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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辐射、建筑节能 冷暖辐射与建筑节能这一命题，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冷暖辐射从有人类那天起，它就伴随

着人类繁衍生息。没有它，就没有生命的存在。但是人们对

于“冷辐射”的认识或许有些陌生，而对“热辐射”就很司

空见惯啦。北方人自古以来就有采用烟道式的火炕、地暖、

火墙等传统的采暖方式的习惯。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新材

料、新工艺不断涌现，低温辐射地面供暖广泛应用，几乎达

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本文从热辐射的原理及冷暖辐射的应用

浅析冷暖辐射与建筑节能的关系；简论冷暖辐射对于建筑节

能的重要作用；推介适合中国国情最环保节能的生态冷暖辐

射空调装置及其不可或缺的末端主要配置系统——辐射模板

系列产品。以期为建筑节能起个推波助澜作用。 一、辐射原

理 1．热辐射 在任何一个环境里，任何一个绝对温度高于零

度的物体都会向外界以电磁波的方式发射具有一定能量的粒

子（也叫光子）。这个过程就叫做“辐射”。常说的“热辐

射”。热辐射的波段为0.1-100μm。此波段介于X射线和无线

电波之间。其波段包括一部分紫外线波段、可见光波段

（0.35-0.75μm）和部分红外线波段。自然界所有物体都会高

于绝对零度的温度。因此，都有发射和吸收辐射波的能力。

只不过物体不同，发射与吸收辐射波的能力不同罢了。物体

自身温度越高，辐射能力越强。物体之间距离越近，辐射强

度越高。在我们所认知的宇宙间，太阳的辐射能力最强。一



个物体向另一个物体热辐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能量转移的

过程。其过程，辐射源一方能量减少，被辐射一方能量增加

。这个过程也就是一种热交换过程。是热传递过程的一种。

2．热传递方式 热传递方式有三种：对流，传导，辐射。 对

流：热对流是以液体或气体为介质，通过其质点宏观地相对

运动，从一个区域迁移到温度不同的另一个区域的热传递过

程，也称谓“对流换热”。在日常应用的散热器与冷风、热

风空调等换热装置主要是以对流方式供暖或供冷；大自然常

见的“寒流”、“暖流”等导致大气温度变化的气象现象，

是明显的对流方式传热过程。 传导：热传导（导热）是两个

相互接触的固体或固体的不同部位之间由于温度不同而引起

的热传递现象。这种导热方式是依靠物体的分子、原子及自

由电子等微观粒子热运动进行热量传递。这种热传递方式不

仅大量存在于冷热能传输与热交换之中，而且根据其不同的

导热性能和工作环境的不同要求而大量地应用在建筑围护结

构和其它设施的保温隔热材料方面。 辐射：热辐射是完全不

同于热对流和热传导的热传递方式。由于其特有的低温辐射

特性，而且此低温特性做为一种热交换方式，以其节能、舒

适而著称，明显优于对流和传导两种热传递方式，而被正在

推广的低温辐射地面供暖所充分验证。 3．冷暖辐射的概念 

冷暖辐射从实质上讲是一个原理，都是热辐射的过程，只不

过是通过正向、逆向两种方向的辐射，分别达到供暖、供冷

二种不同效果。辐射供暖时，温度高于供暖环境的辐射基体

持续地向周围空间、物体及人体辐射热能，完成供暖过程。

辐射供冷时，温度高于辐射基体的户内空间、物体和人体将

自身的热量辐射至低温的辐射基体（实际上已成为被辐射基



体）。降低了户内空间、物体和人体的温度，达到了供冷效

果。 二、辐射能的利用 辐射能的利用，这是一个涉及建筑物

理、热工环境、暖通空调、建筑结构等众多领域，诸多学科

的应用技术研究课题。辐射能的利用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大。在经济高速

发展，能源逐渐危机，环境日趋恶化的当今时代，深入研讨

辐射能的利用，既有刻不容缓的现实性，也有功在千秋的前

瞻性。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1．充分挖掘利用辐射

能源 挖掘利用辐射能源，就是充分利用太阳能这一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能源。它几乎100％的以热辐射的方式向地球毫

不吝啬的，永不休止的传递热能。可以肯定地说，太阳能是

唯一的人类可以永久利用的能源。世界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

爱德华、泰勒曾说过：“人类实际上是能够适应辐射热交换

的，毕竟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由辐射能加热的世界上达几亿

年之久。” 2．积极推广低温辐射的热传递方式 爱德华、泰

勒先生又说：“如果世界上的热交换完全靠辐射来完成，我

们在目前能耗几乎1/3的基础上就可以生活得更好。”低温辐

射供暖优势多多。低温辐射地面供暖环保、节能、舒适、健

康、方便、耐用等优越性已人所共知，无须赘言。中温辐射

供冷的应用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其节能等诸多优势可与低温

辐射供暖相媲美。而且二者同一冷热源，同一传输系统，同

一辐射末端配置的兼容功能，可使优势倍增，能耗倍减。 3

．有效发挥调控热辐射功能 如何有效利用太阳辐射能，如何

有力控制太阳辐射能，是二个同等重要的课题。一方面千方

百计将太阳能转换成有效能，另一方面想方设法防止热能通

过热传导、辐射方式散失或侵入。做到需要热量时供热，需



要降温时供冷，该保温的保温，该隔热的隔热。有效发挥、

调控热辐射功能，完美地体现这一异曲同工的节能作用。 4

．不断更新、推出冷暖辐射能源的制取、转换配套设备 目前

在市场上同时制冷供热的各式吸收式溴化锂直燃机组，水源

热泵、地源热泵及其它可再生能源冷热兼容的转换设备已相

继问世。太阳能冷暖空调也正在研制中。但这些冷热制取转

换设备的市场方向基本上还是没有离开以对流为主的冷热风

方式供冷供暖。其供热出口温度要求过高，供冷出口温度要

求过低。因此，导致设备出力大，高能耗，高价位，市场定

位很难大众化，而且一次投资大，运行费用高，舒适度差。

而用这样的前端设备制取冷暖辐射的冷热源，自然是大马拉

小车，很不划算。因此对于各种能源，有针对性地研发生产

或将现有设备改造成适合于辐射供冷供暖的前端设备显得尤

为重要和迫切。这对现有的一些生产厂家来说不是有可能，

而是很容易做到。 5．大力研发生产冷暖辐射空调干式末端

配置系统 所谓“干式末端配置系统”是指各类辐射模板。前

端设备将制取的中温冷水或低温热水，经传输系统，传递到

末端辐射模板的表面。通过辐射和对流的方式（以辐射为主

）直接与室内环境进行冷热交换。这种以辐射方式为主的冷

热交换极大地简化了能量从冷热泵到终端用户——室内环境

之间的传递过程。大大减少了不可逆损失；提高了低品质自

然冷热源的可利用性。 目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适合于安

装在地面、内墙、顶棚的各种辐射模板（块）、组合板、集

成板系列产品，已陆续问世。有的已大量应用在地面供暖的

工程上。当前，在北京大兴区冷暖辐射样板工程上也得到成

功应用。这些辐射模板（块）在大量的地面供暖工程上和冷



暖辐射空调样板工程上的应用，为冷暖辐射空调干式末端配

置系统的全面推广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 三、建筑节能

的现状与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势

头令全世界惊叹不已。同时能源的危机、环境污染的不断恶

化又令人十分担忧。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已列为中

央富民强国的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众所周知，能源危机是

全球性的，环保节能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历史任务。我们不得

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现实：按照目前开采的能力和水平，全

世界的煤约200年、石油约30年，天然气约50年，就将抽干挖

净。诚然，文明的现代人绝不会消极等待或无动于衷的。保

护环境，节约能源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发达国家不仅

其社会经济总量和人均GDP远远高于我国，更主要的是环保

节能意识、环境保护水平、能源节约力量都远远超过我们。

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社会不断进步、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

，人类生活用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我们同

纬度区域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能源需求能力，平均比我们高出2

－3倍，而实际能源消耗却是我们的1/3。这是一个很值得我

们反思的问题。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越来越迅猛。2020

年实现小康社会现有的经济总量要翻二番，达到3000美元/人

均。城市化率将达到41.76％；每年新增建筑面积18.2亿m2。

要达到此目标，现有能源必须翻一番，而且当前全国还有4

亿m2的旧有建筑需要节能改造，确实建筑节能工作任重道远

。为此，国家对新增的建筑节能标准由“十五”规划北京、

天津地区的65％增至75％，全国其它地区由50％增至65％。

而实际上即使达到65％的节能标准，平方米耗煤量为12－9kg

，也远远高于欧洲发达国家4kg/m2的耗煤量。更何况实际中



节能水平还在大打折扣。近期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对北京地区

“十五”期间建筑节能标准达到65％的建筑进行抽样调查，

竟发现相当一部分建筑节能标准甚至没有达到30％。由此可

见我们的节能工作的严峻形势。大家都不会忘记2005年夏季

，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因空调用电旺季，拉闸限电

闹“电荒”的情景。 建筑节能的工作与经济的飞速发展相比

，严重滞后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

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笔者认为

，用辐射供冷暖这一把钥匙去开启建筑节能这扇大门不失为

一个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投入少，见效快的最便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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