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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某建筑空调系统设计

摘要 本次设计是常州某建筑空调系统，合理的中央空调系统，为室内工

作人员、客人提供舒适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本次设计根据该建筑各部分的结

构特点和用途，充分考虑室内环境的舒适性、运行管理上的方便和节能等各方面

的基础上，并依据有关的规范考虑节能和舒适性的要求，客房这类小空间采用风

机盘管加新风系统。这样可以满足不同功能房间使用不同的时间段人员活动情况

的不同要求，而且布置灵活，控制方便。空调冷热源采用的是螺杆风冷式空调机

组，安装在楼顶，这样不仅节省了很大的空间而且还能有效的减少噪音的影响。

关键词 酒店 全空气系统 风机盘管+新风系统 节能

ABSTRACT This design for the Changzhou hotel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system, draws for it design reasonable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system, for the office work personnel, the visitor and

so on provides a comfortable health the environment.

This design acts according this building various part of unique feature

and the use, in full consideration indoor environment comfortableness,

the movement management convenience and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so

on in various aspects foundation, and based on the related standard

considera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the comfortable request, and so on

the big space uses the entire air system to a building, but and so on the

small space uses air blower serpentined to the guest room to add the new

atmosphere system.This may satisfy the different function room period of

revolution section personnel to move the situation the different request,

the arrangement is nimble, the control is convenient.

Key word The hotel Entire air system Fan coil units (FCUs) --

new atmosphere system Conserves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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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工程概况及设计内容

1.1.1 工程概况

本建筑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是一个集客房、餐厅、娱乐室、休息大厅等部分

组成的高级酒店。建筑高度 18.6m，地上共五层，总建筑面积 21000 平方米，其

中空调面积 13000 平方米，空调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 61.9%。正门朝向北。

大楼分布：

首层：大厅、洗浴部、办公室、商店；

二层：大堂、休息大厅、包间等；

三层：报告厅、办公室、客房等；

四、五层：客房、电梯厅等。

1.2设计参数

1.2.1 围护结构的的热工指标：

外墙：选用砖墙，δ为 370mm，K 为 1.49 W/m2K，衰减系数β为 0.15，延迟时

间ε为 12.7h[1]；

内墙：用混凝土隔墙，δ为 200mm，K 为 2.59 W/m2K，β为 0.45，ε为 6.2h，

γf为 2.0[1]；

屋面：用保温屋面，保温材料选水泥膨胀珍珠岩，K 为 1.10W/m2K，衰减系数β

为 0.52 [1]；

外窗：窗尺寸 2100mm×2100mm，选用单层金属窗， K=6.40W/m2K[2]，窗户面

积系数 g=0.85，地点修正系数 d=1，6mm厚普通玻璃，遮挡系数 Cs=0.89，选用

浅色帘，遮阳系数 Cn=0.50[2]；

楼板：选用面层+钢筋混凝土楼板+粉刷，K=3.13 W/m2K，γf=1.5，β=0.64，ε

=4.1h[2]；

门：办公室的门尺寸为 1000mm×2400mm，选用单层内门，K=2.91 W/m2K [2]；

房间类型：房间类型为中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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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夏热冬冷地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

1.2.2 室外设计参数

表 1-2 室外设计参数

常州地区 夏季 冬季

大气压力 kPa 1005.3 1026.1

室外干球温度 ℃ 34.6 -3.5

室外湿球温度 ℃ 28.1

通风温度 ℃ 31.3 3.1



南京工程学院毕业说明书（论文）

-3-

1.2.3 室内设计参数

表 1-3 室内设计参数

名 称

夏 季 冬 季
新风

量

照明

设备

人员

密度

允

许

噪

声

干球温

度（℃）

相对湿

度（%）

干球温

度（℃）

相对湿

度（%）

m
3
/(h

·p)
W/ m2 m2/p dB

标准客房 25 55 22 40 30 15+20 2 人/

间

35

餐厅 25 55 22 30 20 13 4 45

办公室 25 55 22 30 30 15+5 2.5 40

多功能厅 25 55 22 30 30 18+5 2.5 40

大堂、门

厅

26 55 20 30 10 15 15 45

商店 25 55 22 30 20 19+13 4 45

电梯 25 55 21 30 20 15 1 45

客房走道 25 55 21 30 20 5 15 40

办公室 26 55 20 40 30 18+40 6 40

餐饮 25 55 20 30 20 18+10 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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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负荷计算

图 2-1 冷负荷的组成

2.1 夏季冷负荷的计算

以会议室501举例说明：

2.1.1 外墙和屋面瞬变传热引起的冷负荷：

)( ndl tttFKLQ  （2—1）

式中

F—外墙或屋面的计算面积，查土建资料计算

K—墙或屋面的传热系数

nt —室内设计温度

lt—外墙或屋面的冷负荷计算温度逐时值

dt —计算温度地点修正值

表 2-1 会议室 501 外墙负荷（W）

时间 9:0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透过玻璃日射

的热

外玻璃瞬变传

热

室内电器散热

人体散热

人体散湿引起

潜热

照明散热

按照房间逐时负荷时

相加取最大值即室内

冷负荷

室外新鲜空气

再热负荷

风机、水泵等机械能转化的

热量

风管、水管的传热

新风负荷

其他热量引

起的冷负荷

空

调

系

统

负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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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37.3 36.9 36.2 36.2 35.9 35.7 35.6 35.6 35.6 35.6 36.1 36.5 37.0

td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tn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F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K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LQ 189 183 174 174 171 168 166 166 166 166 173.31 178.89 185.99

2.1.2 内围护结构冷负荷

通过空调房间内窗、隔墙、楼板或内门等内围护结构的温差传热负荷

)( , namo tttFKLQ  （2—2）

式中：

F—传热面积

K—传热系数

nt —夏季空气调节室内计算温度,℃。

lst —邻室计算平均温度，℃, lswpls ttt  ；

mot ,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日平均温度,℃；

2.1.3 外窗冷负荷

（1）外窗玻璃瞬变传热引起的冷负荷

)( ndl tttkFKLQ  （2—3）

式中

F—窗口面积

K—窗玻璃的传热系数

nt —室内设计温度

lt—外墙的冷负荷计算温度逐时值

dt —计算温度地点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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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会议室 501 西南外窗瞬变传热冷负荷（W）传热

时

间
8:00 9:0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tl 35.0 34.7 34.3 33.6 33.6 33.4 33.2 33.0 33.0 33.1 33.0 33.5 33.9 34.4

td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tn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k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0.72

K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A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LQ
525.

13

508.

94

490.

43

460.

36

460.

36

448.

79

439.

54

432.

60

432.

60

434.

91

432.

60

455.

73

474.

24

497.

37

（2）透过玻璃窗的日射引起的冷负荷

LQjnsa CFDCCCLQ max （2—4）

式中

F—外窗窗口面积，

aC—窗的有效面积系数

sC—窗玻璃的遮挡系数，

nC—窗内遮阳设施的遮阳系数，

maxjD —太阳辐射得热因数最大值

LQC —。按设计地位于北区还是南区（以北纬27º30´划线），有无内遮阳和窗的

朝向，各钟点相应的冷负荷系数逐时值。



南京工程学院毕业说明书（论文）

-7-

表 2-3 会议室 501 西南外窗入射的热冷负荷（W）入射

时

间 9:00

10:0

0

11:0

0

12:0

0

13:0

0

14:0

0

15:0

0

16:0

0

17:0

0

18:0

0

19:0

0

20:0

0

21:0

0

C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Cs 0.95 0.95 0.95 0.95 0.95 0.96 0.96 0.96 0.96 0.96 0.96 0.96 0.96

Cn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F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18.3

6

D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CL

Q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LQ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872.

6737

5

2.1.4 照明、人体和设备得热引起的瞬时冷负荷

照明得热引起的瞬时冷负荷

1)照明得热量

白炽灯

（W） (2-5)

荧光灯

(W) (2-6)

式中：N─照明灯具的功率，W；

n1─镇流器消耗功率系数；

n2─灯罩隔热系数（当荧光灯罩上部穿有小孔、可自然通风散热至顶棚时，

n2=0.5～0.6；）。

2)照明得热引起的瞬时冷负荷

（W） (2-7)

式中： ─照明得热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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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冷负荷系数。

表 2-4 会议室 501 照明散热的冷负荷（W）

时间
8:0

0

9：

00

10：

00

11：

00

12：

00

13：

00

14：

00

15:

00

16:0

0

17:0

0

18:0

0

19:0

0

20:0

0

21:0

0

LQC 0 0 0 0 0 0 0 0 0.37 0.67 0.71 0.74 0.76 0.79

1n 1.2

2n
0.8

N 720

.

cQ （ ）

0 0 0 0 0 0 0 0

255.

74

463.

10

490.

75

511.

49

525.

31

546.

05

2.1.5 人体、设备散热量及其引起的瞬时冷负荷

1)人体散热量

（W） （2-8）

（W） （2-9）

式中：qs─不同室温和活动强度情况下；

qr─不同室温和活动强度情况下；

n1，n2，n3─分别为室内成年男子、成年女子、儿童的人数；

cn─群集系数。

2.1.6 设备散热得热量

工艺设备散热得热量

（W） (2-10)

式中：N─电动机额定功率（安装功率），W；

η─电动机效率；

n1─电动机容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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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同时使用的系数；

n3─负荷系数。

2.1.7 电热设备散热得热量

（W） (2-11)

其中的 n4是考虑排风带走热量的修正系数，一般取 0.5。

电子设备散热得热量

（W） (2-12)

其中，n3对于电子计算机取 1.0，一般仪表取 0.5～0.9。

2.1.8 人体散热引起的瞬时冷负荷

（W） (2-13)

式中：QS─人体或设备的显热得热量，W；

Qr─人体或设备的潜热得热量，W；

CL─人体或设备的冷负荷系数（人体的冷负荷系数与人员在室内停留的时

间以及从进入室内时刻到计算时刻的时间有关；设备的冷负荷系数大小取决于设

备连续使用的小时数以及从开始使用时刻到计算时刻的时间）。会议室 501 人员

表 2-5 散热引起的冷负荷（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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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8:00 9:00

10:0

0

11:0

0

12:0

0

13:0

0

14:0

0

15:0

0

16:0

0

17:0

0

18:0

0

19:0

0

20:0

0

21:0

0

n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φ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q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合

计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1607

.04

表 2-6 会议室 501 人员散湿引起的潜热冷负荷

时

间
8:00 9:00

10:0

0

11:0

0

12:0

0

13:0

0

14:0

0

15:0

0

16:0

0

17:0

0

18:0

0

19:0

0

20:0

0

21:0

0

φ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0.93

n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q2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Q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616.

032

2.1.9 餐厅食物散湿量：

（2-14）

式中 —群集系数

—就餐总人数

潜热冷负荷：

（2-15）

以一楼大餐厅大餐厅为例计算说明：

由《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查得 =0.93

由《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查得餐厅的人均占有使用面积指标为 5㎡/

人。

大餐厅 202的面积 F=18*15.8=284.4

就餐总人数 = F/5=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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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负荷汇总

2.2.1 会议室 501 负荷汇总

表 2-7 会议室 501 各分项逐时冷负荷汇总表（W）

时间
8:0

0

9:0

0

10:

00

11:

00

12:

00

13:

00

14:

00

15:

00

16:

00

17:

00

18:

00

19:

00

20:

00

21:

00

外墙

负荷

167

9.7

5

138

1.6

1

136

3.1

1

133

3.0

3

133

3.0

3

132

1.4

7

131

2.2

1

130

5.2

7

130

5.2

7

130

7.5

9

130

5.2

7

132

8.4

1

134

6.9

1

137

0.0

5

内墙

负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灯光

负荷
0 0 0 0 0 0 0 0

255

.74

4

463

.10

4

490

.75

2

511

.48

8

525

.31

2

546

.04

8

人员

负荷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160

7.0

4

总计

328

6.7

9

298

8.6

5

297

0.1

5

294

0.0

7

294

0.0

7

292

8.5

1

291

9.2

5

291

2.3

1

316

8.0

6

337

7.7

3

340

3.0

6

344

6.9

3

347

9.2

6

352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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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五楼各个房间负荷汇总

表 2-8 表五楼各房间负荷汇总

时

间
8:00 9：00

10：

00

11：

00

12：

00

13：

00

14：

00

15:0

0

16:0

0

17:0

0

18:0

0

19:0

0

20:0

0

21:0

0

会

议

室

50

1

3286 2988 2970 2940 2940 2928 2919 2912 3168 3377 3403 3446 3479 3523

套

房

50

2

1884 2103 2137 2149 2092 2087 2152 2192 2223 2251 2041 2052 1934 1923

服

务

用

房

50

3

1624

3

1565

0

1565

7

1568

2

1572

2

1574

7

1575

4

1590

3

1602

8

1615

2

1631

7

1692

7

1704

4

1709

0

客

房

50

4

1859 1784 1776 1774 1773 1772 1771 1799 1822 1843 1902 2024 2049 2061

客

房

50

5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3

4

1723

1

1735

5

1802

0

1817

2

1821

9

1833

0

1590

8

1371

8

1231

7

1177

1

客

房

50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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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

房

50

7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50

8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客

房

50

9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51

0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客

房

51

1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51

2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客

房

51

3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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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4

客

房

51

5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51

6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客

房

51

7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51

8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客

房

51

9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52

0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客

房

52

1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1859 1784 1776 177 177 177 177 179 182 184 190 202 20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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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52

2

4 3 2 1 9 2 3 2 4 9 1

客

房

52

3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52

4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客

房

52

5

1429

0

1637

1

1711

0

173

34

172

31

173

55

180

20

181

72

182

19

183

30

159

08

137

18

123

17

117

71

客

房

52

6

1859 1784 1776
177

4

177

3

177

2

177

1

179

9

182

2

184

3

190

2

202

4

204

9

206

1

电

梯

厅

5004 4791 4781 4794 4799 4806 4797 4823 4831 4830 4865 5149 5196 5211

走

廊
3052 3531 3610 3641 3522 3518 3661 3752 3819 3879 3425 3445 3185 3156

汇

总

1228

88

1332

99

1366

21

1375

01

1347

44

1352

40

1392

52

1415

90

1424

54

1425

43

1287

03

1240

36

1171

98

1150

54

2.2.3 三楼、四楼各房间冷负荷汇总

三楼和四楼的冷负荷只要去减去屋面冷负荷，其余均与五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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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三楼、四楼各房间负荷汇总

时间
8:0

0

9:0

0

10:

00

11:

00

12:

00

13:

00

14:

00

15:

00

16:

00

17:

00

18:

00

19:

00

20:

00

21:

00

会议

室

401

328

6.0

0

298

8.0

0

297

0.0

0

294

0.0

0

294

0.0

0

292

8.0

0

291

9.0

0

291

2.0

0

316

8.0

0

337

7.0

0

340

3.0

0

344

6.0

0

347

9.0

0

352

3.0

0

套房

402

188

4.0

0

210

3.0

0

213

7.0

0

214

9.0

0

209

2.0

0

208

7.0

0

215

2.0

0

219

2.0

0

222

3.0

0

225

1.0

0

204

1.0

0

205

2.0

0

193

4.0

0

192

3.0

0

服务

用房

403

355

4.5

0

340

9.6

8

339

7.4

6

339

6.7

0

339

7.3

9

340

2.3

0

340

0.4

1

345

9.4

3

350

3.1

6

354

4.4

1

366

4.1

4

390

2.7

4

394

7.2

4

396

6.6

0

客房

404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05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06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07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08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09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169 162 162 162 162 163 162 166 168 170 176 187 189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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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5.5

0

5.6

8

1.4

6

2.7

0

4.3

9

0.3

0

9.4

1

0.4

3

1.1

6

1.4

1

2.1

4

8.7

4

8.2

4

5.6

0

客房

411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12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13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14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15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16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17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18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19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20

169

5.5

162

5.6

162

1.4

162

2.7

162

4.3

163

0.3

162

9.4

166

0.4

168

1.1

170

1.4

176

2.1

187

8.7

189

8.2

19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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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6 0 9 0 1 3 6 1 4 4 4 0

客房

421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22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23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24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客房

425

126

5.5

0

147

8.6

8

155

6.4

6

158

1.7

0

157

4.3

9

159

3.3

0

166

0.4

1

167

8.4

3

167

8.1

6

169

1.4

1

145

0.1

4

122

5.7

4

108

0.2

4

102

1.6

0

客房

426

169

5.5

0

162

5.6

8

162

1.4

6

162

2.7

0

162

4.3

9

163

0.3

0

162

9.4

1

166

0.4

3

168

1.1

6

170

1.4

1

176

2.1

4

187

8.7

4

189

8.2

4

190

5.6

0

电梯

厅

500

4.0

0

479

1.0

0

478

1.0

0

479

4.0

0

479

9.0

0

480

6.0

0

479

7.0

0

482

3.0

0

483

1.0

0

483

0.0

0

486

5.0

0

514

9.0

0

519

6.0

0

521

1.0

0

走廊

305

2.0

0

353

1.0

0

361

0.0

0

364

1.0

0

352

2.0

0

351

8.0

0

366

1.0

0

375

2.0

0

381

9.0

0

387

9.0

0

342

5.0

0

344

5.0

0

318

5.0

0

315

6.0

0

汇总

122

724

.50

133

140

.68

136

466

.46

137

349

.70

134

595

.39

135

098

.30

139

110

.41

141

451

.43

142

313

.16

142

401

.41

128

563

.14

123

890

.74

117

047

.24

114

89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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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一楼、二楼各房间的负荷汇总

该建筑一楼和二楼的房间以餐厅为主，另外还有休息大厅和部分办公室。在餐

厅负荷计算时还要考虑食物的散热负荷和散湿引起的潜热冷负荷。厨房和配菜间

不安装空调。

表 2-10 二楼各房间负荷汇总

时间
8:0

0

9:0

0

10:

00

11:

00

12:

00

13:

00

14:

00

15:

00

16:

00

17:

00

18:

00

19:

00

20:

00

21:

00

休息厅

201

143

75.

01

153

74.

81

158

24.

59

159

80.

96

159

43.

94

160

81.

01

164

80.

09

167

12.

31

167

93.

64

169

54.

09

157

49.

36

148

69.

40

140

74.

36

137

51.

95

包间

203、

204

351

4.0

0

337

4.3

6

336

5.9

2

336

8.3

9

337

1.7

9

338

3.6

0

338

1.8

2

344

3.8

6

348

5.3

3

352

5.8

2

364

7.2

7

388

0.4

8

391

9.4

7

393

4.1

9

包间

205~21

1

134

3.5

0

155

6.6

8

163

4.4

6

165

9.7

0

165

2.3

9

167

1.3

0

173

8.4

1

175

6.4

3

175

6.1

6

176

9.4

1

152

8.1

4

130

3.7

4

115

8.2

4

109

9.6

0

办公室

212~21

4

159

5.5

0

152

5.6

8

152

1.4

6

152

2.7

0

152

4.3

9

153

0.3

0

152

9.4

1

156

0.4

3

158

1.1

6

160

1.4

1

166

2.1

4

177

8.7

4

179

8.2

4

180

5.6

0

教室

215

382

2.0

0

368

2.3

6

367

3.9

2

367

6.3

9

367

9.7

9

369

1.6

0

368

9.8

2

375

1.8

6

379

3.3

3

383

3.8

2

395

5.2

7

418

8.4

8

422

7.4

7

424

2.1

9

表 2-11 一楼各房间负荷汇总

时间
8:0

0

9:0

0

10:

00

11:

00

12:

00

13:

00

14:

00

15:

00

16:

00

17:

00

18:

00

19:

00

20:

00

21:

00

休息厅

101

517

0.0

0

509

1.0

0

510

7.0

0

508

9.0

0

503

2.0

0

501

5.0

0

507

1.0

0

510

4.0

0

539

1.0

0

562

8.0

0

544

4.0

0

549

8.0

0

541

3.0

0

544

6.0

0

接待室

102

339

1.0

325

1.3

324

2.9

324

5.3

324

8.7

326

0.6

325

8.8

332

0.8

336

2.3

340

2.8

352

4.2

375

7.4

379

6.4

3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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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2 9 9 0 2 6 3 2 7 8 7 9

接待室

103

254

3.2

5

243

8.5

2

243

2.1

9

243

4.0

4

243

6.5

9

244

5.4

5

244

4.1

1

249

0.6

5

252

1.7

5

255

2.1

1

264

3.2

0

281

8.1

1

284

7.3

5

285

8.3

9

餐厅

104

140

09.

01

134

50.

45

134

16.

67

134

26.

57

134

40.

15

134

87.

41

134

80.

27

137

28.

45

138

94.

32

140

56.

27

145

42.

09

154

74.

92

156

30.

89

156

89.

76

办公室

105~11

0

159

5.5

0

152

5.6

8

152

1.4

6

152

2.7

0

152

4.3

9

153

0.3

0

152

9.4

1

156

0.4

3

158

1.1

6

160

1.4

1

166

2.1

4

177

8.7

4

179

8.2

4

180

5.6

0

电梯厅

500

4.0

0

479

1.0

0

478

1.0

0

479

4.0

0

479

9.0

0

480

6.0

0

479

7.0

0

482

3.0

0

483

1.0

0

483

0.0

0

486

5.0

0

514

9.0

0

519

6.0

0

521

1.0

0

大厅

135

64.

01

130

05.

45

129

71.

67

129

81.

57

129

95.

15

130

42.

41

130

35.

27

132

83.

45

134

49.

32

136

11.

27

140

97.

09

150

29.

92

151

85.

89

152

44.

76

合计

452

76.

77

435

53.

47

434

72.

90

434

93.

27

434

76.

08

435

87.

17

436

15.

88

443

10.

83

450

30.

87

456

81.

88

467

77.

78

495

06.

16

498

67.

83

500

66.

70

2.2.5 整栋建筑的负荷汇总

按逐时法将每个房间冷负荷逐时相加，得出建筑物逐时冷负荷，其中

建筑物逐时冷负荷中最大冷负荷即为建筑物的冷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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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各楼层的最大冷负荷和对应时间

参数 负荷（w）
夏季总冷负荷最

大时刻

夏季室内冷负荷

最大时刻

1楼层 176551 17:00 17:00

2 楼层 163207 17:00 17:00

3 楼层 142543 17:00 17:00

4 楼层 157334 17:00 17:00

5 楼层 165326 17:00 17:00

汇总 1436176 17:00 17:00

2.2.6 冷负荷的校核

冷负荷的校核采用冷负荷概算指标来校核。

建筑总冷负荷为 1436176W，空调房间面积为 13000 ㎡

1436176/13000=110.47w/㎡

所以满足条件。（酒店冷负荷概算指标一般为 105~116W/㎡）
[2]
。

2.3湿负荷的计算

2.3.1 湿负荷的组成

空调房间的湿负荷有以下组成：

1）人体散湿量；

2）渗透空气带入室内的湿量；

3）化学反应过程的湿量；

4）各种潮湿表面、液面或流液的散湿量；

5）食物或其他物料的散湿量；

6）设备散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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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湿负荷的计算方法

本次设计湿负荷主要考虑的是人体散湿量。

人体湿负荷 Wr（kg/h）可按下式计算：

 1 1000Wr n w （2-15）

式中 n —人数；

 — 群体系数；

w — 一名成年男子的散湿量，g/h，可通过《空气调节》查得。

各房间湿负荷汇总如下：

表 2-13 各房间湿负荷汇总

房间号 人数
湿负荷

（kg/s）
房间号 人数

湿负荷

（kg/s）

大餐厅 1001 40 0.00168 大包间 202-204 8 0.0024

接待室 102、103 3 0.00018 标间 303-525 2 0.00006

办公室 105-310 4 0.00012 套房 302-502 3 0.00009

休息厅 201 40 0.000120 会议室 301-501 20 0.0006

2.4热负荷计算

2.4.1 通过围护结构的基本耗热量计算

)( wn ttKFq  （2-16）

式中：

q—基本耗热量，W；

K—传热系数；

F —传热面积；

nt —室内空气计算温度；

wt —室外供暖计算温度；

 —温差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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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附加耗热量计算公式

)+)(1+)αα(t-KF(t=Q1 chwn f （2-17）

2.4.3 冷风渗透耗热量的计算

)(278.02 wnpW ttcVQ   （2-18）

式中：

2Q—通过门窗隙缝的冷风渗透耗热量；

Cp—空气的定压比容，Cp =1kj/(kg. ℃)

ρ—室外温度下空气密度；

( )V lLn （2-19）

式中：

V—渗透空气体积流量；

l—房间门厂的缝隙长度；

L —门窗缝隙的进入室内的空气量，

n—门窗缝隙的渗透空气量的朝向修正系数；

2.4.4 冷风侵入耗热量的计算

mjQNQ  13 （2-20）
式中：

3Q —通过外门冷风侵入耗热量；

mjQ 1 —外门的基本耗热量；

N—考虑冷风侵入的外门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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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会议室501冬季热负荷计算

房

间

负荷源

传热

系数

温差修

正

系数

耗热量

修正

围护

结构

耗热

冷

风

渗

透

耗

热

量

总热

负荷

名称

面积计算

朝

向

风

力

K α Xch Xf Q1
Q2

'

Q1'+

Q2'

F(m2)
W/㎡·

℃
W W W

会

议

室

50

1

南外

墙

16.

00

16.

00

16.0

0
1.97 1.00

-0.

15

0.

00

675.

16

0.

00

675.

16

南外

窗

18.

36

18.

36

18.3

6
4.68 1.00

-0.

15

0.

00

1840

.51

0.

00

1840

.51

地面I
0.0

0

0.0

0
0.00 0.47 1.00

0.0

0

0.

00
0.00

0.

00
0.00

地面

II

0.0

0

0.0

0
0.00 0.23 1.00

0.0

0

0.

00
0.00

0.

00
0.00

地面

III

0.0

0

0.0

0
0.00 0.12 1.00

0.0

0

0.

00
0.00

0.

00
0.00

地面

Ⅳ

0.0

0

0.0

0
0.00 0.07 1.00

0.0

0

0.

00
0.00

0.

00
0.00

房间小计
tn(

℃)

68.

00

tw'(

℃)
-5.20

房高修

正Xg

0.0

0

2515

.67

0.

00

2515

.67

表 2-15 各房间热负荷汇总

房间 热负荷 房间 热负荷 房间 热负荷

会议室 01 2515.67 休息厅 101 7114.75 休息厅 201 12797.24

套房 02 2613.86 接待室 102 992.61 包间 03、04 16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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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用房 03 1679.67 接待室 103 1985.22 包间 05~11 1306.93

客房 04~26 1306.93 餐厅 104 9198.16 办公室 12~14 992.61

客房 05~25 992.61 办公室 05~10 992.61 电梯厅 1306.93

电梯厅 1306.93 电梯厅 1306.93 教室 215 2613.86

走廊 763.64 大厅 9896.54 合计 20697.24

合计 11179.31 合计 314860.82

2.4.5 冬季热负荷的校核

冬季总的热负荷为 314.86KW，总建筑面积为 456.94 ㎡。

314/（456.94*5）=0.1377=137.7w/㎡，所以满足冬季空调房间的负

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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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空调方案的确定

3.1空调方案的选择

本设计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风机盘管放置在各个房间内；新风由新风

机组集中处理后经由新风管道送入室内。新风机组每层都放置一台或两台在空调

机房内，制冷机组放置在建筑的屋顶。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的冷量或热量是由空

气和水共同承担，所以属于空气-水系统。其优点如下：

1）结构布置灵活，节能效果明显，各房间可以单独调节温湿度；

2）各空调房间互不相通，不会相互污染；

3）机房面积小，风机盘管只需安装在空调房间内；

4）与集中式空调相比，不需要回风管道，节省建筑空间；

5）节省运行费用；

6）使用寿命长。

3.2 风机盘管加新风设计

3.2.1 新风量的确定

确定新风量的依据有下列三个因素：

因素①，按规范上假定每人所需的新风量计算；

因素②，由于相对来说很小，不予考虑；

因素③，一般空调都满足其正压要求。

因此满足卫生要求的新风量公式为

Gw=n×gw （3-1）

式中 n — 空调房间内的总人数；

gw— 新风量标准，即单位时间内每人所需的新风量，m3/h·人。

3.2.2 夏季送风状态点和送风量的确定

选择处理后的新风和风机盘管处理过的空气混合送入室内。新风不需

要负担室内负荷，新风处理达到室内焓值，风机盘管处理到 L2，混合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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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并送入房间，i-d 图上的处理过程如图 3-2 所示。

图 3-1 送风混合后送入时的空气处理过程

以会议室 501 为例

1.新风量 Gw1=n×gw =20×40=800m3/h=0.27 kg/s

2. 热湿比计算：ε=Q/W=1.79/0.00006=29833→∞

3. 送风状态点

已知室内外参数 tN=25℃， N =55%，tW=33.2℃，tWs=26.4℃，查得

iN=53.3kJ/kg，iw=90.7 kJ/kg，由 iN=53.3kJ/kg， 1L =95%确定点 L1，

tL1=22℃，iL1=53.3 kJ/kg。

在 i-d 图中，过 N 点作ε线与 =90%相交，即得送风状态点 O，to=18℃，

io=47.5 kJ/kg，送风温差 t =25-18=7℃，总风量 G=Q/(iN-io)=1.79/

（53.3-47.5）=2.34kg/s=6698 m3/h。

3.2.3 用换气次数校核

换气次数定义为房间通风量 L(m3/h)和房间体积(m3)的比值，即

n=G/V （3-2）

则会议室 501 换气次数 n=6698/900=7.5＞5，所以符合换气次数要求 [1]。

新风量的确定

由于满足卫生的新风量 Gw1=732 m3/h＞总风量的 10%（即 10%G=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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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h）,则会议室 501 的最小新风量取两者中的较大值，即 Gw=732 m3/h。

3.2.4 新风负荷

( )W W W LQ G i i  （3-3）

式中 Gw — 新风量，kg/s

iw，iL — 室外新风点以及新风处理后点的焓值，kJ/kg

则会议室 501 的新风负荷为 Qw=0.198×1000×(81.5-55.5)=5169W

3.2.5 风机盘管风量

F WG G G  （3-4）

式中 G — 总送风量，kg/s；

GW — 新风量，kg/s

则风机盘管风量为 GF=6698-732=5975 m3/h

3.2.6 风机盘管冷量

连接点 L1 及点 O 并延长至 L2 点，使 2 1OL LO /( Gw /GF),则 iL2= io-

(iL1-io）GW/GF=48.7-(53.3-48.7)×732/5975=54kJ/kg

则风机盘管冷量

QF=GF（iN- iL2） （3-5）

QF=GF（iN- iL2）=0.189×1000（53.3-54）=16366W

表 3-1 各房间汇总如下：

房间号 总风量 G 新风量 Gw 风机盘管 风机盘管 新风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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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h） （m3/h） 风量 GF

（m3/h）

冷量 QF

（W）

Qw（W）

大餐厅 101 17106 2169 14937 118003 14676

接待室 102、

103
2521 180 2340 5188 1292

办公室

105-310
1400 140 1260 3000 1000

休息厅 201 16494 2169 14325 30281 15500

大包间

202-204
3744 500 3238 8770 3618

小包间

205-209
1872 250 1619 4385 1809

标间 303-525 2068 100 1960 3000 775

套房 302-502 4136 200 3920 6000 1550

会议室

301-501
6698 723 5975 16366 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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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风机盘管的选型

根据风机盘管风量以及所承担的冷量对风机盘管进行选型。选用约克

生产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型号及性能参数如下表所列（进出水温差 7℃）：

表 3-2 各房间风机盘管的选型

房间号 型号
风量

(m3/h)

冷量

(w)

热量

(w)

水阻

力

(kpa)

水量

(L/S)
台数

大餐厅

101
YGFC12CC2H 2214 8690 16220 42.71 1540.8 8

接待室

102、103
YGFC12CC2H 2214 8690 16220 42.71 1540.8 1

办公室

105-310
YGFC06CC3S 1033 5200 9390 4.48 770.4 18

休息厅

201
YGFC07CC3S 1252 6620 11990 8.96 1044 12

大包间

202-204
YGFC06CD2H 1130 4720 8510 7.47 702 6

小包间

205-209
YGFC06CD2H 1130 4720 8510 7.47 702 5

标间

303-525
YGFC04CD2H 743 3360 6170 27.18 590.4 66

套房

302-502
YGFC06CD2H 1130 4720 8510 7.47 702 6

会议室

301-501
YGFC07CC3S 1252 6620 11990 8.96 1044 6



南京工程学院毕业说明书（论文）

-31-

第四章 风系统的设计

4.1风管材料和形状的确定

本设计选用矩形风管，其占的空间小、方便布置、暗装较美观，材料选用的

是金属风管，方便现场加工制作、安装简单，而且有很好的机械强度和良好的防

火性能，气流阻力较小。

4.2 送、回风管的布置

本建筑以小房间为主而且层高较高，可充分利用吊顶，在房间的吊顶内放置

卧式暗装风机盘管，风口采用方形散流器。

4.3 气流组织设计

4.3.1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

以会议室 501 为例：

1）根据会议室长度为 6m，得室内平均风速 pjv =0.17m/s [2]，对于送冷风情

况， pjv =1.2×0.17=0.2m/s＜0.3m/s,说明合适，对于送热风情况， pjv =0.8

×0.17=0.136m/s＜0.2m/s（合适）；

2）根据房间的冷负荷及送风温差 st ，按下式 [2]计算送风量

1.2 1.01s p s sL q c t q t      0.83 sq t = 0.83 1.79 8 =0.19 3m s

查《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表 11.9-7 找到相近送风量 sL =0.19 3m s，

sv =3.81m/s, D=250mm；

3）公室来方面，散流器送风速度 3.81m/s 是可行的 [2]，不会产生较大噪声；

其他房间亦如上计算，汇总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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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房间送、回风口的尺寸

房间号
送风口尺寸 D

（mm）
个数

回风口

尺寸

mm×mm

个数

大餐厅 101 450*450 8 500*200 8

接待室 102 450*450 1 500*200 1

办公室 101-106 300*300 6 400*200 6

二楼

休息厅 201 350*350 12 400*200 12

包间 201-209 350*350 11 400*200 11

办公室 201-206 300*300 6 400*200 6

三、四、五楼

会议室 301-501 350*350 2 400*200 2

套间 302 350*350 1 400*200 1

标间 303-522 400*200 15

4.4风管设计

4.4.1 风道水力计算

运用假定流速法对风道水力计算的方法如下：

（1）绘制空调系统的轴测图，并对各段风道进行初步编号、标注风

管的长度和风量大小。

（2）确定风管内的合理流速。

（3）根据各风道的确定风量和选定流速，计算各管段准确的断面尺

寸，并使断面尺寸满足通风管道规格，再算出风道内的实际流速。

（4）根据风量或着实际流速和断面当量直径 D 查图得到比摩擦阻力

Rm。

（5）计算沿程阻力和局部阻力

选择其不利环路进行阻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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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程阻力

公式为： y mP R l  （4-1）

式中 l — 管段长度，m；

Rm — 摩擦阻力，Pa/m

○2 局部阻力

公式为： 2 / 2jP v  （4-2）

○3 系统总阻力

公式为： y jP P P     （4-3）

4.4.2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的新风管道水力计算

○1 一层新风管道布置图

i一楼大餐厅区域新风管道布置图

图 1、一楼大餐厅区域新风系统轴侧图

表 4-2 一楼大餐厅区域新风管道水力计算



南京工程学院毕业说明书（论文）

-34-

管段

编号

新风

量

m3/h

管段

尺寸

mm×mm

风速

m/s

Rm

Pa/m

管长

m

yP

Pa


jP

Pa

P

Pa

1-2 240 200*120 3.47 0.91 4.5 4.1 1.33 0.42 4.52

2-3 360 250*120 4.17 0.73 3 2.2 1.33 0.27 2.47

3-4 480 280*120 4.3 1.41 1.34 1.88 0.63 3.74 5.62

4-5 600 320*120 4.67 0.48 3.1 1.48 0.66 8.61 10.09

5-6 720 400*120 4.27 1.38 0.8 1.1 0.52 4.12 5.22

6-7 840 500*120 4.8 0.63 3.5 2.2 0.55 2.25 4.45

7-8 960 540*120 4.8 2.51 1.5 3.77 0.47 5.17 8.94

8-9 1080 600*120 5.33 0.59 6.5 3.83 0.29 3.55 7.38

阻力合计：48.69Pa

ii 一楼办公室区域新风水力计算

图 2、一楼办公室区域新风系统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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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一楼办公室区域新风系统轴侧图

管段

编号

新风

量

m3/h

管段

尺寸

mm×mm

风速

m/s

Rm

Pa/m

管长

m

yP

Pa


jP

Pa

P

Pa

1-2 160 120*120 3.09 1.68 5.25 8.86 0.67 0 8.86

2-3 320 200*120 3.70 1.16 3.72 4.37 0.85 0 4.37

3-4 480 320*120 3.70 0.73 5.24 3.77 1.14 0.42 4.19

4-5 640 400*120 3.47 0.76 6.79 5.17 1.93 3.7 8.87

5-6 800 500*120 4.05 0.36 6.10 2.2 1.96 0 2.2

阻力合计：28.49Pa

各层环路阻力和空调机组的余压：

表 4-4 各楼层最不利环路总阻力及空调机组余压值

层号 最不利环路总阻力（Pa） 空调机组余压值（Pa）

一楼餐厅区域 48.69 210

一楼办公室区域 28.49 180

二楼 76.42 270

二三楼办公室同一

楼

28.49 180

三四五楼客房区域 88.03 270

各层最不利环路的阻力损失均小于各层对应的空调机组的余压值，故满足最

不利点的要求。

4.4.2 新风机组的选择

根据新风量和新风负荷对新风机组进行选型，同时新风机组的出口余

压需满足最不利环路的阻力要求。

表 4-5 各层风量、冷量及最不利环路阻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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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号 新风量 m³/h 总冷量（kW） 总阻力（Pa）

一楼餐厅区域 1200 25.3 48.69

办公室区域 1020 15.6 28.49

二楼 1440 50.7 76.42

二三楼办公室同一楼 1020 15.6 28.49

三楼 3300 28.4 88.03

由于餐厅、休息厅、客房与办公室区域的跨度较大，所以在两个区域

风别设置新风机组在空调机房内。选用吊顶式式新风机组，型号及性能参

数如下表 4-12 所示：

表 4-6 新风机组性能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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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HDK-02

额定风量 2000 m3/h 送风机功率 0.55KW

额定冷量 26.5kW 额定热量 27.4kW

送风机风压 210Pa 机组出口余压 300～500Pa

长×宽×高 2215mm×1286mm×

400mm

水阻 23.4 kPa

进风口尺寸 400mm×250 mm 出风口尺寸 400mm×250 mm

型号 HDK-01

额定风量 1000 m3/h 送风机功率 0.45KW

额定冷量 15.6kW 额定热量 18kW

送风机风压 150Pa 机组出口余压 180Pa

长×宽×高 2020mm×1060mm×

400mm

水阻 12.2 kPa

进风口尺寸 400mm×250 mm 出风口尺寸 400mm×250 mm

型号 HDK-05

额定风量 5000 m3/h 送风机功率 1KW

额定冷量 56kW 额定热量 53kW

送风机风压 210Pa 机组出口余压 270Pa

长×宽×高 2400mm×1565mm×

400mm

水阻 55.7 kPa

进风口尺寸 500mm×400 mm 出风口尺寸 500mm×4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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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空调水系统设计

5.1空调水系统方案的确定

本设计采用两管制、闭式、一次泵变流量系统，各层水管异程布置。

为保证负荷变化时系统能有效、可靠节能的运行，设置两台冷冻水泵，其

中一台为备用水泵；风机盘管供回水管上均设有调节阀，依据负荷的变化

灵活的调节。为防止管网因杂质和结垢而造成水路堵塞影响使用，在冷冻

回水口上设 Y 型过滤器。冷冻水管采用焊接钢管，冷凝管采用镀锌钢管，

管道保温前刷两道防锈底漆。

5.2 冷冻水管路设计计算步骤

设计计算步骤如下：

1）绘制空调系统轴测图，并对各管段进行编号、标注长度和风量。

2）根据各房间的的冷负荷，计算各管段的流量

公式为： /( )G Q c t  （5-1）

式中 G — 管段流量， 3 /m s，；

Q — 房间的冷负荷，kw；

c — 水的比热容，取 4.19kJ/kg﹒℃；

 — 水的密度，取 1000kg/m3；

t — 供回水温差，℃，查 t =5℃

3）管径的确定

根据假定的流速和确定的流量计算出管径

公式为： 3 0.510 .(4 / )d G v （5-2）

再根据给定的管径规格选定管径，由确定的管径计算出管内的实际

流速，公式为：

24 /v G d （5-3）

4）阻力计算

ⅰ. 沿程阻力计算

公式为： yP RL  （5-4）

式中 R — 单位管长的摩擦阻力，Pa/m；

L — 直管段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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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局部阻力计算

公式为: 2 / 2jp v   （5-5）

式中  — 局部阻力系数，可查《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

ⅳ. 总阻力

公式为： y jp p p     （5-6）

5.3 冷冻水供回水水力计算

5.3.1 一楼供回水管水力计算

图 5-1 一层供回水管轴测图

因每层楼异程布置，供回水干管中的水流方向相同，最不利环路通过

空调机组一路（其设备压损均大于新风机组以及风机盘管的压损，最不利

环路的总阻力相是对最大的）。则一楼回水管的阻力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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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一楼供水管水力计算

表 5-2 一楼回水管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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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供回水立管布置图

图 5-2 供回水立管布置图

表 5-3 供回水立管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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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总阻力包括最不利环路的阻力以及通过环路上所有设备的水

阻力。水系统的总阻力为： p =一层冷冻供水管阻力+一层冷冻回水管

阻力+冷冻供回水立管阻力+冷热水机组的水阻力+空调机组的水阻力+制

冷 机 房 内 阀 门 、 过 滤 器 及 冷 冻 水 泵 等 设 备 的 水 阻 力

=87808+98638+41077+24143+24143+27000=204KPa

5.4水泵选型

5.4.1 水泵设计规范

在空调水系统中，经常采用单级单吸离心式水泵，选择原则以节能、

噪声小、占地面积少、安全性可靠、振动小、维修方便等因素。

循环水泵选择时应考虑备用和调节，因此一般选用多台。循环水泵台

数根据冷水机组的台数来确定，或者一一对应，或水泵台数比冷水机组多

一台。

循环水泵的流量要大于系统的设计流量，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经常

需要增加 10%余量。循环水泵的扬程应等于定流量的水在闭合环路内循环

一周所要克服的阻力损失 H 再加上 20%的储备量，即 1.2H H  。

为使水泵正常工作，水泵配管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为降低水泵的振动和噪声的传递，应根据减振要求，合理选用减振

器，并在水泵的吸入管和压出管上安装软接头。

2.水泵吸入管和压出管上应设置进口阀和出口阀。出口阀主要起调节

作用，可用截止阀和蝶阀。

3.水泵压出管上的止回阀，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时水逆流，使水泵叶

轮受阻而设置的。

4.为了有利于管道清洗排污，止回阀下游和水泵进水管管处应设排水

管。

5.水泵出水管处安装压力表和温度计。

6.考虑管路的伸缩，可尽量利用管路转弯处的弯管进行补偿，不足时

考虑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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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水泵选型

1）冷冻水泵的流量

G=(5605+6064+6742+5386+5386)×2×1.1=64204kg/h=65.31 m3/h

2）冷冻水泵的扬程

1.2H H  =1.2 P g （5-7）

式中 △P — 冷冻水系统最不利环路的阻力，Pa

则 H=1.2×204000/（1000×9.8）=24.97 m

3）根据流量，扬程选型

选用约克公司生产的冷冻水泵，其型号及性能参数如下表 5-4 所示

表 5-4 冷冻水泵性能参数

型号 IS150-315A

流量

（m3/h）

扬程

（m）

重量

（kg）

效率

（%）

汽蚀余量

（m）

泵轴功

率（kW）

功率

（kW）

70.94 28 206 60 4.0 6.9 22

本设计中冷冻水泵选用两台，采用一用一备的方式并联安装。

5.5冷凝水排放

风机盘管、新风空调机组，在夏季工作时，会不断产生大量的冷凝水。

为了及时的排走这些冷凝水，必须设置凝结水系统，设计时应注意以下方

面：

1.末端装置盘管凝水盘的泄水支管坡度，不应小于 0.01,其它水平主

干管，沿水流方向应保持不小于 0.002 的坡度，且不允许有积水部位；

2.如果盘管冷凝水盘处在风系统的负压区时，凝水盘的处水口必须设

置水封装置。水封的高度应比凝水盘处的负压（相当于水柱高度）大 50%

左右。水封的出口应与大气相通；

3.凝水管道的管封，宜采用镀锌钢管或聚氯乙烯塑料管，不宜采用焊

接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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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凝水管的管径，应根据通过凝水的流量计算。一般情况下，每 1kW

的冷负荷，每 1 小时产生约 0.4kg 左右的冷凝水；在潜热负荷较高时，每

1kW 的冷负荷，每 1 小时产生约 0.8kg 的冷凝水。

表 5-5 冷凝水管公称直径的选择

盘管冷负荷 Q/kW 冷凝水管公称直径 DN/mm

≤7kW DN20

7.1～17.6kW 25

17.7～100kW 32

101～176kW 40

177～598kW 50

599～1055kW 80

1056～1512kW 100

1513～12462kW 125

7.1～17.6kW 150

5.凝水立管的顶部，应设置通向大气的透气管。

6.设计和布置冷凝水管路时，需考虑可以定期冲洗的可能性。

7.系统最低点或需要单独排水设备的水部，应设带阀门的放水管，并

接入地漏。

本设计中，新风机组的冷凝水管为 DN20，然后连接至地沟排走；组合

式空调机组的冷凝水管为 DN20，然后通至地沟排走；制冷机房内，冷热水

机组的冷凝水管为 DN50，然后通至地沟排走；客房标间的冷凝水管为 DN20，

就近接入房间卫生间内，连接地沟排走；连接风机盘管的冷凝支管的坡度

为 0.01，水平主干管沿水流方向保持 0.003 的坡度。

5.6膨胀水箱的设计与选择

在闭式水系统中，必须保证系统管道及设备内充满水，因此管道中任

一点的压力应高于大气压力(否则将吸入空气)，因此闭式水系统需要定

压。空调系统广泛采用定压点在水泵吸入口处的定压方式，其优点是水力

系统工况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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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GB50019—2003)中规定：定压点宜设在循环水泵的吸入口

处，定压点最低压力应使系统最高点压力高于大气压力 5kPa 以上；膨胀

水箱的底部至少比系统内管路最高点高出 1.5m；宜采用高位水箱定位；

膨胀管上应设置阀门。

本设计采用膨胀水箱定压，膨胀水箱的作用是：

1)为使水系统的水因温度变化而引起的体积膨胀给予余地；

2)以及有利于系统中空气的排除；

3)起到定压作用；

4)补水作用。

膨胀水箱的优点是压力稳定、系统简单，基本不用管理。缺点是水箱

位于系统最高处，占据一定空间，建筑物要承受水箱及水的荷重。它是中

小型空调水系统中常用的定压方式。

膨胀水箱的容积是有系统中水容量和最大水温变化幅度决定，可由下

式计算

P SV tV  （5-8）

式中 PV — 膨胀水箱的有效容积，m3；

 — 水的体积膨胀系数， 0006.0 ，L/℃；

t — 最大水温变化值，即 12-7=5℃；

SV — 系统内的水容量，m3，即系统中管道和设备内总容水

量。Vs=（0.7—1.30）（L/ m²建筑面积）

本次设计的建筑面积为 456.94

则 PV =0.0006×5×1.20×456.94/1000=0.16 m3

选用约克公司生产的膨胀水箱，型号和参数如下所示：

表 5-6 膨胀水箱性能参数

型号 YKG(P)800

设计压力 MPa 全容积 m3 调节容积 m3 使用温度℃

0.3～1.6 0.35 0.2 ≤120

膨胀水量 水泵型号 水泵台数 水泵扬程

≤125 IS150-315A 1 根据实际需要调节

设备外形尺寸 长×宽×高（mm×mm×mm） 1200×612×1950

地基尺寸 长×宽×高（mm×mm×mm） 1300×10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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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空调冷热源

6.1 空调冷热源及空调形式确定

（一）：冷源集中布置

⑴酒店的冷源系统设置在屋顶的设备房。因酒店有稳定的生活热水需求，其

中部分制冷主机设置全热回收功能，为生活热水罐预热。酒店的冬季空调供热采

用蒸汽锅炉供应。生活热水的再加热热源由设置在锅炉房的蒸汽锅炉提供。

⑵冷源系统：

在屋顶设置制冷机房，集中设置风冷冷水机组，制取 7℃～12℃冷冻水，供

全楼空调使用。局部全年需独立使用空调的房间（如中控室、消防中心、变配电

室等）设置独立冷热源（风冷热泵机组）的分体空调。为防止低负荷时主机工作

状况差，频繁启停，本方案设计了两个蓄冷罐，以利节能运行。

⑶热源系统设备的配置：

使用集中供热热源。酒店洗衣房有蒸汽使用要求，本方案在屋顶设置两台热

泵机组和高效蒸汽锅炉，能有效满足洗衣房、厨房、生活热水、空调采暖的要求。

⑷空调冷热水系统：

采用一级泵变流量方式，水泵与冷热水机组一对一设置，根据冷热水供回水

温度，确定机组和循环泵的运行台数，在供回水干管之间设置自力式压差旁通阀，

水系统采用两管制，并在末端设备回水管上设置电动调节阀，以实现末端的变流

量运行方式。

⑸空调方式：

本设计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换气机的中央空调系统，由集中设置的制冷机房

和热交换站提供冷、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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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空调冷热源选型

本系统总冷量 329.6kW，选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风冷螺杆式冷热水机

组两台，一用一备，其型号及性能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6-1 冷热水机组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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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管道保温设计

7.1设计原则：

1） 送风管、回风管，冷、热水供回水管，制冷剂管道、凝水管、膨

胀水箱、储热(冷)水箱、热交换器、电加热器等的有冷、热损失或有结露

可能的设备，材料和部件均需做绝热保温。

2） 闭孔性保温材料外表面应设隔气层和保护层。

3） 温管道的支架，穿墙或楼板时应防止“冷桥”。

4） 温材料应采用不燃和难燃材料。

5） 穿越防火墙，变形缝两侧各 2m 范围内的风管和风管型电加热器

前后 0.8m 范围内的风管保温材料必须采用不燃材料。

7.2 保温层厚度选择

针对本设计对供回水管和风管保温材料都采用带有网格线铝箔贴面

的防潮玻璃棉。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7-1 保温材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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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消声减振的设计

空调的消声减振是空调设计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提高人们

的舒适感和工作情绪。

8.1 空调的消声设计

空调系统噪音主要来源风道中气流振动和空调设备的噪声。有管道穿

过的房间，在围护结构孔洞四周必须用弹性材料填充。

1）风速的控制，本设计中总干管风速 5～6m/s，支管风速 3～4m/s 。

2）风管接头及风口处采用软管相接，支架、吊架都采用橡胶减振。

3）风机盘管安装在吊顶内，可以降低噪音。

4）静压箱内贴上 5mm 厚的软质海绵的吸声材料。

5）将热水机组安装在楼顶上，大大降低各房间的噪声。

8.2 空调的减振设计

1） 将水泵和风冷螺杆式冷热水机固定在隔振基座上。隔振基座采用钢筋

混凝土现场浇筑。

2） 水泵的进、出水口采用橡胶柔性接头。

3） 水泵和冷热水机组等设备供回水管用橡胶连接，防止设备的振动传递

给管路。

4） 新风机组风机进出口和风管间的软管用帆布材料制作。

5）管道敷设时，在管道支架、穿墙处进行隔振处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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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设计是常州某建筑的空调系统设计，设计内容主要包括空调负荷计

算；空调方式的确定；空调风系统设计；空调水系统设计；空调处理设备设计与

选型；空调冷热源方案的确定；管道保温设计；空调系统消声减震设计；施工图

设计。

本设计只采用了一个个系统：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采用方形散

流器送风口，上送上回。系统的冷热源选用风冷螺杆式冷热水机组，夏季

供冷，冬季供热。空调的冷冻水系统采用闭式两管制一次泵变流量的系统，

各层供回水管异程布置，整个系统控制灵活，便于检修维护。

能源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空调系统的快速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大力发

展和科技的不断更新,人类对空调技术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飞跃,同时由

于人类的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空调产品和技术也

在不断的被研发。暖通空调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受到能源、环境条件的制

约，所以能源的综合利用、节能环保、必然是今后发展的主题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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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一层风管平面图

附图 2二层风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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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三层风管平面图

附图 4四层风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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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五层风管平面图

附图 5一层风管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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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二层风管轴测图

附图 7三层风管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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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四、五层风管轴测图

附图 9一层水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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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 二层水管平面图

附图 11 三层水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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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2 四层水管平面图

附图 13 五层水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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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4 水管轴测图

附图 15 空调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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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6 设计施工总说明

附图 17 设备材料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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