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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板式热交换器机组换热效率评价方法》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编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提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于 2008 年正式下达了国家标准《板式热交换器机组效率评价方法》的编制计划（项目编号：

20083204-T-469），此标准将作为评价我国板式热交换器机组性能的依据。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节能技术与信息分会归口。 

2 参编单位 

本标准为首次提出，负责此次标准的起草单位有：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

学、北京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广州捷玛换热设备有

限公司、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

司。 

3 主要工作过程 

(1) 启动阶段 

    2014 年 6 月本标准制定工作开始启动，确定了由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负责，清华大

学、北京工业大学为标准起草单位，就《板式热交换器机组效率评价方法》国家标准制定的

原则、草案编制的初步框架、工作计划及任务分工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2) 信息收集及技术研究、论证阶段 

    本阶段工作旨在了解和掌握标准制定所需的技术背景并确定板式换热机组热效率评价

的技术指标，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换热器评价方法研究现状；国内外相关标准

状况；国内板式换热机组行业状况；依据调研分析结果，兼顾指标的先进性与可实施性，在

可用于换热器评价的技术指标中遴选出板式换热器机组热效率评价的技术指标。 

    基于技术文献调研分析、论证，确定了采用㶲效率作为板式热交换器机组换热效率评价

的技术指标。 

(3) 成立起草组、形成标准讨论稿和征求意见稿 

    2016 年 3 月成立了标准起草组，邀请相关大专院校、行业企业共同参与本标准的制定。

在前期信息收集、预研和技术论证的基础上，起草组完成了标准的讨论稿。 

    2016 年 12 月起草组召开了标准初稿的第一次讨论会，就标准技术指标、检测及测试工

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同期召开的由数十家行业单位参加的行业会议上通报、介绍了标

准的初稿，广泛征集了参会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会后起草组根据讨论会和征集意见情况完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4) 征求意见阶段 

2016 年 6 月启动了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广泛征集有关各方面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和建议。征求意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公示；针对相关单位点对点发

出征求意见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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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过程共收集到反馈意见 48 条，起草组在对反馈意见汇总分析后，    标准起

草单位针对所收集到的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初步修改和完善。 

(5) 技术验证阶段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2017 年 2 月起启动了标准评价方法的技术验证工作，通过实际

测试、计算论证确认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评价技术指标可行性验证工作由西安交通大学负责。 

    2017 年 7 月起草组召开了技术研讨会，针对标准征求意见情况和技术验证情况进行了

讨论，确认了换热器效率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并制定了后续的工作计划。 

(6) 送审稿阶段 

    根据标准征求意见情况和技术验证情况，起草组对标准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形成

了标准送审稿的初稿。 

    2017年 10月标准起草组召开了最后一次技术研讨会，对标准送审稿的初稿进行了讨论，

会后根据讨论情况对标准文本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和完善，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了标准的送

审稿和编制说明最终稿。 

    2017 年 7 月 14 日，在广东珠海召开标准制修订工作研讨会议，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提

交会议讨论，由全体与会人员对条文进行逐项审阅。 

 2017 年 10 月 27 日，在重庆召开标准制修订工作研讨会议，将依据珠海会议专家及同

行建议修改后的准征求意见稿提交会议讨论，由全体与会人员对条文进行逐项审阅。    

 依据上述征求意见、会议讨论的环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对标准进行了修改。 

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来自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单位的标准起草小组人员

均为本标准的制定工作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支持，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起草小组成员对

历次标准讨论会与会代表提供的意见和征求意见函反馈意见进行整理汇总，形成对征求意见

稿、送审稿和报批稿版本。 

二、 国内产品发展状况 

板式换热机组是由板式热交换器、泵、仪表、电气设备、控制系统及必要的附属设备等

组成的，以实现流体间热量交换为目的的集成装置。它具有换热效率高、热损失小、结构紧

凑轻巧、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因此它被广泛用于集中供暖系统、卫生热水系统、空调系统以

及其它工业工艺用水的加热或冷却系统。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2010 年以来，我国板式换热机组市场规模呈现阶梯

性增长趋势。据中国城镇供热协会统计，2015 年中国板式换热机组产业市场规模约为 366

亿元，2016 年则已达到 421 亿元，预计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我国换热器产业仍将保

持年均 15%左右的增长速度。  

传统的板式换热机组型式包括焊接式板式换热机组以与组装式板式换热机组。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节能减排的推进，板式换热机组以系统的整体节能减排水平的提为目标，以提高产

品自动化水平为技术突破口进行了升级换代，目前国产板式换热机组大多在原有的换热机组

基础上增加了智能控制系统，成为智能型板式换热机组。出于安装场地限制、制作维修成本

控制等方面的考虑，换热器结构形式近年来出现了板壳式结构，但不影响本标准评价方法的

适用性。 

三、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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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编制原则 

随着板式换热机组日益广泛的应用，其运行的效率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板式换热

机组效率的评价必须从各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与现有换热器的相关检测标准的技术相衔

接，二是选定反映换热机组本质属性的效率评价指标，三是评价方法尽可能简单，四是制定

易于计算的换热机组效率评价方法，并为从能效角度评价换热机组奠定基础。基于上述原则，

制定了《板式热交换器机组热效率评价方法》这一标准。 

2 标准主要内容 

(1) 标准名称 

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08 年下达的编制计划（20083204-T-469），标准的名

称仍采用《板式热交换器机组效率评价方法》。  

(2)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供热、制冷空调、工业加热或冷却系统中使用的板式/板壳式热交换器机组

（以下简称换热机组）。 

本标准不适用于换热过程中存在化学反应的换热器。 

其它类似结构型式换热机组可参照执行。 

(3) 标准的术语和定义 

  参照 GB/T 28185、GB/T 5657、GB/T 3216、NB/T 47004 以及 GB/T 29466，给出了下列

术语的明确定义：板式换热机组、换热量、无效㶲、有效输入㶲、有效输出㶲、㶲效率。 

(4) 评价指标 

规定了板式换热机组㶲效率的计算方法，㶲效率根据两种不同的测试工况依据式（1）

与式（2）进行计算。 

对加热工况，当被加热流体（二次侧流体）进、出口温度均高于环境温度（293.15K），

或冷却工况下，当被冷却流体（二次侧流体）进、出口温度均低于环境温度（293.15K）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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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热工况，当被加热流体（二次侧流体）进口温度低于环境温度（293.15K）、出口

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或冷却工况下，被冷却流体（二次侧流体）进口温度高于环境温度

（293.15K）、出口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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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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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热机组的㶲效率，单位为千瓦/千瓦 (kW/kW)； 

out 1 out 2,T T， ，— 分别为二次侧流体进、出口的温度，单位为开尔文 (K); 

outE — 换热机组有效输出㶲，单位为千瓦 (kW)； 

inE — 换热机组有效输入㶲，单位为千瓦 (kW)； 

PE — 换热机组二次侧循环泵的输入㶲，单位为千瓦 (kW)； 

m,in m,out,q q — 分别为一次侧、二次侧流体的质量流量，单位千克每秒 (kg/s)； 

in 1 in 2,h h， ，— 分别为一次侧进、出口流体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 (kJ/kg)； 

out 1 out 2,h h， ，— 分别为二次侧进、出口流体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 (kJ/kg)； 

in 1 in 2,s s， ， — 分别为一次侧进、出口流体的比熵，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每开 

[kJ/(kg·K)]； 

out 1 out 2,s s， ，— 分别为二次侧进、出口流体的比熵，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每开 

[kJ/(kg·K)]； 

0T —参考环境温度，取为 293.15，单位为开尔文（K）; 

P—换热机组二次侧循环泵的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 (kW)。 

(5) 试验方法与要求 

根据之前颁布的板式换热器及板式热交换器机组的相关标准，明确了试验时换热机组

的基本参数、装置要求、试验方法与要求、测量仪表及要求与试验工况，具体如下：换热

机组的额定热负荷应符合GB/T 28185的规定；换热机组的设计温度和设计压力应符合GB/T 

29466的规定；介质流速应符合GB/T 29466的规定。换热机组的布置、控制和测量、设备及

附件等应符合GB/T 28185的规定。外观检验、压力降试验、水泵运行试验、控制系统性能实

验等应按照GB/T 29466的规定进行；严密性试验应参照GB/T 28185的规定进行。试验要求

按照GB/T 28185、GB/T 3216、JB/T 10379、GB/T 27698.1与GB/T 27698.3的规定执行；试验

时换热机组两侧流体换热量的差值占总换热量的比例不得大于3%；试验时两侧流体的流量

应为换热机组的标称流量；试验时冷却水水质应符合GB/T 29044表1循环冷却水系统水质要

求，冷水水质应符合GB/T 29044表2循环冷水系统水质要求，其它流体品质应满足相关标准

或要求。测量仪表如流量、温度、压力测量仪表的精度应符合JB/T 10379的规定，水泵输入

功率的测量精度应符合GB/T 3216的规定；测量仪表均应送法定计量机构标定，并在标定的

有效期内使用。换热机组的试验工况应参照GB/T 27698.3的规定执行；未规定试验工况的

换热机组可自定试验工况，但应在标注中明确说明试验工况，特殊情况下，允许自定参考

环境温度，但应在标注中说明。 

(6) 标注 

明确了换热机组产品出厂说明书及其铭牌上应当做的标注，主要有：㶲效率依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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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换热机组的型号；换热机组的换热量；换热机组的㶲效率；试验工况（一次侧、二次侧

流体温度）；两侧流体及其质量流量；两侧流体的压力降；循环泵的输入功率、流量、扬程

与水泵效率；㶲效率计算的参考环境温度。 

四、 标准的研究分析情况 

通过调研分析板式换热机组效率评价的研究现状，应用分析、验证、研讨等手段，经过

标准研制的各个程序，研究确定了板式换热机组的㶲效率评价方法，对板式换热机组㶲效率

的试验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建议。 

五、 标准的先进性 

板式换热机组在供热、空调系统及化工、食品等工业工艺用水的加热或冷却系统中有广

泛的应用，但是目前对板式换热机组的效率评价主要还是以热效率评价为主。有鉴于基于热

力学第一定律的热效率评价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有用能的传递与利用情况，因而本标准提出

的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㶲效率评价方法，以便能很好地反映机组热量、功量传递过程的有

用能传递与利用的情况。 

制定完成的《板式热交换机组换热效率评价方法》标准的送审稿，填补了我国板式换热

机组㶲效率评价的空白，能准确地反映热量在板式换热机组传递过程中“量”与“质” 的变化

情况，能更加客观地评价板式换热机组的效率。评价结果对换热机组节能水平的提升有更好

的指导作用。 

六、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以下标准： 

NB/T 47004 板式热交换器 

GB/T 28185 城镇供热用换热机组 

GB/T 29466 板式热交换器机组 

GB/T 30261 制冷空调用板式热交换器㶲效率评价方法 

GB/T 5657 离心泵技术条件（Ⅲ类） 

GB/T 3216 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和旋涡泵试验方法 

JB/T 10379 换热器热工性能和流体阻力特性通用测定方法 

GB/T 29044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 

GB/T 27698.1 热交换器及传热元件性能测试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7698.3 热交换器及传热元件性能测试方法 第3部分：板式热交换器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起草单位将积极在板式换热机组各关联机构、企业内进行标准的宣贯工作。 

建议本标准从发布到实施以半年时间作为过渡，便于组织相关企业或工程商、用户及维

护单位进行理解、消化和吸收。 

十、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6 

 

    无。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其他专利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