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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药厂灌装线关键工作间之间存在气压串流干扰ꎬ导致其压差梯度波动难以控制的问题ꎬ分析灌装线关键工作

间设备的暖通系统组成以及风阀及通风系统设计架构ꎬ对暖通系统与工艺设备进行综合考虑ꎬ通过 ＰＬＣ 控制系统使工作

间压差可自适应工艺生产模式切换而实现智能控制并在实际项目应用中得到验证ꎮ
关键词:灌装线ꎻ关键工作间ꎻ定风量ꎻ变风量ꎻ压差梯度ꎻＰＬＣ
中图分类号:ＴＨ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５２７６(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７５￣０５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ＡＮＧ Ｃｅｎｊｉａ１ꎬ ＧＵＯ Ｔａｏ２ꎬ ＱＵ Ｈａｏｈｕｉ２ꎬ ＬＩＵ Ｓｈｏｕｃｈａｏ１ꎬ ＷＵ Ｂａｏｄｏｎｇ１

(１.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ｕｃａ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ꎬ Ｌｔｄ.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６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ꎬ Ｌｔ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８１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ａ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ｅｒ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ｅｙ ｒｏｏ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ＶＡ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ｏｏ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ＨＶＡ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Ｌ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ｓｗｉｔｃ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ｌｌｉｎｇ ｌｉｎｅꎻ ｋｅ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ꎻ ＣＡＶꎻ ＶＡＶꎻ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ꎻ ＰＬＣ

０　 引言

自疫情爆发以来ꎬ国家开始全面推动生物制

药的研发和生产建设ꎬ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药厂灌装车间关键工作间的压差梯度设计与实

现ꎬ是灌装车间生产建设的难点和重点之一ꎬ本文

将结合项目设计及实施经验ꎬ从灌装设备应用、室
内暖通和自控设计等几个方面展开叙述ꎮ

１　 药厂关键工作间压差控制设计原则和

要求

　 　 药厂灌装车间包含了洗瓶机、隧道烘箱、封盖

机器以及一体式全自动高速灌装设备生产线ꎮ 整

条灌装线自上瓶间、洗烘间、灌装间、轧盖间、缓冲

间到中转站前后贯穿ꎬ相邻房间的气流会由高压

向低压输送变化ꎬ另外ꎬ洗烘间内的清洗机和隧道

烘箱设备与暖通风管联动ꎬ其中隧道烘箱设备有

停机模式、生产模式和夜间模式ꎮ 模式切换引起

的设备排风量变化会对工作间气流和压差产生影

响ꎬ所以灌装车间的压差梯度控制有一定难度ꎮ
灌装车间的压差控制设计依据«ＧＢ ５０４５７—

２０１９ 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 [１]ꎬ必须保证

房间压差梯度要求ꎬ如表 １ 所示ꎮ 房间建筑平面

图如图 １ 所示ꎮꎮ

表 １　 灌装车间主要房间压差设计参数表

序号 房间名称 洁净等级 房间编号 房间压差 / Ｐａ

１ 上瓶间 ＣＮＣ Ｃ０１ ５.０

２ 洗烘间 Ｄ Ｃ０２ ３７.５

３ 灌装间 Ｂ Ｃ０３ ５７.５

４ 轧盖间 Ｂ Ｃ０４ ４７.５

５ 缓冲间 Ｂ Ｃ０５ ３７.５

６ 中转站 ＣＮＣ Ｃ０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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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灌装车间主要房间建筑平面图

２　 药厂关键工作间压差控制设计及验证

基于灌装车间主要房间的压差设计标准及要

求ꎬ对上述洁净区房间进行设计及验证ꎮ

２.１　 洗烘间设计方案

洗烘间选用新回风空调机组和排风机组ꎮ 新

回风空调机组新风口连接前端全新风机组ꎬ机组

回风口和送风口分别连接室内回风口和送风口ꎮ
排风机组连接室内排风口ꎮ 洗烘间内的清洗机和

隧道烘箱设备排风与室内排风管相连ꎬ通过排风

机组排至室外ꎬ如图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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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风定风量阀ꎻ２—回风温湿度ꎻ３—送风温湿度ꎻ４—送风风压ꎻ５—室内回风变风量阀ꎻ６—室内压差ꎻ７—送风定风量阀ꎻ
８—清洗机联动阀ꎻ９—隧道烘箱联动阀ꎻ１０—排风定风量阀ꎻ１１—室内排风联动阀ꎻ１２—排风阀ꎻ１３—排风机ꎻ

１４—排风风压ꎻ１５—隧道烘箱ꎻ１６—清洗机ꎻ１７—表冷阀ꎻ１８—送风机ꎮ

图 ２　 洗烘间暖通设计图

　 　 １)房间压差设计

新回风空调机组通过新风定风量阀调节系统

所需的新风量ꎮ 新回风空调机组送风机 １８ 以送

风风压 ４ 为目标进行恒风压调节ꎬ同时调节室内

送风定风量阀 ７ 以满足室内送风需求ꎮ 排风机组

排风机 １３ 以排风风压 １４ 为目标进行恒风压调

节ꎬ同时调节室内排风定风量阀 １０ 以满足室内排

风要求ꎮ 室内回风变风量阀 ５ 根据室内压差 ６ 对

系统回风进行调节ꎬ做余风量控制ꎬ保证房间压差

稳定可控[２]ꎮ
２)灌装设备联动设计

ａ)清洗机 １６ 设备排风与清洗机联动阀 ８ 连

锁ꎬ当清洗机工作时ꎬ联动阀打开ꎮ
ｂ)隧道烘箱 １５ 设备排风与隧道烘箱联动阀

９ 连锁ꎬ当隧道烘箱工作时ꎬ联动阀打开ꎮ

ｃ)室内排风联动阀 １１ 正常开启ꎬ当清洗机联

动阀和隧道烘箱联动阀同时开启时ꎬ室内排风联

动阀互锁关闭ꎮ
ｄ)排风定风量阀 １０ 负责控制室内总排风量ꎬ

汇入排风系统ꎮ

２.２　 灌装间、轧盖间和缓冲间设计方案

灌装间、轧盖间和缓冲间机组设计方案同洗

烘间ꎮ 在室内暖通设计方案上ꎬ因室内没有工艺

排风联动设备ꎬ所以在压差梯度控制设计上相对

简单ꎮ 在室内排风口和送风口设计定风量阀ꎬ室
内回风口设计变风量阀根据室内压差进行余风量

控制[３]ꎬ如图 ３ 所示ꎮ

２.３　 药厂关键工作间压差控制验证

基于上述设计方案ꎬ在项目自控系统调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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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对灌装车间房间压差梯度进行监控ꎬ记录运行

期间各时间段的压差数据ꎮ 如表 ２ 所示ꎮ
经过调试观察发现ꎬ在灌装设备模式不变的

情况下ꎬ各房间室内回风变风量阀可以消除室内

余风量ꎬ从而让房间绝对压差稳定ꎬ使相邻房间的

压差梯度得到保证[４]ꎮ
但是ꎬ在厂家配合测试洗烘间工艺设备ꎬ做停

机模式、生产模式和夜间模式切换时ꎬ发现洗烘间

内压差变化幅度较大ꎬ且稳定时间较长ꎬ同时对相

邻的灌装间压差也产生了影响ꎮ 灌装车间测试验

表如表 ３ 和表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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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排风定风量阀ꎻ２—送风定风量阀ꎻ
３—回风变风量阀ꎻ４—室内压差传感器ꎮ

图 ３　 灌装间、轧盖间、缓冲间暖通设计图

表 ２　 灌装车间测试验证表 １(灌装设备停机模式ꎬ６ ∶ ００~２０ ∶ ００) 单位:Ｐａ　

序号 房间名称 洁净等级 压差目标
停机时间

６ ∶ ００ ８ ∶ ００ １０ ∶ ００ １２ ∶ ００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１８ ∶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１ 洗烘间 Ｄ ３７.５ ３７.７ ３６.５ ３７.９ ３６.９ ３６.５ ３６.９ ３６.６ ３８.７
２ 灌装间 Ｂ ５７.５ ５９.１ ５６.１ ５７.５ ５８.６ ５８.９ ５６.６ ５８.０ ５９.１
３ 轧盖间 Ｂ ４７.５ ４６.５ ４７.６ ４６.３ ４７.３ ４６.５ ４７.１ ４６.２ ４８.５
４ 缓冲间 Ｂ ３７.５ ３６.８ ３６.８ ３６.４ ３７.８ ３７.２ ３６.８ ３７.６ ３７.８

表 ３　 灌装车间测试验证表 ２ (灌装设备停机模式切换生产模式后ꎬ持续检测 ０~１２０ ｓ) 单位:Ｐａ　

序号 房间名称 洁净等级 压差目标
检测时长

１５ ｓ ３０ ｓ ４５ ｓ ６０ ｓ ７５ ｓ ９０ ｓ １０５ ｓ １２０ ｓ
１ 洗烘间 Ｄ ３７.５ １２.３ ２６.５ ３０.９ ３２.９ ３４.５ ３６.１ ３８.６ ３７.７
２ 灌装间 Ｂ ５７.５ ４６.９ ４８.１ ５０.５ ５３.６ ５６.９ ５７.６ ５９.０ ５８.１
３ 轧盖间 Ｂ ４７.５ ４３.３ ４４.６ ４５.３ ４６.７ ４７.５ ４８.１ ４７.２ ４７.５
４ 缓冲间 Ｂ ３７.５ ３５.６ ３６.４ ３７.２ ３８.８ ３８.２ ３７.８ ３７.６ ３７.３

表 ４　 灌装车间测试验证表 ３ (灌装设备生产模式切换夜间模式后ꎬ持续检测 ０~１２０ ｓ) 单位:Ｐａ　

序号 房间名称 洁净等级 压差目标
检测时长

１５ ｓ ３０ ｓ ４５ ｓ ６０ ｓ ７５ ｓ ９０ ｓ １０５ ｓ １２０ ｓ
１ 洗烘间 Ｄ ３７.５ ５２.６ ４９.５ ４６.９ ４３.８ ４０.５ ３８.９ ３６.１ ３７.７
２ 灌装间 Ｂ ５７.５ ６４.８ ６２.１ ６０.５ ５８.６ ５６.９ ５６.６ ５８.０ ５７.１
３ 轧盖间 Ｂ ４７.５ ４８.２ ４９.６ ４６.３ ４６.９ ４７.５ ４８.１ ４７.２ ４７.５
４ 缓冲间 Ｂ ３７.５ ３８.８ ３７.９ ３７.４ ３６.８ ３７.２ ３７.８ ３７.６ ３７.３

３　 药厂关键工作间压差控制优化研究及验证

３.１　 药厂关键工作间压差控制优化研究

１)基于上述验证数据发现ꎬ尽管前期将洗烘

间的灌装设备排风和室内排风做了互锁ꎬ但在设

备工况切换过程中ꎬ房间压差的变化扰动依然很

大ꎮ 为此ꎬ经过与灌装设备厂家的深入交流ꎬ发现

有以下几点设计缺陷ꎮ
ａ)灌装设备实际为 ３ 段排风ꎬ分别为清洗机抽

湿风机(风量 １０００ｍ３ / ｈꎬ温度 ４０℃ ~ ６０℃ꎬ湿度

９５％)、隧道烘箱预热段抽湿风机(风量 ３００ｍ３ / ｈꎬ
温度 １５０℃ ~ ２００℃)和冷却段平衡风机(生产模

式:７００~１５００ ｍ３ / ｈꎬ夜间模式:３５０~ ７５０ ｍ３ / ｈꎬ温

度 ８０℃)ꎮ
ｂ)清洗机抽湿风机需要独立直排至室外ꎬ不

接入空调排风系统ꎮ
２)为解决工况切换过程中的压差扰动问题ꎬ

对洗烘间暖通设计图进行优化研究:
ａ)清洗机抽湿风机需要独立直排至室外ꎬ除

生产模式之外ꎬ夜间模式和停机模式都处于关闭

状态ꎬ所以将原接入到空调系统排风的管道改为

设备直排ꎬ同时将原清洗机联动阀保留ꎬ避免清洗

机关机后室外空气倒灌的风险ꎻ
ｂ)隧道烘箱的预热段抽湿风机和冷却段平衡

风机在生产和夜间模式时都会打开ꎮ 考虑到冷却

段平衡风机内部有压差调节阀ꎬ所以只在预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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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湿风机处设置一个联动密闭阀ꎻ
ｃ)室内排风定风量阀设计为 １ ８００ ｍ３ / ｈꎬ考

虑到冷却段平衡风机在生产模式和夜间模式下风

量都是变化的ꎬ所以在室内排风联动阀处再增加

一个室内排风变风量阀(０ ~ １ ８００ ｍ３ / ｈ)ꎬ与隧道

烘箱的变风量工况做动态互补控制ꎬ将风量变化

过程中对房间压差的影响降至最低[５]ꎮ
基于洗烘间的暖通优化研究ꎬ系统设计图如

图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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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风定风量阀ꎻ２—回风温湿度ꎻ３—送风温湿度ꎻ４—送风风压ꎻ５—室内回风变风量阀ꎻ６—室内压差ꎻ７—送风定风量阀ꎻ８—清洗机联动阀ꎻ
９—隧道烘箱联动阀ꎻ１０—排风定风量阀ꎻ１１—室内排风联动阀ꎻ１２—室内排风变风量阀ꎻ１３—排风阀ꎻ１４—排风机ꎻ１５—排风风压ꎻ

１６—隧道烘箱ꎻ１７—清洗机ꎻ１８—表冷阀ꎻ１９—送风机ꎻＡ—清洗机抽湿风机ꎻＢ—隧道烘箱预热段抽湿风机ꎻＣ—隧道烘箱冷却段平衡风机ꎮ

图 ４　 洗烘间暖通优化设计图

　 　 ３)基于 ＰＬＣ 的压差梯度变工况联动方案优

化如下:
ａ)生产模式

清洗机联动阀 ８ 打开ꎬ清洗机抽湿风机 Ａ 排

风 １ ０００ ｍ３ / ｈꎮ
隧道烘箱联动阀 ９ 打开ꎬ室内排风联动阀 １１

关闭ꎬ隧道烘箱预热段抽湿风机 Ｂ 排风 ３００ ｍ３ / ｈꎬ
生产模式下冷却段平衡风机 Ｃ 在 ７００~１ ５００ ｍ３ / ｈ
变化调节ꎮ

室内回风变风量阀 ５ 联动快速调节维持室内

压差 ６ꎮ
ｂ)夜间模式

清洗机抽湿风机 Ａ 和联动阀 ８ 关闭ꎮ
隧道烘箱联动阀 ９ 和室内排风联动阀 １１ 打

开ꎬ隧道烘箱预热段抽湿风机 Ｂ 排风 ３００ｍ３ / ｈꎬ夜
间模式下冷却段平衡风机 Ｃ３５０~７５０ ｍ３ / ｈ 变化调

节ꎬ室内排风变风量阀 １２ 根据冷却段平衡风机 Ｃ
在 ３５０~７５０ ｍ３ / ｈ 与排风定风量阀 １８００ｍ３ / ｈ 对比

计算余风量ꎬ对室内排风做动态快速互补控制ꎮ
室内回风变风量阀 ５ 联动快速调节维持室内

压差 ６ꎮ
ｃ)停机模式

清洗机抽湿风机 Ａ 和联动阀 ８ 关闭ꎮ
隧道烘箱联动阀 ９ 关闭ꎬ室内排风联动阀 １１

打开ꎬ室内排风变风量阀 １２ 打开ꎮ
室内回风变风量阀 ５ 联动快速调节维持室内

压差 ６ꎮ
ＰＬＣ 程序画面如图 ５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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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药厂关键工作间压差控制优化后验证

基于上述优化研究方案ꎬ对灌装设备的变工

况联动压差控制改造后ꎬ厂家再次配合对灌装车

间压差梯度进行监控ꎬ记录运行各时间段的压差

数据ꎬ如表 ５—表 ７ 所示ꎮ

表 ５　 灌装车间测试验证表 ４(灌装设备停机模式ꎬ６ ∶ ００~２０ ∶ ００) 单位:Ｐａ　

序号 房间名称 洁净等级 压差目标
停机时间

６ ∶ ００ ８ ∶ ００ １０ ∶ ００ １２ ∶ ００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１８ ∶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１ 洗烘间 Ｄ ３７.５ ３７.３ ３７.５ ３６.９ ３７.３ ３７.５ ３７.９ ３７.６ ３７.２

２ 灌装间 Ｂ ５７.５ ５８.６ ５８.１ ５７.５ ５７.６ ５７.９ ５７.６ ５８.０ ５７.１

３ 轧盖间 Ｂ ４７.５ ４６.９ ４７.８ ４８.３ ４７.２ ４７.５ ４７.８ ４７.２ ４７.５

４ 缓冲间 Ｂ ３７.５ ３７.７ ３７.８ ３７.２ ３６.８ ３７.４ ３７.８ ３６.９ ３７.４

表 ６　 灌装车间测试验证表 ５ (灌装设备停机模式切换生产模式后ꎬ持续检测 ０~６０ ｓ) 单位:Ｐａ　

序号 房间名称 洁净等级 压差目标
检测时长

５ ｓ １０ ｓ １５ ｓ ２０ ｓ ３０ ｓ ４０ ｓ ５０ ｓ ６０ ｓ
１ 洗烘间 Ｄ ３７.５ ３０.３ ３６.５ ３７.９ ３７.６ ３７.５ ３７.１ ３６.９ ３７.４

２ 灌装间 Ｂ ５７.５ ５５.９ ５６.１ ５７.０ ５７.４ ５７.６ ５７.９ ５７.７ ５７.４

３ 轧盖间 Ｂ ４７.５ ４６.６ ４６.９ ４７.３ ４７.７ ４７.５ ４８.１ ４７.６ ４７.３

４ 缓冲间 Ｂ ３７.５ ３７.１ ３７.４ ３７.８ ３７.４ ３７.２ ３７.７ ３７.６ ３７.３

表 ７　 灌装车间测试验证表 ６ (灌装设备生产模式切换夜间模式后ꎬ持续检测 ０~６０ ｓ) 单位:Ｐａ　

序号 房间名称 洁净等级 压差目标
检测时长

５ ｓ １０ ｓ １５ ｓ ２０ ｓ ３０ ｓ ４０ ｓ ５０ ｓ ６０ ｓ
１ 洗烘间 Ｄ ３７.５ ４０.５ ３８.７ ３７.６ ３７.４ ３７.５ ３７.９ ３７.７ ３７.４

２ 灌装间 Ｂ ５７.５ ５９.１ ５８.６ ５７.７ ５７.３ ５７.６ ５７.５ ５７.４ ５７.５

３ 轧盖间 Ｂ ４７.５ ４７.９ ４７.６ ４７.３ ４７.６ ４７.５ ４７.６ ４７.２ ４７.５

４ 缓冲间 Ｂ ３７.５ ３７.８ ３７.６ ３７.５ ３７.８ ３７.６ ３７.５ ３７.３ ３７.５

　 　 根据上述数据监控发现ꎬ经过优化研究改造

后ꎬ灌装设备的停机模式、生产模式和夜间模式切

换时ꎬ洗烘间内压差基本在 １５ ｓ 以内达到稳定ꎬ
且上下震荡大幅减小ꎬ这使得灌装车间压差梯度

建立得到有效保障[６]ꎮ

４　 结语

在本次药厂灌装车间项目调试过程中ꎬ还发

现了很多对房间压差影响的其他因素ꎬ最终都得

到一一解决ꎬ问题如下:
１)灌装线走瓶和无瓶状态下ꎬ挡板高度的手

动调节问题ꎻ
２)隧道烘箱风机的调频问题ꎻ
３)散热风机和抽湿风机的实际风量变化问题ꎻ
４)各房间高效过滤网堵塞问题ꎻ
５)中转站对应区域风量变化问题等ꎮ
综上ꎬ对于药厂灌装车间的压差梯度设计ꎬ一

定要深入结合灌装设备的工艺特性ꎬ并充分结合

暖通和自控系统设计ꎬ通过精细化调试ꎬ才可能最

大限度地保障压差梯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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