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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一
一
罔本标准按 GB/T 1. 1 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 19413--2003《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本标准与

GB/T 19413 2003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z

一一增加了机房空调“全年能效比”的定义、计算方法及限值要求（见 3. 7 、 5. 4. 6); 

一一删除 IPLV 考核方法；

一一修改了对机房空调室外机侧噪声限值的要求（见 5. 4. 5); 

一一修改了部分试验工况（见表 6);

修改了机房空调的加湿量的试验方法（见附录的 g

对机房空调的型式分类进行了调整（见第 4 章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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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以下简称“机房”）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以下简称“机房空

调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计算机、数据处理机和程控交换机等机房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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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目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e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4343. I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第 1 部分z发射

GB 4343. 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第 2 部分2抗扰度

GB 4706. I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 32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GB 5226. I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7778 制冷剂编号方法和安全性分类

GB 8624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

GB 9237 制冷和供热用机械制冷系统安全要求

GB 17625. I 电磁兼容 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每相输入电流《16 A) 

GB/T 17758 2010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 25130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 1 

3. 2 

GB/T 1775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机房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unitary ai「conditioners for computer and data proc四sing room 

一种向机房提供空气循环、空气过滤、冷却、再热及湿度控制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制冷量 cooling capacity 

在规定的制冷量试验条件下，机房空调从机房除去的显热和潜热之和，单位为瓦CW）。制冷量等于

显热i!itJ冷量和潜热i!itJ冷量之和囚

3. 3 

制冷消耗功率 refrig町ating consumed power 

在规定的制冷量试验条件下，机房空调所消耗的总功率，单位为瓦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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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3. 5 

能效比（EER)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EER) 

机房空调的制冷量与和j冷消耗功率之比。

显热制冷量 sensible cooling capacity 

在规定的制冷量试验条件下，机房空调从机房除去的显热部分的热量，单位为瓦（W）。以下简称

“显冷量”。

3. 6 

显热比 sensible heat ratio 

显热制冷量与制冷量之比。用等于 1 或小于 1 的数值表示，显热比的标称值为 0. 01 的整数倍。

3. 7 

全年能效比（AEER) 四”皿I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AEER) 

机房空调进行全年和j冷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

3. 8 

乙二醇（或水〉干式冷却器 glycol (waler) drycooler 

由室外空气对管内带有排热量的乙 ·.M－溶液（或水）迸rm却的冷却器。被冷却的乙二醇溶液（或

水）可以用于制冷系统冷凝器的冷却介j最 J且在低温季节禾Ill 乙：醉自然循环冷却器用于冷却机房内的

循环空气。以下简称“干冷器”。

3.9 

乙二醇（或水）自然循环节能冷却器 glycal (water) free cooling fluid economizer cycle cooler 

在室外温度较低时，由在管内的乙二醇溶液（或水）冷却机房内循环空气的冷却器，以达到节能效
果。以下简称“经济玲却器”

3. 10 

冷水式 chilled water cool 

采用外部提供的冷水制冷并具千i+JLJj；~；； if司功能的机剑。

3. 11 

双冷源式 dual c削』

在风冷式、水冷式或冷水式机»；；空调吸热侧的空气处理通道中，4耳附加一套玲水盘管，其冷水由其

他冷源提供，可实现以不同冷源制冷运行的机房空调。

4 型式和基本参数

4. 1 型式

4. 1. 1 机房空调按表 1 所示的室外侧冷却方式和室内侧（使用侧〉冷却方式分为 2

a) 风冷式s

b) 水冷式z

c) 冷水式5

d) 乙二醇经济冷却式；

e) 双冷源式z

－一风冷双冷源式；

一一水冷双冷源式s

一一双冷水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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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房空调的型式

冷却方式

室内但H使用侧）冷却介质
机房空调的型式

风冷

a）风冷式

b）水冷式

c）冷水式

d）乙二醇经济冷却式

e）双冷源式

一一风冷双冷源式

水冷双冷源式

一一双冷水式

注．“J”为选用的冷却方式啕

4. 1. 2 机房空调按结构型式分为：

a] 整体型s

b) 分体型。

4. 1. 3 机房空调按送风型式分为 2

a) 下送风z

b) 上送风z

一一直接吹出型，

接风管型z

c) 水平送风。

4. 2 型号

-J 

-J 

室外侧冷却方式
第一冷却介质 第二冷却介质

水冷 乙二薛冷却 制冷剂 冷水 乙二醇 冷水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机房空调型号的编制可由制造商自行确定，型号中应体现名义工况下机房空洞的制冷量。

5 要求

5. 1 一殷要求

机房空调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 2 工作条件

5. 2. 1 机房空调的电气设备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z

a) 输入交流电源电压的波动范围，在单相 220 v 和三相 380 v、 50 Hz 时为额定电压的

90%~ 110%; 

b) 室外环境温度为，－35 ·c～十50 ℃ g

c) 电气设备应能在海拔高度 1 000 m 以下正常工作；当海拔高度超过 1 000 m 时，制造厂与用户

根据协议增加有关措施．



GB/T 19413-2010 

5. 2. 2 机房空调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z

a) 水冷式机房空调冷凝器进水温度为 7 ℃～34 ℃ 5

b) 风冷式机房空调室外冷凝器环境温度为 15 ℃～十45 ℃，宜配置适于低温运行的选配件或

方案，可适应最低室外环境温度至－35 ℃ 5

c) 乙二蹲经济冷却式机房空调配置的干式冷却器的环境温度为一25 ℃～＋43 ℃。

5. 2. 3 机房空调的控制精度应达到如下要求。

a) 当机房空调的回风温度设在 11 ·c ～28 ℃时，温度控制精度为士1 ℃ s

b) 当机房空调相对湿度设定在 40%～60%时，相对湿度控制精度为士10% 。

5. 3 安全要求

机房空调的安全要求除应符合 GB 25130 中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z

a) 制冷系统

一→设计应符合 GB 9237 的有关规定。

应有高压、低压及其他保护器件。压缩机电机应有过热或过载保护器a

应采用 GB/T 7778 中安全分类为 Al 或 Al/Al 类的制冷剂。

b) 电气控制和安全保护

设计和检验应符合 GB 4706. I 、GB 4706. 32 （公众不易触及的器具）及 GB 5226. I 的有关

规定，室外机电气控制设备防水等级应符合 GB 4208 规定的 IPX4 器具要求。

应设有自动和手动控制功能、并配备显示屏和完善的安全报警功能。

除通常的安全保护功能外，还应有以下安全保护器件：

电再加热器应和i室内送风机联锁，并设温度过高保护器；

送风系统应设置滤网堵塞和风压过低等报警功能；

• 水冷式和1乙二醉经济冷却式机房空调的水系统应设置断水和防冶；等安全保护器，

• 按制造厂和月j ）＇•协议，机房空调还可留有火灾、炳感、溺水等报警以及与其他安全器

件联锁接口。

电气控制设备采用微处理器时，其电磁兼容性应符合以下规定 z

电气控制应具有抑制电磁干扰和谐波电流的性能。其连续干扰电压、连续干扰功率、

断续干扰电压等值应不超过 GB 4343. 1 规定的干扰特性允许值，谐波电流值应不超

过 GB 17625. 1 规定的 A 类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电气控制应具有抗电磁干扰的性能，并不应超过 GB 4343. 2 规定的E类器具抗扰度要求。

一一在故障停电恢复供电后应能自动启动或按要求延缓和顺序启动。

电气控制设备的远距离监控 z

1) 应具备通讯接口，且规格符合有关规定。

2) 按制造广和用户协议可设置以下项目中的一项或数项＝

远距离监测项目；

远距离显示和报警项目，

. 远距离控制项目，
• 远距离监控项目的准确度。

一一应具备避免各机组之间竞争运行的功能，如避免除湿与加湿、制冷与加热等相反的功能同时

运行。

c) 材料防火

一一空气过滤器材料应符合 GB 8624 中难燃材料（Bl 级〉的要求。

一一隔热和消声敷层材料应符合 GB 8624 中不燃材料CA 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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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振动

按制造厂和用户协议，机房空调应配置防震支座，室内外机之间管道连接应有防震措施，使机

房空调承受振动试验后仍能正常工作。

5. 4 性能要求

5. 4. 1 名义制冷一般要求

在制冷试验名义工况下测试，机房空调的显热比不应低于表 2 规定的限值。

5. 4. 2 性能要求

型式

风冷式

水冷式

冷水式

表 2 机房空调的显热比限值

5. 4. 2. 1 机房空调在正常工作时，制冷系统各部分不应有制冷剂泄漏。

显热比

0. 90 

0 87 

5. 4. 2. 2 机房空调在正常运转时，所测电流、电压、输入功率等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5. 4. 2. 3 机房空调在名义工况下实测制冷景不应小于明示值的 95% 。

5.4.2.4 机房空调在名义工况下实测的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名义制冷消耗功率的 110% 。

5. 4. 2. 5 在最大负荷制冷工况运行时

a) 机房空调各部件不应损坏，并能正常运行；

b) 机房空调过载保护器不应跳开；

c) 当机房空调停机 3 min 后，再启动连续运行 1 h，但在启动运行的最初1 5 min 内允许过载保护

器跳开，其后不允许动作；在运行的最初 5 min 内过载保护器不复位时，在停机不超过 30 min 

内复位的，应连续运行 1 h; 

d) 对于手动复位的过载保护器，在最初 5 min 内跳开的，并应在跳开 10 min 后使其强行复位，应

能够再连续运行 1 h0 

5. 4.2. 6 机房空调在低温工况运行时，启动 10 min 后，再进行 4 h 运行中，安全装置不应跳开，蒸发器

面不应有结冰。

5. 4. 2. 7 在凝露工况运行时，机房空调外表面不应有水滴下，室内送风不应带有水漓，机房空调下方不

应有滴水。

5.4.2.8 在凝露工况运行时，机房空调不应有凝结水从排水口以外溢出或吹出。

5.4.2.9 按表 6 规定的制冷工况进行试验时，通过机房空调的水压压降不应大于表 3 规定的限值。如

果使用乙二醇溶液，其水压降不应大于表 3 规定限值的 1. 5 倍。

型

水冷式

冷水式

表 3 机房空调的水压降限值

式

乙二醇经济冷却式

单位为千帕

压降限值

100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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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单位为千帕

型 式 压降限值

风冷双冷源式 150 

冷却水 100 
水冷双冷源式

冷水 150 

双冷水式 150 

5. 4.3 再加热量要求

机房空调实测的再加热量不应小于明示值的 95% ，且不应大于明示值的 l10% 。

5. 4. 4 加湿量要求

5. 4. 4. 1 机房空调的实测加湿量应大于J1a1显工，况下因制冷运行造成的除混量a

5. 4. 4. 2 机房空调的实测加湿量不应小于明示值的 95% ，加湿量的明示｛（［为 0. 25 kg/h 的整数倍。

5. 4. 5 噪声

机房空调噪声的限值如表 4 所示。如果明示值小于表 4 的限值，测试结果不应大于明示值

3 dB(A）并不大于表 4 的限值。

表 4 机房空调噪声限值（声压级）

室内侧
名义制冷盘 dll(A) 室外但i

w dB (A) 
接风管 不接风管

< 14 000 
66 

>14 000~ 28 000 68 64 

>28 OQO~ 50 000 71 69 

>SO 000~ 70 000 66 
74 72 

>70 000 68 

5. 4. 6 全年能效比（AEER)

在制冷试验名义工况下测试，机房空调的全年能效比（AEER）不小于明示值的 95% ，且应不小于

表 5的限值。

表 5 机房空调的全年能效（AEER）比限值

型

风冷式

水冷式

式

乙二醇经济冷却式

全年能效比（AEERl

3. 0 

3. 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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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续）

型 式 全年能效比CAEER)

风冷双冷源式 2. 9 

水冷双冷源式 3 4 

注z 双冷源机组能效比指直接蒸发制冷模式下的能效比．

6 试验

6. 1 试验条件

6. 1. 1 机房空调制冷量、再加热量的试验装置见 GB/T 17758 2010 附录 A。加湿量的试验装置见附

录 Ao

6. 1. 2 机房空调的试验工况见表 60

表 6 机房空洞的试验工况 单位为摄氏度

室内侧 放热牺j

项 日 空气人口状态 空气人口状态 水冷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进水温度 ti\水温度

风冷式、水冷式、
35 30 35 名义

乙二醇经济冷却式 24 17 
制冷

冷水式 7 12 

最大负荷制冷 30 19 43 34 

凝露 25 21 23 23 

低温制冷 20 14 21 21 

加湿 24 
16 

送风量、静压· 20 

‘风量测量时机外静压的波动应在测定时间内稳定在规定静压的士10%以内，但是规定静压少于 98 Pa 时应取

土 9 8 Pa. 

6. 1. 3 机房空调的全年能效比试验工况见表 7。

表 7 机房空调全年能效比（AEER）试验工况 单位为摄氏度

全年制冷工况（用于计算 AEER)
项目

A I B I C I D I E 

干球温度 I 24 I 24 I 24 I 24 I 24 
室内机回风侧

湿球温度 I 17 I 17 I 17 I 17 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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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续） 单位为摄氏度

全年制冷工况（用于计算 AEERJ
项 自

A B c D E 

风冷式 人口干球温度 35 25 15 5 5 

冷却水进口温度 30 25 18 10 10 
室外机 水冷式

冷却水出口温度 35 出口混度由机组内置阅门控制
环境条件

溶液进口温度 40 30 20 10 5 
乙二醇经济冷却式

溶液出口温度 46 溶液出口温度由机组内置阀门控制

6. 1. 4 仪器仪表的型式及准确度

a) 试验用的仪器仪表应符合 GB/T 17758 2010 中表 4 的规定e

b) 乙二醇溶液密度测量采用密度计，仪表准确度应在士1%以内。

6. 2 一般要求

6. 2. 1 试验的一般要求应符合 GB/T 17758 2010 中 6. 2 的规定。

6. 2. 2 试验应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工况参数的读数允差应符合 GB/T 17758 2010 中表 5 的

规定。

6.3 试验方法

6. 3. 1 制冷系统密封性

机房空调的制冷系统在正常的制冷剂充灌量下，用下列灵敏度的制冷剂检漏仪进行检验：和l冷最小

于等于 2日 000 w 的机房空调，灵敏度为 1 × 10 'Pa·m'/s；制冷最大于 28 000 w 的机房空调，灵敏度

为 1× 10-s Pa• m' /s0 

6. 3. 2 运转试验

机房空调应在接近名义制冷工况的条件下连续运行，分别测量机房空调的输入功率，运转电流和

进、出风温度。检查安全保护装置的灵敏度和可靠性，检验温度、电器等控制元件的动作是否正常。

6. 3. 3 帘j冷量试验

按表 6规定的试验工况和 GB/T 17758- 2010 附录 A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还应符合以下规定z

a) 应包括制冷量和显热制冷量；

b) 风冷式机房空调的制冷量消耗功率应包括压缩机、风机、电气控制设备、风冷冷凝器以及其他

做为机房空调组成部件的功率s

c) 水冷式机房空调以实jl)!tl制冷量的 3%作为冷水循环泵和冷却塔风机的消耗功率；

d) 乙二醇经济冷却式机房空调以实测压缩机制冷系统制冷量的 5%做为干冷器风机和循环泵的

消耗功率g

e) 室外机组风量应符合机房空调的规定条件，并应在机房空调室外机的组成结构不改变的情况

下进行试验。

6. 3. 4 制冷消耗功率试验

在制冷量试验的同时，测定机房空调的输入功率和运转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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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最大负荷哥哥l冷试验

机房空调按表 6 规定的最大负荷工况运行，稳定后连续运行 l h然后停机 3 min（此间电压上升不

超过 3%），再启动运行 l ho 

6.3.6 低温工况试验

按表 6 规定的低温制冷工况进行试验，机房空调启动并制冷运行 4 h0 

6. 3. 7 凝露试验

在不违反制造厂规定下，将机房空调的温度控制器、风机速度等调到最易凝结水的状态进行制冷运

行，达到表 6 规定的凝露工况后，机房空调连续运行 4 h0 

6.3.8 凝结水排除能力试验

在不违反制造厂规定下，将机房空调的温度控制器、风机速度等调到最易凝结水的状态，在接水盘

注满水即达到排水口流水后，按表 6 规定的凝续工况运行，当接水盘的水位稳定后，再连续运行 4 h 。

6.3.9 再加热量试验

6. 3. 9. 1 试验是在不开启机房空调的制冷和加湿设备的情况下进行e 再加热量包括再加热器、风机电

机、电气控制设备和其他一些部件的消耗功率，

6.3.9.2 再加热器的JX\量应与和l冷量试验时相同。

6. 3. 10 加湿量试验

6. 3. 10. 1 按表 6 规定试验工况试验。

6. 3. 10. 2 试验时，机房空调的风量应与制冷量试验时的风量相同。

6. 3. 10. 3 试验时，关闭机房空调的制冷运行，以消除制冷运行对加湿最试验的影响。

6. 3. 10. 4 加湿功耗为加湿器自身的功耗，不包含风机、控制器件等的功耗。

6. 3. 11 噪声试验

机房空调的噪声试验按 GB/T 17758 2010 附录 D规定的方法进行。

6. 3. 12 全年能效比性能试验

6. 3. 12. 1 全年能效比的测试

a) 机房空调在表 7 规定的工况下，测试 A、B、C、D、E 五个工况点的制冷性能，包括制冷量、制冷

消耗功率和能效比（EER);

b) 确定每个工况点所代表的温度区闷在全年温度分布比例，即温度分布系数 T.-Tb 、 T＂ 、 T， 、 T,o

全国部分城市的温度分布系数，见附录 B，本标准采用北京的温度分布系数，如表 B 所示。

温度分布系数

数值

表 8 温度分布系数

7二｜山



GB/T 19413-2010 

6. 3. 12. 2 全年能效比（AEER）的计算

机房空调的全年能效比（AEER）按式(1）计算 2

AEER=T,×EERa+T, × EERb+T,×EERc+T,×EERd+T,× EE Re …………( 1 ) 

式中＝

AEER 机房空调的全年能效比；

EERa~ EE Re 在表 7 中 A～E 工况条件下的能效比；

T. ~ T, A～E工况温度分布系数，其数值按表 8 的规定u
示倒 1,

一台机房空调测试的各工况点 EER 值如下．

工况点

EER 

A 

2. 51 

则本机房空调的全年能效比2

B 

3.12 

c 

3 71 

D 

3. 76 

AEER =2. 51 × 7. 2%+3.12× 28.1%+3. 71 × 23. 1%+3. 76X21. 0% +3. 78 × 20.6% 

=3.48 

6. 3. 13 振动试验

6. 3. 13. 1 机房空调在试验台上安装方法与状态应与实际安装情况相同 e

6. 3. 13. 2 试验方法z

E 

3. 78 

a) 在机房空调安装状态下的前后、左右和上下（垂直〕方向分别做 15 s 振动试验，

b) 振动频率 4 Hz，全振幅 5 mm，加速度全振幅为 1 g(9. 8 m/s＇）。

6. 3. 13. 3 试验完成后，机房空调应能正常工作，并符合 5.3.5 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 1 分类

机房空调检验分为出厂检验、抽样检验和型式检验”

7. 2 出厂检验

每台机房空调均应做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按表 9 规定。

表 9 检验项目

序号 项 目 出厂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试验 技术要求

1 一般要求 5. I 

2 标志 8. 1 

3 包装 8. 2 

4 电气强度 -J -J -J 
GB 25130 

5 接地电阻

6 制冷系统密封性 5. 4 2.1 

7 运转 5 4 2. 2 

10 

试验方法

视检

GB 4 706. 1-2005 中 16 3 

GB 4 706. 1 2005 中 27. 5 

6. 3. 1 

6. 3 2 



GB/T 19413-2010 

表 9 （续〉

序号 项 目 出厂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试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8 制冷盘 5 4 2. 3 6. 3. 3 

9 显热比 5 4.1 6. 3. 3 

IO 制冷消耗功率 5. 4 2. 4 6. 3 4 

JI 再加热量 、J .J 5.1 3 6. 3. 9 

12 加湿量 5.1. 4 6. 3 JO 

13 噪声 5. 4. 5 6. 3. 11 

14 全年能效比 5 4 6 6. 3. 12 

15 最大负荷制冷 5. 4 2. 5 6 3. 5 

16 低沮制冷 5.1. 2. 6 6 3. 6 

17 凝露 5 1 2. 7 6 3. 7 

18 凝结水排除能力 J 5. 4. z. 8 6, 3. 8 

GB 4343. I 、GB 1343. Z 
19 电磁兼容性 5. 3b) 

GB 17625. I 

20 振动 5. 3d) 6 3 13 

注“J”表示帘妥检验项目，“一”在，且不需要检验项目．

7. 3 抽样检验

7. 3. 1 机房空调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 ,',l,r和抽样，检验时l fl 和l试验方法按表 9 规定。

7.3.2 机房空调抽样检验工况如！，／；： 10 规定。

7. 3. 3 抽样检验适用于国家质检部门的价验和制造厂批量生产的首台检验。

表 10 抽样检验工况 单位为摄氏度

室内侧 放热侧

项 目 空气人口状态 空气人口状态 水冷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进水温度 出水温度

风冷、水冷、
名义

乙二醇经济冷却
30 35 

24 17 35 
制冷

冷水 7 12 

7. 4 型式检验

7. 4. 1 新产品或定型产品作重大改进的第一台产品作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按表 9 的规定。

7. 4. 2 型式检验时间不应少于试验方法中规定的时间，运行时如有故障则排除故障后重新检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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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 1 标志

8. 1. 1 每台机房空调应在明显部位固定永久性铭牌，铭牌上应标示下列内容

a) 制造厂的名称，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包括z额定和j冷量、制冷剂代号、全年能效比、额定电压、最大电流、频率、相

数、质量 g

d) 产品出厂编号；

e) 制造年月。

8. 1. 2 机房空调上应有标明运行状态的标志，如风机旋转方向、指示仪表和控制按钮的标记等。

8. 1.3 出厂文件

每台机房空调上应随带下列技术文件z

a) 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2

产品型号和名称；

产品出厂编号；

检验员签字或印章；

检验日期。

b) 产品技术文件可以纸质件或电子件的形式提供，内容包括2

产品型号和名称、适用范围、执行标准；

产品的结构示意图、市j冷系统图、电路图及接线图，

一备件目录和必要的易损零件图；

一一一安装说明和要求；

一一使用说明、维修和保养注意事项。

8. 1. 4 装箱单

8. 2 包装

8. 2. 1 机房空调在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处理。制造厂根据机房空调的型式和工程安装需要，充注额定量

制冷剂或干燥氮气。氮气压力宜控制在 o. 03 MPa~ 0.1 MPa 范围内。

8. 2. 2 机房空调应外套塑料袋或防潮纸并应固定在箱内，以免运输中受潮和l发生机械损伤。

8. 2. 3 机房空调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z

a) 制造单位名称5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净质量、毛质量g

d) 外形尺寸；

e) “小心轻放”、“向上”、“怕湿”和堆放层数等。

8. 3 运输和贮存

8. 3. 1 机房空调在运输过程中不应碰撞、倾斜、雨雪淋袭。

8. 3. 2 机房空调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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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试验方法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机房空调加i显量试验方法

A. 1. 1 本附录规定了机房空调的加湿量试验方法 称重法e

A. 1.2 机房空调加湿量试验的名义工况按表 6 的规定，加湿器进水温度为 20 ℃士5 ℃。

A. 1. 3 对配置电极式加湿器的机房空调测试时，供水的导电系数可调整到 300 µD,/cm3 ~315 µD,/ cm', 

A.2 称重法

A.2. 1 称重法是通过测定加湿器n水电！有1}11 水量，确定饥）占2调的加湿量的一利I试验方法。

A.2. 2 试验装置采用图 A I 布置。

屯源
容器且进水里＝试验开始时 m A测量 II\／曾在
水监置←试辑结束时水重量 水11. 我

吧时间 !J. h调节器
水淑凹飞

号／水间
报应计

凝结的革1\

回 A.1 加湿量试验装置

A.2.3 测试用仪器仪表的准确度符合 GB 17758-2010 中 6. 1. 4 的规定。

A.2.4 性能测试

A.2.4. 1 试验前按图 A.1 连接好测试装置，调节测试工况达到加湿测试要求。按照机房空调厂家的

技术文件，调整被测机加湿器进水压力至要求值，设置机房空调进入加湿模式，进入预测试s 预测试时

间至少持续 30 min，观察被测机进入稳定加湿状态后，关闭水源容器进水阀，并读取加湿试验起始数

据，开始计时，进入加湿量试验状态。

A.2.4.2 加湿试验过程中，由机房空调自动控制加湿器的动作，加湿试验至少持续·50 min, 

A.2.4.3 读取加湿试验结束数据。

a) 水量

项目

试验开始读数

试验结束读数

水源容器（的重量

kg 

Ms梳

M,, 

排水容器(D）重量

kg 

Mm 

M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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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耗电量

以也度表读数计算试验期耗电量，千瓦时CkWh）。

A. 2. 4. 4 试验时间

机房空调加湿试验时间CT）不小于 60 mm。

A.3 加湿量计算

A.3. 1 机房空调的实测注水量和排水量分别按式CA.1）和式CA.2）计算。

式中

Hs 注水量，单位为千克（kg);

Hs=M" Msz 

Hn=Mnz Mm 

M., 试验开始时，水源容器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缸 试验结束时，水源容器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Hn 排水量，单位为千克（kg);

Mm 试验开始时，排水容器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m 试验结束时，排水容器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A.3.2 机房空洞的加湿量按式CA. 3）计算a

14 

式中：

60 
Hm=CHs Hn）×于

Hm 加湿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T 加湿试验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C A. 1 ) 

……………·( A. 2) 

…C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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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部分城市温度分布系数

温度分布系数是当地干球温度在所设区间的小时数占全年小时数的百分比。部分城市的温度分布

系数如表 B. l 。

表 B. 1 温度分布系数

温度分布系数 T. T, T, T, T, 

温度区间／℃
城市

主主30 注20,<30 注）0,<20 注0,<10 <o 

兰州 3. 3% 20.5% 30.1% 25. 7% 20. 4% 

贵阳 O.B% 33.1% 37. 3% 28. 2% 。.6%

石家庄 9. 3% 27. 2% 24. 5% 24. 9% 14. 2% 

哈尔滨 2. 2% 19.1% 22. 7% 18. 7% 37.4% 

长春 0. 6% 19.1% 24. 8% 18. 5% 37.1% 

沈阳 ι1% 22. 2% 23. 5% 21.6% 28. 7% 

呼和浩特 3. 6% 19.8% 26. 0% 18.5% 32.1% 

西宁 0. 7% 8.6% 29. 5% 28. 7% 32. 5% 

银川 1.6% 20. 9% 28.1% 22. 7% 26. 7% 

太原 1.4% 23. 9% 28. 2% 25. 9% 20. 5% 

成都 3. 7% 33. 0% 39. 4% 23.5% 0. 4% 

拉萨 0.0% 8.6% 41. 2% 34.5% 15. 6% 

乌鲁木齐 4.0% 22.8% 22.4% 17.1% 33. 7% 

昆明 0.0% 21. 9% 52. 5% 23. 9% 1. 7% 

合肥 8. 2% 34. 3% 27. 3% 28.0% 2.3% 

北京 7.2% 28.1% 23.1% 21.0% 20. 6% 

福州 8. 7% 44. 7% 36. 2% 10.4% 0.0% 

广州 12. 7% 54. 0% 28.3% 5.1% 0. 0% 

桂林 7. 0% 42. 7% 32.4% 17. 9% 0.0% 

南宁 12.3% 54.4% 29.0% 4.3% 0.0% 

海口 12.8% 63. 2% 22.4% 1.6% 0.0% 

郑州 6. 9% 29.6% 25. 5% 23.0% 15. 0% 

武汉 12. 8% 33.1% 27.8% 25.0% 1.3% 

长沙 11. 5% 33. 3% 27.1% 26.2% 1.9% 

南京 7. 7% 29. 8% 26. 9% 27. 6% 7. 9% 

南昌 12. 9% 34. 9% 27. 3% 24.1% 0. 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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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续）

温度分布系数 T, T, T, T, T, 

温度区间／℃
城市

二主30 注20,<30 注10,<ZO 注O,<lO <O 

济南 10.8% 28.4% 24.8% 27. 0% 9.0% 

西安 6.0% 27. 8% 28.8% 26. 7% 10.8% 

天津 6. 6% 26. 9% 24. 6% 23. 8% 18.0% 

上海 8.4% 34.1% 28.8% 26. 6% 2.1% 

杭州 6.0% 37.3% 28.8% 26. 6% I. 3% 

重庆 9.4% 32.4% 40.5% 17. 7% 0. 0% 

注2 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中心气象资料室和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编著的《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

专用气象数据集L 该数据集以全国 270 个地面气象站从 1971 年到 2003 年共 30 年的实测气象数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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