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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的加剧和人们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建筑节能成为建筑行业发展
的关键方向。暖通空调系统作为建筑能耗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节能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研究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在现代建筑中，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能耗占比相当可观，如何在保障室内舒适度的同时降
低能耗，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以下对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进行了探讨，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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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crisis and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people to 
environmental issues，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has become a key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of HVAC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In modern buildings，the oper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of HVAC systems accounts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and how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while ensuring indoor comfor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Based on this，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on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n building HVAC engineering is discusse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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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给能源供应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也

对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暖通空调工程在建筑中扮演着调节室

内环境的重要角色，但传统暖通空调技术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能

源消耗。因此，开展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研究，是满足建筑可持续发展需求、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必然

要求。 

1 暖通空调工程在建筑中的重要性 
暖通空调工程在建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对室内

热舒适度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无论是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

夏季，暖通空调系统能够有效地调节室内温度，使人们处于适

宜的热环境中。在冬季，它可以为室内提供温暖的空气，让人

们免受严寒的侵袭；在夏季，则能制冷降温，避免高温带来的

不适，从而提高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暖通

空调工程有助于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它可以对引入室内的空气

进行过滤、净化处理，去除灰尘、花粉、有害气体等污染物，

同时还能调节室内空气的湿度，防止空气过于干燥或潮湿，这

对于保障人们的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是对老人、儿童和易过敏

人群。在一些特殊建筑中，如医院手术室、实验室、电子芯片

生产车间等，暖通空调工程能够满足特定的环境要求。例如，

医院手术室需要严格的温度、湿度和空气洁净度控制，以确保

手术的安全和成功；实验室需要稳定的温湿度环境来保证实验

结果的准确性；电子芯片生产车间对空气的洁净度和温湿度有

着极高的要求，暖通空调工程能够为这些特殊需求提供保障。 

2 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2.1 有效降低能源消耗 

暖通空调工程项目设计过程中，注重节能的同时，应引进

先进的技术。由于暖通空调涵盖的技术内容多，尤其在隐蔽部

位的设计中，若未将节能技术应用到位，无法充分发挥节能技

术的作用。做好节能设计工作，可降低能源消耗。暖通空调工

程系统的规模较大、结构复杂，暖通空调工程项目的服务对象

规模较大，节能设计难度系数较高，各施工环节存在问题均造

成较大的危害。暖通空调工程项目在节能设计复杂，应从多方

面解决能源消耗问题，合理应用节能技术，使暖通空调工程项

目的节能设计更合理，保证施工顺利展开，降低能源消耗量叫。 

2.2 满足环保要求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建筑暖通空调

工程的运行对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暖通空调系统在

运行过程中，由于大量能源的消耗，往往伴随着温室气体的排

放，这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一些制冷设备使

用的制冷剂如果泄漏，还会破坏臭氧层。从环保的角度出发，

创新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技术是必然选择。节能技术的创新

能够减少能源消耗，进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采用自

然冷源的节能技术，利用夜间的冷空气进行预冷，减少空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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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白天的运行时间，这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保护大气环境，实

现建筑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3 降低建筑运营成本 

对于建筑所有者和使用者来说，降低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

的考量因素。暖通空调系统在建筑的运营成本中占据较大份

额。传统的暖通空调系统由于能耗高，导致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在长期的建筑使用过程中，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通过创

新节能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暖通空调系统的能耗，从而削减运

营成本。例如，采用智能控制系统，根据室内外环境温度、人

员密度等因素自动调节空调的运行状态，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

费。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能源费用的支出，还能降低设备的维护

成本，因为节能技术的应用往往伴随着设备使用寿命的延长，

从而提高建筑的经济效益。 

3 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技术的创新 
3.1 新型制冷技术 

新型制冷技术为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带来了新的机遇。

传统的制冷技术如压缩式制冷存在一定的能量损失和效率

低下的问题。而新型的吸收式制冷技术则展现出了良好的节

能潜力。吸收式制冷利用热能驱动，可利用太阳能、工业废

热等低品位热源，减少了对电能等高品质能源的依赖。例如，

在一些有工业余热的区域，利用吸收式制冷机将工业余热转

化为制冷动力，既解决了余热排放的环境问题，又实现了制

冷的节能目的。磁制冷技术也是一种创新的制冷技术。它基

于磁热效应，通过磁场的变化来实现制冷。这种技术没有传

统制冷技术中的制冷剂泄漏风险，并且具有高效、环保的特

点。在建筑暖通空调工程中，磁制冷设备一旦成熟应用，将

极大地降低制冷环节的能耗，提高整个系统的能源利用效

率，同时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种极

具发展前景的新型制冷技术。 

3.2 智能控制系统的创新 

智能控制系统的创新在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方面具有

关键意义。传统的暖通空调控制系统往往是手动或者简单的定

时控制，难以根据实际需求精确调节。新型的智能控制系统则

能够实现多种参数的实时监测和动态调控。智能控制系统可以

通过传感器网络对室内外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以及人员活

动情况等进行精准监测。例如，在一个办公建筑中，当监测到

某个区域人员较少时，系统可以自动降低该区域空调的制冷或

制热强度，避免能源的浪费。智能控制系统能够进行预测性控

制。它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天气预报等信息，提前对暖通空调

系统进行调整。比如，在预知即将降温的情况下，提前减少制

热设备的运行功率，利用建筑自身的蓄热能力维持室内温度。

这种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智能控制系统，不仅提高了

室内舒适度，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了暖通空调工程的能耗，实

现了节能目标。 

3.3 新型保温材料的应用 

新型保温材料的应用是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的重要举

措。传统的保温材料在保温性能、耐久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新型保温材料如气凝胶保温材料具有极低的导热系数，

其保温性能远超传统材料。气凝胶保温材料是一种纳米级的多

孔固态材料，其独特的结构使得热量难以传导。在建筑暖通空

调工程中，将气凝胶保温材料应用于建筑物的外墙、屋顶和管

道等部位，可以有效地减少热量的传递。例如，在寒冷地区的

建筑外墙使用气凝胶保温材料后，室内热量散失到室外的速度

大大减缓，这样暖通空调系统在冬季维持室内温度所需的能耗

就会显著降低。真空绝热板也是一种新型保温材料，它是由填

充芯材与真空保护表层复合而成。这种材料具有高效的保温性

能，能够在较小的厚度下实现优异的绝热效果。在空调管道的

保温方面，使用真空绝热板包裹管道，可以减少冷量或热量在

管道传输过程中的损失，提高暖通空调系统的整体效率，从而

达到节能的目的。 

4 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技术的应用研究 
4.1 优化系统设计 

优化暖通空调系统设计是节能技术应用的关键环节。在建

筑的初步规划阶段，就应考虑建筑的朝向、布局与当地气候条

件的适应性。例如，在我国北方地区，建筑物朝向为坐北朝南

时，冬季能更多地接收阳光照射，减少室内取暖需求。合理的

建筑布局可以形成自然通风通道，在过渡季节利用自然风来调

节室内环境，降低对暖通空调系统的依赖。系统的选型也至关

重要。应根据建筑的功能、规模和使用特点选择合适的暖通空

调系统。比如，对于小型商业建筑，采用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式

空调系统（VRF）可能更为节能。这种系统可以根据室内负荷

的变化，精确控制制冷剂流量，实现高效运行。管道系统的设

计优化不可忽视。优化管道的走向、管径和保温措施，可以减

少能量在传输过程中的损失。 

4.2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可再生能源在建筑暖通空调工程中的利用是实现节能的

重要途径。太阳能是最常见且易于获取的可再生能源。在暖通

空调工程中，太阳能集热器可用于收集太阳能并将其转化为热

能。例如，太阳能热水系统可以为建筑物提供生活热水，同时

也可作为空调系统的预热或预冷源。在夏季，利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产生的热水驱动吸收式制冷机进行制冷；在冬季，则可直

接利用太阳能热水为室内供暖。地热能也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可

再生能源。地源热泵系统通过地下埋管换热器与土壤进行热量

交换。在冬季，从土壤中提取热量，提高室内温度；在夏季，

将室内热量释放到土壤中，实现制冷。地源热泵系统的运行效

率较高，因为地下土壤温度相对稳定，受外界气候影响较小。

而且，地源热泵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消耗的电能主要用于驱动压

缩机和循环水泵，相比传统的暖通空调系统，可大大节约能源。

生物质能也可应用于暖通空调工程。 

4.3 运行管理策略的改进 

改进暖通空调工程的运行管理策略对于节能有着显著的

效果。建立完善的设备运行时间表。根据建筑的使用规律，如

办公建筑在工作日的白天使用人员较多，而夜晚和周末使用人

员较少，据此制定不同的设备运行模式。例如，在非工作时间

将空调系统设置为节能模式，降低设备的运行频率或关闭部分

设备，避免能源的浪费。加强对设备的实时监控与维护。通过

安装传感器和监控系统，对暖通空调设备的运行参数如温度、

压力、流量等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设备运行异常，及时进

行维护和调整。通过及时清理或更换过滤器，可以恢复设备的

正常运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也是

重要的运行管理策略。操作人员应熟悉暖通空调系统的工作原

理、操作流程和节能要点。例如，他们应掌握如何根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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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和室内外环境条件，合理调整空调系统的运行参数。经过

培训的操作人员能够更好地运用节能技术，避免因操作不当而

导致的能源浪费，从而实现建筑暖通空调工程的节能目标。 

4.4 水循环和冷却水的问题处理 

水循环和冷却水的问题处理主要要从管道入手。对于管道

的选材是首要手段，选用高质量的管材可以有效减少水循环系

统出现的故障，减低故障风险，并且要对其进行实践的测试，

测试其抗压性能、抗腐蚀性、老化情况以及温度。选择高质量

的材料后的下一步是进行合理精确的安装，对于管道布置需要

进行一个事先的设计，管道的坡度和长度都会影响到水循环的

工作，同时还要加装排气阀。在设计管道布局时，要充分考虑

建筑物的结构特点以及整个水循环系统的运行需求。坡度的设

置应遵循流体力学原理，以确保水能够顺利流动而不产生积水

现象。管道长度的规划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弯头和延长段，降

低水流阻力。加装排气阀时，要根据管道的长度和走向确定合

理的安装位置，确保能够及时排出管道内的空气，避免气塞对

水循环的影响。 

4.5 能量回收技术的应用 

能量回收技术在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在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能量可以

被回收再利用。例如，在空调的排风系统中，排出的空气携带

着一定的能量（冷量或热量）。如果直接将这些空气排到室外，

就造成了能量的浪费。热回收转轮是一种常见的能量回收设

备。它由特殊的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制成，具有很大的表面积。

当排风与新风分别通过转轮的不同部分时，转轮会在排风与新

风之间传递热量。在夏季，排风中的冷量可以被回收并传递给

新风，降低新风的温度，从而减少空调系统对新风进行冷却的

负荷；在冬季，排风中的热量则被传递给新风，提高新风的温

度，降低供暖系统对新风加热的负荷。这种能量回收方式能够

显著提高暖通空调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板式热交换器也被广

泛应用于能量回收。它通过分隔板将排风与新风隔开，热量通

过分隔板从排风传递到新风或者相反。 

结束语 
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是建筑领域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不断探索和应用新的节能技术，不

仅能有效降低建筑能耗，还能提升室内环境质量，为构建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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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不仅会延误施工进度，还可能导致施工质量问题，甚至增加

施工风险。 

为应对这一挑战，施工单位需要定期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和维护，确保设备在施工期间能够处于最佳工作状态。维护工

作不仅包括日常的清洁、润滑、紧固等，还应包括对关键部件

如液压系统、电控系统、驱动装置等的全面检查，及时更换老

化或损坏的零部件。同时，施工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设备管理制

度，明确设备的使用、保养、维修和检查流程，确保设备能够

得到科学合理的管理。 

此外，技术人员的操作水平和设备维护能力对施工质量和

设备的长效运行至关重要。施工单位应加强对操作人员和技术

人员的培训，提升其设备操作和故障排除的技能，确保施工过

程中能够快速响应突发情况，最大限度减少设备故障对施工进

度的影响。 

四、结语 

非开挖顶管施工技术作为市政给排水工程中的一种创新

技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城市

地下管网的日益复杂，非开挖顶管技术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尽管这一技术在施工过程中面临精度控制、地下管线协

调、设备维护等诸多挑战，但通过加强技术研究、优化施工管

理和提高设备维护水平，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确保施工的

顺利进行。 

未来，随着非开挖顶管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新型设

备、智能化技术和施工方法上的不断创新，非开挖顶管施工将

在市政给排水等领域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通过不断加强施

工管理和技术创新，市政给排水工程的施工效率和质量将得到

进一步提升，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科学、环保和高效

的解决方案。同时，随着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非开挖顶管

技术将在更多的工程项目中得到推广和应用，从而为城市可持

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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