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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GB/T 20004.2-2018《团体标准化 第 2部分：良好行为评价指南》

编写的有关要求以及《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中建金协【2017】

19 号）的相关规定制定。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中心归口管理。

本文件编制的技术依托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专家委员会。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清洁供热分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清洁供热分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8号，

联系电话：010-58934233）。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道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阳光博士太阳能工程有限公司

嘉寓光能（阜新）有限公司

太阳雨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西藏昂彼特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盛拓科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太阳能有限公司

河南乾丰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尚美丽家新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格莱智控电子有限公司

嘉兴骏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太阳能热水器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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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热耦合清洁能源户用供暖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太阳能光热耦合清洁能源户用供暖系统（以下简称“光热耦合系统”）的

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设计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文件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采暖面积不大于200m2，或太阳能光热轮廓采光面积不大于50m2的单户农

村住宅建筑供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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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771 色漆和清漆 耐中性盐雾性能的测定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091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快热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储水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2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2部分：室内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6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泵的特殊要求

GB/T 6424 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887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装、使用、维护完全要求

GB/T 9330 塑料绝缘控制电缆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 12771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B/T 12936 太阳能热利用术语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53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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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049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GB/T 17581 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GB/T 17794 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

GB/T 18033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

GB/T 18708 家用太阳热水系统热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742.2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

GB/T 18742.3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第3部分：管件

GB/T 18992.2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PE-X)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

GB/T 18997.1 铝塑复合压力管 第1部分：铝管搭接焊式铝塑管

GB/T 18997.2 铝塑复合压力管 第2部分：铝管对接焊式铝塑管

GB/T 19141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T 19409 水（地）源热泵机组

GB 19518.1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电阻式伴热器 第1部分:通用和试验要求

GB/T 19775 玻璃-金属封接式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

GB/T 19835 自限温电伴热带

GB/T 21385 金属密封球阀

GB 22337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23888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控制器

GB 25034 燃气采暖热水炉

GB/T 25127.2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第2部分：户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

（冷水）机组

GB/T 26975 全玻璃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

GB/T 28745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试验方法

GB/T 39288 蓄热型电加热装置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495 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ISO 9499:2000 太阳能术语（Solar Energy—Vocabulary）

NB/T 34006 清洁采暖炉具技术条件

NB/T 34073 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工质 丙二醇型

JGJ 142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JB/T 2379 金属管状电热元件

3 术语和定义

http://www.baidu.com/link?url=BRy5v86L5ZwUU0__M9pvRNk6N9YsgqWYkmHLrHwYL8fCD7jv7n03hoq-8yTjVj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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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太阳能光热耦合清洁能源户用供暖系统 （Solar photothermal coupled clean
energy household heating system）

以分户独立供暖为主，由光热采暖机、清洁能源设备、云控器、循环管路泵阀和采暖末

端集成，利用太阳能光热优先提供冬季供暖，四季热水。在太阳能不足时，由清洁能源提供

的智能控制的供暖系统。

3.2 光热采暖机 （Photothermal heating machine）

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具有一定蓄热能力的、可向建筑物供暖的太阳能设备。

3.3 云控器 （Cloud controller）

具有和云平台进行数据传输功能，用于并实现光热耦合系统智能控制的控制器。

3.4 云平台 （Cloud platform）

具有和云控器进行数据传输功能，用于并实现光热耦合系统智能控制的大数据云平台系

统。

3.5 采暖季节能量 （Energy saving quantity in heating season）

光热耦合系统中利用太阳能光热用于供暖总有效供给能量,单位为kWhth。

3.6 全年节能量 （Annual energy saving quantity）

光热耦合系统中太阳能光热全年总有效供给能量。单位为kWhth。

3.7 光热利用率（Photothermal utilization rate）

光热耦合系统中太阳能光热有效供给能量和系统设计得热量的比值,单位为%。

3.8 碳减排量（Emission reduction of CO2）

太阳能光热碳减排量按折合标煤对应的CO2排放量计算,单位为t。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光热耦合系统按3种（表中是5种特征）特征分类，每种特征又分为2-4种类型。光热耦
合系统分类见表1。

表 1 光热耦合系统分类

特征 类型

1系统连接
紧凑式

分离式

2太阳能集热器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全玻璃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

玻璃-金属封接太阳集热管
平板太阳能集热器

3换热
直接换热

间接换热

4清洁能源 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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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类型

地热能

生物质能

燃气

5末端散热
散热器

辐射地板

风机盘管

4.2 命名

4.2.1 命名内容

光热耦合系统按组成部分命名如下，各部分之间用“—”隔开。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序列型号

系统特征号

清洁能源设备与功

率

光热系统配置

光热系统分类

4.2.2 命名标记

光热耦合系统命名标记应符合表2。

表 2 光热耦合系统命名标记

第一部

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字母
数字

1
数字2数字3 字母 数字

系统特征

号
序列型号

GRZ：
直热式

JB: 紧凑式
全玻璃真空集热管

集 热

管 数

量

轮 廓

采 光

面积

容 水

量

DN：电暖器

输出

功率

由字母和

数 字 组

合。

没有可不

标。

01、02、
03等。
没有可不

标。

GRH:
换热式

JBR：紧凑式
全玻璃热管真空集

热管

DG：电锅炉

JR：紧凑式
金属热管真空集热

管

KY：空气源热泵

FB:分离式
全玻璃真空集热管

KYF：空气源热风
机

FR：分离式
热管式真空集热管

DY：地源热泵

JP:紧凑式平板 平板 SK：生物质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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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字母
数字

1
数字2数字3 字母 数字

系统特征

号
序列型号

类型 炉

FP:分离式平板
SY：生物质压块
炉

RQ：燃气热水采
暖炉

4.2.3 命名示例

光热耦合系统命名由以下部分组成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用“—”隔开。

GRZ—JBR80/10/210-DN4.0——WP—01

序列型号 01

单个盘管水箱

电暖器 4.0kW

紧凑式全玻璃热管 80支/10㎡
/210L

直热式光热系统

5 设计要求

设计应考虑太阳光照资源、常用房间供暖总面积、长期居住人口数量条件，因地制宜、科学

合理选择清洁能源，优先使用太阳能，减少资源浪费，参照 GB 50495的相关公式设计。若

资料不完备，可参考常住人口数量，单户太阳能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取值范围为 5-30m2。

5.1 光热采暖机

5.1.1 紧凑式光热采暖机应符合 GB/T 19141的规定（不含日有用得热量）。

5.1.2 分离式光热采暖机应符合 GB/T 17581的规定（不含日有用得热量）。

5.1.3 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应符合 GB/T 6424的规定。

5.1.4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应符合 GB/T 17049的规定。

5.1.5 全玻璃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应符合 GB/T 26975的规定。

5.1.6 玻璃-金属封接式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应符合 GB/T 19775的规定。

5.2 光热采暖机安装角度应以当地纬度加 5-10°为宜，不宜低于 45°。

5.3 光热采暖机设计应考虑抗风和防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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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清洁能源供热负荷应考虑农村用户住宅建筑条件、实际生活习惯，参考 GB 50736

进行设计。

5.5 清洁能源设备

5.5.1 电采暖锅炉应符合 GB 4706.11或 GB 4706.12的规定。

5.5.2 电热水暖器应符合 GB 4706.23的规定。

5.5.3 蓄热式电采暖器应符合 GB/T 39288的规定。

5.5.4 燃气采暖热水炉应符合 GB 25034的规定。

5.5.5 空气源热泵机组应符合 GB/T 25127.2的规定。

5.5.6 地源热泵机组应符合 GB/T 19409的规定。

5.5.7 清洁采暖炉具（包括成型生物质采暖热水炉、洁净煤炉等）应符合 NB/T 34006

的规定。

5.6 循环水泵应符合 GB 4706.66 的规定。

5.7 室外保温管路应符合 GB/T 17794 的规定。

5.8 水暖管路应符合 GB/T 18742.2、GB/T 18742.3、GB/T 18992.2、GB/T 18997.1、GB/T

18997.2、GB/T 21385、GB/T 18033、GB/T 3091、GB/T 12771 等的规定。

5.9 云控器应符合 GB/T 23888、GB/T 14536.1 的规定。

5.10 电线、传感器线应符合 GB/T 9330 的规定。

5.11 自限温电伴热带应符合 GB/T 19835 的规定。

5.12 防冻液应符合 NB/T 34073 的规定。

5.13 金属管状加热元件应符合 JB/T 2379 的规定。

5.14 末端供暖系统应符合 GB 50019 的规定。采用地板辐射供暖时应符合 JGJ 142 的规

定。

6 技术要求

6.1 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6.1.1 寒冷地区，设计采暖季太阳能光热利用率应不低于 95%，且全年太阳能光热利用

率不低于 75%。

6.1.2 严寒地区，设计采暖季太阳能光热利用率应不低于 95%，且全年太阳能光热利用

率不低于 85%。

6.2 光热采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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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太阳辐照量为 17MJ/㎡，集热结束时储热水箱内的水温≥55℃条件下，单位轮廓

采光面积光热采暖机日有用得热量应不低于 8.0MJ/㎡。

6.2.2 严寒地区应优先选用全玻璃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金属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

6.2.3 当使用分体式光热采暖机，采暖季气温低于 0℃的地区，室外部分应采用防冻液

作为换热工质。

6.3 储热水箱

6.3.1 寒冷地区室外储热水箱保温层厚度不低于 50mm。

6.3.2 严寒地区室外储热水箱保温层厚度不低于 60mm。

6.3.3 室内储热水箱保温层厚度不低于 50mm。

6.3.4 储热水箱有效容水量和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比值≤38L/㎡。

6.3.5 光热采暖机水箱的平均热损因数应不大于 11W/（m³·K）。

6.4 集热器支架

6.4.1 热镀锌角钢支架的主支撑构件规格不小于40mm×40mm×3mm。

6.4.2 钢板冲压成型的主支撑构件标称壁厚≥1.5mm。

6.5 室外管路

6.5.1 室外管路保温管接缝处应做好可靠连接。

6.5.2 寒冷地区室外管路保温层厚度不低于 30mm。

6.5.3 严寒地区 C区室外管路保温层厚度不低于 40mm。

6.5.4 严寒地区 B区以上室外管路保温层厚度不低于 50mm。

6.5.5 室外管路应有防冻措施。使用自限温电伴热带的，标称功率宜不大于 25W/m，最

高承受温度不低于 90℃，自限温电伴热带和冷热水管应有固定措施，确保紧密贴合。

6.5.6 室外管路保温材料导热系数应≤0.04W（mk）。耐燃烧性能符合 GB 8624中规定

的难燃 B1级。

6.5.7 室外管路耐温不低于 95℃。

6.6 云控器

6.6.1 云控器应实现远程控制光热耦合系统，优先使用太阳能光热供热，自动切换清洁

能源系统。

6.6.2 云控器应实现与云平台进行有效数据传输，实时上传光热耦合系统的运行状态，

并通过云平台实现对光热耦合系统的监控。

6.6.3 云控器应能实现与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通讯，经过云控器实现对光热耦合系统

监控。

6.6.4 云控器应具备热计量、清洁能源计量、大数据分析和运维管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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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清洁能源设备

6.7.1 清洁能源设备的供热能力，应满足最冷月建筑室内采暖温度设计要求。室内供暖

温度参考

GB 50736，或根据相关标准确定室内供暖温度的具体数值。

6.7.2 自带控制器的清洁能源设备，应预留 RS485或 RS232接口，实现与云控器的通讯

和远程监控功能。

6.7.3 系统运行中，卧室的白天噪声值不应高于 45 dB（A），夜间的噪声值不应高于

37 dB（A）；起居室的全天噪声值不应高于 45 dB（A）。

6.8 空气源热泵机组

6.8.1 在最初融霜结束后的连续制热运行中，融霜所需时间总和不应超过一个连续制热

周期的 20%。室外机组入口空气干球温度-20℃，出水温度 50℃条件下，COP值不小于

1.6。

6.8.2 空气源热泵的缓冲水箱以及在室外或不供暖房间设置的管路（不包括地面下敷设

的供暖输配和加热管路）、制冷剂管道等，均应采取保温措施。制冷剂管道保温材料厚

度应不低于 10mm，供暖管道保温材料厚度应不低于 25mm。

6.8.3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平均温度为 25℃工况）应不大于 0.080W/（mK），密度应

不大于 300kg/m3，允许使用温度应高于 80℃，应符合 B1 建筑防火的阻燃性要求。

6.9 燃气采暖热水炉

6.9.1 燃气采暖热水炉的热效率、采暖额定热负荷和 30%额定热负荷下两个热效率值中

的较大值，应大于等于 99%；较小值应大于等 95%。

6.9.2 应选用强制给排气式燃气采暖热水炉。应具有自动熄火保护、防倒风和防冻功能。

6.9.3 严禁在卧室、客厅和浴室安装燃气采暖热水炉。

6.9.4 烟道应有防止引燃或损坏建筑结构的措施。

6.9.5 冷凝式燃气采暖热水炉的烟道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烟道系统的部件材料和密封方法，应适应于呈弱酸性的冷凝燃烧产物。

（2）烟道系统应有收集冷凝液，将冷凝液送回冷凝式采暖热水炉，并经冷凝排放管排

放的措施；应有防烟气逸散和冷凝液溢流的措施。

（3）室外安装的冷凝液排放管，应与排污管连接。存在可能冻结风险时，应有保温措

施。冷凝液排放管宜采用聚氯乙烯（PVC）等塑料管材，其管径不应小于冷凝式燃气采

暖热水炉内冷凝排放管管径。未经处理的冷凝液不应直接排入建筑物的非防腐金属排水

管。

6.9.6 非冷凝式燃气采暖热水炉给排气管，应有防冷凝水和雨水倒灌措施。冷凝式燃气

采暖热水炉给排气管，应有防雨水倒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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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 安装燃气采暖热水炉的房间内，应设置燃气报警器和燃气自动切断装置。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可燃气体探测器应选用燃气、一氧化碳复合探测器。

（2）可燃气体探测器应与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连锁。

（3）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应安装在燃气管道进入房间处。

6.10 电热直接转换供暖

6.10.1 电热直接转换供暖可采用蓄热式电锅炉、直热式电锅炉、电热水暖器等，防水等

级不应低于 IP3X。

6.10.2 蓄热式电锅炉热效率不应低于 90%。常压水蓄热系统蓄热温度不应高于 95℃。

6.10.3 直热式电锅炉热效率不应低于 95%，最高工作温度不应高于 85℃。

6.10.4 电热水暖器可接触部分的表面温度不应高于 75℃ 。应具有设定时间自动开启和

关断功能，过热保护功能。

6.10.5 金属管状电热元件表面负荷不大于 12W/cm2；其他形式的电热元件应符合相应产

品标准的规定。

6.10.6 电加热元件的布置应安全可靠且传热良好，并应便于装拆、检查、清理和更换。

电热元件的引出导线，应采取不可拆卸的永久性连接形式。

6.11 生物质成型燃料采暖热水炉供热效率不小于 75%。

7 试验方法

7.1 光热采暖机轮廓采光面积应按 GB/T 19141 计算。

7.2 太阳能光热利用率计算

7.2.1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量（）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量（）按公式（1）计算，即

································································(1)
式中：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量，MJ；

——采暖季各月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MJ；

——采暖季各月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7.2.2 全年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量（)

全年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量（）按公式（2）计算，即

································································(1)
式中：

——全年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量，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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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各月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MJ；

——全年各月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7.2.3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按公式（3）计算，即

································································(1)
式中：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MJ；

——采暖季各月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MJ。

7.2.4 太阳能光热系统全年的热量（)

全年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按公式（4）计算，即

································································(1)
式中：

——全年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MJ；

——全年各月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MJ。

7.2.5 月太阳能光热利用率（）按公式（5）计算，即

································································(1)
式中：

——月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当月日平均采暖热负荷；

——当月日平均生活热水热负荷；

——当月日平均太阳能得热量。

当计算时，取值为1；当计算时，按实际计算取值。

7.2.6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利用率（）按公式（6）计算，即

································································(1)
式中：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量，MJ；

——采暖季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MJ。

7.2.7 全年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全年太阳能光热利用率（）按公式（7）计算，即

································································(1)
式中：

——全年太阳能光热利用率，%；

——全年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量，MJ；

——全年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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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采暖季计算可按当地采暖季时间提前一个月，延后一个月计算，并包含生活热水供

热量。非采暖季计算按常住人口生活热水用热量计算。

7.3 太阳能光热系统得热量

7.3.1 太阳能光热系统日有用得热量（q）按照 GB/T 18708检测。

7.3.2 太阳能光热系统月得热量

太阳能光热系统月得热量（）按公式（8）计算，即

································································(1)
式中：

——太阳能光热系统月得热量，MJ/㎡

——单位面积太阳日辐照量，MJ/㎡。

——计算月的日数。

——日太阳能辐照量17MJ/㎡时，太阳能光热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日有用得热量，MJ/

㎡

——太阳能光热系统轮廓采光面积，㎡。

7.4 太阳能光热节能量计量

可通过热计量表实时计量太阳能光热实际输送到供热末端的热量。当清洁能源影响太阳

能光热能量计量时，应扣除清洁能源相应能量。

7.5 光热耦合系统节能量计量

当采用清洁能源设备的能效比大于1.0时，可实施光热耦合系统节能计量。通过热计量

表计量实际输送到供热末端的热量，并扣除清洁能源耗能量。

7.6 太阳能光热减排量计算

太阳能光热减排量按热力折合标煤（等价值）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按GB/T 2589 综合

能耗计算通则核算。其中等价值计算可依据每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快报数据。

可参照表3进行污染物减排量计算。

表 3 污染物减排量参照表

标准煤节省量

（kg）
粉尘减排量（kg）

二氧化碳

减排量（kg）
二氧化硫

减排量（kg）
氮氧化物

减排量（kg）
当量值 0.123 0.0836 0.3066 0.0092 0.0046
等价值 0.300 0.204 0.748 0.023 0.011

7.7 光热耦合系统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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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耦合系统减排量按热力折合标煤（当量）对应的污染物减排量。热力折标准煤参考

系数应按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核算。参照表3计算。

7.8 光热采暖机水箱的平均热损因数检测按 GB/T 28745 执行。

7.9 储热水箱保温层检测按 GB/T 28745 执行。

7.10 储热水箱容水量检测按 GB/T 28745 执行。

7.11 自限温电伴热带标称功率检测应按 GB 19518.1 执行。

7.12 自限温电伴热带耐温检测应按 GB 19518.1 执行。

7.13 管路保温材料导热系数检测应按 GB/T 10294 执行。

7.14 管路保温材料耐燃烧性能检测应按 GB 8624 执行。

7.15 冷热管路耐温性能检测应按 GB/T 18992.2 执行。

7.16 云控器检测应按 GB/T 23888、GB 14536.1 执行。

7.17 系统噪声测量应按 GB 22337 执行。

7.18 空气源热泵机组融霜所需时间总和应按 GB/T 25127.2 执行。

7.19 空气源热泵机组 COP 应按 GB/T 25127.2 执行。

7.20 燃气采暖热水炉热效率应按 GB 25034 执行。

7.21 电热直接转换供暖设备外壳防水等级应按 GB 4706.1 执行。

7.22 电热元件表面负荷应按 JB/T 2379 执行。

7.23 清洁采暖炉具供热效率应按 NB/T 34006 检测。带控制器的清洁采暖炉具应有自动

除焦装置。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类别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产品出厂前必须逐个部件进行检验。

8.2.2 出厂检验按 5.1～5.14所述标准中出厂检验要求进行。

8.3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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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重新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

b) 改变产品结构、材料、工艺而影响产品性能；

c) 老产品转厂或停产超过两年恢复生产；

d)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

8.3.2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一定批量的产品中随机抽样 1-3台进行。

8.3.3 型式检验按 5.1～5.14所述标准中型式检验要求进行。

8.4 判定规则

8.4.1 出厂检验符合 5.1～5.14所述标准中出厂检验要求者为合格。

8.4.2 型式检验符合 5.1～5.14所述标准中型式检验要求者为合格。

9 文件编制

9.1 安装说明书

安装说明书应包括下列资料：

a) 技术资料，包括系统原理、部件一览表、主要部件技术参数等；

b) 系统安装使用条件；

c) 设备及管路安装指南；

d) 控制系统线路图；

e) 系统调试指南。

9.2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列资料：

a) 系统组成及技术参数；

b) 系统及控制使用方法；

c) 注意事项；

d)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e) 维护和售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