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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项目背景和意义

在国家节能减排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多能互补供热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民用建筑空气源

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供热系统，作为一种节能可靠、高效低碳的新型民用建筑采暖和热水耦合

解决方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但由于工程应用缺乏相应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导致

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方案设计和设备选型各不相同，经常出现设计不合

理、施工不规范、验收无标准、系统中设备相互孤立，无法达到高效互补联动，甚至无法正常

运行的现象。因此亟需制定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技术规范，对系统设计、

施工及验收进行指导和约束，引导规范化设计和施工调试，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维护终端用

户的利益，促进多能互补供热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 任务来源

《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技术规范》是根据中国节能协会标准化委员会

2022年团体标准制（修）定计划，由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组织有关单位制定的团体标

准项目，项目的编号为：TB-20220049。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

本文件起草单位：艾欧史密斯（中国）水系统有限公司、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三、工作简要过程

1. 收集了大量与空气源热泵、燃气容积式热水器、工业锅炉、供暖通风、给排水工程设

计施工及验收相关的标准文件和资料，主要如下：

GB 1576-2018 工业锅炉水质

GB 5749-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8175-2008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 9237-2017 制冷系统及热泵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 16803-2018 供暖、通风、空调、净化设备术语

GB/T 17219-1998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8049-2017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计算 PMV和 PPD指数与局部热舒适准则对

热舒适进行分析测定与解释

GB/T 18430.1-2007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第 1部分：工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

水（热泵）机组

GB/T 19232-2019 风机盘管机组

GB 19762-2007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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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4500-202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9044-2012 供暖空调系统水质

GB 29541-2013 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7212-2018 新风空调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GB 37480-2019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50015-2019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8-2006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41-2020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 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18-2010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T 50155-2015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语标准

GB 50168-201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0169-201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89-201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42-2002 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0243-201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54-201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201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3-201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11-2019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495 太阳能供热供暖工程技术标准

GB 50736-201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8-2011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 51348-201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5015-2021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20-2021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CJ/T 521-2018 生活热水水质标准

JGJ 142-2012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T/CECS 215-2017 燃气采暖热水炉应用技术规程

T/CECA-G 0095—2021空气源热泵和燃气热水炉复合能源智能舒适系统技术规范

以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三版）》《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第二版）》等。

标准起草组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调研，系统地掌握了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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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相关要求。根据编制的标准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原则，并体现

科学实用，便于实施的特点，讨论确定了标准的基本结构和编制原则。标准力求在我国法律法

规、标准体系的框架下，使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更为

规范。

2. 2022年 7月 28日，中国节能协会在济南组织召开了标准启动会，与会单位有：中国节

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艾欧史密斯、东南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省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菲斯曼、威能、迪莫等。与会代表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

具体修改意见。与会代表都表示积极支持这项工作，并对标准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决定

成立标准起草组，由艾欧史密斯（中国）水系统有限公司负责根据标准初稿完成征求意见讨论

稿，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负责标准编写过程中的组织联络、协调和意见征求等。

3. 2022年 9月 16日，中国节能协会通过网络会议的形式，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讨论稿研

讨会，与会单位有：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艾欧史密斯、国家燃气具检测中心、东南

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天加环境、四季沐

歌、海林自控、喜德瑞等。会上针对征求意见讨论稿逐条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相应的修改

意见。

4. 征求意见讨论稿研讨会后，标准起草组根据与会代表的意见，对标准征求意见讨论稿

进行了认真的修改。2022年 9月底，标准起草组完成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并将标准征

求意见稿发放给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检验机构和关联企业等广泛征求意见。

四、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严格遵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格式和内容的规定，针对目前空气能与燃气耦合能源智能舒适系统设计、

施工及验收现状，确定了以下编制原则：

1.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的原则

根据空气源与燃气耦合能源发展现状和实际特点，引用了现行标准GB/T 18049、GB

24500-2020、GB 37480-2019、GB 50736和JGJ 142-2012等，使制定的标准能够满足民用建筑

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工程的应用要求，制定的标准切实可行，便于操作实施。

2. 科学实用性原则

标准紧密结合我国有关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工程设计的要求，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指导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五、标准编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设计参数及负荷计算、热

源设计、末端设计、系统设计、输配系统设计、电气系统与智能控制、安装施工与调试验收。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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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与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与验收要求。

适用于民用建筑中，热源主机和末端间传热介质为水，采用下列形式的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

组和燃气设备联合控制的供暖和热水系统：

a）单台名义制热量大于35kW的空气源热泵机组，可多台并联；

b）单台名义制热量大于3kW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可多台并联；

c）单台额定热负荷不超过100 kW且额定容积小于500L的燃气容积式热水器，可多台并

联；

d）单台额定功率不小于0.1MW的燃气热水锅炉，可多台并联；

下列耦合系统可参照执行：

a) 具备空调功能的耦合系统；

b) 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与其他热源设备（除燃气设备外）耦合系统；

c) 工业建筑中供暖和热水的耦合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内容给出了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所引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等，对于本文件的实施

是必不可少的文件。

3. 术语及定义

本部分为标准中所涉及的术语解释，包括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耦合

供暖系统、耦合热水系统、基础热源、调峰热源、主热源和辅助热源。

4. 设计参数及计算

本部分内容为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负荷计算，包括供暖设计参数、

热负荷计算、新风负荷计算和生活热水负荷计算。

5. 热源设计

本部分内容为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热源主机的设计要求，包括一般规

定和设备选型。

一般规定对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的数量、类型、能效水平，以及两种设备匹配的原则等

进行了规定。设备选型对空气源热泵机组耦合燃气设备系统，用于供暖，或兼备供暖和生活热

水时；空气源热泵热水机耦合燃气设备系统，用于生活热水时；空气源热泵机组、空气源热泵

热水机、燃气设备三者耦合系统，用于供暖和生活热水时的具体选型要求等进行了规定。

6. 末端设计

本部分内容为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末端设备的设计要求，包括符合产

品标准规定，以及供回水温度的规定。

7. 系统设计

本部分内容为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设计要求，包括一般规定、耦合

供暖系统、耦合热水系统的规定。

一般规定对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阶梯加热方式、管路承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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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制冷剂和室外设备防水等级等进行了规定。

耦合供暖系统对基础热源和调峰热源、水流量设计和水质等进行了规定。

耦合热水系统对主热源和辅助热源、水质和贮热水箱（罐）设置等进行了规定。

8. 输配系统设计

本部分内容对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管路系统设计和系统辅件

（水泵、间接供热换热器、定压补水装置、计量装置）进行了规定。

9. 电气系统和智能控制

本部分内容为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电气配置和智能控制要求，

对耦合系统的配电防护和控制监测进行了规定。

10. 安装施工与调试验收

本部分内容为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的安装施工和调试验收要求，

对耦合系统中热源设备、辅机附件、机房、绝热与防腐、消声与隔振、电气与控制系统安装、

系统试压、检漏和冲洗、调试与验收要求进行了规定。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目前与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主

要是针对性能测试和能效评价，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

合系统设计、施工及验收标准。

七、验证情况

在本文件制定前期和编写过程中，标准起草组按本文件的内容已在多个不同地区、各种气

候条件下进行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工程设计，实际运行效果和验证数

据表明，按本文件进行设计的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控制及运行可靠，

节能效益明显，供热水和供暖效果好，可作为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设

计施工验收的技术指导文件。

八、预期效果

在国家倡导节能、社会需求智能舒适家居的环境下，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

耦合系统技术应用在广泛地区开始蓬勃发展。但目前相应的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缺失，各单

位水平良莠不齐，导致大量耦合能源系统工程设计施工不合理，实际系统无法达到预期节能舒

适效果，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本文件颁布后，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工程有了科学合理的指导性

文件，规范了系统设计、施工、调试与验收过程，可减少因此类不规范所造成的系统使用效率

低、频繁故障甚至无法使用等情况，将大力提高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

的应用和推广。

九、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引用的主要标准有 GB/T 18049、GB 24500-2020、GB 37480-2019、GB 50736和 JGJ

142-2012等，与目前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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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冲突。

《民用建筑空气源热泵机组和燃气设备耦合系统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2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