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湿材料吸放湿性能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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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建立了调湿材料吸放湿过程的热湿传递耦合方程"在周期性热湿作用边界条件下

对耦合方程进行变换分析"得出其理论解!研究了封闭空间内调湿材料在周期性热湿作用下

的吸放湿特性"结果表明空气含湿量波动振幅与温度波动振幅之比值为一复常数"其模值能表

示材料吸放湿能力大小"初相位能表示材料吸放湿应答性快慢"从而引出了测试调湿材料吸放

湿性能的方法&&&封闭箱热作用法!利用该方法测试了硅胶板'混凝土板和夯土板的吸放湿

性能"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结果显示硅胶板的吸放湿性能最好"混凝土板最差#得出了调湿

材料在封闭箱中的吸放湿规律"即空气温度升高时材料放湿"空气温度下降时材料吸湿"可根

据空气绝对湿度曲线判断材料吸放湿性能的好坏!

关键词
!

调湿材料
!

吸放湿性能
!

封闭箱热作用法
!

含湿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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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调湿材料又称为自律性吸放湿材料#可以依靠

吸放湿性能自动调节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即当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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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相对湿度由于某种原因&如温度升高'降低时#

材料自动放出水分抑制相对湿度下降1而当相对湿

度升高时#材料又会自动从空气中吸收水分#抑制

相对湿度升高%这样#室内相对湿度会维持在相对

平稳的水平%调湿材料既可用于供暖$空调房间调

节湿负荷#也可用于室内防止表面结露和地板泛

潮#还可以用于美术馆$档案馆等防止霉菌滋生和

虫害等#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

%

国外对调湿材料的研究已有较长时间#日本

自二战后相继开发了硅酸钙水合物系调湿材料$

吸附剂类吸放湿板$硅藻土系调湿材料$纸类调

湿材料等!

#

"

1欧洲一些国家对调湿材料的研究#

也有少量报道%我国对调湿材料的研究始见于上

世纪
."

年代中期!

!

"

%进入
#*

世纪后#由于可持

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重视#调湿材料的

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然而#纵观前人的研究#

仍存在下列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评价调湿材料

调湿性能的合理的单一指标#虽然#不同的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单一指标#但这些单一指标都只

体现某几种因素对吸放湿过程的影响#不能反映全

部因素的综合作用!

+

"

1二是目前提出的单一指标不

易测试%

材料吸放湿过程的本质是材料内部与外界空

气间的湿交换过程%如果材料不含水分或水分不

迁移&如室内各种金属板$密实干燥的混凝土板

等'#那么没有吸放湿能力#但是仍对室内相对湿度

有调节作用%这是因为空气相对湿度与空气干球

温度有关#而任何材料都对室内空气温度有稳定和

调节作用#因此#也间接调节了室内相对湿度%这

种材料只能称为调温材料#它对室内空气含湿量没

有调节作用!

)

"

%事实上#任何具有吸放湿作用的材

料都可称为调湿材料#只是其吸放湿性能不同而

已%在我国建筑中广泛使用的木材以及黏土都具

有较好的调湿能力%调湿材料的调湿性能不仅与

材料的热湿物性有关#而且与周围气流状况和空气

温$湿度变化情况有关%正是由于影响材料调湿性

能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长期以来人们都希望但

未能建立起合理的单一性指标以评价调湿材料调

湿性能的好坏#更谈不上对合理指标进行测定了%

本文在温$湿度周期性变化条件下#以板状调湿材

料为分析对象#从理论上引出一个新的单一性指

标000复数
=

的模值#它能体现所有因素对材料

吸放湿性能的影响#进而提出用-封闭箱热作用法.

测试该指标%最后选择了三种代表性板状材

料000硅胶板$夯土板$混凝土板为初步试验对象#

对该测试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旨在为调湿材料

的研究开发和调湿性能的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和检

测手段%

!

!

周期性热湿作用下调湿材料吸放湿过程分析

!#!

!

吸放湿过程数学模型

在建筑环境中#调湿材料的湿度&

*Z

A

干材料

中所含水分的质量#

Z

A

/

Z

A

'通常小于其最大吸湿

平衡湿度#材料孔隙中的气态水分和孔隙壁面的吸

附水分可认为总是处于热湿平衡状态#即任一点任

何时刻两者温度相同#化学势相等%在吸放湿过程

中温度势既是热量传递驱动力也是水分迁移的驱

动力#而湿度势对热量传递影响一般很小#可不计1

当水分在孔隙中被吸附或蒸发时#吸附水分所占体

积变化很小#其孔隙基本不收缩#孔隙率可认为是

常数%对于板状的调湿材料#一维传热传湿耦合方

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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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材料中空气的含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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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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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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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材料的导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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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空气密度#

Z

A

/

E

!

#

%

为材料干燥时

孔隙体积与总体积之比#

&

为材料中吸附水分体积

与材料总体积之比#

B

为材料的等温湿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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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温度一定时材料平衡湿度相

对于空气含湿量的变化率#与材料吸附曲线有关#

$

>

为材料中吸附水分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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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变

量#

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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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材料的热梯

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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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空气含湿

量一定时材料的平衡湿度相对于温度的变化率#与

材料吸附曲线有关1

5

为材料中温度变量#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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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热扩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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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D

为材料

的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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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材料的比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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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放湿过程理论分析

在建筑环境中#材料的吸放湿过程通常是由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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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周期性热湿作用引起的#而且也只有在变化的热

湿环境中#材料的调湿能力才能表现出来#因此#使

用周期性波动的热湿条件进行分析#所得结论可与

调湿材料的实际应用状况一致%使用周期性条件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傅里叶级数将复杂的周

期性条件分解为简单的各阶谐量#对各阶谐量进行

理论分析#再将各阶理论解叠加得到最终解%设外

界环境空气温度
5

C

$空气含湿量
>

C

为简单的谐波

变化#记为
5

C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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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

"

#

'

5

分别为空气温度的平均值和波动振幅#

K

1

>

"

#

'

>

分别为空气含湿量的平均值和波动振幅#

Z

A

/

Z

A

1

(

为变化角频率#

;'M

/

=

%值得说明的是#采

用复数表示温度和含湿量的变化#只是为了分析方

便#得到最终解后#解的实数部分才是我们所需要

的%对图
*

所示的板状调湿材料#采用下述对称的

图
!

!

房间中板状调湿材料

对流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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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式&

.

'

"

&

*+

'为转换后的耦合方程和边界条

件#可以进行理论求解%求解的具体方法是先利用

变量分离法解出
4

*

#

4

#

的一般表达式#再利用边

界条件&

**

'

"

&

*+

'求出其中的待定常数#得出

4

*

#

4

#

的具体表达式#将具体表达式代入式&

5

'#

&

4

'可得出材料中空气温度和含湿量的表达式%由

于篇幅有限且解法烦琐#此处只写出解的最终表

达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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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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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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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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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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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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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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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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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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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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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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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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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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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BP=

&

*

S

@

'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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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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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

3

##

'

5

3

BP=

&

*

E

@

'

9

<

(!

&

*%

'

式&

*)

'#&

*%

'中
!*

E

`

&

*$<

'

G

E

(

槡##

*

S

`

&

*$<

'

G

S

(

槡##

3

**

B̀P=

&

*

E

*

'

$

#

D

)

D

*

E

=<?

&

*

E

*

'#

!

3

*#

`$BP=

&

*

E

*

'

J

#

>

)

>

*

E

=<?

&

*

E

*

'#

3

#*

B̀P=

&

*

S

*

'

$

#

D

)

D

*

S

=<?

&

*

S

*

'#

3

##

B̀P=

&

*

S

*

'

$

#

>

)

>

*

S

=<?

&

*

S

*

'#

3 H̀

**

3

**

3

##

$)

**

3

#*

3

*#

%

上述解在只有温度波动或只有湿度波动的情

况下#都可以大大简化%但在常见的建筑环境中#

往往是温度和湿度同时变化#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

互影响%

"

!

封闭空间中调湿材料的吸放湿特性

当封闭空间内的空气温湿度作周期性稳态变

化时#其含湿量平衡关系为

$

'

I

%

>

C

&

!

'

%!

(0#

>

J

%

>

%

@

@

(

*

&

*5

'

式中
!

I

为封闭空间体积#

E

!

1

J

为调湿材料与空

气的接触面积#

E

#

%式&

*5

'等号左边可表示为

$

'

I

%

>

C

&

!

'

%!

(

$

'

I

%

&

>

"

+'

>

9

<

(!

'

%!

(

<

$

'

I

('

>

9

<

(!

&

*4

'

!!

将上述解代入式&

*5

'等号右边#得

0#

>

J

%

>

%

@

@

(

*

(#

>

!

J

H

**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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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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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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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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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式&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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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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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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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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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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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

'

(

'

>

'

5

&

#*

'

!!

从式&

#*

'可知#有调湿材料的封闭空间#空气

温度和含湿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

系#即一个参量作周期性稳定波动变化#会引起另

一参量作周期性稳定波动变化#波动频率相同#存

在波动相位差1这种关系可以用数学式进行准确描

述#表述为+有调湿材料的封闭空间中#空气含湿量

波动复数振幅与空气温度波动复数振幅之比值为

一复数
=

%如果将式&

#*

'中第一个等式右边进行

简化#可以将
=

表示为
=`=

K

9

<

"

`=

K

&

BP=

"

J

<=<?

"

'#其中
=

K

为
=

的模值#

"

为初相位角%

=

K

和
"

的影响因素包括+

*

'房间体积与调湿材料暴

露表面积之比
I

/

J

1

#

'温度或含湿量的波动角频

率
(

1

!

'调湿材料的厚度
#*

1

+

'材料的各种热湿

物性1

)

'表面传热$传湿系数%因此#

=

K

和
"

值综

合反映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再结合式&

#*

'中第二

个等式#不难看出模值
=

K

是空气含湿量波动实数

振幅与空气温度实数振幅之比值#

"

是空气含湿量

波动与空气温度波动的相位差值%因此#模值
=

K

可作为评价调湿材料吸放湿性能的单一指标#而

"

值可以作为评价调湿材料应答性快慢的单一指

标%

$

!

吸放湿性能测试方法$$$封闭箱热作用法的提

出

在知道材料的各种物性参数后#

=

模值可以通

过式&

#*

'计算得到%但是这种计算比较复杂#且材

料的物性不易测试#因此#如果能寻找一种简单的

方法得到
=

值#既避免各种物性的测试困难#又能

综合体现材料的吸放湿性能#这对于评价材料的调

湿性能$开发和选用调湿材料都很有意义%从前面

的理论分析可知#如果能在封闭箱中维持空气含湿

量呈周期性波动#则箱中温度也会呈相应的周期性

波动#待周期性波动达到稳定后#测出箱内空气含

湿量波动振幅与空气温度振幅#将两振幅相除即可

得到
=

模值%这种方法可以称为封闭箱湿作用

法%然而#由于封闭箱内加湿和降湿极难控制#封

闭箱湿作用法难以实施%另一种方法是封闭箱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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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法#即在箱内部或外部造成周期性的热作用#

实现箱内空气温度周期性波动#直接测试箱内空气

温度和相对湿度#通过相对湿度和空气温度得出空

气含湿量#将含湿量振幅与温度振幅相除即得
=

模值%封闭箱热作用法较湿作用法有明显的优点#

即周期性热作用可在箱内或箱外实施#易于实现和

控制%封闭箱热作用法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将装

有调湿材料的密闭箱直接暴露在室外#感受周期性

的气候热作用即可%然而#在箱内或箱外实施热作

用后#箱内空气温度和含湿量波动是否明显#关系

到能否正确测出
=

值%为此#笔者设计了两个封

闭箱来检验热作用法的有效性%

%

!

封闭箱热作用法测试材料吸放湿性能

%#!

!

试验仪器设备和方法

用
*EE

厚的不锈钢板制作了两个同样大小

的试验箱
/

和
G

#箱体长宽高分别为
*()E

#

*(#

E

#

"(5E

#体积为
*(#%E

!

#如图
#

所示%两箱中安

放了由金属制成的试件架#每个试件架上固定了两

个使箱内空气混合均匀的小型风机%试验箱
/

用

于放置调湿材料#试验箱
G

用作对比空箱%调湿

材料板和风机在
/

箱中的放置如图
!

所示%

图
"

!

试验箱
1

和试验箱
2

图
$

!

材料和风机的安置

为了记录两箱中的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在
/

箱中使用了室内气候监测仪#在
G

箱中使用了温

湿度自动记录仪#每隔
*E<?

自动监测试验箱中空

气温湿度%试验中选择了三种代表性调湿材料#第

一种是硅胶颗粒#代表吸放湿性能较强的吸附剂类

材料1第二种是福建土楼的外墙夯土#代表具有一

般吸放湿性能的传统黏土类材料1第三种是混凝

土#代表吸放湿性能较差的现代建筑材料%硅胶颗

粒用细筛网和大格网固定成板状1夯土先粉碎再在

细筛网上夯实用大格网固定成板状1混凝土板是用

水泥与建筑用砂按普通比例混合均匀养护而成%

板状材料都制成约
#"EE

厚#长宽分别为
*(#E

和
"(4E

%三种调湿板材如图
+

所示%板状调湿

材料制成后#在自然室温下放置一个月左右%

图
%

!

三种板状调湿材料

从理论上讲#室内外热作用应该使室内空气温

度呈简谐波变化较好#这样可以准确地进行频率变

化分析%鉴于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试验条件#笔者

将两试验箱放置在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办公楼屋顶#

让其直接感受室外气候的周期性热作用%由于屋

顶通风顺畅#无遮阳物#箱体白天受室外空气和太

阳辐射剧烈加热#夜间受天空辐射和室外空气良好

冷却#热作用效果好#波动周期为
#+:

%

%#"

!

材料吸放湿试验结果及分析

*

'硅胶板

笔者于
#""+

年
%

月
#)

"

#%

日对硅胶板的调

湿性能与空箱作了对比试验%

/

#

G

箱中空气温度

和相对湿度变化分别示于图
)

和图
%

%从图
)

#

%

可以看出#两箱中空气温度变化相当#但相对湿

度变化相差很大%

/

箱内的平均相对湿度为

%+a%!

#最大值为
5"(4!

#最小值为
))("!

#日较

差为
*)(4!

%

G

箱中平均相对湿度为
)#(#!

#最

大值为
55("!

#最小值为
##("!

#日较差为

图
&

!

硅胶板试验
1

箱内空气温湿度的变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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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硅胶板试验
2

箱中空气温湿度的变化

))a"!

%因此含有硅胶板的试验箱
/

中的相对湿

度变化较空箱平稳得多%但是#从相对湿度的变化

看不出材料的吸放湿性能#所以必须用空气绝对湿

度或含湿量来描述%利用试验箱内空气温度和相

对湿度计算出对应的绝对湿度#如图
5

所示%

图
.

!

硅胶板试验
1

%

2

箱中空气绝对湿度的变化

从图
5

可以看出#

G

箱内绝对湿度几乎不变#

而
/

箱内绝对湿度变化十分明显#

#)

日下午
*5

+

!5

开始试验后#箱中空气绝对湿度持续下降#表明硅

胶板在从空气中吸湿#直至
#%

日日出后#箱内空气

温度升高#绝对湿度升高#表明硅胶板在放湿%

/

箱内绝对湿度的变化趋势与空气温度的变化趋势

相同#两者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延迟%

#

'混凝土板

混凝土板的吸放湿性能试验是从
#%

日
#"

+

#%

到
#5

日
#"

+

#%

#两箱内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

化如图
4

#

.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

箱内相对湿

度变化较
G

箱平稳%

/

箱内的平均相对湿度为

%!(.!

#最大值为
5)(%!

#最小值为
+%(5!

#日较

差为
#4(.!

%

G

箱中平均相对湿度为
+.!

#最大

值为
5#!

#最小值为
#!!

#日较差为
+.!

%两箱

中空气绝对湿度的变化如图
*"

所示#图
*"

与图
5

显示出相同的规律#不同的是材料的吸放湿量有所

差别%

!

'夯土板

图
/

!

混凝土板试验
1

箱内空气温湿度的变化

图
0

!

混凝土板试验
2

箱内空气温湿度的变化

图
!-

!

混凝土板试验
1

%

2

箱中空气绝对湿度的变化

夯土板的吸放湿性能试验是从
#5

日
#*

+

)#

到

#.

日
#*

+

)#

%两箱内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变化分

别如图
**

#

*#

所示%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热作用

不同时#相对湿度变化也是不同的#但
/

箱中相

图
!!

!

夯土板试验
1

箱内空气温湿度的变化

对湿度的变化总是较
G

箱平缓%

/

箱中相对湿度

日较差第一天为
*4!

#第二天为
*!!

#平均为

*)a)!

1

G

箱中相对湿度日较差第一天为
+%!

#第

二天为
!4!

#平均为
+#!

%从图
**

#

*#

中还可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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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夯土板试验
2

箱内空气温湿度的变化

出#

/

箱中平均相对湿度总体上是下降的#其变化

趋势显示这种下降幅度将随试验周期的延长而减

小#最终平均相对湿度会维持在某一稳定值1而
G

箱中平均相对湿度几乎不变%

/

箱中平均相对湿

度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材料置于箱内后#在

周期性热作用下#需经过一定时间#材料与箱内湿

空气才能达到新的周期性热湿平衡%这种变化也

反映在平均绝对湿度的变化过程中#如图
*!

所示%

图
!$

!

夯土板试验
1

%

2

箱中空气绝对湿度的变化

从上述三种材料的试验结果可知#热作用引起

的箱内空气温度和绝对湿度波动是相当明显的#因

此#利用封闭箱热作用法测试调湿材料吸放湿性

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试验结果还表明#有调湿材

料的封闭空间#空气温度下降时调湿材料吸湿#空

气温度升高时材料放湿1箱中绝对湿度的波动周

期与空气温度波动周期相同#两者的时间滞后很

小%

&

!

材料调湿性能的初步比较

从试验箱
/

中的空气温度和绝对湿度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可得其日较差#用绝对湿度日较差与空

气温度日较差之比值近似代替其振幅之比值#可得

出硅胶板此比值为
*(+#4

#混凝土板为
"(4+#

#夯土

板第一天为
*(")+

#因此可知硅胶板调湿性能最

好#其次是夯土板#再次是混凝土板%值得说明的

是#此比值是粗略的#要准确测定
=

值#必须实现

热作用是周期性稳定的#且相邻两周期内箱内空气

温度和湿度变化分别相同才能认为达到了周期性

稳定#测试结果才有效%另外#封闭箱热作用法虽

然是从理论分析引出的一种方法#但是它已不受

理论分析的限制#既不考虑吸放湿过程中材料内

部物性分布是否均匀#也不存在任何的假设条件#

测得的结果是实实在在的吸放湿量#体现的是各

种因素对材料吸放湿性能的综合影响%如果在吸

放湿过程中#材料热湿物性不均匀#不符合上述

理论分析的条件#但仍可从测得的绝对湿度曲线判

断出吸放湿性能的好坏%再者#要比较两种材料

的吸放湿性能#必须将两种材料制成相同尺寸的

试件放在相同的环境中达到初始的热湿平衡#在

测试过程中维持相同的外部条件#测试结果方能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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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卫生学评价规范"颁布实施

卫生部日前制定并颁布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卫生学评价规范)%该规范规定了新建$改建$扩建和已

投入运行的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预防空气传播性疾

病的卫生学评价工作#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预防性卫生学

评价和经常性卫生学评价的目的$依据$内容和评价方法分

别作了明确规定#并给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报

告格式和评价机构的技术要求%该规范适用于公共场所使

用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其他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可参

照执行#规范自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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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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