垂直，都会影

响管道的连接质量，造成渗漏或通过截面减小，为此，提出了规

范化的操作要求和质量标准。

５４４　加热管和输配管应做到自然释放，不允许扭曲，以免管

道非正常受力，影响管道使用寿命。

加热管、输配管允许最小弯曲半径与安装的环境温度有关，

且弯曲半径过小，会造成机械损伤，以及弯处出现 “死折”，使

水流不通畅。平行型布置 （见图Ｆ．１．２）的管间距决定了加热管

所需的最大弯曲半径，当不满足最小弯曲半径限制时可采用回折

型布置 （见图Ｆ．１．１），在中心区较小范围内，因弯曲半径的限

制可能减少了一点布管长度，但对环路总长影响不大。

弯曲半径也不能过大，以免造成加热管实际敷设长度小于设

计值过多。

５４５　工程实践证明，仅要求按设计间距施工，仍然会出现加

热管总长度与设计严重不符、使房间供热量不足的现象。因此保

证加热管长度的其他措施除按第５．４．４条控制最大弯曲半径，选

择适宜的布置方式之外，还应注意墙面旁边的加热管不得距离墙

面过远，宜保持在１００ｍｍ。最后应核对每个环路加热管长度与

设计图纸的最大误差不应大于８％。

５４６　根据我国现状，即使热熔连接也会因质量问题而漏水，

为了消除隐患，规定加热管和输配管不应有接头 （不包括输配管

与二次分水器、集水器之间的接头）。同时与 《建筑给水排水及

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２００２）相一致。

５４７　本条提出施工验收后发现加热管损坏需要增设接头时，

为确保各种接头与加热管具有相同的使用寿命应采取的补救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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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为防止接头再一次渗漏，规定在装饰层表面留出检修标识。

５４８　加热管固定的目的是使其定位，防止在铺设填充层或面

层时产生位移。加热管固定装置有多种方法，目前国内外比较典

型的常采用本规范列举的几种通常做法。预制轻薄供暖板供暖地

面，固定输配管的填充板可预开槽或在现场开槽，当现场开槽时

使用开槽器，可使尺寸准确、槽内光滑，便于输配管安装。输配

管用带胶铝箔与填充板固定，是为了避免拐弯处等起鼓。

５４９　本条对固定点位置和间距作了规定。固定点间距过大，

管道会产生反弹；不易定形的管材，其固定点的间距应根据需要

加密。同时，在弯曲过程中，若对圆弧顶部不加力予以限制，则

极易出现 “死折”。

５４１１　为了保护加热管、输配管，露明部分管道通常应加套聚

氯乙烯 （ＰＶＣ）塑料管或波纹管套管。

５４１２　在一次分水器、集水器附近往往汇集较多的管道，其它

如门洞、走道等部位，有时也会有较多加热管通过，由于管道过

多，容易形成局部地面温度过高，设置套管后，随着热阻的增

大，地面温度将相应降低。一般采用聚氯乙烯或高密度聚乙烯波

纹套管。为防止填充层龟裂，管道密集处宜铺设金属网。

预制轻薄供暖板地面供暖系统由于填充板很薄，没有对输配

管设置套管的条件，因此不做规定。

５４１３　用于一般采暖或生活热水埋地管材的ＰＰ－Ｒ管中的ＰＰ

数值对铜离子非常敏感，铜离子会使ＰＰ的降解 （老化）速度成

百倍的增加，温度越高，越为严重，因此规定铜质连接件直接与

ＰＰ－Ｒ接触的表面必须镀镍。

５４１４　本条提出加热管穿越伸缩缝时，必须设置一定长度的柔

性套管。这项措施是确保加热管在填充层发生热胀冷缩变化时的

自由度，同时强调了柔性套管的设置长度。

５４１５　要求分水器、集水器在开始铺设加热管之前进行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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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保证柔性加热管精确转向和通入分水器、集水器内。

５４１６　二次分水器、集水器的接头为倒锥锯齿形，与加热管和

输配管的连接只能采用专用工具才能将管道套到接头根部，再用

专用固定卡子卡住，使连接非常紧密；连接后可承受极高的水压

而不发生泄漏，采用明装或暗装都没有问题。施工单位应严格按

此规定操作，否则会存在漏水隐患，给用户造成损失，检修处理

也很困难。

５４１７　暗装的二次分水器、集水器出厂前与供暖板内的加热管

已连接固定，位于供暖板内，施工时只需与输配管相连接，最后

与供暖板一起埋在地面面层下。

明装二次分水、集水器结构简单，价格相对便宜。采用明装

方式时，一般将二次分水器、集水器单独安装在外窗下的墙面

上，并将二次分水器、集水器的接头分别与供暖板内留出的足够

长的小加热管以及输配管相连接，最后用装饰物加以遮盖。

５５　加热电缆和温控设备的安装

５５１　加热电缆的施工单位的专业安装资质，指具有政府主管

部门颁发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资质等级为：水暖电安装作业分

包不分等级）等。因各类型加热电缆有其特殊施工要求，因此电

缆生产企业应负责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

测试检查每根电缆的电阻和绝缘电阻，是为了确定加热电缆

无断路、短路现象。电阻和绝缘电阻测试在施工和验收过程中应

进行３次：加热电缆安装前 （见本条），加热电缆安装后隐蔽前

（见第５．５．６条），填充层施工后 （见第５．６．１１条）。电阻和绝缘

电阻允许偏差数值见表Ｌ．０．１。

５５２　强制性条文。

１ 成卷的电缆在未铺设前有搭接状态，有时由于环境温度

过低，为便于施工需要通电使电缆升温后再铺设；此时应将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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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至无搭接状态才允许通电，目的在于保护加热电缆，以避免

搭接时温度过高损坏电缆。

２ 每根加热电缆已经按照设计选型确定了电缆的长度和功

率，冷热线及其接头已经在工厂加工完成和连接，不需要也不允

许现场裁剪和拼接。现场裁剪拼接有可能使电缆损坏，通电后带

来严重后果。如在竣工验收后，意外情况下出现电缆破损，必须

由电缆厂家用专用设备和特殊方法处理。

３ 目的是防止热线在套管内发热，影响寿命和安全性能。

５５４　要求金属网设在加热电缆下填充层中间，是为了使加热

电缆与绝热层不直接接触，详见第３．２．６条的条文说明。当在填

充层铺设前铺设金属网和加热管时 （填充层不分层施工），需要

在铺设填充层时将金属网抬起，使填充层材料漏到金属网之下，

加热电缆与绝热层不直接接触，金属网应具有一定强度，因此对

其网眼尺寸和金属直径做出规定。

５５５　加热电缆的冷热线接头在地面下暗装的目的，是防止热

线在地面上发热，形成安全隐患。同时，电缆出地面后就难以保

证间距。接头处避免弯曲是为了确保接头通电时产生的应力能充

分释放。

５５６　电阻及绝缘电阻测试目的和要求见第５．５．１条的条文说

明。

５６　填充层施工

５６１　本条规定了填充层的施工时机，未通过隐蔽工程验收前，

不得施工。

５６２　混凝土填充层设置伸缩缝，是为了防止地面热胀冷缩而

被破坏，是热水地面供暖工程设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采用地面供暖时，与地面相接处的墙内表面温度会升高，为

了减少无效热损失和相邻用户之间的传热量，同时考虑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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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规定与内外墙、柱及过门等交接处伸缩缝宽度不宜小于

１０ｍｍ。

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约为１０×１０－６ｍ／ （ｍ·℃），间距为

６ｍ时，其膨胀量约为２．７ｍｍ；考虑施工方便，规定伸缩缝宽度

不宜小于８ｍｍ。

采用聚乙烯泡沫塑料板时应采用压缩强度较小的材料，例如

可采用密度不大于２０ｋｇ／ｍ
３ 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伸缩缝填充材料的设置方法举例：

１、采用高发泡聚乙烯泡沫塑料或满填弹性膨胀膏时，可用

８ｍｍ×８０ｍｍ （高）木板先做伸缩缝，填充层终凝后取出，再填

充高发泡聚乙烯泡沫塑料或内满填弹性膨胀膏。

２、采用聚乙烯泡沫塑料板时，可在铺设泡沫塑料类绝热层

时留出伸缩缝位置，将聚乙烯泡沫塑料板插入其内，泡沫塑料类

绝热层起到固定伸缩缝填充材料的作用。

５６３　加热管内保持一定压力，既可防止加热管因挤压而变形，

又可以及时发现管道的损坏。

５６４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本条从分工上明确规定了填充层应

由土建承包单位负责施工，同时对安装单位的配合作了规定。尤

其是供暖系统安装单位设置伸缩缝并验收合格后，工程中常有土

建做下道工序 （填充层）施工时不注意保护上道工序的成品，出

现拆除和移动伸缩缝的现象，因此特别强调应予以避免。

５６９　对水泥砂浆填充层的要求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面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９的有关规定；对混凝土填充

层的要求引自现行行业标准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４２

的规定。

５６１０　豆石混凝土和填充层取样主要是检验其强度，取样试件

尺寸及数量可按检测部门要求确定。

５６１１　为防止填充层施工过程中损坏加热电缆，应检测每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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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的电阻和绝缘电阻，及时发现质量问题。测试要求见第５．５．１

条的条文说明。

５７　面层施工

５７２　本条对面层施工提出的注意事项是为了避免面层施工时

对加热管的破坏。预留伸缩缝是为了装饰面层材料受热膨胀时留

有膨胀空间。

５７４　预制沟槽保温板或预制轻薄供暖板采用木地板面层时，

可直接铺设 （包括用胶粘接）。木地板一般配带具有隔潮、降噪、

增加地面平整度作用的ＥＰＥ垫层，如铺设在加热部件之上，影

响向上的传热量，因此应铺设在保温板或供暖板之下。

采用带木龙骨的预制轻薄供暖板时，为了在荷载较大时使木

龙骨起到承重作用，木地板应搭设在木龙骨上，与木龙骨垂直铺

设。

采用石材或瓷砖时，可以采用传统的水泥砂浆找平层和粘接

层，与石材或瓷砖粘接。金属网是为了均匀保温板或供暖板所受

的局部压力，并可防止找平层开裂。

５７５　因水泥砂浆填充层同时作为面层找平层，并与瓷砖或石

材地面直接粘接，因此应同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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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调试及验收

６２　施工方案及材料、设备检查

６２４　本条及附录 Ｍ的检验项目、指标及测试方法，均根据京

建材 （２００８）７１８号 《关于加强民用建筑地板采暖工程塑料管材

管件质量管理的通知》制定。检验批次、费用可在工程承包合同

中予以规定，列入施工成本。检验不合格的塑料管材管件依据采

购合同退货处理。

６３　施工安装质量验收

６３１　加热电缆、加热管、供暖板均隐蔽埋置在填充层或面层

内，因此应按隐蔽工程要求进行质量检验及验收，只有经检验合

格后才允许隐蔽。

６３２　本条具体规定了中间质量验收项目，以上内容应根据各

道工序完成时逐项验收，应有完整的各道工序检验及验收记录。

６４　热水系统的水压试验

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３　为了防止供回水立干管冲洗时的杂物进

入户内系统，因此需分别冲洗。首先，关闭一次分水器、集水器

上总进出管阀门，并开启总进出水管上的旁通阀，对分水器、集

水器以外主供回水管路系统进行冲洗。第二步，对一次分水器、

集水器和各输配管分别进行冲洗。预制轻薄供暖板应在产品出厂

前就已做好冲洗并密封，与输配管连接后，不再进行冲洗。

户内系统水压试验一般住宅以每户为单位进行；公共建筑内

有多组一次分水器、集水器时，应以每组分水器、集水器为单位

进行试压。

试验压力和检验的规定，引自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２００２。图６．４．３为推荐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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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调试与试运行

６５１　强制性条文。

调试和试运行一般同时进行。为了避免对系统造成损坏，在

未经调试与试运行之前，应严格限制随意启动运行。

６５２　调试与试运行的目的，是使系统的水力工况和热力工况

达到设计要求，为此，具备正常供暖和供电条件是进行调试的必

要条件。若暂时不具备正常供暖和供电条件时，调试工作应推迟

进行。

６５４、６５５　系统通热调试，是确保并进一步考核和检验工程

设计与施工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认真进行。

热水系统试运行时，初次供热的水温应严格控制；同时，升

温过程一定要保持平稳和缓慢，确保填充层等对温度上升有一个

逐步变化的适应过程。

加热电缆的功率控制基本上都是两位开关控制方式，靠通电

断电的时间周期比例关系进行室温调节；也要求初次通电时保持

室温尽量平缓地升高。

６５７　辐射供暖时，由于有辐射传热和对流传热同时作用，所

以既不能单纯地以辐射强度来衡量，也不能简单地以室内空气的

干球温度作为考核的依据，为此本条规定必须用能同时反映辐射

和对流综合作用的黑球温度作为评价和考核供热效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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