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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检测的总体要求、检测程序、检测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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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5  总辐射表 

GB/T 32224  热量表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检测机构 

4.1.1 检测机构应在技术能力和资质规定范围内开展检测工作。 

4.1.2 检测机构应建立、实施和完善与其检测工作相适应的管理体系。 

4.1.3 检测机构应对出具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4.1.4 检测机构应采用检测信息化管理系统，提高检测管理效率和检测工作水平。 

4.1.5 检测机构应建立检测档案及日常检测资料管理制度。 

检测人员 

4.2.1 检测人员应经技术培训合格后，方可从事检测工作。 

4.2.2 检测机构应设立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检测项目负责人、授权签字人等岗位，并明确岗位

职责。 

4.2.3 检测机构的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具有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掌握

绿色建筑领域知识，具有工作经历和检测工作经验。 

4.2.4 检测机构每年应制定检测人员的培训考核计划。 

4.2.5 检测机构应建立检测人员的从业档案。 

4.2.6 检测人员不应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检测机构。 

检测仪器 

4.3.1 检测机构应制定检测仪器的检定/校准周期计划，并按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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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检测仪器的检定/校准结果应由检测机构确认，满足检测要求后方可使用。 

4.3.3 检测机构的检测仪器应标有唯一性标识，在用的检测仪器均应标有检定/校准有效期的状态标识。 

4.3.4 检测机构应建立仪器档案，记录检测仪器技术条件及使用过程的信息。 

4.3.5 检测机构应对大型的、复杂的、精密的检测仪器编制使用操作规程。 

4.3.6 检测机构应对主要检测仪器做好使用记录，用于现场检测的仪器还应记录领用、归还情况。 

4.3.7 检测机构应采取措施确保仪器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4.3.8 检测机构应建立检测仪器的维护保养、日常检查制度，并做好相应记录。 

4.3.9 检测仪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重新进行检定/校准： 

a) 可能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改装、移动、修复和维修后； 

b) 停用超过检定/校准有效期后再次投入使用； 

c) 检测仪器出现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情况。 

4.3.10 检测仪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停止使用： 

a) 当指示装置损坏、刻度不清或其他影响测量精度时； 

b) 仪器的性能不稳定，漂移率偏大时； 

c) 当检测仪器出现显示缺损或按键不灵敏等故障时； 

d) 其他影响检测结果的情况。 

检测场所、设施与环境 

4.4.1 检测机构应具备所开展检测项目相适应的场所，各种检测仪器应布局合理，满足检测工作需要。 

4.4.2 检测机构应根据试验室的功能和用途，满足能源、采光、采暖、通风、洁净等检测要求，并应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环境因素对检测工作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4.4.3 对有环境要求的场所应配备相应的监控仪器，记录环境条件。当检测环境条件不符合要求时，

检测人员应立即停止检测活动，并应采取相应措施、有效处置后，方可恢复检测活动。 

4.4.4 检测工作场所应有明显标识，与检测工作无关的人员和物品不应进入检测工作场所。 

4.4.5 检测工作场所应有安全作业措施和安全预案。 

4.4.6 检测工作场所应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存放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5 检测程序 

检测准备 

5.1.1 检测人员开始检测前，应对检测方案和检测对象状况的一致性进行确认。 

5.1.2 检测人员在检测前应对检测仪器进行检查，确认其状态正常。数据显示器需要归零的应在归零

状态。 

5.1.3 对首次使用的检测仪器或新开展的检测项目以及检测标准变更的情况，检测机构应对人员技能、

检测仪器、环境条件进行确认。 

5.1.4 检测前应确认检测人员的岗位能力，检测操作人员应熟识相应的检测操作规程和检测仪器使用、

维护技术手册。 

5.1.5 检测工作开始前应确认检测依据、标准条文和检测环境要求，并将环境条件调整到检测要求的

状况。 

5.1.6 检测工作应根据现场的安全制度，制定完善的安全措施。 

5.1.7 检测工作开始前应确认检测方法，确认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有多种检测方法可用时，应在检测合同中明确选用的检测方法； 

b) 对于没有明确的检测方法或有地区特点的检测项目，其检测方法应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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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检测委托方应配合检测机构做好检测准备，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5.1.9 检测机构对现场检测应事前编制检测方案，现场检测的构件、部位、检测点确定后，应绘制测

点图，并应经技术负责人批准。 

检测实施 

5.2.1 检测工作应按照经确认的检测方法和现场检测方案进行。 

5.2.2 检测原始记录应在检测操作过程中记录，检测原始记录应采用统一的格式。 

5.2.3 自动采集的原始数据当因检测仪器故障等原因导致原始数据异常时，应由检测人员做出书面说

明，由检测机构技术负责人批准，方可进行更改。 

5.2.4 检测过程中应注意环境条件的变化情况，检测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并超出允许范围时，应停止检

测工作，恢复到规定的环境条件后方可继续进行检测。 

5.2.5 检测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数据整理和出具检测报告，并应再次检查仪器状态并做好仪器使用记录，

同时进行环境清理、检测仪器的清洁保养工作。 

5.2.6 见证人员对现场检测进行见证时，应对检测的关键环节进行见证，现场检测见证记录内容应包

括下列主要内容： 

a) 检测机构名称、检测内容、部位及数量； 

b) 检测日期、检测开始、结束时间及检测期间天气情况； 

c) 检测人员姓名及证书编号； 

d) 主要检测仪器的名称、型号及编号； 

e) 检测中异常情况的描述记录； 

f) 必要的现场工程检测影像资料； 

g) 见证人员、检测人员签名。 

5.2.7 检测机构应建立检测异常情况的处理制度。 

检测原始记录 

5.3.1 检测原始记录应有固定格式，并包含完整的信息。 

5.3.2 检测原始记录应及时填写，自动采集数据的应打印原始记录。原始记录应做到数据准确、字迹

清晰、信息完整，不应追记、涂改。 

5.3.3 检测原始记录需要更正时，应由原记录人进行杠改，并在杠改处由原记录人签名或加盖个人印

章。 

5.3.4 原始记录应具有可追溯性，自动采集的原始数据应备份保存。 

5.3.5 自动采集数据出现异常时，应查明异常原因，在备注中予以说明，需要更正时应有更正的依据，

并报技术负责人批准。 

5.3.6 原始记录应按年度统一编号，编号应连续，不应重复和空号，不应随意抽撤、涂改。 

检测报告 

5.4.1 检测报告应采用统一的格式。 

5.4.2 检测信息管理系统的检测项目，应通过系统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内容应与检测委托的要求

一致。 

5.4.3 检测报告应按年度统一编号，编号应连续，不应重复和空号，不应随意抽撤、涂改。 

5.4.4 检测报告至少应由主检人员签字、检测报告审核人签字、检测报告批准人签发，并加盖检测专

用章，多页检测报告还应加盖骑缝章。当采用电子签名方式时，检测机构应有可靠措施保证电子签名真

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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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见证取样的检测报告中应当注明见证人员及其单位的相关信息。 

5.4.6 检测报告应登记后发放。登记应记录报告编号、份数、领取日期及领取人等信息。 

5.4.7 检测报告应为原件，不应使用复印件。存档的检测报告应与发出的检测报告一致。 

检测档案 

5.5.1 检测机构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由专人负责检测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分类编目等工作。 

5.5.2 档案内容主要包括管理档案、技术档案： 

a) 管理档案包括：标准规范、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质量体系运行记录、人员资料、法律法规文

件、管理部门来文、内部行政文件、仪器资料等； 

b) 技术档案包括：检测合同、委托书、抽样记录、原始记录、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登记台账、

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其他与检测相关的重要文件等。 

5.5.3 档案宜采用纸质文档或者电子文档的形式保存，电子档案的保存应有防止信息丢失或被篡改的

可靠措施。 

5.5.4 检测机构应建立符合保存要求、拥有独立空间的检测资料档案室，应做到防火、防盗、防潮、

防蛀、防霉变等，档案室的条件应能满足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的长期存放。 

5.5.5 保管期限到期的检测资料档案销毁应进行登记、造册后经技术负责人批准。销毁登记册保管期

限不应少于 6年。 

6 检测要求 

检测内容 

6.1.1 可再生能源检测包括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系统和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检测。 

6.1.2 太阳能光伏系统应检测光电转换效率。 

6.1.3 太阳能热水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集热系统效率和贮热水箱热损系数。 

6.1.4 地源热泵系统应检测系统能效比。 

6.1.5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机组性能系数和保温性能。 

太阳能光伏系统 

6.2.1 检测条件 

6.2.1.1 在检测前，应确保系统在正常负载条件下连续运行 3 d，检测期内的负载变化规律应与设计

文件一致。 

6.2.1.2 检测需重复进行 3次，每次检测时间应为当地太阳正午时前 1 h到太阳正午时后 1 h，共计 2 

h。 

6.2.1.3 检测期间，室外环境平均温度的允许范围应为年平均环境温度±10 ℃。 

6.2.1.4 检测期间，环境空气的平均流动速率不应大于 4 m/s。 

6.2.1.5 检测期间，太阳总辐照度不应小于 700 W/m
2
，太阳总辐照度的不稳定度不应大于±50 W/m

2
。 

6.2.2 检测项目及仪器 

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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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检测项目及仪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仪器 要求 

1 太阳辐照度 W/m2 总辐射表 应符合GB/T 19565的规定 

2 长度 m 长度尺 不确定度≤2 mm 

3 空气速率 m/s 风速仪 准确度≤0.5 m/s 

4 电功率 kW 电功率表 测量误差≤0.5％ 

5 环境空气温度 ℃ 温度计 准确度≤0.5 ℃ 

 

6.2.3 检测数量 

当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类型、系统与公共电网的关系相同，且系统装机容量偏差在10％

以内时，应视为同一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同一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被检测数量应为该类型系统总数量

的5％，且不应少于1套。 

6.2.4 检测方法 

6.2.4.1 测量空气温度时应确保温度传感器置于遮阳且通风的环境中，高于地面 1 m，距离集热系统

在 1.5 m～10.0 m 之间，环境温度传感器的附近不应有烟囱、冷却塔或热气排风扇等热源。 

6.2.4.2 光电转换效率检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应检测系统每日的发电量、光伏电池表面上的总太阳辐照量、光伏电池板的面积、光伏电池

背板表面温度、环境温度和风速等参数； 

b) 对于独立太阳能光伏系统，电功率表应接在蓄电池组的输入端，对于并网太阳能光伏系统，

电功率表应接在逆变器的输出端； 

c) 检测开始前，应切断所有外接辅助电源，安装调试好太阳辐射表、电功率表、温度自记仪和

风速计，并测量太阳能电池方阵面积； 

d) 检测期间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600 s，采样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10 s； 

e) 太阳能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应按公式（1）计算。 

 𝑛𝑑 =
3.6×∑ 𝐸𝑃𝑉−𝑖

𝑛
𝑖=1

∑ 𝐻𝑖𝐴𝑐𝑖
𝑛
𝑖=1

× 100％ ····························································(1) 

式中： 

𝑛𝑑——太阳能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 

𝑛——不同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方阵个数，单位为个； 

𝐸𝑃𝑉−𝑖——第i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𝐻𝑖——第i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单位面积的太阳辐射量，单位为兆焦耳每平方米（MJ/m
2
）； 

𝐴𝑐𝑖——第i个朝向和倾角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采光面积，在测量太阳能光伏系统电池面积时，应扣

除电池的间隙距离，将电池的有效面积逐个累加，得到总有效采光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6.2.5 结果分析 

6.2.5.1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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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 

太阳能光伏系统类型 光电转换效率 

晶体硅电池 𝑛𝑑≥8％ 

薄膜电池 𝑛𝑑≥4％ 

 

6.2.5.2 当检测结果符合 6.2.5.1 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太阳能热水系统 

6.3.1 检测条件 

6.3.1.1 太阳能热水系统性能检测应在太阳能热水系统调试完成、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 

6.3.1.2 检测期间的运行工况宜达到系统的设计工况，且应在连续运行的状态下完成。 

6.3.1.3 太阳能热水系统检测的室外环境平均温度的允许范围应为年平均环境温度±10 ℃。 

6.3.1.4 检测期间的太阳辐照量实测值与平均值的偏差应控制在±0.5 MJ/（m
2
·d）以内。 

6.3.1.5 太阳辐照量检测不应少于 4 d，每一太阳辐照量区间检测天数不应少于 1 d，太阳辐照量区间

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J＜8 MJ/（m
2
·d）； 

b) 8 MJ/（m
2
·d）≤J＜12 MJ/（m

2
·d）； 

c) 12 MJ/（m
2
·d）≤J＜16 MJ/（m

2
·d）； 

d) 16 MJ/（m
2
·d）≤J。 

6.3.1.6 检测期间，室外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室外平均环境温度不低于 8 ℃且不高于 39 ℃； 

b) 环境空气的平均流速不应大于 4 m/s。 

6.3.2 检测项目及仪器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检测项目及仪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仪器 要求 

1 太阳辐照度 W/m2 总辐射表 应符合GB/T 19565的规定 

2 环境空气温度 ℃ 温度计 准确度≤0.5 ℃ 

3 水温度 ℃ 温度计 准确度≤0.2 ℃ 

4 水流量 m3/h 流量计 准确度≤1.0％ 

5 质量流量 kg/h 流量计 准确度≤1.0％ 

6 时间 s 计时器 准确度≤0.2％ 

7 空气速率 m/s 风速仪 准确度≤0.5 m/s 

8 长度 m 长度尺 不确定度≤2 mm 

9 热量 MJ/h 热量表 应符合GB/T 32224的规定 

 

6.3.3 检测数量 

太阳能热水系统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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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集中式系统，应全数检测； 

b) 分散式系统，应按同类型总数抽检 2％，且不应少于 1套。 

6.3.4 检测方法 

6.3.4.1 集热系统得热量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日检测的时间从上午 8时开始至达到所需要的太阳辐射量为止； 

b) 检测参数包括集热系统进出口温度、流量、环境温度、环境空气流速，采样时间间隔不应大

于 10 s； 

c) 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宜用热量表直接测量，也可通过分别测量温度、流量等参数按公式（2）

计算。 

 𝑄𝑗 = ∑ 𝑚𝑗𝑖𝜌𝑤𝑐𝑝𝑤(𝑡𝑑𝑗𝑖 − 𝑡𝑏𝑗𝑖) △ 𝑇𝑗𝑖 × 10−6𝑛
𝑖=1  ············································(2) 

式中： 

𝑄𝑗——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单位为兆焦耳（MJ）； 

𝑛——总记录数； 

𝑚𝑗𝑖——第i次记录的集热系统平均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 

𝜌𝑤——集热工质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𝑐𝑝𝑤——集热工质的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摄氏度[J/（kg·℃）]； 

𝑡𝑑𝑗𝑖——第i次记录的集热系统的出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𝑡𝑏𝑗𝑖——第i次记录的集热系统的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𝑇𝑗𝑖——第i次记录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s），△𝑇𝑗𝑖≤600 s。 

6.3.4.2 集热系统效率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日检测的时间从上午 8时开始至达到所需的太阳辐射量为止。达到所需要的太阳辐射量后，

应采取停止集热系统循环泵等措施，确保系统不再获取太阳的热量； 

b) 检测参数应包括集热系统得热量、太阳总辐照量和集热系统集热器总面积等； 

c)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效率应按公式（3）、公式（4）计算。 

 𝜂 =
1

365
∑ 𝑥𝑖𝜂𝑖
4
𝑖=1  ····································································(3) 

 𝜂𝑖 =
𝑄𝑗

𝐴×𝐻𝑖
× 100％ ···································································(4) 

式中： 

𝜂——设计使用期内或全年使用的集热系统效率； 

𝑥𝑖——第i辐照段检测期间，太阳辐照量在当地气象条件下供热水时期统计得到的天数，单位为天

（d）； 

𝜂𝑖——第i辐照段检测期间，太阳辐照量下的单日集热系统效率； 

𝐴——集热系统的集热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𝐻𝑖——第i辐照段检测期间，室外太阳总辐照量，单位为兆焦耳每平方米（MJ/m
2
）。 

6.3.4.3 贮热水箱热损因数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测持续的时间从晚上 8时开始至次日早上 6时结束，共计 10个小时。检测开始时贮热水箱

水温不应低于 5 0℃，与水箱所处环境温度差不应小于 20 ℃。检测期间应确保贮热水箱的水

位处于正常水位，且无冷热水出入水箱； 

b) 检测参数包括贮热水箱内水的初始温度、结束温度、贮热水箱容水量、环境温度等； 

c) 贮热水箱热损因数应按公式（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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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𝑈𝑆𝐿 =
𝜌𝑤𝑐𝑝𝑤

△𝜏
ln [

𝑡𝑖−𝑡𝑎𝑠(𝑎𝑣)

𝑡𝑓−𝑡𝑎𝑠(𝑎𝑣)
] ····························································· (5) 

式中： 

𝑈𝑆𝐿——贮热水箱热损因数，单位为瓦特每立方米开尔文[W/（m
3
·K）]； 

𝜌𝑤——水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𝑐𝑝𝑤——水的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摄氏度[J/（kg·℃）]； 

△ 𝜏——降温时间，单位为秒（s）； 

𝑡𝑖——开始时贮热水箱内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𝑡𝑓——结束时贮热水箱内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𝑡𝑎𝑠(𝑎𝑣)——降温期间平均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6.3.5 结果分析 

太阳能热水系统检测参数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地源热泵系统 

6.4.1 检测条件 

6.4.1.1 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比检测应选择在制热/冷季节、系统调试完成、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检测

时间不少于 4 d。 

6.4.1.2 热泵机组运行稳定，热泵机组制热/冷性能系数的测定工况宜达到机组的额定工况，机组的负

荷率宜达到机组额定值的 80％以上；系统能效比的测定工况宜达到系统的设计工况，系统的负荷率宜

达到设计值的 60％以上。 

6.4.1.3 夏季检测时，室外空气温度应大于或等于 29 ℃，冬季应小于或等于 16 ℃。 

6.4.2 检测项目及仪器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检测项目及仪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仪器 要求 

1 空气温度 ℃ 温度计（仪） 不确定度≤0.5 ℃ 

2 相对湿度 ％ 相对湿度仪 不确定度≤5％RH（测量值） 

3 水温度 ℃ 温度计 准确度≤0.2 ℃ 

4 水流量 m
3
/h 流量计 准确度≤5.0％ 

5 质量流量 kg/h 流量计 准确度≤1.0％ 

6 电功率 kW 电功率表 测量误差≤1.5％（测量值） 

 

6.4.3 检测数量 

6.4.3.1 热泵机组性能检测的抽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 2台及以下同型号机组，应至少抽取 1台； 

b) 对于 3台及以上同型号机组，应至少抽取 2台。 

6.4.3.2 室内温湿度检测数量按照空调系统分区进行选取。当系统形式不同时，每种系统形式均宜检

测。相同系统形式的抽检数量不宜低于系统数量的 5％，检测点应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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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检测方法 

6.4.4.1 室内温湿度检测应在建筑物达到热稳定后进行，检测期间的室外温湿度检测应与室内温湿度

的检测同时进行，记录检测期间室外温度的变化情况，且数据记录时间间隔最长不应超过 10 min。 

6.4.4.2 热泵机组制热/冷性能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热泵机组制热/冷性能系数是指热泵机组的制冷/制热量与输入功率之比； 

b) 检测工况下启用的热泵机组应进行机组热源侧流量、机组用户侧流量、机组热源侧进出口水

温、机组用户侧进出口水温和机组输入功率的数据采集； 

c) 水系统供、回水温差的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泵机组热源侧和机组用户侧的供、回水温度应同时进行检测； 

2) 测点应布置在靠近被测机组的进出口处，测量时应采取减少测量误差有效措施。 

d) 检测时间：热泵机组的检测应在机组运行工况稳定后进行，检测周期为 24 h，检测期间应每

隔 5 min～10 min 读数 1次； 

e) 机组检测期间的平均制冷（热）量应按公式（6）计算； 

 𝑄 =
𝑉𝜌𝑤𝑐△𝑡𝑤

3600
········································································(6) 

式中： 

𝑄——机组检测期间的制冷（热）量，单位为兆焦耳（MJ）； 

𝑉——热泵机组用户侧平均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𝜌𝑤——冷（热）媒介质平均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𝑐——冷（热）媒介质平均定压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 𝑡𝑤——热泵机组用户侧进出口水平均温差，单位为摄氏度（℃）。 

f) 数据整理：热泵机组制热/冷性能系数应按公式（7）、公式（8）计算。 

 𝐶𝑂𝑃𝑐 =
𝑄𝑐

𝑛𝑖
 ··········································································(7) 

 𝐶𝑂𝑃𝐻 =
𝑄𝐻

𝑛𝑖
 ·········································································(8) 

式中： 

𝐶𝑂𝑃𝑐——热泵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 

𝐶𝑂𝑃𝐻——热泵机组的制热性能系数； 

𝑄𝑐——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制冷量，单位为千瓦（kW）； 

𝑄𝐻——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制热量，单位为千瓦（kW）； 

𝑛𝑖——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kW）。 

6.4.4.3 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系统能效比是指地源热泵系统的制冷/热量与系统输入电量之比； 

注： 系统输入电量主要是指热泵机组以及与地源热泵系统相关的所有水泵的输入电量之和（不包括用户末端仪器）。 

b) 检测参数：系统热源侧流量、系统用户侧流量、系统热源侧进出口水温、系统用户侧进出口

水温、机组消耗的电量、水泵消耗的电量； 

c) 系统检测期间的总制冷（热）量应按公式（9）、公式（10）计算； 

 𝑄 = ∑ 𝑞𝑖 △ 𝑇𝑖
𝑛
𝑖=1  ····································································(9) 

 𝑞𝑖 =
𝑉𝑖𝜌𝑖𝑐𝑖△𝑡𝑖

3600
······································································(1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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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𝑖——系统第i时段用户侧的平均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𝜌𝑖——第i时段冷（热）媒介质平均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𝑐𝑖——第i时段冷（热）媒介质平均定压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𝑞𝑖——热泵系统的第i时段制冷（热）量，单位为千瓦（kW）； 

△ 𝑡𝑖——系统第i时段用户侧的进出口水温差，单位为摄氏度（℃）； 

△𝑇𝑖——第i时段持续的时间，单位为小时（h）； 

𝑛——热泵系统检测期间采集数据组数，单位为组。 

d) 数据整理：热泵系统的典型季节系统能效比应按公式（11）、公式（12）计算。 

 𝐸𝐸𝑅𝑐 =
𝑄𝑐

∑𝑁𝑖+∑𝑁𝑗
 ································································· (11) 

 𝐸𝐸𝑅ℎ =
𝑄ℎ

∑𝑁𝑖+∑𝑁𝑗
 ································································· (12) 

式中： 

𝐸𝐸𝑅𝑐——地源热泵系统的制冷能效比； 

𝐸𝐸𝑅ℎ——地源热泵系统的供暖能效比； 

𝑄𝑐——系统检测期间的总制冷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ℎ——系统检测期间的总供暖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𝑁𝑖——系统检测期间，所有热泵机组消耗的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𝑁𝑗——系统检测期间，所有用于水泵消耗的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6.4.5 结果分析 

当检测结果符合表5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表5 结果分析 

项目 指标限值 

系统供冷能效比 ≥3.0 

系统供热能效比 ≥2.6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6.5.1 检测条件 

6.5.1.1 检测应在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安装调试完成后，至少正常运行 5 d 后进行。 

6.5.1.2 检测时应断开其他辅助热源。 

6.5.1.3 空气源热泵机组性能系数检测应在典型制热工况下进行，机组负荷率宜达到 80％以上，室外

干球温度宜在-14 ℃～-8 ℃之间。 

6.5.1.4 机组的实测制热量不应小于名义热泵制热量的 92％。 

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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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检测项目及仪器 

应符合表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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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检测项目及仪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仪器 要求 

1 空气温度 ℃ 温度计（仪） 准确度≤0.5 ℃ 

2 水温度 ℃ 温度计 准确度≤0.2 ℃） 

3 空气速率 m/s 风速仪 准确度≤0.5 m/s 

4 电功率 kW 电功率表 1.5级 

5 水流量 m3/h 流量计 准确度≤2％ 

6 长度 m 钢卷尺、钢直尺、游标卡尺 准确度≤1.0％ 

 

6.5.3 检测数量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装机容量偏差在10％以内时，视为同一类型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同一类型空

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检测数量为该类型系统总数量的5％，且不应少于1套。 

6.5.4 检测方法 

6.5.4.1 应分别记录贮热水箱、空气源热泵周围的空气流速、环境湿度与温度。测量仪表应分别放置

在与贮热水箱、热泵中心点相同高度的遮阴处，分别距离贮热水箱、热泵 1.5 m～2.0 m 的范围内。 

6.5.4.2 贮热水箱的水量应在检测结束后，检测贮热水箱内的水在冷水进水状态下的水量（水量不包

括管路内的水）。对于贮热水箱内的水是直流式加热的热泵热水系统，将流量计安装在热泵热水机组的

进水管路上，通过记录试验开始时和结束时流量计读数的差值，计算出贮热水箱的试验水量。 

6.5.4.3 关闭循环水泵，开启热泵热水机组，设定热水机组温度为不小于额定值的 95％，持续记录热

泵热水机组瞬时出水温度。 

6.5.4.4 检测宜在热泵机组运行工况稳定后 1 h 进行，检测时间不应低于 2 h，机组的各项参数检测

记录应同步，记录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600 s。 

6.5.4.5 热水型空气源热泵机组应检测系统的热源侧流量、用户侧流量、室外温湿度和机组输入功率

等参数；热风型空气源热泵机组应检测热泵机组的送风量、入口温度、入口相对湿度、入口焓值、出口

温度、出口相对湿度、出口焓值、机组消耗功率、室外温湿度。 

6.5.4.6 待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记录热泵输入功率，重复试验不少于 3次。 

6.5.4.7 机组性能系数应按公式（13）、公式（14）计算。 

 𝐶𝑂𝑃 =
𝑄

𝑃
 ·········································································(13) 

 𝑄 =
𝑉𝑤𝜌𝑤𝐶𝑝𝑤△𝑡𝑤

3600
 ···································································(14) 

式中： 

𝐶𝑂𝑃——机组性能系数； 

𝑄——检测期间热水型空气源热泵机组或热风型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平均制热量，单位为千瓦（kW）； 

𝑃——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kW）； 

𝑉𝑤——热泵机组用户侧平均流量、循环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𝜌𝑤——热水平均密度、空气出口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𝐶𝑝𝑤——水的定压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 𝑡𝑤——热泵机组用户侧进出口介质平均温差，单位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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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8 保温性能检测在水箱出水口处加装温度计。将水箱注满水，设置加热温度在 55 ℃±3 ℃，

连续开机至温控器断开，关闭电源与水源、关闭出水阀门，保持自然放置 24 h，然后打开阀门放水，

记录出水平均温度，即为试验终止温度。 

6.5.5 结果分析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图纸要求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