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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中空板水循环集放热系统设计与集热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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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日光温室内置式水循环集放热装置存在的集热能力不足的问题，设计了中空板水循环太阳能集放

热系统，通过理论分析，结合日光温室热环境模拟预测软件，验证系统可行性。理论计算表明，在室内地面面积

４００ｍ２聚苯板墙体日光温室内，系统集热总量可达 ３５０ＭＪ，可供日光温室 ２～３ｄ的夜间放热加温。通过现场试验

测试系统的集热性能，试验结果表明：系统集热效率最大可达 ０９３；晴天条件下的系统日蓄热温升约比阴天条件下

高１倍；在太阳辐射较弱时，中空板与室内空气的对流换热对集热效率影响显著；在 ３３～５９ｍ３／ｈ的流量范围内，

系统集热量随着水流量增大而增加。中空板系统作为装配式集热系统，建造成本低、简单实用，不占用室内栽培面积，适

用于旧温室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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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　引言

温室太阳能加温技术包括被动式太阳能蓄热技

术和主动式太阳能蓄热技术
［１］
。传统日光温室的

蓄热技术属于前者，其以自身作为太阳能集热器，依

靠温室效应蓄积热量，蓄热结构主要为墙体和地面，



但因墙体和地面传热缓慢、传热能力有限，难以有效

收集并蓄积足够的热量，满足夜间作物生长需求。

因此，有必要进行日光温室主动蓄热技术研究。太

阳能主动蓄热系统主要由独立于温室系统的太阳能

集热系统和独立的储热系统构成
［１］
。水的比热容

大，廉价易得，且易于流动和传热，适合用作传热介

质或储热介质。有较多研究者利用水作为主动蓄热

系统的传热、储热介质进行太阳能的收集、存储，用

于提高温室夜间的气温或地温。

水循环集热系统根据集热装置布置的不同，分

为室外水循环集热系统和室内水循环集热系统。室

外水循环集热系统，主要是利用太阳能热水器，包括

真空管式太阳能热水器
［２－６］

和平板式太阳能热水

器
［７－１０］

，收集温室外部的太阳辐射，用于夜间加温，

当用于土壤加温时，可提高土壤温度 ４４℃［３］
。但

这种方式初期投资大和维护费用高，占用室外土地

面积，系统经济性较差，其应用受到较大限制
［１１］
，另

外，由于系统应用于冬季集热，室外温度低，热水传

输过程中将损失部分集热能量，还需要对输送管道

进行保温处理。

日光温室在日间室内光照充足、晴好天气下，可

维持足够高的室内温度，同时，还能富余可观的热

量，利用日光温室太阳辐射及热环境模拟预测软

件
［１２－１３］

计算，以 ５００ｍ２传统砖墙日光温室为例，预
计可富余２７０～３４０ＭＪ热量，可利用室内水循环集
热系统将这部分热量收集、贮蓄，用于夜间加温。

现有的室内水循环集热装置，或置于温室后

墙
［１４－２２］

，或利用温室骨架
［２３］
，均有明显的夜间增温

效果，与室外水循环集热系统相比，具有诸多优点：

不占用室外土地面积，同时也不占用或少量占用室

内栽培面积；热量传输过程中损失较小；系统结构简

单，管理维护容易，可兼做放热系统，降低成本。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现有的后墙集热系统中，集放热装

置内水流方式均采用由上而下，形成水幕，造成水流

分布不均。其中，水幕帘集放热系统
［１６］
和双黑膜集

放热系统
［１７］
因使用的吸热材料为软质材料，在温室

生产作业中容易破损；金属膜集放热系统
［１９］
使用的

金属膜价格较高。而钢管屋架管网系统
［２３］
存在集

热面积较小的问题，利用屋架构件作为集放热部件，

仅能应用于新温室，无法用于旧温室改造。

为此，设计一种日光温室中空板水循环太阳能

集放热系统，选用价格低廉的中空 ＰＣ板作为集放
热装置，集热面积大，集热量高；装置内水流采用上

溢方式，有利于排除板中孔道内的空气，实现水流的

均匀分布，集热效率高。通过理论分析，了解系统的

集热能力和夜间加温能力，验证其可行性，并经过现

场试验测试，分析系统的集热性能。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系统原理
中空板水循环太阳能集放热系统以水作为传输

和蓄热介质，以中空板作为集热与放热部件，实现对

太阳能的收集、输送、储存与夜间的加温。系统包

括：中空板集放热器、供水管道、回水管道、潜水泵、

蓄热水池、气温及水温传感器、自动控制系统等，如

图１所示。中空板集放热器为中空 ＰＣ板，板内具
有并列的、可通过水流的多个孔道，板上端出水口连

接集水器后再与回水管道连接，下端进水口连接分

水器后再与供水管道连接。其中，中空板外表面涂

抹黑色涂料，增加集放热器对太阳辐射的吸收率；板

内水流采用由下向上的流动方式，便于排除板中孔

道内的空气，实现水流的均匀分布。

图 １　中空板水循环太阳能集放热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ｏｌａｒｈｅａ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ｓｉｄｅｈｏｌｌｏｗｐｌａｔｅｓ
１．中空板集放热器　２．回水管道　３．集水器　４．分水器　５．供

水管道　６．蓄热水池　７．潜水泵　８．水温传感器　９．自动控制

系统　１０．室内气温传感器
　

系统的工作过程为：白天，日光温室揭被后，太

阳辐射增强，室内气温升高。当自动控制系统通过

室内气温传感器监测到室内气温达到设置的集热气

温（设置为２０～２２℃），并且要求气温高于水温（设
置为２～４℃）时，启动运行潜水泵，使蓄热水池中的
水不断流过中空板内的空腔，吸收太阳辐射热量及

部分对流传热量，再返回水池中。通过水的不断循

环，水池水温逐渐升高，从而将日光温室内富余热量

收集并储存在水池内。当室内气温低于设定值，或

者室内气温比水温不高于设置的气温水温差时，系

统关停潜水泵。

夜间，室内气温不断降低，当控制系统通过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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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传感器监测到室内气温降低至设置的放热气温

（设置为１０～１２℃），并且要求气温低于水温（设置
为２～４℃）时，启动运行潜水泵，使水池中的水不断
流过中空板内的空腔，将日间蓄积的热量通过与空

气的对流等换热作用传递给室内空气，实现系统在

夜间的放热加温作用。当室内气温高于设定值，或

者室内气温比水温不低于设置的气温水温差时，系

统关停潜水泵。

１２　系统集热能力理论分析
１２１　系统日间的集热能力

根据中空板表面接收的太阳辐射照度与总集热

面积，可推算出中空板系统运行时间段内的集热量

Ｑｃ＝∫
τｎ

τ０
ητｆＥｂＡｄτ （１）

式中　Ｑｃ———系统运行时间段内的集热量，Ｊ
η———系统集热效率

τｆ———温室覆盖材料的太阳辐射透过率，一
般取０６～０８

Ｅｂ———室外平行于集热板表面的平面内太阳

辐射照度，Ｗ／ｍ２

Ａ———集热面积，ｍ２

τ０———系统运行起始时刻，ｓ

τｎ———系统运行结束时刻，ｓ
中空板吸收的热量包括板表面对太阳辐射的吸

收量，以及板表面与室内空气的对流换热量（由于

中空板有双面，对流换热计算中考虑双面对流情况，

另外，由于 ＰＣ板壁面较薄，表面厚度约为 ０５ｍｍ，
板表面温度与板内水温接近，可用板内水温代替板

表面温度估算板表面与空气的对流换热量），由此，

可推算出中空板系统的集热效率

η＝
ετｆＥｂＡ＋２ｋＡ（ｔａ－ｔｐｃ）

τｆＥｂＡ
＝ε＋

２ｋ（ｔａ－ｔｐｃ）
τｆＥｂ

（２）

式中　ε———板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率
ｋ———板表面与室内空气的平均表面传热系

数，Ｗ／（ｍ２·Ｋ）
ｔａ———室内气温，Ｋ
ｔｐｃ———板表面温度，Ｋ

由上述理论公式分析可知：影响系统集热能力

的因素，包括太阳辐射照度、太阳辐射吸收率、表面

传热系数及室内空气温度与板表面温度的差值。

取 ｋ为 ８７Ｗ／（ｍ２·Ｋ），ε为 ０９２，ｔａ为 ２０～
３５℃，ｔｐｃ为 １８～２８℃，计算表明一般情况下 η为
０８～１６，集热效率出现高于 １，说明板内水流吸收
的热量有时高于板表面接收的太阳辐射热量，这是

因为集热板除直接吸收太阳辐射热量外，由于有时

室内气温高于板内水温，还从空气中吸收一部分对

流传热量。

对式（１）采用离散化数值积分的方法，针对北
京地区冬季（１月，晴天与多云天气）的日照情况，按
４００ｍ２聚苯乙烯泡沫板日光温室参数及系统一般运
行状态计算，中空板系统冬季日集热量在晴天（云

量１～２）可达到２８０～３５０ＭＪ，多云天气（云量３～５）
可达到１６０～２４０ＭＪ；系统 ３月日集热量在晴天（云
量１～２）可达到 ３５０～４５０ＭＪ，多云天气（云量 ３～
５）可达到２５０～３５０ＭＪ。
１２２　系统夜间加温效果估计

采用日光温室热环境模拟预测软件
［１３］
分析表

明，对于聚苯乙烯泡沫板日光温室，采用传热系数为

２～３Ｗ／（ｍ２·Ｋ）的保温被时，室内气温每提升 １℃，
所需加温热流密度为 ２～３８Ｗ／ｍ２，平均每夜间
１０ｈ所需 加 温 热 量 为 ６０～１００ｋＪ／ｍ２。以 面 积
４００ｍ２日光温室为例，室内气温每提升１℃，所需的加
温热量为２４～４０ＭＪ。按冬季晴天稳定运行保证的日
集热量为 ２８０～３５０ＭＪ，系统可供日光温室连续２～
３ｄ提升夜间气温３～５℃，具备显著的加温能力。
１３　试验设计
１３１　试验温室与试验系统概况

图 ２　中空板装置实物图

Ｆｉｇ．２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ｏｌｌｏｗｐｌａｔｅｓｅｔｕｐ

试验日光温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的北京

国际都市农业科技园区内（３９９°Ｎ，１１６８°Ｅ）。温
室东西长 ５０ｍ，南北跨度 ８ｍ，脊高 ３８ｍ，后墙高
２６ｍ。温室北墙、后坡、东西两侧山墙均采用
１４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板装配而成，泡沫板内外涂抹
３ｍｍ抗裂砂浆。前屋面覆盖厚 ０１ｍｍ聚乙烯薄
膜。为考察中空板系统的夜间放热效果，利用中空

板在温室东西方向中线位置将温室分隔为东、西两

部分。集热试验在西侧温室进行，东侧温室则作为

放热研究对照温室，试验前的测试表明，东西温室在

集热系统未运行时，室内平均气温基本相同。试验

期间，温室内土壤栽培番茄，品种为意佰芬（９月中
旬定植，１月中旬打顶）。

试验温室后墙内表面共安装 １０块集热板（兼
做放热板），如图 ２所示，每块集热板高 ２１１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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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ｍ，总有效集放热面积为 ４２２ｍ２，后墙覆盖率为
６５％。其中，集放热器选用 １０ｍｍ厚双层中空 ＰＣ
板，集水器、分水器及供水管道、回水管道均选用直

径为５０ｍｍ的 ＰＶＣ给水管。
蓄热水池用黏土砖砌于温室内部地下，水池长

４２６ｍ，宽２２５ｍ，深 １６０ｍ，内壁涂刷防渗涂料，
外侧粘贴 １００ｍｍ厚发泡聚苯板保温。水泵选用额
定流量 １０ｍ３／ｈ，额定功率 ７５０Ｗ 潜水泵（ＷＱ１０
１０ ０７５，上海人民泵业（远东）有限公司）。

自动控制系统安装于温室操作间控制柜内。系

统气温采用１根 Ｔ型热电偶（上海南浦仪表厂，精度
±０５℃）测定，布置在试验温室中部，距离地面１ｍ处；
水温同样采用１根 Ｔ型热电偶测定，布置在水池井口
附近的垂直方向上，从水面到池底的中部位置。

１３２　试验设置与测试方法
试验时间为 ２０１７年 ２月 ２７日—３月 １９日，期

间系统正常运行 ９块集热板（工艺原因造成 １块集
热板无法运行），共计运行１５ｄ。中空板系统的集热
性能测试运行控制模式为手动模式。试验期间蓄热

水池实测蓄水量为１２４６ｍ３。
试验测定项目及采用的仪器与布置情况如下：

①集热装置接收的太阳辐射照度，采用 ３个 ＣＭＰ３
太阳 总 辐 射 表 （荷 兰 Ｋｉｐｐ＆Ｚｏｎｅｎ公 司，精 度
±１５Ｗ／ｍ２）测定，布置在距离西墙 ２５ｍ的中空集
热板表面不同高度处，中空板沿高度方向４等分，总
辐射表放置于中间 ３个等分点处，其辐射感受平面
平行于集热板表面。②系统回水温度和进水温度采
用 Ｔ型热电偶测定。在回水总管中布置 ２根热电
偶，测定回水温度；在水泵四周布置 ３根热电偶，测
定进水温度。③系统水流量通过供水总管处ＬＸＳ
２５Ｃ水表（益都智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精
度 ±２％）记录水量，结合通水时间进行计算。④蓄
热水池的水温采用 ３根 Ｔ型热电偶测定，在水池井
口附近的垂直方向上，从水面到池底沿深度方向 ４
等分，选取中间 ３个等分点分别布置 ３根热电偶。
⑤试验温室空气温度采用５根 Ｔ型热电偶测定。对
照温室空气温度采用相同的布置方式。具体布置

为：将西半侧温室沿东西长度方向３等分，第１个测
点置于距西侧山墙８ｍ，高度距地面０８ｍ的跨中部
位。剩下４个测点均置于距西墙１６ｍ处：将南北跨
度 ４等分，从南到北依次在 １等分点处距地面
０８ｍ、２等分点处距地面 ０８ｍ和 １５ｍ、３等分点
处距地面０８ｍ布置１根、２根和１根热电偶。⑥系
统的运行时间段，采用数据采集仪的一个数据通道，

用导线连接到控制接触器的一对与系统启、停联动

的触点，通过记录该触点的开、闭，记录系统的集热

时间段。⑦总辐射表、热电偶等均连接到 ３４９７２Ａ
数据采集仪（美国安捷伦公司），以 １２０ｓ时间间隔
采集和存储数据。⑧热电偶试验前已利用 ＲＨ
ＣＡＬ便携式温湿度校验仪（Ｅｄｇｅｔｅｃｈ公司，精度
±０１℃）进行标定，对于测定室内空气的热电偶，
采用 ＤＰＣ１型自然通风温湿防护罩（中环天仪（天
津）气象仪器有限公司）防止辐射影响。

１４　集热性能评价指标
中空板系统的日间集热量计算式为

Ｑｃ＝∫
τｎ

τ０
Φｄτ≈∑

ｎ

ｉ＝
[

０

１
２Δτｉ

（Φｉ＋１＋Φｉ ]） （３）

其中 Φｉ＝ｃｗρｗｑｖ（ｔｏ，ｉ－ｔｉ，ｉ） （４）
式中　Φｉ———第 ｉ时刻系统集热流量，Ｗ

ｔｏ，ｉ———第 ｉ时刻集热装置的回水温度平均
值，Ｋ

ｔｉ，ｉ———第 ｉ时刻集热装置的进水温度平均
值，Ｋ

ｑｖ———系统循环水的体积流量，ｍ
３／ｓ

ｃｗ———水比热容，取４１８７Ｊ／（ｋｇ·Ｋ）

ρｗ———水密度，取１０００ｋｇ／ｍ
３

Δτｉ———测试期间数据采集仪采集数据的时
间间隔，为１２０ｓ

集热装置接收的日间辐射量计算式为

Ｑｓ＝∫
τｎ

τ０

ＥＡｄτ≈∑
ｎ

ｉ＝
[

０

１
２
ＡΔτｉ（Ｅｉ＋１＋Ｅｉ ]） （５）

式中　Ｅｉ———第 ｉ时刻集热装置接收的太阳辐射照

度平均值，Ｗ／ｍ２

系统平均集热效率 η可通过对瞬时集热效率
求平均值获得，瞬时集热效率可通过第 ｉ时刻通过
介质水的热流量与装置接收的辐射通量的比值获

得，即

ηｉ＝
Φｉ
ＥｉＡ
＝
ｃｗρｗｑｖ（ｔｏ，ｉ－ｔｉ，ｉ）

ＥｉＡ
（６）

集热系统的能效比可通过集热量与水泵的运行

功耗进行计算，即

Ｃｃ＝
Ｑｃ
Ｅｗｐ
＝
∑
ｎ

ｉ＝
[

０

１
２Δτｉ

（Φｉ＋１＋Φｉ ]）
Ｗｗｐ（τｎ －τ０）

（７）

式中　Ｃｃ———τ０～τｎ时间段内集热系统的能效比
Ｅｗｐ———水泵消耗的能量，Ｊ
Ｗｗｐ———水泵的功率，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空板系统集热性能统计及分析
对中空板系统运行期间的集热量、接收的辐射

总量、集热效率等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１所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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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热量、接收的辐射总量、瞬时集热效率及能效

比分别由式（３）～（７）计算获得。试验期间，系统的
日集热量在７２～２５８ＭＪ之间。根据理论估算，试验
温室（室内地面面积为 ２００ｍ２）内，中空板系统的日
集热量在１２５～２２５ＭＪ之间，由此说明系统可以达
到理论集热量，具有很好的集热能力。

系统日平均集热效率在０５１～０９３之间，总平
均集热效率为 ０６４，对比 ０８～１６的理论值，实际
达到的集热效率不高，说明系统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分析原因，主要有：系统接收的辐射照度较低，如

表１中３月１６日；由于蓄热水池的初始水温较高，
系统运行过程中，集热装置向室内空气散失一部分

对流传热量，如表１中３月１日；系统实际接收辐射
照度的集热面积无法达到集热板的总面积，因为系

统置于日光温室后墙内表面，必然存在各种遮阴情

况，包括：番茄植株的遮阴、温室中间死被子的遮阴、

以及保温被对集热板上部的遮挡。最大瞬时集热效

率为１５１，说明理论值是可以达到的。
系统最高平均集热效率及最大集热量均出现

在 ３月 ９日，分别为 ０９３、２５８ＭＪ，是因为该日集
热过程中，系统接收的辐射照度较高，室内气温与

板内水温的差值也较大，集热时间长，中空板充分

接收较强的辐射照度，同时还从室内空气中吸收

对流传热量。

中空板集热系统具有较高的能效比，试验期间，

系统的平均能效比为 ８２，最大可达 １２３。需要说
明的是，因试验的需要，选择的水泵流量与功率比实

际应用需要偏大一些，以便在更宽的运行条件范围

内考察系统的性能。因此，计算出的能效比并不是

理想的、代表实际应用时的数据。后期，系统应用于

实际生产中，可选择合理的水泵流量与功率，则系统

能效比更高。

表 １　中空板水循环太阳能集放热系统逐日集热性能数据

Ｔａｂ．１　Ｄａｉｌｙｄａｔａｏｆｈｅａ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ａｒｈｅａ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ｓｉｄｅｈｏｌｌｏｗｐｌａｔｅｓ

日期 集热时间段

集热

时长

Δτ／ｍｉｎ

集热量

Ｑｃ／ＭＪ

辐射

总量

Ｑｓ／ＭＪ

能效比

Ｃｃ

平均集

热效率

η

最大瞬时

集热效率

ηｍａｘ

后墙辐射

照度

Ｅ／（Ｗ·ｍ－２）

室内气温

ｔａ／℃

水池水温

ｔｗ／℃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７ １０：４８—１４：３８ ２３０ １２７ １４３ １２３ ０９１ １４０ １０９～４２３ ２６７～３０７ ２４３～２５９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８ １０：４６—１５：１４ ２６８ ９２ １３７ ７６ ０６４ １０５ ７９～５０４ ２４０～３０５ ２５９～２７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１ １０：１０—１４：２４ ２５４ １２２ １９０ １０７ ０６４ １０７ １３９～５２３ １８５～３４５ ２６３～２８４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２ ０８：３４—１４：２０ ３４６ １６１ ２４３ １０３ ０６６ ０８６ １４０～４２６ ２３６～３２１ ２４６～２７８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３ ０８：２４—１５：１４ ４１０ １４８ ２４５ ８０ ０５７ ０８５ ７６～４１９ ２０７～３２１ ２４１～２７５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４ ０８：２４—１５：５２ ４４８ １３４ ２２１ ６６ ０５８ ０９０ ５３～３８１ ２００～３６３ ２３８～２７１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９ ０７：５４—１６：１４ ５００ ２５８ ２９８ １１５ ０９３ １３５ ４０～４９９ ２００～３３５ １５５～２１４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０ ０８：０４—１５：５０ ４６６ １７９ ３０３ ８５ ０５８ ０９１ ５９～４８７ ２２６～３３８ ２０６～２５５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２ ０８：４８—１５：４８ ４２０ １７９ ２７０ ９５ ０６４ １１３ ４８～５２３ １９８～３０４ ２２５～２６１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３ ０７：４０—１５：４６ ４８６ １９４ ２９２ ８９ ０６４ １１５ ５７～４８４ １９５～３１６ ２３２～２７２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４ ０７：４０—１４：４８ ４２８ １７５ ２８３ ９１ ０６０ １０４ ９６～５０１ １９８～３３５ ２４０～２７９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５ ０７：５８—１４：４４ ４０６ ９２ １７２ ５０ ０５３ １５１ ９１～３０６ ２１３～３２６ ２４７～２６８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６ ０８：１６—１３：５０ ３３４ ８５ １５６ ５７ ０５１ ０９９ ７８～３２６ ２１５～２９５ ２４０～２５９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８ ０８：２８—１５：１２ ４０４ １０３ １６６ ５７ ０６０ ０９０ ７５～２６８ ２１７～３３２ ２３２～２５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９ ０８：３４—１４：４８ ３７４ ７２ １２２ ４３ ０５７ ０８６ ５６～２０４ ２１５～２８６ ２３２～２５０

　　根据理论计算公式（２）可知，系统集热效率由
板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率和对流换热量与太阳辐射量

的比值组成。对 ２月 ２７日—３月 １日期间相关试
验数据进行拟合，如图 ３所示（ｔｐｃ根据板内水温估
算，板内水温根据系统回水温度和进水温度之和取

平均值计算；７５组有效数据，通过对２ｍｉｎ时间间隔
的原始数据求取１０ｍｉｎ平均值，并剔除部分异常数
据后获取）。

拟合得到的中空板系统理论集热效率公式为

η＝０７＋７０
２（ｔａ－ｔｐｃ）

Ｅ
（８）

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８，说明回归直线的拟合度高。方

图 ３　中空板装置集热效率与 ２（ｔａ ｔｐｃ）／Ｅ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ａ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ｈｏｌｌｏｗｐ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２（ｔａ ｔｐ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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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斜率即中空板表面与室内空气的平均表面传热系

数 ｋ，为７０Ｗ／（ｍ２·Ｋ）。方程在 ｙ轴上的截距即板
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率 ε为０７。
２２　太阳辐射对中空板系统蓄热水温的影响

太阳辐射对中空板水循环集放热系统的蓄热温

升影响显著，如图４所示（选取的 ２ｄ蓄热温升主要
由太阳辐射引起，计算时间段内水流量相近，不同时

间内气温与板内水温的差值较小）。晴天（３月
１２日）蓄热温升明显高于阴天（３月 １９日）蓄热温
升，约高出１倍，其中，晴天的日蓄热温升为 ３３℃，
阴天的日蓄热温升为 １６℃。集热装置接收的辐射
照度越高，蓄热温升越显著。１０：００—１２：００期间，
晴天平均温升速率达到 ０９℃／ｈ，此时辐射照度达
到４１５Ｗ／ｍ２；阴天平均温升速率为 ０４℃／ｈ，辐射
照度为１８１Ｗ／ｍ２。虽然阴天条件下装置接收的辐射
照度较低，但仍有可观的蓄热量，根据式（３）、（４）计
算得出０９：００—１５：００期间运行 ９块集热板的集热
量约为７１ＭＪ，由理论分析可知，阴天条件下，中空板
系统仍能够发挥一定的集热作用。

图 ４　典型天气水池蓄热水温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ｈｅａ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ｈｏｌｌｏｗｐｌ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ａｙｓ
　
２３　室内气温与中空板内水温的差值对中空板集

热效率的影响

根据系统集热效率的理论公式（２）可知，室内
气温与板内水温的差值是引起同一系统集热效率波

动的因素，最高可占集热效率的 ６８％。如图５所示
（选取的２ｄ在１４：１２—１５：５０时间段（１４：４６—１５：１０内
仪器断电，造成数据缺失）内，系统水流量相近，接

收的辐照度相近），气温比水温越高，集热效率越

高，３月９日的系统集热效率明显高于 ３月 １０日的
集热效率，温差 ４９℃（辐射照度为 ７２Ｗ／ｍ２）的系
统集热效率高达 １３５。在系统接收的辐射照度较
低时，不同气温水温差下的集热效率显著不同，如在

１５：２２（辐射照度为７７Ｗ／ｍ２）时，温差 ４９℃的系统
集热效率（１２１）比温差 １３℃（０３３）高出近 ４倍，
说明一般晴天１５：００后，太阳辐射开始减弱时，中空
板与室内空气的对流换热对集热效率影响显著。室

内气温与板内水温（与板壁温度近似相等）的差值

反映的是对流传热量对系统集热性能的影响，在制

定系统集热控制策略时，需要考虑该因素的作用。

另外，气温水温差与蓄热水池有效容积有关，蓄热水

池容积越大，温差越大。可见，蓄热水池的配置直接

影响集热系统的对流换热量。

图 ５　不同室内气温与板内水温差值下的中空板集热

效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ｈｅａ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ｈｏｌｌｏｗ

ｐｌａｔ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ｓｉｄｅｐｌａｔｅｓ
　

图 ６　不同水流量下中空板单位面积集热量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ｈｏｌｌｏｗｐｌ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２４　水流量对中空板集热效果的影响
水流量对系统集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影

响室内气温与板内水温（板壁温度与板内水温接

近）的差值，进而影响中空板外壁与室内空气的对

流换热作用。随着中空板中水流量的增加，水经过

中空板的集热温升下降，将影响板壁与周围空气的

对流换热，若板内水温高于室内气温，则随着流量增

加，水的对流吸热量增加。当流量变得非常大时，进

出口温升减少到零，由流量引起的对流换热量也将

趋向一定值。不同水流量对中空板集热量的影响如

图６所示（单位面积集热量根据 ４ｄ内 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时间段内数据计算而得，该时间段内，集热装
置在不同日期接收的辐射总量接近，气温与板内水

温的差值接近）。在流量为３３～５９ｍ３／ｈ范围内，
随着水流量增大，中空板单位面积集热量整体呈上

升趋势，在水流量为 ５９ｍ３／ｈ时，达到最大，为

１３３第 ７期　　　　　　　　　　　徐微微 等：日光温室中空板水循环集放热系统设计与集热性能试验



７５２ｋＪ／ｍ２。但是，水流量对集热量并非完全正相关，
因为增大水流量，需要提高水泵规格，管道压力与功

耗也将增大。所以，水流量并非越大越好，有必要确

定系统的最佳流量。流量因素实际上反映了流速对

集热系统的影响，通过找出当前系统流量与集热量

的关系，估算系统流速，可为不同面积的中空板系统

选配不同的水泵流量。同时，系统最佳流量应兼顾

考虑对系统集热量和系统能效比的影响。

２５　中空板系统的放热性能分析
中空板系统放热加温效果显著，如图７所示，系

统放热期间（２０：３６—０７：００），试验温室气温一直高
于对照温室，对照温室气温持续下降。据分析，系统

放热温降为 ３１℃，试验温室的气温比对照温室平
均高出 ３０℃，最大高出 ３６℃（０７：００）。２３：００开
始，系统放热开始稳定，温降速率约 ０３℃／ｈ，此时，
试验温室的气温比对照温室平均高出 ３２℃。系统
放热温降速率实际上反映的是系统放热强度的大

小，和室内气温与水池水温的差值有关。温差过大

（如１１３℃（２０：３８））时，系统放热过快，很快达到加
温所需的热量，系统将停止放热。１９：００—０７：００期
间，系统共计运行３次放热过程，一直到室内气温与
水池水温差值合适（如 １０２℃（２３：００））时，系统才
稳定持续运行。而随着水温降低，温差开始降低，室

内气温也随之缓慢降低。可见，为较稳定地维持住

设定的室内气温，水池内的水温至关重要。过高的

水温将造成系统的频繁启停，放热过程不稳定，造成

室内气温的起伏；过低的水温则无法维持需要的室

内气温。水温与水池容积有关，因此，在配置水池容

积时，也需要适当考虑系统夜间放热的水温需求，避

免系统频繁启停。

图 ７　中空板系统放热期间水温及室内气温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ｄｏｏｒ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ｈｏｌｌｏｗｐｌ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　讨论

３１　中空板集热装置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中空板系统的集热性能试验取得初步结果，在

系统运行过程中，发现试验所获得的集热量及集热

效率与理论分析存在差距，经分析，可能与系统的不

合理设计及温室管理有关。

（１）集热装置的设计问题对集热效果的影响
本次试验中，有１块集热板无法正常运行，导致

系统的集热面积减少４２２ｍ２。具体原因为：中空板
与分水器即 ＰＶＣ管的连接方式不合理（做法为：在
ＰＶＣ管上开通长槽孔后灌胶粘接），由于系统采用
水流上溢方式，导致系统刚开始通水时，ＰＶＣ管承
压过大，在胶水粘接部位出现漏水现象。采用各种

补救措施后，仍有 １块中空板无法正常运行。新改
进的集热装置已改进管件与中空板的连接方式，可

解决该设计缺陷。

另外，本次系统性能测试采用手动控制系统，是

因为集热系统目前的控制策略存在不合理之处，具

体为：集热系统的控制系统采用气温及气温水温差

作为集热的启动和关闭条件，目前共有 ２套温度传
感器（即 Ｔ型热电偶），分别测试气温和水温。考虑
到集热系统兼做放热系统，现有系统的热电偶置于

温室中部，用于系统放热的启动和关闭。但在日间

集热阶段时，后墙温度高于室内气温，所以，以气温

水温差作为启动条件，会减少集热时间，降低集热

量。但若将热电偶置于后墙附近，则夜间放热温度

不合理，因为后墙附近气温较室内气温更高，且在日

间系统启动前后，中空板附近气温变化剧烈，不利于

系统稳定运行。

（２）温室通风管理对系统集热效果的影响
目前的温室通风管理造成蓄热水池的水温最

大值无法突破 ３０℃，本次试验最高温度为 ２８４℃
（见表 １）。具体分析为：日常温室生产管理中，以
番茄为例，日间气温需维持在 ２０～３０℃之间，而日
光温室日间升温速度非常快，为避免室内气温过

高，在晴天上午，室内气温达到 ２５℃左右时，便开
启温室上风口，让室内气温尽可能保持在 ３０℃以
下。所以，当蓄热水温达到 ３０℃左右，或者高于室
内气温时，便开始向空气中散失对流传热量。这

种温室管理方式是提升中空板系统集热量的一个

瓶颈。

另外，本次试验中，由于水流量尚未达到最佳，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系统获取更高的集热量。

３２　中空板集放热系统的经济性分析
中空板水循环太阳能集放热日光温室，建造费

用低廉，与普通日光温室相比，增加了中空 ＰＣ板、
连接管道、蓄热水池和水泵等部分。以 ５００ｍ２日光
温室为例，建造中空板水循环集放热日光温室增加

的费用为：ＰＣ板约 ８０００元，１０ｍ３左右的蓄热水池
７０００～９０００元，连接管道与管件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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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与电气控制设备等约 ２０００元，安装调试约
２０００元。因此比同样的普通日光温室共计增加建
造费用２４０００～２７０００元。相比其他太阳能利用系
统，中空板水循环集放热系统的成本较低。

此外，系统还具有其他经济优势：中空板集热装

置可替代传统墙体的蓄热功能，配合具有结构承载

能力和保温性能的发泡聚苯材料轻型墙板使用，降

低后墙厚度，节约土地面积，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

不占用室外土地面积，仅占用室内少量栽培面积；操

作简单，易维护。

４　结论

（１）根据理论计算，中空板集放热系统在冬季
运行时，在室内地面面积４００ｍ２日光温室内，预计晴
天集热量可达２８０～３５０ＭＪ，可供日光温室连续 ２～

３ｄ提升夜间气温３～５℃。
（２）试验期间，系统集热效率最大可达 ０９３，瞬

时集热效率最大可达 １５１，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板
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率为 ０７，平均表面传热系数为
７０Ｗ／（ｍ２·Ｋ）。

（３）太阳辐射、气温水温差及水流量对系统集
热性能均有显著影响：晴天条件下的系统日蓄热温

升约比阴天条件下高 １倍；气温水温差是引起集热
效率波动的重要因素，在太阳辐射较弱时，中空板与

室内空气的对流换热对集热效率影响显著；在流量

为３３～５９ｍ３／ｈ范围内，系统集热量随着水流量
增大而增加，最佳流量尚需进一步试验确定。

（４）中空板水循环太阳能集放热系统建造成本
低廉、简单实用；作为装配式集热系统，可在各类日

光温室中推广应用，尤其适用于旧温室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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