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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满足生活和生产对室内空气环境的需求，通风与空调技术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业、公用及民用建筑工程之中。

在民用建筑工程中，通风与空调系统安装工程是一个分部工程，组合式空调机组安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项工程，认真做好

组合式空调机组安装工程只有遵循相关规范标准，抓好工序质量，维护好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才能有效地保证通风空调系

统使用功能，增加经济效益。

［关键词］ 组合式空调机组；安装

1 工程概况及特点

该工程为某图书馆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地

上七层（含夹层），首层层高含夹层部位 4 米，无夹层部位高

达 6 米;剩余层高 4 米。组合式空调机组 51 台，全部为素混

凝土基础上分段安装。本工程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工程量大、配合面广。由于本工程的安装工程量大、

工程比较紧凑，所以常常发生机电各专业同期施工的现象，

比如消防、给排水、电气桥架及通风空调系统同时进行施工

的场面。

(2)技术要求高、交叉作业多。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多次

出现大面积、多人工同时赶工、交叉施工现象。因此搞好与

业主、土建、各机电专业之间的配合工作，创立良好的施工

氛围，是做好项目施工管理的必要条件。

(3)本工程层高较高，设备层层高较低。做好通风设备及

材料的吊装运输是机电施工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在组织

好物资供应的同时，精心编制本工程的设备及材料的吊装

方案非常重要。

(4)“三边”工程、反复修改本工程是一个典型的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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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为此，我们积极与甲方负责

装修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交流、沟通，在收到甲方装修

设计修改图的第一时间内进行通风设备安装工程的设计调

整，同时抓紧配合装修的工作，充分协调好工序的协调过

程。

2 通风空调设备安装施工准备及管理

由于通风空调设备安装，是在土建结构主体完工之后

进行，所以安装工程开始前，我公司已经组建了项目经理

部，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熟悉了图纸，做好了施工技术准

备，同时项目经理部随同业主、监理一起，对施工场地接收

工作和主体结构验收工作也已完成，临设、临电也已布置完

毕，分配到各楼层的三级配电箱也布置完毕，并按安全、实

用的原则搞好施工平面布置，以便施工生产工人一进场就

能展开施工。

2.1 成立设备运输小组，由项目经理（组长）负责，组员

由项目总工程师、暖通专业工程师、工长、技术员、安全员及

工人组成。暖通专业工程师根据设计图纸、设备型号、机房

位置，确定运输路线，选择合适的运输工具;负责设备运输

方案的编制及方案交底，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负责方案

的审核及批准。安全员负责安全技术的审核及各类工、机具

安全性能的复合。组长负责设备运输安全技术交底、方案的

实施及组织人力、物力完成整个设备运输吊装过程。按照有

关规定，非常规起重吊装方法，起重量满 10t 的;以及常规起

重吊装方法，起重量满 30t 的，施工单位应该编制吊装方案

并组织专家论证。

2.2 运输线路及工具准备：组长负责带领参加运输工作

人员熟悉运输路线，组织人员加工运输工具，清除运输通道

上的所有障碍并对通道上的孔洞进行围护、覆盖;吊装作业

场地需要处理的应该在施工方案中说明。要对各机房及通

道的门、洞根据设备的长、宽、高尺寸进行核对、测量，凡影

响设备的门、洞要处理，需借助土建结构进行吊装运输时，

应由原设计人员复核确认，不可随意拆改结构的门、洞。

3 组合式空调机组安装的施工技术的应用

3.1 组合式空调机组的安置及运输。

3.1.1 为防止设备雨淋，设备入场后放置在一层区域

内，卸货工具为合力叉车，根据分批次进场设备重量及设备

尺寸等选择合力叉车。

第一批设备为夹层及一层设备，设备最大重量为

1435KG，分段最重小于 1435KG。

第二批设备为三、四、五层设备，设备最大重量为

4408KG，分段最重为 1671KG。

第三批设备为二层设备，设备最大重量为 1395KG，分

段最重小于 1435KG。

3.1.2 空调机组的运输。

3.1.3 选用额定吊重应在 3 吨以上，垂直高度 30 米以

上的吊车。

3.1.4 确定机组运输路线

例如：AHU1-2 由 B-7/B-8～B-9 处室外运至夹层;

AHUB-1，AHUB-2，AHU1-1 由 B-9～B-A/0 处室外运至夹

层，运输机具为手拉葫芦。设备进入楼层后，再用搬运坦克

车将货物运输至机房。

3.2 组合式空调机组的安装。

3.2.1 安装工艺流程。

开箱检查→基础验收→底座安装→分段组装→找平找正→

质量检测控制点→附件安装。

机组的型号、规格及附件数量与装箱单相符。机组的外

形应平整，圆弧均匀，漆膜完好

无锈蚀，焊挂饱满，无孔洞，无明显伤痕。非金属设备构

件材质应符合使用场所的特殊要求，表面保护涂层应完整。

空调机组水、风进出口尺寸、方位应符合设计要求。组合式

空调机组硅基础的位置、尺寸、标高、预留孔洞、预埋件等均

应符合设计要求。合式空调机组底座与基础连接可采用地

脚螺栓或与基础预埋钢板直接焊接。安装后应用平仪找平

底座。组合式空调机组各功能段的组装应符合设计规定的

顺序，并按生产厂家的说明书进行组装。

3.3 质量标准

3.3.1 主控项目：

型号、规格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1）漏风量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4294-2008（组合式空调机）》的规定。现场组装的组

合式空调机组应做漏风量检测。（2）一般项目：组合式空调

机组各功能段的组装应符合设计和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机组与供回水管的连接应正确、严密，冷凝水排放管的水封

高度符合设计和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现场组装的空气处

理室应符合下列规定：空气处理室的壁板、段与段的连接，

检查门等连接部位应严密不漏。各种管系应畅通，设备表面

清洁、完好。

3.3.2 注意事项

（1）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空调机组冷凝水排出管不畅通，坡度不合适。空调机组基础

高度应满足管道敷设坡度要求，管道安装时应注意找坡。

（2）应注意的安全问题

拆箱时，箱板应及时清理，防止钉子伤人。搬运和吊装

大型空调机组应编制方案，并认真执行;所用工具、绳索必

须符合安全要求。

安装过程中应遵守安全施工的有关规定。

吊装之前，对参加作业的人员进行详细的交底，统一指

挥信号，分工细致，责任明确。塔吊在吊装设备之前，必须进

行全面检查，不得带问题作业。

空调机组为贵重设备，起吊和拖运的受力点应符合厂

家图纸要求，无要求时，以不损坏设备为前提，选择正确的

悬挂点。吊装空调机组时，为了防止空调机组翻转，吊装用

的钢丝绳必须绑扎牢固并可靠锁紧。

空调机组尖锐边角与捆绑钢丝绳接触处应用软木或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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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隔离。

起升设备高度 >100mm时，要做一次吊机的刹车试验。

起吊空调设备应缓慢、平稳的进行，防止吊装过程中与周围

设施相碰。吊装区域内，无关人员不得靠近;吊装过程中，严

禁从塔机吊臂下方通过。

3.4 质量记录。

设备开箱检查记录表、空调机组安装分项工程质量检

验记录表、设备安装记录。

组合式空调机组作为中央空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空

调的制冷或者制热效果有着较大的影响，通过考察组合式

空调机组在实际中的运行情况，我们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

题，如风量与制冷量不匹配、机组的体积过大、风机质量不

达标、表冷器后带水等，其设计和质量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

余地，需要厂家认真研究重视，并加以改进。本工程在工程

竣工后对甲方提出的质量缺陷，进行检查，制定了修改方案

和技术措施，并经甲方同意后，在不影响甲方施工生产的情

况下及时、有效、无偿地提供服务，保证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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