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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普及,相关的能源消耗也日益增多。空调作为能耗严重的电器设

备之一,应从设计和管理水平上不断提高,最大限度的采取各种措施使空调系统的能耗费用不断降低,从

而达到节省能源的目的。由此可见,将节能环保技术在暖通空调系统中大力推广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从暖通空调的环保节能技术出发,对其技术和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旨在为暖通行业的从业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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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暖通空调系统概述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人

们希望可以增强所处空间的舒适度,暖

通空调系统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

人们这一需求。暖通空调系统主要符合

人们采暖、保持通风、进行空气调节的

需求,并且是一种外部安装的大型运转

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公共场所。 

暖通空调系统按照媒体设备处理性

能分为集中式空气调节系统、半集中式

空气调节系统、分散式空气调节系统；

按照负担室内空调负荷性能,将暖通空

调分为全空气调节系统、全水空调系统、

空气—水空调系统等；按空气调节系统

处理功能进行分类,可将暖通空调系统

分为封闭式空调系统、直流式-空调系

统、回风式空调系统。 

暖通空调系统的安装往往比较隐蔽,

节省了使用空间,增强了室内环境的美

观性,为人们提供了舒适、便利的工作及

生活场所。在设计暖通空调系统时,要满

足室内有足够的进风量,同时也要有合

理的排风系统,从而达到除尘、除菌、除

异味的效果。另外,还要综合分析温度、

风速以及湿度等要素及具体的室内环境,

按照合理比例设计,从而提供适当的室

内温度、风速、风量,以保障人们工作、

生活环境的舒适度。目前,暖通空调系统

不仅可以应用于室内,也可以用于汽车

内部等领域,极大地便捷了人们的生活。

但是暖通空调系统在实际运作的过程当

中,还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因而实践中引

入了节能环保技术予以解决。 

2 暖通空调系统节能设计模块

中存在不足之处 

2.1节能设计缺乏规范性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大多数暖通空

调系统在设计上并未有统一的标准,无

法显著突出节能方向的设计理念,这些

问题往往都是由于暖通空调的设计周期

较短,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造成。部分

开发商为了追赶工程进度,随意缩短空

调系统的设计时间,起到关键性影响的

问题属于设计单位的水平有限,设计人

员未能按照建筑的实际情况以及特点进

行空调系统的设计,缺乏综合性参考。标

准的暖通空调设计,需要严格执行我国

对应的条款与限制,在能耗的消耗程度

设置标准,同时还要掌握相关技术规范,

加入到暖通空调的设计元素中,并严格

执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

暖通空调在节能设计上存在不足,重视

功能性的开发从而忽略节能的理念,在

节能设计未能符合规范条例的条件。因

此暖通空调在投入正常使用的过程中,

无法真正有效体现出节能效果。 

2.2设计方案不够完善 

暖通空调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在

使用的过程中会逐渐显现其节能效果的

高低,部分设计人员缺乏综合考虑建筑

室内特征的意识, 设计方案难以针对性

地根据实际的室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除此之外,一味追求 新型的节能技术,

未考虑新技术在暖通空调系统中的实用

性,由于不同的室内环境对于暖通空调

的设计方案均有所不同,首先要掌握室

内环境中的热辐射、通风、湿度和实际

温度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来对空调的通

风系统、供暖系统等进行科学设计,在确

保室内环境质量的基础上,促进节能减

排的作用。 

3 环保节能技术在暖通空调系

统中的应用 

3.1选用科学的变频节能技术 

随着变频技术在我国的普及,人们

已经对变频技术有了很多的了解,变频

技术以其卓越的优点得到了各个领域的

广泛应用。由于变频技术的应用使得暖

通空调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与浪费,提

升了节能效果。而且变频技术的运用模

式也比较灵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成本,减少负荷,延长空调的使用周期。

变频技术的应用可以使暖通空调根据外

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不需要过高

的负荷来运行,并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

来改变工作的频率,降低功率,节约资源,

避免浪费。除此之外,地源热泵节能技术

的应用也可以起到很好的节能效果,地

温循环冷暖系统只与温度相对稳定的浅

层土壤进行换热(常年稳定在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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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系统效率很高：夏季运行COP5.0以上、

冬季运行COP3.5左右。相对于其他系统,

它的耗能极少。且系统均为闭式环路,

与外界只有能量交换,而无介质交换,故

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3.2合理的选择热冷源系统 

在设计暖通空调系统时,应选择合

适的设备,其中中央空调系统的冷热源

是控制空调节能环保的关键性步骤,它

对提升经济效益具有积极的影响。热源

分为很多种,主要有热电站、热泵、锅炉

房等等,而常用的热冷源主要有水冷冷

水机组+锅炉和热泵型机组、溴化锂吸收

式机组两种。热泵机组相对于冷机组来

说其节能效果更好,它主要用于冬季制

热,夏季制冷,但是效果要比水冷机组差

一些。溴化锂吸收式机组在节省电力上

具有很高的效率,但是节能效果要差很

多。因此在选择冷热源机组时要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明确二者的

优缺点之后才更好地作出合适的选择。 

3.3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利用好可再生能源可以大大提升节

能环保的效果,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常用

的可再生能源有：风能、太阳能。利用

可再生技术实现对大自然丰富资源的有

效应用。利用风力、光伏能够将风能、

太阳能转化为电力,从而供空调的运转,

达到零排放的目的。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是未来节能环保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将可再生能源与暖通空调结合起来可以

有效的提升节能环保效果,提升空调的

服务质量,降低成本,避免浪费,同时可

以进一步促进暖通空调的发展,促进整

个空调行业的发展。 

3.4空气换热技术的应用 

在暖通空调的节能技术中,热回收

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技术之一,随着建筑

物室内环境的不断变化与改善,新风系

统成为了暖通空调中重要的部分,值得

注意的是,室外的新风系统如果没有经

过处理就直接应用到室内,将会增加建

筑物中的冷热负荷,增加能源的消耗。冬

季,应用空气换热技术可以回收排风过

程中产生的多于热量,降低对环境的污

染。夏季,热回收技术可以降低新风部分

的温度,降低空调的负荷,进而实现降低

电能消耗的目的。 

3.5水系统节能技术 

传统的空调水系统采用的是定流量

方式,系统的水量变化是由水泵的运行

台数所决定的,虽然台数控制简单便于

操作,但是在流量的调节上来说,台数控

制只能实现有级的流量调节,水泵的实

际工作却不能实现 高效率,因此流量

减少了,实际用量却没有减少的太多,节

能效果也不是很有效。变流量水系统是

一个有效的节能方式,其主要包括单级

泵变流量水系统、二级泵变流量水系统。

变流量系统不改变管路的特性,而是移

动水泵的工作点让其沿着管路的曲线移

动,保证水泵可以在 高的效率点上运

行,提升节能效果。供热水系统,采用的

是大循环水量来提升整个管网运行水温,

“大流量、小温差”的运作方式,可以提

升输送的效率,避免发生管网水利失调

的状况。 

3.6风系统节能技术 

低温送风空调系统也是一个比较有

效的节能技术,通过减少送风量、供水量

来降低风机与水泵的能源消耗,节省运

行费用。变风量空调节能技术是由集中

式空调器提供某一设定温度的送风给所

有空调空间,各自的送风量是按照负荷

的大小进行自动调节的,从而实现室温

的平衡。多分区空调节能技术,主要利用

定风量组合式空调器,根据不同分区的

负荷情况自动调节送风参数,没有冷热

抵消现象。 

4 结语 

就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暖通

空调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但暖通空调系统能耗为以

及环保问题都极为严重,能源消耗量在

逐年上升。在能源日益紧张的时代背景

下,降低暖通空调系统的能耗就极为重

要。因此,需要将节能环保技术合理地应

用于暖通空调系统中,并将可再生能源

应用其中,从而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参考文献] 

[1]肖广州.浅谈建筑环境与暖通空

调节能[J].商品与质量,2016,(15):128. 

[2]平娜,张强.暖通空调系统节能技

术的应用研究[J].中国房地产业,2020,(18): 

166. 

[3]马绍慧.暖通空调系统节能技

术的应用研究[J].中国房地产业,2020, 

(16):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