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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建筑系统中暖通空调节能技术的应用

李  倧

绿建之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2200

摘  要：在我国现代建筑工程行业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建筑空间居住舒适性，提高室内空间空气质量，空调系统、新风系

统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配备。暖通空调系统调节室内温度，同时新风系统改善空气质量，但是暖通空调运行需要消耗大量的

电力能源，所以暖通空调的节能技术尤为重要，通过采用节能技术能够有效降低其运行能源消耗。

关键词：建筑系统；暖通空调；节能技术；应用

1  暖通空调设计节能的重要意义 12

建筑行业是比较耗能的产业，而暖通空调系统占建筑总

耗能的一半以上，为降低建筑的能耗，必须在暖通空调设计

与施工时采用节能措施。暖通空调在现代建筑中应用较广，

尤其是大型商场等公共建筑，由于建筑面积较大，暖通空调

在开启后会消耗大量能源[1]。暖通空调具有制冷、制热以及

通风的功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住宅的舒适度要

求越来越高，对暖通空调系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设计过

程中，在保证效用的同时，应用较多的节能措施，才能降低

能耗。

2  空调系统的节能方法

2.1  选择合适的冷热源

中央空调常见的冷热源配置方式有水冷冷水机组+锅

炉、热泵型机组和溴化锂吸收式机组。第一种冷热源在设

计工况下的能效比较高，一般为3.7～5；第二种冷热源即热

泵型机组，夏季制冷、冬季制热，在设计工况下，其能效

比较水冷机组要低，仅达到3左右，但其具有良好的节能和

环保效果；溴化锂吸收式机组，这类机组的能效比（制冷

量/消耗的热量）比较低，节电不节能，适用于有废热和余

热的地方。

2.2  采用蓄冷系统

各国用电状况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电负荷峰谷差较大情

况，在用电高峰时电力供应不足，而在低峰时电力供应过

剩。在实施电力峰谷电价的地区，就可利用低电价时段采用

冰蓄冷系统制成冰来储存冷量，高电价时段在将冷量释放出

来，这将对整个电力负荷的移峰填谷工作起很大作用。采用

冰蓄冷系统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

2.3  采用变频系统

变频技术在现代空调中使用已成为必然趋势，它不仅能

有效改良空调系统的工艺不足，还能大幅降低能耗，节省运

行成本。通常空调设备只能按设计额定功率运行，当负荷降

低时，设备仍然按照额定功率全负荷输出运行，这就必然造

成能量的浪费[3]。如果我们能够使用变频技术使空调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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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功率随负荷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就可以起到节能效果。

根据空调负荷来改变水流量或风流量，可有效实现节

能目的。变风量空调系统是通过末端装置来补偿室内负荷的

变动，调节房间送风量以维持室温。变风量和定风量系统相

比，一般情况下可节能50%。变流量系统（风机盘管）是通

过水量控制方法来调节温度的，比定流量系统要节电，随着

工业变频器推广应用，通过对水流量、风量及主机等变频控

制调节，可实现与所需空调负荷的实时匹配，从而产生显著

的节能效益。

3  暖通空调中的节能环保技术应用分析

3.1  变频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分析

变频技术使空调系统变得更加智能化、环保化、节能

化。变频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降低电能的损耗，还能够弥补

暖通空调系统工艺设计的问题。智能控制系统在空调系统中

应用，可以有效调节空调系统使用频率，减少空调系统的无

用功，降低能源的需求，进而使实际的工作效果和效率得到

提升。同时，根据空调的负荷情况，对空调的输出功率进行

调节，可以达到节能减排的作用。变频技术的应用为暖通空

调设计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发展环境下，暖通效

率得到明显的提升，并且不会影响到设备安全运行，还可以

达到减少能源损耗，降低有害物质的排放的目的[4]。

3.2  通风调节技术应用

通风系统是暖通空调中采暖与调节相互关联的重要因

素，有利于技术人员综合把握暖通空调系统的通风效果，实

现自然资源的综合应用。从我国现代暖通空调系统资源综合

应用的角度进行分析，通风系统技术的应用，主要借助现代

计算机技术，建立暖通空调系统检测系统。在暖通空调系统

的运行中，对日常通风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实现对资源结构

的整体规划，依据暖通空调系统的应用环境不同，所设定的

通风调节标准各有不同。整体经济规划格局中，当暖通空调

系统内部通风情况低于检测系统设定的标准，系统会进行通

风的自动化调节，保障暖通空调系统内部通风情况符合当前

的通风需求，从而实现现代暖通空调中，采暖供应系统的资

源综合应用率的提升[1]。此外，通风调节技术与环保节能技

术的综合性融合，也是系统中逐步融合新型技术，并建立完

善的系统应用体系，并且与暖通空调中变频调节技术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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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使通风调节的运作速率得到大大提升，并提升系统资

源的综合应用率，进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3.3  蓄冷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分析

暖通空调蓄冷系统中节能环保技术应用表现为：暖通空

调系统的蓄冷过程是对系统中的水在适当时间进行冷冻，在温

度较高需要系统散热时，系统将蓄冷过程中冷冻的水进行处

理，吸收外部环境中的热量，同时利用外部较高的温度进行内

部系统温度的降低，从而达到暖通空调系统的散热功能。由于

冰在融化时吸收周围环境的热量，而通过蓄冷技术的应用，极

大程度地节约了电能的消耗，也避免了过程的复杂，同时提高

了资源的循环利用率，并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3.4  地源热泵和空气处理技术的应用分析

地源热泵和空气处理技术的主要作用是在实现节能环保

的前提下，提高住户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地源热泵节能空调系

统能够将室内的热量转移到地下，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恒温的

状态下，通过地源热泵空调可以节省一半的电量[2]。暖通空调

系统的空气处理技术通常是将外面进入的空气进行冷处理，然

后通过过滤技术对空气进行加湿，保持室内的湿度。而暖通空

调的空气处理器在过滤时，能够将空气中的病毒、病菌以及可

吸收的颗粒进行过滤，进而保护居民的呼吸系统。

3.5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

（1）自然风能：自然风能的供冷是暖通空调系统可再

生能源技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供冷期间，当室外空气焓

值、温度低于室内时便能够借助室外风的自然冷量来实现室

内的冷负荷，一般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供冷的过渡期或夜间，

此时可以采用新风直接供冷、夜间通风蓄冷的方式来进行。

相比较常规的空调系统，自然风能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节约

了电能，同时也减少了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改善了室内空气

的质量。（2）太阳能运用分为被动式和太阳能采暖、太阳能

制冷两方面的主动式：太阳能采暖以电为辅助能源来驱动经

太阳能加热后的水在管道当中循环流动，实现房间供热[3]。太

阳能制冷包括：以太阳能如何有效转化为电能为研究重点，

用电能驱动压缩式制冷系统的太阳能压缩式制冷；将太阳能

作为热源，借助太阳能辐射的热能驱动溴化锂-水溶液或者

氨-水溶液系统的吸收式制冷；去除系统加热器与冷却器，

让太阳能集热器和吸附床集为一体，利用夜间室外空气自然

冷却的太阳能吸附式制冷。

3.6  新风免费供冷

在有些建筑的空调系统中，需要大量引入新风以满足

室内空气品质的要求，通过在过渡季节和冬季直接引入室外

的温、湿度相对较低的新风来带走房间内所产生的各项热湿

负荷，无需使用集中制冷系统，达到“免费”供冷的节能效

果。在夏季时，利用夜间相对低温的新风，可以在非营运时

间预先冷却室内空气，带走部分室内热量，减少白天工作时

间的室内冷负荷，实现间歇性的免费预冷[4]。

3.7  自然风的应用

自然风的供冷是可再生能源在暖通空调应用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当室外空气的焓值和温度低于室内时，在供冷期

内就可以利用室外风所带有的自然冷量来全部或部分满足室

内冷负荷的需要。通常，这种情况出现在供冷期的过渡季和

夜间，可采用的方法为新风直接供冷和夜间通风蓄冷。由于

利用自然风提供建筑所需要的冷量，与常规空调系统相比，

在运行中不用电或少用电，既节约能源，又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同时也改善了室内空气品质。

3.8  地下水的应用

地下水由于地层的隔热作用，其温度受气温影响很小。

在暖通空调中，有些地下水可以直接作为冷源，更是热泵良

好的低位热源。所以水源热泵有着良好的节能前景。水源热

泵技术是利用地球表面浅层水源(如地下水、河流、湖泊）中

吸收的太阳能和地热能而形成的低温低位热能资源，并利用

热泵原理，通过少量的高位电能输入，实现低位热能向高位

热能转移的一种技术。但是在利用地下水的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问题[1]：①要有可靠的回灌技术；②用地下水时应注意

水质，水质不合格会使井老化。

3.9  土壤能的应用

地源热泵是利用地下浅层地热资源(通常〈400m深)作为

冷热源，进行能量转换，提供供暖制冷的空调系统。地源热

泵系统通过输入少量的高品位能源(如电能)，实现低温热源

向高温热源的转移，地能分别在冬季和夏季作为低温热源和

高温热源。夏季，大地作为排热场所，把室内热量以及压缩

机的散热通过埋地盘管排入土壤中，再通过土壤的导热和土

壤中水分的迁移把热量扩散出去。在地源热泵系统中，由于

冬季从大地中取出的热量在夏季得到补偿，因而使大地热量

基本平衡。虽然我国在开展土壤源热泵系统的研究与应用方

面起步较晚，但由于其技术上的优势和节能、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的优点，我国地源热泵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市场也日趋活

跃，它将成为中小型生态建筑空调冷热源合理可行的选择方

案之一[2]。

4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新技术、新工艺在暖通

节能中的应用层出不穷，建筑中暖通空调系统节能技术是节

约能源、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减轻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建筑中暖通空调

系统的节能技术必将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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