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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通风设计及应用若干问题的探讨

秦宏伟
乌鲁木齐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乌鲁木齐�830092

摘�要：针对暖通空调专业在设计与实践应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如低温地面辐射供暖系统在设计适用场所的随

意性、地面辐射供暖系统换热站及热交换机组的不合理设置、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与建筑分隔的设计脱节；对绿色环保

的自然通风的忽视甚至舍弃；二次装修与暖通空调专业的不匹配甚至是相矛盾等等，进行分析与探讨，供广大暖通行

业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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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应用于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中，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仅仅是一个附属的配套专

业，但与人们的工作及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并且与国

家的节能环保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来

在暖通空调专业的设计与实践，仅以概念理解的方式进

行探讨，不做公式化的分析论证，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

性的问题入手进行反思，以期引起广大同行们的共鸣。

1��地面辐射供暖技术（以下简称“地暖”）在设计

与实践中的不规范应用

地暖作为一种新的采暖形式引入以来，极大地丰富

了之前较单一的以散热器为主的采暖方式，地暖因其独

特的传热方式而具有良好的舒适性和一定的节能效果，

从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然而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

看，以地暖为主要采暖方式的建筑几乎占据了95%以上，
地暖技术在设计与实践应用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  设计不规范
建设方在“社会大潮”的影响下，无论是公共建

筑，还是居住建筑，几乎清一色地要求设计方采用地

暖；而设计方只能是“顺水推舟”或“无可奈何”地迎

合建设方，而不是尽可能从专业的角度，认真负责地向

建设方客观、专业地阐述地暖的利弊及适用条件，为其

提供科学选择的理论依据。

现今几乎95%以上的住宅都采用地暖的方式来采暖，
而在现行相关技术措施中有如下文字表述：“对于居住

建筑，采用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方式时，户内面积不

宜大于80㎡”此要求从地暖在住宅卫生间中采暖效果便
可知其意了[1]。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JGJ173-2009第4.2.6条表述：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宜在热力入口设置混水站或组装式

热交换机组”（如图1）；因为地暖系统有着“小温差、

大流量”的特性，其供暖系统的输配电耗比散热器系统

要高出很多，长距离输送更不经济，故有此建议性的规

定。而在设计实践中，我们一个小区动辄几万平米甚至上

几十万平米，无论条件如何，换热站集中设置的做法极为

普遍，加之热源、管网、用户三者之间自动控制设施的缺

失，便出现了“地暖开窗”的典型现象，使其成为一种

“既不节热、又不节电、还不节钢”的采暖系统。

图1

1.2  设计与装修脱节
笔者曾应邀参加了一个工程采暖问题的处理，一个

拥有近上百间客房的宾馆，在采用地暖的情况下，采暖

效果十分不理想，经测量有的客房温度甚至低至10℃，
内走道采暖基本正常，以致宾馆无法正常营业。在经过

两天的实地情况调查之后，笔者给出两个结论：一是采

暖系统设计不合理；二是宾馆的地面装修极大地影响了

采暖效果，宾馆客房2/3的面积是覆盖了较厚的毛地毯
（如图2），靠外窗近1/3的地面是局部抬高架空的“会客
休闲区”，而在设计蓝图上看是未作如此考虑的，应该

是设计人未与建设方充分的沟通而疏于考虑所致。

笔者曾指导过一个4万平米左右的商城，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甲方不顾设计方的建议甚至劝阻，坚持要求

地上四层均采用地暖采暖，由于商业建筑的功能分隔是

不大可能一次到位定型的，而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的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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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建筑平面的功能分隔又做了很大的调整，而地

暖作为“隐蔽”工程的一部分，已是无法做出相应的变

动了，在后期的装修中地暖盘管多次遭到损伤，维修困

难其代价很高，且二次分隔之后，要满足《建筑节能与

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的强制规定，
进行自动室温控温是几乎无法实现了，大进深商业的

内、外区的区别对待更是无从谈起了，使用效果可想而

知了[2]。

图2

2��对自然通风的忽视

自然通风作为“最”环保、节能、清洁、绿色的通

风形式，本应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运用，而笔者通过多年

的实践与观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目前各类建筑无

论设计还是装修，不重视自然通风的现象随处可见，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公共建筑中人为“拒绝”自然通风
常在外面用餐的人，稍微细心一点便可以发现一个

比较奇怪的现象：一些颇具规模的餐饮场所，外立面使

用大块固定的密闭玻璃，一年四季可见玻璃上贴着：

“内设空调，冷气开放”的招牌字样；而在密闭的包厢

内，顾客享受着空调冷气，觥筹交错，互相递上香烟，

吞云吐雾。在“享受”着美食和情感交流的同时，不知

自己正身处“极度污染”的环境中，一些包厢象征性地

装设了排气扇，但没有合理的气流组织，殊不知这种

“无新风”的“冷气”，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什么实质

上的意义！在一些颇具规模的办公建筑中，此类现象也

是随处可见的。

2.2  公共建筑中人为“舍弃”自然通风
我们最常见办公、商场、酒店等大型公共建筑中，

因其设置了中央空调系统，理论上具备了完整的通风系

统（机械送新风，且有机械排风），却舍弃了自然通

风。理由基本是：建筑立面装修的要求，立面要美观，

要整齐，或是要挂各类石材，或是要使用幕墙等等，不

方便开窗；为了“所谓的节能”，即便是有自然进风的

通道，也要密闭，主要是为了节省空调运行的费用；更

有甚者，往往因为在施工及装修中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缩小室外通风口的面积、不连接甚至是取消原有室外通

风口，而使得机械通风系统无法正常工作甚至瘫痪；还

有在过渡季节不能利用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有机地结合

来达到空调的目的；在寒冷的冬季，机械新风因为防冻

的原因而成为无用的摆设[3]。

2.3  住宅建筑中人为“舍弃”自然通风
我们设计中最常见的住宅，从以往的木质单层窗，

发展到双层钢窗，在其上部均有一个较小的方形可单独

开启的“气窗”，它曾担负了保护人“呼吸健康”的历

史责任。而如今住宅的常用窗已发展至单框双波、甚至

是单框三波的塑钢窗，在强调其密闭、保温的节能特性

时，那个伴随我们多年的“健康小卫士”已是基本“不

见踪影”了。从通风的专业角度来说，高处小气窗在一

年四季，尤其是冬季的通风效果是现在无高处小气窗的

窗户所无法比拟的。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由于热压

的作用，热空气具有了上升的动力，所以热气流在上升

至高处小气窗处流向室外时，与小气窗下半部同时进入

的冷空气有个热量交换的过程，使得进入的室外冷空气

有个理想的温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吹冷风”

的不适感。

住宅全新风机械通风系统在被逐步宣传推广（如图

3），该系统要求有组织通风而全房人为密闭，运行的前
提是“避免”自然通风；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等处在设置

新风换气机，在其外墙设置取风口，通过通风管道连接

客厅、卧室书房等房间，将经过简单过滤的室外新风有

组织送入室内目标房间，实现住宅送新风的目的；该系

统在实现有组织送新风的功能的同时存在明显缺陷，首

先新风换气机自身运行的噪声和震动是不可避免的，其

次取风开口部位很容易受到厨房【尤其是燃气热水炉排

烟口】或卫生间通风的浊气的影响，导致气源的污染；

再者风管的布置影响房间层高及美观；同时会导致住宅

各个房间的串音而影响私密性，推广与使用都应该慎重

对待。

如今，我国住宅装修业迅猛发展，随着装饰材料的

极大丰富，加之各种材料质量良莠不齐，虽然都打着

“绿色环保”的招牌，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有害挥

发物质的存在，住宅室内空气品量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

们的关注，而自然通风换气作为一种最为节能的通风手

段，应当被最大限度的科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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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二次装修与暖通空调专业的不协调

建筑的装修，作为一种美化建筑环境的手段，本是无

可厚非的，但不合理、不科学的装修往往会适得其反。

3.1  装修与设计不匹配
笔者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曾多次参加解决散热器

采暖不理想的问题，除采暖水系统的问题以外，相当一

部分是因为装修不当造成的。散热器在选型设计时，除

了与标定参数下每片散热量有关外，还与片数修正、连

接方式修正、安装形式修正、流量修正等系数有关；而

其中与装修有关的安装形式，对散热器的散热效果的影

响是很大的。某省级的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在初次进

入时室温12℃左右，而在摘掉会议室内所有暖器片的装
修罩后，约1个小时的时间后，室温升至17℃，基本可以
正常工作了，在仔细观察了全楼的散热器后，发现情况

雷同。从散热器的装饰罩不难找出答案，那是一块除了

上面零星分布了几个直径5厘米左右的小孔以外，几乎全
封闭的彩色木质面板。而散热器是以对流散热为主的散

热设备，由于冷热空气的密度差，密度大的冷空气自然

由下部进入，被加热后密度变小的热空气由上部自然流

出，如此往复加热室内空气以达到设计温度。相关资料

对散热器的安装形式修正的基本要求是：“装在罩内，

上部、下部开口，开口高度均为150mm”，而在本楼
散热器的装饰罩的设计使用时，违背了散热器的工作原

理，采暖效果可想而知了[4]。

3.2  装修与设计相矛盾
笔者曾参与一个省级办公楼的会议室的通风改造，

一个可以容纳近200人的会议室，原有一面朝南向外墙，
开有几扇有良好开启条件的大窗，这些窗原本可以在冬

季以外的季节担负自然采光与通风的功能，而使用方

根据此会议室的特殊使用性质要求，将所有窗改为实体

墙封堵，仅仅在会议室的四角摆放了四套柜式空调。笔

者仅在其中停留了10分钟左右，便有头晕、胸闷的不适
感，使用方的工作人员曾幽默地说“绝大多数人都是怕

进入此会议室开会的”；而此会议室的正上方是一块局

部的屋面，先天与后天均具备良好的绿色环保的自然通

风条件，但没有被有效的利用，实在是可惜！

结语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来在暖通行业的设计积累，应当

地建设厅、建设局、以及一些甲方的邀请，参与解决暖

通专业在使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试着对暖通空调专业

在设计与实践应用中若干问题提出以上反思，但没有提

出具体解决的建议或办法，因为笔者认为答案便在问题

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使用

管理方等多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

题。此文仅述“冰山一角”，权作“抛砖引玉”，供广

大暖通界同行参考，水平有限，有失偏颇之处敬请广大

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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