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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器的制冷制热基本原理

•  空调器的制冷零部件介绍

• 制冷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 制冷系统案例分析与讨论

• 家用空调方案设计及常用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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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流体，指特定温度作为起点时物质所含的热量。1标准大气

压，0℃的焓值为0.焓随流体的状态、温度和压力等参数变化，当
对流体加热或加给外功时，焓就增大；反之，流体被冷却或蒸汽
膨胀向外作功，焓就减少。

是一个导出的热力状态参数，当制冷剂吸收热量时，熵值必须

增加，反之放热时，熵值减少；熵值的变化，可以判断制冷剂与
外界之间热流的变化。

指流体通过狭小截面时压力降低，不作外功，而且节流前后

一定距离处的速度不变的过程。如果制冷剂通过的电子膨胀阀，
由于冷媒流速较大，通过阀门截面的时间短，冷媒基本来不及与
外界进行热交换，这种情况当作绝热节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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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饱和状态中，液态和气态两相共存。但当饱和温度继

续升高，到达某一温度时，物质的液相和气相的区别就会消失，
这时液相不再存在，此时对应状态点为临界点。

显热是指物体被加热或冷却时只有温度变化而无相变

（或形态变化）时所得到或放出的热量；潜热是指物体相变而温
度不变时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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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制冷运行时，来自室内机蒸发器的低压低温制冷
剂气体被压缩机吸入压缩成高压高温气体，排入室外机冷
凝器，通过轴流风扇的作用，与室外的空气进行热交换而
成为中温高压的制冷剂液体，经过毛细管的节流降压、降
温后进入蒸发器，在室内机的风扇作用下，与室内需调节
的空气进行热交换而成为低压低温的制冷剂气体，如此周
而复始地循环而达到制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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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器

低温低压液态

室内侧
低

压

侧 低温低压气态

压

缩

机

冷凝器
毛

细

管

高温高压液态

室外侧

高
压

侧

高温高压气态

空调制冷原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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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压缩蒸气制冷循环

单位制冷量：q0=h1-h6

单位冷凝热量：qk=h2-h5
单位消耗功：w=h2-h1`

制冷系数：EER=q0/w
A：压缩机    B：冷凝器

C：节流机构    D：蒸发器

单级压缩蒸气制冷机的流程图与lgP-h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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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进行制热运行时，电磁四通换向阀动作，使制
冷剂按照制冷过程的逆过程进行循环。制冷剂在室内机
换热器中放出热量，在室外机换热器中吸收热量，进行
热泵制热循环，从而达到制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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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 排气温度 回气温度 各流路温差 冷凝器中部温
度

蒸发器中部温
度

标准制冷 85℃ ~97℃ 6℃ ~15℃ 

0℃ ~4℃ 

48℃ ~52℃ 7℃ ~9℃ 

标准制热 75℃ ~97℃ -3℃ ~1℃ -1℃ ~1℃ 42℃ ~50℃ 

室内机进出口温差最佳值：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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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冷系统正常低压在0.39～0.59MPa之间；制冷系统正常高压
在1.57～2.16MPa之间。

（2）空调器出风口温度应为12℃～15℃之间，空调器进出风口温度
差应在10℃左右。

     注：以上参数与室内或室外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

（3）全封闭活塞旋转式压缩机外壳温度在80℃左右。

全封闭涡旋式压缩机外壳温度在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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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低压管温度一般在12℃左右，正常时低压管应结露但不能结霜，
如结霜说明系统缺氟或堵塞。

（5）压缩机排气管温度一般在80℃～90℃之间，如温度过低，说
明系统缺氟或堵塞；如温度过高，说明系统内有空气或压缩机机
械故障。

（6）可根据吸气管结露情况来加氟，氟未加够时，吸气管会出现结
霜现象，当压缩机储液罐上半部结露时，说明此时加氟量基本适
中（具体以低压标准压力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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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冷系统正常低压应在0.29～0.39MPa之间，制冷系统正常
高压应在1.47～2.16MPa之间。

（2）冬季加氟时，制冷系统低压以不超过0.39MPa为好。

（3）热泵型空调器出风口温度应在32℃～40℃之间，进出风口温
度差应大于15℃。

注：以上参数与室内或室外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检修时要具体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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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热型空调器出风口温度一般应在30℃～45℃之间，其进出
风口温度差应大于15℃以上。

（5）压缩机外壳温度应比制冷状态下低10℃左右。

（6）冬季加氟时，应将空调器置于制冷状态下，最好采用定量加注，
如条件不允许，可通过测量系统高压来加氟，其高压一般不超过
1.76MPa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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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蒸发器的低温保护---若连续3分钟T2≤2 ℃ ，则压缩机、室
外风机关；当T2≥ 8 ℃ 时，退出保护；

（2）冷凝器的高温保护—若连续3秒钟T3 ≥ 62℃ ，则压缩机、室
外风机关；当T3≤48 ℃ 时，退出保护

（3） 当T1≤TS－2时，压缩机及外风机关；当T1≥TS时，压缩机
及外风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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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冷风保护—在压缩机开后5分钟内防冷风功能有效，T2 ≥ 
25℃ 时，开低风， T2 ≥ 32℃ 时开高风， T2≤20 ℃ 时停风
机；

（2）蒸发器高温保护—当T2 ≥ 56℃ 时，停室外风机，当T2 ≥ 
62℃，停压缩机和室外风机；当 T2≤50℃ 时，恢复正常。

（3）当T1≤TS+4时，压缩机和外风机开；当T1≥TS+6时，压缩机
和外风机关。压缩机每次启动之后，先无条件运行7分钟，之后才

进行6.2.1中的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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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缩机正常运行时间超过5分钟则四次计数清零。

℃ 时，系统出现保护，当排气温度恢复到
90℃ 时，系统恢复正常；

（5）相序保护

（6）缺相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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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电流检测板组件

  (2134540413)

去室内侧

去排气温控器 去排气管 去回气管

排气温控保
护开关线组

高压保护
开关线组

低压保护
开关线组

CN303

室外机对接信号线 (RoHS)
(224454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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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接低压

去排气温控器 去排气管

排气温控保
护开关线组

高压保护
开关线组

CN303

室外机对接信号线(RoHS)
(2204870005)

CN306

低压保护
开关线组

去回气管

低压保护开关连接线
  (2244542604)

室外电流检测板组件
  (2134540414)

去室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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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机(旋转式、涡旋式、活塞式)
 
 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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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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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缩机不动作，且发出“嗡嗡”声

原因：异物入，曲轴、活塞、气缸等运动部件卡死；高低压侧的压力
不平衡；电机烧损；电压过低（单相低于187V，三相低于
323V）；压缩机缺油或过负荷运行，机械部件严磨；机油劣化，
机械部件严磨；低温制热时，压缩机附近温度过低（低于-
15℃）；压缩机电容损坏或衰减

         定转子间隙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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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缩机可以动作，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停止运行（排气压力低） 
原因：压缩机吸入液体；冷凝器故障；保护器动作；管道阻力大；

（3）压缩机可以动作，但因电流逐渐增加而停机（排气压力高）

原因：保护器动作；吸气压力过高；压缩机的机械部分受到损伤；

（4）压缩机运转电流大

原因：两器故障；制冷系统堵塞；过载运行（冷媒量、电压）；风机
马达转速（电容衰减、风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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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1）压缩机启动时，3至5分钟内，由于系统不稳定，会有声音偏大
现象； 

    
（2）管道振动声、马达和风叶声、钣金共振声；

（3）系统内有空气混入时，会有气流声；  
   
（4）系统内有杂质或铜屑时，会发生金属撞击阀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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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转子间隙不良；     
  
(6)阀片与泵体间隙过小；       

 (7)泵磨损、压痕、螺钉损伤、阀片与活塞撞击、储液罐异声；         

(8)缺少冷冻机油；        

(9)液态冷媒进入压缩机，产生液压缩；          

(10)当声音比正常高出许多或持续有异声时，可判为压缩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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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1）压缩机本身原因：阀片间隙大、卡死（转子式）；曲轴断，无

转动；弹簧断；压缩机缺油、阀片磨耗过量；

           （2）外部原因：异物进入压缩机气缸；四通阀串气；缺冷媒；三
相电源，电源反相会造成压缩机反转；水分超标，产生冰堵现象 ；

原因：电机烧损，绕组开路、短路或与外壳击穿；氧化皮等异物附着在压缩
机内部的接线端子上，使得绝缘不良；接线端子位置有杂质或水分，使
得端子对地绝缘不良。主、副绕组接错，导致副绕组烧坏，阻值下降；

环境湿气太重或有化学气体及灰尘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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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系统其他部件（主要是电机、电控）工作是否正常；定子烧损（线圈

短路、过负荷、缺相运行、冷媒泄漏、泵磨损引起的烧损）；冷媒充注量
过多会造成功率高；系统是否有可能堵塞情况，导致高压过高，低压过低
的情况发生；电容是否正常；环境温度过高； 

原因：大电流使保护器产生不可恢复的熔断；环境恶劣，电源不良，长期高
温过负荷的情况使得保护器太过频繁地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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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维修空调的过程中，陆续出现了有关压缩机爆炸的事故。其

维修操作过程，基本上是，在未连接室内机的情况下，将室外机进行抽真空处理，
并在通电运行的情况下对室外机进行冷媒充注，但因系统低压侧存在泄露而吸入空
气，从而导致了压缩机爆炸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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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缩机爆炸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必要条件：

a.系统高压侧堵塞（压缩机运行时产生异常高温、高压）

b.吸入空气压缩（助燃气体进入）

c.压缩机运行

(2)爆炸的原因分析：

             压缩机吸入较多的空气，空气经气缸压缩，进入壳体，在
排气侧有堵塞的情况下会短时间内导致压缩机壳体内异常高温、
高压，使得矿质冷冻机油汽化；压缩机壳体内的冷冻机油、空气
混合物在高温高压条件导致自燃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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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调查在日本、泰国、台湾及中国内地都曾经发生过因空气运行
而发生爆炸的事例。

(2)空气运行发生环节多为商件检完毕回收冷媒时（因高压侧截止阀
关闭，低压侧快速接头泄漏造成）或在对空调系统和压缩机进行
故障调查、维修时（因排气侧焊都或高压阀关闭，吸气侧吸入大
量空气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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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规范 隐患

严禁使用焊枪割管，应使用割管机切割； 可能引起火灾；容易产生氧化皮堵塞系统

必须在系统冷媒完全排空才可以更换压缩机； 可能引起冻伤事故以及压缩机油大量喷出

绝对禁止使用压缩机抽真空； 烧损压缩机电机

绝对禁止压缩机空气运行； 可能引起系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

严禁短接各种压缩机保护；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户问题，引起压缩机损坏

更换压缩机后应按照规定清洗系统 引起杂质进入新压缩机，导致新换上压缩机损坏

压缩机和系统的管口不能长时间敞开，压缩机吸排气管
管口胶塞在拔除10分钟内应保证系统焊接完成，防
止空气水分和杂志进入系统；

影响制冷效果，并有可能损坏压缩机

压缩机管口焊接时特别注意火焰方向不能对着接线座，
绝对禁止火焰喷到接线座，造成接线座玻璃体融化
或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和腐蚀生锈；

接线座玻璃体熔化，接线座绝缘涂层被破坏，导致压缩
机可靠性下降

不允许以任何原因添加冷冻机油； 添加的油并不一定适用原压缩机

安装维修过程中必须避免异物杂质进入系统； 影响制冷效果，并有可能损坏压缩机

尽量更换与原配压缩机同型号压缩机，如实在无法满足
要求，应该选择与原配压缩机能力相差在5％以内
的同电源、同类型压缩机代替

制冷制热效果差，新换压缩机容易损坏

更换压缩机，必须保证附近连接线不会与铜管相碰，间
距较小的位置最好用在铜管上包上保温管后再用束
紧带将连接线扎在铜管上，胶脚与垫片距离0.5—
2.0mm，铜管之间的距离5mm以上，铜管与钣金距离
10mm以上；

铜管与连接线相碰可能会导致安全事故，铜管相碰容易
导致泄漏，并损坏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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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器分为风冷和水冷两种，家用空调器采用的是风冷冷凝器；

图中的冷凝器是由长U管和铝箔串成的风冷串片式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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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漏：包括焊口漏以及内漏

2、堵：局部节流与噪音

3、异味：新机异味与旧机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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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作用：强化冷凝器、蒸发器的作用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径向进风,通过旋转形成一定
的风压，并通过径向排出的一种送风零件；叶片
面积小而数量较多；出风量均匀，噪音小；通常
用在分体挂壁室内机；

轴向进风，通过旋转形成一
定的风压，并通过径向排出的一种送风零件；叶
片面积小而数量较多；出风量均匀，噪音小；通
常用在柜机室内机； 

轴向进风，通过旋转形成一
定的风压，并通过轴向排出的一种送风零件；叶
片面积大而数量少，噪音相对略大；通常用在分
体挂壁、落地室外机。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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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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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直接观察或者用手轻轻拨动风轮风叶，
检查叶片是否有断裂、发白、装配松动等可直接判定
更换或维修；

当空调器开机运行时
风声异常刺耳，风轮风叶发出晃动声、整机震动大，
无出风或者风量过小等可能是风轮风叶质量问题造成，
可考虑进行更换或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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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流机构（毛细管、膨胀阀）
 

节流装置有毛细管、电子膨胀阀、热力
膨胀阀；

1、常规机大部分用毛细管，部分变频机
用电子膨胀阀；

2、毛细管以内径和长度形状来控制冷媒
流量，从而提供压差；

3、毛细管标称如下：
∮2.5×1.5×1000mm；

4、毛细管还具有分流、旁通、回油、压
力传递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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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作用：控制冷媒流向，达到制冷、制热转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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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磁线圈损坏，先导阀不起作用；

（2） 四通阀内阀滑被系统内部的赃物（氧化皮、杂物、劣化油脂）等卡
住或粘住，一部分可用木棒或胶棒轻击四通阀阀体解决；

（3）阀体受外力冲击损坏（阀体凹）造成滑阀不能换向，从外观可判断；

（4）由于系统内部的液击使阀滑导向架断裂、端盖损坏变形，无法换向；
特别注意使用大金和三洋涡旋压缩机时产生液击的比例较大；

（5）四通阀内部间隙过大，阀座焊接时轻微烧坏泄漏量超标，造成串气，
使滑阀两端压力平衡，无法推动滑阀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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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统压力带来四通阀主滑块破碎，导致主滑块不能换向；

（7）先导阀内腔脏堵，导致先导阀不能工作；

（8）因系统原因，开机时主滑块就处在阀体中间，通电时两端压差
无法建立起来，导致不能换向；这种故障有一部分通过敲击阀体
和加充冷媒可以解决；

（9）系统有慢漏，冷媒较少，不能建立换向需要的压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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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四通阀使用前四个管口应是用塑料塞塞紧,防止杂志进入四通阀
内;焊接前注意观看四通阀滑块位置在四通阀主阀体内部构造图的
左边,如果在中间或在右边,轻敲阀体,将阀块敲到左边;

2、四通阀在烧焊前必须取下先导阀的线圈，以免焊接过程不当而烧
坏线圈;

3、在焊下四通阀前，必须用湿布将四通阀包住，并将四通阀组件整
个焊下，注意焊接时火焰的方向，不允许火焰对阀体进行加热;

4、将组件中的四通阀用湿布包住，为了控制四通阀组件管路件之间
相对角度，可以采取拆下一根管路件重新装新阀焊接好后，再拆
换其它管路件方法。更换过程中应保证新旧四通阀内部不被烧坏，
确保新阀的焊接质量和旧阀退返后的分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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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焊接时要充氮保护，以免产生氧化皮；

n 焊接时要用湿布包住四通阀的主阀体和
先导阀，防止烧坏四通阀 n 更换时要将整个四通阀组件焊下来更换四

通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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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R22相比，R410A系统有一个显著的优势：蒸发器的热传递
高35%，冷凝器的热传递高5%，而R407C和R134a的热传递系
数均低于R22

（2）其循环工作压力比HCFC-22约高57%，单位容积制冷量比
HCFC-22约大43%，制冷系数比HCFC-22约小7.7%，其余参数
与HCFC-22基本接近。

（3）同等质量流量下，R410A的压降比较小，使其可以使用比R22
或其他制冷剂更小的管路和阀门，从而可以降低材料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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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R410A相匹配的系统较之R22的系统，可以采用较小体积
的冷凝器和蒸发器，成本更低，而且最高可达30%的制冷剂充注
减少量。制冷剂充注量的减少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还能提高
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5）由于压缩机在在压缩过程中的损耗更低，蒸发器和冷凝器具有
更强的热传递性，整个系统内的压降更小，所以在相同冷量，相
同冷凝温度的系统中，R410A系统的能效比（COP）比R22系
统高出6%。高效的热传递和更小的压降使其在相同的运转条件下，
冷凝温度更低，蒸发温度更高，这使压缩机在耗电更少，效率比
更高的情况下，获得一个更好的运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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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操作中如有冷媒泄漏，请及时进行通风换气，如果冷媒泄漏在
室内，一旦与电风扇、取暖炉、电炉等器具发出的电火花接触，将会
形成有毒气体。

（2）在进行安装、移动空调时，请不要将R-410A冷媒以外的空气混入
空调的冷媒循环管路中。如果混入空气等气体，将导致冷媒循环管路
高压异常，造成循环管路破裂、裂纹的主要原因。

（3）请不要与其他的冷媒、冷冻机油进行混合。

（4）由于R-410A的压力比较高，所以将配管、工具等作为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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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于R-410A是一种模拟共沸混合冷媒，在添加冷媒时，使用
液体方式添加。（使用气体方式添加时，冷媒的组成成分会发生
变化，导致空调的性能也发生变化）

（6）使用R-410A冷媒的家用空调，压力比传统的R-22冷媒的空
调要大的多，所以，在选择材料方面，一定要与R-410A相适应。

     

关于铜管的壁厚:
按照以下的要求选择R-410A允许使用的铜管壁厚：市场中买到壁

厚为0.7mm的铜管，绝对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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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管外径 铜管壁厚要求

6.35 0.80

9.52 0.80

12.7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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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解决办法

外机安装位置不当，造成外机散热不良 移机

室外风机转速太慢，造成空调器室外机散热不良 
适当加大室外机风机电容，以加大风量 

空调器换热部件过脏，造成系统散热不良 清洗室外机冷凝器，以保证散热效果

空调系统缺少量雪种 给系统补充适量雪种（增加的量原则是：当室外
温度在35℃左右时，以低压端压力不大于
0.55MP以及电流值维持在铭牌额定电流左右为
准），以保证系统冷凝压力正常 

用户电源电压过低 用户自己协调解决

其他原因 1.单冷机可以减短毛细管100mm左右，以降低
系统压力比

2.如果压缩机用的是外置式保护器，可以在外置
式保护器与压缩机结合处加一垫片，以降低

保护器里面感温件的灵敏度。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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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因分析：

（1） 过滤器、冷凝器及蒸发器上的灰尘污物过多或堵塞；

（2） 空调房间太大或热源太多；

（3） 安装位置不当、安装位置过低或前有障碍物；

（4） 空调房间的门窗开启频繁；

（5） 阳光直射室外机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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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外温度超过35℃时，空调器实际制冷量低于铭牌上的制冷量；

（7） 室内、外机组出风或进风口有遮挡物，影响热交换；

（8） 风速设定不当；

（9） 冷媒泄漏；

（10）管路阀门未开足；

（11）室内外机阀的连接管保温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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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细管局部堵塞；

（13）四通阀故障；

（14）压缩机故障；

（15）设定温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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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方法

（1） 清洗有关零件；

（2） 调换大制冷的空调器或减少房间的热源；

（3） 选择新的安装地点或调整高度，移去障碍物；

（4） 关好门窗，做好房间密封，可做双层窗，加窗帘、门帘；

（5） 装置遮阳棚或调歪室外机组的安装位置；

（6）在气温较高的地方，应选购制冷量大的空调器来使用； 

（7） 消除遮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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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大风速；

（9） 查出漏源，补充冷媒；

（10）开足阀门；

（11）加强连接管的保温；

（12）更换毛细管；

（13）更换四通阀；

（14）更换压缩机；

（15）调低设定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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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因分析：

（1） 过滤器、冷凝器及蒸发器上的灰尘污物过多或堵塞；

（2） 空调房间太大或冷源太多；

（3） 安装位置不当、安装位置过低或前有障碍物；

（4） 空调房间的门窗开启频繁；

（5） 室外温度过低、室外热交换器结霜，换热器效果差；

（6） 室外温度低于7℃时，空调器实际制热量低于铭牌上的制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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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内、外机组出风或进风口有遮挡物，影响热交换；

（8） 风速设定不当；

（9） 冷媒泄漏；

（10）管路阀门未开足；

（11）室内外机阀的连接管保温不定；

（12）毛细管局部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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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四通阀故障；

（14）压缩机故障；

（15）设定温度太低；

（16）室外机单向阀泄漏；

（17）除霜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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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方法：

（1） 洗有关零件；

（2） 换较大型号的空调器或增加其他辅助热源；

（3） 选择新的安装地点或调歪高度，移去障碍物；

（4） 关好门窗，做好房间密封，可做双层窗，加窗帘、门帘；

（5） 配辅助加热器；

（6） 在气温较高的地方，应选购制冷量大的空调器来使用；

（7） 消除遮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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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大风速；

（9） 查出漏源，补充冷媒；

（10）开足阀门；

（11）加强连接管的保温；

（12）更换毛细管；

（13）更换四通阀；

（14）更换压缩机；

（15）调高设定温度；

（16）更换；

（17）插紧感温包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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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某空调器稳定运行时，测量风速后计算得到循环风量为L＝
1200m3/h。回风的干球温度27℃，湿球温度19.5℃；送风的
干球温度为18℃，湿球温度13.5℃，求制冷量?

 解：  (1)由i-d图查得i1＝55.6kJ／kg，i2＝37.6kJ／kg
          (2)焓差Δi＝i1—i2＝18kJ／kg
          (3)送风质量  G=ρL=1.2×1200＝1440(kg／h)；
          (4)空调器的制冷量  Q=G(i1-i2)＝1440×(55.6—37.6)

＝25920(K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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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制冷状态下剪短毛细管的目的---提高蒸发压力—使蒸发器的冷媒不
完全蒸发—降低过热度—降低排气温度—解决过热跳停

不妥当：剪短毛细管后，对于冷暖机，制热时会导致什么后果？
分析：制热状态冷媒反向流动毛细管被剪短—冷凝器内的蒸发压力升高—蒸

发温度升高（但室外温度较低限制）--蒸发不完全—制热效果受到影响。

结论：毛细管的匹配都是经过严格试验，测试条件包括标准工况以及恶劣工
况，但是当市场出现的工况是超恶劣（特别是安装条件限制），单冷机可
以采用剪短毛细管100mm左右解决，但是冷暖机绝对不可以（包括剪短
主毛细管或辅助毛细管都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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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制冷效果不佳，蒸发器结冰，系统压力偏低

分析：从制冷原理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压力与饱和温度的关系：蒸发压力越低—蒸发温度将越低

系统缺冷媒---系统压力降低—蒸发压力降低—蒸发温度降低—附着
在蒸发器表面的冷凝水更容易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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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KFR-71LW/DY-N(E5),制冷效果差，机器能正常开启，室内机滤
网、两器都很干净，但是制冷效果不良。

检查：室内外风机电容正常，电压220V，电流13.5A，低压压力4公斤，
无加长管，压缩机运行正常，管路没有任何节流现象。

运行：20分钟后，电流增加至16A，压力下降到3.0公斤，制冷效果差。

分析：从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流变大，压力下降，基本可以判断系统堵或者
有局部节流的现象，仔细检查管路件查看是否有局部结霜处。

结果：经检查，在连接有分配器的毛细管处发现有结霜的现象，加热，问题
不解决，排除脏堵；焊开，发现分配器有细微焊堵，由油泥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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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新装柜机，装机时间为1个月左右，出现频繁跳停。

检查：该机器装在屋顶，散热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新装机也不至于因为
散热效果不是最佳出现跳停，应该着手系统检修。

运行：测系统压力，发现表压不稳定，压缩机过热，出现跳停。

分析：作为新装机，表压不稳，首先考虑排空不完全，重新排空装氟，
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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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COP）=Q/W）

具有比较低的温压饱和区，蒸发潜热大的化学制剂。别名：雪种、冷媒等。
常见有：R12、R22、R134a、R407C、R410A etc。

压缩机曲轴运转一周从汽缸排出的制冷剂气体容积，一般以cc为单位。常
见为理论排气量。

冷凝器出口（节流前）液态制冷剂与饱和液体的温度差。

蒸发器出口（吸气前）气态制冷剂与饱和气体的温度差。

制冷时，室内温度27℃，室外温度为35℃
制热时，室内温度20℃，室外温度为7℃

室内侧蒸发机组的循环风量，其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空调器在新风门

完全关闭的情况下，单位时间内向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送入的风量——每小时流
过蒸发器的风量。

空调器在运行时的杂声，其单位为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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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冷量的计算：

   空调房间所需冷量与房间用途、房间朝向、所处楼层以及房间面积等
因素有关。一般用单位面积负荷乘以房间面积进行计算。单位面积耗冷量
我们可以取以下经验值150—220W。

         

         加热时所需能量为冷却时的1.2—1.4倍，故选择冷暖机时，请以制
热量为主计算。

         

         建议选择能力稍大于计算值。   

         

         选择错时，会出现开停机频繁或难于达到设定温度的情况，请考虑
周到，正确选择。

         

         空调器的匹数与其制冷量（瓦）的对应关系可理解为：标准1匹＝
25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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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空调场所 单位面积耗冷量（W/m2）

普通房间 116—150

客厅、饭厅 145—174

小型办公室 145—168

一般办公室 174—186

理发室 220—348

博物馆、图书馆 145—174

珠宝店、服装店 162—203

百货商场 174—220

银行大厦 168—197

会议室、茶座 348—441

幽雅餐馆 191—220

戏院、电影院（每人计） 279—299

房内电器设备（以W计） 1．0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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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最佳温度与相对湿度

场所 温度（℃） 相对湿度（%）

夏
天

住宅、病院、学校 25-27 50-60

银行、小卖部 26-27 50-60

剧院、会堂 26-27 50-60

冬
天

住宅、病院、学校 20-24 40-50

银行、小卖部 22-23 40-50

剧院、会堂 22-23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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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姚配安

yaopa@midea.com.cn
0757-2633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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