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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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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馨庭、徐勇、陈康、王晓青、乔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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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施工及
质量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安装、系统调试、质量验收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档案馆库房区域恒温恒湿空调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其他档案保管机构类似恒温恒

湿空调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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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817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892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

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12459 钢制对焊管件 类型与参数

GB/T14048.1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6-1部分:多功能电器 转换开关电器

GB/T14294 组合式空调机组

GB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T19835 自限温电伴热带

GB/T29044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

GB/T31142 转换开关电器(TSE)选择和使用导则

GB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50184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3—201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74 制冷设备、空气分离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39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365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

GB50591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606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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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738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50981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DA/T76 绿色档案馆建筑评价标准

DA/T87 档案馆空调系统设计规范

JGJ/T260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

JGJ/T33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 archivalrepositorywithconstanttemperatureandhumidity
符合极值气象条件下全年温度波动不超过±2℃,相对湿度波动不超过±5%的档案库房。

3.2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系统 constanttemperatureandhumidityairconditioningsystemfor

archivalrepository 
能够维持档案库房在极值气象条件下全年温度波动不超过±2℃,相对湿度波动不超过±5%的空

调系统。

3.3
漏风量 airleakagerate
风管系统中,在某一静压下通过风管本体结构及其接口,单位时间内泄出或渗出的空气体积量。
[来源:GB50243—2016,2.0.12]

3.4
严密性试验 leakagetest
在规定的压力和保压时间内,对管路、容器、阀门等进行抗渗漏性能的测定与检验。
[来源:GB50243—2016,2.0.17]

3.5
绝热层 insulatinglayer
由保温材料、隔汽层和防潮层等共同构成的保温结构。
[来源:GB/T50155—2015,9.4.4]

3.6
偏差率 deviationratio
被控参数的实际值与给定值之差与被控参数的比率。

3.7
一体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 integratedconstanttemperatureandhumidityairconditioningunit
自带冷热源、湿源、控制系统和低压电气设备,具有制冷、加热、除湿、加湿、空气过滤等功能,可以独

立全自动运行的空调机组。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还应符合GB50243—

2016、GB50300和其他现行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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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中采用的工程技术文件、承包合同等,对工程施工质量的要求不应

低于本文件的规定。

4.1.3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除应符合 DA/T76规定的绿色档案馆建筑一星级及以上标准

外,还应符合GB50365的相关规定。

4.2 安装要求

4.2.1 所有设备进场前严格进行开箱检验,并对照设计文件上的参数,由现场负责的监理工程师检

验,经查验合格,形成文字记录后方可现场安装。

4.2.2 设备安装严格按产品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大型复杂设备安装应在生产厂家现场指导下进行。

4.2.3 制冷机组设备基础应符合GB50231的规定,在满足产品技术文件安装尺寸要求前提下,由设计

单位设备专业人员与结构专业人员密切配合统一设计,并按结构施工图纸施工。

4.2.4 空调风系统、空调水系统安装应在土建专业人员做好建筑结构洞口及管道支吊架预埋件等的预

留、预埋工作并通过验收后进行;新增加的洞口待土建专业人员完成其补强施工且验收合格后进行设备

专业施工。

4.2.5 空调风系统管道和水系统管道安装前应随土建施工进度先行对其工程隐蔽部分进行验收,并保

留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影像。

4.3 调试要求

4.3.1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的系统调试由施工单位负责或由施工单位委托具有调试能力的其

他单位进行,设计单位配合,监理单位监督,建设单位进行全程监管。

4.3.2 施工单位在系统调试前编制调试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核批准后由专业技术人员实施,调试结束

后形成完整的调试记录和报告。

4.3.3 系统调试所使用的测试仪器应在使用合格检定或校准合格有效期内,精度等级及最小分度值应

能满足所调试项目的要求。

4.3.4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系统联调联试应包括所有设备的全部设计运行工况和极限负载。

4.3.5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系统调试前先对系统内所有设备进行单机试运转与调试,单机调试

合格后进行系统空载联调联试并做好记录,空载联调联试合格后进行带负荷运行。

4.4 验收要求

4.4.1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参加,验收

合格后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4.4.2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竣工验收的项目内容及质量要求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4.4.3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验收合格后方可

继续施工。

4.4.4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属于档案馆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先于

档案馆通风与空调工程验收。

4.4.5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验收应基于所有设备均经过单机运行和联调联试,所有设计工况均

经过不少于一个月的连续运行,所有运行参数和控制指标均满足设计参数后进行。

4.4.6 当空调系统竣工验收时因季节原因无法进行所有设计工艺流程试运转时,可仅进行适合当季的

运行工况试运转。不能试运转的工况,建设、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应按工程具备验收的时间给予办理

验收手续,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试运转。

4.4.7 工程竣工验收文件材料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书、施工技术方案、竣工图和监理文件、施工及设备采购合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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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备生产单位资质证明材料、装箱单、合格证、安装和使用说明书、备品备件表;

c) 主要检测检验工器具、材料、成品、半成品和仪表的出厂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验报告;

d)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e) 空调设备、风管系统、水管系统、制冷剂管道安装及检验记录,设备基础复测记录;

f) 管道系统压力试验记录;

g) 设备单机试运转记录;

h) 系统联调联试记录;

i)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j) 观感质量综合检查记录;

k) 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的核查记录;

l) 空调机组的空气净化能力测试记录;

m)新技术应用论证资料;

n) 施工过程及验收工作影像材料。

5 工程安装

5.1 空调风系统安装

5.1.1 空调风管成品到货后应对其内侧进行清洁擦拭,清洁后的风管两端进行防尘封堵,在风管安装

停止时对开口裸露部分及时进行封堵,风管连接处应设置阻燃密封胶带。

5.1.2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风管的严密性和漏风量指标应不低于GB50243—2016的要求。

5.1.3 空调通风系统设备和管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预留测量孔和检修口。

5.1.4 风管系统安装完成后应按GB50243—2016的要求进行严密性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工序。

5.1.5 工程中所选用的成品风管,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书并进行风管严密性的现场复验。现场加工的风

管应符合GB50243—2016的要求。

5.1.6 金属软管订货及安装前应进行带压漏风测试,其软管壁耐压应满足空调风系统使用软管段压力

要求,在安装时内衬钢丝不应变形且管道断面面积不应改变,软管长度不宜超过2m。

5.1.7 绝热金属软管除满足上述压力要求外,其绝热材料应为不燃材料。

5.1.8 圆形金属软管与风管、风口宜采用卡箍连接,软管的插接长度不小于50mm。

5.1.9 设有吊顶的库房区域,送回风风口在配合精装设计完成吊顶综合后再进行安装。

5.1.10 风阀做好防尘保护,在校核阀配件无缺损、阀杆调节灵活且性能无误后方可安装,风阀宜安装

在库房区域外,封闭吊顶设置检修口。

5.1.11 防火阀应设置独立支吊架。

5.2 空调水系统安装

5.2.1 空调水管道支吊架间距和安装除应符合GB50738的规定外,不应吊装在非承重梁及楼板上或

其他对结构造成损坏的位置,管径大于600mm的水管道宜采用主梁柱生根或落地生根的龙门架安装

方式。

5.2.2 空调冷热水管道与支吊架之间应设置绝热衬垫,其厚度不小于绝热层厚度,宽度大于支吊架支

撑面的宽度,衬垫与绝热材料之间应填实无间隙。

5.2.3 管道及管路变径管和附件焊接应符合GB/T12459、GB50235、GB50184的要求。

5.2.4 水系统管道安装完成后应进行严密性试验,管道冲洗完成后再进行设备连接。

5.2.5 水系统管道冲洗按主管、支管分别进行。冲洗前系统充满水,冲洗水流方向与设计方向保持一

致,冲洗过程中管线与设备应断开,冲洗过程中的管道污物不应进入设备,冲洗时管道水平均流速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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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1m/s,且末端设备应独立进行冲洗。

5.2.6 冲洗应达到排水中固形物的含量等于或接近冲洗用水为合格。

5.2.7 冲洗结束后应对排污管、除污器等装置进行再清洗。

5.2.8 严寒和寒冷地区室外管道、阀门、压力表等冬季防冻措施可采用电伴热,电伴热方式按GB/T19835
的要求实施。

5.2.9 施工环境温度有要求时,应满足相关规定。冬期施工在无采暖、环境温度低于5℃时,应采取防

冻措施。

5.2.10 空调冷凝水排水管坡度不小于0.008,排水管末端应安装可拆卸金属防虫网。

5.2.11 阀门安装前应按照GB50243—2016的要求进行严密性试验。

5.2.12 减压阀、过滤器等应在水系统管道安装完成且冲洗合格后安装。

5.2.13 控制元件与仪表的安装应符合GB50093的规定。

5.3 空调制冷剂管道安装

5.3.1 制冷剂管道安装前,建筑结构的预留孔洞及预留套管位置、尺寸满足管道安装要求。

5.3.2 制冷剂管道弯曲半径不小于管道直径的4倍。铜管煨弯可采用热弯或冷弯,椭圆率不大于8%。

5.3.3 不锈钢管道连接、铜管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

5.3.4 制冷剂管道与附件安装应具备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

5.3.5 制冷剂管道安装位置、坡度及坡向应符合设计要求。

5.3.6 制冷剂系统的液体管道不应有局部上凸现象,气体管道不应有局部下凹现象。

5.3.7 不同管径的管道直接焊接时,应同心。

5.3.8 连接室内机组与室外机组的气管、液管为硬紫铜管时,应按设计位置安装存油弯和隔振管。

5.4 管道防腐与绝热

5.4.1 空调风管系统绝热施工应在风管系统严密性试验合格后进行。

5.4.2 镀锌钢板风管绝热施工前应进行表面去油、清洁处理;冷轧板金属风管绝热施工前应进行表面

除锈、清洁处理,并涂防腐层。

5.4.3 空调水系统管道防腐施工应在其管道系统整体安装完毕、系统打压试验合格后进行;水系统管

道绝热施工应在其管道防腐处理结束后进行。

5.4.4 设备、管道涂刷防腐涂料前应对钢材表面进行处理,相关要求按GB/T8923.1的规定执行。

5.4.5 管道绝热施工前进行防腐处理,冬季施工采取防冻(雪)措施、雨季施工采取防雨措施,保持管道

外表面清洁干燥。

5.4.6 管道绝热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难燃材料(管道穿越防火墙或防火楼板处应采用不燃材料),绝
热层穿过墙体或楼板时其绝热材料连续,且绝热层与套管之间部分需用防火材料密实堵严。

5.4.7 制冷剂管道绝热层厚度,应按 GB/T4272和 GB/T8175的要求确定,凝结水管应防止表面

凝露。

5.5 空调制冷设备安装

5.5.1 空调系统所采用的制冷/制热机组、空调机组、新风机组、风机、水泵、冷却塔等设备均应符合国

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5.2 制冷机组施工、调试与验收应满足GB50274的规定。

5.5.3 制冷机组室外管线、阀门、仪表等防冻措施按5.2.9执行。

5.5.4 空调系统与燃气设施安全距离应满足GB50028的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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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水泵及水处理设备安装

5.6.1 水泵进出口管道应设置独立支吊架,管道隔振装置不应承载管道荷载。

5.6.2 水泵泵体隔振装置宜由厂家配套供应。

5.6.3 止回阀应现场检验合格后方可安装。

5.6.4 水过滤器安装应在系统完成冲洗排污、试压合格后进行。

5.7 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安装

5.7.1 组合式空调机组、新风机组需现场分段组装时,由生产厂家负责现场技术指导。

5.7.2 机组组装完成后对其平整度、漏风情况进行检测,在检测结果符合GB/T14294的相关要求后再

进行管道连接施工。

5.8 空调机组与新风机组的空气过滤器安装

5.8.1 组合式空调机组与新风机组安装时仅安装初效过滤器。

5.8.2 组合式空调机组与新风机组调试时安装中效过滤器、高效/亚高效过滤器。

5.9 加湿器安装

5.9.1 机组外置加湿器设置独立的支吊架,加湿器喷管与空调机组的壁板间应进行绝热、密封处理。

5.9.2 电热蒸汽加湿器应安装接地保护,接地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

5.10 电加热器安装

5.10.1 电加热器与钢构架间的绝热层应采用不燃材料,外露的接线柱应加设安全防护罩。

5.10.2 电加热器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与PE线可靠连接。

5.10.3 电加热器应与送风机连锁,并应设无风断电、超温断电保护及报警装置;电加热器应采取接地

及剩余动作电流保护措施。

5.11 一体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安装

5.11.1 一体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安装时预留不小于500mm的检修空间,并采取隔振措施。

5.11.2 一体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采用电热加湿方式时宜使用纯净水,采用电极加湿方式时宜使用软

化水,水质应满足GB/T29044的要求。

5.11.3 一体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的冷凝水排水管安装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且排水口设置在库

房区域外并安装金属防虫网。

5.11.4 一体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的供电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宜采取剩余动作电流保护和防雷

保护措施。

5.11.5 一体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应安装在档案库房外,同时库房内和机房内均应安装漏水检测报警

装置。

5.12 布线与线槽、线管敷设

5.12.1 空调控制系统的线缆应敷设于金属桥架或金属管道内,金属管道拐弯处应设置金属接线盒,直
管道每隔25m设置一个金属接线盒。

5.12.2 空调控制系统传感器、执行器连接的末端线缆应采用金属柔性软管连接,软管长度不宜大于

0.8m。

5.12.3 弱电与强电管线之间最小距离不宜小于300mm,且避免穿越强磁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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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空调控制系统所有的接线均应安装接线端子。

5.12.5 同一个配电箱或控制箱内的强、弱电设备应分开布置,可安装防电磁干扰装置。

5.13 电气系统安装

5.13.1 自动切换开关应符合GB/T14048.11、GB/T31142的相关规定。重要档案库房宜采用PC级

自动切换开关。

5.13.2 风机能效应不低于GB19761中规定的3级能效标准。

5.13.3 水泵效率应符合GB19762的要求,配套电机能效应不低于GB18613中规定的3级能效标准。

5.13.4 大功率用电设备(如压缩机、风扇、电加热器、加湿器等)的供电回路应配备控制和保护装置。

5.13.5 变频启动的风机需要采用变频专用电机,配备独立供电散热风扇,机组控制箱内有连锁启动变

频电机与散热电机,风机停止后散热电机延时停止。

5.14 自动控制系统安装

5.14.1 档案库房内的温湿度传感器等级与精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应安装在库房内有代表性的位置点

且均匀布置,距外墙或外窗500mm以上,高度宜在档案装具的中位线上下20cm范围内,单独的库区

面积小于或等于100m2 时每个库区安装1个,单个库区面积每增加100m2,温湿度传感器增加1个~
2个。

5.14.2 控制系统中的其他传感器、执行器等设备的安装应符合JGJ/T334的要求。

5.14.3 水、电、气和冷/热表具等进场时检查生产厂家的许可证。表具计量精度应符合规范和设计

要求。

5.14.4 控制系统设备应进行现场检测,检测数量应满足GB50339的要求。

5.14.5 控制箱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箱门应能够完全开启,中心高度在160cm±20cm,可靠接地。

5.14.6 控制柜应落地安装在底座上,柜门应能够完全开启,柜体可靠接地。

5.14.7 空调控制系统可单独设置,也可与楼宇自控系统(BA)等系统或平台合并或集成,合并或集成后

空调控制系统宜设置为独立模块。

5.14.8 需要连接互联网的硬件设备应加装安全网关,设置安全密码和用户权限。

6 系统调试

6.1 系统检测

6.1.1 恒温恒湿空调工程系统检测应委托。有相应资质或技术实力的第三方进行,检测资料、检测记

录与结果应妥善保存,检测后的技术资料应做好归档工作。

6.1.2 恒温恒湿空调工程检测应在空调系统施工调试完毕且系统正常稳定运行24h以上进行。

6.1.3 系统检测应满足JGJ/T260的要求。

6.1.4 恒温恒湿空调系统控制区域内的温湿度值及波动范围、空气质量应不低于DA/T87的要求。

6.1.5 恒温恒湿空调系统风量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调试后的实际总风量与设计风量允许负偏差宜小

于5%,风口实际风量与设计风量允许负偏差应小于10%,库区的压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6.1.6 恒温恒湿空调系统水力平衡调试水系统总管线水量偏差率应小于5%,分支管线及末端偏差率

应小于10%。

6.1.7 恒温恒湿空调系统制冷(热泵)机组进出口水温应符合设计要求,且波动范围均应小于±3℃。

6.1.8 恒温恒湿空调系统水泵的流量、进出口压力和水泵电机的电流波动均应小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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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备试运行与调试

6.2.1 冷却水单机调试顺序为补水泵—冷却泵—冷却塔风机。

6.2.2 冷冻水单机调试顺序为补水泵—冷冻泵—制冷机组。

6.2.3 空调系统单机调试顺序为新风机组—空调机组—排风机—变风量末端。

6.3 系统联调联试

6.3.1 空调风系统调试先按设计图纸数据进行分段风量平衡调试和总风量平衡调试,并将调试数据形

成调试文件。

6.3.2 空调水系统调试先按设计图纸数据进行分段水力平衡调试和总水量平衡调试,并将调试数据形

成调试文件。

6.3.3 系统联调联试完成后,控制系统中的所有设备应能正常通信并准确显示运行状态和参数,可实

现设备的启停、连锁、自动调节和保护等功能。

6.3.4 联调联试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和文件资料应做好保存。

7 质量验收

7.1 建筑与结构基础验收

7.1.1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区域的围护结构,其绝热、密闭与隔湿工程质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规范

要求。

7.1.2 穿越防火墙或楼板的管道与建筑之间的缝隙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封堵。

7.1.3 风管穿越防火墙或楼板时两侧各2.0m范围内的风管,应采用耐火风管或风管外壁采取防火保

护措施,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该防火分隔体的耐火极限。

7.1.4 恒温恒湿空调系统的减振和隔振措施应符合GB50981的要求。

7.2 供水与排水验收

7.2.1 室内给水管道应进行水压试验。排水管道应进行通球试验,验收方法应满足GB50242的规定。

7.2.2 空调系统循环水水质应符合GB/T29044的规定。

7.3 空调工程验收

7.3.1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系统风管道应按GB50591的有关规定进行严密性试验。

7.3.2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应符合GB50243—2016的有关规定。

7.3.3 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空调系统验收应在连续正常运行不少于24h~48h后进行。

7.3.4 温湿度检测仪器宜采用不低于2级精度且具有自动记录功能的设备,测点选择按5.14.1的规定

执行。

7.3.5 空调系统的送回风温湿度和风量应按JGJ/T260进行检测。

7.3.6 每间恒温恒湿档案库房的温湿度值应能单独设置和控制。

7.3.7 档案库房内的温湿度检测频率应不低于1次/h,并应连续检测24h~48h,温湿度数值应符合

DA/T87的要求。

7.3.8 一体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的验收应符合GB50243—2016的规定。

7.4 配电系统验收

7.4.1 低压配电柜、配电箱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布线应符合GB50303的规定。
8

DA/T101—2024



7.4.2 低压电缆直径应符合设计要求。

7.4.3 空调系统满负荷运行时,低压电气设备和低压电缆温度均应小于70℃。

7.5 控制系统验收

恒温恒湿空调控制系统工程的施工安装、调试和试运行、检测和验收,除应符合JGJ/T334、

GB50606和GB50339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述规定要求:

a) 控制系统采用标准的或通用的供电电压和通信协议;

b) 恒温恒湿空调控制系统的传感器、执行器对应点表准确率为100%;

c) 传感器安装位置便于读数和检修;

d) 执行器安装位置便于观察和检修,同时在行程范围内无障碍;

e) 控制系统的运行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3年;

f) 控制系统与传感器、执行器数据的传输连续、稳定,无掉线和数据传输错误现象;

g) 上位机软件和控制器的预留控制点位不少于20%;

h) 主机的运行数据可以进行冷备或热备;

i) 数据系统具有运行能耗分项计量、汇总及打印输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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