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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湿球温度 日变化规律的探讨 

刘朝贤 N 
中国建筑西南谩哥面百毛 成都 610081) 

摘 要 夏季湿球温度，是以日为周期波动的时变量 目前采用I11定湿球温度计算新风冷负荷的 

方法．是与现代建筑物空调冷负荷计算法不匹配的．因此应噩早解决夏季湿球温度 “计算Et”模型 

问题。 

作者根据前人对夏季室外空气温球温度日变化规律提出的图形和近年来一些学者时这一问 

题的研完成果，结合现行规范中有关气象誊教的法定数据 ．综合整理 出了“计算 日”室外空气湿球 

温度逐时值的简化计算公式．按此套式计算出了奎国九个城市的有关数据．并且根据气象台站的 

实科资料整理的数据 对部分城市作了验证和对比。 

．．兰 - ，坚  诵 ． 中国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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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建筑物夏季空调冷负荷计算方婆。由静态(稳定)向动态(不稳定)变革，其突破性的进展 

在于区分了得热量与冷负荷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新的冷负荷计算方法，所有各项冷负荷都 

是采用以“计算日”为周期的时变量来表述以适应相同时刻负荷叠加的需要。然而新风冷负 

荷的计算例外，至令仍是按常量取值，不能不令人遗憾。其实，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四校 

合编的高等学校教材《空气调节》一书 1979年第一版和 1986年第二版 1，都编入了一幅“气 

温日变化曲线图”。其中包括了室外湿球温度日变化曲线、室外干球温度日变化曲线和室外 

相对湿度 日变化曲线。从图中我们可以悟出以下几点结论 ： 

1)湿球温度是个时变量，其图形可以视为以日为周期近似余弦渡的曲线，与室外干球 

温度的变化规律相似。 

2)湿球温度与干球温度在一天中都有一个峰、谷值，不同点在于峰、谷值出现的时问不 

同，湿球温度峰值出现的时间接近上午 9时，低谷时间接近2l时。干球温度峰值出现时间接 

近 l5时，低谷为 3时。 

3)二者日较差不同，湿球温度 日较差较小，干球温度的日较差较大。湿球温度 日较差为 

3℃左右，干球温度日较差为9℃左右，前者与后者的比约为 1／3。 

2 夏季湿球温度日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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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上述结论，将湿球温度日变化曲线，采用余弦函数项的级数来表达，亦即将其 

变换为傅里叶级数展开式 将其分解为多阶谐波组合的方式，得出逐时湿球温度的表达式 

如下 ： 

： + ∑A c0s(W n．r 

式中： 一“计算日”湿球温度变化曲线的平均值，即平均湿球温度，℃： 
一 第 阶室外空气湿球温度变化的振幅，℃； 

一 第 n阶室外空气湿球温度的初相角，弧度或度； 
一 第 n阶室外空气湿球温度的变化频率 ，deg／h，rad／h： 

r一计算时刻，h： 

f 一r时刻的室外空气湿球温度，℃。 

现将我们已经确定的条件对(1)式作些技术上的处理．按 ： 

’一  ’一  一 

(1)室外湿球温度以24h为一周期变化，则式中频率 一=等 = = (或”一= 

15。)，采用一阶型： 

1 

(2)室外湿球温度的最大值出现在9时，则式中 = ，=寺×9= (或体=135。1。 

f3)对一阶型振幅 A I= ⋯  一f ，即 ，= ⋯ 一AI 

现将上述值代人{I)式得： 
1 

ẗ =【t⋯ 一A L)+AI COS( ／12·r一号 ) ℃ (2) 

或者 ： =( ⋯  一 )+A COS(15-r一135) ℃ (3) 

式中： ⋯  一为 “计算日”室外湿球温度日变化曲线的峰值，℃，按现行规范，应以历年平均 

不保证 50 h的湿球温度值代替，即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代替，即 f⋯  = ； 

A一为室外湿球温度计算日变化曲线的振幅，即A= 一t ； 

， 一 为计算 日湿球温度变化曲线平均值℃，目前规范中室外气象参数，无此数据，应 

从气象资料中统计整理得出。 

上式可写成： f = 一A)+A COS(15-r一135) ℃ (4) 

2)利用现行规范中室外空气气象参数进行简化计算 

室外空气湿球温度的变化，与室外逐时气温有关，与当地局部地理环境条件有关。平时 

还受一系列随机因素如风、雨、云等等的影响，使其具体数值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因此，随意 

测得的数据，都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特别是不连续的孤立数据。随机性问题，只能在大量连 

续测试的数据中，取其平均值才能消除其影响，因此，“计算 日”湿球温度的精确模型，还应从 

十年以上气象台站的气象数据记录中整理。这是一项 比较繁重的工作 

动态负荷计算法⋯ 虽然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 ，但采用的方法 ，已属于另一体系，它的 

气象资料的构成是“标准年”，因此现行规范中有关室外气象参数数据 ，在那里已不能通用。 

它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功，是玲负荷计算法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 但目前还未得到规范和公 

众的认同，而且计算比较复杂，不能手算，设计人员在短时问内掌握和应用还有一个过程。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夏季湿球温度的简化计算方法，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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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吴喜平和上海城建学院周子成等的研究，除 了，对教材中许多问题作了有独到见解的解 

释之外，还提出了夏季湿球温度的简化计算公式。计算式的最大特点是： 

(1)所有参与计算的参数都是现行规范中的现成数据：如 、f 、 、B和 B ： 

(2)把室外空气“计算日”干球温度的波动振幅(日较差的一半)和“计算日”湿球温度波 

动振幅(日较差的一半)，联系在一起。考虑的系数 s，附予他多变的功能 对不同地理条件的 

因素，可以进行区 I。 

f3)与当地实际大气压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我们用计算机对全国九个城市 z⋯、，⋯ 值的 24小时逐时值作了计算 

现摘录我们用吴、周氏简化计算法(简称简化法)计算的最大湿球温度 z⋯ ．及最大焙值 

L (上午 9时)，并与现行规范的数据作了比较 见表 l 

夏 * Tr算 拄 、周 前化公 计算 

规 值m 

球 特 

L 弟 日段 

l℃1 {kJ~kg f1 4【掠 } L
一 ·  

2̂  

^# 

从表 1中看出： 

(0所算得的九个城市的摄大湿球温度 ‘⋯ (上午 9时)，都比现行规范规定的夏季空 

调室外计算湿球温度大，比九个城市的平均值大 (1 5l ，占平均湿球温度波动振幅的 

33．鼢 ，由于湿球温度比现行规范规定的大，其最大焙值也比规范规定的大，如果房间或建 

筑物最大负荷是上午 9时，则新风冷负荷比过去用夏季空气调节室外湿球温度下的焙值的 

冷负荷还大。 

(2)最大湿球温度大于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不保证 50 h的概念不复存 

在，如果采用这一湿球温度，实际上就是提高了不保证率。 

为此，我们比较了吴、周氏的简化 十算式与本文推导的公式(4)，并根据部分城市的气象 

数据作 了，验证吸收了吴、周氏对湿球温度波动振幅A 表示方式即： 

1  D ， 

A=寺·眚(f 一 ) (5) 

最后整理出夏季室外空气湿球温度日变化模型为： 
1 D ， 

f =( A)+寺‘ (r 一tp)cos(15‘r一13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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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一夏季时刻 r的室外空气湿球温度，即逐时湿球温度，℃ 
一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 

1 D  

A一常数，A=詈-告 f 一f )，或湿球温度日较差的一半； 
o  D  

s一系数，暂取 5，应根据地理环境条件调整 

B一标准大气压力 ，取 1 O13．25 mbar{hPa)； 

B L_一夏季当地大气压力，mbar(hPa)； 

一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一 夏季空气调节 日平均温度，℃； 

r 一计算时刻fh)，以 I．2 3．4⋯⋯24代入。 

f 、B 、 及 ￡ 都是现行规范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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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v on Day．Variation Of W et．bulb Temperature in Summer 

L i“ Chaoxian 

(Southwest Architeetur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ute of China Chengdu 610081) 

Abstract The ariticle indicates that in summer， the W et—bulb temperature is a 

hour—variable which undulates periodically in a day．It’s not suitable to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fresh air load of modern buildings So w e mus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Wet—bulb temperature calculation Day’S mathematical model in summer as soon as possi- 

ble． 

On the basis of the figure obtained from the law of summer air Wel--bulb tempera-· 

lure’S day—variation 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cquired by others recent years，con‘ 

bining W iths legal data concerning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 in eurrenl standards，the au— 

thor sorts out the simplified calculation formula for per--hour value of Wel--bulb tempera- 

ture 0f a calculation DaY’s outdoor air By the formula，the author calculates the data of 

nine cities in our country and compares partly the results W ith the actually measured data 

from meIe0r0l。gical stations． 

Key W ords per—hour Wet—bulb temperature．calculation days，hour‘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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