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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散热装置，包括集热单元、传输单元以及散热单元。其中，集热单元包

括第一集热板、第二集热板以及第一集气管；第一集热板、第二集热板分别与第一集气管连接，

且第一集热板与第二集热板呈倒“V”型；第一集热板和第二集热板中设有工作介质，工作介质

为液态工作介质并在吸热后变为气态工作介质；散热单元包括散热板和第二集气管，散热板与

第二集气管连接；集热单元设置于待降温的空间内，散热单元设置于外部环境中；传输单元为

一绝热管，连接于第一集气管和第二集气管之间。本发明的散热装置无需外界提供循环动力，

能耗较低，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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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集热单元、传输单元以及散热单元；所述集热单元包括

第一集热板、第二集热板以及第一集气管；所述第一集热板、所述第二集热板分别与所述第一

集气管连接，且所述第一集热板与所述第二集热板呈倒“V”型；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

热板内分别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储存有工作介质，所述工作介质在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

二集热板中吸热后由液态工作介质变为气态工作介质；所述第一集气管用于收集所述第一集热

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吸热后产生的气态工作介质；所述集热单元设置于待降温的空间内，所述

散热单元设置于外界环境中；所述散热单元设置在所述集热单元的上方，包括散热板和第二集

气管；所述散热板与所述第二集气管连接；所述传输单元为一绝热管，连接于所述第一集气管

和所述第二集气管之间；所述传输单元用于将所述第一集热板收集的气态工作介质传输到所述

第二集气管；所述气态工作介质在所述散热板上放热变为液态工作介质，并依靠自身重力由所

述传输单元回传到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集热板与重力方向之间的夹

角为 15～75 度，所述第二集热板与重力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5～75 度。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均

为折扇状。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单元与重力方向之间的夹角

为 0～15 度。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板的面积为所述第一集热板

的面积和所述第二集热板的面积之和的 0.8～1.2 倍。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散热装置还设有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

包括自平衡罐、感温包、液体平衡管、气体平衡管以及膨胀管；所述感温包至少与所述第一集

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之一连接，且通过所述膨胀管与所述自平衡罐连接；所述液体平衡管分

别连接于所述第一集热板与所述自平衡罐之间以及所述第二集热板与所述自平衡罐之间；所述

气体平衡管连接于所述第一集气管和所述自平衡罐之间；所述自平衡罐中设有所述工作介质，

且所述自平衡罐中设置有隔膜，用于将自平衡罐中的工作介质与集热板空腔内的工作介质进行

分隔。 

7、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6 之一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散热装置还包括控制单元，

所述控制单元包括控制器、第一温度传感器和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用于感应

外部环境温度并输出给所述控制器，所述第二温度传感器用于感应所述待降温的空间内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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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传输给所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在所述待降温的空间内的温度高于所述外部环境温度第一预

设值时，控制所述散热装置工作。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预设值为 5 摄氏度。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还用于在所述外部环境温

度低于第二预设值时关闭所述散热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待降温的空间的顶部为四棱锥结

构；所述散热装置设置在所述待降温的空间的顶部的非向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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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节能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散热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能源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对节能环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行业均积极采取相应的

节能措施来实现节能减排。据不完全统计，建筑能耗占全国能耗的 30%，而在建筑行业中采暖、

通风以及空调能耗占了 40%～60%。其中，风机耗能占总耗能的 20%～30%，耗能较高。尤其

是建筑物散热中，一般由风机提供循环动力，能耗较大，浪费能源。 

发明内容 

本发明针对现有建筑物散热中能耗较大的问题，提供一种能耗低的散热装置。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散热装置，包括集热单元、传输单元以及散热单元；所述集热单元包括第一集热板、第二

集热板以及第一集气管；所述第一集热板、所述第二集热板分别与所述第一集气管连接，且所

述第一集热板与所述第二集热板呈倒“V”型；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内分别设有空

腔，所述空腔内储存有工作介质，所述工作介质在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中吸热后

由液态工作介质变为气态工作介质；所述第一集气管用于收集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

板吸热后产生的气态工作介质；所述集热单元设置于待降温的空间内，所述散热单元设置于外

界环境中；所述散热单元设置在所述集热单元的上方，包括散热板和第二集气管；所述散热板

与所述第二集气管连接；所述传输单元为一绝热管，连接于所述第一集气管和所述第二集气管

之间；所述传输单元用于将所述第一集热板收集的气态工作介质传输到所述第二集气管；所述

气态工作介质在所述散热板上放热变为液态工作介质，并依靠自身重力由所述传输单元回传到

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集热板与重力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5～75 度，所述第二集热板与

重力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5～75 度。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均为折扇状。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传输单元与重力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0～15 度。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散热板的面积为所述第一集热板的面积和所述第二集热板的面积之和

的 0.8～1.2 倍。 

在一实施例中，散热装置还设有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包括自平衡罐、感温包、液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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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气体平衡管以及膨胀管；所述感温包至少与所述第一集热板和所述第二集热板之一连接，

且通过所述膨胀管与所述自平衡罐连接；所述液体平衡管分别连接于所述第一集热板与所述自

平衡罐之间以及所述第二集热板与所述自平衡罐之间；所述气体平衡管连接于所述第一集气管

和所述自平衡罐之间；所述自平衡罐中设有所述工作介质，且所述自平衡罐中设置有隔膜，用

于将自平衡罐中的工作介质与集热板空腔内的工作介质进行分隔。 

在一实施例中，散热装置还包括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包括控制器、第一温度传感器和

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用于感应外部环境温度并输出给所述控制器，所述第二

温度传感器用于感应所述待降温的空间内的温度并传输给所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在所述待降

温的空间内的温度高于所述外部环境温度第一预设值时，控制所述散热装置工作。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设值为 5 摄氏度。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控制器还用于在所述外部环境温度低于第二预设值时关闭所述散热装

置。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待降温的空间的顶部为四棱锥结构；所述散热装置设置在所述待降温

的空间的顶部的非向阳面。 

本发明的散热装置，集热单元中的呈倒“V”型的第一集热板和第二集热板利用其内部的液

态工作介质能较好的吸收待降温的空间内的热量，液态工作介质吸热后变为气态工作介质，并

经由第一集气管收集后通过所述传输单元的传输从第二集气管进入到散热板中进行散热。气态

工作介质在散热板中放热变为液态工作介质并依靠自身重力由输出单元回传到第一集热板和

第二集热板，工作介质循环工作从而实现对待降温的空间进行散热，保证待降温的空间内的温

度不会过高。本发明散热装置利用工作介质的自身相变以及自身重力实现循环工作，无需外界

提供循环动力，能耗较低，几乎为零。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中一实施例的散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 所示实施例中的散热装置中的第一集热板112和第二集热板 114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为一实施例中的散热装置中的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图 3 所示实施例中的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工作时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对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应当指出，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

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说  明  书  

3 

 

如图 1 所示，为本发明一种散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该散热装置用于对建筑进行散热降温。

散热装置包括集热单元 110、传输单元 120 以及散热单元 130。 

集热单元 110 设置在待降温的空间内部。在本实施例中，待降温的空间为建筑物。集热单

元 110 固定在建筑物的天花板上。集热单元 110 包括第一集热板 112、第二集热板 114 以及第

一集气管 116。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分别与第一集气管 116 连接，且第一集热板

112 与第二集热板 114 呈倒“V”型。第一集热板 112 与重力方向的夹角 θ1 为 15～75 度，第二

集热板 114 与重力方向的夹角 θ1为 15～75 度，以便于收集建筑物内的热量。尤其是当建筑物

内有大功率设备运行会产生大量热量时，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可以设置在大功率

设备的正上方，以便于集热单元 10 更好的吸收大功率设备产生的热量。优选的，第一集热板

112 和重力方向的夹角 θ1为 30～60 度。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沿

重力方向对称分布。 

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中设有空腔，空腔中设有工作介质。工作介质在第一集

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中为液态工作介质，且位于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上远

离第一集气管 116 的一端，即位于集热板的低端。工作介质在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上吸热后变为气态工作介质。第一集气管 116 则用于收集来自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

板 114 中的气态工作介质。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集热板 112 与重力方向的夹角为 45 度，第二

集热板 114 与重力方向的夹角也为 45 度，既可以很好的收集热量也有利于气态工作介质的向

上传输。工作介质需要具有良好的热物理性。在本实施例中，工作介质可以采用HFC125、HFC32

或者采用 HFC125 和 HFC32 的混合物如 R410A 等。除上述外，工作介质也可以采用 HFC22。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采用微孔道铝板。可以理解，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的材质并不限于微孔道铝板。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设置为

折扇状，如图 2 所示。采用折扇状，可以有效的增大集热单元 10 的面积便于集热。集热板的

折角 θ2的大小可以根据具体需求来设置。折角 θ2的大小为 30～180 度。优选的，折角 θ2为

75～105 度。在本实施例中，折角 θ2选用 90 度，具有较好的集热效果。 

散热单元 130 设置在外部环境中。在本实施例中，散热单元 130 设置在建筑物的屋顶，包

括散热板 132 和第二集气管 134。散热板 132 与第二集气管 134 连接，且均平行铺设于建筑物

的屋顶上。在本实施例中，散热板 132 采用微孔道铝板，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采用其他的同

样能够实现散热功能的材质。为保证散热单元 130 能够进行有效的散热，散热板 132 的面积为

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的面积之和（即集热面积）的 0.8～1.2 倍。在本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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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板 132 的面积等于集热面积。 

传输单元 120 连接于第一集气管 116 和第二集气管 134 之间，用于将第一集气管 116 收集

的气态工作介质传输到第二集气管 134 中。在本实施例中，传输单元 20 为一绝热管，与外界

无换热。为保证气态工作介质能在传输单元 120 中流动更为顺畅，传输单元 120 与重力方向的

夹角 θ3为 0～15 度。 

在本实施例中，散热装置还包括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包括控制器 140、第一温度传感器（图

中未示）和第二温度传感器（图中未示）。其中，控制器 140 设置在传输单元 120 上。第一温

度传感器设置于外部环境中，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于待降温的空间内（即建筑物内）。第一温

度传感器用于感应外部温度 T1 并输出给控制器 140。第二温度传感器用于感应建筑物的内部

温度 T2 并输出给控制器 140。控制器 140 用于判断内部温度 T2 是否高于外部温度 T1 第一预

设值，如果是，则控制传输单元 120 开启，散热装置工作；若否，则控制传输单元 120 关闭，

散热装置停止工作。具体地，第一预设值为 5 摄氏度。在其他的实施例中，第一预设值也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定。在其他的实施例中，控制器还用于判断室外温度 T1 是否低于第二预

设值，若是，则控制传输单元 120 关闭，散热装置停止工作，避免建筑物的室内温度过低。第

二预设值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用户需要进行设置。 

上述的散热装置，集热单元 110 中的呈倒“V”型的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利用

其内部的液态工作介质较好的吸收降温的空间内的热量，液态工作介质吸热后变为气态工作介

质，并经由第一集气管 116 收集后通过所述传输单元 120 的传输从第二集气管 134 进入到散热

板 132 中进行散热。气态工作介质在散热板 132 中放热变为液态工作介质并依靠自身重力由输

出单元 120 回传到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工作介质循环工作从而实现降温的空间

进行散热，保证降温的空间内温度不会过高。上述散热装置利用工作介质的自身相变以及自身

重力实现循环工作，无需外界提供循环动力，能耗较低，几乎为零。上述散热装置，无需使用

风机即能实现散热，大大节省了风机工作所产生的能耗。 

在另一实施例中，上述的散热装置还包括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用于根据温差自动调节第

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中的工作介质的循环量。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的结构如图 3 所

示，包括自平衡罐 302、感温包 304、液体平衡管 306、气体平衡管 308 以及膨胀管 310。具体

地，液体平衡管 306 连接于第一集热板 112 与自平衡罐 302 之间、第二集热板 114 与自平衡罐

302 之间。第一集气管 116 通过气体平衡管 308 与自平衡管 302 连接。感温包 304 平行设置于

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上。在其他的实施例中，感温包 304 也可以仅设置于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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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板 112 或第二集热板 114 上。感温包 304 通过膨胀管 310 与自平衡罐 302 连接。自平衡罐

302 中设有第二工作介质。在本实施例中，第二工作介质与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中的工作介质相同，且通过设置在自平衡罐中的隔膜 312 进行隔离。具体地，隔膜 312 设置于

自平衡罐 302 的上部，其具体位置可以根据自平衡罐中 302 中的充液量进行确定。隔膜 312

可以采用橡胶、聚全氟乙丙烯和特氟龙等材质。 

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的工作过程如下： 

当内部温度 T1 未高于外部温度 T2 第一预设值时，控制器 140 控制散热装置不进行工作，

则工作介质大部分储存于自平衡罐 302 中，如图 3 所示。当内部温度 T1 高于外部温度 T2 第

一预设值时，控制器 140 控制散热装置进行工作。由于感温包 304 的温度高于第一集热板 112、

第二集热板 114 的温度，感温包 304 中的第二工作介质吸热气化后挤压隔膜 312，将工作介质

挤压出自平衡罐 302 后通过液体平衡管 306 送入到第一集热板 112 和第二集热板 114 中，从而

实现对散热装置中的工作介质循环量的自动调节。图 4 为散热装置工作时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

的示意图。工作介质自平衡单元通过感温包 304 控制循环的工作介质的量，既可以避免因工作

温差小充液量大而造成携带极限，也可以避免因工作温差大循环量少而造成的干涸极限。 

在其他的实施例中，当建筑物的屋顶采用四棱锥屋顶时，由集热单元 110、传输单元 120

以及散热单元 130 的散热装置均设置在非向阳面，且在三个非向阳面均至少设置有一个散热装

置。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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