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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厂制冷技术原理、常见制冷设备的性能与应用及常见故障与处理方式。
主要内容包括：制冷热力学原理、制冷系统组成、制冷循环计算与制冷机的特性分析；给出了日前研
究比较热门的亚临界和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的工作原理、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同时介绍了制冷剂与
载冷剂的类型；阐述了其他类型的制冷方式，如溴化锂吸收式制冷、固体吸附式制冷、喷射式制冷、
热电制冷、气体涡流制冷、气体膨胀制冷等；最后介绍了制冷装置安装、运行及常见故障处理等内容
。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能源动力类、化工类本科生的专业教材，也可供制冷工程学科的研究生和从事
此领域工作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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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人工制冷中，不仅有热量的转移，也有热功的转换过程。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在具有热现象的能量转换中的应用，具体内容为：自然界的一
切物质都有能量，能量只能够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个物体，能量的
数量不变。
该定律指出了能量转换在数量上的关系，但没有说明遵循该定律的所有过程是否一定能够实现。
因此，还要考虑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能量交换和转换的条件、深度和方向，具体内容为：机械功可以全部转换为热
，但热却不能够无条件地全部转换成机械功，即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热，使之完全变为功而不引起其
他变化。
因此，利用一个热源（或者冷源）无法完成循环过程，在制冷循环过程中，制冷工质除了从低温热源
吸热外，还必须向高温热源排热。
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指出，不可能把热从低温物体传至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他变化。
因此，人工制冷过程就是在外界的补偿下，将低温物体的热量向高温物体传送的过程。
补偿的方法，一种是消耗功（机械能或电能）来提高制冷剂的压力和温度，使制冷剂将从低温物体吸
收的热量连同机械功转换成的热量一起排至高温环境中，完成热量从低温向高温转移的过程；另一种
是消耗热能，用热量由高温传向低温的自发过程作为补偿，实现将低温物体热量传送到高温物体的目
的。
要实现连续将能量进行转移和转化，就必须使工质经过一系列的状态变化来完成循环。
循环可分为正向和逆向两种。
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循环称为正向循环，在热力图上是顺时针方向的；若是通过消耗能量使热量从
低温物体（冷源）转移给高温物体（热源）的循环，称为逆向循环，在热力图上是逆时针方向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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