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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及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组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制冷或热泵用途的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以下简称压缩机）及离心式制冷剂压

缩机组（以下简称压缩机组），其他用途的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及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组参照使

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55—2019 旋转电机定额和性能 

GB/T 5773—2016 容积式制冷剂压缩机性能试验方法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237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 9239.1—2006 机械振动 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 第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

的检验 

GB/T 12668.3—2012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3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GB/T 12668.501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5-1部分：安全要求电气、热和能量 

GB/T 13306 标牌 

GB/T 18430.1—2024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1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

的冷水（热泵）机组 

GB/T 19410—2008 螺杆式制冷压缩机 

JB/T3165—1999 离心和轴流式鼓风机和压缩机 热力性能试验 

JB/T7249 制冷与空调设备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JB/T 724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 centrifugal refrigerant compressor 

依靠叶轮对制冷剂蒸气做功使制冷剂蒸气的压力和速度增加，而后又在扩压器中将动能转变为

压力能，制冷剂蒸气沿径向流过叶轮的压缩机。 

3.2 

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组 centrifugal refrigerant compress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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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原动机及其他附件组装在一起，用于压缩制冷剂蒸气的机组。 

3.3 

喘振 surging 

压缩机（组）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的不稳定性现象，其特征为制冷剂蒸气流量随时间的变化

发生 很大的波动，并伴有强烈的振动和噪声。 

3.4 

堵塞 choking 

压缩机（组）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稳定性现象，其特征为气体动力上的阻塞，这时制冷剂

蒸气流量不再随着调节机构的动作而增大。 

3.5 

制冷量 cooling capacity 

在规定的制冷能力试验条件下，由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的制冷

剂质 量流量乘以压缩机（组）吸气口的制冷剂气体比焓与压缩机（组）所在的制冷循环中蒸发器

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比焓之差。 

注：单位为瓦（ ）W 。 

3.6 

制热量 heating capacity 

在规定的制热能力试验条件下，由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乘以

压缩机（组）排气口的制冷剂气体比焓与压缩机（组）所在的制冷循环中蒸发器（补气回路）膨胀

前的制冷剂液体比焓之差。 

注：单位为瓦（ ）W 。 

3.7 

制冷（热）性能系数 cooling(heating)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压缩机（组）的制冷（热）量与输入功率之比。 

注：单位为瓦每瓦（ ）W/W 。 

3.8 

输入功率 input power 

开启式压缩机为输入压缩机的轴功率；封闭式压缩机为电动机输入功率及维持压缩机正常运行

所需的其他辅助功率之和。 

注：单位为瓦（ ）W 。 

3.9 

典型特性曲线  typical characteristic curve 

以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组）的进口体积流量为横坐标，以压比（或升压）和输入功率或效率

为纵坐标的函数曲线图。 

注：用于表述压缩机（组）运行特性和调节范围。 

3.10 

磁悬浮轴承 magnetic bearing 

利用磁场的吸引力或排斥力使转子悬浮和动态稳定的轴承。 

3.11 

磁悬浮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 magnetic bearing centrifugal refrigerant compressor 

用于压缩制冷剂蒸气的离心式压缩机，其正常运行中压缩机转子完全由磁悬浮轴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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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压比 pressure ratio 

压缩机排气口绝对压力与吸气口绝对压力之比。 

注：单位为兆帕每兆帕（MPa/MPa）。 

3.13 

位置传感器 position transducer 

安装于磁悬浮轴承系统中，用于实时监测转子位置的传感器。 

3.14 

备降轴承 touch-down bearing 

安装于磁悬浮轴承系统中，主要作用是在压缩机待机状态时承载转子组件，在紧急状态时用于

限制转子组件运动范围，在磁悬浮轴承系统过载、故障或失效时支撑转子组件防止其与磁悬浮轴承

定子或电机定子表面接触的独立轴承部件。 

注：在磁悬浮轴承系统正常工作时，备降轴承与转子组件无接触。 

3.15 

辅助供电系统 auxiliary power supply system 

在紧急断电时用于为磁悬浮轴承系统持续供电至转子组件转速降低后落于备降轴承上，从而减

轻跌落冲击，延长磁悬浮轴承系统寿命。 

3.16 

硬跌落测试 touch-downtest 

压缩机（组）处于约定转速和约定工况运行时，将电机和磁悬浮轴承突然断电，且断电后不启

用备用电源，使转子组件在未降速的情况下直接硬跌落于备降轴承上，以评估其寿命。 

3.17 

气悬浮轴承 gas-bearing 

气悬浮轴承是指采用制冷剂气体（蒸气）作为工作介质的轴承类型，主要分为静压和动压两种

形式。 

3.18 

静压气悬浮轴承  static pressure gas-bearing 

静压气悬浮轴承是以压差补气方式建立起轴承工作气膜作为工作介质的滑动轴承。 

3.19 

动压气悬浮轴承 dynamic pressure gas-bearing 

动压气悬浮轴承是以通过高速旋转压缩气体的方式建立起气膜作为工作介质的滑动轴承。 

3.20 

气悬浮轴承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 gas-bearing centrifugal refrigerant compressor 

用于压缩制冷剂蒸气的离心式压缩机，其正常运行中压缩机转子完全由气悬浮轴承支撑。 

3.21 

供气压差 pressure difference of supply gas 

供气压差是为了在轴承承载面形成气膜所需要的供气压力差，通常等于供气容器的静压减去压

缩机腔的静压。 

注：仅适用于静压气悬浮轴承压缩机。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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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供气量 gas supply of gas-bearing 

轴承供气量是在稳定运行中通过轴承承载面的供气量。 

注：仅适用于静压气悬浮轴承压缩机。 

3.23 

起飞转速 take off rotational speed 

转轴与顶箔之间的气体动压确保转轴与顶箔开始分离一定距离的转速。 

注：仅适用于动压气悬浮轴承压缩机。 

4 型式与基本参数 

4.1 型式 

4.1.1 按轴承型式分为： 

——机械式轴承压缩机（包含油润滑轴承压缩机和制冷剂润滑滚动轴承压缩机）； 

——悬浮式轴承压缩机（包含磁悬浮轴承压缩机和气悬浮轴承压缩机）。 

4.1.2 按是否有油分为： 

——有油压缩机； 

——无油压缩机。 

4.2 压缩机（组）正常工作的压力和流量范围 

压缩机（组）正常工作的压力和流量范围见其典型特性曲线。 

4.3 名义工况 

压缩机（组）的制冷制热名义工况按表1的规定，部分负荷工况按表2的规定。 

表1 压缩机（组）的名义工况 

类型 
蒸发温度 a 

℃ 

冷凝温度 a 

℃ 

吸气温度 

℃ 

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过冷度 b 
℃ 

制冷 

水冷数据中心 14 36 17 3 

水冷名义制冷 6 36 9 3 

水冷冰蓄冷 -8 35 -5 3 

风冷名义制冷 6 50 11 5 

制热 水冷名义制热 6 46 9 3 
a 可采用被测压缩机吸、排气口静压对应的饱和温度与表中所规定的蒸发温度和冷凝温度相等的方式进行测试。 
b 对于配用经济器的多级压缩机（组），以“级间补气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3K”作为经济器补气回路出口温度

参数，补气压力由制造商设计时规定，制冷量以第一级补气压力相对应的制冷剂饱和温度（或露点温度）下

制冷剂液体理论比焓进行计算。 

表2 压缩机（组）的部分负荷工况 

工况 负荷率 
蒸发温度 a 冷凝温度 a 吸气温度 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过冷度 b 

℃ ℃ ℃ ℃ 

水冷数据中心 
全年综合制冷工况 

100% 14 36 17 3 

100% 14 31 17 3 

100% 14 27 17 3 

50% 14 24 17 3 

水冷名义制冷 100% 6 36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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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 负荷率 
蒸发温度 a 冷凝温度 a 吸气温度 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过冷度 b 

℃ ℃ ℃ ℃ 

部分负荷工况 75% 6 31 9 3 

50% 6 26 9 3 

25% 6 21 9 3 

风冷制冷季节工况 

100% 6 50 11 5 

75% 6 44 11 5 

50% 8 38 13 5 

25% 10 32 15 5 
a 
可采用被测压缩机吸、排气口静压对应的饱和温度与表中所规定的蒸发温度和冷凝温度相等的方式进行测试。 

b 
对于配用经济器的多级压缩机（组），以“级间补气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3K”作为经济器补气回路出口温度

参数，补气压力由制造商设计时规定，制冷量以第一级补气压力相对应的制冷剂饱和温度（或露点温度）下制

冷剂液体理论比焓进行计算。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压缩机（组）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并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或用户与制造商的

协议）制造。 

5.2 安全要求 

5.2.1 安全基本要求 

压缩机（组）安全的基本要求应符合GB/T 9237的规定。电控部件安全的基本要求应符合

GB/T12668.501的规定。 

5.2.2 强度 

压缩机壳体等受压零件应有足够的强度，按6.2.2进行强度试验时，各部位应无渗漏和异常变形。 

5.2.3 绝缘电阻 

压缩机（组）带电部位与可能接地的非带电部位之间的绝缘电阻（冷态）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于额定电压1000V以下的应不小于50MΩ； 

b） 对于额定电压1000V～6600V的应不小于200MΩ； 

c） 对于额定电压大于6600V的应不小于500MΩ。 

5.2.4 电气强度 

电机和磁悬浮轴承的电气强度应满足GB/T 755—2019中9.2的规定。 

5.3 性能要求 

5.3.1 制冷（热）量 

压缩机（组）的实测制冷（热）量不应小于名义制冷（热）量的95%。 

5.3.2 输入功率 

压缩机（组）的实测输入功率不应大于名义输入功率的110%。 

5.3.3 制冷（热）性能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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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组）的实测制冷（热）性能系数不应小于明示值的95%。 

5.3.4 振动 

压缩机（组）的实测振动值不应大于制造商明示的振动限值。 

5.3.5 部分负荷运行 

压缩机（组）应进行部分负荷运行试验，测定其部分负荷下的制冷（热）量和输入功率，并绘

制部分负荷性能曲线图或性能表。 

5.3.6 全性能 

压缩机（组）应进行全性能试验，测定其全性能试验时的实测转速、进口体积流量、压比

（或升压）和输入功率或效率，并应绘制压缩机（组）的全性能曲线图或性能表。 

5.3.7 噪声 

压缩机（组）的实测声压级噪声值不应大于制造商明示值+2dB(A)。 

5.4 可靠性要求 

5.4.1 通用可靠性要求 

5.4.1.1 气密性 

压缩机（组）的气密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检漏介质为干燥、洁净的空气或氮气时，压缩机（组）或压缩机壳体等受压零件试验时

各部位应无渗漏； 

b） 当检漏介质为其他试验气体时，压缩机（组）或压缩机壳体等受压零件试验时的单点泄漏

率均不应大于7.5g/a或压缩机（组）整机泄漏率不应大于28g/a。 

5.4.1.2 运转 

压缩机（组）应进行行空载或重载运转试验，其运转应平稳，无异常声响和剧烈振动，调节装

置操作灵活、正确，压力、输入功率和温度应无异常波动，摩擦部位应无异常温升等。 

注：由经过运转试验合格的压缩机组装的机组可不进行运转试验。 

5.4.1.3 旋转部件动平衡 

叶轮、转轴或转子组件的动平衡等级应符合制造商设计规定或供需双方协议的规定。 

5.4.1.4 叶轮超速 

试验前后叶轮关键部位（如轴孔、进口密封圈和叶轮外径等）的永久变形量应符合制造商设计

规定或供需双方协议的规定。试验转速不应小于该叶轮最高运行转速的1.15倍。 

5.4.1.5 绕组温度 

压缩机（组）的实测电动机绕组温度应不高于制造商规定的绕组温度限值。 

5.4.1.6 喘振可靠性 

压缩机需具备抵抗喘振冲击的能力或识别喘振并控制压缩机脱离喘振的保护功能，确保不会因

喘振导致压缩机（组）损坏而无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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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7 紧急断电可靠性 

运行过程中，压缩机（组）应能可靠应对紧急断电或供电系统故障，并满足以下要求： 

a） 针对机械式轴承压缩机：机械式轴承应设置紧急供油/液系统，在压缩机（组）紧急断电

时，持续供油/液直至转轴停转； 

b） 针对磁悬浮轴承压缩机：磁悬浮轴承系统应设置辅助供电系统，如配用不间断供电装置、

具备断电自发电功能的变频器等，在紧急断电时用于为磁悬浮轴承系统持续供电至转子组

件转速降低后落于备降轴承上，落下时的转速不应影响备降轴承寿命； 

c） 针对静压气悬浮轴承压缩机：静压气悬浮轴承系统应设置辅助供气系统，因气悬浮轴承系

统过载、故障或失效时支撑转轴至停转，防止压缩机损坏； 

d） 针对动压气悬浮轴承压缩机：压缩机无需设置辅助系统，压缩机可直接断电，轴承能够抗

跌落； 

e） 按6.4.1.7进行紧急断电可靠性试验，试验过程中无故障报警、无异常振动，试验后压缩机

（组）仍能正常运行。 

5.4.1.8 吸气带液可靠性 

压缩机需具有抵抗吸气带液冲击的能力，确保不会因带液导致压缩机（组）损坏无法运行。按

6.4.1.8进行吸气带液可靠性试验，试验过程中无故障报警、无异常振动，试验后压缩机（组）仍能

正常运行。 

5.4.2 磁悬浮轴承压缩机可靠性要求 

5.4.2.1 电磁兼容 

磁悬浮轴承压缩机（组）的电磁兼容应符合GB/T 12668.3—2012中5.2.3、5.3.3、6.4.2的规定。

如磁悬浮轴承、变频器为两路或多路电源供电，对允许客户接入同一供电电源的，则同时接入测试；

对要求客户独立供电的，则每一路供电单独验证。 

5.4.2.2 备降轴承硬跌落寿命 

磁悬浮轴承压缩机应设置备降轴承，在磁悬浮轴承系统过载、故障或失效时能够支撑转轴至停

转防止压缩机损坏，备降轴承应具备合理的硬跌落寿命次数并进行明示。按6.4.2.2进行备降轴承硬

跌落寿命试验后，压缩机（组）仍能正常校轴、悬浮及运行。 

5.4.3 气悬浮轴承压缩机可靠性要求 

5.4.3.1 静压气悬浮轴承耗气量 

在压缩机（组）设计工况下，轴承耗气量不超过压缩机吸气量的1/1000。在压缩机运行范围内，

轴承耗气量的波动不超过2%。 

5.4.3.2 动压气悬浮压缩机最低运行转速 

动压气悬浮轴承的起飞转速应满足压缩机（组）最低负荷时的转速要求。按 6.4.3.2 进行最低

运行转速试验期间，不应出现因为动压气旋浮轴承失稳导致的异常报警、异常噪声、异常振动或异

常磨损。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的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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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压缩机（组）试验装置应排除试验系统内的不凝性气体。确认没有制冷剂的泄漏。 

6.1.2 压缩机（组）试验装置的液体管道与吸气管道应隔热。 

6.1.3 压缩机（组）试验装置内、外表面应清洁，不应有油污等粘着物。 

6.1.4 试验管道的截面积及表面要求应符合JB/T 3165—1999中4.3的规定。吸、出气试验管道上应

分别设有供测量压力和温度的测量孔，压力、温度测量孔的位置宜按附录A的规定。 

6.1.5 试验装置如有整定管路内气流用的整流器，整流器技术要求宜按附录B的规定。 

6.1.6 压缩机（组）制冷（热）量试验装置应按附录C的规定。 

6.1.7 压缩机（组）的试验应按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进行。 

6.1.8 试验周期及数据采集要求、试验工况参数的允许偏差和测量仪表及精度，按GB/T5773—

2016中4.3～4.4的规定。 

6.1.9 单级压缩机（组）的制冷量试验应包含两种试验方法。试验方法选择与组合和两种试验方

法试验结果之间的偏差，按GB/T 5773的规定。 

6.1.10 各类压缩机（组）的制热量试验、多级压缩机（组）的制冷量试验可仅采用一种试验方法

进行。 

6.1.11 压缩机（组）宜具备智能控制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运行数据采集、自动调节、稳定控制、

报警保护等功能。 

6.2 安全要求试验方法 

6.2.1 基本安全要求试验 

压缩机（组）安全的基本要求试验按GB/T 9237的规定。电控部件安全的基本要求试验按

GB/T12668.501的规定。 

6.2.2 强度试验 

强度试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若试验为型式检验，对压缩机壳体等受压零件进行不低于 3倍设计压力的爆破试验； 

b) 若试验为抽样检验，对压缩机壳体等受压零件进行不低于 1.50 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或

1.25 倍设计压力的气压试验； 

c) 若试验为出厂检验，每年对基本型号的压缩机壳体等受压零件至少抽取一个样本进行不低

于 3 倍设计压力的爆破试验，该项试验合格后，每台压缩机（组）出厂检验的强度试验仅

对压缩机壳体等受压零件进行 1.25 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或 1.15 倍设计压力的气压试验； 

d) 气压试验、液压试验和爆破试验的方法按 GB/T 19410—2008 中的附录 B、C、D 的规定。 

 

6.2.3 绝缘电阻试验 

绝缘电阻试验的方法按GB/T18430.1—2024中的6.4.12.1的规定。变频压缩机（组）在进行该试

验时应将变频系统与压缩机完全电隔离。 

6.2.4 电气强度试验 

电气强度试验的方法按GB/T 755—2019中9.2的规定。压缩机在进行该试验时应将变频系统与

压缩机完全电隔离。 

6.3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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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制冷（热）量试验 

按4.3规定的名义制冷（热泵）工况和附录C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3.2 输入功率试验 

在按6.3.1进行试验的同时，按GB/T 5773规定的方法，测定和计算压缩机（组）的输入功率和

工作电流。 

6.3.3 制冷（热）性能系数试验 

在按6.3.1进行试验的同时，按附录C规定的方法，测定和计算压缩机（组）的制冷（热）性能

系数。 

6.3.4 振动试验 

按GB/T 19410规定的方法，测定压缩机（组）振动值。对于半封闭式压缩机，还需补充电动机

端轴承位置测点。 

6.3.5 部分负荷运行试验 

在按4.3规定的名义制冷（热泵）工况下，根据压缩机（组）能量调节装置的自身特性确定部

分负荷试验工况，按附录C和GB/T 577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测定制冷（热）量和输入功率。 

6.3.6 全性能试验 

试验单位按附录C和GB/T 5773规定的方法，根据典型特性曲线确定全性能试验工况，进行全性

能试验，测定实际转速、进口体积流量、压比（或升压）和输入功率或效率。且在设计转速下，应

至少测试5个工况，包括堵塞工况和喘振工况；对于变频压缩机（组）可以选取更多的转速进行试

验。 

6.3.7 噪声试验 

按GB/T 18430.1－2024中6.4.11.1规定的方法进行。 

6.4 可靠性要求试验方法 

6.4.1 通用可靠性要求试验方法 

6.4.1.1 气密性试验 

气密性试验的方法按GB/T 19410—2008中附录A的规定。 

6.4.1.2 运转试验 

压缩机（组）的运转试验应在运转试验台上进行。检查其运转部件装配质量及润滑系统的润滑

情况，若不符合规定，则应消除缺陷后重新试车，直到合格为止。压缩机（组）的运转试验也可在

压缩机性能试验台上进行。 

6.4.1.3 旋转部件动平衡试验 

将叶轮、转子或带叶轮的转子组件放在动平衡试验机上进行试验。在试验前需先对叶轮动平衡

试验工装单独进行动平衡试验， 平衡精度品质级别应符合GB/T 9239.1—2006规定的不低于G2.5的

要求。对叶轮或叶轮及转子组件依次进行清洁清洗与工装组装操作，设定去（加）重面与去（加）

重半径后启动动平衡机，记录不平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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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4 叶轮超速 

叶轮超速试验在动平衡试验合格后在叶轮超速试验机上进行。试验用转速不小于压缩机名义转

速的1.15倍，试验时间至少1min。 

6.4.1.5 绕组温度试验 

压缩机（组）按电动机设计功率的最大值运行15min后，记录电动机绕组中预埋温度传感器测

量的温度数据，每隔5min记录一次，直至测量数据稳定为止。 

6.4.1.6 喘振可靠性试验 

压缩机的喘振可靠性可以通过喘振承载能力试验或喘振保护功能试验来评价。 

喘振承载能力试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压缩机（组）保持导叶全开，解除喘振相关的保护功能，通过调整吸排气压力，将压缩机

（组）运行至压比不低于制造商明示运行范围的最大压比的 95%，并且使压缩机（组）处

于喘振状态； 

b) 人工或软件记录喘振次数，出现一次明显喘振噪音，并且较当次喘振前压缩机（组）的压

比波动超过 10%或电流波动超过 20%，记为一次； 

c) 压缩机（组）喘振次数达到制造商明示值后，仍能正常运行、无故障报警、无异常振动则

判定合格。 

喘振保护停机试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将压缩机（组）保持导叶全开，喘振保护开启，通过人工提高控制逻辑中的喘振曲线或向

下修正排气压力传感器数值的方法，将压缩机（组）运行至压比不低于制造商明示运行范

围的最大压比的 95%，并且使压缩机（组）处于喘振状态； 

b) 压缩机（组）在进入喘振后能及时触发报警保护并脱离喘振（允许安全停机），记录为一

次，复位后重复试验； 

c) 重复试验 5 次后，压缩机（组）仍能正常运行、无故障报警、无异常振动则判定合格。 

6.4.1.7 紧急断电可靠性试验 

针对全部种类的压缩机（组），可通过紧急断电试验来评价紧急断电可靠性。紧急断电试验应

符合以下规定： 

a) 压缩机（组）的控制和保护均处于正常有效的状态； 

b) 将压缩机（组）运行至制造商明示运行范围的最高转速±5%和高于压缩机（组）额定功

率，保持 1 min 以上； 

c) 直接切断压缩机（组）动力和控制供电，待转轴停转后重复试验； 

d) 重复 b）和 c），将紧急断电进行 20 次。 

6.4.1.8 吸气带液可靠性试验 

压缩机（组）的带液可靠性试验按以下规定进行： 

a) 将压缩机（组）运行至表 1 规定的水冷名义制冷工况，记录机组排气过热度，通过改变机

组频率，不断增大机组负荷，当机组排气过热度小于 3℃，判定此时机组带液； 

b) 压缩机（组）保持带液状态继续运行满 2h。 

6.4.2 磁悬浮轴承压缩机可靠性试验 

6.4.2.1 电磁兼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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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试验按以下规定进行： 

a）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按GB/T 12668.3－2012中5.3.3规定的方法进行； 

b） 整机浪涌抗扰度试验：按GB/T 12668.3－2012中5.3.3规定的方法进行； 

c）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按GB/T 12668.3－2012中5.3.3规定的方法进行； 

d）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按GB/T 12668.3－2012中5.3.3规定的方法进行； 

e） 电压跌落和短时中断试验：按GB/T 12668.3－2012中5.2.3规定的方法进行； 

f） 端子骚扰电压试验：按GB/T 12668.3－2012中6.4.2规定的方法进行。 

6.4.2.2 备降轴承硬跌落寿命试验 

备降轴承硬跌落寿命试验按以下规定进行： 

a) 将压缩机（组）运行至制造商明示运行范围的最高转速±5%和高于压缩机（组）名义工

况下功率，保持 1 min 以上； 

b) 直接切断磁悬浮轴承和变频器前端供电，不启用辅助供电系统，仅通过压缩机的备降轴承

承受转子组件高速硬跌落的冲击直至停转，记录为 1 次； 

c) 复位后重复上述启停过程 1 次，共测试硬跌落 2次。 

6.4.3 气悬浮轴承压缩机可靠性试验方法 

6.4.3.1 静压气悬浮轴承耗气量试验 

将轴承接通0.6MPa干燥洁净空气，记录组装转子后的轴承耗气量，测量时间不少于2min。 

注：计算轴承耗气量单位为L/min。 

6.4.3.2 动压气悬浮压缩机最低运行转速试验 

将压缩机运行在制造商明示的最低压比和最小制冷量所对应的最低转速并持续 1 h，观察压缩

机的运行状态。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每台压缩机（组）应做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应按表3的规定。在供应商处已完成出厂检验的，

可提供相应的检验测试报告代替。 

7.2 抽样检验 

7.2.1 压缩机（组）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样，检验项目应按表3的规定。 

7.2.2 逐批检验的抽检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等由制造商自行确定。 

7.2.3 中温制冷名义工况制冷量大于5275kW的压缩机（组），检验可在使用现场进行。 

7.3 型式检验 

7.3.1 新产品或定型产品做重大改进，第一台产品应做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应按表3的规定。 

7.3.2 压缩机（组）在试验运行时如有故障，应在故障排除后重新进行检验。 

7.3.3 中温制冷名义工况制冷量大于5275kW的压缩机（组），检验可在使用现场进行。 

表 3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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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强度 

√ 

√ 

√ 

5.2.2 6.2.2 

2 气密性 5.4.1.1 6.4.1.1 

3 运转 5.4.1.2 6.4.1.2 

4 绝缘电阻 5.2.3 6.2.3 

5 电气强度 5.2.4 6.2.4 

6 旋转部件动平衡 5.4.1.3 6.4.1.3 

7 叶轮超速 5.4.1.4 6.4.1.4 

8 振动 5.3.4 6.3.4 

9 制冷（热）量 

一 

5.3.1 6.3.1 

10 输入功率 5.3.2 6.3.2 

11 制冷（热）性能系数 5.3.3 6.3.3 

12 噪声 5.3.7 6.3.7 

13 部分负荷运行 

一 

5.3.5 6.3.5 

14 全性能 5.3.6 6.3.6 

15 绕组温度 5.4.1.5 6.4.1.5 

16 喘振 5.4.1.6 6.4.1.6 

17 紧急断电 5.4.1.7 6.4.1.7 

18 吸气带液 5.4.1.8 6.4.1.8 

19 磁悬浮电磁兼容 5.4.2.1 6.4.2.1 

20 磁悬浮硬跌落 5.4.2.2 6.4.2.2 

21 静压气悬浮轴承耗气量 5.4.3.1 6.4.3.1 

22 动压气悬浮最低转速 5.4.3.2 6.4.3.2 

注 1：“√”为需检项目，“一”为不检项目。 

注 2：使用非常规电压、频率的压缩机（组）的运转试验可在使用现场进行。 

注 3：型式检验项目，厂家可选择在冷水机组上或压缩机测试台进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每台压缩机（组）应在明显部位固定永久性铭牌，铭牌应符合GB/T13306的规定。铭牌上

应标示下列内容： 

——制造商的名称及商标； 

——产品名称和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制冷剂、电源参数、压缩机质量、最高工作压力等]； 

——产品出厂编号； 

——产品制造日期。 

8.1.2 压缩机（组）上应设有标明运行状态的标志（如压缩机叶轮旋转方向、指示仪表及控制按

钮等）和安全标识（如接地装置、警告标识等）或在安装使用手册中有相关说明。 

8.2 包装 

8.2.1 压缩机（组）在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干燥、防锈处理，然后充入0.03MPa～0.05MPa（表压）

的干燥氮气或相应制冷剂气体（有危险性的除外）。 

8.2.2 压缩机（组）包装内应附有随机文件。随机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和装箱单等，

应防潮密封，以保证在正常的贮存、运输中不致损坏和受潮，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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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品合格证的内容包括： 

——产品型号和名称； 

——产品编号； 

——制造商名称和商标； 

——检验结论； 

——检验员、检验负责人签章及日期。 

b）产品说明书的内容包括： 

——产品型号和名称、适用范围、本文件的编号； 

——规格和主要技术参数[制冷（热）量、输入功率、性能系数、额定工作电流、振动值、典

型特性曲线、硬跌落次数等]； 

——产品的结构示意图、制冷系统图及接线图； 

——安装说明和要求； 

——使用说明、维修和保养注意事项。 

8.2.3 压缩机（组）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发货站和制造商名称； 

——到货站和收货单位名称； 

——产品型号和名称； 

——净质量、毛质量； 

——外形尺寸； 

——“小心轻放”“重心”“向上”“吊装位置”和“怕湿”等有关包装、储运标志，包装标

志应符合GB6388 和GB/T191的规定。 

8.3 运输和贮存 

8.3.1 压缩机（组）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倾斜或遭受雨雪淋袭。 

8.3.2 包装后的压缩机（组）应贮存在干燥且通风良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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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压缩机（组）制冷（热）量试验的压力、温度测点及管道组件布置要求 

A.1 吸、排气压力及温度测点布置要求 

A.1.1 吸、排气压力及温度测点布置应满足图A.1的要求，并符合表A.1和表A.2的规定。同时，温

度测量仪表插入深度为不小于1/3管道直径。具体要求如下： 

a) 压缩机（组）吸气压力为吸气管路上同一截面上沿圆周方向均布的 3 个取压孔测点数据的

均值，取压孔所在截面与压缩机吸气法兰的直管段长度至少 0.6m； 

b) 压缩机（组）吸气温度为吸气管路上位于取压孔下游的同一截面上沿圆周方向均布的 3 个

测温孔测点数据的均值，每个测温孔宜与取压孔等距错开 30°，测温孔所在截面与取压

孔所在截面的直管段长度至少 0.3m； 

c) 压缩机（组）排气压力为排气管路上同一截面上沿圆周方向均布的 3 个取压孔测点数据的

均值，取压孔所在截面与压缩机排气法兰的直管段长度至少 0.3m； 

d)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为排气管路上位于取压孔下游的同一截面上沿圆周方向均布的 3 个

测温孔测点数据的均值，每个测温孔宜与取压孔等距错开 30°，测温孔所在截面与取压孔

所在截面的直管段长度至少 0.2m。 

 

a)吸气侧 

 

b)排气侧 

图A.1 吸、排气压力及温度测量点布置要求 

A.1.2 3个取压孔测点读取数据之间的相互偏差应不大于1%，3个测温孔测点读取数据之间的相互

偏差绝对值应不超出±0.5℃。 

A.2 吸、排气管路直管段布置要求 

A.2.1 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的吸气管路中直管段的最小尺寸要求应符合表A.1的规定。 

A.2.2 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的排气管路中直管段的最小尺寸要求应符合表A.2的规定。 

表 A.1 吸气管路中直管段的最小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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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图A.1中的最小尺寸 

A B 

直管段 2Ds 3Ds 

注：Ds——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吸气管路的内径，单位为米（m）。 

表 A.2 排气管路中直管段的最小尺寸要求 

项目 
图A.1中的最小尺寸 

A B 

直管段 2Dd 3Dd 

注：Dd——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排气管路的内径，单位为米（m）。 

 

  



GB/T XXXXX—202X 

16 

 

附录 B 

（规范性） 

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用整流器技术要求 

B.1 概述 

整流器用于整定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中吸（排）气侧测量段管路内的气流。本附录规定

了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用整流器的技术要求。 

B.2 结构 

B.2.1 结构型式上，整流器可分为井字形和多孔形两种，其外形尺寸分别如图B.1的a）和b）所示。 

  

a）井字形整流器 

 

b）多孔形整流器 

注：L——整流器的轴向有效长度，单位为米（m）； 

D——井字形整流器的外径，单位为米（m）； 

Dt——多孔形整流器的内部管子的外径，单位为米（m）。 

图B.1 整流器结构 

B.2.2 井字形整流器的有效长度与外径比值（ ）L/D 应不小于1。 

B.2.3 多孔形整流器的内部管子的长径比（L/Dt）应不小于8，且管子外径Dt，最大值不应超出整

流器外径的1/8。 

B.3 安装方式 

B.3.1 对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的吸气侧管路上安装整流器的相对位置与尺寸要求应符合图

B.2的a）的要求。 

B.3.2 对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的排气侧管路上安装整流器的相对位置与尺寸要求应符合图

B.2的b）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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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吸气侧 

 

b）排气侧 

注： 

Ds——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吸气管路的内径，单位为米（m）； 

Dd——压缩机（组）性能试验装置排气管路的内径，单位为米（m）。 

图B.2 整流器安装要求 

  



GB/T XXXXX—202X 

18 

离心式制冷剂

C.1 概述 

C.1.1 试验方法种类 

本附录规定了以下六种试验方法：

——方法D1：吸气管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法；

——方法D2：排气管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法；

——方法F：制冷剂液体流量计法；

——方法G：水冷冷凝器量热器法；

——方法J：制冷剂气体冷却法；

——方法K：压缩机排气管道量热器法。

注：方法F仅适用于单级压缩机（组）的性能试验。

C.1.2 压缩机（组）性能计算 

C.1.2.1 制冷量的计算 

对于单级压缩机（组），规定工况实测制冷量按公式

对于配用闪发器的多级压缩机（组），规定工况实测制冷量按公式（

C.1.2.2 制热量的计算 

若压缩机（组）的润滑油、电动机、变频器及其箱体由制冷剂冷却

路]，则需测定压缩机（组）各冷却支路的制冷剂流量；对于配用闪发器的多级压缩机（组）需要

测定级间补气量[见图C.1～图C.5

规定工况流经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对于单级压缩机（组），规定工况实测制热量按公式

对于配用闪发器的多级压缩机（组），规定工况实测制热量按公式

 

附录C 

（规范性） 

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组）制冷（热）量试验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以下六种试验方法： 

吸气管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法； 
排气管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法； 

制冷剂液体流量计法； 
水冷冷凝器量热器法； 

制冷剂气体冷却法； 

：压缩机排气管道量热器法。 

仅适用于单级压缩机（组）的性能试验。 

 

对于单级压缩机（组），规定工况实测制冷量按公式（ ）C.1 计算。 

…………………………………

对于配用闪发器的多级压缩机（组），规定工况实测制冷量按公式（C.2）计算。

……………………………

若压缩机（组）的润滑油、电动机、变频器及其箱体由制冷剂冷却[见图C.1

，则需测定压缩机（组）各冷却支路的制冷剂流量；对于配用闪发器的多级压缩机（组）需要

C.5中的(Ⅱ)路]。 

规定工况流经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C.3 计算。

qmd=qmf+qmi+qmr…………………………………………

对于单级压缩机（组），规定工况实测制热量按公式（ ）C.4 计算。 

……………………………………

对于配用闪发器的多级压缩机（组），规定工况实测制热量按公式（ ）C.5

…………………………………

…………………………………（C.1） 

）计算。 

……………………………（C.2） 

C.1～图C.5中的(Ⅲ)

，则需测定压缩机（组）各冷却支路的制冷剂流量；对于配用闪发器的多级压缩机（组）需要

计算。 

（ ）……………………… C.3  

……………………………………（C.4） 

）计算。 

（………………………………… C.5） 



 

C.1.2.3 输入功率的计算 

压缩机（组）输入功率的计算按

C.1.2.4 制冷（热）性能系数的计算

压缩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按公式（

压缩机（组）的制热性能系数按公式

C.2 试验方法D1和D2：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法

C.2.1 构造 

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是一个喷嘴或孔板式流量测量节流装置或质量流量计，由其测量气体制冷剂

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流量计安装在压缩机（组）吸气侧（方法

[见图C.la)和b)，图C.2a)和b)]

排气压力降为吸气压力的调节阀和气体过热度调节装置组成

缩机（组）与图C.3或图C.4组成封闭系统。

若流量计装设在压缩机（组）吸气管道上，则制冷剂气体应过热均匀并且完全不带液滴地全部

流经流量计。 

为减少和消除制冷剂气体流量的脉动，在相应管道上应装设脉动缓冲器（见图

为减少流量计的测量误差，宜设置有效的油分离装置，使流经流量计的制冷剂气体中含油量不

超过1.5%（质量分数）。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方法

一个制冷剂喷液支路[见图C.1和图

压缩机（组）输入功率的计算按GB/T5773的规定。 

制冷（热）性能系数的计算 

压缩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按公式（ ）C.6 计算。 

…………………………………………

压缩机（组）的制热性能系数按公式（ ）C.7 计算。 

………………………………………

：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法 

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是一个喷嘴或孔板式流量测量节流装置或质量流量计，由其测量气体制冷剂

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流量计安装在压缩机（组）吸气侧（方法D1）或排气侧（方法

b)]。流量计应安装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该系统由被试压缩机（组）、

排气压力降为吸气压力的调节阀和气体过热度调节装置组成[见图C.1c)和图C.2c)

组成封闭系统。 

若流量计装设在压缩机（组）吸气管道上，则制冷剂气体应过热均匀并且完全不带液滴地全部

为减少和消除制冷剂气体流量的脉动，在相应管道上应装设脉动缓冲器（见图

为减少流量计的测量误差，宜设置有效的油分离装置，使流经流量计的制冷剂气体中含油量不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方法D1中压缩机（组）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

和图C.2中的(b)路]。 

a）方法 D1（吸气管流量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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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6  

（ ）…………………… C.7  

制冷剂气体流量计是一个喷嘴或孔板式流量测量节流装置或质量流量计，由其测量气体制冷剂

）或排气侧（方法D2）的管道上

。流量计应安装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该系统由被试压缩机（组）、

C.2c)]，或者由被试压

若流量计装设在压缩机（组）吸气管道上，则制冷剂气体应过热均匀并且完全不带液滴地全部

为减少和消除制冷剂气体流量的脉动，在相应管道上应装设脉动缓冲器（见图C.1和图C.2）。 

为减少流量计的测量误差，宜设置有效的油分离装置，使流经流量计的制冷剂气体中含油量不

中压缩机（组）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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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方法 D2（排气管流量计法） 

 

气体冷却器 

c）一个完整流程的实例 

图 C.1 单级压缩机（组）方法 D流程示意图 

 

a）方法 D1（吸气管流量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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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方法 D2（排气管流量计法） 

 

c）一个完整流程的实例 

图 C.2 多级压缩机（组）方法 D流程示意图 

C.2.2 试验程序 

C.2.2.1 压缩机（组）的吸气压力由制冷剂气体调节阀调节[见图C.1c)和图C.2c]或者由膨胀阀调

节（见图C.3或图C.4）。 

C.2.2.2 压缩机（组）的排气压力通过改变冷凝器冷却水量或冷却水温度进行调节，也可由排气

管道中压力控制阀调节。 

C.2.2.3 压缩机（组）的吸气温度由液体膨胀阀[见图C.1c)和图C.2c)]或者由蒸发器加热介质和制

冷剂喷液支路制冷剂流量共同调节（见图C.3或图C.4）。 

C.2.2.4 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组）测试时，补气回路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温度通过辅助过冷或

加热装置进行调节。 

C.2.2.5 附加数据如下所示： 

a） 流量计前（后）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b） 流量计的压力降； 



GB/T XXXXX—202X 

22 

c）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d）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e）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f）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g）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C.2.3 制冷剂流量计算 

C.2.3.1 试验方法D1 

按方法D1试验测得的进入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

其中，规定工况下压缩机（组）喷液支路前的吸气侧制冷剂气体质量流量按公式

或直接测定。 

按方D1试验测得的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C.2.3.2 试验方法D2 

按方法D2试验测得的规定工况下压缩机（组）排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按公式

接测定。 

按方法D2试验测得的进入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

C.3 试验方法 F：制冷剂液体流量计法

C.3.1 构造 

制冷剂液体流量计为测定制冷循环中的制冷剂液体流量，可使用积算式或指示式流量计，制冷

剂流量以容积或质量为单位。流量计安装在过冷器与膨胀阀之间的液体管道上。为了保证流量计在

所有情况下精确测量，还应配置如下设备：

为防止制冷剂在流量计中气化，在其前面装一个制冷剂过冷器。在此，制冷剂由冷却水过冷。

为观察制冷剂液体中是否含有气泡，在紧接流量计后面安装一个玻璃视镜。

流量计还应配置一旁通管道，其中旁通管道上的截止阀和管路的阻力应与流量计的阻力大致相

等。除了测量流量的时间以外，旁通管道应是畅通的。

将温度测量点配置在过冷器和流量计的制冷剂液体进口处，以测量制冷剂液体温度。压力表安

装在流量计的出口处。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压缩机（组）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一个制冷剂

喷液支路[见图C.3中的(b)路]。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试验测得的进入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

qmf=qmg+qm0…………………………………………

其中，规定工况下压缩机（组）喷液支路前的吸气侧制冷剂气体质量流量按公式

……………………………

试验测得的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C.3  计算。

试验测得的规定工况下压缩机（组）排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按公式

…………………………

试验测得的进入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

：制冷剂液体流量计法 

制冷剂液体流量计为测定制冷循环中的制冷剂液体流量，可使用积算式或指示式流量计，制冷

剂流量以容积或质量为单位。流量计安装在过冷器与膨胀阀之间的液体管道上。为了保证流量计在

所有情况下精确测量，还应配置如下设备： 

为防止制冷剂在流量计中气化，在其前面装一个制冷剂过冷器。在此，制冷剂由冷却水过冷。

为观察制冷剂液体中是否含有气泡，在紧接流量计后面安装一个玻璃视镜。 

流量计还应配置一旁通管道，其中旁通管道上的截止阀和管路的阻力应与流量计的阻力大致相

等。除了测量流量的时间以外，旁通管道应是畅通的。 

将温度测量点配置在过冷器和流量计的制冷剂液体进口处，以测量制冷剂液体温度。压力表安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压缩机（组）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一个制冷剂

。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试验测得的进入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 ）C.8 计算。 

（ ）………………………………………… C.8  

其中，规定工况下压缩机（组）喷液支路前的吸气侧制冷剂气体质量流量按公式（ ）C.9 计算

（ ）…………………………… C.9  

计算。
 

试验测得的规定工况下压缩机（组）排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按公式（ ）C.10 计算或直

（ ）………………………… C.10  

试验测得的进入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C.3）计算。 

制冷剂液体流量计为测定制冷循环中的制冷剂液体流量，可使用积算式或指示式流量计，制冷

剂流量以容积或质量为单位。流量计安装在过冷器与膨胀阀之间的液体管道上。为了保证流量计在

为防止制冷剂在流量计中气化，在其前面装一个制冷剂过冷器。在此，制冷剂由冷却水过冷。

流量计还应配置一旁通管道，其中旁通管道上的截止阀和管路的阻力应与流量计的阻力大致相

将温度测量点配置在过冷器和流量计的制冷剂液体进口处，以测量制冷剂液体温度。压力表安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压缩机（组）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一个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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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3 方法F流程示意图 

C.3.2 标定 

流量计的标定按GB/T 5773的规定。 

C.3.3 试验程序 

C.3.3.1 打开旁通管道上的截止阀使系统运转，达到工况规定值后关闭截止阀，使制冷剂液体通

过流量计。进入流量计的制冷剂温度应至少比流量计出口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或泡点温度）过冷

3℃。 

C.3.3.2 附加数据如下所示： 

a） 主回路的制冷剂液体质量流量； 

b） 过冷器进口和流量计进口的制冷剂液体温度； 

c） 流量计出口压力对应的制冷剂饱和温度（或泡点温度）； 

d）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e）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f）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g）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h）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C.3.4 制冷剂流量计算 

按方法F试验测得的进入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 ）C.11 计算。 

qmf=qml+qmo    （…………………………………… C.11） 

按方法F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C.3 计算。 

C.4 试验方法 G：水冷冷凝器量热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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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 构造 

水冷冷凝器是组成被试压缩机（组）试验系统设备之一，按照

力 和冷却水流量的仪表作为量热器。

作为量热器的冷凝器的漏热量应不超过压缩机制冷量的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压缩机（组）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一个制冷剂

喷液 支路[见图C.4中的(b)路]。

a）单级压缩机（组）

C.4.2 漏热量的标定 

漏热量标定按 GB/T5773 的规定。

C.4.3 试验程序 

C.4.3.1 冷凝器压力通过改变冷却水量或温度进行调节。

C.4.3.2 附加数据如下所示：

a） 冷凝器进口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b） 冷凝器出口的制冷剂液体压力、温度；

c） 冷却水的进、出口温度；

d） 冷却水的流量； 

e） 冷凝器的环境温度； 

f）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g）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h）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i）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j）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C.4.4 制冷剂流量计算 

水冷冷凝器是组成被试压缩机（组）试验系统设备之一，按照6.1.5的规定，设置测量温度、压

和冷却水流量的仪表作为量热器。 

作为量热器的冷凝器的漏热量应不超过压缩机制冷量的5%。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压缩机（组）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一个制冷剂

。 

单级压缩机（组）                              b）多级压缩机（组）

图C.4 方法G流程示意图 

的规定。 

冷凝器压力通过改变冷却水量或温度进行调节。 

附加数据如下所示： 

冷凝器进口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冷凝器出口的制冷剂液体压力、温度； 

冷却水的进、出口温度；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的规定，设置测量温度、压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压缩机（组）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一个制冷剂

 

多级压缩机（组）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按方法G试验测得的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按方法G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

C.5 试验方法J：制冷剂气体冷却法

C.5.1 构造 

单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流程如图

示。 

单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时，高压侧制冷剂气体一部分进入冷凝支路冷却成液体，这部分液

体制冷剂继续分成若干路[(a)路、

于低压侧压力下再蒸发，用以冷却另一支路

从气体冷却器出来的制冷剂混合蒸气与冷凝支路引出的制冷剂喷射液体

气口，形成一个闭式循环系统。

a）单级压缩机（组）

多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时，高压侧制冷剂气体一部分进入冷凝支路冷却成液体，这部分液

体制冷剂则分成若干路[(a)路、

发器中于中间压力下再蒸发，用以冷却另一支路

闪发器出来的制冷剂混合蒸气进入压缩机补气口。

在对气体冷却器进行漏热量修正后，已冷凝的

比等于进入气体冷却器的两股制冷剂蒸气比焓变化之比的倒数，据此计算出循环系统中气体冷却器

出口的制冷剂流量。 

气体冷却器通过一个手动或由排气压力自动控制的流量调节阀与压缩机排气管相连。冷凝器出

口两个支路应有液体流量计，(a)

相连；(b)支路流量计出口通过一个手动或自动调节的调节阀与气体冷却器出口管路相连，调节阀

用以辅助调节吸气温度达规定值。

气体冷却器由一容器构成。冷凝支路中的制冷剂喷入其中，直接与来自压缩机排气管道的未冷

凝制冷剂蒸气混合后再蒸发，从气体冷却器出来的制冷剂蒸气应不含制冷剂液滴。

试验测得的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C.12

…………………………

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

：制冷剂气体冷却法 

单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流程如图C.5a)所示，多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流程如图

单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时，高压侧制冷剂气体一部分进入冷凝支路冷却成液体，这部分液

路、(b)路和(Ⅲ)路]，其中多数制冷剂由(a)路在一个气体冷却器中

于低压侧压力下再蒸发，用以冷却另一支路[(c)路]降压后进入气体冷却器的剩余循环蒸气；

从气体冷却器出来的制冷剂混合蒸气与冷凝支路引出的制冷剂喷射液体[(b)路]混合后进入压缩机吸

气口，形成一个闭式循环系统。(a)路、(b)路和(Ⅲ)路分别布有液体流量计。 

 

单级压缩机（组） b）多级压缩机（组）

图C.5 方法J流程示意图 

多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时，高压侧制冷剂气体一部分进入冷凝支路冷却成液体，这部分液

路、(b)路 、(d)路和(Ⅲ)路]。其中部分液体制冷剂由

发器中于中间压力下再蒸发，用以冷却另一支路[(e)路]降压后进入闪发器的剩余循环蒸气；之后从

闪发器出来的制冷剂混合蒸气进入压缩机补气口。 

在对气体冷却器进行漏热量修正后，已冷凝的(a)路制冷剂质量和未冷凝的(c)

比等于进入气体冷却器的两股制冷剂蒸气比焓变化之比的倒数，据此计算出循环系统中气体冷却器

气体冷却器通过一个手动或由排气压力自动控制的流量调节阀与压缩机排气管相连。冷凝器出

(a)支路流量计出口通过一个手动或自动调节的膨胀阀与气体冷却器

支路流量计出口通过一个手动或自动调节的调节阀与气体冷却器出口管路相连，调节阀

用以辅助调节吸气温度达规定值。 

气体冷却器由一容器构成。冷凝支路中的制冷剂喷入其中，直接与来自压缩机排气管道的未冷

凝制冷剂蒸气混合后再蒸发，从气体冷却器出来的制冷剂蒸气应不含制冷剂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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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C.12） 

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按公式（C.3）计算。 

所示，多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流程如图C.5b)所

单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时，高压侧制冷剂气体一部分进入冷凝支路冷却成液体，这部分液

路在一个气体冷却器中

降压后进入气体冷却器的剩余循环蒸气；“之后

混合后进入压缩机吸

 

 

多级压缩机（组） 

多级压缩机（组）性能试验时，高压侧制冷剂气体一部分进入冷凝支路冷却成液体，这部分液

。其中部分液体制冷剂由(d)路在一个闪

降压后进入闪发器的剩余循环蒸气；之后从

(c)路制冷剂质量之

比等于进入气体冷却器的两股制冷剂蒸气比焓变化之比的倒数，据此计算出循环系统中气体冷却器

气体冷却器通过一个手动或由排气压力自动控制的流量调节阀与压缩机排气管相连。冷凝器出

量计出口通过一个手动或自动调节的膨胀阀与气体冷却器

支路流量计出口通过一个手动或自动调节的调节阀与气体冷却器出口管路相连，调节阀

气体冷却器由一容器构成。冷凝支路中的制冷剂喷入其中，直接与来自压缩机排气管道的未冷

凝制冷剂蒸气混合后再蒸发，从气体冷却器出来的制冷剂蒸气应不含制冷剂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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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冷却器应隔热，使其漏热量不大于其换热量的

C.5.2 漏热量标定 

漏热量标定按GB/T 5773规定的标定方法执行。

C.5.3 试验程序 

经冷凝支路进入气体冷却器的制冷剂流量由该支路上气体冷却器入口的控制阀调节，使在气体

冷却器中的制冷剂液体蒸发速度等于冷凝器中

与冷凝器之间的压力控制阀调节，也可通过改变冷却水量、换热面积或冷却水温度进行调节。压缩

机吸气压力由排气管路上的气体冷却器入口流量控制阀进行调节。压缩机吸气过热度由进入气体冷

却器的液体流量控制阀和吸气管路上的制冷剂喷射流量调节阀进行组合调节。

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组）测试时，补气回路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温度通过辅助过冷或加热装

置进行调节。 

在达到试验工况所规定的吸、排气压力和吸气温度

冷剂气体压力、温度]后，开始记录数据。

试验中，由制冷剂液体的流量波动所引起的制冷量计算值的变化应小于

C.5.4 附加数据 

附加数据如下所示： 

a） 气体冷却器出口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b） 进入气体冷却器的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压力、温度；

c） 气体冷却器入口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d） 气体冷却器的表面温度；

e） 气体冷却器的环境温度；

f） 进入气体冷却器的被冷凝的制冷剂液体质量流量、温度；

g）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h）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i）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j）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k）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C.5.5 制冷剂流量计算 

按方法J 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计算。 

其中，按方法J试验测得的喷液支路前吸气侧的制冷剂气体质量流量按公式

按方法J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由公式

C.6 试验方法 K：压缩机排气管道量热器法

气体冷却器应隔热，使其漏热量不大于其换热量的5%。 

规定的标定方法执行。 

经冷凝支路进入气体冷却器的制冷剂流量由该支路上气体冷却器入口的控制阀调节，使在气体

冷却器中的制冷剂液体蒸发速度等于冷凝器中(a)路制冷剂的冷凝速度。冷凝压力可以通过排气管

与冷凝器之间的压力控制阀调节，也可通过改变冷却水量、换热面积或冷却水温度进行调节。压缩

机吸气压力由排气管路上的气体冷却器入口流量控制阀进行调节。压缩机吸气过热度由进入气体冷

却器的液体流量控制阀和吸气管路上的制冷剂喷射流量调节阀进行组合调节。 

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组）测试时，补气回路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温度通过辅助过冷或加热装

到试验工况所规定的吸、排气压力和吸气温度[以及多级压缩机（组）的闪发器出口的制

后，开始记录数据。 

试验中，由制冷剂液体的流量波动所引起的制冷量计算值的变化应小于1%

气体冷却器出口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进入气体冷却器的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压力、温度； 

气体冷却器入口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气体冷却器的表面温度； 

气体冷却器的环境温度； 

进入气体冷却器的被冷凝的制冷剂液体质量流量、温度；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qmt=qmg+qmo…………………………………………

试验测得的喷液支路前吸气侧的制冷剂气体质量流量按公式

………………………………

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由公式（C.3

：压缩机排气管道量热器法 

经冷凝支路进入气体冷却器的制冷剂流量由该支路上气体冷却器入口的控制阀调节，使在气体

路制冷剂的冷凝速度。冷凝压力可以通过排气管

与冷凝器之间的压力控制阀调节，也可通过改变冷却水量、换热面积或冷却水温度进行调节。压缩

机吸气压力由排气管路上的气体冷却器入口流量控制阀进行调节。压缩机吸气过热度由进入气体冷

 

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组）测试时，补气回路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温度通过辅助过冷或加热装

以及多级压缩机（组）的闪发器出口的制

1%。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C.13

（ ）………………………………………… C.13  

试验测得的喷液支路前吸气侧的制冷剂气体质量流量按公式（ ）C.14 计算。 

………………………………（C.14） 

）C.3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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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 构造 

在压缩机（组）排气管道上，设置一使制冷剂气体全部流经的热交换器形型式的量热器。 

冷却（或加热）制冷剂气体要设置冷却（或加热）水回路。为了不使制冷剂气体在量热器中冷

凝，则冷却水进口温度（加热时为出口温度）应高于压缩机（组）排气压力对应的冷凝温度（或露

点温度）10℃以上。 

也可采用电加热制冷剂气体的方法。 

压缩机（组）吸气温度可采用气体过热度调节装置进行调节，如图C.6 所示系统A。 

为了减少热量损失，量热器应予隔热。量热器的漏热量应不超过压缩机（组）制冷量的2%。 

为控制压缩机（组）制冷剂吸气为低过热状态，压缩机吸气管路上旁通连接一个制冷剂喷液支

路[见图C.6中的b）图]。 

 

a）单级压缩机（组） 

 

b）多级压缩机(组） 

图C.6 方法K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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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2 漏热量标定 

漏热量标定按GB/T5773规定的标定方法执行。

C.6.3 试验程序 

采用图C.6所示系统A时，调节过程同

C.6.4 附加数据 

附加数据如下所示： 

a） 量热器进、出口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b） 量热器表面温度； 

c） 量热器环境温度； 

d） 冷却水（加热水）进、出口温度及流量；

e） 量热器电加热量； 

f）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g）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h）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i） [多级压缩机（组）]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j）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C.6.5 制冷剂流量计算 

按方法K 试验测得的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按方法K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由公式

出。 

C.7 公式中使用的符号和定义 

公式中使用的符号和定义见表

符号 

C 冷却水的比热容 

d1 吸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的孔径

d2 排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的孔径

Fl 漏热系数 

hf02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排气压力下的闪发器补气膨胀前的制冷

剂理论比焓 

hfl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单级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膨胀前的制冷剂理

论比焓 

hfl2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组）第一级补气压力相对应的制冷剂

饱和温度（或露点温度）下制冷剂液体理论比焓

hf2 进入气体冷却器的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比焓

规定的标定方法执行。 

时，调节过程同C.5的规定。 

量热器进、出口的制冷剂气体压力、温度； 

冷却水（加热水）进、出口温度及流量；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压力；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试验测得的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按公式（ ）C.15

…………………………………

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由公式

 

公式中使用的符号和定义见表D.1。 

表 C.1 符号和定义 

定义 

吸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的孔径 

排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的孔径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排气压力下的闪发器补气膨胀前的制冷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单级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膨胀前的制冷剂理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组）第一级补气压力相对应的制冷剂

下制冷剂液体理论比焓 

进入气体冷却器的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比焓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计算。 

（………………………………… C.15） 

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由公式（ ）C.3 计算得

单位（SI） 

J/(kg·K) 

m 

W/K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排气压力下的闪发器补气膨胀前的制冷

J/kg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单级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膨胀前的制冷剂理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配用闪发器的压缩机（组）第一级补气压力相对应的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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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定义 单位（SI） 

hf3 离开冷凝器的制冷剂液体比焓 

hgd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离开压缩机（组）的制冷剂实测比焓 

hgl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进入压缩机（组）的制冷剂理论比焓 

hg3 进入冷凝器的制冷剂蒸气比焓 

hg4 进入气体冷却器的制冷剂蒸气比焓 

hg5 离开气体冷却器的制冷剂蒸气比焓 

hg6 进入排气管道量热器的制冷剂蒸气比焓 

hg7 离开排气管道量热器的制冷剂蒸气比焓 

Pc 制冷运行压缩机（组）的输入功率 
W 

Ph 制热运行压缩机（组）的输入功率 

qmc 冷却水的质量流量 

kg/s 

qmd 压缩机（组）排气侧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qmg 喷液支路前吸气侧的制冷剂气体质量流量 

qmf 压缩机（组）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qmi 闪发器补气回路出口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qml 主回路的制冷剂液体质量流量 

qmll 进入气体冷却器的被冷凝的制冷剂液体质量流量 

qmr 润滑油冷却支路、电动机冷却支路、变频器及其箱体冷却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qm0 吸气管路喷射支路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ta 平均环境温度 

K(℃) 

tc
 量热器的平均表面温度 

td 压缩机（组）排气温度 

tg
 压缩机（组）吸气温度 

tr 制冷剂的平均饱和温度 

t1 冷却水进口温度 

t2 冷却水出口温度 

Vga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进入压缩机（组）的制冷剂蒸气的实测比容 
m³/kg 

Vgl 在规定的基本试验工况下，进入压缩机（组）的制冷剂蒸气的理论比容 

α1 吸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工作状态下的流量系数 
 

α2 排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工作状态下的流量系数 

△p1 吸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前后的压差 

Pa △p2 排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前后的压差 

△pp 多孔板管路压降，一般取管路动压的2倍 

Φ0a 压缩机（组）实测制冷量 
W 

Φ‘0a 压缩机（组）实测制热量 

ε1 流体通过压缩机（组）吸气侧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时的可膨胀性系数 
 

ε2 流体通过压缩机（组）排气测制冷剂气体流量节流装置时的可膨胀性系数 

εc 制冷性能系数 
 

εh 制热性能系数 

ρ₁ 流经压缩机吸气侧流量测量节流装置的制冷剂在相对应压力和温度下的密度 
kg/m³ 

ρ₂ 流经压缩机排气侧流量测量节流装置的制冷剂在相对应压力和温度下的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