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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工程暖通设计的探析

王 硕 方娱航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关于建筑工程暖通设计的探析本文通过对建筑工程暖通设计的探析，详细介绍了暖通设计的内容、原理

和方法。首先介绍了暖通设计的概念，说明了其在建筑工程中的重要性。然后，对暖通设计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讲解，

包括热力学原理、流体力学原理和传热原理等。接着，对暖通设计的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包括采暖、通风、空调和

卫生间通风等方面。最后，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对暖通设计的方法和技巧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旨在为相关从业人员提

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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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暖通设计是建筑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

工程暖通设计是指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根据建筑物的用

途和特点，通过合理配置供暖、通风、空调等设施和

设备，以达到舒适、健康、节能、环保等目的等多个方

面的一项技术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建筑环境的舒适度、健康性和节能性

要求越来越高，在建筑工程中，暖通设计的质量直接决

定了建筑物的舒适性、安全性和能源利用率。因此，深

入研究暖通设计的原理、方法和技巧，对于提高建筑工

程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建筑

工程暖通设计在建筑领域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将对建

筑工程暖通设计的意义、目标、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探

析，以期为建筑工程暖通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暖通设计的主要内容

1.1  建筑热负荷计算
建筑热负荷计算是暖通设计的基础，是确定建筑物

需要供应的热量和制冷量的依据。其计算公式一般是：

Q = Q1+Q2+Q3+Q4+Q5+Q6
其中，Q1表示外墙体传热损失；Q2表示外窗传热损

失；Q3表示外门传热损失；Q4表示屋面传热损失；Q5表
示地面传热损失；Q6表示室内热源负荷。这些负荷计算
主要基于建筑物的材料、尺寸、朝向、隔热材料和日照

等因素[1]。

1.2  暖通系统的设计
暖通系统的设计包括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设

计。其设计过程需要考虑到建筑物的热负荷计算结果、

环境温度、制冷剂种类、供热方式等因素。

1.2.1  采暖系统设计
采暖系统是指建筑物内部的供热系统，包括锅炉、

换热器、管道、散热器等组成部分。其设计需要考虑建

筑物的热负荷计算结果，同时考虑到供热方式、供热温

度、供热时间等因素。

1.2.2  通风系统设计
通风系统是指建筑物内部的空气流通系统，包括自

然通风和机械通风两种方式。其设计需要考虑到建筑物

的功能和使用要求，同时考虑到通风方式、送风量、送

风速度等因素[2]。

1.2.3  空调系统设计
空调系统是指建筑物内部的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

的调节系统。其设计需要考虑到建筑物的热负荷计算结

果，同时考虑到制冷剂种类、供冷方式、送风量、送风

速度等因素。

1.3  管道布置和附属设施设计
管道布置和附属设施设计是指管道的布置方式和相

关的设施设计，如水泵、风机等。其设计需要考虑到暖

通系统的设计要求，同时考虑到管道的材料、直径、长

度、弯曲度等因素[3]。

2 暖通设计的优化措施

为了进一步提高建筑物的舒适性和节能性，暖通接

下来，我们可以继续探讨建筑工程暖通设计的探析。

2.1  暖通设备的选择
暖通设备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如建筑类

型、建筑物使用功能、当地气候条件、能源消耗等。在

实际操作中，设计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暖

通设备。

暖通设备的选择是建筑工程暖通设计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暖通设备的选择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建筑物

的用途、使用人数、面积、朝向、地理位置、气候条

件等。在选择暖通设备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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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因素，以满足建筑物内部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

方面的需求，同时尽可能地提高设备的能效，降低能源

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4]。常用的暖通设备包括暖气片、

地暖、空调、新风系统等。暖气片是一种传统的供暖设

备，适用于居住区、办公室等小面积场所。地暖是一种

通过地面辐射加热的供暖方式，适用于大面积、低层建

筑。空调不仅可以制冷降温，还可以提供暖气功能，适

用于多种建筑场所。新风系统可以有效地改善室内空气

质量，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度和干净度。选择暖通设备

还需要考虑设备的能效和使用寿命，以及维护和维修成

本等因素。合理的暖通设备选择可以提高建筑物的舒适

度和健康性，降低能源消耗和维护成本，同时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

2.2  管道设计
管道设计是暖通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考虑

管道的敷设位置、管道材料、管道直径等多个因素[5]。一

般来说，大直径的管道可以保证暖气系统的供水量，但

也会增加能源消耗。

管道设计是指在建筑工程中，对于输送水、气、油

等流体或气体的管道系统进行规划、设计和布置的过

程。管道设计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输送介质的性

质、流量、压力、温度等参数，以及管道所处的环境条

件、安全性等方面。在进行管道设计时，需要首先确定

管道的布置方案，包括管道的走向、大小、长度、支架

方式等，以及管道的材质和连接方式。不同的输送介质

和管道工作条件需要使用不同材质的管道，常用的材质

包括钢管、塑料管、铸铁管等。同时，管道的连接方式

也需要考虑，常用的连接方式包括螺纹连接、法兰连

接、对接焊接等。在进行管道设计时，还需要考虑管道

的维护和检修，以及管道系统的安全性[1]。对于大型管道

系统，需要进行管道应力分析、管道支架设计等工作，

以确保管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在管道设计中还

需要考虑管道系统的维护和检修问题，包括如何清洗管

道、检查管道、更换管道等操作。总之，管道设计是建

筑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直接关

系到管道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安全性。对于不同类型的建

筑工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管道设计，以满足工程

的需求和要求。

2.3  热负荷计算
在暖通设计中，热负荷计算是一个关键的环节。热

负荷计算需要考虑建筑物的保温性能、室内温度要求、

建筑物使用方式等因素，以确定暖通设备的类型、功率

等参数。

热负荷计算是建筑工程暖通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主要用于确定建筑物在不同气候条件下需要的供暖、制

冷、通风等设备的能力和规模[2]。热负荷计算的目的是为

了确定建筑物的热负荷，以便正确选择暖通设备、制定运

行方案和节约能源。热负荷计算需要考虑建筑物内部的

热交换，包括建筑物内部的热传递、热辐射、热对流等

过程。同时，还需要考虑建筑物外部的气象条件，包括温

度、湿度、风速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建筑物内部

的温度、湿度等参数，从而影响到暖通设备的选择和使

用。在进行热负荷计算时，需要对建筑物进行分类，根据

建筑物的用途、结构、面积等参数进行分类，以便进行精

确的热负荷计算。计算时需要考虑建筑物的每一个房间、

门窗、隔墙等参数，以及建筑物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

件等因素。同时，还需要考虑建筑物内部的人员活动、照

明、电器使用等因素。总之，热负荷计算是建筑工程暖通

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的准确性和合理性直接关系到

暖通设备的选择和使用效果。在进行热负荷计算时，需要

综合考虑建筑物内外部的各种因素，以确保计算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3]。

2.4  空气调节系统设计
空气调节系统设计是暖通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空气调节系统需要考虑空气质量、温度、湿度等因素，

以保证室内空气的质量和舒适度。在设计空气调节系统

时，还需要考虑系统的能源消耗和维护成本。

空气调节系统设计是建筑工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目

的是为建筑物内部提供适宜的室内空气环境，包括温

度、湿度、空气质量等参数的控制。空气调节系统通常

包括空气处理设备、送风系统、回风系统、调节控制系

统等部分。在进行空气调节系统设计时，需要根据建筑

物的用途、结构、面积等参数进行分类，以便进行精确

的设计[4]。同时，还需要考虑建筑物内部的人员活动、

照明、电器使用等因素，以确定系统所需的负荷。在设

计空气处理设备时，需要考虑空气过滤、加热、制冷、

加湿等功能，以保证送入建筑物内部的空气质量。送风

系统和回风系统则需要考虑空气流通的均匀性、噪音、

风速等因素，以确保室内空气的质量和舒适度。在进行

空气调节系统设计时，还需要设计调节控制系统，用于

实现空气调节设备的控制和调节。调节控制系统需要能

够实现室内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参数的实时监测和

控制，以便及时调整系统的运行状态，以满足不同的需

求。总之，空气调节系统设计是建筑工程中非常重要的

一环，它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室内空气环境的

质量和舒适度。在进行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建筑物内



204

2023� 第5卷�第18期·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部的各种因素，并采用合理的设计方法和技术，以确保

系统的正常运行和高效性能[5]。

2.5  制冷系统设计
在暖通设计中，制冷系统设计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

域。随着气候变化和能源消耗问题的日益突出，制冷系

统设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制冷系统设计中，需要考

虑制冷负荷、制冷剂选择、系统热力学性能等因素。

制冷系统设计是建筑工程中的重要环节，其主要目

的是为建筑物提供制冷服务，以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和

舒适。制冷系统通常包括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膨

胀阀等组成部分，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制冷剂的循环流动

实现室内温度的控制。在进行制冷系统设计时，需要根

据建筑物的面积、结构、用途等因素进行分类，并综合

考虑室内温度、湿度、人员密度、照明、电器使用等因

素，以确定系统所需的负荷和制冷能力[1]。制冷系统的

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压缩机、冷

凝器、蒸发器、膨胀阀等设备，以满足室内温度控制的

要求。同时，还需要考虑制冷剂的种类、环保性能等因

素，以保证系统的环保性和安全性。在制冷系统设计的

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系统的控制和监测，以确保系统的

正常运行和高效性能。控制和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制

冷系统的运行状态，并进行自动调节，以满足室内温度

控制的要求。总之，制冷系统设计是建筑工程中非常重

要的一环，它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室内温度的

质量和舒适度。在进行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物内

部的各种因素，并采用合理的设计方法和技术，以确保

系统的正常运行和高效性能。

3 暖通设计的发展趋势

3.1  智能化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成为了暖通设

计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通过物联网技术，暖通系统可

以实现自动化控制、能源管理等功能，提高系统的效率

和安全性[2]。

3.2  绿色化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化已经成为了暖通设计

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绿色化的设计需要考虑能源消

耗、废气排放等因素，以实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3.3  节能化
节能化是暖通设计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节能化的

设计需要考虑能源消耗、建筑物的保温性能等因素，以

降低系统对于建筑工程暖通设计的探析，接下来还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3.3.1  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随着能源的日益紧缺，建筑工程暖通设计需要更加

注重能源的利用效率。可以从材料的选择、设备的运行

等方面进行优化，减少能源浪费，提高能源的利用效

率。例如，使用更加环保的隔热材料、优化暖通设备的

运行模式等[3]。

3.3.2  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
自动化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对建筑内部环境的实时监

测和控制，从而实现更加精准的暖通设计。例如，使用

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对空调、供暖等设备的精准控

制，从而减少能源浪费，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3.3.3  人性化设计的考虑
除了考虑能源利用效率和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

外，建筑工程暖通设计还需要考虑人性化设计的要求。

例如，要保证室内温度的舒适性，避免出现过热或者过

冷的情况，同时还需要考虑空气质量等因素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4]。

3.3.4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建筑工程暖通设计需要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从而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可以

通过使用环保材料、推广节能设备等措施来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3.3.5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建筑工程暖通设计将会越来

越多地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例如，建筑工程暖通

设计需要与建筑结构、材料学、力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

合，从而实现更加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5]。

结语

总之，建筑工程暖通设计是一个综合性强、涉及面

广的学科领域，需要不断关注行业发展趋势，推广新技

术、新材料，注重环保、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从

而实现对建筑环境的合理控制和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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