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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集成了众多仪器仪表、设备及软件，在空气调节器（机）和空气热交

换器制造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涉及的测量参数众多，除GB/T 29823-

2013 《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检验方法》国家标准外，尚未对其技术指标和计算方法形成统一规

范。为使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各技术参数规范统一，有必要对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的技

术要求标准化。

本标准对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的技术指标等进行了说明，为规范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

置提供了参考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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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 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以下简称试验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工作条件、产品

分类、通用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和运输等。

本试验装置适用于检验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的空气调节器（机）、空气热交换器等空

气侧的制冷或制热能力。

其他类似试验装置也可参考本标准所规定技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4798.1-2005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1部分：贮存

GB 7231-2003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T 7725-2004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T 15479-1995 工业自动化仪表绝缘电阻、绝缘强度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7611-1998 封闭管道中流体流量的测量术语和符号

GB 29481-2013 电气安全标志

GB/T 29823-2013 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检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7725-2004、GB/T 17611-1998、GB/T 29823-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为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7725-2004、GB/T 17611-1998、GB/T 29823-2013的某些术语和定

义。

3.1　空气调节器（机）air conditioners (air conditioning units)

一种向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直接提供经过处理的空气的设备。它主要包括制冷和除湿用的制冷

系统以及空气循环和净化装置，还可包括加热和通风装置，（它们可被组装在一个箱壳内或被设计成

一起使用的组件系统）。

[GB/T 7725-2004,定义3.1]

3.2　空气热交换器 forced circulation air cooling or air heating coils

一种用于冷却或加热强制流动空气的热交换器，强制流动的空气通过风机产生。空气热交换器可

分为空气冷却器和空气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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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冷却器是一种热交换器，带或不带翅片，通过循环流动的冷冻水、乙二醇冷冻液、制冷剂等

介质对强制流动的空气进行降温和除湿。

空气加热器是一种热交换器，带或不带翅片，通过循环流动的热水、乙二醇热液、蒸汽等介质对

强制流动的空气进行升温。

3.3　试验件 unit under test

指进行测试的空气调节器（机）或空气热交换器。

3.4　焓 enthalpy

物质所具有的一种热力学性质，定义为该物质的体积、压力的乘积与内能的总和。

[GB/T 29823-2013,定义3.11]

3.5　空气焓值法 air-enthalpy test method

一种测定空气调节器（机）或空气热交换器制冷、制热能力的试验方法，它对空气调节器（机）

或空气热交换器的送风参数、回风参数以及循环风量进行测量，用测出的风量与送风、回风焓差的乘

积确定空气调节器（机）或空气热交换器的能力。

3.6　制冷量（制冷能力） total cooling capacity

空气调节器（机）或空气热交换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冷运行时，单位时间内从密闭

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除去的热量总和，单位：W。

3.7　制热量（制热能力） heating capacity

空气调节器（机）或空气热交换器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进行制热运行时，单位时间内送入密

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的热量总和，单位：W。

3.8　潜冷量（房间除湿能力）latent cooling capacity(room dehumidifying capacity)

在一定的间隔时间里，空气调节器（机）或空气热交换器从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除去的潜热，

单位：W。

3.9　显冷量 sensible cooling capacity

在一定的间隔时间里，空气调节器（机）或空气热交换器从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间除去的显

热，单位：W。

3.10　测量系统 measuring system

一套组装的并适用于特定量在规定区间内给出测得值信息的一台或多台测量仪器，通常还包括其

他装置，诸如试剂和电源。

[GB/T 29823-2013,定义3.4]

3.11　测量仪器的准确度 accuracy of a measuring instrument

测量仪器给出接近于真值的响应的能力。

[GB/T 29823-2013,定义3.5]

3.12　变送器 transm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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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敏感元件输出的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的装置。

[GB/T 29823-2013,定义3.6]

3.13　差压 differential pressure

当考虑了上游和下游取压孔之间的基准面的所有差别时，由节流装置或试验件所产生的压力差。

3.14　露点温度 dew point temperature

在大气压力一定，某含湿量下的未饱和空气因冷却达到饱和状态时的温度。

[GB/T 29823-2013,定义3.7]

3.15　长径喷嘴 long-radius nozzle

上游面由垂直于轴的平面、廓形为1/4椭圆的收缩段、圆筒形喉部和可能有的凹槽或斜角组成的喷

嘴。

[GB/T 17611-1998,定义7.10.2]

3.16　管壁取压口 wall (pressure) tapping

管壁上钻成的环形或圆形孔，其边缘与管道内表面平齐，取压口应使孔中压力为管道在这一点上

的静压。

[GB/T 17611-1998,定义6.21]

3.17　出口侧风量测量装置 outlet air flow measuring device

用于测量试验件风量的装置，并且该装置在试验件吹出气流的下游。简称“出口侧装置”。

3.18　进口侧风量测量装置 inlet air flow measuring device

用于测量试验件风量的装置，并且该装置在试验件吸入气流的上游。简称“进口侧装置”。

4　工作条件

4.1　试验装置中仪器仪表工作环境条件

试验装置中仪器仪表工作环境如下：

a) 环境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20～80)%；

注：试验装置中仪器仪表的测量准确度应考虑温湿度影响（无凝结）。

4.2　试验装置供电条件

试验装置供电条件如下：

a) 电源电压：三相交流应在 380（1±10%）V 之内，单相交流应在 220（1±10%）V 之内；

b) 电源频率：应在 50（1±2%）Hz 之内；

c) 接地电阻应≤4Ω。

4.3　其他条件

其他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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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常应在空载且不安装试验件的条件下进行检验，如果用户需要，也可在用户指定的负载条

件下进行。

b) 试验装置周围应无强烈震动、电磁场影响，无腐蚀性气体、液体，应避免其他冷、热源影响。

5　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只说明这些试验装置的几种形式，不能理解为只有这些类别，或必须使用这些类别。类

别如下：

a) 风洞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见图 1。其特征是，试验件出口连接风量测量装置，空气离开

该装置后直接进入试验房间，空气在试验房间内由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处理到设定的工

况条件。该装置通常用于家用、商用或汽车空气调节器（机）和空气热交换器测试。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

室内侧试验房间 室外侧试验房间

风量测量装置

温度和湿度测量装置

压差计

空气混合器

试验件(室内侧)

试验件(室外侧)

图 1 风洞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

b) 房间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出口侧装置），见图 2。其特征是，试验件出口连接风量测量

装置，该装置出口和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相连接，空气经处理后再进入试验房间。该装

置通常用于家用、商用或汽车空气调节器（机）和空气热交换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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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侧试验房间气流

压差计

温度和湿度测量装置

空气混合器

试验件

（室内侧）

试验件

（室外侧）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 风量测量装置

室内侧试验房间

图 2 房间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出口侧装置）

c) 房间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进口侧装置），见图 3。其特征是，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

从试验房间抽取空气，处理后送入风量测量装置，风量测量装置和试验件进口直接连接，空

气流经试验件后回到试验房间。该装置通常用于家用、商用或汽车空气调节器（机）和空气

热交换器测试。

室内侧试验房间 室外侧试验房间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 风量测量装置

压差计

气流

空气混合器

温度和湿度测量装置

试验件

（室外侧）

试验件

（室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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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房间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进口侧装置）

d) 环路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出口侧装置），见图 4。其特征是，试验件出口连接风量测量

装置，该装置出口和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相连接，再连接到试验件进口，形成封闭环路，

整个环路都应恰当密封。该装置通常用于适合风道连接的商用空气调节器（机）和空气热交

换器测试。用于空气热交换器时，空气热交换器应全部安装在风道内。

室内侧试验房间 室外侧试验房间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

风量测量装置

压差计

空气混合器

温度和湿度测量装置

试验件

气流

气流

图 4 环路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出口侧装置）

e) 量热计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见图 5。其特征是，试验件由一个封闭壳体遮罩，封闭体应

制成密闭和隔热的，进入的空气在空气调节器（机）与封闭壳体之间应能自由循环，壳体和

空气调节器（机）任何部位之间的距离应≥150mm，封闭壳体的空气进口位置应远离空气调节

器（机）的空气进口。试验件出口连接风量测量装置，试验件进口空气状态测量在封闭壳体

的空气进口位置进行。对于家用或商用空气调节器（机），当采用空气焓值法用于室内侧，

并且压缩机装在室内部分并单独通风时，或当空气焓值法用于室外侧，并且压缩机单独通风

时，都应采用这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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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侧试验房间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

风量测量装置

压差计

空气混合器

温度和湿度测量装置

试验件
封

闭

壳

体

图 5 量热计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

6　通用要求

6.1　系统组成

试验装置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试验房间、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风量测量装置、空气温度

和湿度测量系统、空气差压/压力测量系统、电参数测量系统。

6.1.1　试验房间

放置试验件的封闭房间，并在其中对试验件的制冷量或制热量进行检验。

6.1.2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通过冷却、加热、除湿和加湿等手段，使得试验件进口空气温度和湿度

达到设定工况条件。

6.1.3　风量测量装置

风量测量装置由连接风道、管壁取压口、节流元件（喷嘴）以及风机等组成，结合6.1.4和

6.1.5可测定空气流量，并能通过改变风机转速改变流经试验件的空气流量、进口静压或出口静压。

6.1.4　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系统

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系统是由空气温度和湿度取样装置（包括空气混合器、取样装置等）、温度

和湿度传感器/变送器、数据采集单元等组成。结合6.1.5可测定试验件送风和回风的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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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空气差压/压力测量系统

空气差压/压力测量系统是由压力传感器/变送器、数据采集单元等组成。

6.1.6　电参数测量系统

电参数测量系统是由各种电参数测量仪器、信号变换器、数据采集单元等组成。

6.2　技术要求

6.2.1　试验装置的部件和材料

6.2.1.1　外观

采用普通钢材制作的部件和紧固件应进行防锈处理，具备良好的耐腐蚀性，其镀层或涂层表面应

光滑细密、色泽均匀、不应有明显的斑点、针孔、气泡、涂层脱落等缺陷。

采用塑料制作的部件，其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耐老化，不得有裂痕、气泡和明显缩孔、

变形等缺陷。

6.2.1.2　耐候性

按7.6.2、7.6.3、7.6.4和7.6.5试验后，试验装置应保持良好的耐候性能：

a) 电镀件、涂装件和紧固件表面不应有明显镀层或涂层脱落缺陷。

b) 塑料件不得出现裂痕、气泡和明显缩孔、变形等缺陷。

6.2.2　测量准确度技术指标

测量准确度技术指标如下：

a) 试验装置在工作条件下各测量系统准确度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规定。

表 1  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测量系统准确度技术指标

名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备注

铂电阻测量系统 -20℃～80℃ ±0.1℃ －

热电偶测量系统 -50℃～150℃ ±0.6℃ －

湿度传感器测量系统 10%RH～95%RH ±3% RH －

0.08MPa～0.12MPa ±0.1% 大气压

-100Pa～100Pa ±2Pa 差压差压测量系统

-1000Pa～1000Pa ±2Pa 差压

0V～600V ±0.2% 电压

0A～20A ±0.2% 电流

0W～12kW ±0.5% 功率

0Hz～1kHz ±0.06% 频率

电参数测量系统

0.05～1 － 功率因数

-30V～30V ±0.2% －
数据采集单元

0Ω～1kΩ ±0.02Ω 用于铂电阻温度测量

－ ±0.001Dn 喷嘴直径流量测量

元件
喷嘴

－ 1.0×10-5Dn（1.6μm） 喷嘴表面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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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 7.3.2检验，试验件进口干球温度𝑡𝑖和出口干球温度𝑡𝑜应满足|𝑡𝑖 ‒ 𝑡𝑜| ≤ 0.1℃；进口焓ℎ ∗
𝑖 和

出口焓ℎ ∗
𝑜应满足|ℎ ∗

𝑖 ‒ ℎ ∗
𝑜 | ≤ 0.3𝑘𝐽/𝑘𝑔。

c) 按 7.3.3检验，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入热量∅𝑟𝑖与测得的输出热量∅𝑟𝑜应满足|∅𝑟𝑖 ‒ ∅𝑟𝑜|/∅𝑟𝑖 ≤ 3%。

6.2.3　控制准确度技术指标

试验装置在进行制冷量和制热量试验时，试验工况各参数在稳定判别期间的控制准确度应符合表

2规定。

表 2  制冷量和制热量试验时的控制准确度

读数
读数的平均值

对设定工况的偏差a

各读数对设定工况的

允许最大偏差

干球 ±0.15℃ ±0.3℃试验件进口

空气温度 湿球b ±0.1℃ ±0.2℃

电压 ±0.5%读数0.1V ±0.5%读数0.1V

频率 ±0.1% ±0.1%

空气体积流量 ±2% ±5%

风室型c ±2Pa ±4Pa
试验件外静压

风管型c ±3Pa ±6Pa

a读数的平均值是稳定判别期间 5min数据的平均。

b当湿球温度对检验结果没有影响时，可不做要求。例如：在空调器制冷运行试验中，空气冷却冷凝器

没有冷凝水蒸发时，室外侧湿球温度可不做要求。

c由于试验件的特性（例如：膨胀阀开度快速波动或者风机的平衡）的原因而不能进入本稳定判别范围

时，除去这些项目以外作为正式数据。

稳定判别期间的各测量值每30s至少测量1次，在稳定判别期间对全部数据的“读数平均值对设定

工况的偏差”以及“各读数对额定工况的最大偏差”进行判定，见图6。

读数平均值

读数允许最大偏差

设定值
平均值偏差

图 6允许最大偏差和平均值偏差示意图

6.2.4　试验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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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房间要求如下：

a) 试验房间的隔热材料应满足：按 7.6.2试验时，应能保证试验房间外部易触及部位的温度在

高温试验时不高于 50℃；按 7.6.3试验时，当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85%时

外表面不应有凝露现象。

b) 试验房间应设有观察窗和照明装置。

c) 试验房间的门应密封良好，密封条应有良好的抗高温老化、耐低温硬化性能。按 7.6.3，

7.6.4进行试验时，试验房间的门内外都不应有结冰或凝水。试验房间的门应可以从试验房

间内打开。

d) 试验房间的尺寸，除了试验件正常安装所要求的距地或距墙之间的尺寸，以及试验件与风量

测量装置连接的表面外，应使房间任一表面到试验件送风口表面的距离≥1.8m，到试验件的

其他任一表面的距离≥0.9m。

e) 试验房间中的工作空间各方向尺寸应比试验件外形各方向尺寸大 0.3m以上，并且到地面、墙

面或顶面的距离≥0.1m。

f) 按 7.5.2进行试验时，工作空间内的空气流速应≤2.5m/s。

g) 按 7.5.3进行试验时，应满足：

对于环路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试验件周围的空气干球温度应保持在测试所要求的进

口干球温度值的±3℃之内。对于非环路式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试验房间内的温度梯度应满

足：在未放置试验件条件下，工作空间内水平方向的温度梯度≤1℃/m，垂直方向的温度梯度

≤1℃/m，并且保持在测试所要求的进口干球温度值的±3℃之内。

h) 如果对试验房间或区域的室外工况有要求，也应具有足够的体积使试验中空气调节器（机）

的室外机气流场不能改变。试验房间的尺寸，除了正常安装所要求的距地或距墙之间的尺寸

外，应使房间任一表面到空气调节器（机）的室外机的送风口表面的距离≥1.8m，到空气调

节器（机）的室外机的其他任一表面的距离≥0.9m。

i) 如果所需测试房间多于两个，额外的试验房间也应符合以上要求。

6.2.5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要求如下：

a) 循环风量应满足：

1) 对于 5.a）、5.b)和 5.e)三种试验装置，制造厂家应按照 7.6.1测量空气温度和湿度调

节装置的循环风量。所测得的循环风量宜为试验件空气流量的 2倍以上，且应不小于试

验件的空气流量。

2) 如果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有多种不同的循环风量，制造厂家应至少测量该装置的最

小循环风量和最大循环风量。

b) 温度和湿度控制准确度。依据 7.3.3和 7.6.2～7.6.5 进行试验，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准确度应

满足 6.2.3的要求。

6.2.6　风量测量装置

6.2.6.1　试验件风量

试验件风量以质量流量确定，若以体积流量表示时其风量应在额定工况下（此时比容一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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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量测量装置应检验所能测量的最大风量和最小风量。按7.7.2试验，最大风量应是最大试验件风

量的1.1倍，最小风量应是最小试验件风量的0.9倍。也可以由制造厂家依据风量和制冷量（制热量）

给定检验风量范围。

6.2.6.2　风量测量装置（长径喷嘴）

风量测量装置应满足：

a) 采用喷嘴的出口侧风量测量装置，由一个接收室和一个排风室及中间的一个喷嘴或多个喷嘴

组成（见图 7A）。经过试验件的风通过连接风道进入接收室，经过喷嘴，然后排出排风室。

采用喷嘴的进口侧风量测量装置，由一个送风室和一个吹出室及中间的一个喷嘴或多个喷嘴

组成（见图 7B）。进入送风室的风先经过喷嘴，再进入吹出室，然后通过连接风道流入试验

件。

≥1.5Dn

≥
3
D
n

≥
1
.
5
D
n

≥2.5Dn

D
n

压差计

a

连接风道

b

接收室

整流板

喷嘴

喷嘴

排风室

整流板

风机

皮托管（可选）

a 整流板应均匀冲孔，且冲孔面积约占整流板总面积的40%；

b 气流。

图 7A风量测量装置（出口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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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整流板应均匀冲孔，且冲孔面积约占整流板总面积的40%；

b 气流。

风机

连接风道

a

b

整流板 整流板

喷嘴

喷嘴

压差计

送风室 吹出室

D
n

≥2.5Dn

≥
1
.
5
D
n

≥
3
D
n

≥1.5Dn

皮托管（可选）

图 7B 风量测量装置（进口侧装置）

b) 按 7.7.1检验，风量测量装置以及与试验件的连接风道应恰当密封以保证漏风率≤下限测量

风量的 1％。对于环路式空气焓值法从试验件出口到试验件进口的整个环路都应恰当密封以

保证漏风率≤下限测量风量的 1％。

c) 喷嘴之间的中心距应≥3倍较大喷嘴喉部直径。喷嘴与排风室或接受室（送风室或吹出室）

四壁的距离应≥1.5 倍喷嘴喉部直径。

d) 整流板安装在接收室喷嘴安装板的上游（距离喷嘴进口至少是 1.5倍最大喷嘴喉部直径 Dn）

和排风室最大喷嘴排风面的下游（距离喷嘴出口至少是 2.5倍最大喷嘴喉部直径 Dn）。

e) 出口侧装置的风机安装在排风室内的墙壁上，进口侧装置的风机出口与送风室相连接，风机

转速都可调。对于空气调节器（机）的测试，风机能够调节被测空气调节器（机）所需的出

口静压、进口静压或者进出口的差压；对于空气热交换器测试，风机能够调节流经被测空气

热交换器的空气流量。

f) 喷嘴前后管壁取压口应满足：

1) 管壁取压口的安装必须与风量测量装置内表面齐平，并避免受到气流流动的影响。

2) 管壁取压口如图 8所示，测压孔的开孔直径应在（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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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表面及20D范围内表面光滑，孔边直角无毛刺。

最小2.5D D最大为3mm

到差压变送器

最小2D

图 8 管壁取压口

3) 当采用圆柱形风道时，4个管壁取压口等距分布在圆周上。当采用矩形风道时，该孔应

位于 4个侧面的中心位置。4个管壁取压口可以分别接至四个差压变送器上，也可经过

图 9所示的静压环后，接至一个差压变送器上。当测量喷嘴前后差压采用一个差压变送

器时，差压变送器的一头按照图 9与接收室（或送风室）的静压环相接；而另一头则与

排风室（或吹出室）的静压环相接。连接管壁取压口的管道内径宜≥4mm，并且四个取压

口在风道轴向上的偏差应≤13mm。要保证所有管子和接头均无堵塞和泄漏，并且应将液

体排净。

a b

c d

图 9 静压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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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外，如有需要，喷嘴出口处的动压可用毕托管测量。若使用多个喷嘴，则需用毕托管

对每个喷嘴进行测量。

g) 喷嘴应满足：

1) 喷嘴进口的干球温度、含湿量和空气压力（绝压）用来确定喷嘴处空气比容：

 当从试验件出口干球温度传感器到喷嘴进口之间的漏热（出口侧装置），或者从喷嘴进

口到试验件进口干球温度传感器之间的漏热（进口侧装置），引起的空气干球温度变化

＜0.5℃时，可以令喷嘴进口的干球温度等于试验件出口干球温度传感器（出口侧装置）

或者试验件进口干球温度传感器（进口侧装置）测得的读数。否则，应在喷嘴进口增加

一个干球温度传感器测量喷嘴进口空气温度。

 喷嘴进口的含湿量等于试验件出口的含湿量（出口侧装置），或者喷嘴进口的含湿量等

于试验件进口的含湿量（进口侧装置）。

 若试验房间有大气压力变送器，对于出口侧装置，当从试验件出口到喷嘴进口之间的压

降＜200Pa，可以令喷嘴进口空气压力近似等于“试验房间的大气压力+试验件出口静压

（表压）”；对于进口侧装置，当从喷嘴出口到试验件进口之间的压降＜200Pa 时，可

以令喷嘴进口空气压力近似等于“试验房间的大气压力+试验件进口静压（表压）+喷嘴

差压”。否则，应保留喷嘴进口的压力/差压变送器用于测量喷嘴进口空气压力。对于无

法近似计算喷嘴前空气压力（绝压）的装置，应保留喷嘴进口的压力/差压变送器。

2) 喷嘴喉部的气流速度应在（15～35）m/s。

3) 喷嘴应按图 10规定的结构尺寸，其喉部长度和直径的比例是 0.6，喷嘴的流量系数公式

可见 C.6～C.9。

2
D
n
/
3

Dn 0.6Dn

2
D
n
以
上

椭圆轴

喉部
椭圆过渡

D
n

图 10 喷嘴尺寸

4) 喷嘴应符合 GB/T 29823-2013的要求。

h) 连接风道应满足：

1) 试验件与风量测量装置的连接风道可以是标准风室或标准风管。对于非管道式空调器

（机），或者对于机外余压＜25Pa 的管道式空调器，宜采用标准风室；对于机外余压

≥25Pa 的管道式空调器（机），宜采用标准风管。

2) 在风室或风管内应设置试验件进口或出口静压测量的管壁取压口(结构见图 8和图 9)。

当测试空气冷却器时，连接风道底部的取压口可以关闭，防止冷凝水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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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进口侧装置，标准风室或标准风管的进口连接空气温度和湿度取样装置以及风量测

量装置，出口与试验件相连接；对于出口侧装置，标准风室和标准风管的出口连接空气

温度和湿度取样装置以及风量测量装置，进口与试验件相连接。

4) 采用标准风室时，风室的截面风速应≤0.76m/s。试验件应和标准风室直接连接，如果无

法直接连接，则应通过一个可以忽略风阻的辅助风室与标准风室连接。标准风室、辅助

风室和标准风管的制作可参照附录 B。

5) 试验件出口或进口的静压环设置方式分以下三种情况：

 当控制试验件的出口静压为零或特定值时，差压变送器的一端连接到试验件出口风道的

静压环，另一端通试验房间的大气压力。

 当控制试验件的进口静压为零或特定值时，差压变送器的一端连接到试验件进口风道的

静压环，另一端通试验房间的大气压力。

 当控制试验件的进口和出口静差压为零或特定值时，差压变送器的一端连接到试验件进

口风道的静压环，另一端连接到试验件出口风道的静压环。

6.2.7　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系统

6.2.7.1　空气温度和湿度取样装置

空气温度和湿度取样装置应满足：

a) 试验件出风口的空气应优先经过类似图 11所示的空气混合器，使得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均匀。

然后，温度和湿度优先采用图 12的空气取样装置测量，安装位置如图（图 1～图 5）所示；

也可在足够多的位置上直接测量，然后确定其平均温度。直接测量时，测点的数量应≥4个，

并且每个测量温度与平均温度的绝对偏差应≤0.6℃。

图 11 空气混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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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干球温度计

湿球温度计

图 12 空气取样装置

b) 试验件进风口的空气温度可用空气取样装置测量，也可在足够多的位置上直接测量，然后确

定其平均温度。直接测量时，测点的数量应≥4个，并且每个测量温度与平均温度的绝对偏

差应≤0.6℃。取样装置或测温仪表一般应位于距试验件进口约 0.15m处（见附录 A）。当试

验件进口的空气温度和湿度不均匀（温度梯度＞1℃/m）时，同样宜先经过一个空气混合装置。

c) 如果对试验房间或区域的室外工况有要求，室外侧进风口温度的测量位置应不受试验件排出

风的影响，所测得的温度应能代表试验件周围的温度。

d) 当空气温度和湿度取样装置和试验件进风口或出风口相接时，空气温度和湿度取样装置应有

良好的保温并且不得泄漏。保温从进风口测温点开始，直到试验件进风口为止；或从试验件

出风口开始，直至出风口测温点为止，包括连接风道在内，应使漏热量≤被测制热量（或制

冷量）的 5%。

6.2.7.2　通风干湿球温度测量系统

通风干湿球温度测量系统应满足：

a) 适用范围：

1) 湿球温度≥1℃，干球温度≤80℃，相对湿度≥10%，压力与标准大气压之差≤30%。

2) 若要相对湿度最大允差不超过3%，干湿球差值的最大允差应不超过0.2℃；若要相对

湿度最大允差不超过2%，干湿球差值的最大允差应不超过0.1℃。

b) 典型的温度和湿度测量盒见图 13。

c) 干球温度传感器应当在湿球温度传感器的上游，避免干球测量结果受到湿球水份的影响。

d) 湿球温度的测量应保证足够的湿润条件，流过湿球温度计处的气流速度应在（51）m/s 内；

采用玻璃水银温度计时，感温包直径应≤6.5mm。

e) 水槽水面到温度计末端的距离应在(25～30)mm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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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风扇必须抽吸空气使其流过温度传感器，并且在不影响空气温度测量或试验件的空气循环的

情况下返回原来的隔室。

g) 湿球纱布应采用专用脱脂纱套，纱套应能紧密包裹住温度传感器，并且不发生松动。湿球纱

布应每日更换 1次。应采用蒸馏水。

图 13 温度和湿度测量盒

6.2.7.3　温度测量传感器

温度测量传感器应符合 GB/T 29823-2013的要求。

6.2.7.4　湿度测量变送器

湿度测量传感器应符合 GB/T 29823-2013的要求。

6.2.8　空气压力测量系统

6.2.8.1　差压变送器

差压变送器应符合 GB/T 29823-2013的要求。

6.2.8.2　绝压/表压变送器

绝压/表压变送器应符合 GB/T 29823-2013的要求。

6.2.9　电参数测量系统

6.2.9.1　电参数测量仪器和信号变换器

电参数测量仪器和信号变换器应符合 GB/T 29823-2013的要求。

6.2.9.2　数据采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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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单元应符合 GB/T 29823-2013的要求。

6.2.10　安全性

6.2.10.1　绝缘性

试验装置包含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应符合GB/T 15479-1995的4.1的规定：

a) 各独立电路与地（即金属框架）之间的绝缘电阻≥10MΩ；

b) 无电气联系的各电力之间的绝缘电阻≥10MΩ。

6.3　计算方法

6.3.1　数据采集方法

试验件在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运转，各测量点至少每30s测量一次，满足表2的稳定判别条件后，

最少连续稳定运行60min，再开始记录数据，并依据6.3.2的公式进行计算。记录数据时，每5min作为

1个试验区间，记录7个试验区间，共进行35min。采用7个区间的算术平均值计算成一个平均值作为最

终测定数据。在记录数据期间，各测量值应始终满足表2的稳定判别条件。

6.3.2　计算公式

6.3.2.1　制冷量的计算

制冷量的计算：

a) 基于室内侧数据的制冷量、显冷量、潜冷量分别按照公式(1)～(3)进行计算

∅𝑡𝑐𝑖 =
𝑞𝑣𝑖(ℎ𝑎1 ‒ ℎ𝑎2)
𝑣 '

𝑛(1 + 𝑊𝑛)
+ ∆∅𝑖

..................................(1)

∅𝑠𝑐𝑖 =
𝑞𝑣𝑖𝐶𝑝𝑎(𝑡𝑎1 ‒ 𝑡𝑎2)

𝑣 '
𝑛(1 + 𝑊𝑛)

+ ∆∅𝑖
.................................(2)

∅𝑙𝑐𝑖 =
𝐾1𝑞𝑣𝑖(𝑊𝑖1 ‒ 𝑊𝑖2)

𝑣 '
𝑛(1 + 𝑊𝑛)

= ∅𝑡𝑐𝑖 ‒ ∅𝑠𝑐𝑖
...............................(3)

式中：
∅𝑡𝑐𝑖 ——室内侧测量的总制冷量，W

∅𝑠𝑐𝑖 ——显冷量（室内侧），W

∅𝑙𝑐𝑖 ——潜冷量（室内侧），W

𝑞𝑣𝑖 ——试验件室内侧喷嘴处的容积风量，m3/s

𝑡𝑎1 ——试验件室内侧进口空气的温度，℃

𝑡𝑎2 ——试验件室内侧出口空气的温度，℃

ℎ𝑎1 ——试验件室内侧进口空气的焓值，J/kg（干）

ℎ𝑎2 ——试验件室内侧出口空气的焓值，J/kg（干）

𝑊𝑖1 ——试验件室内侧进口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

𝑊𝑖2 ——试验件室内侧出口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

𝑣 '
𝑛 ——喷嘴前湿空气比容，m3/kg

𝑊𝑛 ——喷嘴前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

𝐶𝑝𝑎 ——空气的比热容，J/(kg·K)（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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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𝑖 ——室内侧连接风道的漏热量，W

𝐾𝑖 ——室内侧连接风道的漏热系数，W/℃

𝐾1 ——2.5004106（此值为 0℃时的水的蒸发潜热），J/kg

注：∆∅𝑖 = 𝐾𝑖(𝑡𝑎1 ‒ 𝑡𝑎2)

b) 对于家用或商用空气调节器（机），采用基于室外侧数据的制冷量按照公式（4）、（5）进

行计算：

对于冷凝水蒸发的试验件的制冷量按照公式（4）：

∅𝑡𝑐𝑜 =
𝑞𝑣𝑜(ℎ𝑎4 ‒ ℎ𝑎3)

𝑣 '
𝑛(1 + 𝑊𝑛) ‒ 𝑃𝑡 + ∆∅𝑜

................................(4)

    对于冷凝水不蒸发的试验件的制冷量按照公式（5）：

∅𝑡𝑐𝑜 =
𝑞𝑣𝑜𝐶𝑝𝑎(𝑡𝑎4 ‒ 𝑡𝑎3)

𝑣 '
𝑛(1 + 𝑊𝑛) ‒ 𝑃𝑡 + ∆∅𝑜

...............................(5)

式中：
∅𝑡𝑐𝑜 ——室外侧测量的总制冷量，W

𝑞𝑣𝑜 ——试验件室外侧喷嘴处的容积风量，m3/s

𝑡𝑎3 ——试验件室外侧进口空气的温度，℃

𝑡𝑎4 ——试验件室外侧出口空气的温度，℃

ℎ𝑎3 ——试验件室外侧进口空气的焓值，J/kg（干）

ℎ𝑎4 ——试验件室外侧出口空气的焓值，J/kg（干）

∆∅𝑜 ——室外侧连接风道的漏热量，W

𝐾𝑜 ——室外侧连接风道的漏热系数，W/℃

𝑃𝑡 ——试验件的总输入功率，W

注：∆∅𝑜 = 𝐾𝑜(𝑡𝑎4 ‒ 𝑡𝑎3)

6.3.2.2　制热量的计算

制热量的计算：

a) 基于室内侧数据的制热量按照公式(6)进行计算：

∅ℎ𝑖 =
𝑞𝑣𝑖𝐶𝑝𝑎(𝑡𝑎2 ‒ 𝑡𝑎1)

𝑣 '
𝑛(1 + 𝑊𝑛)

+ ∆∅𝑖
..................................(6)

式中：
∅ℎ𝑖 ——室内侧测量的总制热量，W

b) 对于家用或商用空气调节器（机），基于室外侧数据的制热量按照公式(7)进行计算：

∅ℎ𝑜 =
𝑞𝑣𝑜(ℎ𝑎3 ‒ ℎ𝑎4)

𝑣 '
𝑛(1 + 𝑊𝑛) + 𝑃𝑡 + ∆∅𝑜

................................(7)

式中：
∅ℎ𝑜 ——室外侧测量的总制热量，W

以上公式中的风量计算公式见附录C；湿空气热力学性质的计算公式见附录D。

7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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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外观

目测和手动操作对装置内仪器和设备进行检查，应符合6.2.1以及6.2.4～6.2.10中与外观相关的

要求。

7.2　部件与材料耐候性检验

按7.6.2～7.6.5进行检验，部件与材料应满足6.2.1.2的要求。

7.3　测量系统准确度检验

7.3.1　测量系统准确度检验

对试验装置各测量系统示值误差准确度的检验应符合GB/T 29823-2013的规定。

7.3.2　焓值法零点检验

在干球温度20℃和湿球温度15.8℃的条件下，可以不安装试验件进行，也可安装用户指定的试验

件进行。

当不安装试验件时，试验件进口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装置放置在连接风道进口（或出口），然后

进行进口空气温度和湿度调整，并运行风量测量装置。设定风量在风量测量装置最小风量与最大风量

中间值（1±5%）的范围内进行测量。

当安装试验件时，使试验件不在运行状态下，进行试验件进口空气温度和湿度调整，并运行风量

测量装置。温度和湿度设定等于用户指定的参数。调整风量使得流经试验件的压降在(50～100)Pa范围

内。另外，应使试验件的冷媒回路成真空状态，防止冷媒迁移。

当工况参数稳定60min以后，测量并记录试验件进口干湿球温度和出口干湿球温度。检验结果应满

足6.2.2.b)的要求。

7.3.3　电热标定装置检验

电热标定装置检验，参见附录F。检验结果应满足6.2.2.c)的要求。

7.4　控制准确度检验

按7.3.3和7.6.2～7.6.5进行检验时，控制准确度应满足表2的要求。

7.5　试验房间检验

7.5.1　试验房间检验条件

试验房间应空载进行检验，且不安装试验件。

7.5.2　试验房间风速场检验

对于5.a)、5.b)和5.c)三种试验装置，需要对试验房间中工作空间内的风速场进行检验，风速测

量结果应符合6.2.4的要求：

a) 对工作空间定出上中下三个水平测试面，上层为工作空间的顶面，中层通过工作空间的几何

中心，下层为工作空间的底面，然后对每个测试面按图 14进行网格划分。在网格点上进行风

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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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
0

B

A/10

A

各层面取样点分布

图 14试验房间风速测点网格划分

b) 工作空间应清空，不应存在明显阻碍气流的障碍物。

c) 风速测量可以采用热线风速计，传感器最大允差不超过0.2m/s。
d)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应采用制造厂商设计的最大风量运行。

e) 试验房间的干球温度应稳定在 25℃，控制准确度满足 6.2.3的要求。稳定时间大于 10min后

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宜采用 1min以上的平均值。

7.5.3　试验房间温度场检验

对于5.a)、5.b)和5.c)三种装置，需要进行试验房间温度场检验，温度测量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应

符合6.2.4的要求：

a) 对工作空间定出上中下三个水平测试面，上层为工作空间的顶面，中层通过工作空间的几何

中心，下层为工作空间的底面，然后对每个测试面按图 14进行网格划分。在网格点上进行温

度测量。

b) 工作空间应清空，不应存在明显阻碍气流的障碍物。

c) 温度测量可以采用热电偶，传感器最大允差不超过0.6℃。当采用多个热电偶进行测量时，

热电偶应在同一个恒温槽内检验读数，各热电偶间读数偏差应≤0.2℃。

d)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应采用制造厂商设计的最小风量运行。

e) 试验房间的干球温度应稳定在 25℃，控制准确度满足 6.2.3的要求。稳定时间大于 60min后

进行测量，测量结果采用 30min的平均值。

7.6　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检验

7.6.1　循环风量检验

对于5.a)、5.b)和5.e)三种试验装置，需进行循环风量检验。测得的循环风量应符合6.2.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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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循环风量等于管道平均风速乘以管道的截面积。

b) 在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的回风管道或送风管道内，对管道进行网格划分，见图 15和图

16。在每个点测量风速。然后将各点风速进行算术平均，以获得管道平均风速。

X或Y的值小于

或等于（mm）

最少

测量读数

100 2

380 3

610 4

890 5

1220 6

1600 7

2030 8

2510 9

≥2540 10

B B BB/2 B/2

Y A
A

A
A
/
2

A
/
2

X

图 15矩形管道内风速测点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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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135D

0.968D

0.865D

0.679D

0.321D

0.032D

D

0.981D

0.923D

0.847D

0.783D

0.639D

0.361D

0.217D

0.153D
0.077D
0.019D

每条直径上的读数数量 相对内壁面位置 管道直径

6 0.032,0.135,0.321,0.679, 0.885,0.968 ＜250mm

10 0.019,0.077,0.153,0.217,0.361,0.639,0.783,0.847,0.923,0.981 ≥250mm

图 16圆形管道内风速测点网格划分

c) 风速测量可以采用热线风速计，传感器最大允差不超过0.2m/s。
d) 试验房间的干球温度应稳定在 25℃，控制准确度满足 6.2.3的要求。稳定时间大于 10min后

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宜采用 1min以上的平均值。

7.6.2　名义最高温度性能试验

一般在不安装试验件且空载的条件下进行，如果用户需要，也可在用户指定的负载条件和工况条

件下进行。不安装试验件且空载时，试验件进口空气取样装置应放置在工作空间的几何中心。

试验件进口干球温度应设定为厂商规格中的最高干球温度，湿度不控制。风量测量装置可以按厂

商规格中的最小风量运行。

进行名义最高温度性能试验时，稳定持续运行时间应≥2h（也可依据制造厂商在规格中声明的时

间进行延长）。试验过程中，材料应满足6.2.1.2的要求，控制准确度应满足6.2.3的要求，试验房间

应满足6.2.4的要求。

7.6.3　名义最低温度性能试验

一般在不安装试验件且空载的条件下进行，如果用户需要，也可在用户指定的负载条件和工况条

件下进行。不安装试验件且空载时，试验件进口空气取样装置应放置在工作空间的几何中心。

试验件进口干球温度应设定为厂商规格中的最低干球温度，湿度不控制。风量测量装置可以按厂

商规格中的最小风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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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名义最低温度性能试验时，稳定持续运行时间应≥2h（也可依据制造厂商在规格中声明的时

间进行延长）。试验过程中，材料应满足6.2.1.2的要求，控制准确度应满足6.2.3的要求，试验房间

应满足6.2.4的要求。

7.6.4　名义最高湿度性能试验

一般在不安装试验件且空载的条件下进行，如果用户需要，也可在用户指定的负载条件和工况条

件下进行。不安装试验件且空载时，试验件进口空气取样装置应放置在工作空间的几何中心。

试验件进口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应设定为厂商规格中指定的最高湿度工况进行。风量测量装置可

以按厂商规格中的最小风量运行。

进行名义最高湿度性能试验时，稳定持续运行时间应≥2h（也可依据制造厂商在规格中声明的时

间进行延长）。试验过程中，材料应满足6.2.1.2的要求，控制准确度应满足6.2.3的要求，试验房间

应满足6.2.4的要求。

7.6.5　名义最低湿度性能试验

一般在不安装试验件且空载的条件下进行，如果用户需要，也可在用户指定的负载条件和工况条

件下进行。不安装试验件且空载时，试验件进口空气取样装置应放置在工作空间的几何中心。

试验件进口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应设定为厂商规格中指定的最低湿度工况进行。风量测量装置可

以按厂商规格中的最小风量运行。

进行名义最低湿度性能试验时，稳定持续运行时间应≥2h（也可依据制造厂商在规格中声明的时

间进行延长）。试验过程中，材料应满足6.2.1.2的要求。控制准确度应满足6.2.3的要求。试验房间

应满足6.2.4的要求。

7.7　风量测量装置检验

7.7.1　风量测量装置气密性检验

参考附录E对风量测量装置进行气密性检验。检验结果应满足6.2.6.2的要求。

7.7.2　最大风量和最小风量检验

7.7.2.1　空气调节器（机）最大风量和最小风量检验

试验房间的干球温度应稳定在25℃，控制准确度应满足6.2.3的要求。稳定时间≥10min后进行测

量。空气调节器（机）最大风量和最小风量检验应满足：

a) 最大风量检验。不安装试验件，检验风量能否达到最大风量。同时，风量的控制准确度应满

足 6.2.3的要求。喷嘴喉部气流速度应在（15～35）m/s 范围内。

b) 最小风量检验。不安装试验件，检验风量能否达到最小风量。同时，风量的控制准确度应满

足 6.2.3的要求。喷嘴喉部气流速度应在（15～35）m/s 范围内。

7.7.2.2　空气热交换器最大风量和最小风量检验

试验房间的干球温度应稳定在25℃，控制准确度应满足6.2.3的要求。稳定时间≥10min后进行测

量。空气热交换器最大风量和最小风量检验应满足：

a) 最大风量检验。安装阻力元件（风阀）代替试验件，调整接收室静压达到名义最低值（出口

侧装置）或吹出室静压达到名义最高值（进口侧装置），检验风量能否达到最大风量，同时，

风量的控制准确度应满足 6.2.3的要求。喷嘴喉部气流速度应在（15～35）m/s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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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小风量检验。不安装试验件，检验风量能否达到最小风量。同时，风量的控制准确度应满

足 6.2.3的要求。喷嘴喉部气流速度应在（15～35）m/s 范围内。

7.8　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系统检验

7.8.1　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系统检验

对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系统的检验应符合GB/T 29823-2013的规定。

7.8.2　通风干湿球温度计风速检验

对于采用通风干湿球温度计的装置，应对温度和湿度测量盒内风速进行检验。测量结果应符合

6.2.7.2的要求：

a) 在温度和湿度测量盒内，进行网格划分，见图 17。在网格点上测量风速。

图 17 温度和湿度测量盒风速测点网格划分

b) 测量风速前温度取样器、取样软管、干球温度传感器都应安装到位，处于交付时的状态。

c) 风速测量可以采用热线风速计，传感器最大允差不超过0.2m/s。
d) 试验房间的干球温度应稳定在（20～30）℃。

7.8.3　连接风道的漏热量检验

制造厂家应提供连接风道的漏热系数，以及厂家规格中试验件进口空气和出口空气允许的最大干

球温度差（该温差宜≥15℃），并依据6.3.2.1中的公式计算漏热量的理论值，所计算的漏热量应满足

6.2.7.1的要求。

7.9　空气压力测量系统检验

对空气压力测量系统的检验应符合GB/T 29823-2013的规定。

7.10　电参数测量系统检验

对电参数测量系统的检验应符合GB/T 29823-2013的规定。

7.11　安全性

7.11.1　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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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 15479-1995的5.3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类别

试验装置检验分为交付前检验、周期检验和型式检验。

8.1.1　交付前检验

试验装置应按本标准要求逐一进行检验，经判定合格并配有合格证明文件后方能交付用户。

8.1.2　周期检验

试验用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检验周期建议为 1年。

8.1.3　型式检验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按本标准进行型式检验：

a）试验装置长期停止运行后，恢复运行时；

b）试验装置测试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c）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d）用户需要时提出。

8.1.4　装置检验项目

装置检验项目见表3。

表 3 试验装置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检验项目

交付前检验 周期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 √ √ √

耐候性 √ —— √

温湿度测量系统-铂电阻 √ √ √

温湿度测量系统-热电偶 √ √ √

温湿度测量系统-湿度传感器 √ √ √

压力测量系统 √ √ √

电参数测量系统 √ √ √

数据采集单元 √ √ √

流量测量系统-喷嘴 √ —— √

焓值法零点检验 √ √ √

标定装置试验 ⊙ ⊙ ⊙

控制准确度检验 √ —— √

试验房间风速场检验 √ —— √

试验房间温度场检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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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循环风量检验 √ —— √

名义最高温度性能试验 √ —— √

名义最低温度性能试验 √ —— √

名义最高湿度性能试验 √ —— √

名义最低湿度性能试验 √ —— √

风量测量装置气密性检验 √ —— √

最大风量和最小风量检验 √ —— √

通风干湿球温度计风速检验 √ √ √

连接风道的漏热量检验 √ —— ——

安全性-绝缘电阻 √ √ √

标志 √ —— ——

包装 ⊙ —— ——

注1：表中 √ 表示检验项目； —— 表示不检验项目； ⊙ 表示可选择项目。

注2：检验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检验。

9　标志、包装和运输

9.1　标志

标志应满足：

a) 试验装置上应有耐久性铭牌固定在明显的部位，铭牌应清晰标出下述各项：

1) 产品名称；

2) 生产厂家名称；

3) 产品出厂编号；

4) 制造日期。

b) 试验装置及其部件的标识和安全警示标识应符合 GB2894-2008，GB7231-2016，GB29481-

2013。

c) 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191-2008的有关规定。

9.2　包装

包装应满足：

a) 试验装置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和干燥处理。

b) 试验装置包装箱内应附有下述文件和附件。

1) 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其内容应包括：

产品名称；产品出厂编号；检查结论；检验印章；检验日期。

2) 使用说明书，其内容应包括：

产品名称；产品概述；安装和使用要求；维护和保养注意事项；产品附件和易损易耗件

的名称、数量和规格；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一览表；制造厂名和地址。

3) 若试验装置包含特种设备，则试验装置的文件资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的《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条例》及相关规定，包含完整的相关检测报告和证书，以及中国国家安全监

督机构颁发的制造、安装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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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装货物的包装材料应符合环境要求，进口设备的包装材料应符合中国商品检验检疫机构的

规定。

9.3　运输和储存

运输和储存应满足：

a) 试验装置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倾斜、雨雪淋袭。

b) 产品的存储环境条件应按 GB/T4798.1标准有关规定，产品应储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中，

周围应无腐蚀性及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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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空气取样装置放置位置

A.1　空气取样装置放置位置

空气取样装置是以采集试验件周围的空气状态为目的，因此要考虑采集试验进口的全部面积，要

尽可能均匀地抽出试验件进口的空气。空气取样装置应放置在满足下述条件的位置，见图A.1～图

A.6。

a) 应在试验件吸入口的上游；

b) 空气取样装置抽出口的孔应面向气流；

c) 应将空气取样装置抽出管部分设置在离试验件吸进口开口部分的中心，并离开 150mm的位置。

d) 空气取样装置的风管不应接触地面，另外不应有曲折妨碍风管内的空气流动。

e) 温湿度测量盒和风管的连接宜有 150mm以上的直线部分。

试验件

进口

150mm

吊顶式用

标准风室

图 A.1　吊顶式空气调节器（机）室内机空气取样装置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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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m

壁挂式用辅助风室

吊

顶

式

用

标

准
风

室

试验件

图 A.2　壁挂式空气调节器（机）室内机空气取样装置放置位置

试验件

进口

天井式用

辅助风室

图 A.3　天井式空气调节器（机）室内机空气取样装置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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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m

落地式用辅助风室

试验件进口

图 A.4　落地式空气调节器（机）室内机空气取样装置放置位置

标准风室
150mm

图 A.5　横吹式空气调节器（机）室外机空气取样装置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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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风室

150mm 150mm

图 A.6　上吹式空气调节器（机）室外机空气取样装置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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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空气调节器(机)连接风道

B.1　空气调节器室内机采用标准风室和辅助风室的场合

采用标准风室时，风室的截面风速V2应≤0.76m/s。试验件应和标准风室直接连接，如果无法直接

连接，则应通过一个可以忽略风阻的辅助风室与标准风室连接。标准风室的制作可参考图B.1。

J/2

 

J/2

0＜K≤J/2

PL.2

V2≤0.76m/s

1

2

PL.1

a

1 静压测量标准取压口

2 试验件

a 到空气取样装置和风量测量装置

b J=2D0 ,其中D0= (4AB/π) ,A和B为试验件出口尺寸

c V2是PL.2截面的平均风速

≥Jb

B4A

图 B.1　出口标准风室要求

作为辅助风室，其应当对空气调节器（机）的气流没有影响。标准风室和辅助风室的连接部分，

要进行密封，防止空气泄漏。辅助风室的开口部分和试验件之间用保温板隔开，不要让空气泄漏。当

辅助风室的截面风速≤0.76m/s，可以在辅助风室上设置静压环替代标准风室上的静压环。其形式为：

a) 吊顶式：试验件设置在标准风室的中央，将试验件的空气吹出部分插入标准风室内。这时，

试验件要插到对从空气吹出部分吹出的气流没有影响的位置（参照图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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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壁挂式：在安装壁挂式试验件时，试验件设置在壁挂用辅助风室的中心，将试验件的空气吹

出部分插入壁挂用辅助风室内。这时，试验件要插到对从空气吹出部分吹出的气流没有影响

的位置（参照图 B.2）。

c) 天井式：

1) 在安装天井式试验件时，试验件设置在吸顶盒型辅助风室开口部(上侧)的中心，将试验

件的空气吹出部分插入吸顶盒型辅助风室内。这时，试验件要插到对从空气吹出部分吹

出的气流没有影响的位置。

2) 对于有 4个方向送风的试验件安装参照图

B.2，在辅助风室内气流汇集后流向标准风室。对于有 2个方向送风的试验件，试验件的

送风口应朝着汇集气流流动方向的两侧；对于有 3个方向送风的试验件，试验件的送风

口应朝着汇集气流流动方向的两侧及下游。

d) 落地式：

1) 在安装落地式试验件时，与落地式辅助风室一起使用。

2) 试验件设置在落地式辅助风室的中部，将试验件的空气吹出部分插入落地式辅助风室内。

这时，试验件要插到对从空气吹出部分吹出的气流没有影响的位置。作为原则，试验件

空气吹出部分的中心要和落地式辅助风室的中心一致，但是，不要堵塞吸进口（参照图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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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管壁取压口

吊顶用标准风室 吊顶用标准风室

吊顶用标准风室

试验件

试验件

试验件
试验件

1.吊顶式 2.壁挂式

3.天井式

4.落地式

侧视图 俯视图

天井式用辅助风室

落地式用辅助风室

落地式用辅助风室

壁挂用辅助风室

b=500,c=200mm

图 B.2　试验件辅助风室例样

B.2　空气调节器(机)室内机采用标准风管的场合

空气调节器（机）室内机采用标准风管的场合：

a) 对于带一个风机和一个吹出口的空气调节器（机）：

1) 在图 B.3那样的试验件吹出口的连接部上，连接用于测量机外静压的标准风管。该标准

风管要和试验件吹出口连接部有相同的截面形状和尺寸。标准风管的内尺寸为法兰的内

尺寸＋3％以内。吹出口标准风管直线部分的长度和管壁取压口的位置参照（图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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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A
B >2
.
5
 
A
B

B

活动风门

静压测量标准风管

管壁取压口

试验件

图 B.3　试验件出口静压测量标准风管

2) 对于吸入口连接风管的空气调器（机），在图 B.4那样的试验件吸入口的连接部上，连

接用于测量机外静压的标准风管。该标准风管要和试验件吸入口连接部有相同的截面形

状和尺寸。标准风管的内尺寸为法兰的内尺寸+3％以内。吸入口标准风管直线部分的长

度和管壁取压口的位置参照（图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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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差计

管壁取压口（4个）
＞
2

(
A
B
)

管壁取压口（4个）

试

验

件

＞1.5 (CD)

风量测量装置

AB=出口尺寸

CD=进口尺寸

进口静压测量标准风管

0.5 (CD)

出口静压测量标准风管

＞
2
.
5

(
A
B
)

图 B.4　试验件出口和进口静压测量标准风管

3) 应避免在吸入口和吹出口的连接部、标准风管的本体、以及与风量测量装置连接部存在

空气泄漏。

4) 当标准风管出口连接到一个风室，并在风室内控制静压时，可以在标准风管出口设置一

个活动风门用于调整风管内的静压。

b) 对于有多个风机和吹出口的试验件：

1) 吹出口测量机外静压的标准风管的数目按照表 B.1。

2) 按照 B.2.a)制作每根测量机外静压的标准风管。当标准风管数量≥2时，应把所有标准

风管接到同一个风室上，在风室内控制静压；另外，每根标准风管出口应设置活动风门

用于调整每根风管内的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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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静压测量用的标准风管根数

试验件风管法兰 测量用的标准风管根数

在每个吹出口都带有法兰的场合

试验件

b

a
d

c

<2 根>

 风管尺寸 a×b

 风管尺寸 c×d

分别制作。分别安装图 B.3所示的取压口和

静压环。

在一个法兰上汇集有数个吹出口的场合

试验件

a

b

<1根>

 风管尺寸 a×b

安装图 B.3所示的取压口和静压环。

单独和全体都带有法兰的场合

试验件

a

b

c d

<2根>

 风管尺寸 b×c

 风管尺寸 b×d

分别制作。分别安装图 B.3所示的取压口和

静压环。

B.3　空气调节器(机)室内机多个吊顶式试验件的场合

空气调节器（机）室内机多个吊顶式试验件：

a) 在安装多个吊顶式试验件时参照图 B.5。

b) 试验件 2台设置在标准风室开口部的中心，将试验件的空气吹出部分插入到标准风室内。这

时，试验件要插入到对空气吹出部分吹出的气流没有影响的位置。（参照图 B.5）

c) 2台试验件的高低差要在 500mm以下，设置在不影响各个吸进口的位置。空气取样器 2台各

设置一个，在途中合流。

d) 标准风室的开口部分和试验件之间用保温板隔开，不要让空气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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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

静压0.0Pa

温度和湿度取样点

温度和湿度取样点

温度和湿度测量装置

试验件

试验件

图 B.5　多个室内机与标准风室的安装方式

B.4　空气调节器室外机的场合

空气调节器室外机的形式：

a) 横吹式：

1) 安装横吹型试验件时。(图 B.6)

2) 试验件设置在标准风室的中心，将试验件的空气吹出部分插入标准风室内。

3) 标准风室的开口部分和试验件之间用保温板隔开，不要让空气泄漏。

b) 上吹式：

1) 试验件设置在上吹用辅助风室的中心，将试验件的空气吹出部分插入辅助风室内。(图

B.6)

2) 标准风室的开口部分和试验件之间用保温板隔开，不要让空气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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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横吹式标准风室 2.上吹式辅助风室

管壁取压口×4

图 B.6　室外机用标准风室和辅助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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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风量的计算

C.1　通过单个喷嘴的风量：通过单个喷嘴的体积流量按公式(C.1)-(C.3)进行计算：

𝑞𝑣𝑖,𝑗 = 𝑌𝐶𝑑,𝑗𝐴𝑛,𝑗 2∆𝑝𝑛𝑣 '
𝑛 .................................(C.1)

𝑌 = 0.452 + 0.548(1 ‒
∆𝑝𝑛 × 10 ‒ 3

𝑝𝑛
)
.............................(C.2)

𝐴𝑛,𝑗 =
π𝐷 2

𝑛,𝑗
4 ......................................(C.3)

式中：

𝑌 ——膨胀系数

𝑞𝑣𝑖,𝑗 ——通过第 j个喷嘴的容积风量，m3/s

𝐶𝑑,𝑗 ——第 j个喷嘴的流量系数

∆𝑝𝑛 ——喷嘴前后的静压差，Pa

𝑝𝑛 ——喷嘴前的空气压力，kPa

𝐷𝑛,𝑗 ——第 j个喷嘴的直径，m

𝐴𝑛,𝑗 ——第 j个喷嘴的面积，m2

C.2　总风量：当总共有n个喷嘴时，总风量按公式(C.4)进行计算：

𝑞𝑛 =
𝑛

∑
𝑗 = 1

𝑞𝑣𝑖,𝑗
......................................(C.4)

C.3　流量系数

C.3.1　流量系数𝐶𝑑,𝑗概述

流量系数𝐶𝑑,𝑗可通过下面方法确定。

C.3.2　迭代计算法，按公式(C.5)-(C.8)进行计算：

𝐶𝑑,𝑗 = 0.9986 ‒ 7.006
𝑅𝑒𝑗

+ 134.6
𝑅𝑒𝑗 ...............................(C.5)

𝑅𝑒𝑗 =
𝑉𝑎,𝑗𝐷𝑛,𝑗

μ𝑣 '
𝑛 ......................................(C.6)

𝑉𝑎,𝑗 = 𝑌𝐶𝑑,𝑗 2∆𝑝𝑛𝑣 '
𝑛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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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 (17.23 + 0.048𝑡𝑎𝑛) × 10 ‒ 6
..............................(C.8)

式中： 
𝑅𝑒𝑗 ——第 j个喷嘴的雷诺数

𝑉𝑎,𝑗 ——第 j个喷嘴处空气的流速，m/s

μ ——空气的动力粘度，Pa·s

𝑡𝑎𝑛 ——喷嘴前空气的干球温度，℃

根据公式(C.5)-(C.8)，通过迭代计算的方法确定𝐶𝑑,𝑗。具体迭代计算步骤见文献[2]。

C.4　标准风量

𝑞𝑎 =
𝑞𝑛

1.20𝑣𝑛 ......................................(C.9)

式中： 
𝑣𝑛 ——喷嘴前干空气比容，m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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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湿空气的物性计算

D.1　饱和水蒸气分压

饱和水蒸气分压：

a) 根据温度计算，

1) 对于干球温度𝑡，

𝑝𝑤𝑠 = 10𝐵1
.......................................(D.1)

式中，

𝐵1 =‒ 7.90298(𝐴1 ‒ 1) + 5.02808lg (𝐴1) ‒ 1.3816 × 10 ‒ 7(10
11.344(1 ‒ 1

𝐴1) ‒ 1)
+ 8.1328 × 10 ‒ 3(10 ‒ 3.49149(𝐴1 ‒ 1) ‒ 1) + 𝑙𝑔(101.325).................................(D.2)
其中，lg为以10为底的对数式， 𝐴1 = 373.15/(273.15 + 𝑡)

2) 对于露点温度𝑡𝑑，

𝑝𝑤 = 10𝐵2
.......................................(D.3)

式中，

𝐵2 =‒ 7.90298(𝐴2 ‒ 1) + 5.02808lg (𝐴2) ‒ 1.3816 × 10 ‒ 7(10
11.344(1 ‒ 1

𝐴2) ‒ 1)
+ 8.1328 × 10 ‒ 3(10 ‒ 3.49149(𝐴2 ‒ 1) ‒ 1) + 𝑙𝑔(101.325).................................(D.4)
其中，lg为以10为底的对数式，𝐴2 = 373.15/(273.15 + 𝑡𝑑)

3) 对于湿球温度𝑡 ∗
，

𝑝 ∗
𝑤𝑠 = 10𝐵3

.......................................(D.5)

式中，

𝐵3 =‒ 7.90298(𝐴3 ‒ 1) + 5.02808lg (𝐴3) ‒ 1.3816 × 10 ‒ 7(10
11.344(1 ‒ 1

𝐴3) ‒ 1)
           + 8.1328 × 10 ‒ 3(10 ‒ 3.49149(𝐴3 ‒ 1) ‒ 1) + 𝑙𝑔(101.325) ............................(D.6)

其中，lg为以10为底的对数式，𝐴3 = 373.15/(273.15 + 𝑡 ∗ )

b) 根据含湿量计算，
𝑝𝑤 = 𝑝 ∙ 𝑊/(0.62198 + 𝑊) ................................(D.7)

D.2　露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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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点温度：

a) 𝑡𝑑>0℃

𝑡𝑑 = 6.54 + 14.256[ln (𝑝𝑤)] + 0.7389[ln (𝑝𝑤)]2 + 0.09486[ln (𝑝𝑤)]3 + 0.4569(𝑝𝑤)0.1984
........(D.8)

b) 𝑡𝑑 ≤ 0℃

𝑡𝑑 = 6.09 + 12.608[ln (𝑝𝑤)] + 0.4959[ln (𝑝𝑤)]2
........................(D.9)

D.3　水蒸气分压、含湿量

𝑊 = 0.62198𝑝𝑤/(𝑝 ‒ 𝑝𝑤) ................................(D.10)

𝑊 ∗
𝑠 = 0.62198𝑝 ∗

𝑤𝑠/(𝑝 ‒ 𝑝 ∗
𝑤𝑠) ..............................(D.11)

𝑊 = [(2501 ‒ 2.381𝑡 ∗ )𝑊 ∗
𝑠 ‒ (𝑡 ‒ 𝑡 ∗ )]/(2501 + 1.805𝑡 ‒ 4.186𝑡 ∗ ) ...............(D.12)

D.4　相对湿度

∅ = 100𝑝𝑤/𝑝𝑤𝑠 ....................................(D.13)

D.5　空气比容

a) 干空气比容：
𝑣 = 0.287055(𝑡 + 273.15)/(𝑝 ‒ 𝑝𝑤)............................(D.14)

b) 湿空气比容：

𝑣' = 𝑣/(1 + 𝑊) ....................................(D.15)

D.6　比焓

ℎ = 1006𝑡 + 1000𝑊(2501 + 1.805𝑡) ...........................(D.16)

D.7　定压比热

𝐶𝑝𝑎 = 1006 + 1805𝑊 .................................(D.17)

D.8　湿空气物性计算流程

湿空气物性计算：

a) 已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和大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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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参数 使用的计算公式 备注
𝑝 *𝑤𝑠 D.5 根据𝑡 ∗

，计算𝑡 ∗
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

𝑊 ∗
𝑠 D.11 用𝑝 ∗

𝑤𝑠

𝑊 D.12
𝑝𝑤𝑠 D.1 根据𝑡，计算𝑡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
𝑝𝑤 D.7 用𝑊

∅ D.13 用𝑝𝑤、𝑝𝑤𝑠

𝑣 D.14
ℎ D.16

𝑡𝑑 D.8 或 D.9 　

b) 已知干球温度、露点温度和大气压

计算参数 使用的计算公式 备注
𝑝𝑤 = 𝑝𝑤𝑠(𝑡𝑑) D.3 根据𝑡𝑑，计算𝑡𝑑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

𝑊 D.10
𝑝𝑤𝑠 D.1 根据𝑡，计算𝑡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
𝑝𝑤 D.7 用𝑊

∅ D.13 用𝑝𝑤、𝑝𝑤𝑠

𝑣 D.14
ℎ D.16

𝑡 ∗
D.11 和 D.12，通过 D.5

用公式迭代计算，使𝑡 ∗
偏差小于一个值，

从而获得最终值

c) 已知干球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

计算参数 使用的计算公式 备注
𝑝𝑤𝑠 D.1 根据𝑡，计算𝑡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
𝑝𝑤 D.13 用𝑝𝑤𝑠、∅
𝑊 D.10
𝑣 D.14
ℎ D.16

𝑡𝑑 D.8或 D.9

𝑡 ∗
D.11 和 D.12，通过 D.5

用公式迭代计算，使𝑡 ∗
偏差小于一个值，

从而获得最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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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风量测量装置密封性检验方法

E.1　概要

对于风量测量装置，其泄漏量是决定此风量测量准确性的重要指标，是作为衡量此风量测量装置

安装制造水平的重要参考。

当试验件在风量测量装置上游时，需对从试验件到喷嘴上游的所有管道（包括喷嘴安装板）进行

泄漏量测量；当试验件在风量测量装置下游时，需对从喷嘴下游到试验件的所有管道（包括喷嘴安装

板）进行泄漏量测量。

依据所测管道内在进行性能试验时的压力范围，进行正压1或负压1检漏。

当风量测量装置的本体和试验件连接风道进行检验时，所测试的最大正压或负压都按照制造厂家

的规格。

测量风量泄漏量的方法有很多，这里主要介绍使用流量计来测量风量测量装置泄漏量的方法。

E.2　测试流程

测试流程如下：

a) 当风量测量装置在试验件下游时，按图 E.1连接测试装置，并将所有开口及喷嘴密封妥当。

当风量测量装置在试验件上游时，按图 E.2连接测试装置，并将所有开口及喷嘴密封妥当。

b) 正压测试采用空压机或风机，将被测箱体内的气压升至所需的测试压力；调节空压机的吐气

量或风机的风量，使得箱体内的压力维持在 E.1规定的测试压力。负压测试采用风机，将被

测箱体内的气压降至所需的测试压力；调节风机的风量，使得箱体内的压力维持在 E.1规定

的测试压力。

c) 待进气量和泄漏量达到平衡后，记录下此时流量计的读数，即为该测试压力下的风量测量装

置的泄漏量。

d) 在测得一系列不同压力下的泄漏量后，可以得到如图 E.3风量测量装置泄漏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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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4

3

1、 风机2、空压机3  2、调节阀3 3、压力表 4、风量测量装置 5、流量计

图 E.1　出口侧装置风量测量装置检漏工艺图

1

2

5

4

3

1、 风机2、空压机3  2、调节阀3 3、压力表 4、风量测量装置 5、流量计

图 E.2　进口侧装置风量测量装置检漏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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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泄

漏

量

图 E.3　风量测量装置泄漏量曲线

注1：本附录内容所指的正、负压，均为风量测量装置内部压力减大气压力；

注2：如果使用风机作为动力源，可使用变频器来调节风量；

注3：如果使用空压机作为动力源，可使用调节阀来调节吐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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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电热标定装置检验

F.1　概要

为确认空气焓值法试验装置的测量准确性是否满足空气调节器（机）或空气热交换器的性能试验

的要求，一般采用电热标定装置试验来检验；

F.2　电热标定装置

电热标定装置的构造和保温应使其向试验房间的辐射和热传导热损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电热标

定装置代替试验件连接到测量连接风道上。电热标定装置的一种推荐构造如图F.1所示。

电阻加热器

限制向管壁辐射的防护屏

防护层和隔热层间

的空气层

将此面与测量风道

连接，以代替试验

件，其形状应与配

接风道相适应

气流

气

流
隔热管

隔热反射表面

辐射防护屏

C-C

A-AB-B

AA

CC

B

B
电气接线柱

图 F.1　电热标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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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如下：

a) 将上述装置，替代被试件，与测量连接风道相接，并将所有连接接口密封、保温妥当；

b) 电热标定装置进口空气干球温度设定为 20℃。流经标定装置的风量宜至少采用三个风量 1分

别进行检验。标定装置的输入功率 2应与风量对应，使得空气温升在(15～20)℃。

c) 调节空气进口干球温度、流经电热标定装置的风量以及输入电热标定装置的功率达到设定工

况，并且在正文表 2规定的控制准确度范围内。

d) 依据正文 6.3.1进行数据采集，计算并记录电热标定装置输入热量∅𝑟𝑖和输出热量∅𝑟𝑜。
∅𝑟𝑖 = 𝑃𝑟 ........................................(F.1)

式中：
∅𝑟𝑖——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入热量，W；
𝑃𝑟——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入功率，W。

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出热量∅𝑟𝑜按正文计算公式（6）进行计算。

e) 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入热量与测得的输出热量应满足|∅𝑟𝑖 ‒ ∅𝑟𝑜|/∅𝑟𝑖 ≤ 3%，则认为试验装置是合

格的。

注1：风量设定值应根据试验装置的设计范围确定，风量应至少取3个工况点，分别为最大试验件风量的90%，最小试验

件风量的110%，以及最大试验件风量和最小试验件风量的中间值。

注2：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出功率可以通过调节输入电压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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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公式中使用的符号定义

𝐴𝑛,𝑗 ——第 j个喷嘴的面积，m2

𝐶𝑑,𝑗 ——第 j个喷嘴的流量系数

𝐶𝑝𝑎 ——空气的比热容，J/(kg·K)（干）

𝐷𝑛,𝑗 ——第 j个喷嘴的直径，m

ℎ ——比焓，kJ/kg（干）

ℎ𝑎1 ——试验件室内侧进口空气的焓值，J/kg（干）

ℎ𝑎2 ——试验件室内侧出口空气的焓值，J/kg（干）

ℎ𝑎3 ——试验件室外侧进口空气的焓值，J/kg（干）

ℎ𝑎4 ——试验件室外侧出口空气的焓值，J/kg（干）

ℎ ∗
𝑖 ——试验件进口焓，℃

ℎ ∗
𝑜 ——试验件出口焓，℃

𝐾1 ——2.5004106（此值为 0℃时的水的蒸发潜热），J/kg

𝐾𝑖 ——室内侧连接风道的漏热系数，W/℃

𝐾𝑜 ——室外侧连接风道的漏热系数，W/℃

𝑃𝑟 ——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入功率，W

𝑃𝑡 ——试验件的总输入功率，W

𝑝 ——温度和湿度测量处大气压，kPa

𝑝𝑛 ——喷嘴前的空气压力，kPa

𝑝𝑤𝑠 ——干球温度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kPa

𝑝𝑤 ——露点温度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即水蒸气分压，kPa

𝑝 *𝑤𝑠 ——湿球温度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kPa

𝑞𝑎 ——标准空气的风量，m3/s

𝑞𝑛 ——喷嘴处总的容积风量，m3/s

𝑞𝑣𝑖 ——试验件室内侧喷嘴处的容积风量，m3/s

𝑞𝑣𝑖,𝑗 ——通过第 j个喷嘴的容积风量，m3/s

𝑞𝑣𝑜 ——试验件室外侧喷嘴处的容积风量，m3/s

𝑅𝑒𝑗 ——第 j个喷嘴的雷诺数

𝑡 ——干球温度，℃

𝑡𝑎1 ——试验件室内侧进口空气的温度，℃

𝑡𝑎2 ——试验件室内侧出口空气的温度，℃

𝑡𝑎3 ——试验件室外侧进口空气的温度，℃

𝑡𝑎4 ——试验件室外侧出口空气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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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𝑎𝑛 ——喷嘴前空气的干球温度，℃

𝑡𝑑 ——露点温度，℃

𝑡 ∗
——湿球温度，℃

𝑡𝑖 ——试验件进口干球温度，℃

𝑡𝑜 ——试验件出口干球温度，℃

𝑣 ——干空气比容，m3/kg

𝑣'
——湿空气比容，m3/kg

𝑣𝑛 ——喷嘴前干空气比容，m3/kg

𝑣 '
𝑛 ——喷嘴前湿空气比容，m3/kg

𝑉𝑎,𝑗 ——第 j个喷嘴处空气的流速，m/s

𝑊 ——含湿量，kg/kg(干)

𝑊 ∗
𝑠 ——湿球温度对应的饱和含湿量，kg/kg(干)

𝑊𝑛 ——喷嘴前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

𝑊𝑖1 ——试验件室内侧进口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

𝑊𝑖2 ——试验件室内侧出口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

𝑌 ——膨胀系数

∅ ——相对湿度，%

∅ℎ𝑖 ——室内侧测量的总制热量，W

∅ℎ𝑜 ——室外侧测量的总制热量，W

∅𝑟𝑖 ——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入热量，W

∅𝑟𝑜 ——电热标定装置的输出热量，W

∅𝑡𝑐𝑖 ——室内侧测量的总制冷量，W

∅𝑡𝑐𝑜 ——室外侧测量的总制冷量，W

∅𝑠𝑐𝑖 ——显冷量（室内侧），W

∅𝑙𝑐𝑖 ——潜冷量（室内侧），W

μ ——空气的动力粘度，Pa·s

∆𝑝𝑛 ——喷嘴前后的静压差，Pa

∆∅𝑖 ——室内侧连接风道的漏热量，W

∆∅𝑜 ——室外侧连接风道的漏热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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