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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降低空调系统的能量消耗#根据中央空调系统的特性#分析并提出了中央空调系统的优化目标和

约束条件#建立了动态参数优化模型
/

采用
aÙ =

变尺度法来构造和改进序列二次规划#进行寻优计算#得到

使中央空调系统能耗最小的动态参数运行值
/

通过仿真与实验分析了系统动态参数优化的能量消耗#结果表

明优化动态参数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降低空调系统的能耗
/

关键词!空调系统$参数优化$节能$变尺度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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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是现代建筑中的能耗大户#其耗能占整个建筑能耗的
"$S

!

B$S/

但空调系统在实际运

行中#

G$S

的时间内是处于部分负荷工况下的#空气处理设备的能力有很大的富裕#因而#运行调节也具

有很大的灵活性
/

在中央空调系统运行管理中#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管理#致使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效率不

高#能源浪费严重#存在着巨大的节能潜力
/

所以研究空调系统运行的最佳动态参数#对降低系统的能量

消耗具有重大意义(

%FC

)

/

本文根据中央空调系统的运行特点和系统设备的物理特性#提出了优化目标和

约束条件#建立了系统优化模型
/

采用变尺度法构造和改进序列二次规划法的海赛矩阵#通过该算法进

行寻优计算#得到冷冻水供回水压差'冷冻水供回水温差和送风管道静压等动态参数的优化值并进行控

制#使空调系统在满足环境舒适性的同时#达到最大的能源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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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系统组成

本文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智能建筑环境技术实验室中央空调系统为研究对象#其组成结构如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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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组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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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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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主要由冷却塔'冷却

塔风机'冷却水泵'冷水机组'一

次泵'二次泵'空气处理单元和独

立的末端区域!空调房间"组成
/

包含有各种传感器'控制器和执

行器等自控设备
/

空调机组的送

风量可通过变频风机进行调节#

每个房间的送风可用末端控制器

进行风量调节
/

冷冻水的流量可

通过冷冻水阀的开度调节
/

冷冻

水供回水压差由变频二次泵调

节(

#

)

/

本实验系统可以对空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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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运行状况进行检测和控制#并有若干电量采集模块对系统的能耗进行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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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模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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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目标

中央空调系统的优化目标为满足系统冷负荷及室内舒适性要求的的前提下#使所有设备的能耗最

小#其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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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系统能耗总和'冷水机组能耗'冷冻水一次泵能耗'

冷冻水二次泵能耗'空气处理机组风机能耗'冷却塔风机能耗和冷却水泵能耗
%

由于本系统中对冷却塔

风机及冷却水泵不采用变频控制#其能耗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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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一固定值#在优化中可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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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机组运行时#若忽略掉冷却水温度的变化#冷水机组的能耗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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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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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变频的冷冻水泵和供风风机来说#水泵输出功率与冷冻水质量流量之间具有单调性#供风风

机输出功率与空气质量流量之间也具有单调性#所以模型结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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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水二次泵的能耗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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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冷冻水一'二次泵的满负荷条件下的理论功耗值和冷

冻水的理论流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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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

在中央空调系统节能优化的过程中#需考虑系统本身的一些物理约束条件和系统的能量'质量与压

力平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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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系统优化的约束条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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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混合后的空气总热量应等于混合前两种空气的热量之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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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气处理机组回风焓值'新风焓值和新风量占送风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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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方法

中央空调系统优化问题属于多维非线性有约束的优化问题
%

可用简单的数学表达式描述出来#对其

求导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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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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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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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尺度法的数值稳定性好#超线性收敛的优点#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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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来构造和

改进序列二次规划法#从而达到更好的优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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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点称为可行点#所有可行点组成的集合称为可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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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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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系统动态参数优化的节能效果#对中央空调的能量消耗进行仿真与实验研究
%

以本实验室

中央空调系统为研究对象#优化目标为满足系统冷负荷及室内舒适性要求的前提下#使所有设备的能耗

最小
%

由优化目标得可优化的变量有冷冻水回水温度
[

45̂ X

'冷冻水流量
D

45̂

和空气流量
D

+

#即每次优化

的一个迭代点都是
9

&

!

[

45̂ X

#

D

45̂

#

D

+

"

%

设定初始点#按第
C

部分计算步骤进行优化#获得
9

的 最优解
/

选择夏季某日
D

%

$$

!

#$

%

$$

#实验设定冷机供水温度与房间温度为固定值#分别为
B/"j

和
#Ej/

根

据室内舒适性要求#选择最小新风百分比为
%"S/

通过实验拟合出优化方程中的常系数值
/

不等式约束中

的上下限值等由设备本身决定
/

冷机的冷冻水流量'风机的送风风量和末端房间的空气流量最大值分别为

"H

C

,

5

'

#$$$H

C

,

5

和
"$$H

C

,

5

#最小值分别为
#H

C

,

5

'

!$$H

C

,

5

和
%$$H

C

,

5/

冷机回水温度与送风温度

的最大和最小值为
#$j

和
Dj/

在空调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室内人员流动'室外温度变化'室内热源变化

等引起空调区域的冷负荷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优化得到的参数值也不断发生变化
/

由于动态参数工作

点变动过于频繁会影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所以设定
E$H),

为一次优化过程#可得到一组优化的参数
/

由

于优化的参数由一些动态变量来控制#即冷冻水流量由冷冻水供回水压差!

\Q

"来控制#空气流量由送风管

道静压!

=Q

"来控制#也即每次优化后可得出一组动态变量值
/

其值如表
%

所示
/

表
"

!

空调系统优化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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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 %#'" %# %# %# %C %C %C'" %C %# %#

\Q

,

PQ+ $'$CE $'$!E $'$"EC$'$"GD$'$E#% $'$E" $'$EE $'$EG $'$EE $'$EC $'$"G $'$!E $'$!%

=Q

,

Q+ %#"'% %E$'% %GE'""#$D'""#%E'B! ##B'" #C%'E #!%'% #C%'% #%G'B #$E'% %E$'G %!%'"

由表
%

可以看出优化的动态变量可随负荷的变化而变化
/

因此#优化的中央空调系统是能够随负荷

的变化状况进行调节#不仅仅是送风量可实现变风量调节#冷冻水也可以实现变流量调节
/

通过实验对空调系统各部件的能耗情况进行了测量#其结果如表
#

所示
/

表
!

!

空调系统优化能耗表

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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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空调系统能耗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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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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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优化算法进行参数优化后的空调

系统能耗与采用固定流量方法的能耗比较

如图
#

所示
/

由图
#

可以看出采用优化参数方法的

总能耗为
%%B'$EOM5/

如采用固定参数的

方法#则总能耗为
%#!'"EDOM5/

可节约

E'!%S

的系统能耗
/

"

!

结
!

论

通过分析实际中央空调系统的构成与特性#本文提出了使其能耗最小的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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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央空调系统的优化模型
/

并采用
aÙ =

变尺度法来构造和改进序列二次规划#进行寻优计算#增强

了序列二次规划法的数值稳定性和收敛性#找出中央空调系统的最优运行工况#得到使中央空调系统能

耗最小的最优动态参数运行值
/

并通过自动调节#实现中央空调系统的节能优化
/

仿真与实验表明该方

法有效地降低了中央空调系统的运行能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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