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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的特点及类型。并对设计中热工计算部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包

括室内设计参数的确定及系统冷负荷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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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ype of Household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nd indoor 

design conditions , cooling load of the air-conditioning system are resear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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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住宅产业走上了节能、舒适、环保的新型

发展道路。近年来我国城镇大面积多居室的单元

房、复式住宅、别墅、高档商住楼大量建造。

100~200m2 住宅在新建住宅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人

们不但对装潢质量的要求和品位提高，对空调舒适

性及空气品质的要求也日益提高。目前市场销售的

分体式空调，柜式空调，窗式空调已不能充分满足

大居室房间的节能、舒适、环保，美观、大功率的

要求，这就促使介于传统中央空调和家用空调器之

间的户式中央空调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为空调产

业的一种新潮流，户式中央空调必将成为我国家用

空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户式中央空调的特点 

户式中央空调又称为家用中央空调、户用中央

空调、家用/商用中央空调。它是集中处理空调负

荷的系统形式，其结构、原理与大型机组基本相同。

基本是由一台主机通过风管、冷热水管或是制冷剂

管连接多个末端出风口，将冷暖空气送到不同区

域，实现对多个房间进行温度调节的目的。其制冷

量在 7-80kW 范围内，或更大些，相应的可供面积

80~600m2 或更大面积的多居室公寓、复式公寓、

别墅、小型办公楼及小型商业用房使用。户式中央

空调兼具中央空调和家用空调器两者的优点。与家

用空调器相比，户式中央空调具备了健康、舒适、

节能、美观等特点： 
（1）户式中央空调能够引进新风，改善室内

空气品质，免除“空调病”的烦恼；同时，温度分

布均匀，波动小，舒适感好； 

（2）户式中央空调是每个用户独立使用，不

会产生住户之间交叉感染； 

（3）户式中央空调机组可同时解决多个房间

 
                                                                                            

第 23 卷第 6 期 
2009 年 12 月 

制冷与空调 
Refriger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Vol.23 No.6 
Dec. 2009.23～26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24·                                          制冷与空调                                        2009 年 

的冷热需求； 

（4）风口布置灵活，室内机可利用吊顶装潢

方便地安置在天花板内，与装修配合，提高美观 
（5）能大大改善因采用多台分体房间空调器

所造成的室外机太多，而影响建筑物外观及造成不

安全的隐患； 
（6）户式中央空调有明显的节能优势，全年

运行比传统家用空调器节能近 40%。 
与大型中央空调系统相比，户式中央空调省去

了专用机房和庞大复杂的管路系统，维护管理方

便，使用计费灵活。 

 

2  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的类型 

户式中央空调按冷热负荷的输送介质不同可

分为三种类型：风管系统、冷热水系统、制冷剂系

统。 

（1）风管系统 
以空气为输送介质．其原理与大型全空气中央

空调系统的原理基本相同。它利用主机集中产生的

冷热量，将从室内的回风(或回风与新风的混合)集
中进行空气处理，如冷却、加热、加湿、去湿、净

化等。再送人室内。系统可分为两类：分体式风管

系统和整体式风管系统。 
相对于其它户式中央空调而言，风管式系统初

投资较小，引入新风可靠，有利于改善室内空气品

质；但风管系统的空气输配系统所占用的建筑物空

间较大，一般要求住宅有较大的层高，还应考虑风

管穿越墙体问题。 
（2）冷热水系统 
输送介质通常为水，也有用乙二醇溶液的，空

调容量范围在 7-40kW。它通过室外主机产生出空

调冷热水，由管路系统输送到室内的各末端装置，

在末端装置处冷热水与室内空气进行热量交换，产

生冷热风，从而消除房间空调负荷。它是一种集中

产生冷热量，但分散处理各房间负荷的空调系统型

式。 
该系统的室内末端装置通常为风机盘管，可以

对每个空调房间进行单独调节，满足各个房间不同

的空调需求，同时其节能性能也较好；由于冷热水

机组的输配系统所占的空间很小，因此一般不受建

筑物层高的限制。但此种系统一般难以引进新风，

因此对于通常密闭的空调房间而言，其舒适性较差。 

（3）制冷剂（VRV）系统 
也称多联式空调系统，输送介质为制冷剂，采

用制冷剂变流量(Variable Refrigerant Volume)技术。

一台室外机通过制冷剂管路向若干个室内机输送

制冷剂的液体或气体。此系统采用变频技术和电子

膨胀阀控制制冷压缩机的制冷剂的循环量和进入

室内行换热器的制冷剂的流量，可在总制冷能力的

20%~130%之间调节，额定制冷量 16kW 左右，一

台室外机可拖 4-16 台室内机，可以连接的室内机

总容量为 21kW，可满足较大面积住宅的制冷（热）

需求。户式 VRV 系统室内机最大容量为 9kW，可

以满足 35~60m2 大客厅的制冷需求。 
VRV 系统具有节能、舒适、运转平稳等诸多

优点。它采用直接蒸发制冷，属于一次热交换系统，

在热交换中能量损耗极低；可以适时地满足室不同

那个负荷房间对热湿的要求。此外，制冲剂系统本

身可以引进新风，大系统可设独立新风。各居室温

度可个别调节，制冷剂液体管和气体管的直径小、

管路占用的空间小。该系统的缺点是控制功能强，

对制冷剂管材、制造工艺、现场焊接等方面要求非

常高，初投资较高。 
VRV 系统连接方式有三种：线形分流方式、

端管分流方式和组合方式。线形分流方式适于纵深

长的房间；端管分流方式方便于增设室内机；组合

方式则适用于布局复杂的空调区域。 

 
图 1  线形分流方式 

 
图 2  端管分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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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组合分流方式 
1.变制冷剂流量的空调系统室外机组；2.接头； 

3.室内机组；4.端管 
 

3  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户式中央空调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影响户式中

央空调的使用效果。然而，国家并未制定户式中央

空调的设计标准，很多工程都不进行合理的热力计

算，有时为了安全起见，往往选择设备的容量偏大，

从而造成初投资和能源的浪费。 

3.1  室内设计参数的确定 
户式中央它调系统一般用于高档公寓、别墅和

面积较小的办公、商店、餐饮、娱乐等公共场所。

对于业主来说，希望空凋系统能提供舒适的室内环

境，同时也希望空调系统的运行费用尽可能低，空

调负荷计算结果表明，室内温度提高1℃，相对湿

度提高5％，空调负荷将降低6％-8％，因此，室内

设计参数如温度、相对湿度的标准不应过高。 

表 1  室内设计参数 

夏季 冬季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房间名称 相对温度 

（℃） （%） 

干时温度

（℃） （%） 

新风量（m2/hp） 噪声 NR（dB） 

公寓 一般 26～28 ≤65 18～20 ≥30 20 40 

别墅 高级 24～26 ≤60 20～22 ≥35 30 35 

一级 24～26 ≤65 18～20 ≥30 25 40 
餐饮 

二级 25～28 ≤65 18～20 ≥30 20 50 

一级 26～28 ≤65 18～20 ≥30 20 40 
办公 

高级 24～27 ≤60 20～22 ≥35 30 35 

商店 26～28 ≤65 16～18 ≥30 20 50 

娱乐场所 24～27 ≤65 18～21 ≥35 30 50 

 

3.2  冷负荷计算 
3.2.1 空调房间冷负荷计算 

空调房间的冷负荷主要有 5 种：外墙及屋面瞬

变传热引起的冷负荷；璃窗瞬变传热引起的冷负

荷；玻璃窗日射得热引起得冷负荷；人体散热引起

的冷负荷；照明散热引起的冷负荷；设备散热引起

的冷负荷；新风冷负荷。 

（1）目前大多采用的计算方法是估算法。就

是依相同使用功能的房间平均冷负荷作为计算的

依据。再乘以房间的实际空调使用面积。这种方式

计算比较简单，但其准确性存在一定的偏差。以北

京某一高档住宅为例，室内设计温度为 25～27℃，

建筑面积为 148m2，估算冷负荷指标为 100~110W/ 
m2，而计算的平均冷负荷指标为 65W/m2 [3]，可见

精确计算的节能效果更加明显。 

（2）第二种方法是根据每一套房子的实际情

况进行设计，首先将围护结构各项冷负荷按不同计

算时刻进行累加，得出房间围护结构冷负荷的逐时

值，然后取其中的最大值，再加上人体冷负荷、照

明冷负荷、设备冷负荷和食物散热引起的冷负荷，

最后得到空调房间计算冷负荷。计算过程相对比较

复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的建筑材料层出不

穷,其有关的热能参数比较匮乏、家用电器多样性

及照明设备的差距往往也会影响计算的准确性。 

3.2.2 空调建筑物的冷负荷计算 
（1）当空调系统木端装冒不能随负荷变化而手

动或自动控制时，应采用同时使用的所有房间最大

冷负估的累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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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空调系统末端装置能随负荷变化而手动

或自动控制时，应将同时使用的所有房间各计算时

刻冷负荷累加，得出建筑物冷负荷的远时值，然后

取其巾的最大值。 
住宅建筑的生调负荷计算应允分考虑住宅使

用的特殊性。按照人们的生活习惯，住宅各房间空

调末端同时开启的可能性极小，—般是使用哪间房

才开启哪间房的空调，因此其同时使用系数较低，

可按 0.5-0.7 选取。 
（3）空调系统冷负荷汁算应由下列各项组成： 
建筑物的计算冷负荷； 
新风计算冷负荷； 
风系统通过送回风管和送回风机产生温升引

起的附加冷负荷； 
水系统通过水管、水泵、水箱产生的附加冷负

荷； 
对于家用中央空调系统，由于其风系统和水系

统规模均很小，风系统、水系统的近似温升为

0.1~0.2℃，导致的冷负荷损失为 2% ~ 4%。 
3.2.3 负荷计算容易忽视的因素 

（1）间歇使用系数：对于住宅空调一般有几

个使用高峰，平时早上 6:00～8:00，中午 11:30～
14:00，晚上 18:00～23:00，节假日 7:00～23:00。
除了最为炎热的一段时间外，人们通常在夜间入睡

后，会关闭或关小空调设备，无人房间也会从节能

的角度出发而关闭。因此必须考虑到间歇使用系

数，有关资料上建议取 1.10~1.20。 
（2）相邻无空调房间传入的热量：由于整套

住房的空调不一定同时使用，所以也要适当考虑无

空调房间传入的热量引起的冷负荷。 
（3）空调系统的冷耗损失：无论是风管、水

管、VRV 等户式中央空调的哪一种，其系统在冷

量的输送过程中都会有损失。 
（4）室内、外机连接管长距离超标冷凉损失：

一般空调厂家对空调室内外机的距离都有严格要

求，超过厂家的要求制冷量会有一定衰减。设计人

员在室内、外机距离较长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冷量的

损失。 
 

4  总结 

户式中央空调业在我国是一个新的行业，国家

并未制定相应的设计标准，故设计人员应根据每一

套房子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同时考虑间歇使用系

数、同时使用系数、各方面冷量的损失等的影响。

相信在未来几年后，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市场进

一步规范，户式中央空调业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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