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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用电动压缩机总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空调用电动压缩机总成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热管理系统中使用的电动压缩机总成（以下简称“压缩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雾 

GB/T 2423.34—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Z/AD：温度/湿度组

合循环试验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4214.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T 5773 容积式制冷剂压缩机性能试验方法 

GB/T 9237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 13306 标牌 

GB/T 17619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8429—2018 全封闭涡旋式制冷剂压缩机 

GB/T 18488.1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 1 部分：技术条件 

GB/T 18488.2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GB/T 18655 车辆、船和内燃机无线电骚扰特性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9951—2005 道路车辆静电放电产生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GB/T 21360 汽车空调用制冷剂压缩机 

GB/T 21437.2 道路车辆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 2 部分：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 

GB/T 21437.3 道路车辆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 3 部分：除电源线外的导线通过容性

和感性耦合的电瞬态发射 

JB/T 4330 制冷和空调设备噪声的测定 

JB/T 7249 制冷空调设备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JB/T 7249 和 GB/T 577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动压缩机总成 electrically driven compressor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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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动机驱动、用于蒸气压缩制冷循环的汽车热管理系统的半（全）封闭式容积式制冷剂压缩

机，由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和/或驱动控制器组成。 

注：分体式电动压缩机总成由上述两个部分分开独立安装使用，整体式电动压缩机总成由上述两个部分集成为

一体。 

3.2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 compressor with direct current motor 

由容积式制冷剂压缩机和电动机组成的全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结构。 

3.3 

驱动控制器 drive controller 

与汽车主电源连接，用于控制直流电源与压缩机电动机之间能量传输和转换的装置，由外界控

制信号接口电路、电动机控制电路和功率驱动电路以及保护电路组成。 

3.4 

激振力 exciting force 

由电动压缩机回转不平衡质量及运行气流脉动等作为振动源而产生的周期性简谐振动力。 

4 型式和基本参数 

4.1 型式 

4.1.1 压缩机按功能分为：单冷型、热泵型。其中热泵型压缩机应能在-25℃蒸发温度下正常运行。 

4.1.2 压缩机按结构型式分为：整体式、分体式。 

4.1.3 压缩机按适用的车型分为：乘用车型、商用车型。 

4.1.4 压缩机按排量范围分为：A 类、B 类、C 类（排量范围见表 1）。 

4.2 基本参数 

压缩机的基本参数见表 1。 

表 1 压缩机基本参数 

部件 项目 A 类 B 类 C 类 

电动压缩机本体

部分 

排量／cm3/r ≥8～25 ≥25～40 ≥40 

使用制冷剂 HFC134a、HFC407C、R410A、HFO1234yf 或按用户要求 

润滑油 按设计或用户要求 

电动机额定电压／V 
按用户要求 

驱动控制器 额定电压／V 

4.3 名义工况 

压缩机的名义工况见表 2。 

表 2 压缩机名义工况 

试验条件 
电压 

V 

压缩机转速 

r/min 

蒸发温度 

℃ 

冷凝温度 

℃ 

吸气过热度 

K 

膨胀前温度 

℃ 

环境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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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 
电压 

V 

压缩机转速 

r/min 

蒸发温度 

℃ 

冷凝温度 

℃ 

吸气过热度 

K 

膨胀前温度 

℃ 

环境温度 

℃ 

名义制冷 I 

额定

电压 

设计名义转

速 

1 55 10 50 / 

名义制冷 II 7 54.5 11.5 46 / 

名义制热 I -15 35 10 27 -7±3K 

名义制热 II -15 35 11 26.5 / 

超级快充工况 a 
设计最大转

速 
22 78 10 73 / 

名义制冷（热）Ⅰ为乘用车型压缩机测试工况；名义制冷（热）II 为商用车型压缩机测试工况。 

a 有超级快充测试要求的压缩机采用本工况。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压缩机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或用户与制造商的协议）制造。 

5.1.2 压缩机制造商成品为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与驱动控制器已经安装为一体的，统一按照电动压

缩机本体部分进行要求和试验。 

5.1.3 压缩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方法按附录 A 执行。 

5.2 外观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及驱动控制器外表面不应有油污、锈蚀、锐边等外观缺陷，导线护套不应

破裂，接插件不应变形或破损。 

5.3 制冷（热）量、输入功率、制冷（热）性能系数 

5.3.1 压缩机的实测制冷（热）量应不小于名义制冷（热）量的 95%。 

5.3.2 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应不大于名义输入功率的 110%。 

5.3.3压缩机的实测制冷（热）性能系数应不小于明示值的 95%，且不小于表 3 规定的限定值。对

于不带驱动控制器的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制冷（热）性能系数应不小于表 3 规定限定值的 110%。 

表 3 电动压缩机的制冷（热）性能系数限定值 

压缩机型式 
试验电压 

V 

压缩机转速 

r/min 

制冷性能系数 

W/W 

制热性能系数 

W/W 

乘用车型 
额定电压 设计名义转速 

2.0 2.8 

商用车型 2.6 3.0 

5.4 噪声、压力脉动、振动 

5.4.1 噪声 

5.4.1.1 定转速噪声 

乘用车型压缩机平均声压级噪声值应不大于表 4 规定的限定值，声功率噪声值应不大于表 5 规

定的限定值；商用车型压缩机的声压级噪声值应不大于表 6 规定的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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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乘用车型压缩机的噪声限定值（声压级） 

名义转速 r/min 2000 5000 8000 

噪声值 

dB(A) 

A 类 49 62 70 

B 类 52 65 73 

C 类 55 68 76 

表 5 乘用车型压缩机的噪声限定值（声功率） 

名义转速 r/min 2000 5000 8000 

噪声值 

dB(A) 

A 类 57 70 78 

B 类 60 73 81 

C 类 63 76 84 

表 6 商用车型压缩机的噪声限定值（声压级） 

名义转速 r/min 1800 3600 7200 

噪声值 

dB(A) 
C 类 70 75 94 

噪声值测试时名义转速条件由供需双方协议规定。 

5.4.1.2 扫频噪声 

试验后压缩机扫频噪声值应满足制造商设计要求或供需双方协议的要求。 

5.4.2 压力脉动 

5.4.2.1 定转速压力脉动 

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脉动允许波动范围不超过 3kPa； 

A 类、B类、C类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脉动允许波动范围应分别不超过 12kPa、15kPa 和 18kPa。 

5.4.2.2 扫频压力脉动 

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脉动允许波动范围不超过 3kPa； 

A 类、B类、C类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脉动允许波动范围应分别不超过 14kPa、17kPa 和 20kPa。 

5.4.3 振动 

5.4.3.1 定转速振动加速度 

试验后三个位置处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应满足制造商设计要求或供需双方协议的要求。 

5.4.3.2 扫频振动加速度 

试验后扫频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应满足制造商设计要求或供需双方协议的要求。 

5.5 激振力 

在转速允许范围内，电动压缩机水平前后（X 轴）、水平左右（Y 轴）、垂直（Z 轴）三个方

向的实测激振力应不大于公式（1）的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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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ax=k×n………………………………………………（1） 

式中： 

Fmax——最大允许激振力，单位为牛（N）； 

k ——激振系数（取 0.02），单位为牛分钟每转[(N·min)/r]； 

n——压缩机转速值，单位为转每分钟（r/min）。 

5.6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 

5.6.1 内部清洁度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内部清洁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内部杂质总质量应不大于表 7 规定的限定值； 

b)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内部金属最大杂质颗粒长宽高应不大于 0.5mm×0.5mm×0.5mm，内

部非金属橡胶类软质物杂质的长宽高应不大于 0.5mm×0.5mm×1mm；内部纤维物杂质的

长度应不大于 1mm。 

表 7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内部杂质总质量限定值 

单位为毫克 

压缩机类别 A 类 B 类 
C 类 

乘用车型 商用车型 

内部杂质总质量 30 35 80 180 

5.6.2 内部含水率 

电动压缩机本体装配后 24h 内，按照 6.6.2 方法试验，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内部含水率应不大

于 500×10-6。 

5.6.3 密封性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总泄漏量应不大于 14 g/a。 

5.6.4 耐压强度 

电动压缩机本体壳体及电动机引出线端子应无泄漏和异常变形。 

注：在该试验中，各橡胶密封件的破损不作为考核要求。 

5.6.5 耐振动性 

耐振动性试验后，电动压缩机本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内部无损坏，可运转；螺栓无松动和损坏； 

b） 密封性试验后，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泄漏量符合 5.6.3 的要求； 

c）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绝缘电阻试验符合 5.6.11 的要求； 

d） 耐电压试验符合 5.6.12 的要求； 

e） 按表 2 规定的工况复测，电动压缩机的实测制冷（热）量不小于耐振动性试验前实测值的

90％，实测制冷（热）性能系数不小于耐振动性试验前实测值的 82％； 

f） 无异常噪声，电动压缩机的噪声增加不大于 3dB(A)； 

g） 外壳防护等级符合 5.6.11 的要求。 

5.6.6 热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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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耐高温、耐低温和温度交变试验后，封闭吸、排气口的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应满足以

下要求： 

a）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泄漏量满足 5.6.3 的要求； 

b）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绝缘电阻试验满足 5.6.11 的要求； 

c） 耐电压试验符合 5.6.12 的规定； 

d） 按表 2 规定的工况复测，电动压缩机的实测制冷（热）量不小于热循环试验前实测值的 90％，

实测制冷（热）性能系数不小于热循环试验前实前测试值的 82％； 

e） 外壳防护等级满足 5.6.11 的要求。 

5.6.7 交变湿热性能 

交变湿热性能试验后，封闭吸、排气口的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交变湿热试验的最后一周期的低温高湿阶段，保持温度为 25℃±3℃、相对湿度为 95%～

98%的条件 5h 后，在该环境下，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热态绝缘电阻大于 2MΩ； 

b）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冷态绝缘电阻试验符合 5.6.11 的要求； 

c） 耐电压试验符合 5.6.12 的规定； 

d）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能正常工作； 

e） 外壳防护等级符合 5.6.11 的要求。 

5.6.8 耐腐蚀性 

5.6.8.1 乘用车型压缩机耐腐蚀性试验后，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动压缩机本体经表面防腐处理的易锈蚀零件表面无大于自身面积 10%的红锈； 

b） 表面无气泡、蠕变、粘着及功能丧失，电动压缩机能正常工作； 

c） 制冷剂泄漏符合 5.6.3 的要求； 

d）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绝缘电阻符合 5.6.9 的要求； 

e）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耐电压符合 5.6.10 的要求； 

f） 外壳防护等级符合 5.6.11 的要求。 

5.6.8.2 商用车型压缩机耐腐蚀性试验后，应满足制造商设计要求或供需双方协议的要求。 

5.6.9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绝缘电阻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清空电动压缩机本体内部的冷冻机油后，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大于 50 MΩ； 

b） 向电动压缩机本体内充入冷冻油（按压缩机图纸规定的冷冻油加注）和制冷剂（压缩机制

冷剂的充注量按允许的最大充注量）后，首次充注制冷剂后运转不少于 3min～5min，电动

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大于 10MΩ。 

5.6.10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耐电压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绝缘应能承受表 8 规定的试验电压，绝缘应无击穿、闪络和飞弧，漏

电流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时，1min 电压持续试验时间可用 1s 试验代替，但试验电压值应为表 8 规定

的 120%。 

表 8 试验电压与漏电流 

额定电压 UN 

V 

试验电压（有效值）

V 

电源功率 

kVA 

电源频率 

Hz 

电压持续时间 

s 

漏电流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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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 UN 

V 

试验电压（有效值）

V 

电源功率 

kVA 

电源频率 

Hz 

电压持续时间 

s 

漏电流 

mA 

≤60 500 

1 
50～60 

正弦波 
60 

≤5 

＞60～125 1000 
≤10 

＞125～250 1500 

＞250～500 2000 ≤20 

＞500 1000+2UN ≤25 

5.6.11 外壳防护等级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防护等级为 IP67。外壳防护等级试验后，复测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耐

电压性能应满足 5.6.10 的要求。 

5.7 驱动控制器 

5.7.1 机械强度 

驱动控制器壳体应不发生变形。 

5.7.2 绝缘电阻 

驱动控制器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50MΩ。 

5.7.3 耐电压 

驱动控制器的绝缘耐压应能承受表 9 规定的试验电压，绝缘应无击穿、闪络和飞弧，漏电流应

符合表 9 的规定。 

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时，1min 电压持续试验时间可用 1s 试验代替，但试验电压值应为表 9 规定

的 120%。 

表 9 试验电压与漏电流 

额定电压 UN 

V 
试验电压（直流电压）V 

电源功率 

kVA 

电压持续时间 

s 

漏电流 

mA 

≤60 700 

1 60 

≤1 

＞60～125 1400 
≤2 

＞125～250 2200 

＞250～500 2800 ≤4 

＞500 1400+2.8UN ≤5 

注：对整体式压缩机耐电压试验也按本条款执行。 

5.7.4 外壳防护等级 

驱动控制器的防护等级分体型为 IP67，外壳防护等级试验后，复测驱动控制器的绝缘电阻应满

足 5.7.2 的要求，复测驱动控制器的耐电压性能应满足 5.7.3 的要求。 

5.7.5 耐振动性 

耐振动性试验后，驱动控制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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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螺栓无松动和损坏，内部接线无断裂，元器件无松动； 

b） 绝缘电阻满足 5.7.2 的要求； 

c） 耐电压满足 5.7.3 的要求； 

d） 驱动控制器能正常工作； 

e） 外壳防护等级满足 5.7.4 的要求。 

5.7.6 热循环 

热循环试验后，驱动控制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绝缘电阻满足 5.7.2 的要求； 

b） 耐电压满足 5.7.3 的要求； 

c） 驱动控制器能正常工作； 

d） 外壳防护等级满足 5.7.4 的要求。 

5.7.7 交变湿热 

交变湿热试验后，驱动控制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绝缘电阻满足 5.7.2 的要求； 

b） 耐电压满足 5.7.3 的要求； 

c） 驱动控制器能正常工作； 

d） 外壳防护等级满足 5.7.4 的要求。 

5.7.8 耐腐蚀性 

耐腐蚀性试验后，驱动控制器经表面防腐处理的钢件表面不应有大于 10%面积的红锈，且表面

无气泡、蠕变、粘着及功能丧失，驱动控制器应能正常工作。并且，外壳防护等级应满足 5.7.4 的要

求。 

5.7.9 温升 

温升试验后，驱动控制器各部位的温升应满足 GB/T 18488.1 规定的限值要求。 

5.8 耐久性 

5.8.1 乘用车型压缩机耐久性试验后应无异常，试验后压缩机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外部各面无裂纹和损坏，螺栓无松动和损坏； 

b） 压缩机的总泄漏量不大于 14g/a； 

c）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绝缘电阻满足 5.6.9 的要求； 

d） 耐电压满足 5.6.10 的要求； 

e） 按表 2 规定的工况复测，压缩机的实测制冷（热）量不小于耐久性试验前实测值的 90％，

实测制冷（热）性能系数不小于耐久性试验前实前测试值的 82％； 

f） 无异常噪声，压缩机的噪声增加不大于 3dB(A)； 

g） 外壳防护等级满足 5.7.4 的要求。 

5.8.2 商用车型压缩机耐久性后，应满足 GB/T 18429—2018 中 5.3.9 和 5.3.10 的要求。 

5.9 耐电压波动 

耐电压波动试验后，电动压缩机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制冷（热）性能系数满足 5.3.3 的要求； 

b） 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的耐电压满足 5.6.10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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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驱动控制器绝缘电阻满足 5.7.2 的要求； 

d） 驱动控制器的耐电压满足 5.7.3 的要求。 

5.10 电磁兼容性 

5.10.1 电磁抗扰性 

5.10.1.1 电磁辐射抗扰性 

在 GB/T 17619 规定的抗扰性限值下，电动压缩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5.10.1.2 电瞬变传导抗扰性 

在 GB/T 21437.2 和 GB/T 21437.3 中规定的脉冲种类和Ⅲ级抗扰性限值下，电动压缩机在正常使

用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5.10.1.3 静电放电抗扰性 

在 GB/T 19951－2005 规定的Ⅲ级抗扰性限值下，电动压缩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5.10.2 电磁骚扰性 

5.10.2.1 传导骚扰性 

电动压缩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工作产生的传导骚扰应符合 GB/T 18655 规定的零部件传导骚扰

限值的要求。 

5.10.2.2 辐射骚扰性 

电动压缩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工作产生的辐射骚扰应符合 GB/T 18655 规定的零部件辐射骚扰

限值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试验所用的仪器仪表及准确度，试验工况参数的允许偏差均按 GB/T 5773 的规定。 

6.2 外观 

电动压缩机外形尺寸用通用或专用量具检测，外观质量和标志用目视法检测。 

6.3 制冷（热）量、输入功耗、制冷（热）性能系数试验 

在表 2 规定的名义工况下，按 GB/T 5773 的规定进行试验，分别测定电动压缩机的制冷（热）

量、输入功率和制冷（热）性能系数。 

6.4 噪声、压力脉动、振动试验 

6.4.1 噪声试验 

6.4.1.1 定转速噪声试验 

对于乘用车型压缩机，在半消音室内，将压缩机固定在支架上（支架模态需应在 300Hz~800Hz

范围内）。压缩机的接口和置于室外的制冷剂管路连接起来组成试验回路，以及接上规定的电源。

启动压缩机，使压缩机噪声性能测试系统达到表 10 规定的工况。压缩机噪声测试采用 10 点半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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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声功率，其中麦克风的布置应符合 GB/T 4214.1—2017 的规定，按照低速、中速、高速进行噪

声测试，分别记录 10 点噪声值。 

对于商用车型压缩机，按 GB/T 18429—2018 的 6.2.6 规定的噪声测试方法进行测定。 

表 10 乘用车型压缩机的噪声试验工况 

电压 

V 

压缩机转速 

r/min 

冷凝温度 

℃ 

蒸发温度 

℃ 

过热度 

K 

额定电压 设计名义转速 55±0.5 1±0.5 10±1 

6.4.1.2 扫频噪声试验 

按 6.4.1.1 试验流程，压缩机额定转速运行，系统达到噪声测试的稳定工况，将压缩机转速降至

其最低转速，然后从最低转速升至最高转速，降速和升速的速率为 60r/s，记录噪声数据。 

6.4.2 压力脉动试验 

6.4.2.1 定转速压力脉动试验 

在表 10 规定的试验工况下，将压力脉动传感器布置在制冷剂管路上，距离压缩机吸、排气口

15cm~20cm，读取压缩机吸气、排气压力脉动数据。 

6.4.2.2 扫频压力脉动试验 

按 6.4.2.1 试验流程，压缩机额定转速运行，系统达到脉动测试的稳定工况，将压缩机转速降至

其最低转速，然后从最低转速升至最高转速，降速和升速速率为 60r/s，记录读取压缩机吸气、排气

压力脉动数据。 

6.4.3 振动试验 

6.4.3.1 定转速压力振动试验 

在开展噪声测试的同时，将振动传感器布置在压缩机吸气端、压缩机排气端、压缩机中心点侧

面点（靠近压缩机中心点）三个位置，读取压缩机振动数据。 

6.4.3.2 扫频振动试验 

按 6.4.3.1 试验流程，压缩机额定转速运行，系统达到振动测试的稳定工况，将压缩机转速降至

其最低转速，然后从最低转速升至最高转速，降速和升速速率为 60r/s，记录压缩机振动数据。 

6.5 激振力试验 

将压缩机通过钢过渡支架固定在带有三轴向力传感器的激振力测试台上，钢过渡支架的重量应

不大于 2kg。 

压缩机安装方向与实车相同，如图 1 所示。三轴向支座平面应垂直于压缩机安装方向。垂直方

向为 Z 轴，压缩机轴线方向为 Y 轴，垂直于压缩机轴向的方向为 X 轴。 

将电动压缩机连接到测试用替代制冷系统上，在表 10 规定的工况下进行运转，工况稳定后记录

所测定的激振力。 



6.6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 

6.6.1 内部清洁度 

6.6.1.1 乘用车型压缩机按 GB/T 21360

6.6.1.2 商用车型压缩机按 GB/T 18429

6.6.2 内部含水率 

6.6.2.1 乘用车型压缩机按 GB/T 21360

6.6.2.2 商用车型压缩机按 GB/T 18429

6.6.3 密封性试验 

6.6.3.1 乘用车型压缩机按 GB/T 21360

6.6.3.2 商用车型压缩机按 GB/T 18429

6.6.4 耐压强度试验 

6.6.4.1 乘用车型压缩机按GB/T 21360

6.6.4.2 商用车型压缩机按GB/T 9237

6.6.5 耐振动性试验 

将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通过支架夹具安装到振动试验台上，按表

进行耐振动性试验。试验完毕后，

量、输入功率和噪声试验，并将试验结果与耐振动性试验前测

果进行比较。 

表 11 

试验条件 

振动频率 

Hz 

图 1 压缩机激振力测量安装方式 

GB/T 21360 规定的方法测定。 

B/T 18429—2018 中 6.2.4 规定的方法测定。 

GB/T 21360 规定的方法测定。 

B/T 18429—2018 中 6.2. 5 规定的方法测定。 

GB/T 21360 规定的方法测定。 

B/T 18429—2018 中 6.2.1 规定的方法测定。 

GB/T 21360规定的方法测定。 

B/T 9237—2017中9.4.2规定的方法测定。 

通过支架夹具安装到振动试验台上，按表11的试验工况

，进行密封性、电动机定子绕组对外壳绝缘电阻、

噪声试验，并将试验结果与耐振动性试验前测定的制冷量、输入功率、噪声试验结

 电动压缩机本体部分的耐振动性试验工况 

振动方向和振动指标 

上下 前后 

5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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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进行参数设定后

、耐电压、制冷（热）

的制冷量、输入功率、噪声试验结

左右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5803312203

6006111

https://d.book118.com/758033122036006111
https://d.book118.com/75803312203600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