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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供暖通风空调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为实现节能减排的工作开展目标,则需要开展多方

面的工作举措,如运用可再生能源、优化热回收装置、优化空调运行模式、优化空调供水系统、优化通

风系统设计、过渡季节的节能设计、新型维护结构设计、系统的运行管理优化等。本文就建筑供暖通

风空调工程的节能减排措施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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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projects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various work measures, such as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optimization of heat recovery devices, optimization 

of air-conditioning operation mode, optimization of air-conditioning Water supply system, optimized 

ventilation system design, energy saving design in transition season, new maintenance structure design, system 

operation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of building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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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推动我国建筑暖通空调工程建设

水平的提升,应当响应绿色环保建造理

念,推动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减排工作

落实,契合暖通空调系统运行的具体特

点,采取针对性的节能减排工作对策,避

免资源的浪费,提高工程的整体运行效

能,体现出环保型暖通空调系统运行的

现实价值与意义。 

1 节能减排的必要性  

在以往的建筑暖通空调系统建设时,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暖通空调工

程的能耗较高,不利于环保型建筑的开

发建设。为此,在实际暖通空调工程开发

建设时,应当从多个因素入手,分析暖通

空调系统的能耗控制切入口,并制定科

学合理的技术方案,有效降低建筑物的

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耗[1]。 

2 节能减排工作开展原则 

2.1因地制宜 

在暖通空调系统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时,应当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契合工程建

设运行的具体要求,合理开展节能减排

方案的设计,确保暖通空调工程的整体

运行安全性与有效性。 

2.2节能环保 

通过节能减排工作的有效开展,可

实现建筑暖通空调工程开发的节能环保

目标。在碳排放控制的社会背景下,为提

高建筑物的整体建设水平,提高资源的

利用效率,则需要对工程建造设计方案

进行不断优化,并合理引进相关的设备

与技术,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预期工作

目标,保证建筑暖通空调系统的整体运

行有效性。体现出节能减排工作开展的

现实价值,为我国建筑暖通工程的开发

建设开辟全新路径。 

3 节能减排工作措施探究 

3.1运用可再生能源 

在实际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运行时,

应当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如太阳能、地热能的利用。在太阳能集

热板、光电板的合理设置,实现对太阳能

的合理利用,并在相关设备系统的转化

下,完成对太阳能的合理利用。为充分发

挥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价值,应当契合

建筑暖通空调工程的运行特点,采取科

学合理的工程建造技术方案,如在建筑



建筑发展 
第 6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3 

Building Development 

相关区域,合理布置集热墙,实现对室内

温度的有效控制,合理缩短空调设备的

运行市场,实现节能减排的工作目标。 

部分建筑工程进行暖通空调系统建

设时,为合理利用地热系统,应当合理设

计地下热泵系统,实现对地热资源的合

理利用,有效改善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

能耗,避免系统运行能耗较高。通过对地

热能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则可以不断改

善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2]。 

3.2优化热回收装置设计 

在建筑暖通空调系统的机组运行时,

将产生一定的废热。若不能对产生的冗

余废热进行有效利用,则无法体现出节

能减排的工作理念。为此,在实际工程设

计阶段,应当科学设计热回收装置方案,

实现对系统运行的废热进行有效合理利

用。通过不断优化热回收装置设计方案,

进而实现对相关热量的有效传输,提高

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在热回收装置的运行下,可满足室

内温度与湿度的调控需求,进而有效减

少空调机组的运行能耗。在热回收装置

运行时,主要基于热泵系统、换热器等,

实现对废热的有效回收利用。部分设计

人员,进行热回收装置方案设计时,采取

冷凝热回收技术方案,实现热水系统与

制冷机组的有效结合,在热量收集达到

一定阈值后,则可以对生活用水进行加

热,有效实现了建筑暖通空调系统的节

能减排工作预期目标。 

3.3优化空调运行模式设计 

暖通空调工程建设阶段,为保证节

能降耗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则需要对空

调运行模式进行合理完善优化,保证空

调系统的高效率稳定运行,合理降低空

调系统的运行能耗。如空调设备选择时,

可优先选择变频系统的空调设备,实现

对空调运行能耗的有效控制,体现出空

调系统运行的节能性[3]。 

3.4优化空调供水设计 

通过对建筑暖通空调系统进行分析

可知,主要包含冷却水系统、冷热水系统

等。为保证系统节能减排,则需要对空调

供水方案进行合理优化,提高水资源的

综合利用效率。如水资源缺乏的地区,

在设计方案进行优化时,应当采取冷却

塔循环模式,进而合理减少循环水泵的

扬程,实现节能降耗的工作目标。与此同

时,在具体设计工作开展阶段,应当重视

供回水、冷冻水之间的温差设计,并适当

缩小两者之间的温差。与此同时,在实际

设计工作开展阶段,应当合理采用封闭

式循环技术方案,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保证暖通空调系统的整体运行

有效性与可行性。笔者认为,在空调供水

系统设计时,应当考量空调系统的后续

养护便利性,降低养护工程成本。 

3.5优化通风系统设计 

在现代暖通空调系统设计时,为保

证设计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应当契合建

筑物的运行需求,对通风系统进行合理

设计,提高通风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若

用户对室内通风要求不高,则可以采取

单风管灌风技术方案；若用户对通风性

能要求较高,则可以设计全空气空调模

式,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诉求。由此可见,

在实际设计工作开展阶段,应当合理考

量自然通风因素,并将自然通风与空调

通风进行有效结合。因为,在科学合理的

自然通风设计方案下,能够有效节省能

源的消耗,进而完成对室内空气的改善。

在良好的自然通风环境下,能够为用户

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提高用户的居住

幸福感[4]。 

3.6应用智能化技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大

量智能化技术,在建筑暖通空调工程中

得到应用。笔者认为,通过科学合理的应

用智能化技术,能够不断优化完善暖通

空调系统的运行效能,如在暖通工程系

统运行过程中,可实现实时、动态化的系

统监测,进而快速获取相关的数据信息,

进而对室内的温度、湿度、通风量进行

智能调节,有效提升了暖通空调系统的

整体运行水平与效率。与此同时,部分建

筑暖通空调系统进行开发建设时,采取

仿真模拟技术,实现对暖通空调工程的

能耗、碳排放量、运行效能等进行综合

分析评估,进而得到仿真模拟结果,便于

工作人员对暖通空调的相关运行参数进

行合理调整,不断改善空调系统的整体

运行效能。 

3.7过渡季节的节能设计 

在实际过渡季节工程运行时,应当

合理利用室内外的新风,消除室内冷热

负荷,进而实现节能减排的工作开展目

标。如新风换气机、组合式空调机组进

行安装时,应当基于全新风的风量进行

设计管径,以保证过渡季节新风得到有

效利用。通过对以往的设计方案进行分

析可知,由于新风入口管径设计不合理,

导致相关的空调机组,在过渡季节不能

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进而提前运行了

空调系统,增加了建筑工程的整体能

耗。为保证过渡季节节能设计工作开展

的有效性,应当基于综合的经济评估报

告,合理利用冷却塔进行免费供冷,进而

实现暖通空调工程的节能减排工作开展

目的[5]。 

3.8应用新型围护结构 

通过对建筑暖通空调工程的运行进

行分析可知,冷热损失问题经常出现,增

加了工程运行的能耗。为有效减少该部

门能量的损失,应当对系统进行合理优

化。鉴于工程运行的特殊性,在实际建造

阶段,应当对围护结构施工起到一定的

重视。围护结构发挥出的保温性,将直

接影响到冷热损失的能耗量。为此,在

实际节能减排工作开展阶段,应当采取

新型的围护结构技术方案,保证工程的

保温隔热性能,可达到工程建造要求。在

工程完成施工建设后,应当基于质量验

收标准,对建筑围护结构的施工质量进

行验收。 

3.9加强系统的运行管理 

现代建筑供暖通风空调工程开展节

能减排时,为实现预期工作开展目标,则

需要加强对系统运行的科学管理,才可

保证节能减排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在系

统运行管理时,应当契合工程运行的特

点与系统组成,定期开展工程检修排查

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解决,避免影

响到系统的整体运行稳定性与可靠性。笔

者认为,在系统运行管理时,应当充分调

动用户的主观意识,促使用户认识到节

能减排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并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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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此,则需要加强相关宣传工作,

通过各方力量的协作,共同实现建筑供

暖通风空调工程的节能减排工作预期

目标。 

3.10新型环保设备的引进使用 

为保证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节能减排

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在实际工程建设过

程中,应当合理引进新型环保设备,如变

频空调、智能控制系统、环保材料等,

开展精细化的设备能耗管理控制,进而

保证建筑工程的整体节能减排效果。在

实际新型环保设备引进时,应当遵循适

宜性原则,即根据工程建设的具体需求,

选择最佳的环保设备,实现对设备采购

成本的有效控制,提高建筑暖通空调的

整体运行有效性与经济性。 

3.11工程建造工艺的优化创新 

笔者认为,在现代建筑暖通空调工

程建设过程中,为全面落实节能减排工

作理念,应当在工程具体建造施工阶段,

对建造施工工艺进行不断的优化创新。

因为,施工工艺的应用水平,将直接影响

到工程的整体能耗。若采取以往的施工

技术方案与工艺标准,则需要消耗大量

的施工材料,导致施工成本的增加。若采

取科学先进的施工工艺方案,则可以有

效提升施工效率、控制施工成本、提高

施工材料的利用率,进而实现建筑暖通

空调系统的节能减排工作目的。 

4 结束语 

综上,笔者以建筑暖通空调工程为

例,重点阐述了工程节能减排工作开展

的具体措施,旨在说明节能减排工作开

展的重要性。为实现预期节能减排工作

开展目标,则需要从多个工作方面入手,

如设计、建造、材料、工艺、管理等,

有序落实节能减排的工作要求,推动我

国现代建筑生态环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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