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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制冷压缩机及设备的选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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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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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器选型
计算

制冷压缩机
选型计算

冷却设备选
型计算

辅助设备选
型计算

节流装置选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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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制冷压缩机选型计算

• 选型原则

•主要工作参数确定

•选型计算

台数、系列、使用条件

蒸发温度、冷凝温度、吸气温度、过冷温度、
中间温度

单极制冷压缩机
双级制冷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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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冷压缩机选型原则

所选机器制冷
量大于或等于

机械负荷

选择台数合适

尽量同系列

压力比超过8或
10时选双级

注意在压缩机
的使用条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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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参数的确定

冷凝温度t k 蒸发温度t o

资料

B A

吸气温度t 1’
C

过冷温度t 4’
D

间接冷却系统：
比载冷剂温度低

5℃。
直接冷却系统：
比库房温度低
10℃左右。

可通过蒸发温度
确定

取决于冷凝器
的形式、冷却
方式和冷却介
质的温度。

单级氨系统：
比过冷器进水
温度高3℃。

  双级系统：比
中间温度高3～

5℃。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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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级压缩系统

中间压力和中间温度的确定 

1）比例中项计算法 

km ppp 0

2）经验公式计算法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双级压缩系统

3）经验查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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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级制冷压缩机选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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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压缩机选型计算

4、选型

3、计算

2、确定

1、汇总 各蒸发系统的机械负荷

确定工作参数

计算出所需的理论输气量

        根据厂家提供的技术参数
和性能曲线确定压缩机的型号、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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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压缩机的理论输气量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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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压缩机的标准工况制冷量选型 

压缩机的制冷量随运行工况变化而不同，为了以统一的
工况表示压缩机的制冷量，因此国家规定了标准工况 

压缩机产品样本中的制冷量为标准工况下的制冷量，而由
冷负荷计算所求得的机械负荷是设计工况下所需的制冷量，
因此，不能用机械负荷直接选取压缩机，而应把折算成标
准工况下的制冷量。 

j
vjj

vbb
b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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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压缩机性能曲线选型

压缩机厂对其制造的各种压
缩机都要在实验台上针对其
某种制冷剂和一定的工作转
速，测出不同工况下的制冷
量和轴功率，并据此作出压
缩机的性能曲线，附在产品
说明书中。在压缩机选型时，
先确定设计参数，然后根据
设计参数和压缩机性能曲线，
可确定压缩机的型号和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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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选型

确定设计工况下的 qr 
和λ的值。根据tz=-
10℃，t1=35℃，

查表、查图分别得
qr=2588.2kJ/m3，

λ=0.75。

已知： 某氨制冷系统，蒸发温度为-10℃，冷凝温度为35℃，
机械负荷Φj=185000W，试对制冷压缩机进行选型计算。

 

代入数据确定参数

将已知数据带入公式
Ｖ   

=3.6×185000/(0.75
×2588.2) m3/h 

=343.1m3/h

查得，一台6AW10型
制冷压缩机的理论
输气量为190.2 
m3/h，选两台
6AW10型制冷压缩
机可满足，即：
V=2×190.2m3/h=3
80.4m3/h

解： (1) 理论输气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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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在设计工况
下，8AS10压缩机制冷

量为125kW, 

折合成
6AW10压缩机制冷量

为93.75 kW

选2台制冷量为93.75×2 
=187.5kW，也满足计

算负荷的需要

(2) 性能曲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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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组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四、 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配组双级压缩机的选型，关键是确定双级压缩机在
设计工况下运行时的中间温度，前面提到的最佳中
间温度是在理想条件下求得的数值，故不能直接用
最佳中间温度确定制冷循环，而应根据高低压级压
缩机理论排气量之比用图解法求出中间温度。然后
根据确定高、低压级的理论输气量之比，由此再据
机械负荷选择高压级和低压级压缩机的型号和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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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组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四、 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1）根据设计工况的蒸发温度和冷凝温度按式（3-19）计
算得出的最佳中间温度，假定两个中间温度              、（一
般取          －5℃、            +5℃） ，在压焓图上作出制冷
循环的过程线，如图3-17所示，并分别查出两个不同中间
温度条件下相关的状态参数   

1mt 2mt
'

1 mm tt  '
2 mm tt 

（2）分别求出高低压级的输气系数 g d

（3）按表3-28的格式，分别求出两个中间温度下组成的
制冷循环计算项目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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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组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四、 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4）以中间温度为纵坐标，以压缩机的理论输气量之比为
横坐标作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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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组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四、 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5）根据最佳中间温度    ，在坐标图上找出相应的理论输
气量之比       。参照高低压级的输气量的大致范围，选择高
低压级压缩机，并使所选压缩机的理论输气量之比尽量与 
接近，然后按所选定的压缩机的理论输气量之比由坐标图
上查出相应的中间温度      ，这个中间温度是与所选压缩机
相配的最适中间温度。  

'
mt

'
'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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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组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四、 双级压缩机的选型计算

（6）通过试算求得中间温度后，结合冷凝温度和蒸发
温度作出实际制冷循环图，查出各有关参数进行热力
计算，以便验算所选压缩机在设计工况条件下的制冷
量。如制冷量大于系统的机械负荷，那么所选压缩机
满足设计要求。但若超过量太大，则应选较小制冷量
的压缩机重新核算。如压缩机在设计工况下的制冷量
小于系统的机械负荷，则必须重新选型，直至满足设
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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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选型计算实际更着重于配组双级机的选型计算。在

选用单机双级压缩机时，因为高低压缸的容积比，即两级

压缸的输气量之比已为确定的值，有时也可直接由产品样

本选型。因为我国生产的单机双级压缩机的产品样本上制

冷量的工况条件是：蒸发温度-30~-35 ℃，冷凝温度

35~40℃，设计工况条件一般不会超出此范围，所以在选

型时可省略繁琐的中间温度计算，直接根据系统的机械负

荷和设计工况以及选机原则，由产品样本确定所选机器的

型号和台数，一般可满足设计要求。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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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压缩机选型计算是以活塞式压缩机为原型来考虑的，

如果是螺杆式压缩机的选型，基本计算过程是一样的 

在选型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①单级螺杆式制冷压缩机的经济压缩比为 4.7~5.5, 在此范
围内经济性最佳。
②单级螺杆式制冷压缩机不宜用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低温工
况。
③蒸发温度在－20℃以下时，单级螺杆式压缩机的运行经
济性差。蒸发温度越低，效率越低，能耗越大，长期运行
会带来能源的过量消耗，并使压缩机过早损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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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优先选择带经济器的螺杆式压缩机。带经济器的螺杆
式压缩机有较宽的运转条件，单级压缩比大，比双级螺
杆式制冷系统容易控制，系统简单，占地面积小；与单
级螺杆式压缩机相比，优越性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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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冷凝器的选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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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冷凝器选型原则

空 气 式 冷 凝 器

水 源 比 较 紧 张 、

冷 藏 车

小 型 氟 利 昂 系 统

卧 式 冷 凝 器

用 于 水 量 充 足 ，

水 温 较 低 ，

水 质 较 好 的 地 区

蒸 发 式 冷 凝 器

设 备 费 和

维 修 费 最 高 ，

但 运 行 节 水 节 能 。

蒸发式冷凝器
缺水地区，
水质较差时
须进行处理

立 式 冷 凝 器

用 于 水 源 丰 富 ，

水 质 较 差 ，

水 温 较 高 地 区

冷 却 水 为

循 环 水 时 ，

立 、 卧 式

水 量 要 求 可 忽 略

淋 浇 式 冷 凝 器

空 气 湿 球 温 度 低 ，

水 源 不 足 或

水 质 较 差 地 区

      建库地区的水温、
水质、水量及气候条件
，机房布置，还要考虑
运行费用和一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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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冷凝负荷计算

    (1) 单级压缩制冷循环

冷凝器的负荷： 

6.3/)( 43 hhq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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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冷凝负荷计算

    (2) 双级压缩制冷循环

冷凝器的负荷： 

6.3/)( 65 hhqm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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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既有单级又有双级压缩的制冷循环，冷凝
负荷为单、双级压缩回路冷凝负荷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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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冷凝面积计算

F

k

m

k

qtK
A 







式中  A —— 冷凝器传热面积，单位为m2；
      Φk —— 冷凝负荷 ，单位为W；
      K —— 冷凝器传热系数，单位为W/（m2·℃）；
      qF —— 冷凝器热流密度，单位为W/m2；
      △tm —— 对数平均温度差，单位为℃。

2

1

12

lg3.2
sk

sk

ss
m

tt
tt

ttt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根据上述方法，求出冷凝器冷却面积后，即

可利用产品样本或说明书直接确定出冷凝器的型

号、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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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冷却设备是制冷系统中排管、冷风机和其他类型

蒸发器的总称，是制冷系统中产生冷效应的低压

换热设备。

v选型步骤：选择型式→计算冷却面积→确定具体

的型号和台（组）数。 

3.3.3 冷却设备的选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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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型式的选择

v冷却间、冻结间和冷却物冷藏间：应采用冷风机.

v冻结物冷藏间：宜选用冷风机；食品无良好包装时，可采用

顶排管、墙排管.

v根据不同食品的冻结工艺要求选用合适的冻结设备.

v包装间：室温高于-5℃时宜选用冷风机，低于-5℃时应选用

排管。

v冰库：光滑顶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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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冷却面积

    

式中    A  —— 冷却设备传热面积，单位为m2；
          Φs  —— 冷却设备负荷，单位为Ｗ；
          Ｋ —— 冷却设备传热系数，单位为W / （m2·℃）；
          △t —— 库房空气温度与蒸发温度之差，单位为℃。

tK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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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排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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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辅助设备选型计算

面积或体积 流速、直径

§     供液设备或贮
液器必须保证一
定面积或液位，
保证压缩机运行
安全。

§     气体分离设备
必须保证气体的
流速足够低。

中冷器

油分器

氨泵

排液桶

低压
循环桶

贮液器

氨液
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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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桶径和冷却面积选型。

用于双级压缩制冷系统，
冷却低压机排气，
将冷凝后的饱和液体过冷，
分离低压机排气所夹带的
润滑油及液滴。

1、中间冷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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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间冷却器桶径

式中  λ—— 高压机输气系数；

      V —— 高压机理论输气量，单位为m3/h； 

      W —— 中间冷却器内的气体流速，一般

             不大于0.5m/s；

      dZj —— 中间冷却器内径，单位为m。

 

w
λV

w
Vd  0188.0
π3600

4
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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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蛇形盘管冷却面积

式中  A —— 蛇形盘管所需的传热面积，单位为m2；

      ΦZj —— 蛇形盘管的热流量，单位为W；

      △td —— 蛇形盘管的对数平均温度差，

               单位为℃；

      K —— 蛇形盘管的传热系数。

dΔ tK
Φ

A


 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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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间冷却器选型

       根据计算求得的djz、A，从产品样本中选取

同时满足djz、A的中间冷却器的型号、台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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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桶径选型。

主要是确定油分离器的直
径，以保证制冷剂在油分
离器内的流速符合分油的
要求，达到良好的分油效
果。

2、油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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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y —— 油分离器的直径，单位为m；
      λ——压缩机输气系数，双级压缩时为高压级
            压缩机的；
      V ——压缩机理论输气量，单位为m3/h （双级压
            缩时为高压级压缩机的）;

      W ——油分离器内气体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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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液器以体积选型。

又称高压储液桶，用于储
存由冷凝器来的高压液体
制冷剂，以适应冷负荷变
化时制冷系统中所需制冷
剂循环量的变化，并起到
液封的作用。

3、高压贮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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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 储液器体积，单位为m3；

      ∑qm—— 制冷装置中每小时制冷剂液体的总循环量，
单位为kg；

      v —— 冷凝温度下液体的比体积，单位为m3/kg；

       —— 储液器的体积系数；

      β —— 储液器的液体充满度，宜取70%。

 mqvV



         大系统可选多台储液器并联使用，并联时最好选用相同型号的，
安装时贮液桶顶部水平。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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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液分离器有机房、库
房之分，均以桶径选型。

气液分离，防
止压缩机发生
液击现象。

4、氨液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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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房氨液分离器: 

式中 d —— 机房氨液分离器的直径，单位为m；

    λ—— 压缩机输气系数，双级压缩时为低压级压缩机；

    V —— 压缩机理论输气量，双级压缩时为低压级压缩         

             机，单位为m3/h；

    W —— 氨液分离器内气体流速，一般采用0.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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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桶径选型。

气液分离，防止压缩机发
生液击现象；
将蒸气分离，只让液氨进
入蒸发器；
保持一定的液位，利用高
差向蒸发器供液。

氨液分离器

 库房氨液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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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 库房氨液分离器直径，单位为m；
      v —— 蒸发温度相对应的饱和蒸气比体积，
             单位为ｍ3/kg；
      qm —— 通过氨液分离器的氨液量，单位为kg/h；
      w —— 氨液分离器内气体流速，一般采用0.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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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桶径和体积选型。

液泵供液系统的专用设备，
储存并给液泵提供低压液体，
对库房回气进行气液分离，
兼作排液桶。

5、低压循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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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d —— 低压循环桶的直径，单位为m；
      V —— 压缩机理论输气量，双级压缩时为
             低压级压缩机，单位为m3/h； 
      λ—— 压缩机输气系数，双级压缩同上；
      w —— 低压循环桶内气体流速；
      ξ—— 截面积系数；
      n —— 低压循环桶气体进气口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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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循环桶体积

1）上进下出式供液系统

式中  V ——低压循环桶体积，单位为m3；

      θq——冷却设备设计注氨量体积的百分比(%)；

      Vq——冷却设备的体积，单位为m3；

      Vh——回气管体积，单位为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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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下进上出式供液系统

式中  V
/

q —— 各冷间中冷却设备注氨量最大一间  

              蒸发器的总体积，单位为m3；

      qv —— 一台氨泵的流量，单位为m3/h；

      tb —— 氨泵由启动到液体自系统返回低压 

              循环桶的时间;

      Vh —— 回气管体积，单位为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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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氨泵

氨泵的选型应从流量、扬程、吸入压头三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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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流量      

式中  qv —— 氨泵的体积流量，
             单位为m3/h；
      nx —— 再循环倍数；
      qz —— 氨泵所供同一蒸发温度的氨液蒸发量， 
             单位为kg/h；
      vz —— 蒸发温度下饱和氨液的比体积，单位
             为m3/kg。 

zzxv vq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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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扬程

       氨泵的排出压力必须克服泵出口至蒸发器进

液口的沿程及局部阻力损失、泵中心至最高蒸发

器进液口的静压阻力损失、加速度阻力损失等。

       蒸发器节流阀前应维持足够的压力，以克服

蒸发器及回气管的阻力损失，并有一定裕量使多

余氨液顺利流回低压循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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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氨泵的吸入压头

 各种型式的氨泵根据自身的结构有各自的气

蚀余量。气蚀余量为泵不发生气蚀所必须的吸入

压头，称为净正吸入压头(NPSH)。NPSH是泵性能

中一个重要参数，数据由制造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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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体积选型，使其能容纳各冷间中排液
量最多的一间蒸发器的排液量。

    暂时存放蒸
发器冲霜和其他
设备的排液。

7、排液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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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积计算：

式中  V —— 排液桶体积，单位为m3；
      V1 —— 冷却设备制冷剂容量最大一间的冷却 
             设备的总体积，单位为m3；
      Φ —— 冷却设备灌氨量的百分比；
      Β —— 排液桶液体充满度，一般取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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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节流机构选型计算

      节流装置位于冷凝器（或储液器）和蒸发器之间，从

冷凝器来的高压制冷剂液体经节流阀后进入蒸发器中。

      节流装置起节流降压，调节制冷剂流量的作用。

      节流装置的选型主要以阀门的容量为依据，选型时考

虑阀前后压力差及其他因素，以制冷能力选定其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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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手动节流阀  

      选型时根据阀前后压力差、阀门所处制冷回路的制

冷量(稍大于实际制冷量，下同)，确定阀门的通径，选

择与之相对应的节流阀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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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浮球阀 

        用于具有自由液面的蒸发

器、中间冷却器和气液分离器

供液量的自动调节。

    浮球阀一般根据制冷系统

制冷量的大小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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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热力膨胀阀  

   普遍用于氟利昂制冷系统中。它能根据蒸发器出

口处制冷剂蒸发过热度的大小自动调节阀门的开度，

达到调节制冷剂供液量的目的，使制冷剂的流量与蒸

发器的负荷相匹配。

   热力膨胀阀适用于没有自由液面的蒸发器。选配

主要是根据制冷量大小、制冷剂种类、节流前后的压

力差、蒸发器管内制冷剂的流动阻力等因素，利用热

力膨胀阀性能参数表来确定膨胀阀的型式和规格型号，

应考虑20%～30%的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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