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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促进深圳市建筑行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提高深

圳市集中空调系统运行能效水平，规范深圳市集中空调系统能效评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公共建筑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及检测。  

1.0.3  空调系统能效评价及检测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现行有关标

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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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制冷机房系统  chiller plant system 

对于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制冷机房，包括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及其管

道系统。对于蓄冷空调制冷机房，包括蓄冷装置、乙二醇泵、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和

冷却塔及其管道系统。 

2.0.2  蓄冷装置  thermal energy system（TES） 

由蓄冷设备（如蓄冰槽、蓄冰罐、蓄水槽等）及附属阀门、配管、传感器等相关附件组成的

蓄存冷量的装置。 

2.0.3  冰蓄冷系统  ice thermal storage system 

通过制冰方式，主要以冰的相变潜热蓄存冷量的空调系统。 

2.0.4  水蓄冷系统  water thermal storage system 
利用水的显热蓄存冷量的蓄冷空调系统。 

2.0.5  制冷机房系统能效比（EERs）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chiller plant system 

制冷机房系统总制冷量和总用电量的比值。对于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制冷机房，即多台冷

水机组制冷量之和与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及冷却塔的用电量之和的比值。对于蓄冷空

调制冷机房，即多台冷水机组制冷量之和与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蓄冷装置

及乙二醇泵的用电量之和的比值。 

2.0.6  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EERao）annual average oper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chiller plant system 

制冷机房系统实际运行时全年累计制冷量与全年累计总用电量的比值。 

2.0.7  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EERa）annual average oper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空调系统实际运行时全年累计制冷量与全年累计总用电量的比值。 

2.0.8  高效制冷机房系统  high performance chiller plant system 

高效制冷机房系统是在满足室内热舒适度和经济合理性的前提下，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

行能效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三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制冷机房系统。 

2.0.9  高效空调系统  high performanc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高效空调系统是在满足室内热舒适度和经济合理性的前提下，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

符合本标准规定的三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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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公共建筑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能效评价参数应采用运行能效比。能效评价宜从空

调系统、制冷机房系统、空调设备三个层级进行。 

3.0.2  公共建筑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应在不少于一个完整供冷期之后对制冷机房系统全

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进行评价。 

3.0.3  公共建筑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能效评价应以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为

主，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为辅。 

3.0.4  公共建筑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应在施工和运行使用阶段按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的

目标值进行工程实施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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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 效 评 价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公共建筑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能效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4.2  能 效 指 

1 运行能效评价应按一级、二级、三级和限额值进行能效分级评价；

2  当制冷机房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评价指标低于限额值时，应进行节能改造。

4.1.2 纳入运行能效评价的蓄冷系统，其提供的冷量应不低于设计日空调冷量的 30%。

4.1.3  制冷机房系统采用冷水机组、水泵等空调设备能效应符合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SJG 44 的有关规定。

标 

4.2.1  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应按下式计算：  

                        EERao=Qao/∑Nao                             （4.2.1） 

式中： 

EERao ——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 

Qao ——制冷机房系统实际运行时全年累计制冷量（kWh）； 

∑Nao ——制冷机房系统实际运行时全年累计总用电量（kWh）。 

4.2.2  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应按下式计算：  

                  EERa=Qa/∑Na                        （4.2.2） 

式中： 

EERa ——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 

Qa ——空调系统实际运行时全年累计制冷量（kWh）； 

∑Na ——空调系统实际运行时全年累计总用电量（kWh）。 

4.3  能 效 评 价 

4.3.1  集中空调系统运行能效比评价应符合表 4.3.1-1、表 4.3.1-2 的规定。高效制冷机房系统、

高效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不应低于表 4.3.1-1、表 4.3.1-2 规定的三级要求。 

表 4.3.1-1  水冷式电制冷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 EERa（EERao）评价表 

系统类型 评价对象 
额定制冷量

（kW） 
一级 二级 三级 限额值 

水冷式电制冷

空调系统 

空调系统 
<1758 4.4 4.0 3.6 3.0 

≥1758 4.8 4.4 4.0 3.2 

制冷机房系统 
<1758 5.5 5.0 4.5 3.6 

≥1758 6.0 5.5 5.0 4.0 

表 4.3.1-2  蓄冷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评价表 

系统类型 评价对象 一级 二级 三级 限额值 

蓄冷系统 制冷机房系统 4.0 3.5 3.0 2.6 

4.3.2  空调系统采用设备能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冷水机组制冷性能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的有关规定； 

2  蓄冷装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蓄能空调工程技术标准》JGJ 158 的有关规定；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1847/38143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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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冷冻水泵和冷却水泵的效率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

值》GB 19762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4  水泵电机效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 规定中的

2 级及以上能效的要求； 

5  冷却塔风机效率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 中的

2 级及以上的能效值； 

6  末端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有关规定。 

4.3.3  深圳市超低能耗建筑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等级应达到本标准规定的三级及以上。 

4.3.4  深圳市近零能耗建筑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等级应达到本标准规定的二级及以上。 

4.3.5  深圳市碳中和建筑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等级应达到本标准规定的一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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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  效  检  测 

5.1  一  般  规  定  

5.1.1  能效评价应由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出具能效检测报告，能效检测报告主要的测试和评

价范围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数据处理过程的有效性；  

2  测试方法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符合性；  

3  符合设计参数的要求。  

5.1. 2  能效检测报告检测结论应作为最终能效评价的必要条件，能效评价报告可按本标准

附录 A 进行记录。  

5.1.3  能效检测应在满足建筑室内热舒适性要求前提下进行，能效检测工况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5.1.4  能效检测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77、深圳市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运行检验技术规程》SJG 64 的有关规定。  

5.2  检  测  内  容  

5.2.1  对于已安装能效监测系统的公共建筑，参与能效评价的空调系统应测量如下参数：  

1  制冷机房系统总用电量；  

2  空调系统总用电量；  

3  冷水机组用电量；  

4  制冷机房系统制冷量；  

5  蓄冷设备蓄冷量；  

6  冷冻水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流量；  

7  冷却水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流量、冷却水补水量；  

8  室外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9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5.2.2  对于已安装能效监测系统的公共建筑，参与能效评价的空调系统宜测量如下参数：  

1  各台冷水机组的用电量；  

2  各台冷水机组的冷冻水供水温度、回水温度、供回水压差、流量；  

3  各台冷水机组的冷却水供水温度、回水温度、供回水压差、流量；  

4  各台冷冻水泵和冷却水泵的用电量、运行频率、进出口压差；  

5  各台冷却塔的冷却水进水温度、回水温度；  

6  各台冷却塔风机的用电量、运行频率。  

5.2.3  对于未安装能效监测系统的公共建筑，参与能效评价的空调系统应测量如下参数：  

1  制冷机房系统总用电量；  

2  空调系统总用电量；  

3  制冷机房系统制冷量；  

4  蓄冷设备蓄冷量；  

5  冷冻水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流量；  

6  室外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7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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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检  测  方  法  

5.3.1  对于已安装能效监测系统的公共建筑，其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空调系

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的计算应采用能效监测系统记录的全年运行数据。  

5.3.2  对于未安装能效监测系统的公共建筑，其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空调系

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连续 7 日平均干球温度超过 24℃时的空调系统运行数据；  

2  应对连续 7 日空调系统全天候测试，每小时数据采集不应少于 4 次。  

5.4  检  测  要  求  

5.4.1  能效检测测量仪器的选用和设置应考虑各个物理量的传感器、信号调节、数据采集和

接线系统对系统测量精度的影响。  

5.4.2  空调系统、制冷机房系统能效比测量结果的计算最大允许误差应在±5%以内。用电量、

水温度、水流量、空气温度、空气湿度的测量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表 5.4.2 的要求。  

表 5.4.2  测量最大允许误差 

测量内容  最大允许误差  

用电量  ±1.5% 

水温度  ±0.2℃ 

水流量  ±5% 

空气温度  ±0.5℃ 

空气湿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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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能效评价报告 

 

 

XXXX（建筑名称） 

空调系统能效评价报告 

 

 

 

 

 

 

 

 

 

 

 

 

评价组长：                                   

评价机构（盖章）：                            

评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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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基本概况  

A.1  建筑基本情况  

表 A.1.1  建筑基本情况表 

建筑名称   

建筑地址   

竣工时间   

建筑性质   _   出租，_   出售，   _   自用  

建筑类型  
_      办公建筑，_       商场建筑，_       宾馆饭店建筑，_       学校建筑，  _      

医疗卫生建筑，_       体育建筑，_      交通建筑，_      综合建筑  

建筑面积（m2）   

空调面积（m2）   

空调系统运行时间段       月—       月  

冷源设备（可多选）  

□常规水冷式冷水机组   □双工况冷水机组  

□蓄冰槽（□冰盘管   □冰球   □冰浆   其他 :____）  

□蓄冷水罐    □蓄冷水池  

空调末端  
□组合式风柜   □风机盘管+新风机   □吊柜   其他 :_______ 

设计温差：□5℃  □6℃  □7℃  □8℃  ______℃ 

是否安装有空调机房能效监

控系统  
_       是，          否  

空调系统已采用节能优化控

制策略  

1）冷水机组群控 : □主机负载+出水温度控制   其他 :_____ 

2）冷冻水泵控制 : □供回水总管压差控制  □最不利末端压差控制  □冷冻水供回水温差

控制  □无控制  其他 :______ 

3）冷冻水供水温度控制 : □定水温控制   □变水温控制  

4）冷却水泵控制 : □压差控制   □温差控制   其他 :_____  

5）冷却塔控制 : □定冷幅值控制  □变冷幅值控制  其他 :____ 

6）新型节能技术：□过渡季板换供冷   □AI 群控   □负荷预测+前馈控制   其

他 :____________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本调研表格仅调研采用水冷式电制冷空调系统或蓄冷空调系统的公共建筑；  

若同时采用了水冷式电制冷空调系统和蓄冷空调系统两套系统的请分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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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空调系统运行能效信息 

A.2  空调系统运行能效信息 

监控时间段：  

数据记录间隔：每     min 采样  

趋势记录参数：  

制冷机房系统总用电量、空调系统总用电量、冷水机组用电量、制冷机房系统制冷量、蓄冷设备蓄冷量、冷冻水供水温度、冷冻水回

水温度、冷冻水流量、冷却水供水温度、冷却水回水温度、冷却水流量、冷却水补水量、室外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干

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第 3 章  空调系统信息 

A.3  空调系统信息 

表 A.3.1-1  冷水机组信息  

编

号  
品牌型号及设备名称  

电动机铭牌

功率

（ kW）  

设计制冷

量（ kW）  

冷冻水供水温度

（℃）  

冷冻水供回水温差

（℃）  

冷却水供水温度

（℃）  

冷却水供回水温差

（℃）  
额定 COP 

安装时

间  

台

数  

           

           

           

           

表 A.3.1-2  冰蓄冷设备信息 

编

号  
品牌型号及设备名称  

有效容积

（m3）  

是否全负荷

蓄冰  
蓄冰率（%）  制冰率（%）  蓄冰量（ kWh）  

融冰效率

（%）  
安装时间  台数  

          

          

          

          

表 A.3.1-3  水蓄冷设备信息 

编

号  
品牌型号及设备名称  

有效容积

（m3）  

是否全负荷

蓄冷  

蓄水槽长 /宽 /高  

（m/m/m）  

有效水位高

度（m）  

蓄冷供 /回水温度  

（℃）  

释冷供 /回水温度

（℃）  

有效蓄冷  

（ kWh）  

安装时

间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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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4  水泵及冷却塔信息 

编

号  
品牌型号及设备名称  电动机铭牌功率（ kW）  水泵扬程（m）  流量（m3/h）  

水泵或风机机械效率

（%）  
电动机效率（%）  安装时间  台数  

         

         

         

         

表 A.3.1-5  空调末端信息  

编号  末端类型  台数  类型  厂家及型号  
单台机额定制冷量

（ kW）  
单台机额定制热量（ kW）  电机额定输入功率（ kW）  位置  

         

         

         

第 4 章  监测设备信息 

A.4  监测设备信息 

表 A.4.1  监测设备信息 

编号  描述  传感器类型  测量范围  测量误差  上一次校准时间  

      

      

      

      

      

      

注：应包括主要的监测设备，如包括水流量、水和空气温度、用电量及制冷量等监测设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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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制冷机房效率分析 

A.5  制冷机房效率分析 

应包含制冷机房系统示意图、日冷负荷变化曲线、冷负荷历史频率、日制冷机房能效比曲线、制冷机房能效比⎯冷负荷散点图  

注：分析图应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图，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  

第 6 章  空调系统能效概况 

A.6  空调系统能效概况 

表 A.6.1-1  空调系统运行概况 

参数类型  数值  备注  

各冷水机组年总供冷量（ kWh）    

蓄冷设备年蓄冷量（ kWh）   1RTH=3.517kWh 

制冷机房系统各用电设备的年耗电量之和（ kWh）    

空调系统各用电设备的年耗电量之和（ kWh）    

电价（元 /kWh）    

冷量价格（元 /kWh）    

表 A.6.1-2  空调系统能效情况 

能效评价指标  数值  能效等级  数值来源  评价时间（年）  

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

比  
 

 _        系统实时运行数据及历史数据  

_        第三方测试报告  
 

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   
 _        系统实时运行数据及历史数据  

_        第三方测试报告数据  
 

注：1   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设计能效比是指在设计阶段，考虑全年气象条件、负荷特性变化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的制冷机房系统全年累计总制冷量与全年累计总用电量的比值；制冷

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是指制冷机房系统实际运行时全年累计制冷量与全年累计总用电量的比值；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是指空调系统实际运行时，自然年时段测

量或计量得到的总供冷量与总用电量的比值；  

2   运行能效比来源于系统实时运行数据及历史数据需提供一个完整制冷季的实际运行数据；运行能效比来源第三方机构能效检测报告需提供测试报告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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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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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本标准是由编制组在总结深圳市公共建筑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的工程实施经验和研

究成果，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深圳市地方特点，通过反复讨论、协调、修改和专家审查后

编制而成。 

为便于深圳市公共建筑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的评价、检测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

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款、项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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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2019 年 6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 部委，研究制定了《绿色高效制冷

行动方案》（发改环资〔2019〕1054 号），方案提出到 2030 年，大型公共建筑制冷能效提升 30%，

制冷总体能效水平提升 25%以上，绿色高效制冷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 40%以上，实现年节电 4000

亿千瓦时左右，并提出了要“强化标准引领”的总要求。 

2021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

防范风险”原则。要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持续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

消耗和碳排放，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2022 年 6 月 30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建标〔2022〕53 号），提出要加强空调等重点用能设备运行调适，提升设备能效，到 2030

年实现公共建筑机电系统的总体能效在现有水平上提升 10%。 

2023 年 2 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7 部门印发了《广东省绿色高效制冷行动计划（2023-

2025）》（粤发改能源〔2023〕61 号），要求到 2025 年，大型公共建筑和产业园区制冷系统能效

提升 20%；逐步改造 EERao 低于 4.0 的制冷机房（不包括蓄冷系统）；着力提升节能降耗智慧运

营管控与绿色运维水平，供冷系统总体综合能效水平提升 25%以上。 

改革开放 44 年以来，深圳市大型医疗卫生建筑、商业地产等公共建筑快速发展，开始进入存

量时代。但调研发现，深圳近一半大型公共建筑空调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不超过 3.0，

空调系统设备及其运行管理亟需更新与优化，深圳市集中空调系统能效水平亟待提升。  

因此，为促进深圳市建筑行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提高深圳市集中空调系统能效水平，规范深

圳市集中空调系统能效评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和系统形式。本标准适用于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的

能效评价及检测，不适用于风冷式冷水机组、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燃气空调机组系统的能效

检测及评价。本标准中空调系统均为集中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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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5  制冷机房系统总用电量不包括负荷侧二级泵或多级泵用电量。对于蓄冷空调制冷机房，

制冷机房系统能效比即多台冷水机组制冷量之和与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蓄

冷装置及乙二醇泵的用电量之和的比值。 

2.0.7  对于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系统，全年累计总用电量包括制冷机房中冷水机组、冷冻水

泵、冷却水泵、冷却塔用电量，负荷侧二级泵或多级泵用电量及空调末端用电量。对于蓄冷空调

系统，全年累计总用电量包括蓄冷装置、乙二醇泵、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用

电量，负荷侧二级泵或多级泵用电量及空调末端用电量。其中空调末端用电量包括风机盘管、新

风机组、组合式空调风柜等设备用电量。两者均不包括管道系统等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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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3  用于描述空调系统能效比的参数有很多，包含了对空调系统整体以及主要设备的评价，如

常用的冷水机组性能系数 COP、空调冷源系统能效比 EER；《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2015 的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

WS 等。其中 COP、IPLV 只针对指定工况、指定负荷率下的单个冷水机组效率，既不能代表实际

运行时的机组效率，也不能体现整个空调系统的效率。SCOP 的计算范围未考虑冷冻水泵的能耗，

且衡量的是名义工况。空调输配系统的评价参数只针对系统中的水泵与空调末端，也不足以体现

整个空调系统的运行效率。 

而在 2012 年美国 ASHRAE 发布了《Instrumentation for monitoring central chilled-water plant 

efficiency》ASHRAE guideline 22-2012，2016 年新加坡发布了《空调系统设计运行规范》SS 553-

2016，2017 年 12 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集中空调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监测及评价标

准》DBJ/T 15-129,均采用了系统运行能效比作为评价参数，不约定运行条件与负荷率，以实际运

行测量计算的能效限值为目标。 

因此，为了提高评价的全面性、系统性、实用性，引导设计和管理去研究空调系统整体性措

施，提高空调系统整体运行能效水平，本条款采取了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空调系

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作为运行阶段能效评价指标。且能效评价以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

效比为主，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为辅。 

3.0.4  高效制冷机房系统的建设需要从系统设计、施工、运行维护全过程进行把关，因此本条

文规定制冷机房系统和空调系统施工和运行使用阶段均应按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的目标值进行工

程实施与运营，此处目标值即根据建设方需求，经项目技术经济分析确定的高效制冷机房系统全

年平均运行能效比值，包括如 4.3.1 条规定的一级、二级和三级能效等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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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 效 评 价 

4.1  一 般 规 定 

4.1.1  2017 年 12 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集中空调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监测及评价

标准》DBJ⁄T 15-129，规定了设计阶段与运行阶段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等级均分为一级、二级、三

级。2023 年 2 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7 部门印发了《广东省绿色高效制冷行动计划（2023-

2025）》，要求逐步改造 EERao 低于 4.0 的制冷机房（不包括蓄冷系统）。因此，本条规定集中空

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按一级、二级、三级和限额值进行能效分级评价，且当制冷机房系统全年运

行能效比评价指标低于限额值时，应进行节能改造。 

4.3  能 效 评 价 

4.3.1  对于水冷式电制冷空调系统，美国《Instrumentation for monitoring central chilled-water plant 

efficiency》ASHRAE guideline 22-2012，规定制冷机房系统能效比低于 3.5 需要改进，优秀的制冷

机房系统能效比应高于 5.0；新加坡《空调系统设计运行规范》SS 553-2016，规定“总装机大于

500RT 的金+级绿色建筑，制冷机房能效应达到 5.17 以上”。 

 

图 1  制冷机房能效评级图（配置电制冷离心机组） 

2017 年 12 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集中空调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监测及评价标

准》DBJ⁄T 15-129，规定了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不应低于表 1 的三级要求。 

表 1  制冷机房系统最低能效要求 

系统额定制冷量（kW） 系统能效等级 系统能效最低要求 

<1758 

三级 3.2 

二级 3.8 

一级 4.6 

≥1758 

三级 3.5 

二级 4.1 

一级 5.0 

2023 年 2 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7 部门印发了《广东省绿色高效制冷行动计划（2023-

2025）》（粤发改能源〔2023〕61 号），要求到 2025 年，大型公共建筑和产业园区制冷系统能效

提升 20%；逐步改造 EERao 低于 4.0 的制冷机房（不包括蓄冷系统）。 

另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第 4.2.12 条中关于夏热冬暖地区

空调系统 SCOP 限定值的约定，当名义制冷量不小于 1758kW 时，选取 4.6 作为 SCOP 的限额

值，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GB/T 17981 第 5.5.2 条的规定，选取冷冻水

输送系数为 30，可计算制冷机房系统能效比为 3.99。同理，当名义制冷量小于 1758kW 时，根

据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第 4.2.12 条中关于夏热冬暖地区空调系统



22 

SCOP 限定值的约定，选取 4.1 作为 SCOP 的限额值，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

行》GB/T 17981 第 5.5.2 条的规定，选取冷冻水输送系数为 30，可计算制冷机房的能效比为

3.61。 

同时根据深圳市乃至夏热冬暖地区 40 个水冷式电制冷空调系统项目系统能效调研情况，其

中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 EERao 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大于 5.0 项目总共有 19 个，占

比 48%，19 个项目大多属于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制冷机房项目或经空调节能改造后的既有建筑制

冷机房项目，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大于 6.0 项目总共有 9 个，占比 23%；但仍然存在 15 个项目

制冷机房系统运行能效比小于 4.0，数量占比约 38%，15 个项目大多为未安装空调自控装置的制

冷机房项目。 

综上，当系统额定制冷量不小于 1758kW 时，本标准取制冷机房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 4.0 作

为其能效限额值，并依次以 5.0、5.5、6.0 为基准值划分三级、二级、一级。 

当系统额定制冷量小于 1758kW 时，选取制冷机房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 3.6 作为其能效限额

值，并依次以 4.5、5.0、5.5 为基准值划分三级、二级、一级。 

另一方面，据统计，空调末端能耗占中央空调能耗的 10%～40%，因此，按空调末端能耗占

中央空调能耗的 20%，确定高效空调系统能效等级。 

对于蓄冷系统，根据深圳市乃至夏热冬暖地区公共建筑冰蓄冷能效专题调研结果，取制冷机

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上四分位数 3.0 作为三级能效目标值，再按一定权重确定空调系统能

效等级。另纳入能效评价的冰蓄冷空调系统，因主机在蓄冰工况下，其性能系数明显低于常规制

冷工况下性能系数，且系统蓄冰量越大，系统整体能效比越低。本标准约定当进行冰蓄冷系统空

调能效评价时，其蓄冰提供的冷量应不低于设计日空调冷量的 30%。 

4.3.2  第 4 款 2020 年 5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发布了国家标准《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GB 18613，规定了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异步电动机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其中电

动机能效等级分为 3 级，1 级能效最高，2 级能效次之，3 级能效最低。 

4.3.3  2021 年 5 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了深圳市超低能耗建筑相关技术导则，规定了深

圳市超低能耗建筑是指适应当地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采用被动式设计策略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

暖空调、照明系统能耗，通过主动技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能效，充分利用可再生

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环境，且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符合该导则规定的建筑。

深圳市超低能耗建筑的能耗水平应较深圳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SJG 44-2018 和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规范》SJG 45-2018 降低 50%以上。 

另该导则在第 5.3.1 条第 7 款规定了集中空调系统的制冷机房系统名义工况能效比、制冷机

房系统全年平均设计能效比应达到现行广东省地方标准《集中空调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监测及评价

标准》DBJ⁄T 15-129 的一级能效要求。其中系统额定制冷量小于 1758kW 时，制冷机房系统全年

平均设计能效比最低要求为 4.6，系统额定制冷量大于等于 1758kW 时，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设

计能效比最低要求为 5.0。并规定了运行调适阶段，其运行效果应达到或接近设计预期为目标。因

此，本条文规定了深圳市超低能耗建筑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等级应达到本标准规定的三级及以上，

即制冷机房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应达到 5.0 及以上。 

4.3.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 的规定，近零能耗建筑是指适

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过主

动技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

适室内环境且其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建筑，其建筑能耗水平应较现行国家

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和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 75-2012 降低 60％～75％以上。可以预见深圳市近零能耗建筑制冷机房系统全年运行能

http://www.baidu.com/link?url=M_YCGePUNIAQcaxeI9PGwyBxdEBXda8mQTi5GotFdaa-zJ2umxdsuBmr1JqX67rvPEe0qh_2bSvd6kTKpS_ENq
http://www.baidu.com/link?url=M_YCGePUNIAQcaxeI9PGwyBxdEBXda8mQTi5GotFdaa-zJ2umxdsuBmr1JqX67rvPEe0qh_2bSvd6kTKpS_E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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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比约是超低能耗建筑制冷机房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的 1.25 倍。同时充分考虑深圳市近零能耗建

筑制冷机房系统建设的可操作性，本条文规定了深圳市近零能耗建筑制冷机房系统能效等级应达

到本标准规定的三级及以上，即制冷机房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应达到 5.5 及以上。 

4.3.5  碳中和建筑是指建筑在运行阶段特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与通过建筑碳汇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

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状态的建筑。

http://www.baidu.com/link?url=M_YCGePUNIAQcaxeI9PGwyBxdEBXda8mQTi5GotFdaa-zJ2umxdsuBmr1JqX67rvPEe0qh_2bSvd6kTKpS_ENq
http://www.baidu.com/link?url=M_YCGePUNIAQcaxeI9PGwyBxdEBXda8mQTi5GotFdaa-zJ2umxdsuBmr1JqX67rvPEe0qh_2bSvd6kTKpS_ENq
http://www.baidu.com/link?url=M_YCGePUNIAQcaxeI9PGwyBxdEBXda8mQTi5GotFdaa-zJ2umxdsuBmr1JqX67rvPEe0qh_2bSvd6kTKpS_E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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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 效 检 测 

5.3  检 测 方 法 

5.3.1  对于已安装能效监测系统的公共建筑，其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空调系统全

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的计算应采用能效监测系统记录的全年运行数据。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空气调

节系统经济运行》GB/T 17981 第 4.1.2 条规定，空调系统运行时的室内房间温度不应低于 24℃。

对于不存在内外分区的公共建筑，当室外平均干球温度低于 20℃，能效监测系统记录的空调系统

运行数据不宜作为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的计算数据，以避免空调系统运行能效比高而空

调系统用电量居高不下。 

5.3.2  据统计，深圳市大型公共建筑中，未设计安装能效监测系统的公共建筑占比 60%以上，该

部分建筑无法获取全年运行数据来进行空调系统能效检测。为获取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

效比，目前市面上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1、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在检测工况下，每隔（5~10）min 读数 1 次，连续测量 60min，取每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检

测的检测值，并将计算得到的运行能效比近似作为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2、选择整个制冷季，对

制冷机房系统运行参数进行现场测试，将计算得到的运行能效比作为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方法

1 时间短，但未充分考虑部分负荷率、室外湿球温度变化对运行能效比的影响，方法 2 充分考虑

了部分负荷率、室外湿球温度变化对运行能效比的影响，但时间跨度整个制冷季，实际操作过程

中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在充分考虑测试时间跨度与测试准确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采用连续 7 日

平均干球温度超过 24℃时的空调系统运行数据计算的方法。 

采用连续 7 日空调系统运行数据计算的步骤如下所示： 

1、查阅深圳市上一年度 5 月~10 月气象数据，选取连续 7 日室外平均干球温度超过 24℃的

时段； 

2、在当年度对应连续 7 日，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深圳市

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运行检验技术规程》SJG 64 及本标准 5.2.3 条的规定，对公共建筑空调系统

连续测试 7*24h，采集频率不低于 15min/次； 

3、根据采集连续 7 日干球温度超过 24℃时的空调系统运行数据，计算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

均运行能效比、空调系统全年平均运行能效比。 

通过查询深圳市政府数据开发平台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地面观测数据，2019 年~2021 年深圳

市逐周温度分布如下图 2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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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2021 年深圳市温度逐周分布图 

基于深圳市气象数据，选取了深圳市 6 个典型项目案例共计 144 组进行了数据分析，在连续

7 日平均温度超过 24℃时，使用连续 7 日实测法获得的制冷机房运行能效比与全年运行能效比相

比，其偏差在±5%以内的平均占比 38%，误差在±10%以内的平均占比 97%，详见下表 2。可见

在工程允许误差范围内，连续 7 日实测法获得的制冷机房系统运行能效比可以近似替代制冷机房

系统实际年运行能效比，连续 7 日实测法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表 2  案例数据统计表 

项目 数据组/个 偏差±5%以内 偏差±10%以内 

建筑A 26 42% 96% 

建筑B 24 58% 100% 

建筑C 23 35% 91% 

建筑D 24 33% 100% 

建筑E 24 21% 96% 

建筑F 23 39% 100% 

平均占比 144（数据总数） 38% 97% 

列举典型案例建筑 A 项目数据如下： 

项目建筑 A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大厦于 2013 年建设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3.9 万平方米，建

筑总面积 27.13 万平方米。 

该项目空调系统冷源服务于数据中心等 24 小时供冷区域，设计负荷 2752RT，选用 3 台

900RT 单工况冷水机组，3 台冷却塔，11 台水泵，2 台板式换热器。 

选取 2021 年 4 月 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的制冷机房运行数据（共划分 30 个连续 7

日），并通过深圳市政府数据开发平台获取对应时间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地面观测数据，完成连

续 7 日平均干球温度、连续 7 日制冷机房运行能效比、全年运行能效比和测量运行能效比偏差值

计算（偏差计算以全年运行能效比为基准，下同）。其中，制冷机房全年运行能效比为 3.74，连

续 7 日平均干球温度、连续 7 日制冷机房运行能效比具体数据详见表 3，并绘制偏差分布散点

图，如图 3。 

从图 3 数据显示，以 24℃作为基准温度，根据连续 7 日测量的制冷机房运行能效比偏差值

分布，共有 26 组数据。其中，偏差在±5%以内的占比 42%（包含 5%，下同），偏差在±10%以

内的占比 96%。当基准温度设定低于 24℃时，部分偏差值大幅跃升，偏差值达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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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深圳市某办公建筑 A 连续 7 日制冷机房运行能效对比表（2021 年） 

测试日期 
连续 7 日室外平均干球

温度（℃） 

制冷机房系统连续 7 日平均运行

能效比 

制冷机房系统全年平均

运行能效比 
偏差% 

4 月 5 日-4 月 11 日 22.41  4.10  3.74 9.7% 

4 月 12 日-4 月 18 日 23.98  4.04  3.74 8.1% 

4 月 19 日-4 月 25 日 24.85  3.75  3.74 0.4% 

4 月 26 日-5 月 2 日 24.39  3.94  3.74 5.4% 

5 月 3 日-5 月 9 日 26.18  3.84  3.74 2.7% 

5 月 10 日-5 月 16 日 28.98  3.68  3.74 -1.4% 

5 月 17 日-5 月 23 日 30.05  3.71  3.74 -0.8% 

5 月 24 日-5 月 30 日 29.37  3.61  3.74 -3.3% 

5 月 31 日-6 月 6 日 27.74  3.68  3.74 -1.5% 

6 月 7 日-6 月 13 日 28.59  3.76  3.74 0.6% 

6 月 14 日-6 月 20 日 29.71  3.42  3.74 -8.4% 

6 月 21 日-6 月 27 日 27.29  3.48  3.74 -6.8% 

6 月 28 日-7 月 4 日 29.09  3.54  3.74 -5.3% 

7 月 5 日-7 月 11 日 29.71  3.51  3.74 -6.1% 

7 月 12 日-7 月 18 日 29.61  3.58  3.74 -4.2% 

7 月 19 日-7 月 25 日 27.99  3.51  3.74 -6.2% 

7 月 26 日-8 月 1 日 29.35  3.35  3.74 -10.4% 

8 月 2 日-8 月 8 日 28.27  3.42  3.74 -8.6% 

8 月 9 日-8 月 15 日 28.27  3.62  3.74 -3.3% 

8 月 16 日-8 月 22 日 28.91  3.52  3.74 -5.9% 

8 月 23 日-8 月 29 日 28.41  3.53  3.74 -5.7% 

8 月 30 日-9 月 5 日 28.63  3.45  3.74 -7.8% 

9 月 6 日-9 月 12 日 29.82  3.40  3.74 -9.1% 

9 月 13 日-9 月 19 日 29.00  3.48  3.74 -7.0% 

9 月 20 日-9 月 26 日 28.68  3.41  3.74 -8.7% 

9 月 27 日-10 月 3 日 29.15  3.48  3.74 -7.0% 

10 月 4 日-10 月 10 日 27.47  3.72  3.74 -0.5% 

10 月 11 日-10 月 17 日 25.00  3.79  3.74 1.4% 

10 月 18 日-10 月 24 日 21.56  4.02  3.74 7.6% 

10 月 25 日-10 月 31 日 23.82  4.29  3.74 14.7% 

 

 

图 3  深圳市某公共建筑 A 制冷机房实测运行能效比偏差分布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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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能效评价报告 

A.1.1  对于调研采用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制冷机房或蓄冷空调制冷机房的公共建筑，建筑基

本情况可按表 A.1.1 的要求填写。 

A.6.1  对于调研采用水冷式电制冷集中空调制冷机房或蓄冷空调制冷机房的公共建筑，空调系

统运行概况及空调系统能效情况可按表 A.6.1-1、A.6.1-2 的要求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