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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暖通空调系统的发展也逐渐加快，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

随着这一系统的广泛应用，其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的问题也愈加明显，影响了该系统的使用效果。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

须将绿色建筑技术加入其设计过程中，以提升整个建筑的建设水平，保证建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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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HVAC system is also 

gradually accelerated, and its technical level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ch has reached a new level. However,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the problems in it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which affect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ffectively,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must be added to its design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the whole building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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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暖通设计中绿色节能技术应用的必要性 
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离不开各种能源的消耗，而地球上的能源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前阶段，国内工

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处于上升水平，这对于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无疑是严重的，不利于子孙后代的生存。只有采取有效

的措施，才能合理的控制能源消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在降低各项能源消耗的同时，保证现代化进程，为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贡献力量。虽然中国地大物博，各种资源丰富，总体而言能量巨大，但是人口众多也是我国的基本

国情，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人均份额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与经济发展需求无法达成一个良好的平衡状

态。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国内能源增长速度已经跟不上 GPD 增长效率，而呈现出一种落后的状态，所以，为了适应

社会的发展，必须采用绿色节能技术。在国内的建筑暖通工程发展过程中，不可再生能源消耗较大，长此以往，即使

国内资源丰富，也无法支撑如此高的消耗，以致于能源短缺问题凸显。此外，也不可忽视其对于生态的环境的破坏。

通过对建筑能耗进行综合的分析发现，暖通空调系统所占比例较大，大约为 1/3，特别是在夏季。可见，在暖通设计中

应用绿色节能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这项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可降低能源消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环境保护，进而可推动

暖通空调工程的不断进步。 

2 绿色建筑中暖通空调设计方法的具体实施 
2.1 合理选择暖通空调系统的设计参数 

在暖通空调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其设计参数的选择十分关键，必须保证其合理性，且满足建筑实际需求。这就需

要设计人员全面分析室内外温度的具体情况，并以此为基础确定最适宜的取值，且这些取值应根据季节的变化而有所

改变。此外，也要重视新风量的计算，在其计算过程中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符合工艺标准，二是保证卫生条件合格，

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能耗，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而在暖通空调系统节能设计时，为了降低系统能

耗，应充分考虑各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其中包括室内温度和湿度、建筑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建筑围护结构的实际

情况、产品的工艺以及人体的健康条件等。通过对设计参数进行合理的选择，可达成能耗降低的目标。例如，在夏天

的时候，如果把设计温度向上设置 1℃，可减少的能耗达 10%；若是将设计湿度进行调整，在其提高 10%的情况下，则

可实现大约 20%能耗的降低。由此得出，设计参数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这一系统的应用
[1]
。 

2.2 将暖通空调设计工作和实际的建筑布局相结合 

目前，在国内暖通空调设计过程中，较少加入太阳能的应用，这是因为该能源还未引起大部分空调设计人员的广

泛关注。然而，这种能源具备较大的优势，是一种极具利用价值的清洁能源，若是将其科学的运用到该系统的设计工

作中，必会取得良好的实用效果。这就要求暖通空调设计人员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充分结合建筑实际布局情况以及朝

向，并在这个前提下合理利用太阳能，最大限度的减少能耗。当建筑物朝西时，为了减少太阳西晒对室内温度造成的

影响，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室内温度过高，就要对窗户设计进行调整，尽量减少这一部分的设计面积，这样不但可有效

降低建筑物的能耗，而且可保证室内温度不至于太高，影响人们的居住舒适度。另外，在建筑外墙材料设计时，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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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传热性能不高的材料，以保持建筑物的热量，使其不至于流失过快，维持室内温度在一个适宜人们居住的范围之

内
[2]
。 

2.3 对冰蓄冷系统进行不断优化 

冰蓄冷系统其主要特点在于耗电量不高，这一系统的应用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节省电力资源，而且可确保经济效

益的实现，同时也可在能耗较低的情况下完成低温送风，对于节约能源非常适用。这一系统的应用优势在于：（1）通

常情况下，白天的用电量远远大于夜晚，其应用可在白天进行供冷工作，实现电费支出金额的大量减少。（2）同等条

件下，将冰和水的蓄冷量进行对比发现，前者的蓄冷量远远高于后者，所以，蓄冷池的容积不大，有利于热损失的减

少，可有效的节约能源。当冷水温度在 1℃以上，4℃以下时，即可进行低温送风，且此时无论是风机的动力，还是风

量都会随之降低，以起到相应的节能功效。由于这一系统的 COP 值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其制冷效果一般较好，

即使有些降低也问题不大，尤其是在晚上，该系统具备良好的节能效果
[3]
。 

2.4 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1）地源热泵应用 

相对于空气热源泵来说，地源热泵有着显著的优势，其主要体现在这一热源系统利用土壤温度的变化可以实现对

室内温度的调控，在这一过程中的热量收集和散发影响低，对地面及地下水的影响也较小，所以在暖通空调绿色设计

中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地源热泵系统的实现采用的是埋藏在 200 米范围内的竖向换热器，同时地下管道周边的岩石

温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换热器的性能，因此应当协调好散发和获取热量，以确保换热器的高效运行。另外，地源热

泵技术在冬夏换热量没有明显差距的地区应用时，对于其他地方可以采用辅助供热、冷却塔实施供冷方式，由此能够

平衡夏天和冬天的热量，给地源热泵系统提供更优越的运行环境。 

（2）被动式太阳辐射 

这一绿色设计方案，是结合了建筑所在地的气候特点，最大限度的在屋顶的合理位置采用太能能板布置设计，接

受太阳直射获取能源。在暖通空调设计中，太阳能虽然能够大幅度减少室内照明的资源损耗，然而也会加大暖通空调

的射冷负荷，但被动式太阳能辐射可以实施自我调节，减少能源消耗的同时，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 

就南方地区而言，供冷是主要形式。在南方建筑中很广泛的采用单层和外层的镀膜玻璃，这是由于其能够避免阳

光直射到室内以及降低长波辐射的可能性。相反的，北方建筑在冬季主要实现取暖，北方可以采用双层中气体玻璃，

对屋内的长波辐射进行有效遮拦，同时科学利用温室效应来维持或提升室内温度。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对智能窗户进行了研究开发，这一技术在分析了室内太阳光辐射强度的基础上，

利用液晶技术来改善玻璃的透明度，并结合通风技术将回风引入到双层玻璃的夹层面上，由此能够解决夹层存在的热

量问题，进而使室内温度得到有效吸收。 

另外，为了使空调系统负荷实现合理控制与降低，还可以采用遮阳技术，通过在建筑外设置遮阳板，与此同时有

机结合太阳能电池与遮阳板，调节室内温度的同时为室内照明提供新能源。 

在可再生能源的运用过程中，需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设计，避免存在盲目性、随意性等行为，要充分发挥

可再生能源的优势，与暖通空调设计进行有效融合，以实现建筑暖通系统的绿色化发展。 

2.5 利用变频技术做到节能减排 

在室内温度调节的过程中，变频技术能够实现自主调节和操作的功能，这一技术的应用可以充分实现节能减排，

有效减少暖通空调的能源消耗。目前，变频技术已经广泛运用在暖通空调节能设计中，为节能减排做出了积极贡献。 

2.6 降低能力输出与消耗 

建筑暖通空调的绿色节能设计，还需要关注能源输出与消耗。能源系统运行中，会出现一定的浪费现象，因此在

设计过程中，在材料选择方面尽量采用高性能保温材料，在能源输出与消耗过程中设计和运用现代信息检测技术加强

能源监督管理，防止各方面因素导致的能源输送消耗过大，最大化能源利用率。并且，小动力系统也会出现一定的能

源浪费问题，具体设计中需要设计高能力的动力传输系统，减小流速、提高小动力系统的运行能力，构建完善的围护

结构，实现动力系统与围护结构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解决能源消耗过大和浪费问题。 

3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是建筑领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流趋势。暖通空调作为建筑工程的重

要构成部分，在暖通空调系统设计中，要结合建筑的实际情况，在综合考量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

采用有效的暖通空调节能措施，不仅为人们提供良好的暖通空调环境，并降低暖通空调的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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