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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全封闭涡旋式单机双级制冷剂压缩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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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通知”，

计划编号 2021-1391T-JB。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涡旋式单机双级制冷剂压缩机；项目周期：24 个月；计划下达

时的主要起草单位：合肥圣三松冷热技术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在冷标委秘书处的组织下，于2021年12月成立了以“合肥圣三松冷热技

术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的“涡旋式单机双级制冷剂压缩机”标准起草工作组，随即提出了工作方

案，确定了进度安排，在对现行涡旋压缩机的应用情况和市场需求进行全面调研、归纳和总结后，

于2022年底编制完成了《全封闭涡旋式单机双级制冷剂压缩机》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草案，期间，在

起草组内部组织了多次讨论和修改。2023年8月24日，秘书处组织在安徽合肥召开了面向全行业的

标准起草工作会议，与会专家对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草案进行了充分细致的讨论，并制定了下一阶段

的工作计划；会后，起草组根据会议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了标准稿件，形成正式的标准征求意见

稿，于2023年9月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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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其《实施细则》、《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 进行编制。 
（2）标准充分反映当前国内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便于生产，宜于应用；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符

合用户要求，保护消费者利益；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便于实际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标准考虑最新科研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技术进步；有利于推进北方地

区冬季高效清洁取暖工作进程，推动空气源热泵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全封闭涡旋式单机双级制冷剂压缩机（以下简称“压缩机”）的术语和定义、型

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制冷剂为R410A、R32、R290、R22以及R245fa等高温制冷剂全封闭涡旋式单机双

级压缩机，不适用于制冷剂为R744（CO2）的压缩机，制冷剂为其他类型的同类压缩机可参照使

用。 

（1）本标准的定义是参照全封闭涡旋式单级制冷剂压缩机的定义修改而来的：“在一个由熔

焊或者钎焊而成的全密闭外壳内，安装两组由一个固定的渐开线涡旋盘和一个呈偏心回转平动的渐

开线运动涡旋盘组成可压缩容积的用于双级压缩的制冷压缩机。” 

（2）基本参数方面首先是对压缩机进行了分类，分别按照结构型式、电源型式、转速控制型

式以及容量控制型式进行了分类。 

（3）对于设计和使用条件，鉴于双级压缩机对于大压比工况的天然适应性以及充分补气的特

点，同时结合对现有其它型式的双级压缩机产品的调研，进而对GB/T 18429单级涡旋压缩机的设计

和使用条件进行了调整，拓宽了中温和低温工况的范围，并结合目前高温热泵的实际用情况，在高

温工况中追加了一个工况，具体调整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设计和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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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吸气饱和（蒸发）温度 

℃ 
排气饱和（冷凝）温度 

℃ 

高温型 
≥-1～13 27～60 

≥-20～60 70～150 

中温型 ≥-20～-1 27～60 

低温型 ≥-70～-20 27～60 

（4）对于名义工况，考虑到标准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制冷应用中的名义工况沿用了GB/T 

18429单级涡旋压缩机中制冷应用的名义工光，同时兼顾双级涡旋压缩机的实际使用范围，在制冷

应用中追加了有关超低温的工况。对于热泵工况，①考虑到热水机的工作情况：全年要制取50℃以

上的热水，因此规定了蒸发温度10℃、冷凝温度60℃的工况；②考虑到低环温热泵标准GB/T 

25127.1和GB/T 25127.2中有关环温-12℃时50℃出水的工况，因此规定了蒸发温度-20℃、冷凝温

度55℃的工况；③考虑到双级涡旋压缩机适应大压比以及充分补气的特点，同时为满足我国冬季环

境温度达到-30℃的地区采暖的需求，规定了蒸发温度-40℃、冷凝温度55℃的工况。针对一些特殊

的应用场合：目前对于替代燃油、燃煤、燃气和电锅炉的需求及其迫切，考虑到制冷剂和压缩机的

特点，因此规定两个特殊应用的工况。具体名义工况如下表所示： 

表  试验工况 

应用 
吸气饱和（蒸发）温度 

排气饱和（冷凝）温

度 
吸气温度 过冷度 a 

℃ ℃ ℃ K 

制冷 

高温 
10 46 21 8.5 

7 54.5 18.5 8.5 

中温 -6.5 43.5 4.5/18.5 0 

低温 -31.5 40.5 4.5/-20.5 0 

超低温 -50 40.5 4.5 /18 0 

热泵 

10 60 20 10 

-20 55 -9 8.5 

-40 55 4.5 8.5 

特殊应用 
20 130 25 8.5 

-30 75 -19 8.5 
a  对于配用经济器的压缩机，经济器补气回路膨胀前过冷度为 5K；同时，制造商应提供经济器补气回路出口制

冷剂的压力、温度。 

（5）技术要求部分,考虑到涡旋压缩机本身的标准的一致性，大部分参考了GB/T 18429中相关

内容。对于全封闭双级压缩机的高低压腔壳体耐压要求参照GB 4706.17,对于中间腔壳体耐压提出新

的要求：制冷剂35℃时饱和蒸汽压力×低压级压比的3.5倍，试验压力试验压力圆整至0.5MPa
（5bar）。 

（6）试验方法部分，为保持和技术要去以及标准的一致性，大部分参考了GB/T 18429中相关

内容。个别条款为适应双级涡旋压缩机的特点进行了调整：①对于制冷（热）量、输入功率以性能

系数的试验方法，明确规定了“按GB/T 5773规定的配用经济器的压缩机所采用方法进行试验”；②

对于启动耐久试验，考虑大型压缩机的测试存在耗能大、对电网存在一定冲击，因此对循环次数进

行了调整，“对于额定功率小于等于16kW的压缩机，试验一直连续进行8×104次循环为止。对于额

定功率大于16kW小于等于50kW的压缩机，试验一直连续进行2×104次循环为止。对于额定功率大

于等于50kW的压缩机，试验一直连续进行1×104次循环为止。” 
（7）检验规则部分，考虑到不同功率的压缩机的产量和批量存在较大差异，小功率的压缩机

日产量可达数千台，中大功率的压缩机年产量可能只有几百台，因此为合理确定抽样的方案，参考

螺杆压缩机的标准规定了抽样方案。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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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能源局势日益紧张的今天，以及世界各国大力发展节能减排的背景下，热泵制取热水和

供暖作为一种利用低品位热能的节能典范，可以大大降低一次能源的消耗以及燃烧矿物燃料引起的

CO2的排放，因此目前是我国政府大力扶持的方向。随着热泵市场的不断深度开发，现有的单机涡

旋压缩机热泵系统始终存在着运行负荷高、使用范围大、部分条件无法运行的现状，制约了涡旋机

市场乃至整个热泵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针对这些技术问题，单机双级涡旋压缩机应运而生，他通过

两个相对独立的泵组件分担负荷，提高可靠性，同时双级也意味着涡旋压缩腔室的增加，相邻的腔

室间的压差就会降低，容积效率就会得到提高，同时单机双级也可以有效提高压缩机的最大内压

比，从而可以更好的应对大压比带来的额外耗工和排气温度高的问题。总之，单机双级涡旋压缩机

的诞生，顺应了热泵技术发展的需求，解决了技术发展的瓶颈，具有较好的市场应用前景，势必将

成为一种趋势。 

但是，国内在单机双级涡旋压缩机领域至今尚无统一的国家标准，现有的生产企业均依据各自

的企业标准行事，不利于形成统一、规范的技术发展基础，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和市场的大规模

拓展。因此，为了规范市场，更好的服务于产业、服务于社会的采暖需求，制定单机双级涡旋压缩

机的行业统一标准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 

标准对全封闭涡旋式单机双级制冷剂压缩机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等进行了规定，为产品的设计、制造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以确保相关产品在

实际使用中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为产品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1）现行低温热泵相关标准情况 

 

2）使用范围研究 

结合我国气候条件,空调和热泵的使用温度主要为：亚热带地区、温暖带地区、中温带和寒温

带地区。 

亚热带，冬季气温在 0 ℃~20℃；不归属于低环境温度范围。中温带，冬季温度在-16℃~-
30℃；寒温带，冬季最低气温-37.7℃。暖温带，冬季温度在 0℃~-16℃，以北京为例，近十年最低

气温达到-19℃。本标准有关热泵名义工况的规定兼顾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地区。 



 4 / 5 

 

3）对于超低温工况的确定 

随着冷链事业的发展，如金枪鱼等高端水产品的加工和速冻保鲜，对于库温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般要求在-40℃以下。目前所使用的的基本上是日本神户制钢、日本浅川螺杆式双级压缩机或者

比泽尔等活塞式双级压缩机，蒸发温度至少是-50℃以下。针对这部分应用，本标准在名义工况中

增加了超低温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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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北方地区“煤改清洁能源”采暖工程的深入推进，涉及区域越加广泛，以及用户对采

暖产品多样性的需要，各式低温热泵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据《中国清洁供暖行业年度研究报告( 煤

改电)》统计，空气源热泵采暖在 2017 年整体内销总量为 55.6 万台( 数据不含热风机)，同比增

长 158.2%，从总体空气源热泵采暖市场内销量占比来看，户式采暖占比超过 90%，热泵供暖产品与

纯电供暖产品相比，具有明显的节能优势。 

该项目规范了低温热泵核心部件——压缩机的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我国北方寒冷地区以热泵产

品替代燃煤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为北方地区解决空气污染、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改善居民生产生

活舒适度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支撑。 

本标准为制订项目。通过本标准制订，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的先进技术成

果。本标准为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系列产品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低

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压缩机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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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体系中属于“部件类产品标准”中的“制冷剂压缩机

（组）”类。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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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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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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