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建筑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Technological specification for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of 

public building    

 

  

 

(征求意见稿) 
 

 

 

 

 

 

 

 

 

 

 

 

 

 

   2017 深圳 



 

前  言 

 

本标准受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委托，由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编制完成。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住宅建筑、公共建筑。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负责管理，由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意

见和建议。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福田区上梅林梅坳三路29号建科大楼，邮编：518049），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主要编写人： 

 

  

 

 



 

目  录 

1 总则 ........................................................................................................................... 1 

2 术语 ........................................................................................................................... 2 

3 基本规定 ................................................................................................................... 3 

4 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 5 

4.1 一般规定 ...................................................................................................... 5 

4.2 冷热源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 5 

4.3 输配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 9 

4.4 冷却塔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 11 

4.5 末端装置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 12 

4.6 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 13 

5 智能控制功能设计 ................................................................................................. 15 

5.1 一般规定 .................................................................................................... 15 

5.2 冷热源站系统 ............................................................................................ 15 

5.3 末端系统 .................................................................................................... 16 

6 控制系统的施工 ..................................................................................................... 17 

6.1 一般规定 .................................................................................................... 17 

6.2 现场安装 .................................................................................................... 17 

7 控制系统的调试和验收 ......................................................................................... 19 

7.1 一般规定 .................................................................................................... 19 

7.2 控制设备 .................................................................................................... 20 

7.3 冷热源站系统 ............................................................................................ 21 

7.4 末端系统 .................................................................................................... 22 

8 控制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 24 

8.1 一般规定 .................................................................................................... 24 

8.2 冷热源系统 ................................................................................................ 25 

8.3 末端系统 .................................................................................................... 26 

9 标准的使用 ............................................................................................................. 28 

附录 A:功能和算法描述方法 .................................................................................... 29 

附录 B:典型空调系统控制策略 ................................................................................ 30 

附录 C:控制功能验收表 ............................................................................................ 37 

本标准用词说明 ......................................................................................................... 40 

条文说明 ..................................................................................................................... 41 



 1 

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共建筑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建设行为，提高中央空调控制系统

的工程质量和运行效果，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中央空调控制系统，以及既

有公共建筑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改造。 

1.0.3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建设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深圳市的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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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3.0.1 核心设备 Core equipment 

中央空调系统中主要的被控对象，通过其实现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相应的功能。 

3.0.2 附属设备 Auxiliary equipment 

附属于核心设备，与核心设备一起发挥作用，实现相关功能。 

3.0.3 基本控制 Basic control 

针对核心设备控制，采用基本控制算法，实现正常运行的控制功能。 

3.0.4 智能控制 Intelligent control 

须多个设备参与或长时间的数据积累，采用智能算法，实现优化、高效的控

制功能。 

3.0.5 深度除湿新风系统 Fresh air-system for deep dehumidification 

带有冷源设备或者冷却功能段，可对新风实现深度的除湿，达到含湿量 

8g/kg 以下的新风系统。 

3.0.6 设备轮询 Equipment polling 

对被控设备轮流进行查询，按累计运行时间最短策略运行 

3.0.7 性能验收 Peformance acceptance 

相对于功能验收，即设备或者系统在实现预期功能的基础上，性能指标也达

到预期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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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应在满足建筑物的功能、使用环境、运营管理等要求

基础上，充分考虑系统的运行能效的提升，同时实现设备运行安全、可靠、节能

和环保。 

3.0.2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由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面、数据库、通

信网络和接口等组成。 

3.0.3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应由基本功能设计、智能控制功能设计、施工安装、

系统调试和验收、运行和维护等阶段组成。 

3.0.4 中央空调应安装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的功能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监

控的范围和内容。 

3.0.5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施工安装应以基本控制和智能控制为依据，并应便

于后期运营阶段的运行和维护。 

3.0.6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施工安装后，应进行系统调试和试运行，并应在中央

空调设备全部调试完成之后进行。 

3.0.7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控制功能应依据核心设备设置，附属设备的功能设

计包含在核心设备中。 

3.0.8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核心设备包括冷水机组、热泵机组、多联式空调机

组、水泵、冷却塔、新风机组、空气处理机组、风机盘管、变风量末端、冷梁、

蓄冰盘管、蓄冷水槽、板式换热器、通风机。 

3.0.9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附属设备包括：电动阀、电动平衡阀、过滤器、水

箱、变频器、压差开关、水流开关、冷量表、电能表和各类传感器等。 

3.0.10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应能进行记录，且记录数据应包括参数和时间标签两

部分；记录数据在数据库中保存的时间不应小于 1 年，并可实现定期自动备份或

导出到其他存储介质。 

3.0.11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施工安装、调试和试运行、检测和验收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智能建筑工程施

工规范》GB 50606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 和行业标准《建

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JGJ/T 334 的有关规定的规定执行。 

3.0.12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验收交付运行后，应定期进行维护和优化策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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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升级监控系统软件，以便能够更加适应实际工况，达到节能、高效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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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冷热源机组配置的机载控制柜应具有基本控制功能，实现机组内部参数

监测和控制功能，相关参数应采用通信接口方式传送给中央控制系统，中央控制

系统亦可对相关运行参数进行远程设定。 

4.1.2 冷热源机组应配置声光报警功能。 

4.1.3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应统一设置对建筑室外温度和湿度的监测，且每个参

数至少为 2 监测点，取平均值作为室外参数。 

4.2 冷热源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4.2.1 冷水机组的基本控制功能应按表 4.2.1 的规定配置。 

表 4.2.1 冷水机组内部基本控制功能配置表 

序号 
功能

类型 
基本控制功能 

水冷

机组 

风冷

机组 

磁悬

浮冷

水机

组 

变频

冷水

机组 

太阳

能光

伏机

组 

溴化

锂冷

水机

组 

1 

监测

功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 ●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 ● ● ● 

3 蒸发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 ● 

4 蒸发器运行压力监测 ● ● ● ● ● ● 

5 冷凝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 ● 

6 冷凝器运行压力监测 ● ● ● ● ● ● 

7 运行电流和电压监测 ● ● ● ● ● ● 

8 变频器输出频率监测 / / ● ● / / 

9 负载率监测 ● ● ● ● ● ● 

10 

安全

保护

功能 

故障监测 ● ● ● ● ● ● 

11 故障报警 ● ● ● ● ● ● 

12 蒸发器温度下限保护 ● ● ● ● ● ● 

13 冷却水进水温度下限保护 ● / ● ● ● ● 

14 管理 冷却水出水温度上限保护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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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功能 设备通讯 △ △ ● ● ● ● 

16 参数显示 △ △ ● ● ● ● 

17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 ● ● ● 

18 
设定和调整冷水供回水温度的设

定值 
● △ ● ● ● ● 

4.2.2 中央控制系统对冷水机组的运行参数监测和的基本控制功能应按表4.2.2

的规定配置。 

表 4.2.2 中央控制系统对冷水机组的基本控制功能配置表 

序号 
功能

类型 
基本控制功能 

水冷

机组 

风冷

机组 

磁悬

浮冷

水机

组 

变频

冷水

机组 

太阳

能光

伏机

组 

溴化

锂冷

水机

组 

1 

监测

功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 ●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 ● ● ● 

3 蒸发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 ● 

4 蒸发器进、出口压力监测 ● ● ● ● ● ● 

5 冷凝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 ● 

6 冷凝器进、出口压力监测 ● / ● ● ● ● 

7 水流开关状态监测 ● ● ● ● ● ● 

8 电动阀状态监测 ● ● ● ● ● ● 

9 安全

保护

功能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 ● ● ● ● ● 

10 根据断水流信号关机控制 ● ● ● ● ● ● 

11 蒸发器温度下限保护 ● ● ● ● ● ● 

12 

控制

功能 

自动顺序连锁启停阀门、水泵、

冷却塔和冷机控制 
● ● ● ● ● ● 

13 根据负荷自动加/减机控制 ● ● ● ● ● ● 

14 设备轮询运行控制 ● ● ● ● ● ● 

15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 ● ● ● ● ● 

16 设备初始启动、待机时间控制 ● ● ● ● ● ● 

17 

管理

功能 

设备通讯 △ △ ● ● ● ● 

18 参数显示 △ △ ● ● ● ● 

19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 ● ● ● 

20 
设定和判断供冷\供热\过渡季工

况 
● ● ● ● ● ● 

21 设备运行能效记录 ● ● ● ● ● ● 

22 数据的储存、输出与删除 △ △ ● ● ● ● 

4.2.3 变频冷水机组应监测机组变频器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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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风冷机组应对冷凝器周围空气温度和湿度进行监测，监测点应根据机组

的布置进行设置。 

4.2.5 热泵机组的基本控制功能应按表 4.2.5 的规定配置。 

表 4.2.5 热泵机组的基本控制功能 

序

号 

功能

类型 
基本控制功能 

水源热

泵 

地源热

泵 

空气源热

泵 

蒸发冷凝

热泵 

1 

监测

功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 ● 

3 蒸发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4 蒸发器进、出口压力监测 ● ● ● ● 

5 冷凝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6 冷凝器进、出口压力监测 ● ● ● ● 

7 
冷凝器进口周围空气温度和

相对湿度监测 
/ / ● ● 

8 水流开关状态监测 ● ● ● ● 

9 电动阀状态监测 ● ● ● ● 

10 负载率监测 ● ● ● ● 

11 机组能耗监测 ● ● ● ● 

12 系统冷热量监测 ● ● ● ● 

13 故障监测 ● ● ● ● 

14 

安全

保护

功能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 ● ● ● 

15 故障报警 ● ● ● ● 

16 根据断水流信号关机控制 ● ● ● ● 

17 蒸发器温度下限保护 ● ● ● ● 

18 冷却水进水温度下限保护 ● ● ● ● 

19 冷却水出水温度上限保护 ● ● ● ● 

20 

控制

功能 

自动顺序连锁启停阀门、水

泵、机组（冷却塔） 
● ● ● ● 

21 
供回水干管旁通阀自动调节

控制 
● ● ● ● 

22 根据负荷自动加\减机控制 ● ● ● ● 

23 设备轮询运行控制 ● ● ● ● 

24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 ● ● ● 

25 设备初始启动、待机时间控制 ● ● ● ● 

26 管理 设备通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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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功能 参数显示 △ △ △ ● 

28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 ● 

29 
设定和判断供冷、供热和过渡

季工况 
● ● △ ● 

30 远程设定供回水温度、压力值 ● ● △ ● 

31 设备运行能效记录 ● ● ● ● 

32 数据的储存、输出与删除 △ △ △ ● 

33 用户操作权限 △ △ △ ● 

4.2.6 地源热泵机组的基本控制功能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水源热泵机组水质、抽水量和回灌量监测； 

2 地表水源热泵机组地表水温度监测； 

3 地埋管系统自动充液和泄露报警功能。 

4.2.7 蒸发冷凝热泵机组的基本控制功能应具有机组的补水量和补水温度监测。 

4.2.8 蓄能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应按表 4.2.8 的规定配置。 

表 4.2.8 蓄能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 

序

号 

功

能

类

型 

基本控制功能 
基载

冷机 

双工

况冷

机 

蓄冰

装置 

蓄水装

置 

乙二

醇泵 
板换 

1 

监

测

功

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 ●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 ● ● / 

3 蒸发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 / 

4 蒸发器进、出口压力监测 ● ● ● ● ○ / 

5 冷凝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 / 

6 冷凝器进、出口压力监测 ● ● ● ● ○ / 

7 水流开关状态监测 ● ● ○ ○ ● / 

8 电动阀状态监测 ● ● ● ● ● ● 

9 负载率监测 ● ● / / / / 

10 能耗监测 ● ● / / ● / 

11 系统冷量监测 ● ● ● ● / / 

12 剩余蓄冷量监测 / / ● ● / / 

13 故障监测 ● ● ● ● ● ● 

14 安

全

保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 ● ● ● ● ● 

15 故障报警 ● ● ● ● ● / 

16 根据断水流信号关机控制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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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护

功

能 

蒸发器温度下限保护 ● ● / / / / 

18 冷却水进水温度下限保护 ● ● / / / / 

19 冷却水出水温度上限保护 ● ● / / / / 

20 

控

制

功

能 

自动顺序连锁启停阀门、水泵、

冷却塔和冷机控制 
● ● ● ● ● ● 

21 自动切换蓄冷\释冷\供冷模式 ● ● ● ● ● ● 

22 供回水干管旁通阀自动调节控制 ● ● ● ● ● / 

23 根据负荷自动加/减机控制 ● ● / / / / 

24 设备轮询运行控制 ● ● / / ● / 

25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 ● / / ● / 

26 设备初始启动、待机时间控制 ● ● / / ● / 

27 

管

理

功

能 

设备通讯 ● ● ● ● ● / 

28 参数显示 ● ● ● ● ● / 

29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 ● ● / 

30 设定蓄冷\供冷\释冷优先策略 ● ● / / / / 

31 
设定和调整供回水温度\压力的

设定值 
● ● ● ● ● / 

32 设备运行能效记录 ● ● / / ● / 

33 数据的储存、输出与删除 ● ● ○ ○ ● ● 

34 用户操作权限 ● ● ● ● ● ● 

4.2.9 板式换热器的监测功能还应具备对换热一次侧和二次侧供回水温度、压

力的监测。 

4.2.10 冰蓄冷系统应包括下列运行模式： 

1 蓄冰装置单独供冷模式； 

2 制冷机单独供冷模式； 

3 制冷机和蓄冰装置联合供冷模式； 

4 制冷机蓄冰模式； 

5 双工况主机同时蓄冷、供冷模式。 

4.2.11 冰蓄冷系统蓄冰装置应具备存液箱液位监测、补液泵自动控制功能。 

4.2.12 水蓄冷系统应具备防止水倒灌和报警功能。 

 

 

 

4.3 输配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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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水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应按表 4.3.1 的规定配置。 

表 4.3.1 水系统基本控制功能 

序

号 

功能

类型 
基本控制功能 

水系统 

一级

泵 

二级

泵 

多级

泵 

一次

泵 

二次

泵 

多次

泵 

1 

监测

功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 ●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 ● ● ● 

3 进、出口温度监测 ● ● ● ● ● ● 

4 进、出口压力监测 ● ● ● ● ● ● 

5 电动阀开关\开度监测 ● ● ● ● ● ● 

6 变频器频率监测 ● ● ● ● ● ● 

7 压差旁通流量监测 ● ● ● ● ● ● 

8 故障监测 ● ● ● ● ● ● 

9 安全

保护

功能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 ● ● ● ● ● 

10 故障报警 ● ● ● ● ● ● 

11 

控制

功能 

自动顺序连锁启停控制 ● ● ● ● ● ● 

12 
供回水干管压差旁通阀自动调

节控制 
● ● ● ● ● ● 

13 
自动调节水泵运行台数和转

速，及水泵频率下限 
● ● ● ● ● ● 

14 设备轮询运行控制 ● ● ● ● ● ● 

15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 ● ● ● ● ● 

16 设备初始启动、待机时间控制 ● ● ● ● ● ● 

17 

管理

功能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 ● ● ● 

18 
设定和判断供冷\供热\过渡季

工况 
● ● ● ● ● ● 

19 
设定和调整供回水温度\压力

的设定值 
● ● ● ● ● ● 

20 数据的储存、输出与删除 △ ● ● △ ● ● 

21 用户操作权限 △ △ ● △ △ ● 

4.3.2 输配系统的监测功能还应具备对系统总供冷量的监测。 

4.3.3 风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应按表 4.3.3 的规定配置。 

 

 

表 4.3.3 风系统基本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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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类

型 
基本控制功能 

风系统 

新风

（无

冷源） 

送风 回风 排风 

1 

监测功

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 ● 

3 温度监测 ● ● ● ● 

4 过滤器压差状态监测 ● ● ● / 

5 电动阀状态监测 ● ● ● ● 

6 变频器频率监测 ● ● ● ● 

7 二氧化碳浓度监测 / △ ● ● 

8 一氧化碳浓度监测 ○ ○ ○ / 

9 故障监测 ● ● ● ● 

10 
安全保

护功能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 ● ● / 

11 故障报警 ● ● ● ● 

12 过滤器压差超限报警 ● ● ● / 

13 

控制功

能 

自动顺序连锁启停控制 ● ● ● / 

14 风机变频控制 ● ● ● ● 

15 风阀联动比例控制 △ △ △ △ 

16 设备轮询运行控制 ● ● ● / 

17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 ● ● ● 

18 设备初始启动、待机时间控制 ● ● ● ● 

19 

管理功

能 

温度设定 ● ● / / 

20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 / 

21 设定和判断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 ● ● / 

22 
设定和调整供回水温度\压力的设定

值 
● ● ● / 

23 数据的储存、输出与删除 ● ● ● / 

24 用户操作权限 ● ● ● / 

4.3.4 大型民用建筑宜设置可燃、有毒等物质的监测装置；当有危险物泄漏时，

应能发出报警，并宜在事故地点设有声、光等警示，且自动连锁开启事故通风机。 

4.4 冷却塔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4.4.1 冷却塔的基本控制功能应包含下列内容： 

表 4.4.1 冷却塔基本控制功能 

序

号 

功能类

型 
基本控制功能 

开式冷却塔 闭式冷却塔 

变频 不变频 变频 不变频 

1 

监测功

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 ● 

3 塔周围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监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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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动阀状态监测 ● ● ● ● 

5 补水量监测 △ △ ○ ○ 

6 自动投药装置状态监测 ● ● ● ● 

7 故障监测 ● ● ● ● 

8 

安全保

护功能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 ● ● ● 

9 故障报警 ● ● ● ● 

10 低水位报警 ● ● / / 

11 

控制功

能 

自动顺序连锁启停 ● ● ● ● 

12 冷却塔台数控制 ● ● ● ● 

13 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 ● ● ● ● 

14 自动补水控制 ● ● △ △ 

15 设备轮询运行控制 ● ● ● ● 

16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 ● ● ● 

17 设备初始启动、待机时间控制 ● ● ● ● 

18 

管理功

能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 ● 

19 数据的储存、输出与删除 ● ● ● ● 

20 用户操作权限 ● ● ● ● 

4.5 末端装置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4.5.1 末端装置的基本控制功能应包含下列内容： 

表 4.5.1 末端装置基本控制功能 

序

号 

功能

类型 
基本控制功能 

新

风

机

组 

空

气

处

理

机

组 

风

机

盘

管 

变

风

量

末

端 

冷

辐

射

末

端 

冷

梁 

溶

液

除

湿

空

调 

恒

温

恒

湿

空

调 

1 

监测

功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 ● ● ●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 ● ● ● ● ● 

3 进、出冷水温度监测 ● ● ○ / ● ● ● ● 

4 进、出冷水压力监测 ● ● ○ / ● ● ● ● 

5 室内空气温湿度监测 ● ● ● ● ● ● ● ● 

6 送风温度监测 ● ● / ● / / / ● 

7 电动风阀状态监测 ● ● / ● / / ● ● 

8 电动水阀状态监测 ● ● ● ● ● ● ● ● 

9 过滤器压差状态监测 ● ● ○ ○ / / ● ● 

10 新风量监测 ● ● / / / / ● ● 

11 机组水流量监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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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故障监测 ● ● ● ● ● ● ● ● 

13 安全

保护

功能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 ● ● ● ● ● ● ● 

14 故障报警 ● ● ● ● ● ● ● ● 

15 过滤器压差超限报警 ● ● ○ ○ / / ● ● 

16 

控制

功能 

水阀开关控制 / / ● / ● ● / / 

17 水阀开度控制 ● ● / / / / ● ● 

18 风阀开关控制 ● / / / / / / / 

19 风阀开度控制 / ● / ● / / ● ● 

20 风机变频控制 ● ● ● / / / ● ● 

21 风机和风阀连锁控制 ● ● ● ● ● ● ● ● 

22 设备轮询运行控制 / ○ / / / / ○ ○ 

23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 ● ● ● ● ● ● ● 

24 设备初始启动、待机时间控制 ○ ○ / ○ ● ● ● ● 

25 

管理

功能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 ● ● ● ● ● 

26 
设定和判断供冷\供热\过渡季工

况 
● △ △ ● ● ● ● ● 

27 设定送风温度 ● ● / ● / / ● ● 

4.5.2 新风机组的基本控制功能宜具有空气冷却器、空气加热器进出口的冷、

热水温度监测。 

4.5.3 风机盘管的基本控制功能还应包含下列内容： 

1）风机停止时，水阀连锁关闭； 

2）对公共区域的温度设定应设置上、下限值； 

3）宜能根据服务区域是否有人控制风机的启停。 

4.5.4 冷辐射末端和冷梁系统还应具有结露报警和连锁关闭水阀的保护功能。 

4.6 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4.6.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的基本控制功能应按表 4.6.1 的规定配置。 

表 4.6.1 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 

序

号 

功能

类型 
基本控制功能 

风冷多

联机 

水冷多

联机 

1 

监测

功能 

启停状态监测 ● ●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 ● 

3 冷凝器进、出口温度监测 / ● 

4 冷凝器进、出口压力监测 / ● 

5 冷凝器进口周围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监测 ● / 

6 水流开关状态监测 / ● 

7 电动阀状态监测 / ● 

8 负载率监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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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障监测 ● ● 

10 

安全

保护

功能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 ● 

11 故障报警 ● ● 

12 根据断水流信号关机控制 / ● 

13 蒸发器温度下限保护 ● ● 

14 冷却水进水温度下限保护 / ● 

15 电加热器无风、超温断电保护 ● ● 

16 

控制

功能 

自动\远程启停（或顺序连锁启停）控制 / ● 

17 设备轮询运行控制 ● ● 

18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 ● 

19 电加热器与风机的联锁控制 ● ● 

20 

管理

功能 

设备通讯 ● ● 

21 参数显示 ● ● 

22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件等） ● ● 

23 设定和判断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 ● 

24 设定和调整温度\压力的设定值 ● ● 

25 设备运行能效记录 ○ ○ 

26 数据的储存、输出与删除 ● ● 

27 用户操作权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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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能控制功能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功能设计应在系统实际运行数据积累的基

础上，采用智能算法进一步优化和提高系统能效并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 

5.1.2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智能控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

准》GB 50314 和行业标准《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JGJ/T 334 的有关

规定。 

5.2 冷热源站系统 

5.2.1 冷热源站系统智能控制功能应包含下列内容： 

表 5.2.1 冷热源站系统智能控制功能配置表 

序

号 

功

能

类

型 

智能控制功能 

水冷冷水机组 风

冷

热

回

收

机

组 

水

冷

热

回

收

机

组 

空

气

源

热

泵

机

组 

地

源

热

泵

机

组 

多联

式空

调

（热

泵）

机组 

蒸

发

冷

凝

机

组 

冰

蓄

冷 

水

蓄

冷 

一

级

泵

系

统 

二

级

泵

系

统 

多

级

泵

系

统 

一

次

泵

系

统 

二

次

泵

系

统 

多

次

泵

系

统 
各级泵或各次泵系统 

1 

控

制

功

能 

冷热源站组合优化控制 ● ● ● ● ● ● ● ● ● ● / ● ● ● 

2 
蒸发器出水温度优化控

制 
● ● ● ● ● ● ● ● ● ● / / ○ ○ 

3 
冷凝器进水温度优化控

制 
● ● ● ● ● ● ● ● ● ● / / ● / 

4 
冷冻水泵变频压差优化

控制 
△ ● ● △ ● ● △ △ △ △ / △ ● ● 

5 

管

理

功

能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

数（SCOP）全年运行曲

线 

△ ● ● △ ● ● ● ● ● ● / ● ● ● 

6 
冷热源站能效比全年运

行曲线 
△ ● ● △ ● ● ● ● ● ● / ● ● ● 

7 

冷热源站能效比与供冷

量、蒸发器进出水温差、

冷凝器进水温度和室外

温度的对比曲线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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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冷热源站低能效比分析

和建议 
△ ● ● △ ● ● ● ● ● ● / ● ● ● 

9 
基于数据分析的设备时

间表优化 
△ ● ● △ ● ● ● ● ● ● ● ● ● ● 

10 设备可靠性预测 △ △ ● △ △ ● ● ● △ ● △ ● △ △ 

5.2.2 多级泵系统中的二级及以上各级水泵应进行变频控制。 

5.2.3 多次泵系统中的二次及以上各次水泵应进行变频控制。 

5.2.4 冷热回收系统应对热水测运行参数进行监测和控制。 

5.2.5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应具有换热器出口夏季最高温度限值报警；冬季最

低温度（不加防冻剂）限值报警。 

5.2.6 冰蓄冷系统载冷剂温度低于 2ºC 时，二次侧水泵应开启防冻控制。 

5.3 末端系统 

5.3.1 末端系统智能控制功能应包含如下内容： 

表 5.3.1 末端系统智能控制功能配置表 

序号 
功能

类型 
智能控制功能 

新

风

机

组 

空

气

处

理

机

组 

风

机

盘

管 

变

风

量

末

端 

冷

辐

射

末

端 

冷

梁 

溶

液

除

湿

空

调 

恒

温

恒

湿

空

调 

1 
控制

功能 

变新风比优化运行

控制 
● ● / / / / ● △ 

2 
变静压风机转速优

化控制 
△ △ / ● / / △ △ 

3 

管理

功能 

设备通讯 ● ● ● ● ● ● ● ● 

4 参数显示 ● ● ● ● ● ● ● ● 

5 
运行数据曲线分析

和建议 
△ △ △ △ △ △ △ △ 

6 
基于数据分析的分

时分区时间表优化 
△ △ △ △ △ △ △ △ 

7 可靠性预测 △ △ △ △ △ △ △ △ 

5.3.2 变新风比优化运行控制宜采用焓值控制，当焓值控制难以实现时可采用

干球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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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系统的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施工安装应以经批准的工程技术文件为依据，工程

技术文件应包括施工图、控制功能表、施工组织计划、设计变更通知单和工程变

更洽商记录。 

6.1.2 中央控制系统预埋管线、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施工应与中央空调核心设备

及附属设备的安装同时进行。 

6.1.3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施工应以核心设备控制功能为基础，传感器和执行

器的安装位置应靠近核心设备，并便于观察和操作。 

6.1.4 冷水机组超声波流量计、地源热泵机组抽水量和回灌量监测装置均应安

装在冷热源站内。 

6.1.5 组合式空气处理机组室外温度、相对湿度传感器可安装风管式传感器，

并应避免太阳直射和雨淋。 

6.1.6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GB 50339、《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 和行业标准《建筑设备监

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JGJ/T 334 的有关规定。 

6.1.7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安装环境标准应符合《中央空调水系统节能控制装

置技术规范》GB/T 26759 和《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

的相关规定。 

6.1.8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控制柜的制作标准应符合《中央空调水系统节能控制

装置技术规范》GB/T 26759、《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 4208、《电气装置

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

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 和《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的相关规定。 

6.2 现场安装 

6.2.1 监控系统的设备在安装前应进行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http://www.zjsis.com/DataCenter/Standard/StdDetail.aspx?ca=m5SX6g0KWgM=
https://www.baidu.com/link?url=3fkOoCQxGOkg_v1A7NGqauUSC-3aii1WMysQUYFHTiKn4rnLr0fBInD2B_4x8CrqAPWoNX34ecCqG0yQmXnJWa&wd=&eqid=9e9b58b100003bfb00000006597aee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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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的型号、规格、主要尺寸、数量、性能参数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2 设备外形应完整，不得有变形、脱漆、破损、裂痕及撞击等缺陷； 

3 设备柜内的配线不得有缺损、短线现象，配线标记应完善，内外接线应

紧密，不得有松动现象和裸露导电部分； 

4 设备内部印制电路板不得变形、受潮，接插件应接触可靠，焊点应光滑

发亮、无腐蚀和外接线现象； 

5 设备的接地应连接牢靠，且接触良好。 

6.2.2 控制柜（箱）安装前，应根据施工图预先完成箱体内部接线和测试。 

6.2.3 控制系统中所用的控制单元，应符合 GB/T 3797 规定的要求。 

6.2.4 控制系统执行机构的运动方向应符合 GB/T 4205 的规定，开关或按钮应

设在操作者易于发现和操作的位置。 

6.2.5 控制系统的人机接口宜采用计算机显示和输入操作的方式，并提供全中

文的软件界面，以及直观的图形和图表，使操作人员易懂、易学、易用。 

6.2.6 控制系统的安装场所应无剧烈震动或冲击，并应留有维修空间。对于垂

直安装的设备，安装倾斜度≤3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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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制系统的调试和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控制系统调试前应根据设计文件编制调试大纲，调试大纲应包括下列内

容： 

1 项目概况； 

2 调试质量目标； 

3 调试范围和内容； 

4 主要调试工具和仪器仪表说明； 

5 调试进度计划； 

6 人员组织计划； 

7 关键项目的调试方案； 

8 调试质量保证措施； 

9 调试记录表格； 

10 应急措施。 

7.1.2 控制系统的调试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系统校线调试； 

2 单体设备调试； 

3 网络通信调试； 

4 各被控制设备的控制功能调试; 

5 管理功能调试。 

7.1.3 控制系统调试前应满足下列条件要求： 

1 被控系统和设备全部安装完毕，线路敷设和接线均符合设计要求； 

2 被控系统和设备、子系统及单机系统的调试完成，结果符合设计、工艺

或产品要求； 

3 温度、湿度、防静电、电磁干扰等调试环境和工业卫生条件应符合要求。 

7.1.4 控制系统调试前，应对控制设备和被控对象进行外观检查，检查应包括

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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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控对象应外观完好，安装正确，无明显气孔、砂眼、毛刺等现象； 

2 设备表面漆层光滑、厚度均匀，无污损、碰伤、裂痕等缺陷； 

3 有明显的接地标志，并且不易磨灭； 

4 设备铭牌参数齐全，正确； 

5 电缆规格正确; 

6 设备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在 50 兆欧以上； 

7 检查控制柜内的开关是否正常合闸，观察面板上各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 

7.1.5 控制功能调试前应完成水系统和风系统的平衡调试。 

7.1.6 控制系统和被控设备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系统监测的各项参数应反馈及时，准确； 

2 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应工作正常、可靠、到位，被控设备和联动部件应

动作协调、正确、无异常并符合设计要求； 

3 被控系统在各运行模式下应运行正常、平稳，所有运行参数应满足设计

要求，运行模式转换时应动作灵敏、正确； 

4 控制系统的保护功能应反应灵敏、动作可靠。 

7.1.7 控制系统调试完后应出具调试报告；系统投入试运行后，试运行应不少

于 120h，并记录试运行条件、试运行工作流程、安全防护措施、结论；当出现

系统故障或不合格项目时，还应列出整改措施。 

7.1.8 控制系统调试应配合供冷季进行，控制系统的调试费用应再工程预算中

列支，约占工程总价的 10~15%. 

7.1.9 控制系统调试和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 和行业标准《建筑设备监控

系统工程技术规范》JGJ/T 334 的有关规定。 

7.1.10 控制系统完工后应进行性能验收，性能验收应由有实力的第三方承专业

机构承担并出具验收报告。 

7.1.11 控制系统性能验收后应进行节能效果的测试和验证，运行控制系统应能

实现节能或提高中央空调系统能效 20%以上。节能效果宜按《中央空调水系统节

能控制装置技术规范》（GB/T 26759）中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7.2 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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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控制系统和设备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的外观和安装状况应符合要求； 

2 控制器应按照要求已进行可靠性测试； 

3 控制器、输入输出组件和监控点元件的硬件、接线的位置与软件的地址、

型号、状态等应完全一致； 

4 应使用计算机或现场测试仪器，对控制器和现场控制设备以手动控制方

式，按照设计要求对模拟量、数字量输入输出进行测试，并做记录； 

5 应能够实现就地手动控制、远程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被控设备对控制

系统信号响应迅速，执行正确到位； 

6 进行故障模拟时系统应能够可靠响应，切换设备并稳定运行，或停机报

警。 

7.2.2 控制设备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感器的验收应结合控制功能，并检验传感器监测数据对控制效果的影响； 

2 执行器的验收应与所处位置和被控设备相结合，并检验实际执行效果。 

7.3 冷热源站系统 

7.3.1 冷热源站系统应按设计文件和控制功能表格逐一调试系统控制功能。 

7.3.2 冷机的自动启停和加减机应考虑实际全年负荷情况，结合机组的配置优

化组合。 

7.3.3 水系统变流量采用压差变频控制时，压差设定值应在实际工况下调试确

定；应选择最不利末端压差信号控制变频运行；无法确定最不利末端时宜根据该

支路供回水干管压差控制变频运行。 

7.3.4 二级泵系统在实际工况下调试压差设定值后，严禁耦合管发生倒流混水

现象。 

7.3.5 多级泵系统的变流量运行应针对各自环路分别进行调试。 

7.3.6 热回收系统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机组容量和冷、热负荷的实际工况调试机组的运行； 

2 应针对全年室外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工况分别进行调试，在保证系统正

常运行的同时不降低机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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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根据冷热源系统最大综合能效比确定热回收系统进、出水温度。 

7.3.7 热泵控制系统调试应分冬、夏两季在实际工况下进行，结果应达到设计

要求。 

7.3.8 蓄能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制冷机和蓄冰装置供冷时应根据系统效率、运行费用和系统流程，在实

际负荷情况下调试投入比例，同时保证供水温度符合设计要求； 

2 蓄冷-释冷周期内运行策略应根据周期内空调负荷与电价制定； 

3 全年运行策略应根据全年负荷特性、电价及运行费用情况进行制定和调

整。 

7.3.9 冷热源站系统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系统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 的实际运行值应符合《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规定； 

2 冷热源站冷冻水的总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4ºC，冷却水的总供回水温差

不应小于 5ºC。 

7.3.10 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泵的耗电输冷（热）比应符合的验收应符合《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规定。 

7.4 末端系统 

7.4.1 全空气系统的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系统新风比的调试应在实际条件下通过室内 CO2 浓度测试确定，并应对

全年工况进行分别设定；  

2 针对大空间室内空气品质的控制，应选取典型位置进行比对，确定设定

值。 

3 控制系统应可以准确测量送风机、排风机的风量、风压；且可显示在风

机特性曲线上并位于高效区内。 

4 应在总风量符合设计要求的情况下，进行风量平衡调试。 

7.4.2 变风量末端系统的调试应包含下列内容： 

1 测试变风量末端的最大风量和最小风量并满足设计要求； 

2 风机性能曲线数据应输入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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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风量平衡：控制系统应可以使变风量空调风机根据末端需求总风量

来调节转速。 

4 系统新风量调试过程应修正系统总风量，同时保证新风量符合设计要求。 

7.4.3 风系统的风量和风阀控制阀位应现场通过实测确定。 

7.4.4 全空气系统、新风系统和集中排风系统的风平衡应对应全年不同新风比

情况下分别调试。 

7.4.5 冷辐射末端和冷梁系统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系统调试时，应将冷辐射板表面温度、室内温度、室内空气含湿量

三个参数控制在设计范围内； 

2 结露报警功能应根据全年工况采用不同设定值； 

3 新风风量，干、湿球温度的测定，测量结果应符合设计值； 

4 辐射板表面温度应大于室内露点温度 2ºC；当温差＜ 2ºC 时，辐射板供

水管上的电动阀应关闭。 

7.4.6 末端系统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控制系统运行时，室内温、湿度、新风量、噪声、风速、压力等应满

足设计要求； 

2 在控制系统运行时，同一个系统各房间或同一房间内部不应存在冷热不

均现象； 

3 在控制系统运行时，不同末端系统之间不应存在气流无组织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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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控制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8.1 一般规定 

8.1.1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应经调试和第三方承担的性能验收后方可正式投入运

行。 

8.1.2 控制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建立系统技术档案，技术档案包括控制系统设备台账、控制功能表、控

制策略流程图、运行管理、维修等规章制度，巡检记录和运行日志等； 

2 运行维护人员经过系统培训，并详细掌握系统的控制原理和功能。 

8.1.3 控制系统运行期间．应对操作人员的权限进行管理和记录。 

8.1.4 仪表和传感器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且维护保养周期宜为每个供冷季；

维护保养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在人机界面上查看故障报警标识和匡示数值； 

2 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和工作状况； 

3 清理敏感元件的杂物及污垢，必要时采取防腐措施； 

4 检查无线传感器的供电； 

5 检查和标定仪表和传感器。 

8.1.5 执行器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且维护保养周期宜为每个供冷季。维护保

养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进行机械润滑及防腐处理； 

2 在人机界面上查看故障报警标识； 

3 检查执行器的接线和工作状况。 

8.1.6 控制器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且维护保养周期宜为 3 个月。维护保养应

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标识、接线和工作状况； 

2 检查工作环境； 

3 检查电池的电量； 

4 清理控制器箱内的灰尘和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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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控制柜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且维护保养周期宜为 6 个月；维护保养应

包括下列内容： 

1 运维人员应全面认真检修保养控制柜各部件、元件及线路； 

2 关掉控制柜电源，检查柜内的各类开关、接触器是否损坏并及时更换，

凹凸不平的触点必须更换； 

3 紧固各类器件的紧固螺栓，接线螺栓，更换弹簧垫片； 

4 检查控制板和控制元件，查看电路组件是否清洁，元件是否脱焊； 

5 检查电容器是否有鼓胀或流液现象，并及时更换； 

6 检查指示标志及线头标记是否清晰，柜表面油漆、油污及脱落现象，并

及时修补； 

7 应用毛刷或吹风机对控制柜内外进行全面清洁，清除灰尘，特别防止电

路短路； 

8 接通控制电源，注意有无异常响声及异味，检查各指示部件的工作状态

是否正常，并用万用表对输入电压进行检查； 

9 控制柜内应具备控制原理图； 

10 应用 500 兆欧表测试线路的绝缘电阻； 

11 应用对地电阻测试控制柜的接地电阻。 

8.1.8 控制系统软件应实时对设备运行和能耗监测数据等进行记录和分析，并

定期更新，优化自控程序。 

8.1.9 当被控制设备停止运行一个月及以上时，重新运行前应全面检查被控制

设备及其控制设备。 

8.2 冷热源系统 

8.2.1 冷热源控制系统的运行维护人员应经培训、考核合格并按规定取得相应

级别的操作证后方可上岗操作。运行操作应按照设备生产厂家、安装单位和设计

单位提供的使用说明、操作规程及设计文件的规定进行。 

8.2.2 蓄冷系统的运行维护应包括如下内容： 

1 蓄冷系统运行维护和操作规程应与系统形式、负荷特点和运行模式相适

应；运行模式应随负荷和峰谷电价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2 蓄冷装置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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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定期检査蓄冷装置内外紧固件是否牢固，槽体构架和支撑架是否

腐蚀； 

2） 应定期检查蓄冷装置内部管束是否结垢和腐蚀，是否有微生物滋生

等； 

3） 应定期对高低液位报警装置进行检查、维护； 

4） 每个供冷季前应对蓄冷装置水位进行校准。 

3 蓄冷空调系统的载冷剂应每年供冷季开始前进行一次抽样测试分析，其

浓度和碱度应满足要求。 

4 盘管式蓄冰槽应保证无冰时的水量，液位应符合产品要求。检査液位量

时，应将冰槽中的冰完全融化，检查视管中的液位，根据需要对冰槽进行加水或

放水。 

5 应定期检查和改善蓄冷装置等其他设备及各类输送管道的保温性能，并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保温效果的测试 与评价》GB/T8174 执行。 

8.3 末端系统 

8.3.1 全空气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确认控制系统控制器交流电源供应是否正常，电压测量； 

2 确认控制系统控制箱内连线是否松动、脱落； 

3 确认控制系统控制箱内设备是否变形、发热、损伤； 

4 对控制系统控制箱内灰尘清扫清洁； 

5 对全空气系统机房内温湿度检测并记录； 

6 检查新、排、回风阀是否正常运行； 

7 检查冷冻水二通阀是否正常运行。 

8.3.2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确认控制系统控制器交流电源供应是否正常； 

2 确认控制系统控制箱内连线是否松动、脱落； 

3 确认控制系统控制箱内设备是否变形、发热、损伤； 

4 确认风机盘管电动二通阀开关正常、到位，温控器正常工作； 

5 对控制系统控制箱内灰尘进行清洁。 

8.3.3 变风量末端系统应定期通过工作站对变风量末端进行排查，记录参数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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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情况，并整理成设备故障报告文件。 

8.3.4 冷辐射末端系统应定期检查结露探测器，防止发生结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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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准的使用 

9.0.1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建设在目前建设流程中，正常的系统功能调试之后

应进行性能验收环节。 

9.0.2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进行性能验收时，在建设过程中应出具的工作成果为： 

1 基本控制功能设计和智能控制设计功能表； 

2 控制系统控制功能策略流程图； 

3 控制功能和算法描述； 

4 控制功能调试和试运行记录； 

5 控制系统性能验收结论。 

9.0.3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性能验收应为合格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9.0.4 中央空调控制的性能验收费用应在系统建设预算中列支，占空调系统工

程总建设费用的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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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功能和算法描述方法 

表 A.0.1 监测功能描述 

监测

点 

安装

位置 

采样方式 数据 显示方式 记录方式 

周期

性 

数变

就发 
类型 

取值

范围 

测量

精度 

状态

说明 

显示

位置 

允许

延时 

记录

周期 

记录

时长 

            

 

表 A.0.2 安全保护功能描述 

安全保

护内容 

采样 
触发阈

值 
动作 

动作顺

序 

允许延

时 

记录时

长 
采样点安

装位置 

采样方式 

周期性 数变就发 

         

         

 

表 A.0.3 远程控制功能描述 

被监控设备 操作位置 允许延时 记录时长 

 
   

   

 

表 A.0.4 自动控制用信息点描述 

信息点 物理位置 
数据 

类型 取值范围 精度 状态说明 

输入信息 

      

输出信息 

      

 

表 A.0.5 自动控制算法描述 

控制算法名称 空气处理机组送风温度设定值控制算法  

触发方式 每 20min 

条件 动作 目标 

   

   

 

表 A.0.6 被监控设备的控制权限描述 

被监控设备 
操作源 控制权限修改 

界面 1 界面 2 算法 1 算法 2 位置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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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典型空调系统控制策略 

 针对常见的中央空调系统形式，给出典型的控制策略。空调系统冷源为一

次泵变流量系统。3 台主机，2 大 1 小。冷冻泵 5 台，3 台大泵 2 用 1 备，2 台小

泵 1 用 1 备，变频运行。冷却泵 5 台，3 台大泵 2 用 1 备，2 台小泵 1 用 1 备。

冷却塔 3 组，分别对应 3 台主机。末端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局部为全空气处

理机组。 

 

图 B.1 空调系统示意图 

1. 主程序 

开始

1

2

3末端系统启动

初始化

冷源系统启动

结束
       

 

 

3#主机 

 

1#主机 

2#主机 

分水器 

来自空调末端 冷却塔供水 

集水器 

空调末端：风机

盘 管 + 新 风 机

组，空气处理机

冷却塔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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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源系统启动 

 

返回

2

时间表

设备轮询控制

自动启停控制

21

22

23

 

 

 

 

 

3. 系统时间表控制 

 

返回2

21

系统开机时
间

调用时间表

否

是
返回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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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轮询控制 

 

22

是否最少

查询设备运
行时间

否

是

启动设备

返回2
          

 

 

 

5. 自动顺序连锁启停阀门、水泵、冷却塔和冷机控制 

23

确定启动冷
机

启动相应冷
冻泵

返回2

启动相应冷
却泵

启动相应冷
却塔

启动冷冻侧
阀门

启动冷却侧
相关阀门

启动冷机

 

6. 根据负荷自动加/减机控制、冷热源站组合优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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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加机

查询供冷负荷

是

计算供冷负荷下
冷源站SCOP优化
的运行模式

返回

开始

否

是否需减机

进行加机操作

计算供冷负荷下
冷源站SCOP优化

的运行模式

进行减机操作

             

 

7. 蒸发器出水温度优化控制 

是否降至低
限

查询冷机负载
率

是

计算调整冷冻水
供水温度设定值

返回

开始

否

是否降至低
限

是

否

查询冷冻泵频
率

 

8. 冷却水进水温度下限保护、冷凝器进水温度优化控制、冷却塔台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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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 

是否＞
Tsq+△Tf

查询室外空气
温湿度

是

调整冷却塔频率
或台数，降低

Tlq

返回

开始

否

是否＞低限
值

是

否

查询冷凝器进
水温度Tlq

计算室外空气
湿球温度Tsq

 

9. 供回水干管压差旁通阀自动调节控制 

是否>设定值

查询供回水干
管压差值

是

开启阀门调整
开度

返回

开始

关闭阀门

否

 

10. 自动调节水泵运行台数和转速，及水泵频率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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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Pg=设
定值

查询冷冻水供
回水干管压差

△Pg

是

查询水泵频率

返回

开始

否

是否≤频率
下限

是

否
调整水泵台数
或频率使△Pg=

设定值

 

 

 

11. 风机和风阀、水阀连锁控制、水阀开度控制 

是否Ts=送风

温度设定值Tsp

连锁启动新风机
组、风阀和水阀

是

调整水阀开
度，使Ts=Tsp

返回

开始

否

查询送风温度
Ts

 

 

 

 

 

 

12. 风机和风阀、水阀连锁开关、开度控制、风机变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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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Th=室内

温度设定值Tnp

连锁启动空气处理
机组、风阀和水阀

是

调整水阀开
度，使Th=Tnp

返回

开始

否

查询回风温度Th

是否风机频
率在限值之

内

查询风机频率

调整风机频
率，使Th=Tnp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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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控制功能验收表 

表 C.0.1 基本控制功能验收表 

序号 
功能

类型 
基本控制功能 

是否符合 
备注 

是 否 

1 
监测

功能 

    

2     

3 安全

保护

功能 

    

4     

5 
控制

功能 

    

6     

7 

管理

功能 

    

8     

9     

 

表 C.0.2 智能控制功能验收表 

序

号 

功能

类型 
智能控制功能 

是否符合 
备注 

是 否 

1 
控制

功能 

    

2     

3 
管理

功能 

    

4     

 

【条文说明】:空气处理机组基本控制功能和智能控制功能验收表。 

附表 C.0.1 空气处理机组基本控制功能验收表 

序号 
功能

类型 
基本控制功能 

是否符合 
备注 

是 否 

1 

监测

功能 

启停状态监测    

2 手动/自动状态监测    

3 进、出冷水温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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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出冷水压力监测    

5 室内空气温、湿度监测    

7 送风温度监测    

8 回风温度监测    

9 电动风阀状态监测    

10 电动水阀状态监测    

11 过滤器压差开关状态监测    

12 

安全

保护

功能 

故障监测    

13 设备故障切换控制    

14 故障报警    

15 过滤器压差超限报警    

16 

控制

功能 

水阀开度控制    

18 风机变频控制    

19 风机和风阀连锁控制    

21 设备运行时间表控制    

22 
设备初始启动、待机时间

控制 
   

23 

管理

功能 

系统运行日志（时间、事

件等） 
   

24 
设定和判断供冷\供热\过

渡季工况 
   

25 设定送风温度    

 

附表 C.0.2 空气处理机组智能控制功能验收表 

序

号 

功能

类型 
智能控制功能 

是否符合 
备注 

是 否 

1 
控制

功能 

变新风比优化运行控制    

2 变静压风机转速优化控制    

3 
管理

功能 

设备通讯    

4 参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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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数据曲线分析和建议    

6 
基于数据分析的分时分区

时间表优化 
   

7 可靠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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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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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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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Technological specification for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of 

public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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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控制功能在满足建筑使用要求得同时，其主要目的就

是提高系统能效，实现系统可靠、高效地节能运行。 

3.0.2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架构如图所示。 

Ethernet

控制系统服
务器

中央控制平
台人机界面

网络控
制器 网络控

制器DDC控
制器

DDC控
制器

计量表、传感器、执行器

接口协议

 

3.0.3 中央空调系统的基本控制功能是依托核心设备，可以单独实现。智能控制

功能一般需要上位机或中央控制器通过计算或通信，协同其他设备共同实现。 

4 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冷热源机组的基载控制柜一般为出厂配置，所以基本控制功能应机组厂家

完成。 

4.1.3 建筑室外温湿度参数监测点主要用于判断天气情况和对新风比的调节。 

4.2 冷热源的基本控制功能设计 

4.2.1 表 4.2.1 中符号含义●应具备；△宜具备；○可具备； /不适用，后面表格含

义相同。4.2.1-8 太阳能光伏机组是否监测变频器输出视机组自身功能决定。 



 

44 

5 智能控制功能设计 

5.2 冷热源站系统 

5.2.1 表 5.2.1 中机组与输配系统的搭配是可以自由组合的。5.2.1-1 针对配置 2

台以上不同冷量冷机的冷源站，由于在部分负荷时会出现运行大机或小机，都能

够满足负荷要求，这时如何搭配冷机运行要看冷机的性能曲线以及具体的负荷量，

选择在该负荷情况下 COP 较高的冷机进行搭配运行。 

5.2.2，5.2.3 多级泵和多次泵系统中二级和二次泵及以上各循环泵，均应采用变

频控制来实现变流量运行。 

5.3 末端系统 

5.3.1 5.3.1-1 当多台空气处理机组服务同一个区域时，变新风比的控制策略用多

台机组统一进行，避免新风量过小。5.3.1-2 变风量末端的控制策略应由供应商提

供。采用静压控制系统风量时，应采用变静压的控制策略。新风机组和空气处理

机组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考虑这个策略。 

5.3.2 对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全年采用变新风比的策略可以有效的降低新风负荷，

节约系统能耗。变新风比的控制策略最好是采用焓值控制，当实现比较困难时也

可采用温度控制。 

7 控制系统的调试和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4 水泵的绝缘电阻用 500kV 兆欧表对定子绕组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进行测

量，应在 50 兆欧以上； 

7.2 控制设备 

7.2.2 控制系统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在正常智能化系统验收的基础上，还应结合控

制功能和逻辑，检验传感器测试的数据是否能满足控制功能的要求，以及执行器

的根据控制逻辑的实际执行效果是否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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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末端系统 

7.4.2 7.4.2-2 风机风量与转速是一个近似的正比关系，可在初调时通过实测得到，

也可以要求厂家提供。7.4.2-3 在实际调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最末端箱体风量不

够的现象，所以需要现场调试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调节风系统流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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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功能和算法描述方法 

以空气处理机组为例说明控制功能和算法描述方法。 

附表 A.0.1 空气处理机组功能描述 

信息

点 

安装

位置 

采样方式 数据 显示方式 记录方式 

周期

性 

数变

就发 
类型 

取值

范围 

测量

精度 

状态

说明 

显示

位置 

允许

延时 

记录

周期 

记录

时长 

送风

温度 

送风

道 
- 0.5ºC 

连续

量 

0ºC~

50ºC 
0.3ºC - 

监控

机房

界面 

30S 900S 1 年 

回风

温度 

回风

道 
- 0.5ºC 

连续

量 

0ºC~

50ºC 
0.3ºC - 

监控

机房

界面 

30S 900S 1 年 

新风

温度 

新风

道 
- - 

连续

量 

-20ºC

~40º

C 

0.3ºC - 

监控

机房

界面 

30S 900S 1 年 

新风

阀开

度反

馈 

新风

阀执

行器 

- 5% 
连续

量 

0%~

100% 
3 - 

监控

机房

界面 

10S 900S 1 年 

回风

阀开

度反

馈 

回风

阀执

行器 

- 5% 
连续

量 

0%~

100% 
3 - 

监控

机房

界面 

10S 900S 1 年 

过滤

器压

差开

关 

过滤

器两

端 

- 
报警/

正常 

通断

量 
- - 

0：正

常 1：

堵塞 

监控

机房

界面 

10S 
每次

变化 
1 年 

风机

状态

反馈 

风机

电气

控制

箱

（柜

） 

- 
启停

变化 

通断

量 
- - 

0：开     

1：关 

监控

机房

界面 

10S 
每次

变化 
1 年 

风机

就地

/ 远

程开

关状

态 

风机

电气

控制

箱

（柜

） 

  
启停

变化 

通断

量 
- - 

0：就

地   

2：远

程 

监控

机房

界面 

10S 
每次

变化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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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0.2 空气处理机组远程控制功能描述 

被监控设备 操作位置 允许延时 记录时长 

风机启停 
现场控制界面 1s 1 年 

监控机房界面 10s 1 年 

水阀开度 监控机房界面 10s 1 年 

新风阀开度 监控机房界面 10s 1 年 

回风阀开度 监控机房界面 10s 1 年 

 

 

 

 

附表 A.0.3 送风温度设定值自动调节控制算法信息点 

信息点 物理位置 

数据 

类型 
取值范

围 
精度 状态说明 

输入信息 

房间温度测量值 回风道 连续量 0ºC~40ºC 0.5ºC   

房间温度测量值 - 连续量 0ºC~40ºC 0.5ºC   

风机启停状态反馈 
风机电气控制箱

（柜） 
连续量 {0,1} - 

0：停止    

1：开启 

输出信息 

送风温度设定值 - 连续量 0ºC~40ºC 0.5ºC   

 

 

 

附表 A.0.4 送风温度设定值算法描述 

控制算法名称 空气处理机组送风温度设定值控制算法  

触发方式 每 20min 

条件 动作 目标 

在“风机启停反馈状态为开机”条

件下 
调节“送风温度设定值”↑ 

使得“房间温度测量

值”↑→房间温度设定

值 

在“风机启停反馈状态为关机”条

件下 
维持“送风温度设定值”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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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0.5 空调机组水阀自动调节控制算法信息点 

信息点 
物理位

置 

数据 

类型 取值范围 测量精度 状态说明 

输入信息 

送风温度测量值 送风道 连续量 0ºC~40ºC 0.5ºC   

送风温度设定值 - 连续量 0ºC~40ºC 0.5ºC   

供冷/ 供热模式 - 状态量 {0,1,2} - 

0：供冷模式 1：过

渡季模式 2：供热

模式 

风机启停状态反

馈 

风机电

气控制

箱（柜） 

连续量 {0,1} - 0：停止 1：开启 

输出信息 

水阀开度 - 连续量 0%~100% 5%   

 

 

 

附表 A.0.6 空气处理机组水阀自动调节控制算法描述 

控制算法名称 空气处理机组水阀自动调节控制算法 

触发方式 每 5min 

条件 动作 目标 

在“风机启停反馈状态为关机”或

“供冷/供热模式为过渡季模式”条

件下 

令“水阀开度”=0%   

在“风机启停反馈状态为开机”且

“供冷/供热模式为制冷模式”条件

下 

调节水阀开度↑ 

使得“送风温度测量

值”↓→送风温度设定

值 

在“风机启停反馈状态为开机”且

“供冷/供热模式为供热模式”条件

下 

调节水阀开度↑ 

使得“送风温度测量

值”↑→送风温度设定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