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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自实施日起，代替 GB12021.3-2010《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源效率等级》、GB21455-2013《转速可控性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本标准与 GB12021.3-2010、GB21455-2013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对标准范围进行了修订见(1); 

——对产品的能效等级指标进行了修订，见 (4.1)； 

——对产品的能效限定值进行了修订，见（4.2）； 

本标准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工业大学，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上海交

通大学，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苏州）

有限公司，国际铜业协会（中国），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上

海三菱电机• 上菱空调机电器有限公司，沈阳华润三洋压缩机有限公司，威凯测

试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大连三洋压缩机有限公

司，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万宝（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广东志高

空调有限公司，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空调事业部、三菱电机（广州）压缩机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成建宏，谭建明，李红旗，张浩，付裕，丁国良，周易，

巫江虹，过炜华，刘猛，申隽，袁泽，蔡宁，张明圣，张建强，陈进，刘帆，陆

东铭，姜华伟，李鹏程，吴志东，陈俊良，贾伟强，杨泾涛，谢利昌，周英涛。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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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2021.3-1989； 

—— GB12021.3-2000； 

—— GB12021.3-2004； 

—— GB12021.3-2010； 

—— GB21455-2008；    

—— GB2145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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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房间空气调节器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和试验方法及试验规

则。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空气冷却冷凝器、全封闭电动压缩机，额定制冷量在

14000W 及以下，气候类型为 T1 的房间空气调节器和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

机。其中包括采用转速一定型压缩机的房间空气调节器和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

热风机，交流变频、直流调速或其他改变压缩机转速的方式的转速可控型房间空

气调节器和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 

本标准不适用于移动式空调器、多联式空调机组、风管送风式空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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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5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T 17758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T 35758-2017 家用电器 待机功率测量方法 

JB/T 13573－2018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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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7725、GB/T 17758、JB/T 13573－201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3.1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在规定工况条件下制冷和制热运行时，其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的最小允

许值。其中全年能源消耗效率按照附录 A 测试计算方法和附录 B 规定的需要运行

时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计算。对于单冷式产品，只考核其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SEER）；对于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只考核其制热季节性能系数（HSPF）。 

3.2  

待机功率 energy consumption in standby mode 

产品接通电源但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模式下的功率。该模式是器具的最低能耗

模式，在待机状态下器具随时监测来自遥控装置、内部传感器或类似装置的可使

其进入工作状态的控制信号。 

——注：该模式下不包含曲轴箱加热器等类似功能保护装置的输入功率。 

4 能效等级 

4. 1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等级分为 5 级，其中 1 级能效等级最高。 

4.1.1 单冷式房间空气调节器按实测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对产品进行能

效分级，各等级实测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应不小于表 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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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冷式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等级指标值 

额定制冷量（CC）
W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 
W·h/（W·h） 

能效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CC≤4500 5.80 5.40 5.00 3.90 3.70 

4500＜CC≤7100 5.50 5.10 4.40 3.80 3.60 

7100＜CC≤14000 5.20 4.70 4.00 3.70 3.50 
 

 

4.1.2 热泵型房间空气调节器根据产品的实测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对产品能

效分级，各等级实测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应不小于表 2 规定。 

表 2 热泵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等级指标值 

额定制冷量（CC） 
W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 
W·h/（W·h） 

能效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CC ≤ 4500 5.00 4.50 4.00 3.50 3.30 

4500 < CC ≤ 7100 4.50 4.00 3.50 3.30 3.20 

7100 < CC ≤ 14000 4.20 3.70 3.30 3.20 3.10 

 
4.2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根据产品的实测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

对产品能效分级，其能效等级分为 3 级，其中 1 级能效等级最高。各等级实测制

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应不小于表 3 的规定。 

表 3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能效等级指标值 

名义制热量 W 

制热季节能耗效率（HSPF） 
W·h/（W·h） 

能效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CC ≤ 4500 3.40 3.20 3.00 

4500 < CC ≤ 7100 3.30 3.10 2.90 

7100 < CC ≤ 14000 3.20 3.0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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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采用转速一定型压缩机的热泵型房间空气调节器的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

单冷式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应大于等于能效等级的 5 级指标值；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热泵型房间空气调节器的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单冷式制冷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应大于等于能效等级的 3 级指标值。 

采用转速可控型压缩机的房间空气调节器的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应大于

等于能效等级的 3 级。 

对于单冷式房间空气调节器，只考核其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 

同时，额定制冷量为 4500W 及以下的产品，带有传感器、WIFI、蓝牙等通讯

协议的产品待机功率不大于 15W；不带有传感器、WIFI、蓝牙等通讯协议的产品

（或这些功能在测试时可以关闭的）其待机功率不大于 3W。 

5.2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应大于等于能效

等级的 3 级。其名义制热性能系数（COP－12℃）不应低于 2.20；低温制热性能系数

（COP－20℃）不应低于 1.80；具有辅助电热装置的机型在-25℃开启辅助电热装置

制热时，综合 COP 值不低于 1.80。  

5.3 采用电辅助加热的产品，能够实现手动开、闭电辅助加热系统，同时应在明显

位置安装有表达电辅助加热系统工作状态的显示器。 

1) 对于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在室外侧干球温度低于 0℃的情况下，允许采

用电辅助加热直接加热室内空气作为送入室内制热量的一部分。 

2) 对于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在室外侧干球温度低于-20℃的情况

下，在电辅助加热开启状态时允许电辅助加热系统启动；对于电辅助加热

由用户选配，但控制器预留接口，辅助电加热系统的启、停受机组控制，

应在说明书（或操作手册）中说明辅助电加热开、闭方法。 

5.4  产品的能效标注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取值范围内，其能效实测值不

小于标注值的 95%。 

产品标注的额定制冷量和其实测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额定制冷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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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 

产品的实测季节耗电量计算值应小于等于标注值的 110%。 

6 试验方法 

6.1  房间空气调节器试验方法 

6.1.1 能源消耗效率测试与计算方法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和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的测试方

法参照附录 A 的相关规定执行。采用转速一定型压缩机的房间空气调节器和额定

制冷量在 7100W 及以下的采用转速可控型压缩机的空调器采用两点法测试、

7100W 以上的采用转速可控型压缩机的空调器采用三点法测试。容量可控型房间

空气调节器可参照执行。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和制冷季节耗电量、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HSPF）和制热季节耗电量、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和全年运转时季节耗电

量的计算采用本标准附录 B 中规定的制冷和制热季节运行时的室外环境各温度发

生时间；效率降低系数 CD取 0.25 或根据实际测试结果取值，测试方法按照 GB/T 

17758 的相关规定执行。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和全年能

源消耗效率（APF）实测值保留两位小数。 

6.1.2  电辅助加热控制开启检测方法 

产品在制热模式下，按遥控器默认设置，保持室内测温度 16 ℃不变，室外干

球温度分别调整为：2 ℃→0 ℃ → 1 ℃→ 5℃ → 10 ℃，每调整到一温度点稳

定后各运行 10 min，期间记录辅助电加热的通过电流，随室外干球温度升降的变

化情况，观察电辅助加热系统是否启动。 

6.1.3 待机功率参照 GB/T 35758-2017 的规定进行测试。试验期间，试验室环境温 

度应保持在（23±5）℃。功率测量仪表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 0.02W（95% 

置信区间），仪器的分度值应至少能读出 0.01 W。空调器连接电源开机运行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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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 后关机使空调器进入待机模式，在关机至少 30 min 后进行待机功率的测 

试，测试时间为 30 min，数据采集的平均间隔应为每 10 s 或更短，读取测量周期

内的平均功率值，单位为：W，试验结果保留 1 位小数。  

注：功率值可通过测量耗电量并除以测量时间获得。 

6.2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试验方法 

6.2.1 能源消耗效率测试与计算方法 

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名义制热性能系数（COP－12℃）、低温制热

性能系数（COP－20℃）的测试方法参照 JB/T13573 -2018 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 JB/T 13573 规定的低温制热试验方法在最小运行制热工况（室内设为 16℃）

下，开启辅助电热装置，测试计算综合 COP。 

电制热消耗功率）（热泵制热消耗功率

电制热量）（热泵制热量
综合




COP （1） 

容量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可参照执行。 

6.2.2 电辅助加热控制开启检测方法 

对于内置电辅助加热系统的机组将辅助电加热设置为开启状态，在制热模式

下，按遥控器默认设置，保持室内侧温度为 16℃不变，最高风挡，室内出风温度

设置为机组额定出风温度，室外干球温度分别调整为：-18 ℃→-20℃→-19 ℃→

-15℃，每调整到一温度点稳定后至少再运行 10 min 或厂家提供的时间，期间记录

辅助电加热系统的通过电流，随室外干球温度升降的变化情况，观察电辅助加热

系统是否启动。 

6.2.3 待机功率参照 GB/T 35758-2017 的规定进行测试。试验期间，试验室环境温

度应保持在（23±5）℃。功率测量仪表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 0.02W（95%

置信区间），仪器的分度值应至 少能读出 0.01 W。空调器连接电源开机运行至少

10 min 后关机使空调器进入待机模式，在关机至少 30 min 后进 行待机功率的测

试，测试时间为 30 min，数据采集的平均间隔应为每 10 s 或更短，读取测量周 期

内的平均功率值，单位为：W，试验结果保留 1 位小数。 

注：功率值可通过测量耗电量并除以测量时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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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房间空气调节器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和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

测试与计算 

A.1 术语和定义 

A.1.1 制冷量（制冷能力）  cooling capacity 

空调器在规定工况和条件下长期稳定制冷运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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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量分为额定制冷量、额定中间制冷量、额定最大制冷量及额

定最小制冷量。  

：额定中间制冷量为空调器达到“ 额定制冷量的1/2” ±100W范围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
运行的能力，单位为瓦（W）。 
A.1.2 制冷消耗功率  cooling power input 

空调器进行制冷能力运行时，所消耗的总功率，单位：W。制冷能力运行时的消耗功率分

为额定制冷消耗功率、额定中间制冷消耗功率、额定最小制冷消耗功率及额定最大制冷消耗功

率。 

A.1.3 制热量（制热能力）  heating capacity 

空调器在规定工况和条件下长期稳定制热运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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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热量分为额定高温制热量、额定中间制热量、额定低温制热量、

额定最小制热量及额定最大制热量 。 

1：额定中间制热量为空调器达到“ 额定高温制热量的1/2” ±100W范围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
连续运行的能力。额定中间制热量适用于转速可控和容量可控型空调器，单位：W。  

2：低温制热量指在附表A.1的低温制热工况条件下，空调器制热运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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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 制热消耗功率  heating power input 

空调器进行制热运行时，所消耗的总功率，单位：W。制热运行时的消耗功率分为额定高

温制热消耗功率、额定中间制热消耗功率、额定低温制热消耗功率、额定最小制热消耗功率及

额定最大制热消耗功率。 
注：额定中间制热消耗功率适用于转速可控和容量可控型空调器。 

A.1.5 制冷负荷系数(CLF)  cooling load factor  
空调器制冷运行时，通过室内温度调节器的通（ON）、断（OFF）使空调器进行断续运行

时，ON时间与OFF时间构成的断续运行的1个周期内，从室内除去的热量和与此等周期时间内连

续制冷运行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之比。 

A.1.6 制热负荷系数(HLF)  heating load factor   
空调器制热运行时，通过室内温度调节器的通（ON）、断（OFF）使空调器进行断续运行

时，由ON时间与OFF时间构成的断续运行的1个周期内，送入室内的热量和与此等周期时间内连

续制热运行时，送入室内的热量之比。 

A.1.7 部分负荷率(PLF)  part load factor 
在同一温湿度条件下，空调器进行断续运行时的能源消耗效率与进行连续运行时的能源消

耗效率之比。 

A.1.8 效率降低系数 (CD)  degradation coefficient 

空调器因断续运行而发生效率降低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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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  seas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制冷季节期间，空调器进行制冷运行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电量的总和之比。 

A.1.10 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  heating seasonal performance factor  
制热季节期间，空调器进行制热运行时，送入室内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电量的总和之比。 

A.1.11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  annual performance factor 
空调器在制冷季节和制热季节期间，从室内空气中除去的冷量与送入室内的热量的总和与

同期间内消耗电量的总和之比。 

A.1.12 制冷季节耗电量(CSTE)  cooling seasonal total energe 
制冷季节期间，空调器进行制冷运转时所消耗的电量总和。 

A.1.13 制热季节耗电量(HSTE)  heating seasonal total energe  
制热季节期间，空调器进行制热运转时所消耗的电量总和。 

A.1.14 全年运转时季节耗电量(APC)  annual power consumption  
制冷季节时的制冷季节耗电量与制热季节时的制热季节耗电量之总和。 

A.1.15 转速可控型空调器的最大能力  maximum capacity of revolution-ajiustable  

转速可控型空调器的最大能力： 

a）在表A.1所示的额定制冷工况下试验，压缩机电机所处最大许用转速连续稳定运行（不

少于1h）时，所具有的能力为最大制冷能力，亦称最大制冷量。 

b）在表A.1所示的低温制热能力工况下试验，压缩机电机所处最大许用转速连续运行时，

所具有的能力为低温制热能力（最大额定高温制热量按低温制热能力的1.38倍计算）。 

A.1.16 转速可控型空调器的最小能力  minimum capacity of revolution-ajiustable 

转速可控型空调器的最小能力：在表A.1所示的额定制冷工况试验、额定高温制热工况试

验时(风速可变的风机调至最低风档)，保证压缩机所处转速最小时连续稳定运行（不小于1h）

的能力。 

A.1.17 25%额定制冷能力 25% rated cooling capacity 
在表A.1所规定的额定制冷工况(风速可变的风机调至最低风档)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达

到“额定制冷量的25%”或制造商声称的最小制冷量（取较大者）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

连续运行的能力。 

A.1.18 25%额定制热能力 25% rated heating capacity 
在表A.1所规定的额定制热工况(风速可变的风机调至最低风档)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达

到“高温额定制热量的25%”或制造商声称的最小制热量（取较大者）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

速下连续运行的能力。 

A.1.19 制冷负荷  cooling load 
室外温度为35℃时的制冷能力作为制冷建筑负荷，连接此点与23℃为0负荷的点的直线，

即为制冷负荷。 

A.1.20 制热负荷  heating load  
制热负荷用于制冷负荷大小相同的房间来评价，并用对制冷负荷的固定比率进行计算。 
注1：因住宅结构不同，制冷负荷与制热负荷的比率平均为1.25，制热负荷可用下面的公式算出：制热负

荷=1.25×制冷负荷。 
注2：室外温度0℃时的制热的负荷（制冷能力×1.25×0.82），与室外温度17℃为0负荷的点连接的直线

作为制热负荷线。 

A.2 试验 

A.2.1 试验条件 

标准正文中该条除增加下述表A.1、表A.2外，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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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试验工况                           单位：℃ 

试验项目 
室内侧 室外侧 

干球 湿球 干球 湿球 

额定制冷 
低温制冷 
低湿制冷 
断续制冷 

27 
27 
27 
27 

19 
19 

<16 
<16 

35 
29 
29 
29 

24 
19 
--- 
--- 

额定高温制热 
断续制热 
额定低温制热 
超低温制热 

20 
20 
20 
20 

--- 
--- 

<15 
<15 

7 
7 
2 
-7 

6 
6 
1 
-8 

   

表 A.2  试验允差                          单位：℃          

项目 
室内侧 室外侧 

干球 湿球 干球 湿球 

额定制冷、额

定高温制热、

额定低温制热 

最大偏差 ±1.0 ±0.5 ±1.0 ±0.5 

平均偏差 ±0.3 ±0.2 ±0.3 ±0.2 

低温制冷、低

湿制冷 

最大偏差 ±0.5   ±0.31） ±0.5   ±0.31） 

平均偏差 ±0.3   ±0.21） ±0.3   ±0.21） 

断续制冷、断

续制热 

最大偏差 ±1.5 -- ±1.5   ±1.02） 

平均偏差 ±0.5 -- ±0.5   ±0.52） 

超低温制热 
最大偏差 ±2.0 ±1.5 ±2.0 ±1.0 

平均偏差 ±0.5 ±0.5 ±0.5 ±0.3 

注：1）低湿制冷试验不适用。 

2）断续制冷试验不适用。 

A.2.2 试验要求 

标准正文中该条除增加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空调器除启动或停止的负荷变动外，电源电压的变动为±2%，频率的变动为额定频率的±

1%。 

A.2.3 试验方法 

A.2.3.1 标准正文中该条除A.2.3.2-A.2.3.5相关内容被替代外，均适用。 

A.2.3.2 制冷量试验 

1）额定制冷量 

按正文2.3.1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1h后进

行测试。 

2）额定中间制冷量 

按正文2.3.1方法进行试验，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达到“额定制冷量的

1/2”±100W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运行1h后进行测试。 

3）额定最小制冷量 

按正文2.3.1方法进行，空调器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保证压缩机处在最小转速

下，稳定运行1h后进行测试。 

4）额定最大制冷量（如果额定最大制冷量压缩机的最大许用转速为额定制冷量压缩机的

运行转速，此试验可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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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正文2.3.1方法试验时，在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压缩机处在最大许用转速至少稳定运

行1h后进行测试。 

5) 25%额定制冷量 

按正文2.3.1方法进行试验，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达到“额定制冷量的

25%”或制造商声称的最小制冷量，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运行1h后进行测试。 
：上述各试验中压缩机转速设定等可按制造厂提供的方法进行。 

A.2.3.3 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按正文2.3.2方法进行额定制冷量、额定中间制冷量、额定最小制冷运行、额定最大制冷

量运行、25%额定制冷量的同时，测定空调器的输入功率、电流。 

A.2.3.4 制热量试验 

1）额定制热量 

按正文2.3.3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额定高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1h

后进行测试。 

2）额定中间制热量 

按正文2.3.3方法进行试验，在额定高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达到“高温额定

制热量的1/2”±100W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运行1h后进行测试。 

3）额定低温制热量 

按正文2.3.3和GB/T 7725 附录A.2.4.2~ A.2.4.3方法进行试验，将空调器置于空气焓值

法试验装置内，在表A.1低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辅助电加热装置的电路断开）压缩机

以最大转速稳定运行后进行测试。 

4）额定最小制热量 

按正文2.3.3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额定高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保证压缩机处在

最小转速下，稳定运行1h后进行测试。 

5）额定最大制热量   

最大制热量以计算式算出（最大制热量按低温制热量×1.38计算）。 

6）25%额定制热量 

按正文2.3.3方法进行试验，在额定高温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空调器达到“额定制热

量的25%”，或制造商明示的最小制热量（取大者）时，压缩机电机所处转速下，连续稳定运

行1h后进行测试。 
：上述各试验中压缩机转速设定等可按制造厂提供的方法进行。 

A.2.3.5 制热消耗功率试验 

按正文2.3.4方法进行额定制热量、额定中间制热量、额定低温制热量、最小制热量、25%

额定制热量运行的同时，测定空调器的输入功率、电流，并以计算式算出空调器的最大制热消

耗功率（最大制热消耗功率按低温制热消耗功率×1.17计算）。 

A.2.4 补充实验 

A.2.4.1 增加A.2.4.2-A.2.4.6 的条款，其试验可作为验证空调器季节能源消耗计算和控制产

品质量的参考。 

A.2.4.2 低温制冷试验 

按正文2.3.1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低温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1h后进

行测试。 

A.2.4.3 低湿制冷试验 

按正文2.3.1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低湿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1h后进

行测试。 

A.2.4.4 断续制冷试验 

按正文2.3.1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断续制冷工况和下述条件下以焓值法进行测试： 

1）用室内温度装置反复进行空调器的断续制冷运行1h以上，达到平衡后连续进行断续运

行3个周期后进行测试，并将其换算为小时制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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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周期为：开始运行至下一个运行开始，断续运行时间为运行7min，停止5min； 

3）测定间隔为10s 以内。 

A.2.4.5 断续制热试验 

按正文2.3.3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断续制热工况和下述条件下以焓值法进行测试： 

1）用室内温度装置反复进行空调器的断续制热运行1h以上，达到平衡后连续进行断续运

行3个周期后进行测试，并将其换算为小时制热能力； 

2）运行周期为开始运行至下一个运行开始，断续运行时间为运行5min，停止3min； 

3）测定间隔为10s 以内。 

A.2.4.6 超低温制热试验 

按正文2.3.3方法进行试验，空调器在超低温制热工况和下述条件下以焓值法进行测试： 

1）空调器运行达到平衡后再运行30min之后的20min期间进行测试，并将其换算为小时制

热能力； 

2）测定间隔为10s 以内。 

A.3 季节能源消耗的计算  

A.3.1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季节耗电量(CSTE)、季节制冷量(CSTL)的计算： 

A.3.1.1 工况条件及各温度发生时间 

表 A.3  各工况条件的性能参数 

试验项目 压机转速 参数 定频型 变频型 计算值 

额定制冷 

额定 
φful（35） 
Pful（35） 

■1） ■1） _ 

中间 
φhaf（35） 
Phaf（35） 

_ ■1） _ 

25% 
φmin（35） 
Pmin（35） 

_ ○2） _ 

低温制冷 

额定 
φful(29)  
Pful (29)  

○3） ○3） 
1.077×φful（35）
0.914×Pful（35）

中间 
φhaf (29) 
Phaf (29)  

_ ○3） 
1.077×φhaf（35）
0.914×Phaf（35）

25% φmin (29)  

Pmin (29)  
_ ○3）4) 

1.077×φmin（35）
0.914×Pmin（35）

注： 

1）需要进行此项试验。 

2）为可选试验，当空调器额定制冷量小于等于7.1kW时，不进行此项试验；当空调器额定制冷量大于7.1kW时，应进行此

项试验。如果空调器最小制冷量大于“25%额定制冷量”，Фmin（35）为空调器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压缩

机所处最小转速，实测最小制冷量，Pmin（35）为相应实测最小制冷消耗功率。 

3）为可选试验，若不进行试验，可通过表中公式计算得出。 

4) 如果未进行25%额定制冷量试验，则不需要计算此参数。 

表A.3中，压机转速的说明： 

1）额定转速：额定制冷量对应的压缩机转速； 

2）中间转速：额定中间制冷量对应的压缩机转速； 

3）25%转速：25%额定制冷量对应的压缩机转速。 

 

表 A.4 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 

温度区分  j 温度  t/℃ 时间  h 温度区分  j 温度  t/℃ 时间  h 

1 24 200 9 32 118 

2 25 206 10 3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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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6 201 11 34 65 

4 27 220 12 35 24 

5 28 187 13 36 6 

6 29 178 14 37 1 

7 30 157 15 38 0 

8 31 137 合 计  1783 

 
A.3.1.2 制冷工况下房间热负荷 

   
2335

23
35c 


 j

fulj

t
tL      ……………………………………（A.1-1） 

式中： 

 jc tL ——温度（tj）时的房间热负荷，W； 

 35ful ——空调器按A.2.3.1（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量，W。 

A.3.1.3 SEER的计算 

                                                   …………………..（A.1-2） 

 

A.3.1.4 定频型空调器 

定频空调器制冷计算时所用性能参数见表A.3，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

A.4，房间热负荷与制冷能力的关系见图A.1： 

 
图 A.1 建筑负荷与制冷能力（定频型） 

A.3.1.4.1 季节制冷量的计算   

 季节制冷量用下式计算： 

   



n

Pj
jjful

P

j
jjc ntntLCSTL

11

   ………………………..（A.1-3） 

         j
fulful

fuljful tt 



 35

2935

3529
35


   …………………..（A.1-4） 

式中： 

CSTE

CSTL
S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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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 tL ——用A.1-1计算，见此公式符号说明； 

nj——制冷季节中制冷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h），由表A.4确定，j=1，2，….14，

15； 

 jful t ——温度(tj)时，空调器运行的制冷能力，W； 

 29ful ——空调器低温制冷量，W，见表A.3说明。 

（1）如果  jc tL ≤  jful t （j=1 到 P） 

制冷量用  jc tL 计算。 

（2）如果  jc tL ＞  jful t （j=P+1 到 n） 

     制冷量用  jful t 计算。 

A.3.1.4.2 制冷季节耗电量的计算 

 
         ………………(A.1-5) 

         

式中： 

X(tj) ——温度(tj)时，房间热负荷与空调器制冷运行时的制冷量之比，用公式A.1-7

计算，当  jc tL ≥  jful t 时X(tj)=1。 

PLF(tj) ——温度(tj)时，空调器的部分负荷率。 

        ——温度(tj)时，空调器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所消耗的功率，W。 

 
                                            ………(A.1-6) 

   

式中： 

Pful(35) ——空调器按A.6.3.2（1）方法试验时的制冷消耗功率，W； 

Pful(29) ——空调器低温制冷运行时的消耗的功率，W，见表A.3。 

 
            ………………………………….(A.1-7) 

 

                                                …………………….(A.1-8) 
          

式中： 

CD——效率降低系数，通常取CD=0.25； 
注：CD值可通过空调器的断续试验并用下式计算求之：  

 

                                                         

                                 ……………. （A.1-9） 
 

式中： 

Φful(cyc) ——空调器按A.2.6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量，W； 

Pful(cyc) ——空调器按A.2.6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W； 

Φful(dry) ——空调器按A.2.5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量，W； 

Pful(dry) ——空调器按A.2.5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W； 

EERful(cyc) ——空调器按A.2.6方法试验时的能效比，W/W； 

EERful(dry) ——空调器按A.2.5方法试验时的能效比，W/W； 

CLF ——Φful(cyc)与Φful(dry)的比值（制冷负荷系数）。 
A.3.1.5 变频型空调器的计算 

   
)(1 j

j
n

j
jfulj tPLF

n
tPtXC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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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空调器制冷计算时所用性能参数见表A.3，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

A.4，房间热负荷与制冷能力的关系见图A.2：   

 
图 A.2 建筑负荷与制冷能力（变频型） 

A.3.1.5.1 季节制冷量计算 

见A.3.1.4.1。 

A.3.1.5.2 季节耗电量计算 

（一）如果未进行25%额定制冷量试验，CSTE按照下述公式计算。 

                                                                                              
                                                                    (A.1-10)  

 

 

式中： 

 jhaf tP  ——制冷温度(tj)时，空调器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所消耗的功率，W，用式

A.1-13计算； 

 jhf tP  ——制冷时温度(tj)时，空调器在中间制冷能力与额定制冷能力之间，对应

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运行时所需消耗的功率，W，用式A.1-14计

算； 

 jful tP ——用A.1-6计算，见此公式符号说明。 

（1） 空调器在中间能力点以下断续运行（Lc（tj）≤  jhaf t ， j=1 到 P） 

在此期间，假定空调器是以中间能力断续运行，  jtX 用公式A.1-6计算，  jtPLF

用公式A.1-8计算，Phaf用公式A.1-13计算。 

   
 

c j

j

haf j

L t
X t

t
 ……………………………… ……(A.1-11) 

式中： 

 haf jt ———温度(tj)时，空调器以中间能力运行的制冷能力，W，用公式A.1-12

计算 

 
   

  





P

j

m

Pj

n

mj
jjfuljjhf

j

jjhafj ntPntP
tPLF

ntPtX
CSTE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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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5
35 35

35 29
haf haf

haf j haf jt t
 

 


   


………… ……(A.1-12) 

             
…(A.1-13) 

 
 

（2） 空调器在中间能力和额定能力之间连续运行（  jhaf t ＜Lc（tj）≤  jful t  j=P+1 

到 m）  

   
 jhf

jc
jhf tEER

tL
tP  ………………………………… ……(A.1-14) 

式中： 

 jc tL ——用A.1-1计算 

EERhf(tj) ——空调器在温度（tj）时，在中间制冷能力和额定制冷能力之间对

应房间热负荷运行时EER的计算值，用公式A.1-15计算。 

 
…… ……(A.1-15) 

式中： 

     chaf tEER ——空调器在温度tc时，以中间能力运行时的EER，用公式A.1-17计算； 

 bful tEER ——空调器在温度tb时，以额定能力运行时的EER，用公式A.1-17计算。 

制冷计算时所需温度点（制冷能力与房间热负荷达到均衡时的温度）ta、tb、tc及其计算，

其中： 

 ta=23℃＜tc＜tb＝35℃ 

       

     
2935

3529

2335

35
2935

3529
35

2335

35
2335

















hafhafful

hafhafful
haf

ct 




……(A.1-1

6) 

式中： 

tc ——房间热负荷与额定中间制冷能力达到均衡时的温度； 

tb ——房间热负荷与额定制冷能力达到均衡时的温度，即 tb=35℃； 

ta ——房间热负荷为0的温度，即 ta=23℃； 

 

   
 tP

t
tEER


  ………………………………………(A.1-17) 

         b
fulful

fulbful tt 



 35

2935

3529
35


 ………………(A.1-18) 

         b
fulful

fulbful t
PP

PtP 



 35

2935

3529
35 ………………(A.1-19) 

         c
hafhaf

hafchaf tt 



 35

2935

3529
35


 ………………(A.1-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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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9
35)( j

hafhaf
hafjhaf t

PP
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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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hafhaf

hafchaf t
PP

PtP 



 35

2935

3529
35 ………………(A.1-21) 

式中： 

     t——分别代表tb、tc和tp； 

      bful t ——空调器在tb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量，W； 

 chaf t ——空调器在tc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量，W； 

 bful tP ——空调器在tb时，以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时制冷消耗功率，W； 

 chaf tP ——空调器在tc时，以中间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消耗功率，W； 

（3）空调器以额定能力连续运行（  jful t ＜  jc tL ，j=m+1 到 n） 

 jful tP 用公式A.1-6计算。 

（二）如果进行25%额定制冷量试验，CSTE按照下述公式计算。 
  
…(A.1-22) 

 

 

式中： 

Pmin(tj) ——制冷温度为tj时，空调器在25%额定制冷能力以下，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

力断续运行时所需消耗的功率，W，用公式A.1-25计算； 

Pmh(tj) ——制冷时温度为tj时，空调器25%额定制冷能力与额定中间制冷能力之间，

对应房间热负荷的能力连续可变运行时所需消耗的功率，W，用公式A.1-26

计算； 

其余符号说明见公式A.1-10。 

空调器在25%额定制冷能力以下断续运行（Lc（tj）≤  jtmin  j=1 到 k） 

    在此期间，空调器以最小能力断续运行，  jtX 用公式A.1-23计算，  jtPLF 用

公式A.1-8计算，Pmin（tj）用公式A.1-25计算。 

   
 min

c j

j

j

L t
X t

t
 ……………………………… ……(A.1-23) 

式中： 

 jtmin ——温度(tj)时，空调器以25%额定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能力，W，用公式

A.1-24计算： 

         jj tt 



 35
2935

3529
35 minmin

minmin




………… ……(A.1-24) 
 

……(A.1-25) 
 
（2）空调器以25%额定制冷能力与额定中间制冷能力之间连续运行（  jtmin ＜Lc（tj）≤

 jhaf t  j=k+1 到 p） 

   
 jmh

jc
jmh tEER

tL
tP  ………………………………… ……(A.1-2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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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 tL ——用A.1-1计算 

          EERmh(tj) ——空调器在温度（tj）时，在25%额定制冷能力和中间制冷能力之间对

应房间热负荷运行时EER的计算值，用公式A.1-27计算。 

 
…(A.1-27) 

式中： 

     chaf tEER ——空调器在温度tc时，以中间能力运行时的EER，用公式A.1-17计算； 

 ptEERmin ——空调器在温度tp时，以25%额定能力运行时的EER，用公式A.1-17计算。 

 chaf t ——用公式A.1-20计算； 

 chaf tP ——用公式A.1-21计算； 

 ptmin —空调器在tp时，以25%额定制冷能力运行的制冷量，W，用公式A.1-29计算； 

 ptPmin —空调器在tp时，以25%额定制冷能力运行时消耗功率，W，用公式A.1-30计

算。 

制冷计算时所需温度点（制冷能力与房间热负荷达到均衡时的温度）ta、tb、tc及其计算，

其中： 

 ta=23℃＜tp＜ tc＜tb＝35℃，tc用公式A.1-16计算。 

           

       

     
2935

3529

2335

35
2935

3529
35

2335

35
2335

minmin

minmin
min





















ful

ful

pt ………………(A.1-28) 

式中： 

tc ——房间热负荷与额定中间制冷能力达到均衡时的温度； 

tp ——房间热负荷与25%额定制冷能力达到均衡时的温度； 

         pp tt 



 35
2935

3529
35 minmin

minmin


 ………………(A.1-29) 

         pp t
PP

PtP 



 35
2935

3529
35 minmin

minmin ………………(A.1-30) 

（3）空调器在中间能力和额定能力之间连续运行（  jhaf t ＜Lc（tj）≤  jful t  j=P+1 到 m） 

      见A.3.1.5.2（一）（2） 

（4）空调器以额定能力以上连续运行（  jful t ＜  jc tL ，j=m+1 到 n） 

见A.3.1.5.2（一）（3） 
                        

A.3.2 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季节耗电量（HSTE）、季节制热量（HSTL）的计算 

A.3.2.1 工况条件及各温度发生时间 

表 A.5 各条件的性能参数 

试验项目 压机转速 参数 定频型 变频型 计算值 

高温额定制热 

额定 
φful(7) 
P ful(7) ■1） ■1） _ 

中间 
φhaf (7) 
P haf(7) 

_ ■1） _ 

25% φmin (7) 
P min (7) 

_ ○2） 
_ 

)(
)()(

)()( min
min pj

pc

pchaf
pjmh tt

tt

tEERtEER
tEER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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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低温制热 

最大 
φext,f(2) 
Pext,f(2) 

_    ■1）5） 
_ 

最大 
φext(2) 
Pext(2) 

_ ○3） 1.12φext,f(2) 
1.06 Pext,f(2) 

额定 
φful,f(2) 
Pful,f(2) 

■1）   ○3）5） φful（2）6） /1.12
Pful（2）6）/1.06 

中间 
φhaf,f(2) 
Phaf,f(2) 

_ ○3） φhaf（2）6） /1.12
Phaf（2）6）/1.06 

25% 
φmin,f(2) 
Pmin,f(2) 

_   ○3）4） φmin（2）6） /1.12
Pmin（2）6）/1.06 

超低温制热 

最大 
φext(-7) 
Pext(-7) 

_ ○3） 0.734×φext(2) 

 0.877×P ext(2) 

额定 
φful(-7) 
Pful(-7) 

○3） ○3） 0.64×φful(7) 

 0.82×P ful(7) 

中间 
φhaf(-7) 
Phaf(-7) 

_ ○3） 0.64×φhaf(7) 

 0.82×P haf(7) 

25% 
φmin(-7) 
Pmin(-7) 

_   ○3）4） 0.64×φmin(7) 

 0.82×P min(7) 
注： 

1) 需要进行此项试验。 

2) 为可选试验，当空调器额定制冷量小于等于7.1kW时，不进行此项试验；当空调器的额定冷量大于7.1kW时，应进行此

项试验。如果空调器额定最小制热量大于“25%额定制热量”，φmin(7)为空调器在额定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压缩机

处在最小转速下的实测最小制热量、Pmin(7)为实测最小制热消耗功率。 

3) 为可选试验，若不进行试验，可通过表中公式计算得出。 

4) 如果未进行25%额定制热量试验，则不需要计算此参数。 

5) 如果压缩机最大转速和额定转速相同则不进行压缩机最大转速的额定低温制热试验，而进行压缩机额定转速的额定低

温制热试验，而不用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6) 当压缩机在额定转速、中间转速和25%转速下进行额定低温制热试验，其φ(2)、P(2)的计算公式如下： 

          72
77

77
72 





）（

               
))7(2(

)7(7

77
72 





PP

PP  

表A.5中，压机转速的说明： 
1）额定转速：额定制热量对应的压缩机转速； 
2）中间转速：额定中间制热量对应的压缩机转速； 
3）25%转速：25%额定制热量对应的压缩机转速。 

 

表 A.6  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 

温度区分  j 温度  t/℃ 时间  h 温度区分  j 温度  t/℃ 时间  h 

1 -6 0 13 6 202 

2 -5 6 14 7 215 

3 -4 9 15 8 190 

4 -3 19 16 9 174 

5 -2 24 17 10 163 

6 -1 54 18 11 131 

7 0 49 19 12 136 

8 1 120 20 13 146 

9 2 132 21 14 139 

10 3 157 22 15 192 

11 4 172 23 16 194 

12 5 242    

   总计  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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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2 制热工况下房间热负荷 

   
017

17
3525.182.0h 


 j

fulj

t
tL  ……………………………………（A.2-1） 

式中： 

 jh tL ——温度（tj）时的房间热负荷，W； 

 35ful ——空调器按A.2.3.2（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冷量，W。 

A.3.2.3 HSPF的计算 

 

..………………………..（A.2-2） 
 

 



n

j
jjh ntLHSTL

1

..………………………………..（A.2-3） 

式中： 

 jh tL ——温度（tj）时的房间热负荷，W，用公式A.2-1计算； 

jn ——制热季节中制热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由表A.6确定。 

A.3.2.4 定频型热泵空调器 

定频空调器制热计算时所用性能参数见表A.5，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

A.6，房间热负荷与制热能力的关系见图A.3： 

-10 2 5.5 107 tb=tc=17

tj(℃)

-7

φful(-7)

0

φful(7)

φful,f(2)

Pful(-7)

Pful(7)

Pful,f(2)

制热量/W

功率/W

φful(tj)

Pful(tj)

φful,f(tj)

Lh(tj)

图 A.3  建筑负荷与制热能力（定频型） 
A.3.2.4.1 季节制热量计算 

HSTE

HSTL
H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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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公式A.2-3计算。 
A.3.2.4.2 季节耗电量计算 
 

     …………….(A.2-4) 
 

式中： 

X(tj) ——温度(tj)时，房间热负荷与空调器制热运行时的制热量之比； 

P(tj) ——温度(tj)时，空调器制热运行所消耗的功率，W； 

PLF(tj) ——温度(tj)时，空调器断续运行的部分负荷率； 

PRH(tj) ——空调器在温度(tj)时，空调器对应于房间负荷的制热能力不足时，加入

电热装置的消功率，W，当     ≥ Lh(tj) 时，PRH(tj) =0。       

（1）无霜区域制热运行的情况（tj≥5.5℃或tj≤-7℃）： 

                                                
  …………….….(A.2-5) 

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jful t ——非结霜区域，温度(tj)时，空调器运行的制热能力(W)，用公式A.2-6计

算。 

当         ≤Lh(tj) 时，X (tj) =1。 

       
    7

77

77
7 




 j

fulful
fuljful tt


  …………….….(A.2-6) 

式中： 

 7ful ——空调器按A.2.3.4（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量，W； 

 7ful ——见表A.5的说明。 

      .……(A.2-7) 
 

式中： 

 7fulP ——空调器按A.2.3.4（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W； 

 7fulP ——见表A.5的说明。 

 
                               jDj tXCtPLF  11     ……………(A.2-8) 

式中： 

CD ——效率降低系数，取CD=0.25； 
注：CD值可通过空调器的断续试验并用下式求之：  

 

                                                     …….………（A.2-9） 
 

 

 
式中： 

φ(cyc) ——空调器按A.2.7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量，W； 

P(cyc) ——空调器按A.2.7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W； 

φful(7) ——空调器按A.2.3.4(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量，W； 

P ful(7) ——空调器按A.2.3.4(1)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W； 

COP(cyc) ——空调器按A.2.7方法试验时的性能系数，W/W； 

1 1

( ) ( )
( )

( )

n n
j j j

RH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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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t P 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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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t

)( jful t

          7
)7(7

77
7)( 




 j

fulful
fuljfulj t

PP
PtPtP



GB 21455—×××× 

24 

COP ful(7)——空调器按A.2.3.4(1)方法试验时的性能系数，W/W； 

HLF—— φ(cyc)与φful(7)的比值（制热负荷系数）。   

         jfuljhjRh ttLtP     .…………………….……(A.2-10) 

（2）制热运行发生除霜的情况（-7℃ < tj < 5.5℃）： 
 

                                                    ……. … (A.2-11) 
 

 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jfful t， ——结霜区域，温度(tj)时，空调器运行的制热能力，W，用公式A.2-12计

算。 

当         ≤Lh(tj) 时，X (tj) =1。 

       
    7

72

72
7 , 




 j

fulfful
fuljfful tt


 ， …………….….(A.2-12) 

式中： 

 2, fful ——空调器按A.2.3.4（3）方法试验时的实测制热量，W； 

 7ful ——见表A.5的说明。 

……….(A.2-13) 
式中： 

 2, ffulP ——空调器按A.2.3.4（3）方法试验时的实测低温制热消耗功率，W； 

 7fulP ——见表A.5的说明，W。                                       

 jtPLF 用公式A2-8计算 

      jffuljhjRh ttLtP ,    .…………………….……(A.2-14) 

A.3.2.5 变频型热泵空调器的计算： 

变频空调器制热计算时所用性能参数见表A.5，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发生时间见表

A.6，房间热负荷与制热能力的关系见图A.4：   

)(

)(
)(

, jfful

jh
j t

tL
tX




)( jffu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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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ful
fuljfful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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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10 tf ta te tq tr0 2 5.5 107 tb=tc=17

tj(℃)

制热量/W

COPmh,f(tj)
COPhf,f(tj)

COPfe,f(tj)

COPful,f(tg)
COPhaf,f(te)

-7

COPext,f(tf)

φext,f(2)

φext(2)

COP

COPmin,f(tr)
COPhaf(ta)
COPhaf(td)
COPmin(tq)

COPmh(tj)
COPhf(tj)

tg

φmin（tj）

φhalf(tj)

φful(tj)

φext(tj)

φext(-7)
φful

φful(2)

φful(-7)
φhalf

φhalf,f(2)
φhalf(-7)

φmin

φmin(-7)
φhalf,f(2)

φext,f(tj)

Lh(tj)

φful,f(tj)

φhalf,f(tj)

φmin,f（tj）

 
图 A.4 建筑负荷与制热能力（变频型） 

A.3.2.5.1 季节制热量计算 

用公式A.2-3计算。                                      
A.3.2.5.2 季节耗电量计算 

季节耗电量用A.2-4计算。 

制热计算时所需温度点（制热能力与房间热负荷达到平衡时的温度点）tf、ta、tg、td、

te、tq、tr、tb、tc及其计算，其中 tb = tc =17℃，只有进行25%额定制热量试验才计算tr和tq： 

 

 

 

……（A.2-15） 
 

 

 

 

……（A.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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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9） 
 

 

 

   …………（A.2-20） 
 

 

 

…………（A.2-21） 
 

 
 

（一）如果未进行25%额定制热量试验，HSTE按照下述公式计算。 

（1）空调器在中间能力点以下断续运行 

在此期间，假定空调器是以中间能力断续运行。 

a）无霜区域制热运行（ jt ≤-7℃， jt ≥5.5℃，Lh（tj）≤  jhaf t ） 

    X（tj）用公式A.2.-22计算，P（tj）用公式A.2-24计算，PLF（tj）用公式A.2-8计算。 
        ………………………………….(A.2-22) 

 
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制热温度 jt 时，无结霜区域空调器以中间制热能力运行时制热量，W，

用公式A.2-23计算。 

       
    7

77

77
7 




 j

hafhaf
hafjhaf tt


    ……………………(A.2-23) 

……………(A.2-24) 
 

b）结霜区运行（-7℃＜ jt ＜5.5℃，Lh（tj）≤  jfhaf t, ） 

X（tj）用公式A.2.-25计算，P（tj）用公式A.2-27计算，PLF（tj）用公式A.2-8计算。 

 

…………………………….(A.2-25) 
 

式中： 

——制热温度 jt 时，结霜区域空调器以中间制热能力运行时制热量，W，

用公式A.2-2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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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7 7

2 7
haf f haf

haf f j haf jt t
 

 
 

        
  ……………………(A.2-26) 

 

…………(A.2-27) 
 

（2）空调器在中间制热能力和额定制热能力之间连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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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X =  jtPLF =1 

a）无霜区域运行情况（ jt ≤-7℃， jt ≥5.5℃，  jhaf t ＜Lh（tj）≤  jful t ） 

      
 jhf

jh
j tCOP

tL
tP  ..……..……..……..……..……..….(A.2-28) 

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jhf tCOP ——制热温度 jt 时，无结霜区域空调器在中间制热能力和额定制热能

力之间运行时性能系数，用公式A.2-29计算 

                 aj
ad

afuldhaf
afuljhf tt

tt

tCOPtCOP
tCOPtCOP 




 …..….(A.2-29)  

    
 tP

t
tCOP


 …..…. …..…. …..…. …..….…..….(A.2-30) 

式中： 

t ——代表ta、td、tq、tg、te、tf； 

φ（t）——分别代表ta、td、tq、tg、te、tf温度下非结霜区域以额定制热能力运行

的制热量φful（ta）、以中间能力运行的制热量φhaf（td）；结霜区域以额定能力运行的

制热量φful,f（tg）、以中间能力运行的制热量φhaf,f（te）、以低温能力运行的制热量φext,f

（tf）； 

P（t）——分别代表ta、td、tq、tg、te、tf温度下非结霜区域以额定制热能力运行的

制热消耗功率Pful（ta）、以中间能力运行的制热消耗功率Phaf（td）；结霜区域以额定能

力运行的制热消耗功率Pful,f（tg）、以中间能力运行的制热消耗功率Phaf,f（te）、以低温

能力运行的制热消耗功率Pext,f（tf）； 

COPful（ta）——空调器在温度ta时，在非结霜区域，以额定制热能力运行时的COP，

用公式A.2-30计算； 

COPhaf（td）——空调器在温度td时，在非结霜区域，以中间制热能力运行时的COP，

用公式A.2-30计算。 

       
    7

77

77
7 




 a

fulful
fulaful tt


 …..…. …..….…..….(A.2-31) 

       
    7

77

77
7 




 d

hafhaf
hafdhaf tt


 ..…. …..….…..….(A.2-32) 

       
    7

77

77
7 




 a

fulful
fulaful t

PP
PtP …..…. …..….…..….(A.2-33) 

       
    7

77

77
7 




 d

hafhaf
hafdhaf t

PP
PtP ..…. …..….…..….(A.2-34) 

b）制热运行发生结霜的情况（-7℃＜ jt ＜5.5℃，  jfhaf t, ＜Lh（tj）≤  jfful t, ） 

      
 jfhf

jh
j tCOP

tL
tP

,

 ..……..……..……..……..……..….(A.2-35) 

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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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fhf tCOP , ——制热温度 jt 时，结霜区域空调器在中间制热能力和额定制热能力

之间运行时性能系数，用公式A.2-36计算。 
        

         gj
ge

gffulefhaf
gffuljfhf tt

tt

tCOPtCOP
tCOPtCOP 




 ,,

,, …..….(A.2-36)  

式中： 

COPful,f（tg）——空调器在温度tg时，在结霜区域，以额定制热能力运行时的COP，用

公式A.2-30计算； 

COPhaf,f（te）——空调器在温度te时，在结霜区域，以中间制热能力运行时的COP，用

公式A.2-30计算。 

       
    7

72

72
7 , 




 g

fulfful
fulgfful tt


 ， …..…. …..….…...(A.2-37) 

       
    7

72

72
7 ,

, 



 e

haffhaf
hafefhaf tt


 ..…. …..….…..….(A.2-38) 

       
    7

72

72
7 ,

, 



 g

fulfful
fulgfful t

PP
PtP …..…. …..….…..….(A.2-3

9) 

       
    7

72

72
7 ,

, 



 e

haffhaf
hafefhaf t

PP
PtP ..…. …..….…..….(A.2-40) 

（3）空调器在额定制热能力和低温制热能力之间运行 

   jtX =  jtPLF =1 

a）制热运行未发生在无结霜区域 

b）制热运行发生结霜的情况（-7℃＜ jt ＜5.5℃，  jfful t, ＜Lh（tj）≤  ,exf f jt ） 

      
 jffe

jh
j tCOP

tL
tP

,

 ..……..……..……..……..……..….(A.2-41) 

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jffe tCOP , ——制热温度 jt 时，结霜区域空调器在额定制热能力和低温制热能力之

间运行时性能系数，用公式A.2-42计算 
        

         fj
fg

ffextgfful
ffextjffe tt

tt

tCOPtCOP
tCOPtCOP 




 ,,

,, …..….(A.2-42)  

式中： 

COPext,f——空调器在温度tf时，在结霜区域，以低温制热能力运行时的COP，用公式

A.2-3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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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2
7 ,

, 



 f

extfext
extffext tt


 ..…. …..….…..….(A.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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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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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fext
extffext t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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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调器在低温制热能力以上连续运行 

 jtX =  jtPLF =1 

a）制热运行未发生在无结霜区域 

b）制热运行发生结霜的情况（-7℃＜ jt ＜5.5℃，Lh（tj）＞  ,exf f jt ） 

   jfextj tPtP , =         7
)7(2

72
7 , 




 j

extfext
ext t

PP
P ….…..….(A.2-45) 

     ,Rh j h j ext f jP t L t t   ….….…….….…..….(A.2-46) 

（二）如果进行25%额定制热量试验，HSTE按照下述公式计算。 

（1）空调器在25%额定制热能力点以下断续运行 

a）无霜区域制热运行（ jt ≤-7℃， jt ≥5.5℃，Lh（tj）≤  jtmin ） 

X（tj）用公式A.2.-47计算，P（tj）用公式A.2-49计算，PLF（tj）用公式A.2-8计算。 
        ……………………………….(A.2-47) 

 
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制热温度 jt 时，无结霜区域空调器以最小制热能力运行时制热量，W，

用公式A.2-48计算 

       
    7

77

77
7 minmin

minmin 



 jj tt


    ……………………(A.2-48) 

 
……(A.2-49) 

 
b）制热运行发生结霜的情况（-7℃＜ jt ＜5.5℃，Lh（tj）≤  jf tmin, ） 

X（tj）用公式A.2.-50计算，P（tj）用公式A.2-52计算，PLF（tj）用公式A.2-8计算 

…………………………….(A.2-50) 
 

式中： 

——制热温度 jt 时，在结霜区域，空调器以25%额定制热能力运行时制

热量，W，用公式A.2-51计算 

       
    7

72

72
7 minmin,

minmin, 



 j

f
jf tt


   ……………………(A.2-51) 

 

…………(A.2-52) 
 

 

（2）空调器在25%额定制热能力和中间制热能力之间连续运行 

 jtX =  jtPLF =1 

a）无霜区域运行情况（ jt ≤-7℃， jt ≥5.5℃，  jtmin ＜Lh（tj）≤  jhaf t ） 

      
 jmh

jh
j tCOP

tL
tP  ..……..……..……..……..……..….(A.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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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jmh tCOP ——制热温度 jt 时，在无结霜区域内，空调器在25%额定制热能力和中

间制热能力之间运行时性能系数，用公式A.2-54计算 

                 dj
dq

dhafq
dhafjmh tt

tt

tCOPtCOP
tCOPtCOP 




 min

…..….(A.2-54)  

式中： 

tq——在非结霜区域内，25%额定制热运行曲线与制热建筑负荷的交点； 

COPmin（tq）——空调器在温度tq时，在非结霜区域，以25%额定制热能力运行时的COP，
用公式A.2-30计算； 

COPhaf（td）——用公式A.2-30计算。 

       
    7

77

77
7 minmin

minmin 



 qq tt


 …..…. …..….…..….(A.2-55) 

       
    7

77

77
7 minmin

minmin 



 qq t

PP
PtP …..…. …..….…..….(A.2-56) 

式中： 

φmin（tq）——空调器在tq时，在非结霜区域内，以25%额定制热能力运行的制热量，

W； 

Pmin（tq）——空调器在tq时，在非结霜区域内，以25%额定制热能力运行的制热消耗

功率，W； 

φhaf（td）用公式A.2-32计算； 

Phaf（td）用公式A.2-34计算。 

b）制热运行发生结霜的情况（-7℃＜ jt ＜5.5℃，  jf tmin, ＜Lh（tj）≤  jfhaf t, ） 

      
 jfmh

jh
j tCOP

tL
tP

,

 ..……..……..……..……..……..….(A.2-57) 

式中： 

 jh tL ——用公式A.2-1计算； 

 jfmh tCOP , ——制热温度 jt 时，结霜区域空调器在25%额定制热能力和中间制热

能力之间运行时性能系数，用公式A.2-58计算 
        

         ej
er

efhafrf
efhafjfmh tt

tt

tCOPtCOP
tCOPtCOP 




 ,min,

,, …..….(A.2-58)  

式中： 

tr——在结霜区域内，25%额定制热运行曲线与制热建筑负荷的交点； 

COPmin,f（tr）——空调器在温度tq时，在结霜区域，以25%额定制热能力运行时的COP，
用公式A.2-30计算； 

COPhaf,f（te）——用公式A.2-3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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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 minmin,

minmin 



 r

f
rf tt


 ， …..…. …..….…….(A.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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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2

72
7 minmin,

minmin, 



 r

f
rf t

PP
PtP …..…. …..….…...(A.2-60

) 

式中： 

φmin（tr）——空调器在tr时，在结霜区域内，以25%额定制热能力运行的制热量，W； 

Pmin（tr）——空调器在tr时，在结霜区域内，以25%额定制热能力运行的制热消耗功

率，W； 

（3）空调器在中间制热能力和额定制热能力之间连续运行 

    见A.3.2.5.2（一）（2） 

（4）空调器在额定制热能力和低温制热能力之间连续运行 

    见A.3.2.5.2（一）（3） 

（5）空调器在低温制热能力以上连续运行 

见A.3.2.5.2（一）（4） 

A.3.3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计算 

 
     ……..……………………(A.3-1) 

 
A.3.4 全年运转时季节耗电量计算 

全年运转时季节耗电量 = 制冷季节耗电量 + 制热季节耗电量的之和，Wh： 

 

          …………………….（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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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房间空气调节器制冷和制热季节运行时的室外环境各温度发生时间 
 

B.1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SEER）和制冷季节耗电量的计算采用表 B1 中规定

的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 
 
表 B1 制冷工况运行时室外环境各温度发生时间（全国平均） 

温度

（℃）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合计

时间 
（h） 

54 96 97 113 98 96 110 107 105 94 76 61 22 5 2 1136

 
 
B.2 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HSPF）和制热季节耗电量的计算采用表 B2 中规定的

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 
 

        表 B2 制热工况运行时室外环境各温度发生时间 
温度 
（℃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时间 

（h）（全国） 
1  1  3  7  8 21  44  26  35 46 46 38 32 30 30 21 16  9  8  4 3 3 1 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