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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动态模型的直冷式冰箱系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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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了冰箱冷凝器、蒸发器的瞬态过程对系统动态过程影响较小后 ,对冰箱冷凝器、蒸

发器采用了稳态模型 ,建立了冰箱仿真的准动态模型 .通过动态模型及实验数据的比较发现 ,冰箱

仿真采用准动态模型同样能与实验数据吻合得很好 .运行中发现 ,准动态模型不仅提高了仿真程序

运行的稳定性 ,而且程序运行的速度提高了 25%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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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si -Dynamic Simulat ion of Refrigerator /Free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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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 sis that the t ransient characteristics o f condenser and evapora to r have li t tle in-

f luence on dynamic perfo rmance of ref rig era to r /f reezer, a quasi-dynamic model o f ref rigerator /f reezer simu-

lation w as developed, in w hich steady models a re developed fo r condenser and evaporator. The quasi-dy-

namic model predicts the perfo rmance o f refrig era to r /f reezer as accurately as the dynamic model , but i t is

more stable and consumes 25% less time than the dynam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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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 [1～ 3]中对直冷式冷冻冷藏箱 (简称冰箱 )

进行动态仿真时 ,对压缩机、毛细管采用稳态模型 ,

而对蒸发器、冷凝器、箱体采用动态模型 (简称动态

模型 ) .蒸发器、冷凝器采用动态模型 ,限制了系统仿

真的时间步长 ,影响了系统仿真的稳定性 [ 3]
,使得仿

真软件运行速度较慢、运行的稳定性较差 .本文把蒸

发器、冷凝器改为稳态模型 ,对压缩机、毛细管仍采

用稳态模型 ,对箱体仍采用动态模型 ,对冰箱系统进

行了动态仿真 (简称准动态模型 ) .

1　数学模型

由于本文重点研究的是蒸发器、冷凝器模型 ,因

此 ,对于压缩机、毛细管、箱体模型
[2～ 5 ]
不作具体介

绍 .

1. 1　冷凝器模型

1. 1. 1　对象分析　在系统仿真中 ,冷凝器的动态特

性主要反映在装置的开、停机过程中 .压缩机刚开机

时 ,流入冷凝器的制冷剂量远大于流出的 ,压缩机排

出的制冷剂气体温度又较高 ,故冷凝器中制冷剂的

温度和压力上升较快 .系统从开机到运行平衡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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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持续时间很短 (几分钟 )
[6～ 8 ]

.从压缩机停机到

系统达到基本平衡的时间与开机过程的时间相当 .

因此开、停机过程对整个装置的能耗影响较小 ,在

3% ～ 5% ,由冷凝器造成的损失更小 .在开机过程之

后 ,系统冷凝器的温度和压力变化主要是由边界条

件 (上下箱内的温度 )的改变造成的 ,在上下箱温度

较大的变化范围内 (从 θamb 32°C分别下降到 3°C和

- 18°C左右 ) ,冷凝温度θc的变化在 4～ 8°C,而所耗

的时间在 1. 5～ 2. 5 h,甚至更长 .因此在某一不太

长的时间间隔内 ,冷凝器内的温度和压力变化更小 .

因此 ,假定在任意时刻冷凝器都处于稳定运行 ,对系

统的影响非常小 ,可以对冷凝器采用稳态模型 .本文

对凝器采用分相集中参数模型 .

1. 1. 2　冷凝器基本方程　在对冷凝器建模时采用

如下假设: ① 管内制冷剂作一维流动 ;② 将环境温

度视为常数 ;③ 气相和液相处于热力平衡 ,任意流

道横截面上压力均匀分布 ;④ 忽略轴向导热、沿程

压降、流体动能、流动功和重力做功 .

冷凝器稳态模型基本微分方程:

　　质量方程

dqm /dx = 0 ( 1)

　　能量方程

d(qmh )
dx

+ TπD  Δθm = 0 ( 2)

式中: h为单位质量焓 ; qm为质量流量 ;T为换热系

数 ;Δθm为换热对数平均温差 ; D为冷凝器内径 .对

式 ( 1)、 ( 2)进行离散得 ,

qm = qm
0

( 3)

qm
0
(h

o
- h

i
) + TπD  Δθm  Δx = 0 ( 4)

　　对各单一相区 (过热区、两相区及过冷区 ) ,qm0

为压缩机流量 ;h
i
、h

o
分别为该相区的进出口焓 ;T为

该相区平均换热系数 ;物性及换热系数的定性温度

为该相区的算术平均温度θ-;Δx为该相区的长度 .

1. 1. 3　冷凝器对流换热系数　由于冷凝器温度较

高 ,空气侧换热系数除考虑自然对流外 ,还要考虑辐

射换热 [9 ]
:

To = Tr + Tc ( 5)

Tc = c1 (θc - θamb )
c
2 ( 6)

Tr = Xe
θ4

- θ4
amb

θ- θamb
( 7)

式中: Tc为自然对流换热系数 ; c1、 c2为实验回归系

数 ; Tr为辐射换热系数 ;黑体辐射常数 e= 567

μW /( m
2· K

4
) ;黑度X= 0. 8.

内侧换热系数公式需区分单相区和两相区 .单

相区 (过热区、过冷区 )换热系数采用 Dit tus-Boelter

公式 [10 ]
;两相区对流换热系数采用 Shah的经验关

联式
[11 ]

.

1. 1. 4　冷凝器算法　采用稳态模型的冷凝器算法

与动态算法有所不同 .用稳态算法时 ,冷凝器的进出

口流量是相等的 ,且与压缩机与毛细管的流量相等 .

为了使整个系统能循环计算 ,需要知道冷凝器

的出口状态 .本文通过迭代冷凝器出口焓的方法来

求得冷凝器出口焓 .从式 ( 4)可知 ,如果已知冷凝器

的进出口状态 ,就可求出冷凝器的长度 .如果冷凝器

出口焓假设合理 ,则求得的冷凝器长度与实际冷凝

器长度相等 ,这样就得到了冷凝器正确的出口焓
[5 ]
.

1. 2　蒸发器模型

( 1)对象分析 .蒸发器的动态特性主要反映在

装置的开、停机过程中 ,其动态特性过程与冷凝器相

同 .在某一不太长的时间间隔内 ,蒸发器内的温度和

压力变化非常小 .因此 ,假定在任意时刻蒸发器都处

于稳定运行 ,对系统的影响非常小 ,可以对蒸发器采

用稳态模型 .蒸发器内部采用分相集中参数模型 .蒸

发器基本微分方程及方程的离散与冷凝器相同 .

( 2)对流换热系数 .蒸发器的换热与冷凝器一

样 ,也包括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两部分 .对流换热系

数、辐射换热系数及总的换热系数公式形式与冷凝

器相同 ,只是系数不同 .

蒸发器内侧换热系数公式需区分单相区和两相

区 .单相区换热系数采用 Dit tus-Boel ter公式
[10 ]

.两

相区对流换热系数采用 Wang
[12 ]换热系数公式 ,该

公式将整个两相区区分为湿壁区和干涸区 ,干涸点

质量干度取 0. 85.

2　系统算法

本文采用三重迭代的系统算法 ,从外到内迭代

变量依次为蒸发器出口焓 (H
o
e )、蒸发温度 (θe ) .对应

的出口判断分别为充注量、 H
o
e、 qm .系统算法流程如

图 1所示 .

3　实验数据的比较与分析
本文以 RS165冰箱为例进行了空箱仿真 ,把准

动态模型的结果与动态模型的结果及实际数据进行

了比较 .比较用的冰箱动态模型采用的是文献 [4]的

模型:冷凝器、蒸发器为动态模型 ,压缩机、毛细管为

稳态模型 ,箱体为动态模型 .

图 2是θamb= 25°C、冰箱去除控制后的准动态

仿真与动态仿真性能曲线 .图 3是 θamb= 32°C时压

缩机有开停的仿真曲线及实验数据 .从图 2、 3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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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hg—冰箱制冷剂的实际充注量　mchg , ca l—制冷剂充注量

的计算值　 qm
cap

—毛细管质量流量的计算值　 qm
com

—压

缩机质量流量的计算值

图 1　冰箱准动态仿真系统算法流程图

Fig . 1　 Flowchar t of th e quasi-steady sim ulation

system a lg orithm

看出 ,准动态模型与动态模型第 1次开机误差比较

大 .这主要是因为准动态模型在任何时刻假设制冷

系统中各部件的流量是相等的 (即准稳态 ) .第 1打

冷过程 ,准动态模型与动态模型的仿真结果与实验

数据也比较大 .这是因为刚开机时 ,压缩机吸取了大

量润滑油 ,并把润滑油送到需要润滑的部件 ,而润滑

油在系统内的分配及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很难用数学

模型来描述 .第 1次打冷结束后 ,准动态模型与动态

模型一样 ,都能与实验数据有较好的吻合 .从而说

明 ,用准动态模型代替动态模型 ,不会造成仿真精度

的损失 .

同时 ,对冰箱耗电量实验及冷冻能力实验进行

了仿真预测与实验测试 .准动态模型预测的冰箱日

耗电量为 0. 72 kW· h,动态模型预测的日耗电量

为 0. 73 kW· h ,实验测试数据为日耗电量 0. 75

图 2　去除控制策略的冰箱仿真曲线

Fig. 2　 Simula toin curv es of r efrig er eto r-f reezer

without cont rol str ateg y

图 3　带有控制策略冰箱仿真曲线

Fig. 3　 Simula toin curv es of r efrig er ato r-f reezer

with contr ol stra teg y

kW· h.准动态模型预测的冰箱日耗电量比动态模

型预测的结果略小 ,它们都略小于实验结果 .这主要

是因为准动态模型在启动时的瞬态过程比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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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 ,而且它们都比实验过程平稳 (从图 3的压力曲

线可以看出 ) .对冰箱冷冻能力的预测及实验表明 ,

3. 5 kg实验包从 25°C降到 - 18°C,准动态模型预测

的时间为 22. 3 h ,动态模型预测的时间为 22. 5 h,

实验测试结果为 22. 8 h.准动态模型预测的时间比

动态模型预测的时间略短 .这是因为准动态模型假

设冷凝器、蒸发器任何时候流量都是平衡的 ,是稳定

状态 ,在此情况下压缩机的耗电量比动态的耗电量

要小 ,而制冷量要比在动态下的制冷量大 .

　　通过对各种不同结构的冰箱进行仿真 ,发现准

动态仿真的稳定性比动态仿真的稳定性好 ,仿真速

度也比动态仿真速度要快 .以 RS165冰箱为例 ,在

θamb= 32°C时的空箱仿真中 ,动态模型仿真 15个开

停周期需要 216 s,而准动态模型需要 162 s(所用计

算机为 Acer V eri ton 7100-M ) ,运行速度提高了

25% .动态仿真的速度慢主要是由于压缩机启停时 ,

制冷剂在制冷循环各部件中的迁移造成了动态模型

的时间步长非常小 (约 0. 01 s) .而对于准动态模型

而言 ,由于采用了任意时刻系统中各部件质量流量

是相等的假设 ,使时间步长可以非常大 (约 60 s) .

4　结　语

本文对冰箱冷凝器、蒸发器的动态特性进行了

分析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冷凝器、蒸发器的稳态模

型 ,从而建立了冰箱仿真的准动态模型 .通过与动态

模型及实验数据的比较发现:采用准动态模型 ,对于

仿真精度的影响可忽略 ; 准动态模型的稳定性比动

态模型好 ;准动态模型增大了系统仿真的时间步长 ,

使得仿真速度提高了 25%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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