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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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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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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西维智能控制技术（香河）有限公司、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虹港、严伟华、姬茹一、侍吉清、薛小龙、唐建、牛亚平、司俊、赵亮、施

锋萍、宋文明、龚文、田利、杜彦楠、吴学纲、耿雪峰、王洁璐、陈虎、林远龙、张金伟、杨博、费学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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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蓄能压力容器安全使用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定蓄能压力容器（以下简称“蓄能器”）使用单位的工作职责、安全管理制度、使

用管理、应急管理与事故处置和双重预防机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满足下列要求的蓄能器： 

a) 设计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10 MPa、公称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 L、液端工作介质为石油基液压油

或乳化液、气端介质为氮气的活塞式蓄能器； 

b) 设计压力大于 35 MPa、公称容积大于 250 L、液端工作介质为石油基液压油或乳化液、气端介

质为氮气的囊式蓄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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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0663  蓄能压力容器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范 

TSG 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DB31/T 1182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通则 

DB31/T 1183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实施指南 

DB31/T 1185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要求 

DB31/T 1186  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通则 

DB31/T 1187  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663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集成单位  integrated manufacturer 

将蓄能器作为一个元件集成到液压装置或系统中的制造单位。 

 

在役检验  in-service inspection 

受使用单位委托，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在蓄能器停机时对在用蓄能器安全状况进行的符合性验证活

动。 

4 工作职责 

使用单位 

蓄能器使用单位职责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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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并且有效实施蓄能器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操作规程； 

b) 采购、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并且经验证合格的蓄能器，不

应采购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蓄能器，不应使用已报废的蓄能器； 

c) 设置安全管理部门，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建立人员管理台账，并开展安全培

训，保存人员培训记录； 

d) 建立蓄能器台账及安全技术档案； 

e) 对蓄能器作业人员作业情况进行检查，及时纠正违章作业行为； 

f) 对蓄能器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及时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对安全附件、安全

保护装置和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及时开展在役检验； 

g) 制定事故应急专项方案，定期进行演练；发生事故及时上报，配合事故调查处理； 

h) 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 

安全管理部门 

蓄能器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负责本单位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其职责至少包括以

下内容： 

a) 贯彻和执行与蓄能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b) 建立和健全蓄能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督促落实； 

c) 负责采购、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蓄能器； 

d) 建立人员管理台账，开展安全培训教育，保存人员培训记录； 

e) 建立蓄能器台账及安全技术档案； 

f) 组织开展蓄能器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 

g) 编制蓄能器在役检验计划并督促实施； 

h) 制定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且定期组织演练； 

i) 对发现的隐患实施整改治理。 

安全管理人员 

4.3.1 使用单位应配备安全管理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管理负责人（安全总监）应为最高管理层

成员，其职责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协助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本单位蓄能器的安全领导职责，确保蓄能器安全使用； 

b) 宣传、贯彻蓄能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 

c) 组织制定蓄能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员配备； 

d) 组织制定蓄能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e) 对蓄能器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f) 组织进行隐患排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g) 当安全管理员报告存在事故隐患应停止使用时，立即做出停止使用该蓄能器的决定，并及时报

告本单位主要负责人。 

4.3.2 蓄能器使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蓄能器数量配备相应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员）。安全管理

人员（安全员）职责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组织逐台建立蓄能器安全技术档案； 

b) 组织制定蓄能器操作规程； 

c) 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d) 参与蓄能器的风险识别和分级管控； 

e) 落实蓄能器本体及安全附件的定期自行检查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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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编制蓄能器在役检验计划，并督促落实； 

g) 做好日常隐患排查和治理的跟踪监督； 

h) 按照规定报告事故，参加事故救援，并协助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i) 纠正和制止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 

作业人员 

4.4.1 使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蓄能器数量，配备适当数量的作业人员，负责蓄能器使用和维护。其职

责至少包括： 

a) 执行蓄能器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并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b) 按照规定填写作业记录； 

c) 参加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 

d)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进行记录； 

e) 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其他不安全因素，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并按规定的程序向安全管

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责任人报告； 

f) 参加应急演练，掌握相应的处置技能。 

4.4.2 使用单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作业人员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蓄能器

安全作业知识、作业技能、特种设备安全法律法规、安全规章制度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源、防范措施

及事故应急措施等。 

5 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 

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蓄能器安全管理制度，并定期进行评审和修订。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安全管理机构（如有）和相关人员岗位职责； 

b) 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管理和培训制度； 

c) 蓄能器采购、安装和报废等管理制度； 

d) 经常性维护保养管理制度； 

e) 定期自行检查制度； 

f)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g) 在役检验制度； 

h) 应急救援管理制度； 

i) 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 

j) 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安全操作规程 

使用单位应根据蓄能器的特点，编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操作规程要悬挂在蓄能器使用现场，并易

于作业人员阅读。操作规程包括运行参数、操作方法、维护保养要求、安全注意事项和异常情况的处置

方法。 

安全技术档案管理 

使用单位应针对每一台蓄能器，建立安全技术档案，每年进行1次全面检查。蓄能器安全技术档案

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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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蓄能器（含安全附件和附属仪表）台账； 

b) 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台账； 

c) 设计、制造技术资料（包括设计文件、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质量证明书、监督检验证书

或型式试验证书等）； 

d) 安装、维护保养记录； 

e) 定期自行检查和在役检验报告； 

f) 日常使用记录（包括压力波动范围和工作循环次数）； 

g) 安全附件校验、检修、更换记录和报告； 

h) 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事故处理报告。 

6 使用管理 

采购 

6.1.1 使用单位和集成单位应购置具有相应压力容器生产许可资质的单位制造且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规

范和标准要求的蓄能器。 

6.1.2 购置的蓄能器应具有产品合格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监督检验证书（监检产品提供）、型式

试验证书和使用说明书（包含工艺参数、介质、安装连接形式和维护保养等）等完整的安全技术文件。 

6.1.3 购置进口蓄能器，其制造单位应按 TSG 21—2016 第 6.4 条要求取得监督检验证书（监检产品提

供）和型式试验证书。 

6.1.4 附属有蓄能器的装置或系统，集成单位应以文件形式向使用单位说明蓄能器的特种设备属性和

安全使用管理规定，并向使用单位提供 6.1.2 中规定的蓄能器安全技术文件。 

安装 

6.2.1 蓄能器安装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或由使用单位专业作业人员进行。 

6.2.2 蓄能器应牢固安装在固定支架或壁面上，长度外径比过大时应设置抱箍加固。安装部位的选择

应考虑避免由于冲击或振动引起机械损伤和外部腐蚀。囊式蓄能器宜竖直安装（充气阀朝上）。 

6.2.3 不允许在蓄能器上进行焊接、铆接或机械加工。 

6.2.4 使用单位应对蓄能器安装质量进行验收，验收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蓄能器外观是否完好，是否按要求进行固定，是否有影响安全性能的缺陷； 

b) 安全附件、附属仪表和所有连接管路是否正确安装； 

c) 蓄能器上是否设置产品铭牌或钢印，是否与出厂资料一致； 

d) 蓄能器上是否设置警示标志且便于识别。 

使用前检查 

新投用和停用后重新投入使用的蓄能器，应进行使用前检查。检查内容至少包括： 

a) 出厂资料是否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的规定； 

b) 外观是否完好，是否有影响安全性能的缺陷； 

c) 铭牌是否与出厂资料一致； 

d) 是否按要求进行安装和固定； 

e) 所有管路是否正确安装； 

f) 压力表是否正确安装，量程和精度是否满足要求，是否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g) 安全阀是否校验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爆破片是否定期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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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要求 

6.4.1 使用单位应按照产品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或由使用单位专业作业

人员对蓄能器进行充气。充气应使用专用充气装置连接到充气口或充气阀，当气源的压力高于最大允许

工作压力时，应在气源出口和充气工具间连接减压装置。 

6.4.2 蓄能器应使用干燥氮气，不允许使用氧气等氧化性气体、压缩空气或可燃气体。 

6.4.3 蓄能器应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在规定的压力波动范围内使用。 

维护保养要求 

6.5.1 使用单位应按使用说明书要求对蓄能器本体、安全附件、附属仪表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对发

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处理，保证蓄能器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6.5.2 需要拆卸蓄能器时，应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或由专业作业人员进行。拆卸蓄能器之前应卸去

油压，并使用专业工具卸掉气体压力。 

6.5.3 拆解蓄能器应按照拆解指导手册要求，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或由专业作业人员进行。活塞式

蓄能器拆解宜由有资质的蓄能器制造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6.5.4 蓄能器停用应按使用说明书要求卸去油侧压力。停用超过 1 年的，应设置停用标记，确保蓄能

器油侧和气侧压力完全卸除。 

定期自行检查 

6.6.1 月度检查 

使用单位每月应对蓄能器至少进行1次月度检查，并记录检查情况。当年度检查与月度检查时间重

合时，可不再进行月度检查。月度检查内容至少包括： 

a) 氮气预充压力是否处于正常工况充气压力范围； 

b) 工作压力波动的范围是否处于正常工况压力范围； 

c) 蓄能器本体、安全附件、附属仪表是否完好，各密封处有无泄漏； 

d) 对于活塞式蓄能器，其运行过程中活塞是否有撞击端盖的情况发生。 

6.6.2 年度检查 

6.6.2.1 年度检查要求 

使用单位每年应对蓄能器至少进行1次年度检查，年度检查后应进行蓄能器使用安全状况分析，并

对年度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及时消除。年度检查可以由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组织经过专业培训的作业

人员进行，也可委托有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行。 

6.6.2.2 年度检查项目 

年度检查项目至少包括安全管理情况、蓄能器本体及运行状况、安全附件及仪表检查。 

6.6.2.3 安全管理情况检查 

安全管理情况检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安全管理制度是否齐全有效； 

b) 安全技术档案是否完整； 

c) 维护保养、运行记录和自行检查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d) 年度检查、在役检验报告是否齐全，检查、检验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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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安全附件及仪表的校验、检定、修理和更换记录是否齐全真实； 

f) 是否有蓄能器应急预案和演练记录； 

g) 是否对蓄能器事故、故障情况进行记录。 

6.6.2.4 蓄能器本体及运行状检查 

蓄能器本体及运行状况检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铭牌及有关标志是否符合规定； 

b) 蓄能器本体、接口部位等有无裂纹、变形、泄漏和机械损伤等； 

c) 外表面有无腐蚀、机械损伤等； 

d) 蓄能器与相邻管路有无异常振动、响声或相互摩擦； 

e) 固定装置有无损坏； 

f) 运行期间是否有超压、超温、活塞撞击端盖（活塞式蓄能器）等异常现象。 

6.6.2.5 安全附件及仪表检查 

6.6.2.5.1 安全阀检查内容至少包括：选型是否正确、安全阀是否完好、是否在校验有效期内、是否

有泄漏、放空管是否通畅、防雨帽是否完好。 

6.6.2.5.2 安全阀应每年至少校验 1次。对于选型错误、超过校验有效期、铅封损坏和泄漏的安全阀，

使用单位应限期整改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整改期间的安全，否则应暂停蓄能器的使用。 

6.6.2.5.3 爆破片检查内容至少包括：是否超过规定使用年限、安装方向是否正确、爆破压力和温度

是否符合运行要求、是否有渗漏、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未超压爆破或超压未爆破的情况、放空管是否通

畅、放空管内是否存水（或冰）、防雨帽或防雨片是否完好。 

6.6.2.5.4 爆破片应每 3 年至少更换 1 次。对于超过规定使用年限、安装方向错误、标定的爆破压力

温度和运行要求不符合、使用中超过标定爆破压力未爆破、铅封损坏和泄漏的爆破片，使用单位应立即

更换爆破片装置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更换期间的安全，否则应暂停蓄能器的使用。 

6.6.2.5.5 压力表检查内容至少包括：选型是否符合要求、检定有效期及封签是否符合规定、精度等

级和量程是否符合要求、压力表和蓄能器间安装三通旋塞或针形阀时位置和开启标记及锁紧装置是否

符合规定。 

6.6.2.5.6 压力表应每半年至少检定 1 次。对于选型错误、表盘玻璃破裂或表盘刻度模糊不清、封签

损坏或超过检定有效期、表内弹簧管泄漏或指针松动、指针扭曲断裂或外壳腐蚀严重、三通旋塞或针形

阀开启标记不清或锁紧装置损坏的压力表，使用单位应限期整改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整改期间的安全，

否则应暂停蓄能器的使用。 

在役检验 

6.7.1 使用单位宜在检验有效期届满的 1 个月以前或使用单位安全总监认为有必要时，向经核准的特

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委托在役检验申请，并做好检验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6.7.2 检验机构应具有相应的压力容器检验资格，检验和检测人员应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

员证书。 

6.7.3 蓄能器在役检验要求参见附录 A。 

6.7.4 使用单位应积极配合检验检测工作，提供必要的检验检测条件，告知检验检测人员安全注意事

项。检验时，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和维护保养相关人员应到现场协助检验工作，及时提供

有关资料，负责安全监护，并且设置可靠的联络方式。 

6.7.5 检验完成后，使用单位应及时取得特种设备在役检验报告、安全附件校验或检定报告并存入设

备安全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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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检验完成后，使用单位应组织进行蓄能器的组装（含零部件、安全附件、仪器仪表等）和安装、

管路连接、试运行等工作，并且对其安全性负责。 

6.7.7 检验结论为符合要求的，使用单位应按检验结论确定的参数使用蓄能器。 

6.7.8 未经在役检验或经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的蓄能器，不允许继续使用。 

报废 

6.8.1 使用中发现蓄能器有明显事故隐患，且无修理价值的，使用单位应及时予以报废。 

6.8.2 使用时间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蓄能器应予以报废。如需继续使用，应按 TSG 08—2017 第 2.14

条要求执行，并按 TSG 21—2016 第 8 章的规定进行定期检验和合于使用评价。 

6.8.3 在役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的蓄能器，使用单位应予以报废。 

6.8.4 报废的蓄能器应按照制造单位指导手册及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消除使用功能的破

坏性处理。 

7 应急管理与事故处置 

应急预案 

7.1.1 使用单位应制定蓄能器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应急预案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应急组织和人员； 

b) 应急救援资源； 

c) 应对措施、处置方法、程序； 

d) 部门和人员职责。 

7.1.2 使用单位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并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修订

应急预案，并作出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内容参照 GB/T 33942—2017 附录 D。 

事故处置 

7.2.1 发生事故后，使用单位应根据事故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应急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7.2.2 发生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在 1 小

时内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事故发生单位名称、联系人、

事故发生地点、时间（精确到分）、发生事故蓄能器名称、事故类别、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以及事故概

况等。 

7.2.3 发生事故后，单位及其人员应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及时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对

设备、场地、资料进行封存，由专人看管。 

7.2.4 使用单位应根据事故调查结果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接受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的监督和检查。 

8 双重预防机制 

双重预防工作体系 

使用单位应按照DB31/T 1185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双重预防工作体系。 

风险分级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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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位应按照DB31/T 1186和DB31/T 1187的要求，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工作。 

隐患排查治理 

使用单位应按照DB31/T 1182和DB31/T 1183的要求，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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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在役检验要求 

A.1 检验周期 

A.1.1 蓄能器应于投用后3年内进行首次在役检验。 

A.1.2 首次检验后的在役检验周期由检验机构根据蓄能器实际使用情况和安全状况确定，但最长应不

超过5年。 

A.2 检验前的准备 

A.2.1 检验前，检验机构应根据蓄能器的使用情况、损伤机理及失效模式，制定检验方案，检验方案

由检验机构技术负责人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检验人员应按照批准的检验方案进行检验。 

A.2.2 使用单位应按照要求做好停机后的技术性处理和检验前的安全检查，设置专门的检验区域，并

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A.2.3 检验前，使用单位应将蓄能器油压卸除，并使用专用充气工具卸掉气体压力，排空介质，清理

或拆除影响检验的附属部件。拆卸下蓄能器，并对蓄能器进行拆解。蓄能器拆卸和拆解应在专业技术人

员指导下或由专业作业人员进行，活塞式蓄能器拆解宜由有资质的蓄能器制造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A.2.4 需要进行检验的表面，特别是腐蚀部位和可能产生裂纹缺陷的部位，应彻底清理干净，露出金

属本体；被检区域表面质量应满足NB/T 47013.3~NB/T 47013.5的有关要求。 

A.2.5 检验检测用设备、仪器和测量工具应在检定或者校准有效期内。 

A.3 检验项目 

A.3.1 资料审查 

A.3.1.1 检验前，检验人员应对以下资料进行审查，资料审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出厂资料，包括制造单位资质证明、产品合格证、质量证明文件、竣工图、型式试验报告及监

督检验证书（监检产品提供）等； 

b) 运行记录，包括压力波动范围和工作循环次数记录、运行条件变化情况及运行中异常情况等； 

c) 使用管理资料，包括维护保养记录等； 

d) 检验检查资料，包括定期自行检查记录和上次在役检验报告。 

A.3.1.2 资料审查发现蓄能器无监督检验证书（监检产品提供）、型式试验证书，检验机构应停止检验，

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A.3.2 宏观检验 

A.3.2.1 检验方法 

A.3.2.1.1 采用目视方法对蓄能器进行外观检验，检验是否有可见的变形，检验蓄能器内、外表面是

否存在裂纹、凹陷、磕伤、划伤、凹坑、腐蚀、热损伤等缺陷，与支架或壁面连接处应重点检验是否存

在腐蚀缺陷，螺纹有无裂纹、变形、磨损、腐蚀或其他机械损伤。目视检测应按 NB/T 47013.7 要求执

行。 

A.3.2.1.2 对于活塞式蓄能器，应在拆解后对内表面进行检验，重点检验壳体螺纹和退刀槽、卸载槽

表面是否存在制造缺陷，壳体内表面是否存在因活塞运动产生的划伤以及活塞与端盖碰撞产生的磕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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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缺陷。 

A.3.2.1.3 对蓄能器进行几何尺寸测量，包括壳体圆度和直线度等。 

A.3.2.2 机械损伤检验结果评定 

A.3.2.2.1 本体存在裂纹及可见变形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2.2 本体磕伤、划伤、凹坑处剩余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2.3 对未达到报废条件的机械损伤缺陷，特别是线性缺陷或尖锐的机械损伤，应修磨消除，使

其边缘圆滑过渡，修磨后的剩余壁厚不能小于设计壁厚。对于活塞蓄能器内表面的划伤，还应保证修磨

后对活塞密封性能无影响，影响活塞密封性能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3 腐蚀检验结果评定 

A.3.2.3.1 本体上孤立的点腐蚀、线状腐蚀、局部腐蚀或均匀腐蚀处的剩余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检

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3.2 因腐蚀严重，对腐蚀深度和范围无法确定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4 螺纹检验结果评定 

A.3.2.4.1 壳体螺纹存在裂纹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4.2 对于壳体螺纹存在轻度腐蚀、磨损或其他机械损伤，可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丝锥修理。

修理后用符合要求的量规检查，检查结果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5 其他检验结果评定 

A.3.2.5.1 本体上存在弧疤或焊迹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5.2 进行过修理、挖补或翻新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2.5.3 在壳体圆度超过该截面平均外径的 2%或壳体直线度偏差超过其长度的 2‰的，检验结论为

不符合要求。 

A.3.3 壁厚测量 

A.3.3.1 测量方法 

壁厚测量应采用超声测厚方法，测定位置应具有代表性，有足够的测点数。对于活塞式蓄能器，

厚度测点应包括筒体退刀槽、卸载槽位置。对于宏观检验发现有磕伤、划伤、凹坑腐蚀的部位，应测

量缺陷处本体的最小壁厚。 

A.3.3.2 测量结果评定 

壳体、封头、端盖的最小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4 表面缺陷检测 

A.3.4.1 检测方法 

A.3.4.1.1 蓄能器壳体外表面、活塞式蓄能器端盖内外表面应进行 100%磁粉检测或渗透检测，打钢印

部位应重点检测。铁磁性材料制蓄能器表面应优先采用磁粉检测。磁粉检测应按 NB/T 47013.4 要求执

行，渗透检测应按 NB/T 47013.5 要求执行，均为Ⅰ级合格。 

A.3.4.1.2 活塞式蓄能器壳体螺纹、退刀槽和卸载槽位置、端盖螺纹应进行 100%渗透检测，渗透检测

应按 NB/T 47013.5 执行，Ⅰ级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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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2 检测结果评定 

表面缺陷检测不合格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5 埋藏缺陷检测 

A.3.5.1 检测方法 

对蓄能器宏观检验后有怀疑的部位，检验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应进行埋藏缺陷检测。埋藏缺陷检测

应采用超声检测方法进行，超声检测按 NB/T 47013.3 执行，Ⅰ级合格。 

A.3.5.2 检测结果评定 

埋藏缺陷检测不合格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3.6 安全附件检验 

A.3.6.1 检验内容 

A.3.6.1.1 检验安全阀是否在校验有效期内，铭牌上标注的整定压力与蓄能器工作压力是否相适应，

安全阀体和螺纹是否存在裂纹。 

A.3.6.1.2 检验爆破片是否按期更换，爆破片上标注的爆破压力与蓄能器工作压力是否相适应，爆破

片装置连接处是否存在裂纹。 

A.3.6.2 检验结果评定 

安全附件检验不合格，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A.4 检验结论和报告 

A.4.1 检验结论 

蓄能器在役检验结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 符合要求。蓄能器各项检验检测未发现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或经过处理确认影响安全使用的

缺陷已消除，可以继续使用。 

b) 不符合要求。蓄能器检验检测发现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并且缺陷未消除，不能继续使用，应

进行报废处理。 

A.4.2 检验报告 

检验结束后，检验机构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在役检验报告，交付使用单位存入蓄能器安全技术

档案。 



DB 31/T 1479—2024 

12 

参 考 文 献 

[1]  GB/T 33942—2017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2]  NB/T 47013.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3部分：超声检测 

[3]  NB/T 47013.4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4部分：磁粉检测 

[4]  NB/T 47013.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5部分：渗透检测 

[5]  NB/T 47013.7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7部分：目视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