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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基站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工信厅科函[2021]234 号），计划编号：2021-1395T-JB。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通信基站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项目周期：18 个月；计划下达时

的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等。项目类别为重点

项目。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1 年 11 月，标准申报立项通过后，在冷标委秘书处的组织下成立了标准起草工

作组，正式启动了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 

2022 年的 4 月 8 日召开了第一次面向行业的线上研讨会，明确了标准的应用场景和边界划分。

此后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2022 年 4 月-6 月组织了需求收集，从行业发展趋势、政策影响、

应用场景变化等维度开展了专项线上需求调研，涵盖通信、铁路、电网、电力等行业，广泛听取了

用户、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制造商的意见建议，并对收集到的资料和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和总

结，并与 GB/T 19413 等关联标准充分协调，编制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草案。 

2023 年 2 月 16 日，秘书处组织在合肥召开了第一次线下的大型行业研讨会，约 80 位专家代表

参会，对标准编写的原则、依据、数据、试验方法等进行了介绍和讨论，达成了一致共识和意见。

会后根据意见作了修改，并针对个别用户提到的建议作了面对面的讨论，形成第二版草案。 

2023 年 6 月 13～14 日，秘书处组织在广东顺德召开了第二次线下的行业研讨会，就标准的技

术细节等做了进一步的讨论。会后，起草组依据会议结论，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最终的修改完善。

2023 年 8 月 1 日形成的正式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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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严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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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制。 

（2）本标准作为通信基站用空调机组的基础标准，应体现其基础通用的性质，在评价体系的建

立上应能引领基站空调机组未来的走向，展现其在体系中的地位。 

（3）标准编制应充分反映国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技术现状，既要使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符合用

户需求，保护消费者利益，同时还要使试验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落地实施。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通信基站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以下简称“基站空调”）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

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为通信基站电子信息处理设备提供适宜环境的空气调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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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技术差异 

3.1  形式分类 

从市场调研来看，自然冷等节能技术在基站空调机组应用需求越来越多，分类形式增加了按冷

源类型分为：机械制冷型、自然冷源型、复合制冷型(自然冷源+机械制冷)；变频等技术在基站空调

空调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而定容型和非定容型机组在性能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分类型式中增加了按

空调机能量调节特性分为：定容型、非定容型；一些新型的基站的应用越来越靠近热源，结构形式

多样，原柜式房级不能涵盖，增加了从按应用场景分为：房间型、列间型、机柜型，同时送风方案

也多样化，对送风方式也增加了前送风、顶部送风、底部送风。 

3.2  工况分类 

根据 4.1 章的型式分类，分别给出了机械制冷型、自然冷却型和复合制冷型工况条件，与 

JB/T11968-2014标准相比，增加了自然冷却型和复合制冷型的工况条件。标准回风温度型的基站空

调的工况条件基本沿用了JB/T11968-2014标准中的工况条件，调整了部分试验工况条件，低温制冷

的室外工况条件调整为-15℃，并注明如客户有特殊的工况要求，按客户要求来进行测;增加了加湿

工况。考虑基站发热量的增加，在环温较低时也开启了制冷，参考GB/T19413增加了全年性能系数AEER

的考察工况。删除了制热工况。 

3.3  性能评价方法 

制冷需求，随着电子元器件耐温升高、考虑节能基站空调布置位置更近，基站温度耐受温度有 

所提高，实际应用温度范围在25-38℃之间，沿用原标准回风温度27℃为标准工况，本次修订增加35℃

作为高温工况评价方法。 

基站空调主要是制冷需求，辅配电加热是部分湿度过大时除湿的温度补偿。热泵制热实际需求非常

少，删除热泵制热的性能评价。 

3.4  评价指标 

在原标准中原有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考虑自然冷源的利用运行范围拓展，增加了AEER全年能效

比系数、高温型单点能效、显热比、加湿量等指标，限定值根据征求意见阶段征得的意见再进行进

一步调整。与GB/T19413同步增加了工作模式切换、控制要求、电镀件耐腐蚀、有毒有害物质含量指

标，同时给出了试验方法。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次修订纳入和反映了现阶段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先进成果，跟进了国家绿色高效等政 

策和市场对产品标准的需求，保证了标准的时效性、先进性和科学性。本次修订前作了充分的调研，

涵盖了主要行业，应用场景更全面，满足用户的需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次修订新增的试验主要参考和协同GB/T 19413的试验方法，结合各主要生产企业的出厂检验

等过往经验，起草组对标准给出的各试验方法和测量装置均进行了前期的验证。2023年6月，冷标委

组织就能效指标进行了一次专项调研和数据验证，向行业部分企业、国家 压缩机制冷设备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收集了部分数据，标准中试验方法、测量装置及限定值将在意见反馈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项目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节能减排：基站空调是通信基础设施中的重要设备，标准修订可以促进其节能减排，减少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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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从而降低通信运营商的运营成本，同时也有益于环境保护； 
提高效率：基站空调的运行效率对通信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标准

修订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设备升级，提高基站空调的运行效率，从而保障通信网络的正常运行； 
促进产业发展：标准修订可以推动基站空调设备制造商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促进整个产业

链的发展，从而推动通信产业的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和国外标准，本标准没有采标，也未测试过国外的样品、

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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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体系中属于主机类产品标准中的“特种与专用设备”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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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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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