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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数据系统简析

热网智能监控系统, 其能够针对热源厂供热的参数进

行全方位监控, 同时热网中热力站运行能够充分实现自动

化, 在无人操作和值班的情况下也能对热力站的能源消耗

进行有效监控。热力站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对热力站的运行

情况进行科学监控,更好地保证热力站运行的质量及安全。

热力企业经营网络管理系统能够实现用户的在线缴费,同

时也推动了办公信息化的发展。应用客服管理系统能够十

分有效地提高用户报修的效率,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为客户

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热计量数据远传管理系统能够实现

远程的数据采集和传输, 同时还能有效监控热表运行的实

际情况,进而更好地保证系统的平稳运行。

2供热企业总公司实行四级管理模式

四个等级分别为总公司、供热公司、供热所和供热站。

总公司机关供热出在日常工作中应完成供热的调度、运行、

能源管理以及客户服务管理等内容。总公司的机关自控中

心主要应完成数据网络通讯管理工作。总公司下属应设置

多个供热公司,进而为用户提供供热服务,同时完成热费收

缴工作。四级管理结构图如图 1所示：

图 1 四级管理结构示意图

通过用户大数据管理来对其进行详细分析,2017年,企

业按照不同的建筑物节能形式以及不同的采暖方式选择了

4个民用供热小区以及一些大学城公建用户来安装集散式

无线室温监测仪, 这一设备的应用一方面很好地了解和掌

握了不同用户室内温度的变化情况, 同时也能够对热站的

供热参数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对热力用户室内温度进行监

测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地了解热力用户在温度上的变化,

同时还要以此为基础对热站的供热参数进行及时有效的调

整,进而降低热力系统运行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在多方共同的努力下, 对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进行了有

效的检测, 此外对用户供热计量数据进和室内温度的大数

据信息进行了全面的整合与分析民用试点中,A小区共 40

户,B小区为 56户,C小区为 44户,D小区为 74户, 公建试

点当中,E大学中有 39个主机,108个分机,F大学中有 9个

主机和 27个分机,G大学有 8个主机和 27个分机, 主机主

要的功能为采集通讯,分机的主要功能是采集现场数据。结

合换热站二次系统图,以及用户的朝向,选择了不同的试点

进行了安装工作。

3大数据系统在供热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3.1系统稳定性与实用性监测

3.1.1民用用户

其数据上传情况详见表 1

数据显示,设备总体的上数率为 91%,其中小区 C和小

区 D的设备上数率较高,相比而言,小区 A和小区 B的设备

上数率较低。小区 A由于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在安装的测点

方面没有进行及时更换,因此影响了设备上数率。小区 B的

一些用户擅自移动了测点的位置, 影响了信号的稳定性,这

浅谈供热管理中的大数据系统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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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供热的需求也在这一过程中日渐增强。在供热企业发展中,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对企业管理质量的提升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众多大数据系统在热网运行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其也能够

更好地保证供热的质量及效果,减少这一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对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供

热管理中的大数据系统的运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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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上数率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3.1.2公建用户

其数据上传情况详见表 2

表 2 公建用户设备数据上传情况统计表

数据显示,总平均上数率达 93.2%,其中 E大学和 G大

学的上数率较高, 超过了 95%,F大学由于宿舍人多且较为

复杂,可能有人为移动和损坏的问题,因此其上数率相对较

低。

3.2用户温度达标监测

充分结合热力用户的用热习惯来设置基本条件, 同时

还要对高温和低温不合格用户的分布情况进行全面统计。

3.2.1 从 2016~2017 年供热季所有民用户测点数据不

合格率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小区 D的平均室温合格率处

于最高水平,达到了 90%。

3.2.2 小区 A、小区 B、小区 D 平均高温不合格率在

15%以上,小区 D处于一次管网的前端,在节能控制方面存

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因此高温情况较为明显,低温情况较

少。小区 A和小区 B处于一次管网的中段,用户高温情况依

然较为普遍,因此也具有较大的潜力。C小区在一次管网的

末端位置,因此出现了热量不足的问题,春节期间高温用户

较少, 因此需要对一次管网的流量分配进行及时有效的调

整。

3.2.3通过上数分析可知：因为企业一次管网的长度较

长,一次管网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前端温度较高,末端温度

过低的情况,管网的水利平衡依然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

工作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应结合具体情况对供热参数进行

适当的控制和调整, 此外还应做好系统水力平衡调试工作,

在提高供热质量的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能源的消

耗。

3.3热用户数据综合分析

在对 2016-2017供热季用户的室温数据信息进行分析

后发现：小区 A、小区 B、小区 C的水力平衡情况比较好,没

有出现明显的远近端温度不均衡的情况。小区 D的楼宇数

量较多,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水力失衡情况,因此对于小区 D

可以在下一个采暖季进行更为细致的水力平衡调试, 从而

更好地保证供热系统运行的平衡性。在对用户计量数据的

二管网水力平衡图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二次网

水力平衡工作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同时还要切实做好平

衡调节工作。此外,小区 B和 D的温度较高,小区 D更为明

显,小区 D在近端,平均室温已经超过 24度,所以应对换热

站的供热参数进行适当的调整,严格控制一次流量,从而在

提升供热质量的同时也能减少能源消耗。另外,在设计中人

们普遍人为顶层的能耗相对较大, 而在实验当中我们发现

次顶层的房间可能与相邻的用户之间由于不经常有人居住

在内,因此热消耗相对较大,室内温度也相对较低。

4结语

供热企业在供热管理中通过对大数据系统的应用能够

更好地保证热用户能耗的实时监测与分析, 采用现代化的

数据系统, 同时结合原有的计量数据发现该系统的应用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热力站在运行的过程中不再需要人

力操作和看守, 对供热节能的指标的制定也起到了十分积

极的作用,同时维修服务也更加方便快捷,热表管理的自动

化水平显著提高。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高度融合中,充

分保证了供热管理的质量, 能够更加迅速地发现其中的问

题,并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运行

过程中的成本投入,提升了供热企业的发展能力,增强了用

户的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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