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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协会（2019）建标协字第12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9年第一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制定

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系统诊断，改造原则与判定

方法，改造方案与设计，施工、调试及验收，改造后评价，运行与维护等。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1986]1649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负责

组织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施

工、监理、运行与维护等使用单位及工程技术人员采用。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环境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邮编：100013）负责解

释。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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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合理利用资源，节能降耗，保护环境，通过

系统诊断评估对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能效低、供给需求不匹配等现状采取有

效的技术措施，以提高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运行能效，改善室内热环境，制定

本规程。 

【条文说明】1.0.1 多联机空调系统最初是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的一种，因其安装

便捷、结构紧凑、节省空间、充分满足个体需求等优势，经过近 30 年的推广应

用，已成为民用建筑的重要空调方式之一，得到市场认可。 

随着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深入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全面展开，降

低既有建筑能耗及碳排放成为了当前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占据中央空调市场

半壁江山，市场容量高达 1100多亿元的多联机空调，由于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

系统性能下降，故障率逐步升高，部分设备耗电量每年增加 3%甚至更高，机组

进入不稳定运行状态，单台设备的维修周期加长，费用逐年上涨。同时，因建筑

使用者的更迭及需求变化，功能区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在办公设备及人

员密度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使得空间环境的冷热需求增大，空调能力愈显不足，

造成原有空调系统配置不足以满足现有环境的空气调节需求。此外，多数使用者

在对老旧空调系统进行计划更换时，往往因工程量大、建设周期长、影响运营，

以及费用高昂等情况望而止步。因此，为了规范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在改造过程

中的检测、判定、施工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对相关的改造内容加以约束和管理，

并在技术上予以指导，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推动高效多联机空

调系统在节能行业的应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以多联式空调机组为冷热源的既有空

调工程的诊断、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与维护。 

【条文说明】1.0.2 本条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的适用范围。 

1.0.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改造，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1.0.3 本规程对多联机空调系统进行改造时的诊断、原则与判定方

法、进行改造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以及改造后评价、运行维护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但多联机空调系统所涉及的专业性内容较多，且均有相应的标准规范。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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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本规程的同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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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空调系统诊断  air-conditioning system diagnosis 

通过现场调查、检测以及对能源消费账单和设备历史运行记录的统计分析等，

评估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运行工况，为空调系统工程的改造提供依据的过程。 

2.0.2   室外机  outdoor unit 

由压缩机、换热器以及主控部件组成，通常放置在室外，也简称外机。 

2.0.3   室内机  indoor unit 

由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机、电机等组成的末端设备，与室外机联合使用。 

2.0.4   制冷剂  refrigerant 

在制冷装置中实现循环制冷的工作介质，也称制冷工质，简称工质。 

2.0.5   连接管  connecting pipe 

由制冷剂管道、阀门、弯头、分歧管等组成，连接室内、外机组，使之构成

蒸汽压缩制冷循环的封闭回路，包括液体连接管和气体连接管。 

2.0.6   配线  wiring 

将电缆组合配置成为一个经济合理，符合使用要求的电缆系统或网络的设计

技术称为电缆配线，简称配线。 

2.0.7   电气装置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由相关电气设备组成的，具有为实现特定目的所需的相互协调的特性的组合。 

2.0.8   配电容量  distribution capacity 

同一系统中所有的用电负荷的容量总和，单位：kVA。 

2.0.9   累计制冷量 Cumulative Cooling Capacity 

在制冷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从房间内除去的总热量，单位：kWh。 

2.0.10  累计制热量 Cumulative Heating Capacity 

在制热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向房间内送入的总热量，单位：kWh。 

2.0.11  制冷测量期耗电量 Power Consumption in Cooling Measuring Period 

在制冷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所消耗的总电量，单位：kWh。 

2.0.12  制热测量期耗电量 Power Consumption in Heating Measuring Period 

在制热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所消耗的总电量，单位：kWh。 

2.0.13  实际制冷能源消耗效率 Actual Cooling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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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ER） 

在制冷测量期内，累计制冷量与同期间内的耗电量之比，单位：kWh/kWh。 

2.0.14  实际制热能源消耗效率 Actual Heating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AHEER） 

在制热测量期内，累计制热量与同期间内的耗电量之比，单位：kWh/kWh。 

2.0.15   广义压缩机  Generalized Compressor Energy Conservation 

将来自气液分离器处于低温低压状态的制冷剂增温升压至高温高压的排气

状态进入四通阀，部分热量散失到室外环境中的整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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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应结合建筑改扩建、节能改造和室内装饰装

修改造同时开展。 

3.0.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应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系统诊断，并根据诊断结

果的判定，制定改造方案，从技术可靠性，可操作性和经济实用性等方面进行综

合分析，选取合理可行的改造方案和技术措施。 

【条文说明】3.0.2 在制定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方案前，首先要对空调系统

的现状进行检测、诊断，根据诊断结果进行判定，是否需要进行改造。如果需要

改造，应从技术、经济上进行比较和分析，得出合理可行的改造方案，最大限度

确定现有设备、系统和配件等的运行能力和潜能，以“利旧不浪费”为原则，通

过更换、改造等技术手段，在保证系统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提高系统的实际运行

能效。 

3.0.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超过 5 年时，宜进行系统诊断。当空调系统的

运行能效不符合国家现行建筑节能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时，应进行改造。 

【条文说明】3.0.3 当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超过 5年时，建议对系统进行一次深

入的系统诊断，利于排查系统现存的问题，当诊断结果显示系统存在不符合国家

现行建筑节能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时，建设单位或用户应该对其进行高能耗设

备的更换或局部改造等。 

3.0.4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的诊断、设计、施工和验收，应由具备相应机

电设备检测、设计、施工、验收能力的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承担。 

3.0.5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后，其系统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节能有关

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且应根据建筑类型具有分楼层或分用户计量的功能。 

【条文说明】3.0.5 通过设置多联机空调系统用电分项计量装置，用户可以及时

了解和分析目前空调系统的实际用能情况，并根据分析结果，自觉采取相应的节

能措施，提高用户的节能意识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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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诊断 

4.1 一般规定 

4.1.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诊断工作开始前，应对改造工程的建筑类别、需

求进行调研，明确空调系统执行的标准和改造区域、类别。改造类别宜按下列进

行区分： 

1  建筑功能和区域变化，空调系统重新设计； 

2  建筑室内装修及多联机空调系统更新； 

3  建筑多联机空调系统更新； 

4  室外机更换； 

5  室内机更换； 

6  空调系统连接管更换。 

【条文说明】4.1.1 既有建筑中设备系统改造前的诊断工作，涉及已投入使用建

筑的方方面面，需要通过较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围绕建筑内空调系统的需求

开展调查，如果属于建筑功能转换、空调区域发生变化，以及建筑负荷和特性发

生变化的，应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重新

设计和选配系统；如属于更换和能效进一步提升，应执行本规程；如果不明确诊

断类别、区域，不分主次的收集技术资料和开展诊断工作，会挂一漏万，也会浪

费时间，增加成本。 

4.1.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工作开始前，应收集系统的相关技术文件，宜

包括下列资料： 

1  建筑内空调系统的改造需求； 

2  空调系统的设计施工图和技术文件； 

3  空调系统的设备改造和历年维护维修记录； 

4  空调系统改造前 1～2年的运行记录。 

【条文说明】4.1.2 对应 4.1.1的要求，收集的技术文件包括建筑和多联机空调

系统的设计施工图纸和技术文件，如建筑、暖通和动力及自控系统的设计施工图

纸和技术文件；空调系统的各设备型号、技术参数配置明细表，必要时，还需准

备室外机安装位置的结构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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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工作实施前，应对既有系统制定完整的诊断测

试方案。 

【条文说明】4.1.3 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方案，应围绕建筑需求、多联机空调系

统改造类别制定系统功能、安全、舒适、能耗、能效等几方面的诊断方案，明确

采用的检查和检测方法，使得诊断结果满足后续改造的方案制定、改造实施及改

造效果评价需求。 

4.1.4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诊断检查，应由具备相应机电设备检测、设计、

施工、验收能力的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原设备供应商的配合下进行，检查包括

下列内容： 

    1  空调系统的设计符合性检查； 

    2  空调系统的功能检查； 

    3  空调系统的安全检查； 

    4  空调系统的运行效果检查； 

5  空调系统的能耗和能效检查。 

【条文说明】4.1.4 多联机系统诊断分为检查和检测，应由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员

在原设备供应商的配合下进行，专业资质人员是指诊断工作中涉及空调系统焊接

和配电等工作时，有劳动资质需求的人员，以及出具对社会公正性数据报告所需

的资质认定人员。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设计符合性检查，是指对照设计图纸对现有系统进行核查，

是否与设计一致，满足标准规定；如原有设计依据的标准花生变化时，还需与现

行标准进行对比，在节能、环保方面是否满足现行标准的要求。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功能检查，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既有系统的温度、风量、

制冷热转换等控制和调节以及监测功能的现状进行检测、检查。 

多联机系统的安全检查，是指对既有系统室内外机放置的支吊架结构安全、

冷媒管道耐压和泄露、电气安全、凝结水管道及冷媒管道保温等进行检查。 

多联机运行的效果检查，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空调能耗、室内热环境等进行

检测。 

对于确定更换多联机系统供应商的系统改造工程，可简化原设备供应商配合

工作，但也应有交接记录，以保障专业人员能够快速、全面的掌握系统及设备的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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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前，应进行系统测试诊断，包括下列内容： 

1  空调系统现状的能耗、能效测试； 

2  空调系统的现状运行效果测试。 

【条文说明】4.1.5 既有多联机系统的诊断分为检查和检测，本条文规定了改造

空调系统检测应完成的内容。 

4.1.6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后，应出具包括检查和检测诊断结论及初步改

造建议和可行性分析内容的诊断报告，并作为工程原始资料存档。 

【条文说明】4.1.6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工作完成后，应出具诊断报告，内

容深度应满足后续空调系统改造工作实施的需要，是对执行本规程第 4.1.3、

4.1.4、4.1.5 条的过程记录，应包括有针对性内容的检查和检测诊断结论，初

步改造建议和可行性分析等内容，报告应作为工程原始资料存档。 

4.1.7  承担系统诊断的单位应由业主或使用者进行委托。 

【条文说明】4.1.7 为摸清改造前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现状和对改造后的效果做出

评价，对既有系统的诊断应由改造后系统的拥有者或使用方负责进行委托。 

 

4.2 空调系统能耗统计与检查 

4.2.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前，应进行空调电耗现状的统计和检查。统计

和检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数据采集标准》JGJ/T 154 的有关规

定。 

【条文说明】4.2.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前，应进行空调电耗现状的统计检

查。多联机空调系统电耗现状检查是指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按年（季）或月（天）

一段时间内的耗电量数据的检查。统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数据

采集标准》JGJ/T 154 的有关规定。 

4.2.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耗现状应统计和检查近 3 年的数据，并将电耗

数据分析的结果形成调查报告作为空调系统诊断的依据。 

【条文说明】4.2.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耗现状应统计和调查近 3年的数据，

有条件的可以收集尽量多的年份数据用于分析电耗变化趋势，并将电耗数据分析

结果形成电耗现状调查报告作为空调系统诊断的依据。 

4.2.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耗统计应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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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查阅空调系统的设备清单、用电记录、电费账单等文件资料； 

2  调查、了解空调系统的使用时间、频率等有关信息。 

【条文说明】4.2.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数据统计可以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

式，了解多联机空调系统的使用时间、使用频率、使用效果、异常情况等；也可

以通过查阅用电管理部门对多联机空调系统用户单位时间的耗电数据、电费支出

等单据，近一步了解和掌握用户的目标和需求。 

4.2.4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耗现状检查应包含以下内容： 

1  检查空调系统各用电设备的品牌、型号、数量、参数； 

2  检查空调系统各用电设备的计量仪表情况； 

3  测试空调系统的供电电源、电源线、电路电压； 

4  测量空调系统的电能消耗。 

【条文说明】4.2.4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耗现状现场检查是为更进一步了解

空调系统的形式，各用电设备的品牌、型号、数量、参数和安装位置，以及电耗

来源情况等信息。通过对系统各用电设备计量装置的检查，能快速掌握计量装置

的配置情况、运行状态及监测数据的上传、存储情况，以便于对电耗数据的提取

和分析。 

此外，对系统的供电电源、电源线、电路电压，以及系统的电能消耗等进行

现场测试，一方面是对电气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查找问题或隐患；另一方

面通过对系统实际电耗的测量，有利于与监测数据进行对比，避免因计量装置监

控的缺失或漏项，导致的数据不全。 

4.2.5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能消耗检测工况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室内外机运行正常，且室内机全部开启，室温设定应符合设计要求，风

速设定保持一致，并处于稳定状态； 

2  系统运行消耗的总用电量可通过电计量仪表或在室内外机的总输入线端

进行测量，输入线端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GB50303的有关规定； 

3  检测工况下，应每隔（5～10）min 读取数据 1次，连续测试时间应不少

于 60min。 

【条文说明】4.2.5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现场实测工作应首先了解多联机空调

系统的运行工况，在满足测试条件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测量电压电流的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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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的耗电量，也可以通过采用电能表直接读数的方式获取空调系统的耗电

量数据。 

电耗实测可以采用万用表、钳形电流表、电能表等电计量仪表测量工具测量

空调系统工作的电流、电压和电能。 

4.2.6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能计量仪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

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的有关规定，用于电源测试的仪表应经

国家相关计量或校准部门检测合格。 

 

4.3 空调系统诊断 

4.3.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时，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

范》GB 50168、《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民用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通风与空

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

收规范》GB 5060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蒸汽

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GB/T 10870、《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T 17758、《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GB/T 18837，以及行业标准《多联机

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和《公

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的有关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4.3.1  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需遵循的基本原则。现行标准《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

质量验收规范》与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的安全性现场检查等内容有关；现行

标准《单元式空气调节机》GB/T 17758、《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GB/T 18837、

《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 与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的能效类

现场检查等内容有关；现行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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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和《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与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的用户问卷检查等内容有关；现行标准《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与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的用户问卷检查等

内容有关。 

4.3.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通过查阅竣工图和现场调查，了解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布置形式、设

备配置及系统调节控制方法等信息； 

2  查阅运行记录，了解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运行状况及运行控制策略等

信息； 

3  对确定的诊断项目进行现场检测； 

4  依据诊断结果和本规程的格式要求，编写诊断报告。 

【条文说明】4.3.2  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的步骤。首先根据空调系

统的设计施工图和技术文件、电气动力（空调系统部分）的设计施工图纸和技术

文件，了解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布置形式、设备配置及系统调节控制方法等信

息，明确空调系统的各设备型号、技术参数、配置情况；其次，查阅空调系统近

1～3 年的运行记录，了解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运行状况及运行控制策略等信

息；接着，对确定的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项目进行现场检测。最后依据诊断结果

和本规范第 4章的规定，编写诊断报告。诊断报告应包括空调能耗、室内热环境、

空调系统现状调查和诊断的结果，以及初步的改造建议和可行性分析等内容。 

4.3.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应结合用户问卷调查以及开展现场检查。 

【条文说明】4.3.3  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的方法。现场检查和用户

问卷调查可以了解建筑的使用用途或室内功能区域是否发生改变，空调系统是否

能满足使用要求。明确空调系统的室外机和室内机的实际运行状况。作为既有多

联机空调系统是否进行改造的重要判定依据。 

4.3.4  用户问卷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对室内温度和湿度的主观感受； 

2  对室内机送风风量和风速的主观感受； 

3  对室内机操控设定的主观感受等； 

4  对室内机噪声的主观感受。 

【条文说明】4.3.4  室内温、湿度是判断空调系统是否满足用户使用的基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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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据。室内机风速与空调系统的制冷（热）效果密切相关。制冷（热）模式下，

室内机风速过高容易造成吹风感；室内机风速过低，可能使得工作区域达不到设

定温度要求；室内机因固定、老化等多种原因，会导致设备噪声超标从而影响到

业主的生产生活。 

4.3.5  现场检查应包括对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功能、安全、环境与卫生、能

效四类内容。 

【条文说明】4.3.5  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诊断的现场检查内容。功能类

检查是确认多联机空调系统是否发挥正常制冷（热）的作用；安全性类检查是确

认多联机的配电系统是否发挥正常作用以及排除 R410 包含的组分 R32 等制冷剂

泄露可能造成的爆炸危险；环境与卫生类检查是系统运行可能产生的噪声，灰尘

和空调凝结水系统可能造成的霉菌滋生等问题；能效类检查是现场检查最为重要

的内容，根据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正常运行期间的制冷（热）能效是否低于进行

改造的限定值。 

4.3.6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功能的检查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  自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2  设备和管道的保温绝热及老化情况； 

3  冷凝水管道的完整性、排水能力和保温状态； 

4  电源与通讯配线系统的防腐情况。 

【条文说明】4.3.6  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功能的检查内容。当既有多联

机空调系统的自动控制系统无法进行联动或指令设定无反馈时，影响正常使用功

能，宜对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维修或改造；当设备和管道的防腐绝热及老化出现严

重锈蚀等情况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当冷凝水管道出现排水不通畅或排

泄能力不足等情况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当配线系统的钢制材料构架表

面出现大面积锈蚀或防腐措施失效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4.3.7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安全性的检查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  连接管的渗漏情况； 

2  设备和管道支吊架的牢固及完整性； 

3  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能力； 

4  配线的连接固定可靠性； 

5  线路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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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气装置接地电阻。 

【条文说明】4.3.7  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安全性的检查内容。当冷媒管

道压力持续下降或出现明显渗漏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当设备和管道的

支吊架出现损坏、脱落或变形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当漏电保护装置不

能自动跳开断电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当配线局部过热或发现连接点固

定不牢靠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当导线的绝缘电阻或电子设备接地电阻

不满足电气安全时，应进行相应的改造。 

4.3.8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环境与卫生的检查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  室内机过滤器积尘情况； 

2  空调区域内设备噪声； 

3  室内机冷凝水系统排水的有效性； 

4  室内外机热交换器积尘情况。 

【条文说明】4.3.8  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环境与卫生的检查内容。当室

内机过滤器的积尘量严重影响出风风量或空气质量时，应进行相应清洗或更换；

当空调区域内设备噪声不满足限值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降噪改造；当制

冷运行，冷凝水无法有效排出造成滋生细菌、甚至出现室内漏水等问题，应进行

相应的更换或改造；当室内外机热交换器表面因积尘生垢，造成换热效率下降，

应及时进行清洗，严重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4.3.9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能效的检查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  室内环境温度； 

2  室内机送风风量； 

3  空调系统的耗电量； 

4  系统的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 

5  系统的制冷（热）消耗功率。 

【条文说明】4.3.9  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能效的检查内容。当室内环境

温度无法满足实际使用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调试或改造与更换；当室内机的送

风风量不满足使用要求，且数量较多时，会直接影响到制冷（热）效果，应进行

相应的维修或改造与更换；当空调系统耗电量增加或异常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

或改造；当空调系统的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较低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当空调系统的制冷（热）消耗功率过高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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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能效检测应在系统正常制冷（热）运行状态下进

行。检测前，应对制冷剂充注量进行检查，并调整到适宜状态，检测持续时间不

宜少于 4h。能效检测项目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系统的累计制冷量（Qsc）或累计制热量（Qsh）； 

2  系统的制冷测量期耗电量（Nsc）或制热测量期耗电量（Nsh）； 

3  系统的实际制冷能源消耗效率（ACEER）或实际制热能源消耗效率（AHEER）； 

4  室内外机进、出口风温度。 

【条文说明】4.3.10  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能效的检测内容。既有多联机

空调系统能效检测应在多联机正常制冷或制热运行状态下进行，在能效检测前，

应先检查制冷剂充注量是否符合要求并调整到适宜状态，是保证能效检测的前提

条件。当制冷剂充注量泄漏较多时，制冷（热）量过低，严重影响系统的可靠性。

能效检测期的长短与测量结果密切相关，测量期过短，无法有效了解既有多联机

空调系统，过长的测量期会增加检测成本，综合考虑不宜少于 4小时。 

4.3.1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能效的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冷式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热）量可采用室内侧空气焓差法、室外

侧空气焓差法或制冷剂焓差法等检测方法，采用制冷剂焓差法计算时，应参考附

录 A的方法计算； 

2  水冷式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热）量可采用室内侧空气焓差法、室外

机水侧量热计法或制冷剂焓差法等检测方法，采用制冷剂焓差法计算时，应参考

附录 A的方法计算； 

3  机组的制冷（热）耗电量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

方法》GB/T 1032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4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热）能源消耗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𝐴𝐶𝐸𝐸𝑅 =
𝑄𝑠𝑐

N𝑠𝑐
                        （4-1）  

式中  ACEER ——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能源消耗效率，（kWh/ kWh）； 

Qsc—— 系统测试期间的累计制冷量，（kWh）； 

Nsc—— 系统测试期间，所有室内外机累计消耗的电量，（kWh）； 

𝐴𝐻𝐸𝐸𝑅 =
𝑄𝑠ℎ

N𝑠ℎ
                        （4-2）  

式中  AHEER ——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热能源消耗效率，（kWh/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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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h—— 系统测试期间的累计制热量，（kWh）； 

Nsh—— 系统测试期间，所有室内外机累计消耗的电量，（kWh）； 

【条文说明】4.3.11  根据热源侧介质种类，多联机空调系统分为风冷式多联机

空调系统和水冷式多联机空调系统。对于风冷式多联机，其实际制冷（热）量可

采用室内侧空气焓差法、室外侧空气焓差法和制冷剂焓差法等进行检测；对于水

冷式多联机空调系统也可采用室外机水侧量热计法进行测量。 

空气焓差法是通过测定多联机空调系统进、出口的空气干、湿球温度（计算

其比焓值）和空气流量，确定其制冷量和制热量的方法。如果对室内侧空气进行

测量，则可称为室内侧空气焓差法；若对室外侧空气进行测量，则为室外侧空气

焓差法。 

1）室内侧空气焓差法 

当从室内空气侧进行测定时，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热）量按下式计算： 

𝑄c =∑
𝐿a,i(ℎa1,i − ℎa2,i)

𝑣𝑎,𝑖
′ (1 + 𝑑i)

𝑛

𝑖=1

 

𝑄h =∑
𝐿a,i𝑐pa,i(𝑡a2,i − 𝑡a1,i)

𝑣𝑎,𝑖
′ (1 + 𝑑i)

𝑛

𝑖=1

 

式中      Qc ——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量，（W）； 

          Qh ——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热量，（W）； 

i —— 第 i台室内机的编号； 

n —— 运行室内机的总台数； 

La,i—— 第 i台室内机的风量，（m3/s）； 

ha1,i, ha2,i—— 第 i台室内机的进、出口空气焓值，（J/kg（干））； 

v’
a,I —— 第 i台室内机测点处湿空气比容，（m3/kg）； 

ta1,i, ta2,i—— 第 i台室内机的进、出口空气的干球温度，（℃） 

cpa,I  —— 第 i台室内机的空气比热，（cpa,i=1005+1846di, J/(kg·℃)）； 

di —— 第 i台室内机测点处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 

因此，用空气焓差法测量室内机制冷量时，需测出室内机的进、出口处空气

的干、湿球温度和该处的大气压力，进而计算出室内机进、出风空气的比焓差；

同时还需测量出流过室内机换热器的风量。 

2）室外侧空气焓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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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侧空气焓差法本质上与室内空气焓差法相同，只是制冷时在室外侧测量

的是冷凝器释放的冷凝负荷，制热时测量的是从室外空气的取热量。因此，利用

室外侧空气焓差法测量空调机制冷量和制热量时，必须在测量值中引入多联机空

调系统的总耗电量。 

由此可知，基于室外侧空气焓差法测量的多联机空调系统总制冷（热）量按

下式计算： 

𝑄c =
𝑉a,o(ℎa4 − ℎa3)

𝑣𝑎
′ (1 + 𝑑)

− 𝑃in 

𝑄h =
𝑉a,o(ℎa3 − ℎa4)

𝑣𝑎′ (1 + 𝑑)
+ 𝑃in 

式中     Qc——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量，（W）； 

Qh  ——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热量，（W）； 

Va,o—— 室外侧换热器的风量，（m3/s）； 

ha3, ha4 —— 室外侧进、出口空气焓值，（J/kg（干））； 

v’
a,I  —— 测点处湿空气比容，（m3/kg）； 

d —— 测点处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 

Pin——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总输入功率，（W）。 

    注：室外侧进、出口空气焓值可以采用室内机的进、出口空气的干球温度代

替计算。 

3）制冷剂焓差法 

根据“附录 A 基于广义压缩机能量平衡法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制冷（热）量

现场测量检测与计算方法”给定的传感器设置类型和位置，测量并计算多联机空

调系统的制冷（热）量。 

4） 室外机水侧量热计法 

由于室外机水侧量热计法测量的是释放到冷却水中的冷凝负荷（制冷时）或

从水源中取出的热量（制热时），故必须根据能量守恒原理，从冷凝负荷中减去

（或在提取热量中加上）压缩机的输入功率，才能得到装置的制冷（热）量。 

制冷（热）量按下式计算： 

𝑄c = 𝑀w𝑐pw(𝑡w1 − 𝑡w2) − 𝑃in 

𝑄h = 𝑀w𝑐pw(𝑡w1 − 𝑡w2) + 𝑃in 

式中    Qc——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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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热量，（W）； 

Mw—— 热源水的质量流量，（kg/s）； 

cpw—— 热源水的比热，（J/(kg·℃)）； 

tw1，tw2—— 进、出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热源水温度，（℃）； 

Pin——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总输入功率，（W）。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热）消耗功率包含压缩机、室外风扇、室内风扇、

控制器的总能耗。对于安装分户计量装置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可以直接根据分户计

量所使用的电能表进行测量；对于未安装分户计量装置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可以外

接电能表进行测量；部分多联机空调系统可以直接根据自带的电流互感器等测量

装置计算输出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热）消耗功率。 

累计制冷量按下式计算: 

𝑄𝑠𝑐 = 3.6 × 106
 

式中  Qsc—— 系统测试期间的累计制冷量，（kWh）； 

Qc,i—— 在制冷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 i时间段的制冷量，（W）； 

τc,i—— 在制冷测量期内，测量装置第 i时间段的测试周期，（s）； 

mc —— 在制冷测量期内，测量装置存储数据的总次数，（次）。 

制冷测量期耗电量按下式计算: 

𝑁𝑠𝑐 =∑𝐸𝑢,𝑐,𝑖 =

𝑚𝑐

𝑖=1

∑(𝐴𝑐,𝑖 − 𝐴𝑐,𝑖−1)

𝑚𝑐

𝑖=1

 

                    

式中   Nsc—— 系统测试期间，所有室内外机累计消耗的电量，（kWh）； 

Eu,c,i—— 在制冷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在第 i次测试周期内的耗电量，

（kWh）； 

Ac,I —— 在制冷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电能表在第 i 时间段的数值，

（kWh）； 

Ac,i-1—— 在制冷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电能表在第 i-1时间段的数值，

（kWh）。 

实际制冷能源消耗效率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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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𝐶𝐸𝐸𝑅 =
𝑄𝑠𝑐
N𝑠𝑐

 

式中  ACEER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能源消耗效率，（kWh/kWh）。 

累计制热量按下式计算： 

𝑄𝑠ℎ = 3.6 × 106
 

                          

式中  Qsh—— 系统测试期间的累计制热量，（kWh）； 

Qh,j—— 在制热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在第 j时间段的制热量，（W）； 

τh,j—— 在制热测量期内，测量装置在第 j时间段的测试周期，（s）； 

mh—— 在制热测量期内，测量装置数据存储的总次数。 

制热测量期耗电量按下式计算： 

𝑁𝑠ℎ =∑𝐸𝑢,ℎ,𝑗 =

𝑚ℎ

𝑗=1

∑(𝐴ℎ,𝑗 − 𝐴ℎ,𝑗−1)

𝑚ℎ

𝑗=1

 

式中  Nsh—— 系统测试期间，所有室内外机累计消耗的电量，（kWh）； 

Eu,h,j  —— 在制热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在第 j次测试周期内的耗电量，

（ kWh）； 

Ah,j  —— 在制热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电能表在第 j 时间段的数值，

（kWh）； 

Ah,j-1—— 在制热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电能表在第 j-1 时间段的数值，

（kWh）。 

实际制热能源消耗效率按下式计算： 

𝐴𝐻𝐸𝐸𝑅 =
𝑄𝑠ℎ
N𝑠ℎ

 

式中  AHEER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热能源消耗效率，（kWh/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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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改造原则与判定方法 

5.1 改造原则 

5.1.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的改造应遵循资源合理利用、利旧不浪费的原

则。 

【条文说明】5.1.1  本条强调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在改造的过程应结合实际情

况，在保证系统运行安全、高效、节能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原有空调系统中对

设备、设施、管配件等的可再利用，一方面可有效控制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降低

投资成本；另一方面即符合国家建立资源集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战略。 

5.1.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在实施改造前，应首先根据诊断的判定结果，并结

合技术经济性、施工周期及影响范围等因素，经综合比较后，确定是否需要进行

改造及改造方案内容。 

【条文说明】5.1.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诊断涉及空调系统在功能、安全、

环境与卫生、能效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应考虑系统改造后的节能潜力、经济性，

以及施工周期、对周边的影响和自身影响等，综合分析比较后，方可确定是否有

必要进行改造，如实施改造，则应制定及确定改造实施的内容。 

5.1.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根据诊断的判定结果，应结合改造方案明确可继续

使用的既有设备、管道及其附件。 

【条文说明】5.1.3  本条指出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经诊断判定后，对可继续再

使用的既有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等应根据改造方案，予以保留使用，并进行标记。 

5.1.4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可进行改造： 

1 建筑的使用用途或室内功能区域发生改变，空调系统已不能满足使用要

求； 

2 室外机或室内机的损坏率超过 50%，且无法修复； 

3 空调系统的设备故障频发或制冷（热）效果下降明显，严重影响正常使

用功能； 

4 业主提出改造需求。 

 

5.2 系统功能类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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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自动控制系统无法进行联动或指令设定无反馈

时，影响正常使用功能，宜对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维修或改造。 

5.2.2  当室内机翅片严重污染且清洗无效，影响正常换热效果时，应进行相应

的更换。 

【条文说明】5.2.2  很多安装于类似厨房、餐厅等环境的室内机，长期使用后

会造成翅片的严重污染，尤其是油污等污渍会慢慢阻塞翅片间隙，且无法通过清

洗进行改善，严重影响换热效果。 

5.2.3  当室外机翅片腐蚀且倒伏严重，影响正常换热效果时，应进行相应的更

换。 

【条文说明】5.2.3  在室外机的维护保养过程中，由于采用不当清洗剂，会造

成翅片的腐蚀，水冲洗后很容易倒伏，也有因为搬运、安装或维护过程中的不当

操作，外力作用下造成翅片的严重倒伏，影响换热效果。 

5.2.4  当冷媒管阻塞造成冷媒流量不足影响制冷效果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

改造。 

【条文说明】5.2.4  例如更换压缩机的过程需要进行冷媒管焊接操作，焊接产

生的氧化物会残留在冷媒管内，造成冷媒管的阻塞。或是冷媒管抽真空时间不足，

管道真空度不够，使管内混进含水汽的空气，形成冰堵。 

5.2.5  设备和管道的防腐绝热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 4272 和《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 的有关要求；当设备和管

道的防腐绝热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1  防腐绝热层剥落或损坏超过总量的 20%； 

2  设备及设备内部零部件的外表面出现大量锈蚀或部分材料氧化，且影响

设备正常使用； 

3  管道的外表面出现严重锈蚀。 

5.2.6  当冷凝水管道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1  冷凝水提升泵损坏无法正常使用； 

2  排水不通畅或排水能力不足； 

3  管道连接处出现渗漏； 

4  管道局部缺失。 

【条文说明】5.2.6   造成排水不通畅或排水能力不足的情况：（1）管径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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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坡度过小；（3）管材选择不当，某些塑料管材在经历较大的环境温度

变化后会产生一定的变形；（4）安装不当，如管道吊架间距过大时，长期使用塑

料管材易产生变形；（5）冷凝水管道被垃圾或灰尘堵塞。。 

5.2.7  当电力配线系统的金属导管表面出现大面积锈蚀或防腐措施失效时，应

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5.3 系统安全类判定 

5.3.1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连接管出现以下情况时，应核查该系统的有关

技术资料，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1  连接管内压力持续下降； 

2  连接管外露部分有明显损伤、腐蚀或形变 

3  连接管存在裂缝泄漏维修记录。 

【条文说明】5.3.1  多联机空调系统在施工过程中，连接管因安装不当或成品

保护不到位，易造成连接管接头密封不严、挤压变形或管外表面摩擦损伤等情况，

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受到环境或其他等因素的影响，会加速原有损伤伤害的蔓延

和扩大，导致连接管破裂、连接点渗漏、表面腐蚀。因此，检查连接管时，除采

取观察检查外，还应查阅原有系统的设计安装图纸、技术资料、维修记录等，核

查连接配管的维修记录，是否存在裂缝泄漏维修、补焊等，以确保连接管道系统

的运行安全。 

5.3.2  当设备和管道的支吊架出现损坏、脱落或变形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

改造。 

5.3.3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配线出现以下情况时，应核查该系统的有关技

术资料，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1  导线的对地绝缘值小于 0.5MΩ； 

2  配线局部过热或连接点固定不牢靠； 

3  配线有 2次及以上相同类型的维修记录。 

【条文说明】5.3.3  绝缘电阻是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最基本的绝缘指标。对于

低压电气装置的交接试验，常温下电动机、配电设备和配电线路的绝缘电阻值必

须大于 0.5MΩ(对于运行中的设备和线路，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1MΩ/kV)，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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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运行安全的最低要求。当配线受热和受潮时，绝缘材料便会加速老化，其绝

缘电阻便会降低，易造成电机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损坏电机。此外，若配线的

质量较次，即使规格符合要求，使用过程中也会有局部过热、损坏等情况发生，

如果是因连接点固定不牢靠，或者容易受到周边设备的振动影响而发生松动，也

容易发生打火类的安全问题；其次，在检查配线时，还应查阅维修记录，对于配

线同类型问题多次发生的，应重点关注，极有可能说明配线自身存在缺陷已有较

多损伤，不再适合继续使用。 

5.3.4  当机组漏电保护装置不能自动跳开断电或经常无故跳开断电时，应进行

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条文说明】5.3.4  漏电保护器是用于在电路或电器绝缘受损发生对地短路时

防人身触电和电气火灾的保护装置，当电网老化、过载、漏电保护装置失效等，

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需要及时对漏电保护器、电路进行检查，及时进行更换

或改造。 

5.3.5  电子设备接地体电阻值除另有规定外，一般情况下当电阻值大于 4Ω时，

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条文说明】5.3.5  接地为保证电工设备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而采取的一种用

电安全措施。接地通过金属导线与接地装置连接来实现。接地装置将电工设备和

其他生产设备上可能产生的漏电流、静电荷以及雷电电流等引入地下，从而避免

人身触电和可能发生的火灾、爆炸等事故。接地体电阻值 R≤4Ω有利于过电压

能量的释放，保护用电设备和人身安全。 

5.3.6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风管道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16 的有关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更换或改造。 

【条文说明】5.3.6  早期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安装时，由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还

没有形成，很多空调进出风管道的材料防火性能很差，继续沿用将会造成较大的

消防安全隐患。 

5.3.7  当室内外机的减振、固定装置松动、损坏或锈蚀严重时，应进行相应的

更换或改造。 

 

5.4 系统环境类判定 



 

23 

5.4.1  空调房间的环境指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

GB 50365 的要求进行判定，当不达标项经采取相应的维修保养措施后仍无法满

足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设备更换或系统改造。 

【条文说明】5.4.1  按现行国家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GB 50365

的要求对多联机系统的环境类问题做出判定，可以确保所采取措施的客观性和准

确性，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5.4.2  当多联机空调新风系统出现下列情况，且经采取相应的维修保养仍无法

满足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设备更换或系统改造： 

1  实测新风量小于额定新风量的 90%； 

2  在设计工况下，实测室内 CO2浓度值超过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 的要求。 

【条文说明】5.4.2  新风量降低会直接影响室内的空气品质，因此需通过实测

室内新风量和 CO2 浓度值来判定新风系统是否能满足设计值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中 11.2.3条

第 1 款，系统总风量调试结果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应为-5%～+10%，考虑到设

备性能衰减及测量误差等因素，取实测新风量小于额定风量的 90%作为需进行设

备更换或系统改造的判定标准。 

5.4.3  当室内机空气过滤器严重影响送风量或空气质量，经采取相应措施后仍

不能满足要求，应对空气过滤器进行更换。 

【条文说明】5.4.3  空气过滤器有一定的使用寿命，保证其在正常的工作状态

对确保室内的空气品质和送风量都十分重要。 

5.4.4  室内机运行时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相关规定，室外机运行时环境噪声值应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及相关地方标准的要求。当室内机或室外机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应排查噪声来源，

并进行维修或设备更换  

【条文说明】5.4.4  多联机系统的噪声会对室内外环境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

必须加以重视。 

 

5.5 系统能效类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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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电耗判定，应与空调系统诊断结果相结合，同时结

合现行国家标准《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GB/T 18837、《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GB 50189 的有关规定，确定改造内容。 

【条文说明】5.5.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电耗或能效比是判定是否改造的重要

依据，同时应结合空调系统诊断结果确定改造内容，多联机空调系统电耗或能效

比应符合《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GB/T 18837、《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有关能效的规定。 

5.5.2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供冷（热）面积、使用功能、人员、设备、围

护结构等不变，室外气象条件、同时使用率没有明显差异，空调系统的耗电量异

常时，应作出如下处理： 

1  空调系统的耗电量同比上涨 10%时，应根据空调系统诊断的结果，在排

除可调试及修缮的情况下，宜进行系统改造； 

2  空调系统的耗电量同比上涨 15%时，应根据空调系统诊断的结果，在排

除可更换少量能耗偏高设备的情况下，宜进行系统改造； 

3  空调系统的耗电量同比上涨 30%时，应根据空调系统诊断的结果，应进

行系统改造。 

【条文说明】5.5.2  规定了空调系统的耗电量异常时，不同情况下的改造模式。

首先根据空调系统耗电量，并依据诊断结果，在不能调试及修缮的情况下进行系

统改造。 

5.5.3  当室外机因受到环境因素损坏（例如酸雨、雷电等），导致空调系统的耗

电量同比上涨 30%以上时，宜对室外机进行更换，并保留原有空调系统的室内机

及安装管线。 

【条文说明】5.5.3  规定了空调系统室外机损坏而引起耗电量增加时的改造方

式，改造应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 

5.5.4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正常运行期间，室内环境温度无法达到正常的设

定温度值范围时，经维修调试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改造或更换。 

【条文说明】5.5.4  当室内环境温度无法满足实际使用时，需根据系统诊断进

行维修调试。当维修调试后，仍然有超过总面积 30%的房间无法满足使用需求时，

该多联机空调系统应进行相应的改造和更换。 

5.5.5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小于名义性能系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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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维修调试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改造或更换。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

计算方法应参考本规程附录 B。 

【条文说明】5.5.5  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是指实际制冷能源消耗效率根据室内

（外）机的进风温度折算的标准工况下的性能系数。当系统的制冷实际额定能效

比作为系统是否改造或更换的参考依据时，室内环境温度须达到正常的设定温度

值范围。实际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计算方法请参考本规程附录 B。标准工况请参

考《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GB/T 18837 的具体要求。 

5.5.6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热）消耗功率大于名义制冷（热）消耗

功率的 150%，经维修调试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改造或更换。 

【条文说明】5.5.6  当制冷（热）消耗功率作为系统是否改造或更换的判定依

据时，室内环境温度须达到正常的设定温度值范围。制冷（热）实际额定能效比

计算方法请参考本规程附录 B。标准工况请参考《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GB/T 

18837的具体要求。 

5.5.7  当室内机的实测风量大于或小于额定风量的 10%，且占抽检比例 50%及以

上，经维修调试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进行相应的改造或更换。 

【条文说明】5.5.7  当既有多联机室内机的风量与额定风量偏差较大，经维修

调试后，仍无法达到额定风量要求时，室内机制冷（热）量与额定制冷（热）量

的偏差也会很大，用户无法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任意调节，因此本规程限定室内机

的实测风量在规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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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造方案与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经诊断需要进行改造时，应根据诊断的结果制定详

细合理的改造方案，并结合系统主要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建筑物及装修改造同步进

行。 

【条文说明】6.1.1  多联机空调系统经过系统诊断确需进行改造时，应根据诊

断的结果和建筑物功能调整及空调负荷变化制定详细合理的改造方案，结合建筑

物新的需求遵循资源合理利用、利旧不浪费的原则和第 5章给出的判定方法明确

需要改造的内容，并与系统主要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建筑物及装修改造同步进行。 

6.1.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方案确定时，应根据诊断的结果充分考虑既有

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的再利用性。 

【条文说明】6.1.2  遵循资源合理利用、利旧不浪费的原则和第 5 章给出的判

定方法明确需要改造的内容，充分考虑既有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的再利用性。 

6.1.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在确定改造方案后，应绘制详细的设计施工图纸，

并在图纸中标明系统的更新改造和再利用的内容。 

【条文说明】6.1.3  设计施工图纸应明确注明系统需要拆除、更新改造和再利

用的内容，提出更新改造和再利用的设备材料清单、性能参数、规格尺寸等及施

工安装要求。 

6.1.4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进行改造时，系统更新与既有可利用的设备、管道

及其附件应互相匹配。 

【条文说明】6.1.4  更新与既有可利用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的性能参数、规

格尺寸等应经过计算和校验，应互相衔接和匹配。 

6.1.5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后应具备按实际空调负荷（冷、热量）进行控

制和调节的功能。 

【条文说明】6.1.5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后应满足建筑物实际使用功能的

需要，应具备按实际空调负荷（冷、热量）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功能。 

6.1.6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所选用的各项设备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有

关标准的规定，严禁采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设备和产品。 



 

27 

【条文说明】6.1.6  多联机空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组》GB/T 18837、《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4

的有关规定。 

6.1.7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改造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GB 50189、《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工业

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 以及行业标准《既有居住建筑节

能改造技术标准》JGJ 129、《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 176的有关规定。 

 

6.2 技术要求 

6.2.1  应根据建筑物的冷（热）负荷特点，校核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设备的制

冷（热）量匹配情况，并结合诊断结果，通过技术经济和施工环境比较后，确定

既有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的再利用率，选用适合的设备材料对多联机空调系统进

行改造。 

【条文说明】6.2.1  应根据系统诊断的结果和建筑物使用功能及空调冷热负荷

特点校核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设备的制冷（热）量匹配情况，通过技术经济和施

工环境比较后，明确需要改造和再利用的内容，选用适合的设备及材料对多联机

空调系统进行改造。 

6.2.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室外机及其额定制冷（热）量应根据同一系统内室内机的额定制冷（热）

量总和进行选择，同时应按照改造的设计工况，对室外机的制冷（热）能力进行

修正，并根据修正结果，校核室内机实际的制冷（热）量，确定室内外机容量； 

2  更新的多联机空调机组的能效应符合改造设计及现行国家节能标准要求，

能效最低限值不应低于表 6.2.2的规定； 

表 6.2.2  多联机空调机组能效最低限值要求 

名义制冷量 CC(W)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C）） 

(W／W) 

季节/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W.h/(W.h)） 

单冷型（SEER） 热泵型（APF） 

CC≤14000 
3.60（6.0） 

4.80 3.60 

14000＜CC≤28000 4.40 3.50 

28000＜CC≤50000 3.55（5.9） 4.2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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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CC≤68000 4.10 3.10 

68000＜CC≤84000 
4.00 3.00 

CC＞84000 3.50（5.8） 

3  当既有连接管满足可再使用要求，并符合改造设计要求时，系统最大运

行工作压力应符合本规范表 6.2.3中的规定； 

4  系统的最大配电容量应能满足使用需要。当既有配电线路满足可再使用

要求，并符合改造设计要求时，可继续使用； 

5  既有室内机的额定冷（热）量和技术指标符合改造设计要求，同时经现

场检测，换热盘管、节流装置、风机电机等满足可再使用要求时，可继续使用； 

6  改造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应采用环保制冷剂。 

【条文说明】6.2.2  按照改造的设计工况选择室内外机时，由于对室外机的制

冷（热）能力进行温度、室内外机负荷比、制冷剂管长、融霜等修正后，室内机

的实际制冷（热）量可能变化，对每一台室内机应进行校核计算，如果室外机修

正后实际制冷（热）量乘以对应室内机的额定容量与室内机的总计额定容量比小

于房间负荷，需按照本条的步骤对室外机重新选择。一般系统配置室内机总能力

控制在室外机能力的 100～120%之间。 

遵循资源合理利用、利旧不浪费的原则和第 5章给出的判定方法判定既有设

备和冷媒管道等符合改造设计要求时可进行再利用，但应保证更新的多联机空调

系统的能效符合使用及国家现行节能标准要求。 

6.2.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时，连接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接管的管径、管材和管道配件等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2  既有连接管及配件应符合改造设计的技术要求，新增的连接管及配件应

由生产厂配套供应； 

3  既有连接管经现场检测，无变形、腐蚀及裂、漏等不可修复的缺陷，最

大工作压力符合表 6.2.3的规定时，可继续使用； 

表 6.2.3  连接管最大工作压力 

适用介质 R134a、R404A R410A 

最大工作压力 

（MPa） 
≥3.0 ≥4.2 

流体温度 

（℃） 
-30～120 

4  当既有连接管符合可再使用要求，但最大长度及室内外机之间的最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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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等不符合改造设计或产品技术要求时，应进行改造； 

5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机布局发生变化时，应尽量利用可再使用的

既有连接管及管件，减少拆改。 

【条文说明】6.2.3  应尽量利用符合改造设计或产品技术要求的可再使用的既

有系统冷媒管道，减少拆改。为保证改造效果，新增的冷媒管道及配件应由生产

厂配套供应。 

6.2.4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时，电气配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配线的规格、型号等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2  既有配线经现场检测，满足外观良好、绝缘保护层没有明显老化、绝缘

检测达到产品技术参数要求，同时无更换维修等历史记录，符合改造设计和产品

使用要求时，可继续使用； 

3  当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机布局发生变化时，既有配线应进行改造； 

4  当可再使用的既有配线与更新机组的配线使用要求不一致时，应进行更

新改造； 

5   配线套管要求完好，若出现碎裂现象应进行更换。 

【条文说明】6.2.4  应尽量利用符合改造设计或产品技术要求的可再使用的既

有电气配线，减少拆改。 

6.2.5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时，冷凝水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冷凝水管道的管径、管材和管道配件等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2  既有冷凝水管道经现场检测，无变形、腐蚀及更换维修等历史记录，并

符合改造设计和机组使用要求时，可继续使用； 

3  当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机布局发生变化时，既有冷凝水管道应进行改造； 

4  当更新室内机的排水方向发生改变时，对可再使用的既有冷凝水管道应

进行局部改造。 

【条文说明】6.2.5  应尽量利用符合改造设计或产品技术要求的可再使用的既

有冷凝水管道，减少拆改。 

6.2.6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时，支吊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支吊架的材质、种类、型式和物理性能等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2  当更新设备与既有设备的尺寸和荷载不一致时，应按更新设备的要求对

支吊架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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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既有支吊架经现场检查，无损坏、老化或其他缺陷，并符合改造设计要

求时，可继续使用； 

4  当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机布局发生变化时，应按减少拆改为原则对可再

使用的既有支吊架进行改造。 

【条文说明】6.2.6  应尽量利用符合改造设计要求的可再使用的既有支吊架，

减少拆改。 

6.2.7  当既有连接管、冷凝水管道符合改造设计要求，且可继续使用时，应对

缺失或破损的防腐绝热层进行更换和修复。 

6.2.8  当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室外机安装基础符合改造设计要求，且可继续

使用时，应更新设备的要求对安装基础的设备固定件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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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调试及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承担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施工的单位应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及安全生产

许可证；施工安装现场应建立相应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具有相应的技术

标准。 

【条文说明】7.1.1  本条对承担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施工任务的施工企业

提出资质要求。 

7.1.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改造前，施工单位应进行下列工作： 

1  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设计文件进行交底和会审，形成书面记

录，并应有参会会审的各方签字确认； 

2  编制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作业指导书等，并应

经本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查合格、监理（建设）单位审查批准后实施。 

【条文说明】7.1.2  考虑到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的特殊性，因此强调在施

工前，施工企业应做好相应的交底工作。同时，指出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是指导

施工的两大依据。施工方案一定要有针对性，考虑严密，才能真正起到指导的作

用。 

7.1.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在施工安装时，应与建筑结构、电气、给

排水、装饰装修等专业相互协调。 

【条文说明】7.1.3  由于多联机空调系统是改造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与建筑内既有设备、设施、管网等，或同时实施改造的其他专业有交叉，因

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与其他专业相互协调。 

7.1.4  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和设备的

材质、规格及性能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主要原材料、成品、

半成品和设备的进场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场质量验收应经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相关责任人确认，并应形成相

应的书面记录。  

2  进口材料与设备应提供有效的商检合格证明、中文质量证明等文件。 

【条文说明】7.1.4  该条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精神，经多年实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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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按现行市场管理体制要求，对进口的材料、设备等必须提供中文的质量证明

等文件，均需经监理工程师核查确认。 

7.1.5  既有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等经确定可再利用时，应做好就地保护工作，

避免造成损伤；对于拆卸不用的既有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应统一归类妥善存放处

理。 

7.1.6  电、气焊施焊作业时，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设专人监督，并配备灭火

器；电、气焊操作完毕后，应认真检查，消除隐患后方可离开。 

7.1.7  现场搬运、吊装各种材料和设备时，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有关规定，

并应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避免伤人和损坏材料及设备。 

7.1.8  可能产生烟尘、噪声的施工工序作业时，应采取防尘及降噪措施。 

7.1.9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的施工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

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及行业标准《多联机

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的有关规定。 

7.1.10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质保期应不少于两个采暖期和两个制冷

期。 

 

7.2 施工安装 

7.2.1  当更新的室内外机进行原设备点就位安装时，应对安装基础的尺寸及支

吊架和基座的荷载等进行校核，以保证设备的正常安装。 

【条文说明】7.2.1  新的室内外机与既有设备在品牌、型号、外观尺寸、设备

自重及安装尺寸和方式等方面极有可能不同，因此选择利用原有设备安装基础实

施安装前，应进行检查、测量、核算等工作，以保证设备的正常安装、使用安全。 

7.2.2  当既有连接管继续使用时，连接管与设备连接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专用回收设备对连接管内的制冷剂进行回收； 

2  采用专用清洗设备对连接管进行反复清洗，并在排污口处设白色标识靶

检查，直至管内无油污为止； 

3  对连接管进行气密性试验，并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

技术规程》JGJ 174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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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设备安装要求对连接管连接口重新进行制作，并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 的有关规定执行； 

5  连接管与设备连接前进行吹扫排污，并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多联机空调

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的有关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7.2.2  原有的制冷剂管道继续使用时，需要采取相关的技术措施

对管道进行处理，清除制冷剂管道内残留的冷冻油、杂质、空气和水分等，并按

照现行国家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的有关规定对连接管

进行制作、试验等，确保制冷剂管道系统符合改造设计的要求。 

7.2.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进行制冷剂充注时，制冷剂的型号、充注

量和充注方法应符合产品要求及现行行业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JGJ 174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7.2.3  定量添加制冷剂，保证制冷系统压力正常，使制冷系统正

常运转，确保换热效果正常。 

7.2.4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管道安装改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

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及

行业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的有关规定。 

7.2.5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管道防腐绝热改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

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及《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有关规定。 

7.2.6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气安装改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GB 50303的有关规定。 

7.2.7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室内机安装改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

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GB 50303、《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及行业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7.2.4～7.2.6  强调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并按照标准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7.2.8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完成后，宜在室外机的电气箱体上标明电

气系统连接示意图。 

【条文说明】7.2.8  在室外机的电气箱体上标明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电气系统连

接图，便于系统故障、维修时技术人员能够快速准确的了解系统情况，查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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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运行调试 

7.3.1  改造后的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未经调试，不得运行使用。 

7.3.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改造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调试，并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 的有关规定。 

7.3.3  系统运行调试前，施工单位应对系统工况进行全面检查，确保系统性能

正常，并根据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改造设计的有关内容制定调试方案。 

【条文说明】7.3.3  由于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改造方案是根据诊断的判定结

果而制定，改造内容及形式上将会呈现多样化，加之原设备及附属管道留用情况

复杂，因此要求制订合适的系统调试方案，同时也要求对系统进行全面检查，确

保系统的运行调试顺利实施。 

7.3.4  系统运行调试前，室外机应提前 12h 以上通电加热压缩机油温，防止启

动时液击。 

【条文说明】7.3.4  提前加热压缩机油温是为避免液态制冷剂和润滑油随吸气

进入压缩机的气缸时，会使气缸壁、曲轴箱甚至排气口侧出现结霜，吸、排气温

度下降，冷冻机油粘度增大，油压下降，润滑失效，造成气缸中的大量液体没能

及时排除或蒸发，这些液体受到活塞压缩时将产生巨大的压力，产生敲缸现象，

从而对阀片、阀座、气缸、活塞、等部位产生撞击并使之损坏，严重时甚至会击

裂气缸盖。 

7.3.5  系统运行调试阶段，应测试和校正既有室内机与更新设备之间的联动控

制和信号传输。对于采用楼宇控制的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项目，应优先进行独立

系统调试测试，再进行系统联合调试。 

【条文说明】7.3.5  楼宇控制当前需求较大，改造过程中部分设备改造场合存

在信号识别方面的问题，建议明确调试流程顺序。 

7.3.6  系统运行调试阶段，应监测和控制既有连接管的运行工作压力，确保压

力在正常范围。 

7.3.7  系统运行调试过程，应对运行数据进行详细记录。 

7.3.8  系统调试完成后，应对室内环境温度、湿度进行测试，并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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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竣工验收 

7.4.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竣工验收应在室内环境温度测试合格后进

行。 

7.4.2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及记录： 

1  施工图、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文件和竣工图； 

2  主要材料、设备、成品、半成品和仪表的出厂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

验报告； 

3  材料和产品的现场复验报告； 

4  系统诊断报告； 

5  系统改造方案； 

6  连接管清洗、冲洗和试压记录； 

7  连接管气密性试验记录； 

8  设备单机试运转记录； 

9  系统试运行和调试记录； 

10  综合效果检验验收记录； 

11  连接管和风管系统的安装及检验记录； 

12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记录； 

13  工程使用维护说明书。 

【条文说明】7.4.2  本条规定了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竣工验收时，应

检查验收的资料内容；各种表格的格式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

技术规程》JGJ 174 相关内容。 

7.4.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改造工程的竣工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

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 50242 及行业标准《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 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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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改造后评价 

8.0.1  施工单位应对改造后的多联机空调系统进行效果评价，并出具效果评价

报告。 

【条文说明】8.0.1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改造完成后，承担改造工程的施

工安装单位应针对空调系统改造的效果进行评价，并编写改造效果的评价报告。

在评价报告中应涵盖与改造前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在性能和主观感受方面的对比

内容。 

8.0.2  改造后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宜每间隔 2～3 年进行一次效果评价。 

【条文说明】8.0.2  经过改造后多联机空调系统在验收合格后，为了确认使用

效果，建议每隔 2～3 年由业主自行委托相关检测机构对空调系统进行使用效果

的评价，让业主更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系统的运行情况，便于系统优化升级。 

8.0.3  既有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改造效果评价和使用效果评价宜对照本规程第 4

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8.0.3  在对改造后的多联机空调系统进行改造效果评价和使用效

果评价时，需遵循本规程第 4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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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行与维护 

9.1 系统运行 

9.1.1  多联机空调系统应严格执行运行操作规程，并保证系统的安全、稳定、

可靠、高效运行。 

9.1.2  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时，应执行系统设计的节能运行策略和模式，以及

相关节能管理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实现经济方式运行。 

【条文说明】9.1.2  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时，应严格执行设计所制订的节能运

行策略和控制模式，同时应根据系统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整，制定系统运行策略，

在保证换热效果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方式运行。 

9.1.3  多联机空调系统在开机前，应对制冷剂充注情况进行检查，确认设备状

态良好，配电及自控系统性能正常，连接管上阀门启闭状态正确。 

【条文说明】9.1.3  多联机空调系统启用前，应对所有设备、输配系统、阀门

等状态进行检查，确认系统以及各项参数无异常后，方可开机运行，避免异常开

机，导致空调系统无法运转或运转异常。 

9.1.4  多联机空调系统在每次开机前，应提前通电加热压缩机油温直至满足室

外机启动要求。 

【条文说明】9.1.4  多联机空调系统在停机一段时间后，再次开启时，为避免

液击产生损坏压缩机，室外机必须通电一段时间充分加热压缩机油温，使润滑油

中的液冷媒充分蒸发，以保障压缩机的正常运行。由于市面上多联机空调品牌较

多，工艺不同，对于压缩机油温的加热时间要求也不尽相同，在此强调压缩机油

温的加热时长应以设备要求为准。 

9.1.5  多联机空调系统停机后，应等待 5min 以上再开机运行。 

【条文说明】9.1.5  压缩机停机后，两端管路的压差较大，此时马上启动压缩

机，压缩机电机的负荷很大，设备无法正常启动工作，就会造成压度缩机电机的

烧毁，因此需要停机后大约三分钟以上，两端的管路压力才会慢慢恢复正常后，

压缩机才能顺利启动工作，为保险起见，要求停机后五分钟以上再启动设备。 

9.1.6  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时突遇停电，当系统设有停电自启动功能时，系统

可以自动恢复工作；当系统未设置停电自启动功能时，应重新开机启动。 

9.1.7  多联机空调系统在运行时，因雷电、无线电等干扰而发生错误动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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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切断电源，重新开机启动。 

【条文说明】9.1.7  当机组受到强磁场干扰时可能会导致机组出现通讯异常故

障，导致机组报警停止工作。当强干扰信号源消失后，将内外机电源切断，重新

通电后机组通讯可恢复正常工作。 

9.1.8  多联机空调系统保护装置动作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待原因查明并排除

后，重新开机运行。 

9.1.9  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时，应保证室内外机的进出风口通畅无遮挡，室内

机的空气滤网洁净。 

 

9.2 系统维护 

9.2.1  应做好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运行管理记录，定期进行检查。采用计算机数

据监测系统进行信息化运行管理时，应定期巡视、检查数据监测系统。 

【条文说明】9.2.1  应做好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数据的原始记录，便于数据分

析和查找问题。采用计算机数据监测系统进行信息化运行管理时，为保证数据监

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应定期对数据监测系统的各项功能及数据存储情况进行巡

查，对于重要的信息数据应定期打印，并与采用数字化存储的方式一并进行保存。 

9.2.2  多联机空调系统维护保养应按照维护保养方案实施，并符合下列要求： 

1  空调系统的清洗保养每年应不少于一次。特殊设备或重要设施应根据产

品使用要求进行维保； 

2  制冷剂系统应定期检查，以保证制冷剂系统的压力正常； 

3  室内外机应定期检查，需添加润滑油、清理散热片的应及时处理，以保

障设备的正常运转； 

4  室外机的压缩机应定期重点检查，以保障压缩机的油位、油压、油温和

颜色正常，无异常运行噪音、振动等问题； 

5  应定期对多联机空调系统中的过滤网、凝结水盘、冷凝器和蒸发器等进

行清洗； 

6  应定期对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用电设备、配线等进行检查，保证系统的用

电安全； 

7  应定期对试运转点进行检查，确保系统的运行参数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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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现故障应及时处理，确保系统正常、高效运行； 

9  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9.2.3  多联机空调系统应制定维修或更新计划，在保证使用的前提下，合理利

用维修及原系统资源。 

【条文说明】9.2.3  维修或更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定维修计划时，应合理安

排维修人员、器材、工具、维修设备、设施、技术资料和资金，应保障维修工作

的质量、缩短维修时间、减少维修材料浪费，必要时可请专业的维修团队参与维

修或更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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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基于广义压缩机能量平衡法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制冷

（热）量现场检测与计算方法 

A.1  检测要求 

A.1.1  检测的仪器仪表在设置时，不得对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结构产生影响和破

坏，不得对建筑室内外的环境产生影响和破坏。 

A.1.2  检测期间，设置的仪器仪表不得影响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正常运行状态，

不得影响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正常使用，不得影响用户的正常生产活动。 

A.1.3  检测期间，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运行工况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统一设定，

用户不得随意改变设定状态。当多联机空调系统为定频时，检测期间室内外机应

全部开启；当多联机空调系统为变频时，检测期间室内外机开启数量不应低于总

数量 60%。 

A.1.4  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外机的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 2台及以下（含 2台）同型号的室外机组，应至少抽取 1台； 

2  对于 3台及以上（含 3台）同型号的室外机组，应至少抽取 2台。 

A.1.5  检测工况下，应每隔（5～10）min 读取数据 1次，连续测量周期宜不小

于 60min。 

A.1.6  检测中使用的仪器仪表应具有法定计量部门出具的有效期内的检定合格

证书、校准证书或检测证书。仪器仪表的精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压缩机功率测量的相对误差在±5.0%以内； 

2  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机耗电量的相对误差在±1.5%以内； 

3  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外机耗电量的相对误差在±1.5%以内； 

4  制冷剂质量流量的相对误差在±5.0%以内； 

5  温度测量的绝对误差应在±1.0℃以内； 

6  压力测量的绝对误差应在±1.0%FS 以内； 

7  空气流动速度测量的相对误差应在±10.0%以内； 

8  空气相对湿度测量的绝对误差应在±5.0%以内。 

A.2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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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常规热泵型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实际运行性能参数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测量的仪器仪表安装位置应符合图 A.2.1的规定； 

 

（Ⅰ）常规热泵型多联机空调系统制冷运行测点位置示意图 

1——吸气温度；1’——气液分离器进口温度；2——压缩壳体中部温度；2’——排气温度； 

3——排气温度；3’——四通阀 C 端温度；4——室外环境温度；5——凝汽器出口温度； 

6——吸气压力；7——排气压力；8——压缩机功率；9——室内机耗电量；10——室外机耗电量。 

  

（Ⅱ）常规热泵型多联机空调系统制热运行测点位置示意图 

1——吸气温度；1’——气液分离器进口温度；2——压缩壳体中部温度；2’——排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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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气温度；3’——四通阀 E 端温度；4——室内机出口总管温度；5——室外环境温度； 

6——吸气压力；7——排气压力；8——压缩机功率；9——室内机耗电量；10——室外机耗电量。 

图 A.2.1  测量装置应用于常规热泵型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测点位置示意图 

2  温度传感器宜采用贴附测量方法进行测试，测试方法可参考现行团体标

准《房间空气调节器实际运行性能参数测量规范》T/CAS 305的有关规定。当原

温度测点无法设置时，宜按表 A.2.1的规定参照执行； 

表 A.2.1  多联机空调系统制冷（热）工况的等效测试点位 

系统制冷工况 系统制热工况 

测点 原测试点位 等效测试点位 测点 原测试点位 等效测试点位 

1 吸气温度 
气液分离器进口

温度 
1 吸气温度 

气液分离器进口

温度 

2 
压缩机壳体中部

温度 
排气温度 2 

压缩机壳体中部

温度 
排气温度 

3 排气温度 四通阀 C端温度 3 排气温度 四通阀 E端温度 

4 室外环境温度 —— 4 
室内机出口总管

温度 
—— 

5 冷凝器出口温度 —— 5 室外环境温度 —— 

3  功率传感器应布置在压缩机供电线路上； 

4  室外机耗电量测量仪表应布置在室外机供电线路上； 

5  室内机耗电量测量仪表应布置在室内机供电线路上； 

6  对于能够获取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的空调系统，应利用机组自带的压力

传感器获取压力数据； 

7  对于无法获取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的空调系统，可在制冷剂充注口、气

管检修阀与液管检修阀处安装压力传感器。系统制冷运行时，低压侧和高压侧压

力传感器分别安装在制冷剂充注口与液管检修阀处；系统制热运行时，低压侧和

高压侧压力传感器分别安装在制冷剂充注口与气管检修阀处。 

A.2.2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累计制冷量（Qsc）应按下式计算： 

𝑄𝑆𝐶 = 3.6×106
    (A.2.2-1) 

, , , , , ,in c i u c i ou c iE E E                 (A.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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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1

=
cm

ou c i c i c i

i

E B B 



                 (A.2.2-3) 

式中   1W —— 压缩机功耗，（W）；             

lossQ —— 压缩机壳体散热量，（W）； 

1h —— 压缩机吸气工质比焓值，（J/kg）； 

3h —— 压缩机排气工质比焓值，（J/kg）；  

h5 —— 冷凝器出口工质比焓值，（J/kg）； 

,c i —— 在制冷测量期内，测量装置第 i 时间段的连续测量周期，（s）； 

cm —— 在制冷测量期内，测量装置存储数据的总次数，（次）； 

, ,in c iE —— 在制冷测量期内，室内机在第 i 次连续测量周期内的耗电量（仅

统计制冷与除湿模式下的室内机耗电量），（kWh）； 

, ,u c iE —— 在制冷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在第 i 次连续测量周期内的耗

电量，（kWh）； 

, ,ou c iE —— 在制冷测量期内，室外机在第 i 次连续测量周期内的耗电量，

（kWh）； 

,c iB —— 在制冷测量期内，室外机电能表在第 i 次存储时刻的数值，（kWh）； 

, -1c iB —— 在制冷测量期内，室外机电能表在第 1i  次存储时刻的数值，

（kWh）。 

下标 1、3、5表示图 A.2.1（Ⅰ）中对应的测点位置。 

A.2.3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累计制热量（Qsh）应按下式计算： 

𝑄𝑆𝐶 = 3.6×106
     (A.2.3-1) 

, , , , , ,in h j u h j ou h j
E E E               （A.2.3-2) 

 , , , , 1
1

hm

ou h j h j h j
j

E B B 


                (A.2.3-3) 

式中  1h  —— 压缩机吸气工质比焓值，（J/kg）； 

3h  —— 压缩机排气工质比焓值，（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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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 冷凝器出口工质比焓值，（J/kg）； 

,h j —— 在制热测量期内，测量装置在第 j 时间段的连续测量周期，（s）； 

hm  —— 在制热测量期内，测量装置数据存储的总次数； 

, ,in h jE  —— 在制热测量期内，机室内机在第 j 次连续测量周期内的耗电量，

（kWh）； 

, ,u h jE  —— 在制热测量期内，多联机空调系统在第 j 次连续测量周期内的

耗电量，（kWh）； 

, ,ou h jE —— 在制热测量期内，室外机在第 j 次连续测量周期内的耗电量，

（kWh）； 

,h jB —— 在制热测量期内，室外机电能表在第 j 次存储时刻的数值，（kWh）； 

, 1h jB   —— 在制热测量期内，室外机电能表在第 1j  次存储时刻的数值，

（kWh）。 

下标 1、3、5表示图 A.2.1（Ⅱ）中对应测点位置。 

A.2.4  压缩机壳体的散热量（Qloss），包括对流散热量（Qconv）和辐射散热

量（Qrad）两部分，应按下式计算： 

loss conv radQ Q Q                    (A.2.4-1) 

conv,shell shell 2 air

conv

( )

1000

k A t t
Q


               (A.2.4-1) 

conv,shell 2 air9.4 0.052( )k t t                (A.2.4-1) 

4 4

shell 2 air
rad

(( 273.15) - ( 273.15) )

1000

A t t
Q

  
         (A.2.4-1) 

式中   lossQ —— 压缩机壳体散热量，（W）； 

      Qconv —— 压缩机壳体的对流散热量，（W）； 

       Qrad —— 压缩机壳体的辐射散热量，（W）； 

kconv,shell—— 压缩机壳体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W/(m2K)]； 

tair —— 压缩机壳体周围环境温度，对于制冷（热）测试的 t4、t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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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ell —— 压缩机壳体的外表面积，（m2），主要包括压缩机壳体和

油分离器壳体； 

 —— Stefan-Boltzmann 辐射常数，[5.67×10-8W/(m2K4)]。 

当压缩机壳体外有保温材料时，压缩机壳体散热量（Qloss）可视为 0。公

式中 t2、t4、t5为图 A.2.1中 2、4、5测点位置的温度。 

A.2.5  带喷射支路热泵型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实际运行性能参数的测量，需关闭

喷射支路进行测试，测试方法及累计制冷（热）量的计算可参考本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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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实际额定制冷能效比（AEER）的折算方法 

B.0.1  为了使多联机空调系统现场实测的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更加接近标准工

况下的测试数据，已进行能效检查，应对室内外环境干湿球温度、负荷率、配管

长度及室内外机的相对高差等实测数据进行修正折算。本节给出了实际额定制冷

能效比（AEER）的计算方法，制热工况参照执行。 

B.0.2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现场实测数据修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的制冷实际折算额定能效比修正公式应按下式计算： 

    , ,in DBTr i i i Hin RW T LB L PAEER t AEER t            （B.0.2-1） 

式中  AEERr（ti）—— 制冷实际折算能效比，（W/W）； 

      AEERi（ti）—— 测试实际能效比，（W/W）； 

              ti —— 测试的室外干球温度，（℃）； 

ηin,DBT  —— 室内干球温度修正系数； 

           ηn,WBT —— 室内湿球温度修正系数； 

             ηH —— 室内外机的相对高差修正系数； 

             ηL —— 配管长度修正系数； 

            ηPLR —— 室外温度负荷率修正系数。 

2  室内干球温度修正公式应按下式计算： 

 
,

1

1 0.01 27
in DBT

DBT
 

  
            

（B.0.2-2） 

式中  ηin,DBT —— 室内干球温度修正系数； 

DBT —— 测试的室内干球温度，（℃）。 

3  室内湿球温度修正公式应按下式计算： 

 
,

1

1 0.05 19
in WBT

WBT
 

  
            

（B.0.2-3） 

式中  ηin,WBT —— 室内湿球温度修正系数； 

WBT —— 测试的室内湿球温度，（℃）。 

4  当实际安装的室外机与室内机相对高差超过 0m时，室内外机的相对高差

修正公式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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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0056
H

H
 


                  （B.0.2-4） 

式中  ηH —— 室内外机的相对高差修正系数； 

H —— 室内外机的实际水平高度差，（m）。 

5  当实际安装的室外机与室内机的配管长度超过 25m 时，配管长度修正公

式应按下式计算： 

1

1 0.0016( 10)
L

L
 

 
                 （B.0.2-5） 

式中   ηL—— 配管长度修正系数； 

L —— 配管实际长度，（m）。 

6  室外温度负荷率修正公式应按下式计算： 

   PLR =1 0.5rated j me jPLR t PLR t    
          （B.0.2-6） 

 
   , , ·

100%
in DBT in Wi i H L i

rat

BT

m j

ed

ePLR t
AEER t APCMP t

Q

  
   （B.0.2-7） 

 
35

100%
35 21

j

rated j

t
PLR t


 


               （B.0.2-8） 

式中      ηPLR —— 室外温度负荷率修正系数； 

PLRme(tj) —— 室外温度 ti等效测试负荷率，（%）； 

      APCMP(ti)—— 测试室外温度 ti下的机组耗电量，（W）； 

          Qrated —— 机组铭牌标定的额定制冷量，（W）； 

     PLRrated(tj) —— 室外温度 ti计算负荷率，（%） 

            tj —— 测试的室外干球温度，（℃）。 

B.0.3  对修正后的系统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宜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GB/T 18837 的有关方法，按室外温度及负荷率再次对系统的制

冷实际额定能效比进行修正，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测试室外进风温度范围包括室外干球温度 35℃时，或测试期室外温度

范围变化超过 5℃时，系统的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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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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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35
r i

h

h

l r 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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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i i

AEER t AEER t
AEER AEER

t
t t

t


  


  （B.0.3-1） 

式中  AEERr（35）—— 多联机空调系统以实际制冷能力和名义制冷能力之间

的能力连续可变运行，室外温度在 35℃时系统的制冷

实际额定能效比，（W/W）； 

AEERr(ti,h) —— 室外最高温度时，机组的制冷能效比，（W/W）； 

      AEERr(ti,l) —— 室外最低温度时，机组的制冷能效比，（W/W）； 

ti,h   —— 测试期内，室外温度最高温度，（℃）； 

ti,l   —— 测试期内，室外温度最低温度，（℃）。 

2  当室外进风温度分布范围小于 5℃，且不包括时室外干球温度 35℃，系

统的制冷实际额定能效比应按下式计算： 

     ,35 1 0.03 35r r i a iAEER AEE tR t                （B.0.3-2） 

式中  AEERr(ti,a)—— 测试期制冷实际折算能效比平均值，（W/W）； 

            ti,a —— 测试期室外温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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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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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2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3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4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5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 

6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 

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 

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10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1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1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1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14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15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GB 50365 

16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17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 

18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19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20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 

21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 

22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GB/T 10870 

23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GB/T 17758 

24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GB/T 18837 

25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26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标准》JGJ 129 

27 《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74 

28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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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30 《民用建筑能耗数据采集标准》JGJ/T 154 

31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32 《房间空气调节器实际运行性能参数测量规范》T/CAS 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