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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暖通空调领域节能问题的探索

1.1  从节能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方面来说

1）由于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建筑方面的能耗占据了能

源总耗费的很大部分。在建筑所需要的能量消耗方面，暖通空

调也占据很大一部分，而且，呈现了一个不断向着上层走的趋

势变化，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建筑面积的需要也在不断

上升，对于使用空调的时候也逐年在增大，这样下去，势必导

致消耗的能源越来越多，导致能源供求矛盾不断激化。

2）暖通空调系统使用能源，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

由于使用了高档、非可再生能源和一个大比例的电力账户。

随着能源的广泛使用 ，地球上的可以利用的资源逐步在减少，

但也给地球上的环境带来了很严重的污染情况，比如说，一些

污染气体导致的酸雨、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使得我们的生态

环境问题提上日程，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工业、农业的大力

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了夏天的时候，

为了赶走炎热，大家的生活物质条件也都好起来了，都要大力

购买空调，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导致空调负荷的加重，甚至是

超负荷使用。这时候，如果我们对暖通空调系统进行改进措施，

就可以节约不少能量，从而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即可以大大缓

解在电力紧张方面的状况；为了避免增加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

保护生态环境，其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保持可持续发展，振兴

经济的关键一环。因此，通过对暖通空调行业的研究，现有的

空调系统，能源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唯有运用一些节能技术，

实现空调系统的节能，在这种方式下，通过空调系统和建筑系

统的一些节能措施，保障在热的环境中，避免出现断电的情况。

1.2  暖通空调领域节能的途径与方法

暖通空调领域的空调技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也在不断

的更新，下面主要探讨一下如何实现暖通空调系统上的节能。

1）对暖通空调系统内部进行重新设计改进，提高运行能力。

为了有效的节约空调系统的能源消耗，就要对系统进行优

化设计，因为，在实际的运转的过程中，一般都是按照既定的

负荷设计进行正常运行的，如果一旦超过负荷，就会使得运行

消耗的能量大大的增加，因此，对于空调的系统的节能的设计

很是重要 [1]。

2）通过改善建筑，维护结构，来保温性能，减少冷热损失。

对于暖通空调系统，其空调内部的负荷结构的维护是主要

的比重，因为其独特的结构特点，有很好保温性能，传热性能

也不错，这些都是维护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空

调的负荷结构来维护、确定传热系数的多少。所以，中国未来

应对由于建筑方面的节能问题，已经制定出很多关于节能的设

计方案，依照相关的规定和要求，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建筑结

构的保温能力。

3）通过提高系统控制水平，来调整室内热湿环境的参数，

降低空调系统的能耗量。

在空调系统方面，要考虑到空气温度、湿度、风速、环境

等因素的作用，对人体对环境的冷、热的感觉，进行一个整体

因素的思考，以往的空调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对空气的温度、

湿度进行详细的测定，就目前的要求来看，这样看来是有缺陷的，

这样就会很多问题，特别是因为空调系统和人体之间的联系不

是直接的，由于周遭环境的变化，空调自身的调控能力与人体

相比，反应是很慢的，而人就不一样了，只要有变化，就能感

觉到很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在空调的调控方式上，是不能有

效的进行调控的，因此，现在我们要进行改进，要根据环境的

湿热程度，进行对其的调控，在控制方式和方法上，多进行研究，

进而解决问题。

4）采用新型节能、舒适健康的空调方式，来节能减排。

根据对人体影响的因素进行考虑，随着环境和组合参数的

不同，但是却能够得到相同的热舒适性的效果。比如说，在冬天，

人们广泛使用的都是旧式的空调系统，主要是将屋子内部的空

气进行加热，和人体之间进行热量的转移，这种情况下，对于

空气温度的要求则更高，这个时候，对于维护系统的热损失就

比较麻烦了。据相关专家的研究，依据当前环境中的热湿情况，

主要通过改变传统的空调方式，提高了散热，低温地板辐射采暖，

使得周围的空气温度下降几度，而传统的方式是 18 度到 20 度，

通过比较节能效果，后者比前者强。倘若这种情况出现在较热

的夏季，往往会由于热负荷而导致空调内部出现问题，因此，

要保持一个较高的能效比，和能源效率，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转。

2  空调系统变负荷节能问题与对策
1）暖通空调系统的设计管理。

针对目前对于空调的内部系统的设计，主要体现在节能型

方面，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设计人员往往会忽视一些能耗方

面的问题，从而使得空调系统没有很好的进行运转，消耗掉很

多资源，未能够达到中国的一些既定的要求，对于实际情况下，

相关的政府机构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证暖通空调的能耗达到

正常的负荷范围。

2）通过采用新型的空调的方式、控制方法及新的节能技术

来开发应用空调系统。

目前，对空调系统的方式和控制方式进行了不断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已经使用到各行各业当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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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 A=12、短半轴 B=7.5，在椭圆坐标系中有 M1（-4.2，-7）、M2

（-11，2.5），椭圆坐标中心相对工件坐标系中心 O（-9，48）。

图 1  加工零件图纸

加工程序及说明如下。

O1234 ；

⋯⋯

#1=-110 ；（起始角度 ω1=-110°，以椭圆 z 轴正方向的半

轴为零度）

#2=-200 ；（终止角度ω2=-200°）

N100 #3=12*COS[#1]*SIN[20]+7.5*SIN[#1]*COS[20] ；（#3

为直角坐标系中 y值）

#4=12*COS[#1]*COS[20]-7.5*SIN[#1]*COS[20] ；（#4 为 直

角坐标系中 x’值）

G1  X[48+2*#3] Z[#4-9] F0.1 ；（直线拟合非圆曲线，直

角坐标系转化为数控车工件坐标系中 x、z值）

#l=#l-0.05 ；（ω角度每次递减 0.05°）

WHILE[#1 GE #2] GOTO100 ；（条件语句，如果初始角度≥

终止角度，从 N100 语句执行，否则按顺序执行程序）

⋯⋯

END

实例证明，运用参数方程编制椭圆宏程序是最直观、简单、

易懂的，编制程序的时间最短，加工精度符合要求。最重要的

是公式（1）适用于任意位置的斜椭圆加工，主体程序不需要修

改，只需将变量重新赋值即可加工一般位置的斜椭圆。

4  结束语
本文详细分析了斜椭圆零件加工过程的算法、规律和特点。

参数方程法中极角ω、轮廓角ω’的确定是加工过程中的关键。

掌握上述方法，斜椭圆加工不再是难题。本文中所研究方法和

思路，对数控车加工其他倾斜公式曲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研究方法可靠实用，在 FANUC Oi Mate-Tc 数控系统上试车

成功，可作为生产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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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都能够形成一定的产业形式，逐步推动

我国的能源向着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

3）提高公众对空调系统作用的理解。

从空调带给人体好的、热舒适性的功能。在社会上，人们

往往具有一些好的想法：在夏季我们想要冷的效果，在冬季我

们需要热的效果，这样的目标都可以实现。从实际上来说，空

调系统消耗的能耗不仅能够造成室内和室外之间的温差出现变

化，而且还能够使人体的体温受到影响，使得人体的适应能力

减弱 [3]。

4）使用可再生能源使得空调系统推广使用。

在实际中，我们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对空调系统进行使用，

对环境和社会效益有着很大的作用，甚至还具有经济的效益，

尤其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就具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应大力开发来

推广进行。

综上所述，暖通空调系统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用处很大，

因此，加强空调系统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本文通过对

空调系统的节约能源方面进行相关的探索，以期实现空调系统

的节约能源和对环境的保护，推动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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