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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压缩循环水源高温热泵机组》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 国家标准委 2021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计划号：20211786-T-604）。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蒸气压缩循环水源高温热泵机组；计划完成时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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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在冷标委秘书处的组织和协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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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开始标准的起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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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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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准修订的关键点及行业普遍

反应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确认；国标立项计划批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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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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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蒸气压缩循环水源高温热泵机组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及商业用途的、以电动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式系统、使用侧出水温度大于 50℃

的热泵机组。 

3  主要技术差异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术语定义； 

——修改了机组型式和基本参数； 

——修改了机组的名义工况温度条件和性能系数限定值； 

——修改了机组的变工况制热性能试验条件； 

——修改了机组的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增加了机组有害物质含量检测； 

——删除了电镀件耐盐雾性、涂漆件漆膜附着力试验； 

——增加了对于使用可燃性制冷剂的机组标志、包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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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术语定义 

国家标准 GB/T 21362《商业或工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热水机》规定的热泵热水机产品变工况

出水温度上限不高于 55℃；本标准定位主要应用于工业及商业应用场景的高温热泵机组（由电动机

驱动、用于压缩蒸气压缩制冷循环系统、热水侧出水温度大于 55℃的水源热泵机组），与国家标准

GB/T 21362 界定产品明确区分。相应的，调整“蒸气压缩循环水源高温热泵机组”的术语定义。 

3.2 增加了机组型式 

热源温度范围侧重高温应用，在高温段的应用需求进一步拓展，并有相应的高温热泵机组产品

被应用。按出水温度分档，增加了名义出水水温 90℃的分类型式（H5 型）。 

3.3 修改了机组工况温度条件 

1）水源温度范围 

热源温度范围侧重高温应用，热源侧可提取的温度范围更宽，尤其在高温段的应用需求进一步

拓展，并有相应的高温热泵机组产品被应用。拓展 H1~H4 型热源水温度范围，增加 H5 型的热水源

温限定要求，见表 1。 

表 1 机组水源温度范围                  单位为摄氏度 

型式 热源水温度范围 

H1 12～32 

H2 18～42 

H3 28～52 

H4 38～62 

H5 48～82 

2）机组名义工况温度条件 

对于 H1~H4 型机组，产品应用时不同热源温度的差异性，按热源温度进一步分档，以匹配实际

应用场合可利用热源温度，例如许多实际工业余热项目中，利用 30℃左右的热源水温度，使用侧获

得 55℃出水温度有不少应用案例，原标准 H1 型机组 H1 的名义工况没有与之对应的工况，不同工

况，机组扬程将有较大差别，导致机组需变更设计优化。 

增加 H5 型产品名义工况：使用侧水温温差 8℃，与 H1~H4 型保持一致；热源侧与 H4c 型保持

一致。 

表 2  机组名义工况温度条件及 COP 限值               单位为摄氏度 

项目 
使用侧 热源侧 性能系数（COP）限定

值 进口水温 出口水温 进口水温 出口水温 

H1 

H1a 

47 55 

20 12 4.4 

H1b 25 17 4.6 

H1c 30 22 4.8 

H2 

H2a 

52 60 

28 20 4.3 

H2b 33 25 4.5 

H2c 38 3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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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H3a 

62 70 

38 30 3.9 

H3b 43 35 4.1 

H3c 48 40 4.3 

H4 

H4a 

72 80 

48 40 3.5 

H4b 53 45 3.7 

H4c 58 50 3.9 

3.4 修改了机组性能系数限定值 

按 H1~H4 型产品 a 工况统计性能数据，b、c 工况推算性能数据后征询制造商意见，提出新的能

效限定值统计数据。见表 2。 

3.5 修改了变工况制热性能试验条件 

对应 H1~H4 型机组热源侧进水温度范围边界参数的变更，调整变工况制热性能试验条件热源侧

工况；按 H5 型产品 a 工况统计性能数据，b、c 工况推算性能数据后征询制造商意见，提出新的能

效限定值统计数据。见表 3。 

表 3  变工况制热性能试验条件                      单位为摄氏度 

项目 进水/出水温度 

使用侧 热源侧 

H1 最大运行 52/—a 32/—a 

最小运行 20/—a 12/—a 

变工况运行 20~52/—a 12~32/—a 

H2 最大运行 57/—a 42/—a 

最小运行 28/—a 18/—a 

变工况运行 28～57/—a 18～42/—a 

H3 最大运行 67/—a 52/—a 

最小运行 38/—a 28/—a 

变工况运行 38~67/—a 28~52/—a 

H4 最大运行 77/—a 62/—a 

最小运行 48/—a 38/—a 

变工况运行 48~77/—a 38~62/—a 

H5 最大运行 97/—a 82/—a 

最小运行 58/—a 48/—a 

变工况运行 58~97/—a 48~82/—a 

a 采用名义制热工况确定的水流量。 

3.6  增加对可燃性制冷剂的要求 

HCFCs替代形势迫切，使用R32等可燃性制冷剂的水源高温热泵机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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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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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性制冷剂的机组的安装应符合 GB/T 9237 中的要求。 

安全要求方面：机组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9237 的规定。 

3.7  其他主要修订点 

——机组的控制系统硬件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 GB/T 26572 的规定。 

——删除了电镀件耐盐雾性、涂漆件漆膜附着力试验。 

——试验用仪器仪表按 GB/T10870-2014 的规定。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于 2010 年发布后，未进行过修订。 

我国工业（冶金、化工、建材、玻璃、造纸等）能耗巨大，工业余热利用率偏低。高温热泵通

过热源侧水置换出余热用于低品位热能的有效提取，制备工艺或生活热水，是新兴产品。现行标准

评价工况及能效等关键条款内容已难以适应水源高温热泵产品的产业发展需求。本次修订重点关注

并解决了上述问题，为我国水源高温热泵设备市场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次标准修订，涉及的产品工况及性能系数限定值的调整，有多家企业主动参与验证设备能效

数据的调研分析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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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为水源高温热泵机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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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小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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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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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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GB/T 25861-2010。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