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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湿材料及其应用于辐射供冷防结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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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国内外有关调湿材料和辐射供冷系统防结露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侧重阐述了调湿材料的制备、

调湿材料调湿性能的评价指标、调湿材料的应用效果以及辐射供冷系统的防结露措施。调湿材料

是一种具有广泛发展前景的被动式调湿技术，目前对调湿材料和辐射供冷系统的协同研究较少，

指出了该方向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对其未来的研究趋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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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humidity-control materials and anti-condensation of radiant cooling systems are

reviewed. The preparation of humidity control material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humidity control performance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idity control materials, and the anti-condensation measures of radiant cooling systems are emphatically expounded.

Humidity control material is a passive humidity control technology with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attention on the synergistic research of humidity control materials and radiant cooling system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are pointed out, and its future research trend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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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建筑能耗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三大巨头之一，约

占全国总能耗的三分之一[1]，其中空调系统能耗占

建筑能耗的 70%左右[2]，降低空调系统能耗势在必

行。空调系统按其末端换热方式分为辐射空调系统

和对流式空调系统。相比对流式空调系统，辐射系

统因其可实现温湿度独立控制、无吹风感、噪音小、

能耗小、运行成本低等优点受到广泛关注。然而，

辐射空调系统因存在结露问题制约了其推广和应

用。

当前主流的解决辐射供冷系统结露问题的方

法是将辐射供冷系统和不同形式的新风系统进行

耦合，通过新风系统消除室内的湿负荷，从而防止

辐射供冷系统发生结露。然而，不同形式的新风系

统都是通过主动除湿方式除去室内的湿负荷，这无

疑增加了系统的能耗。因此，可考虑通过被动除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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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除去辐射供冷房间室内湿负荷，从而降低除湿

能耗。

当前常用的湿度控制方式有冷却除湿、液体除

湿、固体吸附除湿[3]。然而近年来，各种新型材料

的不断涌现，增加了湿度控制的方式，如利用调湿

材料控制室内湿度。调湿材料是指不借助任何人造

能源和机械设备，依靠自身的吸放湿性能，感应所

控空间的空气湿度变化，在低湿度时放湿，在高湿

度时吸湿，从而自动调节空气相对湿度的材料[4]。

显然，调湿材料是一种被动调节室内湿度的技术，

可考虑将其和辐射供冷系统结合，既可降低系统结

露风险，又能降低除湿能耗。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调湿材料及辐射供冷系

统防结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对将调湿材料控

湿技术应用于辐射供冷领域进行了展望。

1 调湿材料的研究
1.1 调湿材料的调湿原理

调湿材料的调湿原理以图 1的吸放湿曲线来

说明。当空气相对湿度超过人类居住适宜的相对湿

度上限（Φ2等于 60%时），调湿材料吸收空气中的

水分，其平衡含湿量急剧增加，阻止空气相对湿度

增加；当空气相对湿度低于人类居住适宜的相对湿

度下限（Φ1等于 40%时），调湿材料放出其内部的

水分加湿空气，材料的平衡含湿量迅速降低，阻止

空气相对湿度下降。只要材料的含湿量处于材料的

最大平衡含湿量 U2和最小平衡含湿量 U1之间，室

内空气相对湿度就自动维持在 40%～60%范围。

图 1 调湿材料的平衡吸放湿曲线[5]

Fig.1 Balanced adsorption-desorption curves of humidity

control materials[5]

1.2 调湿材料的分类及其合成

1.2.1 调湿材料的分类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调湿材料的不断研

究，调湿材料的品种越来越多，其分类方式也越来

越多，可以根据调湿材料的调湿机理、调湿基材的

种类、调湿基材的制备方法对调湿材料进行分类。

根据调湿基材的制备方法可将调湿材料分为天然

调湿材料和人工合成调湿材料，而人工合成调湿材

料又包括无机调湿材料、有机调湿材料及复合调湿

材料。各类调湿材料的优缺点如表 1所示。

表 1 各类调湿材料的优缺点

Table 1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humidifying materials

调湿材料类别
调湿基材 优点 缺点

大类 小类

天然调湿材料 —— 木炭、木材、竹炭 成本低
湿容量小、

吸放湿速度慢

人工合成调湿材料

无机调湿材料
硅藻土、海泡石、沸石、

高岭土、蒙脱土
吸放湿速度快 湿容量小

有机调湿材料
具有三维铰链网状

结构的吸水树脂
湿容量大吸湿速度快 放湿速度慢

复合调湿材料

无机-无机调湿基材、

无机-有机调湿基材、

无机-生物质调湿基材、

有机-生物质调湿基材

吸放湿量大吸放湿速度快 成本高

1.2.2 调湿材料的合成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以不同的调湿基材和常用

建筑材料为原材料，并加以辅助材料，合成了大量

的调湿材料；同时，对所制调湿材料的调湿性能进

行测试，以探究性能较好调湿材料的合成方法，故

而有必要对调湿材料的合成方法进行总结。人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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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调湿材料包括无机调湿材料、有机调湿材料以

及复合调湿材料，本节分别对不同类型调湿材料的

合成方法进行综述与总结。

（1）无机调湿材料的合成

无机调湿材料是以无机矿物为调湿基材、以常

用建筑材料为主要辅助材料，通过一定的制备工艺

合成的。为了得到性能较好的无机调湿材料，国内

外学者对无机调湿材料的合成工艺及材料配比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郑佳宜等[6]首先研究了硅藻土用

于制作调湿材料的最佳煅烧时间以及煅烧温度，然

后以硅藻土为调湿原材料，以水泥、石膏、粉煤灰、

杨树木粉为辅助材料制成硅藻土基调湿材料，并测

试其调湿性能，以探究各组分的最佳配比。闫杰等
[7]以石膏、水泥和石灰为胶结材料，以吸附性能好

的植物纤维、活性炭和高岭土为调湿材料，制作了

无机调湿建筑材料，并对其进行实验以探究各组分

的最佳配比。李景润等[8]通过细度处理、煅烧处理、

酸处理等方法对硅藻页岩进行提纯，并通过实验对

其所制无机调湿材料的调湿性能进行测试以确定

硅藻页岩的最佳提纯工艺。王羽等[9]以硅藻土作为

硅质材料、生石灰为钙质材料，以石膏、水泥、纤

维、硅灰石等为辅助材料，水热合成硅藻土调湿板

材，通过实验探究了制作调湿板材的最佳工艺和最

佳原材料配比。Sagae等[10]以沸石替代不同量的沙

子，制作了沸石基调湿材料以探究沸石的合理用

量。Zhou等[11]以天然矿物沸石、水泥、粉煤灰、

杨树纤维素、防霉抗菌物质为原材料，将其按不同

的比例混合以探究各组分的用量对调湿材料调湿

性能的影响。Chen等[12]以硅藻土为基材、玻璃粉

作为胶结材料、抛光石粉和粉煤灰为掺和材料，制

备了硅藻土基调湿板材，通过实验研究了各掺合料

的用量和焙烧温度对硅藻土基调湿板材调湿性能

的影响，以确定制备硅藻土基调湿板材的最佳原料

配比和最佳工艺条件。Yang等[13]通过实验研究了

四种硅藻土基调湿材料的平衡吸放湿量、等温吸放

湿速率、循环吸放湿性能，以探究硅藻土基调湿材

料的制作工艺。Gonzalez等[14]以活性炭、海泡石和

其他辅助材料为原材料，制备了海泡石-活性炭颗

粒，并通过实验对所制调湿颗粒的调湿性能进行测

试以确定各材料的合理用量。吕荣超等[15]将海泡

石、硅藻土、沸石三种无机矿物材料分别和白水泥

以不同比例的混合，制成多种板状无机调湿材料并

探究其调湿性能，以确定各材料的最佳配比。

上述学者对无机调湿材料合成工艺及其材料

配比的研究表明：①制备无机调湿材料时，常用

的无机矿物材料包括硅藻土、沸石、海泡石、高岭

土、蒙脱土，常用的辅助材料包括水泥、沙子、纤

维等；②制备无机调湿材料的过程如下：首先对

一种或多种无机矿物调湿原材料进行细度处理、煅

烧处理、酸处理等，之后将其和水泥、沙子等建筑

材料混合制成具备调湿功能的调湿砂浆、调湿板材

等，最后对所制调湿材料的调湿性能进行实验探

究，以确定高性能调湿材料的最佳制备工艺和最佳

材料配比。

（2）有机调湿材料的合成

有机调湿材料常由具有三维交联网状结构的

超强吸水性树脂如淀粉、聚丙烯酸、聚丙烯酸钠、

聚丙烯酰胺、聚乙烯醇、丙烯腈等构成，相比于无

机调湿材料，有机调湿材料的主要特点是湿容量

大。近年来，为了开发高湿容量调湿材料，有关有

机调湿材料的研究越来越多。例如，杨海亮等[16]

以聚丙烯酸钠、丙烯酰胺、过硫酸钾、氯化铝等为

原料，采用二次致孔法制备了多孔树脂，并通过实

验探究了氯化铝的用量对多孔树脂调湿性能的影

响，以确定氯化铝的合理用量。曹嘉洌等[17]以壳聚

糖、丙烯酸、过硫酸钾、碳酸钾、乙酸钾、无水硫

酸钠为原料制备了壳聚糖基调湿材料，并通过实验

探究了制备壳聚糖基调湿材料时各材料的最佳用

量范围。刘川文等[18]以聚乙烯醇、顺丁烯二酸酐、

甲苯、丙酮等为原料制备了吸附性树脂，并通过实

验探究了其调湿性能。Zhang等[19]以丙烯酸酯和其

他材料为原材料，制备了无皂乳液，并探究了材料

的配比对乳液性能的影响。

（3）复合调湿材料的合成

由表 1总结可知，无机调湿材料具有吸放湿速

度快、湿容量小的特点，而有机调湿材料具有湿容

量大、放湿速度慢的特点，可以发现单一调湿材料

难以同时满足高湿容量、吸放湿速度快的要求。针

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不同类型

的调湿材料进行复合，以制备具有湿容量大、吸放

湿速度快的多功能复合调湿材料。例如，姜洪义等
[20]以丙烯酸、丙烯酰胺、沸石、高岭土为原料制备

了湿容量大、吸放湿速度快的复合调湿材料。黄季

宜等[21]以高分子树脂和无机材料为原材料制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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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调湿剂，其调湿时间大大减少。Park等[22]以生

物炭、沸石、水泥、沙子为原料制备了生物炭复合

调湿材料。王颖娟等[23]以木质纤维、膨胀珍珠岩、

海泡石、可再生分散性乳胶粉、聚丙烯纤维、水泥

为原材料，配制了兼具调湿保温功能多功能砂浆。

刘永超等[24]以海泡石粉、木质纤维、膨胀珍珠岩和

水泥为原料，制成兼具保温调湿功能的复合砂浆。

Chen等[25]以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为相变原料，以海

泡石和沸石为吸湿材料，制备了一种新型相变调温

调湿材料。He等[26]以石膏、沸石、膨胀蛭石和贝

壳粉为基质，将相变微胶囊以不同的质量和各种基

质混合，制备出一系列具有独特基质的复合相变调

湿材料。张浩等[27]对相变材料和调湿材料进行复

合，制备相变调湿复合材料。Ren等[28]以钛酸四丁

酯溶液、无水乙醇溶液、硝酸银溶液、硝酸溶液、

甲醛溶液为原材料，合成了负载银掺杂二氧化钛的

竹炭颗粒，之后将水泥、硅藻土和竹炭颗粒以不同

的比例混合，制备了兼具吸湿和除甲醛性能的多功

能水泥基砂浆。

综上所述，当前学者对复合调湿材料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两方面：①将无机调湿材料和有机调湿

材料复合或将多种无机调湿材料复合以制备湿容

量大、吸放湿速度快的复合调湿材料；②将功能

不同的无机材料或有机材料和调湿材料复合，以制

备多功能调湿材料，如将相变材料和调湿材料复合

以制备调温调湿材料、将保温材料和调湿材料进行

复合以制备保温调湿材料。

1.2.3 总结

调湿材料研究领域，调湿材料的合成是国内外

学者关注较多的重要研究点。当前国内外学者合成

的调湿材料主要为三类，分别是无机调湿材料、有

机调湿材料以及复合调湿材料。无机调湿材料的研

究集中于确定高性能无机调湿材料的最佳制备工

艺和最佳材料配比，有机调湿材料的研究集中于确

定高湿容量有机调湿材料的最佳材料配比，复合调

湿材料的研究集中于制备湿容量大、吸放湿速度快

同时兼具多功能的复合调湿材料。

1.3 调湿材料调湿性能的评价

当前主要采用材料吸放湿量的大小和吸放湿

速度对调湿材料的调湿性能进行评价，前者反应材

料的吸放湿能力，后者反应材料响应湿度变化的快

慢[29]。在此基础上，先后有多种评价指标被不同的

学者提出，如表 2所示。

牧福美他等[30]在仅考虑湿传递的基础上提出

了采用水蒸气扩散系数 D和最大平衡含湿量 Umax

作为调湿材料调湿性能的评价指标。池田哲朗等[31]

考虑了温度对传湿的影响，对处于静态热平衡的调

湿材料，提出了使用最大平衡含湿量以及平衡含湿

量对温度和湿度的变化率作为调湿材料调湿性能

的评价指标。小野公平[32]、大釜敏正[33]、冉茂宇[29]

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对动态过程中调湿材料调湿性

能的评价指标进行了研究，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

点。小野公平等[32]提出把密闭空间中温度波动引起

的材料单位表面积的吸放湿量 F作为调湿材料调

湿性能的评价指标，但是实验发现 F与温度波动的

幅度和周期有关，故而 F不是材料的特有属性。在

小野公平实验的基础上，大釜敏正等[33]发现封闭空

间中绝对湿度的对数和平衡温度有近似线性关系，

进一步提出采用 B指标来衡量材料的调湿能力。冉

茂宇等[29]从热力学两相平衡的角度出发，对 B指

标进行了理论验证，指出 B指标反映了材料与水分

的结合能力，其值取决于结合能的大小；随后通过

引入波动温度，在 B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采用 BT

指标来评价调湿材料的调湿性能。BT指标是基于

所调节的目标温度和波动温度而得到的，较 B值更

为合理准确。Rode等[34]从调湿材料的吸放湿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入手，提出了湿缓冲值（MBV）的

概念并给出了其计算关联式。谢昊岩等[35]通过分析

指出湿传递只能在材料的孔内进行，材料的固相基

体无法进行湿传递，在此基础上对湿缓冲值

（MBV）的关联式进行了修正，修正结果显示所

有材料湿缓冲值的相对误差有了明显的减小。石诚

楠等[36]以现有调湿材料评价标准及相关模型为基

础，在湿缓冲理论的背景下考虑了实际应用因素

（如室内的换气次数、调湿材料面积与房间体积比

以及室内湿源等），提出了实际应用当中调湿材料

湿缓冲性能的量化评价指标MBEa和MBEd，其中

MBEa表示吸湿效果指标，MBEd表示放湿效果指

标，且MBEa和MBEd的数值越大，则表明使用调

湿材料后室内湿度的变化值越小。

总结上述文献，调湿材料调湿性能的评价指标

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较多的研究点之一。早期首先

被提出的是没有考虑温度影响的静态评价指标，接

着在密闭空间实验的基础上，研究者们给出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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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时的静态评价指标，最后结合实际应用效果提

出了新的动态评价指标，即湿缓冲值（MBV）这

一评价指标，同时MBV评价指标也是当前应用最

广的评价指标。

1.4 调湿材料应用效果研究

为了探究调湿材料的实际应用效果，许多学者

对应用调湿材料的房间进行了仿真研究，以确定调

湿材料对室内热湿环境及供冷供热能耗的影响，常

用的研究方法有数值计算和软件模拟。采用数值计

算时，常用的数值模型有有效湿渗透厚度模型、空

间湿容模型和体积平均模型；采用软件模拟时，常

用的模拟软件有 TRNSYS、Energyplus、Comsol、

WUFI等。

表 2 现有调湿材料的评价指标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existing humidifying materials

研究者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原理 指标分类 指标不足

牧福美他[30] 水蒸气扩散系数、平衡含湿量

水蒸气扩散系数表征材料湿传递速

度；平衡含湿量表征材料湿容量的

大小

静态评

价指标

无法反应温度对湿

度传递的影响

池田哲朗[31] 平衡吸放湿曲线

通过平衡含湿量表征材料的吸放湿

能力；通过平衡含湿量对温度和湿

度的变化率表征材料的吸放湿速度

静态评

价指标

只能表征空气温度

或湿度缓慢变化的

情况

小野公平[32] 单位表面积吸放湿量

通过温度变化引起的材料单位表面

积的吸放湿量来表征材料的调湿能

力

静态评

价指标

单位面积的吸放湿

量不是材料的固有

属性，它受实验条

件、材料用量以及

材料厚度的影响

大釜敏正[33] B指标

在参考温度为零摄氏度时提出的，

B值大小的反应材料与水的结合能

力，通过 B值来表征材料的调湿能

力

静态评价

指标

只适用于外界温度

缓慢变化和所调节

目标温度为 0℃的

情况

冉茂宇[29] BT指标

在 B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波动

温度而提出的，BT值反应材料与水

结合能力。通过 BT值来表征材料

的调湿能力

静态评

价指标

仅适用于外界温度

缓慢变化的情况

Rode等[34] MBV指标

环境湿度周期性变化条件下，通过

材料单位面积的吸放湿量来表征材

料的调湿能力

应用效果

评价指标

适用于环境湿度周

期性变化条件

1.4.1 基于数值计算的调湿材料应用效果研究

目前，有许多学者自建模型采用数值计算研究

了调湿材料的实际应用效果及其对供冷、供热能耗

的影响。例如，Osanyintola等[37]建立了热湿传递的

体积平均模型，并探究了房间仅有通风的情况下，

应用调湿材料对供冷、供热能耗的影响，研究表明

与不应用调湿材料的工况相比，应用调湿材料后室

内冬季供热能耗降低高达 5%，夏季供冷能耗降低

高达 30%。郑佳宜等[6]采用有效湿渗透厚度模型计

算了室内周期性湿负荷作用下，调湿材料对封闭空

间和自然通风空间的湿度调节能力，结果表明调湿

材料可以将室内相对湿度控制在 50%左右。Qin等
[38]对恒温通风空间建立了室内湿平衡模型，探究了

调湿材料在不同气候区的湿度控制能力，模拟结果

表明调湿材料只要能适当再生，就能有效抑制室内

湿度的波动，并在大多数气候条件下保持室内相对

湿度在理想范围内。

1.4.2 基于软件模拟的调湿材料应用效果研究

除自建模型进行数值计算之外，亦有诸多学者

采用商业软件对调湿材料的实际应用效果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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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Park等[22]将生物炭调湿材料应用于装有空调

系统的房间后，采用WUFI软件对调湿材料的应用

效果进行模拟研究，模拟结果表明与普通墙体材料

相比，含生物炭调湿材料的墙体其含水量较低，室

内的除湿/加湿量降低，有节能的潜力。刘永超等[24]

使用 Comsol软件对调湿层使用不同材料的墙体的

吸放湿过程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调湿墙体的湿

交换量明显大于普通墙体。Fořt等[39]用不同量的硅

藻土基相变调湿材料替代墙体内表面抹灰层中不

同量的石膏，然后采用 HMS软件作为仿真工具，

同时以有限元软件 SIFEL为主要求解器，对新型墙

体的节能潜力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添加调湿相变材

料后墙体的节能量在 6%到 12%之间，具体节能量

与建筑所属气候区有关。Li等[40]使用 Energyplus

软件研究了室内木制家具的湿容性对室内湿度的

影响，结果表明室内家具的湿容性对室内相对湿度

的影响只有 2%左右，但家具的蓄热能力，却增加

了 10%左右的显热负荷。Yu等[41]使用 Energyplus

软件模拟研究了调湿材料对建筑能耗的影响，结果

表明调湿材料的使用可使空调能耗降低 12%左右。

Fraine等[42]使用 Comsol软件研究不同材料对墙体

热湿传递性能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采用相变调

湿材料替代 EPS，可以节省约 50%的能耗。Künzel

等[43]采用WUFI软件模拟了有调湿材料和无调湿

材料时室内的温湿度，模拟结果表明两房间的温度

几乎没有差别，但两房间的湿度却有很大的差别，

说明了围护结构的水分缓冲效应对室内的相对湿

度有很大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者对调湿材料在建筑中

的应用效果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调湿材料一般

应用在墙体中做成调湿墙体。诸多数值计算和软件

模拟结果均表明使用调湿材料可以减缓室内相对湿

度的波动，将相对湿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

使用调湿材料可以降低峰值冷负荷、减少建筑供热、

供冷能耗，供热最大节能可达 10%左右，供冷最大

节能可达 30%左右。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

通风房间以及以送风空调为代表的常规空调房间，

对于应用于辐射供冷房间的效果鲜少被关注。

1.5 总结

总结 1.1～1.4节可见国内外学者对调湿材料

控湿技术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

面，分别为：探究高性能调湿材料的合成工艺；寻

求合理的评价方法对调湿材料的调湿性能进行评

价；探究调湿材料对室内热湿环境及房间供热、供

冷能耗的影响。大量的应用效果研究表明，无论是

自然通风房间，还是具有对流式空调系统的房间，

均可获得较好的调湿效果。

2 调湿材料应用于辐射供冷防结露中的研

究
2.1 现有防结露技术综述

在提倡节能减排的今天，辐射供冷系统因其具

有能耗低、舒适性好、噪声低、占用室内空间小等

优点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结露问题的存在阻碍

了该系统的推广应用。结露问题是目前制约该系统

推广应用的最大弊端，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内外学

者对辐射供冷防结露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该领域

已有大量的相关文献，现有防结露技术主要集中于

四方面：（1）添加通风除湿系统及优化气流组织形

式。采用独立新风系统承担湿负荷是最常见的防结

露措施[44-48]，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优

化气流组织，如采用贴附射流的形式在冷表面形成

干燥空气层以降低冷辐射板结露风险[49-52]；（2）基

于辐射供冷末端控制的防结露措施，如调节辐射末

端的供水温度、供水流量等[53-57]，以避免辐射末端

表面温度低于周围空气露点温度；（3）基于辐射末

端结构改造优化的防结露措施，如构造“疏导结露”

的辐射末端装置以排除冷凝水[58,59]，在金属辐射板

中加入空气层使得板面温度更加均匀以避免冷表

面出现条状低温区[60]，以及将除湿装置与辐射板集

成的方式以降低冷板周围空气的湿度[61,62]；（4）基

于辐射末端表面采用特殊材料处理的防结露措施，

如辐射板表面采用疏水材料以抑制结露产生[63-65]、

采用高红外透射材料对辐射末端表面处理提高冷

表面温度但又不影响辐射末端的辐射换热能

力[66-68]。

2.2 调湿材料和辐射供冷的协同研究

综合第 1.4节所述，可以发现，调湿材料是一

种具有广泛发展前景的被动式调湿技术。然而，在

辐射供冷防结露领域，将调湿材料和辐射供冷系统

结合进行的协同研究，鲜有文章报道。目前的文献

中仅有谢昊岩[35]和王颖娟[23]做了模拟研究。谢昊岩
[35]等基于 TRNSYS软件模拟研究了辐射换热对吸

湿材料的湿缓冲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辐射换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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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湿材料性能的影响很小。王颖娟[23]等采用 CFD

模拟研究了调湿保温砂浆对装有空气载能辐射空

调房间的热湿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围护结构内表

面采用调湿保温砂浆的房间，其空调区的相对湿度

比普通房间低 10%左右，同时，调湿房间辐射板处

空气的最低温度和房间的露点温度差值更大，有更

好的防结露特性。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将调湿材料应用于辐射供

冷房间后，调湿材料依然具有较好的吸放湿量和吸

放湿速度，同时可将室内湿度维持在合理的范围

内。从模拟结果来看，效果良好，具有发展应用的

前景。但目前对调湿材料和辐射供冷的协同研究缺

乏大量的实验研究，其应用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与

论证。

3 结论与展望
结露问题是目前阻碍辐射供冷系统应用推广

的最大问题，目前主要通过添加通风除湿系统、对

辐射末端进行供水温度/流量控制调节、改进辐射

板的结构及材料来解决辐射供冷系统的结露问题。

然而，现有方法主要通过主动除湿的手段来解决辐

射系统结露问题，这无疑增加了系统的能耗。

调湿材料是一种具有广泛发展前景的被动式

调湿技术。已有诸多研究者对调湿材料控湿技术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调湿材料的调湿机理、高性

能调湿材料的合成方法、调湿材料调湿性能的准确

评价以及调湿材料实际应用效果的实验与模拟研

究。该领域研究方法相对成熟，高性能调湿材料的

制备已有诸多方法与工艺。大量的应用效果研究表

明，无论是自然通风房间，还是具有对流式空调系

统的房间，均可获得较好的调湿效果。因此，可进

一步借鉴研究思路，将其应用于辐射供冷领域。

通过调湿材料控制室内湿度，不仅可降低辐射

供冷系统的结露风险，又可降低空调系统的除湿能

耗。但是当前鲜有学者将辐射供冷系统和调湿材料

结合起来进行协同研究，仅有的该方向的个例研究

也限于模拟仿真，未来还需对该方向进一步展开理

论和实验研究，通过大量实验探究房间应用调湿材

料对辐射末端结露风险的影响，以及短期及长期的

应用效果等，以进一步论证采用调湿材料解决辐射

供冷系统结露问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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