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海盐县核能集中供热管道设施专项规

划（2022~2030 年）》起草说明

（县发改局）

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海盐县核能集中供热工作，做好

与国土空间规划、集中供热规划等上位规划的有效衔接，为

浙江海盐核能供热示范工程实施提供规划选址和建设依据，

以达到改善民生、推进产业发展的目标，县发改局委托中核

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及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编制了

《海盐县核能集中供热管道专项规划（2022-2030）年》，

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核能是高效稳定的零碳能源，大力推进核能集中供热是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和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海盐县集中供热规划（2021-2025

年）》中明确将核能集中供热纳入规划，由秦山核电（核能

综合利用平台）负责海盐县行政区划范围的核能供热。浙江

海盐核能供热示范项目首期工程已于 2021 年底投运，并运

行一个采暖季。

海盐核能供热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为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海盐县核能集中供热工作，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集中



供热规划等上位规划的有效衔接，为浙江海盐县核能供热示

范工程实施提供规划选址和建设依据，以达到改善民生，推

进产业发展的目标，特编制《海盐县核能集中供热管道专项

规划（2022-2030）年》。

二、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以

海盐县国土空间规划为指导，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完善城

市基础设施为根本，结合海盐县城市发展现状，充分发挥核

能基础设施优势，统筹规划核能供热管道设施，有序推进核

能供热覆盖范围，并积极拓展多样化应用场景，从而构建安

全、绿色、零碳、高效、全面的核能供热体系。

三、规划总则

1.规划范围：海盐县全域，包括武原街道、西塘桥街道、

望海街道、秦山街道四个街道和百步、沈荡、于城、通元、

澉浦五个建制镇，陆域总面积为 584.96 平方公里。

2.供热领域：核能供热采用高温热水作为热力输送介质，

除满足常规的民用采暖用热需求外，进一步拓展供热至工业

和农业领域，以体现海盐县作为南方首个核能供热城市的示

范性和探索性。

民用建筑领域：主要用于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冬季采



暖，其中，公共建筑涵盖办公、商业、文化娱乐、教育科研

等用途。

工业领域：主要用于对温度要求较低（120 摄氏度以下）

的工业生产环节，也可用于中间预热环节。

农业领域：主要用于大棚和养殖车间的保温。

3.规划期限：根据《海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和《海盐县集中供热规划（2021-2025 年）》，结合

《海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远景目标纲要》，本规划期限为：基准年：2021 年

近期：2022~2025 年

远期：2026~2030 年

4.规划目标：

1）近期目标

以提高覆盖范围，拓展供热领域，提升供热规模为宗旨，

推动核能供热向重点区域、重点用户延伸，为远期大规模全

县域核能供热奠定坚实基础。

到 2025 年，核能供热主干线延伸覆盖南部城区、澉浦

镇和百步镇，实现民用、工业、农业多领域供热，总供热规

模预计达到 150 兆瓦，其中，民用采暖供热占比 40%，预计

总采暖面积为250万平方米，总体采暖普及率达到10%左右。

管道设施建设方面，基于已实施的北向供热主干线向秦

山街道、武原街道拓展供热，新建盐平塘东路、高铁新城站



前路（规划）、东西大道、枣园路主干线，并引出专线沿湖

盐公路至百步镇。同时新建南向供热主干线至澉浦镇。近期

累计建设供热管道 180 公里，其中，主干线 122 公里，输配

支线 58 公里，配套建设 3 座中继泵站和约 80 座热力站。

2）远期目标

以实现海盐全县域核能集中供热为目标，进一步提高供

热管道设施覆盖率，挖掘供热潜力，大幅提升供热规模，高

水平、高质量建成南方核能供热示范城市。

到 2030 年，实现中心城区核能集中供热管道设施全覆

盖，供热主干线延伸至各乡镇，稳步扩大民用、工业、农业

多个领域的供热规模，并逐步对满足条件的化石能源供热进

行替代，总体供热规模预计提升至 375 兆瓦，其中，民用采

暖供热占比 70%，预计总采暖面积为 765 万平方米，总体采

暖普及率达到 20%左右。

管道设施建设方面，城区新建武袁公路、盐北路、东西

大道等主干线，并延伸至各乡镇，根据用户需求逐步拓展供

热支线。远期累计建设供热管道 488 公里，其中，主干线 298

公里，输配支线 190 公里，配套建设 6 座中继泵站和约 200

座热力站。

四、规划原则

1.统筹发展、分步实施原则：供热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建

设方案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相协调。在尊



重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结合目前实际需要和将来的发展，统

一规划、分步实施。近期规划突出适用性、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远期规划主要考虑指导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2.规划有据、工程可行原则：供热管道路由规划应参照

项目所在地下管线探测成果，结合周边设施条件，重点兼顾

沿途地基处理、不良地质防治、管道穿越公路/河道设计的可

行性等工作，确保管道路径、埋设方式的最优化，保障规划

的可实施性，并能合理控制工程费用，从而避免管网无序发

展、重复建设等问题。

3.目标清晰、重点突出原则：基于已实施的主干网走向

确定规划分阶段目标，依据工作推进难度和居民可承受能

力，分类梯次推进核能供热管道设施建设，重点考虑对新建

建筑物和新开发地块的民用建筑进行供热。

4.技术进步、安全可靠原则：供热管道设施建设方案必

须考虑安全性、经济性，应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

料、新设备，提高管网保温水平，降低散热损失，做到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又安全可靠。

五、热源及供热现状

根据《海盐县集中供热规划（2021~2025 年）》，海盐

县核能集中供热的规划热源点为零碳能源综合供应平台（现

状即为秦山核电基地），除负责全县的采暖供热和南片区（秦

山街道、澉浦镇、通元镇）的工业供热以外，考虑到能源结



构转型和“双碳”目标要求，可逐步对现有燃煤热源点进行

替代。

秦山核电基地目前共有 9 台运行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660.4 万千瓦，其中 7 台为压水堆核电机组。

规划以压水堆核电机组二回路主蒸汽作为热源，通过厂

内供热首站换热为高温热水（130 摄氏度）后对外供热。

2021 年底已建设完成从秦山核电厂内供热首站至核电

三个生活区的热网管线，主管为 DN600 供回水双管，单程路

由约 10 公里，热负荷为 20 兆瓦。

六、规划热负荷

规划期内民用建筑冬季采暖负荷考虑以中心城区范围

为主，周边乡镇仅考虑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生产热负荷。其中：

近期热负荷优先考虑靠近主干线和重点开发区域的热

用户，热负荷总体规模按不超过 150 兆瓦能力上限进行规划。

远期热负荷以全县域范围预测，采暖热负荷测算以中心

城区为主，覆盖近期未实施供暖的区域，各乡镇远期热负荷

则重点考虑工业企业生产用热需求。

七、保障措施

1.组织与政策保障措施：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引导和管控；

建议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支持核能集中供热项目；在规划实

施时，应注意协调发展；加快项目建设，争取早日投产；落

实供热意向，积极拓展用户；提高技术水平，加强运行管理；



加强宣传。

2.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安全风险防范，对于施工和运行

阶段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加强控制和管理，并采取相应措

施；加强供热应急保障能力，制定供热应急保障预案和机制，

以有效应对供热突发公共事件；设置好警示标志，采取相应

的防撞措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降低安全风险。

八、编制说明

2022 年 1 月，县发改局委托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及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承担本规划的编制工作，并于 1

月 25 日和 3 月 11 日两次召开专题会商会，明确了规划编制

范围和深度，设计单位于 5 月初完成规划初稿编制，提交县

自然资源规划局初审，6 月 10 日在县自规局召开了审核讨论

会，设计单位根据初审意见对规划进行了深度修改和完善，

修改后版本经零碳热力公司及县发改局班子会议审核通过。

7 月 15 日，县发改局组织召开《海盐县核能集中供热管

道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0 年）》专家评审会，本规划顺

利通过专家评审。

九、其他事项

按照《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要求，本次开

展网上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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