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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节能、环保、战略与效率的角度阐述了被动太阳房除湿与传统除湿方法相比，有其独特 

的优 势 。而且 ，高湿环境 不仅 影响到 室 内人 员的热舒 适感 ，而且对 室 内卫 生条 件 ，人体健康 ，室 

内设备，室内家具的使用寿命等也有不利影响。为了降低室内湿度 ，我们设计 了一种新的除湿 

构件 ，利用太阳能使其再生循环使用，试验证明，这种除湿构件具有很好的除湿效果 ，可以在一 

定范 围 内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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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saving energy，protecting en~mnment，strategy and efficiency，in this paper，the advan- 

tage of passive dehumidifying solar house over other traditional dehumidifying systems are expounded．The high hu。 

mid environment affects not only the thermal comfortableness of indoor people，but also the indoor sanitary condi- 

tion，human health，indoors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life span of the furniture．This paper presents a passive dehu。 

midifring solar house，the dehumidifying body Can be regenerating evaporation by solar energy；new dehumidifying 

equipment is designed to reduce relative humidity．It is proved that the new dehumidifying body has a very good de· 

humidifying effect．It will be widely used in some districts． 

Keywords：passive solar house；dehumidify；humidity；absorb humid；evapomfion 

利用太阳能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它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常规燃料，保护环境、资源，而且可 

以使广大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被动式太阳房是一种简单、经济、有效地利用太阳能的建筑， 

在20世纪7O年代末8O年代初，在我国就开始应用这项技术作为寒冷地区采暖的一种方法⋯。被动式 

太阳房通过对建筑朝向和周围环境的合理布置，内部空间和外部形体的巧妙处理以及建筑材料和结构 

的恰当选择，使其能集取、蓄存和分配太阳能。它不仅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建筑物在冬季的采暖要求， 

而且在夏季也能遮蔽太阳辐射及室外高温空气环境使之达到降温的目的。对厚泥墙传统房屋的测试结 

果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日间，室内空气含湿量比室外低 1～2 g／ks干空气，天花板的表面温度也比室内空 

气温度低。这是因为厚泥墙表面所含水分的蒸发冷却作用很强，以至于室内在炎热的夏天能得到冷却 

而使人感觉舒适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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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发现，如果在相对湿度较低的环境下，即使空气温度相当高，人体也不会感到太热，因为人 

体代谢热很容易通过汗液蒸发排除[ 。反之，如果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增高，将阻碍人体汗液蒸发，使汗 

滴大滴落下_4 J，对人体健康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时，潮湿的室内环境对室内电器、家俱、衣物等都会 

带来危害和破坏。 

传统的除湿方法有很多，如升温降湿、通风除湿、冷冻除湿、固体吸附吸湿、液体吸湿等常用方法。 

但这些方法有些效果较差，不适应亚热带温暖地区炎热、潮湿的地理环境；有些投资较大，耗能多，系统 

较为复杂，不适应住宅及普通建筑物使用。 

因此，我们提出一种新型的“被动除湿太阳房”，以尽量降低室内湿度。采用某种多孔物质脱脂后， 

将其侵泡于饱和除湿液体中，使除湿盐类水溶液渗入多孔物质结构中。经沥干、干燥后，盐类物质在多 

孔材料中结晶，依附于多孔材料内部。从而获得含盐多孔材料体，文中称之为“除湿体”。除湿体能够依 

靠吸湿盐类对室内空气吸湿，且吸湿盐液浓度越大，吸收室内空气的水份能力越强。而当除湿体表面在 

日照下升温其中液态水蒸发进入室外大气。利用太阳能使除湿体脱湿再生，循环往复使用，不耗费别的 

任何其他能源。这就是被动除湿太阳房的基本原理。 

1 测试内容与方法 

实测工作于2O02年8月11日至2O02午9月4日进行。现场选在重庆大学建筑物理实验室内。建 

筑朝向为西向，砖混结构。如图1为除湿体安装位置简图。测试时，夜间 l8：30至第 

二天清晨8：30关闭外窗，打开内窗，对室内吸湿。8：30～l8：30，关闭内窗，打开外 

窗，利用太阳能对除湿体进行脱湿再生。测试主要内容及仪器如下： 

1．1 太阳辐射热 J 

采用MS一42型辐射仪测定太阳总辐射强度值，由7V08数据采集仪微机处理所 

得数据。每半小时记录一次。 

1．2 风速 

风速由热电风速仪测定，其测量范围为0．5～30 m／s，每半小时测定一次。 

1．3 相对湿度 

内窗 垦 外亩 ——、 、 ＼小件 砖墙 ＼、除j昱制 —— 
＼ 

， |= 、 

图1 除湿装置 

相对湿度由长春气象仪器厂生产的 DH卜 l型毛发湿度计自动记录，它的适应范围是 一35℃～ 

4o℃，测试过程中每2 h校正一次，采用通风干湿球温度计完成校正。 

1．4 温度测定 

室内外空气温度及除湿体内外表面温度测定均由热电偶系数相近的热电偶完成。室外空气热电偶 

测头用铝箔罩住以防止太阳辐射或墙、地面反射的影响。数据采集间隔为半小时，测值处理由7V08微 

机完成。 

1．5 吸湿率、蒸发率测定 

吸湿率、蒸发率采用称重法测定。在除湿体中部先制作--4,件(断面积为0．0l m2)。每隔1 h测定 
一 次小件重量，与前 1 h数据之差即为小件的蒸发率或吸湿率。称重由日本EB一330水分分析仪完成。 

按下式计算试件湿重的变化 

AW = +l一 g／h (1) 

脱湿率或吸湿率 

q ： —
／ x W ，m2．h (2g／ 11 ) g

m i m。 ， 

式中： 为第i时刻小件的重量，g； +l为第 i+／时刻小件的重量，g；AF为小件的表面面积，m2；AW 

为小件 1 h中的重量变化，g／h；g 为比湿流量，g／m2·h正值对应于吸湿，负值对应于脱湿。 

http://www.cqvip.com


86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报 第27卷 

2 按照相似原则计算除湿体质交换率 

含盐多孔材料质交换率 E可如下计算[ ]： 

E =a ( 6一 。) g／m2·s (3) 

D  

式中：a 为空气与含盐多孔材料表面问按水蒸汽分压力差计算的质交换系数，g／m2·s； = ，P 为周 

D 

围环境空气的水蒸汽分压力，Pa，P为当地大气压，Pa， = ， 6为含盐多孔材料表面边界层的水蒸 

汽分压力，Pa。 

由雷诺类似率，有： 

Le=a ／ag=C ／Cg=0．620／1．01=0．61 kg·℃／kJ (4) 

式中：a 为含盐多孔材料与空气问的对流换热系数，W／m2·℃； 为室内空气的定压比热，1．01 l lqg 
· ℃， 为刘易斯数。 

室外 a =0．6／a。=6．1 g／m·s (5) 

室内 a =0．6／a。=2．14 g／m·s (6) 

E为正值时，含盐多孔材料向外部散湿，即蒸发率或脱湿率；E为负值时，含盐多孔材料从空气中 

吸湿，即称之为吸湿率或除湿率。如图2、3所示为8月22日～8月24日在实验室所测值。 

根据含盐多孔材料质交换率的计算公式，可以指导我们在不同时间段内利用含盐多孔材料体调节 

室内湿度环境或将除湿体脱湿再生。在吸湿或脱湿时段，含盐多孔材料体累计质交换量为： 
r 

= I E(r)dr g／m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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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图2 含盐多孔材料脱湿率 

3 测试结果分析 

芒 

乏s 
2 

1 

畸3 o 

18：30 20：30 22：30 0：30 2：30 4：30 6：30 8：30 

t／h 

图3 含盐多孔材料吸湿率 

1)由图2可见，除湿体从上午9：30后开始蒸发脱湿，但蒸发率较小。直到下午16：30左右，除湿体 

外表面温度达到最大值时，其蒸发率才达到最大，约 150 g／m2·h。8月24 日下午为阴天，太阳辐射直射 

率低，除湿体外表面温度也低，所以除湿体在下午时候脱湿率较小。正常情况下，白天蒸发量为450～ 

6O0 g／m2之间。 

2)由图3可见，除湿体从夜间18：30开始吸湿，吸湿率较为均匀，在10 g／h·m2～20 g／h·m2之间波 

动。整个吸湿期间，可吸湿 175 g／m2～260 g／m2。 

3)由图4、图5可见，安装有除湿体的实验房内空气相对湿度在60％～80％之间波动，波幅中心控 

制在70％左右。而相邻房间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在80％上下波动，最高相对湿度达到95％以上。可见除 

湿房的除湿效果较为明显。实验房内的空气温度较之邻室有 0．2℃左右的升幅，这主要是因为除湿体 

内表面温度高于邻室壁面温度，而且吸湿过程中有水蒸汽凝结放热现象产生。不过根据等有效温度的 

概念[6]，相对湿度的下降大大抵消了室内温度的微幅升高。室内环境相对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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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验室与邻室室内空气温度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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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验室与邻室室内空气湿度实测值 

4 结束语 

1)除湿体在夏季像一个干燥剂储藏体，其蒸发量明显高于吸湿量。因此，可采用缩短蒸发时间，延 

长室内吸湿时间的办法；增大室内吸湿量。根据实验结果，推荐在 l2：3O—l7：3O之间对除湿体蒸发再 

生，在 l7：3O至第二天l2：3O之间对室内吸湿。增加吸湿时间5 h，可增加吸湿量 100 g／m2·d。这里讨论 

的是西向除湿体，对不同朝向的除湿体应分别对待，作专题研究。 

2)除湿体的蒸发率主要取决于除湿体的表面温度。在阴天，太阳辐射直射率很低，除湿体外表面 

温度也较低，除湿体脱湿再生效果较差。因此，有必要采用辅助加热的方法，如在除湿体外表面布一层 

电热丝，提高外表面温度，加快蒸发速率。 

3)除湿体的内表面的吸速率较低，还不能适应大范围的需要，应采用强制室内空气流过除湿体表 

面的方法，加快吸湿速度。 

4)在除湿的同时，对其他朝向墙体进行防潮处理也是不容忽视的，有利于提高除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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