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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上民用船舶起居处所的空气调节（简称空调）与通风的设计参数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海上民用船舶起居处所及报房的空调与通风。

2 引用标准

    1T 4517 运输船舶舱室噪声

3 术语

3.1 起居处所

    系指用作公共处所、走廊、盟洗室、住室、办公室、船员室、医务室、电影院、娱乐室、理发室、无烹调设

备的配膳室以及类似的处所。

3.2 空调区域

    系指给予空气温度、湿度、换气处理的围蔽起居处所。也可以包括不受规定温度、湿度条件限制的驾

驶室及海图室等。

3.3 舱室的换气次数

    系指每小时送入或抽出舱室内的空气量与该舱室容积的比。

3.4 送风温差

    系指考虑送风风管内温升或温降后，送入舱室内空调风温度与舱内平均空气温度之差。

4 设计参数

4.1 一般规定

    空调系统应按4.2-4.6条的规定进行设计计算，并应满足9.2.2条的规定（空调设计另有规定者

除外）。

    使用本标准时，还应满足各船舶设计所应用的规则和规定要求。

    实际达到的舱内空气参数，尤其是相对湿度，可以与4.2条中的数据有偏差。

4.2 夏季工况舱内外设计计算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

    舱外：35℃干球温度、70％相对湿度；

    舱内：27℃干球温度、50％相对湿度。

    注：上述数据适用于无限航区船舶；对于有限航区船舶，可根据各航区具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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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冬季工况舱内外设计计算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

    舱外：一20℃干球温度；

    舱内：22℃干球温度，50％相对湿度。

    注：上述数据适用于无限航区船舶；对于有限航区船舶，可根据各航区具体决定。

4.4 新鲜空气量

    空调系统补充的最小外界新鲜空气量，按以下a．和b．两个算法中取其大者。采用风机盘管系统，

要满足a．中的要求。

    按人数计算：

船员室、住室

办公室、公共舱室

每人28m3/h

每人20̂-25m3/h

每人30m3/h

每人17～  20m3/h

每人15m3/h

室

舱

院

乐

客

影

娱

旅

电

    b. 按空调总风量计算：
    有限航区船舶，不小于空调总风量的40%；无限航区船舶，不小于空调总风量的500o,

4.5 空调舱室的换气次数

    空调舱室的送风量，根据舱室得热量和热损失计算后的风量分配而定，但不得小于规定每小时的最

小换气次数值，以保持舱室空气流动的速度和较均匀的温度。采用风机盘管系统另外计算。其每小时的

最小换气次数如下：

    船员室、住室 6

    办公室、公共舱室 8

    医务室、病房 10

    娱乐室 10

    旅客舱 8

4.6 计算定员

    住室 按设计定员的最高人数

    船长、轮机长办公室 4

    大副、大管轮和业务主任办公室 3

    办公室 2

    餐厅、休息室、电影院 按座位人数

    医务室 2

    病房 按病床数再加2

    娱乐室 4

    旅客舱 按设计旅客人数

5 空调舱内得热量、热损失计算

5.1 一般规定

    夏季工况舱内得热量（传入热、人体热、照明热、设备热）按5.2-5.6条计算，并分别算出显热量和

潜热量。

    冬季工况舱内热损失，按5.7条计算，其他得热量不计，但要计算舱内人体等（一般只算人体）散发

潜热量，以便计算冬季舱内热湿比，进行加湿量计算。

5.2 舱内传入热量

    舱内传人热量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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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知1＋勒：＋勒2+勒：····································⋯⋯ (1)

式中：q— 传入热量，W;

    勒l— 日晒的甲板、舱壁、船舷传入热量的总和，W;

    勒g— 玻璃窗传入热量的总和，W;

    鞠2— 遮阳甲板、舱壁传入热量的总和，W;

    知3— 非空调舱室传入空调舱室热量的总和，Wo

5．2．， 传热面积

    传热面积按舱室的甲板到甲板和舱壁到舱壁（不包括隔热）的距离进行丈量。

5.2.2 传热计算方法

    a． 日晒的甲板、舱壁、船舷传入热量，按公式（(2）计算。

                                      41 -kA, (td一to )···。······································⋯⋯ (2)

式中：q,— 日晒的甲板、舱壁、船舷传入热量，W;

        k— 各传热面上相应的隔热结构传热系数（见5.2.3条），W/m2K;

      A,— 扣除玻璃窗面积和玻璃窗外缘l00mm一圈面积之和（Ag）之后的传热面积（见图1),m2;

        td 舱外计算当量空气温度（见表1),0C;

        t�— 舱内设计空气温度，℃。

l00m m

oomm

                        圆舷窗 方舷窗

                                            图 l

注：舱壁、舷侧计算当量空气温度：d，采用日晒垂直壁当量空气温度与日阴面当量温度的平均值。

                                            表 1

日 晒 表 面
  舱外当量空气温度td , ̀C

（舱外设计空气温度为350C)

甲 板
淡色 47

深色 67

垂 直 壁
淡色 51

深色 64

      舱 壁

旧 晒、日阴面平均计算）

淡色 45

深色 50

    注：日阴面当量温度按38"C,

    b． 玻璃窗传入热量，按公式（(3）计算。

                                4g -人Ag (t。一t.) +GsAs·····················。·················。··⋯(3)
式中：4g— 玻璃窗传入热量，w；

    人— 玻璃窗及其l00mm外缘一圈表面上的传热系数，W/m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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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层玻璃窗为6. 5W/m2K ;

          双层玻璃窗为3. 5W/m2K ;

    Ag— 玻璃窗及其l00mm外缘一圈表面积（见图1),m2;

      to— 舱外设计空气温度，℃；

      t}— 舱内设计空气温度，℃；

    G9— 玻璃窗太阳辐射透热量率，W/m2;

          单层普通玻璃窗为350W/m2;

          单层普通玻璃窗内有淡色遮阳设施为240W/M2;

          双层普通玻璃窗为300W/m2;

          双层普通玻璃窗内有淡色遮阳设施为210W /m2 ;

    As— 玻璃窗面积，m2 0

    c． 具有遮阳甲板或其他遮阳设施的露天甲板、舱壁的传入热量以45“太阳入射角计算日晒表面

积，未遮阳部位按日晒表面计算，遮阳部位根据舱内外空气温差按公式（(4）计算。

                                        q2=kA2(t。一to )··········································⋯⋯ (4)

式中：q2— 遮阳露天甲板、舱壁的传入热量，W;

      k- 遮阳部位各传热面相应的隔热结构传热系数（见5.2.3条）'W/M2 K;

    AZ— 遮阳部位传热表面积，m2 0

    d。 非空调舱室传入空调舱室内的传热量，按公式（5)计算。

                                            q3=kA3At ··············································。一 （5)

式中：q3— 非空调舱室传入空调舱室的热量，W;

      k— 非空调舱室与空调舱室相邻隔舱壁的隔热结构传热系数（见5.2. 3条），W/m2K;

    A3— 相邻隔舱壁传热表面积，m2 ;

    At— 相邻舱室之间的温差（见表2), K.

                                                表 2

甲板 或 舱 壁
非空调舱与空调舱之间的温差At, K

夏 季 冬 季

与有加热箱柜的甲板之间

与锅炉舱的甲板、舱壁

与机舱、无空调厨房的甲板、舱壁

与非加热箱柜、货舱及类似处所甲板、舱壁

与洗衣室之间

与浴室、厕所之间

与独用厕所之间：

    a．有外露表面的独用厕所

    b．无外露表面的独用厕所

    c．有与机舱或锅炉舱相邻表面的厕所

与走廊之间

43

28

18

13

11

s

2

1

6

2

17

17

17

42

17

0

0

0

0

5

注：毗邻外界的浴厕所内设有加热设备。

5.2.3 甲板、舱壁隔热结构传热系统，按公式（6）计算，一般可参考附录A（参考件）。

1    -  1
- = L 一 十
R       a

一 s
岛i一十 ML十IVIb

      八 ＿、

— ．．．．．．．．．．．⋯ ⋯ ，二，二，⋯ ⋯ “．“．⋯ ⋯ ’． 吸6）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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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甲板、舱壁隔热结构传热系数，W/mZK;

    a— 传热内外表面空气放热系数，W/mZK;

        外露表面：+=80W/mZK；
        内露表面：。一8W /mZK ;

    8— 各隔热层厚度，m;

    A— 各隔热层材料导热系数，W/mK;

    ML— 空气层热阻（见表3), m2K/W;

    风— 不同材料层之间的接触热阻,mZK/W;

    k- 钢结构修正系数（见图2)0

灿 止三:0l..二5eiNi
． 老 ，少 ＿

＝1.45

  ！ 1 迷
日 日 r

止一 一＿ 一止 一 ＿{(H
二止兰生：份一IN;立气全娄宜全丝抢处

                  p=1.2

图

表

空气层两面的材料
空气层厚度

      m m

无通风型空气层热阻M

        mZK/W

两面均为高黑度材料

  5

20

200

0.11

0.15

0.16

一面为高黑度材料，另一

  面为铝箔或抛光面

  5

20

200

0.17

0.43

0.47

两面铝箔或抛光面

  5

20

200

0.18

0.47

0.51

    注：高黑度材料黑度为0.9.

5.3 人体发热量

    人体发热量等于计算人数乘以每位人体发热量，并应分别计算出人体显热量和潜热量。

    人体发热量按公式（7)计算。

                                        qp-qp。十qpl·············································⋯⋯ (7)

式中：qp— 人体发热量，W;

    qps— 人体显热量，W;

    qpl— 人体潜热量,W.

    舱内27℃时，每位人体发热量：

    休息静坐轻度活动：

        显热量： 5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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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热量： 75W

    中等强度工作：

        显热量： 65W

        潜热量： 155W

5.4 照明热量

    有日光照射的舱室，照明热量不计。无日光的舱室，照明热量按式（s)计算。如船东及有关机构没有

明确灯光瓦数情况时，根据舱室地板面按表4计算。

                                        gl=Iw+l. 25Fw···········································，，⋯ (a)

式中：4l— 照明热量,W;

    Iw— 白炽灯瓦数，W;

    Fw 荧光灯瓦数，Wo

                                              表 4                                     W /M'

每平方米地板面积普通灯光发热量
舱 室

          船员舱、住室等

          餐厅、公共舱室

              娱乐室等

5.5 舱内设备发热量

白 炽 灯

      15

荧 光

      s

20

40

10

20

    舱室内发热设备（如无线电通讯设备、电冰箱等）的散发热量qe，按它们的功率计算：无线电通讯设

备每小时发热量，如没有明确说明时，按2 500W计算；电冰箱每小时发热量按每立升贮藏容积0. 3W

计算；收音机、电视机等断续性使用的电气设备以及热水瓶等不计入。

    对于多台发热设备，按同时使用系数计算出计算功率。

5.6 空调舱内得热量

    舱内得热量按公式（9)计算。

                                  Y+1 _ 01s +011=q +qP+ql+qe·································⋯⋯ (9)

式中：(p1— 舱内得热量，W;

    01s- 舱内显热量，W;

    (1) 11— 舱内潜热量，W;

      q— 舱内传入热量，W;

      qn— 人体发热量，W;

      q,— 照明热量，W;

      qe 舱内设备发热量，Wo

    舱内显热量：01s=4+4,+41+qe,W;

    舱内潜热量：4511=qp1, W ,
5.7 冬季工况舱内热损失量

    冬季工况采暖热负荷只按舱内热损失量计算，按式（10)计算。

                                  创，=kAAt+人人At·····················。·················⋯⋯ (10)

式中：of,— 冬季工况舱内热损失量，W;

      At- 舱内外设计温度差，或空调舱与非空调舱之间的温度差，K；

      k— 甲板、舱壁隔热结构传热系数（见5.2.3条）,W/m2K;

      A— 扣除玻璃窗及其l00mm外缘一圈面积之后的传热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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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玻璃窗及其loomm外缘一圈面积上的传热系数，W/m'K;

Ag— 玻璃窗及其l00mm外缘一圈面积之和，m2 o

6 舱室送风量分配及总风量

6.1 舱室送风量分配计算

    规定设计参数的舱室的送风量，按式（11）和式（12）的计算值取其大者，同时还要满足新鲜空气量和

换气次数要求。

        中is
0. 288 X 1. 163AT

(11)

0;
0.288X1. 163AT'

(12)

式中：V,— 各舱室送风量，m3/h;

    ore— 各舱内得热量的显热量，W;

    AT— 夏季空调送风温差，通常为10-12K，一般取l OK ;

    叭— 各舱内热损失，W;
    AT'— 冬季采暖送风温度，AT'簇23K。

    对不规定温度、湿度参数局部冷却舱室及其他舱室的送风量V'，空调设计时选定。

6．2 空调总风量

    空调总风量按公式（13)计算。

                                            V =IV, +ZV'·，··，·················，··，·············，·，⋯⋯ (13)

式中：V— 空调总风量，M'/h;

    V,— 由空调器送入各空调舱室的风量，m3/h;

    V'— 由空调器送入各不受规定温度、湿度参数限制局部冷却的舱室以及其他舱室的风量,m3/ho

了 空调系统热负荷计算

    夏季降温工况，空调系统总热负荷按公式（14）计算。

                        0=0s+OL二40] +0E+og+(-b‘十(1),+zpv'Di··············，··，···⋯⋯ (14)

式中：必— 总热负荷，W;

    (p5— 总显热负荷，W；

    OL— 总潜热负荷，W;

    01- 舱内得热量，W;

    (P2— 风机热量，W；

    必3— 送风管内空气温升热量，W；

    04— 回风温升热量，W；

    05— 新鲜空气热量，W；

    P— 空气密度，1. 2kg/m';
    V̀— 由空调器送入各不受规定温度、湿度参数限制局部冷却的舱室以及其他舱室的风量，m'/h;

    Ai— 空调器冷却器进出风焙差，kJ/kg，由空调总热负荷图谱计算中确定，见附录B（参考件）。

    冬季采暖工况，总热负荷按公式（15）计算。

                                  of - 7-01, +'3'S‘十l pV' fli'········。。。···························。⋯ (15)

式中：ò— 采暖工况热负荷，W;

    O1 f— 舱内热损失，W;

    4551— 加热新鲜空气热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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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空气密度，1. 2kg/m3;

    V'— 由空调器送入各不受规定温度、湿度参数限制的舱室以及其他舱室的风量,m3/h;

    Ail— 空调器加热器进出风焙差，kJ/kg，由采暖工况加热量、加湿量图谱计算中确定，见附录B

          （参考件）。

7．1 空调风机热量

    风机电动机置于空气流之中的装置，其发热量 1̀'2，按电动机额定功率计算。

    风机电动机置于空气流之外的装置，风机发热量按每1kPa全风压空气温升1K来计算，或按式

(16）计算。
                                                                H V

                                                0,=- 任任一 ·············································一 （16)
                                                      3 6001．1m

式中：̀2 '2— 空调风机热量，W ;

      H— 风机全压头，Pa;

      V— 风机风量，m3/h;

      1— 风机全压效率；

      1m— 传动舱机效率，

          电动机直联传动：/m二1.0.,

          联轴接直联传动：1m=0. 98;

          三角皮带传动：1m-0. 950

    对于风机盘管系统，风机电动机发热量算入舱室得热量中。

7.2 空调送风管内空气温升热量

    空调送风管内空气温升限制在2K之内，设计计算时取2K，其温升热量按公式（17)计算。

                                      03=0. 288 X l. 163V X 2········。···························⋯⋯ (17)

式中：中3— 空调送风管内空气温升热量，W;

      V— 空调总风量，M'/h.

7.3 空调回风温升热量

    无论是机械抽风回风系统，还是走廊回风系统，均按温升2K计算，其温升热量按公式（18)计算。

                                  中。二0. 288 X 1. 163 (1一a)VX2 ······························⋯⋯ (18)

式中：Y+4— 空调回风温升热量，W;

      V— 空调总风量，M'/h;

      a— 新鲜空气比例。

7．4 新鲜空气量热

    夏季降温工况新鲜空气量热，为新鲜空气量与舱内外空气焙差的乘积，按公式（19)计算。

05=1. 163apV
1a一 a�

4.187
(19)

式中：。5— 新鲜空气量热，W;

      a— 新鲜空气比例；

      V— 空调总风量，m3/h;

    p— 空气密度，1. 2kg/m';
      t. 舱外设计空气焙值，kJ/kg;

      to— 舱内设计空气焙值，kJ/kg.

    夏季降温工况新鲜空气显热量，按公式（20）计算。

                                    05,=1. 163X0. 288aV (t。一to )

式中：05.— 新鲜空气显热量，W;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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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新鲜空气比例；

  V— 空调总风量，m丫h;

  to— 夏季舱外设计温度，℃；

  t�— 夏季舱内设计温度，℃。

冬季采暖工况，加热新鲜空气热量按公式（21）计算。

0,，一1. 163X。。288apV琴
                                                                任 ．-I-187 (21)

式中：4551— 冬季采暖工况加热新鲜空气的热量，W;

      a— 新鲜空气比例；

      V— 空调总风量，m3/h;

      p— 空气密度，l. 2kg/m3;

舱内设计空气焙值，kJ/kg;

舱外设计空气焙值，kJ/kg，计算时一般取舱外相对湿度50%}

8 空调制冷装置能量

8.1 制冷装置设计冷却水海水进口温度

    对无限航区的船舶，32'C;

    对有限航区的船舶，可根据各航区具体决定；

    对设中央冷却系统的船舶，设计淡水冷却水进口温度由该船动力装置设计中统一规定。

8.2 直接式空调装置制冷量

    直接式空调装置制冷量按公式（22）计算。

1.1中

1 000
(22)

式中：Q。— 空调装置制冷量,kW;

      0— 总热负荷，Wo

8.3 间接式空调装置冷水机组制冷量

    间接式空调装置冷水机组制冷量按公式（23）计算。

＿ ＿＿＿l 中 ． ，、

bl。一王’‘5（1 00o+ app) (23)

式中：Qo— 冷水机组制冷量,kW;

      巾— 总热负荷，W;

    AO,— 冷冻水泵设计流量、压头时的轴功率，kW,

9 空调区域内的空气循环及排风

9.1 空调区域内的空气循环

    空调区域内的清洁空气可以通过走廊或抽风系统作空调装置回风使用。

    医务室、病房、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以及吸烟室的空调空气不得回空调装置，直接排至舱外。

    餐厅的空调空气，尽可能设计成不作回风再循环使用。

9.2 空调区域内的排风

    空调区域内有污浊空气的舱室处所，应设机械排风系统，排至舱外，以保持舱内负压。个别舱容小而

自然排风条件好的处所，可以采用自然排风。

    空调区域内排风舱室处所的进风，可用空调舱室内排出的空调空气或空调直接送风，也可用自然进

风或机械送入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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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医务室、病房若设直接排外的独立排风系统时，其设计排风量比空调送风量大200o0

    餐厅若设排风系统直接排外时，其排风量等于空调送风量，也可部分排至舱外。

9.2.2 公共厕所、公共浴室、洗衣室、烘衣室最小换气次数为15次；独用厕所、浴室最小换气次数为10

次；客船公共厕所最小换气次数为30次。

9.2.3 空调区域内各排风系统所排除的空调空气量之和，不能超过区域内送入新鲜空气量的80 ，并

连同其回风量一起，不能超过区域内空调送风量的900o，以保持空调区域内的空气正压。

9.2.4 对于不用梯道回风、甲板分层回风的空调系统，各层甲板上的空调区内排风量与回风量的总和，

不能超过该区域送风量的90ooa

9.2.5 对于全新风空调或者新鲜空气量比例大的空调系统，排风系统排除空调空气量少的情况下，则

空调区域的适当围蔽界面上需设自然排风口，使区域内的空气正压不致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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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隔热结构传热系数及部分材料导热系数

              （参考件）

A1 传热计算时认为甲板、舱壁有良好的隔热措施，则表A1中的甲板、舱壁隔热结构总传热系数k，供

初步计算时参考。

                          表A1

                  表 面

日晒甲板

日晒舱壁、船舷

与机舱相邻的舱壁

与机舱相邻的甲板

与锅炉舱相邻的舱壁

与锅炉舱相邻的甲板

与货舱及其他非空调区相邻的舱壁

与货舱及其他非空调区相邻的甲板

与走廊相邻的隔声舱壁

与走廊相邻的非隔声舱壁

单层普通玻璃舷窗

双层普通玻璃舷窗

甲板、舱壁隔热结构总传热系数k

      ’｝ 总传热系数＊：W/m2K
0.65

A2 表A2中推荐了不同甲板、舱壁隔热结构的总传热系数计算值，供舱室传热计算参考。

                        表A2 甲板、舱壁隔热结构总传热系数计算值k

序号 表面
隔热结构

编 号
隔热结构型式 隔热状态

总传热系数k

  W/m2K

1

日

晒

甲

板

A 也 一NW
一、，、‘、不．乐奋王下几下下犷

甲板：75tnm厚岩棉

梁：25mm岩棉

天花板：30复合岩棉板

0.65

2 B 池匕气牙
之、二；．卜：“：－．’飞：个飞扩。、，’．－’挤厌

甲板：50mm岩棉

梁:25mm岩棉

天花板；30复合岩棉板

0.8

C 啮上二奋
工二二二丈二二立二工二乙二乙二

甲板：75mm岩棉

梁:25mm岩棉

天花板：6mm硅酸钙板

0.853

4 D 司犷匕古
不二 二‘；己二二三二二二二二二乙二z

甲板：50mm岩棉

梁：25mm岩棉

天花板：6mm硅酸钙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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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2

序号 表面
隔热结构

编 号
隔热结构型式 隔热状态

总传热系数k

  W /m'K

5
外

露

舱

壁

及

舷

侧

E 止断兰三止沓泣
攫巡匕匕二二二三二

舱壁：50mm岩棉

扶强材：25mm岩棉

内壁：30mm复合岩棉板

0.85

F 者坦业者
舱壁：50mm岩棉

扶强材：25mm岩棉

内壁; 22mm硅酸钙板

1. 16

G 鼓立=u
舱壁：50mm岩棉

内壁：6mm胶合板
1.457

！鹅岁刃七访认成井协、）1

        d

8

舱

内

壁

H }
，介·万厄下 万下万

内壁：30mm复合岩棉板 1．35

I ［ ［
二二二三三二二止止二

内壁：50 mm复合岩棉板 1。09

J ｛ l
．／／／／／／／／

内壁：22mm硅酸钙板 2．510

11
耐

火

舱

壁

K 七二二古
二介l不币万下不叮，

舱壁：35rnm硅酸铝耐火纤维

内壁：30mm复合岩棉板
1 0

L 六梦二去
了二、户 梢、、、丸了，’汀

舱壁：50mm硅酸铝耐火纤维

内壁：30mm复合岩棉板
0.912

13

机

炉

舱

壁

M

r
舱壁:35mm硅酸铝耐火纤维

内壁：30mm复合岩棉板
0.9‘『飞户·卜·；补·专、广．飞二

N
舱壁：50mm硅酸铝耐火纤维

内壁：30mm复合岩棉板
0.814 二。’卜－．祝‘介：

U 占二二夯
} T-} 7阮

舱壁:35mm硅酸铝耐火纤维

内壁：22mm硅酸钙板
1.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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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2

序号 表面
隔热结构

编 号
隔热结构型式 隔热状态

总传热系数k

  W /m'K

16

机

炉

舱

顶

甲

板

P

泛么址已止止匕T ；

．于二干
A-60浮动甲板敷料

    （岩棉层）
1.2

17 Q

，2护万认.j几／－丫，e．

于‘十
A-6。浮动甲板敷料

    （硅酸铝层）
1.5

18 R 于二平
  A-60甲板：

50̂-60mm敷料
2.5

19

隔

壁

S 三二二全兰三一三二
      隔壁：

50mm复合岩棉板
1.0

20 T ／／／／／／／／7
    隔壁：

25mm硅酸钙板
1.8

A3 部分材料的导热系数A，见表A3o

                                  表A3 部分材料导热系数A

硅酸铝耐火纤维制品 178 0. 058(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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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3

材 料 名 称
密度P

kg/ms

导热系数 几

  W/mK

矿渣棉

毛毡

地毡、人造纤维地毯

校花

橡胶板

胶合板

磷酸盐膨胀珍珠岩制品

膨胀蛙石

水泥蜓石板

菱苦地面

石棉水泥隔热板

云母

松木（垂直木纹）

    （平行木纹）

120- 150

    100

    81

  1 508

600- 650

200̂ -250

120̂ x180

450̂ --480

  1 118

    500

    290

    500

0.04̂ -0.052

    0.035

    0.045

    0.058

    0.328

0. 174̂ -0. 232

0.044- 0-052

0. 052̂ 0. 070

0.093̂ -0.14

      0. 22

      0.128

  0.233.0.58

      0.18

      0.35

  附 录 B

设 计 指 南

    （参考件）

B1居住舱内的温度偏差

    居住舱内地板以上1. 8m及距四壁0. 15m的中间空间内，各点温度差值不超过2K.

B2 医务室、病房的送风管上应装止回风板。

B3 空调制冷机
    对直接式海水冷却的空调制冷机，按其制冷剂蒸发温度5'C，冷凝温度40℃进行选定；对中央淡水

冷却系统制冷剂冷凝温度43̂-45 0C。

B4 噪声

    噪声要求参考JT 4517的有关规定。

B5 空调总热负荷i-d图图谱计算

    降温工况，空调总负荷i-d图图谱计算时，可对舱内设计空气相对湿度50％作士5写的调整。

B5.1 降温工况

B5.1.1 吸入式集中空调系统（见图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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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图BI 吸入式集中空调系统

    注：符号45,,452,03,04,0。仅表示空调器处理lkg空气的热负荷组成。

B5.1.1.1 进入空调器冷却器的空气温度计算见公式（(Bl)a

                                    t,＝(tn+2)+a以。一（to+2)}

式中：t,— 进入空调器冷却器的空气温度，℃，

    ‘— 舱内空气设计温度，℃；

    二— 新鲜空气比例；

    t,— 舱外空气设计温度。

B5.1.1.2 舱内热湿比的计算见公式(B2).

(Bl)

                                                            凡

式中：：。— 舱内热湿比；
    2̀'1 舱内得热量，W；

    (.1),s— 舱内显热量，W;

    02— 风机热量,w；

    513— 送风管内空气温升热量,w.

B5.1.1.3 总热湿比的计算见公式（B3) a

595（艺0'+中：十453)
4Y+,一艺必 s (B2)

595(ld),＋中2+01+04+01 )
（艺0,一10,)+(0,一中5。）

(B3)

式中：‘— 总热湿比；

    0,— 舱内得热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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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舱内显热量，W;

    45,— 风机热量，W；

    (p3— 送风管内空气温升热量，W;

    04— 回风温升热量，W；

    0,— 新鲜空气热量，W;

    Y'Ss— 新鲜空气显热量，Wo

B5.1-1.4 降温工况总热负荷按公式（B4)计算。

巾＝1.163
PV AI
4.187

(B4)

式中：0— 总热负荷，W;

    v— 空调总风量，m3/h;

    Ai— 空调器冷却器进出风焙差，kj/kg;

    P— 空气密度，1. 2kg/m3,

85.1.2 压出式集中空调系统（见图B2)

                                图B2 压出式集中空调系统

    注：符号01.02,03.04.0。仅表示空调器处理lkg空气的热负荷组成。

B5.1. 2. 1 空调器新鲜空气与回风混合后的空气温度计算见公式（B5)o

                                  t,1＝(t�+2）十a Ct：一（(t�+2)D·································⋯⋯ (B5)

式中：tl'— 空调器新鲜空气与回风混合后的空气温度，℃；

      t� 舱内设计空气温度，℃；

      a— 新鲜空气比例；

      4- 舱外设计空气温度，℃。

B5.1-2.2 舱内热湿比的计算见公式（B6) a

595(艺0,+0,)
  艺必,一1巾13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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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符号与公式（B2)中相同。

B5.1. 2. 3 总热湿比的计算见公式（B7)o

                        595(艺0,十0,＋45,＋45,＋0,)
co二灭lo, -Y0 .j干(0,-45,.)

(B7)

式中：符号与公式（B3)中相同。

B5.1.2.4 降温工况空调总热负荷按公式（(B8)计算。

                                                    中＝1.163

式中：符号与公式（B4)中相同。

pvAi
4.187

(B8)

B5. 2 采暖工况加热量、加湿量i-d图图谱计算（见图B3)

                                      图B3 采暖工况

B5.2. 1 空调器新鲜空气与回风混合后的空气温度计算见公式（B9)o

                                        t,‘二tn' -}-a (习一tn'）·，··，·····························，····⋯⋯ (B9)

式中：t,'— 采暖工况空调器新鲜空气与回风混合后的空气温度，℃；

    tnl— 舱内设计空气温度，℃；

      a— 新鲜空气比例；

    t8'— 舱外设计空气温度，℃。

B5.2.2 经加热器的空气温度计算见公式（B10)a

                                          t2‘二t,' -}-!1T'···························。··············⋯⋯ (B10)

式中：t'z— 经加热器的空气温度，℃；

      tn'— 舱内设计空气温度，℃；

    )T'— 冬季送风温差，℃，由风量分配计算时确定。

B5. 2. 3 舱内热湿比的计算见公式（Bll)o

                  595DP伙 ＿＿＿、                          fn'一二徽于三””’‘””“二‘”’‘””””””””””‘’‘’‘’‘”(Bll)
式中：Sn'— 采暖工况舱内热湿比；

    OI r— 舱内热损失，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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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1‘— 采暖工况舱内潜热量，Wo

B5.2.4 加热量按公式（B12）计算。

中‘＝1.163PV' Ail．．．．．．．．．．．．．．．．．．．．．．．．．．．．．．．．．．．．．．．⋯⋯
4. 187

(B12)

式中：o'— 采暖工况加热量，W;

      V'— 采暖工况总风量，按夏季降温工况总风量，M3 /h;

    Ail— 空调器加热器前后的空气焙差，kJ/kg;

      P— 空气密度，1. 2 kg/m3 a

B5.2.5 加湿量按公式（B13）计算。

pV' Od
1 000

(B13)

式中：D— 加湿量，kg/h;

    V'— 采暖工况总风量，m丫h;

    Ad— 每lkg空气所需的加湿量，g/kg;

      P— 空气密度，1. 2kg/m3 0
B6 不同航区空调设计的舱内外空气参数，见表Blo

                                              表 B1

航区 工况

不同航区空调设计的舱内外空气参数

舱 外 空 气 舱 内 空 气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南海 夏季 35 70 27̂ -29 50

东海
夏季 32 80 27̂ 28 50

冬季 一 5 50 15̂ 18 30- 40

黄海

以北

夏季 32 80 27̂ 28 50

冬季 一 18～ 一 15 18 30- 40

B7 空调舱与相邻非空调舱之间的计算温差At，见表B2o

                                              表B2

                                ｝ 空调舱与相45U空调舱之间的设计温度。，℃

与有加热箱柜的甲板之间

与锅炉舱的甲板、舱壁
与机舱、无空调厨房的甲板、舱壁

与非加热箱柜、货舱及类似处所甲板、舱壁
与洗衣室之间

与浴室、厕所之间

与独用厕所之间：
    a．有外露表面的独用厕所

    b．无外露表面的独用厕所
    。．有与机舱或锅炉舱相邻表面的厕所

与走廊之间

  注：毗邻外界的浴厕所内设有加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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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舱外设计温度为32℃时甲板、舱壁、舷侧计算当量空气温度to，见表B3o

                                              表 B3

日 晒 表 面
舱外当量空气温度td s"C

（舱外设计空气温度321C）

甲 板
淡色 45

深色 57

垂 直 壁
淡色 42

深色 52

      舱 壁

（日晒、日阴面平均计算）

淡色 42

深色 45

注：日阴面当量温度按370C,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708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施鼎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