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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关于下达小型新风系统用风量分

配器等 3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检办发〔2020〕33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编制完成。

本标准旨在规范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整体的性能要求，并将主要组成部分的技术指标进

行分级，为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产品搭建公平、公正的质量展示平台，指导消费者理性选购，

保护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提供技

术支撑有效地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设计要求、施工安装、调试验收、

运行维护以及相关附录等。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标准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

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30号；邮政编码：100013；电子邮箱：ditan@cabrtech.com）。

本标准主编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mailto:ditan@cabrtech.com）。本标准由中国空气净化行业联盟提出，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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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设计要求、施工安装、调试验收、运行维护等。引导

分户净化系统工程规范化，保证工程质量与安全，促进相关市场环境的良性发展，制定本

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建筑中一般由新风净化机、风管、风口等配件组成为每套住宅空

间提供洁净新风的系统，其他空间使用的新风净化系统可参照执行。

1.0.3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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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参考文献

2.1 术 语

2.1.1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Household outdoor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一般由新风净化机、风机、净化装置、风管及配件等部分组成，用于将室外空气净化

处理后输入室内，为类似房间或户等特定独立小空间进行通风换气的装置。根据需要还可

能有热回收、消毒、增氧、气味调节等功能段。

2.2 参考标准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4 《空气过滤器》GB/T 14295

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6 《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JGJ/T 440

7 《新风净化机》T/CAQI 10

8 《小型新风系统用风管》T/CAQI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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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对于民用建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设置新风净化系统：

1 室内门窗密闭无法满足夏季空调或冬季供暖时人员对新风量的需求；

2 室外污染严重；

3 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

3.0.2当符合下列情况时，民用建筑应采用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1用户对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不同时；

2用户对新风净化系统的控制需求不同时；

3用户使用时间不同；

4其他不宜采用集中式新风净化系统的情况。

3.0.3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节能要求、建筑设计、户型及用户需求、

设备价格、后期的运行维护等选择系统类型。

3.0.4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应根据室内环境控制要求，对进入室内的空气进行过滤、净化、

预热（冷）、热回收等处理。

3.0.5 既有建筑加装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不应破坏建筑的结构安全性。

3.0.6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设计及采用的设备、材料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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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设计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新建民用建筑，外门窗的气密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严

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的相关规定。对于既有民用建筑，门窗气密

性达不到上述标准要求的，宜对门窗进行节能改造后再进行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设计。

4.1.2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应优化气流组织设计，保证新风直接送入人员活动区，并应将室

内空气排至室外。

4.1.3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设计应能保证送风量大于排风量，送风量宜为排风量的 1.2倍以

上。

4.1.4 当技术经济合理时，宜采用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4.2 新风系统设置

4.2.1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宜优先采用双向流新风净化系统，在室内外温差或焓差较大时宜

采用热回收装置。

4.2.2采用单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时，房间应设置过流口或内门与地面间净空应留

20mm-25mm的缝隙。

4.2.3 采用无管道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时宜采用一个房间设置一台新风净化机。

4.2.4严寒和寒冷地区采用热回收装置的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应校核冬季的结露或结霜，

并采取新风预热等防霜冻措施和凝水排放措施。

4.3 新风净化机选型设计

4.3.1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最小设计新风量计算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住宅新风系统技

术标准》JGJ/T 440的规定执行；且宜符合现行团体标准《建筑能效与室内环境参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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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T/CAQI 82中的规定。

4.3.2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中使用的新风净化机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新风净化机》T/CAQI

10的相关规定。

4.3.3新风净化机宜设置在户内预留位置，或不影响使用者正常生活的位置。

4.3.4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板的楼板不宜在人员活动频繁或人员停留时间较长的区域安装

吊顶式新风净化机。

4.4 室外风口及室内气流组织设计

4.4.1当室外新风口和排风口布置在同一高度时，宜在不同方向设置，且新风口和排风口

的射流应相互避开；在相同方向设置时，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5m。

4.4.2当新风口和排风口不在同一高度时，新风口宜布置在排风口的下方，新风口和排风

口垂直方向的距离不宜小于 1.0m，且新风口和排风口的射流应相互避开。

4.4.3室内气流组织设计应根据室内的空气质量要求、风速要求、噪声要求等，结合内部

装修或家具布置等确定。

4.4.4 室内送风方式宜根据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类型选用上送风、侧送风或下送风方式，

并宜采用贴附射流送风。

4.4.5 室内送风口、排风口的选型及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送风口的面积应满足设计新风量的需要，且应带有调节风量功能，宜设导流装置；

2 送风口的出口风速应根据送风方式、送风口类型、安装高度、室内允许风速和噪声

等确定，且不宜大于 3m/s；

3 排风口不应设在送风射流区内和人员长期停留的地点，排风口的吸风速度不应大于

3m/s；

4 送风口和排风口不应相对布置，在同一高度布置时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m；垂直布

置时，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1m；

5 在夏季空调和冬季供暖的室内设计热湿环境条件下，室内风口的所有外露部分不应

出现凝露现象。

6 不应采用吊顶回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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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风管系统设计

4.5.1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风管宜采用圆形或长短边之比不大于 4的矩形风管。圆形和矩

形风管的截面尺寸以及材质等宜符合现行团体标准《小型新风系统用风管》 T/CAQI 64

的相关规定。

4.5.2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风管内的空气流速，干管内宜为 3.5m/s～4.5m/s，且不应超过

6.0m/s；支管内宜为 2.0m/s～3.0m/s。

4.5.3 新风净化机与室外连接的风管应设计保温。

4.5.4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应设置风管测定孔、检查孔和清洗孔。

4.5.5 采用风阀、风量分配器的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并

应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

4.6 监测与控制

4.6.1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宜对下列参数进行监测：

1室外的 CO2浓度、PM2.5浓度、环境温度；

2室内的 CO2浓度、PM2.5浓度、环境温度；

3室内送风口的 PM2.5浓度；

4新风净化机的启停状态；

5过滤器进出口静压差。

4.6.2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监控系统宜设置室内空气污染物超标报警功能。

4.6.3 监控系统的 CO2、PM2.5和环境温度传感器应设置在反映被测房间空气状态的位置。

4.6.4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宜根据 CO2浓度进行新风量的控制，运行新风量不应小于设计新

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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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安装

5.1 一般规定

5.1.1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所使用的新风净化机、风管及部件、过滤设备、控制仪表等设备

材料进场时，应按设计要求对其类型、材质、规格及外观等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字

记录。

5.1.2 施工安装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图纸和有关技术文件应齐全。

2 应已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

3 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技术交底。

4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应已合格并应满足安装要求。

5 施工现场应具有供电条件，应有储放设备材料的临时设施。

5.1.3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工程中的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经监理单位验收及认可签字。隐

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JGJ/T 440的相关规

定。

5.2 系统安装

5.2.1 新风净化机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新风净化机安装时应按照设计的位置、标高和管口方向进行安装，安装应采取防松

动措施。

2 新风净化机安装时应采取适当的减振措施，振动较大时可安装弹簧减振器减振。

3 新风净化机安装时应留有检修空间。吊装时应根据机组的尺寸预留不小于

500mm*500mm的检修口；落地式安装时，新风净化机检修操作面距墙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600mm间距。

4 新风净化机安装在室外时，应具备室外安装防护条件或采取防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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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风净化机的电源应独立供给，接线应正确、坚固，并有良好接地。电源线应绝缘

良好，不得裸露在外面，新风主机应有独立的控制装置。

6 吊杆吊装时，吊杆锚固应采用膨胀螺栓与楼板连接；选用的膨胀螺栓和吊杆尺寸应

能满足新风净化机的运行重量，螺栓锚固深度及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

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的规定；

5.2.2风管系统及部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风管穿出屋面和外墙时应在管口设防雨防虫装置，风管穿过外墙时，水平段设置

1%的坡度，坡向室外。

2 风管穿过防火墙体或楼板，以及非金属风管穿越需密闭墙体时，均应设预埋管或防

护套管，其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1.6mm。风管与防护套管之间，应用柔性材料封堵。

3 风管的安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的规定执行。

风管系统安装后应进行严密性检验，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的规定，并应在合格后交付下道工序。

4 风口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调节装置定位后应无明显自由松动。室内安装的

同类型风口应规整，与装饰面应贴合严密；室外风口安装时，风口与墙壁间的空隙应进行

防水密封处理；风口不应直接安装在主风管上，风口与主风管间应通过短管连接。

5 风管与设备和风口连接时应有柔性连接装置，软连接长度距离不宜超过 200mm，

且不应有死弯或塌凹。

6 风阀、风量分配器的安装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风阀应便于操作及检修，启闭灵活。

7 有特殊卫生要求的区域应在排风口加装空气净化装置。

5.2.3监控系统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监控系统的传感器等附件安装应牢固、美观，不应破坏室内装饰布局的完整性。

2 导管直径应与所穿导线的截面、根数相适应，管内导线不应有接头；埋地管路不宜

穿过设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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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试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投入使用之前，应进行系统的调试。调试的内容应包括下列项目：

1 设备单机试运转和调试；

2 系统试运转和调试。

6.1.2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调试和验收应进行记录，会签文件和立卷应归档。

6.1.3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调试和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

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的有关规定。

6.2 调试和试运行

6.2.1 设备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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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实测系统各新风口风量之和不应小于新风净化机额定风量的 90%，测试方法为采用

风量罩测量。

3 输入功率不应超过额定数值的 110%，测试方法为使用功率计现场测量新风净化机

运行的输入功率。

6.2.2 系统平衡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风口的风量与设计风量允许偏差应在±10%范围内；

2 室内噪声应符合设计规定要求。

6.3验收

6.3.1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检查竣工验收资料，一般包括下列文件及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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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书和竣工图；

2 主要材料、设备、成品、半成品和仪表的出厂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验报告；

3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4 工程设备、风管系统安装及检验记录；

5 设备单机试运转记录；

6 系统平衡调试记录；

7 观感质量检查记录；

8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效果检验报告。

6.3.2 观感质量检查应包括以下项目：

1 风管表面应平整、无损坏；接管合理，风管的连接以及风管与设备或调节装置的连

接，无明显缺陷；

2 风口表面应平整，颜色一致，安装位置正确，风口可调节部件应能正常动作；

3 各类调节装置的制作和安装应正确牢固，调节灵活，操作方便；

4 风管及部件的支吊架型式、位置及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

规范》GB 50738的规定；

5 风管的软性接管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接管正确、牢固，自然无强扭；

6 新风净化机的安装应正确牢固；

7 保温层的材质、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表面平整、无断裂和脱落；

8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效果检验应在调试完成之后进行，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住

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JGJ/T 440的相关规定。

6.3.3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效果的检验应按系统数量进行验收，抽检系统数量不应低于总系

统数的 5%，每栋建筑不应少于 1套系统。

6.3.4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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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维护

7.0.1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应根据系统形式、设备材料供应模式、物业管理模式等，由设备

材料供应商、物业公司或业主负责其运行与维护。

7.0.2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投入使用前，应制定相关的运行与维护制度或手册，确保分户新

风净化系统的定期维护保养。

7.0.3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新风净化机、送风口、排风口、管道系统等应做日常维护保养

和定期维护保养，保养频率宜遵照设备使用说明书或维护手册进行，或参照下列要求执行：

1 每年对新风净化机的风机叶轮进行一次清洁、维护保养。

2 每3个月对静电过滤器进行清洗。

3 每3个月对新风净化机内的粗效过滤器进行清洗或更换。

4 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热交换芯，每2年进行清洁和维护保养。

5 每3到6个月对风口进行清洗，保证风口上无积灰、过滤网中无粉尘污渍。

6 每6个月检测系统风速，如果出现风速异常，应及时调节风速并对管道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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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A.1 新风净化系统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见表 A.1。
A.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见表 A.2。

表A.1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

称
结构类型

层数/建筑面

积

施工单

位

技术负责

人
开工日期

项目经

理

项目技术

负责人
竣工日期

序号 项 目 验收记录 验收结论

1

风管及部件的制作

风管系统的安装

新风净化机的安装

系统调试

2 质量控制资料核查

3
安全和主要使用功

能核查及抽查结果

4 观感质量验收

5
新风净化系统效果

验收

6 综合验收结论

参加验

收单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公章）

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公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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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名称及编

号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记

录

监理（建设）单位验

收记录

主

控

项

目

1

2

3

4

5

6

一

般

项

目

1

2

3

4

5

施工单位

检查评定

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

设）单位

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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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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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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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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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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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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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新风净化系统作为改善和提高住宅室内空气品质的主要途径之一，正越来越多地被

住户所采用。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第 6.3.4

条规定：“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室内卫生要求的住宅，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或自然通风与机

械通风结合的复合通风系统。室外新风应先进入人员的主要活动区。”但对于带有净化功

能的民用建筑分户式机械通风系统或复合通风系统的设计，包括新风量设计、气流组织设

计、风管及部件设计等没有做详细的规定。

目前国内市场生产、安装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公司越来越多，但是在施工过程中，由

于没有相应的施工规范可以借鉴，因此导致施工质量参差不齐 此外由于设计和验收环节

的相关规范标准对于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规定不系统、不详细，导致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

效果无法真正实现。因此，制定本标准，以从设计、施工、调试、验收及运行维护等各个

环节对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进行规定，以规范新风系统行业的发展。

1. 0. 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指在民用建筑中特定独立的空间（住宅或办公区域

等），设置带有新风净化机的新风系统以满足室内空气质量的要求；其他空间或系统可参

照执行。

1. 0. 3 本标准为专业性的技术标准 本条文的目的是强调在执行本标准的同时，还应注意

贯彻执行相关标准、规范等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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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1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是以住宅或其他特定独立空间中的每个用户为单元，每个用户单

独设置新风净化系统，满足每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系统由风机、净化等处理设备、风管及其部件组成，新风经净化处理后，为上述特定

独立空间进行通风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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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规定了民用建筑设置新风净化系统的条件。

1 随着建筑节能要求的提高，住宅建筑的密闭性越来越好，夏季供冷和冬季供暖时，

无法满足室内通风换气要求时，需要设置新风净化系统。

2 室外空气污染严重(如雾霾、沙尘天气)时，开窗自然通风会加剧室内环境的污染。

有研究表明，对于没有明显室内污染源的住宅，75%的 PM2.5来自室外；对于有明显室内

污染源(吸烟、烹饪)的住宅，室内 PM2.5中仍然有 55%~60%来自室外。住宅设置新风净化

系统可以将新风净化处理后送入室内。

通过查我国部分城市 2014年~2016年室外 PM2.5日平均浓度大于 75μg/m³的天数及占

比数据，有 60%城市的室外 PM2.5日平均浓度大于 75μg/m³时的天数占比不少于全年 20%。

因此所在地室外 PM2.5日平均浓度大于 75μg/m³的天数占比不少于全年 20%时，认为室外

污染严重，应通过设置新风系统来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3 由于住宅的建筑布局、室内布局等不易实现自然通风时，也应设置新风净化系统对

室内进行通风换气。

3.0.2本条规定了民用建筑采用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条件。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室内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满足不同人群

对于室内空气质量的不同要求，需要设置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2 对于集中式新风系统的集中控制，用户无法自行调节新风的各项参数以满足自身需

求，所以当用户有不同的控制需求时，应设置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3 对于既有建筑，一般不具有新风净化机等设备集中设置的机房和公共空间。为了避

免对住宅建筑结构布局的破坏，结合疫情期间新风需求，宜采用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4 对于同一民用建筑中，当用户生活习惯不同，对于新风净化系统使用时间也不相同，

所以应设置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3.0.3本条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类型选择原则。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第 6.3.4条规定“自

然通风不能满足室内卫生要求的住宅，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或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结合的

复合通风系统。”新风系统形式有“机械送风、机械排风”、“自然送风、机械排风”和“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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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自然排风”三种形式，据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按气流组织分为

单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双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按室内压力可分为正压分户新风净

化系统、负压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按热回收形式可分为全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显热

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和蓄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按有无管道可分为无管道分户新风

净化系统(壁挂式、墙式和窗式)和有管道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每种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类型都有其适用范围，应根据住宅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选择。

例如，对于严寒及寒冷地区，宜选择有加热措施的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或热回收分户新风净

化系统;建筑层高不足时，宜选用无集中管道的单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或无管道分户新

风净化系统。

此外在选择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时还应考虑经济性，对用户的实际需求、设备价格和后

期的运行维护等进行分析，做到技术经济合理。

3.0.4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新风处理要求。

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对室内的新风量、CO2、甲醛、苯、

TVOC、氨、颗粒物、臭氧、菌落总数、氡等作了规定。分户新风净化系统首先要满足新

风量的卫生需求，在此基础上通过稀释的方式来控制室内的污染物浓度水平，因此，分户

新风净化系统可以增设各种功能装置，对进入室内的新风采取过滤、杀菌等净化处理措施。

此外，在严寒和寒冷地区，为了防止送风温度过低影响室内舒适或者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

系统排风侧的结露，可以采取增加加热器等预热措施。

对于对室内空气质量有特殊要求的住宅，宜根据室内空气质量设计方案对新风进行相

应的处理。

3.0.5规定既有建筑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改造的要求。

为了避免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后续施工对民用建筑结构的破坏和保证建筑的整体性，分

户新风净化系统施工时不应在建筑承重梁或承重墙等重要部位打孔安装，应在保证结构安

全的前提下优化系统设计。

3.0.6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防火性能要求。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作为住宅建筑的通风系统，应该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应按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的相关规定进行系统设计和设备材料选型。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的第 9.3.1、9.3.11、9.3.15条对通风和空气调

节系统横向和竖向设置、防火阀设置和材料防火性能等要求做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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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规定了民用建筑设计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前提要求。

民用建筑在设计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时，应保证室内有良好的气密性。行业标准《民用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第 4.2.6条规定，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应具有良好的密闭

性能。严寒地区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的气密性登记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

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2008中规定的 6级。寒冷地区 1~6层的

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

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2008中规定的 4级，7层及 7层以上不应低于 6级。因此

新建民用建筑在设计时，应考虑外门窗的气密性应满足上述行业标准的规定。对于既有民

用建筑，门窗气密性达不到上述标准要求的，宜对门窗进行节能改造后，再进行分户新风

净化系统设计。

4.1.2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气流组织设计原则。

良好的气流组织是达到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效果的关键，应对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气流

组织进行优化设计。通过有组织的气流运动，保证人员活动区域的空气质量。分户新风净

化系统的气流组织可以采用射流计算、数值模拟和模型实验等方法进行优化设计。

4.1.3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新风量与排风量的关系。

厨房或卫生间局部排风时，厨房和卫生间室内会形成负压，在窗户密闭时，气流会从

室外倒灌或从室内其他房间流向厨房或卫生间，破坏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气流组织，影响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效果。因此，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设计宜考虑室内送风量大于排风量，

且送风量宜为排风量的 1.2倍以上，尽量减少对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影响。

4.1.4采用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规定。

采用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可以回收住宅室内的冷量和热量，降低新风的冷热负

荷，有利于建筑节能。同时对新风进行预冷和预热，可提高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热舒适性。

但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会增加初投资，运行维护费用也会增加，在采用时应进行经济

性分析，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应采用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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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风系统设置

4.2.1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系统选型规定。

双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新风与排风的气流组织和风口布置可以根据特定要求和

实际布置，新风在进入室内前可以按要求选择过滤净化等处理。此外，双向流分户新风净

化系统对建筑外墙的破坏性最小，一般一套系统仅需在外墙上开两个孔洞，宜优先选用。

双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新风净化机设备需要占据室内的吊顶空间或室内空间，在

室内铺装风管也要占据室内吊顶空间或地面空间，且会影响室内的装修。如果无法安装双

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时，可以采用壁挂式、墙式、窗式等无管道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或单

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无管道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室内侧不需要铺设管道，新风净化机可以安装在窗上或墙

上，不占用建筑空间，且装修前后都适合安装。

负压单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靠机械排风形成室内负压，新风在负压的作用下通过

墙或窗上设置的新风口送入室内，新风只是经过简单的过滤，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

一般不宜采用。

行业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2010第 5.4.5条规定“无

集中新风供应的居住建筑，宜分户（或分室）设置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行业

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10第 6.0.10条规定“居住建筑通

风设计应处理好室内气流组织、提高通风效率。厨房、卫生间应安装局部机械排风装置。

对采用采暖、空调设备的居住建筑，宜采用带热回收的机械换气装置。”据此，本条规定

严寒和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等室内外温差或焓差较大地区宜采用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

系统。

4.2.2规定了单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设计的要求。

负压单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一般在起居室等公共活动区集中设置排风口，外围护与

室外接触的房间设置新风口；正压单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一般新风口设置在各房间。

因此，为保证室内的有效通风换气，形成良好的气流组织，房间房间应设置过流口或内门

与地面间净空应留 20mm~25mm的缝隙。

4.2.3规定了无管道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设计的要求。

墙式、壁挂式、窗式等无管道新风净化机的风量比较小，送排风能力有限。如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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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宜在居室的每个房间设置，形成一套无管道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4.2.4规定了采用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设计的要求。

在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室外温度较低，随着进入热回收新风净化机的新风温度降低，

新风净化机排风侧的温度也在降低，产生冷凝水；当温度进一步降低时，有可能产生霜冻

甚至霜堵现象，影响系统正常运行。因此，设计时应考虑热回收新风净化机冷凝水的排放，

校核热回收新风净化机排风侧的霜冻点温度。热回收新风净化机冬季防结露的校核计算可

参照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 11/687-2015 附录 C.3 的方法进行。

关于防霜冻措施，可以在新风入口侧设置空气预热器，或者在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运行控制

上设计防冻措施，如温度过低时停止引新风或降低新风量、或者采用内循环模式。

4.3 新风净化机选型设计

4.3.1规定了新风量的计算方法。

行业标准《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JGJ/T 440-2018第 4.2.1条规定“新风系统的最小

设计新风量设计宜采用换气次数法”，综合考虑民用建筑污染与人员污染的影响，以换气

次数确定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最小新风量，新风量的计算应符合按行业标准《住宅新风系

统技术标准》JGJ/T 440-2018的规定。

4.3.2规定了新风净化机的噪声、净化效率等性能要求。

新风净化机作为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核心设备，产品性能应达到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要

求的效果。团体标准《新风净化机》T/CAQI 10-2016规定了新风净化机产品的各项性能

要求，因此，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所选用新风净化机应满足团体标准《新风净化机》T/CAQI

10-2016的相关要求。

4.3.3规定了新风净化机的设计位置。

对于新建民用建筑，室内设计时应考虑预留新风净化机安装位置；对于既有民用建筑，

没有预留位置的，新风净化机应安装在墙壁、屋顶、墙角等不影响用户生活办公等区域。

4.4 室外风口及室内气流组织设计

4.4.1室外新风口、排风口在同一高度布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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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排风对新风的污染并影响新风口的气流，新风口、排风口的相对位置应遵循避

免短路的原则。如果新、排风口在同一高度，为了避免相互影响，新风口和排风口宜在不

同方向设置，且水平距离不小于 1.0m。对于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每户独立设置室外新风

口，考虑到各类系统形式、新风净化机的安装以及上层住宅和下层住宅的外窗位置等因素，

设计时建议室外新风口下缘距室内地面不宜小于 0.5m。

4.4.2室外新风口、排风口在不在同一高度布置的规定。

对于室外排风口，排风口的气流流动类似于自由射流，冬夏季时，由于排风口温度与

室外温度不同，形成热射流和冷射流。冷射流时，射流发生变形向下弯曲。根据模拟计算

分析，垂直方向上，排风口至少高于进风口 1.0m以上，排风口的气流才不会影响进风口

气流。

4.4.3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气流组织的设计原则。

气流组织计算的任务在于选择气流分布的形式；确定送风口的型式、数量和尺寸；使

住宅室内的风速和温、湿度满足设计要求。

气流组织的设计首先要考虑室内空气质量的要求，同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不能造成人

员的吹风感和产生噪声。送、排风口的选型和布置时应与住宅室内装修相协调，注意对装

修美观的影响。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第 3.0.2条对于

人员长期逗留区域空调室内的风速设计参数进行了规定：供热工况风速不大于 0.2m/s；供

冷工况，热舒适度较高时风速不大于 0.25m/s，热舒适度一般时风速不大于 0.3m/s。分户

新风净化系统设计时，室内的允许风速应满足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GB 50736-2012的规定。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中规定卧室、起居室（厅）内的

噪声级见表 1。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设计时应采取相关的降噪和隔音措施，使室内的允许噪

声级满足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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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卧室、起居室（厅）内的允许噪声级

房间名称

允许噪声级

昼间 夜间

卧室 ≤45（一般住宅）

≤40（高要求住宅）

≤37（一般住宅）

≤30（高要求住宅）

起居室 ≤45（一般住宅）

≤40（高要求住宅）

4.4.4室内送风方式的规定。

室内送风方式与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类型密切相关。

对于无管道分户新风净化系统一般是采用侧送风，宜采用下送上排、中送上排的形式，

不宜采用上送下排的形式。

采用单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负压送风方式时，一般是厨房或卫生间上部集中排风，

建议卧室、起居室（厅）的送风口安装在窗户下部或距地面约 0.8m的墙上，可以形成较

好的气流组织。

采用双向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或热回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当室内吊顶空间允许时，

可采取上送风、上回风的气流组织形式或下送风、上排风的气流组织形式，将送、排风管

道集中于室内空间上部或者将送风管道铺设在地板下，排风管道铺设在吊顶内；当室内吊

顶空间不允许时，可采取下送风上回风的气流组织形式，送风管道铺设在地板下，公共区

集中排风。

采用贴附射流送风可以形成较好的气流组织并避免送风气流对室内空气流场的影响，

舒适性较好

4.4.5室内送风口和排风口的规定。

每个新风区需要的新风量是不一致的，与其大小、污染源情况、人员情况和空气质量

要求相关，因此需要调节风量以满足需求，调整风向以使气流组织合理。

住宅的房间面积一般较小，房间内布置送风口和排风口时应分析气流是否会发生短

路，送风口和排风口不应相对布置。经计算分析，为避免送风口气流和排风口气流的相互

影响，室内送风口和排风口在同一高度布置时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m；垂直布置时，垂直

距离不应小于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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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空调和冬季供暖季节，室内风口表面及接缝处可能会产生结露。因此在进行设计

时，在风口处应采取保温、采用非金属风口等措施，防止风口外露部分结露，影响室内环

境。

4.5 风管系统设计

4.5.1分户新风净化系统选用风管截面及规格的要求。

规定本条是为了使设计中选用的风管截面尺寸标准化，为施工、安装和运行维护管理

提供方便，为风管及零部件加工工厂化创造条件。金属风管的尺寸应按外径或外边长计；

非金属风管应按内径或内边长计。现行团体标准《小型新风系统用风管》 T/CAQI 64-2019

中第 4.1.4条规定了小型新风系统用风管的常用规格参数。

4.5.2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风管风速的规定。

住宅卧室和起居室的噪声要求比较高，给出的风速考虑到气流在风管中产生再生噪声

和室内的允许噪声级。气流在风管中产生的再生噪声与风管的截面积和风速大小有关，直

管道的气流噪声声功率级按下式计算。

LW=LWC+50lgv+10lgF （1）

式中：LWC——直管比声功率级，一般取 10dB；

v——直管内气流速度，m/s；

F——直管道的断面积，m2。

比如，对于直径为 100mm 的支管，管内气流速度为 2m/s~3m/s 时，产生的再生噪

声为 4 dB~13dB，对室内噪声影响不大；此时风量为 56 m3/h~85m3/h，可满足室内新风

量要求。

4.5.3新风净化机与室外连接的风管，新风管在冬季新风由室外进入时易产生结露，如果

采用热回收新风净化机时，新风管和排风管的热损失会影响热交换的效果。因此在设计时

应设计保温。

4.5.4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施工完成后应进行总风量和各风口风量的调试，应在主管上设置

测定孔进行总风量的调试。风管检查孔用于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经常需要检修的地方，如风

管内的电加热器、过滤器等。对于风管设置在地板下的分户新风净化系统，风管的尺寸较

小，直接清洗有困难，因此有必要设置清洗孔。检查孔和清洗孔的设置在保证满足检查和

清洗的前提下数量尽量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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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关于风阀、风量分配器等产品规格及运转的一般要求。

把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各并联管段间的压力损失差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保障系统运

行效果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设计计算时，应用调整管径的办法使系统各并联管段间的压力

损失达到所要求的平衡状态，不仅能保证各并联支管的风量要求，而且可不装设调节阀门，

对减少漏风量和降低系统造价也较为有利。根据国内的习惯做法，本条规定各并联管段的

压力损失相对差额不大于 15%，相当于风量相差不大于 5%。这样既能保证通风效果，

设计上也是能做到的，如在设计时难以利用调整管径达到平衡要求时，则以装设风量调节

阀或风量分配器为宜。

4.6 监测与控制

4.6.1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监测参数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达到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设计效果，控制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合理高效运

行，建议设置监测与控制系统，对室内外的空气质量参数进行监测。监测室内的 PM2.5浓

度和 CO2浓度可以反映室内的污染状况和新风量是否满足要求，同时监测室外的 PM2.5

浓度和 CO2浓度，可以判断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净化效果和新风量大小。

监测室内送风口的 PM2.5浓度，可以判断设计的过滤器是否满足新风的净化要求，与

室内 PM2.5浓度的对比，可以分析住宅围护结构、室内人员活动等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

通过监测过滤器进出口的静压差，可以知道过滤器的运行阻力，在达到装置终阻力时

能够及时对过滤器进行清洗或更换。

通过检测室内外环境温度，可以了解室内外温差及外界环境温度，对带有热交换装置

的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可根据热交换装置的工作情况，调整新风量。

4.6.2 监控系统功能的规定。

对监测控制系统功能提出的更高要求，建议设置 CO2、PM2.5、甲醛、苯、TVOC等

空气污染物超标报警功能，对于设置静电过滤器的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还应设置臭氧浓度超

标报警功能。依据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和行业标准《建筑通

风效果测试与评价标准》JGJ/T 309-2013中 CO2、PM2.5、甲醛、苯、TVOC、臭氧等污染

物浓度的限值进行设置。超标报警可选用亮显式或声音提醒式。

4.6.3 监控系统传感器的设置要求。

传感器传输的数据应能正确反映室内的通风状况，如果设置在墙角、墙边和其他易于



29

产生涡流的地方，会使监控系统作出不合理的判断，影响室内整体的通风效果。考虑到住

宅的使用特点，住宅的主要功能房间（卧室、起居室、书房）每个房间宜设置 1个传感器

监测点；传感器的位置应避开通风口，离门窗距离应大于 1m；传感器设置时应考虑室内

家具的布置，不应被家具遮挡，距离家具应大于 0.5m；传感器设置高度原则上与人的呼

吸带高度一致，一般设置在距离地面 1.2 m～1.5m 之间。

4.6.4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控制设置规定。

为实现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运行节能，应按需求控制新风净化机风量的大小。设计时

可以根据 CO2浓度进行新风量控制。室内 CO2浓度超出限值要求时增大新风净化机的送

风量直至 CO2浓度低于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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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安装

5.1 一般规定

5.1.1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所使用的设备、材料进场检验的规定。

设备、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工程整体质量。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所使用的设备材料主

要包括新风净化机、风管及部件、过滤设备、控制仪表等，在进入施工现场后，需对其进

行实物到货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进场的设备材料应全数检验，检验时通过观察检查，

并对产品的技术资料和性能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与实物核对。

5.1.2 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施工安装应具备的条件。

施工安装前的准备工作是保证施工质量的重要环节。施工前应制订施工方案，做好施

工人员培训和技术交底，图纸接收，检验进场设备材料等相关准备工作。

5.1.3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工程隐蔽工程的验收要求。

新风净化机吊顶安装，以及风管或管道被安装于封闭的部位或埋设于结构内或吊顶

内，均属于隐蔽工程。结构做永久性封闭前，需对被隐蔽的新风净化机、风管或管道工程

施工质量进行验收，且需得到现场监理人员认可的合格签证，否则不得进行封闭作业。隐

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应符合行业标准《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JGJ/T 440-2018中附录 B

的相关规定。

5.2 系统安装

5.2.1 规定新风净化机安装要求。

1 为保证新风净化机的安全平衡运行，减少振动噪声，规定新风净化机的安装应固定

平稳，应有防松动措施，并应采取适当的减振措施。

2 新风净化机振动的大小，可以通过试运转判断。对于吊顶式新风净化机，规格较小

且机组本身振动较小时，可直接将吊杆与机组吊装孔采用螺栓加垫圈连接；机组振动较大

的可在吊装孔下部粘贴橡胶垫或在吊杆中部加装减振弹簧；对于落地式新风净化机可加弹

簧减振器。

3 为了保证维修方便，新风净化机要选取适当的安装位置，并留有适当的检修空间。

吊装时应预留检验口，检修口的大小根据机组的尺寸，至少为 500mm*500mm 及以上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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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落地式安装时，新风净化机距检修操作面距离大于 600mm，人可以进去，方便检修。

4 新风净化机安装在室外时，为防止机器老化，以及雨雪等对机器运行的影响，需要

采取防护措施。

5 新风净化机较一般电器功率较大，所以电源应独立供给，并配备漏电保护器；接线

应正确、坚固，并有良好接地。电源线应绝缘良好，铺装美观牢固，不得裸露在外面，并

且新风净化机主机应有独立的控制装置，方便用户操作。

6 新风净化机的重量通过吊杆传递到楼板，因此，吊杆应能承受新风净化机的重量。

安装时需要根据新风净化机重量来选择吊杆的规格尺寸；根据《室内管道支架及吊架》

03S402，几种规格吊杆的拉力允许值如表 2所示。

表 2 不同尺寸吊杆的允许拉力值

吊杆直径（mm） 10 12 16 20

拉力允许值（N） 3250 4750 9000 14000

几种规格膨胀螺栓最大受力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型号膨胀螺栓的最大静止受力

螺栓型号 M6 M8 M10 M12

最大静止受力（kg） 120 170 320 510

关于膨胀螺栓的锚固，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2013中的规

定如下：

第 3.1.1 条，锚栓锚固基材可为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或素混凝土构件。

第 3.1.4 条，对既有混凝土结构，基材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宜采用检测结果

推定的标准值，当原设计及验收文件有效，且结构无严重的性能退化时，可采用原设计的

标准值。

第 7.1.1 条，对于膨胀型锚栓和扩底型锚栓，混凝土基材的厚度 h 不应小于 2hef，

且 h 应大于 100mm。hef 为锚栓的有效埋置深度。

第 7.1.3 条，锚栓不应布置在混凝土保护层中，有效锚固深度 hef，不应包括装饰层

或抹灰层。

第 9.1.4 条，锚栓或植筋施工前，宜检测基材原钢筋的位置，钻孔不得损伤原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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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计孔位与钢筋相碰或锚栓完全处于混凝土保护层内时，应通知设计单位，采取相应的

措施。

5.2.2规定风管系统及部件的安装要求。

1 为了防止室外虫等小动物通过新风口进入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进行而影响室内空气

质量，规定室外新风口应设防虫网。新风净化机室外侧风管与室外相连，设置一定坡向室

外的坡度是为了防止凝水或雨水倒流进入新风净化机。

2 在既有建筑的墙体上打孔，应避免破坏墙体结构内的钢筋。风管穿过防火墙体或楼

板，以及非金属风管穿越需密闭墙体时，均应设预埋管或防护套管，避免破坏风管结构的

完整性，并其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1.6mm。风管与防护套管之间，应用柔性材料封堵，避

免风管振动以及保持房间的气密性。

3 规定风管安装方法及风管系统安装后，需进行严密性检验，有效控制系统漏风量，

保证风管系统安装质量。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风管属于低压风管，可采用漏光法检测。

4 对风管系统中风口安装的基本质量要求作出了规定。风口安装质量应以连接的严密

性和观感的舒适、美观为主。室外风口安装时，风口与墙壁间的空隙的防水密封处理可采

用耐侯硅胶、玻璃胶或发泡胶等。

5 可伸缩性金属或非金属软风管的长度过长，会造成气流不稳和风管本身强度的问

题，因此规定可伸缩性金属或非金属软风管的长度不超过 2m。

6 对风管系统中各类风阀及风量分配器安装要求作出了规定，以保证风阀、风量分配

器能正常使用。

7 部分有特殊卫生要求的区域，比如医院、实验室等特殊区域，应在排风口加装空气

净化装置，防止有害气体排到环境空气中去。

5.2.3规定监控系统安装要求。

1 传感器安装美观性要求。

在室内装修完成后再安装传感器，可以避免室内装修施工对传感器的影响；此外传感

器安装在墙上应保证安装牢固，不破坏室内的装修布局。

2 导线穿管敷设的规定。

为了保证导线绝缘层受损，防止火灾，并保证室内的美观，要求监控系统的导线要穿

管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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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试验收

6.1 一般规定

7.1.1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工程完工后，为了使工程达到预期的效果，规定需进行系统的调

试。包括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及系统试运转和调试。

7.1.2 本条文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调试和验收的文件材料要求。应记录调试和验收的

实际情况，各参与单位需要在记录文件上签字确认调试和验收结果；负责调试和验收的单

位应将文件材料立卷，形成归档文件。

6.2 调试和试运行

6.2.1本条文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单机试运转和调试的内容及要求。

6.2.2 本条文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系统试运转和调试的内容及要求。

对于系统总风量的调试包括总送风量和总排风量，均应满足要求的允许偏差。总风量

的调试和各风口风量调试的允许偏差引自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50243-2016 的规定。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设备噪声和气流噪声等，应能满足室内允许噪声

级的要求。室内噪声的测试按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附录

A“室内噪声级测量方法”进行。

6.3验收

6.3.1本条文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工程竣工验收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6.3.2本条文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验收时观感质量的检查内容。

6.3.3本条文规定了通风效果检验的数量要求。

既要考虑验收时的工作量，又考虑保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验收质量，规定通风效果

的检验应按每个建筑单体进行验收，每个建筑单体按户检验，抽检户数不应低于每个建筑

单体总住户的 5%，每个建筑单体不应少于 1 户。

6.3.4本条文是对竣工验收记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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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维护

7.0.1本条规定了住宅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运行与维护方式的问题。对于分户新风净化系

统，每个业主住户单独使用一套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在交付业主住户使用之后，如果物业

公司或设备材料供应商不予进行运行维护，则建议由物业公司或设备材料供应商为业主住

户印发运行维护使用手册，由业主自行进行运行与维护；如果物业公司或设备材料供应商

予以进行运行维护，则由物业公司或设备材料供应商负责运行与维护。

7.0.2本条文规定了分户新风净化系统应制订运行与维护制度，以保证分户新风净化系统

的运行效果。

7.0.3本条文对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维护保养进行了规定。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经过长期运行

使用之后，会出现性能下降的问题，定期地对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进行维护保养，对于提升

系统性能、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都是很有帮助的。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的风口一般均设有过滤网，以对送入室内的空气进行过滤和影响室

外环境。分户新风净化系统长期运行后，过滤网会堆积大量的灰尘，而风口及叶轮由于吸

附作用也会变脏，不仅影响室内美观，还会影响人体健康。因此需要定期对风口和叶轮进

行清洗。

对于静电过滤器一般可以水洗，清洗比较方便，根据室外大气状况和使用情况每 3

个月对其进行清洗。当室外污染比较严重时可根据分户新风净化系统运行情况适当缩短清

洗或更换的时间间隔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长期运行后，过滤器上会沉积大量的灰尘，造成阻力增大，新风量

减少。如果过滤器设置了阻力检测和报警装置，当阻力达到设定的阻力值时会报警提示，

应及时清洗或更换过滤器。如果过滤器没有设置阻力检测和报警装置，对于粗效过滤器，

在室外空气污染较严重时，运行 2~3个月，甚至 1个月就达到其终阻力，需要清洗或更

换；

分户新风净化系统长期使用，会因新风净化机振动导致风管道连接处开裂漏风现象，

使用效果下降。因此需要定期进行风管的风速检查，及时对风管连接处进行密封处理，减

少漏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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