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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热泵空调运行中，热泵空调水系统的输送能耗对整个系统节能降耗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大力发展冷却水大温差技术

有利于降低机组能耗。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推导得出热泵空调性能参数与冷却水温差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冷却水温差实验工

况时，分析了热泵空调制冷系统及冷却水泵的能耗。 结果表明：随着冷却水温差的增大，虽然热泵空调主机单位制冷量能耗逐渐

增大，但热泵空调系统单位制冷量能耗逐渐减小；在温差为 ８ ℃时，热泵系统能效比最大，为 ３ １７３；冷却水温差为 ７ ～ ９ ℃时，机
组节能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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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水系统输送能耗约占整个空调系统能耗的

２５％ ［１］，降低输水系统能耗对空调节能具有重要意

义。 大量研究表明，大温差冷冻水空调运行具有可靠

性和经济性［２ － ５］，但大温差冷却水技术仍在探索之

中。 对于常规空调而言，大温差冷却水技术在冷却水

供回水温差不大于 １０ ℃时是可行的［６］。 文献［７ －
９］介绍了大温差冷却水技术在系统稳定运行时的节

能优势。 刘雪峰［１０］研究了冷却水温差控制对离心式

冷水机组性能的影响，虽然大温差运行增大了机组能

耗，但相对于冷却水泵的节能要小得多。 廖丹［１１］ 对

冷却水温差与热泵系统各部件的经济模型进行了

分析，当电价不大于 １６ 元 ／ （ ｋＷ·ｈ）时，冷却水温差

越大越好。 当冷却水温差比常规温差高 ２ ℃时，可
减少运行和投资费用分别为 ３％ ～ ７％ 和 １０％ ～

２０％ ［１２］ 。 冷却水大温差设计由于节约了水系统循

环水量，相应减小了水系统的输送能耗，但也造成

冷凝压力升高、功耗增大等问题。 因此本文研究了

空调冷凝器参数、压缩机功耗及进出口压力、冷却

水泵功耗随冷却水温差的变化规律，并深入分析在

冷却水大温差运行时，单位制冷量压缩机、冷却水

泵和热泵空调系统的功耗情况及空调机组性能系

数和系统性能系数的变化规律，从而得出空调系统

节能效果最好的运行温差。

１ 研究方法

热泵实验系统如图 １ 所示，由循环水系统、热泵

系统和用户系统 ３ 部分组成。 水源热泵机组选用水⁃
水整体式 ＭＳＲ⁃Ｊ０３６，其额定工况参数如表 １ 所示。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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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热泵机组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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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水源热泵机组参数

Ｔａｂ．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制

冷

剂

制冷剂

充注量 ／
ｋｇ

名义制冷

（热）量 ／ ｋＷ
额定输入

功率 ／ ｋＷ
最大工作

压力 ／ ＭＰａ
制冷 制热 制冷 制热 排气侧 吸气侧

Ｒ２２ １ １５ １０ ８ ３ ２ １ ２ ８ ２ ８０ ０ ９５

１）循环水系统包括 Ａ、Ｂ 水箱所在回路。 机组运

行时，打开阀门 Ａ、Ｄ，关闭阀门 Ｂ、Ｃ，Ａ 水箱里的水经

过 Ａ 阀门由水泵输送到热泵机组中，循环冷却水在

冷凝器中吸收制冷剂从室内带来的热量，升温的冷却

水经阀门 Ｄ 回到 Ｂ 水箱中，完成循环。 其中 Ａ、Ｂ 水

箱内各安装有一组 ５ ｋＷ 的温控加热器且外部包覆

一层 ３ ｃｍ 厚的橡塑保温海绵。 当冷却水温度低于设

置温度时，加热器自动启动；反之，加热器自动断电。
保温海绵能够阻止冷却水与外界的换热，保持冷却水

处于实验温度。
２）热泵系统，该系统中用户侧是蒸发器，液态制

冷剂吸热蒸发变成气态制冷剂，使用户侧冷冻水温度

降低，制冷剂经过压缩机升温升压作用后进入冷凝

器，由循环冷却水带走热量重新变成较高温度和压力

的液态制冷剂，经过节流阀变成低温低压的液体，回
到蒸发器，完成循环。

３）用户侧系统包括 Ｃ 水箱回路系统和风机，系
统运行前 Ｃ 水箱中充满水，循环水在蒸发器中被制

冷剂吸收热量，温度降低的冷冻水进入 Ｃ 水箱中，然

后经过给水泵输送到用户，通过风机与室内热空气换

热，降低室内温度。

２ 理论计算

本实验以夏季热泵机组制冷模式为例，主要研究

在用户水源侧冷却水进口温度一定时，冷却水进出口

温差对热泵性能及能耗的影响。 用户侧供回水温度

保持 ７ ／ １２ ℃不变，供回水流量为 １ ４７ ｍ３ ／ ｈ，根据分

析确定热泵进口水温为 ２６ ℃，初始进口体积流量为

１ ２ ｍ３ ／ ｈ，常规热泵空调冷却水进出口温差为 ５ ℃。
通过改变冷却水流量，使冷却水进出口温差在 ６ ～ １０
℃变化，热泵处于大温差运行状态，每次实验时间约

为 ２５ ～ ３０ ｍｉｎ。 通过实验，研究不同温差运行热泵机

组和系统工况的影响。
蒸发器制冷量［１３］：
Ｑ０ ＝ ＫＡΔｔｍ ＝ ｃｐＧΔｔ （１）

Δｔｍ ＝
ｔ１ － ｔ２

ｌｎ ｔ１ － ｔ０
ｔ２ － ｔ０

æ
è
ç

ö
ø
÷

（２）

式中：Δｔｍ 为蒸发器冷却水与制冷剂的对数平均

数；Ｋ 为冷凝器传热系数，Ｗ ／ （ｍ２·Ｋ）；Ａ 为冷凝器传

热面积，ｍ２；ｔ０ 为冷凝温度，℃；Ｇ 为冷却水的质量流

量，ｋｇ ／ ｓ；Δｔ 为冷却水进出口温差，℃。
同一机组当冷凝器侧换热量一定时，随着水源侧

温差的增大，冷却水流量随之降低。 凝汽器的传热系

数也随流量的变化而改变［１４］，故：
Ｑ０ ＝ Ｑ′０，Ａ ＝ Ａ′，ＫΔｔｍ ＝ Ｋ′Δｔ′ｍ
则

Δｔｍ
Δｔ′ｍ

＝ Ｋ′
Ｋ ＝ Ｒ

Ｒ′ （３）

式中：Ｒ、Ｒ′为不同流量时冷凝器的总传热热组，
Ｋ ／ Ｗ。

冷凝器传热热阻 Ｒ 包括制冷剂侧热阻、管壁热

阻、污垢热阻、冷却水热阻等［１５ － １６］。 在冷却水流量发

生变化时，对于确定的换热器，只有水侧热阻发生变

化，制冷剂侧和管壁的热阻基本保持不变。 水侧换热

系数与水流速度的 ０ ８ 次幂成正比［１７ － １８］，即 α ∝
υ０ ８。

由式（１）可知，当制冷量不变时，冷却水流量与

其进出口温差之间成反比；对于相同管路，水流量与

流速成正比，三者关系可用式（４）表示：
Ｇ
Ｇ′ ＝ Δｔ′

Δｔ ＝ υ
υ′ （４）

联立式（３）式（４）可知水侧热阻与温差的关系：
ＲＷ

Ｒ′Ｗ
＝ Δｔ

Δｔ′( )
０ ８

（５）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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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ＲＷ、Ｒ′Ｗ 为不同流量时冷凝器水侧热阻，
Ｋ ／ Ｗ。

对壳管式冷凝器而言，在冷却水进出口温差改变

的情况下，制冷剂热阻、冷凝管管壁热阻及污垢热阻

基本不变，主要改变的是冷却水侧热阻，这一热阻一

般约占整个冷凝器热阻的 ３５％ ～ ４０％ ［１９］，计算时取

其所占比例为 ４０％ 。 因此，大温差冷却水下冷凝器

的总传热热阻为：

Ｒ′ ＝ Ｒ ＋ ０ ４ Ｒ′Ｗ
ＲＷ

－ １æ
è
ç

ö
ø
÷Ｒ （６）

整理上式，可得：
Ｒ′
Ｒ ＝ １ ＋ ０ ４ Ｒ′Ｗ

ＲＷ
－ １æ

è
ç

ö
ø
÷ （７）

３ 实验结果分析

在制冷模式下，随着水源侧冷却水流量的降低，
流经凝汽器的冷却水温差不断增大，根据前文的推倒

公式可计算出凝汽器的冷凝温度，根据制冷剂 Ｒ２２
的特性利用 ｒｅｆｐｒｏｐ 软件计算制冷剂的参数。 在水源

侧进水温度不变时，随着进出冷凝器的冷却水温差的

增大，制冷剂的冷凝压力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冷凝压力和温度随循环冷却水温差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ｅｎｓ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由图 ２ 可知，在冷却水进口温度一定时，冷凝温

度和冷凝压力随着冷却水温差的增大而不断增大。
由于蒸发器参数基本保持不变，冷凝器的冷凝压力与

冷却水温差成正比，为了满足制冷剂蒸气能够在凝汽

器中充分放热，使压缩机做功增加，压缩机排气压力

增大，因为蒸发参数不变，压缩机吸气压力基本保持

不变，压缩机排气和吸气压力随循环冷却水温差的变

化如图 ３ 所示。
因为蒸发器的参数基本保持不变，蒸发器进口制

冷剂压力基本不变，又由图 ２ 可知，冷凝压力随着冷

却水温差的增大而不断增大，使节流阀的进口压力不

断增大，节流阀损失增大，节流阀进气和出气压力变

图 ３ 压缩机排气和吸气压力随循环冷却水温差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图 ４ 节流阀进气和出气压力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ｖａｌｖｅ

化如图 ４ 所示。
制冷热泵机组单位制冷量的能耗 ｑ１（ｋＷ）为：

ｑ１ ＝ Ｗ
Ｑ （８）

式中： Ｑ 为热泵供给用户的制冷量，ｋＷ；Ｗ 为热

泵循环水泵功耗，ｋＷ。
热泵空调机组压缩机的轴功率随冷却水温差的

变化如图 ５ 所示。 以温差为 ５ ℃的冷却水为基准，不
同冷却水温差压缩机单位制冷量能耗变化如表 ２ 所

示。 由表 ２ 可知，空调制冷量一定时，空调单位制冷

量能耗随着冷却水温差的增大而增大，结合图 ２ 和图

４ 可知，冷凝压力随着冷却水温差的增大而增大，蒸
发器的参数基本不变，导致节流损失不断增大，空调

效率减小。 当冷却水温差小于 ８ ℃时，空调单位制冷

量能耗增量变化较为平缓；当冷却水温差大于 ８ ℃
时，热泵空调机组单位制冷量能耗增量变化较为剧

烈。 分析可知，热泵空调机组不能无止境的增大冷却

水温差，随着冷却水温差的增大，机组制冷量在不断

降低，热泵空调的单位能耗越大，反而造成热泵有效

能源利用率降低。
３ １ 给水泵能耗分析

实验采用的给水泵为 ＭＳ 轻型不锈钢卧式变频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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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离心泵，根据水泵定律［２０］可知，对同一台冷却水

泵，由于水泵转速不同引起水泵流量的变化，在理论

情况下，水泵功率与冷却水流量的关系可表示为：
Ｎ′
Ｎ ＝ Ｇ′

Ｇ( )
３

（９）

图 ５ 压缩机轴功率随循环冷却水温差的变化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ｓｈ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表 ２ 不同温差压缩机单位制冷量能耗

Ｔａｂ． 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温差 ／ ℃ 单位制冷量 ／ Ｗ 压缩机能耗增量 ／ Ｗ

５ ２２２ ２２ ０

６ ２２４ １２ １ ９０

７ ２２５ ７３ ３ ５１

８ ２２８ ３１ ６ ０９

９ ２３４ １９ １１ ９７

１０ ２４３ ９０ ２１ ６８

但实际运行中给水泵的功率与流量不符合三次

方的关系。 本实验主要研究冷却水大温差运行对热

泵机组性能的影响，由电量感应器和电流表测得水泵

功率随流量变化的关系，在制冷量一定时，随着冷却

水温差的增大，流量不断减小，水泵的能耗必然降低。
该实验水泵功率的变化如表 ３ 所示。

由表 ３ 可知，当蒸发器吸热量一定时，流经冷凝

器冷却水的流量与温差成反比，即随着冷却水温差的

不断增大，冷却水流量持续减少，水泵的能耗逐渐降

低，给水泵的单位制冷量能耗逐渐降低。 当冷却水体

积流量从 ２４ ４５ Ｌ ／ ｍｉｎ 减小至 １７ ５１ Ｌ ／ ｍｉｎ 时，即冷

却水温差从 ５ ℃增至 ７ ℃时，给水泵的单位制冷量能

耗变化较为剧烈；冷却水流量从 １７ ５１ Ｌ ／ ｍｉｎ 减小至

１２ ４４ Ｌ ／ ｍｉｎ 时，给水泵单位制冷量能耗变化较为平

缓。 以 ５ ℃循环水温差水泵为基准，随着温差不断增

大，水泵单位制冷量能耗不断降低，水泵的节能效果

增加。 虽然冷却水温差的增大使冷却水流量减小，降
低了循环水泵的能耗，但同时增大了热泵机组的能

耗，节能效果还需要具体分析。

表 ３ 不同体积流量下冷却水泵单位制冷量能耗

Ｔａｂ． 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ｍｐ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工况
体积流量 ／
（Ｌ ／ ｍｉｎ）

轴功率 ／
Ｗ

单位制冷量水

泵能耗 ／ Ｗ
水泵节

能 ／ Ｗ
１ ２４ ４５ ８００ １１４ ８３ ０

２ ２０ ４１ ７１８ １０３ ０３ １１ ８０

３ １７ ５１ ６５５ ９０ ４０ ２０ ８３

４ １５ ３５ ６０５ ８６ ８７ ２７ ９６

５ １３ ７１ ５６６ ８１ １８ ５３ ６６

６ １２ ４４ ５３３ ７６ ５７ ３８ ２７

３ ２ 大温差热泵空调运行的节能分析

图 ６ 热泵空调单位制冷量能耗变化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以常规热泵空调单位制冷量能耗为基准，大温

差运行热泵空调系统单位制冷量能耗关系如图 ６ 所

示，其中 ｘ 轴上方表示相对能耗增加量，ｘ 轴下方表

示相对能耗减少量，即节能量。 由图 ６ 可知，以常规

热泵空调为基准时，随着循环水温差的增大，空调机

组的单位制冷量能耗增量不断增大，在冷却水温差为

８ ℃时，空调单位制冷量能耗突然变大；由水泵能耗

曲线可知，给水泵的相对能耗减少量也随着温差的增

大而不断增大，当温差在 ５ ～ ８ ℃时，单位制冷水泵的

节能速率不断增大；而温差在 ８ ～ １０ ℃变化时，虽然

给水泵的节能量也不断增大，但其变化率减小。 从系

统节能曲线可知，空调系统大温差运行时，系统节能

效果先增大，随后逐渐减小。 分析图 ６ 可知，虽然大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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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差热泵空调具有一定的节能作用，但节能效果随循

环水温差的增大而先增大后减小。 在温差为 ８ ℃时，
热泵系统的节能效果最佳。

图 ７ 所示为热泵空调机组及其系统能效比的变

化。 热泵机组能效比随着冷却水温差的增大而不断

减小；但热泵系统能效比随着冷却水温差的增大，先
增大后逐渐减小。 在循环水温差为 ８ ℃时，热泵系统

能效比最大。 结合图 ６ 和图 ７ 可知，虽然随着冷却水

温差增大给水泵的节能效果不断增强，但整个系统的

节能量先增大后缓慢减小，热泵系统能效比也先增大

后减小。 从第 １ 部分及上述分析可知，冷却水温差增

大，制冷剂的冷凝压力增大，蒸发器各参数不变，压缩

机的出口压比增大，压缩机功耗急剧增大且增大速率

比给水泵能耗降低速率快，导致热泵系统能效比在冷

却水温差不断增大时呈先增大后逐渐减小的趋势。
所以冷却水大温差运行热泵并非温差越大越好，冷却

水温差在 ７ ～ ９ ℃时，空调运行最为节能。

图 ７ 热泵机组及其系统能效比变化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４ 结论

在循环冷却水进口温度保持 ２６ ℃不变时，改变

循环冷却水流量，研究了不同冷却水温差下常规热泵

空调与常规温差热泵空调单位制冷量能耗的关系。
结果表明：虽然大温差热泵主机的单位制冷量能耗高

于常规热泵，但大温差冷却水给水泵的单位制冷量的

能耗低于常规热泵空调给水泵的单位能耗，且其能耗

减少量大于热泵主机耗能增量。 总体而言，大温差热

泵系统的单位能耗是降低的，具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随着循环冷却水温差的增大，热泵空调机组的能

效比逐渐减小；但其系统能效比随着循环水温差的增

大而先增大后减小。 在冷却水温差为 ８ ℃时，系统能

效比达到最大，为 ３ １７３。 因此，热泵空调在大温差

运行时并非温差越大越好，而是有一定的温差限制。

分析可知，循环水温差在 ７ ～ ９ ℃时，大温差热泵空调

运行能够有效降低能耗。

本文受上海市科技委能力建设计划项目（１５１１０５０１０００）
资助。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Ｎｏ．
１５１１０５０１０００）． ）

参考文献

［１］　 陶永生，张建林，汪虎明，等． 冷水大温差组合式空调机

组的研制［Ｃ］ ／ ／全国暖通空调制冷 ２００２ 年学术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５２ － ２５７． （ ＴＡＯ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Ｈｕ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ＶＡＣ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Ｃｏｒｐｕ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２５２ － ２５７． ）

［２］　 贾晶． 大温差小流量的空调水系统方案［ Ｊ］． 建筑科

技， ２００７，１４：４０ － ４１． （ ＪＩＡ Ｊｉｎｇ．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ｈｅｍ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 Ｊ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１４：４０ － ４１． ）

［３］　 江连昌． 大温差空调水系统的节能评价方法［Ｊ］． 暖通

空调，２０１１，４１（７）：７０ － ７２． （ ＪＩＡＮＧ Ｌｉａｎｃｈａ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ｖ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Ｖ ＆ ＡＣ，
２０１１， ４１ （７）： ７０ － ７２． ）

［４］　 陈伟煌，李司秀． 大型公共建筑大温差空调冷水系统的

能耗分析 ［ Ｊ］． 制冷，２０１５，３４ （２）：４６ － ４９． （ ＣＨＥＮ
Ｗｅｉｈｕａｎｇ， ＬＩ Ｓｉｘｉｕ．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ｌ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Ｊ］．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３４（２）：４６ － ４９． ）

［５］　 ＴＯＭＯＨＩＫＯ Ｉ， ＹＵＫＩＨＩＲＯ Ｋ， ＫＡＺＵＴＡＫＥ Ａ，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０８， ８５（１）：１２ － ２５．

［６］　 ＳＵＮ Ｗ Ｚ， ＬＩＮ Ｈ Ｍ， ＺＨＡＮＧ Ｌ 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 ／ ／ ＷＡＮＧ Ｒｕｚｈｕ．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ＣＣＲ′ ２００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４９９ － ５０３．

［７］　 孙文哲，张林，张立华． 大温差中央空调的适用性判据

［Ｊ］． 上海海事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２）：３９ － ４３． （ ＳＵＮ
Ｗｅｎｚｈｅ，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ｔｙ， ２００７， ２８
（２）： ３９ － ４３． ）

［８］　 秦国经． 变风量空调冷却水控制系统研究［Ｄ］． 西安：

—３３１—



第 ３９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制 冷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９，Ｎｏ．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２０１１． （ＧＵＯ Ｇｕｏｊ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ＡＶ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 Ｄ］．
Ｘｉ′ａｎ： 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

［９］　 高伟． 地表水水源热泵系统节能问题及适用性研究

［Ｄ］． 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０． （ＧＡＯ Ｗ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ｎ⁃
ｅｒｇｙ ｓ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ｓｙｓｔｅｍ ［ Ｄ ］．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

［１０］ 刘雪峰． 中央空调冷源系统变负荷运行控制机理与应

用研究［Ｄ］．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２０１２． （ＬＩＵ Ｘｕｅｆｅ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ｏａ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ｌ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

［１１］ 廖丹． 公共建筑集中空调系统节能运行管理研究［Ｄ］．
长沙：湖南大学， ２００９． （ＬＩＡＯ Ｄ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ｖ⁃
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Ｄ］．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 ）

［１２］ 李莉． 低温大温差空调与常规空调冷冻水管路设计计

算比较［ Ｊ］． 流体机械，２００８，３６ （５）：７９ － ８３． （ ＬＩ Ｌｉ．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ｒ 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ｌ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ｉｐ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Ｆｌｕｉ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０８， ３６（５）： ７９ － ８３． ）

［１３］ 章熙民，任泽霈，梅飞鸣． 传热学［Ｍ］． 北京：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９１ － ２９４．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ｍｉｎ， ＲＥＮ Ｚｅ⁃
ｐｅｉ， ＭＥＩ Ｆｅｉｍ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
ｎａ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２９１ － ２９４． ）

［１４］ 董其伍，张垚． 换热器［Ｍ］．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８：６８ － ６９． （ＤＯＮＧ Ｑｉｗｕ，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ｏ．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６８ －
６９． ）

［１５］ 付朋． 空调冷却水系统模型辨识与节能运行优化方法

［Ｄ］．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２０１５． （ＦＵ Ｐｅ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ｖ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Ｄ］． Ｄａｌｉａｎ： Ｄａｌｉａｎ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
［１６］ 杨欢，孔颖萍，董骆骆，等． 某制冷站中央空调冷却水系

统控制策略分析［Ｊ］． 建筑热能通风空调，２０１２，３１（２）：
７３ － ７４，４３．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ｎ， ＫＯＮＧ Ｙｉｎｇｐｉｎｇ， ＤＯＮＧ Ｌｕ⁃
ｏｕｏ，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Ｊ］．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３１（２）：７３ － ７４，４３． ）

［１７］ 董晓丽． 降低空调冷冻水系统输送能耗的研究［Ｄ］． 上

海：东华大学， ２０１２． （ＤＯ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ｌ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ｏ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

［１８］ 史德福，陈华，周楚． 带冷凝热回收热泵空调器的实验

研究［Ｊ］． 制冷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４）：７５ － ８０． （ ＳＨＩ Ｄｅｆｕ，
ＣＨＥＮ Ｈｕａ， ＺＨＯＵ Ｃｈｕ．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ｄｅｎｓ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３４（４）：７５ － ８０． ）

［１９］ 徐健． 某商场空调冷却水大温差系统分析［Ｊ］． 建筑热

能通风空调，２０１５，３４（３）：６３ － ６５． （ＸＵ Ｊ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ｃｈｉｌ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ｎ ｅｍｐｏｒｉｕｍ［ Ｊ］．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４（３）：６３ － ６５． ）

［２０］ 程昕． 大温差冷却水对冷水机组性能的影响研究［Ｄ］．
衡阳：南华大学， ２０１４．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ｌｅｒ［Ｄ］．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

通信作者简介

任建 兴， 男， 教 授， 上 海 电 力 学 院， １３３７１８９６００， Ｅ⁃ｍａｉｌ：
１１０１５１２０５５＠ ｑｑ． ｃｏｍ。 研究方向：火电厂燃煤燃烧节能技术，
低温余热利用技术。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Ｒｅｎ Ｊｉａｎｘｉｎｇ， ｍａ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 ８６ １３３７１８９６００， Ｅ⁃ｍａｉｌ：１１０１５１２０５５＠ ｑｑ． ｃｏｍ．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ｃｏａ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ｔｅ ｈｅａ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４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