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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蓄能取暖装置，涉及一种

取暖装置。它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取暖装置不能根

据人的活动快速迁移热量的问题。本蓄能取暖装

置，包括加热源、相变蓄能器、相变蓄能介质、散

热器，所述相变蓄能器包括保温箱体，所述散热

器包括数个散热箱体，所述相变蓄能介质为颗粒

物，所述颗粒物具有封闭的弹性表层，弹性表层

内包裹有相变储能介质，所述颗粒物设置在数个

散热箱体内，所述散热箱体及保温箱体之间通过

进、出水管路连通，所述管路上设置有颗粒物传

送装置。本发明创造性的将相变储能介质设置在

颗粒物内，使得可以快速的将大量的热能转移到

不同的空间，使得颗粒物的密度可随着温度的变

化，从而有选择的将温度较高的颗粒物输送到需

要热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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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蓄能取暖装置，包括加热源、相变蓄能器、相变蓄能介质、散热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相变蓄能器包括保温箱体，所述散热器包括数个散热箱体，所述相变蓄能介质为颗粒

物，所述颗粒物具有封闭的弹性表层，弹性表层内包裹有相变蓄能介质，所述颗粒物设置在

数个散热箱体内，所述散热箱体内充有水，所述散热箱体及保温箱体之间通过进、出水管路

连通，所述管路上设置有颗粒物传送装置，所述管路上设置有控制阀控制管路的连通与否；

所述保温箱体的出水管与进水管之间串联连通自循环泵及自循环水控制阀，所述循环泵及

自循环水控制阀之间通过外部控制阀与散热箱体的出水管联通，所述自循环水控制阀与保

温箱体出水管之间与散热箱体的进水管连通，所述加热源设置在循环泵与保温箱体进水管

之间；

在一定的水温下，所述颗粒物的密度与散热箱体内水的密度相当，在水中处于悬浮状

态，当水温升高到一定的温度时，颗粒物膨胀，颗粒物密度变小，颗粒物在水中上浮，当水温

降低到一定的温度时，颗粒物缩小，颗粒物密度变大，颗粒物在水中下降；

所述散热箱体为圆柱形散热箱体，所述散热箱体内设置有同轴的圆柱体，所述圆柱体

中部同轴的设置有连通散热箱体上下两部分空间的颗粒物可通过的中孔，所述圆柱体侧壁

与散热箱体内壁之间留有颗粒物可通过的圆环腔；中孔内壁设置有加热装置；所述圆柱体

的上端为锥形端，所述圆柱体的下端具有锥形的内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能取暖装置，其特征在于，连通所述散热箱体的管路包括连

通散热箱体上部空间的上管路及连通散热箱体下部空间的下管路，所述颗粒物传送装置为

设置在上管路及下管路上的输送泵；所述保温箱体的出水管与进水管之间串联连通自循环

泵及自循环水控制阀，所述循环泵及自循环水控制阀之间通过外部控制阀与散热箱体的下

管路联通，所述自循环水控制阀与保温箱体出水管之间连通散热箱体的上管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能取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颗粒物内具有配重填充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能取暖装置，其特征在于，箱体之间管路上设置有过滤阀，

所述过滤阀允许水通过而颗粒物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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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蓄能取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取暖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蓄能取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广大的农村地区及边远地区无法有效的提供集体供暖，造成大量的化石能

源不经过处理，直接应用取暖，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费，相对目前市场中应用广泛的空

调和电暖等取暖设备，由于使用过程中不能对热量进行存储，造成使用成本增加，造成增加

居民或者企业采暖成本增加，特别是没有储能功能的取暖器不便利用太阳能等具有固定时

间段利用的清洁能源，如果能将这些能源在白天储存起来在晚上等特定时间加以释放，无

论对环境还是取暖成本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0003] 在能源日益紧张的社会，各类用电设备需要巨量的能源消耗，而且存在着用电集

中的问题，这对供电及电网的稳定运行影响较大，为此在各地实行的峰谷限电和阶梯电价

等政策，通过利用阶梯电价来调节对电力的使用，所以如果将电量较少时间段的电能储存

起来在用电高峰时加以利用，不但可以节省电费开支，还有利于电网的稳定。目前虽然有各

种利用相变蓄能原理进行热量储存的，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例

如每户家庭一般都有数个房间，每天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房间活动，例如睡觉的时间在卧

室，而吃饭的时间在厨房或餐厅，会客的时候在客厅，看书的时候在书房，还有时候要去卫

生间，即人的活动区域在不同的时间段是要发生变化的，而现有的这些蓄能取暖器又不适

合在各个房间搬来搬去，即现有的相变蓄能取暖器虽然具有蓄能的功能但是在快速转移能

量方面却是不利的，而采用传统的水循环管路进行热的转移不但速度慢、设备复杂、需要的

循环时间长，花费额外的动力能源。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蓄能取暖装置，本蓄

能取暖装置可以方便蓄能，快速的实现对蓄能的转移。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  一种蓄能取暖装置，包括加热源、相

变蓄能器、相变蓄能介质、散热器，所述相变蓄能器包括保温箱体，所述散热器包括数个散

热箱体，所述相变蓄能介质为颗粒物，所述颗粒物具有封闭的弹性表层，弹性表层内包裹有

相变蓄能介质，所述颗粒物设置在数个散热箱体内，所述散热箱体内充有水，所述散热箱体

及保温箱体之间通过进、出水管路连通，所述管路上设置有颗粒物传送装置，所述管路上设

置有控制阀控制管路的连通与否；所述保温箱体的出水管与进水管之间串联连通自循环泵

及自循环水控制阀，所述循环泵及自循环水控制阀之间通过外部控制阀与散热箱体的出水

管联通，所述自循环水控制阀与保温箱体出水管之间与散热箱体的进水管连通，所述加热

源设置在循环泵与保温箱体进水管之间。

[0006]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在一定的水温下，所述颗粒物的密度与散热箱体内水的密度

相当，在水中处于悬浮状态，当水温升高到一定的温度时，颗粒物膨胀，颗粒物密度变小，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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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物在水中上浮，当水温降低到一定的温度时，颗粒物缩小，颗粒物密度变大，颗粒物在水

中下降，连通所述散热箱体的管路包括连通散热箱体上部空间的上管路及连通散热箱体下

部空间的下管路，所述颗粒物传送装置为设置在上管路及下管路上的输送泵；所述保温箱

体的出水管与进水管之间串联连通自循环泵及自循环水控制阀，所述循环泵及自循环水控

制阀之间通过外部控制阀与散热箱体的下管路联通，所述自循环水控制阀与保温箱体出水

管之间连通散热箱体的上管路。

[0007]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颗粒物内具有配重填充物。

[0008]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箱体之间管路上设置有过滤阀，所述过滤阀允许水通过而颗

粒物不能通过。

[0009]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散热箱体为圆柱形散热箱体，所述散热箱体内设置有同

轴的圆柱体，所述圆柱体中部同轴的设置有连通散热箱体上下两部分空间的颗粒物可通过

的中孔，所述圆柱体侧壁与散热箱体内壁之间留有颗粒物可通过的圆环腔。

[0010]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中孔内壁设置有加热装置。

[0011]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圆柱体的上端为锥形端，所述圆柱体的下端具有锥形的

内凹。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蓄能取暖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13] 本发明创造性的将相变蓄能介质设置在颗粒物内，使得可以快速的将大量的热能

转移到不同的空间，使得颗粒物的密度可随着温度的变化，从而有选择的将温度较高的颗

粒物输送到需要热量的空间，而将冷却下来的颗粒及时的排走，从而实现对需要热量空间

处的持续供热，通过设置过滤阀可以实现对每个散热箱体中的颗粒物的量的调节，从而使

得装置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更好，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成本低，不需要额外的循环水管路

设备。

附图说明

[0014] 在附图(其不一定是按比例绘制的)中，相似的附图标记可在不同的视图中描述相

似的部件。具有不同字母后缀的相似附图标记可表示相似部件的不同示例。附图以示例而

非限制的方式大体示出了本文中所讨论的各个实施例。

[0015] 图1是保温箱体的原理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装置的原理示意图；

[0017] 图3是颗粒物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外部控制阀1，循环泵2，加热部件3，进水管4，循环水控制阀5，出水管6,  第

二个端口7，  保温层8，  保温箱体9，颗粒物21,  弹性表层211，  石蜡液212，  散热箱体22， 

圆柱体23，  中孔231，  锥形端232，锥形的内凹233，  圆环腔24，  加热装置25，  上管路26， 

下管路27，  输送泵28，  控制阀29， 过滤阀30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以下实施方式并不限制权利要求书所涉及的发明。此外，实

施方式中说明的特征的所有组合未必是发明的解决方案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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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理解，所有的定向参考(例如，上方、下方、向上、上、向

下、下、顶部、底部、左、右、垂直、水平等)描述性地用于附图以有助于读者理解，且不表示 

(例如，对位置、方位或用途等)对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制。另外，术

语“基本上”可以是指条件、量、值或尺寸等的轻微不精确或轻微偏差，其中的一些在制造偏

差或容限范围内。

[0021] 实施例一

[0022] 如图1、2、3所示，与上述实施例不同的是，一种蓄能取暖装置，包括加热源、相变蓄

能器、相变蓄能介质、散热器，所述相变蓄能器包括具有保温层8的保温箱体9，所述散热器

包括数个散热箱体，所述相变蓄能介质为圆形颗粒物21，所述颗粒物具有封闭的弹性表层

211，例如导热性好的硅橡胶弹性膜。弹性表层内包裹有相变蓄能介质，例如相变储能石蜡

液212，所述颗粒物设置在数个散热箱体22内的水中，不同的散热箱体可设置在不同的房间

内。所述颗粒物内具有配重填充物，例如铁粉等，以便在一定的水温下，此时所述颗粒物的

密度与散热箱体内水的密度相当，在水中处于悬浮状态，当水温升高到一定的温度时，在热

胀冷缩原理的作用下，颗粒物膨胀，颗粒物密度变小，颗粒物在水中上浮，当水温降低到一

定的温度时，颗粒物缩小，颗粒物密度变大，颗粒物在水中下降。当然，该温度可通过对相变

蓄能介质的选择或配置进行灵活的设定，只要能够根据温度变化而热胀冷缩，浮沉变化就

可以。这里建议选择石蜡作为相变介质，因为石蜡的密度略小于水，加入适当的铁粉就能容

易的配置成与水密度相同，而石蜡在35至50度之间的热膨胀率近似线性的变化，并具有一

定的抗压力能力，使得颗粒的弹性表层不影响颗粒的膨胀。

[0023] 所述保温箱体9的出水管6与进水管4之间串联连通自循环泵及自循环水控制阀，

所述循环泵2及自循环水控制阀5之间通过外部控制阀1与散热箱体的下管路联通，所述自

循环水控制阀与保温箱体出水管之间连通散热箱体的上管路，所述出水管上具有两个端

口，第一个端口用于联通自循环水控制阀，第二个端口7用于联通散热箱体的上管路。

[0024] 在低电价时段内或白天利用太阳能，循环水控制阀打开，外部控制阀关闭，使得保

温箱体内的水及颗粒物通过循环水控制阀连通成回路，而不经过外部散热器循环散热，通

过加热部件将内部散热管中的水加热，循环泵将水管中的热水输送至箱体内，如此进行反

复，从而将箱体内的温度升高，储存热量。所述加热源为设置在循环泵与保温箱体进水管之

间的加热部件，所述加热部件3为盘绕在循环泵与进水管之间管体上的加热丝，电阻丝外包

裹绝缘保温层。

[0025] 放热过程为，循环水控制阀关闭，外部控制阀打开，加热部件关闭，散热箱体与保

温箱体联通，循环泵实现箱体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将热能传递给散热箱体到相应的空间

进行散热，当然保温箱体联通可以通过多个分支管路与不同的散热箱体联通，通过设置在

分支管路上的控制阀控制通断。

[0026] 所述散热箱体为圆柱形散热箱体，所述散热箱体内设置有同轴的圆柱体23，所述

圆柱体中部同轴的设置有连通散热箱体上下两部分空间的颗粒物可通过的中孔231，所述

圆柱体侧壁与散热箱体内壁之间留有颗粒物可通过的圆环腔24。所述中孔内壁设置有加热

装置25，例如成弹簧状盘绕的加热电阻。所述散热箱体之间通过管路连通，连通所述散热箱

体的管路包括连通散热箱体上部空间的上管路26及连通散热箱体下部空间的下管路27，所

述颗粒物传送装置为设置在上管路及下管路上的输送泵28。所述圆柱体的上端为锥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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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所述圆柱体的下端具有锥形的内凹233，以便颗粒物从中孔上升，而从外侧的圆环腔下

降，从而利于对颗粒物的加热及与散热箱体内壁的热交换，便于上下管路对上下部分颗粒

物的转移，更有利于对散热箱体内个部位的颗粒物进行快速的加热。所述管路上设置有控

制阀29控制管路的连通与否，所述控制阀最好为具有良好隔热的阀。所述上下管路上均设

置有过滤阀30，所述过滤阀允许水通过而颗粒物不能通过，以便于实现对不同散热箱体中

颗粒物量的调节，例如将下管路关闭而上管路打开，可以使得加热后的颗粒物不断的进入

到散热箱体而不能从下管路排出。

[0027] 还可在上下管路上设置加热电阻丝，以便提供辅助的加热。

[0028]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一些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

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发明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

是与本发明精神相违背的。说明书及附图中所示的装置及方法中的动作、步骤等执行顺序，

只要没有特别明示顺序的限定，只要前面处理的输出并不用在后面的处理中，则可以任意

顺序实现。为描述方便起见而使用“首先”、“接着”等的说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依照这样的顺

序实施。

[0029]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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