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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及存在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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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阐明地源热泵系统的基本原理及国内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在推广宣传、设
计施工以及后期管理运行阶段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最后就在保持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提出
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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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源热泵（Ｇｒｏｕ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即 ＧＳＨＰ

技术，是一种利用地下浅层地热资源（也称地能，包
括地下水、岩土体或地表水等）的既可供热又可制
冷的高效节能空调系统。 该系统把浅层岩土体作为
热泵系统的热（冷）源或热汇，即在冬季把高于地表
环境温度的地层中的热能取出来供给室内采暖，夏
季把室内的热能取出来储存到低于地表环境温度的

土壤中，通过少量的高位电能输入，实现低位热能向
高位热能转移的一种技术。

根据冷热源的不同，地源热泵系统可以分为水
源热泵系统与土壤源热泵系统（地埋管地源热泵系
统）。 由于采用地下水或地表水作为热（冷）源的水
源热泵系统应用时受到水文地质条件的限制，特别
是近年来对水资源政策要求越来越严，其使用进一
步受到制约。 地埋管式地源热泵系统特别是垂直埋
管式系统因其节能、环保不受地下水条件的影响，被
公认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源热泵技术。

1　系统的基本原理及特点
地埋管式地源热泵系统的工作原理如图 １ 所

示，整个系统主要由地下埋管换热器系统、热泵机组
和室内末端系统 ３ 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其冬季

供暖工况的工作原理如下。
（１）地下埋管换热器循环系统，较低温度的循

环介质从热泵出口流出，通过地下埋管换热器与大
地进行热交换，吸收了大地热能使其温度升高，再从
换热器流入到热泵入口，由热泵机组内压缩机的蒸
发器进行热量交换后温度降低，再从热泵出口流入
地下换热器，周而复始，从而达到热泵机组从土壤中
取热的目的；

（２）热泵机组循环系统，热泵机组内的工作介
质由蒸发器蒸发后变成气体，再由压缩机压缩，经过
冷凝器还原成液体，经与室内循环管路工作介质热
交换后，放出热量，由调节阀调节后进入蒸发器，再
蒸发，如此循环，进行能量交换；

（３）室内末端循环系统，室内循环管路工作介
质进入热泵机组的冷凝器进行热交换后，使工作介
质升温，再进入风机盘管内，向建筑物内供暖。

３个系统周而复始的循环，从而实现将大地中
的热量转移到建筑物内。
制冷工况运行时：工作过程正好相反，只是将热

泵机组的冷凝器连接到地下埋管换热器循环管路

上，热泵机组冷媒介质放热给地下管路循环介质；将
热泵机组的蒸发器连接到室内末端系统上，由热泵
机组冷媒介质吸取室内房间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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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供暖工况下地源热泵系统运行原理示意图

地源热泵系统遵循逆卡诺原理，即从外部供给
热泵较小的耗功W，同时从低温环境 TL中吸收大量
的低温热能 QL，热泵就可以输出温度高得多的热能
QH，并送到高温环境 TH中去，从而达到将不能直接
利用的低温热回收利用起来。 对于设计合理的地源
热泵系统，热泵消耗的功率 W 远小于输送的热能
Q，这样就能高效节能的实现供暖／制冷的目的。
地源热泵系统依靠地埋管换热器从地下地层中

提取能量，热泵机组的热源都是一定扩散半径范围
内的土壤。 由于地埋管换热器冬夏两季累计向土壤
的放热量与取热量并不一定相等，这样就会造成地
下土壤的冷热失衡，取放热量不平衡逐年堆积就会
超过土壤自身恢复能力，造成其温度不断偏离初始
温度，并导致冷却水温度随之变化和系统运行效率
逐年下降。 因此在地源热泵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必须
结合其特点，综合考虑当地的地质条件以及建筑物
的冷热负荷需求，对于冷热严重不平衡的地区，应根
据实际条件为地源热泵系统配备辅助加热器或冷却

塔等调峰设施，以保证整体系统长期的运行效果。

2　国内外发展现状
2．1　国外发展现状

地埋管式地源热泵系统在国外的发展最早始于

瑞士，１９１２年瑞士 Ｈ．Ｚｏｅｌｌｙ首次提出利用土壤作为
热泵系统低温热源的概念，并申请了专利，但是直到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Ｚｏｅｌｌｙ的专利技术才引起了人们的
普遍关注，欧美各国开始了研究地源热泵的第一次
高潮。 这一阶段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地埋管的试
验研究以及地下土壤传热的基础模型上［１］ 。

１９７３年在欧美等国开始的“能源危机”再次激
发了人们对地源热泵研究的兴趣和需求，特别是北
欧国家如瑞典等。 欧洲先后召开了 ５次大型的地源
热泵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各种类型的垂直埋管热泵
系统在瑞典、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国得到大量的应
用。 美国也在能源部（ＤＯＥ）的直接资助下由 ＯＲＮＬ
（橡树岭）、ＢＮＬ （布鲁克黑文）等国家实验室和

Ｏｋｌｍａｈｏｍ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大学等研究机构开展了大
规模的研究，为地源热泵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时地下埋管已由早期的金属管改为塑料管，这一
时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研究土壤的导热性能、地下
埋管的化学性能、不同形式埋地换热器的传热过程、
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模拟计算等方

面。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末，由于世界各国对能源和环

境问题更加重视，热泵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也进入了
一个全新快速发展时期，每年报道的地源热泵实际
工程项目和研究报告不断增加。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
统研究的热点开始集中在相互耦合的传热、传质模
型上，以便更好地分析地下埋管换热器的换热性能。
２００５年的世界地热大会上对地源热泵系统的开发
利用进行了总结，发现近 １０ 年的时间里，热泵技术
在地温直接利用能量方面的比例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３％
发展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３．２％，有大约 ３０ 个国家平均增
长速率＞１０％［２］ 。
2．2　国内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发展现状

从已有的文献报道［３ ～７］来看，国内最早的研究
开始于 １９８９年：当时山东青岛建筑工程学院在国内
建立了第一台地源热泵系统的试验台，主要从事水
平埋管的研究工作，而后开始了竖直埋管换热器的
研究工作。

１９９６ 年天津商学院也开始了地源热泵系统的
研究，高祖馄等人在结合国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重
点对螺旋盘管埋地换热器作了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进行水平单管的换热研究，
重庆建筑大学的刘宪英等人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进行了浅埋竖直管换热器地

源热泵的采暖和供冷特性研究及其浅埋套管模型研

究［８］ 。
２０００年 １２ 月，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助，日本地热

工程株式会社负责，长春市地热开发有限公司和吉
林大学参与，在长春完成了一个 １０００ ｍ２

建筑面积

的地埋管式地源热泵供暖／制冷示范项目。
另外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吉林大学

还开展了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与太阳能系统联合运

行方面的研究，以弥补单一能源利用上的一些缺
点

［９ ～１１］ 。

3　存在问题
我国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从起步到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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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经过了近 ２０年的时间，在我国已经形成集设备
生产、材料供应、系统设计和工程安装为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这既令人鼓舞，又让人担忧，主要存在以下
几方面的问题。
3．1　推广应用的问题

目前地埋管地源热泵技术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仍

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虽然政府在对推动地源热泵技术方面有

了很大改善，但相关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政策仍
显薄弱，并且存在管理部门多种多样，归口部门不明
晰等问题；

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承担项目或获得政府在地源

热泵技术上的政策支持，把地源热泵系统夸大为一
种可以适用于任何地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忽略了地源热泵技术的科学
本质及适用条件。
3．2　系统设计的问题

地下埋管换热器是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设计的

核心部分，设计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系统的运行效
果及初投资。 土壤的初始温度、类型、传热特性以及
密度和湿度等参数是影响埋管换热器设计的重要参

数，因此做好施工场地的地层勘察和土壤热物性测
试工作非常重要。 同时，建筑物全年累计的冷热负
荷通常是不均衡的，因此在埋管换热器的设计中，必
须要确定的是依据冬季热负荷还是夏季的冷负荷来

计算换热器长度，另外，建筑物的冷热负荷都是随着
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运用动态负荷计算
软件来分析建筑物的全年逐时负荷也就非常重要

了。
但由于目前行业的相关规范尚不完善，市场准

入等管理制度不健全，个别非正规的设计单位或企
业为了降低成本，既不进行土壤热物性参数的测试，
也不计算建筑物的全年逐时冷热负荷，而是采用经
验值代替，甚至完全照搬周边地源热泵工程的设计
参数，严重影响了系统的最终运行效果。
3．3　工程施工的问题

对于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的施工与承包单位没

有建立资质审核制度，地下埋管换热器部分的施工
和验收也缺乏相应的标准，施工队伍技术水平良莠
不齐，具体表现如下：

（１）热交换井的深度与孔径无法保证，钻孔深
度不够，孔径偏大的现象非常普遍；

（２）受现场地形条件限制，实际钻孔间距小于

设计间距，影响了地下土壤温度的恢复速度，并进一
步造成埋管换热器效率逐年下降；

（３）下放埋管换热器时不安装隔离支架，形成
“热短路”现象，影响换热器的换热效果；

（４）不按照设计配方配制回填材料，直接采用
原浆回填，甚至不回填。
3．4　系统运行的问题

在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操作人
员能否按照操作规程严格操作，对系统的运行效果
也有着显著影响。 在一些大型系统中，通常配有辅
助热源或冷源作为调峰设施，因为操作人员嫌麻烦，
随着冷热负荷增长不及时甚至完全不开启调峰设

施，或经常在冷热负荷不大时只开调峰设施而不运
行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都将影响整体系统的冷热
平衡功能，导致系统冬夏季节冷热不平衡量超出土
壤承受能力，埋管换热器周围的土壤温度逐年下降
或上升。 这种情况在一些大项目中已出现较多且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１２］ 。

4　建议
（１）加大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力度，促进政

府完善和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鼓励政策
和技术审批及监督管理机制。 从推广模式、技术研
发、法规制定、政府补贴等多方面推动该技术的应用
与推广。

（２）进一步加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中埋管换
热器和土壤热交换的理论及应用研究，确立统一的
理论模型与计算方法，对大型地埋管地源热泵工程
进行数学模拟和优化设计，确保系统的节能环保效
果。 综合暖通空调、水文地质等相关学科理论，加快
编制结合中国特点及发展现状的地埋管地源热泵行

业规范规程，指导地源热泵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３）针对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中埋管换热器部

分的设计、施工和监测，建立完善的施工资质管理制
度，实行市场准入制。 并同时加强地源热泵从业人
员的技术培训，提升行业整体技术素质。

（４）在施工完毕项目正常运行阶段，应建立相
应的监测评估机制，定期监测地埋管地源热泵运行
时各关键参数（如地下埋管换热器的进出水温度、
热泵 ＣＯＰ值等）的变化情况，根据监测结果对地源
热泵系统进行维护或模型调整以保障系统的长期稳

定运行。
（下转第 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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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有无桩基基坑坑底隆起的变形图

3．3　计算结果分析
由图 ４可知，基坑内有工程桩存在时，坑底隆起

曲线为波纹线，波谷处是工程桩所在的位置，最大的
隆起量约为 ３５ ｍｍ；无工程桩存在时，隆起曲线为平
滑上凸形，基坑坑底最大隆起量为 ５７ ｍｍ。 通过多
个算例的综合分析比较，有工程桩时的基坑坑底隆
起量比无工程桩时减少 ２５％～５０％。
由图 ６可知：基坑内立柱桩与工程桩都存在时，

基坑隆起曲线为波纹线，坑底最大的隆起量约为 １７
ｍｍ。 波谷处是立柱桩和工程桩所在的位置，其中工
程桩的波谷高于立柱桩的，这是因为立柱桩的桩长、
桩径和荷载都大于工程桩。 无桩基时，隆起曲线为
平滑上凸形，基坑坑底最大隆起量为 ３２ ｍｍ。 通过
多个算例的综合分析比较，有工程桩和立柱桩的基
坑坑底隆起量比无工程桩的减少 ４０％～５０％。
以上计算结果，与现场实测结果基本一致。

4　结论
（１）基坑坑底隆起量与土体的压缩模量呈反比

关系。 试验和经验都表明，在基坑内设置基桩后会
增加土的压缩模量，从而减小基坑坑底变形，且随着
桩间距的减小和工程桩长度的增加，基桩对坑底隆
起的影响越大。

（２）运用 ＡＮＳＹＳ 建立有限元模型定性地分析
工程桩和立柱桩对基坑坑底隆起的影响，结果表明：
①基坑内无工程桩时，隆起曲线为平滑上凸形；有工
程桩时，基坑隆起曲线为波纹线，波谷处是工程桩所
处位置，说明基坑中有工程桩时，能显著减小基坑坑
底隆起；②基坑内若还有立柱桩存在时，基坑隆起曲
线为波纹线，立柱桩和工程桩所处位置都在波谷处，
但立柱桩的谷底比工程桩的更低，说明基坑中有立
柱桩时，减小基坑坑底隆起的作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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