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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节能暖通空调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研究

刘志刚

滨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 滨州市 256600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筑工程也随之蓬勃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

注。在其迎来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为满足我国绿色环保政策的要求，应当转变传统的建筑

工程建设模式， 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工程建设，从而实现建筑工程的现代化发展。在绿色建筑中，暖通空调系统是其

中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不容忽视。应当有效应用绿色节能暖通空调技术，以提高暖通空调系统运行效

率，减少能源消耗，提高其环境效益。本文就绿色节能暖通空调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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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概念源于国外技术发达国家，绿色建筑的

主要特点是具有地域性， 建筑风格体现出本地化，强

调根据当地原材料、人文和自然气候，利用节能技术开

展建筑建设。绿色建筑可实现对太阳能、风能以及生物

能等各种自然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可最大限度地减

少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可通过合理设计减少污染物排

放。在绿色建筑建设中，推崇利用绿色建筑材料，尽量

减少对周边空气、 自然环境及水源的污染和破坏，通过

促进生态平衡，为人类构建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绿

色建筑是通过建筑结构布局的优化， 强化建筑保暖和保

温等功能。 发展绿色建筑，有利于减少不良环境与自然

灾害的影响，优化人类生存空间[1]。

在绿色节能暖通空调技术应用过程中，应当遵循一

定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降低能源消

耗率，避免能源浪费。目前暖通空调系统运行相关的能

源消耗总量仍然呈现上升状态，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把

控，否则，将会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不符合现代绿色

建筑发展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设计暖通空调系统时，

应当遵循节能原则，将节能理念贯彻落实于整个材料管

理环节中，包括并不限于材料采购、材料运输、施工及

运行阶段等[2]。第二，要重视对周围环境的保护。在安装

暖通空调设备时，应当转变传统的设计模式，坚持环保

理念，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消除对绿色建筑周围环

境的破坏和污染。第三，再次利用并且妥善回收能源。

暖通空调在日常运行中，经常会排出废气与其他废物。

如果不对废弃物加以处理利用，则会耗费珍贵的暖通能

源。与之相比，如果可以将其改换为再次回收的全新模

式，则能在根源上减少空调能源消耗，此项举措也符合

了再次利用及循环回收的宗旨与目标。具体在实践中，

回收利用的侧重点应当包含某些暖通部件、暖通系统管

道与其他废料物质，确保实现全过程的废物再次利用。

被动式方式

此种节能空调技术主要指的是利用电气或者机械设

备，营造出一种合适的室内环境。现在的建筑相比于之

前简单的建筑，它的使用规模和内部环境比较复杂， 在

很多气候区域不能简单的依靠自然力量来保证室内的

复杂环境。所以，针对建筑功能的复杂性，采用电气和

机械等设备的方法，在保证这些设备能够降低能源消

耗，提高能源利用的概念下，可以本着“以人为本”的

宗旨，从而实现室内复杂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变和完善。

目前，国际国内绿色办公建筑中最为常用的空调安装方

式，其主要是在保证能源不被浪费和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的

前提条件下，空调的送风量可以用去湿空调系统，送风系

统，冷辐射吊顶系统，并结合冰蓄冷的低温送风系统等多

种系统相结合的方式来保证室内复杂的生态环境。

第一，除湿空调系统。这个系统运行的原理并不复

杂，主要是当室外新风进入系统中，经过湿轮转实施有

效的除湿处理。 需科学选择优质的固体除湿剂， 完成除

湿后，新风要经过热回收转轮，以促使其和屋内排风进

行全热交换，以获取排风能量。新风和排风相结合后，

可通过干冷处理，将其输送至室内。具体的理论流程图

如下：

去湿空调系统在绿色建筑中被广泛应用，其优势在于

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能够循环利用固体除湿剂，不会造

成过多的能源消耗。可充分发挥太阳能的作用，使用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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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安装适宜的去湿空调系统，

还可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有效控制室内的温度变化，提

高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效率。与此同时，其还能够增加新

风需求量，保持室内空气洁净，可将室内湿度控制在60%

左右，避免霉菌滋生，保持室内环境健康[3]。

第二，置换送风系统。置换送风系统主要运用围挡

屏静压箱的条缝风口送风的方式和利用桌面形成球形风

口两种主要形式，通过空调的送风口把室外风借助架空

地板送到空调的各个工作站。通常情况下，一个工作站

会自备一个小型的循环小风机，从而实现风力的混合。

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身的生活习

惯调整桌面的风口，从而使其能够满足人们对环境的不

同需求。这种方式主要借助喷嘴将空气送到地板上， 空

气经过人体以后， 借助上部的灯具实现回风， 从而实现

风力的置换。人们可以通过空调遥控器对温度和风量进

行控制，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

第三，冷辐射吊顶系统。在绿色建筑中，应当充分

发挥内源的作用，可通过辐射提供冷风，产生热量。相

较其他方式，这种方式的供冷效果最佳，具有良好的节

能效果，可提高资源利用率。为充分发挥冷辐射吊顶系

统的作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根据绿色建

筑所在区域的气候环境，比如，如果是南方， 其夏天温

度较高，气候较为潮湿，在安装冷辐射吊顶系统时，需

要采用适宜的保护措施避免其出现结露状况，提高相关

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使之系统更加安全； 其次，如果将

其安装到房间中，则需要做好遮阳工作，尽量减少太阳

辐射，以免影响制冷效果。

第四，冰蓄冷低温送风系统。这种暖通空调技术的

应用较为广泛，虽然相较其他系统类型，其节能效果并

不太明显，但是，能够有效平衡该区域的用电量， 减少

环境负荷。就目前而言，冰蓄冷低温送风系统技术，逐

渐被其他绿色节能暖

通空调技术代替。

第五，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此种空调系统在运作的

时候可以有效改善前地层领域热能资源的使用效率，能

够让暖通空调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实现建筑物冬季采

暖的效果，以及夏季制冷的功能。地源热在应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问题。首先，此系统在执行供暖任务

的时候，热泵机组可以利用事先铺设好的水循环系统吸

收土壤中积攒的热能，并将这种热力能源传送到室内。

其次，此系统在执行制冷任务的时候，热泵机组能够在

吸收室内热量的时候将其传送到室外的土壤中，并利用

其他装置向室内不断提供冷风这儿能够实现长久的制冷

效果。此种系统的应用对于完善暖通空调技术是极为有

利的，给予用户更为优质的居住体验[4]。

绿色节能暖通空调技术的主动式应用

主动式主要指充分发挥自然能量的作用，使之维持

良好的室内环境。其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太阳辐射的控制。在应用暖通空调技术这一

过程中，太阳能是这项技术的关键所在。太阳能带来的

优势在于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冬季通暖空调的负荷， 进

一步利用昼光照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电气照

明的能源消耗，但是太阳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夏季

期间，太阳辐射光会导致室内温度升高，原因是将室内

日间空调制冷负荷升高，这种情况不利于人们居住。因

此，需要及时对阳光辐射进行调整并加以控制，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控制：①为了确保可见光可以顺利通

过，可以在室内选用双层玻璃或者镀膜玻璃，节能玻璃

的选用则可以遮挡长波辐射，进而提高室内温度。②为

了可以进一步达到遮挡直射光的目的， 可以在双层玻璃

中安装百叶，进而有效控制光电和磁力，与此同时，可

以设置一些遮阳板，将遮阳板与太阳能电池相连接，进

一步实现照明和空调的负荷的有效调节，将太阳辐射有

效控制。

第二，利用自然通风。自然通风是建筑中最常应用

的一项技术设施，这一技术在我国传统的古代就被广泛

应用，至今仍旧沿用。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建筑过程中，

讲究建筑坐北朝南，穿堂风，实际上都是自然通风最常

见的例子。在建筑的过程中，通风装置的影响因素有很

多，比如风力的压强，建筑物的形式以及所处地段的环

境污染情况等。在自然换季的时候，自然通风的作用就

体现得淋漓尽致， 它能为室内带来新鲜空气，降低温

度，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有关科学研究指

出，夜间足够的通风，可以使得室内白日温度比日常低

2～4℃。日本的很多楼层，比如松下电器情报大楼采用

的就是自然通风的方式，这样可以保证其在换季的时候

免开空调调节室内室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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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总之，科技进步不断发展，人们经济水平不断提

高，人们对精神世界和生活环境舒适程度的要求越来越

高，对建筑的要求也不仅仅满足日常的居住，而是要有

一个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在绿色建筑中应用绿色节

能暖通空调技术，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又

能够有效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水平的提升，为人们营造舒

适而健康的室内环境。因此应当根据绿色建筑的实际情

况，选择适宜的暖通空调技术应用形式，以起到良好的

保温保暖、供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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