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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暖通设计作为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内容,其设计水平直接决定了整体工程性能安全等级。随着建筑行业的迅猛发展,

暖通设计也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由于建筑暖通设计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应综合考量多方面影响因素,以此减

轻噪音污染,控制振动效应,保证整体设计效果。 

[关键词] 建筑暖通设计；噪音与振动；质量通病 

 

本文主要就建筑暖通设计中的噪音与振动的危害进行了

简要分析,进而在此基础上,就建筑暖通设计中噪音与振动的

诱导因素,如排风口端噪音污染、排风设备噪音污染、送风设

备噪音污染、冷却塔噪音污染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之后

就建筑暖通设计噪音与振动处理措施进行了说明,希望本文

的论述可以为更好的避免暖通设计中的噪音与振动问题提

供一些帮助。 

1 建筑暖通设计的基本概念 

在全面分析建筑暖通设计缺陷前,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暖

通设计的基本概念。从功能层面来说,暖通系统主要包括采

暖、通风和换气三方面,涉及热传导学、工程热力学、输配

电技术、数控技术及设备自动化技术等。其中,采暖又称供

暖,是指根据功能空间特征及负荷标准,调节室内空间温度,

保证居住舒适度体验。众所周知,室内空间温度调节主要依

靠散热器、空调及电暖设备。通风是指室内外空气的交换流

通,调节室内温湿度指标,进而提升空气质量等级。通常情况

下,建筑通风主要包括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两种方式。而换

气是指利用暖通空调设备,促进室内空气的流动,从而提高

室内舒适度。 

2 建筑暖通工程中噪音与振动效应的危害 

建筑暖通系统的噪音污染与振动效应主要来源于空调

主机、循环水泵、冷却塔、通风设备与空调风柜等。这些基

础设备与辅助性配件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各类主客观因素的

干预,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噪音污染和振动效应。一旦建筑暖

通系统的噪音分贝与振动频率超过限定标准,会降低生活质

量,影响生产效率。同时,设备长期处于高频振动状态,会降

低设备性能,缩短使用寿命。且暖通系统的噪音与振动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运营成本与维护成本,加大经济负担。 

3 建筑暖通设计中噪音与振动的诱导因素 

3.1排风口端噪音污染 

无论是哪一类型建筑,只要安装低速暖通空调设备,且

设备顶部配有散流器,都会在室内空间产生一定分贝的噪音

污染。根据相关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普通散流器运行阶段产

生的噪音分贝是超限的,再加上发声部位处于近风口端,噪

音会随着空气的流动传递至室内空间。归根究底,是由于回

风口位置未设置降噪设备。例如,以某宾馆工程的暖通系统

为例,为满足送风要求,在暖通系统顶端增设散流器,侧面则

采用集中百叶回风设计。经测量可知,门厅回风口面积为4.5

平方米,大堂为2.5平方米,回风口风速为2米/秒,站在大堂

能够清晰的听到散流器运行制造的噪音。通过对整个暖通系

统进行排查可知,室内噪音过重的诱导因素是回风口距离过

近,且风道内未设置任何消音降噪辅助装置。 

3.2排风设备噪音污染 

在建筑暖通工程中,排烟风机发挥着排风设备的作用,

而排烟风机的运转功率较大,且排风管转速较高,这使得设

备噪音分贝超过限定标准,甚至会对建筑百叶造成不利影

响。再者,设备的风扇叶较为密集,加大了建筑内部空间的人

声噪音。相比之下,排风设备噪音问题较为常见,对生产作业

及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3.3送风设备噪音污染 

以某行政办公楼的会议室为例,其结合功能空间特征及

使用需求配置了完善的送风设备。为削弱噪音干扰,增设了

消音降噪装置。但是,设备回风口处未配置消音降噪装置,

这使得整体消音效果不够理想。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检查可

知,该行政办公楼采用的是无风式排风模式,这种运作模式

在回风过程中,依靠设备的高速运转将空气导流至控制室,

同时由机组吸收噪音,然后将其传导至室内空间。 

3.4冷却塔噪音污染 

通常情况下,为保证室内空间舒适度体验,会安装空调

机组与配套设备。同时,为满足空调机组的运行需求,要在建

筑内配置冷却塔。与其它辅助配套设备相比,冷却塔的持续

运行时间较长,在特定时间段内,甚至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运行。由于冷却塔制造的噪音分贝较大,能够对室内空间造

成严重的影响。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

环境质量的标准要求也随之提高。设计人员需要结合建筑设

计要求及生活需求,调整冷却塔安装位置。但是,部分设计人

员未充分考虑冷却塔安装位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使得消

音降噪设备降低冷却塔风量,导致周围压力激增,待压力值

达到一定强度后,抵破开关,重新运作。 

4 建筑暖通设计噪音与振动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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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排风口端噪音处理措施 

对排风口的消音降噪处理来说,应当在机房回风管外部

包裹一定厚度的隔音材料,最大限度的阻止机房噪音经回风

管传导至室内,并且将大堂或门厅的回风口延长至500毫米,

然后使用玻璃棉保温消音筒进行降噪处理。经检测可知,采

取这样的处理模式,可以将室内噪音降低至15分贝,以此改

善整体环境,为人们提供优质的工作休息空间。 

4.2排风设备噪音处理措施 

为控制排风设备制造的噪音,相关人员要根据建筑物的

实际情况,在排放系统中增设消音器或消音弯头。在设备安

装过程中,相关人员可根据设计图纸,调整设备安装位置,保

证设备运行性能满足标准要求。 

4.3送风设备噪声处理措施 

送风系统是指依靠室内外空间的压力差,将新鲜空气传

导至室内,进而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增强舒适度。针对送风设

备的噪音问题,需结合实际情况,在排风口位置增设完整的

消音降噪装置,优化设备性能,从而提高设备运行效率,达到

标准要求。 

4.4冷却塔噪声处理措施 

冷却塔的噪音污染源主要来自于主机运转与高频滴水

声两部分。要想解决主机运转噪音问题,就应在出风口位置

增设消音弯头,且保证弯头开口与住宅方向  相反。针对高

频滴水声问题,工作人员可采用高效的外部隔音措施。结合

实际应用效果可知,这两种方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冷却

塔的运行阻力,制约冷却塔的性能发挥。为此,工作人员可采

用超低音型冷却设备,在靠近内部空间的一侧增设隔音墙板,

最大限度的加强消音降噪效果。 

5 建筑暖通系统噪音控制的关键内容 

5.1明确噪音污染源 

在民用建筑设计过程中,要加强居住环境的舒适度。为

实现建筑设计目标,设计人员需明确噪音污染源及诱导因素,

如通风机、制冷剂、冷却塔及空调机组等。这些噪音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室内环境品质,设计人员需兼顾空调系统的消

音降噪处理与排风系统的消音降噪处理,同时明确噪音污染

源,采取行之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 

5.2优化设备空间布局 

机房是制造噪音污染的主要源头。为此,设计人员应调

整机房、进风口与排气口的位置,优化整体空间布局,且采取

合理的隔音减震与消音降噪手段。需要强调的是,设计人员

必须加大对建筑隔墙、门窗结构及结构缝隙设计的重视力度,

确保各类填充材料的隔音效果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5.3优化噪音设备配置 

设备选择的注意事项如下所述：系统风量应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选用高效、低噪的风机设备,以叶片后倾的离心风

机为宜；确保风道内气流强度满足建筑噪音分贝等级要求；

杜绝风机进出口位置呈急转弯型,并使用直径为100-150毫

米的柔性接头,强化隔振降噪处理效果；使用隔振、防火、

耐腐蚀的玻璃布或人造革作为外包裹材料,且使用长度在

1-2米,厚度为50毫米的玻璃棉包裹外短管。 

5.4选择对应型号的消声器 

在选择消声器时,应当着重注意如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消音计算。结合通风房间的消音要求,计算消音量,

以此为基准,选择对应型号的消音器；其二,基于建筑暖通设

计环节的噪音分贝处于125赫兹、250赫兹和500赫兹的水平,

工作人员要采取中频共振消声器；其三,常规条件下,消声器

的风速为6米/秒。为此,安装在室内通道处的风速需控制在5

米/秒以下；其四,将通过风口消声器的风速控制在2米/秒左

右。此外,将消声百叶窗的叶片设计成月牙形或半圆形,并根

据墙壁厚度调整叶片密度与厚度。通常情况下,通风面积约

为百叶窗面积的二分之一。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建筑室内环境的标准要求也随之增多。为此,暖通设计人员

必须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调整设计方案,采取切实可行

的噪音与振动处理措施,减小噪音分贝,缓解振动效应,以此

彻底改善室内环境,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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