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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层建筑数量的增多, 电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一个物品。但是设计者对于高层建筑的关注焦点往往

放在办公区、生活区、接待区等场所,电梯因为不影响人们

直接的工作与生活质量,而被人们所忽视。这就使得电梯出

现一个共性问题：热舒适度差。为此,对热舒适度的调查变

得尤为重要。

1电梯轿厢内通风现状

电梯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它的空间小,单位面积使用率

大,密闭且人员众多,所以产热量和产湿量都比较大,最主要

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设计阶段没有安排足够的通

风量,没有吧其中产生的冷负荷、空气湿度和温度都考虑进

去,因此舒适性非常低。第二,通风口的位置设计不合理,轿

厢内的空气流通不均匀,空间湿度和温度不均与。第三,新风

系统没有安排或是安排的不合理。目前除了少数高级建筑

设置了电梯新风系统, 大多数建筑在电梯的井道上都没有

冷热风系统,轿厢内的空气质量是非常低的。由此可见,轿厢

内的热舒适度是和温度、湿度、通风情况等各项指标相连的

一个综合性指标。

2热舒适性的概述

在 ASHRAE标准 55中对热舒适性的定义是：热舒适

性是一种让个体能够感觉到舒服的环境状态。对于任何空

调系统来说,热舒适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最为

常用,也是最为直观的判断舒适性的模型是 PMV。它把人体

的活动程度,衣服的热量阻隔度、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太阳

辐射的温度与空气流通的速度全部考虑进去, 得到了七级

感觉。从高到低依次是热(3)、暖(2)、微暖(1)、适中(0)、微凉

(-1)、凉(-2)、冷(-3)。这七个指标是因人而异的,即使是某一

个环境令大多数感到满意,但是总有个别的人不满意,所以

只要是在 -0.5＜PMV＜0.5,都认为热舒适性是适中的。

3通风性和热舒适度之间的实验分析

在电梯的设计施工中, 必须要充分的考虑到气流组织

的运行方式。气流组织包括了轿厢通风的送风口、排风口、

空气的流通途径以及通风量, 它们组合在一起直接影响的

是气流在空间内的质量。可以认为先有了合理的气流的组

织才能有热舒适度。如果空间内的气流不能充分的发挥出

来,则空间内的余热余湿是不会充分发挥出来的。

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里, 送风装置安放的位置、数

量、大小都和空气质量有密切的关系。而空间面积的大小、

热源等决定了这些重要的因素。回风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常常被人们忽视,所以很多时候,外界回风量会对理想观测

数据产生重要影响, 而技术人员常常找不到原因也正因如

此。

《规范》中规定电梯从一层到顶层运行的时间不能超过

48s,可以看出,整体的运行速度并不快,在 48s的运行中,不

开启电梯门,轿厢内的气流、温度和轿厢内每个人员能够感

受到的热度是不一样的。因为送风装置安装位置的原因,所

以温度分布的不均匀, 在靠近轿厢门的人体头部位置温度

值过高,造成了人的热不舒适感。而人常常是从低温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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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全部隔音,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4隔音饰品

在实际的室内装修中,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吸音的

软装修材料,多选用布工艺装饰和软性装饰,因为布工艺饰

品有非常好的吸声效果。一般来说,越厚的窗帘吸声效果越

好, 质地以棉麻最佳。一条质地好的窗帘可以减少 10%

~20%的外界噪声。另外铺地毯也对室内噪声有吸收作用。

结束语：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质量

越来越高。高层建筑在城市中的不断崛起,增加了城市中电

梯的使用数量。超高速电梯做为现代高层建筑,特别是超高

层建筑中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它的安全、舒适、可靠、节能

运行是现代超高层建筑的重要技术指标。但是与此同时,超

高速电梯带来的噪音问题也是非常让人头痛的, 因此我们

要及时加强对此类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革新技术,降低噪

音污染,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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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走向高温的密闭空间, 所以对不舒适的热度感受更加

敏感。可见轿厢内的热舒适度是一个很敏感且脆弱的数值。

4轿厢内部热舒适度改善的方案

根据现行的《规范》和实验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的结论

是,要想改善轿厢内的热舒适度,就要从降低温度和降低速

度两个方面入手。目前较为常用的方案有两种,一种是送风

的温度和速度不改变,只改变送风量,另一种是把送风机改

成排风机,然后通过改变排风量,改善轿厢内的舒适性。关于

送风量和排风量的变化有几种数量, 每一次的变化带来的

实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各方案的边界条件基本一致, 如果要改变送风量可以

增加风机的数量或是扩大风机的尺寸, 无论是哪一种方案,

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两者兼得。也就是说增加了风机的数

量,就不要扩大风机的尺寸,反之亦然。其次,排风口要呈现

对称的布置, 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轿厢内空气的温度和湿度

的均匀分布,使轿厢内的每一个空间都能获得同等的热量。

笔者进行的实验显示,当送风量为原送风量的 4倍时,也就

是达到了 0.32m3/s时,室内的热舒适度是 2.05,虽然数值偏

暖,但是热舒适度趋于稳定。由此推断如果采用下送风上排

风的通风方式,室内的平均温度和热舒适度则会更加稳定。

实验表明,下送上排,即使是排风量降到了 0.16m3/s,轿厢内

的热舒适度为 2.03时,人们也不会感觉到热。因为下送上排

已经将轿厢内的热源均匀的分布, 再加上电梯轿厢内空气

向上流动的方式和下送上排的方向是一致的, 密闭的空间

变得开放,自然也就不会引起人们不舒适的感受了。所以关

于轿厢内部热舒适度的最佳改善方案, 仍然是以通风换气

为最佳。

5轿厢内部热舒适度改善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从上文的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到, 引起电梯轿厢内热舒

适环境较差的主要原因有热源集中、数量较多、温度和速度

的分布不均匀、通风位置不合理、通风量不足等。实验表明

通风量的确可以有效的改善舒适性, 当送风量为 0.32m3/s

时,轿厢内的热环境是最能被人们接受的。这样的话就可以

选用四台与原来型号一样的风机, 送风口呈对称的布置,而

送风量不变。但是这样一来,电梯轿厢的设计和安装成本会

变得很大,所以通常来说这样的方案是不会被采用的。更常

见的情况是增大送风量,因为分布的不均匀,不会根本上改

变热舒适度的感觉。另外一种可行性的方案是将送风装置

变为排风装置,也可以改变轿厢内的热舒适度。排风本身需

要的功率输出就比送风小, 它更多的利用了空气本身的属

性,不需要机器更多的消耗能量,因此大大的降低了成本。相

对于送风的“快”与“狠”,排风需要的电梯运行速度也低了

很多,真正的降低了通风的速率和热量,不仅可以排走更多

的热量,而且轿厢内保持负压,在各层电梯门开启时,可以流

入更多的低温空气,这样更有利于降低轿厢内的温度,平衡

轿厢内的湿度。第三种方案是利用了电梯井内的空气,轿厢

对这一部分的空气有限制的作用, 让井内的冷空气不能随

意流动。根据通风规范, 当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超过 30

度时,则通风计算温度与其工作地点温度的温差不能超过 3

度。这一数值对于北方地区的适用性比较高,因为北方即使

到了夏季,温度升的再高,湿度也不会对热舒适度产生过大

的影响。但是在南方,夏季的温度和湿度都非常高,所以很轻

易的就会超越电梯设定的标准。故而,南方的电梯设计更为

适用的办法是对电梯井内的空气做降低送风温度的处理,

也就是把电梯井纳入整个建筑的通风的设计方案中, 让电

梯设计和空调设计融为一体, 为电梯井也设计出空调方案,

在此基础上,适当的为井内加入室外新风,也会大大提高轿

厢内的空气品质。

6结语

综上所述, 热舒适度和电梯轿厢内的通风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系。任何一个轻微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指标的整体变

动,从而为人们带来或舒适或不舒适的体验。而关于热舒适

度的体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电梯轿厢内部通风形式的改造

问题,也不可能只有唯一一种方案。其确定与改进要和当地

的气候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设计的经济成本紧密相

连。在对外部所有条件进行调配满足的基础上,设计而出的

方案才是性价比最高的。简而言之,热舒适度是一个综合的

指标,方案的设计是精密而审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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