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闲农业生物质能联合驱动空调系统的研究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75947.html 
来源：乡村科技�资源与环境

休闲农业生物质能联合驱动空调系统的研究

吴定兵

（邵阳学院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湖南邵阳422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休闲农业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为了推动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物质能联
合驱动空调系统广泛应用，成为实现其目标的主要方式。本文通过对生物质能联合驱动空调系统进行针对性分析与研
究，得出该系统能耗低、使用范围广，可为解决休闲农业相关问题提供依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

 随着新城镇化的发展和休闲观光农业的扩大，乡村旅游业的定向发展迅速。一些地区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而有待开
发，往往成为城市人口休闲的好去处。但是，这些地方通常供电质量不高，新建的有机或休闲酒店大多采用成熟简单
、易于维护和管理的电动空调模式，加剧了电力紧张，降低了空调系统的使用。这些地方往往有大量的太阳能、生物
质能，特别是对秸秆、树枝、树叶等生物质的不充分利用，对环境造成了很大污染。因此，因地制宜、节能环保地解
决现代休闲观光农业空调问题，有利于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1生物质能联合驱动空调系统特点及其发展的有利条件

 生物质能联合驱动空调系统互补性强、绿色环保、安全节能、运用范围广，可以充分发挥建筑方面的节能功能，为
偏远农村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旅游业对空调的使用创造有利条件。我国绝大多数生物质能主要集中在农村和林木
业发达地区。例如，南方秋熟作物秸秆资源丰富，数量比例高达87.35%；北方地区秸秆和玉米秸秆资源丰富，夏熟作
物占全国总产量的41.66%；东北和西南地区森林资源充足[1]。可见，我国北方和南方均具有发展生物质能的潜力。

 2能源匹配方案

 能源系统的多样性为解决能源问题提供了多种选择，而复合能源系统的优势在于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太阳能受气
候、天气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很大，只有在阳光充足的时候才能有效获取，生物能源也受到季节性和区域性问题的限制
[2]。因此，如何在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之间实现互补，对实现空调系统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尤为重要。可充分利
用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低污染和可再生特性，根据不同的地理特征实现两者的耦合。然而，目前的空调系统仍然采用
光热驱动方式作为主流驱动策略，原因是现阶段应用较为广泛，初期投资相对较小，易于接受。推动生物质能源驱动
吸收式空调系统不断运用于休闲农业方面，是实现节能环保的重要途径。

 3系统控制途径

 本文针对休闲农场，使用生物质能源驱动吸收式空调系统的制冷模式。此系统中，热利用率的有效设计过程是系统
的核心问题，即在平板收集器的前提下可以有效获取太阳能，低温水热贮水箱的底部加热后送到热贮水箱的顶部由循
环泵操作，操作过程由一个温差控制器实现[3]。温差时，收集器的出口水温和水回到热贮水箱的收集器进口的温度
大于上层温差，打开循环泵执行热收集，直到水温的出口收集器和进气温度的水回到收集器。当温差低于下限温度差
异时，循环泵停止运行。如果两者之间的温差大于上限温度差异，再次打开循环泵。这个过程中，如果热水需求没有
满足热收集循环加热，生物量辅助加热系统将执行辅助加热。此外，生物质燃烧器在满载系统间歇运行，其起止取决
于监测温度的供水温度传感器热贮水箱。也就是说，当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测量热贮水箱的出口温度大于设定温度，燃
烧器停止运行；当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燃烧器开始运行[4]。生物质燃烧系统优化和控制辅助热源，通过改善经营
战略，提高燃烧效率，总结系统的改进控制策略，科学统计相关的收益水平。

 4结语

 作为新能源空调，生物质联合有效驱动不仅实现了太阳能空调系统，而且可充分利用农业生产产生的废生物质，大
大降低了电力资源的消耗和环境中的碳排放。生物质联合驱动空调系统目前广泛应用于湿帘风机系统，初期投资高，
但运行成本低，室温更稳定，舒适度更高，能更好地满足我国对生物质的需求。室内负荷大，避免了湿帘冷却风机抽
气引起的地表径流减少或消失的危险。生物质驱动空调系统在标准系统开始时仍需进一步研究完善生物质炉具，降低
设备投资等。同时，政府应推动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推广，使该系统在未来休闲农业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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