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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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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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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空气净化设备专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人：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743388.html?from=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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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净化机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风净化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220V、三相额定电压380V家用和类似用途的新风净化机；以及在

民用建筑及工业建筑室内用于带新风净化的通风机。

本文件也适用于在公共场所由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新风净化机。

本文件也适用于带内循环的新风净化机外循环部分。

本文件不适用于在腐蚀性和爆炸性气体（如粉尘、蒸汽和瓦斯气体）特殊环境场所使用的新

风净化机，专门为工业设计的新风净化机、具有医疗用途的新风净化机可以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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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

GB/T 1236 工业通风机 用标准化风道进行性能试验

GB/T 14295-2019空气过滤器

GB/T 18883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6882-2016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JG/T 294 空气净化器污染物净化性能测定

T/CAQI 64小型新风系统用风管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新风净化机 outside air clean ventilator

将室外新鲜空气经过净化处理后送入室内的装置，包括单向流新风净化机（只含新风系

统）和双向流新风净化机（含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

3.2



2

标准工况空气 standard condition air

大气压力为 101.3kPa、温度为 20℃的空气。

3.3

额定风量 rated air flow

在规定的试验工况下，通过新风净化机的空气体积流量。

3.4

PM2.5净化效率 cleaning efficiency

新风净化机对PM2.5颗粒物污染物的去除能力。即新风净化机新风入口、出口PM2.5颗粒物污

染物浓度之差与新风入口PM2.5颗粒物污染物浓度之比。

3.5

容尘量 dust holding capacity

新风净化机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测试，新风净化机的出口静压不变，新风量下

降到额定风量的50%时，新风净化机的过滤器所捕集人工尘源的质量。

3.6

净化能效 cleaning energy efficiency

新风净化机在额定风量、风压下工作时，洁净空气量与额定功率之比。

注：洁净空气量为额定风量与净化效率的乘积。

3.7

出口全压 outlet air total pressure

对应风量下，新风净化机克服自身阻力后，在新风净化机出口处的动压与静压之和。

3.8

热交换效率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新风净化机通过热交换功能，对于排风空气中的热量回收比例，分为温度效率和焓效率两

种。即新风净化机室内排风侧空气的温度（焓）与室外排风侧空气温度（焓）的差值除以室内

排风侧空气的温度（焓），用%表示。

3.9

有害物质 harmful substances

新风净化机本身产生的对人体或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物质，包括臭氧和紫外线等。

4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新风净化机分类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新风净化机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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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方法 代号

通风类型
单向流 DX

双向流 SX

噪声
普通型 /

静音型 JY

安装形式

吊顶式 A

壁挂式 B

立柜式 C

嵌墙式 Q

其他 D

4.2 标记

4.3 标记示例

4.3.1 SX-300-JY-A，表示双向流吊顶式新风净化机，风量 300m3/h，静音型。

4.3.2 DX-50-B，表示单向流壁挂式新风净化机，风量 50m3/h。

5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新风净化机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制造。

5.1.2 新风净化机外表面所固定或粘贴的各种标识、铭牌应位置明显、粘贴牢固。

5.1.3 新风净化机内部应整洁干净、无杂物，外表面应无明显刮伤、锈斑和压痕，表面光洁，喷

涂层均匀、色调一致，无流痕、气泡和剥落。

5.1.4 新风净化机内部过滤器的性能应满足 GB/T 14295中相关要求。

5.1.5 新风净化机新、排风口尺寸应与T/CAQI 64中规定的标准风管规格匹配。

5.1.6 新风净化机应具有电气检修安全措施。

5.1.7 在低温环境中应用的新风净化机，应有防冻措施。

5.2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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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启动与运转

启动与运转时零部件无松动、杂音和异常发热等现象，无明显的偏摆与振动，且不应与其

它部件刮碰。

5.2.2 风量

新风状态下，在额定出口全压下，实测风量不应小于额定风量的 95%。

5.2.3 出口全压

额定风量下实测新风净化机送风口出口全压不应小于额定值的 90%。

5.2.4 输入功率

额定风量、风压下工作时输入功率的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数值的 110%。

5.2.5 噪声

噪声值不应超过表 2规定的数值。实测噪声值不得超过新风净化机标称值。

表 2新风净化机的噪声（声压级）

额定风量（m3/h）
噪声［dB（A）］

普通型 静音型

Q≤200 ≤40 ≤35

200＜Q≤400 ≤45 ≤40

400＜Q≤800 ≤50 ≤45

800＜Q≤1200 ≤55 ≤50

1200＜Q ≤60 ≤55

5.2.6 泄漏电流

外露金属部分和电源线间的泄漏电流值按 6.3.5的方法试验，不应大于 1.5 mA。

5.2.7 绝缘电阻

冷态对地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2MΩ。

5.2.8 电气强度

电气强度应无击穿现象。

5.2.9 接地电阻

装置在明天位置应有接地标识，接地端子和接地触点不应连接到中心接线端子。接地端子

或接地触点与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电阻值不应大于 0.1Ω。

5.2.10 净化性能

5.2.10.1净化效率

初始状态下，新风净化机额定风量时对PM2.5颗粒物污染物的净化效率应符合表3的规定，且

实测值不应小于标称值得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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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新风净化机的PM2.5颗粒物净化效率分级

净化效率分级 PM2.5颗粒物

高效级 η≥95%

合格级 η≥90%

5.2.10.2容尘量

新风净化机的容尘量实测值不应小于标称值的95%。

5.2.10.3净化能效

新风净化机对PM2.5颗粒物的净化效能分级见表 4。

表 4新风净化机对PM2.5颗粒物的净化能效分级

净化能效等级
净化能效[m3/(W·h)]

单向流 双向流

高效级 η≥5.00 η≥2.50

合格级 2.00≤η＜5.00 1.50≤η＜2.50

5.2.11 有害物质

额定风量下新风净化机产生的有害物质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5新风净化机产生的有害物质性能要求

有害物质 性能指标要求

臭氧浓度增加量（mg/m3） ≤0.05

紫外线泄漏量（μW/cm2） ≤5

5.2.12 有效换气率

对于有热交换功能的双向流新风净化机，有效换气率不应小于 90%。

5.2.13 热交换效率

对于有热交换功能的双向流新风净化机，在额定风量、风压且进、排风温度满足表6规定的

条件下，热交换效率应满足表7的要求。

表6新风净化机热交换效率测试工况

项目
排风进风 新风进风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热交换效率（制冷工况） 27 19.5 35 28

热交换效率（制热工况） 21 13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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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有热交换功能的双向流新风净化机热交换效率要求

类型
热交换效率（%）

制冷 制热

焓效率 ＞50 ＞55

温度效率 ＞60 ＞65

注：焓效率适用于全热交换新风净化机，温度效率适用于显热交换新风净化机

6试验方法

6.1 试验仪器和设备

6.1.1 测量仪器和设备的准确度应符合表8的规定。

6.1.2 试验时的测量仪器和设备应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表 8测量仪器和设备的准确度

测量参数 测量仪器和设备 单位 准确度

压力
微压计、电传感器 Pa 1.0

大气压力计 kPa 0.2

风量 喷嘴组 % 2.0

漏风率 漏风量测量装置 % 1.0

电气特性

功率表

级 0.5
电压表

电流表

频率表

噪声 声级计 dB(A) 0.5

PM2.5 浓度 粉尘仪 mg/m3 0.001mg/m3

臭氧 臭氧测试仪 mg/m3 2%

紫外线泄漏量 紫外辐照计 μW/m2 0.1μW/m2

6.2 外观

外观检验采用目测法。

6.3 性能测试

6.3.1 启动和运转

调整装置输入电压应为额定电压的 90％，在额定风量下，启动装置，稳定运转 10min 后，

切断电源，停止运转，反复进行 3次。

6.3.2 风量、出口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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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净化机风量、出口全压测试应按附录 A中规定的测试方法执行。

6.3.3 输入功率

应按 GB/T 1236中规定的功率测试方法执行。

6.3.4 噪声

噪声值应按附录 B中规定的噪声测试方法执行。

6.3.5 泄漏电流

工作温度下，测量电源线的任一极与新风净化机外壳之间的泄露电流。

6.3.6 绝缘电阻

当施加 500V的直流电流 1min后，测量相应部位的绝缘电阻值。

6.3.7 电气强度

a) 试验电压应为基本正弦波，频率为 50Hz。试验电压值如下：

b) 带电部位与电机端盖或金属外壳之间 1250V；

c) 电机端盖与塑料外壳之间 2500V。

d) 试验开始时，施加的电压应不大于规定值的一半，然后升至规定值。

6.3.8 接地电阻

按 GB 4706.1的相关规定，测量外壳与接地端子之间的电阻。

6.3.9 PM2.5 净化效率

PM2.5 一次通过净化效率和现场净化效率应分别按本文件附录 C和附录D中规定的测试方法

进行测试。

6.3.10 容尘量

容尘量应按附录E中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6.3.11 臭氧浓度增加量和紫外线泄漏量

臭氧浓度增加量和紫外线泄漏量应按附录F中规定的测试方法执行。

6.3.12 有效换气率

有效换气率应按附录G中规定的测试方法执行。

6.3.13 热交换效率

热交换效率应按附录 H中规定的测试方法执行。

6.3.14 净化能效

净化能效应按式(2)进行计算。

WQE / ……………………………………（2）
式中：

η —净化能效；

E —净化效率，应按6.3.9规定的方法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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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风量，应按6.3.2规定的方法进行实验；

W—输入功率，应按6.3.3规定的方法进行实验。

注：对于双向流新风净化机，新风机功率为新风风机和排风风机功率之和。

7检验规则

7.1 检验项目

7.1.1 新风净化机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新风净化机性能检验项目表

序

号
检验项目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备注

1 外观 √ √ 5.1 6.2 次项

2 启动与运转 √ √ 5.2.1 6.3.1 次项

3 风量 - √ 5.2.2
6.3.2

主项

4 出口全压 - √ 5.2.3 次项

5 输入功率 - √ 5.2.4 6.3.3 主项

6 噪声 - √ 5.2.5 6.3.4 次项

7 泄漏电流 - √ 5.2.6 6.3.5 次项

8 绝缘电阻 - √ 5.2.7 6.3.6 次项

9 电气强度 - √ 5.2.8 6.3.7 次项

10 接地电阻 - √ 5.2.9 6.3.8 次项

11 PM2.5净化效率 √ √ 5.2.10.1 6.3.9 主项

12 PM2.5现场净化效率 - √ 5.2.10.1 6.3.9 次项

13 容尘量 - √ 5.2.10.3 6.3.12 主项

14 臭氧浓度增加量 √ √ 5.2.11 6.3.13 主项

15 紫外线泄漏量 √ √ 5.2.11 6.3.14 主项

16 有效换气率 - √ 5.2.12 6.3.15 次项

17 热交换效率 - √ 5.2.13 6.3.16 主项

7.2 出厂检验

7.2.1 每台新风净化机需要经制造厂出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 9的规定进行。

7.2.3 对于成批生产的新风净化机，应进行抽样检验，每批抽检 5％，但抽检数量不得少于 3个，

检验全部合格后方可出厂。

7.2.4 有静电或类似技术的机组需要测试表 9第 14项。

7.2.5 有紫外技术应用的机组需要测试表 9第 1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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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有热回收装置的机组需要测试表 9第 16和17项。

7.3 型式检验

7.3.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两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有较大差异、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3.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 9规定项进行。

7.3.3 检验数量

在制造厂出厂合格品中抽取，抽样数量每批抽检 15％，但抽样数量不得少于 3个。

7.3.4 检验判定规则

7.3.5 以标准规定值作为合格判定值。

7.3.6 表 9规定的检验项目中，次项不合格项超过 2项者或主项不合格超过 1项者，则判为不合

格。

8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8.1.1 产品应有标志，须在外壁标明生产厂名、商标、生产日期、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8.1.2 产品质量证明书

交货时，应提供产品质量证明书、说明书等内容，包括：

a)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b) 标准编号；

c) 出厂日期；

d) 产品数量；

e) 检验结论；

f) 由检验员签章的产品合格证；

g) 产品说明书。

8.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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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产品应采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护材料包装。

8.2.2 包装好的产品，放在包装箱中应由软性材料垫实，包装箱应捆扎牢固严密。

8.3 运输

8.3.1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底部应保持平整，产品按照规格尺寸整齐堆放。

8.3.2 产品应设遮盖措施，防止日晒雨淋。装卸、搬运时应小心轻放，严禁抛掷。

8.4 储存

8.4.1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室内。周围应无腐蚀性及有害气体。

8.4.2 存放场地应坚固平整，不同规格尺寸、等级的产品应分别整齐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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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新风净化机的风量与出口全压检测方法

A.1新风净化机风量、出口全压测试

A.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标准风量装置、可变流量辅助风机组成，应符合GB/T 1236的规定，见图A.1。

1-辅助风机；2-喷嘴箱；3-进口静压；4-被测样机

图A.1通风性能测试设备和测试方法

A.2 试验方法

A.2.1 新风净化机风量、出口全压试验装置按照GB1236规定的方法测试。

A.2.2 将压差计连接至位置3，测量新风净化机进口静压，并将静压换算到标准状况。新风

净化机出口静压保持0Pa。

A.2.3 通过喷嘴箱可获得新风净化机风量。

A.2.4 至少选取7个工况点进行测试，绘制标准工况下新风净化机风量、出口静压、出口全

压、功率特性曲线。

A.3 计算公式

A.3.1 出口静压和出口全压计算公式（见式(A.1)和式(A.2)）

2s eP P ……………………………………（A.1）
2

2
1
2

n
t e

QP P
A

      ………………………………（A.2）

式中：

Ps ——新风净化机静压（进口静压），Pa；

Pe2 ——由试验装置测孔2测得的静压值，Pa；

Pt ——新风净化机全压，Pa；

ρ ——空气密度，kg/m3；

气流方向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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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 ——由试验装置测得的风量值，m3/h；

A ——测试新风净化机的出口面积，m2。

A.3.2 压力修正公式（见式(A.3)）：

. = 1.2 /s BP P s（ ）………………………………（A.3）

式中：

Ps.B ——静压标准值，Pa；

Ps ——静压测试值，Pa。

A.3.3 风量计算公式（见式（A.4））

NPACQ nni 





23600 …………………………………（A.4）

式中：

△P——喷嘴前后的静压差，Pa；

Qi ——由喷嘴前后的静压差得出的风量值，m3/h；

An ——喷嘴喉部面积，m2；

Cn ——喷嘴的流出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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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新风净化机噪声测试方法

B.1 噪声测量室要求

噪声测量室为消声室或半消声室，全消声室的背景噪声不得大于10分贝，半消声室背

景噪声不得大于15分贝，如大于15分贝，在测试噪声值时需要进行背景噪声修正。

B.2 噪声测试方法

采取GB/T 6882-2016标准中规定的声压法测定声功率级

B.3噪声测量条件

B.3.1 调节新风净化机风量至正常运行状态。

B.3.2 被测新风净化机应按实际安装方式安装在噪声室，并按照下图所示的包络面确定测点，

每个点距离新风净化机的距离为对每个点的测试值进行加权平均，获得被测新风净化机的

噪声。

B.3.3 被测新风净化机有多个出口时，选择每个工况，将其他无用工况的出口进行封堵。并

在记录和计算噪声值时，注明测试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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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PM2.5 净化效率试验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新风净化机PM2.5净化效率的实验室试验方法。

C.1试验原理

在新风净化机新风入口段发生一定浓度的KCl固态气溶胶，分别测定新风净化机新风入口处

管道空气中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和出口处管道空气中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通过新风

净化机入口、出口空气中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之差与入口空气中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

之比，得到PM2.5净化效率。

C.2试验仪器与设备

C.2.1空气动力实验台

风量范围0~5000m3/h，风量稳定性3%设定值。

C.2.2气溶胶发生器

均匀稳定地发生KCl固态气溶胶。气溶胶发生器结构和工作原理符合GB/T 14295-2019中附

录A的要求。

C.2.3粉尘测试仪

精度为0.001mg/m3，量程为0.001-20mg/m3。

C.3试验条件

C.3.1试验用空气温度宜为10-30℃，相对湿度宜为30-70%；

C.3.2入口处管道中PM2.5浓度宜控制在8S±2S（S：0.075mg/m3，为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中所规定的二级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C.4试验步骤

C.4.1开启新风净化机和试验台风机，调节到新风净化机风量风压至正常工作状态；

C.4.2利用气溶胶发生器在新风净化机入口处管道中发生满足试验浓度要求的颗粒物；

C.4.3待发尘稳定后，在入口处管道采样处和出口处管道采样处分别用粉尘仪进行测试，取至少

6次测试的平均值作为上游浓度值或下游浓度值。

C.5 PM2.5净化效率计算

PM2.5净化效率按公式（C.1）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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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式中：E—新风净化机PM2.5净化效率，%；

C1—入口管道采样处PM2.5的平均质量浓度，mg/m3；

C2—出口管道采样处PM2.5的平均质量浓度，mg/m3。

2

1

(1 ) 100%C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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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PM2.5 现场净化效率试验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新风净化机实际安装后PM2.5现场净化效率的检验方法。

D.1试验原理

在新风净化机上游直管段发生一定浓度的KCl固态气溶胶，分别测定新风净化机上游发尘处

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和新风净化机下游管道空气中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通过新风净

化机上游、下游空气中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之差与上游空气中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之

比，得到PM2.5现场净化效率。

D.2试验仪器与设备

D.2.1试验在新风净化机安装完成后的现场进行。

D.2.2 气溶胶发生器及粉尘测试仪的要求。

D.3试验条件

D.3.1试验现场空气温度宜为10-30℃，相对湿度宜为30-70%；

D.3.2上游PM2.5浓度宜控制在8S±2S（S：0.075mg/m3，为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

所规定的二级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D.3.3上下游采样点应选在附近无弯头的直管段处，所在截面的风速不均匀性不宜超过20%。

D.4试验步骤

D.4.1开启新风净化机至新风状态最大风量运行10min；

D.4.2利用气溶胶发生器在新风净化机上游直管道发生满足试验浓度要求的颗粒物；

D.4.3待发尘稳定后，在入口处管道采样处和出口处管道采样处分别用粉尘仪进行测试，取至少

6次测试的平均值作为上游浓度值或下游浓度值。

D.5 PM2.5现场净化效率计算

PM2.5现场净化效率按公式（D.1）进行计算：

……………………………（D.1）

式中：Exc—新风净化机PM2.5现场净化效率，%；

C1—上游管道采样处PM2.5的平均质量浓度，mg/m3；

C2—下游管道采样处PM2.5的平均质量浓度，mg/m3。

%100)1(
1

2 
C
C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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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容尘量试验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新风净化机容尘量的实验室检验方法。

G.1试验原理

将被试新风机出口静压保持恒定，测试新风净化机新风量从初始风量下降到额定风量

50%的过程中所能捕集的人工尘质量，该质量即为新风净化机的容尘量。

G.2试验仪器与设备

G.2.1空气动力试验台

风量范围0~5000m3/h，风量稳定性3%设定值。必须在被试新风净化机的下游加装亚高效及

以上级别的末端过滤器。

G.2.2人工尘发生器

发尘器应可均匀稳定地发生试验规定的人工尘，浓度波动控制在±10%以内。

G.3试验用人工尘

G.3.1宜选用GB/T 14295-2019附录B中规定的D3试验尘；

G.3.2测试前应将标准试验尘放入烘箱内，在110℃温度下烘干2~3h，保证人工尘在引入管道

前是干燥的。

G.4试验条件

G.4.1试验用空气温度应控制在23±5℃，相对湿度应控制在45±10%；

G.4.2被测新风净化机上游发尘PM2.5浓度应控制在70±7mg/m3。

G.5试验步骤

G.5.1安装新风净化机于试验台上，试验前需首先按本文件附录A规定，测量新风净化机的初

始出口静压；

G.5.2称量试验台末端过滤器的质量，精确到0.1g；

G.5.3启动风机，调节风量至新风净化机的额定风量；

G.5.4将试验尘装入发尘器，控制并记录加尘的质量，保证每个单次容尘阶段后，新风净化机

的出口静压变化率在5%~10%之间。保证风量和发尘压缩空气压力的稳定，至试验尘全部发完；

G.5.5保持原有风量，用避开平行于管道的压缩空气流将沉积在新风净化机上游管道内壁的粉

尘斜向重新吹入主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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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6关闭风机，按附录A的规定测量每次发尘结束后新风净化机的出口静压；

G.5.7再次称量末端过滤器的质量；并用毛刷将可能沉积在新风净化机和末端过滤器之间的试

验尘收集起来称重，精确到0.1g；

G.5.8重复步骤G.5.3至G.5.7，至新风净化机测试出口静压小于等于初始值的70%。

G.6容尘量计算

容尘量为试验尘发生总质量与末端过滤器质量总增量和管道沉积质量之和的差值：

……………………………（G.1）

式中：CCM—新风净化机颗粒物累积净化量，g；

m0—每阶段加入试验尘的质量，g；

Δm—每阶段末端过滤器的质量增量，g；

mc—每阶段收集到的沉积在新风净化机和末端过滤器之间的试验尘质量，g；

n—试验进行的总轮数。

)(
1

0 c

n

i
mmm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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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臭氧浓度增加量和紫外线泄漏量试验方法
F.1臭氧增加量的测定

对于能产生臭氧的新风净化机，需要测定其臭氧浓度增加量。将新风净化机安装于空

气动力学实验台上，开启新风净化机和试验台风机，调节到新风净化机风量风压至正常工

作状态，分别测试新风净化机新风入口和出口处管道空气中的臭氧浓度CO和C1，检测方法

应符合GB/T 18883的规定。按式D.1计算得出新风净化机的臭氧浓度增加量：

01 CCC  ……………………………………（F.1）
式中：

C ——新风净化机臭氧浓度增加量（mg/m3）；

CO——新风净化机新风入口处臭氧浓度（mg/m3）；

C1——新风净化机新风出口处臭氧浓度（mg/m3）。

F.2紫外线泄漏量的测定

含有紫外灯管的新风净化机应进行紫外线泄漏量的测定。测试时，将待测新风净化机

固定于空气动力学实验台上，在其下方垂直中心30cm处放置紫外辐照计。调节新风净化机

呈正常工作状态，运行5min后，用辐照计测量其辐照度值，然后以新风净化机为中心，移

动紫外辐照计，测定新风净化机周围30cm处的辐照度值，共取点不少于6点，辐照度值以

μW/cm2表示，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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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有效换气率试验方法
G.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由连接管道，流量测量装置，二氧化碳发生室，气体混合器，气体取样器及温

度、压力、气体浓度测量装置组成，见图G.1。

图G.1 有效换气率试验

G.2试验方法

G.2.1按照表8规定的试验仪表进行试验。

G.2.2新风净化机的风量、风压须达到名义值要求后，再进行有效换气率试验。

G.2.3采用二氧化碳进行试验，由二氧化碳钢瓶供给二氧化碳，若能够精确测量示踪气体时，

也可采用其他类型的气体。

G.2.4调整装置的新、排风出口静压或静压差达到新风净化机规定的名义值。

G.2.5调整二氧化碳发生室内的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为0.5%～5.0%。

G.2.6在新风进风、出风和排风出风三点同时进行二氧化碳的取样，重复三次计算平均值。

G.2.7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采取措施避免排风出口的空气直接与新风混合。

G.3数据处理

ηe = (1 − Cxc−Cxj
Cpj−Cxj

) × 100 …………………………(G.1)

式中：

ηe——有效换气率，%；

Cxj、Cxc——新风进风、出风二氧化碳体积分数，%；

Cpj——排风进风二氧化碳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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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热交换效率试验方法
H.1试验设备

H.1.1分类

按测量设备的组成不同，试验设备分为风管法和两室法两类，新风净化机的温度交换效率和焓

交换效率可以采用图H.1（风管法）和图H.2（两室法）所示试验装置进行测试，测试报告

需注明所使用的方法。

H.1.2风管法

试验装置由冷却器、加热器、加湿器、静压箱、空气流量测量设备、静压环、空气取样 装

置和辅助风机组成，管路应进行保温隔热处理，保证空气温、湿度测量准确，装置风量测量段宜

保证能分别测量新、排风进出口风量，见图H.1。

图H.1 风管法测试装置原理图

H. 1.2.1在被试装置新风入口侧空气温、湿度达到设定值。

H. 1.2.2在被试装置排风入口侧空气温、湿度达到设定值。

H. 1.2.3风机 1控制被试装置送风侧的静压，风机 2控制被试装置排风侧的静压。

H. 1.2.4测试段界面尺寸应与被试装置出口尺寸相同。

H. 1.2.5测量静压的微压计一端与进口静压环相接，另一端与出口风管静压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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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3两室法

H.1.3.1试验装置由两个恒温恒湿小室、空调机、风量、风压及温、湿度测量风道、辅助风机组

成，见图 J.2。

H.1.3.2两室法中，风道静压环的设置，在静压测量截面的管壁上，分别将相互 90度分布的四个

静压孔的取压接口连成静压环。

H.1.3.3两室法中，风量、风压及温、湿度测量风道应满足空气在其中温湿度混合均匀， 管路应

进行保温隔热处理，保证空气温、湿度和风量测量准确。

图H.2 两室法原理图

H.2试验方法

H.2.1按照表 6规定的试验仪表进行试验，在有效换气率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测试。

H.2.2调整测量设备，控制被试新风净化机的送风和排风风量为标称值，测量新风净化机的送

风量、排风量、效率、输入功率。

H.2.3 被测装置必须在额定工况下连续稳定运行 30 min 后，才能进行测量，连续测量 30 min，

按相等时间间隔（5 min或 10 min）记录空气的各项参数，至少记录 4次数值。

H.3数据处理

给出各交换效率值的同时，应注明试验时的出口全压或静压损失值。

H.3.1温度交换效率按式（H.1）计算

η� =
��×（�1-��）
��×（�1-��）

…………………………(H.1)

式中：

η�——温度交换效率，以百分数表示；

t1——新风进口干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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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新风出风干球温度，℃；

t3——排风进口干球温度，℃；

H.3.2焓交换效率按式（J.2）计算

η� =
��×（�1-���）
��×（�1-��）

…………………………(H.2)

式中：

η�——焓交换效率，以百分数表示；

i1——新风进口空气焓值，kJ/kg(干)；

i2——新风出口空气焓值，kJ/kg(干)；

i2——排风进口空气焓值，kJ/kg(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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