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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为了保持社会的持续前行,我们必须要在使用能源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暖

通空调作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是消耗能源的主要环节。所以,必须将绿色节能理念融入到暖通设计中来,以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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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节能技术在暖通设计中的重要性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整体经济水平呈上涨趋势,人

均消费也在逐渐增加,不过其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也逐渐加

剧。能源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源,实现能源

保护对于我国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能源储量

较为丰富,但是人均占有量却相对较少。资源浪费、过度开采

等使得能源消耗严重,影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基于此,将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到能源保护中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建筑行业是公认的能源消耗较大的行业,尤其是

暖通系统所带来的能源消耗尤为明显,约占建筑总能源的3

成以上。为此,应将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到暖通系统设计中来,

以此减少能源损耗,在保证建筑使用性能的同时,减少污染

的产生,增大经济效益。 

2 暖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及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暖通设

计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不过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相关

人员予以重视,如暖通节能设计问题、系统设计及新技术推

广问题等。 

2.1 暖通节能设计问题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很多新型节能

技术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新技术在使用过程中

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再加上使用范围的差异,使得最

终的设计方案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另外,在设计标准制定中,

虽然国家提出了大概范围,但是在落实上,仍需要结合区域

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以防暖通方案的设计缺乏科学合

理性,进而影响整体设计效果,阻碍节能降耗作业的开展。根

据目前实际情况分析,由于节能设计应用的不合理,导致暖

通设计水平不仅没有有效提升,还适得其反,阻碍其功效的

充分发挥。 

2.2 暖通系统设计管理及新技术推广问题 

暖通系统设计固然重要,但系统设计管理也是不可忽视

的重要内容。暖通系统设计管理主要包含了人员管理、技能

管理、设备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如果不能制定合理的管控措

施,在实际操作中将很容易出现因不了解操作要点或者不掌

握操作能力等情况而出现严重的危险事故,这样不仅不会达

到节能效果,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另外,一些新技术在

使用过程中,对于专业技能的要求较高,很容易因设计不当

而增加成本支出,阻碍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如太阳能、地热

能的转换设备,虽然可以将可再生资源合理转化成生活和工

作中所需的能源,但是由于设备成本较高,很多企业为了节

省开支,降低了专业设备的利用率,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 

3 绿色节能技术在暖通设计中的应用 

3.1 保证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 

在暖通系统设计过程中,不仅要保证通风量设计的合理

性,还要确保室内环境的舒适度,这样才能有效达到节能的

目的。对于人员密集度较高的空间来说,其产生的二氧化碳

量也相对较多,为了保证室内空间的整体效果,需要随时进

行通风系统的调节和管控,及时排出有害气体,提高空气质

量。一般情况下,会通过投入新风需求控制技术的应用,为室

内输送充足的氧气,提高空气质量。该技术使用过程中,一般

是设置新风机组为各房间送入新风,以满足人员舒适度需求。 

对于高大空间来说,需要利用全空气空调系统,通过分

层空调装置的应用实行有效控制。这主要是因为,夏季外界

温度较高的环境下,该技术的应用能够减少3成以上冷量损

耗,从而达到节能目的。而且其可以对新风和回风的比例予

以有效调节,在保证暖通系统运行质量的基础上,降低系统

维修和管理难度,加强系统运行的合理性、有效性。另外,

其还可以减少系统运行中噪音污染的产生,强化空间内温湿

度的调控和过滤效果,确保建筑整体的舒适性。 

3.2 变频技术的合理应用 

变频技术的应用也是实现暖通系统绿色节能设计的一

种有效方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暖通系统的应用

效率也在逐渐增加,只有将绿色节能技术合理应用到暖通设

计中来,才能在节约能耗的基础上,提升系统应用效率,实现

环境保护的目标。而变频技术的应用,可以将暖通系统运行

中产生的多余电能合理转化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从而加大

暖通系统的控制力度,实现系统自动调节,以此来改善室内

环境质量和舒适度,减少污染问题的产生。另外,变频技术会

通过调节机组及风机设备、调节水泵设备,来对系统能量输

出情况予以控制,力求使能源的耗费达到最低,起到节约能

耗的作用。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将变频技术应用到暖通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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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节约4成左右的能源,且通过变频技术的合理应用,

可以对能量输出进行有效管控,确保系统在正常运行中也

能够很好的调整能源供应,进而增大设备利用率,保证室内

环境质量。 

3.3 地源热泵技术的使用 

地源热泵技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地源热泵机组设备的

使用,来控制暖通系统中的冷热源系统,从而为人们生活提

供充足的热水供应。地源热泵机组主要是利用地下水温度、

土壤以及岩石相对稳定的特性,把一定量的能源输入到其中,

利用布置于地下的管路装置同地下水、土壤以及岩石展开热

交换。地源热泵机组可结合气候变特征合理调节热能使用

率。如在夏季温度较高的环境下,地源热泵机组可通过室内

制冷开展室内热量的排数和收集工作,收集到的热能在经过

转化可被应用到生活用热等方面,而另一部热量则可直接储

存在地下,便于后续调取使用。一旦进入冬季,储存的热量就

可以运用热泵机组调取出来,完成供热及热水的供应。通过

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更好的实现了暖通系统中热水装置的

高效运行,降低了能源的损耗。 

3.4 保证水力平衡 

水力平衡是保证暖通系统运行质量、降低能源损耗,提

升室内舒适性的又一措施。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工作人员需

要先对现场实际情况予以勘察,在掌握暖通系统具体情况后,

制定合理解决方案,保证水力平衡性。若是无法达到这点,

则需选择静态水力平衡阀,或者也可以考虑阀权度以及阻力

均较强的动态水力平衡阀,从而使暖通装置中水量变化大的

这一情况得到满足。此外,在一些建筑项目的热力入口布置

上,会设置静态的水力平衡阀,以此来保证暖通系统中水力

的平衡效果,减少能源损耗。 

3.5 注重环境监测技术的投入 

在开展暖通系统设计时,为了保证其绿色性以及环保性,

需要注重环境监测技术的实用。环境监测技术可以利用辐射

等手段来检测室内的氧气含量、空气湿度以及温度,也是对

暖通系统节能环保效果的直接评价。将环境监测系统安装在

室内,可以获得室内的环境数据,之后温度调节器或除湿装

置会根据这些数据进行自动化的调节,一方面可以使室内的

湿度以及温度达到最佳,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温度调节器、

除湿装置长时间的运转,有效的降低了能源的消耗。 

3.6 增大新型能源利用率 

在暖通系统节能设计中,如果想要单纯依靠节能措施来

改善节能效果是很难办到的,其还需要加强新型能源的开发

和利用,降低非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和浪费,这样才能更好的

缓解我国能源危机,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 

在众多新能源当中,太阳能属于最佳的清洁能源,这是

因为其具有取用方便、不会衰竭的优势特征。所以在暖通设

计当中,需要重视太阳能等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让太阳能

顺利转化成电能或者热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具体应用中,

可通过温控设备和加热设备的应用,来改善暖通系统内部控

制结构,改进暖通系统的整体功效,从而提高不同季节内室

内环境质量,减少问题的产生。通过太阳能能源的合理应用,

不仅会减少传统电能、热能的使用,也避免了煤炭等非可再

生资源燃烧中产生的污染物质,保证了生态环境质量。因此,

相关人员需要积极将太阳能等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在暖通设

计中,以缓解我国能源压力。 

4 结束语 

总之,本文就绿色化的节能技术在暖通设计应用中的必

要性进行了分析,然后就现今绿色实际节能设计中的问题予

以了研究,最后探讨了分析绿色化节能技术于暖通设计的有

效应用,希望本文的论述可以为后续关于节能技术以及暖通

设计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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