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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制冷装置容量有大小，选用的机器设

备各有不同，贮藏物更是种类繁多，但其制冷装

置的供冷方式一般只有两种形式z集中式供冷

与分散式供冷〔庄友明1999 J。前者就是把制冷

装置的主要机器、设备安装于特设的机房内，设

气、液调节站，用回气、供液管道把各库房的冷

却设备连接起来。由一套制冷装置承担冷加工、

冷藏、制冰等多种制冷负荷，同时向若干库房供
冷 (图1 )[于海天和王秀松1990 ，戴痛初等

197 8J。后者又可分为分体型和组合型。所谓分
体型分散式供冷是把制冷压缩冷凝机组布置在 E墨

库房外面，用管道把库房内冷却设备连接起来
(图2)[杨磊等19 80 ，卢士勋1991J，而组合型

分散式供冷是把制冷压缩机、冷凝器、节流闽、
冷却器(蒸发器)以及必要的附属设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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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集中式供冷方式
Fig. 1 Central refrigeration system 

A. 库房 B. 机房.
1. 制冷压缩机 2. 贮液器 3. 低压循环贮被桶，

4.气、液调节帖 5.冷却器(蒸发器〉。



254 上海水 产大学学报 8卷

A A A-
D
 
，，，‘、

A A 

图2 分散式供冷方式一分体型( 1 )和0)
Fig. 2 Separated refrigeration system - ( 1 ) and ( U ) 

A. 库房 1. 制冷压缩冷凝机组 2. 冷却稽。

制造厂组装起来，成为一套紧凑、高效、具有全

自动性能的制冷压缩机组(图3 )。集中式供冷的 l 

制冷工艺设计复杂，冷库建设周期长，建设费用 r-:í�__.rr 厂rr-=-rr
高，而且制冷装置的工作效率既取决于设计水 rLJ-rLJ一rLJ一LJ一一

平，还取决于安装技术，要求有熟练的技术工人
来操作管理，且一部分库房热负荷的搅动会影

响其它库房工况的稳定。

此外， 由于制冷工艺复杂，自动控制(auto-
matic control)线路亦复杂，实现全自动化的难 l主
度较大。目前，中小型冷库采用分散式供冷的己

逐渐增多，工质为氟利昂，曾经是一种主要的发

展趋势。但大型冷库，工质为氨的，一般采用集 Fig.3 Separated refrigeration system-Blocked 

A. 库房 1.制冷压缩冷凝机组.
中式供冷〔卢士勋1991]。

A A 

图3 分散式供冷方式-组合型

1 冷库的集中式与分散式供冷方式的比较

冷库建设中，制冷系统的设计先进与否是整个工程的关键。它是 由制冷系统的选择、系统

管道的布置、冷库的冷负荷与设备管道的配比，系统的节能和功能是否适合使用的要求、安全

操作及维修、提高经济效益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郭孝札等 1988.李松寿等 1988.张祉佑1 986.

陈和暑等 1984.高槽锋1 997J。下面以氟利昂冷库分散式制冷系统与集中式制冷系统为例，对

这两种供冷方式进行比较(表1 )。

2 冷库集中式与分散式供冷系统自动控制方面的发展现状

冷库中自控系统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①在制冷系统中使用短阵逻辑器(这种方式目前
已向汰h②采用最简单的双位调节器(各种电磁闽、温度继电器、压力继电器、油压差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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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制冷效率

系统管道

机房面积

主辅机电耗

灌氟量和
泄漏事故

林 锋:关于冷库供冷方式的分析与比较

表1 氟利昂分敬式制冷系统与集中式制冷系统优缺点比较
Tab. 1 Comparlson of central and separated freon refrlgeratlon systems 

分散式制冷系统 集中式制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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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负荷的变化，自动运转必要的机组，制冷 机辘设备选配不当，与负荷不相匹配时，易造成
效率高而稳定，有利于节能 "大马拉小车"

管道短而简单，阻力损失可忽略不计 管道长而复杂，管道阻力大，每10米增加能转1%

可不设专门机房，必要时设面积紧凑的集
中监控室〈面积约25-30m2).在建筑面积不变 设专门机房，大、中型70-250时
的条件下，增大冷库的容量，降低单位造价

主辅机运行时间短，管道阻力小，辅机水泵
扬程低，总耗电小

由于系统分散化和紧凑式的特点，每台机
充灌氟利昂量少，一旦系统发生泄漏，仅损失一
个机组的氟利昂量

只要有一问库温上升，主辅机就要投入运行，管道
*阻力大，辅机水泵扬程高.即使主机附有容量控制装
置，以达到适应冷负荷的变化，但由于电机固有的负载
特性，其耗电量不随主机的制冷量比例而增减

灌氟量大，当发现泄漏，已引起严重损失

运行管理 自控程度高，管理简单，故障容易处理 管理范围大，故障寻找困难，儒要熟练人员管理

制冷系统小型化，单位冷藏(冻结)吨位装 制冷系统大型化，各摩房离峰负荷可以错开，单位
制冷系统 机容量高(按满负荷配机) .制冷设备方面投资 冷藏〈冻结〉装机容量低.制冷设备方面投资减少

增加

电力系统

设备安装

建设周期

设备单位机容量小，电缆直径较小，数量 设备单机容量大，电缆直径较大，数量多，供电与
少，供电与动力系统大大简化 动力系统复杂

机组重量、体积小，生产、安装、使用的金属 机组重量、体积大，生产、安装、使用的金属材料多

材料少

机组质量可靠，大小规格齐全，适应性强. 工艺设计复杂.现场安装调试工作量大，不易设计
可满足不同地区(有水或无水，冷凝精分别可用 定型和标准化，建设周期长
水冷或风冷〉不同负荷量的要求，工艺设计简
单，现场安装调试工作量小，尤其对扩建工程更
为方便，建设周期短

液面继电器等)与直接作用式比例调节器(如旁通能量调节阀、吸气压力调节阀等)。这种控制

以开关控制和比例控制为主，电气控制方面主要是继电器线路，这种传统控制方式以经典控制

理论为基础，针对组成系统的制冷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等主要设备实行控制。将它们逐个作

为单一对象，对其运行中的有关参数(如制冷压缩机能量、冷凝压力、蒸发压力、制冷剂流量等)

分别作必要的调节，构成单回路的并联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模式虽然能对单一参数进行一

定的调节以保证制冷装置正常安全运行，实现必需的工艺目的[石家泰等198 0J.但 由于调节

品质不高，往往难以达到更高精度的调节要求。特别是难以适应大的负荷变化和工况变化，同

时调节系统不能对多个信号进行综合处理和调节;③可编程控制器阶段，在制冷控制系统中引

入串级调节与补偿调节，并完善专用的电动执行器[朱善君等 1992J，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各个领域中普遍应用。加之现代控制论的发展，使自动化技术产

生了新的飞跃[顾建中1997J。自70年代起，继美国之后，日本、法国等先后研究设计了 微机控

制分散式制冷系统，而且发展很快〔邱嘉昌1 991. 陈泽云1 993 J。这主要是 由于其系统简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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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微机全自动控制，既节约能惊，又确保食品的贮藏质量。采用微机控制和调节生产过程，使制

冷装置保持在最经济、最合理的工况下运行，使食品在冷加工和冷藏过程中保持最好的质量，

同时可以降低经营管理费用。整个制冷装置由一台主计算机(自由程序)和一台备用的计算机

(固定程序)来控制。计算机根据负荷的大小和各库的调节要求，与预先设定的给定值比较后，

由主计算机发出控制信号，实现能量调节，使制冷量和热负荷及时匹配。而且现在先进的冷库
自控系统中将仓储管理、工厂人事管理和办公自动化等自控系统都组合在一起，以优化工厂管
理[徐世琼 1992J.

大型冷库一般为集中式供怜方式，系统复杂，实现金自动控制的难度较大，就目前国内大

型冷库自动化程度看，一般是制冷压缩机自带PID系统f石家泰等198 0J、中间冷却器、低压循

环贯主液桶等设备实现局部自动控制，也即处于自控发展的第二三阶段。而中小型冷库，特别是

采用氟利昂为工质的，一般为分散式供冷方式，制冷压缩冷凝机组与库房冷却器采用一一对应

方式，制冷系统简单，每个库房的系统相对独立，控制参数少，易于实现微机全自动控制[黄骏

和李军1994，谢晶等1 99 8J。可以对每个小系统独立控制，然后再由一台主机进行汇总、显示、

报警，即为微机分散式控制的第四代自控技术。目前在国内，一般只做到对制冷系统的自动控

制，在货物进出、装卸作业自动化、库房计算机管理、工厂人员自动化管理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

努力。

3 结语

以上是对冷库集中式、分散式两种供冷方式的比较，可见其各有优缺点，在进行冷库方案

设计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经分析、比较后再合理选择。目前，根据机器设备等发展情况，氨制冷

系统一般选用集中式供冷方式，氟利昂制冷系统则可选用集中式、分散式两种供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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