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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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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箱)和压缩冷凝机组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冷库(箱)和压缩冷凝机组的能效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标准的实施。

本文件适用于装配式冷库(箱)、土建式冷库和由电机驱动的容积式制冷压缩冷凝机组。

本文件不适用于以下产品或制冷系统:

a) 非电动机-压缩机驱动的制冷系统;

b) 冷藏集装箱、制冷集装箱和带或不带制冷系统的运输用冷藏箱、冷冻箱;

c) 现场组装的制冷压缩冷凝机组;

d) 蒸发冷凝式制冷压缩冷凝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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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517 制冷术语

GB/T21363 容积式制冷压缩冷凝机组

GB/T30103.1—2013 冷库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第1部分:温度和湿度检测

GB50072 冷库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18517、GB/T21363和GB5007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容积式压缩冷凝机组能效限定值 minimumallowablevaluesofenergyefficiencyforpositivedis-

placementrefrigerantcompressorcondensingunit
在额定工况条件下制冷运行时,容积式制冷压缩冷凝机组性能系数的最小允许值。

3.2
冷库(箱)能效限定值 maximumallowablevaluesofenergyefficiencyforcoldstore
在额定工况条件下,冷库(箱)的能效指数最大允许值。

3.3
冷库(箱)能效指数 actualenergyefficiencyindexforcoldstore

η
环境温度为25℃时,或折算到环境温度为25℃时的额定工况条件下,冷库(箱)24h的耗电量

(TEC25)与基准耗电量(TECmax)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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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压缩冷凝机组输入功率 unitinputpower
在名义工况下,压缩冷凝机组的压缩机输入功率与机组中其他辅助设备(如风机、电动机等)所有输

入功率之和。

3.5
稳定运行状态 stateofstableoperation
冷库内温度平均值无持续下降或持续上升的状态。在运行中制冷压缩机有自动开、停机,冷库内温

度呈周期性变化时,相隔6h以上的若干自动开、停机整周期对应时间点上的冷库内对应温度点的平均

温度的单向波动差值不大于0.5℃;当制冷压缩机持续开机运行时,若干6h以上的整周期时间点上的

冷库内对应温度点的平均温度的单向波动差值不大于0.5℃时的状态。

  注:因除霜引起温度波动的时间点除外。

4 能效等级

4.1 冷库(箱)能效等级

依据冷库(箱)的能效指数的大小,依次分为1、2、3三个等级,1级表示能源效率最高。各能效等级

实测能效指数值应不大于表1的规定值。

表1 冷库(箱)能效等级指标值

能效等级 冷库(箱)能效指数

1级 30%

2级 45%

3级 100%

4.2 容积式压缩冷凝机组能效等级

依据容积式压缩冷凝机组能效等级依据性能系数大小,依次分为1、2、3三个等级,1级表示能源效

率最高。各能效等级实测性能系数值应不小于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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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容积式制冷压缩冷凝机组能效等级指标

机组输入功率(CC)/kW

能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制冷性能系数COPc/(W/W)制冷性能系数COPc/(W/W)制冷性能系数COPc/(W/W)

风冷式

高温型

中温型

低温型

≤12 3.36 3.08 2.80

>12~32 3.48 3.19 2.90

>32 3.60 3.30 3.00

≤3 2.40 2.20 1.80

>3~12 2.64 2.42 2.20

>12~32 2.64 2.42 2.20

>32 2.64 2.42 2.20

≤5 1.60 1.40 1.30

>5~12 1.70 1.50 1.40

>12~32 1.80 1.65 1.50

>32 1.92 1.76 1.60

水冷式

高温型

中温型

低温型

≤12 5.04 4.62 4.20

>12~32 5.28 4.84 4.40

>32 5.52 5.06 4.60

≤3 — — —

>3~12 3.36 3.08 2.80

>12~32 3.48 3.19 2.90

>32 3.60 3.30 3.00

≤12 2.04 1.87 1.70

>12~32 2.16 1.98 1.80

>32 2.28 2.09 1.90

  注1:本表中的机组类型分类规定见 GB/T21363。

  注2:表中“—”表示暂无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冷库(箱)能效限定值

冷库(箱)的能效限定值为表1中能效等级3级指标值。

5.2 容积式压缩冷凝机组能效限定值

容积式压缩冷凝机组的能效限定值为表2中能效等级3级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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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标注允许偏差

5.3.1 冷库(箱)标注允许偏差

冷库(箱)的能效指数实测值不应大于所标注额定值的105%。

冷库(箱)耗电量的实测值(TEC)不应大于标注额定值的110%。

5.3.2 容积式压缩冷凝机组标注允许偏差

容积式压缩冷凝机组的性能系数实测值不应小于标注值的95%,其实测值和标注值保留2位

小数。

容积式压缩冷凝机组输入功率的实测值不应大于标注值的110%。

6 试验方法

6.1 冷库(箱)

6.1.1 通则

对于能在试验室条件下进行试验或位于恒定环境条件下的冷库(箱),采用6.1.2的试验方法。

对于其他不能在试验室中进行试验的或位于非恒定环境条件下(如室外)的各类型冷库采用6.1.3
的试验方法。

  注:恒定环境条件一般是位于室内的,一定周期内温度变化较小的环境。

对于新建冷库,库外环境温度在满足6.1.2或6.1.3规定的温度条件时,应进行空库测试。

本文件所指的额定温度均应采用设计温度(参考设计文件),当设计温度为范围值时,应取其上限和

下限的平均值为额定温度。其他未特别说明的温度采用实测温度。

新建冷库进行空库能耗试验时,应按照冷库间室的额定温度设定运行温度,冷库间室的库内实测

24h平均温度与冷库间室的额定温度的差值不应大于2℃。

6.1.2 试验室或恒定环境条件的现场运行测试方法

6.1.2.1 仪器仪表要求

测试用仪器仪表的使用应按照GB/T30103.1中的相关要求进行。

6.1.2.2 温度测量的方法

能效的额定工况为25℃,库体外环境温度和冷凝器环境温度应为25℃±2℃,测试后按照本文件

6.1.4规定的计算方法折算到25℃。

试验前,库门和库内灯应保持关闭状态,待库内温度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进行测试。自然环境条件

下试验应至少持续48h,进行温度测量时,应有稳定的天气和温度条件,天气条件及周期性的温度变化

应满足如下条件:
———2个相邻的制冷周期的冷库库内平均温度(库内工作温度)差值不大于2℃;
———2个相邻的24h周期库外环境温度的平均温度差值不大于3℃;
———2个相邻的24h周期库外风速差别不大于2级。

库内达到稳定状态后,冷库(箱)按照 GB/T30103.1—2013的6.1.1~6.1.3的要求进行温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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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按照GB/T30103.1—2013的6.1.5的要求得到库内工作温度。对于多次除霜的情况,整个试验运

行周期为最接近24h的除霜间隔的整倍数时间,试验过程中应至少有一次完整的自动除霜过程,对于

多次除霜的间隔应调整为能被24h整除或接近整除。当测试周期不是24h时,应将数据计算结果折

算为24h的数据。

6.1.2.3 库外环境温度

库外温度测点根据图1布置,待温度稳定后,根据测量结果,计算试验期间库外工作温度Ti1。
单位为毫米

图1 库外温度点布置示意图

6.1.2.4 冷库压缩冷凝机组环境温度

测点应布置在距离冷凝器进风口截面100mm~150mm处,至少均布4点,求取试验期间的平

均值。

6.1.2.5 耗电量

测试冷库整体的耗电量(TEC)。

6.1.2.6 冷库容积

按冷库图纸尺寸或现场测量尺寸进行计算得出。

6.1.3 冷库(箱)的长期现场运行测试方法

6.1.3.1 仪器仪表要求

测试所用仪器仪表应按照GB/T30103.1中的要求进行使用。

6.1.3.2 温度测量的方法

能效额定工况为25℃,按本节规定的方法测试时,库体外环境温度和冷凝器环境温度为实际使用
5

GB44015—2024



状态,在实际使用状态下进行测试后,按照本文件6.1.4规定的方法折算到25℃。

应有冷库库内温度自动记录系统,记录间隔不应大于20min,应至少保留一个月以上的数据,该记

录数据可以从记录仪中导出。库内温度测点应能表征该冷间的平均温度,应进行计量或现场比对修正。

实际选取一年中较热月(库外环境24h平均温度为20℃~30℃)一个月的库内数据作为能效计

算依据。

或实际选取一年中较热月(库外环境24h平均温度为20℃~30℃)连续7日的库内数据作为能效

计算依据。此时,应有稳定的天气和温度条件,天气条件及周期性的温度变化应满足如下条件:

———7个24h制冷周期的冷库库内平均温度(库内工作温度)之间的差值不大于2℃;

———7个24h周期库外环境温度的平均温度之间的差值不大于4℃。

6.1.3.3 库外环境温度和湿度

库外温度和湿度应按照GB/T30103.1—2013中6.1.6的规定在现场布点实测,实测周期与6.1.3.2
的数据选取区间一致。

库外温度和湿度也可选取中央气象台公布的当地历史数据(温度和湿度),数据选取区间与6.1.3.2
的选取区间一致。根据历史记录的结果,计算试验期间库外工作温度Ti1。

6.1.3.4 冷库压缩冷凝机组环境温度

如果压缩冷凝机组的冷凝器置于室外,其温度取值参照6.1.3.3。

如在室内,则测点应布置在距离冷凝器进风口截面600mm处,至少均布2点,将该温度接入冷库

温度自动记录系统中,求取试验期间的平均值。

6.1.3.5 耗电量

采用冷库能耗自动测试记录系统,选取与6.1.3.2选取区间一致的耗电量数据,计算冷库整体的耗

电量(TEC)。不包括与冷库能耗计算无关的耗电量。

冷库能耗测量装置应进行计量或现场比对修正。

6.1.3.6 冷库毛容积

按冷库图纸的库内尺寸或现场测量的库内尺寸进行计算得出。

6.1.4 冷库能效指数计算方法

6.1.4.1 能效指数

能效指数η按照公式(1)计算:

η=TEC25/TECmax×100 …………………………(1)

  式中:

η   ———能效指数,%;

TEC25 ———环境温度为25℃,或折算到环境温度为25℃时,冷库(箱)24h的耗电量,单位为千

瓦时每24小时(kWh/24h),见公式(2);

TECmax ———在额定工况条件下,冷库(箱)运行24h的基准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24小时

(kWh/24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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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 温度变化引起的耗电量折算与修正

在冷库外环境24h平均温度为20℃~30℃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冷库(箱)24h的耗电量折算到环

境温度为25℃的折算耗电量TEC25,按公式(2)进行计算:

TEC25=
TEC
KL

· Q1+Q3+Q5b

Qs·Kw
+

Qs-Q1-Q3-Q5b

Qs

æ

è
ç

ö

ø
÷ ………………(2)

  式中:

TEC     ———冷库制冷系统运行24h的实测耗电量(不含冷库制冷系统内的其他辅助设

备耗电量,如食品加工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24小时(kWh/24h);

Kw ———库外实测环境温度修正系数,见公式(3);

KL ——— 压缩冷凝机组实测环境温度修正系数,见公式(5);

Q1,Q3,Q5b和Qs———按附录A计算。
库外环境和冷库通风换气的实际工况与能效基准值额定工况不同所引起的能耗变化,采用库外实

测环境温度修正系数Kw 进行修正,Kw 按公式(3)计算:

Kw=
Ti1-Ti2

25-TL
…………………………(3)

  式中:

Ti1———库外实测环境干球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i2———按库内容积加权平均的实测库内环境平均温度,参照公式(4)计算,式中Ti 为冷库(箱)
第i个独立冷间的实测温度,其余参数意义相同,单位为摄氏度(℃);

25———库外环境能效基准值的额定工况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L———库内平均额定温度(冷间库容与冷间额定温度的加权平均值),按公式(4)计算,单位为摄氏

度(℃)。

TL=
∑

n

i=1
(Ti·Vi)

∑
n

i=1Vi

…………………………(4)

  式中:

n ———冷库(箱)独立冷间的数量;

i ———冷库(箱)独立冷间的序号,i=1,2,…,n;

Ti———冷库(箱)第i个独立冷间额定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Vi———冷库(箱)第i个独立冷间的毛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冷凝器所在环境温度与能效基准值的额定工况TH(干球温度25℃,湿球温度19.5℃,相对湿度

60%)的温差引起的能耗变化系数KL,按照公式(5)计算:

KL=1.033(Ti3-TH) …………………………(5)

  式中:

Ti3———冷凝器所在环境的实测干球或湿球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H———能效基准值的额定工况,干球温度25℃,湿球温度19.5℃,相对湿度60%。

Ti3和TH,当冷凝器为风冷式时,取干球温度值,冷凝器为与冷却塔配套的水冷式或蒸发式冷却

时,取湿球球温度值,当系统中具有2种冷却方式时,应分别取值或按制冷量比例取值。

6.1.4.3 耗电量基准值的计算

冷库(箱)在冷库外环境平均温度为25℃时的耗电量基准值,按照公式(6)计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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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max=C·∑
n

i=1
(Ki×Fi×Q'si) …………………………(6)

  式中:

C ———冷库的制冷压缩冷凝机组功率调整系数,见表3;

n ———冷库(箱)独立冷间的数量;

i ———冷库(箱)独立冷间的序号,i=1,2,…,n;

Ki———第i个独立间室对应的库内温度分类的能耗调整系数,按公式(7)取值。

Ki=
Cp

1.033(20+tdm)
…………………………(7)

  式中:

Cp ———为冷库类型调整系数,装配式冷库Cp=1.4,其他类型冷库Cp=1.05;

tdm ———为冷库间室额定温度(℃)。

Fi ———第i个独立间室的制冷蒸发方式的调整系数F,对于使用顶排管系统的封闭间室(直冷

式),F=0.80;对于使用强制风冷空气冷却器(冷风机)的间室,F=1;

Q'si ———第i个独立间室对应的冷却设备负荷,单位为千瓦时每24小时(kWh/24h)。

其中:Q'si=Qsi/1000,由Q1,Q2,Q3,Q4,Q5 按照附录 A的计算方法得出,环境平均温度按照

25℃ 取值,环境湿度按如下要求取值:

a) 对于放置于超市、商店或厂房内带有空调系统的小型冷库,湿度取值60%RH;

b) 对于露天设置的冷库、没有空调的罩棚和厂房内的冷库,取当地气象条件平均温度为25℃时

对应的相对湿度,按当地气象资料中不同月份的气候温度采用线性差值到25℃取得对应的相

对湿度。

在Qs 的计算中,所有冷间围护结构单位面积热流量Q1 均应按照冷库结构(参考设计文件)分别计

算,按公式(8)公式(10)取值:

冷冻库外围护结构:Q1i=
Δt
R =

25℃-tdm
8℃·m2/W

(W/m2) …………………………(8)

冷藏库外围护结构: Q1i=
Δt
R =

25℃-tdm
5℃·m2/W

(W/m2) …………………………(9)

不同温度冷间的隔墙:Q1i=
Δt
R =

tdmH-tdmL
6℃·m2/W

(W/m2) …………………………(10)

式中:

Δt ———围护结构两侧的温差,单位为摄氏度(℃);

R ———围护结构单位面积的热阻,单位为摄氏度平方米每瓦(℃·m2/W);

tdm ———冷库间室额定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dmH ———较高温度冷库间室额定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dmL ———较低温度冷库间室额定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在Qs 的计算中的货物热流量Q2 按实际运行统计值取值。

在Qs 的计算中冷间内电动机运转热流量Q3 按实际运行统计值取值(不含冷风机电动机和库内气

流循环电动机)。

对于冷库负荷计算数据的取值,未进行明确规定的,优先按照实际运行值取值,实际运行值不方便

取值时,按设计值取值。

计算方法按附录A进行,详细说明参见《冷库制冷设计手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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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制冷压缩冷凝机组功率调整系数

压缩冷凝机组输入功率(CC)/kW 调整系数C

风冷式

高温型

中温型

低温型

≤12 1.08

>12~32 1.04

>32 1

≤3 1.22

>3~12 1.14

>12~32 1.07

>32 1

≤5 1.22

>5~12 1.14

>12~32 1.07

>32 1

水冷式

高温型

中温型

低温型

≤12 1.10

>12~32 1.05

>32 1

≤3 —

>3~12 1.08

>12~32 1.04

>32 1

≤12 1.12

>12~32 1.06

>32 1

6.2 容积式制冷压缩冷凝机组制冷能效测试方法

容积式制冷压缩冷凝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COP按GB/T21363的规定进行测试。

7 标准的实施

对于本文件实施之日前生产或进口的产品,自本文件实施之日第24个月开始实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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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冷却设备负荷的计算

A.1 冷间冷却设备负荷

冷间冷却设备负荷应按公式(A.1)计算:

Qs=Q1+pQ2+Q3+Q4+Q5 …………………………(A.1)

  式中:

Qs———冷间冷却设备负荷,单位为瓦(W);

Q1———冷间围护结构热流量,单位为瓦(W);

p ———冷间内货物冷加工负荷系数,冷却间、冻结间和货物不经冷却而直接进入冷却物冷藏间的

货物冷加工负荷系数p 应取1.3,其他冷间p 取1;

Q2———冷间内货物热流量,单位为瓦(W);

Q3———冷间通风换气热流量,单位为瓦(W);

Q4———冷间内电动机(不含冷风机电动机和气流循环冷风机)运转热流量,单位为瓦(W);

Q5———冷间操作热流量,但对冷却间及冻结间则不计算该热流量,单位为瓦(W)。

  注:式中Qs、Q1、Q2、Q3、Q4 和Q5 均为24h的平均值。

A.2 围护结构

A.2.1 围护结构热流量

围护结构热流量应按公式(A.2)计算:

Q1=KwAw(θw-θn) …………………………(A.2)

  式中:

Q1 ———围护结构热流量,单位为瓦(W);

Kw———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单位为瓦每平方米每度[W/(m2·℃)];

Aw———围护结构的传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θw ———围护结构外侧的计算温度,见A.2.3,单位为摄氏度(℃);

θn ———围护结构内侧的计算温度,为该冷间的额定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A.2.2 围护结构的传热面积

围护结构的传热面积Aw 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屋面、地面和外墙的长、宽度应自外墙外表面至外墙外表面或外墙外表面至内墙中或内墙中至

内墙中计算(如图A.1中的l1、l2、l3、l4);

b) 楼板和内墙长、宽度应自外墙内表面至外墙内表面或外墙内表面至内墙中或内墙中至内墙中

计算(如图A.1中的l5、l6、l7、l8);

c) 外墙的高度:地下室或底层,应自地坪的隔热层下表面至上层楼而计算(如图A.2中的h1、h2、

h3);中间层应自该层楼面至上层楼面计算(如图A.2中的h4、h5);顶层应自该层楼面至顶部

隔热层上表面计算(如图A.2中的h6、h7);

d) 内墙的高度:地下室、底层和中间层,应自该层地面、楼面至上层楼面计算(如图A.2中的h8、

h9);顶层应自该层楼面至顶部隔热层下表面计算(如图A.2中的h10、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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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44015—2024



图A.1 屋面、地面、楼面、外墙和内墙长、宽度例图

图A.2 外墙和内墙高度的例图

A.2.3 围护结构外侧的计算温度

围护结构外侧的计算温度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a) 计算外墙、屋面和顶棚时,围护结构外侧的计算温度应按25℃取值。

b) 计算内墙和楼面时,围护结构外侧的计算温度应取其邻室的设计室温。当邻室为冷却间或冻

结间时,应取该类冷间空库保温温度。空库保温温度,冷却间应按10℃计算,冻结间应按

-10℃ 计算。

c) 冷间地面隔热层下设有加热装置时,其外侧温度按2℃计算;如地面下部无加热装置或地面隔

热层下为自然通风架空层时,其外侧的计算温度应采用25℃取值。

A.2.4 货物热流量

货物热流量应按公式(A.3)计算:

Q2=Q2a+Q2b+Q2c+Q2d

=
1
3.6×

m(h1-h2)
t +mBb

Cb(θ1-θ2)
t

é

ë
êê

ù

û
úú+

m(Q'+Q″)
2 +(mz-m)Q″……(A.3)

  式中:

Q2 ———货物热流量,单位为瓦(W);

Q2a———食品热流量,单位为瓦(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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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b———包装材料和运载工具热流量,单位为瓦(W);

Q2c———货物冷却时的呼吸热流量,单位为瓦(W);

Q2d———货物冷藏时的呼吸热流量,单位为瓦(W);

1
3.6

———1kJ/h换算成瓦(W)的数值;

m ———冷间的每日进货质量,单位为千克(kg);

h1 ———货物进入冷间初始温度时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2 ———货物在冷间内终止降温时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t ———货物冷加工时间,对冷藏间取24h,对冷却间、冻结间取设计冷加工时间,单位为小时(h);

Bb ———货物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质量系数;

Cb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的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每度[kJ/(kg·℃];

θ1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进入冷间时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θ2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在冷间内终止降温时的温度,宜为该冷间的设计温度,单位为摄氏

度(℃);

Q' ———货物冷却初始温度时单位质量的呼吸热流量,单位为瓦每千克(W/kg);

Q″ ———货物冷却终止温度时单位质量的呼吸热流量,单位为瓦每千克(W/kg);

mz ———冷却物冷藏间的冷藏量,单位为千克(kg)。
注1:仅鲜水果、鲜蔬菜冷藏间计算Q2c、Q2d。

注2:如冻结过程中需加水时,把水的热流量加入公式(A.3)内。

A.2.5 进货量

冷间的每日进货质量m 应按实际运行统计取值(平均值)。

A.2.6 货物包装材料和运载工具质量系数

货物包装材料和运载工具质量系数Bb 应按表A.1取值。

表A.1 货物包装材料和运载工具质量系数Bb

序号 食品类别 质量系数Bb

1

肉类、

鱼类、

冰蛋类

冷藏 0.1

肉类冷却或冻结(猪单轨叉挡式) 0.1

肉类冷却或冻结(猪双轨叉挡式) 0.3

肉类、鱼类、冰蛋类(搁架式) 0.3

肉类、鱼类、冰蛋类(吊笼式或架子式手推车) 0.6

2 鲜蛋类 0.25

3 鲜水果 0.25

4 鲜蔬菜 0.25

A.2.7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进入冷间时的温度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进入冷间时的温度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a) 在本库进行包装的货物,其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温度的取值应按夏季空气调节日平均温度乘

以测试数据提供当月的温度修正系数,该系数按表A.2取值;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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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外库调入已包装的货物,其包装材料温度应为该货物进入冷间时的温度,其运载工具温度按

a)中规定的“运载工具温度”计算。

表A.2 包装材料或运载工具进入冷间的温度修正系数

进入冷间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温度修正系数 0.10 0.15 0.33 0.53 0.72 0.86 1.00 1.00 0.83 0.62 0.41 0.20

A.2.8 货物进入冷间时的温度

货物进入冷间时的温度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a) 未经冷却的鲜肉温度应按35℃计算,已经冷却的鲜肉温度按4℃计算;

b) 从外库调入的冻结货物温度按-10℃计算或按实测值计算;

c) 无外库调入的冷库,进入冻结物冷藏间的货物温度按该冷库冻结间终止降温时或包冰衣后或

包装后的货物温度计算;

d) 冰鲜鱼虾整理后的温度按15℃计算;

e) 鲜鱼虾整理后进入冷加工间的温度,按整理鱼虾用水的水温计算;

f) 鲜蛋、水果、蔬菜的进货温度,按当地食品进入冷间生产旺月的月平均温度计算。

A.2.9 通风换气热流量

通风换气热流量应按公式(A.4)计算:

Q3=Q3a+Q3b=
1
3.6×

(hw-hn)nVnρn
24 +30nrρn(hw-hn)

é

ë
êê

ù

û
úú ………(A.4)

  式中:

Q3 ———通风换气热流量,单位为瓦(W);

Q3a———冷间换气热流量,单位为瓦(W);

Q3b———操作人员需要的新鲜空气热流量,单位为瓦(W);

hw ———冷间外空气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n ———冷间内空气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n ———每日换气次数可采用2~3次(按实际情况取值);

Vn ———冷间内净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ρn ———冷间内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24 ———1d换算成24h的数值;

30 ———每个操作人员每小时需要的新鲜空气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nr ———操作人员数量。
注1:本条只适用于储存有呼吸的食品的冷间。
注2:有操作人员长期停留的冷间如加工间、包装间等,计算操作人员需要新鲜空气的热流量 Q3b,其余冷间可

不计。

A.3 电动机运转热流量

电动机运转热流量应按公式(A.5)计算:

Q4=1000∑Pdξb …………………………(A.5)

  式中:

Q4———电动机运转热流量,单位为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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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电动机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ξ ———热转化系数,电动机在冷间内时应取1;电动机在冷间外(如循环泵)时应取0.75;

b ———电动机运转时间系数,对空气冷却器配用的电动机取1,对冷间内其他设备配用的电动机可

按实际情况取值,如按每昼夜操作8h计,则b=
8
24
。

A.4 操作热流量

操作热流量应按公式(A.6)计算:

Q5=Q5a+Q5b+Q5c=QdAd+

221·AD(gHD)0.5
(Ti1-Ti2)

Ti1

é

ë
êê

ù

û
úú

0.5 2
1+(Ti1/Ti2)0.333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5

M·tc·ρw(hw-hn)+
3
24nrQr

…………………………(A.6)

  式中:

Q5 ———操作热流量,单位为瓦(W);

Q5a ———照明热流量,单位为瓦(W);

Q5b ———每扇门的开门热流量,单位为瓦(W);

Q5c ———操作人员热流量,单位为瓦(W);

Qd ———每平方米地板面积照明热流量,冷却间、冻结间、冷藏间、冰库和冷间内穿堂可取

2.3W/m2;操作人员长时间停留的加工间、包装间等可取4.7W/m2;

Ad ———冷间地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D ———冷库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g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s2);

HD ———库门高度,所有库门高度的平均值(m);

Ti1 ———库外实测环境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i2 ———库内实测环境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c ———所有库门24h内开启时间之和与24h的比;

hw ———冷间外空气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n ———冷间内空气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M ———空气幕效率修正系数,可取0.5;如不设空气幕时,应取1;

ρw ———室外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3
24

———每日操作时间系数,按每日操作3h计;

nr ———操作人员数量;

Qr ———每个操作人员产生的热流量,单位为瓦(W),冷间设计温度高于或等于-5℃时,宜取

279W;冷间设计温度低于-5℃时,宜取395W。

  注:冷却间,冻结间不计Q5 这项热流量。

A.5 小型服务性冷库

服务于机关、学校、工厂、宾馆、商场等小型服务性冷库,当其冷间总的公称容积在500m3 以下

时,冷间冷却设备负荷应按公式(A.7)计算:

Q's=Q1+pQ2+Q4+Q5a+Q5b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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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Q's ———小型服务性冷库冷间冷却设备负荷,单位为瓦(W);

Q1 ———冷间围护结构热流量,单位为瓦(W);

p ———货物冷加工负荷系数,冻结间以及货物不经冷却而直接进入冷却物冷藏间的货物冷加工

负荷系数p 取1.3,其他冷间p 取1;

Q2 ———冷间内货物热流量,单位为瓦(W);

Q4 ———冷间内电动机运转热流量(不含冷风机电动机和气流循环冷风机),单位为瓦(W);

Q5a———冷间内照明热流量,单位为瓦(W),对冻结间则不计算该项热流量;

Q5b———冷间开门的热流量,对冻结间则不计算该项热流量,单位为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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