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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暖通空调及净化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４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赤峰

和然节能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四平市巨元瀚洋板式换热器有限公司、北京热科能源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谢晓云、江亿、曹阳、杨月婷、张世钢、付林、朱超逸、曲凯阳、王钦波、杨巍巍、

宿颖波、詹福才、徐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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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收 式 换 热 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吸收式换热器的分类与标记，一般要求，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最高工作温度不超过１５０℃、最高工作压力不超过２．５ＭＰａ，应用于低品位余热回收

或集中供热等领域的水水吸收式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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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７８５．１　电声学　声级计　第１部分：规范

ＧＢ／Ｔ９０６８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

ＧＢ／Ｔ１６８０３　供暖、通风、空调、净化设备术语

ＧＢ１８３６１　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安全要求

ＧＢ／Ｔ１８４３１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ＧＢ／Ｔ２７６９８．１　热交换器及传热元件性能测试方法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ＣＪＪ３４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ＣＪＪ／Ｔ５５　供热术语标准

ＪＢ／Ｔ４３３０　制冷和空调设备噪声的测定

ＮＢ／Ｔ４７００４．１　板式热交换器　第１部分：可拆卸板式热交换器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６８０３和ＣＪＪ／Ｔ５５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吸收式换热器　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狉

一种由热水型吸收式热泵与常规换热器集成一体的换热装置。

注：适用于热源和热汇两侧流量相差大的情况，特别适用于质量流量比大于３的情况。

３．２

第一类吸收式换热器　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狉狅犳狋狔狆犲Ⅰ

可实现热量自小流量的热源向大流量的热汇进行传递，且热源侧出口温度低于热汇侧进口温度的

吸收式换热器。

３．３

第二类吸收式换热器　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狉狅犳狋狔狆犲Ⅱ

可实现热量自大流量的热源向小流量的热汇进行传递，且热汇侧出口温度高于热源侧进口温度的

吸收式换热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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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吸收式换热器效能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狅犳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狉

两侧流体中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进出口温差与两侧流体进口温差的比值。

３．５

热源侧　犺犲犪狋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犱犲

释放热量的流体侧。

３．６

热汇侧　犺犲犪狋狊犻狀犽狊犻犱犲

获得热量的流体侧。

３．７

质量流量比　 犿犪狊狊犳犾狅狑狉犪狋犲狉犪狋犻狅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质量流量与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质量流量的比值。

３．８

额定流量　狉犪狋犲犱犳犾狅狑狉犪狋犲

流量小的一侧的流体质量流量。

注：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３．９

名义工况　狀狅犿犻狀犪犾狑狅狉犽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本标准规定的吸收式换热器的特定工作工况，包括热源侧和热汇侧的进口温度、热源侧和热汇侧的

流量比、额定流量。

３．１０

换热量　犺犲犪狋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狉犪狋犲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质量流量、比热容、两侧流体进口温差以及吸收式换热器效能的乘积。

注：单位为千瓦（ｋＷ）。

３．１１

吸收式换热器输入电功率　狆狅狑犲狉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狉

吸收式换热器运行时所需输入的总电功率，不包括两侧水系统循环泵的电功率。

注：单位为千瓦（ｋＷ）。

３．１２

名义压力损失　狀狅犿犻狀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犾狅狊狊

在名义工况流量下，吸收式换热器热源侧和热汇侧流体各自的压力损失。

注：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３．１３

最高工作压力　 犿犪狓犻犿狌犿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吸收式换热器热源侧和热汇侧允许的流体最高压力。

注：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３．１４

最高工作温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吸收式换热器热源侧和热汇侧允许的流体最高温度。

注：单位为摄氏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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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分类与标记

４．１　分类

吸收式换热器可分为第一类吸收式换热器和第二类吸收式换热器，代号分别为Ⅰ和Ⅱ。

４．２　标记

吸收式换热器的标记方式如下：

ＡＨＥ












　

产品代号 （ＡＨＥ ）

□












类型，Ⅰ 代表第一类、Ⅱ 代表第二类

□










额定流量 （ｔ／ｈ ）

□








热源侧最高工作压力 （ＭＰａ ）

□


 热汇侧最高工作压力 （ＭＰａ ）

示例：

第一类吸收式换热器，额定流量为１０ｔ／ｈ，热源侧最高工作压力为１．６ＭＰａ、热汇侧最高工作压力为１．０ＭＰａ，其标

记为：

ＡＨＥＩ１０１．６１．０

５　一般要求

５．１　吸收式换热器应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５．２　吸收式换热器各零部件的安装应牢固可靠。

５．３　吸收式换热器的保温绝热材料应无毒、无异味，难燃（Ｂ１级）。

５．４　吸收式换热器采用的各部件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及ＧＢ１８３６１的规定。

５．５　吸收式换热器的电气控制应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各种保护器件应符合设计要求并灵敏可靠。

６　要求

６．１　气密性

吸收式换热器的气密性应满足 ＧＢ／Ｔ１８４３１的相关要求，且整机泄漏率不大于２．０３×１０－６

（Ｐａ·ｍ３）／ｓ。

６．２　承压能力

吸收式换热器应按７．４的规定进行承压能力试验，应无可见变形及泄露。

６．３　热工性能

６．３．１　在７．２．２．１规定的名义工况下，实测吸收式换热器效能不应低于１．２且与名义值的负偏差不应大

于０．０１；热源侧和热汇侧流体压力损失不应大于名义压力损失的１０５％；吸收式换热器输入电功率不应

大于名义值的１０５％。

６．３．２　在７．２．２．２规定的变工况下，应测试吸收式换热器效能值，并应根据测试结果拟合得到吸收式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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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效能在变工况下的拟合式。

６．３．３　在７．２．２．３规定的最小负荷运行工况下，吸收式换热器效能不应低于名义值。

６．４　安全性能

吸收式换热器的安全性能应满足ＧＢ１８３６１的相关要求。

６．５　噪声

吸收式换热器的噪声，额定流量１０ｔ／ｈ以下的吸收式换热器的噪声不应高于７０ｄＢ，额定流量

１０ｔ／ｈ～１００ｔ／ｈ之间的吸收式换热器的噪声不应高于７５ｄＢ，额定流量１００ｔ／ｈ以上的吸收式换热器

的噪声不应高于８５ｄＢ。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试验仪表

７．１．１　试验用仪表应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使用期内。

７．１．２　试验流量、温度、压力（压差）等各参数所用仪表精度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试验仪表精度要求

测量参数 测量仪表 测量项目 精度要求

流量 流量计 热源侧和热汇侧流体体积流量 ０．５级

温度 热电偶或电阻温度计 热源侧和热汇侧进、出口流体温度 ±０．２℃

压力 压力传感器 热源侧和热汇侧流体进、出口压力 ０．５级

电压

电流

功率

电压表

电流表

功率计

电参数 ０．５级

７．２　试验条件

７．２．１　允许偏差

试验参数测量时的允许偏差应满足表２的要求。

表２　试验参数测量的允许偏差

试验参数
测量平均值与规定值之间的

最大允许偏差
测量值的均方差上限

热源侧进口温度 ±２℃ ０．５℃

热汇侧进口温度 ±２℃ ０．２℃

热源侧、热汇侧流量 ±５％ ２％

电压 ±１０％ ５％

４

犌犅／犜３９２８６—２０２０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７．２．２　热工性能试验参数

７．２．２．１　名义工况

吸收式换热器的名义工况下的热工性能试验参数可按照ＣＪＪ３４设计，且应满足表３的要求。

表３　名义工况热工性能试验参数

类别 质量流量比 热源侧进口温度／℃ 热汇侧进口温度／℃ 流量小侧流量

第一类吸收式换热器 ８ １１０ ４０ 额定流量

第二类吸收式换热器 １２ ７５ ２５ 额定流量

７．２．２．２　变工况

吸收式换热器变工况下的热工性能试验参数应满足表４的要求。

表４　变工况热工性能试验参数

类别
试验

序号

热源侧进口温度

℃

热汇侧进口温度

℃
质量流量比

实际流量与额定

流量之比／％

第一类吸收

式换热器

１ ９０ ４０ ８ １００

２ １１０ ４０ ８ １００

３ １２０ ４０ ８ １００

４ １１０ ３０ ８ １００

５ １１０ ５０ ８ １００

６ １１０ ４０ ６ １００

７ １１０ ４０ １０ １００

８ １１０ ４０ ８ ６０

９ １１０ ４０ ８ ８０

第二类吸收

式换热器

１ ５５ ２５ １２ １００

２ ７５ ２５ １２ １００

３ ９５ ２５ １２ １００

４ ７５ １５ １２ １００

５ ７５ ３５ １２ １００

６ ７５ ２５ １０ １００

７ ７５ ２５ １４ １００

８ ７５ ２５ １２ ６０

９ ７５ ２５ １２ ８０

７．２．２．３　最小负荷运行工况

吸收式换热器最小负荷运行工况下的热工性能试验参数应满足表５的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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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最小负荷运行工况热工性能试验参数

类别 质量流量比
热源侧进口温度

℃

热汇侧进口温度

℃

实际流量与

额定流量之比／％

第一类吸收式换热器 １６ ６５ ３５ ５０

第二类吸收式换热器 ２４ ７５ ４５ ５０

７．３　气密性

气密性试验应按 ＧＢ／Ｔ１８４３１的相关规定进行。

７．４　承压能力

承压试验应按ＮＢ／Ｔ４７００４．１的相关规定进行，水压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的１．３倍，且保持

３０ｍｉｎ。

７．５　热工性能

热工性能试验应按附录Ａ的相关规定进行。

７．６　安全性能

安全性能试验应按ＧＢ１８３６１的相关规定进行。

７．７　噪声

噪声试验应按附录Ｂ的相关规定进行。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分类

吸收式换热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８．２　出厂检验

８．２．１　吸收式换热器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８．２．２　出厂检验应按表６规定逐项进行。

表６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１ 气密性   ６．１ ７．３

２ 承压能力   ６．２ ７．４

３ 热工性能 —  ６．３ ７．５

４ 安全性能   ６．４ ７．６

５ 噪声 —  ６．５ ７．７

　　注：表中“”表示需检验项目，“—”表示不需检验项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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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型式检验

８．３．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产品时；

ｂ）　产品结构、制造工艺或材料等有重大改变时；

ｃ）　产品停产超过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８．３．２　型式检验应按表６规定逐项进行。

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９．１　标志

９．１．１　每台吸收式换热器应在明显的位置设置铭牌，并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ａ）　制造厂名称和商标；

ｂ）　产品名称、型号、工质对；

ｃ）　基本性能参数［额定流量，名义工况（热源侧和热汇侧进口温度，换热量，吸收式换热器效能，热

源侧和热汇侧压力损失）、最高工作温度，吸收式换热器输入电功率，运行重量，外形尺寸］；

ｄ）　制造日期和出厂编号。

９．１．２　设备本体的对外连接管道应标出介质流向牌和名称。

９．２　包装

９．２．１　吸收式换热器应有吊装吊耳，其外露的未喷涂表面应采取防锈措施；螺纹接头应用螺塞堵住；接

管开口应用盲板或其他措施封闭。

９．２．２　每台吸收式换热器出厂时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９．２．３　产品合格证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型号和名称；

ｂ）　产品出厂编号；

ｃ）　生产执行标准；

ｄ）　检验结论；

ｅ）　检验员签字或印章；

ｆ）　检验日期。

９．２．４　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型号和名称；

ｂ）　产品结构示意图、电气图及接线图；

ｃ）　安装说明和要求（基础图、接口）；

ｄ）　性能参数表，应至少包括名义工况的试验结果、变工况下吸收式换热器效能拟合公式、污垢系

数对性能的影响报告；

ｅ）　使用说明、维修和保养注意事项。

９．３　运输和贮存

９．３．１　吸收式换热器出厂前应充入０．０２ＭＰａ～０．０３ＭＰａ的干燥氮气或保持真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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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２　吸收式换热器应覆盖有防雨雪的遮盖物。

９．３．３　吸收式换热器及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防止日晒、雨淋及化学物品的侵蚀。

９．３．４　吸收式换热器及其部件应贮存在通风干燥、不易燃烧、无腐蚀性物质的仓库内，临时存放时应用

防雨布盖严。

９．３．５　吸收式换热器贮存时应保证存放地平整坚硬。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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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热工性能试验

犃．１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吸收式换热器热工性能试验中试验系统、试验方法和步骤、计算方法，以及试验报告

的要求。

犃．２　试验系统

犃．２．１　系统组成

试验系统由热汇、热源、被测定吸收式换热器、冷流体循环系统、热流体循环系统及测定仪表等组

成。热源和热汇流体均为水。水水热工性能试验系统示意图见图Ａ．１。

说明：

　　１———热源侧换热器；

２———定压罐；

３———吸收式换热器；

４———热汇侧换热器；

５———数据采集系统；

　　６ ———阀门；

７ ———水泵；

８ ———温度传感器；

９ ———压力传感器；

１０———流量计。

图犃．１　水水热工性能试验系统示意图

犃．２．２　试验原理

冷、热流体经过被试验吸收式换热器进行换热后，热流体经加热器升温至要求温度、冷流体经冷却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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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降温至要求温度，如此循环使用。冷、热流体可分别流经冷侧、热侧，其流量分别按试验要求进行调

整。试验参数包括热源侧和热汇侧进、出口温度、流量、压力，以及吸收式换热器输入电功率，从而计算

得到吸收式换热器换热量、吸收式换热器效能和压力损失。

犃．３　试验方法和步骤

犃．３．１　试验方法

犃．３．１．１　吸收式换热器效能试验包括两侧流量和进出口温度的测量。流量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７６９８．１的

相关规定进行。测量体积流量后，应根据温度对流体密度进行修正。温度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７６９８．１的

相关规定进行。

犃．３．１．２　吸收式换热器两侧压力损失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７６９８．１的相关规定进行。

犃．３．１．３　在热工性能试验的同时，应测量吸收式换热器输入电功率，包括内部溶液循环泵和冷剂水循

环泵的耗电功率之和。吸收式换热器输入电功率试验应按ＧＢ／Ｔ１８４３１的相关规定进行。

犃．３．２　试验步骤

犃．３．２．１　试验前应检查设备、管线及测量仪表的可靠性。

犃．３．２．２　启动吸收式换热器，调节至试验运行工况。

犃．３．２．３　试验数据应分别在表３、表４、表５规定的工况下稳定３０ｍｉｎ后，每隔５ｍｉｎ记录１次，连续记

录不少于６次，取平均值为计算依据。各数据应同时测取。

犃．３．２．４　试验数据记录和整理：工况试验记录的数据宜参照表Ａ．１进行填写。

表犃．１　工况试验记录表格

热源侧流量

ｔ／ｈ

热汇侧流量

ｔ／ｈ
质量流量比

热源侧进口温度

℃

热源侧出口温度

℃

热汇侧进口温度

℃

热汇侧出口温度

℃

热源侧进口压力

ＭＰａ

热源侧出口压力

ＭＰａ

热汇侧进口压力

ＭＰａ

热汇侧出口压力

ＭＰａ

吸收式换热器

输入电功率

ｋＷ

犃．３．２．５　试验数据计算：每次试验应采用热平衡法进行校核，其偏差应在±７％以内。试验过程中，吸

收式换热器热平衡误差应按式（Ａ．１）～式（Ａ．５）进行计算：

Δ＝
犙１－犙２

犙１
×１００％ ……………………（Ａ．１）

犙１＝犌１犮ｐ１（狋１，ｉｎ－狋１，ｏ）／３．６ ……………………（Ａ．２）

犌１＝
１

１０００
犌ｖ１ρ１ ……………………（Ａ．３）

犙２＝犌２犮ｐ２（狋２，ｏ－狋２，ｉｎ）／３．６ ……………………（Ａ．４）

犌２＝
１

１０００
犌ｖ２ρ２ ……………………（Ａ．５）

　　式中：

Δ　———热平衡误差；

犙１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能量变化，单位为千瓦（ｋ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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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２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能量变化，单位为千瓦（ｋＷ）；

犮ｐ１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尔文［ｋＪ／（ｋｇ·Ｋ）］；

犮ｐ２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尔文［ｋＪ／（ｋｇ·Ｋ）］；

犌１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质量流量，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犌２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质量流量，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犌ｖ１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犌ｖ２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ρ１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ρ２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狋１，ｉｎ———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１，ｏ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出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２，ｉｎ———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２，ｏ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出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犃．４　计算方法

犃．４．１　吸收式换热器效能

犃．４．１．１　第一类吸收式换热器

第一类吸收式换热器的吸收式换热器效能应按式（Ａ．６）进行计算：

ε１＝
狋１，ｉｎ－狋１，ｏ

狋１，ｉｎ－狋２，ｉｎ
……………………（Ａ．６）

　　式中：

ε１　———第一类吸收式换热器的吸收式换热器效能；

狋１，ｉｎ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１，ｏ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出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２，ｉｎ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犃．４．１．２　第二类吸收式换热器

第二类吸收式换热器效能应按式 （Ａ．７）进行计算：

ε２＝
狋１，ｏ－狋１，ｉｎ

狋２，ｉｎ－狋１，ｉｎ
……………………（Ａ．７）

　　式中：

ε２　———第二类吸收式换热器的吸收换热器效能；

狋１，ｉｎ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１，ｏ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出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２，ｉｎ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犃．４．１．３　变工况

在变工况下，通过测量两侧流体流量和进口温度，计算出变工况下的吸收式换热器效能，可以拟合

得到每台吸收式换热器的吸收式换热器效能拟合式。通过式（Ａ．８）可以计算得到其他变工况下的吸收

式换热器效能：

ε＝ε
０
＋犪·

犿０

犿
－１（ ）＋犫· 犌１犌０－１（ ）＋犽ｓ·狋１，ｉｎ－狋

０
１，ｉｎ

狋０２，ｉｎ－狋
０
１，ｉｎ

＋犽ｒ·
狋２，ｉｎ－狋

０
２，ｉｎ

狋０２，ｉｎ－狋
０
１，ｉｎ

……………………（Ａ．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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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ε　　　　　———吸收式换热器效能；

ε
０ ———名义工况下的吸收式换热器效能；

犿 ———质量流量比；

犿０ ———名义工况下的质量流量比；

犌１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质量流量，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犌０ ———名义工况下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质量流量，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狋１，ｉｎ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２，ｉｎ ———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０１，ｉｎ ———名义工况下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０２，ｉｎ ———名义工况下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犪，犫，犽ｒ，犽ｓ———常数。

犃．４．２　换热量

吸收式换热器换热量应按式（Ａ．９）进行计算：

犙＝ε犌１犮ｐ１狘狋１，ｉｎ－狋２，ｉｎ狘／３．６ ……………………（Ａ．９）

　　式中：

犙　———吸收式换热器换热量，单位为千瓦（ｋＷ）；

ε ———吸收式换热器效能；

犮ｐ１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尔文［ｋＪ／（ｋｇ·Ｋ）］；

犌１ ———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质量流量，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狋１，ｉｎ———流量小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２，ｉｎ———流量大的一侧流体进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犃．４．３　压力损失

吸收式换热器每侧压力损失应按式（Ａ．１０）进行计算：

Δ犘＝犘ｉｎ－犘ｏ＋
ρ犵犎

１×１０
６

……………………（Ａ．１０）

　　式中：

Δ犘 ———压力损失，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犘ｉｎ ———流体进口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犘ｏ ———流体出口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犎 ———进口压力表与出口压力表的高度差，单位为米（ｍ）；

犵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２）；

ρ ———流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犃．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宜包括以下内容：

ａ）　委托方；

ｂ）　承担试验方；

ｃ）　试验日期、时间和地点：

ｄ）　试验环境温度、大气压；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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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试验产品技术数据：吸收式换热器型号、出厂编号、吸收式换热器技术规格；

ｆ）　试验目的和要求；

ｇ）　试验系统和方法；

ｈ）　试验数据记录，见表Ａ．１；

ｉ）　试验计算结果：吸收式换热器效能、换热量、压力损失、试验热平衡误差等；

ｊ）　试验操作人员签名。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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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噪声试验方法

犅．１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吸收式换热器的噪声试验方法。

犅．２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应为ＧＢ／Ｔ３７８５．１中规定的１型或１型以上的声级计或精度相当的其他试验仪器。每次

测量前后应用精度高于±０．５ｄＢ的声级校准器，在一个或多个频率上对整个试验仪器进行校准。

犅．３　试验环境

试验用反射平面应是一平整表面，由混凝土、沥青或者其他类似的坚实材料构成。反射表面尺寸应

大于测量表面在其上的投影，应保证反射平面上方有足够空间，且没有其他反射物。试验环境的鉴定方

法可参考应满足ＧＢ／Ｔ９０６８的相关要求。

犅．４　试验方法

犅．４．１　吸收式换热器的噪声试验应采用矩形六面体测量方法，并应按ＪＢ／Ｔ４３３０的相关规定进行。

犅．４．２　测量时传声器应正对测机组方向。声级计应采用“慢”时间计权特性测量，观测时间应至少为

１０ｓ，当声级计指针摆动不大于±３ｄＢ时，记录一个周期内声压级及持续时间，并计算一个周期的平

均值。

犅．５　数据处理

犅．５．１　背景噪声修正

背景噪声应按表Ｂ．１的要求进行修正，其中测得的机组噪声与背景噪声声压级之差不应小于５ｄＢ。

表犅．１　背景噪声修正 单位为分贝

测得的机组噪声声压级与背景噪声声压级之差 从测得的声压级中减去的修正量

＜５ 测量无效

５ ２

６～７ １

≥８ 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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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５．２　平均声压级计算

多次测量后，平均声压级应按式（Ｂ．１）进行计算：

犔ｐ＝１０ｌｇ
１

犖
（∑
犖

犻＝１

１００．１犔ｐ犻） ……………………（Ｂ．１）

　　式中：

犔ｐ———测量表面平均Ａ计权声压级，单位为分贝（ｄＢ）；

犔ｐ犻———按照表Ｂ．１对背景噪声修正后的第犻点Ａ计权声压级，单位为分贝（ｄＢ）；

犖 ———测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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