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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工业用乙二胺四乙酸》等 586项行业标准(见

附件1)。其中，化工行业32项、石化行业13项、黑色冶金行业9项、

有色金属行业 51项、机械行业 71项、汽车行业 43 项、船舶行业8项、

轻工行业141项、纺织行业35项、包装行业2项、电子行业16项、通

信行业165项。批准《水处理剂混凝性能的评价方法》等53项行业标准

外文版(见附件2)。其中，化工行业16项、有色金属行业4项、稀土

行业3项、建材行业8项、机械行业7项、轻工行业2项、纺织行业 3

项、通信行业10项。现予公布。

以上化工行业标准(含外文版)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石化行业

标准由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黑色冶金行业标准、有色金属行业标准(含

外文版)及稀土行业标准外文版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建材行业标准

外文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机械行业标准(含外文版)由机械

工业出版社出版，汽车行业标准及包装行业标准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船舶行业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组织出版，轻

工行业标准(含外文版)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纺织行业标准(含

外文版)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电子行业标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组织出版，通信行业标准(含外文版)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通信行业工程建设标准由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

附件：43项汽车行业标准编号、标准名称和实施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43 项汽车行业标准编号、标准名称和实施日期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被代替标准编号 实施日期

177 OC/T 1180—2023 配电车 2023-11-01

178 QC/T1181—2023 汽车空调套管式回热换热器 2023-11-01

179 QC/T 1182—2023 汽车空调铝合金板式换热器 2023-11-01

180 QC/T1183—2023 汽车空气动力学术语和定义 2023-11-01

181 OC/T 1184—2023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装饰用保险杠
2023-11-01

182 QC/T 118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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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QC/T 1186—2023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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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 1188—2023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铝合金车身覆盖件
2023-11-01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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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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C/T 656—2000《汽车空调制冷装置》,与QC/T656—2000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一章，2000年版的第一章);

——增加了 HVAC 总成、制冷量、制热量、模式风门、温度风门、进气风门、鼓风机当量端

电压的术语和定义(见3.1、3.2、3.3、3.4、3.5、3.6、3.7);

增加了外观要求及尺寸公差、材料要求、额定风量、制冷量、制热量、出风量分配、温

度风门线性度、噪声试验、结霜性能、滴水和飞水试验、排水性能、密封性能、风门耐

久、低温储藏、高温储藏、温度循环、耐振动性能、电磁兼容性、蒸发器、暖风芯体、

电加热器、车室内冷凝器、鼓风机技术要求(见第4章);

——增加了外观要求及尺寸公差、材料要求、额定风量、制冷量、制热量、出风量分配、温

度风门线性度、噪声试验、结霜性能、滴水和飞水试验、排水性能、密封性能、风门耐

久、低温储藏、高温储藏、温度循环、耐振动性能、电磁兼容性试验方法(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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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三电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空调分会、上海爱斯

达克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吉林大学、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上海天菡空气处理设备有限公司、爱发科东方真空(成都)有限公司、

天津格特斯检测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海立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三花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湖通联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浙江龙腾空调有限公司、浙江三田汽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

曼德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保定热系统分公司、重庆建设车用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美标汽车制冷系统有限

公司、上海爱卫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协众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上海马勒热系统有限公司、

泰铂(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兰通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柳州澳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武汉达安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陆新林、薛庆峰、郝永健、陈海涛、张继鑫、王娜、孙磊、王国壮、李明、

邹慧明、何立江、张果、蔡志雄、陶宏、张荣荣、韩杨、徐敏利、郭国奇、林剑、孙西峰、李国凯、

陶平安、高雅男、陈代荣、庞薇、肖锋、张庆峰、王大建、杨辉、胡皓知、何根平、杨庆世、

郭泽雨、唐国武。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0年首次发布为 QC/T 656—200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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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 656—2023

汽车空调用空气调节装置总成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空调用空气调节装置总成(以下简称“HVAC 总成”)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其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 HFC-134a和 HFO-1234yf为制冷剂的汽车空调用空气调节装置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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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3785.1电声学 声级计第1部分：规范

GB 8410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GB34660 道路车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39897 车内非金属部件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检测方法

QC/T 634汽车水暖式暖风装置

QC/T 663 汽车空调用热力膨胀阀

QC/T 708汽车空调风机

QC/T 998汽车空调滤清器技术条件

QC/T1101电动汽车用电加热器

QC/T1176 汽车空调用蒸发器

QC/T1177 汽车空调用冷凝器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气调节装置总成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HVAC)assembly

汽车空调系统中用于调节车内空气温度、湿度、风量、空气洁净度，并具备车窗除霜/除雾等

功能的装置。一般由壳体、蒸发器、加热器(暖风芯体、电加热器、车内冷凝器)、热力膨胀阀、

鼓风机、风门及其驱动机构、空调滤清器等部件组成。

3.2
制冷量 refrigerating capacity

HVAC总成在规定的条件下，单位时间内从空气中吸收的热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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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制热量heating capacity

HVAC总成在规定的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向空气中释放的热量。

3.4
模式风门mode door

调节出风方向的风门，用于实现不同出风模式的切换。

3.5
温度风门temperature door

调节冷热空气流量分配的风门，用于实现出风温度的控制。

3.6
进气风门inlet door

调节 HVAC 总成进风模式的风门，用于调节外部新风和内部循环风的风量比。

3.7

鼓风机当量端电压 equivalent blower terminal voltage

对于使用有刷电机的鼓风机，其当量端电压为额定电压对应的电压值；对于使用无刷电机的

鼓风机，其当量端电压为额定电压对应电压下的最大占空比电压。

4技术要求

4.1外观要求及尺寸公差

按照5.1进行检验，产品外观应清洁无油渍，标识清晰，壳体表面应无明显划痕或瑕疵。尺寸

及公差应符合供需双方的协定。

4.2材料要求

按照5.2进行检验，HVAC总成的禁用物质要求应符合GB/T30512的规定，挥发性有机物的

质量浓度应符合供需双方的协定，非金属材料的燃烧特性应符合 GB8410的规定。

4.3 额定风量

按照5.3的方法进行试验，HVAC总成不带风道和出风口格栅，在制冷、制热和除霜三个模式

下分别测试额定风量。其中，制冷出风模式按表1中的出风模式1或出风模式2;制热出风模式按

表1中的出风模式7或出风模式 8;除霜出风模式按表1中的出风模式11。测得的额定风量应满

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4制冷量

按照5.4的方法进行试验，HVAC 总成不带风道和出风口格栅，带实车膨胀阀，膨胀阀过热度

设定按实车要求，制冷出风模式按表1中的出风模式1或出风模式2,测得的制冷量应满足供需双

方的协定。

4.5制热量

按照5.5的方法进行试验，HVAC总成不带风道和出风口格栅，制热出风模式按表1中出风模

式7或出风模式8,测得的制热量应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6出风量分配

按照5.6的方法进行试验，HVAC总成带风道和出风口格栅的出风量分配比例应满足表1(对

应的分配比例公差见表2)的要求或供需双方的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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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HVAC总成出风量分配比例

序号 出风模式名称 进气
温度
风门

前左

各出风口风量分配比例/(%)

吹面 吹脚 除霜

中左 中右 前右 后中 前左 前右 后左 后右 左侧 中间 右侧

1 吹面
(有后吹面)

内气最冷 1 20 20 20 20 20 — —— —— —— —— —— ——
2 吹面

(无后吹面)
内气 最冷 25 25 25 25 — — — —— — — —

吹面/吹脚(有后吹3 外气
面和后吹脚)

半开2) 12.5 12.5 12.5 12.5 15 10 10 7.5 7.5 —— —— —
吹面/吹脚(有后吹4 外气
面，无后吹脚)

半开 12.5 12.5 12.5 12.5 15 17.5 17.5 —— — — — —
吹面/吹脚( 无后吹

5 外气
面，有后吹脚)

半开 16 16.5 16.5 16 — 10 10 7.5 7.5 —— — —
吹面/吹脚(无后吹6 外气
面，无后吹脚)

半开 16 16.5 16.5 16 —— 17.5 17.5 —— — — — —
7 吹脚

(有后吹脚)
外气最暖3 5 — —— 5 —— 21 21 14 14 2 16 2

8 吹脚
(无后吹脚)

外气 最暖 5 — — 5 — 35 35 —— — 2 16 2

9 吹脚/除霜
(有后吹脚)

外气 最暖 5 — —— 5 —— 15 15 10 10 5 30 5

10
吹脚/除霜
(无后吹脚)

外气 最暖 5 — — 5 — 25 25 —— — 5 30 5

11 除霜 外气 最暖 5 — — 5 —— — — —— — 11 68 11

注：1指风门开度为0?’指风门开度为50?'指风门开度为100??

表2出风比例公差

出风比例公差
出风口风量分配比例 ≥20% 5??20% ≤5%

公差比例 10% 20% 40%

注：出风比例公差=出风口风量分配比例×公差比例。例：吹面模式(有后吹面)的前左出风比例公差为：

20?10??

4.7温度风门线性度

按照5.7的方法进行试验，HVAC总成在吹面、吹面 吹脚(以吹面曲线为准)、吹脚、吹脚

除霜(以吹脚曲线为准)的模式下的出风温度曲线应平滑，温度风门开度从 0??整至 100??过

程中不应出现温度下降，从100??整至 0??过程中不应出现温度上升。

4.8噪声试验

4.8.1运行噪声

按照5.8.2 的方法进行试验，HVAC总成不应发出异响，制冷、制热、除霜3个模式的噪声值

应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8.2风门执行机构噪声

按照5.8.3 的方法进行试验，风门执行机构的噪声应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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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抗结霜性能

按照5.9的方法进行试验，两组试验最终风量比初始风量减小均不应超过10??

4.10滴水和飞水试验

4.10.1滴水试验

按照5.10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结束时HVAC总成壳体外表应没有水滴落到平台上或满足供

需双方的协定。

4.10.2飞水试验

按照5.10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结束时 HVAC 总成出风口应没有水滴吹到纸板上。

4.11排水性能

按照5.11的方法进行试验，HVAC总成内的水应全部由排水管排出，其他部位应无水漏出。

4.12密封性能

4.12.1壳体密封性能

按照5.12.2的方法进行试验，空气泄漏量Q?应不大于10L/s,或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12.2模式风门密封性能

4.12.2.1吹面风门密封性能

按照5.12.3.1的方法进行试验，空气泄漏量Q?-Q?应不大于1L/s,或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12.2.2除霜风门密封性能

按照5.12.3.2的方法进行试验，空气泄漏量Q?-Q?应不大于1L/s,或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12.2.3 吹脚风门泄漏量

按照5.12.3.3的方法进行试验，空气泄漏量Q?-Q?应不大于1L/s,或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12.3进气风门密封性能

4.12.3.1 外气风门密封性

按照5.12.4.1的方法进行试验，空气泄漏量 Qs应不大于1L/s,或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12.3.2内气风门密封性

按照5.12.4.2的方法进行试验，空气泄漏量Q?-Q?应不大于1L/s,或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12.4温度风门密封性能

按照5.12.5的方法进行试验，测得的 HVAC总成吹面出风口温度差△T应不大于1 ℃。

4.12.5暖风芯体气密性能

暖风芯体的气密性能应符合 QC/T 634的规定。

4.12.6蒸发器气密性能

蒸发器的气密性能应符合 QC/T1176的规定。

4.12.7车内冷凝器气密性能

车内冷凝器的气密性能应符合 QC/T1177的规定。

4.12.8热力膨胀阀气密性能

热力膨胀阀的气密性能应符合 QC/T 663的规定。

4.13风门耐久

按照5.13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HVAC总成应无变形、破损、断裂现象，风门执行机构应

能正常运行，无异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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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低温贮存

按照5.14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HVAC总成应无变形、破损、断裂现象，所有风门和鼓风

机运行正常且无异响。

4.15高温贮存

按照5.15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 HVAC总成应无变形、破损、断裂现象，所有风门和鼓风

机运行正常且无异响。

4.16温度循环

按照5.16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HVAC 总成应无变形、破损、断裂现象，所有风门和鼓风

机运行正常且无异响。

4.17耐振动性能

按照5.17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HVAC总成应无变形、破损、断裂现象，所有风门及其执

行机构运行正常且无异响，鼓风机、蒸发器、暖风芯体、电加热器、车内冷凝器等还应满足各自

部件振动试验后的要求。

4.18电磁兼容性

按照5.18的方法进行试验，应满足GB34660要求或满足供需双方的协定。

4.19HVAC总成的其他部件要求

暖风芯体应符合QC/T634的规定、电加热器应符合QC/T1101的规定、鼓风机应符合QC/T 708

的规定、热力膨胀阀应符合 QC/T663的规定、车内冷凝器应符合 QC/T1177的规定、蒸发器应符

合 QC/T1176的规定、汽车空调滤清器应符合 QC/T998的规定。

5试验方法

5.1外观要求及尺寸公差

外观采用目测法，安装尺寸采用专用检具，其他尺寸公差用量具进行检测。

5.2材料要求

HVAC总成的禁用物质要求应按照GB/T30512的方法进行试验，非金属材料挥发性有机物按

照GB/T39897的方法进行试验，非金属材料燃烧性能应按照GB8410的方法进行试验。

5.3额定风量

吸风式额定风量试验方法见附录A.吹风式额定风量试验方法见附录B。

5.4制冷量

测量仪器准确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

测量仪器 准确度

干湿球温度 ±0.1 ℃

液体温度 ±0.1 ℃

空气压差 ±2.0 Pa

大气压 ±1.0%

制冷剂压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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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续)

测量仪器 准确度

电测量仪表 ±0.5%

液体流量 ±1.0%

质量风量 ±1.0%

采用吸风式焓差法换热器性能试验装置(参照附录 A的制冷模式，工装风道应绝热)或同类

性能试验装置，测量空气侧制冷量、制冷剂侧制冷量和风量。

试验时，按照表4中规定的试验工况，工况稳定后运行时间不少于10 min,数据读取时间不

少于2min,测量间隔不大于10s,以数据读取时间段内空气侧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表4 制冷量试验工况

试验条件 试验参数

入口侧空气干球温度 27.0 ℃±0.2 ℃

入口侧空气湿球温度 19.5 ℃±0.2 ℃

蒸发器出口压力
制冷剂：HFC-134a 0.193 MPa±0.005 MPa

制冷剂：HFO-1234yf 0.216 MPa±0.005 MPa

膨胀阀进口压力
制冷剂：HFC-134a 1.47 MPa±0.01 MPa

制冷剂：HFO-1234yf 1.44 MPa±0.01 MPa

过冷度 5.0 ℃±0.5 ℃

油循环率 ≤3%

有刷电机，额定电压12V 13.5 V±0.1 V

鼓风机当量端电压
有刷电机，额定电压24V 27.0 V±0.1 V

无刷电机，额定电压12 V 13.5 V±0.1 V,最大占空比

无刷电机，额定电压24V 27.0 V±0.1 V,最大占空比

其他要求 进气：内气；出风：吹面；温度风门：最冷

5.5制热量

5.5.1试验准备

试验装置用吸风式焓差试验台(参照附录 A 的制热模式，工装风道应绝热)或同类性能试验

装置，测量仪器准确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5.5.2暖风芯体

暖风芯体制热量试验工况见表5,工况稳定后运行时间不少于10min,数据读取时间不少于2min,

测量间隔不大于10s,以数据读取时间段内空气侧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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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暖风芯体制热量试验工况

入口空气温度 -20 ℃±0.2 ℃

入口冷却液温度 80 ℃±3 ℃

冷却液介质 体积比为50??二醇水溶液

冷却液流量 10 L/min 或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其他要求 进气：外气；出风：吹脚；温度风门：最暖

有刷电机，额定电压12 V 13.5 V±0.1 V

鼓风机当量端电压
有刷电机，额定电压24V 27.0 V±0.1 V

无刷电机，额定电压12V 13.5 V±0.1 V,最大占空比

无刷电机，额定电压24V 27.0 V±0.1 V,最大占空比

5.5.3电加热器

电加热器制热量试验工况见表6,工况稳定后运行时间不少于10min,数据读取时间不少于2min,

测量间隔不大于10s,以数据读取时间段内空气侧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表6电加热器制热量试验工况

入口空气干球温度 -20 ℃±0.2 ℃

加热器电压 额定电压

功率控制 100%

其他要求 进气：外气；出风：吹脚；温度风门：最暖

有刷电机，额定电压12V 13.5 V±0.1 V

鼓风机当量端电压 V
有刷电机，额定电压24V 27.0 V±0.1 V

无刷电机，额定电压12 V 13.5 V±0.1 V,最大占空比

无刷电机，额定电压24V 27.0 V±0.1 V,最大占空比

5.5.4车内冷凝器

车内冷凝器制热量试验工况见表7,工况稳定后运行时间不少于10 min,数据读取时间不少于

2 min,测量间隔不大于10s,以数据读取时间段内空气侧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表7车内冷凝器制热量试验工况

入口空气干球温度 -10 ℃±0.2 ℃

入口制冷剂压力
制冷剂：HFC-134a 1.20 MPa±0.01 MPa

制冷剂：HFO-1234yf 1.19 MPa±0.01 MPa

入口制冷剂温度
制冷剂：HFC-134a 85 MPa±3 MPa

制冷剂：HFO-1234yf 85 MPa±3 MPa

出口制冷剂过冷度 15 ℃±3 ℃

油循环率 ≤3%

其他要求 进气：外气；出风：吹脚；温度风门：最暖

风量 180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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