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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17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综合[2017]55号）

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 管 单 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归 口 单 位：全国暖通空调及净化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标准编制过程



三、标准编制背景

1、应用各种建筑环境设备的出发点：提供健康舒适的人居环境

应对雾霾、装修污染物应对雾霾、装修污染物 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

提供舒适的温湿度提供舒适的温湿度 房间空调器、加湿器房间空调器、加湿器

应对“空调综合征”应对“空调综合征” 新风换气机新风换气机



2、应用各种建筑环境设备的落脚点：节能

◆ 碳减排目标：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

◆ 碳减排途径：节能、采用可再生能源、燃料替代…

◆ 我国建筑能耗约占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而暖通空调设备的能耗约占建筑能耗的一半左右，

可见建筑中各种暖通空调设备的节能是我们实现建筑行业节能减排的重点。

三、标准编制背景



◆ 能效评价：产品标准+能效分级标准

◆ 能效性能提升是设备开发的重点和难点。

◆ 设备能效性能的好坏，不仅代表使用的经济性，而且是同

类产品间拉开档次的关键。

三、标准编制背景

2、应用各种建筑环境设备的落脚点：节能



3、户用建筑环境设备现状：

◆单一功能分散化 ◆部件功能重复费材费能 ◆空间占用多

房间空调器 空气净化器 热泵热水器 热回收新风机组

三、标准编制背景



4、户用建筑环境设备发展方向：

◆智能控制

◆以热回收为基本功能
◆功能集成一体化

◆工厂预制

户用和类

似用途组

合式空气

处理机组

三、标准编制背景



1、标准化对象

户用和类似用途组合式空气处理机组

由空气处理功能段、附属设备和控制设备组

成，以新排风双向通风、净化、热交换为基本功

能，兼具有循环空气净化、除湿、空调冷热水制

备、空调冷热风制备、生活热水制备、热泵排风

余热回收等一种或几种功能，制冷制热通过外供

冷热水或与机组集成一体的电驱动空气源、水（

地）源蒸气压缩循环制冷（热泵）装置提供，在

工厂制作完成的集成一体化组合功能机组。

四、标准主要内容

多联供新风机组多联供新风机组



通风热回收-通风型机组 通风热回收-水盘管型机组

四、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化对象



通风热回收-生活热水型机组 通风热回收-空调冷热水型机组

四、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化对象

（两联供新风机组）



通风热回收-空调冷热风型机组

a) 无室内循环风式 b) 有室内循环风一体式 c) 有室内循环风分体式

四、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化对象



通风热回收-空调冷热水-空调冷热风型机组

a) 无室内循环风式
b) 有室内循环风一体式 c) 有室内循环风分体式

四、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化对象



通风热回收-生活热水-空调冷热水型机组

四、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化对象

（三联供新风机组）



通风热回收-生活热水-空调冷热风型机组

a) 无室内循环风式 b) 有室内循环风一体式 c) 有室内循环风分体式

四、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化对象



2、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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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主要内容



2、性能指标：空气动力性能

参照新风量

在标准空气状态和机组机外余压调整为名义机组最大机外余压的50%时的机组

新风空气体积流量。

=
S为定值

= 0.5
= 0.7

参照新风量工况最大新风量工况

四、标准主要内容



为什么要设置参照新风量这一指标？

机组（无循环风） 送风新风

机组（无循环风） 送风新风

过渡季

非过渡季

◆新风量需要调节大小。

最大新风量最大新风量

参照新风量参照新风量

四、标准主要内容

2、性能指标：空气动力性能



机组（带循环风）

新风 送风新风

循环风

循环风开启后

新风量不足

循环风开启后

新风量不足

送风

机组（带循环风）

循环风开启前 循环风开启后

机组应能保证开启循环风后依然可以为室内送入足量的新风，这就要求机组

必须具备风量风压自我调节能力。

机组应能保证开启循环风后依然可以为室内送入足量的新风，这就要求机组

必须具备风量风压自我调节能力。

四、标准主要内容

为什么要设置参照新风量这一指标？

◆开启循环风对实际送入的新风量有较大影响。

2、性能指标：空气动力性能



2、性能指标：空气动力性能（有循环风机组测试状态的调节）

新风 送风

新风 送风

循环风

P=0 P=-0.5Pref P=0.5Pref P=0

P=0 P=-0.5Pref P = 0.5P × (Q + Q )
Q P=0

1.在不开启循环风的条件下

，通过机组自身及限流器的

调节，调出参照新风量和机

外余压

1.在不开启循环风的条件下

，通过机组自身及限流器的

调节，调出参照新风量和机

外余压

限流器 限流器

限流器 限流器

Q

Q Q + Q

Q Q

2.保持限流器状态不变，开

启循环风，通过机组自身的

调节使新风量为参照新风量

、送风量为参照新风量与名

义循环风量之和

2.保持限流器状态不变，开

启循环风，通过机组自身的

调节使新风量为参照新风量

、送风量为参照新风量与名

义循环风量之和

四、标准主要内容



2、性能指标：热工性能

通风热回收-空调冷热风型机组

测试阶段示意图

阶段1：通风热回收

通风热回收交换效率的计算应满足GB/T 21087-2020中附

录F的要求。

阶段2：通风热回收、空调冷热风联合运行

制冷/制热量：

, = , ℎ − ℎ + , ℎ − ℎ × 1000
输送空气的能力：

= ∑ , ,
3600

联合运行制冷/制热能效系数：

= , +
,

四、标准主要内容



1、随着建筑节能及装配式建筑技术的发展，户用建筑环境设备必然朝着以新风热回

收为基本功能、功能集成一体化、智能控制和工厂预制的方向发展；

2、产品国标《户用和类似用途组合式空气处理机组》从健康、舒适、节能、安全等

多个维度给出了各种类型机组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对于提高产品的质量、促进行

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期待这本标准为实现我国建筑行业的节能

减排规划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五、结语



谢 谢 thanks谢 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