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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双循环风冷冰箱短周期切换控制特性
张振亚，黄 东，冷永强

( 西安交通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西安 710049)

摘 要: 针对并联双循环风冷冰箱冷藏室、冷冻室不能同步降温，导致冷冻室回温时间长的问题，实验研究了开机后冷藏降温

过程中兼顾冷冻降温的“2 min 冷藏+1 min 冷冻”短周期切换控制特性． 结果表明: 开机后，停机时积聚在冷冻蒸发器中的制冷

剂逐渐向冷藏蒸发器迁移，前 6 个短周期内，迁移造成的冷藏蒸发器制冷量损失由 33．9%降至 5．2%，之后维持不变直至冷藏

运行结束． 冷冻室感温包温度前 6 个短周期内从－16．5 ℃降至－17．8 ℃，而之后 5 个短周期仅降低约 0．3 ℃ ． 采用短周期切换

控制，冷藏降温阶段可兼顾冷冻室降温，且在冷冻降温时间的缩短与冷藏运行时间的延长之间存在使压缩机运行时间最短的

最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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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air-cooled refrigerator with two parallel-evaporators
in the control of short-cycle switching

ZHANG Zhenya，HUANG Dong，LENG Yongqiang

(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For the two-circuit refrigerator with parallel evaporators，refrigerating cabinet and freezing cabinet could
not get cooling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will lead to the increase in compressor-on tim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mpressor shuts down as the counterpart cut-out temperature in the freezing cabinet is reached．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allel-evaporators refrigerator with short-cycle switching control were studied experimentally．
Ｒ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frigerant stored in the freezing-evaporator was immigrated gradually to refrigerating-
evaporator due to pumping action of compressor after a startup． The capacity loss of the refrigerating evaporator due
to the refrigerant migration decreased from 33． 9% to 5． 2%． In addition，the temperature of the freezer-sensor
decreased from －16．5 ℃ to －17．8 ℃ in the first six short-cycles，but only decreased by about 0．3 ℃ in the next
five short-cycles． The short-cycle switching control strategy can decrease the temperature in both refrigerating
cabinet and freezing cabinet． However，the refrigerating-run time will be extended at the same time． These two
factor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 considered to make the compressor-on time shortest．
Keywords: air-cooled refrigerator; parallel evaporators; short-cycle switching control; refrigerant migrati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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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冷藏蒸发器并联布置的双循环制冷系统

风冷冰箱，因冷藏蒸发器较高的蒸发温度可减小其

不可逆损失而具有较大的节能潜力． 相关的节能技

术，如制冷系统匹配［1－4］，制冷剂迁移［5－7］，蒸发器的
结霜、除霜特性［8－13］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随着变频技术的广泛运用，冰箱制冷系统与运行控

制策略的匹配［14－16］也已成为影响冰箱性能的主要

因素之一． 并联双循环风冷冰箱压缩机的启、停一

般由冷冻室感温包设定的温度控制，开机后先给冷

藏降温，由冷藏室感温包设定温度控制冷藏 /冷冻运

行的切换． 由于冷藏降温阶段不能对冷冻室进行降

温，导致冷冻室的回温时间较长． 为满足冷冻室的

温度要求，则必须增大开机时间，进而会增加冰箱的

功耗．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一款并联双循环风冷冰

箱为实验对象，开机后的冷藏降温过程中采用兼顾

冷冻室降温的“2 min 冷藏运行+1 min 冷冻运行”短

周期切换控制策略，研究该控制方法下冰箱运行时

的动态特性，主要包括短周期切换过程制冷剂迁移

对冷藏蒸发器造成的冷量损失以及对冷冻室降温的

效果，为并联双循环风冷冰箱节能控制研究提供理

论参考．

1 实验装置和测试系统

实验样机采用蒸发器并联的双循环制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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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为冰箱系统图共有 3 个存储空间: 冷藏室、
变温室和冷冻室． 变温室有 0 ℃ /3 ℃ /5 ℃ 3 个温

区，也是一个温度可调节的冷藏室． 冷藏室和变温

室共用一个蒸发器，冷冻室拥有单独的蒸发器． 冷

藏室感温包控制三通电磁阀在冷藏 /冷冻之间的切

换，冷冻室感温包控制压缩机启、停． 开机后稳定运

行过程中的控制策略为: 冷藏降温－冷冻降温－停机．
由冷冻室感温包设定温度控制压缩机的启 /停，开机

后先给冷藏室降温，当冷藏室感温包温度达到设定

下限值时，切换至单独冷冻运行，这时仅为冷冻空间

降温． 具体参数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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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并联双循环风冷冰箱系统
Fig．1 System diagram of air-cooled refrigerator with two

parallel-evaporators
表 1 被测机的主要技术参数

Tab．1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the tested refrigerator

制冷循环系统 制冷类型 额定电压 /V 频率 /Hz 电流 /A 24 小时耗电量 / ( kW·h)

并联双循环 风冷 220 50 1．4 0．97

制冷剂 充灌量 / g 变温室有效容积 /L 冷藏室有效容积 /L 冷冻室有效容积 /L

Ｒ600a 75 30 290 98

实验所用冰箱稳定运行过程中，冷藏运行总时

间不足 30 min． 该时段采用冷藏降温为主兼顾冷冻

降温的“2 min 冷藏+1 min 冷冻”短周期切换控制策

略． 因冷藏降温为主，则冷藏运行时间要长于冷冻

运行时间． 但冷藏运行时间太长，会导致短周期数

太少，实验数据不充分; 太短又会导致达不到冷藏稳

定运行三通阀就切换给冷冻蒸发器供液． 综合考

虑，选用上述控制策略进行初步探究．
试验工况依据 GB /T8059．4—1993《家用制冷器

具———无霜冷藏箱、无霜冷藏冷冻箱、无霜冷冻食品

储藏箱和无霜食品冷冻箱》的规定设置． 采用直径

为 0． 2 mm 的 铜 －康 铜 热 电 偶 测 量 温 度，精 度 为

±0．2 ℃ ． 主要测量数据包括冷藏、冷冻蒸发器的进

口、中部和出口温度，及蒸发器送、回风温度等．

2 切换过程冷藏蒸发器性能分析

2．1 冷藏蒸发器温度变化

冰箱稳定运行过程中，从开机至冷藏运行结束

共 11 个完整的“2 min 冷藏+1 min 冷冻”短周期切

换． 如图 2 所示，由于各个短周期 1 min 冷冻运行时

的温度上升( 冷藏回风的影响) 以及 2 min 冷藏运行

时的温度下降，冷藏蒸发器各部分的温度处于波动

状态．
两个并联蒸发器中的压力相同，冷冻运行向冷

藏运行切换瞬间，冷藏蒸发器中的压力仍为冷冻蒸

发压力，经过冷藏毛细管节流后的制冷剂进入冷藏

蒸发器瞬间蒸发，导致冷藏蒸发器进口处温度大幅

降低． 因此，冷藏蒸发器进口温度波动最剧烈，但波

动幅度 逐 渐 减 小，0 ～ 3 min 时 间 内，波 动 幅 度 为

20．1 ℃，在 33～35 min 时间内的温度波动仅为 4．4 ℃．
受蒸发器本身热容和冷藏室回风的影响，前 24 min
内蒸发器中部制冷剂为过热状态，温度波动幅度较

小，而之后逐渐变大，在 27～30 min 内达到了 17．6 ℃，

说明此时中部测点处的制冷剂由过热气态变为气液

两相态． 出口温度波动幅度最小，在冷藏降温阶段

的 35 min 内，出口温度一直处于在小波动中下降的

趋势． 以上分析说明短周期切换控制策略下，停机

时积聚在冷冻蒸发器中的制冷剂，在压机启动后逐

渐迁移至冷藏蒸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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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冷藏降温阶段冷藏蒸发器温度随时间变化

Fig．2 Variation in refrigerating-evaporator temperature during
refrigeration cooling stage

2．2 冷藏蒸发器冷量损失分析

并联双循环制冷系统中冷冻 /冷藏运行切换时

的制冷剂迁移会造成的蒸发器制冷能力损失． 由于

冷冻运行向冷藏运行切换存在蒸发压力的攀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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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剂迁移损失约是冷藏运行向冷冻运行切换时的

3．4～7．2 倍［17］，因此，本文章重点分析单个短周期内

冷冻运行向冷藏运行切换时的制冷剂迁移造成的冷

藏蒸发器冷量损失． 在 2 min 冷藏运行期间，当冷藏

蒸发器进口温度降至最低点时，可认为进入冷藏运

行的稳定过程． 定义该点为 2 min 冷藏运行中冷藏

蒸发器开始有效制冷的时间点，在此之前为切换的

过渡过程．
图 3 所示为每一个短周期的 2 min 冷藏运行期

间冷藏蒸发器有效制冷时长变化． 由图 3 可知，在

11 个短周期的冷藏运行中，总体上冷藏蒸发器的有

效制冷时长先增加后逐渐达到平衡． 在压缩机开机

后的第 1 个短周期内冷藏蒸发器的有效制冷时长最

短，约为 0． 58 min，占冷藏运行总时间 ( 2 min ) 的

29%． 第 6 个短周期之后，有效制冷时长在 1．43 min
上下波动，约占到冷藏运行总时间的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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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冷藏蒸发器有效制冷时长变化

Fig．3 Variation in efficient cooling time of refrigerating-evaporator

对于冰箱的蒸发器，空气侧得到的冷量便是蒸

发器的有效制冷量． 因此，蒸发器在一定时间内的

有效制冷量可通过空气侧得到的冷量来进行计算:

Q = ∫
t2

t1

qvcpΔT
v

dt =
qvcp
v ∫

t2

t1
ΔTdt． ( 1)

式中: Q 为蒸发器的有效制冷量，kW; qv 为蒸发器

风机的体积流量，m3·s－1 ; cp 为空气定压比热容，

kJ·kg－1·℃－1 ; ΔT 为空气的回风和送风温差，℃ ;

v 为空气的比体积，m3·kg－1 ; t 为时间，s．
分析式( 1) 可知 qv、cp、v 变化较小，可看做定值，

故蒸发器的有效制冷量近似正比于通过蒸发器的空

气的送、回风温差． 冷藏蒸发器送回风温差平均值

见表 2．
表 2 中的第 2 栏表示在每 1 个短周期的 2 min

冷藏运行内冷藏蒸发器的送、回风温差平均值，第 3
栏表示 2 min 冷藏运行内有效制冷阶段的冷藏蒸发

器送回、风温差平均值，第 4 栏为二者平均值之差，

可近似代表蒸发器制冷能力的损失． 差值越大，说

明过渡过程的制冷剂迁移对于整个 2 min 冷藏运行

的制冷量损失就越大． 如表 2 所示，无论是 2 min 运

行过程，还是有效制冷过程，冷藏蒸发器的送、回风

温差平均值均是先增大后不变的变化趋势，而二者

的差值则是先减小后不变． 相应的，制冷剂迁移造

成的 冷 藏 蒸 发 器 制 冷 能 力 损 失 也 由 33． 9% 降 至

5．2%．
表 2 冷藏蒸发器送回风温差平均值

Tab．2 Difference between air supply and return temperature of
refrigerating-evaporator

短周期数 2min /℃ 有效制冷过程 /℃ 差值 /℃ 能力损失 /%

1 11．7 17．7 6．0 33．9

2 18．4 20．4 2．0 9．8

3 19．6 21．1 1．5 7．1

4 20．0 21．3 1．3 6．1

5 20．1 21．2 1．1 5．2

6 20．1 21．2 1．1 5．2

运行切换中的制冷剂迁移损失主要是由两个并

联蒸发器的蒸发温度( 压力) 的不同引起的，二者差

值越大，制冷剂迁移时间越长，损失就越大． 图 4 为两

个蒸发温度的差值与冷藏蒸发器送、回风温差在有效

制冷过程与 2 min 时间内的差值对比． 两个蒸发温度

的差值在第 1 个短周期最大，为 7．2 ℃，第 1 个短周期

到第 2 个短周期的下降幅度最大，约为1．4 ℃ ; 第 2 个

短周期到第 5 个短周期的下降幅度分别为 0．2、0．5 和

0．4 ℃ ; 第 6 个短周期之后基本维持在 4．7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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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冷藏蒸发器送回、风温差与冷藏、冷冻蒸发温度差值

的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 a) and ( b) value，( a)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ir supply and return temperature of
refrigerating-evaporator; ( b) i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refrigerating-evaporator and freezing-
evaporator

冷藏蒸发器的送、回风温差平均值在有效制冷

过程与 2 min 时间内的差值与冷冻、冷藏蒸发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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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的变化趋势一致． 说明随着切换的不断进行，

切换的过渡过程导致的损失越来越小，到达第 6 个

短周期后，差值基本不再变化，表示此时切换的损失

已降至最小，可认为系统达到了稳定运行状态．

3 短周期切换控制对冷冻室降温的影响

如图 5 所示，冷藏降温阶段，冷冻蒸发器进口、
中部、出口温度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其中的

制冷剂一直为气液两相状态，冷冻蒸发器有制冷量

的产生． 在 2 min 的冷藏运行期间，冷冻蒸发器温度

的上升有两个原因: 一是冷冻室回风的影响; 另外，

冷冻运行向冷藏运行切换时，低压侧压力由冷冻蒸

发压力向冷藏蒸发压力攀升，逐渐实现两个蒸发器

的压力平衡，气液两相状态的制冷剂饱和压力与饱

和温度一一对应，其中制冷剂饱和温度也相应上升．
因此，冷冻蒸发器的进口、中部、出口的温度均会上

升． 1 min 的冷冻运行期间，冷冻蒸发器温度的下降

则是由于节流压力的下降． 当冷藏室温度达到下限

值后，系统单独给冷冻蒸发器供液，由于节流压力的

下降且冷藏蒸发器中的制冷剂逐渐迁移至冷冻蒸

发器． 因此，单 独 冷 冻 阶 段 冷 冻 蒸 发 器 温 度 持 续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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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冷冻蒸发器温度变化

Fig．5 Variation in freezing-evaporator temperature

图 6 为冷冻室感温包温度随时间变化． 由图 6
可知，在冷藏降温阶段，前 6 个短周期 ( 0 ～ 18 min)

内冷冻室感温包温度降幅较大，从 － 16． 5 ℃ 降至
－17．8 ℃ ． 而后 5 个短周期( 18 ～ 35 min) 温度降幅

较小，仅从－17．8 ℃降至－18．1 ℃ ． 对比前文分析可

以看出，在冷藏降温阶段，冷藏蒸发器冷量损失达到

最低值之后，由于大量制冷剂已迁移到冷藏蒸发器，

导致冷冻蒸发器制冷量减小，因此对冷冻室的降温

作用也降到最低． 在冷冻单独降温阶段，冷冻室温

度是在冷藏降温阶段的降温基础上继续降低，在

35．00～57．42 min期间，从－18．1 ℃降至－20．1 ℃ ． 冷

藏降温阶段的前 18 min 温降占到冷冻室总温降的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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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冷冻感温包温度变化

Fig．6 Variation in freezing-sensor temperature

综上所述，冷藏降温阶段的“2 min 冷藏运行+
1 min冷冻运行”的短周期切换控制策略对冰箱整体

性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首先，减少了

冷冻室温度的回升． 针对并联双循环风冷冰箱，传

统控制模式下冷藏运行过程中，冷冻蒸发器不供液，

也没有冷量产生． 因此，其对冷冻室没有任何降温

作用，冷冻室一直有温升，直至冷藏运行结束切换至

冷冻运行时为止． 因该切换是由冷藏感温包控制

的，所以在冷藏降温的过程中兼顾冷冻降温，可防止

冷冻室温度上升过高． 其次，由于在冷藏降温阶段

对冷冻进行部分降温，那么在冷冻单独降温阶段对

冷冻室的降温负荷有所减小，从而使冷冻降温阶段

时间缩短，总运行时间减少． 再次，冷藏降温期间，

随着制冷剂逐渐迁移到冷藏蒸发器，冷冻蒸发器的

制冷量逐渐减小． 冷冻感温包的温度在开机第 6 个

短周期( 18 mim) 之后仅下降了 0．4 ℃，却同时也减

慢了冷藏室的降温速度． 因此，在冷冻降温时间的

缩短与冷藏运行时间的延长之间存在使压缩机运行

时间最短的最优值． 虽然在第 6 个短周期之后，对

冷冻室的降温效果明显减弱，但是这个时间点是否

就是能使得压机运行时间最短的最优值，还需进一

步研究验证．

4 结 论

1) 压机启动后，制冷剂逐渐由冷冻蒸发器向冷

藏蒸发器迁移． 前 6 个短周期内，冷冻运行向冷藏

运行切换时制冷剂迁移的有效制冷时长由占冷藏运

行的 21%增大至 71．5%，送回风温差由 11．7 ℃增大

至 20．1 ℃，制冷剂迁移造成的冷藏蒸发器制制冷量

损失由 33．9%降至 5．2%，第 6 个短周期后基本稳定．
2) 冷藏降温阶段冷冻蒸发器内的制冷剂一直

为气液两相状态，有冷量产生． 前 18 min 使冷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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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温包温度从－16．5 ℃降至－17．8 ℃，占到冷冻室总

温降的 36．1%． 但后 17 min 由于大量制冷剂已迁移

到冷藏蒸发器，导致冷冻蒸发器制冷量减小，冷冻室

感温包温度仅降低 0．3 ℃，且减慢了冷藏室降温速

度． 还需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冷冻降温时间的缩短与

冷藏运行时间的延长之间取最优值，在保证箱温的

同时使压缩机运行时间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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