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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控制技术在热力公司供热工作中的应用
林　涛

（秦皇岛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　要　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对各项基础设施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供热系统也不例外，用户需要获得高质量供热

服务，因此，需充分满足其需求。传统供热系统的问题日益凸显，如能源消耗过高、供热效率低等。为解决上述

问题，在供热系统中引入机电控制技术，可有效提高供热系统效率。本文主要探讨了机电控制技术在热力公司供

热工作中的作用与具体应用，旨在对优化供热系统、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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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供热系统结构组成复杂，具有不同特点，系统控

制机制各不相同，容易出现控制不到位而诱发各种问

题。在城市供热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科学技术迅

猛发展，机电控制技术在热力公司供热中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提高供热系统控制水平，优化

系统运行状态，保证供热有效性，减少能源消耗，有

效提高供热效率与质量。热力公司要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充分发挥机电控制技术的优势，提高企业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

1　机电控制技术概述

机电控制技术中包含先进的计算机、电子、机械

等技术，将该技术与设备、系统相结合，即可开展自

动化控制。采用这一技术时，要充分发挥传感器、数

字化等技术的功能，完成一整套控制。机电控制技术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传感器。通过这一设备可将温度等信息进行

转化，使其成为可利用的电信号。二是执行器。根据

获取的信号，执行器会开展相应操作，保证系统迅速

响应，提高控制精准度。三是控制系统。在这一系统中，

主要包含两部分：控制器与软件。其中，控制器接收

信号以后，做出进一步分析、处理，然后将控制指令

发送给执行器。在软件中，控制算法是核心，常见的

算法有 PID控制、模糊控制、模型预测控制；控制逻

辑负责实现决策，确保系统按照要求开展工作。四是

人机界面。操作人员需通过这一界面与控制系统实现

交互，确保数据得到实时化监控，一旦发现异常现象，

系统会在第一时间发出报警信号，提醒操作人员分析

原因，解决问题。目前，机电控制技术正逐渐迈向智

能化方向，系统将会越来越多地应用智能算法，实现

自适应控制和预测性维护。将物联网与机电控制系统

结合，可以实现设备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借助云计

算和大数据技术可以对能源进行高效管理。在节能减

排的背景下，机电控制技术更加注重能源优化，引进

先进的设备，减少能耗，改善环境。因此，将机电控

制技术与热力公司供热工作相结合，可有效提高系统

自动化水平与运行效率。

2　机电控制技术在热力公司供热工作中的作用

2.1　加强供热系统保护

传统热力系统运行期间，外界条件对设备、线路

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或者由于系统自身条件所限，

出现相应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设备正常运行，

还会影响热力公司的效益 [1]。例如：工作人员设定电

流量时，并未结合实际情况，无法满足所有设备需求，

部分设备无法承受较高的电流量，就可能会导致设备

出现短路现象，或者影响供热系统正常运行，甚至导

致整个供热系统面临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

要采用先进的机电控制技术，对电流量进行有效的控

制，加强对设备的保护。

2.2　实现自动化控制

热力公司引进机电控制技术可以保证体积庞大的

设备得到有效的控制。例如：对高压开关设备进行自

动化控制。在供热期间，通常对设备进行分散操作，

一旦设备出现突发性故障，系统需要将电路及时切断，

否则会造成整个供热系统无法运行。为了避免这一类

问题出现，需充分运用机电控制技术，构建完善的自

动化管理与控制体系，对供电设备运行进行优化，保

证系统运行更加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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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展功效测量

利用机电控制技术可进一步提高供热效果，保证

设备实现有效运行。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利用机电控

制技术对整个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对各设备协同进

行优化，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达到更加理想的供热效果。

二是进一步优化设备的运行过程，保证供热设备处于

最佳运行状态，还可帮助维护人员定期对设备进行检

查与维护，开展故障检测，并及时做出调整。三是对

效果进行测试和分析，从而进一步评估系统的运行效

率，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四是利用传感器

和监控系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进行实时化监测和

采集，并做出进一步分析，及时发现问题。五是对供

热网络中各个节点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对各项运

行参数进行全面分析，优化系统性能。

2.4　加强综合性监控控制管理

利用机电控制技术对设备的用电效果进行分析，

以此实现综合性管理与控制。例如：对供热进行控制时，

采用自动化技术对设备进行控制，可以及时发现设备

中存在的故障，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全面分析和管

理，保证故障及时得到处理，提高设备质量，延长设

备使用寿命 [2]。

3　机电控制技术在热力公司供热工作中的应用

3.1　供热系统自动化控制

热力公司开展供热工作时，要积极打造先进的自

动化控制系统，对供热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优化，为

广大群众提供高品质供热服务，减少对能源造成的消

耗。将自动化控制系统与换热站相结合，可以保证系

统功能更加丰富。结合具体要求，融入自动化设计理

念，保证换热站运行更加规范，提高资源利用率。自

动化控制以其多元化功能支持系统稳定、安全运行，

因此，许多热力公司对这一技术十分青睐，这一技术

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这一系统中包含的功能比较多，

例如信息管理、热计量和自动化控制。控制系统可利

用先进的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及时获取供热设备的温度

和热量等相关数据，保证系统能够迅速响应各种变化，

提高供热效果，满足用户需求。通过对监测数据进行，

可对供热系统的整体运行情况进行评估。自动化控制

技术不仅关注设备实时状态，还会结合用户的需求做

出相应调整，从而保证能源得到有效利用，提高供热

系统运行的有效性。

在供热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分散控制系统（DCS）

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先进的计算

分析功能和自动化控制技术的便捷操作，可对供热进

行全自动化控制，减少对人员的依赖。DCS系统的主要

特点如下：一是可靠性。系统采用容错设计方式，保

证各个计算机在运行时保持独立，即使某一环节无法

运行，也不影响整个系统运行，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二是便捷性。DCS系统硬软件具有高可靠性和强大的集

成化特征，同时还可定期升级，满足操作人员的操作

需求。利用计算机软件可开展高精度控制，保证各项

数据得到妥善处理，并对各数据之间的关联进行合理

分析和处理，降低操作难度。三是可控性。DCS系统可

以结合具体工况，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保证供热系

统各项参数得到合理控制。四是标准化。对 DCS系统

进行设计时，严格遵循标准化设计原则，对系统进行

更新时，可结合具体需求，改进标准模式，操作比较

方便 [3]。

3.2　数字化监测优化故障检测

3.2.1　合理选择和布置传感器

利用数字化监测系统可对各种设备的运行参数和

信息进行实时化监测，支持这一系统的主要设备是各

种传感器 [4]。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信息可为决策提供参

考依据，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设备的运行状态。在

供热系统中，常用传感器有以下几种：

一是电压传感器，主要用于测量电极电源的电压，

测量精度可达到 0.2%，误差极小。二是电流传感器，

主要对电机的运行电流进行测量，测量精度达到 0.1%，

可对电机的电流变化进行有效的监测，同时其频响范

围达到 10 kHz，说明该传感器可以对电流变化予以迅

速响应 [5]。三是温度传感器，主要用于测量电机绕组

的温度，误差不会超过 0.5 ℃。四是振动传感器，主

要对电机轴承的机壳的振动加速度测量，可对不同频

率的振动信号进行监测，灵敏度极高。

当传感器采集到相应的数据后，就可对其展开进

一步分析。比如：对电机性能评估时，需考虑其电压

和电流情况，全面分析上述参数，可判断设备是否存

在过载现象；对电机绕组的温度变化进行监测，可以

合理评估其绝缘状态；对振动信号进行分析，可以进

一步检测轴承是否出现故障。传感器可获取环境参数

信息，分析温度和湿度等因素对设备所造成的影响。

设置传感器时，需保证其量程达标,并留出一定的余量，

避免出现测量失真等情况 [6]。

3.2.2　数据采集与处理

在数字化监测系统中，需采用先进的数据采集设

备，对各种传感器信号及时获取。为了进一步提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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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质量，将其噪声去除，可通过对信号进行放大等操作，

搭配使用滤波电路做出进一步调整。为避免监测中断，

可设计多个数据采集通道，保证部分通道有一定冗余，

避免某一点故障影响正常监测。将多路模拟量电流信

号进行转换，使其成为数字信号，利用光纤以太网对

数字信号进行迅速传输。采用工控机对海量的监测数

据进行存储、处理和分析，可以生成报告，或者及时

预警，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合理开发人机界面，满

足用户查看数据的需求。将数据存储到 MySQL等工业

数据库之中，帮助用户对设备的运行趋势、故障进行

分析。生成统计报告，协助工作人员分析设备的运行

状态等内容。重视原始数据的处理，利用专业的数字

信号处理技术优化数据内容，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

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7]。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需

提取其关键参数、指标。在深度学习模型中输入处理

后内容，通过人工神经网络评测设备状态，对故障类

型进行自动化识别，实现智能诊断。

3.2.3　故障检测算法

智能算法可赋予系统以强大的分析能力，可以对

故障进行准确检测。一是知识库法。构建专门的设备

故障知识库，将检测到的信号与知识库进行匹配，做

出进一步判断。二是模型驱动法。构建设备数学模型，

利用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将计算结果与实际信号进行

对比，根据二者偏差，实现对故障的诊断。三是信号

分析法。通过函数变换、小波分析等方法对故障进行

识别。四是机器学习法。利用 SVM、深度神经网络对模

型进行训练，对数据进行实时化检测，实现对故障的

识别与诊断。此外，也可将各种方法相结合，提高故

障诊断精准度 [8]。

3.3　节能降耗技术

3.3.1　优化锅炉设备

根据锅炉的热效率，分析锅炉的能源消耗，做出

准确判断，再对设备进行优化。采用自动化控制技术

对锅炉房运行状态进行优化，若技术使用合理，可有

效提高燃煤供热锅炉设备的热效率，使其超过 80%。定

期对锅炉运行状态进行检查，采取合理的优化措施，

消除不利因素影响，提高锅炉运行效率。

3.3.2　改善热量输送环境

为有效提高热网效率，需合理调整管道的埋设方

式。例如：采用直埋敷设的方式，可以加强对管道的

保护，减少能量损失，使用户端获得更多能量，更好

地满足用户需求，减少热量浪费。需对管道铺设路径

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处理管道节点。

3.3.3　引进先进的硬件设施

设置合理的平衡阀，可以有效减少外界因素对供

热系统所带来的影响，保证设备、水泵的运行状态良好，

有效发挥设备性能与优势，降低能源消耗量。合理设

置平衡阀，可以对每个设备的流量合理分类，使设备

均能发挥最佳性能，改善供热效果。同时，平衡阀可

以减少管道中的流动阻力，降低能量损失。

3.3.4　完善人工智能控制

将自动化控制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使

自动化控制系统适合更加复杂的环境，处理更复杂的

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工作人员可对煤样进行分析，

进一步判断燃烧过程中最佳操作参数，然后利用计算

机开展人工调节。工作人员需结合负压力值与含氧量

变化，及时对鼓引风机速度调整，同时，建立实时化

反馈机制，使系统结合燃烧情况，自动调整参数，提

高燃烧效率。

4　结束语

为保证供热系统正常运行，供热公司需引进先进

的机电控制技术，搭配使用自动化控制与人工智能技

术，使供热系统能够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未来，随

着技术不断进步，机电控制系统日益先进，可对经济、

社会效益进行合理协调，提高供热效率，降低企业的

管理、运营成本。合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

的技术，可不断优化供热系统功能，减少资源浪费，

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供热系统将迈向智能化方向，

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提高供热公司的效益。

参考文献：
[1]　韩国彬 .分析电气控制技术在热力公司供热工作中
的效用 [J].区域治理 ,2023(28):162-164.
[2]　高丽娟 .基于数字化监测技术的供热系统电气设备
故障检测与分析 [J].数码设计 ,2024(08):120-122.
[3]　史尚典 .供热系统自动化控制及其节能降耗措施分
析 [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2023,13(02):203-204,207.
[4]　梁振峰 .供热系统的自动化控制及节能降耗研究 [J].
砖瓦世界 ,2023(03):223-225.
[5]　张月 .供热系统节能降耗分析 [J].建筑·建材·装饰 ,
2025(02):175-177.
[6]　丁芳超 .机电控制中 PIC与仪器仪表的协同作用研
究 [J].仪器仪表用户 ,2025,32(02):46-47,50.
[7]　牟雪松 ,王新沅 .PLC技术在机电自动化控制中的应
用研究 [J].仪器仪表用户 ,2024,31(10):70-72.
[8]　郭宜君 ,孙海秀 ,王颖 .智能控制技术在机电控制系
统中的应用 [J].造纸技术与应用 ,2024,52(03):4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