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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系统的隔振降噪理论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中央空调系统的隔振降噪理论及其应用》重点阐述现代隔振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书中详细
介绍了各类空调机组、管道、循环水泵、冷却塔的隔振降噪技术特点；通过分析隔振系统结构参数发
生变化时的输入、输出速度及传递荷载的分布规律，可实现对隔振结构的模拟、优化和评价；通过实
测振动数据对楼板结构振动产生的振声声场进行模拟，得到大空间空调机房耦合声场的频谱特性，为
隔振降噪方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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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表5.8可知，几个测点的频带主要集中在1250～2500Hz，说明机组发出的是高频噪
声。关于电机的电磁噪声可用发射谐波的方法来消除，但需要知道电机间隙的气流密度谐波，这里不
予讨论。当然，厂房周围的冷却水和润滑油系统也带来很多的背景噪声，这为噪声测量带来一定的不
确定性。最后由厂方测定了机组的平均噪声为105dB，超出国家规定的工业厂房噪声标准（85dB）
达20dB。 此后，课题组对螺杆压缩制冷机组进行振动测试。最大振值出现在压缩机的进、出口处，这
是由压缩机组阴阳转子齿间吸入和排出空气时容积改变造成的压力差所带来的流体振动和噪声。从振
动频谱来看，振幅最大均出现在4倍频（198Hz），而其他的频率分量振动速度几乎可忽略不计。螺杆
压缩机的阳转子数为4，即在一个转动周期会碰磨4次，说明转子啮合不良。除此之外，地脚振动值也
超标，这是螺杆制冷机组直接安装在楼板的钢架基础上而未做任何隔振处理的缘故所导致的。 5.4.2隔
振降噪措施 在分析了机组的振动和噪声之后，采取了相应方式消减振动和噪声。开启式螺杆制冷机电
机和压缩机依靠联轴器连接，转子本身还有轴承支承。机器在安装和运行过程中因多种原因可能引起
联轴器偏转、机器振动、轴承磨损和油膜失稳。通过频谱分析，发现工频幅值高，有可能是角度不对
中。用激光对中仪器调整同心度和水平度后，工频幅值略有下降。 螺杆压缩机在正常运转过程中，由
于转子在排气端受到轴向推力远大于吸气端的轴向力，为了平衡推力，采用轴向推力轴承来减少轴向
负荷。拆卸轴承后发现排气侧轴向定位轴承间隙大，使得转子在啮合时发生气阻，从而引起异常响声
。另外还发现，转子排气端的气封部位出现严重的腐蚀冲刷现象，外部的金属保护层脱落，因此采用
了清洗转子并重新进行喷镀的方法进行处理。最后，对压缩机附近的地脚钢架进行加固，重新找正，
并在压缩机入口管道和波形管法兰的连接处配重5kg，以改变机组的固有频率。经过上述减振措施后，
机组的振动幅值下降到7mm／s以下，得以安全和高效运行。但是机组的噪声值仅减少了3dB，机房内
的环境仍十分恶劣。这一方面是由于机组周围的冷却水管道和油分离器等背景噪声的影响，另一方面
说明机组的噪声来源十分复杂，除了流体激振、转子不对中之外，由于机组自身设计、加工、制造带
来的问题才是产生噪声和振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厂方的要求下重点进行了噪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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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空调系统的隔振降噪理论及其应用》可供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科技人员阅
读，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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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相当实用的书！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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