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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式中央空调的设计与选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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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家用空调的迅速发展 ,户式中央空调已成为当前发展的新潮流。 本文对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的设计与选

型进行了分析 ,使工程设计人员在为业主经济合理地选配设备的同时 ,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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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 ,住房条件的改善 ,大面积多居室的单元房、复式住宅、别墅和

高档商住楼大量出现 ,人们对居室装潢布置的要求及品位越来越高 ,对空调的舒适性及空气品质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由于装潢资金投入的增加 ,用电支出相对比例下降等因素 ,促使介于中央空调和房间空调两领域之

间的家用中央空调——户式中央空调应运而生 ,逐步形成了当前空调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家用中央空调的制冷量范围一般在 7kW～ 80kW ,相应的可供单元住房面积 60m
2～ 600m

2、或更大面积

的别墅公寓、复式公寓、小型办公楼等使用 ,多个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的组合还可供更大空调面积使用。

户式中央空调兼具中央空调和房间空调器两者的优点。 与传统的中央空调相比 ,省却了专用机房 ,同时

管路安装及调试简单。 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 ,空调系统不必一次到位 ,初投资少 ,风险降低 ,又不降低楼盘档

次 ;对住户来说 ,既能享受中央空调的舒适性 ,又机动灵活 ,可合理承担开支 ,且在室内装潢设计及空调布置

时可尽显个性。与传统的房间空调器相比 ,有些机组可引入新风 ,改善室内空气品质 ,免除“空调病”的烦恼 ;

也可通过风管向厨房、卫生间送风 ,居室内空气分布更为合理 ,温度均匀、波动小、舒适感好 ;利用室内吊顶装

潢能使室内机方便地安置在天花板内 ,并融入整个装潢效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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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多采用外挂式或嵌入式 ) ,而影响建筑物外观及造成不安全的隐患 ;可免除传统分体机

制冷剂的连接管暴露并悬挂在室内半空中的不雅观等问题。

户式中央空调作为一个小型化的独立系统 ,能耗在大型机组与传统的房间空调器之间 ,在制冷方式、机

组结构、空气处理方法上基本与大型中央空调类似 ,可实现建筑与空调的和谐 ,提高居室的舒适性。

2　户式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户式中央空调系统设计的内容主要包括:负荷计算、系统选择和设计、管路布置。

2. 1　空调负荷的计算

　　空调负荷计算目的是为合理选择空调末端处理设备 ,及确定冷、热源设备容量提供依据。空调负荷计算

包括夏季冷负荷计算和冬季热负荷计算。在方案设计阶段 ,可采用负荷估算指标进行负荷计算。在施工图设

计阶段 ,根据规范要求 ,应对各空调房间进行逐项逐时的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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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空调负荷时 ,对于住宅等以围护结构负荷为主的房间 ,应考虑间歇负荷附加系数 1. 10～ 1. 20。 同

时 ,还应考虑邻室无空调时温差传热所引起的负荷。确定空调系统总负荷时 ,应充分考虑住宅使用的特殊性。

住宅主要由卧室、客厅、餐厅、厨房和卫生间组成 ,厨房和卫生间一般不设空调 ,而卧室、客厅、餐厅同时开启

空调的概率很小。因此同时使用系数较低 ,一般可按 0. 5～ 0. 7选取。负荷计算时还应考虑新风负荷 ,没有新

风引入的空调系统不是完整的户式中央空调系统。

2. 2　系统选择和设计

　　中央空调是集中处理空调负荷的系统型式 ,其冷、热量是通过一定的介质输送到空调房间里。选用空调

系统时 ,应充分考虑运用场合、使用特点和业主的要求等因素。按照输送介质的不同 ,常见的户式中央空调可

以分成以下三种主要型式:

2. 2. 1　风管式系统　风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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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室外主机集中产生冷 /热量 ,将室内的回风 (或回风和新风混合 )进行冷却 /加热处理后 ,再送入室内以实

现降温或供暖。

风管式空调系统负荷调节能力较差 ,机组只是根据回风参数控制压缩机的起停。机组送风量一般不能随

房间空调负荷变化而变化 ,当一个房间需要送风时 ,其他不需要空调的房间同样有风送入。 整体式机组应尽

量靠近服务区域布置 ,以使送回风管尽量短直。由于空气处理设备置于整体式机组内 ,新风引入非常方便。对

于层高较低的空调区域 ,如住宅 ,主风管尽量布置在走廊、客厅周边 ,以便于装饰处理 ,支管上均应设风量调

节阀。 送风口以侧送双层百叶风口为主 ,也可根据装潢需要 ,采用顶送散流器风口或条缝型风口等。

相对于其它的家用中央空调型式 ,风管式系统初投资较小。如果引入新风 ,其空气品质能得到较大的改

善。但风管式系统的空气输配系统所占用建筑物空间较大 ,一般要求住宅要有较大的层高。而且它采用统一

送风的方式 ,在没有变风量末端的情况下 ,难以满足不同房间不同的空调负荷要求。而变风量末端的引入将

会使整个空调系统的初投资大大增加。

风管式机组的代表产品有特灵、约克、麦克维尔、开利、天加、美国瑞姆、吉姆等品牌。
2. 2. 2　空气源冷热水机组　冷热水机组的输送介质通常为水或乙醇溶液。 它通过室外主机产生出空调冷 /热

水 ,由管路系统输送至室内的各末端装置 ,在末端处冷 /热水与室内空气进行热量交换 ,产生出冷 /热风 ,从而

实现供冷或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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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源冷热水机组的压缩机分为定速和变速两种。对于定速冷热水机组 ,室内负荷变化容易造成压缩机

频繁起停 ,由于水系统规模小 ,应考虑系统的热稳定性要求 ,以免造成部分负荷时压缩机频繁起动。因此系统

中宜设蓄储水箱 ,或加大供、回水温差的设定值。

对于冬季间歇运行 ,并且室外气温较低而致使系统容易结冰的地区 ,可以将蒸发器及循环水泵与室外主

机分开而组成室内辅机。室内辅机与室外主机用制冷剂管连接。 在寒冷地区 ,冬季室外温度较低 ,根据夏季

冷负荷选用的冷热水机组 ,冬季供热量常常不能满足冬季热负荷的要求 ,此时应考虑选用辅助电加热来增加

供热量。

水量控制一般有三种方式: ①变流量方式。 由室内温控器控制机组出水管上的电动二通阀的开启或关

闭 ,当风机盘管停止运行时 ,该阀关闭。空调水总管上装设压差旁通阀 ,以稳定进入机组的流量。②定流量方

式。由室内温控器控制机组出水管上的电动三通阀开启或关闭 ;③置于定流量与变流量之间的混合方式。该

种方式中 ,离主机近的部分机组采用电动二通阀 ,其他机组则采用三通阀 ,此时可省掉压差旁通阀 ,采用此种

方式时应注意二通阀与三通阀的数量配备。三通阀数量过少 ,有可能导致主机因水流量过低而停机。

该系统的室内末端装置通常为风机盘管。目前风机盘管一般均可以调节其风机转速 (或通过旁通阀控制

经过盘管的水流量 ) ,从而调节送入室内的冷 /热量 ,因此该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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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其节能性也较好。此外 ,由于冷热水机组的输配系统所占空间很小 ,因此一般不

受住宅层高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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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源冷热水机组的代表产品有特灵、约克、麦克维尔、清华同方、浙江盾安、上海豪申、南京天加、浙江

国祥等品牌。
2. 2. 3　 VRV系统　变制冷剂流量 ( Variable Refrig erant V olume,简称 VRV )空调系统是一种冷剂式空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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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它以制冷剂为输送介质 ,室外主机由室外侧换热器、压缩机和其他制冷附件组成 ,末端装置是由直接膨胀

式换热器和风机组成的室内机。一台室外机通过管路能够向若干个房间输送制冷剂液体 ,通过控制压缩机的

制冷剂循环量和进入室内各换热器的制冷剂流量 ,可以很好地满足室内实时冷、热负荷要求。

VRV系统具有节能、舒适、运转平稳等诸多优点 ,而且各房间可独立调节 ,能满足不同房间不同空调负

荷的需求。但该系统控制复杂 ,对管材材质、制造工艺、现场焊接等方面要求非常高 ,且其初投资比较大。

VRV系统设计时应考虑制冷剂泄漏的影响。 V RV系统中制冷剂管路较长 ,制冷剂量较多 ,施工不当会

出现泄漏。当计算结果大于危险浓度时 ,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①房间开设与外界相通的通风窗 ,通风面积

应大于或等于地板面积的 15% ;②设置 R22泄漏报警装置和与之联锁控制的排风机。

VRV机组的代表产品有:日本大金、松下、三菱、日立和中国海尔、美的等品牌。
2. 2. 4　其他系统　除了风管式系统、空气源冷热水机组、 VRV系统这三种基本的系统型式以外 ,还可以互相

交叉 ,衍生出一些新型的系统。例如 ,将冷热水机组和风管式系统进行组合 ,往室内送冷热水处理房间空调负

荷 ,而新风统一由室外机处理后分别送入各个房间。

此外 ,在燃气利用便利的地区 ,冬季由燃气炉提供热量的方式使用得也较多。 燃气炉可以集成在家用中

央空调系统里 ,也可以单独设置。

2. 3　管路设计

　　管路设计包括水管系统设计、风管系统设计和 VRV系统配管设计。

水管系统中 ,对于干管 ,管内水流速宜低于 1. 2m /s;对于支管 ,管内水流速宜定为 0. 6m /s左右。应对水

管路进行阻力计算 ,校核主机所配水泵扬程是否满足要求 ,为避免空气滞留于管内 ,水管的最高处应装设自

动排气阀。对于冷凝水系统 ,水平管道一般应沿水流方向保持不小于 5‰的坡度 ,冷凝水管可采用镀锌钢管

或 U PV C管 ,冷凝水管可采用厚度为 10mm的难燃型泡橡塑材料进行保温。

风管系统中 ,为了降低气流噪声 ,风管主管内风速宜低于 6m /s,支管风速宜低于 4m /s,送、回风口风速

宜取 2m /s。

VRV系统配管较为复杂 ,最好由专业设备公司进行设计安装。一般而言 ,室外机与室内机之间的实际管

长要小于 100m ,室外机与室内机之间的高差要小于 50m,室内机之间的高差要小于 15m。根据空调房间的特

点 ,确定冷剂管道系统的连接方式 (线性分流方式、管道分流方式或组合方式 )之后 ,再依照设备厂家提供的

计算表来确定分支管路的管长、管径和管道专用配件的型号。

3　选用户式中央空调的技术要求

　　在选用户式中央空调时 ,除要求机组保证提供一个安全、舒适、高效、和谐的生活环境外 ,还要求选用价

格性能比高的设备 ,所选用的机组应当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①运行的稳定性能好 ;②健康卫生、舒适性好 ;③效率高、节能效果好 ;④智能化自动控制、操作简便 ;⑤

安装、连接方便灵活 ;⑥检修、维护方便 ;⑦使用寿命长 ;⑧安全性好。

4　结束语

　　在家用空调迅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获得一个既舒适又健康的生活环境 ,一直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主题。 进

行户式中央空调的设计与选型时 ,除了考虑设备布置合理外 ,还应考虑系统控制的灵活性 ,使每个房间均可

自行调节室内温度 ,满足个别要求。 除此以外 ,最好还应专门设计机械式通风系统 ,以使室内空气不断流通 ,

确保新鲜空气的补充和污浊气体及时排出 ,从而有效提高室内的空气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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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materials, t rimethylo lpropane t riacryla te is synthesised The optimum reaction condi tions ar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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