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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６章、第８章内容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中安消防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核设备有限公司、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海斌、刘连喜、盛彦锋、马建琴、张君娜、卢政强、赵青松、王颖、羡学磊、

张玉贤、杨震铭、高云升、任常兴、严洪、王晴、汪映兴、周平、孙成忠、王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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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型号编制、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使用说明书编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发电厂、水泥厂等场所煤粉制备过程及天然气输配气场站使用的低压二氧化碳气体

惰化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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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４３９６　二氧化碳灭火剂

ＧＢ／Ｔ９９６９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　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及部件

ＧＢ／Ｔ２５２０８—２０１０　固定灭火系统产品环境试验方法

ＧＢ２５９７２—２０１０　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

ＧＡ６１—２０１０　固定灭火系统驱动、控制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惰化　犻狀犲狉狋犻狀犵

通过向保护空间充入惰性气体以使系统不会形成爆炸性气氛的防爆技术。

３．２　

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　犾狅狑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犻狀犲狉狋犻狀犵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通过向处于相对密闭空间内的可燃气体（或粉尘）与空气的混合物中充入二氧化碳气体，使混合物

中氧气的含量低于爆炸极限浓度，避免混合物发生爆炸的装置。

３．３　

汽化器　狏犪狆狅狉犻狕犲狉

通过直接或间接加热液态二氧化碳，使其转化为气态二氧化碳的装置。

３．４　

水浴式汽化器　狑犪狋犲狉犫犪狋犺狏犪狆狅狉犻狕犲狉

通过加热汽化器中水，使其与液态二氧化碳进行热交换，使液态二氧化碳变成气态的装置。

３．５　

空浴式汽化器　犪犻狉犺犲犪狋犲犱狏犪狆狅狉犻狕犲狉

空温式汽化器　犪犻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狏犪狆狅狉犻狕犲狉

通过空气自然对流加热汽化器导管内的液态二氧化碳，使其完全蒸发变成气态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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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流量控制组件　犳犾狅狑犮狅狀狋狉狅犾犪狊狊犲犿犫犾狔

用于控制汽化后二氧化碳气体压力和流量的组件。

３．７　

惰化控制器　犻狀犲狉狋犻狀犵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狉

用于控制二氧化碳惰化保护装置运行和显示其工作状态的控制装置。

３．８　

上限工作温度狌狆狆犲狉犾犻犿犻狋狑狅狉犽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犜ｍａｘ

正常工作过程中，水浴式汽化器设定的最高工作温度。

３．９　

管程　狋狌犫犲狊犻犱犲

二氧化碳介质流经换热管内的通道及与其相贯通部分。

３．１０　

壳程　狊犺犲犾犾狊犻犱犲

二氧化碳介质流经换热管外的通道及与其相贯通部分。

４　分类

按汽化器类型分为：

ａ）　水浴式汽化器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以字母Ｓ表示）；

ｂ）　空浴式汽化器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以字母Ｋ表示）。

５　型号编制

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的型号编制规则如下：

ＤＨ







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

—Ｘ





 汽化器类型（见第４章 ）

—Ｘ



 汽化量，单位为标准立方米每小时（Ｎｍ３／ｈ ）

／Ｘ



自定义

示例：ＤＨＳ２００表示汽化量为２００Ｎｍ３／ｈ的水浴式汽化器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

６　要求

６．１　工作温度范围

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以下简称“装置”）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应满足表１的要求。

表１　装置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

部件 工作温度范围

水浴式汽化器低压二氧

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

汽化器 ５℃～犜ｍａｘ

其他部件 —１０℃～５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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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部件 工作温度范围

空浴式汽化器低压二氧

化碳气体惰化保护装置

汽化器

其他部件
由生产单位提供

惰化控制器 ０℃～５０℃

６．２　装置

６．２．１　组成

装置应至少由低压二氧化碳气体供给装置、惰化总控阀、汽化器、流量控制组件、惰化选择阀、信号

反馈装置、喷嘴等部件构成。

６．２．２　外观

６．２．２．１　装置中进行防腐处理的部件，其防腐涂层应均匀、美观、完整，不应有气孔、灰渣、疤痕、碰伤等

缺陷。

６．２．２．２　装置明显部位应设置铭牌，铭牌上注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设计流量、设计压力、工作温度范

围（适用时）、执行标准代号、生产日期、生产单位名称等。

６．２．２．３　部件的安装布置应合理，不应影响维修、检查和使用等操作。

６．２．２．４　电镀件镀层应无剥落、划痕、腐蚀等缺陷。

６．２．２．５　紧固件应无松动、锈蚀。

６．２．３　联动性能

装置应具有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和机械应急启动功能，分别在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和机械应急启动

下进行联动试验，装置及部件的动作应准确、可靠、无故障，各部件应无松动、变形、破裂和损坏。

６．２．４　手动操作性能

按７．１４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装置应急手动操作要求如下：

ａ）　手动操作力不应大于１５０Ｎ；

ｂ）　指拉操作力不应大于５０Ｎ；

ｃ）　指推操作力不应大于１０Ｎ；

ｄ）　所有手动操作位移均不应大于３００ｍｍ。

６．２．５　二氧化碳气体要求

二氧化碳气体性能应符合ＧＢ４３９６的要求。

６．３　二氧化碳气体供给装置

二氧化碳气体供给装置中气体贮存容器，超压泄放装置，压力、液位控制显示装置，制冷系统等应符

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２的规定。

６．４　惰化总控阀

惰化总控阀的性能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４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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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汽化器

６．５．１　外观

汽化器外观应光洁、平整，不得有明显毛刺、裂纹、表面气孔和凹痕等缺陷，颜色应均匀一致。

６．５．２　设计压力

汽化器管程设计压力不应小于２．５ＭＰａ。

６．５．３　气密性

汽化器管程应进行气密试验，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保压时间３０ｍｉｎ，管程应无压降。

６．５．４　强度

汽化器管程应进行水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１．５倍设计压力，保压时间１０ｍｉｎ，管程应无渗漏和

损坏。

６．５．５　静水压密封性

水浴式汽化器壳程应进行静水压密封试验，试验时间２ｈ，壳程应无渗漏。

６．５．６　功能

６．５．６．１　水浴式汽化器应设有进水口、排水口、排气口、溢流口、吹扫口及水位显示装置，排水口公称通

径不应小于ＤＮ２５。

６．５．６．２　水浴式汽化器应设置自动加热装置，加热装置应能在水温达到下限设定值时启动加热，达到上

限设定值时停止加热。

６．５．６．３　水浴式汽化器在上限工作温度犜ｍａｘ下连续运行８ｈ，水浴式汽化器应能正常工作，无故障。

６．５．７　超压泄放要求

汽化器管程应设置超压泄放装置，超压泄放装置的性能应符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２．４．２的规定。

６．５．８　汽化性能

按７．５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时管路内气体流量应等效于汽化器标称的额定流量，管路末端喷

嘴处的压力不应大于０．６ＭＰａ，连续喷放二氧化碳气体４ｈ，试验过程中喷嘴应无干冰喷出。

６．５．９　标志

汽化器上应设置永久性标志，标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设计压力、汽化量、适用介质、额定功率（适

用时）、生产日期、生产单位名称等。

６．６　流量控制组件

６．６．１　工作温度范围

流量控制组件的工作温度范围应符合６．１的规定。

６．６．２　设计压力

流量控制组件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２．５ＭＰ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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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　强度

按７．３规定的方法进行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１．５倍设计压力，保压时间５ｍｉｎ，流量控制组件应无

变形和渗漏现象。

６．６．４　气密性

按７．２．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试验，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保压时间５ｍｉｎ，流量控制组件应无气泡

泄漏。

６．６．５　控流特性

按７．６规定的方法进行控流特性试验，实测流量与生产单位公布流量偏差不应大于±１０％。

６．７　惰化选择阀

６．７．１　工作温度范围

惰化选择阀的工作温度范围应符合６．１的规定。

６．７．２　设计压力

惰化选择阀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２．５ＭＰａ。

６．７．３　材料

惰化选择阀阀体及其内部机械零件应采用耐受６．１规定温度的金属材料制造。

６．７．４　工作可靠性

按７．７规定的方法进行工作可靠性试验，惰化选择阀应动作灵活、可靠，不应出现任何故障或结构

损坏。

６．７．５　绝缘性能

按７．８规定的方法进行绝缘性能试验，惰化选择阀接线端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２０ＭΩ。

６．７．６　强度

惰化选择阀的强度应符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５．４的规定。

６．７．７　气密性

惰化选择阀的气密性应符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５．５的规定。

６．７．８　标志

惰化选择阀上应有永久性标志，注明型号规格、额定电压、功率、公称工作压力、介质流动方向、生产

单位名称等。

６．８　信号反馈装置

６．８．１　工作温度范围

信号反馈装置的工作温度范围应符合６．１的规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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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　设计压力

信号反馈装置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２．５ＭＰａ。

６．８．３　其他性能

信号反馈装置的其他性能应符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８．３～６．８．５的规定。

６．８．４　标志

信号反馈装置上应标明型号规格、动作压力、触点容量、生产单位名称等。

６．９　喷嘴

６．９．１　工作温度范围

喷嘴的工作温度范围应符合６．１的规定。

６．９．２　材料

喷嘴各部件应采用耐腐蚀的金属材料制造。

６．９．３　设计压力

喷嘴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２．５ＭＰａ。

６．９．４　防尘性能

喷嘴应设置防尘装置，防尘装置应能自动复位，开启压力不应大于０．１ＭＰａ。

６．９．５　防撞击性能

按７．１１规定的方法进行防撞击性能试验，喷嘴应无变形、裂纹和损坏。试验后，喷嘴防尘性能应符

合６．９．４的规定。

６．９．６　耐热和耐冷击性能

按７．１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耐热和耐冷击试验，喷嘴应无变形、裂纹和损坏。

６．９．７　流量特性

按７．１３规定的方法进行流量特性试验，喷嘴代号及喷射率参见附录Ｇ。喷嘴在不同喷射压力的流

量值，与生产单位公布值之差不应大于±１０％。装置中二氧化碳气体流量通过流量计控制的，不进行此

项试验。

６．９．８　耐腐蚀性能

按７．９规定的方法进行耐盐雾腐蚀试验，喷嘴应无明显腐蚀损坏。试验后，喷嘴耐热和耐冷击性能

应符合６．９．６的规定。

６．９．９　标志

喷嘴明显部位应有永久性标志，注明型号规格、喷嘴代号、生产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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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　惰化控制器

６．１０．１　基本功能

６．１０．１．１　控制功能

惰化控制器应有本机自检功能，自动、手动控制装置释放功能，远程控制功能，自动、手动转换功能，

紧急停止释放功能，释放时间控制功能，主、备电自动切换功能，二氧化碳供给装置启闭功能，汽化器防

干烧功能（适用时），汽化器加热管启动和停止功能（适用时）。

６．１０．１．２　显示功能

惰化控制器应有下列显示功能：自检，自动、手动状态，主、备电工作状态，紧急停止状态，二氧化碳

气体释放，故障状态，惰化总控阀开关状态，加热器工作状态（适用时），远程控制等。

６．１０．１．３　声报警功能

惰化控制器应有惰化报警、故障报警、汽化器干烧报警（适用时）等，报警声音响度应大于

６５ｄＢ（Ａ），小于１１５ｄＢ（Ａ）。

６．１０．２　其他功能

惰化控制器电源、耐气候环境要求、耐机械环境要求、抗电干扰要求、耐电压要求、绝缘电阻的性能

应符合ＧＡ６１—２０１０中６．２～６．７的要求。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装置

７．１．１　组成

目测检查装置组成部件。

７．１．２　外观

目测检查装置和汽化器外观。

７．１．３　联动试验

按设计要求正确连接装置各部件并使其处于准工作状态，分别通过自动和手动启动方式启动装置

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记录试验结果。

７．２　气密性试验

７．２．１　汽化器气密性试验

试验期间不得采用连续加压方式来维持压力不变，试验过程中不得带压紧固螺栓或向受压试件施

加外力。试验介质为干燥、洁净、无油的空气或氮气，试验时环境温度不得低于５℃，安装设有截止阀、

盲板、压力表等的试压管路，其耐压性能满足试验要求。向汽化器内施加规定压力的气体，保压至规定

时间，记录试验结果。

７．２．２　流量控制组件气密性试验

将被试样品进口与气压源相连，以不大于０．５ＭＰａ／ｓ的升压速率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将样品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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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中，样品至液面深度不小于０．３ｍ，在规定的保压时间内检查样品渗漏情况。

７．３　强度试验

将被试样品进口与液压强度试验装置相连，排除连接管路和样品腔内空气后，封闭所有出口。以不

大于０．５ＭＰａ／ｓ的升压速率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在规定的保压时间内检查样品情况，记录试验结果。

７．４　静水压密封试验

水浴式汽化器壳程内加入设计最大容量的清水，试验时环境温度不得低于５℃，在规定的试验时间

内检查壳程渗漏情况。

７．５　汽化性能试验

将装置与气体释放管路相连，并使装置处于正常准工作状态，水浴式汽化器内温度为设定工作温

度。二氧化碳气体供给装置应能保证在设计流量下连续喷放的要求，调节管路流量控制组件使管路内

气体流量达到最大设计流量，启动装置连续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记录试验结果。

７．６　控流特性试验

按设计要求将流量控制组件与装置正确连接，并使装置处于正常准工作状态，水浴式汽化器内温度

为设定工作温度。调节流量控制组件进口压力至生产单位公布值，记录管道内二氧化碳气体流量。

７．７　工作可靠性试验

将惰化选择阀进口与供气系统相连，阀出口连接一长０．５ｍ±０．１ｍ，直径与阀门公称直径相同的

管道以及一个等效孔径不小于３ｍｍ的喷嘴，按下列要求进行试验：

ａ）　常温及额定工作电压下，阀门循环动作１００次；

ｂ）　在最高温度及８５％的额定工作电压和１１０％的额定工作电压下，阀门各循环动作５次；

ｃ）　在最低温度及８５％的额定工作电压和１１０％的额定工作电压下，阀门各循环动作５次；

ｄ）　工作时需要连续供电的阀门，连续通电时间８ｈ后，阀门循环动作５次。

７．８　绝缘性能试验

按ＧＡ６１—２０１０中７．２．５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记录惰化选择阀接线端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值，试

验次数为３次，取平均值。

７．９　耐盐雾腐蚀试验

按ＧＢ／Ｔ２５２０８—２０１０中第１１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氯化钠溶液质量浓度为（２０±０．１）％，试

验持续时间为１０ｄ。试验后检查样品的腐蚀情况。

７．１０　防尘性能试验

将喷嘴的进口与供气装置相连，管路上安装有压力调节装置，压力测量装置精度不应低于０．４级，

缓慢调节压力至喷嘴防尘装置开启，记录开启压力，试验次数不少于３次。

７．１１　防撞击性能试验

按ＧＢ／Ｔ２５２０８—２０１０中第２１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能量为２．７Ｊ，记录试验结果。

７．１２　耐热和耐冷击试验

按ＧＢ２５９７２—２０１０中６．１９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记录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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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流量特性试验

按设计要求正确连接装置并使其处于准工作状态，将被试喷嘴安装在管路末端。管路上安装有压

力、流量测量装置和压力调节装置，压力、流量测量装置精度不低于０．５级。手动启动装置释放二氧化

碳气体，缓慢调节管路压力，并使管路压力在设计最低至最高工作压力范围内变化，记录各压力下的流

量值。

７．１４　手动操作性能试验

将被测试手动操作装置或阀门充压至规定压力，并将适当的测力装置与手动操作机构或阀门连接，

操作被测试机构或阀门使其打开并记录最大操作力，观察并记录最大操作位移。

７．１５　惰化控制器基本功能试验

７．１５．１　控制功能试验

装置处于正常准工作状态，进行惰化控制器控制功能检查，记录各控制功能状态。

７．１５．２　显示功能试验

装置处于正常准工作状态，进行惰化控制器显示功能检查，记录各显示功能状态。

７．１５．３　声报警功能试验

通过模拟信号使装置处于惰化报警状态，使用声音响度测量设备测量惰化控制器报警声音响度，测

量设备距离惰化控制器１ｍ位置，记录报警声音响度。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分类与项目

８．１．１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出厂检验、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８．１．２　型式试验

８．１．２．１　一般规定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投产后，如产品结构、材料、工艺、关键工序的加工方法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性

能时；

ｃ）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ｄ）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ｅ）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８．１．２．２　试验项目

产品型式试验项目应按表２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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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型式试验项目、出厂检验项目、例行检验项目

部件名称 标准条款 检验项目
型式

试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全检 抽检

例行

检验项目

装置

６．２．１ 组成 ★ ★ — ★

６．２．２ 外观 ★ ★ — ★

６．２．３ 联动性能 ★ — ★ —

６．２．４ 手动操作性能 ★ — ★ —

６．２．５ 二氧化碳气体要求 ★ ★ — —

二氧化碳气体供给装置 ６．３ 符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２的规定 —

惰化总控阀 ６．４ 符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４的规定 —

汽化器

６．５．１ 外观 ★ ★ — ★

６．５．２ 设计压力 ★ ★ — —

６．５．３ 气密性 ★ ★ — ★

６．５．４ 强度 ★ — ★ —

６．５．５ 静水压密封性 ★ ★ — ★

６．５．６ 功能 ★ ★ — ６．５．６．１

６．５．７ 超压泄放要求 ★ — ★ —

６．５．８ 汽化性能 ★ — ★ —

６．５．９ 标志 ★ ★ — ★

流量控制组件

６．６．１ 工作温度范围 ★ ★ — —

６．６．２ 设计压力 ★ ★ — —

６．６．３ 强度 ★ — ★ —

６．６．４ 气密性 ★ ★ — ★

６．６．５ 控流特性 ★ — ★ —

惰化选择阀

６．７．１ 工作温度范围 ★ ★ — —

６．７．２ 设计压力 ★ ★ — —

６．７．３ 材料 ★ — ★ —

６．７．４ 工作可靠性 ★ — ★ —

６．７．５ 绝缘性能 ★ ★ — ★

６．７．６ 强度 ★ — ★ —

６．７．７ 气密性 ★ ★ — ★

６．７．８ 标志 ★ ★ — ★

信号反馈装置

６．８．１ 工作温度范围 ★ ★ — —

６．８．２ 设计压力 ★ ★ — —

６．８．３ 其他性能 符合ＧＢ１９５７２－２０１３中６．８．３～６．８．５的规定

６．８．４ 标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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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部件名称 标准条款 检验项目
型式

试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全检 抽检

例行

检验项目

喷嘴

６．９．１ 工作温度范围 ★ ★ — —

６．９．２ 材料 ★ ★ — —

６．９．３ 设计压力 ★ ★ — —

６．９．４ 防尘性能 ★ ★ — —

６．９．５ 防撞击性能 ★ — ★ —

６．９．６ 耐热和耐冷击性能 ★ — ★ —

６．９．７ 流量特性 ★ — ★ —

６．９．８ 耐腐蚀性能 ★ — ★ —

６．９．９ 标志 ★ ★ — ★

惰化控制器
６．１０．１ 基本功能 ★ ★ — ★

６．１０．２ 其他功能 ★ — ★ —

　　注：“★”表示进行检验，“—”表示不进行检验。

８．１．３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２规定的项目。

８．１．４　例行检验

８．１．４．１　例行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１００％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和加

贴标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

８．１．４．２　例行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２规定的项目。

８．１．５　确认检验

８．１．５．１　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验。

８．１．５．２　确认检验项目为除例行检验项目外的其他项目。

８．１．６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应按附录Ａ～附录Ｆ的规定执行。

８．２　抽样方法

采用一次性随机抽样。样品数量按附录Ａ～附录Ｆ的规定执行。

８．３　检验结果判定

８．３．１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项目全部合格，该装置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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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该装置为合格。出厂检验项目如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可以在同批产

品中加倍抽样复验，复验后如仍不合格，判该装置为不合格。

８．３．３　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例行检验项目中任何一项出现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不合格，确认检验项目中出现不合格时，允许加

倍抽样检验，如再出现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

９　使用说明书编写要求

使用说明书应按ＧＢ／Ｔ９９６９进行编写，使用说明书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ａ）　装置及部件简介（主要工作原理）；

ｂ）　装置及部件主要性能参数；

ｃ）　装置示意图；

ｄ）　装置及部件操作程序；

ｅ）　装置及部件安装使用及维护说明、注意事项；

ｆ）　生产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和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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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试验程序按图Ａ．１进行，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方框中的数字为试验编号，对应的检

验项目如下：

１———组成（６．２．１）；

２———外观（６．２．２）；

３———联动性能（６．２．３）；

４———手动操作性能（６．２．４）；

５———二氧化碳气体要求（６．２．５）。

图犃．１　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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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汽化器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试验程序按图Ｂ．１进行，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方框中的数字为试验编号，对应的检

验项目如下：

１———外观（６．５．１）；

２———设计压力（６．５．２）；

３———气密性（６．５．３）；

４———强度（６．５．４）；

５———静水压密封性（６．５．５）；

６———功能（６．５．６）；

７———超压泄放要求（６．５．７）；

８———汽化性能（６．５．８）；

９———标志（６．５．９）。

图犅．１　汽化器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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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流量控制组件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试验程序按图Ｃ．１进行，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方框中的数字为试验编号，对应的检

验项目如下：

１———工作温度范围（６．６．１）；

２———设计压力（６．６．２）；

３———强度（６．６．３）；

４———气密性（６．６．４）；

５———控流特性（６．６．５）。

图犆．１　流量控制组件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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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惰化选择阀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试验程序按图Ｄ．１进行，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方框中的数字为试验编号，对应的检

验项目如下：

１———工作温度范围（６．７．１）；

２———设计压力（６．７．２）；

３———材料（６．７．３）；

４———工作可靠性（６．７．４）；

５———绝缘性能（６．７．５）；

６———强度（６．７．６）；

７———气密性（６．７．７）；

８———标志（６．７．８）。

图犇．１　惰化选择阀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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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喷嘴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试验程序按图Ｅ．１进行，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方框中的数字为试验编号，对应的检

验项目如下：

１———工作温度范围（６．９．１）；

２———材料（６．９．２）；

３———设计压力（６．９．３）；

４———防尘性能（６．９．４）；

５———防撞击性能（６．９．５）；

６———耐热冷击性能（６．９．６）；

７———流量特性（６．９．７）；

８———耐腐蚀性能（６．９．８）；

９———标志（６．９．９）。

图犈．１　喷嘴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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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惰化控制器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试验程序按图Ｆ．１进行，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方框中的数字为试验编号，对应的检

验项目如下：

１———基本功能（６．１０．１）；

２———其他功能（６．１０．２）。

图犉．１　惰化控制器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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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资料性附录）

喷嘴代号、等效孔口尺寸及喷射率

犌．１　喷嘴代号及等效孔口尺寸见表Ｇ．１。

表犌．１　喷嘴代号及等效孔口尺寸

喷嘴代号
等效单孔直径

ｍｍ
喷嘴代号

等效单孔直径

ｍｍ

１ ０．７９ ８．５ ６．７５

１．５ １．１９ ９ ７．１４

２ １．５９ ９．５ ７．５４

２．５ １．９８ １０ ７．９４

３ ２．３８ １１ ８．７３

３．５ ２．７８ １２ ９．５３

４ ３．１８ １３ １０．３２

４．５ ３．５７ １４ １１．１１

５ ３．９７ １５ １１．９１

５．５ ４．３７ １６ １２．７０

６ ４．７６ １８ １４．２９

６．５ ５．１６ ２０ １５．８８

７ ５．５６ ２２ １７．４６

８ ６．３５ ２４ １９．０５

　　注１：扩充喷嘴规格时，以等效单孔直径的０．７９３７５ｍｍ 倍数设置。

注２：等效孔口流量系数为０．９８。

犌．２　喷嘴入口压力及喷射率见表Ｇ．２。

表犌．２　喷嘴入口压力及喷射率

喷嘴入口压力（绝对压力）

ＭＰａ

喷射率

ｋｇ／（ｓ·ｃｍ
２）

喷嘴入口压力（绝对压力）

ＭＰａ

喷射率

ｋｇ／（ｓ·ｃｍ
２）

０．２０ ０．０９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２５ ０．１４ ０．５０ ０．５８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５５ ０．７１

０．３５ ０．２８ ０．６０ ０．８４

０．４０ ０．３６ ０．７０ １．１０

　　注：等效孔口流量系数为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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