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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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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8837—2015《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与GB/T 18837—2015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的英文翻译（见封面和3.1）； 

b） 合并了原标准正文和附录中的术语和定义，并做了部分删减、修改和补充，由原先的13个

术语和定义变为17个（见第3章，2015年版的第3章、附录B）； 

c） 增加了符号对照表（见第4章）； 

d） 更改了机组的型式分类，变更了型号要求； 

e） 更改了机组的工况参数，增加了名义热水辐射制热工况及水冷式机组名义制热工况等（见

4.3.3，2015年版的4.3.3）； 

f） 更改了机组的一般要求，增加了对外观、材料、结构等的一般性规定（见5.1，2015年版的

5.1）； 

g） 增加了水系统强度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h） 更改了制冷最大运行、制热最大运行、制冷低温运行、制热低温运行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

法； 

i） 更改了凝露和凝结水排除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将两个试验合并为一个试验； 

j） 更改了机组的安全要求，增加了最大运行电流和有害物质含量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k） 更改了噪声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新增了热水模块噪声测点位置等； 

l） 增加了辅助电加热控制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m） 增加了对电镀件、涂装件耐腐蚀性能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n） 更改了原标准中通用性的试验条件和试验要求，从试验条件、机组安装和数据处理三个角

度重新完善了该部分技术细节； 

o） 更改了型式检验的要求，重新调整了检验项目； 

p） 更改了机组铭牌标注的要求； 

q） 增加了对使用可燃性制冷剂的机组的标注和包装要求； 

r） 更改了附录B：风冷式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季节能源消耗的试验和计算； 

s） 更改了附录C：热回收型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热回收效率的试验和计算； 

t） 增加了附录F：风冷式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运行范围确认试验方法； 

u） 调整了附录的次序，删去原附录C及附录D。 

（红色部分按GB/T 1.1要求细化）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23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2002年首次发布，2015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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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

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交流供电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直流供电的机组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7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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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4706.32—202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32部分：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

要求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237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 9286—2021 色漆和清漆 划格试验 

GB/T 10870—2014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 

GB/T 13306 标牌 

GB/T 17758—2023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T 18430.1—2024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1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

冷水（热泵）机组 

GB 25130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安全要求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

的测定 

JB/T 7249 制冷与空调设备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JB/T 7249和GB/T 17758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multi-split air-conditioning(heat pump) units 

一台或数台室外机可连接数台不同或相同型式、容量的直接蒸发式室内机构成的单一制冷循环

系统，它可以向一个或数个区域提供处理后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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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热回收型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heat recovery multi-split air-conditioning(heat pump) units 

具备一部分室内机运行制冷，另一部分室内机能同时运行制热功能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3.3  

热水模块 indirect-air-supply indoor heat exchanger 

通过制冷剂与水换热间接提供处理过空气的换热模块，其可以独立或集成于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组的室外机。 

3.4  

热水辐射制热 heating by indirect-air-supply 

机组通过热水模块制取热水，以辐射的传热方式间接提供处理过空气的制热方式。 

3.5  

热水辐射制热量 heating capacity by indirect-air-supply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机组进行热水辐射制热时，单位时间内从封闭空间、房间或区域放出的

热量。 

3.6  

热水辐射制热消耗功率 power input by indirect-air-supply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机组进行热水辐射制热时，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总输入功率。 

3.7  

室内机制冷（热）量 cooling (heating) capacity of indoor machine 

在规定的制冷（热）能力试验条件下，室内机（单台）单位时间内从封闭空间、房间或区域排

出（放出）的热量。 

3.8 （正文未提及） 

显热制冷量 sensible cooling capacity 

在规定的制冷量试验条件下，机组单位时间内从封闭空间、房间或区域除去的显热部分的热量。 

注：以下简称“显冷量”。 

3.9 （正文仅提及一次） 

显热比 sensiblecapacityratio 

显热制冷量与制冷量的比值。 

注：按0.01的整数倍标称。 

3.10  

配置率 ordonnance rate 

室外机与室内机组合时，各室内机的名义制冷量之和与室外机组名义制冷量之和的比。 

室外机与热水模块组合时，各热水模块的名义制热量之和与室外机组名义制热量之和的比。 

注：用百分数来表示（%）。 

3.11  

室内机消耗功率 consumed power of indoor machine 

在规定的制冷（热）能力试验条件下，室内机（单台）运行时消耗的功率。 

3.12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ntegrated part load value 

IP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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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规定工况下机组部分负荷的EER，按机组在各种负荷下运行时间的加权因素，通过计算获

得的一个单一数值表示的机组部分负荷效率指标。 

注：基于GB/T 17758—2023表2规定的IPLV工况下机组各部分负荷的能效比（EER），按GB/T 17758—2023附录

C的规定进行试验及计算得到。 

3.13  

制冷季节能效比 seas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SEER 

在制冷季节中，机组进行制冷运行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 

3.14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heating seasonal performance factor 

HSPF 

在制热季节中，机组进行制热运行时向室内送入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 

3.15  

全年性能系数 annual performance factor 

APF 

在制冷季节及制热季节中，机组进行制冷（热）运行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及向室内送入的热量

的总和与同一期间内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 

3.16  

热回收模式能效比 simultaneous cooling and heating efficiency 

SCHE 

在规定的名义热回收能力试验条件下，机组的热回收模式能力与热回收模式消耗功率之比。 

3.17  

待机模式 standby mode 

机组接通电源但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模式，该模式是机组的最低能耗模式。在待机状态下，机组

可随时监测来自遥控装置、内部传感器或类似装置的可使其进入工作状态的控制信号。 

注：该模式下类似曲轴箱加热装置等保护器不工作。 

4 符号 

表1所列的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表1 符号对照表 

符号 参数 单位 

APC 全年耗电量 W·h 

APF 全年性能系数 W·h/W·h 

BLc（tj）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冷负荷 W 

BLh（tj）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热负荷 W 

CD 效率降低系数 — 

CCI 室内机名义制冷量（名义值） W 

CCO 室外机名义制冷量（名义值） W 

COP 性能系数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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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参数 单位 

COPext（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最大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 W/W 

COPful（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名义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 W/W 

COPha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中间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 W/W 

COPmin（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最小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 W/W 

COPfe（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名义和最大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 W/W 

COPh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 W/W 

COPmh（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 W/W 

CSTE 制冷季节耗电量 W·h 

EER 能效比 W/W 

EERful（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名义能力连续制冷运行能效比 W/W 

EERha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中间能力连续制冷运行能效比 W/W 

EERmin（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最小能力连续制冷运行能效比 W/W 

EERh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冷运行能效比 W/W 

EERmh（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冷运行能效比 W/W 

ha1 进入室内侧空气的焓（对于1kg干空气组成的湿空气） J/kg 

ha2 离开室内侧空气的焓（对于1kg干空气组成的湿空气） J/kg 

hr1 进入室内机的制冷剂的焓 J/kg 

hr2 离开室内机的制冷剂的焓 J/kg 

HCI 室内机名义制热量名义值/热水模块名义热水辐射制热量名义值 W 

HCR 建筑物在室外温度0℃的制热负荷与室外温度35℃时的制冷负荷的比值 — 

HSPF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W·h/W·h 

HSTE 制热季节耗电量 W·h 

IPLV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W/W 

nj 制冷（热）季节需要制冷（热）的各温度发生时间 h 

Pext（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 W 

Pext,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 W 

Pfe（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名义和最大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 W 

Pful（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 W 

Pful,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 W 

Pha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 W 

Phaf,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 W 

Ph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 W 

Pmh（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 W 

Pmin（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 W 

Pmin,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冷（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 W 

PRH（tj） 不同室外温度时补足机组制热量与建筑物负荷差的电热装置消耗电量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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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参数 单位 

PL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 — 

qc 室内机制冷量 W 

qa 室内机空气侧实测换热量 W 

qr 室内机制冷剂侧实测换热量 W 

Qmi 室内空气流量测量值 m3/s 

SEER 制冷季节能效比 W·h/W·h 

SCHE 热回收模式能效比 W/W 

ta 建筑物的制冷（热）0负荷对应的室外温度 ℃ 

tj 各制冷（热）季节温度区间对应的室外温度 ℃ 

tb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与机组的名义制冷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35℃） ℃ 

tc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与机组的中间制冷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 ℃ 

td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与机组的最小制冷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 ℃ 

tk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大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 ℃ 

tl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大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 ℃ 

ti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名义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 ℃ 

tj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名义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 ℃ 

tg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中间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 ℃ 

th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中间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 ℃ 

te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小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 ℃ 

tf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小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 ℃ 

Vn′ 喷嘴处空气的比容 m3/kg 

Vr 制冷剂-油混合物的流量 m3/s 

Wn 喷嘴处空气的含湿量（对于1kg干空气组成的湿空气） kg/kg 

X 制冷剂与制冷剂-油混合物的重量比 — 

X（tj）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冷（热）负荷与机组的制冷（热）量之比 — 

ρ 制冷剂密度 kg/m3 

φcr（35） 机组名义制冷量的名义值 W 

φext（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冷量/制热量（非结霜区域） W 

φful（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冷量/制热量（非结霜区域） W 

φha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冷量/制热量（非结霜区域） W 

φmin（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冷量/制热量（非结霜区域） W 

φext,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热量（结霜区域） W 

φful,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量（结霜区域） W 

φhaf,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量（结霜区域） W 

φmin,f（tj）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量（结霜区域）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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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型式与基本参数 

5.1 型式 

5.1.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以下简称“机组”）按功能分为： 

——单冷型； 

——热泵型； 

——热回收型。 

5.1.2 机组按室外机冷凝器的冷却方式分为： 

——水冷式； 

——风冷式。 

5.1.3 机组按室外机能力调节特性分为： 

——定容型； 

——非定容型。 

5.1.4 机组按室内机送风型式分为： 

——直吹型； 

——风管型。 

5.1.5 机组按室内机处理空气的类型分为： 

——全新风型； 

——部分新风型； 

——内循环型。 

5.2 型号 

机组型号的编制方法可由制造商自行确定，但型号中宜体现机组名义工况下的制冷能力。 

注：名义工况下的制冷能力可以是名义制冷量的近似值。 

5.3 基本参数 

5.3.1 机组的电源为额定电压 220V 单相或 380V 三相交流电，额定频率 50Hz。 

5.3.2 机组正常工作条件如下： 

a） 风冷式 

1） 热泵型机组的环境温度：-7℃～43℃； 

2） 单冷型机组的环境温度：18℃～43℃。 

b） 水冷式 

制冷运行时，水冷式机组冷凝器的进水温度不超过40℃。 

注：当制造商明示的正常工作条件范围宽于本文件的规定时，以制造商明示的工作条件进行考核。 

5.3.3 试验工况参数如下： 

a） 风冷式机组的名义工况参数见表2，季节能源消耗效率工况参数见附录B； 

b） 水冷式机组的名义工况参数见表3； 

c） 其他试验工况参数见表4。 

表 2 风冷式机组名义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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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 

室内侧 室外侧 

入口空气状态 出水温度和流量状态
a
 入口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出水温度 

℃ 

单位名义制热量流量 

m3/（h·kW）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名义制冷 27 19 — — 35 24
b
 

名义制热Ⅰ 20 ＜15
c
 — — 7 6 

名义制热Ⅱ 20 ＜15
c
 — — -2 -3 

名义热水 

辐射制热Ⅰ
a
 

20 ＜15
c
 35 0.172 7 6 

名义热水 

辐射制热Ⅱ
a
 

20 ＜15
c
 35 0.172 -2 -3 

注1：对单冷型机组，仅进行制冷运行试验工况的试验。 

注2：对热泵型机组，名义制热Ⅰ及热水辐射制热Ⅰ为必测试验，名义制热Ⅱ及热水辐射制热Ⅱ为可选试验。无特别

说明时，本文件中的名义制热及热水辐射制热均指名义制热Ⅰ及热水辐射制热Ⅰ。 

注3：“—”为不作相关要求，下同。 

a 
适用于配有热水模块的机组。 

b 
适用于湿球温度影响室外侧换热的装置。 

c 
适用于湿球温度影响室内侧换热的装置。 

表 3 水冷式机组名义工况 

试验条件 

室内侧 冷凝器侧 

入口空气状态 出水温度和流量状态 进水温度和流量状态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出水温度 

℃ 

单位名义制热量流量 

m3/（h·kW） 

进水温度 

℃ 

单位名义制冷量流量 

m3/（h·kW） 

名义制冷 27 19 — — 30 0.215 

名义制热a 20 <15b — — 20 c 

名义热水 

辐射制热d 
20 <15c 35 0.172 20 c 

注：对单冷型机组，仅进行制冷运行试验工况的试验。 

a 进行名义工况试验时，机组冷凝器的水侧应被认为是清洁的，污垢系数为0 m2·℃/kW。 
b 适用于湿球温度影响室内侧换热的装置。 
c 采用名义制冷试验确定的水流量。 
d 
适用于配有热水模块的机组。 

表4 其他试验工况 

工况类型 

室内侧 室外侧 

入口空气状态 出水温度和流量状态 入口空气状态 进水温度和流量状态 

干球

温度 

湿球

温度 
出水温度／水流量 

干球

温度 

湿球

温度 
进水温度／水流量 

℃ ℃ ℃／(m3/h) ℃ ℃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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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类型 

室内侧 室外侧 

入口空气状态 出水温度和流量状态 入口空气状态 进水温度和流量状态 

干球

温度 

湿球

温度 
出水温度／水流量 

干球

温度 

湿球

温度 
进水温度／水流量 

℃ ℃ ℃／(m3/h) ℃ ℃ ℃／(m3/h) 

制冷 

最大运行 32 23 — 43 a 26a、b 34／d 

低温运行 21 15 — 21 — 21／d 

凝露和凝结水排除 
27 

24 — 27 24b 27／d 

制热 

最大运行 — 55／e 21 15 30／d 

低温运行 
20 

＜15 c 35／e -7 a -8 a 15／d 

融霜 ＜15 c 35／e 2 1 — 

热回收

能力 

制冷运行室内机 27 19 — 
7 6 20／d 

制热运行室内机 20 ＜15 c — 

注1：对单冷型机组，仅进行制冷运行试验工况的试验。 

注2：室内机风机转速档与制造商要求一致。 

注3：若室外机标称有机外静压的，按室外机标称的机外静压进行试验。试验时，若室外机风量可调，则按照制

造商说明书规定的风机转速档进行；若室外机风量不可调，则按照其名义风速档进行试验。 

a 当制造商明示的最高正常工作温度高于规定值（或最低正常工作温度低于规定值）时，按制造商明示的最高正

常工作温度（或最低正常工作温度）进行试验；当湿球温度影响室外侧换热时，试验湿球温度应按规定工况

对应的相对湿度换算得到。 
b 适用于湿球温度影响室外侧换热的装置。 
c 适用于湿球温度影响室内侧换热的装置。 
d 采用名义制冷试验确定的水流量，按单位名义制冷量水流量 0.215m3/（h·kW）计算得到。 

5.3.4 现场不接风管的室内机或室外机，其机外静压为 0 Pa；接风管的室内机或室外机应标称其机

外静压。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机组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6.1.2 机组的制冷系统应符合 GB/T 9237 的规定。 

6.1.3 机组应选用无毒且无异味的保温隔热材料。 

6.1.4 机组宜采用利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结构、部件和材料。 

6.1.5 机组的外观符合以下规定： 

a） 黑色金属制件应经过防锈蚀处理； 

b） 电镀件表面应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剥落、露底、针孔、明显的花斑和划伤等缺陷； 

c） 涂装件表面应平整，涂布及色泽均匀，不应有明显的气泡、流痕、皱纹等瑕疵或损伤，也

不应有漏涂、底漆外露等情况； 

d） 装饰性塑料件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裂痕、气泡和明显缩孔等缺陷。 

6.1.6 制造商应以图表的形式提供机组在名义工况下制冷量、制冷消耗功率、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

率随连接管长度变化的修正系数，长配管性能修正参数试验方法参见附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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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强度与密封性 

6.2.1 机组的制冷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进行密封性试验时，制冷系统各部位不应有泄漏。 

6.2.2 机组的水系统应具有足够的强度，进行水系统强度试验时，各管路部件及连接处应无异常变

形和渗漏。 

6.3 试运转 

空调机试运转过程中应无异常，安全保护装置不应动作。 

6.4 名义工况性能 

6.4.1 制冷量 

机组的实测制冷量不应小于名义制冷量的95%。 

6.4.2 制冷消耗功率 

6.4.2.1 机组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名义制冷消耗功率的110%。 

6.4.2.2 机组的实测室外机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室外机名义制冷消耗功率的110%。 

注：机组制冷（或制热）消耗功率包括所有室内机和室外机消耗功率。 

6.4.3 制热量 

机组的实测制热量不应小于名义制热量的95%。 

6.4.4 制热消耗功率 

6.4.4.1 机组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名义制热消耗功率的 110%。 

6.4.4.2 机组的实测室外机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室外机名义制热消耗功率的 110%。 

6.4.5 热水辐射制热量 

机组的实测热水辐射制热量不应小于名义热水辐射制热量的95%。 

6.4.6 热水辐射制热消耗功率 

6.4.6.1 机组热水辐射制热消耗功率包括所有室内机和室外机消耗功率。 

6.4.6.2 机组的实测热水辐射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名义热水辐射制热消耗功率的 110%。 

6.5 性能系数 

机组的性能系数不应小于明示值的95%，且不应小于表5的数值。 

表5 机组性能系数 

产品型式 CCO SEER APF IPLV SCHE 

风

冷

式 

单冷型 
CCO≤20000W 4.20 — 

— — 
CCO＞20000W 4.00 — 

热泵型 
CCO≤20000W — 3.80 

CCO＞20000W — 3.50 

热回收型 
CCO≤20000W — 3.80 

— 
4.00 

CCO＞20000W — 3.5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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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式 CCO SEER APF IPLV SCHE 

水冷式 
CCO≤20000W 

— — 
4.00 5.50 

CCO＞20000W 4.00 6.00 

机组搭配不同出风静压的室内机时，性能系数应进行修正。 

6.6 制冷最大运行 

机组在最大运行试验中应能正常运行，各部件无损坏，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试验的第1个小时内：机组的过载保护器等各类安全保护装置不应动作，应稳定制冷运行； 

b） 在关机并重新启动后：机组的过载保护器等各类安全保护装置不应动作，应能再连续稳定

制冷运行1 h。 

6.7 制热最大运行 

机组在最大运行试验中应能正常运行，各部件无损坏，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试验的第1个小时内：机组的过载保护器等各类安全保护装置不应动作，应稳定制热运行； 

b） 在关机并重新启动后：机组的过载保护器等各类安全保护装置不应动作，应能再连续稳定

制热运行1 h。 

6.8 制冷低温运行 

机组在低温运行试验中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空气流通试验过程中，机组的安全保护装置不应动作（机组运行期间，防冻结的自动复

位装置可动作），蒸发器迎风面表面凝结的冰霜面积不应大于蒸发器迎风面积的50%；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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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滴水试验过程中，机组室内机最后运行的5 min内，不应有冰掉落、水滴落或吹出。 

6.9 制热低温运行 

机组在低温运行试验中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机组的过载保护器等各类安全保护装置不应动作不应动作，应稳定制热运行； 

b） 当机组室外侧换热器发生结霜时，机组自动除霜功能有效，融霜应彻底，化霜水应能正常

排放。 

6.10 凝露和凝结水排除 

在凝露和凝结水排除试验运行期间，室内机壳体外表面不应有凝露水滴下，室内送风不应带有

水滴，不应有水从室内机接水盘中溢出。 

6.11 融霜 

6.11.1 在融霜运行期间，机组各类安全保护装置不应动作而导致机组停止运行。 

6.11.2 机组自动融霜功能有效，融霜应彻底，化霜水应能正常排放。 

6.11.3 在融霜运行期间，机组融霜所需总时间不应超过试验总时间的20%。 

6.11.4 机组室内机应具有正常的防冷风功能，在融霜过程中，室内机的送风温度低于18℃的持续

时间不应超过1 min。 

6.12 水侧压力损失 

机组水侧压力损失的实测值不应大于明示值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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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安全与环境要求 

6.13.1 机组的电气强度（冷态）、泄漏电流（冷态）、接地装置、防触电保护应符合 GB 25130

的规定。 

6.13.2 机组的最大运行电流不应超过产品明示的最大运行电流的115%。 

注：最大运行电流指机组在制造商规定的最严酷工作条件下运行时，所能达到的运行电流最大值；室外机及室

内机的最大运行电流应分别标注。 

6.13.3 机组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GB/T 26572的规定。 

注：政府部门予以豁免的应用例外。 

6.14 噪声 

机组噪声实测值不应大于明示值+3dB(A)，且不应超过表6、表7及表8的规定，其试验及判定以

半消声室测试为准。 

注：当机组的应用场合无噪声要求时，机组噪声不应大于明示值+2dB(A)及供货合同要求值。 

表6 室内机噪声限值（声压级） 

CCI／W 噪声／dB(A) 

CCI≤2500 42 

2500＜CCI≤4500 45 

4500＜CCI≤7000 52 

7000＜CCI≤14000 59 

14000＜CCI≤18000 62 

18000＜CCI 按供货合同要求 

表7 热水模块噪声限值（声压级） 

HCI／W 噪声／dB(A) 

HCI≤8000 42 

8000＜HCI≤16000 45 

16000＜HCI 49 

表8 室外机噪声限值（声压级） 

CCO／W 噪声／dB(A) 

CCO≤8000 60 

8000＜CCO≤14000 61 

14000＜CCO≤20000 63 

20000＜CCO≤28000 66 

28000＜CCO≤56000 69 

56000＜CCO≤68000 72 

68000＜CCO≤84000 75 

84000＜CCO≤11200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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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W 噪声／dB(A) 

112000＜CCO 按供货合同要求 

6.15 待机功率 

机组的待机功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于CCO≤20000W的机组，当其具有待机模式时，其室外机待机功率实测值应不大于15W

（附件功能在测试时可以关闭的应关闭）及明示值，其室内机待机功率应不大于明示值； 

b） 对于 CCO＞20000W 的机组，当其具有待机模式时，其室外机及室内机待机功率实测值应

不大于明示值。 

6.16 电加热功率 

对于带电加热的室内机，电加热的实测消耗功率应在其明示值的 90%～105%范围内。正温度系

数型（PTC）电热元件的下限不受此限。 

6.17 辅助电加热控制 

对于带有辅助电加热的机组，满足以下控制要求： 

a） 辅助电加热应能够通过手动的方式开启和关闭，同时应在机组室内机明显的位置给出辅助

电加热工作状态的指示； 

b） 在室外干球温度不低于 0℃的条件下，辅助电加热不应自动开启。 

6.18 其他性能 

6.18.1 机组的电镀件和涂装件应具有足够的耐腐蚀性。经盐雾试验后，金属镀层上的每个锈点或

锈迹面积不应超过 1 mm2，每 100 cm2 试件镀层不应超过 2 个锈点或锈迹，小于 100 cm2 时不应有锈

点或锈迹。 

6.18.2 机组涂装件的涂层应牢固，经涂层附着力试验后，涂层附着情况应达到 GB/T 9286—2021

规定的 2 级或更优。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机组的试验装置按 GB/T 17758—2023 附录 A 的规定。 

7.1.2 试验装置除满足 GB/T 17758—2023 附录 A 的规定，多台室内机共用同 1 个风量测量装置时

风量及机外静压测量方法见图 1、图 2 及图 3。 



图1 壳体及风口尺寸相同的多台

注：A2B2＞A1B1。 

图2 壳体及风口尺寸不同的多台

壳体及风口尺寸相同的多台风管型室内机风量及机外静压测量示意图

壳体及风口尺寸不同的多台风管型室内机风量及机外静压测量示意图

a）多台直吹型室内机共用回风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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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机风量及机外静压测量示意图 

 

室内机风量及机外静压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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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3 多台直吹型室内机风量及机外静压测量示意图

7.1.3 机组所有试验应在制造商规定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除由于机组启动或停止的负荷

变动外，电压的允差不应超过±

7.1.4 试验用仪器仪表应经计量部门检定或校准合格，并在适用的有效期内。

7.1.5 试验用仪器仪表的型式及准确度应符合

7.2 机组安装 

7.2.1 制造商应提供机组安装的作业指导书，指导包括制冷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等在内的正确安装

步骤。 

7.2.2 除特殊要求外，机组试验应按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进行

输入功率应分别测量。 

7.2.3 风冷式机组应在制造商规定的室外风量下进行试验。试验时，

有辅助元器件（包括进风百叶窗、管路及附件等）

7.2.4 机组室外机与室内机连接管

真空、充注制冷剂、通信及供电线的连接

管长度，室内、外机落差应按各试验的具体要求确定。

7.2.5 室外机与热水模块的配置率不应大于

a） CCO＞8000W的机组：

b） CCO≤8000W的机组：

7.2.6 室外机与室内机连接数量及型式应满足表

制冷量都不应大于室外机名义制冷量的

表

CCO／W 

CCO≤8000 

8000＜CCO≤14000 

14000＜CCO≤20000 

20000＜CCO≤28000 

28000＜CCO≤56000 

）多台直吹型室内机采用独立回风通道 

多台直吹型室内机风量及机外静压测量示意图 

机组所有试验应在制造商规定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除由于机组启动或停止的负荷

±2%，频率的允差不应超过±1%。 

试验用仪器仪表应经计量部门检定或校准合格，并在适用的有效期内。

用仪器仪表的型式及准确度应符合 GB/T 17758—2023 的规定。 

制造商应提供机组安装的作业指导书，指导包括制冷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等在内的正确安装

除特殊要求外，机组试验应按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进行，室外机输入功率与室内机

规定的室外风量下进行试验。试验时，根据制造商的安装要求连接所

有辅助元器件（包括进风百叶窗、管路及附件等）。 

连接管及分配器的规格、隔热、安装等应符合制造商的规定，机组的

、通信及供电线的连接等应符合制造商的规定。室内、外机的连接管管长、分歧

长度，室内、外机落差应按各试验的具体要求确定。 

室外机与热水模块的配置率不应大于110%，室外机与室内机的配置率应满足

：100%±10%； 

：100%±15%。 

数量及型式应满足表9的规定，CCO＞8000W的机组

大于室外机名义制冷量的50%。 

表9 室外机与室内机连接数量及型式 

室内机最多连接数量／台 其他要求

4 

应搭配风管型室内机进行试验4 

6 

6 应搭配直吹型室内机进行试验，或

机外静压的风管型室内机进行试验8 

 

 

机组所有试验应在制造商规定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除由于机组启动或停止的负荷

试验用仪器仪表应经计量部门检定或校准合格，并在适用的有效期内。 

制造商应提供机组安装的作业指导书，指导包括制冷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等在内的正确安装

室外机输入功率与室内机

根据制造商的安装要求连接所

等应符合制造商的规定，机组的抽

。室内、外机的连接管管长、分歧

室外机与室内机的配置率应满足以下要求： 

的机组每台室内机的名义

其他要求 

应搭配风管型室内机进行试验 

应搭配直吹型室内机进行试验，或搭配最低

机外静压的风管型室内机进行试验 



CCO／W 

56000＜CCO≤68000 

68000＜CCO≤84000 

84000＜CCO≤112000 

112000＜CCO 

7.2.7 风管型室内机的机外静压明示值应不小于表

行试验。 

表

CCI／W 

CCI≤14000 

14000＜CCI 

7.2.8 室外机与室内机连接方式应

应符合制造商的规定。 

图4 

图5 室外机

室内机最多连接数量／台 其他要求

10 

12 

16 

20 

风管型室内机的机外静压明示值应不小于表10的规定；当明示值小于规定值时，按规定值进

表10 风管型室内机最小机外静压限值 

机外静压（表压）

12 

30 

方式应按图 4、图 5、图 6 或图 7 所示，连接铜管规格及分配器型式等

 室外机采用单个分配器与各室内机连接 

室外机采用多个分配器与各室内机连接（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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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 

的规定；当明示值小于规定值时，按规定值进

机外静压（表压）／Pa 

连接铜管规格及分配器型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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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室外机

7.2.9 室外机与室内机的连接管长度应满足

a） 当室外机与各室内机（

b） 当室外机与各室内机（及热水模块）

合表 11 的规定。 

连接管分段 室外机至第 1

CCO／W CCO≤20000 

连接管长度／m ≥5m 

7.2.10 部分新风型室内机在进行性能试验时新风风口应关闭

7.3 数据处理 

7.3.1 机组各性能系数指标中被计入实际消耗功率的室内机风机功率应按

B 规定的方法进行修正。采用 GB/T 17758

室内机共用同 1 个风量测量装置，则

正。 

7.3.2 水冷式机组各性能系数指标计算时应按

冷却系统耗功的修正（按实测制冷量每

7.3.3 机组试验工况的允差应符合表

试验工况允差应符合 GB/T 17758

室外机采用多个分配器与各室内机连接（方式2） 

图7 室外机与各室内机直接连接 

机的连接管长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及热水模块）直接连接时（如图 7所示）：L≥

（及热水模块）采用分配器连接时（如图 4、图 5

表11 室外机与室内机连接管长度 

1 个分配器 L1 分配器与分配器之间 最末端

CCO＞20000 CCO≤20000 CCO＞20000 CCO≤

≥10m — — ≥5m

室内机在进行性能试验时新风风口应关闭，新风风机等新风回路部件不应启动

机组各性能系数指标中被计入实际消耗功率的室内机风机功率应按 GB/T 17758

GB/T 17758—2023 附录 A 规定的室内焓差法进行性能试验时，若多台

风量测量装置，则连接该风量测量装置的多台室内机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功率修

水冷式机组各性能系数指标计算时应按 GB/T 17758—2023 的规定对机组消耗功率进行补偿

（按实测制冷量每 300W 增加 10W 的比例对机组消耗功率进行修正）

机组试验工况的允差应符合表 12、表 13 和表 14 的规定；机组制热试验中出现非稳态时，

GB/T 17758—2023 附录 A 及 GB/T 10870—2014 附录 A 的规定

 

 

 

 

≥10m； 

5或图 6所示）：符

最末端分配器至室内机 L2 

≤20000 CCO＞20000 

5m ≥5m 

，新风风机等新风回路部件不应启动。 

GB/T 17758—2023 附录

规定的室内焓差法进行性能试验时，若多台

该风量测量装置的多台室内机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功率修

的规定对机组消耗功率进行补偿

的比例对机组消耗功率进行修正）。 

制热试验中出现非稳态时，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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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试验工况允差（平均变动幅度） 

工况条件 

室内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外侧入口空气状态 水侧状态 机外 

静压 

Pa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水流量 

m³/h 

制冷量 ±0.3 ±0.2 ±0.3 ±0.2 ±0.3 — 

±3% 

±5%

（标称

机外静

压≤

98Pa 时

应取±

3Pa） 

制冷最大运行 ±0.5 ±0.3 ±0.5 ±0.3 ±0.5 — 

凝露和凝结水

排除 
±0.5 ±0.3 ±0.5 ±0.3 ±0.5 — 

制冷低温运行 ±0.5 ±0.3 ±0.5 ±0.3 ±0.5 — 

制热量Ⅰ ±0.3 — ±0.3 ±0.2 ±0.3 — 

制热量Ⅱ
a
 ±0.5 ±0.5 ±0.5 ±0.3 ±0.3 — 

热水辐射 

制热量Ⅰ 
±0.3 — ±0.3 ±0.2 ±0.3 — 

热水辐射 

制热量Ⅱ 
±0.3 — ±0.5 ±0.3 ±0.3 — 

制热最大运行 ±0.5 — ±0.5 ±0.3 ±0.5 — 

制热低温运行
a
 ±0.5 ±0.5 ±1.0 ±0.5 ±0.5 — 

融霜
a
 ±0.5 ±0.5 ±1.0 ±0.5 ±0.5 — 

噪声 
制冷 ±2.0 ±1.5 ±2.0 ±1.5 ±1.0 ±1.0 

制热 ±2.0 ±1.5 ±2.0 ±1.5 ±1.0 ±1.0 

注：平均变动幅度指实测的平均值与各试验工况的规定值的偏差。 

a 
指试验中的热泵制热阶段，当发生融霜时，融霜过程中及融霜结束后的前 10min 按表 11 的规定。 

表 13 试验工况允差（最大变动幅度） 

工况条件 

室内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外侧入口空气状态 水侧状态 机外 

静压 

Pa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水流量 

m³/h 

制冷量 ±0.5 ±0.3 ±0.5 ±0.3 ±0.5 — 

±5% 

±5%

（标称

机外静

压≤

98Pa 时

应取±

3Pa） 

制冷最大运行 ±1 ±0.5 ±1 ±0.5 ±1 — 

凝露和凝结水

排除 
±1 ±0.5 ±1 ±0.5 ±1 — 

制冷低温运行 ±1 ±0.5 ±1 ±0.5 ±1 — 

制热量Ⅰ ±0.5 — ±0.5 ±0.3 ±0.5 — 

制热量Ⅱ
a
 ±1 ±1 ±1 ±0.5 ±0.5 — 

热水辐射 

制热量Ⅰ 
±0.5 — ±0.5 ±0.3 ±0.5 — 

热水辐射 

制热量Ⅱ
a
 

±0.5 — ±1 ±0.5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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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条件 

室内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外侧入口空气状态 水侧状态 机外 

静压 

Pa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水流量 

m³/h 

制热最大运行 ±1 — ±1 ±0.5 ±1 — 

制热低温运行
a
 ±1 ±1 ±1.0 ±1 ±1 — 

融霜
a
 ±1 ±1 ±1.0 ±1 ±1 — 

噪声 
制冷 ±3.0 ±2.0 ±3.0 ±2.0 ±1.5 ±1.5 

制热 ±3.0 ±2.0 ±3.0 ±2.0 ±1.5 ±1.5 

注：平均变动幅度指实测的平均值与各试验工况的规定值的偏差。 

a 
指试验中的制热阶段，当发生融霜时，融霜过程中及融霜结束后的前 10min 按表 11 的规定。 

表 14 融霜过程的工况读数允差 

试验 

工况 

平均变动幅度 最大变动幅度 

室内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外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内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外侧入口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制热量

Ⅱ
a
 

±3 ±1.5 ±3 ±1.5 ±5 ±3 ±5 ±3 

热水辐

射 

制热量

Ⅱ
a
 

±3 ±1.5 ±3 ±1.5 ±5 ±3 ±5 ±3 

制热低

温运行
a
 

±3 ±1.5 ±3 ±1.5 ±5 ±3 ±5 ±3 

融霜
a
 ±3 ±1.5 ±3 ±1.5 ±5 ±3 ±5 ±3 

注 1：平均变动幅度指实测的平均值与各试验工况的规定值的偏差。 

注 2：最大变动幅度指试验过程中实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各试验工况的规定值的偏差。 

a 
指融霜过程中及融霜结束后的前 10min。 

7.4 强度与密封性试验 

7.4.1 制冷系统密封性试验 

机组的制冷系统在正常的制冷剂充注量下，按以下规定进行密封性试验： 

a） CCO≤28000W 的机组：用灵敏度为（1×10-6）Pa·m3/s 的制冷剂检漏仪进行检验； 

b） CCO＞28000W 的机组：用灵敏度为（1×10-5）Pa·m3/s 的制冷剂检漏仪进行检验。 

7.4.2 水系统强度试验 

对机组的水系统进行 1.25 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或者 1.15 倍设计压力的气压试验，保压 10min

以上，检查机组水系统的变形、渗漏等异常情况。 

7.5 试运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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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冷型机组在制冷模式下通电试运转；热泵型及热回收型机组分别在制冷和制热模式下通电试

运转。 

7.6 名义工况性能试验 

7.6.1 制冷量试验 

7.6.1.1 机组在5.3.3规定的名义制冷工况下，按GB/T 17758—2023附录A进行试验。 

7.6.1.2 机组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开启所有室内机，

使机组处于制冷工作状态；测定所有正在运行室内机的制冷量，所测定的制冷量之和为该台被试机

组的制冷量。 

7.6.1.3 当机组配有热水模块时，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

开启室内机，使机组处于制冷工作状态，热水型模块应处于待机状态；测定所有正在运行室内机的

制冷量，所测定的制冷量之和为该台被试机组的制冷量。 

7.6.1.4 在名义制冷试验时，室内机风机应设定为制冷最高档位或制冷最高转速。 

7.6.1.5 在名义制冷试验时，机组的单位实测制冷量实测风量不应大于220 m3/（h·kW），机组的

实测显热比不应大于0.89。 

注：如需对单台室内机的名义制冷量进行标定，可参考附录E给出的试验方法。 

7.6.2 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在7.6.1试验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7.6.3 制热量试验 

7.6.3.1 机组在5.3.3规定的名义制热工况下，按GB/T 17758—2023附录A进行试验。 

7.6.3.2 机组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开启所有室内机，

使机组处于制热工作状态；测定所有正在运行室内机的制热量，所测定的制热量之和为该台被试机

组的制热量。 

7.6.3.3 当机组配有热水模块时，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

开启室内机，使机组处于制热工作状态，热水模块应处于待机状态，机组辅助电加热装置不应启动；

测定所有正在运行室内机的制热量，所测定的制热量之和为该台被试机组的制热量。 

名义制热Ⅰ试验应满足GB/T 17758—2023附录A规定的稳态制热性能试验要求。 

7.6.3.4 在名义制热试验时，室内机风机应设定为制热最高档位或制热最高转速。 

7.6.4 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在7.6.3试验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7.6.5 热水辐射制热量试验 

7.6.5.1 配有热水模块的机组，在5.3.3规定的热水辐射制热工况下，按GB/T 10870—2014的规定的

液体载冷剂法进行试验。 

7.6.5.2 机组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开启热水模块，使

机组处于制热工作状态，室内机应处于待机状态，机组辅助电加热装置不应启动；测定所有正在运

行热水模块的制热量，所测定的制热量之和为该台被试机组的热水辐射制热量。 

热水辐射制热Ⅰ试验应满足GB/T 10870—2014附录A规定的稳态制热性能试验要求。 

7.6.5.3 配有循环水泵的机组，试验中循环水泵应按额定档位或转速运行。 

7.6.5.4 进行热水辐射制热量试验时，配套室内机应连接在同一制冷循环系统内；系统制冷剂充注

量应按系统整体确定，系统连接管路中不应配有附加手动截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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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热水辐射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在7.6.5试验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7.7 性能系数试验 

按附录 A、附录 B 及附录 C 的规定进行性能系数的试验和计算。 

7.8 制冷最大运行试验 

机组按图 4、图 5、图 6 或图 7 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按表 4 规定的制冷最

大运行工况，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条件下，温控设定至最低，风档设定为最高，开启所有室内机

制冷运行。工况稳定后机组应继续运行 1 h，然后停机 3 min，启动后再连续运行 1 h。 

7.9 制热最大运行试验 

7.9.1 机组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按表3规定的制热最

大运行工况，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条件下，温控设定至最高，风档设定为最高，开启所有室内机

制热运行。工况稳定后机组应继续运行1 h，然后停机3 min，启动后再连续运行1 h。 

7.9.2 当机组配有热水模块时，热水模块应处于待机状态。 

7.10 制冷低温运行试验 

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打开名义制冷量最小的1台室

内机和室外机，使其处于制冷运行状态。在不违反制造商规定下，将室内机的设定温度、风机转速、

风门和导向隔栅等调至最易使蒸发器结冰和结霜的状态，按表3规定的制冷低温运行工况运行稳定后

再进行下列试验： 

a） 空气流通试验：机组启动并运行4 h； 

b） 滴水试验：将被试室内机回风口遮住完全阻止空气流通后运行6 h，使蒸发器盘管风路被霜

完全阻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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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7.11 制热低温运行试验 

7.11.1 机组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打开所有室内机和

室外机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在不违反制造商规定下，将被试室内机的温度控制器、风扇速度、风门

和导向格栅调到制热量最大状态，按表4规定的制热低温运行工况运行稳定后，经过1次除霜动作，

再继续运行3h或3个完整除霜周期（两者取其时间短者）。 

7.11.2 当机组配有热水模块时，热水模块应处于待机状态。 

7.12 凝露和凝结水排除试验 

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打开所有室内机和室外

机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在不违反制造商规定下，将室内机的设定温度、风机转速、风门和导向隔栅

等调至最易凝水状态进行制冷运行，按表4规定的凝露和凝结水排除试验工况运行稳定后再连续运行

4 h。 

7.13 融霜试验 

7.13.1 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打开所有室内机和室外

机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在不违反制造商规定下，将装有自动融霜装置的温度控制器、风扇速度、风

门和导向隔栅调到最易使室外侧换热器结霜的状态，按表4规定的制热融霜试验工况运行稳定后，经

过1次融霜动作，再继续运行3 h或3个完整融霜周期（两者取其时间短者）。 



7.13.2 当机组配有热水模块时，热水模块应处于待机状态。

7.14 水侧压力损失 

7.14.1 水冷式机组室外机在进行名义制冷试验时，

损失。 

7.14.2 热水模块在进行名义热水辐射

损失。 

7.15 安全与环境要求试验 

7.15.1 按 GB 25130 的规定分别进行电气强度、泄漏电流、接地装置和防触电保护试验。

7.15.2 按制造商规定的运行状态和试验工况验证

商规定的前提下，试验过程中应开启辅助电加热等所有辅助功能，确保

7.15.3 按 GB/T 26125 规定的方法进行有害物质含量的检测。

7.16 噪声试验 

7.16.1 对于室内机，按图4、图

台被试室内机使其处于工作状态，此时室内机运行状态与名义制冷试验时运行状态一致，按

17758—2023测量室内机噪声。 

7.16.2 按图4、图5、图6或图7

名义制冷工作状态，此时机组运行状态与名义制冷试验时运行状态一致，按

室外机噪声。 

7.16.3 机组室外机及室内机制热噪声的测量可参照执行；集成有热水模块的室外机在名义热水辐

射制热工作状态下，按GB/T 17758

7.16.4 对于自带水泵的热水模块，

机，只打开1台被试热水模块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在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下开启水泵运行，此时循环

水流量按名义水流量进行，同时开室外机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噪声测

当机组配有热水模块时，热水模块应处于待机状态。 

水冷式机组室外机在进行名义制冷试验时，按GB/T 18430.1的规定测量水侧进出口的压力

热水辐射制热试验时，按GB/T 18430.1的规定测量水侧进出口的压力

的规定分别进行电气强度、泄漏电流、接地装置和防触电保护试验。

按制造商规定的运行状态和试验工况验证机组的最大运行电流是否满足要求。在

商规定的前提下，试验过程中应开启辅助电加热等所有辅助功能，确保机组功率

规定的方法进行有害物质含量的检测。 

、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

台被试室内机使其处于工作状态，此时室内机运行状态与名义制冷试验时运行状态一致，按

 

7要求连接室内机及室外机，同时打开室内机和室外机，使机组处于

运行状态与名义制冷试验时运行状态一致，按GB/T 17758

机组室外机及室内机制热噪声的测量可参照执行；集成有热水模块的室外机在名义热水辐

GB/T 17758—2023测量室外机噪声。 

模块，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

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在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下开启水泵运行，此时循环

水流量按名义水流量进行，同时开室外机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噪声测点位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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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测量水侧进出口的压力

的规定测量水侧进出口的压力

的规定分别进行电气强度、泄漏电流、接地装置和防触电保护试验。 

的最大运行电流是否满足要求。在符合制造

功率达到最大状态。 

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只启动1

台被试室内机使其处于工作状态，此时室内机运行状态与名义制冷试验时运行状态一致，按GB/T 

要求连接室内机及室外机，同时打开室内机和室外机，使机组处于

GB/T 17758—2023测量

机组室外机及室内机制热噪声的测量可参照执行；集成有热水模块的室外机在名义热水辐

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

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在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下开启水泵运行，此时循环

位置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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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5 不自带水泵的热水模块

7.16.6 当机组系统内配有分歧箱、热回收模块及节能模块等内置有膨胀阀的组件时，按

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室外机及膨胀阀组件。在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下，

膨胀阀组件噪声最大运行噪声。

7.17 待机功率试验 

试验期间，环境温度保持在（

并进入待机模式。关机至少 30 min

于 10 s。读取测量时段内的平均功率即为待机功率，单位为瓦（

注：待机功率亦可通过测量耗电量再除以测量时间获得。

7.18 电加热功率试验 

7.18.1 机组在名义制热工况下运行，当制热量达到稳定后，

均输入功率，测量时间为 30 min

空气温度降至某一数值（或其它等效方式）而使电加热元件接通。

7.18.2 对于PTC元件做辅助电热装置的机组，试验时机组热泵系统不运行，在名义制热工况下，

开启辅助电热装置，通过试验室引风机使试验风量与名义制热风量相同（实测风量偏差不超出±

测定其输入功率。 

7.19 辅助电加热控制试验 

辅助电加热控制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机组室内机在名义制热工况下运行，当

辅助电加热，测试其是否动作

b） 将机组的辅助电加热设置为自动状态，保持名义制热工况稳定后，依次调整室外侧回风干

球温度至 2℃、0℃、1℃、

电加热是否自动开启，各档温度的允差条件应符合表

图8 热水模块噪声测点位置 

模块不单独进行噪声试验。 

当机组系统内配有分歧箱、热回收模块及节能模块等内置有膨胀阀的组件时，按

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室外机及膨胀阀组件。在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下，

。噪声测点位置见图9。 

 

图9 膨胀阀组件噪声测点位置 

试验期间，环境温度保持在（23±5）℃。开启所有室内机及室外机制冷运行

min 后开始测量待机功率，测量时间为 1 h，数据采集的周期不应长

。读取测量时段内的平均功率即为待机功率，单位为瓦（W），保留 1 位小数。

：待机功率亦可通过测量耗电量再除以测量时间获得。 

在名义制热工况下运行，当制热量达到稳定后，开启辅助电加热，并

min，数据采集的周期不应长于 10 s。如果有必要，可短路温控器或使

空气温度降至某一数值（或其它等效方式）而使电加热元件接通。 

元件做辅助电热装置的机组，试验时机组热泵系统不运行，在名义制热工况下，

开启辅助电热装置，通过试验室引风机使试验风量与名义制热风量相同（实测风量偏差不超出±

辅助电加热控制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在名义制热工况下运行，当其制热量达到稳定后，采用手动的方式开启和关闭

辅助电加热，测试其是否动作； 

将机组的辅助电加热设置为自动状态，保持名义制热工况稳定后，依次调整室外侧回风干

℃、5℃、10℃，每调整到一档温度点后稳定运行

电加热是否自动开启，各档温度的允差条件应符合表 12 和表 13 的规定。

 

当机组系统内配有分歧箱、热回收模块及节能模块等内置有膨胀阀的组件时，按图4、图5、

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室外机及膨胀阀组件。在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下，测定

 

。开启所有室内机及室外机制冷运行 10 min 后，关机

，数据采集的周期不应长

位小数。 

开启辅助电加热，并测量电加热的平

。如果有必要，可短路温控器或使

元件做辅助电热装置的机组，试验时机组热泵系统不运行，在名义制热工况下，

开启辅助电热装置，通过试验室引风机使试验风量与名义制热风量相同（实测风量偏差不超出±5%），

动的方式开启和关闭

将机组的辅助电加热设置为自动状态，保持名义制热工况稳定后，依次调整室外侧回风干

℃，每调整到一档温度点后稳定运行 10 min，判断辅助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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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通过测量机组的输入功率判断辅助电加热是否动作。 

7.20 其他性能试验 

7.20.1 耐腐蚀性试验 

按 GB/T 2423.17 的规定进行盐雾试验，试验周期为 24 h。试验前，电镀件表面应清洗除油；试

验后，应先用清水冲掉残留在表面的盐分，然后再检查电镀件的腐蚀情况。 

7.20.2 涂层附着力试验 

按 GB/T 9286 的规定进行划格试验。 

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每台机组应做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应按表15的规定。 

8.2 抽样检验 

8.2.1 抽样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样，检验项目按表 15 的规定。 

8.2.2 抽样方法按 GB/T 2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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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水平等由制造商自行决定。 

8.3 型式检验 

8.3.1 型式检验应每 3 年进行一次，检验项目按表 15 的规定。 

8.3.2 当有下列情形发生时，第 1 台产品应做型式检验： 

——新产品开发或定型产品进行了重大改进； 

——使用了全新的生产线； 

——生产线搬迁或生产线进行了重大改进。 

表15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 

检验 

抽样 

检验 

型式 

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 

√ 

√ √ 

5.1.5 

视检 2  标志 8.1 

3  包装 8.2 

4  

安全与环

境要求 

电气强度 

5.13.1 6.15.1 
5  泄漏电流 

6  接地装置 

7  防触电保护 

8  制冷系统密封性 5.2.1 6.4.1 

9  水系统强度 — 5.2.2 6.4.2 

10  试运转 √ 5.3 6.5 

11  制冷量 — 5.4.1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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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出厂 

检验 

抽样 

检验 

型式 

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2  制冷消耗功率 5.4.2 6.6.2 

13  制热量 5.4.3 6.6.3 

14  制热消耗功率 5.4.4 6.6.3 

15  热水辐射制热量 5.4.5 6.6.5 

16  热水辐射制热消耗功率 5.4.6 6.6.6 

17  性能系数 5.5 6.7 

18  制冷最大运行` 

— 

5.6 6.8 

19  制热最大运行 5.7 6.9 

20  制冷低温运行 5.8 6.10 

21  制热低温运行 5.9 6.11 

22  凝露和凝结水排除 5.10 6.12 

23  融霜 5.11 6.13 

24  水侧压力损失 5.12 6.14 

25  安全与环

境要求 

最大运行电流 5.13.2 6.15.1 

26  有害物质含量 5.13.3 6.15.2 

27  噪声 5.14 6.16 

28  待机功率 5.15 6.17 

29  电加热功率 5.16 6.18 

30  辅助电加热控制 5.17 6.19 

31  
其他性能 

耐腐蚀性 5.18.1 6.20.1 

32  涂层附着力 5.18.2 6.20.2 

注：“√”为应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每台机组应分别在室内、外机显著位置设置永久性铭牌，铭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铭牌上应标示下列内容： 

表 16 铭牌内容 

序

号 

标示内容 标示要求 

名称 单位 
室外机 

室内机 热水模块 
单冷型 热泵型 热回收型 

1 产品名称、型号 — √ √ √ √ √ 

2 制造商名称 — √ √ √ √ √ 

3 生产日期、产品编号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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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示内容 标示要求 

名称 单位 
室外机 

室内机 热水模块 
单冷型 热泵型 热回收型 

4 额定电压、相数、频率 V、—、Hz √ √ √ √ √ 

5 最大运行电流
a
 A √ √ √ √ √ 

6 制冷剂编号 — √ √ √ √ √ 

7 制冷剂充注量 kg √ √ √ — — 

8 水侧压力损失 kPa √ √ √ — √ 

9 机组总质量
b
 kg √ √ √ √ √ 

10 制冷量 W √ √ √ √ √ 

11 制冷消耗功率 W √ √ √ √ √ 

12 制热量
d
 W — √ √ √ — 

13 热水辐射制热量
d
 W — √ √ — √ 

14 制热消耗功率
d
 W — √ √ √ — 

15 热水辐射制热消耗功率
d
 W — √ √ — √ 

16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W/W √ √ √ — — 

17 制冷季节能效比 W·h/W·h √ — — — — 

18 全年性能系数 W·h/W·h — √ √ — — 

19 热回收效率 W/W — — — — — 

20 电加热功率 W — — — √ √ 

21 噪声（声压级）
e
 dB(A) √ √ √ √ √ 

22 风量 m3/h — — — √ — 

23 机外静压 Pa √
c
 √

c
 √

c
 √

c
 — 

注：“√”表示需要标示，“—”表示不需要标示，无相应功能的机组无需标示。 

a 
制造商应在设计文件或随机文件中明确机组产生最大运行电流的工作状态及工况条件。 

b 
以指引安全运输和吊装为原则，必要时机组总质量应包含制冷剂（或其他充注物）、吊装用附件等。 

c 
标准机外静压为 0Pa 时可不标示。 

d 
标示名义制热Ⅰ及热水辐射制热量Ⅰ工况对应的参数，名义制热Ⅱ及热水辐射制热量Ⅱ工况对应的参数可以标示

在铭牌或随机文件中。 
e 
标示值为以半消声室测试确定的名义值。 

9.1.2 若机组使用了可燃性制冷剂，则应按照 GB 2894—2008 表 2 中编号 2-2 警告标志的颜色和样

式在空调机的显著位置上进行永久性标示，标示符号的垂直高度不应小于 10mm。 

9.1.3 机组上应有指示运行状态的标志，如风机转向、水流方向、指示仪表和控制按钮的状态标志

等。 

9.2 包装 

9.2.1 机组在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处理，各部件应清洁、干燥，易锈部件应涂防锈剂。 

9.2.2 机组应外套塑料袋或防潮纸并应固定在箱内，以免运输中受潮和发生机械损伤。 

9.2.3 机组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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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名称； 

——产品型号和名称； 

——净质量、毛质量； 

——外形尺寸； 

——“小心轻放”“向上”“怕湿”和堆放层数等。 

有关包装、储运的标志应符合 GB/T 6388 和 GB/T 191 的有关规定。 

9.2.4 每台机组上应随带下列技术文件，其中，产品说明书可以电子版提供，但需明示获取电子版

说明书的说明。 

a） 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 

1） 产品型号和名称； 

2） 产品出厂编号； 

3） 检验员签字或印章； 

4） 检验日期。 

b） 产品说明书，内容包括： 

1） 产品型号和名称、适用的环境温度条件以及本文件的编号； 

2） 对室外机进行性能参数标称时，配套的室内机型号及数量； 

3） 机组最小制冷量、最小制冷消耗功率，最小制热量、最小制热消耗功率，低温最大制

热量、低温最大制热消耗功率、待机功率等主要性能参数。 

4） 室内、外机的最大高度差，室内、外机最大管长，室内机之间的最大高度差，最大配

置率，最小配置率，最高环境温度制冷，最低环境温度制热等系统配置参数； 

5） 产品的结构示意图、制冷系统图及接线图； 

6） 备件目录和必要的易损零件图； 

7） 外形尺寸及安装的说明或要求（使用可燃制冷剂的空调机，其安装要求应满足 GB/T 

9237 的要求）； 

8） 使用说明、维修和保养注意事项（使用可燃制冷剂的空调机，其维修和保养除应满足

GB/T 9237 的要求外还应满足 GB/T 4706.32—2024 附录 DD 的要求）。 

c） 装箱单。 

9.3 运输和贮存 

9.3.1 机组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倾斜或遭受雨雪淋袭。 

9.3.2 机组应贮存在干燥且通风良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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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水冷式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的试验和计算 

A.1 试验工况 

A.1.1 各部分负荷试验工况按 GB/T 17758—2023 表 2 的规定。 

A.1.2 机组水侧污垢系数修正温差的计算方法按GB/T 18430.1—2024的规定。 

A.3 试验和计算 

A.3.1 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按GB/T 17758—2023的规定进行试验和计算。 

A.3.2 在进行部分负荷试验时，室内机风机设定的档位或转速应与名义制冷试验时设定的档位或转

速一致。 

A.3.3 在进行100%试验时，室内机应全部开启；在进行75%负荷和50%负荷试验时，室内机可全部

或部分开启；在进行25%负荷试验时，CCO≤20000W的机组应关闭名义制冷量标称值不小于机组名

义制冷量标称值50%的室内机，CCO＞20000W的机组应关闭名义制冷量标称值不小于机组名义制冷

量标称值25%的室内机；机组配有的热水模块应始终关闭处于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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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风冷式机组季节能源消耗效率的试验和计算 

B.1 性能要求 

B.1.1 名义制冷能力 

按 B.2.3.1 的 a)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名义制冷量应在其明示值的 100%±5%范围内。 

按 B.2.3.1 的 b)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名义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其明示值的 110%。 

B.1.2 中间制冷能力 

按 B.2.3.2 的 a)方法试验时，机组的实测制冷量应在其名义制冷量名义值的 53%±3%范围内。 

B.1.3 最小制冷能力 

按 B.2.3.3 的 a)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最小制冷量不应大于其明示值的 105%。 

按 B.2.3.3 的 b)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最小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其明示值的 110%。 

B.1.4 名义制热能力 

按 B.2.3.4 的 a)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名义制热量应在其明示值的 100%±5%范围内。 

按 B.2.3.4 的 b)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名义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其明示值的 110%。 

B.1.5 中间制热能力 

按 B.2.3.5 的 a)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中间制热量应在其明示值的 50%±3%范围内。 

B.1.6 最小制热能力 

按 B.2.3.6 的 a)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最小制热量不应大于其明示值的 105%。 

按 B.2.3.6 的 b)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最小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其明示值的 110%。 

B.1.7 最大制热能力 

按 B.2.3.7 的 a)方法试验时，机组实测的最大制热量不应小于其明示值的 95%。 

B.1.8 注意事项 

除 B.1.1~B.1.7 的性能要求外，6.4 中的其余性能要求仍然适用。 

B.2 全年性能系数试验 

B.2.1 试验条件、机组安装及数据处理应符合 7.1~7.3 的规定。机组制热试验中出现非稳态时，试

验工况允差应符合 GB/T 17758—2023 附录 A 的规定。除由于机组启动或停止的负荷变动外，电源

电压的偏差不应大于规定电压±2%，电源频率的偏差不应大于规定频率的±1%。 

B.2.2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试验工况见表 B.1。 

表 B.1 风冷式机组季节能源消耗效率试验工况 

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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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 
室内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外侧入口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制冷 

高温制冷 27 19 43 — 

名义制冷 27 19 35 — 

中温制冷 27 19 29 — 

低温制冷 27 19 25 — 

制热 

名义制热 20 <15 a 7 6 

低温制热 20 <15 a 2 1 

超低温制热 20 <15 a -7 -8 

a 适应于湿球温度影响室内侧换热的装置。 

B.2.3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试验方法应符合 7.6 及以下规定。(条下设条) 

B.2.3.1 名义制冷能力试验： 

a)  名义制冷量试验 

按 7.6 方法进行试验，调节机组发挥名义制冷能力，在表 B.1 规定的名义制冷工况，连续稳

定运行 1 h 后进行测定。 

b)  名义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按 7.6 方法测定名义制冷量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c)  高温制冷量试验 

按 7.6 方法进行试验，调节机组发挥名义制冷能力（当因各项保护约束下无法在名义制冷

能力下运行时，应调节机组发挥许用最大制冷能力），在表 B.1 规定的高温制冷工况下，

连续稳定运行 1 h 后进行测定。 

d)  高温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按 7.6 方法测定机组高温制冷量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e)  在进行名义制冷能力试验时：室内机应全部开启，机组配有的热水模块应关闭处于待机状

态。 

f) 名义制冷量试验中所有室内机风量应设定为最高档位或按最高风机转速进行试验，在其他制

冷试验中被测室内机的风量档位或风机转速应与名义制冷量试验一致。 

B.2.3.2 中间制冷能力试验： 

a)  中间制冷量试验 

按 7.6 方法进行试验，调节机组发挥中间制冷能力，在表 B.1 规定的中温制冷工况下，连

续稳定运行 1 h 后进行测定。 

b) 中间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按 7.6 方法测定机组中间制冷量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c)  在进行中间制冷能力试验时：CCO≤20000W 的机组应关闭名义制冷量标称值不小于机组名

义制冷量标称值 25%的室内机，CCO＞20000W 的机组室内机可全部或部分开启，机组配

有的热水模块应关闭处于待机状态。 

注 1：当机组无法准确测试中间制冷量时，机组按 7.6 的方法进行试验，在表 B.1 规定的中温制冷工况条件下，

测定一个大于中间制冷能力和一个小于中间制冷能力的制冷量和制冷消耗功率，并通过线性内插的方法

计算中间制冷量和中间制冷消耗功率。 

注 2：当中间制冷量试验中机组实测制冷量高于名义制冷量的（53+3）%，且机组无法继续降低发挥能力时，

以此工况及运行状态测定机组最小能力的制冷量和制冷消耗功率。 

B.2.3.3 最小制冷能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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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小制冷量试验 

按 7.6 方法进行试验，调节机组发挥各项保护约束下许用最小制冷能力，在表 B.1 规定的低

温制冷工况下，连续稳定运行 1 h 后进行测定。 

b)  最小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按 7.6 方法测定机组最小制冷量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c)  在进行最小制冷能力试验时：CCO≤20000W 的机组应关闭名义制冷量标称值不小于机组名

义制冷量标称值 50%的室内机，CCO＞20000W 的机组应关闭名义制冷量标称值不小于机

组名义制冷量标称值 25%的室内机，机组配有的热水模块应关闭处于待机状态。 

B.2.3.4 名义制热能力试验： 

a)  名义制热量试验 

按 7.6 方法进行试验，调节机组发挥名义制热能力，在表 B.1 规定的名义制热工况下（辅

助电热装置不可启动），连续稳定运行 1 h 后进行测定。 

b) 名义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按 7.6 方法测定机组名义制热量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c)  在进行名义制热能力试验时：室内机应全部开启，机组配有的热水模块应关闭处于待机状

态。 

d)  名义制热量试验中所有室内机风量应设定为最高档位或按最高风机转速进行试验，在其他

制热试验中被测室内机的风量档位或风机转速应与名义制热量试验一致。 

B.2.3.5 中间制热能力试验： 

a)  中间制热量试验 

按 7.6 方法进行试验，调节机组发挥中间制热能力，在表 B.1 规定的名义制热工况下（辅

助电热装置不可启动），连续稳定运行 1 h 后进行测定。 

b) 中间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按 7.6 方法测定中间制热量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c)  在进行中间制热能力试验时：CCO≤20000W 的机组应关闭名义制冷量标称值不小于机组名

义制冷量标称值 25%的室内机，CCO＞20000W 的机组室内机可全部或部分开启，机组配

有的热水模块应关闭处于待机状态。 

注 1：当机组无法准确测试中间制热能力时，机组按 7.6 的方法进行试验，在表 B.1 规定的名义制热工况条件下，

测定一个大于中间制热能力和一个小于中间制热能力的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率，并通过线性内插的方法计

算中间制热量和中间制热消耗功率。 

注 2：当中间制热量试验中机组实测制热量高于名义制热量的（50+3）%，且机组无法继续降低发挥能力时，

以此工况及运行状态测定机组最小能力的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率。 

B.2.3.6 最小制热能力试验： 

a)  最小制热量试验 

按 7.6 方法进行试验，调节机组发挥各项保护约束下许用最小制热能力，在表 B.1 规定的名

义制热工况下（辅助电热装置不可启动），连续稳定运行 1 h 后进行测定。 

b)  最小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按 7.6 方法测定机组最小制热量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c)  在进行最小制热能力试验时：CCO≤20000W 的机组应关闭名义制冷量标称值不小于机组名

义制冷量标称值 50%的室内机，CCO＞20000W 的机组应关闭名义制冷量标称值不小于机

组名义制冷量标称值 25%的室内机，机组配有的热水模块应关闭处于待机状态。 

B.2.3.7 最大制热能力试验： 

a)  最大制热量试验 

按 7.6 方法进行试验，调节机组发挥各项保护约束下许用最大制热能力，在表 B.1 规定的低

温制热工况下（辅助电热装置不可启动）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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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大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按 7.6 方法测定机组最大制热量的同时，分别测定机组室外机及所有室内机的输入功率。 

c)  在进行最大制热能力试验时：室内机应全部开启，机组配有的热水模块应关闭处于待机状

态。 

B.2.3.8 制造商应提供机组各试验条件下对应运行状态的设定方法，以确保第三方进行试验。必要

时，制造商或制造商指定人员需在现场配合机组的安装及试验。 

B.3 全年性能系数的计算 

B.3.1 计算的边界条件 

B.3.1.1 全年性能系数的计算基准 

CCO≤20000W的机组，全年性能系数的计算以南京作为代表城市，以住宅建筑为代表建筑类型

计算，其他城市及建筑类型参照执行。 

CCO＞20000W的机组，全年性能系数的计算以南京作为代表城市，以办公建筑为代表建筑类型

计算，其他城市及建筑类型参照执行。 

B.3.1.2 0 负荷对应室外温度的取值 

CCO≤20000W 的机组，制冷及制热 0 负荷对应的室外温度见 B.4。 

CCO＞20000W 的机组，制冷或制热 0 负荷对应的室外温度见 GB/T17758—2023 表 D.7。 

表 B.2 CCO≤20000W 的机组适用的建筑 0负荷对应的室外温度 

建筑类型 
建筑物的制冷 0 负荷对应的室外温度 

℃ 

建筑物的制热 0 负荷对应的室外温度 

℃ 

住宅建筑 23 15 

办公建筑 21 13 

B.3.1.3 HCR 的取值 

CCO≤20000W的机组对应代表建筑类型的HCR值取0.80。 

CCO＞20000W的机组对应代表建筑类型的HCR值见GB/T17758—2023中表D.6。 

B.3.1.4 需要制冷及制热的各温度发生时间 

CCO≤20000W的机组在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B.3，在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

温度发生时间见表B.4。 

表 B.3 CCO≤20000W 的机组在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 

温度区间j 
温度t 

℃ 

发生时间 

h 
温度区间j 

温度t 

℃ 

发生时间 

h 

1 24 254 9 32 39 

2 25 276 10 33 32 

3 26 220 11 34 18 

4 27 193 12 35 5 

5 28 130 13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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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区间j 
温度t 

℃ 

发生时间 

h 
温度区间j 

温度t 

℃ 

发生时间 

h 

6 29 129 14 37 0 

7 30 81 15 38 0 

8 31 47 合计 1424 

表 B.4 CCO≤20000W 的机组在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 

温度区间j 
温度t 

℃ 

发生时间 

h 
温度区间j 

温度t 

℃ 

发生时间 

h 

1 -7 0 14 6 104 

2 -6 2 15 7 120 

3 -5 2 16 8 78 

4 -4 1 17 9 55 

5 -3 2 18 10 48 

6 -2 6 19 11 56 

7 -1 13 20 12 41 

8 0 26 21 13 36 

9 1 46 22 14 22 

10 2 52 23 15 0 

11 3 84 25 16 0 

12 4 79 
总计 959 

13 5 86 

CCO＞20000W的机组在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GB/T17758—2023中表D.2，在制

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GB/T17758—2023中表D.4。 

B.4 制冷季节总负荷、制冷季节能效比及制冷季节耗电量的计算。 

B.4.1 计算所需的各工况性能参数见表B.5。 

表 B.5 制冷试验各工况条件的性能参数 

试验条件 机组状态
c
 制冷量/制冷消耗功率 定容型 非定容型 参数的计算值 

高温 名义制冷能力 φful（43）/Pful（43） — ○
b
 

0.897×φful（35） 

1.115×Pful（35） 

名义 

名义制冷能力 φful（35）/Pful（35） √ √ — 

中间制冷能力 φhaf（35）/Phaf（35） — — 
0.937×φhaf（29） 

1.185×Phaf（29） 

中温 中间制冷能力 φhaf（29）/Phaf（29） — √ — 



试验条件 机组状态
c
 制冷量

最小制冷能力 φmin

低温 最小制冷能力 φmin

注1：“√”需要进行此项试验，“

注2：若室外机标称有机外静压，按照室外机的机外静压进行试验。

注3：定容型机组效率降低系数C

a CCO≤8000W时，可不进行此项试验；

b 当机组在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中包含

B.4.2 不同室外温度时的建筑物的制冷负荷按

B.4.3 制冷季节能效比按公式（

B.4.4 定容型机组的计算 

B.4.4.1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消耗功率的关系见图

图 B.1 建筑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消耗功率的关系（定容型）

B.4.4.2 制冷季节总负荷按公式（

制冷量/制冷消耗功率 定容型 非定容型 

min（29）/Pmin（29） — — 

min（25）/Pmin（25） — √
a
 

”需要进行此项试验，“—”不需要进行此项试验，“○”选择性试验。 

若室外机标称有机外静压，按照室外机的机外静压进行试验。 

CD值取0.25，非定容型机组效率降低系数CD值取0.50。 

时，可不进行此项试验； 

在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中包含35℃以上温度区间时，必须实测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按公式（B.1）计算： 

𝐵𝐿൫𝑡൯ = 𝜑(35) ×
𝑡 − 𝑡

35 − 𝑡
 …………………………

式（B.2）计算： 

𝑆𝐸𝐸𝑅 =
𝐶𝑆𝑇𝐿

𝐶𝑆𝑇𝐸
 …………………………………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消耗功率的关系见图B.1。 

建筑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消耗功率的关系（定容型）

按公式（B.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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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计算值 

0.960×φmin（25） 

1.141×Pmin（25） 

— 

 

 

温度区间时，必须实测。 

………………………….（B.1） 

………………………………….（B.2） 

 

 

建筑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消耗功率的关系（定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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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𝑆𝑇𝐿 =𝐵𝐿൫𝑡൯ × 𝑛



ୀଵ

+  𝜑௨൫𝑡൯ × 𝑛



ୀାଵ

 ……………….（B.3） 

其中，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冷量按公式（B.4）计算： 

𝜑௨൫𝑡൯ = 𝜑௨(43) +
𝜑௨(35) − 𝜑௨(43)

43 − 35
× ൫43 − 𝑡൯ …………….（B.4） 

式中： 

j——制冷季节温度区间，j=1，2，…18，19…； 

m——室外温度tj=35℃的温度区间。 

当BLC（tj）≤Φful(tj)时，制冷负荷取BLC（tj）计算；当BLC（tj）＞Φful(tj)时，制冷季节负荷

取Φful(tj)计算。 

B.4.4.3 制冷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5）计算： 

𝐶𝑆𝑇𝐸 =𝑋൫𝑡൯ × 𝑃௨൫𝑡൯ ×



ୀଵ

𝑛

𝑃𝐿𝐹൫𝑡൯
 

 

……………………（B.5）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冷消耗功率按公式（B.6）计算： 

𝑃௨൫𝑡൯ = 𝑃௫௧(43) +
𝑃௨(35) − 𝑃௫௧(43)

43 − 35
൫43 − 𝑡൯ 

 
………………（B.6）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冷负荷与机组的制冷量之比按公式（B.7）计算： 

𝑋൫𝑡൯ =
𝐵𝐿൫𝑡൯

𝜑௨൫𝑡൯
 

 
…………………………………（B.7） 

当𝐵𝐿൫𝑡൯≥𝜑௨൫𝑡൯时，取𝑋൫𝑡൯ =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𝑃𝐿𝐹൫𝑡൯ = 1 − 𝐶ൣ1 − 𝑋൫𝑡൯൧ 

 ……………………………（B.8） 

B.4.5 非定容型机组的计算 

B.4.5.1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消耗功率的关系见图B.2。 



图 B.2 建筑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性能系数的关系（非定容型）

B.4.5.2 制冷季节总负荷按公式（

B.4.5.3 制冷季节耗电量的计算

a）机组未进行最小制冷能力试验

𝐶𝑆𝑇𝐸 =
𝑋൫𝑡൯ ×

𝑃𝐿𝐹



ୀଵ

b）机组进行了最小制冷能力试验，

𝐶𝑆𝑇𝐸 =
𝑋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𝑃𝐿𝐹൫𝑡൯



ୀଵ

B.4.5.4 机组在中间（或最小）能力以下断续运行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a）机组未进行最小制冷能力试验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冷量

𝜑haf൫𝑡൯ =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冷

建筑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性能系数的关系（非定容型）

按公式（B.3）计算。 

制冷季节耗电量的计算 

）机组未进行最小制冷能力试验时，CSTE按公式（B.9）计算。 

൫ ൯ × 𝑃ℎ൫𝑡൯ × 𝑛

𝑃𝐿𝐹൫𝑡൯
+  𝑃ℎ൫𝑡൯ × 𝑛 +  𝑃௨൫𝑡



ୀାଵ



ୀାଵ

最小制冷能力试验， CSTE按公式（B.10）计算。 

൫ ൯ × 𝑛

൫ ൯
+  𝑃൫𝑡൯ × 𝑛 +  𝑃൫𝑡൯ × 𝑛



ୀାଵ

+





ୀାଵ

……………………………………….

在中间（或最小）能力以下断续运行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机组未进行最小制冷能力试验，在中间能力以下断续运行（BLc（tj）≤Φhaf(t

制冷量按公式（B.11）计算： 

൫ ൯ = 𝜑ℎ(35) +
𝜑ℎ(29) − 𝜑ℎ(35)

35 − 29
× ൫35 − 𝑡൯ 

制冷消耗功率按公式（B.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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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制冷负荷、机组的制冷量及制冷性能系数的关系（非定容型） 

൫𝑡൯ × 𝑛 ….（B.9） 

 𝑃௨൫𝑡൯ × 𝑛



ୀାଵ

 

……………………………………….（B.10） 

tj)，j=1 到 p）时，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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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ℎ൫𝑡൯ = 𝑃ℎ(35) +
𝑃ℎ(29) − 𝑃ℎ(35)

35 − 29
× ൫35 − 𝑡൯ …………….（B.12）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冷负荷与机组的制冷量之比按公式（B.13）计算： 

𝑋൫𝑡൯ =
𝐵𝐿൫𝑡൯

𝜑haf൫𝑡൯
 ……………………………….（B.13） 

当𝐵𝐿൫𝑡൯≥𝜑 ൫𝑡൯时，取𝑋൫𝑡൯ =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b）机组进行了最小制冷能力试验，最小制冷能力以下断续运行（BLc(tj)≤Φmin(tj) j=1 到 k）时，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冷量按公式（B.14）计算： 

𝜑൫𝑡൯ = 𝜑(29) +
𝜑(25) − 𝜑(29)

29 − 25
× ൫29 − 𝑡൯ …………（B.14）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冷消耗功率按公式（B.15）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29) +
𝑃(25) − 𝑃(29)

29 − 25
× ൫29 − 𝑡൯ …………（B.15）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冷负荷与机组的制冷量之比按公式（B.16）计算： 

𝑋൫𝑡൯ =
𝐵𝐿൫𝑡൯

𝜑min൫𝑡൯
 …………………………………（B.16） 

当𝐵𝐿൫𝑡൯≥𝜑൫𝑡൯时，取𝑋൫𝑡൯ =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B.4.5.4 机组在最小能力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运行（Φmin(tj)＜BLC(tj)≤Φhaf(tj) j=k+1 到 p）时

相关参数的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按公式（B.17）计算： 

𝑃ℎ൫𝑡൯ =
𝐵𝐿൫𝑡൯

𝐸𝐸𝑅ℎ൫𝑡൯
 …………………………….（B.17）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冷运行能效比按公式（B.18）计算： 

𝐸𝐸𝑅൫𝑡൯ = 𝐸𝐸𝑅(𝑡ௗ) +
𝐸𝐸𝑅(𝑡) − 𝐸𝐸𝑅(𝑡ௗ)

𝑡 − 𝑡ௗ
൫𝑡 − 𝑡ௗ൯ …….（B.18）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与机组的中间制冷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按公式（B.19）计算： 

𝑡 =
𝜑(35) + 𝑡 ×

ఝೠ(ଷହ)

௧್ି௧ೌ
+ 35 ×

ఝೌ(ଶଽ)ିఝೌ(ଷହ)

ଷହିଶ

ఝೠ(ଷହ)

௧್ି௧ೌ
+

ఝೌ(ଶଽ)ିఝೌ(ଷହ)

ଷହିଶଽ

 ………….（B.19） 

建筑物的制冷负荷与机组的最小制冷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按公式（B.20）计算： 

𝑡ௗ =
𝜑(29) + 𝑡 ×

ఝೠ(ଷହ)

௧್ି௧ೌ
+ 35 ×

ఝ(ଶହ)ିఝ(ଶଽ)

ଶଽିଶହ

ఝೠ(ଷହ)

௧್ି௧ೌ
+

ఝ(ଶହ)ିఝ(ଶଽ)

ଶଽିଶହ

 ………….（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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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5 机组在中间能力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运行（Φhaf(tj)＜BLC(tj)≤Φful(tj)）时相关参数的计

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按公式（B.21）计算： 

𝑃ℎ൫𝑡൯ =
𝐵𝐿൫𝑡൯

𝐸𝐸𝑅ℎ൫𝑡൯
 ……………………………….（B.2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冷运行能效比按公式（B.22）计算： 

𝐸𝐸𝑅ℎ൫𝑡൯ = 𝐸𝐸𝑅ℎ(𝑡) +
𝐸𝐸𝑅௨(𝑡) − 𝐸𝐸𝑅ℎ(𝑡)

𝑡 − 𝑡
൫𝑡 − 𝑡൯ ……….（B.22）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名义能力连续制冷运行能效比按公式（B.23）计算： 

𝐸𝐸𝑅௨൫𝑡൯ =
𝜑௨൫𝑡൯

𝑃௨൫𝑡൯
 …………………………….（B.23）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中间能力连续制冷运行能效比按公式（B.24）计算： 

𝐸𝐸𝑅൫𝑡൯ =
𝜑൫𝑡൯

𝑃൫𝑡൯
 …………………………….（B.24） 

B.4.5.5 机组以名义能力连续运行（Φful(tj)＜BLc(tj)，j=m+1 到 n）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冷消耗功率按公式（B.6）计算。 

B.4.5.6 机组在名义能力及以上连续运行（Φful(tj)＜BLc（tj），j=m+1 到 n）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冷消耗功率按公式（B.6）计算。 

B.5 制热季节总负荷、制热季节性能系数及制热季节耗电量的计算 

B.5.1 计算所需的各工况性能参数见表B.6。 

表 B.6 制热试验各工况条件的性能参数 

试验项目 机组状态 制热量/制热消耗功率 定容型 非定容型 计算值 

名义 

名义制热能力 φful(7)/P ful(7) √ 

√ 

— 中间制热能力 φhaf (7)/P haf(7) 

— 

最小制热能力 φmin (7)/P min (7) √a 

低温 

最大制热能力 

φext,f(2)/Pext,f(2) 

— 

√b — 

φext(2)/Pext(2) — 
1.120×φext,f(2) 

1.060× Pext,f(2) 

名义制热能力 φful,f(2)/Pful,f(2) √ ○b 
φful（2）/1.120 

Pful（2）/1.060 

中间制热能力 φhaf,f(2)/Phaf,f(2) — — 
φhaf（2）/1.120 

Phaf（2）/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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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目 机组状态 制热量/制热消耗功率 定容型 非定容型 计算值 

最小制热能力 φmin,f(2)/Pmin,f(2) — 
φmin（2）/1.120 

Pmin（2）/1.060 

超低温 

最大制热能力 φext(-7)/Pext (-7) — — 
0.734×φext (2) 

 0.877×P ext (2) 

名义制热能力 φful(-7)/Pful(-7) — — 
0.640×φful(7) 

 0.820×P ful(7) 

中间制热能力 φhaf(-7)/Phaf(-7) — — 
0.640×φhaf(7) 

 0.820×P haf(7) 

最小制热能力 φmin(-7)/Pmin(-7) — — 
0.640×φmin(7) 

 0.820×P min(7) 

注1：“√”需要进行此项试验，“—”不需要进行此项试验，“○”选择性试验。 

注2：机组以名义能力、中间能力和最小制热能力运行时，在结霜温度区域（-7℃＜tj＜5.5℃）的稳态制热量φ

(tj)和稳态制热消耗功率P(tj)的计算公式如下： 

𝜑(𝑡) = 𝜑(ି) +
𝜑() − 𝜑(ି)

7 − (−7)
× ቀ𝑡 − (−7)ቁ；𝑃(𝑡) = 𝑃(ି) +

𝑃() − 𝑃(ି)

7 − (−7)
× (𝑡 − (−7)) 

注3：若室外机标称有机外静压，按照室外机的机外静压进行试验。 

注4：定容型机组效率降低系数CD值取0.25，非定容型机组效率降低系数CD值取0.50。 

a 
CCO≤8000W时，可不进行此项试验。 

b 
当机组具有最大制热能力，且φext,f(2)实测值大于φful,f(2)的计算值，则机组具备最大制热能力，反之则转为

进行名义制热能力试验。当按名义能力进行试验时，机组最大制热量不用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此时取φful,f(2)=

φext,f(2)，Pful,f(2)= Pext,f(2)；φext(2)=φful（2），Pext(2)= Pful（2）；φful(-7)=φext(-7)，Pful(-7)= Pext(-7)。 

B.5.2 不同室外温度时的建筑物的制冷负荷按公式（B.25）计算： 

𝐵𝐿ℎ൫𝑡൯ =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𝑡 − 𝑡

𝑡 − 0
 …………………….（B.25） 

B.5.3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按公式（B.26）计算： 

𝐻𝑆𝑃𝐹 =
𝐻𝑆𝑇𝐿

𝐻𝑆𝑇𝐸
 ……………………………….（B.26） 

B.5.4 定容型机组的计算 

B.5.4.1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机组的制热量及制热消耗功率的关系见图B.3。 



图 B.3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机组的制热量及制热消耗功率的关系（定容型）

B.5.4.2 制热季节总负荷按公式

B.5.4.3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

HSTE

当φ(tj)≥ BLh(tj) 时，PRH

a）机组在非结霜区域制热运行（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

当φful(tj)≤BLh(tj)时，X(t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量

𝜑௨൫𝑡൯ =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机组的制热量及制热消耗功率的关系（定容型）

公式（B.27）计算： 

𝐻𝑆𝑇𝐿 =𝐵𝐿ℎ൫𝑡൯ × 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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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式（B.2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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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tj) =0。 

区域制热运行（tj≥5.5℃或tj≤-7℃）时：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名义制热量之比按公式（B.29）计算

𝑋(t୨) =
𝐵𝐿୦(t୨)

𝜑୳୪(t୨)
 …………………………………

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30）计算： 

൫ ൯ = 𝜑௨(−7) +
𝜑௨(7) − 𝜑௨(−7)

7 − (−7)
× ቀ𝑡 − (−7)ቁ 

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3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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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 

………………….（B.28） 

）计算： 

………………………………….（B.29） 

)ቁ ………（B.3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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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൫𝑡൯ = 𝑃௨൫𝑡൯ = 𝑃௨(−7) +
𝑃௨(7) − 𝑃௨(−7)

7 − (−7)
ቀ𝑡 − (−7)ቁ ……….（B.31） 

不同室外温度时补足机组名义制热量与建筑物负荷差的电热装置消耗电量公式（B.32）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 𝜑௨൫𝑡൯ ………………………….（B.32） 

b）机组在结霜区域制热运行（-7℃< tj<5.5℃）时：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制热量之比按公式（B.33）计算： 

𝑋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𝜑௨,൫𝑡൯
 ……………………………….（B.33） 

当φful,f(tj)≤BLh(tj)时，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34）计算： 

𝜑௨，൫𝑡൯ = 𝜑௨(−7) +
𝜑௨,(2) − 𝜑௨(−7)

2 − (−7)
× ቀ𝑡 − (−7)ቁ ……….（B.34）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35）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௨,൫𝑡൯ = 𝑃௨(−7) +
𝑃௨,(2) − 𝑃௨(−7)

2 − (−7)
ቀ𝑡 − (−7)ቁ …….（B.35） 

不同室外温度时补足机组制热量与建筑物负荷差的电热装置消耗电量公式（B.36）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 𝜑௨,൫𝑡൯ ……………………….（B.36） 

B.5.5 非定容型机组的计算 

B.5.5.1建筑物的制热负荷、机组的制热量及制热消耗功率的关系见图B.4。 



图B.4 建筑热负荷、机组的制热量及制热性能系数的关系（非定容型）

B.5.5.2 制热季节总负荷按公式（

B.5.5.3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

B.5.5.3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小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

𝑡 =
𝐻𝐶𝑅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小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

建筑热负荷、机组的制热量及制热性能系数的关系（非定容型）

制热季节总负荷按公式（B.27）计算。 

公式（B.28）计算。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大、名义、中间及最小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小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按公式（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𝜑(−7) − 7 ×
ఝ()ିఝ(ି)

ି(ି)

ఝ()ିఝ(ି)

ି(ି)
+

ுோ×ఝೝ(ଷହ)

௧್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小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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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名义、中间及最小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计算。 

按公式（B.37）计算： 

………….（B.37） 

按公式（B.3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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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 =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𝜑(−7) − 7 ×

ఝ,(ଶ)ିఝ(ି)

ଶି(ି)

ఝ,(ଶ)ିఝ(ି)

ଶି(ି)
+

ுோ×ఝೝ(ଷହ)

௧್

 ………….（B.38）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中间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39）计算： 

𝑡 =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𝜑ℎ(−7) − 7 ×

ఝℎೌ()ିఝℎೌ(ି)

ି(ି)

ఝℎೌ()ିఝℎೌ(ି)

ି(ି)
+

ுோ×ఝೝ(ଷହ)

௧್

 ………….（B.39）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中间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按公式（B.40）计算： 

𝑡 =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𝜑ℎ(−7) − 7 ×

ఝℎೌ,(ଶ)ିఝℎೌ(ି)

ଶି(ି)

ఝℎೌ,(ଶ)ିఝℎೌ(ି)

ଶି(ି)
+

ுோ×ఝೝ(ଷହ)

௧್

 ………….（B.40）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名义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41）计算： 

𝑡 =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𝜑௨(−7) − 7 ×

ఝೠ()ିఝೠ(ି)

ି(ି)

ఝೠ()ିఝೠ(ି)

ି(ି)
+

ுோ×ఝೝ(ଷହ)

௧್

 ………….（B.41）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名义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按公式（B.42）计算： 

𝑡 =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𝜑௨(−7) − 7 ×

ఝೠ,(ଶ)ିఝೠ(ି)

ଶି(ି)

ఝೠ,(ଶ)ିఝೠ(ି)

ଶି(ି)
+

ுோ×ఝೝ(ଷହ)

௧್

 ………….（B.42）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大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43）计算： 

𝑡 =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𝜑௫௧(−7) − 7 ×

ఝೣ()ିఝೣ(ି)

ି(ି)

ఝೣ()ିఝೣ(ି)

ି(ି)
+

ுோ×ఝೝ(ଷହ)

௧್

 ………….（B.43） 

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最大制热量达到均衡时的温度（结霜区域）按公式（B.44）计算： 

𝑡 =
𝐻𝐶𝑅 × 𝜑(35) − 𝜑௫௧(−7) − 7 ×

ఝೣ,(ଶ)ିఝೣ(ି)

ଶି(ି)

ఝೣ,(ଶ)ିఝೣ(ି)

ଶି(ି)
+

ுோ×ఝೝ(ଷହ)

௧್

 ………….（B.44） 

B.5.5.4 机组在中间（或最小）能力以下断续运行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a）机组未进行最小制热能力试验，在非结霜区域以中间能力以下断续运行（tj≤-7℃，tj≥5.5℃，

BLh（tj）≤φhaf(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4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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𝜑ℎ൫𝑡൯ = 𝜑ℎ(−7) +
𝜑ℎ(7) − 𝜑ℎ(−7)

7 − (−7)
× ቀ𝑡 − (−7)ቁ ………….（B.45）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制热量之比按公式（B.46）计算： 

𝑋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𝜑ℎ൫𝑡൯
 ………………………………….（B.46） 

当φhaf(tj)≤BLh(tj)时，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47）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ℎ൫𝑡൯ = 𝑃ℎ(−7) +
𝑃ℎ(7) − 𝑃ℎ(−7)

7 − (−7)
ቀ𝑡 − (−7)ቁ ……….（B.47） 

b）机组未进行最小制热能力试验，在结霜区域以中间能力以下断续运行（-7℃＜tj＜5.5℃，BLh（tj）

≤φhaf，f(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48）计算： 

𝜑ℎ,൫𝑡൯ = 𝜑ℎ(−7) +
𝜑ℎ,(2) − 𝜑ℎ(−7)

2 − (−7)
× ቀ𝑡 − (−7)ቁ ……….（B.48）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制热量之比按公式（B.49）计算： 

𝑋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𝜑ℎ,൫𝑡൯
 ……………………………….（B.49） 

当φhaf,f(tj)≤BLh(tj)时，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50）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ℎ,൫𝑡൯ = 𝑃ℎ,(−7) +
𝑃ℎ,(2) − 𝑃ℎ,(−7)

2 − (−7)
ቀ𝑡 − (−7)ቁ …….（B.50） 

c）机组进行了最小制热能力试验，在非结霜区域以最小能力以下断续运行（tj≤-7℃，tj≥5.5℃，

BLh（tj）≤φmin(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51）计算： 

𝜑൫𝑡൯ = 𝜑(−7) +
𝜑(7) − 𝜑(−7)

7 − (−7)
× ቀ𝑡 − (−7)ቁ …….（B.51）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制热量之比按公式（B.52）计算： 

𝑋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𝜑൫𝑡൯
 ……………………………….（B.52） 

当φmin(tj)≤BLh(tj)时，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53）计算： 



GB/T 18837—202X 

44 

𝑃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𝑃(−7) +
𝑃(7) − 𝑃(−7)

7 − (−7)
× ቀ𝑡 − (−7)ቁ …….（B.53） 

d）机组进行了最小制热能力试验，在结霜区域以最小能力以下断续运行（-7℃＜tj＜5.5℃，BLh（tj）

≤φmin，f(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54）计算： 

𝜑,൫𝑡൯ = 𝜑(−7) +
𝜑,(2) − 𝜑(−7)

2 − (−7)
× ቀ𝑡 − (−7)ቁ …….（B.54） 

不同室外温度时建筑物的制热负荷与机组的制热量之比按公式（B.55）计算： 

𝑋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𝜑,൫𝑡൯
 ……………………………….（B.55） 

当φmin,f(tj)≤BLh(tj)时，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的部分负荷率按公式（B.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56）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𝑃(−7) +
𝑃,(2) − 𝑃(−7)

2 − (−7)
× ቀ𝑡 − (−7)ቁ ….（B.56） 

B.5.5.5 机组在最小能力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运行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a）机组在非结霜区域运行（tj≤-7℃，tj≥5.5℃，φmin(tj)＜BLh(tj)≤φhaf(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PLF(tj)=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按公式（B.57）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𝐶𝑂𝑃൫𝑡൯
 ……………………….（B.57）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按公式（B.58）计算： 

𝐶𝑂𝑃ℎ൫𝑡൯ = 𝐶𝑂𝑃ℎ(𝑡) +
𝐶𝑂𝑃൫𝑡൯ − 𝐶𝑂𝑃ℎ(𝑡)

𝑡 − 𝑡
× ൫𝑡 − 𝑡൯ …….（B.58）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51）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53）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45）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47）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最小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59）计算： 

𝐶𝑂𝑃൫𝑡൯ =
𝜑൫𝑡൯

𝑃൫𝑡൯
 …………………………….（B.59）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中间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60）计算： 

𝐶𝑂𝑃൫𝑡൯ =
𝜑൫𝑡൯

𝑃൫𝑡൯
 …………………………….（B.60） 

b）机组在结霜区域运行（-7℃＜tj＜5.5℃，φmin，f(tj)＜BLh(tj)≤φhaf，f(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PLF(tj)=X(t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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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按公式（B.61）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𝐶𝑂𝑃,൫𝑡൯
 ……………………….（B.6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最小和中间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按公式（B.62）计算： 

𝐶𝑂𝑃ℎ,൫𝑡൯ = 𝐶𝑂𝑃ℎ,൫𝑡൯ +
𝐶𝑂𝑃, (𝑡) − 𝐶𝑂𝑃ℎ,൫𝑡൯

𝑡 − 𝑡
× ൫𝑡 − 𝑡൯ ….（B.62） 

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54）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小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56）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4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50）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最小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结霜区域）按公式（B.63）计算： 

𝐶𝑂𝑃,൫𝑡൯ =
𝜑,൫𝑡൯

𝑃,൫𝑡൯
 ………………………….（B.63）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中间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结霜区域）按公式（B.64）计算： 

𝐶𝑂𝑃,൫𝑡൯ =
𝜑,൫𝑡൯

𝑃,൫𝑡൯
 ………………………….（B.64） 

B.5.5.6 机组在中间能力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运行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a）机组在非结霜区域运行（tj≤-7℃，tj≥5.5℃，φhaf(tj)＜BLh(tj)≤φful(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PLF(tj)=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按公式（B.65）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𝐶𝑂𝑃൫𝑡൯
 ………………………….（B.65）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按公式（B.66）计算： 

𝐶𝑂𝑃ℎ൫𝑡൯ = 𝐶𝑂𝑃௨൫𝑡൯ +
𝐶𝑂𝑃ℎ(𝑡) − 𝐶𝑂𝑃௨൫𝑡൯

𝑡 − 𝑡
× ൫𝑡 − 𝑡൯ ……….（B.66）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45）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47）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中间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60）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30）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31）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名义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67）计算： 

𝐶𝑂𝑃௨൫𝑡൯ =
𝜑௨൫𝑡൯

𝑃௨൫𝑡൯
 …………………………….（B.67） 

b）机组在结霜区域运行（-7℃＜tj＜5.5℃，φhaf，f(tj)＜BLh(tj)≤φful，f(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PLF(tj)=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按公式（B.6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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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𝐶𝑂𝑃,൫𝑡൯
 ……………………….（B.68）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按公式（B.69）计算： 

𝐶𝑂𝑃ℎ,൫𝑡൯ = 𝐶𝑂𝑃௨,(𝑡) +
𝐶𝑂𝑃ℎ,൫𝑡൯ − 𝐶𝑂𝑃௨,(𝑡)

𝑡 − 𝑡
× ൫𝑡 − 𝑡൯ …….（B.69）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48）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中间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50）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中间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结霜区域）按公式（B.64）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34）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35）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名义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结霜区域）按公式（B.70）计算： 

𝐶𝑂𝑃௨,൫𝑡൯ =
𝜑௨,൫𝑡൯

𝑃௨,൫𝑡൯
 ………………………….（B.70） 

B.5.5.7 机组在名义能力和最大能力之间连续运行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a）机组在非结霜区域运行（tj≤-7℃，tj≥5.5℃，φful(tj)＜BLh(tj)≤φext(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PLF(tj)=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按公式（B.71）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𝐶𝑂𝑃൫𝑡൯
 ……………………….（B.7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按公式（B.72）计算： 

𝐶𝑂𝑃൫𝑡൯ = 𝐶𝑂𝑃௫௧(𝑡) +
𝐶𝑂𝑃௨൫𝑡൯ − 𝐶𝑂𝑃௫௧(𝑡)

𝑡 − 𝑡
× ൫𝑡 − 𝑡൯ ……….（B.73）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30）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31）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名义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67）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热量（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74）计算： 

𝜑௫௧൫𝑡൯ = 𝜑௫௧(−7) +
𝜑௫௧(2) − 𝜑௫௧(−7)

2 − (−7)
× ቀ𝑡 − (−7)ቁ ……….（B.74）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75）计算： 

𝑃௫௧൫𝑡൯ = 𝜑௫௧(−7) +
𝑃௫௧(2) − 𝑃௫௧(−7)

2 − (−7)
× ቀ𝑡 − (−7)ቁ ………….（B.75）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最大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76）计算： 

𝐶𝑂𝑃௫௧൫𝑡൯ =
𝜑௫௧൫𝑡൯

𝑃௫௧൫𝑡൯
 ………………………….（B.76） 

b）机组在结霜区域运行（-7℃＜tj＜5.5℃，φful,f(tj)＜BLh(tj)≤φext,f(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PLF(tj)=X(t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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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运行消耗功率按公式（B.77）计算： 

𝑃൫𝑡൯ = 𝑃,൫𝑡൯ =
𝐵𝐿ℎ൫𝑡൯

𝐶𝑂𝑃,൫𝑡൯
 …………………….（B.77）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在中间和名义能力之间连续可变制热运行性能系数按公式（B.78）计算： 

𝐶𝑂𝑃,൫𝑡൯ = 𝐶𝑂𝑃௫௧,൫𝑡൯ +
𝐶𝑂𝑃௨,(𝑡) − 𝐶𝑂𝑃௫௧,൫𝑡൯

𝑡 − 𝑡
× ൫𝑡 − 𝑡൯ …….（B.78）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34）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名义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35）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名义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结霜区域）按公式（B.70）计算。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热量（结霜区域）按公式（B.79）计算： 

𝜑௫௧,൫𝑡൯ = 𝜑௫௧,(−7) +
𝜑௫௧,(2) − 𝜑௫௧,(−7)

2 − (−7)
× ቀ𝑡 − (−7)ቁ …….（B.79）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80）计算： 

𝑃௫௧,൫𝑡൯ = 𝜑௫௧,(−7) +
𝑃௫௧,(2) − 𝑃௫௧,(−7)

2 − (−7)
× ቀ𝑡 − (−7)ቁ ……….（B.80）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以最大能力连续制热运行性能系数（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81）计算： 

𝐶𝑂𝑃௫௧,൫𝑡൯ =
𝜑௫௧,൫𝑡൯

𝑃௫௧,൫𝑡൯
 ………………………….（B.81） 

B.5.5.8 机组在最大能力以上连续运行时相关参数的计算 

a）机组在非结霜区域运行（tj≤-7℃，BLh（tj）＞φext(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PLF(tj)=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热消耗功率（非结霜区域）按公式（B.75）计算。 

b）机组在结霜区域运行（-7℃＜tj＜5.5℃，BLh（tj）＞φext,f(tj)）时： 

制热季节耗电量按公式（B.28）计算，PLF(tj)=X(tj) =1。 

不同室外温度时机组最大制热消耗功率（结霜区域）按公式（B.80）计算。 

B.6 全年性能系数及全年耗电量的计算 

B.6.1 机组的全年性能系数按公式（B.82）计算： 

𝐴𝑃𝐹 =
𝐶𝑆𝑇𝐿 + 𝐻𝑆𝑇𝐿

𝐶𝑆𝑇𝐸 + 𝐻𝑆𝑇𝐸
 ……………………………….（B.82） 

B.6.2 机组的全年耗电量按公式（B.83）计算： 

𝐴𝑃𝐶 = 𝐶𝑆𝑇𝐸 + 𝐻𝑆𝑇𝐸 ……………………………….（B.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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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回收型机组热回收效率的试验

C.1 试验 

C.1.1 一般条件 

C.1.1.1 热回收机组的热回收效率应当根据本附录确定，并按

SCHE = （制热量

C.1.1.2 如果机组不能通过正常控制装置维持在稳态工况运行，则

置进行控制，使设备达到稳态工况。

C.1.1.3 必要时，制造商或制造商

C.1.1.4 运行该试验时，所有的室内机组都应当正常运行。进行（制冷和制热）同时运行试验时，

一半室内机组应当以制冷模式运行，而另一半室内机组应当以制热模式运行；所有制冷运行室内机

名义制冷量与所有制热运行室内机名义制冷量总和的比值不

C.1.1.5 在热回收试验中，调节机组所有制冷运行室内机实测制冷量之和≥

运行室内机制热量之和≥CCO的

C.1.1.6 热回收试验中，制冷运行室内机风机档位或转速应与名义制冷试验保持一致，制热运行室

内机风机档位或转速应与名义制热试验保持一致

C.1.1.7 热回收试验中机组配有的热水模块

C.1.2 试验工况 

C.1.2.1 热回收试验工况见表

C.1.2.2 试验工况的读数允差应符合

C.2 试验方法 

C.2.1 热回收试验应采用 3 室法进行室内侧

示的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连接管长度应符合表

型式等应符合制造商的规定。 

附录 C 

（规范性） 

热回收型机组热回收效率的试验和计算 

热回收机组的热回收效率应当根据本附录确定，并按公式（C.1）计算。

（制热量+制冷量）/ 系统的总输入功率…………………………

不能通过正常控制装置维持在稳态工况运行，则生产厂家应当修改或对其控制装

置进行控制，使设备达到稳态工况。 

制造商指定代理人应在现场配合机组安装及试验。

运行该试验时，所有的室内机组都应当正常运行。进行（制冷和制热）同时运行试验时，

一半室内机组应当以制冷模式运行，而另一半室内机组应当以制热模式运行；所有制冷运行室内机

名义制冷量与所有制热运行室内机名义制冷量总和的比值不应超过 45%︰55%。

调节机组所有制冷运行室内机实测制冷量之和≥CC

的 45%。 

，制冷运行室内机风机档位或转速应与名义制冷试验保持一致，制热运行室

内机风机档位或转速应与名义制热试验保持一致。 

机组配有的热水模块应关闭处于待机状态，机组辅助电加热装置不应启动

热回收试验工况见表 3 的规定。 

试验工况的读数允差应符合 7.3 的规定。 

法进行室内侧空气焓差试验，按图 C.1、图 C.2、图

示的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连接管长度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连接铜管规格及分配器

 

）计算。 

…………………………（C.1） 

厂家应当修改或对其控制装

。 

运行该试验时，所有的室内机组都应当正常运行。进行（制冷和制热）同时运行试验时，

一半室内机组应当以制冷模式运行，而另一半室内机组应当以制热模式运行；所有制冷运行室内机

。 

CCO的 50%，所有制热

，制冷运行室内机风机档位或转速应与名义制冷试验保持一致，制热运行室

机组辅助电加热装置不应启动。 

、图 C.3 或图 C.4 所

的规定，连接铜管规格及分配器

 



图 C.1

图 C.2 室外机

图 C.3 室外机

图

C.2.2 制冷运行的室内机、制热运行的室内机及室外机组应分别安装在不同的试验房间内。

C.2.3 试验条件、机组安装和数据

 

 

C.1 室外机采用单个分配器与各室内机连接 

室外机采用多个分配器与各室内机连接（方式 1）

室外机采用多个分配器与各室内机连接（方式 2）

图 C.4 室外机与各室内机直接连接 

制冷运行的室内机、制热运行的室内机及室外机组应分别安装在不同的试验房间内。

条件、机组安装和数据处理应符合 7.1、7.2 及 7.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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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冷运行的室内机、制热运行的室内机及室外机组应分别安装在不同的试验房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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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机组长配管性能修正参数试验方法 

D.1 概述 

D.1.1 制造商可依据本附录对采用不同长配管的机组的性能进行计算模拟，制造商公布的机组长配

管的性能修正系数可依据本附录得到。 

D.1.2 制造商公布的长配管性能修正系数可按图 D.1 的方式或其他制造商确定的方式进行明示，横

坐标为主配管等效管长。 

 

图 D.1 配管长度对性能参数的修正系数图（图不清晰） 

D.2 安装要求 

D.2.1 分歧管后面（分歧管和室内机之间）长度L2，各室内机等长。 

D.2.2 主配管等效管长是主配管单程几何长度与管道阻力部件的等效长度之和，为“目标等效要求

长度- L2 m”。 

注：主配管是指室外机到连接室内机的第一个分歧管之间的液体管和气体管。 

D.2.3 配管管径按企业安装说明书要求选择。 

D.2.4 配管放置推荐使用正方形或长方形绕，弯头采用L型弯头，弯头的等效长度见表D.1。 

表D.1 弯头等效长度 

单位为毫米 

弯头型式 
等效长度 

Φ6.35 Φ9.53 Φ12.70 Φ15.88 Φ19.05 Φ25.40 Φ31.75 

 
160 180 200 250 350 450 550 

D.2.5 主配管总长中，宜按室内外房间各1/2的长度放置。室内外机的高低差不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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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室内机的容量配比与标准试验时相同。 

D.3 试验方法 

D.3.1 试验工况按5.3.3的规定。 

D.3.2 按7.6.1和7.6.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D.3.3 长配管试验时的压缩机的运行状态和频率、风机的转速与标准配管试验时相同。 

D.4 判定要求 

D.4.1 在制冷名义工况下，长配管实测的制冷量应大于等于产品明示值与制造商明示的产品衰减率

乘积的 95%。 

D.4.2 制热名义工况下，长配管的衰减率评价不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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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室内机名义制冷量标定试验方法 

E.1 概述 

制造商、用户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依据本附录提供的两种试验方法中的一种对机组配置的室内

机的名义制冷量进行测试和标定。 

E.2 试验一般要求 

E.2.1 试验条件、机组安装和数据处理应符合7.1、7.2及7.3的规定。 

E.2.2 按机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进行试验。 

E.2.3 风冷式机组应在制造商规定的室外风量下进行试验。试验时，应连接所有辅助元件（包括进

风百叶窗和工厂制造的管路及附件），并且符合制造商安装要求。 

E.2.4 机组应按各试验的具体要求进行连接，连接管的直径、安装、绝缘保护、抽空、充注制冷剂

等应与制造商要求相符。机组室内、外的连接管管长、分歧长度，室内、外机落差应按照各试验的

具体要求。 

E.3 试验方法一 

E.3.1 全新风型室内机试验工况见表E.1。部分新风型及内循环型室内机试验工况见表1规定的名义

制冷工况。部分新风型室内机在进行名义制冷量标定时新风风口应关闭，新风风机等新风回路部件

不应启动。 

表 E.1 全新风型室内机制冷量标定试验工况 

试验条件 

室内侧 室外侧 

入口空气状态 入口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名义制冷 35 28 35 28
a
 

a 
适用于湿球温度影响室外侧换热的装置。 

E.3.2 试验方法按7.6.1和7.6.2的规定，但应给每台室内机配置独立风量测量装置，并测出每台室

内机各自的制冷量。 

E.4 试验方法二 

E.4.1 在表 1 及表 E.1 规定的名义制冷工况下，风量按最高档位或按最高风机转速，以及制造商设

计规定的制冷剂侧蒸发温度，制冷剂质量流量和制冷剂入口温度压力条件下，按下述方法进行试验

和计算名义制冷量。 

E.4.2 按 GB/T 17758—2023 附录 A 规定的空气焓差法及制冷剂流量计法分别进行测试，待工况稳



GB/T 18837—202X 

53 

定后记录相关参数，并分别计算空气侧和制冷剂侧的换热量，两者相差不应超过±6%；并按公式（E.1）

~公式（E.3）计算室内机制冷量。 

𝑞 =
𝑞+𝑞
2

 ……………………………….（E.1） 

𝑞 =
𝑄(ℎଵ − ℎଶ）

𝑉
ᇱ(1 +𝑊）

 ……………………………….（E.2） 

𝑞 = 𝑋𝑉ρ(ℎଶ − ℎଵ）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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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风冷式机组运行范围确认试验方法 

F.1 概述 

制造商、用户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依据本附录规定的试验方法对机组运行范围的边界进行测试

和确认。 

F.2 试验一般要求 

F.2.1 机组的安装应符合7.2的规定。 

F.2.2 试验工况允差应满足表 F.1 的规定。 

表 F.1 运行范围确认试验的工况读数允差 

试验 

工况 

平均变动幅度 最大变动幅度 

室内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外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内侧入口空气状态 室外侧入口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制冷 ±0.5 ±0.3 ±0.5 — ±1 ±0.5 ±1 — 

制热 ±0.5 — ±0.5 ±0.3 ±1 — ±1 ±0.5 

注 1：平均变动幅度指实测的平均值与各试验工况的规定值的偏差。 

注 2：最大变动幅度指试验过程中实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各试验工况的规定值的偏差。 

F.2.3 当机组安装过程及安装完成后，应排除制造商或制造商指定的技术人员对机组控制硬件及软

件的不适当干预。 

F.3 试验方法 

F.3.1 初始阶段 

F.3.1.1 机组按图4、图5、图6或图7所示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在表F.2规定的初

始状态工况下，开启所有室内机，风档设定为最高，温控设定为27℃，使机组处于制冷工作状态。

工况稳定后机组应连续运行不小于1 h，当运行时间满足，且机组压缩机转速不发生变化后，可以进

入渐变阶段；当运行时间满足，机组压缩机持续发生变化，初始阶段运行应延长，但不应超过3h。 

F.3.1.2 当机组运行无法满足结束初始阶段的要求，不应进入渐变阶段。 

F.3.1.3 当机组运行满足结束初始阶段的要求，在压缩机转速至少0.5 h不发生变化后进入渐变阶段，

并记录最大能力对应的压缩机转速Rmax。 

表 F.2 运行范围确认试验工况（制冷运行） 



试验条件 
干球温度

℃ 

初始阶段 30 

渐变阶段 -0.2℃/h～-2

终止阶段 24 

a 
足够低的湿球温度保证室内无潜热换热发生

b 
由制造商确定。 

F.3.2 渐变阶段 

F.3.2.1 在初始阶段结束后，调节室内侧干球温度按表

率由制造商指定。在开始调节室内侧工况后，调节室外侧干球温度按

温度变化速率由制造商指定。在渐变过程中室内机风档及温控等设定均不发生变化。

F.3.2.2 在渐变阶段，当机组压缩机转速开始降低，并达到

力试验对应的室内机，使其处于待机状态

Rhaf时，关闭最小能力试验对应的室内机，使其处于待机状态

图 F.1

F.3.2.3 当机组压缩机转速降低直至停机，且室内侧及室外侧温度均达到终止阶段温度时，渐变阶

段结束；当机组压缩机未停止运行，且室内侧及室外侧温度均达到终止阶段温度时，应继续在终止

阶段工况下运行，但运行时间不应超过

室内侧 室外侧

入口空气状态 入口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 

干球温度 

℃ 

-
a
 35 

2℃/h
b
 -

a
 -0.5℃/h～-3℃/h

b
 

-
a
 25 

足够低的湿球温度保证室内无潜热换热发生。 

在初始阶段结束后，调节室内侧干球温度按表F.2规定的渐变阶段工况变化，温度变化速

率由制造商指定。在开始调节室内侧工况后，调节室外侧干球温度按表F.2规定的渐变阶段工况变化，

温度变化速率由制造商指定。在渐变过程中室内机风档及温控等设定均不发生变化。

机组压缩机转速开始降低，并达到名义能力对应转速

力试验对应的室内机，使其处于待机状态；当机组压缩机转速继续降低，并达到中间能力对应转速

时，关闭最小能力试验对应的室内机，使其处于待机状态。 

F.1 运行范围确认试验（制冷运行）流程 

当机组压缩机转速降低直至停机，且室内侧及室外侧温度均达到终止阶段温度时，渐变阶

机组压缩机未停止运行，且室内侧及室外侧温度均达到终止阶段温度时，应继续在终止

阶段工况下运行，但运行时间不应超过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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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侧 

入口空气状态 

湿球温度 

℃ 

- 

 - 

- 

定的渐变阶段工况变化，温度变化速

的渐变阶段工况变化，

温度变化速率由制造商指定。在渐变过程中室内机风档及温控等设定均不发生变化。 

能力对应转速Rnom时，关闭中间能

；当机组压缩机转速继续降低，并达到中间能力对应转速

 

当机组压缩机转速降低直至停机，且室内侧及室外侧温度均达到终止阶段温度时，渐变阶

机组压缩机未停止运行，且室内侧及室外侧温度均达到终止阶段温度时，应继续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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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2.4 当室内侧温度达到表F.2规定的终止阶段温度后，机组压缩机转速应降低直至机组停机，

记录压缩机停机前最小能力对应压缩机转速Rmin。当压缩机未发生停机，但在终止阶段工况下至少运

行0.5 h未发生转速变化时，记录此转速为最小能力对应压缩机转速Rmin。当压缩机未发生停机，但在

终止阶段工况下转速持续发生变化，试验结果无效。 

F.3 技术要求 

F.3.1 机组在不受制造商或制造商指定的技术人员设定及控制时，应能完成本附录规定的各阶段试

验。必要时，制造商应提供压缩机转速的监控数据。 

F.3.2 制造商或制造商指定的技术人员设定下，机组各工况运行对应的压缩机转速应在Rmax及Rmin确

定的范围内。 

F.3.3 制造商或制造商指定的技术人员设定下，机组最大、名义、中间及最小制冷能力对应的压缩

机转速应分别与Rmax、Rnom、Rhaf及Rmin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