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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规范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的能源效率计量

检测工作,依据JJF1261.1—2017 《用能产品能源效率计量检测规则》的要求,制定本

规范。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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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机组能源效率

计量检测规则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 (以下简称 “冷水

机组”)的能源效率的计量要求、计量检测程序、计量检测方法、计量检测结果判定准

则和检测报告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监督检测,委托检测可参考本规范进行。生产

和销售冷水机组的单位亦可参照本规范进行检测。
接受检测的冷水机组应是生产者自检合格的产品,或者是销售者进口、销售的

商品。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261.1—2017 用能产品能源效率计量检测规则

GB/T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 (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10870—2014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

GB/T18430.1—2007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 第1部分:工业或商业

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 (热泵)机组

GB/T18430.2—2016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 第2部分:户用及类似

用途的冷水 (热泵)机组

GB19577—2015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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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术语和计量单位适用于本规范。

3.1 制冷量 ratedtotalrefigeratingcapacity
单位时间内制冷剂在机组蒸发器中从冷水处吸取的热量,即冷水质量流量乘以蒸发

器进、出口冷水比焓之差的积,计量单位为kW。

3.2 消耗总电功率 ratedtotalgrosselectricpower
在规定的制冷 (热)能力试验条件下,机组运行时所消耗的输入功率的总和。计量

单位为kW。
注:

1 消耗总电功率包括压缩机电动机、油泵电动机、电加热器和操作控制电路等的输入功率。

2 对于风冷式机组,消耗总电功率还包括冷却风机功率;对于蒸发冷却式机组,总输入功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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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淋水装置水泵功率及冷却风机功率。

3.3 性能系数 (COP) coefficientofperformance
在规定的制冷 (热)能力试验条件下,机组制冷 (热)量与制冷 (热)消耗总电功

率之比,计量单位为kW/kW。

3.4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integratedpartloadvalue
用一个 单 一 数 值 表 示 的 空 气 调 节 用 冷 水 机 组 的 部 分 负 荷 效 率 指 标,基 于

GB/T18430.1—2007、GB/T18430.2—2016以及JB/T12323—2015标准中规定的

IPLV工况下冷水机组部分负荷的性能系数值,按冷水机组在特定负荷下运行时间的加

权因素,通过式 (1)计算获得:

IPLV=2.3%×A+41.5%×B+46.1%×C+10.1%×D (1)
式中:

A ———10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COP,kW/kW;

B ———7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COP,kW/kW;

C ———5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COP,kW/kW;

D ———2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COP,kW/kW;
注:

1 部分负荷百分数计算基准是指名义制冷量。

2 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代表了平均的单台冷水机组的运行工况,可能不代表一个特有的工

程安装实例。

3.5 能效限定值 theminimumallowablevaluesofenergy
在名义制冷工况条件下,冷水机组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性能系数 (IPLV)

的最小允许值。

3.6 能效等级 energyefficiencygrade
冷水机组能效等级依据性能系数 (COP)、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的大小

确定,依次分为1、2、3三个等级,1级表示能源效率最高。

3.7 液体载冷剂法 liquidsecondaryrefrigeranttestmethod
一种测定冷水机组制冷、制热能力的测量方法,它对冷水机组冷 (热)水侧的进水

参数、出水参数以及水流量进行测量,用测出的水流量与进、出口水的比焓之差的乘积

确定冷水机组的制冷、制热能力。

4 概述

冷水机组是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的产品,是一种通过电动机驱动采用蒸气压缩制

冷循环原理的设备。该设备按制冷运行的放热侧热交换方式可以分为水冷式 (水热源)、
风冷式 (空气热源)和蒸发冷却式三种形式。

5 计量要求

5.1 能源效率标识标注

冷水机组的显著位置应正确使用能源效率标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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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机组的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信息应包括生产者名称 (或简称)、规格型号、能

效等级、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性能系数、制冷量 (kW)、消耗总电功率 (kW)、依

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能效信息码和能效 “领跑者”信息等。
能源效率标识的样式应符合冷水机组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要求,计量单位的标注应

符合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要求。
注:能效 “领跑者”信息仅针对列入国家能效 “领跑者”目录的产品。

5.2 能效指标 (能源消耗量)

5.2.1 制冷量

制冷量应符合GB/T18430.1—2007、GB/T18430.2—2016的要求,其实测值应

不小于标注值的95%。

5.2.2 制冷消耗总电功率

制冷消耗总电功率应符合 GB/T18430.1—2007、GB/T18430.2—2016的要求,
其实测值应不大于标注值的110%。

5.2.3 性能系数 (COP)、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标识的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应

符合GB19577—2015对能效限定值的要求,即表1、表2中能效等级3级对应的最小

值。冷水机组能源效率标识的性能系数 (COP)或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标

注值应在表1或表2中能效等级对应的指标规定值范围内。冷水机组能源效率标识的性

能系数 (COP)或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实测值应不小于能效限定值,且性

能系数 (COP)或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实测值应不小于其标注值的92%。
表1 能效等级指标 (以IPLV划分等级)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kW

能效等级

1 2 3
(IPLV)

W/W

(IPLV)

W/W

(COP)

W/W

(IPLV)

W/W
风冷式或蒸

发冷却式

CC≤50 3.80 3.60 2.50 2.80

CC>50 4.00 3.70 2.70 2.90

水冷式

CC≤528 7.20 6.30 4.20 5.00

528<CC≤1163 7.50 7.00 4.70 5.50

CC>1163 8.10 7.60 5.20 5.90

表2 能效等级指标 (以COP划分等级)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kW

能效等级

1 2 3
(COP)

W/W

(COP)

W/W

(COP)

W/W

(IPLV)

W/W
风冷式或蒸

发冷却式

CC≤50 3.20 3.00 2.50 2.80

CC>50 3.40 3.20 2.70 2.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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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kW

能效等级

1 2 3
(COP)

W/W

(COP)

W/W

(COP)

W/W

(IPLV)

W/W

水冷式

CC≤528 5.60 5.30 4.20 5.00

528<CC≤1163 6.00 5.60 4.70 5.50

CC>1163 6.30 5.80 5.20 5.90

5.3 能效等级

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能效等级应符合GB19577—2015对能效等级的要求。冷水机

组的能效等级指标见表1或表2。
根据性能系数 (COP)或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实测值确定的能效等级

应不低于标注的能效等级,且另一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或制冷性能系数

(COP)应不低于相应制冷量对应的能效限定值。

6 检测条件

6.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5~35)℃;
相对湿度:10%~75%;
大气压力:(86~106)kPa。

6.2 测量设备

6.2.1 液体载冷剂法能源效率测量装置

液体载冷剂法能源效率测量装置应符合GB/T10870—2014的有关要求并满足样本

测量需求,液体载冷剂法能源效率测量装置应具有有效的检定、校准证书。
测量用仪器仪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仪器仪表的技术要求

类别 推荐的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温度测量仪表 1~60 ±0.1℃

流量测量仪表 ——— 测量值的±1%

电量测量仪表
600V/20A 功率计:0.5级

——— 互感器:0.2级

时间测量仪表 0~24h 测量值的±0.2%

大气压力 (86~106)kPa 大气压力读数的±1%

6.3 温度和流量的测量值允差

测量周期内,温度和流量的测量值应满足表4的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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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制冷量试验工况参数的读数允差

最大允许偏差

(平均值)
最大允许偏差

(瞬时值)

使用侧 冷、热水
水流量/(m3/h) ±5% ———

出口水温/℃ ±0.3 ±0.5

热源侧

水冷式

风冷式

蒸发冷却式

进口水温/℃ ±0.3 ±0.5

水流量/(m3/h) ±5% ———

进风干球温度/℃ ±0.5 ———

进风湿球温度/℃ ——— ———

进风干球温度/℃ ±1.0 ———

进风湿球温度/℃ ±0.5 ———

6.4 测量不确定度

6.4.1 制冷量计量检测结果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1.6% (k=2)。
6.4.2 消耗总电功率计量检测结果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0.6% (k=2)。
6.4.3 性能系数 (COP)计量检测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1.7% (k=2)。
6.4.4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检测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2.0% (k=2)。

7 检测项目和方法

7.1 抽样原则

冷水机组的计量检测样本应在生产者自检合格的产品或者是销售领域的商品中随机

抽取。
对检测批计量检测的,按GB/T2829—2002中一次抽样方案抽取样本。在生产企

业成品仓库内或生产线末端抽样时,批量原则上应不少于10台。随机抽样的样本量

4台,其中2台用于检测,另2台用作备用样本。
对样本计量检测的,在生产企业成品仓库内或生产线末端抽样时,批量可少于

10台。随机抽样的样本量为2台,其中1台用于检测,另1台用作备用样本。在销售领

域抽样时,批量应不少于2台,抽样的样本量为2台,其中1台用于检测,另1台用作

备用样本。抽样时应填写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抽样单 (抽样单格式见附录D)。

7.2 样本检测

7.2.1 标识标注的检查

根据5.1的要求对冷水机组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进行检查。

7.2.2 能效指标 (能源消耗量)检测

7.2.2.1 测量准备

a)被试冷水机组应在额 定 频 率、额 定 电 压 下 运 行,其 频 率 偏 差 值 应 不 大 于

±0.5Hz、电压偏差值应不大于±5%。

b)被试冷水机组应按生产厂规定的方法进行安装,并且不应进行影响制冷量的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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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改装。

c)冷水机组使用水质应满足有关要求。

d)排除冷水机组制冷系统内的不凝性气体,并确认没有制冷剂的泄漏。

e)冷水机组制冷 (热)系统内应有足够的制冷剂 (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制冷剂

为混合工质的应保证其组分及构成,压缩机内应保持正常运转用润滑油量。

f)风冷式和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的试验环境应充分宽敞,距离冷水机组0.5m处

的空气流速应不大于2m/s。

g)试验用的测量设备和仪器仪表不应妨碍冷水机组的正常运转和操作。

7.2.2.2 测量方法

制冷量和消耗总电功率的测量应按照本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本规范没有规定的按

GB/T10870—2014规定的方法进行。

a)制冷量

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在表5规定的额定制冷工况条件下测量冷水机组制冷量,
计量单位为kW。

制冷量测量须在表5工况条件稳定运行60min后进行采集,每5min测量1组

数据,每一个数据点的采集周期不应超过10s,至少采集7组数据,取其平均值作

为实测值。在测量开始前允许压力、温度、流量和液面做微小的调节,测量开始后

不允许对冷水机组做任何调节,所有记录的测量数据应满足 GB/T18430.1—2007、

GB/T18430.2—2016的规定。
表5 制冷工况条件 ℃

项目 制冷名义工况

使用侧 冷水
水流量/[m3/(h·kW)] 0.172

出口水温/℃ 7

热源侧

水冷式

风冷式

蒸发冷却式

进口水温/℃ 30

水流量/[m3/(h·kW)] 0.215

进风干球温度/℃ 35

进风湿球温度/℃ ———

进风干球温度/℃ 35

进风湿球温度/℃ 24

b)消耗总电功率

按7.2.2.2a)规定的方法,在测量制冷量的同时测量消耗总电功率,计量单位

为kW。

c)性能系数 (COP)
由7.2.2.2a)求得的制冷量 (Qn)和消耗总电功率 (N0)按式 (2)计算,计量

单位为kW/kW: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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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Qn/N0 (2)
式中:

COP———制冷性能系数;

Qn ———制冷量;

N0 ———制冷消耗总电功率。

d)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试验方法依据GB/T18430.1—2007中6.3.3和

GB/T18430.2—2016中6.3.6的规定,工况条件见表6。
表6 部分负荷工况条件

名称 IPLV

蒸发器

100%负荷出水温度/℃

0%负荷出水温度/℃

水流量/[m3/(h·kW)]

污垢系数/(m2·h/kW)

7

0.172

0.018

水冷式冷凝器

100%负荷进水温度/℃ 30

75%负荷进水温度/℃ 26

50%负荷进水温度/℃ 23

25%负荷进水温度/℃ 19

水流量/[m3/(h·kW)] 0.215

污垢系数/(m2·h/kW) 0.044

风冷式冷凝器

100%负荷进风干球温度/℃ 35

75%负荷进风干球温度/℃ 31.5

50%负荷进风干球温度/℃ 28

25%负荷进风干球温度/℃ 24.5

污垢系数/(m2·h/kW) 0

蒸发式冷凝器

100%负荷进风干球温度/℃ 35

100%负荷进风湿球温度/℃ 24

75%负荷进风干球温度/℃ 31.5

75%负荷进风湿球温度/℃ 21.9

50%负荷进风干球温度/℃ 28

50%负荷进风湿球温度/℃ 19.8

25%负荷进风干球温度/℃ 24.5

25%负荷进风湿球温度/℃ 17.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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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能效等级的确定

根据7.2.2规定的试验方法给出的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的实测值,按5.3的要求确定能效等级。
注:用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的实测值确定能效等级时,应考虑

计量检测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7.3 原始记录

计量检测的原始记录应包含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所要求的必要信息,记录中

列出的项目应准确填写。观测结果、数据和计算应在检测时予以记录。记录应包括主检

人员和校核人员的签名 (原始记录格式见附录E)。

7.4 数据处理

按本规范规定的计量检测要求测量和计算冷水机组的制冷量、消耗总电功率、性能

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按以下要求进行数据修约:

a)制冷量保留3位小数,计量单位为kW;

b)消耗总电功率保留3位小数,计量单位为kW;

c)性能系数 (COP)保留2位小数,计量单位为kW/kW;

d)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保留2位小数,计量单位为kW/kW。

8 检测结果

8.1 能效指标 (能源消耗量)计量检测结果合格判据

8.1.1 合格判据原则

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的计量检测结果的合格判定

考虑测量不确定度的影响,其合格判定采用宽限判据原则。采用宽限判据时,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的标注值 (下限值、上限值、限定值)有效

位数按增加一位处理。制冷量、消耗总电功率不考虑测量不确定度的影响。

8.1.2 合格判据

8.1.2.1 制冷量

制冷量计量检测结果的合格判定不考虑测量不确定度U (Qne)(k=2)的影响,位

于下述区间的判定为合格:

Qne,m≥Qne×95%
式中:

Qne,m———制冷量实测值,kW;

Qne ———制冷量标注值,kW。

8.1.2.2 消耗总电功率

消耗总电功率计量检测结果的合格判定不考虑测量不确定度U (P0)的影响,位

于下述区间的判定为合格:

P0,m≤P0×110%
式中:

P0,m———消耗总电功率实测值,kW;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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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 ———消耗总电功率标注值,kW。

8.1.2.3 性能系数 (COP)、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计量检测结果的合格判定考

虑测量不确定度U(COPm)(k=2)和U (IPLV)(k=2)的影响,实测值位于下述区

间的判定为合格:

a)COPh>COP≥COPl且IPLVh>IPLV≥IPLVl
b)COPm≥COPl-U (COPm)且IPLVm≥IPLVl-U (IPLV)

c)COPm≥COPmin-U (COPm)且IPLVm≥IPLVmin-U (IPLV)

d)COPm≥COP×92%或IPLVm≥IPLV×92%
式中:

COP  ———性能系数 (COP)标注值,kW/kW;

COPl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性能系数 (COP)取值范围下限值,kW/kW;

COPh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性能系数 (COP)取值范围上限值,kW/kW;

COPm ———性能系数 (COP)实测值,kW/kW;

COPmin ———性能系数 (COP)限定值,kW/kW;

U(COPm)———性能系数 (COP)测量不确定度,kW/kW;

IPLV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标注值,kW/kW;

IPLVl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取值范围下

限值,kW/kW;

IPLVh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取值范围上

限值,kW/kW;

IPLVm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实测值,kW/kW;

IPLVmin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限定值,kW/kW;

U(IPLV)———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测量不确定度,kW/kW。

8.2 检测结果判定准则

8.2.1 能源效率标识标注判定准则

能源效率标识标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判定为标注不合格:

a)未在冷水机组的显著位置正确使用能源效率标识的;

b)未按规定的标识样式和内容进行标注的;

c)未按规定要求正确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

8.2.2 能效指标 (能源消耗量)判定准则

8.2.2.1 制冷量判定准则

制冷量标注值和实测值不符合8.1.2.1规定的,判定为制冷量不合格。

8.2.2.2 消耗总电功率判定准则

消耗总功率实测值不符合8.1.2.2规定的,判定为消耗总电功率不合格。

8.2.2.3 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评定准则

性能系数 (COP)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的标注值和实测值不符合

8.1.2.3规定的,判定为性能系数 (COP)和/或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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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8.2.3 能效等级判定准则

能效等级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判定为能效等级不合格:

a)标注的能效等级不符合5.3对能效等级要求的;

b)根据性能系数 (COP)或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确定的能效等级低于

标注的能效等级的。

8.2.4 检测判定准则

根据GB/T2829—2002,取不合格质量水平RQL=40,判别水平Ⅰ,选择一次抽

样方案,确定合格判定数Ac=0,不合格判定数Re=1。2个检测样本中有1个不合格

的,判定为检测批不合格。

8.2.5 备用样本检测

当样本检测不合格时,允许对备用样本进行检测,检测结论按备用样本检测结果做出。

8.3 检测报告

应准确、客观和规范地报告检测结果,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包括足够的信

息,报告中的结论应按8.2检测结果判定准则的规定出具。检测报告应由主检人员、审

核人员和批准人员签名 (检测报告格式见附录F)。

8.3.1 检测报告中的总体结论应根据检测结果并按下列情况给出:

a)能源效率标识标注,制冷量、消耗总电功率、性能系数 (COP)、综合部分负荷

性能系数 (IPLV)以及能效等级均为合格的,总体结论判定为合格;

b)能源效率标识标注,制冷量、消耗总电功率、性能系数 (COP)、综合部分负

荷性能系数 (IPLV)以及能效等级有不合格的,总体结论判为不合格,但应分别标出

合格项和不合格项。

8.3.2 检测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标题;

b)检测机构名称和地址;

c)报告的唯一性标识,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d)受检单位、生产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e)被测样本的描述;

f)进行检测的日期,被测样本的接收日期;

g)样本的来源,如抽样、送样等;

h)检测依据的技术规范;

i)检测所用的测量仪器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j)检测结论 (检测批、样本);

k)检测环境的描述;

l)检测结果及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m)检测执行人员、报告审核人员和报告批准人员的签名;

n)检测结果仅对样本或检测批有效的声明;

o)未经检测机构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报告的声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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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冷水机组制冷量测量方法

A.1 试验方法———液体载冷剂法

A.1.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A.1所示,在冷水机组使用侧换热器的冷 (热)水进 (出)口处安

装有水量测量装置,进、出口处设置水量调节阀门。
水冷式冷水机组试验时,还应有能提供满足热源侧水温和水流量试验条件的附加装

置;风冷式或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试验时,还应有能提供满足热源侧空气环境温湿度试

验条件的附加装置。

图 A.1 试验装置

1—流量调节阀;2—流量计;3—使用侧换热器;4—温度计

A.2 制冷量计算

冷水机组制冷量按式 (A.1)计算:

Qn=cρqV(t1-t2)+Qc,r (A.1)
对于使用侧换热器水侧进行隔热时,式 (A.1)中的Qc,r可忽略不计;无隔热时,

Qc,r由式 (A.2)确定:

Qc,r=KeAe(ta-te,m) (A.2)
式 (A.1)和式 (A.2)中:

Qn ———主要试验测量的冷水机组制冷量,kW;

c ———平均温度下水的比热容,J/(kg·℃);

ρ ———平均温度下水的密度,kg/m3;

qV ———使用侧冷 (热)水体积流量,m3/s;

t1 ———使用侧冷 (热)水进口温度,℃;

t2 ———使用侧冷 (热)水出口温度,℃;

Qc,r———环境空气传入使用侧换热器水侧的热量修正项,kW;

Ke ——— 使用侧换热器外表面与环境空气之间的传热系数,W/(m2·℃)[可取

Ke=20W/(m2·℃)];

Ae ———使用侧换热器水侧的外表面面积,m2;

ta ———环境空气温度,℃;

te,m———使用侧换热器冷 (热)水进、出口温度的平均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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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制冷量试验规定

A.3.1 水冷式冷水机组性能试验应包括主要试验和校核试验,两者应同时进行测量;
校核试验仅适用于水冷式冷水机组,风冷式和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不做校核试验。

A.3.2 水冷式冷水机组的校核试验与主要试验的试验结果之间的允许偏差应不大于式

(A.3)计算值,并以主要试验的测量结果为计算依据。

σ=10.5-(0.07×FL)+ 833.3
DTFL×FL

æ

è
ç

ö

ø
÷ (A.3)

式中:

σ  ———试验结果的允许偏差,%;

FL ———负荷百分数,%。

DTFL ———使用侧换热器满负荷运行时的进、出水温差,℃。

A.3.3 测量应在冷水机组试验工况稳定1h后进行。在测量开始前允许压力、温度、
流量和液面做微小的调节。测量开始后不允许对冷水机组做任何调节,稳态试验时,每

5min取一组数据,每一个数据点的采集周期不应超过10s,至少采集7组数据作为测

试报告的原始记录。

A.3.4 风冷式和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空气进口温度测量要求按附录B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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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风冷式和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空气进口温度测量

B.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风冷式和蒸发冷却式冷水 (热泵)机组的空气进口温度的测量方法,
同时规定了该类冷水机组试验时,冷水机组空气进口温度分布要求。

B.2 定义

B.2.1 空气取样器

空气取样器是一种空气取样管组件,这种组件通过取样管提取空气,来提供进入风

冷换热盘管的均匀空气样品。

B.2.2 温湿度测定盒

温湿度测定盒是一种与空气取样器连接,用于安装测量空气温度和湿度的探头的

设备。

B.3 一般要求

B.3.1 测试房间和测试装置应合理设计和运行,以保证气流分布足够均匀及与空气充

分混合。

B.4 空气取样器要求

B.4.1 空气取样器用于抽取一份进入风冷换热器盘管的气流均匀样品。典型空气取样

器结构见图B.1。一般用不锈钢、塑料或其他合适的耐久材料制成,其支管应带有适当

间隔的孔,应在远离干管时通过增加孔尺寸来保证在所有孔中提供相同的气流,从而维

持支管和干管中的静压恢复效应。通过取样器孔的设计平均最小速度应为0.75m/s。
该取样器组件应有一个管状接口,用于取样风管连接到取样器和温湿度测定盒上。

mm

图B.1 典型空气取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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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取样器还应配有一套热电偶组,用于测量取样器上气流的平均温度。热电偶组

在每个取样器上应至少有8个测点,这些测点均匀间隔分布在取样器上。较小的冷水机

组若只带有两个取样器,可以接受单独测量8个热电偶点,作为空间分层的确定依据。

B.5 温湿度测定盒要求

温湿度测定盒由一个过流段和抽吸空气通过该过流段的一台风机组成。过流段应配

有两个干球温度探头接口,其中一个用于设备干球温度的测量,另一个通过使用附加的

温度传感器探头对干球温度测量进行确认。过流段还应配有两个湿球温度探头接口,其

中一个用于设备湿球温度的测量,另一个用来通过附加的湿球传感器探头对湿球温度测

量进行确认。温湿度测定盒应包括一台可手动或自动调节的风机,以保持穿过传感器的

空气平均速度。温湿度测定盒的典型配置见图B.2。

图B.2 温湿度测定盒

B.6 试验装置

B.6.1 试验装置中,空气取样器的位置设置应满足下列条件:

a)冷水机组进风口的上流;

b)空气取样器取样管的孔应对着气流方向;

c)空气取样器应设置在距冷水机组0.5m,且放置在进风面换热器中心高度;

d)空气取样器的风管应不接触地坪,以免妨碍空气的流通;

e)冷水机组迎风面长度方向上每隔1.5m对应中心位置处放置一个空气取样器。

B.6.2 在任何情况下应使用至少两个空气取样器,以便评估空气温度的均匀性。

B.6.3 冷水机组的每侧应使用至少一只温湿度测定盒 (对于有三侧的冷水机组,可使

用两只取样器共用一个温湿度测定盒,但对第三侧将需要一个单独的温湿度测定盒)。
对于空气进入冷水机组的侧边和底部的冷水机组,应使用附加的空气取样器,附加空气

取样器的位置设置应满足上述要求。

B.6.4 一个温湿度测定盒最多连接4个空气取样器。应使用经过保温的取样风管将取

样器连接到温湿度测定盒,以防止热量传给气流。

B.6.5 空气取样器和温湿度测定盒的典型配置见图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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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典型试验装置配置

51

JJF1766—2019

学兔兔 www.bzfxw.com 标准下载



附录C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本附录给出液体载冷剂法测量冷水机组的不确定度示例。本示例对一台额定制冷量

为3150kW的水冷冷水机组的能源效率测量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本示例中,其测量原理见附录A。忽略使用侧或热源侧换热器及压缩机至冷凝器段

的辅助设备与环境空气的传递热量的影响。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测量涉及制冷量 (包括部分负荷制冷量)、消耗总电功率 (包括

部分负荷消耗总电功率)、性能系数 (COP)、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等测

量量。

C.1 制冷量测量不确定评定

C.1.1 测量模型

公式 (C.1)给出了液体载冷剂法测量冷水机组制冷量的计算公式:

Qne=ceρeqVe(t1e-t2e) (C.1)
式中:

Qne———主要试验测量的冷水机组制冷量,W;

ce ———平均温度下使用侧水的比热容,J/(kg·℃);

ρe ———平均温度下使用侧水的密度,kg/m3;

qVe———使用侧水的体积流量,m3/s;

t1e ——— 使用侧冷 (热)水进口温度,℃;

t2e ——— 使用侧冷 (热)水出口温度,℃。
由于冷冻水的温度变化很小,可视ce和ρe 为常数。影响冷水机组制冷量的直接测

量量为qVe、t1e、t2e。制冷量与直接测量量的函数关系表达式记作:

Qne=fqVe,t1e,t2e( ) (C.2)
各输入量为独立测量,故测量量之间不相关,根据测量不确定度合成原理,得到合

成不确定度的表达式:

u2cQne( )=u2A Qne( )+ (cqVeuqVe
)[ ]2+ (ct1eut1e)[ ]2+ (ct2eut2e)[ ]2 (C.3)

uc(Qne)  ———主要试验测量的冷水机组制冷量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A Qne( ) ———制冷量重复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cqVe
、ct1e、ct2e———各项灵敏系数。

C.1.2 灵敏系数

a)流量是计算制冷量的测量量,其灵敏系数cqVe
的计算公式为:

cqVe=
∂Qne

∂qVe
=ceρe(t1e-t2e) (C.4)

b)进水温度是计算制冷量的测量量,其灵敏系数ct1e的计算公式为:

ct1e=
∂Qne

∂t1e
=ceρeqVe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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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出水温度是计算制冷量的测量量,其灵敏系数ct2e的计算公式为:

ct2e=
∂Qne

∂t2e
=-ceρeqVe (C.6)

C.1.3 制冷量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C.1.3.1 重复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对额定制冷量为3150kW,消耗总电功率为485kW的水冷冷水机组进行7次独立

重复测量,测量数据见表C.1。
表 C.1 冷水机组制冷量的7次测量数据

序号 Qne/kW

1 3086.381

2 3095.795

3 3094.297

4 3092.409

5 3090.880

6 3089.134

7 3087.308

平均值 3090.886

实验标准偏差 3.517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测量结果,可得制冷量单个测得值的实验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s(Qne)=
1

(m-1)∑
m

j=1

(Qnej -Qne)2 =3.517kW (C.7)

式中:

s(Qne)———主要试验测量的冷水机组制冷量单个测得值的实验标准差;

m ———独立的重复测量总次数,本算例中为7;

j ———独立的重复测量次数; 
Qnej ———主要试验测量的冷水机组制冷量的第j次独立测量值;

Qne ———主要试验测量的冷水机组制冷量的m 次独立测量的平均值。
则主要试验测量的制冷量重复测量 (一次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A Qne( )=s(Qne)=3.517kW (C.8)

C.1.3.2 主要试验的流量qVe
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灵敏系数cqVe=5.684kW/(m3/h),根据校准证书给出的流量计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为1.1%,流量的平均值为543.85m3/h,得到流量计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qVe=
2.99m3/h,主要试验的流量qVe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cqVe uqVe=16.995kW。

C.1.3.3 主要试验的进水温度t1e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灵敏系数ct1e=633.459kW/K,根据校准证书给出的铂热电阻扩展不确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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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K,得到进水温度的标准不确定度ut1e=0.02K,主要试验的进水温度t1e引入的不

确定度分量 ct1e ut1e=12.669kW。

C.1.3.4 主要试验的出水温度t2e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灵敏系数ct2e=-633.459kW/K,根据校准证书给出的铂热电阻扩展不确定度为

0.04K,得到出水温度的不确定度ut2e=0.02K,主要试验的出水温度t2e引入的不确定

度分量 ct2e ut2e=12.669kW。
注:公式 (C.4~C.6)中涉及的测量量取多次测量的平均值,计算出各个灵敏系数,从而得到

各不确定度分量。

C.1.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表C.2给出了制冷量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表 C.2 制冷量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输入量 平均值 标准不确定度 灵敏系数 ci ui

Qne 3090.886kW 3.517kW 1 3.517kW

qVe 543.85m3/h 2.99m3/h 5.684kW/(m3/h) 16.995kW

t1e 11.93℃ 0.02K 633.459kW/K 12.669kW

t2e 7.05℃ 0.02K -633.459kW/K 12.669kW

由式 (C.3)得主要试验测量的冷水机组制冷量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Qne)=24.944kW (C.9)

取7次独立测量值的平均值Qne=3090.886kW作为测量结果,则相对合成标准不

确定度:

ucrel(Qne)=0.81% (C.10)

C.1.5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k=2,则制冷量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Urel(Qne)=1.62% (C.11)

C.2 消耗总电功率的测量不确定度

C.2.1 重复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对额定制冷量为3150kW,消耗总电功率为485kW的水冷冷水机组进行7次独立

重复测量,测量数据见表C.3。
表 C.3 输入功率7次独立测量数据一览表

序号 P0/kW

1 471.436

2 472.447

3 471.794

4 47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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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续)

序号 P0/kW

5 471.819

6 471.904

7 472.092

平均值 471.925

实验标准偏差 0.309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测量结果,可得消耗总电功率单个测得值的实验标准偏差,计算

公式为:

s(P0)=
1

(m-1)∑
m

j=1

(P0j -P0)2 =0.309kW (C.12)

式中:

s(P0)———消耗总电功率单个测得值的实验标准偏差;

m ———独立的重复测量总次数;

j ———独立的重复测量次数;

P0j ———消耗总电功率第j次独立测量值;

P0 ———消耗总电功率的m 次独立测量的平均值。
则消耗总电功率重复测量 (一次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uA P0( )=sP0( )=0.309kW (C.13)

C.2.2 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功率计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5%,7次独立测量值的平均值P=471.925kW,按

均匀分布考虑,功率计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为:

uB P0( )=
471.925×0.5%

3
=1.362(kW) (C.14)

C.2.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P0( )= u2A P0( )+u2B P0( ) =1.397(kW) (C.15)

取7次独立测量值的平均值P=471.925kW作为测量结果,则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relP0( )=0.296% (C.16)

C.2.4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k=2,则消耗总电功率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UrelP0( )=0.59% (C.17)

C.3 性能系数 (COP)测量不确定度

性能系数 (COP)的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relCOP( )= u2crelQne( )+u2crelP0( ) =0.86% (C.18)
取包含因子k=2,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91

JJF1766—2019

学兔兔 www.bzfxw.com 标准下载



UrelCOP( )=kurelCOP( )=1.8% (C.19)

C.4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蒙特卡洛法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C.4.1 测量模型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计算公式与具体输入量有关,本示例采用蒙特卡

洛法 (MCM)对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测量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测量模型可参看GB/T18430.1—2014,根据公式

可知,综 合 部 分 负 荷 性 能 系 数 (IPLV)相 关 的 输 入 量 包 括 Qne.m(100)、Qne.m(75)、

Qne.m(50)、Qne.m(25)、P0m(100)、P0m(75)、P0m(50)、P0m(25)。
测量模型可表示为:

IPLV=f Qne.m(100)、Qne.m(75)、Qne.m(50)、Qne.m(25)、P0m(100)、P0m(75)、P0m(50)、P0m(25)[ ]

其中:

Qne.m(100)———100%负荷下冷水机组的实测制冷量;

P0m(100) ———100%负荷下冷水机组的实测消耗总电功率;

Qne.m(75)———75%负荷下冷水机组的实测制冷量;

P0m(75) ———75%负荷下冷水机组的实测消耗总电功率;

Qne.m(50)———50%负荷下冷水机组的实测制冷量;

P0m(50) ———50%负荷下冷水机组的实测消耗总电功率;

Qne.m(25)———25%负荷下冷水机组的实测制冷量;

P0m(25) ———25%负荷下冷水机组的实测消耗总电功率。

C.4.2 输入量见表C.4。
表 C.4 蒙特卡洛法模拟输入量一览表

输入量 算术平均值/kW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kW 概率分布

Qne.m(100) 3090.886 24.944 正态

Qne.m(75) 2401.256 24.396 正态

Qne.m(50) 1583.974 21.714 正态

Qne.m(25) 821.566 22.040 正态

P0m(100) 471.925 1.397 均匀

P0m(75) 298.290 1.855 均匀

P0m(50) 169.873 0.849 均匀

P0m(25) 82.240 0.565 均匀

C.4.3 自适应蒙特卡洛法

C.4.3.1 数值容差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的显示结果为8.799,取ndig=2,综合部分负荷

性能系数 (IPLV)的数值容差为0.0005kW/kW。

C.4.3.2 自适应方法目的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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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2.1 自适应方法目的

a)输出量Y 的估计值y;

b)标准不确定度u(y);

c)约定包含概率下Y 的包含区间的端点ylow和yhigh。
以上4个值都需满足C.4.3.1数值容差的要求。

C.4.3.2.2 自适应方法步骤

a)设

M=max(J,104) (C.20)
式中,J 是大于或等于100/(1-p)最小整数,其中p 为模拟区间的包含概率,在此取

p=0.95,可得J=2000,因此 M=104。

b)设h=1,表示在序列中初次应用 MCM;

c)执行 M 次蒙特卡洛试验;

d)利用获取的 M 组数据y1,y2,…,yM 计算y(h),u[y(h)],y(h)
low和y(h)

high,它们

分别为Y 的估计值,标准不确定度,包含概率p 的包含区间左端点和右端点;

e)如果h=1,h 增加1,返回到步骤c);

f)按照式 (C.21)计算Y 的估计值y(1),y(2),…,y(h)的平均值的标准偏差sy:

s2y =
1

h(h-1)∑
h

r=1

[y(r)-y]2 (C.21)

式中:

y=
1
h∑

h

r=1
y(r) (C.22)

g)以相同的方式分别计算u(y(1)),u(y(2)),…,u(y(h))的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su(y),y(1)
low,y(2)

low,…,y(h)
low的平均值的标准偏差sylow以及y(1)

high,y(2)
high,…,y(h)

high的平均

值的标准偏差syhigh;

h)如果2sy,2su(y),2sylow和2syhigh中的任何一个值大于C.4.3.1规定的数值容差

δ,则h 增加1并返回到步骤c);

i)若2sy,2su(y),2sylow和2syhigh中的任何一个值都小于C.4.3.1规定的数值容差

δ,则所有的计算已达到稳定,利用获得的h×M 个模型值计算出y(h),u(y(h))和包

含概率p 的包含区间。

C.4.3.3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蒙特卡洛法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1)估计值为8.80kW/kW;

2)标准不确定度 (实验标准偏差)为0.079kW/kW;

3)95%概率包含区间端点为8.643kW/kW和8.953kW/kW;

4)95%概率下,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1.76%。

12

JJF1766—2019

学兔兔 www.bzfxw.com 标准下载



附录D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抽样单 (格式)

编号:

任务来源 检测类别

检测规范 JJF1766—2019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规则》

受检

单位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 系人

邮  编 电 话

Email 传 真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生产

单位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 系 人

邮  编 电  话

Email 传  真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样本

信息

样本名称

生产日期

批  量

产品编号

抽样日期

商  标

规格型号

样 本 量

封样状态

抽样地点

寄送样要求

抽样

单位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Email

需要说明的事项:

受检单位 (公章):

受检单位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生产单位 (公章):

生产单位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抽样单位/承检单位 (公章)

抽样人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1.此抽样单一式四份,分别留存承检机构、受检单位、生产单位和任务下达部门。

2.检测类别分为:定期监督检测、不定期监督检测、复查监督检测、委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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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原始记录 (格式)

编号:

1.样本信息

样本名称 型号规格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抽样地点 抽样时间

批  量 样 本 量

收样日期 检测日期

委托单位 产品编号

2.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

名称
规格型号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

许误差/不确定度
测量范围 设备编号 证书编号

3.检测依据

检测依据 JJF1766—2019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规则》

4.试验条件

4.1 风冷式/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

项目 电压/V 频率/Hz
大气压强

/kPa

进风干球

温度/℃

进风湿球

温度/℃

水流量

/(m3/h)
出水温度

/℃

制冷量

100%负荷

制冷量

75%负荷

制冷量

50%负荷

制冷量

25%负荷

制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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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冷式冷水机组

项目 电压/V 频率/Hz
冷却水进

水温度/℃

冷却水

流量/(m3/h)
冷媒水出

水温度/℃

冷媒水流量

/(m3/h)

制冷量

100%负荷

制冷量

75%负荷

制冷量

50%负荷

制冷量

25%负荷

制冷量

5.检查检测结果

5.1 能效效率标识标注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能源效率

标识标注

冷水机组的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信

息应包括生产者名称 (或简称)、
规格型号、能效等级、综合部分负

荷性能系数、性能系数、制冷量

(kW)、消耗总电功率 (kW)和

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

号、能效信息码、能效 “领跑者”
信息 (仅针对列入国家能效 “领跑

者”目录的产品)

生产者名称 (或简称):
规格型号:
能效等级: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性能系数:
制冷量:
消耗总电功率:
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能效信息码:
能效 “领跑者”信息:

能源效率标识的样式应符合冷水机

组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要求,计量

单位的标注应符合国家法定计量单

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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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能源消耗量

5.2.1 风冷式/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

测量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1 制冷量/kW

2
消耗总电

功率/kW

3
性能系数

kW/kW

4
100%负荷

制冷量/kW

5
100%负荷

消耗总电

功率/kW

6
75%负荷

制冷量/kW

7
75%负荷消耗

总电功率/kW

8
50%负荷

制冷量/kW

9
50%负荷

消耗总电

功率/kW

10
25%负荷

制冷量/kW

11
25%负荷

消耗总电

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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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能源消耗量

5.2.2 风冷式/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

测量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1 制冷量/kW

2
消耗总电

功率/kW

3
性能系数

kW/kW

4
100%负荷

制冷量/kW

5
100%负荷

消耗总电

功率/kW

6
75%负荷

制冷量/kW

7
75%负荷

消耗总电

功率/kW

8
50%负荷

制冷量/kW

9
50%负荷

消耗总电

功率/kW

10
25%负荷

制冷量/kW

11
25%负荷

消耗总电

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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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合格判定

5.3.1 企业以性能系数 (COP)作为的能效等级的判定

检测项目 合格评定准则 检测结果

制冷量/kW Qne,m≥Qne×95%

制冷量标注值Qne:

制冷量实测值Qne,m:

制冷量测量不确定度U (Qne,m):

消耗总电

功率/kW
P0,m≤P0×110%

消耗总电功率标注值P0:

消耗总电功率实测值P0,m:

性能系数 (COP)

kW/kW

COPh>COP≥COPl
COPm≥COPmin-U(COPm)

COPm≥COPl-U(COPm)

COPm≥COP×92%

性能系数 (COP)标注值COP: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性能系数 (COP)
取值范围下限值COPl: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性能系数 (COP)
取值范围上限值COPh:

性能系数 (COP)实测值COPm:

性能系数 (COP)限定值COPmin:

性能系数 (COP)测量不确定度U(COPm):

综合部分负荷

性能系数 (IPLV)

kW/kW
IPLVm≥IPLVmin-U(IPLVm)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实测值

IPLVm: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限定值

IPLVmin: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测量不确

定度U(IPLVm):

能效等级

1.标注的能效等级应符合JJF
1766—2019的5.3对能效等级

要求;

2.根据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实测值确定的能效等级

应不低于标注的能效等级

标注的能效等级:
计量检测确定的能效等级:

72

JJF1766—2019

学兔兔 www.bzfxw.com 标准下载



5.3.2 企业以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作为的能效等级的判定

检测项目 合格评定准则 检测结果

制冷量/kW Qne,m≥Qne×95%

制冷量标注值Qne:

制冷量实测值Qne,m:

制冷量测量不确定度U (Qne,m):

消耗总电

功率/kW
P0,m≤P0×110%

消耗总电功率标注值P0:

消耗总电功率实测值P0,m:

性能系数 (COP)

kW/kW
COPm≥COPmin-U (COPm)

性能系数 (COP)实测值COPm:

性能系数 (COP)限定值COPmin:

性能系数 (COP)测量不确定度U(COPm):

综合部分负荷

性能系数 (IPLV)

kW/kW

IPLVh>IPLV≥IPLVl
IPLVm≥IPLVmin-U(IPLVm)

IPLVm≥IPLVl-U(IPLVm)

IPLVm≥IPLV×92%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标注值

IPLV: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

系数 (IPLV)取值范围下限值IPLVl: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

系数 (IPLV)取值范围上限值IPLVh: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实测值

IPLVm: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限定值

IPLVmin: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测量不确

定度U(IPLVm):

能效等级

1.标注的能效等级应符合JJF
1766—2019的5.3对能效等级

要求;

2.根据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实测值确定的能效等级

应不低于标注的能效等级

标注的能效等级:
计量检测确定的能效等级:

6.检测结论

检测结论

1.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结论:

2.制冷量的结论:

3.消耗总电功率的结论:

4.性能系数 (COP)的结论:

5.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的结论:

6.能效等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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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说明

        检测人员;       核验人员:
附件:

1.能源效率标识

2.样本铭牌 (照片)

3.样本外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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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报告 (格式)

报告编号

冷水机组
能源效率计量检测报告

样本名称

型号规格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检测类别

检测单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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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本单位是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编号为××××。

2.本单位用于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的测量装置、测量仪表具有有效的检定、
校准证书,其量值可溯源到国家计量基准。

3.本报告无检测单位的检测专用章或公章无效。

4.本报告无主检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名无效。

5.本报告涂改无效。

6.复制本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单位的检测专用章或公章无效。

7.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出具报告单位提出,逾

期视为认可检测结果。

8.本报告仅对本检测样本 (检测批)负责。

检测单位联系方式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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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1.抽样情况

样本名称 型号规格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抽样地点 抽样时间

批  量 样 本 量

收样日期 检测日期

委托单位 产品编号

2.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

名称
规格型号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

许误差/不确定度
测量范围 设备编号 证书编号

3.检测依据

依据文件及编号 JJF1766—2019 《冷水机组能源效率计量检测规则》

4.试验条件

4.1 风冷式/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

项目 电压/V 频率/Hz
大气压强

/kPa

进风干球

温度/℃

进风湿球

温度/℃

水流量

/(m3/h)
出水温度

/℃

制冷量

100%负荷

制冷量

75%负荷

制冷量

50%负荷

制冷量

25%负荷

制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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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4.2 水冷式冷水机组

项目 电压/V 频率/Hz
冷却水进

水温度/℃

冷却水

流量/(m3/h)
冷媒水出

水温度/℃

冷媒水流量

/(m3/h)

制冷量

100%负荷

制冷量

75%负荷

制冷量

50%负荷

制冷量

25%负荷

制冷量

5.检查检测结果

5.1 能源效率标识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判定

能源效率

标识标注

冷水机组的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信

息应包括生产者名称 (或简称)、
规格型号、能效等级、综合部分负

荷性能系数、性能系数、制冷量

(kW)、消耗总电功率 (kW)和

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

号、能效信息码、能效 “领跑者”
信息 (仅针对列入国家能效 “领跑

者”目录的产品)

生产者名称 (或简称):
规格型号:
能效等级: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性能系数:
制冷量:
消耗总电功率:
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能效信息码:
能效 “领跑者”信息:

能源效率标识的样式应符合冷水机

组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要求,计量

单位的标注应符合国家法定计量单

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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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5.2 能源消耗量

5.2.1 企业以性能系数 (COP)作为的能效等级的判定

检测项目 合格评定准则 检测结果 判定

制冷量

kW
Qne,m≥Qne×95%

制冷量标注值Qne:

制冷量实测值Qne,m:

制冷量测量不确定度U Qne,m( ):

消耗总

电功率

kW
P0,m≤P0×110%

消耗总电功率标注值P0:

消耗总电功率实测值P0,m:

性能系数

(COP)

kW/kW

COPh>COP≥COPl
COPm≥COPmin-U COPm( )

COPm≥COPl-U COPm( )

COPm≥COP×92%

性能系数 (COP)标注值COP: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性能系数

(COP)取值范围下限值COPl: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性能系数

(COP)取值范围上限值COPh:

性 能 系 数 (COP) 实 测 值

COPm:  
性 能 系 数 (COP) 限 定 值

COPmin:  
性能系数 (COP)测量不确定

度U COPm( ):

综合部分负

荷性能系数

(IPLV)

kW/kW

IPLVm≥IPLVmin-U IPLVm( )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实测值IPLVm: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限定值IPLVmin: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测量不确定度U IPLV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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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5.2.2 企业以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作为的能效等级的判定

检测项目 合格评定准则 检测结果 判定

制冷量

kW
Qne,m≥Qne×95%

制冷量标注值Qne:

制冷量实测值Qne,m:

制冷量测量不确定度U Qne,m( ):

消耗总电功率

kW
P0,m≤P0×110%

消耗总电功率标注值P0:

消耗总电功率实测值P0,m:

性能系数

kW/kW
COPm≥COPmin-U COPm( )

性 能 系 数 (COP) 实 测 值

COPm:  
性 能 系 数 (COP) 限 定 值

COPmin:  
性能系数 (COP)测量不确定

度U COPm( ):

综合部分

负荷性能

系数

(IPLV)

kW/kW

IPLVh>IPLV≥IPLVl
IPLVm≥IPLVmin-U IPLVm( )

IPLVm≥IPLVl-U IPLVm( )

IPLVm≥IPLV×92%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标注值IPLV: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综合部分

负荷性能系数 (IPLV)取值范

围下限值IPLVl:

标注的能效等级对应的综合部分

负荷性能系数 (IPLV)取值范

围上限值IPLVh: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实测值IPLVm: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限定值IPLVmin: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测量不确定度U IPLVm( ):

5.3 能效等级

检测项目 合格评定准则 检测结果 判定

能效等级

1.标 注 的 能 效 等 级 应 符 合JJF1766—

2019的5.3对能效等级要求;

2.根据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实测值确

定的能效等级应不低于标注的能效等级

标注的能效等级:
计量检测确定的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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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6.结论

6.1 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结论;

6.2 制冷量的结论:

6.3 消耗总电功率的结论:

6.4 性能系数 (COP)的结论:

6.5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结论

6.6 能效等级的结论:

6.7 总体结论:

主检人员 (签字): 日期:
审核人员 (签字): 日期:
批准人员 (签字): 日期:

附件:

1.能源效率标识

2.样本铭牌 (照片)

3.样本外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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