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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标准《集中空调电子计费信息系统工程技术规范》【修订】

（以下简称《规范》）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在电子工程标准定额

站的具体组织下，编制组按照《规范》编制大纲内容和时间要求，已顺利

地完成了《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工作任务。现将《规范》征求意见稿编

制工作汇报如下：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集中空调电子计费信息系统工程技术规范》（SJ/T11449-2013）由

郑州春泉暖通节能设备有限公司（2013 年更名为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

公司）会同原郑州轻工业学院等相关单位发起，归口于电子工程标准定额

站，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行业标准。本标准于 2009 年

11 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09 年第二批工业行业标准制修订计

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09〕260 号）批准立项，计划号：2009-2835T-SJ。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发布，2013 年 12 月 1日实施。标

准编号为：SJ/T11449-2013。

本标准从 2013 年发布实施至今已近十年，在规范集中空调计量收费

信息系统市场应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标龄过长，其标准

的一些内容已不适应集中空调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由于当时技术

条件的限制一些内容未纳入标准化范围内，个别认证已经过时，急需更新、

增加、提升和删除标准的相关内容。根据 2021 年专家研究论证，本标准

应予以修订。2022 年 3 月，标准主编单位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向

工业和信息化部申报修订资料，经归口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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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站推荐，工信部组织专家评审，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 2022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

〔2022〕158 号）编制计划。本项目计划号：2022-1089T-SJ。

1.2 工作过程

1.2.1 工作准备

主编单位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接到立项通知后，立即与相关专

家沟通、联系，召开《规范》修订筹备会，讨论确定成立项目编制工作组、

编制修订大纲、制定修订方案、确定工作时间。研究重点问题和解决方案，

制定总体编制工作进度安排和分工合作计划，编写开题报告，准备启动会

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1.2.2成立编制工作组

根据本规范的技术内容和市场应用情况，修订编制组将由国内著名的

空调及计费系统研制厂家、设计院、工程安装公司、高校等单位组成。编

制组涵盖了设计、设备生产、工程安装、调试运行、运行维护等全生命过

程。决定邀请河南城建学院院长、河南省制冷学会理事长范晓伟教授出任

《规范》编制组长。

主要编制单位：

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克莱门特捷联制冷设备（上海）有限公

司、河南工程学院、亿联鑫工程科技有限公司、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安

建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河南汛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环发工程有限公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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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速达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北晨环能科技有限公司、郑州立得尔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组成员：

组 长：范晓伟（河南城建学院院长、教授、河南省制冷学会理事长）

副组长：杨 东（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

吴学红（郑州轻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付立（克莱门特捷联制冷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总工、高级工程师）

秘书长：黄守峰（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成 员：杨 东、王付立、姜 曙、车福亮、吴学红、付建林、邹孝

旺、赵 兵、张鹏飞、刚轶金、王慧贤、荣海利、李新付、张仙平、黄守

峰、许 凯、李 涛、陈传伟、朱正华、张一楠、彭 飞、贾小爱、聂 晗、

陈玉军、樊晓翠。

1.2.3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2年8月13日，电子工程标准定额站在郑州主持召开了编制组成立

暨第一次修订工作会议，并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1）成立《规范》编制工作组，确定《规范》编制单位和编制工作

组成员。

（2）通过了《规范》编制大纲，分配了《规范》编制任务，确定了

《规范》编制进度计划，明确规定严格按照编制大纲进行编制工作，按计

划完成编制工作任务。

（3）会议明确了对《规范》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对《规范》的内容

进行提升、补充和完善。确定新增“动力机房”计量和“智能化”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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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技术内容要做到：定性定量、协调一致、结构清晰、简洁无误、用

词准确、表述一致等。

（4）会议要求编制过程中要贯彻国家政策，符合法律法规；以行之

有效的经验和成果为依据；相关标准要协调配套，避免重复或矛盾；符合

标准编写规定。确保按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计划要求完成编制任务。

第一次工作会议之后，编制组根据第一次编制工作会议通过的《修订

工作大纲》和各起草单位及起草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分析整

理，逐章、逐节、逐条修改、完善。经主编单位统稿，于2022折9月形成

《规范》初稿。

1.2.4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2 年 9 月 24 日，电子工程标准定额站在郑州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修

订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以下工作内容：

（1）会议对《规范》(初稿)修改部分逐章、逐节、条进行讨论，并

形成统一意见。

（2）会议对《规范》(初稿)第 4章《设计》新增加的《动力机房》

一节，改为《冷热源系统》；不建议增加“云服务器”术语；新增“电气

智能控制柜”术语改为“智能控制柜”。

（3）会议要求结合现行国家有关计量政策、法规和现行国家标准对

本《规范》(初稿)进行完善，并将修改完善后的文本作为“征求意见稿”

发布征求意见。

（4）会议对下步编制工作进行安排，并重申要严格按照《<规范>修

编工作大纲》按时完成编制任务，确保编制质量。

第一次工作会议之后，编制组根据会上和会后编制人员及相关专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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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修改建议和意见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对一些数据性款项进行了调研和

实验论证，经主编单位统稿后，于 2022 年 12 月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标准化工作“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

适时推出、及时修订”的原则及相关规定，《规范》修订遵循以下原则：

2.1.1标准定位

《规范》定位为面向建筑领域的电子工程建设标准。

2.1.2实用性原则

《规范》必须贯彻执行我国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应

有利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围绕国家“双碳”目标和建

筑领域的节能减碳的基本要求，体现建筑集中空调的节能智能化。既有利

于规范工程建设和实际应用，又有利于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执法督察的技术

依据。

2.1.3先进性原则

集中空调计量收费涉及到计量技术、收费方法及电子信息系统在建筑

领域的应用，既要保证计量技术及产品的科学性，又要体现收费方法的公

平性和政策导向，因此《规范》应具有一定的技术先进性和前瞻性。

2.1.4合理性原则

《规范》所提出的规定、准则、技术指标应适应我国建筑领域节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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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总体经济技术要求，执行国家有关的法规规定，特别是应严格执行环境

保护、消防、节能、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等方面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同时

还应兼顾项目建设的经济性和可实施性，以体现出规范的总体适用性、可

行性和公开公正。

2.1.5科学性原则

《规范》所提出的内容、深度或格式要求应具有严谨的逻辑关系，以

现行有效的相关法规、标准、规范、规程为基础，尽可能采用成熟的应用

经验，并应充分考虑本行业的特点和特殊性。

2.1.6协调性原则

《规范》所提出的内容、深度或格式要求，应与相关的国家、行业的

法规、标准、规范、规程相协调，避免重复、矛盾；同时还应考虑与相关

国际标准的衔接、协调问题，以及与国际工程惯例相互适应的问题。

2.1.7规范化原则

《规范》的编制应遵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工业领域工程建设行

业标准制定实施细则》，并参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

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和《工程建设标准出版印刷规定》的要

求，以确保《规范》编制的规范化。严格遵守标准的修编程序，落实修编

进度计划，确保标准的修订质量。加强内部分工协作、共同把好标准的修

订关。

2.2 编制方法

由主编单位提出《规范》框架和主要内容提纲，组织参编单位讨论并

根据框架开展有关调研编制工作。参编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承担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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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主编单位根据情况制定分工要求，确定分工名单。

《规范》结构、书写格式、用语按《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

[2008]182 号）和《工程建设标准出版印刷规定》执行；编写工作按准备

（含调研）、征求意见、送审、报批四个阶段进行。所涉及技术要求能定

量的要定量，不能定量的要定性，定性和定量要做到准确。

《规范》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通过审定后，主编单位组织成立《规范》

编制组。编制组由主、参编单位具有丰富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熟悉业务

及有关法规、文字表达能力较强的人员组成。编制过程中可向有关政府主

管部门和相关企业广泛征求意见或建议。

2.3 主要内容

《规定》规定了集中空调电子计费信息系统的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设计、施工安装、调试与试运营、验收。主要内容有：

(1)总则。主要规定了适用范围，即：本规范适用于以液态水为能量

输送介质，采用计量收费的集中空调系统。

（2）术语。主要是对《规范》所涉及到的“能量计量仪表”、“当

量空调表”等术语进行解释和描述。

（3）基本规定。规定了对计量仪表选用的相关规定和具体技术要求。

（4）设计。本章是《规范》的主要内容，详细规定了“环境要求”、

“电气要求”、“数据传输”、“空调表选用”、“当量空调表选用”、

“区域管理单元”、“计费管理信息平台”、“通讯网络”等的设计要求。

（5）安装。本章规定了 “当量空调表的安装”“区域管理单元的安

装”、“计费管理信息平台的安装”、“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仪表的安装”、

“通讯网络的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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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试与试运行。本章规定系统调试应在集中空调系统调试后进

行。系统未经调试验收合格的，不得投入试运行。试运行期限为一个制冷

或采暖周期等。

（7）验收。本章规定系统施工工程验收分为过程验收和竣工验收。

系统工程应通过竣工验收后才能用于计量计费。

2.4 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是《规范》自 2013年发布实施后的首次修订，对部分章节

条文进行修订。对本标准层次进行提升、内容增加，以及不适合现实需要

的内容进行删减和改进。

1、提升的内容。对系统智能、安全、节能、低碳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计量器具和管理设备选用需要提高技术参数，满足新的相应计量标准。

对管理平台计算机配置要求提升，着重推荐 SaaS云服务模式，要满足当

前主流配置。系统设备技术指标、测量精度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对计

量器具的智能化程度要求提升。对施工工艺进行提升。

2、增加的内容。增加“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配置和功能基本要求，

“云服务平台”配置和功能基本要求，“双碳”基本要求，相关压力、温

湿度等传感器选用的基本要求。增加“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的设计，“热

量表选用”设计，智能温控器等新产品，管网压力采集的设计，以及环境

气象监测的设计，物联网通讯的设计，系统平台的网络架构设计以及对第

三方接口的设计，5G等新型通讯网络设计。增加“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

的仪表安装，“智能温控器”安装，“环境监测”安装，“压力传感器”安

装等。增加“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环境监测”、“智能温控器”和“云

服务平台”相关调试的内容。增加远程调试的内容，提升调试的效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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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试成本。

3、删除的内容。删除“温差”等术语，删除对《制造计量器具许可

证》的要求。

4、改进的内容。明确施工程序，改进施工工艺。

修订提纲

序

号

主要章节 主要技术内容 修订内容 备注

1 总 则 包括本规范的编写目的，规

范适用范围，与其它标准规

范的关系。

包括本规范的编写目的，规范

适用范围，与其它标准规范的

关系。

2 术 语 主要术语定义 对术语进行修改完善，增加“智

能温控器”、“环境监测装置”、

“智能控制柜”、“中央控制器”

等语术。删除“温差”等术语。

3 基本规定 对系统计量器具的制造许

可、区域性计量表的选用的

等的基本要求。

对系统智能、安全、节能、低

碳、计量器具的制造许可、区

域性计量表的选用等基本要

求，增加：“空调冷热源系统计

量”配置和功能基本要求、“云

服务平台”配置和功能基本要

求，相关压力、温湿度等传感

器选用的基本要求。

4 设 计 一般规定、环境要求、电气

要求、数据传输、空调表选

用、当量空调表选用、区域

管理单元、计费管理信息平

台、通讯网络等。

增加“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

的设计，能耗计量表（电能表，

热量表）的设计，计量仪表选

用设计（智能温控器等新产

品），管网压力采集的设计，以

及环境监测装置的设计，设备

物联网通讯的设计，系统平台

的网络架构设计以及对第三方

接口的设计，5G 等新型通讯网

络设计。

重 点 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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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安装 一般规定、进场检验、空调

表安装、当量空调表的安

装、区域管理单元的安装、

计费管理信息平台的安装、

通讯网络的施工。

增加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的仪

表安装，云温控器安装，环境

监测装置安装，压力传感器安

装，云服务平台的配置等。

6 调试与

试运行

一般规定、调试准备、调试、

系统试运行。

增加“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

和“云服务平台”相关调试的

内容。

7 验收 一般规定、竣工验收。 不 建 议

修改

2.5 重点和难点

1、提升标准的技术水平，计量器具（设备）新产品、新技术、智能

产品的选用。

2、通讯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速度的提升，与 5G、云计算技

术、云服务模式的对接应用。

3、新增“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和“智能化”应用等内容。增空调

冷热源系统计量，面临内容范围广，计量难度加大。空调冷热源系统型式

多样，标准需要对空调的能源形式合理界定。难点是把控空调冷热源系统

的能源分类计量问题。

4、与国家计量认证法律法规做好衔接，一些不适行现有技术、产品、

市场需要、计量认证认可的内容需要删除，不再保留。

2.6 注意问题

1、以水系统为主的中央空调为标准适用范围，扩大动力机房的基础

数据采集，为应用提供支持。参考国内高效机房的相关技术标准，多方调

研论证本规范应对空调冷热源系统计量的范围和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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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应为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型技术的应用预留充分对接，顺

应当前技术发展方向，提高标准适应性，避免实施即落伍。另外标准名称

受时限的影响，能否更改更符合未来趋势。

3、中央空调种类较多，机房的能源形式多，要把繁多的这些内容标

准转换统一，便于核对比较。

4、对安全方面的规范，包括数据安全，传输安全等，标准要引导提

倡国产化设备和技术的应用，要和数字孪生等当前主要技术方向保持衔接

和一致。

5、提高国产化的设备和技术比例，标准规定要适应国家政策和标准

化发展方向。

6、信息智能化方面多做一些对接标准，接口技术标准的附录。

三、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编制单位对系统设备制造、工程设计、工程施工、计量检定等具有丰

富的经验，对集中空调电子计费信息系统进行了多次试验和项目应用验

证，并经相应的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系统运行稳定、可靠、数据传输安

全，计量误差，一次性抄表成功率，一次通讯成功率，电气安全等技术参

数均合格。

工程质量对系统应用有一定的影响。由于集中空调电子计费信息系统

是由标准化的设备在工程现场进行施工组网的信息系统，工程质量直接关

系到整个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持久性，如计量仪表设计（安装）

在户外对工程项目后期有运行、管理、维护的便利性，通讯线缆和施工工

艺对系统的可靠性影响特别明显，电磁环境对无线通讯有一定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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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工程施工量一定要全面考虑，严格把关，确保安装质量。在安装过

程和验收时要进行应用通读测试，避免通讯不畅影响系统应用。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规范》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

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规范》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目前，未找到国际标准

或国外同类标准。

除本《规范》外，国内尚未发布类似标准。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规范》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

结合《标准化工作导则》（GB/T1）的相关要求编制。

《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质检总局关于取消制造、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事项的公告》等法律法规要求。

《规范》所提出的内容、深度或格式要求，与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

规范、规程相协调，特别是与强制性标准的一致性；同时还考虑到与相关

国际标准的衔接、协调问题，以及与国际工程惯例相互适应的问题。



13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规范》在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规范》规范集中空调电子计量收费信息系统工程建设行为，适用以

液态水为能量输送介质，采用计量收费的集中空调系统，其应用对象均为

民用建筑，不涉及国计民生和消防、安全等问题，且为修订标准。因此，

编制组建议本《规范》定为推荐性标准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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