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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A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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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通风机系统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11 kW 以上的由电动机拖动的离心式、轴流式通风机系统节能改造项目

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的相关定义、边界划分、方法、内容、技术要求和不确定分析等。 

本标准适用于对风机系统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新建类项目、管理

类项目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也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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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GB/T 8222 用电设备电能平衡通则 

GB/T 13467 通风机系统电能平衡测试与计算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JJF 105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750 和 GB/T 13467 所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边界划分 

    根据项目要求和被测通风机系统的现场条件，按 GB/T 8222 的规定，合理确定通风机系

统边界。按照风量输送系统的不同目的地，将项目边界内的通风机系统分为若干个子系统，

每个子系统由通风机机组和管网组成，如图 1 所示。若同一送风管道存在运行相互影响的并

联的多台通风机机组，应将其所有的通风机机组划分为同一子系统；若同一送风管道存在运

行相互影响的串联的多台通风机机组，应将该串联的多台机组划分为同一个子系统。 
 

 

 

 

 

 

 

 

图 1 通风机机组及系统边界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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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方法 

4.1 在负荷恒定或负荷变化工况下，单个子系统节能量的计算可选择下列相应的计算方法。

含有多个子系统的通风机系统改造的项目节能量，只需将所有发生改造的单个通风机系统的

节能量相加。 

4.2 基期能耗模型法 

4.2.1 适用条件 

    4.2.2 适用于能耗随负荷波动较大的改造项目以及其他各类改造项目，4.2.3 适用于工况

稳定或重复性较好的情况。 
4.2.2 采用单位流量（产量）能耗的节能量计算公式 

节能量按公式（1）计算： 

mrbrars A AQ +•−=+−= kEEEE m     …………………………………（1） 

式中， rQ ——报告期的总流量（产量）； 

      rE ——报告期的能耗量，kWh； 

      bk ——基期平均单位流量（产量）的能耗，单位为 kWh， bk = bE / bQ
，其中 bE

为基

期的能耗量， bQ
为基期的总流量（产量）； 

      mA ——为能耗调整量，kWh。 
4.2.3 测量系统运行效率变化的节能量计算公式 

节能量按公式（2）计算。 

mrPrars A AT +•−=+−=
b

kEEEE m     …………………………………（2） 

式中， rT ——报告期通风机系统的运行时间，h； 

      b
kP ——基期平均输入功率，单位为 kW，

iib bb nk /P
n

1i
P ∑

=

=
，

ibP 为基期典型工况的

输出功率，
ibn 为基期典型工况对应的系统运行效率。 

4.3 直接比较法（相似系统比较法） 

4.3.1 适用条件 

本计算适用于定工况运行通风机系统以及有重复规律的变工况运行通风机系统，也适用

于节能措施可以在报告期关闭或存在相似通风机系统作为参照物的情况。 

4.3.2 节能量计算公式 

4.3.2.1 单一稳定工况的节能量计算公式 

   节能量按式（3）计算： 

mrPPE AT)( 21s +×−=     …………………………………（3） 

式中： 1P ——节能措施关闭时（参照）系统输入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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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 ——节能措施开启时系统输入功率，kW。 

4.3.2.2 有重复规律的变工况的节能量计算公式 

应在所有典型工况时段内测量平均单位流量（产量）电耗，并应保证在节能措施关闭前

后所用典型工况一一对应的条件下进行节能量计算。节能量按式（4）计算： 

mnn kPPkPPkPPE A)()()( nn2222212112111s +××−+⋅⋅⋅⋅⋅⋅+××−+××−= TTT 1

    …………………………………（4） 

式中： 11P ， 12P ⋅⋅⋅ nP1 ——各典型工况下节能措施关闭时（参照）通风机系统输入平均功率，

kW； 

  21P ， 22P ⋅⋅⋅ nP2 ——各典型工况下节能措施开启时（参照）通风机系统输入功率， kW； 

   1T ， 2T ⋅⋅⋅ nT  ——报告期各典型工况全年运行时间，h； 

   1k ， 2k ⋅⋅⋅ nk  ——报告期各典型工况全年运行时间加权系数，h，根据 4.7 条进行确

定。 

4.4 模拟软件法 

可参考 GB/T 28750 中 5.3 的要求，开发或选用模拟软件进行通风机系统节能量的测量

和验证。 

4.5 能耗调整量 Am的确定 

4.5.1 新增散热设备能耗调整量 a1E 的确定 

若通风机系统改造（例如变频改造）需要新增某些散热设备（例如空调或通风装置），

由此新增了散热设备的电耗，需要按相关规定对新增散热设备的耗电量进行监测，并计入节

能量的计算中。 

4.5.2其他能耗调整量 a，其他E 的确定 

对于风机系统改造引起的其他能耗调整量，可根据节能量确定的具体要求进行约定。 

4.6 基期和报告期的确定 

设定项目基期和统计报告期时，均应覆盖项目可能出现的各种典型工况，长度一般为一

个自然年。 

4.7 典型工况的选取 

    典型工况的选取应具有统计意义，应得到各相关方认可。可根据节能量确定的需求，将

通风机系统输入功率为电机额定输入功率 25%，50%和 75%的运行状况作为典型工况，测量

能耗和运行效率等，并将 0.25，0.5，0.25 作为典型工况运行时间加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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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量方法 

5.1 通风机系统运行测量仪表的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 17167和 GB/T 3485的有关规定。 

5.2 流量 

    应为标准条件下的气体流量。流量的测量和计算可参照 GB/T 13467-2014 中 6.2.2.1

的方法确定。也可根据风机运行状态数据记录确定。 

5.3 电能输入 

    电能输入的测量和计算可参照 GB/T 13467-2014中 6.2.1的方法确定。也可根据风机运

行状态数据记录确定。 

5.4 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的测量和计算可参照 GB/T 13467-2014中 6.2.2的方法确定。 

5.5 通风机系统效率 

    系统效率的测量和计算可参照 GB/T 13467-2014中 6.1.2的方法确定。 

5.6 通风机机组效率 

    机组效率的测量和计算可参照 GB/T 13467-2014中 6.3的方法确定。 

6 数据质量分析 

6.1 测试数据、在线监测数据、运行记录数据等数据应该校核。 

6.2 测试和运行记录数据的校核可通过与现场操作管理人员核对、现场测量校对、检查纸质

材料新旧程度、笔迹、责任人签名以及其他细节、不同车间数据比对、查阅生产台账和购销

发票等方式进行。在线监测数据的校核可通过现场读取数据、查阅监测仪器检定报告和使用

说明书、现场检查仪器运行情况、分析监测仪器精度和合格性等方式进行。 

7 不确定度 

7.1 通风机系统不确定度来源主要包括抽样误差 、测量误差和计算模型误差。 

7.2 不确定度的计算可参考 ASHRAE Guideline 14-2002 Measurement of Energy and Demand 
Savings 的相关规定进行。其中抽样误差和测量仪器误差导致的不确定度可按 JJF 1059 进行

计算。 
 

8 测量和验证方案 

通风机系统测量和验证方案应满足 GB/T 28750 中 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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