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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家用中央空调设计与使用
何富春

(江西省新余市体育中心
,

江西新余 3 3 6 5 0 0)

摘 要 : 简要介绍家用中央空调的特点
,

分析和 比较几种类型的家用中央空调系统
,

对家用中央空调设计及使用需注

意的问题提出 了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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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市场对空调的需求空间十分巨大
.

住宅空调逐渐向舒适美观
、

环保健康
、

高

效节能的家用中央空调发展
,

家用中央空调将成为我国未来空调产品的主流
.

1 家用中央空调的优点

( l) 技术先进
、

功能完善
.

空调房内空气分布合理
,

温度波动小
,

分布均匀
,

温差可精确至士 0 3 ℃
,

并能利

用户外新鲜空气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

人体舒适感好
.

( 2) 具有单台空调和传统中央空调的优势
.

家用中央空调质量

稳定
,

故障率低
,

安装方便
,

使用灵活
,

维护简单
.

同时在机组运行方式
、

结构
、

空气处理方法上与传统中央空

调类似
.

室内噪音低
,

一般可控制在 2 5d B一 sd B
.

不占房间使用面积
,

能与建筑物完美配合
.

(3 )弥补了单台空调

器和传统中央空调的不足
.

由于家用中央空调压缩机容量大
,

性能指数 (C O )P 显著提高
,

无室外挂机
,

不影响建

筑物外观及造成不安全隐患
.

无传统分体机连接管暴露
,

造成室内不雅观等
.

省去了传统中央空调的主机房
,

冷

却塔等设备
,

安装简便灵活
.

2 家用中央空调的结构

家用中央空调主要有三种类型
,

即风管系统
,

冷热水系统
,

制冷剂系统
.

( 1)风管系统 风管系统是以空气为输送介质
,

其原理与大型全空气中央空调系统的基本原理相同
.

它利用

主机集中产生冷热量
,

将室内的回风 (或回风与新风的混合 )集中进行空气处理
,

又可分为两类 : 分体式风管系

统和整体式风管系统
.

分体式风管系统由室外机
、

室内机组成
.

安装时两者由冷媒管连接
,

属于直接蒸发式系

统
.

室外机有单冷型和热泵型两种
,

可采用模块化设计
.

室内机是一个简单的空调箱
,

空调箱出风口处风压较

高
,

机外余压一般在80 P~a 1 50 aP
,

以供连接风管
,

使室内温度场和气流场保持均匀
.

可在空调箱后配置静压箱
,

以满足各种送风条件和建筑物的要求
,

亦可方便引入新风
,

提高室内空气品质
.

整体式风管系统的室外机包括

压缩机
、

冷凝器
、

蒸发器
、

离心风机
、

轴流风机
、

热力膨胀阀
、

四通阀(换向阀 )
、

除霜控制器等
,

室内机只有

风管和风口
,

无其他机械设备
.

风管系统的特点是初投资较小
,

便于引入新风
,

但风管占建筑空间较大
,

整体

式风管系统对空气的过滤能力差
,

所处理空气的烩降小
,

除湿能力不强
.

(2 )冷热水系统 以水为输送介质的空调系统
,

主要由风冷热泵机组
、

室内机
、

空调水管及附件组成
,

风冷热

泵机组内置小型压力膨胀水箱
,

循环水泵及自动补水阀
.

通过室外主机产出空调冷热水
,

在室内极通常为盘管风

枷冷热水与空气进行热交换
,

产生冷热风
,

从而消除室内空调负荷
.

该系统结构紧凑
,

安装方便
,

与风管系统比

占建筑空间少
,

容易配合装饰
,

风冷热泵机组采用微电脑全自动控制
,

操作简单
.

各房间独立控制
,

方便实用
,

节能性能好
.

该系统缺点是 : 难以引进新风
、

舒适性较差
、

集水盘内易集尘滋生细菌
,

且存在漏水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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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冷剂系统 (也称多联式空调系统) 输送介质为制冷剂
,

采用制冷剂变流量技术W RV )
,

室外机由制冷压

缩机
,

冷凝器和其它制冷附件构成
,

室内机由直接蒸发器和风机组成
.

一台室外机通过冷媒管路向若干个室内

机输送制冷剂
.

采用变频技术和电子膨胀阀控制压缩机冷媒循环量和进入室内各换热器的冷剂流量
,

适时满足

房间空调负荷要求
.

该系统优点
:
由于冷媒直接蒸发

,

能效比 ( E E )R 比较高
,

采用 V R V技术
,

比传统中央空调

节能 40 %以上
.

系统控制能力强
,

各个房间可独立调节
,

也可同时实现集中管理和单独控制
.

其缺点 : 对冷媒

管材
、

制造工艺
、

现场焊接等方面要求高
,

如冷媒管泄漏
,

很难查找漏点
,

不易维护
、

综合以上三大类型家用中央空调系统
,

笔者认为
,

各类空调各有自身特点
,

应视土程具体情况
,

经济
、

技术分

析比较
,

确定性价比高的空调工程方案
.

目前
,

笔者认为制冷剂(v VR 多联)家用中央空调系统适合住宅空调
.

随着

变频技术的发展及数码涡旋压缩机的应用
,

其性能稳定性将不断提高
,

价位逐步下降
,

市场占有份额会不断上升
.

3 家用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

施工及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 l) 室内机容量可适当放大
.

按照我国目前大多数人的空调使用习惯
,

希望开机后迅速达到空调效果
,

另考虑

到维护结构无隔热处理
,

冷热损大
,

应适当放大室内机的容量以保证空调效果
.

同时室内机可设调节装置
,

根据

需要调节风童
、

冷热量
.

(2 )室外主机容量可适当减少
.

按目前大多数家庭结构 (三口或五口之家 )的生活习惯
,

空

调末端不可能同时满负荷运行
.

当客厅
、

餐厅开空调时
,

卧室
、

书房几乎不可能全开
.

可视具体情况
,

适当降低

主机容量
,

以降低初投资运行费用
.

(3 )室内外机的安装位置要尽可能选定在安全和有利于发挥空调性能的固定位

置
.

室内外管尽量选择路径最短
.

管道安装应严密
、

不漏冷
、

不漏水
,

特别不能泄漏冷媒
,

连接管不能有折扁处
.

空

调水管
、

冷媒管的敷设应考虑尽量节省空间
.

(4 )冷凝水排放
,

管道保温要做好
.

家用中央空调系统的冷凝水排放

容易被忽视而造成潜在的漏水隐患
.

冷凝水宜独立竖管集中排放
,

水平管不宜过长
,

要十分注意冷凝水管刚度和

坡度的可靠性
.

风管
、

冷凝水管特别是空调水管和冷媒管
,

因其温度低
,

保温不好
,

外表易结露滴水
.

(5) 家用中

央空调在使用过程中应采用弱风送热
、

强风送冷
.

同时空调送风口要有足够的高度
,

否则就不能保证空气的有

效对流
.

在进
、

出风口处要避免有障碍物
,

除因其阻碍进风和出风
,

还会引起空调内机过热
,

导致空调损坏
.

4 结束语

家用中央空调目前在我国还处在市场导入期
,

系统设计还没有统一的规范
,

安装施工也没有统一标准
,

使

用与维护需进一步探索和积累实际经验
.

只有集精心设计
、

精心选材
、

精心施工
、

精心维护于一体
,

才能给用

户创造一个舒适的空调环境
,

全面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

使家用中央空调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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