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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暖通空调系统是海洋模块钻机辅助系统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暖通空调系统主要包含空调系统，通风系统，涉及

的设备主要有空调、风机、各类风闸等。本文就模块钻机

暖通空调系统设计要点及检验试验重点进行介绍。

1 系统设计要求
1.1 空调设计条件要求

暖通空调系统设计一般需要基础设计数据，数据包含

平台环境数据及房间温湿度要求数据，详见下表 1 及表 2。
表 1   室外空气设计条件

夏季 冬季
空气温度 34.6℃ -17.2℃
相对湿度 90% 24.2%

表 2   空调房间温湿度要求

房间名称
温度（℃） 相对湿度（%）

备注
夏季 冬季 夏季

主配电间 26±2 20±2 50±10
注释 1、3

应急配电间 26±2 20±2 50±10
机修间 26±2 20±2 50±10 注释 1、2

变压器间 26±2 20±2 50±10 注释 2、3
值班室 26±2 20±2 50±10 注释 1、2

注释 1：空调房间配有分体空调。

注释 2：当房间不运行通风系统的时候，房间要维持

设计温度。

注释 3：符合相关电气标准，电气设备工作正常运行

温度为 5~30℃，相对湿度≤ 60%。

除以上条件外，设计还需提供海洋钻机房间噪音限值

及暖通空调噪音限值，一般需参考“海上固定平台安全规

则”，具体噪音限值要求如下：

平台各处所的噪声（脉冲声除外）应控制在：

①生产作业办公处所 控制室、办公室、实验室等一般

不应超过 60dB（A）；无线电室一般不应超过 50dB（A）；

②生活起居处所、人员住所和医务室一般不应超过

55dB（A）；公共处所一般不超过 60dB（A）；餐厅一般

不超过 60dB（A）；服务处所一般不超过 65dB（A）；走

廊噪声比相邻房间的噪声不应高出 5dB（A）。

1.2 暖通空调系统设计要求

根据模块钻机空调系统设计使用要求，应急配电间，

主配电间，值班室，机修间，夏季房间内部温度应使用空

调室内机进行空气调节。冬季房间内部温度使用室内机的

电加热功能调节。所有空调房间分体空调要设置备用。

对于模块钻机通风系统而言，所有工作房间上部均需

设置风机和通风系统以排出热空气、可燃气体和危险气体，

从而确保空气质量，通风系统设计首先需确定通风风量，

通风风量确定详见表 3 及说明。
表 3   通风风量

房间名称
换气次数（次 /h）

备注
机械送风 机械排风

主配电间 注释 3 自然
应急配电间 注释 3 自然

机修间 注释 3 自然
值班室 注释 3 自然

主变压器间 30 28 注释 4

注释 3：空调房间，新风量按照人员所需新风量确定，

每人每小时所需新风为 30~50m3/h。

注释 4：按照换气次数选取的通风量和按照设备发热

量计算出的通风量，两者取大值（换气次数列于表格中）。

主配电间，应急配电间，值班室和机修间设置机械送

风系统和自然排风系统。一台送风机。新鲜空气通过送风

机送入房间，通过自然风口排出。送、排风风管均设置防

火风闸，当发生火灾时自动切断。自然排风风管设置重力

风闸。重力风闸可以调节不同等级房间之间的压差。主变

压器间的通风系统设置机械送风系统和机械排风系统。送、

排风风管均设置防火风闸，当发生火灾时自动切断。

所有电气设备房间和控制间等密闭房间需要防止易燃

易爆等气体的进入。主配电间、主变压器间和应急配电间

要求正压保护。通过重力风闸调节房间压力，房间压力应

保持在 0~50Pa 的正压。

所有通风进气和排气应布置在非危险区域。气体检测

装置应布置在进气位置，安装细节应在图纸和规格书中有

说明。排气位置应有效地避开进气系统以防止气体循环。

进气管和排气管外部应配备防虫防鸟网，以防止虫鸟飞入。

防火风闸应布置、安装在机械送风 / 机械排风 / 自然

风管上通过防火墙。安装细节见通风系统设备布置图。防

火等级与所穿甲板（墙体）的防火等级相同。

1.3 通风系统附件设计制造要求

通风系统所有室内风管均由镀锌钢板制作。所有室外

风管由不锈钢或碳钢制作焊接，镀锌涂层被破坏部分需用

相应的锌涂层修复， 风管法兰应配备橡胶垫片以防止泄

露。

弯头、三通等都要做成有弯曲半径的形式。弯曲半径

中心线半径应为风管宽度的 1~1.5 倍。所有管件应用吊架、

扎带、吊耳、支架等稳固支撑，每个吊架之间相隔 1.5~ 

2.5m。吊架和支架等应做好防腐涂层。

风机的进口或出口应配备软连。软连应防火且长度为

100mm~250mm（在气流方向）。

室内风管厚度最少为 0.75mm 镀锌钢板。室外风管厚

度最少为 3mm 钢板或 1mm 不锈钢板。除特殊规定外，应

暖通空调系统在海洋模块钻机中的设计和应用

姜竹堂（中海油能源发展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天津　300452）

摘　要：本文通过对海洋模块钻机暖通空调系统设计要求及检试验步骤特点进行介绍，提出暖通空调设计及检验要
点，旨在对今后海洋模块钻机暖通空调系统设计及检验试验水平提高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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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用标准通风法兰。

1.4 空调制冷管线设计要求

制冷管线应采用制冷专用铜管。在潮湿环境下，制冷

管线应采用适当的材料进行绝缘包裹，制冷管线应严格按

照厂家推荐方式进行安装。

冷凝管线应采用铜管。冷凝水排放管线应接到闭排系

统，且进入闭排系统后应做成“U 型弯”的形式。

1.5 暖通空调控制系统电气设计要求

所有风机能被本地控制和通过 ESD 信号自动停止。风

机状态和起 / 停应显示于按钮盒上。本地按钮盒应安装在

风机附近。所有防火风闸能进行气动、手动操作，当风闸

内温度超过 70±3℃时将通过火气系统自动关断。防火风

闸的状态在就地指示盒上有显示。每个防火风闸应配备三

个状态指示灯，安装在逃生路线中风闸水平视线处。分体

空调室内机上应配备触摸型控制面板。

另外对于异种金属的电气隔离，应充分考虑到系统中

以防止电化学腐蚀。在系统中禁止异种金属的直接搭配连

接，如果无法避免，应做好相应的隔离。

2 系统检验试验要求
2.1 总体要求

暖通空调系统试验之前应确保完成所有的安装及安装

检查工作。安装及检查记录应提交接受检查。暖通空调系

统应完成如下试验：清扫、检验及运行试验。

2.2 清扫技术要求

运行风机使风通过所有管件达到室内。清除掉风管内

部的各种碎屑以确保风管中无尘土、碎屑及其他杂料。清

理和擦拭所有风机的外表面、护罩、电机及配件。清除所

有线缆表面的尘土及碎屑，清除设备表面电镀及涂层时所

做的各种标记。通过吹风来清理所有管线。在运行工况下，

让系统独立运行。所有表面应清理干净。如无特殊规定，

所有碎屑应被清除干净，设备表面应做好面漆。

2.3 系统检查技术要求

暖通系统检查一般包括：铭牌 & 证书检查，安装完工

检查，电气系统检查，供电系统检查和控制系统检查。

2.4 运行试验技术要求

空调和通风系统应在安装完工后进行运行试验。所有

试验技术方案需要正式批准，运行试验技术要求如下：

检查风机电机和压缩机输入电流和电压是否与铭牌上

一致。检查、校对旋转设备的转速。检查风管是否定位合

理，是否按照图纸安装，做好所有自然变化的详细记录并

提供最终版图纸。

同时需要记录室内室外每个操作系统的干燥和潮湿环

境时的温度。检查压缩机吸入和排出压力，记录供气温度

和通过蒸发器弯管的温度差，检查制冷管线是否做好绝缘

和防泄漏，参照温度控制和压力设定原理图来调节所有温

度和压力控制设备的调节器和顺序操作。调节风管系统以

获得图纸中要求的风量。

消除风管的摆动、噪音、震动。减震器承受压力不允

许超过其承受范围。应计算设备震动传递到主墙体上的震

动值并提供其他过震预警措施来消除噪音和震动。

检查噪音等级确保操作系统满足要求。如检查工作完

成后出现噪音或震动，需要清除噪音和消除震动。

调节器应在整个系统满足操作条件和买方批准后才能

安装到设备上。校准控制面板上的所有安全、操作控制逻

辑程序。操作试验完成并通过之后，清除所有滤器、滤网，

更换新的滤芯。重新按照要求检查泄漏，清理及装配。

3 结论
经过上述关于海洋模块钻机暖通空调系统设计重点要

点的介绍和分析，可让现场技术人员对模块钻机暖通空调

专业基础设计及检验试验要点有一定了解，对提升海洋模

块钻机暖通专业的认识水平有一定帮助，也为今后海洋模

块钻机舾装专业施工进一步发展明确了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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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7 页）风巷道中，可安装风速传感器，对井下

风量变化情况进行监测控制。对于作业面，还可安装瓦斯

传感器，对作业面瓦斯浓度进行监测，安装粉尘浓度传感

器，对作业面粉尘浓度以及变化情况进行监测，另外，还

可安装温度传感装置，对作业面温度变化情况进行监测。

除此以外，对于作业面回风巷道、运输巷道，可安装风压

传感器以及风流压差传感器，对风门内外两侧压差进行调

控 [3]。

3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井下生产中智能化通风系统的

应用方式进行了详细探究。在井下生产中，智能化通风系

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井下作业环境比较复杂，容易

受到粉尘、瓦斯等因素的影响，必须保证井下通风良好，

对此，可将智能技术应用于井下通风系统中创建智能化通

风系统，对井下通风情况进行密切监测以及调节控制，保

证井下生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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