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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工艺散热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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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相关
系统资料
（部分）

按EDR
暂估

（机柜等）

供电损耗
水冷比例
估算

能量平衡：逐个系统核算（供电≈水冷＋空调）

发至华东院

杨梅提供热沉积估算依据
稳定估算

2月26日

同步辐射热沉积量估算影响风管布局
min36MW，max62MW

4月7日

总体核算：陈福庆/工艺电气



通风和空调系统配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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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Higgs30MW

散热量
kW

Higgs50MW
散热量

kW

ttbar50MW
散热量

kW

Linac+BTL
+Damping Ring

0.68 0.68 0.68

直线地面长廊 0.45 0.45 0.45

主环隧道 22.24 27.55 46.49

主环辅助隧道 11.644 12.644 14.394

高频区 4.6 7.67 7.67

高频区辅助隧道 0.926 1.55 1.55

高频区地面大厅 0.93 1.54 1.54

竖井 0.48 0.48 1.76

高频辅助隧道 0.12 0.2 0.2

总计 42.07 52.764 74.734

主环及辅助隧道 39.41 49.414 70.104

配置原则：

1. 主环隧道风管，按ttbar配置，一步到位。

2. 设备占位，按ttbar考虑，确保远期扩容可行性。

3. 设备选型，按Higgs30考虑

4. 当Higgs30与Higgs50接近时，按Higgs50考虑



空调系统及主环隧道占用情况

5主环隧道 ↑

辅助短隧道→

主环隧道空调器 主环隧道空调器

辅助短隧道空调器

隧道空调系统：

→作用：控制温度、湿度

→系统数量：384+192套，服务长度~250m

→送风管1根：长度250m，截面1.4m2，风速10m/s（达风速上限@ttbar）

→不设置回风管：设置回风口（对气流组织影响较小）

计算、设计：颜加明（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送风管截面1.6m2→1.4m2

长宽比和位置可调
空调DN400×2

水冷DN150×2

排水DN100×1

水冷DN300×2

水冷DN250×2

压空DN150×1



通风系统及竖井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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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通风系统基本流程

→新风：通过施工斜井引入新风

→换气：向两边竖井换气，每段约6.25km

→排风：利用竖井运输通道排出室外

室外新风

排风 排风

施工斜井→

主环隧道

竖井 竖井

优势
√无风管设计，不多占面积
√阻力较低

前提
1. 利用每两个竖井之间的施工斜井
2. 施工斜井验收后长期使用，表面封尘处理
3. 每个施工斜井在两个竖井之间，相对居中
4. 隧道无隔墙，或有隔墙但门需要全部开启
5. 不需要局部排风

计算、设计：颜加明（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弧区 高频区 对撞区
截面＞15m2 截面＞60m2 截面＞10m2

6.25km 6.25km

截面＞10m2



通风系统及竖井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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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气次数的选择

→仅从竖井、隧道和施工斜井面积考虑，1h/2h/3h均可满足

→换气次数越快，投资、运行费用越高

→1h：不应设置隔墙（隔墙门的风速达5~6级）

→2h：可以设置隔墙

→3h：代价最低，但时间较长
计算、设计：颜加明（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主环隧道 ↑

辅助短隧道→

主环隧道空调器 主环隧道空调器

辅助短隧道空调器



待确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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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调制冷量基本接近上限，同步辐射光热沉积的估算是否稳定？或可再优化？

2. 辅助隧道与主隧道平行布置，是否有原则性问题？

3. 换气次数，适合设置为多少？

4. 目前主环隧道空调系统按照无备用设计，是否可行？（384+192）



下一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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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比辅助隧道与主隧道平行和垂直两种布置方式，提供设备布局

2. 大型风管穿越主辅隧道隔墙的布置方案

3. 根据选定的通风换气次数，完善通风系统方案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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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等级与风速关系

1h换气，隔墙门风速

2h换气，隔墙门风速

3h换气，隔墙门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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