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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统一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量和制热量量值传递方法，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代替JJF 1599-2016。与JJF 1599-2016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本规范

的主要变化如下： 

―――规范名称由“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量校准规范”改为“标准房间空

调器制冷（热）量校准规范”； 

―――增加制冷（热）量量值传递装置（5.2节、附录A） 

―――增加制热量校准方法（7.4.2节）； 

―――修改原始记录格式和证书内页格式（附录B、附录C）； 

―――增加制热量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附录D）。 

本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如下： 

JJF 159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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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热）量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额定制冷（热）量在 1200 W～14000 W范围内的标准房间空

调器的计量特性、校准条件、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校准结果等内容。其他额定

制冷（热）量范围的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热）量校准可参考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热）量的校准，对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

（热）量的赋值可参照本规范。 

其他类型的房间空调器制冷（热）量的校准或赋值也可参考本规范。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 7725 房间空气调节器 

JJF 1857 空调器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法能效测量装置校准规范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GB/T 7725、JJF 185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标准房间空调器 standard room air conditioner 

在规定工况下制冷（热）量输出稳定并经空调器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法能

效测量装置（以下简称“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校准或赋值，制冷（热）量量

值可溯源至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用于制冷（热）量量值传递的房间空调器或专用

传递标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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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述 

本规范采用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对标准房间空调器的制冷（热）量进行校

准或赋值。在规定工况条件下，通过测量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室内侧隔室总输

入功率、室内侧隔室空气再处理机组冷却盘管带走热量、室内侧隔室加湿水或蒸

汽的焓值、室内侧隔室空气再处理机组凝结水的焓值和标准房间空调器凝结水的

焓值、室外侧隔室与室内侧隔室通过中间隔墙传导的漏热量以及除中间隔墙外从

周围套间环境通过室内侧隔室的墙、地板和天花板传导到室内侧隔室的漏热量，

实现标准房间空调器室内侧制冷（热）量的校准或赋值。 

5 计量特性 

    标准房间空调器的类型包括房间空调器和制冷（热）量量值传递装置两种类

型，量值传递装置结构及要求参见附录 A。 

5.1 房间空调器的制冷（热）量 

5.1.1 输出制冷（热）量为在（1200~14000）W范围内的一个或多个固定值，该

固定值为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的校准值或赋值。 

5.1.2 最大允许误差：±2%。 

5.2量值传递装置的制冷（热）量 

5.2.1 输出制冷（热）量覆盖（1200~14000）W的全部或部分量程，传递装置可

在线测量输出的制冷（热）量量值。 

5.2.2 最大允许误差：±1%。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6.1.1 温度：5 ℃～35 ℃。 

6.1.2 湿度：40% RH～75% RH。 

6.1.3 大气压：86 kPa～106 kPa。 

6.1.4 供电电源：电压（220.0±2.2）V或（380.0±3.8）V；频率：（50.0±0.5）Hz；

总谐波失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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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特定供电电源条件可根据要求设定并在校准记录和校准证书中记录。 

6.1.5 周围无影响设备正常工作的其他干扰。 

6.2 校准装置 

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热）量校准需采用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技术要求

如下： 

6.2.1 制冷（热）量 

a)测量范围：1200W~14000W或覆盖被校标准房间空调器的制冷（热）量 

b)相对扩展不确定度：1%（k=2） 

6.2.1.1铂热电阻温度计 

量热计隔室内冷却盘管进、出水温度测量需满足： 

a)测量范围：0 ℃ ～ 50 ℃ 

b)扩展不确定度：0.03 ℃（k=2） 

量热计隔室内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测量需满足： 

c)测量范围：0 ℃ ～ 50 ℃ 

d)扩展不确定度：0.10 ℃（k=2） 

量热计隔室加湿、冷凝水温度测量需满足： 

e)测量范围：0 ℃ ～ 50 ℃ 

f)扩展不确定度：0.15 ℃（k=2） 

6.2.1.2 量热计隔墙面热电偶温度计 

a)测量范围：0 ℃ ～ 50 ℃ 

b)扩展不确定度：0.5 ℃（k=2） 

6.2.1.3 质量流量计 

a)测量范围：300 kg/h ～2000 kg/h 

b)相对扩展不确定度：0.1%（k=2） 

6.2.1.4 量热计数字功率计 

a)测量范围：1 W ～ 15 000 W 

    b)相对扩展不确定度：0.3%（k=2） 

6.2.1.5 电子天平 

a)测量范围：0.01 kg ～ 1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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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扩展不确定度：10g（k=2） 

6.2.1.6 微差压计（喷嘴） 

a)测量范围：0.1 Pa ～ 1 000 Pa 

b)扩展不确定度：5.0 Pa （k=2） 

6.2.1.7 微差压计（内室） 

a)测量范围：－50 Pa ～ 50 Pa 

b)扩展不确定度：1.0 Pa（k=2） 

6.2.1.8 大气压力计 

a)测量范围： 86 kPa ～ 1 06 kPa 

b)相对扩展不确定度：0.3%（k=2） 

6.2.2 被测标准空调器消耗功率 

a)测量范围：1 W ～ 5 000 W 

b)相对扩展不确定度：0.3%（k=2） 

7 校准方法 

7.1 校准前准备  

7.1.1 外观和功能核查 

a) 包装完好，配件齐全； 

b) 无明显的机械损伤、变形或破损； 

c) 具有制冷/制热运行功能； 

d) 具有使用安装说明等技术文件； 

e) 标注生产者名称、规格型号、产品编号、额定电压/频率、额定制冷量、

额定制冷消耗功率、额定制热量、额定制热消耗功率、制冷剂（种类/质量）等信

息。 

7.2 标准房间空调器的安装  

7.2.1 依据标准房间空调器使用安装说明等技术文件，将标准房间空调器安装在

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内。其安装、绝缘、保温等措施应符合使用安装技术文件

的有关要求。除校准时必要的连接外，不对被校准的标准房间空调器结构作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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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动。 

7.2.2 标准房间空调器室内、室外空气进行交换的通风阀和排风阀（如果有）完

全关闭。 

7.2.3 标准房间空调器出风口导向格栅和过滤网等应与正常使用时保持一致。如

因特殊要求而调整的，应在原始记录中予以记录。 

7.2.4 冷凝水排水管应连接正确，接水盘、排水管无异物堵塞。 

7.2.5 分体式标准房间空调器应使用随机配备的连接管或指定的连接管。除设计

要求外，一般应将连接管的一半置于室内侧隔室，另外一半至于室外侧隔室。连

接路连接时不应带入水分、空气和尘土等杂物，保持管路干燥、清洁、密封良好。

连接管和电源线、信号线等应连接正确、牢固，走向和弯曲度合理。安装及拆卸

分体式标准房间空调器室内外机连接管时，应确保连接管内部清洁及其外部不产

生变形性折痕。 

7.2.6 应采用抽真空法的方式对分体式标准房间空调器室内外机连接管内空气进

行排空。正确连接真空泵、高低压压力表与室外机，真空泵运转 15min以上到真

空压力（绝对压力）达 20Pa以下（观察真空表达到 0.1MPa）为止，完全关闭低

压阀，停止真空泵的运转。保持此状态 1min～2min以上后，确认高低压压力表

的指针是否回转。如果回转则检查泄漏处，待修复后再次进行抽真空处理。 

7.2.7 可采用保压法、泡沫法或检漏仪等对分体式标准房间空调器室内机和室外

机之间连接管的连接处进行检漏。 

7.2.8 当发现标准房间空调器疑似或存在制冷剂泄漏时，应及时进行妥当处理。 

7.3 标准房间空调器运行状态设定 

7.3.1 应在标准房间空调器标识标注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 

7.3.2 应将标准房间空调器设置为制冷/制热模式、最低/最高温度、高风（最大风

量）下且能够正常连续运行工作的模式下进行制冷（热）量校准。如因特殊要求

而调整的，应在原始记录中予以记录。 

7.3.3 标准房间空调器出风口导向格栅的位置一般应处于制冷/制热运行状态下

最大出风状态或者使用安装说明规定的位置，并在校准过程中保持不变。如因特

殊要求而调整的，应在原始记录中予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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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标准房间空调器在制冷/制热运行时，室内侧和室外侧空气取样风耙摆放位

置和与标准房间空调器进风口距离应当在原始记录中予以记录，并在校准报告中

予以说明，为标准房间空调器使用提供参考。 

7.3.5 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热）量在表 1规定的工况条件下进行校准和赋值。 

表 1  工况条件 

运行状态 温度条件 

额定制冷 

运行 

室内侧隔室回

风状态 

干球温度/℃ 27.00±0.10 

湿球温度/℃ 19.00±0.10 

室外侧隔室回

风状态 

干球温度/℃ 35.00±0.10 

湿球温度/℃ 24.00±0.10 

额定制热 

运行 

室内侧隔室回

风状态 

干球温度/℃ 20.00±0.10 

湿球温度/℃ 14.90±0.10 

室外侧隔室回

风状态 

干球温度/℃ 7.00±0.10 

湿球温度/℃ 6.00±0.10 

注：其他特定工况条件可根据要求设定，但应在校准记录和校准报告中记录。 

7.4 制冷（热）量校准 

按照本规范 7.1节要求，将被校准的标准房间空调器安装在平衡环境型房间

量热计内（如图 1所示），并按照说明书或其他技术文件要求对被校准的标准房

间空调器的工作状态进行设置。 

标准房间空调器

空气取
样装置

空气取
样装置

压力平
衡装置

室内侧
隔室

室外侧
隔室

室内侧
套间

室外侧
套间

冷却
盘管

加热器

加湿器

风机

混合器

冷却
盘管

加湿器

风机

混合器

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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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热）量校准示意图 

7.4.1 制冷量校准 

在规定的制冷工况条件下，被校准的标准房间空调器稳定运行后，每 5min

记录 1组测量数据，连续记录 7组室内侧隔室制冷量数据取平均值作为制冷量校

准结。7 组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20W（制冷量

1200W~2000W）；不超过±1%（制冷量 2000W~14000W）。 

在记录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室内侧隔室制冷量测量数据同时应记录室外

侧隔室制热量测量数据。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量校准结果以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

计室内侧隔室测量数据为准，且室外侧隔室测量数据与室内侧隔室测量数据的相

对偏差（平衡比）不超过±2%时校准结果有效。 

制冷量校准过程中，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室内侧隔室制冷量参照式（1）

计算： 

Φtci=Pin-Φci+(h1-h3)•Wi +(h1-h2)•Wu+Φli+Φlp            （1） 

式中： 

Φtci——内侧隔室制冷量，W； 

Pin——内侧隔室消耗电功率，W； 

Φci——内侧隔室冷却盘管除去热量，W； 

h1——进入内侧隔室的蒸发用水比焓值，J/g； 

h2——由被测室内机形成的冷凝水离开隔室时的比焓值，J/g； 

h3——由内侧空气处理机组形成的冷凝水离开隔室时的比焓值，J/g； 

Wi——由内侧空气处理机组形成的冷凝水的质量流量，g/s； 

Wu——由被测室内机形成的冷凝水的质量流量，g/s； 

Φli——内侧隔墙漏热量（套间向隔室），W； 

Φlp——中间隔墙漏热量（室外侧隔室向室内侧隔室），W。 

制冷量校准过程中，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室外侧隔室制热量参照式（2）

计算： 

Φtco=Φco-Po-Pu+(h5-h4)•Wo-Φlo +Φlp                （2） 

式中： 

Φtco——外侧隔室制热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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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co——外侧隔室冷却盘管除去热量，W； 

Po——外侧隔室消耗电功率，W； 

Pu——被测机消耗电功率，W； 

h4——进入外侧隔室的蒸发用水比焓值，J/g； 

h5——由外侧隔室空气处理机组形成的冷凝水离开隔室时的比焓值，J/g； 

Wo——由外侧空气处理机组形成的冷凝水的质量流量，g/s； 

Φlo——外侧隔墙漏热量（套间向隔室），W。 

7.4.2 制热量校准 

在规定的制热工况条件下，被校准的标准房间空调器稳定运行后，每 5min

记录 1组测量数据，连续记录 7组室内侧隔室制热量数据取平均值作为制热量校

准结果，7组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20W（制冷量

1200W~2000W）；不超过±1%（制冷量 2000W~14000W）。 

在记录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室内侧隔室制热量测量数据同时应记录室外

侧隔室制冷量测量数据。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量校准结果以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

计室内侧隔室测量数据为准，且室外侧隔室测量数据与室内侧隔室测量数据的相

对偏差（平衡比）不超过±2%时校准结果有效。 

制热量校准过程中，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室内侧隔室制热量参照式（3）

计算： 

Φthi=Φci- Pin -(h1-h3)•Wi -Φli-Φlp               （3） 

式中： 

Φthi——内侧隔室制热量，W。 

制热量校准过程中，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室外侧隔室制冷量参照式（4）

计算： 

Φtho= Pu +Po -Φco +(h4-h5)•Wo+Φlo -Φlp           （4） 

式中： 

Φtho——外侧隔室制冷量，W。 

7.5 制冷（热）量消耗功率 

在记录制冷（热）量校准数据的同时同步记录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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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连续记录 7 组数据后取其平均值作为标准房间空调器制冷消耗功率/

制热消耗功率的测量结果。标准房间空调器的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应与

制冷（热）量校准结果同时使用。 

7.6 数据处理和数据修约 

7.6.1校准示值误差 

校准项目示值误差计算公式如下： ∆𝑋 = 𝑋m − 𝑋s                          （5） 

式中：∆𝑋——制冷（热）量校准示值误差，W； 

       𝑋m——被校标准房间空调制冷（热）量，W； 

       𝑋s——标准器的制冷（热）量示值，W。 

7.6.2校准相对示值误差 

校准项目的相对示值误差计算公式如下： ∆𝑋rel = 𝑋m−𝑋s𝑋s × 100%                       （2） 

式中：∆𝑋rel——校准相对示值误差（无量纲）。 

7.6.3数值修约 

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数值修约： 

a）制冷（热）量校准结果保留 1位小数。 

b）制冷（热）消耗功率测量结果保留 1位小数。 

 

8 校准结果表达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校准证书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 标题：“校准证书”； 

b) 证书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c)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d)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e) 进行校准的地点； 

f) 进行校准的日期，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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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接收日期； 

g)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应用有关时，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

明； 

h) 对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i)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j) 校准环境的描述； 

k) 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l)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 

m) 校准证书和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 

n) 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说明； 

o)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的说明。 

校准原始记录格式见附录 B，校准证书（报告）内页格式见附录 C。 

 

9 校准周期 

校准周期由标准房间空调器的使用情况（重要程度、使用条件、使用频次、

使用方法等）、使用人员、标准房间空调器本身性能质量等诸多因素所决定。使

用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校准周期。 

通常情况下，建议的校准周期为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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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制冷（热）量量值传递装置 

A.1 测量模型  

量值传递装置采用基于水焓值的制冷（热）量测量模型，如图 A.1所示。 

 

进水
tw1,  hw1, Fw

出水
tw2,  hw2, Fw

空气

进风

空气

出风

风机功率
PFan

换热器 风机 绝热腔体

 
图 A.1 水焓值制冷（热）量测量模型示意图 

 

在绝热腔体中布置强制对流风机和换热器，换热器中采用水作为换热介质，

换热介质进入换热器的温度及流量稳定。此时，风机稳定地带动空气流过绝热腔

体，换热器产生的换热量为 

Qw= 𝐹w×(hw2-hw1)
3.6

                       （A.1） 

式中： 

Qw——室内侧换热器水侧换热量，W； 𝐹𝑤——水的质量流量，kg/h； 

hw1、hw2——进水、出水的比焓值，kJ/kg。 

水焓值的计算公式为 

hw=0.1776+4.194∙tw-0.0005072∙tw2 +0.000008044∙tw3        （A.2） 

式中： 

hw——水的比焓值，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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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水的摄氏温度测量值，℃。 

风机消耗功率最终全部转化为热能，在制冷工况下产生的制冷量为 

Qcooling=Qw-PFan                    （A.3） 

式中： 

Qcooling——水焓值制冷量传递装置输出制冷量，W； 

WFan——室内侧风机消耗功率测量值，W。 

在制热工况下产生的制热量为 

Qheating=Qw + PFan                    （A.4） 

式中： 

Qheating——水焓值制冷量传递装置输出制冷量，W。 

A.2 传递装置结构 

制冷（热）量量值传递装置结构参照图 A.2，主要包括室内侧部分、室外侧

部分和测量部分组成。 

室内侧部分主要由换热器和风机组成，并封装在一体式的外壳中，其主要作

用是采用强制对流换热的方式，将制冷（热）量由水交换至空气，提供装置输出

制冷（热）量量值。为了实现换热量可调，室内侧部分中的风机具备可调节功能。 

室外侧部分主要由制冷单元、制热单元和水泵组成，其中制冷单元和制热单

元提供了传递装置室内侧部分所需要的制冷（热）量，且通过冷量和热量的相互

调节实现室内侧部分换热器入口水温的调节。为换热介质提供驱动力的水泵也应

当具有调节功能，可将换热介质稳定地且可调地泵入室内侧换热器。 

测量部分主要由质量流量计、工业铂电阻温度计、温度测量模块、功率模块、

和数据采集模块组成。质量流量计应安装在管路中尽量低的位置，使流经质量流

量计的载冷剂液体中含有尽量少的气泡，以保证流量测量结果更加稳定和可靠。

工业铂电阻温度计测量端布置于管路内部，与流动工质充分接触以准确测量换热

介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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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量
热计室

外侧

换热器
M

风

机

To

Ti

房间量
热计室

内侧

水泵

功率

测量

温度

测量

流量计

制冷单元

制热

单元

数据

采集

 

图 A.2 制冷（热）量量值传递装置结构示意图 

 

A.3 传递装置的技术要求 

A.3.1 质量流量测量 

a)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0.1%（k=2）。 

A.3.2 换热介质温度测量 

a)典型测量范围：1 ℃ ~ 60 ℃； 

b)扩展不确定度： 0.05 ℃（k=2）。 

A.3.3 风扇功率测量 

a)典型测量范围：1 W ~ 300 W； 

b)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0.5%（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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