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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暖通空调系统在建筑中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然而，暖通空调系统的高能耗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建筑节能的重要研究方向。本文旨在分析
暖通空调工程管理与暖通节能技术，探讨其在降低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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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HVAC systems are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buildings.However，th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of HVAC system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for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HVA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HVAC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and discuss its application in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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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暖通空调系统是现代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人们提供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然而，暖通空调系统也是建

筑能耗的主要来源之一，其能耗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高达

30%-60%。因此，加强暖通空调工程管理，推广应用暖通节能

技术，对于降低建筑能耗、实现建筑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1.暖通空调工程管理定义和范围 
暖通空调工程管理是指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对暖通空

调工程进行全面、系统的组织、计划、控制和协调的过程。其

范围包括建筑物内部的暖通空调系统设计、施工、运行和维护

等方面。在建筑物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暖通空调工程管理起

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合理规划和高效管理，可以提高建筑物的

舒适性和安全性，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维护成本，并且有助于

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2.暖通空调工程在设计与施工中常出现的问题 
2.1 设计阶段问题 

在暖通空调系统的设计阶段，常见的问题主要包括设计方

案不合理、设计参数不准确和设计内容不完善等。设计方案的

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系统形式的选择上，例如未根据建筑物的实

际使用需求和环境特点选择合适的暖通空调系统形式，导致系

统能耗高、效果不佳。设计参数的不准确主要包括系统设计负

荷、设备选型和管路布置等方面的参数，如果参数设置不准确，

可能会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甚至引发安全事故，设计内容的

完善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例如未充分考虑建筑物的围护结构

特性、环境因素、舒适度要求等因素，导致系统无法满足实际

使用需求。 

2.2 施工阶段问题 

在暖通空调系统的施工阶段，常见的问题主要包括施工方

案不合理、施工质量不达标和施工管理不到位等。施工方案的

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施工顺序、施工方法和施工工艺的选择上，

例如未能按照正确的施工顺序进行施工，导致施工效果不佳。

施工质量的不达标主要包括设备安装不规范、管路布置不合

理、焊接质量不满足要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系统运

行不稳定，甚至引发安全事故，施工管理的不到位主要表现在

施工现场的协调管理、施工进度的控制和施工质量的监督等方

面，如果管理不到位，可能导致施工进度延误、质量问题频发。 

2.3 运行维护问题 

在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维护阶段，常见的问题主要包括运

行管理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和能耗监测控制不力等。运行

管理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未制定科学的运行管理制度、运行管

理人员操作不规范等方面，可能导致系统运行效率低下、能耗

增加，维护保养的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未能定期进行系统维护保

养、及时发现和处理系统故障等方面，可能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使用寿命缩短。能耗监测控制的不力主要表现在未能实时监测

系统运行参数、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节等方面，可能导致系统

能耗过高、能源浪费严重。 

2.4 节能改造问题 

在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阶段，常见的问题主要包括节

能改造方案不合理、节能技术应用不恰当和节能效果评估不准

确等。节能改造方案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未充分考虑原有系统

的特点和节能改造的目标，导致改造效果不佳，节能技术应用

的不恰当主要表现在未选择适合的节能技术、节能技术应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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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等方面，可能导致节能效果不明显，节能效果评估的不准确

主要表现在未进行全面的节能效果评估、评估方法不科学等方

面，可能导致对节能效果的判断出现偏差。 

3.暖通空调工程管理 
3.1 设计管理 

设计管理是暖通空调工程管理的基础，直接影响到系统的

性能和能耗。首先，设计团队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能够根据建筑物的功能、规模、地理位置等因素，制定科学合

理的设计方案。其次，设计过程中需要进行多方案比选，综合

考虑初投资、运行费用、维护成本等因素，选择最优方案。此

外，设计文件应详细、准确，包括系统图纸、设备清单、材料

规格等，以便于后续施工和验收。最后，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

节能措施，如采用高效设备、优化系统配置、利用可再生能源

等，从源头上降低系统能耗。 

3.2 施工管理 

施工管理是确保暖通空调系统按设计要求高质量建成的

关键环节。首先，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和经验，严格按

照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进行施工。其次，施工过程中应加强质

量控制，对关键工序进行旁站监督，确保设备安装、管路连接、

系统调试等环节的质量。此外，施工现场应做好安全管理，制

定安全操作规程，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防止安全事故的

发生。最后，施工进度应合理安排，避免因赶工期而影响施工

质量，同时应做好与土建、装修等其他专业的协调配合，确保

工程顺利进行。 

3.3 运行管理 

运行管理是确保暖通空调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环节。

首先，应制定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明确运行管理人员的职责

和操作规程，确保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其次，应加强

运行参数的监测与控制，利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时监测系统运

行参数，并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节，避免系统运行能耗过高。

此外，应定期进行系统维护保养，及时发现和处理系统故障，

确保系统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最后，应建立运行记录和故障档

案，为系统维护和故障诊断提供依据。 

3.4 维护管理 

维护管理是延长暖通空调系统使用寿命、降低运行成本的

关键环节。首先，应制定详细的维护保养计划，明确维护保养

的内容、周期和责任人，确保系统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其

次，应加强设备的日常巡检，及时发现和处理设备异常，防止

小问题演变成大故障。此外，应定期进行设备性能检测，评估

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进行必要的维修或更换。最后，应建立

设备档案，记录设备的安装时间、运行参数、维护保养情况等

信息，为设备管理提供依据。 

4.暖通空调工程的节能措施 
4.1 优化系统设计 

优化系统设计是暖通空调工程节能的重要环节，通过科学

合理的设计，可以从源头上降低系统能耗，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根据建筑功能、使用要求、气候条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暖通

空调系统形式。例如，对于大型公共建筑，集中式空调系统可

以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和统一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于

小型建筑或局部区域，分散式空调系统可以灵活调节，减少能

源浪费。此外，混合式系统结合了集中式和分散式的优点，适

用于复杂多变的建筑环境。合理确定系统设计负荷、设备选型、

管路布置等参数。设计负荷应根据建筑物的实际使用情况和气

候条件进行精确计算，避免设计过大或过小。设备选型应优先

选择能效比高的设备，并考虑设备的运行效率和维护成本。管

路布置应尽量缩短管路长度，减少管道阻力，降低水泵能耗。

采用变频技术、热回收技术、新风预处理技术等节能设计方案。

变频技术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节设备运行频率，避免设备长时

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降低系统运行能耗。 

4.2 选用高效设备 

选用高效设备是暖通空调工程节能的关键措施，通过选择

能效比高的设备，可以显著降低系统运行能耗，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采用高效压缩机，提高制冷/制热效率，降低系统运行

能耗。高效压缩机具有更高的能效比和更低的运行噪音，可以

显著降低系统运行成本。采用高效换热器，提高换热效率，降

低系统运行能耗。高效换热器具有更大的换热面积和更优的换

热性能，可以提高系统的热交换效率，减少能源浪费。采用高

效水泵，降低水泵运行能耗。高效水泵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

的能耗，可以减少水泵运行过程中的能量损失，降低系统运行

成本。 

4.3 利用可再生能源 

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暖通空调工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通过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对传

统能源的依赖，降低系统运行能耗。地源热泵利用地下土壤、

地下水等低温热源，为建筑提供冷热源。地源热泵系统通过地

下埋管与地下土壤进行热交换，冬季从地下土壤中提取热量，

夏季将热量排放到地下土壤中，实现建筑的供暖和制冷。地源

热泵系统具有高效、节能、环保等优点，适用于各种气候条件

下的建筑。太阳能利用主要包括太阳能集热器和太阳能光伏发

电。太阳能集热器可以利用太阳能加热水，为建筑提供生活热

水或辅助加热。太阳能光伏发电可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为

暖通空调系统提供电力。太阳能利用系统具有清洁、可再生、

无污染等优点，适用于日照充足的地区。 

4.4 加强运行管理 

加强运行管理是确保暖通空调系统高效、稳定、安全运行

的关键环节，通过科学的运行管理，可以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降低系统运行能耗。制定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明确运行管理

人员的职责和操作规程，确保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运

行管理制度应包括系统运行操作规程、设备维护保养规程、安

全操作规程等内容。利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时监测系统运行

参数，如温度、湿度、压力、流量等，并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

节，避免系统运行能耗过高。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根据预设的

控制策略，自动调节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系统的优化运行。定

期对系统进行维护保养，及时发现和处理系统故障，确保系统

处于最佳运行状态。系统维护保养应包括设备清洁、润滑、紧

固、调试等内容。定期维护保养可以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

系统运行成本。 

4.5 采用智能控制技术 

采用智能控制技术是实现暖通空调系统高效、节能、舒适

运行的重要手段，通过智能化的控制策略，可以优化系统运行

状态，降低系统运行能耗。采用变频控制技术，根据实际需求

调节设备运行频率，避免设备长时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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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系统运行能耗。变频控制技术可以根据室内外温度、负荷变

化等因素，自动调节设备运行频率，实现系统的动态调节。采

用群控技术，对多个空调设备进行集中控制，优化设备运行组

合，降低系统运行能耗。群控技术可以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情况

和负荷变化，自动调节各个空调设备的运行状态，实现系统的

优化运行。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暖通空调系统的远程监控

和管理，提高系统运行效率，降低系统运行能耗。物联网技术

可以将各个空调设备、传感器、控制器等连接起来，实现数据

的实时采集、传输和分析，为系统运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4.6 加强建筑围护结构节能 

加强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是降低暖通空调系统能耗的重要

措施，通过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可以减少室内

外热量的传递，降低系统运行负荷。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如岩

棉、玻璃棉、聚氨酯等，提高建筑外墙的保温隔热性能。外墙

保温可以有效减少室内外热量的传递，降低空调系统的负荷，

提高建筑的节能效果。采用中空玻璃、Low-E 玻璃等高效节能

玻璃，提高建筑门窗的保温隔热性能。门窗是建筑围护结构中

热损失最大的部位，提高门窗的保温隔热性能可以有效降低空

调系统的负荷，提高建筑的节能效果。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如

挤塑聚苯板、膨胀珍珠岩等，提高建筑屋顶的保温隔热性能。

屋顶是建筑围护结构中受太阳辐射影响最大的部位，提高屋顶

的保温隔热性能可以有效降低空调系统的负荷，提高建筑的节

能效果。采用外遮阳、内遮阳等遮阳措施，减少太阳辐射对建

筑的影响，降低空调系统的负荷。遮阳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太阳

辐射对建筑的直接照射，降低室内温度，提高建筑的节能效果。

加强建筑门窗、墙体等部位的密封处理，提高建筑的气密性，

减少冷热空气的渗透，降低空调系统的负荷。 

结束语 
当前，暖通空调系统是建筑工程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暖通空调系统并不会只局限于建筑工程当中，在未来会有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对其进行节能技术优化是非常有必要

的。为了保证暖通空调系统的安装质量，我们既要做好管理工

作，还需要充分利用节能技术，通过当前的研究可以发现能够

使用的技术手段有很多，加强重视，加强研究，促进暖通空调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使其能够为我国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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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区的空气质量。针对高硫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污染问

题，燃烧前脱硫与燃烧后脱硫技术的结合使用，更是从源头上

减少了硫氧化物的排放，为大气环境的保护贡献了重要力量。 

（四）做好污染治理 

在煤矿环保工作的实践中，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是并行不悖、

相辅相成的两大核心任务。面对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如石圪台

煤矿塌陷区这一典型案例，煤矿企业需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将

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提升至战略高度。该煤矿通过实施塌陷回填

与植被恢复的综合治理策略，已初见成效，累计修复塌陷土地万

余亩，展现了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坚定承诺与实际行动。然而，

面对绿色矿区建设的新要求，治理工作需进一步深化与创新。煤

矿企业正积极探索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将污染治理与区域经

济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农业与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引入粉煤灰、

煤矸石等工业废弃物进行土壤改良复垦试验，不仅有效利用了废

弃资源，还显著提升了土壤质量，为生态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别是种植沙柳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不仅成活率高，还能有效

固沙防风，为塌陷区的生态恢复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此外，

煤矿企业在治理过程中还注重科学规划与技术创新，通过引入先

进的生态监测与评估技术，对治理效果进行实时跟踪与评估，确

保治理措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时，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等

单位的合作，共同研发更加高效、环保的治理技术与方法，为煤

矿行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7]
。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升级、政策引导等多方面

的共同努力，煤矿行业正逐步摆脱“高污染、高能耗”的旧有

形象，向着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模式转型。展望未来，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和技术手段的持续进

步，煤矿环保管理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为实现经济社会与

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贡献重要力量。同时，这也将为其他资源

型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有益借鉴，共同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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