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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利用真空管系统集成理论与技术开发

的全新一代壁挂式太阳热水器，由于解决了横卧

并列安装的真空管阵列长期存在的死水闷晒，循

环不周，高温结垢，遇冷炸管，光热转换效率低下

等，系列弊端；并采用光伏定温（放）补水自动控

制技术，集成创新开发出能满足中、高层，甚至超

高层建筑阳台壁挂建筑一体化安装，具备：集、储

分离、光伏自控、防死水闷晒、高效换热、简易排

污、排空抗冻、抗结垢、防滑落八大功能，高可得

热产量的“真空管系统集成壁挂光伏定补太阳热

水器”。从而解决了我国阳台壁挂产品久已存在

的跨世纪难题，为解决我国中、高层建筑住户生

活热水供应难题，提供一种更安全可靠，更节能

环保，更高性价比的更新换代产品。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07084537 B

2024.09.27

CN
 1
07
08
45
37
 B



1.一种真空管系统集成壁挂光伏定补太阳热水器，由横卧并列的真空管阵列及纵向联

箱（1）、联箱内共用通道（2）、通道上接口（3）、通道下接口（4）、热水上循环管（5）、排污排空

管（6）、手控排污、排空抗冻阀（7）、冷水下循环管（8）、梳子式沿程泄流管（9）、末端微泄流管

（10）、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放气止水阀（12）、循环水箱热水进水口（13）、循环水箱热

水出水口（14）、热水输水管（15）、循环水箱底部三通出口（16）、自来水冷水进水管（17）、光

伏太阳电池及锂离子蓄电池（18）、感温探头（19）、定温控制器（20）、冷水进水电动阀（21）、

手控冷水进水阀（22）、防滑落安全网安装支架（23）、逆止阀（24）、自来水总阀（25）、主保温

储热水箱（26）组合而成，其特征在于：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经过循环水箱热水出水口

（14）用热水输水管（15）与主保温储热水箱（26）连通，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的热水单向

流入主保温储热水箱（26）；处于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中、上部的感温探头（19），在感知

到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中的水温达到人为设定的温度时，定温控制器（20）发出指令，

启动安装在自来水冷水进水管（17）上的冷水进水电动阀（21），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到

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和每一支真空管内，从而将立柱型循环水箱中的达标热水，经循

环水箱热水出水口（14）、热水输水管（15），直接顶推到系统主保温储热水箱（26）中保存，直

到感温探头（19）发现水温低于人为设定的温度时，自动关闭冷水进水电动阀（21），系统再

次回归到温差自然对流循环换热的运行状态；联箱内共用通道（2）内装有一根梳子式沿程

泄流管（9），每一个真空管都安装一根末端微泄流管（10），通过预埋在真空管阵列及纵向联

箱（1）内的联箱内共用通道（2）内的梳子式沿程泄流管（9）以及延伸到每支真空管中、下段

的末端微泄流管（10）所建立的冷水下循环补给通道，与真空管阵列及纵向联箱（1）内的联

箱内共用通道（2），经通道上接口（3）和热水上循环管（5）直达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中、

上部的热水上循环通道，从上、下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联通每一支真空管与立柱形保温循

环水箱（11）之间等程、均衡等压的自然循环换热回路通道；联箱内共用通道（2）的所述通道

下接口（4）经排污排空管（6）和逆止阀（24）后与手控排污、排空抗冻阀（7）相连相通，立柱形

保温循环水箱顶部安装有放气止水阀 （12）；  横卧并列的真空管阵列及纵向联箱（1）通过

防滑落安全网支架（23）与建筑相邻两面建筑构件，用不少于6个预埋钢构件焊接点锚固安

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管系统集成壁挂光伏定补太阳热水器，其特征在于：主保温

储热水箱（26）进家入户，隐蔽安装在室内建筑承重结构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管系统集成壁挂光伏定补太阳热水器，其特征在于：立柱形

保温循环水箱（11）的容积与横卧并列的真空管阵列一次定温热水产量相当。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084537 B

2



真空管系统集成壁挂光伏定补太阳热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光热利用领域。是一种以真空管自然循环系统集成技术为基

础，满足中、高层建筑阳台壁挂建筑一体化安装标准的高效光伏定温补水太阳热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应该说（家用阳台）壁挂式平板或真空管型太阳能热水器，国内早有厂家推出，但

从技术性能上来评价，多为新概念抄作。因为现有产品只是将一块普通平板集热器或单孔

盲肠状真空管，以横卧安装的方式垂直壁挂在阳台护栏上，在靠阳台侧壁方向分别用冷、热

水管和置于更高位的保温水箱同侧连通，并在保温水箱内安装电加热管后，就将其称为是

平板或真空管型的“阳台壁挂式全天候太阳能热水器”。切实厂家非常清楚，循环回路处于

不等程侧置连接的系统，并不能构建有效对流循环的换热机制，其低劣的光热转换效率；再

加上有限的集热面积，恶劣的采光条件和点式高层建筑有限的日照时间，使此类装置根本

就不可能达到最低家用热水器产热量国家标准。为了掩盖真象，只能采取挂羊头卖狗肉的

方式，在电热水器的基础上，添加一块普通平板或一组真空管集热器作摆设，并将其解读为

系实现了全天候太阳能热水供应的新产品。少数商家的上述举措，系钻我国欠缺相关产品

准确定义及技术标准的漏洞，属玩文字游戏，忽悠消费者的不良行为。事实上，要衡量此类

产品的真实太阳光热转换效率，只需关掉电加热器的电源，仅靠太阳辐射能连续用上几天，

就可真实地检验出此类产品仅靠太阳辐射能，有无实际使用价值的正确结论。可以说到目

前为止，尚未见到有仅靠太阳辐射能，就能满足家庭热水需求的“壁挂式太阳能热水器”成

熟产品。更没有出现过利用自然循环系统集成新技术开发的新型平板或真空管，生产壁挂

式高效光伏定温补水太阳热水器的相关信息报导。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不足，在既有的“建筑一体化楼层网络互济太

阳热水器”（ZL201010208331.6）；以及“真空管导流循环装置”（ZL201110153073.0）两项国

家“发明专利”的基础上，利用真空管系统集成的理论与技术，解决了横卧并列安装的真空

管阵列长期存在的死水闷晒，循环不周，高温结垢，遇冷炸管，光热转换效率低下等，系列弊

端；并采用光伏定温（放）补水自动控制技术，集成创新开发出能满足中、高层，甚至超高层

建筑阳台壁挂“建筑一体化”安装，具备：集、储分离、光伏自控、防死水闷晒、高效换热、简易

排污、排空抗冻、抗结垢、防滑落，“八大功能”高可得热产量的“真空管系统集成壁挂光伏定

补太阳热水器”。从而攻克了我国阳台壁挂产品久已存在的“跨世纪弊端”，为解决我国中、

高层建筑住户生活热水供应难题，提供一种更安全可靠，更节能环保，更高性价比的更新换

代产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04]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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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1、在横卧并列安装的真空管及与之相连接的纵向联箱1的热水共用通道2内，预先

安装有一根梳子式沿程泄流管9；该沿程泄流管的每一个泄流孔处，都外接有一根可直接延

伸到相对应真空管中、下部的末端微泄流管10。

[0006] 2、纵向联箱1热水共用通道2的通道上接口3与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的热水上循

环管5相对接；而通道下接口4与系统的排污、排空管6，并经逆止阀24后与手控排污、排空抗

冻阀7相连通。

[0007] 3、纵向联箱1热水共用通道2通道下接口4的外侧，安装有冷水下循环管8，该管与

共用通道2内预埋的梳子式沿程泄流管9以及延伸到真空管中的末端微泄流管10直接相连

相通。

[0008] 4、系统配置有一根小直径的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该箱顶部安装有“放气逆止

阀（ZL200420104530.2）”12；底部则安装有三通接头16并分别与冷水下循环管8和自来水冷

水进水管17相连；上部开有热水出水口14与热水输水管15相通；比热水出水口14略低处，则

预埋有感温探头19。

[0009] 5、定温（放）补水控制系统由：光伏太阳电池与锂离子电池18，温感探头19，控制器

20和安装在自来水冷水进水管17上的电动阀21，共同组合而成。

[0010] 6、在集热器通过有防脱落安全网的安装支架24与建筑相邻两面建筑构件，有不少

于6个预埋钢构件焊接点锚固安装。

[0011] 7、系统的主保温储热水箱22进家入户，隐蔽安装在室内建筑承重结构处，并通过

一根热水输水管15与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相连通。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真空管“系统集成壁挂式定温补水太阳热水器”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系统纵向联箱共用通道2、通道上接口3、热水上循环管5与立柱形保温循环

水箱11；通道下接口4、排污排空管6；手控排污、排空抗冻阀7；冷水下循环管8、梳子式沿程

泄流管9及末端微泄流管10；以及两个逆止阀24之间的组合关系示意图。

[0014] 图中：1为横卧并列安装的真空管阵列及纵向联箱；2为联箱内热水共用通道；3为

通道上接口；4为通道下接口；5为热水上循环管；6为排污、排空管；7为手控排污、排空抗冻

阀；8为冷水下循环管；9为梳子式沿程泄流管；10为末端微泄流管；11为立柱形保温循环水

箱；12为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顶部的放气止水阀；13为立柱形水箱热水进水口；14为立柱形

保温循环水箱热水出水口；15为热水输水管；16为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底部三通出口；17为

自来水冷水进水管；18光伏太阳电池及锂离子蓄电池；19为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上的感温

探头；20为定温控制器；21为冷水进水电动阀；22为手控冷水进水阀；23为防滑落安全网安

装支架；24为逆止阀；25为自来水总阀；26为系统的主保温储热水箱。

[0015] 本发明系统结构不限于附图所示。

[0016] 工作原理

[0017] 系统是这样工作的，先打开手控冷水进水阀22，让真空管阵列和立柱形保温循环

水箱11热水出水口14以下的水箱内，都充满自来水。在太阳光热的辐射下，横卧并列安装的

真空管阵列内的冷水首先被加热升温，并与相互联通的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中的冷水温

度形成温差。经本发明系统集成改造后，原处于单孔盲肠状，死水闷晒下的真空管，通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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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真空管阵列纵向联箱1共用通道2内的梳子式沿程泄流管9以及延伸到每支真空管中、

下段的末端微泄流管10，所建立的冷水下循环补给通道；与纵向联箱1内的热水共用通道2，

经上接口3和热水上循环管5直达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中、上部的热水上循环通道。从上、

下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联通每一支真空管集热器与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之间等程、均

衡等压的自然循环换热回路通道。在太阳光热辐射的推动下，处于真空管管口附近比重较

小的热水，被来自末端微泄流管10并直接注入到真空管中、下段的大比重低温“冷水”，顶推

到联箱1的热水共用通道2内，并过通道上接口3涌入热水上循环管5，最终浮升到立柱形保

温循环水箱11的上部。以此同时，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底部大比重的冷水，在重力作用下

被迫沿冷水下循环管8，进入到梳子式沿程泄流管9和末端微泄流管10，并同步补充到每一

支真空管内，以填补真空管上浮热水留下的“空白空间”；如此返复循环，在太阳光热的辐射

作用下，实现了其他同类型“单孔盲肠状”真空管系统所不具备的高效温差对流循环换热的

功能。

[0018] 处于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中、上部的温感探头19，在感知到保温循环水箱11中

的水温达到人为设定的温度时（例如：50℃），控制器20发出指令，启动安装在自来水冷水进

水管17上的电动阀21，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和真空管阵列的

每一支管内，从而将立柱型循环水箱中的达标热水顶推经热水出水口14与热水输水管15，

直接输送到系统主保温储热水箱26中保存。直到温感探头19发现水温低于人为设定的温度

时，自动关闭电动阀21，系统再次回归到温差自然对流循环换热的运行状态。

[0019] 系统选配大口径无缝防腐管材生产制造“大细长比”的立柱形保温循环水箱11；设

计时只须基本做到水箱热水容积，与真空管阵列正常一次定温热水产量相当；即可确保每

一次温差对流循环所产热水，都会被即时地输送到隐蔽安装的主保温储热水箱26内保存，

以减少水箱内冷热掺混和辐射热损，以及多次返复循环造成的系统热能损耗。在日照充分

时，由于系统每一次补入的都是徘徊在系统平均常温状态下的“冷水”，而输出的基本上都

是刚好达标的热水；根据系统热效率计算方程，我们可以认定，该系统可以长时间平稳运行

在最佳光热转换效率的工作状态。取得在使用温度下最大产水量的高光热转换效率。

[0020] 系统由于采用了光伏定温控制技术，自备低压直流电源，安全可靠；并通过它有效

防治真空管死水闷晒，管温过高，而导致遇冷炸管现象的发生。系统还具备简易排污与排空

抗冻；防高空坠落零部件的安全防范措施等功能。基此，我们可以断定，本发明比现有的任

何一款同类的“真空管阳台壁挂式热水器”，具有更高的光热转换效率，更节能环保，更安全

可的技术性能优势，以及更高性价比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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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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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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