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西却科技2 0 0 7
·

”

多联机空调技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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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丈介绍了多联式空调机的工作特点
,

指 出了多联式空调机在我国使用的优势与适用场合
,

分析 了多联式空调机 目前尚存在

的问通与其应用及市场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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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官

多联式空调机也称家用中央空调VvR系统 (或简称为多

联机 )
,

是户用中央 空调 的 一 个类型
。

我 国标 准

GBT/ 18 83 7一 200 2对多联机作了以下的定义
:
一台或数台风

冷室外机可连接数台不同或相同型式容量的直接蒸发式室

内机构成单一制冷循环系统
,

它可以向一个或数个区域直

接提供处理后的空气
。

通过对制冷系统的优化设计和控制

方式的改善
,

多联式空调机可以精确地控制压缩机的制冷

剂循环量和进入室内各换热器的制冷剂流量
,

适时地满足

室内冷
、

热负荷的要求
。

2 多联机的工作特点

与传统中央空调相比
,

多联机既可单机单独控制
、

又

可群组控制
,

克服了传统中央空调只能整机运行
、

调节范

围有限
、

低负荷时运行效率不高的弊病 ; 而与水系统中央

空调相比
,

省去了主机房
、

冷却塔
、

水输配系统等设备
,

没有水管漏水隐患 ; 与空气系统 (管道机 )相比
,

则省去了

风管的安装
。

而且它一改传统中央空调操作复杂的面目
,

使操作变得十分简单
。

近年来
,

基于安装简便
、

使用灵活
、

运行节能等方面

的考虑
,

多联机式空调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多
。

尽管它与全

空气式空调系统和风机盘管十新风式系统相比存在固有的缺

陷
,

但其另外一些方面的可贵特性却能吸引众多用户的青

睐
。

3 多联机的变容t 润节技术

由于空调系统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部分负荷下工作的
,

因此采用变容量调节技术对空调系统的节能效果是比较显

著的
。

目前多联机采用的变容量调竹技术的方式主要有
:

变频技术
、

数码涡旋技术及能量控制技术
.

国内应用的多

联机的容量调节多以变频调节为主
。

3
.

1 变绷技术

空调变频技术主要有两种方式
:

交流变频技术与直流

变频技术
。

( l) 交流变频技术
。

交流变频技术是利用变频器
,

将

交流电源原有的 50 zH频率在15 ~ 120 Hz 之间变换
。

压缩

机的排气量与其转速成正比关系
,

改变频率即可改变压缩

机转速
,

其排气量也相应改变
,

从而达到变容量调节的目

的
。

( 2) 直流变频技术
。

直流变频压缩机采用直流无刷永

磁同步电机
,

转子由永磁材料组成
。

压缩机电机通过改变

输入频率
,

达到改变压缩机转速的目的
。

与交流变频压缩

机相比
,

直流变频压缩机使用的电机减少了二次铜损及涡

旋损失
,

效率比交流变频空调器高 1既以上
,

其技术更加先

进
,

但成本也更高
。

3
.

2 数码涡旋技术

数码涡旋压缩机由美国谷轮公司于 19 95 年成功研制
。

该技术的精华在于压缩机本身具有
“

轴向柔性
”

的特点
。

数码涡旋压缩机通过系统信号
,

控制电磁阀的动作和时间

来实现涡旋盘的动盘和静盘的轴向分离和径向滑动
,

改变
“

负载
”

和
“

卸载
”

的周期时间来实现变容量的调节
,

体

现数码功能
。

数码涡旋压缩机的运行范围可以从 10 % 到 10 0 %
。

由于

数码涡旋系统能比别的系统更快地对系统需求变化做出反

应
,

因此更节能
。

另外
,

因为涡旋盘的负载和卸载只是一

个简单的机械操作
,

这一独特的性能不仅使数码涡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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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
’ 应 用

不需要昂贵的电磁抑制电子装置
,

也增加了其可靠性和简

易性
。

3
.

3 能 t 控制技术

该压缩机拥有两个按相位差 18 0
“

旋转的双滚动转子
,

在两个气缸间有一个能量控制阀
,

可以控制压缩机送往室

内机的制冷剂流量
,

可以实现 10 0 %和 50 %的能量调节
。

通

过这种方式进行的能量调节
,

调节级数少
,

无法与变频技

术及数码涡旋技术相比
。

我国公共建筑普遍存在着30 % 草 50 % 的节能空间
,

而

空调节能是建筑节能的大头
。

因此
,

让中央空调实现大量

节能
,

正在成为公共建筑物和家庭住宅最为看重的节能途

径
。

4 多联机的技术优势

由于多联机空调集一拖多技术
、

智能控制技术
、

节能

技术和网络控制技术等多种高新技术于
一

身
,

能满足用户

对舒适性
、

方便性等多方面的要求
,

其技术优势主要体现

如下
:

( 1) 冷媒智能分配
、

节能
。

多联机基本上采用电子膨

胀阀作为节流元件
,

冷媒智能分配
,

使得各个末端分配的

制冷剂与实际需求相符
,

提高了整机效率
,

因此更节能
。

( 2) 投资少
,

控制灵活
。

与多台家用空调相比
,

投资

少
,

既可单机
、

又可群组控制
,

控制灵活方便
。

( 3) 占用空间少
,

室内机多样性
。

仅
一

台室外机可放

置于楼顶
,

其结构紧凑
、

美观
,

节省空间
。

采用的室内机可

选择各种规格
,

款式灵活
。

( 4) 长配管
、

高落差
、

安装方便
。

多联机可实现超长

配管 150 米安装
,

室内
、

外机落差可达50 米
,

两个室内机之

间的落差可达到 30 米
,

因此安装随意
、

方便
。

( 5) 可实现智能网络控制
。

可以通过多联机的网络终

端接日与计算机的网络相连
,

由计算机实行对空调运行的

远程控制
,

满足了现代信息社会对网络的追求
。

5 多联机目前面临的问.

对于面积较大系统
,

多联机存在以下儿方面问题
:
一

是多联机系统多使用 R4 l o a 制冷剂
,

安装技术要求较高
,

一

旦发生漏氟现象将很难检测到
,

除非全部拆掉重装
。

二是

多联机源于日本
,

国内厂家几乎个部是原样照搬
,

缺乏核

心技术的拥有
,

国内产品质量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地步
。

二是能耗 问题
。 一

方面
,

由于环境温度过低或管路过长而

带来的液体回流
,

液态制冷剂再闪发和回油困难等问题的

存在
,

需要增加一些辅助回路与附件
,

致使系统复杂
,

造

成过多能量消耗
,

降低了系统可靠性
。

另一方面
,

随着机

组容量增加
,

实现系统各部件的最优化匹配有难度
,

商用

多联机的 COP值呈 「降趋势
,

致使能耗增加
。

四是在己建的

多联机系统中
,

J七乎都没有设置新风系统
,

因此安装多联机

系统的用户室内空气品质基本无法保证
,

但如果增加新风

系统
,

势必增大机组的装机容量
。

另外
,

多联机的最高效率区足在3%0 一 50 %之间
。 `

.

1负

荷率偏离这个区域时
,

能效比就出现较大的 卜降
。

卜图是

某型号多联机的负荷特性曲线
。

由图可知
,

当负荷率在 43 % 左右时
,

其 COP邓
.

8
,

效

率最高
,

而随负荷率的逐渐增大
,

其COP值快速下降
,

当负

荷达到 10 0% 时
,

其COP值下降至 2
.

38
,

低于最低一 级 ( 五

级 ) 能效标准的分体空调 ( COP组
.

4 )
。

因此
,

多联机更适合于规模适中
、

房间数量较多
、

使

用时间差异人
、

个性化要求明显的 T
一

程
,

如别墅
、

办公楼
、

会议用房等而 且
,

多联机在系统布置时
,

应采用多分区
,

多机组的措施
,

减小单台机组的容最
,

以减小配管长度
。

` 多联机市场分析

中央空调的需求量正以60%一 70%的速度递增
。

在这
t

增

长数字中
,

多联机因其技术特性表现尤为突出
。

据统计
,

2 00 5 年度全国户式中央空调的总体容量约为 110 亿元
,

多

联机组全国的总体销售额约为65 亿儿左右
,

hlJ 江
、

浙
、

沪

地区多联机的总体市场容量将占到全国多联机 ltJ 场总容鼠

的4 5%左右
,

个年销售额将达到29 亿儿左石
。

多联机之所以口渐成为)
`

家及市场的首选
,

有 个被

公认的原因是多联机的种种优点都比较适合与日本居住条

件类似的中国国情
。

随着人们对商用多联机空调系统应川的增多和 市场竟

争的需要
,

近两年空调生产厂家又推出了容最更大
、

允许制

冷剂管更长的多联机系统
,

单机最大容量从 84 kw (30 匹 )

增加到 135 kw (4 8匹 )
,

制冷剂管长度从 120 m增加到 15 0m ,

允许连接室内机的台数也不断增加
,

而采用 多联机空调系

统的工程也从几千平方米发展到几万平方米
、

甚至儿十万

平方米
。

7 结束语

综
_

1几所述
,

虽然多联机空调系统并非像某此 ) 商所宜

传的那样适用 于任何建筑
,

但随着国家相关能效测定方法

标准的出台以及市场发展的需求
.

加上多联机应用技术的

研究发展
,

多联机空调系统无疑是比较适合十目前
,

!
,

国的

商
、

居状况的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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