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通空调设计的不足和改良策略 

 

 暖通空调是指室内或者建筑物内负责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的系统或相关设

备。在建筑物内，暖通空调通常是分户的中央空调，可以为建筑物内营造一种舒

适温暖的室内环境。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节能”、“环保”两大主题，而随

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建筑能耗已经占到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这其

中，暖通空调就占到了建筑物总能耗的 60%以上。由此可见，暖通空调已经成为

耗电“大户”。而根据暖通空调行业的相关研究表明，采用节能环保新技术之后，

整个暖通空调行业的能耗可降低 30%~50%。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26日发表的《中

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虽然中国能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中国人口众

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其中，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

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十五分之一左右。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等新型能源的利用较低。因此，

发展更加节能环保的暖通空调技术是暖通空调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 

 暖通空调的节能措施  

 (1).合理设计暖通空调系统，提高空调使用效率设计是一个工程的灵魂，而

对于暖通空调系统，初期的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其使用性能和经济性。暖通

空调系统设计的重点之一是建筑物负荷计算，设计人员应该根据建筑施工图纸，

正确计算冷、热负荷的建筑面积，并正确估计单位建筑面积的冷、热负荷指标，

从而计算出整个建筑需要的冷、热通风负荷。而在实际设计施工中，暖通空调设

计人员往往只根据方案设计或初步设计中的建筑面积来估算暖通空调建筑负荷，

而不再核对具体施工图纸，这往往会造成计算出来的总负荷偏大，从而使得选用

的暖通空调设备总功率偏大，不但增加的一次投入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过大的暖

通空调设备用于较小的建筑物，会造成运行效率低，能耗增加。此外，对于新风

系统的设计，应该考虑使系统能随建筑物外界天气环境的改变自动调节风量，从

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主机的开启时间，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可以说，暖通空

调系统的设计，对系统是否能实现节能的目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提高建筑物的保温性能，减少热量损失当建筑物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存

在温差时，建筑物内外会通过围护结构发生大量的热交换。这对于暖通空调系统

而言无疑是一种能量的损失，增加了暖通空调系统的负荷。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

就决定了围护结构综合传热系数的大小，也就决定了通过围护结构的空调负荷的



大小。国家在建筑节能设计规范中明确规定要提高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并

将其作为建筑节能设计最基本的要求。 

 (3).玻璃与窗户的安装技术建筑物保温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而且对室内的

舒适性要求也起主要作用。 

 如何利用窗户来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 

 （1）在窗户玻璃上镀一层金属膜或氧化物膜，这种膜可以将室内温度向外

面的辐射反射回去，避免热量损失，同时也不改变入射光的颜色和成分。 

 （2）第二种方法是采用双层玻璃，并在两层玻璃中间填充导热系数低于空

气的气体（如氩气等），这样可以提高窗户的热阻系数，从而减少热量损失。将

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利用玻璃形成“温室效应”，降低建筑物对供暖系统

的需求，达到节能的目的。但是这要求室内供暖系统由快速反应能力，当外界气

候条件变化时能够迅速补充热量，同时玻璃窗还应该设置这样装置，以防室内温

度过高。 

 (4).应用地暖，降低能耗过去的暖通空调系统多使用不可再生能源、高品位

能源，而由此引起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开发寻找可以使用的

可再生能源和低品位能源，从而使得暖通空调的冷热源尽可能的多元化显得非常

重要。近年来，地暖市场发展迅速，地暖有着温度分布均匀的优点，温度梯度小，

可以减少无效热损失，非常低碳节能。而且地暖采暖安全稳定，寿命长，具有巨

大的市场潜力。地热泵空调系统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展起来的，其原理是利用

地下恒温层土壤或者地下水、地表水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热源来提高空调系统的

COP值，这样就使得暖通空调的整体功耗大幅度下降。  

 (5).加强能量回收利用，实现能源利用率最大化实现节能环保目标的方法之

一是提高暖通空调系统的能源利用率，热量回收利用就是其中的重要方法。系统

热量的回收要依靠系统中安装的能量回收装置，该装置可以吸收准备排出建筑物

外的无用风中的能量来处理新风，这样就可以减少系统的能源使用量，降低机组

负荷。应当注意的是，在选用能量回收装置时应该综合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通

风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以及排风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气体等，以达到能源的最

大利用率。 

 (6).施工时的节能措施除了注意建筑物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还应该注意暖

通空调使用过程中，输送介质系统的内外温差非常大，如果空调管路的保温处理

不当，会导致失温严重，系统效率低下。所以在施工时，应该严格按照规程，用

保温材料包覆暖通空调管道和设备，这对节能和降低运行费用非常重要。施工完

成验收时，也应该重点关注暖通空调系统自身的保温是否达标。施工时还应该注



意暖通空调系统管网的合理布置，管路布置尽量不拐小弯，以减少导热介质输送

过程中的沿程压力损失和局部压力损失。在安装管道是应该注意清洁，防止污物

进入管路造成堵塞，并在安装完成后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冲洗。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暖通空调设计管理问题尽管暖通空调的设计对其运行效率有着重大的

影响，但是在实际中往往得不到设计人员的重视。一般建筑的暖通空调系统可提

供的负荷往往远大于建筑需要的负荷，这不但造成初期投入成本很大，也造成运

行维护成本居高不下，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依靠设计

人员的自我约束，而是应该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加强对暖通空调设计项目的管

理。也可以委托有关的技术部门对一些大型工程的设计方案和图纸进行监管审

查，对于不符合节能标准的设计应禁止施工。  

 (2).暖通空调的运行管理问题暖通空调的运营管理同样影响着系统的运行

能耗，相关数据表明，不同的运行管理人员可使得系统能耗相差 50%以上。暖通

空调的运行管理要求管理人员要有强烈的责任性，根据建筑内外的实时情况合理

调节系统。同时，也要求运行管理人员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可以准确判断系统是

否存在故障，并准确定位故障以采取补救措施。所以，应该对暖通空调管理人员

实行岗前培训和相关考核，考核合格后再准许上岗。同时应该建立完善的工作日

志，对重要操作进行记录，并安排专人定期审查日志以纠正不正确的操作行为。 

 (3).公众的观念问题在社会上，公众往往存在错误的观念，认为空调是冬天

时室内温度越高越好，夏天时室内温度越低越好。于是每当盛夏室外酷暑难耐的

时候，在一些大型卖场或者公共场所为了吸引顾客空调却是开的冰力十足，甚至

需要穿着外套才能感觉舒适。然而，从舒适性空调专业的角度出发，却并不是温

差越大越好，人体有其适宜的温度范围，过大的温差往往会导致人体对不同环境

适应性的下降，甚至导致身体免疫力的下降。因此应该通过公共宣传平台，让公

众认识到正确的空调理念，尽可能改变公众的观念。我国建筑交通行业正处于高

速发展期，建筑能耗在社会总能耗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节能环保的重点

也在逐渐转向建筑行业。暖通空调是建筑能耗的主要部分，其节能环保效果的好

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要求暖通空调的设计人员合理设计，运行管理人

员要恪尽职守，相关监管部门要严格管理了，同时，广大公众也应该转变关键，

多管齐下，才能实现暖通空调的大幅度节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