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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对常见的问题如使用功能不明确的房间的空调设

计、施工，安装孔、预留洞的标注、水系统的防堵塞、设备

噪声、系统试运转阶段的监理等提出处理意见。 关键词：空

调工程 空调安装 质量监理 空调工程施工包括空调设备及空调

管道的施工等，系统复杂，一般在整个建筑工程的后期进行

。要做好空调监理工作，必须认真审核图纸，与设计人员充

分交换意见，在土建工程施工前期就进入“角色”，努力做

好事前控制，按照已编制的监理细则，认真细致地开展监理

工作，把握监理工作的主动权。通过多年的监理实践，笔者

对空调工程安装及系统调试中经常遇到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总

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对策。 1.使用功能不明确的房间，

空调设计、施工要慎重 有些民用建筑在设计阶段不能确定所

有房间的功能，业主只能委托设计单位按初步的规划来设计

。对于裙房，业主一般考虑为商场，设计人员一般采用柜式

空调机有风管送风无风管回风的方式。但工程竣工后，这些

房间可能会改作不同的用途，如餐饮、洗浴、证券、银行等

。这就形成了新的平面布局及房间分隔，原来设计的送、回

风方式不能采用，amp.特别是餐饮、娱乐业需要独立的送、

排风系统，空调冷负荷也很大，原来安装好的风管和水管需

拆除、并重新设计、安装，空调机组也可能要重新选型，这

就造成业主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遇到这种情况时，笔者建议

监理人员要说服业主和设计单位，对这些房间的管道不要一



次设计到位，只需根据空调负荷的大小来确定冷水的流量，

预留供回水管道接口，空调机也不要一次选好。待以后功能

明确后，再根据房间布局及装修造型，进行二次设计，这样

既可减少设计的盲目性，又可以为业主节约投资或缓解资金

压力。 2.注意与空调工程有关的“预留”与“预埋” 一个空

调工程中的预留孔洞、预埋件成百上千，一般又要求在土建

施工阶段即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在对施工图图纸会审时，

监理工程师就要特别注意对设备、结构专业图纸中的安装孔

、管道穿剪力墙预留洞、设备及管道支吊架预埋件、管道穿

楼板预埋套管、设备基础等的平面位置、标高、几何尺寸进

行审查，检查是否有遗漏，各专业之间要求是否统一，是否

满足设备工艺要求和管道走向要求，图纸是否能够指导空调

工程安装。有的空调设计图中注明“预留孔洞、预埋套管”

详见“结施”，但相应的结构设计图中又是“预留孔洞、预

埋套管”详见“暖施”，实际上两个工种都未交待清楚预留

孔洞与预埋套管。有些设计单位在结构设计图中只对800

×800以上的穿剪力墙孔洞注明尺寸，而其它孔洞不予注明，

这给监理和施工都带来不便。如某座18层的宾馆，合用前室

和防烟楼梯间正压送风口都设在剪刀墙上，需预留24个600

×600的洞，但在土建施工时遗漏，到空调安装时才发现，结

果不得不在剪力墙上重新开洞，既增加了投资，又破坏了结

构，虽经加固处理但还是留下了结构安全隐患。有的工程按

某一厂家的冷水机组外形尺寸预留了安装孔洞，但是业主为

了缓解资金压力，冷水机组往往在土建工程后期才会招标定

货，特别是将电制冷的冷水机组改为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时，预留的安装孔洞尺寸太小，不得已时只得将冷水机组解



体后再搬入，这样严重影响了设备的性能。碰到这种情况，

应充分考虑几种型式的设备进入的可能性，将设备安装孔适

当留大一些。有的工程采用预制空心楼板、水磨石地面，这

时一定要注意先预埋设备及管道吊杆后，再进行水磨石地面

施工。对于高层建筑中的主立管穿楼板时的预埋套管，各层

套管中心线应保持一致，并要考虑楼面贴地砖后楼板面增加

的厚度。 3.空调系统安装前，督促设计或安装单位提出尽量

全面、准确的管道平面定位尺寸及标高 现在许多设计施工图

上，设计者只给出了主要设备的定位尺寸，没有注明风管、

水管的定位尺寸及标高，或者即使有尺寸，但不同专业之间

管道碰撞、所注数据很不实用，甚至管道与结构、装修之间

的矛盾时有发生，图纸会签形同虚设，给工程监理和安装带

来许多麻烦，往往先安装的管道施工很方便，后安装的管道

施工很困难，施工单位互相扯皮，造成有的工程装了拆、拆

了装。对于一个功能较齐全的建筑物来说，在有限的吊顶净

空内，会有多个专业的管道。如空调专业的送风管、回风管

、排风（烟）管、冷水管、冷凝水管，给排水专业的生活给

水管、排水管、喷淋管，电气专业的强弱电桥架、母线等，

如果总承包方的施工技术力量强，能够解决好各专业之间的

互相配合问题，则施工较为顺利。但目前比较多的情况是，

土建工程、室内上下水、强电等由一个建筑企业承包、空调

、消防、弱电、装修则分别由多家专业公司直接向业主承包

，如果监理不力，则会引发各种矛盾和纠纷，甚至造成质量

事故。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大、中型空调工程，监理工程师

要协助业主督促设计人员在图纸设计阶段就解决好专业之间

管道碰撞的问题，绘制安装大样图，监理工程师也应协调相



关施工单位，本着“小管让大管、有压让无压”的原则，制

定详细的安装计划，做到心中有数，按图监理。 4.严格监理

，防止空调水系统堵塞 空调水系统最常见的问题是管道堵塞

，造成空调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某工厂装配车间空调效果很

差，散流器处有风吹出却无法降温。检查发现空调机组冷水

管上的阀门全开，但压力表上的读数几乎为零，由此可判断

流过空调机组表冷器管束的冷水极少，估计是空调机组附近

管道内有堵塞物，拆开供水管压力表前的水过滤器，果然发

现管道严重堵塞，堵塞物被清除后，车间空调效果达到设计

要求。 由上面的实例可以看出，空调管道施工中的敞口是否

得到保护、水系统管道清洗是否认真、彻底，监理工程师是

否旁站监理，直接关系到空调系统能否正常工作。因此，监

理工程师要做好以下监管、协调工作： 4.1.安装水管过程中，

要求施工人员注意操作方法，尽量避免焊渣、麻丝等物落入

管中。管道临时敞口处应采取保护措施，如管口包扎、遮挡

等。 4.2.在管道的最低处安装一个口径稍大的排污阀。 4.3.主

立管的顶端设1个手动排气装置，系统注水时开启，注满水后

迅速打开排污阀，将管道内的水尽快排走。清洗的次数要视

冷水系统大小和排水干净程度而定，少则几次，多则十几次

。 4.4.管道清洗时，监理工程师必须旁站，并做好监理记录，

从避免出现问题后互相推诿、扯皮。在有几家空调安装单位

同时参加施工的大型空调工程中，这一工作尤为重要。 5.采

取有效监理方法，减少设备噪声及振动 监理工程师在进行空

调方案审核时，一定要弄清噪声源，比如冷水机组、冷却塔

、冷却水泵、冷水泵、空调器、通风机等，这些设备的噪声

都非常大，要审核这些设备布置的位置是否合适、是否最优



，设计是否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消声、减振措施。不能只考虑

空调系统的消声而不考虑排风系统的噪声，只考虑送风口的

消声而不考虑回风口消声，amp.也不能只考虑建筑物内部的

消声而不考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在施工监理时，做好

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比如吊顶式空调机组是极易产生噪

声的设备之一，在产品定货时，监理工程师就要协助业主严

格按设计要求的噪声标准订货。产品到货后，认真验收，必

要时应采用噪声仪检测空调机组的噪声，检查其是否与产品

订货合同上一致，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如果产品的噪声

超标，安装后又会影响房间的使用效果，但又不便更换或退

货时，则应督促相关单位采取严格的消声减振措施，如采用

消声小室、整体式隔声罩隔声和减振吊杆减振等。 6.空调设

备安装及系统试运转阶段的监理要点 设备安装前，应由建设

、监理单位主持，施工单位参加，共同对设备开箱检查，并

由监理做好开箱检查记录，空调设备应有装箱清单、生产许

可证、产品合格证、说明书等随机文件，进口设备还需具有

商检部门提供的检验合格文件。设备就位前，监理工程师应

验收混凝土基础，合格后方可安装设备，以免返工。空调设

备安装过程的监理应严格按《amp.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243-97）及其它相关规范执行，特别要注意

：①空调机组的冷凝水排水管上应设置一定高度的水封，防

止夏季送风带水及冬季吸入未经处理的空气；②空调设备与

冷水管的连接采用软铜管等弹性连接，且宜在冷水管进水管

上安装水过滤器；③现场组装的大型空调机组在组装完成后

，应进行漏风量测试；④风管与设备的连接处，常发生连接

不到位的现象，造成明显漏风，影响使用效果，必须逐台检



查。 空调系统安装完成后，必须进行试运转及系统调试。工

程实践证明，凡是施工结束后进行了系统调试的项目，效果

都比较好，而且调试中发现的问题都得到了及时整改。相反

，相当数量的工程一交了事，对存在的问题互相推诿，影响

了工程效能的充分发挥。空调系统的调试包括设备单机试运

转、系统联动试运转、无生产负荷系统联合试运转、带生产

负荷系统综合试运转四项内容，对于每一项调试内容，监理

工程师都必须参加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及时做好监理记录，

对于调试中出现的问题，实事求是，积极协助参建各方找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 7.结束语 空调工程的质量监理同其它监理

工作一样只要监理工程师抓住了空调安装工程的质量控制点

，注意与业主、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供货商的沟通和协调

，采取必要的监理手段，努力做好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就

一定能做好质量监理工作，使业主在工程建设中获得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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