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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层建筑作为城市发展的标志性建筑，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因而在暖通设计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高层建筑的气

候、结构、能源需求等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使得其暖通系统设计不再仅仅是满足基本需求，更是一项需要深度考虑和细致

规划的科学工程。文中探讨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方案，以期为建筑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实用的参

考，促进高层建筑在能效、舒适性和环保方面实现更为卓越的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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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olutions in HVAC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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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andmark building in urban development, high-rise buildings face unique challenges in HVAC design due to their large 

scale and complex structur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of climate, structure, energy demand and other factors in high-rise buildings 

makes their HVAC system design not only to meet basic needs, but also a scientific project that requires deep consideration and 

meticulous planning.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blems in the HVAC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proposes optimization solutions, 

and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high-rise buildings in terms of energy efficiency, comfor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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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建筑行业

正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和能源考验。高层建筑作为城市发

展的重要标志，其暖通设计更是关系到人们居住、工作环

境的品质以及社会整体能源消耗的问题。基于此，高层建

筑暖通设计的优化成为提高建筑运行效益、降低能源消耗、

改善室内环境的迫切需求。 

1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遵循原则 

1.1 能效原则 

在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能效原则是确保系统高效运

行、降低能耗的基本准则。采用先进的供暖和制冷技术，

合理配置设备、优化系统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供

暖方面，应注重选择高效的供热设备，并合理布置管道系

统，以确保热能传递效果的最大化。对于制冷系统，需采

用高效冷却设备和制冷介质，以提高整体的制冷效果。能

效原则还要求通过智能化控制系统来实现对能源的精细

管理，通过实时监测建筑内外环境变化，调整供暖和制冷

系统的运行参数，以适应实际需求，降低不必要的能耗。

此外，推动采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地源热泵等，是

能效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减轻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实

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 舒适性原则 

舒适性原则要求通过科学的通风设计和空气净化技

术，确保室内空气清新、无异味，提供良好的通风效果，

以保障居民的健康和舒适感。在温湿度控制方面，通过智

能化的温湿度控制系统，根据室内外温湿度实时变化进行

精准调节，以确保高层建筑内部的舒适性。此外，避免出

现局部温差过大的情况，采用合适的隔热材料和隔热结构，

以提高整体的室内热环境。通过合理设计通风系统、优化

室内布局，确保空气在室内能够自由流通，防止死角和通

风不畅的情况，从而提升整体的室内空气流动性。对于光

照和采光设计，要合理设置窗户、采用遮阳装置，减少眩

光和直射光的影响，提高居民的视觉舒适度。 

1.3 环保原则 

采用可再生能源是环保原则的基础之一，如太阳能、

风能等，以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减少对环境产生的不

可逆影响。在材料选择方面，环保原则倡导使用可持续和

可回收利用的材料，以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

通过引入可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设备和系统，减少废弃

物的产生，实现建筑的资源循环利用。在运行阶段，采用

智能化的监测和控制系统，对建筑能耗进行实时监测和调

整，以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能源浪费。培养居民的

环保意识，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也是环保原则的重

要延伸。 

1.4 安全原则 

安全原则在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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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首要考虑的是火灾安全，要通过合理的消防设计和设

备配置，确保高层建筑在发生火灾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

行灭火和疏散。采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室内消防设备以

及紧急疏散通道的设计，提高建筑内部火灾应对能力。在

建筑外部，安全原则要求防范外部恶劣天气、地震等自然

灾害的影响。通过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提高建筑的抗风、

抗震能力，确保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建筑依然稳固可靠。

此外，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的安全原则也涵盖了室内空间

的安全性，包括防滑设计、扶手的设置等，为居民提供一

个安全、稳定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2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特点 

高层建筑由于其独特的体量和结构，通风、采光、空

气流动等方面的复杂性明显增加，需要设计人员更加精准

地考虑建筑的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以实现室内环境的

良好舒适性。高层建筑的垂直高度较大，导致温度、湿度

和气流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垂直差异，因此需要采用更为智

能化和细致化的空调系统，以确保整个建筑内的温度和空

气质量的均衡。高层建筑暖通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垂直空间

的合理利用，以避免不同楼层之间的温差过大，提高整体

的节能效果。此外，由于高层建筑常面临较高的风压和风

荷载，其外墙和窗户的设计也需要更加强化，以确保建筑

外部环境对暖通系统的影响最小化。 

3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的常见问题 

3.1 设计水平有待提高 

在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存在设计水平有待提高的问

题。一方面，设计人员对新兴技术和设备的了解不足，导

致在系统选型和配置上出现问题
[1]
。另一方面，对建筑结

构、气候条件和用户需求理解不足，导致设计方案缺乏针

对性，无法充分发挥高层建筑的潜在效益，影响到舒适性、

能效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3.2 空调系统存在缺陷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空调运行压力过大，空调的选

型、布局以及管道设计未能充分适应建筑内部空间的复杂

布局和多变的使用需求。或者是空调能效不佳，导致制冷、

制热能力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对能源利用效率的要求，增

加了建筑运行成本。 

3.3 节能意识有待提升 

在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设计人员在方案制定过程中

对于节能技术的运用和可行性认识不足，导致系统整体设

计未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能源消耗
[2]
。缺乏对新兴节能技术

的充分了解，以及在实际设计中未能充分考虑到建筑运行

过程中的节能潜力。此外，缺乏对居民、使用者的节能教

育和培训，使得建筑内部的节能潜力未能得到充分挖掘。 

3.4 存在规范性不足问题 

在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规范性不足主要体现在设计

过程中没有遵循相关的暖通设计规范和标准，导致设计方

案缺乏规范性。因此，解决规范性不足问题需要加强对相

关规范标准的宣传和培训，推动设计人员充分认识并遵循

规范，同时也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以确保高层建筑

暖通设计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4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优化方案 

4.1 提升设计水平 

为提升高层建筑暖通设计水平，可以采取的优化方案。

首先，加强设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学科知识更新，确保他

们紧跟最新的技术发展和行业趋势，提高对新兴暖通技术

的了解和应用能力。通过组织工程实践经验交流、参与专

业研讨会等方式，促使设计人员形成更为全面的视野和深

刻的行业洞察。其次，推动建立更加系统和科学的设计流

程。建立规范的设计流程和项目管理制度，明确各个设计

阶段的任务和要求，确保设计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得到充

分的重视和合理的安排，包括对建筑结构、气候条件和用

户需求等方面的充分调研和分析，为设计提供更为准确的

基础数据。此外，鼓励设计团队与其他专业领域的专家和

团队进行紧密合作，实现多学科的融合，促进跨领域的知

识共享，有助于综合考虑建筑结构、能源系统、环境工程

等多方面的因素，为设计提供更全面、科学的支持。最后，

推动引入先进的设计工具和技术
[3]
。采用模拟软件、虚拟

设计平台等现代工具，帮助设计人员更全面、直观地了解

设计方案的性能和效果，有助于提高设计方案的精度和可

行性，加强对设计决策的科学性支持。 

4.2 对空调系统进行优化 

对高层建筑的空调系统进行优化是提升整体暖通设

计的关键一步。首先，采用智能化的空调系统，结合先进

的监测技术和控制算法，实现对室内温湿度、空气质量等

参数的实时监测和调节，以适应不同季节和使用情境的需

求，有助于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能耗。其

次，优化空调系统的设计布局，根据建筑的结构特点和空

间分布，合理配置空调设备、风道系统和末端设备，确保

热量和冷量分布均匀，避免温度死角，提高整体室内环境

的舒适性。在设备选型上，推动采用高效能耗比的空调设

备，如高效热泵、变频空调等，以提高系统的能效水平。

同时，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或地源热泵，降低

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实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优化空调系

统的管道布局，采用合理的管径和隔热材料，减小管道阻

力和能量损失，提高传热效率。最后，建立完善的维护计

划，包括清洁空调设备、更换滤网、检查制冷剂等，确保

系统在整个使用寿命内都能够保持最佳的性能。 

4.3 提高环保意识 

为提高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环保意识，鼓励采用可再

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可

以降低对环境的不可逆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趋势。采用

可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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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优选具有环保认证的材料，例如低 VOC（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的涂料和建筑材料，以提高室内空气质量。在设

计过程中，强调建筑的能效设计，包括隔热隔音设计、优化

采光设计等，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减少建筑

的能耗，提高整体的能效水平。在高层建筑的规划和设计中，

考虑引入绿化设计、屋顶花园、垂直绿化等手段，提高建筑

的生态性，为城市提供更多的绿色空间。通过开展宣传活动、

举办培训课程等方式，增强大众对环保理念的认知，鼓励居

民在日常生活中采用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的环保

标准和监管机制，确保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符合国家和地区的

环保法规，推动整个行业向更为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4.4 加强规范性设计 

为加强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规范性，鼓励设计团队充

分理解和遵循相关的暖通设计规范和标准，确保设计方案

在整个流程中符合行业规定。制定明确的设计流程和阶段

性验收标准，确保每个设计环节都能够被规范化地记录和

评估，包括对建筑结构、气候条件、能源系统等多个方面

的规范性要求，使得设计方案更为科学和符合实际需求。

鼓励建立完善的项目审查机制，确保设计方案在每个阶段

都能够接受专业审查，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设计

方案进行独立评估，确保其符合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规范

标准，提高设计质量和合规性。建立规范性设计的信息共

享平台，促使设计行业更好地共享和传播规范性的设计经

验，通过行业协会、专业媒体等平台，推动设计单位之间

的经验交流，从而共同提升规范性设计水平。建立健全的

监管和惩罚机制，对未按规范进行设计的案例进行严肃处

理，以强化设计人员对规范性设计的重视程度。 

4.5 加强监理 

为加强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监理工作，设立专业监理

机构，由专业的监理人员组成，具备丰富的暖通设计经验

和专业知识。推动引入先进的监测技术和工具，使监理工

作更加科学、精准。例如，可以使用远程监控系统、数据

采集设备等，实时监测建筑暖通系统的运行状况，确保设

计方案在实际使用中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监理人员应在整

个设计过程中参与，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设

计单位和监理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渠道应畅通，确

保监理工作能够对设计方案进行全程的、深入的监督。设

立独立的监理报告和评估机制，监理人员应定期向相关主

管部门和设计单位提交监理报告，明确提出和改进。这有

助于推动监理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高。建立监理工作的奖惩

机制，对监理人员提出的合理和监理工作的优异表现进行认

可和奖励。同时，对于存在严重问题和监理工作不到位的案

例，进行严格的处罚，以保证监理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5 未来展望 

在高层建筑暖通设计领域，未来呈现出广阔的发展空

间和深远的发展前景。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社会对绿色、

智能、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高层建筑暖通设计将在多

个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①智能科技的深度融合将引领

暖通系统朝着更加智能、自适应、智能的方向发展。通过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暖通系统能够实现

对室内环境的精准感知和即时调整，根据用户的需求和环

境变化，提供个性化的室内氛围。智能化的暖通系统还能

够学习和优化运行策略，实现最佳的能效表现，降低能源

消耗，为高层建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②可再生

能源的广泛应用将成为未来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重要趋

势。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不断突破，使得高

层建筑有望更加广泛地利用这些清洁能源。引入可再生能源

不仅能够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有

助于建筑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提高整体的能源利用效率。

③高层建筑暖通设计将更加注重生态与人文因素的融合。建

筑将不再只是简单的物理结构，而是融入更多的生态学和人

文学的设计理念。生态建筑将在设计中追求更好地与自然环

境的融合，引入更多的绿植、自然采光和可持续材料，打造

更加宜人的室内外环境。人文建筑将强调建筑对居住者身心

健康的影响，通过温馨的设计、舒适的空间布局和社交性的

设计元素，创造更具人情味和社区感的居住环境。④未来高

层建筑暖通设计还将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的合作。建筑师、

暖通工程师、生态学家、社会学家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将

更加紧密协作，共同推动建筑设计朝着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向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高层建筑暖通设计将不仅仅关注

舒适性、能效性和环保性，更将成为一个复杂系统中的智慧

节点，为居民提供智能化、健康、宜居的生活空间。 

6 结语 

通过对高层建筑暖通设计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提出的

优化方案，为建筑领域的专业从业者提供了实用的参考，

致力于推动高层建筑在能效、舒适性和环保方面取得更为

卓越的综合表现。未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化技

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将为高层建筑暖通设计带来

更多的创新可能。建筑行业将迎来更加智能、绿色的发展

时代。期待通过前瞻性的设计理念和科技手段，为高层建

筑打造更人性化、可持续的室内环境，为城市建设贡献更

多创新和可持续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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