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暖节能改造问题简析 

 

 

摘 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于国节能，于民受益。可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

题。本文试图简要分析节能改造中典型的问题，和朋友们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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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正当燥热难耐的酷暑，我们就已经拉开了 2014 年节能改造的序幕。一些老的建筑没有

存档图纸，我们便拿着激光测距仪，带着钢尺，现场勘测。必要的时候进行拍照，需要的时

候敲开住户，现场查看记录居室布局。时间紧迫，我们就顶着炎炎烈日下现场、周末加班出

图。如此短的时间，完全挤压了我们正常的设计、出图的周期。 

暖通专业不可能逐户走访去查看现场，只能根据建筑专业提供的图纸布图，出现什么问

题解决什么问题。 

先说说改造前后的状况对比： 

1.改造前后能耗对比 

我们选取某典型房间：层高 3m，开间 3.6m；窗户 2.1m 宽，1.5m 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进行基本耗热量

的简化计算：室内设计温度取 18℃，唐山室外计算温度取-9.1℃。 

房间外墙：3×3.6=10.8 ㎡；窗体面积：2.1×1.5=3.15 ㎡；墙体面积：10.8-3.15=7.65 ㎡； 

围护结构耗热量=传热系数×面积×（室内设计温度-室外计算温度）； 

改造前：墙体的传热系数是 1.56W/㎡·K，窗体的传热系数是 4.7 W/㎡·K； 

墙体耗热量=1.56×7.56×（18+9.1）=320W 



窗体耗热量=4.7×3.15×（18+9.1）=401W 

房间耗热量=320+401=721W 

改造后：墙体的传热系数是 0.50W/㎡·K，窗体的传热系数是 2.4W/㎡·K. 

墙体耗热量=0.50×7.56×（18+9.1）=103W 

窗体耗热量=2.4×3.15×（18+9.1）=205W 

房间耗热量=103+205=308W 

通过该房间基本耗热量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到，改造后采暖能耗将会降低多一半。实际

计算要比这复杂的多，我们设计院的计算由正版软件完成的，每个软件市场价都 2 万多！         

实际上，居住建筑热工设计执行的是节能 65%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相对上世纪 80 年代

的住房。唐山地区基本都是 1976 年以后新建的，也就是相对那个时候的住宅，要节约 65%

的能耗。请注意，65%只是个最低标准，实际设计一般不会取限值，打擦边球。换句话说，

节能改造后的理论能耗应该低于原来的 35%。或者说，原来的散热器减掉 65%，留下 35%

就能达到同样的热舒适性。 

2.改造前后系统对比 

原来采用的是上供下回单管串联系统。这种采暖形式的特点是，从上向下，平均水温越

来越低。也就是说顶层用户的水温最高，首层用户的水温最低。在这种系统中，越靠近下游，

需要的散热器越多。 

参考上面计算的改造前的房间基本耗热量，计算某 6 层住宅的上供下回系统各层所需散

热器的情况。 

软件中的序号 1，2，3……6 代表从上到下个住户所需要的散热器片数。我们可以看到

顶层 10 片，一层 18 片。一层的平均水温低，需要的片数接近顶层用户的 2 倍。节能改造后，

每层都是单独总立管引入的，每家的供水温度和回水温度完全和热力外网一个参数。我们进



户的管道水温都和顶层的一样了，请问一楼，你们家还需要 18 片吗？红塔地暖 告诉您，10

片就够了，在节能改造之前，达到顶层用户同样的舒适度。 

 

那么，节能改造后到底需要多少片暖气片呢？我们先假设在标准工况，看看什么情况： 

 

我们看到，在热力外网 95/70℃的情况下，仅仅需要 3～4 片散热器。如果水温没有这么

高呢？平均水温 60℃总可以达到吧？我们看看 75/50℃（平均水温(75+50)/2=62.5℃）的情

况下的状况： 

 



75/50℃的条件下，也只是需要 5～6 片的散热器。这个温度热力公司应该达到了吧？请

注意上面软件中放大系数是取了 1 的。实际上 3.6 开间的房间一般取了 10 片左右吗，也就

是说放大系数是取了 2，或者说，把暖气片差不多多放了一倍。 

上表我们还能发现一个规律，同样的负荷（序号 2～5）所谓的位置不同，散热器可能也

不一样。同样是 308W 的负荷，在第三组计算需要 4 片，在第 5 组可能是 6 片。如果再考虑

各个户型外围护负荷不一样，各组暖气所在的位置不一样，同样的房间，计算的片数很可能

不一样，就别说不同的房间了。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房间面积大，散热器较少；而房间面积较

小，散热器较多的情况。 

水温还能再低吗？我们再试算下： 

 

在供回水温度 50/35℃的条件下，最下游用户需要的也仅仅只有 14 片。热力供的不会这

么差劲吧？计算到这里，红塔地暖 想说，供得再不好，18℃应该问题也不大！ 

下面澄清几个问题： 

1）散热器放多少和房间面积大小没有直接关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我们只考虑外墙、外窗、屋顶和地面等外围护产生的负荷。红塔地暖 使用的天正、浩辰或

者 ACS 软件，都是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建部鉴定认可的正版软件。 



如果说散热器布置多少，按照一平米多少片，随便放置的话，还需要我们供暖专业上大

学学习 4 年做什么呢？直接找管工安装不就完了吗？红塔地暖 做设计也是持证上岗的，我

们是受过专业培训，经过严格考试的。就红塔地暖 而言，已经在这里做了 8 年设计，理论

与经验并重。从 2010 年就已经开始参与节能改造，有疑问的话，可以看看已经改造好的小

区，看看采暖效果，摆那的效果，胜过千言万语。 

2）暖气片少了会不会不热。 

上边红塔地暖 已经演示过一例，相关内容不再重复。 

反过来，暖气放太多了，和地暖过热是一样的，好像置身沙漠，也不会舒服。 

3）并非所有房间都要放暖气。 

内间没有负荷，理论上不需要布置散热器。 

下图是 2010 年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某户型（局部）： 

厨房为什么加暖气？因为有外墙、外窗； 

盥洗为什么不加暖气？因为没有有外墙、外窗； 

厕所为什么加暖气？因为如厕、洗澡要脱衣服…… 

估计没人会在盥洗室脱衣服吧？因此没有加。 

 

在上图中，卫生间和盥洗室是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红塔地暖 认为把散热器放外窗处

效果最好。某住户曾反映原来卫生间和盥洗室都有散热器。红塔地暖 觉得内间的盥洗室完



全没必要放。业主是上帝，如果坚持要放的话，建议施工单位把卫生间的 6 片的那组散热器

给拆下几片，他说拆几片就拆几片，请注意：前提是，立字为据，不热了别来找我，后果自

负。 

4）我们的室内外参数是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50736-2012）执行的，违反这个，我们将会被追究责任，就像酒驾会被扣

分一样。设计标准是历年平均不保证 5 天；国家规定室外是-9.1℃，我们就按这个温度设计；

国家规定室内基础温度是 18℃，我们就按这个温度设计；考虑到个体差异，按照分户计量

的要求也留够了余量的，18℃只是个保守的说法而已，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谢谢！如果

对规范有异议，请找规范编制组。 

以前为什么不热，估计有以下几个原因： 

1）管道堵塞，淤沙严重。以前用的是焊接钢管（黑管），现在用的是内外热镀锌钢管

或塑料管。以前用的是翻砂暖气片，现在用的是机制的。焊接容易腐蚀，翻砂暖气片的沙粒

会沉积在采暖系统中，或加速管道腐蚀。数年之后，管子堵塞严重，剩下的过水空间可能只

有手指粗细。节能改造换了镀锌管和机制片，能有效的避免此现象的发生。 

2）上供下回系统，相互影响。或设计缺陷，或中间某层私自改装暖气，都会影响到下

游用户。单管串联各层散热器是有比例的，这个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假若顶层用户进行

改装，为了保持设计工况，底层用户也应该成比例的增加。可能是顶层加 1 片，中间层加 2～

3 片，首层应该增加 4～5 片。如果仅仅顶层增加，那么就相当于首层减了 4～5 片，采暖效

果自然就不好了。上游用户自己换暖气，自己家取热增多，和加片对下游用户的影响是一样

的。改造后每家单独一个系统，不再相互干扰，下游用户不必再“喝上游的剩水”了。改造后，

每组散热器还增加了温控阀，业主可以在设计范围内自由调节。某房间热了，可以关小点，



热量旁通给下组暖气；某房间冷了，可以开大点。分户改造还预装了热表，为日后按热量计

量收费提供了条件。 

3）不热不光是设计的责任。散热器放得再多，热力公司不给力也不热。热平衡来自：

建筑所需耗热量=外网输送能量=热源发出热量。如果温度、流量、资用压力达不到设计要

求，出现小马拉搭车的情况，供暖效果也不会好。再者，安装也很关键，如果不严格按照安

装施工工艺来施工，也会留下很多隐患。比如下翻必须加自动排气阀。如果忘了安装，管道

窝气，也不会热的。 

散热器分户改造势必会出现明管。我们设计师会尽量贴边贴角的布置管道。对美观要求高的

用户可自己找人整体或局部在踢脚或地面开槽卧管，成本很高，不适合大范围推广。结构承

载力允许并且想二次装修的用户，可以考虑改装地暖。一般来说，供给散热器的热水参数高

于地板辐射采暖所需的水温，要加换小型混水装置。红塔地暖 觉得混水罐不错，发个图片： 

 

本文简单分析了节能改造中的一些问题，希望对各位朋友以此为鉴，有所启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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