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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暖通空调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作者：张遵宇   时间：2004-10-13 

 

摘要： 对照有关设计规范、规定、标准，列举了目前暖通空调系统设计、设备选型、管网布置、制图等方面存在的

典型问题，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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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笔者接触到一些设计单位的暖通空调工程设计，对照《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J19-87(以下简称《设计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以下简
称《高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制图标准》GBJ114-88(以下简称《制图标准》)、《建筑工程设
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以下简称《设计深度规定》)等有关规范、规定、标准，发现目前暖通空
调设计人员在贯彻执行现行规范、规定、标准方面，在系统设计、设备选型、管网布置方面都存在

着不少问题。现将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和解决办法综述如下。  

一、贯彻执行暖通设计规范、标准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室内外空气计算参数不符合规范要求 
  《设计规范》规定，冬季室内空气计算参数，盥洗室、厕所不应低于 12℃，浴室不应低于 25℃。
然而，有的公共建筑的厕所、盥洗间(设有外窗、外墙)、住宅建筑的卫生间(冬季有洗澡热水供应，
应视作浴室)未设散热器，很难达到室温不低于 12℃和 25℃的要求。还有的住宅建筑的厨房不设散
热器，笔者以为不妥，住宅厨房室内温度亦应按不低于 12℃的要求设置散热器。 
  《设计规范》规定，一些主要城市的室外气象参数应按该规范附录二采用。按该附录二，北京

地区冬季供暖室外计算温度除延庆、密云外应为-9℃。而有的工程地处北京近郊区，却取用-12℃，
显然是不妥当的。 

 
1.2 供暖热负荷计算有漏项和错项 
  《设计规范》规定，冬季供暖系统的热负荷应包括加热由门窗缝隙渗入室内的冷空气的耗热量。

但有的工程在计算供暖热负荷时却未计算这部分耗热量，致使供暖热负荷出入较大；《设计规范》

对围护结构耗热量计算各朝向修正率做了明确规定，北 0～10%，东、西-5%，南-15%～30%，而有
的工程却将各朝向修正率变为北 20%，东、西 15%，南-5%，有悖于规范要求。 

 
1.3 卫生间散热器型式选择不妥 
  《设计规范》规定，相对湿度较大的房间宜采用铸铁散热器。然而，不少工程的卫生间采用钢

制散热器，亦未加强防腐措施，这是不妥当的。笔者曾看到有些办公楼的厕所采用钢制闭式散热器，

但没使用几年，散热器的串片就被腐蚀了，剩下的两根光管也锈蚀严重。实践证明，此类场所最好

采用铸铁散热器或铝制散热器。 

 
1.4 楼梯间散热器立、支管未单独配置 
  《设计规范》规定，楼梯间或其它有冻结危险的场所，其散热器应由单独的立、支管供热，且

不得装设调节阀。然而，有的工程将楼梯间散热器与邻室供暖房间散热器共用一根立管，采用双侧

连接，一侧连接楼梯间散热器，另一侧连接邻室房间散热器，而且散热器支管上设置了阀门。这样，

由于楼梯间难以保证密闭性，一旦供暖发生故障，可能影响邻室的供暖效果，甚至冻裂散热器。 

 
1.5 供暖管道敷设坡度不符合规范要求 
  《设计规范》规定，供暖管道的敷设应有一定的坡度，对于热水管坡度宜采用 0.003，不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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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002。然而，有的工程供暖供回水管坡度只有 0.001～0.0015。当然，如确因条件限制，热水管
道甚至可无坡度敷设，但此时应保证管中的水流速不得小于 0.25m/s。 

 
1.6 厨房操作间通风存在问题 
  《饮食建筑设计规范》(JGJ64-89)对厨房操作间通风作了明确规定：(1)计算排风量的 65%通过
排气罩排至室外，而由房间的全面换气排出 35%；(2)排气罩口吸气速度一般不应小于 0.5m/s，排风
管内速度不应小于 10m/s；(3)热加工间补风量宜为排风量的 70%左右，房间负压值不应大于 5Pa。
然而，有的工程的厨房未设排气罩，仅在外墙上设几台排气扇；有的虽然设置了排气罩，但罩口吸

气速度远小于 0.5m/s，选配的排风机风量不足。大多工程未设置全面换气装置，亦未考虑补风装置，
难以保证室内卫生环境要求及负压值要求。 
 
1.7 膨胀水箱与热(冷)水系统的连接不符合规范要求 
  《锅炉房设计规范》(GB50041-92)规定，高位膨胀水箱与热水系统的连接管上不应装设阀门。
这里所说的连接管是指膨胀管和循环管。此条对空调冷冻水系统也是适用的。但有的空调冷冻水系

统高位膨胀水箱的膨胀管接至冷冻机房集水器上且安装了阀门，这是不允许的。一旦操作失误，将

危及系统安全。 

 
1.8 通风空调系统防火阀的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高规》中规定，风管不宜穿过防火墙或变形缝，如必须穿过时，应在穿过防火墙处设防火阀；

穿过变形缝时，应在两侧设防火阀。然而，有的高层建筑，风管穿防火墙处未设防火阀，有的风管

穿过变形缝时仅在一侧设有防火阀，而另一侧则未设。另外，有些工程防火阀的位置设置不当。按

要求防火阀应紧靠防火墙设置，且连接防火阀的穿墙风管厚度δ≥1.6mm，防火墙两侧各 2m范围内的
风管应采用不燃材料保温。但有些工程通风空调风管上的防火阀随意设置，远离防火墙，其间的风

管既未注明加厚，亦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存在着隐患。 
 
1.9 防烟楼梯间前室送风口风量的确定有问题 
  《高规》对高层建筑防烟楼梯间前室加压送风量作出了规定，并分情况给出了具体风量值。该

条附注中说明开启门时通过门的风速不宜小于 0.7m/s；条文说明中规定了门的开启数量，20层以下
为 2，20层以上为 3。《高规》还规定，防烟楼梯间前室的加压送风口应每层设一个。根据这些规定，
可以推算出各层前室送风口的风量应为L/2(20层以下)或L/3(20层以上，L为前室总加压送风量)。然
而，有的工程，其防烟楼梯间前室送风口的风量却标注为L/n(n为建筑物层数)，显然小了许多。如
某 12 层建筑，防烟楼梯间前室总加压送风量定为 16000m3/h，但每层前室送风口风量却标注为
16000/12≈1300(m3/h)，显然其风口配小了。正确的标注应是 16000/2=8000(m3/h)，应按此配置风口
大小。 

 
1.10 误将防烟分区排风量的计算混同于排烟风机风量的计算 
  《高规》对排烟风机风量作了明确规定：担负一个防烟分区排烟时，应按该防烟分区面积每m2

不小于 60m3/h计算，担负两个或两个以上防烟分区排烟时，应按最大防烟分区面积每m2不小于

120m3/h计算。请注意，这里指的是选择排烟风机的风量，并不是指防烟分区排风量加大一倍(对每
个防烟分区的排风量仍然按防烟分区面积每m2不小于 60m3/h计算)，而是当排烟风机不论是水平方
向或垂直方向担负两个或两个以上防烟分区排烟时，只按两个防烟分区同时排烟来确定排烟风机的

风量。然而，有的工程排烟风机水平方向担负面积大小不等的 2～3 个防烟分区的排烟，设计上错
误地将排烟风机风量按其所担负的 2～3 个防烟分区总面积每m2不小于 60m3/h计算，而不是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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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防烟分区面积每m2不小于 120m3/h计算，致使排烟风机风量偏小，难以满足防火使用要求。还
有的排风机(系统)垂直方向担负两个以上防烟分区(内走道)的排烟，设计上误将各层防烟分区(内走
道)的排风量按各自的面积每m2不小于 120m3/h计算了，而不是按各自的面积每m2不小于 60m3/h计算
的，无形中将垂直方向各防烟分区(内走道)排风量加大了一倍，致使各层风道、风口配置得偏大。 

 
1.11 高层建筑排烟系统排烟口选型不当 
  《高规》规定，(通风空调)风管穿过防火分区的隔墙处应设防火阀。笔者认为，排烟风管不宜
穿过防火墙，如必须穿过时，应在穿防火墙处设当烟气温度超过 280℃时能自动关闭的防火阀，并
与排烟风机联锁。然而，有的工程在设计时对此有疏忽。如某工程地下室一排烟系统担负 3个房间
及 1 个内走道(各房间与内走道之间的门均为防火门)的排烟，排烟总管上设有一只排烟防火阀，而
各房间及走道的排烟口均为单层百叶风口，排烟管穿过各防火墙处均未设排烟防火阀。这样带来的

问题是：各房间防火门形同虚设，一旦一个房间发生火灾，将通过排烟管殃及其它房间。正确的做

法是：在单层百叶排烟口后(排烟风管穿防火墙处)增设排烟防火阀(280℃自动关闭)或将单层百叶风
口改为专用排烟风口(平时常闭，着火时自动开启排烟，280℃重新关闭)。  

二、在工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供暖入口设置过多 
  设置供暖入口时，既要考虑室内供暖系统的合理性，又要考虑与室外管线衔接的合理性，不能

只图室内系统设计方便、省事，而不顾及室外管网系统。然而，有的工程供暖入口设置过多。如某

7层综合楼，室内供暖系统分为 10个环路(1～2层 4个，3～7层 6个)，供暖入口设置亦达 10个之
多，同外线衔接点过多，几个方向均有，不仅给外线施工造成麻烦，也给将来室内系统调节带来不

便。 

 
2.2 供暖系统设计不合理 
  供暖系统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①有的供暖系统由 1 条主立(干)管引进，分几个环路，分环上
不设阀门，给系统运行调节、维修管理造成不便。②有的供暖管道布置不合理，与建筑专业不易协

调，或供暖立管直接立在窗子上，既影响使用，又不雅观；或者供暖水平管道敷设在通道的地面上，

既影响行走，又不便物品放置。③有的供、回水干管高点漏设排气装置，一旦集气，难以排除，影

响系统使用。④有的供暖系统为同程式，一个环路单程长 300m，致使供、回水干管坡度很难达到
规范规定的不小于 0.002的要求。⑤有的供暖系统为双侧连接，两侧热负荷及散热器数量相差悬殊，
而两则散热器供、回水支管却取用相同管径，两侧水力不平衡，难以按设计流量进行分配。 
 
2.3 排风系统设计不合理 
  如某工程地下室的暗厕(卫生间)等若干个生活用房和设备用房设一排风系统，水平风管长 60m，
断面只有 200mm×200mm，风阻较大；选用屋顶风机排风，却将风机安装在外墙上，显得很不协调。
还有的工程的地下室设若干个包间(均为暗房)，各包间均采用吊顶排气扇，排风经数十m长的水平
风管排出室外，风管断面仅有 150mm×150mm，阻力大，排风效果差。 
 
2.4 空调系统的选择不合理 
  如某工程设有指挥大厅、会议厅、计算机房等，此类性质的用房，理想的空调系统应是低速风

道系统，而设计却采用了风机盘管系统，且未设新风补给系统，显然是不合理的。又如某工程甲方

要求部分房间室内设计参数为：冬季tn=18～22℃，φ=55%±5%，夏季tn=25～26℃，φ=60%±5%；另
一部分房间tn=22±2℃，φ=40%～60%，洁净级别小于 10000 级，新鲜空气 40～60m3/(h*人)。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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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性质的用房，设计上统统采用了风机盘管系统，且未设新风补给系统。这样的系统满足不了甲

方所提的要求。 

 
2.5 厕所采用风机盘管时未加新风 
  厕所内既要满足温度要求，又要排除臭味，保证卫生要求。然而，有的工程的厕所既无排风，

又无新风补给，单纯采用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供冷、供热，造成臭气自身循环，这是不妥当的。 

 
2.6 平衡阀的设置与口径选择存在问题 
  空调冷冻水系统宜设置平衡阀，一般应设在回水管上。而有的工程新风机组冷冻水供、回水管

上均设置了口径与管径相同的平衡阀。笔者认为，供水管上不必设置平衡阀，仅在回水管上设置即

可。平衡阀口径应通过校核计算确定。  

三、设计图纸方面存在的问题 

3.1 设计说明内容不完整 
  《设计深度规定》对暖通空调设计说明应包括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设计说明应有室内外设计

参数；热源、冷源情况；热媒、冷媒参数；供暖热负荷及耗热量指标，系统总阻力；散热器型号；

空调冷、热负荷；系统形式和控制方法；消声、隔振、防火、防腐、保温；风管、管道材料选择、

安装要求；系统试压要求等。然而，有些工程的设计说明内容很不完整。 

 
3.2 平面图深度不够，有些应该绘制的内容遗漏 
  《设计深度规定》对暖通空调平面图要表示的内容作了详尽的规定。然而，相当多的工程设计

未完全按规定绘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供暖平面图，有些未标注水平干管管径及定位尺寸；有的

立管未编号；有的虽标注了立管号，但却将立管漏画；有的二层至顶层合画一张平面图，散热器数

量亦分层进行了标注，但却未注明相应层次；有的仅画有首层供暖平面，而未画二层至顶层供暖平

面。通风空调平面图，有些未注明各种设备编号及定位尺寸；有的未说明冷冻水管道管径及定位尺

寸。还有的公共建筑设计，将厨房部分的供暖、通风、空调等内容留给厨房设备生产厂家去做，这

是很不合适的。 
 
3.3 系统图深度不够 
  《设计深度规定》对暖通空调系统图绘制有明确要求。但有些工程设计未按规定执行。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供暖系统图，有的立管无编号，而以建筑轴线号代替；有的管道号注了坡度、坡向，

但未注明管道起始端或终末端标高；有的管道变化处(转向处)标高漏注；有的甚至未画供暖系统图
或立管图。空调通风设计，有些工程未画空调冷冻水系统图和风系统图(如果平面图完全交代清楚，
可以不画系统图，但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通风空调设计，单靠平面图是难以表达清楚的)。 
 
3.4 锅炉房设计过于简化 
  《设计深度规定》对锅炉房施工图设计作了详尽的规定。然而，有的锅炉房设计，仅画了一个

平面图，无任何剖面图和系统图，许多应该交代的内容未交代，距设计深度要求相差甚远。 
 
3.5 计算书内容不全甚至全部空白 
  《设计深度规定》对暖通空调设计计算书应包括的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然而，相当一部分工

程设计没有暖通空调设计计算书。有些供暖空调设计虽有计算书，但内容残缺不全。有的供暖设计，

仅有耗热量计算，而无水力平衡计算和散热器选择计算；有的高层建筑集中空调和防排烟设计，仅

网
易
暖
通
（

co.163.com）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5

有夏季冷负荷计算，而无空调风系统及水系统水力计算，无制冷空调设备选择计算，无防排烟计算。

有的空调设计，不管房间大小、朝向、层次、所处位置(中间或端头)均按同一指标来估算夏季空调
冷负荷与冬季空调热负荷，并以此来配置空调设备，这是不妥当的。 

 
3.6 暖通空调设备未编号列表表示，图画繁杂不清 
  《制图标准》规定，供暖、通风空调的设备、部件、零件宜编号列表表示，其型号、性能应在

表内填写齐全、清楚，图样中只注明其编号。然而，有的暖通空调设计未按此规定执行，而是将各

种设备、部件的名称、型号甚至性能均写在图面上，图面上文字繁杂，既费功夫，又注写不全、不

清。 

 
3.7 平面图、剖面图、系统图不一致 
  暖通空调设计中，平、剖面图与系统图中相应部分的设备、尺寸等内容应完全一致，否则将给

施工安装、使用管理带来麻烦。但有的供暖设计，散热器数量、平面图与系统图不一致；供、回水

干管管径，平面图与系统图不一致；管道连接，平面图与系统图不一致。有的空调通风设计，风管

尺寸，平面图与系统图不一致；设备、部件位置尺寸，平面图与剖面图不一致；设备编号、数量，

图纸与设备表不一致；还有的空调设计选用的空调制冷设备型号，平面图、系统图与设备表注写不

一，让人无所适从。 
 
3.8 设计图纸与计算书不一致 
  暖通空调设计，所有设备、管道、部件的选择均是通过计算确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设计图

纸即是计算书的体现，所以设计图纸与计算书应完全一致。但有的供暖设计，散热器数量、立干管

管径等设计图纸与计算书不一致，甚至差别相当大，计算书没有的，图纸上出现了，计算书小的，

图纸上放大了，计算书大的，图纸上缩小了。计算完毕，绘制图纸时发现不合理之处，允许调整，

但应有调整计算书或调整说明，使设计图纸与计算书最后统一起来。 

四、问题原因及克服方法 

4.1 对现行设计规范、规定、标准学习不够，贯彻执行不够，因此应加强对现行设计规范、规定、
标准的学习，提高贯彻执行设计规范的自觉性。 
4.2 设计过程中缺乏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随意性较大。应像建筑方案设计一样，进行多方案比较，
作出合理的设计。 
4.3 图纸审查不严甚至流于形式。应坚持三审(自审、审核、审定)制，确保设计(含图纸、计算书)质
量，杜绝出现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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