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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般来说，设计地暖盘管选用的是同一种管径。这样容易带来水力平衡难以控制和

盘管工作量大的问题。本文将要阐述的是选用不同的地暖管径设计地暖的方法，此方法能较好的

做到水力平衡，同时又可以减少工作量，供朋友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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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暖设计对设计师的计算机辅助制图软件操作要求很高。现有的暖通软件最多只能盘制一个

单独房间的 CAD，其余都需手工绘制，并且手工调整各路长度，使其各个环路长度接近，以求

得管路平衡。有时候为了调整管路平衡，一个户型要调整好几次。 

很多从事暖通设计的朋友都不太喜欢设计地暖。因为一般的设计思路是选用同一种管径，即

使同样的户型，首层、标准层、顶层都要各自设计一个间距，盘三次平面，这样下来工作量很大。

比如说某户型对应的某一位置的房间，首层热指标可能是 40W/m2、标准层 30W/m2、顶层 50W/m2，

我们可能需要盘制的地暖间距是：首层 280mm、标准层 300mm、顶层 280mm。每个房间都如此

设计，工作量可想而知。如果有个地暖盘管的辅助软件还好，如果没有，由纯 CAD 手工绘制，

那真是不可想象。如果是散热器采暖，尽管首层、标准层、顶层的采暖热负荷也不一样，暖气平

面图是一样的，只是需要修改一下标注的暖气片数。 

还是上述某户型对应的某一位置的房间。如果做散热器采暖，每层的采暖平面都是一样的，

只是需要标上每层的散热器片数，比如首层 10 片、标准层 8 片、顶层 9 片。 

不比不知道，一比不得了。做设计的要求的是速度和质量，这样才能更快更好的设计。在这

个时代，设计师被逼迫的差不多要有了条件图就要出地暖图了，如何更快更好的出图，我们不得

不开动脑筋。 



 

图 1 

常规的地暖设计还有一个弊病，就是顶层的采暖负荷一般比底下标准层的负荷大。为了满足

采暖负荷，我们不得不加密顶层的地暖盘管。本来顶层就在整个采暖系统的最远端、末端，加之

顶层的地暖盘管又长，很容易导致顶层用户供暖效果不好。如果是赶上市政外网资用压力不足，

那不热就是十有八九了。 

笔者也按照上面的方法循规蹈矩画了三年多，说句心里话，真是忒够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一

种新的方法：就是标准层用 de15 的地暖管，顶层（或首层）采用 de20 的地暖管。 

如此一来，我只是需要盘一层就够了，工作量减少了 2/3(如图 1)。 

我们可以看到图 1 是住宅的一个单元，只用一个标准层（单元）采暖平面图，设计说明中注

明采用不同的管径，活就干完了，岂不快哉？ 



真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如此设计，不光工作量减少了，还有效地避免了顶层容易水力失

调的问题。顶层仍然处于采暖系统的末端，这回采取的是 de20 的管子，虽然还是用和标准层一

样的间距，但是由于管子加粗，而非 de15 的管子加密，减少了末端阻力，水力工况自然好了很

多。 

通过两年的设计来看，运用地暖管径的变化不光减少了工作量，实际的运行效果也不错。 

某朋友还向我咨询过这样一个工程：某公寓，每层都是一样的单间，要求每个单间单独计量。

把边的负荷大要加密。集分水器在楼的中部。本来把边房间的盘管拉到分水器的长度就长，还要

加密，长度几乎到了中间房间盘管的 2 倍。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末端环路过远的几个房间盘管

换成 de20 的。 

用更换管径的方法，很容易做到调整负荷和管路平衡，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不同楼层可以使

用，同一楼层，也可以使用。希望朋友们灵活掌握。 

我们来看一所公寓(某分集水器所带盘管)的实例(如图 2)。 

我们先用相同的管径： 

 

 



 

图 2 

我们可以看到，此分集水器各地暖环路的长度分别是 103m，87m，83m 和 67m，最长的环路

和最短的环路相差 48m，给水力失调带来很大的隐患。 

最长的 103m 那路所在房间把边，采暖负荷大，故需要把地暖盘管加密，必然使得这个环路

的管子比其它的环路要长；这个管路离分水器比较远，无形中也增加了管子的长度。以上二者作

用的结果使得这路比其它环路长了很多。 

如果我们把最长的 103m 那路换成和中间宿舍相同的间距，是否只是把管径加大一号呢？首

先，我们说管径加大，流量增加，必然使得散热量增大，满足了负荷增大这一条件。那么，管子

长度又如何呢？  

 

图 3 

如图 3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把边房间环路的长度变成了 93m，最长的环路和最短的环路相差

26m；各环路之间的长度差明显减小了。如果一个分集水器带更多的房间，当常规做法无法满足

水力平衡的时候，可以考虑这种做法。需要注意的是，变换管径的时候，和分集水器的连接接头

的管径也相应的需要变化。 



转眼间已经从事设计 5 年了，从开始对地暖一无所知到灵活运用，可以说走过了一条艰辛而曲折

的路。风雨过后，愿与朋友们分享设计的心得体会。这些并不为很多人熟悉的内容，希望对朋友

们的设计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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