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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澜水 TMPROA 产品介绍

极化冷冻机油添加剂（Polarized refrigerant oil additive,简称 PROA）技术最初是由美国国防

系统研发成功的一项高科技节能技术，并获得美国专利（U.S.P4963280）,该技术产品通过与制冷剂和

冷冻油配合使用，来改善空调及制冷系统效率的极性活化技术产品。该技术 20世纪 90 年代初仅限于美

国军事领域应用，1996 年经美国能源部推荐推广至民用。

澜水 TM极化冷冻机油添加剂（PROA）由上海理工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的何定兵博士、王芳

副教授等，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开发成功并填补了该类技术的国内空白，申请

发明专利（公开号：CN101440330）。该技术成果经过国家权威实验室检测，并获得 2008 年压力容器年

会优秀论文奖，发表在权威期刊《流体机械》杂志上。该项目获教育部大学生环保科技竞赛一等奖，并

在 2009 年长三角的科技创业大赛上获得特别奖。200 年还获得了上海市科委立项支持（编号：

0901H118400）。

PROA 是为空调、制冷系统和热泵而专门研制的增效节能添加剂，已被欧美众多国家广泛应用于空

调和制冷设备节能、养护等领域。根据制冷系统的使用状况(设备的使用年限、类型及保养情况等)，只

需添加（冷冻机油容量）5%-10%的 PROA 到压缩机的冷冻油里，可减少空调压缩机的运行时间和维护费

用，使能耗降低 8%-25%不等。

澜水 TMPROA 是目前减少空调和制冷系统运行时间和减少维护费用最简单、快速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澜水 TMPROA 技术使成本节约变得简单易行。下面我们将从两方面阐述澜水 TMPROA 是的作用原理。

§1.1、澜水 TMPROA 工作原理

空调系统主要由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毛细管、节流装置）、蒸发器及管路等组成。 而实现制

冷与制热功能的则靠以氟利昂为代表的冷媒的气、液之间相互转换和温度、压力等循环变化实现的，而

其中共同参与循环的化学物质还有起到润滑、密封和降温作用的低温润滑油。制冷剂和低温润滑油在液

体下相容的，而在制冷剂蒸发器中发生分离。经过长期的高、低温的循环后，润滑油会像其他压缩机油

一样发生不同程度的劣化，长期运行产生聚合物、碳化物等高分子极性物质粘附在换热部位（铜管），

形成阻碍换热的油膜，导致制冷剂（冷媒）的传热系数减少。另外，由于油膜的存在使蒸发器有效面积

减小，蒸发器温度降低，严重的还会造成结霜不良，降温困难；而且，低温工况下，冷冻油粘度变大，

蒸发器回油困难。上述种种连带的原因都影响机组的换热效率，继而增加了压缩机的负荷，使设备进入

了恶性循环，加速了设备性能的衰减。据有关资料介绍，在蒸发器表面附有 0.1mm油膜时，将使制冷

系统蒸发温度降低 2.5℃，多耗电 11%-12%。

澜水 TMPROA 加入到空调系统后，它与制冷剂一起循环，达到系统的各个部分。澜水 TMPROA 的活性

极化分子一端极性很强，带有负电荷，与金属表面的正电荷有很强的结合力，会穿透管道内的油膜组织 ，



PROA服务手册

嵌入金属表面晶格间隙中，逐渐分解并取代沉积在金属表面的油膜（分子式如图 1 所示），让原来附着

在管道内壁的油膜重新回到压缩机中，并且其四面体的刚性结构能够在齿轮啮合部位瞬间高温、高压的

微环境保持其稳定性，这样就在空调系统内的冷凝器、蒸发器、压缩机管路等组件内表面形成一层澜水

PROA 永久性保护膜，提高热传导效应，恢复和提高系统的热传递效率。其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提高

能效比（COP），节约电耗，延长机器寿命。

图 1、极性活化分子结构示意图

图 2 PROA 分子工作原理示意图

§1.2、产品主要组成成分

澜水 TMPROA 产品以环烷油为基础油，含有许多先进的特殊功能成分。低温润滑油因其良好的粘质

和低倾点以及于制冷系统冷冻机油合冷媒的相溶性而成为添加剂的基础成分，而添加功能成分为经过精

巧的分子设计和数百种合成的有机分子中经过国标测试挑选的特殊功能分子。为使产品效果达到最佳，

又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测试来确定每种成分适用于不同制冷设备的最精确的添加量。五种主要添加剂成分

分别为：极化活性分子、抗磨剂、抗氧化剂、防腐蚀剂、表层活化剂。

§1.2.1 极性活化分子:

澜水 TMPROA的最主要的功能成分为具有四面体结构的极性活化分子,该极性活化分子不但可以起到

疏松、穿透油膜层并最终取出油膜的作用外，还相应具有粘性抗磨剂和金属调节剂的作用。

§1.2.2 抗磨剂:

澜水 TMPROA 含有两种抗磨剂成分，一种是黏附活性抗磨剂，一种是摩擦活性抗磨剂。

§1.2.2.1 黏附活性抗磨剂

油膜层

铜管

制冷剂
PROA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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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附活性抗磨剂是第一层保护。这种添加剂以物理结合方式吸附在金属表面上，以多卤二烯烃和 a

烯烃为“骨架”形成一层强抗压保护薄膜。在超负荷条件下或者是在局部粗糙的轴承损坏和设备磨损的

地方，在压缩机启动和关闭时，极性活化分子都能起到润滑效果。此外压缩机为密闭贯通的设计，金属

表面摩损（损坏）产生的破碎金属粒子（悬浮在润滑油中）会在整个系统里移动，带来很多损害。图3

表明了润滑失效所带来的损害。

图 3：

（失 效 前） （失 效 后）

黏附活化剂和金属在极压条件能够形成悻像操作部件之间的一个润滑垫子，减少了金属之间的摩擦

和表面损耗。

§1.2.2.2 摩擦活性抗磨剂

摩擦活性抗磨剂是第二层保护，它能使轴承表面恢复光滑。这种功效使应用了澜水 TMPROA 添加剂

的设备比没有应用的设备，多了两项重要的优越性。

第一是减少化学摩擦；

第二是润滑性能出现故障时提供防损坏作用。

须指出的是这种化学光滑作用只在高摩擦力存在的时候才起作用。图 4说明了光滑作用是如何发生

的。

图 4：

A：临近失效 B：澜水 TMPROA 产生作用 C：表面恢复光滑

黏附活性抗磨剂（通常均匀分配在油中）迅速取代金属表面被毁坏的保护膜，生成新的保护膜。添

加剂依次和（它所依附的）金属表面原子发生化学作用，这样就提供了一种化学光滑反应，摩擦力越大 ，

温度越高，摩擦活性抗磨剂形成越快，从而化学光滑作用发生得越快。当摩擦减少时，添加剂稳定下来 ，

化学光滑反应停止。摩擦活性抗磨剂只在需要的时候和地方起作用。

澜水 TMPROA 的高抗磨损技术可以用几个标准检测来示范说明。这些测试都是在设备齐全良好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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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实验室进行的。抗磨损测试利用软滚轴轴承作为由发动机驱动旋转盘的制动，使旋转盘停止运转的阻

力可以用来衡量摩擦系数，轴承损坏度可以衡量抗磨性。测试表明当 5%的澜水 TMPROA 添加剂加到冷冻

油里时，使旋转盘停止运转的阻力明显增加了。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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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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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制动力比未添加澜水 TMPROA 的润滑油测试增加了 10 倍，但是添加了澜水 TMPROA 后轴承磨损明显减

少了。测试结果清晰表明压缩机摩擦和磨损在加入澜水 TMPROA 后明显减少。

§1.2.3 抗氧化剂

澜水 TMPROA 也含有氧化抑制剂使之能完好保存，所有的润滑油过期后都会氧化或变质。当油变坏

时，腐蚀性的有机酸和油泥形成了，这些物质会损坏精密压缩机的组成部件而且会妨碍润滑剂在整个系

统的均匀分布。氧化抑制剂发生化学作用阻隔了油氧化过程，使得冷冻油能够长久发挥最佳作用,延长

了冷冻油的寿命，从而使更换次数减少，设备的使用寿命也随之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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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防腐蚀剂

澜水 TMPROA 含有防腐蚀剂来保护压缩机组件。在制冷系统里普遍存在腐蚀性酸，这是由于制冷剂

在有水分的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引起的，或者是油自身氧化过程引起的。如前所述，这层保护膜抵制酸 ，

使金属不被腐蚀，因为这层附在金属表面的保护膜不会轻易坏掉。

§1.2.5 调节剂

澜水 TMPROA 也含有调节剂，这些调节剂保持弹性和柔软性。经过调节剂的处理，机械密封的弹性

组件、阀门包装、水管、减压阀可以避免破裂。因为设备弹性组件变得更有弹性，更持久，所以设备组

件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1.3、节能效果测试

以国内某公司生产的分体式热泵空调器作为被测机（型号为 KFR-23G/hY）使用年限 2年，在上海

理工大学根据 GB7725-2004的多功能环境实验室进行测试。为了便于测量，先对空调换热器外部清洗，

然后再对被测机管路系统上加入数个压力、温度测试点。

具体的测量点布置如图 6所示

图 6 被测机制冷系统流程图
l－制冷压缩机 2－室外机组 3－毛细管 4－温、压力测点×7 5－室内机组 6－加液阀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分别测出了加入添加剂前后以及添加剂量不同时空调器的制冷量 、输入功Q

率 、压缩机的吸排气压力 、 ，温度 、 ，以及系统 COP。通过这些点的测量，测量结果P SOP dkP soT dkT

如下：

图 7制冷量随 PROA添加前后的变化 图 8 压缩机排气温度 PROA添加前后的变化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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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测试，COP（能效比）上升了 11.6%（节能）；出风干球温度从 15.5℃下降到 12℃左右，这一

现象说明蒸发器换热效果得到了明显改善；排气温度从未加 PROA 的 90℃下降到 76℃-78℃左右，说明

冷凝效果也得到加大改善，空调整体性能得以提高。

§1.3.1 降低制冷设备能耗。

当澜水 TMPROA 加入冷冻机和空调系统后，它的极化官能团与金属表面有很强的亲和力,会穿透油膜

组织，嵌入金属表面晶格间隙中，逐渐分解并且取代沉积在金属表面的油污层，在冷冻装置(冷凝器、

蒸发器、压缩机、管路等)内表面形成一层分子薄膜－－PROA 永久性保护膜，从而提高空调系统的能效

比（COP），减少了启动电流和压缩机运行时间，减少电力消耗，达到节电并延长设备寿命的功效。

§1.3.2 给压缩机系统带来诸多益处：

·增强及加速制冷系统内热交换器的热能交换。

·增强及加速制冷系统内压缩机润滑油的润滑作用。

·清除油膜组织，提高热交换效率。

·增加压缩机密封的使用寿限。

·降低摩擦损耗。

·提高金属抗氧化(锈蚀)能力和润滑能力。

·降低压缩机噪音和振动，达到静音运转。

·没有 PTFE“铁氟龙”结合效应(与塑料、橡胶等物质的结合效应)。

§1.4、产品特性

·低倾点：能防止析出油凝固在管道内，絮凝点为-86℃；

·热稳定性：不会在排放阀等高温部位积聚过量碳沉积物，闪点>230℃；

·低蜡含量：能防止冷冻油/制冷剂混合物在系统的低温部位结成絮状蜡质沉淀物；

·化学稳定性：不会与制冷剂或其它存在于系统内的材料在高温高压微环境下发生化学反应；

·高介质强度：具有良好的绝缘性，在密封型机组中，冷冻油/制冷剂混合物是作用于电动机及压缩

机之间的绝缘体。

§1.5、产品优越性

· 大大改善传热效果；

· 与所有制冷剂和各种润滑油兼容；

图10 蒸发器温度随PROA添加前后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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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冷时,降低出风口温度 1-8℃;制热时,提高出风口温度 1-6℃；

· 降低设备起动电流最高可达 31%，节省电力能源最高可达 25%；

· 提高润滑能力；

· 提高金属抗氧化能力（锈蚀）能力；

· 降低摩擦损耗，增强压缩机密封使用寿命；

· 降低压缩机噪音和振动，达到静音运转；

· 属于环保产品，无毒、无害、无致癌物质，不需进行废油处理；

§1.6、适用范围

① 压缩机类型：

离心式压缩机； 螺杆式压缩机；

旋转式 / 活塞式压缩机； 涡旋式压缩机。

② 机型：

分体空调； 中央空调系统；

汽车空调； 冰箱；

冷柜； 热泵；

其他制冷设备。

③ 制冷剂：

CFCs - R11﹐R12 等；

HCFCs - R22﹐R401a 等；

HFCs - R134a﹐R407C，R411.等；

AMMONIA （氨）- R717 等；

④ 冷冻油：

POE’s （多元酯）- ICI Emkarate 32CF；

MO’s （矿物油）- Sunisco 3GS 等；

AB’s （合成油）- Zerol 200 T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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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验收

§2.1、小型设备中澜水 TMPROA 安装指南

安装步骤：

1. 室内、室外机之间管道的区分：

高压管道：是指从压缩机出口到毛细管【节流装置】前端，相对较细的管道。

低压管道：是指毛细管【节流装置】后端到压缩机入口端，相对较粗的管道。

2. 查看连接室内外机管路截止阀是否暴露在机体外，及每个控制阀上的加氟口是否带气门心（类

似如汽车轮胎气门心，外有螺帽盖住）。大部分机器的截止阀都在室外机机体外。有小部分的在

室外机内部（如大金、三洋）。

3. 开启制冷设备，检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4. 根据设备铭牌上冷冻油油量和使用年限，确定澜水 TMPROA 的添加量。使用六年以下的设备，PROA

的添加量是冷冻油油量的 4.0%-5.0%，使用六年以上的设备，澜水 TMPROA 的添加量是冷冻油油

量的 5.0%。

5. 清洁 PROA 专用工具，把 PROA 加入到专用工具容器内，并排除专用工具内空气。

6. 在压缩机正常运行过程中，进行下列操作。

① 旋下加氟口上的外螺帽，在低压截止阀的加氟端上连接一个压力表控制阀（注意加氟管一

端有顶针，有顶针端与加氟口连接，没有顶针的一端与压力表控制阀连接。同时应当注意

压力表控制阀的方向，只有压力表控制阀在关闭状态下能看到系统内压力才算正确）。

② 排去压力表控制阀与机器加氟口之间管内空气（打开压力表控制阀让管内空气从控制阀流

出），手指感觉到凉爽，则表明输液管内空气已排净，关闭压力表控制阀。

③ 微开压力表控制阀后，用已加入 PROA 的专用工具与压力表控制阀连接。（这样可避免空气

进入系统）

④ 开启压力表控制阀，缓慢推专用工具推动杆，将澜水 TMPROA 加入系统内（在添加过程中偶

尔会看到管壁外出现结霜现象，这属于正常）。初次添加完后，由于压力表控制阀与加氟口

之间的输液管内还有极少 PROA 未进入系统，则要将安装工具垂直于系统低压控制阀的加氟

口，按活塞顶杆防滑栓，让工具内回流一部分冷媒气体，再次推入，即可将此输液管内未

进入系统的 PROA 全部加入。

7. 在安装过程中要求空调器处于运行状态。若压缩机中途停机，可以先关闭压力表控制阀，想法

启动设备或者等待空调器自动启动。空调器再次启动后开启压力表控制阀继续加注。

8. 关闭压力表控制阀卸下与机器加氟口之间的输液管，将加氟口上的外螺帽拧上，检查空调运行

状态。

9. 安装完毕，填写安装验收单(见附表)并请客户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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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部工程安装完毕,按附表要求整理竣工文件。

11．特殊空调器施工：

如果遇到只有高压控制阀上有加氟口，低压控制阀上没有加氟口这一类型的室外机。应在机器未开

启时连接压力表控制阀并排净输液管内的空气后再启动机器，然后将高压控制阀先关闭。让压力表的数

值慢慢变小在 0.5MPA（5kgf/cm2）到 0.7MPA(7kgf/cm2)之间，接着关闭低压控制阀，此时机器有可能

因保护而自动停机，然后将内装 PROA 并已排净空气的专用工具与压力表控制阀出口连接，将PROA 推进

系统，加完后，将安装工具略高于系统高压控制阀，后拉活塞顶杆，让工具内回流一部分冷媒气体再次

推入便可以使压力表与加氟口之间输液管内未进入系统的 PROA 完全进入系统内，关闭压力表控制阀，

先开启高压阀，然后开启低压阀，卸下与高压控制阀加氟口上的输液管。将加氟口上的外螺帽拧上，启

动机器。检查空调运行状态。

特别提醒:如果室外主机悬挂在建筑物外的高空,务必先做好人身安全防护后才能进行以上施工。

§2.2、大中型设备中澜水 TMPROA 安装指南

安装步骤：

1. 根据铭牌上冷冻油量计算出 PROA 添加量。使用六年以下的设备，澜水 TMPROA 的添加量是冷冻

油油量的 4.0%-5.0%，六年以上的设备，澜水 TMPROA 的添加量是冷冻油油量的 5.0%。

2. 开启设备，及其辅助系统，并将主机温度设置最低。检测空调是否运行正常。

3. 确认设备正常运行后，进行下列操作。

4. 准备产品、工具及防护用品，并清洁。

5. 从主机加油口端抽出与所加 PROA 相等量的冷冻油。

6. 将 PROA产品倒入容器内。

7. 排出中央空调专用工具泵及输液管内空气。（具体方法是把 PROA添加工具输液管一端插入装

满 PROA的容器内，用手推动工具推杆，当看到输液管完全充满 PROA时，加油泵停止冲压 。）

8. 每冲压一次输送 111—112ml 的 PROA，根据添加量计算冲压次数。

9. 50%的 PROA 从加油口加入，50%的 PROA 从加氟口加入。先把 PROA添加工具出口端接头连接

到压缩机加油端，并拧紧各接口处，确定输液管两端接口无漏液漏气现象，冲压注入定量的

PROA的一半量。再与加氟端连接，注入余下完全部澜水 TMPROA。

10. 断开软管接头，添加完毕。

11. 再检查空调是否正常运行，有无制冷剂泄漏。

12. 安装完毕。填写安装验收单并请客户确认。

13. 工程安装完毕,整理竣工文件提交客户。

§2.3、注意事项

1. PROA 产品适用于各种型号的制冷剂，故应先确认空调设备制冷剂的型号：目前有 R22、R11、R12、

R401a、R134a、R407C、R717 等制冷剂，请选择相应的澜水 TMPROA 两种型号，切勿混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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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冷冻油油量、或制冷量，确定澜水 TMPROA 的添加量。一般是压缩机冷冻油油量的 4.0-5.0%，

若管路超长，应根据实际情况，稍多加些 PROA。

3. 添加前，请询问客户使用及维修情况，若发生过压缩机烧坏故障，必须清洗管路等才可添加，

否则，不宜添加 PROA（因压缩机烧坏过程中有废弃物、杂质等进入管路内，而澜水 TMPROA 运

动粘度大，有可能引起杂质流动，影响空调运行）。大型设备添加前应取样冷冻油经过实验室

检验合格后方可添加。

4. 检查空调出风口温度是否正常，若出风口温度高于 16℃，应当全面检查空调系统是否正常（包

括压力、电流、噪音等参数在铭牌标示额定标准内），确定一切正常后，方可添加。

5. 添加澜水 TMPROA 之前，应测量空调高、低端压力是否正常，见参照表；若空调正常运行时，发

现压力表指针抖动，说明空调内有杂质堵塞，或有空气，或膨胀阀有问题，应排除故障后才可

添加。

附 R22 制冷剂室外温度与空调高低压力对照表，仅供参考：

6. 有视液孔的设备，观察其内只有极少量气泡产生，说明制冷剂正常；如果气泡较多，说明缺少

制冷剂，建议客户先补充制冷剂，或从设备高低压侧压力情况判断制冷剂是否够量。

7. 添加前应用 PH 试纸检验冷冻油酸性强度，试纸显示酸性值较大，说明冷冻油过期、变质，建议

更换冷冻油后添加澜水 TMPROA。因呈酸性的冷冻油会腐蚀设备内部，有潜在危险故障。

8. 全面检查系统并进行登记。（项目包括排气、吸气压力、蒸发器温度、冷凝器温度、三相电流、

室外温度、室内温度、压缩机过热）。

9. 如果确定系统里面的油量超标要抽出多余的油，在抽油操作过程中绝对不能让系统进空气。

10.澜水 TMPROA 应放置低温干燥环境中保存，开封后应 100 小时内使用完毕，以防变质，并远离儿

童放置。

11.切勿品尝。若不慎吞食，不可使用催吐剂，应找去医院找医生诊治；若不慎溅入眼睛，应立即

用清水冲洗眼睛；

12.应由专业制冷技术人员添加，添加完澜水 TMPROA 后，应清洗双手。

13.检查空调的安装位置，原有空调安装不规范，如室外机高于室内机二米以上等，会影响压缩机

的回油，存在压缩机烧毁的隐患。

§2.4、施工验收事项：

1. 接收工程项目后，准备施工工具、仪表及安装产品，落实施工车辆。

2. 施工人员了解施工地点及机房的运行情况，安排施工路线。

序号 室外温度 低压端指示压力 高压端指示压力

1 25℃ 大约 0.3～0.45Mpa 大约 1.3－1.8Mpa

2 30℃ 大约 0.45～0.5Mpa 大约 1.5－2.0Mpa

3 35℃ 大约 0.5～0.55Mpa 大约 1.7－2.2Mpa

4 40℃ 大约 0.55～0.6Mpa 大约 1.9－2.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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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人员行前应与客户取得联系，约定施工时间；落实工程验收方法，认识随工人员。

4. 到达现场后，测试记录相关数据，确认设备完好情况下，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操作。完毕，检查

设备的运行状况，填写澜水 TMPROA 安装验收表（附件 1），交随工程技术人员签字确认。

5. 验收

① 大型设备验收采取安装前后效果对比方法，即安装前记录有关设备的运行数据，在安装澜

水 TMPROA后设备运行 15天或连续运行 120小时，再测试设备运行数据。相关表格参考

澜水 TMPROA测试报告（附件 2）。

② 移动、电信、联通运营商的验收对于每个地市，可以先做一个点，采取安装前后效果对比

法确认澜水 TMPROA的效果。在大面积安装后，建议采取简单的出风口温度比较法来检

验澜水 TMPROA的效果。

③ 出风口温度检测法：安装前把空调温度设定调到制冷 18℃，确认压缩机启动运行 2分钟

后测量出风口的温度，并记录。

添加澜水 TMPROA后，让空调运行至少 50分钟，同样把空调温度设定调到制冷 18℃，确

认压缩机启动运行2分钟后再测量空调出风口的温度，并记录。相关表格参考澜水TMPROA

工程验收表。

④ 通信运营商采用出风口温度法验收时，对于郊外站可在空调安装运行 1小时后测试。城区

站一般在统一安装完毕后，一次性验收。

⑤ 产品到货验收

指收货负责人收到所有澜水 TMPROA 产品进行检验，确定没有问题，在收货单上签字盖章。

6. 整个项目安装完毕，整理安装验收表，出具工程验收报告，附上所有安装点的安装验收单复印

件，交客户确认并签章。

7. 建立用户档案，内容包括：客户名称、安装地点、设备型号、品牌、安装量、安装时间、联系

人、电话等。

8. 对于通信运营商，澜水 TMPROA 的施工在城区范围内一天 8个点，城区外一天 6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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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测试

§3.1、小型设备测试:

§3.1.1 选定测试点、测试设备：

1. 测试点的选择

① 测试点要求基本无人出入，避免人为因素影响。

② 测试点门窗应密封，避免室外空气对测试环境的影响。

③ 测试点内有一恒定功率的发热源。

④ 测试点受环境影响较小。

2. 测试设备工况要求

① 测试用空调无更换过主要部件（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等 ），（询问设备维护人员可知）

② 选择运行 3-5 年的 5P 以下空调。

③ 空调摆放位置要好。（空调出风口没有遮挡物）

④ 测试空调高、低压压力、电流、出风口温度，选择效果较差的空调作为测试对象。

⑤ 观察空调的启停比，若空调连续运行时间超过 20 分钟，说明空调的制冷量不够，不可选

做测试空调，若空调的启停比很快，如小于运行 3分钟，停3分钟，要认真检查，空调是

否存在故障。无故障的设备才可做测试。

⑥ 测试时，要关闭其它智能控制设备。例如：两台空调倒换运行装置。

§3.1.2 检测仪器

§3.1.3 测试依据：

GB/T7725-2004《房间空气调节器》

§3.1.4 测试方法

步骤：

1．首先应与客户确认测试方法、随工人员、测试日期等。

2．检查测试仪器仪表、工具是否完好，并备好数据记录表格。

3．选择相对较适宜的天气环境进行测试，可查询当地天气预报得知。

4．根据设备功率，选择匹配的电度表（精确度要求精确到 0.1 度）安装于测试设备上。正确连接

设备与电度表间的连线，不可把相序接错，并确认电度表、设备都正常运行。

5．设置空调运行参数及送风方向，确保设备(测试对象)前后测试参数及送风方向设置一样。

6．在空调的出风口，回风口，室外，室内放置温度自记仪进行数据采集，温度自记仪数据采集设

置为 1次/30 秒。

仪器名称 范围 分辩率 备注

RHLOG-T-H 温湿度自记仪 -25℃–+55℃ 0-100%RH ±0.3℃ ±5%RH 3 个

DTS626 单相、三相四线电子式有功电能表 1%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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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测试过程中，应保持测试对象使用室内环境的一致性，减少影响测试效果的一切因素。例如中

途不可增加或减少发热设备。

8．与随工人员确认记录数据开始时间（如每天上午 10 时整），每天按照确认时间认真记录相关数

据（数据内容应包括室内外温度、出回风（水）温度、噪音、电压电流、高低压力、用电量等，

见附表一），前期数据采集过程根据天气情况一般在 3至 5天内完成。每次数据采集完毕，双方

签字确认。

9．前期数据采集完毕后，即可安装澜水 TMPROA 产品。

10．产品效果反应时间为一般为 7-30 天，根据设备功况、运行情况等效果反应时间长短有所不同，

添加 3天后可开始对设备反应情况进行观察。

11．添加后数据采集选择与前期相近的天气进行，同样要以前期的数据记录开始时间（如每天上午

10时整）作为添加后数据采集起始时间，数据采集内容及程序与添加前一至。

12．数据采集完毕，整理数据，按照国家空调质检中心的模板出报告。

13．制热测试时，应关闭辅助制热功能。

§3.1.5 注意事项

1. 检查测试仪器仪表、工具是否完好。

2. 保证设备添加澜水 TMPROA 前后两次测试空调(测试对象)参数设置的一致性。

3. 测试过程中，应保持测试对象使用环境的一致性，不应在测试过程中增加或减少设备,及减少

人为影响测试效果的其它因素。

4. 添加前测试和添加后测试户外环境要求：因户外环境会影响空调用电量，要求添加前测试时的

户外环境温度和湿度与添加后测试时的户外环境温度和湿度基本相同，这样测试结果相对要准

确，公平。如果添加前测试时户外环境温度与添加后测试时户外环境温度相差太大，那么统计

的数据相对就不准确。如果添加前测试时的户外环境温度高于添加后测试时的户外环境温度那

么最后统计的数据就会得出节电率很高，出现这种情况对我们测试更有利，但客户可能不会接

受这个结果。如果添加后测试时的户外环境温度高于添加前测试时的户外环境温度那么最后统

计的数据就会得出不节电或用电更多，就体现不出产品的节电效果。因此，第二次测试数据时

（设备添加澜水 TMPROA 运行 7~15 天后），应提前查询天气情况，选择与添加前测试相近的天气

环境进行测试，避免天气气温等不可抗因素影响。

§3.2、大中型设备测试

§3.2.1 依据标准

GB/T 18430.2-2001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户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

GB/T 19409-2003 水源热泵机组

§3.2.2 测试工况

表 3-1 冷水型机组试验工况

试验条件 环境 蒸发器侧 冷凝器侧进水/出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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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测试仪器

表 3-2 冷水型机组系统测量仪器

§3.2.4 测试数据：

序号 数据

a. 日期

b. 测试者

c. 时间

d. 蒸发器进口水温 twi1
e. 蒸发器出口水温 twi2
f. 冷凝压力或温度

g. 蒸发压力或温度

h. 冷凝器进口水温 two1
i. 冷凝器出口水温 two2
j. 输入水源热泵的电量

k. 电量累计时间

l. 输入水源热泵的功率 Et

§3.2.5 测试过程

大中型设备的测试数据相对较多，详见《测试记录表》，一般采集 1-2小时的数据就行。测试人员

与随工人员确认记录数据开始时间（如上午 10 时整），按照确认时间及《测试记录表》每隔 15分钟认

真记录相关数据，前期数据采集完毕，双方签字确认。添加澜水 TMPROA 后，让设备运行 15-20 天，添

加后数据采集选择与前期相近的天气进行，同样要以前期的数据记录开始时间（如上午 10时整）作为

添加后数据采集起始时间，数据采集内容及程序与添加前一至。

§3.2.6 测试结果分析

测试结果应定量的表示出冷水型机组对制冷量产生的效果，对于给定的试验工况，测试结果应包含 ：

a. 制冷量，W；

b. 输入功率，W；

c. 能效比（EER），W/W。

结果采用两种方法计算制冷量，一种方法以蒸发器侧（水）的焓差法来计算，一种是以冷凝器侧（水）

的焓差法来计算，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制冷量的平衡偏差不得超过 6%，取两者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机组

干球温度 进水/出水温度 水环式 地下水式 地下环路式

标准制冷工况 15-30 12/7 30/35 18/29 25/30

待测量
项目

仪表或传感器 量程 精度 说明

温度 铂电阻 0-100℃ 0.05℃ 温度自计仪

功率 电度表 / / 带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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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冷量。当然，简便起见，可以采用蒸发器侧焓差法即可。

蒸发器侧制冷量的计算公式：qtci= WwiCpw(twi1-twi2)

冷凝器侧制冷量的计算公式：qtco= WwoCpw(two2-two1)-Et

能效比：EER=qtci/Et 或 EER=qtco/Et

测试过程中，由于没有水流量Wwi（或Wwo）的测试结果，故蒸发器侧或冷凝器侧的制冷量均无

法计算。但考虑到前后两次流量一致，水定压比热 Cpw相同，故可根据温差的变化得到制冷量的变化，

即：温差变大，制冷量增大，温差增加的百分数就等于制冷量增加的百分数 x1。这里，温度采集和电

量采集同时计时，最终温度采取每个时刻温度的平均值。

输入功率的变化可根据电量的变化得到，如同时开启 1个小时，总电量减小的百分数就是输入功率

减小的百分数 x2。

能效比增大的百分数(1+x1)/(1-x2)-1

如果需要节电率，则可定义为单位制冷量下输入功率的减少的百分比，即 1-(1-x2)/ (1+x1)

§3.2.7 注意事项

1. 一般情况下，测试时的工作温度将偏离标准要求的工况条件。没关系，只要添加前后两次进口

温度大致一致即可（包括蒸发器进口和冷凝器进口）。因为对于冷凝器侧，进口水温越低对于

检测越有利，对于蒸发器侧，进口水温越高越有利。

2. 测试过程中，避免人为或自控系统对机组的调节，包括变频或改变压缩机台数，或对压缩机进

行卸载等。

3. 测试温度时，将铂电阻和管壁绑紧，外面用保温棉严格保温，添加前后测试，尽量避免铂电阻

位置移动，或者不要移动，直接将数据拷走即可。

4. 机房内精密空调同时运行的数量不能超过两台，最好是选择有两台机器一台运行一台备用的机

房。

5. 出风口可以设置温度记录仪器，回风不用加装，因为回风机器都配有显示。

6. 询问当地工程师机器有没有更换过压缩机，如有更换应询问什么原因更换。如果是电机烧坏，

那必须确认系统内已经过酸性处理。最常用的方法是酸性测试。确认系统内的酸碱度。

7. 如果机器微处理器有强大的运行记忆功能，建议启动因为绝大多数机器能够监测机器的各主要

工作参数并打印出来。

8. 确认压缩机的类型和油位高度，油位高度必须在正常范围内，一般是视液镜孔的 1/2-2/3之间

的位置。

9. 由于空调的使用年限的拉长，维护工作的跟进，一部分机器都换过几次冷冻油，大部分制冷工

程师给机器更换冷冻油都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及视油镜结合，故会出现一部分压缩机油量超标。

超出的冷冻油量要求抽取出来。

10. 关闭机器除湿，加湿功能。因为开启除湿、加湿功能进行节能测试时会影响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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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数据记录表

§附录 1：小型设备测试数据记录表：

§附录 2：大中型设备测试数据记录表：

§附录 3：安装验收单：

§附录 4：竣工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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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水 TMTMTMTMPROAPROAPROAPROA测试记录表

单 位:::: 设备品牌::::
测试地点:::: 测试设置::::
测 试 人::::

澜水 TMPROA 测试记录

测试单位 测试地点

空调型号 空调设置

日期 时间 天气情况
空调平均

出风温度

空调平均

室内温度

空调平均

室外温度

空调累计

用电量

机房累计

总用电量
随工签字

添加之前： 电压： 电流： 压力： 负载： 噪音：

时 间 天气情况
空调

电表读数

室内

温度

室外

温度

室外

湿度
出风口

温度

机房

总用电量
随工签字

未 添

澜 水
TMPRO
A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添 加

澜 水
TMPRO
A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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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之后： 电压： 电流： 压力： 负载： 噪音：



澜水 TMPROA 中央空调测试记录表
测试单位: 设备编号: 测试地点: 测试日期:

天气情况: 噪 音: 室内外温度: 冷冻水开度:

冷冻水压力: 冷却水开度: 冷却水压力: 水泵压力:

上海澜水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项

目
时间

压缩机 电量 蒸发器 冷凝器 油 制冷剂

转

速

滑杆

位置

负

载

电表

读数

电

流

电

压

进口

温度

twi1

出口

温度

twi2

饱和

温度

压

力

进口

水温

two1

出口

水温

two2

饱和

温度

压

力

进

油

油

槽

压

力

吸气

温度

排气

温度

添

加
澜

水
TMP

RO

A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澜水™PROA』安装验收单

产品名称： 澜水 TMPROA 添加容量：

安装地点： 安装单位：

安装时间： 天气情况：

1、安装前检测：

空调品牌： 空调型号：

空调功率： 出厂日期：

设置温度： 室外温度：

出风口温度： 空调数量：

空调压力：高压端（ ）低压端（ ） 空调噪音：

空调运行： OK[ ] 漏氟现象： 有[ ] 无[ ]

维修情况：无[ ] 有[ ]说明：

2、安装后检测：

出风口温度： 设置温度：

空调运行 OK[ ] 漏氟现象 有[ ] 无[ ]

3、验收检测结论：

授权安装测试工程师：

安装日期： 年 月 日

客户验收：

验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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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 水澜 水澜 水澜 水 T MT MT MT M P R O AP R O AP R O AP R O A 产 品 使 用 验 收 报 告产 品 使 用 验 收 报 告产 品 使 用 验 收 报 告产 品 使 用 验 收 报 告

上海澜水科技有限公司于上海澜水科技有限公司于上海澜水科技有限公司于上海澜水科技有限公司于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对日对日对日对 单位的单位的单位的单位的

设备添加澜水设备添加澜水设备添加澜水设备添加澜水 TMTMTMTMPROAPROAPROAPROA产品产品产品产品 ，至今运行状况良好。，至今运行状况良好。，至今运行状况良好。，至今运行状况良好。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至至至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我司技术人员会同贵单位日，我司技术人员会同贵单位日，我司技术人员会同贵单位日，我司技术人员会同贵单位 部门对部门对部门对部门对 澜澜澜澜水水水水

™PROAPROAPROAPROA 产品进行节电效果检测，节电率达到产品进行节电效果检测，节电率达到产品进行节电效果检测，节电率达到产品进行节电效果检测，节电率达到 %%%%，达到双方拟定标准。，达到双方拟定标准。，达到双方拟定标准。，达到双方拟定标准。

设备节能工程合格。设备节能工程合格。设备节能工程合格。设备节能工程合格。

验收单位验收单位验收单位验收单位 监理监理监理监理 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施工单位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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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 水澜 水澜 水澜 水 ™ P R O AP R O AP R O AP R O A 产 品 使 用 竣 工 验 收 表产 品 使 用 竣 工 验 收 表产 品 使 用 竣 工 验 收 表产 品 使 用 竣 工 验 收 表

项 目 名 称 ：

建 设 单 位 ：

施 工 单 位 ：

监 理 单 位 ：

澜水 TMPROA 施工开工时

间

澜 水 T M P R O A 竣

工 时 间

1 . 5 P 空 调 （台 ） 2 P 空 调 （台 ）

3 P 空 调 （台 ） 5P空调 （台 ）

空 调 总 数 量 （ 台 ）

澜水 TMPROA 添加总量(ML) 所有空调现运行状况

抽样检查平均节电率(%)

施工单位结论：

（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结论：

（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结论：

（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