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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或工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热水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国标委 2020 年第 2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计划号：20191970-T-604）。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商业或工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热水机；计划完成时间：2021

年；计划下达时的主要起草单位：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19 年 8 月 1 日，在冷标委秘书处的组织和协助下成立了以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

限公司为牵头单位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着手标准的起草工作。工作组相关人员先是展开了广泛

的调研分析，进一步确定主要修订内容，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2019 年 11 月 20 日由冷标委秘书处

组织在合肥召开了标准的第一次起草工作会议，对修订方案以及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

讨论，起草组依据讨论的结果，在会后对关键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调研分析。2021 年 1 月 9 日，秘

书处依据修订进展的情况，对该项目发起了延期一年完成的申报流程。2021 年 3 月 3 日，由秘书处

发函对标准的修改情况初步征求行业意见。2021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制冷展期间，起草组召开了第二

次标准起草工作会议。会上对标准修订的关键点及行业普遍反应的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和最终的确认。

会后，起草组再次对稿件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的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提交至

冷标委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的原则，标准制定与

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在确定本标准主要评价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

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2  标准修订主要内容 

2.1  热泵热水机气候环境类型分类的规定 

本标准规定的热泵热水机在我国的应用地域除了华南地区、长江流域外，正不断向我国北方寒

冷地区拓展应用。原有普通型、低温型产品适用的环境温度范围（温度下限边界）已不能有效反映

产品应用特征。本次修订结合产品适用气候环温做出调整：普通型适用的环境温度范围为-7℃~43℃，

低温型适用的环境温度范围为-25℃~38℃。 

2.2  修改空气源式热水机热源侧名义工况参数 

2008 版标准制定时，主要是广东等华南地区是主要使用地区；目前热泵热水机产品已向长江流

域及以北地区拓展应用，销售地区除了长江以南区域外，还覆盖了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地区。

与适用气候环境条件相对应，调整空气源产品名义工况。普通型机组热源侧干/湿球温度由 20℃/15℃

调整为 7℃/6℃，低温型机组热源侧干/湿球温度由 7℃/6℃调整为-7℃/-8℃。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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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空气源式热水机的试验工况                    单位为℃ 

试验工况 
使用侧（热水侧）

a
 热源侧（空气侧） 

初始水温 终止水温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名义工况 
普通型 9 55 7 6 

低温型 9 55 -7 -8 

最大负荷工况 
普通型 29 55

c
 43 26

 

低温型 29 55
c
 38 23 

融霜工况
b
 普通型/低温型 9 55

c
 2 1 

低温工况 
普通型 

9 
55 -7 -8 

低温型 55 -25
c
 — 

变工况运行 
普通型 

6～29 
55 -7

c
～43 

— 
低温型 55 -25

c
～38 

a 
对循环加热式热水机，进行试验时，使用侧试验系统的试验水量为热水机 1 小时的名义产水量。 

b 
除霜过程和除霜结束之后的前 10min 内，空气侧可不保证湿度要求。 

c
或按照制造厂商明示的最低热源侧温度或-25℃两者中较小者进行试验，湿球温度可不作要求。 

2.3  增加对可燃性制冷剂的要求 

HCFCs 替代形势迫切，使用 R32 等可燃性制冷剂的热泵热水机机产品的整机及关键部件（压缩

机&换热器）、控制系统已具备产业化能力，进一步推广应用亟需解决相关产品的标准化问题。补

充相应的主要修订条款如下： 

产品铭牌标示方面：当使用可燃性制冷剂时,还应在铭牌上进行标识,该标识应满足 GB2894-2008

中所示的 2-2 警示符号“当心火灾”标志要求,标志的垂直高度应不小于 10mm,可不着色。对于使用

可燃性制冷剂的机组的安装应符合 GB/T 9237 中的要求。 

产品使用说明、维修和保养注意事项方面：对于使用可燃性制冷剂的机组的维修和保养除满足

GB/T 9237 的要求外还应符合 GB 4706.32-2012 附录 DD 的要求；若机组使用了可燃性制冷剂，则应

按照 GB 2894-2008 中 2-2 警示符号“当心火灾”的颜色和样式在机组的显著位置上进行永久性标示，

标示符号的垂直高度应该不小于 30mm。 

安全要求方面：机组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9237 和 GB 25130 的规定。 

2.4  增加静态加热式热水机组性能要求及试验规定 

按照 GB/T 10870-2014 中 5.1.1 的规定提供水侧条件；空气源热水机采用 GB/T17758 规定的空气

焓差法中的室内空调装置使其达到热源侧环境温度条件。 

在水箱内注满 15℃±5℃的水，将水加热至指定温度，记录初始水温度、终止水温度、被加热

水体积质量、加热时间、机组加热一个周期的总耗功。 

试验装置如图下图所示。试验时，待水从 15℃加热至 55℃后，开启循环水泵，循环后获得终止

水温度为 55℃±0.5℃的水，取水箱出口温度为终止温度，若水箱出口温度超出终止水温度的范围试

验即为失败，需修正重新做试验。 



 

图 1  静态加热式热水机被测试机组性能试验管路连接示意图

2.5  增加循环加热式热水机制热量中水箱的漏、蓄热量计算规定

标准水箱和管道的总蓄热量和漏热量

𝑄 = 𝛼

给出了水箱和管道漏、蓄热量标定方案：

验的典型水量（建议取 80%、85%

验参数与热泵热水机机名义制热工况测试时保持一致，设定

算水箱不同容量时，各工况下的漏热、蓄热总能量：

由此计算可得水箱不同容量时的

2.6  增加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全年制热能源消耗效率试验和计算方法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常年使用，其全年制热能耗反映了不同环境温度下产品的节能性。本标准参

照 JB/T 13304-2017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全年制热性能评价方法》的规定给出了

法。 

2.7  增加小型热水机用水模式性能试验其能源效率计算方法

热泵热水机产品（尤其是应用于制热量相对较小的场合）与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等是生活热

水的主流供应方式。 

通过考核产品在放水试验阶段的性能（基于

水量、放水温度、流速等制定出确定放水模式，计算整个放水过程中的全部有用的热量

耗能量）将为热泵热水机产品与燃气、电热水器产品提供统一的性能评价基准。

本标准给出了热水机用水模式下的能源

静态加热式热水机被测试机组性能试验管路连接示意图

增加循环加热式热水机制热量中水箱的漏、蓄热量计算规定 

标准水箱和管道的总蓄热量和漏热量 Qz 计算如下： 

𝛼 × 𝐻 × ቈ
(𝑡ଵ + 𝑡ଶ)

2
− 𝑡୨ /15 +

(𝑡ଵ + 𝑡ଶ)

40
× 𝑄ଡ଼ 

给出了水箱和管道漏、蓄热量标定方案：按被加热水量占水箱总容量的 75%

85%、90%、95%、100%的水箱额定容量为典型水量）；水流量等试

验参数与热泵热水机机名义制热工况测试时保持一致，设定 2 组电加热功率并记录后进行试验。计

算水箱不同容量时，各工况下的漏热、蓄热总能量： 

QZ=Pi-Qi=α×H+QX 

QZi,1,=Pi,1-Qi,1=α×Hi,1+QX 

QZi,2=Pi,2-Qi,2=α×Hi,2+QX 

水箱不同容量时的平均漏热功率 α和蓄热量 Qx。 

增加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全年制热能源消耗效率试验和计算方法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常年使用，其全年制热能耗反映了不同环境温度下产品的节能性。本标准参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全年制热性能评价方法》的规定给出了

增加小型热水机用水模式性能试验其能源效率计算方法 

热泵热水机产品（尤其是应用于制热量相对较小的场合）与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等是生活热

通过考核产品在放水试验阶段的性能（基于一定时间内热水使用目的和习惯，如放水时刻、放

水量、放水温度、流速等制定出确定放水模式，计算整个放水过程中的全部有用的热量

耗能量）将为热泵热水机产品与燃气、电热水器产品提供统一的性能评价基准。

机用水模式下的能源效率计算： 

3 

 

静态加热式热水机被测试机组性能试验管路连接示意图 

75%以上，确定进行试

的水箱额定容量为典型水量）；水流量等试

组电加热功率并记录后进行试验。计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常年使用，其全年制热能耗反映了不同环境温度下产品的节能性。本标准参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全年制热性能评价方法》的规定给出了 AHPF 的试验和方

热泵热水机产品（尤其是应用于制热量相对较小的场合）与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等是生活热

一定时间内热水使用目的和习惯，如放水时刻、放

水量、放水温度、流速等制定出确定放水模式，计算整个放水过程中的全部有用的热量/放水过程的

耗能量）将为热泵热水机产品与燃气、电热水器产品提供统一的性能评价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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𝜂 =
ொಽು

∙ொା(ଶସି௧ಽು
)∙௦

× 100%....................................（C.5） 

 

 

图 2  试验周期示意图 

2.8  修改热泵热水机性能指标限值 

基于试验摸底及大量测试统计数据，提出热水机名义工况下的性能指标限值修订方案，见下表。 

表 2  热水机名义工况下的性能指标限值            单位：W/W 

热水机型式 

COPh AHPF 

空气源式 
水源式 

空气源式 

普通型 低温型 普通型 低温型 

静态加热式 2.90 1.50 4.20 3.10 2.70 

一次加热式 3.20 1.80 4.50 3.40 3.00 

循环加热式（不提供水泵） 3.20 1.80 4.40 3.40 3.00 

循环加热式（提供水泵） 3.10 1.70 4.30 3.30 2.90 

3  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修订前后的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热泵热水机气候环境类型分类的规定（调整了普通型和低温型产品适用环温下限）； 

——增加对可燃性制冷剂的要求（增加了机组标牌标识、安装、维修和保养及警示标识）；； 

——修改试验工况参数（基于产品应用地域拓展需求的调整）； 

——修改性能系数限定值（基于名义工况变更的调整）； 

——增加静态加热式热水机组性能要求及试验规定（进一步完善热泵热水机产品性能评价）； 

——增加循环加热式热水机组标准水箱和管道漏、蓄热量的标定规定（修正了制热量计算中的

漏、蓄热参数计算方案） 

——增加热水机全年制热能源消耗效率试验和计算方法（体现空气源热泵产品运行特征）； 

——增加小型热水机用水模式性能试验及其能源效率计算方法（提供与其它热水设备应用能耗

评价的基准）。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待机消耗功率 用水模式试 V40试验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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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于 2008 年首次发布后，未进行过修订。 

工商用热泵热水机产业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制冷循环的节能型热水设备。随着近年来产品应

用案例的不断积累， 2008 年发布的标准不少条款已经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基于产品

节能节材设计的气候环境温度适用性差异、空气源产品全年能效评估、既有能效指标等方面的修订

或完善更是迫在眉睫。而本次修订恰恰很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而且系统性的梳理了热泵热水机的

标准体系，为我国热泵生活热水供应设备市场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基于名义工况调整的产品单工况性能系数（COP）及基于 AHPF 新性能评价指标和试验方法后

的产品性能系数确定，循环加热式机组制热量试验过程漏热、蓄热量计算确定，及小型热泵热水机

用水模式放水性能试验等，在冷标委的努力下，有多家企业主动参与验证测试工作，负责起草单位

的国家检测中心也积极开展产品的性能检测工作。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为修订项目。通过修订，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跟进了国家政策和市

场对于产品标准的需求，解决了标准老龄化的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性。 

本标准为热泵热水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产品的设计、制造、验

收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环保性能。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非采标项目。本标准修订完成后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本标准在冷冻空调设备专业的技术标准体系中属于“终端类产品标准”中的“冷水热泵机组”

小类，体系编号为：06238 03010100 001。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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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GB/T 21362-2008。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计划项目完成报批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2 日。为配合产业发展以及与现有热泵技术标准体系

的协调一致，本次修订把低温型产品的最低适用温度降到了比预计更低的-25℃，进而涉及到了低环

温空气源产品最核心的能效评价方法的修改：从单点的性能评价升级成了季节性能评价，从而必须

增加大量的试验验证工作，以确保评价的科学合理性。因此，计划项目的完成时间推迟一年。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