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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调基础知识

二 系统设计基础

三 空调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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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剖析

1.什么是暖通？

暖通在学科分类中的全称为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包括：采暖、通风、空调这三个方面

采暖：又称供暖，按需要给建筑物供给热能，保证室内温度按人们
要求持续高于外界环境。通常是指散热器、地暖两种形式。

通风：向房间送入，或由房间排出空气的过程。利用室外空气（称
新鲜空气或新风）来置换建筑物内的空气（称室内空气），通常分
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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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用机
—传统分体式

多联机、单元机
—家用中央空调

水机、风冷模块
—工程用

空调绝不是一套设备那么简单……

概念剖析

2.什么是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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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空调是空气调节的简称，它是利用设备和技术
对室内空气（或人工混合气体）的温度、湿度、清
洁度及气流速度进行调节，以满足人们对环境的舒
适要求或生产对环境的工艺要求。

• 分类：

      舒适性空调：满足人类或其它生物对舒适感的
要求的空调.

      工艺性空调：满足工艺生产过程和设备的运行
要求，及人体的舒适度要求的空调。

温   度

洁 净 度

湿   度

气流组织

概念剖析

2.什么是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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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热）量：空调器进行制冷（热）运行时，单位时间内从（向）密闭的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除去

（送入）的热量总和。单位：W、KW等。

制冷(热)量=循环风量×比热容× (出风口温度-进风口温度)

概念剖析

3.空调制冷（制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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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4.制冷能力

Ø传统家用机

      1P约合2.3—2.6KW

Ø中央空调

      家用中央空调   1HP≈2.5KW

      商用中央空调   1HP≈2.8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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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本标准适用于空冷式，制冷量14kW以下的空调器！
ü能效比实测值保留两位小数
ü空调器能源效率等级的2级为空调器的节能评价值

Ø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2021.3-2010）：2010年6月1日实施

能效等级

5.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等级

类型 额定制冷量 一级能效 二级能效 三级能效

整体式 3.30 3.10 2.90

分体式
CC≤4500W 3.60 3.40 3.20

4500W<CC≤7100W 3.50 3.30 3.10

7100W<CC≤14000W 3.40 3.2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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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6-2004）：2005年3月1日实施

Ø本标准适用于制冷量大于7.1kW，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

能源效率等级指标

能效等级

5.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判定标准

类型
能效等级

1 2 3 4 5

风冷式
不接风管 3.20 3.00 2.80 2.60 2.40

接风管 2.90 2.70 2.50 2.30 2.10

水冷式
不接风管 3.60 3.40 3.20 3.00 2.80

接风管 3.30 3.10 2.90 2.7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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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标GB/ T 18837-2002中，对IPLV的概念阐述的公式如下：

          IPLV(C)=0.05×A+0.3×B+0.4×C+0.25×D

其中：
A=机组100%负荷时的效率(kW/kW，下同) 
B=机组75%负荷时的效率
C=机组50%负荷时的效率
D=机组25%负荷时的效率
公式中的常数0.05，0.3，0.4，0.25则是用来评估100%，75%，50%与25%负荷的效率
在IPLV值中所占的比重。

科龙S/E/N系列多联机产品均为国家一级能效产品

能效等级

5.多联式中央空调能效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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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室内末端（风管机）直接引入室外新风和室内回风混合处理到室内要求状态后，通过
风管将处理好的空气再输送到每个空间房间。

系统分类

6. 空调系统分类—全空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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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类

特点：空调通过冷媒的蒸发（或冷凝）制取冷（热）水后通过水管输送到每个房间的风机盘管
后跟室内空气换热，水循环动力来自水泵，有水冷和风冷两种形式。

6. 空调系统分类—水系统（风冷热泵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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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类

6. 空调系统分类—氟系统

特点：
冷媒直接在室内机换热器内蒸发（冷凝）实现制冷（制热），冷媒循环动力来自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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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水系统 氟系统 全空气系统

构成
室外侧：室外机
室内侧：各个房间设有风机盘管，室内外
通过水管连接。

室外侧：室外机
室内侧：各种类型的室内机，室内外依靠冷
媒管路连接。 

室外侧：室外机
室内侧：风管室内机与风管、风口。 

优点

1、温控精度高、温度恒定，无忽冷忽热
现象，舒适性好
2、运转噪音低，还您安逸静谧的环境
3、易与室内装潢协调、配合，体现出高
雅格调
4、本机运行费用低，即使只有一个房间
使用，因有水温控制开关，停机时间长，
不会浪费电能

1、使用舒适，温度波动小，特别是变频式
的不易生空调病
2、因采用变频压缩机，每个房间可以单独
控制，相比其它机组能省电30%左右
3、换热效率高节能性好，只有冷媒和空调
换热，更直接 
4、无漏水隐患，全部铜管连接，无水的存
在
5、运转噪音低，系统维护方便，基本无需
维护

风口设置灵活
可提供新风
节能性差

缺点
安装不慎,存在漏水隐患；
水泵、压力表、温度计、阀门等附属部件
多，维护复杂。

冷媒系统，管路安装要求高
初投资较高-->一般高出其他系统20%-
30%

层高要求高
噪音大/费电
难以单独调节

近年来，中小项目中，氟系统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张；大项目招投标中，水系统仍占据主导地位

系统分类

7. 中央空调系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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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统设计基础

① 系统设计流程

② 负荷计算

③ 产品选型

④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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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统设计基础

① 系统设计流程

② 负荷计算

③ 产品选型

④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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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流程图

把握正确的设计流程，重点关注各流程中的关键点。

负荷计算

建筑数据采集

空调选型

系统设计

设计完成

建筑用途、层高、
吊顶、内外机位等

合理的负荷估算
才能保证效果

装修形式选
择合适机型

安装工作

Ø 系统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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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统设计基础

① 系统设计流程

② 负荷计算

③ 产品选型

④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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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计算

（一）负荷的定义

1、冷负荷是维持室内空气热
湿参数在一定要求范围内时，
在单位时间内需要从室内除去
的热量。

2、热负荷是在冬季某一室外
温度下，为达到要求的室内温
度，供热系统在单位时间内向
建筑物供给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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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计算

（二）负荷组成
       影响负荷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围护结构构造(是否有保温节能设计)、外墙的朝向和面积、窗户
的朝向和面积、人员、灯光、发热设备、新风及渗透、各种散湿等

通过外窗传
递的负荷

人体的负荷
照明的负荷

发热设备的负荷

通过地板传递的负荷

通过外墙
传递给室内

的负荷

通过屋顶传递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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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室外空调计算参数不同，导致了其空调负荷不同，从而影响了设备的选型

     1、气温差别：以普通的家用住宅为例，北
方地区的制冷基准指标一般为180W/㎡，而南
方地区为200W/㎡。
     2、湿度差别：靠近海边、河边等湿度较大
的区域，基准负荷应适当放大。

1.地域影响

（三）负荷影响因素

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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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负荷 西 东 南 北

相同条件下，朝向对冷热负荷有较大影响，在一般住宅建筑中，会出现下列现象：

热负荷 东 西 南北

2.朝向影响

（三）负荷影响因素

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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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同一地区，建筑围护结构相同，但房间的使用功能不一样，则所需冷负荷相差也会特别大：

例如在成都，火锅店包间的制冷负荷应在250~300W/m2，而普通的办公场所200W~220W/m2

即可。

3.房间使用用途影响

（三）负荷影响因素

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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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传热量会非常大，因此在遇到玻璃

幕墙做围护结构的工程,需要在当地基准负荷指标进行放大

，正向修正30%~50%，甚至更高，建议精确核算。

     层高（吊顶）较高的空间需要对基准负荷指标

放大，若标准吊顶高度按2.8米计算，每增高2米按

正向修正20%~25%放大空调负荷计算指标。

4.特殊维护结构和高大空间影响

（四）负荷影响因素

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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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负荷精确计算（投标）
a. 根据项目所在地地理位置，确定室外空气设计参数；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设计所采用的室外空气计算参数可参照《民用

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

b. 确定室内空气设计参数(需考虑用户的设计使用需求)

 如用户没有特别要求，一般按下表参数进行计算
室内设计参数 冬季 夏季

温度 ℃
20 25

18 室内外温差≤10

风速 m/s 0.1≤v≤0.2 0.15≤v≤0.3

相对湿度 % 30-50 40-65

负荷计算

（四）负荷的计算方法

鸿业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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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负荷（W） 单位面积冷指标
（W/M2)

房间内空调面积
（M2)

修正系数

一般根据当地气候条件
选取合适经验值

房间内地面的有效面积
（即空调面积）

根据房间层高、朝向
、窗墙比、是否有楼
顶或地面、使用功能
等进行修正

Ⅱ. 负荷估算法( 常用 )

      负荷计算方法在实际工程运用中，为了方便，一般选用简易估算方式进行负荷计

算，计算公式如下：

负荷计算

房间冷/热总负荷=单位面积冷/热负荷指标×房间面积×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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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两面或三面外墙的房间的负荷指标较大、有大外窗的房间负荷指标较大：每有一个窗墙比

大于50%的外窗，正向修正+10%；有两面外墙或三面外墙的空调房间的负荷应适当加大。

b、西、东向房间的冷负荷指标较大：西向、东向房间的负荷应适当加大（特别是玻璃窗的面

积较大时）。

c、屋顶层的负荷指标较大：屋顶层正向修正+15%；地面层负荷指标较大：正向修正+10% 

；小房间的负荷指标较大（房间小相对传热表面积和渗透较大）。

d、天窗、玻璃幕墙、餐厅、包间（当有排风扇时，新风负荷加大）、多功能厅、大厅、高大

空间等以及室内温度要求较低时负荷指标较大。

e、非节能建筑的负荷指标较大。

（五）负荷计算的特点及注意事项

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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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概算指标
房间类型 冷负荷指标

（w/m2） 房间类型 冷负荷指标
（w/m2）

办公室 120-220 门厅、中庭 110-180
百货商场 180-300 走廊 90-120
旅馆客房 120-180 室内游泳池 220-360
会议室 220-320 图书阅览室 100-150

舞厅（交谊舞） 220-280 陈列室、展览厅 160-260
舞厅（迪斯科） 280-350 会堂、报告厅 200-260

酒吧 150-250 体育馆 200-280
西餐厅 200-250 影剧院观众厅 220-350

中餐厅宴会厅 220-360 影剧院休息厅 250-400
健身房保龄球 150-250 医院病房 100-180
理发、美容 150-280 医院手术室 150-500
管理、接待 110-150 公寓、住宅 100-200

咖 啡 店 160~200 车 间 150～400 
游 戏 中 心 180～300 教室 150~250

    该表中负荷取值区

间较大，适应不同区

域。在做选型配置时

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选取合适单位面积负

荷值。

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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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系统设计流程

② 负荷计算

③ 产品选型

④ 气流组织

二 系统设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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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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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嵌入机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Ø 适合商铺、酒店大厅等宽大开放、低层高、全部吊顶空间；

Ø 方形机身，设置在天花板的中间位置,四面出风，气流组织均匀，空调效果好;

Ø 采用超级流线型涡轮静音风扇，涡轮形风道设计，实现高效超低噪音运转和立体均匀柔

和送风；

Ø 外观高档、面板精美，易与装修配合；

Ø单侧开长导风叶片设计，防止回风短路，送风距离远；

Ø 标配800mm扬程的冷凝水提升泵，排水顺畅，安装自由度高；

Ø 安装简单，无需安装风管、风口等，安装成本低；维修保养方便；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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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易与装修融合的箱体尺寸：海信超薄风管机厚度仅190mm，最大限度减少吊顶空间占用；

宽窄两种箱体设计，可以满足多种装修需求；

2、更可靠的材质：壳体全部为镀锌钢板，防火性能好，产品寿命长;

3、更低的噪音：风机、风扇和接水盘均为内置设计，箱体后部结构形成回风装置可以有效的降

低噪音；

4、更可靠的设计：浮子开关设计，有效防止因漏水给用户造成的损失；消防联动功能，机组接

到火灾信号后自动强制关机。

5、更方便的管理：空调信号线连接到宾馆房间内控制系统，

房卡拔掉后，门锁开关断开，空调自动关机，节能省电。

 适合静音要求高且空间不大的场所,如：住宅、办公室、宾馆、小型会议室等。

产品选型

l 低静压风管机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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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室内机选择因素---层高

H:楼板高度

h1:天花板以上空间高度

h2:天花板高度

h2≤3.5m可以使用嵌入机     
h2＞3.5m  则一般选择风管机
h1＞0.4m可以使用嵌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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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面板全吊顶
多用于办公室、走廊等场所。

适用机型：嵌入机、风管机均可（依据层高选择）

特点：此类吊顶不需要考虑预留维修

口，在层高不超过3.5m的情况下，

嵌入机是最佳的选择。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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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膏全吊顶

多用于营业网点、精品店、宾馆、商场等

适用机型：嵌入机、风管机等

特点：

普通的石膏吊顶可依据层高选择嵌入机和风管

机，复杂样式的全石膏吊顶，大多采用风管机

，并且需要与装修公司沟通好风口位置。

室内机选择因素---装修方案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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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局部吊顶：多用于住宅、小型办公室场所等

     适用机型：低静压风管机

     公寓、别墅等对噪音要求较高的场所不能使用高静压风管机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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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公寓、别墅、宾馆房间的局部吊顶，海信中央空调低静压风管机内机有
两种箱体：

1、窄体风管机

内机宽度较小，适合于走廊、夹角等空间，
例如宾馆客房、公寓的卧室等。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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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宽体风管机

内机深度较小，适合于形状规
则的空间，例如公寓客厅、小
型办公室等。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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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静压风管机

     适于安装在层高和
吊顶较高，要求送风
距离远或需安装超长
风管和多个出风口的
区域。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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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选型---室内机布置

室内机布置直接影响室内空调效果、温度的均匀程度。

室内机布置的基本原则：

1、气流循环顺畅且分布均匀，避免风被阻挡、产生短路和死角；

2、与建筑装修有较好的配合；

x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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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机管长和高差

系统超配率（S、E、N系列）

室外机

室内机

       室外机的放置位置决定了冷媒管路长度和内外机
高差，一定要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机型。只考
虑节省成本一味使用短配管机型，管路超长会引起能
力衰减、压缩机回油不畅等问题。

       室内外机的容量配比范围在80%-120%之间，
若超过120%或者不足80%都会造成系统运行不良。
要求：家装中配比在120%以内，其他配比在100%
以内！

160

128~192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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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机布置原则

室外机热环境，基本要求：

Ø室外机排风能够排畅出去，进排风不允许有短路现象（即不回流）

Ø保证排风量和进风量

Ø多台上下放置，避免热导效应；相邻室外机间应避免进排风短路

Ø高层建筑应避免各层放置在凹槽、内天井及类似位置，避免发生热

导效应。如果只有1,2台外机如此摆放，基本没有问题。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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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机布置典型案例分析 

室外机出风口中心水平截面温度场 室外机布置在设备阳台内部 室外机布置在靠近外墙处 

× √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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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统设计基础

① 系统设计流程图

② 负荷计算

③ 产品选型

④ 气流组织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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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组织

空气调节区的气流组织 是指合理的布置送风口和回风口，使得经过净化、热湿处理后的空气，由
送风口送入空调区后，在与空调区(通常是指离地面高度为2m以下的空间)内空气混合、置换并进
行热湿交换的过程中，均匀地消除空调区内的余热和余湿，从而使空调区内形成比较均匀而稳定
的温湿度、气流速度和洁净度，以满足生产工艺、人体舒适度的要求。

     对于大厅、大堂等场所，人员活

动密集的区域为工作场所；如前台、

顾客休息区等。

（一）气流组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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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组织

（二）空调房间的气流组织形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满足室内设计温湿度及精度、工作区允许的气流速度、
噪声标准及防尘要求；

（２）气流分布均匀，避免产生短路及死角；

（３）与建筑装修有较好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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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调区温度分布
     1、温度从出风口至远端的梯度分布：
      空调的冷热风应能顾及到房间的最远端，使房间的热量整体循环起来，以达到
最优的效果。

气流组织

正常设计不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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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调区温度分布
       2、温度从上至下的梯度分布：
      由于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因此依靠空调制热时，需要考虑热风能
否吹到人员主要活动区域的问题。

由左图可见，室内机
的热风无法吹到工作
区域，造成室内人员
的舒适度很差

5m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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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送下回：

孔 板 送 风散 流 器 送 风侧 送 侧 回

单 侧 上 送 上 回 异 侧 上 送 上 回

（四）常见的送风形式

上送上回：

一般商业项目、家装
最为常用的送风方式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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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商业项目及家装项目最为常用的两种送风方式：

1、主要针对采用全吊顶或者层高较高的空间：下送下回送风方式

插入装修后图片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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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家装、办公、宾馆等场所使用的局部吊顶：侧送下回送风方式

机器后回风口到后面墙的距离要求
X≥150mm

机器到吊顶的空间要求Y≥50mm

安装要求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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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规则空间的应对

     风管机灵活应对各种不规则空间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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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流风口  球形喷口圆型散流器 方型散流器单层百叶 双层百叶

1、层高较低、进深较大的房间：一般采用双层百叶风口单侧或双侧送风。

2、层高较低、有吊顶或技术夹层：可采用圆形、方形散流器或双层百叶风口送风。

3、空间较大的公共建筑和高大厂房，宜采用球形喷口侧送、旋流风口顶送、地板下送。

注：当房间的吊顶高度较高时，应注意冬季空调送出的热风能否到达工作区域。 

一般情况送风口的选择

气流组织

（五）常见的风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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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组织

（六）风口选型原则

对于容量不大于6HP的风管机，风量较小，风口及风管选择如下：

（1）侧送风：
     水平送风距离为6-8米以内时，可采用双层活动百叶风口侧送，距离越
大，可选用稍高的风速；

     当水平送风距离为10-12米以上时，可采用喷口或鼓型风口，应通过计
算选取，使送风距离、噪声、阻力满足要求。 室内机一般设置在底层的局
部吊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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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口选型原则

注意:
1.当房间的吊顶高度较高时，应注意冬季空调送出的热风能否到达工作区（由地面
至2.0m高的区域）;
2.风口的选用应根据用户需求，不同地域的特色等视现场情况确定。
    

    

    
 

 
              

(2）顶送风:
Ø    吊顶高度为小于2.8米时，可采用散流器(或双层活动百叶风口)；有制热要

求时，建议采用双层活动百叶风口，为避免有吹风感，风口的设置应避开人员
的位置         

Ø    吊顶高度为2.8-6.0 米时，为保证制热效果，可采用双层活动百叶风口；
Ø    送风高度为4-7米时，可采用高射程型旋流风口或圆环散流器等远距离下送

风型风口，应通过计算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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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口选型原则—风口风速
（1） 送风口的出风速度，应根据送风方式、
送风口类型、安装高度、室内允许风速和噪声
标准等因素确定，消声要求较高时，宜采用２－５m/s，喷口送风可采用4－10m/s。

（2）送风口为百叶风口或散流器、用于普通的房间且送风距离为5-6米以内时送风口
风速一般取1.5-3.0m/s，以2m/s左右为最好，办公建筑建议取1.7-2.5m/s，住宅取
1.5-2.0m/s；

当噪音要求较高时，应取低值，当噪音要求不高时，可以取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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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风口材质有：

1、木质材料：制冷运行时，木质风口上会结露，然后干燥，容易造成变形、开裂。

2、铝合金、钢板涂塑材料：在夏天制冷时，室内相对湿度较大时易会产生结露的现象。

3、ABS材料：  这是一种新兴的树脂材料，较少出现结露的情况，而且有很多种颜色可供各位设计师进行

选择。长时间使用有变色、变形的可能。

气流组织

风口形式 属性

送风口 双层活动百叶风口或散流器，风速2.0-2.5m/s

回风口 带过滤网，风速宜低一些，1.0-1.5m/s

（七）工装风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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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装风口选择

送风口

回风口

必须为双层活动百叶风口，外层百叶为横向。
制冷模式下，百叶方向调整平送；
制热模式下，百叶方向调整为倾斜向下角度送风；
                    建议外层百叶采用弧形百叶；
                    建议百叶风口的叶片宽度在30mm左右；
                    建议采用空调内机接风管，然后向下送风的模式。

不需要调整方向，单层百叶即可。

弧形百叶

家装风口形式的选择和设置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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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送百叶送风口最大送风速度:

建筑物类别 最大送风速度(m/s) 建筑物类别 最大送风速度(m/s)

广播室 1.5~2.5 电影院 5~6

住宅、公寓 2.5~3.8 一般办公室 5~6

饭店客房 2.5~3.8 个人办公室 2.5~4.0

会堂 2.5~3.8 商店 5~7.5

剧场 2.5~3.8 医院病房 2.5~4.0

(四)气流组织---送风设计

（九）常见风口速度：
送风口的出风速度，应根据送风方式、送风口类型、安装高度、室内允
许风速和噪声等因素确定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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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流器喉部最大送风速度(m/s)

建筑物类别 允许噪声(dB)
吊顶高度(m)

3 4 5 6 
广播室 32 3.90 4.15 4.25 4.35 

住宅、剧场、手术室 33～39 4.35 4.65 4.85 5.00 
公寓、旅馆大堂、办公室 40～46 5.15 5.40 5.75 5.85 

餐厅、商店 47～53 6.15 6.65 7.00 7.15 
公共建筑物 54～60 6.50 6.80 7.10 7.50 

喷口的送风速度
送风方式 送风速度(m/s) 备注

喷口 4～8 当空调区域内噪声要求不十分严时，最大值可取10m/s

大空间采用喷口侧送风时，送风高度宜距地4~5米，当空调区跨度大于25米时，宜采用双侧送风，回风
口布置在送风口同侧下方。当采用双侧对吹时，其射程可按两侧喷口中点距离的90%计算。

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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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风口的吸风速度
位  置 风  速（m/s）

位于人的活动区之上  ≥4.0

  在人的活动区内离座位较远 3.0~4.0

     在人的活动区内离座位较近 　　　 1.5~2.0

门上格栅或墙上回风口   2.5~5.5

用于走廊回风   1.0－1.5

回风口吸风速度：

当房间内对噪声要求较高时，吸风速度应适当降低。

回风口不应设在送风射流区和人员经常停留的地方；
采用侧送时，一般设在送风侧的同侧。

回风口的布置：

(四)气流组织---回风设计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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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回风口的布置
一、回风口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设在送风射流区内和人员长期停留的地点；采用侧送时，宜设在送风

口的同侧下方；
2. 兼做热风供暖、房间净高较高时，宜设在房间的下部；
3. 条件允许时，宜采用集中回风或走廊回风，但走廊的断面风速不宜过大；
4. 采用置换通风、地板送风时，应设在人员活动区的上方。

二、回风口大小确定：
    回风口（配空气过滤网）当其净面积较小时，风速宜低一些，一般取1.0-
1.5m/s，以防止产生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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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属材料：

2、复合材料： 3、风阀

气流组织

风管材质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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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道分类
分类标准 风道名称 优点 缺点 备注

风道形状
圆形风道 强度大，材料少，阻力小 占用空间大，制作较困难 用于除尘系统或高速系

统

矩形风道 占用有效空间小，制作相对简单 应用广泛

风道材料

金属风道 阻力少，防火性好，经久耐用、
质量稳定 应用广泛

非金属风道 阻力较大，加工质量不易保
证

土建风道 结构简单，节省钢材 漏风严重，阻力较大，不易
保温 减少使用

风道内的空气
流速

低速风道（v<=8m/s) 风道系统产生的气流噪声可忽略
不计 应用广泛

高速风道v=20-
30m/s 应考虑气流噪声，能耗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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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程阻力：空气在管道内流动，由于与管壁的摩擦而产生的阻力
  局部阻力：由于在局部管件处产生流速和流动方向的变化，因而产生局部涡流     
  而形成的阻力。
  
  总阻力（压力损失）=沿程阻力+局部阻力
     

    △P = △Pm+△Pj
     △P(Pa)     风管的压力损失

     △Pm        沿程阻力

    △Pj           局部阻力

        

风管水力计算 :

气流组织—水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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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选定系统最不利环路，一般指最长或局部构件多的分支管路；  

其次，根据风量和所选定的风速，计算各管段（指该环路）的断面尺寸，并根据该尺寸

求出个管段阻力和系统总阻力。

最后，按系统阻力平衡的原则，确定其余分支管路的管径，要求各环路间的总阻力差别

不大于15%，无法达到要求时，加设风管阀门。

假定速度法设计原则：

气流组织—水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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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管阻力估算

进风口静压损失P5

气流组织—水利计算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第68页，共21页

　
Pm --单位长度风管的摩擦压力损失 ,Pa/m；
L --最远送风口的送风管总长度加上最远回风口的回风管的总长度（即最不利环路

的总长度）, m；
k --局部压力损失与摩擦压力损失的比值；弯头三通少时 , 取 k=1.0-2.0；弯头三

通多的场合 , 可取到 k=3.0-5.0； 
△P -- 对于空调系统，要考虑到空气通过空气过滤器、静压箱、消声器等阻力较大

的空调装置的局部压力损失之和。
1.1～1.2 -- 裕量系数

风管阻力估算:

气流组织—水利计算

P =｛PmｘLｘ(1+k)+ △P｝ｘ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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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调案例分享

① 工装案例分享
② 家装案例分享
③ 案例实训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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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调案例分享

① 工装案例分享
② 家装案例分享
③ 练习案例交流

目  录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第71页，共21页

济南市市区某二层办公楼平面图

工装案例分享

获取的数据：

Ø空调安装区域

Ø面积

Ø挑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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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案例分享

获取的数据：

济南市市区某二层办公楼立面图

Ø层高
Ø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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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同时满足夏季制冷、冬季制热需求，普通砖墙混凝土结构，室外机不允许
挂外墙，可以放置在楼顶，请进行设计选型；

    考虑围护结构情况、朝向及外窗、人员、室内外温度等；
    考虑济南冬季室外温度较低，一楼区域均选择带电辅的室内机效果更佳。
      

    房间名称 空调面积 单位
冷负荷 总冷负荷 单位

热负荷 总热负荷 室内机选型 室外机选型 

前厅 42 280 11760 350 14700 KURd-125F2W/SR-C(5D)

办公区 64 210 13440 260 16640 KURd-72QW/R-C(3C)二台 

经理室 22 230 5060 260 5720 KMVd-56KF-D 
KMV-160W-E

会议室 42 220 9240 260 10920 KMVd-56KF-D 二台 

工装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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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厅特点：挑高空间（吊顶高度5.3m）、远距离送风、全吊顶、公共场
合、开放空间、配合装修效果。

选型要点：
静压大，可满足高天花板、高速送风（5.5m
）的要求；
可配合装修布置风口；
加置静压箱，满足公共场合噪音要求。

工装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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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特点：全吊顶装修（吊顶后2.8m）、方形空间、静音要求高

选型要点：四面出风气流分布均匀、天花板高度不高于3.5m、不用接风管风口、设计
安装简单方便、噪音低、吊顶离楼顶距离0.5m

工装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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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室、会议室特点：局部吊顶装修、空间小、静音要求较高、吊顶后2.7m

选型要点：
层高较低、安装自由度高、噪音小、侧送气流无阻碍、超薄、装修美观、送风距离适宜该房
间的进深、提高装修档次

工装案例分享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第77页，共21页

室外机安装位置：

该建筑考虑外观效果，外墙不允许放置室外机，该楼为二层楼，高差在7m以下。综合考虑

以上因素：楼顶是室外机安装的合适位置。

一层前厅：  室内外机落差约为1.5m，配管最长约为5米；

一层办公区：室内外机落差约为4m，配管最长约为9m；

二层会议室：室内外机落差约为1 m，配管最长约为6m；

二层经理室：室内外机落差约为1m，配管最长约为3m；

该位置处于很好的通风位置，楼顶面平整，周围无障碍无可燃物等；

对周边环境噪音影响不大，同时满足相应室内外机的落差配管范围。

多联机的室外机可放置在经理室和办公室三个室内机的中间位置，平衡管路阻力，冷媒分

配更均匀，空调效果更好。                

工装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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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调案例分享

① 工装案例分享
② 家装案例分享
③ 练习案例交流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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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负荷计算
Ø选择室内机时的空调冷负荷指标基准值

项目所在区域

冷负荷指标w/m2

（冷负荷除以空调房间的净面积）

一面外墙、外窗 二面外墙、外窗

制冷 制热 制冷 制热

东北、西北区域 130-150 / 150-170 /

华北区域 160-200 225-250 170-210 235-270

华中、华东、西南区域 180-210 210-230 200-230 220-250 

华南区域 200-230  / 220-250 /

注：1、以上均为冷负荷指标，按照节能建筑标准得出。
       2、以上数值为基准值，需要根据建筑情况进行调整，如制冷有西晒时冷负荷放大1.2系数，制热时北
向房间放大1.15系数。

家装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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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南

东

西

如图，此建筑位于华东区，冬夏均用，非节能建筑，面积如下：客厅：
18m2     餐厅：10m2    阳光房：12m2      卧室：15m2     

请配置空调方案?

家装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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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配置计算

房间 净面积 单位冷负荷基准
(w/m2) 冷量需求(w) 备注

客厅 18m2 220 3960 两面外墙

卧室 15m2 220 3300 两面外墙

餐厅 10m2 250 2500 两面外墙、一面厨房，
取最高值

阳光房 12m2 300 3600 玻璃屋面，放大系数。

Ø根据冷负荷估算指标，冷量估算如下：  

注：需要根据建筑材料、层高、朝向等对基准值进行修正。

家装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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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设备选型

方案   采用变频多联E系列

房间 冷量需求(w) 选择室内机型号 室内机制冷量(w)

客厅 3960 KMVd-40KF-D 4000

卧室 3300 KMVd-36KF-D 3600

餐厅 2500 KMVd-28KF-D 2800

阳光房 3600 KMVd-40KF-D 4000

室内机总容量？ 选择室外机？

144 KMV-140W-E 

家装案例分享

KMV-125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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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Vd-40KF-D

KMVd-40KF-D

KMVd-36KF-D

KMVd-28KF-D

KMVd-40G/TG KMVd-36KF-D

安装空间是否足够？北 南

东

西

还有什么选择？

家装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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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调案例分享

① 工装案例分享
② 家装案例分享
③ 练习案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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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案例分享

训练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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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案例分享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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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意见和建议，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下午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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