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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每年的建造量已经从过去的几十万平方米

发展到几百万平方米，正在向千万平方米迈进。新风系统是保证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室内环境

舒适性的关键。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对新风系统的技术要求相比普通居住建筑更为严格，设计、施工、

设备等技术要求相比普通居住建筑都有很大提高。目前，我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尚没

有针对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新风系统的技术标准，现有的居住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标准中，对新

风设备技术性能的要求以及对施工技术的要求都不能满足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的应用要求。为

了规范统一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新风系统的性能指标，促进新风技术装备发展，制定本标

准。 

为了保障新风系统在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中应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北京康居认证中心总

结了我国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建设的经验，联合“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成员

单位编写本标准。 

 

本部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建筑材料领域委员会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及配套产

品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建筑材料领域委员会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及配套产

品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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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标准 

1 总则 

1.0.1 为适应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对新风系统的技术要求，保证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的

空气品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规定了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新风系统的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设计、设备、

施工、调试验收及运行维护。 

1.0.3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新风系统（以下简称新风系统）的设计、设备、施工、调试验

收、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1.0.4 本标准适用于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新风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738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365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21551.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 
GB/T21087 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 试验 
GB/T13554 高效空气过滤器 
GB/T14295 空气过滤器 
GB/T18801 空气净化器  试验方法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4294 组合式空调机组 
GB/T34012 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 

3 术语和符号 

3.1 术语 

3.1.1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  Passive low energy consumption residential building 

将自然通风、天然采光、太阳能辐射和室内非供暖热源得热等各种被动式节能手段与建

筑围护结构高效节能技术相结合建造而成的低能耗居住建筑。 

3.1.2 新风 Outdoor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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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室内的室外空气。 

3.1.3 排风 exhaust air 

由室内排至室外的空气。 

3.1.4 回风 return air 

新风系统中，排风的一部分在机组内经过净化后与新风混合再经机组送风口送回室内的

部分空气或由机组回风口进入机组经过净化后与新风混合再经机组送风口送回室内的部分

空气。 

3.1.5 新风系统 ventilation system 

由净化、换热等处理设备、风机、风管及其部件组成，将新风送入室内，并将室内空气

排至室外的通风系统。 

3.1.6 集中式新风系统 centralized ventilation system 

集中设置风机及净化、换热等处理设备，新风经集中处理后由送风管道送入多个住户室

内的新风系统。 

3.1.7 户式新风系统 household ventilation system 

每个住户独立设置的新风系统。 

3.1.8 新风机组 ventilation unit  

在新风系统中完成将新风送入室内和把室内空气排至室外的核心设备。 

3.1.9 组合式新风机组 combined ventilation unit 

由通风机、热回收、过滤净化以及温湿度控制等功能段组装而成的新风设备。 

3.1.10 整体式新风机组 Integrated ventilation unit 

把通风机、热回收、过滤净化以及温湿度控制等功能集成在一个整体装置中的新风设备。 

3.1.11 户式新风空调一体式机组 Outdoor air air conditioning unit 

    每户单独设置利用制冷及热泵技术对新风进行温湿度调控的整体式新风机组，即带冷热

源的整体式新风机组。 

3.1.12 新风量 outdoor air flow rate 

新风机组的新风出风口的单位时间空气体积流量，单位为mଷ/h。 

3.1.13 排风量 exhaust air flow rate 

新风机组的排风出风口的单位时间空气体积流量，单位为mଷ/h。 

3.1.14 有效换气率 net outdoor air exchange rate 

在标准空气状态下，新风量与排风进入新风的风量之差与装置额定新风量之比，以百分

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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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温度交换效率 temperature exchange effectiveness 

额定风量下，新风进、出口温差与新风进口、排风进口温差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1.16 焓交换效率 enthalpy exchange effectiveness 

额定风量下，新风进、出口焓差与新风进口、排风进口焓差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1.17 湿量交换效率 absolute humidity ratio exchange effectiveness 

额定风量下，新风进、出口含湿量差与新风进口、排风进口含湿量差之比，以百分数表

示。 

3.1.18 新风出口全压 outdoor air outlet total pressure 

额定风量下，新风机组的新风出口处的动压和静压之和，单位 Pa。 

3.1.19 新风出口静压 outdoor air outlet static pressure 

额定风量下，新风机组的新风出口处的静压，单位 Pa。 

3.1.20 排风出口全压 exhaust air outlet total pressure 

额定风量下，新风机组的排风出口处的动压和静压之和，单位 Pa。 

3.1.21 排风出口静压 exhaust air outlet static pressure 

额定风量下，新风机组的排风出口处的静压，单位 Pa。 

3.1.22 总输入功率 total power input 

新风机组的新风机、排风机和辅助用电设备的输入功率之和，单位 W 或 kW。 

3.1.23 通风电力需求 ventilated power demand 

是指送入室内每立方米空气的耗电量，为总输入功率与新风量的比值，单位Wh/mଷ。 

3.2 符号 

    η୲——温度交换效率，%； 
    η୦——焓交换效率，%； 
    ηୢ——湿量交换效率，%； 
    ηୣ——有效换气率，% 
    L——额定风量，mଷ/h 
    L୶——额定新风量，mଷ/h 
    L୮——额定排风量，mଷ/h 
    L୶——新风量，mଷ/h 
    L୮——排风量，mଷ/h 
    P୯——测试位置全压，Pୟ 
    P୨——测试位置静压，Pୟ 
    P୶୯——新风出口全压，Pୟ 
    P୮୯——排风出口全压，Pୟ 
    P୶୨——新风出口静压，P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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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୮୨——排风出口静压，Pୟ 

    η୬୪——内部漏风率，% 
    η୵୪——外部漏风率，% 
    η୵୪——正压外部漏风率，% 
    η୵୪——负压外部漏风率，% 
    N——试验工况下输入功率，W 
    e୴——通风电力需求，Wh/mଷ 
    Q୫୧୬——最小设计新风量，mଷ/h； 
    F——室内面积，mଶ； 
    h——房间净高，m； 
    n——最小换气次数，次/h 
    Q——低压系统风管在相应工作压力下，单位面积风管单位时间的允许漏风量，

mଷ/(h ∙ mଶ) 
    P——风管系统的工作压力，Pୟ 

COPc——名义制冷量下的制冷工作系数 
COPh——名义制热量下的制热工作系数 

    ηଶ.ହ——对 PM2.5 净化效率，% 
    M颗粒物——颗粒物的累积净化量，mg 

    η甲醛——甲醛净化效率，% 

    M甲醛——甲醛的累积净化量，mg 

4 基本规定 
4.1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应设置焓交换新风系统。 

4.2 新风系统应满足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室内环境的要求。 

4.3 采用机械送风、机械排风时，排风量应为新风量的 90%～100%，不得出现新风量小于排

风量的运行状态。 

4.4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新风系统宜采取设计与施工一体化模式。 

4.5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新风系统与室外相连的进风管路和排风管路应采取保温隔热处

理措施。同时宜安装电动密闭阀门，当通风系统处于关闭状态时，应确保进风管路和排风管

路密闭。 

4.6 新风系统使用的材料和设备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严禁使用国家

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的材料和设备。 

5 设计 

5.1 新风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的有关规定。 

5.2 新风系统设计宜采用 BIM 设计。 

5.3 新风系统设计时，应协调结构工程设计和设备工程设计，做好新风系统的孔洞预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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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新风系统宜单独分户设计。当住户对室内空气质量要求差异不大，且有统一管理需求时，

可采用集中式新风系统。 

5.5 新风系统的设计新风量应按照人均 30m
3
/h 和按照最小换气次数法计算的新风量最大值

取值，并应满足卫生间排风需求。 

5.6 居住建筑新风系统按照最小换气次数法计算的最小设计新风量应按下式计算： 

             Q୫୧୬ = F × h × n                                           （5.6） 
式中，Q୫୧୬——最小设计新风量，mଷ/h； 
      F——地板面积，mଶ； 
      h——房间净高，m； 
      n——最小换气次数，次/h，按表 1 选取。 

表 1  最小换气次数 

人均居住面积F୮（mଶ） 换气次数（次/h） 

F୮ ≤ 10 0.7 

10 ≤ F୮ ≤ 20 0.6 

20 ≤ F୮ ≤ 50 0.5 

F୮ ≥ 50 0.45 

               注：人均居住面积为地板面积除以设计人数或实际使用人数。  

5.7 冬季室外最低温度低于-15℃的地区不宜采用户式新风空调一体机组；冬季室外最低温

度低于-20℃的地区不宜采用户式新风系统；冬季室外温度低于-10℃时，新风系统宜采取新

风预热措施。 

5.8 对严寒、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新风系统设计，应对冬季防结霜或防结露进行校核计

算，并宜采取新风预热等防霜冻措施和冷凝水排放措施。 

5.9 冬季室内送风口出风温度不得低于 16℃。 

5.10 应根据房间功能要求和室内布局进行室内气流组织设计，合理选择送、排风形式。 

5.11 采用分室送风集中排风系统时，房间应设置过流口，并应与集中排风区域相连；对于

不能设置过流口的房间，应采取措施保证通风效果。 

5.12 新风系统室外进风口、室外排风口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室外进风口和室外排风口宜选用防雨风口，并宜设防虫网； 
2 室外进风口和室外排风口距地面高度应大于 2.2m； 
3 室外进风口应远离房间污染物排放口和室外热排放设备，水平间距不得小于 1.5m，垂

直距离不得小于 1.5m，当垂直布置时，进风口应位于污染物排放口及热排放设备的下方； 
4 室外进风口和室外排风口应分开布置，当在同一高度布置时，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1.5m，；

当在不同高度布置时，新风口宜在排风口下方，距离不宜小于 1.5m。 

5.13 室内气流组织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室内送风方式宜根据房屋结构、房间功能、家具布置与家装需要合理选择送风方式； 
2 采用分室送风集中排风方式，宜在起居室、卧室、儿童房和工作室等房间设置室内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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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在浴室、卫生间及过道中设置室内排风口；在厨房排风时，应考虑与补风系统联动； 
3 采用分室送风分室排风方式，在起居室、卧室、儿童房和工作室等房间宜选择同时设

置室内送风口和室内排风口； 
4 回风口宜设置在过道； 
5 在房间内同时设置送风口和室内排风口时，排风口和送风口间距不宜少于 1.5m，应避

免出现气流短路，同时排风口不应设置在送风射流区内和人员长期停留的区域； 
6 室内送风口和室内排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3m/s； 
7 应考虑气流的均布性，避免射流短路和产生死区等现象。采用侧送风时，宜使气流贴

附以增加射程，改善室内气流分布。采用向下送风或地板送风时，送风口不应布置在人员长

久停留区域。 

5.14 风管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室内主风管风速宜为 3～4m/s，支风管风速宜为 2～3m/s； 
2 与室外连接的进风管和排风管应进行保温设计，并在穿墙位置进行气密性设计； 
3 在与室外连接的进风管和排风管上应设置密闭保温风阀，风阀位置应设置在墙壁内侧

近墙壁处；密闭风阀宜选用自动控制风阀，当通风系统处于关闭状态时，应能确保进风和排

风管路密闭风阀处于关闭状态； 
4 室内送风管末端管段上宜装设风量调节阀和消声装置； 
5 应对新风系统的各个管路的压力损失进行水力平衡计算； 
6 对集中式新风系统的风管系统应设置测定孔、检查孔和清洗孔。 

5.15 新风系统噪声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在卧室、起居室等需要安静环境的房间，允许噪声级≤30dB（A）； 
2 在放置有新风机组设备的生活或工作用房，允许噪声级≤35dB（A）； 
3 新风系统宜加装降噪装置，对某些容易产生噪声的房间（如设备间），宜采取降噪、隔

噪措施。 

5.16 新风系统设计应考虑公共区域电梯井通风以及热压的影响。 

5.17 新风系统中冷凝水管、化霜管的设计需要予以考虑。 

5.18 新风系统的配电应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6 设备 

6.1 一般规定 

6.1.1 新风机组外表面所粘贴的各种标识、铭牌位置应明显、粘贴应牢固。 

6.1.2 新风机组铭牌内容应包括：装置名称、标记、热交换类型、新风量、排风量、回风量、

出口全压、热交换效率、有效换气率、设备噪声、PM2.5 净化效率、输入功率、通风电力需

求、制冷量、制冷性能系数、制热量、制热性能系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6.1.3 新风机组标记应符合以下规定： 

产品标记由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使用型代号、机组类型、额定新风量、热交换类型或

额定制热量/额定制冷量、安装方式和本标准号（CSTM XXX）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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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带冷热源的整体式机组标记方法如下： 

           
2 带冷热源的整体式机组标记方法如下： 

 
3 标记内容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分类及代码 

分类 符号代码 

热交换类型 
焓交换型 HJ 

温度交换型 WJ 

安装方式 

吊顶式 DD 

壁挂式 BG 

立柜式 LG 

其他 QT 

 
4 标记中额定新风量系列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额定新风量系列 

新风量范围（m
3
/h） 

额定新风量系列 

规定说明 系列 

L୶≤100 每隔 20 m
3
/h 一个系列 60、80、100 

100＜L୶＜200 每隔 30 m
3
/h 一个系列 120、150、180 

200≤L୶ 每隔 50 m
3
/h 一个系列 200、250、300、350、… 

 
5 标记示例 
PH-ZT-300-HJ-DD-CSTMXXX，表示为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使用的不带冷热源的整体式

新风机组，额定新风量 300m
3
/h，焓交换型，吊装，执行标准为 CSTMXXX。 

6.1.4 新风机组宜采用全热回收，其交换效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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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冬季热回收的温度交换效率和焓交换效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η୲ ≥ 75%                                             （6.1.4-1） 
               η୦ ≥ 70%                                             （6.1.4-2） 

2 夏季冷回收的温度交换效率和焓交换效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η୲ ≥ 50%                                             （6.1.4-3） 
               η୦ ≥ 60%                                             （6.1.4-4） 

6.1.5 新风机组有效换气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ηୣ ≥ 95%                                             （6.1.5） 

6.1.6 新风机组在额定新风量下送风出口静压不宜小于 100Pa。 

6.1.7 新风机组通风电力需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带回风的新风机组通风电力需求应符合 
            e୴ ≤ 0.45Wh/mଷ                                        （6.1.7-

1） 
2 带回风的新风机组通风电力需求应符合 
            e୴ ≤ 0.35Wh/mଷ                                        （6.1.7-2） 

6.1.8 新风机组应优先采用静音型，新风机组噪声值（A声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整体式新风机组允许噪声 A 声级≤45dB；整体式新风机组噪声（A 声级）应符合表 4 的

规定。 

表 4 整体式新风机组噪声（A声级） 

序号 新风机组额定风量（mଷ/h） 
噪声[dB(A)] 

普通型 静音型 

1 L୶ ≤ 200 45 39 

2 200 < L୶ ≤ 600 45 41 

3 600 < L୶ ≤ 1000 45 43 

 

6.1.9 新风机组应具备新风净化功能，对 PM2.5 净化效率达到 90%以上。 

6.1.10 带冷热源的整体式新风机组的制冷、制热性能系数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在额定制冷量下，制冷性能系数 COPc≥2.5； 
2 在额定制热量下，制热性能系数 COPh≥3.0。               

6.1.11 新风机组应具备变风量调节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调节新风量和排风量。 

6.1.12 新风机组宜采用智能控制，宜具备运行参数和设备状态自动显示功能、自动调节控

制功能。 

6.1.13 新风机组应符合卫生要求，不应对新风产生二次污染。 

6.1.14 新风机组应具有防霜、防冻措施，具备冷凝水收集排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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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新风机组用电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GB4706.1 的

相关规定。 

6.2 试验 

6.2.1 按照设备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试验。 

6.2.2 新风机组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按表 5 规定。 

表 5 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序号 项目 试验方法 

1 外观 在自然光下目测 

2 标志包装 用目测对照要求检查 

3 启动和运转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 

4 风量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 

5 输入功率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 

6 出口静压、出口全压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 

7 交换效率（制热工况）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 

8 交换效率（制冷工况）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 

9 有效换气率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 

10 设备噪声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 

11 PM2.5净化效率 按GB/T 18801规定进行 

12 通风电力需求 按GB/T 21087规定进行测试完成风量、输入功率测定，按本标准6.2.3计

算 

13 制冷量、制冷性能系数 按GB/T 7725规定进行 

14 制热量、制热性能系数 按GB/T 7725规定进行 

 

6.2.3 进行通风电力需求试验时，按 GB/T 21087 规定完成新风量试验和输入功率实验，通

风电力需求按下式计算： 

    e୴ =



                                                      （6.2.3） 

6.3 检验规则 

6.3.1 设备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两类。 

6.3.2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6。 

表 6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备注 

1 外观 √ √ 次项 

2 标志包装 √ √ 次项 

3 启动和运转 √ √ 主项 

4 风量 √ √ 主项 



T/ XXX XXX—XXXX 

 

  
10 

5 输入功率 - √ 主项 

6 出口静压、出口全压 - √ 主项 

7 交换效率（制热工况） - √ 主项 

8 交换效率（制冷工况） - √ 主项 

9 有效换气率 - √ 主项 

10 设备噪声 - √ 主项 

11 PM2.5净化效率 - Δ 次项 

12 通风电力需求 - √ 主项 

13 制冷量、制冷性能系数 - √ 主项 

14 制热量、制热性能系数 - √ 主项 

         注：表中符号“√”为需检测的项目；符号“Δ”为可选检测项目；符号“-”为不需检测项目。 

6.3.3 出厂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每台设备需要经制造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2 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 6 规定进行； 
3 对于成批生产 的设备，应进行例行抽样检查，抽样时间应均衡分布在 1 年中，检验

项目为出厂检验项目外，再加上表 6 的 5、6、7、8、9 项，带冷热源的设备还要再加上表 6
的 13、14 项。 

6.3.4 型式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新产品定型鉴定时应作型式检验； 
2 定型产品的结构、制造工艺、材料等更改对产品性能有影响时应作型式检验； 
3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4 转厂生产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5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抽查提出要求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6 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 6 规定项进行； 
7 型式检验数量为从每种标记的设备中随机抽取一台装置进行型式检验。 

6.3.5 检验判定原则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以铭牌和随机技术文件中技术参数作为合格判定值； 
2 按表 6 规定的检验项目，主项 1 项或次项 1 项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7 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新风系统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和《通风

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的有关规定。 

7.1.2 新风系统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和设备的进场，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验收，

验收应经监理认可，并应形成相应的验收记录。 

7.1.3 新风系统施工前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现场应已具备施工基本条件，具备施工场地环境条件、用电条件、设备材料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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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消防安全条件等； 
2 施工图纸和有关技术文件应齐全； 
3 应制定相应的施工组织方案和施工应急预案； 
4 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技术交底； 
5 设备材料进场验收合格并满足安装要求。 

7.1.4 新风系统的施工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与土建及其他专业工种相互配合，新风系统

的施工不应破坏建筑的主承重梁、柱。 

7.1.5 新风系统施工要规范，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设备材料应存放有序、码放整齐，应有雨布或篷布等外部遮盖防护措施； 
2 新风机组在开箱验收后至风管连接前，应及时做好防护，及时封堵各个风口，避免施

工现场粉尘进入机组； 
3 风管及部件在开箱验收后至安装连接前，应及时做好防护，及时封堵风管管口，避免

雨水、粉尘、异物等进入风管，风管在安装前应进行内外部清扫或清洗，保证管道洁净。 

7.1.6 新风系统施工过程中涉及到现场焊接施工，应保证施焊现场符合消防要求，应设置防

止焊花飞溅的技术保护措施，从事焊接的焊工必须具备操作资格证书和相应管道焊接的考核

合格证书。 

7.1.7 新风系统中的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必须经监理单位验收及认可签证。 

7.1.8 暖通工程师应与结构工程师协调，做好风管穿墙、穿梁时孔洞预留工作，并应符合结

构强度要求。 

7.1.9 与新风系统有关的土建工程施工完毕后，应由建设或总承包、监理、设计及施工单位

共同会检，会检的组织宜由建设、监理或总承包单位负责。 

7.1.10 新风系统竣工的系统调试，应在建设和监理单位共同参与下进行，施工单位应组织

检测测试。 

7.2 新风机组 

7.2.1 新风机组应有装箱清单、设备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和产品检验报告等随机文件，

进口设备还应有商检合格的证明文件和中文说明书。 

7.2.2 新风机组搬运和吊装必须符合产品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并应做好设备的保护工作，防

止因搬运和吊装造成设备损伤。 

7.2.3 新风机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型号、规格、方向和技术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新风机组的进风、出风方向应正确； 
3 新风机组安装时应校核运行重量对吊顶、地面或屋面、墙面荷载的影响； 
4 新风机组安装应平稳牢固，并应有防松动措施，并应采取减振隔噪措施； 
5 风管与机组进出风口的连接应装设柔性接头，长度宜为 150mm～300mm，柔性接头

与新风机组的连接应严密可靠； 
6 新风机组安装在室外时，应具备室外安装防护条件或采取防雨雪和保温措施； 
7 新风机组安装时，应考虑维护检修的方便，为维护检修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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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组合式新风机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组合式新风机组的各功能段的组装，应符合设计规定的顺序和要求，各个功能段之间

的连接应严密，整体应平直； 
2 机组内空气过滤器和空气热交换器应清洁、完好； 
3 机组应清扫干净，箱体内应无杂物、垃圾和积尘； 
4 机组与外接冷热负荷连接管路的连接应正确，且严密不漏； 
5 机组下部应设置冷凝水引流管或槽，冷凝水引流管或槽应畅通，冷凝水不外溢； 
6 安装完毕应做漏风量检测，其漏风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组合式空调机组》

GB/T14294 的规定； 
7 组合式新风机组安装可按现行国家标准中关于组合式空调机组施工安装的有关规定

进行。 

7.2.5 带冷热源的整体式新风机组安装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型号、规格和技术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室内机的安装应符合 7.2.3 的相关规定； 
3 室外机安装平台或安装支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4 钢制固定部件应具有防锈功能，以防止水汽腐蚀； 
5 室外机安装应能确保室外机与空气换热效果，室外机周围应无障碍物。当室外机距离

障碍物较近时，室外机前部距离障碍物不应小于 0.5m，背面与侧面距离障碍物不应小于 0.4m； 
6 室外机安装应应平稳牢固，并应有防松动措施，并应采取减振隔噪措施； 
7 室外机与室内机连接管路应做好保温绝热措施，应做好防雨雪等保护措施； 
8 室外机与室内机连接管路穿外墙需做管道预埋，严格按照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施工要求

进行保温绝热和防水隔气处理； 
9 冷凝水管要插入临近雨水管冷凝水接口内。 
10 在建筑同一外立面安装多台室外机时，应充分考虑室外机间上下左右要通顺，同时

应充分考虑外立面的美观。 

7.3 风管及部件 

7.3.1 金属风管和非金属风管的材料品种、规格、性能、厚度耐火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

行国家产品标准的规定。 

7.3.2 金属风管和配件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和《通

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的相关规定。 

7.3.3 非金属与复合风管及配件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50738 和《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的相关规定。 

7.3.4 风管强度和严密性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风管强度应能满足在 1.5 倍工作压力下接缝处无开裂； 
2 矩形风管的允许漏风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低压系统风管Q ≤ 0.1056P.ହ 
式中，Q——系统风管在相应工作压力下，单位面积风管单位时间的允许漏风量，

mଷ/(h ∙ mଶ)；P——风管系统的工作压力，Pୟ。 
3 低压中压圆形金属风管、复合材料风管以及采用非法兰形式的非金属风管的允许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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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为矩形风管规定值的 50%； 
4 砖混凝土风道的允许漏风量不应大于矩形低压系统风管规定值的 1.5 倍。 

7.3.5 管道穿越墙体和楼板时，应按设计要求设置套管，套管与管道间应采用阻燃材料或不

燃材料填充密实。 

7.3.6 新风机组与室外连接的风管及室外侧风管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与室外相连的进风管路和排风管路应进行管外绝热处理； 
2 风管穿越外墙时，孔径宜大于风管直径，施工时用绝热材料在风管四周均匀填充密实，

并应在内外壁面处做好防水密封处理； 
3 与室外相连的进风管路和排风管路应安装密闭阀门，当通风系统处于关闭状态时，应

确保进风管路和排风管路密闭不漏风，阀门应安装在外墙内侧，距外墙内壁不宜大于 250mm； 
4 风管坡度应为 0.01～0.02，并应坡向室外； 

7.3.7 新风机组室内侧风管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把风管与新风机组连接在一起的柔性接头安装应平稳严密，不应产生开裂、扭曲或塌

凹，不应是变径管，柔性接头长度宜为 150mm～300mm； 
2 距离机组 300mm～500mm 处不宜变径或加弯头处理； 
3 风管应平直，管径应一致，当不同管径风管连接时应采用同心变径管连接，风管走向

改变时宜采用 135°弯头，不宜采用 90°弯头； 
4 风管穿梁应按照设计预留孔洞，如无预留，应采用过梁器； 

7.3.8 风管的连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和《通风与空

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的有关规定。 

7.3.9 风管连接的密封材料的选用应符合风管系统功能的要求和设计要求，可采用橡胶板、

闭孔海绵橡胶板、密封胶袋或其他闭孔弹性材料。密封垫料应安装牢固、位置正确，不应凸

入管内或脱落，法兰垫料宜为 3mm～5mm。密封胶应涂抹平整、饱满、位置正确。使用胶粘剂

或密封胶带密封时，使用材料应符合环保要求，宜在正压侧密封。 

7.3.10 弯头、三通等管道部件宜设置导流板。 

7.4 风阀 

7.4.1 风阀的材料品种、规格、性能与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产品标准的规定。 

7.4.2 宜选用成品电动风阀，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风阀技术参数应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 
2 风阀应启闭灵活，结构牢固，壳体严密，防腐良好，表面平整，无明显伤痕和变形，

并不应有裂纹、锈蚀等质量缺陷； 
3 风阀内的转动部件应为耐磨、耐腐蚀，转动机构灵活，制动及定位装置可靠； 
4 风阀应有开度的指示机构及保证风阀全开和全闭位置的限位机构； 
5 风阀法兰与风管法兰应匹配。 

7.4.3 风阀与管道的连接应严密牢固，应有密封垫片或密封垫圈，厚度宜为 3mm～5mm。 

7.4.4 电动风阀应进行驱动装置的动作试验，动作应可靠，试验结果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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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应在最大设计压力下工作正常。 

7.4.5 风阀安装位置及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应保证控制与转动机构有足够的操作空间，便

于操作。 

7.5 风口 

7.5.1 风口的材料品种、规格、性能、厚度和防火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7.5.2 宜选用成品风口，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风口技术参数应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应符合产品技术标准的规定； 
2 风口应结构牢固，外表面平整，叶片分布均匀，颜色一致，无划痕和变形； 
3 表面应经过防腐处理； 
4 风口的转动调节部分应灵活、可靠，定位后无松动现象； 

7.5.3 应根据设计和气流组织分布需要合理选择百叶风口、散流器、孔板风口、旋转式风口、

球形风口等风口型式。 

7.5.4 风口与管道的连接应严密牢固。 

7.5.5 风口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的有关

要求。 

7.6 支吊架 

7.6.1 支、吊架的制作与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和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的有关规定。 

7.6.2 宜选用成品支、吊架，支、吊架的固定方式及配件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支、吊架材料、形式、规格选择应根据建筑物结构、固定位置及风管、部件、设

备的规格和重量来选用，并应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 
2 应满足其承重要求； 
3 应固定在可靠的建筑结构上，不应影响结构安全； 
4 严禁将支吊架焊接在承重结构及屋架的钢筋上； 
5 埋设支架的水泥砂浆应在达到强度后，再搁置管道。 

7.6.3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新风系统室外支、吊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预埋，预埋件预埋位置应正确，牢固可靠，埋入结构部分应除锈、除油污，并

不应涂漆；支、吊架与预埋件焊接时，焊接应牢固，不应出现夹渣、裂纹、咬肉等现象；预

埋件外露部分和支吊架应做防腐、绝热处理，避免热桥产生； 
2 未做预埋时，应在做外墙保温前安装支、吊架，应做好绝热处理，避免热桥产生。 

7.6.4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新风系统室外支吊架应选用绝热衬垫，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绝热衬垫应满足设计要求和使用要求； 
2 绝热衬垫宽度应大于支吊架支撑面宽度，衬垫应完整，与绝热材料之间应密实、无空

隙； 
3 绝热衬垫应满足其承压能力，安装后不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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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绝热衬垫应形状规则，表面平整、无缺损。 

7.6.5 支吊架安装前应对照施工图核对现场，现场环境满足施工作业条件要求，施工方案一

批准，技术交底已完成，施工安装所需的材料、机具、设备和成品支吊架等已满足施工要求。 

7.6.6 支吊架安装施工应加强施工安全保护措施，施工人员配备合理，梯子、脚手架等工具

应完好稳固，严禁在电锤作业时下方站人。 

7.6.7 支吊架定位放线时，应按施工图中管道、设备等的安装位置，弹出支吊架的中心线，

确定支吊架的安装位置。严禁将管道穿墙套管作为管道支架。 

7.6.8 支吊架的最大允许间距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金属风管（含保温）水平安装时，支吊架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7 规定； 

表 7水平安装金属风管支吊架的最大间距（mm） 

风管边长 b或直径 D 矩形风管 
圆形风管 

纵向咬口风管 螺旋咬口风管 

≤400 4000 4000 5000 

＞400 3000 3000 3750 

注：薄钢板法兰，C 形、S形插条连接风管的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 3000mm。 

2 非金属与复合风管水平安装时，支吊架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8 规定。 

表 8水平安装非金属与复合风管支吊架的最大间距（mm） 

风管类别 

风管边长 

≤400 ≤450 ≤800 ≤1000 ≤1500 ≤1600 ≤2000 

支吊架最大间距 

非金属

风管 

无机玻璃钢风管 4000 3000 2500 2000 

硬聚氯乙烯风管 4000 3000 

复合风

管 

聚氨酯铝箔复合风管 4000 3000 

酚醛铝箔复合风管 2000 1500 1000 

玻璃纤维复合风管 2400 2200 1800 

玻镁复合风管 4000 3000 2500 2000 

注：边长大于 2000mm 的风管可参考边长为 2000mm 风管。 

3 柔性风管支吊架的最大间距宜小于 1500mm。 
4 垂直安装的风管支架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 9垂直安装风管的最大间距 

管道类别 最大间距 支架最少数量 

金属风管 钢板、镀锌钢板、不锈钢板、铝板 4000 

单根直管不少于 2 个 

非金属风管 无机玻璃钢风管 

3000 硬聚氯乙烯风管 

复合风管 玻镁复合风管 

聚氨酯铝箔复合风管 
2400 

酚醛铝箔复合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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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复合风管 1200 

7.6.9 风管系统支吊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风机组的支吊架应按设计要求设置隔振器，其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及产品技术文

件要求； 
2 支吊架不应设置在风口、检查口处以及阀门、自控机构的操作部位，且距风口不应小

于 200mm； 
3 圆形风管 U 形管卡圆弧应均匀，且应与风管外径相一致； 
4 支吊架距风管末端不应大于 1000mm，距水平弯头的起弯点间距不应大于 500mm，设

在支管上的支吊架距干管不应大于 1200mm； 
5 吊杆与吊架根部连接应牢固。吊杆采用螺纹连接时，拧入连接螺母的螺纹长度应大于

吊杆直径，并应有防松动措施。吊杆应平直，螺纹完整、光洁。安装后，吊架的受力应均匀，

无变形； 
6 水平安装的边长（直径）大于 200mm 的风阀等部件与非金属风管连接时，应单独设

置支吊架； 
7 水平安装的复合风管与支吊架接触面的两端，应设置厚度大于或等于 1.0mm，宽度宜

为 60mm～80mm，长度宜为 100mm～120mm 的镀锌角形垫片； 
8 消声弯头应设置独立的支、吊架； 
9 长度超过 20m 的水平悬吊风管，应设置至少 1 个防晃支架； 
10 不锈钢板、铝板风管与碳素钢支、吊架的接触处，应采取防电化学腐蚀措施。 

7.6.10 支吊架安装后，应按管道坡向对支吊架进行调整和固定，支吊架纵向应顺直、美观。 

8 调试与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新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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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243 的有关规定。 

8.1.2 新风系统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系统的调试，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设备单机试运转及调试； 
2 系统试运转及调试。 

8.1.3 新风系统调试运行前应进行风管清洗，并应在室外新风进口和室内排风口处设置临时

用过滤器对系统进行保护。 

8.1.4 带冷（热）源的新风系统的系统调试运行，应在冷（热）源设备单机试运转合格后进

行。带冷（热）源的新风系统的系统调试运行时间不应少于 8h。 

8.1.5 新风系统的调试和验收应进行记录，会签文件和立卷应归档。 

8.2 调试与试运行 

8.2.1 新风系统调试前应编制调试和试运转方案，并应经建设单位审核批准后进行；调试和

试运转结束后，应提供完整的调试和试运转资料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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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设备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风器、冷（热）源单机设备中的风机叶轮应旋转方向正确、运转平稳、无异常振动

与声响，紧固连接部位无松动，电机运行功率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2 风量调节阀手动、电动操作应灵活、可靠； 
3 控制系统的检测元件和执行机构应能正常动作，并与机组运行状态一一对应； 

8.2.3 系统联合试运转及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总风量调试结果与设计风量允许偏差应为- 5%～+10%； 
2 系统经过平衡调整，各风口或吸风罩的风量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15%； 
3 系统联动试运转中，设备及主要部件的联动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动作应协调、正确，

应无异常现象； 
4 各种自动计量检测元件和执行机构的工作应正常，系统的状态参数应能正确显示，设

备联锁、自动调节、自动保护应能正确动作，系统应满足系统智能化控制的要求。 

8.3 验收 

8.3.1 新风系统工程竣工验收时，应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共同进

行，合格后应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8.3.2 新风系统竣工验收时，应检查竣工验收的资料，一般包括下列文件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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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试运转与调试记录； 
7 观感质量检查记录； 
8 通风效果检验记录。 

8.3.3 观感质量检查应包括以下项目： 

1 风管表面平整、无损坏；接管应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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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口应表面平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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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管及部件及管道的支吊架形式、位置及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通

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的规定； 
5 风管、管道的软性接管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接管应正确牢固，自然无强扭； 
6 机组、冷（热）源设备、净化设备、消声设备的安装应正确牢固、接口严密； 
7 风管、部件、管道及支架的油漆应附着牢固，漆膜厚度均匀，油漆颜色与标志符合设

计要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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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防潮层或保护

层应顺水搭接、无渗漏。 
9 组合式新风机组外表面应平整光滑、接缝严密、组装顺序正确、组装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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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新风系统调试完成后应进行通风效果检验。通风效果检验项目及限值要求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通风效果检验应采用连续监测或检测方法。 

表 10 通风效果检验项目及限值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限制要求 备注 

1 CO2浓度 1000ppm 或设计值 — 

2 PM2.5浓度 75μg/m
3
或设计值 新风系统设计除 PM2.5时检验 

 

8.3.5 新风系统的通风效果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风系统设计除 PM2.5 时，测试时应根据设计室外 PM2.5 浓度选择适宜的天气进行。 
2 测试开始前外门窗关闭时间不应少于 24h，新风系统运行时间应大于 24h。测试期间

外门窗应关闭，室内人数应与设计一致， 并应正常活动。 
3 当房间面积小于 50m2 时，应布置 1 个测点；当房间面积大于 50m2 时，应按超出面积

比例增加点数。测点应在房间对角线上或呈梅花式均匀分布。测点距离地面高度应为 0.8m～

1. 5m。 
4 测试采样时间不应少于 45min，采集频率宜为 1min，应取测试时间段的算术平均值作

为测试结果。 
5 当测试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表 8.3.4 的规定时，应重新进行测试，测试时间不应少于 18h。 
6 当重新测试仍不符 合本标准表 8.3.4 的规定时，应判定通风效果检验不合格。 

8.3.6 通风效果的检验应按每个建筑单体进行验收，每个建筑单体应按户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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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户。 

9 运行维护 

9.1 对集中式新风系统应根据系统形式设备材料供应模式、物业管理模式等选择运行维护

方式。 

9.2 新风系统投入使用前，负责运行维护的单位应制定相关的运行维护制度或手册，并对

使用人员进行运行培训。 

9.3 新风系统集中管理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GB 50365 的

相关规定执行。 

9.4 运行维护应包括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维护保养。 

9.5 日常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管道外观应清洁，电气线路应完好； 
2 风量调节阀应开启到位，执行器电动、手动应灵敏； 
3 送风口、排风口应牢固、清洁，调节风口应调节到位，风口滤网不应堵塞； 
4 设备运转应正常， 控制系统应正常工作。 

9.6 定期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每 3～6 个月对风口、风管进行清洁，风口、风管上应无积灰，过滤网中应无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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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渍。 
2 对设置阻力检测和报警装置的过滤器，应根据报警提示对净化设备进行清洗或更换；

对未设置阻力检测和报警装置的过滤器，宜每 3～6 个月对粗效过滤器进行清洗或更换。在

室外污染严重时应缩短清洗或更换时间。 
3 应每 6 个月检查风管的气密性，风管连接处应无开裂、漏风现象。 
4 应每 6 个月检查监测控制系统，并进行保养。 

9.7 宜每年对新风系统运行效果进行检验。检验内容应包括室内 CO2浓度和 PM2.5浓度，检

验方法可按本标准第 8.3.5 条或第 8.3.6 条执行。 

9.8 当发生传染病等卫生状况时，应对新风系统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 

9.9 当室外温度处于 15℃～26℃，且室外空气良好时，应开窗通风，不宜启动通风系统。 

9.10 当通风系统或空调系统运行时，不宜开启门窗通风。 

9.11 应根据室内人员的起居时间、活动状态等设置通风系统和空调系统的运行模式。 

9.12 带冷热源的整体式新风机组应加强对室外机的维护保养，宜在换季时保洁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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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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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上海士诺净化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格兰斯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厦门狄耐克环

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中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弗迪沃斯电气有限公司、河北绿色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金栋、张小玲、牛犇、马伊硕、陈旭、李培方、唐冠恒、张维、

王宇峰、李静、薛顺、李晟、王伟、王名泉、朱伟、余辉、赵洋、陈平、张操、刘新路、邢

金来、曹恒瑞、郝生鑫、陈秉学、高庆、王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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