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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研讨
韦海明

（广西北投华城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　在当前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建设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而建筑行业不仅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契

机，也遇到了全新的挑战。而针对高层建筑工程项目而言，其可以在保障室内空间水平的同时，也能够节省大量

的土地资源，但是在暖通设计方面经常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采取合理的设计手段，进而为民众带来舒适的居住

环境条件。本文将基于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的常见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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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土地资源面临着较为窘迫的局面，为提

升土地资源利用率，城市高层建筑正在逐步增多，相

较于普通建筑来说，高层建筑的内部结构更为复杂，

施工设计难度也较高。而暖通作为建筑开发与施工设

计的必要环节，在高层建筑项目中同样是能耗最为严

重的结构，需要采取合理的优化措施，遵循相关设计

原则，以保障整体设计效果。

1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基本概念

建筑暖通设计是指为了满足人们对热、湿、洁净

和新鲜空气的需求，为建筑提供高效、节能、环保的

室内环境所进行的一项技术设计，涉及采暖、供热、

通风等多个方面，是建筑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

针对高层建筑工程来说，暖通设计难度相对较高，需

要设计师基于高层建筑的采暖情况，在保障外部能源

供应稳定的基础上，采取合理措施，尽可能避免室内

温度的失衡。同时还需要对其空调系统进行完善，以

此来实现热量转化，营造出舒适的室内环境条件。最

后还需要考虑到建筑通风情况，预防二氧化碳气体的

汇集，也需要避免出现内部环境过于潮湿的情况，因

此需要对各个施工部分进行管控，对既有的设计方案

进行改革，以保障高层建筑的稳定运行。

2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相关原则

2.1　可靠性

在开展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需要

明确其具体使用要求，并对设计方案进行合理评估，

对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预测，以落实可持续

发展的相关要求。[1]因此，设计师应当充分考虑设备

故障、气候变化、建筑环境等多种因素，在保障暖通

系统能够稳定可靠运行，满足用户使用需求的同时，

也需要考虑到设备备份、冗余设计等措施，从而有效

应对暖通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方面意外情况。

2.2　经济性

高层建筑工程项目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投资方

的合法权益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而针对暖通设

计来说，设计师需要考虑到系统的初投资、运行费用、

维护费用等因素，确保设计方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同时还需要根据用户的需求和预算，合理进行设备选

型和配置，以达到最优的经济效果。此外，为了降低

系统的能耗，落实节能环保的相关设计要求，还可以结

合实际情况来采用节能技术措施，提高系统的能效比。

2.3　安全性

为保障高层建筑暖通设计效果，还需要考虑到暖

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故障、管道破

裂等各方面安全隐患，并采用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严

格按照相关标准，确保系统的安全性能。同时还需要

在设计中充分考虑防烟、排烟、防火等方面的要求，

并设置相应的安全设施，以保障现场施工安全。此外，

在设计过程中还应当尽可能进行简化，对其热量转化过

程予以关注，确保高层建筑内部能够时刻维持恒温状态。

3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的常见问题

3.1　通风系统设计问题

高层建筑与普通建筑项目存在明显的差异，其电

气设备应用数量更多，并且高度较高，其地下室区域

通常会储存大量的电气设备，这就为通风系统设计带

来了一定的难度。针对垂直风管设计来说，其设计长

度与直径大小是其重难点设计内容，预留出合理的安

装施工空间，以保障通风系统的运行稳定。但是就实

际情况来看，由于风井安装操作的空间较为有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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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尺寸的差距较小，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管道

摩擦的情况，进而对通风系统运行带来不利影响。此外，

针对风井围护结构来说，通常需要进行风井围墙的设

置，而这则会增加成本造价，也可能会对施工工期造

成影响。[2]

3.2　散热器选择问题

散热器的选择对于高层建筑项目暖通系统设计而

言具有直接影响，在应用散热器的情况下需要确保其

匹配程度，落实相关设计标准。具体来说，针对高层

建筑室内环境的湿度，如果其湿度较大，则可以采用

铸铁散热器，而针对室内的厨房、卫生间等区域，则

可以采用钢质散热器来有效避免腐蚀问题，同时也能

够提升设计方案的美观程度。具体来说，高层建筑暖

通设计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合理选择散热器。但是基

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设计师缺乏对散热器的了解，

未能对其安装位置进行明确标注，导致散热器本身的

使用性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针对部分高层

建筑来看，散热器一旦未能进行合理选择，在温度降

低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导致散热器温度难以达到相关设

计标准，进而造成设备冻裂的情况，对暖通设计的可

行性带来不利影响。

3.3　采暖管理安装问题

采暖管道安装施工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循安全作业

标准，对管道的坡度进行合理调整，以此来合理进行

管道敷设施工。而对于部分施工单位来说，在其管道

安装施工的过程中仍旧难以达到校正标准，安装误差

较大，导致管道的正常运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

管道安装也应当满足坡度要求，以实现水体流速的有

效控制，避免对散热器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对管道

的有效保护措施，造成管道的开裂问题，引发相应的

损失。此外，由于高层建筑采暖管道安装的数量相对

较多，需要明确其具体的安装位置，但是由于忽略了

管道安装压力的考量，导致管道接口的稳定性相对较

差，难以保障采暖系统的正常运行效果。[3]

3.4　图纸设计问题

一般来说，高层建筑的暖通图纸设计需要保障其

完整程度，明确冷热源参数、温度参数、冷热负荷参

数等相关信息，进而为后续的采暖施工带来有效保障。

而设计师在进行图纸设计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各方面

资料的汇总，并对其施工实践问题进行分析，一旦其

平面设计产生问题，很有可能会对其正常工程施工建

设带来不利影响，造成一系列的施工安全隐患。具体

来说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采暖管道安装设计的问题，经常会出现管

道长度以及直径数据标注不清晰的问题，未能形成统

一化的施工标准，可能会对其工程进度带来不利影响；

其二，在设计过程中，如果未能对高层建筑内部结构

进行全面了解，则可能会对建筑通风效果造成影响，

进而影响热能转化的效率水平。

4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的改进对策

4.1　BIM技术的使用

在当前高层建筑工程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

了能够保障暖通设计效果，可以利用 BIM技术手段来

提升数据信息的处理效果，进而为相关设计工作带来

便利。具体来说，BIM技术在暖通设计工作中的应用，

可以通过虚拟三维建模，构建出完善的监管评估系统，

通过三维模型来进行分析，及时发现设计方案中存在

的漏洞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合理调整，以满足暖

通设计的各方面要求。而在暖通设计的过程中，如果

需要进行相应视图的整改，也可以利用 BIM技术来明

确暖通管道的安装路线，以避免管道安装误差过大。

而针对管道安装交叉施工的情况，作为其施工设计的

重难点，则可以利用 BIM技术来进行检测，一旦设计

方案与预测之间存在偏差，则可以对其进行评估，通

过完整的施工剖面图来进行分析，并借助相应的基础

软硬件措施，构建出产品模型数据库，进而保障设计

图纸的有效性，为工程建设带来必要的支持。

4.2　高素质团队建设

针对高层建筑暖通施工项目，设计师与施工人员

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主体角色，可以说，设计师的能

力水平对于暖通设计质量水平而言具有直接影响效果。

在工程开展的前期准备阶段中，需要对参与项目的各

方人员进行培训，可结合实际情况来聘请行业专家进

行指导，以此来构建出高素质人才团队，为工程建设

带来必要保障。而针对设计师而言，还应当安排相应

的考核工作，保障其技术能力水平。同时还需要落实

相关安全知识，在避免暖通设计问题的同时，能够尽

可能完善暖通设计方面的相关要求，进而增加高层建

筑的使用功能。

4.3　应用环保设计措施

在当前我国大力倡导节能环保理念的时代背景下，

大部分的建筑施工单位也意识到了环保设计的重要意

义，通过相应的设计措施来改善能源消耗的问题。而

暖通系统作为高层建筑工程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其

能耗问题较为严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暖通设计的

过程中则应当基于建筑结构特点，灵活采用设计措施，

落实节能减排原则。一般来说，空调系统是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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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设计的重要环节，设计师应综合考虑环境因素、

建筑功能和特殊需求等，以确保空调系统的功能并降

低运行成本。同时还需要对材料、人力等各方面资源

损耗情况进行严格管控，通过对现场施工资源的合理

规划与统筹，实现合理的资源分配，明确各个施工流程，

以确保暖通设计施工的有效衔接，保障整体施工效果。

4.4　暖通空调消音设计

在暖通空调设备运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

可能会出现噪声污染，对室内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

响。因此，在暖通空调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合理安装

消音设备，其位置应当根据实际要求以及噪声级别来

进行合理配置，在满足消音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避

免设备摩擦问题，以保障暖通空调设计的相关要求。

而针对机房消音处理而言，则可以适当增加消音材料

的使用量，将消声器安装在风管区域之中，以此来实

现对噪声的有效管控。并且，在高层建筑内部结构中，

其空调机房与功能房的距离通常较近，因此需要对其

予以重视，提升消音设计能力。此外，设计师可以优

先选择双风机系统，因为这种系统能够缩小风机数量，

降低单体设备产生的噪声。[4]

5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发展的方向

建筑行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由

于城市建设拓展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的背

景下，高层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也在不断提升。

而对于暖通设计来说，也应当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推

进新型设计方式，积极进行工作经验的总结，以保障

整体设计水平。具体来说，其发展方向主要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向进行分析。

5.1　节能化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需要正确应用中央空调冷暖系

统，以保障舒适的室内环境条件。而暖通系统设备的

运行过程中，势必会造成能源消耗的问题，可能会出

现高峰负荷转移的情况，因此应当对其电力消耗情况

采取合理有效的控制措施。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

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通过合理设计以及相关设备，

将以应用于暖通系统之中，以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程度。同时还可以适当选择节能型的暖通设备，并结

合智能化设计手段，合理进行系统设计以及设备配置，

采用高效的暖通空调系统，进而实现对施工环境的温

度、湿度、空气质量的有效把控，并尽可能降低不必

要的能源消耗。[5]

5.2　智能化

智能化是当前我国社会各行各业的重要发展趋势，

对于高层建筑暖通设计而言也应当积极迎合这一趋势，

在设计过程中积极使用智能化设计措施，具体来说主

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智能控制，可以结合物联网技术，实现对

暖通设备的远程控制和实时监测，提高设备的运行效

率和稳定性，通过智能化控制手段来实现对暖通系统

的精细化管理，进而在保障系统运行的同时，避免能

源浪费的问题；其次，对于暖通设备的运行故障问题，

也可以通过智能诊断方式，对其运行状态进行动态化

监测与诊断，及时发现设备故障问题，并进行相应的

预警，以提高设备的维护和管理效率；最后，还可以

通过智能算法以及数据分析，对暖通系统的运行设计

进行优化，基于室内环境情况以及使用需求来进行系

统设备运行的动态调整，以提升系统运行效率水平。

5.3　创新性

高层建筑暖通设计流程需要保障其规范程度，保

障设计可靠程度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建筑产生的热负

荷，全面落实暖通设计标准。设计师在制定设计方案

的过程中，应当体现出环保特点，推动设计理念与设

计方法的创新，将静态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模式，对

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预测，结合工程概况

以及力学流体计算，以此来有效解决工程设计问题，

保障整体设计效果。

6　结束语

暖通设计作为高层建筑工程项目的关键因素，为

保障其设计效果，应当严格遵循相关设计标准，并采

取针对性措施，对其常见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有效整改，

同时还应当培养高素质人才团队，对设计思路进行实

时创新，明确其未来发展趋势，结合建筑空间的相关

需求来进行暖通设计方案的实时优化，进而为建筑行

业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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