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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房间设计相对湿度对空调系统
经济性的影响》一文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那　恺☆

摘要　对该文作者质疑笔者文章的一些观点及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不认同，再次强调空调

系统应包括所有形式的空调系统，针对某些系统形式得出的结论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系统。

关键词　相对湿度　空调系统　舒适性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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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文献［１］，笔者撰写了《对?空气节能技术和

措施的辨识（１）：“２６℃空调节能行动”的误解?一文

中某个观点的探讨》［２］，刊于《暖通空调》２０１０年第３

期。同年第１０期上文献［１］作者发表了《房间设计

相对湿度对空调系统经济性的影响———兼评?对?空

气节能技术和措施的辨识（１）：“２６℃空调节能行

动”的误解?一文中某个观点的探讨?一文》［３］（以下

简称该文），笔者对该文的一些观点存疑，分述如下。

１　关于房间设计相对湿度减小导致空调系统能耗

的变化

该文写到“其实早在８年前，笔者通过详细的

经济分析就得出了以下结论：‘对于新风量很大的

房间，如果降低室内的设计相对湿度，新风比将加

大，新风负荷随之增加，房间冷量增加将使得冷源

侧的能耗相应上升，但是空调系统的一次投资一般

会随之减少，也就是说，房间设计相对湿度减小时，

空调系统的能耗并非总是降低’。”

此说法前后矛盾，既然在８年前就通过详细的

经济分析得出“房间设计相对湿度减小时，空调系

统的能耗并非总是降低”的结论，为何在文献［１］中

又明确表示出支持“建筑物的空调能耗随着房间相

对湿度的减小而大幅度减小”的观点呢？并且文献

［１］中还给出具体数据（见表１，即原文表４），并得

表１　不同室内干球温度和相对湿度下的空调能耗比较

干球温 相对湿度／％
度／℃ ４０ ４５ ５０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

２３ １．２２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３３ １．４１ １．４８ １．６２

２４ １．１５ １．１８ １．２１ １．２６ １．３３ １．４０ １．５３

２５ １．０７ １．１０ １．１２ １．１７ １．２４ １．３０ １．４３

２６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６ １．２１ １．３３

出“由表４可知，室内干球温度愈高，室内相对湿度

愈低，空调系统的总能耗愈低，反之亦然”［１］的结

论，但作者在文中并未提该数据、该结论是在什么

情况下针对何类建筑何类空调系统得出的。另外

该文还认为“文献［１］之所以强调房间设计相对湿

度减小时，空调系统的能耗会降低，其对象主要是

针对国内公共建筑中数量最多的办公室空调系

统”，“笔者认为讨论房间设计相对湿度对空调系统

能耗的影响时，必须将舒适性空调和工艺性空调区

分开来”等等，都对作者文献［１］中观点进行了补

充，由此可知，文献［１］中的相关数据比较和观点是

片面、不严谨的，这种概括性很强的结论很容易对

读者产生误导。而作者８年前的经济分析结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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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笔者文献［２］中提出异议的观点不谋而合———

“空调系统能耗与室内相对湿度的变化趋势要根据

不同情况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２　关于“个案”推翻“有共性的某些结论”的问题

该文认为“文献［２］的作者采用一个特殊的例

子———全新风工况的净化空调系统，以‘没有共性’

的‘个案’来推翻‘有共性的某些结论’的方法是值

得商榷的”［３］。

此处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文献［２］中并非

像文献［３］作者所说的以“没有共性”的全新风工况

的净化空调系统这一“个案”来推翻“有共性的某些

结论”，文献［２］中笔者用不同工况下空调系统的数

据对比来阐述观点，仅仅在最后举了一个全新风工

况的净化空调系统的个案来进一步否定文献［１］中

观点，因此该文作者的说法也同样容易对读者产生

误导；二是并不能说用个案推翻共性结论的方法值

得商榷，文献［１］中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即“建筑物

的空调能耗随着房间相对湿度的减小而大幅度减

小”，这种观点不仅是认为有共性，而且是概括总结

性的，要证明一个结论成立可能很难，但要反证其

不成立则相对容易得多，只要找出一个例子能够否

定之，该结论就是不成立的。

３　相同情况在不同案例中却产生不同结果

该文指出：“文献［２］给出的案例的房间温度为

２５℃，进行能耗分析时给出了三种相对湿度，即：

５０％，５５％，６０％，相对应的房间露点温度是：１３．９，

１５．３，１６．７℃，冷水供回水温度为７℃／１２℃。这

种房间如果没有湿度控制，由于空调系统为冷却干

燥工况，所以房间初始相对湿度将减小，当不考虑

风机和管道温升时，房间相对湿度最后将趋近于

３１．５％”
［３］。

根据该文作者提供的数据，若房间相对湿度趋

近于３１．５％，此时房间露点温度应趋近于７℃，即

趋近于冷水供水温度。但是该文作者在随后对办

公室和旅馆客房采用干盘管作为显冷设备的空调

系统进行分析时给出了表２中的参数。

表２　干盘管基本参数

房间相对

湿度／％

房间露点

温度／℃

冷水初

温／℃

处理比焓差／
（ｋＪ／ｋｇ）

冷水机组

犆犗犘

５５ １４．４１ １１ ８．３ ５．４

６０ １５．７７ １２ ６．９ ５．５

６５ １７．０２ １４ ５．３ ５．７

　　从表２中数据可以看出，即便冷水初温比房间

露点温度低２～３℃时，盘管仍是干工况，从而可以

维持室内相对湿度在５５％～６５％左右，那么为何

却认为笔者所举的案例中，盘管会一直除湿直至房

间露点温度趋近于冷水供水温度，从而使房间相对

湿度低至３１．５％呢？为何该文作者案例中房间露

点温度比冷水初温高２～３℃都不除湿，而笔者案

例中却一直要除湿到房间露点温度趋近于冷水初

温，二者是否矛盾呢？因此笔者认为该文作者

３１．５％的观点值得商榷。

４　所列数据仅供案例讨论所用

该文认为“文献［２］进行案例分析时，给出了３

种新风量，即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ｍ３／ｈ。空气调节系

统的新风量是指冬、夏季设计工况下应向空调房间

提供的室外新鲜空气量。舒适性空调系统为满足

卫生要求而送入空气调节房间或系统的最小新风

量是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确定的，不同功能的建筑物

有所不同。因此在进行空调系统经济性分析时，不

宜任意假定新风量的大小”［３］。

笔者在文献［２］中列举的三种新风量，仅仅是针

对不同新风比的空调系统进行相关数据分析比较，

之所以考虑了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ｍ３／ｈ这３个数值，

是由于新风比相差较大时所得出数据结果的差异更

明显、更直观。这３个数值只是为了举例而合理设

定，并非在真实项目中新风量的取值也会去假设，因

此和该文作者提出的“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确定的”并

不矛盾。而且该文作者在随后对一次回风集中式空

调系统的阐述中也提到“普通办公室围护结构负荷

５６Ｗ／ｍ２，会议室围护结构负荷５６Ｗ／ｍ２，商场围护

结构负荷２８Ｗ／ｍ２”
［３］，这不也是为了讨论问题而给

出的数值吗？合理的数值举例只是简化讨论过程并

突出讨论重点，并不是在实际项目也按此考虑。

５　关于冷却塔和冷却水泵能耗的疏忽

该文认为“文献［２］进行案例能耗分析时，只考虑

了冷水机组、风机和冷水泵的能耗，对一个完整的空

调系统进行经济性分析时，还应该考虑冷却塔、冷却

水泵和其他设备的能耗”，“空调系统的经济性分析应

该包括运行费用和一次投资，两者必须同时兼顾，运

行费用低，一次投资并非也低……文献［２］只对空调

系统的部分设备的耗电量进行了比较，无法全面评价

设计相对湿度对空调系统的经济性的影响”［３］。

该文作者提及“文献［２］进行案例能耗分析

时”，而随后又讲到“对一个完整的空调系统进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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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性分析时”，这是前后矛盾的，就像该文作者说的

经济性分析是包括初投资和运行费用的，而笔者文

献［２］的主旨是讨论当设计相对湿度改变时，不同

空调系统的能耗如何随之变化，而并不是对空调系

统的整体经济性进行分析，因此无需考虑一次投

资。不过笔者在文献［２］中讨论能耗变化时确实疏

忽了对冷却塔和冷却水泵的分析，以致造成最终数

据在对结论的说服力上有所不足，在此感谢该文作

者的指正。本文借鉴该文中表１，４（即本文表３，４）

的相关数据加以补充说明。

表３　普通办公室、会议室、商场采用一次回风集中式空调系统的经济性分析结果
相对湿度／％

普通办公室 会议室 商场

４５ ５０ ５５ ６０ ４５ ５０ ５５ ６０ ５５ ６０ ６５

冷却水泵能耗犖ｌｑｓｂ／ｋＷ ４．７５ ４．６９ ４．６３ ４．４４ ９．０５ ８．７７ ８．５２ ８．０６ ５．７７ ５．６８ ５．４８

冷却塔能耗犖ｌｑｔ／ｋＷ ０．８８ ０．８７ ０．８６ ０．８２ １．６８ １．６２ １．５８ １．４９ １．０７ １．０５ １．０２

表４　办公室、客房内相对湿度变化时空调系统

（风机盘管＋新风）的经济性分析结果

相对湿度／％

办公室 客房

５５ ６０ ６５ ５５ ６０ ６５

冷却水泵能耗犖ｌｑｓｂ／ｋＷ ４．５１ ４．４３ ４．４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２

冷却塔能耗犖ｌｑｔ／ｋＷ ０．８４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的空调系统

形式和房间类型，当房间相对湿度减小时冷却水泵

和冷却塔的能耗基本上都是逐渐增大的。这一点

对笔者文献［２］中只考虑制冷机组、风机、冷水泵的

空调系统的能耗分析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使得

分析结果最终可以全面评价设计相对湿度对空调

系统能耗的影响。

６　最终结论不能以偏概全

该文作者认为“无论哪种空调系统，室内设计

相对湿度降低，空调系统的一次投资均会减少”［３］。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很不准确的，或者说是以偏概

全。该文后半部分仅仅是针对办公室、会议室、客

房等案例中较有代表性的舒适性空调系统进行了

数据分析，案例中的末端是风机盘管或组合式空调

机组，冷源侧是冷水机组，从而分析结果显示室内

设计相对湿度降低，空调系统的一次投资有所减

少。但就像该文作者在文中最后写明的，研究房间

设计相对湿度对空调系统的经济性影响时，必须将

舒适性空调和工艺性空调区分开来［３］，这些分析结

果只是对舒适性空调作出的，决不代表其也适用于

变化多样、系统复杂的工艺性空调。并且即便是舒

适性空调范围内，系统末端侧也有辐射板、ＶＡＶ

风箱，冷源侧也有溴化锂吸收式、冰蓄冷、热泵直膨

式等多种系统形式，常规的电制冷水冷冷水机组、

风系统的空调模式并不能涵盖以上所有形式，其得

出的结论也不能适用以上所有系统形式。而且文

献［３］的标题《房间设计相对湿度对空调系统经济

性的影响》也是不恰当的。笔者在文献［２］中正是

强调这一观点———空调系统的范围太广了，它包括

舒适性、净化空调系统，全回风、全新风系统，全空

气、空气 水系统，常规空调、低温送风系统，露点送

风、再热系统等等，因此不能说在某个系统中成立

的论点在所有空调系统中都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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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殷平．房间设计相对湿度对空调系统经济性的影

响———兼评《对?空气节能技术和措施的辨识（１）：“２６

℃空调节能行动”的误解?一文中某个观点的探讨》一

文［Ｊ］．暖通空调，２０１０，４０（１０）：

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

１４１９

·简讯·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等３个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已完成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２０１０年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２０１０］４３号）的要

求，关于《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的修订、《低温辐射电热

膜采暖工程技术规程》和《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

编制，相应的主编单位分别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哈尔滨

工业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现已完成征求意见稿。请

将书面修改意见和建议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前函告标准编

制组。

标准征求意见稿下载和主编单位的联系方式详见国家

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ｓｎ．ｇｏｖ．ｃｎ）和暖

通空调在线网站（ｗｗｗ．ｅｈｖａｃｒ．ｃｏｍ）。

（本刊特约通讯员　高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