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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智能化运行技术支持系统 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2019年度第一批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计划（中热协标委会〔2019〕

3号文），计划编号 2019－01－C01。 

计划项目名称：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智能化运行技术支持系统；计划项目周期：

24个月；计划下达时的负责起草单位：清华大学。 

二、项目背景及标准编制的意义、原则 

1、项目背景 

随着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迅速推进，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以

下简称热风机）由于其在技术成熟度、经济性、节能减排、实际使用效果等方面的

良好表现，已经在实际工程中大量应用。而热风机采暖所产生的新增灵活性用电负

荷对现有电网负荷进行实时有效的削峰填谷技术日趋成熟，但由于缺乏相关标准规

范，使得热风机难以实现大规模智能化运行，难以发挥出热风机智能化运行的最大

效益。 

2、标准编制意义 

编制《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智能化运行技术支持系统 技术条件》（以下简称本标

准）旨在规范热风机智能化运行技术支持系统（以下简称技术支持系统）的总体架

构、功能、智能化运行、硬件等技术条件，做到系统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经济合

理。该标准的编制对实现热风机大规模智能化运行，发挥热风机智能化运行的削峰

填谷等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一方面可以开创出热风机的大规模新应用方式，另一方面使我

国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行业的标准体系更加系统化。 

3、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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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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9进行编制。 

（2）适应性 

标准充分反映当前国内相关领域技术水平，便于建设，宜于应用；标准规定的

技术条件符合用户要求，同时便于实际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先进性 

标准考虑最新科研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系统产品的研发、应用和技术进步。 

三、编写目的 

热风机是冬季清洁取暖的重要抓手之一，电力系统是城乡的重要基础设施，二

者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为了适应当前我国清洁取暖和电力系统行业发展的

需要，并将我国近年的科研成果和发展经验转化到标准中，特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制订，对热风机智能化运行在我国规模化推广应用，将起到促进和技

术支撑作用，对提高技术支持系统建设、运行等具有重要作用，对保障供电安全和

高效供热，促进冬季高效清洁取暖工作，推动热风机智能化运行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制定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国际、国外、国内无同类标准。 

本标准结合我国的清洁采暖工作和电力调度工作的实际情况，在总结前期相关

经验，经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的。 

五、编制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18 年 6 月，在本标准申报立项前，项目的牵头单位清华大学就已

经在协会标委会秘书处的协助下，联手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提前

启动了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成立了标准工作组。工作组相关人员随即展开了广泛

的现场测试和调研，收集了技术支持系统相关技术条件数据，随后对收集到的数据

进行了研究分析和整理，并参考现有相关标准，针对本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详实

周密的讨论，最后，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标准的框架草案。2019年 2月 25日，标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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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获批。2019 年 6 月 5 日，由清华大学牵头在北京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暨第一次

工作会议，会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城镇供热协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

化发展中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空调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西

南交通大学、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尔

空调电子有限公司、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威海市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琅卡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参编单位的相关人员共 20余人参加了标准

的讨论。会议确定了标准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考虑到标准中同时存在产品标准

和工程建设标准两种属性的内容，本着准确简练、针对性强的原则，通过与中国城

镇供热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现场协商，会议决定将原计划项目分别按产品和工程建设

两项标准进行编制。其中将本标准所涉及内容定位于技术支持系统的技术条件，并

将标准名称变更为《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智能化运行技术支持系统 技术条件》。根据

会议讨论的结果，工作组对标准进行了深化，形成了本标准的草稿。 

2019 年 11 月 8 日，由清华大学牵头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会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城镇供热协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空调

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西南交通大学、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

冷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威海市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琅卡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参编单位的相

关人员共 20余人参加标准草稿的讨论。会议决定对技术支持系统的功能配置约束性

进行明确要求并指出各项子功能所涉及的功能层；决定增加基本信息采集数据项配

置及要求、实时数据采集数据项配置及要求和智能化终端电能计量准确度试验方法

等 3 个规范性附录。会议建议将各项子功能具体要求使用表格形式进行罗列；建议

将第 6 章功能中智能化运行部分单独成章并与第 9 章智能化运行控制进行合并；建

议将第 7 章硬件中智能化终端部分单独成章；建议将第 8 章系统通讯规约的全部内

容合并到智能化终端一章中。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工作组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

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六、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和参加起草单位、标准主要起草人联系方式 

（在送审稿中完善）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由于政府冬季清洁取暖工程招投标急需使用本标准，且本标准为首次制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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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时期需求，故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之日起实施。 

八、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考虑到标准中同时存在产品标准和工程建设标准两种属

性的内容，本着准确简练、针对性强的原则，经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与中国城镇供

热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协商后，决定将原计划项目分别按产品和工程建设两项标准进

行编制。其中将本标准所涉及内容定位于技术支持系统的技术条件，经工作组反复

讨论，并征求有关各方意见后，标准工作组确定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按产品标准起草，

并将标准名称变更为《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智能化运行技术支持系统 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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