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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实施  

上海地区户式中央空调节能综合分析及验收要点

文／黄浦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陈永芳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宅的舒适性与健康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已有的分体式

空调机已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对此的需求，户式中央空调便应运而生。同时，户式中央空调的应用为房地产开发商

减少投资环节，简化物业管理程序提供了便利，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没有住宅中央空调

设计标准，很多工程都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计算，而是参照公共建筑的冷热量指标进行估算，这样势必造成设备

容量选择偏大，从而造成初投资和能源的浪费，同时，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使得户式中央空调的同时使用系数

低，这又要求机组具有良好的住宅负荷跟踪特性。因此，良好的施工质量和正确的系统调试是户式中央空调在今

后使用过程中的保证，本文就户式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对照技术规程谈谈验收要

点。 

一、户式中央空调的型式和适用范围 

l、户式中央空调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系统型式，按系统内传送房间工质分为：送风型、送水型

和送制冷质型；按冷热源方式分为：电制冷式、燃气式、对电制冷机组；按机组冷却方式分为：风冷式、水冷

式、蒸发冷却式；按控制方式又分为：定频式、变频式、定变频结合式。其它又有单冷式、热泵式、带加热盘管

式等，系统末端又有多联式室内机、风机盘管、送回风口、辐射顶(地)板等型式。 

2、户式中央空调应用场合是很广泛的，如住宅、别墅、商用建筑、办公楼及商场、医院等等公共建筑，其

使用对象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有普通的居住者、别墅的业主、有商用建筑的经营者、办公室的白领等，因此，需

根据采用的户式中央空调的型式和使用者的特点设计出适合于使用对象的节能型空调，(这里的节能是指在满足

住宅内热环境舒适的前提下，如何降低空调能耗)。 

二、户式中央空调的负荷计算及设备选择 

1、鉴于建筑节能的重要性，2001年10月1日起《夏热各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l34—2001)开始

实施，目标是空调能耗节约50％，大致上来说，建筑围护结构与空调设备各分担一半左右，因此，须严格按节能

设计标准进行设计和设备选择。 

2、空调系统的能耗主要决定于空调系统的配置和运行，而其配置又是以空调负荷为依据的，因此，尽量减

小空调负荷和准确计算空调负荷是节能的关键步骤。 

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在空调系统形式，使用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应充分考虑住宅建筑的特点，其特点如下： 

(1)以户为系统单元，适当考虑户间隔墙、楼板的传热。 

(2)空调负荷参差系数大，住宅空调一般有几个使用高峰，平时：早上6～8点、中午1l～14点、晚上18～24

点，双休、节假日：7～24点，在此时段空调负荷参差系数明显大于其它公共建筑。 

(3)空调同时使用系数低，现在住宅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每户住宅人数在减少而建筑面积和房间数在增加，

多数人的使用习惯往往是使用哪间房间就开哪间房间的空调，因此，同时使用系数较低，且住宅面积越大、房间

间数越多，空调的同时使用系数越低，这样每户各房间之间的传热问题也应适当考虑。 

(4)由于住宅层高不高，一般为2.8～3m，室内人员少，建筑立面窗墙比小，其冷热负荷指标比其它公共建筑

小得多，不能用公共建筑的冷热负荷指标作为住宅建筑的冷热负荷指标，否则，必造成设备容量选择偏大，设备

初投资和运行费用的浪费。 

3、住宅空调夏季冷负荷的计算可采用谐波反应法，冬季热负荷采用稳定传热加附加热损失方法计算，计算

中所采用的室外气象参数，室内设计参数按《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取值，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

参照各气候区域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下面通过对上海地区某一户型住宅(建筑面积130m2，窗、墙面积比小于

0.35，三室二厅二卫)得出住宅建筑的冷热负荷指标，为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的设计与选择提供参考，计算结果如

下： 

空调冷热负荷计算汇总表 

由于采用了节能设计标准，室内冷负荷指标在45W／n~以下，而目前部分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的设计和设备选

型时所采用的冷、热负荷指标数值基本上参照公共建筑的，数值偏大，从而造成了设备初投资和运行费用的浪

费，考虑到大多数居民的消费使用习惯，并不是所有房间空调风口都是开启的，而是习惯人到哪个房间，开启哪

个房间的风口，这时只有部分开启，其余均关闭，显然这时户内隔墙的隔热保温性能不容忽视。 

负荷指标 户型：住宅(130m2) 备注 

冷负荷指标(W／m2) 44 指标以户建筑面积为基准 

热负荷指标(W／m2) 52 指标以户建筑面积为基准 



4、设备选择 

(1)送水型户式中央空调设备的选择 

1)主机设备的选择：根据上海地区冬冷夏热的特点，确定主机为热泵型机组，根据上表冷负荷确定主机型

号，选择时应注意厂家主机夏季制冷工作特性曲线和冬季制热工作特性曲线的测试条件与主机使用地区气象条件

不一致性并加以修正，主机冬季实际制热量Q机，不足时可采用辅助电加热，并计算确定辅助电加热加热量。 

2)末端设备的选择：末端设备主要是指各房间内安装的风机盘管，选型可根据各房间的分室冷负荷大小来确

定，根据风机盘管的工作特性参数对风机盘管样本工况的三档参数进行修正，比较该盘管在系统设计工况下的各

档实际供冷(热)能力，按风机盘管中档冷量大于房间的冷负荷来确定各房间的盘管型号。 

(2)送风型户式中央空调设备的选择 

1)根据上海地区冬冷夏热的特点，确定主机为热泵型机组，由上表计算出的冷负荷与新风负荷之和是主机的

设计负荷，新风量按人均30m3／h计算，以 

常住三人加流动一人(保姆)计，满足人员卫生要求的新风量为4x30=120m3／h，为维持房间的正压要求及考

虑人员分散时对新风的要求，应取空调机组送风量的10％作为系统新风量，取以上二数值的大者作为空调系统的

新风量设计值Gw，每户总送风量按式(1)计算： 

L=3600Qq／p(hn— —h0)(1) 

式中：L—送风量，m3／h； 

Qq—每户的全热冷负荷，KW； 

P—空气的密度，kg／m。，取1.2； 

Hn,ho—室内空气的焓值和送风状态的焓值，KJ／Kg； 

新风负荷为： 

Qw=Gw(hw—hn)(2) 

式中：hw— —室外空气的焓值，KJ／kg； 

Gw— —新风量，kg/s 

主机的设计负荷应为计算出的冷负荷(上表)与新风负荷之和，根据主机的设计负荷和按式(1)计算出的总送

风量便可确定主机型号，主机各季实际制热量Q机，热量不足时可采用辅助电加热，并计算确定电加热器加热

量。 

2)根据房间的使用功能和装修要求进行送风管道和回风管道(或回风口)的布置，随后进行风管的水力计算以

确定所需的出口静压，决定是否采用高静压型室内机。为了降低室内噪声、节约能耗，应合理布置风管。 

5、系统调节： 

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部分负荷下运行的，改善空调主机及系统的调节性能，使之能跟踪负荷

并在部分负荷条件下高效运行是提高空调系统效率，实现节能的关键所在，其途径主要有： 

(1)提高设备的能效比，变频空调产品的能效比与普通空调产品的能效比可提高0.9kw／kw。 

(2)提高设备和系统的容量调节能力，在部分负荷条件下也能保持高效，这是获得更佳经济性及节能的重要

手段，如采用变频压缩机。众所周知，定速式压缩机的启动电流通常是额定电流的5-7倍，且频繁起动也影响压

缩机的寿命，与此相比，变频式压缩机的能效比明显提高。 

改变风机的转速可以改变风机的性能参数，风机的功率与转速成三次方的关系，而流量与转速成一次方的关

系，降低转速以降低流量的同时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当流量减少1／3时，能耗可减少约70.4％，当流量减小1

／2时，能耗可减少约87.5％，且风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仍可稳定高效地工作，由此可见，以调节风机的转速来

调节风量是最理想的方法，而改变风机转速的方法很多，其中变频调速是最理想的，且小型变频调速器价格不

高，用于小型空调系统的调节，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方面都很理想。 

三、户式中央空调的验收要点 

户式中央空调的节能效果如何，除须经设计精确计算，合理布局和选用设备外，还要有精心施工才能达到预

期效果，而良好的效果须经严格的竣工验收，此项验收应包括二个部分： 

1、安装工程质量的验收：应包括主要使用材料和设备的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验报告、工程安装的检查记

录、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设计变更通知书和竣工图、设备试运转和系统调试记录等，同时包括对工程各分项

的抽查检验结果。 

2、空调综合效果的验收：应包括对系统的温度、相对湿度、新风量、风速、噪音、控制效果等进行综合测

定，通过测定结果来评判系统是否达到设计和规范要求。 

结尾： 

户式中央空调系统及设备在我国的应用特别是在住宅建筑的应用才刚刚起步，在技术上还有些不成熟的地

方，这需要广大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来不断完善它，使户式中央空调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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