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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点间接蒸发冷却空调机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露点间接蒸发冷却空调机组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露点间接蒸发冷却作为空气主要冷却方式，用于公共建筑和数据中心冷却降温或类

似用途的空调机组的制造。采用其他冷源作为辅助冷源的空调机组的制造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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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19 1 包装储运团示标志

GB厅 1727 漆膜一般制备法

GB/f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厅 9068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工程法

GB/f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f 10870 旗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

GB/f 1 3306 标牌

GB厅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厅 14294-2008 组合式空调机组

GBff 17758-2010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厅 18430. 1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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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21087-2020 热回收新风机组

GB厅2586命－2010 蒸发式冷气机

GB厅30 192-2013 水蒸发冷却空调机组

m厅7249 制冷与空调设备 术语

m厅 10359 空调器室外机用塑料环境技术要求

JB.厅 11964 蒸发冷却用填料

3 术语和定义

JB厅 7249、 GBff 1 8430. 1-2007 和 GB/T 301 92-20 1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露点间接蒸发冷却空调机组 dew point indirect evaporative cooling air handling units 

以露点间接燕发冷却器（利用水的蒸发潜热对空气进行冷却， 基于空气干球温度和露点温度之温差

驱动，将空气等湿冷却至最低可低于其湿球温度， 且逼近其露点温度的空气冷却器〉作为主要空气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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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空气处理机组， 以下简称“机组飞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风量 rated air flow rate 

在标准空气状态下，单位时间内通过机组的一次空气的体积流血·

注：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制冷量 cooling capacity 

在规定工况下， 机组在单位时间内从被冷却的空间内移除的总热量（包括显热和潜热〉．

注：单位为千瓦（kW).

输入功率 power supply 

机组在规定的条件下，风机、水泵及其他用电设备吸收的功率之和．

注：单位为千瓦 （kW).

一次空气 prim a可 air

产出空气

被机组冷却后送入室内供冷的空气．

二次空气 secondaηair 

工作空气

与水接触使其蒸发从而降低换热器表面温度以冷却一次空气的辅助空气．

回凤型机组 re阳rn air unit 

将机房室内回风引入并冷却降温后，再送入机房的机组．

注： 回风型机组适用于德全年制冷的数据中心等类似场所．

全新风型机组 fresh air unit 

将室外新风引入并冷却降温后， 再送入室内的机组。

注：全新风型机组适用于自带季节性制冷的公共建筑等类似场所．

露点效率 dew-point efficiency 

回风型机组在规定的条件下， 一次进、出口空气干球温度差与一次进口空气干球温度和二次进口空

气露点温度差的百分比．

全新风型机组在规定的条件下， 一次进、出口空气干球温度差与二次进口空气干球温度和露点温度

差的百分比．

3.10 
机外静压 unit external static pr臼S町e

机组在明示风盘时克服自身阻力后， 进、出风口的静压差值．

注：单位为怕（Pa).

3.11 

2 

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O 

EER 

在规定的条件下，机组的制冷量与输入功率的比值。

注：恨位为千瓦每千瓦（kW/kW).



3.12 
全年能效比 annual energy efficiency r剧。

AEER 

全年制冷时机组从室内除去的热量总和与总耗电量的比值。

注2 单位为千瓦每千瓦（kW/kW).

3.13 

制冷季节能效比 seas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SEER 

在制冷季节期间，机组总制冷量与总挺电量的比值。

注z 单位为千瓦每千瓦（kW/kW).

4 型式与型号

4.1 型式

4.1.1 机组按用途分为：

一一回风型：主要用于需全年制冷的数据中心等类似场所；

一一全新风型：主要用于需季节性制冷的公共建筑等类似场所。

4.1.2 机组按是否有辅冷设备分为：

一一带机械辅助制冷型：

一一无机械辅助制冷型。

4.2 型号

机组型号的编制方法可参照附录A执行， 或由制造商自行确定。

4.3 环境条件

机组的适用环境温度为－40℃～50℃。

5 技术要求

5.1 －般要求

5.1.1 制造

机组应按本文件的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1.2 结构

结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壳体应有足够的强度，在运输和启动、运行、停止后不应出现凸凹变形：

一－机组应设排水口，排水应顺畅，无溢出和掺漏：

一一机组各零部件应安装牢固可靠：

JB厅 14643-一2022

一一机组箱体绝热层与壁板应结合牢固、密实，壁饭绝热的热阻不小于 0.74 m2 • KJW，箱体应有

防冷桥措施：
一一室外机组箱体应有防渗雨、防冻措施：

一一机组必要时可留孔和测试仪表接口，并设电压不超过 36V 的安全照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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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3 材料

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保温材料：机组箱体采用的绝热、隔声材料，应无毒、无腐蚀性、无异味和不易吸水，其材料

外露部分和箱体具有不燃或难燃特性；

一一设备的主要部位材料应符合材料的选用要求，并鼓励使用优质材料：

一一塑料材料防老化性能应符合B厅 10359 的规定．

5.1.4 零部件

零部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机组金属构件表面应进行除锈和防腐处理：

一一填料应符合 JB厅 11964 的规定。

5.1.5 外观

外观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设备外表面漆膜的制备应符合GB厅 1727 的规定，机组表面应无明显划伤、压痕，表面光洁、

喷涂层均匀、色调一致，无流痕、气泡和剥落，壳体内应清理干净、无杂物；

一一机组的装饰性、功能性塑料件表面应平整、色泽均匀，不应有裂痕、 气泡等缺陷。

5.1.6 其他

5.1.6.1 回风型机组在数据中心应用时， 宜加强对室内外温湿度和机组运行状态的监测，确保机组安

全且经济运行。

5.1.6.2 补充水水质应符合自来水水质要求，机组应设置内部循环水水处理措施。
5.1.6.3 机组长期处于－20℃以下温度环境中工作时，壁板绝热的热阻要求应适当增加。

5.2 性能要求

5.2.1 启动运转

机组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正常启动和运转，零部件应无松动、杂音、振动和发热等异常现象。

5.2.2 防漏水性能

机组的载水部件应防惨漏。

5.2.3 风量

在名义工况下，机组风量的实测值不应低于明示值的 95%。

5.2.4 制冷量

在名义工况下，机组制冷量的实测值不应低于明示值的 95%。

5.2.5 输入功率

在名义工况下，机组输入功率的实测值不应超过明示值的 110%。

5.2.6 露点效率

在名义工况下，机组露点效率的实测值不应低于明示值的 9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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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能效比

在名义工况下，机组的能效比不应低于表 1 规定的限值，且同时不低于明示值的 95%.

表1 能效比限值

机组类型 风最 m3/h 出口静压 Pa 能效比 kW/kW

~2000 50 9 

回凤型 >200。～10000 80 10 

>10 以)0 150 11 

运2000 50 8 

全新风型 >2000~ 10000 80 9 

>10 000 150 10 

5.2.8 全年能效比

回风型机组的全年能效比不应低于明示值的 95%.

5.2 .9 制冷季节能效比

全新风型机组的制冷季节能效比不应低于明示值的 95%.

5.2 . 1 0 机外静压

机组的机外静压不应低于明示值95% 。

5.2.11 噪声

按 6.3. 11 的规定进行试验，机组的声压级噪声值不应高于表 2规定的限值。

表2 噪声限值

风最

m1/h 
~2000 >2000~ 5 000 >5000~8 000 >8000~ 10000 >10000~20000 >20 000 

噪声
70 72 75 80 85 90 

dB (A) 

5.2.12 漏凤率

机组内静压保持 700Pa 〈负压段－400 Pa）时，机组漏风率不应大于2%。

5.2.13 箱体变形率

机组风量~10 000 m3/h， 且机组内保持静压 1 OOOPa 的条件下，箱体变形率不超过4mm/m。

5.2.14 振动

按 6.3. 14 的规定进行试验，机组的垂直振帽应小于 15 µ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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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全要求

5.3.1 绝缘电阻

机组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2 M!l。

5.3.2 电气强度

机组在 6.4.2 的电气强度试验过程中应无击穿和闪络现象发生。

5.3.3 泄漏电流

按 6.4.3 的规定进行试验， 机组外露金属部件和电源线间的地漏电流不应大于 SmA。

5.3.4 接地电阻

机组外露金属部件与接地端子之间的电阻值不应大于 0. 1 .n。

5.3.5 电气防护

电气防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机组配备的电动机应满足 GB厅4208 中 IPX4 的防水要求：

一一机组配备的潜水泵应满足 GB厅 4208 中 IPX6 的防水要求，高脚泵应满足GB厅 4208 中 IPX4

的防水要求：

一一机组配备的排水阀应满足 GB!f4208 中 IPX4 的防水要求。

5.3.6 机械安全

机组的机械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机组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其结构应能承受正常使用中的各种操作：

一一机组机械传动等部件应设置适当的防护罩或防护网。

5.3.7 凝露

机组外壳应无凝露外漓，凝结水应排除顺畅．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电压及其频率

机组应在铭牌规定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试验。

6.1 .2 试验工况

6.1.2.1 机组的一般性能试验工况按表 3 的规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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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一般性能试验工况 单位为摄氏度

室外侧 室内侧

机组类型 工况类别 空气进口状态 空气逃口状态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霹点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蒸发冷却＋

辅助补冷工况
35.0 26.0 22.8 35.0 21.0 

燕发冷却工况

回风型 〈名义工况）
20.0 14.0 9.8 35.0 21.0 

干态工况 10.0 一 35.0 21.0 

高温凝露工况 35.0 30.0 28.6 35.0 24.0 

低温凝露工况 -20.0 一 35.0 21.0 

名义工况 33.5 18.2 8.3 一 一
全新风型

高湿工况 30.0 22.4 19.l 一

注： 补水温度为20℃～30℃．

a 非试验设定参数，仅用于试验过程中参照了解机组的实时性能．

6.1.2.2 回风型机组的全年能效比试验工况按我 4 的规定。

表4 全年能效比试验工况 单位为摄氏度

项目
全年测试工况（用于计算 AEER)

A 8 c D E 

严寒地区 干球温度 28.0 20.6 12.8 5.0 - 5.0 

〈参照乌鲁木齐市〉 湿球温度 18.0 12.0 6.0 一

寒冷地区 干球温度 30.0 24.6 15.8 5.0 -5.0 

（参照北京市） 湿球温度 28.0 20.0 12.0 一

夏热冬冷地区 干球温度 29. l 23.0 14.4 5.0 -s.o 
〈参照上海市〉 湿球温度 28.0 20.0 12.0 一

夏热冬暖地区 干球温度 28.6 23.6 15.3 5.0 ’ 5.0 

〈参照广州市〉 湿球温度 27.0 20.0 13.0 

温和地区 干球温度 24.2 18.9 13.0 5.0 -5.0 

（参照货阳市） 湿球温度 22.0 16.0 10.0 - - 
水系统 补水温度 20~ 30 一

注g A、 B和C工况为然发冷却工况， D和 E 工况为干态工况．

6.1.2.3 全新风型机组的制冷季节能效比试验工况按表 5 的规定。

表5 制冷季节能效比试验工况 单位为摄氏度

项目
制冷季节能效比测试工况〈用于计算 SEER)

A B c D E 

严寒地区 干球温度 30.l 27.0 22.9 17.2 10.9 

（参照乌鲁木齐rli) 湿球温度 20.0 17.0 14.0 11.0 8.0 

寒冷地区 干球温度 30.8 27.0 25.4 22.0 17. l 

（参照北京市〉 诅球、温度 28.0 24.0 20.0 16.0 12.0 

7 



JB厅 14643一2022

表5 制冷季节能效比试验工况〈续） 单位为摄氏度

项目

夏热冬冷地区 干球温度

〈参照上海市） 湿球温度

夏热冬暖地区 干球温度

（参照广州市） 湿球温度

温和地区 干球温度

（参照贵阳市〉 湿球温度

水系统 补水温度

注：制冷季节取为6～8 月份共三个月 ．

6.2 试验仪器仪表及读数

6.2.1 基本要求

A 

31.9 

29.0 

32.0 

30.0 

28.5 

24.0 

20~ 30 

制冷季节能效比测试工况〈用于计算SEER)

B c D E 

28.6 25.3 22.3 18.0 

26.0 23.0 20.0 17.0 

31.5 28.0 25.5 24.5 

28.0 26.0 24.0 22.0 

26.0 23.2 20.5 18.6 

22.0 20.0 18.0 16.0 

20~ 30 20~ 30 20~ 30 20~30 

试验用的各类测量仪表应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仪表技术参数应满足 GB厅 2586仕－2010 中附录 B

的要求。

6.2 .2 允许偏差

试验时读数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6 试验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平均变动幅度 最大变动幅度

干球温度 士0.3℃ 士0.5℃

湿球温度 士0.2℃ 土0.3℃

风量 士2% 士2%

水流量 土 1% 土5%

6.3 性能试验

6.3.1 启动运转

机组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启动，稳定运转 5 min 后，切断电源，停止运转， 反复进行 3 次，检

查零部件有无松动、杂音、振动和发热等异常现象。

6.3.2 防漏水性能

将水箱内的水加到最高水位，机组正常运行 5 min 后，检查载水部件的表面是否有水渗出。

6.3.3 风量

按 GB/T 25860-2010 中附录 C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机组的风量．

6.3.4 制冷量

按附录B和附录 C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回风型机组和全新风型机组的制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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