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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差压预冷送风参数直接影响差压预冷效果和预冷装置的能耗ꎬ本文搭建差压预冷实验台ꎬ选取西红柿为研究对象ꎬ测得

不同送风速度、不同送风温度工况下西红柿中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特点ꎬ分析不同预冷条件下西红柿预冷时间规律ꎬ对不同工况

下西红柿预冷效果和装置能耗进行分析ꎮ 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变送风速度和变送风温度的优化方案ꎬ发现西红柿由 ２７ ℃降到 １５
℃过程采用风速 ０ ９ ｍ / ｓꎬ由 １５ ℃降到 ５ ℃采用风速 ０ ５７ ｍ / ｓ 预冷ꎬ对比定送风速度预冷ꎬ差压风机可节能 １４ ５％ ~ １７ ７％ ꎻ西
红柿由 ２７ ℃降到 １０ ℃过程采取送风温度为 ４ ℃ꎬ由 １０ ℃降到 ５ ℃采取送风温度为 ２ ℃ꎬ对比定送风温度预冷ꎬ制冷系统可节

能 ５ ６％ ~ １０ 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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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压预冷是一种优良的空气预冷方式ꎬ其利用差

压风机的抽吸作用ꎬ在包装箱两侧形成一定的压差ꎬ
湿冷空气在压差的作用下通过包装箱的开孔进入包

装箱ꎬ与果蔬对流换热ꎬ使果蔬快速、均匀地冷却到工

艺要求温度范围[１]ꎮ 国内多位学者分别对不同果蔬

进行了差压预冷实验ꎬ发现果蔬预冷效果好但是能耗

较大ꎬ并对差压预冷节能进行了初步探索[２ － ９]ꎮ 差压

预冷过程中的送风参数ꎬ直接影响果蔬预冷效果和预

冷装置的能耗ꎬ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ꎮ
Ｂａｉｒｄ Ｃ Ｄ 等[１０] 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发现增加送

风速度可降低冷却时间ꎬ但送风速度超过 １ ５ ｍ / ｓ
后ꎬ冷却时间没有显著变化ꎮ Ｅｍｏｎｄ Ｊ Ｐ 等[１１]对影响

草莓预冷速度和温度分布的参数进行研究ꎬ实验结果

表明冷空气流量从 ２ Ｌ / ( ｓｋｇ)增加到 ４ Ｌ / ( ｓｋｇ)ꎬ
７ / ８ 预冷时间减少 ３０％ ~ ４４％ ꎮ Ｌａｍｂｒｉｎｏｓ Ｇ 等[１２]

针对预冷风速进行研究ꎬ结果表明预冷风速从 ０ ２
ｍ / ｓ 增大到 ３ ６ ｍ / ｓꎬ预冷时间缩短 ２ 到 ３ 倍ꎬ但是风

速的增大会增加风机能耗ꎮ
邓超[１３]开发了一体化高湿差压预冷装置ꎬ并研

究了不同工况下果蔬预冷效果和装置能耗ꎬ结果表明

蒸发温度越低预冷速率越大ꎬ但预冷均匀性降低ꎬ压
缩机功耗增加ꎮ 喷淋加湿湿度越大预冷时间越长ꎬ果
蔬失水率下降但系统能耗增加ꎮ 何晖等[１４]、刘斌

等[１５]根据果蔬在预冷过程中温度变化的规律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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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压预冷生产中采用变频调速方法ꎬ实验结果表明

采用变风速预冷节能效果显著ꎮ 闫国琦等[１６] 通过对

预冷风机能耗最小优化控制的分析ꎬ发现在限定预冷

时间的要求下ꎬ采用不同温度段匹配不同风量的控制

方法可实现风机能耗最小的效果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与设备
西红柿:采购于天津市北辰区韩家墅果蔬批发市

场ꎬ挑选大小均匀、外形规则、平均直径为 ８０ ｍｍ、八
成熟的西红柿作实验材料ꎮ

包装箱:三层瓦楞纸箱ꎬ长、宽、高分别为 ４４５
ｍｍ、２９５ ｍｍ、３００ｍｍꎬ纸箱厚度为 ５ ｍｍꎮ 包装箱两个

相对的 ２９５ ｍｍ ×３００ ｍｍ 侧面上分别开 ９ 个圆形孔ꎬ
孔径为 ６０ ｍｍꎬ开孔面积占箱侧面积的 ２８ ７％ ꎮ 开

孔位置在包装箱侧壁的相对位置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包装箱开孔方式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ｔｒｅｐａｎｎｉｎｇ ｗａｙ ｏｆ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ｂｏｘ

电子计重秤:预冷前后果蔬失重的测量采用上海

友声衡器有限公司 ＡＣＳ￣３０Ａ 电子计重秤ꎮ
微电脑恒温恒湿实验箱:宏联(上海)科技有限

公司 Ｈ￣ＴＨ￣１ＢＰ￣Ｅ 微电脑恒温恒湿实验箱ꎬ温度范围

－ ７０ ~ １００ ℃ꎬ湿度范围 ２０％ ~９８％ ＲＨꎮ
多点温度数据采集器:日本横河仪器有限公司

ＭＸ１００ 多点温度数据采集器ꎮ
热电偶:铜￣康铜热电偶测量各测点温度ꎬ测温范

围为 － ２００ ~ ３００ ℃ꎬ铜￣康铜丝测点端用电弧焊焊

接ꎬ用标准二级水银温度计进行标定ꎬ控制误差范围

为 ０ ２ ℃ꎮ
多通道风速温湿度测试仪:差压预冷送风速度的

测量采用日本 ＫＡＮＯＭＡＸ 株式会社 ＳＹＳＴＥＭ６２４３
ＭＯＤＥＬ １５６０ 型 ２４ 通道风速温湿度测试仪ꎮ

压差计:预冷过程包装箱前后压差的测量采用法

国 ＫＩＭＯ 公司 ＣＰ１０１ 压差计ꎮ
实验采用的差压预冷实验装置如图 ２ 所示ꎬ实验

装置由制冷系统、加湿系统、加热系统、控制系统和差

压风机组成ꎮ 制冷系统主要用来提供预冷所需的冷

量ꎬ压缩冷凝机组置于预冷装置外部ꎬ蒸发器置于预

冷装置内部ꎬ制冷工质采用 Ｒ２２ꎬ制冷量为 ３５００ Ｗꎮ
电加热器采用 Ｕ 型带翅片的空气干烧型电热管ꎬ功
率为 １０００ Ｗꎬ置于蒸发器后方ꎬ电加热器的电源接线

连接实验台之外的调压器(调压范围为 ０ ~ ２５０ Ｖ)ꎮ
加湿器采用无锡洛社华盛电机厂 ＣＪ￣３０ 加湿器ꎬ加湿

量为 ３ ｋｇ / ｈꎮ 温湿度控制装置采用余姚市长江温度

仪表厂 ＸＭＴ￣９００７Ｄ 系列温湿度仪ꎬ温度控制范围是

－ ５０ ~ ２００ ℃ꎬ精度为 ± ０ ５ ℃ꎻ湿度控制范围是 ５％
~９０％ ＲＨꎬ精度为 ± ３ ０％ ＲＨꎮ 差压风机采用伦登

风机(天津)有限公司 ＡＤＴ２８０ 轴流风机ꎬ风机风量

２５００ ｍ３ / ｈꎬ静压为 ２００ Ｐａꎬ功率为 ５５０ Ｗꎮ 风机外接

北京同森科技有限公司 ＴＳ２９０４ＰＴ２Ｍ 变频器ꎬ频率调

节范围为 ０ ~ ５０ Ｈｚꎮ

１ 加湿器 ２ 温湿度控制器 ３ 风道 ４ 电加热器

５ 包装箱 ６ 蒸发器 ７ 静压箱 ８ 风机

图 ２ 实验用差压预冷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ｅ￣ｃｏｏｌ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

１ ２ 实验方法
１)测点布置

包装箱内西红柿摆放方式采用平方间隔摆放ꎬ摆
放时避免西红柿堵住包装箱的侧面开孔ꎮ 包装箱内

西红柿最底层为第一层ꎬ依次往上摆放第二、三、四
层ꎬ西红柿排列方式及测点编号如图 ３ 所示ꎮ 每个西

红柿中心位置插入两个热电偶探头ꎬ取两者平均值作

为该西红柿中心温度值ꎮ
冷风在进入包装箱前经过一段水平静压箱ꎬ在距

包装箱入口 ２００ ｍｍ 截面处冷空气流速均匀、稳定ꎬ
以此处测得的风速值作为送风速度值ꎬ同时在此处布

置温度探头ꎬ将此处测得的温度值作为送风温度值ꎮ
２)实验方案

经过多次测试ꎬ测得风机频率 ２５ Ｈｚ、３５ Ｈｚ、４０
Ｈｚ 所对应的送风速度分别为 ０ ５７ ｍ / ｓ、０ ７６ ｍ / ｓ、
０ ９ ｍ / ｓꎬ每次实验用西红柿重量为 ２０ ｋｇꎬ换算成西

红柿单位质量冷空气流量分别为 ９ ２３４ ｍ３ / (ｈｋｇ)、
１２ ３１２ ｍ３ / (ｈｋｇ)、１４ ５８ ｍ３ / (ｈｋｇ)ꎻ送风温度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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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热电偶布置图

Ｆｉｇ. 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 ｌａｙｏｕｔ

℃、２ ℃、４ ℃时ꎬ实验装置获得的实验数据较理想ꎮ
据此确定不同送风参数对西红柿预冷效果影响的实

验方案见表 １ꎬ变送风速度压差预冷实验方案见表 ３ꎬ
变送风温度压差预冷实验方案见表 ４ꎮ

表 １ 不同送风参数差压预冷实验方案

Ｔａｂ.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ｅ￣ｃｏｏ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ｉ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方案 送风温度 / ℃ 送风速度 / (ｍ / ｓ)

１ ０ ０ ５７ꎬ０ ７６ꎬ０ ９

２ ２ ０ ５７ꎬ０ ７６ꎬ０ ９

３ ４ ０ ５７ꎬ０ ７６ꎬ０ ９

４ ０ꎬ２ꎬ４ ０ ５７

５ ０ꎬ２ꎬ４ ０ ７６

６ ０ꎬ２ꎬ４ ０ ９

３)操作方法

预冷实验前ꎬ先开启压缩机、差压风机、加湿器ꎬ
将装置内湿度维持在 ８０％ ꎬ让湿冷空气在风道内循

环一段时间ꎬ当装置内温度、湿度达到实验要求时ꎬ将
盛有西红柿的包装箱放入压差预冷实验装置ꎮ 实验

过程中压缩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ꎬ当送风温度低于设

定温度时ꎬ通过电加热器进行热补偿ꎬ调节电加热器

连接的变压器的输出功率ꎬ可调节加热量以保证送风

温度恒定ꎮ 通过调节轴流风机所连接的变频器可调

节风机转速ꎬ以满足实验对不同送风速度的要求ꎮ 当

西红柿中心温度从初始温度 ２７ ℃降低到 ５ ℃时ꎬ停
止实验ꎬ将西红柿从装置中取出ꎮ 为保证每次实验西

红柿的初始温度相同ꎬ将取出的西红柿置于恒温恒湿

箱内加热到 ２７ ℃后再进行下次实验ꎬ如此循环实现

采用同一批西红柿完成多次实验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送风风速对西红柿预冷效果的影响
研究表明ꎬ位于包装箱底层靠壁面附近的果蔬降

温特点具有代表性[１７]ꎮ 选取方案 ２ 所获得的实验数

据ꎬ以第一层＃１、＃３、＃５ 测点西红柿为研究对象ꎬ分析

不同风速对西红柿预冷速率的影响ꎮ 图 ４ 给出了三

种送风速度下第一层＃５ 测点西红柿中心温度随时间

变化的测量结果ꎮ

图 ４ Ｔ ＝２ ℃工况下ꎬ不同送风速度下

第一层＃５ 西红柿中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 ｌａｙｅｒ＃５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 ＝２ ℃

由图 ４ 可知ꎬ不同风速条件下西红柿降温曲线走

势相同ꎬ预冷前期西红柿中心温度迅速下降ꎬ之后趋

于平缓ꎬ且风速越大降温越快ꎮ 这是由于预冷初期西

红柿内外温差较大ꎬ单位时间换热量大ꎬ降温快ꎻ而随

着西红柿温度的降低ꎬ西红柿内外温差减少ꎬ单位时

间换热量减少ꎬ降温速率减缓ꎮ
综合分析方案 １ ~方案 ３ 所获得的实验数据ꎬ可

获得送风速度对预冷时间的影响ꎬ图 ５ 给出了第一层

＃５ 测点西红柿中心温度达到 ６ ℃时ꎬ预冷时间随风

速的变化ꎮ 由图可知ꎬ预冷时间随风速的增加而减

少ꎮ 由于风速越大ꎬ果蔬表面空气扰动也越大ꎬ对流

表面传热系数大ꎬ降温速率快ꎬ从而缩短预冷时间ꎮ
送风温度为 ２ ℃时ꎬ风速的变化对预冷时间影响显著ꎬ
预冷风量由 ９ ２３４ ｍ３ / (ｈｋｇ)增加到 １２ ３１２ ｍ３ / (ｈ
ｋｇ)ꎬ预冷时间缩短 １９ ９％ꎬ风量从 １２ ３１２ ｍ３ / (ｈｋｇ)
增加到 １４ ５８ ｍ３ / (ｈｋｇ)ꎬ预冷时间缩短 ２１ ６％ꎮ

表 ２ 列出了不同送风速度下包装箱两端的压差

及风机能耗ꎬ由表可知ꎬ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ꎬ包装

箱两端的压差随风速的增加而增大ꎬ预冷时间随风速

的增加而缩短ꎬ但风机能耗随风速的增加而增大ꎮ
２ ２ 送风温度对西红柿预冷效果的影响

以第一层＃１、＃３、＃５ 测点西红柿为研究对象ꎬ分
析不同送风温度对西红柿预冷速率的影响ꎮ 选取方

案 ６ 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分析发现ꎬ送风温度 ０ ℃、２
℃、４ ℃条件下的西红柿降温曲线走势相同ꎬ图 ６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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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送风速度对预冷时间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ｐｒｅ￣ｃｏｏ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出了三种送风温度下ꎬ第一层＃３ 测点西红柿中心温

度随时间变化的测量结果ꎮ

表 ２ 不同风速下包装箱两端的压差及风机能耗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ｐｅｅｄ

风速 /
(ｍ / ｓ)

预冷时

间 / ｍｉｎ
风机电

流 / Ａ
压差 /
Ｐａ

电能消耗 /
(ｋＷｈ)

０ ５７ ３２３ ０ ４６ ４５ １ ０ ５４

０ ７６ ２３５ ０ ８２ ４８ ８ ０ ７１

０ ９ １９９ １ ０８ ５０ ８ ０ ７８

图 ６ ｖ ＝０ ９ｍ / ｓ 工况下ꎬ不同送风温度下

第一层＃３ 西红柿中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 ｌａｙｅｒ＃３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 ＝０ ９ｍ / ｓ

由图 ６ 可知:不同送风温度下西红柿降温曲线走

势相同ꎬ预冷初期西红柿中心温度迅速下降ꎬ之后趋

于平缓ꎻ随着送风温度的降低ꎬ西红柿降温速率越快ꎮ
送风温度较低时ꎬ西红柿内外温差较大ꎬ单位时间内

从西红柿单位表面带走的热量多ꎬ因此降温速率快ꎮ
为缩短预冷时间ꎬ送风温度越低越好ꎬ但送风温度也

不能过低ꎮ 一方面过低的温度会造成果蔬冷害ꎻ另一

方面送风温度越低ꎬ制冷系统蒸发温度也越低ꎬ系统

制冷效率降低能耗增大ꎮ
图 ７ 给出了第一层＃５ 测点西红柿中心温度达到

６ ℃时ꎬ预冷时间随送风温度的变化趋势ꎮ 由图可

知ꎬ随着送风温度的降低ꎬ预冷时间减少幅度增大ꎮ
送风温度从 ４ ℃ 降低到 ２ ℃ꎬ预冷时间最大缩短

３３ ９％ ꎬ送风温度从 ２ ℃降低到 ０ ℃ꎬ预冷时间最大

缩短 ４６ ３６％ ꎮ

图 ７ 送风温度对预冷时间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ｏ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２ ３ 变送风风速对西红柿预冷过程节能效果

的讨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预冷初期西红柿降温速率较

快ꎬ风速对降温速率的影响较大ꎬ而预冷后期ꎬ当西

红柿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ꎬ风速对降温幅度影响

不明显ꎮ 故在预冷后期ꎬ仍采用高风速对预冷速率

影响不大ꎬ却增加了风机能耗ꎬ因此可采用变风速

调节技术ꎮ 对西红柿进行预冷实验时ꎬ不同预冷期

采用不同的风速ꎬ设计多种实验方案进行对比实

验ꎬ实验中固定送风温度为 ２ ℃ꎮ 表 ３ 列出了不同

方案下的实验结果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方案 ８ 能耗最大而且预冷时间

过长ꎬ可将方案 ８ 排除ꎬ其它方案能耗由高到低依次

是方案 ４、方案 ３、方案 ６ 和方案 ７ꎬ方案 １、方案 ２ 和

方案 ５ 能耗较小ꎮ 相对于方案 ６ 和方案 ７ꎬ方案 ２ 分

别节能 １７ ７％ 、１４ ５％ ꎮ 方案 ３ 和方案 ４ 也是采用变

风速的预冷方案ꎬ预冷后半段采用较高的送风速度ꎬ
虽然预冷时间有所减少ꎬ但单位时间功耗大ꎬ因此并

不节能ꎮ 方案 ４ 是在预冷过程中采用三段送风速度

进行预冷ꎬ节能效果不显著且操作相对复杂ꎬ所以实

际中选择两段送风速度进行即可ꎬ综合考虑ꎬ方案 ２
是最优的预冷方案ꎮ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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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方案下风机能耗对比

Ｔａｂ.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

方

案

西红柿温

度变化 / ℃
送风速

度 / (ｍ / ｓ)
所需时

间 / ｍｉｎ
所需总

时间 / ｍｉｎ
风机总能

耗 / (ｋＷｈ)

１
２７ ~ １０ ０ ９ １１８ ２５

１０ ~ ５ ０ ５７ １３８ ８３
２５７ １ ０ ７

２
２７ ~ １５ ０ ９ ７１ ７５

１５ ~ ５ ０ ５７ ２１４ ８３
２８６ ６ ０ ６５

３
２７ ~ １０ ０ ９ １１８ ２５

１０ ~ ５ ０ ７６ １０６ ８３
２２５ １ ０ ７９

４
２７ ~ １５ ０ ９ ７１ ７５

１５ ~ ５ ０ ７６ １８０ ８３
２５２ ６ ０ ８３

５

２７ ~ １５ ０ ９ ７１ ７５

１５ ~ １０ ０ ７６ ５９ １

１０ ~ ５ ０ ５７ １３８ ８３

２６９ ７ ０ ７

６ ２７ ~ ５ ０ ９ １９９ ２ ０ ７９ ０ ７９

７ ２７ ~ ５ ０ ７６ ２５３ ２ ０ ７６ ０ ７６

８ ２７ ~ ５ ０ ５７ ３２２ ５ １ １８ １ １８

２ ４ 变送风温度对西红柿预冷过程节能效果

的讨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预冷初期送风温度对西红柿降

温速率影响较大ꎬ而预冷后期ꎬ当西红柿温度降低到

一定程度时ꎬ风温对西红柿降温速率影响不大ꎮ 故可

以适当提高预冷初期的送风温度ꎬ从而提高蒸发温

度ꎬ减少系统能耗ꎮ 也可降低预冷后期的送风温度ꎬ
从而缩短预冷时间ꎬ减少整个预冷过程的能耗ꎮ 实验

不同预冷阶段采用不同的送风温度ꎬ设计多种方案进

行对比实验ꎬ实验固定送风速度为 ０ ９ ｍ / ｓꎮ 表 ４ 列

出了不同方案下的实验和理论计算结果ꎮ
表 ４ 中不同预冷阶段所需时间通过实验测定ꎬ与

之对应的压缩机功耗为理论计算值ꎬ计算时送风温度

和蒸发温度温差取 ８ ℃ꎮ 对比工况 ６、工况 ７ 和工况

８ 可知ꎬ随着蒸发温度的提高ꎬ压缩机消耗减少ꎬ因此

采用变蒸发温度预冷有节能效果ꎮ 各方案中ꎬ方案 ８
预冷时间过长ꎬ首先排除ꎬ其它方案能耗由高到低依

次是方案 ６、工况 ７、工况 ４ 和工况 ５ꎬ方案 １、工况 ２
和工况 ３ 能耗较小ꎬ而方案 １ 能耗最小ꎬ相对于方案

６ 和工况 ７ꎬ方案 １ 分别节能 １０ ５％ 、５ ６％ ꎬ且方案 １
预冷时间不到 ４ ｈꎮ 方案 ４ 采用三段送风温度预冷ꎬ
但节能效果不显著且操作复杂ꎮ 综合考虑ꎬ在本实验

预冷条件下ꎬ方案 １ 是最优的预冷方案ꎮ

表 ４ 不同方案下压缩机能耗对比

Ｔａｂ.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

方

案

西红柿温

度变化 / ℃
送风速

度 / (ｍ / ｓ)
所需时

间 / ｍｉｎ
所需总

时间 / ｍｉｎ
风机总能

耗 / (ｋＷｈ)

１
２７ ~ １０ ４ １５７ ７５

１０ ~ ５ ２ ８１ ９
２３９ ７ ０ １７

２
２７ ~ １５ ４ ８９ ２５

１５ ~ ５ ２ １２７ ４
２１６ ７ ０ １７５

３
２７ ~ １０ ４ １５７ ７５

１０ ~ ５ ０ ６０ ５
２１８ ３ ０ １７３

４
２７ ~ １５ ４ ８９ ２５

１５ ~ ５ ０ ９７ ４２
１８６ ７ ０ １８

５

２７ ~ １５ ４ ８９ ２５

１５ ~ １０ ２ ４５ ５

１０ ~ ５ ０ ６０ ５

１９５ ３ ０ １７７

６ ２７ ~ ５ ０ １５９ ９ １５９ ９ ０ １９

７ ２７ ~ ５ ２ １９９ ２ １９９ ２ ０ １８

８ ２７ ~ ５ ４ ３２９ ８ ３２９ ８ ０ １７

３ 结论

西红柿压差预冷过程ꎬ送风风量越大ꎬ西红柿降

温速率越快ꎬ当风速增加到一定程度后ꎬ风速的变化

对预冷时间和预冷均匀性影响不大ꎬ但风速继续增

大ꎬ风机能耗增加ꎮ 送风温度对预冷时间影响显著ꎬ
送风温度越低ꎬ西红柿降温越快ꎬ预冷时间越短ꎬ为缩

短预冷时间ꎬ送风温度越低越好ꎬ但送风温度也不能

过低ꎮ
根据西红柿降温特点ꎬ提出变风速调节和变送风

温度调节技术ꎮ 西红柿由 ２７ ℃降到 １５ ℃过程采用

风速 ０ ９ ｍ / ｓꎬ由 １５ ℃降到 ５ ℃采用风速 ０ ５７ ｍ / ｓ
预冷ꎬ对比定送风速度预冷ꎬ差压风机节能 １４ ５％ ~
１７ ７％ ꎻ西红柿由 ２７ ℃降到 １０ ℃过程采取送风温度

为 ４ ℃ꎬ由 １０ ℃降到 ５ ℃采取送风温度为 ２ ℃ꎬ对比

定送风温度预冷ꎬ制冷系统可节能 ５ ６％ ~１０ 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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