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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喷气增焓技术的谷物干燥机热泵装置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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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拓展热泵的使用范围，提高热泵系统的适用范围和年利用率，设计了带喷气增焓装置的空气源热泵机组，

通过 ３组不同功率热泵间的有机组合，提高了热泵系统在低温环境下的能效比。试验结果显示，当环境温度为

－５℃时，采用喷气增焓可使热泵机组送风温度、制热系数分别由 ４０℃、２２１提高到 ４５℃、２３３。证实了喷气增焓

技术的有效性，热泵干燥系统可满足循环式谷物干燥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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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政府的土地流转政

策，使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迅速，人工晾晒干燥粮食已

经无法满足需要，迫切需要推广机械化干燥
［１－４］

。

传统机械化粮食干燥一般采用热风干燥的方式，以

燃烧化石燃料作为热源，但这种方式造成环境污染，

且不可持续。为寻求新的粮食干燥途径，研究人员

尝试了微波干燥
［５－６］

、红外线热辐射干燥
［７］
和真空

干燥
［８－９］

等干燥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由于成



本和工艺问题，短期内投入到粮食干燥实际生产中

存在较大困难。热泵是将中低温热能转化为中高温

热能的装置，其特点是用少量高品位能源制取大量

中高温热能
［１０］
。热泵干燥具有能量利用率高、干燥

温度低和易于控制的特点，其在木材、谷物和农副产

品干燥中得到广泛应用
［１１］
。

近年来，热泵干燥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废热的

回收利用、相变材料、控制方法和干燥工艺优化
［１２］
。

文献［１３］进行了杏鲍菇热泵干燥试验，为转轮除湿
热泵干燥设备的设计及干燥工艺优化提供参考。文

献［１４］用太阳能集热器作为热泵的热源，设计了一
种太阳能集热器，为热泵蒸发器供热。文献［１５］研
究了热泵干燥过程中马铃薯切片内部水分的迁移规

律。文献［１６］开发了太阳能集热与热泵联合干燥
的茶叶干燥新方法。文献［１７］研究了南美白对虾
热泵干燥过程中因出现物理、化学反应而导致虾肉

品质下降的原因。许多研究着力于提高传统热泵系

统的性能，比如提高压缩机性能、使用新的热泵工质

或是采用多级压缩
［１８－２０］

。文献［２１］回顾了提高热
泵性能的方法，并综述了特定行业中热泵系统的新

应用。热泵干燥和常规干燥均属于热风干燥，目前

国内对热泵粮食干燥的研究体现出用热泵机组作为

传统干燥器热源的技术优势。文献［２２］利用热泵
干燥机对稻谷进行干燥，稻谷干燥品质较好。文

献［２３］在热泵蒸发器两侧设计一套分离式热管换
热器，对环境空气进行预冷却和预加热，在不增加能

耗的前提下，提高了热泵除湿系统的除湿量和干燥

空气的温度。在我国南方，水稻和小麦等谷物的干

燥主要利用循环式谷物干燥机
［２４］
，其干燥效果好，

且自动化程度高，但目前仍以燃烧化石能源为主。

市场上现存的热泵干燥机存在以下问题：温度和制

热量的调节范围较小，不能满足环境条件和生产工

艺的变化，导致制热量过剩或不足，降低了全年能效

比；低温环境下供热温度较低，系统能效比较低；排

出废气中的余热不能很好地利用。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根据实际生产需求，设计

一种多台热泵机组构成的干燥机热源。通过热泵机

组的启停组合调节供风温度和制热量，为解决低温

环境下送风温度和系统能效比低的问题，热泵采用

喷气增焓技术，利用热回收装置吸收干燥机的废气

余热，用以预热新空气。

１　热泵干燥系统与干燥机结构

循环式谷物干燥机主要用于干燥稻谷，由于稻

谷的热敏性决定了要采用低温多风和较长缓苏期的

干燥工艺。粮食经入粮提升机提升至谷仓顶部入

机，谷仓顶部的甩盘通过旋转使入机粮尽量均匀分

布；在谷仓中，缓苏段位于上部，用于谷物缓苏，干燥

段位于下部，用于谷物的热风干燥，入机粮流经缓苏

段和干燥段后下落至干燥机底部，拨粮轮和下螺旋

输送机将谷物输送至提升机入口，由提升机提升至

谷仓顶部再次进入谷仓，如此循环干燥。谷物经过

干燥段后用粮食水分仪检测谷物含水率，达到目标

含水率后结束循环，将粮食排出谷仓，干燥结束。作

业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 １　循环式谷物干燥机作业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ｅｒｅａｌｄｒｙ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江苏省粮食种植模式为夏季小麦和冬季水稻两

季轮作，循环式谷物干燥机的作业对象也主要针对

小麦和稻谷。但小麦和稻谷的收获季节不同，干燥

机作业的环境条件有较大差异，同时干燥工艺也有

所区别，所需供风温度范围也有所区别，因此要求热

泵系统制热量的调节范围较广，为此设计中选用了

３台功率不同的压缩机，通过热泵机组的启停组合
适应不同的制热量需求。３组热泵的冷凝器串联，
逐级增温，蒸发器并联，增加空气流量，更易吸收环

境中的低温热能。

粮食收获后，需要及时干燥，因此在夜间低温环

境下也需要运行。热泵系统运行时，制冷剂的蒸发

温度受环境温度影响，在低温环境下，蒸发温度和蒸

发压力会降低，此时要获得较高的冷凝温度，压缩比

就要增大，导致压缩机效率下降，排气温度过高，影

响压缩机安全运行，同时蒸发温度过低时会出现结

霜现象，影响热泵系统正常运行，为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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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热泵机组采用了喷气增焓技术。

根据文献［２５］的研究，干燥机排到环境中的废
气中含有大量的可利用热能，但由于废气中含有大

量的灰尘、稻壳等杂质，如果直接利用热泵的蒸发器

回收这部分热能，杂质会覆盖在蒸发器表面，影响换

热，所以利用外购的热回收装置吸收余热并预热新

风。热泵干燥机的整机结构如图 ２所示，图中经济
器是个换热器，通过制冷剂自身节流蒸发吸收热量

从而使另一部分制冷剂得到过冷。

图 ２　热泵干燥机整机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ｄｒｙｅｒ
１．蒸发器　２．膨胀阀　３．压缩机　４．经济器　５．喷气增焓阀　

６．冷凝器　７．热回收装置　８．分流阀　９．风机　１０．干燥机
　

２　热泵机组工作原理

传统热泵机组在低温环境下运行稳定性较差，

粮食的热泵干燥机需要在低温环境下运行。以南京

市为例，在水稻收获的 １１月，夜间的极端低温可达
－５℃，此时热泵系统很难达到所需的冷凝温度，为
此采用喷气增焓系统提高应对低温环境的能力。

图３（图中 ｈ表示焓值，ｐ表示压强）为采用喷
气增焓技术的热泵循环压焓图，设计中的喷气增焓

系统为一次节流系统，增加了一路喷射以及经济器

的共同作用。主路的工作过程为 １→２→３→４→５→
６→７→１，辅路的工作过程为 ３→４→５→８→９→３，其
中点３为点２与点 ９的混合点，冷凝器出来的液体
制冷剂在点５分两路，辅路热泵工质经喷气增焓阀
节流至中间压力，到达状态点 ８，随后流入经济器，
到达状态点９，经补气口进入压缩机中，主路则直接
进入经济器，与中间压力的制冷剂进行换热，被进一

步冷却后到达状态点６，再经过主回路膨胀阀节流，
到达状态点７，然后进入蒸发器吸热到达状态点 １，
经压缩机压缩后到达状态点 ２，随后与中间压力的
制冷剂混合到达状态点 ３，被压缩机压缩后进入冷
凝器。由此可见，喷气增焓系统可以通过降低压缩

机的压缩比和排气温度的办法，在低温条件下获得

较高冷凝温度，满足设计需求。

图 ３　喷气增焓压焓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ｎｔｈａｌｐ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ｗｉｔ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ｖａｐｏ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３　干燥空气热分析

图４（图中 ｄ表示空气绝对湿度）所示为流经干
燥机空气的湿焓图。其中没有热回收装置的粮食热

泵干燥机内的空气流动为 Ａ Ｂ Ｃ，其中 Ａ表示环
境空气的状态，Ｂ表示经过热泵冷凝器加热后的热
空气状态，Ｃ表示流经干燥仓后的空气状态。此时
热泵的制热量 Ｑ为

Ｑ＝ρｕ０（ｈＢ－ｈＡ） （１）

式中　ρ———空气密度，取１２ｋｇ／ｍ３

ｕ０———流动速度，ｍ／ｓ
ｈＢ———经过热泵冷凝器加热后的热空气焓

值，ｋＪ／ｋｇ
ｈＡ———环境空气焓值，ｋＪ／ｋｇ

图 ４　干燥空气湿焓图

Ｆｉｇ．４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ｅｎｔｈａｌｐｙ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ｒｙｉｎｇａｉｒ
　
加有热回收装置的粮食热泵干燥机内的空气流

动为 Ａ Ａ′Ｂ Ｃ Ｃ′，其中 Ａ Ａ′表示环境空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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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热回收装置，Ｃ Ｃ′表示废气流经热回收装置。
此时热泵的制热量为

Ｑ＝ρｕ０（ｈＢ－ｈＡ′） （２）
式中　ｈＡ′———环境空气经过热回收装置预热后的

焓值，ｋＪ／ｋｇ
所以使用热回收装置后节约的制热量为

ΔＱ＝ρｕ０（ｈＡ′－ｈＡ）＝ρｕ０（ｈＣ－ｈＣ′） （３）
ｈ＝ｃｐＴ＋ｒｓｄ （４）

ｃｐ＝１０１＋１８４ｄ （５）

式中　ｃｐ———空气比热容，ｋＪ／（ｋｇ·Ｋ）
Ｔ———空气温度，Ｋ
ｒｓ———水的气化潜热，ｋＪ／ｋｇ
ｈＣ———经过干燥机后废气焓值，ｋＪ／ｋｇ
ｈＣ′———经过热回收装置后废气焓值，ｋＪ／ｋｇ

根据上述方法，分析计算逐级流经热回收装置

和各级冷凝器的空气状态，如表 １所示。通过计算
可知在环境温度为 ５℃的低温下，理论上热泵机组
的送风温度可达６５℃，设计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手段
可以达到目标，具有可行性。

４　热泵装置关键部件设计

４１　热泵制热量与压缩机选型
热泵制热量计算公式为

Ｑ＝ρｃｐｑ（Ｔ２－Ｔ１） （６）

表 １　空气状态参数

Ｔａｂ．１　Ａｉｒｓｔａｔｕ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阶段
干球温

度／℃

相对湿

度／％

密度／

（ｋｇ·ｍ－３）

焓值／

（ｋＪ·ｋｇ－１）

环境空气 ５ ９０００ １２６３９ １７３５３７

经过热回收装置 １０ ６４００ １２４１６ ２２４４１１

经过第１级冷凝器 ３０ １８５０ １１５９７ ４２７４１７

经过第２级冷凝器 ５０ ６３５ １０８７９ ６３０２７６

经过第３级冷凝器 ６５ ３１３ １０３７９ ７８２４９６

式中　ｑ———通风量，ｍ３／ｓ
Ｔ２———热风温度，Ｋ
Ｔ１———环境温度，Ｋ

热泵压缩机功率计算公式为

Ｗ＝Ｑ
ＣＯＰ

（７）

式中　Ｗ———热泵压缩机功率，ｋＷ
ＣＯＰ———热泵制热系数

小麦干燥作业的时间段集中在 ６月，环境条件
参照南京市６月的平均温度，稻谷干燥作业集中于
１０月和１１月，环境条件参照南京市 １０月和 １１月
的平均温度，如表２所示。
　　根据计算，热泵机组的制热量不大于 ６０ｋＷ。
根据制热量，热泵压缩机选择英华特生产的热泵专

用压缩机，压缩机等热泵主要设备参数如表３所示。

表 ２　热泵干燥条件分析

Ｔａｂ．２　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ｄｒｙ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谷物种类 热风温度／℃ 月份 高低温 环境温度／℃ 平均温度／℃ 空气密度／（ｋｇ·ｍ－３） 制热量／ｋＷ

小麦 ６５ ６
日均低温 ２１ ４３０ １１１７ ５５０

日均高温 ２９ ４７０ １１０３ ４４６

１０
日均低温 １３ ３１５ １１５９ ４８０

稻谷 ５０
日均高温 ２２ ３６０ １１４２ ３６０

１１
日均低温 ７ ２８５ １１７１ ５６５

日均高温 １６ ３３０ １２２２ ４６６

表 ３　热泵配置

Ｔａｂ．３　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热泵

机组
压缩机型号

额定

功率／ｋＷ

热泵

工质

冷凝器面

积／ｍ２
蒸发器

面积／ｍ２

热泵Ⅰ ＹＷ２０５Ａ１ Ｖ１００ ５９７ Ｒ２２ ５４０ １１８６

热泵Ⅱ ＹＷ２４５Ａ１ Ｖ１００ ６７１ Ｒ２２ ５８４ １１２０

热泵Ⅲ ＹＷ１８０Ｊ１ Ｖ１００ ６７１ Ｒ１３４ａ ５４０ ６００

４２　换热器设计

蒸发器和冷凝器采用翅片管式结构，翅片管式

冷凝器结构示意图如图５所示。
换热面积计算公式为

Ｆ＝
ＱＣ
ｋΔＴ

（８）

图 ５　翅片管式换热器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ｆｉｎｎｅｄｔｕｂ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其中 ΔＴ＝
Ｔａｉｒ，ｏｕｔ－Ｔａｉｒ，ｉｎ

ｌｎ
Ｔ－Ｔａｉｒ，ｉｎ
Ｔ－Ｔａｉｒ，ｏｕｔ

（９）

式中　Ｆ———换热面积，ｍ２

ＱＣ———传热量，ｋ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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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传热系数，ｋＷ／（ｍ２·Ｋ）

ΔＴ———对数平均温差，Ｋ
Ｔａｉｒ，ｉｎ———空气进风侧温度，Ｋ
Ｔａｉｒ，ｏｕｔ———空气出风侧温度，Ｋ

４３　热泵装置结构
热泵装置的系统流程图如图６所示。

图 ６　热泵装置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１．蒸发器　２．蒸发器风机　３．冷凝器风机　４．冷凝器　５．四通

换向阀　６．压缩机　７．气液分离器　８．膨胀阀　９．经济器　１０．喷

气增焓阀　１１．储液器
　

５　热泵装置性能试验

５１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设备主要有热泵型循环式谷物干燥机

（图 ７）、ＰＴ１００型温度传感器（深圳 ＲＢＤ公司）、
ＥＥ６５型风速传感器（Ｅ＋Ｅ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Ｋ公司）和
ＤＴＳ６３４型电能表（正泰公司）。

图 ７　热泵型循环式谷物干燥机实物图

Ｆｉｇ．７　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ｔｙｐ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ｇｒａｉｎｄｒｙｅｒ
１．干燥机　２．控制柜　３．热泵机组　４．热回收装置

　
５２　试验方法

２０１８年 ２—６月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利用本
文设计制造的热泵干燥机进行对比试验，比较传统

热泵机组与采用喷气增焓系统的热泵机组性能区

别：不同环境温度下的最高供风温度、制热量、电能

消耗和热泵制热系数（ＣＯＰ）。试验中，温度由温度
传感器测得，风速由风速传感器测得，热泵制热量按

照式（６）计算，电功由电能表测得，热泵制热系数按
照式（７）计算。试验时，在不同环境温度条件下，分
别开启和关闭热泵机组的喷气增焓阀，利用上述的

仪器和方法进行测试和计算。

５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如表 ４所示。由表中数据可知，在能

够保证供风温度的前提下，当环境温度大于 ５℃时，
关闭喷气增焓系统的 ＣＯＰ更高，更加节能，当环境
温度小于０℃时，开启喷气增焓系统的 ＣＯＰ更高，且
　　表 ４　热泵性能试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ｖａｐｏ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环境温度／℃
关闭喷气增焓阀 开启喷气增焓阀

供风温度／℃ 制热量／ｋＷ 电能消耗／ｋＷ ＣＯＰ 供风温度／℃ 制热量／ｋＷ 电能消耗／ｋＷ ＣＯＰ

３０ ６９ ４２９ １１２ ３８２ ７１ ４５０ １２０ ３７４

２５ ６８ ４７２ １２５ ３７９ ７０ ４９４ １３４ ３６８

２０ ６７ ５３３ １４３ ３７３ ６９ ５５５ １５３ ３６２

１５ ６５ ５６７ １５４ ３６７ ６７ ５８９ １６８ ３５１

１０ ６０ ５８５ １６７ ３５０ ６３ ６０１ １７７ ３３９

５ ５３ ５６２ １６６ ３３８ ５７ ６０９ １８７ ３２６

０ ４７ ５６９ ２２７ ２５１ ４９ ５９３ ２４６ ２４１

－５ ４０ ５４５ ２４７ ２２１ ４５ ６０６ ２６０ ２３３

－１０ ３２ ５０９ ２６６ １９１ ３９ ５９３ ２８１ ２１１

能获取更高的供风温度。

　　试验结果表明，在低温环境下，开启喷气增焓
阀的热泵可以有效提高供风温度、制热量和系统

能效比，解决稻谷干燥晚期由于低温环境造成的

供风温度过低进而降低稻谷干燥作业效率的问

题，同时提高了系统的能效比。设计的热泵机组

可以满足江淮地区绝大部分情况下的稻麦干燥作

业，实现了设计目标。

６　结论

（１）根据实际生产需要，设计了 ３级热泵供热
系统，通过调节热泵机组启停适应环境温度和供风

温度的变化要求，提高热泵系统的全年能效比。

（２）热泵机组中采用了带经济器的一次节流的
喷气增焓系统，提高了热泵在寒冷条件下的制热能

力和能效比。对设计的热泵机组进行了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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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当环境温度为 －５℃时，未开启喷气增焓回路
时，热泵机组供风温度为 ４０℃，热泵装置的制热系
数为２２１，开启喷气增焓回路时，热泵机组的供风

温度为４５℃，热泵装置的制热系数为２３３。因此采
用喷气增焓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热泵机组的送风温

度、制热系数和运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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