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9 年 5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9 

Building Developments 

发热电缆辐射供暖系统应用前景及施工技术探讨 
 

杨博超  佟双龙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DOI:10.32629/bd.v3i5.2336 

 

[摘  要] 随着社会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完善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国力增强的重要前提,

本文针对京郊官厅水库旁的公寓式住宅项目发热电缆的应用,研究这种清洁能源取暖方式的应用前景及工艺技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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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国家大力倡导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根据这项方针各

省市(区)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清洁供暖补贴措施,本工程所

在地张家口市也推出大量补贴政策如“煤改电”,“煤改气”

来改变本地区常年的煤炭取暖现状。本文从电地暖的宜用区

域及具体的施工工艺特点,结合电地暖后期使用的具体注意

试项进行研究探讨,以便能够更好的使用这种清洁能源的供

暖方式。 

1 工程概况 

本项目所处位置为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官厅水库旁,

以适度开发为原则,致力营造一个有氧的自然生活氛围,旨

在打造以山水自然、旅游休闲、体育运动、等主题版块为核

心的综合滨湖乐活休闲艺术度假空间。项目设计响应张家口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张政办函[2017]44号文件的号召,从

而加快地区“电供暖”的推进工作,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

就地消纳水平,并切实的为住户享受到下网谷段电价 0.15

元/千瓦的优惠。 

2 发热电缆适用区域 

2.1 发热电缆的类型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发热电缆有两种类型,分别为单导型

发热电缆和双导型发热电缆,单导发热电缆由冷线→热线→

冷线三部分串联组成,双导发热电缆由冷线→热线串联组成,

本工程选用的电缆为双导型发热电缆,双导型发热电缆相较

于单导型发热电缆施工操作更加灵活方便。 

2.2 发热电缆的系统组成 

不同于水系统地暖,发热电缆由温控器(或温控模块)、温

感探头、发热电缆做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地面隔热层 好选用

挤塑板而不是模塑板,因为模塑板相对较软容易出现发热电

缆部分卡入模塑板内情况,从而影响发热电缆的散热效果。 

2.3 发热电缆的适用区域 

2.3.1 做为新型清洁能源,选用这种采暖的区域首先需

要得到供电系统部门的全力支持,此部分区域电费可以得到

分时计价的优惠,使用电力波谷时段供电取暖可以缓解高峰

用电对国家电网的整体冲击,降低国家对电力基础设施的投

入,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2.3.2 并且本工程所处位置为环湖区域,本地居住人群

多为夏季度假居住,冬季假期偶尔会居住,采用这种电地暖

形式能更好的节约住户的取暖成本,从而降低社会能源消耗,

达到节能目标。 

3 发热电缆的优缺点 

3.1 发热电缆的使用优势 

3.1.1 发热电缆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热源在地面下,热量

的传播方式以辐射方式均匀散热,且自下向上,先暖脚,在暖

头符合中医理念。 

3.1.2 发热电缆施工在地面垫层以内,上面做瓷砖或者

木地板,相比传统散热器可以更好的节约室内空间,更有利

于后期室内装饰的布置。 

3.1.3 每路电地暖可以分开控制,可以分别控制不同房

间电地暖的开关,也可以分别控制不同房间电地暖的温度,

从而达到舒适节能的取暖体验。 

3.2 发热电缆的缺点 

3.2.1 发热电缆在地暖系统中升温速度相对较慢,一般

需要 1 个半小时的升温时间,因此在平时电地暖的使用当中

尽量不要将发热电缆的电源整体切断,而是控制温控器在低

温的条件下运行,这样使用有利于发热电缆寿命的延长同时

也更加节能。 

3.2.2 发热电缆施工间距较水地暖更密集,施工完成后

不允许地面在打孔钻眼及开槽等工作,要求地面埋地水暖管

线不能出现漏水情况,密集的发热电缆会对埋地供水管线维

修造成更大的困难。 

4 发热电缆工艺流程 

发热电缆施工大部分的工艺与水系统地暖相同,但也有

不同的施工顺序及注意试项。 

4.1 主体及二次结构电气管线预留阶段 

4.1.1电气管线的预留主要是为温控器及温控模块预留

上口电源,同时连接下部分发热电缆的冷线部分,未接触过

电地暖的技术人员在进行电气预留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疑惑,

比如温控器预留线盒下口需要预留几根管线,作用是什么？

温控器和温控模块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4.1.2首先温控器及温控模块下口预留的管线数量与选

择的发热电缆有关,发热电缆分为单导型发热电缆及双导型

发热电缆,单导型发热电缆出线需要回到温控器形成回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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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两根发热电缆的预留线管,同时还需要一个温感探头

的预留线管共三根。双导型发热电缆自成回路,仅需要一根

发热电缆管线及一根温感探头的预留管线共两根。 

4.1.3 温控器是控制室内温度的主要设备,温控模块的

作用是为温控器承受电流,在屋内面积较大的情况下,一路

发热电缆无法满足室内供暖的要求,几个温控器分别控制不

同回路的话操作起来又很麻烦,因此出现了温控模块这种产

品,所以相邻的温控器及温控模块在进行电气管线的预留时

要增加一个连通管,做为温控器及控制温控模块的连接纽带。 

4.1.4 温控器下口预留管线甩出墙面 20CM 就可以,温感

探头的预留管线需要出墙面 30CM,并对末端进行封堵处理,封

堵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管道内的温感探头是活动的,损坏之后

可以进行更换(温感探头是易损件,需要考虑后期维修更换)。 

4.1.5温控器下口预留管线甩口标高不要直接甩在结构

层标高上,要根据设计地面找坡层及发热电缆保温隔热层的

厚度而定,本工程结构层上 2CM 找平层,2CM 挤塑板保温层,

因此预留管线甩口应高出地面至少 4CM,卫生间做法更要计

算好,避免后期施工困难。 

4.2 发热电缆隔热层,反射膜及钢丝网片施工 

4.2.1 与水系统地暖相同,首先需要土建部分提供一个

干净且平整的地面,方便保温板的铺设。 

4.2.2铺设挤塑板,相对于水系统地暖,电地暖隔热层

好选用挤塑板而非模塑板,挤塑板有更好的刚性,对质地柔

软的发热电缆能起到更好的固定作用。 

4.2.3反射膜及钢丝网敷设,室内地面反射膜保证满铺,

反射膜上安装钢丝网,钢丝网的网眼大小 好根据设计的发

热电缆间距进行选用方便后续施工。 

4.3 发热电缆的施工 

4.3.1首先在发热电缆敷设前要对发热电缆的绝缘电阻

及通路进行检测,保证出场的产品为合格产品,避免后续施

工完成后如发现电缆有损坏还需要拆除下来,无法分清材料

问题的责任方。 

4.3.2 根据图纸设计间距进行发热电缆绑扎敷设,固定

方式宜采用卡钉固定能保证发热电缆的顺直程度,发热电缆

大间距不应大于 30CM, 小间距不应小于 5CM,距离外墙

的内表面不得小于 10CM。发热电缆施工要避开家具及洁具

等直接安装在地面上的相关物品,以免影响散热效果。 

4.3.3 温控器温感探头安装,温感探头需要提前安装穿

入预留管线内。 

4.3.4 发热电缆全部安装完成后进行第二次检测,确保

施工过程未对发热电缆造成损坏。并完成对二次结构地面垫

层的移交工作。 

4.3.5因电地暖施工及后续发热电缆填充层可能会有时

间间隔,为保证发热电缆无损坏应在填充层施工前在进行一

次检测,确保万无一失。 

4.3.6地面填充层施工前首先由填充层施工队伍放线并

贴边角保温条,边角保温条厚度不宜小于 1CM。 

4.3.7 地面填充层施工,在地面填充层施工中需要要求

工人在垫层施工中注意发热电缆的成品保护。 

4.3.8 地面垫层施工完成后进行 后一次发热电缆的检

测工作。此次检测合格后能确保垫层内发热电缆的正常工作。 

4.4 温控器及温控模块安装 

4.4.1温控器及温控模块安装需要保证房间内装饰墙面

达到安装要求。 

4.4.2 首先确保温控器上口电源线、发热电缆冷线、温

感探头信号线、温控及模块之间的连接线已全部穿线到位,

温控开关及模块安装高度符合设计要求。 

4.4.3连接各系统线缆接至温控器及温控模块各接线端

子并将温控器及温控模块固定牢固,温控器及温控模块间距

符合设计要求。 

4.5 系统调试 

4.5.1 通电检测系统是否有电流通过。 

4.5.2发热电缆通电调试必须要在混凝土找平层养护期

满 28 天后才能进行。 

4.5.3 首次启动发热电缆采暖系统时,要在低温档使用

一段时间后,然后逐步增加温度和通电时间,此工作应在温

控器的 高温度与室内温度相匹配的环境下进行。 

4.5.4温控器在调试的过程中需根据不同品牌的温控器

说明进行操控。 

5 结束语 

本工程发热电缆的采暖形式积极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方针,借助张家口市政府的供电优惠政策切实的为业

主提供了一个舒适节能的取暖环境,通过对施工过程技术问

题的逐个解决让后续的施工者对这项采暖工艺的施工过程

有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规避诸多前期预留预埋与

后续电地暖施工不符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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