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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气净化器能效限定值、能效等级、试验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具有一定颗粒物净化能力（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为 50m
3
/h～

800m
3
/h）的空气净化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 

——仅采用离子发生技术的空气净化器； 

——风道式空气净化装置及其他类似的空气净化器； 

——仅具备气体污染物、微生物净化能力的空气净化器； 

——专为工业用途、医疗用途和车辆设计的空气净化器； 

——在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如粉尘、蒸汽或瓦斯）特殊环境场所所使用的空气净化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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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801—2015 空气净化器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额定状态 rated condition 

空气净化器标称的净化能力对应的工作状态。 

3.2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clean air delivery rate of particle;CADR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针对颗粒物净化能力的参数；表示空气净化器提供针

对颗粒物的洁净空气的速率。 

3.3 

净化输入功率 input power of purify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下提供颗粒物洁净空气量时所需的输入功率。 

注1：包括电机、高压静电发生器、离子发生器、控制和驱动电路等部分及其他不可单独关闭功能的用电部件的输

入功率。 

注2：不包括空气净化器具备的可分离的其他功能，只考虑实现颗粒物净化能力所需消耗的输入功率。 

3.4 

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tio;EER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下所提供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与净化输入功率的比值。 

3.5 

    待机功率 standb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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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净化器连接到供电电源上，提供指令等待（包括重启动），可以同时具有信息或状态显示（包

括时钟）、通讯协议等功能，而未提供任何污染物净化功能状态下的输入功率。 

    注：重启动是指通过遥控器、内部传感器或计时器等方式使空气净化器切换到提供污染物净化模式的一种功能。 

3.6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gaseous pollutants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在经过推算的等效测试时间运行后，针对气态污染物

的净化能力的参数；表示空气净化器在标称的适用面积工况下运行1h后，对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 

3.7 

能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所允许的能效比最低值和待机功率最大值。 

4  能效等级 

空气净化器能效等级分为 3 级，见表 1，其中 1 级能效最高。各等级产品的能效比和待机功率应符

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能效等级指标 

能效等级 
能效比 m3/(W·h) 

待机功率 W 
Ⅰ类 Ⅱ类 

1 EER≥13.00 EER≥11.00 
≤1.0 

（仅提供指

令等待） 

≤2.0 

（包含其它

功能） 

2 10.00≤EER＜13.00 8.00≤EER＜11.00 

3 3.50≤EER＜10.00 3.50≤EER＜8.00 

注：Ⅰ类产品指仅宣称具有颗粒物净化能力或其宣称具有净化能力的任意一种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实测值低于

50%的空气净化器；Ⅱ类产品指宣称同时具有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净化能力且宣称具有净化能力的每种气态污染物的净

化效率实测值均不低于50%的空气净化器。 

5  能效限定值 

 空气净化器的能效限定值为表 1 中能效等级的 3 级。 

6  试验和计算方法 

6.1  试验方法 

6.1.1  能效比 

6.1.1.1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空气净化器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试验按照 GB/T 18801—2015 中附录 B 规定的方法进行，用 CADR

表示，结果保留整数位。 

6.1.1.2  净化输入功率 

空气净化器的净化输入功率试验按照 GB/T 18801—2015 中 6.8.1 条规定的方法进行，用 P 表示，结

果保留一位小数。 

6.1.2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 

空气净化器的气体污染物净化效率试验见附录 A，用 Q 表示，结果保留整数位。 

6.1.3  待机功率 

空气净化器的待机功率试验按照 GB/T 18801—2015 中 6.5 条规定的方法进行，用 P0 表示，结果保

留一位小数。 

6.2  能效比计算方法 

空气净化器的能效比按照式（1）计算，用EER表示，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P

CADR
EER   …………………………………………（1） 

式中： 

EER ——能效比，单位为立方米每瓦特小时[m
3
/(W·h)]； 

CADR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P ——净化输入功率，单位为瓦特（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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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试验和计算方法 

 

 

A.1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符合 GB/T 18801—2015 中 6.1 规定的要求和下述条件下进行： 

a）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25±2）℃、相对湿度（50±10）%、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他

辐射作用的试验室内进行，且实验室内颗粒物和化学性气体污染物浓度应符合 GB/T 18883—

2002 的要求； 

b） 试验电源为单相交流正弦波，试验电压为 220V、频率为 50Hz，电压和频率波动范围不得超过

  额定值的±1%。 

A.2  试验设备和测试仪器 

A.2.1  准备工作 

 试验前应对试验设备、测试仪器和记录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试验设备和测试

仪器应定期计量校准。 

A.2.2  试验设备 

 试验用 30m
3 测试舱，应满足 GB/T 18801—2015 中附录 A 规定的舱内尺寸、框架、壁、地板、顶

板、密封材料、搅拌风扇、循环风扇和气密性等要求，并应满足测试舱密闭 2h 后，气态污染物（例如：

甲醛、甲苯等）浓度不超过 GB/T 18883—2002 规定相应标准值的 20%。 

A.2.3  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包括温湿度计、计时仪、功率测试仪、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在线气态污染物浓度测

试仪等，其中气相色谱仪应满足配备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在线气态污染物浓度测试仪应满足分辨率不

低于 0.01mg/m
3 外，其它仪器应符合 GB/T 18801—2015 中 6.2 规定的要求。 

注：测试仪器尽可能配置连续记录设备。 

A.3  特征气态污染物的选定和发生 

A.3.1  特征气态污染物的选定 

以室内环境中常见的气态污染物为特征污染物，见表 A.1： 

表 A.1  特征气态污染物 

气态污染物分类 特征气态污染物 GB/T 18883—2002 标准值 检验方法 

装修气体污染物 
甲醛 HCHO 0.10 mg/m3 

参考 GB/T 

18883—2002 附录 A

或在线分析仪法 

甲苯 C7H8 0.20 mg/m3 

环境大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 SO2 0.50 mg/m3 

二氧化氮 NO2 0.24 mg/m3 

恶臭气体 氨 NH3 0.20 mg/m3 

注：其它污染物参考相应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标准。 

A.3.2  气态污染物发生 

A.3.2.1  发生方式 

 特征气态污染物发生方式建议以下述方式进行： 

a） 气态污染物为甲醛时，可选用由多聚甲醛（纯度不低于 96%，优级纯）加热裂解发生； 

b） 气态污染物常温常压下有分析纯以上级别试剂（如甲苯、甲醛、氨等），可采用发生的气态污

染物纯度高、效率高的设备发生； 

c） 气态污染物有标准气体（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氨等），可选用适当浓度的标准气体钢瓶直

接发生。 

A.3.2.2  初始浓度规定 

试验开始时，测试舱内气态污染物的初始浓度应控制在 GB/T 18883—2002 规定的相应浓度限值的



 

 

（10±1）倍范围内。 

若进行非特征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试验时，初始浓度应控制在参考的相应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标准

限值的（10±1）倍范围内。 

A.4  试验方法 

A.4.1  基本要求 

试验应按以下程序连续进行，并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试验过程中做好记录工作，包括试

验日期、时间、环境温湿度条件、测试舱内气态浓度背景值和实测值等。 

A.4.2  预运行 

按照下述步骤，对被测空气净化器进行预运行： 

a） 打开被测空气净化器包装，按说明书要求确认其整机状态、过滤器安装和各项功能正常； 

b） 将被测空气净化器调节到额定状态在满足 A.1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运行至少 60min； 

c） 按照 A.4.3.2b）至 A.4.3.2c）的规定将被测空气净化器置于测试舱内运行后取出，在实验室内

静置 24h 后待测。此运行过程中不需要采样分析气态污染物浓度。 

A.4.3  试验步骤 

A.4.3.1  气态污染物的自然衰减试验 

 按照下述步骤，进行气态污染物的自然衰减试验： 

a） 打开搅拌风扇，并开启测试仪器，对测试舱内实验条件进行监测。当监测数据满足 A.1 的规定

时，关闭搅拌风扇继续监测 10min，确认数据没有反弹，并记录环境温湿度、背景浓度等； 

b） 测试舱内气态污染物的发生，按下述步骤进行： 

b.1） 打开搅拌风扇和循环风扇，并发生气态污染物，监测测试舱内气态污染物浓度变化。当

满足初始浓度的要求后，停止发生，将发生器导入管从测试舱内取出，并封闭送样口； 

b.2） 保持搅拌风扇继续运行 5min，以均匀混合测试舱内气态污染物浓度； 

b.3） 关闭搅拌风扇 10min，以稳定测试舱内的气态污染物浓度。在后续的整个试验过程中，

搅拌风扇不得再次开启，循环风扇保持运行； 

c） 测试关闭搅拌风扇 10min 后的气态污染物浓度计作 C
’
0，对应的采样时间记作 t0，应满足 A.3.2.2

规定的要求； 

d） 待测试舱内的初始样采集完成后，开始试验。试验过程中，每 5min 采集 1 次，分别记作 t5、

t10、t15……tn、tn+5、tn+10、tn+15、tn+20，实测所得的相应气态污染物浓度分别记作 C
’
5、C

’
10、C

’
15……C

’
n、

C
’
n+5、C

’
n+10、C

’
n+15、C

’
n+20。tn为按照 A.5.1 中式（A.5）计算得出待测空气净化器需要的等效

测试时间 T 时刻最接近的一个外延时间点，C
’
n 为 tn 的气态污染物浓度。总试验时间至少为

60min，最长不超过 180min，60min 的自然衰减率应不大于 10%或 180min 的自然衰减率应不

大于 20%； 

e） 试验结束后，再次记录测试舱内温湿度，应满足 A.1 的规定； 

f） 按照 A.5.2.1 计算空气净化器在等效测试时间时气态污染物的浓度，并按照 A.5.2.2 中式（A.7）

 计算气态污染物自然衰减率 Qn。 

A.4.3.2  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试验 

 按照下述步骤，进行空气净化器对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试验： 

a） 按照 GB/T 18801—2015 附录 B 中 B.4a）和 B.4b）的规定做好实验前准备工作； 

b） 按 A.4.3.1 a）至 A.4.3.1 c）的规定进行试验； 

c） 待测试舱内的初始样采集完成后，开启待测空气净化器至额定状态，开始试验。试验过程中，

每 5min 采集 1 次，分别记作 t5、t10、t15……tn、tn+5、tn+10、tn+15、tn+20，实测所得的相应气态

污染物浓度分别记作 C5、C10、C15……Cn、Cn+5、Cn+10、Cn+15、Cn+20。tn为按照 A.5.1 中式（A.5）

计算得出的等效测试时间 T 时刻最接近的一个外延时间点，Cn为 tn的气态污染物浓度。总试

验时间最长不超过 180min； 

d） 关闭空气净化器，记录实验室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应满足 A.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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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照 A.5.2.1 计算空气净化器在等效测试时间时气态污染物的浓度，并按照 A.5.2.3 中式（A.8）

计算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 Q。 

A.5  计算 

A.5.1  等效测试时间推导和计算 

A.5.1.1  等效测试时间推导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测试方法中，等效测试时间作为影响测试结果的核心参数尤显重要，以下是对

等效测试时间的推导过程的说明： 

a） 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浓度扩散均匀性和实际空气交换比率等因素），空气净化器对气态污染

物的净化效率由其使用空间中的空气循环次数决定。若规定实际运行时间为 1h，得到式（A.1）： 

AV

Q
n




1
 ………………………………………（A.1） 

式中： 

n ——空气循环次数，单位为次； 

1 ——1 小时，单位为小时（h）； 

Q ——空气净化器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VA ——空气净化器的使用空间，单位为立方米（m
3）。 

b） 当空气净化器实际使用环境中的气态污染物初始浓度与测试时测试舱内初始浓度相同时，得到

空气净化器在测试舱内循环 n 次后的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即可用来表示空气净化器在适用面

积下对环境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得到式（A.2）： 

t

t
V

Qt
n


  ………………………………………（A.2） 

式中： 

nt ——测试舱内空气循环次数，单位为次； 

  t ——等效测试时间，单位为小时（h）； 

Q ——空气净化器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Vt ——测试舱的内部空间，单位为立方米（m
3）。 

c） 当 tnn  时，即实际使用空间的空气循环次数与测试舱内的空气循环次数相同时，得到式（A.3）： 

tA V

Q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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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3） 

 

d） 由于房间体积 HAV  ，其中，实际使用房间的室内面积为 A，高度 H 取 2.4m；测试舱面

积 A 为 12m
2，高度 H 为 2.5m。代入式（A.3），得到式（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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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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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A.4） 

A.5.1.2  等效测试时间计算 

等效测试时间按照式（A.5）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整数位： 

60
5.12


A
T  ………………………………………（A.5） 

 式中： 



 

 

 T ——30m
3 测试舱内的等效测试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12.5 ——引用参数； 

 A ——空气净化器的适用面积，为标称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与 0.0865 的乘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60 ——每小时的分钟数，单位为分钟（min）。 

A.5.2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计算 

A.5.2.1  等效测试时间时气态污染物浓度计算 

按照下述方法，计算空气净化器在等效测试时间时气态污染物的浓度： 

a） 将自然衰减和总衰减测试中的试验数据分别进行一元三次方程拟合，得到式（A.6）： 

dctbtatCt  23
 ………………………………（A.6） 

式中： 

Ct ——实际测试时间下对应的气态污染物拟合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t ——采样时间点，t=5、10、15……n、n+5、n+10、n+15、n+20，单位为分钟（min）； 

a、b、c、d ——拟合系数。 

b） 将等效测试时间 T 代入自然衰减和总衰减的拟合方程，分别计算出 T 时刻的自然衰减、总衰

减下的浓度值，记作 CTn和 CTe，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结果保留 2 位小数。 

A.5.2.2  自然衰减率计算 

自然衰减率按照式（A.7）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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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7） 

 式中： 

Qn ——T 时刻的自然衰减率，用百分比（%）表示； 

C
’
0——由拟合方程计算得出的自然衰减测试的初始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CTn ——由拟合方程计算得出的自然衰减测试时 T 时刻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A.5.2.3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计算 

空气净化器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按照式（A.8）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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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8） 

 式中： 

Q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 

 C0 ——由拟合方程计算得出的总衰减测试的初始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CTe ——由拟合方程计算得出的总衰减测试时 T 时刻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A.6  偏差要求 

 相同测试时间的拟合方程计算浓度值与实测浓度值的偏差，应不大于 10%或 3 倍最低检出限的较

大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