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逆卡诺循环 P504

wq  /0 )( 4100 ssTq 

)( 41 ssTq kk  0qqw k 

)/( 00 TTT k 

 kTT /0 冷热源温度 K

41 / ss 状态点 1和 4的比熵 kJ/kg·K

0q -面积 14ba1 kq -面积 23ba2

∑w-12341

湿蒸气区逆卡诺循环(理想循环)P504

410 hhq 

32 hhqk 

)()( 4312 hhhhwww ec 

)]()/[()( 431241 hhhhhh 

4321 hhhh 状态 1 2 3 4的焓 kJ/Kg

cw -消耗功，面积 123041

ew -获得膨胀功，面积 3043

∑w-面积 1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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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热温差的制冷循环 P505

)]()/[()( 0000 TTTTTT kk  有传热温差时制冷系数总小于逆卡诺循环的制冷系数，其减小的程度一般

称为温差损失， 0T 和 T 越大，则温差损失越大

膨胀阀代替膨胀机理论理论循环 P506

410 hhq 

12 hhw 

)/()( 1241 hhhh 

与理想循环比：

制冷量减少-面积 44´b´b4
膨胀功减少-面积 034´0

干压缩代替湿压缩 P506

410 hhq  12 hhw 

)/()( 1241 hhhh 

制冷量增加-面积 a11´a´a
耗功量增加-面积 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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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压缩式制冷理论循环的热力计算

P507 410 hhq 
1

41

1

0

v
hh

v
qqv




0

0

q
M R




v
RR q
vMV 0
1




32 hhqk 

)( 32 hhMqM RkRk 

12 hhwth  )( 12 hhMP Rth 

)/()(// 124100 hhhhwqP ththth  

 /thR 

thk P 0 或 thk wqq  0

0q -单位质量制冷量 kJ/Kg vq -单位容积制冷量 kJ/m3

1v -压缩机吸气比容，即压缩机入口气态制冷剂的比容 m3/kg

RM -制冷剂质量流量 kg/s RV -体积流量 m3/s

0 -制冷量 kJ/s或 kw kq -冷凝器单位质量换热量 kJ/Kg

k -冷凝器热负荷 kJ/s或 kw thw -压缩机单位质量耗功量 kJ/Kg

thP -压缩机理论耗功率 kJ/s或 kw th -理论制冷系数

R -制冷效率

平衡检验

过冷冷循环 P508

)/()]()[(/)( 12444100 hhhhhhwqq c 过冷

)/()( 120 hhtC crx  

制冷量增加-面积 a44´ba

0 无过冷的饱和循环制冷系数

xC 制冷剂液体在 kT 和 crT  之间[即 1/2（ kT + crT  ）]的平均比热

kJ/K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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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热循环 P509

)/()( 00 cc wwqq 

)/()( 12124441 hhhhhhhh 

)/()( 121241 hhhhhh 

1144 hhhh 

制冷量增加-面积 44´b´b4
压缩机耗功量增加-面积 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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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节流、中间完全冷却的双级压缩制冷

)/( 8101 hhmR  

)()()( 632751321 hhmhhmhhm RRR 

)/()]()[( 63753212 hhhhhhmm RR 

低、高级压缩机理论耗功率

)( 1211 hhmP Rth 

)( 342 hhmP Rth 

21 ththth PPP 

理论制冷系数

)/(/ 2100 thththth PPP  

P512
Kw=kg/s×kJ/Kg
适用于氨双级制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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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节流、中间不完全冷却的双级压缩制冷

33213221 )( hmhmmhmhm RRRRR 

)/( 9001 hhmR  

)()( 751632 hhmhhm RR 

低、高级压缩机理论耗功率

)()( 3412121 hhmhhmPPP RRththth 

理论制冷系数

)/(/ 2100 thththth PPP  

P513

适用于 R22、R134a等制冷系统

此循环一般增设回热器，使流出蒸发器的制冷剂蒸气由 t0升到 t1

低压级压缩机吸气过热度取 20～50℃，循环中 t7比 t6高 5～8℃

按制冷系数最大为原则确定中间压力 36.04.0 0  ttt k佳

P514

按高低压压缩机的压缩比相等为原则
0ppp k 

P514

热泵循环

制热系数 P514

1/)(/ 0   PPPhh

)11(0
h

h 
  )11(0 

 h

公式成立条件必须是工况（冷凝、蒸发温度、再冷度、过热度）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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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卡诺循环制热系数 P514 )/(1 0TTT kkchc   最大

空气调节器中压缩机向蒸发器提供的

实际冷量
09.09.0 kQQQ k  W

活塞式 10437.0
0 72.1/ t

k neQQk 

Qk－压缩机在空调工况下的制冷量W
Q0－标准工况(t1=30℃，tz=-15℃下的制冷量)W

制冷剂 P517 2m+2=n+p+q+r 饱和碳氢化合物 CmH2m+2 卤代烃 CmHnFpClqBrr
活塞式制冷压缩机理论输气量 P540 SnZDVh

2

240


 m³/s
气缸气缸直径 D（m）、活塞行程 S（m）、气缸数 Z、曲轴转数 n（r/min）

滚动转子式压缩机理论输气量 P540 LZrRnVh )(
60

22 


cm³/s
气缸半径 R（cm）、转子半径 r（cm）、气缸轴向厚度 L（cm）、压缩机转

速 n（r/min）、气缸数 Z
双螺杆式制冷压缩机理论输气量 P540 LnDCCV nh 0

2

60
1

 m³/s
主动转子公称直径 D0（m）、转子长度 L（m）、面积利用系数 Cn、扭角

系数 Cφ、主动转子转速 n（r/min）
单螺杆式制冷压缩机理论输气量 P540

60
2 ZnV

V p
h  m³/s

星轮封闭时的最大基元容积 Vp、转子齿数 Z、转子转速 n（r/min）

涡旋式制冷压缩机理论输气量 P540
)12)(2(

30
1






 NPHPnV hhh m³/s
涡旋体高度 H（m）、涡旋体壁厚δ（m）、基圆半径 a（m）、涡旋节距 Ph=2πa
（m）、

小室数 N、回转角θ﹡
（rad）、转速 n（r/min）

容积效率 P540

ltpv
h

R
v V

V
 

实际输气量 VR、理论输气量 Vh
余隙系数、节流系数、预热系数、气密系数：λv、λp、λt、λl

中小型活塞式压缩机容积效率 P541
]1)[(085.094.0

1

1

2  m
v p

p


C约为 0.04、转数等于或大于 720 r/min、
氨多变指数 m=1.28；R22，m=1.18

相对余隙容积 P541
gc VVC / 余隙容积 Vc、气缸工作容积 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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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压缩机工作能力，P542
制冷量 Kw

vhvhvR qVhhvVhhM   ))(/()( 512510

制热量 Kw

)()()( 135143 hhMhhMhhM RRRh 

inh fP 0

MR－制冷剂单位单位质量流量，kg/s

1h 蒸发器出口制冷剂的比焓，kJ/Kg；

5h 蒸发器进口制冷剂的比焓，kJ/Kg

v 制冷压缩机的容积效率；，

hV 制冷压缩机的理论输气量，m3/s

2v 制冷压缩机入口气态制冷剂的比容，m3/Ｋg

3h 制冷压缩机出口气态制冷剂的比焓，kJ/Kg

4h 冷凝器出口液态制冷剂的比焓，kJ/Kg

inP 压缩机配用电机的输入功率，Kw

f 输入功率转化为制热量的系数，小型压缩机 0.75，良好的大型压缩机

0.9，不计散热 1
制冷压缩机耗功率 P543

i

hv

i

th
RiRi v

hhVw
MwMP




 1

23 )( 


/ ( ) / ( )
/

i th i R th R i

th i

P P M w M w
w w

  



0
0 bt
T
T

k



开启式制冷压缩机配用电动机的功率 Kw

dePP /)15.110.1( 

dm

i

d

e PP



dmi

thP



dmi

hv

v
hhV




1

23 )( 


thiein PPPP 

iw 单位质量制冷剂的实际耗功率，kJ/Kg

thw 单位质量制冷剂的理论耗功率，kJ/Kg

2h 制冷压缩机气缸入口处气态制冷剂的比焓，kJ/Kg

b－氨取 0.001；R22 取 0.0025

iP 指示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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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hhwth 

iRi hhMP /)( 23 

3 2

1

/

/

e i m i m

v h
th i m

i m

P P P P
V h hP
v







  


 

eim PP /

stheeemithin PPPP  /// 

edmi

hv

e v
hhVP



 1

23 )(
)15.110.1(




emis  

eP 轴功率，Kw

mP 摩擦功率，Kw

thP 理论功率，Kw

i 指示效率

m 摩擦效率

e 轴效率

s 绝热效率

d 传动效率，直联 1，三角皮带 0.90－0.95 0 电动机效率

制冷性能系数 COP P544
开启式 mithePCOP   /0

封 闭 式

edmith

edmi
th

in P
PCOP










 0
0 /

0

w/w或 Kw/Kw

制热性能系数 P544
开启式 ehh PCOP /

w/w或 Kw/Kw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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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 inhh PCOP /

蒸汽压缩式部分负荷综合性能系数

(IPLV)
70Kw以上的机组应配置容量卸载机构

美国标准 P426

DCBAIPLV %1.10%1.46%5.41%3.2 

DCBAIPLV 12.045.042.001.0 

A－10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w/w，冷却水进水温度 30℃
B－7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w/w，冷却水进水温度 26℃
C－5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w/w，冷却水进水温度 23℃
D－2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w/w，冷却水进水温度 19℃

冷水机组的噪声 P553
3lg20

0
0 

r
rLL dB

L0－距机组 1m、距地面 1.5m处的噪声值，dB

风冷热泵机组冬季制热量 P553
21kqkh  Kw

q－产品样本中的瞬时制热量（室外空气干球温度 7℃，湿球温度 6℃
k1－使用地区室外空调计算干球温度的修正系数

k2－机组化霜修正系数，每小时化霜一次 0.9，二次 0.8

冷却水泵扬程 P562
)(1.1 0HHHHHH smdfP  MPa

Hｆ、Hｄ－冷却水管路系统总的沿程阻力和局部阻力MPa
Hm－冷凝器冷却水侧阻力MPa
Hｓ－冷却塔中水的提升高度（从塔底部水池到喷淋器的高差 m）×0.0098
H0－冷却塔布水器喷头的喷雾压力MPa，引风式 0.02-0.05 MPa水喷射式

0.08-0.15 MPa

冷凝温度

冷却水量

水冷 84
2

21 


 ww tt
t ℃

风冷 t=tk+15 ℃

tc
Q

ttc
QG

ww 





2.1
)(

2.1

12

kg/s

tw1、tw2－冷却水进、出水温度℃；

tk－夏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Q－压缩机的实际制冷量 KW；

⊿t－冷却水温升，卧式冷凝器 4-8℃，进水温度高取下限、冷凝器水行程

数少取下限。

冷却塔的冷却能力 P565

开式冷却水补水量 P566
开式冷却水系统的补水量包括：蒸发损

)(MEDAHKQ ac  kJ/h

2
1ln

21





MED

Ka－冷却塔填料部分的总焓移动系数；

H－填料层高度，m
MED－对数平均比焓差，kJ/kg
iw1、iw2－对应于 Tw1、tw2饱和空气的比焓，kJ/kg
is1、is2－对应于 Ts1、ts2饱和空气的比焓，kJ/kg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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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飘逸损失，排污损失和泄露损失，

当选用逆流式冷却塔或横流式冷却塔

时，空调冷却水的补水量应为：电制冷

1.2-1.6%，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1.4-1.8%。

211 sw ii  122 sw ii 

 )/()/(1 AGAWCK a 

冷却塔的实际冷却能力=实际 MEDs/样本

MEDy

tw1、tw2－冷却水进出口的水温，℃；

ts1、ts2－室外空气进出口的湿球温度，℃

W－冷却塔水量，kg/h；
G－冷却塔风量，kg/h
α、β－系数分别为 0.45和 0.60
A－冷却塔断面积，m²；
C1－P566表 4.4-9

★吸收式制冷

氨-水工质对 P571
溴化理-水工质对 OHNH

NH

mm
m

23

3


 kg/ kg

OHLiBr

LiBr

mm
m

2


 kg/ kg

溴化理-水工质对 P571

OHLiBr

LiBr

mm
m

2


 kg/ kg

吸收式制冷机的热力系数 P571

g


 0 0 －制冷量； g 消耗的热量

最大热力系数 P571

热力完善度

ccegeg TTTTTT   )(/)( 00max

max/ d

Tg－发生器中热媒温度； T0－蒸发器中被冷却物温度（可取进出水平均

温度）；Te－环境温度（可取冷却水进出水平均温度）

c 逆卡诺循环制冷系数； c 正卡诺循环制冷系数

水溶液的沸点与同压力下水的沸点成

正比 P572
BtAt  A、B－系数，为浓度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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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式制冷 P571-574 m1=m2=m3

w 3

07 

s 4

m3=m7+m4

447733  mmm 

fmmmm
ws

s
77

34

74
73 














循环分倍率
ws

s

m
m

f






7

3

放气范围 ws  

s 浓溶液浓度

w 稀溶液浓度

放气范围大，溶液循环倍率小，运行经济性好，但溴化锂-水溶液浓度大，

易产生结晶，因此，放气范围和溶液的循环倍率很重要，溴化锂吸收式制

冷的四大性能指标为热力系数，热力完善度，放气范围和溶液循环倍率。

P571
单效型 蒸发冷吸 QQQQ 

双效型 0 0 (1 1 )k gQ Q Q Q    

吸收式机组名义制冷量、制热量 P578
)/(00 PCOP g   kw/kw

)/( PCOP ghh   kw/kw

g 名义加热源耗热量 kw

P－名义消耗电功率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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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冷平均法 P597

P
i

i nqnmqqQ 


max

24

1

dQkQ )1( 

Q－设备选用日总冷负荷 kWh； Qｄ－设备计算日总冷负荷 kWh
qi－i时刻空调冷负荷 kW； qmax－设计日最大小时冷负荷 kW
qp－设计日平均小时冷负荷 kW n－设计日空调运行小时数 h
m－平均负荷系数，宜取 0.7-0.8； k－制冷站设计日附加系数,5%-8%

蓄冷全负荷蓄冷 P597
蓄冷装置有效容量

cf
i

is qcnqQ 1

24

1




蓄冷装置名义容量 ss QQ 0

制冷机空调工况制冷量
f

i
c

c cn

q
q

1

24

1



部分负荷蓄冷 P597

蓄冷装置有效容量 cfs qcnQ 1

蓄冷装置名义容量 ss QQ 0

制冷机空调工况制冷量
f

i
c

c cnn

q
q

12

24

1







qi－建筑物逐时冷负荷

n1－夜间制冷机在制冰工况下运行的小时数

n2－白天制冷机在空调工况下运行小时数

ε－蓄冷装置的实际放大系数

cf－制冷机制冰时制冷能力的变化率即实际制冷量与空调工况制冷量的

比值，活塞 0.6-0.65；螺杆 0.64-0.7；离心（中压）0.62-0.66；离心（三

级）0.72-0.8

有限电时蓄冷装置有效容量 P598
maxmax is qQ 

)/( 1 fsc cnQq 

sQ 为满足限电要求所需蓄冷装置容量 kWh

max 所选蓄冷装置的最大小时取冷率

maxiq 限电时段空调系统的最大小时冷负荷 kW

cq 修正后的制冷机空调工况制冷量 kWh

水蓄冷贮槽容积 P598

t
PQ

V s




163.1
m³

Qs－设计日所需蓄冷量 kWh
P－容积率 1.08-1.3，分层型及容量大的右取低限，其余形式及容量小的

取高限;  蓄冷效率 0.8-0.85; t 蓄冷槽可利用的进出水温差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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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蓄冷稳流器 P598

水蓄冷稳流器进口的 Re

5.01
3

]
)(

/[
a

aigh
qFr


 



一般 Fr<2，取 Fr=1

Re=q/v

Fr－稳流器进口的 Fr数
q－稳流器有效单位长度的体积流量 m³/(ms); g－重力加速度 9.81m/s²
hi－稳流器最小进口高度 m，对下部稳流器进口高度是指其出水孔与槽底

的垂直距离，对上部是指其出水孔与液面的垂直距离

ρ1－进口水密度 kg/m³； ρa－周围水密度 kg/m³
v－进水的运动黏度 m²/s

蓄冰系统工程中泵的流量 P603 25%乙烯乙二醇溶液（工作温度-6～5℃）

)83.3/( tQL j  L/s

卤水泵 )2.4/( tQL j  L/s

Qj－输送冷量 kw
Δt－供回液温差℃

食品的比热容 P614 食品的温度在冻结点以上

3628.030.219.4 ssr XXc 

kJ/kg·K
食品的温度在冻结点以下水分冻结量

)1ln(
8765.01

105.1






tt

X
X

f

w
i

食品冻结后的比热容

wr Xc 256.1837.0  kJ/kgK

Xs－食品中固形物的质量分数%
Xi－食品中水分的冻结质量分数%
Xw－食品的含水率（质量分数）%
tf－食品的初始冻结点℃

t－食品冻结终了温度℃

食品的比焓 P614
取 t=-40℃时食品冻结状态的比焓

值作为计算零点，是一相对值

食品在初始冻结点以上的比焓 kJ/kg

)628.030.219.4)(( 3
ssff XXtthh 

h－食品在初始冻结点 tf以上的比焓 kJ/kg；Xs－食品中固形物的质量分

数%；hf－食品在初始冻结点 tf时的比焓 kJ/kg
t－食品的温度℃；tf－食品的初始冻结点℃

食品在初始冻结点以下 h－食品在初始冻结点 tf以上的比焓 kJ/kg
t－食品冻结终了温度℃

tr－食品中水分全部冻结时的参考温度（取-40℃）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15

]
)(

26.155.1)[( 0

tt
trXX

Xtth
f

fbw
sr




Pb XX 4.0

r0－水的冻结潜热，333.6 kJ/kg； Xw－食品的含水率（质量分数）%
Xb－食品中结合水的含量（质量分数）%
XP－食品中蛋白质的质量分数%

果蔬表面水蒸发所造成的失水量 P615 )( sg ppMm   kg/s β－蒸发系数 1/sPa； P616表 4.7-12 M－果蔬的质量 kg
pg－果蔬表面的水蒸气压 Pa； ps－果蔬周围空气的水蒸气压 Pa

食品冻结时间 P616
食品的冻结点按-1℃计算，冻结终了热

中心点的温度为-15℃

冻结终了不是-15℃时，从图 4.7-1 P616
中根据冻结终了温度查出修正系数 m

平板状食品

)3.5(
)1(7.10
)42.0105(

15 



 





c

c

t
tW

圆柱状

)0.3(
)1(3.6
)42.0105(

15 



 





c

c

t
tW

球状

)7.3(
)1(3.11
)42.0105(

15 



 





c

c

t
tW

δ－食品的厚度或半径 m
α－表面传热系数W/m²K；P617，表 4.7-13
λ－食品冻结后的热导率W/mK
W－食品的含水量 kg/m³
tc－冷却介质的温度℃

冷库计算吨位 P617 1000/ siVG  t
Vi－冷藏间或冰库的公称体积 m³
η－冷藏间或冰库的体积利用系数 P617，表 4.7-14 ；表 4.7-15
ρs－食品的计算密度 kg/m³P618，4.7-16

冷却间和冻结间冷加工能力 P618 吊挂式

)/24)(1000/( tmlm dd 

搁架排管式

)/24)(1000/( tmNm gg 

md－设有吊轨的冷却间、冻结间每日冷加工能力 t
l－吊轨有效长度 m； t－货物冷加工时间ｈ

m´d－吊轨单位长度净载货质量 kg/m，P618 表 4.7-17
mg－搁架式冻结间每日冷加工能力 t； m´g－每件食品的净质量 kg
N－搁架式冻结设备设计摆放冻结食品容器的件数

m´g－每件食品的净质量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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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结构蒸汽渗透量 P622
假定：

1、蒸汽渗透过程均以气态形式进行

2、蒸汽渗透过程均处于稳定状态

HPPP snsw /)(  g/（m²ｈ）

nw RRRRH  21

R=δ/μ
冷库蒸汽渗透阻的验算

)(6.10 snsw PPH 

Psw－围护结构高温侧空气的水蒸气的分压力 Pa
Psn－围护结构低温侧空气的水蒸气的分压力 Pa
H－围护结构隔热层各层材料的蒸汽渗透阻之和 m²hPa/g
Rw－围护结构外表面的蒸汽渗透阻 Pa，Rw =4m²hPa/g；
Rn－围护结构内表面的蒸汽渗透阻 Pa，8（当库内有强力通风装置时为 4）
δ－材料的厚度 m； μ－材料的蒸汽渗透率 g/（mhPa）
H0－围护结构隔热层高温侧各层材料（隔热层以外）的蒸汽渗透阻之和

m²hPa/g
冷库围护结构最小总热阻 P627 热惰性指标

 2211 SRSRD

最小总热阻

w
lg

dg bR
tt
tt

R



min m²℃/w

S－蓄热系数 w /m²℃
tg－围结构高温侧的气温℃

td－围结构低温侧的气温℃

tl－围护结构高温侧空气的露点温度℃

b－热阻修正系数，D≤4时 b =1.2；其他 b =1.0
Rw－围护结构外表面热阻 m²℃/w

隔热层层厚度 P规 718
)]11(1[

nwK 



  m

λ´－所采用隔热材料的导热系数 w /m℃

K－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w /m²℃
δ－各层建筑材料的厚度

λ－各层建筑材料的导热系数 w /m℃

αw、αn－墙或屋面的外、内表面放热系数 w /m
隔热材料设计热导率 P规 718 λ=λ´b w /m℃ λ´－正常条件下测定的热导率 w /m℃；

b－热导率修正系数 P规 718 表 4.4.4
围护结构热流量 P628 )(1 nw ttKA   W

K－围护结构传热系数 w/m²K； A－围护结构的传热面积 m²

α－围护结构两侧温差修正系数，P628 表 4.7-29

tw－围护结构外侧计算温度℃，P624

tn－围护结构内侧计算温度℃，P627表 4.7-34获
取
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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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间货物热流量 P631

注：

1、仅鲜水果、鲜蔬菜冷藏间计算

dc 22  和

2、如冻结过程中需加水时，应把水的

热流量加入

 dcba 22222 

2
)()()([

6.3
1 2121  





 m

t
cmB

t
hhm b

b

  )( mmz W

a2 食品热流量W； b2 包装材料和运载工具热流量W

c2 货物冷却时的呼吸热流量W； d2 货物冷藏时的呼吸热流量W

m－冷间的每日进货质量 kg，P631
h1－货物进入冷间初始温度时的比焓 kJ/kg
h2－货物在冷间内终止降温时的比焓 kJ/kg
t－货物冷却加工时间 h，冷藏间取 24，冷却间、冷冻间取设计冷加工时

间； bB 货物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质量系数 P632 表 4.8-1

bc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的比热容 kJ/kgK

1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进入冷间时的温度℃ P632 P632 表 4.8-2

2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在冷间内终止降温时的温度，宜为该冷间的设

计温度℃; zm 冷却物冷藏间的冷藏质量 kg

 货物冷却初始温度时单位质量的呼吸热流量 w/kg

 货物冷却终止温度时单位质量的呼吸热流量 w/kg

冷间通风换气热流量W P632
1、本条只适用于贮存有呼吸的食品

的冷间

2、有操作人员长期停留的冷间如加

工间、包装间等，应计算操作人员

需要新鲜空气的热流量 b3 ，其余

 ba 333 

)](30
24
)(

[
6.3
1

nwn
nnnw hhn

nVhh








a3 冷间换气热流量W

b3 操作人员需要的新鲜空气热流量W

hw－冷间外空气的比焓 kJ/kg
hn－冷间内空气的比焓 kJ/kg
n－每日换气次数可采用 2-3次 Vn－冷间内净体积 m³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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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间不计。 ρn－冷间内空气密度 kg/m³ nτ－操作人员数量

电动机运转热流量 P633 bPd  10004 W Pd－电动机额定功率 kw；
ζ－热转化系数，电动机在冷间内取 1，在冷间外取 0.75
b－电动机运转时间系数，对空气冷却器配用的电动机取 1，对冷间内其

他设备配用的电动机可按实际情况取值，如按每昼夜操作 8ｈ计，取

8/24
操作热流量W P633

 cba 5555 




 nMhhVnnA nnwnkk
dd 24

3
24

)(
6.3
1






a5 照明热流量W； b5 每扇门的开门热流量W

c5 操作人员热流量W；Ad－冷间地面面积 m²； kn 门樘数

d 每 m²地板面积照明热流量，冷却间、冻结间、冷藏间、冰库和冷间

内穿堂可取 2.3w/m²操作人员长时间停留的加工间、包装间等可取

4.7w/m²
nk－每日开门换气次数，可按图 4.8-1（P634）取值，对需经常开门的冷

间，每日开门换气次数可按实际情况采用

M－空气幕效率修正系数，可取 0.5；如不设空气幕时，应取 1

 每个操作人员产生的热流量W，冷间设计温度高于或等于-5℃时，

宜取 279W，冷间设计温度低于-5℃时，宜取 395℃
冷间冷却设备负荷 P634

冷却间、冻结间和货物不经冷却

而进入冷却物冷藏间的货物热流量系

数 P应取 1.3，其他冷间取 1

54321   Ps W Φ1－围护结构热流量W； Φ2－货物热流量W
Φ3－通风换气热流量W； Φ4－电动机运转热流量W
Φ5－操作热流量W； P－货物热流量系数

冷间机械负荷 P634 W RnnnnnJ )( 5544332211   n1－围护结构热流量的季节修正系数，宜取 1
n2－货物热流量折减系数 P634 表 4.8-3; n3－同期换气次数，宜取

0.5-1.0(“同时最大换气量与全库每日总换气量的比数”大时取大值)
n4－冷间用的电动机同期运转系数；P635 表 4.8-4
n5－冷间同期操作系数 P635 表 4.8-4获

取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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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制冷装置和管道等冷损耗补偿系数，直接冷却系统宜取 1，间接冷却

系统宜取 1.2
冷凝器热负荷 P641

iec P  KW

单级压缩 ec   KW

Φe－压缩机在计算工况下的制冷量 KW
Pi－压缩机在计算工况下的消耗功率 KW
Ψ－冷凝器负荷系数 P641图 4.8-3

冷凝器传热面积 P642

蒸发器传热面积 P644

lcmc qKA //   m²

qKA cmc //   m²

K冷凝器、蒸发器的传热系数 w/(m²K)

 m 冷凝器、蒸发器的对数平均温差℃

ql－冷凝器的热流密度 w/m²； q－蒸发器的热流密度 w/m²
冷凝器混合循环水冷却时，补充水量

P规 735
02

12

tt
tt

QQb 


 m³/h Q－冷却水量 m³/h

t1－冷却水进水温度℃； t2－冷却水出水温度℃

t0－补充水温度℃

中间冷却器的的直径 P规 728

Wx
V

Wx
Vdz



 0188.0

3600
4

 m
λ－氨压缩机高压级的输气系数，应按产品规定取值

V－氨压缩机高压级理论输气量 m³/h

Wx－中间冷却器内气体速度，不应大于 0.5m/s
中间冷却器蛇形管面积 P规 728

zz KA   / m²

zc

z

c
z













1

1

lg3.2
℃

Φz－中间冷却器蛇形管的热流量W

K－蛇形管的传热系数,应按产品规定取,无规定时取 465-580w/(m²℃)

 z 对数平均温差℃； θ1－冷凝温度℃； θz－中间冷却温度℃

θc－中间冷却器蛇形管的出液温度℃,应比中间冷却温度高 3-5℃
油分离器直径 P规 728

Wy
V

Wy
Vd y



 0188.0

3600
4

 m λ－氨压缩机的输气系数（双级压缩时取高压级的），应按产品规定取值

V－氨压缩机的理论输气量（双级压缩时取高压级的）m³/h获
取
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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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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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油分离器内气体速度，填料式取 0.3-0.5m/s,其他不应大于 0.8m/s
贮液器的体积 P646

ms qvV  )/(  m³

低压循环贮液器

1、上进下出

5.0/)6.0( hqqd VVV   m³

2、下进上出

7.0/)6.02.0( bbhqd VtVVV  m³

－贮液器的体积系数 P646 表 4.8-20

β－贮液器的氨液充满度，应取 70%
v－冷凝温度下饱和液体的比体积 m³/kg

 mq 制冷装置中每小时氨液的总循环量 kg/h

θq－冷却设备蒸发器的设计灌氨体积百分比%
Vq－冷却设备蒸发器的体积 m³；Vh－回气管体积 m³

qV 各冷间中，冷却设备灌氨量最大一间蒸发器的体积ｍ³

Vb－一台氨泵的体积流量 m³/h
tb－氨泵由启动到液体自系统返回低压循环贮液器时间，可采用 0.15-0.2 h

低压循环贮液器直径 P646

dddddd
d nW

V
nW

Vd




 0188.0

3600
4

 m

λ－氨压缩机的输气系数(双级压缩时取低压级的输气系数),应按产品规定

取值

V－氨压缩机的理论输气量(双级压缩时,取低压级的理论输气量) m³/h
Wd－低压循环贮液器内的气体速度,立式不应大于 0.5m/s，卧式不应大于

0.8m/s ; d 低压循环贮液器面积系数，立式取 1，卧式取 0.3

nd－低压循环贮液器气体进气口的个数，立式取 1，卧式取 1或 2（按实

际情况）

氨泵的体积流量 P647

zzxv Vqnq  m³/h

nx循环倍数,对负荷较稳定蒸发器较少、不易积油的蒸发器的下进上出供

液系统取 3-4 倍；负荷有波动、蒸发器组数较多、易积油的蒸发器

下进上出供液系统取 5-6 倍；上进下出液系统取 7-8倍

zq 氨泵所供同一蒸发温度的氨液蒸发量 kg/h

zV 蒸发温度下氨饱和液体的比体积 m³/kg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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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设备的传热面积 P648 )/( ssss KA   m² Φs－冷间冷却设备负荷W； Ks－冷却设备的传热系数ｗ/(ｍ²℃)

 s 冷间温度与冷却设备蒸发温度的计算温度差℃ P649

冷却设备的传热系数 P649
321 CCCKK  K′－P规 739； C1－P规 740； C2－规 740； C3－规 740

压缩机安全阀口径 P654 5.0
1 )( vqCd  mm qｖ－压缩机的排气量 m³/h

C1－计算系数，R717、R22制冷剂分别取 0.9、0.6
压力容器上安全阀口径 P654 5.0

2 )(DLCd  mm
D、L－压力容器的直径和长度ｍ

C2－计算系数，R717、R22制冷剂高压侧取 8；低压侧取 11
装配式冷库 P658 计算吨位

1000/ siVG  t

每天进货量

m＝0.1G kg
围护结构热流量

))(]([ 211 nwxcs ttAAA 

 W

货物耗冷量

)(
6.3
1

212   mC W

通风换气耗冷量

 ba 333 

)](30
24
)(

[
6.3
1

nwn
nnnw hhn

nVhh








Vi－冷藏间或冰库的公称体积 m³

η－冷藏间或冰库的体积利用系数 P617，表 4.7-14 ；表 4.7-15

ρs－食品的计算密度 kg/m³P618，4.7-16; C－货物的比热容 kJ/(kg℃)

θ1－货物进入冷库时的温度℃; θ2－冷库的设计温度℃

α1－冷库项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修正值,室内型为 1.0,室外型为 1.6

α2－冷库侧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修正值室内型为 1.0,室外型为 1.3

As－冷库顶围护结构的传热面积 m²; Ac－冷库侧围护结构的传热面积 m²

Ax－冷库地坪的传热面积 m²

λ－隔热材料的导热系数 w/(m²℃)； δ－隔热材料的厚度ｍ

tw－冷库围护结构外侧计算温度℃P624

tn－冷库围护结构内侧计算温度℃

a3 冷间换气热流量W ； b3 操作人员需要的新鲜空气热流量W

hw－冷间外空气的比焓 kJ/kg； hn－冷间内空气的比焓 kJ/kg获
取
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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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总制冷负荷 )(1.1 321   n－每日换气次数可采用 2-3次 Vn－冷间内净体积 m³

ρn－冷间内空气密度 kg/m³ nτ－操作人员数量

冷凝器传热系数 P661

21

1])()[(1
1












内

外

平

外

水垢油 d
d

d
d

K 2/)( 内外平 ddd 

管道和设备保温层厚度的确定，要

考虑经济上的合理性，但是，最小保温

厚度应使其外表面温度比最热月室外

空气的平均露点温度高 2℃左右，以保

证保温层外表面不结露。在计算保温层

厚度时，可忽略管壁导热热阻和管内表

面的对流换热热阻

设备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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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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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空气干球温度，以最热月室外空气平均温度计算，℃；

tf——管道或设备内介质的温度，℃；

ts——保温层的表面温度，比最热月室外空气的平均露点温度高 2℃；

αa——外表面的对流换热系数，一般取 5.8 W/(m2K)

λ——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W/(mK)

δ——保温层厚度，m；

do——管道的外径，m。

制冰池的日制冰能力 P规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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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冰块质量 kg； nb－冰桶数量； tj－结冰时间 h

C－系数，可取 0.53-0.6；制不透明冰时宜取小值

lb－冰块顶端横断面短边的长度 mm

θb－制冰池内盐水的平均温度，可取-10℃
制冰池内冷却设备传热面积 P规 732






K
mAb m² Φ－制冰原料水初温在 25-30℃时，每日生产 1t冰的热流量，取 7000W/t

m－制冰池每日制冰生产能力 t

K－冰池蒸发器传热系数，当冷却设备用 V 型蒸发器，而盐水流速在

0.70-0.75m/s ， 取 465-580w/(m² ℃ ) ； 采 用 螺 旋 管 蒸 发 器 时 取获
取
更
多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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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523w/(m²℃)

⊿θ－氨蒸发温度与盐水平均温度之差可取 5℃
采暖地区机械通风地面防冻加热负荷

P规 736

地面加加热层传入冷间的热流量

土壤传给地面加热层的热流量

土壤传热系数

机械通风送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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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计算修正值，当室外年平均气温小于 10℃时取 1；

等于 10-14℃时取 1.15

Φg－地面加热层传入冷间的热流量W

Φtu－土壤传给地面加热层的热流量W

tg－通风加热装置每日运行的时间，不小于 4h

Ad－冷间地面面积 m²； θr－地面加热层的温度℃；

θn－冷间内空气温度℃；

Kd－冷间地面传热系数 w/(m²℃)；

θtu－土壤温度℃；

Ktu－土壤传热系数 w/(m²℃)

δtu－土壤计算厚度，取 3.2m； λtu－土壤的热导率ｗ/(ｍ℃)

δi－n－加热层至土壤表面各层材料的厚度 m

λi－n－加热层至土壤表面各层材料的热导率ｗ/(ｍ℃)

Ck－空气比热容 kJ/kg℃； ρk－空气密度 kg/m³

θs－送风温度，取 10℃； θp－排风温度，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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