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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暖通空调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及影响探析

邹建刚*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第五工程公司，陕西� 721000

摘� � 要：当前阶段全球温室效应变得越来越严重，给各行各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建筑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

受到了温室效应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施工企业必须引进更加先进的新型暖通空调技术，融合到绿色建筑建设的各

个环节中，才能保证工程建设完成之后能够满足居住者的居住需求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在进行新型暖通空调技术研发

时，这项技术弥补了传统空调技术应用时能量消耗比较大的不足，能够对建筑物应用时能源的消耗情况进行优化，还

能对室内的环境条件进行有效的调节，给居住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环境。本文就新型暖通空调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

用及影响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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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绿色建筑属于我国建筑行业发展过程中一种新型的理念和建设形式，也是整个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在进行工程

建设时，采用绿色建设理念进行工程的施工和管理，不仅可以在施工环节对各项自然条件进行全面的把握，还可以对

自然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严密的控制，在进行施工管理时，也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形式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利用，

从而完成建筑物设计和施工的各项要求。对于暖通空调的设计来说，新型的暖通空调技术在应用时不仅可以满足绿色

环保的施工要求，而且能够减少工程施工对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1]。

二、新型暖通空调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原则

（一）循环性原则

在进行新型的暖通空调技术应用时，必须遵循循环性的应用原则。这项原则就是要求对暖通空调系统的各个零部

件进行回收利用，并且对这些零部件进行分类的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存在能够继续利用的零部件，就要

将其统一的回收，收纳到循环可用的系统环境中。如果零部件无法进行循环利用，就要对其进行加工和处理。可以将

一些废弃的物品转化为后续的生产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的应用原则。但是在对这些零部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要明确，

并非所有类型的材料都能进行回收和利用，一些岩棉和玻璃钢等应用成本比较高的材料无法进行回收和利用。因此在

对系统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对这些材料的使用进行严格的限制。设计人员在应用这项新型技术时，要严格按照新

型技术的应用原则进行系统的设计，要保证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更加的节能环保。而且要尽可能提高材料的回收利用

率，才能保证系统的运行效果更好。避免在进行系统设计和安装的过程中出现资源浪费等情况[2]。

（二）节能性原则

将暖通空调技术应用到绿色建筑物的建设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实现节能和环保的建设要求。因此在进行新型暖通

空调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应该对暖通空调系统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包含系统设计时所应用的控制系统和制冷机以及水

泵等零部件的设计和安装。在进行技术应用的过程中，离不开暖通空调系统的建设，这项系统指的不仅是空调设备，

还包含具体的施工方案。在对设备的类型进行选择和安装时，要对各个环节进行具体的规划，其中还包含后期的系统

检修和养护等工作。在对系统进行建设时，要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情况进行统一的调控。从表面上来看，将这项技术应

用到绿色建筑的建设中，可以对系统的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和完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统安装的成本。

实际上，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如果系统的性能不断的优化，就可以降低运行成本。这两项成本在系统具体使用

的过程中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因此从主体上来看这项新型的技术与其他技术形式相比较，所节约的成本利益更多。尤

其是这项技术与绿色建筑的建设相结合之后，甚至可以抵消掉50%的运行成本。施工企业一定要认识到这项技术应用

的重要性，在进行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要将新型的暖通空调技术融合到绿色建筑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在对其进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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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时，也要严格遵循节能性的建设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设计出来的暖通空调系统在应用时更加的高效节能，

为主机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支持[3]。

（三）回用性原则

在进行绿色建筑工程建设时，整个建筑系统的回收利用都离不开暖通空调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因为暖通空调系统

内部的各个零件都比较独立，在应用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的零部件都可以进行拆卸。如果系统在长期使用之后，一些个

别的零部件无法继续使用，出现了老化的现象。就可以对系统的管材和运行设备以及原材料进行检修和养护，这些操

作也不影响后续的回收利用。因此在进行空调系统设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回应性的建设原则，在应用新型暖通空调

技术时，也要遵循这项原则进行具体的操作，才能保证系统的应用时间能够不断延长，为系统的养护和检修工作开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进行暖通空调系统设计时，设计人员可以应用一些新型的材料。

在进行材料选择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这些材料的应用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尤其是在对这些材料进行更换时，要

保证更换下来的材料能够进行重新利用。因为暖通空调系统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老化等现象，一些零部件需

要进行及时的更换，才能保证系统能够始终保持稳定的运行状态。在对这些零部件进行更换时，会花费较高的维修费

用。施工企业要想节约建设成本，就要尽可能选择一些能够进行可回收利用的绿色环保材料进行系统的建设。在进行

具体操作时，施工人员也要对这些材料的使用要求进行深入的了解，要严格遵循回用性原则对这些材料进行安装[4]。

三、新型暖通空调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具体应用

（一）冷辐射吊顶系统设计

因为施工企业在进行建筑工程建设时，建设楼层正在不断地增加，一些超高层建筑物的建设会受到更加强烈的辐

射。根据研究表明当前建筑物外表的玻璃幕墙和室内的一些照明设备会承接更多的辐射，从而导致热源不断地增加，

甚至辐射成分可能超过50%。这就导致多余热量的产生更加强烈，也是热岛效应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进行新型的暖通

空调技术应用时，要通过辐射形式的供冷，对这些多余的热量进行抵消。事实上当前在进行一些大型的商场建筑物建

设时，可以通过室内吊顶和辐射板联合应用建设冷辐射吊顶系统，这套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室内环境的

舒适度，还不会给室内居民造成不良影响。在进行这项系统应用的过程中，因为系统的节能性比较强。在进行窗户等

区域建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遮阳构件的建设，对阳光直接照射的热量进行削弱。但是在进行系统设计时，如果环境

的温度和湿度比较高，就要保证辐射吊顶不会出现凝结和漏水等现象，还要保证室内空气的流速能够维持在合理的范

围内[5]。

在进行冷辐射吊顶系统设计时，设计人员一定要根据建筑物的建设要求以及室内空间环境的标准进行系统的建

设，还要保证系统的设计符合新型空调技术的应用要求。因为对于新型的暖通空调技术应用来说，这项技术对于室内

空调系统的运行存在较高的要求。而且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要保证具备更好的节能环保效果，才能充分发挥这项技

术的应用作用。所以设计人员在进行技术选用时，要将技术的应用与室内环境的建设进行完美的融合。要保证建设出

来的冷辐射吊顶系统在运行时更加的高效节能，能够对室内环境进行有效的调节，避免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能量

消耗过大的现象。在进行系统建设时还应该做好建筑结构的调节，要将系统的建设与建筑物的设计进行协调。确保建

筑物的建设能够配合系统的应用，才能保证这项系统在后续应用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建筑物的建设。要避免工程的施

工对系统的应用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设计人员在对冷辐射吊顶系统进行设计时，要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才

能建设更加完美的系统，为新型的暖通空调技术应用提供有效的支持。施工企业在进行冷辐射吊顶系统安装时，要选

择一些质量良好的构件，要保证建设完成的系统在运行时符合设计的要求。施工人员也要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具体

的操作，避免因为自身的工作失误导致后期出现返工的现象，尽可能地减少质量问题的出现概率[6]。

（二）建筑空间自然通风设计

现阶段施工企业在进行绿色建筑施工时，已经开始认识到自然通风设计的重要性，并且将自然通风建设与新型的

暖通空调技术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因为我国建筑物在建设的过程中，一直是遵循坐北朝南的建设原则进行具体的施

工。这项建设原则可以对自然界的风力进行恰当的利用。在对自然通风条件进行使用时，设计人员必须根据区域内建

筑物的样式，以及当地的大气风压和热压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污染程度进行具体的设计。要将这些条件进行紧密联

系，才能保证自然通风设计更加的合理，通过应用自然界的风力对室内空气进行流通。对于自然通风设计来说，就是

对室内的空气进行换气。通过带来外界环境中的新鲜空气。将室内环境中的污浊空气进行排除。还可以在夏季的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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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建筑物围护结构和室内家具所积累的一些残余的热量。这种设计不仅可以减缓室内空调系统的运行压力，而且能

够降低系统的运行负荷[7]。

一般来说在进行晚间自然通风建设时，可以保证室内温度能够降低三度左右。但在进行一些高层建筑物建设时，

因为外窗是封闭设计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开启。还有一些建筑物的外窗建设，使用了双层玻璃幕墙的建设形式。要想

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在对其进行设计时，要将室外的空气引入到玻璃的间层内。然后将室内的空气排放到室外，将

室外的空气引入到室内。自然通风设计与传统的空调系统建设相比较。这种设计不仅可以缩短系统的使用空间，而且

能够实现降低能量消耗的目的，在进行具体设计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污染等问题。设计人员在对建筑物的通风进行设计

时，还应该对玻璃幕墙的材料进行慎重的选择。因为在进行双层玻璃幕墙建设时，要想保证空气的畅通，就应该对两

层玻璃之间的空隙进行具体的设计。还应该尽可能提高玻璃材料的应用质量，才能为后期室内外空间的流通提供有效

的支持[8]。

因此施工企业在进行新型的暖通空调技术应用时，一定要认识到自然通风设计的重要性，还应该引进更加专业的

设计人员对其进行具体的设计。对于这项技术的应用来说，主要是根据区域内建筑物的建设形式，充分利用自然环境

条件进行通风设计。通过室内外空气的流通，减少空调系统的运行压力。在进行室内外空气流通设计时，要保证窗户

等部位的设计合理，才能提高空气的流通率。在对其进行具体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一定要对室内外空气环境的温

度、湿度标准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要避免室外的一些污染物质进入到室内空间中。因为在进行这项设计的过程中

主要是实现空气的畅通，而非进行室内外空间的联合。因此在进行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通过一些过滤

技术的应用，提高室内空间的清新度。

（三）被动式太阳辐射设计

对于被动式太阳辐射技术的应用来说，这项技术在使用时主要是根据区域内气候条件和特征，将建筑物的选址设

置在最恰当的方位上。尽可能让安装在建筑物顶部的太阳能接收板材料，能够最大面积的放置在太阳光的直射区域

中。如图1所示，在进行新型暖通空调技术应用时，尽管利用太阳辐射可以降低室内照明设备的能量消耗率，但是会

增加暖通空调系统的日射冷运行负担，因此被动式的太阳辐射技术可以应用到一些大型的建筑物建设中，这项技术存

在较多的应用优势。尤其对于大型的建筑物建设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室内空调系统的运行负担，并且满足室内

空间的制冷和供暖。

图1�大型建筑物系统应用

例如在对南方区域的建筑物进行建设时，因为这个区域建筑物内空调系统的运行主要是为了实现制冷的功能。很

多建筑物都是利用一些单层的或者外层的镀膜玻璃进行具体的建设。这种玻璃在使用时能够对可见光进行有效的穿

透，而且能够对阳光的直射进行遮挡，还可以避免室内出现长波辐射等问题。而对于北方区域的建筑物建设来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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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建筑物中的空调系统在运行时主要是为了实现冬季的供暖功能。在对这个区域的建筑物进行建设时，要想充分

发挥新型的暖通空调技术的应用效果，就可以引用一些双层中充满惰性气体的玻璃材料进行具体的建设。这种材料的

使用不仅可以对室内的长波辐射进行有效的遮挡，而且能够充分利用温室效应对室内空间的温度进行有效的提升。近

阶段国外已经研发出了比较先进的智能窗。这种技术的应用就是融合了液晶技术，按照室外太阳辐射的不同强度，来

保证玻璃的透明度能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进行通风窗技术应用时，可以将暖通系统中的回风引入到双层玻璃的夹层

中，进而抵消中间层所产生的一些多余的热量。还可以对室内的残余热量进行有效的吸收，从而提高系统的运行效

果。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降低技术应用时对空调系统的过度依赖，可以通过增加建筑外部遮阳板的建设，对外部的遮阳

板和太阳能电池进行综合性的应用。为室内的照明系统提供新型的能源，使得照明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更加的节能环

保，进一步降低室内空间热量的产生率。

实际上，设计人员在进行被动式太阳辐射系统建设时，可以根据建筑物的建设要求对技术的应用形式进行改善和

优化，因为这项技术主要是应用到一些大型的商务建筑建设中，要想将其应用到民用建筑物的建设中，就要对系统

的使用功能进行优化和改善。尤其是在进行材料选择时，一定要根据建筑物空调系统的运行要求对材料进行慎重的选

择，确保这些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配合空调系统进行更好的发展。才能进一步降低系统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负担和压力，避免因为材料的选择失误，导致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耗费更多的能源。设计人员还可以对室

内的热量进行充分的利用，通过各项能源的回收和利用，来促进新型暖通空调技术进行更好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绿色建设理念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建筑行业设计理念的更新。设计人员在对新型暖通空调技术进行应用

时，要根据工程建设的实际要求，对技术的应用形式进行改善和优化，才能保证这项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更

大的作用。施工人员也要对这项新型技术的应用要求进行深入地分析和了解，要熟练的掌握这项技术。在进行暖通空

调安装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各项要求进行具体的操作，才能真正的发挥新型的暖通空调技术的应用效果。促进工程

建设进行更好的发展，确保工程项目在应用的过程中，能够给予居住者更好的体验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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