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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４章、第５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９４５３．１—２００４《危险货物电石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ＧＢ１９４５３．２—２００４

《危险货物电石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使用鉴定》。

本标准与上述两个标准的主要修改内容为：

———对部分技术内容做了修改，使标准有关包装的技术内容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　规章范本》（第１５修订版）和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２００６版）完

全一致；

———在标准文本格式上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做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利兵、李宁涛、冯智稢、张勇、赵青、胡新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９４５３．１—２００４；

———ＧＢ１９４５３．２—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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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电石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电石包装钢桶的性能检验和使用鉴定。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电石包装钢桶的检验和鉴定。

危险货物电石的其他包装的性能检验也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３２５—２０００　包装容器　钢桶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４８５７．３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３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８５７．５—１９９２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３０４０　包装术语　金属容器

ＧＢ／Ｔ１７３４４　包装　包装容器　气密试验方法

ＧＢ１９４３３　空运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２５、ＧＢ／Ｔ１３０４０和ＧＢ１９４３３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４　性能检验

４．１　要求

４．１．１　危险货物电石包装一般使用开口钢桶。

４．１．２　危险货物电石包装钢桶应符合如下要求。

４．１．２．１　桶身和桶盖应根据钢桶的容量和用途，使用型号适宜和厚度足够的钢板制造。

４．１．２．２　桶身接缝应焊接。

４．１．２．３　桶的凸边应用机械方法接合，或焊接。也可以使用分开的加强环。

４．１．２．４　容量超过６０Ｌ的钢桶桶身，通常应该至少有两个扩张式滚箍，或者至少两个分开的滚箍。如

使用分开式滚箍，则应在桶身上固定紧，不得移位。滚箍不应点焊。

４．１．２．５　桶身和桶盖的开口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保持牢固和内容物无泄

漏。封闭装置凸缘应用机械方法或焊接方法恰当接合。除非封闭装置本身是防漏的，否则应使用密封

垫或其他密封件。

４．１．２．６　如果桶身、桶盖、封闭装置和连接件等所用的材料本身与装运的物质是不相容的，应施加适当

的内保护涂层或处理层。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这些涂层或处理层应始终保持其保护性能。

４．１．３　电石包装钢桶用油墨和涂料应附着力强，耐候性好，其漆膜附着力应达到ＧＢ／Ｔ３２５—２０００附

录Ａ．２规定的２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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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电石包装钢桶性能试验要求见表１。

表１　

性能检验项目 要　　　　求

堆码试验 样品不破裂、不倒塌、无渗漏

跌落试验
样品跌落后，当内外压力达到平衡后不渗漏，具有内涂（镀）层的容器，其涂（镀）层

不得有龟裂、剥落

气密试验 样品无渗漏

４．２　试验

４．２．１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见表１。

４．２．２　样品数量

４．２．２．１　不同试验项目的样品数量见表２。

表２　试验项目和抽样数量 单位为件

试验项目 抽样数量

堆码试验 ３

跌落试验 ６

气密试验 ３

４．２．２．２　在不影响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允许减少抽样数量，一个样品同时进行多项试验。

４．２．３　试验样品的准备

４．２．３．１　内装物

样品所盛装的内装物不得少于其容量的９５％。内装物可采用物理性能（如质量和粒度等）与拟装

物相同的物质来替代。

４．２．３．２　气密试验样品准备

在包装容器的顶部钻孔，接上进水管及排气管，或接上进气管。对设有排气孔的封闭器，应换成不

透气的封闭器或堵住排气孔。

４．２．３．３　结构尺寸及外观

用量具及目测方法检验。

４．２．４　跌落试验

４．２．４．１　试验设备

符合ＧＢ／Ｔ４８５７．５—１９９２中第２章试验设备的要求。

４．２．４．２　试验方法

跌落试验方法按ＧＢ１９４３３中的要求进行。

４．２．４．３　跌落高度为１．２ｍ。

４．２．５　气密试验

４．２．５．１　试验设备和方法

按ＧＢ／Ｔ１７３４４的要求。

４．２．５．２　试验压力为２０ｋＰａ。

４．２．６　堆码试验

４．２．６．１　试验设备

按ＧＢ／Ｔ４８５７．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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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２　试验方法

包装容器的堆码时间为２４ｈ。其他试验方法按ＧＢ／Ｔ４８５７．３的要求。

４．２．６．３　堆码载荷

犘＝犓×
犎－犺（ ）犺

×犿

　　式中：

犘———加载的负荷，单位为千克（ｋｇ）；

犓———劣变系数，犓 值为１；

犎———堆码高度（不少于３ｍ）；

犺———单个包装件高度，单位为米（ｍ）；

犿———单个包装件毛质量（毛重），单位为千克（ｋｇ）。

４．３　检验规则

４．３．１　生产厂应保证所生产的电石包装钢桶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验部门按本标准检验。用户

有权按本标准的规定，对接收的产品提出验收检验。

４．３．２　检验项目：按４．１、４．２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

４．３．３　电石包装钢桶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性能检验：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在正常生产时，每半年一次；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性能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性能检验。

４．３．４　判定规则：

按标准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若每项有一个样品不合格则判断该项不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则评定

该批产品不合格。

４．３．５　不合格批处理：

不合格批中的电石包装钢桶经剔除后，再次提交检验，其严格度不变。

５　使用鉴定

５．１　要求

５．１．１　外观要求

５．１．１．１　钢桶上铸印、印刷或粘贴的标记、标志和危险货物彩色标签应准确清晰，符合ＧＢ１９４３３有关

规定要求，并且应明显标注“已充氮气”字样。

５．１．１．２　包装件外表应清洁，不允许有残留物、污染或渗漏。

５．１．１．３　凡采用铅封的包装件应在货运部门现场查验后进行封识。

５．１．２　使用单位选用的钢桶应与运输危险货物的性质相适应，其性能应符合第４章性能检验的规定。

５．１．３　钢桶的包装等级应等于或高于盛装货物要求的包装级别。

５．１．４　在下列情况时应提供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认可的检验机构出具的危险品分类、定级和

危险特性检验报告：

ａ）　首次运输或生产的；

ｂ）　首次出口的；

ｃ）　国家质检部门认为有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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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首次使用带内涂、内镀层的钢桶应提供６个月以上化学相容性试验合格的报告。

５．１．６　钢桶应配以适当的密封圈，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封口，均应达到紧箍、密封要求。扳手箍还需用销

子锁住扳手。

５．１．７　充氮要求

电石包装充氮方法应得当，一般可采用附录 Ａ 的方法，也可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应使用含氮

９９．９９％ 以上的纯氮气，当使用含氮９９．９％的普通氮气时，应经过干燥处理，去除水分。

５．１．８　钢桶使用前后应在库内存放，保持干燥。

５．１．９　钢桶气密封口鉴定应无渗漏。

５．１．１０　钢桶内乙炔含量（体积分数）不大于１％。

５．２　抽样

５．２．１　鉴定批

以相同原材料、相同结构和相同工艺生产的包装件为一鉴定批，最大批量为５０００件。

５．２．２　抽样规则

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正常检查一次抽样一般检查水平Ⅱ进行抽样。

５．２．３　抽样数量

见表３。

表３　抽样数量 单位为件

批量范围 抽样数量

１～８ ２

９～１５ ３

１６～２５ ５

２６～５０ ８

５１～９０ １３

９１～１５０ ２０

１５１～２８０ ３２

２８１～５００ ５０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８０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１２５

３２０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５．３　鉴定

５．３．１　检查电石包装钢桶外观是否符合５．１．１的要求。

５．３．２　按第４章有关规定检查所选用钢桶是否与内装物的性质相适应；钢桶的包装等级是否等于或高

于盛装危险货物的级别；是否有性能检验的合格报告。

５．３．３　对于５．１．４和５．１．５提到的钢桶检查是否具有相应的证明和检验报告。

５．３．４　检查钢桶的封口和密封圈是否符合５．１．６的规定。

５．３．５　检查包装充氮是否符合５．１．７的要求。

５．３．６　鉴定包装件气密封口是否符合５．１．９的要求。

５．３．６．１　鉴定设备

ａ）　充氮装置；

ｂ）　压力表；

ｃ）　其他辅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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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６．２　鉴定步骤

打开包装桶盖的一个充氮孔装上通气嘴向桶内充入氮气，入口处压力保持在２０ｋＰａ，并在包装桶

封口部位涂以肥皂液，观察是否渗漏。

５．３．７　鉴定包装件内乙炔含量是否符合５．１．１０的要求。

５．３．７．１　鉴定设备：乙炔测定仪。

５．３．７．２　鉴定步骤：使用经标准乙炔气校正过的乙炔测定仪，打开充氮孔，将仪器的抽气管从充氮孔插

入包装件内测定。

５．４　鉴定规则

５．４．１　电石包装钢桶的使用企业应保证所使用的电石包装钢桶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验部门按

本标准鉴定。电石包装件的用户有权按本标准的规定，对接收的包装件提出验收鉴定。

５．４．２　鉴定项目：按５．１、５．２的要求逐项进行鉴定。

５．４．３　电石包装件应以订货量为批，最大订货量不超过５０００件，逐批鉴定。

５．４．４　判定规则：

按标准的要求逐项进行鉴定，若每项有一个包装件不合格则判断该项不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则评

定该批包装件不合格。

５．４．５　不合格批处理：

不合格批中的不合格电石包装件经剔除后，再次提交鉴定，其严格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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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电石包装的充氮方法

犃．１　负压充氮法

使用三通阀连接包装件、真空泵及充氮管。首先关闭充氮管，开启真空泵抽出包装件内的气体，然

后关闭真空泵，开启充氮管充氮至包装件内产生正压为止。

犃．２　正压充氮法

在装电石时向包装件底部插入一根充氮管，开始充氮，从底部排除包装件内的混合气体，然后封闭

开口，再从顶盖的充氮孔充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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