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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式地源热泵在高层住宅建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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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就户式地源热泵在高层住宅建筑中的应用进行探究，以节能环保为出发点，分析我国某一高层住宅项目的设计案例，探究

公共建筑空调以及住宅空调系统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点，同时简要的论述该类型地源热泵的特征，凸显出出其热泵在高层住宅建筑设施当中应

用的价值及优势，掌握户式地源热泵系统的设计要点，了解注意事项。满足当前人们空气品质方面的需求，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创建出更

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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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且城镇化率也在不

断地提升，新增建筑设施面积逐年递增 21 平方米，城镇化率提升

10%，新增约为 6000 万吨的标准煤。所以，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在迅

猛发展的过程中资源匮乏问题会比较严重，遭受着环境恶劣等因素

的影响，所以要大力开展建筑节能工作，减小其在建筑能耗当中所

占据的比例数值，提升整体空调系统的效率。 

1户式地源热泵特点及应用优势 

1.1 户式地源热泵特点 

户式地源热泵（图 1）的节能性极强，同时其能够较好地响应

我国可持续化发展的战略，不会对我国地下水形成污染，也不会形

成地面沉降等的威胁，一年四季均能够给用户供给更高品质的冷暖

空气，并给人们创建出一个更为舒适、惬意的居住环境。首先，户

式地源热泵的可再生性比较强，其主要是应用地球所储备的太阳能

资源当做核心的冷热源，对其能量进行转化，创建出供暖制冷的空

调系统，使得水体和土壤能够处于一种均衡的接收、发散状态，成

功的应用地源热泵技术，让无线的太阳能能够变成现实。其次，户

式地源热泵带有节能高效的特征，应用土壤或水体的温度，提升蒸

发技术的应用效果，其冷却效果会完全超过冷却塔式以及风冷式，

同时提升机组的工作效率。通过数值计算，可以得知，投入 1000 瓦

的电能，能够得到约 5000 瓦的冷量以及 4000 瓦的热量。再次，户

式地源热泵的环境经济性比较强，其机组在运行的过程中，并不会

污染水体，也不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不需要对其安装冷却塔以及

锅炉等一些设施，整体环保经济效益极强。土壤源地源热泵系统处

于废弃状态时，不能及时的取出埋设于地下的热交换管道，这就会

形成一定的区域污染问题，地源热泵机组所形成的电力污染和空气

源热泵进行对比，其能够有效的降低约 0.4%，和电供暖进行比较，

能够节约 70%以上能源。户式地源热泵一机多用，适用的范围十分

的广泛，一套系统可以取代原本两套装置及系统，不但能够从根源

上降低能源的损耗，同时还可以减小设备资金的初始投资量。可以

将其热泵投入到办公楼或者公寓等一些建筑设施当中，选择更适合

其建筑设施的采暖制冷系统。最后，户式地源热泵能够自动化的运

行，整体系统设计较为简单，运行的可靠度较强，实际维护费用投

入量较少，设备的使用年限比较长，所以其投入到市场当中可以更

好的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及青睐。 

 

图 1  户式地源热泵原理图 

1.2 户式地源热泵应用优势 

户式地源热泵系统的舒适度较高（图 2），在采暖的阶段，使用

室内卧底，在制冷的时期应用室内挂壁，这类系统应用形式可以让

用户居住的舒适度变得更高，同时防止普通空调所形成干燥等方面

的问题。此外，这类系统还可以减少费用的开支，把其和传统的燃

气地暖使用费用进行对比，能够得到更多免费的能量，降低住户的

资金损耗量。而且这类系统的结构安装会比较便捷化，实际占地面

积较小，能够完全省去冷却水以及冷却装备等，将其安装在家庭住

宅设施当中，依据用户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宜的末端产品，并且这

类设备的运行工况较为稳定，即便是处在寒冷的冬季，其质量也不

会处于一种衰减的状态，用户可以放心地应用这类设施。传统的空

气源热泵会存在热岛效应方面的问题，导致局部空间环境条件逐渐

的恶化。如果其空气温度小于 0 度，那么整体机组效率就会降低，

若温度小于零下 5℃，那么其会处于无法开机的状态，需要额外增

加辅助性的热源，并且在冬季室外机组往往需要进行除霜的处理，

会损耗大量的能源。户式地源热泵技术的应用，会让整体中央空调

系统的发展空间变得更大，在供热的过程中，会将原本的锅炉房系

统省去，并不存在燃烧的过程，防止其出现排烟污染方面的问题，

节省各类运行费用，同时其还能够降低土地资源的损耗，提升整体

附加经济效益，对整体建筑设施的外部形象进行了改观和优化，没

有任何的燃烧设备，所以不会存在燃烧以及爆炸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其还具有可再生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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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户式地源热泵应用场所 

2项目概况 

为了能够深入的探究户式地源热泵在高层住宅建筑当中的应用

路径以及应用要点，本文以我国某一高层住宅项目为例进行分析，

结合其项目的设计要求标准，开展户式地源热泵的设计工作，该工

程项目的建筑面积约为 34000 平方米，其中三栋高层建筑设施均依

照绿建三星的标准进行设计。 

2.1 系统介绍 

分析绿色建筑对于空调系统节能方面所设置的要求，其能够得

到政府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其中，三栋建筑设施会设置户式地源热

泵空调系统，通过数据调查计算可以了解到，该工程项目在夏季空

调总冷负荷数值约为 2000 千瓦，冬季热负荷数值约达 1500 千瓦，

这几个建筑设施，分别为公寓住宅类型设施，其用户的空调使用需

求以及时间方面会有所不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方面的考察，

户内空调在使用时，依照 80%的系数进行推算，热负荷数值为 1300

千瓦，冷负荷数值约为 1700 千瓦。 

2.2 水系统设计 

地源侧水泵通常会设置到地下水泵房内部，地埋管线为三级分

集水器，将第三级投掷到地源泵房内部，地源水会经由这一集水器

统一汇总汇入水泵，运输到户内地源热泵机组内部。夏季用户侧冷

冻水供回水的温度约为 7 至 12 摄氏度，冬季气温度约为 45 至 40 摄

氏度，设置相对应的变频循环水泵。如果系统处于部分荷载的状态，

那么就可以使用变频调速的方式，减小水泵的功率，达到节能减排

的目的。 

2.3 地埋管设计 

地埋管换热器系统为垂直式的地埋管，该埋管会以单 U 型的埋

设方式为主，其管径为 DN32，结合该建筑设施群的业主需求，将其

埋管夏季换热量控制在每平方米 43 瓦，冬季换热量控制在每平米

34 瓦，该项目单体建筑设施的高度为 54 米，分析系统承压的问题，

应用 70 米的埋管深度，其系统并不需要额外设置板换，能够提升整

体的工作效率，并且其地热可以直接运输到各个用户。依据实际负

荷计算结果，夏季地埋管的放热量会超过冬季的吸热量数值，这就

很容易产生热量堆积方面的问题，为了能够保障整体土壤热平衡的

良好状态，该项目埋管口数必须要以实际冬季情况设计为主，如果

其冷负荷不达标，那么就需要由一组高效冷却塔及时的进行补充，

分析项目运行热平衡等方面的因素，考量地下换热系统 10%的富裕

量，其地埋孔为 440 个，防止地埋井之间出现热干扰的问题，调整

好布井之间的距离，使得间距为四米，地下换热系统打孔占地面积

为 7000 平方米。 

3系统稳定性分析 

定速压缩机是户内主机压缩机，这类系统的水量会比较小，所

以其安装在住户内部只有较少的一部分末端开启，其压缩机在启动

之后，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其水系统达到预设的温度，压缩机停

机。这种反复做工的状态，很容易使得其设备启停频率速度较高，

对其压缩机的使用寿命形成了不良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时，需要

尽可能的增大系统的水容量，让空调水系统能够保持足够的热稳定

状态，该工程项目涉及到的住户户型约为 80 至 120 平方米，实际水

系统负荷量数值较小，管线管路的路径也会比较短，整体系统水容

量处于一种较小的状态。举例说明，选择 120 平方米的户型空调水

系统容量，经过计算约为 74 千克，要分析该住户室内的舒适度、系

统造价以及主机使用年限等各类影响因素，在冬季或者夏季，户式

集中空调运行时，当主机停机十分钟后，其供水温度可以升高下降，

但是其温度不可超过 5℃，结合其要求计算系统最小的水容量为

0.224 立方米，也就是 224 升。推广使用太阳能，响应可持续性战略。

现阶段，社会各界开始注重研究太阳能和建筑一体化的技术，努力

攻克技术应用的难关，开创出新户式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局面，利

用工程示范等的形式，让太阳能和建筑一体化技术变得更加的成熟。

想要更好地满足人们空调使用需求，企业就需要进行节能化的设计，

优先选择一些节能性的空调设备，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降低电力能源

的损耗。如果户型面积比较小，那么户式空调水系统的容量就会明

显的小于维持系统的热稳定水量，为了能够更好的让户内机主维持

正常的运转状态，需要适当地增大系统的水容量数值。但是其使用

量差距会比较大，所以需要在其系统内部增设蓄能水箱，结合实际

计算的结果，设置 150 升的水箱容量，这样可以达到水系统稳定性

方面的要求标准。 

结语： 

综上所述，户式地源热泵空调系统的特征较为明显，要依据住

宅项目实际概况。调整并设计地源热泵的形式，提升整体系统的稳

定程度，将绿色建筑理念贯彻并落实下去，坚持节能的评价指标，

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突出这类系统在高层住宅建筑设施当中的优

势，其是一类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央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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