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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阻隔防爆材料清洗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合金阻隔防爆材料（以下简称材料）清洗的基本要求、清洗作业、清洗效果和抑爆

性能检测方法以及填装和废弃物处置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加油(气)站、橇装式汽车加油装置、轻质燃油汽车罐车所使用铝合金阻隔防爆材

料的清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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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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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15322  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30871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2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AQ 3001—2005  汽车加油(气)站、轻质燃油和液化石油气汽车罐车用阻隔防爆储罐技术要求 

AQ 3002—2005  阻隔防爆撬装式汽车加油(气)装置技术要求 

AQ 3022  化学品生产单位动火作业安全规范 

HG 30011  生产区域受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 

SY 6444  石油工程建设施工安全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AQ 3001和 AQ 300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结垢率  scaling rate 

使用后的旧材料沉积污垢质量与材料本体质量比值的百分数。 

4 基本要求 

4.1 查验并核对清洗委托方储罐最近一次实施阻隔防爆技术改造的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施工合同和施工验收单； 

b) 阻隔防爆性能检测技术报告； 

c) 其他相关证明。 

4.2 需清洗材料的外观质量和结构尺寸符合 AQ 3001—2005 中 5.2 的要求。 



DB11/T 1449—2017 
 

2 

4.3 本技术规范符合 GB 30871的要求。 

4.4 各类作业人员应按法律法规要求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4.5 进入有毒有害场所作业人员，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好相应防护措施。 

5 清洗作业 

5.1 准备 

5.1.1 施工人员进场前，应由施工方及委托方联合组织施工安全教育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5.1.2 现场应采取安全区域隔离措施并设警戒线及明显警示标识。 

5.1.3 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应配备全套防爆设备、防爆工具及劳动防护用品，防爆设备和工具应达到相

应的防爆等级，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应符合 GB 11651的规定。 

5.1.4 施工车辆应停靠在施工危险区域外，不应占用消防和逃生通道。 

5.1.5 操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受限空间作业的应符合 HG 30011的规定。 

5.1.6 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应符合 SY 6444的规定。 

5.1.7 应穿防静电工作服、工作鞋；使用电压不大于 12 V的防爆型灯具及不发生火花的工具。 

5.1.8 临时用电应办理用电手续，按 GB/T 13869 规定架设和拆除。 

5.1.9 清洗作业不应进行动火作业，若其他作业需动火，应按照 AQ 3022的规定或其他相应作业要求

进行。 

5.2 取出及转场 

5.2.1 取出作业应符合 HG 30011的要求。 

5.2.2 拆卸人孔盖之前应保证与油罐相连接的所有加油机断电。 

5.2.3 对油罐内部空间应进行清洗和空气置换，并达到下列要求： 

——氧含量一般为 18%～21%； 

——当被测气体或蒸气的爆炸下限不小于 4% 时，其被测浓度小于 0.5%（体积百分数）； 

——当被测气体或蒸气的爆炸下限小于 4% 时，其被测浓度小于 0.2%（体积百分数）。 

5.2.4 采取强制通风措施前应事先辨别风向，人员处于上风口，保持储罐空间空气良好流通。向罐内

通风时，应保证通风量由小到大循序渐进，避免油气集中排出。无风状态下，储罐口上方位置应设置另

外一台防爆风机吹散罐区集聚的油气。 

5.2.5 进罐作业前 30 min内，应对储罐口及储罐内部空间进行一次氧气浓度和易燃易爆气体浓度采样

检测，燃爆介质气体浓度测定应符合 GB 15322的规定，检测时应 2台测试仪器同时进行，检测结果均

合格后方可进入。 

5.2.6 进罐作业人员应佩戴五点式安全绳、正压长管呼吸器及备用压缩空气罐，每隔 15 min调换一次

罐内作业人员。 

5.2.7 作业中应至少每 2 h检测一次氧气浓度和易燃易爆气体浓度，如检测结果有明显变化，则应加

大检测频率；作业中断超过 60 min应重新进行检测，对可能释放有害物质的受限空间，应连续检测。

情况异常时应立即停止作业，撤离人员。经对现场处理，取样检测合格后可恢复作业。 

5.2.8 作业过程中应设有专人监护，监护人员不得脱离岗位，应掌握受限空间作业人员的人数和身份，

对人员和工器具进行清点。 

5.2.9 作业人员不应携带与作业无关的物品进入受限空间，作业中不应抛掷材料、工器具等物品。 

5.2.10 材料取出后用密封袋进行包装，转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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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洗 

5.3.1 宜选择结垢率小于 3% 的材料进行清洗。 

5.3.2 工业化清洗场所应保持良好通风；厂房不应有吊顶，厂房顶部应安装有氢气浓度报警排风联锁

系统。 

5.3.3 旧阻隔防爆材料码放区域应保持良好通风，应安装有可燃气体浓度（气态烷烃）报警排风联锁

系统。 

5.3.4 材料应采用清洗剂水溶液和清水依次在超声波作用下进行机械化清洗。 

5.3.5 清洗前应先检查清洗设备完好，槽内水位正常；设备控制柜应两人同时操作，一人操作，一人

监督检查，操作人员应佩戴口罩、手套、耳塞等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 

5.3.6 宜采用环境友好型的表面活性剂及助剂，清洗液经过多次使用清洗剂浓度较低或阻隔防爆材料

清洗效果明显下降、清洗效果检测不合格时，应增加清洗剂浓度或更换新的清洗液。 

5.3.7 施工设备及工具使用前应进行现场调试和检测，确认达到正常使用状态后方可进入施工危险区

域，应定期对清洗机、辅助系统、电机等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运行正常。 

5.3.8 设备运行时应填写运行记录。 

6 清洗效果和抑爆性能检测方法 

经过清洗后的材料应符合表 1要求。 

表1 清洗效果和抑爆性能检测方法 

项目 清洗效果和抑爆性能要求 检测方法 

外观 外观清洁，表面无明显污垢、附着物或其他异物。 目测 

结构尺寸 a) 材料应当网格大小均匀，不均匀性不大于 25%； 

b) 边缘不展开宽度小于或等于 10 mm； 

c) 材料网格每平方米破损应不超过 5处，且每处破损面积不大于 60 mm×50 mm； 

d) 材料端面不平度不大于 60 mm。 

直尺或游标卡尺测量 

清洗效果 a) 清洗率小于 0.3%，为符合阻隔防爆材料清洗要求； 

b) 清洗率不小于 0.3%，为不符合阻隔防爆材料清洗要求。 
附录 A 

抑爆性能 清洗后的材料气体燃爆增压△P应小于等于 0.14 MPa。 附录 B 

7 装填和废弃物处置 

7.1 装填作业 

7.1.1 设备及阻隔防爆材料进场后应堆放整齐。 

7.1.2 合格的清洗材料重新使用时，装填操作应符合 AQ 3001—2005中 5.4条要求，材料填装密度为

25 kg/m
3
～35 kg/m

3
。 

7.1.3 其他要求依据 AQ 3001执行。 

7.2 废弃物处置 

7.2.1 清洗废水应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 

7.2.2 固体废弃物处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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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危险废物，则应委托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不属于危险废物，则应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委托具有相关废物化学品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

处置。 

 



DB11/T 1449—2017 

5 

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清洗效果检测方法 

A.1 清洗效果质量检验设备参数 

清洗效果检测设备宜选用参数见表A.1。 

表A.1 清洗效果检测设备参数 

序号 类型/单位 设计参数 

1 超声波频率/ kHz 20、40 

2 料框尺寸/ mm 长度 400、宽度 400、高度 400 

3 时间控制/ min 0～5 

4 超声设备功率/ W 3000 

A.2 样品处理方法 

样品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打开进水阀给清洗效果检测设备槽内注入配置好的含有表面活性剂和必要助剂的清洗液，清洗
槽液面深度至溢流口并保持槽体有深度大于 45 cm的清洗液； 

b) 设备运行中应经常检查液位，液体不足应随时补充。液位不足不应开启加热、超声波； 

c) 清洗液应只对污垢有清洗作用，对材料无腐蚀作用； 

d) 清洗液水温加热控制设定应不大于 50 ℃； 

e) 整个样品材料摆放入清洗槽内，启动超声波进行清洗； 

f) 超声波清洗过程控制：用 20 kHz～30 kHz超声波粗洗 1 min，用 38 kHz～42 kHz超声波精洗

1min，再使用清水漂洗； 

g) 超声波清洗过程结束后，使用热风对材料进行干燥、称量，达到干燥要求。 

A.3 清洗效果检测 

A.3.1 清洗率的计算 

样品材料被清洗效果检测设备彻底清洗掉的残余污垢物的质量与清洗前样品材料质量比值的百分

数为清洗率。 

清洗率＝[（W1—W2）/W1]×100%              ………………（1） 

式（1）中： 

W1 —— 阻隔防爆材料清洗前的质量，单位为克（g）； 

W2 —— 被清洗效果质量检验设备清洗过的阻隔防爆材料质量，单位为克（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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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抑爆性能检测方法 

B.1 检测装置 

检测装置设计示意图如图 B.1 所示。 

 

图 B.1  阻隔防爆材料抑爆性能检测装置示意图 

1——容器主体；2——点火位置；3、31、32、33、34、35——压力传感器；4——留空部分；5——气体循环泵； 

6——爆破片；7——压力表；8——三通；9——法兰门；10—16——针型阀门；17——管路；18——配料容器； 

19——支撑架；20——流量计进口；21——流量计出口。 

B.2 检测条件 

检测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材料抑爆性能检测装置须在具有防爆措施的实验室进行使用，实验室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
宜保持与外界环境通风良好； 

b) 容器主体：内径(31±1) cm，深度(28±1) cm； 

c) 压力传感器：瞬态压力测试传感器；量程：0 MPa～10 MPa；灵敏度：140 pC/MPa； 

d) 压力表：0 MPa～10 MPa；精度等级：1.6； 

e) 燃爆介质：甲烷与空气混合气体，甲烷气体体积百分比为 8%±1%； 

f) 测试应在室温为（25±5）℃的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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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样品安装 

试样外形尺寸应与检测容器内壁配合适当，试样的横截面积应不小于检测容器内腔截面积的 98%；

置换率、填充密度范围应符合 AQ 3001 的规定；检测时装置内留空率为 3%～5%，未装试样的容积应设

在点火源一端。 

B.4 检测步骤 

检测步骤如下： 

a) 测试前应对测试装置抽一定负压，到达一定真空度，进行气密性检查； 

b) 气密性良好，将介质充入测试容器内，自然吸入空气成常压； 

c) 开启循环泵，运转时间不少于 15 min，以确保检测容器内的混合气均匀一致； 

d) 记录此时压力传感器的初始压力(表压)，可由检测仪器记录功能完成； 

e) 关闭各阀门，检测试验点火； 

f) 记录各压力传感器的峰值压力(表压)，可由检测仪器记录功能完成。 

B.5 抑爆性能评定 

抑爆性能以测试容器内的燃爆增压作为评定指标，燃爆增压按式(2)计算: 

△P = ( P1+ P2 + P3 + …… + Pn )/n — Pb       ………………（2） 

式（2）中： 

△P —— 燃爆增压，MPa； 

Pb —— 测试容器中燃爆混合气体燃爆前压力传感器的初始压力(表压)，MPa； 

n —— 测试容器中测燃爆压力的传感器的个数； 

P1、P2 、P3 …… Pn... —— 测试容器中混合气体燃爆后各压力传感器的峰值压力(表压)，MP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