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建筑通风的意义；熟悉建筑空间空气的卫生条件；
掌握通风系统的分类；掌握全面通风量的确定方法；掌握自然通风的作用
原理；熟悉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的配合原则；了解进风窗、避风天窗与避
风风帽的布置与选择；掌握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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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建筑通风工程

进、排风装置

通风量风道

通风机
通风方式

建筑通风系统



6.1 建筑通风概述
6.1.1 建筑通风的意义

建筑通风就是把建筑物室内污浊的空气直接或净化后排至室外，
再把新鲜空气补充进来，从而保持室内的空气环境符合卫生标准
的需要。
通风是改善室内空气环境的一种重要手段。通风包括从室内排除
污浊的空气和向室内补充新鲜的空气两个方面。前者称为“排
风”，后者称为“送风”或“进风”。为实现排风或送风而采用
的一系列设备、管道和装置的总体，称为“通风设施”或“通风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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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建筑通风概述
6.1.2 建筑空间空气的卫生条件

1 、空气与人体生理相关的参数
供氧量、温度、相对湿度、空气流动速度

2 、空气中有害物浓度、卫生标准和排放标准
空气中有害物对人体的危害取决于这些有害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和
它们在空气中的含量。衡量有害物在空气中含量的多少一般以质
量浓度或体积分数来表示。有害物的质量浓度是指单位体积空气
中所含有害物质的质量（ｋｇ／ｍ３）；体积分数是指单位体积
空气中所含有害物质的体积（ｍＬ／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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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建筑通风概述
6.1.3 通风系统的分类

1 、按通风系统的动力不同划分
根据通风系统的动力不同，通风系统可
分为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两种。

自然通风是借助于风压和热压作用促使
室内外空气通过建筑物围护结构的孔口
流动的。
机械通风是依靠风机所产生的压力强制
室内外空气流动。机械通风包括机械送
风和机械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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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利用风压和热压的自然通风



6.1 建筑通风概述
6.1.3 通风系统的分类

2、按通风系统的作用范围不同划分
根据通风系统的作用范围不同，通风系统可分为局部通风和全面通
风两种。
局部通风系统的作用范围只限于个别地点或局部区域，可分为局部
排风系统、局部送风系统和局部送排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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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建筑通风概述
6.1.3 通风系统的分类

2、按通风系统的作用范围不同划分

全面通风有自然通风、机械通风、自然和机械联合通风等多种方式
。
全面通风包括全面送风、全面排风和全面送排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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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全面送排风系统示意图图 6-6全面排风系统示意图图 6-5全面通风系统示意
图



6.2 通风量的确定
6.2.1 全面通风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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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用和公共建筑物中一般不存在有害物生产源，全面通风多用于
冬季热风供暖和夏季冷风降温。

1、为消除余热所需的通风量

2、为消除余湿所需的通风量

3、为排除有害气体所需的通风量



6.2 通风量的确定
6.2.2 全面通风的气流组织

09

6

全面通风的效果不仅与通风量有关，而且与气流组织也有很大关系。
室内送、排风口的布置形式是决定室内空气流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风房间气流组织的常用形式有上送下排、下送上排、中间送上下
排等，选用时应按照房间功能、污染物类型、有害源位置、有害物
分布情况、工作地点的位置等因素来确定。

图 6-8全面通风气流组织示意图



6.2 通风量的确定
6.2.3 空气质量平衡与热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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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平衡可以用下面的表达式来表示：

保持通风房间的空气热量平衡是指为了保持室内温度恒定不变而使
通风房间总的得热量等于总的失热量。



6.3 自然通风
6.3.1 自然通风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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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把 gh（ ρｗ－ ρｎ）称为热压。热压的
大小与室内外空气的温度差（密度差）
、进排风和窗孔之间的高差有关。在室
内外温差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热压作用
动力的唯一途径是增大进、排风窗孔之
间的垂直高度。

图 6-９热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工作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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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室 源加 或其他因素造成室 空 度升高热压 当 内热 热 内 气温 时
，室 空 密度 少，就 建筑物的上部 出去。同 重的室内 气 减 会从 跑 时较
外空 下部 窗 充 ，形成空 流通和交 。 气会从 门 补 进来 气 换

热压



6.3 自然通风
6.3.1 自然通风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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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建筑物周围的风压分布与建筑物本身的几何造型和室外风向有关。当
风向一定时，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上各点的风压值可用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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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 流 所造成的 力，也 力。风压 气 动 压 称风

 对于一幢建筑或者一
间房间，如果它有两个
开口（门或窗等），而
且空气在每个开口的两
侧压力不相同，那么在
压差的作用下，空气在
每个开口处形成流动。

这种自然通风的效果取决于风力的大小和建筑物门窗的形式。 



6.3 自然通风
6.3.1 自然通风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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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压和热压同时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在风压和热压的同时作用下，建筑物外围结
构上各窗孔的内外空气压力值 Δp，应该是
各窗孔的余压与室外风压之差，可用下式表
示： 

图 6-10风压和热压同时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6.3 自然通风
6.3.2 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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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厂房的总平面布置
（１）在确定厂房总图的方位时，应尽量布置成东西向，避免有大面
积的围护结构受日晒的影响。
（２）以自然通风为主的厂房进风面，应与夏季主导风向成６０ °～
９０ °，一般不宜小于４５ °，并应与避免日晒问题一并考虑。为了
保证自然通风的效果，厂房周围特别是在迎风面一侧不宜布置过多的
高大附属建筑物、构筑物。
（３）当采用自然通风的低矮建筑物与较高建筑物相邻接时，为了避
免风压作用在高大建筑物周围形成的正、负压对低矮建筑正常通风的
影响，各建筑物之间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



6.3 自然通风
6.3.2 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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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形式的选择

图 6-13多跨车间的自然通风
图 6-14穿堂风通风原理
图

图 6-15穿堂风通风形式



6.3 自然通风
6.3.2 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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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形式的选择
对于依靠热压作用的自然通风，当厂房设有
天窗时，应将散热设备布置在天窗的下部。
在多层建筑厂房中，应将散热设备尽量放置
在最高层。高温热源在室外布置时，应布置
在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在室内设置时，
应采取隔热措施，并应靠近厂房的某外墙侧
，布置在进风孔口的两边。 图 6-16热源在车间内的布置



6.3 自然通风
6.3.3 进风窗、避风天窗与避风风帽

19

6

1、进风窗
（１）对于单跨厂房进风窗应设在外墙上，在集中供暖地区最好设
上、下两排。
（２）自然通风进风窗的标高应根据其使用的季节来确定
（３）夏季车间余热量大，因此下部进风窗面积应开设大一些，宜
用门、洞、平开窗或垂直转动窗板等；冬季使用的上部进风窗面积
应小一些，宜采用下悬窗扇，向室内开启。



6.3 自然通风
6.3.3 进风窗、避风天窗与避风风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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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避风天窗
利用天窗排风的车间，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用避
风天窗：
（１）不允许倒灌。
（２）夏季室外平均风速大于１ｍ／ｓ。
（３）历年最热月平均温度≥２８℃的地区，室内余热量
大于２３Ｗ／ｍ２ 时；其他地区，室
内余热量大于３５Ｗ／ｍ２ 时。



6.3 自然通风
6.3.3 进风窗、避风天窗与避风风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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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风风帽
避风风帽就是在普通风帽的外围增设
一周挡风圈。挡风圈的功能同挡风板
，即当室外气流通过风帽时，在排风
口四周形成负压区。

图 6-17避风风帽的构造



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1 进、排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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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风系统的设备装置比较简单，仅包括进、排风窗以及附
属的开关装置。其他各种通风方式，包括机械通风系统和管道
式自然通风系统，则由较多的构件和设备组成。

进、排风装置按其所在位置的不同有室外进、排风装置和室内
进、排风装置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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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1 进、排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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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外进、排风装置

图 6-18竖直风道塔式室外进风装置 图 6-19墙壁式和屋顶式进风口 图 6-20室外排风
口



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1 进、排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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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室内送、排风装置
室内送风口是送风系统中的风道末
端装置，由风道送来的空气，通过
送风口以适当的速度分配到各个指
定的送风地点。

室内排风口是全面排风系统的一个
组成部分，室内部分被污染的空气
经由排风口进入排风管道。排风口
的种类较少，通常做成百叶式。

图 6-21两种最简单的送风口



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2 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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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道材料和风道截面面积的确定
制作风道的材料很多，常用材料有薄钢板、塑料、胶合板、纤
维板、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砖、石棉水泥、矿渣石膏板等。
风道选材由系统所输送的空气性质以及按就地取材的原则来确
定。 
风道截面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2 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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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道的布置
风道的布置应在进风口、送风口、排风口
、空气处理设备、风机的位置确定之后进
行。风道布置原则应该服从整个通风系统
的总体布局，并与土建、生产工艺和给水
排水等各专业互相协调、配合。

图 6-22贴附风道



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3 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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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机是输送气体的设备。在通风系
统中，常用的通风机有离心式通风机
和轴流式通风机。
1、离心式通风机
离心式通风机由叶轮、风机轴、机壳
、吸风口、电动机等部分组成。

图 6-23离心式通风机构造示意图



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3 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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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心式通风机

离心式通风机的种类如按风机产生的压力高低来划分有：
（１）高压通风机：压力狆＞３０００Ｐａ，一般用于气力输送系
统；
（２）中压通风机：３０００Ｐａ＞狆＞１０００Ｐａ，一般用于
除尘排风系统；
（３）低压通风机：狆＜１０００Ｐａ，多用于空气调节系统。



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3 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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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心式通风机
表示离心式通风机性能的主要参数有：
（１）风量（犔）：指风机在工作状态下，单位时间内输送的空气量
（ｍ３／ｓ或ｍ３／ｈ）；
（２）全压（或风压狆）：指每立方米空气通过风机所获得的动压和静
压之和（Ｐａ）；
（３）轴功率（犖）：指电动机施加在风机轴上的功率（ｋＷ）；
（４）有效功率（犖ｘ）：指空气通过风机后实际获得的功率（ｋＷ）
；
（５）功率比（ η）：风机的有效功率与轴功率的比值， η＝犖ｘ／犖
×１００％；
（６）转速（狀）：风机叶轮每分钟的旋转数（ｒ／ｍｉｎ）。



6.4 机械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构件
6.4.3 通风机

31

6

2、轴流式通风机
轴流式通风机的参数与离心式通风机相同

图 6-24轴流式通风机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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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外窗排烟

利用室外阳台或凹廊排烟

 建筑通风与防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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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系统的方式



１． 建筑通风是指把建筑物室内污浊的空气直接或净化
后排至室外，再把新鲜空气补充进来，从而保持室内空
气环境符合卫生标准的需要。通风是改善室内空气环境
的一种重要手段。
２． 建筑空间空气的卫生条件主要有空气与人体生理相
关的参数、空气中有害物浓度、卫生标准和排放标准。
３． 根据空气流动的动力不同，通风方式可分为自然通
风和机械通风两种。
４． 通风房间的建筑形式、总平面布置及车间内的工艺
布置等对自然通风有着直接影响。
５． 进风窗的布置与选择以及避风天窗与避风风帽的布
置。
６． 进、排风装置按其所在位置的不同有室外进、排风
装置和室内进、排风装置。
７． 通风机是输送气体的设备，在通风系统中，常用的
有离心式和轴流式两种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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