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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四川省工程建设

地方标准〈民用建筑机械通风效果测试与评价标准〉编制计划

的通知》（川建科〔2013〕79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

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术

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5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

术语、基本规定、实测评价和模拟评价等。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西南交通

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请寄送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

区 二 环 路 北 一 段 111 号 ； 邮 政 编 码 ： 610031 ； 邮 箱 ：

ypyuan@home.swjtu. edu.cn）。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 西南交通大学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 ：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东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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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  建筑设计阶段宜采用模型试验或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机

械通风效果的模拟评价。既有建筑应采用实测的方法对机械通风

效果进行评价。体型复杂或条件不允许时，可采用模型试验或数

值模拟的方法进行评价。 
3. 1. 2  建筑机械通风效果参数检测所使用的主要仪器仪表应符

合表 3.1.2 的规定。 

表 3.1.2  主要检测仪器要求 

序号 测量项目 检测仪器仪表 单位 仪器仪表要求 

1 换气次数 换气次数测试装置 次/h 准确度不大于 5% 

2 风量 
  毕托管＋微压计、 

风速仪、风量罩 
m3 准确度不大于 5% /h 

3 风速 
风速仪/毕托管＋ 

微压计 
m/s 准确度不大于 3% 

4 压力 毕托管＋微压计 Pa 准确度不大于 1% 

5 甲醛、氨 

玻璃量具 — 不确定度不大于 1% 

大气采样仪 L/min 准确度不大于 2.5% 

分光光度计 mg/m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GB/T 18883 中相关检测要求 
3 

6 苯、TVOC 
大气采样仪 L/min 准确度不大于 2.5% 

气相色谱仪 mg/m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GB/T 18883 中相关检测要求 
3 

7 氡 测氡仪 Bq/m 不确定度不大于 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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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2 

序号 测量项目 检测仪器仪表 单位 仪器仪表要求 

8 

可吸入颗粒物

或细颗粒物

（PM 2.5或

PM 10

个体粉尘测试仪 

） 

mg/m 准确度不大于 5% 3 

9 空气干球温度 
温度计：膨胀式、 
电阻式、热电偶式 °C 最大允许偏差 0.1 °C 

10 空气湿球温度 湿球温度计 °C 最大允许偏差 0.1 °C 

3.2  效果要求 

3. 2. 1  换气次数（或通风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厨房和卫生间的最小换气次数应符合表 3.2.1-1 的规定。 

表 3.2.1-1  厨房和卫生间最小换气次数 

房间名称 换气次数 
住宅厨房 6 次/h 1 
住宅卫生间 5 次/h 

公共厨房

中餐厨房 
2 

40～50 次/h 
西餐厨房 30～40 次/h 

职工餐厅厨房 25～35 次/h 
公共卫生间 10 次/h 

公共浴室（无窗） 10 次/h 
宾馆卫生间 按房间新风量计算的换气次数的 80%～90% 

注：1  住宅厨房换气次数指采用燃气灶具的地下室、半地下室（液化

石油气除外）或地上密闭厨房正常工作时的换气次数，不工作时其换气次

数应不小于 3 次/h。 
2  本标准指有炉灶的公共厨房。当按吊顶下的房间体积计算风量

时，换气次数取上限值；按楼板下的房间体积计算风量时，换气次数取下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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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汽车库的机械排风量应不小于表 3.2.1-2 的规定值。当汽

车库设置机械送风系统时，送风量宜为排风量的 80%～85%。 

表 3.2.1-2  汽车库机械排风的换气次数和排风量 

车库类型 
单层汽车库 
换气次数 

双层或多层汽车库排风量 

商业类建筑 6 次/h 每辆 500 m3/h 

住宅类建筑 4 次/h 每辆 300 m3/h 

商业及住宅类除外的 
民用建筑 

5 次/h 每辆 400 m3/h 

3  事故通风的换气次数应根据放散物的种类、安全及卫生

浓度要求，按全面排风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12 次/h。 

3. 2. 2  新风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宅建筑和医院建筑所需最小新风量应按换气次数法计

算和评价。住宅建筑的最小换气次数应符合表 3.2.2-1 的规定，医

院建筑的最小换气次数应符合表 3.2.2-2 的规定。 

表 3.2.2-1  住宅建筑最小换气次数 

人均居住面积F 换气次数 P 

F P≤10 m 0.70 次/h 2 

10 m2＜F P≤20 m 0.60 次/h 2 

20 m2＜F P≤50 m 0.50 次/h 2 

F P＞50 m 0.45 次/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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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2  医院建筑最小换气次数 

功能房间 换气次数 

门诊室 2 次/h 

急诊室 2 次/h 

配药室 5 次/h 

放射室 2 次/h 

病房 2 次/h 

2  非高密度人群公共建筑主要房间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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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736 的规定。 
3  高密度人群公共建筑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应按照人员密

度计算，且应符合表 3.2.2-3 的规定。 

表 3.2.2-3  高密度人群公共建筑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m3

建筑类型 

/(h·人)] 

人员密度P F（人/m2） 

P F 0.4＜P≤0.4 F P≤1.0 F＞1.0 

影剧院、音乐厅、大会厅、 
多功能厅、会议室 

14 12 11 

商场、超市 19 16 15 

博物馆、展览厅 19 16 15 

公共交通等候室 19 * 16 15 

歌厅 23 20 19 

酒吧、咖啡厅、宴会厅、餐厅 30 25 23 

游戏厅、保龄球房 30 25 23 

体育馆 19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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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2-3 

建筑类型 
人员密度P F（人/m2） 

P F 0.4＜P≤0.4 F P≤1.0 F＞1.0 

健身馆 40 38 37 

教室 28 24 22 

图书馆 20 17 16 

幼儿园 30 25 23 

注：* 指人员等候时间一般在半小时以上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的

等候室，不包括人员等候时间较短的公共交通等候室，如地铁站等。 

3. 2. 3  建筑中人员主要停留房间的气流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员活动区气流组织应分布均匀，避免漩涡。 
2  住宅内通风应从主要房间如客厅、卧室和书房流向功能

性房间如厨房和卫生间等。 
3  公共建筑应根据不同功能区域合理组织气流，保证人员

活动区处在空气较新鲜的位置。 
4  室内污染的空气应能及时排出。 

3. 2. 4  机械通风时，夏季空调室内人员活动区空气流速应不大

于 0.3 m/s，冬季空调室内人员活动区空气流速应不大于 0.2 m/s。 
3. 2. 5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中人员主要停留房间的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PM2.5

除外）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的

规定。 
2  室 内 空 气 中 细 颗 粒 物 PM2.5 的 日 平 均 浓 度 宜 小 于

75 µg/m3。 
3. 2. 6  节能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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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机械通风系统中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应不大于

0.32 W/(m3/h)。严寒地区增设预热盘管时，单位风量耗功率可增

加 0.035 W/(m3

测试位置 

/h)。 

2  配合房间空气调节器使用的全热交换设备，应符合以下

规定： 

1）全热交换设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空气-空气能量回

收装置》 GB/T 21087 的规定。 

3）全热交换设备应配合空调系统使用，并实时监测新风

状态，设定合理启停方案。 

4）全热交换设备应根据新风量设计值选择运行挡位，排

风量不应大于新风量。应在表 3.2.6-1 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设备能效

比的测量，并按照本标准第 4.7.5 条所述方法对测得的设备能效

比进行修正，根据房间空气调节器类型，修正后的能效比应大于

表 3.2.6-2 中相应能效比下限值。 

5）全热交换设备前后宜设旁通管道或全热交换设备自带

旁通功能，用于热回收设备关闭且房间内仍需新风时使用。 

表 3.2.6-1  设备能效比测试工况范围 

温度 t（°C） 相对湿度 RH（%） 

室外侧 
29≤t＜30 70～90 

30≤t≤35 50～90 

室内侧 2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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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2  设备能效比下限值 

空气调节

器类型 
空气调节器额定制

冷量（CC） 

空气调节器的能效等级 

1 2 3 

整体式  3.30 3.10 2.90 

分体式 

CC≤4 500 W 3.60 3.40 3.20 

4 500 W＜CC≤

7100 W 
3.50 3.30 3.10 

7 100 W＜CC≤

14 000 W 
3.40 3.20 3.00 

3. 2. 7  室内人员对机械通风效果的主观感受宜通过问卷调查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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