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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708-2002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性能试验方法.pdfICS 27.160 F12 
家用太阳热水系统热性能
某省电力公司城网改造招标工程施工组织设计Testmethodsforthermalperformanceofdomestic solarwaterheatingsystems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太阳热水系统在没有辅助加热时的热性能测试步骤。 本标准适用于贮热水箱容积在0.6m?以下，仅用太阳能的家用热水系统 本标准不适用于同时进行辅助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的试验 
αa2a3 公式（4）中描述系统性能的系数 Gpw 水的比热容，J/(kgC） H 集热器采光面的目太阳辐照量，MJ/m 
α1a2a 公式（4）中描述系统性能的系数 Gpw 水的比热容，J/(kgC） H 集热器采光面的目太阳辐照量，MJ/m 
表1家用太阳热水系统分类 
a）直接式一耗用的热水流经集热器的系统。 b）间接式（热交换）—非耗用的传热流体工质流经集热器的系统 
a）散开式一传热流体与大气广泛接触的系统。 b）开口式一系统内的传热流体和大气间的接触限于补给和膨胀箱的自由表面或排气曾 c）封闭式（密封的或不通大气的）一系统中的传热流体完全和大气分隔开的系统。 
a）充满式一 一系统内集热器始终充满传热流体的系统。 b）回流式一作为正常工作循环的一部分，传热流体从集热器中排人贮热水箱中便于以后再使 系统。 C）排放式一传热流体可以从集热器内泄放的系统， 
a）分离式热水系统一集热器与贮热水箱分开放置的系统。 b）紧凑式热水系统一集热器与贮热水箱直接相连或相邻的系统。 c）闷晒式热水系统一集热器与贮热水箱是同一个器具的系统。 
对带辅助加热器的系统进行试验前
只有系统的太阳能部分应用此试验步骤。对带有与太阳能贮热水箱分离的辅助加热器的系统，其太 阳能部分的性能将不受到辅助加热器的影响。然而，日负荷的大小将受到辅助加热器存在的影响。因此 如果进行试验的系统带有太阳能预热器和分离的辅助加热器，则需另行制定包括试验步骤的标准。 6.1.1.2带有手动控制的辅助加热器的系统 系统带有与太阳能贮热水箱结合成一体的辅助加热器，且所提供的辅助加热器仅用于不规则的间 歇性工作（手动或设定时间的操作开关)，则系统试验时应将辅助加热器关闭。 6.1.1.3带有整体辅助加热器的系统 此试验步骤不适用于连续的或与太阳能贮热水箱一体化的夜间使用的辅助加热器系统。这类系统 应采用其他合适的标准中所规定的试验步骤来进行评价。 
6.1.2试验系统的安装
系统的各个部件应按制造商的说明书安装后才能进行试验。系统内的任何控制器均应按制造商的 说明书来布置。在没有制造商的专门说明书的情况下，系统将如下安装。 系统的安装要考虑到玻璃可能破裂和热流体的泄漏，以确保人身安全。安装牢固，应能抵抗住阵风。 系统尽可能安装在制造商提供的安装支架上。如未提供支架，则除非特别指明（例如系统是屋顶整 体布置的一部分)，应使用开式的安装系统。系统的安装不能阻挡集热器的采光面，安装支架不应影响 集热器或贮热水箱的保温。 除了有些情况（例如闷晒式热水系统和紧凑式热虹吸系统）贮热水箱以某种方法固定到集热器上的 系统外，贮热水箱均应安装在制造商的安装说明书中所允许的最低位置。 对于分离式热水系统，集热器与贮热水箱间（泵循环系统）的连接管道的总长度应为15m。管道的 直径和保温应与制造商的安装指南一致。 
6.1.3集热器的安装
安装在面向赤道倾角为纬度士10°内的固定位置， 
集热器安装的地点应满足在试验期问没有阴影投射到集热器上。 集热器所在的位置应在试验期间从周围的建筑或物体表面没有明显的太阳光反射到集热器上，且 在视野内没有明显的障碍物。 不允许诸如沿建筑物墙面上升的暖空气流过系统。在屋顶上进行试验的系统应放置在离开房顶边 缘至少2m以外。 设计成与房顶构成一体的集热器，其背部可以防风，但此种情况应随同试验结果一并报告。 
6.1.4液体流动系统
应该采用图1所示的试验回路。在回路中使用的管道材料应适用于系统中使用的工质并能承受高 达95C的运行温度。管道应尽量短，特别是冷水人口（出口)处的温度传感器与贮热水箱进口处之间和 混水泵与贮热水箱之间的管道应减到最短，以减小环境对水温的影响。这段管道应加保温，并且包覆具 有反射性能的材料。 泄水管应安装在水箱冷水人口前的管道上。 家用太阳热水系统的集热器应按特定的倾斜角度安装，试验时所用的倾角应和试验结果一并报告。 在整个试验中该倾角应保持不变。 在试验期间系统中使用的传热工质应是制造商推荐的工质。当试验强迫循环系统时，集热器人口与 水箱间安置循环泵，试验流量由制造商推荐。如果所设计的太阳集热器回路使用防冻液，则在本标准中 所列的试验步骤必须根据制造商的要求使用那些液体。 
图1系统日性能的试验装置示意 
根据GB/T4271的规定，使用一级总日射表测量太阳总辐射。应按国家规定进行校准。 6.2.2温度 
6.2.2.1准确度、精度和响应时间
温度测量仪器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读取仪表的精度和准确度应在表2给出的限度之 小于5s。 
表2温度测量仪器的准确度和精康 
6.2.2.2环境温度
使用遮阳而通风的采样器件在约高于地面1m处及离集热器和系统组件不近于1.5m但不起 m处的百叶箱内测量环境空气温度。在系统附近的物体表面温度应尽量接近环温。例如，在系统 应有烟肉、冷却塔或热气排风扇等。 
如果在贮热水箱入口处串接一个温度控制器，则由于试验期间流量较高，要求其功率较大以便保持 温度。作为替换的方法，也可以通过控制对热水池和冷水池的混水来调节温度，两个水池都保持恒定的 温度。当流量为400L/h～600L/h时，在试验开始至结束期间温度控制器或混水阀要能将人口流体的 温度漂移控制在士0.2K以内。如果人口处流体温度的波动是由于温度控制器内的滞后所形成的，则其 允许的波动值为土0.25K。 
液体流量的测量准确度应等于或好于测量值的土1.0%，该测量值的单位为kg/h或Lh。 当试验系统用泵循环时，流量计应安装在集热器回路中测量流量的准确度为土5%处。 6.2.4质量 
质量测量的准确度应为士1%。
使用的模拟或数字记录仪的准确度应等于或好于满量程的士0.5%。其时间常数应等于或短于1S。 信号的峰值指示应在满量程的50%~100%之间。 使用的数字技术和电子积分器的准确度应等于或好于测量值的1.0%。 记录仪的输人阻抗应大于传感器阻抗的1000倍或10MΩ，二者取其高值。 在任何情况下，仪器或仪表系统的最小分度都不应超过规定精度的两倍。例如，如果规定的精度是 土0.1℃，则最小分度不应超过0.2C。 
本试验至少包括4整天对整个系统的全天室外试验，以及一次确定贮热水箱的热损系数的过夜热 损试验。 试验过程由若干互相独立的全天试验组成。每一天系统的试验在室外运行。每天试验测得的输人 (即照射到系统上的太阳辐射)和输出（取出的热水所含的能量)均标绘在输人/输出图上。这些试验天内 应包括太阳辐照量和（td一t）值的变化范围，以便建立系统性能与这些参数的关系。 
至少应有4天试验结果具有相近的（ta一t）值且太阳辐照量平均分布在8MJ/m"～25MJ/ 内。 环温在8C≤t≤39℃，环温的低温限按GB/T17049的规定， 
检查系统的外观并记录任何损坏情况。彻底清洁集热器的采光面。 每天开始试验前，罩上集热器以避免太阳直射，按GB/T17581规定，风速u不大于4m/s，用温度 不低于t的冷水以400L/h~600L/h的流量进行循环，以使整个系统的温度一致，至少5min内贮热 水箱的人口温度T的变化不大于士1℃时，即认为该系统达到均匀的预定温度t。在试验即将开始前停 
止通水循坏，并用节门来截断旁通回路以防止自然循环。 当系统达到均匀温度时，停止通水循环；但就强迫循环系统而言，应让太阳集热器回路由 运行。 
当在距离盖板表面50mm处的集热器平面上测量时，空气流动的平均速率不大于4m/s，在整 器采光面上各点的空气速率偏离平均值不得超过士25%。 
应从太阳正午时前4h到太阳正午时后4h的试验期间按小时平均值进行记录。 a）在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太阳辐照量H； b）临近集热器的环境空气温度t c）周围空气的速率u； d）系统循环和控制装置（泵、控制器.电磁阀等)所消耗的电能 
7.6系统日热性能的矿
GBT50885-2013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规范.pdf7.6系统日热性能的确
系统工作8h，从太阳正午时前4h到太阳正午时后4h。集热器应在太阳正午时后4h时遮挡起 来，启动混水泵，以400L/h～600L/h的流量，将贮热水箱底部的水抽到顶部进行循环来混合贮热水箱 中的水，使贮热水箱内的水温均匀化，至少5min内贮热水箱人口温度T，的变化不大于土0.2C，记录 水箱内三个测温点的温度，T，或三个测温点的平均值即为集热试验结束时贮热水箱内的水温t。 贮热水箱内水体积V，中所含的得热量Q，应用式（1）进行计算： 
集热器内贮存的热量不计人在内。 
Q=pwcwV,(tt) 
系统工作8h，从太阳正午时前4h到太阳正午时后4h。集热器应在太阳正午时后4h时遮挡起 来，在热水从系统中排放前的一个短时间内（10min～20min）DB34／T 1744.1-2012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服务标准体系 第1部分：总则，需通过泄水管将人口处的部分冷水放 掉，以确保冷水人口处的温度控制器到贮热水箱人口之间的管道内的水温为t。从贮热水箱通过泄水管 的流量应为零。以400L/h～600L/h的恒定流量将贮热水箱中的热水排出。补人冷水温度应为t，t即 在系统预定条件时的温度。 至少每15s应测量一次正在排出的水温t，至少每放出贮热水箱容积的1/10时记录一个平均值。 应利用所测得的温度作一个像图2所示的排水温度图。测量进入贮热水箱的水温和从贮热水箱排出的 水温。 
排出的水应为贮热水箱容积的三倍。如果排出三倍于贮热水箱的容积后，贮热水箱排出的水温与进 
人贮热水箱的温差仍大于士1K，则必须继续排水直到温差≤士1K为止。此时，太阳热水器中所采集和 贮存的热量均已由排出的水带走。 在排水期间，进人贮热水箱的冷水温度的波动不超过土0.25K，漂移不超过0.2K。 从贮热水箱排放热水时的流量是非常重要的，它能显著地影响排水温度曲线。因此流量控制器必须 将通过贮热水箱的流量保持在预定值（400L/h～600L/h)的土50L/h范围内。 太阳热水系统内所含的得热量Q.与排出水温t曲线和进口水温t曲线之间的面积成正比，应用 式（2)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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