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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舀

    GB/T 7725((房间空气调节器》为产品的使用性能标准。

    本标准与ISO 5151;1994((自由送风型空气调节器和热泵的试验和测定》〔英文版)的一致性程度为

非等效，本标准增加了主要技术参数、检验规则的要求和转速可控型、一拖多型空调器的技术要求和试

验等内容，并对其编写进行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是对GB/T 7725-1996《房间空气调节器》的修订。

    本标准与('B/T 7725-199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对新技术的要求和关注:对再生资源的利用、电磁兼容性、可靠性;

    — 调整和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性能指标:噪声、能源效率;

    — 增加了“转速可控型空调器”产品的要求、试验及季节能源消耗效率的计算;

    -一一增加了“一拖多空调器”产品的要求、试验、标识;

    一一增加了烙值法试验装置等。
    本标准与GB 4706. 3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一并使

用;本标准附录E等效采用JRA 4046-1999《房间空气调节器的季节消耗电量的计算基准》.附录F等

效采用JRA 4033-2000《多连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E、附录F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附录U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于1987年6月首次发布，1996年4月第一次修定，本次为第二次修汀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广州口用电器检测院、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科龙空

调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机 ·L菱空调器

有限公司、上海日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广州华凌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铁雁、姜俊明、陈建民、童杏生、沈健、工本庭、秦振宇、陈伟升、张仁天、

郑崇开、王泰宇、潘培忠、刘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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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间 空 气 调 节 器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房间空气调节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风冷及水冷冷凝器、全封闭型电动机一压缩机，制冷量14 000 W以下家用和类似
用途等房 间空气 调节器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电器包装通则

    GB/T 1766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GB/T 1766-1995,neq ISO 4628-1:1980)

    GB/T 2423.3 电子 电工产品基 本环境试 验规 程 试 验 Ca:恒定湿热 试验方 法(GB/T 2423. 3-

1993,egv IEC 60068-2-3:1984)

    GB/T 2423.17 电子电工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Ka:盐雾试验方法(GB/T 2423. 17-

1993,egv IEC 60068-2-11:1981)

    GB/丁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 按接收质量限(AQI)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8. 1- 2003, ISO 2859-1:1999, IDT)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4706. 3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GB 4706. 32-

2004,IEC 60335-2-40:1995,IDT)

    GB/T 4798. 1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贮存

    GB/T 4798. 2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运输(GB/T 4798.2-1996,neq IEC 60721-3-2:
1985)

    GB/T 4857. 7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GB/T 4857. 7-1992,egv ISO 2247:

1985)

    (*B/T 4857.10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GB/T 4857. 10---1992, eqv ISO

8318:1986)

    GB 5296. 2 消费品使用说明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使用说明

    GB 6882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GB/T 9286-1998,egv ISO 2409:1992)
    GB 12021. 3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T 14522 机械工业产品用塑料、涂料、橡胶材料人工气候加速试验方法(GB/丁14522-1993,

neq ASTM G 53:1984)

    JB/T 10359 空调器室外机用塑料环境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 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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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空气调节器 room air conditioner
    一种向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直接提供经过处理的空气的设备 它主要包括制冷和除湿用的制冷

系统以及空气循环和净化装置，还可包括加热和通风装置(它们可被组装在一个箱壳内或被设计成一起

使用的组件系统)，以下简称空调器

3.2

    热泵 heat pump
    通过转换制冷系统制冷剂运行流向，从室外低温空气吸热并向室内放热，使室内空气升温的制冷系

统，还可包括空气循环、净化装置和加湿、通风装置。

3. 3

    制热用电热装置 electrical heating devices used for heating

    只用电热方法进行制热的电热装置及用温度开关等(因室内、室外温度等因素而动作的开关)转换

用热泵和电热装置进行制热的电热装置(包括后安装的电热装置)

3.4

    制热用辅助电热装置 additionnal electrical heating devices used for heating

    与热泵一起使用进行制热的电热装置(包括后安装的电热装置)。

3.5

    制冷且(制冷能力)total cooling capacity
    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冷运行时，单位时间内从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除去的热

量总和 。单位 :W

3.6

    韦」冷消耗功率 total cooling power input
    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冷运行时，所输人的总功率，单位:W,

    制热JR($il热能力) heating capacity
    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进行制热运行时，单位时间内送人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的热量

总和，单位:W
    注:只有热泵制热功能时，其制热量(制热能力)称为热泵制热量(热泵制热能力)

3_8

制热消耗功率 heating power input
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进行制热运行时，所输人的总功率，单位:W

注:只有热泵制热功能时，其制热消耗功率称为热泵制热消耗功率

3. 9

能效比(EER)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进行制冷运行时，制冷量与有效输人功率之比，其值用W/ W表示。

    性能系数(COP)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在额定工况(高温)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进行热泵制热运行时，制热量与有效输人功率(effective

power input)’之比，其值用W/W表示

，有效输人功率指在单位时间内输人空调器内的平均电功率。其中包括:

” 压缩机运行的输人功率和除霜输人功率(不用于除霜的辅助电加热装置除外)

2)所有控制和安全装置的输入功率;

3)热交换传输装置的输入功率(风扇、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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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循环风，(房间送风量) indoor discharge air-flow
    空调器用于室内、室外空气进行交换的通风门和排风门〔如果有)完全关闭，并在额定制冷运行条件

下，单位时间内向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送人的风量，单位:M, /S(或m'/h),

3. 12

    房间型里热计 room-type calorimeter
    由两间相邻、中间有隔墙的房间所组成的试验装置。一间作为室内侧，另一间作为室外侧，每间均

装有空气调节设备;其冷量、热量及水量均可测量和控制，并用以平衡被测空调器在室内侧的制冷量和

除湿量以及在室外侧的加湿量和加热量.

3. 13

    空气焙值法 air-enthalpy test method
    一种测定空调器制冷、制热能力的试验方法，它对空调器的送风参数、回风参数以及循环风量进行

测量，用测出的风量与送风、回风烩差的乘积确定空调器的能力。

3. 14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 variable speed room air conditioner
    空调器运行时，根据热负荷的大小，其压缩机的转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3级以上或连续变化的空调

器(简称变频空调器)。

3. 15

    容最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 variable capacity room air conditioner
    空调器运行时，根据热负荷的大小，压缩机的转速不变，其有效容积输气量(制冷剂质量流量)发生

3级以上或无级变化的空调器(简称变容空调器)。

3. 16

    一拖多房YJ空气调节器 multi-split room air conditioner
    一种向多个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直接提供经过处理的空气的设备。它主要是一台室外机组与多

于一台的室内机组相连接，可以实现多室内机组同时工作、部分室内机组同时工作或单独室内机组工作

的组合体系统(以下简称“一拖多空调器”)。

4 产 品分类

  型式

1 空调器按使用气候环境(最高温度)分为:

    类型 T1           T2           T3

  气候环境 温带气候 低温气候 高温气候

  最高温度 430C         350C         520C

2 空调器按结构形式分为:

a) 整体式，其代号C;整体式空调器结构分类为窗式〔其代号省略)、穿墙式等”，其代号为

    C等 。

1〕) 分体式，其代号F;分体式空调器分为室内机组和室外机组 室内机组结构分类为吊顶式、挂

    壁式、落地式、嵌人式等，其代号分别为D,G,l、Q等，室外机组代号为Wo

D 如移动式.其代号为 Y，移动式空调器可参照执行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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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一拖多空调器，详见附录F. 4. 3.

4. 1.3 空调器按主要功能分为:

    a) 冷风型，其代号省略(制冷专用);

    b) 热泵型，其代号R(包括制冷、热泵制热，制冷、热泵与辅助电热装置一起制热，制冷、热泵和以

        转换电热装置与热泵一起使用的辅助电热装置制热);

    C 电热型，其代号D(制冷、电热装置制热)。

4. 1.4 空调器按冷却方式分为:

    a) 空冷式，其代号省略;

    b) 水冷式，其代号S,

4. 1.5 空调器按压缩机控制方式分为:

    a) 转速一定(频率、转速、容量不变)型，简称定频型，其代号省略;

    b) 转速可控(频率、转速、容量可变)型，简称变频型，其代号BP;

    C 容量可控(容量可变)型，简称变容型，其代号Br.

4.2 基本参数

4.2. 1 空调器的额定制冷量(kW)优先选用系列为:

      1.4     1. 6     1.8     2. 0     2. 2      2. 5    2. 8    3. 2      3. 6

      4.0     4.5      5.0     5. 6     6.3       7. 1    8,0     9. 0      10.0

      11. 2   12. 5    14.0

4.2.2 空调器的额定制热量(kW)优先选用系列为:

      1. 6    1.8      2. 0    2. 2     2. 5      2.8     3. 0    3. 2      3.4

      3. 6    3. 8     4.0     4.2      4. 5      4. 8    5.0     5. 3      5. 6

      6.0     6. 3     6. 7    7. 1     7. 5      8.0     8. 5    9.0       9. 5

      10.0    10.6     11.2    11.8     12.5      13.2    14.0    15.0      16.0

4.2.3 电源额定频率50 Hz，单相交流额定电压220 V或三相交流额定电压380 V，特殊要求不受

此 限。

4.2.4 空调器通常工作的环境温度如表1所示:

                                    表 1 空调器工作的环境温度

空调器型式

气候类型

TI T2 T3

冷风型 18"C -430C 100C-350C 210C-520C

热泵型 一70C -430C 一7℃一350C 一70C 52℃

电热型 落430C (35℃ 《52℃

    注:不带除霜装置的热泵型空调器，工作的最低环境温度可为 5℃

4.2.5 空调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当空调器的设定温度在180C -30℃中某调定值时，其控制温度可在

调定值的士2℃范围内自动调节

4.3 型号命名

4.3. 1 产品型号及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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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 门 口 口 口 一口 口 口 口/口 口

工厂设计序号和(或)特殊功能代号等，

允许用汉语拼音字母和(或)阿拉伯数字表示

一拖多产品代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一拖三

以上允许用“d"表示，一拖一代号省略)

室外机组结构代号

整体式结构分类代号或分体式室内机组结构分类代号

规格代号:(额定制冷量，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其值取制冷量百位数或百位以上数)

冷却方式代号(风冷代号省略)

功能代号

结构形式代号

气候类型代号(T1型代号省略)

产品代号(房 间空气调节器)

4. 3.2 型号不例

    例 1: KT3G35/A

    表示T3气候类型、整体(窗式)冷风型房间空气调节器，额定制冷量为3 500 W，第一次改型设计

    例 2:KFR-28GW

    表示T1气候类型、分体热泵型挂壁式房间空气调节器(包括室内机组和室外机组)，额定制冷量为

2 800 W o

    室内机组KFR-28G

    表示T1气候类型、分体热泵型挂壁式房间空气调节器室内机组，额定制冷量为2 800 W o

    室外 机组 KFR-28 W

    表示T1气候类型、分体热泵型房间空气调节器室外机组，额定制冷量为2 800 W o

    例3: KFR-501_W/Bp

    表示T1气候类型、分体热泵型落地式变频房间空气调节器(包括室内机组和室外机组)，额定制冷

量为5 000 W
    室内机组KFR-501./Bp

    表示T1气候类型、分体热泵型落地式变频房间空气调节器室内机组，额定制冷量为5 000 W o

    室外机组KFR-SOW/Bp
    表示T1气候类型、分体热泵型变频房间空气调节器室外机组，额定制冷量为5 000 W o

    注 1:一拖多产品见附录 F;

    注2:出口产品不受此限。

5 要求

5 1 通用 要求

5.1.1 空调器应符合本标准和GB 4706. 32标准的要求，并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

制 造。

5.1.2 热泵型空调器的热泵额定(高温)制热量应不低于其额定制冷量;对于额定制冷量不大于

7. 1 kW的分体式热泵空调器，其热泵额定(高温)制热量应不低于其额定制冷量的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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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空调器的构件和材料

    a) 空调器的构件和材料的镀层和涂层外观应良好，室外部分应有良好的耐候性能。

    b) 空调器的保温层应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和具有阻燃性、且无毒无异味。

    c) 空调器制冷系统受压零部件的材料应能在制冷剂、润滑油及其混合物的作用下，不产生劣化且

          保证整机正常工作。

5. 1. 4 空调器的结构、部件、材料，宜采用可作为再生资源而利用的部件、产品结构和材料。

5. 1.5 空调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如:具有抑制、杀灭细菌功能的空调器、具有负离子清新空气功能的

空调器等)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5. 1.6 空调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相应标准的要求

5.2 性能要求

5.2‘1 制冷系统密封性能

    按6. 3. 1方法试验时，制冷系统各部分不应有制冷剂泄漏。

5.2.2 制冷 量

    按6. 32方法试验时，空调器的实测制冷量不应小于额定制冷量的95 %

5.2. 3 制冷消耗功率

    按6.3.3方法试验时，空调器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制冷消耗功率的110%;水冷式空

调器制冷量每300 W增加10 W作为冷却系统水泵和冷却水塔风机的功率消耗

5.24 热泵制热量

    按6.3. 4方法试验时，热泵的实测制热量不应小于热泵额定制热量的95%e

5.2.5 热泵制热消耗功率

    按6.3.5方法试验时 热泵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热泵额定制热消耗功率的110%,

5.2.6 电热装置制热消耗功率

    按6. 3. 6方法试验时，电热型和热泵型空调器的电热装置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要求如下:电热装置

额定消耗功率不大于200 W的，其允差为士1000:200 W以上的，其允差为一10%~十500或20 W(选

大者)，PTC电热元件制热消耗功率的下限不受此限。

5.27 最大运行制冷

    a) 按6.3.7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各部件不应损坏.空调器应能正常运行;

    b) 空调器在第1h连续运行期间，其电机过载保护器不应跳开;

    c) 当空调器停机3 min后，再启动连续运行 1 h,但在启动运行的最初5 min内允许电机过载保

        护器跳开，其后不允许动作;在运行的最初5 min内电机过载保护器不复位时，其停机不超过

        30 min内复位的，应连续运行1 h:

    d) 对于手动复位的过载保护器，在最初5 min内跳开的，应在跳开的10 min后使其强行复位，并

        应能够再连续运行 1h。

5.2.8 最小运行制冷

    a) 按6.3.8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在10 min启动期间后的4h运行中，安全装置不应跳开:

    b) 室内侧蒸发器的迎风表面凝结的冰霜面积不应大于蒸发器迎风面积的50% o

    注 1:为防冻结而自动控制压缩机开、停的自动可复位保护器不视为安全装置。

    注 2:蒸发器迎风表面结霜面积目视不易看出时 可通过风量(风量 卜降不超过初始风量的25%)进行判定

5. 2. 9 热泵最大运行制热

    a) 按6.3.9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各部件不应损坏，空调器应能正常运行:

    b) 空调器在第1h连续运行期间，其电机过载保护器不应跳开:

    c) 当空调器停机3 min后，再启动连续运行1 h，但在启动运行的最初5 min内允许电机过载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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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器跳开，其后不允许动作;在运行的最初5 min内电机过载保护器不复位时，在停机不超过

30 min内复位的 ，应连续运行 1 h;

对于手动复位的过载保护器，在最初

应能够再连续运行1h。

min内跳开的，应在跳开的10 min后使其强行复位，并

    注 上述试验中，为防止室内热交换器过热而使电机开、停的自动复位的过载保护装置周期性动作，可视为空调器

          连续运 行

5.2. 10 热泵最小运行制热

    按6.3.10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在4h试验运行期间，安全装置不应跳开。

    注:试验中的除霜运行，其自动控制的保护器动作不视为是安全装置

5.2. 11 冻结

    a) 按 6. 3. l la)方法试验时，室内侧蒸发器迎风表面凝结的冰霜面积，不应大于蒸发器迎风面积

          的 50 ;

    b) 按6. 3. l l b)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室内侧不应有冰掉落，水滴滴下或吹出。

    注工:空调器运行期间，允许防冻结的可自动复位装置动作

    注2;空调器进行最小制冷运行试验，生产厂推荐的空调器的室外侧进风温度低于21℃时，冻结试验 a)可不进行

    注3 蒸发器迎风表面结霜面积目视不易看出时，可通过风量(风量下降不超过初始风量的25%)进行判断

5.2. 12 凝露

    按6. 3.12方法试验时，空调器箱体外表面凝露不应滴下，室内送风不应带有水滴

5.2. 13 凝结水排除能力

    按6. 3.13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应具有排除冷凝水能力，并且不应有水从空调器中溢出或吹出，以至

弄湿建筑物或周围环境。

5.2. 14 自动除霜

    a) 按6. 3.14方法试验时，要求除霜所需总时间不超过试验总时间的20 0o，在除霜周期中，室内

侧的送风温度低于18℃的持续时间不超过 1 min;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制造厂规定的热泵机组内辅助电

加热装置制热。

    b) 空调器除霜结束后，室外换热器的霜层应融化掉(以确保制热能力不降低)。

5.2. 15 噪声

    a) 空调器使用时不应有异常噪声和振动;

    b) 按6.3. 15方法试验时，T)型和T2型空调器在半消声室测试噪声，其噪声测试值(声压级)应

        符合表2规定，T3气候类型空调器的噪声值可增加2 dB(A) ;

    c) 制造厂对空调器噪声的明示(铭牌、说明书、广告等)值的上偏差为+3 dB(A)，按6. 3. 15方法

        试验时，其噪声的实测值不应大于明示值的上限值(明示值+上偏差)和表2的限定值。

    d) 一拖多空调器的噪声按附录F. 6. 3. 15进行;

    注 空调器在全消声室测试的噪声值须注明“在全消声室测试”等字样，其符合性判定以半消声室测试为准。

                                      表 2 额定噪声值(声压 级)

额定制冷量/

      kW

室内噪声/dB(八) 室外噪声/dB(A)

整体式 分体式 整体式 分体式

< 2.5 成52 (40 <57 成52

2.5~45 簇5- <45 <60 簇55

>4. 5-7. 1 <60 燕52 <65 毛60

> 7. 1一 14 簇55 <65



GB/T 7725-2004

5.2佑 能源消耗效军

    空调器的能效指标实测值应符合GB 12021. 3的规定要求。

5. 3 可靠性要求

5.3. 1 包装强度

    按6. 3.16试验后，包装箱、泡沫及其他防护附件应没有影响防护功能的变形，包装状态下的空调

器，应符合GB/T 1019的有关规定。

5.3.2 运输强度

    按6. 3.17试验后，空调器不应损坏，紧固件不应松动，制冷剂泄漏和噪声应符合5. 2. 1和5. 2.15

的要求 。

5.3. 3 耐候性能

    按6. 3. 18试验后，空调器应有良好的耐候性能;

    a) 电镀件和紧固件应进行防锈蚀处理，其表面应光滑细密、色泽均匀、不应有明显的斑点、针孔、

        气泡、镀层脱落等缺陷;

    b) 涂装件涂层牢固、外观良好，表面不应有明显的气泡、流痕、漏涂、底漆外露及不应有的皱纹和

        其他损伤，涂层脱落不大于2级。室外机部分涂层按6.3.18. 4试验后，其涂层的光泽失光率

        小于50 ，表面无明显的粉化和裂纹，色差变化不大于2级。

    c) 塑料件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耐老化;不得有裂痕、气泡和明显缩孔、变形等缺陷。室外

        机用工程塑料耐久性应符合JB/T 1035，标准的规定。

5.3.4 可靠性寿命

    可靠性寿命指标要求(正在制定中)。

6 试 验

6. 1 试验条件

6.1.1 制冷量和热泵制热量的试验装置详见附录A.

6.1.2 试验工况见表3规定 按空调器气候类型分类，选用相应工况进行试验。

6.了，3 测量仪表和仪表准确度要求见附录c

                                          表 3 试验工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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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续 )

室内侧回风状态/℃ 一 室外侧进风状态/℃ 一 水冷式进、出水温厂℃”
工况条件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1湿球温度一 进水温度 {出水温度

热泵额定

  制热‘

  高温

  低温

超低 温

20 { 15(最大)

翎
一18
一戎

刁
一24
一抓

27

一
20

一
20

一
助

最大制热运行

最小制热运行“

    自动除霜

电热额定制热

制

热

运

行

I “ 在空调器制冷运行试验中，空气冷却冷凝器没有冷凝水蒸发时，湿球温度条件可不做要求。

} 。 冷凝器进出水温指用冷却塔供水系统 用其水泵时可按制造商明示进、出水温或水量及进水温度。

{ r 即℃或因控制原因在01'C以上的最低温度

I 。 水量按制造厂规定

} ” 制造厂未指明时，以21℃为最低温度。

I ’ 制造厂规定适于在低温、超低温工况运行的空调器·应进行低温、超低温工况的试验;若制热量(高温、低温或

! 超低温)试验时发生除霜 则应采用空气熔值法〔见附录A.2)进行制热量试验

} 9如果空调器在超低温条件FA行制热运行试验淇最小运行制热试验可以不做。 一
6.2 试验要求

6.2. 1 空调器应按铭牌标示的气候类型进行性能试验，对于适用两种以上气候类型的空调器，应在铭

牌标出的每种气候类型工况条件下进行试验

6.2.2 应按照制造厂的安装说明和所提供的附件，将被测空调器安装在试验房间内，空调器所有试验

均按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进行，另有规定不受此限。

6.2. 3 除按规定方式.试验需要的装置和仪器的连接外，对空调器不得更改。

6.2.4 试验进行时不能改变空调器风机转速和系统阻力(变频、变容型空调器除外)，其试验结果应按

标准大气压修正大气压力。

6.2.5 分体式空调器室内机组与室外机组的连接管，应按制造厂规定 或7.5 m为测试的管长，两者

取小值，作为空调器部件的连接管不应切断管子进行试验。除设计要求外，一般应将一半管长置于室外

侧环境进行试验，其管径、安装、绝缘保温、抽空排气、充注制冷剂等应符合制造厂要求

6. 2. 6 对于湿球温度为。℃以下的工况条件，可通过控制相对湿度来获得对湿球温度的控制。

6.3 试验方法

6.3. 1 制冷系统密封性能试验

    空调器的制冷系统在正常的制冷剂充灌量下，用灵敏度为1X10 IPa" M, /S的检漏仪进行检验。

空调器可不通电置于正压室内，环境温度为160C-35"C o

6.3.2 制冷盆试验

    按附录A《制冷量和热泵制热量的试验及计算方法》和表3规定的额定制冷工况进行试验。

6. 3.3 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按附录A给定的方法 在制冷量测定的同时，测定空调器的输人功率、电流。

6.3.4 热泵制热且试验

    按附录A给定的方法和制造厂的说明，选用表3规定的热泵额定制热(高温)工况，进行热泵制热

二空调器的型式检验应使用不得低于sn的管长连接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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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试验

6.3.5 热泵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按附录A给定的方法，在热泵制热量测定的同时，测定热泵的输人功率、电流

6.3.6 电热装置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a) 空调器在热泵额定制热(高温)工况下运行，装有辅助电热装置的热泵以6.'3. 4方法进行试验

        待热泵制热量试验稳定后，测定辅助电热装置的输入功率

    b) 在电热额定制热工况下，将空调器设定在电热装置处于最大耗电工作状态下，运行稳定后，测

        试电热装置的输人功率。

    c) 当在a), b)工况下进行试验而电热装置不动作时，将空调器设定(或按生产厂规定)在电热装

        置工作状态，运行稳定后，测试电热装置的输人功率

6.3.7 最大运行制冷试验

    将空调器室内、室外空气进行交换的通风门和排风门(如果有)完全关闭，其设定温度、风扇速度、导

向格栅等调到最大制冷状态，试验电压分别为额定电压的90%和110%，按表3规定的最大运行制冷工

况运行稳定后再连续运行1 h,然后停机3 min(此间供电电源电压上升不超过30a ),再启动运行1h

6.3.8 最小运行制冷试验

    将空调器室内、室外空气进行交换的通风门和排风门(如果有)完全关闭，其设定温度、风扇速度、导

向格栅等调到最易结冰霜状态，按表3规定的最小运行制冷工况，使空调器启动运行至二_况稳定后再运

行 4卜

6.3.9 热泵最大运行制热试验

    将空调器室内、室外空气进行交换的通风门和排风门(如果有)完全关闭，其设定温度、风扇速度、导

向格栅等调到最大制热状态，试验电压分别为额定电压的90%和i10%，按表3规定的热泵最大运行制

热工况运行稳定后再连续运行1h，然后停机3 mi拭此间供电电源电压上升不超过3%)，再启动运行

1h

6. 3. 10 热泵最小运行制热试验

    将空调器室内、室外空气进行交换的通风门和排风门(如果有)完全关闭，其设定温度、风扇速度、导

向格栅等调到最大制热状态，按表3规定的最小运行制热工况，使空调器启动运行至工况稳定后再运行

4 ho

6.3. 11 冻结试验

    将空调器的设定温度、风扇速度、导向格栅等，在不违反制造厂规定下调到最易使蒸发器结冰和结

霜的状态，达到表3规定的冻结试验工况后进行下列试验:

    a) 空气流通试验 空调器启动并运行4h

    b) 滴水试验:将空调器室内回风口遮住.完全阻止空气流通后运行6h，使蒸发器盘管风路被完

        全堵塞，停机后去除遮盖物至冰霜完全融化，再使风机以最高速度运转5 mine

    注:为防冻结自动控制装置动作，应视为空调器正常运行

6.3. 12 凝林试验

    将空调器的温度控制器、风扇速度、风门和导向格栅，在不违反制造厂规定下调到最易凝露状态进

行制冷运行，达到表3规定的凝露工_况后，空调器连续运行4h

6.3. 13 凝结水排除能力试验

    将空调器的温度控制器，风扇速度、风门和导向格栅调到最易凝水状态，在接水盘注满水即达到排

水口流水后，按表3规定的凝水江_况运行，当接水盘的水位稳定后，再连续运行4h

    注 :非甩水型空调 器接水盘的水不必注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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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4 自动除霜试验

    装有自动除霜装置的空调器，将空调器的温度控制器、风扇速度(分体式室内风扇高速、室外风扇低

速)、风门和导向格栅等调到换热器最易结霜状态，按表3规定的除霜工况运行稳定后，继续运行两个完

整除霜周期或连续运行3 11(试验的总时间应从首次除霜周期结束时开始)，直到3h后首次出现除霜周

期结束为止，应取其长者;除霜周期及除霜刚刚结束后，室外侧的空气温度升高不应大于50C ,

6.3.巧 噪声试验

    按附录B((噪声的侧定》(规范性附录)要求，进行额定制冷工况和额定(高温)制热工况条件下噪声

试验 。

6.3. 16 包装试验

    空调器的包装应按GB/T 1019要求的防潮包装、流通条件的防震包装进行设计，并按流通条件1

进行振动试验和对包装件进行跌落试验

6.3. 17 运输试验

    包装好的空调器应按GB/T 4798. 2进行运输试验，制造厂应按产地至销售地区在运输中可能经受

的环境条件(参照GB/T 4798. 2表A. 1)确定试验条件和方法，或按合同要求进行试验。

    包装好的空调器应做振动试验，推荐按 GB/T 4857. 7进行止弦定频振动试验，按GB/T 4857. 10

进行正弦变频试验，根据运输环境或按合同要求，确定试验条件进行试验。

6.3. 18 耐候性试验

6. 3. 18. 1 盐雾试验

    按GB/T 2423. 17进行盐雾试验。试验持续时间为48 h。试验前，试件表面清洗除油，试验后，用

清水冲掉残留在表面上的盐分，检查试件腐蚀情况，其结果符合5.3.3规定

6.3. 18.2 湿热试验

    按GB/T 2423. 3进行试件湿热试验，试验持续时间为96 h，取箱体顶面或侧面平整表面100 mm x

100 mm试样(也可取同批产品的试样)，试验前对试样表面进行清洗除油，试验后进行外观质量检查，

其结果应符合5.3.3规定。

6. 3. 18. 3 涂层脱落(涂层附着力)试验

    按GB/T 9286进行试件涂层性能试验，空调器放置16 h后，在箱体外表面任取长100 mm，宽

100 mm的面积或同批产品的试样用划格法进行试验，涂层切割表面的脱落表现应不大于2级。

6. 3. 18.4 空调器室外机工程塑料件的耐候性能，生产厂根据空调器销售地气候和使用条件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5.3. 3规定

    a) 涂层材料按('B/ I' 14522标准进行500 h的紫外灯老化试验，并按GB/丁1766标准进行判断。

    助 塑料材料按JB/T 10359标准要求进行试验和判断。

    注:卜述各项试验，制造厂也可采用等效试验方法对材料、涂层进行试验和判断。

6. 3. 19 可靠性寿命试验

    可靠性寿命试验方法正在制定中

6. 4 测 量要求

6.4. 1 空调器的制冷量和热泵制热量试验可用房间型量热计方法或空气烩值法进行(详见附录A)，当

两种试验结果有争议时，应以房间型量热计测试数据为准

6. 4.2 房间型量热计法或空气烙值法进行空调器的制冷量和热泵制热量试验时，其测量不确定度应不

超过表4所示值。

6.4. 3 空调器进行性能试验时(制冷量、热泵制热量试验除外)，试验工况各参数的读数与表s中规定

值的允差应符合表5规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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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空调器进行制冷量和热泵制热量试验时，试验工况各参数的读数允差应符合表6规定。

                                        表 4 测t不确定度

狈叮 量 量 测量量显示值的不确定度

            一

水

� �{{ 温度一
  温差

体 积流量

  静压 差

�!
士O lt

  生5%

士SPa

空气

干球 温度

湿球 温度

体 积流量

  静压差

                  士0.2℃

                  二0.2℃

                  士5%

士SPa(P石100Pa)或士5%(1，>100Pa)

输入电量 一一
时间 士0.2%

质量 士1.0写

速度 土1.0%

注:测量的不确定度:表征被测量的真值所处量值范围的评定

    测量的不确定度通常包括许多分量，其中某些分量可在各连续测量结果的统计分布基础上进行估算并可用

    试验标准偏差表征，另一些分量可根据经验或其他信息进行估计，并可用假设存在的近似，’标准偏差’，表征

表 5 性能试 验的读数允差

测 量值 读数与规定值的最大偏差

空气温度:干球温度

          湿球 温度

士1.0℃

上0.5℃

水温 二0.5℃

电压 士2%

表6 制冷t和热泵制热量试验的读数允差

读 数
读数的平均值 一
对额定上况的偏差

{ 各读数对额定工况的
            最大偏差

室内侧

空气温度

干球 士0 3℃ 士0.5℃

湿球 土0.2℃ 士03℃

室外侧

空气温度

干球 士0.3℃ 士0 5℃

湿球 士02( 士0.3℃

电压、频率 士1.0写 上2.0%

空气体积流量 士5% 土10%

水温
进口 士0 1℃ 土0.2℃

出 口 士0.1℃ 二0.2℃

水体积 流量 工10% 士2，0%

空气流动的外阻力 士SPa 士 I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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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 5

试验结 果

  制冷量和热泵制热量采用房间型量热计方法试验时至少应记录的数据见表7，采用空气烩值方

法时至少应记录的数据见表8

表 7  f热计法试验 应记录的数据

序号 制冷量记录内容 制热量记 录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日期

试验 者

大气 压

空调 器风机速度

电压和频率

被测机组总输人功率和电流

室内侧控制的干球、湿球温度

室外侧控制的干球、湿球温度

量热计周围平均温度〔标定型)

室内、外侧隔室的总输人功率

加湿器中水的燕发量

进人室内侧、室外侧(如果用)试验室或加湿器的水温

通过室外侧冷却盘管的冷却水量

进入室外侧冷却盘管的冷却水温

离开室外侧冷却盘管的冷却水温

通过机组冷凝器的冷却水流量(仅用于水冷机组)

进人机组冷凝器的水温(仅用于水冷机组)

离开机组冷凝器的水温〔仅用于水冷机组)

再处理设备中室外盘管的冷凝水量

离开室外侧隔室的冷凝水温度

通过隔墙上喷嘴测试的空气体积流量

量热计隔墙两侧的空气静压差
                                                                              }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室内侧或室外侧冷凝水量

离开室内侧隔室的冷凝水温度

同左

同左
一

注:空调器与多于一个的外部电源连接时，应记录每个连接电源的输人功率和电流，否则为机组的总输人。

表 8 治值法试 验应 记录的数据

序 号 记 录 内 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l2

13

日期

试验者

大气压

试验时间

输入功率(总输入功率和装置部件的输人功率)

使用电压

电流

频 率

空气流动的外阻力(送风机外静压)

风扇速度(如果可调)

空气进人机组的干球、湿球温度

空气离开机组的干球、湿球温度

空气体积流量及相应测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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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制冷量和热泵制热量试验数据的整理和计算见附录A

6.5.3 试验结束后应填写试验报告，其内容至少应包括下述各项:

    a) 日期 ;

    切 试验地点;

    c) 试验方法(量热计或熔值法);

    (]) 试验目的和试验类别;

    e) 试验人员;

    D 铭牌示出的主要内容;

    9) 试验结果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要求

    空调器产品的安全要求必须符合GB打。6.32的规定，其性能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7.2 产品检验

    每台空调器须经制造厂质量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

单、装箱清单等

    空调器检验一般分为出厂检验、抽查检验和型式检验

7.21 出厂检验

    凡提出交货的空调器，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的试验项目、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9，序

号(1一9)项为产品必检项目。

                          表 9 出厂和抽 检的试验项 目、要求和试 验方法

序 号

G日 4706.32 不合格分类 致命

缺陷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试 验方法 A H C

1 一般 检查   1视检_
一

丫

2 标 志 8.1 视检
一

    7章 7章 丫

3 包装
J {视检 了

月 绝缘电阻(冷态)
          一

自定 1等效16章 了

5 }电气强度(冷态) }自定 等效 ]6章 .刁
6 泄漏 电流

一}
    16章

l

16章 丫

/ 接地 电阻 27章 27章 丫

8 制冷剂泄漏 5 2 1 6 3.1
一}

了

9 运行性能 等效 5.2 自定
{

了

10 制冷量 【反乙2 6.3 2
�一

丫
」

1l 制冷消耗功率 3 2.3 6.3 3 了

12 热泵制热量 5.2.4 6.3.4 } 丫

13 热泵制热消耗功率 几艺5     6.3.5
一

丫

14 电热制热消耗功率 5，2 6
 �.一

6.3‘6
$.

了

l5 能效比(EER)、性能系数(C()P)
                    一

5 2.16 ，6.3.2一6.刘} 丫

16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附录 E.9 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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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续 )

序号 试验项 目
本标 准 (子B 4706 32 不合格分类 致命

缺陷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试验 方法 A B C

17 噪声 5，2.15 6.3 15 丫
E

l8                   }
{

15章 15章 了

19 防触 电保护 8章 8章 }一 了

20 电源线 25章 25章 丫

    按 GB47O6.32标准最新版要求，此项 目可不进行检测;

b定频型空调器不强制要术

7.2.2 抽查检验

    产品抽查检验的项目见表9的序号(10一20)项目。抽查检验项目的抽样可按GB/T2828.工进
行，逐批检验的抽检项目、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等可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自

行决 定。

7.2.3 型式检验

72.3.1 空调器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试制的新产品;

    1)) 间隔一年以上再生产时;

    c) 连续生产中的产品，每年不少于一次;

    d) 当产品在设计、工艺和材料等有重大改变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2.3.2 型式检验内容包括表 10 所列各项和 GB47O6.32中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抽样可按

GB/T2829标准进行，采用判别水平1的一次抽样方案，其样本大小、不合格质量水平见表 11.或按标

准有关规定进行。

                                表 10 型式试验项 目、要求和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 目
本书不准 不合格分类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A E C

1 制冷 系统密封 5.2.1 6 3 1 丫

2 制冷量 5.2.2
              {

6.3 2
�� �一l

丫 一

3 制冷消耗功率 5 2 3 6.3 :1 了

4 热泵制热量 : 5.2.4       一
5 热泵制热消耗功率

1 一 —

「 5 2 5

                                  一

6 3 5 r一弓-一
} 一一一一一

6 电热制热消耗功率 一:.2.。一         6 3‘6
.

—               厂 一

        洲 一

7 最大运行制冷 1一万升 一
                                              一

6.3.7       丫

吕

                                                                                                  一

最小运行制冷
一 一-一

      5.2.8

      5 2 9

6 38 丫

9 热泵最大运行制热

:一关
      丫

                      一一

1O 热泵最小运行制热

一

l

      5.2.10         刁

1l 冻结
a) 空气流通 5 2 11 63.lla)       丫

b)滴水 6.3 111}) }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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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序号 试验项 目
本书示准 不合格分类

技术要求 试验方 法 八 B C

12 凝 露 5. 2. 12 6. 3. 12 了

13 凝结水排除能力 5. 2. 13 6. 3. 13 了

14 自动除霜 5. 2. 14 6. 3. 14 J

15 噪声 5. 2.15 6. 3. 15 刁

l6 包装 5. 3. 1 6. 3. 16 了

17 运输 5. 3. 2 6. 3. 17 了

18 耐候性能 5. 3. 3 6.3- 18 丫

19 可靠性寿命 5. 3. 4 6. 3. 19

20 能效比(EEB)、性能系数(COP) 5. 2. 16
6. 3. 2-3

6. 3.4-5
J

21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E. 5. 2. 17 附录 E 丫

22 外观检查 5. 1 视检 J

23 安全检查 GB 4706. 32

  定频型空调器不强制要求。

表 11 型式试验抽样方案

      一
A V9水平

一

一’样方’
样本大{、一
一

不合格质量水平

八类 B类 C类

RQL=40 RQ1=80 RQL= 120

A亡 Re Ac Re Ac Re

工 一 一次 n=2 0 1 1 2 3

7. 3 检 验判定

7. 3. 1 出厂检验项口中安全项口属致命缺陷性质.只要出现一台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经

出厂检验和抽查检验后，儿合格的样品可作为合格品交订货方

7. 3,2 型式检验的安全项目属致命缺陷，安全项日判定要 100%合格，若发现一台项不合格则判定该

周期产品不合格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合格的成品中随机抽取，型式检验的样品一律不能作为合格品

交付订货方

7.4 产品验收

7. 4. 1 订货为一有权检查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交货时订货方可按出厂检验项目验收。

7.4.2 根据订货方的要求 供货方可提供一年内完整的型式检验报告，验收的质量指标和抽样方案可

由双方共同商定，抽样方案也可按GB/T 2829进行，如汀货方对产品质量有疑问时，可与供货方和生产

方共同商定，并可增加v't式检验中部分项目或全部检验项目，如有争议应山法定部门进行仲裁

7.4. 3 产品储存超过两年再出厂，必须重新按出厂检验项目检查验收。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
标 志

  每台空调器上应有耐久性铭牌固定在明显部位，铭牌应清晰标出下述各项，并应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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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 32要求的有关 内容。转 速 可控型空调器 、一拖多空 调器 见附录 E. 8和附录 F. 8 0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气候类型(TI气候类型空调器可不标注);

    c) 制造厂名称;

    d) 主要技术参数(制冷量、制热量、能源消耗效率、噪声、循环风量、制冷剂名称或代号以及注人

          量、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电流、输人功率及质量等)。分体式空调器室内、室外机组应分

        别标示，其中室内机组标示整机所需参数，室外机组标示室外机组参数，但至少应标示制冷剂

        名称或代号及注人量、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输人电流、功率;

    e) 产品出厂编号;

    f) 制造日期

    注 is通常铭牌标示的制热量为高温制热量，若空调器进行低温制热量考核时，铭牌应同时标示出低温制热量。

    注2 输入功率应分别标示出额定制冷、额定制热消耗功率和电热装置制热消耗功率。

    注3:产品出厂编号、制造日期允许在空调器明显部位进行耐久性标示。

8. 1.2 空调器上应设有标明工作情况的标志，如控制开关和旋钮等旋动方向标志，在适当位置附上电

气 原理图 。

8. 1.3 空调器应有注册商标标志。

8. 1.4 包装标志，包装箱应用不褪色的颜料清晰地标出: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和商标;

    b) 质量(毛质量、净质量);

    c) 外形尺寸 长X宽X高(cm) ;

    d) 制造厂名称;

    e) 色别标志(整体式空调器应标明面板颜色，分体式空调器应标明室内机组的主色调);

    f) “易碎物品”、“向上”、“怕雨”和“堆码层数极限”等贮运注意事项，其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

        有关规定 。

8.1.5 包装匕应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

8.2 包装

8.2. 1 空调器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和干燥处理

8.2.2 空调器包装箱内应附有下述文件及附件

8.2.2. 1 产品合格证，其内容应包括:

    a) 产 品名称 和型 号;

    b) 产品出厂编号;

    c) 检查结论;

    d) 检验印章;

    c) 检验日期

8.2.2.2 使用说明书应按GH5296,2要求进行编写，至少应包括:

    a) 产品 名称 、型号 (规格);

    b) 产品概述(用途、特点、使用环境及主要使用性能指标和额定参数等);

    c) 接地说明;

    d) 安装和使用要求，维护和保养注意事项;

    e) 产品附件名称、数量、规格;

    f) 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一览表，售后服务事项和生产者责任;

    9) 制造厂名和地址;

    注:七述内容亦可单独编写成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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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 装箱清单、装箱要求的附件

8.2.3 随机文件应防潮密封，并放置在箱内适当位置处。

8.3 运输和贮存

8.3. 1 空调器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倾斜、雨雪淋袭

8.3.2 产品的存贮环境条件应按GB/T 4798. 1标准有关规定，产品应储存在干燥的通风良好的仓库

中。周围应无腐蚀性及有害气体

8. 3.3 产品包装经拆装后仍须继续贮存时应重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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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 附录)

制冷量和热泵制热量的试验及计算方法

房间空调器 的制冷 量 、热 泵制热量可采用房间型量热计 法或空气烙值法进行测量 。

A. 1 房间型量热计法

A.1.1 房间型量热计总则

A.1.1.1 房间型量热计有标定型和平衡环境型两种形式。

A. 1. 1.2 房间型量热计可同时在量热计的室内侧和室外侧测定空调器的制冷量或热泵制热量。空调

器室内侧制冷量，是通过测定用于平衡制冷量和除湿量所输人量热计室内侧的热量和水量来确定;室外

侧提供测定空调器能力的验证试验，其室外侧制冷量，是通过用于平衡空调器冷凝器侧排出的热量和凝

结水量而从量热计室外侧取出的热量和水量来确定

A.1.1.3 用绝热隔墙把量热计分成两间.即量热计室内侧隔室和量热计室外侧隔室。隔墙上开有孔

洞用于安装空调器。应像正常安装情况一样，用支架和密封条安装空调器.不应为r防止漏风而堵塞空

调器和内部结构的缝隙。不应有任何可能改变空调器正常运行的连接和改动。

A. 1. 1. 4 在室内侧和室外侧之间的隔墙上应装有压力平衡装置，以保证量热计的室内、外侧压力平

衡 并用以测量漏风量、排风量和通风量。压力平衡装置见附录D。由于两室之间气流流动方向可能是

变化的，故应采用两套相同的但安装方向相反的压力平衡装置或一套可逆的装置。压力取样装置的安

装应不受 空调器送风和压力平 衡装置排风的影响 ，排风室 的风机或风 扇可用挡风 板或变速装 置改变风

量 .并应不影响空调 器的回风 。

    测量制冷量、热泵制热量或风量时，可调节压力平衡装置，使两室之间的压力差不大于1. 25 Pa.

A. 1. 1. 5 量热计室的尺寸应做到不影响空调器回风和送风的气流。再处理机组的出风「〕应安装孔板

或格栅，以使空调器迎风面的风速不超过。.sm/s。空调器送风、回风格栅的前方应留出足够的空间，

以免气流受到干扰。空调器离侧面墙或天花板的最小距离应为7 m，但有特殊安装要求的不受此限

其房间推荐尺寸如表A.1所示。为适应机组特殊尺寸要求可改变其尺寸

                                表A. 1 量热计隔室内部推荐尺寸

额定制冷量/w
量热计隔室内部最小推荐尺寸了m

宽       一
3 000

6 000

9 000

12 000

2.4

2.」

2. 7

        一

                  2.1

                  2. 1

                  2.n

}

1.s

2 4

3. 0

3. 7

A. 1. 1. 6 量热计室 内、外侧分别装 有空气冉 处理 机组 ，以保持室 内、外 侧的空气循 环和规 足的工况 杀

件。室内侧再处理机组应包括供给显热的加热器、加湿用的加湿器，室外侧再处理机组应包括冷却、去

湿 和加湿 设备 ，其能量可 以控制并 可测量。当量热计用 于热泵测量 时 .两 隔室 皆应 有加热 、加湿 和制 冷

功能(见图A.1，图A.2)或用其他方法，如空调器反向安装在量热计内进行测试。两隔室的再处理机组

都应安装有足够风量的风机，其风量分别不小于被测空调器室内侧或室外侧循环风量的两倍，冉处理机

组出风口处风速应低于1.0 m/s,

A.1.1.7 量热计两隔室中再处理机组和空调器在试验中互相影响.其结果合成的温度场和气流场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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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它取决于量热计的尺寸、布置、再处理机组的大小和空调器送风特性的组合。取样装置的风机

和它的电机应放在量热计室内，其输人功率计人量热计室的总输人功率中。取样管的测温段应在取样

风机的吸人段，风机的排风不应影响温度测量或干扰空调器的循环气流。

A. 1. 1.8 量热计室干、湿球温度测点布置的原则:

    a) 所测得的温度应能代表空调器周围的环境温度，并尽可能接近于机组在实际工作时的室内或

        室外环境状态 ;

    b) 温度测点不应受被测空调器送风或出风的影响，即应在空调器循环气流的上游。

A.1.1.9 量热计室的内表面应采用无孔材料，全部接缝必须密封，量热计室的门、窗应采用衬垫或适

当方法密封，以防量热计室漏气和漏湿

A.1.2 标定型房间f热计

A. 1. 2. 1 标定型房间量热计如图A.1所示。每个量热计隔室围护结构(包括中间隔墙)应有良好的保

温性能，使漏热量(包括辐射热量)不超过被测空调器制冷量的5%。量热计室应架空，使空气能在地板

下方自由流通

压力平衡装置

Xtn盘一1祥
MAMA
11,611  -W
  风机— 翻 七尺J

室内侧隔室

被测 空调册

r}tr---- *UAV
A ’”
竺氰’”
《奋KJ 目一 -风机

︹
日
日
日
日
妇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日
日
日
日

口
口
口

 
 
 
 
 
 
 
 
 
 
 
 
 
 
 
 
 
 

侧

凹
如
一

料

泥合器 一

口

口

口

x xx x

  火~~

混合器

                                              一 空气取样管 一

                                  图A. 1 标定型房间量热计

A. 1. 2.2 量热计室内侧隔室或室外侧隔室的漏热量的标定方法如下:

    将量热计隔室的所有开口关闭，用电加热器把隔室加热，使温度至少高于该隔室周围环境温度

ll 0c，其隔室的六面围护墙外侧空气温度应维持士1 0C温差以内，当温度恒定后，该隔室总输人功率(包

括风机等输人功率)即是该隔室在所保持的室内外温差下的漏热量

A. 1. 2.3 中间隔墙的漏热量的标定方法如下:

    试验在A.1.2.2基础上进行，将中间隔墙另一面隔室的温度升高到与已加热隔室温度相同，如此

消除了中间隔墙的漏热，同时保持隔室五面围护墙与外部环境温度 11 0C温差(与A.1.2.2试验的温差

相同)。根据这次试验与A. 1. 2.2试验的热量差，就是中间隔墙的漏热量。如果墙的结构与其他墙相

同，其漏热量也可按面积比例确定。

A. 1. 2.4 对于装有冷却设备的隔室可采取冷却隔室的温度，使其低于环境温度(六面墙)ll0C，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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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类似分析

A. 1. 2. 5 用两个房间同时进行试验，以确定空调器能力的方法，其量热计室内侧隔室的性能应定期或

至少6个月用标准制冷量检验装置进行校验，校验装置可以是一台经测量范围相当的国家试验室用房

间型量热计测试过的空调器。

A. 1. 3 平衡环境型房间19热计

A. 1. 3. 1 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如图A. 2所示。其主要特点是在室内侧和室外侧隔室的外面分别设

温度可控的套间，使套间内的干球温度分别等于室内侧和室外侧的干球温度。如果使套间的湿球温度

也等于量热计室的湿球温度，则A.1.1.9可不作要求。

A. 1. 3.2 量热计隔室的围护与其外套间的相应围护之间必须留有足够的距离，以保证套间内的温度

场均匀。建议此距离至少为。. 3 m。此套间内装有空气循环装置以防止空气分层。

A. 1. 3. 3 中间隔墙的漏热量，应计人热平衡计算中。漏热量按A. 1. 2.3标定或计算得出

A. 1. 3. 4 量热计隔室围护结构应有良好的保温性能，按A.1.2.2方法试验，在110C温差下的漏热量

(包括辐射热量)不大于试验机组容量的10%或300 W，两者取大值

A. 1. 4 试验

A. 1. 4. 1 调节再处理机组的加热量和加湿量或制冷量和除湿量，使室内侧和室外侧的工况条件满足

6.1.2和6.2的要求。

A. 1. 4. 2 将空调器室内、室外空气进行交换的通风门和排风门(如果有)完全关闭，其设定温度、风扇

速度、导向格栅等在不违反制造厂规定下调到最大制冷量的位置，若试验时调到其他位置时，应与额定

制冷量同时注明。

A. 1. 4. 3 当试验工况达到稳定 1h后进行测试，每5 min读值一次，连续七次，其读数允差应符合正文

表6规定(见正文6.4.4)

A. 1. 4.4 按室内侧测得的空调器制冷量(或制热量)与按室外侧测得的空调器制冷量〔或制热量)之间

的偏差不大于4%时，试验为有效

冷却盘管 冷却盘管

加热器 加热器

加湿器

    L

曰

口
曰

令

加湿器

风机 风机

混合器 混合器

图A. 2 平衡环境型房间热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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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4.5 空调器测定的制 冷量应 为显 冷 、潜冷和 总制 冷量 ，并 以室内侧测得 的值为准 。热 泵制热量 以

室内侧或室外侧(当热泵机组反向安装在试验装置内时)测得的值为准。制冷量和制热量均取连续七次

的平均值

A.1.5 水冷式空调器制冷皿、制热f试验的f热计和辅助设备

A. 1. 5. 1 标定型和平衡型量热计的室内侧均可用于水冷式空调器制冷量、制热量的试验。

A. 1. 5.2 用测量方法确定冷凝器冷却水的流量及温升，冷凝器和温度测点间的水管应进行保温

处理 。

A. 2 空气焙值法

A. 2. 1 试验房间的要求

A. 2. 1. 1 如果对试验房间的室内工况有要求，则此房间或区域应能使工况维持在规定允差内，在试验

时装 置周 围的空气 速度不超过 2.5 m/s

A.2.1.2 如果对试验房间或区域的室外工况有要求，则应具有足够的体积和使试验中空调器的气流

场不能改变。

    试验房间的尺寸，除了正常安装所要求的距地或墙之间的尺寸外，应使房间任一表面到空调

器的送风口表面的距离不小于1. 8 m，到空调器的其他任一表面的距离不小于。. 9 m房间再处理

机组的送风量应不小于室外部分空气流量。在空调器送、回风方向的气流，要求工况稳定，温度均

匀 ，低 速 。

A. 2.2 试验装置

    空气焙值法的试验装置布置如图A. 3-1、图A. 3-2、图A, 3-3、图A. 3-4。空气测量装置安装在室内

侧并与空调器送风口相接。空气测量装置应有良好的保温，保温从空调器送风口开始，直至测温点为

止，包括连接风管在内，以使漏热量不超过被测制热量的5%。试验房间内设有空气再处理机组，以保

证空调器的回风参数在规定的千球、湿球温度范围内。

    a) 房间式空气焙值法的试验装置布置原理图见A. 3-1,

房fl空调装置 ; 空气流量测量装置

/一 \
温度取样器

  室外侧
试验房间

室内侧试验房 间
鳖书

图A. 3-1 房间式空气焙值法的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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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风洞式空气烩值法的试验装置布置原理图见A. 3-20

                      图A. 3-2 风洞式空气恰值法的试验装置

c) 环路式空气烩值法的试验装置布置原理图见A. 3-3.测试环路应密闭，各处的空气渗漏量不

    应超过空气流量测试值的1%，空调机周围的空气干球温度应保持在测试所要求的进口干球

    温度 值的士3℃之内 。

室内侧试验室

班覃
室外侧试验 室

温度侧定器

空调器

Yt

室内侧空气调节装置 JJ卜赢蕊

                        图A. 3-3 环路式空气怡值法的试验装置

d) 量热计式空气烙值法的试验装置布置原理图见 A. 3-4。图中的封闭体应制成密闭和隔热的，

    进人的空气在空调器与封闭壳体之间应能自由循环，壳体和空调器任何部位之间的距离应不

    小于150 mm，封闭壳体的空气人口位置应远离空调器的空气进口。空气流量测量装置在封

    闭壳体中的部位应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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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侧空气调节装置

弓 巨云泛云泛云泛乞友空乙空乙泛云豆 11111111

/片\ ! 压力计

鬓-W}l
风量侧定装置 翌9) 絮器

室内侧试验室

，一「几刊      &
AMil !_!}
体 日 乡 I 日u

A.2. 3

A.2 3

      a)

                    图A.3-4  f热计式空气怡值法的试验装置

图A. 3-〕一图A. 3-4所示的布置是空气焙值法的各种使用场合，不代表某种布置仅适用于图中所示型式的空调

器。当压缩机装在室内部分并单独通风时，应使用图 A. 3-4所示的封闭体。

测t

1 温度测f

  空调器室内侧送风口温度优先采用图A. 4的空气取样装置测量，安装位置如图A. 3-1,

  图A. 3-2、图A. 3-3、图A. 3-4所示;也可在足够多的位置上直接测量，然后确定其平均温度。

                                    图A.4 空气取样装置

    b) 空调器内侧回风口的温度可用空气取样装置测量，也可在足够多的位置上直接测量，然后确

        定其平均温度，取样装置测温仪表应位于距空调器室内侧回风口约。.15 m处

    c) 空调器室外侧进风口温度的测量位置应不受空调器排出风的影响，所测得的温度应能代表空

        调器周围的温度

A. 2. 3. 2 风f测It

    风量测量可见附录n+风量测量》(资料性附录)的有关规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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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热泵制热蛋试验

A. 2. 4. 1 稳定状态的热泵制热量试验

    如果在任一3h的周期内，空调器无除霜动作，并且工况不超过正文表6所规定的允许偏差，则应

进行稳定状态的热泵制热量试验

    调节再处理机组，使室内侧和室外侧的工况满足正文表3制热工况的要求，当试验工况达到稳定后

ih内，5 min读值一次，连续七次;这七次读值的偏差不得超过正文表6规定的允许偏差

A. 2. 4. 2 不稳定状态的热泵制热量试验

    室外盘管结霜的热泵空调器，在试验条件下，除霜控制器由于某种原因而有动作，或不能保证表6

所规定的允许偏差，则应进行不稳定状态的热泵制热量试验。

    调节再处理机组，使制热工况达到“平衡状态”，但时间不少于1 h,若空调器进行除霜工作，试验

房间的再处理机组的正常功能可能会受到干扰，因此试验工况允许有较宽的偏差，即3倍于表6规

定值 。

    对于在除霜期内室内侧风机停止运转的空调器，在除霜期间应关闭测量装置的排风扇，用电度表测

量空调器的累积输人电量。

    机组运行3h试验时间，如果试验结束时机组处于除霜状态应使这一试验周期完成 正常试验期

间应每隔5 min读值一次，从除霜期开始至结束的除霜周期内(如果室内风扇运行)至少每10 s读值一

次以保证在除霜期和恢复期内应有足够多次的读值，以便正确地确定空调器送风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

线图，并能确定空调器的输入电量。

A. 2. 4. 3 最短的试验时间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a) 若没有出现除霜，试验时间应为6 h;

    b) 最少三个完整的除霜周期;

    。) 最少有3h，包括一个完整的除霜周期;

    一个完整的除霜周期由一个完整的制热过程和除霜过程组成。

A. 2. 4. 4 在很多情况，由于不稳定工况和内部损失使测量制热量与精确的检验同时进行是不现实的

因此，主要试验装置应进行如附录A. 2. 5规定的标定试验。

A. 2. 5 试验装置的标定(空气烙值法)

A. 2. 5. 1 试验装置应定期进行标定试验，以验证试验装置的测量准确度。标定试验至少每半年一次

试验装置作重大改变后也应进行标定试验。

A.2.5.2 标定试验的装置如图A.5所示。这种装置的构造和保温应使其向房间的辐射和传导热损失

小到忽略不计。标定装置代替被测试空调器连接到空气测量装置上。

A. 2. 5. 3 在标定试验时，调节风量、空气进出口温度使之与空调器试验时的测量值相一致，并在正文

表5规定的允许偏差范围内。

A. 2. 5. 4 标定装置电加热器输人热量按下式计算:

                                          庐=P, ····，····，，·】···‘··，，··· 一(A. 0)

    式 中:

    $,一一电加热器的制热能力，单位为瓦(W);

    P,— 电加热器的输人功率，单位为瓦(W),

A.2.5.5 标定装置的输出热量按A. 3. 2. 2的公式进行计算

A. 2. 5. 6 标定装置电加热器输人热量(式A. 0 )与测得的输出热量(A..1.2,2)之差应在4%以内。则认

为试验装置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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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 标定试验装 置

A. 3 制冷 f、制热f计算

A. 3. 1  f热计法

A. 3. 1. 1 制冷f计算

    a) 室内侧测定的空调器总制冷量按式A.1计算:

                          式，一EP+(h，一h,2 )W干式+0, ···，，········，，，⋯⋯(A.1)

    式 中:

    丸.— 室内侧测定的空调器总制冷量，单位为瓦(W);

  乏尸r— 室内侧的总输人功率，单位为瓦(W);

    h�,— 加湿用的水或蒸汽的烩值，如试验过程中未曾向加湿器供水，则h*取再处理机组中加湿器

          内水温下的烩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 �z— 从室内侧排到室外侧的空调器凝结水的烙值，凝结水的温度不能实现测试时(一般在空调

          器内部发生)，可以冷凝温度代替或通常假定等于空调器送风的湿球温度估算，单位为千焦

          每千克(kJ/kg);

    Wr— 空调器内的凝结水量，即为再处理机组中加湿器蒸发的水量，单位为克每秒(9厂5):

    o,p— 由室外侧通过中间隔墙传到室内侧的漏热量，由标定试验确定(或平衡型量热计可根据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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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确定)，单位为瓦(W) ;

    武-一 除了中间墙外，从周围环境通过墙、地板和天花板传到室内侧的漏热量，由标定试验确定，

          单位为瓦(W) e
    b) 室外侧测定的空调器总制冷量按式 A.2计算:

                    0,,。一0一EP一P+(h-。一h,2 )W.+ol,p+0- ·········一··⋯(A. 2 )

    式 中 :

    0,— 室外侧测定的空调器总制冷量，单位为瓦(W);

    0, 一室外侧再处理机组中冷却盘管带走的热量，单位为瓦(W) ;

    EPo 一室外侧再加热器，风机等全部设备的总输入功率，单位为瓦(W);

    P— 空调器的总输人功率，单位为瓦(W);

    h,.一 室外侧再处理机组排出的凝结水在离开量热计隔室的温度下的焙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

            (kJ/kg);

    ol,。一 通过中间隔墙，从室外侧漏出的热量，当隔墙暴露在室内侧的面积等于暴露在室外侧的面

          积时，ol}。一叭。，单位为瓦(W) ;
    气11— 室外侧向外的漏热量(不包括中间隔墙)，由标定试验确定，单位为瓦(W),

    c) 水冷机组冷凝侧总制冷量按公式A.3计算:

                                    武二一0,。一Y- P,            ........................·一 (A.3)

    式 中:

    汽〕 一室外侧测定的空调器总制冷量，单位为瓦(W);

    人。— 空调器冷凝器盘管带走的热量，单位为瓦(W);

    EP一 空调器的有效输人功率，单位为瓦(W) e

    d) 潜冷量(房间除湿量)按式A.4计算:

                                          Od一K,W, ······························⋯⋯(A. 4)

    式 中:

    0e一潜冷量，单位为瓦(W);

    K,一 2 460，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W 一空调器内的凝结水量(g/s)，详见式 A. 1的说明

    e)   U冷量按式A.5计算:

                              0一0",一oa ················⋯⋯(A. 5)
    式 中 :

    0. 显冷量，单位为瓦(W);

    o",一空调器总净制冷量，单位为瓦(W);

    式 潜冷量，单位为瓦(W)详见d);
    D 房间显热比计算方法按式 A.6进行:

                                      SHR一乡/代L ····················一 (A.6)
    式 中:

    0一一显冷量，单位为瓦(W);

    气— 室内侧测定的空调器总制冷量，单位为瓦(W) o

A. 3..1. 2 热泵制热最的计算(量热计方法)

    a) 室内侧测定的热泵制热量按式A.7计算:

                            01.一o,.;+0L -0,‘一P ·····················.·.⋯(A. 7)
    式 中 :

    汽L一 室内侧测定的热泵制热量，单位为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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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c‘— 室内侧再处理机组中冷却盘管带走的热量，单位为瓦(W);

    势— 由室内侧通过中间隔墙传人室外侧的漏热量，单位为瓦(W);

    0,:— 室内侧向室外的漏热量(不包括中间隔墙)，单位为瓦(W);

    尸— 室内侧的总输人功率(如照明、辅助装置的电热功率、加湿装置的平衡热等)，单位为瓦(W)

    b) 室外侧热泵制热量按式A.8计算:

                        汽。=Po+尸，+qwo ( h*一人，)+岁。+人。。 ·······】】···，，甲，⋯ (A.8)

    式 中:

    ono— 室外侧测定的热泵制热量，单位为瓦(W);

    尸— 一室外侧的总输人功率(空调器输人功率除外)，单位为瓦(W);

    P— 室调器的总输人功率，单位为瓦(W);

    q-— 为维持试验工况，进人室外侧隔室水的质量流量，单位为克每秒(g/s);

    h w4— 进人室外侧水的烙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

    hw一一 室外侧凝结水的烩值(高温工况)，或结霜的熔值(低温或超低温工况)，单位为千焦每千克

            (kJ/kg);

    01,— 由室内侧通过中间墙传人室外侧的漏热量，当隔墙暴露在室内侧的面积等于暴露在室外侧

          的面积时，$'=小，，单位为瓦(W);

    丸 — 除中间隔墙外，通过墙、地板和天花板传人室外侧的漏热量，单位为瓦(W) o

    注:空调器漏风量和平衡风量之间的能量转移忽略不计

A. 3.2 空气焙值法

A. 3. 2. 1 制冷it的计算

    a) 制冷量由室内侧确定，按式A.9进行计算:

                            汽一 qmj (h�,一h,)/V'�(1+W}) ······，，，，··。·，···甲·⋯⋯(A.9)

    式 中:

    人- 室内侧测量的总制冷量，单位为瓦(W);

    40}}一 空调器室内测点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s);

    hr,— 空调器室内侧回风空气焙值(干空气)，单位为焦每千克(J/kg);

    h,— 空调器室内侧送风空气烩值(干空气)，单位为焦每千克(J/kg);

    v%--一测点处湿空气比容，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kg);

    W}- 测点处空气湿度，kg/kg(干).

    b) 显冷量(房间显热制冷量)按式A. 10计算:

                            丸，一90,, C�� (t.一tai)/V'o(1 +W)························⋯⋯(A. 10)

    式 中:

    火— 显冷量，单位为瓦(W);

    q一一1 005+1 846W,.，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J/ (kg " K) (干);

    ‘一 空调器室内侧回风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一 一空调器室内侧送风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c) 潜冷量(房间除湿量)按式A.11进行计算:

                      汽 =K, 4- (W;,一W,,)/V'},(1+W})一0,一0,.; ········，·⋯⋯(A. 11)

    式 中:

    汽，— 潜冷量，单位为瓦(W);

    K,--z. 47 x 1 O'(此值为15℃士1℃时的蒸发潜热)，单位为焦耳侮千克(J/kg);

    W�-一室内侧回风空气的绝对湿度，kg/kg(干);

    W.2— 室内侧送风空气的绝对湿度，kg/kg(干)

  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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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号定义见公式A.9.

    注:公式八.9--A.10不包括试验装置的漏热量。

A.3.2.2 热泵制热t的计算(空气焙值法)

    a) 稳定状态的热泵制热量按式A. 12进行计算:

q, Cp, (c,:一t0, )
V�(1+W})

(A.12)

    式中 :

    汽— 空调器热泵室内侧制热量，单位为瓦(W);

    q.— 空调器室内测点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S);

    Cp— 空气比热，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J/kg " K)(干);

    ‘1— 空调器室内侧回风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 空调器室内侧送风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v'. 测点处湿空气比容，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kg);

    W}-一 测点处空气湿度，kg/kg(干)。

    注:公式 A.12役有包括试验装置的漏热量，如若修正管路损失应将其计算在制热量内。

    为保证湿度，室内空气的水蒸气增加，使空调器回风和送风的空气含湿量发生很大变化，可用式

A.13进行计算:

4m, (h,:一 h e, )
V% (1+W�) (A.13)

式 中 :

一空调器室内侧问风空气蛤值(干空气)，单位为焦耳每千克(J/kg);

一空调器室内侧送风空气怡值(干空气)，单位为焦耳每千克(J/kg)

札

瓜

    其他符号见式A.12的符号说明

    b) 不稳定状态的热泵制热量计算

    不稳定状态的热泵制热量可按A. 3. 2. 2公式A.工3计算，并在整个试验期内按时间进行平均。对

于在除霜期内室内侧风停止运转的空调器，在除霜期内的制热量认为等于零，所经历的除霜时间必须包

括在求平均制热量的总试验时间内。

      卜述试验结果确定的空调器能力，没有进行试验条件的允差的修正

A. 3. 3 室外空气焙值法

A. 3. 3. 1 当空气烩值法用于室外侧试验时，其试验装置按A.3.3.2配置。如果空调器有远距离的室

外盘管时，应对管路损失进行修正

A. 3. 3. 2 空气焙值法被用于室外侧时，应确认空气流量测试装置对空调器的性能是否有影响，如果有

影响应进行修正 在空调器的室外侧热交换器的中点处应布置热电偶，对配有膨胀阀且对充注制冷剂

量不敏感的空调器可把压力表接在检修阀上或吸气管和排气管上。把空调器与室内侧试验装置连接但

不接室外侧试验装置，在规定的工况一F进行预试验，运行至稳定后，每隔5 min记录一次数据(包含室内

侧数据和热电偶或压力表的数据)，连续记录时间不少于30 min。然后与室外侧试验装置连接进行试

验，待运行稳定后，将布置的热电偶指示的温度或压力表指示的压力记录下来。把这些数据的平均值与

预试验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如果温度超过士。.3℃或压力不在相应的范围内时，则应调整室外空气流量

直到达到上述要求为止 连接室外侧试验装置的试验应在运行工况稳定后再运行30 min，这一期间室

内侧试验结果与预试验的结果相差不超过士2%。上述要求对空调器的制冷、制热循环均适用

A. 3. 3. 3 空调器的压缩机若与室外气流进行通风，考虑压缩机的热辐射应用量热计空气熔值法进行

试验，其布置如图A. 3-4 0

A. 3. 3. 4 当室外侧空气流量按A. 3. 3. 2进行调整后，其调整后的空气流量用于制冷(热)量的计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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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试验记录的室外风机的输人功率应作为计算时的依据。

A.3.3.5   计算方法

基于室外侧数据的总制冷量由下式计算:

势
q_ (h,‘一has )

V%(1+W�)
一 P ······························⋯⋯(A. 14)

对于冷凝水不蒸发的空调器的总制冷量由下式计算:

，_9m, Cve全已二La, )一P.........................⋯⋯(A. 15)
        V,,( + Wn)

式中 :

4,,.。一 一室外侧的总制冷量，单位为瓦(W) ;

4m— 室外侧风量测定值，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h,— 室外侧出风口空气的焙值(干空气)，单位为焦耳每千克(J/kg);

has— 室外侧进风口空气的烩值(干空气)，单位为焦耳每千克(J/kg卜

认一 空气的比热，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J/kg " K)(干);

‘一 离开室外侧空气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o一一进人室外侧空气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V' 测定位置的湿空气比容，单位为立方一米每千克(m'/kg);

W}一 一喷嘴处空气湿度·kg/kg(干);
尸t— 空调器的总输人功率，单位为瓦(W)o

注:公式 A.14-A.15不包括试验装置的漏热量

b) 基于室外侧数据的总制热量由下式计算:

势「卜「 y}_ (h�, --h,)V}}(  ++W,)+尸 ..................·....···⋯ ⋯ (A. 16

对于冷凝水不蒸发的空调器的总制热量由下式计算:

0..,、一9m0 Cp华字-t�)+尸t·...······.·.················⋯⋯
            V �lI十 洲 �J

17 )

式 中 :

汽。一 室外侧的总制热量，单位为瓦(W);

其他符号说明见式(A.15).

注:公式 A. 16一A. 17不包括试验装置的漏热量

c) 管路漏热损失的修正值由下式计算

对于光铜管

                  4,=驻0. 6057+0.005316(D,)0

对于隔热 管

                    势=[0.6154+0. 3092(T)

5 (At) i. as十79. 8D△司L

(A.

(A.

a,(D.)o.s(,}t)1,11]I, (A. 18

式 中:

Y'L一一连接管管路漏热损失，单位为瓦(W);

D— 室外连接管直径，单位为毫米(mm) ;

At— 制冷剂和周围环境间的平均温差，单位为摄氏度(℃);

L— 连接管的长度，单位为米(m);

了— 绝缘材料的厚度，单位为毫米(mm) p

管路漏热损失的修正值计人室外侧的能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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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噪 声 的 测 定

B. 1 噪声测试室要求

B.1.1 本底噪声与空调器噪声测定值的差不应小于 10 dB(A).

B. 1.2 房间的声学环境应符合表B. 1的要求(可采用GB 6882-1986标准中对消声室的鉴定程序进

行测试)。

表 B.1 测得的声压级和 理论 的声压级之间最大允差

测试室类 型 1/3倍频带中心频率/Hz 最大允差//dB(A)

消声室 (全 消声室)

  < 630

800-5 000

                  一

} +1.5-1.0
{

半消声室

    < 630

800 5 000

  > 6 300

土 2. 5

士 2 0

士 3.0

注:房间地面应为硬性的光滑平面，正入射的吸声系数在测试频率范围内应不大于0.060

B.2 噪声测试条件

B. 2. 1 被测空调器的电源输人为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B.2.2 噪声测试期间，进人空调器室内、外侧的空气状态应维持正文表3中额定制冷量或额定(高温)

制热量工况(其允差可为士l. 50C)条件，运行30 min后测量。对于转速可控型空调器，应在额定制冷量

或额定(高温)制热量工况，压缩机以最大许用转速下运行进行噪声测试。

B. 2. 3 空调器的挡风板、导风格栅、风扇速度、温度控制器等，在不违反制造厂规定下调至最大制冷量

或制热量位置，即与测定额定制冷量或额定制热量位置一致

B. 2. 4 如果空调器有两种以上的安装位置，应按最不利安装位置或在每一种安装位置分别进行噪声

试验

B. 3 噪声测试方 法

B. 3. 1 将空调器安装在噪声测试室内，在室内侧按附录B中图B. 1一图B. 5所示位置放置传声器(应

佩带海绵球风罩)进行测量 室外侧分体式机组放在5 m-厚橡胶(邵氏硬度为45)的垫上;若出风口

中心高度离地面不足I m可垫高至1 m处，且距机组前面板1 m处，噪声最大位置进行测量

B.3.2 测试频率范围一般应包含中心频率 125 Hz- 8 000 Hz之间的倍频程和中心频率 100 Hz-

10 000 Hz之间的1/3倍频程。

B.3.3 测试用声级计指示表时可用“慢”挡特性，其指针的波动小于+3 dB，声级可取观察中极大值和

极小值的平均值，超过士3 dB时应采用合适的噪声仪器系统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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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侧 室内侧

矍

隔墙 ~

lm

图B1 窗式空调器噪声测试

室外侧 室内侧

日

闭

。0

L
\

1nl

隔墙 ~

亥

图B. 2 挂壁式空调器噪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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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侧 室内侧

附墙 升

终

图B. 3 落地式空调器噪声测试

室外侧 室内侧

拢

                        图B. 4 嵌入式和吊顶式空调器噪声测试

注 1;图B. 1一图 B. 4中h表示空调器的高，l为空调器的宽,.4约为 1 m:

注 2:表示传声器的位置;

注3:嵌入式(嵌人房顶时)空调器的噪声测试时，拾音器置于与空调器安装面1.4 m距离的平行面上噪声最大位置

      处，吊顶式空调器的噪声测试时，传声器置于与空调器出风口中心 1.0 m距离的平行面上噪声最大位置处。

                                                                                          单位 为米

② 声级计传声器的位置
高度 =(机组高度 +ll/2

图B.5 顶出风式室外机的测试方法(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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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组四面中央、距机组1 m远、高度为机组高度加1 m的总高度的1/2处布置四个测点。按照上

述方法测得4个数据，然后按照式B. 1计算表面平均声压级作为最终测试结果:

L。一101g(1/N)艺10-', 二 ，..⋯ ‘。.......一 (B.1)

式 中:

工p— 测量表面平均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A));
与— 第!点的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A));
N - 测点总数 ，这里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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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测 1t 仪 器

C. 1 温度测f仪表

C.1.1 温度测量仪表的最小分度值不可超过仪表准确度的2倍。例如:规定仪表准确度为士。. 050C ,

则最小分度值不超过士。.10Ce

C. 1. 2 仪表准确度为士。.05℃时，该仪表应与国家计量单位校验过的温度仪表进行比较标定。

C. 1. 3 湿球温度的测量应保证足够的湿润条件，流过湿球温度计处的气流速度不小于5 m/s;对

于其他仪表应有足够气流速度以达到蒸发平衡保证湿润条件，玻璃水银温度计感温包直径不大于

6. 5 mm.

C. 1. 4 如有可能安装测量温度变化的温度测量仪表，测量进出口位置温度变化值，以提高测量准

确度 。

C. 1. 5 液体管道温度应采用直接插人液体内或套管插入液体内的温度测量仪，使用玻璃水银温度计

应校核该压力对温度的影响。

C.飞.6 温度测量仪表应对附近热源的辐射有足够的防护。

C. 1. 7 仪表温差阶约等于或大于7℃时，测量仪表的响应时间需达到最后稳态温差63%的时间。

C. 2 压力测量仪表

C. 2 压力仪表的最大分度值不能大于表C. 1所示值:

                        表 C. 1 压力仪表 的分度值 (理论值 )

范 围/Pa 最大分度值/Pa

1. 25-25

> 25- 250

>250--500

    > 500

1. 25

2. 5

5.0

25

C. 2.2 空气流量测量的最小压差为

    a) 采用斜管压力仪表或微压计时为25 Pa;

    b) 采用直管压力仪表时为500 Pa,

C. 2. 3 压力仪表准确度要求:

    a) 仪表测量范围1. 25 Pa-25 Pa时，微压计的准确度为士。.25 Pa;

    b) 仪表测量范围在25 Pa-500 Pa时，勾形计量器或微压计的准确度为士2. 5 Pa;

    c) 仪表测量范围在500 Pa以上时，直管压力表的准确度为士25 Pa

C.2.4 大气压测量用气压表，其准确度为士0.1%.

C. 3 电气测蛋仪表

C. 3. 1 电气测量仪表使用指示型或积算型仪表。

C. 3. 2 测量输人到量热计的所有电气仪表准确度应达到被测量值的士0.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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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水流且测f仪表

C. 4. 1 水流量测量用液体计量器(测量液体的质量、体积或液体流量计)，其仪表准确度为测量值的

+1.0%门

C_4.2 液体计量器应能积聚至少2 min的流量。

C.5 其他仪表

C. 5. 1 时间测量仪表准确度为测量值的士。.2%

C. 5. 2 质量测量应用准确度为测量值的士1.。%的器具。

C. 5.3 转速测量可用遥感型测速仪，其准确度为测量值的土1.0%

C. 5.4 噪声测量应使用1型或I型以上的精确级声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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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 附录 )

风 f 测 f

D. 1 风 f的确定

D.1.1 被测空调器下述风量可采用本标准规定的装置和试验步骤进行测量。

    a) 循 环风量(房间的送风量);

    b) 通风 量;

    。) 排风量;

    d) 漏风量

D. 1. 2 风量以质量流量确定，若以体积流量表示时其风量应在额定工况下(此时比容一定)确定;试验

条件应符合正文6.1.2表3中额定制冷运行工况的要求一并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制冷系统运行情况

下进 行试验 。

D. 2 喷嘴

D. 2. 1 喷嘴应按图D.1规定的结构尺寸，并按本附录规定的下述条款安装。

﹂
彭

口
汉

                                          图D. 1 喷嘴

D. 2.2 喷嘴的流量系数可按图D. 2确定，图中各量值说明如下:

                                          Ce=f(R)

                                        R。一VDp I p

    式 中:

    Cl,— 一流量系数;

    R-一 雷诺数:

    D 一喷嘴a径;

      V一 速度 ;

      r一 密度;

    p--- 粘度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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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 =

尸/产 二黑
(D. 2)

(D.3)

雷诺数M O'

。。Ce995
0_990

400

400

300

  0

200

 
 
\

尺

、、

标

、0.08

300
0. 980

100 -

80 0

200

  ' 0. 97060040
0.960

lwelJ
J
J
士
eslsej
es
|

厂we
|
.1

100

0.950

0.940

喷嘴直径U. Y

流量系数
干球温度 t/̀C

动压/Pa

注:由喷嘴直径和干球温度在标尺上得到一点，再由此点与动压线得到雷诺数和流量系数

                              图D. 2 喷嘴的流f系数图线

D.3 装置

D. 3. 1 应采用图D. 1、图D.3、图D. 4所示的装置测定风量。

喷嘴动压

接收室与空调

排

风

板

器的连接管

图D.3 循环风AM190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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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感管

隔室平衡压力

喷嘴 动压

0

0
排风扇

弓
日口
的
洲

                                      图D. 4 压力平衡装置

D.3.2 将一个或多个按图D. 1、图D. 3加工的喷嘴安装在接收室的一壁面上，并向排风室排风，排风

室的大小应使喉嘴风速不小于15 m/so喷嘴间的中心距不应小于三倍喉径;任一喷嘴的中心与相邻四

壁面中任一壁面的距离不应小于1. 5倍喉径。如各喷嘴直径不同，轴间距离应按平均直径取值。接收

室的尺寸和布置应能对喷嘴提供均匀的逼近速度，或安装合适的整流板以达到此目的。如此安装的喷

嘴对其逼近速度可不加修正。

D. 3. 3 为了将接收室靠近空调器送风口处的静压调到零，可采用一台压差计，它的一头和接收室的一

个或多个静压接管相接，接管应与接收室内壁齐平

D. 3. 4 在排风室内，任一喷嘴的中心到相邻壁面的距离应不小于1. 5倍喉径。喷嘴到下一个障碍物

的距离应不小于5倍喉径，若采用了合适的整流板则不受此限。

D. 3. 5 排风室应装排风扇以克服排风室、喷嘴和整流板的阻力。

D.3.6 测量喷嘴前后的压力降应采用一个或多个并联的压差计，压差计的一头与接收室的静压接管

相接;而另一头则与排气室的静压接管相接。静压接管的安装必须与外壁内表面齐平，并避免受到气流

流动的影响。如有需要，喷嘴出口处的动压可用毕托管测量。若使用多个喷嘴，则需用毕托管对每个喷

嘴进 行测定 。喷嘴处 的温度读数仅用来确 定空气密度 。

D.4 循 环风量测量

D. 4. 1 被 测空调器的循环 风量应采用图 D. 3所示装置进行测量

D. 4. 2 采用一段空气阻力可以忽略不计的风管将房间空调器的送风口与接收室相接。

D.4.3 调节排风扇将接收室内空调器出口处的静压调到零。

D. 4. 4 记 录下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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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大气压力 ，kPa;

    b) 喷嘴喉部动压或喷嘴前后的静压差，Pa;

    c) 喷嘴处干球、湿球温度或露点温度，℃;

    d) 采用的电压(V)和频率(Hz),

D.4.5 通过单个喷嘴的体积流量和质量流量分别按式D. 4、式D. 5和式D. 6计算;

9、一 K2

4mV

Ca A丫1 000 P,V}'

K, C,A召P../V�

(D. 4)

(D. 5)

      PAVn

  P, (I+W})
(D. 6)

式中 :

4— 通过单个喷嘴的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s);

— 通过单个喷嘴的质量流量，单位为千克每秒((kg/s);

- 1.414;

喷嘴流量系数(按D. 2. 2确定);

叽
凡

瓜
    A 喷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P一 喷嘴前后的静压差或喷嘴喉部的动压，单位为帕(Pa);

  V- I— 喷嘴进日处的湿空气比容，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3 /kg);

    P:,— 标准大气压,101. 325，单位为千帕(kPa) ;

    P-- 喷嘴进l7处的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

    W�一 一喷嘴进口处的空气湿度,kg/kg(干);
    V}— 按喷嘴进口处的干球、湿球温度确定的，在标准大气压下的湿空气比容，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kg),

    注:当大气压力与标准大气压偏是不超过3 kPa时，为简化计算可以认为v。等于V.,'

D. 4. 6 采用多喷嘴测量时应按D.4.5计算，其总风量为各喷嘴风量之和。

D. 5 通风量、排风里和漏风里的测f

D. 5. 1 各种气流定义见图D. 5.

室内旁通风 宰外旁通风

图D.5 气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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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2 通风量、排风量和漏风量采用类似于图D. 4表示装置，并在制冷系统运行达到冷凝平衡后测

量，用压力平衡装置调节室内侧与室外侧之间的静压差不超过 1.0 Pa.

D.5.3 记录下列数据:

    a) 大气压力，kPa;

    b) 喷嘴处的干、湿球温度，℃;

    c) 喷嘴喉部的动压，kPa;

    d) 采用的电压V和频率Hz,

D. 5. 4 按D.4.5计算风量。

D.6 静压的测量

D6.1 单个空气出口的空调器

D. 6. 1. 1 空调器的机外静压测量装置按图D.6,

    在空调器空气出口处安装一只短的静压箱，空气通过静压箱进人空气流量装置(不采用空气流量直

接测量法时，进人一合适的风门装置)，静压箱的横截面尺寸应大于空调器出口尺寸，使其出风不受影响

(静压箱的平均风速小于。. 77 m/s) o

D.6.1.2 测量机外静压的压力计的一端应接至排气静压箱的四个取压接口的箱外连通管，每个接口

均位于静压箱各壁面的中心位置，与空调机空气出[fl的距离为出[la平均横截面尺寸的两倍，另一端应和

周围大气相通，进口风管的横截面尺寸应等于机组风口的尺寸。

                                  图D. 6 机外静压测量装置

D.6.2 多个空气出口的空调器

    在空调器每个空气出口装一个符合图D. 6的短静压箱，多个送风机使用单个空气出口的空调器应

按照D. 6.飞的要求进行试验。

D.6.3 静压测定的一般要求

D. 6. 3. 1 取压接口直径为6 mm的短管制作，短管中心应与静压箱外表面上直径为 1 mm的孔同心

孔的边口不应有毛刺和其他不规则的表面

D. 6. 3. 2 静压箱和风管段、空调机以及空气测量装置的连接处应密封，不应漏气。在空调机出口和温

度测量仪表之间应隔热，防止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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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房间空气调节器季节能源消耗的计算

E.1 范 围

    本附录规定了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和标志，以及房间空气调

节器的季节能源消耗效率的计算

    本附录适用于采用风冷冷凝器、转数一定型和转速可控型全封闭型电动机一压缩机，以创造室内舒

适环境为目的的制冷量14 000 W以下家用和类似用途的房间空气调节器。

        注1水冷式房间空气调节器除外;

        注 2:容量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可参照执行.

E.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第2章增加:

IRA4046:1999 房间空气调节器季节消耗电量计算基准

E.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第3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 3. 5

    制冷A(制冷能力)total cooling capacity
    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长期稳定制冷运行时，单位时间内从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除去

的热量总和，单位:W。制冷量包括额定制冷量、额定中间制冷量、最大制冷量及最小制冷量。

    注 额定中间制冷量为空调器达到额定制冷量 1/2士。. 1 kW 范围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运行的能力，

        单位为。.1 kWo

E.3.6

    制冷消耗功率 cooling power input
    空调器进行制冷能力运行时，所消耗的总功率，单位:W。制冷能力运行时的消耗功率包括额定制

冷消耗功率及额定中间制冷消耗功率

    注:额定中间制冷消耗功率为额定中间制冷量测试时，空调器所消耗的功率，单位为5 W,

E. 3. 7

    制热IR(制热能力)heating capacity
    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长期稳定制热运行时，单位时间内送人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的

热量总和，单位:W。制热量包括额定高温制热量、额定中间制热量和低温制热时的低温制热量

    注 ]:额定中间制热量为空调器达到额定高温制热量的 1/2士。. 1 kW范围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运

          行的制热能力，单位为0.1 kW

    注2:低温制热量指在附表 E. 1的低温制热工况条件下，空调器制热运行后，单位时间内送人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

          内的热量总和，单位:W.

    注3:只具有热泵制热功能时，其制热量称为热泵制热量。

E. 3. 8

    制热消耗功率 heating power input

    空调器进行制热运行时，所消耗的总功率，单位:W。制热运行时的消耗功率包括额定高温制热消

耗功率、额定中间制热消耗功率和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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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额定中间制热消耗功率为额定中间制热量测试时，空调器所消耗的功率，单位为5w

    注 z:只具有热泵制热功能时，其制热消耗功率称为热泵制热消耗功率

    本附录该章增加以下条款:

E. 3. 17

    $9冷负荷系数 cooling load factor
      CLF

    空调器制冷运行时，通过室内温度调节器的通(ON)、断(OFF)使空调器进行断续运行时，由ON时

间与OFF时间构成的断续运行的1个周期内，从室内除去的热量和与此等周期时间内连续制冷运行

时，从室 内除去的热量之 比

E. 3. 18

    制热负荷系数 heating load factor
      HLF

    空调器制热运行时，通过室内温度调节器的通(ON)、断(OFF)使空调器进行断续运行时，由ON时

间与OFF时间构成的断续运行的I个周期内，送人室内的热量和与此等周期时间内连续制热运行时，

送人 室内的热量之 比。

E. 3. 19

    部分负荷率 part load factor
      尸LF

    空调器在同一温湿度条件下，进行断续运行时能源消耗效率与进行连续运行时的能源消耗效率

之 比。

E. 3. 20

    效率降低系数 degradation coefficient
      C�

    空调器因断续运行而发生效率降低的系数，以Cp表示

E. 3. 21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seas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SEER

    制冷季节期间，空调器进行制冷运行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电量的总和之比

E. 3. 22

    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heating seasonal performance factor
      HSPF

    制热季节期间 ，空调器进行热泵 制热运行时 ，送入室内的热量总和 与消耗 电量 的总和之比。

E. 3.23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annual performance factor
APF

    空调器在制冷季节和制热季节期间，从室内空气中除去的冷量与送人室内的热量的总和与同期间

内消耗电量的总和之比。

E. 3. 24

    制冷季节耗电量 cooling seasonal total energe
      CSTE

    制冷季节期间，空调器进行制冷运转时所消耗的电量总和。

E. 3. 25

    制热季节耗电盈 heating seasonal total en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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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TF_

    制热季节期间，空调器进行热泵制热运转时所消耗的电量总和。

E. 3. 26

    全年运转时季节耗电JR  annual power consumption
      A尸C

    制冷季节时的制冷季节耗电量与制热季节时的制热季节耗电量之总和

E. 3. 27

    转速可控型空调器的最大能力 maximum capacity of revolution-adjustable
    转速可控型空调器的最大能力:

    a) 在表E.1所示的额定制冷工况下试验，压缩机电机所处最大许用转速连续稳定运行(不少于

1 h)时，所具有的能力为最大制冷能力，亦称最大制冷量

    b) 在表E. 1所示的低温制热能力工况下试验，压缩机电机所处最大许用转速连续运行时，所具

有的能力为低温制热能力(最大额定高温制热量按低温制热能力的1.38倍计算)

E. 3. 28

    转速可控型空调器的最小能力 minimum capacity of revolution-adjustable

    转速可控型空调器的最小能力:在表E. 1所示的额定制冷工况试验、额定高温制热工况试验时，保

证压缩机所处转速最小时连续运行的能力。

E. 3. 29

    制冷负荷 cooling load

    室外温度为35℃时，空调器的制冷能力(额定制冷量)作为制冷建筑负荷，连接此点与室外温度

23℃时为。负荷的点的直线，即为制冷负荷线.
E. 3. 30

    制热负荷 heating load

    制热负荷用与制冷负荷大小相同的房间来评价，并用对制冷负荷的固定比率进行计算

    注1:因住宅结构不同，制冷负荷与制热负荷的比率平均为1. 39，制热负荷可用下面的公式算出:制热负荷=1. 39 X

          制 冷负荷

    注2:室外温度 。℃时的制热的负荷(制冷能力X1.39X0.82)，与室外温度17℃为 。负荷的点连接的直线作为制热

            负荷线

E.4 产品分类

本标准第 4章适用。

E.5 技术要求

E.5.1 通用要求

    本标准中5. 1条适用。

E. 5. 2 性能要求

    本标准5. 2条除下述条款内容被替代外，均适用

E. 5. 2. 2 制冷 it

    1)额定制冷量

    按E. 6. 3. 2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制冷量不应小于额定制冷量的95%0

    2)额定中间制冷量

    按E.6.3.2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中间制冷量不应小于额定中间制冷量的95%e

    3)额定最小制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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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E. 6. 3. 2方法试验时，当最小制冷量标示值小于1 kW，空调器实测最小制冷量不应大于标示值

的120%;当最小制冷量标示值不小于1 kW，空调器实测最小制冷量不应大于额定最小制冷量的105%

(或不大于((1+0.2) kW，选大者

    4)额定最大制冷量

    按E. 6. 3. 2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最大制冷量不应小于额定最大制冷量的95%0

E.5.2.3 制冷消耗功率:

    1)额定制冷消耗功率

    按E.6.3.3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制冷消耗功率的1100,

    2)额定中间制冷消耗功率

    按E. 6. 3. 3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中间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中间制冷消耗功率的1100o0

    3)额定最小制冷消耗功率

    按E. 6. 3. 3方法试验时，当最小制冷消耗功率标示值小于500 W，空调器实测最小制冷消耗功率

不应大于标示值的120%;当最小制冷消耗功率标示值不小于500 W，空调器实测最小制冷消耗功率不

应大于标示值的110 yo，或不大于(500+100) W，选大者

    4)额定最大制冷消耗功率

    按E.6.3.3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最大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最大制冷消耗功率的110

E. 5. 2. 4 热泵制热量

    1)额定制热量

    按 E. 6. 3. 4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制热量不应小于额定高温制热量的95%e

    2)额定中间制热量

    按E. 6. 3. 4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中间制热量不应小于额定中间制热量的95%.

    3)额定低温制热量

    按E.6.3.4方法和表E. 1低温制热条件下试验时，空调器实测低温制热量不应小于额定低温制热

量的95%。

    4)额定最小制热量

    按E. 6. 3. 4方法试验时，当最小制热量标示值小于1 kW，空调器实测最小制热量不应大于标示值

的120%;当最小制热量标示值不小于1 kW，空调器实测最小制热量不应大于标示值的105 %，或不大

于((1+0.2) kW，选大 者

    5)额定最大制热量

    空调器的额定最大高温制热量(简称最大制热量)按低温制热能力的1. 38倍计算，即:

                              最大制热量 一低温制热量X 1. 38

E.5.2.5 热泵制热消耗功 率

    1)额定制热消耗功率

    按E.6.3.5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高温制热消耗功率的110%

    2)额定中间制热消耗功率

    按E.6.3.5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中间制热消耗功率的11000

    3)额定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按E. 6. 3. 5方法试验时，空调器实测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低温制热消耗功率的115,000

    4)额定最小制热消耗功率

    按 F. 6. 3. 5方法试验时，当最小制热消耗功率标示值小于500 W，空调器实测最小制热消耗功率

不应大于标示值的120%;当最小制热消耗功率标示值不小于500 W，空调器实测最小制热消耗功率不

应大于标示值的l1000，或不大于(500+100) W，选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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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额定最大制热消耗功率

    空调器的最大制热消耗功率按低温制热消耗功率的1. 17倍计算，即:

                      最大制热消耗功率=低温制热消耗功率X 1. 17

    本附录新增加下述条款:

E. 5. 2. 17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按E.6.3.2-E.6.3.5方法进行试验，并对其实测值进行空调器季节能源消耗效率(制冷、制热、全

年)的计算，其计算值不应小于空调器的季节能源消耗效率标示值的90 ，其值为。.01的倍数

E.6 试验

E. 6.飞 试验条件

    本标准6.1条除增加下述表E.1、表E. 2外，均适用。

                                            表 E.1 试验工况 单位为摄氏度

试 验项 目
室内侧 室外侧

干球 湿球 哥球 湿球

额定制冷

低温制冷

低湿制冷

断续制冷

27

27

27

27

  19

  1g

< 16

<一16

35

29

29

29

{:

额定高温制热

断续制热

额定低温制热

超低温制热

20

20

20

20
<1一
(几1,

  7

  7

  2

一8.5

  6

  6

  1

一9 5

表 E.2 试验允 差 单位 为摄 氏度

项 目

室内侧 室外侧

干球 湿球 干球 湿球

额定制冷、额定高温制热、额定低温制热
最大偏差 士1. 0 土0 5' 士 1.0 士0 5

平 均偏差 士 0.3 士0 2几 士 0 3 士0.2

低温制冷、低湿制冷
最大偏差 士 0.5 士0 3a 士 0 5 士 0 3.

平均偏差 士 0.3 士0. 2' 士 0 3 士 0. 2a

断续制冷、断续制热
最大偏差       1

一

二 1 5 士1。卜

平均偏差一} 土 0 5 二0. 5"

                                          {

超‘氏温制” 一
最 大偏差 士 2.0 士 1.5 士 2 0 士1. 0

平 均偏差 士 0.5 士0. 5 士 0 5 士0.3

注:不稳定状态的热泵制热量试验3倍于才乏中值

  额定高温制热试验不适用，低湿制冷试验不适用。

b断续制冷试验不适用

E. 6. 2 试验要 求

    本标准6.2条除增加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6.2.2 空调器在启动或停止的负荷变动外，电源电压的变动为士200,频率的变动为额定频率的士1%

E. 6. 3 试验方法

    本标准6. 3条除下述条款内容被替代外，均适用。

  46



GB/T 7725-2004

E. 6. 3. 2 制冷f试验

    1)额定制冷量

    按正文6. 3. 2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 1h后进行

测 试。

    2)额定中间制冷量

    按正文6.3.2方法进行试验，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达到额定制冷量的1/2士0. 1 kW

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运行1h后进行测试。

    3)额定最小制冷量

    按正文6. 3.2方法进行，空调器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保证压缩机处在最小转速下，稳定

运行 1h后进行测试 。

    4)额定最大制冷量(如果额定最大制冷量压缩机的最大许用转速为额定制冷量压缩机的运行转

速，此试验可不进行)。

    按正文6. 3. 2方法试验时，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压缩机处在最大许用转速至少稳定运行 1h

后进行测试

    注:上述各试验中压缩机转速设定等可按制造厂提供的方法进行。

E.6.3.3 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按正文6. 3. 2方法进行额定制冷量、额定中间制冷量、额定最小制冷运行、额定最大制冷量运行的

同时，测定空调器的输人功率、电流。

E. 6. 3. 4 热泵制热 A试验

    1)额定制热量

    按正文6. 3.4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额定高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 1h后进行

测试

    2)额定中间制热量

    按正文6. 3. 4方法进行试验，在额定高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用空调器达到高温额定制热量的

1/2士。.7 kW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运行1h后进行测试

    3)额定低温制热量

    按正文6. 3. 4和附录A. 2. 4. 2-A. 2. 4. 3方法进行试验，将空调器置于空气烙值法试验装置内，在

表E. 1低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辅助电加热装置的电路断开)，压缩机以最大转速稳定运行后进行

测试 。

    4)额定最小制热量

    按正文6. 3.4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额定高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保证压缩机处在最小转速

下，稳定运行1h后进行测试。

    5)额定最大制热量

    最大制热量以计算式算出(最大制热量按低温制热量X 1. 38计算)

    注:上述各试验中压缩机转速设定等可按制造厂一提供的方法进行

E. 6. 3.5 热泵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按正文6. 3. 4方法进行额定高温制热量、额定中间制热量、额定低温制热量、最小制热量运行的同

时，测定空调器的输人功率、电流，并以计算式算出空调器的最大制热消耗功率(按低温制热消耗功率x

1.13计算)。

    本章增加下述条款，其试验可作为验证空调器季节能源消耗计算和控制产品质量的参考

E. 6. 20 低温制冷试验

    按正文6. 3. 2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低温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 1h后进行

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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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6. 21 低 湿制冷试验

    按正文 6. 3.2方法进行试验 ，空调器在低湿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 1h后进行测试

E. 6. 22 断续制冷试验

    按正文6. 3. 2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断续制冷工况和下述条件下以烩值法进行测试:

    1)用室内温度装置反复进行空调器的断续制冷运行1h以上，达到平衡后连续进行断续运行3个

周期后进行测试，并将其换算为小时制冷能力;

    2)运行周期为:开始运行至下一个运行开始，断续运行时间为运行7 min，停止5 min;

    3)钡1定间隔为 ]105以内。

E. 6. 23 断续制热试验

    按正文6. 3. 4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断续制热工况和下述条件下以烩值法进行测试:

    1)用室内温度装置反复进行空调器的断续制热运行1h以上，达到平衡后连续进行断续运行3个

周期后进行测试，并将其换算为小时制热能力;

    2)运行周期为开始运行至下一个运行开始，断续运行时间为运行5 min，停止3 min;

    3)测定间隔为10 s以内。

E. 6. 24 超低温 制热试 验

    按正文6. 3. 4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超低温制热工况和下述条件下以烩值法进行测试:

    1)空调器运行达到平衡后再运行 30 min之后的20 min期间进行测试，并将其换算为小时制热

能力 ;

    2)测定 间隔为 10 s以内。

E. 7 检测规则

标准正文 中该章适用

E. 8 标 志

E. 8. 1 本标准8. 1条增加以下内容:

    除标示出制冷量、输人功率外 还应标出制冷量范围(最大制冷量和最小制冷量)、输人功率范围(最

大制冷输人功率和最小制冷输人功率、，中间制冷量、中间制冷输人功率;

    除标示出制热量、输人功率外，还应标出制热量范围(最大制热量和最小制热量)、输人功率范围(最大制

热输入功率和最小制热输人功率)，中间制热量、中间制热输人功率，低温制热量、低温制热输人功率;

    标示出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注:中间制冷 热量 、中间制 冷厂热输人功率 、低温制热量 、低 温制热输人功率可在说 明书 中表 示

E.9 季节能源消耗的计算

E. 9. 1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季节耗电量(CSTE)、季节制冷量(CSTI)的计算:

E. 9. 1. 1 定频型空调器

    定频空调器制冷计算时所用性能参数见表E. 3，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E. 4，房

间热负荷 与制冷 能力的关系见图 E.1;

                                表 E. 3 各工况条件的性能参数

试验项 目 制冷量 制冷消耗功率

额定制冷

一

! 人(实测制冷量)

                汽 (额定制冷量)

尸(实测制冷消耗功率)

P}(额定制冷消耗功率)

低温制冷 九2}=].077 "7(计算值) P?=。.914 P(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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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4 制冷季节 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 间

温度区分少 温 度 t1℃ 时间/h 一 温度 t1℃ 时 间/h

1 24 267 一 32 122

2 25 295 1 33 59

3 26 362 一 34 37

4 27 331 12 35 16

5 28 288 一 36 2

6 29 246 一 37 3

7 30 194 15 38 0

8 31 177 一 2 399

制冷备/W

0},(to

个 - -- --一 一一一

I

叫

次

泌

九

几

尸

尸(t)

、‘多

‘/℃

图 E. 1 建筑 负荷与制冷能力(定频型)

  SEER

CSTE 一

一’。··。····-，⋯⋯ (E 工-1)

艺p}(t,) ”“‘”“““““‘⋯⋯ (E. 1-1-1)

式 中 :

P,. (t)— 在制冷季节的制冷温度(t,)时间内，空调器制冷所消耗的电量(Wh)o

尸(t)一
X(t)X P,(t)Xn

PLF(t)
............⋯⋯(E. 1-1-2)

  式 中:

  X(t )- 温度(t;)时房间热负荷与空调器制冷运行时的制冷量之比
PLF(t)— 温度(t)时的部分负荷率

      n— 制冷季节中制冷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由表E. 4确定,j=1,2,"""14,15

  P,()— 温度(()时，空调器制冷运行所消耗的功率，单位为瓦(W)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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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P, -F P-1 - P, (3535 - 29 一t) (E. 1-1-3)

  式 中:

  P— 空调器按E.6.3.2(1)方法试验时的制冷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P}I-— 空调器低温制冷运行时所消耗的功率，单位为瓦(W)，见表E.3,

入It’一蔽而
(E. 1-1-4)

BL, (t)一、。t; - 2335 - 23 (E. 1-1-5 )

式 中:

BL.(t)— 温度((t)时的房间热负荷，单位为瓦(W)，当BL,(y)>-}}�(t)时，X(ti)=l

    九，— 空调器额定制冷量的铭牌标示值。

            k�(t)一0+十些癸二静(35一)·‘·············。··⋯⋯(E. 1-1-6)
式中:

0�(t,) 温度((t)时空调器运行的制冷能力，单位为瓦(W);

    人— 空调器按F.6.3.2(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量，单位为瓦(W);

  九29— 空调器低温制冷运行时的制冷量，单位为瓦(W)，见表E. 3

                            PLF(t)=I一C.[1 一X(t,)]························⋯⋯(E. 1-1-7)

式中 :

Cn.— 效率降低系数，取Cp-0.25;

注:C。值可通过试验并用下式计算求之:

          丸(c,(c,(c, /P-.
      止一革不云二、/尸击*

Lo一1- 一
，一E_EEM Id.
1一 CLF

二 ，...-.⋯⋯(E. 1-1-8)

式 中:

气 ，— 空调器按E. 6. 22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量，单位为瓦〔W) ;

氏 ，一 空调器按E. 6. 22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气d二)-一 空调器按E. 6. 2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量，单位为瓦(W);

P., n、一 空调器按 E. 6. 2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c(c )— 空调器按 E. 6. 22方法试验时的能源消耗功率，(W/W);EERc(c,

石1三尺e(d动

      Cl F

— 空调器按 E. 6. 21方法试验时的能源消耗功率，(W/W):

一九(c与九(dr)的比值(制冷负荷系数)。

                      CS TL一艺人(t)
                                                                                        ，= 1

.. ...⋯⋯‘⋯ ⋯(E. 1-1-9)

                            人r(t)=X(t)x武r(tX )X n; ··················⋯⋯(E.1-1-10)

    式 中:

    "r(t)— 在制冷季节制冷温度(t)的时间内，空调器对应房间负荷的制冷量，单位为瓦·时

(Wh);

    X(t)--一 见E. 1-1-4式;

    价    +(t,)-—    E.1-1-6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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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了.2 变频型空调器的计算:

    变频空调器制冷计算时所用性能参数见表E. 5，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E. 4，房

间热负荷与制冷能力的关系见图E. 2 ,

                                表ES 各工况条件的性能参数

试验项 目 制 冷 量 制冷消耗功率

额定制 冷

九 (额定制冷fit)

九 (实测制冷量)

Pl,(额定制冷消耗功率)

PZ(实测制冷消耗功率)

$".(实测中间制冷量) 尸 (实测中间制冷消耗功率)

低温制冷
先 as, 0 1. 077式 〔计算值) P 。、=。.914$ (计算值)

式，21一1. 077叭，(计算值) P =。.914 P.,,(计算值)

(EER)F- (t})
E,m (t)

E, (t,)

制冷最 /W

0-1(29)卜一，一

_上______竺贯二，，~

一 一 卜 一 卜 一 一 一 一 一 _ _ _ _ _ 大「, (t)

BL} (t; )

yS}��C29) 4-(c)

23(t) 29t, 30 35(tn) t(℃〕

图 E. 2 建筑负荷与 制冷 能力(变频型 )

SFF尺
CST丈

CSTE
一’一”’‘ 。···，⋯(E.工2)

CSTE一艺P- (t)十艺几z (t)+艺尸,(r)···········⋯⋯(E. 1:一;

式中 :

P"., ( t, ) 制冷温度为t，时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冷能力以下，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保持连续

            可变运行时所需消耗的电量(Wh)，用式E. 1-2-5、式E. 1-2-13计算;

Y-z ( t;)一 制冷时温度为t时，空调器额定中间制冷能力与额定制冷能力之间，对应房间热负荷

          的能力连续可变运行时所需消耗的电量(Wh).用式E. 1-2-16计算;

P,s ( t)一制冷时温度为t，时，空调器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的耗电量(Wh)，用式E. 1-2-21计算;

      tk— 最靠近t。的温度为t'.

CSTL一艺BL, (t)Xn+艺4',z ( t)、二， ·········⋯⋯(E. 1-2-2)

                                                                                                                      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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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t)一式 t, -35 -2323 “‘.”’““““‘，，(E. 1-2-3)

式 中:

卢 —

九2 (t)

n.-

空调器的额定制冷量的标示值;

空调器制冷运行中，在温度t，时以额定制冷量对应房间所需的热量运行时的制冷量，即对

应室外温度t,以上时的房间热负荷的制冷量;

制冷季节中制冷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由表E. 4确定，j=1,2,"""14,15

    制冷计算时所需温度点(制冷能力与房间热负荷达到均衡时的温度)ta,t,,t。及其计算，其中:t。一

230C<t,<t,=350C

钱。1十23 X
0,
35兰e2 3+35

0.2)一汽。
35一 29

0}-蕊 + 01..1121场        01-,35 -23                                                                35-29
‘”””’“““’二(E.124)

to一—

t, 一

:-,E. 9

房间热负荷与额定中间制冷能力达到均衡时的温度;

房间热负荷与额定制冷能力达到均衡时的温度.即t,-350C;

房间热负荷为。的温度，即t,=230C ;

见表E.5。

中式

2. 1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冷能力以下((t簇t)连续可变运行时的计算:

尸 .(t;)
BL, (t)火礼
  万,m (t)

“‘ .” 二 “‘.··，二(E. 1-2-5)

式 中:

F,i,n (t)一见E. 1-2-1式符号说明;

BL. (t)— 温度，、时的房问热负荷;

    。 一 见E.1-2-3式符号说明;

Ed, (t;)一一空调器在温度(t;)以中间制冷能力以下对应与房间热负荷运行时的EER的计算值，用

            下式计算 :

E(，)一Em(t,)+E(t,.))寸-(t.,) (‘一‘· 二(E. 1-2-6)

式 中:

E��(t11) 空调器在to=230C时，以中问能力运行时的EER;

三�, (t) 空调器在温度t。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时的EERo

E,.,,, (t)=
尸11(t1

(E. 1-2-7)

九}, ( t)一叭「1+卢L)一英rr.
35一 29

(35一 t) 。·······，，···。。⋯ ⋯ (E. 1-2-8 )

式 中:

汽、(，)一空调器在温度t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量 单位为瓦(W) ;

丸 (一一空调器在低温制冷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量，单位为瓦(w)，见表

  丸n、一卞调器按1:.6.3.2的2)方法试验时的中间制冷量 单位为if. (W).

尸u(t,)= 尸
  尸 一1,
    3亏一 2‘) (35

E.5霉

(E.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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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P- (0— 空调器在温度r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尸”:，)— 空调器在低温制冷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见表E. 5 ;

    只m— 空调器按E. 6. 3. 2的2)方法试验时的中间制冷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a

E_ (t)= 九m (t,)
P-, (t)

’‘”““”·”’“····，···⋯⋯(E. 1-2-10)

、一(t)一气+35 -措(35一t} )············⋯⋯(E. 1-2-11)
式 中:

4二(t) 空调器在温度t。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量，单位为瓦(W);

                                      。 ， 、 。 尸 _ 、一 尸_，__ 、 _

                    P,.,“’一P,m十̀  }35 -29 }m (35一t} )“····⋯⋯‘····⋯⋯(E. 1-2-12，
    式中 :

    P�, (t, )— 空调器在温度t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另外，空调器制冷能力可变幅度下限值大于中间制冷能力时，以其下限值作为中间能力，并用下列

公式计算:

                      P, (t)一 BL, (t,) X n .....·......⋯⋯(E. 1-2-13)
          E- (t)X PLF(t)

PI,F(t,)=1一C,仁1一X, (t)」 ·········，·⋯ ⋯ (E. 1-2-14)

式中:C}=O.25

t一 23

X, (t)=
Bl" (t, )

丸。, (t)
，··⋯ ⋯ (E. 1-2-15)

    式中符号说明同上。当BL, (t; )) 0二(，)时，X,(t;)=1o
E. 9. 1. 2. 2 空调器以额定中间制冷能力与额定制冷能力之间((t,(t簇tl，)连续可变运转时的计算:

                      P,.z (t)一旦兰t之X n, ，·..·..一一(E. 1-2-16)
                                                    E。、(t; )

    式 中:

    P-z (t)— 见公式E. 1-2-1符号说明;

    BL, (t)一 见公式E. 1-2-3符号说明;

    三-,}(t,)— 空调器在温度(t)时，在中间制冷能力和额定制冷能力之间对应房间热负荷运行时的

                HER的计算值，用下式计算:

启 ， 、 。 ， 、 E,, (t,)一 E... (t_)，

Lane 1 t’一C火‘’十-不乒二 -(t一 t)···。。·。·⋯⋯ (E. 1-2-17)

式 中:

E,. (t,)一 空调器在t、二35℃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时的HER

E_ (t)-一 见公式E. 1-2-6符号说明

E,2 (t, )
汽_ (t, )
P,, (t,)

“‘”’‘”’“ -···，·⋯ 〔E.1一2一18)

式 中:

4-.(t,) 空调器在温度 t,=35℃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时的制冷量，单位为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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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 空调器在温度t,=35℃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时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o

k2 ( tp)一}+z + 0}.acze2    oll, (3535 -29 一t,)···············一 (E.1-2-19)
式 中:

}}.2(z，一 一空调器在低温制冷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量，单位为瓦(W)，见表E. 5 ;

  九— 空调器按E. 6. 3. 2的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量，单位为瓦(W).

Pd (t6)    Pd +P,2(--PO(3535 -29 一t,) ........................ ( E. 1-2-20 )
    式 中:

    P-2s)— 空调器在低温制冷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见表E

      P<2一 一空调器按E. 6. 3. 2的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E. 9. 1. 2. 3 空调器以额定制冷能力(t,=35(t;)连续运转时的计算

                                P,, (t)一P�z(t)X n; ·，，···············⋯⋯(E. 1-2-21)

式中

P, (t)— 空调器在温度((t)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时的消耗电量，单位为瓦时(Wh) ;

P,, (t)— 空调器在温度(t)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时的消耗功率(W)，用下式计算:

P,z (t)一P  + P.;lzs, - P.z (3535 - 29 一，)·，，，·······一、E.;2-22
式中 :

尸:、尸. — 见公式E.1-2-20符号说明。

                  汽2(t)二},,, (t)X。 ··⋯ (E. 1-2-23

式 中 :

式e (t) 见式E. 1-2-2的符号说明;

0+,(t)— 空调器在温度(t)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时的制冷量，单位为瓦(W)，用下式计算

汽_ (t)=汽2+0--，一式。
35一 29

(35一t,)·，，，······ ··，⋯(E. 1-2-24

    式 中:

    01,11 1s, . 0+z— 见公式E. 1-2-19符号说明。

E.9.2 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季节耗电量(HSTE)、季节制热j (HSTL )的计算

E. 9.2. 1 定频型热泵空调器

    定频空调器制热计算时所用性能参数见表E. 6，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E.7，房

间热负荷与制热能力的关系见图E. 3

                                    表 E，6 各 条件的性能参数

试验项 目 热 泵制热量 热泵制热消耗功率

额定高温制热 do〔实测高温制热量) PI(实测高温制热消耗功率)

额定低温制热

o,r(实测低温制热量) Pe(实测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九 、?1. 12耘.(计算值) 尸 =1.06P,(计算值)

超低温制热 汽、 、二0. 601汽r(计算值) 几 _ ;=0. 801 Pi,(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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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7 制热季节需要制热 的各 温度的发生时间

温度区分 j 温度 材℃ 时间/h } 温度 t/℃ 时间/h

l 一 9 O 一 办 241

2 一 8 2 } 6 282

3 一 7 3O 一 7 225

4 一 6 29 一 8 199

a 一 5 36 l9 9 222

6 一 4 45 一 l0 170

7 一 3 55 一 l1 159

8 一 2 7g 一 l2 176

9 一 l 113 一 13 165

1O O 157 一 l4 121

11 l
                一�} 一 15 114

12 2 242 一 16 57

13 3 227 一
l4 4 222 } 3600

制热最/W

、月

刚
尸卜，笋h

尸众二衬‘念六
_一一二
奢叮中一

/尸

、全

/ {

  }

气l(t )
气厂
、凡弓J

一 10

    /
/

门口 口 ，

    l

一 5 七/℃

图 E.3 建筑负荷与制热能力(定频型)

月SPF =
月STL

月STE
...... ..... ⋯ ⋯ (E.21)

HsTE一艺
x(:，)x户h(，)又二r 合n

        妥弓奋妥二 一 -- 州~ 尸 f
      J一1少又厂夕 ‘号一

RFI(t，)············⋯⋯(E.2一1一1)

式 中:

X(t)— 温度认)时房间热负荷与空调器制热运行时的制热量之比;

尸!〕(t尸)— 温度忆)时，空调器制热运行所消耗的功率，单位为瓦(W);
5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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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F(t,) 温度(t)时，空调器继续运行的部分负荷率;

      ，— 制热季节中制热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由表E. 6确定，j=1,2,"""25,26;

PRH (t,)— 空调器在温度((t)时，空调器对应于房间负荷的制热能力不足时，加人电热装置的消耗

          电量(Wh)，当0h,(t,)妻BL,(t)时，PRH (t)一。。

HSTL一5, BL,, (t)X二

月无卜(t 39 X0.82 X0- 17一t
  17

(E. 2-1-2 )

(E. 2-1-3)

    式 中:

    BLh (t; )— 房间热负荷，根据额定制冷量的标示值由E. 2-1-3式进行计算;

        0.1.— 空调器额定制冷量的标示值。

E. 9. 2. 1. 1 无霜区域制热运行的情况(，>5. 5℃或t;砚一8.50C):

即t;卜P,(一+乳吕蜡紧仁t一(一8.5)]·········⋯⋯(E. 2-1-4)

人k t,’一k(t,)
...⋯ ⋯，，⋯(E. 2-1-5)

当汽,(t)簇BL, (t)时 X(ti)=I.

汽r(t卜,}一介夺               - oh, B. L)}hr ( t, ) = Whr(-8.5) + k 7 - (-8.5)L t一、一85川 ········⋯⋯(E. 2-1-6)

                            PLF(t)=1一C.[7 一X(t;)]

式 中:

Cp— 效 率降低 系数 ，取 Cp=0. 25;

注 :Co值可通过试 验并用下式求之 :

..........⋯⋯〔E_2-1-7)

C11
卜Onn ,d /Pnm
  1一式 /式r

卜COP"(COP,
7一 H上F

(E 2-1-8)

    式 中:

    式、 一 空调器按 E. 6. 23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量，单位为瓦(W),

    P11-一 空调器按 E, 6.23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k一 一空调器按 E.6.3.4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量，单位为瓦(W);

      氏— 空调器按 E. 6. 3. 4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 单位为瓦(W);

  cop",,,-一 空调器按 E.6.23方法试验时的性能系数(W/W);

    COPn- 空调器按 E. 6. 3. 4方法试验时的性能系数(W/W);

    HLF一一蝙 〕与on.的比值(制热负荷系数)

                          PR, (t)一[BL,, (t)一On. (t)]X二， ···················一 (E. 2-1-9)
E.9.2.1.2 制热运行发生除霜的情况(-8.5̀CGt:G5.50C):

P, (t,)一尸 ()=尸nc
    尸 ;一 尸卜卜;:、

十2二不 8. 5 )[t一(一8.5)]···⋯⋯(E. 2-1-10)

入以’一}dd (t;

Odd (td卜气一价戮 Onr(-8.3)}nrt-8.9    2 - (-8.5)[t一(一8.5) ]

(E.2-1-11)

PLF(t;)二1一Cp仁1一X(t)口

Psn (t)一「BL� (t)一011,(t;)]X。

(E. 2-1一12)

(E. 2-1-13)

(E. 2-1-14)

式中:

几 (t,)=P,, (t;}— 见公式E. 2-1-1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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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5一一见表E.6说明，单位为瓦(W);

尸 r—

Bl-11(t)

价卜尸。、

空调器按E.6.3.4(3)方法试验时的制热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温度(l)时的房间热负荷(W)，当B儿、(t))笋dr(l)时，X(t)一1;
— 见表E.6说明，单位为瓦(W);

价df—

PRH(乙，)

空调器按E.6，3.4(3)方法试验时运行的制热量，单位为瓦(W);

见公式E.2一工一1符号说明。

E.9.2.2 变频 型热泵空调器 的计算 :

    变频空调器制热计算时所用性能参数见表E.8，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E.7，房

间热负荷与制热能力的关系见图E.3:

                                      表E.8 各条件的性能

试验项 目 �� ����一热泵 制热量1热泵制热 消耗功率

高温额定制热
汽「(实测高温制热量) PI〕(实测高温制热消耗功率)

气二(实测中间制热量) !一 PI〕(实测中间制热消耗功率)

额定低温制热最大值(峰值)
九‘(实测低温制热量) 尸r(实测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九 、=1.12气J(计算值) 尸h =1.06尸f(计算值)

超低温 制热

汽。 。。一0.68978入 2(计算值) 几 〔 :=。855 95 八 、〔计算值)

乱{一〕一0601式(计算值) 1 几2一)一。.8o1尸hZ(计算值)

汽二 。=0.601式 (计算值) PI 〔。、，一。.501从 ，(计算值)

    表中 :

    气二— 除霜运行结束后，进人下个制热运转时，将制热运转 1OTTllfl后的20ml。

每小时的制热能力，单位为瓦(w);

    尸、，一一除霜运行结束后，进人下个制热运转时，将制热运转10min后的ZOmin

成每小时的制热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的能力值换算成

的消耗功 率换算

  C()P

  牛
Chm(tb)

CI、m(td)

二 f，(‘)

C川，(t)

Chn.它(t)
ChZ(ra)

Cd百2(t:)
Cdn(t‘)

C胡 (t)

制热量/W

  }
气3(子)

        汽。艺，

            气

  气3(一吕.”
        争2

39只0.82沐汽「。

  乡卜r(一8.5)

        尹hrm

    诵卜rm(一8.5)

二共抢笠 气2(t)

二只刁 二 汽m.行)

__二州写二二 BLh(t)

必
一 飞0一8凡t

图 E.4

        几 。殊2 民57了。 切
                                勺 一

建筑 负荷与制热能力 (变频型 、

抓=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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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尸F
    HSTL

一 HSTE
一(E. 2-2)

月5TE 二 艺P, (t)、n，+艺Pk�(t,) (E. 2-2-1)

HSTI一艺BL,, (t)X。 (E. 2-2-2

BL, (t;) = 1.39、0. 82 X 171书-o"'. (E. 2-2-3)

    式中 :

    BI-1, ( t)— 空调器在温度(t)制热运行时的建筑负荷;
        Oc,.— 额定制冷量的标示值。

    制热计算时所需温度点(制热能力与房间热负荷达到平衡时的温度点)11,tn,tR,td,tr,ty,t及其计

算，其中t,=t,=170C;

。.82X 1.39X九 一0-(-8. 9〕一8.5 X
on，一0-<.s.
7一 (一8.5)

式n、一汽 _ 、 。.82X1.39X人
不 (-- 8. 5 十— 而 -

......... ( E. 2-2-4)

。.82 X 1. 39 X丸，一}h2<-8. 5、一8.5 X }1,n - &c,-I'll7-(-8.5)
01.一od_;、 0. 82 X 1. 39 X人 一
万-(-8下 十- 下7 一

····⋯⋯ (E.2一2一5)

。.92 X1.39X0,z-0-，一Aloof-8:，一8.5 X
Oh-2)1.12一Oh.-. 5)
2一 (一 8.5)

Thrm(z)一，hrml-8. 5)
··· ·。二(E. 2-2-6)

2一 (一 8. 5 )

式中:九m1m1 =0. 871 29 X式。‘、

一Ohr〔、〕

0.82 X1.39 X0,。一01,二。一8. 5 X
恕
2一 (一 8. 5 ) ⋯⋯(E.2一2一7)

2一 (一 8.5)

  。82X 汽
十 -一 17

Ohracz>1. 12一、一二卜。82、1.39 X、

式中:汽 ，一。. 871 29 X气

                      。.82 X 1. 39 X九，一oh,。、一8.

Ol;一Ohr
干
0. 82又 1

5、Odd - 06,11-8.52-(-8.5)
39 X式

⋯ ⋯ (E. 2-2-8 )

一
                                            2一 (一 8.5)

    式中:式 _)=0. 689 78 X 1. 120-
E. 9. 2. 2. 1 无霜区域运转((t,)5. 50C)时的计算

空调器以对应建筑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运行IOhra(t,)}BL,(t;)]时:

(ll t;>t,，

空调器以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运行时:

                    户1(，)一Phi, (t)一Bl.h(t;)
                                                Ch(t;)

(E. 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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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 ( t;，一Ch,a (t,，十呸峡先尝巡‘，，一，

7h, (tn)一k-t

Phm (t,)

C_ (t')一ft" (th )Phm (tn )
8+7-(-8.5) }tb一(一。.5) ]
吕)+ Phm - Pb.,c--a .s7-(-8.5)}:，。一(一8.5)]

(E. 2-2-10)

(E. 2-2-11

(E. 2-2-12)

(E.2-2-13)

Chh, (td )=
0, (t')
Phm (t')

(E. 2-2-14)

0- (td ) 8. a7 + 7h.m - 0-11-7 -(-8.5)仁，d一(一8.5)〕 (E、2-2-15)

气

蠕

一一

一一

尸n�, (La)二 尸hh( -a.51+
Ph。一 尸]lnl(。〕

7一 (一 8. 5 )
仁t'一(一8.5 ) ] (E. 2-2-1& )

    另外，空调器制热能力可变幅度下限值大于中间制热能力时，以下限值作为中间值，并用下列公式

计算 :

                    Ph(t)一尸hl。(‘)一 BL, (t;互一
                                                G(t )PLF(t)

                                PLF(t)=〕一C�[1一X, (t)〕 ············⋯⋯(E.2-2-18)

式 中:取 C�=0. 25

x, (t)二X(t)=
B1卜(t, )

汽m(t;)
-。。，，··⋯ (E. 2-2-19)

Ohm ( t)一km, 十Oh- - Oh.mc a7-(-8.6)〔‘一(一8. 5 )刁 ···，··，··⋯(E. 2-2-20)

      式 中:

        P,, (t,)=P"�,(t,)—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
                            热运行，在温度忱)时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C,(t,)=c、，.(t,)—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

                            热运行，在温度((t)时的性能系数COP,通过空调器以中间制热能力在

                            温度(ty)时的COP即C,m (t,)和在温度(td)时的COP即C,- ( td)进行

                                计算 ;

                  汽- (t6)一一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

                            热运行，在温度帕)时制热能力、单位为瓦(W),通过式E. 2-2-12计算;

                  Pem ( to )—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

                            热运行，在温度(t,)时制热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通过式 E. 2-2-13

                              计算 ;

                  汽-(td)— 一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

                            热运行，在温度((td)时制热能力，单位为瓦(W)，通过式E. 2-2-15计算;

                  氏。 (0—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

                            热运行，在温度((t,)时制热消耗功率 单位为瓦(W)，通过式E. 2-2-16

                              计算 ;

                  B与(t)— 见式 E. 2-2-3;

汽二、气m(一。。,P-P,,。一。— 见表E. 8.
    (2) 5.50C<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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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 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与额 定制热 能力之间运转时 :

Ph(t)=Phmx (t, )=
2让h(t)

Ch (t)
(E.2-2-21

Ch (t)=C,z (t)=

按式E. 2-2-14计算

            Chm ( )一 C ( )，

(-h2 k to’十一一td - th ，一‘·’
⋯ ⋯ (E. 2-2-22)

式 中:Chm (ta )

Ch, (t)= oh, (ta )
Ph2 (t)

t。一(一8.5)]

(E. 2-2-23)

Oh,2 ( to，一Oh,2c-a.5, + Oh,玩 0he<-a.3>7-(-8.5)
Ph2 (t,，一Phac-a. c> + PM - Ph2<-a-7-(-8.5)

(E. 2-2-24)

[t。一(一8.5)] ······⋯⋯(E. 2-2-25

式中 :

Ph(t;)-P-a(t;)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和额定制热能力之间，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

连续可变制热运行，在温度((t)时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

    Ch (t,)-Chm2 (t;)—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和额定制热能力间，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
续可变制热运行，在温度(t;)时的性能系数COP，通过空调器以额定中间制热能力，在温度(t)时的

COP即Ch2 (t;,)和在温度(to)时的COP即Ch., ( to)进行计算

E. 9. 2. 2. 2 结霜区域运转(-8. 5毛t镇5. 5 *C)时的计算

    (1)空调器以对应建筑负荷的制热能力连续可变运行时:

    (1. 1) t,-<t,-<5.50C(若t�>5.5℃时，可采用((1.2)区域方法计算)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运转时:

                      Ph(t)一Pn,nm (t)一BI-n0 .·..·..·..·.⋯⋯(E.2-2-26 )
                                                            Cde(t)

Cnec ( t)二 C,, ( )一 Carnet (t)一 Cndm (t, )+cm. (0一三   Caecm(t,)(t一t)⋯(E. 2-2-27)
、1
了

一、1
C--(t)二

0a,(., (t,
尸ddm (t,

..................⋯⋯(E. 2-2-28)

oh-(2)1. 12一0n,m_，)                Od,tm ( t,)二}n,}c-e. s}+

式中:九,12, =0. 871 29 X汽二

2一 (一 8.5)
rt。一(一8. 5 )〕 ⋯⋯(E. 2-2-29)

尸dm(t)= 尸hm卜、)+
Pnmcz,1. 06一尸-1-
2一 (一 8. 5 )

Ft。一(一8. 5 )刁······⋯⋯(E. 2-2-30)

式 中:P, 一。.935 81 X P

’‘’““““““‘··⋯⋯(E.2一231)
、t

一、!

了‘
、

一
在恤

孺
C",m (t)=

一叭二、;5
九,(t)=on。二 、+

舞
2一 (一 8. 5 )

Ft。一 (一 8. 5)刁 ······⋯⋯ (E. 2-2-32

一 尸h二卜:

尸 ,m (t)二 尸 :、+
Pnmcv1 _ 06
2一 (一 8. 5 )

[t。一 (一8.5)刁 (E. 2-2-33 )

另外，空调器制热能力可变幅度下限值大于中间值时，以下限值作为中间值，用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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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t)一Pd.Rm ( t)-一BL,, (t; ) ，.·......⋯⋯(E.2-2-34 )
                                                Ce.c (t; ) PLF(t)

    式 中:

        Ph (t, ) = Pdrp�, (t; )—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
                            制热运行，在温度(t;)时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C,(t;)=Cd,,(t,)=Cr�m(t,)— 空调器在额定中间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
                            制热运行，在温度((t)时的性能系数COP。通过空调器以中间制热能
                              力在温度((t)时的COP即Cdr (t,)和在温度((t)时的COP即Cee,, ( t)

                                进行计 算 ;

                PLF忱)— 一按式E.2-2-18计算;

                    汽m--— 空调器以额定中间制热能力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连续可变制热运行，在

                              温度2℃时制热能力，单位为瓦(W);

                    Ph.-— 空调器以额定中间制热能力制热运行，在温度2℃时制热消耗功率，单

                            位为瓦(W).
汽。_‘I'01- Ph,_。,> , Phn-一 见表E.8,

(1.2)t簇t,(t:
空调器在额定制热能力以下运转时:

                            Ph(t)=Pdermz (t)=
日I-卜(t)

C f(乙)

........⋯⋯ (E_2235

Ch (t)= Cad(t,)
  _ 、 C,o, (t)一 C (t)、

一C,-2又‘“’十~一不e-t,下 -l1,一 t,) ···⋯⋯(E. 2-2-36

C"z (t,)=
Ode(2 ( t,
Pd,,z (t.

...........⋯⋯(E. 2-2-37
、
.
产

-

!

气c ( to )=气2(，。+
0-2 ( 2一汽,2(-8.5 )
2一 (一 8.5)

[t*一(一8. 5 )口 ···，·⋯⋯(E.2-2-38

汽。艺)一
0. 871 29

  1.12
X式 .......·一 (E.2238

P-2 ('a)一P1,11-- +
尸df〔2、一 P.1--

2一 (一 8. 5 )
]t:一(一8.5) ]····，·⋯⋯(E. 2-2-39

尸n,-12121=
0. 935 81

    1_06
X Ph, ..........⋯⋯(E. 2-2-39

    式 中:

        Ph认)=Paeco,2 (t,)— 空调器在额定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热

运行，在温度(t)时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 ;

          C(t,)=C"f(t)一一空调器在额定制热能力以下，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热
运行，在温度(t)时的性能系数COP。通过空调器以额定低温制热能力在温度(tR)时的COP即认、

(t,)和以中间制热能力在温度(t)时的COP即吼m(t)进行计算;

  wh,2。)、Oh,、尸、卜。)、尸卜，-— 见表E. 8 0

    (1.3) t,Gt:时:
    空调器以额定制 热能力以上运转时 :

几(t)二Pnrt2s ( t; )=
BL,, (t)

氏r(t,)

.......⋯⋯ ，.⋯⋯(E_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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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 )=岛,(t)一Crr (t)+Caerz(tR)-C-s(tc)(ta    r to-t, 一if)⋯ ⋯ (E. 2-2-41)

一
C 。(tr)一

气t3 (ti )
尸d (t0

九I7 (t)=气 。)、0ae[-otiac-s.a [t2-(-8.5)一(一8.5)] ···。二(E. 2-2-43

尸d3(0 一 尸h 1.5)十
尸dd一尸h3、)

2一 (一 8.5)
] t,一(一8.5)] ······⋯⋯(E. 2-2-44

  式 中:

      P,, (t;) = Pde[2s (t)一 空调器在额定制热能力以上，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热
                          运行，在温度认)时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W)i

      Cn (1, )=Caec(t; )— 空调器在额定制热能力以上，以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制热
                          运行，在温度((t)时的性能系数COP。通过空调器以最大制热能力在

                          温度((tf)的COP即Caeta (t)和在额定低温制热能力温度(tR)时的COP

                          即cd(ta)进行计算;

式3一叭 、气，、尸卜3(_，、. Parr— 见表E. 8口

  (2)空调器以最大转速连续运行区[0 aecx (t,) G BL,, (t;) ]的计算:

}aer3 ( t)一o,,u9(/)Odd    01,9(-s)+ 2-(-8.5)、一(一8.5)] ···⋯⋯(E. 2-2-45
尸a:(艺)一 尸h

  尸 一 尸 _ ::

+乏二18.5) Lt，一l- n. 0v j
·····。。二(E. 2-2-46

                          PRH (t)一[BL,, (t)一笋d。(t门X n;
E. 9. 2. 3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计算

···⋯ ⋯ (E. 2-2-47

一
A尸F =

《S了'I.+ 月51上
CSTE+ HSTE

E.9.2.4 全年 季节耗电，计算

    全年运转时季节耗电量一制冷季节耗电量+制热季节耗电量的之和(单位:Wh)

                                        APC二 《STE+ HSTE ························⋯ ⋯(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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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一拖多房间空气调节器

F.1 范 围

    本附录规定了一拖多房间空气调节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性能试验和标志等。

    本附录适用于制冷剂蒸发式系统，采用风冷及水冷冷凝器、全封闭型电动机一压缩机，以创造室内舒

适环境为目的的制冷量14 000 W以下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一拖多房间空气调节器

F.2 规 范性 引用文件

本标准第2章增加:

!RA 4033:2000 多联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F.3 术语 和定义

    本标准第 3章除下述条款被替代外，均适用。

F. 3. 5

    制冷盘 cooling capacity

    a) 总制冷量 total cooling capacity
    一拖多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制冷运行时，处于全工工作状态，单位时间内从密闭空间、

房间或区域内除去的热量总和，称为总制冷量(室外机组额定制冷能力)，单位:W。

    b) 单机制冷量 one-unit cooling capacity

    一拖多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制冷运行时，其室内机组分别处于单工工作状态，任一室内

机组单位时间内从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除去的热量，亦称为该室内机组单机制冷量，单位:W

    注:一拖多空调器处于全工工作状态，任 一室内机组单位时间内从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除去的热量，亦称为该

        室内机组全工状态单机制冷量。

F. 3. 6

    制冷消耗功率 cooling power input

    a) 总制冷消耗功率 total cooling power input

    一拖多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制冷运行时，处于全工工作状态，所消耗的功率总和，称为

总制冷消耗功率(室外机组额定制冷消耗功率)，单位:W,

    b)单机制冷消耗功率 one-unit cooling power input
    一拖多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制冷运行时，其室内机组分别处于单工工作状态所消耗的

功率，单位 W
F. 3. 7

    制热量 heating capacity

    a) 总制热量 total heating capacity

    一拖多空调器在额定高温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制热运行时，处于全工工作状态，单位时间内向密闭空

间、房间或区域内送人的热量总和，称为总制热量(室外机组额定制热能力)，单位:W

    b) 单机制热量 one-unit heating capacity

    一拖多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制热运行时，其室内机组分别处干单工工作状态，任一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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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单位时间内向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送人的热量，亦称为该室内机组单机制热量，单位:W口

F. 3. 8

    制热消耗功率 heating power input
    a) 总制热消耗功率 total heating power input

    一拖多空调器在额定高温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制热运行时，处于全工工作状态，所消耗的功率总和，

称为总制热消耗功率(室外机组额定制热消耗功率)，单位:Wo

    b)单机制热消耗功率 one-unit heating power input
    一拖多空调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制热运行时，其室内机组分别处于单工工作状态所消耗的

功率，单位:Wp

    本附录增加以下条款:

F. 3. 17

    单工工作状态 one-unit operation
    一拖多空调器室内机组中仅有一台室内机组与室外机组运行，其余室内机组处于停止使用的工作

状 态。

F. 3. 18

    全工工作状态 al卜unit operation
    一拖多空调器室外机组与所有能同时启动的室内机组同时运行且处于使用的工作状态。

    注1:如果一拖多空调器的室内机组与室外机组有多种组合配置，且存在多个全工工作状态(此状态的室内机组的

          制冷量总和不低于室外机组的制冷量)时，应在各种组合配置的全工工作状态或选厂家推荐组合配置的一种

          全S工作状态下进行总能力试验。

    注2:如果一拖多空调器的室内机组与室外机组有多种组合并且在最大能力组合运行时，仍有室内机组处于停止使

          用的工作状态(室内机组同时运行台数少于室内机组的总台数)时，应在室内机组与室外机组最大组合能力工

          作状态运行即局部一全工工作状态下进行总能力试验。

F. 3. 19

    局部工作状态 part-unit operation
    一拖多空调器部分室内机组与室外机组处于同时运行且处于使用工作状态，而另一部分机组处于

停止使 用的工作状态 。

F. 4 产 品分类

F. 4. 1 型式

    本标准4. 1条增加以下内容:

F.4. 1.6 空调器按连接方式分为

    特定连接 室外机组与室内机组的连接，限定一种组合方式(固定配置);

    不特定连接 室外机组与室内机组的连接，不限定组合方式(自由配置)

F. 4. 1. 7 空调器按运行方式分为:

    同时运行 多台室内机组同时控制时，一台室内机组能运行的方式;

    切换运行 多台室内机组分别控制时，室内机组不能同时运行的方式;

    分别运行 多台室内机组分别控制时，室内机组能同时运行的方式

F.4.3 型号命名

F.4.3.2 型号示例

    本标准4. 3. 2条由下述内容替代:

    例 I:一拖二产品

      KFR-50(25 X2)G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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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T1气候类型、分体热泵型挂壁式一拖二房间空气调节器(包括室内机组和室外机组)，总制冷

量为5 000 W
    室外机组 KFR-50W2

    室内机组 KFR-25G 挂壁式

                KFR-25G 挂壁式

    例2:一拖三产品

    KFR-112(25G+50L+40D) W3/Bp

    表示T1气候类型、分体热泵型一拖三变频式房间空气调节器(包括三个室内机组和一个室外机

组)，总制冷量为11 200 W o

    室外机组 KFR-112W3/Bp

    室内机组 KFR-25G/Bp 挂壁式

                KFR-50 L/ Bp 落地式

              KFR-40D/Bp 吊顶式

    例3一拖四及以上产品

    室外机组 KFR-140Wd/Bp

    室内机组根据产品匹配情况和上述命名表示原则可分别进行标示。

    注 1:一拖四及以上产品和用于自由配置的室内、外机组可分别标示室内各机组和室外机组的型号规格，其室外机

          组的代号"d,也可用相应数字代替(其组合情况和技术参数应在说明书中详细标示)。

    注 2 室内机组规格代号应标示室内机组额定制冷能力，(一拖三及以下产品应在说明书中标示单工状态制冷量和

          全工状态制冷量)。

F.5 技术要求

F.5，， 通用要求

    本标准5.1条适用。

F.5.2 性能要求

    本标准5.2条除下述条款被替代外，均适用

F.5.2.2 制冷it

    a) 按F.6.3.2方法试验，一拖多空调器处于全工工作状态时，实测总制冷量不应小于标示总制

冷量(室外机组额定制冷能力)的950a.

    b) 按F.6.3.2方法试验，一拖多空调器室内机组处于单工工作状态时，各室内机组实测制冷量，

不应小于其标示单机制冷量的95%.

F，5.2.3 制冷消耗功率

    a) 按F. 6. 3. 3方法试验，一拖多空调器处于全 〔工作状态时，实测制冷总消耗功率不应大于标

示总制冷消耗功率(室外机组额定制冷消耗功率)的110%

    b) 按86.3.3方法试验，一拖多空调器室内机组处于单工工作状态工作时，各室内机组实测制

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其标示单机制冷消耗功率的 110%.

F. 5. 2. 4 制热量

    a) 按F. 6. 3. 4方法试验，一拖多空调器处于全工工作状态时，实测总制热量不应小于标示总制

热量(室外机组额制热能力)的95%0

    f) 按F. 6. 3. 4方法试验，一拖多空调器室内机组处于单L工作状态时，各室内机组实测制热量

不应小于其标示单机制热量的95000

F. 5. 2. 5 制热消耗功率

    a) 按F.6.3.5方法试验，一拖多空调器处于全工工作状态时，实测制热消耗总功率不应大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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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总制热消耗功率(室外机组额定制热消耗功率)的 %

    b) 按F.6.3.5方法试验，一拖多空调器室内机组处于单工工作状态，室内机组实测制热消耗功

率，不应大于其标示单机制热消耗功率的110%.

F. 5. 2. 15 噪声

    按F. 6. 3. 15方法测定，应符合标准正文5. 2.15噪声值要求

F. 5. 2. 16 能源消耗效率

    a) 一拖多空调器按F.6.3.2-F.6.3.3方法进行全工工作状态运行试验，其实测制冷量和实测

制冷消耗功率的比值，不应小于一拖多空调器能效比(EER)标示值的90%，其值为。.01的倍数。

    b) 一拖多空调器按F. 6. 3. 4 ̂ F. 6. 3. 5方法进行全工工作状态运行试验，其实测制热量和实测

制热消耗功率的比值，不应小于一拖多空调器性能系数(COP)标示值的90 ，其值为。.01的倍数。

F. 5. 3 可靠性要求

    本标准5. 3条适用。

F. 6 试验

F. 6. 1 试验条件

    本标准6.]条适用。

F.6.2 试验的要求

    本标准6. 2条均适用

F.6.3 试验 方法

    本标准6. 3条除下述内容被代替外，均适用

F. 6. 3. 2 制冷 量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分别在全工工作状态，单工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 1试验条件、正文 6. 3. 2试验方

法及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额定制冷运行试验，分别测定出全工工作状态的总制冷量和室内机组各单机

制冷量

F. 6. 3. 3 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按F. 6. 3. 2进行制冷量试验的同时，测定空调器的输人功率，电流。

F. 6. 3. 4 热泵制热量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分别在全工I_作状态，单工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 1试验条件、正文6. 3. 4试验方

法及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额定制热运行试验，分别测定出全工工作状态的总制热量和室内机组各单机

制热量

F. 6. 3. 5 热泵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按F.6.3.4进行制热量测定的同时，测定空调器的输人功率，电流.

F.6.3.6 电热装置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在最不利(电热装置最大耗电状态)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 3. 6的规定进行试验

F. 6. 3. 7 最大运行制冷试验

    一拖 多空调器应在全工工作状 态下 ，按 正文 6. 3. 7的规定进行试验 。

F. 6. 3. 8 最小运行制冷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在局部(最易结霜)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 3.8的规定进行试验。

F. 6. 3. 9 最大运行制热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在全工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 3.9的规定进行试验。

F. 6. 3. 10 最小运行制 热试验

    一拖多空调 器应 在全_I几工作状态下 ，按正 文 6. 3. 10的规定进行 试验

F. 6. 3. 1 1 冻结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在最有利于冻结的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3.9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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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 3. 12 凝露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在最有利于凝露的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3.12的规定进行试验。

F. 6. 3. 13 凝结水排除能力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在最有利于凝结水的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 3. 13的规定进行试验

F. 6. 3. 14 自动除霜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应在最不利(全工)工作状态下，按正文6. 3. 14的规定进行试验。

F. 6. 3. 15 噪声试验

    一拖多空调器按附录B《噪声的测定》要求，进行额定制冷和额定制热工况条件下的噪声试验，并进

行 下列测定

    a) 在单工工作状态下运行，分别测定各个室内机组各单元的噪声值;

    1>) 在全工工作状态下运行，测定室外机组的噪声值。

F. 7 检验规则

F. 7. 1 检验要求

    本标准7. 1条适用。

F. 7.2 产品检验

    本标准第7章除下述内容被代替外，均适用:

    本标准第7章表9和表 10中的制冷量、制热量，制冷消耗功率、热消耗功率为总制冷量、总制热量，

总制冷消耗功率、总热消耗功率和单机制冷量、制热量，单机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

F. 8 标 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标 准正文中该章增加下述 内容:

F. 8. 1. 1 一拖多空调器按通常安装状态，应有耐久性铭牌固定在明显部位，标示内容增加:

    d) 总制冷量(kW),室内机组单机制冷量;

    总制热量((kW)、室内机组单机制热量;

    总制冷消耗功率((kW)、电流(A)，室内机组单机消耗功率、电流(A) ;

    总制热消耗功率(kW)、电流(A)，室内机组单机消耗功率、电流(A) o

    注 1:一拖多空调器的压缩机为转速或容量可变时，还应标示出能力、功率范围

    注2:室内机至少标室内机所需参数，室外机至少标室外机所需参数，整机参数(包括整机型号)可以在说明书、室外

          机铭牌、室内机铭牌的任一处标示.

F.8.1.5 一拖多空调器在各种组合情况运行的数据(如:室内机组单工工作、局部工作、全工工作状态

的能力、功率及其范围等)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注明;一拖多空调器在安装时需要注意和说明的问题(如:

安装高度、连接管长度等)应在安装说明书中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