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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绿色医院工作介绍

2004年，参入GB《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标准》讨论稿的编制

2004年，研发出负压病房专业自平衡负压通风系统

2007年，研发出数字化动力分布式智能通风系统

2012年，发起起草编制GB《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2013年，主编重庆市《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2020年，主编全国《医疗建筑平疫结合通风设计标准》

完成中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三星级绿色医院认证咨询

累计为1000+医院提供绿色医院及空气安全服务

......



海润绿色医院工作介绍

近年来，海润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积极参与国家、行业标准、规范编制工作，主参编《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传染病医院建筑施工及验收规

范》、《医疗建筑通风设计标准》等30+部国家地方行业标准。

......

国家标准 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

国家标准 建筑通风效果测试与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传染病医院建筑施工及验收规范

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通用规范

国家建筑标
准设计图集

医疗建筑-病房装配式室内集成设计及构造

地方标准 重庆市综合医院通风设计规范

地方标准 重庆市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地方标准 重庆市建筑通风器（户式机械通风系统）

地方标准 重庆市建筑通风器应用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 山东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地方标准 重庆市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系统技术标准

地方标准 贵州省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试行)

地方标准 重庆市建筑通风器应用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 重庆市大型公共建筑自然通风应用技术规范

地方标准 云南省温和地区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主编单位及部分参编单位人员展开深入讨论交流，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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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院介绍

博兴县人民医院新址迁建工程位于博兴县人民医院现址东侧。项目总用地面积

7.72万㎡，总建筑面积15.万㎡，设置床位1500张。其中本工程门诊医技病房

综合楼项目，总建筑面积9.13万平方米。

博兴县人民医院老院区实景图

始创于1941年4月

近80年的发展

本项目2012年开始选址 2013年开始规划设计 2015年开工建设

博兴县人民医院是一所医疗服务功能完善、技术设备先进、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气息浓

厚的现代化医院。目前已经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急诊急救、预防、妇幼保健、

健康管理和医养结合为一体的现代化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2018年一期投入使用
2022年二期投入使用



 项目按照场地优化与土地合理利用、节能与能源利用、节

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五

大类指标（即“四节一环保”：节地、节能、节水、节材、

室内环境）进行综合评价，顺利通过省级专家评审。

  已获得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该项目采用了地源热泵中央空调技术、排风热回收系统、

医院专业智能通风技术等绿色技术，建成后将成为健康、

舒适、节能、环保的低碳绿色建筑。

1.医院介绍

山东省首家  三星级绿色医院建筑



绿色建筑具有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分别涉及到“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以及室内环境”五大部分。绿色建筑技术设计需要“从全局到细节” 

进行充分细致的考虑。

绿
色
建
筑
技
术
体
系

场地优化与土地
合理利用

节能与能源利用

节水与水资源利
用

节材与材料资料
利用

室内环境质量

规划布局 绿地率 地下空间 交通 公共服务 场地生态

建筑设计 通风空调系统 照明 可再生能源 能耗计量

节水系统 节水器具与设备 非传统水源利用

本地 预制 耐久 一体化 可重复利用 废弃物材料

围护结构隔声 自然采光 气流组织自然通风 温湿度

用水计量

2.绿色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应用——节地

 科学规划、合理分区

 合理建筑布局、利用地下空间

 场地内交通组织（人车分流）

 降低热岛强度——乔木构筑物遮阴

 屋顶绿化、下凹绿地、透水铺装

 雨水生态设施

下凹绿地透水砖

2.绿色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应用——节能

建筑电耗分项计量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 电梯集选群控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节能变压器 高效节能设备

2.绿色核心技术



2.绿色技术

核心技术应用——节能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

• 地源热泵新能源技术
• 垂直埋管地下换热系统

衡温衡湿衡氧室内环境系统

双面辐射冷暖系统

智能通风系统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ESV智能新风系统

一体化智能控制模块
液晶版面；
手动或自动操作。

传感器
可按需要选择：温度、压差、
室内空气品质等传感器。

地板辐射单元
地面辐射调温，蓄能调温，
体感柔和。不影响装饰和层

高，可灵活布置。

天棚辐射单元
天棚毛细辐射调温，快速性辐射调
温。结合吊顶布局来布置，避开输

液轨道等受力点位。

智适应风量调节模块

可根据传感器信号或软件设置运行
参数自动调节风量；
超低噪音、免维护；

带有电动阀门，可自动切断通风管
路；

可独立关闭不使用房间的通风系统。

墙面辐射单元
墙面辐射单元，快速性辐射
调温。结合墙面插座点位等
布局来布置 。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一种空气品质监测系统，实现对
区域空气品质的实时监测与显示。

空气品质测控系统

空气品质的基准值自动更新，提高检测灵敏度，
智能控制节风机的运转功率，定时定量送风排
气，节约能源。



避免新、排风之间交叉感染，回收部分室内热量或

冷量，极大降低空调能耗。

应用于医院这类对交叉感染有防控要求的场合

在能量回收环节采用分体式的送排风热回收技术，回收排风中废弃的能量，

送排风不发生接触，零风险。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ESV智能新风系统



主风机

支路风机

在主路主风机的基础上，在每一户各支管上按需分

布动力源而形成新型通风系统。克服常规通风系统无法

支路控制的弊端，实现分户风量智适应平衡且可调节，

降低通风系统输配、调节能耗。

系统稳定性 系统可调性 系统能耗 系统防串流

建设部建设科技成果推广示范项目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ESV智能新风系统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ESV智能新风系统



室外风场是项目地气候特点所决定，一级医疗工艺流程设计需要顺应常年主导风向；通过院区气流模拟，确定新风采集对污染源的时空规避。

排风

排风

新风

避免取风收到排风的污染
引起交叉感染

污水处理站 
1F

下风处

上风处

产生污染废气的功能区
布置在常年主导风向下风向

×

1、院区级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气流组织



平行并列形指廊式门诊

 通风系统应按照科室单元进行划分布置；

 不同科室有压力要求，对气流流向产生约束如儿科、血液、烧

伤、哮喘诊区及病房应为正压；

 各科室通过大厅分诊区域互相联通，通风系统设计需要根据空

气平衡的原则计算确定；

 科室适合采用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可变可调系统，从而实现对

气流流向的控制与调节；

 变风量通风系统在平疫两种状态下不同风量需求能够更好的适

应与调节。

口腔科 耳鼻喉
科 儿科 皮肤科

·········急诊科

门诊大厅

科室区域间气流组织设计

2、楼层科室区间级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气流组织



科室单元区域内气流组织设计

以综合医院病房为例

 根据病房区域清洁等级，划分为：清洁区、半清洁区、半污

染区。

 该区域保持微压差的状态，确保气流定向流动即可。

 适宜采用动力分布式系统，实现各小功能房间根据需要变化

风量，如空气品质和压差梯度等需求自动调整运行风量，实

时监测空气品质及压差，确保气流由清洁区→半污染区→污

染区定向流动。

半清
洁区

清
洁
区

半污
染区

医生办公值班区 治疗辅助区

病房区

3、楼层科室区内级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气流组织



医疗工艺设计三级流程：实现“新鲜空气直接进入呼吸区，呼吸区气流流向清洁区，再从清洁区流向污染区，从污染区排出污染气流。”的气流组织要求。

为满足病房内的单向气流组织是从呼吸区流向清洁区再流向污染区的要求，将新风口设置

在病房靠外窗处，排风口设置在进门处及卫生间内。

以两人间普通病房为例，

从功能方面分为护理区、卫浴区和储物区；

从气流组织分为呼吸区、清洁区和污染区；

病房区别于酒店客房，不应采用相同的气流组织形式

4、病房级

“单向”气流组织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气流组织



普通综合医院病区维持微负压差梯度，控制气流的相对定向即可。

传染病负压病区需要严格的梯级压差控制要求，控制精细的压差要求。

 传染病病区建设布局按照三区两

缓两通道要求，清洁区、半污染

区、污染区各区通风系统必须独

立。

 各个区域之间、区域内的小空间

之间都有严格明确的压力梯度数

值要求，通风系统需要考虑工程

建设的复杂多变，变风量调节适

应各种需要。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梯度压差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无风感蓄能型楼板供冷供热与地源热泵耦合技术

无风感蓄能型楼板供冷供热与地源热泵耦合技术

建筑体蓄能技术 土壤蓄能技术



3.室内环境核心技术——辐射系统与数字化恒温调湿新风系统耦合技术

辐射系统与数字化恒温调湿新风系统耦合技术

数字化恒温调湿新风系统

辐射末端系统



4. 运行效果

项目运行基本情况

2018年11月，一期外科病房楼建成投入试运行

2019年5月，正式启用，除12层、18~20层外，其他楼层全部投入
使用，投入使用面积占比77%

2020年6月，18层投入使用，投入使用面积占比83%



4. 运行效果

 夏季制冷时，地源热泵主机地源侧回水温度普遍稳定

在20~25℃，系统运行初期可达18℃；

 冬季供暖时，地源侧回水温度普遍稳定在11~13℃，

负荷侧出水温度普遍稳定在33~38℃。

主机运行参数

根据项目实际运行数据可知，热泵机组运行

水温工况良好，系统高效运行



4.运行效果

用电量（度） 190608 151763 102531 12796
用电量占比 42% 33% 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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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空调面积（投入使用）为2.185万m2

2020年全年（缺省11、12月供暖数据）总运行电费38.14万元，单位空

调面积年制冷费用为17.46元/m2。

2020
年制冷
季

总运行电费20.74万元，总能耗54.6万KW∙h，单位
空调面积年制冷费用为9.5元/m2；

2020
年供暖
季

总运行电费17.4万元，总能耗45.8万KW∙h，单位空
调面积年供冷费用为7.96元/m2；

（* 缺省11月、12月供暖数据）

供暖季各月份的用电量分布图

供冷季各月份的用电量分布图

系统运行费用低，节能效果十分明显

系统运行能耗



4.运行效果

现场实测环境数据

区域 温度℃
相对湿度
%

二氧化碳
浓度ppm

甲醛浓度
ppm

PM2.5浓
度ug/m3

室外 35 82 430 0.02 39

病房区域 25 45 577 0.02 9

1层等候 26 61 463.6 0.02 10.5

1层大厅 26 59 519.6 0.02 23.1

6层休息大厅 25 64 605.7 0.05 8.0

区域 温度℃
相对湿度
%

二氧化碳
浓度ppm

甲醛浓度
ppm

PM2.5浓
度ug/m3

室外 2 89 428 0.02 46

病房区域 24 32 585 0.02 6

1层等候 23 30 516.2 0.02 8

1层大厅 22 43 632.6 0.02 18

6层休息大厅 24 35 590 0.04 6.0

夏季实测环境数据
（2020.8.14周五，室外气温35℃，相对湿度

72%）

冬季实测环境数据
（2020.1.16周四，室外气温2℃，相对湿度

89%）

 从测试数据来看，病房、走廊、大厅的数据均能控制在现

行规范规定范围内；

 室内各中央空调末端达到了设计要求，参数合理。

其 中 ： 温 湿 度 参 数 均 高 于 设 计 值 ， 二 氧 化 碳 指 标 均 低 于

1000ppm，PM2.5浓度达到优。

在提高室内热舒适度的情况下，系统运行能耗仍处于较低水平，

也反映了系统运行的高能效。



4.运行效果

室内环境品质满意度

2019年12月，对外科住院楼内医生、护士、患者等32名系统使用

者进行满意度调研：对空调系统整体舒适性满意度达到96%以上，

地板辐射系统使用情况满意度90%以上，新风系统使用情况满意度

87%以上。

系统运行管理过程，传递着空调季节不开窗、节能运行等理念，与

传统的开窗习惯有所冲突，带来部分人员心理上的不适应，通过加

强宣传和持续良好的中央空调系统舒适度体验，目前已经普遍接受。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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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誉 奖 项
44 部

标 准 专 著

火 神 山 医 院 、 雷 神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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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医 院 、 陆 军 军 医 大

学 附 属 医 院 、 四 川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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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进 步 奖 、 华 夏 科 技 奖 、

技 术 创 新 奖 、 中 国 企 业 信 用

评 价 A A A 级 企 业 ， 产 学 研

创 新 成 果 奖 、 技 术 创 新 示 范

企 业 等 奖 励 荣 誉 。

《 医 疗 建 筑 通 风 设 计 标 准 》

《 绿 色 医 院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综 合 医 院 通 风 设 计 标 准 》

《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重庆市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山东省绿色建筑设计规范》

. . . . .

海 润 24 年 专 注   让 世 界 健 康 呼 吸



通风是医院空气安全和品质保障的最有效手段！

通风是建筑节能重要技术！ 通风是消灭气溶胶的利器！ 通风是保障身体健康重要措施！



一站式解决方案

前期咨询、勘察

融资智能运维安装集成咨询设计

环境监测与诊断

可行性报告

项目定位

 系统设计

需求及投资分析

零投资销售模式

融资租凭担保平台支持

能源托管运行

合同能源管理

运行管理指导及托管服务

故障处理

产品升级

设备维护保养与绿色运维 

制定工程实施方案

技术细节指导

系统调试 

安装施工



海润典型应用案例
海 润 案 例

历经20余年的发展，海润已为包括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解放军301医院、解放军陆军医院、北大医院、希尔顿酒店、人民日报、保利地产等800+医院项目，500+公共建筑提供产品与解决方案服务

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博兴县人民医院 博兴县中医院贵州省工伤职工康复医院 隆昌市人民医院西区医院 怡佳天一城

山钢•龙城一品 忻州•欣园 山西省政府会议室 三亚崖州湾科教城1号能源站 贵州息烽人民医院可再生能源站



海润典型应用案例
海 润 案 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重庆涪陵中心医院 柳州市燎原医院 临沂市费县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西藏第三人民医院 湖北省中医院 临沂市河东区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无锡市人民医院 柳州市人民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 菏泽市市立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州省长顺县第二人民医院 北京朝阳中医院病房改造 日照市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北京东直门中医院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福清市传染病医院 博兴县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 山东省省立医院 河南安阳市人民医院 广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东省莱西医院

济南军区总医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庆渝北区人民医院 福州医院 聊城市人民医院

北大国际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马鞍山秀山新区医院 金昌市中心医院/金川集团职工医院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医院

贵阳息烽县人民医院 杭州市下沙医院 重庆巫山县中医院 天津海河医院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焦作同仁医院 重庆云阳县中医院 天津咸水沽医院 临沂市人民医院

贵州省黔南州中医院 浙江省中医院 山东聊城中澳国际合作医院 深圳市坪山防疫站 青岛实验中心

北京天坛医院 遂宁市中心医院 江苏句容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汾阳市汾阳医院

中新生态城天津代谢病医院 重庆市中心医院 江西会昌人民医院 广州小汤山医院新建应急传染病医院 吕梁市中医院

山东博兴中医医院 重庆垫江县人民医院 重庆市肿瘤医院 东莞泗安医院新建应急传染病医院 贵州工伤职业康复医院

烟台毓璜顶医院 四川射洪中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



让三万家医院健康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