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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 和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业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业部畜牧环境设施设备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红敏、陶秀萍、尚斌、朱志平、黄宏坤、陈永杏、游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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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舍通风系统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舍通风系统的术语和定义、自然通风系统技术要求和机械通风系统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畜禽舍的通风系统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621  温室通风降温设计规范 
    GB／T 19525．1  畜禽环境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等压通风 neutral pressure ventilation 

    同时使用正压通风和负压通风，畜禽舍内的平均气压与舍外气压基本一致的通风方式。 

3．2 

    畜用风机 animal housing fan 

    根据畜禽舍的环境特点设计，专供畜禽舍通风使用的抗腐蚀、耐用、可调节风速的高效风机。 

3．3 

   条缝进气口 slot inlet 

   沿着畜禽舍的纵轴方向的一条或多条气流入口。 

3．4 

   独立进气口 box inlet 

   不连续的单个气流入口。 

3．5 

   天花板进气口 porous ceilings inlet 

   带空隙天花板作为气流入口。 

3．6 

    呼吸商 respiratory quotient 

    呼吸过程中二氧化碳产生体积与氧气消耗体积之比。 

 

4  自然通风系统技术要求 

 

4．1  自然通风的基本要求 

4．1．1  自然通风畜禽舍要充分利用当地的主导风向。 

4．1．2  自然通风畜禽舍的屋脊线与主导风向夹角小于 45°。 

4．2  自然通风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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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空气密度差引起的热压设计自然通风量 Vn (m3／s)，按式(1)计算。 

                    
260 g H T

n TV AC Δ Δ＝    ……………………………………(1) 

   式中： 
 A——进气口或出气口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m2)； 
 C——开口的通风效率，常数(近似于 0.6)； 
 g——重力加速度，常数(9.8 m／S2)； 

 ΔH——进气口与出气口之间高度差的数值，单位为米(m)； 
 ΔT——舍内外的温度差的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T——舍外的绝对温度的数值，单位为开氏度(K)。 
 

5 机械通风系统技术要求 

 

5．1  机械通风量的基本要求 

5．1．1  畜禽舍的最大设计通风量为夏季通风量，以排出畜禽舍内的多余热量为基础。 
5．1．2 畜禽舍的最小设计通风量为冬季通风量，以排出畜禽舍内的有害气体或多余湿汽为基础。 
5．2 机械通风量设计 

5．2．1 最大通风量 

    根据舍内显热平衡确定最大通风量 Vmax ( kg／s) 按式(2)计算。 
                            Vmax ＝ ( Qs＋Qm＋Qsun－Qhl／( CpΔT )   ……………………………(2) 
    式中： 
    Qs——动物显热量的数值(参见表 A．1 和表 A．2)，单位为瓦特(W)； 
   Qm ——其他显热量的数值(夏季畜禽舍内通常不使用加热设备(分娩舍除外，其他设备运行以及粪 
          便和垫料发酵产生的显热量很小，此项可以忽略)，单位为瓦特(W)； 
   Qsun——太阳辐射热负荷的数值(如果畜禽舍的屋顶经过适当的隔热处理，则此项可以忽略)，单位为 
          瓦特(W)； 
   Qhl——畜禽舍外围结构传热量的数值，单位为瓦特(W)； 
    Cp——空气比热容的数值，单位为焦耳每千克每摄氏度(J／kg／℃)； 
   ΔT——舍内外温度差的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5．2．2 最小通风量 

5．2．2．1 根据湿气平衡设计 

    根据舍内湿汽平衡确定最小通风量 Vmin (m3／h ) 按式(3)计算。 

                                  min 680
L w eQ Q Q

V
H

+ +
Δ

＝   …………………………………………(3) 

    式中： 
    QL——动物产生的潜热量的数值(参见附录 A)，单位为瓦特(w)； 
    Qw——畜禽舍墙面及屋顶水气蒸发的潜热量的数值(冬季畜禽舍维护结构的产湿量通常很小，此 
           项可忽略不计)，单位为瓦特(W)； 
    Qe——畜禽舍内垫料以及粪尿中水分蒸发的潜热量的数值(一般按动物呼出水分量的 40％计算)， 
    单位为瓦特(W)； 
  ΔH——舍内外空气中水气量的差值，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5．2．2．2 根据二氧化碳浓度计算 
    根据畜禽舍内二氧化碳浓度确定最小通风量 Vmin (m3／h)，按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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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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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in
C O

1.9 6 1 0
( 7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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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 ……………………………………………(4) 

    式中： 
   CCO2——畜禽舍内二氧化碳浓度最大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通常通风良好的畜禽舍中 
            二氧化碳浓度在 4 000 mg／m3 为限，即 CCO2 取值 4 000 mg／m3。 
    QCO2——二氧化碳的产生量按式(5)计算，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 )2

2

CO
CO

273
+273

T
m

i

n QQ k
k T

× × ×
×

＝ ………………………………………(5) 

    式中： 
    n——动物的数量，单位为头(只)， 
  QT——动物产生的总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每头(只)( kJ／h／头)； 
  Ti——畜禽舍外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 
  km——常数(1.00～1.04)，随着舍内粪便产生二氧化碳量的变化而稍有不同； 
kCO2——动物呼出单位体积二氧化碳所产生的热量按式(6)计算，单位为下焦每立方米( kJ／m3)。 

                                    
2CO

6.181000 5.02k
RQ

× +＝  …………………………………·(6) 

    式中： 
    RQ 呼吸商(参见附录 B)。 
5．3 机械通风进气口 

5．3．1  机械通风进气口的种类和形状 

5．3．1．1 正压通风系统的进气口为与正压风机直接相连接的送风管道的端口，送风管道可为长方形、 

正方形或圆形，送风管道上的出气口为圆形或方形。 

5．3．1．2 负压通风系统的进气口有条缝进气口、独立进气口和天花板进气口，形状可为长方形、正方形 

或圆形。 

5．3．2 机械通风进气口的面积 

5．3．2．1 正压通风送风管道和出气口面积 

5．3．2．1．1 正压通风系统送风管道的内截面根据通风量确定,送风管上出气口的面积根据出气口的通 

风量确定(参见附录 C)。 

5．3．2．2 负压通风进气口的面积 

5．3．2．2．1 条缝进气口的面积根据每 10 000 m3／h 风量需要 1 m2 的进气口进行计算。 
5．3．2．2．2 独立进气口的面积根据每平方米进气口的气流量 7 500 m3／h 进行设计,也可根据矩形进 

气口的最大通风量除以单个进气口的最大通风量计算。 

5．3．2．2．3 带孔部分天花板的面积不少于畜禽舍内地面积的 60％。 

5．3．3 机械进气口的安装位置 

5．3．3．1  正压通风进气口的安装位置 

    正压通风系统的进气口通常安装在畜禽舍的山墙上，檐口高度。 

5．3．3．2 负压通风进气口的安装位置 

5．3．3．2．1  横向负压通风进气口的安装位置 

    a) 条缝进气口在檐口高度沿侧墙安装；对跨度≤6 m 的畜禽舍，单侧安装条缝进气口；跨度在 
       6 m～12 m 之间的畜禽舍则双侧安装；条缝进气口与山墙之间的距离大于 1.5 m；在冬季关闭 
        与风机距离 2.5 m 以内的进气口。 

    b) 独立进气口宜均匀安装在屋顶和(或)侧墙上，并安装导流板，根据风量调节进气口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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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2 纵向负压通风进气口的安装位置 

    夏季纵向负压通风进气口的位置应在畜禽舍净道端的山墙上,或与该山墙紧邻的侧墙上,对称 

安装。 

    冬季纵向负压通风进气口沿畜禽舍的纵墙均匀分布。 

5．4 风机选配 

5．4．1 选择依据 

    选择风机时，要根据计算风量和畜禽舍通风系统的阻力选择合适风机。 

5．4．2 风机类型选择 

5．4．2．1 正压通风宜选择高压低噪音的离心风机、高压翼式轴流风机和中压涡轮式轴流风机。 

5．4．2．2 负压通风宜选择低压大流量的轴流风机。轴流风机外宜配导流罩。 

5．4．3 风机配置 

5．4．3．1 风机的数量根据畜禽舍需要的通风量除以风机在适当阻力下的标定风量进行确定。 

5．4．3．2 选择风机时，应考虑不同风量风机的配合，满足不同季节畜禽舍的通风需要，便于安装。 

5．4．4 风机安装位置 

    负压风机的安装位置宜根据通风的形式确定。纵向通风风机宜安装在畜禽舍的污道端山墙或与该 

山墙紧邻的侧墙上，对称安装；横向负压通风的风机宜安装在一侧或双侧侧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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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不同动物的潜热、显热和总产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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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不同动物的呼吸商(RQ)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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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送出风管道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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