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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用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产品。

2规范性引用文件

JG／T 33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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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943 20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GB／T 17618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

cJ／T 188--2004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JJG 1030--2007超声流量计检定规程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heat allocation device by flow ratio and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是以采暖用户流量占热量结算点的总流量比例和温差作为热分配的依据，

将供热区域热量结算点的热量总表所测量的热量分配至各用户的一种装置；装置由热量总表、热量分配

器和温度采集处理器等设备组成，根据用户的需要可配备热量查询器等辅助设备。

3．2

热量结算点heat settlement site

供热方和用热方之间通过热量表计量的热量值直接进行贸易结算的位置。

3．3

流量比例ratio between apartment and building flow

热量结算点内采暖用户流量与热量结算点的总流量之比。

3．4

热量分配器heat allocator

用于传输、汇总数据，并将总表测量的热能值经过计算分配至各个用户的设备。

3．5

温度采集处理器temperature data logger

用于采集处理温度数据，通过有线／无线的通讯方式传输数据的设备。

3．6

热量查询器query device

用户查询用热量及余额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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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热量分配误差heat apportionment deviation

用户分配的热量数据之和与相应热量结算点总表读数之间的相对误差。

单户分配热量误差user heat apportionment deviation

单户分配的热量数据与采用热量表计量得到热量数据之间的相对误差。

4一般要求

4．1确定用户流量比例

使用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测得用户的流量，垂直单管系统应测量立管流量，按户分环系统应测量人

户流量，将所测得的用户流量除以该热量结算点内所有用户流量之和，从而得到用户流量比例。

4．2测量用户进、出水温差

在供热系统中应接人温度采集处理器测量用户的进、出水温度并计算温差。

4．3计算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中的热量分配器应以流量比例、用户进、出水温差等数据为依据，将热量总

表记录的热量值，通过流量温度法计算分配给各用户。

4．4数据接口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的数据通讯可选配RS-485、M-BUS和无线传输接12。RS-485接口应符合

CJ／T 188 2004中附录c的规定；M-BUS接口应符合CJ／T 188--2004中附录B的规定；无线接LI应

符合cJ／T 188--2004中附录D的规定。

4．5通讯协议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的数据通讯协议应符合CJ／T 188--2004的规定。

4．6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

4．6．1使用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测量流量读数误差不应大于5％；

4．6．2使用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测量流量时，被测介质流速不应小于0．1 m／s

4．6．3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应按JJG 1030--2007检定。

5技术要求

5．1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的技术要求包括对装置各部分以及系统的性能要求，必要时对其检测的方

法可参见附录A。

5．2温度采集处理器的性能

5．2．1配对误差

当水温为30℃～65℃时，用于分户供暖系统中的进、回水温度传感器，测量同一温度时测出的温

差应小于o．3K。

5．2．2分组误差

当水温为30℃～65℃时，用于单管供暖系统中的进、回水温度传感器，测量同一温度时测出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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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应小于0．13K。

5．2．3电池

使用电池供电的温度采集处理器，电池容量应满足其连续正常工作的时间大于五年。

5．3热量分配器的性能 ．

5．3．1数据处理功能

热量分配器应支持用户信息编辑和热量数据处理等功能。

5．3．2数据保存时问

热量分配器应按日自动存储总表热量、流量数据、用户分配热量、进、回水平均温度数据和对应的时

间，保存时间不小于24个月。

5．3．3网络管理

热量分配器应具有联网功能，实现数据远传。

5．4热量查询器的性能

5．4．1查询功能

热量查询器应能查询用户热量和余额信息。

5．4．2显示

热量查询器应能显示用户查询结果，显示数字的可见高度不应小于4 mm，热量显示分辨力

0．01 kWh，热量显示不应少于7位。

5．5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误差要求

5．5．1热量分配误差

采用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测量所得热量分配误差应小于1％。

5．5．2单户分配热量误差

采用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测量所得单户分配热量误差应小于lO％。

5．6数据传输与保护要求

5．6．1数据传输

温度采集处理器使用有线数据传输方式的，有效数据上传成功率应达到98％以上。

温度采集处理器使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的，有效数据上传成功率应达到90％以上。

5．6．2断电数据保护与自启动功能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在出现断电时应具有对用户基本信息、热表热量、流量数据、用户分配热能、

迸、回水温度及对应的时间等数据保护功能，恢复供电时，应具有自启动功能，不需要操作人员干预即可

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5．7软件操作安全性要求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软件应具有操作权限设置，且保存的数据应有加密措施，防止非法编辑。

5．8安全性能要求

5．8．1一般要求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产品的一般安全要求应符合GB 4943--2001的有关规定。

5．8．2接触电流

电源线任一极与设备电源保护接地端子之间不应大于3．5 mA。

5．8．3抗电强度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产品应能承受1 500 V(a．C．)、50 Hz的试验电压1 min，无击穿和飞弧

现象。

5．8．4外壳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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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分配器、热量查询器外壳防护等级应具有GB 4208规定的IP51的防护等级，温度采集处理器

应具有IP54的防护等级。

5．9电磁兼容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电磁兼容检测项目见表1，各组成部分的抗扰度限值以及性能判据应符合

GB／T 17618规定的要求。

表1电磁兼容检测环境

直流(d．C．) 交流(a．c．)电源
检测部件 机箱端口 信号端口和电信端口

电源输入端口 输入端口

工频磁场 射频连续波传导 射频连续波传导 射频连续波传导

射频电磁场幅度调制 浪涌(冲击) 浪浦(冲击) 电压暂降

检测
静电放电(ESD) 电快速瞬变 电快速瞬变 电压短时中断

项目

浪涌(冲击)

电快速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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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实验环境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试验方法

JG／T 332—2011

除气候环境试验、可靠性试验以外，其他试验均可在下述大气条件下进行测试：

温度：15℃～35℃；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85 kPa 106 kPa。

试验装置应符合被测设备计量学特性，试验装置的测量不确定度不应大于被测设备误差限的1／5。

A．2温度采集处理器

温度采集处理器的试验应在35℃、50℃、65℃三个温度状态下进行。

A．2．1配对误差

将组成检测进、回水温度的两支测温传感器置于恒温水槽中，待温度稳定后，读取两支测温传感器

的温度读数并按式(A．1)计算，应满足5．2．1的要求。

T，一T。一7"2 ⋯---⋯⋯⋯⋯⋯⋯⋯⋯(A．1)

式中：

丁，——配对误差；

TI——l号测温传感器的温度读数；
Tz——2号测温传感器的温度读数。

A．2．2分组误差

将多个测温传感器置于恒温水槽中，待温度稳定后，读取测温传感器的温度读数，并取最大值、最小

值按式(A．2)计算，应满足5．2．2的要求。

TF—T。。一T。．。 ⋯⋯⋯⋯⋯⋯⋯⋯⋯⋯(A．2)

式中：

瓦——分组误差；
T。。——测温传感器温度读数最大值；

T。。——测温传感器温度读数最小值。

A．2．3电池

在常温下用示波器测量电池供电的温度采集处理器电源电流工作曲线，时间不少于3个完整的工

作周期，根据电池额定容量值的80％作为参考数据，计算温度采集处理器电源电流有效值及相应的电

池使用时间，应满足5．2．3要求。

A．3热量分配器

A．3．1数据处理功能

运行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软件，应满足5．3．1的要求。



JG／T 332—20 11

A．3．2数据保存时间

检查热量分配器的剩余存储空间，依据已存储的用户数据进行验证，采用改变时钟的方法模拟24

个月运行，检查数据存储的内容及周期，应满足5．3．2的要求。

A．3．3网络管理

进行联网操作，可以显示查询热能相关信息。

A．4热量查询器

A．4．1查询功能

用户进行刷卡、插卡或者点击相应查询按钮等查询操作时，可以查询到用户热量、余额信息。应满

足5．4．1的要求。

A．4．2显示

用户进行刷卡，插卡或者点击相应查询按钮等查询操作时，显示的数字高度、热量分辨力、热量显示

位数应满足5．4．2的要求。

A．5热量分配误差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误差的试验方法与计算可参见附录B的规定进行，应满足5

的要求。

A．6数据传输与保护

A．6．1数据传输

运行串口调试软件，与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各部分进行100次通讯试验，应满足5．6．1要求。

A．6．2断电数据保护与自启动功能

切断热量分配器的供电，恢复供电后，热量分配器应能自动启动并运行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软件，检

查断电前后数据应一致。

A．7软件操作安全性

运行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软件应满足5．7的要求。

A．8安全性能检验

A．8．1一般安全试验

一般性安全试验应按GB 4943 2001的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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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2接触电流

接触电流试验应按GB 4943--2001中5．1的规定进行测量，应满足5．8．2的要求。

A．8．3抗电强度

抗电强度试验应按GB 4943 2001中5．2的规定进行，应满足5．8．3的要求。

A．8．4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等级按照GB 4208规定的方法进行，应满足5．8．4的要求。

A．9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试验按GB／T 17618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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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误差试验

B．1建立模拟采暖试验系统，连接被测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各设备如图B．1。

B．1．1模拟采暖试验系统要求

B．1．1．1模拟用户数应设定4户，每户均应安装三通调节阀。

B．1．1．2在系统及每户的回水端各安装一块热表。

B．1．1．3外夹式超声流量计测量流量的管段应大于40 cm，其表面应干净、无凸凹。

B．1．1．4恒温槽应不少于3台，其温度控制范围应大于30℃～65℃。

o一◇⋯⋯：掣翌⋯j
说明：

1——高位水箱；

2——循环水泵；

3——系统总热量表；

4——热量分配器；

5——热量查询器；

A1、A2、A3——不同水温的恒温水槽；

H1、H2、H3、H4——不同住户室内散热装置；

R1、R2、R3、R4——对应住户的热量表；

T1、T2、T3、T4——对应住户的温度采集处理器。

图B．1模拟采暖试验系统图

B．2试验方法

B|2．1系统应在0．6 m3／h、1．2 m3／h两个流量状态下进行试验。

B．2．2流量比例确定应在1．2m3／h流量下，将三通阀全部置于直通开状态，使用外夹式流量计测量3

次取平均值计算。

B．2．3设定每户温差为5℃。

1)将三通阀全部置于直通开状态；

2)将三个阀直通由开到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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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记录两种阀门工况下的分配热量与热表热量数值。

B．2．4设定系统流量0．6m3／h，每户温差设定2℃。

1)将三通阀全部置于直通开状态；

2)将三个阀直通由开到关状态。

分别记录两种阀门工况下的分配热量与热表热量数值。

B．2．5每组试验热量总表的读数增量不应小于10 kWh。

B．2．6系统总热量表的供水、回水温度传感器分别置人恒温水槽A1、A3中，热量表R1，R2的供水、回

水温度传感器分别置人恒温水槽A1、A2中，热量表R3，R4的供水、回水温度传感器分别置人恒温水槽

A2、A3中。

B．2．7用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测得两分支管流量，计算出流量比例后预置到热量分配器。

B．3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误差

B．3．1热量分配误差

分配热量之和与系统总热量的相对误差满足5．5．1的要求。

B．3．2单户分配热量误差

分配热量与分户热表测量热量的相对误差满足5．5．2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