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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空调系统的

应用日益广泛。空调的能耗也日益增加,如何减少空调能耗,

成了一个大问题。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出台也将

节能提到了日程上,规范了空调设计中的节能要求。空调系

统中新风能耗占到了空调能耗的 30%左右, 所以如何设计

新风系统,也成了设计师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1.空调新风供给方式及其特点

1.1无组织新风

靠门窗的开启或门窗缝隙的自然渗透。这是最原始的

一种新风供给方式,此方式不需要任何初投资。由于建筑物

的风压、热压作用,不同朝向、不同楼层的房间,新风的渗透

量是不同的,渗透风量难以调节。新风小了,难以保证每人所

需的新风量；新风量大了,则室内空调热湿负荷增加。且由

于新风未经处理,导致室内空气品质较差,温度、湿度分布不

均匀。

此种新风方式适用于新风要求低或新风管道布置困难

的建筑屋,如设置分体空调的普通住宅、办公楼。对于此种

新风方式,如要保证新风量的供给,可设置机械排风设施,如

窗式排气扇、天花排气扇,靠负压吸入新风。

针对无组织新风方式, 目前市场上有一种窗式自然通

风器。该窗式自然通风器是镶嵌在窗的玻璃上,利用自然环

境造成的室内与室外局部气压差和气体的扩散原理, 产生

空气交换的一种无动力新型通风产品。相对于开启门窗的

新风引入方式,此通风器有一定的优势:可根据新风量的需

要调节开度,能有效隔离噪音与灰尘。

1.2新风与回风混合送入室内

靠空调机组或风机盘管回风口的负压直接引入室外新

风,与室内回风混合后,经过盘管的热湿处理,再送入室内。

该新风方式一般应用于集中空调的全空气系统, 新风可过

滤,新风量可调节,甚至可在过渡季节实现全新风运行,保证

室内空气品质及降低空调能耗。且通过布置在房间内的送

风口进入室内,新风能较均匀地到达房间各部位。也有部分

多联空调室内机(天花板嵌入式、天花内藏风管式)采用此种

新风引入方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新风热湿负荷较大,而多

联空调室内机除湿能力一般较小, 特别是在高湿度地区,室

内湿度较难控制, 因此在选取室内机的时候必须考虑机子

的除湿能力。

1.3新风单独送入室内

新风单独送入室内,可分为新风未经处理送入室内、新

风预处理后再送入室内两种方式。新风未经处理送入室内,

要由室内空调机负担新风热湿负荷。目前市场上的窗式动

力通风器就是针对此种新风方式研发的, 与窗式自然通风

器相比,该动力通风器增加了风机,能更好地控制风量。可应

用于设置分体空调的普通住宅、办公楼。

2.新风系统的节能

根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设有集中排风

的建筑,且新风与排风的温差△t≥8℃时:送风量大于或等

于 3000m3/h的直流式空气调节系统, 或设计新风量大于或

等于 4000m3/h的空气调节系统, 以及设有独立新风和排风

的系统,宜设置排风热回收装置。根据热交换器类型,排风热

回收装置可分为以下几种:转轮式、液体循环式、板式、板翅

式、溶液吸收式、热管式，各种排风热回收装置的换热效率

约为 45%~85%。目前实际工程中应用较多的是转轮式、板

式、板翅式这几种排风热回收装置。下面介绍两种实用的

新、排风交换器:

2.1窗式热交换型通风器

以台山港益电器有限公司的绿岛风为例, 该通风器从

热交换器类型上来说是属于板式, 安装方式和部位雷同于

窗式自然通风器、窗式动力通风器。其原理是一个箱体内一

送一排两部风机,新、排风经过内置瓦楞波结构热交换器进

行显热交换。因为系统简单、安装方便,对于标准较低又不

便于安装新排风系统的场所,如设置分体空调、多联空调的

住宅、办公楼,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能节约一部分空调能耗。

2.2板管蒸发式冷凝全热回收新风空调热泵机组

该产品为广州市华德工业有限公司生产 (风量范围

2500~40000m3/h), 该机组分蒸发送风及压缩冷凝排风两部

分,可一体化或分体式结构设计。由于采用了板管蒸发冷凝

技术,系统制冷能力较高,标准公况下(室内排风干 /湿球温

度:27/19℃,室外新风干 /湿球温度:34/28℃,补水温度 30℃)

整机能效比高达 5.2,且新风与排风之间无交叉,避免了新风

被排风污染,甚至能回收利用空调冷凝水。与普通排风热交

换器相比,该机组送风温度较低,可完全负担新风热湿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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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空调系统的各种新风供给方式及特点进行简要阐述,指出各种新风方式所适应的空调系统形式,并讲解了

新风系统的一些节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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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季节可利用全新风承担室内负荷,仅运行送、排风实

现自动换气,而无需启动压缩机,适用于制冷主机容量无法

负担新风负荷(如一些空调系统改造的场所)以及卫生要求

较高的场所(如医院),设置多联空调系统的场所也可考虑采

用该机组。

3.中央空调安装新风系统节能措施

3.1新风、排风全热交换实施。热回收方式分为全热回

收和显热回收装置两种。其中全热回收装置的工作原理是

空气与空气的能量回收通风装置，并且通过对室内外空气

焙差的利用，运用全热回收机芯的导热透湿功能，双向置换

通风产生能量的交换，从而让新风最大程度的获取排风焙

值，节约新风在预处理过程中的能量消耗，最终实现既节能

又换气的目的。

3.2新风、排风全热交换设计。（1）科学合理的设置空调

机房。在进行中央空调设计时，为保证各方利益，空调机房

的面积往往较小。所以，其空间的利用率自然较低。室外进

风口与排风口在设计时要求间隔越远越好，从而可以更好

的避免气流的短路。空调中全热转换器的接管较多导致其

系统管路较为复杂。此外，由于我们周围空气质量的原因，

积灰现象时常发生，这种现象的产生导致过滤器的堵塞，所

以在使用过程中应注重过滤器的清洗工作。中央空调的全

热回收必须保证新风与排风系统在相同处布置，所以在进

行设计时应将系统的划分及风道的设置，热回收装置及送

排风机的设置进行全面统筹，使整个系统划分合理。（2）排

风热回收装置的合理设置。空调供冷与供暖的最小风量对

全热交换器的大小具有直接影响。所以，在使用新风进行空

调供冷时不能开启全热交换器。全热交换器一旦开启，新风

就会被排风加湿，在换热过后新风供冷的效果就会降低。若

一定要使用新风供冷，则必须要在新风与排风道上设置旁

通风道，这样空气就不会经过交换器。

3.3充分考虑过渡季节。在过渡季节空调的使用时间

也是排风热回收装置设置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我国气候

的特点，炎热时间较长，虽然热回收装置的投入较大，但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运行的费用，所以应显现出显著的节能

效果。但实际的运行情况却存在明显的不同，在使用热回收

系统前，设计师会向业主讲述相关数据的利弊分析。但有些

人往往较为注重经济利益，所以热回收装置的投资回收期

便会增加。此外，在进行全热回收系统的设计时应全面考虑

所要安装的大小及其运行期间的可靠能力和设置的配置问

题。

3.4新风补给的合理性。新风的合理补给应考虑补偿排

风、有害气体的稀释及正压和卫生等问题。不能盲目的增加

新风量，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器是减少新风冷却负荷的有效

方法。此外，可以通过新风、排风全热交换器的安装，将新风

与排风在换热器的辅助作用下进行显热或全热交换，从而

降低新风负荷量。在常规的空调中，可以采用间接蒸发的冷

却系统进行新风预冷，减少新风负荷，降低机械制冷容量的

同时达到节能效果。对新风阀门的焙差进行自动控制，最终

通过室内外空气的被差值自动对新风阀门进行调节。

3.5节能空调的选择。近年来，由于空调等高消耗电器

的广泛使用，造成了用电量与电网间的矛盾，所以高效且节

能的电器使用迫在眉睫。针对空调产业，设计人员应积极与

制造商进行沟通，在空调的系统设计中要敢于创新，探索节

约能源的系统设置。此外，在空调的绿色材料选择方面也应

采取回收再利用的方式，禁止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材料。在进

行材料的选择方面，应积极主动探索当地资源，这样可以减

少运输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危害。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降低

产品的生产成本，该可以促进当地地区的经济发展。

3.6重视空调设备和管线的防冻。管线试压冲洗时要注

意室外气温，冲洗后必须保证系统彻底放空不留安全隐患。

用新风机组的临时供暖也要按正常程序施工验收，如果没

有自控措施和专人管理，建议不用新风空调设备进行临时

供暖。风机运转时必须首先保证换热盘管的额定水流量，当

水温过低或水流量过小时应有报警功能并及时关闭送风机

及新风入口保温风阀，即使检修时，也应先关风机后关水

泵，最后关闭水阀。没有配备安全保护措施的新风机组在严

寒地区冬季不能随意投入运行。

3.7建立和完善运行管理制度。夜间停用的新风机组也

要采用定水流量或温控器，自动控制水阀开启或设电加热

装置，保证新风机组换热盘管的温度。新风机组冬季运行时

要定时巡查，跟踪天气变化情况，在寒冷天气不宜安排空调

系统的调试和检修，以保证空调水系统运行的安全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

要求越来越高，但同时人们对于节约能源及环保意识也增

强了很多。空调是人们生活和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设备，在给

人们带来舒适环境的同时，人们可开始关注到空调系统的

节能优化研究。在进行空调系统节能优化研究中，不仅需要

对各个设备装置进行优化，还要对整个空调系统进行优化，

并且采取合理的空调控制技术，从而达到整体节能优化的

目的。空调的新风供给方式有很多种,设计师应根据实际工

程,设计合理的新风方式,在满足新风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

用经济、实用、节能的产品,为空调系统的节能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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