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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太阳热水系统性能的检验和评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单个贮水箱有效容积大于或等于。.6 m''的太阳热水系统。

本标准不适用于由多台家用太阳热水器组成的太阳热水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口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424 平板型太阳集热器技术条件

    GB/T 12936. 1 太阳能热利用术语 第一部分

    GB/T 12936. 2 太阳能热利用术语 第二部分

    GB/T 17049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GB/T 17581 真空管太阳集热器

    GB/T 18713 太阳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

    GB/T 19141 家用太阳热水系统技术条件(GB/T 19141-2003,ISO 9806-2,1995,NEQ)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85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7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2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24 建筑防腐蚀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ISO 9488:1999 太阳能词fl-

3 术语和 定义

GB/T 12936. 1,GB/T 12936.2和ISO 9488:1999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当地标准温差 local standard temperature difference

当地室外环境空气平均温度与45℃差值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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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冬季使用且贮水箱放置在室外的太阳热水系统，当地标准温差取当地室外环境空气日平均温

度小于或等于8℃期间内的平均温度与45℃差值的绝对值

    对于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太阳热水系统，当地标准温差取当地室外环境空气年平均温度与45℃差

值的绝对值:

    a) 贮水箱放置在室内的;

    b) 贮水箱放置在室外，但冬季不使用的;

    c) 当地室外日平均温度小于或等于8℃期间内的天数为。的地区.

    全国各地室外环境空气的年平均温度和室外环境空气日平均温度小于或等于8℃期间内的平均温

度可根据GB 50019的规定查取。

3.2

    单位轮廓采光面积日有用得热f          daily useful energy per contour aperture area
    在一定的太阳辐照量下，太阳热水系统中太阳集热器单位轮廓采光面积贮水箱内水的日得热量

4 符号和单位

太阳热水系统中太阳集热器的轮廓采光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 ;

太阳热水系统第i个采光平面中太阳集热器的轮廓采光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I);

水的比热容，单位为千焦耳每千克摄氏度[kJ/(kg " 0C)J;

太阳集热器采光口所在平面的日太阳辐照量，单位为兆焦耳每平方米(MJ/m');

太阳热水系统第:个采光平面的日太阳辐照量，单位为兆焦耳每平方米(MJ/m') ;

太阳热水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日有用得热量，单位为兆焦耳每平方米(MJ/m') ;

日太阳辐照量为17 MJ/m'时，太阳热水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日有用得热量，单位为兆

焦耳每平方米(MJ/m');

太阳集热器周围的环境空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期间贮水箱周围的环境空气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

集热试验开始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集热试验中冷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集热试验结束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结束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开始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集热试验期间，被加热水的温升值，单位为摄氏度(℃);

贮水箱保温试验期间，贮水箱中水的温降值，单位为摄氏度(℃);

太阳热水系统的当地标准温差，单位为摄氏度(℃);

在当地标准温差条件下，贮水箱中水的温降值，单位为摄氏度(℃);

日太阳辐射量为17 M厂ma时，贮水箱中水的温升值，单位为摄氏度(℃);

贮水箱的有效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贮水箱内的试验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水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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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阳热水系统分类与特征

    根据本标准的需要，将太阳热水系统按4种特征进行分类，每种特征又分成2-3种类型。各种特

征的分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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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 阳热水系统分类

序号 分 类 特 征
系统类型

类型 1 类 型 2 类型 3

1 按贮水箱内水被加热的方式分类 直接系统 间接 系统

z 按系统传热工质的流动方式分类 自然循环系统 强制循环 系统 直流式系统

3
按系统传热工质与大气相通的状

况分类
敞开系统 开 口系统 封闭系统

4 按系统有无辅助热源分类 太阳能单独系统 太 阳能带辅助 热源系统

    a) 按贮水箱内水被加热的方式分类

    类型1:直接系统

    贮水箱内的水直接流经太阳集热器的太阳热水系统口

    类型2:间接系统

    贮水箱内的水通过换热器被太阳集热器内的传热工质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

    b) 按系统传热工质的流动方式分类

    类型1:自然循环系统

    仅利用传热工质的密度变化来实现传热工质循环的太阳热水系统。

    类型2:强制循环系统

    利用泵或其他外部动力迫使传热工质进行循环的太阳热水系统。

    类型3:直流式系统

    待加热的传热工质一次流过太阳集热器后进人蓄热装置或进人使用点的太阳热水系统。

    对于间接系统，流经太阳集热器传热工质的流动方式与贮水箱内被加热的传热工质(通常情况下被

加热的传热工质是水)的流动方式有可能不同，应按加热和被加热传热工质的流动方式分别进行分类。

    c) 按系统传热工质与大气相通状况分类

    类型1:敞开系统

    传热工质与大气有大面积接触的太阳热水系统。接触面主要在蓄热装置的敞开面

    类型2:开口系统

    传热工质与大气的接触处仅限于补给箱和膨胀箱的自由表面或排气管开口的太阳热水系统。

    类型3:封闭系统

    传热工质与大气完全隔绝的太阳热水系统。

    对于间接系统，流经太阳集热器的传热工质与大气相通的状况和贮水箱内水与大气相通的状况有

可能不同，应按传热工质与大气相通的状况和贮水箱内水与大气相通的状况分别进行分类。

    d) 按系统有无辅助热源分类

    类型1:太阳能单独系统

    没有任何辅助热源的太阳热水系统

    类型2:太阳能带辅助热源系统

    联合使用太阳能和辅助热源并可不依赖太阳能而提供所需热能的太阳热水系统。

6 性能要求

6. 1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不高于60℃的系统，系统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6.2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高于60℃的系统，系统热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除热性能以

外的其他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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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太阳热水系统技术要求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试验方 法

热

性

能

日有用得热量 对于直接系统幼 )7.OMJ/m，;对于间接系统ql )6.3MJ/m，
8 1.3

升温性能 系统的组1)25℃;

贮水箱保温性能 v镇2时 时，山 镇8℃;2耐<v镇4耐 时，匀5蕊6.5℃;V)4耐 时，心曰(5℃ 8.1.4

安

全

性

能

抗风雪 系统抗风雪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stZtl

防雨 系统怕雨淋的室外部件应有防雨措施 8 2 2

防冻 系统防冻设计和安装符合 GB/T18713的要求 8.2.3

防雷击
                                                    一

系统处于避雷装置的保护范围内
�l

8.2.4

建筑 防水 建筑不渗不漏 8t2‘5

防腐蚀 系统易腐蚀构件的防腐措施符合 GBSo212和 GBSo224的规定 8 2.6

承重安全 系统承重基础应能安全承受该位置可能的最大荷载 8.2.7

接地保护 系统所有金属部件应与接地装置连接，并符合 GBSo169的要求 8‘2.8

剩余电流保护
系统电气装置应有剩余电流保护措施，剩余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应符合设

计要求
8.2.9

防渗漏 系统应进行检漏试验，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应符合GB50242的要求 8.2.10

超压保护
敞开和开口系统被加热液体应有膨胀空间，并与大气相通;封闭系统应有

膨胀罐和超压泄压装置
8 2.11

过热保护 敞开和开口系统能自动回到正常运行状态;封闭系统有过热保护装置 8t2.12

水质 系统本身不使水质产生异味、铁锈或其他有碍人体健康的物质 8.2.13

运行状况 系统连续运行 3d，应工作正常，各项功能达到设计要求 8.3

检修条件 系统应便于检修 8t4

外观质量 系统外观应整洁、美观，无明显瑕疵 8.5

关

键

部

件

支架
钢支架焊接应符合 GB50205的要求，防腐措施应符合 GBSO212和

GB50224的要求
8t6 1

太阳集热器

平板型太阳集热器应符合 GB/T6424的规定;

真空管太阳集热器应符合 GB/T17581 的规定;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应符合 GB/T17049的规定

8.6.2

贮水箱

贮水箱内胆材料应能承受系统的最高工作温度;贮水箱内壁需要进行防腐

处理的，防腐材料应能耐受贮水箱内壁的最高工作温度。

贮水箱与承重基础之间应牢靠固定

8.6.3

系统管路 系统管路和泵阀的安装应符合 GBSo242的规定 8.6t4

系统保温 管路与设备的保温应符合 GB50185的规定 8 6 5

电气装置

电缆线路安装应符合 GB50168的规定;

电气控制盘、柜的安装应符合 GB50171的规定;

其他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So3o3的规定;

电气接地措施应符合 GBSo16，的规定

8t6t6

辅助热源
直接加热的电热管的安装应符合 GB50303的相关要求;

供热锅炉及辅助设备的安装应符合GBSO242的相关要求
8t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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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测t

7. 1 测皿仪表

7.1.1 应使用一级总日射表测量太阳辐照量。总日射表应按国家规定进行校准。

7. 1.2 测量环境温度的温度仪表的准确度应为士。.5℃,测量水温的温度仪表的准确度应为士0. 2 *C .

7. 1.3 测量空气流速的风速仪的准确度应为士。5 m/so

7. 1.4 计时的钟表的准确度应为士。.2%

7. 1.5 测量冷水体积的仪表的准确度应为士1.0%

7. 1.6 测量长度的钢卷尺或钢板尺的准确度应为士1.0%o

7.1.7 测量压力的仪表的准确度应为士5.0%

7.2 太阳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测量

    根据GB/T 19141的定义和计算方法，测量计算太阳集热器的轮廓采光面积

7.3 太阳辐照量测量

7.3. 1 总日射表传感器应安装在太阳集热器高度的中间位置，并与太阳集热器采光平面平行，两平行

面的平行度相差应小于士100

7.3.2 总日射表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太阳集热器的反射对其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7.3. 3 应防止总日射表的座体及其外露导线被太阳晒热。

7.3.4 在整个测试期间，总日射表不应遮挡太阳集热器采光，并不被其他物体遮挡。

7.3.5 对于太阳集热器处在不同采光平面上的太阳热水系统，应根据太阳集热器不同的采光平面分别

设置总日射表。总日射表的放置位置和要求同7. 3. 1-7. 3. 4.

7.4 周围空气速率测f

    应分别测量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周围的空气流速。风速仪应分别放置在与太阳集热器中心点同一

高度和贮水箱中心点同一高度的遮荫处，分别距离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1. 5 m-10. 0 m的范围内。

7.5 环境温度测t

    应分别测量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周围的环境温度。温度测量仪表应分别放置在与太阳集热器中心

点相同高度和贮水箱中心点相同高度的遮阳通风处，分别距离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1. 5 m-10. 0 m的

范围内。

7.6 贮水箱试验水 量测f

7.6. 1 试验水量是指试验结束时贮水箱内的水在冷水进水状态下的水量。试验水量不包括管路和太

阳集热器或换热器内的水

7.6.2 对于贮水箱内的水是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可将流量仪表安装在太阳热水系统的冷水进

水管路上，通过测量计算试验结束和开始时流量仪表流量读数的差值，就可计算出贮水箱的试验水量。

7.6.3 对于贮水箱内的水是自然循环或强制循环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可在系统的冷水进水管路上安

装一块流量仪表，测量进人系统的总水量;在贮水箱水循环加热系统的下循环管路与贮水箱连接口处安

装另一块流量仪表，测量进人循环管路和太阳集热器或换热器的水量 两块流量仪表测量的水量读数

差值的绝对值就是贮水箱的试验水量。注意在系统注水过程中应通过贮水箱的下循环管向系统循环管

路(包括太阳集热器或换热器)注水。

7.7 系统试验水温测量

7.7. 1 贮水箱混水方式

7.7.1.1 扰动混水法

    对于设有人孔的贮水箱，可在贮水箱内底部的中间位置放置一台潜水泵，通过潜水泵使贮水箱内的

水产生剧烈扰动，以达到混水的目的。潜水泵每小时的流量应不小于贮水箱容水量的30%,潜水泵耐

受的最高工作温度应高于贮水箱内水的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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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2 循环混水法

    对于没有设置人孔或者虽设置了人孔但不便打开的贮水箱，可在贮水箱外部安装一台循环泵，通过

循环泵将贮水箱底部的水泵人贮水箱顶部。贮水箱顶部的进水口位置和底部的出水口位置可根据贮水

箱原有的接口位置选择确定。循环回路使用的材料应适用于系统被加热的工质，并能承受系统贮水箱

的最高工作温度。管道应减少到最短，管道外进行保温处理，保温层外表面裹覆具有反光性能的材料。

    循环泵耐受的最高工作温度应高于贮水箱内水的最高温度，水泵每小时的流量应不小于贮水箱容

水量的30

7.7.2 贮水箱水温1119 f

    根据贮水箱的接口位置，在贮水箱内水面的最上部和最下部位置的接口处分别设置一个测量贮水

箱上下部水温的测温装置。

7.7.3 冷水温度测f

    在冷水进水处安装温度测量仪表，测量冷水的进水温度，。

7.8 太阳辐照f与集热试验数据同步测试方法

7.8. 1 对于贮水箱内的水是自然循环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可利用系统的自然流动解决试验数据的同

步测量问题。

7.8.2 对于贮水箱内的水是强制循环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可利用系统本身配置的循环泵解决试验数

据的同步测量问题。

7. 8.3 对于贮水箱内的水是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可通过适当调整试验开始和结束时间并同步

记录太阳辐照量、冷水温度和产热水量等数据，解决试验数据的同步测量问题。

试验与检验方法

8. 1 系统热性能试验

8.1.1 系统要求

    系统应按原设计要求安装调试合格，并至少正常运行3d，才能进行热性能试验。

8.1.2 试验用冷水要求

    试验用冷水应采用该系统投人正常使用时的实际用水，冷水水温80C<t,成25̀C o

8. 1.3 日有用得热.和升温性能试验

8.1.3.1 试验对气象条件和太阳辐照量的要求

    系统进行试验时，气象条件和太阳辐照条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环境温度8 *C簇to簇390C;

    b) 环境空气的平均流动速率不大于4 m/s;

    c) 对于太阳集热器采光面正南放置和南偏东、南偏西放置且试验时间可以达到8h的太阳热水

        系统，H->17 MJ/m';对于太阳集热器采光面南偏东、南偏西、正东、正西放置但试验时间达不

        到8h的太阳热水系统，在当地太阳正午时前4h到太阳正午时后4h期间，正南方向与太阳

        集热器同一倾角斜面上的太阳辐照量应大于或等于17 MJ/m' o

8.1.3.2 其他要求

    该试验只测试系统的太阳能加热部分。对于太阳能单独系统，可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试验;对于太

阳能带辅助热源系统，试验期间应关闭辅助热源，仅对太阳能加热部分进行试验。

8.1.3.3 试验起止时间

    当太阳集热器采光面正南放置时，对于自然循环和强制循环系统，试验起止时间为当地太阳正午时

前4h到太阳正午时后4h，共计8h;对于直流式系统，试验起止时间为当地太阳正午时前4h左右到

太阳正午时后4h左右，共计8h士0. 5 h e

    当太阳集热器采光面南偏东、南偏西、正东、正西放置时，试验起止时间应调整到太阳集热器能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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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采集太阳光的时间区间，但试验时间最长不超过太阳集热器采光面正南放置时规定的试验时

间，最短不少于4h

8.1.3.4 贮水箱内的水是自然循环或强制循环的太阳热水系统的试验方法

    a) 打开系统冷水阀门向系统充水，充水过程中，应及时排除系统内的空气。系统充满水后，应测

        量计算出系统贮水箱的试验水量V. e

    b) 在试验开始前30 min，启动贮水箱的混水装置进行混水，使贮水箱上下部水温差别在1 0C以

        内。对于强迫循环系统，还应同时手动启动太阳热水系统的循环泵。

    C) 试验开始时，应同时记录总日射表太阳辐照量读数，并将强制循环系统循环水泵置于正常运行

        控制状态，同时应关闭贮水箱的混水装置，记录贮水箱上下部水温。贮水箱上下部水温的平均

        值就是试验开始时贮水箱内的水温tb

    d) 试验结束时，应记录总日射表太阳辐照量读数，同时关闭系统上下循环管路与贮水箱之间的

        阀门，关闭强制循环系统的循环泵，启动贮水箱的混水装置。当贮水箱上下部水温差值降到

        1℃以内时，记录贮水箱上下部水温。贮水箱上下部水温的平均值就是试验结束时贮水箱内的

          水温 ￡

    e) 计算试验结束与试验开始时太阳辐照量读数的差值就是试验期间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太阳辐

        照量H 对于处在不同采光平面上的太阳热水系统，应分别计算试验期间不同采光平面单位

        轮廓采光面积的太阳辐照量。

8. 1. 3. 5 贮水箱内的水是单一的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和刚开始加热时是直流式加热、待贮水箱

内的水位达到设定高度后又转人强制循环的太阳热水系统的试验方法

    a) 手动打开系统进水管路上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向系统充水 充水过程中，应及时排除系

        统内的空气。系统充满水后，将定温控制器置于正常工作状态。打开系统贮水箱的排污阀，排

        净贮水箱内的水，并使排污阀一直处于打开状态，以排除系统试验开始前产生的热水。

    b) 当地太阳正午前4h左右，当系统产生定温热水，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自动启动又自动停

        止后，试验开始 此时应记录试验开始时间、冷水进水管路上的流量仪表的流量读数和冷水温

        度t,、总日射表太阳辐照量读数等数据 当贮水箱排出系统试验开始前产生的热水后，关闭贮

        水箱的排污阀，确保系统试验开始后所产生的热水全部贮存在贮水箱内。

    e) 试验开始后，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每次启动又停止后，应记录停止的时间、冷水进水管路

        上流量仪表的流量的读数和冷水温度t、总日射表太阳辐照量读数等数据，直至试验结束。

    d) 对于单一的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如果试验期间系统产生的热水可能使贮水箱满水溢

        流时，以贮水箱可能溢流前系统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自动启动又自动停止后的时间作为

        试验结束时间;如果试验期间系统产生的热水不会使贮水箱满水溢流的，以当地太阳正午后

        4h，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自动启动又自动停止后的时间作为试验结束时间;如果过了当

        地太阳正午后4h，系统30 min内未产生热水，则以系统前一次产生热水后的时间作为试验结

        束时间

    e) 对于刚开始加热时是直流式加热、待到贮水箱内的水位达到设定高度后又转人强制循环的太

        阳热水系统，如果试验期间系统一直处于直流式加热状态的，应按单一的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

        水系统来确定试验结束的时间;如果试验期间系统转人了强制循环的，以当地太阳正午后4h

        作为试验结束的时间

    fl 系统试验结束时，对于单一的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应立即关闭系统起定温作用的阀门

        或水泵前后的阀门;对于刚开始加热时是直流式加热、待到贮水箱内的水位达到设定高度后又

        转人强制循环的太阳热水系统，还应关闭系统上下循环管路与贮水箱之间的阀门，关闭贮水箱

        的循环泵。同时应记录试验结束时间、冷水进水管路上流量仪表读数和冷水温度t,、总日射表

        太阳辐照量读数、贮水箱上下部水温等数据，并同时启动贮水箱的混水装置，使贮水箱上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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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温差值降到1 0C以内，记录贮水箱上下部水温。贮水箱上下部水温的平均值就是试验结束

    时贮水箱内的水温t。

9) 计算试验结束与试验开始时冷水进水管路上流量仪表流量读数的差值，就是贮水箱的试验水

    量V，;试验期间冷水水温z。的平均值就是试验开始时贮水箱内的水温t,;试验结束与试验开

    始时太阳辐照量读数的差值就是试验期间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太阳辐射量 H。对于处在

    不同采光平面上的太阳热水系统，应分别计算试验期间不同采光平面单位采光面积的太阳辐

    照量

3.6 日有用得热量和升温性能的计算

系统试验期间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日有用得热量4用式(1)计算:

Awcowv 行。一t, )
1000A

换算成太阳辐照量为 17 MJ/(d " m')时的日有用得热量9}用式((2)进行计算:

。，一，7H (2)

当系统的太阳集热器不在同一采光平面时，可根据不同的采光平面用式((3)计算系统的9i值:

17p,cp�Vs(t。一 t,)
(3)

                            1000艺HA

太阳辐射量为17 MJ/(d·mZ)时，贮水箱的温升△t,用式((4)计算:

17(t。一t6 )
      月

(4)

    当系统的太阳集热器不在同一采光平面时，可根据不同的采光平面用式((5)计算系统的贮水箱的温

升△t,，值:

                                17(，一‘、)艺A

全HA‘
⋯ “·······.···········⋯⋯ (5)

8. 1.4 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

8.1.4.1 试验气象条件要求

    系统进行试验期间，环境空气流动平均速率不大于4 m/s.

8.1.4.2 试验用水温水f要求

    在保温性能试验开始前，应将贮水箱充满不低于50℃的热水。关闭贮水箱上所有的阀门，避免贮

水箱保温试验受到管路、太阳集热器或换热器散热和使用热水等因素的影响。

8. 1.4.3 其他要求

    该试验只测试贮水箱的保温性能。对于太阳能单独系统，可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试验;对于太阳能

带辅助热源系统，试验期间应关闭辅助热源。

8.1.4.4 试验时间

    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一般应在晚上8:00至第二天早晨6:00，试验时间共计10 h.

8.1.4.5 试验方法

    a) 启动贮水箱的混水装置，直到贮水箱上下部水温差值在士1℃以内。

    b) 试验开始时，关闭贮水箱的混水装置，记录贮水箱上下部水温并计算其平均温度t,，并同时记

        录时间、贮水箱周围的环境温度和风速等。以后每隔1h记录一次上述数据

    c) 试验结束前15 min，启动贮水箱的混水装置，使试验结束时贮水箱上下部水温差值在士1℃以

        内。当试验时间达到10 h时，试验结束 记录贮水箱上下部水温并计算其平均温度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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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计算试验期间11次环境温度的平均值，得出贮水箱附近的平均环境温度t,rt-, e

4.6 贮水箱保温性能计算

贮水箱试验期间的温降Otf,用式((6)计算:

(6)

贮水 箱水 温在当地标准温差下的温降

At-,

  At,, = t'一 t{

△:、用式((7)计算:

        (t，一 t' ) At,

( t'+ t,)/2一t-
............ ....········。二(7)

2. 1

安全性能检验

  系统抗风雪措施

0
目

0

目

    系统抗风雪措施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检验

8.2.2 系统防雨措施

    系统怕雨淋的室外部件的防雨措施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检验

8.2. 3 系统防冻

    系统的防冻设计和安装应按GB/T 18713的要求进行检验。

8.2.4 系统防雷击

    对于不处于建筑物避雷装置保护范围内的系统，应按GB 50057的规定检验系统的防雷击措施。

8.2.5 建筑防水

    与建筑同步设计施工的系统，系统建筑部分的防水措施应符合GB 50207的要求。在既有建筑上

后安装的系统，应不破坏建筑原有的防水层;如果破坏了建筑原有的防水层，被破坏部分应重做防水，并

按GB 50207的要求进行检验

8.2.6 防腐蚀

    系统易腐蚀构件的防腐措施应按GB 50212和GB 50224的规定进行检验

8.2.7 承重安全

    贮水箱应设置在建筑物的承重位置上，贮水箱和太阳集热器充满水时的最大荷载应在建筑物能够

安全承受的范围内。系统其他部件放置的位置应能安全承受该部件的最大荷载

8.2.8 接地保护

    系统所有金属部件应与接地装置连接，接地措施应按GB 50169的规定进行检验，系统所有金属部

件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8.2.9 剩余电流保护

    检查电气系统是否有剩余电流保护措施，保护电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剩余电流保护动作装置

是否可靠，并记录上述检查结果。

8.2. 10 防渗漏

    各种承压管路系统和设备应做水压试验，非承压管路系统和设备应做灌水试验.水压试验和灌水

试验应按GB 50242的规定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GB 50242的要求。

8.2. 11 超压保护

    检查敞开和开口系统的被加热液体是否留有膨胀空间，并与大气相通。

    检查封闭系统是否安装有安全泄压阀，安全泄压阀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8.2. 12 过热保护

    检查封闭系统的贮水箱上是否安装有过热保护装置

    系统在强太阳辐射、且不使用或消耗系统所积存的能量的条件下集热，连续运行3 d,检查系统工作

情况，并记录检查结果

8.2. 13 水质检查

    将系统注满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在晴天条件下连续工作3d后排出热水检查，热水应无异味、铁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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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有碍人体健康的物质。

8.3 系统运行状况

    系统调试合格后，按照实际工作状态连续运行3d，检验太阳热水系统运行是否正常，控制系统动作

是否正确，各种仪表的显示是否正确等，并记录检验结果。

8.4 系统检修条件

    检查系统是否留有日常维护维修所必须的空间和通道，是否安装有供调试、维修所必需使用的仪

表、阀门，管路易损部件是否安装有活接头或法兰

8.5 系统外观质1t

    用视觉对大阳热水系统的外观进行检查，看是否有明显瑕疵，外观是否整洁干净。

8.6 系统关键部件检验

8.6, 1 系统支架

    太阳热水系统的支架材料应有质检合格证明 系统支架的抗风措施应符合GB 50009的要求。钢

支架焊接应符合GB 50205的要求，防腐措施应符合GB 50212和GB 50224的要求。
8.6.2 太阳集热器

    系统安装的太阳集热器的质量应符合以下标准，并有质检合格证明。太阳集热器之间的连接方式

应合理可靠，集热器与支架应固定牢靠。

    平板型太阳集热器应符合GB/T 6424的规定。

    真空管太阳集热器应符合GB/T 17581的规定。

    真空太阳集热管应符合GB/T 1704，的规定

8.6.3 贮水箱

    贮水箱与承重基础之间应牢靠固定。

    工厂制作的成品贮水箱应质量合格，并有质检合格证明。

    现场制作的贮水箱内胆材料应能承受系统的最高工作温度;贮水箱内壁需要做防腐处理的，防腐材

料应至少能耐受贮水箱内壁的最高工作温度。

8.6.4 系统管路

    系统管路和管路上的泵阀等关键配件应质量合格，并有质检合格证明。

    管路及泵阀的安装应符合GB 50242的规定

8.6.5 系统保温

    系统选用的保温材料应质量合格，并有质检合格证明

    系统保温应符合GB 50185的规定

8.6.6 电气装置

    系统选用的电气配件与材料应质量合格，并有质检合格证明。

    电缆线路施工应符合GB 50168的规定。

    电气控制盘、柜的安装应符合GB 50171的规定。

    其他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GB 50303的规定。

    电气接地应符合GB 50169的规定。

8. 6.7 辅助热源

    系统选用的辅助热源设备应质量合格，并有质检合格证明

    直接加热的电热管的安装应符合GB 50303的相关要求。
    供热锅炉及辅助设备的安装应符合GB 50242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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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验规则

9. 1 检 验类别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检验分为验收检验和型式检验。

92 验收检验

9.2.1 所有太阳热水系统交接给用户前，应进行验收检验。

9.2.2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不高于60℃的系统，验收检验应按本标准8. 1. 4,8.2,

8.3,8.4,8.5,8.6的规定进行检验。

9.2.3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高于60℃的系统，贮水箱保温性能检验应按设计要求进

行，其他性能应按本标准8.2,8.3,8.4,8.5,8.6的规定进行检验。

9.3 型式检验

9.3. 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的;

    b) 合同双方有争议，有一方要求对系统进行型式检验的;

    c) 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对太阳热水系统进行型式检验的

9.3.2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不高于60℃的系统，型式检验应按本标准8.1,8.2,8.3,

8.4,8.5,8.6规定的方法和要求进行检验。

9.3.3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高于60℃的系统，系统热性能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检验，其

他性能应按本标准8.2,8.3,8.4,8.5,8.6的规定进行检验。

9.4 判 定规则

9.4. 1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不高于60℃的系统，验收检验的结果应符合本标准表2

的规定。按本标准8.1.4,8.2,8.3规定的方法检验的各项指标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则系统判定为不合

格;其余各项指标有两项不合格的，则系统判定为不合格。

9.4.2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高于60℃的系统，验收检验的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

标准表2的规定。贮水箱保温性能检验达不到设计要求或者按本标准8.2,8. 3规定的方法检验的各项

指标有一项指标不合格的，则系统判定为不合格;其余各项指标有两项不合格的，则系统判定为不合格。

9.4.3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不高于60℃的系统，型式检验的结果应符合本标准表2

的规定。按本标准8.1,8.2,8.3规定的方法检验的各项指标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则系统判定为不合格;

其余各项指标有两项不合格的，则系统判定为不合格。

9.4.4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高于60℃的系统，型式检验的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

标准表2的规定。系统热性能检验的各项指标有一项指标达不到设计要求或者按本标准8. 2 , 8. 3规定

的方法检验的各项指标有一项指标不合格的，则系统判定为不合格;其余各项指标有两项不合格的，则

系统判定为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