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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依据无霜冰箱蒸发器化霜原理
,

针对现有化霜系统存在的问题
,

提出了改进的设

计方案
,

把铝管加热化霜改为石英管辐射化霜
,

取消 了化霜恒温器 固定盒 ;通过对改进前后

的比较与分析
,

证实了改进的可行性 ;分析表明
,

通过改进设计提高了冰箱工作的可靠性和

经济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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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无霜电冰箱又称为间冷式电冰箱
,

利用风扇使冷

风强迫对流循环而间接冷藏
、

冷冻食品
,

冰箱内食品蒸

发的水分被冷风带走
,

并在通过蒸发器时冻结于蒸发

器的表面而形成霜层
。

霜层的存在将影响到制冷性能
,

甚至阻塞空气的流通
。

无霜电冰箱的化霜方法一般有

四种
:
l) 利用蒸发器进出口流通空气的温度值启动化

霜`11 ; 2 )在某一具体测量点设置结霜传感器 121或采用霜

层图象处理技术131
,

判定霜层厚度来进行化霜 ; 3 )应用

模糊推理 l’] ,

在冰箱温度最稳定的时间
,

即使霜层厚度

不大
,

进行快速化霜 ; 4) 根据压缩机累计运行时间达

到某一数值
,

固定时间化霜
。

现阶段无霜冰箱生产中使用最广的是第 4 种化霜

方法
。

本文以该法为例
,

针对化霜系统加热器的材质

和传热方式
、

化霜恒温器的设计位置进行了分析
,

并提

出更合理的改进方案
。

化霜加热器多采用铝质导热式

加热管
,

在化霜的可靠性
、

制作成本及环保等方面
,

越

来越体现出它的不足
。

化霜恒温器的位置直接影响化

霜后蒸发器的温度
,

如果控温不精确
,

有可能会给冰箱

带来较大的热负荷
。

电脑控制式系统以一块单片机为中心组成的控制

电路来完成
,

整个电路结构较简单而控制方式灵活多

变
。

从保鲜
、

节能的角度来讲
,

除霜加热器应是自动感

测霜层厚度
,

做到有霜则除
,

但 目前霜层检测无法准

确
,

因此
,

现阶段除霜加热器的控制一般采用定时接通

化霜
、

温度达到预定化霜温度自动切断的办法控制
,

加

热器接通一般是累积压缩机工作 .8 7 5 ~ g h 时
。

化霜结

束一般为蒸发器 (即化霜感温头 )温度达到 6℃时
。

在

化霜加热器控制中
,

还有温度熔断器保护装置和软件

判断最长加热时间的保护等措施
。

最长时间控制一般

是在软件中累积加热器连续接通的时间达到 l h
,

自动

切断加热器回路
。

裹 , 机械控制化抽的各器件名称及作用

器件名称 作 用

化霜定时器

化霜加热管

化霜恒温器

1 全自动化括系统原理

无霜冰箱分为机械控制式和电脑控制式
,

其化霜

系统各器件名称及作用详见表 1和表 2
。

机械控制式

依靠化霜定时器而确定了化霜的时间
,

实现了压缩机

电路接通 (或断开 )和化霜控制电路的断开 (或接通 )
。

温度熔断器

累计压缩机的工作时间
,

当该时间到达设定的化霜

时间时
,

定时器内触点动作接通化霜加热管 ;在

化霜加热器断开的 Zm in 后
,

定时器复原接通压

缩机回路
,

开始下一个化霜周期

电路接通时
,

化霜加热管产生热量
,

功率一般为

14 5 一 16 OW

燕发器表面的温度达到 6℃左右时
,

化霜恒温器动

作
,

电路断开
,

化藉加热器停止工作

如果化箱恒温器不能在规定的温度切断化霜加热

管而使其一直工作
,

那么当蒸发器表面温度达到

6 5 一 70 ℃时
,

温度熔断器熔断
,

断开化霜加热器
,

以保护冰箱的安全
,

该保护措施是不可恢复性的
,

需找出故障排除后才可以通电运行

N o
.

` 口以拓

总挤n翻 第2 , .

...........

4 6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工 程 设 计

裹 2电脑控制化抽各翻件名称及作用

器件名称

化籍感温头

作 用

主控制板

化霜加热管

温度熔断器

即热敏电阻材料的温度传感器
.

将温度值转化

成模拟信号

采集温度设置及感温头感温的模拟信号
,

将模

拟信号经 A用 转换成数值后
,

经单片机逻辑

判断发出控制指令
,

控制信号经输出放大电

路驱动负载 (执行机构 )来完成对负载的控制

同表 l

同表 1

2 现有化括系统存在的问题

2
.

, 铝质管导热式化翎加热

为防止加热时温度过高
,

铝质管导热式化霜加热

器的内部设计有塑料材料
。

铝管加热时
,

热量由铝翅片

传递到冰块上
,

冰块与翅片接触的部分最先融化
,

水滴

和冰块落到接水槽上
,

部分冰块会堵在排水管的人 口

处
,

而且在下次制冷时
,

未及时排出的化霜水会与冰块

重新结冰
,

完全堵住排水管人口
。

导致接下来的化霜水

不能排出
,

而外溢到冷冻室
,

造成冷冻室底部大面积结

冰的现象
。

圈 2 石英管辐射化抽燕发器

1一 储液 器 2 一 铝翅片 3一 蒸发管 4一 卡住化霜恒 温器处

.2 2 化擂恒温器件的布里 5一 档板 6 一 档水板 : 一 石英管辐射化霜器

现有的无霜冰箱
,

在冷冻室内胆
,

蒸发器的上方位

置处设计有凹槽
,

称为恒温器固定盒
,

为防止风扇扇叶 衰 4 铝质管导热式化招与石英管辐射式化. 的区别

可能对软导线或者恒温器件造成损害
,

化霜恒温器或 加热管 传热方式 冰块的融化方式 化霜水落人水槽的方式

感温头均固定在该凹槽内
。

这样会导致恒温器件所感 铝质管 导热 由内到外 冰块
,

水滴

受的温度
,

并不是蒸发器的真实温度
,

而更接近于冷冻 石英管 辐射 由外到内 水滴

室内胆或泡层内部的温度
,

该温度总是滞后于蒸发器

的温度变化
。

对于某型号的化霜恒温器 (规格参数见表 取消恒温器固定盒
。

对于机械控制式化霜系统
,

在

3)
,

设计断开温度为 6℃
,

即恒温器感受到的温度
,

总 如图 2 中的 4 位置处
,

去掉 3 一 5 个翅片
,

卡上化霜恒

是低于蒸发器的温度
,

即此时蒸发器的温度已大大高 温器
,

以达到精确控温 ;对于电脑控制式
,

化霜感温头

于 6℃
。

这样的结果导致冷冻室的热负荷增大
,

耗电量 可塞在蒸发器上部两端的挡板和翅片的夹缝中
,

也可

增加
。

达到精确控温
。

如果有多余的导线可用塑料扎带扎紧
,

衰 3 某双金 . 片化招恒沮器的甚本规格今数表 防止其触及到风扇扇叶
。

二下泰厂石蒲薪篇森赢赢燕巍藏赢奢扁赢赢矿而雨孤蓄 改进后的化霜系统会带来更大的经
2 2 0 * 2 2 v 0 5 ^ 一 7℃ 土 6℃ 6℃ , 3℃ 济性与可靠性 (详见表 5 )

。

3 化霜系统的改进及可行性分析 4 结语

二篡孺黯耀、篡嘿黑 麟籍黯嘿瓷橇黯翼磊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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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化抽控制改进后的可行性分析衰

改进内容

铝质管导热

化箱改为

石英管辐

射化霜

取消恒温器

固定盒

对制造过程及回收过程的影响 经济性与可靠性

铝翅片结构变简单 ;石英管比铝塑料加热管更 工艺简化 ;制造成本降低 ;回收成

易回收 ;装配工艺变简单
,

更省时 ;不会有较 本降低 ;工艺简化 ;制造成本降

大的冰块落人接水槽
.

排水管不易堵住 低
;
可靠性提高

感温头
。

改进后的化霜系统可

以被这些化霜方法所采用
。

内胆结构变简单 ;化霜恒温器件感温准确 ; 工艺简化 ;节省原材料
,

制造成本

便于装配及维修 降低 ;冷冻室热负荷降低
,

耗电

量减小 ;工艺简化 ;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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