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97.100.30 

CCS Y 71 

 

   备案号： NB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能 源 行 业 标 准 

 
NB/T 11042—2022 

 

 

清洁采暖炉具系统安装验收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instal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clean heating stove system 

  (发布稿) 

 

  

 

2022-11-04发布 2023-05-04实施 

国家能源局   发 布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安装要求 ........................................................................................................................................................ 2 

5 验收要求 ........................................................................................................................................................ 8 

附录 A（资料性）自然循环采暖系统的有效半径 ........................................................................................ 9 

附录 B（规范性）安装验收检查表 .............................................................................................................. 10 

参考文献 .......................................................................................................................................................... 12 



NB/T 11042-2022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提出和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提出。 

本文件由能源行业农村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NEA/TC 8）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业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多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老万生态炉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超

万采暖设备有限公司、内蒙古蓝色火宴科技环保股份公司、兖煤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盛火（湖北）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烟台蓝澳采暖设备有限公司、湖北鑫星节能炉具有限公司、马鞍山洁之燃热能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圣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福贵五金机电湖北有限公司、福宝科技宜昌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峰、邢立力、刁兴胜、郑二维、朱洪睿、田璐、王善晶、张裕波、陈峰、

苏华、李金伟、孙磊、徐文勇 李冰峰、高兴亮、魏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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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采暖炉具系统安装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清洁采暖炉具系统的安装和验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燃用洁净煤、生物质成型燃料（含块状薪柴），以水为传热介质，额定供热量小于

50kW，工作压力为常压，出口水温不高于 85℃的采暖炉具和兼有炊事功能的采暖炉具系统。清洁炊事

烤火炉具的安装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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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GJ 142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JGJ/T 358 农村火炕系统通用技术规程 

NB/T 34006 清洁采暖炉具技术条件 

NB/T 34009 清洁炊事烤火炉具技术条件 

NB/T 34059 炉具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NB/T 3405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 natural circulation heating system 

利用供水与回水的密度差进行循环的采暖系统，由炉具、管道和散热设备组成，也称重力循环采暖

系统。 

3.2  

强制循环采暖系统 forced circulation heating system 

利用系统中的水泵作为动力进行循环的采暖系统，由炉具、管道、散热设备和水泵所组成，也称机

械循环采暖系统。 

3.3  

大气连通管 atmospheric connecting pipe 

循环系统中炉具与大气相通并用于排除气体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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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膨胀水箱 expansion tank 

系统中对水体积的膨胀和收缩起调剂补偿作用的水箱。膨胀水箱应采用开式。 

3.5  

总管 main pipe 

热水系统进、出口未经分流之前的总管道。 

3.6  

干管 trunk pipe 

连接若干立管的具有分流或合流作用的主干管道。 

3.7  

立管 vertical pipe 

竖向布置的热水系统中与散热设备支管连接的垂直管道。 

3.8  

支管 branch pipe 

同散热设备进出口连接的管道。 

4 安装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清洁采暖炉具的质量和性能指标应符合 NB/T 34006 的要求，清洁炊事烤火炉具的质量和性能指

标应符合 NB/T 34009 的要求。 

4.1.2 清洁采暖炉具系统使用的主要材料、设备及配件的质量和性能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安装前应

进行检查验收，并经用户书面确认。炉具和散热设备应有完整齐全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4.1.3 炉具和散热设备在运输、保管、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坏或腐蚀。 

4.2 炉具安装 

4.2.1 炉具应安装在不与卧室直接相通的房间内，并与卧室有效隔离，安装炉具的房间，应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推荐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 

4.2.2 炉具不应安装在堆放有易燃易爆物品的房间。 

4.2.3 炉具安置地点的地面应采取硬化措施并预留操作、检修空间。 

4.2.4 炉具安装时，炉具上的爆破片或泄压装置应避开使用者的主要活动区域，且不准许改装和堵塞

炉具的爆破片或泄压装置。 

4.3 烟囱安装 

4.3.1 烟囱直径不应小于炉具出烟口直径，且不准许设置任何形式的烟气挡板。对于通炕取暖炉，烟

囱与通炕的通道转换挡板按安装说明书的要求设置，与大灶合用一个烟囱时，应采取防止串烟的措施。 

4.3.2 烟囱应连接紧密无泄漏，采用插接式烟囱的，烟囱应按烟气流动方向连接，不准许倒插，并保

证烟气通畅。烟囱出口应有防止雨雪进入的保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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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烟囱不准许从卧室通过，烟气余热通火墙、火炕的，其烟囱的连接同时应符合 JGJ/T 358 的规

定。 

4.3.4 烟囱贴邻或穿越建筑物处，应根据烟囱温度设置合理的隔热措施。 

4.3.5 推荐采用直立烟囱。烟囱应伸出屋面，平屋面伸出高度不应小于 0.6m，且不应低于女儿墙的高

度。坡屋面伸出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见图 1： 

a) 烟囱中心线距屋脊小于1.5m时，应高出屋脊0.6m； 

b) 烟囱中心线距屋脊1.5m～3m时，应高于屋脊，且伸出屋面高度不应小于0.6m； 

c) 烟囱中心线距屋脊大于3m时，其顶部同屋脊的连线同水平线之间的夹角不应大于10°，且伸

出屋面高度不应小于0.6m。 

 

图1 坡屋面烟囱伸出高度 

4.3.6 当烟囱的位置临近高层建筑时，烟囱应高出沿高层建筑物 45°的阴影线，见图 2。 

 

图2 烟囱临近高层建筑 

4.3.7 因安装条件限制，烟囱采用横向安装时，出烟口应伸出墙外且应避免出烟方向为采暖期的主要

风向，出烟口应设置防烟气回流装置。 

4.3.8 横向烟囱的水平度宜由室内逐渐向室外方向升高，水平长度不宜超过 2.5m，因安装条件限制水

平长度超过 2.5m 时，应增加室外烟囱直立高度或加装引风机。  

4.3.9 当炉具安装说明书对烟囱另有要求的，按说明书的要求执行，但不应与本标准相冲突。 

4.4 采暖系统安装 

4.4.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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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膨胀水箱和大气连通管应安装在室内，受安装场地制约，只能安装在室外时，膨胀水箱和大

气连通管应有可靠保温。管道裸露在室外或非采暖室内的，也应有可靠的保温措施。 

4.4.1.2 采暖系统的膨胀水箱容积应不低于采暖系统总容水量的 5%，膨胀水箱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

膨胀管与系统的供水总管或回水总管相连。膨胀水箱底部距供水管顶部最高点不小于 100mm。 

4.4.1.3 大气连通管的通径不应小于炉具出水管通径，大气连通管、膨胀水箱与炉具之间的总管应保

持通畅，不应安装任何形式的阀门。 

4.4.1.4 系统用水推荐采用软化水，并应经常排污。 

4.4.2 自然循环系统 

4.4.2.1 采用散热器，且系统最高高度不大于 10m、供暖半径不超过 30m 的采暖系统，宜采用自然循

环采暖系统，见图 3。 

 

a) 气、水同向 

 

b) 气、水逆向 

图3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 

4.4.2.2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的管路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管路布置宜短、直，弯头、阀门等部件宜少，散热设备的阀门应采用阻力较小的闸阀或球阀； 

b) 供回水总管的管径应与炉具的出水、回水管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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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管道安装时，气、水同向流动的管道应有0.5%～1%的坡度，见图3 a）；气、水逆向流动的管

道应有大于等于1.0%的坡度，见图3 b）；支管的坡度应为1.0%；坡向应利于排气和泄水； 

d) 供水干管宜高出散热器中心1.0m～1.5m，回水干管不宜绕行门窗。 

4.4.2.3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的有效半径，参见附录 A。 

4.4.3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加循环泵 

4.4.3.1 采用散热器，系统最高高度不大于 10m 且供暖半径超过 30m 的采暖系统，宜采用自然循环

采暖系统加循环泵，见图 4。 

4.4.3.2 循环水泵应采用离心式热水泵或管道热水循环泵。循环水泵不准许安装在回水管上，循环水

泵入口中心线与膨胀水箱之间高差不宜小于 3m。 

 
图4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加循环泵 

4.4.4 强制循环采暖系统安装 

4.4.4.1 采用地板采暖、风机盘管等散热设备或系统最高高度大于 10m 的，应采用强制循环采暖系统，

见图 5。 

 

图5 强制循环采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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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2 强制循环采暖系统的回水总管应加装回水控制装置，回水控制装置管径应与回水管等径，装

置前应加装过滤器，且应加装旁通管道，旁通管道不应缩径。 

4.4.4.3 炉具入水口前、循环水泵入口前和热交换器进水管、风机盘管系统进水管上、地板采暖分集

水器入口均应设置过滤阀。 

4.4.4.4 强制循环采暖系统的最高点或有空气聚集的部位均应设置自动排气阀。自动排气阀宜设置于

公共空间便于操作处。 

4.5 电气安装 

4.5.1 采暖系统的控制器应符合 GB 14536.1 的规定。 

4.5.2 水泵、风机盘管等设备的布线应符合 GB 50303 的相关要求。 

4.5.3 所有电气设备应可靠接地。 

4.6 管道选择和安装 

4.6.1 管道选择 

供回水干管、立管和其他明装管道，宜采用热镀锌钢管，垫层内的暗装管道，宜采用非金属管材、

复合管材或铜管。 

4.6.2 金属管道安装 

4.6.2.1 管道应尽量利用自然弯补偿热伸缩，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补偿器，并宜采用波纹管补偿

器。 

4.6.2.2 水平管道穿墙时应预留钢制套管，且应在穿墙处设置固定支架。套管内径应较管道外径大

4mm~6mm；两端应与饰面相平。穿防火墙时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缝隙应用柔性不燃材料和防火胶泥填实，

且断面光滑。管道的接口不应设在套管内。 

4.6.2.3 立管穿过楼板处应设金属套管，套管口径应较管道外径大 4mm~6mm，套管顶部应高出地面

20mm，底部应与楼板底面平。立管穿过卫生间及房内楼板处的套管，其顶部应高出地面 50m，底部应

与楼板底面平。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缝隙应用柔性不燃材料和防水油膏填实，且断面光滑。管道的接口不

应设在套管内。 

4.6.3 非金属管道安装 

4.6.3.1 管道穿越楼板或墙体处，均应设塑料套管或套盒。 

4.6.3.2 管道安装宜尽量利用其可弯曲性减少接头数量，弯曲半径不宜小于 6 倍管外径。 

4.6.3.3 对于 PB 和 PP-R 等热熔连接的管道除分支管连接件外，垫层内不应设置其他管件，且埋入垫

层的管件应与管道同材质并热熔连接；对于不能热熔连接的 PEX、PAP，垫层内不应设置任何管件和接

头。 

4.6.3.4 埋设在垫层内的管道，可采取在管道沟槽内填充等保温材料，或在暗埋管道外加塑料波纹软

套管或橡塑保温材料等保温措施以防地面开裂，沟槽内管顶覆盖层的厚度不应少于 10mm。 

4.6.3.5 埋设在垫层内的管道，在用保温材料或混凝土垫层材料进行填充隐蔽和浇捣，养护过程中，

应保持不小于 0.4MPa 的压力。 

4.6.4 支架、吊架安装 

4.6.4.1 钢管水平安装的支架、吊架间距不应大于表 2 的规定。 

表2 钢管管道支架的最大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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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称直径 mm 15 20 25 32 40 50 

最大间距 m 
保温管 2 2.5 2.5 2.5 3 3 

不保温管 2.5 3 3.5 4 4.5 5 

4.6.4.2 采用工程塑料管及复合管，垂直或水平安装的支架间距应符合表 3 的规定；采用金属制造的

管道支架，应在管道与支架间加衬非金属垫或套管。 

表3 非金属管及复合管管道支架的最大间距 

管径 mm 12 14 16 18 20 25 32 40 50 

最大间距 m 
立管 0.5 0.6 0.7 0.8 0.9 1.0 1.1 1.3 1.6 

水平管 0.2 0.2 0.25 0.3 0.3 0.35 0.4 0.5 0.6 

4.6.5 穿越楼层、保温等隐蔽工程应在检验合格后方可隐蔽。 

4.6.6 在同一房间内，同类型的采暖设备及管道配件，除有特殊要求外，应等高安装。 

4.6.7 强制循环采暖系统管道安装还应符合 GB 50242 的要求。 

4.7 散热器选择和安装 

4.7.1 散热器选择 

4.7.1.1 同一采暖系统中应避免不同材质散热器混装，并且阀门配件材质、铝制散热器接口材质应防

止电化学腐蚀。 

4.7.1.2 铸铁或钢制散热器表面的防腐及面漆应附着良好，色泽均匀，无脱落、起泡、流淌和漏涂缺

陷。 

4.7.2 散热器安装 

4.7.2.1 铸铁散热器组装片数不宜超过下列数值： 

a) 粗柱型（包括柱翼型）20片； 

b) 细柱型25片。 

4.7.2.2 组对散热器的垫料应使用成品。强制循环采暖系统，应选用耐热橡胶，组对后垫料外露不应

大于 1mm。 

4.7.2.3 散热器支架、托架安装，位置应准确，埋设牢固。散热器支架、托架数量，应符合相关标准

或产品说明书要求。 

4.7.2.4 散热器的背面与装饰后的墙内表面安装距离应不小于 30mm。产品说明书另有要求的，按说

明书执行。 

4.7.2.5 散热器支管长度超过 1.5m 时，应在支管上安装管卡。与供水管连接的散热器供水支管，坡度

ι>1%，坡向散热器；回水支管，坡度 ι>1%，坡向立管。 

4.8 风机盘管安装 

4.8.1 风机盘管台数按下式确定： 

                                ……………………………………………（1） 

 

式中： 



NB/T 11042-2022 

8 

n  —— 风机盘管台数； 

Qx —— 建筑物需要由风机盘管提供的热/冷量的数值，单位为瓦（W）； 

  Q —— 每台风机盘管供热/冷量的数值，单位为瓦（W）； 

η —— 风机盘管有效散热系数，热媒为热/冷水时，η取 0.8。 

4.8.2 风机盘管系统，应根据建筑物内部形状，工艺设备布置及气流作用范围等因素，确定其型号、

台数及位置。 

4.8.3 水平送风的风机盘管，宜使送风射流相互衔接，使整个空间形成空气环流运动。布置在外墙上

时，其气流不宜与外墙垂直向室内吹送。采用垂直向下送风的风机盘管时，宜使出口射流在地（楼）面

以上 2m 处的水平面上相互搭接。 

4.8.4 采用悬吊式、托架式风机盘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室内空气循环次数不宜小于每小时1.5次； 

b) 当出口风速≤5m/s时，安装高度为2.5m～3.5m； 

c) 当出口风速˃5m/s时，安装高度为3.5m～5.5m。 

4.8.5 采用大型落地式风机盘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机盘管的气流射程，宜与室内采暖区域相适应。 

b) 在气流射程区域内，不应有阻挡气流流动的障碍物。 

c) 风机盘管进风口底部距地（楼）面高度，不宜大于1.0m，且不应小于0.4m。 

4.8.6 采用立式风机盘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机盘管安装应保持垂直，不应倾斜； 

b) 风机盘管应保证机组冷凝水泄水管侧稍低； 

c) 暗装风机盘管应由支架固定，装修时应考虑设置检修孔。 

4.9 地板采暖 

4.9.1 热水地板采暖系统的供水温度宜采用 35℃~45℃。供回水温差宜在 5℃~10℃。 

4.9.2 采用地板采暖时，当炉具的供水温度高于 60℃时，宜设置混水装置或换热装置。 

4.9.3 埋设于填充层内的加热管不应有接头，在铺设过程中管材出现损坏、渗漏等现象时，应当整根

更换，不应拼接使用。 

4.9.4 地板采暖的安装，应按 JGJ 142 的规定进行，并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安装。 

4.10 系统水压试验 

4.10.1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安装完毕后应进行冲洗，冲洗直至排出的水不含泥沙、铁屑等杂物为合格。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充满水 10min 后检查，系统各连接处应不渗漏。 

4.10.2 强制循环采暖系统安装完成且经检查符合要求后，应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应在系统冲洗之

后进行。采用风机盘管、地板采暖的应在炉具、管道冲洗后单独进行冲洗，冲洗中应对过滤阀拆洗。冲

洗直至排出的水不含泥沙、铁屑等杂物为合格。 

4.10.3 强制循环采暖系统水压试验压力应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执行，无要求的不应小于 1.5 倍循环水泵

扬程。在试验压力下，稳压 10min 后检查，系统各连接处应不渗漏。 

4.10.4 地板采暖的水压试验应单独进行，试验应符合 JGJ 142 的规定。 

4.11 系统检查调试 

4.11.1 系统运行前应进行以下检查调试，至少应包括： 

a) 检查电源电压及接地，检查炉具的辅机设备、采暖设备； 

b) 检查补偿器处于可自由膨胀收缩状态，各阀门处在正确的开启、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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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查回水控制装置是否灵敏可靠。 

4.11.2 确认充满水及系统冷运行正常后，方可进行炉具点火试运行和调试，直至系统热运行正常。 

5 验收要求 

5.1 应向用户讲解炉具和采暖系统的安全使用、维护和保养的必要知识。 

5.2 按照附录 B 填写项目验收检查表，经用户确认后，由用户和安装人员签字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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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表 A.1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的有效半径                          

单位为米 

炉具中心和散热器中心高度差 作用半径 

单层住房 

0.2 3.0 

0.3 5.5 

0.4 8.0 

0.5 11.0 

0.6 13.5 

0.7 16.0 

0.8 18.5 

0.9 21.5 

1.0 24.0 

二层住房 

1.5 33.5 

2.0 46.5 

2.5 59.5 

注：有效半径数值是在供水干管高于炉具中心1.5m的垂直高度下计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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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表 B.1 项目验收检查表 

序

号 
项目 

安装质量 

控制项目 
验收要求 

验收

结果 

1 基本要求 
材料验收 主要材料、设备及配件安装前应进行检查验收  

资料验收 炉具和散热设备应有完整齐全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2 炉具安装 

炉具安装 

位置 

炉具应安装在不与卧室直接相通的房间内，并与卧室有效隔离。安装炉具

的房间，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炉具不应安装在堆放有易燃易爆物品的房间   

安全装置 不准许改装和堵塞炉具的爆破片或泄压装置   

3 烟囱安装 

直径、烟气挡板 烟囱直径不应小于炉具出烟口直径，且不准许设置任何形式的烟气挡板  

烟道连接 烟囱应连接紧密无泄漏，并保证烟气通畅  

烟囱通路 烟囱不准许从卧室通过  

烟囱隔热 烟囱贴邻或穿越建筑物处，应根据烟囱温度设置合理的隔热措施  

直立烟囱高度 烟囱伸出屋面高度应符合要求  

横向烟囱出烟

口设置 

出烟口应伸出墙外，且避免出烟方向为采暖期的主要风向，出烟口应设置

防烟气回流装置 
 

横向烟囱长度 横向烟囱水平长度不应超过 2.5m  

4 
采暖系统

安装 

保温措施 

膨胀水箱和大气连通管应安装在室内，受安装场地制约，只能安装在室外

时，膨胀水箱和大气连通管应有可靠保温。管道裸露在室外或非采暖室内

的，也应有可靠的保温措施 

 

大气连通管 
大气连通管的通径不应小于炉具出水管通径，大气连通管、膨胀水箱与炉

具之间的总管应保持通畅，不应安装任何形式的阀门 
 

循环泵的位置 循环水泵不准许安装在回水管上  

5 电气安装 
电源 电源应安装有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  

接地设置 应可靠接地  

6 
管道的选

择和安装 
隐蔽工程 穿越楼层、保温等隐蔽工程应在检验合格后方可隐蔽  

7 
系统水压

试验 

系统的冲洗 系统安装完毕后应进行冲洗，冲洗直至排出的水不含泥沙、铁屑等杂物  

水压试验 系统各连接处应不渗漏  

8 
系统检查

调试 
系统 系统检查调试后运行正常  

9 验收要求 用户培训 应向用户讲解炉具和采暖系统的安全使用、维护和保养的必要知识  

用户意见  

安装方签字： 

 

日期 

用户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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