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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冰箱制冷系统的检修
,

抽真空这一环节是

必不可少的
。

它直接影响到维修质量和维修效率
。

如果

真空度达不到要求
,

势必造成制冷系统发生冰堵现象
,

使冰箱不能正常制冷
。

所以
,

抽真空在整个制冷系统维

修过程中便显得特别重要
。

然而
,

真空度的确定是比较

难于把握的
,

对一般维修人员来说
,

往往只是通过真空

表的读数或抽空的时间 (一般是 2 小时 )去确定
。

笔者

认为
,

这种判断方法是片面的
,

不仅不准确
,

也浪费时

间
。
因为
,

真空表的读数或抽空的时间只不过是一个参

考而已
。

在此
,

笔者提出一种灵活的抽真空方法
,

就是

根据不同的检修对象采取不同的抽空形式
,

这种方法

无需真空泵
,

利用压缩机 自身就可以完成
。

一
、

制冷系统的故障分类

电冰箱制冷系统包括
:

压缩机
飞

冷凝器
、

过滤器
、

毛

细管
、

蒸发器等五大部件及连接各部件的管道
。

发生的

故障虽然形式多样
,

但是可以归纳为高压 (排气管至毛

细管 )和低压 (蒸发器至回气管 )两部分
。

无论是哪部分

故障
,

在检修中都要特别注意
,

在打开工艺管的时候
,

看看是否有残余制冷剂喷出 ! 因为这影响到下一步如

何实施抽真空
。

二
、

压机自身抽空法的实施

在实施之前
,

首先确定制冷系统故障是属于哪一

类
,

也就是说
,

要明确检修对象
。

1
.

高压部分渗漏
,

系统有残余制冷剂

检修步骤
:

在查漏补漏完成之后 (如果要更换制冷

管道
,

必须对新换上的管道预先作干燥处理 ), 将复合

表与制冷剂钢瓶接上
,

并用制冷剂气体排除复合表管

道中的空气
,

然后再将复合表与加液阀连接
。

这时候向

制冷系统充人压力 0
.

Z M aP 的制冷剂气体以进行重新

检漏
,

如果无泄漏
,

就把制冷剂放掉
。

然后焊开毛细管

与过滤器的接口
,

并将毛细管的端口焊死
。

接通电冰箱

电源
,

启动压缩机 (抽真空开始 ), 约 10 分钟之后
,

关闭

电源 (抽真空结束 ), 接着旋开制冷剂钢瓶阀门
,

再向系

统充人压力 0 05 M aP 的制冷剂气体
,

约 1分钟之后
,

用

毛细管剪刀剪开毛细管的封口
,

并将其与过滤器接上

焊好 (毛细管插进过滤器的长度要适中
,

以防止堵

塞 )o 然后
,

再向系统内充人压力 0
.

Z M aP 的制冷剂
,

以

对毛细管与过滤器接口检漏
,

如果无泄漏
,

就可以向制

冷系统充灌适量的制冷剂
,

试机至制冷工作正常为

止
。

2
.

高压部分渗漏
,

系统没有残余制冷剂

检修步骤同上
,

只是用压缩机本身抽真空的时间

要延长
,

约 15 分钟
。

.3 低压部分渗漏
,

系统有残余制冷剂

检修步骤同上
,

抽空时间约为 20 分钟
。

4
.

低压部分渗漏
,

系统没有残余制冷剂

分析
:

由于系统低压部分没有残余制冷剂
,

说明系

统的制冷剂已全部漏光
。

当压缩机运转时
,

低压侧为负

压
,

空气会从低压部分的漏点被吸进系统内
,

时间一

娜就会有水分存子冷冻机油之中
。

所以
,

抽空时就特

别注意
。

检修步骤
:

基本与上述一样
,

只是抽空时间一定要

足够长 〔夏天约 1 、 1
.

5 小时
,

冬天经 1 5
一 2 小时 )
,

直

至压缩机外壳发热烫手
,

将存于冷冻机油中的水份蒸

发终同时 ;还需要对制冷管道进行干燥处理
。

5
.

压缩机损坏
,

需更换压缩机

如果要换的不是新压缩机
,

就要先对冷冻机油进

行检查
,

看看其颜色是否变深
、

粘度是否变大
,

必要时

更换冷冻机油
。

在安装压缩机之前
,

先给压缩机接上电

源
,

让其独立运行
,

直至压缩机外壳烫手为止
。

目的是

把存子冷冻机油中的水份蒸发掉
。

经过这样处理之后
,

就可以安装了
。

至此
,

接下来的步骤与上述的相同
。

抽

真空时间约为 20 分钟
。

说明
:

对于维修对象 1
、
2

、
3
,

之所以抽空时间短
,

是

因为制冷系统内部干净
,

特别是一些使用时间不长又

从未检修过的冰箱
,

其制冷系统是比较干净的
。

如果处

理检修对象 1
,

只要每步的操作完善
,

甚至不用抽真空
,

在补漏完之后
,

向系统充人少量的制冷剂把系统内残

余的空气吹走
,

就可以直接向系统充灌适量制冷剂并

试机运行
。

之所以选择毛细管与过滤器接口作为这种

抽真空方法的切人点
,

而不同于通常选取的排气管接

氏 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

一是用制冷剂检漏
,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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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中意 BY D1 85 型电冰箱长时间运

行不停机
,

冷藏室温度较高
,

冷藏室后壁上

的水珠没有结冰迹象
。

但制冷效果良好
,

冷

冻室温度可达到
一

20 ℃
。

据用户反映出现

故障前也能停机但压缩机工作时间较长
,

只

是近一段时间出现压缩机不停机的现象
,

而

且从冰箱后部防露管处有水渗出
。

分析
:

从冰箱的制冷情况看
,

冷冻室可

达到 一 20 ℃
,

冷凝器的温度与正常冰箱相

似
,

压缩机的回气管有明显的制冷感觉
。

压

缩机启动时运转声音较大
,

运行几分钟后逐

渐转人正常声音
。

由上述情况判断系统内

{潜器姆
冷藏室内胆呈圆弧状

,

而小蒸发器的金属板

是平整的
,

只有四角与内胆接触
,

热传导的

面积均有间隙
。

这是因为冰箱出厂时两者

是用胶强制粘合为一体
,

运行几年后由于温

度的变化两者逐渐分离
,

破坏了原来的热传

导
,

导致温控器不能正常工作
,

造成压缩机

不停机的故障
。

由于两者之间有较大的间

隙
,

因而产生了大量的水分
,

必然从防露管

处渗水
。

排除
:

排除故障的方法多种多样
,

有的

将原蒸发器废弃在冷藏室内加装片式或管

式蒸发器
。

有的甚至大动干戈挖开后背进

行处理等等
。

这些做法都需放掉系统内的

制冷剂
,

修复后需重新发泡
。

上述修复方法

费力
、

费工
、

费时
,

而且会加大维修成本
,

给

顾客造成浪费
。

本人采用一种最有效的办

法进行处理
,

不用放掉系统内的制冷剂
,

也

不用发泡
,

省力
、

省时
、

省事
,

还可以降低维

修成本
。

首先故障判断要准确
,

把冷凝器固定螺

丝取下
,

使冷凝器轻轻向外倾斜约 45 几将倾

斜的冷凝器支撑牢固
,

防止下滑
,

避免冷凝

管变形破裂泄漏制冷剂
。

然后用电工刀在

冰箱后背冷藏室蒸发器相应位置挖 20
x
20

毫米的正方形孔
,

使蒸发器金属板露出
,

避

开系统管路
,

用 3 毫米钻头将金属板连同内

胆一起钻透 ;再用 3 毫米拉铆钉从冷藏室由

内向外拉铆固定
,

视情况可在不同位置多处

钻孔
,

达到内胆与蒸发器基本无间隙为目

的
。

最后找几块废旧发泡固体用刀割成大

于孑L 3
一 5 毫米的正方形体

,

长度可大于孔

的深度
,

用力推人孔内
,

使其与蒸发器紧密

吻合
,

外露多余部分用刀削平
,

用透明胶布

粘牢
,

装复冷凝器
,

修理完毕
。

本人用这种

维修方法修理了三台同型号同故障的冰箱
,

都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

抽空不干净的问题 ; 二是操作方便
,

因为过滤器周围空

间大
,

易于焊接
。

三
、

压机自身抽空法的实例
一

压机自身抽空法最大的好处是维修效率明显提

高
。

下面举例说明
。

机型
:

东芝 G R一加 7 E ( )G

故障现象
:

压缩机长期运转
,

但不制冷
〕

故障原因
:

冷凝管出口端 (冷凝器与过滤器连接的

一端 )锈烂
,

制冷剂泄漏
。

「

维修步骤
:

打开工艺管
,

待残余的制冷剂排完之

后
,

接上加液阀
,

焊好
。

在冷凝管出口端开一小窗
,

将锈

烂的冷凝管慢慢拉出至箱体的外部并将其割下
,

用一

小段小6 的紫铜管驳接上
,

焊好
。

这时候
,

把复合表与制

冷剂钢瓶连接好 (注意
:
必须先用制冷剂把复合表管道

中的空气排掉 )
,

向系统充加少量制冷札
,

制冷剂便从

冷凝器出口端以及过滤器中排出
。

待气体排完之后
,

再

将冷凝器出口端与过滤器接上并焊好
,

再向系统充人

压力为 0
.

Z M aP 制冷剂以进行重新检漏
,

确认无泄漏之

后
,

就可 以向系统充灌适量制冷剂
,

试机运行
。

整个维

修过程只需 45 分钟
。

从这个实例看到
,

因没有使用真空泵
,

给维修带来

方便
,

操作也简单
。

如果说这种方法有什么不足的话
,

那就是多用了一点制冷剂 (每台约 2 元 )
。

但总的来说

还是合算的
。

向系统充人一定压力的制冷剂
,

一方面
,

由于制冷剂的渗透性强
,

更加有利于检漏 ; 另一方面
,

制冷剂不但吸收了系统中的水份
,

而且与系统内剩余

的不凝性气体相结合
,

经抽空后可大大减少系统中所

含的不凝性气体
,

维修质量也会提高
。

实践证明
,

这种

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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