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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协会团体标准《热量表耐久性试验通用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背景

《热量表耐久性试验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由中国计

量协会热量表与节能工作委员会组织，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山东省计量

科学研究院、天津市计量监督检测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牵头起草。

《规范》包括了试验条件、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合格判定标准、试验结果

报告和试验装置的构成、通用技术条件要求等内容。《规范》是首次制定，随着

2016年国标GB/T32224《热量表》的实施，与现行的行业标准和国家计量检定规

程差别很大。所以急需制定耐久性试验相关的技术要求。另外结合中国计量协会

热量表工作委员会4年来组织国内热量表耐久性试验取得的良好效果和实际经验，

依据OIML R75《热量表》并参考EN1434-2022《热量表》相关要求，在国内有关

计量技术机构和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现有装置实际进行耐久性试验的基础上编

写了耐久性试验的方法、装置技术要求和数据采集等主要内容，并根据实验介质

水温较高和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制定了有关装置安全条款方面的要求。在编写格

式上参考了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和JJF 1030-2010

《恒温槽技术性能规范》。

二、规范制定的必要性

热量表作为热计量贸易结算的重要计量器具和依据，必须保证计量的准确性

和长期运行的可靠性。目前国内取得热量表型式批准的企业已达 200 多家。供热

计量的推进对于热量表的长期稳定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几年来我国很多地

方供热公司要求热量表提供 5年以上的质保期，个别地区的保修期甚至要求达到

8～10 年。很多热量表企业还没有建立和使用与其对应的耐久性试验设备，无法

保障产品长期使用的可靠性要求，行业标准 CJ128-2007《热量表》中对于耐久

性试验的规定与欧洲标准的要求有很大差别。

GB/T32224-2020《热量表》国家标准中，已将热量表耐久性试验方式与欧洲

标准进行了统一，该标准已于 2021 年开始实施，对于国内热量表行业来说，这

是一种新的热量表耐久性试验的方法，亟需出台配套的技术规范。

制定热量表耐久性试验方法对于热量表的长期可靠运行提供了技术依据和

保障，为供热计量的稳定发展和持续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有着强烈的行

业需求和迫切需要。为了确定热量表的长期使用，需按照规定进行耐久性试验。

因此，制定本标准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标准制定过程和计划

1、2016 年10月底任务下达，在经过前期调研与讨论后，2016 年11月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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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规范起草组，并召开起草组会议，就前期进行热量表工作委员会耐久性试验

的基础上对规范包含的内容、主要技术指标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对下阶段

工作进行了部署；

2、2016年11月至2016年12月，起草组开始了试验总结和起草工作，形成了

规范初稿，V1.0 版；

3、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起草组通过书面通讯方式对规范初稿充分地交

换了意见，并对有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尤其针对热量表工作委员会耐久性

试验的合格判定标准起草组成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换意见。根据讨论结果，进一步

修改了规范；

4、2017年1月至3月在修改规范的基础上依据JJF1002的要求对规范的层次和

编辑细则及描述进行了认真地完善，并形成了规范初稿V2.0 版；

5、2017年3月30日在南京召开的工作委员会2016年耐久性总结准备会上起草

组、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和有关生产企业对全稿进行充分的交流，尤其在EN1434

与GB32224在表述名词和耐久性要求上的差别上进行了技术论证。并形成了规范

初稿V3.0 版；

6、2017年4月20日到30日根据北海召开的流量技术委员会液体流量分技术委

员会水表规程及型评大纲审定会的基础上对初稿在结构内容和规则上参考

JJF1030对规范初稿进行了全面修改，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

7、2017年10月至11月底，起草组根据返回征求意见对相关采纳的部分进行

了修改或完善。

8、2017年11月29日至30日在西安召开了规范预审会议，起草组邀请4位评审

专家及热能表工作委员会专家组部分成员对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预审，并

进一步对草稿进行了修改、增加和完善相关内容。

7、2023年，中国计量协会热能表与节能工作委员会将本标准转换为团体标

准列入计划，并初步形成报审稿。

四、标准制订的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1、JJG 225-2001 热能表

2、GB/T 19897.1-2005 自动抄表系统低层通信协议 第 1部分 直接本地数据

交换

3、GB/T 29044-2012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

4、GB/T 32224-2020 热量表

5、EN 1434-2022 热量表（Heat meters）

五、标准制定订要点说明

1、标准适用范围主要考虑了我国使用热量表的工况，同时也考虑了现有耐

久性试验装置的技术指标及试验运行的经济性和可行性，范围中明确指出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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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主要针对的是热量表流量传感器工作温度上限不超过95℃的热量表。

关于水温上限的说明：

——GB/T32224规定试验介质水温应为热量表使用温度上限，当热量表使用

温度上限大于95℃时，按温度上限为95℃对待，即在(90～95)℃下进行耐久试验；

——EN1434中规定试验介质水温应在温度范围的上限，没有95℃的限制；

目前工作温度大于95℃的热量表均为国外产品，如达到130℃和150℃的超声

波热量表。GB/T32224的规定按上限为95℃试验，出于目前国内试验装置和型评

机构现状。众所周知，试验水温对表的耐久性有决定性的影响，起草组认为对使

用工作温度超过95℃的热量表，按95℃进行试验在技术上不合理。

与此同时，对于更高水温的热量表，由于装置投入大、运行成本极高、试验

装置本身与95℃装置差异大，技术要求更为复杂，所以本规范暂不考虑上限温度

高于95℃的热量表。

本规范试验介质水温规定为（θmax-5℃）～θmax。

2、根据工作委员会组织试验的判定合格标准和EN1434的技术要求，相对于

GB/T32224增加了耐久性偏移（即试验前后示值误差的偏差）的指标和要求。根

据工作委员会已完成多次试验情况和结果来看，此指标要求切实合理，与欧标要

求保持了一致性。

3、GB/T32224中规定耐久试验后表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1倍MPE为试验合格，

而EN1434中的规定是耐久性偏移不得超过1倍MPE的绝对值，二者有较大的出入，

国标要求更为苛刻。另外JJG225要求使用中热量表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2倍MPE，

这与欧标要求类同。对此起草组认为国标起草人没有全面理解EN1434的要求，另

外从工作委员会已进行试验结果分析，按国标要求，有近50%被试验表不合格，

明显不合理。在此规范里采用耐久性偏移作为判定计量性能合格标准的方式。

4、累积流量。不同于EN1434和GB/T32224本规范中增加了试验过程中对被测

表累积流量的考核指标。本指标源于工作委员会进行试验的同时为考核被测表在

持久高温下计量性能的可靠性而提出的，根据4年的试验结果来看，本指标发现

了部分表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不同于工作委员会试验合格判定标

准将多块不同企业被测表中位值作为标准值改为装置流量计的显示值，并将原±

15%的要求提高到（被测表的2倍MPE+流量计最大允许误差），约±5%。其来源自

JJG225规定的使用中最大允许误差2MPE的要求；另外EN1434关于耐久性定义为热

量表在使用中保持计量性能的能力（如示值误差不超过2MPE），意义同此。

5、数据采集。热量表属于单片机处理的电子式仪表，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

中，其数据通讯格式慢慢从五花八门到规范和统一。耐久性试验过程持续100天，

通过通讯接口实时采集被测热量表的数据可及时发现热量表出现的问题所在。同

时《规范》对试验装置运行数据的采集也提出了相应要求，其目的在于监督装置

整个试验过程是否满足试验条件要求。

6、在EN1434和GB/T32224中对试验过程中15分钟的渐变阶段流量变化没有提

出具体要求，起草组在调研过程发现现有试验装置在流量点的切换和控制存在多



T/CMA-RL XXX：20XX《热量表耐久性试验通用技术规范》报批材料

4

样化的方式。为此《规范》对渐变流量提出了单向变化的要求，以防止流量的突

变或波动对被测热量表和装置流量计的流量测量带来额外影响。

7、运行时间。在EN1434和GB/T32224中没有提及运行时间2400h和300h的误

差要求，源于耐久性试验本身就是一种模拟实际运行的过程，无需过于准确。本

规范在时间计时方面提出了采用计算机自带时钟进行计时的统一要求，为了是避

免各装置计时方法的差异。在控制方面要求是到达运行时间后进行切换，上位机

控制程序及控制单元每次执行转换过程的延时时间不会大于2秒钟，那么每个周

期4次转换，共100个周期可能产生最多15分钟的延长时间。如果不考虑时钟本身

的计时误差，试验的总计时约为2400h～2400.25h。保证了最低2400h的要求。

8、附加试验。EN1434在2015版本中将附加耐久性试验变更到了500h，同时

按比例将寿命也提到了5年，主要是为了延长至2个检定周期的使用寿命。国标是

按当初制定时的欧标老版本要求300h制定，二者在原则上没有任何区别，故本规

范为了保证与国标的统一，仍采用300h、3年的附加寿命的表述，并根据欧标提

出的寿命可根据小时同比例延长的规定纳入规范。

9、试验报告参考格式以检验报告的基本形式作为示例，其具体格式，试验

机构可根据单位要求形式出具。

六、关于征求意见情况

计划 2024 年形成报审稿，并按相关要求公开征求意见。

七、关于更改申报规范名称的说明

申报名称为《热量表耐久性试验方法技术规范》，起草组申报时认为此规范

可作为 GB32224-2015 和《热量表型式评价大纲》（报批稿）的补充文件，用于描

述具体的试验方法和试验装置的通用技术要求，具体计量技术指标要求，由

GB32224 和《型式评价大纲》给出。

起草组在起草过程中一直认为在协会热量表工作委员会组织的耐久性试验

中采用的一些如累积流量示值误差及异常情况等指标要求是符合我国热量表现

有技术状况的，并且 GB32224 和《型评大纲》（报批稿）的主要技术指标即耐久

性偏移与国际建议 OIML R75 及 EN1434 是有出入的。为此有必要在规范中提出这

些技术要求。

根据在 2017 年 11 月份在西安的预审会提出的《征求意见汇总》第 49 条意

见，规范第 6条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按照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

大纲编写导则》的原则和规则进行完善。同时回复意见中第 6、7条意见中认为

在规范名称为“方法”的规范中不宜出现技术要求的合格判定，建议将名称去掉

方法，由《热量表耐久性试验方法技术规范》改为《热量表耐久性试验技术规范》。

在规范审定会上，审定技术组也认为需对名称进行更改，并征得委员会的同

意。

八、关于编写依据规则及格式的说明

本标准关注于试验方法，与流量现有的校准规范和型式评价大纲着重点有所

不同。

本标准确定格式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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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2、引用文件

3、术语与定义

4、概述

5、试验条件

6、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7、试验结果报告

8、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