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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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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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多维导风功能的风管送风式空调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带多维导风功能的风管送风式空调器（以下简称“空调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

技术要求、试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运等。

本文件适用于7200W及以下的家用风管式送风空调器产品，其它类似产品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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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725-2022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T 18049 中等热环境PMV和PPD指数的测定及热舒适条件的规定

GB/T 33658-2017室内人体热舒适环境要求与评价方法

GB/T 5701 室内热环境条件

GB/T 18836-2017 风管送风式空调（热泵）机组

ISO 7726 热环境人类功效学——物理量测试仪器

T/CAB CSISA 0029 人工热环境舒适性评价实验室规范 第1部分：房间空气调节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7725-2022、GB/T 33658-2017和 GB/T 28836-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带多维导风功能的风管送风式空调器 ducted air-conditioning units with multi-dimensional

air guide function

具有导风面板的风管送风式空调器，通过面板出风口及运动机构的布置，对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

实现可调节多维送风，改善室内环境舒适性。以下简称“空调器”。

3.2 风管送风式空调器 ducted air-conditioning units

一种通过风管向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直接提供集中处理空气的设备。

4 技术要求

4.1 体感风速要求

防直吹或柔风感功能下，导风板在各种位置下实测平均风速值均≤0.6m/s。

4.2 制冷舒适性要求

空调器应满足本文件 4.2 中各项得分要求。

4.2.1 温度偏差

空调器根据5.2进行试验，空调器运行至室内热环境稳定后，按GB/T 33658-2017中室内温度偏差性

能方法试验后，室内环境温度偏差得分不应低于4.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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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温度波动

空调器根据5.2进行试验，空调器运行至室内热环境稳定后，按GB/T 33658-2017中室内温度波动性

能方法试验后，室内环境温度波动得分不应低于5.00分。

4.2.3 垂直空气温差

空调器根据5.2进行试验，空调器运行至室内热环境稳定后，按GB/T 33658-2017中室内垂直空气温

差性能方法试验后，室内环境垂直空气温差得分不应低于5.00分。

4.2.4 温度均匀性

空调器根据5.2进行试验，空调器运行至室内热环境稳定后，按GB/T 33658-2017中室内温度均匀度

性能方法试验后，室内环境温度均匀性得分不应低于5.00分。

5 试验方法

5.1 体感风速试验

在室内外初始均 35℃/24℃的用户体验室内，空调器开启制冷模式，温度设定为 26℃，开启防直吹

或柔风感功能，通过遥控器调节大导风板的位置，在各种位置下（如：1 种位置下的唯一位置或 n 种位

置下的 1-n 号位置），分别测试距离出风口正前方水平距离 1 米、2 米和 3米，高度 1.1 米（人体坐姿

头部）、1.8 米处（人体站姿头部）风速值，并按照表 1 体感风速测试记录表中位置记录风速值并判定。

每隔 30s 取值，连续取 7 组风速值求平均为此点实测风速值。

表 1 体感风速测试记录表

序

号

导风板 1号位置风速（m/s） 导风板 2号位置风速（m/s） 导风板 n 号位置风速（m/s）

水平距离 水平距离 水平距离

1m 2m 3 m 1m 2m 3 m 1m 2m 3 m

高 度

1.1m

高 度

1.1m

高 度

1.8m

高 度

1.1m

高 度

1.8m

高度

1.1m

高度

1.1m

高度

1.8m

高度

1.1m

高度

1.8m

高 度

1.1m

高度

1.1m

高度

1.8m

高度

1.1m

高度

1.8m

1

2

3

4

5

6

7

平

均

备注：1.水平距离是指距离出风口正前方水平距离，高度 1.1 m 为人体坐姿头部位置，高度 1.8 m 为人体站姿头部位

置。

5.2 制冷舒适性试验

在室内外初始均 35℃/24℃的用户体验室内，工况稳定后，关闭门窗。空调器开启制冷模式，温度

设定为 26℃；开启防直吹或柔风感功能，按照 GB/T 33658-2017 规定的方法进行垂直温差、温度偏差、



T/CBMCA XXXXX-2024

7

温度波动、温度均匀性四项测试。

5.2.1 温度偏差

温度偏差依据表 2进行评分，各区间采用线性计分。

表 2 温度偏差值评分表

评分值 5 5-4 4-3 3-2 2-1 1

温度偏差值

℃
≤ 1 （1，2] （2，3] （3，3.5] （3.5，4] ＞4

根据试验方法，分别在被测空调器的制冷工况下，在室内温度达到热稳定状态后，按照公式（1）
计算房间1h内实测温度平均值与空调器设定温度的差值。

............................................................................. (1)

式中：

Δt——温度偏差，℃；

t p ——房间实测温度，℃；

t s ——样机设定温度，℃。

tp

其中，

t——第i个测温点的实际温度（选取的规定时间内温度的平均值），℃；

n——测温点个数。

5.2.2 温度波动

室内环境的温度波动依据表 3进行评分，各区间采用线性计分。

表 3 温度波动参数评分表

评分值 5 5-4 4-3 3-2 2-1 1

温度波动值

℃
≤ 0.6 （0.6，0.8] （0.8，1.1] （1.1，1.5] （1.5，2] ＞2

根据试验方法，室内热环境稳定后，测量室内所有温度检测点的温度值。单个测点的温度波动（Tσ）
用该测点温度在1 h内的标准偏差表示，见公式（2）。

............................................................................. (2)

式中：

Tσ——该测点的温度波动；

N——在规定时间内该测点记录的温度个数；

ti——该测点的瞬时温度；

——该测点在规定时间内的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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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室内环境的温度波动（ ）为所有测点温度波动的平均值。

5.2.3 温度均匀度

室内环境的温度均匀度依据表 3进行评分，各区间采用线性计分。

表 4 温度均匀度参数评分表

评分值 5 5-4 4-3 3-2 2-1 1

温度均匀度

℃
≤ 1 （1，2] （2，2.5] （2.5，3] （3，3.5] ＞3.5

根据试验方法，室内热环境稳定后，测量1h内室内所有温度检测点的温度值。按照公式（3）计算

室内温度均匀性。

............................................................................. (3)

式中：

Ts——瞬时温度均匀度；

t i ——检测点i的瞬时温度，℃；

tm——所有测点的瞬时平均温度，℃；

m——测点总数。

整个室内的温度均匀度（ ）为所有测点瞬时温度均匀度的平均值。

5.2.4 垂直空气温差

室内环境的人员坐姿状态下的头脚位置垂直空气温差依据表 3进行评分，各区间采用线性计分。

表 5 垂直空气温差参数评分表

评分值 5 5-4 4-3 3-2 2-1 1

垂直空气温差

℃
≤ 2 （2，2.5] （2.5，3] （3，4] （4，5] ＞5

根据试验方法，室内热环境稳定后，测量1h内室内人员坐姿状态下的头脚位置处所有温度检测点的

温度值。按照公式（4）计算室内垂直空气温差。

............................................................................ (4)

式中：

Tv——垂直空气温差，℃；

thk——采集时间内，室内垂直方向上人员坐姿时头部高度位置处（1.0m）检测点的平均温度，℃；

tlk——采集时间内，室内垂直方向上人员坐姿时脚踝高度位置处（0.1m）检测点的平均温度，℃；

k——头部或脚踝高度平面上的测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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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检验规则应符合GB/T 7725—2022中第7章的规定。

7 标志、包装、 运输和储存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应符合 GB/T 7725—2022 中第 8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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