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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空气调节的意义在于“使空气达到所要求的状态”或“使空气处于正常状态”。据

此，一个内部受控的空气环境，一般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内，对空气温度、湿度、流动

速度及清洁度进行人工调节，以满足人们工作、生活和工艺生产过程的要求。现代技术

发展有时还要求对空气的压力、成分、气味及噪声等进行调节和控制。由此可见，采用

现代技术手段创造并保持满足一定要求的空气环境，乃是空气调节的任务。

空气调节将由目前主要解决空气热湿环境的调节和控制发展到内部空间环境质量

的全面调节和控制，即所谓的内部空间的人工环境工程。这一发展过程需要有诸多的研

究成果及通过这些成果的实际应用检验才能完成。

总之，空气调节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面对新挑战，相信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将把

握机遇，开拓进取。

第一章 工程概况  

1.1 建筑概况

（1）该宾馆为四层建筑，并假设有地下室，总建筑面积为 1415m2。一层为门面、

控制室、服务间，层高 3.6m；二层为客房，套房，会议室，服务间等，层高 3m；三层

为客房、套房、服务间等，层高 3m；四层为客房，套房，服务间层高 3m。假设的地下

室为制冷机房、水泵房、配电室等，层高 3m；局部顶层为水箱间和电梯机房，层高

3.6m。总层高为 16.8m。

（2）建筑结构如下：

a.外墙为内抹灰，外抹水泥沙浆的 240 实心砖墙。

b.屋面为 90mm 厚混凝土板加 12.5mm 厚加气混凝土保温层。内墙为 240 砖墙，内

外抹灰。

c.外窗为采用标准玻璃的单层铝合金窗，全部挂淡色窗帘，窗的宽度及高度按图纸

上的标注确定。

d.外门为单层木门。

（3）动力：城市供电。

（4）冷热源：

     a.夏季由制冷机房提供 7（供）~12℃（回）冷冻水。 

b. 冬季由设在制冷机房内换热器提供 60 （供） ~50 ℃（回）热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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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计课题

     福州市某四层宾馆空调工程设计

1.3 室外设计参数

    地点：福州市    纬度：26.08     经度：119.28     海拔：84m     

    室外设计参数：

    室外夏季空调计算干球温度：36℃

    室外夏季空调计算湿球温度：28.1℃

夏季平均日较差：9.2℃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日平均温度：30.7℃

    夏季室外平均风速 ：2.7 m/s

    夏季大气压力：  99.64 （kpa)

夏季通风室外相对湿度：28%

1.4 室内设计参数

1.5 土建参数

保温材料
δ

（mm)

K

（W/(m2

*K))

β ν ε(h) νf εf(h)

外墙参数

序号 6

加气混凝

土
70 1.95 0.22 33.61 10.7 1.4 1.2

屋顶参数 
序号 5

加气混凝

土
90 1.38 0.5 12.8 6.4 1.9 3.0

内墙参数 
序号 1 内外粉刷 240 1.76 0.28 17.56 9.0 2.0 2.0

楼板参数 
序号 1

钢筋混凝

土
3.13 0.64 4.35 4.1 1.5 2.8

名称 温度（℃） 湿度（%）

会议室 26 60±5

楼梯间 26 60±5

走廊 26 60±5

门面 26 60±5

客房 26 60±5

套房 26 60±5

服务间 26 60±5



                     江西理工大学                 建环 121 班 12 号 付平

2

窗
单层玻璃

铝合窗
4.54

门 单层木门 4.54

第二章 空调负荷的计算

对于室内空气环境要求较高的建筑，全年需保证室内空气温度和湿度均符合设计要

求，因此，要根据需要向房间供暖、供冷，对送入房间的空气进行加湿或减湿.在某一

时刻为维持室内空气温度，需向房间供应的冷量成为冷负荷，需要房间供应的热量称为

热负荷；为维持室内空气湿度，需向房间出去或增加的湿量称为湿负荷。

建筑物的冷负荷由公式（2-1）计算而得

321 LQLQLQLQ 
                       (2-1)

式中： LQ ——建筑物的冷负荷，kW；

      1LQ ——经由围护结构由室外传入的热量形成的冷负荷，kW；

      2LQ ——室内人员、照明设备和工作设备散热形成的冷负荷，kW；

      3LQ
——向室内供应新风带入的热量所需的冷负荷，kW；

在冷负荷的组成上，称 1LQ 与 2LQ 之和为室内负荷，又简称 1LQ 为维护结构冷负荷，

2LQ 为内部冷负荷， 3LQ
为新风冷负荷。

建筑物的热负荷由式（2-2）计算而得

321 RQRQRQRQ 
                       (2-2)

式中： RQ ——建筑物的热负荷，kW；

      1RQ ——经由围护结构由室内传到室外的热量，kW；

      2RQ ——室内人员、照明设备和工作设备散发的热量，kW；

      3RQ
——向室内供应新风带入的冷量所需的热负荷，kW；

建筑物的湿负荷是室内人体和设备的散湿量，在高层建筑中，主要是人体的散湿量。



                     江西理工大学                 建环 121 班 12 号 付平

3

建筑物的负荷在不同时刻随室外气象条件、室内人员数量、室内设备工作情况的变化而

有所不同.负荷计算的目的是为了选择空调系统的空气处理设备，确定空调系统冷源设

备的容量和台数.因此，计算时是以冬夏设计状态为参数，计算冬夏的设计负荷。

空调冷负荷的计算方法很多，如谐波反应法、反应系数法、Z 传递函数法和冷负荷

系数法等.目前，我国常采用冷负荷系数法和谐波反应法的简化计算方法计算空调冷负

荷.下面就这两种方法简单加以介绍。

 冷负荷系数法：冷负荷系数法是在传递函数的基础上为便于在工程中进行手算而建

立起来的一种简化计算法.通过冷负荷温度或冷负荷系数直接从各种扰量值求得各分项

逐时冷负荷.当计算某建筑物空调冷负荷时，则可按条件查出相应的冷负荷温度与冷负

荷系数，用稳定传热公式形式即可算出经维护结构传入热量所形成的冷负荷和日射得热

形成的冷负荷。

谐波反应法：室外空气综合温度呈周期性波动，这就使得维护结构从外表面逐层地

跟着波动，这种波幅是由外向内逐渐衰减的延迟的，波动呈现一定的规律，谐波反应法

计算冷负荷的过程很复杂，一般需要用电子计算机.为了便于计算，工程上采用简化公

式进行计算。

通过综合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加以分析比较得出，在本工程设计中采用冷负荷系数法

相对要更简便，故采用冷负荷系数法计算冷负荷。

2.1 维护结构冷负荷

    维护结构冷负荷的计算包括外墙和屋面瞬变传热引起的冷负荷、玻璃瞬变传热引起

的冷负荷、玻璃窗日射得热引起的冷负荷。

2.1.1 外墙和屋面瞬变传热引起的冷负荷

    外墙和屋面瞬变传热引起的冷负荷的计算见公式（2-3）

                        tKFCLQ
                        （2－3）

式中  CLQ
——外墙或屋面瞬变传热引起的冷负荷，kW；

      K ——外墙或屋面的传热系数，kW/m2·K；

      F —— 围护结构计算面积，
2m ；

       t
——作用时刻下，墙体、屋顶的冷负荷计算温差，简称负荷温差。

    根据结构和建筑热物性的不同，冷负荷系数法将外墙和屋面分别划为六种类型(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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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各种不同的材料、构造及厚度的 303 种外墙及 324 种屋面的归类及其有关的建

筑物性参数.另根据围护结构的类型选择(中型),根据其热容量分析决定外墙和屋面的

冷负荷温度的取值。

影响房间冷负荷的主要围护结构是内墙和楼板.故房间依据内墙和楼板两种围护结

构的放热衰减度进行分类，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三种。

表 2-1 房间类型和放热特性

房 间 类 型 内  墙νf 楼  板νf

轻   型 1.2 1.4

中   型 1.6 1.7

重   型 2.0 2.0

    注：(1)νf:围护结构的放热衰减度。

        (2) 地面按重型楼板考虑,如地面上铺地毯,则按轻型楼板考虑。

     (3) 如果楼板和内墙分别属于轻重两个类型，则认为该房间为中型。

2.1.2 玻璃窗瞬变传热引起的冷负荷

    窗户瞬变传导得热形成的冷负荷 CCLQ
计算式可简化为公式（2-4）：

                    tKFCLQC                             (2－4)

式中：    K——窗户的传热系数，双层钢窗取 2.91 W/
2m ·K；

         F——窗口面积；

        t ——计算时刻的负荷温差，℃，

2.1.3 玻璃窗日射得热引起的冷负荷

    玻璃窗日射得热引起的冷负荷计算见公式（2-5）

                  jsndgj FJCCxxCLQ
                        (2－5)

式中  jCLQ
——玻璃窗日射得热引起的冷负荷 kW；

       gx
——窗的有效面积系数；本设计为单层钢窗取 0.85；

       dx
——地点修正系数；本设计取 1；

       F ——玻璃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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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玻 璃 窗 的 遮 挡 系 ； 本 设 计 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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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 ——玻璃窗遮阳设施的遮阳系数；本设计取 0.5；

   jJ
—计算时刻时，透过单位窗口面积的太阳总辐射热形成的冷负荷，建成符合

强度，W/㎡。

2.2 内部冷负荷

    室内热源包括工艺设备散热、照明散热及人体散热等。

室内热源散出的热量包括显热和潜热两部分,显热散热中对流热成为瞬时冷负荷。

而辐射热部分则先被围护结构等物体表面所吸收,然后再缓慢地逐渐散出,形成冷负荷。

潜热散热作为瞬时冷负荷。

2.2.1 室内人员散热形成的冷负荷

    人体散热与性别，年龄，衣着，劳动强度及周围的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有关.人体

散发的潜热量和对流直接形成瞬时冷负荷，而辐射散发得热量将会形成滞后的冷负荷.

因此，应采用相应的冷负荷系数进行计算.为了设计计算方便，计算以成年男子散热量

为计算基础.而对于不同功能的建筑物中的各类人员（成年男子，女子，儿童等）不同

的组成进行修正，为此，引入群集系数 n´，下表给出了一些建筑物中的群集系数，作为

参考。

    在人体散发的热量当中，潜热散热占 40%，显热中的辐射散热占 40%，显热中的对

流散热占 20%.其中，对流散热成为了瞬时冷负荷，潜热散热也可以作为瞬时散热冷负荷

考虑，而辐射散热则首先被室内维护结构和家具吸收，经过一段时间后，以对流的方式

与室内空气换热，从而成为滞后的冷负荷.因此，在设计时，显热散热和潜热散热要分

别算。

表 2-2  群集系数 n´

工作场所 n´ 工作场所 n´

影剧院 0.89 图书阅览室 0.96

百货商店 0.89 工厂轻劳动 0.90

旅馆 0.93 银行 1.00

体育馆 0.92 工厂重劳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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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体显热散热形成的冷负荷的计算见公式（2-6）：

                          CLs CnnqLQ 2121                       （2－6）    

式中： sq
——单个成年男子的人体显热散热量，kW；

      1n ——室内全部人数；

      2n ——室内人员的集中系数；

      ——人体显热散热形成的冷负荷系数.

    2）人体潜热散热形成的冷负荷的计算见公式（2-7）：

                          2122 nnqL xQ 
                          （2-7）

式中： xq
——单个成年男子潜热散热量；

      1n ——室内全部人数；

      2n ——室内人员的集中系数。

2.2.2 室内照明设备散热形成的冷负荷

    照明得热属于稳定得热，一般得热量不随时间变化.根据照明灯具的类型和安装方

式的不同，照明设备散热形成的冷负荷可按下式（2-8）计算：

          白炽灯      NQ 1000＝τ                           （2－8）

          荧光灯        NnnQ 211000＝τ                        （2－9）

式中   N——照明灯具所需功率，W；

      1n ——镇流器消耗功率系数，当明装荧光灯的镇流器装在空调房间内时，取 n1＝

1.2；当暗装荧光灯镇流器装设在顶棚内时，可取 n1＝1.0；

      2n ——灯罩隔热系数，当荧光灯罩上部穿有小孔（下部为玻璃板），可

用自然通风散热于顶棚内时，取 n2＝0.5～0.6；而荧光灯罩无通风者，则视顶棚内通风

情况，取 n2＝0.6～0.8；

       T——开灯时刻，h；

      τ－T——开灯时刻到计算时刻得时间，h；

      X τ － T——τ － T 时 刻 照 明 散 热 的 冷 负 荷 系 数 。

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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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室内办公及电子设备的散热形成的冷负荷

室内办公及电子设备的散热形成的冷负荷的计算见公式（2-10）

fs AqQ ＝
                              （2-10）

式中  A——空调区面积，㎡；

      fq
——电气设备的功率密度，W/㎡.

2.3 新风冷负荷计算

向室内供应新风带入的热量所需的冷量称为新风冷负荷，即将新风由室外状态处理

到室内状态所需抵消的冷量.其计算见公式（2-11）

 nww iiGLQ 3                       （2-11）

式中  3LQ
——新风冷负荷，kW；

      wG
——新风量， skg / ；

      wi ——室外空气的焓值， kgkJ / ；

          ni ——室内空气的焓值， kgkJ /

2.4 湿负荷计算

建筑物的湿负荷时室内人体和设备的散湿量，在高层建筑中，主要是人体的散湿量，

其次是游泳馆等水表面的散湿量.人体散湿量的计算方法与人体散热量计算的处理方法

相同，同样只取成年男子的人体散湿量作为计算标准，然后再利用人员的群集系数进行

修正，计算见公式（2-12）.

21nwnW＝                            (2-12)

式中  W ——人体散湿量，kg/h；

      w——单个成年男子的人体散湿量，kg/h；

      1n ——室内全部人数；

      2n ——室 内 人 员 的 群 集 系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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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空调湿负荷计算举例

以房间 101举例，室内 2人.本次设计只考虑人体散湿量.

夏季空调湿负荷计算，查文献[2]得 2n =0.93，w =109W·g/h,则

则               20393.0310921 nwnW＝ g/h.

2.5 冷负荷计算举例

以房间 102为例，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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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墙冷负荷（W)

计算时刻τ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tτ-ε 9 9 9 8 8 8 7 7 6 6 6 6 6 6 6 7 7 7 8 8 9 9 9 9

K 1.95

F 8.16

CLQτ 143.2 143.2 143.2 127.3 127.3 127.3 111.4 111.4 95.5 95.5 95.5 95.5 95.5 95.5 95.5 111.4 111.4 111.4 127.3 127.3 143.2 143.2 143.2 143.2

西外墙冷负荷（W)

计算时刻τ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tτ-ε 14 14 13 13 12 12 11 10 10 9 8 8 8 8 8 8 8 9 9 11 12 13 14 14

K 1.95

F 9.36

CLQτ 255.5 255.5 237.3 237.3 219.0 219.0 200.8 182.5 182.5 164.3 146.0 146.0 146.0 146.0 146.0 146.0 146.0 164.3 164.3 200.8 219.0 237.3 255.5 255.5

北外窗瞬时传热冷负荷（W)

计算时刻τ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tτ-ε 0 0 0 0 0 1.7 2.2 3 3.9 4.9 5.9 6.8 7.4 8 8.4 8.4 8.2 7.8 7.1 6.3 5.6 4.9 4.3 3.7

K 4.54

F 4.8

CLQτ 0.0 0.0 0.0 0.0 0.0 37.0 47.9 65.4 85.0 106.8 128.6 148.2 161.3 174.3 183.1 183.1 178.7 170.0 154.7 137.3 122.0 106.8 93.7 80.6

北外窗日射得热冷负荷（W)

计算时刻τ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Jτ-ε 0 0 0 0 0 44.69 52.32 50.14 57.77 68.67 85.02 82.84 82.84 80.66 75.21 68.67 71.94 73.03 32.7 26.16 22.89 18.53 16.35 14.17

xgxdCnCs 0.38

F 4.8

CLQτ 0 0 0 0 0 81.5 95.43 91.45 105.3 125.2 155.0 151.1 151.1 147.1 137.1 125.2 131.2 133.2 59.64 47.71 41.75 33.78 29.82 25.84

人体冷负荷（W)

102

计算时刻τ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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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负荷系

数
0.57 0.72 0.76 0.8 0.82 0.85 0.87 0.88 0.9 0.91 0.92 0.93 0.43 0.28 0.24 0.2 0.18 0.15 0.13 0.12 0.1 0.09 0.08 0.07

显然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潜热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群集系数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人数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人体总冷负

荷
601.35 652.41 666.02 679.64 686.45 696.66 703.47 706.87 713.68 717.08 720.48 723.89 553.70 502.64 489.03 475.41 468.60 458.39 451.58 448.18 441.37 437.97 434.57 431.16

照明冷负荷（W)

计算时刻τ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照明负荷系

数
0.49 0.66 0.71 0.74 0.77 0.8 0.83 0.85 0.87 0.89 0.9 0.91 0.51 0.34 0.29 0.26 0.23 0.2 0.17 0.15 0.13 0.11 0.1 0.09

照明功率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照明负荷 142.59 192.06 206.61 215.34 224.07 232.8 241.53 247.35 253.17 258.99 261.9 264.81 148.41 98.94 84.39 75.66 66.93 58.2 49.47 43.65 37.83 32.01 29.1 26.19

设备冷负荷（W）

计算时刻τ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设备负荷系

数
0.6 0.75 0.8 0.83 0.86 0.88 0.89 0.91 0.92 0.93 0.94 0.95 0.4 0.25 0.2 0.17 0.14 0.12 0.11 0.09 0.03 0.07 0.06 0.05

设备功率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设备负荷 232.8 291 310.4 322.04 333.68 341.44 345.32 353.08 356.96 360.84 364.72 368.6 155.2 97 77.6 65.96 54.32 46.56 42.68 34.92 11.64 27.16 23.28 19.4

总计（W） 1375.4 1534.2 1563.5 1581.5 1590.5 1735.7 1745.8 1758.0 1792.1 1828.6 1872.2 1898.0 1411.1 1261.5 1212.7 1182.7 1157.1 1141.9 1049.6 1039.8 1016.8 1018.2 1009.2 9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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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各房间负荷汇总

房间编号 冷负荷（W） 湿负荷（g/h)

101 1768.4 202.74

102 1898.1 608.22

103 1752.1 637.10

104 1752.1 637.10

105 1752.1 637.10

106 2056.2 637.10

107 2824.9 912.33

108 2871.7 912.33

109 548.5 101.37

110 548.5 101.37

111 548.5 101.37

112 548.5 101.37

113 712.5 101.37

114 981.4 202.74

201 1418.6 202.74

202 1631.1 202.74

203 1509.4 202.74

204 1509.4 202.74

205 1509.4 202.74

206 1775.8 202.74

207 3621.5 1216.44

208 876.2 202.74

301 1418.6 202.74

302 1631.1 202.74

303 1509.4 202.74

304 1509.4 202.74

305 1509.4 202.74

306 1775.8 202.74

307 1239.4 202.74

308 1260.4 202.74

309 1373.5 202.74

310 876.2 202.74

401 1833.5 202.74

402 2091.5 2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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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1969.9 202.74

404 1969.9 202.74

405 1969.9 202.74

406 2236.2 202.74

407 1840.4 202.74

408 1813.6 202.74

409 1653.6 202.74

410 1010.9 202.74

                 第三章 空调方案的确定

3.1 空调系统的比较

空气调节系统一般均由被调对象、空气处理设备、空气输送设备和空气分配设备所

组成。空调系统的种类很多，在工程上应根据空调对象的性质和用途、热湿负荷特点、

室内设计参数要求、可能为空调机房及风道提供的建筑面积和空间、初投资和运行费用

等多方面的具体情况，经过分析和比较，选择合理的空调系统。

3.1.1 空调系统的分类

空调系统根据不同的分类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1）根据空气处理设备的集中程度分类：集中式空调系统、半集中式空调系统、

分散式空调系统；

（2）根据负担室内热湿负荷所用的介质不同分类：全空气系统、全水系统、空气

－水系统、冷剂系统；

（3）根据空调系统使用的空气来源分类：直流式系统、封闭式系统、回风式系统。

3.1.2 空调系统的比较 

1. 集中式空调系统、集中式空调系统、分散式空调系统的比较

表 3-1各系统比较分析                               

比较项 集中式空调系统 集中式空调系统 分散式空调系统

系统特征

空气处理设备集中在机房

内，空气经处理后，由风管

送入各房间

除了集中的空气处理设备

外，在各个空调房间内还分

别处理空气的“末端装置”

每个房间的空气处理分别

由各自的整体式空调器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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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管布置

1.空调送回管系统复杂，布

置困难；

2.支风管和风口较多时不

易均衡调节风量；

3.风管要求保温，影响造价；

1.放室内时，不接送、回风

管；

2.当和新风系统联合使用

时，新风管较小；

1.系统小，风管短，各个风

口风量的调节比较容易，达

到均匀；

2.直接放室内，可不接送风

管和回风管；

3.余压小；

风管互相

串通

空调房间之间有风管连通，

使各房间互相污染。当发生

火灾时会通过风管迅速蔓

延

各空调房间不会互相污染

各空调房间之间不会互相

污染串声。发生火灾时也不

会通过风管蔓延。

设备布置

与机房

1.空调与制冷设备可以集

中布置在机房；

2.机房面积较大，层高较高；

3.有时可以布置在屋顶上

或安设在车间柱间平台上；

1.只需要新风空调机房，机

房面积小；

2.风机盘管可以安设在空

气调节区内

3.分散布管敷设各种管线

较麻烦；

1.设备成套、紧凑。可以放

入房间也可以安装在空调

机房内；

2.机房面积小，只及集中式

系统的 50%，机房层高较低；

3.机组分散布置，敷设各种

管线较麻烦；

维护运行 管理、维修方便；
布置分散、维修管理不方便。

水系统复杂，易漏水。
麻烦

消声与隔

振

可以有效地采取消声和隔

振措施

必须采用低噪声风机，才能

保证室内要求

机组安设在空气调节区内

时，噪声、振动不好处理

系统应用

1.单风管系统

2.双风管系统

3.变风量系统

1.风机盘管+新风系统

2.多联机+新风系统

3.诱导器系统

4.冷暖辐射板+新风系统

1.单元式空调器系统

2.房间空调器系统

3.多联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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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诱导器系统和风机盘管+独立新风系统的比较

表 3-2 诱导器系统的特点

优点

(1)由于集中处理的仅仅是一次风，所以机房面积和风道尺寸较小，节省

建筑空间

(2)当一次风为全新风时，回风不经过风机，因而在防爆与卫生方面都有

优越性

(3)诱导器中无转动设备，使用寿命长

缺点

(1)二次风过滤效率低，所以对空气净化要求高的地方不宜使用

(2)过度季节无法增加新风量，不利于节能

(3)喷嘴处风速高时风机动力消耗大，室内噪声大

(4)系统初投资高，管路复杂

适用性

(1)适用于多层、多房间且是同时使用的公共建筑

(2)适用于空间有限的改建工程、地下工程、船舱和客机以及各房间的空

气不允许相互串通的地方

(3)当室内局部排风量大和房间同时适用性小时，不宜采用诱导器刺痛

表 3-3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的特点

优点

(1)布置灵活，可以和集中处理的新风系统联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2)各空调房间互不干扰，可以独立调节室温并可随时根据需要开、停机组，

节省运行费用，灵活性大，节能效率好

(3)与集中式空调相比，不需回风管道，节省了建筑空间

(4)机组部件多为装配式，定型化、规格化程度高，便于用户选择与安装

(5)只需要新风空调机组，房间面积小

(6)使用季节较长

(7)各房间之间不会互相污染

缺点

(1)对机组制作质量要求高，否则维修工作量很大

(2)机组剩余压头小，室内气流分布受限制

(3)分散布置，敷设各种管线较麻烦，维修管理不太方便

(4)无法实现全年多工况节能运行调节

(5)水系统复杂，易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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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过滤性能差

适 用

性

(1)适用于旅馆、公寓、医院、办公楼等高层多室的建筑物中

(2)需要增设空调的小面积、多房间的建筑

(3)室温需要进行个别调节的场所

3.2 空调系统的确定

    综合上述各种空气-水系统的特点及结合居住建筑的空调使用特点，本次中央

空调工程设计采用风机盘管+独立新风系统。

3.3 风机盘管+独立新风系统的空气处理过程

房间的冷负荷和湿负荷（包括新风负荷）是由风机盘管与新风共同承担，风机盘管

与新风的负荷分配有一下三种形式.

方式一，新风处理到低于室内的含湿量，承担室内的湿负荷.这是风机盘管只承担

室内部分冷负荷，在干工况下运行.

方式二，新风处理到室内空气的焓值.处理后的新风由一下两种供应方式：第一，

新风与风机盘管的送风并联送出，可以混合后再送出，也可以各自单独送入室内，这种

低通从安装方面稍微复杂一些，但卫生条件好，应优先采用这种方式；第二，新风直接

送到风机盘管吸入端，与房间的回风混合后，再被风机盘管冷却（或加热）后送入室内.

这种方式的有点比较简单.缺点是一旦风机盘管暂停机后，新风将从回风口吹出，回风

口一般都有过滤器，此时过滤器上灰尘将被吹入房间.

方式三，根据室内要求的热湿比和风机盘管的热湿比确定新风的处理状态点。

3.4 空调方案的选择

    考虑到节能环保方面，本设计采用螺杆风冷冷水机组。

            第四章 风机盘管+新风系统选型计算

4.1 新风量规定

一个完善的空调系统，除了满足对环境的温、湿度控制之外，还必须给环境提供足

够的新鲜空气.从改善室内空气品质角度看，新风量多些好；但是送入室内的新风都得

通过热、湿处理，将消耗能量，因此新风少些好.在系统设计时，一般必须确定最小新

风 量 ， 此 新 风 量 通 常 应 满 足 以 下 三 个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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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稀释人群本身和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保证人群对空气品质的要求；

（2）补充室内燃烧所耗的空气和局部排风量；

（3）保证房间正压.在全空气系统中，通常根据上述要求，取计算出新风量中的最

大值作为系统的最小新风量.如果计算所得的新风量不足系统送风量的 10%，则取系统送

风量的 10%.

本次设计中主要考虑卫生要求计算新风量，采用 30m^3/(h·人)。

4.2 风机盘管系统风量的计算

4.2.1 风量计算步骤

现以房间 101 为例计算空气处理方式为风机盘管独立送风时的风量.冷负荷 

Q=1768.4W,湿负荷 W=202.74g/h，如图所示：

                

（1）热湿比 kgkJ
W
Q /314013600

7.202
4.1768

  

（2）确定送风状态点：如下图，在 di  图上根据 Nt =26℃及 n
 =60%确定室内状态

点 N，hn=58.2kJ/kg 干空气，dn=12.5kJ/kg 干空气;干球温度 td=36℃和湿球温度 ts=28.1℃确定

室外状态点 W , hw=80.5kJ/kg 干空气，dw=20.9kJ/kg 干空气.过 N点作ε=31401线与φ=90% 的

曲线相交于 O点，得 Ot
=18℃, Oi

=50.3 kJ/kg 干空气.

（3）根据 Ni 等焓线，新风处理后的及其露点相对湿度，定出 L点.

（4）计算总送风量： hm
ii

QG
ON

/4.671
2.1

3600
3.502.58

768.1 3







（5）计算新风量：                                                            

满足卫生要求，为了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必须向空调房间送入足够的新风，通常

酒 楼 每 人 新 风 量 为 30 h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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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局部排风量，由于室内压力高于大气压力，所以不需考虑房间产生负压，在

系统中设置相应的新风量来补充排风量保证空调房间的正压要求；空调系统的新风量不

应小于总风量的 10％，以确保卫生和安全，最小新风量取系统总风量的 10％与满足室内

卫生要求的新风量的大者，即： 

1）系统总风量的 10%的新风量 1WG

hmGGW /1.67%104.671%10 3
1 

2）满足卫生要求的新风量 2WG

hmnqG WW /60302 3
2 

hmGGG WWW /1.67)60,1.67max(),max( 3
21 

（6）风机盘管风量： 

风机盘管的风量 hmGGG WF /6041.67671 3

（7）风机盘管机组出口空气的焓 Mi  :

kgkJ
G

hGGhi
F

lwo
M /4.49

604
2.581.673.50671









    连接 L，O两点并延长与 Mi  相交于 M点，查的 Mt =17.2℃.

（8）风机盘管冷负荷：

全冷量 kWiiGQ MNFT 768.1)4.492.58(36002.1604)( 

显冷量 kWttcGQ MNpFS 0.2)2.1726(01.136002.1604)( 

（9）计算新风冷负荷：

计算新风冷负荷： kWiiGQ LWWw 499.0)2.585.80(36002.14.67)( 

4.2.2 新风量汇总

表 4-1各房间风量

房间编号 冷负荷（W）
总风量 G

（kg/s）
新风量 Gw（kg/s）新风负荷（W） 新风比%

101 1768.4 0.224 0.022 499.2 10.0

102 1898.1 0.174 0.060 1338.0 34.5

103 1752.1 0.154 0.063 1401.5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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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752.1 0.154 0.063 1401.5 40.9

105 1752.1 0.154 0.063 1401.5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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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056.2 0.194 0.063 1401.5 32.4

107 2824.9 0.257 0.090 2007.0 35.0

108 2871.7 0.268 0.090 2007.0 33.5

109 548.5 0.066 0.010 223.0 15.1

110 548.5 0.066 0.010 223.0 15.1

111 548.5 0.066 0.010 223.0 15.1

112 548.5 0.066 0.010 223.0 15.1

113 712.5 0.089 0.010 223.0 11.2

114 981.4 0.110 0.020 446.0 18.1

201 1418.6 0.177 0.020 446.0 11.3

202 1631.1 0.199 0.020 446.0 10.1

203 1509.4 0.186 0.020 446.0 10.7

204 1509.4 0.186 0.020 446.0 10.7

205 1509.4 0.186 0.020 446.0 10.7

206 1775.8 0.222 0.022 495.0 10.0

207 3621.5 0.326 0.120 2676.0 36.8

208 876.2 0.096 0.020 446.0 20.8

301 1418.6 0.177 0.020 446.0 11.3

302 1631.1 0.199 0.020 446.0 10.1

303 1509.4 0.189 0.020 446.0 10.6

304 1509.4 0.189 0.020 446.0 10.6

305 1509.4 0.189 0.020 446.0 10.6

306 1775.8 0.228 0.023 507.7 10.0

307 1239.4 0.151 0.020 446.0 13.2

308 1260.4 0.154 0.020 446.0 13.0

309 1373.5 0.170 0.020 446.0 11.8

310 876.2 0.096 0.020 446.0 20.8

401 1833.5 0.235 0.024 524.2 10.0

402 2091.5 0.272 0.027 605.7 10.0

403 1969.9 0.256 0.026 570.5 10.0

404 1969.9 0.256 0.026 570.5 10.0

405 1969.9 0.256 0.026 570.5 10.0

406 2236.2 0.290 0.029 647.6 10.0

407 1840.4 0.236 0.024 526.2 10.0

408 1813.6 0.233 0.023 518.5 10.0

409 1653.6 0.207 0.021 460.9 10.0

410 1010.9 0.114 0.020 446.0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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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风机盘管选型

4.3.1 以 101 房间为例：

表 4-2房间 101风机盘管选型

房间

编号

冷负荷

（W）

总风量 G

（kg/s）

新风量

Gw

（kg/s）

新风负

荷（W）

新风比

%

风机盘

管风量

（kg/s）

风机盘

管风量

（m³/h）

风机盘

管冷负

荷（W）

风机盘

管规格

选定

风机盘

管选定

台数

水压

损失

kpa

101 1768.4 0.224 0.022 499.2 10.0% 0.201 604.4 1768.4 FP-6.3 1 30

4.3.2 风机盘管选型汇总

房间编号
风机盘管

规格选定

风机盘管

选定台数

水压损失

kpa
房间编号

风机盘管

规格选定

风机盘管

选定台数

水压损失

kpa

101 FP-6.3 1 30 208 FP-2.5 1 15

102 FP-3.5 1 20 301 FP-5 1 24

103 FP-3.5 1 20 302 FP-6.3 1 30

104 FP-3.5 1 20 303 FP-6.3 1 30

105 FP-3.5 1 20 304 FP-6.3 1 30

106 FP-5 1 24 305 FP-6.3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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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085111123112012010

https://d.book118.com/08511112311201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