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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电气节能技术在医院建筑中的应用
钟 伟，仲仕蛟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总务科，安徽 蚌埠 233000）

在医院建筑中，用电设备多、需求量大，用电活动不可中断，

因此在运行阶段会产生大量的能源损耗。这种情况下，就需探寻

高效的节省能源路径，最大限度减少医院在能源方面的投入成

本，加强经济运行能力，契合时下现代社会低碳节能发展趋势。

1 电气节能技术在医院建筑中的应用原则
运用电气技能技术的最终目的是减少能源损耗。因此，设

计人员在进行设计、改造的阶段，要以经济型的视角进行考虑，

避免建设投资或投资运行成本过高，减少电气节能技术的应用

价值。

医院的公共服务属性较为特殊，用电质量和用电可靠性非常

重要。因此，在使用电气节能技术时，不能够以降低电气系统功

能为代价，盲目地开展节约降耗。在这个前提下，要尽可能确保

电气系统设计方案中使用最先进的节能技术，既减少了建筑能

耗，还拥有了智能化的调控能力，增加建筑功能。

医院中进行常规性诊疗活动时间是固定的，因此在建筑耗电

方面有规律性的波动。一般情况下，医院建筑中的电梯、空调等

各种用电设备在白天呈现频繁的运行特点，造成极大的用电负

荷。在夜间，大部分的医疗设备将停止运行，空调、电梯等设备的

启用量明显减少，用电负荷较低。在使用电气节能技术过程中，

工作人员需根据医院建筑的特征设计出合适的技术改造方案，

提高方案的可行性[1]。

2 电气节能技术在医院建筑中的应用方法
2.1 照明节能
照明节能首先要确保不影响正常工作，再尽量降低照明系统

中能量的消耗，运用最佳利用电能方法。要制定合理的照度标

准，选择高效节能设备，采用科学的安装方式，建设节能照明配

电系统，按照医院建筑的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控制设备。

用电负荷多来源自照明与空调，空调系统的用电负荷大概达

到总负荷的 50%，照明为 25%，动力及其他设备用电为 25%，做
好节能工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根据具体作业要求，设置相应

的照明标准，在各种场所要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照明，掌握适当的

标准值，合理运用局部照明。需最大限度利用自然光，阳光是最

佳光源，调查表明，在医院中，住在距离窗户较近的病人康复越

快，目前部分窗户能够对光谱进行选择，引入日光可以保证舒

适，采用一些特殊技术可以很好地将日光引入大楼里面，比如天

窗、侧窗等，在安装灯具过程中，要按照日照强度控制灯具，是照

明节能的有效方法。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保证照明质量，尽可能选用高光效

的光源，可以充分利用光源发射出的光通量，在选择照明设备时

要选择利用系数高的灯具，比如 LED、三基色荧光灯等类型，使
用电子镇流器可有效提高功率因数。在达到最低允许安装高度

与美观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安装高度，节省电能。合适的照

明控制方法是节能的有效途径，控制系统分为手动控制与自动

控制两种，手动控制即使用者能够进行手动调节照度水平，自动

控制是指具备光控、时控等功能智能照明控制。照明配电系统设

计要尽可能降低配电线路的能量损失，保持其较小的电阻率，减

短线缆长度、加大线缆截面积以减少阻抗[2]。
电气技术人员在设计照明系统的过程中，要控制好照明灯具

的距离，按照相关定律能够知道：光源和照明物体之间的距离成

倍数扩大，光照面积也会随之扩大。另外，照射面积增大，光照强

度也会降低。因此，设计人员在设计光照强度需求偏低的建筑

空间过程中，可适当提高灯具的水平高度，以实现降低灯具能

耗，反之，在设计光照需求较高的空间时，需适当降低设备水平

高度。

2.2 谐波治理
谐波会引起供电质量下降、电力损耗加大，因为电力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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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负载的大量运用，出现的高次谐波电流加入电网中，导致

电压波形出现变化。使用合适的变压器、放置隔离滤波设施或科

学选择中性线截面等方法都可以限制谐波，降低设备损耗，提升

运行的安全系数，保证保护装置与器件不产生误动作，达到节能

降耗的目的。

2.3 科学设计供配电系统
要按照用电容量、负荷情况、工程特征对供配电系统进行科

学设计，使整体保持最佳状态。需了解用电负荷的容量和分布，

让变配电所靠近负荷中心，减少低压供电距离，降低线损与电压

损失，符合供电质量需要。室外之路线路长度保持在 100m内，三
相四线制线路长度短于 250m，还要做好灵敏度检查。
供配电系统不应太过复杂，采用合适的配电技术，在同一系

统中，高压配电技术不能超出两级，二次侧的配电技术不宜超过

三级，尽可能降低电能损失，两路进线供电的系统，要采取两路

共同运行的方式，减少线损。同等情况下，损耗随电压升高而降

低。确定电压等级时要充分考虑到技术经济合理性。当用电设施

的总容量超过 200kV时，适合采用 10kV供电[3]。
要尽量选择低损耗、低噪声的设备。长时间工作负载率不能

超过 0.75，在确定容量与台数过程中，需参考负荷变化状况，尽
量降低投资与日常运行费用，减少因为轻载运行所引起的大量

电能损耗。另外，要让变压器处于一种温度较低的环境当中，选

择合适的接线方法，在换季时需灵活切头变压器，是减少能耗的

有效方法。在符合允许载流量、电压损失等技术指标的基础上，

要根据经济电流密度进行适当校验，确定导线截面，减少电能损

耗与节约有色金属的目的。变压器设备一般有规模大、数量多、

容量高的特征，并且具有多种电能损耗形式，所以技术人员要对

变压器节能降耗提高重视度，选择新型的节能变压器设备，如

S13，提升在运行阶段的自动调节能力，实现减少有功损耗量的
效果，科学设计电网内变压器的分布，保持变压器的负荷率在

75%~85%，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确保变压器的高效利用，防止由于
配电调度不均而导致设备空载情况，减少电能损耗发生概率。

2.4 减少电动机电能损耗
按照负荷特点挑选高效率电动机，提升电动机运行效率与功

率因素，测算空调系统冷水泵与热水泵的输送能效比，判断输热

比能否达到节能要求。大功率电动机可通过变频调速控制，提升

电机运行时的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也可保证电机正常启动，

确保电压电网波动在规定范围内。

2.5 建立节能管理控制系统
自动管控与测量属于自动管理控制系统的核心要点。借助计

算机网络、信息通信等智能技术，对医院建筑内的通风、空调系

统、照明、电梯等各种用电设备运行进行能效管理，保证整体系

统平稳运行，减少能耗。

给排水系统和空调系统的节能离不开监测与控制功能，设计

相应方案时要挖掘系统潜能，增强节能效果，要根据工艺挑选合

适的电动机，以降低能耗，电梯设备一般是成套设备，需根据建

筑物面积、人流量的具体情况，使电梯控制工作更加程序化，在

定时控制与扶梯自动感应控制进行节能控制。空调系统和医院

环境服务质量有着重要联系，设计人员要选择新型变频节能空

调，或者对旧设备开展节能调速改造，让空调系统能够按照各种

环境温度实行动态调节，避免设备一直处于高负荷的运行状态

中，以减少电能损耗。还可采用调峰蓄能技术，在低负荷阶段，将

电能储存在电池中，等到高负荷时期，再将电能释放。

2.6 适当提高系统功率因素
在设计阶段，要精心选择电动机、变压器容量与灯具启动器，

降低线路损耗，采用合理的敷设方法，提高自然功率因数，若因

数较低，无法满足实际运行要求，采用并联电力电容器实行无功

补偿，低压电容器适用于高压电气设备的功率补偿，采用合理的

功率补偿措施能够提升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大幅减少无功损

耗，加强带载能力。可使用非晶合金铁芯制作的变压器，与普通

变压器相比，空载损耗降低了约 75%，空载电流减小了约 80%，
是现阶段节能效果最好的配电变压器，其费用略高于普通干式

变压器，使用寿命为 30年。无功自动补偿根据性质可分成三相
与分相两种，在三相负载平衡的系统中适合使用三相电容自动

补偿，对容量较大、负载平稳并长时间运行的设备的无功功率适

合单独就地补偿，高压用户功率因数需超过 0.9，低压功率因素
要超过 0.85。补偿容量通常为总容量的 30%。
需挑选合适的配电所地点，变电所的建设地点和电网的配电

半径与低压配电距离息息相关。因此，在设计供配电系统阶段，

工作人员要把配电所安置在医院建筑的负荷中心地带，有效减

小配电半径，削弱低压配电距离的效果，节省大量电能资源。

2.7 加强计量和成本的管理
要对能量进行准确的计量，采取高效管理方法，为强化医院

成本核算提供参考，能够准确测算出医院日常活动的成本消耗，

更好地展示出各种要素的变化，使医院管理更智能化，提升电气

设备日常管理水平，树立工作人员的成本理念，节约能源、降低

损耗，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可在医院建

筑上安装太阳能热水供热系统，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完善能源

结构，实现节能减排。

3 结论
医院建筑的电力系统比较复杂，电力资源消耗会涉及众多环

节，因此电气技术人员在制定改造方案过程中，要将供配电、照

明与空调等系统作为切入点，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运用高

效的管理模式，在确保用电质量的基础上，节省电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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