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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源热泵系统竖直地埋管
设计中的几个原则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刁岳峰☆

浙江万合能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周家志

摘要　重点介绍了竖直地埋管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各种埋管类型和技术特点，从材料费、综

合钻井费、井内回填费３个方面对比了不同深度埋管的造价，总结出影响竖直地埋管类型选用

的关键因素，进而提出单体建筑地源热泵系统竖直地埋管的设置原则。

关键词　地源热泵　地埋管　类型　影响因素　设置原则

犛犲狏犲狉犪犾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狋犺犲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犫狌狉犻犲犱狆犻狆犲犻狀

犵狉狅狌狀犱狊狅狌狉犮犲犺犲犪狋狆狌犿狆狊狔狊狋犲犿犱犲狊犻犵狀

犅狔犇犻犪狅犢狌犲犳犲狀犵★犪狀犱犣犺狅狌犑犻犪狕犺犻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犘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犺犲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狔狆犲狊狅犳犫狌狉犻犲犱狆犻狆犲犻狀狋犺犲狊狔狊狋犲犿，

犮狅犿狆犪狉犲狊狋犺犲犮狅狊狋犳狅狉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犫狌狉犻犲犱犱犲狆狋犺犳狉狅犿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犳犲犲，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犱狉犻犾犾犻狀犵犳犲犲犪狀犱犫狅狉犲犺狅犾犲

犫犪犮犽犳犻犾犾犻狀犵犳犲犲，犪狀犱狊狌犿犿犪狉犻犲狊狋犺犲犽犲狔犳犪犮狋狅狉狊犮狅狀犮犲狉狀犻狀犵狋犺犲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犫狌狉犻犲犱狆犻狆犲狊．

犘狉狅狆狅狊犲狊狋犺犲狊犲狋狋犻狀犵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狅犳狋犺犲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犫狌狉犻犲犱狆犻狆犲狅犳犵狉狅狌狀犱狊狅狌狉犮犲犺犲犪狋狆狌犿狆犳狅狉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犵狉狅狌狀犱狊狅狌狉犮犲犺犲犪狋狆狌犿狆，犫狌狉犻犲犱狆犻狆犲，狋狔狆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犻狀犵犳犪犮狋狅狉，狊犲狋狋犻狀犵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

★ 犜犺犲犃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狌狉犪犾犇犲狊犻犵狀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犣犺犲犼犻犪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犆狅．，犔狋犱．，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犆犺犻狀犪
①

０　引言

地源热泵技术是一种利用地表浅层地热资源

（也称地热能，包括地下水、土壤和地表水等）的空

调技术。由于地下一定深度的土壤和水温度相对

稳定，因此地源热泵与空气源热泵相比，可获得较

高的性能参数和可靠的运行状态。在地源热泵系

统中，常见的方式有水平埋设和竖直埋设。由于竖

直地埋管换热器占地面积小、换热能力强，在国内

外被更多关注，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地埋管换热

器的换热能力除受地理条件（包括气候、季节、土壤

的性质、地质的结构等）影响较大外，同时与地埋管

类型、埋管形式有关；在运用该项技术时必须因地

制宜仔细比对，精心设计。本文将各类竖直地埋管

的特点、需要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罗列出来，并

进行比较，最终提出选择地源热泵地埋管系统的埋

管类型、埋管形式的原则。

１　竖直地埋管的类型和技术特性

竖直地埋管的主要形式有：单Ｕ形管、双Ｕ形

管、小直径螺旋盘管、大直径螺旋盘管、立式柱状

管、蜘蛛状管、套管式管和单管型换热器等。目前

国内使用最多的是单Ｕ形、双Ｕ形和套管式埋管

方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竖直地埋管换热器剖面图

Ｕ形管埋管方式是在地层中钻直径为０．１～

０．１５ｍ的钻孔，在钻孔中设置一组（２根）或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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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根）Ｕ形管并用灌浆材料填实。工程应用中多

采用双Ｕ形管埋管方式，即在同一竖井中埋入两

组Ｕ形管，通常钻孔越深，单位面积地埋管换热器

的换热量越大，但施工成本也越高。该方式具有施

工简单、换热性能较好、承压高、管路接头少、不易

泄漏等优点，目前在国内广泛应用。

套管式换热器的外管直径一般为１００～２００

ｍｍ，内管为１５～２５ｍｍ。其优点是增大了管

外壁与岩土的换热面积，进而提高了单位井深换热

量，根据试验结果，其换热效率较 Ｕ 形管提高

１６．７％。其缺点是套管直径及钻孔直径较大，下管

比较困难，初投资比Ｕ形管高。在套管端部与内

管进、出水连接处不好处理，易泄漏，适用于深度≤

３０ｍ的竖直管。应用范围有限。

单管型换热器在国外常称为“热井”，这种埋管

方式与套管式有点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其仅在地下

水位以上用钢套作为护套，地下水位以下为自然孔

洞，循环水不仅直接与岩土换热，还与地下水进行

热量交换，换热效率高。单管型地埋管埋设方式的

优点是可以降低安装费和运行费，缺点是受水文地

质条件限制，应用范围有限。

杨敏等人在广州大学城内的研究结果显示，日

均单位埋深平均换热量套管式地埋管为１９．８Ｗ／

ｍ，双Ｕ形地埋管为３４．３Ｗ／ｍ，单Ｕ形地埋管为

３２．７Ｗ／ｍ。双Ｕ形管日均单位埋深平均换热量

为单Ｕ形管的１．０５倍，是套管式地埋管的１．７３

倍［１］。胡映宁等人在距广西邕江５００ｍ左右区域

内的研究成果显示，单Ｕ形、双Ｕ形和套管式地源

热泵地埋管换热器日均单位埋深换热量分别约为

３１，４０，６２Ｗ／ｍ。双Ｕ形管日均单位埋深换热量

为单Ｕ形管的１．２９倍，是套管式地埋管的０．６５

倍［２］。虽然这两组数字相差悬殊，无法横向比较，

但单Ｕ形地埋管与双Ｕ形地埋管的性能参数的相

对关系还是可以比较的。至于套管式地埋管，可以

得出易受材料和环境影响难于广泛使用的结论。

综上所述，从换热效果和使用可靠性来看，可

以得到如下结论：

１）单Ｕ形地埋管换热系统是性价比最高的

地埋管系统。

２）双Ｕ形地埋管换热系统的日均单位埋深

换热量比单Ｕ形地埋管换热系统稍高，至多不超

过单Ｕ形地埋管换热系统的３０％。

３）套管式换热器和单管型换热器的换热效果

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大，且与套管尺寸和规格有很大

关系，使用前必须做现场的比对实验。

２　同一类型竖直地埋管埋设深度与造价的关系

埋管形式按埋设深度不同分为浅埋（≤３０

ｍ）、中埋（３１～８０ｍ）和深埋（＞８０ｍ）。

浅埋管优点是：投资少、成本低、钻机要求不

高、钻井质量（如钻井垂直度）易控制，由于受地面

温度影响，一般地下岩土冬夏季热平衡性较好。其

缺点是占用场地面积大、管路接头多、埋管换热效

率比中埋、深埋低。

中埋管介于浅、深埋两者之间，塑料管可用普

通承压型。

深埋管的优点是：占用场地面积小、地下岩土

温度稳定、换热效率高、单位管长换热量大、管路接

头少。其缺点是投资稍有增加，钻机性能要求高，

钻井技术要求严格。

１）同一类型（以Ｕ形埋管为例）竖直管埋设的造

价组成以及与埋深的关系

竖直管埋设的造价主要由材料费（管材及配

件）、综合钻井费（人工及机械）、井内回填费（回填

料及人工）三部分组成。当总换热量一定时，三者

对不同深度埋管造价的影响如下。

① 材料费

换热量一定时，几种埋深的管材总用量变化不

大。因地层分布规律一般为浅部土层、深部基岩，

而基岩换热量优于土层，所以在总换热量一定的情

况下，浅埋方案比深埋的管材和配件用料会相应增

多。

② 综合钻井费

作为室外埋管造价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钻井

费也受很多因素影响，如地层的可钻性、钻井机具

的合理选择、施工队伍的技术水平。

③ 井内回填费

井内回填费主要由回填料造价和人工费组成，

在总换热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工费变化不大，主要

是不同地层，回填料的材料选择和配比有所不同，

但增加值在整个造价中所占比例很小，可忽略。

可以看出，三项费用中材料费和井内回填费与

埋深几乎无关。但综合钻井费用与埋深关联密切。

２）综合钻井费的影响因素

① 地层可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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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的可钻性是衡量钻井过程中地层被破碎的

难易程度，地层的可钻性不仅取决于地层自身的物

理力学性质，还与钻井的工艺技术措施有关，所以它

是地层在钻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综合性指标，是指

导地质分层及钻头选型工作的重要参数，也是提高

机械钻速、降低钻井成本的重要参数，地层的可钻性

是决定钻井效率的基本因素。根据地层本身固有抗

钻能力的大小，结合不同钻井方式，对地层的可钻性

进行划分，几种常见地层的可钻性见表１。

表１　地层可钻性
地层 状态 对于传统钻机的

可钻性

砂土层 松散状、可塑状 好　

卵石 薄层 稍密～中密 较好

厚层 稍密～中密 一般

漂石 稍密～中密 较差

基岩 软岩 强风化、中风化 一般

硬岩 强风化、中风化 较差

不良地质（如溶 全充填 发育中等 较差

　洞／破碎带） 无充填 发育中等 差　

　　结合地层的可钻性、项目规模等影响造价的相

关因素，可大致对各单一地层钻井费用进行归纳，

如表２所示。

地质条件纷繁复杂，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深

表２　单一地层造价

地　层　　　 市场价／（元／ｍ）

砂土层 １０～１５

卵石 ３０～４０

漂石 ５０～６０

基岩

　软岩 ３０～４０

　硬岩 ５０～６０

不良地质（溶洞／破碎带） ３０～５０

度内，都不可能只存在单一地层，岩性变化较大，一

般情况以砂土层、卵石、基岩按照一定顺序排列，所

以在竖直地埋管施工过程中，根据地区不同、钻井

深度不同，有可能会遇到全部土层或者大部分土

层，局部卵石等多种组合，组合不一样，其施工难

度、钻井成本等都会不一样，现假设无卵石（或薄层

卵石）、漂石及不良地质，以１００ｍ深度为例，将土

层与基岩组合，其造价见表３。

表３　综合地层统计造价

地层情况 综合报价／（元／ｍ） 备注

砂土层 ２４～４５ 根据施工场地作

砂土层＋１０％～２０％岩石 ４２～５４ 　业面、层位变

砂土层＋３０％～５０％岩石 ４８～６０ 　化、岩性不同

砂土层＋７０％～８０％岩石 ６０～７５ 　等因素综合考

砂土层＋＞９０％岩石 ７５～９０ 　虑

　　下面以砂土层＋３０％～５０％岩石情况为例，假定

地层情况见表４，不同孔深对应的综合造价见图２。

表４　地层情况

层底深度／ｍ 层底高程／ｍ 层厚／ｍ 岩土情况

２．００ ２４．４７ ２．００ 杂填土：灰黄色，稍湿，松散状，颗粒组成杂乱，由碎石、砖块、混凝土及砾石、黏性土组成，土
质均匀性差，碎块块径大小不一，２０～８５ｍｍ不等

１３．４７ １３．００ １１．４７ 粉质黏土：褐黄色，硬可塑，含铁质氧化物及灰白色钙质条纹，含少量砾石，砾石粒径以２～
１０ｍｍ为主，含量约占２％，表层４０ｃｍ为种植土，呈灰色软塑状粉质黏土

２３．７８ ２．６９ １０．３１ 黏土：黄褐色，可塑，局部含少量细砂，含量约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３．５３ ２６．２２ 粉质黏土：褐黄色，硬可塑，含铁质氧化物及灰白色钙质条纹，含少量砾石，砾石粒径以２～
１０ｍｍ为主，含量约占２％，表层４０ｃｍ为种植土，呈灰色软塑状粉质黏土

５９．４５ －３２．９８ ９．４５ 砂质页岩：深黄色，强风化，原岩结构，构造大部分被破坏，尚能辨析，粉砂泥质结构，页理构
造，岩芯多呈鳞片状，岩质软，遇水易软化，其中７．２ｍ以上呈紫红色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５３ ４０．５５ 砂质页岩：灰黑色，中风化，砂质结构，层状构造，３０．９ｍ以上夹灰岩呈互层状，厚度约２０～
３０ｍｍ，岩体相对较硬

图２　同样地层不同深度造价对比

② 合理钻井机具的选择和钻井工艺的确定

在钻井施工准备阶段，钻井施工人员会根据施

工现场地质条件，配置合适的钻具类型和钻头，并根

据不同深度、不同厚度的卵石层，制定不同的钻井工

艺。目前主要的室外埋管钻井机械有工程钻机和潜

孔锤。工程钻机主要型号有ＸＹ １５０，ＸＹ ２００，

ＸＹ １５０（增强型）；潜孔锤型号是按所配置空气压

缩机的容量确定，常用潜孔锤空气压缩机的容量为

１０～３０ｍ
３。不同地层钻具选择见表５。

合适的机具，科学的施工方法和工艺，及有经

验的施工作业人员，是保证钻井质量和钻井施工效

率的三大要素。

显然，在同一地层情况下，随着孔深的增加其

综合造价会相应增加，但增加的部分不大且在可控

范围之内。设计师在考虑竖直埋管深度时，应优先



２０１３（９） 刁岳峰，等：地源热泵系统竖直地埋管设计中的几个原则 １５　　　

表５　不同地层钻具选择

地层岩性 钻具 钻头

砂土层 工程钻机 合金／三叶／其他

卵石（浅部） 薄层（１～２） 工程钻机 合金／其他

厚层（＞２） 工程钻机 复合片／牙轮／其他

卵石（深部） 薄层（１～２） 潜孔锤　 冲击器／其他

厚层（＞２） 潜孔锤　 冲击器（跟管）／其他

漂石 潜孔锤　 冲击器／其他

基岩 软岩（如泥岩） 潜孔锤　 冲击器／其他

硬岩（如花岗岩） 潜孔锤　 冲击器／其他

不良地质

（溶洞／
破碎带）

无充填 工程钻机 合金／其他

综合考虑工程的需求、供应量、场地地层及施工工

艺等因素，结合每个工程实验井的特点，选择适合

的埋管深度。

３　影响地埋管换热效果的其他重要因素

１）地埋管的水平管埋深

北方地区地埋管的水平连接管的深度应在冻

土层以下０．６～１ｍ。南方地区地埋管的水平连接

管的深度应在年温度波影响之下。

２）地埋管的间距

文献［３］指出，竖直地埋管在连续运行３００ｈ

之后，热扰动将趋于平稳，此时稳定层的扰动半径

都趋于１ｍ，而最远端边界半径正好是２ｍ。

３）持续运行时间和单位面积放热量

换热介质平均温度随运行时间延长而不断升

高，由于埋管单位面积放热量不同，可造成达到系统

运行控制温度的时间有差别①。

４　地源热泵地埋管系统的选择原则

①　张冀豪，等．水平埋管换热器换热能力实际测试比较．暖通空
调标准与质检，２０１３

　　综上所述，影响地埋管系统选择的核心因素

有：１）建筑物周边的地理环境；２）地埋管换热系

统的类型；３）地埋管换热系统的深度；４）地埋管

竖井的水平间距。综合这四方面因素，地埋管系统

选择的原则如下：

１）地埋管的水平管埋深。北方地区地埋管的水

平连接管的深度距地面不宜小于２．０ｍ。南方地区地

埋管的水平连接管的深度距地面不宜小于３．０ｍ。

２）地埋管的间距。埋管的竖井合理间距应不

小于４ｍ，有条件的区域应放大到６ｍ。

３）持续运行时间和单位面积放热量。持续运

行时间越长，单位面积放热量越大，地埋管的换热效

果越差，直至地埋管换热系统失效。对需持续不间

断运行的空调系统，地埋管应分区设置，增加１／４地

埋管的埋管余量，以实现地埋管换热系统间歇运行。

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首选单Ｕ形地埋

管换热系统。

５）从施工的进度、难度和造价上看，竖直地埋

管深度宜小于８０ｍ。

６）在平面竖井安排不下时，应首先增加深度，

但竖井的深度不宜大于１２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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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需要综合考虑项目初投资、运行费用、项

目收入、利润、利息等因素，通过财务分析计算动态

回收期和内部收益率等指标来判断区域供能项目

的经济性。

４　结语

区域供能系统作为建筑节能的新途径，具有非

常好的发展前景。区域供能可以利用其规模效应、

集群效应来集成应用常规冷热源、冷热电三联供系

统、低品位能源、蓄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形成多能

互补的耦合冷热源系统。同时在区域供能的冷热

源系统选择时应综合考虑可靠性、安全性、匹配性、

节能减碳性和经济性，这些因素均会对区域供能项

目的成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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