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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好书，它具有权威性、知识性与实用性的特点。
它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知识与运用的融会贯通。
此书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一版再版，受到本专业各层次读者的高度评价。
从本书的第一版至今天的第五版，原作者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加入了制冷与空气调节方面的最
新理论和新的实践案例，使本书的内容日臻完善。
　　这是一本好书，它汇集了作者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和众多的实用理论。
它通过各种案例将理论知识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包括运用我们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来获得各种操
作过程所必需的信息。
它可以使我们学到现有专业教材中无法学到的知识和出自作者充满真知灼见、高度提炼的现场经验。
　　这是一本好书，它不仅是一本好教材，更是一本好工具书。
本专业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可以从中获得真正的实用知识和操作经验，成为一名既有理论又娴于技
术的专业人员。
它可以为本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从业人员和学生，指点迷津，答疑解惑，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好书不可多得，十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我看到了本书的第三版，被它的编写手法、内容，特别
是实践案例所深深吸引。
原版书曾在多家著名中外合资和独资企业对技术人员的培训中作为教材，获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此次有机会出版中文版，想必能够对本专业各层次的专业人员均有所裨益。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前辈、同事和朋友：付华芬、朱乃进、周辰、周卫华、黄秀菊和傅家昌
同志，他们参与了中译本的许多具体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时间紧，本人才疏学浅，中译本中难免有许多疏漏，甚至谬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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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冷与空气调节技术（第5版）》是采暖、空调与冷冻行业的经典教材。
在北美诸国，乃至西方各发达国家，《制冷与空气调节技术》先前的多个版本一直是最畅销的专业教
材。
《制冷与空气调节技术》强调的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实际应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目前专业教材中
最为欠缺的环节。
《制冷与空气调节技术》具有权威性、知识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的特点，其内容涵盖了采暖、空调与
冷冻的专业理论、原理、系统构成以及操作、保养和维修的各个方面。
在《制冷与空气调节技术》业的众多教材中，《制冷与空气调节技术》的实用性尤为突出，可谓独树
一帜，是其他相关教材与书籍无法比拟的。
《制冷与空气调节技术》论述严谨，并配以大量的照片和插图，使其文字论述更为直观、深化，内容
更加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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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制冷技术原理 第1章热学理论 1.1温度 1.2热的概念 1.3传导传热 1.4对流传热 1.5辐射传热 1.6显热
1.7潜热 1.8比热 1.9加热设备容量的确定 1.10压力 1.11大气压力 1.12压力表 1.13华氏温度与摄氏温度的换
算 1.14用公制单位标定压力值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章物质与能 2.1物质 2.2质量与重量 2.3密度 2.4比重
2.5比容 2.6气体定律 2.7能 2.8能的交换 2.9热能 2.10磁能 2.11能量的购买 2.12做功能 2.13功率 2.14电功率
——瓦特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3章制冷与制冷剂 3.1制冷概念的引入 3.2制冷 3.3确定制冷设备的容量规格
3.4制冷过程 3.5压力与温度的相互关系 3.6制冷系统的组成 3.7蒸发器 3.8压缩机 3.9冷凝器 3.10制冷剂计
量装置 3.11制冷系统与构件 3.12制冷剂 3.13制冷剂必须安全 3.14制冷剂必须能够被检测 3.15制冷剂的沸
点温度 3.16泵吸特性 3.17常用制冷剂及其重要特征 3.18制冷剂储液罐色标 3.19制冷剂的回收、再循环或
再生 3.20制冷剂循环的标注 3.21标注具有明显温度漂移的混合型制冷剂的制冷循环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
二篇安全防护、工具与设备、车间操作 第4章安全操作常规 4.1压力容器和管线 4.2电危险 4.3加热 4.4冷
4.5机械设备 4.6重物的移动 4.7呼吸空间存在制冷剂 4.8化学品的使用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5章工具与设备
5.1通用手工工具 5.2专用手工工具 5.3配管制作工具 5.4维修与安装专用设备 5.5制冷剂检漏仪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6章紧固件 6.1圆钉 6.2卡扣和铆钉 6.3螺纹紧固件 6.4混凝土用紧固件 6.5其他紧固件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7章制配管 7.1配管的作用与意义 7.2配管的种类与规格 7.3配管的保温 7.4预制的管组件 7.5配
管的切割 7.6配管的弯制 7.7低温焊和铜焊操作 7.8低温焊和铜焊的热源 7.9低温焊工艺 7.10铜焊工艺 7.11
常用低温焊和铜焊喷头 7.12喇叭口接头的制作 7.13双层喇叭口的制作 7.14胀管工艺 7.15钢管和熟铁管
7.16钢管的连接 7.17钢管的安装 7.18塑料管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8章系统抽真空 8.1系统的可靠与高效 8.2
静压测试 8.3泄漏检查的方法 8.4泄漏检测头 8.5泄漏点的修补 8.6系统抽真空的目的 8.7抽真空所涉及的
相关理论 8.8真空度的计量 8.9制冷剂的回收 8.10真空泵 8.11深度真空 8.12重复抽真空 8.13真空状态下的
检漏 8.14真空除湿 8.15抽真空的常规操作 8.16采用单向气阀的系统 8.17表歧管软管 8.18系统阀门 8.19干
氮气的应用 8.20含有多种污染物系统的清理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9章制冷剂与润滑油的化学成分及其回
收、再循环、再生和改型 9.1制冷剂与环境 9.2臭氧的消耗 9.3全球变暖 9.4制冷剂的种类 9.5氯氟烃类制
冷剂（CFCs） 9.6氢氯氟烃类制冷剂（HCFCs） 9.7氢氟烃类制冷剂（HFCs） 9.8碳氢化合物制冷剂 9.9
制冷剂的命名 9.10制冷剂混合液 9.11普通制冷剂及其相容的润滑油 9.12制冷油及其应用 9.13润滑油组别
9.14相关法规 9.15回收、再循环和再生 9.16回收方法 9.17回收系统的机械设备 9.18小型设备的制冷剂回
收 9.19制冷剂的再生 9.20未来的制冷剂及相关工具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10章系统充液 10.1制冷系统的充
液 10.2气态制冷剂的充注 10.3液态制冷剂的充注 10.4制冷剂的称重 10.5各种充液装置的使用 10.6制冷剂
充注线图的使用 10.7用于热力膨胀阀系统的过冷充液法 10.8近共沸制冷剂混合液的充注 本章小结 复习
题 第11章仪器的校准 11.1校准的目的 11.2校准 11.3温度检测仪器 11.4压力测试仪器 11.5电气测试仪器
11.6制冷剂检漏装置 11.7烟气分析仪器 11.8一般维护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三篇自动化控制基础 第12章电
与电磁学基础 12.1物质的结构 12.2电子的运动 12.3导体 12.4绝缘体 12.5磁场生电 12.6直流电 12.7交流电
12.8电的计量单位 12.9电路 12.10电气检测 12.11欧姆定律 12.12串联电路的特性 12.13并联电路的特性
12.14电功率 12.15磁 12.16电感 12.17变压器 12.18电容 12.19全电阻 12.20电气测量仪器 12.21正弦波 12.22
导线规格 12.23电路保护装置 12.24半导体器件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13章自动化控制元件 13.1自动化控制
元件的类型 13.2温控装置 13.3双金属片温控器 13.4流体膨胀型控制器 13.5热电偶 13.6电子感温器件 本章
小结 复习题 第14章自动化控制装置及其应用 14.1控制器件的识别 14.2温度控制器 14.3低压室内温度控
制装置 14.4高压（线电压）室内温度控制装置 14.5固体温度的检测 14.6流体温度的检测 14.7气流温度的
检测 14.8有关感温装置的事项 14.9压力传感装置 14.10压力传感器 14.11高压控制器 14.12低压控制器
14.13润滑油压力安全控制器 14.14空气压力控制器 14.15气体压力开关 14.16不含开关的流体流量控制装
置 14.17水压调节器 14.18燃气压力调节器 14.19机械式控制器 14.20机电式控制器 14.21机械式控制器的
维护 14.22机电式控制器的维护 14.23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15章基本控制电路的排故 15.1排故的
基本概念 15.2简单电路的排故 15.3复杂电路的排故 15.4温控器的排故 15.5低压电路的电流检测 15.6低压
电路的电压检测 15.7开关及负载的排故 15.8接线图和原理图 15.9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16章全自
动控制装置 16.1控制器的应用 16.2控制系统的类型 16.3气动控制器 16.4控制器空气的过滤与干燥 16.5控
制器组件 16.6直接式数字控制器 16.7住宅用电子控制器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四篇电动机 第17章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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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 17.1电动机的用途 17.2电动机的构成 17.3电动机与磁 17.4电动机转速的确定 17.5启动绕组 17.6电
动机的启动与运行特性 17.7电源 17.8单相开启式电动机 17.9分相电动机 17.10离心开关 17.11电子继电器
17.12电容器启动电动机 17.13电容器启动、电容器运行的电动机 17.14永久分相电容式电动机 17.15罩极
式电动机 17.16三相电动机 17.17单相封闭式电动机 17.18电压式继电器 17.19电流继电器 17.20正温度系
数启动器 17.21双速压缩机电动机 17.22专用电动机 17.23三相电动机压缩机 17.24变速电动机 17.25直流
电转换器（整流器） 17.26反相器 17.27电子整流电动机 17.28电动机的冷却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18章电
动机的应用 18.1电动机的应用 18.2电源 18.3电动机的工作条件 18.4绝缘类型或等级 18.5轴承类型 18.6电
动机的安装 18.7电动机的传动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19章电动机的控制 19.1电动机控制装置 19.2工作负荷
电流和堵转电流 19.3继电器 19.4接触器 19.5电动机启动器 19.6电动机保护 19.7内置式电动机保护装置
19.8外置式电动机保护装置 19.9全国电气规程标准 19.10温度传感装置 19.11电磁式过载保护装置 19.12电
动机的重新启动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0章电动机的排故 20.1电动机的排故 20.2电动机的机械故障 20.3传
动装置的拆卸 20.4传动带的张紧 20.5皮带轮的校直 20.6电动机的电气故障 20.7绕组开路 20.8电动机绕组
的短路 20.9绕组与地线（电动机机座）的断路 20.10单相电动机的启动故障 20.11电容器的检测 20.12电
容器的识别 20.13连接线与接线柱 20.14封闭式电动机的排故 20.15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五篇商
用制冷 第21章蒸发器与制冷系统 21.1制冷 21.2制冷设备的温度范围 21.3蒸发器 21.4蒸发与冷凝 21.5蒸发
器与蒸发温度 21.6水分的排除 21.7蒸发器的热交换特征 21.8蒸发器的种类 21.9蒸发器的评估 21.10蒸发
器中的潜热 21.11满液式蒸发器 21.12干式蒸发器的性能 21.13蒸发器的过热度 21.14热降温（蒸发器上出
现短时大负荷） 21.15蒸发器中的压降 21.16液体冷却的蒸发器（冷水机） 21.17低温装置的蒸发器 21.18
蒸发器的除霜与融冰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2章冷凝器 22.1冷凝器 22.2水冷式冷凝器 22.3套管式冷凝器
22.4矿物质的沉淀 22.5可清洗型冷凝器 22.6壳—盘管式冷凝器 22.7壳管式冷凝器 22.8非循环水冷却系统
22.9非循环水冷凝系统中制冷剂与水的温度关系 22.10循环水系统 22.11冷却塔 22.12自然对流型冷却塔
22.13强制（诱导）对流型冷却塔 22.14蒸发型冷凝器 22.15风冷式冷凝器 22.16高效冷凝器 22.17冷凝器与
低温环境状态 22.18排气压力的控制 22.19冷凝器过热热量的利用 22.20热的回收 22.21排气压力的浮置
22.22冷凝器的评估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3章压缩机 23.1压缩机的功能与作用 23.2压缩机的类型 23.3往复
式压缩机的构件 23.4皮带传动机构的性能 23.5直接驱动式压缩机的特点 23.6往复式压缩机的效率 23.7盘
状阀结构 23.8压缩机汽缸内的液态制冷剂 23.9系统维护与压缩机的效率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4章膨胀器
件 24.1膨胀装置 24.2热力膨胀阀 24.3热力膨胀阀的组成件 24.4阀体 24.5膜片 24.6阀针与阀座 24.7弹簧
24.8感温包和传导管 24.9感温包充液类型 24.10液体充注型感温包 24.11交叉液体充注型感温包 24.12蒸气
充注型感温包 24.13交叉蒸气充注型感温包 24.14带有内平衡管的热力膨胀阀工作过程 24.15带有外平衡
管的热力膨胀阀 24.16热力膨胀阀对负荷变化的反应 24.17热力膨胀阀的选配 24.18设有平衡口的热力膨
胀阀 24.19双端口热力膨胀阀 24.20限压型热力膨胀阀 24.21热力膨胀阀的维护 24.22膨胀阀传感元件的安
装 24.23固态电路控制的膨胀阀 24.24采用步进电动机的膨胀阀 24.25算法规则与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
24.26自动膨胀阀 24.27自动膨胀阀对温度变化的反应 24.28热力膨胀阀和自动膨胀阀的配套装置 24.29毛
细管计量装置 24.30毛细管系统的制冷剂充注量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5章制冷系统专用构件 25.1系统的4
个基本构件 25.2机械式控制器 25.3双温控制器 25.4蒸发器的压力控制 25.5多台蒸发器的配置 25.6电动式
蒸发器调压阀 25.7吸气压力调节阀 25.8吸气压力调节阀的调整 25.9泄压阀 25.10低温环境控制器 25.11风
机间断运行的排气压力控制器 25.12控制排气压力的风机转速控制装置 25.13控制排气压力的风量控制
装置 25.14控制排气压力的冷凝器溢流方式 25.15电磁阀 25.16压力开关 25.17低压开关 25.18低压控制器
用做温控器 25.19自动排空系统 25.20高压控制器 25.21低温环境风机控制器 25.22油压安全控制器 25.23
除霜运行 25.24中温制冷设备的除霜 25.25随机或停机除霜 25.26定时除霜 25.27低温蒸发器的除霜方式
25.28采用内热除霜（热蒸气除霜） 25.29外热型除霜 25.30除霜终止和风机延时控制器 25.31制冷系统的
辅助装置 25.32储液器 25.33储液器上的主阀 25.34过滤干燥器 25.35制冷剂单向阀 25.36制冷剂视镜 25.37
液态制冷剂分流器 25.38热交换器 25.39吸气管储液器 25.40吸气管过滤干燥器 25.41吸气管检修阀 25.42
排气管检修阀 25.43制冷管线检修阀 25.44膜片阀 25.45球阀 25.46油分离器 25.47减震管 25.48临时测压接
口 25.49曲轴箱的加热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6章制冷系统的应用 26.1制冷设备的选定 26.2大型销售型冷
柜 26.3自带独立冷凝器的陈列柜 26.4单机式冷凝机组 26.5多蒸发器与单一压缩机制冷装置 26.6并联式压
缩机系统 26.7二次流体制冷系统 26.8液管增压系统 26.9单元式独立制冷系统 26.10蒸发器温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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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多蒸发器系统内管线的连接 26.12制冷装置的温度控制 26.13蒸发器与销售 26.14卧式陈列冷柜 26.15
冷冻货架 26.16封闭型卧式冷冻装置 26.17陈列柜的结露控制 26.18商店内环境状态的控制 26.19进入型制
冷设备 26.20可拆卸型冷冻库 26.21进入型冷库的库门 26.22进入型冷库中蒸发器的安装位置 26.23冷凝水
的排除 26.24制冷管线 26.25进入型冷库的整体式制冷设备 26.26自动售货机的制冷装置 26.27冷饮水器
26.28冷冻式空气干燥器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7章商用制冰机 27.1整体式制冰设备 27.2片冰的制作 27.3块
冰的制作 27.4微处理器 27.5圆柱形冰块的制作 27.6水质与冰块质量 27.7整体式制冰机的安放位置 27.8制
冰机的排故 27.9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8章专用冷藏冷冻装置 28.1专用冷藏冷冻装置 28.2运输工
具的制冷 28.3卡车冷藏系统 28.4火车冷藏系统 28.5超低温冷冻 28.6复叠式系统 28.7速冻方法 28.8船舶冷
藏系统 28.9航空货运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29章商用制冷设备的排故与常规工况 29.1排故的准备工作 29.2
高温制冷装置的排故 29.3中温制冷装置的排故 29.4低温制冷装置的排故 29.5常规风冷式冷凝器的运行
工况 29.6风冷式机组正确排压值的计算 29.7风冷式机组的常规运行工况 29.8采用一次性冷却水的冷凝
器系统常规运行工况 29.9循环水系统的常规运行工况 29.106种常见故障 29.11制冷剂充注量不足 29.12制
冷剂充注过量 29.13蒸发器效率低下 29.14冷凝器效率低下 29.15制冷剂的流动受阻 29.16压缩机效率低下
29.17压缩机真空测试 29.18压缩机封闭运行测试（在工作台上的测试） 29.19压缩机封闭运行的现场测
试 29.20系统内压缩机的运行测试 29.21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商用制冷设备的故障诊断表 第六篇
空气调节（采暖与增湿） 第30章电制热 30.1概述 30.2移动式电热装置 30.3辐射加热板 30.4踢脚板电热
板 30.5暖风机 30.6电热锅炉 30.7集中式强制通风电炉 30.8强制通风电炉的自动控制装置 30.9低压温控器
30.10多级控制 30.11电原理图 30.12强制通风电路控制电路 30.13风机电动机电路 30.14电热炉的控制接触
器 30.15电热炉的空气流量 30.16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电热设备的故障诊断表 第31章燃气制热 31.1
燃气强制热风炉 31.2燃气炉的种类 31.3燃气 31.4燃气的燃烧过程 31.5燃气调压阀 31.6燃气阀 31.7电磁阀
31.8膜片阀 31.9热动控制阀 31.10组合式全自动燃气阀 31.11歧管 31.12喷头 31.13燃烧器 31.14热交换器
31.15风机开关 31.16限温开关 31.17引火器 31.18持续引火系统的安全装置 31.19点火系统 31.20火焰检测
31.21高效燃气炉 31.22电子点火控制器和燃气炉集成控制器 31.23二级燃气炉 31.24燃气炉的调整 31.25排
风 31.26燃气管的连接 31.27燃气炉电路图和排故流程图 31.28引火安全探测装置——热电偶的排故 31.29
电火花点火（间歇式引火）系统的排故 31.30燃烧效率 31.31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32章燃油制热
32.1强制排风燃油暖风炉 32.2强制排风燃油炉的外在特征 32.3燃油 32.4燃油燃烧前的预处理 32.5燃烧产
生的副产品 32.6喷射式油燃烧器 32.7燃油炉的电路图 32.8烟道安全控制开关 32.9镉传感器安全控制装置
32.10供油系统 32.11燃烧室 32.12热交换器 32.13冷凝式燃油炉 32.14维修方法 32.15燃烧效率 32.16报修电
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燃油采暖设备的故障诊断表 第33章暖水供热 33.1暖水供热 33.2锅炉 33.3限温控制装
置 33.4水调节阀 33.5卸压阀 33.6空气垫水箱（膨胀水箱） 33.7区域控制阀 33.8离心泵 33.9翅片管落地机
组 33.10平衡阀 33.11流向控制阀 33.12横向和垂直（下流）强排风单元式供热器 33.13暖水管系统 33.14
无水箱式家用热水器 33.15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34章室内空气质量 34.1室内空气质量 34.2室内
空气污染源 34.3室内空气污染状态的控制 34.4常规污染物 34.5污染源的检测与消除 34.6通风 34.7空气净
化 34.8风管的清理 34.9空气增湿 34.10增湿器容量的确定 34.11安装 34.12操作、排故和预防性维护 本章
小结 复习题 过滤与增湿系统的故障诊断表 第七篇空气调节（供冷） 第35章舒适与湿空气的物理性质
35.1舒适 35.2食物能量与人体 35.3人体体温 35.4舒适图 35.5湿空气学 35.6空气中的水分 35.7空气中的过
热气体 35.8湿度 35.9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35.10露点温度 35.11焓湿图 35.12在焓湿图上标定空气的状态
位置 35.13总热量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36章空调冷源 36.1制冷 36.2建筑物的得热 36.3蒸发式冷却 36.4制冷
式空调 36.5蒸发器 36.6蒸发器的作用 36.7设计工况 36.8蒸发器的应用 36.9压缩机 36.10往复式压缩机
36.11压缩机的转速（RPM） 36.12压缩机与电动机的冷却 36.13压缩机的固定 36.14全封闭压缩机的重新
安装 36.15回转式压缩机 36.16涡旋式压缩机 36.17冷凝器 36.18侧排风冷凝机组 36.19顶端排风冷凝器
36.20冷凝器盘管的结构形式 36.21高效冷凝器 36.22冷凝器的箱体结构 36.23膨胀器件 36.24空气侧构件
36.25安装方法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37章气流组织与平衡 37.1空调设备 37.2正确的空气量 37.3强制通风系
统 37.4风机 37.5系统压力 37.6风管系统的风速检测仪器 37.7风机的类型 37.8风机的驱动方式 37.9送风管
系统 37.10静压箱系统 37.11加长式静压箱系统 37.12降压式静压箱系统 37.13周边环路系统 37.14风管系
统的相关标准 37.15风管材料 37.16镀锌钢板风管 37.17玻璃纤维风管 37.18螺旋金属风管 37.19柔性风管
37.20风管系统的组合 37.21风管内的空气流动 37.22平衡风门 37.23风管的保温 37.24处理后的空气与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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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的混合 37.25回风管系统 37.26风管规格的确定 37.27空气的流量平衡检测 37.28气流流动阻力线图
37.29实用排故方法 37.30家用风管系统的常见故障 37.31商用风管系统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38章空调设备
的安装 38.1空调设备安装的基本概念 38.2正方形与长方形风管 38.3金属圆形风管系统 38.4金属风管的保
温 38.5风管板系统 38.6柔性风管 38.7电气安装 38.8制冷系统的安装 38.9分体式空调器的安装 38.10分体
式系统的冷凝机组 38.11制冷剂连接管的安装 38.12设备的启动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39章空调系统的控制
39.1空调设备控制器 39.2原动机——压缩机与风机 39.3低压控制器 39.4家用中央空调的兴起 39.5设备结
构的经济性 39.6老型号风冷式系统的运行控制器 39.7老型号风冷式系统的安全控制器 39.8新式空调设
备的运行控制器 39.9新式空调设备的安全控制器 39.10控制器组件的运行 39.11电子控制器与空调设备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40章常规运行工况 40.1机械运行状态 40.2相对湿度与蒸发器负荷 40.3负荷变化时系
统各构件间的相互关系 40.4蒸发器的运行工况 40.5蒸发器负荷量较大而冷凝器温度较低的情况 40.6空
调设备的等级 40.7随机文件 40.8如何在不熟悉的设备上确定一个参考点 40.9高效空调设备的计量装置
40.10设备的额定效率 40.11电气线路的常规运行状态 40.12机组与电源的正确配置 40.13在正常参数条件
下启动空调设备 40.14电动机参数无法获知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参照点 40.15压缩机运行电流的确定 40.16
压缩机在满负荷电流状态下运行 40.17高电压、压缩机及其电流值 40.18双速压缩机及其电流值 本章小
结 复习题 第41章空调系统的排故 41.1空调机组的排故 41.2机械故障的排除 41.3表歧管的使用 41.4连接
压力表时的注意事项 41.5低压侧压力表读数 41.6高压侧压力表读数 41.7温度读数 41.8现场充注制冷剂的
方法 41.9电气故障的排除 41.10压缩机过载故障 41.11压缩机的电气检测 41.12电路保护装置——熔断器
和断路器故障的排除 14.13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供冷空调系统的故障诊断表 第八篇全天候空调系
统 第42章采用电、燃气和燃油制热的电驱动空调系统 42.1全年舒适性空调系统 42.2空调调节的5个处理
过程 42.3空调装置的增设 42.4现有风管的保温 42.5对现有风管系统的评估 42.6供冷与供热的空气量 42.7
供冷与供热时的控制电路 42.8两个低压电源 42.9两低压变压器的定相 42.10加装风机继电器 42.11新型全
天候系统 42.12全天候分体式系统 42.13全天候整体式（独立式）系统 42.14全天候系统的电路 42.15全天
候系统的维修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43章空气热源热泵 43.1逆循环制冷 43.2热泵的冬季热源 43.3四通阀
43.4热泵的种类 43.5太阳能热泵 43.6空气—空气热泵 43.7制冷剂管线的辨认 43.8计量装置 43.9热力膨胀
阀 43.10毛细管 43.11计量装置的组合 43.12电子膨胀阀 43.13固定孔板计量装置 43.14液管辅助装置 43.15
空气—空气热泵的应用 43.16辅助热源 43.17平衡点 43.18效能系数 43.19分体式空气—空气热泵 43.20室
内机组 43.21处理后空气的温度 43.22室外机组的安装 43.23整体式空气—空气热泵 43.24空气—空气热泵
的控制器 43.25融冰运行 43.26室内风机电动机控制器 43.27辅助热源 43.28空气—空气热泵的维护 43.29
电气系统的排故 43.30机械故障的排除 43.31四通阀的排故 43.32压缩机的排故 43.33制冷剂充注量的检测
43.34热泵的特殊应用 43.35采用涡旋式压缩机的热泵 43.36带有可变速电动机的热泵 43.37报修电话 本章
小结 复习题 热泵供热运行时的故障诊断表 第44章地热热源热泵 44.1逆循环制冷 44.2地热热泵的分类
43.3开式环路系统 44.4水质 44.5闭式环路系统 44.6地下环管的布置形式与流体的流动 44.7系统材料和热
交换流体 44.8地热井和水源 44.9系统排故 44.10无水、直接触土型、闭式环路的地热热泵系统 44.11报修
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九篇家用制冷与空调装置 第45章家用冷柜 45.1制冷 45.2蒸发器 45.3自然对流蒸
发器 45.4蒸发器的除霜 45.5压缩机 45.6冷凝器 45.7融霜冷凝水自动除霜 45.8压缩机油冷却器 45.9计量装
置 45.10家用冷柜的箱体 45.11电气线路与控制器 45.12压缩机控制器 45.13压缩机的启动电路 45.14除霜
运行 45.15防露加热器 45.16照明灯 45.17冷柜风机电动机 45.18制冰器的运行 45.19冷柜的维修 45.20箱体
故障 45.21压力表的连接 45.22制冷剂不足 45.23制冷剂充注过量 45.24制冷剂泄漏 45.25蒸发器泄漏 45.26
冷凝器泄漏 45.27制冷剂管线的泄漏 45.28压缩机的更新 45.29系统抽真空 45.30毛细管的维修 45.31压缩
机的容量测定 45.32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46章家用冰柜 46.1家用冰柜 46.2冰柜箱体 46.3箱体内胆
46.4蒸发器 46.5压缩机 46.6冷凝器 46.7计量装置 46.8蒸发器的常规运行工况 46.9冷凝器的常规运行工况
46.10压缩机的常规运行工况 46.11控制器 46.12冰柜的维修 46.13冰柜的移动 46.14食品的临时存放 46.15
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47章室内空调机 47.1采用室内机组实现空调与供热 47.2室内空气调节、供
冷 47.3系统的供冷运行 47.4系统的供热运行 47.5室内空调机的安装 47.6单冷式室内机组控制器 47.7冷热
型室内机组控制器 47.8室内空调机的维护与维修 47.9报修电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十篇冷水空调系统 
第48章高、低压压缩式冷水和吸收式冷水系统 48.1冷水机组 48.2压缩循环冷水机组 48.3采用往复式压
缩机的冷水机组 48.4汽缸卸荷和变频驱动 48.5采用涡旋式压缩机的冷水机组 48.6采用螺杆式压缩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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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机组 48.7采用离心式压缩机的冷水机组（高压） 48.8高压冷水机组蒸发器 48.9直接膨胀型蒸发器
48.10满溢式蒸发器冷水机组 48.11高压冷水机组的冷凝器 48.12水冷式冷凝器 48.13冷凝器的过冷 48.14风
冷式冷凝器 48.15过冷管路 48.16高压冷水机组的计量装置 48.17热力膨胀阀 48.18孔板 48.19浮球式计量
装置 48.20电子膨胀阀 48.21低压冷水机组 48.22压缩机 48.23低压冷水机组的冷凝器 48.24低压冷水机组
的计量装置 48.25不凝气体排除装置 48.26吸收式空调冷水机组 48.27溶液的浓度 48.28吸收式制冷系统中
的溶液 48.29吸收式制冷系统的循环泵 48.30容量控制 48.31溶液的结晶 48.32排气系统 48.33吸收式系统
的热交换器 48.34直燃型系统 48.35压缩循环冷水机组的电动机及驱动装置 48.36部分绕组启动法 48.37自
耦变压器启动法 48.38星形—三角形启动法 48.39电子启动器 48.40电动机的保护 48.41负荷限制装置
48.42机电型电动机过载保护装置 48.43电子固态电路过载保护装置 48.44防反复启动控制器 48.45缺相保
护 48.46电压失衡 48.47相位颠倒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49章冷却塔和水泵 49.1冷却塔的作用 49.2冷却塔的
种类 49.3防火 49.4填充材料 49.5流动模式 49.6冷却塔的制作材料 49.7风机部分 49.8冷却塔的检修门 49.9
冷却塔的集水槽 49.10补充水 49.11排污及排污管 49.12冷却塔的水流量平衡 49.13水泵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50章冷水空调系统的操作、维护与排故 50.1冷水机组的启动 50.2采用涡旋式压缩机的冷水机组的启
动 50.3采用往复式压缩机的冷水机组的启动 50.4采用螺杆式压缩机的冷水机组的启动 50.5采用离心式
压缩机的冷水机组的启动 50.6采用涡旋式和往复式压缩机的冷水机组的操作 50.7采用变容量压缩机的
大型冷水机组的操作 50.8采用离心式压缩机的冷水机组的操作 50.9风冷式冷水机组的日常维护 50.10水
冷式冷水机组的日常维护 50.11吸收式冷水机组的启动 50.12吸收式冷水机组的操作与维护 50.13各种冷
水机组的一般维护 50.14低压冷水机组 50.15低压冷水机组的制冷剂回收 50.16高压冷水机组 50.17报修电
话 本章小结 复习题 附录A温度换算表 附录B电气符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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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5章基本控制电路的排故 教学目标 学习完本章内容之后，读者应当能够： 1.论
述和辨别耗电和不耗电元器件。
 2.论述采用电压表检测各种电路故障的方法。
 3.辨别电路故障的种类。
 4.论述如何采用电流表检修电路故障。
 5.论述如何采用电压表检修电路故障。
 6.识别冷一热控制电路中的元器件。
 7.按电路运行程序分析冷一热控制电路。
 8.区分接线图与原理图。
 安全检查清单 1.除了必须带电检测外，检修电路故障时必须将电源切断。
在切断电源的配电板处必须上锁，挂上标记，并只配一把钥匙带在自己身上。
 2.检测电阻时，应切断电源，并将被测电阻两端与电路断开。
 3.应确保表棒仅与被测元器件的接线端或触头接触。
 15.1排故的基本概念 评价每一种控制器均需根据其在系统中所起的（主要或辅助）作用与功能，而识
别控制器及其功能则需要理解其在系统中的作用。
在动手操作之前，如能认真研究某控制器的功能将会极大地节省排故时间。
例如，查看压力控制器之前的压力管线和温度控制器上的温控元件，观察控制器能否使电动机停止运
转和启动，能否打开和关闭阀门或其他功能的执行情况。
如上所述，控制器有电气型、机械式或机电组合型（现将电子控制器也视为电气型控制器）。
 电器装置就其在相关电路中的功能而言可以分成耗电与不耗电两种，耗电装置需要电能，且含有电磁
线圈或电阻电路，与电源并联连接，而不耗电装置往往是将电能传递至耗电装置。
 上述两种分类及称呼可以用最简单的带有开关的电灯电路来解释。
电路中的电灯泡就是一个消耗电能的器件，而开关则是将电能传递至电灯泡，其目的是将灯泡的两端
连接于电源两端（火线和中线），见图15.1。
电灯泡并联于电源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电路。
其中，开关只是一个通电装置，它与电灯泡是串联连接的。
对于任何耗电装置来说，耗电的前提是其两端必须有电压差，电压差就是电压表上显示的、电源引线
间（如线路1至线路2）的电压值。
当然，住宅内的民用电也可以作为其电源，例如，用导线将电灯泡与室内电源的火线（该支流上设有
熔断器或断路器）和中线（与大地连接的接地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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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制冷与空气调节技术(第5版)》适合采暖、空调和制冷专业的各级各类院校学生作为教材使用，也适
合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中高级技工、技师培训使用，同时也是一本专业技术人员不可多得的常备
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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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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