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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

设计技术措施》 (2 O O 9 年版 ) 的通知

建质 [2 0 0 9 ] 12 4 号

各省
、

自治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

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
，

总后营房部工程局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

国务院有关

部门 ：

为了进 一

步贯彻 《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
，

保证和提

高民用建筑工程设计
、

施工 质量
，

我部组织中国建筑标准设

计研究院 等 单 位 对 《全国民用 建 筑 工 程 设 计 技 术 措 施 》

(2 0 0 3 年版 ) 作了第
一

次修编
。

《全国民用建筑工 程 设计技

术措施》 (2 O O 9 年版 ) 包 括 《规划
·

建筑
·

景观》
、

《结

构》、

《给水排水》
、

《暖通空调
·

动力》
、

《电气》
、

《建筑产

品选用技术》 和 《防空地下室》分册
，

经审查批准
，

现予

以发布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 O o 九年七月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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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全国民用建筑工 程设计技术措施》 (2 o 0 9 年版 ) 是 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组织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编制的

一

套
大型的 、

以指导 民用 建筑工 程设计为主 的技术文件 ，

是对 《全 国民用建
筑工 程设计技术措施》 (2 0 0 3 年版) 的首次修编

。

在此
，

特向
“

2 o o 3 年
版技术措施 ”

的编写组和审查组全体成员以及参编单位致以真挚的敬意
，

并由衷感谢他们作为 “ 2 o o 9 年版技术措施
”

的顾问组成员对本次修编工

作 所给予的积极支持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 0 9 年版) 共有 《规划
·

建筑
‘

景
观》、

《结构体系》
、

《地基与基础》
、

《砌体结构》
、

《混凝土结构》
、

《钢结
构》、

《给水排水》
、

《暖通空调
·

动力》
、

《电气》
、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及 《防空地下室》 十

一

个分册
。

编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 《建
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现行法律

、

法规 以及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
文》等工程建设技术标准 ，

进
一

步提高建筑工 程设计质 量和设计 效率
，

供全国各设计单位参照使用 ，

也可供有关建设 管理部 门
、

建设单位和教
学 、

科研
、

施工
、

监理等人员参考
。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分册包括 “

建筑
·

装修
”

和
“

给水排水
、

暖通
空调 ·

燃气
、

电气
” ，

内容涉及所涵盖专业的常用类别建筑产品以及部分
建筑新产品 ，

用于指导工 程设计和相关人员正确选用建筑产品
。

本分册的修编 ，

继续秉承 2 o o 3 年版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分册的宗
旨 ，

对建筑产品选择和应用过程中普遍关注的包括主要技术性能要求
、

选
用要点等内容给予重点阐述 ，

还特别突出了新产 品
、

新技术内容
。

如隔
断 、

建筑遮阳
、

防腐木
、

透水砖
、

小 区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

建筑中水设
施 、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
、

蓄冰装置
、

冷热电联供系统
、

空气热回收装置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

综合布线系统等
。

本分册修编由 “

建筑
-

装修
” 、 “

给水排水
” 、 “

暖通空调
·

燃气
”

和
“

电气 ” 4 个专业编写组共同完成
。

修编工 作凝聚了各个领域专家的辛勤
劳动 ，

特别吸纳了全国各地读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

并得到了自 0 3 版以
来全体编写和审查人员的大力支持 。

编人内容为业内有关人士多年共同研
究的成果 。

在此
，

特向各有关单位和专家致以真挚的谢意
。

本卷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分册 ，

涵盖
“

给水排水
、

暖通空调
。

燃
气 、

电气
”

三个专业范畴
，

编写具体分工 如下 ：

第 一

部分 给水排水
l 建筑给水设备

1 ．

1 增压给水设备
1．2 建筑给水处理设备

2 建筑排水设备
2 ．

1 小区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2 ．

2 建筑中水设施
2 ．

3 雨水收集装置
2 ．

4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2 ．

5 真空排水系统
3 建筑供热水设备

3 ．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

水浩然

赵 昕

张 统 、

方晓军
王冠军
赵世明 、

徐志通
姜文源 、

朱 然
徐 凤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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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消 防设备

4 ．

1 室内外消火栓及消火栓箱 姜文源
、

朱 然
4 ．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姜文源
、

朱 然
4 ．

3 气体消防灭火系统 郭汝艳
4 ．

4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赵力军
4 ．

5 消防炮 王世杰
4 ．

6 细水雾消防技术 刘 志
5 特殊建筑给水排水设备

5 ．

1 喷泉
、

灌溉设备 丁文铎
6 循 环冷却水系统

6 ．

1 冷却塔 沈 健
6 ．

2 循环冷却水处理设备 沈 健
7 管材与管件

7 ．

1 混凝土管 刘益萱
7 ．

2 塑料给水管 左亚洲
、

吕静刚
7 ．

3 塑料排水管 左亚洲
、

吕静刚
7 ．

4 复合给水管 左亚洲
、

吕静刚
8 阀门

、

仪表
8 ．

1 阀门 姜文源
、

朱 然
8 ．

2 仪表 孙 巍
第二 部分 暖通空调

-

燃气
1 冷热源设备

1 ．

1 锅炉
1 ．

2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
1 ．

3 热泵型冷 (热) 源装置
1 ．

4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
冷水机组

左贤龄

赵继豪

张锡虎

蔡小荣 、

赵继豪

1 ．

5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 蔡小荣
、

赵继豪
1 ．

6 蓄冰装置 刘 览
、

赵继豪
1 ．

7 换热机组 左贤龄
1 ．

8 冷热电联供系统 冯继蓓
2 供暖设备

2 ．

1 户用燃气供暖设备 赵继豪
、

杨永慧
2 ．

2 室内散热设备 肖日嵘
、

路 宾
3 通风及防排烟设备

3 ．

1 通风机 施 寸 阴
3 ．

2 室内换气设备 施寸阴
3 ．

3 消防专用通风设备 施寸阴
3 ，

4 引射通风器 施寸阴
3 ．

5 消声器 施寸阴
3 ．

6 风管 严 健
、

赵继豪
、

李 军
3 ．

7 防空地下室通风设备 袁代光
4 空调设备

4 ．

1 组合式空调机组 诸 秦
4 ．

2 户用空调机组 陈建新
、

石文星
4 ．

3 机房专用空调机组 诸 秦
、

赵继豪
4 ．

4 医用空调 机组 诸 秦
、

赵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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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除湿机
、

加湿器 施寸阴
4 ．

6 空气热回收装置 曹 阳
、

童杏生
、

罗文斌
4 ．

7 空调末端装置 曹 阳
、

郭建雄
4 ．

8 房间空调器 童杏生
、

赵继豪
5 空气净化设备

5 ．

1 空气过滤器 施寸阴
6 供热

、

通风和空调辅助设备及管材
6 ．

1 阀 门 李晓鹏
、

张寒晶
、

张锡虎
6 ．

2 热量计量仪表 李晓鹏
6 ．

3 管 材 张锡虎
7 室内燃气设备

7 ．

1 室内燃气管道 杨永慧
7 ．

2 燃气阀门 杨永慧
7 ．

3 燃气计量仪表 杨永慧
7 ．

4 燃气安全装置 杨永慧
第三部分 电 气
l 高压配电装置及高压电器

1 ．

1 高压开关柜 姚家袢
I ．

2 高压断路器 姚家袜
2 低压配电装置及低压电器

2 ．

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杨宇飞
、

李俊民
、

董宇松
2 ．

2 低压断路器
、

剩余电流保护器 王素英
2 ．

3 接触器
、

电机起动器 王素英
2 ．

4 隔离器
、

隔离开关
、

熔断器组合电器 王 素英
3 变压器及电源系统

3 ．

1 配电变压器 谢承鑫
3 ．

2 预装式变电站 丁 杰
3 ．

3 静态交流不停电电源装置 (u P s ) 黄德明
3 ．

4 柴油发电机组 黄德明
3 ．

5 直流电源成套开关设备 董宇松
、

陈垣卓
、

赵亦宁
4 防雷及接地装置

4 ．

1 电涌保护器 (s P D ) 李炳华
5 照明开关

、

插座
5 ．

1 照明开关
、

插头和插座 翟华昆
6 照明装置及调光设备

6 ．

1 照明灯具 汪 猛
7 输

、

配电器材
7 ．

1 电线
、

电缆 李道本
7 ．

2 母 线 李 遭本
7 ．

3 预制分支电力电缆 李道本
7 ．

4 电缆桥架及线槽 张振勇
7 ．

5 电线
、

电缆配线管材 董宇松
、

李 伟
8 电气消防及报警装置

8 ．

1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张路明
9 广播及有线电视系统

、

同声传译及会议系统
9 ．

1 有线广播系统 钱 祺
、

陈垣卓
9 ．

2 扩声系统 杨宇飞
、

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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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3 有线电视系统
10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

10 ．

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0 ．

2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IO ．

3 照明设施控制系统
l 1 安全防范系统

l 1 ．

1 视频监控系统
l2

通讯网络系统
12 ．

1 程控用户交换机
12 ．

2 综合布线系统
12 ．

3 计算机网络设备

钱 祺 、

董宇松
、

郝 刚

朱立彤
、

张振勇
、

焦鹤勇
朱立彤

朱立彤 、

闫 磊

朱立彤

孙成群 、

董宇松
、

张 伟
朱立彤

王少华

由于本分册编制涉及的建筑产品类别多 、

技术更新快
，

加之时间仓
促 ，

编制工 作量大
，

因此涵盖范围与编制深度还很不够
，

有待于补充和完
善 ，

也难免会存在
一

些缺点和问题
，

敬请批评指正
，

以便我们在今后的修
订中 ，

不断更新和扩展 。

本分册修编截止 日期 为 2 0 0 9 年 8 月 3 1 日
，

对于
所引用的相关标准 、

规范更新情况
，

以公布的最新版本为准
，

恕不另行通
知 。

联系地址 ： 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邮 编 ： lo 0 o 4 8

联系电话 ： 0 10
—

6 8 7 9 9 4 0 o

联系人，。E
-

m a il： 吕静刚 (给水排水 ) ／lvjg @ c h in ab u il出 n 昏 c 0 m
．

c ^

罗 文 斌 (暖 通 空 调
·

燃 气 ) ／lu 0 w b @ c h in a b u ild
-

-n g ．

c 0 m
．

c n

陈垣卓 (电气) ／c h e n x z @ c h in ab u iJdin g
．

c o H 1
．

c n

网 址 ： w w w
．

c h in ab u ild in g
．

c 0 m
．

c n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网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分册编写组

二 O o 九年八



第
一

部分 给水排水

1 建 筑 给 水 设 备
⋯ ⋯ ⋯ ．

I ．

1 增压给水设备
⋯ ⋯ ⋯ ⋯ ⋯ ·

I ．

2 建筑给水处理设备
⋯ ⋯ ⋯ ·

2 建 筑 排 水 设 备
⋯ ⋯ ．

2 ．

1 小区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2 2 建筑中水设施

- ⋯ ⋯ ⋯ ·

2 ．

3 雨水收集装置
⋯ ⋯ ⋯ - ·

2 ．

4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2 5 真空排水系统

⋯ ⋯ · ·

3 )

3 1

5 )

( 8 )

( 8 )

( I7 )

( 2 1 )
( 3 4 )

( 3 7 )

3 建 筑 供 热 水 设 备 ⋯ ⋯ ⋯ ⋯ ⋯ ⋯ ⋯ ⋯ ⋯ ．

( 4 O )

3 ．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
⋯ ⋯ ⋯ ⋯ ⋯ ⋯ ⋯ ⋯ ⋯ ⋯ ⋯ ⋯

( 4 O )

4 建 筑 消 防 设 备 ⋯ ⋯ ⋯ ⋯ ⋯ ⋯ ⋯ ⋯ ⋯ ⋯ ．

f 4 7 1

4 ．

1 室内外消火栓及消火栓箱
⋯ ⋯ ⋯ ⋯ ⋯ ⋯ ⋯ ⋯ ⋯ ⋯ ⋯ ⋯

( 4 7 )
4 ．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 ⋯ ⋯ ⋯ ⋯ ⋯ ⋯ ⋯ ⋯ ⋯ ⋯ ⋯ ⋯ ⋯

( 5 O )
4 ．

3 气体消防灭火系统
⋯ ⋯ ⋯ ⋯ ⋯ ⋯ ⋯ ⋯ ⋯ ⋯ ⋯ ⋯ ⋯ ⋯ ⋯

( 5 7 )
4 ．

4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 ⋯ ⋯ ⋯ ⋯ ⋯ ⋯ ⋯ ⋯

( 6 2 )
4 ．

5 消防炮
⋯ ⋯ ⋯ ⋯ ⋯ ⋯ ⋯ ⋯ ⋯ ⋯ ⋯ ⋯ ⋯ ⋯ ⋯ ⋯ ⋯ ⋯ ⋯ ⋯

( 6 7 )
4 ．

6 细水雾消防技术
⋯ ⋯ ⋯ ⋯ ⋯ ⋯ ⋯ ⋯ ⋯ ⋯ ⋯ ⋯ ⋯ ⋯ ⋯ ⋯

( 7 3 )

5 特 殊 建 筑 给 水 排 水 设 备 ⋯ ⋯ ⋯ ⋯ ⋯ ⋯ ⋯ ⋯

( 7 6 )

5 ．

1 喷泉
、

灌溉设备
⋯ ⋯ ⋯ ⋯ ⋯ ⋯ ⋯ ⋯ ⋯ ⋯ ⋯ ⋯ ⋯ ⋯ ⋯ ⋯

( 7 6 )

6 循 环 冷 却 水 系 统 ⋯ ⋯ ⋯ ⋯ ⋯ ⋯ ⋯ ⋯ ⋯ ⋯

( 8 9 )

6 ．

1 冷却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9 )
6 ．

2 循环冷却水处理设备
⋯ ⋯ ⋯ ⋯ ⋯ ⋯ ⋯ ⋯ ⋯ ⋯ ⋯ ⋯ ⋯ ⋯

( 9 3 )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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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 材 与 管 件 ⋯ ⋯

7 ．

1 混凝土管
⋯ ⋯ ⋯ ⋯

7 ．

2 塑料给水管
⋯ ⋯ ⋯

7 ．

3 塑料排水管
⋯ ⋯ ⋯

7 ．

4 复合给水管
⋯ ⋯ ⋯

8 阀 ，1 、 仪 表
⋯ ⋯ ⋯ ⋯ ⋯ ⋯ ⋯ ⋯ ⋯ ⋯ ⋯

8 ．

1 阀门
⋯ ⋯ ⋯ ⋯ ⋯ ⋯ ⋯ ⋯ ⋯ ⋯ ⋯ ⋯ ⋯ ·

8 ．

2 仪表
⋯ ⋯ ⋯ ⋯ ⋯ ⋯ ⋯ ⋯ ⋯ ⋯ ⋯ ⋯ ⋯ ·

第二 部分 暖通空调
·

燃气

l 冷 热 源 设 备
⋯ ⋯ ⋯ ⋯ ⋯ ⋯ 一

1．1
锅炉

⋯ ⋯ ⋯ ⋯ ⋯ ⋯ ⋯ ⋯ ⋯ ⋯ ⋯ ⋯ ⋯ 一

l _2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
⋯ ⋯ ⋯ ⋯ ⋯ ⋯ - ·

I．3 热泵型冷(热)源装置
⋯ ⋯ ⋯ ⋯ ⋯ ⋯ - ．

1 _4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1．5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

一

1 ．

6 蓄冰装置
⋯ ⋯ ⋯ ⋯ ⋯ ⋯ ⋯ ⋯ ⋯ ⋯ ⋯ - ·

1 ．

7 换热机组
⋯ ⋯ ⋯ ⋯ - ⋯ ⋯ ⋯ ⋯ ⋯ ⋯ ⋯ ·

1 ．

8 冷热电联供系统
⋯ ⋯ ⋯ ⋯ ⋯ ⋯ ⋯ ⋯ · ·

( 9 5 )

( 9 5 )

( 10 5 )
(14 4 )
( 16 0 )

( 16 8 )

(16 8 )
(17 3 )

2 供 暖 设 备
⋯ ⋯ ⋯ ⋯ ⋯ ⋯ ⋯ ⋯ ⋯ ⋯ ⋯ ⋯

(2 14 )

2 ．

1 户用燃气供暖设备
⋯ ⋯ ⋯ ⋯ ⋯ ⋯ ⋯ ⋯ ⋯ ⋯ ⋯ ⋯ ⋯ ⋯ ⋯

(2 l4 )
2 ．

2 室内散热设备
⋯ ⋯ ⋯ ⋯ ⋯ ⋯ ⋯ ⋯ ⋯ ⋯ ⋯ ⋯ ⋯ ⋯ ⋯ ⋯ ⋯

(2 l5 )

3 通 风 及 防 排 烟 设 备
⋯ ⋯ ⋯ ⋯ ⋯ ⋯ ⋯ ⋯ ⋯

(225 1

3 ．

1 通风机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5 )
3 ．

2 室内换气设备
⋯ ⋯ ⋯ ⋯ ⋯ ⋯ ⋯ ⋯ ⋯ ⋯ ⋯ ⋯ ⋯ ⋯ ⋯ ⋯ ⋯

(2 3 2 )
3 ．

3 消防专用通风设备
⋯ ⋯ ⋯ ⋯ ⋯ ⋯ ⋯ ⋯ ⋯ ⋯ ⋯ ⋯ ⋯ ⋯ ⋯

(2 3 5 )
3 ．

4 引射通风器
⋯ ⋯ ⋯ ⋯ ⋯ ⋯ ⋯ ⋯ ⋯ ⋯ ⋯ ⋯ ⋯ ⋯ ⋯ ⋯ ⋯ ⋯

(2 3 8 )
3 ．

5 消声器
⋯ ⋯ ⋯ ⋯ ⋯ ⋯ ⋯ ⋯ ⋯ ⋯ ⋯ ⋯ ⋯ ⋯ ⋯ ⋯ ⋯ ⋯ ⋯ ⋯

(2 3 8 )
3 ．

6 风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2 4 0 )
3 ．

7 防空地下室通风设备
⋯ ⋯ ⋯ ⋯ ⋯ ⋯ ⋯ ⋯ ⋯ ⋯ ⋯ ⋯ ⋯ ⋯

(2 4 6 )

4 空 调 设 备 ⋯ ⋯ ⋯ ⋯ ⋯ ⋯ ⋯ ⋯ ⋯ ⋯ ⋯ ⋯ ．

(257 )

4 ．

1 组合式空调机组
⋯ ⋯ ⋯ ⋯ ⋯ ⋯ ⋯ ⋯ ⋯ ⋯ ⋯ ⋯ ⋯ · ⋯ ⋯ · ·

(2 5 7 )
4 ．

2 户用空调机组
⋯ ⋯ ⋯ ⋯ ⋯ ⋯ ⋯ ⋯ ⋯ ⋯ ⋯ ⋯ ⋯ ⋯ ⋯ ⋯ ⋯

(2 5 9 )
4 ．

3 机房专用空调机组
⋯ ⋯ ⋯ ⋯ ⋯ ⋯ ⋯ ⋯ ⋯ ⋯ ⋯ ⋯ ⋯ ⋯ ⋯

(2 6 4 )
4 ．

4 医用空调 机组
⋯ - ⋯ ⋯ ⋯ ⋯ ⋯ ⋯ ⋯ ⋯ ⋯ ⋯ ⋯ ⋯ ⋯ ⋯ ⋯ - -

(2 6 7 )

趴 叭 趵 舛 ％ 叭 ∞ ∞ ∞
} 1 l ，● ， ‘ ，‘ ，‘U 0 ¨ 0 ¨ @ @ @



目 录
·

3
·

4 ．

5 除湿机
、

加湿器
⋯ ⋯ ⋯ ·

4 ．

6 空气热回收装置
⋯ ⋯ ⋯ ·

4 ．

7 空调末端装置
⋯ ⋯ ⋯ ⋯ -

4 ．

8 房间空调器
⋯ ⋯ ⋯ ⋯ ⋯ ·

2 6 9

2 7 3

2 7 8

2 9 O

5 空 气 净 化 设 备
⋯ ⋯ ⋯ ⋯ ⋯ ⋯ ⋯ ⋯ ⋯ ⋯ ⋯

(294 )

5 ．

1 空气过滤器
⋯ ⋯ ⋯ ⋯ ⋯ ⋯ ⋯ ⋯ ⋯ ⋯ ⋯ ⋯ ⋯ ⋯ ⋯ ⋯ ⋯ ⋯

(2 9 4 )

6 供 热 、 通 风 和 空 调 辅 助 设 备 及 管 材

6 ．

1 阀 门
⋯ ⋯ ⋯ ⋯ ⋯ ⋯ ⋯ ⋯ ⋯ ⋯ ⋯ ⋯ ⋯ ⋯ ⋯

6 ．

2 热量计量仪表
⋯ ⋯ ⋯ ⋯ ⋯ ⋯ ⋯ ⋯ ⋯ ⋯ ⋯ ⋯ ⋯

6 ．

3 管 材
⋯ ⋯ ⋯ ⋯ ⋯ ⋯ ⋯ ⋯ ⋯ ⋯ ⋯ ⋯ ⋯ ⋯ ⋯

7 室 内 燃 气 设 备
⋯ ⋯ ⋯ ⋯ ⋯ ⋯ ⋯ ⋯ ⋯ ⋯

7 ．

I 室内燃气管道
⋯ ⋯ ⋯ ⋯ ⋯ ⋯ ⋯ ⋯ ⋯ ⋯ ⋯ ⋯ ⋯ ⋯ ⋯ ⋯

7 ．

2 燃气阀门
⋯ ⋯ ⋯ ⋯ ⋯ ⋯ ⋯ ⋯ ⋯ ⋯ ⋯ ⋯ ⋯ ⋯ ⋯ ⋯ ⋯ ⋯

7 ．

3 燃气计量仪表
⋯ ⋯ ⋯ ⋯ ⋯ ⋯ ⋯ ⋯ ⋯ ⋯ ⋯ ⋯ ⋯ ⋯ ⋯ ⋯

7 ．

4 燃气安全装置
⋯ ⋯ ⋯ ⋯ ⋯ ⋯ ⋯ ⋯ ⋯ ⋯ ⋯ ⋯ ⋯ ⋯ ⋯ ⋯

卜

l第三 部分 电 气

1 高 压 配 电 装 置 及 高 压 电 器

1．

1 高压开关柜
⋯ ⋯ ⋯ ⋯ ⋯ ⋯ ⋯ ⋯ · ·

1 ．

2 高压断路器
⋯ ⋯ ⋯ ⋯ ⋯ ⋯ ⋯ ⋯ · ·

2 低 压 配 电 装 置 及 低 压 电 器
⋯ ⋯ ⋯ ⋯ ．

2 ．

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 ⋯ ⋯ ⋯ ⋯ ⋯ ⋯ ⋯ ⋯ ⋯ ⋯ ⋯ ⋯

2 ．

2 低压断路器
、

剩余电流保护器
⋯ ⋯ ⋯ ⋯ ⋯ ⋯ ⋯ ⋯

2 ．

3 接触器
、

电机起动器
⋯ ⋯ ⋯ ⋯ ⋯ ⋯ ⋯ ⋯ ⋯ ⋯ ⋯ ⋯

2 ．

4 隔离器
、

隔离开关
、

熔断器组合电器
⋯ ⋯ ⋯ ⋯ ⋯ ⋯

2 9 7

2 9 7

3 0 8

3 12

( 3 15 )

(3 l5 )
(3 l7 )
(3 17 )
(3 19 )

(3 2 3 )

(3 2 3 )
(3 3 0 )

(3 3 6 )

( 3 3 6 )
(3 4 1 )

(3 4 8 )
(3 5 2 )

3 变 压 器 及 电 源 系 统 ⋯ ⋯ ⋯ ⋯ ⋯ ⋯ ⋯ ⋯ ． ．

(35 8 )

3 ．

1 配电变压器
⋯ ⋯ ⋯ ⋯ ⋯ ⋯ ⋯ ⋯ ⋯ ⋯ ⋯ ⋯ ⋯ ⋯ ⋯ ⋯ ⋯ ⋯

(3 5 8 )
3 ．

2 预装式变电站
⋯ - ⋯ ⋯ ⋯ ⋯ ⋯ ⋯ ⋯ ⋯ ⋯ ⋯ ⋯ ⋯ ⋯ ⋯ ⋯ · ·

(3 6 1 )
3 ．

3 静态交流不停电电源装置(u P S )
⋯ ⋯ ⋯ ⋯ ⋯ ⋯ ⋯ ⋯ ⋯

(3 6 2 )
3 ．

4 柴油发电机组
⋯ ⋯ ⋯ ⋯ ⋯ ⋯ ⋯ ⋯ ⋯ ⋯ ⋯ ⋯ ⋯ ⋯ ⋯ ⋯ ⋯

(3 6 6 )
3 ．

5 直流电源成套开关设备
⋯ ⋯ ⋯ ⋯ ⋯ ⋯ ⋯ ⋯ ⋯ ⋯ ⋯ ⋯ ⋯

(3 7 O )

4 防 雷 及 接 地 装 置 ⋯ ⋯ ． ．

4 ．

1 电涌保护器(S P D )
⋯ ⋯ ⋯ · ·

(3 7 3 )

(3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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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 明 开 关 、 插 座
⋯ ⋯ ⋯ ⋯ ⋯ ⋯ ⋯ ⋯ ⋯ ⋯

(3 7 9 )

5 ．

1 照明开关
、

插头和插座
⋯ ⋯ ⋯ ⋯ ⋯ ⋯ ⋯ ⋯ ⋯ ⋯ ⋯ ⋯ ⋯

(3 7 9 )

6 照 明 装 置 及 调 光 设 备

6 ．

1 照明灯具
⋯ ⋯ ⋯ ⋯ ⋯ ⋯ ·

7 输 、

配 电 器 材
⋯ ⋯ ⋯ ⋯ ⋯ ⋯ ⋯ ⋯

7 ．

1 电线
、

电缆
⋯ · ⋯ ⋯ ⋯ ⋯ ⋯ ⋯ ⋯ ⋯ ⋯ ⋯ ⋯ ⋯

7 ．

2 母 线
⋯ ⋯ ⋯ ⋯ ⋯ ⋯ ⋯ ⋯ ⋯ ⋯ ⋯ ⋯ ⋯ ⋯ ·

7 ．

3 预制分支电力电缆
⋯ ⋯ ⋯ ⋯ ⋯ ⋯ ⋯ ⋯ ⋯ ⋯ ·

7 ．

4 电缆桥架及线槽
⋯ ⋯ ⋯ ⋯ ⋯ ⋯ ⋯ ⋯ ⋯ ⋯ ⋯ ·

7 ．

5 电线
、

电缆配线管材
⋯ ⋯ ⋯ ⋯ ⋯ ⋯ ⋯ ⋯ ⋯ ·

8 电 气 消 防 及 报 警 装 置

8 ．

1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 ⋯ ·

9 广 播 及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 同 声 传 译

及 会 议 系 统 ⋯ ⋯ ⋯ ⋯ ⋯ ⋯ ⋯ ⋯

9 ．

1 有线广播系统
⋯ ⋯ ⋯ ⋯ ⋯ ⋯ ⋯ ⋯ ⋯ ⋯ ⋯

9 ．

2 扩声系统
⋯ ⋯ ⋯ ⋯ ⋯ ⋯ ⋯ ⋯ ⋯ ⋯ ⋯ ⋯ ⋯

9 ．

3 有线电视系统
⋯ ⋯ ⋯ ⋯ ⋯ ⋯ ⋯ ⋯ ⋯ ⋯ ⋯

1 O 建 筑 设 备 自 动 化 系 统
⋯ ⋯ ⋯ ⋯ ⋯ ⋯ ⋯

1O ．

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 ⋯ ⋯ ⋯ ⋯ ⋯ ⋯ ⋯ ⋯ ⋯ ⋯ ⋯ ⋯

l0 ．

2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 ⋯ ⋯ ⋯ ⋯ ⋯ ⋯ ⋯ ⋯ ⋯ ⋯ ⋯ ⋯ ⋯

l0 ．

3 照明设施控制系统
⋯ ⋯ ⋯ ⋯ ⋯ ⋯ ⋯ ⋯ ⋯ ⋯ ⋯ ⋯ ⋯ ⋯

1 1 安 全 防 范 系 统

【1 ．

1 视频监控系统

1 2 通 讯 网 络 系 统 ⋯ ⋯ ⋯ ⋯ ⋯ ⋯ ⋯ ⋯ ⋯

l2 ．

1 程控用户交换机
⋯ ⋯ ⋯ ⋯ ⋯ ⋯ ⋯ ⋯ ⋯ ⋯ ⋯ ⋯ ⋯ ·

12 ．

2 综合布线系统
⋯ ⋯ ⋯ ⋯ ⋯ ⋯ ⋯ ⋯ ⋯ ⋯ ⋯ ⋯ ⋯ ⋯ ·

l2 ．

3 计算机网络设备
⋯ ⋯ ⋯ ⋯ ⋯ ⋯ ⋯ ⋯ ⋯ ⋯ ⋯ ⋯ ⋯ -

(3 8 4 )
(3 8 4 )

(3 8 9 )

(3 8 9 )
(3 9 2 )

(3 9 6 )
(3 9 8 )
(4 0 2 )

(4 O 5 )
(4 O 5 )

4 2 0

4 2 O

4 2 6

4 3 4

(4 3 8 )

(4 3 8 )

4 4 6

4 4 6

4 4 8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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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设备
·

3
·

1 建筑
。

给水设备

1_1 增压给水设备

1 ．

1
．

1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
1 概述
1) 定义 ：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是在设备密闭条件下

，

从市政供水管网直接抽水
，

采用叠压原理充分利
用市政供水管网的水压 ，

经过工频或变频水泵加压后 向用户供水 的设备
。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是国内从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发的新型给水设备 。

与传统给水方式相比
，

具有防止水质二 次污染和节能的特点
。

2 ) 分类及组成 ：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按结构型式分为整体箱式和分体式
。

按水泵台数分为单台式和
多台式 。

按控制方式分为微机控制型
、

P IJC 控制型和智能控制型
。

按对储水容器 (稳流补偿器 ) 的取
舍和选择分为通用型 、

不带稳流补偿器型和带储水箱型
。

①通用型 ： 该类设备是由变频调速水泵
、

稳流补偿器
、

真空抑制器
、

控制柜和进水管上的倒流防止
器 、

压力监测仪表等组成 。

在市政管网正常供水情况下
，

设备从市政管网直接抽水
，

通过变频调速泵组
向用户输送水 。

但当市政管网水压能满足用户所需水压时
，

变频泵组 自动停泵
，

市政自来水通过旁通管
直接供给用户使用 。

当市政管网供水压力小于安全供水限定压力值时或用户用水量过大
，

使稳流补偿器
与大气相通并用完其内的储存水前 ，

变频调速泵组也将 自动停泵
，

从而对市政管网的供水和管网上其它
用户起保护作用 。

稳流补偿器采用不锈钢材质
，

且是密封 的
。

凡是可能与大气连通的地方必须装有过滤

膜 ，

以确保进入稳流补偿器 的空气洁净 。

②不带稳流补偿器型 ： 这类设备除省略了稳流补偿器外
，

其它均与通 用型相 同 。

它能正常运行的前
提是市政管网通过引水管至水泵的供水必须时刻大于用户的最大用水量 。

设备常采用管中泵来代替普通

离心泵以降低噪声 。

③带储水箱型 ： 这类设备是在通用型的基础上
，

带有
一

个小型储水箱 (有时仍设有稳流补偿器 )
。

平时与通用型 一

样
，

直接从市政管网抽水
，

当市政管网短时供水不足或因故障停水时
，

设备可抽取储水
箱内的存水 ，

以保证在
一

定时间内不间断供水
。

为保证储水箱内的水质
，

经程序控制
，

每天保证用净
一

次储存水 ，

做到天天补充新水
。

3 ) 优缺点
①优点 ： 与普通变频调速给水设备

一

样
，

可通过变频器调节水泵转速的方法调节水泵的出水量与水
压 。

采用叠压的原理
，

充分利用市政管网供水压力
， 比普通变频调速给水设备更节能

。

不采用低位水池
(水箱) 临时储水 ，

从市政管网抽水后直接向用户供水
，

减少了水的二 次污染
。

省去了储水池 (带储水
箱型是小型储水箱) ，

比普通变频调速给水设备更 节省材料
，

节约 占地 。

产品采用真空抑制器和压力监
控仪表 ，

避免从市政管网直接抽水时产生负压
，

对市政管网其它用户不产生影响
。

管理 方 便 ，

维修简

单 ，

可全 自动运行
。

②缺点 ： 对市政管网供水状况有
一

定要求
，

水量不足
、

水压偏低
、

管径偏小
、

供水不稳定地 区不宜
采用 。

对用户性质也有
一

定要求
，

对用水集 中
、

瞬间用水量过大
、

不允许停水用户
，

以及 加 工
、

制造
、

贮存有毒物质 、

药品等危险化学品的工 厂
、

科研单位和仓库不应使用
。

该产品要保证正常供水的监控点
较多 ，

与普通变频调速给水设备相比
，

故障率增加
，

其供水稳定性差
，

易出现瞬间断水
、

水表空转
、

计

量不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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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适用范 围 ：适用于新建
、

扩建和改建的城镇居民区和企事业单位生活用水供给
。

采用该类设备有
可能对周边其它用户用水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

或市政主管部门认为不宜使用该设备的区域不应采用
。

2 选用要点
1 ) 与管网叠压给水设备连接和取水的市政供水管网应水量充裕 、

水压稳定
。

设置前应征得地方 自来水
公司同意 。

与市政管网接驳点的正常供水水压应由各地供水部门给出
，

但不应低于 O
．

1M P a (从地面算起 )
。

2 )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的吸水管管径应比市政供水管小至少两级或两级以下
，

或不大于市政供水管
管径的 1／3 。

也可参考表 1
．

1
．

1
—

1 确定
。

表 1
．

1
．

1
—

1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 吸水管管径

市政供水管管径 (m m )
。

15O 2 0o 300 4 00 50 0

吸
水管管径 (m m ) ≤ 5 O ≤ 8 O ≤ l0 0 ≤ l2 5 ≤ l5 0

3 ) 对于将
“

水池 + 水泵 + 高位水箱
”

和
“

水池 + 变频调速水泵
”

供水方式改造成管网叠压给水设

备供水方式 时 ，

必须对吸水管管径和过流量进行核算
，

以避免改造后产生市政供水量经常性小于用户用
水量的不正常供水状 态 。

4 ) 为杜绝管网叠压给水设备使用后
，

产生针对市政供水管网的污染性事故
，

在接驳点与给水设备
之间必须设置倒流防止器 (不能用止回阀代替)

。

5 )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应 留有水消毒装置接 口 。

当供水管网水中余氯含量达不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规定时 ，

应加装水消毒设备
。

6 ) 稳流补偿器上所有与外界连通的接 口 (包括真空抑制器)应装有针对尘粒与微生物的过滤装置
。

7 ) 设备与水接触组件
、

容器
、

管件和阀门等应选用铜
、

不锈钢或者耐腐蚀塑料及复合材质
，

并应
取得地方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件

。

8 ) 为达到节能 目的
，

水泵必须在高效区内工 作
。

在非用水高峰期
，

设备应有利用市政水压经旁通
管道向用户直接供水 ，

满足用户用水需求
，

同时停止运行水泵的功能
。

9 ) 当低谷用水量时
，

且 时间持续较长或断续出现时
，

设备宜配有适合低谷用水量的小泵或气压罐
。

1 O ) 设备应在稳流补偿器处设置清洗管道和阀门
。

稳流补偿器为不锈钢材质
。 卫生 指标应符合卫

生 部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 B ／T 17 2 l9
—

19 9 8 。

1 1 ) 设备应有防负压控制系统
。

设备工 作状态应有明显标志
，

并应有水源无水时停机
、

泵互为备
用 、

自动切换和巡检等保护功能
。

设备电机及电气部分应符合电气专业有关要求
。

1 2 ) 设定供水压力调节精度在 0
．

0 IM P a 以内
。

设备正常运行时
，

单机功率≤ 2
．

2 k w 的设备噪声应
≤ 5 5 d B (A ) ； 单机功率介于 3

～

15 k w 的设备噪声应 ≤ 7 5 d B (A )
。

3 参考价格 (见表 1
．

1
．

1
—

2 )
表 1

．

1
．

1
—

2 参考价格

性能参数
配用水泵 参考价格 (万元)

供水量 Q (m ’／h ) 扬程 日 ( m )

l0

4 0 一

用
一

备

约 2 4

20
约 2 6

3 0
约 3 I

10

6o 一

用
一

备

约 2 6

2 0
约 30

30
约 32

注 ： 管网叠压 (无负压) 给水设备包含水泵
、

稳流补偿器以及控制柜
。

选用品种多
，

选择余地大
，

不同制造商的设
备价格有 一

定差异
，

表中价格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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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关标准
、

规范
《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 JG ／T 3o o9

一

l9 9 3 。

《管网叠压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 E c s 2 2 1：2 0 0 7 。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c J／T 2 5 4
—

2 0 0 7 。

《无负压给水设备》 C J／T 2 65
—

2 o 0 7 。

1．

2 建筑给水处理设备

1 ．

2
．

1 直饮水系统
1 直饮水系统主要设备
直饮水系统主要分为两大类 ： 管道直饮水系统和终端直饮水系统

。

管道直饮水系统指原水经过深度净化处理达到标准后 ，

通过管道供给用户直接饮用的供水系统 。

终端直饮水系统指直接在用水点终端安装的深度净化处理设备供给用户直接饮用水的系统 。

管道直饮水所采用的水处理设备类型见表 1
．

2
．

I
一

1 。

表 1
．

2
．

1
—

1 管道直饮水系统主要设备

处理阶段 名称 性能／主要作用 备注

预处理

砂过滤器 过滤／悬浮物
、

胶体

活性炭过滤器 过滤 、

吸附／悬浮物
、

胶体
、

有机物

精密过滤器 悬浮物 、

胶体

离子交换器 c f
’ 、 M g。’

离子

K D F
处理器 氯

、

重金属离子

深度处理

电渗析 分离／非电解质大分子

膜
过
滤

微滤 过滤／悬浮物
、

胶体 本节介绍

超滤 过滤／胶体
、

细菌 本节介绍

纳滤 过滤／病毒
、

盐 本节介绍

反渗透 过滤／金属离子
、

盐 本节介绍

消毒处理

臭氧消毒 消毒 、

氧化／分解有机物

紫外线消毒 消毒 本节介绍

二
氧化氯消毒 消毒 本节介绍

氯消毒 消毒

附属设备

水泵 高卫生要求

管道 不锈钢管 、

铜管及高卫生要求管材

阀门 高卫生要求

水表 不锈钢等高卫生要求材质

水质调整设备 活化 、

磁化
、

矿化

2 膜过滤
1 ) 概述
①定义 ： 膜过滤 (膜分离) 是利用膜对流体混合物中各组分的选择性渗透而将各组分分离的方法

统称 。

膜分离过程的推动力可以是膜两侧的电位差
，

也可以是压力差
、

浓度差及化学位差等
。

②分类：
一

般膜分离过程按照膜对物质的分离范围和分离过程应用的推动力分类
，

见表 1
．

2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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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适用 范 围 ：适用于新建
、

扩建和改建的城镇居民区和企事业单位生活用水供给
。

采用该类设备有
可能对周边其它用户用水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

或市政主管部门认为不宜使用该设备的区域不应采用
。

2 选用要点
1 ) 与管网叠压给水设备连接和取水的市政供水管网应水量充裕

、

水压稳定
。

设置前应征得地方 自来水
公司同意 。

与市政管网接驳点的正常供水水压应由各地供水部门给出
，

但不应低于 0
．

】M P a (从地面算起)
。

2 )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的吸水管管径应比市政供水管小至少两级或两级以下
，

或不大于市政供水管
管径的 l／3 。 也可参考表 1

．

1
．

1
一

l 确定
。

表 1
．

1
．

1
—

1 管网叠压给水设 备吸水管管径

市政供水管管径 (m m ) ．

150 2 0 o
‘

30 0 40 o 1 5o 0

吸
水管管径 ( m m ) ≤ 5 0 ≤ 8 0 ≤ J0 0 ≤ 12 5 l ≤ l5 0

3 ) 对于将
“

水池 + 水泵 + 高位水箱
”

和
“

水池 + 变频调速水泵
”

供水方式改造成管网叠压给水设
备供水方式时 ，

必须对 吸水管管径和过流量进行核算
， 以避免改造后产生市政供水量经 常性小于用户用

水量 的不正常供水状态
。

4 ) 为杜绝管网叠压给水设备使用后
，

产生针对市政供水管网的污染性事故
，

在接驳点与给水设备
之间必须设置倒流防止器 (不能用止回阀代替) 。

5 ) 管网叠压给水设备应留有水消毒装置接 口 。

当供水管网水中余氯含量达不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 准》规定时
，

应加装水消毒设备
。

6 ) 稳流补偿器上所有与外界连通的接 口 (包括真空抑制器 )应装有针对尘粒与微生物的过滤装置
。

7 ) 设备与水接触组件
、

容器
、

管件和阀门等应选用铜
、

不锈钢或者耐腐蚀塑料及复合材质
，

并应
取得地方卫 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件

。

8 ) 为达到节能 目的
，

水泵必须在高效区内工 作
。

在非用水高峰期
，

设备应有利用市政水压经旁通
管道向用户直接供水 ，

满足用户用水需求
，

同时停止运行水泵的功能
。

9 ) 当低谷用水量时
，且时间持续较长或断续出现时

，

设备宜配有适合低谷用水量的小泵或气压罐
。

1 O ) 设备应在稳流补偿器处设置清洗管道和阀门
。

稳流补偿器为不锈钢材质
。 卫 生指标应 符合卫

生部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 B ／T I72 l9
—

19 9 8 。

1 1 ) 设备应有防负压控制系统
。

设备工 作状态应有明显标志
，

并应有水源无水时停机
、

泵互为备
用 、

自动切换和巡检等保护功能
。

设备电机及电气部分应符合电气专业有关要求
。

1 2 ) 设定供水压力调节精度在 O
．

O l M P a 以内 。

设备正常运行时
，

单机功率 ≤ 2
．

2 k w 的设备噪声应
≤ 55 d B (A ) ； 单机功率介于 3

～

l5 k w 的设备噪声应≤ 7 5 (1B (A ) 。

3 参考价格 (见表 1
．

1
．

1
—

2 )
表 1

．

1
．

1
—

2 参考价格

性能参数
配用水泵 参考价格 (万元)

供水量 口 (m ’／h ) 扬程 月 ( m )

l0

4O 一

用
一

备

约 2 4

2 O
约 2 6

3 O
约 3 l

10

6 0 一

用
一

备

约 2 6

2 0
约 3O

30
约 32

注 ： 管网叠压 (无 负压) 给水设备包含水泵
、

稳流补偿器以及控制柜
。

选用品种多
，

选择余地大
，

不同制造商的设

备价格有 一

定差异
，

表中价格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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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关标准
、

规范
《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 JG ／T 3 0 o 9

一

l9 9 3 。

《管网叠压供水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2 2 l：2 0 0 7 。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c J／T 2 5 4
—

2 0 0 7 。

《无负压给水设备》 c J／T 2 6 5
—

2 0 0 7 。

1 ．

2 建筑给水处理设备

1 ．

2
．

1 直饮水系统
1 直饮水系统主要设备
直饮水系统主要分为两大类 ： 管道直饮水系统和终端直饮水系统

。

管道直饮水系统指原水经过深度净化处理达到标准后 ，

通过管道供给用户直接饮用的供水系统 。

终端直饮水系统指直接在用水点终端安装的深度净化处理设备供给用户直接饮用水的系统 。

管道直饮水所采用的水处理设备类型见表 1
．

2
．

1
一

l 。

表 1
．

2
．

1
—

1 管道直饮水系统主要设备

处理阶段 名称 性能／主要作用 备注

预处理

砂过滤器 过滤／悬浮物
、

胶体

活性炭过滤器 过滤 、

吸附／悬浮物
、

胶体
、

有机物

精密过滤器 悬浮物 、

胶体

离子交换器 c a “ 、 M g。’ 离子

K D F 处理器 氯
、

重金属离子

深度处理

电渗析 分离／非电解质大分子

膜
过
滤

微滤 过滤／悬浮物
、

胶体 本节介绍

超滤 过滤／胶体
、

细菌 本节介绍

纳滤 过滤／病毒
、

盐 本节介绍

反渗透 过滤／金属离子
、

盐 本节介绍

消毒处理

臭氧消毒 消毒 、

氧化／分解有机物

紫外线消毒 消毒 本节介绍

二
氧化氯消毒 消毒 本节介绍

氯消毒 消毒

附属设备

水泵 高卫生要求

管道 不锈钢管 、

铜管及高卫生要求管材

阀门 高卫生要求

水表 不锈钢等高卫生要求材质

水质调整设备 活化 、

磁化
、

矿化

2 膜过滤
1 ) 概述
①定义 ： 膜过滤 (膜分离) 是利用膜对流体混合物中各组分的选择性渗透而将各组分分离的方法

统称 。

膜分离过程的推动力可以是膜两侧的电位差
，

也可以是压力差
、

浓度差及化学位差等
。

②分类 ：
一

般膜分离过程按照膜对物质的分离范围和分离过程应用的推动力分类
，

见表 1
．

2
．

1
—

2



6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疆 电) (2 o o 9 年碰)

表 1
．

2
．

1
—

2 膜过滤 (膜分离)

过滤级别 孔径 渗透压 ( M P a ) 截留分子量 (D ) 膜通量 (单支 ) 截留率 ( N 矗c 】)

微滤 ( M F ) O
．

0 2
～

1O LL m 0
．

O 5
～

0 3 悬浮物和胶体 > 99 ％ 0

超滤 (u F ) l
～

2 O n 盯l 0
．

O4
～

0 4 5 ()o
—

l0 0 0 o 0 0 > 99 ％ O

纳
滤 (N 17 ) l

～

2 n m O
．

3
～

I 2 0 o
～

10 o O I5 ％
～

2O ％ ( 95 ％

反
渗透 (R O ) 0 l

一

1n 阳 l
—

IO 3O
一

30 0 l5 ％
～

20 ％ > 9 5 ％

2
) 技术性能要求 ： 膜过滤主要性能指标包括膜通量 (单位时间

、

单位面积 的透过物量 )
、

水通量
(单位时间 、

单位面积的透过水量)
、

截留率 (被分离物质在料液中的浓度与透过液中的浓度差与料液
中的浓度之比) 、

渗透压及截留分子量 (截留率为 9 0 ％ 的物质的分子量 )
。

膜产品应具有高选择性
，

截
留率高 。

具有尽可能大的透过能力
，

即膜通量尽量大
。

具有 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物理机械强度
。

产品质

量稳定 ，

经济性高 。

3 ) 选用要 点 ： 应根据原水水质选择合适过滤级别的膜
。

反渗透和纳滤必须控制进水水质
，

膜前应
加预过滤装置 。

饮水系统应有妥善的浓水回收或利用措施
。

直饮水系统配件和附件必须能够满足膜过滤
压力和强度要求 。

膜组件不应单支设置
，

应保证 系统中膜组件不少于两支
。

如采用多级膜过滤
，

每级膜
组件也应不少于两支 。

采用膜过滤系统必须设置相应的机械或化学膜清洗装置
。 国内目前尚无膜过滤材

料的相关标准 。

4 ) 施工 安装要点
①膜组件安装必须严格按照组件的水流方向 ，

不得反向安装
。

膜过滤组件进出口应安装压力表
。

②安装膜组件时应注意保持场地
、

环境清洁 ，

防止灰尘
、

杂质进入膜组件
。

③膜组件 和连接膜组件的管道应稳固固定
，

不得使膜组件承担管道及附件的重量和固定作用
。

④膜组 件的安装应便于拆卸检修和维护
，

所有管道连接处不得使用影响水质卫生的材料
。

5 ) 参考价格 (表 1
．

2
．

1
—

3 )
表 1

．

2
．

1
—

3 膜材料参考价格

膜类型 微滤 ( < 2 m̈ ) 超滤 纳滤 (4 o 4 0 ) 反渗透 (4 o 4O )

单位 元／m 。 元／m 。 元／支 刀 支

高档 ： ￥2 5 0 o
．

0 0 ￥10 O 00
．

o o ￥2 20 o
．

o 0 ￥20oo
．

o0

中
档 ： ￥ 15 【x】

．

0 0 ￥4 O 0 0 0o ￥l800
．

o o ￥16o o
．

00

低
挡 ： ￥6 o 0

．

0 o ￥6 0o o o ￥l4 0 0

．

0 0 ￥130o ．

0 0

3
紫外线发生器

1 ) 概述
①定 义 ： 利用高强度紫外线杀菌灯照射

，

破坏细菌和病毒的 D N A 等内部结构
，

杀灭水中病原微生

物的消毒装置 。

②分类 ： 按紫外线的波段分为 A
、

B
、

c
、

D 四 个波段
，

饮用水消毒可采用 c 波段和全波段的紫外
线发生器 。

按紫外线灯管的电源电压分为低压
、

中压和高压三种类型
。

③适用范围 ：民用领域
一

般采用低压和中压紫外线灯管
。

对原水的要求是浊度 ≤ 5 度
，

色度 ≤ l5 度
，

总 F e ≤ O
．

3 m ∥L
，

锰 ≤ 0
．

0 5 m ∥I
． ，

水温为 5
—

6 O ℃ 。

对环境 的要求是 温度应 为 5
—

4 O ℃
．

湿度 ≤ 9 0 ％

(2 5 ℃ )
。

2 ) 技术性能要求
① 低 压 紫外 线 发生 器 的性 能指标 包 括 灯管 辐射强 度 [(斗w

·

s )／c m 。]
、

流量 ( m ’／h )
、

工 作压力
(M P a )

、

功率(k W )
、

使用寿命(h )
。

其中对于 3 0 w 新灯管要求距其 l m 的辐射强度应≥ 9 O (斗w
· s )／c m 。，

起始工 作辐射强度应 > l2 O 0 0 (¨w
· s ) ／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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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压紫外线发生器性能指标要求紫外线剂量应 > 4 2 m J／c m 。 ，

设备承压应 ≥ O
．

】O M P a ，

应有灯管工

作状态指示
、

温度及流量显示等监控措施
，

并应有不可调节的在线强度监测装置及采用湿式探头
。

3 ) 选用要点
①紫外线消毒是瞬间消毒 ，

不能起到长效消毒作用
，

建议和长效消毒措施结合使用
。

②低压紫外线发生器应按 一

用
一

备选用
。

中压紫外线发生器宜配备在线清洗装置
。

③必须控制进水水质 ，

原水不能达到水质要求时应加预处理措施 。

④低压紫外线灯管寿命应大于 8 o O O h ，

中压紫外线灯管寿命应大于 9 0 o O h 。

⑤紫外线发生器的外壳应采用 3 o 4 或 3 l6 不锈钢
。

⑥紫外线发生器应配有完善的强度检测和电气控制设备 。

4 ) 施工安装要点
①不应将紫外线发生器安装在紧靠水泵的出水管上 ，

防止停泵水锤损坏石英玻璃管和灯管
。

应将紫
外线发生器安装在过滤设备之后 。

②紫外线发生器应严格按照进 出水方 向安装
，

应保证水流方向与灯管长度方向平行
。

③紫外线发生器应有高出建筑地面的基础 ，

基础高出地面不应小于 l0 0 m m 。

④紫外线发生器及其连接管道和阀门应稳固固定
，

不得使紫外线发生器承担管道及附件的重量
。

⑤紫外线发生器的安装应便于拆卸检修和维护
，

所有管道连接处不得使用影响水质卫 生 的材料
。

5 ) 参考价格 (表 1
．

2
．

1
—

4
，

以处理水流量 3 0 m ’／h 的紫外线消毒器为例 )

表 1
．

2
．

1
—

4 参考价格 (元／台)

名称 高档 中档 低档

低压紫外线发生器 5 0 0 0 0
．

0 () 300 o 0
．

0o 】50 o 0
．

【x】

中压紫外线发生器 l5 0 0 0 0 0 0 l2 5 O 0 0
．

0 o loo O ．砌
．

o 0

6
) 低压 紫外线消毒器相关标准

《城市给排水紫外线消毒设备》 G B ／T 19 8 3 7
—

2 0 0 5 。

《生活饮用水紫外线消毒器》 c J／T 2 o 4
—

2 o 0 O 。

4 二 氧化氯发生器
1 ) 概述 ：

①定义 ： 二 氧化氯发生器是用化学或电解方法产生二 氧化氯气体或水溶液
，

对水进行消毒的设备 。

②分类 ：二 氧化氯发生器分电解法和化学法两种
。

建议用亚氯酸钠
、

氯酸钠和盐酸反应的化学方法
。

③使用要求 ： 二 氧化氯应现场制备
、

负压投加 。 二 氧化氯发生器的原料中不应有危害水质卫生 的杂
质 。

对环境的要求是温度为 0
～

4 O ℃
，

湿度 ≤ 9 O ％ (2 5 ℃ ) 。

2 ) 技术性能要求 ： 主要性能指标包括产量 (∥h )
、

浓度 ( m g／L )
、

使用寿命 ( h )
、

水源压力
(M P a )

、

功率 (k w )
、

流量 (m ’／h ) 及纯度
。 二 氧化氯发生器产生的二 氧化氯纯度应 ≥ 9 5 ％ 。

3 ) 选用要点 ： 二 氧化氯发生器可不设备用
，

且应具有 安全 防爆 措施 和 自动保 护功能
。 二 氧化氯发

生器的出口亚氯酸盐浓度应 < 0
．

0 5 m g／L
，

氯酸盐浓度应 < O
．

6 m g／L 。

4 ) 施工安装要点 ： 安装二 氧化氯发生器的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 二 氧化氯发生器应有高出建

筑地面的基础 ，

基础高出地面应 ≥ 1 O 0 m m 。 二 氧化氯发生器及其连接管道和阀门应稳固固定
。

所有管道
连接处不得使用影响水质卫生的材料 。

5 ) 参考价格 (以 l0 0 g／h 的化学法二 氧化氯发生器为例) ： 高档 ： 6 5 0 0 0 元／台； 中档 ： 3 5 0 o O 元／

台； 低档 ： 2 5 0 o 0 j己／台 。

6 ) 相关标准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法二 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 H J／T 2 7 2

—

2 o o 6 。

《化学法复合二 氧化氯发生器》 G B ／T 2 o 6 2 l
一

2 0 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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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排水设备

2 ．

1 小区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2 ．

1
．

1 格栅
1 概述

1 ) 定义 ： 格栅是由
一

组 (或多组 ) 相平行的金属栅条和框架组成
，

倾斜或垂直安装在进水的渠道
里 ，

或进水泵站集水井的进 口处
，

用于拦截污水中悬浮和漂浮固形物的污水预处理设备
。

2 ) 产品分类 ： 格栅种类及分类方式很多
，

总体可分为格栅机和筛网两大类
。

格栅机适用于尺寸较
大 、

悬浮物浓度较高污水 ，

筛网适用于含有尺寸细小
、

比重轻及低悬浮物浓度的污水 。

常用格栅机类型
有 ： 臂式

、

弧形格栅机
、

链式格栅机
、

阶梯式格栅机
、

钢绳式格栅机
、

回转式格栅机等
。

小区污水处理
中通常使用回转式格栅机 。

3 ) 格栅机通用技术要求
①格栅机在运行过程中 ，

齿耙
、

传动机构等运 动部件应运 转灵 活
、

平稳
，

无卡滞
、

无碰 撞
、

无梗
阻 、

无异声等现象
，

整机运行平稳可靠
。

②在正常工 况条件下
，

格栅机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应不少于 2 0 0 0 h ，

正常工作寿命应不少于 l5 年
。

③设备的控制方式分为手动控制 、

自动控制两种运行方式
，

其中自动控制方式分定时
、

液位差控制
两种方式 。

④设备应设置机械过载保护装置和电气过载保护装置 ，

并应设置报警系统
。

⑨运行噪声不应大于 8 O d B (A )
。

2 回转式格栅机技术性能要求
选用回转式格栅机时 ，

需要控制有效深度 (沟深)
、

有效宽度 (栅宽)
、

栅条间隙
、

安装角度
、

排
渣高度及水质等技术指标 。

回转式格栅机基本性能参数见表 2
．

1
．

1 _ l 。

表 2
．

1
．

1
—

1 回转式格栅机基本性 能参数

项 目 系列

机宽 (m m ) 30 o
、

4 0 o
、

5o 0
、

6o 0
、

70 o
、

8o 0
、

90 0
、

l0 o 0
、

120 o
、

1500 等

栅隙 ( m m ) 3
、

5
、

l0
、

2O
、

3O
、

4 0
、

5 0

安
装倾角 (

。 ) 60 。 ～

80 。

(机械式格栅 4 5 。 ～

7 5 。

)

齿耙运行线速度 (n ∥m tn ) 1 5
～

3
．

5

沟
深范围 (m ) O 8

～

8

3
选用要点

1 ) 栅条间隙根据污水种类
、

流量
、

代表性杂物种类和大小来确定
， 一

般选取范围为： 机械清栅
(3 ～

2 5 m m )
，

人工清栅 (2 5
～

5 O m m )
，

筛网 (O
．

1
～

2 m m )
。

2 ) 在中小型污水站
，

应设置两道机械格栅 ： 第
一

道为粗格栅 ( 1O
～

4 O m m )
，

第二 道为细格栅 (3
～

10 m m )
。

在小污水站
，

设置
一

道格栅即可
，

栅条间隙应为 3
。

l5 m m 。

3 ) 过栅流速 ：污水在栅前渠道 内流速应控制在 0
．

4
—

0
．

9 m ／s ，

经过 格 栅时流速应为 0
．

6
～

1
．

0 m ／s 。

过栅水头损失与过栅流速相关 ，
一

般应控制在 O
．

1
一

O
．

3 m 之 间 。

栅后渠底应比栅前相应降低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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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m 。

4 ) 格栅有效过水面积按流速 O
．

6
～

1
．

O r r∥s 计算
，

但总宽度不小于进水管渠宽度的 1
．

2 倍
，

格栅倾

角应为 4 5 。 一

7 5 。 ，

如果为人工 格栅则采用安装角度 3 0 。 ～

6 0 。 ．

5 ) 根据进水水质
、

水深可以确定格栅的材质
、

种类
。

格栅的耙齿
、

链节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

为了
防止腐蚀生锈 ， 一

般选用高强度塑料或不锈钢制成
，

其链轴也 应采用不锈钢
。

6 ) 根据流量
、

过栅流速
、

安装角度
、

栅条间隙等可以计算出格栅的宽度
。

4 施工 安装要点
、

1 ) 格栅机安装前应配合土建做好基础和预埋件
，

并牢固安装于基础上 。

2 ) 格栅机应定位准确
。

安装角度偏差应符合产品随机技术文件规定
。

各机架的连接应牢固
。

3 ) 格栅机安装完毕后
，

其两侧与沟渠壁间隙宜小于格栅栅条间隙
。

4 ) 格栅必须设置工作台
，

台面应高出栅前最高水位 0
．

5 m ，

台上应设安全和冲洗设施
。 工 作台两

侧过道宽度不应小于 O
．

7 m 。

台正面宽度
，

当采用人工 清渣时
，

不应小于 1．2 m ，

当采用机械清渣时
，

不

应小于 1
．

5 m 。

5 ) 格栅间应设置机械通风设施
，

常用轴流排风扇
。

如果污水中含有有毒气体则格栅间应设置有毒
有害气体的检测与报警系统 。

中小型格栅问应安装吊运设备
，

便于设备检修和栅渣的日常清除
。

5 参考价格
根据格栅机的栅宽 、

安装渠深
、

栅条间隙
、

设备材质等不同
，

其价格也不同
，

不同厂家的产品价格

也相差较大 。 回转式格栅机大致价格范围见表 2
．

I
．

1
—

2 。

表 2
．

1 1
—

2 回转式格栅机参考价格范围

规格型号 栅宽 ( m m ) 间隙范围 (m m )

价格范围 (万元 )

沟深 1 m 沟深 2 m

H F3 0 0 3 o 0 3 ～

l0 2
．

5
～

3
．

0 3 5
～

4
．

5

H f4 o 0 4 0 0 3 ～

lO 3
．

0
—

4 0 4
．

4
—

5
．

6

l{F5 0 0 50 0 3 ～

l0 3 6
～

4
．

8 5
．

5
～

6
．

6

H № 0 0 60 0 3 ～

10 4
．

2
—

5
．

5 6 5
～

7
．

6

H F7 o 0 7o 0 3 一

l0 4 8
～

6
．

1 7 4
～

8
．

5

．

m B 0 0 8 【x 】 3 ～

10 5
．

4
—

6
．

8 8
．

4
—

9
．

5

I{阳 【x】 9o 0 3 ～

10 6 0
～

7
．

6 9
．

4
～

1O 5

I{F 10 o 0 10 o O 3 —

JO 6
．

5
—

8
．

4 l0 5
—

l 1 5

6
相关标准

、

规范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格栅除污机》 H J／T 2 6 2

—

2 0 0 6 。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旋转式细格栅》 H J／T 2 5 0
—

2 0 0 6 。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4
—

2 o o 6 。

2 ．

1
．

2 曝气设备

1 概述

1 ) 定义 ： 曝气设备是用于给生化处理单元提供氧气 (空气 ) 的设备
。

2 ) 分类 ： 小区污水曝气设备主要有鼓风机和曝气机两大类
。

鼓风机的类型主要有 ： 回转式鼓 风

机 、

罗茨鼓风机等
。

曝气机为水下曝气机
。

水下曝气机类型主要有 ： 水下射流曝气机和自吸式曝气机
。

小区污水处理曝气设备特点见表 2 1
．

2
—

1 。

2 技术性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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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2
—

1 小区污水处理曝气设备特点

设备类型 优缺点 适应范围 主要类型 分类特点

鼓风机

氧气利 用 率高 ，

能耗 小 ； 但噪
声较大 、

需 要安装房问和配套
曝气设施

需 曝 气 量 较 大

的处理站

回转式鼓风机 风量和风压小 ，

噪声略低

罗茨鼓风机 风量大 、

噪声大

水下曝气机

噪声低 、

不需安装 房 问和 配套
曝气 设施 、

维修方便 ； 但设备
数量多 ，

控制点多
，

氧利用率
较低

安 装 空 间 小 ，

噪声 要 求 高 的

处理站

水下射流曝气机 搅拌激烈 ，

不适用生物膜法

自吸式曝气机 搅拌均匀 ，

投资略商

1 ) 鼓风机
①当进气温度不高于 4 O ℃

，

空气中微粒含量不大于 l0 0 m g／m ’ 的情况下
， 最大粒径应不大于鼓风机

气缸内各相对运动部件最小工作间隙的 一

半
。

②鼓风机累计无故障运行 时间应不少于 6 O 0 0 h 。

③鼓风机 、

驱动机及其附属设备
，

在规定工 作条件下
，

其设计寿命应不少于 15 年 (易损件除外)
。

④罗茨鼓风机型号较多
，

小区常用产品口径范围约 4 O
一

5 0 0 m m ， 风量范围约 0
．

6
～

4 5 O m ’／m in ，

风

压范围 O
．

1
～

0
．

8 k∥ c m 。。

⑤回转式风机 常用 产 品 口 径范围约 2 0
～

8 O m m ，

风量范围约 0
，

2 5
—

5
．

5 m ’／m jn ，

风压 范围 0
．

1
—

0 ．

5 k∥ c m 。。

⑥压缩机应采用其风量
、

风压适用于小区生活污水处理的压缩机类型 。

2 ) 水下曝气机
①射流曝气机气水比应 > l 。

②产品标准测试工况下
，

射流曝气机氧转移效率应 ≥ 2 O ％ ，

理论动力效率应 ≥ 2
．

0 kg／(k w
·

h )
。

③射流曝气机工作寿命应不少于 8 年
。

④射流曝气机运行噪声应不大于 8 O d B (A )
。

3 选用要点
1 ) 根据总体工艺设计 ，

选择确定曝气方式和曝气设备类型
。

2 ) 根据污水水质
、

处理要求
、

曝气池容积等计算需氧量 (或空气量 )
。

需氧量计算时应考虑维持
曝气池混和液有 2

～

3 m g／L 的溶解氧量
。

3 ) 选择鼓风曝气方式时
，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

①根据曝气池水深 、

空气管道布置
、

曝气器形式及水头损失等计算出所需风压
。 风压计算应考虑系

统阻力和运行后的阻力增加等因素 。

②根据计算的风量 、

风压
，

考虑电机功率
，

对应设备技术性能指标
，

选择合适的风机型号和数量
。

风机至少应有 l 台备用
。

③宜设置成多台风机的配置
，

当仅有
一

台风机时
，

应设置成变频
，

以便可根据需要调节供给空气
量 。

④配套的空气扩散装置 (曝气器 ) 应具有较小的阻力损失和氧转移利用率
，

同时应性能稳定
、

故
障少 、

耐腐蚀
。

4 ) 选择水下曝气机时
，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

①根据系统需氧量及设备传氧速率 ，

求出需要的总功率
。

②根据没置深度和曝气机的功率特性曲线选择合适的机型。

③根据需要的总功率及合适的机型群
，

得到几种不同的组合
，

再根据水池形状
，

选出最优组合 。

④根据水质
，

选定曝气机材质及轴封型式
。

4 施工 安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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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鼓风机

①鼓风机机组的布置和通道宽度 ，

应满足机电设备安装
、

运行 和操作要求
。

②土建施工时应根据设 备要求做好基础和预埋
，

鼓风机基础与鼓风机房应采用分离式基础
。

③设备安装应牢固 ，

按要求安装配套的隔振
、

消声等设施
。

④风机与输气管道连接处 ，

宜设置柔性连接管
。

输气立管进入曝气池宜高出水面 0
．

5 m ，

管道上需

设置控制阀。

⑤宜设置单独的风机房 ，

门
、

窗等需采取隔音措施
。

2 ) 水下曝气机
①土建施工时应根据设备要求做好基础和预埋 ，

处理池应预留设备安装
、

维修设施
。

②设备安装应牢固 ，

应按要求安装配套的隔振
、

消声等设施
。

5 参考价格 (表 2
．

1
．

2
—

2 )
表 2

．

1
．

2
—

2 曝气设备参考价格范围

罗茨鼓鼓风机

出口 口径 D M O D f峪 O D ，v6 5 D fv8 0 D Ⅳlo 0

价格范围 (万元) 1
．

4
—

1
．

7 I'6
—

1
．

9 1 8
～

2
．

1 2 3
—

2 7 2
．

8
～

3 3

回
转式鼓风机

空气量 (m ’／m in ) O
．

2 8
～

O
．

3 1 0
．

3 l
～

O
．

3 5 O
．

3 8
～

O
．

4 2 0 5 9
～

0
．

6 6 0 6 7
—

0
．

8O

价
格范围 (万元) 0 _5 6 0

．

6 3 0
．

7 O 84 O
．

87

射流曝气机 供氧量 (
kgO 。／h ) O

．

35
～

0
．

4 5 I
．

0
～

1
．

2 l 7 5
～

1．9 5 3
．

5
～

3
．

9 5 5
．

3
—

5 9

价格范围 (万元) O
．

55
～

0
．

7 O
．

7
～

O 9 0
．

8
～

1
．

0 l 1
～

1
．

4 1．5
～

1
．

9

圆
盘式曝气机

供氧量 (kg0 。／h ) i
～

2 2
～

3 3
—

5 5
～

7 7
一

l3

价格范围 (万元) 1
．

O
—

1
．

2 1
．

2
～

1
．

4 I
．

5
～

1 7 2 2
—

2
．

8 2
．

6
—

3
．

2

注 ： 罗茨鼓风机的同
一

出口 口 径可以配套多种电机
，

其风量也不 同
．

但价格差别不大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罗茨鼓风机》 H J／T 2 5 l

一

2 0 0 6 。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鼓风式潜水曝气机》 H J／T 260
—

2 0 0 6 。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射流曝气器》 H J／T 2 6 3
—

2 0 0 6 。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4
—

2 o 0 6 。

2 ．

1
．

3 滗水设备
1 概述

滗水器是 s B R 等间歇式生化法处理 污水 的关键设 备
。

其作用是排出间歇 (周期) 运行 的曝气 池 静

沉后的上清液 。

国内目前开发研究出多种形式的滗水器 ，

主要有固定式
、

升降式
。

其中固定式分为虹吸式和旋转
式 ，

升降式分为浮筒式和提升式等
。

不同形式滗水器的特点见表 2
．

1
．

3
一

l 。

表 2
．

1
．

3
—

1 滗水器特点

类型 主要组成 主要特点

旋转式 滗 水 堰

、

软 管 、

推
动杆 、

驱动电机

排水水质好 、

排水量大
，

产品成熟可靠
，

但价格较高
，

安装空间大
。

虹 吸式 吸 水 短 管

、

u 型 虹
吸排水管 、

控制阀
设备运行稳定 、

价格较低
，

排水深度大
，

但出水水质较差
。

浮筒式 (重力式) 浮筒

、

堰 口
、

连 接
软管 、

控制阀 排水水质好

、

排水量大 ，

但设备运行故障率高
。

提升式 (套筒式) 吸水装置

、

排水泵 、

软管 运行稳定

，

排水高度可变 ，

但能耗大
、

排水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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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性能要求

1 ) 堰 口 、

载体管道等与水接触的部件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
。

2 ) 驱动装置应能满足滗水器的动作要求
。

动作应灵活
，

不得有卡阻现象
。

3 ) 电控系统应有自控保护功能
。

4 ) 在正常工 况条件下
，

滗水器连续正常运行时间应不少于 l2 个月
。

设计寿命不少于 15 年
。

5 ) 滗水器排水量不得低于标定值
。

6 ) 运行的控制方式应采用程序控制或智能控制
。

7 ) 滗水器运行噪声不大于 7 5 d B (A )
。

3 选用要点
1 ) 根据工 艺高程

、

水池结构形式
、

排水要求
、

安装要求等选择合适的滗水器形式
。

2 ) 根据工 艺运行周期
、

排水水位
、

池体宽度等计算排水量
。

3 ) 根据排水量和排水宽度选择对应的滗水器型号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根据选用产品安装要求

，

安装前应配合土建做好基础和预埋件
。

2 ) 安装时应保证设备在基础上安装牢固
。

3 ) 注意各部件的安装与连接应顺畅省力
，

不得变形强力连接 。

4 ) 设备周围应预留安装检修空间
，

地下安装时应预留安装洞和检修孔 。

5 ) 集中控制柜尽可能安放在水处理厂的中心控制室内
，

电控柜要求有效接地 。

室内环境应整洁
，

且便于设备维护 。

5 参考价格 ： 不 同类 型 的滗水器价格差别较大
，

同
一

类型滗水器价格主要和排水量相关
。

滗水器
参考价格范围见表 2

．

1
．

3
—

2 。

表 2
．

1
．

3
—

2 滗水器参考价格范围

排水量 (m ’／h ) 80 l20 l8O 24 0 36o 6o 0

价格 (万元)

旋转式 4
．

5
～

5 5 5
．

0
～

6
．

0 5
．

5
～

6 5 6
．

0
～

7
．

O 6
．

5
—

7
．

5 8
．

0
—

9
．

0

虹
吸式 1

．

5
～

2
．

O 1
．

8
—

2 4 2
．

2
～

2 8 2 6
～

3
．

2 3
．

0
—

3
．

5 3
．

5
～

4
．

O

浮
筒式 2

．

5
—

3
．

O 3 O
～

3
．

5 3
．

5
—

4
．

0 4 0
～

4
．

5 5
．

0
～

5
．

5 6
．

5
—

7
．

0

提
升式 1

．

8
—

2
．

4 2 0
—

2
．

6 2
．

4
～

3
．

2 ／ ／ ，

注 ： 滗水器大多为非标产品
．

需根据工 艺要求定制
，

价格变动较大
。

6 相关标准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旋转式滗水器》 H J／T 277

—

2 o 0 6 。

《旋转式滗水器》 c J／T l7 6
—

2 0 0 7 。

2 ．

1
．

4 填料
1 概述
1 ) 定义 ： 填料是生物膜法污水处理工 艺中

，

用于微生物附着生长的载体
。

2 ) 分类
①根据其使用状态可以分为悬浮式填料和悬挂式填料两大类 。

悬浮式填料指使用时在被处理水体中
处于悬浮 、

流化状态的填料； 悬挂式填料是指安装时把填料两端分别拴扎在各种类型支架上使用的填
料 。

②按形状可以分为蜂窝状
、

束状
、

筒状
、

列管状
、

波纹状
、

板状
、

网状
、

盾状
、

圆环辐射状以及不

规则粒状等 。

③按性状可 以分为硬性
、

软性
、

半软性及弹性等
。

④按材质可以分为塑料
、

玻璃钢
、

纤维
、

陶瓷及金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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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能要求

1 ) 通用技术要求
①水力特性 ： 要求比表面积大

、

空隙率高
、

水流畅通
、

阻力小
、

流速均
一

。

②生物膜附着性 ： 有
一

定的生物膜附着性能
。

在物理方面主要是填料的外观形状
，

应当形状规则
、

尺寸均
一

(不规则粒状填料和软性纤维状填料除外)
，

表面粗糙度较大
。

同时还与微生物和填料表面的
静电作用有关 ，

微生物多带负电
，

填料表面电位愈高
，

附着性也愈强
。

此外
，

微生物为亲水的极性物
质 ， 因此在亲水性填料表面易于附着生物膜

。

在生化反应过程中
，

老化污泥应易于脱落
。

③化学与生物稳定性： 要求经久耐用
，

不产生有害物质
，

不导致产生二 次污染
。

④经济性 ： 要求价格便宜
、

货源广
，

便于运输和安装
。

⑤使用寿命 ： 应保证 5 年以上连续使用
，

且填料结构损坏率不超过 5 ％
。

⑥需定期反冲洗。

2 ) 蜂窝状填料
①蜂窝状填料的材质为玻璃钢及塑料

，

其主要特性为 ：

a

比表面积大
，

(13 3
～

3 6 0 m 。／m ’，

根据内切圆直径而定 )
。

b 空隙率高 (9 7 ％
～

9 8 ％ )
，

质轻但强度高
，

堆积高度可达 4
～

5 m 。

c

管壁光滑无死角
，

衰老生物膜易于脱落等
。

②蜂窝状填料的主要缺点
a

如选定的蜂窝孔径与 B O D ， 负荷率不相适应
，

生物膜的生长与脱落失去平衡
，

填料易堵塞
。

b 如采用的曝气方式不适宜时
，

蜂窝管内的流速难以均匀
。

因此选定的蜂窝孔径应与 B O D ； 负荷率相适应
，

应用全面曝气方式并采取分层充填措施
，

在二 层之
间留有 2 o 0

～

3 o 0 m m 的间隙
，

每层高 1
．

0 m ，

使水流在层间再次分配
，

形成横流与紊流
，

使水流得到均
匀分布 ，

并防止中下部填料因受压而变形
。

玻璃钢蜂窝填料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2
．

1
．

4
一

l 。

表 2
．

1
．

4
—

1 玻璃钢蜂窝填料主要技术参数

孔径( m m ) 密度 (kg／m ’) 壁厚(m m ) 比表面积 ( m 。／m ’) 空隙率 (％ ) 适用的进水 B 0 D ， (m g／L ) 块体规格 ( m m )

l9 4 0 ～

4 2

0 2

2 0 8 9 8 ．

4 < 10 o 7 0 o x 5 o 0 x 5o 0

25 3 1 —

3 3 15 8 9 8
．

7 10 0
—

20 O 80 O × 8o 0 × 2 3 0

3 2 24 ～

2 6 l3 9 9 8
．

9 20 o
～

30 o 1O 00 × 5o 0 × 50 O

36 2 3 ～

2 5 I 10 9 9
．

I 30o
一

4 0 0 8 0 o × 5o o × 2 0o

3
) 波纹板状填料

波纹板状填料用硬聚氯乙烯平板和波纹板相隔粘接而成 ，

其规格和主要性能见表 2
．

1
．

4
—

2 。

这种填料孔径大 ， 不易堵塞
，

结构简单
，

便于运输
、

安装
、

可单片保存
，

现场粘合 。

该类填料还具
有质量轻 、

强度高
、

防腐蚀性能好的特点
。

其主要缺点是难以得到均
一

的流速
。

表 2
．

1
．

4
—

2 波纹板状填料规格和主要性能

型号 材质 比表面积 (m 。／m ’) 空隙率 (％ ) 密度 (k∥m ’) 梯形断面7L径 ( m m ) 规格 ( m m )

立波 一

l 型

硬聚氯乙烯

I 13 > 9 6 50 50 × l0 0 16 0 0 × 80 0 × 5 O

立
波

一

1 型 15 0 > 9 3 6 0 4 0 × 8 5 l6 0 o × 8o 0 × 4 0

立波 一

l 型 l9 8 > 90 7O 30 × 65 l60 O x 80 0 × 30

4
) 改型软性填料

也称软性纤维状填料 ，

具有 比表面积大
，

利用率高
、

空隙可变不堵塞
、

重量轻
、

强度高
、

性能稳
定 、

运输方便
、

组装容易等优点
，

近年来 已被广泛应 用于 印染
、

丝绸 毛纺
、

食品
、

制药
、

石油化工
、



·

，4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o 。I9 年版)

纸 、

麻纺
、

医院
、

含氰等废水处理中
。

经改型后产品 已发展成第 二 型 (包 括 A 2
、

B 2
、

c 2
、

D 2
、

E 2
、

F 2 型 )
、

第三 型 (包括 A 3
、

B 3
、

C 3 、

D 3
、

E 3
、

f3 型 ) 系列产品 。

具体性能参数见表 2
．

1
．

4
—

3 、

表 2
．

1
．

4
—

4 、

表 2
．

1
．

4
—

5 。

表 2
．

1
．

4
—

3 第
一

型软性填料产品规格

项目 A l B 1 C l D 1 E l F l

纤
维束长度 ( m m ) 6 0 80 l0 o l20 14 0 160

束间距离 (m m ) 3O 4 0 50 60 7O 80

安装距离 ( m m ) 6 0 8O 10 o l2 0 I4 o I4 0

纤维束量 (束／m ) 92 59 39 06 2 0 00 I l57 7 29 4 88

密度 (kg／m ’) 】0
一

" 6
～

7● 4
～

5 2 5
～

3 2
～

2
．

5 1
．

5
～

2

成膜后密度 (k∥ m ’) 2O 0 l1O 7 2 50 39 2 8

孔
隙率 (％ ) > 99

理
论比表面积 ( m 。／m ’) 9 89 l 5 56 3 3 56o 24 72 l9 87 l39o

表 2
．

1
．

4
—

4 第二 型软性填料产 品规格

项目 A l B l C l D l E l F l

纤维束长度 ( m m ) 6 0 80 】0 0 l2O l4 0 l60

束间距离 ( m m ) 3O 4 0 5 0 6O 70 8O

安
装距离 (m m ) 6 0 80 l0 o l20 l40 I40

纤
维束量 (束／m ) 9 2 59 39 0 6 2 0 o0 ll5 7 7 29 4 88

密 度 (k∥ m ’) 12
—

l4 6
～

7 5
—

6 3
～

3
．

5 2
．

5
～

3 2
～

2
．

5

成膜后密度 (kg／m ’) 2 0 o I 1O 7 2 5 0 3 9 2 8

孔隙率 (％ ) > 9 9

理
论 比表面积 (IIl2／m ’) 9 89 1 55 6 3 3 560 24 72 I987 l39 0

表 2
．

1
．

4
—

5 第三 型软性填料产品规格

项目 A l B 1 C l D 1 E l F l

纤维束长度 (m m ) 80 l0 o l20 140 l6O l8O

束间距离 (m m ) 30 4 O 5 O 6 0 7 0 8 0

安装距离 (m m ) 60 8O l00 I20 14o I60

纤
维束量 (束／m ) 9 2 59 39 0 6 20 0O l157 72 9 4 88

密度 (kg／m ’) l4
—

l6 8
．

5
～

10 6
—

7 3
．

5
—

4 3
～

3
．

5 2
．

5
—

3

成膜后密度 (kg／m ’) 2 66 I3 7 7 8 5 8 4 5 32

孔隙率 (％ ) > 99

理
论比表面积 ( m 。／m ’) I l188 69 54 4 2 7 3 2 8 84 2 27 0 l56 4

软性填料改型后 ，

适用范围加大
，

其中 D 2
、

D 3
、

E 2
、

E 3 型适用于印染
、

炼染
、

毛纺
、

地毡
、

棉
纺 、

丝绸
、

制药
、

含氰
、

石 油化 工 等工 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 的好氧处理
，

A 2
、

A 3
、

B 2
、

B 3
、

c 2
、

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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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麻纺 、

酒精
、

制糖
、

造纸
、

食品
、

发酵等行业高浓度废水的厌氧处理
。

5 ) 半软性填料
由变性聚乙烯塑料制成具有

一

定的刚性和柔性
，

能保持
一

定形状
，

又有
一

定变形能力
。

具有散热性
能好 ，

阻力小
，

布水
、

布气性能好
，

质量轻
，

耐腐蚀
，

不堵塞 ，

安装
、

运输方便等优点
。

表 2
．

1
．

4
—

6 为半软性
填料主要技术指标 。

表 2 1 4
—

6 半软性填料主要技术指标

材质 比表面积 ( m ’／m ’) 空隙率 (％ ) 密度 (k∥ m 。) 单片尺寸 (
zn m )

变性聚乙烯塑料 8 7
—

93 9 7
．

】 l3
～

14 西l2 O 击l6 0 1o o × 1【x】 l2 0 × I2 O 15 O × l50

6 ) 多孔球形悬浮填料
高密度聚乙烯制成直径为 8 0 m m 的球体

，

其重量为 l7 g 左右
，

外壳重 13
～

14 g ，

填充料仅为 3
．

5 g ，

它的特点是微生物挂膜快 ，

老化的生物膜易脱落
，

材质稳定
，

抗酸碱
，

耐老化
，

使用寿命长达 l5 年
，

长期不需要更换 ，

产品耐生物降解
，

安装方便
。

7 ) 组合填料
组合填料是在软性与半软性填料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

由高分子聚合塑料和合成纤维组成
，

采用高密
度塑料制成 。

它的特点是塑料片体经特殊加工 能与纤维同时挂生物膜
，

且能有效地切割气体
，

提高氧利
用率 。

纤维均匀分布在塑料片体周围
，

使纤维的有效表面积充分地利用起来
，

大大提高生化池有效容积
内的生物污泥量 ，

从而提高污水处理效果
。

它的性能优于软性和半软性填料
，

弥补了前两种填料的不
足 ，

使得它易于挂生物膜
，

老化的生物膜又容易脱落
。

8 ) 不规则粒状填料
有砂粒 、

碎石
、

无烟煤
、

焦炭
、

矿渣及陶粒等
，

粒径
一

般由几毫米到数十毫米
。

这类填料的主要特
点是表面粗糙 、

易于挂膜
，

截留悬浮物的能力较强
，

易于就地取材
，

价格便宜等
。

存在的问题是水流阻
力大 ，

易于产生堵塞现象
，

应根据污水水质选择合适的填料及其粒径
。

3 选用要点
填料的选择主要根据污水的性质 、

构筑物或设备种类以及去除对象选择
。

主要以比表面积大
、

质量
轻 、

造价低
、

容易取材
、

使用时间长
、

可重复利用的填料作为选择对象
。

大致可按如下规律选择 ：

1 ) 沉淀池内填料 ：
一

般选择波纹板 (管)
、

蜂窝状填料
。

这类填料有利于污泥的附着及沉淀
，

使

沉淀效果更佳 。

2 ) 厌氧池内填料 ： 多用半软性填料
、

软性填料
、

组合填料
、

改型软性填料
、

多孔球形填料
。

有时
也选择无规则填料比如卵石 、

砾石等
。

3 ) 好氧池内填料 ：
一

般选择比表面积大
、

生物膜容易附着的填料 ： 半软性填料
、

软性填料
、

组 合
填料 、

改型软性填料
、

多孑L球形填料
、

活性炭等都有使用 。

4 ) 过滤器 内滤料 ： 过滤器内使用的滤料也属于填料的
一

种
，

截留污水内的悬浮物
，

主要使用不规

则矿物填料 、

活性炭填料
、

纤维滤料等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根据填料安装技术要求做好填料支架的安装

，

检查所有焊接点牢固性
，

复核支架能够承受的荷

载 。

2 ) 填料支架应做好防腐处理
。

3 ) 填料安装前要保持填料表面干净
，

严禁沾染油污
，

堵塞填料
，

严禁填料长时间在烈 日下暴晒
。

4 ) 按照设计要求安装填料
，

使填料分布均匀统
一

。

5 参考价格 (表 2
．

1
．

4
—

7 )
6 相关标准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悬挂式填料》 H J／T 2 4 5
—

2 0H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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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悬浮填料》圳 ／T 2 4 6
—

2 0 0 6 。

表 2
．

1
．

4
—

7 填料参考价格范围

填料种类 规格范围 (m m ) 参考价格范围 (元／m ’)

蜂窝状填料 直径 50 ( P P ) 36 0
—

560

波纹板填料 双通孔 7oo
～

IO 0 o

改型软性填料 2 0 o
～

3 50

半软性填料 直径 l5 0 2 0 0 —

4 0 0

多孔球形弹性填料 直径 15 0 3 50 —

650

组
合填料 直径 15 0 2 6 O

～

380

不
规则填料 2

～

64 6 0
～

3o 0

活 性炭填料 4 50 0
～

800 0

2 ．

1
．

5 气浮溶气没备
1 概述
1 ) 定义 ： 气浮处理法就是 向废水 中通 人 空气

，

并以微 小 气泡形式从水中析出
，

粘附在废水中的
油 、

悬浮颗粒等污染物质上
，

使污染物的比重小于 1 而上 浮到水面
，

形成泡沫
一

气
、

水
、

颗粒 (油)
三相}昆合体 。

通过收集泡沫或浮渣达到分离杂质
、

净化废水的目的
。

利用这种原理来处理污水 的设备或

构筑物就是气浮设备或气浮池
。 此类设备多用于小区及建筑优质杂排水的水处理中 。

2 ) 产品分类
①气浮净水工 艺分类
气浮净水工 艺已开发出多种形式

，
一

般根据产生气泡方式进行分类
。

a

布气法气浮 (包括转子碎气法
、

微孔布气法
，

叶轮散气浮选法等)
。

b 溶解空气气浮 (包括真空气浮法
，

压力气浮法的全溶气式
、

部分溶气式及部分回流溶气式)
。

c

电解气浮法
。

d 生化气浮法 (包括生物产气气浮法及化学产气气浮 ) 。

其中溶气气浮是使用最广泛 、

操作最方便的
一

种气浮法
。

②压力溶气气浮装置类型

压力溶气气浮装置是污水溶气气浮处理设备中使用最广泛的装置 。

压力溶气气浮装置采用加压方法将空气溶解 于水 ，

再在减压条件下释放 出微小气泡粘附于悬浮物
上 ，

使其整体比重小于水而上浮于水 面
，

通过机械装置刮除
，

实现固液分离的装置
。

压力溶气气浮主要
分为加压溶气气浮和射流溶气气浮 。

a

加压溶气气浮装置 ： 由水泵
、

空气压缩机
、

压力溶气罐
、

溶气水释放控制阀
、

释放器
、

刮渣机
、

电气控制箱 、

流量计和气浮池等构成
。

b 射流溶气气浮装置 ： 由水泵
、

射流器
、

压力溶气罐
、

溶气水释放控制阀
、

释放器
、

刮渣机
、

电
气控制箱 、

流量计和气浮池等构成
。

2 压力溶气气浮主要技术性能
1 ) 溶气释放器在工作压力 O

．

3
～

0
．

5 M P a 范围内释放的气泡应细密
、

均匀
，

气泡在 10 o 0 m L 量筒中
的消失时间应大于 4 m in 。

2 ) 溶气罐的溶释气效率不应小于 8 O ％ 。

3 ) 当 10 0 m g／L ≤ 进水 S S ≤ 5 0 0 m g／L 时
，

装置的 s s 去除率应大于 8 0 ％ ； 当 5 o 0 m g／L < 进水 s s ≤

2 5 0 0 m g／L 时
，

装置的 S s 去除率应大于 9 0 ％ 。

4 ) 装置运行噪声声压级应小于 7 6 d B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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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当溶气水回流比为处理水量(Q )3 0 ％ 时

，

装置能耗为 ：

①当Q ≤2 5 m 。／h 时
，

能耗≤ O
．

4 (k w
·

h )／m ’。

②当 2 5 m 。／h < Q ≤ 10 O m ’／h 时
，

能耗≤ 0
．

3 (k w
·

h )／m ’。

③当 Io o m ’／h < Q ≤ 4 0 0 m ’／h 时
，

能耗≤ O
．

18 (k w
_

h )／m ’。

6 ) 压力溶气罐的工作压力
一

般为 0
．

2 5
～

0
．

4 M P a ，

压 力溶 气 罐应 设 置排 水 口
，

水位计和溶气水取

样口 。

3 选用要点
1 ) 根据污水进水水质 、

处理要求核算设备参数
。

2 ) 根据污水处理水量和设备参数选择合适的气浮设备 。

3 ) 根据安装空间
、

系统高程进行设备布置
。

4 安装要点
1 ) 设备主体
①安装前对设备基础进行抄平校正 ，

保证设备主体水平
。

②设备与周围墙壁要留出 > 7 o 0 m m 的检修通道
，

设备要安装检修和观察平台 (平 台宽度 > 7 o o m m )

并安装保护栏杆 。

③安装的刮渣机设备底面应平整
，

高程和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2 ) 溶气罐
①注意与气浮设备主体 、

溶气泵
、

空压机之间间距
、

各管道走向
、

交叉情况
，

做到合理布置
，

留出

检修空间。

②溶气罐各支撑脚高度 一

致
，

与地面接触面水平
，

安装完毕的溶气罐应与水平面垂直
。

③溶气罐液位计要安装在容易观察和操作的一

侧以便于工 作人员操作
。

5 参考价格 (表 2
．

1
．

5 )
表 2

．

1
．

5 加压溶气气浮装置参考价格范围

型号 最大处理兽 (m ’／h ) 单价 (万元)

Y F 一

5 5 7

～

9

Y F —

lO 10 9

～

12

Y F —

l5 15 l4

～

l7

Y F 一

20 2O l7

～

2 O

丫F 一

30 3O l9

—

2 3

Y F 一

4 0 4O 2 2

—

2 6

Y F 一

6O 60 24

～

2 8

Y F 一

80 8O 2 8

～

32

Y F 一

10 0 10 o 32

—

38

Y F 一

12 0 12 0 35

—

加

6
相关标准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压力溶气气浮装置》 H J／T 26 l

一

2 0 ()6 。

2 ．

2 建筑中水设施

2 ．

2
．

1 中水处理工 艺
1 概述
中水是指各种排水经处理后 ，

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
，

可在生活
、

市政
、

环境等范围内杂用的非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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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建筑中水是建筑物中水和小区中水的总称
，

建筑中水的用途主要是冲厕
、

绿化
、

道路清扫
、

车辆冲
洗 、

建筑施工
、

消防等
。

中水利用是污水资源化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2 工 艺流程选用要求
中水工 程应用的成败与其采用的工 艺流程关系密切

。

适用的中水处理工 艺流程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

1 ) 技术先进
，

安全可靠
，

处理后出水能够达到回用 目标的水质标准
。

2 ) 经济适用
，

在保证中水水质的前提下
，

尽可能节省投资
、

运行 费用和 占地 面积 。

3 ) 处理过程中
，

噪声
、

气味和其它因素对环境不造成严重影响
。

4 ) 经过
一

定时间的运行实践
，

技术成熟
、

实用的处理工 艺流程
。

中水处理工 艺流程较多
，

本节仅对工 程中常用的混凝气浮
一

过滤
、

生物接触氧化
、

毛管渗滤土地处
理 、

膜生物反应器
、

曝气生物滤池
、

速分处理等六种常见的中水处理工 艺流程进行介绍
。

3 技术性能及选用要点
1 ) 混凝气浮

一

过滤处理工 艺流程 (适用于优质杂排水的处理回用)
原水 一

+ 格栅一 调节池
一

+

混凝气浮
一

过滤一 消毒
一

中水
①技术特点 ： 物化处理方法

，

无需生物培养 ，

具有设备体积小
、

占地省
、

可间歇运行
、

管理维护方
便等特点 。

②适用范围： 原水的有机物浓度较低 (c 0 D c r 引 o0 m ∥L ， B 0 D ，≤ 5 0 m g／L
， IJA s ≤4 m ∥L )

、

住房率
浮动较大或间歇性使用的建筑物 ，

特别适用于季节性旅游高档公寓
、

宾馆的洗浴废水
。

③选用要点
a

混凝气浮可以设备化
，

占地小
，

适用于层高较小的地下室等
。

b 气浮和过滤对悬浮物去除效果较好
，

对溶解性有机物的去除效果较差
，

但对洗涤剂有
一

定的去
除效果 。

设计中应对原水有机物浓度指标严格控制
。

c

为了保证水质处理的效果
，

对高级公寓
、

宾馆等建筑
，

最好在气浮和过滤后
，

增加活性炭吸附
装置 ，

并应在设计中明确
，

根据实际水质情况
，

半年至 1 年更换活性炭
。

④施工 安装要点 ： 当气泡发生方式采用溶气泵式时
，

应在溶气泵吸气管路吸嘴前安装气体流量计
，

以便调节和控制吸气量
。

当采用组合式气浮处理设备时
，

安装后应注意对成套设备外表面破损部位进行
防腐处理 。

2 ) 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 艺流程
原水一

格栅一 调节池一 生物接触氧化 一 沉淀一

过滤
一

消毒
-

一 中水
①技术特点 ： 生物接触氧化是

一

种成熟实用的处理工艺
。

它对原水适应性强
，

经济实用
，

运行管理

方便 ，

对操作管理水平的要求较低
。

②适用范围 ： 该工 艺适用范围较广
，

对于杂排水
、

生活污水和二 级出水均适用
。

⑧选用要点
a

接触氧化池的曝气应尽量做到布气均匀
。

b 填料上 生物膜 的更新是保证 生物膜法有效工作 的重要 条件 。 因此
，

生物接触氧化法在单位面积
上要有足够的曝气强度 ，

曝气量宜按 B 0 D ， 的去除负荷 汁算
，

根据工程经验取值 4 O
～

6 O m ’／kgB 0 D ，。 球
形填料曝气强度要求比固定填料小 ，

因为其本身的漂移运动有利生物膜的脱落
。

c

当接触氧化池面积过大时
，

接触氧化池的供气量设计应依据所需曝气强度进行
，

以满足池体搅
动强度的需要 。

d 生物接触氧化池内建议优先选用弹性立体填料 (该填料具有使用寿命长
，

价格便宜等特点)
。

也可采用安装和维修较为方便的球形填料 。

④施工 安装要点 ： 生物接触氧化池内填料需要支架时
，

应根据填料供应商提出的要求做支架预埋
件 。

支架安装完毕后应对其进行防腐处理
。

弹性立体填料与支架之间应连接牢固
，

并应方便填料的更换
和调整 。

其它安装要点需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3 s s 7 o 3
—

1 《建筑中水处理工程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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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毛 管 渗 滤 土 地 处 理 工 艺 流 程

原 水 一 格栅 一 厌氧调节池
一

+ 毛管渗滤土地处理 一

消毒
一 中水

①技术特点 ： 系统运行稳定可靠
，

抗冲击负荷能力强
。 无需建设复杂的构筑物

，

综合投资和运行费
用低 。

运行管理简单
，

便于维护
。

②适用范围： 分散的居民点
、

休假村
、

疗养院
、

机关和学校等小规模污水处理
，

并与绿化相结合
。

对于杂排水和生活污水均适用 。

③选用要点
a

布置在草坪
、

绿地
、

花园等之下的土壤中
，

日处理 1 m ’ 生活污水大约需占用 8 m 。 土地 。

b 根据小区内建筑物的位置
，

处理装置可集中设置 ， 也可分散设置 ， 经处理的水就地 回用 。

c

根据地形地势
，

利用自然地形
，

宜采用重力流布置
。

d 格栅及厌氧调节池应将原水中所含的大颗粒固体物去除
，

避免阻塞毛管渗滤土地处理系统
。

e

处理装置应设置在冻土层之下
。

f 当毛管渗滤处理装置设置在硬质地面 (如道路
、

广场等 ) 之下时
，

硬质地面的面积不得超过装
置占地总面积的 3 0 ％ 。

④施工安装要点 ： 毛管渗滤土地处理系统所采用的土壤渗滤介质应优先使用现地土壤
，

如现地土壤
无法符合处理功能要求时 ，

应根据设计需求进行改良
。

应严格控制配水管和集水管的坡度
，

配水管和集

水管管材均采用塑料管 。

其它安装要点需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3 s s 7 0 3
—

1 《建筑中水处理工 程
( 一

)》
。

4 ) 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工 艺流程
原水一

格栅
一

调节池一 毛发聚集器 一

保安过滤器
一

膜生物反应器
一

消毒
一

中水
①技术特点 ： 膜生物反应器是在活性污泥法的曝气池中设置微滤膜

，

用微滤膜替代二 沉池和后续的
过滤装置 ，

将生化与物化处理在同
一

池内完成
，

并对原水中的细菌和病毒具有
一

定的阻隔作用
。

该工 艺
具有耐冲击负荷能力强 、

有机污染物及悬浮物去除效率高
、

出水水质好
、

结构紧凑占地少
、

污泥产量
少 、

自动化管理程度高等优点
。

②适用范围： 以生活污水和杂排水 为原水 的中水系统
。

③选用要点
a

厨房排水应预先设置隔油池等隔油装置 ，

确保进人膜生物反应器的污水中动植物油含量不超过
5 O m g／L

。

b 膜组件的寿命是影响中水工程投资
、

设备运行管理和运行成本的主要问题
，

应根据膜材质
、

组
件结构形式等因素 ，

尽量选用质量好
、

寿命长的膜
。

c

毛发聚集器选型应确保对毛发等长纤维状物质的去除能力
，

防止其进入 M B R 池后对膜组件造成
不利影响 。

d M B R 池内的曝气方式宜选用鼓风曝气系统
，

曝气量应参照膜供应商提供的技术数据确定
。

e

膜生物反应器具有对水中细菌和病毒的阻隔功能
，

但工 艺流程中不应缺少消毒环节
。

f 室内中水处理站的净高应符合膜分离设备 (或称膜组件
、

膜组件单元) 安装和检修对最小吊装
高度的要求 ，

一

般不宜低于 4
．

5 m 。

g
宜设置 自动计量

、

在线监测等设备
，

提高 自动化管理水平
。

④施工安装要点 ： 在池内焊接工 作全部结束
、

且焊渣 等清扫完毕后
，

方可安装膜组件
。

膜分离设备
的出水管路在安装膜组件之前应完成管道试压 ，

确保该段管路不存在漏气现象
。

移动膜组件时
，

不应拿
中空纤维膜组件的膜丝部分或平板膜组件的中间部位

，

应用双手拿中空纤维膜组件两端的集水管 (或
集水端头) 或平板膜组件的框边 ，

禁止拉伸中空纤维膜丝或按压平板膜框
。 M B R 池内布气装置的安装

应确保散气孔水平度符合没计要求 ，

避免曝气不均匀
。

膜组件安装完毕后宜浸没于清水之中
，

或在其上方
用防火布遮盖 ，

避免粉尘或火花溅到膜组件上
。

其它安装要点需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8 s S 7 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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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中水处理工 程 (二 )》
。

5 ) 曝气生物滤池工艺流程
原水 一

格栅
一

调节池一 初沉池 (水解池)
一

曝气生物滤池
一

过滤一 消毒
一

中水
①技术特点 ： 曝气生物滤池处理工 艺是生物膜法的

一

种
，

与生物接触氧化法不 同之处在于它采用孔

隙率较小
、

颗粒较规则的球形陶粒滤料作为微生物载体
，

不仅具有生物膜工 艺技术的优势
，

同时也起有
效过滤作用 ，

因而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反冲洗
。

该工 艺流程简单
，

不需二 沉池
，

占地少
，

投资省
，

处理效
率高 ，

自动化运行程度高
，

对污水浓度和水量的变化适应性强
。

②适用范围： 以生活污水
、

杂排水和二 级出水为原水的中水系统
。

③选用要点
a

要求有前处理
，

对来水中的悬浮固体及纤维状物质应有效去除
，

否则易造成布水
、

布气长柄滤
头堵塞及滤池反冲洗频繁 。 因此在曝气生物滤池前宜设有粗细格栅

、

初沉池或水解池
，

必要时在初沉池
前加絮凝剂 ，

以强化
一

级处理
。

在初沉池或水解池出水堰上宜设置 2 m m 不 锈钢 格 网
，

以拦截纤维状悬

浮物 。

当原水中的悬浮固体含量较少时
，

可以省去初沉池或水解池
。

b 滤料要求 ： 为细菌生长提供理想的表面
，

促进气
、

水的平均分配
，

保证能截留固体悬浮物
，

具
有机械耐久性 ，

易于进行反冲洗
。

宜采用多孔的陶粒滤料
，

其硬度和耐磨性可使滤料保持颗粒大小和形
状多年不变 ，

其多孔性为菌胶团提供最佳生长条件
。

c

曝气生物滤池的工 艺稳定性和运行能力取决于正确的布水
、

配气设计和实际运行时的调控情况
，

布水 、

布气应参照相关规范或设计单位图纸施工 。

d 曝气生物滤池
一

般采用上向流
，

纳污能力强
，

工 作周期长
。

e

当进水总磷浓度较高且有 去除总磷要求时
，

可采用辅助化学除磷
，

可在进水 中投加铝盐
、

铁盐
等 。

f 设计时应严格计算滤池及管路的阻力损失
，

保证水顺畅通过滤池
。

④施工 安装要点 ： 空气管路进人滤池前应设置超高部分
，

超高高度不应低于 1
．

8 m 。

滤池采用混凝
土结构形式时 ，

滤板安装应保证水平度及接缝密封性能
。 曝气系统安装应保证其牢 固性和布气均匀性 。

卵石填装时应采取避免砸坏长柄滤头和曝气系统的措施 ，

滤料填装应按级配要求进行
，

避免包装带混入
其 中 。

其它安装要点需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8 s s 7 0 3
—

2 《建筑中水处理工程 (二 )》
。

6 ) 速分处理工 艺流程
原水一 格栅一 调节池

一

速分生化池
一

过滤
一

消毒一 中水
①技术特点 ： 速分生化技术是浸没式固定床生物膜的变型

，

是将流体力学中的
“

流离
”

原理与微
生物处理技术结合在 一

起形成的
一

种新型污水处理技术
。

利用特殊的固
一

液
一

气三 相运动
，

使污水中的
固体颗粒富集在速分生化球表面及内部 ，

在
一

定长度距离的速分生化球内
、

外表面生成的完整生物链及
反复进行的好氧 一

厌氧
一

好氧的生物处理系统的作用下
，

污水中各种污染物得到充分降解
，

并在系统内
部直接进行了污泥消化 ，

实现基本不排泥
。

②适用范围： 对生活污水
、

杂排水和二 级出水均可适用
。

③选用要点 ： 速分生化池容积
，

应根据原水水质不同情况
，

按 8
～

12 小时设计
，

气水比 (1O
一

15 ) ：l 。

过滤宜采用纤维球过滤器 ，

滤速
一

般取 3 0 m ／h ，

根据进出水压差
，

调节反冲洗时间 。

④施工 安装要点 ： 速分生化池内曝气管贴地安装
， 开孑L向上 。

曝气管安装完毕后
，

再将速分球
一

层
层码入速分池内 ，

最上层速分球要求高出设计水位半个球体
。

其它安装要点需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
集 0 8 s s 7 0 3

—

2 《建筑中水处理工程 (二 )》
。

4 经济性能分析
中水工 程 的经济情况与中水工 程的规模有直接的关系

。 一

般情况下
，

处理规模大
，

单方投资指标和
运行成本相对较低 ，

容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
。

中水工 程参考建设费用和运行成本
，

参见表 2
．

2
．

1 。

5 相关规范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 B 5 0 3 36
—

2 0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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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中水工 程参考建设 费用和运行成 本

处理工 艺流程 建设费用 [元／ ( m ’／d ) ] 运行成本 (元／m ’) 备注

气浮 一

过滤 Io o 0
～

l9 0 0 O
．

8 0
—

1
．

5 0 按 5
～

2 O m ’／h 考虑

生物接触氧化 土建式
l2 o o ～

2 30 0 O
．

6 5
～

l 4 0 按 5
—

2O m ’／h 考虑

设备式 15 0 0
～

3 o 0 0 0
．

7 0
—

1
．

5 O 按 5
～

2 0 m ’／h 考虑

毛管渗滤土地处理 5o o
一

3O 0 0 O
．

15
～

0 ．3O

膜
生物反应器

土建式 2 5o 0
—

5O o 0 1
．

2 0
—

l 6 o 按 5
～

2 0 m ’／h 考虑

设备式 3O 0 0
～

5 5 0 0 l 5 0
～

2
．

o 0 按 5
～

2 O m ’／b 考虑

曝气生物滤池 土建式
I2 0 0 ～

2 O o 0 0 6 5
～

1
．

20 按 5 O
～

lo 0 m 。／h 考虑

设备式 l5 0 0
～

3 0 o 0 O
．

6 5
～

l 3 O 按 5
～

5 0 m ’／h 考虑

速分处理 2 50 o
～

4 O 0 0 0 6 5
～

1 20 按 5
～

2 0 m 。／h 考虑

说明 ： 1 表中数据系依据北京部分中水工 程资料汇总及中水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

2 “

土建式
”

是指调节池
、

中水池和处理构筑物均为混凝土结构
。 “

设备式
”

是指中水处理站内的设施均为
厂家供应的设备 ，

包括调节池和中水池
。

3
建设费用和运行成本均不包括中水供水部分

。

4
运行成本包括 电费

、

药剂费
、

人工费
、

维修费
、

土建 和设备折 旧费
。

2 ．

3 雨水收集装置

2 ．

3
．

1 65 型
、

87 型 斗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1 概述
65 型

、

8 7 型斗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区别于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 B 5 0 0 15

中的重力(无压)流排水系统 。

系统的设计流态介于无压流和有压流之间的过渡流态
，

水流中掺有空气
，

可用水 、

气两相流规律描述
。

系统的流量负荷
、

管材
、

管道布置等都需考虑水流压力的作用
。 6 5 型

、

8 7 型

斗屋面雨水排水系统适用于各类工业和民用建筑中 ，

是我国应用最普遍
、

时间最久的雨排水系统
。

1 ) 系统组成 ： 6 5 型
、

87 型斗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由 6 5 型或 8 7 型雨水斗
、

连接管
、

悬 吊管
、

立 管
、

排出管组成 。

系统形式有檐沟或天沟外排水
、

密闭式或敞开式内排水
、

高低跨混合式排水等多种型式
。

6 5 型
、

8 7 型雨水斗由阻气顶盖和格栅整流罩
、

出水短管
、

压板等组成
。

2 ) 适用范围 ： 6 5 型
、

87 型 斗屋面雨水排水 系统适用于各种 民用和工 业建筑屋面雨水 的排除 。

系
统设计必须考虑雨水压力的作用 。

设计数据根据试验验证的资料确定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雨水斗基本性能见表 2

．

3
．

1
—

1 。

产品在达到不进气排水时
，

所需斗前水深 比虹吸斗大
，

比 自由

堰流斗小 。

表 2
．

3
．

1
—

1 常用雨水斗基本性能

斗型 出水管直径 d ( m m ) 进出 口面积 比

水力性能
材料

斗前水深 水流稳定性 掺气量

65 lo o 1
．

5 ： l 浅 稳定
，

旋涡少 较少 铸铁

87 (7 9 ) 75
、

l0 o
、

15 0
、

2 o 0 2
．

0 ：l 较浅 稳定
，

旋涡少 少 钢板或不锈钢板
，

铸铁

2 ) 雨水斗规格及 流量范 围见表 2
．

3
．

1
—

2 。

3 ) 悬吊管的坡度可按不小于 0
．

0 05 敷设
，

单斗系统的悬吊管流量范围和雨水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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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1
—

2 雨水斗规格及流量范围

规格 (m m ) 75 J0 o l50 200

泄
流量 (【／s ) 8 l2

～

l6 2 6
—

3 6 4 0
～

5 6

4
) 雨水立管规格及流量范围见表 2

．

3 l
一

3 。

表 2
．

3
．

1
—

3 雨水立管规格及流量范围

公称直径 ( m m ) 7 5 lo o l50 20 0 25O 30 0

排
水流量 (I／s ) 10

～

12 I9
—

2 5 4 2
～

5 5 7 5
—

9 0 I3 5
～

l5 5 2 2 0
～

2加

注 ： 建筑高度≤ l2 m 时不超过表中低限值
，

高层建筑不超过表中上 限值 。

5 ) 排出管 (又称出户管) 和其它横管 (如管道层的汇合管等) 可近似按悬吊管的方法计算
。

排出
管管径根据系统总流量确定 。

排出管在出建筑外墙时流速若大于 1
．

8 n1／s ，

管径应放大
。

6 ) 系统的设计工 况应选在非满管流态
， 以留有余地

， 可耐受短时超量雨水冲击 (包括屋面集水时
间小于 5 m in 时的高强雨汇流

、

超设计重现期降雨等)
。

7 ) 系统对溢流设施的依赖性小
，

安全运行实践经验已十分丰富
。

8 ) 系统管材及选用 ： 管材可选用钢管
、

给水铸铁管
、

钢塑复合管及抗环变形外压力大于 O
．

15 M P a

的承压塑料管等 ，

管材规格及技术要求同
“

给水管材
”

对应章节
。

3 选用要点 ： 应选用金属材料雨水斗
，

雨水斗应有整流格栅 。

平屋面和带天沟的屋面均可选用各
种口径的雨水斗

。

高层建筑室内雨水管道不得采用生活排水塑料管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雨水斗安装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9 S 30 2 《雨水斗选用及安装》。

2 ) 管道接口应能抵抗系统灌满水产生的压力 。

给水铸铁管应采用承插接 口 的管道
，

立 管 的转弯处

应 设支墩 ，

横管的转弯处应设固定支架
。

3 ) 地面不允许 冒水时
，

埋地管上不得安装敞开式检查井 。

4 ) 多斗立管的顶端不得安装雨水斗
。

5 )
一

个悬吊管上安装的雨水斗不应超过 4 个
。

5 雨水斗参考价格 (表 2
．

3
．

1
—

4 )
表 2

．

3
．

1
—

4 雨水斗参考价格

规格 ( m m ) D ^，75 D ，v 10 o D ，v l5 0 D ，v2 0 0

钢制 4 9 0 6 3 0 7 2 0 86 0

铸铁 2 8 O 3 30

6
相关规范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0 4 0 0

—

2 0 0 6 。

2 ．

3
．

2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1 概述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

也称为压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

它是区别于重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和 6 5 型

、

8 7 型斗屋 面雨 水排水系统的
一

种排水形式
。

其工 作原理 是充分利用雨水 斗与排 出管之 间的有

效位差 ，

快速排除雨水
，

管道内有明显负压
。

1 ) 组成及分类 ：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由虹吸式雨水斗
、

连接管
、

悬 吊管
、

立管
、

排出管
、

配
套管件和固定件组成 。

为满足不同屋面雨水排水要求
，

虹 吸式 雨水 斗按使用功能分为带集水槽型雨水

斗 、

无集水槽型雨水斗和防冻型雨水斗
。

带集水槽型雨水斗适用于平屋面
。 雨水斗由格栅罩

、

反涡流装
置 、

斗体
、

连接压板
、

防水翼环
、

出水短管等组成
，

防冻雨水斗带加热包
。

2 ) 适用范围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

特别适用于会展中心
、

体育场馆
、

航站楼
、

机库
、

大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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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

物流中心
、

工业 厂 房
、

办公楼等具有大型屋面的公共和工 业 建筑
。

该系统必须采用虹吸式雨水斗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雨水斗规格及流量范围见表 2

．

3
．

2
一

l 。

表 2
．

3
．

2
—

1 雨水 斗规格 及流量范 围

雨水斗出水短管 (m m ) 最大斗前水深 (m m ) 设计排水量 (I／s )

D ^巧0 d n 6 3 4 5
～

6 5 6
～

12

D ～8 0 d n 90 55
～

9 5 2 5
～

3O

D Ⅳ1o 0 d n I 10 8 0
～

l0 o 3O
～

36

D ⅣI25 d n 12 5 9 0
—

1 1O 6 o
～

7 O

D 』、rl5 0 d n 16 0 l0 o
～

12 0 1o 0
～

12 O

注 ： F目水斗不锈钢 出水短管公称 直径 以 D ，v 表不 ，

H D P E 出水短管公称外径以 d n 表示
。

2 ) 雨水斗材质 ： 不锈钢 s 3 0 4 0 8 (0 6 c r 19 M 1O ) 为斗体
，

格栅罩及反涡流装置采用硅铝合金材质
。

3 ) 雨水斗应具有
一

定的承载能力
、

密封性
、

耐候性和水力特性
。

测试方法须遵守行业标准
C J／T 24 5 —

2 0 0 7 。

4 ) 系统管材选用
①材质 ： 不锈钢 s 3 0 4 0 8 (O 6 c r19 N il0 )

、

H D P E 管材及管件 (选用 P E 8 0
、

P E lO 0 原材料 )
、

镀锌钢
管 、

涂塑钢管等
。

②规格及技术要求
a

不锈钢管材规格 D ^『5O
—

D Ⅳ3 0 0 ，

要求耐腐蚀
，

耐正
、

负压
，

外表光洁美观
。

b H D P E 管材规格 d ll50
～

d n 3 l5 ，

要求选用高密度聚乙烯为主要原材料
，

添加少量抗氧化剂
、

抗紫
外线吸收剂 ，

管材线膨胀系数为 0
．

2 m “∥ ( m
·

℃ )
，

并可耐正
、

负压
。

符合行业标准 c J／T 2 5 O
一

2 o o 7 。

c

钢塑复合管规格 D ／v5 0
～

D Ⅳ30 0
，

用 内外涂塑的钢塑复合管
，

不应使用衬塑钢管
。

3 选用要点
1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雨水斗规格
、

雨水斗材质
、

雨水斗排水量
、

管材材质及连接方式提出要求
。

2 ) 平屋面建筑宜选用 D 艏 O
、

D 胴 0 的雨水斗
，

带天沟的屋面可选用各种类型雨水斗
。

3 ) 寒冷地区配合屋 面伴热
，

应选用防冻型雨水斗
。

4 )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选用镀锌钢管
、

不锈钢管或涂塑钢管时
，

雨水斗出水短管应选用不锈
钢管材 。

排水系统选用 H D P E 管材时
，

雨水斗出水短管应选用 H D P E 管材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 雨水斗安装
根据屋面材质采用不同的安装方式 ，

可按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图集 O 9 s 3 O 2 《雨水斗选用及安装》
选用。

斗体安装时最关键的控制点是防止渗漏
，

保证不渗漏的安装方式有压紧防水卷材
，

氩弧焊接和夹
紧密封填料等措施 。

2 ) 管道连接
① H D P E 管
a

采用专用悬吊装置和立管管卡
，

以承担管道负荷
、

防止管道摆动和控制管道轴向伸缩
。

b 管道采用热熔连接或电焊管箍连接
。

c

安装时首先在建筑物上放线
，

确定合适的悬吊点
，

而后将安装 片和悬 吊杆安装在建筑物上 。

在
地面上将方钢导轨和管卡装配在 一

起
，

将装配在
一

起的悬吊系统悬挂在吊杆上
。

最后将管道安装在管卡
上 。

②镀锌钢管 、

涂塑钢管及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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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
。

a

镀锌钢管
、

涂塑钢管采用法兰连接或沟槽连接
。 不锈钢采用氩弧焊接或氩电联焊

。

b 管卡可采用扁钢或圆钢管卡
。

支吊架安装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3 S 4 0 2 《管道支架及吊

c

立 管底 部应设 支墩 。

d 管道支架间距按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2 4 2
～

2 0 0 2 执行
。

5 参考价格 ： 虹 吸雨水 斗参考价格见表 2
．

3
．

2
—

2 ，

虹吸排水系统管材参考价格见表 2
．

3
．

2
—

3 。

表 2
．

3
．

2
—

2 虹吸雨水斗规格及参考价格

规格 ( m m ) D Ⅳ50 D 『v80 D Ⅳ10o D ，vl2 5 D 』v l5O

单价 (元) l8 o 0 2 】8 0 2 6 8 0 32 8 0 3 5 8 0

表 2
．

3
．

2
—

3 虹 吸排水 系统管材参考价格 区间

材质 H D P E 管材及管件 镀锌钢管
、

涂塑钢管管材及管件 不锈钢管管材及管件

单价 (刀 米 ) 25
～

4 0 2 5
～

40 50
～

10 0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o 15 。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 程 技术规范》 c B 5 o 4 0 0
—

2 O o 6 。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2 4 2
—

2 0 0 2 。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技术规程》 c E c s l8 3 ：2 0 05 。

《虹吸雨水斗》 c J／T 2 4 5
—

2 o 0 7 。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 (H D P E ) 管材与管件》 c J／T 2 5 O
一

2 0 0 7 。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 B ／T 12 7 7 1
—

2 o o 8 。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 B ／T 3 O 9 1
—

2 o 0 8 。

《给水涂塑复合钢管》 c J／T l2 O
一

2 o 0 8 。

《建筑给水钢塑复合管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2 5 ：2 o o 1 。

2 ．

3
．

3 建筑雨水排水用聚乙烯塑料检查井
1 概述
建筑雨水排水用聚乙烯塑料检查井适用于建筑小区 (居住 区

、

公共建筑区
、

厂 区等 ) 范 围 内的外

径不 大于 8 o 0 m rn l 埋深不大于 6 m 的雨水排水管道上的雨水检查井
。

1 ) 构成 ： 聚乙烯塑料雨水检查井由井座
、

井简
、

井盖 (或井箅)
、

盖座
、

承重圈及其配件组成
。

井筒有整体式和分体式两种做法 。

应根据需要在雨水检查井井底做沉砂室
。

2 ) 分类和命名
①聚乙烯塑料检查井按使用规能

、

井筒的成型方式和井的组装形式进行分类和命名
。

②按检查井的功能分类
a

普通雨水检查井 ： 雨水管道上常用的供管道连接
、

检查
、

清通的雨水检查井
。

b 雨水集水检查井 ： 具有雨水收集功能及
一

定沉砂容积的雨水检查井
。

c

雨水渗透检查井 ： 具有雨水渗透功能及
一

定沉砂容积的雨水检查井
。

d 雨水集水渗透检查井 ： 具有雨水收集
、

渗透功能及
一

定沉砂容积的雨水检查井
。

e

渗透弃流井 ： 具有
一

定储水容积和过滤
、

截污能力
，

将初期雨水渗透到地下 的
一

种雨水检查井
。

③按雨水检查井井简的成型方式分类
a

滚塑成型做法
，

井座与井筒
一

次滚塑成型
。

b 分体组合的雨水检查井与井用管件焊接组合
。

④分体管件焊接组合的雨水检查井按组装形式可细分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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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壁式雨水检查井 ： 井筒为截取的管段
。

b 收口式雨水检查井 ： 井筒为收口形
，

收 口锥体与上部井筒及下部井室焊接
。

c

承插式雨水检查井 ： 上部 井筒 的收 口锥体落座在下部井室的承口 内
。

‘

d 台阶式雨水检查井 ： 上部井筒落座在下部井室的顶部平台上
e

三通管件式雨水检查井 ： 井简与雨水排水管的
一

管段连体成三 通形式 。

f 四通管件式雨水检查井 ： 井筒与雨水排水管的
一

管段连体成四通形式
。

井筒滚塑成型的各种雨水检查井规格 、

性能见表 2
．

3
．

3
一

l 。

六种分体管件焊接组合的雨水检查井的规格见表 2
．

3
．

3
—

2 。

六种分体管件焊接组合的雨水检查井结构图示见图 2
．

3
．

3
一

l
～

图 2
．

3
．

3
—

6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材料
①井座材料 ： 以聚乙烯 (P E ) 树脂为主

，

允许掺入与原材料相同材质的回用料和增强纤维
，

树脂
含量 (质量分数) 在 8 0 ％ 以上 。

②井筒材料： 滚塑成型检查井井简使用低密度聚乙烯树脂
。

分体组合检查井井筒用聚乙烯缠绕结构
壁管管材截取焊接 ，

环刚度 ≥ 6
．

3 州 ／m 。。

管材符合 G B ／T 19 4 7 2
．

2
—

2 o 0 4 标准
。

③连接管管材 ： 雨水检查井使用的连接管管材与井筒材料相同 。

④井盖： 详见 c J／T 2 I l
一

2 0 0 5 。

⑤井箅 ： 详见 c J／T 2 12
—

20 O 5 。

2 ) 雨水检查井设沉泥室
，

深 3 0 0 m m 。

3 ) 渗透检查井
、

集水渗透检查井
、

渗透弃流井的井壁及井底开孔
。

4 ) 最大井深是在使用机械清淤时的井深
。

5 ) 井径为 7 o o m m 的雨水检查井可下人检修
，

井径 3 0 0
～

6 0 o m m 的雨水检查井采用专业机械或工 具

实施水力清通和吸泥 。

3 选用要点
1 ) 井筒 一

次滚塑成型的雨水检查井用于人行道及绿地内
。

分体组合雨水检查井可用于小区 内的各
种使用场所 ，

选用时需对井筒和井盖提出荷载要求
。

2 ) 井径选择 ： 需要下人检修的雨水检查井井径选 7 0 0 m m ，

用专业机械检修的雨水检查井井径采用
3 0 O 一

6 0 O m m 。

3 ) 根据雨水排水管管径
、

雨水井连接管管径
、

接入管管径及井深选择井的型式 。

4 ) 井盖及盖座可根据井径和承载要求选用
，

宜用高分子材料
。

井盖分轻型
、

普通型和重 型
，

强度

级别分别为 2 0 k N 、 lo 0 k N 和 2 0 o k N 。

5 ) 结构壁管截取的井筒环刚度按需要提出
，

应≥ 6
．

3 k N ／m 。。

6 ) 车行道上的雨水检查井承压圈应使用钢筋混凝土制品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 检查井焊接质量要求

。

具体包括 ： 焊接前必须清理焊接部位
，

不得有泥土
、

污渍
、

油污等物质
存在 。

焊缝平整
，

焊接时不容许有漏焊
、

虚焊
。

焊缝强度应不小于焊接件强度
。

2 ) 井坑施工时
，

井坑可与沟槽同时开挖
。

如地下水水位高于井坑坑底
，

应实施人工 降水
。

井坑底
部如有砖 、

石等坚硬物体时应将其清除
。

对于
一

般土质
，

基底应铺设粗砂基础
。

软土地基应做处理
。

管
件式检查井的基础处理执行 《建筑小区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 c E c s 2 2 7 ：2 0 0 7 标准

。

3 ) 检查井与连接管件连接可在工 厂完成
，

也可在现场制作安装
，

采用 P E 焊条进行管双面焊接
。

4 ) 井体就位施工时
，

将普通雨水检查 井直接在井坑基础上就位
。

渗透雨水检查井就位前
，

先在砂
基础上放置土工布袋

，

袋内填碎石
，

然后再进行井体就位
。

渗透检查井应做渗透层
，

土工布袋与井坑壁

间填粗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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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回填施工 时
，

回填高度应为检查井承压圈褥垫层的底面
，

回填土必须夯实 ， 回填土 内不得有石

块 、

砖块及其他硬杂物
。

6 ) 承压圈安装应在检查井回填后进行
，

检查井与井筒间设挡圈
。

7 ) 井盖及盖座安装应在褥垫层承压圈完成后进行
。

5 参考价格
滚塑成型雨水检查井的规格及参考价格见表 2

．

3
．

3
—

3 ，

管件焊接组合雨水检查井的规格及参考价

格见表 2
．

3
．

3
—

4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小区排水用塑料检查井》 C J／T 2 33

—

2 o 0 6 。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 程技术规范》 c B 5 0 4 0 0
—

2 0 o 6 。

《埋地用聚乙烯 (P E ) 结构壁管道系统第 2 部分 ： 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G B ／T 19 4 7 2
．

2
—

2 0 0 4 。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检查井井盖》 c J／T 2 l 1
—

2 o 0 5 。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水箅》 c J／T 2 l2
—

2 0 o 5 。

《埋地聚乙烯排水管道工 程技术规范》 c E c s l6 4 ：2 o o 4 。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14
—

2 0 0 6 。

表 2
．

3 3
—

1 井简滚塑成型雨水检查井规格及性能

序号 名称 简图 规格 ( m m ) 材质 技术特征及功能

l 普通检查井

● l 。 ●’

／ 一

、’。’＼
． - 、 一

j ／

＼
、 1 ～ 一

／

出5o 0 Ⅳ = 1O 0 0

复合材 料井盖

L D P E
整体井筒

普 通 井 盖 ，

普 通 井
筒 ，

普通检查井
击60o 盯 = 14 0 0

蠲 0 o 打 = 14 o 0

2 集水检查井 一

I川∽
一

d 6 o o H = lO 0 0

树脂材料 井 盖
】．

D P E 整体井筒

带 蓖 井 盖 ，

普 通 井
筒 ，

井 内有截污筐
，

检查井有集水截污功

能

拍 o o 片 = 4 0 o

0 8 0 o 日 = l4 o 0

3

d 60 0 日 = lO 0 0

树脂 材料井盖
I．

D P E 整体井筒

带蓖井盖 ，

井壁
、

井
底开孔 ，

井内有截污
筐 ，

检 查 井有 集 水
、

截污 、

渗透功能

6 6 0 0 Ⅳ = 14 o 0

集 jj( 疹 透 税 谴 剥 ，

< i 1二
、

! - -= 一

点 i
．

! √ ’ 击8o 0 Ⅳ ： I40 o

j
㈠ ：：!j

：

士80 0 日 ： l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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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3
．

3
—

1

序 号 名称 简图 规格 (m m ) 材质 技术特征及功能

4
渗透检查井

： ，

L二二
一

⋯

：．

：：二
、 、 ’

?
=二一 ⋯

j

， _|，一 、＼＼
， 、

一 ．

√ i
一

，
．

＼ 。

＼ 、 一 ， ，

6 6 o 0 Ⅳ = 1O o 0

复合材料井 盖
L D P E

整体井筒

普通井盖 ，

井壁
、

井
底开孔 ，

有雨水渗透
功能

出5o 0 日 = I4 0 0

d 8 0 0 科 ： I40 0

5 渗透弃流井

一 一
。

三
一

i
‘ ～ 。 ’

／ 一 ～

、

=

( 卜== 一
～ 一

＼ j⋯ — —

、 ⋯

／ ‘

d 80 o H = 】4 00
复合材 料井 盖
L D P ￡

整体井筒

普通井 盖 ，

井壁
、

井
底开iL ，

井 内有隔污
板 、

截污筐
，

检查井
有雨水初期弃流功能

6 雨水溢流井

?

}
一

一

1 C
一

一
⋯ 一

F
／ 一

、1、
、一

二
叫 L = ：

、、＼～ ，

／

t

d 6 0 0 日 = lO 0 0

复合材料井盖

I。

D P E 整体井筒

普 通 井 盖 ，

普 通 井
筒 ，

有超量雨水的溢
流排放功能

击6 o 0 何 = l4 0 0

击80 o 日 = I4 0 0

表 2
．

3
．

3
—

2 六 种分体管件焊接组合雨水检查井规格

井型 井径
D

( m m )

连接管径 D 』v

( m m )

连接管径 D Ⅳ1

( m m )

接人管径 D 『v2

( m m )

常用井深 饥

( m )

最大井深 舵

( m )

沉砂室深 ￡

( m m )

直壁式

40 0 20 0 20 0 15O < 2 6 3 0 0

5 0 0 30 O 3 0 o 2 0 0 < 2 6 3 0 0

6 0 0 4 0 0 4 o 0 3 o 0 < 3 6 3 ()o

7 o0 5 00 5o 0 4o 0 < 3 6 3 0 0

收口式
承插式

台阶式

7o o —

10 o 0 6 0 o 6 0 o 5 ()0 < 4 6 3 0 0

7 o 0 一

l2 0 0 80 0 8 0 0 6 0 0 < 4 6 30 o

70 o ～

15 0 0 9 0 0 9 0 o 8 0 0 < 4 6 3 0 0

三
通式

四通式

3 o 0 4 【x】 4 0 0 15 0 < 3 6 3 0 o

3 0 0 5 0 o 5 0 0 l5 0 < 3 6 30 0

40 0 5o 0 50 0 2【)o ( 4 6 3 0 0

4 0 0 6 0 o 6 0 0 2 0 0 ( 4 6 3 0 0

5 o o 6 o 0 6 o 0 3 0 o ( 4 6 3 0 0

5 o 0 7 o o 7 0 0 30 o < 4 6 30 o

6 o 0 7 0 0 7 0 0 4 0 0 < 4 6 3 0 o

6 0 0 8 0 0 80 0 4 o o < 4 6 30 0

7 0 0 8 0 0 8 0 0 5 0 0 < 4 6 3 0 0

注 ： 本表中井筒环刚度为 6
．

3 kN ／m 。 ，

井盖和井箅选用聚合物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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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a 3
—

1

直壁式检查井结构图

图 2
．

3
．

3
—

2

收口式检查井结构图

平面盟

图 2
．

a 3
—

3

承 插式检查井结构图

图 2
．

3
．

3
—

4

台阶式检查并结构图

图 2
．

3
．

3
—

5

管 件式检查井结构图 (
一

)

平面圈

图 2
．

3
．

3
—

6

管件式检查结构图 (二



建筑排水设备
·

2 9

表 2
．

3
．

3
—

3 滚塑成型雨水检查并规格及参考价格

穿号 名称 简图 规格 ( m m ) 材质 价格 (元 )

l 普通检查井

‘ 。 。 。 。 。 。 。 ⋯ 一 一 H

～ I 广 。

! ，

I }
— —

一
一 一 一

笳 00 H = lO 0 0

复
合材料井盖

L D P E
整体井筒

l9 加

‘ — ⋯ 一 ⋯ — —

／ 一

、 枷 0o Ⅳ ： 14 0 0
一

／ 、一

l

26 9 o

西800 H ： l4 0 o 3 O 0 o

2
集水检查井

。

铆萨
、 、 一 一 ／

出5o 0 Ⅳ = l0 o 0

树脂材料井盖
L D P E

整体井筒

2 2 5 0

拍 o o 日 ： I40o 30 50

蠲 0 0 H = I4 0 0 3 3 9 0

3
集水渗透检查，I：

‘ 。

■ ，r ’

： n 一

二 ==
一

- 1
、

．

一

跚萨

拍 00 日 = lO 0 0

树脂材料井盖
L D P E

整体井筒

2 2 6 o

击6 0 0 日 ： l4 o 0 3 O 5 O

士80 o 日 = l4o 0 3 3 9 0

4 渗透检查井

’

』 ·

一

一 、

／
一

、

一 一

· j 1 — —

-

士60 o 日 = l0 0 o

复合材料井盖

L D P E
整体井筒

l9 2 0

击6 0 o H = l4 0 0 2 6 9 0

蠲 0 0 日 = l4 0 0 3 0 o O

5 渗透弃流井

。

一

； ，

； -

／ 、

一

／ 、
一

-

＼ ／
＼ — —

／

鸸 00 H = I4 0 0
复合材料井盖
L D P E

整体井简

3 0 o 0

6 雨水溢流井

I r ；

／ 一 、 、 、

击600 日 = lO o o

复合材料井盖

LD P E 整体井筒

19 2 0

拍 o 0 Ⅳ = l4 0 0 2 6 9 0

鹋 0 0 Ⅳ = l4 0 o 3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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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3
—

4 管件焊接组合雨水检查井尺寸规格及参考价格

井型 井径
D

( m m )

连接管径 D ，v

( m m )

连接管径 删 1

( m m )

接人管径 D 『v2

( m m )

井深 Ⅳ1

( m )

沉砂室深 ￡

( m m )

价格

(元 )

直壁式

4 o 0 2 0 0 2 0 0 15 0 2 30 0 l4 3 2

5 0 0 3o 0 30 0 2 0 0 2 3 0 o l2 9 8

6 o 0 4 0 0 4 0 0 3 0 0 3 3 0 0 3 2 74

7o 0 5 0 0 50 o 4 0 0 3 3o o 4 2 l3

收 口式
承攉式

台阶式

7 0 o／10 o0 60 o 600 50 0 d 30 o 6350

7 O O／l20 0 80o 80 0 60 o 4 30o 67 63

70 0／150 0 90 o 9 0o 8o 0 4 30 o 7263

三 通式
四通式

3 0 0 4 o 0 4 0 0 l5 O 3 30 0 I】0 8

3 0 0 5o 0 5 0 0 l5 O 3 30 o I10 8

4 0 () 5 0 0 5 o o 2 o o 4 3o o l9 14

4 0 0 6 0 o 6 0 o 2 0 o 4 30 0 l9 l4

5 0 0 6 o o 6 0 o 3 0 0 4 30 0 2 6 4 6

5 0 0 7 0 0 7 0 o 3 0 o 4 30 0 2 6 4 6

6 0 0 7 o o 7 0 o 4 o 0 4 30 o 34 82

6 0 0 8 0 o 80 0 4 o 0 4 3 0 o 34 82

7 0 0 80 0 8 0 o 5 0 0 4 3 0 o 4 7 34

注 ： 本表中井筒环刚度为 6 3 k N ／m 。 ，

井盖和井算选用聚合物复合材料
。

2 ．

3
．

4 雨水初期弃流装置

1 概述

降雨过程中 ，

受下垫面的影响
，

初期径流中所含污染物的量较中
、

后期的雨水径流大很多
。

为了收
集到水质良好的雨水 ，

减少雨水处理成本
，

对初期雨水弃之不用
， 而把中

、

后期雨水收集起来的做法称

之为雨水初期弃流 ，

实现这
一

功能的设备称之为雨水初期弃流装置
。

1 ) 分类 ： 根据雨水初期弃流装置提取降雨或径流的特征元素的区别
，

可以分为水质型
、

容积型
、

流量型 、

雨量型等
。

本章节重点介绍自控式流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和自控式雨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

置 。

2 ) 装置组成
① 自控式流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 ，

主要由流量传感器
、

控制器
、

执行机构
、

供电和信号电缆
、

雨

水进水管 、

弃流水管
、

收集水管等组成
。

②自控式雨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
，

主要由雨量传感器
、

控制器
、

执行机构
、

供电和信号电缆
、

雨

水进水管 、

弃流水管
、

收集水管等组成
。

3 ) 适用范围
① 自控式流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 ，

用于以降雨下垫面上的雨水初期径流量为弃流装置控制信号
，

要求能准确控制弃流量 ，

自动运行的雨水收集系统
。

②自控式雨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 ，

用于以降雨的初期弃流雨量为控制信号
，

要求能准确控制弃流

量 ，

自动运行的雨水收集系统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装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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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弃流装置的规格 ，

用弃流装置弃流管的公称直径表示
，

详见表 2
．

3
．

4
—

1 。

表 2
．

3
．

4
—

1 雨水 弃流装置规格

弃流装置规格 弃流水管直径 (m m ) 进水水管直径 ( m m ) 收集水管直径 ( m m ) 控制数量 (个 )

D Ⅳ5O D Ⅳ5 O D Ⅳ1o 0 ，)，v 10 0

1 —

lO 』

D Ⅳ100 D Ⅳl0 0 D ，V20 0 D Ⅳ20 o

D Ⅳl50 D Ⅳ150 D 』＼J3o 0 D 7v30 0

D ^ 2 0 0 D 舵 o 0 D Ⅳ4o 0 D M 0 0

D Ⅳ250 D ，v25O D 『v5o 0 D Ⅳ5 oo

2
) 基本功能要求

①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平时开通 ，

雨水系统处于弃流状态 。

② 一

场降雨的径流量或降雨厚度达到初期弃流设定值时
，

弃流装置执行机构关闭
，

雨水 系统从弃流
状态自动转入 收集状态

。

③降雨 过后
，

当达到设定的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复位时间间隔时
，

弃流装置执行机构重新开通
，

雨水

系统 自动恢复弃流状态 。

④通过弃流装置弃流量等于初期 降雨厚度与汇水 面积 的乘积
。 无资料时

，

度采用 2
—

3 m m ，

地面弃流采用 2
～

5 rn m 。

⑤ 一

台雨水初期弃流装置的控制器可以控制 l0 台执行机构同时工 作
。

3 选用要点
1 ) 雨水利用工 程需要 自动准确控制雨水初期弃流量的情况如下 ：

①使用累计流量计将从 1 个雨水收集利用系统获取径流量作为信号源时
，

期弃流装置 。

②使用雨量传感器从雨水收集利用区域的某
一

地点获取降雨量信号源时
，

期弃流装置 。

屋 面雨水初期弃 流径流厚

选用 自控式流量型雨水初

选用自控式雨量型雨 水初

2 ) 在 一

座建筑物或可以认为降雨量分布基本均匀的区域
，

可以选用
一

个 自控式雨水初期弃流装置
为降雨信号源 ，

通过控制器控制多达 IO 个执行机构
。

3 ) 自控式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可实现有线或无线控制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 自控式雨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的雨量传感器

，

宜安装在收集雨水的建筑物或小 区雨水利用控
制问的屋面上 ，

或雨水收集区域中央气流平稳的地点
。

自控式雨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应安装在弃流井
内。

2 ) 自控式流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设于弃流井内
①弃流井分成两个井室 ，

第
一

井室内雨水进水管从井室
一

端进入
，

雨水收集水管从井室的侧端引
出。

侧墙引出弃流水管
，

管 口设筛网
，

在弃流井的第二 井室内安装弃流装置
。

②弃流井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

要求不渗漏
，

井盖
、

井座应不漏水
。

3 ) 弃流水管出口应安装满管流调整管段
，

使水管出水为满管流
。

弃流管引至 小 区雨 水 管 道 检 查

井 。

4 ) 在弃流井内
，

雨水进水管
、

雨水收集水管
、

弃流水管的管内底关系 ： 弃流水管低于雨水 进 水
管 ，

雨水收集水管 比雨水进水管高或相平 。

5 ) 控制器布置在控制间内
。

5 参考价格 ： 白控式流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参考价格见表 2
．

3
．

4
—

2 ，

自控式雨量型雨水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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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装 置见表 2
．

3
．

4
—

3 。

表 2
．

3
．

4
—

2 自控式流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参考价格

弃流装置规格 流量传感器 (个／套) 控制器 (个／套) 执行机构 (个／套) 附件 (个／套) 合计 (元／套)

，J，v5 0 I l 】 l 9 3 0 0

，JM o 0 l l 1 l 10 0 o 0

D Ⅳ15 0 】 1 I 1 10 80 o

，jⅣ2o o 1 l l l l2 80 0

n ^ 2 5 0 l l 1 l l5 O 0 o

注 ： 执行机构数量调整时
，

价格做相应调整
。

表 2
．

3
．

4
—

3 自控式雨量型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参考价格

弃流装置规格 雨量传感器 (个／套) 控制器 (个／套) 执行机构 (个／套) 附件 (个／套) 合计 (元／套)

D 川5 O l 1 l 1 9 50 O

D Ⅳlo 0 l 】 l 1 1O 5 【x 】

D ，v l5 O l l l l l 15 0 0

D ⅣZ0 O l l l l l2 5 0 0

D ，＼】2 5 0 l 1 I 1 l4 5o o

注 ： 执行机构数量调整时
，

价格做相应调整
。

6 相关规范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O 4 0 0
—

2 0 0 6 。

2 ．

3
．

5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
1 概述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是雨水收集与利用的一

种新型储水装置
，

它与钢筋混凝土储水池的最大区别是
，

使用了一

种储水池用塑料模块
，

以塑料模块组装成水池骨架
，

配合不同的包覆材料
，

构成具有不同功能
的水池 。

1 )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组成 ： 由水池池体及附件组成
。

附件包括进水井
、

出水井
、

鼓风通气管系
等 。

①塑料模块由聚丙烯塑料注塑成型 ， 上
、

下两个塑料模块对扣
，

组成
一

个储水单元
，

储水单元外形
尺寸为 I(】O O m m (L ) × 5 0 0 m m (w ) × 4 O O m m (H )

。

若干个储水单元
，

通过模块连接卡连接在
一

起
，

组装成
水池骨架 。

②在塑料模块水池骨架的外围包裹不透水土工 膜
，

组成储水池
。

包裹透水土工 布组成渗透水池
。

③进水井做成沉砂井型 ，

进水管 口设截污网
。

④鼓风通气管系用于水质保沽和水池保洁
。

2 ) 适用范围 ：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是钢筋混凝土水池的替代品
，

可作为雨水储水池和渗透水池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的有效容积见表 2

．

3
．

5 。

2 )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从侧面的上部进水
，

下部出水
，

预留的进
、

出水管管径为 d n 16 O 及 d n 12 5 。

3 ) 压缩空气管从塑料模块组合水池侧面的下部进入
，

水池通气帽应设于水池顶部
。

水池的水位计
应设于进水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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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1

6 )

水 池的外形宜为长方形
、

F 或 E 字形
。

单体水池最大容积应 < 5 0 0 m ’。

水池池顶覆土 0
．

5
～

1
．

5 m ，

池底最深 4
．

O m (含覆土)
。

建于停车场下的塑料模块组合水池 ，

单台机动车的总重量应小于 2 5 0 o kg
。

表 2
．

3
．

5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有效容积 (m 。)

3 选用要点

1 ) 根据工程的具体要求
，

确定水池的功能分类和构造
。

2 ) 由需要的储水量计算储水单元的数量
。

3 ) 根据水池的覆土厚度
、

池底深度和水池的平面形式决定水池塑料模块骨架的基本尺寸
。

4 ) 根据地基的土壤类型和地下水情况
，

确定地基做法和土壤 的硬化措施
。

5 ) 根据水池功能选择土工 包裹材料
，

并确定数量
。

储水池应采用不透水土工 膜
，

渗透水池应采用
透水土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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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确定进
、

出水管和进
、

出水井的位置和数量
。

7 ) 确定通气帽及鼓风通气系统的布置和数量
。

4 水池施工 安装要点
1 ) 基坑开挖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注意不要超挖
。

2 ) 基坑地基应根据土壤性质和类型做相应的处理
。

3 ) 渗透蓄水池应使用透水土工 布平整地铺设在基坑 内 。

4 ) 塑料模块的铺设和安装是从最下层开始
，

逐层 向上进行 。

5 ) 在安装底层模块时
，

同时安装鼓风通气管
。

6 ) 在蓄水池骨架的四周紧紧地包裹土工 布
。

7 ) 组合水池进
、

出口法兰及管道安装时
，

将法兰连接件固定在塑料蓄水池的设计预留进
、

出 口

上 ，

做好与土工布之间的密封
，

并接好管道
。

8 ) 把蓄水池进水管接人沉砂井
，

把出水管接人出水井
。

9 ) 在塑料模块组合蓄水池骨架的顶面铺设
一

层土工布
，

起保护作用
。

1 0 ) 回填时
，

在蓄水池四周填粗砂
，

在顶面土工 布上回填土层
，

回填土至与地 面相平
。

5 参考价格 ： 每个储水单元体积为 10 0 O m m × 5 o 0 m m × 4 0 0 m m ， 5 个储水单元体积为 l m 。 ，

参考价
格为 2 o 0 O

～

2 2 o 0 元／m ’ 。

6 相关规范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0 4 o 0
—

2 0 06 。

2 ．

4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2 ．

4
．

1 概述
1 定义 ：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是管件特殊或管材特殊的单根排水立管的排水系统

。

2 分类 ： 按管件特殊或管材特殊分为管件特殊类单立管排水系统
、

管材特殊类单立管排水系
统 、

管件及管材特殊类单立 管 排水系统
。

按管件特殊分为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
、

c H T 型单立管排
水系统和漩流降噪单立 管排水系统

。

按管材特殊分为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

中空壁内螺旋管单
立管排水系统和加强型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

另外
，

还有管材
、

管件特殊的 A D 型 单 立 管排 水 系

统 。

3 系统组成
1 ) 苏维托系统
排水立管和横管采用 H D P E 管

、

P V C
—

u 管或柔性接 口 排水铸铁管
。 上 部 特 制 管 件采用材质为

H D P E 或铸铁的苏维托特制管件 (原称混合器) (见图 2
．

4
．

1
—

1 )
。

排水立管底部采用泄压管 (见图
2 ．

4
．

1
—

2 )
。

L
—

』 丝- !L
—

』 丝 m_
—

- + l

图2
．

4
．

1
—

1 H D P E 苏维托特制管件构造图 图 2
．

4
．

1
—

2 底层泄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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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C H T 型系统

排水立管和横管采用柔性接口排水铸铁管或 P V C
—

u 管
。 上 部 特制管件采用铸铁材质的 c H T 型接

头 (导流叶片上下设置的旋流器 ) ，

下部特制管件采用铸铁材质的 c H T 型底部接头
。

3 ) 漩流降噪系统
排水立管和横管采用 P V c

—

u 管
。

上部特制管件采用 P V c
—

u 材质的漩流降噪接头 (内有螺旋肋的
旋流器) ，

下部特制管件采用 P V c
—

u 材质的漩流降噪弯头
。

4 ) 内螺旋管系统
、

中空壁内螺旋管系统
、

加强型螺旋管系统
排水立管采用 P V c

—

u 内螺旋管
、

P V c
—

u 中空壁内螺旋管
、

P V c
—

u 加强型螺旋管或加强型钢塑
复合螺旋管 ，

横管采用 P V c
—

u 管
。 上部特制 管件采用材质 为 P V c

—

u 或 F R P P 的旋转进水型三 通 及 四

通 (即普通型旋流器)
。

下部特制管件采用变径弯头
。

5 ) A D 型系统
立管管材采用 P V c

—

u 加强型螺旋管或加强型钢塑复合螺旋管
。

排水横支管和排水立管连接采用铸
铁材质的内有导流叶片的 A D 型细长接头 (导流叶片对 向设置的旋流器 ) 或 A D 型小型接头 (导流叶片
为单片的旋流器 ) 。

排水立管底部采用铸铁材质
、

变径
、

大曲率半径
、

蛋形断面的 A D 型底部接头或 A D

型 加长型底部接头
。

2 ．

4
．

2 特殊管材规格尺寸
P V C —

u 内螺旋管规格尺寸见表 2
．

4
．

2
—

1 。 P V c
—

u 中空壁内螺旋管规格尺寸见表 2
．

4
．

2
—

2 。

P V c —

u 加强型螺旋管规格尺寸见表 2
．

4
．

2
—

3
，

加强型钢塑复合螺旋管规格尺寸表 2 4
．

2
—

4 。

表 2
．

4
．

2
—

1 P V C
—

U 内螺旋管规格尺寸 (m m )
．

公称外径 d n 壁厚 e l 螺旋高 E 长度 E

7 5 2 1 I 2 3

4 0 o 0
或 60 o 0I】0 3 l l 3 o

l6o 3

．

8

I 3
．

8

表 2
．

4
．

2
—

2 P V C
—

U 中空壁内螺旋管规格尺寸 {m m )

公称外径如 壁厚 ￡ 外壁厚 e ．

内壁厚 e ：
格肋厚 6 螺棱高 ^ 空格数 (孔 )

7 5 5 ．

0 1
．

3 1 0 0
．

9 1 5 2 2

l 10 6 ．

0 l 8 1 2 1．O 1 7 2 4

16 0 7 ．

0 2 2 1
．

5 1
．

1 1
．

8 3 2

表 2
．

4
．

2
—

3 P V C
—

U 加 强 型螺旋管规格尺寸 ( m m )

公称外径也 壁厚 ￡ 内径 d ，

螺旋肋高 螺旋方向 螺距 肋线条数 n 长度 ￡

9 O 3 1 8 3 3 2 ．

3
逆

时针

6o 0

12 4 o 0O 或
6o O Ol】0 3 ．

8 10 1
．

8 3 0 7 60

表 2
．

4
．

2
—

4 加强型钢塑复合螺旋管规格尺寸 ( m m )

公称直径 D Ⅳ 外径 如 壁厚 ￡ 内径 d ．

螺旋肋高 螺旋方向 螺距 肋线条数 n 长度 ￡

9O 59 ．

1 3 9 8 1
．

1 2 3
逆时针

6 0()
l2 5 50 0

1 10 I14 ．

3 4
．

7 lo 4 7 3 O 7 6 0

注 ： 公称直径 90
、

1 l0 分别对应于日本标准规格 8O A
、

1o o A 。

2 ．

4
．

3 设置要求
当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宜在下列情况下采用 ：

1 排水立管排水设计流量大于普通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的最大排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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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生 活排水立管所 承担 的卫生器具排水设计 流量超过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15 中规
定仅设伸顶通气管的排水立管最大排水能力 (排水立管管径为 1o 0 m m 和 1 IO m m )

。

3 建筑标准要求较高的多层和高层住宅及公共建筑
。 1O 层及 l0 层以上高层建筑的生活污

、

废水
立管 。

4 同层接入排水立管的横支管数较多的排水系统
。

卫生 间或管道井面积较小的建筑
。

5 难以没置通气立管 (专用通气立管
、

主通气立管或副通气立管 ) 的建筑
。

需设置环形通气管或
器具通气管 ，

但不设置通气立管的建筑
。

要求降低排水水流噪声和改善排水水力工 况的场所 。

6 当排水立管排水设计流量小于普通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的最大排水能力时
，

也可采用特殊

单立管排水系统 。

2 ．

4
．

4 立管最大排水能力 ：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最大排水能力应按表 2
．

4
．

4 确定
。

2 ．

4
．

5 选用要点
1 苏维托系统
1 ) 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连接处应采用苏维托特制配件

。

当排水横支管只有
一

个卫生器具时 (不
含大便器) ，

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连接处
，

可不设苏维托特制配件
。

当楼层无排水横支管接人时
，

该
楼层的排水立管上可不设苏维托特制配件 。

2 ) 排水立 管苏维托特制配件的垂直距离不应大于 6 m 。

表 2
．

4
．

4 生活排水立管最大设计排水能力

排水立管系统类型

最大设计通水能力 ( L ／s )

排水立管管径 ( m m )

5 O 7 5 Io 0
( 1 10 ) 12 5 l50 ( 16 0 )

特 殊

单立 管

苏 维托 (混合 器 ) 4 5

内螺旋管
+

旋流器

普通型 I 7 3
．

5 8 0

加强型 6 3

注 ： 排水层数在 15 层以上时
，

宜乘 0 9 系数
。

3 )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管材和管件的材质有铸铁
、

H D P E 或 P V c 。

同
一

管道系统宜采用相同
材质管材和管件 。

当采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材时
，

苏维托特制配件可采用 P V c 材质
、

H D P E 材
质或铸铁材质 。

当管材
、

管件材质与苏维托特制配件材质不同时
，

应确保密封性
。

4 )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不得采用 内螺旋管
、

加强型螺旋管和中空壁内螺旋管
。

排水立
管顶端应设伸顶通气管 ，

其管径应与立管管径相同
。

当两根或两根以上通气管汇合连接时
，

汇合通气管
应按不小于 0

．

0 1 的上升坡度与总伸顶通气管连接
，

汇合通气管和伸顶通气管管径应按照 《建筑给水排
水没计规范》 G B 5 00 15 确定

。

接入苏维托配件的横支管管径不得大于立管管径
。

5 )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管径应为 10 0 m m 或 I 1O m m 。

当排水立管排水量超过立管最大
排水能力时 ，

应设置两根立管予以分流
。

不得 采用管径为 l6 0 m m 的苏维托特制配件
。

6 ) 在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排水立管底部转角不小于 2 m 的底层位置应设置泄压管
，

该泄压管
道以 4 5 。

管件与排水立管和水平管段连接
，

泄压管与排水立管管径相同并为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组
成部分 。

底层卫生器具排水管应接人泄压管
。

2 c H T 型系统
1 ) 排水管道为承插式排水管时应采用 c A 型接头

，

排水管道为无承 口直管时应采用 c B 型接头
。

2 ) 当排水横支管为
一

根时应采用 c A 型或 c B 型三 通 。

当排水横支管为两根时应采用 c A 型或 c B

型 四 通接头
。

当排水横支管数量更多时应采用五 通 或六通接头
。

不得采用不扩容 c A 型接头或 c B 型接
头 。

3 ) c H T 型系统可不设通气立管
。

当 c I|T 型系统有环形通气管或器具通气管时
，

可将通气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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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连接 。

3 漩流降噪系统
1 ) 漩流降噪系统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连接处应采用漩流降噪三 通 或漩流降噪四通

。

螺纹连接时
应采用螺纹连接漩流降噪三 通或四通

。

粘接连接时应采用非螺纹连接漩流降噪三 通或四通
。

2 ) 排水立管采用漩流降噪弯头
，

可螺纹连接和粘接连接
。

漩流降噪接头有效漩流高度为 6 m 。

3 ) 漩流降噪系统可不设通气立管
，

也不宜设 环形 通气管和器具通气管
。

4 内螺旋管系统
、

中空壁内螺旋管系统
、

加强型螺旋管系统
1 ) 立管宜敷设在建筑物的管道井内

。

管径≥ l 1O m m 的明设立管
，

在穿越管道井内楼层楼板处应有
防止火势贯穿措施 。

管径≥ l 10 m m 的明设排水横管接人管道井内立管时
，

在穿越井壁处应有防止火势
贯穿措施 。

2 ) 排出管以上的立管不得设置转弯管段
。

排水立管底部和排出管应比立管大
一

号管径
。

接入立管
的横管管径不得大于立管管径 。

5 A D 型系统
1 ) A D 型细长接头和 A D 型小型接头不能用于同

一

排水立管上
。

2 ) A D 型细 长接头
、

A D 型小型接头
、

A D 型底部接头
、

A D 型加长型底部接头和 P V c
—

u 加强型螺
旋管 、

加强型钢塑复合螺旋管应选用同
一

厂家的配套产品 。

3 ) 当排水立管上部有横支管接入
，

而下部无横支管接人时
，

无横支管接人的楼层
，

可每两层设置
～

个 A D 型细长接头或 A D 型小型接头 。

4 ) 底层排水管宜单独排出
。

在保证技术安全的前提下
，

底层排水管也可接入排水立管合并排出或
接人排水横干管排出； 当接人排水立 管时

，

最低排水横支管的管中心距排水横干管管中心的垂直距离应
≥

0 ．6 m 。

5 )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可不没专用通气立管
、

主通气立管和副通气立管
。

当按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15 规定需设置环形通气管或器具通气管时

，

环形通气管 和器具通气管可在 A D

型 接头处与排水立管连接
。

6 ) 排水立管不宜偏置
，

当必须设置偏置管时宜采用 4 5 。

弯头连接
，

并采取相应技术措施
。

2 ．

4
．

6 相关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l5 。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设计规程》 c E c s 7 9 ：9 6 。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 E c s 9 4 ：2 0 0 2 。

《建筑排水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85 ：2 0 0 5 。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c E c s 2 3 2 ：2 o 0 7 。

2 ．

5 真空排水系统

2 ．

5
．

1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
1 概述

1 ) 工 作原理 ： 真空排水系统通过气动传感原理将真空阀门打开
，

真空泵维持真空排水管道内
一

0 ．

O 5
一 一

0
．

0 6 M P a 的负压
，

使进入管道的污水处于负压状态
，

以 4
．

5 rn／s 左右的流速吸入真空管道至
真空泵站的污水收集罐中 ，

通过控制器控制管道内的压力变化
，

以实 现真空传输装置的启动和停止
。

当
污水收集罐内污水储存达到某 一

水位时
，

污水泵将 自动开启
，

将污水提升排入就近重力流污水管道
。

2 ) 优点 ：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卫生器具和管道布置灵活
。

便器冲洗水量少
，

节省用水量
，

减少排水
量 ，

管径小
。

无污水渗漏
，

管线内液体高速流动无污物沉积
。

无气味外泄
，

不影 响环境
。

3 ) 系统组成 ：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主要 由真空泵站 (内设污水泵
、

真空泵
、

真空罐
、

电控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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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管道 、

真空坐便器
、

真空蹲便器
、

真空地漏
、

污水收集装置
、

伸顶排气管或透气管滤池等组成
。

2 适用范围
1 ) 坡度不足 、

空间有限
、

吊顶偏低或建筑物结构限制等原因很难安装重力排水系统的地方
。

2 ) 对现有建筑物进行装修
、

重建
、

改建有困难或费用较高的地方
。

3 ) 需要将污水远距离传输至指定区域的地区 (如工厂
、

大型购物中心或大型住宅建筑群等)
。

4 ) 洁净水资源有限的地方
，

可节约水资源
。

3 主要设备材料见表 2
．

5
．

1 。

4 选用要点
1 ) 选型原则 ： 应考虑系统使用的安全健康性

、

可靠性 (真空阀循环开启次数 )
、

可维护性
、

噪声

和气味控制 、

节能
、

防火
、

节约水资源等
。

2 ) 准确计算所接纳的污废水排水量
，

系统的气水比
。

3 ) 真空泵站设计负压在
一

O
．

O 5
～ 一

O
．

0 6 M P a 之间
，

系统提升高度应限制在 4
．

5 m 范围内
。

4 ) 真空管道内流速应大于 1“∥s ，

不宜大于 7 “l／s 。

根据工 作环境条件
，

系统服务半径最大可达到
l k m 范围以内

。

5 ) 管道应敷设成锯齿形 ，

坡度不小于 l％ ， 一

般每隔 2 5
—

3 0 m 距离设提升弯
。

6 ) 系统应进行真空管道系统密闭测试
、

系统性能测试
、

真空管线监测
。

7 ) 系统中若
一

个真空传输装置损坏不得影响其他传输装置的工 作
。

8 ) 选用管材 ： P V c
—

u ( ≥ P N 10 )S D R
一

2 1 粘接连接
。 H D P E (≥ P N l0 )S D R

—

l 1 电焊连接
。

无承 口 的铸铁管 (P N 10 ) 快速夹具连接
。

镀锌钢管 (P N 1O ) 有承插和真空密封垫连接
。

5 相关标准
1 ) 系统执行标准参照 ： 《建筑物内的真空排水系统》 E N 12 10 9

2 ) 管道执行标准参照 ： u
—

P v C (P N lO )《未增塑聚氯乙烯管 ：
一

般质量要求
．

检验》D IN 8 0 6 1 。

《未增塑聚氯乙烯管(P V c
—

u
．

P V c
—

H )尺寸》D IN 8 O 6 2 。

H D P E (P N lO ) 《给水用聚乙烯 (P E ) 管材》 G B ／T 13 66 3 。

表 2
．

5
．

1 主要设备材料表

名称 规格或构造 材质 性能要求

污水收集罐 立式罐或卧式罐 钢制或 P E 压 力等级≥ O l M P a

真空泵 旋转活塞式／旋叶式

污水泵 干式安装 具有研磨功能 ，

通径大于 50 rn m

真空传输阀 由膜片 、

传输阀体组成 A B S

通 径要求大于 4 0 m m ， 使用寿命不应少于 30

万
次开启次数

。

真空坐便器 由真空传输 阀

、

控制按钮和水阀

等组成 陶瓷
／不锈钢

通径要求大于 4 O m m

每次冲洗水量 1 升左右

污水收集装置 由收集室

、

真空传输阀 、

感应管
、

通风阀等组成
P V C ／P E

真空蹲便器 由真空传输 阀

、

感应控制开关和

水 阀等组成 陶瓷
／P E

通径要求大于 4 0 m m

每次冲洗水量 3
～

4 升

真空地漏 由污水收集室 、

传输膜片等组成 不锈钢／铸铁

真空管道 D 『v2 5
～

D ^ 2 0 0 H D P E S D R l1
．

≥ P N l0

检修阀 与管道直径相同 铸铁／铸钢 P N 10

排气管道 D fv6 5
～

D ，v2 0 o P V C
—

U

排
水管道 D ，v8 0

—

D ⅣZo o H D P E ≥ P N 1O
．

S D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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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5
．

1

名称 规格或构造 材质 性能要求

控制柜 内部设备的规格型号

，

由设计进

行确定 钢制

要求具有以下功能 ：

】
真空罐体压力保护 (过压及低压) ；

2
电压保护 (过压

、

缺相) ；

3
液位保护 (超高或超低水位) ；

4
电机过载保护 ；

5
系统运行保护 (超时工 作) ；

6
温度保护

注 ： 检修阀采用弹性塑封闸阀
，

控制柜
一

般设于真空泵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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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供热水设备

3 ．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

3 ．

1
．

1 概述
太 阳能热水系统是将太阳光能转换为热能以加热水所需的部件及附件组成的完整装置 ，

通常由集热
器 、

贮热水箱
、

连接管道
、

控制器等组成
。

由于太阳能是低密度
、

间断陛
、

不 可控能源
，

单独作为热源
不能保证稳定的热水供应 ，

所以工 程 选用时应与其它能源 (辅助能源) 组合提供生活热水
。

系统包括
集热系统及热水供应系统两大部分 。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分类
，

见表 3
．

1
．

1 。

表 3
．

1
．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分类

分类要素 型式 主要特征

集热器

平板型 接收太阳辐射并向其传热
工 质传递热量的非聚光型部件

，

吸热体结构基
本为平板形状

全玻璃真空管型 采用透明管 (通常为玻璃管) 并在管壁与吸热体之间有真空空间的太阳
集热器 ，

水流经玻璃管直接被加热

玻璃一

金属真空管型 采用玻璃管外罩

，

将热管直接插人 管 内或应 用 u 形金属管吸热板插入管
内的集热管

运行方式

强制循环系统 利用水泵等外部动力迫使传热工质通过集热器进行循环的系统

自然循环系统 太阳集热系统仅利用传热
工 质内部的温度梯度产生的密度差进行循环的

系统

直流式系统 传热
工 质

一

次流过集热系统加热后
，

进入贮热水箱或用热水点的非循环
系统

传热类型 直接式 耗用的热水流经集热器的系统
问接式 (热交换) 非耗用的传热流体工质流经集热器的系统

集热器与贮水箱

的放置

分离式 集热器与贮热水箱分开放置的系统

紧凑式 集热器与贮热水箱直接相连或相邻的系统

闷晒式 集热器和贮水箱结合为 一

体的系统

集热器安装方式

一

体型 集热器作为建筑构件
，

一

体安装 。

整体感好
，

美观
，

热效率受安装部位
建筑物角度的制约

叠合型 集热器紧贴建筑表面安装 ，

较美观
，

热效率受安装部位建筑物角度的制约

支架型 利用支架固定在建筑物上 ．

热效率高
，

维修方便

系统承压类型 承压式 水箱承压

，

闭式系统

非承压式 水箱不承压 ，

开式系统

供热水范围

集中供热水系统 供给 一

幢或数幢建筑物所需热水的系统

局部供热水系统 采用太阳能热水器 (贮热水容积
6【x】L 以 下 ) 供给单个或数个配水点所需

热水的小型系统

注 ：
一

个太阳能热水系统由多种要素的不同型式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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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适用范围 ： 年 日照时数大于 14 0 0 小时

，

年太阳辐照量大于 4 2 【x】M _l／m 。，

极端最低气温不低于
一

4 5 ℃ 的地区
，

宜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

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建筑应具备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技术
条件 ，

并保证安装太阳能集热器的建筑部位 日照不受遮挡
，

或至少能保证 4 h 的 日照
。

安装太阳能热水
系统对相邻建筑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

3 ．

1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系统总体性能要求
1 ) 系统提供的热水水质卫生 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 生 标准》 G B 57 4 9

—

2 o o 6 的要
求 。

2 ) 太阳能作为预热热源
，

其贮热水箱供水温度无要求
。

太阳能作为直接加热供应热水的热源
，

其
贮热水箱供水温度宜≥ 5 O ℃

，

并保证最不利用水点的供热水温度不低于 4 5 ℃ 。

3 ) 太阳能热水系统必须采取防过热措施
，

并应符合 《太阳热水系统设计
、

安装及工 程验收技术规
范》 G B ／T l87 13

—

2 o 0 2 的要求 ； 在有冰冻可能的地区还应有可靠的集热系统防冻措施
。

4 ) 如果系统含有电器设 备
，

其电器安全应符合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 1 部分 ： 通用要

求》 c B 4 7 O 6
．

1
—

2 o 0 5 的要求
。

5 ) 当集热器成为建筑物顶部较高部件时
，

应按照国家现行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7
—

19 9 4 的要求做防雷保护
。

2 集热器产品热性能要求及主要参数
集热器产品应具备国家认可的太阳能热水器检测单位出具的性能检测报告 。

1 ) 大型太阳能热水系统 (水箱容积 > 6 0 o 升) 应检测项 目
①太阳集热器瞬时效率曲线 ： 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基于采光面积

、

进 口 工 质温度 r i

的瞬时效率截

距 卵。 应不小于 0 ．7O 。 以 t 为参考的总热损系数 u 应不大于 6
．

0 碍，／(m 。 ·

K )
。 无反射器真空管型太阳能

集热器基于采光面积 、

进 口工 质温度 7．1的瞬时效率截距 吼 应不小于 O
．

6 O ，

有反射器真空管型太阳能集
热器基于采光面积 、

进 口 工 质温度 r
．

的瞬时效率截距 ‰ 应不小于 0
．

5 0 。

以 瓦 为参考的总热损系数 u

应不大于 2
．

5 w ／( m ‘ ·

K )
。

②单位面积集热器的流量 、

阻力损失
。

2 ) 小型户用系统 (水箱容积≤ 6 0 0 升) 应检测项 目
①单位面积 日有用得热量 ：

一

定 日太 阳辐 照量 下 ，

贮热水箱 (罐 ) 内的水温不低于规定值时
，

单
位轮廓采光面积 贮热水箱 (罐 ) 内水的 日得热量

。

紧凑式 ≥ 7
．

5 M J／m 。 ，

分离式
、

间接式 ≥ 7
．

0 M J／m 。

(轮廓采光面积 ： 太阳光投射到集热器的最大有效面积)
②太阳热水系统的平均热损因数 ： 在无太阳辐照条件下的

一

段时间内
，

单位时间内
、

单位水体积太
阳热水系统贮水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单位温差的平均热量损失 ： 紧凑式

、

分离式≤ 2 2 w l／(m ’ ·

℃ )
3 ．

1
．

3 系统设计与设备选用要点
1 总原则
优先 、

充分利用太阳能
。

提供稳定的热水供应
。

设备
、

部件的安装位置及连接形式
，

应与建筑设计
统筹考虑 。

系统的安装应保证安全可靠
、

维修方便
。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与建筑同步规划
、

同步设计
、

同
步施工

、

同步验收
。

2 集热系统设计与设备选用
1 ) 选择集热器安装位置
①集热器安装倾角宜等于当地纬度 。

如系统侧重在夏季使用
，

其安装倾角等于当地纬度减 10 。 。

如
系统侧重在冬季使用 ，

其安装倾角等于当地纬度加 10 。 。

②集热器安装方位角宜朝向正南
，

或南偏东
、

偏西 3 O 。

的范围内设置
。

③集热器应避免安装在受建筑自身及周围设施和绿化树木遮挡的部位 ，

满足不少于 4 h 日照时数 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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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太 阳能集热器设置还应符合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G B 5 0 36 4
—

2 o o 5 的要求
。

2 ) 选用集热器
集热器类型应根据太阳能热水系统在 一

年中的运行时间
、

运行期 内最低环境温度
、

水质条件
、

经济
条件 、

维护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

可参考表 3
．

1
．

3
一

l 选用
。

表 3
．

1
．

3
—

1 集热器类型选用

选用要素

集热器类型

平板型 全玻璃真空管型 玻璃 一

金属真空管型

运行期内最低

环境温度

高于 0 屯 可用 可用 可用

低于 0 ℃ 不可用 (注 1 ) 可用 (注 2 ) 可用

运行方式 承压 、

非承压 非承压 承压 、

非承压

易损程度 低 高 I南

注 ： 1 采用防冻措施后可用
。

2
建议采用防冻措施

。

如不采用防冻措施
，

应注意最低环境温度值及阴天持续时间
。

3 ) 确定系统太阳能保证率
太阳能保证率是对应必要的生活热水负荷量 ，

由太阳能供给的比率
。

根据当地的日照条件
、

供热水
目标和投资能力 ，

参照表 3
．

1
．

3
～

2 的推荐值选用
。

表 3
．

1
．

3
—

2 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参数推荐选用表

等级 太阳能条件 年日照 时数

(h )

水平 面上年太 阳

辐 照量 (M J／m 。
-

a ) 地区 太阳能保证率

I 资源丰富区 320 0
～

3 30 0 > 6 70 0
宁夏北

、

盱肃西
、

新疆东南
、

青海西
、

西
藏西 6O ％

～

80 ％

lI 资源较富区 3O00
～

32 o 0 54 0 0
～

6 7 0 o
冀西北

、

京
、

津
、

晋 北
、

内蒙 及宁夏南
、

甘肃中东 、

青海东
、

西藏南
、

新疆南
5 0 ％

～

6o ％

Ⅲ
资源

一

般区

2 20 0 ～

300 0 50 oO
一

54 00
鲁

、

豫
、

冀东 南
、

晋 南
、

新疆北
、

吉林
、

辽宁 、

云南
、

陕北
、

甘东南
、

粤南
4 0 ％ ～

50 ％

14 o 0 ～

2 2 0 o 4 2 o 0
～

50 o 0
湘

、

桂
、

赣
、

江
、

浙
、

沪
、

皖
、

鄂
、

闽北
、

粤北 、

陕南
、

黑龙江

Ⅳ 资源贫乏区 l0 o 0
—

14 0 o < 4 20 0 川
、

黔
、

渝 ≤ 4 0 ％

4 ) 计算集热器面积
①按照国家标准 G B ／T l87 I3

—

2 0 o 2 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
。

②按照 日平均热水用量计算集热系统的热水负荷
，

并折算出集热器面积
。

当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
时 ，

居民的平均热水用量取 3 O
一

4 0 L ／ (人
·

d )
，

贮水箱内水的终止温度取 4 5
～

5 5 ℃ ； 当采用集中热水
供应系统时 ， 居民的平均热水用量取 5 0

～

6 0 L ／ (人
·

d )
，

贮水箱内水的终止温度取 5 5
。

6 O ℃ 。

③对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

为了弥补管网的热损失
，

按照规范的方法计算出集热面积后
，

还可以适当
乘以修正系数 ，

增加集热器面积
。

5 ) 选用传热类型 ： 单纯从集热系统的集热效率考虑
，

直接式系统优于间接式系统
，

但间接式系统
有利于保证供水水质卫生

。

因此
，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优先推荐采用间接式系统
。

6 ) 太阳热水系统运行方式应根据用户基本条件
、

用户的使用需求及集热器与贮热水箱的相对安装
位置等因素综合考虑 ， 可 以按照 c B ／T l8 7 l3

—

2 0 0 2 推荐的方式选用
，

见表 3
．

1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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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3
—

3 集热系统运行方式选用

运行条件
运行方式

自然循环 直流式 强制循环

水压不稳 可用 不宜用 (注 1) 可用

供电不足 可用 不宜用 (注 2 ) 不宜用 (注 3 )

即时用热水 不宜用 可用 不宜用

集热器与贮热水箱的相对位置 集热器位置高 不宜用 可用 可用
集热器位置低 可用 可用 可用

使用环境温度 高于
0 ℃ 可用 可用 可用

低于 0 ℃ 采用防冻措施可采用

注 ： l 在温控器控制泵的方式 F HJ用
。

2
在温控阀控制的方式下可用

。

3
在光电池控制直流泵的方式下可用

。

3 贮热水箱设计
‰ ： ，4 × 曰1 (3

．

1
．

3 )
式中 ％ — —

集热系统贮热水容积 (L )；

^ — —

太阳能集热器集热面积 (m 。)；

B
l

— —

单位采光面积平均每 日的产热水量 (L／m 。)
。

具体数值应根据当地 日照条件 、

集热器产品的实际测试结果而定
。

方案阶段可根据太阳能行业的经
验数值选取 。

对于直接供水系统
，

B 1 = 4 0
—

8 O L ／m 。 ，

取值范围可参照表 3
．

1
．

3
—

4 。

对于间接换热时的

热媒水系统 ， B 1 = 3 O
～

7 O L ／m 。。

表 3
．

1
．

3
—

4 直接供水系统单位采光面积平均每 日的产热水量

等级 太阳能条件 单位集热面积产热水量 (L／
m 。 )

I 资源丰富区 7 0
～

80

Ⅱ 资源较富区 60
—

7 0

Ⅲ
资源

一

般区 5 O
—

60

Ⅳ 资源贫乏区 4 O
～

5 O

注 ： 产热水温度为 4 5
—

50 ℃ 。

4 强制循环系统集热循环泵设计应由厂家配套提供
，

其噪声应满足安装部位的建筑要求
。

5 辅助热源系统设计与设备选用
1 ) 辅助热源及其加热设施宜按无太阳能热水系统状态配置 。

在农村或市政基础设施配套不全
，

热
水用水要求不高的地区

，

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

适当降低辅助热源的供热量标准
。

2 ) 辅助热源及其加热设施应在保证太阳能集热系统充分工作的条件下辅助运行 。

3 ) 当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时
， 配置宜不少于两套

。
一

套检修时
，

其它各套加热设备的总供热能
力不小于 5 O ％ 的系统耗热量

。

应按照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l5 中的规定进行辅助热源加热
设备的设计 。

4 ) 当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时
，

加热设备通常为
一

套电热水器
，

也可采用燃气热水器或燃气热水
采暖两用炉为辅助热源 ，

但其允许的进水温度应能满足集热系统出水温度要求
，

并具有恒温出水的功
能。

选型方法可以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8 S l2 6 《热水器选用及安装》
。

5 ) 辅助能源启动方式分为按需手动启动
、

全 日自动启动和定时 自动启动三种
，

因关系到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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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系统节能效果
，

应结合不同热水供应方式
，

采用适宜的控制方式
。

6 确定系统控制方式
1 )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控制系统应具有集热系统自动运行控制

、

辅助热源 自动切换控制
、

防冻
、

防
超温 、

防漏电
、

防空晒等功能
。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还有热水循环控制
。

控制方式应尽量安全
、

可靠
。

全
自动运行 ，

便于用户操作
。

并设置可数字化显示的控制仪表盘
。

2 )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功能与安全
，

应相应设置电磁阀
、

温度控制阀
、

压力控制 阀
、

泄水阀
、

自动
排气阀 、

止回阀
、

安全阀等控制元件
，

阀门性能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

并预留检修空间
。

7 管材选用要点
1 ) 集热系统管道设置在室外时

，

直接受到四季环境温度变化和日照
、

雨淋等气候条件的影响
，

在
选用管材及管件时 ，

不仅要考虑工程造价和管道敷设条件
，

还应针对各种管材特性
，

结合太阳能热水系
统特点合理选用 。

2 ) 集热系统管道采用塑料管材时
，

应避免因阳光直射和热引起伸缩
、

膨胀以及 防止管材老化
。

3 ) 热水供应系统采用塑料热水管
，

管道工 作压力应按相应温度下允许工作压力选择
。

8 相关建筑设计要点
1 ) 规划设计时 ，

采用计算机逐 时模拟 日照分 析
，

得出集热器适宜的安装范围和安装位置
。

2 ) 施工 图设计时
，

确定集热器位置
、

热水系统与建筑 (建筑的造形
、

平面功能) 结合的方式
，

进
行集热器安装基座定位设计 ，

并绘制构造节点详图
、

集热器
、

水箱安装图
、

厨房卫生间设计详图
，

进行
贮水箱的位置 、

空间及设施空间设计
，

预 留管井 (管线 区) 位置和维护检修 的通道
，

采取建筑防水
、

保温构造保护措施等 。

9 相关结构设计要点
1 ) 进行荷载 (自重荷载 、

装载荷载
、

雪荷载
、

风荷载
、

地震作用等) 计算
，

进行建筑结构主体与
设备支撑部件之间的连接件计算 ，

绘制建筑构件设计详图
、

安装设计详图
。

2 ) 在正常维护下
，

连接件的材料
、

构造及设备支撑部件应至少 与太 阳热水器同寿命
，

其中连接件
的材料及构造宜同建筑结构的使用年限 。

3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系统的施工安装应确保安全性和功能性

，

同时考虑与建筑结合
。

1 集热器
1 ) 预留集热器施工安装

、

日常维护检修的通道
，

并对安装集热器的部位采取建筑防水
、

保温构造
保护等措施 。

2 ) 要安装集热器 (热水器 ) 的结构上预先设置预埋件或 固定螺栓
，

当集热器安装在砌体墙上时
，

应在预埋件处增设构造柱 。

非结构受力构件如轻质填充墙上不得设置集热器
。

3 ) 采用支架安装时
，

应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检查强度
、

耐久性
、

与建筑物的固定方式
。

2 贮热水箱
1 ) 贮热水箱上方及周围应有安装

、

检修空间
，

净空不宜小于 6 o 0 m m 。

设置贮热水箱的位置应具有
相应的排水 、

防水措施
。

2 ) 贮水箱基座必须设在建筑物承重墙 (梁 ) 上
，

并预留固定用预埋件
。

预埋件与基座之间的空
隙 ，

应用细石混凝土填捣密实
。

3 ) 贮水箱应用地脚螺栓与基础连接牢固
。

4 ) 钢板焊接的储水箱
，

水箱内外壁均应按设计要求做防腐处理
。

内壁防腐涂料应卫生
、

无毒
，

且

应能承受所贮存热水的最高温度
。

水箱外壁应为带有优质防腐介质的金属材质
，

厚度不得低于 O
．

6 m m 。

5 ) 贮水箱应进行检漏试验
，

试验方法应符合设计与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G B 5 D 3 6 4 —

2 o o 5 的相关规定
。

6 ) 贮水箱保温应在检漏试验合格后进行
。

水箱保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 业 没备及管道绝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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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 B 5 o 】8 5
—

19 9 3 的要求
。

7 ) 贮水箱内箱应作接地处理
，

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接地装置施工 及验收

规范》 G B 5 0 l6 9
—

2 o 0 6 的要求
。

3 管路系统
1 ) 应采取措施保证冷热水系统压力平衡

，

系统冷
、

热水压差不应超过 0
．

0 2 M P a 。

2 ) 管道设计应合理有序安排走向
，

室外管线宜隐蔽设置
，

不影 响建筑外 观 。

如不能隐蔽设置
，

则
应具有 一

定建筑装饰效果
。

3 ) 竖向管线宜安设在竖向管道井中
，

做到安全隐蔽
，

又便于维护
、

检修
。

室内水平管线应隐蔽设置
，

在楼板和墙体面层中设置水平管道沟槽 ，

或隐蔽于吊顶内
，

隐蔽工程内的管线应无接头
。

4 ) 管路安装时
，

不得在结构梁柱
、

抗震墙的暗柱
、

端柱处穿管
。

管线穿过屋面
、

墙面等围护结构
时应及时预埋套管 ，

避免在已做好防水保温的屋面上凿孔打洞
。

5 ) 按照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5 的规定进行管道保温
，

保证系统的供水温度
。

6 ) 室外管路采用防冻布置
，

即管路中不得有滞留水的管路死角
，

按照水可以排 出的方 向顺坡布置
。

7 ) 管路安装应符合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 验收规范》 G B 5 0 2 4 2
—

2 0 0 2 的相关要求
。

8 ) 太阳能热水器
、

集热器的安装节点做法可以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8 S 12 6 《热水器选用及
安装》。

4 电气系统
1 ) 根据太阳能热水系统所需的用电功率(如循环泵

、

辅助电加热等)及位置
，

预留用电负荷及插座(宜
选用防潮防溅型面板)位置 ，

且插座 回路设置漏电断路器
。

如具有远程控制功能
，

还应就近预留控制管线 。

2 ) 按照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m 5 O 16 9
—

2 o o 6 及 《民用建筑
电气设计规范》JG _l l6

—

2 0 0 8
，

确定用电设备接地系统及安全措施设计方案
。

3 ) 设置可靠的避雷措施
，

而且放置于室内的贮水装置其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
。

3 ．

1
．

5 技术经济分析
采用太阳能作为热源供应生活热水是我国大力推广的节能技术 。

太阳热水系统设置除考虑系统类
型 、

辅助热源种类和比例
、

集热器类型
、

贮热水容积以及集热系统热性能和居民用热水负荷等诸多技术
因素外 ，

其经济性还取决于当地太阳能资源和气候条件
、

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等非技术因素
。 经济技术分

析可从经济性能和技术因素两方面进行 。

分为设计阶段的预评价和系统运行评价
。

1 经 济性能指标
预评价是在系统设计完成后 ，

根据系统形式
，

确定的集热器面积及 集热 器性 能参 数
、

设计的集热器倾
角及给定的气象条件下 ，

在系统寿期内的节能效益分析
。

系统运行评价是系统建成投入运行后
，

进行长期
监测 ，

计算实际的节能效益
。 经济性能指标包括太阳热水系统的投资回收年 限和太 阳能保汪率分析等

。

2 技术评价指标 (表 3
．

1
．

5 )
表 3

．

1
．

5 集热器技术评价指标

设计阶段
预评价

系统设计指标 集热系统设计指标 ，

供应系统设计指标
．

必要 的防水质污染措施等

建筑结合指标 规划同步设计 ，

建筑整合设计
，

确定合理的集热器
，

管井和贮热水箱位置等

结构安全指标 连接件的材料

、

构造及设备支撑部件与太阳热水器同寿命设计
。

结构设计应考虑 自重
、

施工 和检修荷载以及雪荷载
、

风荷载和地震作用对太阳热水设备和建筑结构的作用等

系 统 运 行

评价

使用功能指标 卫生的水质 ，

适宜的水温
，

充足的水量
，

稳定的水压
，

可靠性
，

节水效果
，

管理水平 等

建筑结合指标

集热器与集热器之间 ，

建筑与集热器之间无 日照 遮 挡
，

集热器布局整齐
、

产品外观与
建筑设计协调 ，

不影 响安装位 置处原有 的排水
、

防水
、

保温隔热功能
，

有检修通道
，

室内 、

外管线布置合理等

结构安全指标 安装构造不破坏防水

、

保温 、

不产生冷桥
，

考虑设备安装的连接技术
、

接 口技术
，

建

立 日常维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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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o 15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 I6
—

2 0 0 8
。

《家用太阳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 B ／T 19 14 1
—

2 0 0 3
．

《家用太阳热水系统热性能试验方法》 G B ／T 18 7 O 8
—

2 0 0 2
。

《太阳热水系统设计 、

安装及工 程 验收技术规范》 G B ／T l8 7 l3
—

2 0 0̈2
。

《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G B ／T 6 4 2 4
—

2 o o 7
。

《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G B ／T 17 5 8 1
—

2 0 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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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消防设备

4 ．

1 室内外消火栓及消火栓箱

4 ．

1
．

1 概述
1 定义 ： 消火栓是与消防给水系统或给水系统相接

，

设有开关阀门和
一

个或多个出口被用于给消
防水带供水或给消防车供水的装置 。

2 分类
1 ) 按设置位置和构造分为室外消火栓和室内消火栓

。

2 ) 室外消火栓按 设置位置和型式分为地上式室外消火栓和地下式室外消火栓 。

按连接形式分为内

扣式和螺纹式 。

3 ) 室内消火栓按出水口数量分为单出口室内消火栓和双出 口 室内消火栓
。

按栓阀数量分为单栓阀
室内消火栓和双栓阀室内消火栓

。

按结构型式分为直角出口 型室 内消火栓
、

4 5 。

出口 型室 内消火栓
、

旋
转型室内消火栓 、

减压型室内消火栓
、

旋转减压型室 内消火栓
、

减压稳压型室内消火栓和旋转减压稳压
型室内消火栓 。

4 ) 消火栓箱按安装方式为明装式
、

暗装式和半明装式
。

按栓箱箱门开启型式分为单开门式和双开

门式 。

按栓箱箱门材料分为全钢型
、

钢框镶玻璃型
、

铝合金镶玻璃型和其它材料型
。

按水带安置方式分
为挂置式 、

盘卷式
、

卷置式和托架式
。

4 ．

1
．

2 主要技术参数
每个室外 消火栓 的用水 量按 l0

～

l5 L ／s 计算
，

栓 口 水 压 (从 室 外设 计 地 面算 起 ) 不应 小 于
O ．

10 M P a 。

室内消火栓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4
．

I．2
—

1
，

消防软管卷盘性能见表 4
．

1
．

2
—

2 。

4 ．

1
．

2
—

1 室内消火栓设置要求

建筑物类别

消火栓参数选择 消火栓种类选择

每个消火栓流量

(L ／s ) 消火栓栓

口
直径 普通消火栓 减压消火栓

低层和

多层建筑

l
高度≤ 2 4 m 、

体积≤ 10 0 0o m ’ 的厂房 ；

2
面积 5000

～

10 000 0 病房楼
、

门诊楼等；

3 ≥8
层住宅

2 ．

5 D 』v5 0

消火栓栓

口
出水 压

力不 超 过

0 ．

5 M Pa 时

消火 栓 栓 口

出
水 压力超

过 0
．

5 M P a 时

需要设室内消火栓的其它低层和多层建筑 5 D ，怕 5

高层民用建筑 5 D ，v65

人
防地下室 (除去不需要设消防给水的建筑面积小

于 30 0 m 。 的人防工程)
5 D ，v6 5

汽
车库 (除去不需要设消防给水的耐火等级为

一 、

二
级且停车数不超过 5 辆的汽车库和车位不超过 2

辆的修车库)

5 D ，v6 5

注 ： 只有在十八层及十八层以下的单元式住宅和十八层及十八层 以下
、

每层不超过 8 户
、

且建 筑面积不超过 65 0 m 。

的塔式住宅 ，

当设两根消防竖管有困难时
，

可设
一

根竖管
，

但必须采用双阀双出口型消火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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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2
—

2 消防软管卷盘的性能

型号

消防软管卷

盘栓 口 直径

f m m )

胶 管内径

(m m )

水枪喷嘴
直径

(帕 m )

工作压力

fM P a 1

流 量
( 1／s )

有效射程

( m )

软管长度

( m )

S P 一

2 0 (2 5
、

30 ) 2 5 西l9 拍 ≤ 0
．

8 ≥0
．

3 ≥ 6 2O (2 5
、

3 0 )

X s46 0
—

2 0 2 5 西t9 拍 、

击8 ≤ O 8 0 3
一

I
．

0 6
．

7
～

12
．

5 2 O

4 ．

1
．

3 选用要点
1 消火栓

1 ) 室外消火栓宜采用地上式消火栓
。

寒冷地区设 置 的室外消火栓应有防冻措施
。

2 ) 消火栓应采用同
一

型号规格 。

消火栓的栓口直径应为 6 5 m m ，

水带长度应≯ 2 5 m ，

水枪喷嘴口径
应 《 19 m m 。

3 ) 室内消火栓栓 口处的出水压力大于 0 5 M P a 时
，

可选用减压消火栓
。

4 ) 消火栓栓口离地面高度宜为 1_ 1O m ，

栓 口方向宜向下或与设置消火栓的墙面垂直
。

2 水带
、

水枪配置要求 (表 4
．

1
．

3
—

1 )

表 4
．

1 3
—

1 水枪
、

水带配置要求

建筑物类别 每支水枪流量 (【／s ) 水枪喷嘴口径 水枪 、

水带口径 水带接 口

低层和多层建筑 ≥ 2
．

5

l6 m m (个别情况下
，

根 据 流 量 计
算 ，

也可采用 口径为 13 m m 水枪)
D ，v5 O jCD 50

低层厂房 、

体育馆
、

剧
院 、

礼堂等

≥
5 O 19 In 『n ，j^ 』6 5 届D 6 5

高层民用建筑

人防地下室

汽车库

注 ：
一

般宜采用防腐性能好的化纤衬胶水带
。

水带的长度可分为 l0 m 、

l5 m 、

2 O m 、

2 5 m 几种
，

消防电梯前室消火栓

处宜配备较短的水带 ，

其它部位配备的水带长度不应超过 2 5 m 。

3 报警按钮 ： l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每个消火栓处
，

应设有报警功能和直接启动消防水泵的按
钮 ，

并应设保护按钮的设施
。

根据需要
，

消火栓箱内还可设瞽铃
、

指示灯
、

电话插头等
。

4 消防软管卷盘设置 (表 4
．

1
．

3
—

2 )

表 4
．

1
．

3
—

2 消防软管卷盘设置

建筑物类别 设置位置 设置要求

低层和多层建筑

设有室内消火栓的人员密集公共建筑

1
走道

、

楼梯附近 ；

2
明显易于取用处 ；

3
有管理人员值班的服务台

建议增设可不设室内消火栓的其他公共建筑

建筑面积大于 2 O 0 m 。 的商业服务网点

高层 民用建筑

高级旅馆

应设

重要办公楼

一

类建筑的商业楼 、

展览楼
、

综合楼

建筑高度超过 10 0 m 的超高层民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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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箱 ： 消火栓箱的选择 首先应满足设计功能

，

满足建筑物防火 的基本需要
。 选择消火栓

箱 ，

还应根据需安装区域
、

建筑物类别
、

墙体结构及建没单位具体要求
，

综合考虑选定
。

例如 ： 车库
、

库房等区域可选用明装钢制组合消火栓箱
。

4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室外消火栓
1 ) 室外消火栓各项安装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

栓口安装高度允许偏差为 ± 2 O m m 。

2 ) 地下式消火栓顶部出水 口与消防井盖底面距离应 ≯4 0 0 m m ，

井内应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

并设爬
梯 。

寒冷地区井内应做防冻保护
。

消火栓位置标志应明显
，

栓 口位置应方便操作
。

3 ) 室外消火栓安装应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1 s 2 O 】 《室外消火栓安装》
。

2 室内消火栓
1 ) 栓 口应朝外

，

并不应安装在门轴侧
。

栓口 中心距地面为 1
．

1 m ，

允许偏差 ± 2 O m m 。

2 ) 阀门中心距箱侧面为 14 O m m ，

距箱后 内表面为 l0 o m m ，

允许偏差 ± 5 m m 。

箱体安装垂直度允许
偏差为 3 m m 。

安装消火栓水带时
，

水带
、

水枪和快速接头绑扎好后
，

应根据箱内构造将水龙带挂放在

箱内的挂钉 、

托盘或支架上
。

3 ) 室内消火栓系统安装完成后应取屋顶层 (或水箱间内) 试验消火栓并在首层取二 处消火栓作试
射试验 ，

达到设计要求为合格
。

4 ) 室内消火栓安装应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图集 O 4 s 2 O 2 《室内消火栓安装》
。

4 ．

1
．

5 参考价格 (表 4
．

1
．

5 )
表 4

．

1
．

5 铝合金消火栓箱 (带栓
、

枪
、

水带) 参考价格表

产品名称 规格 ( m m ) 单价 (影 套 ) 配置

单出水 Ⅲ型 减压稳 压 消

火栓箱
8o 0 × 6 50 × 2 4 0 9 8 6 【x 】

Ⅲ
型减压稳压消火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单出水旋转型消火栓箱 80 0 × 6 5 0 × 160 l0 4 3 00

旋转型消火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单出水旋转 Ⅲ型减压稳

压消火栓箱
8o 0 x 6 5O × l6 0 l0 5 8

．

o 0

Ⅲ型旋转消火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水枪
一

支
、

接
扣 ～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双出水 Ⅲ 型 减 压 稳 压 消
火栓箱

lO 0 0 × 7 0 o × 2 4 o l47 9
．

0 0

Ⅲ型
减压稳压消火栓二 台

、

2 5 m 水带二 条
、

水枪二 支
、

接扣二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双出水旋转型消火栓箱 1()0 o × 7 o 0 × 16 0 15 9 3 0 0
旋转型消火栓二 台

、

2 5 m 水带二 条
、

水枪二 支
、

接扣
二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双出水旋转 Ⅲ型减压稳

压消火栓箱
IO 0o × 7 0 o × l6 0 l6 4 3 0 0

Ⅲ
型旋转消火栓 二 台

、

2 5 m 水带二 条
、

水枪二 支
、

接
扣二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 单出水 Ⅲ型减压稳

压消火栓箱
lO 0 0 × 700 × 2 4 0 12 6 5 0 0

Ⅲ
型减压稳压消火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单出水旋转型消火

栓箱
lO 0 o × 7 o 0 x 16 0 13 2 2

．

o o
旋转型消火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单 出水旋转 Ⅲ型减

压稳压消火栓箱
l0 0 o × 7 0 o × l6 0 l3 5 0

．

00

Ⅲ型旋转消火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双 出水 Ⅲ型减 压稳

压消火栓箱
l2 o 0 × 7 5 0 × 24 O l52 2

．

0 0

Ⅲ
型减压稳压消火栓二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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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1
．

5

产 品名称 规格 ( m m ) 单价 (元／套) 配置

自救双出水旋转型消火

栓箱 12 o o × 7 5O × 16 0 l6 3 6 0 0
旋转型消火栓二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双 出水 旋转 Ⅲ型减

压稳压消火栓箱 12 0 0 × 7 5 O × l6O 16 6 5
．

00

Ⅲ型
旋转消火栓二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单出水 Ⅲ型减压稳

压消火栓箱
180 () × 7 0 0 × 2 4 0 l6 7 9

．

0 0

Ⅲ 型
减压稳压消火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单 出水 旋转 型 消火

栓箱 18 o 0 × 7o o × l6 0 17 3 6
．

0 o
旋转型 消 火 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单 出水 旋转 Ⅲ型减

压稳压消火栓箱 18 0 0 x 7 0 0 × l6 0 I7 5 0 o 0 Ⅲ
型旋转消火栓

一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双 出水 Ⅲ型减压稳

压消火栓箱 2 o o 0 × 7 5 O × 2 4 0 2 O 3 6
．

o 0

Ⅲ
型减压稳压消火栓 二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双 出水旋转 型 消火

栓箱 2 0 0 O × 7 5 0 × 16 O 2 15 0
．

0 0
旋转型消火栓二 台

、

2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自救双 出水旋 转 Ⅲ型减

压稳压消火栓箱 2O o 0 × 7 5 O × 16 O 2 l7 9 0 o
Ⅲ型旋转消火栓二 台

、

2 5 m 水带
一

条
、

自救转盘
一

套
、

水枪 一

支
、

接扣
一

副
、

报警按钮
一

个

注 ： l 全钢消火栓箱 (带栓
、

枪
、

水带) 价格为铝合金消火栓箱 1
．

1 倍
。

2
本价格表由上海菲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

4 ．

1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o o 16 ：2 0 0 6

。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4 5
—

9 5 (2 0 0 5 年版)
。

《汽车库 、

修车库
、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6 7
—

9 7 。

《人民防空工 程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9 8
—

9 8 (2 o o 1 年版)
。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2 4 2
—

2 o o 2 。

《室外消火栓通用技术条件》 G B 4 4 5 2
—

19 9 6
。

《室内消火栓》 G B 3 4 4 5
—

2 0 0 5 。

《消防软管卷盘》 G B 15 O 9 0
—

2 o O 5
。

《消火栓箱》 G B l4 5 6 1
—

2 0 0 3 。

4 ．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4 ．

2
．

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概述
1 ) 定义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是由洒水喷头

、

报警阀组
、

水流报警装置 (水流指示器或压力开关 )
等组件 ，

以及 管道
、

供水设施组成
，

能在发生火灾时喷水用以控制和扑灭火灾的固定式 自动灭火系统
。

2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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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 ) 适用范围
①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在人员密集 、

不易疏散
、

外部增援灭火与救生较困难的性质重要或火灾危险

性较大的场所中设置 。

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适用于存放遇水发生爆炸或加速燃烧的物品
、

遇水 发生剧烈 化学 反应或产生

有毒有害物质的物品以及洒水将导致喷溅或沸溢液体的场所
。

③露天场所不宜选用 闭式 系统
2 系统选型
1 ) 温度不低于 4 ℃

，

或不高于 7 0 ℃ 的场所应采用湿式系统
。

2 ) 环境温度低于 4 oc ，

或高于 7 O ℃ 的场所应采用干式系统
，

如寒冷地区不采暖地下车库和库房等
。

3 ) 具有下列要求之
一

的场所应采用预作用系统
①系统处于准工 作状态时 ，

严禁管道漏水
，

如贵重物品用房和计算机房等
。

②严禁系统误喷 ，

如棉花和烟草库房等
。

③替代干式系统 。

4 ) 具有下列条件之
一

的场所
，

应采用雨淋系统
①火灾的水平蔓延速度快 、

闭式喷头的开放不能及时使喷水有效覆盖着火区域
。

如舞台幕布和葡萄

架 区域等
。

②当采用闭式系统时 ，

民用建筑和工 业厂房室内最大净空高度超过 8 m ，

仓库室内最大净空高度超
过 9 m ，

采用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的仓库室内最大净空高度超过 13
．

5 m ，

非仓库类高大净空场所室内

最大净空高度超过 12 m ，

且必须迅速扑救初期火灾
。

③严重危险级 Ⅱ级
。

5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系统选型
，

应根据设置场所的火灾特点或环境条件确定
。

6 ) 水幕 系统 ： 由开式洒水喷头或水幕喷头
、

雨淋报警 阀组 或感 温雨淋阀
，

以及 水流报警装置 (水
流指示器或压力开关) 等组成 ，

用于挡烟阻火和冷却分隔物的喷水系统被称 为水幕 系统
。

按功能分为
防火分隔水幕 (密集喷洒形成水墙或水帘的水幕 ，

用于挡烟阻火 ) 和防护冷却水幕 (冷却防火卷帘等
分隔物的水幕 ，

使防火分隔物耐火极限符合要求
，

背火面温度不致导致火势蔓延)
7 )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 ：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是配置供给泡沫混合液设备后
，

组成既可
喷水又可喷泡沫的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按洒水喷头类型分为闭式自动喷水
一

泡
沫联用系统 (采用闭式洒水喷头的联用系统) 和开式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 (采用开式洒水喷头的

联用系统 ) 。

①闭式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应执行闭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 计规定
。

湿式系统 自喷水至喷泡沫
的转换时间 ，

按 4 L／s 流量计算
，

不应大于 3 m in 。

泡沫比例混合器应在流量 ≥ 4 L ／s 时
，

符合水与泡沫灭

火剂的混合比规定 。

持续喷泡沫的时间不应小于 10 m in 。

②开式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的前期喷水后期喷泡沫系统
，

喷水强度与喷泡沫强度均不应低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o 0 84

—

2 0 o l (2 0 O 5 年版) 有关规定
。

前期喷泡沫后期喷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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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泡沫强度与喷水强度均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15 l
一

19 9 2 规定
。

持续喷泡沫时间不应小于 l0 m in 。

3 主要部件
1 ) 喷头
①分类

洒水喷

一_』二柔兰鋈萎
喷头

L 水雾喷头

②技术性能要求
a

常用玻璃球闭式喷头 (表 4
．

2
．

1
—

1 )

表 4
．

2
．

1
—

1 常用玻璃球闭式喷头

_[= ：

_[兰

喷头型号 连接螺纹

(In )

公称动作

温度 (℃ )

最高环境

温度 (℃ ) 工作液色标普通型 边墙型 直立型 下垂型

ZST P 15／5 7 Z S T B 15／5 7 Z S ’

IZ 15 ／5 7 Z ST X 15／5 7 Z G l／2 ”

5 7 2 7 橙

Z S 1_P 15／6 8 Z ST B 15／6 8 Z S1Z l5／6 8 Z S1'x 】5／6 8 Z G 】／2
”

6 8 3 8 红

Z S T P 15 ／7 9 Z S T B 15／7 9 Z S1 lZ l5 ／7 9 Z S T X 15 ／7 9 Z C 1／2
”

79 49 黄

Z S T P 15／9 3 Z S T B l5／9 3 Z S T Z 15 ／9 3 Z S 1 _x 15／9 3 Z G 1／2
”

9 3 6 3 绿

Z ST P l5／14 l Z S T B 15／】4 1 Z S 1 Z 15／14 1 Z s1'x 15 ／14 1 Z G 】／2 ”

14 1 l ll 蓝

b 国产快速反应喷头 (表 4
．

2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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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

2 国产快速反应喷头
、 ’

、

＼ 挣类
型号

；嘉
、

＼ 大 口径快速反应喷头 特大口径快速反应喷头 快速反应低压喷头

型号

z 譬rP —

l3
．

5 (普通型)
z s T z 一

13 5 (直立型 )

Z S n (
一

l3
．

5 (下垂型 )
zsT B

—

l3
．

5 (边墙型 )

Z 吼 ： 一

16 3

(直立型)

ZST，(
一

l6
．

3

(下垂型)

Z S ’

IZ
—

l7
．

5

(
直立型)

Z S 1X 一

17 5

(下垂型)

Z S D 1x 一

2 0 (下垂型 )
z s D 1 z 一

2O (直立型 )
z s r)T B 一

2 0 (边墙型 )

口
径或公称通径 ( m m ) 13 5 16

．

3 17 5 2O

连
接螺纹 1／2 ” 、

3／4 ” 3／4 ” 3／4 ”

K
值 l I l 5 16 3 2 0 0 1 15 ± 9

肿 1
值 (m · s )T 34

、

35 34
、

5 5

动作温度 (℃ ) 5 7
、

68
、

79
、

9 3 6 8
、

9 3
、

】4 l 5 7
、

6 8

工
作压力 (M P a ) 0

．

1
—

0
．

5 0
．

0 5 34
～

O
．

12 0
．

0 4 6
～

0
．

19 3

适用场所

1
公共娱乐场所

、

中庭环廊；

2 医
院

、

疗养院的病房及治疗区
，

老年
、

少儿
、

残疾人集体活动

场所 ；

3
超出水泵接合器供水高度的楼层 ；

4
地下的商j世及仓储用房

楼 层 不 高 、

面 积 不 大
、

建筑耐火等级较低 ，

但
火灾隐患较大的中小型

文化娱乐场所

c

开式喷头 (表 4
．

2
．

1
—

3 )
表 4

．

2
．

1
—

3 开式喷头的分类
、

性能与技术参数

分类 型号 适用系统 原理及使用场所

公称

直径

(m m )

连接
螺纹

K 值 安装方式

开式洒水喷头

Z sT R 一

15

(
双 臂 或 单

臂 )

雨 淋

系统

为去掉 热敏元件和密封件的闭式喷
头 。

支架有单臂和双臂之分
。

开启

时形 似 下 雨 降水 。

用于 危 险性 大
、

火灾蔓延快的场所

D ，vl5 l／2 ” 8 0

下垂型

直立型

边墙型

水幕

喷头

幕
帘
式

缝隙

式

Z 1T K —

l5

Z s 1lM 一

1O

Z S T M 一

6

水幕

系统

有单缝隙和双缝隙两种 ，

喷洒角度
分别为 19 0 。 和 15 0 。 ，

能起冷却和分
隔作用 。

常用于舞台台口 和生产装

置的分隔

D M 5 l／2 ”

4 3 ．

5

4 0 ．

5

2 4 ．

5

下 垂 型
安 装 并

和 保 护

面成 4 5 。

角

雨淋

式

同 开式 洒

水喷头

能造成防火水幕带 、

起防火分隔作
用 、

开 口部位 大
，

常用于
一

般水幕
难以阻止火势扩大和蔓延的部分

窗
口

式

常用于防止火灾通过窗 口 蔓延
、

或
增强窗崩 、

防火卷帘
、

防火幕的耐
火能力而设置

檐
口

式

用于防止邻近建筑火灾对屋檐 的威

胁 ，

或增加屋檐的耐火能力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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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2
．

1
—

3

分类 型号 适 用
系统 原理 及使用 场所

公称

直径

( m m )

连接

螺 纹
K 值 安装方式

喷雾

喷头

高
速
喷
雾

Z S 1W ( B )

水喷雾

系统

属离心雾化喷头 ，

体积小
、

雾化均
匀 、

喷出速度高
、

贯穿 力强
，

可用
于可燃性液体火灾扑 救 和 电力设备

的保护

D Ⅳl5

D 』＼，2 0

D 』v2 5

l／2 ”

3／4 ”

l ”

16 —

16 O

下垂方向

安装或水

平方向安

装

由

速
喷
雾

Z S ’

I
’

W 6
—

】4
属撞击雾化喷头

，

结构简单
，

对需
要保护的设备提供整体保护

D N 】5 l／2 ” 2 8
～

l 15

下
垂方向

安 装 成

45 。

角

d 闭式喷头温度等级
闭式喷头温度等级应严格按环境温度来选 ，

选用 的喷头公称动作温度应 比安装环境最高温度高
3 O ℃ 左右

，

具体参考表 4
．

2
．

1
—

4 。

表 4
．

2
．

1
—

4 闭式喷头动作温度等级选择

喷头设置场所 喷头 公称 动作温度 (℃ )

民用建筑的走道
、

大厅
、

餐厅
、

多功能厅
、

办公室
、

客房
、

仓库等处 6 8

民
用建筑天花板吊顶

、

玻璃屋顶下
、

厨房等处 7 9

蒸气压力小于 0
．

1M P a 的散热器

附近 2 m 以 内的空 间 12 l
～

l4 9

附近 2
～

6 m m 以内空间 79
～

107

有
保温层的蒸汽管道上方 0

．

7 6 m 两侧 O
．

3 m 以内的空间 7 9
～

10 7

无绝热层无通风的木板或瓦椤铁皮房顶 的闷顶 内 ，

不通风的密封空间和阁楼 内
，

以及 受 目光 曝晒 的玻璃天窗下
79

～

1O 7

不通风的橱窗内 、

装有高功率电气照明殴备的天花板附近 7 9
—

10 7

锅炉房 、

洗衣房等处 9 3

低压蒸汽安全阀旁 2 m 以内空间 12 l
～

14 9

大型炊事设备及通风空调系统附近的特殊场所 应实 测最 高
环 境 温 度

，

提 高
30 ℃

选择公称动作温度

③ 选用要点
a

根据设置场所实际状况
，

依据 G B 5 0 o 8 4
—

2 0 0 1 (2 O 0 5 年版) 的规定
，

合理选用喷头
。

b 喷头的玻璃管壁厚应均匀
，

管壁应无气泡
，

玻璃球内有少许空气占有体积
，

喷头垫圈材质合格
，

喷头玻璃球安装紧固 。

喷头经过国家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

应有抽检检测报告
。

④施工 安装要点 ： 喷头离顶板
、

离障碍物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

安装时应使用专用扳手进行安装
。

⑤参考价格 ： 直立式喷头 (6 8 ℃ )
， l7

．

0 0 元／只
。

下垂式喷头 (6 8 ℃ )
， l7

．

0 0 元／只
。

边墙式喷头
(6 8 ℃ )

， l9
．

0 0 形 只 。

⑥相关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 l 部分洒水喷头》 c B 5 13 5
．

1
—

2 O O 3 。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第 9 部分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 (E s F R ) 喷头》 G B 5 l3 5
．

9
—

2 (】()6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 l2 部分 ： 扩大覆盖面积洒水喷头》 G B 5 13 5
．

12 2 0 0 6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 13 部分 ： 水幕喷头》 G B 5 13 5
．

13 2 o 0 6 。

2 ) 报警阀
、

雨淋阀选用要点
①湿式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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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报警阀宜设在安全及易于操作的地点
，

报警阀距地面的高度宜为 1
．

2 m 。

b 水力警铃是湿式报警阀的
一

个主要部件
。

水力警铃应设在有人值班的地点附近
。

其与报警阀的
连接管径为 2 0 m m ，

总长不宜大于 2 O m ，

安装高度不宜超过 2 m ，

并应设排水设施
。

②干式报警阀 ： 在于式系统中
，

火灾发生时为了加快配水管网中空气排放
，

缩短喷头出水时间
，

除
小型系统外 ，

均应装设排气加速器
。

③预作用阀 ： 我国尚无专用预作用阀生产
，

通常是采用雨淋阀来代替 。

④雨淋阀通常分类如下

雨淋阀 — —

删 方法分—

[ 箍霎

阀的结构形式

灭火介质运动轨迹

启动方式

膜式

塞式

杆式

阀式

动式

动式

动式

动式

械式

力式

合式

直通式 (立式)

角阀式

截止阀式

止回阀式

⑤参考价格 ： 湿式报警阀装置 z s F Z
一

10 0 型 ， 3 2 o o
．

o 0 元／套
。 z s F z

—

l5 0 型
， 3 7 0 0

．

0 0 元／套
。 z S

—

F G —

l0 0 型
， 7 50H0

．

0 0 元／套
。 z s F G

一

15 O 型
， 9 0 0 o

．

o o 元／套
。

⑥相关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 第 2 部分 ： 湿式报警阀
、

延迟器
、

水力警铃》G B 5 13 5
．

2
—

2 o 0 3 。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 第 4 部分 ： 干式报警阀》G B 5 13 5
．

4
—

2 0 o 3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5 部分 ： 雨淋报警阀》G B 5 135
．

5
—

2 0 0 3 。

3 ) 其它组件主要技术指标
国产桨状水流指示器规格及性能见表 4

．

2
．

1
—

5 。

信号阀性能参数见表 4
．

2
．

1
—

6 。

末端试水装置类
型见表 4

．

2
．

1
—

7 。

表 4
．

2
．

1
—

5 国产桨状水流指示器规格及性能

型号 z s】z 型浆状 水流指示器

规格 D Ⅳ5 0 D ，V5 5 D Ⅳ80 D Ⅳ10 0 D Ⅳl2 5 D Ⅳl5 O D 舵 o 0

工
作压力 (M P a ) l_2 (或 O

．

14
～

1
．

6 )

延时 ( s ) 各厂不同 (2 0
～

3 0
、

2
～

9 0
、

0
．

4
～

6o )

最低动作流量 (L ／m in ) 15
～

4 O (或 l7
—

4 5 )

触点容量 D《：2 4 V ／3 A 或 A C 2 2 0 V ／5 A

连接形式 螺纹 、

法兰
、

插入焊
、

法兰对夹

隔 活 杠 蝶

一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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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

6 信号阀性能参数

信号蝶阀

型号 公称直径 (m m ) 工作压力 (Ⅷ )a )适用温度 (℃ ) 信号触点容量 连接方式

X D F 型 D Ⅳ50
、

6 5
、

8 O
、

lo 0
、

12 5
、

15 O 1
．

6 ≤ lo 0 D C 24 、r／lA 对夹式

(A )X D 型 D ^ 5 O
、

65
、

80
、

lo 0
、

12 5
、

150 1 O
、

1
．

6
、

2
．

5 ≤ 1【x】 D C 2 4 、y 1A 对夹式

Z S F D
型 D 艏 O

、

65
、

8O
、

l0 0
、

l5 0
、

2 【x】 1
．

6 ≤7 0 D C 24 V ／0
．

5 A 对夹式

信号闸阀 x z F 型 D 艏 0
、

6 5
、

80
、

l0 0
、

l5 0
、

2 0o 1
．

6 ≤ 】o 0 D C 2 4 V ／lA 法兰

信号隔膜阀 Y X F 型 D ，v80
、

10 0
、

12 5
、

l5 O I O
、

l 6 ≤ 1o o D C 2 4 V ／1 A 法兰

表 4 ．

2
．

1
—

7 末端试水装置分类

型号 M D S
—

X F
—

x J 型 Z SJM 型 ZSP P 型

控 制方式 手 动或自动 手动或自动 手动或自动

规格 D 舰 0
、

D 舵 5
、

D M 0 D ^ 2 0
、

D A 2 5 『j，v 15
、

D ，v20

最
大工 作压力 (M P a ) 1

．

6 1 2

注 ： 末端试水装置 由试水阀
、

压力表及试 水接头组成 。

4 ．

2
．

2 简易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概述

1 ) 定义 ：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是由响应时间指数 R 1 1 ≤ 50 ( m · s )0 的闭式洒水喷头
、

供水管网
和控制组件等组成 ，

并能在发生火灾时自动喷水灭火的系统
。

2 ) 分类 ： 按使用场所分为简化型
、

通用型和增压型
。

①简化型由喷头 、

管网
、

闸阀 (或蝶阀)
、

止回阀
、

末端试水装置 (或放空阀) 等组成
。

②通用型由喷头 、

管网
、

水流指示器
、

简易报警控制器
、

声光报警器
、

报警阀
、

闸阀 (或蝶阀)
、

止回阀 、

末端试水装置 (或放空阀) 等组成
。

③增压 型 由喷头
、

管网
、

管道泵
、

水流指示器
、

简易报警控制器
、

声光报警器
、

报警阀
、

闸阀
(或蝶阀) 、

止回阀
、

水泵接合器
、

末端试水装置等组成
。

3 ) 适用范围： 新建
、

扩建
、

改建工 程
，

包括 ： 建筑面积 < 5 0 0 m ’ 的小型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歌舞厅 、

茶楼
、

保健中心
、

网吧
、

酒吧等 ) 及生产作坊
，

建筑面积 < lo 0 0 m 。 的商业设施
，

层数 ≤ 三 层
的旅馆 、

招待所
，

饮食建筑的主
、

副食热加工 间以及居住场所
。

2 主要技术参数 (表 4
．

2
．

2 )
表 4

．

2
．

2 主要技术参数

建筑物名称 没计喷水强度
[L ／ ( m 。 - m in ) ] 作用面积 (

m 。

)

喷头工作压力 ( M P a )
一

般 最低

住宅 ≥ 3 《 5 0 或最大房间面积

0 ．

0 5 0 0 3
小型旅馆

、

招待所 ≥ 3 ≯ l0 o

《 80小型公共场所 (小型文化娱乐场所
、

中小型商
店 、

超市
、

中小型生产作坊)

≥ 4

注 ： 1 装设网格
、

栅板类通透性吊顶的场所
，

系统的设计喷水强度应按上表规定值的 1
．

3 倍确定
。

2
系统供水压力应经计算确定

，

但不应低于 0 2 M P a 。

3 选用要点
1 ) 供水压力能满足喷头工 作压力要求

，

且 喷头总数不超过 2 0 只的场所宜设简化型
。

供水压力能
满足喷头工 作压力要求

，

人员集中且喷头总数超过 2 0 只的场所宜设通用型
。

供水压力需通过增压来满
足喷头工 作压力要求

，

人员集中的场所宜设增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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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简易灭火系统应采用湿式系统
。

应确保
一

路可靠水源供水
，

可 采用 市政 管 网
、

生活给水管网
、

屋顶水箱 、

管道泵从市政管网或储水箱取水
、

室内消火栓管道等方式供水
。

选用市政管网供水时
，

应确
保市政管网在压力和流量最小时仍能满足简易灭火系统压力和流量要求 。

连接市政供水管道的公称外径
不应小于 6 0

．

3 m m 、

公称壁厚不应小于 3
．

5 m m 。

采用屋顶水箱供水的系统
，

屋顶水箱供水管道 的公称外
径不应小于 6 0

．

3 m m ， 公称壁厚不应小于 3
．

5 m m 。 配水管道应采用 内外壁热镀锌钢管或其它经消防检测
认可的管材 ，

热镀锌钢管的连接应采用螺纹
、

沟槽式管件或法兰连接
。

当使用其它管材时
，

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

系统管道宜设计成均衡系统管网
，

应减少转弯
、

变径
。 配水管公称外径不应小于

4 8 ．

3 m m ，

公称壁厚不应小于 3
．

5 m m 。 配水 支 管 的公 称 外径 不应 小 于 3 3
．

7 m m ，

公 称壁厚不 应小 于
3 ．

2 m m 。 短立管的管径应与喷头接 口相匹配 。 可只在配水管上设置
一

个水流指示器
，

水流指示器后不应
设置除系统以外的其它用水设施 。

3 ) 对设置管道泵的系统应保证至少有
一

路可靠供电
，

供电线路应穿金属管并做不小于 3O m in 的防
火保护 ，

电源开关应设置在明显且易操作的地方
。

对人员集中且 比较重要的场所
，

宜增加管道泵的备用
电源 ，

且备用 电源供 电时间不小 于 3 0 m in 。

4 ) 系统配置的阀门
，

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

并宜设紧锁装置
。

5 ) 喷头及其布置

①简易灭火系统应采用响应时间指数 R T I≤ 50 ( m
·

s )i 的闭式洒水喷头
，

动作温度宜为 6 8 ℃ ，

设
置在厨房 、

饮食店热加工 问的喷头公称动作温度宜为 9 3 oC 。

②喷头选型 ： 对通透性吊顶的场所
，

应采用直立型
。

对非通透性吊顶的场所
，

应采用下垂型或吊顶
型喷头 。

当设置直立型或下垂型喷头有困难时
，

可采用边墙型喷头
。

在易受碰撞的部位
，

应采用带保护
罩的喷头或隐蔽型喷头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管网安装应符合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O 26 l

一

2 O 0 5 相关规定的要求
。

2 ) 喷头安装应在系统试压
、

冲洗合格后进行
。

管网安装完毕后
，

应进行强度试验
，

试验环境温度
不宜低于 5 ℃ 。

试验压力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O 2 6 1
—

2 0 0 5

的要求
。

3 ) 系统与生活用水或生产用水共用的
，

在进行强度试验时应有严格的措施保证简易灭火系统的水
不进人生活用水或生产用水系统 。

5 参考价格 ：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得主要组件价格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6 相关规范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c E C s 2 l9 ： 2 o 0 7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o o 84
—

2 0 0 l (2 0 0 5 年版)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 及 验收规范》 G B 5 O 2 6 1
—

2 0 0 5 。

4 ．

3 气体消防灭火系统

4 。

3
．

1 概述
1 定义 ： 对

一

个相对密闭的着火空间 (全淹没系统) 或不能封闭的防护区内的某个保护对象 (局
部应用系统) 喷放出符合环保要求的气体 ，

气体充满整个空间
，

在其浓度达到
一

定值时
，

与火焰进行
物理或化学作用 ，

而达到灭火 目的的装置
。

2 基本组成 ： 气体灭火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

1 ) 储存装置
— —

储存容器
、

容器阀
、

高压软管
、

单向阀
、

安全泄压阀
、

集流管
、

压力指示器等
。

2 ) 供气管路
一

选择阀
、

输送管道
、

喷咀
。

3 ) 控制部分
— —

探测
、

启动
、

控制等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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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 范 围

1 ) 适用 火灾类 型包括可燃液体的火灾
、

可溶化固体的火灾
、

可燃 固体表面火灾
、

电气火灾以及灭
火前能切断气源的气体火灾 。

2 ) 气体灭火系统主要用于保护遇水能造成重大损失的封闭空间
。

适用的火灾场所包括贵重电气
、

电子及通讯设备室 ，

国家保护文物中的金属
、

纸
、

绢质制品存放室
，

重要音像
、

资料档案库等
。

4 产品分类及适用条件
，

见表 4
．

3
．

1 。

表 4
．

3
．

1 气体消防灭火设备分类及适用条件

分类 主要特征 适用条件

按
固
定
方
式

半固定式气体灭火装置

(预制灭火系统)

无固定的输送气体管道 。

由药剂瓶
、

喷
咀和启动装置组成的成套装置

适用于保护面积不大于 50o m 。 ，

体积不

大于 l600 m ’ 的防护区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

(管网灭火系统 )

由储存容器 、

各种组件
、

供气管道
、

喷
咀及控制部分组成的灭火系统

适用于保护面积大于 l(x】m 。 ，

体积大于
30 0 m ’ 的防护区

按
管
网
布
置
形
式

均衡管网系统

从储存容器到每个喷咀的管道长度和等

效长度 ‘

应大于最长管道长度和等效长
度的 9 0 ％ ； 每个喷头的平均流量相等

适用于储存压力低 ，

设计灭火浓度小的
系统

非均衡管网系统 不具备均衡管网系统的条件 适用于能使灭火剂迅速均化

，

各部分空

间能同时达到设计浓度的高压系统

按
系
统
组
成

单元独立灭火系统 用

一

套储存装置单独保护 一

个防护区或
保护对象的灭火系统

适用于防护区少而又有条件设置多个钢
瓶问的工 程

组 合分配灭火系统 用

一

套灭火剂储存装置保护两个及两个

以上防护区或保护对象的灭火系统

适用于防护区多而又没有条件设置多个

瓶站 ，

且每个 防护 区不 同时着火的工程

按
应
用
方
式

全淹 没灭火 系统

在 规定 的时 间 内 ，

向防护区喷射
一

定浓
度的灭火剂 ，

并使其均匀地充满整个防
护区的灭火系统

适用于开孔率不超过 3 ％ 的封 闭空间
，

保护区内除泄压口外
，

其余均能在灭火
剂喷放前自动关闭

局部应用灭火系统 向保护对象以设计喷射率直接喷射灭火
剂 ，

并持续
一

定时间的灭火系统

保护区在灭火过程中不能封闭 ，

或虽能
封闭但不符合全淹没系统所要求的条

件 。

适宜扑灭表面火灾

按
气
体
种
类
分

氢
氟
烃
类

贮压式七氟丙烷灭火系统

对大气臭氧层损耗潜能值 O D P = 0
，

温

室效应潜 能值 c w P = 2 0 50 。

灭火效率
高 ，

设计浓度低
，

灭火剂 以液体储存
，

储存容器安全性好 ，

药剂瓶 占地面积
小 ，

灭火剂输送距离较短
，

驱动气体的
氮气和灭火药剂贮存在同

一

钢瓶内
，

综
合价较高

适用于防护区相对集中
，

输送距离近
，

防护区内物品受酸性物质影响较小的工

程

备压 式七 氟丙烷灭火系统

与贮压式系统不同的是驱动气体的氮气

和灭火药剂贮存在不同的钢瓶内。

在系
统启动时 ，

氮气经减压注入到药剂瓶内
推动药剂向喷咀输送 ，

使得灭火剂输送
距离大大加长

适用于能用七氟丙烷灭火且防护区相对

较 多
，

输送距离较远的场所

三氟甲烷灭火系统

对大气臭氧层损耗潜能值 0 D P = 0 ，

灭
火效率高 ，

绝缘性高
，

设计浓度适中
，

灭火剂以液 体储 存 ，

储存容器安全性
好 ，

蒸汽压高
，

不需氮气增压
，

药剂瓶
占地面积小

因为绝缘性能良好 ，

最适合电气火灾
。

在低温下的储藏压力高 ，

适合寒冷地

区 。

其气体密度小 ，

适合高空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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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3
．

1

分类 主要特 征 适用 条件

按
气
体
种
类
分

混合气体灭火系统

(IG 一

5 4 1 )

是 一

种氮气
、

氩气
、

二 氧化碳混合而成的
完全环保的灭火剂 ，

0 D P = O
，

G w P = 0 。

对人体和设备没有任何危害 。

灭火效 率

高 ，

设计浓度较高
。

灭 火荆 以气 态储
存 ，

高压储存对容器的安全性要求较
高 ，

药剂瓶占地面积大
，

灭 火剂输送 距

离长 ，

综合价高

存在于大气层中纯氮气 ，

是
一

种非常容
易制成的完全环保的灭火剂 ， O D P = 0

。

c w P ： O 。

对人体和设备没有任何危害
。

灭火效率高 ，

设计浓度较高
。 灭火剂 以

气态储存 ，

高压储存对容器的安全性要
求较高 ，

药剂瓶占地面积大

适用于防护区数量较多且楼层跨度大

又没有条件设置多个钢瓶间的工 程
。

防护区经常有人的场所

氮气灭火系统 (IG —

Io 0 )

适用于防护区数量较多 、

防护区容积较
大 (面积 ≤ 1o 0 0 m 。 ，

体积 ≤ 4 5 0 0 m ’ )

且楼层跨度大 ，

又没有条件设置多个钢
瓶站的工 程

。

防护区经常有人的场所

其
。

已

高压二 氧化碳灭火系统

是 一

种 技 术成熟 且 价廉 的灭 火剂
，

O D P = O
，

G w P < 1 。

灭火效率高
。

灭 火

剂 以液态储 存 。

高压 c O ： 以 常 温 方 式储存
，

储存压力
15 M P a ．

高压系统有较长的输送距离
，

但增加管网成本和施工 难度
。 c 0 ： 本身

具有低毒性 ，

浓度达到 2 0 ％ 会对人致

死

主要用于工 业或仓库等无人的场所

低压二 氧化碳灭火系统

与高压 c O ： 不 同的是低压 c O ： 采用制

冷系统将 灭火剂 的储存压力降低 到

2 0 M P a ， 一

l8
～ 一

2 O oC 才能液化
，

要

求极高的可靠性 。 灭火剂在释放的过程
中 ，

由于固态 c O ： (干冰) 存在
，

使防

护区的温度急剧下降 ，

会对精密仪器
、

设备有 一

定影响
。

且 管道易发生冷脆现
象 。 灭火剂储存空间比高压 c O ： 小

主要用于工 业 或仓库等无人场所
。

高层
建筑内一

般不选用低压 c O ， 系统

气溶胶灭火装置

是 一

种固体燃料混合物
，

固态常压储
存 ，

经过燃烧形成气溶胶
。

气溶胶中的
固体微粒在灭火中起着吸热降温 、

化学
抑制的作用 。

灭火剂用量小
，

灭火效 率
高 ，

环保性 能好
，

O D P = 0
，

G w P = 0 。

电绝缘性 良好 ，

价格低廉
。

属于
一

种半
固定灭火装置 ，

不具备组合分配系统的
功能 。

气溶胶喷放后现场为白色金属盐
粉末 ，

能见度低
，

影响人员逃生
，

所形
成的高浓度胶体对电子设备有 一

定影响

适用于生产 、

使用或贮存动物油
、

植物
油 、

重油
、

润滑油
、

变压器油
、

闪点 >

60 ℃
的柴油等各种丙类可燃液体

，

相对

空间较小 的封 闭场所 的火灾 。

变
、

配
电 、

发电机 房 及 电缆 夹 层
、

电 缆 井
(沟 ) 等无人 、

相对封闭
、

空间较小场
所的火灾 。 不发生阴燃的可燃 固体物体

的表面火灾单个气熔胶灭火装置适用于

面积不大 于 60 m 。 ，

容积不 大于 2 4 0 m ’

的防护区 。

多个气溶胶灭火装置适用于
面积不大于 30 o m 。 ，

容积不大于 】5 0 0 m ’

防护区

注 ： 管道等效长度
=

实管长 + 管件的当量长度
。

惰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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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

2 几 种哈龙替代品灭火剂主要技术性能及参数见表 4
．

3
．

2 。

表 4
．

3
．

2 哈龙替代品灭火剂的主要技术性能及参数

比较内容 氨氟烃类 惰性气体类 其它

灭火剂名称 三氟甲烷 七氟丙烷 氮气 IG
一

54 l 二 氧化碳 气溶胶

化学名称 H F C
一

2 3 H F℃
一

2 27 e a N 2 N 2 + A r + C O 2 C O 2

商品名称 F E
—

I3 F M 2 o o IG
—

l0 0 烟烙尽 E B M

灭
火原理 化学抑制 化学抑制 物理稀释 物理稀释 窒息

、

冷却 吸热降温

、

气 、

固相化学抑制

灭火浓度 (A 类表面
火) V ／V ％

12 ．

6 5
．

8 30
．

O 28
．

1 2 0 ，

最小设计浓度 (A 类
表面火) v ／V ％

15 ．

6 7
．

5 36
．

O 36 5 34 ／

一

次灭火剂量

(k∥ m ’)

0 52 0 ．

6 3 0

．

5 2 m ，／m ’ 0
．

4 7 m 。／m ’ 0
．

8 0
．

O 7
～

0
．

1

漫计上限浓度

V ／V ％ 2 3

．

8 9 ．

5 5 2 5 2 ， ／

0 D P 0 0 0 0 O O

G W P l3 O ．

6 0 0 1 0

N O A E L (％ V ／V ) 50 9 4 3 4 3
浓度 > 20 ％ 对
人致死

，

L O A E L
(％ V ／V ) > 50 10

．

5 5 2 52 ／

LJc 50 (％ V ／V ) > 6 5 > 80 ， ， ，

A u ’

( a ) 2 8 0 3 l
～

4 2 0 0 l2 0 0

容 器 贮 存 压 力

(2 0 0 C 时)

4 ．

2 M P a

2 ．

5 M P a

4 ．

2 M P a

15 M P丑

20 M P a

】5 M P a

2 0 M P a

l5 M P a
(高压)

1．9 ～

2
．

1M P a

(
低压)

0 M I，a

喷放时间 (s ) ≤ 10 ≤ 10 ≤ 6 0 ≤ 6 0 ≤ 6o ≤ 90
‘

贮存状态 液体 液体 气体 气体 液体 固体

注 ： l 为全淹没系统的喷防时间
，

局部应用系统的最短时间根据各 自不同产品的试验参数确定
。

设计上限浓度 ：

此值是灭火剂的设计浓度最高值 ，

设计时不能超出此浓度
。

2 O D P ： 破坏臭氧层潜能值
。 G w P ： 温室效应潜能值

。 N 0 A 乩 ： 无毒性反应 的最高浓度 。 L 0 A E L ： 有毒性反
应的最低浓度 。 L (=50 ： 近似致死浓度 。 A L T ： 大气中存活寿命

。

4 ．

3
．

3 选用要点
根据不同的工 程特点

，

选用气体灭火系统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考虑 。

1 灭 火效率高
，

具有良好的灭火性能
。

2 环境指标 ： 0 D P 小或为 0 ， G w P 小或为 O ， A ¨ 短 。

3 安全性能 ： 长期贮存稳定性
，

化学物质及燃烧和分解产物的低毒性
，

对设备的腐蚀小
，

对人体

的伤害小 。

4 实用性 ： 良好的电绝缘性
，

快速的分解速度
，

灭火剂残留物少或为 0 。

5 经 济性 ： 经济合理
，

可接受的市场价格 。

4 ．

3
．

4 管材和管道敷设安装要求
1 灭火剂输送管道应 采用 国家标准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c B ／T 8 l6 3

—

2 0 0 8
、

《高压锅炉用无缝
钢管》 G B 5 3 1O

一

2 0 0 8 规定的无缝钢管
，

管道内外表面应作镀锌防腐处理或符合环保要求的其它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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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镀锌层的质量可参照国家标准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 B ／T 3 0 9 l
一

2 0 0 8 的规定执行
。

2 在易腐蚀镀锌层的环境
，

管道应采用不锈钢管或其它抗腐蚀材料
。 不锈钢管道应符合 国家标准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 B ／T l4 9 7 6
—

2 0 o 2 的规定
。

3 输送启动气体的管道
，

宜采用铜管
，

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铜及铜合金拉制管》 G B ／T

l5 2 7 —

2 【)(】6 的规定
。

4 灭火剂输送管道 的连接可采用螺纹连接
、

法兰连接或焊接方式 。 D N ≤ 80 m m 的管道宜采用螺纹
连接 ，

并应符合国家标准 《6 O
。

密封管螺纹》 G B ／T 12 7 16
—

2 0 0 2 的有关规定
。 D N > 8 O m m 的管道宜采用

法兰连接 ，

并应符合国家标准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 JB／T 8 2
．

2
—

19 9 4 的有关规定
，

法兰垫片采用
金属齿形垫片 ，

管道与选择阀采用法兰连接时
，

法兰的密封面形式和压力等级应与选择阀本身的技术要
求相符 。

管道采用焊接连接时
，

应当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现场设备
、

工 业管道焊接工 程施工 及 验收规
范》 G B 5 O 2 3 6

—

19 9 8
、

《工 业 金 属 管道工 程施工 及 验收规范》 G B 5 0 2 3 5
—

19 9 7 的有关规定
。

5 灭 火剂输送管道不应设置在露天场合
。

不应穿越沉降缝
、

变形缝
，

当必须穿越时应采取可靠的
抗沉降和变形措施 。

6 灭 火剂输送管道应设固定支架固定
，

固定支架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4
．

3
．

4 的规定
。

管道末端喷
嘴处应采用支架固定 ，

支架与喷咀间的管道长度不应大于 5 0 0 m m 。 D N ≥ 5 0 m m 的管道
，

垂直方 向和水
平方向应各设置 一

个防晃支架
。

当穿过建筑物楼层时
，

每层应设置
一

个防晃支架
。

当水平管道改变方向
时 ，

也应设置防晃支架
。

表 4
．

3
．

4 灭火剂输送 管道固定支 吊架的最大距 离

管道公称直径 (m m ) l5 2 0 2 5

．

3 2

【4 0 5 0 6 5 8 0 10 0 l5 O

最大间距 (m ) 1
．

5 I
．

8 2
．

1 2 4 』2 7
_

3 4 3 ．

5 3
．

7 4
．

3 5
．

2

7
管道穿过墙壁

、

楼板处应安装套管
。

穿墙套管的长度应和墙厚相同
，

穿过楼板的套管应高出楼
面 5 O m m 。

管道与套管间的空隙应用柔性不燃烧材料填实
。

8 钢瓶组应牢固固定在结构楼板上
，

并应考虑其荷载对结构楼板的影响
。

9 钢瓶间的门洞大小应考虑钢瓶组最大组件的进出方便
，

可适 当预 留能直接 吊装 的吊装孑L
，

或就
近利用其它设备的吊装孔 ，

但应在二 次墙体未砌筑以前将钢瓶组就位
。

1 0 选择阀
、

集流管
、

启动系统的安装除应按各厂家设计手册
、

产品标准的相关要求进行外
，

还
须按照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 B 5 O 2 6 3

—

2 0 0 7 的有关条款执行
。

4 ．

3
．

5 相关标准
、

规范
1 国家标准 (执行标准)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O 3 70
—

2 0 0 5 。

《惰性气体灭火剂》G B 2O 12 8
—

2 o o 6 。

《七氟丙烷 (H F c 2 2 7 e a ) 灭火剂》 c B 186 14
—

2 o 0 2 。

2 地方标准 (参照执行)
《洁净气体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及验收规范》 D B J 0 1
—

7 5
—

2 0 0 3 (北京 )
。

《气溶胶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及验收规范》 D B J O 1
—

7 6
—

2 0 0 3 (北京 ) 。

《七氟丙烷 ( H F c 2 2 7 e a ) 洁净气体灭火系统技术规程》 D B J 15
—

2 3
一

l9 9 9 (广东 )
。

《IG
一

10 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 及验收规范》 D B J 15
—

4 7
—

2 0 0 5 (广东)
。

《惰性气体 IG
一

5 4 l 灭火系统技术规程》 D G ／TJ 08
—

3 O 6
—

2 OH0 1 (上海 )
。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技术规程》 D G ／TJ 08
—

3 0 7
—

2 0 0 2 (上海 )
。

《IG
一

5 4 1 混合气体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及验收规范》 D B 3 3／lO 】O
一

2 0 o 3 (浙江)
。

《E B M 气溶胶灭火 系统设计
、

施工 及验收规范》 D B 3 4／T 4 3 6
—

2 o o 4 (安徽)
。

《IG
一

5 4 1 惰性气体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 及 验收规范》 D B 3 4／T 4 3 7
—

2 0 o 4 (安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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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氟丙烷 (H F c 2 2 7 e a ) 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 及验收规范》 D B 3 4／T 4 3 8
—

2 0 0 4 (安徽 )
。

《三 氟甲烷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及验收规范》 D G J32／J lO
一

2 0 0 5 (江苏)
。

《洁净气体 IG
一

5 4 1 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及验收规范》 D B 6 1／2 9 6
—

2 0 0 2 (陕西)
。

《E B M 气溶胶自动灭火系统设计
、

施工 及验收规范》 D B J 0 4 ／22 5
—

2 0 0 3 (山西 )
。

《七氟丙烷 (H F c 2 2 7 e a ) 灭火系统技术规程》 D B J 5 3
一

l】
一

2 0 o 3 (云南 )
。

《混合气体 IG
一

5 4 1 灭 火系统技术规程》 D B J 5 3
—

12
—

2 0 0 3 (云南 )
。

3 美国国家标准 (参照标准)
《清洁灭火 剂灭火 系统标准》 N F P A 2 0 0 l (2 o 0 0 年版)

。

《二 氧化碳灭火系统标准》 N F P A l2 (19 9 8 年版)
。

4 ．

4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4 ．

4
．

1 概述
1 定 义 ： 智能型灭火装置由智能型红外探测组件

、

大空间大流量喷头 (扫描射水喷头； 自动扫描
射水高空水炮) 、

电磁阀组等组成
，

能在发生火灾时自动探测着火部位并主动喷水的灭火装置
。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 系统 由智能型灭火装置 (大空 间智 能灭 火装 置
、

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
置 、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
、

信号阀组
、

水流指示器等组件以及管道
、

供水设施等组成
，

能
在发生火灾时自动探测着火部位并主动喷水的灭火系统 。

2 产品及系统分类 ： 智能型灭 火 装置及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分类及组成分别见表
4 ．

4
．

1
一

J 和表 4
．

4
．

I
一

2 。

表 4
．

4
．

1
—

1 智能型灭火装置分类及组成

分类 名称 组成

洒水类 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 l 智能型红外探测组件； 2 大空间大流量喷头 ； 3 电磁阀组

射水类

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 l 智能型红外探测组件 ；2 扫描射水喷头 ；3 机械传动装置 ；4 电磁阀组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
1 智能型红外探测组件 ； 2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 (简称高空水炮)；

3 机械传动装置 ； 4 电磁阀组

表 4 ．

4 1
—

2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分类及组成

分类 名称 组成

洒水类

配置 大 空 间智 能 灭

火装 置 的大 空 间智

能型 主 动 喷 水 灭火

系统

l
大空间大流量喷头；2 智能型红外探测组件(独立设置)；3 电磁阀；4 水流指示

器 ：5 信号阀；6 模拟末端试水装置；7 配水支管 ；8 配水管 ；9 配水干管 ；l0 减压
阀组；l】 手动闸阀；l2 高位水箱或气压补压装置；l3 试水放水阀；l4 安全泄压阀；

1
5 止回阀 ；l6 加压水泵或其它供水设施 ；l7 压 力表 ；l8 消防水池；l9 水泵控制
箱；2 0 火灾报警控制器 ；2 l 声光报警器；2 2 信号模块；2 3 水泵接合器

射水类

配置 自动扫描射水

灭火装置的大空间

智能型主动喷水灭

火系统

1
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 ； 2 电磁阀 ； 3 水流指示器 ； 4 信号阀； 5 模拟末端

试水装置 ； 6 配水支管 ； 7 配水管 ； 8 配水干管 ； 9 手动闸阀； 【0 高位水箱或
气压补压装置； I1 试水放水阀 ； 12 安全泄压阀； l3 止回阀 ； 14 加压水泵或其
它供水设施 ； l5 水泵控制箱 ； 16 消防水池 ； l7 火灾报警控制器 ； l8 压力 表 ；

l
9 信号模块 ； 20 声光报警器 ； 2 1 减压阀组 ； 2 2 水泵接合器

配置 自动扫描射水

高空水炮 灭火装置

的大空间智能型主

动喷水灭火系统

l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与智能型探测组件

一

体式)；2 电磁阀；3 水流指
示器；4 信号阀；5 模拟末端试水装置；6 配水支管 ；7 配水管 ；8 配水干管 ；9 手
动闸阀；J0 高位水箱或气压补压装置；l】 试水放水阀 ；l2 安全泄压阀；13 止回阀 ；

l
4 加压水泵或其它供水设施；l 5 水泵控制箱；l6 消防水池 ；l7 火灾报警控制器 ；l8

压
力表；l9 信号模块 ；20 声光报警器；2 l 减压阀组；2 2 水泵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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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条件 (表 4

．

4
．

1
—

3 )
4 设置场所

1 ) 环境温度应不低于 4 ℃
，

且不高于 5 5 ℃ 。

2 ) 凡按照国家有关消防设计规范的要求应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火灾类别为 A 类
，

但由于空间
高度较高 ，

采用其它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难以有效探测
、

扑灭及控制火灾的大空间场所应设置大空间智能
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 A 类火灾的大空间场所举例见表 4

．

4
．

1
—

4 。

表 4
．

4
．

1
—

3 不同类别标 准型智能灭火装置适用条件

装置类别 接
口

直径 (m m )

单个喷头

标准喷水

流量 (L ／s )

单个喷头

标准保护

半径 (m )

喷头安装

高度 ( m )

设置场所净空

间最大高度 ( m ) 喷水方式

大空间智能

灭火装置
D Ⅳ40 5 ≤ 6

≥ 6

≤2 5

顶
部安装 ≤ 2 5 ；

架空安装不限

着火点及周边圆形

区域均匀洒水

自动扫描射

水灭火装置
D ^』2 0 2 ≤ 6

≥ 2 ．

5

≤
6

顶
部安装 ≤ 6 ；

架空安装不限；

边墙安装不限 ；

退层平台安装不限

着火点及 周 边 扇 形

区域扫描射水

自动扫描射

水高空水炮

灭火装置

D ，v2 5 5 ≤ 加

≥
6

≤ 20

顶
部安装≤ 2 0 ；

架空安装不限；

边墙安装不限 ；

退层平台安装不限

着火 点 及 周边 矩 形

区域扫描射水

表 4 4 ．

1
—

4 A 类火灾的大空间场所举例

建筑类型 设置场所

会展中心 、

展览馆
、

交易会等展览建筑 大空间门厅
、

展厅
、

中庭等场所

商场 、

超级市场
、

购物中心
、

百货大楼
、

室内商业街等商业建筑 大空间门厅
、

中庭
、

室 内步行街等场所

办公楼 、

写字楼
、

综合楼
、

邮政楼
、

金融大楼
、

电信楼
、

指挥调
度楼 、

广播电视楼 (塔 )
、

商务大厦等行政办公建筑 大空间门厅

、

中庭 、

会议厅
、

多功能厅等场所

医院 、

疗养院
、

康复中心等医院康复建筑 大空间门厅
、

中庭等场所

飞机场 、

火车站
、

汽车站
、

码头等客运站场的旅客候机(车
、

船)楼 大空间门厅

、

中庭 、

旅客候机 (车
、

船) 大厅
、

售票大厅等场所

购书中心 、

书市
、

图书馆
、

文化中心
、

博物馆
、

档案馆
、

美术馆
、

艺术馆 、

市民中心
、

科技中心
、

观光塔
、

儿童活动中心等文化建筑

大空间门厅 、

中庭
、

会议厅
、

演讲厅
、

展示厅
、

阅读室等场所

歌剧院 、

舞剧院
、

音乐厅
、

电影院
、

礼堂
、

纪念堂
、

剧团的排演
场等演艺排演建筑 大空间门厅

、

中庭 、

舞台
、

观众厅等场所

体育比赛场馆 、

训练场馆等体育建筑 太空间门厅

、

中庭 、

看台
、

比赛 训 练场地
、

器
材库等场所

旅馆 、

宾馆
、

酒店
、

会议中心 大空间门厅
、

中庭
、

会议厅
、

宴会厅等场所

生产贮存 A 类物品的建筑 大空间厂房
、

仓库等场所

其它适合用水灭火的大空间民用与工业 建筑 各种大空间场所

3 )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不适用于 以下场所
①在正常情况下采用 明火生产 的场所 。

②火灾类别为 B
、

c
、

D 类火灾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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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存在较多遇水发生爆炸或加速燃烧的物品的场所
。

④存在较多遇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或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物品的场所 。

⑤存在较多因洒水而导致喷溅或沸溢的液体的场所 。

⑥存放遇水将受到严重损坏的贵重物品的场所
，

如档案库
、

贵重资料库
、

博物馆珍藏室等
。

⑦严禁管道漏水的场所 。

⑧因高空水炮的高压水柱冲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场所
。

⑨其它不宜采用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场所 。

4 ．

4
．

2 单个标准型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的主要技术及性能要求见表 4
．

4
．

2 。

4 ．

4
．

3 单个标准型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要求见表 4
．

4
．

3 。

4 ．

4
．

4 单个标准型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 置 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要求见表 4
．

4
，

4 。

表 4
．

4
．

2 单个标准型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标 准喷水 流量 ( L ／s ) 5

标准喷水强度 (L ／m in
· m 。 ) 2

．

5

接口直径 (m m ) 4 0

喷头及探头最大安装高度 (m ) 2 5

喷头及探头最低安装高度 (m ) 6

标准工 作压力 (M P a ) 0
．

25

标准圆形保护半径 (m ) 6

标准圆形保护面积 (m 。) l 13
．

O 4

标准矩形保护范围及面积
n

(m ) × 6 (m )
= S (m 2)

轻危险级

8 ．

4 × 8
．

4 = 7 0 5 6

8 x 8
．

8 = 7 0
．

4

7 × 9
．

6 = 6 7
．

2

6 × l0 ．4 ： 62
．

4

5 × 10 8 = 54

4 × l1 2 = 4 4
．

8

3 x 1 】
．

6 ： 34
．

8

中危险级 I级

7 × 7 = 4 9

6 x 8
．

2 = 4 9
．

2

5 × lO = 50

4 × l 】
．

6 = 4 6
．

4

3 × l 1 6 = 34 8

中危险级 Ⅱ级

6 × 6 = 36

5 × 7
．

5 = 37
．

5

4 × 9 2 = 3 6 8

3 × l 1 6 = 3 4
．

8

严重危险级 I级

5 × 5 = 2 5

4 × 6
．

2 = 2 4
．

8

3 × 8
．

2 = 24 6

严 重危险级 Ⅱ级

4 ．

2 × 4 2 = I7 6 4

3 × 6
．

2 = l8
．

6

注 ： 表中设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根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0 0 84
—

2o o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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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3 单个标准型 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要求

项目 标准型

标准喷水流量 (【／s ) 2

标准喷水强度 [L ／ ( m in
· m 。) ]

轻危险级 ： 4 (扫描角度 ： 9 O 。

)
中危险级级 I 级 ： 6 (扫描角度 ： 6o 。

)
中危险级级 Ⅱ级 ： 8 (扫描角度 ： 4 5 。

)

接 口直径 (m m ) 2 0

喷
头及探头最大安装高度 (m ) 6

喷头及探头最低安装高度 (m ) 2
．

5

标
准工 作压力 (M P a ) 0

．

15

最大扇形保护角度 (。 ) 3 6 O

标准圆形保护半径 (m ) 6

标准圆形保护面积 (m 。) l 13 0 4

标准矩形保护范围及面积
口

( m ) × 6 ( m )
= s ( m 。)

8 ．

4 × 8
．

4 = 7 O 5 6

8 × 8 8 = 7 0
．

4

7 × 9
．

6 = 6 7
．

2

6 × l0 4 = 6 2
．

4

5 x IO 8 = 54

4 × I 1 2 = 4 4
．

8

3 × I 1
．

6 = 34
．

8

注 ： 表中设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根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0 o 84
—

2 o 0 1 确定
。

表 4
．

4
．

4 单个标准型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要求

项目 标准型

标准喷水流量 ( L ／s ) 5

接 口
直径 (m m ) 2 5

水炮及探头最大安装高度 (m ) 2 O

水炮及探头最低安装高度 (m ) 6

标准工 作压力 (M P a ) 0
．

6

标准圆形保护半径 ( m ) 2 O

标准圆形保护面积 (m 。) l2 5 6

标准矩形保护范围及面积
Ⅱ

(m ) × 6 ( m ) = S ( m 。)

轻危险级

中危险级 I 级

中危险级 Ⅱ级

2 8 ．

2 × 2 8
．

2 = 7 9 5
．

24

2 5 × 3 1 = 77 5

20 × 3 4 = 6 8 O

15 × 37 = 5 55

1O × 3 8 = 3 8 O

注： 表中设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根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0 o 84
—

2 0 0 1 确定
。

4 ．

4
．

5 选用要点
1 系统选择见表 4

．

4
．

5
一

l ，

电磁阀的基本参数见表 4
．

4
．

5
—

2 ，

模拟末端试水装置的技术要求见表
4 ．

4
．

5
—

3
，

喷头(高空水炮)的流量系数见表 4
．

4
．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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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5
—

1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选择

中危险级或轻危险级的场所 可采用配置各种类型大空间灭火装置的系统

严重危险级的场所 宜采用配置大空问智能灭火装置的系统

舞台的葡萄架下部 、

演播室
、

电影摄影棚的上方 宜采用配置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的系统

边墙式安装时 宜采用配置 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或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
装置的系统

灭火后需及时停止喷水的场所 应采用具有重复启闭功能的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表 4 4 ．

5
—

2 灭火装 置配套 电磁 阀基本参数

灭火装置名称 安装方式 安装高度 控制喷头 (水炮 ) 数 接管管径

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 与喷头分设安装 不受限制 控制 1 个 D Ⅳ50

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 与喷头分设安装 不受限制 控制 1 个 D Ⅳ加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 与水炮分设安装 不受限制 控制 1 个 D _】v5O

表 4
．

4
．

5
—

3 模拟末端试水装置技术要求

灭火装置名称

模拟末端试水装置

压力表 试水阀 电磁阀 智能型红
外探测组件

模拟喷头 (水炮)

流量系数

标 准 型大空 间智

能灭火装置
精 度 不 应 低

于 I
．

5 级
，

量 程 应 为 试

验压力的 l 5

倍

口
径 ： D fv50

公称压力 ：≥ 1
．

6 M P a

口径 ： D ^ 5 0

公称压力 ： ≥ l 6 M P a

D C 2 4 V

分

体

设

置

K = l90

标准型 自动扫描

射水灭火装置
K = 9 7

标准型 自动扫描

射水高空水炮灭

火装置

K = 12 2

表 4
．

4
．

5
—

4 喷头 (高空水炮 ) 流量系数
、 ～ ～ — ～

喷头型式
内 容 — — ＼ 大空间大流量喷头 扫描射水喷头 高空水炮

型号 标准型 标准型 标准型

流量系数 K 值 】9 O 9 7 l2 2

2
其它

1 ) 设计该系统时应征得 当地消防主管部门的同意 。

2 ) 要关注该系统设置场所和不适用场所
，

如不适合火灾类别为 B
、

c
、

D 类火灾的场所
。

3 ) 在舞 台
、

演播厅等场所应增设手动与自动控制的转换装置
。

4 ) 该系统可与消火栓系统和湿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合并
，

但要满足各系统设计水量
、

水压及
一

次灭火用水量的要求 。

5 ) 系统中均配置电磁阀
，

应确保电磁阀的技术参数
、

性能及安装要求
。

6 ) 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喷头
、

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喷头
、

高空水炮的布置及系统水力计算应符
合规范 。

7 ) 系统应设置高位水箱或气压稳压装置
。

8 ) 设计时选用 的红外探测组件不但应具有探测高温物体的能力
，

还要 具备判定是否为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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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9 ) 在布置喷头
、

水炮时
，

应避免其喷出的水滴
、

水柱等在到达火源的过程中受到障碍物的阻挡
。

1 0 ) 大空间智能型灭火装置的喷头及高空水炮既可安装在天花板下
，

也可悬空安装或边墙安装
。

1 1 ) 当混合采用二 种或二 种以上的喷头或高空水炮时
，

如合用
一

组供水设施
，

则应在供水管路的
水流指示器前将供水管道分开设置及复核是否要设置减压装置 。

1 2 ) 目前市场上的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产品以国内产品为主
，

国外有类似产品
，

但其
名称 、

分类
、

系统组成
、

探测控制方式
、

设计参数
、

适用范围等与国内产品均有较大区别
，

选用时应注

意 。

4 ．

4
．

6 施工 安装要点
1 严格按照图纸和产品安装指导文件进行电气线路的接驳 ，

不得错接线路 。

2 装置的外接导线应采用金属软管保护
，

金属软管应与电线管可靠连接
。

3 装置的出水口
、

传感器狭缝不应有堵塞物
。

传感器的滤光片上有 浮尘时
，

应进行清洁
。

4 装置不宜安装在正常情况下有明火的场所
。

5 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
，

探测器应固定在支架上
。

4 ．

4
．

7 参考价格 (表 4
．

4
．

7 )
表 4

．

4
．

7 各类大空间智能灭火 系统参考价格

内容

国内产品

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 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

元／套 2 5 2 O 4 8 6 8 7 18 2 8

4 ．

4
．

8 相关规范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D B J 15

—

34
—

2 0 0 4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o 0 8 4
—

2 O O 1 (2 o o 5 年版)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0 2 6 1
—

2 o 0 5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O 1 16
—

9 8 。

4 ．

5 消防炮

4 ．

5
．

1 概述
1 定义 ： 水或泡沫混合液流量大于 16 L ／s 或干粉喷射率大于 7 kg／s ，

以射流形式喷射灭 火 剂 的装

置 。

国家标准规定的水炮最小流量为 2 O l／s ，

泡沫炮最小流量为 2 4 L／s 。

2 消防炮分类及应用说明见表 4
．

5
．

J 。

3 消防炮标 记
1 ) ?肖防炮命名由三部分组成

口 口 口 口 口

主参数

特征代号 (手动式略 )

类 、

组代号

类 、

组代号 ： P P
一

泡沫炮 ； P s
一

水炮 ； P IJ
一

泡沫／水两用炮
。

特殊代号 ： K Y
一

液控 ； K Q
一

气控 ； K D
一

电控 ； Y
一

移动式 (固定式略 )
。

主参数 ： 消防炮额定流量 (1／s )； 泡沫／水两用炮按泡沫混合液额定流量 (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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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1 消防炮分类及应用说明

消防炮分类 应用说明

按

喷

射

灭

火

介

质

消防水炮

喷射灭火介质为水 。

用于
一

般固体可燃物 (如木材
、

纸张
、

棉花等) 的 A 类火灾的扑救
，

以及 甲 、

乙
、

丙类液体火灾的设备冷却
。

建筑面积大于 30 oO m 。 且无 法采 用 自动 喷水 灭火 系

统 的展览厅
、

体育馆观众厅等人员密集场所
，

建筑面积大于 5O o 0 m 。 且无法采用 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的丙类厂房

消防泡沫炮 喷射灭火介质为泡沫混合液

。

用于 甲 、

乙
、

丙类液体及 固体可燃物火灾 的扑救
。

广泛用于
石化企业 、

油码头
、

油库
、

飞机维修库等

消防水／泡沫两用炮

喷射灭火介质为水或泡沫混合液 。

适用于水炮系统和泡沫炮系统的所有场所
，

特别适用于

既需喷泡沫灭火 ，

又需喷水冷却的场所

消防干粉炮 喷射灭火介质为干粉

。

适用于液化石油气 、

天然气等可燃气火灾的扑救
，

以及 油船
、

油库
、

输油码头等场所

按

安

装

方

式

移动式消防炮 安装在可移动的支座上

，

适用于室内外流动消防 ，

人力拖动或机械拖动
，

也 可 安装 在可 活

动 的轨道上

固定式 消防炮 安装在 固定 支座上 不可移动
。 可在室内安装

，

也可在室外安装或塔架上安装

隐蔽式消防炮 平时隐蔽 ，

使用时移动伸出
。

可安装在地下或墙 内

船用 消 防炮 安装在船 上 的专用炮

按

控

制

方

式

手动消 防炮 由人工操纵炮 口对准着火点
，

有手轮式和手柄式等
，

用于人工现场灭火

远控消防炮 由人工判定并远距离操纵消防炮对 准着火点

。

其动力控制方式有电控 、

液控
、

气控
。

电控
又有无线远控及有线远控。

用于火灾发展迅速
，

人员难以靠近的场所

自动消防炮 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

，

自动进行火灾控测 、

报警
、

瞄准火源及喷射灭火剂
。

用于扑灭火灾
危险性大的早期火灾 ，

特别适用于无人值守的灭火场所

数码编程炮

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 ，

消防控制室接到报警信号后
，

根据计算机数码编程设置
，

自动启动
相应区域的消防炮 ，

并按预先设定的喷射方式 (如 自摆角度
、

自摆速度
、

自摆顺序等) 进

行喷射

按

喷

射

状

态

直流水炮 消防炮射水水流为直流状 ，

用于着火点较集中明确的场所

直流／喷雾水炮
炮头部分装有可手动或电动无级切换装置 ，

由直流变为水雾状喷射
。

用于室内人员密集场

所 ，

及需要雾状喷射的场所

摇摆炮 水流呈扇形喷射

，

并 自动来回摆摆 ，

有水力摇摆及电动摇摆
。

用于灭火保护的面积较大并

需摇摆喷射的区域 ，

如飞机机翼

2 ) 示例

示例 l ： 喷射介质为水
，

驱 动 方 式 为 电动
，

额定流量为 6 0 I／ s 的远 控 消 防水炮
，

型 号标 记 为

P S K D 6 O 。，

示例 2 ： 喷射介质为泡沫
，

驱 动方式为液动
，

混合液流量为 3 2 L／s 的泡沫炮型号标记为 P P K Y 3 2 。

示例 3 ： 喷射介质为泡沫或水
，

驱动方式为 电动
，

泡沫混合液和水的额定流量为 6 4 1／s 的远控消防

泡沫 一

水两用炮
，

型号标记为 P u (D 6 4 。

4 ．

5
．

2 技术性能
1 水炮性能参数见表 4

．

5
．

2
一

l ，

泡沫炮性能参数见表 4
．

5 2
—

2 。

2 消防炮俯仰及水平回转角度
1 ) 地面固定式消防炮最小俯角 ≤

一

15 。 ，

最大仰角≥ 6 0 。 。

举高固定式消防炮最小俯角≤
一

7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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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仰角≥ + 4 0 。 。

表 4
．

5
．

2
—

1 水炮性能参数

流量 (I／s ) 额定工作压力上限 (M P a ) 射程 (
m ) 流量允差

2()

l 0

≥
4 8

±
8 ％

2 5 ≥ 50

3O ≥ 5 5

40 ≥ 6 0

5O ≥ 6 5

3
O

1 2

≥ 70

±
6 ％

7 O ≥ 7 5

8 0 ≥ 80

lO 0 ≥ 8 5

12 0 ≥ 9 O ± 5 ％

15 O

1 ．

4

≥
9 5

18O ≥ l0 0
±

4 ％
2 o 0 ≥ lO 5

注 ： 具有直流
一

喷雾功能的水炮
，

最大喷雾角应不小于 9o 。 。

表 4
．

5
．

2
—

2 泡沫炮性能参数

泡沫混合液流量 (L ／s ) 额定
工作

压力上限 (M P a ) 射程 (

m

) 流量允差 发泡倍数(
2 0 aC 时 )

2 5 ％
析液时间 (m jn )
(2 0 ℃ 时)

2 4

l 0

≥ 4 0

±
8 ％

≥ 6 ≥ 6

32 ≥ 4 5

4 0 ≥ 5 0

4 8 ≥ 5 5

6 4

1 ．

2

≥ 6 O

±
6 ％8O ≥ 7 O

10o ≥ 7 5

12 O ≥ 8 0
±
5 ％

15O

1 ．

4

≥ 8 5

l8O ≥ 9 0
±
4 ％

2 o 0 ≥ 9 5

注 ： 表中泡沫炮
，

由外部设备提供泡沫混合液
，

其混合比应符合 6 ％
～

7 ％ 或 3 ％
～

4 ％ 的要求
。

配 备 自吸装 置 的泡

沫炮 ，

可以比表中规定的射程小 1O ％ ，

其混合比也应符合 6 ％
～

7 ％ 或 3 ％
～

4 ％ 的要求
。

2 ) 地面固定及举高固定式消防炮水平回转角≥ 1 8 O 。 。

3 性能要求
1 ) 外观应光洁

，

铸件无裂纹
、

气孔
、

缩孔
、

砂眼等
，

焊缝应平整均匀
，

不得有未焊透
、

烧穿
、

疤

瘤及其它有损强度的缺陷 。

外表涂漆层应光洁均匀
，

无气泡
、

明显流痕
、

龟裂等现象
。

2 ) 消防炮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造或其材料经防腐蚀处理
，

使其满足使用环境和介质的防腐要求



‘

70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0 O 9 年版)

3 ) 消防炮的俯仰回转机构
、

水平回转机构
、

各控制手柄 (轮) 应操作灵活
，

传动机构安全可靠
。

消防炮的俯仰回转机构应具有自锁功能或设锁紧装置 。

4 ) 消防炮 的水压密封性能及水压强度性能应符合 《消防炮通用技术条件》 G B 19 15 6
—

2 0 0 3 的要
求 。

4 材质 ： 消防炮材质有铸铁
、

铸铜
、

铝合金
、

钢
、

不锈钢等
，

根据使用条件及设计要求选用
。

4 ．

5
．

3 自动炮灭火系统
1 双 波段火灾探测自动炮灭火系统
采用红外 c c D 传感器 (黑白摄像头) 和彩色 c c D 传感器 (彩色摄像头)

，

获取火灾的红外图像和
形象图像 ，

转换为电信号传至信息处理主机
，

计算机软件对序列图像进行分析比较
，

以确认是否火灾 。

如果火灾 ，

则声光报警
，

并与其他控制设备联动
。

消防炮上的定位器向控制主机提供现场火灾的空间定
位信号 ，

解码器接受火灾指令
，

启动消防炮扫描
、

定位
、

开消防泵及电动阀
、

喷水灭火
。

当熄灭后
，

摄
像头照出的图像已没有火灾

，

自动停泵关阀
。

双波段火灾探测自动炮系统流程图见图 4
．

5
．

3
—

1 。

图 4
．

5
．

3
—

1 双波段火灾探测自动炮系统流程图
2 红 外线探测器自动寻的?肖防炮灭火系统
该系统是在消防炮的前端安装有红外探测器 (热成像摄像机) ，

随炮头转动而发现火灾
，

这就是
一

级探测 ，

火灾的红外辐射被转化为电信号
，

经计算机筛选
，

排除其它干扰信号并确认火灾后
，

消防炮的
水平找火机构驱动消防炮水平旋转探测 ，

以确认着火点
，

这是二 次探测
，

然后垂直找火机构驱动消防炮
垂直转动 ，

调整俯仰角
，

最后确认并瞄准着火点
，

这是第三 次探测
。

通过三次探测
、

确认后
，

即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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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水泵 、

阀门等
，

将灭火剂喷向目标
。

火灾扑灭后
，

自动停泵关阀
，

恢复至设备初始状态
。

其系统流程

图见图 4
．

5 3
—

2 。

图 4
．

5
．

3
—

2 红外线探测和 自动寻的消防炮系统流程图

3 数字图像 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

火灾发生时 ，

数字图像火灾探测器 (摄像机) 将图像传至 主计算机
，

汁算机的专用软件模拟人的
视觉原理

，

对火灾图像进行动态分析
，

区别其他光源以确认是否火灾
。

炮头上 的火灾定位器可以跟踪移
动火源和多点火源对火灾进行智能识别 ，

将着火点的空间坐标传输给系统控制主机
，

以实现对消防炮系
统的集中控制和管理 。

当系统放在 自动档时
，

自动定位系统可根据火灾信号 自动精确瞄准着火点
，

启动
消防泵 ，

开阀喷水灭火
，

火灾扑灭后
，

计算机根据火灾信号确认已经 扑灭
，

则 自动发出指令停泵关阀
。

其系统流程如图 4
．

5
．

3
—

3 。

4 所有 自动炮灭火系统均有 三 种控制方式
，

即 自动控制
、

消防中心远程手动控制
、

现场手动控

制 。

远程控制尚有无线远控及有线远控
，

订货时需要向厂商说明
。

4 ．

5
．

4 选用要点
1 首先应根据规范 、

综合保护对象
、

现场环境等情况
，

确定消防炮额定工 作压力
、

额定流量
、

额

定射程及控制方式等性能参数 。

2 两用炮的流量及射程应满足喷泡沫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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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设计计算得出的射程不能满足消防炮布置的要求时
，

应调整原设计消防炮的数量
、

布置位置
或规格型号 ，

直到达到要求
。

4 室内消防炮的数量不应少于两门
，

并应能使两门消防炮的射程同时到达被保护区域的任
一

部位
。

图 4
．

5
．

3
—

3 数字图像自动消防炮系统流程图
4 ．

5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消防炮安装应在供水管系统试压

、

冲洗合格后进行
。

2 消防炮根据保护场所的要求可在地面安装或在高空安装
，

也可设置消防炮平台
，

其布置的高度
及位置应保证消防炮的射流不受上部建筑构件的影响及地面设施的遮挡 。

3 消防炮平台
、

支架等结构除满足消防炮正 常使用要求外
，

还应 能 承受消防炮喷射反力的要求
。

消防炮安装要牢固 ，

并不得妨碍其 自由转动
。

4 当消防炮为电动时
，

若安装在防爆区域
，

应采用防爆电机及可隔爆的装置
。

4 ．

5
．

6 参考价格 ： 电动消防炮价格与流量
、

压力
、

材质等有关
，

常用的价格区间约 9
—

15 万形 台
。

自动消防炮控制系统综合造价 (包括探测及控制系统) 10
～

14 万元／套
，

当控制的消防炮数量少时
，

综
合价格还将增加 。

4 ．

5
．

7 相关标准
、

规范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33 8

—

2 o 0 3 。

《消防炮通用技术条件》 G B l9 15 6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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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控消防炮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 B l9 l5 7
—

2 0 0 3 。

《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技术规程》 c E c s 24 5 ： 2 0 0 8 。

4 ．

6 细水雾消防技术

4 ．

6
．

1 细水雾消防系统
1 基本概念

1 ) 定义 ： 细水雾是在最小设计工 作压力下
，

在距离喷嘴 1
．

0 m 处
，

与水雾锥垂直平面上测得的雾
滴直径 D V 。 。小于 2 0 0 斗m 或 D V 。 小于 4 0H0 斗m 的水喷雾

。

细水雾喷头是 由
一

个或多个微型孔 口 构成
，

在设计工 作压力下可用于产生细水雾的特殊喷嘴
。

2 ) 系统分类 (表 4
．

6
．

1
一

1 )
表 4

．

6
．

1
—

1 细水雾消防系统的分类

分类标准 系统类型 系统描述

工作压力

高压系统 P ≥ 3
．

4 5 M P a

中压系统 1
．

2 1M P a < P < 3 4 5 M P a

低压系统 P ≤ 1
．

2 1M P a

供水方式 瓶组系统
以高压气体 (氮气) 驱动的系统

泵组系统 以水泵驱动的系统

工作方式

开式系统

全淹没系统 对整个空间进行保护

局郝应用系统 保护某 一

设备或其局部

区域应用系统 多系统同时启动以保护某 一

区域

闭式 系统 湿式 系统 连接 闭式 喷头 的管道 充水
预作 用 系统 连 接闭式喷头的管道充空气

灭火介质输送方式 单流体系统 水或水与氮气在管道内混合后输送
至喷头

双流体系统 以氮气 (或空气) 作为水的雾化介质

安装方式 预制式系统 按保护空间尺寸确定瓶组及喷头数量
非预制式系统 根据保护对象特殊设计

3 ) 安全

①不得用于遇水发生剧烈反应 或产生大量有害物质的活泼金属或化合物
。

②不得直接用于低温
、

液化气体存在的场所
，

如液化石油气
。

③与无绝缘带电设备的最小间距应符合 《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c B 5 0 2 19
—

19 9 5 的规定
。

4 ) 适用范围 ： 固体可燃物
、

可燃液体及使用该液体 的机械设备
、

电子或电气设备 (用于 1O k V 以

上开关柜应有导 电性测试报告 ) 。

2 选用要点
1 ) 系统选择
①开式系统主要用于保护含有可燃性液体的机械设备或临时储存的可燃液体 。

②闭式系统主要用于保护博物馆
、

档案库或重要的电子
、

或电气设备机房
。

③泵组系统主要用于需要系统长时间工作
、

或距离较远
、

或防护区空 间几何尺寸较大的场所 。

④瓶组系统主要用于单个防护 区空间几何尺寸较小
、

或供电
、

供水系统不能满足要求
、

或偏远地区

无人值守的机房



·

刀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 9 年版)

⑤ 壁挂式细水雾消火栓主要用于图书馆
、

博物馆
、

档案库
、

电
子设备机房 。

⑥移动式细水雾装备主要用于设置 固定 消 防设 施 有 困难 的古 建

筑的保 护 ，

或者作为石油
、

化工
、

矿山等行业的机动消防设施 。

2 ) 细水雾喷头 图 4
．

6
．

根据其构造和工 作原理
，

细水雾喷头可分为开式喷嘴和闭式喷
嘴 。

高压细水雾喷头
一

般由
一

组微型喷嘴构成 。

①开式细水雾喷头 (图 4
．

6
．

1
一

1 ) ： 开式细水雾喷头与火灾探测器联动工

(K ) 为 O
．

5
、

0
．

7
、

O
．

8
、

1
．

2 L ／m in ．b a r ”。 ( 1
．

0 b a r = 1O 0 k P a )

② 闭式细水雾喷头 (图 4
．

6
．

1
—

2 ) ： 闭式细水雾喷头以感温玻璃
球作为其启动元件 。

常用喷头的流量系数 (K ) 为 1
．

2
、

1
．

7
、

2
．

1
、

2 ．

7 L／m in ．b a r ”。 (1
．

O b a r = l0 O k P a )
，

额定温度为 5 7 ℃
，

或 6 8 ℃
。

响
应时间指数 (R 1 1 ) 为 3 6 ( m · s )“。。

3 ) 选择 阀 (图 4
．

6
．

1
—

3 )
①选择阀宜为气动阀组或电磁 阀组 。

该阀组具有手动功能
，

平时 图 4
·

6
·

处于常闭状态 。

②选择阀与开式喷头 一

起构成全淹没
、

区域应用或局部应用系
统 ，

与闭式喷头
一

起构成预作用系统
。

③在保护空间内发生火警时 ，

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传给报警
控制器 ， 远距离 自动启动选择阀

。

④选择阀配备水流传感器 ，

当水流通过阀门时
，

可发出信号至
报警控制器 ，

以显示该 区域 的水 流状态
。

图 4
．

6
·

1

⑤选择阀的位置可集中布置 ，

亦可分散布置在在防护区的外墙或附近； 如
间应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

一

般不应大于 3 O s 。

4 ) 泵组 (图 4
．

6
．

1
—

4 )
①高压柱塞泵的流量 一

般为 l lO
～

l2 0 l／m in ，

扬程为 】2
．

0 M P a 。

②泵组配套泄压阀 、

蓄能器
、

试验阀
、

控制柜
、

稳压泵等
。

③稳压泵 的流 量 不 宜 大于 2
．

0 I／ m in ， 工 作压 力 为 1
．

5
—

2
．

0 M P a ，

由设置在集水管上的压力开关 自动控制 。

誉勰 溉 一 一 例 。俐 ⋯ ⋯
，

且一 防尘

嚣 甚
t

髫 瓤 组

①水箱的材质应为不锈钢(A Is I3 l6 )等耐腐蚀材料制造
，

且应具有 防尘功能
。 ⋯ ” ⋯

②水箱内配备液位传感器 ，

用于显示水位
，

控制补水电磁阀或者补水泵 (如果需要)
。

③过渡水箱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系统或泵组 1
．

0 m in 的流量
。

储水水
箱宜根据补水情况 ，

储存全部消防水
。

水箱可 由承包商按厂商 的要求制
造 。

④水箱补水管上 的过 滤 器 的精度应与喷头喷 口直径相匹配
，

高压 系

统不应大 于 l0 0 斗m 。

该装置应 由厂商配套
。

⑤过渡水箱补水管的供水压 力 不 应 低 于 1
．

8 M P a ，

当低于 该 数 值 时
，

应设增压泵 。

增压泵可自储水水箱吸水
，

亦可 自市政给水管吸水
。

该泵
应为不锈钢制造 。

图 4
．

6
．

1
—

5 细水雾瓶组
(F 0 g te c @ )

⑥水箱补水水质不应低于饮用水
，

如柱塞泵直接自储水水箱吸水
，

宜补充纯净水或软化水
。

⑦水箱补水管应采用薄壁不锈钢或同等耐腐蚀的管材 。

6 ) 瓶组 (图 4
．

6
．

1
—

5 )

孽= 誊一眺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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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 。

①高压细水雾瓶组 由储水瓶和储气瓶构成
，

储水瓶内充装常压水
，

储气瓶内充装 2 O M P 县的氮气
。

②所有的瓶组都可由同一

种启动阀启动
，

启动阀只需放置在
一

个主瓶上
，

主瓶启动后就可启动副

7 ) 管道
①高压系统应采用冷拔不锈钢无缝管 A Is I 3 16

，

中低压系统可采用冷拔不锈钢无缝管 A Is I 3 0 4 L 。

②管径≤ 犯 8 m m ，

宜采用卡套连接
。

咖3 2 m m ≥ 管径≤ 咖6 O m m ，

宜采用氩弧焊接或法兰连接
。

③管材壁厚应根据系统工作压力
、

经计算确定 。

高压系统的管道规格可参照表 4
．

6
．

1
—

2 。

表 4
．

6
．

1
—

2 不锈钢无缝管规格表 (m m )

公称直径 10 l5 2 0 2 5 3 2 4 o 5 0

外径 】5 18 2 8 3 4 4 2 4 8 6 0

壁厚 1 5 1
．

5 2
．

0 3 0 3
．

0 4 0 4 O

注 ： 表中管道的设计工 作压力为 l2 M P a
，

不锈钢管材的屈服强度不低于 2 lO N ／m m 。。

8 ) 高压系统管道支架间距可参考表 4
．

6
．

1
—

3 中的数据
，

中低压系统可参照水喷淋系统
。

表 4
．

6
．

1
—

3 高压系统管道的支架间距

管道外径 (m m ) < 18 l8
—

3 2 > 4 2

支架间距 (m ) l 5 1 8 2
．

0

9
) 高压细水雾装备

①高压细水雾水枪 (图 4
．

6
．

1
—

6 )
枪体以类似于枪扳机的原理工 作

，

具有防止误动作的功能
，

可 以杠杆

调节喷雾的形状 ，

亦可调节喷雾角度
。

球阀
一

但打开
，

位于球阀上的限位
开关就动作 ，

该信号传送到控制盘后启动系统
。

喷雾水枪有 l3 个微型喷
嘴 ， 3 或 5 种喷雾模式

，

流量为 2 5 L ／m in 或 4 O l／m jn 。

②高压细水雾消火栓箱 (图 4
．

6
．

1
—

7 )
外形尺寸 9 2 c m × 9 2 c m ，

喷雾水枪流量 2 5 T／m in ，

高压
软管长 3 O m 或 5 0 m ，

应急电源插孔 8 V A 。

③移动式高压细水雾灭火装备 (图 4
．

6
．

1
—

8 )
外形尺寸 10 5 c m × 6 0 c m × 5 6 c m ，

喷雾水枪流量 2 5 I／ 图 4
．

6
．

1
一

m
in

，

喷雾尺寸 ( D V 。 。 ) 小于 l5 0 m̈ ，

汽油机功率 l8 H P ，

油箱容积 5
．

5 L ，

高压柱塞泵压力 12 M P a ，

高压软管长 6 0 m ，

水箱容积 10 0

3 施工 安装要点
1 ) 采用氩弧焊工艺焊接时

，

严格按照有关技术规程操作
。

2 ) 管道施工 现场应做好防污染
、

防异物的保护工作
。

3 ) 系统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工 作压力的 1
．

5 倍
。

4 ) 管道系统应以 自来水 冲洗
，

冲洗流速不应小 3 -n／s ，

冲洗
后还应采用压缩空气吹扫 。

5 ) 管道应固定在建筑的结构部件上
。

图 4
．

6
．

1
—

6 细水雾水枪
(F o gte c @ )

图 4
．

6
．

1
—

8 移动式细水雾装备
(F O g te c @ )

6 ) 水箱间应有 良好的卫生和通风条件 。

4 相关标准
、

规范
《细水雾消防系统规范》 N F P A 7 5 0 ：2 D 0 6 。

《固定消防系统一

细水雾
一

设计安装规范》 c E N ／1、s 14 9 7 2 ：2 0 0 8 。

《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c B 5 O 2 l9
一

l9 9 5 。

叠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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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殊建筑给水j习冰 设备

5 ．

1 喷泉
、

灌溉设备

5 ．

1
．

1 喷泉喷头
1 概述
1 ) 定义 ： 水景喷泉中

，

将压力作用下的水或气水混合物
，

通过单个或多个喷嘴喷射到空中
，

构成
特定水形效果的单元装置称为喷泉喷头 。

2 ) 根据喷射水形的效果
，

可将 喷泉喷头分 为 ：

①纯射流喷头 ： 指在未受干扰的情况下
，

从喷嘴喷射出水线或水柱的喷泉喷头
。

这类喷头有固定单
嘴喷头 、

可调单嘴喷头
、

层花喷头
、

集流喷头和开屏喷头
。 纯射 流喷头 的水形轮廓清晰

，

可构成丰富的
组合造型 ，

具有较大水景艺术创造空间
，

是程序或音乐控制喷泉主要采用的喷头类型
。

②水膜射流喷头 ： 指水流从平整的缝隙或在喷嘴外加上折射面后喷出膜状射流的喷泉喷头
。

这类喷
头有半球喷头 、

喇叭花喷头
、

蘑菇喷头
、

扇形喷头和锥形喷头
。

水膜射流喷头的水形通透细腻
，

常单独
使用构成特定的水景元素 ； 水膜射流喷头的抗风性能差

，

多用于室内喷泉或环境风速不大的室外场合
。

③泡沫射流喷头 ： 水通过喷嘴喷出的过程中与空气参混形成泡沫状射流的喷头称为泡沫射流喷头
。

这类喷头有冰塔喷头 、

玉柱 喷头和涌泉喷头
。

泡沫射流喷头的水形丰满
、

坚实挺拔
、

抗风性好
，

是纯射
流喷头和水膜射流喷头的补充 ，

可用于各种水景喷泉 。

④雾状射流喷头 ： 水通过喷嘴喷出时形成类似云状射流的喷头称为雾状射流喷头
。

这类喷头有扇形
水雾喷头 、

玉 柱水雾喷头和锥形水雾喷头
。

雾状射流喷头形成的水雾轻盈飘渺
，

随风而动
，

常用于衬托

主题 水景或雕塑小品
，

营造宁静祥和的艺术效果
。

⑤旋转喷头 ： 在射流的反作用力下
，

边喷射边旋转的喷头称为旋转喷头
。

这类喷头有旋转水晶球喷
头和盘龙玉柱喷头

。

旋转喷头可单独使用构成独立 的水景单元
，

既能成为小型喷泉的主题水形
，

又能作
为大型喷泉 的点缀 。

⑥复合喷头 ： 相同或不同类型的喷头按照
一

定方式组合构成复合喷头
。

这类喷头有扶桑喷头
、

半球
蒲公英喷头和蒲公英喷头 。

复合喷头可单独使用构成独立的水景单元
， 既可以是小型喷泉的主题水形

，

又可 以是大型喷泉的点缀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额定工作压力 ： 指喷头处于最佳喷射水形效果时

，

喷头接口上游 2 0 0 m m 处直管段的表压
。

2 ) 额定流量 ： 指喷头在额定工 作压力时的出水流量
。

3 ) 喷射高度 ： 指喷头在额定工 作压力 和无风条件下
，

射流可达到 的稳定高度
。

4 ) 喷射水平范围 ： 指喷头在额定工 作压 力和无 风条件下
，

射流在水平面上所能达到的稳定范围
，

可以用喷射半径 、

长度和宽度表示
。

5 ) 公称接头 口径 ： 指喷头接 口螺纹的直径
。

6 ) 公称喷嘴 口径 ： 指喷头喷嘴出口 内径
，

当为多嘴喷头时
，

可用喷嘴数乘以单个喷嘴 口径表示
。

3 选用要点
1 ) 选用产品时

，

应对喷头类型
、

规格
、

材质
、

额定工 作压力
、

额定流量
、

喷射高度及喷射水平范
围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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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所选喷头应具有合格证和技术性能资料

，

喷头的设计工作压力和流量应在产品制造商推荐的范
围内。

在设计工作压力下
，

喷头流量的偏差值不得超过规定值的 ± 5 ％ ，

喷头水形的偏差值不得超过规
定值的 ± 8 ％ 。

3 ) 室外喷泉应选择铜质或不锈钢喷头
，

室内喷泉也可选择工 程塑料喷头
。

铜质喷头的材质性能牌
号不应低于 H pb5 9

一

l ，

当使用回收铜铸造加工 ，

铸件材质应符合 G B ／T l 17 6
一

l9 8 7 的规定
。

不 锈钢喷
头的机械性能应符合 G B ／T l2 2 0

—

2 0 0 7 的规定
。 工 程塑料喷头的材质不应透光

，

应具有良好的抗老化能
力 ，

机械性能不应低于铜合金
。

4 ) 喷头的铸件或锻件不得有错位
、

砂眼
、

气孔
、

夹渣
、

飞边和 毛刺等缺陷
，

表面应光 洁平 整
，

气
割边缘应圆滑 、

平直
。

锻件非加工 表面允许有长度小于 1 m m 、

深度不大于 O
．

3 m m 的气7L缺陷
，

但不得
多于两处 。

5 ) 喷头的内表面应有 良好的加工精度
，

应满足 c J／T 2 0 9
—

2 0 0 5 的要求
。

如喷头或零件有表面镀
层 ，

镀层厚度
、

覆盖层结合强度和耐腐蚀性应满足 G B ／T 9 7 9 7
—

2 o 0 5 的要求
。

6 ) 对于旋转喷头
，

在额定工 作压力下应能正 常旋转
，

且旋 转 l 周所需的时间
，

相对 5 周平均值的
最大偏差不得超过 ± 12 ％ 。

7 ) 喷嘴前应有不小于 2 0 倍喷嘴直径的直线管段或整流装置
。

带有球形接头的喷泉喷头应能相对
于正 常射流轴线作不低于 15 。

的万向调节
。

8 ) 不得选用活动部件动作不灵活
、

大量漏水和喷射效果达不到 没计要求的喷头
。

9 ) 喷头重量的偏差值不得超过规定值的 ± 5 ％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完成管网和控制阀门的安装并冲洗管道后

，

方可进行喷头安装
。

2 ) 喷头的安装位置
、

高度和角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喷嘴的淹没深度或出水高度应符合安装要求
。

3 ) 同类同组喷头的安装方式应相同
，

并应具有相同的安装高度
。

4 ) 喷头连接时
，

普通螺纹应满足 G B l9 6
—

2 0 o 3 的要求
，

锥管螺纹应满足 G B ／T 12 7 l6
—

2 0 0 2 的要求
。

5 ) 喷头的喷射方向上不得有障碍物
，

避免对喷射水形的干扰
。

6 ) 喷头配件的安装应完备和正确
，

连接应牢固可靠
，

密封性良好
。

7 ) 当水压从 0
．

5 倍额定工作压力急速增至 5
．

0 倍额定工 作压力并持续 l5 m in 时
，

喷头及其配件不
应出现残余变形或机械损伤 。

8 ) 在 1
．

5 倍额定工 作压力下持续 l5 m in ，

喷头的连接部位不应有明显泄漏 。

5 参考价格 (表 5
．

1
．

1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铸造铜合金技术条件》 G B ／T l】7 6

—

19 8 7 。

《不锈钢棒》 G B ／T l2 2 O
一

2 0 0 7 。

《金属覆盖层》 G B ／T 9 7 9 7
—

2 o 0 5 。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 B l9 6
—

2 0 0 3 。

《6 0 。

密封管螺纹》 G B ／T 12 7 16
—

2 OHO 2 。

《喷泉喷头》 c J／T 2 O 9
—

2 0 0 5 。

《水景喷泉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2 l8
—

2 O 0 7 。

5 ．

1
。

2 水下彩灯
1 概述
1 ) 定义 ： 以增加喷泉的视 觉效果为 目的

、

安装在水面以下的灯具称为水下彩灯
。

2 ) 分类
①按密封方式分类
a

全封闭水下彩灯 ： 这类彩灯的光源全部安装在防水灯壳内
，

光线通过灯具的保护玻璃照射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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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密封圈防水
，

防水效果取决于密封圈的机械压紧程度
。

表 5
．

1
．

1 常用国产喷泉喷头规格及市场参考价格

类型 名称 规格 材质 单位 单价 (元 )

纯射流

固定单嘴 D ，v20
～

D 『v8 0 铜 只 2 5
～

6 5 0

可
调单嘴 D ，v l5

一

D ^憾0 铜 只 l5
～

5 80

层
花 ，JⅣ15

～

D ，V5 0

铜 只 25
—

290

不
锈钢 只 50

～

5 3O

集流 D ，忆 5
一

D Ⅳ80

铜 只 7 0
～

4 2 0

不
锈钢 只 l5O

一

7 2 O

开屏 D ，v2 0
～

D fv2 5 铜 只 l80
～

2 80

水膜射流

半球 D ／v15
～

，J^ 5 0

铜 只 2 5
～

16 0

不
锈钢 只 55

—

2 60

喇 叭花 D Ⅳ15
～

D Ⅳ10 0

铜 只 2 5
—

360

不
锈钢 只 50

～

5 70

蘑菇 D Ⅳ15
一

D ，vs 0

铜 只 2 5
～

14 O

不
锈钢 只 5 0

～

2 8 0

扇形 ，J，v2 O
～

D ^ 5 O

铜 只 4 o
～

16 o

不
锈钢 90

～

2 7 0

锥
形 D Ⅳ15

～

D ／vs 0

铜 只 20
～

l2 O

不
锈钢 只 55

～

2 4 0

泡沫射流

冰塔 D Ⅳl5
一

D ^憾O

铜 只 25 ～

580

不
锈钢 只 4 5

～

7 30

玉 柱 ，)，v 15
～

D ^石0

铜 只 3 0
～

2 6O

不
锈钢 只 55

～

36 0

涌
泉 D ，vl5

一

D Ⅳ10 0

铜 只 2 0
～

3 20

不
锈钢 只 4 0

—

5 2 (】

雾状射流

扇形水雾 D ，v l5
～

D ^您5 铜 只 l5
～

4 5

玉
柱水雾 D ～l5

—

D ^已0 铜 只 10
—

2 0

锥
形水雾 D ／v l5

～

D ^晓O 铜 只 10
～

20

旋转 旋转水晶球
D 7、l2 5

～

D ^ r4 0 铜 只 80
～

2 3 O

盘龙玉 柱 D Ⅳ15
—

D Ⅳl0 铜 只 35
—

1印

复合

扶桑 D ^ H 0
～

，J，v5 O 铜 套 l8O
～

26o

半球蒲公英 D jv2 5
～

，J，v8 O 铜 套 26 0
～

l8 o 0

蒲公英 D 肥 5
～

D 『v8O 铜 套 5 6 0
～

3 5 8O

注 ： 表中的单价为 2 o 0 8 年三 季度数据
。

b 半封闭水下彩灯 ： 这类彩灯的光源部分浸在水 中
，

而光源和电源的连接部分安装在灯壳内
，

采
用密封圈防水 ，

防水效果取决于密封圈的机械压紧程度
。

c

高密封水下彩灯 ： 这类水下彩灯是用特殊的环氧树脂充实灯壳
，

将光源以及光源和电源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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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置于其中 ，

使光源和灯壳成为
一

体
，

既无漏水间隙
，

又无蓄水空间
，

杜绝了漏水的可能性
。

②按灯壳材质分类
a

塑料水下彩灯 ： 灯壳材质为塑料的水下彩灯
，

重量轻
，

价格便宜
。

b 铝合金水下彩灯 ： 灯壳材质为铝合金的水下彩灯
，

重量较轻
，

价格较便宜
。

c

黄铜水下彩灯 ： 灯壳的材质为黄铜的水下彩灯
，

材质较重
，

抗冲击性能差
。

d 不锈钢水下彩灯 ： 灯壳的材质为不锈钢的水下彩灯
，

具有美观和机械强度较高的特点
。

③按光源种类分类
a

白炽水下彩灯 ： 光源为白炽灯
，

灯具结构简单
，

使用寿命较短
。

b 金属卤化物水下彩灯 ： 光源为金属卤化物灯
，

光效高
，

光色好
，

结构 比较复杂
，

光效滞后
。

c
L E D 水下彩灯 ： 光源为 L E D 灯

，

灯具结构简单
，

光效高
，

使用寿命长
。

④按光源分布形式分类

集中光源水下彩灯 ： 指光源集中分布的水下彩灯
，

这类灯具的光效较低
，

但结构简单
，

价格较便宜
(图 5

．

1
．

2
一

1 )
。

环形光源水下彩灯 ： 光源呈环形分布的水下彩灯
，

环 形 中央位置 可 安装 喷泉喷头
。

这

类灯具的光效高 ，

但结构复杂
，

价格较贵 (图 5
．

1
．

2
—

2 )
。

■ 囝
图 5

．

1
．

2
—

1 集中光源水下彩灯 图 5
．

1
．

2
—

2 环形光源水下彩灯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防护指标

①防尘等级 ： 水下彩灯 的防尘等级必须达到 6 级
，

即 IP 6 x 。

②防水等级 ： 水下彩灯的防水等级应达到 8 级
，

即 IP x 8 。

2 ) 安全指标 ： 水下彩灯防触电保护指标应为Ⅲ类
， 工 作电压不得超过 l2 V 。

3 ) 额定工作电压 ： 水下彩灯的实际工 作电压必须与额定工 作电压
一

致
。

3 选用要点
1 ) 水下彩灯应具有合格证和技术性能资料 ，

其照射高度
、

投光范围和色彩变化应满足设计要求
。

2 ) 水下彩灯的防腐蚀能力
、

承受热冲击能力和防护玻璃的承受落水冲击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

3 ) 水下彩灯的外形
、

结构应便于安装
、

维修和更换光源
。

4 ) 应尽量选择同
一

材质和规格的水下彩灯
，

以便备货和维修
。

5 ) 当选择环形水下彩灯时
，

应确保灯具与喷泉喷头尺寸匹配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水下彩灯的安装工作应在喷泉喷头安装调试完成之后进行

。

2 ) 水下彩灯的安装位置和投射角度应满足喷泉设计要求
。

3 ) 水下彩灯的最佳人水深度为 5 0
～

lO 0 m m 。

4 ) 在水下彩灯的投射方向上不得有明显的遮光物体
。

5 ) 水下彩灯的安装应牢固和稳定
，

并且应便于清洁防护玻璃
、

更换光源和维修
。

6 ) 黄
、

绿
、

蓝色彩灯的透射系数较高
，

宜安装在观赏者主导视线喷泉喷头的背面
，

红 色彩 灯 的透

射系数较低
，

宜安装在距观赏者较近的位置
。

7 ) 金属壳体水下彩灯应有可靠接地
，

其它安全指标应达到相关行业标准
。

8 ) 水下彩灯电缆的选择和铺设应满足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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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价格 (表 5
．

1
．

2 )

表 5
．

1
．

2 常用国产全封闭
、

集中光源水下彩灯规格及市场参考价格

灯壳材质 光源种类 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塑料

白炽灯 80 W
、

l2 V
，一

2 4 V 盏 7 5

金属卤化物灯 3 0 0 W
、

2 2O V 盏 2 4 0

L E D
灯

‘

5 W 、

l2 V ／2 4 V
、

西130 盏 l2 O

10 W 、

12 V ／24 V
、

引 6o 盏 I50

铝合金

白炽灯 8O W
、

12 V ／2 4 V 盏 95

金
属卤化物灯 30 0 W

、

2 20 V 盏 2 9 0

【正D
灯

5 W 、

l2 V ／2 4 V
、

击l30 盏 l40

l()W 、

l2 V ／2 4 V
、

击160 盏 17 O

黄铜

白炽灯 80 W
、

12 V ／2 4 V 盏 l】O

金
属卤化物灯 3 o o W

、

220 V 盏 300

L E D 灯

5 W 、

12 V ／24 V
、

西130 盏 l5O

lO W 、

12 V ／24 V
、

引 60 盏 l8O

不锈 钢

白炽灯 80W 、

12 V ／2 4 V 盏 l5 0

金
属 卤化物灯 3 o 0 W

、

2 2 0 V 盏 3 9 O

L E D
灯

5 W 、

l2 V ／2 4 V
、

击l30 盏 190

l0 W 、

12 V ／24 V
、

西l6O 盏 240

注 ： 表 中的单 价 为 2o08 年第 三季度 数据
。

6 相关标准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o 0 O
．

8
—

19 9 7 。

5 ．

1
．

3 喷灌喷头
1 概述
1 ) 定义 ： 将有压水按照设计要求喷洒到园林种植区域的装置称为喷灌喷头

。

2 ) 分类
①按安装方式分类
a

外露式喷头 ： 非工 作状态下完全暴露在地面上的喷头称为外露式喷头
，

也称摇臂 喷头 (图
5 ．

1
．

3
—

1 )
。

外露式喷头的内部构造简单
， 工 作压力较低

，

对水源水质要求不高
，

价格比较便宜
。

但
是 ，

外露式喷头的雾化程度不高
，

不利于绿地养护
，

不适 合运动场绿地喷灌
。

丫 ’
图 5

．

1
．

3
—

1 外露式喷头及其喷洒效果
b 地藏式喷头 ： 非工 作状态下隐藏在地面下的喷头称为地藏式喷头

。

这类喷头工作时中间的伸缩
部分在水压力作用下伸出地面

，

并按照
一

定方式喷水
。

关闭水源后
，

压力 消失
，

伸缩部分在弹簧的作用
下缩藏到地面下



特殊建筑给水排水设备
·

8 ，
·

地藏式喷头的优点是不影 响园林景观
，

便于进行绿地养护和场地运动
。

这类喷头的射程
、

射角和覆
盖范围可现场调节 ，

能够更好地满足园林喷灌要求
。

绿地喷灌系统应优先选择地藏式喷头
。

②按喷洒方式分类
a

固定式喷头 ： 工作状态下喷嘴保持静止状态的喷头称为固定式喷头 (图 5
．

1
．

3
—

2 )
。

固定式喷
头的结构简单 ，

工 作压力较低
，

多见于地藏式近射程喷头
，

是小面积庭院绿地
、

狭长绿化带或自压喷灌
系统的首选喷头 。

图 5
．

1
．

3
—

2 固定式喷头及其喷洒效果
b 旋转式喷头 ： 工作状态下喷嘴按照

一

定规律旋转的喷头称为旋转式喷头 (图 5
．

1
．

3
—

3 )
。

旋转
式喷头的工 作压力较高

，

射程较大
，

是大面积绿地或运动场草坪喷灌的理想产品
。

图 5
．

1
．

3
—

3 旋转式喷头及其喷洒效果
③按射程分类
a

微喷头 ： 射程小于 2 m ，

常用于特小面积草坪和花卉喷灌 (图 5
．

1
．

3
—

4 )
。

b 近射程喷头 ： 射程为 2
～

6 m ，

常用于面积较小或狭长地形草坪和花卉喷灌
。

c

中射程喷头 ： 射程为 6
～

l6 m ，

常用于较大面积草坪绿地喷灌
。

d 远射程喷头 ： 射程为 l6
～

3 5 m ，

常用于大面积草坪或运动场绿地喷灌
。

早 军
图 5

．

1
．

3
—

4 微喷头及其喷洒效果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工作压力 ： 指正常工 作状态下喷头进水口压力

。

喷灌系统设计时
，

应根据产品制造商提供的



8 2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伽 l9 年版)

术参数进行喷头选型和水力计算
。 无产品技术参数时可参考表 5

．

1
．

3
—

1 。

表 5
．

1
．

3
—

1 绿地喷灌喷头的工 作压力和流量

射程 ( m ) 工作压力 (k昏／c m 。) 流量 (m ’／h )

<
2 1

．

0
—

2
．

0 0 ．O 2
～

O
．

15

2 —

6 1
．

4
—

3
．

0 0 lO
～

I 5 O

6 ～

16 2
．

0
—

5
．

O O 8O
～

3
．

2 (】

I6 —

3 5 3
．

5
—

7
．

O 2
．

50
～

16
．

0 o

2
) 流量 ： 指单位时间内经喷嘴喷出的水量

。

常用绿地喷灌喷头的流量范围见表 5
．

1．3
一

l 。

3 ) 射程 ： 指无风情况下从喷头到灌水强度为 0
．

3 m m ／h (喷头流量小于 O
．

2 5 m ’／h 时为 O
．

15 m m ／h )
处的距离 。

喷头射程对喷灌系统的工 程造价和运行费用 (指加压喷灌系统) 的影响较大
。

对于灌溉面
积较大的喷灌系统 ，

规划设计时应针对不同射程的喷头进行经济技术分析
，

合理选择
。

4 ) 射角 ： 指喷头工作时喷射水流的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

绿地喷灌常见的喷头射角有 ：

①低射角 (7 。 一

2 0 。

) ： 低射角喷头的抗风能力强
，

常用于灌溉季节多风地区或屋顶绿地场合
。

②标准射角 (2 O 。 一

3 0 。

) ： 标准射角喷头常用于
一

般气象和地形条件
。

③高射角 (3 0 。 ～

4 O 。

) ： 高射角喷头的抗风能力差
，

多用于坡地和其它特殊场合
。

5 ) 喷灌强度 ： 指单位时间内喷洒在单位面积的水量
，

也可表示 为单位时间内喷洒在灌溉区域 的水

深 。 组合平均喷灌强度是指若干个相同型号和规格的喷头按照
一

定方式布置
，

这些喷头在灌溉区域内平
均喷灌强度的叠加 。

6 ) 升降高度 ： 指喷头在工作状态下喷嘴的弹升高度
，

一

般为 5 c m 、

l0 c m 、

l5 c m 和 3 0 c m 。

3 选用要点
1 ) 绿地喷灌应尽量选择地藏式喷头

，

在同
一

轮灌区里
，

喷头的类型和规格应统
一 ，

所选喷头应具
有合格证和技术性能资料 。

2 ) 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择工 作压力较小的喷头
。

考虑到水压或电压波动因素
，

为了保证系统运行
的可靠性 ，

喷头的设计工 作压力应满足以下条件 ：

1 ．

1P
删 。 ≤ P 设≤ O

．

9 P
⋯

(5
．

1
．

3 )
式中 ％ — —

喷头的设计工作压力 ；

P 。 。
— —

喷头的最小工作压力 ；

P ⋯
— —

喷头的最大工 作压力
。

3 ) 选用喷头的组合平均喷灌强度不得大于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
。

表 5
．

1
．

3
—

2 给出不同土壤的允
许灌水强度 。

表 5
．

1
．

3
—

2 土壤质地和允许灌水强度

土壤质地 砂土 砂壤土 壤土 壤粘土 粘土

允许灌水强度 ( m ”∥h ) 2O 15 l2 l0 8

对于屋顶绿化使用的复合种植土
，

可参照砂壤土选择允许灌水强度
。

当地面有良好的植被覆盖时
，

允许灌水强度可适当提高 ，

但不宜超过表 5
．

1
．

3
—

2 中数值的 2 0 ％ 。

如果存在地面坡度 ，

允许灌水强度应随地面坡度的增加而减小
。

表 5
．

1
．

3
—

3 给出不同地面坡度允
许灌水强度折减系数 。

表 5
．

1
．

3
—

3 允许灌水强度折减 系数

地面坡度 (％ ) 5
～

8 9
～

l2 l3
—

2 0 > 20

允
许灌水强度折减系数 O

．

80 0
．

60 0 40 0
．

2 5

4
) 对于自压喷灌系统 (以市政给水为水源且 管网压力 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

应根据管网供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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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喷头 。

对于加压喷灌系统 (通过加压设备为喷灌系统供水 )
，

应针对不同工 作压 力和射程的喷头进
行技术经济分析 ，

合理选择 喷头 。

5 ) 在喷灌区域如果植物种类较多
，

生长习性差异较大
，

应采用近射程喷头
。

反之
，

如果植物单
一

，

习性相近 ，

应采用远射程喷头
。

6 )
一

般情况下
，

应选择标准射角喷头
。

在灌溉季节多风地区
，

应选择低射角喷头
。

如果存在地面
坡度 ，

在坡地下边界宜选择高射角喷头
，

在坡地上边界宜选择低射角喷头
。

7 ) 在绿地边界应选择可调角度或特殊角度的喷头
。

当使用旋转式喷头时
，

旋转角度为 9 O 。 、 l8 0 。

和 3 6 0 。

喷头的流量比应接近 1：2 ：4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 安装喷头前应完成以下工作 ：

喷灌系统管道铺设 、

水压试验和管沟回填
。

绿地边界
、

庭院道路和园林小品等土建施工 。

绿化种植
土处理和地形整理 。

大型乔灌木种植
。

2 ) 对于普通绿地喷灌系统
，

喷头与管道既可采用 P V c 管直接连接
，

也 可采用铰接杆 连接 (图
5 ．

1
．

3
—

5 )
。

对于运动场草坪喷灌系统
，

喷头与管道的连接应采用铰接杆或其他柔性连接方式
。

2 熙
图 5

．

1
．

3
—

5 喷头铰接杆
3 ) 位于绿地边界的喷头距边界的距离应小于 2 0 c m ，

位于绿地边界拐角的喷头安装位置应位于该拐
角的平分线上

。

喷头与乔灌木或其他绿地中构筑物的距离应大于喷头射程的 2／3 。

同时
，

应避免绿地中
的电器设备受到喷洒水直射 。

4 ) 非工作状态下
，

喷头顶部应与草坪根部或灌木的正 常养护高度平齐
。

工 作状态下
，

喷头喷嘴应
能高于草坪或灌木顶部 ，

完成正常喷洒 (图 5
．

1
．

3
—

6 )
。

图 5
．

1
．

3
—

6 喷头的安装高度
5 ) 在平坦或坡度不大的区域

，

喷头的安装轴线应与地面垂直
。

当地形坡度大于 2 0 。

时
，

喷头的安
装轴线应平分铅垂线和地面垂线构成的夹角 (图 5

．

1
．

3
—

7 )
。

5 参考价格 (表 5
．

1
．

3
—

4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旋转式喷头》JB／T 7 8 6 7

—

19 9 7 。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s L 2 0 7
一

I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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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与排水工 程设计规范》 G B 50 2 8 8
一

l9 9 9 。

《喷灌与微灌工 程技术管理规程》 S L 2 36
—

19 9 9 。

《喷灌工 程技术规范》 G B ／T 5 o o 8 5
—

2 O 0 7 。

《园林绿地灌溉工程技术规程》 c E c s 2 4 3 ：2 0 0 8 。

图 5
．

1
．

3
—

7 喷头的安装角度
表 5

．

1
．

3
—

4 进 口地藏式喷头规格及市场参考价格

喷头类型 射程 ( m ) 升降高度 (c m ) 单位 单价 (元)

固定式喷头 2
～

6

5
个 3O

～

4 5

10 个 4 O
～

6o

I5 个 l0 5
一

I35

3O 个 l30
～

】6 o

旋转式喷头
6

一

l6

lO
个 l3 0

—

27O

l5 个 2 25
～

7 30

3O 个 3 30 ～

960

l6 —

35 10 个 4 80
—

2 10 0

注 ： 表 中的单价为 2 0 0 8 年第三 季度数据
。

5 ．

1
．

4 滴灌滴头
1 概述
1 ) 定义 ： 将压力作用下的水按照

一

定要求滴洒到园林植物根系区域的装置称为滴灌滴头
。

2 ) 分类
①按连接方式分类
a

管上式滴头 ： 在毛管上打孔
，

直接安装在毛管上的滴头称为管上式滴头 (图 5
．

1
．

4
一

1 )
。

管上
式滴头便于实现对植物的精准灌水 。

b 管间式滴头 ： 安装在两段毛管之间
，

本身构成毛管
一

部分的滴头称为管间式滴头 (图 5
．

1
．

4
—

2 )
。

管间式滴头便于施工安装
。

+夺+峰
图 5

．

1
．

4
—

1 管上式滴头 图 5
．

1
．

4
—

2 管间式滴头
c

滴灌带 (管) ： 滴灌带 (管) 是在制造过程中将滴头和毛管组装成
一

体的带状或管状灌水器材
。

滴灌带管壁较薄 (一

般小于 O
．

4 m m )
，

带内无专用滴头
。

滴灌管管壁较厚 (
一

般大于 O
．

4 m m )
，

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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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用滴头 (图 5
．

1
．

4
—

3 )
。

图 5
．

1
．

4
—

3 滴灌带 (管) 及内镶式滴头

②按滴头流态分类
a

层流式滴头 ： 内部水的流态为层流的滴头称为层流式滴头
。

层流式滴头的流量随温度变化较大
，

不易实现均匀灌水 。

b 紊流式滴头 ： 内部水的流态为紊流的滴头称为紊流式滴头
。

紊流式滴头的流量随温度变化较小
，

容易实现均匀灌水 。

③按消能方式分类
a

压力补偿式滴头 ： 借助水压力使滴头内部的弹性部件或流道变形致使过水断面变化的滴头称为
压力补偿式滴头 。 压力补偿式滴头利用过水断面变化实现消耗能量和稳定流量的 目的

，

出水较均匀
，

不

易堵塞 。

b 涡流式滴头 ： 水流进入滴头的内腔形成涡流的滴头称为涡流式滴头
。 涡流式滴头利用产生涡流

的方式消耗能量 ，

降低出水压力
，

管网压力变化对流量影响不大
，

出水较均匀
。

c

iL口式滴头 ： 利用iL口处的局部水头损失来消除能量的滴头称为孔 口式滴头
。

孔 口式滴头的流
量大 、

结构简单
、

工作可靠
、

价格便宜
。

d 长流道式滴头 ： 利用流道壁的沿程阻力来消除能量的滴头称为长流道式滴头
。

长流道式滴头的

抗堵塞性能好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堵塞敏感性
堵塞敏感性是指滴头受水中杂质堵塞的容易程度 。

滴头的流道尺寸越小
，

堵塞的敏感性越高
，

对灌

溉水质的要求也就越高 。

滴头流道尺寸和流道中水流的速度是控制堵塞敏感性的两个特征值
。

根据最小流道尺寸将滴头堵塞
敏感性分为非常敏感 (流道小于 0

．

7 m m )
、

敏感 (流道介于 0
．

7
～

l_5 m m 之 间 ) 和不敏感 (流道大 于
I ．

5 m m ) 三 种
。

水在流道中的流速大 ，

水中的细小颗粒不易沉积
，

滴头的堵塞敏感性低
。

流速小则水中的细小颗粒

容易沉积 ，

滴头的堵塞敏感性高
。

2 ) 流态指数
滴头流态指数表示滴头的流态特征以及压力 与流量的关系

。

压力与流量的关系是滴头的重要性能指

标 ，

对于大多数滴头而言
，

滴头流量可用下式表示 ：

g = ^矿 (5
．

1
．

4 )

式中 口
— —

滴头流量 (1／h )；

＆ — —

滴头流量系数
，

一

般由滴头制造商提供 ；

H — —

滴头的工作压力 (m ) ；

z — —

滴头流态指数
，

常用滴头的流态指数见表 5
．

I
．

4
一

l 。

绿地滴灌常用滴头的工 作压力范围为 0
．

5
～

3
．

0 kg／c m 。 ，

流量范围为 1
．

O
～

16 L／h 。

3 ) 水温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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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敏感性是指水温对滴头流量影响的敏感程度
，

一

般用温度流量比表示
。

温度流量 比是水温高于
2 0 (℃时的流量与 2 O ℃ 时的流量之比

。
一

般情况下
，

流态指数超过 O
．

5 的滴头具有较强的水温敏感性
。

表 5
．

1
．

4
—

1 滴头流态指数

类型 压力补偿式滴头 涡流式滴头 孔 口式滴头 长流道式滴头

流态指数 O O
一

0 3 0
．

4 0
．

5 0
．

6

水温对滴头流量的影响来 自以下因素 ：

①水温对水的粘滞性的影响 。

②滴头流道尺寸随水温的变化 。

③带有弹性部件滴头的材料性能随温度的变化 。

4 ) 制造偏差 ：
一

般用偏差系数表示滴头的制造偏差
，

通常由制造商提供
。

3 选用要点
1 ) 植物种类

、

土壤质地和灌溉技术要求是选择滴头的主要依据
。

同时
，

还应考虑滴灌系统的建设
投资 、

运行 费用 和使用 寿命等因素
。

2 ) 同
一

轮灌区里滴头的型号和规格应统
一

，

所选产品应有合格证和技术性能资料
。

3 )
一

般情况下
，

在满足灌溉制度的情况下
，

尽量选择流量较小的滴头
。

但对于砂质 土壤宜选择流

量较 大的滴 头 。

4 ) 在毛管和滴头布置方式已确定的情况下
，

滴头流量应满足土壤湿润比 (指被灌溉水湿润土壤 的

体积 与计划 湿润层土壤总体积的比值) 的要求
。

5 ) 沿毛管铺设方向地形平坦且铺设长度较短时
，

宜选择非压力补偿式滴头
。

沿毛管铺设方向地形
起伏且铺设长度较长时 ，

宜选择压力补偿式滴头
。

6 ) 不宜选择工 作压力或环境温度对流量影响敏感的滴头
，

不宜选择抗堵塞性能较差或制造偏差较
大的滴头 。

7 ) 对于季节性绿地
，

宜选择滴灌带
。

4 施工安装要点
滴头的布置形式取决于植物种类 、

种植方式
、

土壤质地
、

气象条件和所选用滴头类型
。

同时
，

还应
兼顾经济上合理和施 工

、

管理方便
。

1 ) 在同
一

轮灌区里
，

应选择相同型号和规格的滴头
。

2 )
一

般情况下
，

滴头应布置在绿地表面
，

平面位置应有利于植物根系生长
。

3 ) 毛管走向应与种植方向
一

致
，

避免穿越庭院道路
，

毛管的允许最大长度应满足灌水均匀度要求
。

4 ) 滴灌管可采取浅埋方式 (图 5
．

1
．

4
—

4 )
，

埋设深度应根据土壤质地
、

植物根系深度和灌溉制度
确定 。

图 5
．

1
．

4
—

4 滴灌管浅埋
5 ) 对于狭长草坪绿地

，

可选用滴灌管沿狭长方向铺设 。

6 ) 对于行栽密植的灌木或花卉
，

可根据植物的行距和株距布置滴头
，

满足植物需水要求
。

7 ) 针对乔木灌溉
， 一

般应采取多点对称方式布置滴头
，

滴头到树干的距离约为树冠半径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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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多风地区
，

对于乔
、

灌木滴灌
，

应根据主风向布置滴头
，

以增加植物 的抗 风能力 。

5 参考价格 (表 5
．

1
．

4
—

2 )
表 5

．

1
．

4
—

2 国产及进口滴灌滴头规格及参考价格

滴头类型 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

管上式滴头
2

—

8 L／h 个 0
．

7
～

5
．

0

8 —

16 V h 个 14
．

0
—

20
．

0

管间式滴头 2
～

8 l／h 个 7
．

0
～

16
．

0

滴灌管

滴头间距 30 c m 3
．

5
～

9
．

0

滴头间距 5 0 c m 3
．

0
～

6
．

5

滴头间距 ∞ c m 2
．

5
～

5 O

滴头间距 l0 0 c m 1．9
—

4
．

5

滴灌带 壁厚
0 2 2 5 m m O

．

9
～

1
．

3

壁厚 O 3 5 5 m m 1
．

1
～

2
．

1

注： 表中的单价为 2 0 08 年第三 季度数据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s L 2 0 7

一

l9 9 8 。

《喷灌与微灌工 程技术管理规程》 s L 2 36
—

19 9 9 。

《草坪节水灌溉技术规定》 D B l 1／T 3 4 9
—

2 0 o 6 。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 B ／T 5 0 o 8 5
—

2 0 0 7 。

《园林绿地灌溉工程技术规程》c E c s 2 4 3 ：2 0 0 8 。

5 ．

1
．

5 电磁阀
1 概述
1 ) 定义 ： 在电磁感应的作用下实现对水流控制的阀门称为电磁阀

。

绿地灌溉系统使用的电磁阀为

常闭型 。

2 ) 分类
①按水流方向分类
a

平角电磁阀 ： 水流通过阀体后流动方向不发生改变
。

平角电磁阀的局部水头损失较大
，

一

般用
于干 、

支管在同
一

标高的场合
。

b 直角电磁阀： 水流通过阀体后流动方向改变 9 O 。 。

直角电磁阀的局部水头损失较小
， 一

般用于
干管标高比支管低的场合 。

②按阀体材质分类
a

工程塑料电磁阀 ： 阀体材质为工 程塑料
。

这类电磁阀重量较轻
，

价格较便宜
，

承压能力较差
。

b 黄铜电磁阀： 阀体材质为黄铜
。

这类电磁阀重量较重
，

价格较贵
，

承压能力较强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经济流量 ： 指当该流量的水通过电磁阀时灌溉系统的工 程造价和运行费用的总和最小

，

同时系
统运行的安全性最高 。

表 5
．

1
．

5
一

l 给出绿地灌溉系统常用电磁阀的规格及经济流量范围
，

供设计选用
。

表 5
．

1
．

5
—

1 电磁阀规格及经济流量

规格 ( m m ) 2 0 2 5 32 4 O 5 O 7 5

流量 (m ’／h ) 0
．

1
～

4 0 4
．

0
～

9
．

0 9
．

0
一

l8
．

O 18
．

0
—

30
．

O 30
．

0
—

4 3
．

0 4 3
．

0
—

6 0 0

2
) 局部水头损失 ： 指水流经过电磁阀时产生的局部能量损耗

。

在经济流量工 作状态下
，

绿地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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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常用电磁阀的局部水头损失为 O
．

2
一

1
．

0 kg／c m 。，

具体数据可参考制造商提供的技术资料
。

3 ) 最大承受压力 ： 是指电磁阀能够承受的管网压力的最大值
，

具体数据可参考制造商提供的技术
资料 。

3 选用要点
1 ) 选用的电磁阀应具有合格证和技术性能资料

。

2 ) 当干管和支管的标高相同时应选择平角电磁阀
，

当干管标高比支管低时应选择直角电磁阀
。

对
于 自压灌溉系统 ，

应优先选择直角电磁阀
。

优先选择螺口 连接和具有压力调节功能的电磁阀
。

在满足技
术要求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工程塑料电磁阀

。

3 ) 电磁阀的规格应满足水力计算和经济流量的要求
，

电磁 阀的最大承受压力应满足管网设计要
求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电磁阀的安装方向应符合产品设计要求

。

2 ) 电磁阀上游应设置手动闸阀 (图 5
．

1
．

5 )
，

以备 电磁 阀检修
。

3 ) 在需要冬季泄水的地区
，

电磁阀下游应设置泄水球阀
。

4 ) 电磁阀应采用活接方式与管道连接
，

以便维修或更换
。

图 5
．

1
．

5 电磁阀阀门井
I 一

阀门井盖 ； 2
一

混凝土； 3
一

回填土 ； 4
一

控制电缆 ； 5
一

电磁阀 ； 6
一

控制球阀： 7
一

阀门井壁
8 一

P V c 管； 9
一

活接头 ； l0
一

异径三通 ； I 1
一

泄水球阀 ； I2
一

砾石层 ； l3
一

原土； l4
一

支墩
5 参考价格 (表 5

．

1
．

5
—

2 )

表 5
．

1
．

5
—

2 进 口电磁阀规格及市场参考价格

规格 (m m ) 2 5 5 o I 8o

单位 (元／个) 2 2 0
—

30 0 I 100

．

I4 0 0

『 2 8 0 0
～

450 0

注 ： 表中的单价为 20 o 8 年第三 季度数据
。

2 4 6 B

加 心



循环冷却水系统
·

8 9

6 循环冷却脒系
：

统

6 ．

1
．

1 冷却塔类型及特点 (表 6
．

1
．

1 )

6 ．

1 冷却塔

表 6
．

1
．

1 冷却塔类型及冷却特点

类型 冷却 特点

湿式冷却塔 冷却塔与空气直接接触
，

借助风机进行热质交换的冷却方式

闭式冷却塔

冷却水不与大气直接接触 ，

借助风机将在冷却盘管外壁 的循环喷淋水蒸发 以冷却

盘管内冷却水 ，

实现间接冷却方式 ；

适用于冷却水水质要求高的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喷射式冷却塔 是湿式冷却塔 的另

一

种型式 ，

它不用风机作动力
，

借助喷射水流的诱导作用
，

将
周围空气吸入塔内，

与喷雾水滴接触
，

进行热质交换的冷却方式

6 ．

1
．

2 湿式冷却塔
湿式冷却塔通用名称为机械通风冷却塔(或称机械通风湿式冷却塔)

，

单塔冷却水量≤ 1 0 0 0 m 。／h 。

1 塔型
冷却塔有逆流式冷却塔和横流式冷却塔 。

逆流式冷却塔又有圆形和方形
。

冷却塔塔型选择
，

宜根据
冷却水量 、

进出水温差 (z ．
一

￡，)
、

逼近度 (t：
一

t )
、

冷却水质
、

运行方式
，

及可供布置的冷却塔空间的

大小和施工安装条件 ，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冷却水温 (￡：) 条件下
，

塔型选择
宜遵循下列规定 ：

1 ) 逼近度 (￡：
一

r ) ≤ 4 ℃ 时
，

宜采用逆流式冷却塔
。

2 ) 逼近度 (t：
一

t ) > 4 ℃ 时
，

宜对横流式或逆流式冷却塔进行 比较后确定
。

3 ) 在水温差 (f，
一

￡：) 已定条件下
，

当工艺冷却水量参数变化幅度为土 10 ％ 左右时
，

宜采用逆流
式冷却塔 ； 变化幅度为土 2 O ％ 左右时

，

宜采用横流式冷却塔
。

2 技术要求
国家标准 G B ／T 7 19 0

．

1
—

2 o o 8 中规定了玻璃钢冷却塔的技术要求
，

厂家应按标准中要求进行制造和

检测 。

按判断规则进行质量验收
。

达不到者
，

示为不合格品
。

1 ) 设计工 况和技术参数 (以下参数均为低温型冷却塔的参数 ) ：

①标准型冷却塔的设计工 况参数 ： 设计温差 △ ￡ = 5 ℃ ，

进水温度 f， = 3 7 cc
，

出水温度 ￡： = 3 2 qC ，

湿

球温度 t = 2 8 ℃ ，

干球温度 p = 3 1
．

5 ℃ ，

大气压力 P = 9 9
．

4 k P a 。

②噪声 ： 标准型冷却塔的噪声等级分为低噪声型和超低噪声型
。

其噪声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 G B ／T

7 l9 O ．

1
—

2 0 0 8 中规定
，

见表 6
．

1
．

2 。

③制造厂家应提供根据热力资料计算的热力性能曲线 ，

以满足用户在非标准设计工况 时确定各冷却

塔参数
。

④控制冷却塔的飞溅水
，

既节水又减少对环境污染
。

⑤水质要求 ： 循环冷却水浊度
一

般不超过 2 0 N ，rU
，

短期允许 为 5 0 N T u 。

同时不可含油脂
、

脂肪酸
和有机溶剂 ，

当判断有结垢或腐蚀倾向时
，

应采取必要的水质稳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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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1
．

2 冷却塔的噪声指标规定值

单塔冷却水量 ( m ’／h ) 1o o 150 2 o 0 3 0 O 4 O O 5 o 0 7 0 0 80 O 9 o 0 1O o o

噪声指标 d B ( A )

低 噪声 (D ) 型 63 O 6 3
．

O 6 5
．

O 6 6 0 6 6 0 6 8
．

0 6 9 0 7 O
．

0 7 I_0 7 1 0

超低噪声 (c ) 型 5 8 O 5 8 0 6 0
．

O 6 1
．

O 6 2 O 6 2 0 6 4
．

0 6 7 0 6 8 O 6 8
．

O

2
) 塔体结构和设备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 G B ／T 7 19 0

．

1
—

2 0 0 8 中所规定的要求
，

包括 ： 外观造
型 。

玻璃钢固化度
。

树脂含水量和弯曲强度
。

阻燃性能
。

金属构件防腐
。

风机与传动装置
。 配水系统和

淋水填料的加工 。

3 ) 工 艺性能评价的主要指标
①冷却塔按 6

．

I
．

2
—

1 式评价其热力性能
，

其比值≥ 0 9 5 为合格
。

被测塔水温降 A f一
” 一

该塔设计水温降
一

5

② 比电耗按 6
．

1
．

2
—

2 式中计算
，

当 a < O
．

o 4 k w
·

h／m ’ 者为合格
。

Ⅳ
” 。

万
式中 d

— —

风机 比电耗 [ (k w
-

h )／m 。]；

Ⅳ — —

实耗功率 (k w ) ；

Q — —

冷却水量 ( m 。／h )
。

③经收水器后的飘水率应 < 0
．

0 1％ 。

6 ．

1
．

3 闭式冷却塔
1 塔型 ： 闭式冷却塔有逆流式闭式冷却塔和横流式闭式冷却塔

。

它们各有特点
，

前者维护方便
，

后者结构紧凑 ，

设计时视工 程条件选用
，

目前流行横流式闭式冷却塔 。

2 工 艺结构特点 ： 闭式冷却塔是将湿式冷却塔和热交换器 (冷却盘管) 的功能集于
一

体的
一

种冷
却塔型式 ，

其工 艺结构图式以横流式为例 (图 6
．

1
．

3 )
，

闭式冷却塔的工 艺结构
，

除冷却盘管外
，

其它
设备 、

部件均与湿式冷却塔类同
。

冷却

玲圭l】

图 6
．

1
．

3 横流式闭式冷却塔
l 一

池式配水 ； 2
一

淋水填料 ； 3
一

冷却盘管 ； 4
一

进风 口 ；

5 一

收水器 ； 6
一

喷淋水泵 ； 7
一

风筒 ； 8
一

风机 ； 9 集水盘
3 冷却盘管的技术要求
闭式冷却塔的核心部件是冷却盘管

，

它的结构参数变化会对换热效果和能耗产生重大影响
，

因此冷
却盘管结构优化是产品质量的技术保证 。

现摘录某厂家技术规范中所列出的技术要求供参考
，

如选用其
它厂商产品时 ，

应核实其技术参数
。

1 ) 冷却盘管进
、

出水管的接 口应采用法兰连接
。

2 ) 每组盘管的管子排列应有 《 O
．

O l 的坡度
。

坡向应与冷却水流动方向
一

致
，

以利于管内冷却水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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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盘管内的水流速度应 《0

．

5 m ／s ，

空气侧迎面空气重量流速 (湿工 况 ) 应 《2
．

5 kg／( m 。 。

s )
。

喷

淋水密度应 《4 L ／( m 。
·

s )
。

4 ) 冷却盘管承压能力为 2
．

8 M P a 。

5 ) 每组盘管应先经过预检和压力试验
，

合格后组装
，

冷却盘管组装后应在水中进行 2
．

8 M P a 的气

压试验 ，

以确保无泄漏
。

6 ) 盘管材质采用无缝钢管时
，

为了增强盘管的防腐能力
，

盘管应在近 4 3 O ℃ 高温的熔融纯锌槽内

进行热镀锌 。

7 ) 喷淋水浊度不应超过 2 O N T u ，

不应含油
、

脂
、

脂肪酸和有机熔剂
。

当盘管材质为镀锌无缝钢管
时 ，

喷淋水水质还应符合表 6
．

1
．

3 中要求
。

表 6
．

1
．

3 镀锌构件对水质要求

P H c I。 一

( m ∥L ) S 0 。。 ( m ∥ L ) s iO ： ( m ∥ L ) C a “ (m g／L )

6 ．

5
—

9 0 < 3 0 O < 2 50 < I5 O < 2 o o

6 ．

1
。

4 选用要点
1 选用的成品玻璃钢冷却塔应符合国家产品标准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冷却塔第 l 部分 ： 中小型玻

璃纤维增强塑料冷却塔》 G B ／T 7 19 0
．

1
—

2 0 O 8 中要求
。

2 冷却塔的出口水温
、

进出口水温差和循环冷却水量
，

在夏季空调设计室外湿球温度下
，

应满足
冷水机组的要求 。

当工 程实际参数与冷却塔 的标准工况不 同时
，

应根据厂家所提供 的热力特性 曲线

(或非标工 况冷却水量选用表 ) 对名义工 况的冷却水量进行修正
。

3 制造厂家所提供的热力性能曲线如采用模拟塔的试验数据整理绘制
，

则应根据模拟塔的试验条
件与设计塔的运转条件的差异 ，

对模拟塔的试验数据进行修正
，

修正 系数取 O
．

9
～

1
．

0 。

4 设计湿球温度的确定 ：

1 ) 选用冷却塔时
，

所采用的湿球温度应为使用地历年平均不保证 5 0 h 的湿球温度
，

并应与所服务

建筑空调系统设计的湿球温度相 一

致
。

2 ) 根据冷却塔位置和布置条件
，

如会产生湿热空气回流 和干扰 时
，

设计湿球温度宜在选定的气象

条件基础上增加 O
．

5
～

1
．

0 ℃ 。

5 设计循环冷却水量不宜超过成品冷却塔的额定水量
，

如循环冷却水量达不到冷却塔额定水量的
8 0 ％ 时

，

应对冷却塔配水系统进行校核
。

6 根据环境对噪声的要求
，

对于成品玻璃钢冷却塔应按 G B ／T 7 19 O
．

1
—

2 【】【】8 的要求选用低噪声或

超低噪声冷却塔 (见表 6
．

1
．

2
一

1 )
，

对闭式冷却塔也可参照执行
。

7 敞开式系统的循环水泵的扬程
，

应满足选用的湿式冷却塔配水系统进 口水压的要求
。

密闭式系
统的循环水泵的扬程 ，

应满足闭式冷却塔所选用的冷却盘管水压损耗的要求
。

8 无论是湿式冷却塔或闭式冷却塔
，

在运行中由循环水水质引起的结垢
、

污垢
、

菌藻和腐蚀问题
不可忽视 ，

宜对循环水采取水质控制
。

对闭式冷却塔的循环喷淋水系统
，

在确定水处理方案时
，

还应考

虑塔体和冷却盘管材质对喷淋水水质要求的因素
。

9 对周围气温低于 O ℃ 地 区
，

且 冬季也需要运行的空调系统
，

冷却塔选用及订货时应特别说明
，

并与制造厂家协调制订必要的防冻措施 ，

对于闭式冷却塔
，

冷却盘管的防冻问题更应引起重视
。

1 0 选用成品冷却塔时
，

对制造厂家给出的产品所能承受的风荷载与冷却塔所在位置的设计风压

核对 ，

必要时对冷却塔的结构进行校核
。

1 1 玻璃钢塔体和淋水填料等材质应选用阻燃型
，

其性能应符合 G B ／T 7 l9 O
．

1
—

2 0 0 8 中要求
。

1 2 不设冷却水箱 时
，

应核对集水盘容积和有效水深是否满足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O I5 的有关规定
，

否则应 向厂家提出加大要求
。

1 3 选用成品冷却塔时
，

应注意电气控制的配合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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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塔顶避雷防护装置
、

指示灯及冷却塔周围照明应由设计单位统
一

考虑
。

2 ) 如设计采用风机倒转作为防冻措施时
，

电气设计时应加设可逆磁力起动器
，

按钮安装在冷却塔
附近 ，

并应通知制造厂家确认
。

3 ) 风机采用现场操作方式时
，

必须切断 自控线路
，

并在控制室内有报警显示
，

以确保 维修人员安全 。

1 4 选用的冷却塔应有权威机构的产品性能检测和质量认证文件
。

6 ．

1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冷却塔安装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 G B 5 O 24 3

—

2 0 0 2 和 G B 5o 4 l1
—

2 O 0 7 。

2 安装冷却塔时
，

其纵向和横向不水平度不应超过 O
．

5 ‰ 。

3 冷却塔基础
，

特别是安装在屋面上的冷却塔基础
，

应结合屋面结构进行施工 并应作好防水
，

浇
制时应与实物或安装资料核对地脚螺栓iL位置及螺栓长度 ，

基础面应为麻面
。

4 冷却塔组装就位前
，

应将基础地脚螺栓孔清除干净
，

地脚螺栓的螺母应在 固定地脚螺栓的砂浆
达到设计强度 7 5 ％ 以后方 允许拧 紧 。

5 设置于建筑屋顶的冷却塔
，

应根据该建筑物防霄分类进行防雷处理
，

冷却塔上电气设备的外露
可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 。

6 塔体拼装时螺栓应对称紧固
，

不得强行扭曲安装 ，

拼装后不得漏水
、

漏气
。

7 冷却塔安装过程中严禁塔体邻近处进行电焊或气割等明火作业
，

也不允许在场人员吸烟等 。

8 冷却塔进
、

出水管及补充水管应单独设置支架
，

避免将管道重量传至塔体
。

9 风机组装要求
1 ) 风机叶尖与风筒内壁径向间隙应保持均匀 ，

其间隙为 O
．

0 o 7 5 D (D 为风机叶轮直径)
，

但最小
间隙不应小于 8 m m 。

2 ) 叶片安装角度应
一

致
。

3 ) 风机接线盒应密封
，

防腐
，

引线须下弯
，

以防水 汽进入盒 内
。

4 ) 检查风机转动是否平稳
，

声音是否正常
，

从塔顶往下看
， 叶片应顺时针旋转 。

5 ) 试运转时
，

当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
，

应立即停机
，

宜控制在 O
．

9 0
～

O
．

9 5 的额定值
。

6 ) 安装完成后用油布覆盖风机
，

以防杂物进入和 日晒雨淋
。

1 0 冷却塔安装完毕后
，

应清理管道
、

填料表面
、

配水系统
、

冷却盘管
、

集水盘等处污物及塔内
杂物 ，

并应进行系统清洗
。

6 ．

1
．

6 参考价格 (表 6
．

1
．

6 )
表 6

．

1
．

6 冷却塔参考价格

冷却塔类型 价格 [元／m ’ ·

水 ] 备注

湿式冷却塔 (成品玻璃钢冷却塔) 300
—

5 0 0 l
单位水量的价格随冷却水量增大而降低；

2

价格随材质
、

技术含量增大而增加 ；

3
名牌产品价格为上限；

4
表中价格仅作为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阶段作估算用

闭式冷却塔 l5 0 o
～

2 5 0 0

6 ．

1
．

7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0 15 。

《机械通风冷却塔工 艺设计规范》 G B／T 5O 3 9 2
—

2 0 0 6 。

《工 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O
一

2 o 0 7 。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2 4 3
—

2 0 0 2 。

《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4 l 1
—

2 0 0 7 。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 B 50 o l9
—

2 o o 3 。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冷却塔第 1 部分 ： 中小型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冷却塔》 G B ／T 7 19 O
．

1
—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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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验收测试规程》 c E c s l l8 ：2 O o 0 。

6 ．

2 循环冷却水处理设备

6 ．

2
．

1 概述
1 定义 ： 循环冷却水处理设备为控制循环冷却水系统内由水质引起的结垢

、

污垢
、

菌藻和腐蚀的
设备 。

2 分类 (表 6
．

2
．

1 )
表 6

．

2
．

1 循环冷却水处理 设 备类型

设备类型 处理特点 适用条件

循环冷却水加药装置 利用投加化学药剂进行水处理 在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中得到广泛采用
，

也可用于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中

静电水处理器

电子水处理器

内磁水处理器

利用高压 、

低压电场和磁场进行水处理

可在 敞开式 循 环 冷却水系统中采用
，

但应
满足以下条件 ：

l
冷却水量宜小于 3 o o m ’／h ；

2
严格控制进水水质条件

，

见表 6
．

2
．

3
一

l ；

3
产品经论证确能保 证稳定 的处理效 果

全程水处理器 利用物 理方法解 决循 环 冷却 水 系统 中腐 蚀

、

结垢 、

除浊
、

菌藻全过程的综合水处理

可在小型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中试用 ．

有待长期运行考察

6 。

2
．

2 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1 无论选用何种循环冷却水处理设备

，

其阻垢
、

缓蚀和杀菌灭藻等处理 效果均应达到国家标准
G B 5 0 050 —

2 0 0 7 中规定的控制指标
。

1 ) 循环冷却水系统中换热设备传热面水侧污垢热阻
，

对敞开式应小于 3
．

4 4 × l0 “ ( m 。 ·

K )／w ，

对密闭式应小于 0
．

86 × l0 “

(m 。 ·

K )／w 。

2 ) 敞开式或 密 闭式循 环 冷却 水 系统 中换 热设 备传 热 面水 侧 腐 蚀 速率
，

对 碳 钢设 备 应 小 于
O ．

O 7 5 m m ／a ，

铜合金和不锈钢设备应小于 O
．

0 o 5 m rn／a 。

3 )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中微生物控制指标中
，

异养菌总数不大于 1 × l0 ’ 个／m 1 ，

生物黏泥量不
大于 3 m L／m 。。

2 选用的产品应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并得到权威机构论证确认
。

6 ．

2
．

3 选用要点
1 循环冷却水加药装置由溶药槽

、

电动搅拌机
、

计量泵和电控箱组成
。

其具有机械溶药和自动投
加双重功能。

装置每天配药
一

次 2 4 h 连续运行
，

可处理循环冷却水量 2 o o O m ’／h ，

投药量在 O
一

3 O L ／h 内
调节使用 。

1 ) 药剂品种
、

配方
、

投加剂量
、

循环冷却水系统清洗和预膜处理等均可由业主委托当地权威的水
处理公司提供 一

体化服务
，

对药剂配方及投加剂量可根据水质和工况条件相类似的工 厂运行经验确定 。

2 ) 加药装置宜放入室内
，

药剂应投加在集水池 (盘) 出水口处或循环水泵吸水管进水 口处
。

3 ) 选用产品时
，

应注意加药装置的防腐性能
，

特别当配制次氯酸钠溶液时
，

计量泵
、

搅拌机和溶
药槽的材质应符合要求 。

4 ) 循环水加药装置产品设计宜符合行业标准 H G ／T 2 0 5 2 4
—

2 o o 6 中要求
。

2 电子
、

静电
、

内磁水处理器
1 ) 各种水处理器的进水水质要求见表 6

．

2
．

3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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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各种水处理器选用与安装要求 (表 6
．

2
．

3
—

2 )
。

表 6
．

2
．

3
—

1 各种水处理 器的进水水质 要求

纛＼

之
、

兰
．

电子水处理器 静电水处理器 内磁水处理器

适用水质 总硬度 < 5 5O m g／L (以 c a c O ， 计) 总硬度 < 7 o 0 m ∥I
．

(以 C a c O ， 计) 含盐量 < 30 00 m g／L P H 7
．

5
—

1 1

注 ： l 上述三种水处理器用于除垢时
，

主要用于结垢成分是碳酸盐型水
，

当水中含有硫酸盐时要慎用
。

水中主要
结垢成分是磷酸盐 、

硅酸盐时不宜使用 。

2
内磁水处理器选用前

，

宜先作除垢效果试验
，

流速控制为 1
．

5
～

3
，

5 m ／s 。

表 6
．

2
．

3
—

2 各种水处理器的选用与安装要求

水处理器类型 选用与安装要求

电子水处理器

静电水处理器

I
垂直安装

，

设备周围具有
一

定的巡检区间 ； 2 设备至较大容量电器 ( > 20 kw ) 的最小间距为
5 —

6 m ，

如无法满足时
，

则应在中间设置屏蔽接地装置 ； 3 设备可装在系统总干管上
，

宜靠近冷
冻机组 ，

应设旁通管 ； 4 设备应与系统同步运行
。

重视排污
。

排污量为 0 5％
～

1
．

0 ％
，

当处理水
量为中等以上时 ，

应设旁滤水处理 ； 5 合理选择电子水处理 器 的高频值
，

定期清洗电极 ； 6 系
统运行浓缩倍数宜小于 3

，

选用的产品应符合行业标准 H c ／T 3 l3 3
—

2 o 0 6

内磁水处理器

1
可水平或垂直安装

，

但不应设在系统总干管上
，

以防在系 统 减少流量 时 设备 内流速 降低 而影响

处理效 果 ； 2 磁化 器前应设置过滤器
，

定期排污
，

宜连续排污 (排污水量为循环水量 O
．

5 ％ ) ：

3
每隔 1

～

2 年要检查磁场强度
，

当降低至设计强度的 4 0 ％ 左右
，

就应在调换永久磁铁后再使用 ；

4
磁水器应避免振动 ， 以免磁化效应 减弱

。

安装在金属管道上时
．

应接跨越导线
，

以免杂散 电流

干扰磁场 ； 5 安装位置应避免靠近其它磁场设备 (如电机)
，

当距离小于 1
．

O m 时
．

应对设备屏蔽
处理 。

选用产品应符合行业标准 c J／T 30 6 6
一

l9 9 7

3 全程水处理器
1 ) 全程水处理器主要由转换器 、

复合过滤件
、

射频转换器
、

控制器等部分组成
。

根据循环冷却水
系统中存在的不同问题 ，

设备可选用 A 型
、

B 型
、

c 型
、

D 型 。 全程水处理器可实现时间型
、

压差型全

自动控制 。

2 ) 全程水处理器应垂直安装在系统总干管上
，

并应设置旁通管
。

设备周围留有
一

定的工 作面
，

且
应与系统同步运行 ，

禁止在无水状态下长时间开启设备
。

当设备进出口 压差大于 0
．

0 3
～

O
．

0 6 M P a 时
．

即应停机反冲洗排污 ，

反冲洗时间
一

般为 10
～

3 O s 。

6 ．

2
．

4 相关标准
、

规范
《工 业 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 B 5 o 0 5 O

一

2 o o 7 。

《化工 企业循环冷却水处理加药装置设计统
一

规定》 H c ／T 2 0 5 2 4
—

2 o 0 6 。

《电子式水处理器技术条件》 H G ／T 3 l3 3
—

2 0 0 6 。

《内磁水处理器》 c J／T 3 O 6 6
—

19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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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

1 混凝土管材分类 (表 7
．

1
．

1 )

7 管树 与管件

7 ．

1 混凝土管

表 7
．

1
．

1 混凝 土管管材分类

分类 公称内径
D 。

( m m ) 适 用范 围

使用 条件 接 口 类型 执行标准

混凝土排水管
fC P 1

1O O ～

6 【x】

用
于 生 活 污 水

、

工
业 废 水

、

及 引 水
、

农田排灌等重力低

压或无压排水工 程
注 ：企 口 混凝土排水
管 ( ≤ 5 o o m m ) 不 得
用于城镇 市政 污水 、

雨水管道系统

在地 下 水 和 土壤 无

腐蚀 作 用 的环 境 中

埋 地 铺 设 ，

重 力 流
输 水 、

内 水 压 力
0 ．O 2 ～

0 0 4 M P a ，

管
顶覆土满足外压荷

载的分级要求

承插柔性接口

企 口
柔性接 口

钢承 口柔性接 口

双
插 口柔性接 口

承插刚性接 口

企 口
刚性接 口

双
插口刚性接口

G B ／|r l1836 —

19 9 9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R C P )

2 O 0 ～

3 o 0 O

用
于 雨 水

、

生 活 污
水 、

工 业 废 水
、

合
流排水及农 田 灌 溉
等水利工程

在 地 下 水 和 土 壤 无

腐 蚀 作 用 的 环 境 中

埋 地 铺 设 ，

内水 压
力小 于 O

．

1 M P a ，

管
顶覆 土 满 足 外 压 荷
载 的分 级要 求

承插柔 性接 口

企 口柔性接 口

钢承 口 柔性接 口

双
插 口柔性接 口

承插刚性接 口

企 口刚性接 口

双
插 口 刚性接 口

G B，，rr l18 36 一

l9 9 9

预
应力

钢筋混凝土管

(P C P )

一

阶段 4 o o
一

2o 00 三

阶段 4 o 0
～

30 o 0

用
于 城 市 给 水 排 水

工 程 、

长距离输 水
工程 、

农 田灌 溉 及
各种 工 业 和 水利输
水工 程

、

工 厂 管 网
及深覆土涵管

在地下水和土壤无

腐蚀作用的环境 中

埋地铺设 ，

内水压
力小于 1

．

2 M P a ，

管
顶覆土小于 1O m

承插 滚 动 橡 胶 圈

密封柔性接 口

承
插滑动橡胶 圈

密封柔性接口

C B 5 6 9 6 —

2 0 0 6

J(：／T 7 4 8 一

l9 87

JC ／T 7 4 9 一

l9 87

自应力

钢筋混凝土管

(SP C P )

10 0 ～

80o

用 于
城镇给水工 程

、

工 农业 输 水工 程 及
农 田喷灌工程

在地 下 水 和土 壤 无

腐蚀 作 用 的环 境 中

埋 地 铺 设 ，

内水压
力小于 1

．

2 M P a ，

管
顶覆土小 于 2 m

承 插 式 圆形 截 面

橡 胶 圈 密 封柔 性

接 口

G B 4 O 8 4 —

19 9 9

JC ／T 7 4 8 —

19 8 7

JC ／T 7 4 9 —

19 8 7

预应力

钢筒混凝土管

fPC C P )

P c C P L
管

4 o 0 ～

14 o O

P c c P E
管

12O 0 ～

40 00

或 以 上

用 于 城 镇 给 水 排 水
工 程 、

长 距 离 输 水
工 程 、

农 田 灌 溉
、

水利引水 工 程
、

发
电厂管 网 、

隧道 管
线及深覆土涵管

在地下水和土壤无

腐蚀作用的环境 中

埋地铺设 ，

内水压
力小于 2

．

O M P a
，

管
顶 覆 土 小 于 l0 m ，

可 设 计 满 足 覆 土
l(】m 以上 的管道

承 插 式 单 根 橡胶
密封圈柔性接口

、

承插 式 双根 橡 胶

密封圈柔性接 口

G B ／T 196 85 —

2 0 0 5

Jc ，，T 7 4 8 —

19 8 7

JC ／T 7 4 9 —

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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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

2 特点
、

技术性能要求
1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道是指采用悬辊 、

振动及立式成型的混凝土管和钢筋混凝土管
。

1 ) 产品按有
、

无钢筋分为混凝土管和钢筋}昆凝土管 。

按外压荷载分级
，

其中混凝土管分为 I
、

Ⅱ

两级 。

钢筋混凝土管分为 1
、

Ⅱ
、

Ⅲ三级 。

分别见表 7
．

1
．

2
—

2 混凝土排水管规格
、

外压荷载级别和内
水压力表及表 7

．

1
．

2
—

3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规格
、

外压荷载级别和内水压力表
。

2 ) 管道按外压荷载条件铺设
，

不得埋设在永久冻土层 内 。

对大孔土
、

膨胀土地区应按相应地基规
范进行处理后按规定铺没管道 。

3 ) 管道连接方式分为柔性接口管和刚性接口管
。

柔性接 口 管按接 口 型式分为承插 口管
、

企 口管
、

钢承 口管和双插口管
。

柔性接 口承插 口管的型式 又分 为 甲
、

乙
、

丙三 型
，

这三 种形式主要区别于承插接

口尺寸 和胶 圈的安装方式 。

刚性接 口分为承插口管型式
、

企 口管型式
、

双插 口管型式 。

管型详见国家标
准 C B ／T l 183 6

一

l9 9 9 中的图示
。

选用接 口形式见表 7
．

1
．

2
—

1 管道基础形式及接口类型选用表
。

刚性接
口 的预制钢筋混凝土管道在混凝土基础上

，

其接口 的适用条件为 ：

①适合在无外力破坏 、

下卧持力层承载力均匀
、

无不均匀沉降或局部变形的地段
。

②无侧 向位移条件
，

当遇有软弱等不良地基时
，

应全部清除或部分清除换以砾石或粗砂垫层
，

以提

i葛该地基及基座 的稳定性
，

确保地基不发生不均匀沉降
，

保证 管道长期稳定运行
。

③管道两侧回填土需同步进行 ，

防止回填时发生位移或损伤； 当铺设在纵坡大于 3 6 ％ 时
，

应采取
防止管道下滑的措施 。 ’

4 ) 埋地混凝土管道需采用砂石基础 (土弧基础) 或混凝土基础
。

选用基础形式见表 7
．

1_2
—

1 。

表 7
．

1
．

2
—

1 管道基础形式及接口类型选用表

施工 方法 开槽法施工 顶进法施 工

管 口形式 企口 管 承插口 管 双插口管 钢承口管 企口管

接口 形式 橡胶圈 刚性填料 橡胶圈 橡胶圈 橡胶圈 橡胶圈

接口类型
柔性接 口 选用 选用 选用 选用 选用

刚性接 口 选用

基础形式 混凝土基础 选用
砂石基础 (土弧) 选用 选用 选用 选用 选用

5 ) 柔性接 口橡胶圈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

与管道配套供应
。

6 ) 对于采用承插式接口 的管道
，

插 口插入 的方向应与水流方向
一

致
。

2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是指在混凝土管壁内所置的钢筋预先施加双向预应力而预制的混凝土管 。

管材
包括采用振动挤压工 艺成型的

一

阶段管和采用管芯缠丝工 艺成型的三 阶段管
。

一

阶段管又分为传统的
一

阶段管 (代号 Y Y C ) 和
一

阶段瑞典逊他布管 (代号 Y Y G S )
，

三 阶段管分为传统的三 阶段管 (代号
s Y G ) 和三 阶段澳大利亚 罗 克拉管 (代号 s Y G L )

。

1 )
一

阶段生产工 艺 (振动挤压工 艺) 公称内径为 4 o 0
～

2 O 0 0 m m 、

三 阶段生产工艺 (悬辊
一

离心复
合工 艺即管芯缠丝工 艺) 公称内径为 4 0 0

～

30 o o m m ，

内水压力不大于 1
．

2 M P a 。

适用的管顶最大覆土深
度为 lO m 。

预应力钢筋混凝士管规格及压力指标见表 7
．

1
．

2
—

4 及表 7
．

I
．

2
—

5 。

2 ) 铺设条件为设 计内水压力不宜大于 1．2 M P a ，

覆土不大于 2
．

0 m ，

地面活荷载允许两辆汽
一

2 0 级
汽车并行 。

3 )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在抗渗
、

耐久性和抗腐蚀等方面优于金属管道
，

管道内壁不易结垢
，

管
内壁粗糙系数 n 值

一

般取 0
．

O l2
～

O
．

O l3 ，

其中振动挤压工 艺制管为 0 O l2 (与同等管径的铸铁管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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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输水能力或减少水头损失) ，

管芯缠丝工 艺制管为 0
．

O 13 。

4 ) 管道接 口允许借转角度
，

公称内径 4 o o
～

7 0 O m m 时为 】
．

5 。 ，

公称内径 8 【)0
～

14 ()(]m m 时为 】。 ，

公称内径 16 0 0
～

3 o 0 O m m 时为 O
．

5 。 。

5 ) 该管道采用承插式圆形断面橡胶圈密封接 口 。

橡胶圈的物理力 学 性 能 应 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

与管道配套供应 。

3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是指利用 自应力水泥的膨胀力张拉管壁内的钢筋或钢丝网而产生预应力的混凝

土管 。

该管材包括配筋为钢筋的 I 型管
、

用两半模成型的钢丝网 Ⅱ型管和用整体模成型的钢丝 网Ⅲ型
管 。 三 种管的主要规格尺寸见表 7

．

1
．

2
—

6 。

1 ) 用于埋地给水工程的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的覆土主要根据管材试验压力确定
，

见表 7
．

1 _2
—

7 。

2 )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具有 良好的抗渗性
、

耐久性和抗腐蚀性
。

管道内壁不易结垢
，

可在管道上

开孔接设支管 ，

管道损坏后可快速修复
。

3 ) 该种管道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有干缩现象
，

同时应力值有所下降
，

但吸水后会恢复
，

适用于埋地
铺设 ，

多用于给水管道工 程
，

铺设条件为设计内压不宜大于 0
．

8 M P a 。

4 ) 对管体和密封圈有腐蚀作用的水和土壤
，

应采取防护措施后方可铺设
。

5 ) 各等级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铺设在素土平基上
，

管顶覆土深厚度为 0
．

8
～

2
．

0 m ，

地面允许活

荷载为两辆汽 一

l5 级汽车并行
。

6 ) 公称内径 6 0 0
～

8 o 0 m m 的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

应使用 9 O 。

土弧基础 。

7 ) 公称内径 10 0
～

35 0 m m 允许的转角为 2
．

O 。 ，

公称内径 4 O O
～

80 0 m m 允许的转角为 1
．

5 。 。

8 ) 管道配用的弯管
、

缩管
、

三 通 等管件采用特制铸铁或钢制配件
。

4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是指在带薄钢筒的混凝土管芯外侧缠绕环向预应力钢丝并在管芯的内外浇注水

泥砂浆保护层而制成的混凝土管 。

该管材包括内衬式预应力钢筒混凝土 管 (代号 P C C P IJ) 和埋置式预

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代号 P C c P E )
。

1 ) 该种管道是
一

种复合管
，

由于使用了密封钢筒
，

管道材料综合了普通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和
钢管的优点 ，

除具有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在抗渗性
、

耐久性
、

抗腐蚀性
、

管道内壁不结垢
、

输水能力
保持不变等方面的优点外 ，

还兼 备钢管承压 高
、

安全性好等优点
。

2 ) 内衬式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是 ： 指由钢筒和混凝土内衬组成管芯并在钢筒外侧缠绕环向预应力
钢丝 ，

并涂敷水泥砂浆保护层而制成的管子
。

管子的接头有单胶圈密封柔性接 口和双胶圈密封柔性接 口

两 种
。

单胶圈密封柔性接 口 公称 内径为 4 0 O
～

14 o o m m ，

双 胶 圈 密封柔性接 口 公 称 内径 为 1O 0 0
～

14 O O m m 。

3 ) 埋 置式预应力钢简混凝土管是指由钢筒和钢筒内
、

外两侧混凝土层组成管芯并在管芯混凝土外
侧缠绕环向预应力钢丝 ，

并涂敷水泥砂浆保护层而制成的管子
。

管子的接头有单胶圈密封柔性接口 和双
胶圈密封柔性接 口 两种

，

公称内径为 l4 o o
～

4 0 0O m m ， 需根据压力等级的密封要求选择承插 口钢环确定
胶圈数量 。

4 ) 管道接 口允许借转角度 ： 对单胶圈柔性接 口
，

当公称内径为 4 0 0
～

lo o O m m ，

借转角度为 1
．

5 。 。

公称内径为 l2 0 0
～

4 O o 0 m m ，

借转角度为 1 。 。

对双胶圈柔性接 口 ，

公称内径为 12 【)0
～

4 0 o o m m ，

借转角
度为 O

．

5 。 。

5 ) 配套供应管道配件有合拢管
、

干线阀门连通管
、

弯管
、

缩 口 管
、

T 型三 通
、

Y 型三 通
、

短管
、

变径管 、

铠装管
、

斜 口管及用于连接 支线
、

人孔
、

排气阀
、

泄水阀所需的各类出口管件等
。

6 ) 管道粗糙系数 n 值较小
，

按振动挤压工 艺制管 n 值为 O
．

0 l0 7
、

按管芯缠丝工 艺制管 n 值为
0 ．

0 l2
，

与同等管径的铸铁管相比可扩大输水能力并减少水头损失
，

前者与同等管径的预应力钢筋混凝
土管相比还可再扩大输水能力并减少水头损失 ，

节省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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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可以直接在管体上开孑L以便于设置出口管件和连接排气阀
、

泄水阀及其他支线
。

8 ) 接头用钢制接 口环和橡胶圈
，

密封性能好
、

无漏水现象 。

5 规格及压力指标
混凝土排水管规格及压力指标见表 7

．

1
．

2
—

2 。

钢筋混凝土排 水管规格及压力指标见表 7
．

1
．

2
—

3 。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规格及压力指标见表 7
．

1
．

2
—

4 及表 7
．

】
．

2
—

5 。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规格及压力指
标见表 7

．

J 2
—

6 及表 7
．

1
．

2
—

7 。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抗裂检验压力见表 7
．

1
．

2
—

8 。

表 7
．

1
．

2
—

2 混凝土排水管规格 、

外压荷载级别和内水压力表

公称内径 ，J。

( m m )

有效长度

( m m )

I 级 管 Ⅱ级管

壁厚

( m m )

破 坏荷载
(刖 ／m )

内水压力

(M P a )

壁厚

( m m )

破坏荷载

( k N ／m )

内水压力
(M P a )

10 o

10 ()0

19 l2

0 ．

0 2

25 l9

0 _o 4

l5 O l9 8 2 5 】4

20 O 2 2 8 2 7 】2

2 5O 2 5 9 3 3 l5

30 0 3O l0 4 0 l8

3 5O 35 l2 4 5 l9

4 0 0 4 O l4 4 7 l9

4 50 4 5 16 50 19

5 o0 50 l7 55 2 l

60 0 6O 2 1 6o 24

注 ： I 级管 计算覆土 高度 0
．

7
～

3 m ，

内水压力 0
．

0 2 M P a 。

Ⅱ级管计算覆土高度 3
—

5 m ，

内水压力 O
．

0 4 M P a 。

表 7
．

1
．

2
—

3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规格
、

外压荷载级别和内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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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1
．

2
—

3

公称 内径 仇

( m m )

有效

长度

f m m 1

I 级管
内水压力 0

．

0 6 (M P a )

Ⅱ级管

内水压力 0
．

I (M P a )

Ⅲ级管

内水压力 0
．

1 (M P a )

壁厚

( m m )

裂缝荷载

(k N ／m )

破 坏荷载
(k N ／m )

壁厚

(m m )

裂缝荷载

(kN ／m )

破坏荷载

(k N ／m )

壁厚

( m m )

裂缝荷载
(kN ／m )

破坏荷载

(k N／m )

J50O 1】5 ( 12 5 ) 60 9 0 l5 0 9 9 15 0 l5 O 15 l 2 2 6

I6 5 O I2 5 ( 14 O ) 6 6 9 9 l6 5 I10 l7 0 16 5 l6 6 24 9

18o 0 l4 O ( 15O ) 7 2 I】0 l8 O 12 0 l8 0 180 18 3 2 74

2 o o 0 l5 5
( 17 0 ) 80 l2 0 2 o 0 I3 4 2 0 0 2 o o 2 o 4 3 0 5

2 2 (x) l7 5
( 18 5 ) 84 l30 22O I4 5 2 20 2 20 2 2 7 340

24o o 185 (2o 0 ) 9 0 】4 O 23 0 l5 2 2 3O 2 3O 2 50 37 6

26o 0 2 2O 1o 4 156 23 5 17 2 2 60 2 3 5 2 7 2 4 07

2800 2 35 I12 l6 8 2 5 5 l8 5 2 80 2 5 5 2 96 44 5

3o oo 2 5O 】20 l80 2 7 5 】9 8 30 0 27 5 3 l7 4 7 5

括
号内数值为推荐壁厚

。

I 级 管计算覆土高 度 O 7
～

3 m ，

内水压力 O 0 6 M P a 。

Ⅱ级 管计算覆土高度 3
～

5 m ，

内水压力 0
．

1M P a 。

Ⅲ级 管计算覆土高度 5
～

7 m ，

内水压力 0 ．1M P a 。

表 7
．

1
．

2
—

4
一

阶段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规格及抗裂内压指标

公称内径 巩

( m m )

管道壁厚

( m m )

内水压 力 (M Pa )

0 2 O
．

4 O 6 0
．

8 1
．

0 1
．

2

4 0 o 5 0 —

5 O () 7 6 1 O 3 1 2 8 1
．

5 4 l 7 0 l 8 6

50 0 5 0 —

50 0
．

84 1 l 】 l_3 4 1
．

5 7 l 7 6 1
．

9 5

6 0 o 5 5 —

65 O
．

89 1 16 】
．

3 9 I_62 1
．

8 l 2
．

0 o

70 o 55 —

65 0
．

9 7 1 2 4 1
．

4 7 1
．

7 0 1
．

89 2
．

O 8

80 o 6O 一

65 0 9 9 1
．

2 6 1
．

4 9 1
．

7 3 l 9 2 2
．

10

90 o 6 5 —

70 l 0 】 l 2 8 I
．

5 l l 74 l 9 3 2 1 1

10 0O 7 O 一

7 5 1
．

0 2 l_2 9 1
．

5 2 l 75 1
．

94 2
．

I2

l2o 0 8 0 —

8 5 1
．

o 6 1
．

3 3 l_5 6 l 8 0 l_9 9 2
．

17

l4 00 9 0 —

9 5 1 lO 1
．

37 1 6O l 84 l 9 9 2 17

160 0 l0 0 一

105 1
．

12 ( 】
．

2 7 ) 1
．

39 ( 1
．

54 ) 1
．

62 ( 1
．

7 7 ) 1
．

85 f2
．

0 O 1 2
．

0 4 (2
．

19 ) 2 2 2 ( 2
．

37 )

l8o0 l 15 一

l15 1
．

12 ( 1
．

2 7 ) l 3 9 ( 1 5 4 ) l 6 2 ( 1 7 7 ) 1 85 (2 0 o ) 2
．

0 4 ( 2
．

19 ) 2 2 2 (2 3 7 )

2O0o 13 0
一

I2 5 】
．

12 ( 1
．

2 7 ) 1
．

39 f 1
．

54 ) 1 62 ( 1 7 7 ) 1
．

85 (2 o o ) 2
．

o 4 (2 19 ) 2
．

2 2 ( 2 3 7 )

注 ： 】

2

3

d

带括弧数字为立式水压检验指标 ，

其余为卧式水压检验指标
。

管道壁厚前行数字为传统的一

阶段管壁厚
，

后行数字为瑞典
“

逊他布
”

管型壁厚
。

管道有效长度为 5 m 。

本表数据适用铺设条件为素土基础 ，

管顶覆土深度 0 ．8
～

2
．

0 m ，

地面车辆荷载允许两辆汽
一

2 0 级汽车并行
。

超出本使用条件应另行进行结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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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1
．

2
—

5 三 阶段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规格及管抗裂内压检验指标

公称内径仇

( m m )

壁厚

( m m )

内水压力 (M P a )

0 ．

2 O
．

4 O
．

6 0
．

8 1
．

0 1
．

2

4 0O 5 8 O ．

68 0 9 5 1
．

18 1．4 l 1
．

60 1 8O

50 o 5 8 0 ．

7 5 1
．

0 2 1
．

25 l 4 9 l_67 1
．

86

6 0 0 —

6 20 6 3
—

6 6 n 7 8 1
．

O 5 1．29 1
．

5 2 1 7 l l 8 9

7 o o 6 3 —

7 1 0
．

84 l_ l 1 1 34 ll57 1
．

7 6 1 9 4

8 O O 6 8 —

7 6 O
．

87 1．14 1
．

3 8 1
．

6 l l 7 9 1 9 8

9 o 0 7 4 —

8 1 0
．

8 8 1
．

】5 1 3 8 1
．

6 1 1 80 1
．

9 8

l()00 79 —

86 O 9 2 1
．

19 1 4 2 l 6 5 1
．

84 2 0 2

l2 o 0 89 —

9 6 0 9 8 1
．

2 2 1_4 5 1
．

6 8 1
．

87 2 05

l4o o 1o 0 一

lo 6 0 9 8 1
．

25 1．4 9 I．72 l 9 1 2
．

09

I60 O 10 5 一

l l6 O
．

9 8 ( 1
．

13 ) 1
．

2 5 ( 1 4 O ) l_4 9 ( 1 6 4 ) 1_7 2 (1
．

87 ) 1
．

9 l (2
．

0 6 ) 2 09 (2
．

24 )

I8o o l29 O ．

9 8 ( 1
．

13 ) I
．

25 ( 1 40 ) 1
．

49 ( 1
．

64 ) 1
．

7 2 ( 1 8 7 ) 1 9 1 (2
．

0 6 ) 2 0 9 (2
．

2 4 )

20 o 0 l4 4 0
．

9 8 ( 1 l3 ) l 2 5 ( 1 4 0 ) 1．49 ( 1
．

64 ) 1
．

7 2 ( 1
．

87 ) 1
．

9 1 (2
．

0 6 ) 2
．

09 (2
．

2 4 )
2 2 0 0 I4 5 1 ．

O 3 『1
．

22 ) 1
．

3O f 1 4 9 1
．

54 (1
．

7 3 ) 1
．

7 7 (1 9 6 )
一

(
一

)
一

(
一

)

2 4 0 0 16 o l o 3
( 1

．

2 3 ) 1
．

3 0 ( 1
．

50 ) l 57 ( 1
．

7 6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2 6 0 0 17 5 1 o 3 ( I．2 5 ) 1
．

3 O ( 1
．

5 2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28o 0 19 0 1
．

0 3 ( 1 25 ) l_3 0 ( 1
．

52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3 o o 0 2 O 5 1 ．

0 3 ( I
．

2 5 ) 1
．

30 ( I
．

53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注 ： l

2

3

表列带括弧的数字为立式水压检验指标 ，

其余为卧式水压检验指标
。

管道有效i圭度为 5 m 。

本表数据适用铺设条件为管顶覆土深度 O
．

8
～

2
．

O m ，

地面车辆荷载允许两辆汽
一

20 级汽车并行
。

超出使用
条件应另行进行结构验算 。

4
管道壁厚前行数字为传统的三 阶段管壁厚

，

后行数字为澳大利亚
“

罗克拉
”

管型壁厚
。

表 7
．

1
．

2
—

6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规格

公称内径 D 。 ( m m ) 10 0 15 0 20 0 2 5 0 3 0 0 3 50 4 o 0 5 o 0 6 0 0 80 0

有效长度 (m m ) 3O 0o 30 【x】 30o 0 30 00 4o 0O 40 o 0 4 0 00 40 0 0 4o oo 4 000

I 型
管 I壁厚 (m m ) 2 5 2 5 3 O 3 5 4 O 4 5 4 5 5 5 印 8 0

Ⅱ
型管 l壁厚 ( m m ) 2 5 2 5 3 0 3 O 3 5 4 o 4 0 4 5 50 6 0

Ⅲ
型管 】壁厚 (m m ) 27 27 3O 30 35 4 0 4O 4 5 50 6 0

表 7
．

1
．

2
—

7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规格及压力指标

类型 公称内径 巩 ( m m ) 压力指标 (

M P a
)

内水压力 出厂检验压力

工压 —

4 10 o
～

80 0 0 4 0 8

工 压 一

5 10 o
～

8o o 0
．

5 1 0

工
压 _-6 10 o

—

8o o O
．

6 1
．

2

工
压

一

8 10 0
～

800 0
．

8 1 4

工 压 一

10 l0 o
一

80 o l 0 1
．

7

工 压 一

l2 lo 0
—

8o o J
．

2 2
．

0

注 ： I 本表数据适用铺设条件为素土平基
，

管顶覆土深度 0 8
～

2 O m ，

地面车辆荷载允许两辆汽
一

l5 级汽车并行
。

超出本使用条件应另行进行结构验算 。

2
公称内径为 6 o 0

～

80 0 m m 的 自应力钢丝网水泥管应使用 9 0 。土弧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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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1
．

2
—

8 预应力钢 简混凝土管抗 裂检验压 力

管型 公称内径 Do
(m m )

有 效长度
(m m )

压力级别 (内水压 力 ) M P a

0 ．

4 0
．

6 0
．

8 】
．

O 1 2 1
．

4 1 6 1 8 2 0

内

衬

式

管

4 0 0

5 0 0 0

或

6O 00

0 70 O ．

9 5 1
．

18 1 4 6 1
．

7 4 2
．

0 2 2
．

30 2
．

5 8 2
．

86

500 0 7O 0 ．

95 l_ l8 1
．

4 6 1
．

7 4 2
．

0 2 2
．

3O 2
．

5 8 2
．

86

60 0 0 7 0 O ．

95 1
．

I8 1
．

4 6 1
．

7 4 2
．

0 2 2
．

3O 2
．

5 8 2
．

86

7o 0 0．70 n 95 1 ．

18 l_4 6 l 7 4 2 0 2 2
．

30 2
．

5 8 2
．

86

8o 0 0 7 0 O ．

95 I．19 1．47 ll7 5 2 0 3 2 3 1 2
．

59 2 87

9o 0 0 ．

70 0
．

9 5 1
．

2 1 1 4 9 】 7 7 2 O 5 2
．

3 3 2
．

6 1 2
．

89

lO o 0 0 ．

7 O 0 ．9 4 1
．

2 2 1
．

5 O 1
．

7 8 2
．

o 6 2 34 2
．

62 2
．

90

12【x】 O 70 O ．

9 7 1
．

25 1
．

5 3 1
．

8 l 2
．

o 9 2 37 2
．

6 5 2 9 3

l4 o 0 0 ．

7 0 1
．

o 4 I
．

32 l 6o 1
．

8 8 2 l6 2 4 4 2
．

7 2 3
．

0o

埋

置

式

管

120 0

5O o 0

或

6O o 0

O 88 1 ．

16 l_4 4 1
．

7 2 2
．

o 0 2
．

2 8 2
．

5 6 2
．

84 3
．

12

l4 【x】 0 9 0 1 ．

18 1
．

4 6 1
．

7 4 2
．

0 2 2
．

3O 2
．

5 8 2
．

8 6 3 14

l6 0 0 0 ．

9 2 1
．

2 0 j
．

4 8 1
．

7 6 2
．

0 4 2
．

3 2 2
．

60 2
．

8 8 3
．

16

18 0 0 O 9 4 1 ．

2 2 1
．

5 0 1
．

7 8 2 o 6 2
．

34 2
．

6 2 2
．

90 3
．

18

2 0 o 0 0 ．

9 8 】
．

2 6 1．5 4 1
．

82 2
．

10 2
．

3 8 2 66 2
．

9 4 3
．

2 2

220 0 1．

o o 1
．

2 8 1
．

56 1
．

84 2
．

12 2 4 0 2 6 8 2
．

96 3
．

24

24 0 0 1 ．

J4 1 4 2 1
．

7 0 1
．

9 8 2
．

2 6 2
．

54 2
．

82 3
．

10 3
．

3 8

260 o 1．16 l 4 4 1 7 2 2 0 0 2 ．

2 8 2 5 6 2
．

84 3
．

12 3 4 o

2 80 0 l I8 1 4 6 I_7 4 2 ．

O 2 2 3 0 2
．

5 8 2
．

86 3
．

14 3
．

4 2

3 O 0 0 I 2 0 1 4 8 1 ．

7 6 2
．

o 4 2
．

32 2
．

6 0 2
．

8 8 3
．

16 3
．

4 4

3 2 o o l_2 0 1 ．

4 8 1
．

7 6 2 o 4 2 3 2 2 6 0 2
．

88 3
．

16 3
．

4 4

3 4 0 o 1 ．

2 1 1
．

4 9 1 7 7 2
．

0 5 2
．

33 2
．

6 1 2
．

89 3
．

17 3 45

360 o 1 ．

2 6 1 54 1 8 2 2
．

10 2
．

38 2
．

6 6 2
．

9 4 3
．

2 2 3
．

50

3 800 I．

25 1
．

53 1
．

8 1 2 O 9 2
．

37 2
．

6 5 2
．

9 3 3
．

2 l 3 4 9

40 0o 】．

2 6 1
．

54 l 82 2 10 2 38 2
．

6 6 2
．

94 3
．

2 2 3
．

50

注 ： l 表列数据适用于铺设条件为管顶覆土深度 O
．

8
～

2
．

O m ，

土弧基础 (9 0
。

)
，

两 辆 汽
一

2O 级汽车并行
。

2 埋置式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单胶圈接头与双胶圈接头的区别只是承 口深度和插 口长度不同
。

3
内衬式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只有公称内径 1o o 0

～

l4 0 o m m ，

有单胶圈接头与双胶圈接头两种接头
，

其余为单

胶圈接头 。

管材壁厚见国家标准 G B ／T l9 6 85
—

2 0 o 5 。

7 ．

1
．

3 选用要点
1 混凝土管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1 ) 混凝土管适用于内水压力为 O

．

O 2
—

0
．

O 4 M P a 。

主要输送生活污水
、

雨水
、

工 业废水
、

引水及农
田灌概等低压或无压排水工 程

。

2 ) 钢筋混凝土管适用于内水压力为 0
．

0 6
～

O
．

1 M P a 主要输送雨水
、

合流排水
、

生活污水
、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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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 、

引水及农田排灌等的输水管道工 程 。

3 )
一

般根据技术经济要求
、

施工 费用
、

使用年限
、

市场供应情况选择管材
。

4 ) 在施工 条件差 (地下水位高
、

有流砂等) 及地基承载力差的场合
，

使用强度高即外压等级高的
管子 ，

敷设费用较低
，

减少工 程投资
，

在内压大于 O
．

0 6 M P a 的管段上必须选用钢筋混凝土管
。

5 ) 如输送侵蚀性污水或管外有侵蚀性地下水
、

腐蚀性土壤 时最好选用其它管材
。

6 ) 根据管道重要性
、

用途
、

输送介质
、

受力条件
、

施工 方法
、

工 程地质等因素选择管道接 口形
式 。

7 ) 根据地基承载力
、

管道覆土深度选择混凝土管的基础型式
。

2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1 )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适用于给水工 程中的压力输水

，

也可用于排水工程
。

2 ) 管道铺设在满足承载力要求的素土基础上
、

管顶覆土深度 0
．

8
～

2
．

O m ，

地面活荷载允许两辆汽
一

2 O 级汽车并行
。

3 ) 当管子用输送具有腐蚀性 的污水或海水
，

或用于含有腐蚀性介质的土壤 环境中以及 架空铺设
时 ，

应按 《工 业 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 B 5 0 【)4 6
—

2 o ()8 的规定对管体混凝土或水泥砂浆保护层进行防
腐处理 。

涂覆防腐材料时应遵循 《建筑防腐蚀工 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O 2 12
—

2 0 0 2 的规定
，

防腐施
工的质量应按 《建筑防腐蚀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 B 5 O 2 2 4

一

l9 9 5 的规定进行评定
。

4 ) 对用于管体和密封圈有腐蚀作用的水或土壤
，

应采用防护措施
。

5 ) 该管道采用承插式圆形断面橡胶圈密封接 口 ，

橡胶圈配套供应
。

6 ) 在三 通
、

弯头
、

缩管
、

端头处
一

般采用与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配套的钢制管件
，

管件内外应进
行防腐处理 ， 目前国家尚无标准配件 ，一

般由设计单位根据使用条件白行设计或套用有关的国家标准图
。

7 ) 由于采用橡胶圈密封接 口
，

管道接口产生外推力
，

当外推力大于接 口所能承受的阻力时
，

在三

通 、

弯头
、

端头处须设支墩保护
。

3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1 )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多用于农村给水管道工 程

、

农田排灌水力工 程
。

2 ) 管道铺设在满足承载力要求的素土基础上
、

管顶覆土深度 O
．

8
～

2
．

O m ，

地面活菏载允许两辆汽
一

l5 级汽车并行
。

3 ) 铺设条件应按内压等级选择管道规格
，

一

般内水压力不宜大于 O
．

8 M P a 。

4 )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制造工艺简单
，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采用承插式圆形断面橡胶圈密封
接 口 ，

胶圈质量和规格执行 JC／T 74 8
一

l9 8 7 和 Jc／T 7 4 9
一

l9 8 7 标准
，

与管道配套供应
。

5 ) 管道配用的弯管
、

缩管
、

三 通等管件采用特制铸铁或钢制配件
，

与管道配套供应
。

6 ) 由于采用橡胶圈密封接 口
，

在弯管
、

缩管
、

三 通
、

端头的接 口处产生外推力
，

当外推力大于接
口所能承受的阻力时

，

须设支墩保护
。

7 ) 当用于对管体和密封圈有腐蚀作用的水或土壤时
，

应采取防护措施
。

4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1 ) 预应力钢筒?昆凝土管适用于给水工程中的压力输水

，

内水压力 0
．

4
—

2
．

0 M P a 。

2 ) 预应力钢简混凝土管不适合用于具有腐蚀性的水和土壤环境中使用
。

3 ) 采用承插式双凹槽
、

双胶圈柔性接口 ，

可进行接头水压以检查安装质量 。

4 ) 由于采用橡胶圈密封接 口
，

管道产生外推力
，

当外推力大于接 口所能承受的阻力时在弯头
、

三

通 、

端头处须设支墩保护
。

5 ) 管顶覆土超过 l0 m 根据工 程需要另行设计
，

管道可承受深覆土
。

7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混凝土管管节安装前应进行外观检查

，

质量及尺寸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产品标准的规定
，

发现
裂缝 、

保护层脱落
、

空鼓
、

接口掉角等缺陷
、

使用前应修补并经鉴定合格后
，

方可使用



管材与管件
·

，∞

2
开槽后管道基础应落在有

一

定承载能力的满足工 程使用条件的原状土层上
。

3 当机械开槽时
，

需保留 l0 c m 土层采用人工 清槽
，

且 不得超挖
，

否则应进行地基处理
。

4 当采用橡胶圈柔性接口 时
，

使用前必须对橡胶圈进行逐个检查
，

不得有割裂
、

破损
、

气泡
、

大
飞边等缺陷。

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管管座分层浇注时
，

管座混凝土平基抗压强度应大于 5
．

0 N ／m m 。，

方可进
行安管 ，

管道安装前应将管内外清扫干净
，

安装时应使管节内底高程符合设计规定
，

调整管节 中心及高

程时 ，

必须垫稳
，

两侧 没撑杠
，

不得发生滚动 。

6 混凝土及钢筋}昆凝土管采用砂及砂石为基础时
，

应将砂石材料震实
，

并应与管身和承口 外壁均
匀接触 。

采用混凝土管座基础 时
，

管节中心
、

高程复验合格后
，

应及时浇筑管座混凝土
。

管道基础应根
据管材 、

管径
、

接口 型式
、

工 程地质条件的不同参照国家标准图 0 4 s 5 16 《混凝土排水管道基础及接 口 》
中管道基础及接口选用表进行选择

。

7 混凝土管座的模板
，

可
一

次或两 次支设
，

每次支设高度宜略高于混凝土 的浇筑高度
。

8 管道两侧还土应同步进行
，

高差不大于 3 O c m ，

胸腔还土
，

密实度为 9 5 ％ 。

9 混凝土及钢筋}昆凝土管沿直线安装时管 口的纵向间隙应符合表 7
．

1
．

4
一

l 的规定
。

表 7
．

1
．

4
—

1 管道安装管口的纵向间隙表

I 管材种类 接 口 类型 公称内径 D 。 ( m m ) 纵向间隙 (m m )

混凝士及钢筋混凝土管

企口

60 o l 0 —

5
．

0

7 00 7 ．

0
～

l5

承
插式甲型口 5o o

一

6 o o 3 5
～

5 0

承插式乙型 口 3 o o
～

15 0 o 5
．

0
～

I5

1
O 预应力混凝土管

、

自应力混凝土管
、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安装应平 直
、

无 突起
、

突弯现象
。

沿曲线安装时 ，

管口 间的纵向间隙最小处不得大于 5 m rn ，

接口转角不得大于表 7
．

1
．

4
—

2 的规定
。

表 7
．

1
．

4
—

2 沿曲线安装接口允许转角

管材种类 公称内径 矾 (m m )
转角 (。

)

单胶圈接头 双胶圈接头

预应力混凝土管

4 ()0 —

7 0 o l 5

8 0 0 ～

I4 0 0 l 0

I6 ()0 ～

3 O 0 0 0
．

5

自
应力混凝土管 l0 0

～

80 0 1
．

5

预
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4 0 0 —

10 o 0 l 5

12 o 0 ～

40 0 0 l 0 0
．

5

1
1 预应力

、

自应力混凝土管及乙型接 口 的钢筋混凝土管安装时
，

承 口 内工 作面
、

插 口外工 作面
应清洗干净 ； 套在插口 上的圆形橡胶圈应平直

、

无扭曲 。

安装时
，

橡胶圈应均匀滚动到位
，

放松外力后
不得大于 IO m m ，

就位后应在承
、

插 口工 作面上
。

1 2 预应力混凝土管
、

自应力混凝土管
、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不得截断使用
。

1 3 当预应力混凝土管
、

自应力混凝土管采用金属管件连接时
，

管件应进行防腐处理
。

1 4 承插式甲型接 口采用水泥砂浆填缝时
，

安装前应将接 口部位清洗干净
。

插 口进入承 口后
，

应
将管节接 口环向间隙调整均匀

，

再用水泥砂浆填满
、

捣实
、

抹平
。

1 5 预应力混凝土管及钢筋混凝土管乙型接 口对 口 间隙按表 7
．

1
．

4
一

l 规定
。

橡胶圈应位于插 口小
台内，

且应无扭 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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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当沟槽内有地下水时
，

必须将地下水降至槽底以下不小 于 O
．

5 m ，

做到干槽施工 ，

当降水不利
地基被扰动时 ，

应进行地基处理达到要求的承载能力
。

7 ．

1
．

5 技术经济性能分析 (表 7
．

1
．

5 )

表 7
．

1
．

5 几种管材主要性能及技术经济 比较 表
、

＼ 学 彭
＼ ＼ ＼ 、

项 目 ＼

钢筋混凝土管 ( R c P )
和混凝土管 (c P )

预应力

钢筋混凝土管

(P C P )

自应 力

钢筋混凝土

(S P C P )

预应 力钢筒混凝土管

fPC C P 、

管道压力 (M P a ) O
．

0 2
～

0
．

1 n 4
～

1．2 0 4
—

1
．

0 0 ．

4
～

2 0

公称内径 D 。 (m m ) lo o
～

3 o 00 4 o 0
—

14 0 0 10 O
～

6O 0 4 0 o
～

30 00

接口形式 承插 式 橡 胶 圈柔 性接
口或刚性接口

承 插 式 橡 胶 圈

柔性接 口

承插式 橡 胶 圈柔

性接 口
承插式橡胶圈柔性接 口

生产与使用情况

国 内 生 产 量 大 ，

用
于雨水 、

污水
、

废水
、

引水 及 农 田排 灌 等

低 压 输 水 的 管 道 。

混凝 土 管 用 于 管 径

较小的低压管道

国 内 生 产

D Ⅳl2 0 o
以 下 应

用 较 多 ．

主 要
用 于 地 质 情 况

良好 ， 工 作 压
力较小及重力

输水情况

用 于 压 力 输 水 、

和农 田水力工程

1
国内生产大 口径管道应用较多

2 目前已较多应用于大 口 径输水工

程

优 点

1
造价较低

，

耗费
钢材少

2
制造方便 (工 厂

预制和现场浇制)
3 经

供需双方 协 商
可生产其他用途的

混凝 土 和 钢 筋 混 凝

土排水 管道

1 防 腐 蚀 性 能

好

2 使用 寿命长

3 价格便 宜

4 土 基 敷设安
装方便
5

节省钢材

1
防腐蚀性能好

2
价格便宜

3
节省钢材

4
土基敷设安装

方便

5
可在管道上开

孔接管

6
能快速修复

1
防腐性能好

，

使用寿命长
2

管体刚度好
．

不易受损
，

不需维修
3

承受外压
、

内压大
，

能承受负压
4

接口 密封性好
，

可进行接 口 水压
检查 ，

有配套管件
，

能带压开孔接管
5

管内不结瘤
，

粗糙度 n 值 0
．

O 10’
～

O 0 l2

6
安装对槽底无特殊要求

，

施工 速
度快 ，

省时省工
，

综合造价低

缺点

1
管节短

，

接头多
2

大直径 管重 量
大 ，

搬运不便

1
无标准配件

2
运输 较麻 烦

3 大 直 径 管 材

质 量 不 稳 定 ，

供水安全性差

1
不适 于制作大

直 径 管 道 ，

管体
运输 怕磕 碰 ，

使
用后期可能膨胀

2 无
相应结构规

范

运输不便

注 ： 管材价格取自2 0 0 8 年北京工 程造价信息
，

其中以钢筋混凝土承插口管管径 60 0 m m 压力 O 】M P a
，

橡胶圈柔性接
口
相 比较

。

7 ．

1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G B ／T 1 18 3 6

—

19 9 9
。

《预应力混凝土管》 G B 5 6 9 6
—

2 0 0 6 。

《自应力混凝土输水管》 G B 4 O 84
一

l9 9 9 。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G B ／T 19 6 8 5
—

2 0 0 5 。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2 4 2
—

2 0 0 2 。

《给水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 及 验收规范》 G B 5 O 2 6 8
—

2 0 O 8 。

《预应力与 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用橡胶密封圈》Jc／T 7 4 8
一

l9 8 7 。

《预应力与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用橡胶密封圈试验方法》JC／T 7 4 9
一

l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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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5

7 ．

2 塑料给水管

塑料给水管材主要类别见表 7
．

2
．

O
一

1
一

表 7
．

2
．

O
一

4 。

表 7
．

2
．

O
一

1 塑料给水管材主要类别
一

、

≥
＼

：
、 硬聚氯乙烯管 氯化聚氯乙烯管 高抗冲聚氯乙烯管 聚乙烯管 聚丙烯管

P v C —

U P V C
—

C P V C
—

M A G R P E P P
—

R

公
称外径 如 ( m m ) 2 0

～

1O 0 o 2 0
～

l6 O 2 0
～

8o 0 2 0
～

l 1O l6
～

l0 o o 12
一

l6 0

公称压力 (M P a ) O 6 3
～

2 5

1 ．

O (水温≤ 4 5 0c )
0 ．

6 (水温 ≤ 7 5 ℃ )

0 6 3 —

2
．

0 ≤ 1
．

6

与 s 系列对应
P E 80 ：

0 ．

7 4
～

l_6

P E lo 0 ：

O ．

92
一

1
．

6

2 ．

0 (冷水)
1 ．

0 (热水 )

适用范围 室内外给水 室 内外冷热水 室内外给水 室内外给水 室 内外给水 室 内外 冷热水

、

采暖

线膨胀系数

[m m ／ (m ·

℃ ) ]
0 O 7 O ．

O 7 0
．

O 6
—

0
．

0 8 0 0 6
～

0
．

0 8 0
．

15
一

O
．

2 0 O
．

18

导热系数

[吖 (m -

℃ ) ]
0 ．

I6 0
．

I4 0 l6 0
．

16 0 4 8 0
．

24

连

接

方

法

粘接 ， ／ v， ／

热熔 ／ ／

电熔 ／ v，

机械 密封 圈

、

法兰 、

螺纹(过渡接头) 法兰

、

螺纹 弹性密封
圈 、

法兰 法
兰 、

螺纹 法兰 法兰

挤压夹紧

热焊 ／

S
系列 S l6

一

s4 S6
．

3 ： {；5 ； S4 S2 5
一

S8

P E 80 ：s6
．

3
～

S 4

P E Io o ：s 6
．

3
一

S5

s 5 ； s4 ； S3
．

2 ；

s2 ．

5 ： s2

长期使用温度(℃ ) ≤ 4 5 5 0
—

7 5 ≤4 5 ≤4 5 ≤4 0 ≤ 7 O

抗气体渗透性 较好 较好 差 差

32 m m 管材
大致价格比

O
．

7 【．2 0
．

8 1

表 7
．

2
．

0
—

2 塑料给水管材主要类别二
、

＼ 营彰
硝

＼＼
A B S

管 聚丁烯管 交联聚乙烯管 耐热聚乙烯管

A B S P B P E —

X P E
—

R T

公称外径 如 (m m ) 12
～

4 0 0 12
一

I6 0 2 O
—

l6 0 l2
—

l6 o

公称压力 (M P a ) 0
．

6
一

1
．

6

I．6 ～

2
．

5 (冷水 )
1 ．

0 (热水 )

I ．

6 (冷水 )
I．0

(热水 )

1 ．

5 (冷水 )
l_O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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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2
．

O
一

2
、

嘉
、 、 、

≤
、

A B S
管 聚丁烯管 交联聚乙烯管 耐热聚乙烯管

A B S P B P E —

X I咂
一

R T

适 用范围 室内外给水 室内热水
、

冷水
、

采暖 室内热水
、

冷水
、

采暖 室内热水
、

冷水
、

采暖

线膨胀系数

[m zn ／ (m ·

℃ ) ]
0 9 O 13 O 14 0 ．

2 0 O 18

导热系数

[w ／(m ·

℃ )]
0 ．

2 6 O 2 2 0
．

38 0 4

连

接

方

法

粘接 v，

热熔 ／ v，

电熔 v， v，

机械 法兰 、

粘接 螺纹 v， v，

挤压夹紧

热焊
v，

s
系列 s 4

～

S2O 等 8 个系列

s3 ．

2 ； S 4 ； s l0 等 6 个
系列

s3 ．

2 ； s4 ； s5 ； S 8 ；

s6 ．

3

s 2 5 ； S 3 2 ； S 4 ； s5 ；

S 6 3

长
期使用温度 (℃ ) ≤ 60 ≤ 7 0 ≤ 9 5 ≤ 7 0

抗气体渗透性 差 差 差 差

32 n m 管材大致价格比 2
．

0 2
．

O 1
．

2 1
．

5

表 7
．

2
．

O
一

3 塑料给水管材主要类别三
、

≥
＼

、 、

铝塑复合压力管
内层熔接型

铝塑复合管

外层熔接型

铝塑复合管铝塑复合管 (搭接焊 ) 铝塑复合管 (对接焊)
P A P X P A P X P A P 1 X P A P 2 X P A P 3

公称外径

d n ( m m )

l2 ～

75 l2
～

7 5 l6
～

50 l6
～

5 0 16
～

5 O D N 10
～

15 O D N 1O
一

15 0

公称压力(M P a )

1．25
(
冷水)；

1 ．

00

(
热水)

l 0 ：0
．

86

2 O
(冷 水 ) ；

1 ．

50 (热水 ) ；

1 ．

2 5 (热水)

2 O
(冷 水 ) ；

1 ．

5 0 (热水 ) ；

I_2 5
(热水 )

1 ．

4 0 (冷水 ) ；

1 ．

o 0 (热水 )
l O O 1．

o o

适
用范围 冷

、

热水 热水 冷
、

热水 冷
、

热水 冷
、

热水 冷
、

热水 冷
、

热水

线膨胀系数

[m m ／( m ·

℃ ) ]
O

．

0 2 5 ()
．

O 2 5 O 0 2 5 O O 2 5 O
．

O2 5 O O 25 0 0 25

导
热系数

[Ⅵ』／ ( m ·

℃ ) ]

0 ．

4 5 0
．

4 5 0 4 5 0
．

4 5 O
．

4 5 O
．

4 5 O 4 5

连接方法 机械 (卡压式 、

卡套式
、

螺纹挤压) 热熔

长期使用

温度 (℃ )

40 ；6 O (分
别 与 公 称

压力对应)

7 5 ；82 ( 与
公 称 压 力

对应 )

4O ；9 5 ( 分 别
与 公 称 压 力

对应 )

4 O ；9 5 ( 分 别

与 公 称 压 力

对应 )

4 0 ；60 (分 别
与公 称 压 力

对应)

≤ 7 O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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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2
．

0
—

3

、

>
、

?
、

铝塑复合压力管
内层熔接型

铝塑复合管

外层熔接型

铝塑复合管铝塑复合管 (搭接焊) 铝塑复合管 (对接焊)
P A P X P A P X P A P l X P A P 2 X P A P 3

抗气体渗透性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32 m m 管材
大致价格比

1
．

4 1 4 1
．

4 1
．

4 l 4 1 4 1
．

4

备注 内 外 层
均为 P E

内外层均
为 P E

—

x

内层为 PE
—

x

外层为 P E

内
外 层 均 为

P E —

X
内外层均为 P E 内层为 P P

—

R
内外 层 均 为
P P —

R

表 7
．

2
．

0
—

4 塑料给水管材主要类别 四
、

＼ 管杉
硼 ＼ ＼ ＼

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R P M ) 管

钢骨架 钢丝网骨架

公称外径 d n ( m m ) 5O
～

6o 0 (公称内径 d i) 5 O
一

6 30
外径系列 ： 2 0 o

一

4 O o o

内径系列 ： l0 0
～

4 o o 0

公称压力 (M P a ) 1
．

o o
～

4 0 0 4 0
～

3
．

5 0 0
．

1
～

2 5

适 用范围 室内外给水 室内外给水 室外给水
、

排水

线膨胀系数[ m n ∥ ( m
·

℃ )] < 基体原料 < 基体原料

导热系数 [W ／ (m -

oc ) ] 0
．

4 3 O
．

4 3

连

接

方

法

粘接

承插型接头 、

锁件承插型接头
、

法兰接头 、

粘接

热熔 v， v，

电熔 v， ／

机械 法兰 v，

挤压夹紧

热焊

S
系列

长期使用温度 (℃ ) 常温水 常温水 最高使用温度 ≤ 5 0 ℃

抗气体渗透性 差 差

注： 生产企业提供的产品及原材料的检测报告必须完整
，

应达到国家有关标准且不得缺项
。

重大定货前不仅要抽样
送检 ，

而且要到生产企业考察其生产体 系及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正常运转 。

7 ．

2
．

1 氯化聚氯乙烯 (P V c
—

c ) 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氯化聚氯乙烯 (P V c

—

c ) 管材是以氯化聚氯乙烯树脂 (P V c
—

c ) 为主要原料及必要的
添加剂 ，

经挤 出成型并用于输送饮用水的管材
。

2 ) 分类
①管材按尺寸分为 s 6

．

3
、

s 5
、

s 4 三 个管系列
，

规格用管系列 S 、

公称外径 (咖 )
、

公称壁厚 ( e 。

)
表示 。

②管材按不同的使用条件级别 (见 G B ／T l89 9 3
．

1 ) 和设计压力选择对应的 s 值
，

见表 7
．

2
．

1
一

l 。

③管件按对应的管材系列 s 分为三 类 ： S6
．

3
、

S5
、

s 4 。

管件按连接形式分为溶剂粘接型管件
、

法兰

连接型管件和螺纹连接型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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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1
—

1 P V C
—

C 管材管系列 S 的选择

设计压力 P
．

(M P a ) 管系列

s

级
别 l

， 吼 = 4
．

38 M P a 级别 2 ， 口 D = 4
．

16 M P a

0 6 6 ．

3 6 3

0 ．

8 5 5

1．

0 4 4

3
) 特点 ： 该管材防腐性能很强

，

在酸
、

碱
、

盐
、

氯化
、

氧化的环境中
，

暴露在空气中
，

埋于腐蚀

性土壤里 ，

甚至在 9 5 ℃ 高温下
，

内外均不会被腐蚀
。

管壁光洁
，

阻力小
，

卫生 性能好
。

坚固耐压
、

耐
热 ，

可用于热水 。 P V c
—

c 比聚烯烃材料坚固 ，

故所需卡箍
、

支架也少
。

管材具有良好的阻燃性 (氧指
数为 6 0 )

，

保温性能也佳
，

热传导率低
，

抗震性好
。

耐老化和抗紫外线性能优异
。

4 ) 适用范围 ： 适用于管道设计压力 ≯ 1
．

0 M P a 、

温度 ≯4 5 ℃ 的给水管道系统
，

以及 管道设计压力≯

0 ．

6 M P a 、

温度 ≯7 5 oC 的热水管道系统
。

该管材适用于直饮水
、

纯水
、

消防给水 (有限定条件) 的输送
。

可明装和埋地 ，

并适用于酸
、

碱腐蚀性环境
。

2 技术参数
1 ) 管材颜色需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

并应不透光
。

管材平均外径以及与管系列 s 对应的公称壁厚
e 。

见表 7
．

2
．

1
—

2 。

其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1
—

3 的规定
。

输送饮用水的管材卫 生性 能应 符合 G B ／T

l7 2 19 —

19 9 8 的规定
。

管材与符合 G B ／T l89 9 3
．

3 规定的管件连接后
，

应通过 内压试验 (表 7
．

2
．

1
—

4 )
和热循环 (表 7

．

2
．

1
—

5 ) 二 项组合试验
。

管材长度
一

般为 4 m ，

允许偏差为长度的
’

譬％ 。

表 7
．

2
．

1
—

2 管材系列和规格 尺寸 (m m )

公称外径 幽

平
均外径 管

系列

s6 ．

3 S5 s4

d 。 ⋯

d ⋯ 。

公称壁厚 e 。

2 0 2 0 ．

0 2 0 _2 2
．

0
’

( 1
．

5 ) 2
．

0
’

( 1
．

9 ) 2
．

3

25 25 ．

0 2 5
．

2 2 0 ’

( 1
．

9 ) 2
．

3 2
．

8

32 32 ．

0 32
．

O 2
．

4 2
．

9 3
．

6

4o 4o ．

0 40
．

2 3
．

O 3
．

7 4
．

5

5 O 5 0 ．

0 5O
．

2 3 7 4 6 5 6

6 3 6 3 ．

0 6 3 3 4
．

7 5
．

8 7
．

1

75 7 5 O 75 ．

3 5
．

6 6
．

8 8
．

4

9 0 9 O ．

O 9 0
．

3 6 7 8 2 10
．

1

l 】0 I】0 ．

0 1 lO
．

4 8
．

1 lO
．

0 12
．

3

l25 12 5 ．

0 l2 5 4 9
．

2 l J
．

4 l4
．

0

l4 0 l4 0 ．

O 14 0
．

5 】0
．

3 l2
．

7 l5
．

7

l6 o l6 O ．

0 16 0
．

5 l】8 l4
．

6 l7
．

9

注 ： 考虑到刚度要求
，

最小壁厚为 2
．

0 m m ，

计算液压试验压力时使用括号中的壁厚
。

2 ) 管件颜色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

且管件应不透光
。

溶剂粘接型管件承口 的内径与管材的公称外
径 dn 应相

一

致
。

不同管系列的管件体最小壁厚 e 。 。应符合表 7
．

2
．

1
—

6 的规定
，

管件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1
—

7 规定
，

其静液压状态下热稳定性应符合表 7
．

2
．

1
—

8 的规定
。

用于输送饮用水的管件卫生性能
应符合 G B ／T l7 2 l9

—

19 9 8 的规定
，

与符合 G B ／T I8 9 9 3
．

2
—

2 o 0 3 规定的管材连接后应通过内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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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1
—

9 ) 和热循环试验 (表 7
．

2
．

1
一

lO ) 二 项组合试验
。

表 7
．

2
。

1
—

3 力学性能

项目

试验参数
要求

试验温度 (℃ ) 试验时间 (h ) 静液压应力 (M P a )

静液压试验

2 0 1 4 3 ．

0

无
破裂

、

无泄漏
95 l6 5 5 6

9 5 IO 00 4 ．

6

静
液压状态下的热稳定性试验 9 5 8 7 6 0 3 6

落锤冲击试验 (0 ℃ )
， T lR ≤ 10 ％

拉伸屈服强度 (M P a ) ≥ 5 0

表 7
．

2
．

1
—

4 内压试验

管系列 S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要求

S6 ．

3 80 l
，

2 3O 0o

无
破裂

、

无渗漏S5 80 1
．

5 9 3 0 o 0

S 4 8 O J ．

9 9 3 (M x】

表 7
．

2
．

1
—

5 热循环试验

最高试验温度 (0C ) 最低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循 环次数 要 求

90 2 0 JD D 5o 0 0 无破裂
、

无渗漏
一

次循环的时间为 3 0
’

：
m in

，

包括 l5
‘

；m in 最高试验温度和 15
’

；m in 最低试验温度
。

尸。 值的按 G B／T l89 93
．

2
—

2 0 0 3 表 I 规定
。

表 7
．

2
。

1
—

6 管件体的壁厚 (m m )

公称外径咖

S 6 3 S5 s4

管件体最小壁厚 e 。 。

2O 2 1 2 6 3 2

25 2 6 3 2 3 ．

8

32 3 ．

3 4 0 4
．

9

4 0 4 l 5 ．

0 6
．

1

50 5 ．

0 6
．

3 7
．

6

6 3 6 ．

4 7 9 9
．

6

75 7 ．

6 9
．

2 11
．

4

9 0 9 ．

1 1 l l l3 7

l l0 l 1 0 l3 ．

5 16
．

7

12 5 I2 ．

5 15
．

4 】8 9

】40 l4 0 l7 ．

2 2 1 2

i6 O l6 ．

O 19
．

8 24
．

2

3
选用要点 ： 首先确定输送介质及温度

，

并估算输送介质工 作压力 。 经水力计算求出管材公称尺
寸 D Ⅳ 和 S 值

。

需注意管材与管件应匹配使用
。

如果用于消防系统
，

应符合消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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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1
—

7 管件力学性能

项目 试验温度 (℃ ) 管系列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要求

静液压试验

20

S 6 ．

3 6
．

5 6

l

无
破裂

、

无渗漏

S5 8 ．

7 6

S 4 】0 9 4

6()

s 6 ．

3 4
．

10

IS 5 5 4 7

s 4 6 8 4

8 0

S 6 ．

3 I
．

2 0

3O 0 0S 5 1 ．

59

S 4 l 99

表 7
．

2
．

1
—

8 静液压状态下热稳定性

试验温度 (屯 ) 试验时间 (h ) 静液压应力 ( M P a ) 要求

90 17 520 2 ．

85 无破裂
、

无渗漏

注 ： 制成相同管系列的管材形状后进行试验
，

按相同的管系列计算试验压力
。

表 7
．

2
．

1
—

9 内压试验

管系列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要求

s6 ．

3 80 I
．

2 O 3 0 0 o

无
破裂

、

无渗漏S 5 8 0 1
．

59 3 O 0 0

S 4 8 0 1 9 9 3 O 0 0

表 7
．

2
．

1
—

1 O 热循环试验

最高试验温度 (℃ ) 最低试验温度 (qc ) 试验压力 ( M P a ) 循环次数 指标

9 0 2 0 P _】 5o 0 O 无破裂
、

无渗漏

注 ： l
一

次循环的时间为 30
’

：m in
，

包括 l5 ’

：m jn 最高试验温度和 l5 ’

：rrIi
n 最低试验温度

。

2 P 。 值的按 c B ／T I899 3 2
—

2 0 0 3 表 l 规定
。

4 施工 要 点
1 ) 不同接 口方式

，

应有不同的施工方法
。

2 ) 运抵工地的管材
、

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

且有 生产企业产品安装说明书和合格证
。

3 ) 粘接剂应为氯化聚氯乙烯管专用
，

且有 生产企业产 品合格证 和使用说明书
。

4 ) 施工 安装时
，

应复核冷
、

热水管道的压力等级和种类
，

不同压力等级的管道不得混装 。

5 ) 管道安装过程中应防止油漆
、

沥青
、

丙酮
、

衡释剂等有机溶剂直接接触管壁
。

6 ) 管道搬运时不得抛
、

摔
、

拖
。

管道应存放在阴凉
、

通风 良好的库房内
，

禁止阳光直射
。

7 ) 粘接剂和清洁剂应存放在危险品库房内
，

远离火源 ，

并应符合粘接施工 安全要求
。

8 ) 管道间断施工 时
，

管口应及时做临时封堵
。

5 经济分析 ： 氯化聚氯乙烯 (P V c
—

c ) 管优点较多
，

但因为材料国产化程度低
，

价格比较昂贵
在给水工程方面推广应用受到较大局限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冷热水用氯化聚氯乙烯 (P V c

—

c ) 管道系统》 G B ／T l8 9 9 3
．

1
～

3
—

2 0 0 3 。

《建筑给水氯化聚氯乙烯 (P V c
—

c ) 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3 6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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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 B ／T 17 2 19
一

l9 9 8 。

7 ．

2
．

2 给水用抗冲改性聚氯乙烯 (P V c
—

M ) 管材及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给水用抗冲改性聚氯乙烯 (P V C

—

M ) 管材是 以聚氯乙烯树脂 为主要原料
，

通过物理改

性 ，

经挤 出成型 的高韧性管材和注塑成型的高韧性管件
，

主要应用于输送生活饮用水和
一

般用途水工 程
。

2 ) 分类 ： 管材按连接方式分为弹性密封圈式和溶剂粘接式
，

其公称压 力 等 级 和规 格 尺 寸 ， 见表
7 ．

2
．

2
—

1 。

管件按连接方式分为弹性密封圈式承口管件
、

溶剂粘接式承口管件
、

螺纹接头管件和法兰连

接管件 。

表 7
．

2
．

2
—

1 公称压 力等级和规格 尺寸 (m m )

公称外径

管材 s 系列 s D R 系列和公称压力

S25

SD R 5 1

P N O 6 3

S2 0

S D R 4 1

P N 0 8

S l6

S D R 3 3

P N 1 ．

O

S l2 5

S D R 2 6

P N 【．

2 5

S 10

S D R 2 l

P N 1 6

S 8

S D R I7

P N 2 ．

O

公称壁厚 ‰

2 0

2 5

3 2

4 O

5 0

6 3

7 5

9 0

l 1O

I2 5

l4 0

l6 0

l8 O

2 0 0

2 2 5

2 5 O

2 8 0

3 15

3 5 5

4 o o

4 5 O

5 o 0

5 6 O

6 3 O

7 l0

8 o o

— —

●L — —

— —

●L — —

— —

— —

— —

2 ．

O

2 ．

2

2 5

2 8

3 2

3 ．

6

3 ．

9

4 4

4 9

5 ．

5

6 2

7 O

7 ．

9

8 8

9 8

I 1．

O

12 3

13 9

15 ．

7

— —

— —

— —

J _ — —

— —

— —

2 O

2 2

2 ．

7

3 l

3 5

4 O

4 ．

4

4 9

5 5

6 2

6 9

7 7

8 ．

7

9 ．

8

II．

0

12 3

l3 7

l5 ．

4

17 ．

4

l9 6

— —

— —

— —

— —

— —

2 O

2 3

2 ．

8

3 4

3 9

4 ．

3

4 ．

9

5 5

6 2

6 ．

9

7 ．

7

8 6

9 7

l0 9

12 3

13 8

15 3

17 ．

2

l9 ．

3

2 1 8

2 4 5

— —

— —

— —

— —

2 ．

0

2 ．

5

2 9

3 5

4 ．

2

4 8

5 ．

4

6 2

6 9

7 ．

7

8 ．

6

9 6

l0 7

】2 ．

1

l3 ．

6

t5 ．

3

l7 ．

2

19 l

2 l 4

24 ．

1

2 7 ．

2

30 ．

6

2 ．

0

2 0

2 O

2 0

2 4

3 ．

0

3 ．

6

4 ．

3

5 3

6 O

6 7

7 ．

7

8 ．

6

9 6

1O 8

l1 9

l3 4

l5 ．

O

l6 9

19 l

2 1 ．

5

2 3 ．

9

2 6 7

3 【)_O

3 3 ．

9

3 8 ．

1

2 0

2 ．

O

2 ．

0

2 ．

4

3 0

3 8

4 ．

5

5 ．

4

6 ．

6

7 4

8 ．

3

9 5

l0 7

ll 9

l3 ．

4

l4 8

l6 6

l8 ．

7

2 1 1

2 3 7

2 6 ．

7

2 9 7

3 3 2

3 7 ．

4

4 2 1

4 7 ．

4

注 ： 公称壁厚 (e 。

) 根据最小要求强度 (M R s ) 2 4 5 M P a 、

设计应力 (盯 。

) l6 M P a 确定
，

管材最小壁厚为 2
·

O m m 。

3 ) 特点 ： 管材有较好的韧性
，

管材的柔韧性介于 P V c
—

u 管材和 P F 管材之间
。

其抗冲击性能高
于 P v c

—

u 管材
。 可应用在抗震设防要求高的地 区

。

该管材密度与 P V c
—

u 管材相同
，

质量轻
，

便于搬
运 、

安装
、

运输和维修
。

管材使用寿命长
，

正常工作条件下
，

使用时间可超过 5 O 年
。

4 ) 适用范围 ： ≯4 5 ℃ 的生活饮用水和
一

般用途水的输送管道工 程
。

2 主要技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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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管材 、

管件共性要求 ： 管材与管材
，

管材与管件连接后应按表 7
．

2
．

2
—

2 要求做系统适应性试

验 。

当输水温度不同时
，

应按表 7
．

2
．

2
—

3 给出的不同温度对压力的折减系数 (，) 修正工 作压力
。

输
送生活饮用水的管材和管件卫 生性能应符合 G B ／T l7 2 19

—

19 9 8 ，

氯乙烯单体含量应 ≯ 1
．

O m g／kg
。

表 7
．

2
．

2
—

2 系统适应性试验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连接密封试验

偏角试验

负压试验

无破裂 、

无渗漏
无破裂 、

无渗漏

无破裂 、

无渗漏

C lI／T 272 —

200 8 7
．

3
．

1 条
C J／T 27 2 —

2 o 0 8 7
．

3
．

2 条
c J／T 27 2 —

2o 0 8 7 3
．

3 条

连接用胶粘剂应符合行业标准 《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塑料管道系统用溶剂型胶粘剂》Q B ／T 2 5 6 8
—

2 0 0 O

弹性密封圈应符合行业标准 《橡胶密封件 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 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 H G ／T 30 9 】
一

2 0 0 O 。

偏角试验及负压试验仅适用于弹性密封圈连接方式 。

表 7
．

2
．

2
—

3 温 度对压力的折减系数

温度 (℃ ) O < ‘≤ 2 5 2 5 < t ≤ 3 5 3 5 < z ≤ 4 5

折减系数 (Z ) 1 O 8 0
．

6 3

2
) 管材颜色

一

般为灰色
，

并在管材表面加有蓝色标志线
，

色泽应均匀
一

致
。

其它颜色需由供需双

方协商确定
。

管材应不透光
，

其长度
一

般为 4 m 、

6 m ，

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

长度不允许负偏差
。

管材
弯曲度应符合表 7

．

2
．

2
—

4 规定
，

其物理性 能
、

力学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7
．

2
．

2
—

5 、

表 7
．

2
．

2
—

6 规定
。

表 7
．

2
．

2
—

4 管材弯曲度

公称外径 幽 (m m ) ≤ 3 2 4 0
～

2 0 0 ≥ 2 2 5

弯曲度 (％ ) 不规定 ≤ l O ≤ O
．

5

表 7
．

2
．

2
—

5 管材物理性能

项目 密度 (kg／m ’) 维卡软化温度 (℃ ) 纵向回缩率 (％ ) 二 氯甲烷浸渍试验 (15 ℃ ± 1℃ ， 3 O m in )

技术指标 13 5O
～

14 6 0 ≥ 8 O ≤ 5 表面无变化

表 7 ．

2
．

2
—

6 管材力学性能

项 目 落锤冲击试验
(0 oC )

高速冲击试验

f22 ℃ )

(d n ≥ l lO m m 1

液压 试验 切

口
管材

液压试验
C

一

环韧度试验 长期静液压试验(
M P a )

技术指标 T IR ≤ 5 ％ 不发生脆性破坏 无破裂
、

无渗漏 无破裂
、

无渗漏 韧性破坏 吼 P 【≥ 2 4 5

3 ) 管件承插部位 以外的主体壁厚应大于同等规格同压力等级 的 P V C
—

M 管材壁厚
。

管件物理力学

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2
—

7 的规定
。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规格尺寸
、

公称压力等级
、

温度对压力折减系数 f。、

连接方式
、

系统适应性试验 、

卫生性 能
、

颜色
、

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提出要求
。

北方室外埋地给水管道宜选用抗冲

性能好的 P V C
—

M
、

P V c
—

H (A G R ) 及 P F 管材
。

4 施工 安装要点
管材连接形式包括胶粘剂粘接 、

橡胶圈连接
、

法兰和丝扣连接 (与其它材质管道和设备连接时)
。

1 ) 室外埋地管道中
，

采用橡胶圈连接时
一

般不设置伸缩节
，

采用粘接时应按相关规范设置伸缩节
。

2 ) 室内直埋管道敷设
，

应在回填土 夯 实后重新开挖进行
。

不得在 回填土之前或未夯实 的土层上埋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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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2
—

7 管件物理力学性能

项目 技术指标

维卡软化温度 (℃ ) ≥ 7 2

烘箱试验 符合 G B ／T 8 8o 3

坠
落试验 无破裂

液压

试验

公称外径 如 ( m m )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试验要求

d n ≤ 6 3 2 O

4 2 × P N 1

无
破裂

无渗漏

3 2 × P N l0 o 0

d H > 6 3 2 O

3 ．

36 × P N l

2 5 6 × P N l0 o 0

3
) 埋地管道沟底应平整

，

不得有突出的尖硬物 。

的砂垫层 。

管道周围回填土填至管顶 以上 3 0 0 m m 处
，

小于 3 0 0 m m 。

原土粒径不宜大于 l2 m m ，

必要时可铺 10 0 m m 厚
经夯实后方可回填原土 ，

室内埋地管道埋深不宜

4 ) 安装方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2 s S 4 O 5
—

1 《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给水管安装》
。

6 经济分析 ： P V c
—

M 管材较 P V c
—

u 贵
，

但工 程综合费用低
。

7 相关标准 《给水用抗冲改性聚氯乙烯 (P V c
—

M ) 管材及管件》 c J／T 2 7 2
—

2 D 0 8

7 ．

2
．

3 给水用丙烯酸共聚聚氯乙烯 (A G R ) 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给水用丙烯酸共聚聚氯乙烯 (A G R ) 管材是由丙烯酸与氯乙烯树脂发生化学聚合反应而

形成的共聚树脂 ，

经挤 出 (或注塑) 方式生产的用于输送生活饮用水的管材及管件
。

2 ) 管件类型 ： 注塑成型粘接式管件
、

注塑成型嵌入金属式管件
。

3 ) 特点 ： 管材
、

管件材料经化学改性后
，

增加了低温抗冲性
，

适用地区范围广
，

更适用于北方和
严寒地区建筑给水及室外埋地给水管道系统

。

管材安全
、

卫 生
、

耐蚀耐久
、

线膨胀系数小
，

是阻燃管
材 。

管材生产及输水能耗小
，

正常使用寿命大于 5 O 年
，

其材料可 回收利用
，

是绿色产品
。

管道系统综
合性价比，

略高于其它同类管材
，

但在相同供水条件下
，

比聚乙烯管材低 。

4 ) 适用范围 ：水温≯4 5 ℃
，

公称压力≯ 1
．

6 M P a 的给水管道系统
，

也可用于纯水和管道直饮水系统
。

2 技术参数
1 ) 任何添加剂的加入不应引起感官不 良感觉

，

损害产品的加工 和粘接性能及影响到本部分规定的
其它性能 ，

饮水用管材不应使用铅盐稳定剂
。

产品
一

般为深灰蓝色
，

且产 品不应 透光
。

也 可 由供需双方

商定选用其它颜色 。

2 ) 管材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

见表 7
．

2
．

3
—

1 。

管材长度
一

般为 6 m ，

也可 由供需双方商定
。

管材长
度允许偏差为长度的 O ％

～

O
．

4 ％ 。

管件规格尺寸应与管材配套
，

其壁厚不应小于 同规格管材 的壁厚
。

表 7
．

2
．

3
—

1 管材规格尺寸 ( m m )

公称外径
2 o l 2 5 3 2 4 0 5 0 6 3 7 5 9 0 l 1O

壁厚 2
．

0 l 2 0 2 4 3 0 3
．

7 4 7 5
．

6 6
．

7 7
．

2

注 ： 壁厚适用于管周上任葸
一

点
。

3 ) 管材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3
—

2 的规定
，

管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3
—

3 的规定
。

4 ) 产品卫生性能应符合 G B ／T l7 2 19
—

19 9 8 的规定
，

氯乙烯单体含量不应大于 1
．

0 m g／k g
。

5 ) 管材与管件系统适应性应符合标准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材》 G B ／rr 1o 0 0 2
．

1
—

2 o 0 6 的要求
。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稳定剂
、

颜色
、

不透光性
、

规格尺寸
、

物理力学性能
、

卫 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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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适应性提出要求
。

表 7
．

2
．

3
—

2 管材物理 力学性能

序号 项 目 条件和要求

1 密度 13 5 0
～

14 6 O k∥ I n ’

2 维卡软化温度 ≥ 7 6 ℃

3 纵向回缩率 ≤ 5 ％

4 压扁试验 无断裂或裂痕 (压缩量为管内面互相接触 )

5 拉伸试验 2 3 ℃ 时的拉伸强度大于 40 M P a ，

拉伸率≥ 12 O ％

6
落锤 冲击试验 (

一

10 。c ) 无破裂
、

无渗漏

7
液压试验

试验温度 (0C ) 澹导应力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试验要求

2 O 4 2
3 5

1

1o o

无
破裂

、

无渗漏

60
12 ．

5

( 15
)

lO 【x】

( 10 o
)

8 连接密封试验

公称外径 d n 试验温度 (℃ ) 试验应力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试验要求

≤ 9 O 2 O 4 2 × P N l
无

破裂
、

无渗漏
>
9O 2 0 3

．

3 6 × P N 1

9 二
氯甲烷浸渍试验 表面无变化 (15 oC

、

l5 商 n )

注 ： 液压试验的括号内选择试验条件可取代 60 ℃
、

10 o 0 h
、

l2 5 M P a 的试验
。

表中序号 7 、 8 的规定
，

标准编制组正
在征求修改意见 。

表 7
．

2
．

3
—

3 管件物理 力学性能

序号 项 目 条件和要求

l 维卡软化温度 ≥ 7 4 ℃

2 烘箱试验 符合 G B ／T 88 0 3 2 0 0 1

3 坠落试验 无破裂

4 液压试验

公称外径 如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试验要求

≤ 9 0 2 0 4 2

×
P N 1

无
破裂

无渗漏

3 2 × P N lo 0 0

>
9 0 2 0

3 3 6 × P N l

2 5 6 × P N l0 0 0

注 ： 公称外径指与管件相连的管材的公称外径
。

4 施工 要点 ： 只适用于冷水系统
，

且管材
、

管件应同材质
。

管材接 口方式有包括粘接方式和弹性
密封圈连接式 。

粘接时应采用企业提供的专用胶粘剂
。

弹性密封圈连接时
，

橡胶圈应采用食品卫生级橡
胶 。

为防止使用有机溶剂和粘合剂造成的中毒和火灾
，

施工 现场应具有 良好的通风条件
，

应避开烟火
。

5 相关标准 《给水用丙烯酸共聚聚氯乙烯管材及管件》 c J／T 2 l 8
—

2 0 0 5 。

7 ．

2
．

4 聚乙烯 (P E ) 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聚乙烯 ( P F ) 管材是以聚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

，

加入必要的抗氧剂
、

紫外线稳定剂和颜
料制造的混配料 ，

经挤 出成型用 于输送饮用水的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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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分类 ： 管材根据材料类型 (P E ) 和分级数分类
，

不 同等 级 材 料 设 计 应 力 的最 大 允 许 值 见 表

7 ．

2
．

4
—

1 。

按管材的公称压力 (P N )
、

标准尺寸比 (S D R )
、

公称壁厚分类见表 7
．

2
．

4
—

2
～

表 7
．

2
．

4
—

3 。

管件可按管材分类方式进行分类
，

也按管件连接方式分为熔接连接管件
、

机械连接管件和法兰连接

管件 。

其中熔接连接管件分为电熔管件
、

插口管件和热熔承插连接管件
。

表 7
．

2
．

4
—

1 不 同等级材料设计应 力的最 大允许值

材料等级 P E 6 3 P E 80 P E 10 o

设计应力的最大允许值 眠 ， M P a 5 6
．

3 8

表 7
．

2
．

4
—

2 P E 8 O 级聚乙烯管材公称压力和规格尺寸 (m m )

公称外径

公称壁厚 ‰

标准尺寸比

S D IU 3 S D R 2 l S D R J7 S D R l3 ．

6 S D R 11

公 称压力 (M P a )

0 ．

4 O
．

6 O 8 1
．

0 1
．

2 5

l6

2 0

2 5

3 2

4 0

5 O

6 3

7 5

9 o

1 l0

12 5

14 0

l60

18 0

2 o 0

22 5

25 O

2 8O

3 l5

35 5

加 0

4 5 0

5 0 0

5 6 0

6 3 O

7 】O

80 0

9 o 0

10 0 0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4 3

4 ．

9

5 ．

5

6 2

6 ．

9

7 ．

7

8 ．

6

9 ．

7

lO ．

9

I2 ．

3

l3 8

I5 ．

3

17 ．

2

19 3

2 1 ．

8

24 ．

5

27 6

30 ．

6

— —

— —

— — ^

— —

— —

— —

— —

— —

4 ．

3

5 ．

3

6 ．

O

6 ．

7

7 ．

7

8 6

9 6

l0 8

l 】9

I3 4

l5 ．

0

l6 ．

9

l9 l

2 1 5

2 3 ．

9

2 6 ．

7

3O ．

0

3 3 ．

9

3 8 ．

1

4 2 9

4 7 ．

7

— —

— —

— —

— —

— —

— — — —

— — ● p

4 ．

5

5 ．

4

6 ．

6

7 ．

4

8 ．

3

9 ．

5

10 ．

7

I 1 ．

9

I3 4

I4 ．

8

16 6

I8 ．

7

2 l l

2 3 7

2 6 7

29 ．

7

33 ．

2

3 7 ．

4

4 2 ．

1

4 7 4

5 3 ．

3

59 ．

3

— —

— _

— —

— —

— —

— —

4 ．

7

5 ．

6

6 ．

7

8 ．

1

9 ．

2

l0 ．

3

I1．

8

13 3

l4 7

l6 ．

6

l8 ．

4

2 0 ．

6

2 3 ．

2

2 6 ．

1

2 9 ．

4

3 3 ．

1

3 6 ．

8

4 l_2

4 6 3

5 2 ．

2

5 8 8

1 _ — —

— —

— —

— —

2 ．

3

3 0

3 ．

7

4 ．

6

5 8

6 ．

8

8 ．

2

10 ．0

l 1 4

l2 ．

7

14 ．

6

l6 4

18 ．

2

2 0 _5

2 2 ．

7

2 5 ．

4

2 8 ．

6

32 ．

2

3 6 ．

3

7 0 9

4 5 4

5 0 8

5 7 ．

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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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4
—

3 P E 1O O 级聚乙 烯管材公称压力和规格尺寸 (m m )

公称外径

公称壁厚 ％

标准尺寸比

S D R 2 6 S D R 2 1 S D R I7 S D R I3 ．

6 S D R 】1

公
称压力 (M P a )

n 6 0 ．

8 I
．

O 1 2 5 1
．

6

3 2

4 O

5 O

6 3

7 5

9 o

I JO

I2 5

l4 O

16 O

18O

2 [x 】

2 2 5

2 5 0

2 8 0

3 l5

3 5 5

4 0 0

4 5 0

5 0 0

5 6 0

6 3 0

7 10

8o 0

9 0 o

lO 0 0

— ●

— —

— —

— —

— —

— —

4 ．

2

4 ．

8

5 ．

4

6 ．

2

6 ．

9

7 ．

7

5 ．

6

9 ．

6

lO ．

7

I2 ．

I

l3 ．

6

l5 ．

3

l7 ．

2

l9 ．

1

2 1 ．

4

24 ．

1

2 7 ．

2

3 0 _6

34 ．

4

3 8 ．

2

— —

— —

— —

— —

— —

4 ．

3

5 ．

3

6 ．

O

6 ．

7

7 ．

7

8 ．

6

9 ．

6

1O ．

8

I】．

9

l3 ．

4

15 ．

0

16 ．

9

l9 ．

】

2 I．

5

2 3 ．

9

26 ．

7

3O ．

0

3 3 ．

9

3 8 ．

1

4 2 ．

9

4 7 ．

7

_ 一

— —

— —

— —

4 5

5 4

6 6

7 ．

4

8 3

9 5

10 ．

7

I 1 ．

9

I3 ．

4

l4 ．

8

l6 ．

6

18 7

2 1．

1

23 ．

7

2 6 7

2 9 7

3 3 ．

2

3 7 4

4 2 ．

1

4 7 4

5 3 ．

3

59 3

— —

— —

— —

4 ．

7

5 ．

6

6 7

8 ．

】

9 ．

2

l0 ．

3

l】．

8

l3 ．

3

l4 ．

7

l6 ．

6

l8 ．

4

2 0 ．

6

2 3 ．

2

2 6 l

2 9 ．

4

3 3 ．

1

3 6 ．

8

4 1 2

4 6 ．

3

5 2 2

5 8 _8

● —

一

3 ．

O

3 ．

7

4 6

5 ．

8

6 ．

8

8 ．

2

l0 ．

0

l1 ．

4

I2 ．

4

l4 ．

6

l6 ．

4

l8 ．

2

2 0 _5

2 2 ．

7

2 5 ．

4

2 8 6

3 2 ．

2

36 ．

3

4 0 ．

9

4 5 ．

4

50 ．

8

57 ．

2
— —

— —

— —

一

3 ) 产品特点 ： 产品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

在正 常条件下
，

寿命可达 5 O 年
。

管材卫 生条件好
，

不
滋生细菌 ，

可耐多种化学介质的腐蚀 。

管材内壁光滑
，

耐磨性能好
。

柔韧性好
，

抗冲击强度高
，

耐强
震 、

扭曲
。

耐低温性能较好
。

管材重量轻
，

运输便捷
，

焊接工 艺简单
，强度高

，

施工方便
， 工 程造价低

。

4 ) 适用范围 ： 长期工 作水温不超过 4 0 qC 的冷水系统
。

2 技术参数
1 ) 当聚乙烯管道系统在 2 O ℃ 以上温度连续使用时

，

其最大工作压力 (M O P ) 等于公称压力 (P N )
与折减系数 ．

，=的乘积
，

折减系数，在表 7
．

2
．

4
—

4 中查取
。

市政饮用水管材颜色为蓝色或黑色
，

黑色管
上应有共挤出蓝色条 。

色条沿管材纵向至少有 三条 。

其它用途水管可以为蓝色或黑色 。

暴露在阳光下敷
设的管道 (如地上管道) 必须是黑色 。

用于饮用水输配的管材
、

管件卫 生 性能应符合 G B ／T l7 2 19
—

19 9 8 的规定
。

2 ) 管材直管长度
一

般为 6 m 、 9 m 、

12 m ，

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

长度的极限偏差为长度的 + 0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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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 。

其最小壁厚等于公称壁厚
，

静液压强度应符合表 7
．

2
．

4
—

5 要求 。

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4
—

6

要 求
，

当在混配料中加人回用料挤管时
，

对管材测定的熔体流动速率 (M F R ) (5 kg
， l9 0 ℃ )与对混配料

测定值之差 ，

不应超过 2 5 ％ 。

表 7
．

2
．

4
—

4 4 0 ℃以下温度的压力折减系数 ‘

温度 (℃ ) 2 0 3 0 4 0

压
力折减系数Z I

．

0 0
．

8 7 0
．

7 4

表 7
．

2
．

4
—

5 管材的静液压强度

项目 环向应力 (
M P a )

要求
PE 6 3 P E 8 0 P E 10 0

20 ℃
静液压强度 ( 10 0 h ) 8

．

0 9 O 12
．

4

不
破裂

，

不渗漏8o ℃ 静液压强度 (16 5 h ) 3
．

5 4 6 5
．

5

8 0 ℃
静液压强度(10 o 0 h ) 3

．

2 4
．

0 5
．

0

表 7
．

2
．

4
—

6 管材物理性 能要求

项目 要 求

断裂伸长率 ，

％

纵向回缩率 ( 1J0 ℃ )
，

％

氧化诱导时间 (2 0 0 ℃ )
， m in

耐候性 (注)

(管材 累计接受 ≥ 3
．

5 G J／m ’ 老化

能量后)

80 ℃
静液压强度 (16 5 h )

．

试验条件同表 10

纵向回缩率 (1】0 ℃ )
，

％

氧化诱导时间 (2 0 0 ac )
， m In

不
破裂

，

不渗漏

注 ： 仅适用于蓝色管材
。

3 ) 电熔管件的电阻最大值应为标称值 × ( 1 + 10 ％ ) + 0
．

In ，

最小值应为标称值 × ( 1
一

lO ％ ) 。

管件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4
—

7 的要求
。

管件的物理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4
—

8 的要求
。

机械连接

接头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4
—

9 的要求
。

表 7
．

2
．

4
—

7 管件力学性能 (试样数量 ： 3 件)

项目 要求 环应力

20 ℃
静液压强度

(试验时间 ： l00 h ) 无破裂

，

无渗漏

P E 6 3 8 ．

0 M P a

P E 8O 10 0 M P a

P E 10 o l2 ．

4 M P a

80 ℃
静液压强度

(试 验时间 ： 16 5 h ) 元破裂

，

无渗漏

P E 6 3 3 ．

5 M P a

P E 80 4 ．

5 M P a

P E l0 0 5 4 M P a

8O ℃静液压强度

(试验时间 ： lo o 0 h ) 无破裂

，

无渗漏

P E 6 3 3 ．

2 M P a

P E 80 4 ．

0 M h

P E lo 0 5 ．

O M P a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应对材料

、

标准尺寸比
、

规格
、

温度对压力的折减系数 C
、

颜色
、

卫 生

性能
、

管材长度
、

静液压强度
、

物理性能
、

机械性能以及电熔管件的电阻偏差提出要求 。

4 施工要点 ： 按设计要求施工
，

不同接 口方式应有不同的施工方法
。 运 抵工地 的管材

、

管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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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

且 应有产 品安装说明书和合格证 。

当电压大于 2 5 V 装配电熔管件时
，

应确保人
无法直接接触到带电部分 。

其它安装要点参见
“ 7

．

2
．

2
”

4 2 )
、

3 )
。

表 7 2
．

4
—

8 管件物理机械性能

项 目 要求 试验参数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M F H )

对 P E 6 3
．

P E 80
，

P E lo o

M F R
的变化小于材料 M F R 值的 ± 20％ (注) 试验温度

l9 0 ℃

载荷 5 k穷

氧化诱导时间

(热稳定性)
≥ 2 0 m jn

试验温度 2 0 0 ℃

试样数 3

电熔管件的熔接强度 脆性破坏所占百分比≤ 3 3
．

3 ％ 试验温度 2 3℃

插口管件
、

对接熔接管件的熔接强度

试验到破坏为止 ：

韧性 ： 通过
脆性 ： 未通过

试验温度 2 3 ℃

鞍形旁通的冲击强度 无破坏 ，

无渗 漏

试验温 度 (0 ± 2 )℃
重锤质量 (2 50 o ± 2 0 ) g

下落高度 (2O 0 0 ± l0 ) m m

注 ： 管件上取样测量的值与所用混配料测量的值对比
。

表 7
．

2
．

4
—

9 机械连接接头力学性能 (试验时间 1 h ，

试样数量为 1 件J

项目 要求 试验参数

内压密封性试验 无渗漏 试验压力 1
．

5 × 管材 [P N ]

外压密封性试验 无渗漏 试验压力 卸

= 0 ．

O 】M P a

试
验压力 △p = O 0 8 M P a

耐弯曲密封性试验 无渗漏 试验压力 1
．

5 x 管材 [刚 ]

耐拉拔试验 管材不从管件上拔脱或分离 试验温度 23℃

5 经 济分析 ： 聚乙烯 (P E ) 管突出优点是接 口方式多
，

接口质量好
，

但管道承压能力较小
，

耐用
温度低 ，

室外埋地应用较多
。

给水用聚乙烯 (P E ) 管材
．

行业指导价格 (出厂 价) 为 1
．

8 万元／l (产

品标准为 G B ／T 13 6 6 3
—

2 O o o )
，

P E 原材料按 1
．

5 万元／l 计
。

7 相关标准
、

规范
《给水用聚乙烯 (P E ) 管材》 G B ／T 13 6 6 3

—

2 O 0 o 。

《给水用聚乙烯 (P E ) 管道系统第 2 部分 ： 管件》 G B ／T 13 6 6 3
．

2
—

2 0 o 5 。

《埋地聚乙烯给水管道工 程 技术规程》 c JJ l0 l
一

2 0 04 。

《给水用聚乙烯 (P E ) 柔性承插式管材》 Q B／T 2 8 9 2
—

2 0 0 7 。

7 ．

2
．

5 聚丙烯 (P P
—

R ) 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聚丙烯 (P P

—

R ) 管是以聚丙烯为原料
，

加入必需的添加剂经挤出成型的输送饮用水的
管材 。

管件为注射成型
。

2 ) 分类 ： 管材按尺寸分为 s 5
、

S 4
、

s 3
、

s2
．

5
、

s 2 五 个管系列
。

管件按熔接方式分为热熔承插连接件和
电熔连接管件 。

管件按管系列 s 分类与管材相同
。

管件的壁厚应不小于相同管系列 S 的管材壁厚
。

3 ) 特点 ： 产品无毒
、

卫生
，

其耐热
、

保温性能好
，

长期 (5 O 年 ) 使用温度为 7 O ℃
，

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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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钢管的 I／2 O () ，

有良好的保温和节能性能
。

该管材安装方便
，

原料可回收
。

4 ) 适用范围 ： 适用于冷
、

热水输送管道系统
，

热水系统艮期工 作水温应≯ 7 0 ℃
。

2 技术参数
1 ) 共性 ： 管材

、

管件应不透光
，

卫 生性能应符合 G B ／T I7 2 19
一

l9 9 8 的规定
。

管材与管件连接后
应通过内压试验 (表 7

．

2
．

5
一

1 ) 和热循环试验 (表 7
．

2
．

5
—

2 ) 两项系统适应性试验
。

表 7
．

2
．

5
—

1 内压试验 (试验温度为 9 5 ℃ )

管系列 S5 S 4 S3
．

2 s 2 5 S 2

试验压力 (M P a ) O
．

6 8 0
．

80 I
．

11 】
．

3 l 1
．

64

注 ： 每种管系列所选取的 P P
—

R 管试件数量均为 3 个
，

试验时间均为 lO 0 0 h
，

试验结果均应为无破裂
、

无渗漏
。

表 7
．

2
．

5
—

2 热循环试验 (试验压力 1
．

O M P a )

材料 最高试验温 (℃ ) 最低试验温度 (℃ ) 循环次数 试样数量 指标

P P —

H
、

P P
—

B
、

P P
—

R 9 5 20 5O o 0 l 无破裂
、

无渗漏

注 ：
一

个循环时间为 (30
’

：) m in
，

包括 ( 15
‘

j)
m jn 最高试验温度和 ( 15

‘

j) m in 最低试验温度
。

2 ) 管材管系列 s 值的选择见表 7
．

2
．

5
—

3 。

管材
一

般为灰色
，

其它颜色可由供需双 方协商确定
。

管
材壁厚 (不包括阻隔层厚度) 见表 7

．

2
．

5
—

4 。

管材长度
一

般为 4 m 或 6 m ，

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 由供需
双方坍商确定 ，

其长度不允许有负偏差
。

管材的物理力学和化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5
—

5 的规定
。

3 ) 管件颜色可根据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

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5
—

6 的规定
。

表 7
．

2
．

5
—

3 P P
—

R 管管系列 S 的选择

设计压 力 ( M P a )

管系列 s

级
别 l ， 吼 = 3

．

0 9 M P丑 级别 2 ， 盯 ．1 = 2 l3 M P a

O ．

4 5 5

0 ．

6 5 3 2

0 8 3 ．

2 2 5

l 0 2 ．

5 2

3
选用要点 ： 对于热水先根据其设 汁温度及使用年限确定其应用等级

，

再根据其设计压力确定其
s 值

，

然后根据其管径确定其壁厚
。

对于冷水管
，

直接根据其设计压力确定其 s 值
，

然后根据其管径确
定其壁厚 ，

并结合系统布置
、

敷设方式
、

连接形式
、

补偿温度变化的技术措施等
，

选择质量符合标准的
产品。

4 施工 要点

1 ) 按设计接 口型式要求施工
。

2 ) 埋地管道沟底应平整
，

不得有突出的尖硬物
。

原土粒径宜 ≯ 12 m m ，

必要 时可铺 l0 0 m m 厚的砂
垫层 。

管道周围回填 土 应 填 至 管 顶 以上 30 0 m m 处
，

经 夯 实后方可回填
，

室 内埋地 管道 的埋 深宜 《

30O m m 。

3 ) 各 P P
—

R 管生产厂家均对其产品的设计
、

使用
、

安装有具体的要求
，

实际工 程尤其应充分考虑
管道的热膨胀影响 ，

依具体情况并采取必要措施
。

小 口 径管道应尽量暗敷
。

在明敷及非直埋 (管井
、

管沟等) 暗敷管路中 ，

尽可能采用 自由补偿措施
，

如
“ L

” 、 “

z
” 、 “

u
” 、 “ Ⅱ ”

等补偿型式
。 也可采用

半圆形金属托板加固管道 。

当上述方法均受条件限制无法实施的条件下
，

可采取采用密集的管卡固定 以
约束管道变形 。

这些方法可混合使用
，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组合
。

不提倡使 用金属补偿器 的补偿 方

式 ，

因为金属补偿器与 P P
—

R 管材之间的机械连接是非永久性连接
，

容易产生渗漏点
。 另外

，

金属补
偿器价格较贵 ，

补偿量较小
，

不太适宜塑料给水管道的热膨胀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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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5
—

4 P P
—

R 管材壁厚 (m m )

公称外径 平均外径

管系列

S5 S 4 S3 ．

2 s 2
．

5 S2

d 。⋯ 。 d
。⋯ 。

公称壁厚 e 。

12 12 ．

0 l2
．

3 2 O 2
．

4

l6 16 0 4 6 3 2 ．

0 2 2 2
．

7 3
．

3

2O 20 ．

0 2f1
．

3 2
．

0 2
．

3 2
．

8 3
．

4 4 1

2 5 2 5 ．

0 2 5
．

3 2
．

3 2
．

8 3 5 4
．

2 5
．

1

3 2 32 ．

O 32
．

3 2
．

9 3
．

6 4 4 5 4 6 5

4 o 40 ．

O 4 0
．

4 3
．

7 4
．

5 5
．

5 6
．

7 8
．

1

5 0 5 0 ．

0 5 0 5 4
．

6 5 6 6
．

9 8
．

3 l0 1

63 6 3 ，

O 6 3 6 5
．

8 7
．

1 8 6 10
．

5 12
．

7

7 5 7 5 ．

0 7 5
．

7 6
．

8 8
．

4 1O
．

3 12
．

5 15
．

1

9 0 9 0 0 9 0 ．

9 8
．

2 1n 1 l2
．

3 15
．

O 18
．

1

I 1O l 】0 ．

O l11
．

O 1O
．

O 12
．

3 l5
．

1 18
．

3 22
．

1

l2 5 l2 5 ．

0 126
．

2 l 1
．

4 14
．

0 17 1 20
．

8 25
．

1

14 0 14 0 ．

O l4 1 3 12
．

7 l5
．

7 19
．

2 2 3
．

3 2 8 1

l6 O l6 O ．

0 16 1
．

5 l4
．

6 l7
．

9 2 1
．

9 2 6
．

6 32
．

1

表 7
．

2
．

5
—

5 P P
—

R 管材物理 力学和化学性能

项目

试验参数
试样数量 指标

试验温度 (℃ ) 试验时间 (h ) 静液压应力 (M P a )

纵向回缩率 l3 5 ± 2

e
．

≤ 8 m m ： l

8 m m < e
．

≤ l6 m m ： 2

F
。 > l6 m m ： 4

3 ≤ 2 ％

简支梁冲击试验 0 ± 2 lO

破
损率

(
试样

的 l0 ％

静液压试验

2 0 l 16 ．

0

3 无破裂
无渗漏

95 2 2 4 2

9 5 I6 5 3 8

9 5 1O 0 0 3 5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

M F R (2 3 0 ℃ ／2 16 kg) g／l(1m _n 3

变化率

≤
原料

的 30 ％

静液压状态下

热稳定性试验
I lO 87 6 o l 9 1

无
破裂

无渗漏

注 ： 对于静液压状态下热稳定性试验
，

用管状试样或管件与管材相连进行试验
。

管状试样按实际壁厚计算试验压力
。

管件与管材相连作为试样时 ，

按相同管系列 s 的管材的公称壁厚计算试验压力
．

如试验中管材破
一

则试验应重做
。

相同原料同一

生产厂家生产的管材已做过本试验则管件可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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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5
—

6 管件的物理力学
·

眭能

项 目 管系列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温度 (℃ ) 试验时间 (h ) 试样数量 指标材料

PP
—

R

静液压试验

S5 3 l1

20 l 3 无破裂
，

无渗漏

S 4 3 8 8

S3 2 5 ．

0 5

S2 ．

5 6 0 1

S2 7 5 1

S5 O 6 8

9 5 l0 0o 3 无破裂
，

无渗漏

S4 O ．

80

S3 2 1 ．

1 l

s2 5 I．

3 l

s2 l'64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 M F R (2 30 ℃ ／2
．

16堍) ∥】O m in 3

变
化率 ≤ 原 料

的 3O ％

4
) 严格按熔接操作规程及其它安全施工规定施工

。

由于不同温度下
，

不同管径的 P P
—

R 管熔接深
度 、

加热时间
、

插接时间均有严格的要求
， 且在加热及插接过程中不允许转动管材与管件

，

否则就容易

出现熔接质量问题 。

该管道操作现场不得有明火
，

严禁对管道进行明火煨弯
。

5 ) 施工具体做法详见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图集 O 2 s S 4 O 5
—

2 《无规共聚聚丙烯 ( P P
—

R ) 给水管安
装》。

5 经济分析 ： P P
—

R 管突出优点是接口方式较多
，

接 口质量比较好
，

耐用温度范围较广
，

目前在

室内给水方面推广应用较多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G B ／T l8 7 4 2

．

1
～

3
—

2 0 o 2 。

《建筑给水聚丙烯管道工 程技术规范》 G B ／T 5 0 3 4 9
—

2 0 (】5 。

7 ．

2
．

6 丙烯腈
一

丁二 烯
一

苯乙烯 (A B s ) 压力管道系统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丙烯腈

一

丁二 烯
一

苯乙烯 (A B S ) 压力管是以丙烯腈
一

丁二 烯
一

苯乙烯 (A B s ) 树脂为
主要原料 ，

加人必需的添加剂
，

经挤 出成型
，

且输送饮用水 的管道
。

管件为注射成型
。

2 ) 分类 ： 管材按尺寸分为 ： s2O
、

s l6
、

s l2
．

5
、

s l0
、

s 8
、

s 6
．

3 、 s 5
、

S 4 共八个 系列
。

管材规格用
s 值 × 公称外径 如 × 公称壁厚 e 。

表示
，

例 ： s 5 d 硝 0 × e 。4
．

6 。

管件按对应的管系列 s 分为 8 类 ： s 2 0
、

s l6 、

s l2
．

5
、

s lO
、

s 8
、

s 6
．

3
、

s5
、

s 4 。

管件按连接方式分为溶剂粘接型和法兰连接型管件
。

法兰分为

活法兰 、

呆法兰
。

3 ) 特点 ： 产品耐腐蚀性强
。

化学稳定性高
，

适应于腐蚀性强的工 业 废水
、

酸碱液
、

海水等
。

管材
颜色一

般为灰色
，

无毒性
。 工 作温度为

一

2 O
～

6 O cc ，

耐温性能好
。

产品内壁光滑
，

水力性能好
， 不易结

垢 ，

不滋生微生物
。

管材耐撞击
、

耐内压性能较好
。

采用胶粘连接方式
，

施工 安装简便
、

快捷
。

重量

轻 ，

易于搬运
。

4 ) 适用范围 ： 根据材料的耐化学性及卫生性
，

适用于承压给排水输送
、

污水处理与水处理
、

石
油 、

化工
、

电力电子
、

冶金
、

采暖
、

电镀
、

造纸
、

食品饮料
、

空调
、

医药等工业及建筑领域粉体
、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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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体等流体的输送
，

工 作温度≯60 ℃ 。

2 技术参数
1 ) 共性 ： 饮用水管件及管件应不透光

。

管材与管件连接后应通过表 7
．

2
．

6
一

l 的系统适应性试验
。

输送饮水用的管材 、

管件卫生性 能应符合 G B ／T l7 2 19
—

19 9 8 的规定
。

2 ) 管材规格尺寸见表 7
．

2
．

6
—

2 。

有效长度
一

般为 4 m ，

其它长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

长度允许
偏差值为长度的 “ r％

。

管材物理
、

力学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7
．

2
．

6
—

3
、

表 7
．

2
．

6
—

4 的规定
，

温度对压

力 的折减系数 f 见表 7
．

2
．

6
—

5 。

3 ) 管件承 口 中部以里及管件的主体壁厚的最小壁厚应不小于同等规格的管材壁厚
。

其物理性能
、

力学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7
．

2
．

6
—

6
、

表 7
．

2
．

6
—

7 的规定
。

表 7
．

2
．

6
—

1 系统适应性试验

表 7
．

2 6
—

2 管材规格尺寸 (m m )

公称外径

公称壁厚 e 。

和壁厚公差

管系列 s 和标准尺寸比 s D R

S2 0

S D R 4 1

S 16

S D R 3 3

S 12 5

S D R 2 6

S lO

S D R 2 1

S 8

SD R 17

S6 ．

3

S D R 13 6

S5

S D R 】1

s4

S D R 9

e
r Ⅲ n C e ⋯ C e ㈨ n C e m ln C e m j C e ⋯ C e “ n C e ⋯ C

12 I 8 + 0
．

4 1
．

8 + O 4

16 1 8 + 0
．

4 1
．

8 + 0
．

4 1 8 + 0 4

2 0 1 8 + 0 4 1
．

9 + 0
．

4 2 3 + 0 5

2 5 l 8 + O 4 1 9 + 0 4 2 3 + 0 5 2 8 + 0
．

5

3 2 1 8 + 0 4 I 9 + O 4 2
．

4 + 0 ．5 2 9 + O 5 3 6 + 0
．

6

4 () 1 ．

8 + 0 4 1 9 + 0 4 2 4 + O 5 3 0 + 0 5 3
．

7 + 0 6 4
．

5 + 0 7

5 O 1 ．

8 + O 4 2 0 + O
．

4 2
．

4 + 0 _5 3 0 + O
．

5 3
．

7 + 0
．

6 4 6 + 0 7 5
．

6 + 0 8

6 3 1．

8 + 0 4 2
．

O + 0
．

4 2 5 + 0
．

5 3 0 + 0 ．5 3
．

8 + 0
．

6 4 7 + 0 7 5 8 + 0
．

8 7 1 + 1
．

0

7 5 1 ．

9 + O 4 2
．

3 + 0
．

5 2
．

9 + 0 5 3
．

6 + 0
．

6 4 5 + n 7 5 6 + 0 8 6 8 + 0
．

9 8
．

4 + 1 】

9 0 2 ．

2 + 0
．

5 2
．

8 + O 5 3 5 + O 6 4
．

3 + 0
．

7 5 4 + O 8 6
．

7 + O 9 8
．

2 + 1 】 l0
．

1 + I 3

1 10 2 7 + 0
．

5 3
．

4 + O
．

6 4 2 + O 7 5
．

3 + 0
．

8 6 6 十 O 9 8
．

1 + l I 10
．

O + l 2 l2
．

3 + 1
．

5

12 5 3 ．

1 + 0 6 3
．

9 + O 6 4
．

8 + O
．

7 6
．

O + 0 8 7
．

4 + 1
．

0 9
．

2 + I 2 I 1
．

4 + 1 4 l4
．

0 + 1
．

6

l4 0 3 5 + O
．

6 4
．

3 + O
．

7 5
．

4 + O
．

8 6
．

7 + O 9 8
．

3 + 】
．

1 l0 3 + I 3 I2 7 + I 5 15
．

7 + 】
．

8

160 4 O + O 6 4
．

9 + 0 ．7 6 2 + 0
．

9 7
．

7 + l O 9
．

5 + 1
．

2 l】
．

8 + 1
．

4 14 6 + 1
．

7 17 9 + 2
．

0

180 4 4 + O 7 5 5 十 O
．

8 6
．

9 + O 9 8 6 + l l lO 7 + 1 3 13
．

3 + I 6 l6 4 + 1 9 2 0 I + 2 3

2 o 0 4 ．

9 + O
．

7 6 2 + O 9 7
．

7 + 1
．

O 9 6 + 1
．

2 l 1 9 + 1 4 I4 7 + 1 7 l8 2 + 2 1 2 2
．

4 + 2 5

2 2 5 5 5 + O
．

8 6
．

9 十 O
．

9 8
．

6 + l 1 1O 8 十 1
．

3 l3
．

4 + 1 6 l6 6 + 】9 20
．

5 + 2 3 2 5 2 + 2 8

2 5 0 6 ．

2 + O 9 7 7 + 】
．

0 9
．

6 + l 2 l 1
．

9 + 1
．

4 14
．

8 + l 7 l8 4 + 2 1 2 2
．

7 + 2 5 2 7
．

9 + 3 O

2 8 O 6 9 + 0
．

9 8
．

6 + 1 】 1O 7 + 1
．

3 l3
．

4 + 1
．

6 l6
．

6 + 1
．

9 20 6 + 2
．

3 2 5 4 + 2 8 3 1
．

9 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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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2
．

6
—

2

公称外径

公称壁厚 e 。

和壁厚公差

管系列 s 和标准尺寸比 s D R

S2O

S D R 4 1

S l6

S D R 3 3

S 12 ．

5

S D R 26

S 】0

S D R 2 1

S 8

S D R l7

S 6 ．

3

S D R l3 ．

6

S 5

S D R l】

s 4

S D R 9

e
⋯ C e m i C e m ln C e ㈣ n C e m ” C e m i C e n lin C e m _n C

3 15 7 ．

7 + 1
．

0 9 7 + I 2 I2
．

】 + 1
．

5 15
．

0 + 1
．

7 18
．

7 + 2 l 2 3 2 十 2
．

6 2 8
．

6 + 3
．

1 3 5
．

2 + 3
．

8

355 8 7 + 1
．

1 i0 9 + 【_3 l3
．

6 + 1
．

6 16 9 + l 9 2 1
．

1 + 2 4 2 6
．

1 + 2
．

9 32
．

2 + 3 5 39
．

7 + 4
．

2

4 0 0 9 ．

8 + 1
．

2 l2 3 + l 5 15 3 + 】
．

8 l9
．

1 + 2 2 2 3
．

7 + 2 6 2 9
．

4 + 3
．

2 3 6
．

3 + 3 9 4 4
．

7 + 4
．

7

注 ： l 考虑到使用情况及安全
，

最小壁厚不得小于 I_8 m m 。

2 e ⋯

为管材最小壁厚
，

c 为壁厚公差
。

3 除了有其它规定之外
，

尺寸应与标准 《热塑性塑料管材通用壁厚表》 G B ／T I【】79 8
—

2o o 1
一

致
。

表 7
．

2
．

6
—

3 管材物理 性能

项目 密度 (kg／m ’) 维卡软化温度 (℃ ) 纵 向 回缩率 (％ )

要求 lO o 0
一

l0 7 O ≥9 0 ≤ 5

表 7
．

2
．

6
—

4 管材力学性能

项目 试验参数 要求

静液压试验

温度 (℃ ) 静液压应力 口 (M P a ) 时间 (h )

无破裂 、

无渗漏

2 0 2 5 ．

O ≥ 1

2 O 20 ．

6 ≥ 】o 0

60 7 ．

0 ≥ 10 o 0

落锤冲击试验 (O ℃ ) 落锤质量与高度见 c B ／T 20 2O 7 l
一

2 0 o 6 表 7 ，兀R ≤ 10 ％

表 7
．

2
．

6
—

5 温 度对压力的折减系数 ‘

≤
20 ℃ 20 ℃ < ￡< 3 O ℃ 3 0 ℃ ≤ f < 35 qc

1．

0 0 80 O

．

6 3

表 7
．

2
．

6
—

6 管件物理性能

项目 密度 (kg／m ’) 维卡软化温度 (℃ ) 烘箱试验

要求 1O 0 0
～

10 7 0 ≥ 9 O 按 G B ／T 8 8 0 3
—

2 o 0 l

表 7
．

2
．

6
—

7 管件力学性能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管材管系列 S 值
、

连接方式
、

颜色
、

不透光性
、

系统适用性
、

卫

生性能 、

规格尺寸
、

长度
、

物理性能
、

力学性能
、

折减系数，以及壁厚提出要求
。

管系列 S
、

标准尺寸
比 s D R 与公称压力 P ～ 的对照

，

见表 7
．

2
．

6
—

8 。

4 施工 要点 ： 管道施工 中
，

采用冷胶溶接法连接时
，

必须使用专用清洁剂 ( M E K ) 和 A B S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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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

并根据管径不同按厂家的技术规程进行 A B s 胶合剂涂抹
。

通常管材
、

管件及胶合剂均为同
一

厂商供

应 ，

厂商还应提供检验文件以确保产品品质
。

其它安装要点参见本章第 7
．

2
．

2 条第 4 款第 2 )
、

3 )项
。

表 7
．

2
．

6
—

8 管系列 S
、

标准尺寸比 S D R 与公称压力 P N 对照表

s20

S D R 4 l

S l6

S D R 3 3

S l2 ．

5

S D R 2 6

S l0

S D I毪 1

S8

S D IIl7

S6 ．

3

S D R l3 ．

6

S5

S D R ll

S 4

S D R 9

P 舳 4 M P丑 l P Ⅳ0
．

5 M P a 1 P M
．

7 M P a I P 加
．

87 M P a l P M 1M P a l P M
．

38 M P a I P Ⅳ】 7 5 M P a 1 P 7v2
．

2 M P a

以上数据基于 M R s 值为 l4 M P a ； c 值为 1
．

6 。

S20

S D R 4 l

S l6

S D R 3 3

s 12 5
I s 】O l S 8 l S6

．

3 l s5

S D R 2 6 I S D R 2 l I S D R 17 1 S D R l3 6 1 S D R l】

S4

S D R 9

P № 32 M P a I P №
．

4 5 M P a I ，Ⅷ 6 M P a 1 尸．№ 87 M P a 1 P Ⅳ】
．

0 M P a 1 P Ⅳ1
．

2 M P a 1 尸'v 】
+

5 M P a l Jp肥
．

0 M P a

5 相关标准 《丙烯腈
一

丁二 烯
一

苯乙烯 (A B s ) 压力管道系统》 G B ／T 2 0 2 0 7
．

1
～

2
—

2 o 0 6 。

7 ．

2
．

7 冷热水用聚丁烯 ( P B ) 管材与管材
1 概述
1 ) 定义 ： 冷热水用聚丁烯 (P B ) 管是以聚丁烯 (P B ) 管用材料为原料

，

经挤 出成型 ， 且 用 于工

业及 民用冷热水系统的管材
。

2 ) 分类 ： 管材按 S 值分为 S 3
．

2
、

S4
、 、

s 5
、

s 6
．

3
、

S 8 和 S 10 六个管系列
。

按使用条件级别分为级
别 1

、

级别 2 。

管材按使用条件级别和设计压力选择对应 的管系列 s 值见表 7
．

2
．

7
一

l 。

管件分为熔接管
件和机械连接管件 。

熔接管件按熔接方式分为热熔承插连接管件和电熔连接管件
。

管件按管系列 s 分类
与管材相同。

管件的主体壁厚应不小于相 同管系列 s 的管材的壁厚
。

表 7
．

2
．

7
—

1 管系列 S 的选择

设计压力 ％ (M P a) 级别 1 级别 2

0 ．

4 1O 10

O ．

6 8 8

0 ．

8 6 3 6
．

3

1O 5 5

3
) 特点 ： 管材有良好的耐温性能

。

其长期使用温度 (在此温度范围内使用寿命达 3 0
～

5 0 年) 为
≤ 7 0 cc 。

这种管材也有耐压性能极佳和极强抗蠕变能力
，

并有极好的韧性和耐冲击力
。

有极好的抗腐蚀
能力 ，

较好的隔热性能
。

这种管材无毒
，

可回收再利用 。

4 ) 适用范围 ： 工 业 及 民用冷
、

热水系统
。

2 技术参数
1 ) 管材

、

管件共性
①颜色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 。

给水用管材应不透光
。

②卫生性能应符合 G B ／T 17 2 19
—

19 9 8 的规定
。

③管件与所配管材连接后
，

根据连接方式
，

按照表 7
．

2
．

7
—

2 的要求
，

应通过耐内压
、

弯曲
、

耐拉
拔 、

热循环
、

压力循环
、

耐真空六种系统适应性试验
。

④按表 7
．

2
．

7
—

3 规定的参数进行静液压试验
，

试验中管材
、

管件以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渗漏 。

⑤按表 7
．

2
．

7
—

4 规定的条件进行弯曲试验
，

试验中管材
、

管件以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渗漏 。

⑥按表 7
．

2
．

7
—

5 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耐拉拔试验
，

将管材与等径或异径直通管件连接而成的组件
施加恒定的轴向拉力 ，

并保持规定的时间
，

试验过程中管材与管件连接处应不发生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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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按表 7
．

2
．

7
—

6 规定的条件进行热循环试验
，

试验中管材
、

管件以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渗漏
。

⑧按表 7
．

2
．

7
—

7 规定的条件进行循环压力冲击试验
，

试验中管材
、

管件以及 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
渗漏 。

⑨按表 7
．

2
．

7
—

8 给出的参数进行真空试验
。

2 ) 管材的平均外径和最小壁厚应符合表 7
．

2
．

7
—

9 的要求
，

但对于熔接连接的管材
，

最小壁厚应
为 1

．

9 m m 。

聚丁烯管材的壁厚值不包括阻隔层的厚度 。

管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7
—

1O 的规定
，

物
理和化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7
一

l 1 的规定
。

3 ) 管件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7
一

l2 的规定
，

物理和化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7
—

13 的规定
。

．

表 7
．

2
．

7
—

2 系统适应性试验

系统适用性试验项目 热熔承插连接 s w 电熔焊接 E F 机械连接 M

耐
内压试验 Y Y Y

弯曲试验 N N Y

耐
拉拔试验 N N Y

热
循环试验

一

Y Y Y

循环压力冲击试验 N N Y

真空试验 N N Y

注 ： Y
一

需要试验
．

N
一

不需要试验
。

表 7
．

2
．

7
—

3 耐内压试验条件

注： 试验温度为 9 5 ℃ ，

试验时间为 1o o 0 h
，

试样数量均为 3 件
。

表 7
．

2
．

7
—

4 弯曲试验条件

管系列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时问 (h ) 试验数量

S lO 2 0 1
．

4 2 l

3

s 8 2 0 1 ．

85 I

S6 ．

3 20 2
．

4 6 l

S 5 2 0 3 ．

0 8 1

s 4

S 3 ．

2

2 0 3 6 0 l

仅对与公称外径大于等于 3 2 m m 管材连接的管件做此试验
。

试验温度 20 oc
，

试验时间为 l h
，

试验数量为 3 件
。

表 7
．

2
．

7
—

5 耐拉拔试验条件

温度 (℃ ) 系统设计压力 (M P a ) 轴 向拉力 ( N ) 试验时间 (h )

23 ± 2 所有压力等级 1
．

17 8 d n 。 l

9 5 0 4 O ．

3 l4 d n 。 1

9 5 0 ．

6 O
．

4 7 1d n 。 l

9 5 O ．

8 O
．

62 8 d n ‘ l

9 5 1 ．

O O

．

7 85 d n 。 l

对各种设计压力的管道系统均应按本表规定进行 (2 3 ± 2 )oc 的拉拔试验
，

同时根据管道系统的设计压力选
取对应的轴向拉力 ，

进行拉拔试验
，

试件数量为 3 个
。

咖 为管材的公称外径
，

单位为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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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7
—

6 热循环试验条件 (试样数量为 1 件)

试验条件 级别 l 级别 2

最
高试验温度 (cc ) 9O 6O

最低试验温度 (℃ ) 2 O 20

试验压力 (M P a ) P D P D

循环次数 5 o o0 5 o o0

每次循环的时间 (m in ) 3o
‘

：(冷热水各 15 ‘

：)

注 ： 较高温度
、

较高压力下的试验结果也可适用于较低温度或较低压力下的应用级别
。

表 7
．

2
．

7
—

7 循环压 力冲击试验条件 (试样数量为 1 件)

试验压力 ( M P a )
试验温度 (℃ ) 循环次数 循环频率 (次／m in )

设计压力 最高试验压力 最低试验压力

0 ．

4 0
．

6 0
．

0 5

2 3 ± 2 10 o 0 o 3 0 ± 5

O ．

6 0
．

9 0
．

0 5

0 ．

8 1
．

2 0
．

0 5

1 ．

0 】
．

5 0
．

05

较高压力下的试验结果也可适用于较低压力下的应用级别 。

表 7
．

2
．

7
—

8 真空试验参数

项目 试验压力 要求

真空密封性 一

0
．

0 8 M P a 真空压力变化≤ O 【x】5 M P a

注 ： 试验温度为 2 3 oc
，

试验时间为 1 h
，

试样数量为 3 件
。

表 7
．

2
．

7
—

9 聚丁烯 (P B ) 管材规格 (m m )

公称外径
d n

平均外径 公称壁厚 e 。

d 。⋯ i d E m 唧 x S l0 S 8 S 6 3 S 5 s 4 S 3
．

2

12 12 ．

0 l2 3 1
．

3 l 3 1
．

3 l 3 1 4 I
．

7

l6 】6 ．

O l6 3 1．3 1
．

3 l 3 】
．

5 1 8 2 2

20 20 0 2 0 ．

3 1
．

3 1 3 1
．

5 1
．

9 2 3 2 8

2 5 25 O 25 ．

3 1
．

3 1
．

5 1
．

9 2
．

3 2
．

8 3
．

5

3 2 32 ．

O 3 2 3 1
．

6 l 9 2
．

4 2
．

9 3
．

6 4
．

4

4 O 4 (J．

O 4 0
．

4 2
．

0 2 4 3 0 3
．

7 4 5 5
．

5

5 0 5 0 ．

O 5O
．

5 2
．

4 3
．

0 3
．

7 4
．

6 5 6 6
．

9

6 3 6 3 ．

O 6 3 6 3
．

0 3
．

8 4
．

7 5 8 7
．

I 8
．

6

7 5 7 5 ．

0 7 5
．

7 3
．

6 4 5 5 6 6
．

8 8
．

4 1n 3

9 0 9 0 ．

0 9 0
．

9 4 3 5 4 6 7 8 2 10
．

1 12 3

l l0 l 10 ．

0 1 l 】
．

O 5
．

3 6
．

6 8
．

1 10
．

O l2 3 15
．

1

12 5 12 5 O l2 6 ．

2 6 0 7 4 9 2 l1 4 14
．

0 l7 l

14 0 l4 0 ．

0 l4 1
．

3 6
．

7 8
．

3 l0
．

3 12
．

7 l5
．

7 19
．

2

16 O 16 0 0 16 1 ．

5 7
．

7 9
，

5 l 1
．

8 14
．

6 17
．

9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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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7
—

1 0 聚丁烯 (P B ) 管材力学性能

项目 要求 静液压应力 ( M P a ) 试验温度 (aC ) 试验时问 ( h )

静液压试验 无渗漏 ，

无破裂

15 5

6 ．

5

6 2

6 0

2 0

9 5

9 5

9 5

1

2 2

l6 5

10 0 o

表 7
．

2
．

7
—

1 1 聚丁烯 (P B ) 管材物理 和化学性能

项 目 要求 试验参数

纵向回缩率 ≤ 2 ％

程度

试验时问 ：

e
。 ≤ 8 m m

8 m m < e ， ≤ 16 m m

e
。 > 16 m m

l 10 ℃

lh

2 h

4 h

静液压状态 F的热稳定性 无破裂
无渗漏

静液压应力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

试样数量

2 ．

4 M P a

I 10 ℃

8 7 6 0 h

1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M F R
与对原料测定值之差

，

不应超过 0
．

3 g／10 m in

质量

试验温度

5
k

l9 0 0c

表 7
．

2
．

7
—

12 聚丁烯 (P B ) 管件力学性能

项 目 管系列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温度 (℃ ) 试验时间 (h ) 要求

静液压试验

S 1O 1 ．

42

20 1

无
破裂

无渗漏

S8 I
．

85

S6 ．

3 2
．

4 6

S5 3 ．

0 8

S4
3 ．

60
S 3 2

S 10 O ．

55

95 10()0S 8 0 ．

7 l

S 6 ．

3 O
．

95

S5 1 ．

19

9 5 10 0 0S4

1 ．

39
S 3 ．

2

注 ： 试样数量均为 3 件
。

3 选用要点
1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管系列 s 值
、

使用条件级别
、

连接方式
、

颜色
、

不透光性
、

卫 生性 能
、

规格
尺寸 、

系统适用性
、

力学性能
、

物理和化学性能提出要求
。

2 ) 选择产品
一

般程序 ： 应根据管道敷设环境需要和输送介质温度确定允许承压力及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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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由此从相关标准中选择管道系统的 S 系列壁厚
，

再根据水力计算选择系统管径
，

并结合系统布置
、

敷设方式 、

连接形式
、

补偿温度变化的技术措施等
，

选择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产品
。

表 7
．

2
．

7
—

1 3 聚丁烯 (P B ) 管件物理和化学性能

项目 要求 参数 数值

静液压状态下的热稳定性 ‘
无破裂

无渗漏

静液压应力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

试样数量

2．

4 M P a

I】0 ℃

8 7 6 O h

液体质量流动速率

M F R

与原料测定值之差 ，

不应超过 0 3 g／l0 m in

质量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

试样数量

5
kg

l9 O ℃

10 m in

注 ： 1 用管状试样或管件与管材相连进行试验
。

管状试样按实际壁厚汁算试验压力
。

管件与管材相连作为试样时
，

按相同管系列 s 的管材的公称壁厚计算试验压力
，

如试验中管材破裂则试验应重做
。

2
相同原料同

一

生产厂家的管材已做过本试验则管件 可不做
。

4 施工 要点 ： P B 管主要采用热熔式或电熔式承插接头连接
，

也采用胶圈密封连接
。

接头是 P B 材
料 。 P B 材料属于易燃材料

，

安装加工或使用的场所必要时需采取防火措施
。

其它安装要点
，

见本章第
7 ．

2
．

2 条 4 款 2 )
、

3 ) 项
。

5 经济分析 ： 在国内应用的管材及管件的原材料
，

以及施 工连接的专用工 具等大多依赖进 口
，

价
格昂贵 ，

且施工技术要求较高等原因 ，

故在国内应用有限
。

6 相关标准 《冷热水用聚丁烯 (P B ) 管道系统》 G B ／T 19 4 7 3
．

1
—

3
—

2 0 0 4
。

7 ．

2
．

8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P E
—

x ) 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交联聚乙烯 (P E

—

x ) 管是以高密度聚乙烯为主要原料
，

加入必要的添加剂
，

采用专用
机械加工 成型

，

聚乙烯在成型过程中或成型后进行交联并用于输送冷热水的管材 。

2 ) 分类

①管材 ： 交联聚乙烯管道系统按使用条件选用表 7
．

2
．

8
一

l 中的 1
、

2 使用条件级别
。

每个级别均对
应着特定应用范围及 5 0 年使用寿命

，

在具体应用时
，

还应考虑 0
．

4 M P a 、

0
．

6 M P a
、

O
．

8 M P a 、

1
．

O M P a 不

同设计压 力
。

管材按交联工 艺分为过氧化物交联聚乙烯 (P E
—

x a ) 管材
、

硅烷交联聚乙烯 (P E
—

x b )

管材 、

电子束交联聚乙烯 (陬
一

x c ) 管材和偶氮交联聚乙烯 (P E
—

x d ) 管材
。

管材按尺寸分为 S6
．

3
，

s 5 ， S 4 ， S3
．

2 四个系列
。

管材按使用条件级别和设计压 力选择对应 的管系列 s 值见表 7
．

2
．

8
—

2 。

表 7
．

2
．

8
—

1 使用条件级别

使用条件
级别

设计温度

r 。 (℃ )

n 下的使用

时间 (年 ) ^

。

(qC )
r 。 。

下的使

用时间 (年 )

故障温度

n 。

(℃ )

n 。．下的使

用时间 (h )

典型应用

范围

1 6 0 4 9 8 0 l 9 5 l0 O 供应热水
(6o ℃ )

2 7 O 4 9 8O I 9 5 l00 供应热水
(7 0 ℃ )

注 ： 靠
、

L
。

和 n 一值超出本表范围时
．

不适用本表
．

表中所列各种级别的管道系统均应同时满足在 20 ℃ 和 1
．

0 M P a

下输送冷水 ，

达到 50 年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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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8
—

2 管系列 S 的选择

设计压力 ％ ( M P a )

级别 1
． 矿 l1 = 3 8 5 M P a 级别 2 ， ％ = 3 5 4 M P a

管系列 s

O 4 6 ．

3 6
．

3

O 6 6 3 5

O 8 4 4

1 O 3 2 3 ．

2

注 ： 口 。 设计应力是在规定的使用条件 f
，

管材材料或塑料管件材料的许用应力
。

②管件按材料分为不锈钢材质
、

黄铜材质
、

紫铜材质和铸造铜合金材质
。

管件按连接方式分为卡箍
式 、

卡套式和卡压式
。

3 ) 特点 ： 热水管道有优良的耐温性能
，

在表 7
．

2
．

8
—

1 中的 l 、

2 使用条件级别下分别可长时间工

作在 7 O ℃ 下
。

管材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

可安全使用 5 O 年以上
。

抗化学腐蚀
，

并有良好的恢复形状记忆
性能 。

管材抗振动
，

耐冲击性能强
，

水力特性优良
，

且有 良好的环保性能
，

但不能回收
。

4 ) 适用范围 ： 工业 与民用建筑物内冷热水管道系统
，

但不适用于灭火系统和非水 介 质 的流体输送

系统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管材管件共性

①颜色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

明装有遮光要求的管材应不透光
。

②输送生活饮用水的管材卫生性能应符合 G B ／T l7 2 19
一

l9 9 8 的规定
。

③管材与管件连接后应通过静液压
、

热循环
、

循环压力冲击
、

耐拉拔
、

弯曲
、

真空六种系统适应性
试验 。

按表 7
．

2
．

8
—

3 规定的参数进行静液压试验
，

试验中管材
、

管件以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渗漏
。

按表 7
．

2
．

8
—

4 规定的条件进行热循环试验
，

试验中管材
、

管件以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渗漏
。

按表 7
．

2
．

8
—

5 规定的条件进行循环压力冲击试验
，

试验 中管材
、

管件以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渗
漏 。

按表 7
．

2
．

8
—

6 规定的条件进行耐拉拔试验
，

将管材与等径或异径直通管件连接而成的组件施加恒
定的轴向拉力 ，

并保持
一

定的时间
，

试验过程中管材与管件连接处应不发生相对轴向移动
。

按表 7
．

2 8
—

7 规定的条件进行弯曲试验
，

试验中管材
、

管件以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渗漏
。

按表 7
．

2
．

8
—

8 给出的参数进行真空试验
。

2 ) 管材的平均外径 d
。 ，

应符合表 7
．

2
．

8
—

9 的要求
。

按表 7
．

2
．

8
—

1O 规定的参数进行静液压试验
，

管材应无渗漏 、

无破裂
，

管材试样数量均为 3 个
。

管材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8
一

l 1 的规定
。

3 ) 管件耐液压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8
一

l2 的规定
。

4 ) 管系列 s 与公称压力 P N 的关系
①当管道系统的总使用系数 c 为 1

．

2 5 时管系列 s 与公称压力 P Ⅳ 的关系见表 7
．

2
．

8
—

13 。

②当管道系统的总使用系数 G 为 1
．

5 时管系列 s 与公称压力 P Ⅳ 的关系见表 7
．

2
．

8
—

14 。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应对使用条件级别
、

交联工 艺
、 s 系列

、

规格尺寸
、

公称压力
、

管件材
料 、

连接方式
、

颜色
、

系统适应性
、

力学性能
、

管材的物理和化学性能以及卫生性 能提出要求
。

当公称
直径≤ 2 5 m m 时

，

宜采用卡箍式或锥面卡套式
。

当公称直径 ≥ 32 m m 时
，

宜采用锥面卡套式或卡压式
。

4 施工要点
1 ) 埋地管道沟底应平整

，

不得有突出的尖硬物 。

原土粒径宜 ≯ l2 m m ，

必要时可铺 1O 0 m m 厚的砂
垫层 。

管道周围的回填土应分层夯实
，

每层厚度应为 O
．

2
～

0
．

3 m ，

填至管顶以上 5 0 O m m 处
，

经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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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 回填原土 ，

室内埋地管道的埋深不宜小于 3 0 o m m 。

表 7
．

2
．

8
—

3 静液压试验条件

管系列 试验温度 (℃ ) 试 验压力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试样数量

S6
．

3

20

9 5

1 5 P n

0 7 O

l

lO 0 o

3

S 5 2 0
9 5

1 ．

5 ^
O ．

88

】

lO 00

s4 2 0
9 5

1 5 P D

1 ．

10

l

1O 0 0

S 3 2 2 0
9 5

1 5 尸D

l 38

l

1o 0O

表 7
．

2
．

8
—

4 热循环试验条件

项目 级别 l 级别 2

最高设计温度 L 。

(。C ) 80 80

最 高试验温度 (cc ) 9 0 9 0

最
低试验温度 (℃ ) 20 2O

试验 压力 (M P a ) 尸n P n

每次循环的时间 (m in ) 30 ’

：(冷热水各 l5
’

；)

注 ： 循环次数为 5O o 0 次
，

试样数量为 I 件
。

表 7
．

2
．

8
—

5 循环压 力冲击试验条件

最高试验压力 (M P a ) 最低试验压力 ( M P a ) 试验温度 (℃ ) 循环次数 循环频率 (次／m jn ) 试样数量

1 ．

5 ± 0
．

O 5 0
．

I ± 0
．

05 2 3 ± 2 1O 0 0 O ≥ 3O 1

表 7
．

2
．

8
—

6 耐拉拔试验条件

温度 (℃ ) 系统设计压力 ( M P a ) 轴向拉力 (N ) 试验时间 (h )

2 3 ± 2 所有压力等级 1
．

17 8 d n ’ 1

9 5 0 ．

4 0 ．3 l4 d n 。 1

9 5 0 ．

6 0

．

4 7 1 d
矿 】

9 5 0 ．

8 O
．

6 2 8 d n 。 1

9 5 1．0 0 ．7 8 5 d n 。 l

注 ： 1 对各种设计压力的管道系统均应按表中规定进行 (2 3 ± 2 )℃的拉拔试验
，

同时根据管道系统的设计压力选
取对应的轴向拉力 ，

进行拉拔试验
，

试件数量为 3 个
。

级别 l
、

2 也可以按 L
。； + 1O ℃ 进行试验

。

2 幽
为管材的公称外径

，

单位为 m m 。

2 ) P E
—

x 管的线膨胀系数在各类管材中是较高的
，

这也决定 了 P E
—

x 管支承间距很小
，

存在着
管道架空跨度小 ，

支承件安装多的缺点
。

由于施工 过 程中交叉作业等复杂情况的影响
，

P E
—

x 管容易
被扎破 ，

预留的管端部分被压扁等
，

造成了多次重修及返工
。

该种材料不能回收重复再利用
。

3 ) 施工 做法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2 s S 4 O 5
—

4 《交联聚乙烯 (P E
—

x ) 给水管安装》



管材与管件
·

，3 』

5
经济分析 ： 该种管材维修费用低

，

长期效益好
，

但不 能 回收
，

机械连接
一

次性投资较高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P F

—

x ) 管道系统》G B ／T l8 9 9 2
．

1
～

2
—

2 o 0 3 。

《建筑给水用交联聚乙烯 (P E
—

x ) 管材》c J／T 2 O 5
—

2 o o 0 。

《建筑给水用交联聚乙烯 (P E
—

x ) 管用管件 技术条件》c J／T 13 8
—

2 0 0 l 。

《建筑给水聚乙烯类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附条文说明)》c JJ／T 9 8
—

2 o 0 3
。

表 7
．

2
．

8
—

7 弯曲试验条件

项目 级别 l 级别 2

最高设计温度 n 。

(℃ ) 80 80

管材材料的设计应力 口 。， ( M P a ) 3
．

85 3 5 4

管材材料的静液压应 力 ％ (M P a ) 12 l2

设计压力 P n 为 ： O
．

4 M P a

0 6 M P a

0 8 M P a

1 ．

0 M P 0

1 ．

5 8

1 ．

87

2 ．

5 0

3 【2

1 ．

5 8

2 ．

o 4

2 7 2

3 3 9

注 ： 仅当管材公称直径大于等于 3 2 m m 时做此试验
。

试验温度为 2 (1℃ ，

试样数量为 3 件
，

试验时间均为 1h 。

表 7
．

2
．

8
—

8 真空试验参数

项目 试验压力 要求

真空密封性 一

O
．

0 8 M P a 真空压力变化 ≤ 0 o 0 5 M P a

注 ： 试验温度为 2 3 ℃
，

试验时间为 lh
，

试样数量为 3 个
。

表 7
．

2
．

8
—

9 管材规格 (m m )

公称外径 如

平均外径 最小壁厚 e ⋯

(数值等于 ‰ )

d Ⅲ 。 lr d
。 ⋯

管系列

s 6 ．

3 S5 s 4 S 3 2

16

2 O

2 5

3 2

4 0

5 O

6 3

7 5

90

l 10

12 5

14 O

16 O

16 ．

0

2O 0

2 5 O

3 2 O

4 0 0

50 O

63 0

7 5 O

90 O

I10 ．

0

12 5 ．

0

l4 O O

I6O ．

O

l6 3

20 3

2 5 ．

3

32 ．

3

4 O 4

5O ．

5

6 3 6

7 5 ．

7

9 O ．

9

l11 0

12 6 2

l4 l_3

16 1 5

I．8 ’

1 ．

9
’

l 9

2 ．

4

3 0

3 ．

7

4 7

5 ．

6

6 ．

7

8 I

9 2

1O ．

3

1 l 8

l 8 ’

1 ．

9

2 3

2 9

3 ．

7

4 ．

6

5 8

6 ．

8

8 2

10 0

l 1 ．

4

12 7

l4 ．

6

1 8

2 3

2 ．

8

3 ．

6

4 5

5 6

7 ．

1

8 4

10 l

l2 ．

3

l4 0

15 7

】7 ．

9

2 2

2 ．

8

3 5

4 4

5 5

6 9

8 ．

6

lO 3

12 3

15 ．

1

17 ．

1

19 2

2 1 ．

9

注 ： 考虑到刚性与连接的要求
，

该厚度不按管系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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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8
—

1 O 管材力学性能

项 目 要求 试验参数
静液压应力 (M P a ) 试验温度 (℃) 试验时间 (h )

耐静液压 无渗漏 、

无破裂

I2 ．

0

4 ．

8

4 7

4 ．

6

4 4

20

9 5

9 5

9 5

9 5

l

1

22

l65

l00 0

表 7
．

2
．

8
—

1 1 管材的物理和化学性能

项 目 要求 试验参数
参数 数值

纵向回缩率 ≤ 3 ％

温度

试验时间 ：

e
。

≤ 8 m m

8 m m < e
．

≤ 16 m m

e
． > l6 m m

试样数量

l2 O ℃

l h

2 h

4 h

3

静液压状态下的热稳定性 无破裂
无渗漏

静液压应力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

试样数量

2 5 M P a

l10 ℃

876 0 h

l

交联度 过氧化物交联≥ 7 0 ％ ，

硅烷交联 ≥ 6 5％ ，

电子束交联 ≥ 6 o ％ ，

偶氮交联≥6 O ％

表 7
．

2
．

8
—

1 2 管件耐液压性能

项目 技术指标

短期
20 ℃ ，

环应力 】2 M P a
，

Ih 不破裂
，

不渗漏

95 ℃ ，

环应力 4
．

8 M P 丑， l h 不破裂
，

不渗漏

长期
9 5 ℃ ，

环应力 4 6 M P a ， l6 5 h 不破裂
，

不渗漏

95oc ，

环应力 4
．

4 M P a ， 100 o h 不破裂
，

不渗漏
‘

注 ： 此项可做 l6 5 h 替换试验
。

表 7
．

2
．

8
—

1 3 管系列 S 与公称压力 P N 的关系 (c
= 1

．

2 5 )

管系列 s 6
．

3 S 5 s4 S3 2

公
称压力 P N (M P a ) 1

．

0 l 2 5 l 6 2 0

表 7
．

2
．

8
—

1 4 管系列 S 与公称压力 P N 的关系 IC
= 1

．

5 )

管系列 S6
．

3 S5 S 4 S 3
．

2

公
称压力 P N (M P a ) 1

．

0 1 2 5 1
．

2 5 1
．

6

7 ．

2
．

9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P E
—

R T ) 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 P E
—

R T ) 管是以乙烯
—

辛烯共聚物为主要原料
，

加入必须的抗
氧化剂等添加剂共挤成型的用于输送饮用水的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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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分类 ： 管材按结构分为带阻隔层的管材和不带阻隔层 的管材

，

按尺寸分 为 S6
．

3
、

s 5
、

s 3
．

2
、

s 2 ．

5 四个管系列 (用于级别 1
、

级别 2 )
。

管件按连接方式分为热熔承插连接管件
、

电熔连接管件和机
械连接管件 。

热熔连接管件中
，

热熔对接管件规格为 如 ≥ 6 3 ，

热熔承插管件规格为 d n 3 2
～

如 l6 O ，

电熔
承插管件规格为 d n 2 0

～

如 l6 O
，

承插柔性连接管件规格为 如 2 O
～

如 l60 。

管件按管系列 s 分类与管材相
同，

管件的壁厚应不小于相同管系列 s 的管材壁厚
。

3 ) 产品特性及适用范围 ： 该管材与交联聚乙烯管的特性接近
，

但工 艺中不需交联
，

且 可 回收
，

适
用于室内冷 、

热水管道
，

尤其是热水系统
。

2 主要技术性能
1 ) 管道系统按使用条件级别和设计压力选择对应的 s 值

，

见表 7
．

2
．

9
一

l 。

对明装有遮光要求时
，

管材应不透光 。

2 ) 管材规格用管系列 S
、

公称外径 × 公称壁厚表示
。

管材的公称外径
、

平均外径
、

圆度及与管系
列 s 对应的壁厚 (不包括阻隔层厚度 ) 见表 7

．

2
，

9
—

2 。

3 ) 管材和管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9
—

3 的规定
。

表 7
．

2
．

9
—

1 P E
—

R T 管道系统管系列 S 值的选择

设计压力 (M P a )

管 系列 S 值

“
= 7

．

36 M P a ％ = 3
．

0 6 M P a 盯 。 =

2
．

15 M P a

O ．

4 6 3 6 3 5

O 6 6 3 5 3 ．

2

O 8 6 ．

3 3 2 2
．

5

I O 6 ．

3 2 5

表 7
．

2
．

9
—

2 管材管系列和规格尺寸 ( m m 】

公称外径 平均外径 圆度

管系列

s 6 ．

3 S 5 S 3
．

2 S 2
．

5

曲 m m ln D
⋯ 一

直管 盘管 公称壁厚 ％

l2 l2 ．

O l2 3 ≤ 1
．

0 ≤ 1 O 2
．

O

16 l6 ．

O l6 3 ≤ 1
．

O ≤ l O 2 2 2 7

2O 20 ．

0 2O
．

3 ≤ l O ≤ 1
．

2 2
．

0 2
．

8 3 4

2 5 25 ．

0 25 3 ≤ 1
．

0 ≤ l 5 2
．

0 2 3 3
．

5 4 2

32 32 ．

0 3 2 3 ≤ 1 O ≤ 2 0 2
．

4 2 9 4 4 5 4

4 O 4 0 0 4 O ．

4 ≤ l_0 ≤ 2
．

4 3 0 3 7 5 5 6 7

50 5 O 0 5 0 5 ≤ 1 ．

2 ≤ 3
．

0 3
．

7 4
．

6 6
．

9 8 3

6 3 6 3 ．

0 6 3
．

6 ≤ 1 6 ≤ 3
．

8 4
．

7 5
．

8 8 6 l0
．

5

75 75 O 7 5 ．

7 ≤ 1 8 5 6 6
．

8 lO 3 l2 5

9 0 9 0 ．

O 9 0
．

9 ≤ 2 2 6 7 8
．

2 l2
．

3 l5 O

l1O l 10 ．

0 1 l 1 O ≤ 2 7 8 l l0
．

() l5
．

1 l8
．

3

l2 5 125 ．

0 12 6
．

2 ≤ 3 O 9 2 1 1
．

4 l7 l 20
．

8

I4 0 14 O O l4 1 3 ≤ 3
．

4 】O 3 】2
．

7 l9
．

2 23 3

l6O 16O ．

O l6 1 6 ≤ 3 9 1 l 8 I J
．

6 2 1 9 26
，

6

4
) 对于带气体阻隔层的管材

，

在 4 O ℃ 的温度下的透氧率应不超过 O
．

10 ∥ (m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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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9
—

3 管材和管件物理 力学性能

项 目 试验 环应力 ( M P a ) 试验温度 (0C ) 试验时间 (h ) 试样数 量 (件 ) 指标

纵 向回缩 率
1 10

e
。

≤ 8 m m l

8 m m < e 。 ≤ 16 m m 2

e
．

> l6 m m 3

3 < 3 ％

静液压试验

l0 ．

o 0 2 0 l 3

无
破裂

无渗漏
3

．

55 95 165 3

3 ．

5 0 9 5 10 oo 3

静液压状态下

热稳定性试验
1

．

90 1l0 876 O l
无破裂
无渗漏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

M P a (】9 0 ℃ ， 2
．

16 k ) ∥1O m in 3
变化率 ≤

原料的 3 O ％

注 ： l 用管状试样或管件与管材相连接进行试验
。

管状试样按实际壁厚计算试验压力
。

管件与管材相连作为试样
时 ，

按相同管系列 s 的管材的公称壁厚计算试验压力
。

如试验中管材破裂则试验应重做
。

2
相同原料同

一

生产厂家生产的管材 已做过本试验则管件可不做
。

3 9 5 0C 、

165 h 条件下的静液压试验仅适用于管材
。

5 ) 用于输送生活饮用水的管材和管件的卫生性 能应符合 G B ／T 17 2 l9
一

l9 9 8 的规定
。

6 ) 管材与机械连接管件连接后应通过系统静液压
、

耐拉拔
、

热循环
、

循环压力冲击
、

耐弯曲五种
系统适应性试验 ，

管材与熔接管件连接后应通过系统静液压
、

热循环两种系统适应性试验
。

静液压试验
要求为在试验温度 9 5 ℃

、

试验环应力 3
．

5 0 M P a 条件下
，

持续时间 10 O O h 内
，

试验中管材
、

管件及连接
处应无破裂 、

无渗漏
，

试件为 3 个
。

按表 7
．

2
．

9
—

4 规定的条件进行耐拉拔试验
，

对 由管材与直通管件
连接而成的组件施加恒定的轴 向拉力 ，

并保持
一

定时间
，

试验过程中管材与管件的连接处应不产生相对
轴向移动 。

按表 7
．

2
．

9
—

5 的条件进行热循环试验
，

试验 中管材
、

管件以及 连 接处应无破裂
、

无 渗漏
。

耐弯曲试验要求为 1 h ， 2 O ℃ 下承受 1
．

5 M P a 的静液压
，

管材与管件的连接处应无渗漏
。

表 7
．

2
．

9
—

4 耐拉拔试验

管系列 试验温度 (℃ ) 轴 向拉力 ( N ) 试验时间 (h ) 试样数量 (件 )

S6 3

2 3 1 ．

I7 8 d n 。

1 3
9 0 0 3 14 d ∥

S 5

2 3 l l7 8 d ∥

1 39 O 0 ．

4 7 ld n 。

9 5 0 ．

3 14 d n 。

S 3 ．

2

2 3 】 I7 8 d n 。

1 39 O 0 6 2 8 d H 。

9 5 O 47 ld≯

s2
．

5

2 3 l 17 8 d
n 。

l 39 0 O ．

7 8 5 d n 。

9 5 0 62 8 d r E。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应对管系列 s 值
、

不透光性
、

规格及尺寸
、

物理力学性能
、

系统适应性
、

透氧率及卫生性能提出要求 。

4 施工 做法 ： 室内地坪以下管道埋设
，

应在回填土夯实后重新开挖进行
。 不得在 回填土之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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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夯实土层上埋设 。

管道连接方式均要求是同种牌号
、

材质的管材与管材
、

管材与管件连接
。

从 肌
一

R T 的物理性能来看
，

其线胀系数在各类管材中是较高的
，

故 P E
—

R T 管支承间距很小
，

存在着管道架
空跨度小 ，

支承件安装多的缺点
。

由于施工 过程中交叉作业等复杂情况
， P E

—

R T 管容易被扎破
，

预留
的管端部分被压扁 ，

造成多次返修及返工 现象较多
。

表 7
．

2
．

9
—

5 热循环试验 (循环周期为 5 0 0 O 次
， 试样数量为 1 件 )

管系列 S6
．

3 S5 s3 2 s2
．

5

试
验压力 (M P a ) O 4 0 6 O

．

8 l O

注 ：
一

个循环周期的时间为 30 m in ，

包括 l5 m in 最高试验温度和 15 m in 最低试验温度
。

最高试验温度为 9 5 ℃ ，

最低

试验温度为 2 O ℃ 。

5 经 济分析 ： 该种管材维修费用低
，

长期效益好
，

可 回收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 P E

—

R T ) 管道系统》 c J／T l7 5
—

2 0 0 2 。

《建筑给水聚乙烯类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 _TJ／T 9 8
—

2 o 0 3 。

7 ．

2
．

1 0 铝塑复合压力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铝塑复合压力管材是用搭接焊或对接焊铝管作为嵌入增强金属层
，

通过共挤热熔粘合剂
与内外层聚乙烯塑料复合 ，

达到需要的性能且塑料层厚度至少是管壁厚 6 O ％ 的输送流体承压管材
。

2 ) 分类
①管材
a

搭接焊铝塑复合管按输送流体分类见表 7
．

2
．

10
一

l 。

外径规格 (m m )为 12
、

16
、 2 O 、

2 5
、

3 2
、

4 0 、

50
、

6 3
、

7 5
。

表 7
．

2
．

1 0
—

1 搭接焊铝塑管品种分类

流体类别 用途代号 铝塑管代号 长期工作温度 ％ (℃ ) 允许工 作压力 R (M P a )

冷水 I
．

P A P 4 0 1
．

2 5

冷热水 R

P A P

6 0 1．O 0

7 5 0 ．

82

82 O ．

6 9

X P A P

7 5 1 ．

0 o

82 O 86

b
对接焊铝塑复合管按输送流体分类见表 7

．

2
．

10
—

2 。

外径规格( m m )为 16
、

2 0
、

2 5 (2 6 )
、

3 2 、

4 O 、

5 0 。

接口方式有卡压式
、

内层熔接式和外层熔接式
。

按复合组分材料分类如下 ：

聚乙 ：鞴／铝合金／交联 聚 乙 烯 ( x P A P 1 )
— — 一

型 铝 塑 管 。

交联 聚 乙 烯／铝合 金／交 联 聚 乙 烯
(x P A P 2 )

— —

二 型铝塑管 。

聚乙烯／铝／聚乙烯 ( P A P 3 )
— —

三 型 铝塑管
。

表 7
．

2
．

1 0
—

2 对接焊铝塑管品种分类

流体类别 用途代 号 铝塑管代号 长期工 作温度 ％ (oc ) 允许工作压力 P 。 (M P a )

水

冷水 I
．

P A P 3
剐】

I_4 0

X P A P 1 、

X P A P 2 2 o 0

冷热水 R

P A P 3 6 0 ll0 O

X P A P l 、

X P A P 2 75 1 50

②管件分为卡压式管件 和熔接式管件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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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特点 ： 管材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

抗老化能力好
，

经 久耐用
，

寿命可达 5 O 年
。

其化学性能稳
定 ，

无毒无味
，

输送饮用水安全性评价为合格
。

该管材水力性能好
，

内壁光滑
，

不易结垢
，

不滋生微生

物 。

其机械性能
、

阻氧渗透性较高
，

保温性
、

抗冻性
、

耐高温性均较 P V c
—

u 管材好
。 铝塑管管材抗振

动 、

耐冲击
，

能有效缓冲管路中的水锤作用
，

减少管内水流噪声
。

这种管材安装容易
，

可以弯曲而不反

弹 ，

弯曲操作简单
，

管线连接方便
。

铝塑管重量轻 (仅为同规格镀锌管的 1／15
—

1／17 )
，

易于搬运
。

如
使用专用铜质管配件 ，

可与现行 其它管材
、

管配件等相配接
。

4 ) 适用范围 ： 系统工作压力不大于 O
．

6 M P a 、

温度不大于 7 5 ℃ 的室内冷
、

热水管道系统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材料

①生产搭接焊铝塑复合管所用材料为中密度聚乙烯树脂 (M D P E ) 或高密度聚乙烯树脂 ( H D P E )
，

其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1O
一

3 要求
。

用于输送高于 6 0 。C 的冷热水的铝塑管
，

应采用中
、

高密度交联聚乙

烯料或中密度聚乙烯 (乙烯与辛烯的共聚物)
。

②生产对接焊铝塑复合管材所用材料为 中密度聚 乙 烯树脂 ( M D P E ) 或高密度聚乙 烯树脂
(H D P E )

，

其性能应符合表 7
．

2
．

1O
一

4 要求
。

③主要零件材料见表 7
．

2
．

10
—

5 。

除采用表中推荐的材料外
，

在保汪产品性能的条件下
，

允许用其
它材料代替 ，

订货时由供需双方协定
。

表 7
．

2
．

10
—

3 搭接焊铝塑管用聚乙烯树脂基本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材料类别

密度 (昏／c m ’)

() 9 2 6 ～

O 94 0 M D P E

0 ．

9 4 l
—

O
．

95 9 I{D P E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19 O ℃
、

2
．

16 k g ) (吕／l0 m in ) O
．

1
～

10 M D P E
．

H D P E

拉伸屈服度 (M P a )

≥ I
5 H D P E

≥ 2 1 H D P E

长期静液压强度 (M P a )

(8O oc
、

50 年
，

预测概率 9 7
．

5 ％ ) ≥ 3
．

5 M D P E

(乙烯与辛烯的共聚物)

(2 0 ℃
、

5 O 年
，

预测概率 9 7
．

5 ％ )

≥
8

．

0

≥ 6 3

M D P E ．

H D P E
≥ 8 0

热应力开裂 (设计应力 5 M P a
、

80 ℃
、

持久 1o 0 h ) 不开裂 M D P E
、

I{D P E

耐慢性裂纹增长 ( I65 h ) 不破坏 M D P E
、

H D P E

热稳定性 (20 o oC ) 氧化诱导时问不小于 20 m I力
Q 类管材用 P E

耐气体组分 (8O ℃
、

环应力 2 M P a ) ≥ 3 0 h

2 ) 冷水用铝塑管颜色为黑色
、

蓝色或白色
。

热水用铝塑管颜色为橙红色
。

室外用管材外层应采用
黑色 ，

但管材上应标有表示用途颜色的色标
。

3 ) 结构尺寸
①搭接焊铝塑复合管内外塑料层厚度及铝管层壁厚应符合表 7

．

2
．

1O
一

6 要求 。

在铝管搭接焊缝处的
塑料外层厚度至少为表 7

．

2
．

1O
一

6 所示厚度的二 分之
一 。

②对接焊铝塑复合管公称外径 、

圆度
、

内外塑料层厚度及铝管层壁厚应符合表 7
．

2
．

1O
一

7 要求
。

4 ) 搭接焊铝塑复合管管环径向最大拉力应不小于表 7
．

2
．

10
—

8 规定值
。

对接焊铝塑复合管管环径
向最大拉力应不小于表 7

．

2
．

1O
一

9 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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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1 O
一

4 对接焊铝塑管用聚乙 烯树脂基本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材料类别

≥ 0 ．

9 2 6 M D P E
、

H D P E

镟r』更 ∥ c m J ≥ 0 ．

9 4 l P E X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g／l0 m in )

19 o qC 、

2
．

16 kg ≤O
．

4 ( ± 2 0 ％ ) M D P E
、

H D P E

l9 0 ℃ 、

2 1
．

6 kg ≤ 4 P E X

拉伸屈服度 (M P a )

≥ l
5 M D P E

、

H D P E

≥ 2 1 P E X

长
期静液压强度 (20 oc

、

5O 年
、

预测概率 9 7
．

5 ％ ) (M P a )

≥ 6 ．

3 M D P E ‘ 、

H D P E

≥ 8 ．

0 Q 类管材用 P E

耐
慢性裂纹增长 (16 5 h ) 不破坏 M D P E

、

I{D P E

热稳定性 (2 o o ℃ ) 氧化诱导时间不小于 2f1m in

Q 类管材用 P E
耐气体组分 (80 ℃

、

环应力 2 M P a ) ≥ 30 h

注 ： 对 P E x 材料可不作要求
。

表 7
．

2
．

1 0
—

5 管件零件材料

零件名称
材料

名称 推荐牌号 标准号

本体 黄铜

H P b59 一

l G B ／T 52 3 l
一

2 o 0 1

Z C u Z n 3 3 P b2
G B／T l】76 一

l9 8 7
Z C u Z n 40 P b2

本体

不锈钢

0 6 C r】9 N i10

0 6 C r l7 N il2 M 02

O 2 2 C r 17 N il2 M 0 2 C B ／T l2 2 0
—

20 0 7

夹
套

0 6 C r 19 N i10

l2 c rI8 N ；9

定位挡圈 塑料 中高密度聚乙烯

密封圈

三 元乙丙橡胶 (注 1 )

G B ／T l4 832 —

2 0 0 8丁 腈橡胶 (注 2 )

氟橡胶 (注 3 )

注 ： 1 适用冷水
、

热水
、

空气
。

2
适用冷水

、

空气
。

3
适用冷水

、

热水
、

空气 。

5 ) 管环是小平均剥离力空应符合表 7
．

2
．

1O
一

10 要求
，

且 任意
一

件试样的最小剥离力应不小于表
7 ．

2
．

10
一

l0 规定值二 分之
一 。

6 ) 扩径试验中
，

管环扩径后
，

其内层和外层与嵌入金属层之间不出现脱胶
，

内外层管壁不应出现损坏
。

7 ) 对盘卷式铝塑管进行气密试验时
，

管壁应无泄漏
。

8 ) 爆破试验
①搭接焊铝塑复合管按表 7

．

2
．

1O
一

8 给出的值进行爆破试验时
，

管材不应发生破裂
。

②对接焊铝塑复合管按表 7
．

2
．

I【】
一

9 给出的值进行爆破试验时
，

管材不应发生破裂
。

9 ) 静液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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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搭接焊铝塑复合管进行静液压强度试验时应符合表 7
．

2
．

10
—

1 l 要求
。

②对接焊铝塑复合管进行 l h 静液压强度试验时应符合表 7
．

2
．

10
一

l2 要求
，

进行 1O 0 o h 静液压强度
试验时应符合表 7

．

2
．

1O
一

13 要求
。

表 7
．

2
．

1 O
一

6 铝塑管结构尺寸要求 【m m )

公称外径 参考 内径 圆度 管壁厚
e 。

内层塑料
最小壁厚 e ．

外层塑料

最小壁厚 e 。

铝管层

最小壁厚 e 。

盘管 直管 最小值

12 8 ．

3 ≤0
．

8 ≤ 0 4 1
．

6 O
．

7

O 4

O l8

l6 l2 ．

I ≤ 1
．

0 ≤ 0 5 1 7 O
．

9

20 I5 ．

7 ≤ 1
．

2 ≤O
．

6 1 9 1 0
0 ．

23
2 5 l9 ．

9 ≤ l_5 ≤ 0
．

8 2
．

3 1 1

3 2 2 5 7 ≤2 0 ≤ 1 ．

0 2
．

9 1 2 0 28

4 0 3 1．6 ≤2 4 ≤ 1
．

2 3
．

9 1 7 n 33

50 40 5 ≤ 3 O ≤ 1
．

5 4
．

4 1 7 0
．

4 7

6 3 5 O ．

5 ≤3 8 ≤ 1
．

9 5
．

8 2 1 0 57

75 5 9 ．

3 ≤ 4
．

5 ≤ 2
．

3 7
．

3 2
．

8 0
．

67

表 7
．

2
．

10
—

7 铝塑管结构尺寸要求 (m m 】

公称外径
d n

参考内径

d }

圆度 公称壁厚

e
m

内层塑料

公称壁厚 e 。

外层塑料

最小壁厚 e 。

铝管层

公称壁厚 e 。

盘管 直管

16 10 9 ≤ 】 0 ≤0 ．

5 2 3 l_4

0 ．

3

0 ．

2 8

20 l4 ．

5 ≤ 】 2 ≤ 0 ．6 2
．

5 1
．

5 O
．

3 6

2 5
(2 6 ) I8

．

5 ( 19
．

5 ) ≤ 1
．

5 ≤O
．

8
3 ．

0

1．7 O ．

44

32 2 5 5 ≤ 2 O ≤ 1
．

O 1
．

6 0
．

60

4 0 3 2 4 ≤2 ．

4 ≤ 1 2 3
．

5 】 9
0 ．

4

0 7 5

5O 4 1 ．

4 ≤ 3
．

0 ≤ 1
．

5 4 0 2 O 1
．

0 o

表 7
．

2
．

1 0
—

8 搭接焊铝塑管管环径 向拉 力及爆破压 力

公称外径 d凡 ( m m )

管环径 向拉力 (N )
爆破压力 ( M Pa )

M D P E H D P E 、

P E X

12 2 O 0 0 2 l0 0 7 ．

0

16 2 1o 0 2 30 0 6 0

2 0 2 4 o 0 2 50 O 5 ．

O

2 5 24 o 0 2 500

4 ．

032 2 5o 0 26 50

4 o 3 20 o 35【x】

50 350 0 370 O

3 ．

86 3 52 0 0 55o o

7 5 6O 0o 6【x】0

1 0 ) 交联铝塑管交联层塑料进行交联度测定时
，

出厂时其交联度对于硅烷交联应不小于 6 5 ％ ； 对
于辐射交联应不小于 6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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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1 0
—

9 对接焊铝塑管管环径向拉力及爆破强度

公称外径 如 ( m m )

管环径向拉力 (N )
爆破压力 ( M P a )

M D P E I{D P E 、

P E X

16 2 3 0 0 24 0 O 8 ．

0 0

2O 25o 0 2 6o 0 7 【x】

2 5 (2 6 ) 2 89O 2 99 0 6 【x】

3 2 32 7O 332 O 5 50

5 0 4 2 00 4 3O 0 5 0 0

7 0 4 8【x】 4 90 0 4 50

表 7
．

2
．

1 0
—

1 O 管环最小平均剥离力

公称外径 如 ( m m ) 】2 16 2 O 2 5 3 2 40 5 O 6 3 7 5

最小平均剥离力 (N ) 2 5 2 5 2 8 3 O 3 5 4 0 5 0 4 O 7 O

注 ： 对接焊铝塑复合管无 如 12
、

d n 6 3
、

d n 7 5 。

表 7
．

2
．

1 O
一

1 1 搭接焊铝塑管静液压强度试验

公称外径

也 ( m m 1

用 途代号

试验时间 (h ) 要求L R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温度 (℃ )

12

2 7 2

6 O

2 7 2

8 2 1O

应 无 破 裂 、

局 部 球 型 膨

胀 、

渗漏
。

l6

2O

25

32

4 0

2 ．

10 2 0 O 2
．

10
‘

50

63

7 5

注 ： 系采用中密度聚乙烯 (乙烯与辛烯共聚物) 材料生产的铝塑管
。

表 7
．

2
．

1 O
一

1 2 对接焊铝塑管 1 h 静液压 强度试验

铝塑管代号 公称外径 如 ( m m )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要求

X P A P l

X P A P 2

16 ～

32
95 ± 2

2 4 2 ± 0
．

0 5

1

应
无 破 裂

、

局
部 球 型 膨 胀 、

渗漏

4 0 ～

5 0 2 O 0 ± 0
．

0 5

P A P 3 16 —

5 0 7 0 ± 2 2 l0 ± 0
．

0 5

1
1 ) 饮水用铝塑管应符合 G B ／T l7 2 l9

—

19 9 8 的规定
。

其它饮用流体用铝塑管还应符合相关卫生性
能要求 。

1 2 ) 冷热水用铝塑管应将管材与管件连接成管道系统进行冷热水循环
、

循环压力冲击
、

真空
、

拉
拔四项系统适应性试验 。

按表 7
．

2
．

10
—

14 规定条件进行冷热水循环试验
，

试验 中管材
、

管件及连接处
应无破裂 、

泄漏
。

按表 7
．

2
．

10
—

15 规定条件进行循环压力冲击试验
，

试验 中管材
、

管件及连接处应无
破裂 、

泄漏
。

按表 7
．

2
．

10
一

l6 规定条件进行真空试验
。

按表 7
．

2
．

1O
—

l7 规定条件进行短期拉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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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拉拔试验
，

管材与管件连接处应无任何泄漏
、

相对轴向移动
。

表 7
．

2
．

1 O
一

1 3 铝塑管 1 0 0 O h 静液压强度试验

铝塑管代号 公称外径 如 ( m m )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 M P a ) 试验时间 (h ) 要求

X P A P I

X P A P 2

I6 ～

3 2
9 5 ± 2

1 9 3 ± O O 5

】0 o 0

应 无 破 裂 、

局
部 球 型 膨 胀 、

渗漏

4 0 ～

5 O 1
．

9O ± 0 O 5

P A P3 l6 ～

5 O 7O ± 2 】 5 0 ± O
．

0 5

表 7
．

2
．

1 0
—

14 冷热水循环试验条件

最高试验温度 (oc ) 最低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循环次数 每次循环时间 (m in )

咒 + l0 屯 2 O ± 2 只 ± O
．

O 5 5 0 0 0 30 ± 2

注 ： 最高试验温度不超过 9 0 ℃
，

每次循环冷热各 (】5 ± 1 ) m in
。

表 7
．

2
．

1 O
一

15 循环压 力冲击试验条件

最高试验压力 (M P a ) 最低试验压力 ( M P a ) 试验温度 (℃ ) 循环次数 循环频率 (次／Ⅱu n )

1 ．

5 ± 0 O 5 O
．

1 ± O
．

O 5 2 3 ± 2 10 (x 】0 ≥ 3 0

表 7
。

2
．

1 0
—

1 6 真空试验条件

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时间 ( h ) 压力变化 ( M P a )

2 3 一

O 0 8 l ≤O 0o 5

表 7
．

2
．

1O
一

1 7 耐拉拔性能

公称外径 如 ( m m )

短期拉拔性能 持久拉拔性能

拉拔力 ( N ) 试验时间 (h ) 拉拔力 (N ) 试验时间 (h )

16 15 0 0

1

lo 0 0

8 O 【)

20 2 4 O O l4 O 0

2 5 3 1O 0 2 1O 0

3 2 4 3 o 0 2 80 o

4 (】 5 8o o 3 9 0 O

5 O 7 9 0 0 5 3 O 0

1
3 ) 管件性能

①管道系统对管件的附加要求应按 G B ／T 18 9 9 7
．

I
一

2 o 0 3 中附录 c 的要求
。

②气密性能试验压力为 1
．

O M P a ± O
．

1 M P a ，

保持 3 0 s ，

管件本体无渗漏
。

③循环压力冲击性能应按 G B ／T 18 9 9 7
．

1
—

2 【)0 3 中 6
．

12
．

2 的要求
。

④真空性能试验按 G B ／T 18 9 9 7
．

1
—

2 0 0 3 中 6
．

12
．

3 的要求
。

⑤短期拉拔性能按 G B ／T l8 9 9 7
．

1
—

2 0 o 3 中 6
．

12
．

4 1 的要求
。

持久拉拔性能按 G B ／T 18 9 9 7 1
—

2 o o 3 中 6
．

12 4
．

2 的要求
。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材料
、

结构尺寸
、

接 口方式
、

复合强度
、

爆破试验
、

静液压强
度 、

交联度
、

卫生性 能及系统适应性提出要求
。

铝塑复合管有多种结构形式
，

而每种结构形式只有
一

种
壁厚 。

应根据系统工 作压力和输送的水温
，

并考虑工 程安全余量来选择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管
材结构形式及管件 。

4 施工 要点 ： 室 内地坪以下管道埋设 ，

在回填土夯实后重新开挖进行
。

不得在 回填土前或未经夯
实的土层上埋设 。

管端切断处
，

必须用整 圆器整圆
，

并用倒角器倒内角
。

卡压式采用专用压力钳 (手
动或电动) 进行施工 。 埋地 (埋设 ) 管道系统的埋设部位不允许有接头

。

埋设部位应做好标记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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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钉子 、

钻孔
，

破坏管道系统
。

管道埋地敷设且管沟底部为岩石时
，

应做 l0 0 m m 厚砂垫层
，

底部为松
散填土或淤泥时 ，

应超挖换土
，

但不宜做刚性条形基础
。

管道应远离热源
，

立 管距灶 台边缘应 ≥

4 0 O m m ，

距燃气热水器边缘应 ≥ 2 0 O m m 。 不满足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

具体施工 做法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
计图集 0 2 s s 4 0 5

—

3 《铝塑复合给水管安装》
。

5 经 济分析 ： 与 P P
—

R 管相比较
，

价格要便宜 3 0 ％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铝塑复合压力管》 G B ／T 18 9 9 7

．

1
～

2
—

2 O 【】3 。

《铝塑复合管用卡压式管件》 c J／T l9 O
一

2 O 0 4 。

《建筑给水铝塑复合管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O 5 ： 2 o o O 。

7 ．

2
．

1 1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材是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为增强材料

，

以不饱 和聚酯树 脂 等 为

基体材料
，

以石英砂及碳酸钙等无机非金属颗粒材料为填料
，

采用定长缠绕工艺
、

离心浇铸工 艺
、

连续

缠绕工艺方法制成的管道
。

2 ) 分类 ： 按工 艺方法分为定长缠绕工 艺
、

离心浇铸工 艺和连续缠绕工 艺
。

按压力等级 P Ⅳ 分为 P Ⅳ

0 ．

1
、

0 2 5
、

0
．

4
、

O
．

6
、

0
．

8
、

1
．

0
、 1

．

2
、

1
．

4
、

1
．

6
、

2
．

0
、

2
．

5 。

按刚度等级 s N 分为 s N 12 5 0
、

s N 2 5 0 0
、

S N 5 0 0 0 和 S N lo o D 0 。

3 ) 适用范围 ： 长期使用温度 ≯4 O ℃ ，

最高≯ 5 O ℃ 的室外冷水管道系统
。

2 材料 ： 原材料中包括的增强材料
、

树脂及颗粒材料应符合 G B ／T 2 12 3 8
—

2 o o 7 的规定
。

3 主要技术参数
1 ) 管材尺寸

①外径系列公称直径 D ，v2 0 O
～

D Ⅳ4 0 0 0 ，

内径系列公称直径 D ⅣIo 0
～

D Ⅳ4 0 0 O 。

②管的有效长度为 3 m 、 4 m 、

5 m 、

6 m 、

9 m 、

1O m 、

12 m 。

如果有特殊需求
，

订货时由供需双方商

定 。

管的长度偏差为有效长度的 ± 5 ％ 。

③任 一

截面的管壁平均厚度应不小于规定的设计厚度
，

其中最小管壁厚度不小于设计厚度的 9 0 ％
。

④管壁通常由内衬层
、

结构层和外表层组成
。

内衬层的厚度应不小于 1
．

2 m m 。

⑤管端面垂直度应符合表 7
．

2
．

1 1
一

l 的规定
。

表 7
．

2
．

1 1
—

1 管端面垂直度要求 【m m )

公称直径 ，]Ⅳ D Ⅳ < 6 0o 6 0O ≤ D ～ < 1O 00 D 『＼r≥ 1o 0 0

管
端面垂直度偏差 4 6 8

2
) 管材外表面的巴氏硬度应不小于 4 O ，

管壁中树脂的不可溶分含量应不小于 9 0 ％ ，

直管段管壁中
玻璃纤维 、

树脂和颗粒材料的含量由管材设计确定
，

并应在相关技术文件中明确给出
。

3 ) 长期静水压设计压力基准 肋 P

长期静水压设计压力基准 日D Jp 应满足下列要求 ：

H D P ≥ c 。 ·

P 『v (7
．

2
．

1 1 )
式中 肋 P

— —

长期静水压设计压力基准 (M I’a

) ；

P ~ _ 一

压力等级 ( M P a ) ；

C ，
— —

系数见表 7
．

2
．

1 1
—

2 。

表 7
．

2
．

1 1
—

2 系数 c 3

压力等级 (M P a ) ≤ O
．

2 5 O
．

4 O
．

6 o 8 l 】
．

0 】 2 1 4 1 6 2 ．

0 2 5

系数 G 2
．

1 2 O 5

r

2 ．

0 l 9 5 l 1
．

9 1 ．

8 7 l 8 4 1
．

8 l
，

7 】 6

4
) 接头 (管件 ) 材料 ： 同管材

，

采用模制方法或接缝方法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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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接头分为柔性接头和刚性接头两种类型
，

这两类接头又按能否承受端部荷载分为能承受端部荷
载和不能承受端部荷载两种类型 。

①柔性接头是指在相连接的部件之间允许发生位移的接头 。 这类接头的形式包括承插型接头 (包

括套筒式双插 口 型式 ) 和锁件承插型接头 (包括套筒式双插 口 型式 ) 。

②承受端部荷载的柔性接头形式包括带高弹性密封材料的承插型接头 (包括套筒式双插 口型式 )
、

带高弹性密封材料的锁件承插型接头 (包括套筒式双插 口 型式 ) 和机械加压型接头
，

例如
，

包括采用
有别于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在内的材料制成的螺栓联结器 。

⑧刚性接头是指在相连接的部件之间不允许发生位移的接头 。

这类接头形式包括法兰型接头和粘接
固定接头 。

④承受端部荷载的刚性接头形式包括安装盲板等的法兰接头和粘接固定接头 。

6 ) 管件的力学特征 ： 当管件应用于管道系统时
，

必 须按 照相关 的设计规 范进行设计和制造
，

使得
它的力学性能等于或者优于具有相同压力和刚度等级的玻璃钢直管 。

尤其对于端部承受载荷的管件
，

不
仅要求其管件的环 向强度等于或者优于具有相同压力和刚度等级的玻璃钢夹砂直管 ，

而且其轴向强度有
更高的要求 。

例如 ： 对于带盲板的管件等
，

其轴向强度应不小于玻璃钢夹砂直管环向强度的二 分之
一

；

对于承受不均匀沉降引起的弯曲荷载的管件 ，

其轴向强度应满足结构设计要求
。

接缝管件的粘接部分材
料的环向与轴向拉伸强度均不得小于 8O M P a 。

可通过检验与管件同炉的板材的力学性能来代替管件的力
学性能检验 。

管件的制造者应将管件的设计和制造程序整理成文件的形式
。

7 ) 管件安装的密封性 ： 当采购方单独或与制造商经协商共同提出进行特定的现场安装测试时
，

管
件和其接头必须能够承受测试而不会出现渗漏情况 。

8 ) 柔性接头允许偏转角应满足表 7
．

2
．

I 1
—

3 的要求
，

且测试 项 目和性能要求见表 7
．

2
．

1 1
—

4 。

表 7
．

2
．

1 1
—

3 接头允许偏转角

公称直径 D ，v ( m m ) ≤ 5 0o 6o 0 < D ，v ≤ 9 o o 9 0 O < D Ⅳ≤ 18 o 0 ) 18o 0

接头允许偏转角 6 3 。

2 。

l 。

0 5 o

注 ： 当压力等级超过 1 6 M P a 时
．

宜经供需双方商定
，

减小表中的接头允许偏转角 6 。

表 7
．

2
．

1 1
—

4 柔性接头测试项 目和性能要求

项目 安装要 求 压力类 型 测 试压力 性 能要求

密封性

(IS0 8 6 3 9 ：2 o 0 O
．

7
．

2 ) 正 常安装 初始 压力
l_5 × 删 保持 l5 向 n ，

无渗潺

外部 压力变化

(IS 0 8 6 39 ：20 00
，

7
．

3 )

插 口 端面处于最大允许
平移位置 负压

一

0 ．

O 8 M P a
保持 1h ，

负压降不超过
0 0 0 8 M P a

极限状态的密封性

(Is 0 8 6 3 9 ：2 O 0 0
．

7 5 )

最大 允许 平 移量 和最 大

允许偏转角同进发生 持续压力 2
．

0 × P Ⅳ
保持 2 4 h

，

接头无破坏
，

无渗漏

拉 伸载荷试验

(Is 0 8 6 3 9 ：2 0 0 O
，

7 6 )

最大 允 许 平 移 星 ，

同时
接口处承受 2 0 D Ⅳ 拉伸载
荷

循环压力

从 0 增加到 1
．

5

×
刚 ，

再 返 回
到 0

】0
个循环

，

每个循环持
续 1 5

—

3 m In
，

接头无破
坏 、

无渗漏

偏转时拉伸载荷试验

( Is O 8 6 3 9 ：2 0 o o
．

7 4 )

最大 允许 偏 转 角 ，

同进
接口处承受 2 O ，J』v 的拉伸
载荷

预备压力 1
．

5 × P Ⅳ
保 持 15 m jn

，

接 头无破
坏 、

无渗漏

持续压力 2 O × P Ⅳ
保持 2 4 h

，

接头无破坏
、

无渗漏

公称直径 D Ⅳ 以 m m 为单位
，

拉伸载荷以 N 为单位
。

在试样安装时 ．

接头处应设鞍形支座
，

圆心角宜取 12 0 。 。

若管的有效长度较大时
，

可在管的中间设置支座
但支座间距不得小于 2 m 。

正常安装 时 ，

管接口 两侧 的管轴线应
一

致 (无偏转)
，

插口端面应处在接口 内的设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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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刚性接头的测试项 目和性能要求见表 7
．

2
．

1 l
一

5 。

1 0 ) 法兰接头的测试项 目和性能要求见表 7
．

2
．

1 1
—

6 。

表 7
．

2
．

1 1
—

5 刚
·

陛接头测试项目和性能要求

项目 压力种类 测试压力 持续时间 性能要求

初始渗漏

(1s O 8 5 3 3 ：2 o 0 3
，

7
．

3 ) 初始
压力 1

．

5 × P Ⅳ l5 m in
无渗漏 或 泄 漏 ，

不 得 出现
任何其他形式的失效

外部压力变化

(IS 0 8533 ：2 o o 3
，

7
．

2 ) 负压

一

0 ．

0 8 M P a lh

接头不得 出现任何可见的

失效 ，

且 压 力 变化 值 不 得

大于 0
．

O O 8 M P a／h

弯 曲下内压
(IS 0 8 5 3 3 ：2 o 0 3

，

7
．

4 )

预备压力 】
．

5 × 刖 l5 m in

无渗漏 或 泄 漏 ，

不 得 出现
任何其他形式的失效

持续压力 1
．

5 × P 『v 24 h

循环压力

(IS 0 8 5 3 3 ：2 0 0 3
．

7 ．

5 l
一

7
．

5
．

6 1

持续压力 1
．

5 x |DⅣ 24 h

循 环压力

从大气压变化到 I 5

×
P ～

，

再返 回到大
气压

l0
个循环

，

每个循
环持续 l 5

～

3 m in

短期水压

(ISO 85 3 3 ：20 0 3
．

7 ．

5
．

7
～

7
．

5
．

9 )

持
续压力 3

．

0 × JP～ 6 m iI l

注 ： 对于承受端部荷载的接头
，

上 面的测试是在接头加端部荷载的条件下进行的
。

对于非承受端部荷载的接头
，

在

测试时不加端部荷载 ．

并且压力传到测试配件的其它部分
。

表 7
．

2
．

1 1
—

6 法兰接头测试项目和性能要求

项目 压力种类 测试压力 持续时间 性能要求

初始渗漏

(1S 0 84 83 ：2 0 0 3
，

7
．

3 ) 初始
压力 1

．

5 × 删 15 m in
无渗 漏 或 泄 漏 ，

不 得 出 现

任何 其他 形式 的失效

外部压力变化

( IS O 84 8 3 ：2 o 0 3
，

7
．

2 ) 负
压 一

O O 8 M P a lh

接头不得出现任何可见的

失效 ．

且压 力 的变 化 值 不

得大于 O
．

0 0 8 M P a／h

循环压力

(IS O 84 8 3 ：2o 03
，

7
．

4 )

预备压力 1
．

5 × 刚 15 m jn

无渗漏 或 泄 漏 ．

不 得 出现
任何其他形式的失效

循环压力

从大气压变化到 1
．

5

×
删

，

再返 回到大
气压

1O
个循 环

，

每个循
环持续 1

．

5
—

3 m in

弯曲下内压

(IS O 84 8 3 ：2 o o 3
，

7
．

5 )

预备压力 1
．

5 x P ，v 15 m in

持续压力 1
．

5 × 尸Ⅳ 2 4 h

短期水压 6 m in 持续压力

2 ．

5 × |pⅣ 10 0 h

3 O × P Ⅳ 6 m in

注 ： 1 对于承受端部正荷载的接头
，

在测试时将荷载直接作用于接头端部
。

对于非承受端部荷载的接头
，

在测试

时不承受端部荷载 。

2
对于用于与金属法兰连接的接头

，

在测试时应与金属法兰连接
。

对于用于与玻璃钢法兰连接的接头
，

在测

试时应与玻璃钢法兰连接 。

1 1 ) 用于饮用水系统的管材
、

管件卫生性 能应符合标准 G B ／T l7 2 19
一

l9 9 8 的规定
。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生产工 艺
、

压力等级
、

刚度等级
、

规格尺寸
、

H D P
、

接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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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性能提出要求
。

4 施工 要点 ： 室外地坪以下管道埋设
，

应在回填土夯实后重新开挖进行
。 不得在 回填土之前或未

经夯实的土层上埋设 。

该类管材是可燃的复合材料
，

严禁被放置在热源附近的地方
。

安装过程中应避免
电焊及切割的火星引起燃烧 。

5 经 济分析 ： 综合比较给水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承压
、

耐腐等性能以及管材造价
、

开挖施

工 、

维护等各种费用
，

选用 D 鹏 o 0 以上的管材
，

其优势突出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 G B ／T 2 l2 3 8

—

2 0 0 7 。

《埋地 给水排水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夹砂管管道工 程施工 及验收规程》 C E c s l2 9 ： 2 0 0 1 。

7 ．

3 塑料排水管

塑料排水管主要类型及选用要点见表 7
．

3
．

O 。

表 7
．

3
．

0 塑 料排水管主要类型及选用要点

太
＼ 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 聚乙烯 (P E ) 管

高密度聚乙

烯 (H D P E )
管

聚丙烯

(P P
—

B )
静音管实壁管

中空壁

消音管

中空壁

消音螺

旋管

内螺

旋管

芯层

发泡

管

玻璃

微珠

复合

管

无压

埋地

管

双壁波纹管

缠绕

结构

壁管

外径范围

(m 珊 )

32 —

3 15 5O
～

16 0 7 0
一

I6 0

7 5

～

16 0

4 0

～

5 0 o

4 0

～

4 0 0

1 lO

—

lO 0 0

I l0 ～

12 (x】

内径

100 一

I2 0 0

内径

l5O ～

3O 00

32 ～

3 15 50
一

l60

公称压力

(M P a )

O ．

2 0
．

2

sN 环刚度
(kN ／m 。)

2 、

4
、

8

3 、

4 5

2 、

4
、

8

2 、

4
、

8
、

l6

2 、

4
、

8 、

l6

B D 型≥ 4

冲击性能

(11 R )％
≤ lO ≤ 10 ≤ lO 9 ／10 ≤ l0 ≤ 1O ≤ 10 ≤ 10 ≤ 10 ≤ l0

适用范围 室内
排水

室内

排水

室内

排水

室内

排水

室内

外排

水

室内

外排

水

室外

排水 室外排水

室外

排水 室内排水 室内排水

连
接
方
法

粘接 v， ／ v， ／ ／ v， ，

密封胶圈 v， ／ ／ ／ √ √ ／ ／ ／ v， ／

承插式 v， v， ／ ／ v，

机械 ／

热熔 ／

电熔 v， v，

热焊 v， v，

热收缩带 ／

S
系列

20
、

】6 ．

7

4 、

6
．

3
、

8 l2
．

5
、

16

长期使用温

度 (℃ )

》 4
0 ≯ 4 0 ≯ 4 0 ≯加 ≯40 ≯4 o ≯4 0 》4 5 ≯4 5 ≤ 6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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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3
．

0

项 目 管材

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 l 聚乙烯 (P E ) 管
—

厂] 高密度聚乙 l 聚丙烯
缠绕

l烯 (H D P E ) l (P P
—

B )

双壁波纹管 结构
l 管 l 静音管

壁管 l l

选用要点

1
室内的塑料排水管道注重选用有消音作用的管材

，

减少对环境的噪声
，

立管布置应尽量避开 卧

室 ；

2
埋地塑料排水管道要按柔性 管 的理论 (管土共 同发挥作用) 进行设计

。

同时在设计状态下管道垂

直方向的变形不得大于管直径的 5 ％ ；

3
管材环刚度的选择是塑料埋地管道设计的

一

项重要指标
，

因此应从管道埋深
、

地面荷载
、

沟槽回
填土的性质和压实系数以及施工 荷载等综合考虑确定

。

盲 目采用高环刚度不经济
。

对车行道下埋
深小于 1

．

0 m 的管道
，

还应考虑管道变形对路面的影响 ；

4
管道水力计算对管壁的粗糙系数应根据不同类型管材管壁的光滑程度区别采用

，

不能笼统的都采

用 0 0 l ；

5
沟槽回填土的变形模量取决于回填土材料的种类和回填的压实系数

，

对管道的变形和安全起决定
性作用 。

变形模量越大
，

对管道的支承作用越大
，

管子的变形越小
。

设计对回填材料和回填的压
实系数必须提出明确要求 ，

严格控制
。

粗颗粒的材料易于压实
，

变形模量大
，

宜优先考虑 ；

6
可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图集 o 4 s52O 《埋地塑料排水管道施工 》设计选用 ；

7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R P M )管详见

“

塑料给水管
”

相关内容

7 ．

3
．

1 建筑排水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 ( P V c
—

u ) 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管是以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为主要原料
，

加人必要的添加剂
，

经挤 出成 型具有 中空壁 的能降低排水噪声的管材
。

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螺旋管是以硬 聚氯乙烯 (P V c
—

u ) 为主要原料
，

加入必要的添加剂
，

经挤 出成型在内壁具有若干条凸出三角形螺旋肋 的
、

能降低排
水噪声和提高通水能力的管材 。

2 ) 分类 ： 管材按管内壁构造分为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管和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螺旋管
。

按连
接方式分为粘接连接管材和螺母挤压胶圈连接管材 。

管件包括粘接管件和螺母挤压胶圈管件两种类型
。

3 ) 特点 ： 管材质量轻
、

强度高
、

水流噪声低
、

施工便捷
。

4 ) 适用范围 ： 新建
、

改建且高度≯ 10 0 m 的工 业与民用建筑 中连续排水温度 ≯ 4 O ℃ 的排水管道工

程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管规格见表 7

．

3
．

1
一

l 。

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螺旋管规格见表 7 3
．

1
—

2 。

管材物理力学性能见表 7
．

3
．

1
—

3 。

2 ) 管件物理力学性能见表 7
．

3
．

1
—

4 。

橡胶密封圈应采用耐油橡胶模压制作
，

其物理力学性 能见 表

7 ．

3
．

1
—

5
。

3 选用要点 ： 根据产品分类
，

确定选用中空壁消音 P V c
—

u 管或中空壁消音 P V c
—

u 螺旋管
。

对
要求排水噪声低的工 业 和民用建筑

，

排水管道宜采用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管
。

当要求降低排水噪声的
建筑 ，

其排水立管宜采用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螺旋管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产品的尺寸及偏差
、

力学性
能 、

橡胶密封圈和接口形式提出要求
。

4 施工 安装要点 ： 先按要求设置固定支架和滑动支架
，

然后进行立管安装
。

安装时先将管段吊
正 ，

随即将立管固定在预设的支架上
。

立管安装完毕后
，

应将其穿楼板fL洞封严
。

施工 操作时
，

应注意
胶粘剂 、

清洁剂防火和劳动卫生安全要求
。

桩龇管

艚燃贻管

槔舭管

螺 管
内 旋

篇艏

壁 管空 音

中 消

管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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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3
．

1
—

1 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管规格 (m m )

外径 如 壁厚 e 外层壁厚 e ． 内层壁厚 e ：

5 0 4 8 1 1 1 ．

O

7 5 5 O I ．

3 】
．

0

l 1O 6 O 1 ．

8 1
．

2

l6 O 7 0 2 2 1 ．

5

表 7
．

3
．

1
—

2 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螺旋管规格 (m m )

外径 d n 壁厚 e 外层壁厚 e ． 内层壁厚 e ：

7 0 5 ．

O 1
．

3 1
．

0

l l0 6 ．

O 1
．

8 1
．

2

16 0 7 O 2 ．

2 1 5

表 7
．

3
．

1
—

3 管材物理力学
·

陡能

项目 维 卡软
化温度

f ℃ )

拉伸屈服强度

(M P a )

断裂伸长度

(％ )

密度

(∥ c m ’)
扁平试验 落锤冲击试验

(T IR ％ )

2 0 ℃
纵向回缩率
(％ )

技 术

要 求
≥ 7 9 ≥ 4 O ≥ 8O ≤ 1 5 5 无破裂 9／10 通过 ≤ 9

表 7
．

3
．

1
—

4 管件物理 力学
·

陛能

项目 维卡软化温度 (℃ ) 热烘箱试验 坠落试验 内衬件硬度 (IR H D )

技术要求 ≥ 7 0 合格 无破裂 ≤ 8 O

表 7
．

3
．

1
—

5 橡胶密封圈物理力学性能

项目 硬度 (IR H D ) 拉伸
强度

(M P a )

拉 断伸长率
(％ )

使用温度 范 围

f℃ 1

脆性 温度

(℃ )

耐老化系数

(70 ℃ × 7 2 h )

技术要求 5 0
～

6 2 > 5 > 2()0
—

3 O
～

+ 60
—

3 5 ≥ 0
．

8

5
经济分析 ： 由于采用 了中空壁

，

加大了管壁的厚度
，

从而提高了管道的承载力
、

节省了原材
料 、

降低了水流噪声
。

中空壁螺旋管增加了管材强度
、

增强了通水能力
、

降低了噪声
。

出厂参考价约
1 ．

1 万元／I (P V c 树脂按 9 0 o 0 元／t 计)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JJ／T 2 9

—

9 8
。

《埋地硬聚氯乙烯排水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22 ： 2 o 0 1 。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9 4 ： 2 (】O 2 。

《建筑排水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管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l8 5 ： 2 o 0 5 。

7 ．

3
．

2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内螺旋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材是以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为主要原料
，

加入必要的
添加剂 ，

经挤 出成 型 的内壁具有若 干条 凸出三角形 螺旋肋的
，

能降低排水噪声和提高通水能力的管材
，

是建筑物内生活排水系统中用作立管的专用管材 。

2 ) 分类及适用范围 ： 产品按公称外径 如 分为 d析 5
、

如 l 1O 及 如 16 0 。

按连接方式分为胶粘连接型
和螺母挤压密封圈连接型 。

适用于连续排放温度 ≯4 0 ℃ 的重力式生活排水管道系统
。

2 主要技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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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4 7

1
) 内螺旋立管的规格尺寸见表 7

．

3
．

2
一

l 。

管材与管件的理力学性能见表 7
．

3
．

2
—

2
、

表 7
．

3
．

2
—

3 。

2 ) 密封胶圈应采用耐油橡胶模压制作
，

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3
．

2
—

4 的规定
。

表 7
．

3
．

2
—

1 P V C
—

U 内螺旋管排水立管规格尺寸 (m m )

公称外径 也 壁厚 e 螺旋高 层 长度 J

7 5 2 1 2 ．

3

4 0 0 o
或 6 0 o0I10 3 l 3

．

O

l6O 3 ．

8 3
．

8

表 7
．

3
．

2
—

2 管材物理 力学性能

项目 技术指标

拉伸屈服强度 ( M P a ) ≥ 4 O

断
裂伸长率 (％ ) ≥ 8O

维
卡软化温度 (℃ ) ≥ 7 9

扁平试验 (压至管外径 I／2 ) 无破裂

落锤冲击试验 ，

2O ℃
，

Ⅱ R ％ 9／l0 通过

纵 向回缩率 (％ ) ≤ 9

表 7
．

3
．

2
—

3 管件物理力学性能

项 目 维卡软化温度 (℃ ) 烘箱试验 坠落试验

技术指标 7 0 合格 无破裂

表 7
．

3
．

2
—

4 密封圈物理力学性能

硬度 (邵尔 A ) 拉伸强度 拉断伸长率 使用温度 脆性温度 老化系数 (7 0 ℃ × 7 2 h )

5 5 ～

6 2 > 13 M P a > 30 0 ％
一

4 0
～

+ 60 ℃
一

3 5 ℃ 0
．

8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规格尺寸
、

连接方式
、

物理力学性能及密封胶圈提出要求
。

排水
系统横管不应采用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 。

4 施工要点 ： 粘接接头不宜在环境温度 O ℃ 以下 操作
，

应防止胶粘剂结冻
。

不得采用明火或 电炉
等设施加热胶粘剂 ，

并应注意胶粘剂
、

清洁剂施工 防火和劳动卫生安全要求
。

5 经 济分析 ： 由于内壁采用了螺旋肋
，

强度增加
，

通水能力强
，

水流噪声降低
，

管材用料省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9 4 ： 2 0 O 2 。

《建筑排水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8 5 ： 2 0 0 5 。

7 ．

3
．

3 排水用芯层发泡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材
1 概述
1 ) 定义 ： 排水用芯层发泡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是 以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
，

加入必要添
加剂 ，

经复合共挤成型的管壁为芯层发泡并能降低排水噪声的管材 。

2 ) 分类 ： 管材按连接方式分为直管 (z )
、

弹性密封连接型管材 ( M ) 和溶剂粘接型管材 (N )
。

管材按环刚度分级 ，

见表 7
．

3
．

3
一

l
。

表 7
．

3
．

3
—

1 管材环 刚度分级

注 ： s： 管材供建筑物排水选用
。 s 。 、

s 。 管材供埋地排水选用
，

也可用于建筑物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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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适用范围 ： 要求排水噪声低的连续排放温度 ≯4 O ℃ 的重力式生活排水管道系统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制造管材的材料性能应符合表 7 3 3

—

2 规定
。

2 ) 管材规格见表 7
．

3
．

3
—

3 。

管材
一

般为白色或灰色
。

管材有效长度为 4 m 或 6 m ，

不允许有负偏差 。

3 ) 管材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3
．

3
—

4 的规定
。

表 7
．

3
．

3
—

2 管材材料性能

性能 维卡软化温度 (℃ ) 拉伸掘服强度 (M P a ) 断裂伸长率 (％ )

技术要求 ≥ 7 9 ≥ 4 3 ≥ 80

表 7
．

3
．

3
—

3 管材规格

公称外径 咖

壁
厚 e

S 2 S 。 S 8

4 0

5 0

7 5

9 0

l 10

12 5

16 O

2 0 0

2 5 0

3 15

4 O O

5 o 0

2 ．

0

2 ．

0

2 ．

5

3 0

3 ．

0

3 2

3 2

3 9

4 ．

9

6 ．

2
— —

， _ — _ ，_

—J J

— —

3 ．

O

3 O

3 ．

2

3 2

4 ．

O

4 9

6 ．

2

7 7

9 8

— —

— —

— —

— —

— —

3 9

5 O

6 3

7 ．

8

9 8

12 ．

3

15 ．

O

注 ： 壁厚 e 包括内
、

外皮层及芯层厚度
。

要求芯层与内外皮层紧密熔接
，

无分脱现象 。

表 7
．

3
．

3
—

4 管材物理力学性能

试验项 目 技术要求
S2 S 。 S 8

环刚度 (k N ／m 。) ≥ 2 ≥ 4 ≥ 8

表观密度 (昏／c m ’) 0
．

9 O
一

1 2 0

扁平试验 不破裂 、

不分脱

落锤 冲击试 验 T 1R ≤ l0 ％

纵
向回缩率 (％ ) ≤ 9 ％ ，

且 不分脱
、

不破裂

连接密封试验 连接处不渗漏 、

不破裂

二
氯甲烷浸渍 内外表面不劣于 4 L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连接方式
、

环 刚度
、

管材规格
、

颜色
、

长度和物理机械性能提出
要求 。

4 施工 要点 ： 明
、

暗装管道施工 安装应符合行业标准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 程技术规
程》 c JJ／T 2 9

—

9 8 规定
。

管道应敷设在原状土地基或经开槽处理 后 回填密实的地基上
。

沟槽槽底净
宽度可按管径大小 、

土质 条件
、

埋 设 深 度施 工 工 艺 等 确 定
。

开挖沟槽 时
，

应严格控制基底高程
，

不

得 扰 动基 面 。

5 经济分析 ： 由于采用了加芯技术
，

在低价位的原则下加大管壁的厚度
，

从而提高了管道的承



管材与管件
-

J4 9

能力 ，

节省原材料
，

降低水流噪声
，

也降低 了造价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埋地硬聚氯乙烯排水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2 2 ： 2 o 0 1

。

《排水用芯层发泡硬聚乙烯 (P V c
—

u ) 管材》 G B ／T 16 8 0 0
—

2 0 0 8 。

7 ．

3
．

4 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玻璃微珠复合管材
1 概述
1 ) 定义 ： 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玻璃微珠复合管材是以聚氯乙烯树脂和中空玻璃微珠为
主要原料并加入必要添加剂 、

经共挤成型的能降低排水噪声的圆形管材
。

2 ) 分类 ： 管材按连接型式 可 分为直管材 (z )
、

弹性 密封 圈连接管材 ( M ) 和溶剂粘接型管材
(N )

。

管材按环刚度分为 s
。

(环刚度为 3
．

0 k N ／m 。) 和 s ． 级 (环刚度为 4
．

5 k N ／m 。)
。

其中 s。 级管材适
用于建筑物明 、

暗装排水管
， s ， 级管材适用于埋地排水管

，

也可用于建筑物明
、

暗装排水管
。

3 ) 适用范围 ： 要求排水噪声低的连续排放温度不大于 4 0 cc 的重力式生活排水管道系统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管材原材料以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

，

并配以中空玻璃微珠及相关加工 助剂
。

制造管材的材
料维卡软化温度应 ≥ 7 9 ℃

，

拉伸屈服强度应 ≥ 4 0 M P 日。

2 ) 管材规格见表 7
．

3
．

4
—

1 ，

颜色为白色
。

管材端 口应平整
，

且与轴线垂直
，

不应有分层
。

3 ) 管材长度应为 4 O 0 0 m m 或 6 0 O O m m ，

也可供需方商定
。

管材的物理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7
．

3
．

4
—

2

的规定 。

表 7
．

3
．

4
—

1 管材规格 (m m )

公称外径 如

壁
厚 e

S 0 S l

加 2 0

5 O 2 O 2 5

7 5 2 5 3 O

9 0 3 O 3 2

】】0 3 O 3 2

12 5 3 ．

O 3 2

】60 3 ．

2 4
．

0

2o o 3 9 4 9

250 4 ．

9 6
．

2

3 l5 6 ．

2 7
．

7

4 o 0 9 ．

8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连接型式
、

环刚度
、

原材料
、

规格
、

颜色
、

长度和物理机械性能
提出要求 。

4 施工 要 点 ： 同本章第 7
．

3
．

3 节第 4 条的规定
。

5 经 济分析 ： 由于采用了玻璃微珠加芯技术
，

加大了管壁的厚度
，

提高了管道的承载能力
，

降低
了水流噪声 ，

性价比优于 P V c
—

u 实壁管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JJ／T 29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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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地硬聚氯乙烯排水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l2 2 ：2 0 0 1 。

《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玻璃微珠复合管材》 c J／T 2 3 1
—

2 0 0 6 。

表 7
．

3
．

4
—

2 管材物理机械性能

试验项 目

技术要求

S 0 S I

环刚度 (k N ／m 。) ≥ 3
．

0 ≥ 4 5

表观密度 (昏／c m ’) 1
．

10
～

l_4 5

扁
平试验 (注 1 ) 不破裂

、

不分脱

落锤 冲击试验 (0 ℃ ) (注 2 )

真实冲击率法 通过法

T IR ≤ lO ％ l2 次冲击
，

12 次不破裂

纵向回缩率 (％ ) ≤ 5 ％ ，

且不分脱
、

不破裂

连接密封试验 连接处不渗漏 、

不破裂

二氯甲烷浸渍试验 内外表面不劣于 4 L

注 ： l 公称外径大于或等于 20 0 m m 的管材可不做此项试验
。

2
真实冲击率法适用于型式检验

，

通过法适用于出厂检验 。

7 ．

3
．

5 无压埋地排污
、

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材
1 概述
1 ) 定义 ： 无压埋地排污

、

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材是 以聚氯乙烯树脂 (含量 占 8 0 ％ 以

上 ) 为主要原料
，

加入必要的添加剂
， 经挤出成型重力输送污废水的实壁管道 。

2 ) 分类 ： 管材按连接方式分为弹性密封圈连接管材和胶粘剂粘接连接管材
。

按公称环刚度分为
s N 2 、

S N 4 和 S N 8 三 级
。

3 ) 适用范围 ： 适用于排水温度 ≤ 4 0 ℃
、

无压埋地污排水系统
。

弹性密封圈连接管材外径为 如 l10
～

如 10 0 0 ，

粘接式连接管材外径为 如 I l0
～

d以 00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管材颜色应均匀

一

致
，

管材内外壁应光滑
，

不允许有气泡
、

裂纹
、

凹陷及分解变色线
。

管材端
部应切割平整并应与轴线垂直 。

2 ) 管材长度
一

般为 4 m 、

6 m ，

长度不允许有负偏差
。

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7
．

3
．

5
—

1 的规定
。

其物理

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3
．

5
—

2 的规定
。

3 ) 管材用胶粘剂应符合行业标准 《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塑料管道系统用溶剂型胶粘剂》Q B ／T

2 5 6 8 —

2 O 0 2 要求
，

弹性密封圈应符合行业标准 《橡胶密封件 给
、

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 材
料规范》 H G ／T 3 O 9 l

一

2 0 o o 要求
。

4 ) 弹性密封圈连接管材应采用 G B ／T 2 O 2 2 l
一

2 0 o 6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连接密封性试验
，

试验后

试样应不破裂 ，

不渗漏
。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连接方式
、

环 刚度
、

规格尺寸
、

颜色
、

外观
、

长度
、

胶粘剂
、

弹
性密封圈 、

物理力学性能和密封性提出要求
。

当室外采用 P V c
—

u 注塑工 艺检查井时
，

对小 口径管材
，

应采用胶粘剂粘接方法连接 。

4 施工 要 点 ： 施工 安装应符合 C E C S 12 2 ：2 0 0 1 的规定
。

5 相关标准
、

规范
《埋地硬聚氯乙烯排水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2 2 ：2 0 0 I 。

《无压埋地排污 、

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管材》 G B ／T 2 O 2 2 1
—

2 0 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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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3
．

5
—

1 管材规格尺寸 ( m m )

公称外径 平均外径 d
。

壁厚

S N 2

S D R ”

S N 4

S D R 4 l

S N 8

S D R 3 4

l】0

12 5

l6 0

2 o o

2 5O

3 15

(3 5 5
)

4o0

(4 50 )
500

630

(7 l0 )
80o

(9o 0 )
lO 0 o

l 】O 0

l2 5 ．

O

160 ．

0

20 0 ．

0

2 50 ．

0

3 l5 ．

0

3 55 ．

O

40 0 ．

0

4 5 0 0

5()0 ．

0

6 30 ．

0

7 】0 ．

0

80 0 ．

0

9 0o ．

0

lO o 0 ．

0

l10 ．

3

】2 5 ．

3

l6 0 ．

4

2 0 0 ．

5

250 5

3 15 ．

6

355 ．

7

4 0 0 ．

7

4 5 O ．

8

50 0 ．

9

63 1 ．

1

7 l 1 ．

2

8 0 1 ．

3

90 1 ．

5

10 0 I 6

— —

— —

3 ．

2

3 9

4 ．

9

6 ．

2

7 ．

0

7 ．

9

8 ．

8

9 ．

8

12 ．

3

l3 ．

9

l5 ．

7

l7 ．

6

l9 ．

6

— —

●L — —

3 8

4 5

5 6

7 l

7 9

8 ．

9

9 9

l 1．

0

13 8

l5 ．

5

I7 ．

5

l9 6

2 1 ．

8

3 ．

2

3 ．

2

4 ．

0

4 9

6 2

7 ．

7

8 7

9 ．

8

l l O

12 ．

3

15 4

l7 4

19 ．

6

2 2 O

2 4 ．

5

3 ．

8

3 ．

8

4 ．

6

5 ．

6

7 ．

1

8 ．

7

9 ．

8

儿 ．

0

12 ．

3

13 ．

8

17 ．

2

l9 ．

4

2 1 ．

8

2 4 ．

4

2 7 2

3 ．

2

3 ．

7

禾 7

5 ．

9

7 ．

3

9 ．

2

l0 ．

4

l】．

7

l3 2

14 ．

6

18 ．

4
— —

— —

— —

— —

3 8

4 ．

3

5 ．

4

6 ．

7

8 ．

3

1n 4

l1．

7

13 ．

1

l4 ．

8

16 ．

3

2 0 ．

5
— —

— —

— —

— —

往 ： 括号内为非优选尺寸
。

表 7
．

3
．

5
—

2 管材力学性能要求 (密度≤ 1
．

5 5 g／c m 。)

项目 技术指标

环刚度 (k N ／m 。) S N 2 ≥2
，

S N 4 ≥4
，

S N 8 ≥8

落锤冲击 (11 R ) (％ ) ≤ lO

维
卡软化温度 (℃ ) ≥ 7 9

纵向回缩率 (％ ) ≤ 5
，

管材表面应无气泡和裂纹

二
氯甲烷浸渍 表面无变化

7 ．

3
．

6 聚乙烯 (P E ) 双壁波纹管材

1 概述

1 ) 定义 ： 聚乙烯 (P E ) 双壁波纹管材是以聚乙烯 (P E ) 树脂 (含量 占 8 O ％ 以上 ) 为 主要 原 料
，

加入必要的添加剂 ，

经挤 出成型 内壁光滑平整
，

外壁为梯形或弧形波纹状肋
，

内外壁波纹间为中空的圆
形管材 。

2 ) 分类 ： 管材按环刚度区分等级
，

见表 7
．

3
．

6
一

l 。

按管材形状可分为带扩 口 管材和不带扩 口 管
材。

表 7
．

3
．

6
—

1 公称环刚度等级

等级 S N 2 S N 4 (S N 6
．

3 ) S N 8 (S N 12 5 ) SN l6

环
剐度 (kN ／m 。) 2 4 (6

．

3 ) 8 ( 12
．

5 ) 16

注 ： 仅在 如 ≥50 0 m m 的管材中允许有 s N 2 ，

括号内数值为非首选等级
。

3 ) 特点 ： 管材摩阻小
，

流量大
，

并具有良好的耐摩擦
，

耐低温
，

抗冲击性能
。

管材抗外压能力比
较强 ，

管壁薄
，

重量轻
，

施工便捷
。

另外
，

这种管材的化学稳定性佳
。

使用寿命长
。

在不受阳光紫外线
的条件下 ，

H D P E 双壁波纹管使用年限可达 5 O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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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适用范围： 大区域长期温度≯4 5 ℃ 的重力式埋地排水工 程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P E 管材的材料性能见表 7

．

3
．

6
—

2 ，

弹性密封圈材料应符合 H G ／T 3 0 9 l
一

2 0 0 O 的要求
。

2 ) 连接方式包括承插式弹性密封圈连接
、

双 承 口管件弹性密封圈连接和哈夫管件弹性密封圈连
接 。

3 ) 管材内外层各 自颜色应均匀
一

致
，

外层
一

般为黑色
。

其它颜色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

管材有效长
度 (不包括承口部分)

一

般为 6 m 。

如有特殊需求
，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

4 ) 外径系列管材尺寸应符合表 7
．

3
．

6
—

3 要求 ， 且承 口最 小平均内径应不小于管材最大平均外径
。

内径系列管材尺寸应符合表 7
．

3
．

6
—

4 要求
，

且 承 口最小平均内径应不小于管材最大平均外径
。

5 ) 管材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3
．

6
—

5 规定
。

采用弹性密封圈连接时
，

应按表 7
．

3
．

6
—

6 要求进

行系统适应性测试 。

表 7
．

3
．

6
—

2 P E 管材材料性能

项目 要求

耐内压 (8O ℃
，

环应力 3
．

9 M P a ， l6 5 h ) (注 ) ；耐内压(8O ℃
，

环应力 2
．

8 M P丑
，

10 o o h ) (注) 无破坏
，

无渗漏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5 kg
，

l9 0 ℃ ) M F R ≤ 1
．

6 ∥ 10 m in

热稳定性 (2 o 0 ℃ ) O IT ≥20 m {n

密度 ≥ 9 3 0 kg／m ’ (基础树脂 )

注 ： 用相应的挤出料加工的实壁管进行试验
。

表 7
．

3
．

6
—

3 外径系列管材尺寸 (m m )

公称外径
D N ／O D

最小平均外径

d 州 。 。

最大平均外径

d e m m _n

最小平均内径

d 。 ．m

最小层压壁厚

e
⋯

最小内层壁厚

e 1
m m

接合长度

A ． 1n

l 1O 10 9 ．

4 1 10
．

4 90 1
．

0 0
．

8 32

l2 5 124 3 12 5 4 1O 5 1 ．

1 l O 3 5

16 0 15 9 1 l6 0 5 】3 4 1 ．

2 1 O 4 2

2 0 0 l9 8 ．

8 20 0 6 l6 7 l 4 1 l 50

2 50 24 8 ．

5 2 5 0 8 2 O 9 l 7 1 4 5 5

3 l5 3 l3 ．

2 3 l6
．

O 2 6 3 1
．

9 l 6 6 2

4 0 o 397 ．

6 4O I
．

2 35 5 2
．

3 2 0 7O

50 0 4 97 ．

0 5O 1．5 4 18 2
．

8 2
．

8 80

6 3O 6 2 6 ．

3 6 3 1
．

9 527 3
．

3 3
．

3 9
．

3

80 0 7 9 5 ．

2 8 0 2
．

4 6 6 9 4
．

1 4
．

1 l 10

lO o 0 9 9 4 ．

0 l0 0 3 0 8 37 5
．

0 5 0 130

l20 0 1 19 2 ．

8 120 3
．

6 100 5 5
．

0 5 0 15 0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材料性能
、

弹性密封圈
、

连接方式
、

颜色
、

长度
、

尺寸
、

物理力

学性能要求和 系统适应性提 出要求 。

4 施工 要点
1 ) 管材下管前 ，

必须按产品标准逐节进行外观检验
，

不合格产品
，

严禁下管敷设
。

2 ) 管道应敷设在原状土地基或经开槽后 回填密实的地基上 。

当管道在车行道下面时
，

管顶覆土应

《O ．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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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3
．

6
—

4 内径系列管材尺寸 (m m )

公称内径
D N ，m

最小平均内径

d 珊 一

最小层压壁厚

e
m in

最小内层壁厚

e l
一

接合长度

A 。 i。

Io 0 9 5 1 ．

O O
．

8 3 2

12 5 120 1_2 1 0 3 8

15O 14 5 1 ．

3 L 0 4 3

2 0 o 19 5 1 ．

5 1 l 54

225 220 1 7 】 4 5 5

2 50 245 1 8 1．5 5 9

3【x】 294 2 0 1．

7 6 4

4 0o 392 2 ．

5 2 3 74

50o 49 O 3 0 3 O 8 5

600 5 88 3 5 3 ．

5 9 6

800 7 85 4 5 4 ．

5 l 18

l0 o 0 9 8 5 5 ．

O 5
．

O l4 o

120 0 l l8 5 5 ．

O 5
．

0 16 2

表 7
．

3
．

6
—

5 管材物理力学性能

项目 要求

环刚度 (k N ／m 。)
S N 2 ≥2

，

S N 4 ≥4
，

(S N 6
．

3 ) ≥ 6
．

3
，

S N 8 ≥ 8
，

(S N 12
．

5 ) ≥ 12
．

5
，

S N 16 ≥ l6

冲击性能 (_兀R ) (％ ) ≤ l 0

环 柔性 试样圆滑
，

无 反 向弯 曲
，

无破 裂
，

两 壁无 脱 开

烘箱试 验 无 气 泡 ，

无分层
，

无开裂

蠕变 比率 ≤ 4

注 ： 括号内数值为非首选的环刚度等级
。

表 7
．

3
．

6
—

6 系统性能要求

试验条件 项 目 要求

条件 B ： 径向变形

连接密封处变形 ： 5 ％

管材变形 ： lO ％

温度 ： (2 3 ± 2 )℃

较低的内部静液压 (15 m ·n ) 0
．

o 05 M P a 不泄漏

较高的内部静液压 ( 15 m in ) 0
．

0 5 M P a 不泄漏

内部气压 ( 15 m in )
一

O
．

O 3 M P a ≤
一

0
．

0 2 7 M P a

条件 c ： 角度偏差
咖≤ 3 15 ： 2 。

3 l5 < d n ≤ 6 3 O ： 1
．

5 。

如 > 6 30

温
度： (2 3 ± 2 )℃

较低的内部静液压 ( 15 m In ) O
．

0o 5 M P a 不泄漏

较高的内部静液压 ( 15 m -n ) 0 05 M P a 不泄漏

内部气压 ( 15 m in )
一

O O 3 M P a ≤
一

0 0 2 7 M P a

3 ) 施工 时
，

管顶的最大允许覆土
，

应按设计规定对管材环刚度
、

沟槽及其两侧原状土状况进行核
对，

如与设汁要求不符
，

可要求改变设计或采取相应的保证管道承载能力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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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地下水位高于开挖沟槽槽底高程的地区
，

地下水位应降至槽底最低点以下
。

管道在敷设
、

回

填 的全部过程中
，

槽底不得积水或受冻
。

必须在工程不受地下水影响
，

基础达到强度和管道达到抗浮要
求时方可停止降低地下水 。

5 ) 对采用承插式接头的管道
，

插口插入的方向应与水流方向
一

致
。

6 ) 管道连接宜在环境温度较低或接近最低时进行
。

7 ) 管道敷设后
，

因意外造成的管壁局部损坏
，

当局部损坏的孔径 ≯ 6 0 m m 或环向
、

纵向裂缝不超
过管周长的 l／l2 时

，

可采用 焊枪进行修补
。

当局部损坏超过以上范围时
，

应切除破损管段
，

采取换管
或砌筑检查井 、

连接井等措施
。

8 ) 雨期施工 时应采取防止管材上浮的措施
。

当管道安装完毕尚未覆土而遭到水泡时
，

应进行管中
心和管底高程的复测和外观检测 ，

如发现位移
、

漂浮
、

拔 口等现象
，

应及时返工处理
。

5 经 济分析 ：由于管壁结构合理
，

使同样等级的环刚度
，

材料用量更省
。

出厂参考价约 1
．

5 万形 t

( P F 原材料按 1
．

2 5 万元／t 计)
。

6 相关标准
、

规范
《埋地用聚乙烯 ( P E ) 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 l 部分 ： 聚乙烯双壁波纹管材》 G B ／T 】9 4 7 2

．

1
—

2 0 0 4 。

《埋地聚乙烯排水管道工 程 技术规程》 c E c s 16 4 ： 2 0 o 4 。

7 ．

3
．

7 聚乙烯 (P E ) 缠绕结构壁管材
1 概述
1 ) 定义 ： 聚乙烯 ( P E ) 缠绕结构壁管材是以聚乙烯 (P E ) 为主要原料

，

加入 必要 的添加剂
，

经
挤出缠绕成型工 艺制成的各种肋型结构壁管材

，

包括 P F 缠绕双壁矩形 中空肋壁管和 P E 缠绕圆形中空
肋壁管 。

2 ) 分类 ： 管材按环刚度等级分为 6 个等级
，

见表 7
．

3
．

7
—

1 。

按结构型式分为 A 型结构壁管 (具有

平整 的 内外表 面 ，

在内外壁之间由内部的螺旋形肋连接的管材
，

或内表面光滑
，

外表面平整
，

管壁中埋
螺旋型中空管的管材) 和 B 型结构壁管 (内表面光滑

，

外表面为中空螺旋形肋的管材)
。

管件采用相应
类型的管材或实壁管二 次加工 成型

。

3 ) 特点 ： 管材耐化学药品腐蚀和侵蚀能力强
，

柔韧性好
，

抗冲击性强
。

耐寒性及耐老化能力强
。

连接简单 ，

安全可靠
，

重量轻
、

施工 方便
。

排水性能优越
，

卫生 性好
，

可循环回收使用
。

耐磨性能强
，

使用寿命 5 O 年以上 (寿命期内免维护)
。

4 ) 适用范围 ： 大区域长期温度≯4 5 ℃ 的重力式埋地排水工 程
。

表 7
．

3
．

7
—

1 环 刚度等级

等级 S N 2 S N 4 (SN 6 3 ) S N 8 (S N l2
．

5 ) SN l6

环刚度 (¨ ／m 。) 2 4 (6
．

3 ) 8 ( 12 5 ) l6

注 ： 括号内数值为非首选等级
。

管材 D N ／ID ≥ 5 0 0 m m 时允许有 s N 2 等级
。

管材 D N ／ID ≥ 】2 0 0 m m 时
．

可按工程条件

选用环刚度低于 s N 2 等级的产品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管材连接方式包括弹性密封件连接

、

承插 口 电熔焊接连接
、

热收缩套连接和电热熔带连接四

种 ，

弹性密封件性能应符合 H G ／T 3 0 9 1
—

2 0 0 0 规定的要求
。

2 ) 管材和管件颜色应为黑色
。

管材有效长度
一

般为 6 m ，

不允许有负偏差 。

管材内径和壁厚见表
7 ．

3
．

7
—

2 。

3 ) 管材纵向回缩率应 ≤ 3 ％ (针对 A 型管材 )
，

且无分层及开裂现象 。

烘箱试验 (针对 B 型管材)
时 ，

管材熔缝处应无分层及开裂现象
。

力学性能见表 7
．

3
．

7
—

3 。

管件物理力学性能见表 7
．

3
．

7
—

4 。

系

统适应性见表 7
．

3
．

7
—

5 。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应对环刚度
、

结构壁管型式
、

原材料性能
、

连接方式
、

颜色
、

长度
、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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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壁厚 、

物理力学性能和系统适应性提出要求
。

表 7
．

3
．

7
—

2 内径和壁厚尺寸 (m m )

公称尺寸 D Ⅳ／，D 最小平均内径 D 。 。

最小壁厚

A
型 e 5 ，。 B 型 e 4 。 。

15 0 l4 5 1．

0 l 3

20 o 19 5 】 1 I．

5

(250 ) 24 5 1．5 1 ．

8

3o 0 2 94 1 ．

7 2 0

4 0 0 3 9 2 2 ．

3 2 5

(4 5O
) 4 4 l 2

．

8 2
．

8

50 0 4 9O 3 ．

0 3
．

O

6oo 5 8 8 3 ．

5 3 5

7 00 67 3 4 ．

1 4
．

0

8 0 0 7 8 5 4 ．

5 4
．

5

9o 0 8 8 5 5 0 5 ．

O

1O 0 o 9 8 5 5 ．

0 5
．

0

1 lo 0 10 8 5 5 ．

0 5
．

O

l20 o l l85 5 ．

0 5
．

O

I30 0 12 85 6 O 5 ．

0

l4 0 o 13 85 6 0 5 0

150 o l4 85 6 ．

0 5
，

O

I6 o 0 l5 85 6 O 5 ．

0

I7o 0 l6 8 5 6 ．

0 5
．

O

l8o o l7 85 6 ．

0 5 O

l9 00 l8 85 6 0 5 ．

O

2 O 0 o l9 8 5 6 ．

O 6
．

0

2 l00 20 85 6 O 6 ．

0

2 2 o o 2 l8 5 7 ．

O 7 O

2 30 0 2 2 85 8 ．

0 8
．

O

240 o 2 3 85 9 ．

0 9
．

0

2 50 0 24 85 l0 ．

O l0 _O

26 00 25 85 10 ．

0 lO O

27 0o 26 8 5 l2 ．

0 l2
．

O

2 800 27 8 5 12 0 l2 ．

0

290 o 2 8 85 l4 0 14 0

3O 0 0 2 9 85 I4 ．

0 l4
．

0

注 ： 加 ( ) 的为非首选尺寸



，5 6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嘎 电) (2 0 O 9 年版)

表 7
．

3
．

7
—

3 管材力学性能

项 目 要求

环刚度 (kN／m 。)
S N 2 ≥2 ， s N 4 ≥4

，

(s N 6 3 ) ≥ 6
．

3
，

S N 8 ≥ 8

( SN 12 ．

5 ) ≥ l2 5 ，

s N 16 ≥ 16

冲击性能 Ⅱ R ≤ lO ％

蠕变比率 ≤ 4

缝
的拉伸强度 (N )
，)，W ，，)≤ 3 0 0

4 o 0 ≤ D Ⅳ／，D ≤ 5 0 0

6 0 o ≤ D ，v／皿)≤ 7 0 O

D ，v／，D ≥ 8 o 0

管材能承受的最小拉伸力

3 8O

5 10

7 60

l0 20

注 ： 加 ( ) 的为非首选环刚度等级
。

表 7
．

3
．

7
—

4 管件物理 力学性能

项 目 要 求

烘箱试验 加 工管件所用管材应符 合 G B ／T 19 472
．

2
—

20o 4

环
刚度 管件应不低于与其配合使用的管材的环刚度级别

。

注 ： 用管材二 次加工制成的管件视为与使用管材具有相同的环刚度等级
。

表 7
．

3
．

7
—

5 系统适应性

项目 试验参数 要求

弹性密封件连接 的

密封性

条件 B ： 径向变形

管材变形 lO ％

承 口变形 5 ％

温
度 ： 2 3 ℃ ± 2 ℃

较低的内部静液压 (15 m -n ) O o 0 5 M P a 无泄漏

较高的内部静液压 ( 15 m in ) O 0 5 M P a 无泄漏

内部气压 ( 15 m ．n )
一

0
．

0 3 M P a ≤
一

O 0 27 M P a

条件 c ： 角度偏转
D ，v／，D ≤ 3 O O ： 2 。

4 0 0 ≤ D Ⅳ／皿)≤ 6 o 0 ： 1 5 。

D ^ |／佃 > 60 0 1 1 。

温度 ： 2 3 ℃ ± 2 ℃

较低的内部静液压 (15 m in ) 0 o 0 5 M P a 无泄漏

较高的内部静液压 ( 15 m in ) O o5 M P a 无泄漏

内部气压 ( 15 m in )
一

O
．

O 3 M P a ≤
一

0 0 2 7 M P a

焊接或熔接连接的

拉伸强度

最小 拉 伸 力 应 符 合 表
7 ．

3 7
—

3 中的缝 的拉伸
强度要求 。

连接不破坏

4 施工要点 ： 施工安装要点同第 7
．

3
．

6 条第 4 款
。

5 经济分析 ： 由于工 序比聚乙烯 (P E ) 双壁波纹管要多
，

价格要高
，

特别是 A 型管材耗材量多
。

6 参考价格 ： 出厂参考价约 1
．

8 万元／t ( P E 原材料按 1
．

2 5 万元／t 计)
。

7 相关标准
、

规范
《埋地用聚乙烯 (P E ) 结构壁管道系统第 2 部分 ： 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 G B ／T 19 4 7 2

．

2
—

2 O o 4 。

《埋地聚乙烯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6 4 ： 2 0 0 4 。

7 ．

3
．

8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 (H D P E ) 管材及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 (H D P E ) 管是以聚乙烯树脂 P E 8 0 混配料为主要原料

，

加入必

要 的添加剂 ，

经挤 出成 型 可用 于建筑物 内污
、

废水排放和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圆形管材
。

2 ) 分类 ： 按管系列数分为 s 12
．

5 和 s 】6 两种类型
。

按应用场所分为
“

B
”

型 (用于建筑物 内重力

污 、

废水排放) 和
“

B D
”

型 (除了用于建筑物内重力污
、

废水排放
，

还 能用 于建筑物内的埋 地管重



管材与管件
·

，5 7

污 、

废水排放以及虹 吸式屋 面雨水 系统的排放)
。

3 ) 适用温度范围 ： 无压条件下 ，

高密度聚乙烯管内的流体温度应用范围为 O
一

6 5 ℃
，

瞬间排水温
度≯9 5 。C ； 高密度聚乙烯管材环境温度应用范围为

一

4 0
～

6 5 ℃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用于生产管材及管件的原料应是以聚乙烯树脂为基料的

“

P E 8 O
”

混配料
，

其基本性能要求见表
7 ．

3
．

8
—

1
。

2 ) s 12
．

5 管材系列尺寸应符合表 7
．

3
．

8
—

2 的规定
。 s 16 管材系列尺寸应符合表 7

．

3
．

8
—

3 的规定
。

3 ) 管材应用应符合表 7
．

3
．

8
—

4 的规定
。

4 ) 管材连接方式见表 7
．

3
．

8
—

5 ，

不 同连接方式的公称外径适用范围见表 7
．

3
．

8
—

6 。

5 ) 三 元乙丙橡胶密封圈 (E P D M ) 的材料性能应符合 《橡胶密封件 给
、

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
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 H G ／T 3 0 9 l

一

2 0 0 0 的规定
。

6 ) 管材
、

管件颜色为黑色
，

管材长度
一

般为 5 O 【)0 m m 。

7 ) 管材
、

管件的物理及力学性能应满足表 7
．

3
．

8
—

7 的规定要求
，

燃料毒性指数值不大于 1 。

8 ) 管材
、

管件按规定连接后
，

应通过系统耐温升循环
、

水密性和接口气密性试验 (对焊连接不需
要做这三项试验 )

。

管材
、

管件在系统耐温升循环试验前后不渗漏
， 如 ≤ 5 0 ，

塌陷应小于或等于 3 m m 。

如 > 5 O ，

塌陷应小于或等于 O
．

O 5 d n 。

在系统水密性试验和系统接口气密性试验期间不渗漏
。

表 7
．

3
．

8
—

1 P E 8 O 混配料 的基本 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炭黑含量 (质量分数) (％ )
，

参见 c B ／T l30 2 1
一

l9 9 l 2 5 ± O 5

炭黑分散 ，

参见 c B ／T 182 5 1
—

2 【x 】0 ≤ 等级 3

2 o 0 ℃
氧化诱导时间 0 r r ( m jn ) ≥ 2 0

5
kg

， 19 O ℃ 熔体流动速率 M F R (g／10 m jn ) 0 2 ≤ M F R ≤ 1
．

1

密度 (昏／c m ’) O
．

94 1
～

0
．

9 65

表 7
．

3
．

8
—

2 S 1 2
．

5 管系列尺寸 (m m )

公称外径
d n

平均外径 如 壁厚 e 。

d
⋯ m l n d ⋯ m a x e 。 ． m l n e 。 ， m a x

32 32 32 3 3 ．

O 3
．

3

4 0 4 0 4 0 ．

4 3 O 3 3

5O 5O 5O ．

5 3 0 3
．

3

5 6 5 6 5 6 ．

5 3
．

0 3 3

6 3 6 3 6 3 ．

6 3
．

0 3 3

7 5 7 5 7 5 ．

7 3
．

0 3
．

3

9 0 9 O 90 ．

8 3 5 3 9

1 l0 1 l0 l IO 8 4 2 4 9

12 5 12 5 12 5 9 4 8 5 5

16 0 l6 O 16 1 O 6 2 6 9

2 o 0 2O O 2 0 】 1 7 7 8 7

2 5 0 2 5 0 2 5 】．

3 9 6 1O
．

8

3 15 3 】5 3 l6 5 12 ．

1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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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3
．

8
—

3 S 16 管系列尺寸 ( m m )

公称外径 平均外径 咖 壁厚 e 。

d 一 ， 『IIin d 删 ， m a x e 。 ， m m e 。 ， m a x

2 o o 2o o 20 1 l 6 2 6 ．

9

2 50 2 5O 2 5 1．

3 7
．

8 8 6

3 l5 3 l5 3 l6 ．

5 9
．

8 10
．

8

表 7
．

3
．

8
—

4 高密度聚乙 烯管材应用选择

公称外径 如 (m m ) 管系列 应用领域

3 2 ～

3 I5 S 12
．

5 B
．

B D

2 o o ～

3 l5 S 】6 B

表 7
．

3
．

8
—

5 管材连接方式
、 、 、

、

系统名称
连接方

妄
、 ＼ 生活排水系统 生活排水

埋地

管道 系统

室外重 力屋面

雨水 系统

虹 吸式屋 面雨水 系统及室 内

重力屋 面雨水 系统

对 焊连接
v， v， v， ／

电熔管箍连接 v， ／ v， ／

法兰连接
／ ／ v， v，

伸缩承插连接 v， v，

密封圈承插连接 v， v，

螺纹连接
v， v，

卡箍连接 ／ ／

注 ： v，表示适用该管系
，

～

表示不适用该管系
。

表 7
．

3
．

8
—

6 不 同连接方式的公 称外径适用范 围

对接方式 公称外径
d n ( m m )

32 4 0 5O 5 6 6 3 7 5 9 0 l l0 l2 5 16 0 2 o 0 2 5 0 3 l5

对
焊连接 ／ v， v， v， ／ v， v， v， v， √ ／ v， ／

电熔管箍连接 ， v， v， ／ v， ／ v， v， v， ／ ／ √

密封圈承插连接
／ ， v， v， ／ ／ ／ v， v， ／

螺纹连接 v， ／ ／ ／ ／ v， ／ ／

伸缩承插连接 v， ／ ／ ／ √ ／ √ √ v， v， v， v， ／

法兰连接
／ ／ √ v， v， ／ v， v， v， ／ ／

卡箍连接 v， v， ／ ／ v， v， v， v， ／ ／

注 ： v，表不 该公称外径有此连接方法
， 一

表示该公称外径无此连接方式
。

3 选用要点 ： 产品选用时
，

应对材料性能
、

规格尺寸
、

连接方式
、

颜色
、

长度
、

物理 力学性 能
、

燃料毒性指数和系统适应性提出要求 。

4 施工要点 ： 管道安装人员应通过培训
，

并有上岗证 书才 能进 行 H D P E 管的连接安装
。 H I)P F 管

材及管件应符合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 (H D P E ) 管材及管件》 c J／T 2 5 O
一

2 0 07 的规定
。

当管道需
预制安装或操作空间允许时 ，

宜采用对焊连接方式
。

当管道需现场焊接
、

改装
、

修补或在狭窄空间安装管道
时 ，

宜采用电熔管箍连接方式
。

当用于要求便于拆卸的场所时
，

宜采用螺纹连接或法兰连接
。

与存水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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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盆连接处宜采用螺纹连接 。

施工 应满足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c E c s l8 3
—

2 0 O 5 的

规定 。

表 7
．

3
．

8
—

7 管材
、

管件的物理
、

力学性能

项目 要求

l l0 ℃ ，

管材纵向回缩率 ≤ 3 ％ ，

管材无分层
、

开裂和起泡

5kg 、

19 0 ℃ ，

熔体流动速率 M F R (g／lO m in )

0 ．

2 ≤ M F R ≤ 1 1

管材 、

管件的 ^lF R 与原料颗粒的 M F R 相差值不应超过 n 2

2o 0 ℃
氧化诱导时间 O IT ( m in ) 管材

、

管件的 O IT ≥ 2 0

8 0 ℃ 、

l6 5 h
、

4
．

6 M P a ，

静液压强度试验 管材
、

管件在试验期间不破裂
，

不渗漏

管材环刚度 s R (k N ／m 。)
，

仅针对带有
“

B D ”

标识的管材 S R ≥4

I 1O ± 2 ℃
、

1h
，

管件加热试验 管件无分层
、

开裂和起泡

5 经 济性分析 ： H D P E 管密度小
、

重量轻
、

寿命长
，

在焚烧过程中不产生有毒气体
，

在生产制造
、

运输过程中比钢管 、

铸铁管
、

铜管消耗能源少
。

6 相关标准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 (H D P E ) 管材及管件》 c J／T 2 5 O
一

2 0 O 7 。

7 ．

3
．

9 聚丙烯静音排水管材及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聚丙烯静音排水管材是内

、

外层均以耐冲击共聚聚丙烯 (P P
—

B ) 树脂为主要原料
，

中
间层为降噪吸声材料 ，

采用三层共挤成型的管材
。 目前 国内还有采用耐冲击共聚聚丙烯 ( P P

—

B ) 树脂
共混专用料经挤出非分层成型的管材 (但无行业标准) 。

聚丙烯静音排水管件是以降噪吸声材料和聚丙

烯 (P P
—

B ) 材料共}昆专用料
，

经注射成型的管件
。

2 ) 分类 ： 管材分单承 口管材和直管管材
，

管件分带插 口管件和承口管件
。

3 ) 适用范围 ： 适用于建筑物以降噪吸声为目的的冷
、

热水排水系统
。

排水最高瞬时温度 ≤ 9 5 。C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管材中间层的降噪吸声材料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7

．

3
．

9
一

l 的规定 。

管件应采用符合表 7
．

3
．

9
一

l 的降噪吸声材料和聚丙烯 (P P
—

B ) 材料共混专用料制造
。

2 ) 密封圈材料应符合 H G ／T 3 0 9 1
—

2 O 0 0 的规定
。

管材
、

管件颜色应均匀
一

致
，

一

般为灰色
。

3 ) 管材平均外径
、

壁厚及内外皮层厚应符合表 7
．

3
．

9
—

2 的规定
。

管材有效长度
一

般为 4 m 或 6 m ，

不允许有负偏差 。

4 ) 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7
．

3
．

9
—

3 的规定
。

系统试验应符合表 7
．

3
．

9
—

4 的规定
。

表 7
．

3
．

9
—

1 降噪吸声材料物理性能

项目 密度 (kg／m ’) 水份含量 (％ ) 颗粒外观 (∥kg) 2 3 0 ℃
、

2
．

16 kg
，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M F R (昏／10 m in )

技术要求 16 O O
～

19 o 0 ≤ 0 1 ≤ 3 ≤ O 6 5

表 7
．

3
．

9
—

2 管材平均外径
、

壁厚及偏差
、

内外皮层厚 (m m )

公称外径 幽 最小平均外径 d
⋯ 。 。 最大平均外径 d 。 ⋯ 公称壁厚 e 。 内外皮层厚

5 O 5 O ．

O 5O 3 3 2 O

．

5

7 5 7 5 ．

0 7 5
．

3 3
．

8 0
．

6

l l0 1 l0 O l lO 4 4 ．

5 0
．

7

l6 O 16 0 ．

0 16o
．

5 5 O 0

．

8

3
选用要点 ： 选用时应对材料性能

、

密封圈材料
、

管材颜色
、

规格尺寸
、

物理力学性能及系统试

验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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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3
．

9
—

3 物理 力学性能

项 目 技术要求 适用范围

密度 ( kg／m ’) l2 o 0
～

l8 o 0 管材
、

管件

环刚度 (k N ／m 。) ≥ 12 管材

扁平试验 不破裂 、

不分脱 管材

落锤冲击试验 ，

T 1R (O qc ) ≤ 10 ％ 管材

纵向回缩率 (％ ) ≤ 3 ％ ，

且不分裂
、

不分脱 管材

维卡软化温度 (℃ ) ≥ 14 5 管材
、

管件

烘箱试验 符合 G B ／T 88 0 3
—

2o 0 l 的规定 管件

坠落试验 无破裂 管件

表 7 ．

3
．

9
—

4 系统试验

项 目 技术要求

连接密封试验 ．

O
．

O 5 M P a
。

15 m Ï 连接处不渗漏
、

不破裂

系统噪声测试 d B ( A ) 聚丙烯静音水管噪声小于铸铁管噪声

4 施工 要点 ： 安装人员应通过培训
，

并有上岗证书方能施工 。

管材及管件应符合 《聚丙烯静音排
水管材及管件》 C J／T 2 7 3

—

2 0 0 8 的规定
。

非标管材
、

管件应有相应的质量证 明文件 。

施工 安装应符合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2 4 2

—

2 0 0 2 的规定
。

5 经 济分析 ： 该管材具有降噪性能
，

适用于高温度介质排放
，

较常规 P V C
—

u
、

P E 管单价高
。

6 相关标准 《聚丙烯静音排水管材及管件》 c J／T 2 7 3
—

2 0 0 8 。

7 ．

4 复合给水管

7 ．

4
．

1 钢塑复合压力管 (P S P ) 管材与管件
1 概述
1 ) 定义 ： 钢塑复合压力管 ( P s P ) 管材是 以焊接碳钢管为中间层

，

内外层为聚乙 (丙) 烯塑料
，

采用专用热熔胶 ，

通过挤出成型方法复合成
一

体的输送生活给水的圆形管道 。

2 ) 分类
①管材按承压等级分为普通管和加强管 。

按用途分为冷水用复合管和热水用复合管
。

②管件包括双热熔管件和机械连接用管件两种类型
。

a

双热熔管件按使用材料的不同分为 P E
、

P P
—

R
、

P E
—

R T 管件三类
。

按管系列 S 分类分为 s 2
．

5
、

S2 两类 。

按输送流体的分类见表 7
．

4
．

1
一

l 。

b 机械连接用管件分类见表 7
．

4
．

1
—

2 。

3 ) 特点 ： 钢塑复合压力管的抗拉强度为 2 7 5
～

3 2 0 M P a
，

是纯塑料管的 7
～

8 倍
。

其导热系数 0
．

4 6
～

0 ．

5 7 W ／ (m ·

K )
，

约为钢管的 l／10 O ，

接近塑料管的导热系数
。

该管材的线性膨胀系数为 1
．

2 ×

l0 。 ／℃
，

是纯塑料管的 l／l0
一

l／l2 。

钢塑复合压力管 内壁粗糙度为 O
．

0 0 9 ，

内壁光滑
，

输送流体时
，

阻力损失小 ，

不结垢 。

此管材化学性能非常稳定
，

能耐各种酸
、

碱
、

盐溶液的腐蚀
，

其卫 生性 能符合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 B ／T I7 2 l9

—

19 9 8 标准
。

管材隔氧性好
。 因其

金属性 ，

所以可以用磁性金属探测器进行寻踪
，

不必另外埋设跟踪或保护标记
，

可避免挖掘性破坏
，

为
抢修和维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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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4
．

1
—

1 双 热熔管件分类

流体类别 用途代号 材料

长期工 作温度
瓦 (℃ )

最 大工 作压力 M O P (M P a )

s2 5 S2

冷
水 L

P E

4 0

1 ．

89 2 36

P P —

R 1
．

83 2 3 l

P E —

R T 1
．

84 2 3 l

热水 R

P P —

R
60

1 ．

2 7 1 6 o

P E —

R T I 4 4 1
．

8 l

P P —

R
7 O

O 8 5 1 0 7

P E —

R T J
．

0 8 】 3 6

P P —

R
80

O 6 4 O 8O

P E —

R T O 7 3 O 9 1

表 7
．

4
．

1
—

2 机械连接用管件分类

接口形式 紧固方式 适用管材公称外径 (m m ) 本体材料种类

扩 口式

螺帽式紧固 2 0
、

2 5
、

3 2
、

4 0
、

5 O
、

6 3 可锻铸铁

螺栓式紧固 7 5
、

90
、

l 10
、

6o
、

20O 球墨铸铁
、

可锻铸铁

内胀式 螺帽式紧固
2 5

、

3 2
、

4 0
、

5 0
、

6 3 可锻铸铁

螺栓式紧固 7 5
、

9 0
、

I 10 球墨铸铁
、

可锻铸铁

承插式 6 3
、

7 5
、

9O
、

I 10
、

16 O
、

2 0 O
、

2 5 O
、

3 15
、

4 0 0 球墨铸铁

卡槽式 螺帽式紧固
2 0

、

25
、

3 2
黄铜

螺栓式紧固 40
、

5 O
、

6 3
、

7 5

4
) 适用范围 ： 城镇和建筑内

、

外冷热水及饮用水系统
。

2 主要技术参数
1 ) 管材

①复合管工作温度应符合表 7
．

4
．

1
—

3 给出的要求
。

表 7
．

4
．

1
—

3 复合管工 作温度

用途符号 塑料代 号 工作温度 (℃ )

L P E ≤4 O

R P E —

R T ； P E X ； P P
—

R ≤ 6 0
、

7 O
、

8O

②材料
a

钢带表面应无油污
、

无锈斑
、

无灰垢等污物及无破损
、

无压痕等对使用有害的缺陷
。

其延伸率
应《30 ％

，

抗拉强度应《 27 5 M P a 。

钢带的厚度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
、

外形
、

重量及允许偏差》 G B ／T 7 0 8
—

2 O O 6 或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
、

外形
、

重量及允许偏差》 G B ／T 7 O 9
—

2 0 0 6 的要求
。

b 塑料冷水用复合管选用的 P E 塑料应在 《给水用聚乙烯 (P E ) 管材》 G B ／T 136 6 3
—

2 O 0 O 中表 1

内选取 ，

基本性能应符合 G B ／T 13 6 6 3
—

2 0 0 o 中表 2 给出的要求
。

热水用复合管聚乙 (丙 ) 烯塑料性能
应符合下列要求 ：

— —

选用 P F x
，

其性能应符合 《铝塑复合压力管 (对接焊)》 c J／T l5 9
—

2 0 0 6 中表 1 给出的要求 ；

— —

选用 P E
—

R T
，

其性能应符合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P E
—

R T ) 管道系统》 c J／T l7 5
—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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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5
．

】给出的要求 ；

— —

选用 P P
—

R ，

其性能应符合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第 l 部分 ： 总则》 G B ／T 187 4 2
．

1
—

2 0 0 2 中第 5 章给出的要求
。

c

复合管选用的专用热熔胶应符合表 7
．

4
．

1
—

4 给出的要求
。

表 7
．

4
．

1
—

4 专用热熔胶主要指标

项目

指标

I。 R ( P E 类) R (P P
—

R 类)

密度 (∥c m ’) ≥ O
．

9 l5 ≥O
．

9 15 ≥0 89

维
卡软化点 (℃ ) ≥ lo 0 ≥ 12 0 ≥ 12 0

③外观和颜 色 ： 复合管端面封 口与管材融接良好
，

须不可见钢管裸露
。

冷水用复合管内
、

外层为白
色或蓝色 ，

热水用复合管内
、

外层 ： 橙红色
。

如用户有特殊需要
，

可 由供需双方商定其它颜色
。

④规格尺寸及最大工作压力

普通 系列 复合管 的公称外径及偏差遵照 《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公称外径和公称压力》 e B ／T

4 2 l7 —

2 o o 1 中第 4 章的规定
，

应符合表 7
．

4
．

1
—

5 给出的要求
。

加强系列复合管的公称外径应遵照 G B ／

T 4 2 17 —

2 o O 1 中第 4 章的规定
，

应符合表 7
．

4
．

1
—

6 给出的要求
。

普通系列复合管的壁厚
，

内
、

外层聚
乙 (丙 ) 烯厚度 ，

钢带厚度应符合表 7
．

4
．

1
—

5 给出的要求
。

加强系列复合管的壁厚
，

内
、

外层聚乙

(丙 ) 烯厚度
，

钢带厚度应符合表 7
．

4
．

1
—

6 给出的要求
。

普通系列复合管最大工 作压力为 1 2 5 M P a 。

加
强系列复合管最大工作压力应符合表 7

．

4
．

1
—

7 给出的要求
。

复合管按直管交货
，

标准长度为 4 m 、

6 m 、

9 m 和 12 m ，

长度允许偏差为 ± 2 O m m 。

表 7
．

4
．

1
—

5 普通系列复合管规格尺寸

公称外径 (m m ) 内层聚
乙 (丙 ) 烯

最小厚度 ( m m )

钢带最小厚度

f m m 1

外层聚乙 (丙) 烯
最小厚度 (m m ) 壁厚 (

m m

)

5 O 1 ．

4 0
．

3 1
．

0 3
．

5

6 3 1 ．

6 O
．

4 1 l 4
．

0

7 5 1 6 0 5 1 l 4 ．

0

9O 1 ．

7 O
．

6 1 2 4 5

l 1O 1．

8 0 8 l 3 5
．

O

16O 1 8 l l 1 5 5 5

20 O 】 8 1 4 1 7 6 ．

0

25O 1 8 1．

7 1
．

9 6
．

5

3 15 1 8 2 2 1 ．

9 7 0

4 0 O 1．8 2 8 2 0 7 5

表 7
．

4
．

1
—

6 加强系列复合管规格尺寸

公称外径 ( m m ) 内层聚乙 (丙 ) 烯最小厚度 (
m m )

钢带最小厚度

( m m )

外 层聚乙 (丙 ) 烯
最小厚度 ( m m ) 壁厚 (

m m

)

l6 0 8 O 3 0 4 2 ．

0

2 0 0 8 O 3 O 4 2 ．

0

2 5 1 ．

0 0
．

4 0
．

6 2 5

32 1 ．

2 0
．

4 0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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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4
．

1
—

6

公称外径 ( rrⅡ n ) 内层聚
乙 (丙) 烯

最小厚度 ( m m )

钢带最小厚度

(m m )

外 层 聚乙 (丙) 烯
最小厚度 ( m m ) 壁厚 (

m m

)

4 0 1 3 0 ．

5 O 8 3
．

5

50 1 4 0 ．

6 1
．

5 4
．

5

6 3 1 7 0 ．

6 1 7 5 O

7 5 1 ．

9 O 6 l_9 5 5

90 2 ．

0 0
．

8 2 0 6
．

0

l lO 2 O t ．

O 2
．

2 6
．

5

16 (】 2 ．

O 1
．

7 2 2 7 0

2 o 0 2 ．

O 2
．

2 2
．

2 7
．

5

2 5 0 2 O 2 ．

8 2 3 8 5

3 15 2 O 3 5 2 ．

3 9
．

0

4 O O 2 ．

O 4 5 2 3 10 0

⑤物理力学性能

复合管按 7
．

4
．

1
—

8 所规定要求的短期静液压强度试验时
，

应无破裂及其他渗漏现象
。

普通管和加
强管进行爆破强度试验时 ，

其最小爆破压力应符合表 7
．

4
．

1
—

9 给出的要求
。

进行受压开裂稳定性试验
时 ，

应无裂纹和开裂现象
。

复合管剥离强度值应 ≥ 1 0 0 N ／2 5 m m ，

内层和外层的聚乙 (丙 ) 烯与钢的层
间应无分离和缝 隙现象

。

无损探伤时
，

焊接完毕的钢管
，

应逐根进行涡流探伤或超声波探伤检验
，

涡流
探伤钢管应符合标准 《钢管涡流探伤检验方法》 G B ／T 7 7 3 5

—

2 O o 4 中对比试样人工 缺陷 (钻孔) 验收
等级为 A 的要求

。

超声波探伤钢管应符合标准 《焊接钢管 (埋弧焊除外 ) 用于确认水压密实性的超声
波检测方法》 G B ／T 18 2 5 6

—

2 0 O O 的要求
。

钢管对接焊缝或钢带的任何地方应无撕裂现象
。

表 7
．

4
．

1
—

8 复合管静液压强度试验要求

用途符号 试验温度 (℃ ) 静液压力 (M P a ) 试验时间 (h )

L 80 ± 2 最大工 作压力 × 2 16 5

R 9 5 ± 2 最大工 作压力 × 2 16 5

表 7
．

4
．

1
—

9 复合管爆破强度试验要求

复合管系列

公称外径 (m m )

16 2 O 2 5 3 2 4 0 5 O 6 3 7 5 9 O 1 l0 16 0 2 0 o 2 5 O 3 I5 4 0 0

最小爆破压力 (M P a ：

普通管 ≥ 3
．

7 5

加
强管 ≥ 7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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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管材卫生性能应符合 G B ／T 172 l9
一

l9 9 8 的规定
。

⑦交联度 (只对 P E
—

x 复合层提此要求) ： 辐照交联方式其交联度不应小于 6 0 ％ ，

硅烷交联方式
其交联度不应小于 6 5 ％ 。

2 ) 管件
①双热熔管件
a

双 热熔 管件用原材料的基本物理机械性 能应符合表 7
．

4
．

1
一

l0 要求 。

表 7
．

4
．

1
—

1 O 双热熔 管件用塑料 的基本性能要求

序号 项 目 要求 测试方法 材料

l

≥ 0 ．

92 6 G B／T l0 3 3 —

19 9 6

中 B 法

P E ．

P E
—

R T
苗 腰 L舀／c m

≥ 0 ．

89 P P
—

R

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g／l0 m in )

19 0 0c ， 2 I6 kg ≤ 2 0
G B

／T 36 82
—

20 0o

P E ．

P E
—

R T

2 30 ℃ ， 2 l6蚝 ≤ 0
．

5 P P
—

R

3 拉伸屈服强度 (M P a )

≥ 15

G B ／T lO 4 0 —

2 0 0 6

P E 、

P E
—

R T

≥ 2 1 P P —

R

4 长期静液压强度 (M P a )

2 0 ℃ ，

50 年
，

预测概率 9 7
．

5％

≥
8

．

0 G B ／T l82 5 2
—

2 【x】8

P E 、

P E
—

R T
、

P P —

R

4 耐慢速裂纹增长
。

J6 5 h ) 不破坏 G B／T l847 6
—

2 0 0 1 P E

b
双热熔管件金属部分的材料

，

在管道使用过程中
，

对塑料管道材料不应造成降解或老化
。

c

双热熔 管件
一

般内管及外履层均为白色
，

其它颜色可根据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

但应满足相关规定
。

d 带金属螺纹接头的双热熔管件其螺纹部分应符合 《5 5
。

密封管螺纹》 G B ／T 7 3 0 6
—

2 O o o 的规定
，

公称外径为 d n 2 O
～

d n 16 O 。

e

双热熔管件的短期静液压强度应满足表 7
．

4
．

1
一

l】的要求
。

表 7
．

4
．

1
—

1 1 双 热熔 管件 的短期静液压强度及熔体质量流动速率试验要求

项目

试验参数

指标温度

(℃ )

时 间
(h )

试验压力 (M P a )

P E P P —

R P E
—

R T

s2 ．

5 S2 s 2
．

5 S2 s2
．

5 S2

静液压试验

20 1 6 ．

0 l 7
．

5 1 3
．

96 4
．

9 5

20 l0 o 3 ．

6o 4
．

50

80 165 1．

84 2
．

3 0

9 5 1O 0 0 1 3 l 】 6 4 1 ．

4 0 l 7 5

熔
体质量

流动速率

P E ． M F R ( 19 0 ℃ ／5 kg) ∥l0 m in
变化率≤

原料的 2 5 ％

P P —

R ， M F R (2 30 ℃ ／2
．

16 k g ) g／l0 m jn 变化率 ≤

原料的 30 ％P E —

R T ， M FR (19 0 ℃ ／2 16 kg) g／10 m jn

注 ： 试样数量为 3 件
。

f 饮水用双热熔管件的卫生性能应符合 G B ／T l72 l9
—

19 9 8 的规定
。

g 双热熔管件与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管材连接后应通过系统静液压试验 (表 7
．

4
．

1
一

I2 )
、

冷热循
环试验 (表 7

．

4
．

1
—

13 ) 及循环压力冲击试验 (表 7
．

4
．

】
一

l3 ) 三项系统适应性试验
。

试验中管材
、

管
件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无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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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4
．

1
—

1 2 系统静液压试验

材料 管系列 试验温度 (。C ) 试验压力 ( M P a ) 指标

P E S

2 ．

5
80

1．6 O

无破裂

无渗漏

S2 2 o 0

P P —

R

S2 5

95

l 3 1

S2 1 ．

6 4

P E —

R T

S 2 5 1 ．

40

S2 1 ．

7 5

注 ： 试验时间为 1o o 0 h ，

试样数量为 3 件
。

表 7
．

4
．

1
—

1 3 冷热循环试验

材料 最高试验温度 (℃ ) 最高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M P a ) 循环次数 (次) 指标

P P —

R 9 5
2O 1．

0 o 5o 0 O

无
破裂

无渗漏
P E

—

I汀 9 0

注 ：
一

个循环的时间为 3O m in ± 2 m in ， 包括 l5 m 面 ± 1 m in 最高试验温度及 15 m in 最低试验温度
。

试样数量为 】件
。

表 7
．

4
．

1
—

1 4 循环压 力冲击试验

最高试验压力 (M P a ) 最低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温度 (℃ ) 循环次数 (次 ) 循环频率 (次／n ·．n )

1 ．

5 ± O O 5 O
．

1 ± O 0 5 2 3 ± 2 1O o o O ≥ 3 0

注 ： 试样数量为 3 件 。

②机械连接用管件
a

可锻铸铁材料应符合 《可锻铸铁管路连接件》 G B ／T 3 2 8 7
—

2 O o o 中 5
．

1 的要求
。

球墨铸铁材料
应符合 《水及燃气管道用球墨铸铁管 、

管件和附件》 G B ／T l3 2 9 5
—

2 0 0 8 中 6
．

1 的要求
。

黄铜材料应符

合 c J／T l9 O
一

2 【)【】4 中表 1 的要求
。

b 扩口式
、

内胀式
、

承插式接 口管件所用密封胶圈应符合 《橡胶密封件 1 10 ℃ 热水供应管道的
管接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 H G ／T 3 0 9 7

—

2 0 0 6 的要求
。

卡槽式接口管件所用密封胶圈应符合 c J／T 19 O
一

2 0 o 4 中表 1 的要求
。

c

管件螺栓的结构和尺寸应符合《六角头螺栓》G B ／T 5 7 8 2
—

2 O 0 0 的规定
，

力学性能应符合《紧固件
机械性能螺栓 、

螺钉和螺柱》G B ／T 30 9 8
．

1
—

2 0 0 0 中规定的 4
．

8 级要求
。

管件螺母的结构和尺寸应符合《1

型六角螺母》G B ／T 6 l7 O
一

2 0 0 O 的规定
，

力学性能应符合《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粗牙螺纹》G B ／T 3 0 9 8
．

2
—

2 O o o 中规定的 6 级要求
。

d 管件内外表面涂层种类
、

厚度
、

外观
、

颜色应符合 c J／T 2 5 3
—

2 0 0 7 的规定
。

e

可锻铸铁
、

球墨铸铁材质管件应按表 7
．

4
．

1
一

l5 规定的试验压力进行水压试验
，

试验过程 中不
应有渗漏 、

出汗和破裂
。

卡槽式接 口管件按管道系统最高允许工 作温度确定的试验温度 (试样在该试
验温度下保留至少 lh 再进行试验) 下进行表 7

．

4
．

1
—

15 规定的爆破试验
，

管件不应破裂
。

表 7
．

4
．

1
—

15 管件水压及爆破试验压 力

适用管材公称外径

(m m )

2 0 2 5 3 2 4 0 5 O 6 3 7 5 90 l l0 l6 O 2 o 0 2 5 () 3 15 4 0 O

可
锻铸铁材质 管件

试验压力 (M P a )

2 ．

5

球墨铸铁材质管件

试验压力 (M P a )

2 ．

5 1 6

卡槽式管件爆破压

力 (M P a )
3 8 3 2 3

．

2 2
．

5 2
．

3 2
．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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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扩 口式
、

内胀式和卡槽式接 口管件与管材连接试样按表 7
．

4
．

1
—

16 规定的静液压强度试验
，

管
材与管件应不泄漏或不分离 。

表 7
．

4
．

1
—

1 6 静液压强度试验

用途 试验温度 (℃ ) 静液压力 (M P a ) 试验 时间 (h 】

冷水用管件 根据管道系统

最高允许工 作温度

管材最大工 作压力 × J 5
16 5

热水用管件 管材最大工作压力 × 1
．

5

g
连接可靠性扩 口式

、

内胀式和卡槽式接 口管件与管材连接可靠
，

具有防拔脱能力
，

在常温下
应能承受表 7

．

4
．

1
—

17 中的拉拔力
，

持续 1 h 连接处无松动和断裂
，

零件应无裂缝或损坏
。

表 7
．

4
．

1
—

1 7 管件组件最小拉拔力

适用管材公称外径 (m m ) 2 0 2 5 3 2 4 0 5 0 6 3 7 5 9O 1 IO l6 0 2o 0

拉拔力 (N )

扩 口式 7 5 4 1 17 8 19 9 1 3 2 O 7 4 9 5 1 8 2 7 3 9 6 5 1 14 3 3 5 2 2 l6 9 5 2 3 10 84 l6 6

内胀式 7 54 I l7 8 199 1 32O 7 49 5 l 82 7 3 9 6 5 1 】4 335 2 2 169

卡槽式 7 54 l17 8 I99 I 320 7 4 95 l 82 73 9 65 l

h
卡槽式接口管件应进行气密性试验

，

试验以空气为介质
，

试验压力为 l 0 M P a ± O
．

1 M P a ，

保持
3 0 s ，

管件本体无泄漏
。

可锻铸铁材质承受压力 的管件应能承受不低于 0
．

5 M P a 的空气压力
，

管件本体
无泄漏 。

i
承插式接 口管件与符合 c j／T l8 3

—

2 0 o 3 的管材连接后应做系统适应性试验
。

j 扩 口式
、

卡槽式接口管件和管材构成的组件按表 7
．

4
．

1
一

l 8 规定的条件进行冷热水循环性能试
验 ，

管材
、

管件及连接处应无破裂
、

泄漏
。

表 7
．

4
．

1
—

1 8 冷热水循环试验条件

最高试验温度 (℃) (注 1 ) 最低试验温度 (℃ ) 试验压力 ( M P a ) 循环次数 (次) 每次循环时间 (m in ) (注 2 )

管道系统长期工作温度

+
IO ℃

20 ± 2 1
．

0 ± O
．

0 5 5 O 0 0 3O ± 2

注 ： 1 最高试验温度不超过 9 0 ℃ 。

2
每次循环冷热各 15 m in ± 1 m in 。

k 对于设计工 作温度高于 7 O qC 热水用管件应能承受因温控设备故障造成的短时期高温
。

按表
7 ．

4
．

1
一

l9 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时
，

要求管件不应泄漏或连接处不应分离 。

表 7
．

4
．

1
—

1 9 故障温度下的静液压强度试验

试验压力 (M P a ) 试验温度 (℃ ) 试样外部介质 试样 内部介质初始温度 (℃ ) 试验时间 (h )

1．

0 99 ± 2 空气 4 9 7 2 0

l
循环压力冲击性能时

，

扩口式
、

卡槽式接口 管件应符合 《铝塑复合压力管第 1 部分 ： 铝管搭接

焊式铝塑管》 G B ／T 189 97
．

1
—

2 o 0 3 中 6
．

12
．

2 的要求
。

m

进行真空性能实验时
，

扩 口 式
、

卡槽式接 口管件应符合 G B ／T 18 9 9 7
．

1
—

2 o o 3 中 6
．

12
．

3 的要
求 。

n

管件用于输送饮用水时
，

卫生性能应符合 G B ／T l72 l9
一

l9 9 8 的有关规定
，

其它涉及饮用水
、

食
品用途的管件也应符合上述卫生性能要求

。

3 选用要点
选用时应对产品用途 、

加强管
、

普通管
、

管件种类
、

颜色
、

规格尺寸
、

管长
、

物理力学性能
、

卫生

性 能和系统适应性提出要求
。

4 施工 要



管材与管件
-

』6 7

1
) 无系统试验报告报告的产品不得用于工 程当中

。

2 ) 管道铺设方式可明装
、

暗装和直埋
。

3 ) 管道系统施工人员
，

必须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

4 ) 保护好管材端面
。

保护好管材及双热熔管件外表层塑料
。

5 ) 直埋时
，

对螺栓
、

螺母要防腐处理
。

5 经济分析 ： D ，v > 5 0 时
，

与衬塑管材价格相当
， D 『v ≤5 0 时

，

比衬 塑管价格 略便宜些
。

机械式连

接管件价格较贵 。

6 相关标准
《钢塑复合压力管》 c J／T 18 3

—

2 o 0 3 。

《钢塑复合压力管用双热熔管件》 C J／T 2 3 7
—

2 0 0 6 。

《钢塑复合压力管用管件》 c J／T 2 5 3
—

2 O 0 7 。

《铝塑复合管用卡压式管件》 c J／T l9 0
—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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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阃同
、

。

仪表

8 ．

1 阀 门

8 ．

1
．

1 倒流防止器
1 概述
1 ) 定义 ： 倒流防止器是

一

种具有严格限定管道有压水单向流动
、

有效防止回流污染作用的水力控
制阀门组合装置 。

2 ) 分类
①按防回流污染防护等级和水头损失值分为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和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 由两级相互独立的止回阀和
一

个水力控制排水阀组成
，

具有严格限定管道中有
压水单向流动 、

有效防止回流污染的作用
。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由双级止回装置的主阀和自动泄水器组成
，

采用水力控制原理
，

具备空气隔断
功能 ，

在 2 n ∥ s 流速下
，

水头损失为 0
．

0 2
～

0
．

0 35 M P a 。

②减压型倒流 防止器按结构分为直流式倒流防止器和直通式倒流防止器 (图 8
．

1
．

1
一

1 )
。

③低阻力倒流防止器按结构分为内置排水式 、

直流式及可在线维护式
。

④按连接方式包括螺纹连接和法兰连接两种方式 。

⑤按是否带过滤器分 为带过滤器和不带过滤器两种形式 。

图 8
．

1
．

1
—

2 螺纹连接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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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1
．

1
—

3 法兰连接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外形图 (不带过滤器)

图 8
．

1
．

1
—

4 法兰连接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外形图 (带过滤器)
②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a

内置排水式 (图 8
．

1
．

1
—

5
、

图 8
．

1
．

1
—

6 )
，

外形尺寸见表 8
．

1 l
一

2 。

图 8
．

1
．

1
—

5 内置排水式 L H S 7 1 1 X 型
一

进 口 止回装置 ； 2
一

内置排水装置 ； 3
一

出口 止回装置 ； 4
一

排水管

图 8
．

1
．

1
—

6 内置排水式 L H S 7 12 ×型
J 一

滤网 ； 2
一

进 口 止回装置 ； 3
一

内置排水装置
4 一

出口 止 回 装置 ； 5
一

排水管 ； 6
一

测试球阀

表 8
．

1
．

1
—

2 内置排水式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外形尺寸表

型式 公称尺寸
D 』v f m m 1

外形尺寸 (m m ) 排水 口 直径
D ，v 1 f IⅢ n 1

重 量

(蚝) 阀体材质 连接方式
Z

，

H Ⅳ1 日

L H S 7 1 】X

15 l0 7 l 15 5 8 7 5 m 1 ．

7

S304 O 8

不
锈钢 管螺纹

2 0 10 7 l 15 5 8 7 5 l0 I ．

7

2 5 l 】5 12 5 7 2 9 4 l0 2 6

L H S 7 12 X

32 2 3 5 17 6 9 6 l12 l5 4 6

4 0 2 3 5 l7 6 9 6 l l2 l5 4 ．

6

5O 2 5 5 20 8 l22 132 l5 6 ．

5

b
直流式 (图 8

．

1
．

1
—

7 ) 外形尺寸见表 8
．

1
．

1
—

3



阀门
、

仪表
·

』7，

图 8
．

1
．

1
—

7 直流式 L H S 7 4 3 × 型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外形图
一

进 口 l上回装置 ； 2
一

测试球阀 ； 3
一

主阀中间腔 ； 4
一

出『=_1止 回装置 ； 5
一

自动排水器
表 8 ．

1
．

1
—

3 直流式 L H S 7 4 3 x 型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外形尺寸表

公称尺寸
D Ⅳ

( m m )

外形 尺寸 ( m m ) 排水 口直径
D Ⅳl ( m m )

重量

(崦)

阀体

材质 连接方式
L 打 ，，l B 击

n
—

d

5O 185 2 7O 16o 16 5 125 4
一

击19 I5 1】
．

5

球墨

铸铁

或不

锈钢

法兰

6 5 2 10 2 8 5 16 6 18 5 l4 5 4 一

击19 2 O 13 6

8O 2 2 5 3 1O 17 6 2 o 0 l6 0 8 一

击l9 2 O l8
．

8

100 25O 3 35 l95 2 20 18O 8 一

击19 2 5 2 6
．

5

l50 34 0 4 10 2 35 2 85 24 0 8
一

砬 2 25 5 2
．

5

2 o 0 4 0 O 4 6 6 2 6 6 3 4 O 2 9 5 8 一

击2 2 3 2 7 8

c

可在线维护式 (图 8
．

1
．

1
—

8 ) 外形尺寸见表 8
．

1
．

1
—

4 。

图 8
．

1
．

1
—

8 在线维护式 L H S 7 4 5 x 型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外形图
l 一

伸缩装置 ； 2
一

滤网； 3
一

进 口止回装置 ； 4
一

主阀中间腔 ： 5 出口止回装置 ； 6
一

自动排水器

4 ) 主要性能参数
①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工 作压力为 O

．

4
～

2
．

5 M P a ，

常用公称压力为 1
．

6 M P a 以下 的系统
。

使用介质为
清水及物理

、

化学性质类似清水的介质
。

介质温度应 ≤ 8 O ℃ 。

产品规格为 10
～

4 0 0 m m 。

②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工 作压力为 1
．

O
～

1
．

6 M P a 。

使用介质为清水及物理
、

化学性质类似清水的介
质 。

介质温度 ≤ 9 8 ℃ 应采用热水型
，

介质温度≤ 6 5 ℃ 应采用常温型
。

产品规格为 l5
～

4 o 0 m m 。

2 选用与设置要点
1 ) 减压型倒流 防止器
①应根据现行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l5 的规定

，

在需要没置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场所
，

结合工程具体情况
，

合理选用减压型倒 流防止器
。

苗
一

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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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1
．

1
—

4 在线维护式 L H s 7 4 5 × 型低 阻力倒流防止器外形尺寸表

公称尺寸

D Ⅳ ( m m )

外形 尺 寸 ( m m )

排水 口 直径
D Ⅳl

( m m )

重量

(k )

阀体

材质 连接方式

￡

H Ⅳ1 日 士 n
—

d无伸

缩节

带伸

缩节

65 320 3 9O 33 0 l9 O l85 l4 5 4
一

击l9 32 3 1

球
墨

铸铁 法兰

8 O 3 4 5 4 】O 3 5O 2 1O 2 o 0 l6 O 4 一

击l9 4 0 4 3

10 o 3 8 0 4 6 0 3 8 5 2 3 O 2 2 0 I8 O 8 一

西l9 4O 6 l

150 50 0 5 8O 5 10 2 85 2 85 240 8 一

越 2 50 l】0

2o o 6 5O 7 3 0 656 3 36 34o 29 5 8 一

击22 5 0 " 0

25 0 82() 9 20 830 4 30 39 5 35 0 12 一

击22 6 5 240

30 0 l00 0 l l0 0 9 8O 5 l0 4 4 5 4 0o l2 一

击22 6 5 3 2 0

3 5 O 10 5 0 l 】5 0 lO o 0 6 0 0 5 1O 4 6 o l6 一

击22 80 35O

4 00 l3o o 14 o 0 l2 5O 6 8O 57 0 5 l5 16 一

击2 6 80 4 o 0

②减压 型倒流 防止器 阀组
，

沿水流方 向
，

依次应由前控制阀
、

水表或流量计 (系统需要时设置)
、

管道过滤器 、

倒流防止器
、

可 曲挠橡胶管接头或管道伸缩器 (螺纹连接时采用活接头 )
、

后控制阀构
成 。

③管道过滤器滤网应为不锈钢或铜质材料制作
，

且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

滤网网iL水流总面积应
不小于管道过水断面面积的 2

～

3 倍
，

规格宜为 2 O
～

6 0 目
。

④住宅入户支管上设置的减压型倒流防止器阀组 ，

可不设置后控制 阀
。

⑤上述组件宜由减压型倒 流 防止器生产厂成套供应
，

以确保阀组正常可靠运行
。

⑥在进行系统水力计算时 ，

除计算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水头损失外
，

还应考虑管道过滤器
、

水表等
阀组组件的水头损失 。

减压 型倒流 防止器 的水头损失值应根据生产厂家提供的水头损失曲线或水头损失
实测数据确定 。 ，

2 )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①应根据现行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l5 的规定

，

在需要设置低阻力倒流防止器的场所
，

结合工 程具体情况
，

合理选用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②内置排水式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适宜用于有可能产生轻危险级和中危险级污染场所
，

口径为
D Ⅳl5 ～

D Ⅳ5O ，

螺纹连接
。

③直流式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适宜用于有可能产生轻危险级和中危险级污染场所
，

口径为 D Ⅳ5O
～

D ，、您0 0 ，

法兰连接
。

④在线维护式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适宜用于有可能产生轻危险级和中危险级污染且要求在线维护的

场所 ， 口径为 D Ⅳ6 5
～

D Ⅳ4o o
，

法兰连接
。

⑤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应以阀组 形 式设 置
，

沿水流方向
，

依次由前控制阀
、

管道过滤器 (倒流防止
器自带过滤网的可不设 ) 、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可 曲挠橡胶接头或管道伸缩器 (螺纹连接时采用活接

头 ； 倒流防止器自带伸缩接头时可不设) 以及后控制阀 (小口径人户支管可不设 ) 组成
。

⑥低阻力倒流防止器阀组过滤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

应采用 s 3 0 4 0 8 及以上材质的不锈钢滤网或铜合金滤 网
，

并有足够的刚度
。

滤网网孔总过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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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管道有效过流面积的 2 倍
。

网孔孔径不宜大于 2 m m 。

过滤器设置应便于在线清理
。

在 2
．

0 n ∥ s 流速

时 ，

水头损失不宜大于 0
．

叭 M P a 。

3 ) 设置场所
①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除低阻力倒流防止器设置场所外 ，

凡生活饮用水管道不应与含有对健康有危害物质等有害有毒可能

污染的设备直接连接时 ，

均应安装
。

当无法避免时
，

应安装在设备供水管上
。

②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a

从城镇给水管网的不同管段接出两路及两路以上的引入管
， 且与 城 镇 给水 管形 成环 状 管 网 的小

区或建筑
，

其引入管上应设 置
。

从城镇给水管网直接抽水的水泵的吸水管上应设置
。

由城镇给水管直接
向锅炉 、

热水机组
、

水加热器
、

气压水罐等有压容器或密闭容器注水的进水管上应设置 。

b 从小区或建筑物内生活饮用水管道上单独接出消防用水管道时
，

在消防用水管道的起端 (不包
括室外给水管道上接出的室外消火栓 ) 应设置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

4 ) 设置要点
①应设置在只允许水流单 向流动的给水管段上 。

其公称直径应与连接处管段公称直径
一

致
，

公称压
力等级不应小于系统最大工 作压力

。

倒流防止器适宜明装
，

应水平设置
，

阀盖向上
，

排水 口 向下
。

倒流
防止器阀组应单组设置 。

当用于只有
一

条进水管且不允许中断供水的用户时
，

可采用两组并联设置方

式 ，

其单组过水能力宜按系统设计流量的 7 O ％
～

IO O ％确定
。

②从生活给水管道上单独接出消防用水管道时
，

倒流防止器阀组应设置在尽量靠近消防给水管道接
出位置的系统始端 ，

并按照现行消防规范的要求确定该阀组是否配置管道过滤器
。

③倒流防止器设置地点应有排水设施
，

应采用间接排水方式
，

不应 与排水关 系直接 连接
。

设置地点

的环境应清洁 ，

应保证足够的安装与维修空问
。

④在有结冻可能的地 区
，

当倒流防止器阀组设置在非采暖房间或室外时
，

应对阀组及明设管段采取
防冻保温措施 。

当回流介质温度有可能高于 8 O ℃ 时
，

应选用热水型倒流防止器或由生产厂家采取相应

的技术措施 。

3 施工安装要点
1 ) 倒流防止器阀组的安装

，

应在其上
、

下游给水管道冲洗干净后进行
。

2 ) 安装前应检查倒流防止器阀组各组件之间的紧固螺栓是否有松动现象
。

如发现异常
，

应重新紧
固。

但不得对倒流防止器阀体部件进行分解拆装
。

3 ) 倒流防止器阀组各组件阀体上标示 的箭头指 向应与 系统水 流方 向
一

致
。

4 ) 倒流防止器应采用支架 (或支墩 ) 单独固定
，

不应将阀体重量传递给两端管道
，

也不应将外部

荷载作用在倒流防止器阀体上 。

5 ) 倒流防止器阀组安装完毕后
，

应按有关规定进行调试
。

4 相关标准
、

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D̈ l5 。

《给水系统防回流污染技术规程》 c E c s 18 4 ： 2 0 O 5 。

《倒流防止器》 c J／T l6 0
—

2 【)(】2 。

8 ．

2 仪 表

8 ．

2
．

1 水表
1 概述 ： 水表按测量原理

、

测量方法和结构形式
、

测量 目的
、

测量介质
、

测量管径
、

指示值显示

方式等进行分类 ，

见表 8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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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2
．

1 水表分类

分类原则 分类 功能特点 、

适用范围

按测量原理

速度式水表

安装在封闭管道中 。

由
一

个运动元件组成
，

并由水流运动速度直接使其获得动力速
度的水表

典型的速度式水表有旋翼式水表 、

螺翼式水表
。

旋翼式水表中又有单流束水表和多
流束水表

容积式水表 安装在管道中

，

由 一

些被逐次充满和排放流体 的已知容积的容室和凭借流体驱动的

机构组成的水表 ，

或简称定量排放式水表
。

容积式水表
一

般采用活塞式结构

按公称口径

小 口径水表 公称 口径 4 0 m m 及以下的水表通常称为小 口径水表
，

螺纹连接

大口径 水表 公称 口径 5 O m m 及以上的水表称为大口径水表
，

法兰连接

按用途 民用水表 民用水表只是指用于住宅及公建用水结算的水表
工业用水表 其它用途的都可归人工 业 用水表

。 工 业用水表
一

般为大口径水表

按安装方向

水平安装水表 在水表的度盘上用

“

H ”

代表水平安装
，

当水表名称不指明时
， 一

般均为水平安装水
表容积式水表没有水平与否的安装要求

立式安装水表

(立式表 ) 在水表的度盘上用
“ V ”

代表垂直安装

按介质温度 冷水水表 介质下限温度为
O ℃ 、

上 限温度 为 3O℃ 的水表
。

不指明时
，

一

般水表均指冷水水表

热水水表 介质下限温度为 3 0 ℃
、

上 限为 90℃或 l3 O ℃ 或 180 oC 的水表

按介质压力

普通水表 公称压力 一

般均为 1
．

0 M P a 。

当不指明时 水表的公称压力均为 l 0 M P a

高压水表 最大使用压力超过
1 O M P a 的各类水表

，

主要用于管道输送的油 田地下注水及其它工

业用水的测量

按计数器

足!否浸入水中

湿式水表 计数器浸入水 中的水表

，

其表玻璃承受水压 ，

传感器与计数器的传动为齿轮联动
，

使用 一

段时间后
，

水质的好坏将影响水表读数的清晰程度

干式水表 计数器不浸入水 中的水表

，

结构上传感器与计数器的室腔相隔离 ，

表玻璃不承受水
压 ，

传感器与计数器的传动
一

般用磁铁传动

液封水表

用于抄表的计数字轮或整个计数器全部采用 一

定浓度的甘油等配制的液体密封的水
表 ，

计数器的清晰度不受外部水质影响
，

其余结构性能与湿式水表相同
注 ： 计数器的字轮部分液封为小液封

，

整个计数器液封为大液封

按计数器

指示形式

指针式 行业中常把指针式表又称为 c 型表

字轮式 (或称数

码式或 E 型表 )

指针字轮

组合式

按驱动

叶轮水

流束数

单流束水表

(单流表 )

多流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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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原则 分类 功能特点
、

适用范围

远传水表分类

远传水表通常是以普通水表作为基表 ，

加装了远传输出装置的水表
。

远传输 出装置

可 以安置在水表本体 内或指示装置内 ，

也可以配置在本体外或指示装置外部
。

目前远传水表的信号有二 类
，

一

类是包括代表实时流量的开关量信号
、

脉冲信号
、

数字信号等 ，

传感器
一

般用干簧管或霍尔元件 ； 另
一

类代表累积流量的数字信号和
经编码的其它电信号等 。

远传输出的方式包括有线和无线

预付费

类水表

Ic
卡水表

T M
卡水表 是

一

种非接触式的智能预付费水表

代码数据交换

式水表

用 一

组变形的数据码来传输交换预付水购置量数据
，

采用这种数据控制技术的智能
预付费水表

定量水表

采用电气控制或数控方式 ，

在
一

定范围内设置和控制用水量的水表
。

这是在 Ic 卡类
预付费表研制成功前的同类型表 ，

用于工 业生产过程 (如化工 生 产
、

建筑工 程混凝
土搅拌等) 和投币取水等场合

2 主要性能要求
1 ) 温度系数 ： 最低允许工 作温度 (，删 r，) 为给定内压条件下水表能够持久承受且计量特性不会劣

化的最低温度 。

最高允许工 作温度 (／帆 丁) 为给定 内压条件下水表能够持久承受且计量特性不会劣化
的最高温度 。 工 作温度 (7铷) 是在水表的上

、

下游测得 的管道 中的平 均水温
。

2 ) 工作允许压力 ： 最低允许工 作压力 (剃 P ) 是额定工 作条件下水表能够持久承受且计量特性不
会劣化的最低压力 。

最高允许工 作压力 (删 P ) 是额定工 作条件下水表能够持久承受且 计量特性不会
劣化的最高压力

。

3 ) 工作压力 (尸w ) ： 在水表的上
、

下游测得的管道中的平均水压 。

4 ) 压力损失 (△P ) ： 额定工作条件下
，

水表的最大压 力损失应不超过 O
．

o 6 3 M P a ，

其中包括作为水
表部件的过滤器或滤网。

5 ) 流量系数 ：

常用流量 (p 3 ) ： 额定工 作条件下的最大流量
。

在此流量下
，

水表应正常工 作并符合最大允许误差
要求 。

过载流量 (p 4 ) ： 要求水表在短时间内能符合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

随后在额定工 作条件下仍能保持
计量特性的最大流量 。

最小流量 (9 1 ) ： 要求水表的示值符合最大允许误差的最低流量
。

分界流量 (9 z ) ： 出现在 常用流量 ()3 和最小流量 Q l 之间
、

将流量范围划分成各有特定最大允许误
差的 “

高区
”

和
“

低区
”

两个 区的流量
。

6 ) 示值误差 ： 对于水表 的示值允许误差
，

最小流量至最大流量 的 l0 ％ 之间 (不包括 1O ％ 这
一

点) ，

为 ± 5 ％ ，

最大流量的 10 ％ 至最大流量为 ± 2 ％ 。

7 ) 水表的外型尺寸包括 口径
、

长
、

宽
、

高
、

连接螺纹等
。

尺寸
、

重量与包装运输有关
。

8 ) 水表压力损失曲线由生产厂家提供
，

当无资料时
，

可按常用流量时为 O
．

O 2 5 M P a 、

过载流量时
为 O

．

1O M P a 估算
，

中间流量时用插入法求得
。

3 选用要点
1 ) 选择水表需首先考虑水温 、

供水压力
、

水的理化特性
、

水表允许压力损失及预期流量
。

水表的
最小流量 Q 1 和常用流量 Q 3 必须与供水设施的预期流量

、

水流方向
、

计量范围等相适应
。

通过水表 的

设计流量及产生的压力损失不超过规定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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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公称直径不大 于 D Ⅳ5O 时
，

应采用旋翼式水表
，

按给水系统设计秒流量选用
。

3 ) 宜优先选用干式水表
。

在非采暖地区且极限最低温度低于
一

4 ℃ 时
，

室内公共部位的分户水表
或毗邻西北两侧外墙的水表应采用干式水表 。

如采用湿式水表
，

应做保温处理
。

4 ) 水表的类型应与预期安装条件相适应
，

安装水表及管件应有充足的空间
。

5 ) 选用水表时
，

需注意溶解物质在水表中沉淀的可能性
。

需注意水表电源的持续运行能力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水表应安装在易于接近的位置 ，

以便 读数
、

维护和拆卸
。 不适合安装在能产生冲击或震动

，

并
损坏水表的场所 。

2 ) 水表不应承受由管子和管件引起的过渡应力
。

如有必要
，

水表应安装在底座或托架上
，

并在水
表前加装柔性接头 。

应防止由表内的水和环境的极限温度损坏水表
。

3 ) 水表安装位置应避免曝晒
、

水淹
、

冰冻和污染
，

在雨季和冬季应采取防雨防冻措施
。

4 ) 表壳上 的水流指示箭头方向必须与水流方向
一

致
。

5 ) 为保证流经水表水流态的稳定
，

在水表两侧管段宜保证有
一

定的直管段
，以确保水表计量精确

。

6 ) 水表前后均宜装设检修阀门
，

水表与表后阀门间宜装设泄水装置
，

住宅中分户水表
，

可不设表
后检修阀及专用泄水装置 。

7 ) 当水表可能发生反转时
，

应在水表后设止回阀
，

特别是加热设备进水管冷水表后应设止回阀
。

8 ) 管道冲洗干净后
，

才可进行水表 的安装
。

安装后
，

应让水缓慢地进入总管
，

并对系统排气
。

9 ) 热水表的安装要求除工 作温度不同外
，

其它安装要点与冷水表相同
。

热水表最大工 作温度为
l 1O ℃ ，

若水表安装在锅炉或换热器前
，

为防止回流
，

应在水表后设置止回阀
。

1 O ) 饮用水计量仪要求水质混浊度不超过 l N T u 。

以水平位置 (度盘面朝上 ) 安装为宜
。

1 1 ) 具体施工 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1 s s 1O 5 《常用小型仪表及特种阀门选用安装》
5 相关标准

、

规范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l 部分 ： 规范》 G B ／T 7 7 8

．

1
—

2 o 07／

IS () 4 O 6 4 —

1 ： 2 O O 5 。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2 部分 ： 安装要求》 e B／T 7 7 8
．

2
—

2 0 0 7／lS O 4 O 6 4 —

2 ： 2 0 0 5 。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3 部分 ： 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 G B ／T

7 7 8 ．

3
—

2 o 0 7 ／IS 0 4 0 6 4
—

3 ： 2 OH05 。

8 ．

2
．

2 温度计
给水排水和消防工程 常用的温度计有玻璃液体温度计

、

压力式温度计
、

双金属温度计
、

热电阻和热
电偶温度变送器 。

1 主要性能指标
1 ) 玻璃液体温度计
根据分度值和测量范围不同 ，

玻璃液体温度计分为精密温度计和普通温度计 (见表 8
．

2
．

2 )
。

表 8
．

2
．

2 温度计分类

名称 精密温度计 普通温度计

分度值 O 1
．

O
．

2 O 5
．

1 O
．

5
．

1 2
．

5

温度范围 (℃ )
一

6 0
—

3o 0 30 O
～

5 o o
—

lo 0
～

30 0
—

3O
～

6 0 0

2
) 压力式温度计

温包充满低沸点液体蒸汽的压力式温度计型号为 w T Z
一

2 8 0 ，

电接点温度计型号为 w rIZ
一

2 8 8 。 压
力式温度计最大测量 范 围为 一

2 O
～

l6 0 ℃ ，

精度等级为 1
．

5 和 2
．

5 两级
。

仪表正 常工 作环境温度为
一

lO ～

5 5 ℃ 。

毛细管最大长度不大于 2 0 m 。

电接点温度计的工 作电源为 2 2 0 V ／3 8 0 V 。

接点容量为 10 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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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式温度计温包内充满气体的型号为 w T Q
一

2 8 0 ； 电接点温度计的型号为 W rQ
一

2 8 8 。

3 ) 双金属温度计
双金属温度汁代号为 w s ＼w s s ，

电接点温度计为 w s x 、w S S x 。

温度测量极限范围 ： 最低极限温度为
一

6 0 ℃ ，

最高极限温度为 5 o 0 ℃
，

正 常工作环境温度为
一

2 0
—

6 O qe 。

保护套管插入被 测介质的深度为
l5 0 ～

5 0 0 m n 1／10 0
～

15 0 o m m ，

接头螺纹为 M 2 7 x 2 ＼c l／2 ＼G 3 ／4 ＼M 16 × 1
．

5
，

电接点温度计的接点功率为
10 V A ，

最大工作电压为 2 2 0 V ／3 8 0 V
，

最大工作电流为 1 A 。

4 ) 热电偶和热电阻温度计主要用于工 业用途 。

2 选用要点
1 ) 一

般规定
量程选择 ： 被测介质的正常温度应在仪表最大量程的 l／4

～

3 ／4 范围之内
。

被测介质的脉冲温度不
应大于仪表的最大量程 。

仪表的安装环境应符合产品对环境的要求
。

有关电气的技术要求详见产品说
明。

2 ) 温度计的选型
当被测介质的温度无远传要求时 ，

可选用蒸汽／气体压力式温度计 ＼双金 属 温度 计
。

当被测介质的
温度有远传要求时 ，

应选用热电阻或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加二 次仪表显示和控制系统
。

当环境振动条件超
过 V

．

H
．

3 级
，

宜采用压力式温度计或热电阻
，

也可采用热电偶温度传感
。

被测介质为腐蚀性介质时
，

温度仪表的保护套管应采用相应的防腐蚀材质套管 。

当系统要求有温度控制要求时
，

可采用电接点温度
计或热电阻／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

3 施工安装 ： 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1 S S l0 5 《常用小型仪表及特种阀门选用安装》
4 相关标准
《双金属温度计》JB／T 8 8 0 3

一

l9 9 8 。

《蒸气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 JB／T 92 59
一

l9 9 9 。

《工 业热电偶技术条件》JB／T 9 2 3 8
一

l9 9 9 。

8 ．

2
．

3 压 力表
给水排水工 程和消防工 程常用压力表从测量范围上可分为真空表

、

真空压力表
、

压 力表
。

从结构型
式上分为弹簧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两种 。

从功能上弹簧压力表又分为
一

般压力表
、

耐震压力表
、

隔膜压
力表 、

电接点压力表和远传压力表
。 压力变送器可分为电容式差压压力变送器和扩散硅压力变送器等

。

1 主要性能指标
1 ) 弹簧压力表量程及精度等级 ： 压力表量程 (M P a ) 为 O

一

0
．

4／0
．

6／l／l|6 ／2
．

5 ／4／6 ，

真空表量程
(M P a ) 为

一

O 1
—

0 。

真空压力表量程 ( M P a ) 为
一

0
．

1
～

O／0
．

3／0
．

5 ／0
．

9／l_5／2
．

4 。

给水排水及消防给
水工 程采用的现场直接显示仪表的精度等级采用 2

．

5 或 1．5 即可
。

2 )
一

般压力表 ： 压力比接头螺纹为 M 2 0 × 1
．

5 或 G 1／2 。

其正常工 作环境温度为
一

4 0
～

7 O qC ，

表体
最大允许温度为 2 0 o ℃ ，

正常工作的振动不应超过 V
．

H
．

3 级
。

3 ) 耐震压力表 ： 接头螺纹为 M 2 0 × 1
．

5 或 G l／2 。

其具有阻尼和全封闭性能
，

耐振动
、

压力瞬间冲
击和恶劣环境能力强 。

耐震压力表有 Y T N
—

lo o 和 Y T N z
一

10 0 两种型号
， Y T N z

—

l0 0 带有阻尼器
。

4 ) 隔膜压力表 ： 接头螺纹为 M 2 0 × 1
．

5 或 G l／2 。

被测介质的环境温度为
一

2 5
～

7 O ℃ 。

隔膜有
S U s 3 l6 、

s u s 3 16 L
、

3 J l
、

蒙乃尔合金
、

巴氏合金
、

纯钛和纯银等材质
。

隔膜压力表具有防腐功能
，

适
用于酸碱等腐蚀性介质的压力测量 。

5 ) 电接点压力表 ： 接头螺纹为 M 2 O × 1
．

5 或 G 1／2 。

该类压力表触头功率为 1O V A ，

触头最大电压
为 3 8 0 V

，

触头最大电流为 1 A 。

其工 作环境温度为
一

2 0
—

6 0 ℃ ，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 。

振动等级超过
V ．

H ．3 时
，

应加装耐震阻尼块
。

如果仪表使用的环境温度超过 2 O ± 5 ℃ 时
，

应考虑温度附加系数
。

电接
点压力表的型号有 Y 1x

一

1O 0
、

Y
’

rX
—

l5 O 。 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型号有 Y T x c
一

10 0
、

Y T x c
—

l5 O 。

防爆
电接点压力表型号有 Y T x

—

l6 0
一

B
，

磁助耐震电接点压力表型号有 1rT x c
—

l5 0
一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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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远传压力表 ： 接头螺纹为 M 2 O × 1
．

5 和 G 1／2 。

仪表的电气部分由四芯插头与外部联接
。

该类压
力表的工作环境温度为

一

2 5
～

6 O ℃
，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应≯ 8 5 ％ 。

本安防爆型远传压力表技术要求 ： 仪表的外接配线要求采用单独的电缆
。 电缆的公称外径为 6

—

9 m m ，

且 二 芯
，

电缆的布置尽可能减小对仪表本身安全性能的干扰
。

尽量
，

直线布置
，

不得打卷或与高
压线捆成 一

束
。

电容最大允许值分别为 5 m H 和 0
．

0 5 u F ； 仪表外通过接线盒内设置的接地螺钉可靠接
地 ； 仪表正 常工作的振动条件应不超过 V

．

H
．

3 级规定 ； 被测介质中不应有对黄铜
、

磷铜
、

5 0 c r V A 钢起
腐蚀作用的物质 。

7 ) 压力变送器 ：精确度等级为 0
．

2
、

O
．

5 ，

其输入 电源 为 24 V ，

输出信号为 4
—

2 0 m A 。

量程为 O
～

2 0 o k P a 、

O
～

lO k P a 、

0
～

2 5 M P a 、

O
～

2 0 o k P a 。

压力 变送器使用环境温度为
一

2 0
～

8O 。C ，

环境相对湿度为 5 ％
～

9 5 ％ ，

大气压为 80
一

I l0 k P a 。

其接头螺纹为 M 2 O × 1
．

5 、 G 1／2／2
．

1／2 N P r 。

电容式差动压力变送器的型
号有 Y s T

—

l 1
一

I／II ，

扩散硅式压力变送器型号有 Y R B
一

0 2 ，

防爆型压力变送器型号有 Y s z K
一

3 3
一

B 。

2 选用要点
1 ) 一

般规定
量程选择 ： 被测介质的正常压力应在仪表最大量程的 1／4

～

3 ／4 范围之内
。

被测介质的脉冲压力不
应大于压力表的最大量程 。

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的安装环境应符合产品对环境的要求
。

2 ) 压力表的选型
①无腐蚀性的液体 (如 自来水 、

软化水等) 和气体 (空气
、

蒸汽等)
，

且仪表工作环境 的振动等级

不超过 V
．

H
．

3 级时
，

采用
一

般压力表
。

②当被测介质为腐蚀性液体或纯水时
，

应采用隔膜式压力表
。

③水泵 、

空压机等设备的进出 口管道上的压力表
，

或者仪表安装的环境振动等级超过 V
．

H
．

3 级时
，

压力表应采用耐震压力表 。

④被测介质的压 力需 要有压 力范围控制或压力报警功能时
，

可采用电接点压力表 。

⑤当测量介质无腐蚀
、

振动等级不超过 V
．

H
．

3
、

介质压力波动较少时
，

采用普通型电接点压力表
。

⑥当被测介质压 力波动较大
，

且 有激烈的脉冲时
，

应采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
。

⑦当被测介质的振动等级超过 V
．

H ．3 级或水泵空压机的进出管
，

且介质压力有激烈的脉冲时
，

应
采用磁助耐震电接点压力表 。

⑧当仪表安装环境有防爆要求时
，

应采用防爆电接点压力表
。

⑨当被测介质的压力有远传和检测要求时
，

可采用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
。

远传压力表的精确度
和压力表的精确度和压力变送器相 比较低 ，

可用于测量精度要求低的场所
。

⑩压力变送器用于测量精度要求 较高 的场所
。

⑧远传压力表和压 力变送器两者都能实现远距离传递压力信号和 自动控制 。 远传式压力表的安装环
境振动不应超过 V

．

H
．

3 级
。

超过时应设减振缓冲装置
。 压力变送 器 的安装环境的振动等级超过 V

．

H
．

3

级 时
，

采用毛细管传递压力
。

3 施工 安装要点 ： 径向型弹簧压力表的表接头应垂直向下安装
。 压力变送器的接头可向下或水平

安装 。

对于测量介质温度超过 6O ℃ 时
，

弹簧压力表的安装应选用有冷凝管的安装方式
。

当安装仪表的
管道 ≤ D N lo o 时

，

压力表的安装宜采用丝扣连接 ，

当安装仪表的管道 > D N 10 0 时
，

压力表 的安装宜采
用焊接连接 。

当安装仪表的管道有保温时
，

连接 D N l5 的短管上的压力表阀门应在保温层外面
。

具体施
工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ls s 10 5 《常用小型仪表及特种阀门选用安装》

4 相关标准
《一

般压力表》 G B l2 2 6
—

2 0 0 1 。

《电接点压力表》 JB／T 927 3
一

l9 9 9 。

《远传压力表》 JB／T 10 2 o 3
—

2 o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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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源设备
·

，8 ，
·

1 冷热源设备
。

1 ．

1
．

1 分类
、

特点及适用范围 (表 1J 1
．

1 )

1．1 锅 炉

表 1
．

1
．

1 锅炉分类
、

特点及适用范围

分
类 产品名称 特 点 供热量 适用范围

蒸

汽

锅

炉

卧式内燃三 回程
燃油燃气蒸汽锅炉

结构简单 ，

紧凑
，

制造成
本低 ，

对水处理要求低 单台蒸发量

1 ～

10 ∥h 范围

蒸汽用户 的汽源 ，

以及 作 为 采

暖 、

通风和空调热负荷的热源

双锅筒纵置式水管

燃油燃气蒸汽锅炉

蒸发 量 和压 力 不 受 限制 ，

水循环较好 。

对水处理要
求较高 。

本体结构较复杂

单台蒸发量 1O t／h 以上

立式水管
燃油燃气蒸汽锅炉

单台蒸发量较小 ，

占地面
积小 ，

便于安装使用 单台蒸发量

1t／h
以下

电热蒸汽锅 炉 无需 备 用 锅炉
，

仅备用发
热元件即可 单台蒸发量

4 ∥h 以下 符合

用 电条件地 区蒸汽用户 的

汽源或蓄热式 电锅炉的热源

热

水

锅

炉

卧式 内燃三回程

燃油燃气热水锅炉

结构 简单 、

紧凑
，

制造成
本低 单台热容量

0 7
～

7 0 M w

采暖 、

通风和空调热负荷的热

源

立式水管

燃油燃气热水锅炉 占地面积小

，

便于安装 单 台热容量 0
．

7 M w 以下

双锅筒纵置式 水管

燃油燃气热水锅 炉 热
容量和压力不 受 限 制

，

水循环较好 。

但对给水品
质要求较高 。

本体结构较
复杂 ，

尤其是炉墙密封

单台热容量 7 M w 以上
单锅筒纵置式水 管

燃油燃气 热水锅炉

常压燃油燃气热水锅炉 常压锅 炉为非压力容器

单 台热 容量 2 8 M W 以下

采 暖 、

通风和空调热 负荷 的热
源 。

特别适用于锅炉需设置在
建筑物内的使用场合真空燃油燃气热水锅炉

破裂时碎片不会 向外飞 ，

安全性好

电热承压热水锅炉

受 《热水锅炉技术监察规

程》监控 ，

锅炉设置在建
筑物 内或贴 近建 筑 物 时 ，

对其热容量和压力有限制
单台热容量 2

．

】M w 以下

宜用作 蓄 热 式 电锅 炉 系 统 的热
源

电热常压热水锅炉 常压锅炉 ，

为非压力容器 适用于符合用 电条 件 的地 区 、

锅炉需设置在建筑物 内的使用

场合电热真空热水锅炉

如炉体破 裂无碎 片外 溅 ，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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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2 蒸汽锅炉
1 蒸汽锅炉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见表 1

．

1
．

2 。

表 1
．

1
．

2 蒸汽锅炉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燃

油

燃

气

蒸

汽

锅

炉

卧
式
内
燃
三
I固
程

额定蒸发 量 (∥ h ) 0 2 l 0
．

3 『 0
．

4 O 5 O 7 1
．

O 1
．

5 2 0 2 5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12 5 l4 6 l8 2 2 l8

柴油 (k∥h ) 7 3 l】O l6 0 l9 3

额定蒸发量 (∥ h ) 4 l 5 l 6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2 80 l 36 O 4 32 l2 22 l5 2 8

柴
油 (k g／h ) 2 5 4 J 3 l7 l 3 8 l 7 4 9 10 7 6 13 4 5

锅炉设计效率 (％ ) 87
～

9 0

额定工 作压力 (M P a ) 0 7
，

1
．

0
．

1
．

2 5
，

l 6
，

2 4 5

双
锅

筒
纵
置
式
水
管：

额定蒸发量 (∥ h ) 0
．

2 l 0
．

3 J O 4 l 0 5 l O
．

7 l l O I
．

5 l 2 0 l 2
．

5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柴油 (k∥h )

额定蒸发量 (L／h ) l 4 l 5 1 6 I 8 J lO l l2 l l5 l l6 l 2 0 i
— —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3 l7 l 4 19 I 4 6 8 I 67 O l 80 2 l 1o o 6 l
— —

l l3 4 0 l l4 7 6 l
— —

柴油 ( kg／h ) 2 5 6
．

5 l 34 4 8 l 3 85 l 5 5 1
．

7 I 6 60 l 827
．

6 i
— —

1 I】0 3 l l2 l6 l
— —

锅炉设计效率 (％ ) 8 6
～

9 1

额定工作压力 (M P a ) 0
．

7 O ， 1
．

2 5
，

1
．

6
，

2
．

4 5

立

式
水
管

额定蒸发量 (∥h ) 0 2 O
．

3 O
．

4 0 5 O 7 1 O 1
．

5 l 2
．

0 l 2
．

5

燃料

消耗量

天然气 (N m ’／h ) 2 6
．

8 44 7 87
．

9

柴油 (kg／h ) 】3 8 2 0
．

9 2 7
．

9 34
．

9 4 8
．

8 6 9
，

8

额
定蒸发量 (∥h ) f 4 l 5 6 l 8 l l0 I 12 I 15 f 16 』 2 o l

— —

燃料

消耗量

天然气 (N m ’／h )

柴油 (k∥h )

锅炉设计效率 (％ ) 8 6
—

89

额定工 作压 ( M P a ) O
．

7
．

1
．

0

电

蒸

汽

锅

炉

额定蒸发量 (∥ h ) 0 0 5 l 0
．

1 l O 2 l 0 3 0
．

5

额定工 作压力 (M P a ) 0
．

3 0 7

输人电功率 (kw ) 80 l 15O l 2 10

额
定电流 (A ) 12 2 J 228 J 32O 547

额定蒸发量 (∥ h ) O
．

7 5

额定工 作压 力 ( M P a ) 0 7 1
．

0

输 入
电功率 (kw ) 2 16 0 I 2 8 8 0

额定电流 (A ) 1o 9 4 l 2 l8 8 l 32 82 l 4 3 7 6

锅炉设计效率 (％ ) 9 8 ％

注 ： l 燃料发热量按柴油 4 l86 8 lcJ／k冀
、

天然气 3 6 8 4 5

2
所列为部分锅炉生产厂的产品参数

，

供参考
。

6
kJ／N m ’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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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蒸汽锅炉选用要点

1 ) 燃油燃气蒸汽锅炉选用要点

①应在对产品进行技术和经济 比较的基础上 ，

选择具备技术先进
、

自动化程度高
、

锅炉效率高的
，

品牌知名度高 、

信誉好
、

售后服务好的锅炉厂商产品
，

并应确认是否符合国际产品质量管理通用标准
。

②应注意锅炉使用燃料类别与燃烧设备是否匹配
，

接口规格和连接方式
、

配套辅机
、

自控装置
、

安

全保护装置 、

阀门等的情况
。

③应要求厂商提供锅炉尾部排烟温度及微正 压 的压 力参数和锅炉排放烟气污染物中二 氧化硫
(s 0 ，)

，

氮氧化物 (N 0 。 ) 的含量
，

以便考虑余热回收装置 的配置
，

进行尾部烟道阻力和是否满足环保

要求的计算 。

④应考虑锅炉烟气冷凝结露所引起的腐蚀对锅炉使用寿命的影响 。

应考虑锅炉尾部增加余热回收装

置后 ，

其燃烧器对尾部受热面所增加烟气阻力的适应性
，

进行核算
。

⑤燃气锅炉所用燃气宜采用低压 ( < 5 k P a ) 和中压 (5
～

15 0 k P a ) 系统
，

不宜采用高压系统
。

⑥燃油燃气锅炉尾部烟道应装有防爆门。

⑦选用锅炉的额定热效率应符合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 B 5 O 18 9
—

2 o o 5 中有关
“

燃油燃气蒸

汽 、

热水锅炉额定热效率 ≥ 8 9 ％ ”

的规定
。

2 ) 电蒸汽锅炉选用要点
①选用的电蒸汽锅炉应具有先进 、

完善的自控系统
，

应配备安全可靠的超载
、

超压
、

缺水
、

低水位

等自动保护装置 。

②单台电蒸汽锅炉的电功率 ，

应与变压器容量相匹配
。

多台电蒸汽锅炉可共用
一

台变压器
，

但不允
许多台变压器共 同给

一

台电锅炉供电
。

单台电蒸汽锅炉的功率不宜大于 2
．

4 M w 。

③电蒸汽锅炉配合蒸汽蓄热器
，

可蓄存较多
、

较高参数的热量
，

但电蒸汽锅炉加蒸汽蓄热器的系统
造价高 ，

要求运行管理水平较高
。

因此
，

对于供热参数要求不高的采暖
、

空调及生活用热系统
，

一

般不

采用电热蒸汽锅炉加蒸汽蓄热器的系统 。

3 蒸汽锅炉施工 安装要点
1 ) 锅炉及其辅机

、

水处理设备等的安装应符合设备制造厂的技术要求
。

设备基础必须待设备到货

并与设计图纸核对无误后 ，

方可施工
。

2 ) 管道最高点放气
、

最低点放水
。

管道安装后的试压验收
，

按 《工 业金属管道工 程 施工 及验收规

范》 G B 5 0 2 3 5
—

19 9 7 进行
。

3 ) 设备安装时
，

应避免设备
、

安装材料集中堆放在楼板上 。

利用建筑柱
、

梁起吊设备时
，

必须事

先核实梁 、

柱的承载能力
。

4 ) 燃油系统必须设二 级过滤器
。

中燃油过滤器 (6 O 目／英寸) 设于 日用油 箱出口管段上
，

细燃油

过滤器 (14 O 目／英寸) 设于燃烧器人 口管段上
。

5 ) 燃气总管上应装设总关闭阀
。

总关闭阀设在安全和便于操作的地点
，

高度宜 1
．

O
一

1
．

2 m 。

燃气

管人户前应装设快速切断阀 。

6 ) 燃气管上应装设放散管
、

取样 口 和吹扫 口 。

其位置应能满足将管道内的燃气或空气吹净的要
求 。

放散管应设阻火器
。

引出管应高于锅炉房屋面 2
．

0 m 以上 。

放散管的管径应根据吹扫段的容积和吹
扫时间确定 。

吹扫量按吹扫容积的 10
～

2 O 倍计算
，

吹扫时间可采用 15
～

2 O m in 。

7 ) 电锅炉的电源应由配电室直接供给
，

可用电缆或金属排输送
。

8 ) 电锅炉控制柜及系统控制柜宜单独设置在控制室内
，

如布置有困难需设置在锅炉问内时
，

控制
柜必需远离水泵和水处理设备

，

并应有 5 O
一

10 o m m 高的基础
。

9 ) 电锅炉房内所有用电设备都需可靠接地
。

1 ．

1
．

3 热水锅炉
1 热水锅炉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见表 1

．

1
．

3
一

l
～

表 1
．

1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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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

3
—

1 燃油燃气承压式热水锅炉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卧
式
内
燃
三
回
程

额定热功率 (M w ) 0 _35 0
．

4 9 0
．

7 l O 5 l 4 l_7 1
．

7 5 2
．

1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3 8 5 3
．

2 7 6 l14 14 8
．

5 l85 223

柴
油 (kg／h ) 33

．

5 47 67 10 0
．

5 l3 l 16 4 19 5
．

6

额定热功率 (M w ) 2
．

8 3
．

5 4
．

2 5 6 7
．

0 8
．

4 10
．

5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2 9 7 3 7 1 4 5 l 6 0 1 7 5 I_5 9 O 2 I】2 7

柴油 (kg／h ) 2 62 327
．

5 39 7 5 5 30 6 62 5 79 5 994

锅炉设计效率 (％ ) 89 3
～

94

额
定工 作压力 (M P a ) 0

．

7
，

1
．

0
，

1 2 5 ， 1
．

6

供水／回水温度 (℃ ) 95／7 0
．

1 15／7 0

立

式

水
管

额定热功率 (M w ) 0
．

3 5 0 _4 9 0
．

7 1
．

O 5 1
．

4 1．7 I
．

7 5 2 l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4 0
．

4 8 0
．

8 l2 l l6O l 196 2 239
．

6

柴
油 (k∥h ) 3 3

．

3 66
．

5 9 9
．

7 13 l 9 l6 l 6 19 7
．

3

额定热功率 (M w ) 2
．

8 3
．

5 4 2 5
．

6 7
．

0 8．4 10 _5

燃
料

耗量

天然气 (H m ’／h ) 32 0
．

2

柴油 (k昏／h ) 2 63
．

7

锅炉设计效率 (％ ) 8 8
．

6
～

89 5

额定工 作压力 (M P a ) O
．

7
．

】
．

0

供水／回水 温度 (℃ ) 95／7 O
．

60／5O

双
锅
筒
纵
置
式
水

管；

额定热功率 (M w ) 1 4 2
．

8 4
．

2 7
．

0 14
．

O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3 0 7
．

2 4 6 O 8 8 0 1．4 l5 5 3

柴油 (k吕／h ) 25 3 379 5 60 0 l279

锅
炉设计效率 (％ ) 87

—

9 l

额
定工 作压力 (M P a ) 0

．

7 ， 1
．

0 ， I 2 5

供水／回水温度 (℃ ) 9 5／7 0
．

1 15／7 O
，

l3 0／7 0

苴

锅
筒
纵
置
式
水
管

额定热功率 (M w ) I
．

4 2
．

8 4 2 7
．

0 l4
．

O

燃
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15O 30 6

柴
油 (k∥h ) 12 3 2 5 2

锅炉设计效率 (％ ) 8 8
．

3
～

9 l 37

额定工作压力 (M P a ) 0
．

7

供水／回水温度 (℃ )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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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

3
—

2 燃油燃气常压及真空式热水锅炉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常

压

式

额定热功率 (M w ) 0
．

3 5 O
．

7 I
．

O 5 1
．

4 2
．

1 2 8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4 o 7 9
．

2 l 】8
．

6 l5 6
．

2 235
．

4 3 l3

柴油 (k∥h ) 3 2
．

6 6 5
．

2 9 o
．

5 12 8 5 l9 3
．

9 2 5 8

锅炉设计效率 (％ ) 90
．

I 9 o I 9 O
．

5 9 1
．

8 9 1
．

3 9 I_6

额定工作压力 (M P a )

供水／回水温度 (℃ ) 9 5／7O

真

空

式

额定热功率

[M Ⅵr／ (k c a ¨ )]

0 ．

1 l6 ／

l0 o 0 0 0

0 ．

17 4／

1500 o o

O ．

2 33／

20 O 00 0

0 ．

2 9 l／

2 5O Oo 0

0 ．

34 9／

30 00 o0

Q ．

鱼Q 1 ，

3 5 0 0 o 0

0 ．

4 6 5／

4 0 0 0 0 0

0 5 8 l／

5 0 0 o o 0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l 1 1 I6
．

7 2 2
．

2 27 8 33
．

3 3 8
．

8 4 4
．

4 5 5 5

柴油 (kg／h ) 10 7 16 2 1 3 2 6 7 3 2 3 7
．

3 4 2
．

6 5 3 3

额定热功率

[M w ／ (k c 彤 h ) ]

0 ．

69 8／

60 0 0o o

O ．

9 3／

80 0o 00

l_ l6／

1O 0 00 ()0

l_5 l／

l3O 0 00 0

1．86／

160 0 00 0

2 ．

3 3／

2O 0 o0 0 0

2 9 1／

25o 0 0 o0

燃料

耗量

天然气 (N m 。／h ) 6 6
．

6 88
．

8 lll 14 4
．

3 177
．

6 2 2 2 27 7
．

5

柴油 (kg／h ) 64 85
．

3 10 7 13 8 6 l70 7 2 13
．

3 2 6 9 6

锅炉设计效率 (％ )

最高使用水压头 (M P a ) O
．

7

供水／回水 温度 (℃ ) 80／6 0

表 1
．

1
．

3
—

3 电热水锅炉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承

压

式

输 出热功率 (M w ) 0
．

0 6 0 _ 12 O
．

2 3 0
．

35 0
．

4 7 0
．

53

输入电功率 (kw ) 6 0 12 0 2 4 o 3 6 o 4 8 O 5 4 o

输出热功率 (M w ) O
．

7 0
．

9 3 1
．

2 1
．

4 1
．

7 2 l

输入电功率 (kw ) 7 2 0 9 6 0 l2 0 0 l4加 I8o 0 2 l6 0

额定工作压力 (M P a ) ≤

．

6

工
作温度 (℃ ) ≤ 2 O

锅炉设计效率 (％ ) 9 8 ％

常

压

式

输出热功率 (M w ) 0
．

O 6 0 12 0
．

2 3 0
．

35 0
．

4 7 0
．

5 3

输入电功率 (k w ) 6o 120 2 4o 36 o 4 80 54 o

输出热功率 (M w ) O
．

7 0 9 3 1 2 1
．

4 1
．

7 2 1

输入电功率 (kw ) 7 2 0 9 6 0 l2 0 0 14 4 O l80 0 2 l6 0

额定工作压力 (M P a ) O

工
作温度 (℃ ) ≤ 90

锅
炉设计效率 (％ ) 9 8 ％

真

空

式

输出热功率 (M w ) O
．

o 6 0
．

12 0 2 3 O
．

3 5 0 4 7 0
．

5 3

输入电功率 (kw ) 60 l2 0 24 0 360 4 80 54 0

输出热功率 (M w ) 0
．

7 0
．

9 3 1
．

2 l 4 1
．

7 2
．

1

输入电功率 (kw ) 7 2 O 9 6 o 12 0 0 14 4 0 l80 0 2 16 0

额定工作压力 (M P a ) O
．

8
～

l 2

工
作温度 (℃ ) ≤ 8 5

锅
炉设计效率 (％ ) 9 8 ％

表 1 ．

1
．

3
—

1
～

表 1
．

1
．

3
—

3 中
，

承压燃油
、

燃气热水锅炉的燃料发热量按柴油 4 l8 6 8 U ／kg
、

天然气 3 6 84 5
．

6 kJ／

N m ’ 计算 ； 常压热水锅炉的燃料发热量按柴油 4 2 7 0 5 4 kJ／kg
、

天然气 3 5 l6 2
．

4 k J／N m ’ 计算 ； 真空热水锅炉
燃料发热量按柴油 4 3 12 4 l【J／k g 、天然气 4 14 4 1．4 lcJ／N m ’ 计算

。

所列为部分锅炉生产厂的产品参数 ，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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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水锅炉选用要点
1 ) 热水锅炉按承压能力分为承压

、

常压和真空锅炉
。

承压锅炉系压力容器
，

其锅炉的设置受国家
《热水锅炉技术监察规程》管理 ，

如需将锅炉设置在建筑物内或贴近建筑物时
，

容量和压力均有限制
。

常压锅炉为非压力 容器
，

但其系统应符合 《小型和常压热水锅炉安全监察规定》的要求
。

真空锅炉因
其意外破裂时 ，

碎片不会向外飞溅
，

安全性更好
。

应根据锅炉设置的位置和审批难易的程度
，

选用热水
锅炉的类型 。

2 ) 承压锅炉可用于高温热水系统
，

其工 作压力应能保证 系统在高温下运行 时 系统 内的任何点均不
汽化 。

常压锅炉的供水温度不高于 9 5 ℃
，

只适 用 于低 温 热水采 暖
。

真空热水锅炉可供给的热水温度更
低 ，

不超过 8 5 ℃
，

多用于生活及地板辐射采暖或空调用热系统
。

3 ) 选用热水锅炉的承压能力应结合供热系统类型 (
一

次水直供系统或二 次水间供系统) 确定
。

对
于 一

次水直供高层或超高层建筑的系统
，

必须考虑管 网静压大 和循环水管道运行 时压力高的问题
，

应选
用承压能力足够大的锅炉 。

4 ) 对供热范围大
、

距离远
、

供应高温水的系统
，

应选用承压热水锅炉
。

5 ) 选用常压锅炉应考虑系统配置的经济性
。

一

般常压锅炉适用于低层和多层建筑
。

高层建筑采用
常压锅炉时 ，

应考虑循环水泵的电耗
。

但如将锅炉设置在高层建筑顶层
，

循环泵设在建筑物底层时
，

则
不受此限 。

6 ) 选用锅炉时应要求制造厂提供水阻力特性
。

宜选用名义工 况流量下锅炉水阻力 ≤ O
．

0 8 M P a 的产
品 。

7 ) 蓄热式电热系统宜选用承压式电热水锅炉
。

若选用常压或真空式锅炉
，

所需水箱体积大
，

蓄热
品质低 。

8 ) 从配电
、

节能
、

经济
、

安全性等方面考虑
，

单台蓄热式锅炉容量以 ≤ 12 0 0̈ k w 为宜
，

最大容量

不应超过 2 4 0 ()k w 。

注 ： 其它选用及施工 安装要点
，

参见 l 1
．

2 节蒸汽锅炉的相关内容
。

1 ．

1
．

4 锅炉辅助设备
1 油罐
1 ) 分类及特点见表 1

．

1
．

4
—

1 。

表 1
．

1
．

4
—

1 油罐分类及特点

分类方式 类 别 特 点

材料

金属 立式圆柱 现场焊制

，

适用于较大油罐

卧式圆柱 容量 比较小 ．

最大到 l0 0 m ’ ， 一

般为加工 厂制作

非金属 整体现浇钢筋混凝土 圆形或矩形

，
一

般适用于地下 、

半地下使用

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 现场安装

用途

贮油罐 贮存 2 0
—

3 0 天锅炉最大耗油量

卸 油罐 过 渡容器 ，

其容积与所卸油罐车容积有关

日用油罐 容积不大于锅炉一

昼夜需用油量 (柴油不超过 l m ’)

2 ) 设计选用要点
①油罐应根据工程情况选用

。

小型油罐
一

般选用生产厂的定型产品
，

较大型油罐
一

般选用标准设计
图集加工 制作或由油罐专业 生产厂家现场制作的产品

。

②选用油罐时应注意工 作压力
、

工 作温度
、

接 口条件
、

支座方向
、

抗震设防烈度
、

充装系数等
。

③油罐可根据设计要求配置以下附件 ： 人孔
、

油位计
、

油位控制器
、

排污管
、

量油孔
、

内梯
、

外
梯 、

呼吸阀
、

阻火器
、

防雷接地板
，

以及消防配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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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泵

1 ) 分类及特点见表 1
．

1
．

4
—

2 。

表 1
．

1
．

4
—

2 油泵分类及特点

分类方法 类 别 特 点

用 途

卸油泵 流量大 、

扬程低
。

可选用往 复泵
、

离心泵
、

齿轮泵
、

螺杆泵

输油泵 从卸油罐送至贮油罐或贮油罐送至日用油罐

供油泵 流量小 ，

压力高 。
一

般选用齿轮泵
、

螺杆泵

结 构

往复泵 分电动

、

蒸汽动力二 种
。

有效吸人压头高
，

有可靠 的 白吸能力
，

对油牯度适应

性大 ，

易调节流量
。

出口油压脉动大
，

占地较大
，

投资运行费高

离心泵 结构简单

，

运行维护检修方便 ，

对输油杂质不敏感
，

流量均匀效率低
，

无 自吸

能力 ．

不应在低负荷下运转

齿轮泵 体积小

，

工作可靠
，

动力消耗小
，

设备费用低
，

结构简单
，

维护工 作量小
，

具有 良好
的自吸性能 。

易磨损
，

不 宜在较 高温度下连续工 作
，

压力 与流量选择 范 围不广

螺杆泵 流量

、

压 力 波 动小 ，

噪声小
，

运转平稳
，

体积小
，

寿命长
，

效率 比齿轮泵高
，

自吸性能好 。

仅适用于清洁油品

2 ) 设计选用要点
①根据用途及所用油的品质选用泵的类型 。

②泵的流量选择应综合考虑使用的灵活性
、

锅炉负荷变化特点及动力消耗等因素
，

③卸油泵 、

输油泵
、

供油泵均应设置备用泵
。

④选择油泵的扬程应考虑理论计算与实际情况的误差 、

油管线摩擦阻力与油种类
、

泵扬程应较理论计算加大 1O ％
～

2 O ％ 。

⑤选用离心泵 时
，

流量与扬程应根据输送油品的温度
、

粘度进行换算
。

3 油过滤器

1 ) 分类及特点见表 1
．

1
．

4
—

3 。

表 1 1
．

4
—

3 油过滤器分类及特点

合理确定 。

温度等因素 。

油

分类方式 分 类 特 点

安装位置

泵前过滤器 安装在油泵吸人管上 ，

以延 长泵 的寿命

炉前 过滤器 安装在 锅炉 喷嘴前 ，

防止喷嘴堵塞

结构形式

普通网式过滤器 结构简单 ，

清洗时取出滤框

带吹扫管网式过滤器 内有蒸汽清扫管 ，

清洗工 作简单

片状式过滤器 工 作过程中可清除杂质
。

结构复杂
，

适用于不问断精细过滤的场合

I

滤网规格

粗过滤器 安装在离心式 、

往复式油泵的进 口母管上

中过滤器 安装在螺杆式 、

齿轮式油泵的进口 母管上

细过滤器 一

般安装在加热器及喷嘴前

2 ) 设计选用要点
①对有连续工作要求的场合 (如炉前及供油泵前 )

，

必须设 置备 用过滤器
。

便于交替使用
。

②充分间断作业的场合 (如卸油及输油) ，

可不设置备用过滤器
。

③间断作业系统如选用齿轮泵或螺杆泵 ， 也 宜设 置备用过滤器
。

4 电锅炉蓄热装置
1 ) 分类

电锅炉蓄热装置的主要形式是蓄热水箱 ，

目前也有 固体蓄热装置和利用 固液相变蓄热的其它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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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广泛应用)
。

蓄热水箱分类及特点见表 l 1 4
—

4 。

表 1
．

1
．

4
—

4 蓄热水箱分类及特点

分类方式 类 别 特 点

材料 金属

承压 适用于高寒地区及供热温度要求较高的采暖用户

常压 适用于一

般采暖用户

非金属 常压 整体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 一

般为矩形
，

适用于地下
、

半地下放置

2 ) 设计选用要点
①计算常压蓄热水箱最大可利用温差时 ，

对于直供系统
，

可取 4 O ℃ ； 对于间供系统
，

可取 3 5 ℃ 。

②计算承压蓄热水箱可利用温度时
，

可按照蓄热系统工作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低 2 0 ℃ 取值
。

③蓄热水箱的有效容积应保证水箱的蓄热量满足蓄热负荷要求 。 一

般条件下
，

蓄热水箱保温效率和
容积系数均可取 9 5 ％ 。

④对于住宅等需要 2 4 h 供热的用户
，

蓄热水箱数量应≥ 2 个
，

并宜逐个蓄热和放热 ； 对于学校
、

办
公楼等白天供热 、

夜间保温的用户
，

可选用 1 个蓄热水箱
。

⑤蓄热水箱的材料应根据工 程情况选用
，

一

般按图纸现场加工制作
。

⑥蓄热水箱应根据设计要求配置 以下 附件 ： 人孑L
、

液位计
、

液位控制器
、

蓄热出水
、

回水管
、

供热
出水 、

回水 管
、

排污管
、

补水管
、

内梯
、

外梯等
。

⑦蓄热水箱的进 、

出水位置的设置应考虑温度梯度影响
。

供热出水和蓄热回水口应在水箱上方
，

供
热回水和蓄热出水口应在水箱下方

。

⑧蓄热水箱需作保温
。

保温厚度按
一

昼夜 (2 4 h ) 散热损失量小于蓄热量 5 ％ 考虑
。

相邻设置的两
水箱之间也需保温 。

1 ．

1
．

5 相关标准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 《锅炉房设计规范》 G B 5 O o 4 1

—

2 o o 8 。

《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劳部发 [19 9 6 ] 2 7 6 号
。

《工 业 锅炉水质》 G B l5 7 6
—

2 0 0 1 。

《工 业 锅炉通用技术条件》 JB／T 10094
—

2 0 0 2 。

《工 业锅炉热工试验规范》 G B IO 18 0 。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l3 2 7 1
—

2 O 0 l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 B 3 0 9 5
—

19 9 6 。

《城市区域 环境 噪声标准》 G B 3 O 9 6
一

l9 9 3 。

《城镇燃气设计标准》 G B 5 0 0 2 8
—

2 o 0 6 。

《工 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 B 5 O 2 3 5
—

19 9 7 。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19 9 7 年修改版 )
。

《小型和常压热水锅炉安全监察规定》 (2 O o 0 版)
。

2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锅炉的施工 作法及主要节点构造详图参见表 1
．

1
．

5 相应国家建筑标准
设计图集 。

表 1
．

1
．

5 图集列表

图集号 图集名称

O 2 R l 1O
《燃气 (油) 锅炉房工程设计施工 图集》

0 3 R 10 2 《蓄热式电锅炉房设计施工 图集》

0 2 R 1 l1 《小型立
、

卧式油罐图集》

0 2 R 1 l2 《拱顶油罐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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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1 分类与特点 (表 1
．

2
．

1 )

1．

2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

表 1
．

2
．

1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分类与特点

分 类 单机制冷量

(kW )
制冷剂 特点

、

适用范围

活

塞

式

开启式 l 14
～

4 5 6

R 2 2

R 4 0 7 C

R 4 10 A

1
通过活塞往复运动吸人和压缩气体

，

压缩 比小 (约 2
～

3 ) ；

2
系统装置简单

，

没备造价低 ；

3
往复运动惯性大

，

振动大；

4
单机容量小

，

适用于小型空调系统
。

采用多机头
、

高速多缸
、

大行程 、

大缸径可增加容量
，

改善性能

水冷半封闭式 1 16
～

9 3 O

风
冷半封闭式 4 8

～

6 10

水
冷全封闭式 l0

～

l0 o

涡

旋

式

风冷 5 6
～

l6 9
R 2 2

R 4 O 7 C

R 4 1O A

1
由静

、

动涡盘组成
。

气态制冷剂从静涡盘外部吸人
，

在静
、

动
涡盘间形成的月牙形空间中压缩后的高压气态制冷剂从静涡盘

中心排出 ，

完成吸气与压缩过程 ；

2
吸气

、

压缩连续
，

效率高
。

结构简单
，

零部件少 ；

3
单机容量小

，

适用于小型空调系统水冷
5 3

～

l6 2

螺

杆

式

水冷开启式 l l5
～

22 0o

R 2 2

R l34 a

R 4 0 7 C

R 4 1O A

1
单螺杆通过

一

个螺旋形转子与两个星轮相互啮合
，

双 螺 杆 通 过

转动 的两个 阴 阳螺旋形转子相互 啮合而吸人和压缩气体 ；

2

转速较高
，

压缩 比可达 2 O ；

3
易损件少

，

运行 可靠
，

制冷量可无级调节；

4
噪声大

，

单机容量比离心式小 ；

5
适用于大

、

中型空调系统
。

由于制冷温度低
，

多用于蓄冷空调

系统

水冷半封闭式 l l5
～

2 2 0 0

风
冷半封闭式 2 3 0

～

6 9 3

离

心

式

R 2 2
机组 1O 5 5

～

2 10 0 R 2 2 1 通过叶轮离心力作用吸入气体和对气体进行压缩 ；

2
容量大

，

体积小
，

可实现多级压缩提高效率和改善调节性能
。

能效 比高 。 三 级压缩半封闭式机组最小负荷 10 ％ 左右
，

单级压
缩 (开启式或半封闭式) 最小负荷 3 0 ％

一

4 O ％ ；

3
单机容量大

，

适用于大型空调系统 ；

R l
2 3 机组 7 0 3

～

4 2 2 2 R 】2 3

R l34 a 机组 l4 0 7
～

4 5 0 3 R l3 4 a

注

1 ．

2
．

2

1

2

3

4

5

6

7

本表分类摘 自 《中央空调设备选型手册》 (第
一

版)
，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

周邦宁主编
。

主要技术指标

机组名义工 况条件见表 1
．

2
．

2
—

1 。

机组名义工况能源效率限定值见表 】
．

2
．

2
—

2 。

机组能源效率等级指标见表 1
．

2
．

2
—

3 。

公共建筑节能没计标准要求的机组性能系数 (c O P ) 下限值见表 1
．

2
．

2
—

4 。

公共建筑节能标准要求的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 L V ) 下限值见表 1
．

2
．

2
—

5 。

机组正常工 作温度条件范围见表 1
．

2
．

2
—

6 。

机组实测性能允许偏差限值见表 1
．

2
．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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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2
．

2
—

1 机组名义工 况条件

项 目

蒸 发器侧 冷凝器侧

冷 水 水 冷式 风 冷式 蒸发 冷却式

进 口水温 出口水温 进 口水温 l 出口水温 干球温度 l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制冷 (℃ ) l2 7

s。

f 3 s 3 s l 24

污
垢系数

[( m 。 -

K )／k w ]
0 0 86 O

．

O 86

额定
I单相交流 2 2 0 V 15O H z )

电压
l三 相交流 3 80 V

、

3 kV
、

6 k V 或 l0 kV (5 0 H z )

大气压力 (kP a ) 1O 1

表 1
．

2
．

2
—

2 机组名义工 况 能源效率限定值

类 型 额定制冷量 (k w ) 性能系数 (w ／w )

风冷式或蒸发冷却式

≤ 5 0 2 4
0

>
5 O 2 6 0

水冷式

≤ 5 2
8 3

．

8O

5 2 8 一

l l6 3 4 0 O

>
1 l6 3 4

．

2 0

表 1
．

2
．

2
—

3 能源效率等级指标

类 型 粱 ；
、

J 2 3 4 5

风冷式或

蒸发冷却式

≤ 5 0
3

．

2 O 3 【x 】 2 8 0 2
．

60 2 4 0

>
5 O 3

．

4 O 3
．

2 O 3 o o 2 80 2 6 0

水冷式

≤ 5 2
8 5

．

0 4
．

7 O 4 4 0 4
．

10 3 8 O

5 2 8 ～

1 l6 3 5 50 5
．

10 4
．

7O 4
．

30 4
．

0O

>
l 16 3 6 1O 5 6 0 5

．

10 4 6 0 4
．

2 O

注 ： 机组的节能评价值为表 中能效等级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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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2
．

2
—

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要求的机组性 能 系数下 限值

机组类型 额定制冷量 (kw ) 性能系数下限值 (w ／w )

水 冷

活塞式／涡旋式

<
5 2 8

52 8 —

1 16 3

>
l 16 3

3 ．

8

4 ．

0

4 2

螺杆式

<
5 2 8

5 2 8 ～

l 16 3

>
I】6 3

4 10

4 30

4 ．

6 0

离 心
式

<
5 2 8

52 8 ～

l l6 3

>
l16 3

4 ．

40

4 ．

7 0

5 ．

10

风冷或蒸发冷却

活塞式／涡旋式

≤ 5 0

> 5 O

2 ．

40

2 6o

螺杆式
≤ 5O

>
5 O

2 ．

6 o

2 8O

表 1
．

2
．

2
—

5 公共建筑节能标准要求的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下限值

类 型 额定制冷量 (kw )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下限值

(W ／W )

水冷

螺杆式

<
5 2 8

5 2 8 ～

I】6 3

>
l 16 3

4 4 7

4 ．

8 l

5 ．

13

离心式

<
5 2 8

5 2 8 ～

l l6 3

>
l l6 3

4 4 9

4 ．

8 8

5 ．

4 2

注 ： IP L V 值是基于单台主机运行工 况
。

表 1
．

2
．

2
—

6 机组正常工 作温度条件

项 目

蒸发器侧 冷凝器侧

冷 水 水冷式 风冷式 蒸发冷却式

进 口水温 出口水温 进 口水温 出口水温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制冷

名义工 况 12℃ 7 0C 3O ℃ 35 ℃ 35℃ 24 ℃

最 大负荷工况
由名义工

况 冷水流
量决定

15 oc 3 3 ℃

由名义工

况冷水流
量决定

4 3 ℃ 2 7 ℃

低温工 况 5℃

由名义工

况
冷水流

量决定

2 1℃ 2 1℃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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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2
．

2
—

7 机组实测性能允许偏差限值

项 目 实测值

制冷量 > 9 5 ％

机 组耗电量 ( 1 l0 ％

冷水及冷却水侧压力损失 < 1l5％

1 。

2
．

3 相关标准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 ) 机组工 商业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 (热泵) 机组》 G B／T l84 30

．

1
—

2 O O 1 。

《蒸汽压缩循 环冷水 (热泵 ) 机组户用 和类似用途的冷水 (热泵) 机组》 G B ／T 184 30
．

2
—

2 0 0 1 。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 B l9 5 7 7
—

2 0 0 4 。

《制冷和供热用机械制冷系统安全要求》 G B 9 2 3 7
—

2 0 0 1 。

《离心式冷水机组》 JB／T 3 3 5 5
一

l9 9 8 。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 B 5 o 0 19
—

2 0 O 3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 B 5 O 18 9
—

2 0 0 5 。

1 ．

2
．

4 设计选用要点
1 设计选型时应根据空调系统负荷及运行工 况选取额定负荷及部分负荷下性能系数高的机型

。

2 冷水机组在名义工 况下各类机组的单机调节范围为 ： 活塞式 2 5 ％
、

5 0 ％
、

7 5 ％
、

10 0 ％
，

螺杆
式 1O ％

～

1o 0 ％ ，

离心式单级压缩 3 O ％
～

10 O ％
，

三 级压缩 l0 ％
一

1o 0 ％ 。

3 机组运行条件与名义工 况条件不同时
，

应对机组制冷量进行必要的修正
。

有特殊要求时应向生
产厂家声明 。

4 根据国家环保政策和制冷剂限禁用时间表选择制冷剂类型
，

并根据不同制冷剂的特性考虑机房
的通风设施 。

5 选用机组时应注意机组的电源要求与工 程实际供电条件是否匹配
，

条件允许时大型离心机组宜
选用 10 k V 高压机组

，

以减少变压设施 。

6 水冷式机组选型范围见表 1
．

2
．

4 。

7 为更好的节能
，

近年来新研发出带热 回收的冷水机组
，

在条件符合的情况可优先选用
。

8 选用冷水机组时
，

应注意名义工 况的条件
，

国产机组的名义工 况应符合表 1
．

2
．

3
—

1 的数值
。

冷
水机组的实际产冷量与下列因素有关 ：

1 ) 冷水出水温度和流量
。

2 ) 冷却水的进水温度
、

流量以及污垢系数
。

9 选用冷水机组时
，

应注意该型号机组的正常工 作范围
，

主要是主电机的电流限值是名义工 况下
的轴功率的电流值 。

对离心式冷水机组
，

还应考虑远离喘振区
。

1 0 在设计选用中应注意 ： 在名义工 况 流量下
，

冷水的出口 温度不应超过 l5 ℃ ，

风冷机组室外干
球温度不应超过 4 3 ℃ 。

若必须超过上述范围时
，

应了解压缩机的使用范围是否允许
，

所配主电机的功
率是否足够 。

表 1
．

2
．

4 水冷式机组选型范围

单机名义工况制冷量 (kw ) 冷水机组机型
≤ l 】6

往复式
、

涡旋式
l】6 ～

7 o 0 往复式
、

螺杆式
7 O O ～

10 54 螺杆式
lO 5 4 一

l7 5 8 螺杆式
、

离心式
≥ 1

7 5 8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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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5 施工安装要点
1 设备基础应待机组到货后

，

校对好尺寸再行施工 。

机组就位后应找正水平
，

其纵横向水平度允
许偏差为 1／10 0 O 。

2 机组安装在室 内时
，

应考虑机房的消声与隔声 ； 安装在室外时
，

应考虑机组噪声对周围环境
(特别是对居住建筑) 的影响 ，

并应采取电气控制设备的防雨
、

防结露措施
。

3 机组减振器的压缩量应
一

致
，

其偏差应不大于 2 m m 。

4 连接机组的管道应采用柔性接头
，

不允许管道的重量由机组承担
。

5 大型机组应有吊装设施
。

机房高度应考虑吊装设备的起 吊空间
。

6 机组吊装时应使用机组的吊装点
，

不 准在机组上 随意捆 吊
。

1 ．

2
．

6 技术经济分析
1 机组正常工 作统计使用寿命见表 1

．

2
．

6
一

l 。

2 机组出厂价格 比较见表 1
．

2
．

6
—

2 。

3 机组选用经济性参照表见表 1
．

2
．

6
—

3
，

其中 A
、

B
、

c 表示优先顺序
。

表 1
．

2
．

6
—

1 机组统计使用寿命

机组类型 离心式机组 螺杆式机组 活塞式机组

统计使用寿命 (年 ) 20
～

4 O 8
～

l4 5
～

10

注 ： 本表摘自 《中央空调设备选型手册》 (第
一

版)
，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

周邦宁主编
。

表 1
．

2
．

6
—

2 各类机组出厂价格
、 ＼ 、 、 、 、 机组类型

黝 ＼ ＼ ＼

离心式

引进技术

螺杆式

进口 压缩机

离心式

全部引进件

模块式

国产风冷

活塞式

进 口原装风冷

机组冷量 比价

(元／kw )

59 0 726 8 l2 ～

854 162 3
—

】7 0 8 2 0 5 0
～

2 13 5

冷却水泵和冷却塔

冷量比价 (元／kw )
1 I5 1 15 l 15 0 O

总
冷量比价 (元／kW ) 7O 5 84 1 927

—

9 6 9 16 2 3
～

l7 0 8 2 O 5 0
～

2 l3 5

注 ： 1 比较冷量为 l7 5 6 k w (单台或多台)
。

2
总冷量比价为单位制冷量所需的出厂价格 (含冷却塔

、

冷却水泵
、

自控装置)
。

3
本表价格统计时间为 19 9 7 年底

，

近年来价格变化 比较大
，

仅供参考
。

本表摘自 《中央空调设备选型手册》 (第 一

版)
，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

周邦宁主编
。

表 1
．

2
．

6
—

3 机组经济性参照表

比较项目 活塞式
、

涡旋式 螺杆式 离心式

设备费 (规模小) A A B

设备费 (规模大) A A B

运
行费 C A B

容量调节性能 B A B

维
护管理难易 B A C

安装面积 A A B

必
要层高 A A A

运转重量 A A B

振动和噪声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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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热泵型冷 (热) 源装置

1 ．

3
．

1 概述
热泵型冷 (热) 源装置是指以电动机驱动的压缩机 (活塞式 、

螺杆式
、

涡旋式
、

离心式) 为主机
，

配置换热装置 (蒸发器 、

冷凝器
，

或其它热交换器)
，

以所制取的冷水 (风) 和热水 (风)
，

作为建筑
物空调 、

采暖或其它系统冷 (热) 源的装置
。

1 ．

3
．

2 分类
、

特点及适用范围

类 别 特 点 适用范围

空气源热泵 以空气为低温热源 的热泵

。

通 常有空 气／空气热

泵 、

空气／水热泵等形式

较适用于夏热冬冷地 区的中
、

小型公共建筑 ；

冬季室外空气调节计算温度条件下 ，

机组性能系

数低于 1
．

8 或具有集中热源
、

气源的地区
，

不 宜

作 为采暖 的 主体 热 源 采用 。

但可以作为冬初
、

冬
末的辅助热源

地
源
热
泵

地表水系统

以江 、

河
、

湖
、

海 (或污水等) 的地表水
，

直接
或通过换热盘管间接循环为低温热源的热泵系统 ；

直接循环时 ，

蒸发器 (冷凝器) 应考虑防垢和防
腐问题

水量和水温可以满足热泵系统可靠和经济运行的

地区

地下水 系统

以抽取和回灌地下水 (单井或双井 ) 为低温热源
的热泵系统 。

制冷时水温宜为 1O
～

2 5 ℃
，

制热时
水温宜为 5

～

25 。c

地 下
水的抽取和回灌水量及其温度

，

可以满足热
泵系统可靠和经济运行 ，

且 为 当地 水 文 地质 管 理

部 门所 允许 的地 区

地埋 管 系统

以水平或垂直方式在地 下 埋 设 盘 管 换 热 器
，

以水

或其 它换 热介质在盘管内循环
、

与岩土体进行热
交换为低温热源的热泵系统 ；

制冷时介质温度宜为 10
～

4 0 ℃ ，

制热时介质温度
温宜为 5

～

2 5 ℃ ( < 5 ℃ 工 况应使用防冻介质 )

具备钻孔埋管的地质条件即可应用

水环式系统

通过封 闭循 环 的水 系 统 ，

将数组水／空 气 热 泵
(水／水热泵) 机组并联组成

一

个复合式空气调节
系统 ，

可部分机组供暖运行
、

部分机组供冷运行
。

系统以回收建筑物余热为主要特征 ；

循环水系统水温保持在 】5
～

3 5 ℃ 之间
，

高于 3 5 ℃

时由冷却塔冷却 ，

低于 15 oc 时由热源加热补充
。

水系统无需保温和保冷；

可直接将热泵机组设置在空调房间 内 ，

省去机房
占地面积

建筑规模较大 、

有较多常年冷负荷的内区
、

需要
同时供冷和供暖的商业 、

办公
、

娱乐等综合大厦 ；

如其内区面积大于或与外区面积相当
、

冷负荷与
热负荷大致相等 ，

为最佳应用场合

1 ．

3
．

3 主要技术性能要求
1 制冷 (热 ) 量 ，

制冷 (热) 消耗功率
按表 1

．

3
．

3
一

l 和表 1
．

3
．

3
—

2 制冷 (热) 名义工 况条件实测的制冷 (热) 量
，

不应小 于名义制冷

(热 ) 量 的 9 5 ％ ； 其相应消耗功率不应大于名义制冷 (热) 消耗功率的 I ]O ％ 。

2 制冷能效比 (E E R )
，

制热性能系数 (c 0 P )
实测制冷量与实测制冷功率的比值 [即能效 比 (E E R ) ]

、

实测制热量与制热功率的比值 [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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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c O P )]
，

不应 小于表 1
．

3
．

3
—

3
、

表 1
．

3
．

3
—

4 和表 】．3
．

3
—

5 中的规定值
。

机组能效等级按表
1 ．

3
．

3
—

6 判定
。

3 静压
、

噪声
水源热泵机组的机外静压 、

噪声限值应符合表 1 3
．

3
—

7 的规定
。

4 水系统压力损失
按 G B ／T 184 3 O

．

1
—

2 0 0 l 要求测定的水系统压力损失
，

不应大于机组名义值的 l l5 ％ 。

5 其它要求
机组 的制冷系统安全性能

、

电气安全性能
、

气密性
、

液压试验等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中的要求
。

表 1
．

3
．

3
一

r 商用冷水 (热泵 ) 机组名义工 况条件 (℃)

工
况条件

使用侧 热源侧

冷 (热 ) 水 水冷式 风冷式

进 口水温 出口水温 进 口水温 出口水温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名义制冷工 况 12 7 30 3 5 35

名 义制热工 况 4 0 4 5 15 7 7 7 6

注 ： 上表数据引 自 G B ／T 184 3 0 1
—

2 【x】】。

表 1
．

3
．

3
—

2 水源热泵机组名义工 况条件 (℃】

类别 冷 ：热) 风型机组 (注 1 ) 冷 (热 ) 水型机组 (注 1 )

工况

条件

使用侧入 口

空
气状态 热源侧状态 环境空气状态 使用侧

进桕

出水

温度

热源侧进：托／出水温度

干球

温度

湿球

温度

环境干

球温度

进水／出水温度
千球

温度

湿球

温度 水环式

地下

水式

地下

环路式水环式 地下
水式

地下

环路式

名义制

冷工况

2 7 l9 2 7 3 0 ／3 5 18／2 9 2 5／30 l5 ～

3 O 12 ／7 3 0 ／3 5 l8／2 9 2 5／3 O

名义制

热工 况
2O l5 2(】 20／

(注 2 )

15／

(
注 2 )

0／

(注 2 )

15 —

30

4 O／

(
注 2 )

2 0 ／

(注 2 )

15 ／

(注 2 )

O／

(
注 2 )

吼量静压 2 O 16

冷 (热) 风型机组指使用侧换热没备为带送风设备的室内空调盘管机组 ； 冷 (热 ) 水型机组指使用侧换热
设备为制冷剂 一

水热交换机组
。

出水温度依据名义制冷工 况水流量确定
。

上表数据引 自 G B ／T l 94 0 9
—

2 o 0 3 。

表 1
．

3
．

3
—

3 冷水 (热泵 ) 机组名义制冷工 况 能效比 (E E R )

类 型 名义制冷量 (w ) E E R (W ／W )

风冷式或蒸发冷却式
≤

50 o 0O ≥ 2
．

4 O

>
5 O 【x 】O ≥ 2

．

6 O

水冷式

≤ 5 2 8 o o 0 ≥ 3 ．

8O

52 8O oo < 名义制冷量 ≤ l 16 3 O 0 0 ≥ 4 0 O

>
l l6 3 O 0 0 ≥4 2 0

注 ： 上表数 据引 自 G B l9 5 7 7
—

20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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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3
．

3
—

4 公共建筑冷水 (热泵 ) 机组名义制冷工 况 能效比 (E E R 】

类 型 额定制冷量 (kw ) E E R ( W ／W 1

水 冷

活塞式／涡旋式

(
5 2 8 3

．

8

52 8 ～

l 16 3 4 O

>
l】6 3 4

．

2

螺杆式

(
5 2 8 4

．

1O

5 2 8 ～

l l6 3 4 30

>
l】63 4 6O

离心式

<
52 8 4 4 O

5 2 8 ～

1 16 3 4
．

7 0

>
I163 5

．

10

风
冷或蒸发冷却

活塞式／涡旋式

≤ 5 O 2 ．

4o

>
5 0 2

．

6 0

螺杆式
≤ 5O 2

．

6 0

>
5O 2

．

80

注 ： 上表数据引 自 G B 5O 189
—

2 0 o 5 ，

为对公共建筑冷水 (热泵) 机组名义制冷工 况 能效比的规定
。

表 1
．

3
．

3
—

5 水源热泵机组名义工 况 制冷能效比和制热性能系数

类 别 名义制冷 (热) 量
口 (W )

E E R ( W ／W c O P
(W ／W )

水环式 地 下水 式 地下水环式 水环式 地下水式 地 下水环式

冷热风型

Q ≤ 14 0 o 0 3
．

2 4 0 3
．

9 3
．

5 3 l 2
．

6 5

l4o 00 < 口≤ 2 8 0 00 3 2 5 4 0 5 3 ．

9 5 3 5 5 3 l5 2
．

7

2 8o 0 O < Q ≤ 5 O o 0 0 3
．

3 4
．

10 4 0 3 6 3 2 2
．

7 5

5 0 o 0 0 < 0 ≤ 8 O 0 0 0 3 3 5 4
．

15 4
．

O 5 3
．

6 5 3
．

2 5 2
．

8

8 0 O 0 o ( Q ≤ 1 o oo 00 3 4 4 20 4
．

1 3
．

7 3
．

3 2
．

85

口 > 1o 0 0 o O 3 4 5 4
．

2 5 4 15 3 7 5 3 35 2
．

9

冷热水型

Q ≤ l4 0 0 O 3
．

4 4
．

2 5 4 l 3
．

7 3
．

2 5 2
．

8

14 0 o 0 < Q ≤ 2 80 o 0 3
．

4 5 4
．

3 4 15 3
．

7 5 3 3 2
．

85

2 80 0 0 < Q ≤ 5 0 0 o o 3 5 4
．

3 5 4
．

2 3
．

8 3 3 5 2
．

9

50 O oo < Q ≤ 8 0 o 0 0 3 5 5 4
．

4 4 2 5 3 8 5 3
．

4 2 9 5

8 0 0 0 O < 0 ≤ 1O 0 o O 0 3
．

6 4
．

4 5 4 3 3
．

9 3 4 5 3
．

0

】O 0 oo 0 ( Q ≤ 1 5 0 o 0 0 3
．

6 5 4 5 4 3 5 3 9 5 3
．

5 3
．

0 5

150 O o 0 ( Q ≤ 2 3 0 o 0 0 3
．

7 5 4 5 5 4 4 4 0 3
．

55 3 l

Q > 2 3 0 0 0 0 3 8 5 4
．

6 4 4 5 4
．

O 5 3
．

6 3
．

15

能效比 (E E R ) 为机组制冷量与制冷消耗的功率之 比
。

性能系数 (c O P ) 为机组制热量与制热消耗的功率之比
。

上表数据引自 G R ／T 】9 40 9
—

2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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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3
．

3
—

6 冷水 (热泵 ) 机组能效等级指标

类 型

、

≮■＼ 能效等级
＼＼＼

i
、 ＼ 、 、 、 、 、

＼ 能效比

名义制玲量 ＼

(w ) ＼

一

级 二 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风冷式或蒸发

冷却式

≤ 5 0 【x 】O 3 2 O 3 ．

o 0 2 8 0 2 6 0 2 4 0

>
50 o 00 3 4 0 3 2(】 3 O 0 2 80 2 6O

水
冷式

≤ 5 2 8 O O 0 5 o 0 4 ．

7 0 4
．

4 0 4 10 3 80

5 2 8O 0 o < 名义制冷量 ≤ 1 l6 3 O 0 o 5 5 0 5 10 4
．

7 0 4
．

3 O 4 O 0

>
l l6 3 O o 0 6

．

10 5 6 0 5 10 4
．

6 0 4 20

机 组的节能评价值为表中能效等级的二 级
。

上表数据引 自 G B 19 5 7 7 2 o 0 4 。

表 1
．

3 3
—

7 水源热泵机组名义工 况 最小机外静压
、

噪声限值

名义制冷 (热) 量 Q
f W 1

最
小机外静压

(P a )

噪声限值 ：d B ( A ) ]

冷热风型

冷热水型整体式 分体式

带风管 不带风管 室内侧 室外侧
带风管 不带风管

口≤ 4 5 D 0 5 5 5 3 4 8 4 6 4 8 4 8

0 ≤ 7 l0 O 2 0 5 8 5 6 5 3 5 1 53 5 3

7 l0 0 ( Q ≤ 14 0 o 0 3 0 6 4 6 2 6 0 5 8 5 8 5 8

l4 O 0 o (
()≤ 2 8 0 o 0 8 0 6 8 6 6 6 6 6 4 6 3 6 3

2 8 O 0 0 <
D ≤ 5 o 0 ()0 l2 0 7 0 6 8 6 8 6 6 6 7 6 7

5 0 O o 0 <
0 ≤ 8 O 0 o 0 1 5 0 7 4 7 2 7 1 6 9 7 2 7 2

80 o 0 0 <
Q ≤ 10 0 o (】O 180 7 7 7 5 7 3 7 1 7 4 7 4

1o 0 0 o 0 < 0 ≤ l5 o o 0 0 2 2 0 7 9 7 6 7 7 7 7

Q > l5 O o 0 O 2 5 0

注 ： 1 最小机外静 压是接风管式室 内机 的限值
。

2
上表数据 引 自 G B／T 19 4 o 9

—

2 0 0 3 。

1 ．

3
．

4 设计选用要点
1 热泵机组应根据建筑物冬季热负荷及负荷特点进行选型

，

同时应核算夏季空调冷负荷
，

两者都

需满足 。

对于低负荷工况运转时间较长的系统
，

机组应具有较好调节性能
。

2 机组选型应优先选用性能系数较高的机型
。

3 空气源热泵机组选型时
，

应考虑以下要点 ：

1 ) 所选热泵机组应适合 当地气候条件
，

在冬季最低干球温度和最高湿球温度下能正常运行
。

需注
意不同类型和品牌的空气源热泵机组的最低室外温度适用范围。

对于产品铭牌或样本提供的名义工 况

(干球 7 ℃
，

湿球 6 ℃ ) 制热量
，

要进行使用工况条件出力核算
，

还应考虑结 霜融霜 的热量损失
。

2 ) 对于冬季寒冷
、

潮湿的地区
，

需连续运行或对室内温度有较高稳定要求的系统
，

应按最佳平衡
点温度 (热泵供热量等于建筑物耗热量时的室外计算温度) 确定辅助热源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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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
，

可采用复合式冷却 (低温热源 ) 热泵机组 。

4 ) 夏热冬暖地 区采用时
，

应以热负荷选型
，

不足冷量 由其它冷源提供 。

4 地源热泵系统设计时
，

应考虑以下要点 ：

1 ) 地源热泵系统方案设计前
，

应进行工程场地状况调查
，

并应对浅层地热能资源进行勘察
。

2 ) 采用地表水作为低温热源的热泵系统
，

应根据水源的水质条件确定机组是采用直接式 (地表水
直接进入机组换热 ) 还是间接式 (通过盘管或板式换热器 ) 换热形式 。 还应考虑地表水温度变化规律

及对机组性能的影响 。

寒冷地区要采取防冻措施
。

3 ) 采用 回灌井的热泵系统
，

应通过闭式循环和可靠的回灌技术措施
，

确保置换冷量或热量后的地
下水全部回灌到同一

含水层
，

并不得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污染及浪费
。

为保证系统所需水量长期
、

稳定地
提供 ，

必须采取防止水井老化的措施
。 ·

4 ) 采用地埋管式热泵系统
，

应根据 《地源热泵系统工 程技术规范》的规定
，

对岩土层的结构
、

热
物性 、

温度
，

地下水的静水位
、

水温
、

水质及分布
、

径流方向及速度
，

冻土层厚度等岩土体地质条件
，

先期进行勘察 。

地埋管换热器的换热量
，

应满足系统吸热量和释热量的需要
，

且在计算周期内的总释热

量宜与其总吸热量相平衡 。

5 水环式热泵选型时
，

应考虑以下要点 ：

1 ) 水环式热泵机 组的进风温度
， 一

般不应低于 13 ℃
，

冬季用作新风机组时
，

进风应经预热处理
。

2 ) 水环式热泵机组需要采取可靠的减振和消声措施 。

3 ) 由于热泵机组换热器对循环水水质有较高的要求
，

应采用设置中间换热器的开式冷却塔
，

或采

用闭式冷却塔 。

1 ．

3
．

5 执行标准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工 商业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G B ／T 184 3O

．

1
—

2 0 O 1 。

《水源热泵机组》 G B ／T l9 4 0 9
—

2 0 0 3 。

《制冷和供热用机械制冷系统安全要求》 G B 9 2 3 7
—

2 0 O 1 。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 B 19 57 7
—

2 0 04 。

《地源热泵系统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O 3 6 6
—

2 o o 5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 B 5 0 18 9
—

2 0 0 5 。

1．

4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1 ．

4
．

1 分类
1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以下简称

“

机组
”

) 按热源形式分类和命名 (表 1
．

4
．

1)
。

表 1
．

4
．

1 “ 机组 ”

分类和命名

分类 命 名 特 点 常用规格 适用范围

蒸
汽
型
机
组

蒸汽单效型澳化锂吸

收式冷水机组

以 0
．

o 5
～

O
．

12 M P a 压 力 的蒸汽为热源
，

制取
7 一

l0 ℃ 冷水
，

性能系数 (c 0 P ) 0 7
～

0
．

8

350 ～

l l63O kW

有 工
艺 流 程 产 生 的 余

(废) 汽或低压蒸汽场合

蒸汽双效型溴化锂吸

收式冷水机组

以 0 25
～

0
．

85 M P a 压 力 的蒸 汽 为 热 源
，

制取
5 —

13 ℃ 冷水
，

性能系数 (c O P ) 】
．

30
～

1
．

4 3

3 5 O ～

2 32 60 kW

有
自备锅炉

、

管网蒸汽或
工

艺余汽场合

热
水
型
机
组

热水单效型溴化锂吸

收式冷水机组

以进口温度 8 5
—

9 7 ℃ 热水为热源
，

制取 7
～

13 ℃
冷水

，

性能系数 (c O P ) 0 7
～

O 8

350 ～

4 6 5 0 k W
有余热或工 艺流程产生热
水场合

热水二 段型溴化锂吸
收式冷水机组

以进 口 温度 90
～

130 ℃ 热水为热源
，

制取 7
～

1O qc
冷水

，

性能系数 (c 0 P ) 0
．

7 5
～

n 8O

3 50 ～

46 50 k W 有余热或管网热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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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组型号标 记

R x z 一

热水单效型机组 ； R x z II
一

热水二 段机组
示例 1 ：

x z —

l 16 ： 表示蒸汽单效型机组
，

蒸汽压力 0
．

1 M P a (表)
，

名义制冷量 l 16 O k w ，

冷水进／出 口温度
l2 ／7 ℃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3 2／4 O qC 。

示例 2 ：

s x Z 6 —

14 5 D ： 表示蒸汽双效型机组
，

蒸汽压力 O
．

6 M P a (表 )
，

名义制冷量 I4 5 0 k w ，

冷水进／出 口

温 度 12／7 cC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3 2／3 8 ℃ 。

示例 3 ：

R x z (9 5／85 )
一

l7 4 z ： 表示热水单效型机组
，

热水进／口 温度 9 5／8 5 ℃ ，

名义制冷量 17 4 0 k w
，

冷
水进／出口温度 l5／10 ℃

，

冷却水进／出温度 3 2／3 8 ℃ 。

示例 4 ：

R x z II ( 12 0 ／6 8 )
一

2 3 3 D ： 表示热水二 段型机组
，

热水进／出 口 温 度 12 O／6 8 ℃ ，

名义制冷 量
2 3 3 0 k w ，

冷水进／出口温度 12／7 ℃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3 2／3 8 ℃ 。

1 ．

4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机组名义工况条件见表 1

．

4
．

2
一

l 。

2 机组在名义工 况下测试的实测值与名义值的偏差值
，

应符合表 1
．

4
．

2
—

2 的规定
。

3 机组安全应符合 G B l8 3 6 1
—

2 0 O l 的规定
。

4 机组的气密性
、

液压强度要求等均应符合 G B ／T 18 4 3 l
一

2 【)(】1 的规定
。

5 机组噪声应符合 G B 2 1
—

2 0 o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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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4
．

2
—

1 机组名义工 况 条件

型 式

热 源
冷水 出 口

温度 (℃ )

冷水进／出 口

温
差 (℃ )

冷却水进口

温度 (℃ )

冷却水出口

温
度 (℃ )

单位制冷量

热源耗量

[kg／(h
·

kw )]

咆和蒸汽压力

fM P a )

热水 进／出口

温
度 (℃ )

蒸 汽单效型 0
．

1 7

5

3 O (3 2 )

3 5
(40 ) 2 3 5

蒸汽双效型

0 ．

4

7

3 5
(38 )

1．

40
1O

O 6 7 1 ．

3 l
10

n 8 7 】．

2 8

热水单效型 95／85 1O
32 3 8 I l4 65

热水二 段型 120 ／6 8 7 2 2
．

0 12

注 ： 1 蒸汽压力系指发生器或高压发生器进口管箱处压力
。

2
热水型机组工 况条件

一

般由厂家按使用要求制定
，

表中参数可作选用参考 (单位制冷最热源耗量按 c 0 P =

0 、

7 5 计)
。

3
表中冷水

、

冷却水侧污垢系数为 0
．

0 8 6 [(m 。 ·

K )／k w ]
。

4
括号内数值引自厂家名义工 况数值

。

表 1
．

4
．

2
—

2 机组实测限值

项 目 机组实测限值

制冷量 ≥ 9 5 ％

单位制冷量热源耗量 ≤ 1O 5 ％

性能系数 ≥ 9 5％

冷水
、

冷却水侧压力损失 ≤ 】O 5 ％

1 ．

4
．

3 设计选用要点
1 适用范围

本产品可用于 一

般工 业 和 民用建筑物空调或生产工艺过程的冷源
。

选用应根据工 程所在地的热源状
况 、

环保要求和项 目功能特点
，

进行综合技术经济分析基础上确定
。

以下场合利于使用 ：

1 ) 缺电或电费昂贵地区 。

2 ) 民用建筑物备有蒸汽源或有管网蒸汽
、

管网热水的场合
。

3 ) 夏季蒸汽或热水供热有富余的场合
。

4 ) 有废热
、

余热可利用的场合
。

2 机型确定原则
根据热源情况及供应的稳定性 、

可靠性和价格等因素确定机型 。

饱和蒸汽压力 O
．

O 5
～

O
．

12 M P a 场
合 ，

选用蒸汽单效型机组 ； 饱和蒸汽压力≥ 0
．

2 5 M P a 场合
，

选用蒸汽双效型机组 ； 热水温度 > 10 【】℃场
合 ，

宜选用热水大温差的热水二 段型机组
，

否则选用热水单效型机组
。

3 温度确定原则
根据空调系统对出口温度

、

温差和水量的要求
，

确定对机组的温度要求
。

冷水出水温度不宜小于
7 ℃ (出水温度太低

，

热效率降低
，

系统中容易出现结晶)
。

采取大温差
、

小流量措施可有效节约水泵
电耗 。

提高冷水出口温度也 可降低能耗 。

4 机组规格和台数的确定应根据负荷大小及分布
、

使用功能
、

安装场地空间和经济性等综合因素确定
。

5 选用机组时应注意机组承压
， 选用超高压机型时应进行技术 比较 。

6 当选用蒸汽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时
，

应尽量选用在较高蒸汽压力下使用 ； 应考虑无背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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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下热源蒸汽冷凝水的回收措施 。

如供汽压力
、

温度高于机组的允许工 作压力和温度
，

应在蒸汽进入机组

前设最降压减温装置 。

7 当利用废热制冷时
，

应考虑结垢
、

腐蚀对设备和结构材料的影响并采取相应对策
。

8 控制功能
。

标准型机组都具有参数检测
、

主要故障检测和报警
、

制冷量调节和保护等功能
。

其
它如楼宇控制 、

集中控制
、

电话联网控制和水泵变频等功能
，

需根据空调系统 自控要求另加选择
。

1 ．

4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机组宜布置在室内

，

应方便安装
、

就位
、

操作和维修保养
。

2 机组突出部分 与配电盘之间的距离 以及和主要通道之间的宽度不应小于 1 _5 m ； 两机组 突 出部分
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1．O m ； 机组与墙壁之间的距离以及和非主要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0

．

8 m ； 机组顶部

距屋顶或楼板的距离不应小于 1 2 m 。

机组轴向任
一

端应留有传热管长度的拔管空间
。

3 机组就位后
，

应找正水平
，

其纵
、

横向水平度允许偏差均为 1／1O 0 0 。

1 ．

4
．

5 执行标准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G B ／T l84 3 1

—

2 o 0 1 。

《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安全要求》 G B l8 3 6 1
—

2 O O l 。

1．

5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

1 ．

5
．

1 分类
1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 (以下简称机组) 按使用功能分类

，

见表 1
．

5
．

1
一

l 。

表 1
．

5
．

1
—

1 机组分类和技术参数

分 类 技术参数 常用规格 适用范围

制冷供热专用

型机组

交替制冷和供热 。

冷水额定出口温度 7 ℃

热水额定出口温度 6 5 ℃

性
能系数 (c O P ) 1 25

～

1
．

36

制
冷量 ： 3 5 O

～

6 9 80 k w

供热量 ： 35O
～

69 8O kw

夏
季 制 冷

、

冬
季供热场合

同时 制 冷 和 供

热型机组

同时制冷和供热 。

冷水额定出口温度 7 ℃

热水额定出口 温度 6 5 oc

性
能系数 (c 0 P ) > l_ l

制冷量 ： 3 5 O
一

6 9 8O kw

供热量 ： 35O
～

69 80 kw

同
时 需 要 冷 热

负荷的场合

单制冷型机组

单制冷 。

冷水额定出口 温度 7℃

性 能 系数 (c 0 P ) 1
．

2 5
～

1
．

36

制
冷量 ： 35O

～

6 9 8O kw 仅需制冷场合

供热增大型机

组

交替制冷和供热 ，

可按需要增大供热量
。

冷水额定出口温度 7 ℃

热水额定出口温度 6 5 ℃

性
能系数 (c O P ) 1

．

2 5
～

1
．

3 6

制
冷量 ： 3 5O

一

69 80 k w

供热量 ： ≤ 1 2 (350
～

6 9 8O ) kw

热负荷 过 大 的

场合

制冷 、

供 热 同
时供卫生热水

型机组

具有单制冷 、

供热或同时制冷
、

供热并兼
供卫生热水的三用功能

。

冷水额定出口温度 7 ℃

热水额定出口温度 6 5 ℃

卫
生热水额定出 口温度 6 0 ℃

性能系数 (c 0 P ) > 1
．

1

制冷量 ： 35O
～

69 80 kW

供 热量 ： O 8 (35 0
—

69 80 ) kw

需 要 兼 供 卫 生
热水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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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组型号标记

水机组

示 例 1 ： 型号 z x Y I
一

5 8 。

表示直燃型机组
，

燃用轻油
，

制冷量 5 8O k w
，

冷水进／出口温度 I2 ／7 ℃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3 2／3 8 qC ，

交替制冷
、

供热
。

示例 2 ： 型号 z x Q I
—

l 16 L R 。

表示直燃型机组
，

燃用人工煤气
，

制冷量 l l6 0 k w
，

冷水进／出口温
度 l2／7 ℃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3 2／3 8 ℃ ，

同时制冷
、

供热
。

示例 3 ： 型号 z x Q 1I
一

17 4 O L 。

表示直燃型机组
，

燃用天然气
，

制冷量 l7 4 O k w ，

冷水进／出 口温度
12／7 ℃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3 2／3 8 ℃ ，

单制冷
。

示例 4 ： 型号 z x Q II
一

2 3 3 R 1 。

表示直燃型机 组
，

燃用天然气
，

制冷量 2 3 3 O k w
，

冷水进／出口温度
l2／7 oC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3 2 ／3 8 oc ，

交替制冷
、

供热
，

高压发生器加大
一

号
。

示例 5 ： 型号 z x Y I ／Q II
一

2 9 1 ( 13／6 ) (3 1／37 ) L R W 3 5 。

表示直燃型机组
，

燃用轻油或天然气
，

制冷量 2 9 lO k w ，

冷水进／出口温度 13／6 ℃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3 1／3 7 ℃ ，

制冷或 (和) 供热时兼供卫

生热水 350 kW 。

1 ．

5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机组名义工况条件见表 I．5

．

2 。

2 机组在名义工况下测试的实测值与名义值的偏差值
，

应符合表 1
．

4
．

2
—

2 的规定 (参见 1
．

4 章
节) 。

3 机组安全要求应符合 G B 18 3 6 l
一

2 0 o 1 的规定
。

4 机组气密性
、

液压强度要 求等均应符合 G B ／T l8 34 1
—

2 0 0 l 的规定
。

5 机组噪声应符合 G B 2 1
—

2 0 0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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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5
．

2 机组名义工 况 条件

工 况
冷水

、

温水 冷却水
性能系数

进 口 温度 (℃ ) 出 口温度 (。C ) 进 口 温度 (℃ ) 出 口 温度 (。c )

制 冷 l2 7 3 0 ( 3 2 ) 3 5 ( 3 8 1 1
．

I

供 热 6 O O
．

9

注 ： 1 表中冷水
、

冷却水侧污垢系数为 0 -o 86 [ (m 。
-

K ) ／k w ]
。

2
括号内数值引自生产厂家名义工 况数值

。

1 ．

5
．

3 选用要点
1 以制冷量 、

供热量作为直燃型机组选型的主要 依据
。

如供热量不能满足需求时
，

根据技术经济
比较可选高压发生器加大型机组 。

2 采用制冷和供热兼供卫生热水机组 (三 用机 ) 时
，

所选择机组应同时满足冷／热水与卫 生 热水
的负荷变化和季节负荷变化要求 ，

并符合实用
、

经济
、

合理原则
。

当卫生 热水负荷大
、

波动大或使用要
求高时 ，

应另设专用热水器供给卫生热水
。

3 民用建筑内设置直燃机的消防要求
，

应满足有关国家与地方的防火规范和标准要求
。

注 ： 决定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的其它选用因素 (包括适用范围
，

温度确定原则
、

机组承压
、

控制功
能和产品认证) ，

参见 I 4 章节对应部分
。

1 ．

5
．

4 施工 安装要点
参见 1

．

4
．

4 章节对应部分
。

1 ．

5
．

5 执行标准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 G B ／T 18 3 6 2

—

2 O O 1 。

《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安全要求》 G B l8 3 6 1
—

2 o o 1 。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 B 2 l
一

2 0 0 2 。

1 ．

6 蓄冰装置

1 ．

6
。

1 分类
按蓄冷方式分为显热蓄冷 (水蓄冷 ) 、

潜热蓄冷 (冰蓄冷) 二 类
。

按蓄冷剂分为水
、

冰
、

共晶盐三

类 。

按载冷剂分为乙二 醇
、

盐水两类
。

1 ．

6
．

2 冰蓄冷装置特点及适用范围 (表 1
．

6
．

2
一

1 )

1 ．

6
．

3 产品主要性能参数 (基于部分厂家产品样本数据)
1 外融冰整装式标准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I

．

6
．

3
—

1 。

2 外融冰散装式标准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6
．

3
—

2 。

3 内融冰整装式标准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
．

6 3
—

3 。

4 内融冰散装式标准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6 3
—

4 。

5 钢制椭圆形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6
．

3
—

5 。

6 整装式导热塑料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I
．

6
．

3
—

6 。

7 金属蕊芯冰球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
．

6 3
—

7 。

8 圆形冰球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6
．

3
—

8 。

9 片冰式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
．

6
．

3
—

9 。

1 0 标准蓄冰槽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见表 1
．

6
．

3
一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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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6
．

2
—

1 冰蓄冷装置特点及适用范围

类别 原 理 特 点 适用范围

冰
盘
管
蓄
冰

外
融
冰

蓄冷时 ，

冷水机组制出的低温
制冷剂或载冷剂在盘管内循环 ，

使盘管外表面结冰 ，

储存冷量
。

释冷时 ，

温度较高的冷水 回水
经蓄冰槽盘管外表面 ．

与冰直
接接触 ，

冰由盘管外向内融化
，

释放出冷量

】
由浸没在满水开式蓄冰槽中的盘管构成蓄冷装置

。

盘管
内为制冷剂或载冷剂 ，

管外
一

般结冰最大厚度 3 6 m m ；

2
分为采用 R 22 或氨作为制冷剂的直接蒸发式和以乙二

醇水溶液作为载冷剂的蓄冷形式；

3
对于盘管内通制冷剂的直接蒸发式蓄冷

，

供冷水温度可
低至 0

～

1℃ ； 对于盘管 内通 乙二 醇水溶液载冷剂的蓄冷
，

供冷水温度可低至 】
～

2 ℃ ；

4

瞬间释冷速率高 ；

5

耗电量较高 ；

6
空调供冷系统通常采用开式或中间换热式

适用于低温送风

或区域供冷等设

计供水 温度低或

瞬时供冷负荷大

的场合

内
融
冰

蓄冷时 ，

冷水机组制 出的低温
载冷剂通过盘管进行循环 ，

使
盘管外表面结冰 ，

储存冷量
。

释冷时 ．

温度较高的载冷剂通
过盘管循环 ，

冰由盘管内向外
融化 ，

释放出冷量

1
由浸没在满水开式蓄冰槽中的盘管构成蓄冷装置

。

盘管
内为乙二 醇水溶液载冷剂

，

管外结冰厚度 10
—

2 3 m m 或完
全结冰；

2 乙 二
醇水溶液作为载冷剂 ；

3
供冷水温度可低至 2

～

4 ℃ ；

4
系统充载冷剂量大

适用于包括新风

系统 、

低温送风
系统等各种场合

封
装
式
蓄
冰

蓄冷时 ，

冷水机组制出的低于
蓄冷介质相变温度的载冷剂在

球或板之间流动 ，

进 行循 环
，

球或板 内蓄冷介质结成冰 ，

储
存冷量 。

释冷时
，

温度较 高 的
载冷剂进入蓄冰槽循环 ，

球或
板内的冰融化 ，

释放出冷量

1
由封装有蓄冷介质 (去离子水或其它相变材料) 的大量

球或板形相对较小的容器 、

浸泡在充满乙二 醇水溶液的槽
(罐 ) 内构成蓄冷装置 ；

2 乙 二
醇水溶液为载冷剂

。

球或板形容器内的蓄冷介质随
槽 (罐) 型蓄冷装置内充灌的乙二 醇水溶液温度变化而结
冰或融冰；

3
初始供冷温度可低至 3 ℃ ；

4
耐腐蚀

。

装置故障少
，

维修费用低 ；

5

蓄冷装置可为承压或非承压型
。

空 凋供冷系统可为开式

或闭式

适用 于供水温度

高于 6 ℃ 的空调
系统 。

特别适用
于间歇式或瞬间

供冷负荷较大场

片
冰
滑
落
式
蓄
冰

制冰时 ，

循环水沿蒸发器外表
面流下过程 中 ，

依靠制冷剂在
垂直板或管状蒸发器 内蒸发 ，

使水在蒸发器外表面均匀结成
5 ～

9 m m 厚 的 薄 冰
。

脱 冰 时
，

依靠热的制冷剂气体进入 蒸 发
器 ，

使薄冰从蒸发器表面脱落
至蓄冰槽内 ，

实现蓄冷

1
供冷温度 1

～

2 ℃ ；

2
占地小

。

高度要求
一

般在 4
．

5 m 以上 ；

3
瞬时释冷速率高；

4
冷量损失大；

5

系统维护
、

保养技术要求高

适用于出水温度

较低及瞬时供冷

负荷 大 的场 合。

特别适用于工 业

过 程 冷却及渔业
冷冻

冰
晶
式
蓄
冰

将低浓度 乙二 醇水溶液等载冷
剂冷却至 0 oc 以 下 而产生 的细

小均匀 冰晶 (直径 l0 0 m̈ ) 与
载冷剂混合 ，

形成冰浆
，

储于

蓄 冰槽 中

1
供冷温度 1

—

2 ℃ ；

2
融冰

、

释冷速率高 ；

3
制冷机制冷效率高；

4
设备容量小

，

需长期连续运行储存大量冰浆供短时间大
负荷使用 ；

5 工
艺复杂

，

造价高

适用于出水温度

较低 、

瞬时供冷
负荷大 的场 合 ，

如 ： 生产 过 程 冷

却或食品冷藏等

共
晶
盐
蓄
冰

利用无机盐或有 机物质提高冷

水的冰点 ，

使盐水在较高温度
工况结冰

l
蒸发温度高

，

制冷机制冷效率高；

2
使用寿命短

。
一

般相变次数 ≤ 2 5 O 0 次 ；

3
相变性能随使用时间的延长而衰减

，

且产生结晶 ；

4
设计与运行管理技术要求高

适用于常规空调 ，

更利于对原有制

冷机的改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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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6
．

3
—

1 外融冰整装式标准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厂家名称简写 )

蓄冷量

(kW ·

h 1

蓄 冰 (潜热) 容量

(kW ·

h )

冰槽内水容量

(m 。)

盘管内溶液

容量 ( m ’)

装置外型尺寸

( m m ，

宽 × 长 x 高)

B A C 14 2 0 ～

3 l2 9 12 80
～

2 8 2 7 24
．

O 4
～

5 1
．

93 1
．

O
～

2
．

2 0

3 O 4 0 × 5 0 6 o × 2 15 0
—

3 o 40 × l0 8 l7 × 2 】50

清华同方 844
—

32 22 70 3
～

2 8 l4 】2 4
～

4 8
．

0 0 5
—

2
．

0

l7 30 × 6 3 80 × 2 4 8O
～

5 324 × 6 3 80 × 24 8 0

表 1
．

6
．

3
—

2 外融冰散装式标准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厂家名称简写) 蓄冰 (潜热 ) 容量 (

k w
·

h ) 装置外型尺寸(
m m ，

宽 × 长 × 高)

B A C 26 4 ～

7 O 7 9 5 6 × 2 67 7 × 15 6 9
～

l3 4 9 × 5O 6 7 x l5 6 9

表 1 6 3
—

3 内融冰整装式标准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厂家名称简写)

蓄冰 (潜热 ) 容量

(kw
·

h ) 冰槽内水容量 (

m ’

) 盘管内溶液容量 ( m ’) 装置外型尺寸(
m m ，

宽 × 长 × 高)

B A C 9 6 o 一

20 82 l J
．

32
～

2 7
．

0 3 O
．

9 85
～

2 3 J0

2 4 o o × 3 2 4 0 × 2 4 4 O
～

3 60 O × 6 O 5 O × 2 0 o O

清华同方 7 o 3
～

2 8 14 l 1 9
—

4 4
．

2 O 5
～

2
．

O

l2 10 x 6 1o o × 2 l5 0
～

3940 × 6 1o 0 × 2 l5 0

表 1
．

6
．

3
—

4 内融冰散装式标准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厂家名称简写)

蓄冰 (潜热 ) 容量

(kw
·

h )

盘管内溶液容量 ( m ’) 装置外型尺寸 ( m m ．

宽 × 长 × 高)

B A C 4 l9 一

lO 4 l 0
．

4 9 3
一

1
．

15 O IO l9 x 2 7 4 0 × 2 0 7 5
～

】6 l9 × 5 5O 8 × I6 4 3

表 1
．

6
．

3
—

5 钢制椭圆形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厂家名称简写 )

整装式 散装式

蓄冷量 (kw ·

h ) 盘管内溶液容量 (m ’) 蓄冷量 (kw
·

h ) 盘管内溶液容量 (m ’)

益美高 6 47
～

2 5 6 7 O
．

8 4 9
—

3
．

2 8 2 3 24
一

l2 84 0
．

4 2 5
～

1
．

64 l

表 1
．

6
．

3
—

6 整装式导热塑料蓄冰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厂家名称简写 ) 蓄冷量 (
k w

-

h ) 盘管内溶液容量 ( m ’) 装嚣外型尺寸 (m m ，

宽 × 长 × 高)

杭州华源 】0 2 0
～

2 9 6 】 0 8 4
～

2
．

4 3 2 5 0 0 × 3 760 × 2 2 3 0
～

2 9 8 0 × 6 7 【x) × 2 7 0 o

表 1
．

6
．

3
—

7 金属蕊芯冰球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 杭州华源 )

类别 蕊芯结构 单位热容个数[个
／ (kw

-

h )]

结冰时平均传热系数

[k w ／ ( m 。 ·

℃ ) ] 直径

×

长度 ( m m )

单金属蕊芯冰球 铝合金齿状蕊芯 9 9 5 ≥ 1
．

20 击l3 O x I4 0

双
金属蕊芯冰球 中空金属蕊芯 4

．

5 5 ≥ 1
．

38 引 30 × 2 4 6

注 ： 上表产品相变温度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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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6
．

3
—

8 圆形冰球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 西亚特 )

类别 相变温度 (0c ) 单位立方米个数 (个／m ’) 潜热 [ (kw
·

h ) ／m ’] 直径 (m m ) 换热面积 ( m 。)

S 2 7 2 7 ．

O 2 5 50 4 4
．

5 击7 7 1 O

A C O O 0 O l3 加 4 8 4 击9 6 O 8

表 1
．

6
．

3
—

9 片冰式蓄冷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数据出处
(厂家名称简写)

制冷工 况 制冷量
(kW )

制冷工况功率

(kw )

蓄冰工况制冷量

fkW 1

蓄冰工 况 功率
f kW 1

M u e IJe T

(广东国得代理)
87 9

～

2 6 3 8 l7 3
～

5 18 59 8
—

17 9 4 l5 7
—

4 7 l

注 ： 上表 产 品的压缩 机类 型 为半封闭螺杆式
。

表 1
．

6
．

3
—

1 0 标准蓄冰槽主要
·

陛能参数

数据出处

(厂家名称简写 ) 蓄冷量 (
k w

·

h ] 蓄冰 (潜热 ) 量
( k W

-

h 1

盘 管内溶液容量
(m 。 )

装置外型尺寸

( m m ，

宽 × 长 × 高)

广州贝龙 I 】7 8
～

4 9 9 4 lO 0
～

4 l8 5 O 69
～

3
．

0

2 2 [x】× 3 9 50 × 2 O 5 0
～

2 8O 0 × 9O o0 × 3200

1 ．

6
．

4 选用要点
1 根据建筑物功能空调逐时负荷特点及电力供应情况 ，

经技术经济 比较后确定蓄冰方案
。

2 根据空调系统对供水温度
、

供 回水温差
、

融冰速度等的要求
，

以及 是 否采 用低 温送风
、

区域供

冷或独立新风 系统 和工程项 目的具体情况 (冷冻机房空间
、

空调系统规模等 )
，

选择蓄冰装置的类型及
流程 。

3 根 据出水温度
、

容量范围
、

效率
、

能耗
、

自控系统及价格等因素
，

选择制冷主机
。

冰蓄冷系统
选用双工况制冷 主机 时

，

中小型工 程宜优先选用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
。

4 冰蓄冷系统为并联流程时
，

冰槽出口设计供水温度
一

般为 5 ℃
，

供回水温差宜为 5 。C
，

蓄冰装置
宜采用封装式 (冰球) 或完全冻结式内融冰盘管 ； 冰蓄冷系统为主机下游串联流程时

，

冰槽出口设计
供水温度 一

般为 3
～

4 ℃
，

供回水温差宜为 7
～

lO ℃
，

蓄冰装置宜采用完全冻结式内融冰盘管 ； 冰蓄冷系
统为主机上游串联流程时 ，

冰槽出口设计供水温度
一

般为 l
～

4 ℃
，

供回水温差宜为 7
—

1O ℃ ，

蓄冰装置
宜采用外融冰或不完全冻结式内融冰盘管 。

1 ．

6
．

5 相关标准
《蓄冷设备》 s B ／T 1 [)34 3

—

2 O 0 l 。

《蓄冷空调系统的测试和评价方法》 G B ／T 19 4 12
—

2 0 0 3 。

《蓄冷空调工 程技术规程》 JG J l5 8
—

2 0 O 8 。

1 ．

7
．

1 换热器
1 分类及特点见表 1

．

7
．

1
—

1 。

2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见表 1
．

7 1
—

2 。

1 ．

7 换热机



冷热源设备
·

2 0 7

表 1
．

7
．

1
—

1 换热器分类 (按结构 ) 及特点

类 别 特 点

管壳式

固定管板 结构简单 ，

造价低
，

热膨胀不好
，

易泄漏
，

适用小温差

带膨胀节 制造较复杂 ，

克服了热膨胀补偿问题

U 型管 管束可 自由伸缩
，

结构简单
，

传热量低
，

适用大温差

浮头式 适应热膨胀 ，

清洗方便

波纹管 有固定管

、

u 型 管
、

浮头等结构
。

内部换热管为波纹管
，

换热能力比普通管强
，

一

定程度减少

了管壁结垢

套管式 两根管子是套装的 ，

内管中流动着
一

种流体
．

而内
、

外管间的环行空间流动着另
一

种流体

板式 波纹板

带波纹的板 ，

波峰相叠
，

装配在
一

个结构框架内
，

或焊封在
一

起
，

形成
一

个坚固的高效热交换

器 ．

装配式换热器的换热面积可任意变换

螺旋板 传热元件由螺旋形板组成 。

由于存在不便维修等缺点
，

已由技术性能更好的波纹板换热器替代

半即热式 热媒在上下

、

左右 自由浮动和伸缩的换热盘管中流动 ，

被加热的水在壳体与盘管间流动
，

一

定

程度减少结垢

容积式 有较大的水容积 ，

结构简单
。

维修方便
，

传热系数低

表 1
．

7
．

1
—

2 换热器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性能参数 管壳式 波纹管式 (管壳类) 板式 半即热式

传热系数

[w ／ ( m 。 -

K ) ]

水 一

水 80 0
～

l5o o 水
一

水 2 0 o 0
～

3 5 0 0
3 d 】O ～

80 o 0

水 一

水 80o
～

l20 0

汽 一

水 l2 o 0
～

2 O o 0 汽
一

水 2 5 0 0
～

4 o o 0 汽
一

水 15 o o
～

20 0 0

工
作压力 (M P a ) ≤ IO ≤ 8 ≤ 2 5 ≤ 1

．

6

冷热介质允许压差 (M P a ) ≤ l0 ≤8 ≤ O 5

结
垢

、

堵塞
、

泄漏 B A D B

占地面积 C B A B

设备投资 B C A D

运
行维修 C A C B

调
节性能 B B A C

注 ： 表中 A — D 顺序为较好至较差
。

3 设计选用要点
1 ) 应根据用途及使用要求选用换热器 的类型 ，

各类型换热器的选用应在技术经济比较基础上进

行 。

2 ) 根据已知冷
、

热流体的流量
，

初
、

终温度及比热容确定所需的换热面积
。

初步估算换热面积 ：

一

般先假定传热系数 ，

确定换热器构造
，

再校核传热系数 K 值
。

实际换热面积宜取计算面积的 1
．

15
～

1 ．

2 5 倍
。

3 ) 选用换热器时
，

应尽量使换热系数小的
一

侧得到大的流速
，

并且尽量使两流体换热面两侧 的换
热系数相等或相近 ，

提高传热系数
。

高温流体宜在内部
，

低温流体宜在外部
，

以减少换热器外表面的热
损失 。 经换热器加热的流体温度应 比换热器 出 口压力下的饱和温度低 10 oC ，

且应 低 于 二 次水所用水泵

的工作温度
。

4 ) 当热媒为蒸汽时
，

宜采用二 级换热方式 (汽
一

水和水
一

水)
，

降低凝结水温度
，

以提高热能利

用率 ，

防止冷凝水在管网二 次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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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含有泥沙脏 物的流体宜通入容易清洗或不易结垢 的空间
。

6 ) 换热器 中流体的流速选择宜遵循 以下原则 ：

①尽量使流体呈湍流状态 ；

②提高流速应考虑动力消耗与减少换热面积之间的经济比较 ；

③适当的流速可 以使换热器的外形尺寸 比较合理 ；

④换热器的压力降不宜过大
，

一

般控制在 O
．

0 l
～

O
．

】M P a 之间 ；

⑤流速大小应考虑流体的粘度 ，

粘度大的流速应小于 O
．

5
一

1
．

0 rn／s 。
一

般流体管内的流速宜取 0
．

4
～

】．

0 rn／s ，

易结垢的流体宜取 O
．

8
～

1
．

2 n ∥ s 。

7 ) 选用换热器时应注意压力等级
、

使用温度
、

接 口 的连接条件
。

在压力降
、

安装条件允许的前提
下 ，

管壳式换热器宜选用直径小的加长型
，

有利于提高换热效果
。

选用板式换热器时
，

温差较小侧流体
的接 口处流速不宜过大

，

应能满足压力降的要求
。

1 ．

7
．

2 整体式换热机组
整体式换热机组是将热交换器 、

二 次水循环系统
、

补水系统
、

水温控制系统按需要组合在
一

起
，

在
工 厂 完成设备组装

、

调试
、

检验
，

实现热交换站全部功能的机电
一

体化整件产品
。

可缩短热交换站 的建

设工期 ，

简化热交换站的施工 难度
，

提高热交换站的工程质量是该产品的主要特征
。

1 分类及特点见表 1
．

7
．

2 。

表 1
．

7
．

2 整体式换热机组分类及特点

分类方式 类 别 特 点

热媒 汽
／
水

一

次侧为蒸汽
，

二 次侧为水

水／水
一

次侧为高温水
，

二 次侧为低温水

用途

采暖 二 次热媒为软化水
， 二 次出水温度要考虑气候补偿

空调 二 次热媒为软化水
， 二 次出水温度恒定不变

生活热水 二 次热媒为非软化水
，

二 次出水温度恒定不变

换热器

板式 换热系数大 ，

水流间隙小

半即热式 水流间隙较大

管壳式 水流问隙较大

二
次侧流量工 况

变流量 二 次水流量随热负荷变化

不变流量 二 次水流量不随热负荷变化

二
次回水压力工况

恒定 回水压力在 一

个设定值上 F作微小波动

可变 回水压力在上 、

下限之间变化

2 设计选用要点
1 ) 根据用途确定二 次侧的供

、

回 (出
、

进) 水温度
，

按照热负荷确定二 次水流量
。

2 ) 根据用途
、

热负荷和选用的热媒确定换热器的类别和换热量
。

在确定换热器类别时
，

应考虑换
热器工 作压力和

一

次
、 二 次侧的最大允许压差

。

3 ) 按常规选用二 次水循环泵和补水泵
。

4 ) 根据二 次侧流量工 况确定二 次水的流量控制方式
。

5 ) 根据二 次回水压力工 况确定二 次回水压力控制方式
。

在二 次回水压力控制中必须包括超压泄水
控制 (如设置安全阀) ，

以确保设备安全
。

6 ) 根据用途确定二 次水温度控制方式
，

控制方式必须考虑对
一

次热源的影响
。

7 ) 根据机组的
一

次
、

二 次热媒和二 次补
、

泄水管的空间位置
，

确定热力站内相应管道的走向
，

并
在管道上安装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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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机组的动力电缆进线位置和用电负荷

，

敷设电缆至配电柜
，

并经开关 (断路器) 接人 配 电

柜内
。

9 ) 应设计软化水箱低水位报警信号
， 用于与补水泵连锁控制 。

1 0 ) 机组中水泵的安装和连接应采取减振措施
，

以减少噪声通过机架 和管道 的传导
。

3 施工安装要点
1 ) 机组应安装在高出地面的基座上 。

当直接安装在地面上时
，

应采取措施避免积水浸泡机组电气
设备 。

2 ) 当
一

次热媒为蒸汽时
，

应采取疏水措施
。

3 ) 机组的安装现场应留有可供机组通过的通道
，

机组周围应 留有足够的维修空间
。

1 ．

7
．

3 相关标准
《板式换热器》 G B l6 4 0 9

—

19 9 6 。

《钢制压力容器》G B l5O
—

l9 9 8 。

1 ．

8 冷热电联供系统

1 ．

8
．

1 概述
1 定义
冷热电联供系统是布置在用户附近 ，

以燃 气为
一

次能源用于发电
，

并利用发电余热制冷
、

供热
，

同
时向用户输出电能 、

热 (冷) 的能源供应系统
。

它首先利用燃料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在原动机中作功
，

将 一

部分热能转变为高品位的电能
，

再利用发电后的余热供热和制冷
，

以实现能源的高效梯级利用
，

降
低供热和制冷成本 。

该系统可用于
一

栋或多栋建筑的冷
、

热
、

电能源供应
，

系统发电供用户 自用
，

同时
供应冷 、

热负荷
。

2 适用领域
1 ) 全年有冷热负荷需求的用户 ，

系统年运行时间宜 ≥ 4 0 0 0 h 。

2 ) 电力负荷与冷
、

热负荷使用规律相似的用户
。

3 ) 燃气供应充足
、

稳定的地区
。

4 ) 经过方案优化设计和经济分析
，

确定经济可行的项目
。

5 )
一

般条件下
，

医院
、

宾馆
、

商场
、

休闲场所
、

写字楼
、

大学
、

车站
、

机场
、

工 业企业
、

农业园
区等用户适用性较好 。

3 余热形式
、

特点 (表 1
．

8
．

I
一

1 )
表 1

．

8
．

1
—

1 常用发电设备余热形式
、

特点

原动机型式 燃气轮机 内燃机 微燃机

单机发电功率 (k w ) 6O O
～

10 O 0 0 5 0
—

60 ()0 3O
一

2 50

发
电效率 (％ ) 2O

～

38 3O
一

4 5 2 0
～

30

常用燃料 天然气 、

柴油 天然气
、

沼气
、

柴油 天然气
、

柴油

燃气人口压 力 (M P a ) 1 O
～

2 2 ≤ 0 2 O
．

4
—

0
．

8

余
热
型
式

烟气 (℃) 3 50
～

5 50 350
—

60 o 2o o
一

35 0

高温冷却水 (℃ ) 7 0
—

1o o (缸套水 )

低温冷却水 不用或少量 (润滑油冷却水 ) 少量 (中冷器冷却水 ) 不用或少量 (润滑油冷却水 )

系统能源综合利用率 (％ ) 7 0
～

85 70
～

9 o 7 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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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热利用设备型式
、

特点
、

适用范围 (表 1
．

8
．

1
—

2
、

表 1
．

8
．

1
—

3 )

表 1 ．

8
．

1
—

2 余热利用设备型式
、

特点
、

适用范 围

余热利用设备型式 余热形式 供热方式 供冷方式 适用范围

余热锅炉 烟气

高压蒸汽 蒸汽双效 吸收式 制冷机
生产 、

空调
、

采暖
、

生活热水
低压蒸汽 蒸汽单效吸收式制冷机

热水 热水单效吸收式制冷机 空调 、

采暖
、

生活热水

烟气双效吸收式冷温水机 烟气 热水 冷水

空调 、

采暖
、

生活热水烟气热水吸收式冷温水机 烟气
、

高温冷却水 热水 冷水

换热器 高温冷却水 热水 热水单效吸收式制冷机

换热器 低温冷却水 热水 生活热水

表 1 ．

8
．

1
—

3 主要余热利用设备技术性能指标

余热利用设 备 型式 制冷／供热量 (kw ) 供水温度 (0c ) 排烟温度 (℃ )

烟 气双效吸收式冷温水机

制冷工 况 20 o
～

2 0 o 0 0 7 17 0

供热工 况 l50 ～

I5 0 o 0 6 O 12 0

烟气热水吸收式冷温水机 制冷
工况 2 O O

～

2 0 o 0 O 7 12 O ～

I7 O

供热工 况 15O ～

I5 O 0 o 60 】2 0 一

l4 5

1 ．

8
-

2 主要技术性能要 求
1 余热利用设备与原动机宜采用

一 一

对应的配置方式
，

在原动机排烟及冷却水系统上应设 自动调
节阀 ，

保证发 电设备正 常运行
。

2 余热锅炉及余热吸收式冷 (温) 水机可仅利用余热或加装补燃装置
。

3 应优先利用发电余热制冷
、

供热
，

当发电余热不能满足设计冷
、

热负荷时补燃
。

4 燃气轮机宜采用烟道补燃方式
，

其它机组可设置燃烧器补燃
。

1 ．

8
．

3 选用要点
系统的组成形式 、

设备容量
、

工 艺流程及运行方式
，

应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

系统的年平均能源综
合利用率应大于 7 O ％ ，

余热利用率应大于 6 0 ％
。

1 负荷预测
1 ) 对既有建筑

，

应调查实际冷
、

热
、

电负荷数据
，

根据实测运行数据绘制不同季节典型 日逐时负
荷曲线和年负荷曲线 。

2 ) 对新建建筑或不能获得实测运行数据的既有建筑
，

应根据相似建筑实测负荷数据
，

参考本建筑
设计负荷资料进行估算 ，

并绘制不同季节典型 日逐时负荷曲线和年负荷曲线
。

2
余热利用设备选择

1 ) 当热负荷主要为空调制冷 、

供热负荷时
，

余热利用设备宜采用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
，

直接利
用烟气和高温水热量 。

2 ) 当热负荷主要为蒸汽或热水负荷时
，

余热利用设备宜采用余热锅炉
，

将发电余热转化为蒸汽或
热水再利用 。

3 ) 应按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时产生的余热量
，

确定余热利用设备容量
。

4 ) 应按发电机组的运行规律
，

逐 时核算的余热量
，

余热不足部分可 由补充冷热能供应设备补充
。

3 辅助设备选择
1 ) 补充冷热能供应设备可采用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

、

压缩式冷水机组
、

热泵
、

锅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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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根据负荷变化规律和设备容量

，

可设置蓄热
、

蓄冷装置
，

在冷热负荷低谷时段充分利用发电余
热 。

3 ) 冷却水排热装置可采用冷却塔或风冷散热器
，

将未完全利用的冷却水热量排至 室外
。

寒冷地区

冷却水系统应采取防冻措施
。

4 ) 烟气排热装置可采用烟气三 通调节阀和直排烟道
，

将未完全利用的烟气排空
。

4 能源综合利用率计算
1 ) 系统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

旷

半
×l(】0 ％

”1 =
— — —

i 万
— 一

× 川 u ％

式中 ”。
— —

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率 (％ ) ；

Q ．
— —

年供热总量 (M J )；

Q ：
— —

年供冷总量 (M ．I) ；

形 — —

发电总量 (k w h ) ；

曰 — —

年燃料总耗量 (m ’) ；

Q 。_ 燃料低位发热量 (M J／m ’)
。

2 ) 系统年平均余热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

口． ：

堕 塑 × 10 O ％
‘ 叮3 + q 。

式中 ”：
— —

年平均余热利用率 (％ ) ；

g 。
— —

年余热供热总量 (M J ) ；

g ：
— —

年余热供冷总量 (M J ) ；

叮
3

— —

排烟温度降至 12 O ℃ 时可利用的热量 (M J) ；

g 。
— —

冷却水温度降至 8 5 ℃ 时可利用的热量 (M J)
。

1 ．

8
．

4 典型系统
1 燃气轮机 + 蒸汽吸收式制冷机系统流程图 (图 1

．

8
．

4
—

1 )
2 燃气轮机 + 烟气吸收式制冷机系统流程图 (图 1

．

8
．

4
—

2 )
3 内燃机 + 热水吸收式制冷机系统流程图 (图 1

．

8
．

4
—

3 )
4 内燃机 + 烟气吸收式制冷机系统流程图 (图 1

．

8
．

4
—

4 )
5 内燃机 + 烟气热水吸收式制冷机系统流程图 (图 1

．

8
．

4
—

5 )

天然气

电力 补燃天然气 }排气

图 1 ．

8
．

4
—

1 燃气轮机 + 蒸汽吸收式制冷机

蒸汽

供冷

采暖

生活热水

给水

蠹警蠹警
h 川憾

一炉 一 气 一炉 一一
锅 一 排 一锅 一
热 一 一汽 一
余 一水 蒸 一

笋 者
，

1 冷 ，

1
罾一

机 一 型上竺 里
j 塑 塑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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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电力 排气 } 朴燃天然气 } 排气

图 1 ．

8
．

4
—

2 燃气轮机 + 烟气吸收式制冷机

电力 天然气 排气 } 天然气 f排气

冷／采暖

生活热水

给水

给水

图 1 ．

8
．

4
—

3 内燃机 + 热水吸收式制冷机

电力 天然气 排气 f 扑燃天然气 排气 }

图1
．

8
．

4
—

4 内燃机 + 烟气吸收式制冷机

供冷／采暖

生活热水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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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冷

电力 天然气 排气 } 朴燃天然气 排气 }

供冷／采暖

图 1
．

8
．

4
—

5 内燃机 + 烟气热水吸收式制冷机
1 ．

8
．

5 技术经济分析
冷热电联供系统的技术经济分析可 以采用增量分析方法

，

与常规供能系统进行比较
。

作为比较对象

的常规供能系统
，

可 以选定为电力由市电供应 ； 供热采用燃气锅炉或燃气直燃机 ； 供冷采用电制冷机
、

吸收式制冷机或燃气直燃机 。

1 环境效益
冷热电联供系统替代燃煤火力发电厂 、

燃煤锅炉房及电制冷机供应冷
、

热
、

电负荷
，

可减少烟尘
、

s 0 ： 、

N O 。 等污染物的排放量
。

2 节能效果
冷热电联供系统相对于常规系统 ，

可减少
一

次能源消耗量
。

3 经济性评价
冷热电联供系统的经济性评价应与常规供能系统比较

，

在供应同样的冷
、

热
、

电负荷条件下
，

计算
增量投资回收期 ； 或者以同样的冷

、

热
、

电销售价格
，

分别计算投资回收期 和 内部 收益率
。

运行成本包括 ： 外购电费
、

燃气费
、

水费
、

人工 工 资
、

维修费
、

管理费
、

折旧费
、

占用电力设备补
偿费等 。

1 ．

8
．

6 相关标准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G B ／T 184 3 l

一

2 0 0 1 。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 G B ／T 18 3 6 2
—

2 0 0 】。

《烟道式余热锅炉 通用技术条件》 _IB／T 650 3
一

I9 9 2 。

《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设备采购 余热锅炉》 JB／T 895 3
．

3
—

19 9 9 。

《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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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暖设备

2 ．

1 户用燃气供暖设备

2 ．

1
．

1 分类 (表 2
．

1
．

1 )
2 ．

1
。

2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2
．

1 2 )
表 2

．

1
．

1 户用燃气供暖设备分类

类别 特 点 适用范围

燃 气热 水 采

暖炉

以天然气 、

液化石油气
、

人工 煤气为燃料
，

自动化燃烧
。

包括 ： 进
风／排烟

，

热水循环
，

定压补水系统
，

安全保护和温度控制等装置
。

除用于采暖外 ，

可兼供生活热水

适用于多层或低层住宅 。

不适用于
公共建筑和非节能建筑

燃 气 热 风 采

暖炉

以天然气 、

液化石油气
、

人工 煤气为燃料
，

自动化燃烧
，

加热空气
送入室内采暖 。

包括 ： 进风州 }烟
，

热风加热及循环系统
，

安全保护

和温度控制等装置

使用热风采暖的房间如配置相应的

电力制冷机组 ，

系统可扩展为冬季
供暖 、

夏季供冷的空调系统

表 2 ．

1
．

2 户用燃气供暖设备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 — — 、 、 、

类型
煳 ＆ 、 、 ＼ 户用燃气热水采暖炉 户用燃气热风采暖炉

供热量 (k w ) 18
～

32 12
～

3 0

供回水温差 (。 c ) 2O

炉外剩余压头 (k P a ) 3 O O
．

12 5

理
论效率 (％ ) 8 8 8 0

2 ．

1
．

3 选用要点
1 燃气热水采暖炉

1 ) 额定供热量应和采暖 (含生活热水 ) 负荷相适应 ，

容量不宜过大
。

2 ) 采暖炉的额定效率应 ≥ 8 8 ％ ，

部分负荷热效率≥ 8 5 ％ 。

3 ) 采暖炉配套循环水泵的流量和扬程应与采暖系统特性相匹配
。

4 ) 采暖系统在非采暖期必须满水保养
，

不得放空
。

设置燃气采暖炉的房间应设地漏
，

地面需作 防

水处理 。

2 燃气热风采暖炉
1 ) 户用燃气热风采暖炉有高

、

中
、

低三 档风速
，

可根据风管系统阻力条件选择
，

而燃气量和风量

需在系统调试时整定 ，

用户不能自行任意调节改变
。

2 ) 采暖炉采用全负荷燃烧和停止燃烧 的简易两位燃烧调节方式
，

室温控制只能依靠运行时间的间
隔 ，

因此容量的合理选择
，

对于采暖舒适度和热效率至关重要
。

采暖炉的额定供热量应与采暖负荷相适
合 ，

容量的余量不宜超过采暖设计负荷的 2 0 ％ 。

3 ) 送风 口距地面高度 ≤ 3
．

5 m 时
，

送风 温度 3 5
—

4 5 ℃ 。

额定燃气量和风量在调试整定时
，

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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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条件

。

4 ) 由于
一

般只设送风管道送至各采暖空间
，

不设 回风管道
。

故应考虑集中回风时各房间的回风气

流通路 。

主要房间应设置电动或手动风 口 ，

满足分室温度控制的风量分配和调节要求
。

3 燃气采暖炉应有熄火保护装置
，

应放置在通风 良好
、

符合防火规范
、

留有安全距离的场所
。

4 应选用平衡式燃气采暖炉
，

必须采用生产厂家提供 的给排气管并应直接通至室外
。

风帽排气 出

口周围不应有门窗等开 口及障碍物 ， 以免烟气回流室内
。

5 在冬季室外温度 ≤ 5 ℃ 地区使用时
，

需选用具备防冻功能的采暖炉
。

6 当需要提供较低温度和较小温差热水时 (如热水地板采暖或风机盘管系统 )
，

应注意解决烟气
冷凝水和循环水流量不足的问题 。

2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3 ．

1 燃气炉安装必须由经过专业培训并执有安装许可证的人员进行
，

安装时
，

应有标示和记录
。

3 ．

2 燃气炉应安装在不燃地板或墙壁上
，

如需要设置在可燃
、

难燃地板或墙壁上时
，

应采取有效

防火隔热措施 。

2 ．

1
．

5 相关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 B 5 0 0̈ 2 8

—

2 O 0 6 。

《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通则》 G B 16 9 14
—

2 0 0 3 。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 JJ 】2 。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 B 5 0 0 l9
—

2 0 0 3 。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e B 6 9 3 2
—

2 0 0 1 。

2 。

2
．

1 散热器
散热器主要类型见表 2

．

2
．

1
一

l 。

2 ．

2 室内散热设备

表 2
．

2
．

1
—

1 散热器主要类型

分类方式 类 别 说 明

散热方式 辐射
型

通 过辐射 和对 流两种 方 式 共 同散 热 ，

多数散热器为辐射

型

对流型 主要靠对流方式散热

材质

灰铸铁制 ： 柱型
、

翼型
、

柱翼型

内腔粘砂灰铸铁散热器不得用于集 中供暖系统 ； 灰铸铁
长翼型散热器禁止用于房屋建筑供暖系统 (引 自 “

建设
部第 6 5 9 号公告

”

)

钢制 ： 拄型
、

板型
、

扁管型
、

钢管型
、

卫浴 型
、

翅片管对流型 、

闭式串片型

包括不锈钢制 。

其中
，

闭式串片型散热器不得用于民用
建筑供暖系统 (引自 “

建设部第 6 59 号公告
”

)

铝制 ： 柱翼型
、

压铸 铝合 金单 片组 装 型 多用于分户供 暖系统

金 属复合 型

铜铝 复合柱翼型
、

钢铝复合
柱翼型 两种或两种以上金属材料复合制成

铜管对流散热器 铜管铝片制作

1 产品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1 ) 钢制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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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要 类型 、

适用范围 (表 2
．

2
．

1
—

2 )
。

②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表 2
．

2 l
一

3 )
。

③相关标准 (表 2
．

2
．

1
—

4 )
。

表 2
．

2
．

1
—

2 钢制散热器主要类型
、

适用范围

类 型 基本要求 适用范 围

柱型 、

板型

无缝钢管与优质冷轧钢板制作 ，

承压不低于 0
．

4 6
～

0 ．

8 M P a 。

主要技术指标必须达到行业标准要求

民用建筑热水供暖系统符合表 2 2
．

1
—

17 散
热器使用条件的场合 。

在供暖水质与运行管
理不规范的情况下应用 ，

产品必须进行合格
的内部防蚀处理

扁管型 、

管型

卫浴型

翅片管散热器 对水质无特殊要求 民用或工 业建筑

表 2 ．

2
．

1
—

3 钢制散热器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类 型 金属热强度 [w ／ (k
·

aC )] 工 作压力 (M P a ) 使用寿命 (年 ) 热价 (元／w )

钢制板型散热器 1
．

O
～

1
．

2 0
．

4
～

O 8

《 l5

0 8 ～

0
．

9

钢管散热器 《 1
．

0 1
．

O O 9
～

1
．

3

卫
浴型采暖散热器 《 l 0 1

．

O 1 O
～

10 0

注 ： 本章节所列使用寿命和热价均指 ： 1
．

使用寿命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最低使用年限
。 2 热价为按单位标准散

热量 (w ) 计算 出的散热器价格 (为 2 0 0 8 年底北京市现阶段场零售价格
，

仅供参考)
。

表 2
．

2
．

1
—

4 钢制散热器相关标准

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备 注

钢制柱型散热器 JG ／T 1
一

l9 9 9

行业标准钢制板型散热器
JG 2

—

2 o 0 7

钢管散热器 JG ／T l4 8
—

2 o 0 2

卫
浴型采暖散热器 JG 2 32

—

2 【x 】8

钢制扁管散热器技术条件 (暂行) 企业标准 无行业标准

钢制闭式串片散热器 JG ／T 30 12 1
—

94

行 业标准钢制翅片管对流散热器 JG ，T 3O 12 2
一

l99 8

采暖散热器系列参数 ，

螺纹及配件 J(y T 6
一

l9 9 9

采暖散热器散热量测定方法 G B ／T 137 54
—

2 o o 8 国家标准

2 ) 铜 (钢) 铝复合型散热器
①主要类型 、

适用范围 (表 2
．

2
．

1
—

5 )
。

②主要技 术经济性能 (表 2
．

2
．

1
—

6 )
。

③相关标准 (表 2
．

2
．

1
—

7 )
。

表 2
．

2
．

1
—

5 铜 (钢 ) 铝复合型散热器主要类型
、

适用范围

类 型 基本 要求 适用 范 围

铜铝复合柱翼型 采用 T P 2 或 T u 2 挤压轧制拉仲铜管
、

无缝钢管和
L D 3 l

铝材制作
，

承压不低于 I
．

0 M P a

民用建筑热水供暖系统符合表 2
．

2
．

1
一

l7 散
热器使用条件的场合钢铝复合柱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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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

6 铜 (钢 ) 铝复合型散热器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类 型 金属热强度 [w ／ (蚝
·

℃ ) ] 工 作压力 (M P a ) 使用寿命 (年 ) 热价 (元／w )

铜铝复合柱翼型散热器 l 8
～

2
．

5 l O 《 l5 0
．

5
一

l 0

钢铝复合柱翼型散热器 无行业标准 1 0 《 15

表 2
．

2
．

1
—

7 铜 (钢 ) 铝复合型散热器相关标准

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备 注

铜铝复合柱翼型散热器 JG 2 2O
一

2 O O 7 行业标准

钢铝复合柱翼型散热器 企业标准 暂无行业标准

采暖散热器系列参数 ，

螺纹及配件 J巴仰 6
—

19 9 9 行业标准

采暖散热器散热量测试方法 G B ／T l375 4
—

2 0 0 8 国家标准

3 ) 铜管对流散热器
。

①适用范围 (表 2
．

2
．

1
—

8 )
。

②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表 2
．

2
．

1
—

9 )
。

③相关标准 (表 2
．

2
．

I
—

l0 )
。

表 2
．

2
．

1
—

8 铜管对流散热器适用范围

基本要求 { 适用范围

采用 T P 2 或 T u 2 挤压轧制拉伸铜管和铝片制作
，

承压不低于 民用建筑热水供暖系统符合表 2
．

2 1
一

】7 散热器使用条
l 0 M P a 件的场合

表 2 ．

2
．

1
—

9 铜管对流散热器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金属热强度 [w ／ (kg
—

qc ) ] 工作压力 (M P a ) 使用寿命 (年 ) 热价 (元
。

／w )

I ．

8
～

2 5 1
．

0 《 15 O 3
—

0 6

表 2
．

2
．

1
—

1 0 铜管对流散热器相关标准

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备 注

铜管对流散热器 JG 2 l 1
—

2 0 o 7
行业标准

采暖散热器系列参数 ，

螺纹及配件 J0 ，T 6
—

19 9 9

采暖散热器散热量测试方法 G B ／r l3 75 4
—

2 0 0 8 国家标准

4 ) 铝制柱翼型散热器
①适用范围 (表 2

．

2
．

1
一

l 1)
。

②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表 2
．

2
．

1
—

12 )
。

③相关标准 (表 2
．

2
．

1
—

13 )
。

表 2
．

2
．

1
—

1 1 铝制柱翼型散热器适用范围

基本要求 l 适用范围

采用 A D c 12 铝 合 金 或 L D 3 1 铝 材 制 作
，

承 压 不 低 于 I内部无防蚀处理的产 品适用于中性热水的分户供暖系统
。

o ．

8 M P 。。

集中供暖系统使用时必须进行合格的内防蚀处理 1集中供暖系统使用时
，

必须有合格的内防蚀保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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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

1 2 铝制柱翼型散热器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类 型 金属热强度[
w ／ (kg

·

℃ ) ]

工作压力

( M P a )

使 用 寿命
(年)

热价

(元／W ) 备 注

铝 制柱翼 型散热 器

(型材 焊接 )
《 1

．

5 O
．

8 《 10 0 6
～

O
．

7

压
铸铝合金散热器适用范围 ： 内部

无防蚀处理的产品适用于中性热水

的分户供暖系统 。

集中供暖系统使
用时 ，

必须 有 合 格 的 内 防蚀 保 护处

理压铸铝合金 散 热器 无 行业
标准 1 0

表 2 2
．

1
—

1 3 铝制桂翼型散热器相关标准

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备 注

铝制柱翼型散热器 (型材焊接 ) JG l4 3
一

加 O 2 行业标准

压铸铝合金散热器 企业标准 行业标准在编

采暖散热器系列参数 ，

螺纹及配件 JG ，rr 6
—

19 9 9 行业标准

采暖散热器散热量测试方法 G B ／T l37 54
—

2 O 0 8 国家标准

5 ) 内腔无砂灰铸铁散热器
①适用范围 (表 2

．

2
．

1
一

l4 )
。

②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表 2
．

2
．

1
—

15 )
。

③相关标准 (表 2
．

2
．

1
—

16 )
。

表 2
．

2
．

1
—

1 4 内腔无砂灰铸铁散热器适用范围

类 型 基本要 求 适用范 围

柱 型散 热器

采用 牌号 H T I5 O 或 H T 1o o 的灰铸铁
，

主要技术指
标必须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以热水或蒸汽为热媒 的民用建筑供暖系统 。

对供暖水质与运行管理无严格要求 。

内腔无
砂产品能够满足计量供热要求

翼型散热器

柱翼型散热器

表 2 ．

2
．

1
—

1 5 内腔无砂灰铸铁散热器主要技术经济性能

名 称 金属热强度 [Ⅵy (b
·

屯 ) ] 工 作压力 (M P a ) 使用寿命 (年 ) 热价 (元／w )

灰铸铁柱型散热器

≥ 0 3 2 0 ．

4 ／0 8加
，

2 (蒸汽) 《 2 0 O 3
～

0
．

6灰铸铁翼型散热器

灰铸铁柱翼型散热器

表 2 ．

2
．

1
—

1 6 内腔无砂灰铸铁散热器相关标准

名 称 执行标准 备 注

铸铁采暖散热器 G B 199 13
—

2 O 0 5 国家标准

采暖散热器系列参数 ，

螺纹及配件 JG 呷 6
一

l9 9 9 行业标准

采暖散热器散热量测试方法 C B ／_r 137 54
—

2O ()8 国家标准

2 没计选用要点
1 ) 按建筑物使用功能 、

特点进行散热器选型
，

主要依据 ： 工 作压力
、

散热能力
、

耐用性能
、

热
价 、

水阻特性
、

工 艺外观等
。

根据国家对节能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
，

在选用散热器时
，

还应考虑散热器

生产过程及使用过程的节能 ，

以及 散热器金属热强度等因素
。

2 ) 散热器散热量应按 G B／T 137 54
—

2 0 0 8 《采暖散热器散热量测试方法》
，

经 国家认定单位测试得
到 (测试条件为上进下出连接方式 ，

闭式小室内进行
。

辐射器进水温度 ￡． = 9 5 。C
，

出水温度 ￡： = 7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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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器进水温度 f， = 8 8
．

7 ℃ ，

出水温度 ￡2 = 7 6
．

3 ℃ ； 室 内温度 b = 18 ℃ ，

即 △ ￡ =

(￡l + ≠： ) ／2
一

屯 =

6 4 ．

5 ℃
，

测试得到的散热量称为标准散热量 )
。

厂家提供产品时
，

需核对对应产品检测报告
。

若设计条
件 (如热水供回水温度

、

室内温度
、

有无散热器罩等) 与标准散热量计算条件不同
，

则应对散热量进
行修正

。

3 ) 散热器的散热功能与装饰效果相统
一

的产品
，

不应再加装暖气罩
。

4 ) 辐射型散热器外表面涂刷银粉漆或金粉漆
，

将显著降低辐射散热能力
，

故应禁用
。

宜采用不含

金属材质的表面涂层 ，

以改善散热器热工性能和装饰效果
。

5 ) 避免在轻型隔断墙上直接挂装散热器
。

6 ) 针对集中供暖系统
，

钢制
、

铝制散热器应选用具有严格涂装工 艺进行内防蚀保护处理 的产品
，

但在满足下列条件时 ，

则对产品无内防蚀要求
。

①钢制散热器 ： 闭式循环供热采暖系统
，

热媒符合 G B 15 7 6 工 业锅炉水质标准要求
，

能够实现非采
暖季节满水保养 。

②铝制散热器 ： 中性热水的分户供暖系统
，

或 p H 值 6 5
～

8
．

5 的二 次水供暖系统
。

7 ) 住房装修时更换散热器
，

需注意 ：

①换装为不 同材质 (如铸铁更换为铝) 的轻型散热器
，

将可能使}昆装系统中的轻型散热器提前蚀
穿 (水流程不接触铝材的铜 、

钢铝复合型散热器除外 )
，

不应轻易采用
。

②系统要进行校核计算和调节 ，

避免更换散热器破坏原有系统的水力平衡
。

8 ) 钢
、

铝
、

铜 (钢) 铝复合
、

铜管对流器等轻型散热器宜带包装安装
，

在室内装饰装修完成后或
使用前拆除包装物 (膜 )。

9 ) 散热器连接宜选用专用配件
。

禁止铝制散热器的铝制螺纹与系统钢管直接连接
。

1 0 ) 散热器供暖 (灰铸铁散热器除外 ) 应采用闭式循环系统
，

膨胀水箱宜选用带隔膜式类型产品
，

防止空气通过水箱进人系统 。

在非采暖季节中要求满水保养
，

如供热系统不能保证满水养护
，

则应将散
热器内部的存水全部排出 ，

严禁部分水在散热器内长期残留
。

1 1 ) 各类散热器使用条件汇总见表 2 2
．

1
一

l7 。

为确保散热器寿命
，

应注意对使用条件的控制
。

表 2
。

2
．

1
—

1 7 散热器使用条件

散热器类型

使用条件

热媒温度

(℃ )

工作压力
(M P a )

系统水 质要求

钢制板型散热器 ≯ l2 0

l
工作压力 ≯ O 4 条件 ： 水道
板厚度不得小于 1

．

0 m m ；

2 工
作压力 ≯ O 6 条件 ： 水道

板厚度不得小于 1
．

2 m m

pH 值 = lO
～

l2
氯离子含量 ≯ 3 0 0 m g／L

、

溶解度
≯0 lm g／L

钢管散热器 ≯ 12 O l O p H 值《 8 (2 0 oC )

含氧量 ≯ 0
．

1∥ m ’ ， 氯离子质量分
数≯ 12 O × lO 。

钢制翅片管对流散热器 无特殊
要求

热水 ： l O

蒸汽 ： O 3

无
特殊要求

铜铝复合柱翼型散热器 ≯ 9 5 1 0 pH 值
= 7

～

I2
氯 离 子 和 硫 酸 根 含 量 分 别 ≯

10 o m g／L

铜管对流散热器 ≯ 9 5 1
．

O p H 值
= 7

～

l2
氯离 子 和硫 酸 根 含 量 分 别 ≯

1o 0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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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2
．

1
—

17

散 热器类型

使用条件

热媒温度

(℃ )

工
作压力
(M P a ) 系统水质

要求

铝制柱翼型散热器 ≯ 9 5 0
．

8 pH 值
= 6 5

～

8
．

5 氯离子质量分数≯ 12 O × I(】“

灰铸铁

柱型散

热器

材 质 不 低 于

H r 】o o ≯ 130

热水 ： 0
．

5

蒸
汽 ： 0 2

无
特殊要求

材 质 不 低 于

H T 150 ≯ 15 0

热水 ： O
．

8

蒸汽 ： 0
．

2

灰铸铁

翼型散

热器

材质为 H T 15 0 ≯ l3 O
热水 ： O

．

5

蒸汽 ： 0 2

材质 > H T l5 0 ≯ 13 0
热水 ： O 7

蒸汽 ： O
．

2

注 ： 牌号 H T lo o
、

H T 150 灰铸铁最小抗拉强度对应为 10 o N ／m m 。 和 l5 0 N ／m m 。 (针对币30 m m 单铸试棒
。

引 自 G B

94 39 —

8 8 )
。

2 ．

2
．

2 电热散热装置
产品选用主要技术指标 ： 散热装置种类

、

型式
，

功率密度
，

工 作温度
、

升温时间
、

散热量
，

输入功
率 ，

安全性能等
。

1 产品主要类型
、

特点 (表 2
．

2
．

2
一

1 )
表 2

．

2
．

2
—

1 电热散热装置主要类型
、

特点

类 别 组 成 特 点

低温加热电缆 由专用加热电缆 、

感应器
、

恒温控制器等组成

地板敷设 ，

为低温加热装置
。

通过埋设于地板
混凝土中的电缆加热地面 。

有直接供暖和蓄热
供暖方式 ，

也可用于融雪
、

电伴热等

电采暖散热器 由电热元件和温度控制器等组成

，

为通过温度

控制器实现供热控制的电采暖散热设备

按采暖形式分为直接作用式和蓄热式； 按构造
分为吊装式 、

壁挂式
、

落地式和踢角板等
。

电热转换效率高 ； 控制器可按要求供热； 采暖
过程无废气排放和二 次污染问题

低温辐射电热膜

由导电特制油墨经印刷金属载流条 、

热压在两
层绝缘的聚脂薄膜之间制成 ，

配 以独立温控装

置

布置在天花板 、

地板或墙面

注 ： 电热散热装置 目前还有其它产品
，

如浴室用电热暖风机和电热采暖灯
，

利用平面发热器的导电发热水泥板
，

电

热壁炉等 。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加热电缆和电热膜均应通过安全保护

、

输入 功率
、

发热
、

绝缘
、

防水
、

抗老化和机械强度等检
验 ，

合格后才能应用
。

2 ) 电采暖散热器电气安全性能 (包括泄漏电流
、

电气强度
、

接地电阻
、

防潮等级和防触电保护
等) ，

应符合标准规范的技术要求
。

3 ) 电采暖散热器应具有温度调节功能
。

直接作用式电采暖散热器达到稳定运行时
，

其升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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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2 0 m in 。 辐射式电采暖散热器表面温度均匀度不应小于 8 O ％ 。

电热膜在正常使用状态下
，

连续工

作 时间不应小于 3 【】0O 0 h 。

4 ) 蓄热式电采暖散热器蓄热率应 ≥ 7 5 ％ ，

蓄热量不应小于名义规定值的 9 3 ％ 。

5 ) 电采暖散热器应具备室内温度控制功能
。 温度控制器应能在 5

～

3 O ℃ ( ± 3 ℃ ) 范围内设定温
度 ，

对所设定环境温度控制精度应为 ± 2 ℃ ； 蓄热式电采暖散热器应具有对蓄热和放热过程的控制功能
，

对所设定环境温度控制精度应为 ± 3 ℃ 。

6 ) 加热电缆和电热膜应具有温度控制功能
、

过热保护功能和防水 自动保护功能
。

7 ) 加热电缆应符合 IE c 8 0 0 (19 9 2 ) 《额定 电压 3 o 0 V ／50 0 V 生活设施加热和防结冰用加热电缆》或
N E K —

IE c 8 0 0 的要求
。

温控器应符合 JG 8 7 4
—

9 4 或 C E ，

Q s 9 0 0 0／IS 0 9 0 0 l 的要求
。

8 ) 加热电缆的额定线功率不宜大于 1O Ⅵy m 。

3 设计选用要点
1 ) 低温加热电缆辐射采暖 ，

宜采用地板式 ； 低温电热膜辐射采暖
，

宜采用天花板式 ； 电采暖散热
器根据使用场所选用适合的型式 。

2 ) 电热散热装置的加热元件及其表面工 作温度
，

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安全要求
。

产品需通过国家授权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的检测 。

3 ) 根据不同使用条件和产品特性
，

应配套设置专用温度控制器和安全保护装置
。

应注意温控器最
大允许控制功率和一

个回路的最大功率限制
。

与电热散热装置 配 套 的 电路 设 计
，

应与其电力功率相匹

配 ，

并符合电气专业的有关设计规范要求
。

4 ) 绝热层
、

龙骨和饰面板等材料的选用及使用环境
，

均应满足建筑防火要求
。

5 ) 采暖辐射体的表面平均温度
，

应符合表 2
．

2
．

2
—

2 的要求
。

6 ) 针对峰
、

谷采用不同电价的地区
，

因为谷时用 电可有效降低运行费用
，

设计中宜考虑选用蓄热
型电热产品 。

7 ) 低温加热电缆和低温电热膜的辐射采暖工 程设计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标准和规程
。

8 ) 加热电缆
、

电热膜和踢脚板散热的采暖方式不宜用于卫 生 间和浴室等潮湿房间 ； 电采暖散热器
用于卫生间时 ，

其电器开关和电线的防护等级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

4 相关标准
《电采暖散热器》 JG ／T2 3 6

—

2 0 O 8 。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JG Jl4 2
—

2 0 0 4 。

表 2
．

2
．

2
—

2 采暖辐射体表面平均温度要求

设置位置 宜采用的温度 (℃ ) 温度上限值 (℃ )

地面

人员经常停 留 2 4
—

2 6 2 8

人
员短期停留 2 8

～

30 3 2

无
人停留 3 5

～

4 0 4 2

天
花板

房高 2
．

5
～

3 0 m 2 8
—

30

房高 3 l
～

4
．

0 m 3 3
～

3 6

墙面 距地面

(
1

．

0 m 3 5

距
地面 1 0

～

3 5 m 4 5

电采暖散热器 表面温度
9 5

格
栅温度 l 15

2 ．

2
．

3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装置
产品选用主要技术指标 ： 热媒温度

，

工 作压力
，

环路数量
，

加热管的管材种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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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装置由热源
、

集配装置
、

加热管
、

辐射地板等构成
。 以不高于 6 0 qC 的低温

热水为热媒 ，

自加热地板以辐射和对流传热方式向室内供暖
。

此种采暖方式具有热舒性好
、

不 占用室内
使用面积 、

节约能源等优点
，

适用于住宅
、

公寓
、

别墅
、

医院
、

幼儿园及游泳池周边
、

宾馆大厅等的采
暖 。

1 技术性能要求
1 )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设计供 、

回水温度应 由计算确定
，

供水温度不应超过 60 ℃ 。

民用

建筑供水温度宜采用 4 O
～

6 O ℃ ，

供回水温差宜≤ 10 ℃
。

2 )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工 作压力不应大于 0
．

8 M P a ； 当建筑物高度超过 5 O m 时
，

宜竖向

分区设置 。

3 )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地面构造的面层宜采用热阻小于 0
．

O 5 ( m 。 ·

K )／w 的材料
。

填充层
的材料宜采用 c 15 豆石混凝 土

，

豆石粒径 宜为 5
～

12 m m 。 加热管的填充层厚度不宜小于 5 O m 珈 。

4 ) 住宅建筑中的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应按户划分系统
，

配置分水器
、

集水器 ； 户内各主要
房间宜分环路布置加热管 。

每
一

环路的加热管长度宜接近
，

并不宜超过 12 0 m 。

加热管内的流速不宜小
于 0

．

2 5 m ／s 。

5 )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分水器
、

集水器内径不应小于供
、

回水管 内径
，

且最大断面流速

不宜大 于 O
．

8 m ／s 。

分水器
、

集水器上 的环路不宜 多于 8 路
。

每个环路供回水管上均应设置可关断阀门
。

2 设计选用要点
1 )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热负荷应按 《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 B 5 0 O l9

—

2 0 O 3

进行计算 。

室内计算温度取值应 比对流采暖系统低 2 ℃
，

或取对流采暖系统计算总热负荷的 9 0 ％
～

9 5 ％ 。

2 ) 计算辐射采暖的地面向房间的有效散热量时
，

应考虑下列因素 ：

①扣除来 自上层房 间 (地板) 传人的热量
。

②考虑家具 、

设备覆盖地面造成散热量的折减
。

③热媒的供热量 (即加热管传热量 ) 应包括地面向房间的有效散热量和户间传热的热量
。

3 ) 住宅建筑采用地面辐射采暖系统时
，

应分户设置入 口装置和热水分
、

集水器
，

以便分室调控温
度 。

4 )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对建筑构造的要求为 ：

①加热水管采用浇筑于混凝土楼板内的方式宜慎重
。

②当加热水管埋设 于楼板上地 面垫层 内时
，

加热管与楼板和外墙间应设置绝热层
。

③绝热层宜选用密度不小于 2 O k g／m ’ 的难燃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
，

或按 JG J l4 2
—

2 O o 4 选用其它

材料 。

④当加热管敷设于土壤上时
，

绝热层下应设防潮层 ； 当加热管敷设于潮湿房间 (如卫生 问
、

厨房
、

游泳池等) 楼板上时 ，

加热管覆盖层上应设防潮层
。

5 ) 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应进行阻力计算
。

每个环路阻力不宜超过 3 O k P a 。

6 ) 热水地板辐射采暖加热管的材质和壁厚的选择
，

应根据建筑物使用寿命
、

管材性能
、

加热管累
计使用时间以及系统的运行水温 、

工作压力等条件确定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敷设在垫层等建筑物构造层 内的热水管路不应有接头

。

2 ) 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调试与试运行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要求进行
，

对升温速度加以控制
。

3 ) 施工作法及主要节点构造参见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图集 0 3 K 4 0 4 《低温热水地板辐射供暖系统施
工 安装》

。

4 ) 加热管安装时应防止管道扭 曲 ； 弯曲管道时
，

圆弧的顶部应用管卡进行固定 ； 塑料及铝靼复合

管的弯曲半径不宜小于 6 倍管外径
，

铜管的弯曲半径不宜小于 5 倍管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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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加热管弯头两端宜设固定卡 ； 加热管直管段固定点间距宜为 O
．

5
～

0
．

7 m ，

弯曲管段固定点间距
宜为 0

．

2
～

0
．

3 m 。

6 ) 分水器
、

集水器附近以及加热管排列比较密集的部位
，

当管间距小于 10 o m m 时
，

加热管外部应
采取设置柔性套管的措施 。

7 ) 加热管出地面至分水器
、

集水器下部球阀接 口之间的明装管段
，

外部应加装塑料套管 ； 套管应
高出装饰面 l5 0

～

2 0 0 m m 。

8 ) 加热管与分水器
、

集水器连接
，

应采用卡套式
、

卡压式挤压夹紧连接 ； 连接件材料宜为铜质 ；

铜质连接件与 P P
—

R 或 P P
—

B 直接接触的表面必须镀镍
。

9 ) 分水器
、

集水器宜在开始铺设加热管之前进行安装
。

水平安装时
，

宜将分水器安装在上
，

集水
器安装在下

，

中心距宜为 2 0 0 m m ，

集水器中心距地面不应小于 3 0 0 m m 。

1 0 ) 加热管的环路布置不宜穿越填充层 内的伸缩缝
。

必须 穿越 时
，

伸缩缝处应设长度不 小 于

20 O m m 的柔性套管 。

5 相关标准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 JG Jl42

—

2 0 o 4 。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 B 5 o 0 l9
—

2 o o 3 。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P E
—

x ) 管道系统》 G B ／T l8 9 9 2
．

1
～

2
—

2 0 o 3 。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P E
—

IlT ) 管道系统》 G B ／1’l7 5
—

2 0 O 2 。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C B／T I874 2
．

1
～

3
—

2 0 0 2 。

《铝塑复合压力管》 G B ／T I8 9 9 7
．

1
—

2
—

2 0 0 3 。

2 ．

2
．

4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
产品选用主要技术指标 ： 热能发生器性能

，

供热能力
，

安全控制装置
，

噪声
，

辐射管的管材等
。

1 分类 (表 2
．

2
．

4 )
表 2

．

2
．

4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分类

分 类 辐射波长范围 特 点 适用范围

强强辐射 辐射 表面产生
0

．

7
—

6 仙 m

的热能辐射波

由热能发生器 、

电子激发器
、

发热室
、

辐射
管 、

反射器
、

真空泵和电控箱组成
。

以天 然

气或管道 煤 气 为 能 源 。

辐射 表面产生 0
．

7
～

2 0 汕m 的热能辐射波
，

经 上 部 的 反 射 器 导 向

被辐射表 面进行 采暖

高大空 间的采 暖 。

如展览大厅
、

候车站 (台) 、

飞机维修机库
、

喷漆车间等
柔强辐射 辐射表面产生

2
一

加 ¨m 的
热能辐射渡

2 技术性能要求
1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的热能发生器应能根据气源品质调整运行

，

保证供暖性能； 应配带燃气
阀门 、

点火控制装置 ； 应具有火焰检测
、

熄火保护
、

点火控制盒和欠压保护功能 ；

2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系统需全封闭运行
。

燃烧过程应无明火
，

与室内空气没有接触 ； 燃烧后
排放到室外的废气应符合当地环保排放要求 。

3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应为负压运行
，

并具有前置
、

运行 和后置三重负压保护装置
。

4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辐射管的长度应与热能发生器的功率保持合理的匹配
。

5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单台供热能力应 ≤ 5 0 k w ，

真空泵噪声应≤ 5 5 d B (A )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 当有燃气供应

、

又无集中采暖热源时
，

宜采用燃气红外线辐射器采暖
。

2 ) 应根据采暖工程特点和热源条件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决定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类型 。

3 ) 设计按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c B 5 0 0 l9
—

2 0 0 3 要求进行
。

4 ) 选用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产品时
，

应根据工 程的具体技术要求
，

选择技术性能指标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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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特别关注其控制功能和安全保护功能
。

5 ) 采用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时
，

应遵循国家现行有关安全
、

防火
、

防爆规范
，

采取相应防火防爆
和通风换气安全措施 。

6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大部分是国外进 口产品
，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 国家或行业标准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的安装应按照产品说明书技术要求进行

。

2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的热能发生器应保持与可燃物的安全距离
，

燃气供气系统应在管道试压
合格后安装 。

3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的辐射管应无热应力
，

不发生扭曲变形的现象
。

辐射管的安装坡度应不
小于 3％。 ， 坡向真空泵

。

4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的反射器应按顺序搭接
，

搭接重叠部分不少于 18O m m 。

5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的真空泵的安装应做减震处理
，

并保证真空泵的水平度和垂直度
。

6 )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器的控制箱应安装在有人值班或便于操作的场所
，

温度感应器安装位置应
能正确反映室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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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风厦防排烟j设备

3 ．

1 通 风 机

3 ．

1
．

1 分类和命名
1 按作用原理或用途分类见表 3

．

I_ 1
—

1 。

2 按用途可分为通用
，

消防排烟用
，

屋顶
、

诱导
、

防腐
、

排尘和防爆型等
。

常用通风机用途代码
见表 3

．

1
．

1
—

2 。

3 型 号标记
1 ) 离心通风机型号标记见表 3

．

1
．

1
—

3 。

2 ) 轴流通风机型号标 记见表 3
．

1
．

I
一

4 。

表 3
．

1
．

1
—

1 通风机分类

分类方式 类 别 适用范围

按作用

原理分

离心式 低／中／高压系统
，

一

般的通风空调和防排烟系统

轴流式 大流量 、

较低压头的系统
， 一

般的通风空调和防排烟系统

混流式 一

般的通风系统
，

消防
一

防烟系统

斜流式 一

般的通风系统
，

可直接安装于风管上

贯流式 为设备配套 ，

如风机盘管
、

分体式空调机

按压力分

(P a )

高压 10 k P a < P ≤ 3 0 k P a 主要用于工 业 通 风 和特殊工程通风

中压 2 kP a < P ≤ lO k P a 工 业 和民用建筑的通风
、

空调

低压 P < 2 kP a 用于通风和空调系统

表 3 ．

1
．

1
—

2 常用通风机用途代码

用途类别

代 码

汉字 代码
一

般通用通风换气 通用 T

防
爆气体通风换气 防爆 B

防腐气体通风换气 防腐 F

纺织工 业 通风换气 纺织 F Z

船舶用通风换气 船通 C T

矿
井通风换气 矿井 K

隧道通风换气 隧道 C D

排尘通风 排尘 C

锅 炉通风 锅通 C

锅炉引风 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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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1
—

3 离心通风机型号标记

型 号

型 式 规 格

口 一

口
一

口 口
一

口’ ’ 1 _

T
⋯ 、 一

№
口

L 新 辨
震 刀q 芟T 1’

『予 芎

表 月站 [ 将 女Z

Ⅱ ，J、臆
刀 系 烈

霰 不 片j堪 ，

代 帕

见 表 3 1
．

1
—

2

表 3
．

1
．

1
—

4 轴流通风机型号标记

型 号

型 式 规 格

[
一 ] 口 口 口 口 口一

TT L 黧 嚣
№ 口

L 蒯 停l 嘉 示 叶 轮 船 i
嘉 示 阳涂 仲 碚

见 表 3 l 1
—

2

妄 景 叶 掺 特 * 口+ 轮 不 喜 景

3 ．

1
．

2 技术性能
1 离心式通风机
1 ) 三 种离心式通风机类型见表 3

．

1
．

2
一

l ，

传动结构特点见表 3
．

1
．

2
—

2 。

表 3
．

1
．

2
—

1 三 种离心式通风机类型

类 型 后 向离心式通风机 径向离心式通风机 前 向离心式通风机

叶轮型式

碜

碜
移
谫

一

径向弯。

曲叶片

芍

移

性能曲线

及特点

仁、

＼

匕3 口

压 力
一

流量 曲线呈凸形
，

随着流
量的增加 ，

轴功率也变大
，

但达
到某 一

程度后便不再增加

垒
口 气

卜— ／ 一

、
．

酸
Q

压 力 一

流量 曲线有 凹处
，

随着流
量的增加 ，

轴功率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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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

1

类 型
后向离心式通风机 径向离心式通风机 前 向离心式通风机

效率 高 中等 差

成本 高 中等 差

尺寸 大 中等 小

工作范围 广 广 狭

叶轮圆周速度 高 中等 差

耐磨性 中等 好 差

噪声 低 高 中 、

低

电机超载 不易 易

表 3 1 ．

2
—

2 离心式通风机传动结构特点

传动型式 符号 结构特点

电动机直联 A 通风机叶轮直接安装在电动机轴上

皮带

B
叶轮悬臂安装

，

皮带轮在两轴中间

C
皮带轮悬臂安装在轴的

一

端
，

叶轮悬臂安装在轴的另
一

端

E 皮带轮悬臂安装
，

叶轮安装在两轴承之间 (包括双进气和两轴承支撑在机壳或进风 口 上 )
的结构形式

联轴器
D

叶轮悬臂安装

F
叶轮安装在两轴承之间

2 轴流通风机
1 ) 气流流型 ： 气流沿轴向进入叶轮后

，

近似沿轴 向流动
。

2 ) 适用范围 ： 流量大
，

要求提供压力较低的场合
。

3 斜流式通风机
1 ) 构造见图 3 J

．

2
—

1 。

2 ) 特点： 兼有离心式风机较高的压力系数和轴流式风机较高流
量系数的特点 ； 体积比轴流式

、

离心式风机小 。

4 贯流式通风机
1 ) 构造 ： 气流沿多叶叶轮半径方向从叶轮的

一

侧进入
，

穿过叶
轮 ，

从叶轮另
一

侧流出
，

构造示意见图 3
．

1
．

2
—

2 。

2 ) 特点 ： 风机动压较高
，

气流不乱
，

可获得扁平和高速的气流
，

效率较低 。

3 ) 适用范围 ： 适用于 低压通风换气
，

主要与空气幕
、

空调机
、

车辆和家用电器等低压通风 、

空调设备配套
。

3 。

1
．

3 产品选用要点

图 3
．

1
．

2
—

1 斜流式通风机
l 一

机壳 ； 2
一

叶轮 ； 3
一

电机

德《鞘
、＼∑／ 。

叫二∑_l一
图 3

．

1
．

2
—

2 贯流通风机
1 一

叶轮 ； 2
一

蜗舌 ； 3
一

蜗壳
1 根据产品特点及用途 (表 3

．

1
．

3
—

1 ) 选型
。

2 性能计算
1 ) 当通风机实际使用工 况与额定条件不同时

，

如输送空气的温度
、

大气压力
、

叶轮转速等不 同
时 ，

必须按有关手册
、

资料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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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3
—

1 通风机产品特点及用途

名 称 风机型式 主要用途 特 点

一

般通风机 离心式

、

轴流式 、

混流式

一

般工 矿企业 及各类 民用建筑 的通
风换气

输送 无 腐 蚀 性 、

不 自燃
、

介 质 温度小 于
8O ℃ 、

含尘量小于 15 O m g／m ’ 的清洁空气

高温通风机 离心式 、

轴流式 水泥
、

建材
、

冶金等工 业 窑炉 用于排送温度为 2 5 0 oC 以上 的气体

排烟 风机 离心式 、

轴流式 用于高层建筑或汽车车库

、

隧道 、

商场等场所的消防排烟和平时排风

烟气温度小于 85 ℃ 时可长时间运行
，

烟气温
度小于等于 2 8 O ℃ 时可连续工 作 30 m in

排尘通风机 离心式 用于输送含有木质碎屑
、

纤维和尘

土 、

细砂的空气混合物 大多为径向叶轮

，

叶片表面经防磨损处理

防爆通风机 离心式

、

轴流式 、

混流式

用于含有易燃 、

易爆气体的场所和
防爆区域的通风换气

叶轮采用铝合金 、

不锈钢或玻璃钢制造
，

当
叶轮与进风 口

、

机壳等碰撞时
，

不产生火花

(电动机亦为防爆型 )

防腐风机 离心式

、

轴流式 、

混流式 用于排送含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叶轮 、

机壳采用耐腐蚀 的 A B s (工 程 塑料 )
、

F R P
(玻璃钢)

、

不锈钢制造
，

叶轮表面经过
喷涂耐腐蚀涂层 ，

或者叶轮和机壳衬胶

屋顶通风机 离心式

、

轴流式 、

混流式 建筑物或厂房通风换气

适合装 没在建筑物屋顶 ，

有防爆型
、

防腐型
，

叶轮材质有 A B s
、

F R P
、

碳钢等多种型式

空调风机 离心式 、

横流式

用于与净化 、

空 调 机 组 (空 气 幕
等 ) 配 套 ，

也 可 用 作 办 公 楼
、

车
间 、

宾馆饭店
、

礼堂
、

影剧院
、

医

院等建筑物室内通风换气

体积较小 ，

噪声较低
，

效率较低

管道通风机 离心式

、

轴流式 、

混流式

一

般工 矿企业及各类 民用建筑 的通
风换气和系统加压

结构紧凑 ，

特别适用于直管道送
、

排风
，

有
防爆型 、

防腐型

射流通风机 轴流式 地下停 车场

、

大型体育馆 、

商场
、

展览馆 、

隧道通风

风机前后均不接管道 ，

特别适用于不便于布
置管道的场所

无蜗壳通风机 离心式

用于净化 、

空调机组配套
，

办公楼
、

车间 、

宾馆饭店
、

礼堂
、

影 剧 院
、

医院等建筑物室 内通风换气 时偶有

使用

结构紧凑 、

简单
，

维护方便

箱型风机

(风机箱 ) 离心式

、

轴流式 用于对风机噪声

、

净化等使用要求

较高的场所

通风机置于箱体内 ，

具有通风
、

净化
、

消声
等功能

2 ) 通 风 机 合格出厂性能为 ：

①流量偏差 ± 5 ％ (指在规定通风机全压或静压下所对应值 ) ；

②全压或静压偏差 ± 5 ％ (在规定流量下所对应的通风机全压或静压) ；

⑧全压效率值不低于对应点的 5 ％ ；

④风机振动速度有效值不超过 6
．

3 m n ∥ s ；

⑧通风机噪声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通风机噪声限值 。

3 通风机的调节
、

节能与选型
1 ) 通风机主要调节方法见表 3

．

1 _3
—

2 。

多种调节方法比较见表 3
．

1J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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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3
—

2 通风机主要调 节方法

调节方法 原 理 图 特 点

改 变 管 网 阻

力特性 曲线

通风 机 进 口 (管 道 )

节流 调节

P

～

＼

蒋 =
1

经济性差
，

节能性差
2

调节方法比较简单
3

较广泛使用

通风机 出 口 (管 道 )

节流凋节 ／／
／＼ 1 经 济性差

，

节能性差
2

调节方法最简单
3

主要用于小功率通风机A Q 卜

改变通 风机

压力特性 曲

线

通风机变转速调节

I
采用 V 带和改变
带轮直径调速

2
采用变极电机调速

3
采用变频电机调速

P
J

N
／

、

l风机特性曲线

卜

絮
⋯ 蚴

1
经济性好

，

最节能
2

调节系统 比较复杂
3

主要用于中
、

大功率通风机

一

幽

表 3
．

1
．

3
—

3 调 节方法比较

调节方法 调节原理 设备费 调节效率 调节时性能稳定性 流量变化 轴功率变化 维修保养

改变管网阻

力特性曲线

不调节通风机性能 ，

只能
改变管 网性能 曲线 ，

使通
风机工 况点移动

低 差

一

般 愈 调 节 ，

通风 机 性 能 愈

i

与阎的角度不成 比例 ，

在
全开附近灵敏 ，

从全开至
半开流量几乎不变

沿通 风机功

率曲线变化

极
容
易

改变通风机

压力特性 曲

线

改变叶轮转速 ，

以改 变 通

风机压 力 曲线 同 好

调 节 时 不 影 响

通 风 机 性 能 的

稳定性

与转 速成 比例变化

与 转 速 的 3

次 方 成 一

定
比例变化

麻
烦

2 ) 调速与节能
①变极调速与节能

用变极电机 (改变电极对数 ，
一

般是双速或三 速电机 ) 调速来调节风量
，

可节约 电力
。

这种调节
方法在调节流量的过程中没有节流损失 ，

调节效率高
，

接近于理想 的调节
。

②变频调速与节能

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由半导体电子元器件构成的电子变换器和三相交流电机组成
，

通过改变电机定

子的供电电源频率来改变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 ，

从而改变电机转子的转速
。

变频调速具有以下优点 ：

a

调节效率高
，

调速范围广
，

接近于理想的调节和调速
。

最大调速 比可达 l ：l0 、 1 ：2 O
，

如果采用
专用电机 ，

调速 比可达 l ：l 3 3 。

b 若传动效率高
，

可采用变换器变频调速
，

电机转差率变化小
，

从高速到低速都能保持低转差率
运行 。

与变极调速
、

变转差率调速等方法相比
，

电机的损耗小
，

效率高
，

变换器的变频效率也较高
，

通

常在 9 5 ％ 以上
。

c

可以实现软启动
、

软停止
，

减少了对电网
、

设备
、

电气及机械的冲击
。

d 改造设备时
，

不涉及电机及所驱动的风机本身
，

停机改造的时间短
，

影 响生产少
。

e

变频装置万
一

发生故障
，

可以退出运行改由电网直接供 电
，

不会影响风机的连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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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变频装置可按风量和负荷大小 自动调节电机的频率和转速
，

以达到最经济运 行
。

通 常
，

采用变
频调速可节电 30 ％

～

5 0 ％ 。

3 ) 根据 G B 5 O 18 9
—

2 O 0 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

选用普通风机 (全压 6 0 0 P a )
，

单位
风量耗功率应≤ O

．

3 2 w ／( m 。 - h )
。

4 ) 按照工 程特点和要求
，

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

选择相应的调速技术和设备型号
。

4 应用专用软件进行通风机选型
软件基于产品选用要求优选风机 。

常用选型软件功能见表 3
．

1
．

3
—

4 。

表 3
．

1
．

3
—

4 通风机选型软件功能

要求类别 产品选用要求 选型结果

第 一

类要求

1 流量

提供满足要求的机型2 压力

3
进气条件 (介质成分

、

进气温度
⋯

)

第二 类要求

1
使用环境 (腐蚀

、

防爆
、

耐磨
⋯

)

按要求的优化顺序 ，

提供对应满足要求结果

2
高效率

3
低噪声

4
尺寸小

5 重量轻

6 叶轮转动惯量小

7 工作 可靠性 高

第 三类 要求

1 性 能 曲线要 求

提供满 足要求的通风机全部曲线
、

图形和数据

2
流量

、

压力调节要求

3
风机安装要求

4
风机进 口

、

出 口连接要求

5
对配套电机等要求

第四类要求

1
产品交货期

提供最新数据供用户参考2 产品价格

3
产品包装

、

运输等

5 选 型注意事项

1 ) 根据被输送气 体 的物理 、

化学性质
，

选择不同用途的通风机
。

如输送清洁空气
，

应选择
一

般通
风机 ； 输送易燃

、

易爆气体
，

应选择防爆通风机 ； 输送腐蚀性气体
，

应选用耐腐蚀风机
。

2 ) 通风机选型时
，

应考虑管路系统 的漏风损失
、

计算误差
，

以及通 风 机 实 际风量
、

风压 的负偏
差 ，

一

般采用风量为 1
．

0 5
一

1
．

I
，

风压为 1
．

1O
～

1
．

15 的安全系数
。

但也不宜采用过大
，

以防止通风机长
期处在低效率区运行 。

3 ) 注意管网阻力特性与通风机特性的匹配关系
。

为使通风机能稳定运行
，

应使通风机在其最高效
率点附近工 作

，

通风机的额定工 作点位于性能曲线中全压峰值点的右侧 (即大风量侧)
，

且
一

般位于全
压峰值的 8 O ％ 范围内

。

4 ) 当有两种以上的通风机可供选择时
，

应认真加以比较
，

优先选择效率较高
，

机器尺寸较小
、

重
量轻 、

调节范围较大的
一

种
。

5 ) 应尽量避免通风机并联或串联工 作
，

因联合运行与单台运行 比较总会引起经济性和可靠性的降
低 。

风机并联工 作可以提高风量
， 一

定需要时
，

应选择同型号
、

同性能的通风机
。

风机串联工 作可以



通风及防排烟设备
·

2 j ，

高风压
，

当必须采用时
，

通风机之间应有
一

段管路连接
。

而且
，

当采用风机申
、

并联系统时
，

应根据风
机特性曲线和管网特性曲线进行联合运行风量 、

风压值计算
。

6 ) 对有消声要求的通风系统
，

应首先选择效率高
、

叶轮圆周速度低的通风机
，

且使其在最高效率
点附近工作

。

还应根据通风系统产生 噪声和振动 的传播方式
，

采取相应的消声和减振措施
。

7 ) 选择通风机时
，

不仅要考虑
一

次性投资问题
，

更重要的是要考虑长期的经济运行效果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通风机应尽可能布置在地坪上或平台上 ，

以便维护和检修 ； 当布置在室外时
，

电机应设有防 日
晒雨淋的防护罩 。

离心通风机 当配用的电机功率小于或等于 7 5 k w 时
，

可不装设仅为启动用的阀门
。

当
因排送高温烟气或空气而选择离心锅炉引风机时 ，

应设启动用的阀门
，

以防冷态运转时造成电机过载或
烧毁 。

2 ) 通风机安装台座 (基础) 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

稳定性和耐久性
，

台座的振动应满足下列规定 ：

①基础装置的 自振频率不得大于 电机和通风机转速 的 1／3 ；

②通风机运转时的振动速度与通风机静止时的振动速度的差须大于 3 倍以上 。

3 ) 通风机进出口与风管之间连接
，

应设柔性接头
。 进风管

、

出风管等装置应有单独支撑
，

并由基
础或与建筑物其它构件支撑牢固 ，

机壳不应承受其它机件的重量
。

4 ) 通风机安装在建筑物构件上时
，

应采取隔振措施
。

5 ) 通风机安装可参照表 3
．

1
．

3
—

5 中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进行
。

表 3
．

1
．

3
—

5 通风机安装用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编 号 名 称 编 号 名 称

9 4 K 10 l —

l 轴流式通风机安装 9 6 K l1O
一

2 皮带防护罩

94 K 1O 1 —

2 玻璃钢屋顶通风机基础及安装 9 6 K l l0
—

3 电动机及防雨罩

9 8 K lO l 一

3 离心式通风机安装图 (A 式在钢支架上安装)

5 参考价格
离心通风机 1O 0 o

～

I 12 0 0 0 元／台 (风量 l3 O
～

3 6 3 0 o o m 。／h )
。

轴流通风机 5 0 0
—

2 7 0 0 0 元／台 (风量 4 0 0
一

l 1O o o O rn 。／h )
。

斜流通风机 3 8 0 o
～

9 0 0 0 元／台 (风量 18 0 0
—

2 9 O o o m ’／h )
。

3 ．

1
．

4 相关标准 (表 3
．

1
．

4 )
表 3

．

1
．

4 通风机相关标准

名 称 标 准 名 称 标 准
一

般用途轴流通风机技术条件 G R ，rr 13 2 7 4
一

l9 9 l 通风机现场试验 G R ，T 10 ” 8
—

88

一

般用途离心通风机技术条件 G B ／T l3 27 5
一

I9 9 l 空调用通风机安全要求 G B 10 o 0 8 O
一

2 【x )1

通
风机基本型式

、

尺寸参数及性能

曲线 G B ／T 32 35
一

l9 9 9 暖通
、

空调用轴流通风机 JB／T 64 l l
—

I9 9 2

防爆通风机 技术条件 -IB 852 3
一

I9 9 7 工 业通风机 噪声限值 JB／T 8 69O
—

l9 9 8

工
业通风机

一

用标准化风道进行性
能试验

(冯／T l2 36
—

2 0 o O 通风机系统经济运行 G B ／r l34 70
—

9 2

风
机和罗茨鼓风机噪声测量方法 C B ／T 2 88 8 通风机振动控制检测及其限值 JB／T 86 89

一

l9 9 9

消防排烟通风机技术条件 }IJB ／T 10 2 8 】
一

2 o 0 l 前向多叶离心通风机 JB／T 9 0 6 8
一

I9 9 9

小型贯流式通风机 G B／T 139 33
一

I9 9 2 工 业通风机 词汇及种类定义 C B ／1' 190 75
—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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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室内换气设备

室内换气设备主要品种有吸油烟机 、

换气扇
、

卫生 间通风器
换气机 、

换气干燥机 (浴室暖灯) 等
。

3 ．

2
．

1 分类 (表 3 2
．

1 )

表 3
．

2
．

1 室内换气设备分类

还有附有其它功能的设备 ，

如 ： 新风

名 称 分 类 适用场所 主要功能

吸油烟机

离心式风机 涡轮式

厨房

1
安装在灶具上方

，

将空气中的油烟和漂浮的油雾迅
速收集 (或滤除) 后并排出 ，

对厨房进行局部换
气 ；

2
自由进气状态下工 作

，

通过风管直接排到室外
，

或
接共用竖向烟道排气

多叶式

罩型

深罩型

浅罩型

诱导型

烟囱型

风机数 单头
双头

转速 单速
双速

换气扇

轴流式

螺旋叶片风机

排气扇

办公室

厨 房

居 室

卫生间

无风管 ： 安装在外墙
、

外窗上
．

对室内进行全面换气
换气扇

离心式

排气扇
接风管 ： 安装在吊顶上

．

通过风管排气到室外
。

自由
进气状态下工作换气扇

卫生问通风器

风机型式 离心式

卫生间

1
安装在吊顶上

．

通过风管排到室外或经竖向风道排
气 ； 或直接安装在竖向风道壁上排气

。

对室内进行
全面换气 ；

2
自由进气状态下工作

轴流式

安装部位 壁式
顶式

新风换气机 能量回收式 办公室
居 室

l
设有热 (冷 ) 量交换器

，

回收室 内排风中的能量
，

加热 (冷却) 室外进风以节约能源；

2
安装在窗上

、

墙上或吊顶上

多功能换气设备

换气干燥机

浴室

1
除排气外

，

增加干燥
、

照明
、

红外线辐射和腰风等

功 能 ；

2
安装在吊顶上或墙上

，

通过风管排气浴室暖灯

换气风 口
、

风帽

换气风 口

外墙
1 安装在外墙内

、

外侧
，

用作 自然换气 口 ；

2
有防倒风

、

防雨和装饰作用外墙风帽

屋顶风帽 屋顶 安装在屋顶上 ，

起有效排气作用

注 ： 因轴流风机噪声大
、

风压小
，

在吸油烟机中很少采用
。

换气风口
、

风帽 ： 与换气设备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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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2 技术性能
1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见表 3

．

2
．

2
—

1 。

2 基本尺寸见表 3
．

2
．

2
—

2 。

表 3
．

2
．

2
—

1 室内换气设备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 、 、

＼ 类 型
鳓 ＼ ＼

吸油烟机 换气扇 ：排气扇 ) 卫生间通风器

涡轮式 多叶式 轴流式 离心式 轴流式 离心式

主要

技术

参数

最大风量 ( m ’／h ) 750
～

9o 0 7 2O
～

10 o O 180
～

l 10 0 8 0
～

80 o 85 9 o

最
大静压 (P a ) 2 O 0

～

320 180
～

34 0 4 0
—

3如 9O
～

I l0

电机装机功率 (w ) 2 × (50
～

6 O ) 120
～

16 0 15
～

4 6 l2
～

12 5 13 6
—

20

噪声 [d B (A )] 50
—

5 5 5O
一

5 5 39
～

5 5 3 2
～

50 5 1 4 3

净重 (kg) 18
～

2 4 16
～

2 8 O 6
～

4 7 1
．

8
一

l 1 O 8 1 7
～

2
．

5

安全性

构造上保证带电部分不外露

电气接线牢固

排烟管应耐火

耐久性 采用耐热

、

耐湿材料制造

金属材料作防腐 、

防锈处理

性 能

易拆开清洗维护

油烟捕集效率高

耗电少

噪声低 、

振动小

产品相关标准
C B ／T l7 7 13

一

l9 9 9

G B 4 7 0 6 2 8 —

19 9 9

G B 4 7 o 6 ．

27
—

19 9 2

G B ／T 】4 8 O 6 一

l9 9 3

JC ／T 3 O 1 1 —

19 9 4

表 3
．

2
．

2
—

2 室内换气设备基本尺寸 (m m )

项 目

吸油烟机 换气扇 、

排气扇 卫 生 间通 风器

涡轮式 多叶片式 轴流式 离心式 轴流式 离心式

外形尺寸

长 度 7 O 0
～

7 5O 7 o 0
～

7 57 30 8
～

3 5 0 l7 0
～

4 5 0 15 0 2 0 o

宽 度 5O 0
～

6 o 0 4 60
～

59 O 3O 8
—

3 50 l7 O
～

4 5 O l5 0 l8O

高 度 14 0
～

2 5O 3 6 5
—

4 8 3 16 o
～

17 0 l0 8
～

27 2 lO 8 20 4

接口 尺寸 出风 口

尺
寸 击l5 O

、

击1印

西15 0 、

叭 6 0
、

击l7 0

研 5 、

西loo
、

西150 、

西180

击l00 引 00

位置 上方 上方 后方 、

侧方 侧方
、

后方 后方
、

侧方

注 ： 吸油烟机和换气扇的安装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l s J9 l3 《住宅厨房》
。

3 ．

2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按照不同房间的换气要求

，

分别选用以下 型式
。

1 ) 排风法 ： 住宅
、

办公室宜采用 自然进风和机械排风
。

2 ) 正压送风法 ： 手术室等洁净空间采用机械进风和自然排风
。

3 ) 送排风法 ： 高气密房间
、

污染大的室内停车场等采用机械进风和机械排风方法
。

人员密集的会

议室等宜采用新风换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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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房间的污染程度
，

可采用全面换气
、

局部换气
、

全面加局部换气
，

以及 分别选定换气设 备
的品种 。

1 ) 厨房灶 台上方设吸油烟机
，

可高浓度排气
，

作局部换气 ； 如厨房 中设置半密闭式燃气热水器
时 ，

可加设换气扇作全面换气
。

2 ) 居室
、

办公室
、

卫 生间等可设换气扇
、

通风器作全面换气
。

3 ) 人员密集的会议室等宜采用新风换气机
。

3 为有效进行换气
，

应正确设计进风 口 。

1 ) 房间的进风 口面积 ： 应大于换气扇
、

通风器 的安装面积
。

进风 口过小
，

风阻大
，

进入空气少
，

降低换气能力 ，

且进风 口 面积大
，

可使空气流动平缓
。

门
、

窗的缝隙也可计人进风 口 的面积中
。

2 ) 进风 口位置 ： 进风 口原则上应设在外墙上
，

并远离换气扇
、

通风器 的排风 出 口
，

以免气 流短

路 ，

降低换气效率 ； 厨房的进风 口不应设在灶具 附近
，

以免灶 具 熄 火
，

或气流与烟气在室内短路的现
象 。

4 换气扇采用轴流风机时
，

安装在外墙 (窗) 上
，

直接排风
。

其结构简单
，

风量大
，

静压低
。

在
室外风压大 、

风向正对换气扇时
，

风量衰减很快
，

甚至会使风机反转
，

所以
，

不适用 于连接风管排风或

高层建筑室外风压高的场合
。

在居室使用时
，

应选 4 5 d B (A )以下的低噪声产品
。

5 住宅厨房吸油烟机排风方式的选定
，

应综合考虑住宅楼层数
、

外形
、

平面布局及气候等条件
，

对应选用吸油烟机品种 。

1 ) 共用竖 向烟道排气方式 ：

①吸油烟机通过排烟管连接共用竖向烟道排风 ，

出屋顶处可设无动力风帽
，

有效排风
。 吸油烟机

(灶具 ) 应邻近竖向烟道布置 。

②宜采用多叶片离心式风机 的吸油烟机
，

静压高
，

多为深罩型
、

单头 ； 也有烟 囱型
、

单头品种
，

装
饰性好 。

2 ) 水平直接排气方式 ：

①吸油烟机排烟管直接穿过外墙排气
。

吸油烟机 (灶具 ) 应邻近外墙
，

排烟管长度短
，

应向下倾
斜安装 ，

防止冷凝水集结 ； 排出口宜设防风帽 。

②采用涡轮离心式风机吸油烟机 ，

排气效率高
，

多为浅罩型
、

双头 品种
。

对高层建筑室外风压高的
场合 ，

宜采用多叶片离心式吸油烟机
，

为深罩型
、

单头品种
。

6 通风器适用于暗卫生间
，

可采用 以下安装方式 ：

1 ) 顶式安装 ： 通风器 安装在 吊顶 上
，

通过风管将 出风 口与外墙排风 口或共用竖向风道连接
。

通风

器宜用离心式风机 ，

静压高
，

抗风能力强 ； 也可用轴流式风机
，

风量大
，

但机外余压小
。

顶式安装也适

用于换气干燥机 、

浴室暖灯等品种
。

2 ) 壁式安装 ： 通风器直接固定在共同竖 向风道上排气
，

出屋顶处可设无动力风帽
，

有效排气
。

宜

用多叶片离心式风机 ，

静压高
，

抗风能力强
。

7 换气量 p (m ’／h ) 可按照房 间面积
、

室内人数或每小时的换气次数等方法计算
。

通过共用风
道 、

烟道排气时
， 还应考虑换气设备的静压

一

风量 (P
—

Q ) 特性
，

在
一

定风量下
，

换气设备应有足够
的静压克服阻力 。

对吸油烟机
，

风量应不低于 4 2 O m ’／h (静压 80 P a ) ； 对壁式安装通风器
，

风量不宜低
于 8 O m ’／h 。

8 换气设备的外形尺寸应符合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 其外形形状
、

材质和色彩应适应室内装修要
求 。

3 ．

2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吸油烟机安装高度应与灶台

、

吊柜
、

烟道尺寸协调 ； 罩面尺寸应大于灶具尺寸 ； 底面离灶具面
距离宜为 8 0 0 m m 左右

。

吊顶安装浴室暖灯
、

通风器的场合
，

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
．

2 m 。

2 应在换气设备附近设置专用带接地的插座
。

换气扇
、

通风器可接开关
，

开关位 置应 考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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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 按需要可选用联动开关
、

延时开关或人体感应开关 。

3 安装吸油烟机的墙体
，

其构造和材料应有足够的吊挂强度
。

排烟管
、

风管的外墙开 口 ，

可采用
砌筑预制带洞混凝土块或预埋钢管 留洞方式 。

4 共用竖向烟 (风) 道连接的通风器
、

吸油烟机
、

换气扇等均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
。

3 ．

2
．

5 参考价格
换气扇 ： 4 0

～

2 2 0 0 元／台
。

3 ．

2
．

6 相关标准
《吸油烟机》 G B ／T I77 13

—

19 9 9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交流换气扇及其调速器》 G B／T l4 80 6
—

2 0 o 3 。

《卫生间通风器》JG ／T 3O 11
—

19 9 4 。

3 ．

3 消防专用通风设备

消防专用通风设备包括 ： 通风机
、

排烟阀
、

排烟口
、

防火阀
。

3 ．

3
．

1 分类 (表 3
．

3
．

1 )
表 3

．

3
．

1 消防专用通风设备分类

I 类 别 用 途 特 点 对应产品举例

防烟 火灾时防止烟气侵入和为疏散通
道创造相应条件 常闭

，

当火灾发生时启动防排烟风机
，

开启防 、

排烟阀门
、

风 口

机械送风加压 防烟 系统 的风

机 、

送风 口

排烟 火灾时排除建筑物内的烟气 排烟风机 、

排烟口

防火 防止火势沿风管等通道蔓延 常开

，

当建筑物发生火灾时 ，

由温度熔
断器 、

电信号或手动将阀门关闭

防火阀 ，

排烟防火阀

排烟防火 具有排烟和防火功能

常闭 ，

当火灾发生时开启
，

当烟气温度
达到 280 ℃ 时

，

由温度熔断器
、

电信号
或手动将阀门关闭

3 ．

3
．

2 技术性能
1 排烟风机
排烟风机可采用离心式风机或专用排烟轴流风机 ，

类型见表 3
．

3
，

2
—

1 。

表 3
．

3
．

2
—

1 排烟风机主要特点

排烟风机类型 技术条件

离心式通风机 风机箱
H 1下D

—

B

消
防
型

I型单速

Ⅱ型双速 排烟风机应保证在
2 80 ℃ 时能连续工作 ≥ 3 O m in 。

普通离心风机 电机或皮带在气流之外

轴流式通风机 高温排烟型

}lT F —

I 单 速

排烟风机应保证 在 280℃时能连续 工作≥ 3 O m in 。
H T F

一

Ⅱ 双速

H T F 一

Ⅲ 屋顶排烟风机

混流式通风机 消防高温
排烟风机

P Y s w F —

I 单速
P Y s w F 一

Ⅱ 双速 排烟风机应保证在
280 ℃ 时能连续工作≥ 3 0 m in 。

注 ： 本表所列代号供参考
。

2 排烟系统配件
排烟系统配件主要有风口和阀门

。

基本功能和适用范围见表 3
．

3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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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

2
—

2 排烟系统主要配件

名 称 代 号

基本功能

适用范围手动

开
启

远
程
开
启

D C 24 V

信号开启

手
动
复
位

2 8O cc

关
闭

多档风

量调节

风

口

板式排烟口 P Y K
—

Y S王) 0 0 0 0
排烟系统吸入 口

，

也可用作防烟加压

送风 口

多叶排烟 口 P Y K
—

S D 0 0 0 排烟系统吸人口

防火多叶排烟口 P Y F H K
—

F W 0 0 0 0 排烟管道吸人口
，

并有调节风量要求

远动多叶排烟口 P Y K
—

Y S D o 0 0 0
排烟管道吸入 口

，

也可用作防烟加压

送风 口

远
动防火多叶排烟口 P Y F H K

—

Y S D W 0 0 o 0 0 排烟管道吸人口

阀

门

排烟阀 P Y
—

S D o 0 0
各防烟分区

、

排烟支管上设置
，

排烟
口
为普通风口

排
烟防火阀 P Y F H

—

S D W 0 0 0 0 装于排烟风机人 口

远
动排烟阀 P Y

—

Y S D 0 0 0 0 装于排烟风机入 口

远动排烟防火阀 P Y F {1
一

Y S D W 0 0 0 0 0 装于排烟风机人口

阀
门部分代号 ： P

一

排 ； Y
一

烟 ； F
一

防 ； H
一

火； K
一

口
。

控制装置代号： s
一

手动操作 ； D
一

电信号动作 ； F
一

风量调节 ； w
一

温感动作 ； Y
一

远距离操作
。

本表引 自陆耀庆主编 《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 (第二 版)
。

3 防火阀技术性能
防火阀适用于通风 、

空调或排烟系统的管道上
，

基本功能和适用范围见表 3
．

3
．

2
—

3 。

表 3
．

3
．

2
—

3 防火阀基本功能和适用范围

阀门名称 代 号

基本功能

适用范围7 0 0c

关闭

D C 2 4 V

电信号

关闭

手拉阀

索关闭

输出电

信号

多档风

量调节

简易防火阀 F H
—

W 0 火灾时需隔断火源的风管上 (无消防控制室)

普通防火阀 F H
—

W o 0 火灾时需隔断火源的风管上 (有消防控制室)

防火阀 F H
—

S W 0 0 0 火灾时需隔断火源的风管上 (有消防控制室)

防火调节阀 F f1 _ S F W 0 0 o o 火灾时需隔断火源的风管上
，

并有调节风量要求

防烟防火阀 F Y H
—

S D W 0 0 o 火灾时需隔断火源及烟气的通风管道上

防烟防火调节阀 r y H
—

S F D W 0 0 0 o
火灾时需隔断火源及烟气的通风管道上

，

并有
调节风量要求

防火风口 F }{K
—

S F D W 0 0 o 0 火灾时需在送排风口隔断火源

阀门部分代码 ： F
一

防 ； H
一

火 ； Y
一

烟 ； K
一

口 。

控制装置代码 ： s
一

手动操作 ； D
一

电信号动作 ； F
一

风量调节 ； w
一

温感动作 ； Y
一

远距离操作
。

本表引自陆耀庆主编 《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第二 版)
。

3 ．

3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排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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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排烟风机可采用普通钢制离心式通风机或 专用排烟轴流式通风机

。

排烟风机规格按 《高层民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的规定 。

排烟风机最小风量为 7 2 0 0 m ’／h
，

最大风量不宜超过 6 o O 0 0 m ’／h (指
一

个排烟分区的最大风量) 。

2 ) 排烟系统的风机宜单独设置
。

排烟风机的位置宜处于排烟区的同层或上层
。

3 ) 排烟风机风量应按所需要的风量值增加不小于 lO ％
一

2 0 ％ 的富裕量
。

2 防烟加压送风机的风压值应按排烟系统最不利环路进行计算
，

并保证在防烟楼梯间内正压值为
4 O ～

5 0 P a 。

前室
、

合用前室
、

消防电梯前室
、

避难层等内部的正压值为 2 5
—

3 0 P a 。

3 防火阀
、

排烟阀
1 ) 选用阀门时应注意阀门的功能

，

如常开还是常闭
、

自动关闭开启
、

手动关闭开启
、

手动复位
、

信号输出 、

远距离控制等要求
。

2 ) 阀门若与风机联动的应选用带双微动开关装置
。

3 ) 阀体必须为不燃材料制作
，

外壳钢板厚度必须大于等于 2 m m ； 转动部件应采用耐腐蚀的金属材
料 ，

并需转动灵活； 易熔件应符合消防部门的认可标准 ； 阀门动作需可靠
，

关闭时应严密
，

其允许漏风
量应符合表 3 3

．

3 的规定
。

4 ) 对远距离控制的自动开启装置
，

控制缆绳长度
一

般不超过 6 m ，

弯曲处不应超过三 处
，

弯曲半
径为 R ≥ 3【)0 m m 。

5 ) 选用阀门时
，

应注意控制器的安装位置
，

从气流方向观察左为左式
，

右为右式
。

6 ) 防火阀
、

排烟阀
、

排烟口等宜与通风机
、

排烟风机联锁
。

表 3
．

3
．

3 防火
、

排烟阀允许漏风量

阀门类型 两端试验压差 (P a ) 允许漏风量 [
m 。／ (h

· m 。) ]

防火阀 30 O ≤ 7 o o

排烟阀 3 O O ≤ 7 o o

板式排烟 口 3 o o ≤ 15 O

3 ．

3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排烟风机
1 ) 安装参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防排烟设备安装》 9 9 K lo 3 进行

。

2 ) 排烟风机的冷却进风管应接至排烟空间之外
。

2 排烟阀
、

防火阀
、

排烟口

1 ) 阀门的操作机构
一

侧应有不小于 2 0 0 m m 的净空间
，

以利检修
。

2 ) 安装阀门前必须检查阀门的操作机构是否完好
，

动作是否灵活有效
。

3 ) 防火 阀应 安装在 紧靠 墙或 楼板 的风管 管 段 中
，

防火 阀至 防火墙 的风管壁厚度 应大于等 于
2 0 m m ，

外包大于等于 3 5 m m 厚的不燃材料
。

管道穿墙的缝隙
，

应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

在防火阀两侧
各 2

．

0 m 范围内的风管及其绝热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
。

4 ) 防火阀应单独支吊安装
，

以防止发生火灾时管道变形影响其性能
。

5 ) 防火阀的熔断片应装在朝 向火灾危险性较大的
一

侧
。

3 ．

3
。

5 参考价格
高温排烟风机 l5 0 0

—

15 o 00 元／台 (风量 3 3 5 O
～

9 3 0 0 O m 。／h )
。

防烟防火阀 5 0 O
～

3 o 0 O 元／个 (规格 2 5 O m m × 2 5 0 m m
～

2 0 【)(】m m × l2 5 O m m )
。

排烟防火阀 6 0 O
～

4 lO O 元／个 (规格 3 2 O m m × 3 2 O m m
～

2 o 0 O m m × 12 5 O m m )
。

排烟防火调节阀 8 0 0
—

5 0 0 O 元／个 (规格 2 5 0 m m x 2 5 O m m
～

2 0 0 O m m × 12 5 O r玎m )
。

3 ．

3
．

6 相关标准
《消防排烟通风机技术条件》 JB／T 10 28 1

—

2 o 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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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烟阀 (口 )》 G A 4 8 1
—

2 0 0 4 。

《防火阀试验方法》 G B l5 9 3 O
一

19 9 5 。

3 ．

4 引射通风器

3 ．

4
．

1 性能及适用范围
1 引射通风器风量

一

般为 6 0 0
～

7 o 0 m ’／h 。

2 通风器应用喷 口送风技术将空气输送到相应区域
，

满足温度
、

湿度
、

风速
、

清洁度等的环境空
气质量要求 。

3 腔体内采用贴吸声材料等降噪措施的通风器
，

机组噪声可降至 5 2 d B (A )
。

4 适用范围 ： 地下停车场
、

大型体育馆
、

商场
、

展览馆等高大空间建筑
。

也适用于当空气处理机

组风压不足或不便于布置送 回风管道的空调空间 ，

如大型体育馆
、

商场
、

展览馆等
，

改善气流组织
。

3 ．

4
．

2 产品选用要点
1 射流有效长度和宽度宜基于 以下 条件计算 ： 射流轴心速度不宜低于 O

．

3 5 rn／s ，

射流的边界速度
不宜低于 O

．

1 5 m ／s 。

2 应根据通风器的喷 口直径
、

喷口风速
、

建筑空间提供的射流条件等因素
，

依等温或非等温射流
公式 ，

计算单台机组的射流有效长度和宽度
，

按有效射流基本覆盖全部建筑空间进行合理布置
。

3 当建筑空间高度 ≤ 5 m 、

且无梁等 障碍物时
，

可按照水平射流计算 。

当建筑空间高度 ≥ 5 m 时
，

按照向下倾斜 l(】。

射流计算
。

当有梁等障碍物时
，

按照使射流轴线躲开梁的倾斜度射流计算
。

4 通风器喷 口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距离不应小于 O
．

6 m ，

与前方梁或障碍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2 m ，

吸风 口与后方梁或障碍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O
．

6 m 。

3 ．

4
．

3 施工 安装要点
1 机组安装可采用吊杆吊装或托架与拉杆结合的型式固定建筑物构件上

，

但必须做负载校核
。

2 当有减震防噪要求时
，

应在机组下设减震橡胶垫
。

3 ．

5
．

1 分类 (表 3
．

5
．

1 )

3 ．

5 消声器

表 3
．

5
．

1 消声器分类

类别 特点 适用范围

阻性消声器 利用吸声材料的吸声作用

，

使沿管道传播的噪声 ，

在其中不断
被吸收和逐渐衰减 主要用于吸收高频噪声

抗性消声器

利用共振原理 ，

当管道截面改变或旁设共振腔等
，

在声波传播
过程中产生共振 ，

形成声阻抗
，

使声能吸收而衰减
。

吸收声波

的频谱可按消声需要调整共振系统结构

主要用于吸收低频噪声 ，

或
低中频为主的噪声

阻抗

性消

声器

阻抗复合式

消声器

综合阻性和抗性消声器的特点 ，

是既有吸声材料
，

又 有共振
腔 、

扩张室
、

穿孔板等降噪元件构成的消声装置

用于噪声频谱较宽的场合 ，

是工程中最常用的消声器

微穿孔板消声器 利用微穿fL板的吸声性能

，

具有阻抗复合式的特点 ，

是有较宽
消声频带的消声装置 ，

结构简单
，

不需要吸声材料

特别适用于有高温 、

潮湿及
洁净要求的管路系统

有声源消声器 用电脑控制电子发声器产生

一

种与需消声的频率 、

强度相 同
，

但相位相反的干涉声波来消除噪声 用于特殊项目

注 ： 利用阻性吸声和抗性吸声原理制成消声配件
，

如消声弯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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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

2 技术性能
1 阻性消声器
1 ) 阻性消声器是利用声波在多孔而且 串通 的吸声材料 中摩擦吸收声能而消声 的 ，

一

般有直管式
、

片式 、

蜂窝式
、

折板式和声流式等 ； 由于有多孔的吸声材料所以不能用于有蒸汽侵蚀或高温的场合
。

2 ) 阻性消声器对消除高
、

中频噪声效果显著
，

对低频噪声的消除则不是很有效
，

其消声量与消声
器的结构形式 、

空气通道横断面的形状与面积
、

气流速度
、

消声器长度
，

以及 吸声 材料 的种类
、

密度
、

厚度等因素有关 ，

护面板材料及其型式对消声效果也有很大影响
。

3 ) 护面材料可采用柔软多孔透气的织物
，

如玻璃纤维布
，

或穿孔板
。

护面用的穿孔板
一

般采用薄
钢板 、

铝板
、

不锈钢板加工 制成
。

为了发挥吸声材料的吸声性能
，

穿孔板的穿孔率应大于 2 0 ％ ，

孔径
3 —

lO m m 。

2 抗性消声器
1 ) 抗性消声器就是

一

组声学滤波器
，

滤掉某些频率成分的噪声
，

达到消声的目的
。

它与阻性消声
器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多孑L性吸声材料 ，

包括共振式消声器和扩张式消声器等
。

2 ) 共振式消声器是利用共振结构的阻抗引起声波的反射而进行消声
。

它由小孑L板和共振腔构成
。

主要用于消除低频或中频窄带噪声或峰值噪声 。

结构简单
，

空气阻力小
。

3 ) 扩张式消声器又称膨胀式消声器
，

由各个扩张室与连管连接起来组成
。

它是利用横断面积的扩
张 、

收缩引起声波的反射与干涉来进行消声的
。

其消声性能主要取决于扩张室的扩张比和长度
。

3 阻抗复合式消声器
1 ) 阻抗复合式消声器就是将对高 、

中频噪声消声效果显著的阻性消声器及对中
、

低频噪声消声效
果显著的抗性消声器组合而成 。

由于声波的波长比较长
．

阻性和抗性消声器复合在
一

起时有声的耦合作
用 ，

互相有影响
，

不能看作简单的叠加关系 。

2 ) 由于消声器的组合型式较多
，

阻抗复合式消声器的品种也较多
，

但定型产品都是按原国家标准
图制造 。

3 ) 因为消声效果好
，

频谱特性宽
，

在通风空调工 程 中普遍应用 。

但和阻性消声器
一

样
，

不能用于

有蒸汽侵蚀或高温的场合
。

4 微穿孔板消声器
1 ) 微穿孔板消声器是阻抗复合式消声器的

一

种特殊型式
。

它是当抗性消声器的穿孔板的孑L径缩小
到≤ l m m 时

，

就成为微穿孔板消声器
。

2 ) 微穿孔板
一

般采用薄钢板
、

铝板
、

不锈钢板 ，

厚度在 O
．

5
—

1
．

0 m m 之间
，

穿孔的孔径应控制在
0 ．

5
～

1
．

0 m m 的范围内
，

穿孔率以 l％
～

3 ％ 较好
。

3 ) 有单层微穿孔板和双层微穿孔板两种消声器
，

在消声量和频带宽度上双层的优于单层
。

3 ．

5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选用消声器时 ，

除考虑噪声频谱和消声量之外
，

还应考虑系统允许 的阻力损失
、

安装空间大
小 、

造价高低
，

以及对消声器的防火
、

防尘
、

防霉
、

防蛀要求等
。

2 消声器应设于风管系统中气流平稳的管段上
，

且应尽量靠近有噪声控制要求的地方
。

3 为防止再生噪声的影响
，

消声器空气通道内流速应根据控制噪声级标准的要求确定
。 一

般宜在
8 m ／s 以下

，

最大不宜 > 12 m ／s 。

微穿孔板消声器大风速的情况下 (15
～

2 O m ／s )
，

风阻较大 。

4 消声器不宜设置在空调机房内
，

也不宜设置在室外
，

防止噪声穿透进入消声器后的管道
。

5 当
一

根风管输送到多个房间时
，

宜扩大相邻房间送风 口 的距离
，

或采用增加消声弯头
、

风管内
壁粘贴吸声材料等措施 ，

防止房间的噪声干扰
。

6 一

般空调系统减噪选用阻抗复合式消声器
，

排风系统可选用阻性消声器
。

3 ．

5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消声器安装时应单独设置支吊架

，

和建筑构件稳固连接
。

对大型消声器
，

建筑物应考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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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2 阻抗复合式消声器安装时
，

一

定要注意把抗性消声部分放在前面 (即气流的入 口端)
，

把阻性
消声部分放在后面 。

3 消声器的位置应尽量靠近噪声被控制空间
，

如后面有金属风管段
，

要考虑是否进行隔声处理
。

3 ．

5
．

4 参考价格
微穿孔板消声器 ：8 6 O

～

82 (x】元／个(微穿孔板材质 ：镀锌板
，

规格 3 2 O m m × 2 5 O m m
～

20 (x】m m × 12 50 m m )。

3 ．

6 风 管

3 ．

6
．

1 镀锌钢板风管
1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1 ) 矩形镀锌钢板风管外边长 (或外径 ) 对应板材厚度要求见表 3

．

6
．

1
—

1 ，

圆形风管板材厚度见表
3 ．

6
．

1
—

2 ，

风管咬口形式及对应适用范围见表 3
．

6
．

1
—

3 。

2 ) 圆形镀锌钢板风管连接形式及对应适用范围见表 3
．

6
．

1
—

4 。

表 3
．

6
．

1
—

1 矩形镀锌板风管外边长对应板材厚 度

风管边长尺寸 6 ( m m )

板材厚度 (m m )
一

般用途风管
除尘系统风管

中 、

低压系统 高压系统

6 ≤ 32 0 O
．

5 0 7 5 1
．

5

3 2 0 < 6 ≤ 4 5 0 0 6 O
．

7 5 l 5

4 5 0 ( 6 ≤ 6 3O O 6 0 75 2 0

6 30 < 6 ≤ lO 0 0 n 7 5 l O 2 O

lO o 0 ( 6 ≤ 12 5 O 1
．

O 1
．

0 2
．

O

12 5O ( 6 ≤ 2 o 0O 1
．

0 1 2 按设计

2 0 【x 】< 6 ≤ 4 o o 0 1 2 按设计 按设计

表 3 ．

6
．

1
—

2 圆形镀锌板风管外径对应板材厚度

风管直径 D ( m m )

板材厚度 ( m m )

低压风管 中压风管 高压风管

螺旋缝 直缝 螺旋缝 直缝 螺旋缝 直缝

D ≤ 3 2 O 0 5 0 O 5 0 O ．

5O

32O < D ≤4 5 0 0
．

5 O O
．

6O 0
．

5 0 0
．

7 5 0
．

6 O 0 7 5

4 5 0 < |D ≤ lO 0 0 0
．

6 O O 7 5 0
．

6 0 0 75 0
．

6O 0 75

10 0O < D ≤ 12 5 O ()
．

7 5 1
．

0 O O 7 5 l o 0 Il0 0

l2 5 O ( D ≤ 2 o o o 1 0 o 1
．

2 O l 2 0 1 20

> 20 0 o l 2 0
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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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

1
—

3 矩形风 管咬 口形式及对应适 用范 围

咬口 形式 适用范围

单咬口

一

三至 》＼ 、

内平 咬 口

低 、

中
、

高压系统

／
● 主三 l厂

— ～

＼

外平 咬 口

低 、

中
、

高压系统

联合角咬口 『 低
、

中
、

高压系统
矩形风管及配件四角咬接

转角咬口 1 低
、

中
、

高压系统
矩形风管或配件四角咬接

按扣式咬口 ，、旷
—

君 、 低
、

中压矩形风管或配件四角 咬接

低 压 圆形 风管

立咬口 J L 』L
圆

、

矩形风管横向连接或纵向接缝
圆形弯头制作不加铆钉

表 3 ．

6
．

1
—

4 圆形风管连接形式及对应适用范围

连接形式 附件规格 连接要求 适用范围

角钢法兰连接 坐 ≥ ￡ 2 5 × 3 法兰与风管连接采用铆接或焊接 低
、

中
、

高压风管

承
插
连
接

普通 弋 ／
＼

＼ 一 ．

∥

插入深度 ≥ 3 O m m

应有密封措施 直径
( 7 0 0 m m 的低压风管

角钢加固 寸尸
—

] 7
＼ ＼、一

L
，。 ≥ [ 2 5 × 3

插入深度 ≥ 2 O m m

应有密封措施 低

、

中压风管

压加强筋 町
“ 、

f
。

‘] 7、

。’
＼

一

／ 少

插入深度≥ 2 O In m

应有密封措施 低

、

中压风管

芯管连接

’

广1
。

F
—

r_、、

㈣
，少

’

、 0 J l， ≥ 风管板厚 插入深度

≥ 2 0 m m

应有密封措施 低

、

中压风管

立筋抱箍连接

—

鼎-_
，

_＼＼j止_／／
≥ 风管板厚 风管翻边与抱箍应匹配

，

结合紧固严密 低
、

中压风管

抱箍连接
r_ l m厂
m ∥飞

进趟 ≮乡
≥
风管板厚 管端应对正

，

抱箍应居中 低

、

中压风管

抱箍宽度≥ lo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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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用要点

1 ) 镀锌钢板 (带) 宜选用镀锌层为 1 0 O 号以上 的材料
，

其材质应符合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和钢

带》 c B 2 5 l8 的规定
。

2 ) 矩形镀锌钢板角钢法兰风管依用途
，

风管 的角钢规格及对应边长应符合表 3
．

6
．

1
—

5 要求
。

角
钢法兰连接螺栓 (或铆钉) 间距应 为 ： 低

、

中压系统 ≤ 1 5 O m m ； 高压系统 ≤ 1 0 0 m m 。

3 ) 矩形薄钢板法兰风管连接形式及对应边长应符合表 3
．

6
．

1
—

6 要求 (注 ： 薄钢板法兰风管采用
风管法兰与风管管壁为 一

体 (或用镀锌板制作法兰条 ) 的形式
，

又称为
“

共板法兰
”

或
“

无法兰
”

连
接 ) 。 矩形薄钢板法兰风管适用于中

、

低压通风及空调工 程 中的送
、

排风系统 (含空调净化系统)
。

当
采用 一

般加固措施时
，

风管长边尺寸
一

般≤ 2 0 0 O m m 。

超出此规格的风管
，

应采取特殊加固措施
。

4 ) 圆形风管咬 口形式分为直咬 口和螺旋咬 口 (直咬 口采用纵向咬口将板材卷成圆形 ； 螺旋咬口采
用螺旋状咬口将钢带卷成圆形)

。

其中
，

螺旋风管咬 口 的间距将影响风管强度
，

一

般螺旋风管的咬口间

距应符合表 3
．

6 l
一

7 的要求
。

表 3
．

6
．

1
—

5 矩形镀锌钢板 角钢法兰风管角钢 规格及对应边长

角钢法兰连接形式 角钢规格 适用风管边长 (

m m

)

低压风管 中压风管 高压风管

生
[ 2 5 × 3

。

M 6 螺栓 ≤ 12 5 O ≤ 1【x 】O ≤ 6 3 0

[
30 × 3

．

M 8 螺栓 ≤ 2 o 0 O ≤ 2 o 0 O ≤ 12 5 O

￡ 4 0 × 4
．

M 8 螺栓 ≤ 2 5 0 O ≤ 2 5 0 O ≤ 16 ()0

[ 5 0 ×5 ，

M 8 螺栓 ≤ 4 o 0 0 ≤ 3 o 0 O ≤ 250 0

表 3
．

6 1
—

6 矩形薄钢板法兰风管连接形式及对应边长

法兰连接形式 附件规格 (

m m

)
(^ 为法兰高度

，

6 为风管壁厚) 适用风管边长 (

m m

)

弹簧夹式 叟 飞

弹簧夹板厚≥ 1
．

O

顶 丝
卡厚≥ 3

顶丝螺丝 M 8

h × 6 = 2 5 × 0
．

6 ≤ 6 3O ≤ 6 3O

^ × 占= 2 5 × O 7 5 ≤ 10 o 0 ≤ lO 0 0

插接式 墨[ j
n

^ × 占 = 3 0 × l 0 ≤ 2 O 0 o ≤ 2 0 o 0

顶丝卡式 璺圈
n

矗 ×6 = 4 0 × 1
．

2 ≤ 2 0 0 0 ≤ 2 0 o o

组
合式 而耳] 。

—

—

：

爿 L：、一

^ =

法兰高度
6 =

组合法兰板厚

顶丝卡厚 ≥ 3

h × 占 = 2 5 × 0 7 5 ≤ 2 O o 0 ≤ 2O o 0

^ ×占= 3 0 × 1
．

0 ≤ 25O O ≤2O 0O

表 3
．

6
．

1
—

7 螺旋风管咬口间距

风管公称直径 (m m ) 咬 口 问距 (m m )

10 0
以下 ≤ 12 5

l 0 O ～

12 5O ≤ 15 O

3 ．

6
．

2 复合风管
1 分类 (表 3

．

6
．

2
一

1 )
2 风管覆面材料主要类别 、

适用范围 (表 3
．

6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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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2
—

1 复合风管分类

分类标准 类别 分类标准 类别

按材料分

无机玻璃钢风管

按用途分

空调通风风管 (耐火时间 3 O m jn )

硬聚氯乙烯风管 排烟风管 (耐火时间 6O m in )

玻纤铝箔复合风管 防火风管 (耐火时问 6O m jn )

酸醛铝箔复合风管

按压力分

低压风管 (P ≤ 5 O O P a )

聚氨酯铝箔复合风管 中压风管 (5 0 o P a < P ≤ 15 o 0 P a )

彩钢板保温复合风管 高压风管 ( 15 o o P a < P ≤ 30 0O P a )

防火板风管

玻镁复合风管

氯氧镁水泥复合风管

挤塑复合风管

铝箔与阻燃布软管

表 3 ．

6
．

2
—

2 风管覆面材料主要类别
、

适用范围

覆面材料类别 特点 风管构造 适用范围

彩色钢板

(由 一

定厚度
的镀 锌 薄 钢

板 、

经 内 外

表 面 烤 涂 耐

腐 蚀 高 分 子

材 料 涂 层 制

成 )

1
表面光滑

，

风阻小 ；

2
耐 候 性 优 于

一

般 喷
(涂) 漆风管；

3
外形美观 (多种颜色 )

，

宜于明装

l
风管板材 由保温基材经 内外双

面或单面覆彩色钢板构成 ；

2 双 面彩板 复合风管 的保温基材

主要采 用玻 纤棉 板 、

聚苯 乙烯板
或聚氨酯板等 。

单面彩板复合风
管的保温基材为玻纤棉板 (内表

面覆玻纤布) ；

3
成型风管只有

一

个纵向接缝

适用于有保温要求 的通风和空调

系统

其中 ： 双 面 彩板复合风管适用于

风压 ≤ 2 O 【x 】P a 的
一

般和洁净工 程

(玻纤棉板基材除外)
。

单面彩板
复合风管不适用于洁净 工 程

，

以

及输 送 介 质 潮 湿 ( 相 对 湿 度 >

7
0 ％ )

、

风压大于 I2 o o P a 的系统

铝箔

l 一

般采用凹凸纹或压浅
网纹双面铝箔 ，

厚度有 60
、

8 O 、

12 O ¨Ⅱ。；

2
表面美观

，

重量轻
。

刚
度较小 ，

大型 风管需 用金

属架加固

l
聚氨酯铝箔复合板风管的板材

由聚氨酯泡沫塑料经流水线直接

发泡成型并覆双面铝箔构成 ；

2
成型风管只有

一

个纵向接缝

适用于 一

般通风空调工 程
。

不 宜

用作输 送腐蚀性介质

铝箔玻纤布

1
玻纤布采用的是氧指数

>
3 2 ％ 的含树脂 有机玻璃

钢 ；

2
成本较高

，

重量较大

玻纤复合风管板材 由离心玻纤板

基材 、

树脂玻纤布 (有机玻璃钢)
粘贴铝箔的外表面材料 、

以及 玻

纤布内表面材料构成

适用于 一

般通风空调工 程
，

不宜
用作防火要求 高 (不燃 A 级 ) 的

建筑和高层建筑

无机玻璃钢

1
对潮湿环境有 良好适应

性 ：

2
防火性能好 ；

3
由其构成风管的制作成

本低

1
经机械化 生产 制 作的无机玻璃

钢风管的板材工 艺为 ： 先预制成
无机玻璃钢板材 ，

再用专用胶粘
贴成复合板 (注 ： 另有手 工 整 体
成型制作工 艺 ) ；

2 一

般外覆 面层厚度 2
～

3 m m ，

内覆面层厚度 2
～

8 m m

除用于 一

般通风空调工 程 外
，

特
别适用于防火要求较高 、

以 及 游

泳馆 、

浴室等潮湿环境 (
一

些 系
统 可采用 无保温层 的单层无 机玻

璃钢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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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技术性 能要求

1 ) 有 吸声要求的场合
，

风管吸声性能应符合表 3
．

6 2
—

3 要求
。

2 ) 保温风管板材的导热系数
，

应符合表 3
．

6
．

2
—

4 要求
。

3 ) 有抗菌
、

抗霉菌要求的风管抗细菌率
，

根据需求应符合表 3
．

6
．

2
—

5
一

表 3
．

6
．

2
—

6 要求
。

4 ) 复合风管内壁的绝对粗糙度应 ≤ O
．

3 m m 。

5 ) 复合风管内壁的纤维脱落判定
，

应按照 Jc／T 59 1
一

l9 9 5 规定的方法
，

试验确定 (在风管内风速
为 15 - rI／s 的条件下

，

风管内壁不应有纤维脱落 )
。

6 ) 普通复合风管的燃烧性能应不低于 《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分级方法》 (G B 8 6 2 4
一

l9 7 7 ) 中的
B l 级或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 B 8 6 2 4

—

2 O o 6 ) 中的 c 级标准
。

7 ) 无机玻璃钢风管技术性能
，

应符合表 3
．

6
．

2
—

7 要求
。

8 ) 风管的抗凝露性能要求
，

应符合表 3
．

6
．

2
—

8 要求
。

9 ) 柔性风管性能参数见表 3
．

6
．

2
—

9 。

1 0 ) 复合风管的有害气体释放浓度
，

应符合 G B 5 0 3 2 5
—

2 o o l 中的规定 (表 3
．

6
．

2
—

10 )
。

1 1 ) 铝箔复合风管的铝箔厚度应《6 0 斗m 。

当铝箔层复合有增强材料时
，

其厚度应《 l2 O m̈ 。

表 3
．

6
．

2
—

3 复合风管板材吸声系数

板材密度

(k∥m ’)

板厚

(m m )

各倍频程中心频率 ( H z) 下平均吸声系数

2 50 5 0 0 1o 0 0 2 0 o 0

≥ 7 O 2 5 ≥ 0 ．

5 0

表 3
．

6
．

2
—

4 保温风管板材导热系数

密度

(k∥ m ’)

板厚

( m m )

导热 系数 [w ／ (m -

K ) ]
(平均温度 7 O ±5 ℃ 条件)

≥ 7
0 25 ≤ n O 4 2

表 3
．

6
．

2
—

5 风管板材抗细菌率

项目名称 抗细菌率 (
％ )

I (强抗菌) Ⅱ (抗菌)

抗细菌性能试验 ≥ 9 9 ≥90

表 3
．

6
．

2
—

6 风 管板材长霉等级

项目名称 长霉等级

抗霉菌性能试验 0 级 (强抗霉菌 ) l I 级 (抗霉菌)

3 ．

6
．

2
—

7 无 机玻璃钢风管技术性能

名称 表层材料密度 燃烧性能 强度 适用范围

水硬性无机玻璃钢风管 ≤ 17 0 0 k∥m ’ A 1 级 弯曲强度 ≥ 7 O M P a

低 、

中
、

高压通风
、

空调及防排烟系统

钙质硫酸盐水泥拔风管 ≤ 】9 o 0 k∥ m 。 A 1 级 弯曲强度 ≥ 4 O P a

改性氯氧镁水泥风管 ≤ 2 0 o 0 kg／m ’ A 1 级 弯曲强度 ≥ 6 5 P a

机制玻镁复合风管 面密度 ≥ 6 k∥m 。

通风空调 B 级
抗折荷载 ≥ 1o o o N

防排烟 A 1 级

4 设计选用要点
1 ) 按照工 程防火安全要求及用途

，

选择相应燃烧等级的复合风管
。

2 ) 应根据复合风管的材质和结构进行系统阻力计算
。

复合风管内表面为彩色钢板时
，

可按普通



通风及防排烟设备
·

2 4 5

板制风管计算 ； 内表面为铝箔时
，

阻力 系数略有增加
，

也 可按普 通 钢 板 制 风管 计算 ； 内表面为玻纤布
时 ，

阻力系数增加较大
，

但 目前 尚无实测数据
，

如按普通钢板制风管计算则应适当考虑裕量
。

机械压制
无机玻璃钢风管可按粗糙度 O

．

2 m m 进行计算
。

3 ．

6
．

2
—

8 风 管抗凝露性能要求
、 、

＼ 检验工况

控制项目
、 、 、 ＼ 非低 温送 风 低温送 风 检验 结果

风管送风温度 (℃ ) 14
～

l6 7
～

9

风
管抗凝露试验 2 h 后

，

管
壁 、

法 兰连接 处
、

支撑 加
固点均不应出现结露现象

风管外环境温度 (oc ) 26
—

32 26
～

32

风
管外环境相对温度 (。C ) 60

～

80 6 0
—

80

风
管风速 (m ／s ) 6

～

8 6
～

8

3 ．

6
．

2
—

9 柔性风管性能参数
、 、

＼ 风管类别
参群 、 、 ＼

＼ 、 、 ＼

铝箔保 温柔 性 风 管 、

双
螺旋 铝 塑 复 合 保 温 柔 性

风管

铝 箔 柔 性 风

管

PV C 柔 性 风

管

普 通 硅 玻 、

弹簧增 强高硅
氧布 、

普通高硅氧布柔性
风管 (保温月}保温)

最大空气流速 (n ∥ s ) 30 3O 30

温
度范围 (℃ )

一

30
—

l4 O
一

3 O
—

l4 0
—

3 0
～

7 O

最大工作压力 铝箔保温
2 5 0 o P a ； 双 螺

旋铝塑复合 3O 0 0 P a
2 50 0 P a 1O O 0 P a

普通硅玻 、

弹簧增强高硅
氧布 5 o 0O P a ； 普通高硅氧
布 3O 0 o P a

燃烧性能 C C C A l

钢丝直径 (m m ) 士1
．

O
～

】
．

2 击1 0
～

l_2 击l O
—

l'2

钢丝螺距 (m m ) 25 2 5 2 5

铝
箔复合膜厚度 (m m ) 0

．

0 27 0
．

027 0
．

o 2

玻璃棉保温层厚度 (m m ) 2 5

玻璃棉容重 (kg／m 。) l6
—

2 0

P v c
厚度 (m m ) 0

．

1
～

0 2

3
) 复合风管非金属连接件的燃烧性能应为 A 级或 B 1 级

。

复合风管专用的铝箔胶带
，

热敏胶带等
密封材料固化后的燃烧性能为 B l 级

，

适用温度不小于 8 0 qC
，

且无有害气体挥发
。

4 ) 几种复合风管价格排序 (由高至低)
双面彩钢板 (酚醛) 复合风管一 双 面彩 钢板玻纤复合风管

一 双 面铝箔 聚氨脂 复 合风 管 一 双 面彩钢
板聚苯复合风管一

单面彩钢板玻纤复合风管
一

单面铝箔玻纤布玻纤复合风管
一 无机玻璃钢风管

。

表 3
．

6
．

2
—

1 0 复合风管有害气体释放浓度限定值

5 相关标准
、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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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玻纤板风管》Jc／T 59 1
—

19 9 5 。

《玻镁风管》 Jc／T 64 6
—

2 o o 6 。

《通 风管道技术规程》JG J14 l
一

2 o o 4 。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24 3
—

2 0 0 2 。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 B 8 6 2 4
—

2 O O 6 。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 B ／T 18 8 8 3
—

2 o o 2 。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 B 5 0 32 5
—

2 0 0 l 。

3 ．

7 防空地下室通风设备

3 ．

7
．

1 油网滤尘器
1 概述

1 ) 产品功能

油网滤尘器在战时用于过滤空气中由于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沾染 ，

在平时用于过滤空气中颗粒较大

的灰尘 。

2 ) 产品构造和原理
防空地下室工程通常采用 L w P 型油网滤尘器 ，

该油网滤尘器由多层铁丝网和钢制外框构成
。

使用
时铁丝网浸有黏性机油 ，

当含尘空气通过前后交错的铁丝网过滤层时
，

尘粒被浸油的铁丝网粘住而滞留
在滤尘器中 ，

达到去处空气中尘埃的目的
。

2 产品技术性能
1 ) 油网滤尘器根据铁丝网规格和层数的不同

，

分为 I
．

w P
—

D (大) 型和 L|W P
—

x (小 ) 型两种
。

其结构参数详见表 3
．

7
．

1
一

l 。

2 ) 油网滤尘器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3
．

7
．

1
—

2 。

表 3
．

7
．

1
—

1 L W P 型油网滤尘器结构参数

型号 网格层数

波纹 ( m m ) 网层规格 ( m m ) 外形尺寸 ( m m )

高 间距 前 一

半 后
一

半 长 宽 厚

L W P —

D l8 5 5 I】 1 30 ／O 2 9 ’

O
．

64／0
．

2 3 5 20 5 2 0 120

L W P —

X 12 4
．

0 l 1 1
．

36／0
．

2 3 0
．

6 5／O
．

19 5 2 0 5 2 0 7 0

注 ： I_3 0 ／O 2 9 中的 1
．

3 0 为网眼尺寸 (1 30 m m × 1 30 m m )
，

0
．

2 9 为网丝直径 (0 29 m m )
。

表 3
．

7
．

1
—

2 L W P 型油网滤尘器单个性能参数

型号 过滤
面积

( m 。)

各风量 ( m ’／h ) 下的终阻力 (P a ) 容尘量

(g )

重量

(kg)
6 0 0 80 0 lo 0O l2【x】 l4 0o 160 o

L W P —

D 0
．

2 5 24
．

5 3 7
．

2 5 3 9 7 3 5 9 5
．

6 J2 2
．

5 4 50 l5 56

L W P —

X O
．

2 5 l9
．

6 29 4 4 1
．

7 5 5
．

9 7 】
．

1 86
．

2 264 l0 73

3
产品设计选用要点

1 ) 防空地下室工 程中的医疗救护工 程
、

人员掩蔽所
、

物资库等工 程
，

以及柴油 电站控制室 的进风

系统均应 没置 油 网滤尘器 ； 专业队装备掩蔽部
、

柴油电站的发电机房等的进风系统可不设油网滤尘器
。

2 ) 选用 L w P 型油网滤尘器时应根据工程的最大进风量和单个油 网滤尘器的通风量确定滤尘器的
使用个数

。

单个滤尘器的通风量宜取 8 o 0
～

l2 0 0 m 。／h
，

最大不应超过 16 0 0 m ’／h 。

3 ) 选用 I肼 P 型油网滤尘 器 时可选 用 D 型或 x 型
。 D 型油网滤尘器容尘量较大

，

使用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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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终阻力较高； x 型油网滤尘器容尘量较小
，

使用时间较短
，

终阻力较小
。

4 安装
、

使用及维护要求
1 ) 油网滤尘器可采用管式安装和墙式加 固安装

。

当油网滤尘器的个数为 1 个
、

2 个和 4 个时
，

可

采用管式安装 ； 当油网滤尘器的个数大于 4 个时
，

应采用墙式安装
。

当滤尘器采用墙式安装时
，

应设置
用于安装油网滤尘器的专用滤尘器 。

2 ) 安装油网滤尘器时应将孔眼大的网层置于空气进入侧
。

3 ) 在油网滤尘器前后应设压差测量管并连接在微压计上
，

由此测定油网滤尘器的前后压差 (即其
阻力)。

使用过程中
，

当阻力升到终阻力时
，

应取下油网滤尘器进行清洗
，

然后浸油再用
。

4 ) 油网滤尘器在运输和清洗时不得挤压和碰摔网层
，

以免网片变形影响使用
。

5 ) 平时维护时
，

应根据使用情况定期清洗和浸油 (每年至少
一

次)
。

6 ) 战时
，

当油网滤尘器达到终阻力时
，

应拆下清洗
。

在由滤毒式通风转换为清洁式通风时
，

应首
先彻底清洗或更换设于染毒段的油网滤尘器 。

3 ．

7
．

2 过滤吸收器
1 概述
1 ) 产品功能
过滤吸收器是安装在防空地下室进风系统中 ，

用于滤除外界受污染空气中的毒剂和生物战剂
，

包括
毒烟 、

毒雾
、

放射性灰尘
、

细菌气溶胶和毒蒸汽等的设备
，

保证在滤毒通风时
，

向防空地下室内部输送
掩蔽人员所需要的清洁空气 。

2 ) 产品构造和滤毒原理
过滤吸收器是由精滤器和吸收器两部分组成 。

精滤器的滤毒结构大多采用纤维性滤纸
，

主要用于过
滤染毒空气中以气溶胶形态存在的毒剂 ； 吸收器中填充的是催化活性炭

，

它通过物理吸附
、

化学吸收和
催化作用 ，

来去除染毒空气中以蒸汽形态存在的毒剂
。

过滤吸收器净化污染空气的流程为 ： 污染空气首先经过精滤器
，

滤除空气中的有害气溶胶
，

再经过
吸收器滤除毒剂蒸汽 ，

净化后的空气由出口流出
。

3 ) 国产过滤吸收器有多种型号
，

在防空地下室实际工 程 中
，

目前应用最多的为 s R 型过滤吸收器

和 F I_D 型过滤吸收器 。

2 产品技术性能
1 ) s R 型过滤吸收器的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见表 3

．

7
．

2
—

1 。

2 ) F L D 型过滤吸收器 主要技术性 能参数见表 3
．

7
．

2
—

2 。

表 3
．

7
．

2
—

1 S R 型过滤吸收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型号 额定

风量

( m ’／h )

终 阻力

(P a )

油
雾透过系数

(％ )

抗冲击波余压

(M P a )
防护能力 重量(k )

SR 7 8 —

3o 0 3o 0

<
7 o 0 ≤ 0

．

0o l O O 3

符合人防工 程有 关战术技
术要求

l0 6

S B 7 6 —

5o 0 5 0 0 l4 2

S R 7 8 一

l0 o 0 1O 0 o 24 2

表 3
．

7
．

2
—

2 F L D 型过滤 吸收器主要技术性 能参数

型号 额定风量
(m ’／h )

终阻力

(P a )

油雾透过系数

(％ )

抗冲击波余压

( M P a )
防护能力 重尾(kg)

FlL D 0 5 —

5 0 0 5 O 0
<
6 86 ≤O O O l 0

．

0 3

符合人防工 程有 关战术技

术要求

15 5

F U )0 4 —

1[x】O 1O o 0 2 7 0

3
产品设计选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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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过滤吸收器的数量应根据战时滤毒通风新风量确定 ； 通过过滤吸收器 的风量严禁大于其额定风

量 ，

以确保滤毒通风 时不发生透毒现象
。

2 ) 当选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过滤吸收器时
，

应采用相同型号的过滤吸收器并并联安装
。

4 安装
、

使用及维护要求
1 ) 过滤吸收器可水平安装

，

也可垂直安装
，

安装时气流方向必须和设备要求方向
一

致
。

2 ) 安装在通风管道上的过滤吸收器
，

平时不使用时必须关闭过滤吸收器前后的阀门
。

长期不使用
时 ，

应将过滤吸收器拆下
，

装上进 出 口密封挡板
。

平时不应与通风系统相连
，

以免受潮失效
。

3 ) 过滤吸收器的前后管道上
，

应设压差测量管并连接在微压计上
，

由此测定过滤吸收器的前后压

差 (即其阻力)
，

通过测量过滤吸收器的阻力变化
，

及时掌握过滤吸收器的滤毒能力
。

4 ) 通过过滤吸收器的空气相对湿度应小于 9 O ％ 。

5 ) 过滤吸收器不能与酸碱
、

消毒剂
、

发烟剂等存放在
一

起
，

以免破坏 内部材料使之失效
。

滤毒室
内应保持整洁 、

干燥
，

注意防潮
。

3 ．

7
．

3 密闭阀门
1 概述
1 ) 产品功能
密闭阀门是设置在防空地下室进排风系统上 ，

用于保证管路密闭
，

是进行战时三 种防护通风方式转
换不可缺少的控制设备 。

2 ) 产品构造和原理
密闭阀门分为杠杆式密闭阀门和双连杆密闭阀门两种 ，

每种又分为手动和手电动两用密闭阀门
。

手动密闭阀门由壳体 、

阀门板
、

密封圈
、

手柄
、

主轴
、

杠杆
、

弹簧及锁紧装置等组成
。

人员操作
时 ，

通过旋转手柄带动主轴来转动杠杆
，

达到阀门板启闭的目的
。

手电动两用密闭阀门主要由壳体 、

阀门板
、

手动装置
、

减速箱
、

电动装置等零件组成
。

该阀门可用
手动操作 ，

也可 电动操作
，

当传动装置用电动操纵时
，

手柄和减速器分开
，

因而轴转动时
，

手柄并不转
动 ； 当手动操纵时

，

电动机构和轴脱开
，

因而即使合上电路
，

电动机也只能空转
。

手电动两用密闭阀门的壳体 、

阀门板
、

连接风管的内径等均与同规格的手动密闭阀门相同
，

由于增
加了电动装置 ，

其外形尺寸比手动密闭阀门略大
。

双连杆型密闭阀门与杠杆式密闭阀门的构造基本相似
，

由双连杆蝶阀及电动装置组成
。

主轴通过两
根连杆机构带动阀门板的启闭 ，

结构紧凑
，

操作轻便灵活 ； 该种阀门既可用于风管的全开或全闭
，

也可

适 当调节流量 。

3 ) 密闭阀门的分类和型号见表 3
．

7
．

3
一

l 。

表 3
．

7
．

3
—

1 密闭阀门分类和型号

分类 名称 功能特点 常用型号 使用场所

杠杆式

密闭阀门

手动密闭阀门 用于风管的密闭

，

手动操作 ； 只能用于风管
的全开或全关 ，

不能调节风量

D 4 0 J —

O 5

I)4 0 X O 5 防空地下室进排风管道

手电动两用

密闭阀门

用于风管的密闭 ，

手动和电动操作 ； 只能用
于风管的全开或全关 ，

不 能调节风量
D 940 J 一

0 5 防空地下室进排风管道

双连杆

密闭阀门

手动密闭阀门 用于风管 的密闭

，

手动操作 ； 只能用 于风管
的全开或全关 ，

不能调节风量

D 4 2 X 一

0
．

5 防空地下室进排风管道

手电动两用

密闭阀门

用于风管的密闭 ，

手动和电动操作 ； 只能用

于风管的全开或全关 ，

不能调节风量

D 9 4 2 X 一

0 5 防空地下室进排风管道

密 闭阀门型号各部分代表的意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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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2 、

公称 压力
，

单位 ： 吲 t：m 。

密封圈材料 ： 硬橡胶J
，

低硬度橡胶x

结构形式 ： 杠杆式 0 ，

双连杆式2

用 法兰与风管连接

用电动机驱动(手动阀则无此项)

阀门(蝶阀类)

产 品技术性能

D 4 0 J (x )
一

0 5 型手动密闭阀门主要技术性能见表 3
．

7
．

3
—

2 。

D 9 4 O J 一

0
．

5 型手电动两用密闭阀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见表 3
．

7
．

3
—

3 。

表 3
．

7
．

3
—

2 D 4 O J (X )
一

0
．

5 型手动密闭阀门的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表

公称直径 D ／v (m m ) 15 O 2 O 0 3 o o 4 0 0 5 o o 6 o 0 8 o o 10 o 0

连接管内径 ( m m ) 16 6 2 15 3 l5 4 4 l 56 O 6 6 6 87 O l0 9O

风
量 (m 。／h )

y = 6 m ／s 3 80 67 8 152 6 2 7 l3 4 2 39 6 1o 4 1O 852 l6 9 5 6

y = 8 rn ／s 50 8 9 04 20 34 36 17 5 6 52 8 l39 14 4 69 2 2印 8

公
称压力 Pg (M P a ) 0

．

0 5

试
验压力 R

( M P a
)

密封 0 0 5

强度 0 1

工
作压力 P (M P a ) 0 0 5

温度 (℃ )
一

30
一

+ 4 O ℃

表 3
．

7
．

3
—

3 D 9 4 O J
—

O
．

5 型手电动两用密闭阀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表

公称直径 D Ⅳ (m m ) 20 O 30 0 4 00 50 o 600 8O 0 10o 0

连
接管内径 (m m ) 2 15 3 l5 4 4 I 5 6 0 6 6 6 8 7 0 10 9 0

风
量 (m ’／h )

y ： 6 m ／s 67 8 1526 2 7 l3 4 2 39 6 10 4 1O 85 2 169 5 6

y = 8 Tr∥s 904 2 O 34 36 l7 5 65 2 8 139 l4 4 69 2 26 O 8

公
称压力 f奢 (M P a ) O

．

O 5

试
验压力 ：M P a )

密封 O
．

05

强
度 0

．

1O

工
作压力 ．P (M P a ) O 0 5

电动机开启及关闭时间 (s ) 1
．

6
～

1
．

8 】6
～

1 8 1 6
～

1
．

8 3
．

6 3 6 3 6 3 6

电
动机

型号 JW P JW P JW P JW P JW P JW P JW P

功率 (kw ) (】_2 5 O 2 5 O
．

2 5 O 50 0
．

50 0
．

5O O 50

电 压 (V ) 2 20 22 O
、

3 80

频
率 (H z ) 5 0

转数 (r／m jn ) 14 5 0

效率 (％ ) 7 O

3
) 双连杆型手电动两用密闭阀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见表 3

．

7
．

3
—

4 。

4 产品设计选用要



2 j O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嘎 电) (2 o o 9 年版)

表 3 ．

7
．

3
—

4 双连杆型手 电动两用密 闭阀门主要技术 ·

眭能参数表

介质 ： 空气 阀门口径 阀门口径

公称直径 ( m m ) D 眦2O O
～

D Ⅳ4O 0 D ^ 5 O 0
～

D Ⅳlo o O

试验压力 (M P a ) 0
．

1 O l

工
作压力 (M P a ) ≤ 0 O 5 ≤ 0

．

0 5

电
动装置

、

型号 D D I
一

2 O D D I
—

lO

启闭时间 (s ) 1
．

2 I
．

2

电
机功率 (k w ) O 3 7 0 5 5

手动启闭时间 (s ) 5
～

6

气
密泄漏量
fL／m in )

正 面 ≤ 0 l0 ≤ O O 3 3

反 面 ≤ 0 lO ≤ 0 0 3 3

1
) 设计时应根据管道 内风量和风速确定管径

，

根据管径确定阀门的型号
。

2 ) 确定阀门型号后
，

再根据阀门的实际内径重新调整管径
。

由于阀门的公称直径不等于其实际内
径 ，

公称直径略小于实际内径
，

所以如果管道的管径不调整
，

管道与阀门之间无法连接
，

设计时必须注

意这个问题 。

3 ) 密闭阀门只控制管道的通断
， 一

般不用来进行风量调节
，

如要调节风量需另配风量调节阀
。

5 安装
、

使用及维护要求
1 ) 阀门可安装在水平或垂直的管道上 ，

应保证操作
、

维修或更换方便
。

2 ) 阀门安装前应存放在室 内干燥处
，

使阀门板处于关 闭位 置
，

橡胶密封面上不允许染有任何油脂
性物质 ，

以防腐蚀
。

壳体密封面上必须涂防锈剂
。

3 ) 阀门安装时
，

应保证阀门受压方向的箭头与所受冲击波方向
一

致 ； 应调整开关指针
，

使指针位
置与阀门板的实际开关位置相符合 ； 要清洁内腔和密封面

，

不允许有污物附着
，

未清洁前切不可启闭阀

门板 。

4 ) 开启阀门 ： 旋松锁紧装置手柄 ； 将旋转手柄按逆时针方向转动
，

使阀门开启 ； 旋紧锁紧装置手
柄 ，

以防止 阀门板 受到震动而发生位移或 自动关闭
。

5 ) 关闭阀门 ： 按与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
。

6 ) 阀门在使用过程中
，

要求 阀门板必须全开或全闭
，

不允许做调节风量用 (即半开闭的状态) 。

7 ) 电动阀门的电动机行程开关等电气 设备必须存放在通风和清洁的干燥场合
，

不允许与酸
、

碱
、

氯等腐蚀性物质共同放置在 一

起
，

否则会降低其绝缘强度
。

8 ) 安装 电动阀门时
，

应对减速器和齿式联轴节进行检查
，

用不含水分的煤油将零件上所涂的防腐
油洗净 ，

滚动轴承应用汽油洗净吹干
。

减速器内应加入清洁的润滑油
，

注油量要达到螺杆齿面
。

9 ) 电动密闭阀门若是手动操作时
，

则应 ：

①旋松锁紧装置的手柄 。

②将离合器拉手向外拉出 ，

此时
，

离合器与蜗轮离合器脱开
，

而与大齿轮离合器齿合
。

③顺时针方向旋转手柄 (依靠手柄带动小齿轮
，

然后由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并带动轴
，

通过联轴节

带动阀门主轴转动杠杆松紧弹簧 ) ，

使阀门达到开启的目的
。

其余步骤同手动密闭阀门操作使用注意事项 。

1 O ) 电动密闭阀门若是 电动操作时
，

则应 ：

①将拉手放回 ，

此时离合器与蜗轮离合器齿合
。

②按动启动电钮 。

此时
，

电动机旋转并带动蜗杆
，

再 由蜗杆带动蜗轮
，

转动轴通过联轴节带动阀门
主轴转动杠杆松紧弹簧 ，

使阀门开启
，

直至行 程 开关动作后才会停止
。

当阀门板处在全开或全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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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信号灯均发出指示信号
。

③关闭时 ，

按动关闭按钮即可
。

3 ．

7
．

4 防爆波活门
1 概述
1 ) 产品功能
防爆波活门是在满足平时和战时正常通风情况下 ，

能阻挡冲击波沿通风 口进人工 程 内部的防护设

备 。

2 ) 产品构造和原理
悬板活门采用钢结构制作 ，

在悬板活门的底座板上开有若干个通风口 ，

每个通风口 正前 方 (外侧 )

均设有尺寸大于通风 口 的悬板
，

悬板平时在 自重作用下以
一

定的角度保持张开状态
。

正常通风时
，

空气

通过悬板与底座板之间张开的角度空间和底座板上的通风 口流入或流出工程 ； 当有冲击波来 l临时
，

悬板
在冲击波压力的作用下 ，

紧贴在底座板上
，

与底座板重合
，

挡住了底座板上的通风 口 ，

将冲击波阻挡在
工 程外侧

。

防爆波活门一

般为门式活门
，

活门的底座板与门扇相似
，

在底座板的
一

侧安装铰叶
，

另
一

侧安装可
使底座开启和关闭的螺栓 (相当于普通门扇的把手锁)。

活门底座板可以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
。

底座板
处于关闭状态时 ，

可以满足战时通风和防护的需要 。

底座板完全开启时
，

活门墙壁上的门孔可作为检修
入孔 ，

又可用作平时的通风口 ，

增大了过风面积
，

可以满足平时大通风量的需要
，

有利于平战两用和转

换 。

3 ) 在防空地下室使用较多的是 B M H 系列和 H K 系列悬板防爆波活门
。 B M H 系列为混凝土结构悬

板防爆波活门 ，

H K 系列为钢结构悬板防爆波活门
。

2 产品技术性能
1 ) B M H 系列悬板防爆波活门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3

．

7
．

4
—

1 。

2 ) H K 系列悬板防爆波活门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3
．

7
．

4
—

2 。

表 3
．

7
．

4
—

1 B M H 悬板 防爆波活 门主要技术参数表

战时最大通风风量

(m ’／h )

门孔 尺 寸 ( m m ) 平时最大通风风量

(m 。／h )
措 J 型

。

亏
宽度 高度

B M H 2 o o 0 —

3O M I{20 O O
—

l5 2 o o O

50 0 8 o 0

】4 4 0 OB M H 3 6 0 o 一

30 M I{36 0O
一

15 3 6 0 O

B M H 5 7 o 0 —

3 O M H 5 7 0 O
—

l5 5 7 0 O

B M H 8 0 o 0 —

3O M H 8O 00
—

15 8o 0 0
12 5 0

2 2 5 0 o

B M H 1 10 0 0 —

30 M H l1O 0o
一

15 1 lo o 0
6 O O

2 7 o 0 O

B M H l4 5O 0 —

3O M H 14 5 o o
一

15 14 5 o o I7 0 () 3 6 7 2 O

B M H 2 2 o 0 O 一

3O M H 220 o 0
—

15 2 2 0 o 0 8 5 0 2 lo o 6 4 2 6 0

注 ： 平时最大通风风量是指打开活门底座板
、

利用门7L通风
，

风速最大值为 10 “ I／s 时的通风量
。

3 产品设计选用要点
1 ) 根据工 程抗力要求和战时最大设 计风量选取活门型号

，

并用活门门扇打开时的通风量来校核平

时通风量 。

2 ) 设计风量应小于活门战时最大通风风量 (最大安全区风量 )
，

否则 如果进风量过大
，

活门悬板
则会在进风压力的作用下 自动关闭 ； 在排风系统中

，

如果排风量过大
，

活门悬板则会产生较大幅度的摇

摆 ，

影响排风系统的稳定
、

达不到预期 的排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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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

4
—

2 H K 悬板防爆波活门主要技术参数表

恬门型号 通风管径 ( m m ) 战时最大
通风风量

( m ’／h )

门孔 尺寸 ( m m ) 平时最大通风风量

(m ’／h )宽度 高度

H K 4 0 0 d 4 0 o 3 6 o 0

6 2 0 14 0 0 3 2 l0 0

H K 6 0 o d 6 o 0 8o 0 0 3 I2 0 0

H K 8 0 o 鹋 o 0 l6 0 0 0 6 50 2 0 o 0 4 6 80 0

H K lo 0 0 6 l0 0 o 24 O 0 0 8 5 0 2 10 0 6 4 2 6 0

注 ： 平时最大通风风量是指打开活门底座板
、

利用门孔通风
，

风速最大值为 lO m ／s 时的通风量
。

4 安装
、

使用及维护要求
1 ) 为避免冲击波来临时对悬板活门造成破坏

，

悬板 活 门应嵌入墙 内
，

嵌入墙内的深度由土建专业
确定 。

2 ) 为避免活门上的橡胶被强烈的光辐射烧蚀和在关闭后悬板与底座板粘结在
一

起
，

设计时应将活
门设置在不受光辐射照射的位置 。

3 ) 悬板活门安装后应保证 ： 关闭时悬板与底座板的缓冲胶板紧密结合 ； 开启时悬板与限位座的缓
冲胶板结合 ； 悬板应转动灵活

，

能自行开启
。

4 ) 当活 门与风管直接连接时
，

可在现场 自行加工 变径管与活门的底框连接
。

5 ) 两个或两个以上活门并联使用时
，

应型号相同
、

对称安装
，

保证每个活门均匀分配风量 。

3 ．

7
．

5 超压排气活门
1 概述
1 ) 产品功能
超压排气活门是控制工 程超压的重要通风设备

。

当工 程 主体内形成超压
、

排气活门内侧的空气压力
高于外侧 一

定值时
，

排气活门会 自动打开
，

空气经排气活门由高压侧流向低压侧 ； 当工 程内超压小于设
定值时 ，

活门则会 自动关小或关闭
，

从而保证工程主体的超压
。

2 ) 产品构造和原理
超压排气活门主要由活门外套 、

活盘 (又称阀盖)
、

杠杆
、

偏心轮
、

绊闩和重锤等部分构成
。

当室
内外无压差或者压差小于活 门启动压力 时

，

活盘处于关闭位置； 当室内外压差达到活门的启动压力时
，

作用在活盘的空气压力将使 活盘 自动打开
，

空气流出 ； 反之
，

当空气压力 消失时
，

活盘依靠杠杆平衡原
理 ，

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

即达到活门 自动关闭的 目的
，

阻断空气流出的通路 。 重锤在此起调节启动压力
的作用 。

防爆超压排气活门的作用原理与普通超压排气活门相同 ，

构造也基本相同
。

所不同的是 ： 防爆超压
排气活门的活盘能够直接承受冲击波压力的作用 ，

具有防护密闭功能
，

达到 5 级人防的抗爆要求
。

因
此 ，

该活门可以安装在 5 级或 5 级以下的人防工 程的外墙上
，

替代战时排风系统上的防爆波活门和超压
排气活门组成的消波系统 ，

故称之为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

也可单独替代超压排气活门使用
。

3 ) 超压排气活门的分类和主要型号见表 3
．

7
．

5
—

1 。

2 产品技术性能
1 ) Y F 型超压排气 活 门适用 于公称压力 O

．

O 1M P a 、

空气温度 O
～

3 5 ℃
、

相对湿度 ≤ 9 5 ％ 的场合
，

作
为防空地下室超压排风 、

控制工 程 主体内
一

定的超压值用
。

其气体动力性能见表 3
．

7
．

5
—

2 ，

气体动力
性能曲线见图 3

．

7
．

5
一

l 和 3
．

7
．

5
—

2 。

2 ) P s
—

D 2 5 0 型超压排气 活 门气体动力性 能见表 3
．

7
．

5
—

3 ，

气体动力性能曲线见图 3
．

7
．

5
—

3 。

3 ) F c H 型防爆超压排气活门和 F c s 型防爆超压排气活门的气体动力性能见表 3
．

7
．

5
—

4
，

气体动力
性能曲线见图 3

．

7
．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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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7
．

5
—

1 超压排气活门分类表

分类 名称 功能特点 常用型号 使用场所

普通型超压排气活门
Y F 型 超压排气活门 不能直接承受冲击波压力

Y F —

d 150
、

Y F —

d2 O O

防
空地下室超压排风

PS 型 超压排气活门 不能直接承受冲击波压力 P S
—

D 2 5 0 防空地下室超压排风

防爆型超压排气活门
F C }{ (S ) 型防爆超压

排气活门 可直接承受冲击波压力

F C H
(s )

一

I5 O
、

F c H
(s )

一

2 0 0
、

F C H
(S )

一

2 5 0

防空地下室超压排风

表 3 ．

7
．

5
—

2 Y F 型超压排气活门气体动力性能表

型号 活盘开启偏角 重锤启动压力 (P a ) 重锤启动压力调节范围 (
P a )

排风量

fm 。／h 1

Y F —

d 150 2O 。 8O
—

1o 0 30
～

5 0 3 0
～

10 o 8 0
～

2 (x】

Y F —

d2o 0 24 。 8O
～

1o o 3 0
～

5 O 3 0
一

l0 o 12O
～

印 O

压
差 (P a )

j
『I { j

+ 卜lI!
l 】 {
l 】 ’

J 【 l I j
l l l

士萼位l置1i
] — _ U—

扭簪位芦捞
。

J 【 I 【

l }

I 【
】 【
I }
l 【
j I
l l
I i
I／

彳 i
! l
I l
! l

／

1
{
J
{
y

／ I
1
j
I
I
I
i

／

I
l／
矿

／1
I
l
l
l
I
『
I
I

I

『

O 1o0 20 0 3 D0 4 D0 流 量 (m j／h)

图 3
．

7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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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2 O O 型超压排气活门气体动力特性曲线
表 3

．

7
．

5
—

3 P S
—

D 2 5 0 型超压排气活门气体动力性能表

型 号 重锤启动压力 (P a ) 重锤启动压力调节范围 (
P a )

排风量

( m ’／h )

P S —

D 2 5 O 4 o
～

5O 2O
～

3 O 20
—

5 0 40 0
～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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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7
．

5
—

3 P S
—

D 2 5 0 型超压排气活门气体动力特性曲线
表 3

．

7
．

5
—

4 F C H (S ) 型防爆超压排气活门主要技术参数表

型 号 消波 率 排 风量 ( m ’／h ) 重锤启动压力 (P a )

FC H (S )
一

15 O

>
9 O ％

2 80

30 ～

50 P a 可连续调节

F C H f S )
一

2 0 0 5 0 0

F C H
(S )

一

2 5 0 8O O

F C H 一

3O 0 10O O

图 3
．

7
．

5
—

4 F C H (s ) 型防爆超压排气活门气体动力特性曲线
3 产品设计选用要点
1 ) 在进行超压排气活门设计选型时

，

应根据工 程主体内所要求的超压值和超压排气量
，

查相应活
门的特性 曲线 ，

选择适宜的活门型号
。

在确定活门两侧的压差时
，

应注意到
，

超压排风需要克服的阻力
包括超压排气活门的阻力 (即超压排气活门两侧的空气压差 ) 和超压排气系统上其它部件 (如排风管 、

阀门) 等的阻力 ，

选择超压排气活门时所依据的压差应为室内超压值减掉超压排气系统上其它部件的
阻力 。

2 ) 选取活门时应选取
一

个或同
一

型号 的几个 活 门并联使用 。

当
一

个大号活门的排气量能够满足使
用要求时 ，

则应选用
一

个大号活门而不应选用几个小号活门并联使用
。

3 ) 防爆超压排气活门只适用于 5 级或 5 级以下的人防工 程
，

不得应用于高抗力等级的防空地下室
中 。

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一

般安装在直接承受冲击波的外墙上
。

4 安装
、

使用及 维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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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超压排气活门可以安装在墙上或管道上

。

如果安装在墙上
，

土建 时应将 穿墙 钢管 的位 置 固定 正

确 、

预埋到位
，

穿墙管必须水平
，

密闭肋与钢管之间采用满焊
，

同时密闭肋和钢管要与周围钢筋焊接牢
固。

2 ) 超压排气活门未安装前应存放在室内干燥处
，

活盘处于关闭的位置
，

橡皮密封面上不允许染有
油脂物质 ，

以防腐蚀
，

外套密封面上必须涂防锈漆
。

3 ) 超压排气活门安装时
，

应先清洁活门外套和密封面
，

不允许有污物附着
，

否则不得安装
。

4 ) 超压排气活门安装时应考虑工 作和拆修方便
。

活门重锤的位置必须置于超压的
一

侧
，

并保证活
门外套 、

杠杆与水平面垂直 ； 安装完毕后
，

活盘应开关灵活 ； 所有螺栓应均匀旋紧
，

以防泄漏
。

5 ) 超压排气活门的外套与墙面或管道的连接处
，

应衬垫 5 m m 厚的橡胶板
，

保证密闭不漏气
。

6 ) 超压排气活门使用时
，

应根据所要求的超压值调整重锤的位置
，

使活门在保证超 压值 的情 况下

自动排风 。

隔绝式通风时
，

应将绊闩扳下
，

使偏心轮与杠杆靠紧
，

将活门关闭
。

7 ) 应定期在超压排气活门的螺栓
、

重锤部分涂上工 业 凡士林
，

以 防氧 化 ； 在旋转部分注入润滑
油 ，

确保转动自如
。

8 ) 应加强对超压排气活门的维护保养
，

如发现橡胶密封圈老化
、

变形
，

或因外套密封面锈蚀等情
况应及时予以更换 ； 如果在内腔和密封面有污物堆积不能密封而漏气

，

应及时清理 ； 如果偏心轮与绊闩
的连接销子失落或松动时 ，

应立即修配
，

以保证 自锁 ； 检查活门动作是否灵敏
，

密封面是否密闭
，

发现
问题及时修理 ； 外套等金属部分如有油漆脱落应及时刷漆

，

不能将漆
、

油类物质沾污橡胶密封面
。

3 ．

7
．

6 电动与人力两用风机
1 概述

1 ) 产品功能
电动与人力两用风机是可用电动驱动或采用人力驱动的风机 。

在防空地下室战时电源遭到破坏又无
内部电源的情况下 ，

采用人力驱动来确保防空地下室通风的需要
。

2 ) 产品构造和原理
电动与人力两用风机除设有驱动风机的正常电机外 ，

脚踏型风机设有类似于自行车的座垫
、

脚踏
、

牙盘 、

车链和飞轮等设备
。

当无电源时
，

操作人可像骑自行车那样
，

坐在座垫上
，

双脚蹬脚踏
，

通过牙
盘 、

车链和飞轮等传动机构带动风机运转
，

达到通风的目的
。

而电动手摇两用风机则设有手摇机构
，

操
作人通过转动手摇机构带动风机运转 ，

达到通风的 目的
。

3 ) 电动与人力两用风机的分类和型号见表 3
．

7
．

6
—

1 。

2 产品技术性能
1 ) s R 9 o o 型电动脚踏两用风机是两人脚踏驱动风机

，

有左 9 O 。 和右 9 0 。

两种
，

主要性 能参数见表

3 ．

7
．

6
—

2 。

2 ) D JF
一

1 型电动脚踏两用风机是 四人脚踏驱动风机
，

只有左 9 O 。 一

种
，

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3
．

7
．

6
—

3 。

3 ) F 2 7 O 型 电动手摇两用 风机 主要性 能参数见表 3
．

7
．

6
—

4 。

表 3
．

7
．

6
—

1 电动与人力两用风机分类和型号

分类 名称 功能特点 常用型号 使用场所

电动脚踏

两用风机

s R 90o 型电动脚踏两用风机 电动驱动 ； 两人脚踏驱动 SB 9 [x】 战时电源元保障防空 地下 室

D JF 一

1 型 电动脚 踏两用风机 电动驱动 ； 四人脚 踏驱动 D JF
一

1 战时电源无保障防空地下室

电动手摇

两用风机
砣 7 O 型电动手摇两用风机 电动驱动 ； 人力手摇驱动

F 2 7 O 一

1

F2 7O 一

2
战时电源无保障防空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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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7
．

6
—

2 S R 9 O 0 型 电动脚踏 两用风机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表

脚踏 转速 20o 0 r／m jn

风量 (m ’／h ) 90 0

风 压 ( P a ) l2 5 O

电动

电源 3 80 V 电机功率 (kw ) l l

转速 29 o o r／m in
风量 (m ’／h ) 90 o

～

l6 5 O

风压 (P a ) 22 80
—

14 50

表 3
．

7
．

6
—

3 D J F
一

1 型 电动脚踏两用风机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表

电
动

电动机型号 Y 9 0 s
一

4
，

三相 380 V
， 1 1 k w 转速 (r／m in )

全压 (P a ) 4 lO 5 4 8 6 2 9 84 3 9 6 4 12 0 4 l3 7 0 l4 3 O
3 0 o 0

风
量 (m ’／h ) 3 2 7 3 3 l54 2 9 8 8 2 7 O 1 2 4 2 1 2 O 3 3 l5 4 8 12 7 8

脚

踏

全压 (P a ) 3 5 3 4 5 2 5 2 】 7 0 2 84 O 1o o 0 l】3 8 12O 8
2 7 5 O

风
量 ( m ’／h ) 2 9 8 3 2 8 2 8 2 7 2 0 2 4 7 0 2 2 0 3 18 7 0 l39 7 12 2 5

表 3
．

7
．

6
—

4 F 2 7 O 型电动手摇两用风机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表

风机型号 F 2 7 O
一

1 砣 7 O
一

2

风
量 ( m ’／h ) 3o 0

～

7 【x 】 5 0 o
～

l】O 0

全 压 ( P a ) 1 1】7
～

5 6 8 l2 O 5
～

5 6 8

主轴转速 ( r／m in ) 2 8 O O 2 80 o

旋转方向 (电机端正视) 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

配套

电机

型号 Q8 ～

s2 Y S C 12 2 Q 8
～

s 2 Q 7
～

s2

额定功率 (k w ) O 3 7 0
．

7 5 O
．

7 5 O 7 5

额定电压 (V ) 2 2 0 3 8 O 2 2 0 3 8O

手摇机构 传动比 l／8 x 1／8
，

速度 4 4 r／m jn

3 产品设计选用要点
1 ) 战时工 程内部电源无保障时

，

进风机应选用电动与人力两用风机
。

2 ) 战时清洁进风和滤毒进风可分设风机
，

也可合用风机
。

当清洁进风和滤毒进风合用风机时
，

风

机的风量和风压应 同时满足清洁进风和滤毒进风的风量和风压要求 。

4 安装
、

使用及维护要求
1 ) 安装风机时应全面检查机壳内是否有遗留物件

，

各部件连接是否牢固
，

转动是否灵活
，

如发现
问题及时排除和调整 。

2 ) 安装风机时应注意呈水平位置
，

送 回风管道及阀门的重量不应加在机壳上
。

3 ) 风机运转或停车过程中
，

如发现不正常现象
，

应立即进行检查
，

只有在风机设备和线路完全正
常情况下方可运转 。

4 ) 使用脚踏驱动时
，

应切断电源
，

并将电动三角皮带脱卸
。

风机机座的固定采用预埋钢板
。

5 ) 安装电动手摇两用风机时电动机及手柄的转向必须符合产品标志的方向
。

6 ) 人力摇动电动手摇两用风机时应均衡回转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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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调设备

4 ．

1 组合式空调机组

组合式空调机组 (空气处理机组 ) 是 由各种空气处理功能段组装而成 的不带冷 、

热源的
一

种空气
处理设备 。

机组的功能段是对空气进行
一

种或几种处理 的单元体
。

功能段可包括 ： 空气混合
、

均流
、

粗
效过滤 、

中效过滤
、

高中效过滤或亚高效过滤
、

冷却
、 一

次和二 次加热
、

加湿
、

送风机
、

回风机
、

中间
段 、

喷水
、

消声和热回收等
。

4 ．

1
．

1 分类 (表 4 1
．

1 )
表 4

．

1
．

1 组合式空调机组分类

分类方式 分类 适用范围

结构型式

、J一

：n 。 中小规模集中空调系统
，

新风机组

卧式 多用于大风量集中空调系统

吊挂式 风量较小的系统 ，

新风机组

混合式 (双重 卧式) 多用于机房长度有限而高度允许的大风量集中空调系统

箱体材料

金属 镀锌钢板

、

复合钢板 、

合金
铝板和不锈钢板

空气清洁 、

湿度不大的环境

体积小 ，

重量轻
，

改造时可移动
，

安装方便
，

容易保证 装 配

质量 和施工进 度 ，

可工厂化批量生产
，

利于提高制造质量和
降低生产成本特点

非金属

玻璃钢 空气湿度大

，

有喷水段的场合 。

节省钢材
，

重量轻
，

电绝缘
，

防火性能差

砖或钢筋}昆凝土 节省钢材 ，

造价低廉 ； 体积大
，

质量重
，

喷水室易漏水

用途特征

空调机组 工 业
、

民用建筑的空调系统

新风机组 空调系统的新风系统

变风量机组 新风机组 、

空调系统需变风量的场合

净化机组 电子

、

光学 、

精密仪器
、

制药行业
、

医 院等室内环 境 需 洁 净

(无 菌 ) 的场合

溶 液

调 湿

型 空

气 处

理 机

组

电驱动溶 液热 回收型

分 为 热 泵 式 溶 液 调 湿 新 风 机

组 ( }Ⅳ F )
、

热泵式溶液空气
处理机组 ( H V A ) 和热泵式
溶液深度除湿机组 (H c A )

主要 用 于 全 空 气 空 调 系统 。

室内回风与室外新风混合后 ，

可直接 处理 至期 望 的送 风状

态点 。

无 需 额外 的冷
、

热 源
即可对空气进行除湿 、

降温
、

加湿 、

加热等全工 况处理热驱动溶液热回收型

分为蒸 发冷却式溶液调湿新

风机 组 ( E C V F )
、

水 冷式 溶
液调湿新风机组 (w c V F ) 和
溶液再生器 (w H s R )

其他 整体式机电一

体化空调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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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

2 主要技术性能要求
1 通过冷却盘管的迎面风速超过 2

．

5 rn／s [即 3
．

O k∥ (m 。 · s )] 时
，

应在冷却器后设挡水板
。

2 壁板的保温热阻应不小于 O
．

6 8 ( m 。 ·

K ) ／w 。

3 盘管耐压性能
1 ) 水压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

．

5 倍
，

保持压力至少 3 m ．n 。

2 ) 气压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
．

2 倍
，

保持压力至少 l m in 。

4 在试验工 况下
，

风量实测值应不低于额定值的 9 5 ％ ，

全压实测值应不低于额定值的 8 8 ％ 。

5 在试验工 况下
，

功率实测值应不大于额定值的 l 10 ％ 。

6 漏风率
机组内静压保持 7 0 0 P a 时

，

漏风率应不大于 3％ 。

7 供冷量和供热量
机组的供冷量和供热量实测值应不低于额定值的 9 3 ％ 。

8 喷水段的空气热交换效率
在喷水压力不小于 2 4 5 k P a 时

，

空气热交换效率不得低于 8 O ％ 。

9 挡水板过水量应不超过 4 × l0 “ k g／k g 干空气
。

1 0 机组噪声应不超过表 4
．

1
．

2
一

l 中的限值
。

1 1 机组振动不超过表 4
．

】
．

2
—

2 中的数值
。

1 2 机组试验工况
1 ) 通用机组额定供冷量空气焓降不小于 l7 kJ／kg ，

新风机组空气焓降不小于 34 k J／kg
。

2 ) 供热时空气温升 ： 蒸汽加热时温升 2 O ℃ ，

热水加热时温升 l5 ℃ 。

表 4
．

1
．

2
—

1 组式空调机组噪声限值

额定风量 ( m ’／h ) 2 00 O
～

5 0 o O 6 0 o 0
～

l0 o O O 】5O 0 o
～

2 5 o o 0 3 o o 【x】
～

60 0o 0 8【x】o 0
～

16 O“)o

噪声声压级[d B (A ) ] ≤ 6 5 ≤ 7 0 ≤ 8O ≤85 ≤90

表 4
．

1
．

2
—

2 组合式 空调机组振动速度 限值

风机转速 ( r／m In ) > 80 0 ≤ 80 0

振动速度 ( m m ／s ) < 4 < 3

4 ．

1
．

3 设计选用要点
1 机组的选用应按最不利条件确定

，

应考虑最大限度地利用 回风以及过渡季全部利用室外新鲜空
气 。

2 机组冷却器的迎面空气质量流速
一

般采用 2
．

5
—

3
．

5 k g／ ( m 。 · s )
。

3 机组的壳体保温层所用材料应无毒
、

无腐蚀
、

无异味
，

并具有难燃或 自熄性及不易吸水的特
性 。

由于
一

般机组的保温层厚度是按机组在室内安装设计的
，

故当机组安装在室外时
，

应重新核算保温
层厚度 。

同时
，

对于将机组安装在室外的应用场合
，

应采取在其顶部应加设整体防雨盖等防雨措施
。

4 机组箱体材料为玻璃钢时
，

应符合 G B ／T 14 2 9 4
—

19 9 3 中第 5
．

4
．

2 条的对玻璃钢树脂含量
、

固化

度 、

弯曲强度和阻燃性能要求
。

5 选用机组时应按产品说明书中的规定
，

确定检查门位置及接管方式 (左
、

右式)
。

应考虑机组
检修方式及检修面的最小检修尺寸 。

6 产品样本的性能规格是系列的标准参数
，

选用时应按使用条件和要求进行核算
，

加以确认
。

如 ： 冷却器
、

加热器的面积
，

加湿器的加湿量
，

风机的风量
、

风压等
。

7 机组的噪声分为机房内噪声和主风道 出 口噪声两部份
， “

表 4
．

1
．

2
一

l 组合式空调机组噪声 限
值 ”

是对机房内噪声的限值
。

主风道出口 的噪声应通过设置消声器消声
。

8 对于应用于
一

定气候类型地区的新风机组
，

应注意采取防止冬季盘管被冻裂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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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注意机组电源的引入位置
，

以及与 电源 的连接方式
。

应有低压 (2 4 V ／3 6 V ) 电源
。

1 O 机组水系统的入 口
、

出口管道上
，

宜装设压力表
、

温度计
， 入 口管道上宜加装过滤器

。

1 1 选用于蒸汽加湿时
，

要说明供汽压力和控制方法 (手动
、

电动或气动)
，

并应注意蒸汽管末端
的疏水措施 。

1 2 应根据加湿方式留出加湿段及空气净化段尺寸
。

1 3 全空气变风量机组的风机
，

应采用变频 自动调节风机转速的方式
，

应注明并选择变频器
。

1 4 当为热回收机组时
，

应留出热回收装置安装位置
、

注明热回收形式及冬夏热回收量
。

1 5 机组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应满足节能标准要求
。

1 6 机组应考虑可调新风 比 。

4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机组可安装在混凝土平台上或型钢制作的底座上

。

距地面的高度应能保证冷凝水通畅排 出
。

并
应设排水沟 (管) 、

地漏
，

以排 除冷凝水
，

放空空调底部存水
。

2 现场组装空调机组应注意 ：

1 ) 机组四角及底板
、

检修门的密封
。

2 ) 密封材料的质量
。

3 安装前应检查冷却段
、

喷淋段下部滴水盘排水坡度是否足够
，

排水点的水封是否可靠
。

4 应检查机组保温层厚度是否符合要求
，

保温材料的铺垫是否均匀
，

各功能段连接处是否出现冷
桥 ， 以防止外壳出现结露现象

。

5 核查机组保温材料是否符合防火要求
，

保温材料应是难燃或不燃材料
，

并应有消防主管部 门的
审批证明。

6 机组安装后应检查断面的风速分布是否均匀
。

在冷却盘管或喷水段后面局部是否有带水现象
。

应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

4 ．

1
．

5 相关标准
《组合式空调机组》 G B ／T l4 2 9 4

—

19 9 3 。

《组合式空气处理机组 噪声 限值》 G B l3 3 2 6
一

l9 9 1 。

《组合式空气处理机组试验方法》JB／T 5 14 9
一

l9 9 1 。

4 ．

2 户用空调机组

户用空调机组是指为满足舒适性 目的 ，

以
“

户
”

为单元
，

制冷／热量在 7
～

5 0 kw 范围内
，

对 1 个或
数个房间进行空气调节的机组 。

其冷／热水 (风) 或制冷剂集中制备
，

再输送到需要空调房间的末端设

备 (或用风管送到各空调空间) 内 。

4 ．

2
．

1 分类
、

特点及适用范围 (表 4
．

2
．

1
—

1 )
1 技术性能
1 ) 产品规格 (表 4

．

2
．

1
—

2 )
。

2 ) 机组名义工 况条件
①水管式冷水 (热泵 ) 机组名义工况条件 (表 4

．

2
．

1
—

3 )
。

②风管式空调 (热泵) 和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名义工 况条件 (表 4
．

2
．

1
—

4 )
。

③不同气候类型机组的正常工作环境温度范 围 (表 4
．

2
．

1
—

5 )
。

3 ) 制冷能效比和制热性能系数
①冷水 (热泵 ) 机组能效 比规定值 (表 4

．

2
．

1
—

6 )
。

②冷水 (热泵) 机组能源效率等级及其能效比 E E R 要求 (表 4
．

2
．

1
—

7 )
。

③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综合性能系数 (IP T_V (c ) 及 IP L V (H )) (表 4
．

2
．

1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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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④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能源效率等级及其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 I
．

V (C )) 要求 (表 4
．

2
．

1
一

⑤风管送风式空调 (热泵) 机组能效比规定值 (表 4
．

2
．

1
一

l0 )
。

⑥风管式空调 (热泵) 机组能源效率等级及其能效 比 E E R 要求 (表 4
．

2
．

1
—

1 1 )
。

4 ) 噪声限值
①冷水 (热泵 ) 机组噪声限值 (表 4

．

2
．

1
一

l2 ) 。

②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噪声限值 (表 4
．

2
．

1
—

13 )
。

③风管式空调 (热泵) 机组噪声限值 (表 4
．

2
．

1
一

l4 )
。

5 ) 机组名义工况下的实测技术性能应不低于表 4
．

2
．

1
一

l5 的限值
。

表 4
．

2
．

1
—

1 分类
、

特点及适用范围

分类 机组名称冷热源 特 点 适用范围

风

管

式

系

统

风管式空气源热泵机组 以空气 为输送介质
，

利用冷／

热源集中制备的冷／热量对空
气进行冷却 、

加热
、

减 湿或
加湿等处理 后 ，

由风管送入
各空调房间

适用于夏热冬冷 (暖) 地区 ，

寒
冷地区需 辅助加热

风管式 水源热泵 机组 适 用 气 候 区 广

，

但需有可利用的

资源如较大土地面积等

7

j(
管
式
系
统

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
以水为输送介质 ，

利用冷／热
源集 中制备冷 、

热 水
，

由管
路系统输送到各 空调房 间末

端装置 (如风机盘管) ，

与被
空调房间进行冷 、

热交换

适用于夏热冬冷 (暖) 地区 ，

寒
冷地区尚需辅助热源

水源热泵冷热水机组 适用气候区广

．

但需有可利用的

资源如较大土地面积等

空气源冷水机组 ( + 燃气热水炉) 适用于夏季供冷 、

冬季采暖的地

区户式直燃型溴化锂冷热水机组

多
联
式
系
统

变频 (变转速 ) 控制空气源热泵机组 以制冷剂 为输送 介质
，

冷热
源属空气源热泵 。

系统 由 l

台或多台室外机 、

制冷剂管
道 、

数台室内机组成

适用于夏热冬冷 (暖) 地区
，

寒
冷地 区尚需辅助热源 。

目前 已开

发出双级或准双级 (制冷剂喷射 )

压缩 多联式空调机组 ，

在寒冷地
区也可使用数

码脉冲控制空气源热泵机组

表 4 ．

2
．

1
—

2 产品规格

项目 水管式冷水 (热泵 ) 机组 名义制冷量 (
k w )

风管式空调 (热泵 ) 机组名 义制

冷量 (kW )

多联式空调 (热泵 ) 机组名义制

冷量 (kw )

规格 优先选用
6 3／8／10 ／12 8／16／

2 0 ／2 5／3 1 ．

5／4O／5O

7 ～

5 0 4 S
～

5 0

表 4
．

2
．

1
—

3 水管式冷水 (热泵 ) 机组名义工 况条件 (℃ )

项 目

使用侧 热源侧 (或放热侧 )

冷 、

热水温度 水冷式 风冷式 蒸发冷却式

进 口水温 出口水温 进口水温 出口水温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制冷 l2 7 3 O 3 5 35 2 4

热泵制热 4 O 4 5 15 7 7 6

注 ： 上 表数 据 引 自 G B／T l84 3 0
．

2
—

2o 0 l 。

该标准已修订并形成了报批稿
，

但还投有颁布实施
。

由于经修订的新标准
给出的名义工 况条件与上表不同

，

使用时请注意与最新颁布的标准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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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

4 风管式 空调 (热泵 ) 和 多联式空调 (热泵 ) 机组名义 工 况 条件 (℃)

项目

使用侧 热源侧 (或放热侧 )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制冷

T l
气候类型 2 7 19 3 5 24

1 2
气候类型 2 1 15 2 7 19

13
气候类型 29 】9 4 6 24

热泵

制热

高温

2 0 15 (最大
，

针对风管机)
一

(针对多联机)

7 6

低温 2 1

超低温 一

7
—

8

¨ 、

亿
、

T3 气候类型对应工 作环境温度见表 4 2
．

I
一

5 。

上表数据 引 自 G B ／T 18 8 3 6
—

2 0 0 2 。

表 4
．

2
．

1
—

5 不 同气候类型机组的正常工 作环境温度范围 (℃ )

机组型式 气候类

型

T 1 他 ’

r3

单冷型 l8
～

4 3 10
～

35 2 l
～

5 2

热泵型 一

7
～

4 3
—

7
～

3 5
—

7
～

5 2

电热型 ～

4 3
～

3 5
～

52

注 ． _E 表数据 引 自 G lj／T l8 8 3 7
一 一

20 O 2 。

表 4
．

2
．

1
—

6 冷水 (热泵) 机组能效比 E E R 规定值

名义制冷量 (k W ) 能效 比 (
w ／w )

风冷式 水冷式 蒸发冷却式

≤
8 2 3O 2 6 O

8 ～

l6 2 3 5 2
．

7 0

16 ～

3 1
．

5 2 40 3 30 2
．

80

3 1 5 ～

8O 2 4 5 3
．

4 o 2
．

9 O

注 ： 上表数 据引 自 G B／T 18 4 3O 2
—

2 0 O l 。

表 4
．

2
．

1
—

7 冷水 (热泵 ) 机组能源效率等级及其能效比 E E R 要求

类型 名义制冷量 (w )

能效等级

l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能效比 E E R ( w ／w )

风冷式或蒸发冷却式
≤

5Oo 0O

3 ．

2 0 3 0 O 2
．

8 O 2 6 o 2
．

4 0

水冷式 5 O 0 4
．

7 O 4 4 O 4
．

1O 3 8 0

注 ： 1 上 表数据引自 e B l95 77
—

2 0 0 4 。

2
机组的节能评价值为表中能效等级 2 级

。

表 4
．

2
．

1
—

8 多联式空调 (热泵 ) 机组综合性能系数 (IP L V (C ) 及 IP LV (H ))

名义制冷量 (w ) 综合性能系数 (w ／w ) 名义制冷量 (w ) 综合性能系数 ( w ／w )

≤ 2 8 o 0 O 3 o 0 > 8 4 0 0 0 2 9 O

2 8 0 o 0 ～

84 0o 0 2
．

9 5

上
表数据引自 G B ／T l8 837

—

2 【】(】2
。

综合性能系数包括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 L v (c ) 及制热综合性能系数 IP L v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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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

9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能源效率等级及其制冷综合性能系数《lP L v (C ))要求

名义制冷量 (w )

能效等级

l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 IP L V (c ) ) (w ／w )

(：C ≤ 2 8 0 o 0 3 ．

6 O 3
．

4 0 3
．

2O 3
．

加 2
．

8 0

2 8 0 o 0 < C C ≤84 O 【x】 3
．

5 5 3
．

3 5 3
．

15 2 9 5 2
．

7 5

C C > 84 O 0 0 3
．

5 0 3
．

3 0 3
．

1O 2 9 o 2
．

7 0

上
表数据引自 G B 2 l4 54

—

2 o o 8 。

机组的节能评价值为表 中能效等级 2 级
。

表 4 2 1
—

1 O 风管送风式空调 (热泵 ) 机组能效比规定值

名义工 况 制冷量 (w )

能效比 (w ／w )

风冷冷风 空气源热泵 热泵辅助热水 、

热泵辅助电加热

≤ 4 5 0 o 2 7 5 2 7 5 2 ．

7 O

4 5 o 0 ～

7 lo o 2 6 5 2
．

65 2
．

6 0

7 lO 0 —

14 O 0 0 2
．

6 O 2
．

印 2
．

5 O

l4 O o o ～

2 80 o 0 2 5 5 2
．

5 5 2 4 0

2 8 o o 0 ～

4 3 0 o 0 2
．

5 0 2
．

50 2
．

35

注 ： 上表数据引 自 G B ／T l8 83 6
—

2 0 0 2 。

表 4
．

2
．

1
—

1 1 风管式空调 (热泵) 机组能源效率等级及其能效比 E E R 要求

类型 名 义制冷量 (w )

能效等级

l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能效 比 E E R (砒 ／w )

风冷式 不接风管
3

．

2 O 3 0 0 2
．

80 2
．

60 2
．

4 0

接风管 2 9 0 2 7 0 2 5 0 2 3 O 2
．

10

水冷式 不接风管
3

．

60 3
．

4 O 3 2 O 3 0 o 2
．

80

接风管 3
．

3O 3 10 2
．

9 O 2 7 0 2
。

5 0

上
表数据引自 G B l95 7 7

—

20 o 4 。

机组的节能评价值为表中能效等级 2 级
。

表 4
．

2
．

1
—

1 2 冷水 (热泵) 机组噪声限值 (声压级 ) [d B (A )]

名义制冷量 (k w ) 风冷式
、

蒸发式 水冷式 名义制冷量 (kw ) 风冷式
、

蒸发式 水冷式

≤
8 65 16

—

3 1
．

5 6 9 6 6

8 —

l6 6 7 3 l 5
～

8O 7 1 6 8

注 ： 上表数据 引 自 G B ／
’

r 】8 4 弧 2
—

2 0 o 1
。

2 设计选用要点
1 ) 应优先选用符合下列条件的空调机组 ：

①采用环保型制冷剂
。

②机组能效 比以及综合性能系数高
。

2 ) 选用机组时
，

应首先根据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 B 5 0 0 19
—

2 0 D 3 ) 计算室内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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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

以此为依据选用室内机
。

当机组同时用于供暖特别是针对寒冷地区的供暖
，

应校核热负荷是否满足
供暖要求 。

表 4
．

2
．

1
—

13 多联式空调 (热泵 ) 机组噪声限值 (声压级 ) [d B (A )]

名义制冷量 (w )

室内机
室外机 名义制冷量 (w )

室内机
室外机

不接风管 接风管 不接风管 接风管

≤ 2 5
0o 4 0 4 2 6o 14 o 0O

～

2 8 0 0 o 6 0 6 2 6 5

2 50 0 —

4 5O 0 4 3 4 5 6 o 2 8 o 0 O
～

5 6O oo 6 7

45O 0 ～

7 o 0 0 50 5 2 6 o 5 6 o 0 O
～

84 0 0o 6 9

7 l0o 一

14 0 o 0 57 5 9 6 2 > 84 o 0O 7 2

注 ： 上表数据引白 G B ／T l8 8 3 7
—

2 o o 2 。

表 4
．

2
．

1
—

14 风管式空调 (热泵 ) 机组噪声限值 (声压级 ) [d B (A )】

名义制冷量 ( w ) 室内机 室外机 名义制冷量 (w ) 室内机 室外机

≤ 4 5 0 0 4 8 5 8 l4 o 0 O ～

2 8 O 0 o 6 6 6 8

4 50 O ～

7 lO O 5 3 5 9 2 8 【x 】O
～

4 3 【M x】 6 8 6 9

7 lo o ～

14 0 o 0 6 () 6 3 4 3 0 0 O
～

8O O0 0 7 l 74

注 ： 上表数据 引 白 G B ／T l8 8 3 6
—

2 0 0 2 。

表 4
．

2
．

1
—

1 5 机组名义工 况 下实测技术性能限值

项目 冷水 (热泵 ) 机组 多联机 风管机

制冷量 ≥ 9 5 ％ 名义值 ≥ 9 2 ％ 名义值 ≥ 9 5 ％ 名义值

制热量 ≥ 9 5 ％ 名义值 ≥ 9 2 ％ 名义值 ≥ 9 5 ％ 名义值

机组消耗总功率 ≤ l 1O ％ 名义值 ≤ 儿 0 ％ 名义值 ≤ 1 lO ％ 名义值

制冷性能系数 (Ⅵy w ) ≥ 表 4
．

2
．

1
—

6 规定值

≥
表 4

．

2
．

1
—

8 规定值 的
9 2 ％

(指综合性能系数)

≥
表 4

．

2
．

1
—

10 规定值的 9O％

制热性能系数 (w ／w ) ≥ 表 4
．

2
．

1
—

6 规定值的 97 ％

≥
表 4 2

．

1
—

8 规 定 值 的
9 2 ％

(指综合性能系数)

≥
表 4

．

2 1
—

10 规定值的 9o ％

电
加热消耗功率 ≤ 1O 5 ％ 名义值 名义值的 90

～

l0 5 ％ 名义值的 90 ％
～

10 5 ％

冷水 、

冷却水压力损失 ≤ l l5 ％ 名义值

注： 上表数据 引 自 G B ／T l84 3 O 2
—

2 【x 】1
、

G B ／
。

I
’

l8 8 3 6
—

20 o 2 和 G B ／T l8 8 3 7
—

2o 0 2 。

3 ) 冷水机组的水系统宜采用闭式循环系统
。

应考虑户内系统冷冻水的定压
、

补水
，

以及 因水 温 度

变化引起的热膨胀问题
。

4 ) 进行多联机
、

风管机选型时
，

室外机总容量应先作如下修正 ：

①配管长度修正
。 一

般产品样本提供的制冷量数据
，

以室 内干球温度 2 7 ℃
、

湿球 温度 19
．

5 ℃ ，

室
外干球温度 3 5 ℃ 时的配管等效长度 5 m 、

室内外机高差为 0 m 为基本条件
。

由于
一

般实际系统的配管长
度远 > 5 m ，

且室 内外机组也可能存在高差
，

故必须基于系统实际安装情况
，

使用生产厂商提供的技术
手册修正机组 的实际制冷量数据

，

以确保选择 的机组可有效满足室 内冷
、

热负荷要求
。

②安装位置修正
。

以室 内机 为基点
，

即使高差相同
，

室外机放置在其上部还是下部
，

修正值不同
。

③外温修正 。 空调机组设计工况条件与机组名义工况条件
一

般差别很大
，

必须根据生产厂商提供的

机组变工 况性能曲线
，

对机组性能进行修正
。

④热泵制热时 ，

积霜和除霜的修正以 7 ℃ 时为 1 、

O ℃ 时为 O 8 1
、 一

7 ℃ 时为 0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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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采用 多联式空调 系统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同一

空调系统的规模
、

制冷剂管道最大长度
、

设备之问的最大高差
、

运行工 况范围等
，

应与所选
用机组的性能相匹配

。

②空调系统制冷剂管道的管径 、

管材和管道配件应按生产厂商技术要求选用
。

系统 自控设备
、

制冷
剂分配器等主要配件 ，

均应由生产厂商配套供应
。

③室外机应放置在空气流通 、

不影 响周边其他居住者
、

附近应无易燃气体泄漏危险的场所
。

④设计多联机 、

风管机系统时
，

室 内
、

外机的容量配比 (即
一

个系统的所有室内机额定制冷容量
之和与室外机额定制冷容量之比) ，

宜参照表 4
．

2
．

1
—

1 6 选择
。

⑤多联机系统没计中的注意事项 ：

为保证多联机系统高效 、

节能运行
，

系统设计和安装时
，

必须 避 免
“

高
” 、 “

大
” 、 “

长
” 、 “

散
” ，

倡导 “

低
” 、 “

小
” 、 “

短
” 、 “

匀
” 。

即避免室 内外机组之间的高差过大
，

倡 导
一

套系统的室内机尽可能
跨越较少的楼层 ，

室内外机组之间的高差宜小于 3 O m ，

室内机之间的最大高差宜小于 2 0 m 。

避免单
一

系
统容量规模过大 ，

倡导系统容量最好小于 5 6 k w 。

避免系统输配管路过长
，

倡导室内外机组最大长度小
于 8 O m 。

避免多联机在同时使用率低
、

室内负荷分散的建筑或区域 中使用
，

倡导其应用于室内机同时使
用率高 、

负荷变化均匀的建筑物或区域
，

且室外机组容量必须按所服务区域的逐时负荷选取
。

6 ) 对于舒适度要求较高
、

人员较长时间逗留的房间
，

应采取保证新风量的措施
。

7 ) 空气处理与分布 ：

①空调系统的新风和回风应经过滤处理
。

②空调房间的风 口布置与气流组织应根据室内工 作区温度参数
、

允许风速
、

噪声标准和空气质量等
要求 ，

结合房间特点
、

内部装修及设备散热等因素综合考虑
。

表 4
．

2
．

1
—

1 6 室内
、

外机容量配比系数表

同时使用率 最大容量配比系数

≤ 7 0 ％ 12 O ％ 一

l3 O ％

7 0 ％ ～

8O ％ l l0 ％
～

l2 O ％

80 ％ ～

9 O ％ 10 0 ％
～

l 1O ％

≥ 9 0 ％ l0 0 ％

4 ．

2
．

2 相关标准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 ) 机组 户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 (热泵 ) 机组》 c B ／T l84 3 O

．

2
—

2 0 0 1 。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 G B ／T 18 8 3 7
—

2 0 0 2 。

《风管送风式空调 (热泵) 机组》 c B ／T 18 8 3 6
—

2 0 0 2 。

《水源热泵机组》 G B ／T l9 4 0 9
—

2 o 0 3 。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 B ／T l7 7 5 8
一

l9 9 9 。

《制冷和供热用机械制冷系统安全要求》 G B 9 2 3 7
—

2 0 O 1 。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 B 19 5 7 6
—

2 O o 4 。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 B 19 7 5 7
—

2【)(】4 。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 B 2 14 5 4
—

2 0 0 8 。

注 ： G B ／T l775 8 标准已修订形成报批稿
，

但还未颁 布实施
。

新标准给出的性能评价指标与现有标准不同； 对于风冷
式机组 ，

单冷型机组采用制冷季节能效比 s E E R
、

热泵型机组采用全年性能系数 A P F
，

对于水冷式机组
，

采用制冷综合
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 l_V (c ) 作为性能评价指标

。

请使用时参考最新颁布的标准
。

4 ．

3 机房专用空调机组

机房 (计算机房 、

数据处理机房及电话程控交换机房等) 专用空调机是向机房及类似机房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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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提供大风量的空气循环 、

空气沽净的恒温恒湿型单元式空调机
。

4 ．

3
．

1 分类 (表 4
．

3
．

1
—

1 )

表 4
．

3 1
—

1 机房专用空调机组分类

分类方式 分类 特点

冷凝器
冷却方式

水冷 一

般为整体式
，

应单独设空调机房

风冷

压缩机 、

冷凝器在室外或冷凝器在室外
风冷式机组上加置 卟 余热回收系统 ，

可利用机组冷凝过程中释放的热

量 ，

提供热水给
一

些需要低温热源的场合使用
。

例如
，

在冬季运行时
，

机
组可向需要采暖的房间供热

乙二 醇水溶液冷却 (干式
、

湿式 ) 机组全年供冷

，

冬季室外气温 O ℃ 以 下时
，

用乙二 醇水溶液冷却不会
冻结

冷水盘管式 (无冷凝器) 采用中央空调冷水机组提供的冷水制冷

结构 整体式

一

般为水冷式 ，

空凋机不直接放在机房 内

分体式 室内机有顶置式 、

落地 式
，

接风管和不接风管型式

送风方式

直接吹出 一

般为分体式
，

室内机直接放在机房内

上回风下送风 接风管的为水冷或风冷式 ，

不接风管的
一

般为风冷式

下回风上送风 一

般接风管

前 (后) 回风上送风 一

般接风管

蒸凝器

制冷方式

双回路柜式机组

为典型大型机房专用空调机组 。

两个 回路可 以独立运行
，

互 不 干扰
，

即使其中一

个回路发生故障
，

另
一

个回路可以照常运行
，

承担机组

额定制冷量的 一

半负荷

单回路柜式机组 适用于大

、

中型机房系统 。

特点是结构紧凑
、

占地面积小
，

可 以靠

墙角安装 。

机组额定制冷量 5
．

5
～

16 k w

模块式机组

可用于大规模空调系统 。

采用单元组合方法构成整机 (
一

般由 l
～

10

个模块并联组成) 。

用户可根据机房内制冷量的增加或减小
，

通 过调

整模块数量
，

方便地对空调系统总容量进行重新调整

控制方式

独立控制

机组控制器可以显示机房内温度 、

湿度
、

气流速度和洁净度
，

还可
以显示各主要部件 的运行时间和报警记 录 ，

并 自动按照预先设置的
程序控制机组起动和停机

集中控制

网络控制器

一

些大型计算机系统用户 的机房规模较大 ，

或机房布置较分散
，

利
用网络管理系统可把多台设备的控制器与网络控制器联接 ，

实现集
中管理分散运行 。

此种控制可减少操作人员工 作量
，

有利于及时发
现和处理故障 ，

提高空调系统运行安全和可靠性
网络控制器也可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B M s ) 联接

P c
网络控制系统

采用配备机组控制器接 口 的微型计算机 (P c 机)
，

取代网络控制器
。

P c
机的功能与网络控制器基本相同

，

采用 2 5 行 80 字符大屏幕显示
器 ，

除显示数据外
，

还 可以显示 曲线图形
，

并可进行数据储存和打
印

P c
网络控制系统

一

般用于规 模较大的空调系统

注 ： 除以上分类外
，

根据加热或加湿型式不 同
，

还可分为蒸汽加热
、

热水加热
、

电加热
、

远红外加热及干蒸汽加湿

和电加湿等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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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性能要求
1 ) 能效比 (E E R ) 与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 L V ) 应不小于表 4

．

3
．

】
一

2 中的规定
。

2 ) 机组的机外静压 ： 直接吹出式机外静压应为 0 P a ； 下送风式最小机外静压应为 2 O P a ； 接风管的
空调机最小机外静压见表 4

．

3
．

1
—

3 。

3 ) 空调机高度
一

般不应超过 2 m 。

4 ) 工 作环境条件
①温度 ： 室内 0

～

4 O ℃
、

室外
一

30
—

4 5 ℃ ； 相对湿度 ： 3 0 ％
～

9 5 ％ 。

②室外机可抵御风 、

雨
、

雪
、

霜等气候条件
。

③机组电气设备应能在海拔高度 10 OO m 以下正常工 作
，

超过 l0 0O n ，时应增加相关措施
。

5 ) 空调机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 作 ：

①水冷式 ： 冷凝器进水温度 4
～

3 4 ℃ 。

②风冷式 ： 室外环境温度
一

l0
—

4 3 ℃ (室内外机垂直位差 ≤ 2 2 m ，

管道水平距离≤ 4 O m ) 。

③乙二醇冷却式 ： 室外环境温度
一

2 0
～

4 3 ℃ 。

6 ) 温湿度控制精度见表 4
．

3
．

1
—

4 。

7 ) 噪声限值见表 4
．

3
．

1
—

5 。

8 ) 空调机的电气控制采用微处理器时
，

其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 B 4 34 3
、

G B l7 6 2 5 I
、

G B 4 34 2
．

2

中的规定 。

9 ) 空调机的制冷剂应采用 G B ／T 7 7 7 8 中安全分类为 A l 或 A 】／A 1 类制冷剂
。

1 0 ) 空调机过滤器的滤料应符合 G B 86 24 中难燃材料 (B l 级 ) 的要求
。

保温隔热和消声吸声材料
应符合 G B 8 6 2 4 中的不燃材料 (A 级 ) 的要求

。

1 1 ) 空调机应有较大的送风量
，

较小的冷风比 (制冷量与送风量之比)
，

送风温差不大于 7 ℃
，

送
风温度应高于计算机房的露点温度 。

1 2 ) 蒸发器面积应足够大
，

使显热比 (显热制冷量与总制冷量之比) 不小于 0
．

8 7
。

1 3 ) 名义工 况条件
①室内侧 ： 空气入 口干球温度 2 3 ℃ ，

湿球温度 】7 ℃ 。

②放热侧 ： 冷却空气入 口干球温度 3 5 ℃ ， 湿球温度 2 4 ℃ ； 水冷进水温度 3 O ℃ ，

出水温度 3 5 ℃ 。

表 4
．

3
．

1
—

2 空调机能效比及综合部分负荷 一

陛能系数

名义制冷量

(W )

水冷 风冷 乙二 醇冷却

E E R
(w ／w ) IP L V (W ／W ) E E R (W ／W ) IP IJ、‘ (W ／w ) E E R (w ／w ) IP L V (砒 ／w )

≤ 14 0 o 0 2 ．

80 3
．

10 2
．

50 3
．

0 0 2 35 3
．

o 0

> l
4 o 00

—

2 8O 0 0 2 85 3
．

15 2
．

4 5 2
．

9 5 2
．

3O 2 9 5

>
2 80 0 0

—

50 0 00 2 9 0 3
．

2 0 2 4 0 2
．

9 0 2 25 2 90

>
5 0 o 0 0 3

．

o 0 3 3 0 2 30 2 ．

80 2 l5 2
．

8O

表 4
．

3
．

1
—

3 接风管的空调机最小机外静压

名义制冷量 (w ) 最小机外静压 ( P a )

≤ 14 o 0 o 5 0

> I4 【x 】0 ～

2 8()o o 7 5

> 2
8O o 0

～

5 0 o oo l0o

>
5 0 0o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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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

4 空调机温湿度偏差

名义制冷量 ( w ) 温度 (℃ ) 相对湿度 (％ )

≤ 2 o 0 (J0 ± 2 ± l0

> 2 0 0 O 0 ± l ± 5

表 4
．

3
．

1
—

5 空调机噪声 限制 (声压级 )

名义制冷量 (w )

室内侧 [d B ( A ) ]
室外侧 [d丑(A ) ]

接风管 不接风管

≤ 14
0 00 6 4 6 2 6 7

>
14 0 0 0

～

2 80 o o 6 7 6 6 6 8

>
2 80 0 0

～

5 O 【x】0 7 l 6 9 7 1

>
5 o 0 0 O 74 7 2 7 3

2
设计选用要点

1 ) 选用机房用单元式空调机
，

其技术性能必 须 满 足 《电子计 算 机 房设 计 规范 》 G B 5 O l74
一

l9 9 4

中空调设计要求 。

2 ) 选用需注意某些机房特点
，

即热负荷强度高
，

设备散热量大
，

散湿量小
。

施工 图设计时
，

应按
设备发热量计算设备热负荷 ；初步设计时

，

可按冷指标估算
。

一

般机房的热负荷为 2 5 0
—

4 0 O w ／( m 。 -

h )
，

大型机房热负荷大于 4 D 0 w ／( m 。
·

h )
，

程控交换机房热负荷约 16 5
～

2 2 2 w ／(m 。 ·

h )
。

3 ) 机房空调的特点是显热比高
，

送风焓差小
，

机房显热比
一

般高达 O 8 5
～

O
．

9 5 (舒适性空调的显
热比约为 O

．

6
—

0
．

7 )
，

换气次数约 2 0
～

4 0 次／h 。

应选用显热比高的设备
，

并注意满足机房换气要求
。

4 ) 空调机的加热方式有蒸汽加热
、

热水加热
、

电加热
。

加湿方式有干蒸汽加湿
、

电加湿以及其它
加湿方式 。

所选择的这些附加装置
，

必须功能可靠
，

安全性能好
。

若空调机组直接放置在机房内
，

严禁
漏水 、

漏汽
。

若采用电加热装置
，

必须有相应的安全保护
。

5 ) 机房空调为全年运行
，

其安全
、

可靠性需具有相应水平 。

6 ) 计算机房专用空调机标准配置的空气过滤器为中效过滤器
，

同时在空调机结构上 预 留有 亚高 效

或高效过滤器 的安装位置或预 留了安 装 附件 。
一

般情况下为 A 级洁净要求
，

即要求静态条件下主机房
内空气尘粒数应 ≤ 18 0 0 O 粒／升空气 (针对粒径 ≥ O

．

5 “m )
一

般选用高效或亚高效过滤器
。

7 ) 选择机房空调机时
，

其基本性能应满足上述要求
。

特别要提出的是 ：

①空调机本身的控制不应对计算机房中的设备造成干扰 ；

②空调送风不允许使机房设备中产生结露现象 。

4 ．

3
．

2 相关标准
、

规范
《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 B ／T 19 4 13 2 O O 3 。

《电子计算机房设计规范》 G B 5 0 17 4
—

19 9 4 。

4 ．

4 医用空调机组

医用空调机组是 向洁净手术室和 为其服务的区域 (或其它类似的有生物控制要求场所) 直接提供
处理空气的专用设备

，

包括制冷
、

加热
、

加湿
、

过滤
、

通风装置
，

控制微生物滋生的特别措施等
，

可以
是单元式机组或分体式机组 (不包括组合式空调机组) 。

4 ．

4
．

1 分类 (表 4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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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1 医用空调机组分类

分类方式 分类

处理空 气方 式

直 接蒸 发式

冷水式

组 合式 (直接蒸 发与冷水组合 )

被处理空气来 源

全新 风

循环 风

混合 风

用途 医用 沽净
生 物沽净

结构

卧式

j 己]氏

吊顶式

4 ．

4
．

2 主要技术性能要求
1 各机型机组对应工 况条件见表 4

．

4
．

2
—

1
，

其能效 比和机外静压应不低于表 4
．

4
．

2
—

2 中的值
，

其噪声应符合表 4
．

4
．

2
—

3 中的限值
。

2 机组 内表面及内置零部件材质表面应光洁 (箱体底部交角应为圆角 )
，

利于清洗不积灰 ； 其材
质或面层应耐消毒药品腐蚀 ； 壁板

一

般采用经防滋菌措施处理 的冷轧 钢板或不 锈钢钢板 (详见 《洁净
手术室用空气调节机组》 c B ／T 19 5 6 9

—

2 O 0 4 )
。

3 机组各功能段除满足空气处理要求外
，

必须 防止积尘滋菌
，

保证输送空气满足卫生要求
。

4 机组的空气过滤材料应具有 良好 的过滤性能 (及针对特殊要求的对特定细菌的杀菌性能)
，

并
应无毒 、

无异 味
、

不吸水
、

抗菌且具有足够强度
。

中效过滤器应设置于正压段
。

5 空气过滤器的过滤效率应不低于表 4
．

4
．

2
—

4 中的对应数值 ； 过滤器应为
一

次性使用型
，

不允许

回收以及用木框制品 。

6 表面冷却器宜设置在正压段 。

表面冷却器的冷凝水排出口应设能 自动防倒吸
、

并在负压时能顺
利排出冷凝水的装置 。

在除湿工 况 下
，

机组应在运行 ≤ 3 m in 内排出冷凝水
。

冷凝水管不能直接与下水
道连接 。

7 机组出口空气相对湿度应不高于 7 5 ％
，

中效空气过滤器进口空气相对湿度应不高于 7 5 ％ 。

8 加热管表面应光洁平滑不积尘
。

9 机组宜采用干式蒸汽加湿器作为加湿设备
。

加湿过程中不应出现水滴
。

加湿水质应达到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 。

1 0 机组箱体的密封应可靠 。

当机组内保持 】0 0 O P a 静压值时
，

洁净度≥ 10 0 0 级的系统
，

箱体漏风
率不应大于 1％ ； 洁净度 < 10 0 O 级的系统

，

箱体的漏风率不应大于 2 ％ 。

表 4
．

4
．

2
—

1 各机型机组对应工 况 条件

类型 机型 环境温度 (℃ ) 室内温度 (℃ ) 室内相对湿度 (％ )

风冷式 热

泵 一

7
～

4 3

( 2 1 ～

2 7 ) ± 1 (4 O
～

6 5 ) ± 】O冷风 】8
～

4 3

水冷式 冷凝器进水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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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

2
—

2 机组能效 比和机外静压

名义制冷 (热 )

量 (W )

能效 比

最小机外静压 (P a )
直接蒸发式 风冷热泵直接蒸发式

低静压 高静压 低静压 高静压 低静压 高静压

≤ l4
o 0O 2

．

2 5 2 l0 2
．

2 O 2
．

0 5
1O O 50 0

】4 0 ()o ～

2 5 0 0 o 2 2 5 2
．

0 5 2
．

2 0 2
．

05

250 00 ～

7 0 0 0 O 2
．

2 0 2
．

o 0 2
．

15 1
．

9 5
2 0 0 6 0 0

7 0 0 0 0 2 ．

15 2
．

o o 2
．

10 1
．

9 5

表 4
．

4
．

2
—

3 机组噪声限值

风量 ( m 。／h ) 800
—

2 0 0 0 2 O o 0
—

6 0o 0 6o oO
～

l0 o 0 0 1【x】0 0
～

l5 o o 0 15 O o 0
～

2 (M x M】2【x 】o 0
—

3 O 【x 】0

空
气处理机组噪声 l 高静压

6 8 70 7 2 74 7 8 8O

[d B (A ) ] l 低静压 6 l 6 3 6 7 69 72 74

制
冷量 (k W ) 5

～

12 】2
～

2 9 2 9
～

4 5 4 5
～

7 5 7 5
～

15 0 l5 O
～

2o o

压
缩冷凝机组噪声 [d B ( A )] 6 3 6 8 7 3 7 5 7 7 8 O

表 4
．

4
．

2
—

4 过滤效率要求

过滤器类型 粒径 (¨m ) 过滤效率 (％ ) 设置位置

粗效 ≥ 5 > 7 5 新风 口

中效 ≥ 1 > 8O 宜正压段

亚高效 ≥ 0
．

5 > 9 5 出风段

4 ．

4
．

3 设计选用要点
1 根据用途 、

使用要求
、

气候特征选择机组类型； 根据洁净度以及防止微生物滋生
、

除菌消毒的
要求 ，

选配合理的过滤器组合
、

类型和滤料等
。

2 过滤器前
， 可选用紫外线杀菌灯 (以有效杀灭循环空气 中和过滤器上 的细菌 )

，

并可根据要求
选配杀菌消毒配件 。

注 ： 紫外线杀菌灯应与风机联动
．

并在机组面板上设有按扭开关
。

3 用于排出表冷器凝结水的管道
，

不能直接与下水道连接
。

4 ．

4
．

4 相关标准
、

规范
《洁净手术室用空气凋节机组》 G B ／T l9 5 6 9

—

2 O o 4 。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G B 5 0 33 3
—

2 0 0 2 。

4 ．

5
．

1 除湿机
1 分类 (表 4

．

5
．

1
一

1 )

4 ．

5 除湿机
、 加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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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1
—

1 除湿机分类

分类

方斌 分类 特点 适用范围

除湿

方法

冷冻式除湿 性 能稳定

， 工 作可靠
。

设备 费

和运行费用较高 ，

有噪声
空气露点温度高于 4 ℃ 的场合

溶液除湿

除湿效果好 ，

兼有清洁空气的
功能 。

设备复杂
，

初投资 高
，

冷却水耗量大 ，

需加热再生

除湿量大 、

室 内显热 比小于 6O％ ．

空气出 口 露点温度
低于 5 aC 的场合

固体除湿

设备简单 ．

投资和运行费较低
。

除湿性能不太稳 定 ．

需加热再

生

除湿量小 、

露点温度低于 4 ℃ 的场合

干式除湿

湿度 可调 ，

性 能稳定
，

除湿量
大 ，

能全 自动运行
。

设 备较 复
杂 ，

需加热再生

适用温度范围宽 ，

特适宜于低温
、

低湿场合

结构

机 械 制 冷

式除湿机

冷冻 除湿 、

降温 适用于空气温度
l5

～

3 5 ℃ 、

相对湿度 ≤ 9 0 ％ 的场合以
及气候潮湿地区的地下建筑 ，

有湿度要求的车间
、

仓
库等

凋温 除湿 、

调温

三用 除湿 、

制冷
、

制热

转轮式除湿机 吸湿材料有吸附式和吸收式两种 地下建筑

、

制药 、

食品
、

手术室等
，

与空调系统联合
运行 ，

达到所要求的温湿度

溶液除湿机 淋液式 大面积 、

大风量和有温湿度要求的场所

2 主要技术性能
1 ) 机械制冷式除湿机性能参数见表 4

．

5
．

1
—

2 。

2 ) 转轮除湿机基本参数见表 4
．

5
．

1
—

3 。

表 4
．

5
．

1
—

2 机械制冷式除湿机性能参数

名义除湿量
(k∥ h )

单 位输入功率
除湿量

[kg／(kw
·

h ) ]

除湿机噪声 (声压级 )

[dB (A )] 名义除湿量
(k∥h)

单位输入功

除湿量

[kg／(k w
·

h ) ]

除湿机噪声 (声压级)

[d B ( A )]

室内机组 室外机组 室内机组 室外机组

≤
O

．

5 1
．

35 4 8 2 0 0
—

30
．

0 1．80 70 7 1

0 5 ～

1 0 1
．

50 5 5 30
．

0
～

4o
．

0 l 85 72 74

1．

0
—

5
．

0 I
．

6 0 60 62 4 0
．

0
～

6 0
．

O 1
．

9 0 74 7 6

5 ．

0
～

10
．

0 1
．

7 0 6 4 6 8 6 o
．

0
—

80
．

0 1
．

9 5 77 7 9

【0 ．

O
～

2 0
．

0 1
．

7 5 6 7 6 9 8 0 0 2
．

0 0 按供货合同要求

I
除湿机单位输入功率除湿量应不低于表 4

．

5 1
—

2 中的数值
。

2
除湿机的实测值

，

在于球温度 27 ℃
、

湿球温度 2 】
．

2 ℃
、

大气压 J0 1
．

3 2 5 k P a 名义工 况下进行试验时
，

其除湿

量最大偏差不 应超过名义工 况规定值 的
一

5 ％ 。

3
安全要求 ： 采用单相电源的除湿机

、

包括可移动式除湿机和名义除湿量在 10 k∥h 以下的除湿机
，

应符合 c B

4 7O 6 ．

32 有关安全规定； 名义除湿量≥ 10 k晷／h 的除湿机
，

应符合 JB 86 55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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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1
—

3 转轮除湿机性能参数

名义除湿量 (k∥h ) 名义除湿风量 ( m ’／h ) 转轮直径 (
m m ) 转轮厚度 ( m m )

3 ．

0 5 0 0 4 0 0

3 0 o

5 ．

O 8【x】 50 ()

12 ．

O 2 o 0 O 8 o 0

19 O 3 2 0 0 IO 0 o

3 0 ．

O 50 O 0 l2 50

4 0 0 7 2()(】 l50 O

80 0 12(】[x】 2 0o 0

120 ．

0 2oo 0 0 25O 0

】70 ．

0 3 o 0 ()0 3 0 o 0

3
产品选用要点

1 ) 根据工 程特点
、

能源供应情况
、

除湿量大小及空气温
、

湿度条件等选择除湿机类型 。

2 ) 机械制冷式除湿机没备较简单
、

运行管理方便
，

但耗能大
．

除湿能力小
。

转轮式除湿机
、

溶液
除湿机等结构复杂 、

设备较大
，

占用建筑空间
、

投资较大
、

需再生
，

但除湿能力大
。

3 ) 机械制冷式除湿机有整体式机组 (除湿能力较小 ) 和分体式机组 ； 分接风管和不接风管配置 ；

按需选型 。

4 ) 转轮除湿机 由于适用温度范围宽
，

吸湿性能稳定
，

运 行 管 理 简单
，

是 目前应用较多的除湿设
备 。

5 ) 溶液除湿空调是将除湿技术与空调结合
，

因其有显著节能效果
，

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

它
把热 、

湿负荷分开处理
，

避免了过度冷却和再热的能量浪费 ； 能源利用效率较高
，

能改善和提高室内
度。

通过喷淋溶液
，

使空气除尘灭菌
，

以及干工况运行 避免凝结水造成 的污染
，

提高了室内空气品质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 移动式机组

一

般为小型机组
，

现场应在合适位置设置电源插座
。

2 ) 除湿机的室外空气进 口应尽量避免与再生空气排出布置在同
一

方向侧
。

再生空气排 出管长度宜

短 ，

应有 2％。的坡度
，

坡向出口方向
。

5 参考价格 l3 0 0 o
～

15 o o o o 元／台 (除湿量 6
～

7 0 kg／h )
。

6 相关标准
《转轮式除湿机》 JB／T 7229

一

l9 9 4 。

《除湿机》 G B ／T 19 4 I 】
一

2 0 0 3 。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气的安全热泵
、

空调器和除湿机》 G B 4 7O 6
．

3 2
—

19 9 6 。

4 ．

5
．

2 加湿器
1 分类及技术性能见表 4

．

5
．

2 。

2 产品选用要点
1 ) 按加湿量和供汽等条件选择加湿方法

、

加湿器类型和规格
。

当有蒸汽源可利用时
，

应优先采用

干蒸汽加湿器 。

2 ) 超声波加湿器品种
、

规格多
，

容量可大
、

可 小
，

既有用于居家 的小型加湿器
，

直接放于室内；

也有可组合成大容量商用 、

工 业 用的加湿器
。

容量较大的超声波加湿器
，

一

般要和空调系统 (送风系
统) 联合使用 。

3 ) 气化式加湿器
，

利用自然蒸发
，

加湿容量较小
，

设备体积较大
，

应用范围小
。

4 ) 电极式
、

电热式
、

干蒸汽
、

高压喷雾式等加湿器
，

均是容量较大且可调的加湿设备
，

大多数



2 7 2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o o 9 年版)

和空调送风系统联合运行
，

达到调节室 内空气湿度 的 目的 。

其还和空气处理机组 (组合式空调机组和
新风机组的加湿段) 配套供应 ，

设计选用时
，

表 4
．

5
．

2

只 需核对加湿能力
，

提供电源或汽源和水源等
。

加湿器分类及技术性能

分
类
方
式

类别及名称 空气状 态变 化过程 加湿能力 (kg／h ) 耗电量 (W ／kg ) 优缺点

气
化
式

湿膜气化加湿器 等焓加湿 容量可设定 小

构造简单 ，

耗电量低
，

加湿量有限
，

节电省水 ，

投资和运行费小； 易产
生微生物污染

板面蒸发加湿器 等焓加湿 容量小 小

加湿效果较好 ，

运行可靠
，

费用低
，

板面垫层兼有过滤作用； 易产生微
生物污染 ，

水必须进行处理

蒸

汽

式

电极式加湿器 等温加温 4
～

2 O 7 80

加湿迅速 、

稳定
，

控制方便
，

不带
水滴 ，

设 备 构 造 简单 ； 耗 电量大
，

运行 费 用 高
，

使用未处理 水时内部
易结垢 ，

清洗困难
电热式加湿器 等温加湿 容量大小可设定 依容量确定

干蒸汽加湿器 等温加湿 6
～

10 o O O

加湿迅速 、

均匀
，

不带 水滴
，

不耗

电 ，

运行 费低 ； 必 须 有 汽 源 和 输 汽

管道系 统 ，

没备结构 比较复杂
，

初
投资高

司接式蒸汽加湿器 等温加湿 1O
～

2 O 0 0

加湿迅速 、

均匀稳定
，

控制性能好
．

不带水 滴 ．

不耗 电
，

运 行 费 低 ； 设
备比较复杂 ，

必须有汽源和输汽管
道系统

红外线加湿器 等温加湿 2
～

2 0 依容量确定

装置较简单 ，

加湿迅速
，

不带水滴
，

动作迅速 ，

控制方便
，

能 自动清洗 ；

耗电量大 ，

运行 费用 高
，

使用寿命
短 ，

设备贵

水
喷
雾
式

高压喷雾加湿器 等焓加湿 6
～

6 o0 89

加湿量大 ，

雾粒细
，

效率高
，

运行
可靠 ，

耗电量低 ； 可能带菌
，

水质
差时喷嘴易堵 。

高压微雾加湿器
，

加湿质量高 。

总耗能大
，

对水质要
求较高

超声波加湿器 等焓加湿 1
．

2
～

2 0 2 0

体积小 ，

加湿强度大
，

耗电量小
，

控制性能好 ，

雾粒小而均匀； 可能

带菌 ，

单价较高
，

使用寿命短

离心式加湿器 等焓加湿 2
～

5 0 5 0
安装方便

，

使用寿命长
．

耗电量低；

可 能带菌 ，

水滴颗粒大

5 ) 水喷雾加湿方式由于水滴在空气中蒸发气化有个过程
，

应根据加湿器的类别
、

加湿量等情况
，

考虑在加湿器后留有 “

吸收距离
” ，

及采取防止带水的措施
。

6 ) 为了延长加湿没备使用寿命
，

以及改善室 内空气环境 (防止水滴蒸发形成尘粒 )
，

应按室内环
境要求和产品说明书供应相应水质的水源 (如纯净水)。

7 ) 选用加湿器时
，

应考虑防止微生物滋生的措施
。

3 施工安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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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加湿器安装时应在周围留出

一

定的空间
，

以便进行维修操作 。

2 ) 各种加湿器的安装要求不尽相同
，

应按照其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
。

4 参考价格 5o o 0
～

l0 O 0 o 元／台 (加湿量 3
～

l2 kg／h )
。

4 ．

6 空气热回收装置

4 ．

6
．

1 分类
、

特点及检测性能要求
空气热回收装置 (英文为 ： a ir

—

t0
一

a ir e n e rg y r e c 0 v e ry v e n tiJa ti0 n e q u ipm e n 1 ) 是指带有独立的风机
、

空气过滤器 ，

具备单独或与空气输送系统结合完成通风换气
、

能量回收功能的装置
。

在空调系统中使用空气热回收装置具有减小供热 (冷 ) 装置容量 ，

减少制冷和供热设备
、

空气处
理设备 、

水泵等设备与管路的投资
，

减少全年能耗
，

降低运行费用
，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等优点
。

1 分类及特点见表 4
．

6
．

1
一

l 。

检测性能要求见表 4
．

6
．

1
—

2 和表 4
．

6
．

1
—

3 。

技术经济比较见表
4 ．

6
．

1
—

4
。

2 相关规定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节能标准》 (G B 5 0 l8 9

—

2 o 0 5 ) 中规定 ： 设有集中排风的建筑
，

当新风与排风
温差≥ 8 ℃时

，

在新风量≥ 4 0 o 0 m ’／h 的空调系统
、

或送风量 ≥ 3 0 0 0 m ’／h 的直流式空调系统
、

以及设 有

独立新风和排风的系统 ，

宜设置热回收装置
，

要求热回收装置的额定热回收效率不应低于 6 O ％ 。

3 选用注意事项
1 ) 空气热回收装置的进 口处均宜设置空气过滤器 。

2 ) 为使排风侧不出现结霜或结冰现象
，

设计时应校核新风温度
。

一

般不宜低于
一

10 。C
。

否则
，

宜
在热交换器前设置新风预热器 ，

并设低温报警 自控系统 (
一

些厂家生产有专 门寒冷地 区用产品
，

装置
运行温度≥

一

2 0 ℃ )
。

表 4
．

6
．

1
—

1 空气热回收装置分类及特点

分类依据 分类 特点

风量

小型 名义新风量 L ≤2 50 m 。／h

中型 名义新风量 250 m ’／h < ￡< 5 O 0 0 m 。／h

大 型 名义新风量 ￡≥5O o 0 m ’／h

能量回收类型 全热型 通过传热和传质过程

，

同时回收排风中的显热与潜热量

显热型 通过表面传热 ，

回收排风中的显热量

工作状态 静止式 装置 自身没有转动部件
旋转式 装置 自身带有转动部件 ，

如转轮
。

在旋转过程中将排风中的显热与潜热转移给新风

热交换器类型

板式

板翅式

板式 一

般新
、

排风之间以隔板分隔成空气通道
，

新
、

排风通过板面进行显热／全热交换
板翅式新 、

排风之问以隔板分隔为三角形
、

u 型 等不同端面形状的空气通道
，

新
、

排风通
过扳面进行显热／全热交换
全热交换器通常采用经特殊加工 的纸或膜作为热交换材料

转轮式 采用经特殊加
工 的纸

、

喷涂氯化锂的金属或非金属膜等加工成蜂窝状转轮
，

通过传动装

置使转轮不停地低速旋转 ，

并让新
、

排风分别流过转轮的上
、

下半部
，

进行热交换

热管式 利用热管元件

，

通过其不断的蒸发 一

冷凝过程
，

将排风中的能量传递给新风
，

实现不断
的显热交换

液体

循环式

利用分别安装在新 、

排风管道中的盘管换热器
．

借助水泵与中间热媒
，

通过不停的循环
，

将排风中的显热传递给新风

溶液

吸收式

以具有吸湿 、

放湿特性的盐溶液 (溴化锂
、

氯化锂
、

氯化钙及混合溶液) 为循环介质
，

通过溶液的吸湿和蓄热作用在新风和排风之间传递能量和水蒸气 ，

实现全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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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

1
—

2 空气热 回收装置检测性能要求

检测项目名称

要求

带风机的装置 不带风机的装置

静止式 旋转式 静止式 旋转式

启动与旋转 检查零部件状况 ： 无松动
、

杂音和发热等异常现象

检查零部件状况 ： 无 松
动 、

杂音和发热等异常
现象

风量 ≥ 名义值的 9 5 ％

静压损失 ≤ 名义值的 I10 ％

出口全压 ≥ 名义值的 90 ％

输人功率 ≤ 名义值的 l2 0 ％ (输入功率 ≤ 3 0 w ) ／≤ 名义值的 l 10 ％ (输人功率 > 30 w )

内部漏风率 ≤ 名义值 + I％
，

且 ≤ lO ％

≤
名义值 + I％ ，

且

≤ 1O ％

外部漏风率 ≤ 3 ％

有效换气率 ≥ 9 O ％

交
换效率 ≥ 名义值的 9 O ％ 且满 足表 4

．

6
．

1 3 要求

凝露 室 内外壳不应有凝露水外滴

噪声 ≤ 名义值 + l d B (A ) ≤ 名义值 + l d B (A )

注 ： 表 4
．

6
．

1
—

2
～

表 4
．

6
．

1
—

3 引自 《空气 空气能量 回收装置》 G B ／T 2 1O 87
—

2 0 o 7 。

注 ： l 交换效率为按 《空气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 G B ／T 2 lO 87
—

2 0 O 7 标准中的 6 l 2 中表 3 规定工 况条件下的测

量效率 。

2
焓效率适用于全热交换装置

，

温度效率适用于显热交换装置
。

表 4
．

6
．

1
—

4 空气 热 回收装置技术经济 比较

项目 板式 、

板翅式 转轮式 热管式 液体循环式 溶液吸收式

能量回收形式 显热或全热 显热或全热 显热 显热 全热

换热芯体材质 金属或非金属 金属或非金属 金属 金属 溶液

效率种类 温度或焓 温度或焓 温度 温度 焓

热交换效率 (％ ) 5 0
—

8O 5 0
～

8 5 4 5
～

65 55
～

6 5 50
～

8 5

迎面风速 (rn／s ) l 0
～

5 0 2
．

0
～

5
．

O 2
．

O
～

4 0 l 5
—

3
．

O l_5
～

2 5

压
力损失 (P a ) l0 o

—

10 o o 1o 0
～

30 o L5O
～

5 o o l5 0
～

50 0 15 0
～

3 7 O

排风泄漏量 (％ ) O
～

5 O 5
～

1O 0
一

l 0 O

初投资 由 由 高 低 较高

运动部件 无 有 无 有 有

适用 风量 较小 较 大 中 中 由

维护保养 较难 较难 容易 容易 适中

对气体含尘的要求 较高 较高 中 中 低

注 ： 本表引自陆耀庆主编 《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 (第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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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
．

2 板式
、

板翅式空气热回收装置
1 特点 、

适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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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定时开关
，

使转轮定时做短期运行
。

7 ) 为了经济合理
，

新风量和排风量宜相等
。

若排风量与新风量差别≥ 2 0 ％ 时
，

宜采用旁通风管调节
。

8 ) 对于过渡季热回收装置不运行的系统
，

应设置旁通风管
，

以减少压力损失
，

节省能耗
。

9 ) 转轮的空气入 口处宜设置空气过滤装置
。

4 ．

6
．

4 热管式热回收装置
1 特点

、

适用范围
热管式热回收装置是 一

种借助工 质 (如氨
，

丙酮
，

甲醇等) 的相变进行热传递的换热元件
。

热管
式热回收装置的工 作温度范围

一

般为
一

2 O
一

4 0 ℃ ，

热管材质
一

般为铜铝或铝合金
。

热管元件结构示意见
图 4

．

6
．

4
一

l ，

夕h形见图 4
．

6
．

4
—

2 。

热管为高效传热元件 ，

其导热能力比金属高出几百倍
，

并具有均温特性好
，

热流密度可调
，

传热方
向可逆 等特性

。

热管换热器不仅具有热管固有的传热量大
、

温差小
、

换热效率高
、

重量轻
、

体积小
、

热
响应迅速等特点 ，

而且还具有无转动部件及相应能量消耗低
、

安装方便
、

维护工作量小且简便
、

使用寿
命长 、

阻力损失小
、

进排风流道问便于分隔
、

互 不 渗漏等优点
。

适用于空凋 、

通风工 程的显热热回收
。

8 ) 考虑热管及翅片上积灰等因素
，

建议用查出的换热量乘以 O
·

9 图 4
．

6
．

5
—

1 工 作流程示意图
作为安全系数 。

如冷却端为湿工况
，

加热端的安全系数值应增加
。

4 ．

6
．

5 液体循环式热回收装置
1 特点

、

适用范围
液体循环式热回收装置采用普通盘管式热交换器 ，

以水作为介质
，

利用水泵使水在两个热交换器 内
循环 ，

将排风中的热 (冷) 量传递给新风
，

从而实现热能回收
，

其工 作流程见图 4
．

6
．

5
一

l 。

该装置优点包括 ： 新风与排风之间不会产生交叉 污染 ； 由于供热与得热两侧通过管路连接
，

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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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限制 ； 布置方便灵活 ； 换热盘管数经计算选择合适时
，

显热 回收率可达 5 5 ％
一

6 O ％ 。

缺点主要有 ： 只能回收显热
，

不能 回收潜热 ； 由于中间介质造成温差损失
，

使换热效率较低 (
一

般≤ 6 0 ％ ，

增加盘管数可使换热效率有所提高
，

但水泵和风机耗电量相应增加因素需考虑)
。

液体循环式热回收装置适用于对新风质量要求较高或集中新排风口 间距离较远的场合使用
。

2 选用要点
1 ) 通常以水作为中间热媒

。

用于寒冷地区时
，

通 常

在水 中加入 一

定比例的乙二 醇
。

不 同质量百分 比对应 乙
二 醇水溶液的凝固点见图 4

．

6
．

5
—

2 。

2 ) 盘管的排数宜选 6
～

8 排
，

盘管的迎风面风速宜
取 2

～

3 Ⅱ∥ s ； 通过管束的水流速宜采用 0
．

6
～

1 n ∥ s 。

3 ) 当供热侧与得热侧的风量不相等时
，

循环水量应
按数值大的风量确定 。

4 ) 为了防止盘管表面结霜 (在寒冷地 区用 乙二 醇
水溶液时) ，

宜设水量调节装置
。

4 ．

6
．

6 设计选用要点
1 热回收效率及热回收能量计算公式

1 ) 温度效率计算公式

p
。

《
匦
鲻

0 10 2 0 3 0 加 5 0 印 7 0 8 0 9 0 10 0

乙 二
醇质量百分数 ％

图 4
．

6
．

5
—

2 乙 二 醇溶液凝固点

f
t

一

“
叩。 =

÷
—

≠× 10 o ％ (4
．

6
．

6
—

1 )
。 。

￡． 一

“

2
) 焓效率计算公式 送风 (b

，

k )

叩h 。

蒜 ÷州 。。％ (。
-

‘
·

‘≈ )

式中 ￡．，

h 。
— —

新风初温(℃ )
、

新风初焓值(k J／kg) ；

￡： ，^ ：
— —

新风终温(℃ )
，

新风终焓值(k J／kg )；

b ，

k
— —

室内空气温度 (℃ )
、

室内空气焓值 (kJ／kg)
。

图 4
．

6
。

6 效率计算公式符号意义

注 ： 温度
、

焓值符号的含义见图 4
，

6
．

6 。

全热交换效率公式有温度效率和焓效率
，

在排风量 Lp 与新风量 L w 之
比不为 1 时

，

应在进行以上效率计算的结果基础上减去 △叼， △，7 的取值见表
4 ．

6
．

6 。

3 ) 显热回收能量计算公式
显热回收体现在新风和排风温差上所含的部分能量计算公式为 ：

E 鼙 = ，7。 x c 。 × G × (￡】
一

￡3 ) (4
．

6
．

6
—

3 )
式中 眈

— —

显热回收能量 ( kw )；

G — —

新风量 (kg／h ) ；

(￡．
一

岛)
— —

新风温度变化量 (0C ) ；

c 。
— —

空气的定压 比热容
，

取 1
．

O 1 k J／ (kg
·

℃ ) ；

，7．
— —

显热 回收效率 。

4 ) 全热回收能量计算公式
E 。 = ，7h × G × (^ I

—

k )
式中 E

。
—

全热回收能量 (k w ) ；

叼．
— —

全热回收效率
。

4 ．

6
．

7 相关标准
、

规范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 B 5 0 0 l9

—

2 CH0 3 。

排风

表 4
。

6
．

6 △叩取值

R = L D ／上w △竹

O 9 4 O

0 8 8 ．

5

0 7 l3 ．

5

0 6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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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 B 50 18 9
—

2 0 0 5 。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 J 26
—

9 5 。

《空气
一

空气能量 回收装置》 G B ／T 2 lO 8 7
—

2 o 0 7 。

4 ．

7 空调末端装置

空调末端装置包括风机盘管机组 ，

变风量末端装置
，

置换送风器
，

空气幕
，

风 口等
。

4 ．

7
．

1 风机盘管机组

风机盘管机组 由风机和盘管组合构成
。

盘管接受 自外部水系统供给的热 (冷 ) 水
，

通过风机向房
间直接送热 (冷) 风 。

机组
一

般送风量 2 5 0
～

2 5 O 0 m 。／h
，

出风口静压≤ 10 0 P a 。

1 分类及特点 (表 4
．

7
．

1
一

1 )
表 4

．

7
．

1
—

1 风机盘管机组分类及特点

分类 形式 特点

按风机

类型分

离心式 风机 1 前向多翼型
，

效率较高
2

采用调节电机输入电压改变风机转速的调节方法
。

实施高
、

中
、

低三档变风量

贯流式风机
1 前向多翼型

，

断面封闭
，

效率较低 (
一

般 30 ％
～

5O ％ )

2 进 、

出风口易与建筑相配合 (调节方法同上)

按结构

形式分

卧式 (代号 w )

l
节省建筑面积

，

可与室内建筑装饰布置相协调
2

须 占用顶棚空间

立式 (代号 L )
(含低矮式 ，

代号 Ld )

1
分为暗装和明装型

2
暗装可设在窗台下

，

明装可放置在地面上

柱式 (代号 L z )

l
占地面积小

，

可节省管道间或与顶棚空间 。

安装
、

维修
、

管理方便
2

冬季可依靠机组 自然对流散热
3

价格较高

卡式 (代号 K )

1
分为四面送 风

、

双 面 送 风 和单面送风类型
．

铝合金面板
．

可供不 同形式房间使
用 ，

易于与室内装饰协调
2

送风叶片可调
，

适用于全年空调的房问
3

可安装凝结水提升泵

壁挂式 (代号 B )

1
可用于无 吊顶或改造增设空调的场合

2 节省建筑面积 ，

安装
、

维修和管理方便
3

须注意凝结水的排除

按安装

形式分

明装 (代号 M ) 安装
、

维护方便

暗装 (代号 A ) 维护麻烦

按出口

静 压
分

低静压型 在额定风量时

，

带风口和过滤器的机组
，

出口静压为零
，

不带风 口 和过滤器的机组
，

出 口静压为 12 P a

高静压型 在额定风量时 ，

出口 静压不小于 30 P a

按盘管

配置分

单盘管 机组内一

个盘管
，

冷
、

热兼用

双盘管 (代号 z H )

l
机组内两个盘管

，

分别供冷和供热
，

能同时实现供冷或供热
2

造价高
，

体积大

按进水

方位分

左式 (代号 z ) 面对机组出风口 ，

供回水管在左侧

右式 (代号 Y ) 面对机组出风 口 ，

供回水管在右侧

2 基本性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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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额定风量

，

供冷及供热量 (表 4
．

7
．

1
—

2 )
。

2 ) 额定输入功率
，

噪声及压力损失 (表 4
．

7
．

1
—

3 )
。

表 4
．

7
．

1
—

2 机组额定风量
、

供冷量及供热量

规格 额定风量 ( m ’／h ) 额定供冷量 (w ) 额定供热量 ( w )

F P 一

34 34 0 I8O 0 2 7 o 0

F P 一

5 l 5 10 2 7 o o 4 o 5 O

F P 一

6 8 3 6 8 3 6 0 0 5 4 0 o

F P 一

8 5 8 5 0 4 5 O 0 6 7 5 O

FP —

l0 2 lO 2 O 5 4 0 O 8 10 0

F P —

I36 】3 6I) 720 0 lO 80 0

F P 一

17 0 17 0 0 9 o o O l3 5 0 o

F P 一

2o 4 2 0 4 0 10 8 0 0 】6 2 0 o

F P 一

2 3 8 2 3 8 O l2 6 0 0 l8 9 0 o

表 4
．

7
．

1
—

3 机组额定输入功率
、

噪声和水阻

规格 风量 ( m ’／h )

输入功率 噪声 [dB (A ) ]

水阻 ( kP a )
低静压机组 高静

压机组

低静压机组 高静

压机组

30 P a 50 P a 3 0 P a 5 0 P 8

F P 一

34 34 1) 37 4 4 4 9 37 4O 4 2 30

F甲 一

5 1 5 l0 5 2 5 9 6 6 3 9 4 2 4 4 3 0

F P 一

6 8 36 8 62 7 2 84 4 l 44 4 6 30

F P 一

85 850 7 6 87 l0 0 4 3 4 6 4 7 30

F P —

l0 2 l0 2 O 9 6 lO 8 l 18 4 5 4 7 4 9 4 o

F P —

l3 6 l3 6 o 134 l5 6 l7 4 4 6 4 8 5 0 加

F P 一

" O 17 o 0 l5 2 l7 4 2 lO 4 8 5 O 5 2 4 0

F P 一

2 0 4 2 o 40 l8 9 2 12 2 5 0 5 O 5 2 5 4 4 O

F P 一

2 3 8 2 3 8 0 2 2 8 2 5 3 3 0 0 5 2 5 4 5 6 5 O

注 ： 表 4 7
．

1
—

2 和表 4 7
．

1
—

3 中的参数均为机组在高档转速下的参数
。

3 技术性能要求
1 ) 机组的盘管应在 1

．

6 M P a 压力下进行耐压和密封性试验
，

应无渗漏 。

2 ) 机组风量的实测值应 《9 5 ％ 额定值
。

输入功率实测值应 ≯ l lO ％ 额定值
。

供冷 (热 ) 量的实测
值应《9 5 ％ 额定值

。 压力损失的实测值应 ≯ l 10 ％ 额定值
。

噪声的实测值应不大于额定值
。

3 ) 对于可进行风量调节机组
，

设置高
、

中
、

低三档调节时
，三 档风量比例宜为额定风量的 1：O

．

7 5 ：0
．

5 。

4 ) 机组试验工况参数 (注 ： 产品提供的试验工 况参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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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额定风量 和输入功率 的试验 工况参数
。

a

进口空气 ： 干球温度 14
～

2 7 qC ； 不供水 。

b 出口静压 ： 低静压机组
，

带风口和过滤器的为 0 P a ，

不带风 口 和过滤器的为 l2 P a ； 高静压机组
不带风口和过滤器的为 3 0 P a 或 5 O P a (此条对出口静压的要求同时适用于本节的②

、

③条)
。

c

风机转速 ： 高档
。

②额定供冷 (热) 量的试验工 况参数
。

a

进 口空气 ： 供冷工 况干球／湿球温度为 2 7 ℃ ／19
．

5 ℃ ； 供热工 况 2 】℃ (高档风量)
。

b 供回水温度 ： 供冷工 况为 7 ℃ (供 回水温差 5 ℃ ) ； 供热工 况为 6 O ℃ 。

c

出口静压 ： 同①条要求
。

③凝露和凝结水的试验工况参数
。

a

进 口空气 ： 干球／湿球温度为 2 7 ℃ ／2 4 ℃ 。

b 供水温度 ： 6 ℃ (水温差 3 ℃ )
。

c

风机转速 ： 凝露试验时为低档
，

凝结水试验时为高档
。

d 出口静压 ： 同①条要求
。

5 ) 机组与管道的连接宜采用弹性接管或软连接管 (金属或非金属软管 )
。

其耐压值应 ≥ 1
．

5 倍工

作 压力
。

软管的连接应牢固
，

不应有强扭和瘪管
。

6 ) 机组安装前
，

宜进行单机三速试运转及水压检漏试验 。

试验压力为系统工 作压力 的 】
．

5 倍
，

试
验观察时间为 2 m in ，

不渗漏为合格
。

7 ) 机组应设独立的支
、

吊架
，

安装的位置
、

高度及坡度应正确
，

固定牢固
。

8 ) 机组与风管回风箱或风 口 的连接
，

应严密
、

可靠
。

9 ) 机 组 的隔热材料应具有无毒
、

无异味
、

吸湿性小的性能
，

并应符合防火规范要求
。

粘贴应平整
牢固

。

1 0 ) 机组箱体的外表面不应有凝结水
，

风 口不应有凝结水滴下
，

应采取 良好的凝结水排除措施
，

杜绝凝结水外溢或吹出。

所采用的凝水盘应有足够长度和坡度
，

盘管最高处应设放气阀
。

1 1 ) 机组的安全要求
，

应符合 JB 9O6 3
一

l9 9 9 《房间风机盘管空调器安全要求》的规定
。

4 没计选用要点
1 ) 机组规格的选用 ，

应在综合考虑房间冷
、

热负荷以及空气热湿比等因素基础上确定
。

一

般原则
为 ：

①当新风与房间空气参数等焓时 ，

风机盘管机组仅负担围护结构和房问内部产生的冷
、

热负荷
。

②当新风焓值大于或小于房间空气焓值时
，

风机盘管机组应加上或扣除部分新风冷
、

热负荷
。

③当新风的绝对含湿量低于房间空气含湿量 、

可全部负担房间湿负荷时
，

风机盘管可仅负担房间显

热负荷 ，

宜按于工 况配置
。

④当房间显热负荷占有较大比重时
，

应通过显热平衡计算
，

校核风机盘管机组的风量
。

2 ) 选用机组时
，

应考虑实际性能与额定值的偏差
，

并注意以下特点 ：

①机组额定供冷量
一

般为在空气焓降值等于 15
．

9 k J／kg 条件下的测试值
。

②机组额定供热量 一

般为额定供冷量的 1
．

5 倍
。

③额定值各项参数均为风机在高档转速下的值 ，

但
一

般宜按照中档风速下的数值选用产品
。

3 ) 对于双管制水系统 (适用于只按季节或只按空调区域进行供热或供冷转换的空调系统 ) 的风机
盘管机组 ，

应配置
一

组盘管的供热／供冷兼用机型
。

对于四管制水系统 (适用于供热／供冷频繁转换的
空调系统) 的风机盘管机组 ，

应配置加热和冷却两组盘管的组合式机型
。

一

般用途宜选用 一

组盘管 (两管制 )
、

冬夏兼用机型
。

考虑系统全年经济合理运行或特殊使用功能
需要时 ，

可选用有加热和冷却两组盘管 (四管制 ) 的组合式机型
。

4 ) 对低温或蓄冷空调系统
，

应选用大温差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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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目前
，

风机盘管机组有下列控制类型 ：

①带三 速选择开关
，

可冬
、

夏转换
，

通过室温控制器连动水路电动阀
，

实施 自动控制
。

②带三 速选择开关
，

可冬
、

夏转换
，

通过室温控制器连动风机开停
，

实施半 自动控制
。

③仅带三速选择开关
，

实施手动控制
。

④风机无级调速控制 。

注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 B 50 189
—

2 0 o 5 ) 中规定
，

末端变水量系统中
，

风机盘管应采用电动温控阀和三 速
风速结合的控制方式 。

6 ) 风机盘管的调节方法见表 4
．

7
．

1
—

4 。

7 ) 由于国内外风机盘管机组标记方法不同
，

设计选型时需要注意和区别
。

表 4
．

7
．

1
—

4 风机盘管调节方法

调节方法 特点

风量调节

1
以通 过三速开关调节 电机输 入 电压 的方 式

，

调节风机转速
，

进而调节风机盘管冷 (热 ) 量
输出；

2
简单方便

，

初投资省 ；

3 随风量的减少
，

室 内气流分布不理想 ；

4

选型时
，

宜按中档转速的风量与冷量确定型号

水量调节

1
通过温度敏感元件

、

调节器和装在水管上的小型电动直通或三 通 阎
，

自动调节水量或水
温；

2
初投资高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 机组供水人 口处

，

应装设过滤器
。

在冲洗冷媒水系统干管时
，

污水不应通过盘管
。

盘管接管的
最高点应设排气装置 ，

最低点应设泄水装置
。

2 ) 机组的冷凝水排出管必须有
一

定的坡度
，

应保证滴水盘中不积水
。

3 ) 机组安装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1 K 4 O 3
、

O l (0 3 ) K 1o 3 《风机盘管安装》 (含 2 0 0 3 年
局部修改版)。

6 相关标准
《风机盘管机组》 G B／T 192 3 2

—

2 o 0 3 。

《立柱式风机盘管机组》 JB／T 6 4 12
—

19 9 2 。

《柜式风机盘管机组》JB／T 9O 6 6
一

l9 9 9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 B 5 0 18 9
—

2 0 0 5 。

4 ．

7
．

2 变风量末端装置
1 分类

、

特点 (表 4
．

7
．

2
—

1 )
2 基本性能要求 (表 4

．

7
．

2
—

2 )
3 选用要点
1 )

一

次风最大风量的确定
。

按各温度控制区域内最大显热冷 (热) 负荷与相应的送风温差
，

计算
出一

次最大冷 (热) 风量
，

不计各空调温控区内的潜热负荷
。

取冷 (热 )
一

次风最大风量中较大值为
选择设备用的一

次风最大风量
。 以最大送风量作为额定风量选择末端装置

。

2 )
一

次风最小风量要综合考虑新风量和气流组织确定
。

对于没备发热量小
，

人员多的区域 (如会
议室) ，

应校核
一

次风最小风量是否满足新风需求
，

以确定保证新风需求的最小送风量
。

3 ) 风机串联型变风量末端装置风机的风量
，

一

般为
一

次风最大风量的 1
．

0
—

1
．

3 倍
，

并联型风机
的风量一

般为
一

次风最大风量的 O
．

6 倍
，

也可按
一 、 二 次送风温度计算确定

。

4 ) 负荷变化特性不同的空间
，

不应划分在同
一

变风量末端装置范围内
。

对于变风量末端装置直接
置于空调区域中的情况 ，

设计时应根据末端装置样本的噪声数据
，

认真进行分析计算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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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

2
—

1 变风量末端装置分类
、

特点

分类方式 类别 图例 特点

集中式

单风道

L ，l

0＼ 口

一

次风量经凋节供风 ，

可变温或恒温

双风道 d＼ LI
口j 一

将两个恒温或可变温 、

独立的
一

次风源
，

经调节按 比例进行混合

再热(冷)式 可加热或冷却供风风源 ，

经调
：

宵满足个别区域需要

旁通式 C

，

6：：j

在送风量满足使用区域负荷的同时 ，

将经调节的
一

次风剩余风量送人
回风静压箱

诱导式 L±! J

0王孕

通过改变 一

次风量和被诱导风的混合 比例
，

满足房间负荷要求 (不 包

括 风机 驱 动式 )

定 风量

风机 串联

型驱动

小 (毒平

房间总供风量不变 。

风机与
一

次风串联
，

风机风量与
一

次风的最大风
量相同。

房间温控器控制调节
一

次风量
，

通过改变
一

次风和二 次回风
的混合比改变送风温度

定风量

风 机 并 联

型驱动

房间总供风量不变 。

风机与
一

次风并联
，

房问温控器控制调节
一

次风
量 ，

当
一

次风风量减少到最小值时
，

风机才启动

变风量

风机驱动式
F回
l

。． ．． ．． — ．

J

房间温控器控制凋节风机风量 ，

并使之与被诱导风混合
、

调节
，

提供

相对恒温的风量

整体式

进 口风门式

[]__
一

口
匠、] 进人末端装置的全部空气由风门控制

出口风门式

日

只有通过整体式散流器送出的空气受到控制

腔制方式

压力无关式 利用内设的风量控制器

，

不受系统压 力变化的影响 ．

仅靠温度变化而
改变风量

压力相关式 利用内设的风量控制器 ，

靠系统压力和温度变化而改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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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

2
—

2 变风量末端装置基本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 目名称 性能要求

l 启动与运转 零部件无松动
、

杂音和发热等异常现象

2

静 压
损失

·

≤ 额定值的 lo 5 ％

一

次空气风量 、

诱导风量 ≥ 额定风量的 9 5 ％

输人功率 ≤ 额定值的 I 】0 ％

3 一

次空气阀门
、

箱体泄露量

I
阀门泄露量≤ 额定风量的 0 _5 ％ ；

2

箱体泄露量≤ 额定风量的 l％

4 一

次空气阀最小工作压力 给出风量
、

最小工 作压力曲线

5 压力补偿控制性能

l
给出 lo 0 ％

，

5 0 ％ 额定风量的变化关系 ；

2
风量变化 ≤ 5 ％

6
进风 口 空气流量传感器性能 调节范围内

，

传感器测量风量值与名义风量值的差 ≤ 5 ％

7
温度混合性能 给出温度混合效率

8 凝嚣 外壳不应有凝结水滴下

9 噪声 倍频带噪声偏差不超过相关标准规定的数值

l0 泄漏电流 应符合国家标准 G B 4 70 6
．

1
—

2 0 0 5 中第 l3 章 I3 2
、

16 2 的规定

l l 电气强度试验 应符合国家标准 G B 470 6 I
一

2 0 o 5 中第 l3 章 13 3
、

l6
．

3 的规定

l2 绝缘电阻 ≥ 2 M n

I3 绕阻温升 应符合国家标准 G B 7 55
—

20 0o 中表 6 的规定

I4 接地电阻 其外露金属部分与接地端之间的电阻值应 ≤ 0
．

1n

4
相关标准

《空调变风量末端装置》 (正在报批阶段 ) 。

4 ．

7
．

3 置换式送风器
置换式送风器是将经过处理的空气 ， 以较小的送风温差

、

较低的送风速度直接送到工作区内的空调
末端送风装置 。

置换式送风器 由风管
、

风阀
、

消声器和蜂窝状外罩组成
。

1 分类
、

特点 (表 4
．

7
．

3 )
表 4

．

7
．

3 置换式送风器分类
、

特点

分类方式 类别 特点

特征 全空气置换式送风器 不带换热盘管

，

室内冷热负荷由送风承担

空气 一

水置换式送风器 带换热盘管
，

室内冷热负荷由送风和换热盘管承担

结构型式

嵌壁式

I
送风温度较房间温度低 1

～

6 oC ；

2
有上进风

、

下进风两种 ；

3
风量范围 80

～

2 6 0 o o m 。／h

l／4
圆柱式

半圆柱式

圆柱式

平板式

2 技术性能要求
与常规的空调系统气流组织设计相似 ，

必须知道在整个 的送风量范 围内
，

下 区送风温差 为 3 ac 和

6qC 时的下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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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出 口邻接区的长度
。

2 ) 出口邻接区的宽度
。

3 ) 在出 口邻接区边界处地面 以上 2 0 0 m m 处的温度
。

4 ) 通过置换送风 口 的压力降
。

5 ) 产生的噪声级 。

6 ) 噪声的衰减量
。

3 选用要点
1 ) 为满足人体热舒适性要求 ，

民用建筑送风 口通常设置高度 h ≤ O
．

8 m ，

出 口风速 u ≤ O
．

2 rn／s ； 工

业 建筑置换送风 口通常设置高度不限
，

出口风速 u ≤ O
．

5 m ／s 。

2 ) 除系统外送风温度接近室内温度外
， 通常工作区人员坐姿时的停留处空气流速≤ 0

．

2 rn／s 。

3 ) 室内人员应在置换送风 口扩散的平面临近区以外
。

4 ) 送风 口应布置在室内空气较易流通处
，

送风 口前不应有大量遮挡物
。

5 ) 置换送风 口不应布置在室 内靠外墙或外窗侧处
。

应尽可能布置在室中央或冷负荷较集中的地
方 。

6 ) 排风 口应尽可能设置在室内最高处
。 回风后应设 置在室内热力分层高度以上 。

4 ．

7
．

4 空气幕
空气幕是依靠空气从风 口吹出时足够风速形成的平面气流

、

以隔断室内外空气对流的送风装置
。

机

组由风机 、

静压箱
、

风 口等组成
。

1 分类
、

特点 (表 4
．

7
．

4
一

1 )
2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4

．

7
．

4
—

2 )
3 选用要点
1 ) 空气幕应根据 门宽 、

门高
，

出 口 风速选用
。

送风温度宜 ≤ 5 0 qC 。

高大的外门送风温度 ≤ 7 0 ℃ 。

出口风速
一

般为 4
～

9 H ∥ s 。

2 ) 选用空气幕时
，

应注意出口风速及噪声两项指标 。

这两项指标直接反映产品质量的优劣
。

4 相关标准
《空气幕技术条件》JB／T 90 67

一

l9 9 9 。

表 4
．

7
．

4
—

1 空气幕机组分类
、

特点

分类方式 类别 特点

功能 非加热空气幕
热空气幕 带加热盘管 (汽或水 ) 或电热管

安装型式 水平安装 当门
(洞口 ) 高度大时采用

垂直安装 当门 (洞 口 ) 宽度大时采用

热源种类

热水

蒸汽

电

风机型式

贯流式 公共建筑采用较多

离心式

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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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

4
—

2 空气幕机组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风机型式风机叶轮名义直径(
m m )

名义风量

( m ’／h )

名 义 出口 风速

( rn／s )

电机额定输人功率

(k W ) 风量 (

m ’
／h ) 噪声 H B (A )]

贯流式

9 0 3 5 0 ～

9 o 0 4
～

9 0 0 9 3 5 0
～

5 o 0 5 2

l5 0

2 0 o

7 2 O ～

2 5 0 0

I80 0 —

5o 0O

4 一

I 1

8 一

l8

0 2 6

O 5 0

>
5 0 O

～

lO o 0 5 7

>
l0 o 0

—

2o0 o 74

>
2 【x 】0

～

30 0 O 6 8

>
3 0 0 0

～

5O o o 7 2

轴流式 2 5 O 10 0 0
～

l6 0 O 6
～

l4 0
．

26 10o 0
～

I印 0 74

离心式

2 5 0 l5 o 0 ～

9 0 o 0 8
—

l8 2 2 l5 0 0
～

3 O 0 o 6 3

3 5 O 7 0 0 O ～

2 l0 0 0 8
～

18 4 4

> 3 o o 0 ～

5O o o 66

>
500 0

～

8o 0 O 69

4 5O l7 5o o ～

5 2 0 O 0 8
—

J8 l3 2

>
80 0 O

～

l6 O o 0 7 2

>
l6 【x 】0

～

5 2 0 o 0 7 5

4 ．

7
．

5 风 口

1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1 )

2 1

3 )

4 1

5 1

6 1

侧装式风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4
．

7
．

5
一

1 )
。

顶装式风 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4
．

7
．

5
—

2 )
。

地面安装式风 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4
．

7
．

5
—

3 )。

喷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4 7
．

5
—

4 )
。

变风量风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4
．

7
．

5
—

5 )
。

特殊风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4
．

7
．

5
—

6 )
。

注 ： 表 4
．

7 5
一

l
一

表 4
．

7 5
—

6 中 ： 有效面积率为风口有效面积 (风口 的空气流通净面积) ／面板面积 (包括风 口框
架结构) ，

以百分数表示 ； 表中所列压力损失
、

噪声
、

有效面积率
、

构造
、

组成部件等受品牌影响
，

仅供参考
。

表 4
．

7
．

5
—

1 侧装式风口主 要技术
·

陛能参数

名称 图例 用途 特点

基本技术参数

风口风速
"

(Ⅱ∥ s )

压力损 失

△P (P a)

噪声

[dB ( A )]

有效面积率

(％ )

格 栅

百 叶

风 口 圄 ：i
送 风 、

回
风 或 新 风

进风 口

叶片固定 ，

可带 V 型 风

量调 节 阀 。

适 用 于要求
不高的空调工 程

2 ～

5 l0
～

50 3 2
～

5 5 3O
一

60

单
层

百 叶

风口

目 囊
、

送 风 、

回

风 、

排风

带水平 百 叶 ，

叶片有 固
定或 可 调节 方 式 ，

可 调
节上下 送 风 角 度 。

适 用
于要求 一

般的空调工 程

2 ～

5 I6
～

6 4 3 8
～

6 O 3 0
—

60

画 I
一 送 风 、

回

风

带竖 装 叶 片 ，

叶片有 固
定或可调节方式 ．

可 调

节左 右 送 风 角 度 。

适 用
于要求 一

般的空调工 程

2 ～

5 16
～

8 4 3 8
—

6O 3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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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7
．

5
—

1

名称 图例 用途 特点

基本技术参数

风口 风速
F

(Ⅱ∥ s )

压力损失

△P
(P a )

噪声

[d B (A )]

有效面积率

(％ )

百 叶

窗 口

加 装

风 量

调 节

阀

亘 鲴 送 风
、

回

风

带垂 直 与 水 平 百 叶 片 组

合 ，

单层叶片或双 层 叶

片可 调 节 ，

送 风 角 度 可

凋节

2 ～

6 10
～

50 32
—

5 5 30
～

6O

『蓟 妻
+

送风 风 量 可调 节

，

带 v 型对
开式风量调节阀

2
～

5 5
～

30 】2
～

4 O 30
～

6 0

画 变
’

篱 厂

J 。

1 _丁 T T _ r
—

厂 厂 r 乙

送风

双层 百叶 片为 竖 装 与横

装 ，

送 风 角 度 可与 上 下

左 右 调 节 ，

出 风 均 匀
。

可带 热 膨 胀 元 件 ，

根 据

送风 温度 自动 调节 送 风

角度

2 —

5 l6
～

84 3 8
～

6 O 4 0
—

7 0

自 垂

百 Ⅱ}‘
风 口 圄

+

{
排 风

、

送

风

系统运 行 时 由风压 开 启

风 口 ，

系统 不 运行 时 由
叶片 自重关闭风 口

3 ～

6 10
～

4 0 2 5
～

40 40
～

7 0

表 4
．

7
．

5
—

2 顶装式风 口主要技术 ·

陛能参数

名称 图例 用途 特点

基本技术参数

风口 风速
口

( rn／s )

压力损失

△尸 (Pa)

噪声

[dB ( A ) ]

有效面移j

(％ )

圆
盘

散 流

器

一÷k d ik— ik
一；连

’
—

。
‘

：三三__ -呻

送风

平送 贴附流型
，

散流盘采用
固定式或可调节式 ．

可调 节
风量与射程 。

适 用于净高 ≤

3 ．

5 m

2 ～

6 l0
—

5 0 30
～

4 5 5 O
～

80

圆
形

散 流

器

z q
左丛监坠严
／／ ＼、

∞ m ／■ Y j ＼一

送风

平装于 吊顶 ，

散 流扩散 圈成
锥形面 ，

有固定式和可调节
式 。

散流扩散圈呈流线型的
．

适用于净化空凋

3 ～

8 l5
—

5 O 2 5
～

3 8 50
—

8O

’々；三
弋

‘

现

公泗 送风

可调节送风量 ，

散流圈凸出
吊顶 ．

出风 位置 不 同
，

诱导
性能好

3 —

8 15
～

65 30
～

5O 5 0
～

85

送
回风

组 合

散 流 器 中 内置 回 风 口
．

送 回

风组合

送风 2
—

5 l5
～

35 3 5
～

5 5 10
～

2 0

回
风 3

～

6 l0
～

30 3O
～

5 O 3 0
～

50

方
形

散 流

器

画
z _

么丝尘漉

顶送风

吊顶平装 ，

可 带 对 开 多 叶风

量调节 和静 压 箱 ，

散流圈有
固定式和可调节式 ，

适 用层
高 2 5

～

4 m ，

平送贴附流型

2 ～

5 6
—

3O 20
～

4 5 2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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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7
．

5
—

2

名称 图例 用途 特点

基本技术参数

风口风速
"

( m ／s )

压力损失

△Jp (P a )

噪声

[d B (A )]

有效面积

(％ )

矩
形

散 流

器

画
哆泌斗
- }

哆“

顶送风

结构相 同 于方形散 流器 。

散
流片可根据送风方向要求单

向 、

双 向
、

三 向或 四向布置
，

风量可调节

3 ～

6 7
～

4 5 2 0
～

4 5 2 5
—

5O

孔
板

风口

r +
’

《 ：俨
¨¨¨¨¨

送 风 或 回

风

均布孔 板 的送 风 或 回风 ，
一

般 孔 板 上 部 为 稳 压 空 间

(层 ) ，

孔板 常用镀 锌钢板 或
铝板 。

也 可 用 复合 材 料
。

送
风扰动小 ，

适用 于洁净室或
高精度恒温室

送风 2
～

5 2 0
—

5 0 2 O
～

4 5 取 决 开
孔 率 ，

通 常 为

15 ～

4 0回风 2
—

4 lO
一

4 0 2 0
～

3 8

圆
柱

型 旋

流 风

口

r
、 日

固

盥
霉 顶 送 风 和

高 大 空 间

送 风

气 流 由旋 流 叶 片 导 出 ，

诱导
室内空气均匀混合 。

旋流叶
片位置可调 ，

冬夏季工 况 可
切换 ，

适用于高大空问送风
，

送风深 度 可 达 l5 m ，

可 带 稳

压箱或直接与送风管连接

4 ～

10 8
～

J2 O 2 0
～

5 6 30
—

4 5

矩 型
旋 流

风 口
㈣l匡虱必l

顶 送 风 和

高 大 空 间

通风

风 口 有 四组不 同角度 的导 流
叶片 ，

形成旋流送风
，

每组
叶片可 4 5 。 、 6 0 。 、 7 5 。 和 90 。

调节

3 —

8 l2
～

l【x】 2 0
—

4 6 2 8
～

3 5

圆
型

旋 流

风 口
图 上 送风

风 口带 有 旋 流 导 流 叶 片 ，

诱
导室内风量大 ，

使室 内风速
与温度 均 匀 分 布。

适 用 于
v A v

系统送风
，

推荐使用净
高 2

．

6
—

4
．

O m

3 —

8 10
～

5 5 3 0
～

5 O 10
—

30

定
叶

片 式

旋 流

风口

画 上送 风

风 口 旋流导流片角度 固定
，

带气流扩散圈。

推荐使用净
高 2

．

6
～

4 0 m 。 适用于无吊顶
空间和 V A V 系统送风

3 ～

10 l2
～

10 0 2 O
～

4 6 2 8
—

3 5

条 缝

风口

芦-随嘲
堪挝媳

顶 送 风 ，

建 筑 外 窗

或 外 墙 贴

附 送 风 ，

v A V
系 统

送风

条缝风口 宽度 l5
—

5O m I玎 ，

由
可调叶片调节风量与出风方

向 ，

有单侧
、

双 侧和垂直送
风 。

有单组 型和多组 型 (通
常为 一

至 四组 )

2 ～

6
L

10 ～

80 3 O
～

5O 2O
～

2 5

条 型

风口

上 送 风 或

排风

长条形 百 叶 风 口 ，

长宽比太
于 10 ，

适合于安装外 窗与外
墙送风 ，

或走廊吊顶排风

2 —

5 15
～

5 O 2 5
～

4 5 3 O
～

50lE 马三 三 三 三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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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

5
—

3 地面安装式风口主 要技术性能参数

名称 图例 用途 特点

基本技术参数

风 口风速
"

( rn／s )

压力损失

△P (Pa )

噪声

[dB (A )]

有效面积

率 (％ )

承 重

百 叶

风 口

厘 下送风或回
风，

水平安装
于地面

固定百叶 ，

叶片厚度 > 5 m m ，

叶片有 垂直式 或倾斜 式 。

风
口
为承重式结构

3 —

5 l2
—

7 0 3 0
～

50 30
～

40

幽 十 缆

地 板

散 流

器

⑥
溺 粤詈Kl覆

0 l⋯ · · · 。 l ’

下送风 ，

置换送风

下部送风 ．

气流旋转而出
．

沿地
板表面扩散 。

出风角度可调节
。

风口材料分类有：黄铜型
、

铝材
型和塑料型 ，

可承重
。

推荐带连
接稳压箱 ，

有集尘斗

3 —

6 2 5
—

60 2 5
～

加 l8
—

26

表 4
．

7
．

5
—

4 喷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名称 图例 用途 特点

基本技术参数

风口风速
F

( n ∥ s )

压力损失

△P (P h )

噪声

[dB (A )]

有效面积

率 (％ )

固定豉

圆形喷

口
胗

远 程 与 高

大 空 间 送

风

送 风方 向 与 安 装 方 式 不 同 而

异 ，

送风量 与送风角度不能

调节

4 —

20 5 O
一

18O 30
～

55 20
—

34

可调斌
眯形喷

口
卿

远 程 与 高

大 空 间 送

风

送风角 度 可 调节 ，

适用 于冬
夏季切换 ，

射程为 5
～

50 m

4 —

2 5 50
～

20 0 30
—

5 5 2 5
—

36

筒
形喷

口 画唪
远 程 与 高
大 空 间 送

风

出风角 度可 调 节 ，

适用 于冬
夏季送风 ，

射程在 8
～

50 m ，

可多个喷口组合
一

体

3 一

l5 15
—

20 0 22
～

5 8 5O
一

70

j黾形或
鼓形喷

I丁

画 鸯
远 程 与 高

大 空 间 送

风

出风角度可上下 30 。

调节
，

水
平方向由导流板调节 ，

射程
为 8

—

4 5 m

5 —

2 5 30
—

22O 30
～

55 60
～

75

表 4
．

7 5
—

5 变风量风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名称 图例 用途 特点

基本技术参数

风 口风速
”

(n ∥ s )

压力损失

△P (Pa)

噪声

[dB (A )]

有效面移]

率 (％ )

机 械

式 变

风 量

风 口

吒 1
一

锄
上 送 风 ，

变 风 量 系

统送风

根据重锤或弹簧机械式原理 ，

按风量大小调节出风 口 面积
，

维持稳定的出风速度 ，

适用
于 V A V 系统

。 风 口 面板可采
用条缝式或旋流式

3 —

5 20
～

50 23
～

4 5 20
～

30

温
控

自 调

节 式

风口

∥

固
一

上送风

可根据 送 风 温差 变 化 ，

调节
风口送 风量

，

有温感膨胀管
式和电动式 ，

可控 制 室 内温

度

3 ～

5 2 0
～

7 0 2 5
—

50 2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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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

5
—

6 特殊风 口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名称 图例 用途 特点

基本技术参数

风 口 风速
"

( r∥ s )

压力损失

△P (Pa )

噪声

[dB (A )]

有效面积

率 (％ )

洁 净

用 风

口

：：

喜
≯： 适 用 于 手

术 室 等 洁

净室送风

为顶装式送 风 口 。

由铝合金
扩散孔板 、

高效或亚 高效过
滤器和稳压箱组成

2 —

5 l9 0
～

32 0 2O
～

4 5
取决于孔
皈开孔率

消 声

风 口

匠囵
C = = = ]

适用于演播

厅 、

会议室
、

图 书馆 、

博
物馆等噪声

控制要求高

的场所

由射流消声元件 (出风元件)

和外壳体组成

l O ～

5
．

0

(面风速)

17 ～

39 7
消声量为
l0 一

l5

阶 梯

风口

恻倒⑩
匝j 囹

下 部 侧 送

风

气流按风 口 导流片向四周旋
转而 出 ，

诱导 比大
，

射流衰
减快

l ～

3 5
～

3 0 l5
～

3 5 2 5
—

30

座
椅

风口

J
三／奄
琵 ‘J雹猛

安 装 于 座

椅下送风

下部送风方式 。

圆柱型风口 ，

四周 均 匀 出 风 ，

风 速 低 (置
换送风式 ) ，

噪声低
，

有承重
(与座椅构成 一

体) 和非承重
式结构 ； 诱导和非诱导式

，．

2
～

O
．

5 20
—

4 5 15
—

2 8 30
～

60

低 温

风口 集 顶 送 风 低
温送风

高诱 导 比风 口
，

低 温 空 气
(一

次风) 诱导室内空气 (二

次风 ) 在风 口 内混合
，

以较
高温度送 人 室 内 。

平送贴 附
流型 ，

通常诱导比为 l ：3

2 —

4 5 0
～

l30 2 5
～

35

装 饰

风口

．

画
。 带 装 饰 性

面板送 风 ，

回风

按个 性 风 格 特 别设计
．

满足
用户或设计师的要求 ，

装饰
性大于实用性 。 通常 由孔 板
与可调 节的小球构成 ，

送 风
方向可调

2 ～

6 l0
～

4 5 2O
～

4 3 30
—

5 0

灯 具

风口

嘏随 顶装 送 风
，

回 风 ．

照
明

空调送 回风 口 与室 内照明灯
具组合 一

体
。

一

般根据 建筑
师要 求个性设 计 。 80％ 的 照

明 发热量 由回风直接带走 ；

送风 口 常采用条缝或条形风
口 。

常用组合风 口 有矩形和
圆形

2 ～

5 2O
～

50 2 5
—

50

2
选用要点

1 ) 选型原则

①根据工程特点 、

所需气流组织类型
、

调节性能和送风方式等要求
，

选择相应的风口类型
。

②根据需要风量 (送风 、

排风或回风)
，

在风 口喉部 (或风 口进出口 断面处) 允许的风速范围内
，

确定所需风口的型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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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校核所选择风口 的主要技术性能
，

如射程
、

压力 损失
、

噪声指标以及工 作区域内的风速与温差
等 。

④确定所选风口 的布置安装方式和风道连接方式
。

2 ) 选型注意事项
①风 口 的选择和布置需综合考虑室内气流组织

、

噪声
、

建筑装修美观要求
、

安装维护以及经济性等
因素 。

在选型计算时
，

应仔细校核其风量
、

射程以及气流扩散和升降特性
。

特别要注意建筑部件如梁或
柱等对气流的影响 。

对
一

些技术要求特殊的空调空间和风量极大的场合
，

风 口 的选择宜辅以计算机模拟

方法确定 。

②侧装式置换送 风 口 的安装高度不宜 > O
．

8 m ，

风 口 出风速度不宜 > O
．

2 “∥s (0
．

2 n ∥ s 为针对民用建
筑的指标 。

针对工 业建筑的指标为 ： 不宜 > 0
．

5 rn／s )
。

地板回风 口应能有利于灰尘等污染物的排除 (主
要适用于大堂和计算机房空间) 。 座椅送风 口应能独立调节

。

地板散流器和座椅送风风 口
，

需配有夹层

地板 。

③孔板风口 由于孑L口 的风速衰减快
，

即使在换气次数较大的情况下 ，

在空调区域也可保证有均匀而
较小的气流速度 。

在民用建筑如手术室等场合
、

常被用作送风口 。

其它场合则较多用作回风口 。

④适用于不 同场合的风 口类型
一

般选用经验 为 ：

a

针对高负荷空间 (如计算机房) 或高大空间 (如剧院)
，

应优先考虑气流特性稳定的下部安装
式送风 口 。

如果建筑结构限制
，

应选用诱导性能好的风 口 。

冬季送热风时要注意室内热分层现象
，

宜选

用有冬夏季工 况切换功能的送风 口 。

b 高度低于 2
．

2 m 的空间
，

推荐使用水平射流的侧装式
、

置换送风或地板式送风 口 。

c

在送风 口 安装高度 > 4 m 的场合
，

推荐使用射流方向可调的风口 ，

以适应室 内负荷变化
。

3 技术经济分析 (表 4
．

7
．

5
—

7 )
表 4

．

7
．

5
—

7 风 口技术经济分析

风口类型 价格 安装费用 维护费用

侧装式百叶风口 低 低 低

顶装式风 口

普通结构 低 低 低

特殊结构 中 中 由

地面安装式风 口 中 中 低

喷 口 低 由 低

变风量风 口 高 由 高

特殊风口 高 向 (依情况确定)

4 相关标准
《通风空调风 口》JG ／T 14

一

l9 9 9 。

《空气分布器性能试验方法》JG ／T 20
一

I9 9 9 。

《通风与空调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2 4 3
—

2 O 0 2 。

4 ．

8 房间空调器

房间空凋器是采用风冷或水冷冷凝器 ，

全封闭电动机
，

压缩机 制冷量在 14 0 0 O w 以下 的空调设备
。

4 ．

8
。

1 分类
1 按使用气候环境温度

，

可分为 T 1
、

1、2 和 耶 类型 (表 4 8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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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

1 房间空调器气候类型

类型 L 疋 丁3

气候环境 温带气候 低温气候 高温气候

最高环境使用温度 4 3 ℃ 3 5 ℃ 5 2 ℃

注 ： l 我国绝大邵分地区同 T l 型
。

2
不带除霜装 置的热泵型空 凋器最低环境温度可为 5 oC (引 自 G B ／T 7 72 5

—

2()0 4 )
。

2 按结构分
1 ) 整体式

，

代号
“

c
” 。

如窗机
、

穿墙机
。

2 ) 分体式
，

代号
“ F

” 。

由室内机 (有吊顶
、

壁挂
、

落地
、

嵌入和风管等型式 ) 和室外机组成
。

根据室外机和室内机的对应配置数量又分为 一

拖
一

(即
一

台室外机对应配置
一

台室内机) 和
一

拖多
( 一

台室外机对应配置多台室内机) 形式
。

3 按功能分
1 ) 冷风型 (单冷机

，

不加代号)
。

2 ) 热泵型 (代号
“

R
”

)
。

3 ) 电热型 (代号
“

D
”

)
。

4 按控制方式分
1 ) 转速恒定 (频率 、

转速
、

容量不变)
，

简称定频
。

2 ) 转速可控 (频率
、

转速)
，

简称变频
。

其中又分为交流变频 (即工作频率变化过程中不涉及交
、

直流转换 ，

转速变化依靠改变频率实现)
、

直流变频 (即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

压 缩机采 用直 流无刷 电

机进行变速 ，

风机马达亦用相同方法变速) 形式
。

3 ) 容量可变 (数码涡旋压缩机系统)
。

注 ： 定频和几种变频形式的特点为 ：

l
定频

。

转速恒定
，

结构简单
，

不能随室外气 温度变化 (或室 内负荷变化 ) 而调节制冷 (热 ) 量
，

只能靠开
、

停
机来控制空调温度 。

2
交流变频

。

采用改变频率来调节制冷 (热) 量的方式
。

依靠 自动频率变化调整压缩机转速变化
，

引起制冷剂流
量变化 ，

使制冷系统始终处于设定工 作状态
。

能比较精确控制室内温度
，

比定频空调器具有较高能效 比 (节能 )
。

但受
电动机交率和调频方法的限制 。

尚不能达到理想的高效率 (热直流变频 )
，

有不可避免的多次谐波问题
，

另外这种变频
调节方法的变频范围尚不够大 ，

特别是在低频条件下经济性下降
。

3
直流变频

。

采用交流电变直流电调速
。

直流无刷电机具有相当高的效率； 调速范围大
，

具有优 良的动态性能和
宽的冷量变化范围 ，

节能性能优越
。

但仍有不可避免的多次谐波问题
，

需加滤波装置 (滤波器在产品生产时应在空调器
内配置)。

4 ．

8
．

2 技术性能指标
1 工 作环境温度为 T l 时的名义工 况 (表 4

．

8 2
—

1 )
。

2 能效比 (表 4
．

8
．

2
—

2 和表 4
．

8
．

2
—

3 )
。

3 噪声 ： 空调器在室外环境温度 T 】时的额定噪声值见表 4
．

8
．

2
—

4 。

4 ．

8
．

3 设计选用要点
1 优先选用能效等级

一

级
、

二 级的节能产品
。

2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空调器使用环境温度为 T l 型
。

如使用环境温度为 12
、

T 3 型时
，

应在选用时
注明。

3 热泵型空调器的热泵额定制热量
一

般不低于其额定制冷量
。

对于额定制冷量 ≯7
．

1k W 的分体热
泵空调器 ，

其热泵额定制热量不低于制冷量的 1
．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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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

2
—

1 名义工 况 表 (℃ )

工 况条件

室内侧 回风状态 室外侧回风状态

干球 湿球 干球 湿球

制
冷
运
行

额定制冷 2 7 l9 3 5 2 4

最大运行 32 2 3 4 3 26

冻
结 2 】 15 2 l

最小运行 2 l I5 制造厂推荐最低温度

凝露凝结水排除 2 7 24 2 7 2 4

制
热
运
行

热泵

额定

制热

高温

2 0 15
(最大 )

7 6

低温 2 l

超
低湿

一

7
—

8

最大制热运行 2 7 ， 2 4 18

最小制热运行 2 0 ／
一

5
—

6

自动除霜 2 0 12 2 】

注 ： 表中数据引 自 G B ／T 77 2 5
—

2 O o 4 。

表 4
．

8
．

2
—

2 能效限定值

类型 额定制冷量 (w ) 能效 比 (W ／W )

整体式 2
．

30 f2
．

90 )

分体式

≤
4 50() 2

．

60 (3
．

20 )

45o 0 < 额定制冷量 ≤ 7 lo 0 2
．

5 0 (3
．

10 )

7 l0 o < 额定制冷量 ≤ 14 O o o 2
．

4 0 ( 3
．

0 0 )

注 ： 括号内数值为 2 0 0 9 年实施的能效限定值
。

表 4
．

8
．

2
—

3 能源效率等级指标

类型

、
＼ ＼ 能 效 等 级

。

性 能 系
薮

、＼ 、

—

＼ ＼
额 定 制 冷 量 、 、 、 ＼

、

＼
fw 1 、

＼＼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

级

整体式 2 3 0 2
．

5 O 2 7 O 2 9 O 3 l0

分体式

≤ 4
5o o 2 6 O 2

．

8 O 3
．

0 0 3
．

20 3
．

4 0

4 50 0 < 额定制冷量≤ 7 10 o 2 ．

5 0 2 7 O 2
．

9 0 3 10 3
．

3 0

7 10 0 < 额定制冷量 ≤ ¨ 0 o 0 2
．

4 o 2
．

6 O 2 8 0 3
．

00 3
．

20

空
调器的节能评价值为上表中的能效等级二 级

。

表 4
．

8
．

2
—

1
～

表 4 8
．

2
—

3 中数据引自 c B ／T 77 2 5
—

2 O 04 和 G B l2O 2 I
．

3
—

2O 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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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

2
—

4 额定噪声值 (声压级 )

额定制冷量 (w )

室内机噪声 [d B (A )] 室外机噪声 [d B (A ) ]

整体式 分体式 整体式 分体式

<
2 5 0 0 ≤ 5 2 ≤ 4 0 ≤ 5 7 ≤ 5 2

2 50 o 一

4 50 0 ≤ 5 5 ≤ 4 5 ≤ 6 0 ≤ 55

>
4 5 0 0

—

7 lf】O ≤ 6 0 ≤ 5 2 ≤ 6 5 ≤ 6 O

>
7 Io 0 ≤ 5 5 ≤ 6 5

注 ： 基于上表数值
，

对制造厂空调器噪声标识值向上的最大允许偏差为 3 d B (A )
。

4 空调器的实测制冷 (热) 量允许不小于国家标准额定制冷 (热 ) 量的 9 5 ％ ； 实测制冷 (热 )
消耗功率允许不大于国家标准额定功率的 1 1O ％ 。

5 选用分体式空调器时
，

应考虑制冷剂管道长度对制冷量的修正
。

4 ．

8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室外机安装应符合 G B 17 7 9 O

—

l9 9 9 的规定
。

沿街
、

人行道安装
，

最低高度应 > 2
．

5 m ； 应留有
充分的散热通风通道 ； 安装架应配选承重不低于 l8 0 kg

、

做有防腐处理的优质支架 ； 安装可参照国家建
筑标准设计图 9 4 I(3 o 3 《分体式空调的安装》进行

。

2 室外机应尽量低于室内机或尽可能在
一

个平面上
。

室 内
、

外机连接管
一

般不宜超过 5 m ，

超过
5 m 时应考虑增加制冷剂的补液 (名义制冷量将有所下降)

。

3 对于采用非共沸制冷剂 (如 R 4 10 A ) 的空调器
，

在安装时应对制冷剂管路进行排空处理
，

避免

因管路中残留空气造成制冷量下降 。

4 冷凝水应排人建筑物外专设的冷凝水管中
。

4 ．

8
．

5 相关标准
《房间空气调节器》 c B ／T 7 7 2 5

—

2 0 o 4 。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 B l2 O 2 1
．

3
—

2 0 0 4 。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热泵 、

空调和除湿器的特殊要求》 G B 4 7 O 6
．

3 2
—

2 0 O 4 。

《房间空气调节器安装规范》 G B l7 7 9 0
—

1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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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气净化设备

5 ．

1 空气过滤器

5 ．

1
．

1 分类 (表 5
．

1
．

1
—

1 和表 5
．

【．I
一

2 )
表 5

．

1
．

1
—

1 空气过滤器分类

分类方式 类别 特点 、

适用范围

按性能分

粗效过滤器 一

般空调通风系统
，

主要起预过滤作用

中效过滤器 要求较高的空调系统 ，

或保护末级过滤器的空调净化系统

高中效过滤器 有 一

般洁净度要求的空调净化系统

亚高效 (低阻亚高效 ) 过滤器 ≥ ts O 8 级的洁净室送风过滤

高效过滤器 ≤ Is O 7 级的洁净室送风过滤

按过滤方法分

干式过滤器 不浸油 、

不喷水的粗效
、

中效
、

高效过滤器

湿式过滤器 (除尘器) 利用水膜或水滴捕集空气中的微粒

， 一

般用于工 业 排风系统的
除尘

粘附式过滤器 滤料上喷涂粘附剂

按结构型式分

平板 将滤料组成板状

楔形 把多个板状过滤器组装成楔形

折褶式 有
隔板 滤料叠成折褶状 ．

有波纹分隔板

无隔板 纸条 、

绳起分隔作用
，

折褶式

袋式 滤料呈袋状 ，

并联

卷绕式 自动 滤料
呈卷状 ，

定时自动卷动

手动 滤料呈卷状 ，

手动卷动

更换方式

可清洗 清洗以后可继续使用

，

但对性能有 一

定要求
，

根据滤料不同的
材质 ，

有
一

定的清洗次数

可更换 保留骨架 ，

滤料定期更换

一

次性使用 抛弃的滤料应不污染环境

。

若为污染环境者 (如放射尘粒) 应

进行特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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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

1
．

1
—

1

分类方式 类别 特 点 、

适用范围

过滤机理

纤维滤料 品种很多 。

如无纺布
、

超细玻纤滤纸等

静电式

含微粒的空气通过高压静电场 ，

微粒在电晕作用下成带电粒子
，

然后在集尘极上被收集 。

常用于工 业 除尘 (如除煤焦油等)
，

也

可用于进风的除尘

电感应式 用电离段和强感 电滤料组成

薄膜式 均匀微孔的薄膜滤料

活性炭 多孔活性炭材料为滤料

表 5 ．

1
。

1
—

2 高效过滤器分类

分类方式 分类 特点

结构 有隔板 采用波纹分隔板
无隔板 用纸条或绳起分隔作用的折褶式

性能

A 效率不低于 9 9 9 ％ ，

阻力不高于 l9 O P a

B 效率不低于 9 9
．

9 9 ％ ，

阻力不高于 2 2 0 P 且

C 效率不低于 9 9
．

99 9 ％
，

阻力不高于 2 5 O P a

D 粒径大于等于 0
．

1¨m 。 效率不低于 99 9 99 ％ ，

阻力不高于 2 80 P a

耐
火性能

l 全部为不燃材料 G B 86 24 A 级

2 滤料为不燃材料 G B 86 24 A 级
，

其余为 B ． 级材料

3 全部材料为 c B 86 24 B ： 级

5 ．

1
．

2 主要技术性能
1 空气过滤器效率和阻力要求见表 5

．

1
．

2 。

表 5
．

1
．

2 空气过滤器效率和 阻力要求
～ ～ ～ — ＼

性能指标

性能期 0 ～

— — ＼

额定 风量下 的效率 E 额 定 风 量 下 的 初 阻 力
fP a 1粒 径 效率 E (％ )

粗效 粒径 ≥ 5 0 ¨m 80 > E ≥2 0 ≤ 5 0

中
效 粒径 ≥ 1

．

0 仙m 7 0 > E ≥ 2 0 ≤ 8 O

高中效 粒径≥ 1
．

0 斗m 9 9 > E ≥7 0 ≤ l0 0

亚
高效 粒径≥ O

．

5 ¨m 9 9
．

9 > E ≥ 9 5 ≤ 12 0

高效

A 按 c B 6 l6 5 要求检测 E ≥ 9 9
．

9 9 ≤ l9O

B 按 G B 6 l6 5 要求检测 或 2 0 ％ 额定风量 E ≥9 9
．

9 9 ≤ 22O

C 按 G B 6 l6 5 要求检测 或 20 ％ 额定风量 E ≥9 9
．

9 9 9 ≤ 2 5 0

D 计数法
、

粒径 ≥ 0 I“m 或 20 ％ 额定风量 E ≥ 9 9
．

9 9 9 ≤ 2 80

2
容尘量

空气过滤器必须给出容尘量与阻力关系的曲线 。

实际容尘量不得小于产品样本中容尘量的 9 0 ％ 。

高效过滤器的容尘量 ，

以过滤器终阻力 为初阻力二 倍时的容尘量来衡量
。

3 过滤器的其它技术性能要求
，

如外形尺寸
、

框架强度和刚度
、

滤料
、

密封性能等均应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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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过滤器的迎面风速及滤速影响过滤器的效率和阻力

。

通 常过滤器 的滤速量级为 ： 粗效过滤器
“
I／s ，

中效
、

高中效过滤器 d m ／s ，

高效过滤器 2
～

3 c “∥ s 。

过滤器效率表示方法有 ： 计重效率
、

计数效率
以及用其他物理量作相对 比较 的 比色效率

、

浊度效率等
。

2 粗效过滤器主要用于≥ 5
．

O 斗m 大颗粒灰尘
，

中效
、

高中效过滤器主要用于 ≥ 1
．

0 斗m 的中等粒子
灰尘 ，

亚高效过滤器主要用≥ O
．

5 阻m 的小颗粒的灰尘
，

高效过滤器主要用于 ≥ O
．

1斗m 的颗粒灰尘
。

3 过滤器的滤料 目前主要有 ： 化纤无纺布
、

玻璃纤维无纺布
、

玻璃纤维纸
。

粗
、

中效过滤器也有
用泡沫塑料 ，

一

次性使用的粗效过滤器全部用纸制作
。

4 中效
、

高中效
、

亚 高效
、

高效过滤器均不宜独立使用
，

宜按 以下组合使用 ： 粗和中
、

粗中和亚

高效
、

粗中和高效 (高中效可代替中效)
，

这主要是考虑提高高级别效率过滤器的使用寿命
。

5 可再生或可清洗 的滤料再生清洗 以后
，

效率应不低于原指标的 8 5 ％ ，

阻力不高于原指标的
1 l5 ％ 。

5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过滤器安装时应确保其密封性能

，

过滤器级别越高
，

密封要求也越高
。

2 高效过滤器安装前
，

应先检漏
，

合格后才能安装就位
。

5 ．

1
．

5 相关标准
《空气过滤器》 G B ／T l4 29 5

一

l9 9 3 。

《高效空气过滤器》G B 】3 5 5 4
一

l9 9 2 。

《一

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性能试验方法》JG ／T 22
一

l9 9 9 。

《高效空气过滤器性能试验方法透过率和阻力》 G B 6 16 5
—

19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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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热
、

通风和J空调辅助设备及管材

6 ．

1 阀 门

阀门为安装于水或气 (汽) 等流体管路上 ，

用于启或闭以及调节控制流体的流 向
、

流量和压力的
配件 。

选用时需注意 ，

系统的最高工 作压力不得大于产品公称压力
。

表 6
．

1
．

O 阀门通用特性

分类依据 分类 通用系列

公称压力 ，)̂ ，

低压阀门 (|D ^，≤ 1
．

6 M P a )

中压阀门 (P Ⅳ = 2
．

0
—

6
．

4 M P a )
高 压 阀 门 ( P Ⅳ = l0

．

0
～

8O ．

O M P a ) 超高压 阀门 ( P ，v ≥

10 0 M P a )

低 压 阀门公称压力 ( M P丑) ： 0
．

0 5 、 O
．

1 、 0
．

2 5
、

O
．

4
、

O
．

8
、

】．

O
．

1．6

中 压阀门公称压力 ( M P a ) ： 2
．

O
、

4
．

0
、

5
．

0
、

6
．

3

高压 阀 门公 称 压 力 ( M P a ) ： l0
．

0
、

l5
．

0
、

I6
．

0
、

2 0 0
、

2 5 0 、

2 8 0
、

3 2
．

0 、 4 2
．

0
、

Sn O 、 63
．

0
、

8O
．

0

超
高 压 阀 门 公 称 压 力 ( M P 8 ) ： 10 0

．

0
、

12 5
．

0
、

l6 0
．

0
、

2o o ．

0
、

250
．

0
、

33 5
．

0

公称通径 D ．1v

小口径阀门 (D Ⅳ≤4 0 m m )
|{=- 口 径阀f1 (D ～ = 5 0

～

30 0 m m )
大 口 径 阀 门 ( ，JⅣ = 35O

～

12 0 0 m m 1

特
大口径 阀门 (D ／v ) I20 o m m )

小 口径阀门 ( m m ) ： D ⅣI5
、

D 舵 0
、

Ji，舵 5
、

D 肥 2
、

D Ⅳ4 0

中 口 径 阀 门 ( m m ) ： 删 50
、

j)，v6 5
、

D 7＼)80
、

删 1o o
、

D M 25 、

D Ⅳ15 0
、

D Ⅳl7 5
、

D 胞 0 0
、

D 胞 2 5
、

D 脑 0
、

D ，v30 o

大 口 径 阀 门 ( m m ) ： 、

D ／v350
、

D Ⅳ4 0 o
、

D Ⅳ4 5 0
、

D Ⅳ5o 0
、

D M 0 0 、

D 胛 0 0 、 D ^ f80 o 、 D 肭 o 0
、

D Ⅳ10 0 o 、 D M 10 0
、

D Ⅳl2 0 0

介质工 作温度

高温阀 (￡> 4 5 0 ℃ )
中温阀 ( I2 0 ℃ < ￡≤ 4 50 ℃ )
常温阀 ( 一

加 oc ≤ ‘≤ 12 0 qC )
低温阀 ( 一

lo 0 aC ≤ # <
一

4 0 ℃ )
超低温阀 (t <

一

l0 0 ℃ )

各系列产品工作压力随工 作介质温度而改变

陵功能分

启闭类阀门

闸阀 、

截止阀
、

旋塞阀
、

柱塞
阀 、

球 阀
、

蝶阀
、

止 回阀 (底

阀) 、

隔膜阀

属快开类阀门。

调节性能差

调节类阀门

减压 阀 、

稳压 阀
、

调 节 阀 (平

衡 阀) 、

节流阀 (针形阀)
、

定
流量阀 、

定压差阀

根据不同调节 目的 ．

要求 阀门具有不 同的流量特性
，

如线
性 、

抛物线
、

等百分比等

特种阀 安全阀 (泄压阀)

、

放气阀 、

温
控阀 、

疏水



2 98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o o 9 年版)

续表 6
．

1 O

分类依据 分类 通用系列

连接方式 内螺纹

、

外螺纹 、

法兰
、

焊接
、

对夹 、

卡箍
、

卡套

驱动方式 手动 、

电动
、

气动
、

液动
、

自力式

阀体材料

灰铸铁 、

球墨铸铁
、

可锻铸铁
、

碳素钢 、

不锈钢
、

铜及铜合金
、

铝合金 、

巴 氏合金
、

硬质合金
、

渗氮钢 、

尼 龙塑料 等

阀 座 密 封 面 及 衬 里

材料

铜 合 金 、

橡胶
、

尼 龙 塑 料
、

氟
塑料 、

阀体本身等

6 ．

1
．

1 自力式散热器恒温控制阀
自力式散热器恒温控制阀 (以下简称 “

恒温阀
”

) 是与采暖散热器配合使用的
一

种专用阀门
，

由恒
温阀头和恒温阀体二 部分组成

。

可人为设定室 内温度 ， 通过温包感应环境温度后产生 自力式动作带动阀
杆及阀锥动作 (无需外界动力 ) ，

调节流经散热器的热水流量
，

从而实现室温恒定
。 “一厘温阀

”

同时具
有防冻和限温设置等多种功能 。

“

恒温阀”

主要性能参数包括温控范围
、

阀门流通能力 K
。

值和阀门最大流通能力 K
。

值 (K 值是阀
前 、

后压差为 l0 0 k P a 时通过的流量
，

单位为 m ’／h ； K
。 。

值是阀门全开时
，

阀前
、

后压差为 10 0 k P a 时通
过阀门的流量 ，

单位为 m 。／h )
、

最大工 作压力
、

最大工 作压差
、

最高水温
。

其中 K
， 。

差i (6ll_ l _ 1)

式中 Q — —

流过阀门的流量 ( m ’／h ) ；

△
JP

— —

阀门两侧的压力差 (10 ’P a ) 。

按下式 ，

使用产品给定的 K
，。

值
，

可换算 出常用的局部阻力系数 f 值 。

式中 A 值由表 6
．

1
．

1 确定
。

f =

丁去 (6
．

1_ 】- 2 )

表 6
．

1
．

1
—

1 A 值

公称赢径 D ，v 】5 2 o 2 5

A
[10 0 k P a／ ( m ’／}1)’ ] 0

．

0 1O 5 0
．

o 0 3 16 O 0 0 l2 2

1
分类

、

适用范围
1 ) 恒温阀头 (6

．

1
．

I
一

2 )

恒温阀头分类 、

适用范围

分类方式 类别 适用范围 、

特点

温包感温介质

气 一

液态
三种类别均能满足建筑供暖系统的温控要求

气 一

液态温包感温最灵敏
，

液态次之
，

固态较差液
态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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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

1
．

1
—

2

分 类方式 类别 适用范围
、

特点

温包 ，

温 度 设 定 与
阀体的相对位置

内置温包式

l I 常用于明装散热器

广二E ：L 感温温包和温度设定在阀头内成
一

体构造
，

可 与阀

}：贮j：jl口 体直接连接

外置温包式

豹 f 常用于阀头处有遮挡
、

不能正确感受室温
，

但仍容

诅 誉 黧
⋯ ⋯ ⋯ ⋯

远程调控式 l
一

常用于散热器暗装场合

I l 一 感温温包与温度设定部件成
一

体
，

通过毛细管与阀

一 出 头相连
。

阀头仅作为传动部件使用
，

不能进行温度

J 豌 设定

温度设定范围

舒适型 常用于对室温的舒适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

如住宅 ，

幼儿园
，

病房等
温度设定范围 ： 6

～

2 8 ℃

节能型 常用于对最高温度有限制的场合

。

如办公室 ，

学校
，

公共场所等

温度设定范围 ： 6
—

2 1℃

2
) 恒温阀体

①按应用分类 (表 6
．

1
．

1
—

3 )
表 6

．

1
．

1
—

3 恒温阀体按应用分类

类别 功能 适用范围 、

特点

双管系统阀体

有阻力预设定 适用于散热器异程连接以及垂直双管系统
属于高阻阀 ， 可解决垂直失凋及户内水平失调问题

无阻力预设定 适用于散热器同程连接系统
属于高阻阀

单管系统阀体

二
通阀 属于低阻阀

，

阀体外需要加装旁通管 。

通 常旁通管管径应 比主管小
一

号或
内插阻力元件 ，

以保证至少 30 ％ 的流量进入散热器

三
通阀

适用于带跨越管的单管系统

分为带预设定和不带预设定的二 种
。

一

般 已将进入散热器的流量分流 比例
设定为 3 5 ％

②按形状分类 (表 6
．

1
．

1
—

4 )

表 6
．

1
．

1
—

4 恒温阀体按形状分类

类别 形状 适用范围
、

特点

直形 瓣 水平或竖直安装在散热器的入口

为最常用的连接方式

角型 叼 适用于管道从墙体中出来与阀体连接的场合
。

安装好的恒温阀头指针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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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

1
．

1
—

4

类 别 形状 适用范围
、

特点

平面角形 露 适用于管道从地面或墙面出来与阀体连接
、

要求安装 的恒温阀头与散
热器在同 一

水平面内的场合

三维角形 @ 适用于管道从地面出来与阀体连接
、

安装好的恒温阀头指针冲前的场
合

注 ： 除以上接应用和形状分类所述产品外
，

恒温阀体还有如 H 型温控 阀
．

潜流阀等多种形式
。

2 选用要点
1 ) 首先应明确供暖系统为单管还是双管系统

，

以选择与系统相适应的
“

恒温阀
”

类型； 然后再根
据散热器的安装位置 ，

有无散热器罩
，

连接形式等情况选择阀体的形状
，

阀头的类型等
。

应注意选择具
有带水 、

带压检查功能 (提供有专用工 具 ) 或
“

恒温阀
”

阀芯可 以更换的产品
。

目前有些采暖散热器
带有内置温控阀j占

，

由于带有内置温控阀芯的
“

恒温阀
”

属于高阻阀
，

所以此类散热器常用于双管系
统 。

如果将其用于单管系统
，

需配套专用带旁通的 H 形阀门
，

并应进行压降核算
，

以避免 串联过多散
热器导致压降过大 。

2 ) 双管系统宜采用高阻两通
“

恒温阀
” ，

并宜计算阀权度 (即恒温阀的阻力在其所处分支系统阻
力的百分比) 。

设计时取阀权度为 5 0 ％ 左右较为技术经 济合理
，

但由于室 内采 暖系统 的管道压降较小
，

恒温阀的阀权度可以更高些
。

高层建筑垂直双管 系统人户支管上未安装 自力式压差控制阀的
，

宜采用带
预设定功能的高阻两通恒温阀 ，

通过使
“

恒温阀
”

具有较高压降
，

克服过余资用及重力压差
，

提高系
统平衡度 。

3 ) 带跨越管的单管系统 (包括垂直单立管和水平单管) 宜采用低阻两通恒温阀加跨越管或三 通恒
温阀 。

①采用低阻两通恒温 阀时
，

应按下式计算散热器或其它采暖设备的分流系数 m ，

即通过散热器支路
流量与通过该管路的总流量 (通过散热器支路流量与通过跨越管流量之和) 的比值 ，

分流系数 m 应《

3 O ％
(为保证分流系数 m 《 3 O ％ ， 一

般旁通管的尺寸应比散热器支管管径小 1 号 ； 如旁通管与散热器支
管管径相同 ，

则宜在旁通管内加阻流元件)
。

l
一

再 (‘再i 严
式中 u

— —

散热器分流系数 ；

S 。
— —

散热器支路阻力特性数 ；

s ：
— —

跨越管支路阻力特性数
。

②采用无预设定功能的三 通恒温阀时
，

进入散热器的分流比
一

般为 3 5 ％ ； 采用有预设定功能的三

通恒温阀时
，

分流比的出厂设 定 值也基本上是 3 5 ％ ，

但其特点是分流比可调 (最大值
一

般不超过
6 O ％ )

。

由于三通恒温阀的阻力较大
，

需要进行压降核算
。

4 ) 应按设计计算流量 (或阻力系数 ) 确定
“

恒温阀
”

管径
。

但考虑安装方便
，

一

般按与散热器支
管同管径选配恒温阀体 。

5 ) 考虑系统在
“

恒温阀
”

工 作后带来的流量和压差动态变化
，

应采取水力平衡措施
。 通常情况

下 ，

单管系统 (带跨越管) 宜考虑控制流量
，

双管系统宜考虑控制压差
。

6 ) 针对供暖系统运行管理及水质条件较差情况
，

为保证
“

恒温阀
”

正 常工 作
，

应在每户人 口处
(或在立管上 ) 设置水过滤器 。

3 安装要



供热
、

通风和空调辅助设备及管材
·

如 ，
·

1 ) 内置式恒温阀不能安装在暖气罩内
，

阀头应水平安装
。

当水平安装空间受限制时
， 可将阀体和

阀头冲下安装 ，

恒温头指针冲前
。

2 ) 如果所选择的
“

恒温阀
”

活接头采用的是球面硬密封方式
，

安装时应保证球面清洁
，

依据提供
的安装方式工 作

。

3 ) 调试和初期运行期间
，

应注意观察
“

恒温阀
”

是否有被杂质阻塞现象并进行及时清理 ； 应注意
观察 “

恒温阀
”

是否有噪声或振动
，

如出现此类现象
，

应调节外网水力平衡 ； 如果在此期间发现由于
“

恒温阀”

自身阻力过大
，

致使流量不能满足供暖要求
，

应采取用专用工 具 更换阀芯的措施
。

4 ) 其它安装要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4 K 5 0 2 《热水集中采暖分户热计量系统施工安装》
。

4 相关标准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JG ／T l95

—

2 0 0 7 。

6 ．

1
．

2 水力平衡阀
水力平衡阀泛指在水力系统中起平衡作用的阀门。

其作用是通过对系统中的流量和压差等参数进行
控制 ，

使各末端 (或回路) 的流量或压差满足设计要求
，

系统安全正 常
、

高效节能运行
。

水力平衡阀主要类别及适用范围见表 6
．

1
．

2
一

I 。

表 6
．

1
．

2
—

1 水力平衡阀主要类别及适用范围

分类方式 名称 主要功能 适用范围

静态 静态平衡阀
(也称 ： 手动平衡阀)

通过阀门节流 ，

?自耗 所 在 环 路 中 的

过余资用压头
，

使所在环路流量满
足设计要求

定流量系统或其它需要

调整设定流量的场合

动态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

(也称 ： 压差控制器
，

动态压差平衡
阀)

通过 自力 式 机 构 ．

在 系统 压力 变化
时 ，

维持系统中某 回路或两点间压
差恒定

变流量系统或其它适用

于压差 恒定 的场合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

(也称 ： 动态流量平衡阀
．

流量限制

器 ，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通过 自力式机构 ，

在系统压力变化
时 ．

维持系统 中被控 回路 的流量恒
定

定流量 系统 或其它需要

流量恒定的场合

注 ： l 其它种类的阀门主要功能为控制
，

但同时具备平衡功能的复合型阀门
，

详见
“

阀门
”

相关部分论述
。

2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又 可分为流量可调 型和流量不可 调型两类

。

1 静态平衡阀
1) 被选产品应具备的特性 (必须具备的特性)

①流量与阀门开度之间的特性曲线为线性 。

②具有开度刻度
。

③有压力测量接 口 (用于通过测量平衡阀上的压差
，

推算出经过 阀门的流量 ) 。

④具有对设定状态的锁定功能 (以防止误操作破坏原有预设定和在维护后准确恢复至 原 有设定
值)。

2 ) 主要技术指标
①耐压等级 。

应根据系统最大承压要求确定所选择产品必须具备的耐压等级
。

②阀门流通能力 (K 值 ) 。

阀门流通能力为静态平衡阀选型计算时的主要依据
。

③最小及最大压降
。

静态平衡阀最小压降应 《3 k P a ，

最大压降 0
．

15
～

O
．

2 5 M P a (依管径不 同 )
，

选
型时应根据系统要求校核 。

④泄漏率。

选用泄漏率满足关闭要求的静态平衡阀
，

可使平衡 阀兼做 关断 阀使用 (注 ： 由于主要
功能为平衡 ，

对产品本身的泄漏率无特殊要求 )
。

3 ) 选用及安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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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静态平衡阀所在环路流量
、

需消耗的过余资用压差 (实际资用压差与需要压差之间的差值)
等水力计算结果 、

以及产品技术资料中的相关图表
，

选择阀门口径及设定值
。

注意 ： 阀门上 的最大压降
严禁大于产品技术资料中的相关要求 ，

以防产生噪声并气蚀阀门
。

(注 ： 选型所涉及阀门型号
、

流量和设定

值 ，

宜标注于图纸上
，

作为现场调试参考值)
②设置带关 断功能静态平衡阀的场合

，

可不再设关断阀
。

设置带泄水功能静态平衡阀的场合
，

可不
再设泄水阀门 。

③安装时应根据产品技术资料中的要求 ，

预留静态平衡阀前
、

后的直管段
。

对预留直管段长度无明
确要求的场合 ，

可按阀前 5 倍
、

阀后 2 倍管径进行设置
。

对明确说明可不设直管段的产品
，

可不设
。

④应根据阀体标识的流向安装阀门。

⑤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后 ，

应锁定阀门没定值
，

并在阀门所附标签上标注阀门流量及设定值
。

2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主要作用 (图 6

．

1．2
一

1 ) 是 ： 通 过 导 压 管 将 所 需 系统 中控 制压差的两点压力
(△P r)

，

导引至阀门内部膜结构的两侧
，

在外晃资用压差 (△P a ) 波动时
，

通过膜结构的动作带动阀锥
动作

，

改变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自身压降 (△P v )
，

从而维持该两点间控制压降 (△P r ) 相对恒定
。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构造如图 6
．

1
．

2
—

2 所示
。

图 6 1
．

2
—

1 自力式压差
平衡阀作用示意图 图

6
．

1
．

2
—

2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结构示意图
关断手炳 ； 2

一

压差 设定芯轴 ； 3
一

O 型圈 ； 4
一

调节弹簧 ； 5
一

脉冲管接口

6 一

膜盒 ： 7
一

控制膜片 ； 8
一

压力释放阀锥 ； 9
一

阀体 ； 1O
一

阀座
注 ： 图中 5 为供水侧导班管

，

回水侧导压管设在 阀门内部
。

1 ) 适用范围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特别适用于对变流量系统中的末端压差变化施 以控制 ，

使其相对恒定的场合
。

(注 ： 变流量系统当末端流量改变后
，

通常会引起系统内压力分布变化 的连锁反应
，

从而造成系统流量波动等控制
紊乱问题 。

采用自力式压差平衡阀
，

可使末端在流量变化后
，

其压差相对恒定)
2 ) 主要技术指标
①耐压等级 。

应根据系统最大承压要求确定所选择产品必须具备的耐压等级
。

②阀门流通能力 (K ， 。

值)
。

阀门流通能力为自力式压差平衡阀选型计算时的主要依据
。

③控制压降 。

指阀门需控制的两点间压差
，

应根据被控对象需用压差
，

经计算后确定
。

④最小压降 。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其需要
一

个最小阀上压降
，

方可实现阀门对受控
两点问压差的控制 。

该最小压降不应过大
，

宜小于等于 1O k P a ，

且不应 与阀门所需控制压差有相关性 。

⑤最大压降 。

阀门最大压降根据 口径及产品不同
，

数值在 O
．

15
～

0
．

2 5 M P a 之间
，

选型时应根据系
统要求进行校核 。

⑥控制的比例带
。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的比例带定义为在系统资用压差变化时
，

导致 自力式压差平衡
阀本身由全开到全关以及全关到全开的过程中 ，

其控制压差的变化范围
。

该值反映了自力式阀门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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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 ，

越小越好
。

但不宜通过增大 阀门 口径获得更小的比例带
。

⑦泄漏率 。

选用带有关闭功能且泄漏率满足关闭要求 的 自力式压差平衡 阀
，

可兼做关断 阀使用
(注 ： 由于主要功能为平衡

，

对产品本身的泄漏率无特殊要求)

3 ) 选用及安装要点
①根据给定回路流量 、

回路所需资用压差
、

及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 自身许用压降
，

计算阀门 K
。

值并
选定阀门控制压差范围。

② 一

般情况下
，

设置
一

级即可
，

不应多级设置 (指所在 回路 内)
，

并应尽可能设置在离被控对象最
近的位置 。

⑧自力式压差平衡阀在系统内的位置 ，

应在综合考虑末端控制阀在部分负荷时能承受的最大压差
，

以及系统平衡需求基础上确定
。

例如 ： 在带有散热器恒温阀的双管住宅采暖系统中
，

由于散热器恒温阀
在部分负荷 ，

阀上压降增大至 3 O k P a 左右时会产生噪声
，

因此
，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在系统中的位置
，

应
满足其阀后控制压降不大于 3 O k P a 。

④阀门的控制压 降选择应通过计算确定
。

原则是以满足控制压差要求为前提
，

选择尽可能小的压降
设定范围 ，

以提高 阀门控制精度
，

降低系统水泵功耗
。

⑤阀门口径的选择
，

按设计流量及阀门压降下的 K
。

值占其全
开时K 。

值的百分比为 4 0 ％
～

8 O ％ 的原则确定为宜
。

以使其比例带
尽可能地小 ，

提高控制精度
。

⑥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的阀上 压 降不能超过阀门最大压降
，

以

防止 阀门出现噪声及气蚀 (即使针对部分负荷)
。

⑦自力式压差平衡阀与静态平衡阀配套使用 (图 6
．

1
．

2
—

3 )
，

可实现流量限制及测量功能 。

(注 ： 为实现流量限制功能而选择的静态

平衡阀 ，

其压降应包含在自力式压差平衡阀的控制压降范围内)
⑧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根据安装位置

，

可分为 回水安装型
、

供
水安装型以及供回水安装可互 换型三 种

。

安装时应注意区分
，

避
免因错装导致的水击 、

阀门损坏或控制失效
。

图 6
．

1
．

2
—

3 自力式压差平衡与
静态平衡阀配套使用示意图

⑨安装时 ，

应注意阀门流向
，

以防控 制失效或水击
。

阀门配套导压管的安装
，

应根据产品技术要求
进行 。

当导压管
一

端直接连接至管道而非配套阀门上时
，

需 白管道上部引出
，

避免杂质堵塞
。

对于带有
两根导压管的的自力式压差平衡阀 ，

应特别注意安装要求
，

以防因连接错误导致阀门控制失效
。

3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
根据构造及工作原理

，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可分为两类 (表 6
．

1
．

2
—

2 )
表 6

．

1
．

2
—

2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分类

名称 1二作原理 特点

流量可调 型 自

力式流量平衡

阀

由一

个自力式压差平衡阀与
一

个手动平衡阀复合构成
。

自力式压
差平衡阀恒定手动平衡阀两端压降 ，

使通过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的
流量仅与手动平衡阀开度相关 ，

与阀门两端压降变化无关

通过调整 自力式流 量平衡 阀

中手动平衡 阀的开度 ，

达 到
调整设定流量的目的

流量 不 可 调 型

自力式 流 量 平

衡阀

由一

个自力式压差平衡阀与
一

个 固定 开度 的流通截 面复合 构成
。

自力式压差平衡阀恒定固定开度的流通截面两端压降 ，

使其流量
恒定 ，

与阀门两端压降改变无关

流量固定 ，

不可调

1 ) 适用范围 ： 定流量系统或其它需要流量恒定的场合
。

2 ) 主要技术指标
①额定流量 (或流量设定范围) 。

额定流量指在外界压差变化时
，

阀门所维持的恒定流量值
。

该流
量值为自力式流量平衡阀的主要技术指标 。 对 于流量可调型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

，

该值为
一

个流量设定范
围 ，

与阀门设定刻度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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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耐压等级
。

应根据系统最大承压要求确定所选择产品必须具备的耐压等级
。

③阀门启动压 降
。

指阀门达到定流量控制效果所需的最小阀上压降
。

阀上压降低于此值时
，

通过阀
门流量无法按照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特性运行 。

④阀门最高压降
。

指阀门可满足定流量控制效果所需的最大阀上压降
，

阀上压降高于此值时
，

通过

阀门流量无法按照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特性运行 。

3 ) 选用及安装要点
①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选型步骤 ：

a

根据流量选型 ；

b 根据系统可提供的最小资用压差确定阀门最小压降 ；

c
根据系统阻力构成

，

校核部分负荷时的阀门最大工作压差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

②对于需要 流量变化 的应用场合
，

例如对于采用两通电动调节阀的空调箱
，

严禁选用 自力式流量平
衡阀作为平衡装置 ，

因为起流量调节功能的电动 (或 自力式 ) 两通调节阀与力图保持流量恒定 的 自力
式流量平衡阀的相互作用 ，

将使控制系统不稳定
，

并导致阀门损坏
。

③不应在水泵出入 口采用自力式流量平衡阀
，

以防止水泵过流 。

④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在系统中的所在环路 一

级安装即可
，

不应串联安装
。

⑤宜选用带有测量接口 的自力式流量平衡阀
。

也可采用在阀门两端安装压力表的方式来测量阀门压
降 ，

以便进行系统优化及故障诊断
。

⑥如有可能 ，

应选用阀门启动压降较小型号的阀门
。

⑦安装时 ，

应注意阀门流向
，

以防控制失效或水击
。

4 ) 相关标准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c J 】7 9

—

2 o 0 3 。

6 ．

1
．

3 电动调节阀
电动调节阀泛指具有电动驱动装置 ，

可接受控制系统信号来控制阀门开度
，

在水力系统中起调节作
用的阀门。

其作用是通过对流量进行控制
，

以使各末端或系统回路获得所需流量
。

其流量与开度之间的
特性曲线 ，

根据不同应用场合
，

分别为直线型或等百分比型
。

根据构造及工 作原理
，

产品可分为两类
，

见表 6
．

1
．

3 。

表 6
．

1
．

3 电动调节阀分类

名称 主要功能 适用范围

电动调节阀 接受系统信号 ，

控制阀门开启
，

使流量达到要求值 定流量或变流量系统

，

流量

需要调节的场合

动态 压 差 平 衡

型电动调节阀

(也称 ： 压力 无

关 型 电 动 调 节

阀 )

接受系统信 号 ，

控制阀门开启
，

使流量达到要求值
其特点为 ： 在系统压力变化时

，

通过 内置 自力式 机构
，

吸收富裕
压差 ，

使得电动调节阀的阀锥两端压差为恒定值
。

调节阀阀权度

始终为 l

变流量 系统 ，

流量需要调节
的场合

注 ： 1 定流量系统通常采用电动三 通 调节阀
，

变流量系统通常采用电动二 通调节阀
。

2
电动调节阀的控制方式可分为开关控制

， 三 点控制和比例积分控制
。

1 电动调节阀
1 ) 主要技术指标
①耐压等级 。

应根据系统最大承压要求确定所选择产品必须具备的耐压等级
。

②阀门流通能力 (K 。

值)
。

为电动调节阀进行选型计算时的主要依据
。

③阀门最大关闭压差 。

为电动调节阀进行选型计算时的重要参数
。

选型过程中
，

电动调节阀最大关
闭压差应根据系统要求进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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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阀权度 (“ )
。

阀门在其所控环路中的控制能力所占权重
。

数值越接近 1 代表阀门控制特性越好
。

(阀权度定义： 全开时阀门消耗压降与全关时阀门消耗压降的比值 )
⑤控制比 。

电动调节阀最小可控 足
，

值与最大 K
。

值的比值
，

为涮节阀可控制的最小流量
。

通常越小
越好 。

2 ) 选用及安装要点
①根据电动调节阀所在系统最大关闭压差需求 ，

选择驱动器
。

根据承压要求
、

设计流量及推荐阀权
度 (阀权度 O

．

3
～

】)
，

选择阀体
。

电动调节阀口径选择
，

宜根据系统水力计算结果确定
，

避免通过管道
口径选择阀门

。

②阀门使用过程中 ，

最大压降严禁大于产品技术 资料 中相关要求
，

以防噪声
、

阀门气蚀及关闭失
效 。

③图纸中安装有电动调节阀处 ，

应标注流量及阀门压降 (阀门需消耗压头)
。

建议标出阀门及驱动
器型号

。

④安装应按阀体标识的流向进行 。

应 由专业人员根据产品安装要求进行接线及供电
。

⑤电动调节阀为精密型非关闭阀门 ，

其前应加装过滤器和关闭类 阀门
。

2 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调节阀
动态压差平衡型 电动调节阀(图 6

．

1
．

3
—

1 )由电动调 节阀部分和内置压差控制器组成
。

阀门为双阀
锥结构 ，

上阀锥 为 电动调节 阀锥
，

下阀锥为压差控制器 阀锥
。

压差控制器部分负责吸收系统动态富余压
差 ，

保障电动调节阀工作稳定 ；电动调节阀部分由驱动器负责接受控制系统信号
，

改变流经阀门的流量
。

阀门通过内嵌导压装置 (图 6
．

1
．

3
—

2 )
，

固定上部调节阀阀锥两端压差
，

保障电动调节阀两端阀权
度永远为 l ，

不受系统压力波动影响
。

动态压差平衡 型 电动调节 阀有恒定 流量及调节流量 的功能
。

当此阀单独使用时
，

它可以保持通过流
量为恒定值 ； 当与驱动器配合使用时

，

可 以根据控制信号对阀门进行关启
，

从而控制通过流量
。

图 6
．

1
．

3
—

1 动态压差平衡型 图 6
．

1
．

3
—

2 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
电动调节阀结构示意图 调节阀作用示意图

J 一

填料盒 ： 2 阀轴 ； 3
一

O 形圈 ； 4
一

控制阀阀锥 ； 5
一

膜片 ：

6 一

主弹簧 ； 7 中空阀锥 (压差控制器) ； 8
一

阀座 (压差控制器)

1 ) 主要技术指标
①耐压等级 。

应根据系统最大承压要求确定所选择产品必须具备的耐压等级
。

②阀门流通能力 (K 值)。

阀门流通能力为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调节阀选型计算时的主要依据
。

③阀门最小启动压降。

由于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调节阀的结构特点
，

需要
一

个最小的阀上压 降
，

才
能实现阀门功能 。

该最小压降不应过大
，

宜 ≤ 3 O k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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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阀门最高压 降
。

阀门最高压 降根据口径及产品不同为 O
．

4
～

0
．

6 M P a 。

选型时应根据系统要求进行
校核 。

⑤泄漏率 。

选用带有关闭功能且泄漏率满足关闭要求的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调节阀
，

可兼做关断阀
使用

注： 由于主要功能为调节
，

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调节阀对关闭时泄漏率无特殊要求
。

2 ) 选用及安装要点
①根据末端设计流量选型 。

②按照阀门流量范围中的最大值选型
，

不必 留有富裕
，

以提 高阀门控制精度
。

③驱动器的配套选择
，

应按末端设备的控制要求进行
。

④为有效降低系统水泵功耗 ，

应通过计算
，

选择尽可能小的控制压差
。

⑤只需在末端设备
一

级安装动态压差平衡型电动调节阀即可
，

不宜采用多级安装 。

6 ．

1
．

5 减压阀
减压阀依靠开启阀孔的大小对介质进行节流而达到减压的目的 ，

它能以自力作用将阀后的压力维持
在 一

定范围内
。

蒸汽通过减压阀的流动过程
，

是不可逆的绝热节流过程
，

节流后焓值不变
。

1 分类
、

特点 (表 6 1 5 )
表 6

．

1
．

5 减压阀分类及特点

类型 公称直径D ，v

公称压力

(M P a )

压 力调 节范 围 (M P a ) 阀 前
、

后
压 差 范 围

(M P a )

特点 适用范围
阀前压力 阀后压力

活塞式

4 0 ～

5 O 1 0 ≤ 1
．

0 0
～

O 8 5

≥ 0 l5 减压范 围大
，

体型较小

工 作 温 度 ≤ 3 0 0 ℃ 的

蒸 汽或空气管道2 5
～

2 0 0 l_6 O 2
～

1 2

O ．

1
～

O
．

3

O ．

2
～

O 8

O ．

7
～

1
．

O

波纹管式 2 O
～

5 O 1 0 0
．

1
～

1
．

0 0
．

0 5
～

O 4

《0 ．

O 5

》O 6

调
节范 围大

，

阀后 可 调 至

较低压力

工作温度 ≤ 2 0 0 ℃ 的
蒸汽或空气管道

薄膜式 2 5
～

IO O 1
．

2

减 压 范 围 较

小 ，

体 型 较

大 ，

工 作 可
靠性较差

工
作温度 ≤ 2 0 0 ℃ 的

蒸 汽 或 空 气 管 道 ，

也可用于水管路

2 选用要点
1 ) 减压阀的型号和规格应根据压差

、

流量
、

介质特性等因素
，

经计算确定
。

不应直接按上游或下

游管的管径确定 。

2 ) 当减压前后的压力比大于 5 时
，

应串联设置两级减压阀
。

3 ) 活塞式减压阀减压后的压力
，

不应低于 0
．

1 M P a 。

如需要减压至更低
，

可再设置波纹管式减压阀
。

4 ) 波纹管式减压阀用于蒸汽管时
，

波纹管应向下 ； 用于空气管道时
，

波纹管应向上
。

5 ) 减压阀两端
，

应分别设置压力表
。

阀后应设置安全阀
。

6 ) 由于减压阀按压力比配有不同的弹簧组
，

设计图应加以注明
。

6 ．

1
．

6 安全阀
1 分类及特点
安全阀按构造可分为弹簧 (单弹簧 、

双弹簧) 式和重锤 (杠杆) 式
。

弹簧式结构简单
，

安装尺寸
小 ， 一

般宜用于温度和压力较低 (P ≤ O
．

6 M P a ) 的系统上
。

按泄压开启方式可分为微启式 、

全启式和速启式
。

采暖及空调水系统上
，

一

般采用微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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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用要点

1 ) 法兰连接的单弹簧或单重锤安全阀底座的内径 ，
一

般应比公称直径小
一

号 ； 双 弹簧或双重 锤 安

全阀底座的内径
，

则应比公称直径小两号
。

2 ) 全启式安全阀的出口公称直径比进 口大
一

号
，

其它各种安全阀的进出口公称直径均相同
。

3 ) 系统工作压力为 尸 时
，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为 P + 3 0 k P a 。

4 ) 安全阀设计选用时
，

应注明使用压力范围
。

5 ) 排至室外的排放管的管径应大于安全阀的内径
，

且不得小于 4 0 m m 。

6 ) 安全阀底座面积 A 的选择计算
，

参照表 6
．

1
．

6 。

表 6
．

1
．

6 安全阀底座面积 A 选择计算用表

泄压介质类型 安全阀类型 A ( m m 。)

水
微启式弹簧安全阀 3 8 G ／P

微启式重锤安全阀 35 G ／P

饱 和蒸汽

微启式弹簧安全阀 l2 o 0 G ／P

微
启式重锤安全阀 10 o o G ／P

全启式安全阀 37 0 G ／P

速
启式安全阀 2 4 0 C ／P

注 ： 1 G 为泄压介质流量 (k∥ h )
， P 为工 作压力 (kP a )

。

2
当泄压介质为过热蒸汽时

， A 值应乘以修正系数 ％。 ^ =

(过热蒸汽 比容／饱和蒸汽比容)“ ’ 。

3
蒸汽锅炉和热水锅炉安全阀的选用

，

应按照 《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和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规定进行 。

6 ．

1
．

7 疏水器
疏水器又称疏水阀 ，

作用是从蒸汽系统中排除凝结水
、

空气和其它不凝性气体
，

并 自动阻止蒸汽通
过 。

用于蒸汽采暖末端设备
、

蒸汽加热设备凝结水管及蒸汽管线沿途的疏水
。

1 主要类型
、

适用范围 (表 6
．

1
．

7 )
表 6

．

1
．

7 疏水器 主要类型及 适用范 围

类型 原 理
、

特点及适用范围 种类

机械型 利用蒸汽和凝水的密度差

，

靠凝水的液位作用工 作
。

阻汽排水性能好
，

较易排出空气
。

动作零件采用不锈钢制作的产品 ，

使用寿命长
，

启动性能好
，

噪声小

钟形浮子式

浮桶式

浮球式

倒吊桶式

热力型

利用相变原理 ，

即利用蒸汽和凝水 的热动力学性能工 作
。

体积小
，

重量轻
，

结构简单
，

较易排出空气 ，

还具有止回阀的作用
。

适合于压力较高的工 艺设备
。

缺点是 当凝水量小

或前后压差过小时 ，

会发生连续漏汽

脉冲式

热动力式

孔板式

恒温型 利用蒸汽和凝水的温度差

，

引起恒温元件的膨胀或变形工 作
。

阻汽排水和排空气性能好
，

调节范围大 。

适合于低压蒸汽系统

可调双金属片式

波纹管式

液体膨胀式

2 选用要点
1 ) 应按疏水器前 、

后的压差和凝结水量
，

选择对应规格型号
。

2 ) 疏水器的名义排水量为冷态连续排水量
，

设计计算排水量应大于名义排水量
，

根据不同使用场
合和蒸汽压力 ，

倍率
一

般取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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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应验算需要疏水器提供的最大背压和疏水器正 常动作所需的最小压力
。

4 ) 安装做法要求参见国家建筑设计标准图集 9 6 R 4 O 7 《热力设备与管道疏水装置》
。

6 ．

2 热量计量仪表

热量计量仪表分为热量表和热分配表 (表 6
．

2
．

0 )
。

相关标准包括 《热量表》 c J 12 8
—

2 o 0 7 和 《热能表检定规程》 -TJc 225
—

2 o o l 。

表 6
．

2
．

0 热量计量仪表分类
、

特点及适用范围

分类及名称 特点 适用范围

热
量
表

机
械
式
热
量
表

单流 速 、

多流束
旋翼式热量表

1
要求被计量系统的流量必须通过仪表的流量传感器

，

对水
质要求较高 ；

2
采用无磁流量传感器

、

多流束结构
，

测量精度高
，

稳定性好

适用于小 口 径 管 道
。

可
用于户用热量的计量

垂 直 或 水 平 螺

翼式热量表

1
流量传感器前

、

后需要直管段 ；

2
对水质要求较高

适用于 中 、

小 口径管道 ；

可用 于 户 、

别 墅及热力
人 口处用热量的计量

超声波式热量表

l
无运动部件

，

压损小 。

对水质要求低
，

使用寿命长；

2
测量精度高

，

测量范围宽
，

稳定性好 ；

3
流量传感器前

、

后需要直管段
，

安装位置应尽可能远离水
泵和阀门等流动紊乱处 ，

测量段不能积存气体

小 口 径适用于户用热量
的计量 ； 大 口 径适 用于
热源 、

换热站及热力人

口处用热量 的计量

热
分
配
表

温度法热量分 配表

l 采 用等热舒适度等热费计量方法
，

避开 了无法计量户问传
热的问题 ，

适合各种形式的采暖系统 ；

2
仅需要测温度

，

不需要测流量
，

不存在堵塞问题
，

对水质
无要求 ．

使用简单
，

维护方便 ；

3 可 以采用有线和无线方式进行数据远传
，

为智能化社区创
造条件 ，

配套的管理软件功能强大
，

使用方便 ；

4
不利于节能 (指用户开窗难 以控制等 )

适用 于热 用户 用热量分

摊 ，

热量表显示的数据
也可以直接用于收费

散
热
器
热
分
配
表

蒸发式热分配表

1
安装在被测散热器上

，

利用散热器的散热量与液体蒸发量
的关系来计量散热器散热量 ；

2

仪表构造简单
，

价格低
，

对水质无要求
，

不 用 电驱动 ；

3

测量数据不能直接用于收费 (采暖季结束后
，

需要取回测
量管 ，

通过对其刻度的计算 及所在位置 的综合修正后
，

才可
用于收费) ．

准确性较差
，

对有 些类 型散 热器不适用

适用 于 散 热 器 明 装 及 无

落地 窗 帘 的 各 种 形 式 采

暖系 统 的 热 用 户 用 热 量

分摊

电
子
式
热
分
配
表

单传感 器

热分 配表

1 单传感 器热分配表 只测散 热器 的平 均 温 度 ； 双传感器热分
配表 ，

一

个温度传感器测散热器平均温度
，

一

个温度传感器
测量室内空气温度 (或者分别测量散热器供水温度 、

回水 温

度 ) ； 三 传感器热分配表分别测量散热器供水温度
、

回水温度

和室内空气温度 ；

2
安装在每组散热器或散热器支管上

。

电池或市 电驱动
。

对

水质无要求 ；

3
较蒸发式热分配表准确

、

方便
，

价格适中；

4

测量数据不能直接用于收费 (需要进行刻度及所在位置综
合修正后

，

才可用于收费)

适用于散热器明装及无

落地窗帘 的各种形式采

暖系统 的热用户用热量

分摊

双传感器

热分配表

三传感器

热分配表

6 ．

2
．

1 热量表
1 工 作原理
将配对温度传感器分别安装在热交换 回路的供水和回水的管上 ，

流量传感器安装在供水或回水管
上 。

流量传感器发出流量信号
，

配对的温度传感器给出供 回水温度信号
，

计算器采集流量
、

温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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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经的时间 ，

经过计 算显示出该系统所释放或吸收的热量值 (注 ： 热量计量表由流量传感器
、

计算
器和配对温度传感器组成 。

按结构类型
一

般可分为整体式和组合式两种)
。

2 产品主要技术指标
1 ) 强度和密封性
热量表应能承受规定温度及压力下的水压强度试验和密封性试验 ，

试验结果不得损坏和渗漏
。

2 ) 准确度
热量表计量准确度分为三 级

，

采用相对误差表示
，

按式 6
．

2
．

1
—

1 计算
。

其中
，

整体式热量表的计
量准确度应按式 6

．

2
．

1
—

2
～

式 6
．

2
．

1
—

4 计算 ； 组合式热量表的计量准确度 E c 应按计算器准确度 (式
6 ．

2
．

1
—

5 )
、

配对温度传感器准确度 E ，

(式 6
．

2
．

1
—

6 )
、

流量传感器准确度 E 。

(式 6
．

2
．

1
—

7
～

式 6
．

2
．

1
—

9 ) 三项误差绝对值的算数和确定
。

E ：

坠当 ×100 ％

y 。

式中 E
— —

相对误差限 (％ ) ；

吒 — —

测量值 (显示值) ；

t — —

常规真实值
。

整体式热量表准确度 1 级表 E = ± (2 + 4

等尹
+ o

．

0 1 警)

整体式热量表准确度 2 级表 E = ± (3 + 4

气笋
+ o

．

o 2

詈)

整体式热量表准确度 3 级表 E = ± (4 + 4

气笋
+ o

．

o 5 警)

组合式热量表计量准确度 E
。 ： ± (0

．

5 +

等芦)

组合式热量表配对温度传感器准确度 E = ± (0
．

5 + 3

％笋)

组合式热量表流量传感器准确度 1 级表 E 。 = ± ( 1 + o
．

0 l 等) 且 ≤ 3
．

5 ％

组合式热量表流量传感器准确度 2 级表 E ， = ± (2 + o
．

0 2 鲁) 且 ≤ 5 ％

组 合式热量表流量传感器准确度 3 级表 E 。 = ± (3 + 0
．

o 5 鲁) 且 ≤ 5 ％

公式 6
．

2
．

1
—

2
～

公式 6
．

2
．

1
—

9 中 △#。 ；。
— —

最小温差 (℃ ) ；

血 — —

使用范围内的温差 (℃ ) ；

g 。
— —

公称流量 (m ’／h )；

q — —

使用范围内的流量 (m 。／h )
。

3 ) 允许压力损失
热量表在公称流量下运行时 ，

允许压力损失不应超过 2 5 k P a 。

3 设计选用要点
1 ) 一

般规定

(6
．

2
．

1
—

4 )

(6
．

2
．

1
—

6 )

①户用及建筑物热力人 口 的热量表
，

计量准确度应强于或等于三级
。

安装在换热站及热源处的热量
表 ，

计量准确度应为二 级
。

②户用热量表宜采用机械式或超声波式热量表； 热力人 口
、

换热站及热源处宜采用超声波式热量
表 。

2 ) 选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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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流量

热量表的公称流量应与供热系统设计流量接近
，

并大于设计流量 ； 系统的最小流量应大于流量传感
器的最小流量 。

若选用的热量表口径小于管径时
，

应采用缩径措施
，

缩径最多不宜超过两档
。

②压力损失
在给定设计流量下 ，

户用热量表的压力损失不宜 > 10 k P a ，

安装在其它位置热量表的压力损失不宜
>

15 k P a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 管道施工 阶段及冲洗过程中

，

应使用与热量表等长的短管暂时代替热量表
，

待管道冲洗合格
后 ，

再安装热量表
。

对于流量传感器可拆卸的热量表
，

可在管道冲洗前
，

先安装流量传感器基座和溢流
盖 ，

待管道冲洗合格后
，

再安装热量表其它部件
。

2 ) 流量传感器的安装
①流量传感器分供水或回水安装类型 ，

根据所订类型进行安装
。

表体上的箭头必须与水流方向
一

致 。

②流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受涡流 、

气泡等影响
， 不应直接安装在阀门后

、

紧接在水泵的出口

端或紧接在空间弯头处 。

③流量传感器前 、

后直管段的长度必须满足所选用热量表的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

直管段上不应有任
何的阀门 ，

取压
、

取温点
，

变径等
。

3 ) 温度传感器的安装
①安装过程中 ，

不应将厂家配套提供的配对温度传感器拆散混用
，

更不得将厂家预装的传感器电缆
劈开 、

缩短或延长使用
。

②温度传感器应分别安装在供 、

回水管道上
，

宜采用专用 T 型 接 头
、

测温球阀或测温套管方式
(热量表厂家 一

般提供配件)
。

4 ) 计算器的安装

①计算器的安装位置应便于安装 、

维护及读数
。

②对于供热管路内水温高于 9O ℃ 的使用环境
，

宜采用组合式热量表
，

将积分仪安装在远离高温环
境处 。

5 ) 如果热量表采用外接电源或连网通讯
，

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外部接线
。

应使用屏蔽
电缆线 、

接地等保护措施
，

对雷击多发区应注意热量表外的防雷击措施
。

6 ) 安装热量表流量传感器的管道
，

应按照系统管道的保温设计要求进行保温处理
。

7 ) 热量表的流量传感器前应安装过滤器
。

针对建筑物热力人 口供水管
，

应安装滤网孔径为 3 m m 左
右的过滤器 ； 针对户用应安装滤网孔径为 O

．

6 5
～

O
．

7 5 m m 左右的过滤器
。

8 ) 热量表流量传感器两侧管道上应安装阀门
，

户用热量表的阀门宜采用球阀
。

9 ) 应根据管道布置要求
，

选用适于垂直或水平安装的热量表
。

6 ．

2
．

2 热量分配表
1 工 作原理
1 ) 温度法热量分配表
温度法热量分配表用于热用户用热量 的分摊 。

对于
一

个确定 的建筑物来说
，

其体积供暖热指标 吼

[w ／(m 。 ·

℃ ) ]是常数
，

对于所处室外条件 ￡。

相同的情况
，

建筑物耗热量 Q (w ) 与室内温度 ￡。

(oC )
有关 。

通过式 6
．

2
．

2
—

1 计量房间的室内温度
，

就可以计量建筑物的热量
。

Q = 口。

y J-(
￡。 吨 )d r

式中 t
— —

时间 ( s )
。

温度法热量分配表工 作原理如图 6
．

2
．

2
一

l 所示
。

每户采集器 (1 ) 将温度传感器 (4 ) 采集的室



供热
、

通风和空调辅助设备及管材
·

3 ¨

温度信号经通讯线路 (5 ) 送到热量采集显示器 (2 )
。

热量采集显示器将这些用户室温送至热量计算分
配器 (3 ) 中

。

热量计算分配器接收自采集器
、

热量表 (6 ) 送来 的信号后
，

按照规定的程序将热量进
行分摊计算 ，

分摊后的热量送至热 量采 集显示器和上
一

级 (社区) 通讯系统中
，

热量采集显示 器 接收
来 自热量计算分配器的信号 ，

并将每户分摊的热量 (当量热量) 进行显示
。

葶荸葶
晶 旧 瞎
瞳 童 皇当 #

q 旷 。

寸 计
一

图 6
．

2
．

2
—

1 温度法热量表工作原理

I 一

采集器 ； 2
一

热量采集显不 器 ； 3
一

热量计算分配器 ： 4
一

温度传感器 ； 5
一

通讯线路 ； 6
一

热量表
2 ) 散热器热分配表
散热器热分配表通过测量所在散热器的散热当量值 ，

对热用户进行供热量的分摊
，

得到房间的供热
量 ，

叉称
“

热分摊表
” 。

散热器热分配表有两种
，

一

种是利用散热器的散热量与液体蒸发量的关系来计
量散热器散热量的仪表 ，

称为蒸发式热分配表 ； 另
一

种是通过测量散热器平均温度 7Tp 与室内温度 n ，

利用公式 6
．

2
．

2
—

2 来计量散热器散热量的仪表
，

称为电子式热分配表
。

Q = K F f(￡。
一

￡。

)d ∥ (卢。卢：卢，角 )

式中 K
— —

散热器传热系数 [w ／ ( m 。 ·

℃ ) ]；

F — —

散热器的散热面积 (m 。) ；

t — —

测量时间 ( s ) ；

卢． 、

卢： 、

岛
、

卢。
— —

与散热器使用条件有关的修正 系数
。

2 选用要点
1 ) 温度法热量分配表

①温度法热量分配表的温度传感器 一

般设在每户主要房间的门上 约 3 0 0 m m 左右 的位置
，

1 个采集
器最多可连接 7 个温度传感器

。

新建建筑可将传感器面板设在暗设的 8 6 型盒 内
，

既有建筑可设在明装

的 8 6 型盒 内 。

②每户设置 一

个采集器
，

每户的主要房间设置
一

个温度传感器
。

每个单元 设 置
一

个热量采集显示
器 ，

每栋建筑设置
一

个热量计算分配器
，

一

个热量计算分配器可连接 8 个热量采集显示器
，

一

个热量采
集显示器可以连接 2 4 个采集器

，

共计 1 l2 户
。

采集器
、

热量计算分配器及热量采集显示器均设在仪表
箱内 ，

仪表箱安装在楼梯间内适当的位置 即可
。

③热量计算分配器的安装位置宜靠近建筑物的总热量表 (楼栋热量表) ，

以便于通讯 线 的设 置
。

为
降低总热量表的投资 ，

多层建筑
一

般情况下
一

栋建筑设置
一

个热力人 口 ，

总热量表设置在人 口处
。

高层
建筑可根据采暖系统特点和用户数量 ，

设置多个分配器和多个总热量表
。

2 ) 散热器热分配表
①散热器热分配表刻度确定的方式有两种 。 一

种根据各散热器设计类型
、

规格
、

散热能力
、

位置和
传热热阻系数值确定 ，

此时进行热量分配计算时
，

不需要再进行散热器修正
。

另
一

种则是安装
一

种统
一

刻度 ，

进行热量分配计算时
，

需要进行散热器散热能力修正
、

传热热阻修正 和房间设计温度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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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双传感器热分配表不予考虑)
，

该修正需要 由计算机完成
。

②作为传感器的导热板 ，

采用夹具或焊接螺栓的方式安装在散热器 1／2 长度
、

2／3 高度处
，

应紧贴
散热器表面 ，

以减小 接触热 阻
。

6 ．

3
．

1 塑料管
1 分类 (表 6

．

3
．

1
一

1 )
2 使用条件分级 (表 6

．

3
．

1
—

2 )
3 许用设计应力 0 |D (表 6

．

3
．

1
—

3 )
4 常用尺寸系列 (表 6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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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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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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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塑料管分类

名称 代号 结构 连接方式

交联铝塑复合管 X P A P

管材的内层和外层为密度≥ 0 9 4 吕／c m ’ 的聚乙烯或乙烯共聚物
，

中
间层为增强铝管 ，

层问用热熔胶紧密粘合为
一

体
。

用作输送热水
时 ．

内外层应为交联聚乙烯

机械连接

铝塑复合管 (代号参见注释) 管材中间层为焊接铝合金 (或铝) 管

，

内外层为共挤聚乙烯塑料 ，

各层间通过热熔粘合剂形成胶粘层 机械连接

聚丁烯管 P B 为热塑性管材
。

由聚丁烯
一

l 树脂添加适量助剂
，

经挤 出成型 热熔连接

交联聚乙烯管 P E
—

X

以
密度 ≥ 0

．

94 g／c m ’ 的聚乙烯或乙烯共聚物
，

添加适量助剂
，

通过

化学或物理方法 、

使其线型大分子交联成三 维网状大分子结构
，

由此种材料制成管材

机械连接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 P P
—

R

为热塑性管材 。

以丙烯和适量乙烯的无规共聚物
，

添加适量助剂
，

经挤出成型 热熔连接

非交联耐热

聚乙烯管 P E
—

R T

主
体原料为乙烯

一

辛烯共聚物
。 通过辛烯共聚单体

，

在聚合反应
中对聚乙烯分子链上支链的数 目和分布进行适度控制

，

使其具有
耐热特性

热熔连接

注 ： 搭接焊式的大致有 ： 代号为 P A P 的铝塑复合管 (结构 ： 内外层为聚乙烯或无规共聚聚丙烯塑料
，

中间层为铝
管) ，

代号为 x P A P 的交联铝塑复合管 (结构 ： 内外层为交联聚乙烯塑料
，

中间层为铝合金管) ； 对接焊式的
有 ： 代号为 P A P 1 的

一

型铝 塑管 (结构 ： 外层为聚乙烯
、

内层为交联聚乙烯塑料
，

嵌入的中间层为铝合金管
。

适合较高工 作温度和流体压力条件下使用)
，

代号为 x P A P 2 的二 型铝塑管 (结构 ： 内外层均为交联聚乙烯塑
料 ，

嵌入的中间层为铝合金管
。

适合较高工作温度和流体压力条件下使用
，

较
一

型管具有更好抗外部恶劣环境
性能 ) ．

代号为 P A P 3 的三型铝塑管 (结构 ： 内外层均为聚乙烯塑料
，

嵌入的中间层为铝管
。

适合较低工 作温
度和流体压力下使用) ，

代号为 P A P 4 的四型铝塑管 (结构 ： 内外层为聚乙烯 塑料
，

嵌入的中间层为铝合金管
。

适合较低工作温度和流体压力下使用 。 可用于输送燃气等气体 )
，

代号为 R P A P 5 的五型铝塑管 (结构 ： 内外层
为耐热聚乙烯塑料

，

中间层为铝合金管
。

适合较高工 作温度和流体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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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3
．

1
—

2 塑 料管使用条件分级

使用条件
正 常工作温度 最大 工作 温度 异 常温度

典型应用 范 围举 便(℃ ) 时 间 (Y ) ( 0c ) 时间 (Y ) (℃ ) 时 l司 (h )

应力安全系数 1 5 1
．

3 1
．

0

等级

l 6 0 4 9 8 0 I 9 5 1o 0 供 6 0 ℃ 热水

2 7 0 4 9 8 0 I 9 5 】0 0 供 7 0 ℃ 热水

3 3O 2O 50 4 ．

5 6 5 1O 0

低温地板辐射供

暖
4 0 2 5

4

4 0 2 0

7 0 2 ．

5 l0 0 10 0

低温地板辐 射

供暖和低温 散

热器采暖

6o 2 5

20 2 ．

5

5

印 2 5

90 I 10 0 1O 0 85／60 ℃ 热 媒 散
热器供暖80 10

20 14

注 ： l
～

5 级是根据国际标准 ls 【)／10 5 0 8 ： 19 9 5 推荐的方法
，

按欧洲奥
、

德
、

法地区典型使用条件的分级
。

其中 3 级
一

般已不被采用
。

表 6
．

3
．

1
—

3 塑料管许用设计应力 ％ 【M P a )

使用条件分级 1 2 4 5 2 0 ℃ ／5 0 年

P B
管 5

．

7 3 5 【Ⅵ 5
．

4 6 4
．

3 I 1n 9 2

P E —

x 管 3
．

85 3
．

54 4
．

【x】 3
．

24 7
．

60

P P —

R 管 3
．

0 9 2 l3 3
．

30 1 90 6
．

9 3

P E —

R T 管 3 0 6 2
．

15 3
．

34 2 0 2 7
．

36

注 ： 上表系按 Is O 13 7 6 O 推荐的 M in e r s 准则计算出的确保 5 0 年使用寿命的管材许用没计应力
。

其中 2 0 ℃ ／50 年的许
用设计应力 ，

安全系数取 l_5 ，

只适合输送冷介质时采用
。

表 6
．

3
．

1
—

4 常用尺寸系列

公称外径 D
。

( m m )

公称壁厚 e 。

( m m )

s8 s6 ．

3 S5 S 4 S3 2 s2
．

5

l6 l 3 】．

3 1
．

5 l 8 2 2 2
．

7

2 O l_3 1 5 】．

9 2
．

3 2
．

8 3
．

4

2 5 1 ．

5 1
．

9 2
．

3 2
．

8 3
．

5 4 2

3 2 1 ．

9 2
．

4 2 9 3
．

6 4 4 5
．

4

5
材质和壁厚选择方法举例

1 ) 确定管材的使用条件等级 。

根据工 程使用条件
、

运行水温及其作用时间 ，

确定管材使用条件等
级 。

举例 ： 北京地区热媒设计参数 8 5／6 0 ℃ 的散热器采暖工程
，

可按国际标准 Is 0 ／l0 5 O 8 ： 19 9 5 的 5 级
，

即在共 5 O 年的总使用周期中
，

运行温度 2 O ℃ 共历时 l4 年
， 6 0 ℃ 共历时 2 5 年

， 8 O ℃ 共历时 l0 年
， 9 0 ℃

共历时 1 年
， 10 0 ℃ 的意外运行条件不超过共 l0 0 h (参见

“

表 6
．

3
．

1
—

2 塑料管使用条件分级
”

)
。

2 ) 选择管材材质并得到许用设计应力
。

根据使用条件分级
，

确定管材许用设计应力 ％ 。

举例 ： 选
用 P P

—

R 管
，

使用条件 5 级
， 口 。 = 1

．

9 O M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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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选择管材系列
。

应根据环应力 a 不大于许用设计应力 0 ID 、

以及所 选管材系列的 s 值应不大于

计算得 到的 s 。。 。 。值的原则
，

选择
、

确定管材系列
。 |s。。 。 。值按下式计算 ：

r r
．

s c m ㈣ = 子 (6
．

3
．

I )
J D

式中 ％
— —

许用设计应力 (M P a ) ；

P 。
— —

系统工 作压力 (M P a )
。

举例 ： 设系统工 作压力 尸D = O 8 M P a ， s c Ⅲ m x = 口 。／P D
= l

，

9／0
．

8 = 2
．

3 7 5 ，

根据如上所述选择管材
系列原则 ，

应选择 S2 系列的 P P
—

R 管
，

因为 2 < 2
．

3 7 5 。

4 ) 在所选管材系列 中
，

按管材公称外径确定所需最小壁厚
。

举例 ： 在 S2 系列内
， D e l6 壁厚为

3 ．

3 m m ，

D e2 0 壁厚为 4
．

1 m m 。

5 ) 按壁厚检验所选择管材是否合理 。

例如 ： D e2 0 的壁厚 已达 4
．

1 m m ， 一

般无此产品
，

只能改用
其它材质 。

6 ) 改用其它材质应验算
。

例如 ： 改选用 P B 管
，

使用条件 5 级
， ％ = 4

．

3 1 M P a ， 5 。 。 。 = ％ ／P 。

= 4 ．

3 l／O
．

8 = 5
．

3 8 8 ，

根据管材系列选择原则
，

选择 s 5 系列
。

在 s 5 系列中
， D e l6 壁厚为 J

．

5 m m ， D e 2 0

壁厚为 1
．

9 m m 。

7 ) 考虑管材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缺陷
，

管材壁厚不应小于 1
．

8 m m ； 需进行热熔焊接的管
材 ，

其壁厚不得小于 1
．

9 m m 。 ’

6 设计选用要点
1 ) 埋设在地面垫层内的塑料类管材 ，

不允许有接头
，

应严格执行有关规程的规定
。

2 ) 应注意塑料类管材有线膨胀系数较大的特性
。

3 ) 除铝塑复合管外
，

其它塑料类管材均有透氧性
，

当采用钢板制作的散热器时
，

宜选用有阻氧层
的管材 。

4 )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的低温脆化温度为
一

1O ℃ ，

其它塑料类管材为
一

7 0 ℃ 。

5 ) 除铝塑复合管以外的其它塑料类管材
，

应按外径乘壁厚 (或 s 系列) 标记管径
。

6 ) 当选用上述四种 以外 的其它新型塑料类管材时
，

同样也应根据该种管材在不同使用条件分级时
的许用设计应力 ，

确定其壁厚
。

7 ) 铝塑复合管是由塑料和铝材两种杨氏模量相差很大的材料组成的多层管
，

在承受内压时
，

厚度
方向的管环应力分布是不等值的 ，

无法考虑各种使用温度的累积作用
。

而且
，

每
一

种管径只有
一

个壁
厚 ，

因此不能用 s 值来选用管材或确定管材的壁厚
。

应根据生产厂提供的
“

长期工作温度
”

和
“

允许
工 作压力

” ，

直接选择不同类别的铝塑管以及不同管径的单
一

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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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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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气管材分类

类别 使用场所 适用压力 连接方式 特点

无缝钢管 地下 室

、

半地下室 、

管井
、

引
入管及室内明装或暗设 中压

、

低压 焊接或法兰连接 承压较好

镀锌钢管 室内明装 低压 螺纹连接 施工 方便

不锈钢波纹管 支管室内明装或暗设 、

暗埋 低压 专 用 管 接 头 卡 套 连接 整体 管段
，

接口少

铜管 支管室内明装或暗设 、

暗埋 低压 承插式硬钎焊连接 管长 按 需
要 切 割 ．

接口少

注 ： 暗设是指隐蔽在柜橱
、

吊顶
、

管沟等部位的燃气管道
。

暗埋是指埋人墙壁或地板内的燃气管道
。

表 7
．

1
．

2
—

1 无 缝钢管主要参数

公称直径 (m m ) D ^ 5 0 D ^ r6 5 D ，v80 D Ⅳl0 0 D 』v l5 0 D ／v2 0 o

外径 (m m ) 60 7 6 89 I l4 16 8 2 I9

推荐壁厚 (m m ) 3
．

5 4
．

0 4 0 4 5 5
．

O 6
．

O

材质 l0
、

20
、

Q2 9 5
、

Q 345
，

常用 2 O

表 7
．

1
．

2
—

2 镀锌钢管主要参数

公称直径 ( m m ) D 』＼r15 D Ⅳ2O D Ⅳ25 ，j^ 珥O ，J川5 0

外径 (m m ) 2 1
．

3 2 6 9 3 3
．

7 4 8
．

3 6 O
．

3

普通管壁厚 (m m ) 2 8 2 8 3 2 3
．

5 3
．

8

加厚管壁厚 (m m ) 3
．

5 3
．

5 3
．

5 4 5 4 5

材质 Q 2 3 5 B

表 7
．

1
．

2
—

3 铜管主要参数

公称直径 ( m m ) 8 l0 15 2 0 2 5 32 柏 50

壁
厚 ( m m ) 0

．

8 0 8 1 0 1 2 1
．

2 I
．

5 1
．

5 2
．

0

材
质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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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1
．

2
—

4 不锈钢波纹管主要参数

规格 接燃气表用软管 接燃气灶用软管 可埋式软管 (带防护套 )

管径 × 管长 (m m )

2 0 x 20 0

32 x 3 5O

4 0 × 4 o O

5O ×4 5 0

5 O × 7o o

10 x 5 0 0

l0 × 80 0

l0 × 10 0 o

1O × l2 0 0

l5 × 2 0 0 0 0

l5 × 30 00 0

2 0 × 2 0 0 o 0

2 0 × 30 00 0

2 5 × 20 00 0

25 × 30 000

材
质 S U S3O 4

7 ．

1
．

3 选用要点
1 根据室内燃气管道最高压力

、

敷设方式和要求
，

选择适合的管材及连接方式
。

室内燃气管道宜
选用钢管 ，

也可选用铜管
、

不锈钢管
。

2 钢管类型的选择依使用场合确定
。

低压燃气管道
，

应选用热镀锌 (热浸镀锌) 钢管 ； 中压燃气
管道 ，

宜选用无缝钢管或热镀锌钢管 ； 暗设管道宜选用无缝钢管
。

钢管的壁厚选用 ： 对于镀锌钢管
，

低
压宜采用普通管 ，

中压应采用加厚管
。

对于无缝钢管
，

壁厚不得小于 3 m m ； 用于引入管时
，

壁厚不得
小于 3

．

5 m m 。 在避雷保护范围以外的屋面上和高层建筑沿外墙架设的钢管
，

壁厚不得小于 4 m m 。

3 铜管类型的选择依使用场合及燃气中硫化物含量确定
。 埋人建筑物地板和墙 中的铜管

，

应采用
覆塑或包有绝缘保护材料的铜管 。

燃气中硫化氢含量大于 7 m 晷／m 。 的中低压燃气应用场合
，

铜管应选用
带耐腐蚀内衬的产品。

铜管的壁厚可选用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 G B ／T 18 0 33 中规定的 A 型管或 B 型

管 。

铜管应采用硬钎焊连接
。

不得采用对焊
、

螺纹或软钎焊连接
。

4 不锈钢管暗埋敷设时
，

必须选择具有外包覆层的产品
。

5 薄壁不锈钢管的壁厚不得小于 0
．

6 m m ，

不锈钢波纹管的壁厚不得小于 0
．

2 m m 。

7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露天敷设的钢管

，

其防腐层应为耐候型防腐材料
。

2 钢管的连接方式 ： 对于公称直径 ≤ D N 5 0 的室内 (地下室
、

半地下室等部位除外) 低压燃气管
道 ，

可采用螺纹连接
。

其他管道应采用焊接或法兰连接
。

钢管螺纹连接时
，

应采用锥／锥螺纹连接
，

钢
或铜合金螺纹管件 。

密封填料宜采用聚四氟乙烯生料带
、

尼龙密封绳等 。

3 铜管应采用硬钎焊连接
，

并宜采用不低于 】
．

8 ％ 的银 (铜
一

磷基) 焊料 (低银铜磷钎料)
。

不
得采用对焊 、

螺纹或软钎焊连接
。

4 薄壁不锈钢管应优先采用承插氩弧焊式管件连接
，

可采用卡套式管件机械连接 。 不锈钢波纹管

应采用卡套式专用管件机械连接 。

5 燃气引入管不得敷设在卧室
、

卫 生 间
、

易燃易爆品仓库
、

有腐蚀介质的房间
、

发电间
、

配电
间 、

变电室
、

不使用燃气的空调机房
、

通风机房
、

计算机房
、

电缆沟
、

暖气沟
、

烟道和进风道
、

垃圾道

等地方 。

6 敷设在地下室
、

半地下室
、

设备层和地上密闭房间以及竖井
、

住宅汽车库的燃气管道和管件
，

应按提高一

个压力等级选用
，

焊口应进行 Io 0 ％ 射线照相检验
。

7
燃气水平干管和立管不得 穿过 易燃易爆品仓库

、

配电间
、

变电室
、

电缆沟
、

烟道
、

进风道和电
梯井等 。

8 燃气立管不得敷设在卧室和卫生 间 内
。 立管穿过吊顶时应设套管

。

9 燃气支管暗埋部分不宜有接头
。

暗埋管道必须在气密性试验合格后覆盖
。

7 ．

1
．

5 相关标准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 B ／T 8 16 3

—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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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 B ／T 3 O 9 1
—

2 o o 8 。

《5 5 。

密封螺纹第 2 部分 ： 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 B ／T 7 3 O 6
．

2
—

2 0 0 0 。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 G B ／T l8 0 3 3
—

2 0 0 7 。

《铜管接头》 G B ／T l 16 l8
．

1
—

2 0 0 8 。

《燃气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c J／T 19 7
—

2 0 0 6 。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 B ／T l2 7 7 1
—

2 0 o 8 。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 B 5 0 0 2 8
—

2 0 0 6 。

7 ．

2
．

1 分类 (表 7
．

2
．

1 )
7 ．

2
．

2 主要参数 (表 7
．

2
．

2 )

7 ．

2 燃气阀门

表 7
．

2
．

1 燃气阀门分类

分类 使用场所 特点

球阀 室内燃气管道 全通 径

，

防火 、

防静电
，

有 限位器
和防阀杆冲出装置

旋塞阀

紧接式旋塞阀 居民用户灶具前的管道

全通径单头旋塞阀 与单根燃具胶管相接

双头旋塞阀 与两根燃具胶管相接

7 ．

2
．

2 燃气阀门主要参数

类别 常用规格 适用压力

球阀 D 『v15
、

D ^晓5
、

D ^ q 0
、

D ^石O
、

D ～l0 O 低压
、

中压

紧接式旋塞阀 D 』v l5
、

D ，＼】2 0

低 压
单头旋塞阀 D ，v l0

双
头旋塞阀 D Ⅳ10

7 ．

2
。

3 选用及施工 安装要点
1 燃气系统中的总管及分支管以及燃气用具前

， 一

般选用球阀
。

2 居民用户的灶具前可选用旋塞阀
。

3 敷设在地下室
、

半地下室
、

设备层和地上密闭房间以及竖井
、

住宅汽车库的燃气管道 阀门
，

应
按提高 一

个压力等级选用
。

4 阀门宜有开关指示标识
。

5 阀门安装前应逐个进行外观检查
，

设在引入管上的阀门宜进行严密性试验
。

6 阀门应在关闭状态下安装
。

7 ．

2
．

4 相关标准
《家用手动燃气阀门标准》 c J／T 18 0

—

2 0 0 3 。

《燃气阀门的试验与检验》 C J／T 3O 55
—

19 9 5 。

7 ．

3
．

1 分类 (表 7
．

3
．

1 )
7 ．

3
．

2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7
．

3
．

2 )

7 ．

3 燃气计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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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3
．

1 燃气计量仪表分类

分类 适用范围 特点

容积式 皮膜表 住宅

、

小型餐馆 计量低压燃气

腰轮表 (罗茨表 ) 用气量较大的餐馆 表前需配过滤装置

速度式 涡轮表 锅炉房

、

用气量较大的用户 表前需配过滤装置

旋进旋涡表 锅炉房 、

用气量较大的用户 表前需配过滤装置

表 7
．

3
．

2 燃气计量仪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项目

容积式 速度式

膜式表 腰轮表 涡轮表 旋进旋涡表

流量范围 ( m ’／h ) 0
．

0 l6
～

】6 5 O
．

6
～

4 0 0 2 5
—

6 50 0 1
．

5
～

3600

公
称压力 (M P a ) 0．0 0 5 1

．

6 I
．

6 1
．

6

计量精度 (％ )

A 级
B
级

1 ．

O 级
l 5

级

1 ．

O 级
】．

5 级

1 ．

0 级
1 ．

5 级

前后直管段 不需要 不需要 按说明书配置 按说明书配置

压力损失 ( P a ) 6 O
～

30 o I10
—

3 5 0 9 0 0
～

l5 50 3O 00

7 ．

3
．

3 选用要点
1 燃气计量仪表应根据用户的燃气计算流量

、

工 作压力
、

允许的压力降等条件选择
。

2 燃气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应在燃气表量程范围之内
。

3 燃气表的工作压力在中压范围内时
，

应有温度
、

压力补偿装置
。

4 表前过滤器的过滤精度应满足燃气表对气体杂质的过滤要求
。

7 ．

3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燃气计量表应有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检定合格证

，

出厂合格证
，

质量保证书
，

标牌上应有
C M c 标志

、

生产 日期
、

编号和制造单位
。

2 燃气表与管道的连接应严密
，

不可强力组装
。

3 膜式表
表体安装应平 、

正
，

支架的安装应端正牢固
，

无倾斜 。

4 腰轮表
1 ) 安装应平

、

直
。

2 ) 润滑油应在腰轮表安装后和运行前添加至油位视镜中心刻度处 。

5 涡轮表
1 ) 应水平安装 ，

表头朝上
，

燃气气流方向应与表上的箭头方向
一

致
。

2 ) 涡轮表及其前后的直管段的轴线应水平同轴
。

6 旋进旋涡流量计
1 ) 应水平安装

，

表头朝上
，

燃气气流方向应与表上的箭头方向
一

致
。

2 ) 流量计及其前后的直管段应水平同轴
。

7 住宅内高位安装燃气表时
，

表底距地面不宜小于 1
．

4 m ； 当燃气表安装在燃气灶具上方时
，

燃气
表与灶具的水平距离不得小于 3 0 c m ； 低位安装燃气表时

，

表底距地面不得小于 10 c m 。

8 燃气表需要配置过滤器和有前后直管段长度要求时
，

周围应有足够的空间
，

满足运行
、

检修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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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

5 相关标准
《膜式燃气表》 G B ／T 6 9 6 8

一

I9 9 7 。

《气体腰轮流量计》 JB／T 7 3 8 5
一

I9 9 4 。

《容积式流量计通用技术条件》 JB／T 9 2 4 2
—

19 9 9 。

《电磁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l033
—

2 O 0 7 。

《膜式燃气表检定规程》 JJG 577
—

2 0 0 5 。

7 ．

4 燃气安全装置

燃气安全监控装置包括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

燃气紧急 自动切断阀
、

控制器
，

且应具有连锁功能
实现对燃气系统的在线检测 、

报警
、

切断
。

7 ．

4
．

1 分类 (表 7
．

4
．

1 )
7 ．

4
．

2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表 7
．

4
．

2
—

1
～

表 7
．

4
．

2
—

3 )
表 7

．

4
．

1 燃气安全装置分类

类别 设置场所 特点

燃气紧急自动切断阀 常开型 居民及商业用户 断电情况下仍可供气
常闭型 锅炉房 断电时停气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地下室 、

半地下室及地上密闭用气房间
、

燃气计量问 、

燃气管道竖井及有燃气管道
的管道层

报警器探头包括催化燃烧型和半

导体型

控制器 控制室或单独房间 控制器与报警器探头

、

排风机和

紧急自动切断阀连锁

表 7 ．

4
．

2
—

1 燃气紧急自动切断阀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常开型 常闭型

公称直径 D 』v l5
～

D M 0 D ／屿 O
～

D Ⅳ；o 0

电
动装置 A C 22O V

、

D C 24 V A C 2 20 V
、

A C 3 8 0 V
、

D (：2 4 V

关闭速度 (s ) < 8 3
．

7 5

防爆性能 符合防爆要求

表 7 ．

4
．

2
—

2 燃气浓度检测报酱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检测介质 天然气 、

液化石油气等

工作环境温度 (℃ ) 0
～

5 5

检
测方式 催化燃烧或半导体式

报警浓度 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 lO ％
一

2 5 ％

功率 (w ) < 5

响应时间 (s ) ( 3 0

初
期稳定时间 (向 n ) 4

输出信号形式 D c 12 V 脉冲信号

外部输出延迟 (s ) 3 5 + l5

电源 A C 2 2 0 V ／5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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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4
．

2
—

3 控制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 (℃ )
一

l0
～

5 5

工
作环境湿度 ≤ 8 5 ％ R H ，

不结露

显示精度 数码管 ： ± 】个字
，

光柱 ： l％ F
．

s
．

报警指示 二 级声光报警

输出信号 4
—

20 m A 标准信号输出

7 ．

4
．

3 选用要点
1 燃气紧急 自动切断阀

1 ) 常开型紧急 自动切断阀适用于有可能停电的居民或商业用户 ； 常闭型紧急自动切断阀适用于有

备用 电源 的锅炉房用户 。

2 ) 设置在锅炉房计量间以及地下室
、

半地下室
、

密闭房间的紧急 自动切断阀应选用防爆型 ； 设置
在通风良好的地上居民用户厨房及餐馆操作间的紧急自动切断阀可以选用非防爆型。

3 ) 紧急 自动切断阀应具有 自动关闭手动复位功能 。

2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1 ) 报警器应敏感

，

在使用期限内不易老化
、

失效
。

2 ) 设置报警器的房间应至少安装二 个报警器探头
。

3 ) 用气设备在地下室
、

半地下室或地上密闭房间时
，

用气房间应设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

并由管
理室集中监控 。

7 ．

4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报警器探头应设在避开高温

、

高湿或大量油烟的地方
。

2 燃气紧急自动切断阀安装时燃气气流方向应与阀体上标示的气流方向
一

致
，

水平安装
，

如需垂
直安装时应先确认切断阀说明书中的要求 。

3 报警系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

7 ．

4
．

5 相关标准
《家用燃气泄漏报瞀器》 c J 3 0 5 7

一

l9 9 6 。

《可燃气体控制报警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 B I6 8 0 8
一

l9 9 7 。

《家用可燃气体报警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c A l2 7
一

l9 9 6 。

《燃气阀门的试验与检验》 C J／T 3O 5 5
一

l9 9 5 。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 B 5 o 0 2 8
—

2 o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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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配电装置及高压电器
·

如 3

1 高压配电装置及高压 电器

1．1 高压开关柜

1 ．

1
．

1 产品概述
高压开关柜由高压断路器 、

负荷开关
、

接触器
、

高压熔断器
、

隔离开关
、

接地开关
、

互感器和站用
变压器 ，

以及控制
、

测量
、

保护
、

调节装置
，

内部连接件
、

辅件
、

外壳和支持件等组成的成套配 电装

置 ，

其内的空间以及空气或复合绝缘材料作为绝缘和灭弧介质
，

用作接受和分配电网的电能
。

或用作对
高压用电设备的保护和控制 。

1 ．

1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1 高压开关柜按结构分类 (表 1

．

1
．

2
—

1 )
表 1

．

1
．

2
—

1 高压开关柜按结构分类

开关柜

类别

半封闭式高压

开关柜

金属封闭式高压开关柜

金属铠装式高压 开关 柜 间隔式 高压
开关 柜 箱式高压 开关柜

结构

型式

固定 式高压开关
柜 (户内型 )

金属 铠 装 式 移

开式 高 压 开 关

柜 (户 内型 )

金 属铠 装式 固

定式 高压开关

柜 (户 内型 )

间 隔 移 开 式

高 压 开 关 柜

(户内型 )

箱 式 固 定 式

高 压 开 关 柜

(户 内型 )

箱 式 环 网 式

高 压 开 关 柜

(户 内型 )

高 压 电 缆 分

接 箱

型号 K Y N K G N JY N X G N H X C N

断路

器安

装位置

落地式 中置式 落地式 中置式

特点

2 ．

5 m 高的带 电
组件允许暴露在

柜体外 。

且无 隔

室 ，

安 全 性 较
差 。

结构简单
，

制造方便 ，

价格
便宜 ，

且 能明确

看到引进线 隔离

开 关 的 分 合 状

态 ，

目前已较少
使用

隔室采 用金 属

隔 板 ，

可 将 故

障电弧 限制在

产生的隔室内 ，

电弧触 及金 属

隔板 即被 引入

地 内 ，

安全性
好 ，

价格较贵
，

断路器 更换方

便 ．

目前 中 置

式使用较多

隔室采用金属

隔板 ，

可将故

障电弧限制在

产 生 的 隔 室

内 ，

电弧触及
金属隔板即被

引入地内 ，

安
全性好 ，

价格
较贵 ，

断路器
更换方便 ，

目
前 中置式使用

较多 。

断路器
更换不方便 ，

多用于高海拔

地区加强绝缘

室 内采 用 绝

缘 隔 板 ，

电
弧有 可 能烧

穿绝缘 隔 板

进入 其 它 隔

室使事 故 扩

大 ，

安 全 性
不如 金 属 铠

装 式 ，

断路
器更换方便

隔室数量少 ，

隔板的防护

等级 低 ，

或
无 隔 板 ，

安
全 性 稍 差 。

断路器更换

不方便

隔室数量少 ，

隔板 的防护

等级 低 ，

或
无 隔板 ，

安
全 性 稍 差 ．

断路器更换

不 方 便 ，

单
台变压器容

量 l2 5 0 kV A

及
以 下 采 用

负 荷 开 关 加
熔断器保护 ，

应考虑转移

电 流 问 题 ，

价格便宜

按分支数分

为 三 分 支
、

四 分 支 、

五

分 支
、

六 分
支等 。

按 进
出线 分 为单

端 型 、

双 端
型 。

按 主 干
和 分 支 结 构

分 为 带 开关

型 与不 带 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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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压开关柜按柜体形成方式分类 (表 1
．

1
．

2
—

2 )
表 1

．

1
．

2
—

2 高压开关柜按柜体形成方式分类

柜体形成方式 柜体焊接式 柜体组装式
特点 柜体焊接而成 ，

易变
形 ，

劳动强度大

采用拉铆螺母和高强度的螺栓连接而成 ，

外壳采用热镀锌钢板或铝锌复合板
，

经数控 机床加工 并采用 弯折工艺
，

柜体误差小
， 一

致性好

3 高压开关柜按断路器类型分类 (表 1
．

1
．

2
—

3 )
表 1

．

1
．

2
—

3 高压 开关柜按断路器类型分类

断路器类型 真空断路器 s R

特点 在
l2 kV 级无油化进程中已成为主导产品

。

不需专门维护 在
4 0 5 k V

级中除采用真空断路器外也采用 S F 。 断路器

4 金属封 闭移开式高压开关柜按断路器安装位置分类 (表 1
．

1 _2
—

4 )
表 1

．

1
．

2
—

4 高压开关柜按断路器安装位置分类

断路器安装位置

金属封闭移开式高压开关柜

断路器中置式 断路器落地式

特点 手车结构置于柜体中部

，

手车的推人拉出需要装

载车 ，

其高度可调
，

使用便利

手车结构本身落地 ，

推入柜内
，

对建筑物地

面做法要求较高

5 高压成套装置全型号的组成

1 ) 产品全型号组成中的第 ( 1 ) (2 ) (3 ) 位
，

按表 1
．

1
．

2
—

5 确定
。

2 ) 产品全型号组成中的第 (4 ) 位为设计序号
。

3 ) 产品全型号组成 中的第 (5 ) 位为改进顺序号
。

4 ) 产品全型号组成中的第 (6 ) 位为成套装置的额定 电压
。

对预装式变电站
，

其标注方法为
“

高
压侧额定电压／低压侧额定电压

” 。

5 ) 产品全型号组成中的第 (7 ) 位为高压成套装置中配用主开关类别
，

用加括号的下列符号表示 ：

(对预装式变电站 ，

只标注高压侧主开关类别 )
— —

(L ) ： 配六氟化硫 断路器 ；

— —

(z ) ： 配真空断路器 ；
— —

(F ) ： 配负荷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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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5

— —

(F ·

R ) 配负荷开关
一

熔断器组合电器
— —

(J ·

R ) ： 配接触器
—

熔断器组合电器 ；
— —

(G ) ： 配隔离开关
。

表 1
．

1
．

2
—

5 高压成套装置全型号中第 (1 ) (2 ) (3 ) 位的符号及其组成

产品名称

结构特征 使用场所

移开式 固定式 变电站
品字布置

变电站

目字布置 户内用 户外用

Y G P M N W

组
成

铠装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K K Y K G K Y N K G N K Y W K G W

间隔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J JY JC JY N JG N JY W JG W

箱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X X Y X C X Y N X G N X Y W X G W

预装式变电站 Y B Y B P Y B M

封闭式组合电器 Z F Z F N Z F W

复合式组合电器 Z H Z H N Z H W

敞开式组合电器 Z C Z C N Z C W

高压电缆分接箱 D F D F N D F Ⅳ

6 ) 产品全型号组成中的第 (8 ) 位为主开关所配用的操动机构类别
。

7 ) 产品全型号组成中的第 (9 ) 位为特殊使用条件的派生产品标志
。

8 ) 产品全型号组成中的第 (10 ) 位为高压成套装置的额定电流
，

以安培值表示
。

对于预装式变 电

站 ，

此位置可不标注
。

9 ) 产品全型号组成中的第 ( 11 ) 位为高压成套装置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或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标注
内容取决于主开关类别) ，

以干安值表示
。

对于预装式变电站标注其额定最大容量
，

以千伏安值表示
。

1 。

1
．

3 高压开关柜技术性能要求
1 主要技术 内容

1 ) 使用环境条件 ：

海拔高度 ： 不超过 l0 0 0 m 。 环境温度 ： 不高于 + 4 O ℃ ，

不低于
一

5 ℃ 。

相对湿度 ： ≤ 9 O ％ ( 15 。c )
。

抗震能力 ： 地面水平加速度 O
．

4 g 。

地面垂直加速度 0
．

2 g 。

安全系数 ： 安全系数 > 2 。

特殊使用环境条
件 ，

订货时协商解决
。

2 ) 使用技术条件及产品试验参数 ：

额定工 作电压 ： 1O k V 。

最高工 作电压 ： l2 k V 。

额定工 作频率 ： 5 0 H z 。

额定关合电流 ≥ 6 3 k A ： 额定
开断电流≥ 2 5 k A 。

额定动稳定电流 ： 6 3
、

(8 0 ) k A (峰值 )
。

额定热稳定 电流 ： 2 5
、

(3 1
．

5 ) k A 。

对
1O k V

不接地系统 (中性点经消弧线 圈接地 ) 高压设备 的绝缘水平应符合额定 电压 15／l7
．

5 k V 等级标
准。 工频耐压 ： 瓷绝缘工 频耐压 ： 4 2 k V ／l m in ； 非瓷绝缘工 频耐压 ： 3 8 k V ／1耐 n 。 冲击耐压 ： 7 5 k V (峰
值) 。

温度 ： 开关柜可接触部件 3 0 qC ； 导体表面 6 5 ℃ 。

内部故障电弧效应试验 ： 电缆室 ： 2 0 k A ／O
．

1 s ；

断路器室 ： 2 O k A ／0
．

8 s 。

局放试验
，

按规定
。

2 柜体结构技术要求 (金属铠装移开式 )
1 ) 柜体外形尺寸 (宽 × 高 × 深) 应符合设计要求

。

2 ) 电缆 (母线) 的进出线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

3 ) 结构构造 ：

①每个柜中的元件
，

如母线
、

断路器
、

电压互感器和出线电缆等均应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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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断路器室应 由 一

个钢板封闭单元组成
，

并带有用于拉出型可动部分所必需的装置
，

相『司参数的可

移动元件应能互换 ，

具有相同参数和结构的其他元件也可互换
。

③柜的金属壳和隔板均应是可靠接地 ，

接地导体和接地开关额定值应满足额定短时和峰值耐受电流
的要求 。

铜导体的电流密度应不超过 2 0 0 A ／m m 。。

④在运动位置上的隔离插头
，

应耐受短路冲击电流并保证接触良好
。

⑤当拉出小车时 ，

应确保隔离插头断开
。

隔板的开 口能自动关闭以防止接触到带电部分
。

⑥在开关柜里的元件应装有联锁
，

小车只有当断路断开时才能拉出
，

接地开关和断路器应有可靠联
锁 ，

对于操作接地开关
，

应有清楚的指示计指示出线侧无电压
，

且断路器断开
，

以防误操作
。

⑦柜壳应用金属构成 ，

壳体应满足保护规程要求
，

地板和墙壁都不能作为柜壳的
一

部分 (柜底应
允许两条电缆穿人并作终端 ，

例如可用橡皮垫等
，

在底部以上的电缆室应有足够的安装空间以安装大截
面电缆和零序电流互 感器)

。

⑧用于正常维护的门和盖
，

应不用手动工 具即可打开
，

但为了操作人员的安全应有联锁装置
。 此

外 ，

应提供专门挂锁
。

⑨如壳体上有
一

观察 口
，

它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

并应考虑壳体与电气元件问的安全距离和静电屏

蔽措施 。

⑩气孔或排气口应与壳体有同样的安全等级
。

⑧隔板应满足其保护标准 ，

绝缘隔板应能耐受工 频耐压试验
。

在主电路和绝缘隔板之间应有足够的
空气间隔以能够承受 l5 0 ％ 额定电压的耐压 试验

。

⑩在每个柜中的母线应装在单独的母线隔层中 ，

母线和电缆连接可用铜带
，

相序的排法是第
一

相
【J1 (用黄色表示 )

，

第二 相 I2 (用绿色表示)
，

第三 相 L3 (用红色表示) 从上至下或从左至右或从里
到外 。

⑩封闭开关装置应能方便组装运输 和现场安装
，

应有电缆终端头
、

安装孔
、

起吊螺栓
、

螺栓孔接地
线 、

铭牌
、

挂锁等
。

⑩柜壳的涂漆颜色见工 程设计图
，

如图中未指定要求时由制造厂决定
。

⑩距离 (由厂家提供) ：

固定触头与绝缘板的护 门之间 ； 带有绝缘管动臂与隔离板问； 相间 (中心距离 ) ； 相对地 (中心
线) ； 母线相间距 (净距 ) ； 相母线对地 (净距 )

。

应分别给出爬电距离 ： 瓷质材料和有机材料
。

⑩在出线电缆上应装有氖灯型 电压显示器 。

⑩母线和引线的接头都应有绝缘 。

⑩柜内应根据需要装有加热和照明设备 。

⑩进线柜应是可移 出的隔绝小车型
。

⑩各柜母线每三 个柜设
一

个装拆点
。

⑨开关柜上下部 的通风孔要加 隔尘 网
。

并达到防护等级 ： IP 4 x 级要求
。

②柜后左侧设接地螺栓 ，

并标以标记
。

②电缆小室中电缆端子距柜底高度 ，

不得低于 7 o (】m m 。

1 ．

1
．

4 高压开关柜配套产品技术要求
1 配套主要器件技术要求 ( 12 kV 级 )
1 ) 断路器 ： 额定工 作电流按设计图纸要求

。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 ≥ 2 5 k A (4 s )
。

额定短路关合电
流 ： ≥ 6 3 k A (峰值 )

。

断路器操动机构类型
，

电压 (V )
。

断路器分闸线圈电流 (A )
，

分闸线圈电阻
(I2) 。

断路器的分合闸线圈在 6 5 ％
～

l 1O ％ 额定电压下应可靠动作
，

3 O ％ 额定电压以下不应动作
。

断路
器的操动机构应有可靠的自由脱扣装置 。

操作循环为 ： 分
一

0
．

5 s
一

合分
一

18 0 s
一

合分
。

合闸时间 ≤

0 ．

2 s 。

分闸时间≤ 0
．

O 6 s 。

机械寿命为 10 0 0 0 次
。

开关使用年限应≥ 2 0 年 (采用真空断路器)
。

2 ) 电流互感器 ： 型 式 ： 环 氧 树 脂浇注型
。 型号 ： 变 比按设计图纸

。

准确等级 ： 测量级 O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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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 V A ； 保护级 l0 P 级 3 O V A ； 差动保护级 5 P 级 3 0 V A 。

局部放电 < 3 O p c 。

热稳定电流 (3 s ) ≥ 2 5 k A 。

动

稳定电流≥ 6 3 k A 。

3 ) 电压互 感器 ： 环氧树脂浇注型
。

额定电压比 l0 0 0 O V ／10 0 V 。

负载和精度 8 O V A ， 0
．

5 级
。

最大热

负荷由厂家提供 。 工 频耐压 ：
一

次对二 次及地 4 2 k V ／5 m in ； 二 次对地 3 k V ／5 m jn 。

冲击电压 ( 12／6 O 斗s )
>
9 5 kV (全波 ) 1 m in 。

电压等级 l5
～

17
．

5 k V 。

最高工 作电压 12 k V 。

局部放电 < l0 p c 。

4 ) 柜内二 次器件 ：

①开关柜上所选用 的继 电器
、

仪表
、

各型端子板
，

连接片
、

指示灯等应符合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
。

②手动式开关柜的二 次插件应设二 个
，

分别为电流互感器回路和操作 回路专用
， 二 个插件在结构上

应做到不能混插
，

并用不同颜色区分
。

③所使用的插件须有定位装置
，

反向时带电部位不得接触
，

并有方向标志
。

④二 次插件应有联锁
，

手车在工 作位置时插头不能拔出
。

⑤继电器室的摇门及继电器座应有防震措施 。

⑥电流互感器 回路
、

重合闸回路
、

自动投入装置回路
、

分合闸
、

断路器辅助接点等重要回路的插座
(头) 接点要求并接使用 。

⑦电流互感器地线须引至保护室内端子排上接地
。

注 ： 以上条款中的数据为常规数据
，

具体项 目中的数据由设计者根据当地供电部门要求
、

结合工 程具体条件会同生

产厂家核定 。

1 ．

1 _5 产品选用要点
1 高压开关柜产品选用要点
1 ) 高压开关柜
为保证高压开关柜中高压电器元件在正常运行 、

检修
、

短路和过电压情况下的安全
，

高压开关柜应
按下列条件选择 ；

①按环境条件包括温度
、

湿度
、

海拔
、

地震烈度等选择 ；

②按正常工 作条件包括电压
、

电流
、

频率
、

机械荷载等选择 ；

③按短路条件包括短时耐受电流 、

峰值耐受电流
、

额定短路关合和开断电流等选择 ；

④按承受过电压能力包括绝缘水平等选择 ；

⑤按各类高压电器的不 同特点包 括开关的操作性能
、

熔断器的保护特性配合
、

互 感器的负载及准确

等级等选择 。

2 ) 金属封闭开关柜类型 ： 根据具体工 程使用条件选择
。

如铠装式金属封闭开关柜
、

间隔式金

属封闭开关柜和箱式金属封闭开关柜 。

3 ) 金属封闭开关柜断路器 ： 根据具体使用条件选择
。

如真空断器
、

S F 6 断路器和少油断路器
。

4 )
一

次线路方案 ： 根据具体工 程主接线选择金属封闭开关柜的
一

次线路方案
。

5 ) 继电保护和二 次线路接线方式 ： 根据具体工程接线方案选择
。

2 工 程设计要点
1 ) 按照具体工 程使用条件选择不同类型的开关柜

。

当具体工程主接线确定后选择 出金属封闭开关

柜的一

次方案
，

并确定开关柜的台数
。

2 ) 根据规范 G B 5 0 0 6 0
—

19 9 2 安全净距
、

通道
、

出口位置确定高压配电室布置
。

3 ) 向结构专业提供变配电室或分界室楼 (地 ) 板计算荷重及开关柜体的动
、

静荷重
，

预留安装洞

孔及预埋构件 。

4 ) 向建筑专业提供变配电室耐火等级及建筑装修要求
，

其中包括对屋面
、

墙面
、

地面
、

门
、

窗
、

电缆沟或电缆夹层的要求 。

5 ) 向暖通专业提供高压开关柜散热量及通风要求
。

6 ) 完成变配电室电气施工图设计
，

其中包括变配电室布置 (平剖面)
、

设备安装
、

电缆敷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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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照明设计
。

3 工 程 设计的相关规范
、

规程
、

标准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隆I集
《低压配 电设计规 范》G B 5 0 0 5 4 。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2 。

《10 k V 及 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3
—

19 9 4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l6
—

2 o o 8 。

《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 D L ／T 5 3 9 O
一

2 D 0 7 。

《变电站总布置设计技术规程》 D L ／T 5 0 5 6
—

2 o 0 7 。

《l0 ／0
．

4 k V 变压器室布置及变配电所常用设备构件安装》0 3 D 2 0 1
—

4 。

《变配电所二 次接线》 D 2 0 3
—

1
～

2 (2 o o 2 年合订本)
。

《变配电系统智能化设计 (1 0 k V 及以下 )》 O 3 D 6 0 2
一

l 。

1 ．

1
．

6 高压开关柜施工安装要点
1 施工安装要点
1 ) 成套柜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机械闭锁 、

电气闭锁应动作准确
、

可靠
。

②动触头与静触头的中心线应
一

致
，

触头接触紧密
。

③二 次回路辅助开关的切换接点应动作准确
，

接触可靠
。

④柜内照明齐全 。

2 ) 手车式柜的安装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检查防止电气误操作的 “

五 防
”

装置齐全
，

并动作灵活可靠
。

②手车推拉应灵活轻便 ， 无卡阻
、

碰撞现象
，

相同型号的手车应能互换
。

③手车推人工作位置后
，

动触头顶部与静触头底部的间隙应符合产品要求
。

④手车和柜体间的二 次回路连接插件应接触良好
。

⑤安全隔离板应开启灵活 ，

随手车的进出而相应动作
。

⑥柜内控制电缆的位置不应妨碍手车的进出
，

并应固定牢固
。

⑦手车与柜体间的接地触头应接触紧密
，

当手车推入柜内时
，

其接地触头应比主触头先接触
，

拉出
时接地触头比主触头后断开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3 D 3

—

2 O 0̈ 2 。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第 2 部分 ： 高压电器施工 质量检验》 D L ／T 5 16 1
．

1
．

2
—

2 0 O 2 。

《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第 2 部分 ： 工 频高压试验装置》 D 【／T 84 8
．

2
—

2 O o 4
。

《变电站运行导则》 D L ／T 9 6 9
—

2 o o 5 。

1 ．

1
．

7 相关标准
1 高压开关柜产品生产

、

检测的相关标准
《电工 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 G B／T 29 0 0

．

2 O
一

19 9 4 。

《高压 电力设备外绝缘污秽等级》c B ／T 5 5 8 2
一

l9 9 3 。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同技术要求》 G B ／T l lO 2 2
一

l9 9 9 。

《高压开关设备抗地震性能试验》 G B ／T 13 5 4 0
—

19 9 2 。

《电磁兼容 限值 中 、

高压电力系统中畸变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 G B ／z 17 6 2 5
．

4
—

2 O 0 0 。

《电磁兼容 限值 中 、

高压电力系统中波动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 c B ／z l7 6 2 5
．

5
—

2 O 0 o 。

《3 ．

6 k V
～

4 0
．

5 k V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c B 3 9 o 6
—

2 0 0 6 。

《电工 术语 发电
、

输电及配电 变电站》 G B ／T 2 9 0 0
．

5 9
—

2 0 0 8



高压配电装置及高压电器
·

3 2 9

2
高压开关柜配套产品生产

、

检测国家标准
《3 ．

6 k V
～

4 O
．

5 k V 高压交流负荷开关》 G B 3 8 o 4
—

2 O 0 4 。

《3
．

6 k V
一

4 0
．

5 k V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 B 3 9 O 6
—

2 0 0 6 。

《变压器 、

高压电器和套管的接线端子》 G B ／T 5 2 7 3
—

19 8 5 。

《电磁兼容 限值 中 、

高压电力系统中波动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 G B ／z l7 6 2 5
．

5
—

2 o o O 。

《电磁兼容 限值 中 、

高压 电力系统中畸变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 G B ／z 17 6 2 5
．

4
—

2 O 0 o 。

《电工 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 G B ／T 2 9 0 0
．

2 0
—

19 9 4 。

《高压 电力设备外绝缘污秽等级》 G B ／T 5 5 8 2
一

l9 9 3 。

《高压电器设备无线电干扰测试方法》 G B ／T l J6 O 4
一

l9 8 9 。

《高压架空送电线 、

变电站无线电干扰测量方法》 G B ／T 7 3 4 9
—

2 o o 2 。

《高压架空线路和发电厂
、

变电所环境污 区分级及外 绝缘选择标准》 c B ／T 16 4 3 4
—

19 9 6 。

《高压交流断路器》 G B 19 84
—

2 O O 3 。

《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G B l9 8 5
—

2 0 0 4 。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 G B 15 7 0 7
—

19 9 5 。

《高压绝缘子瓷件 技术条件》 G B ／T 7 7 2
—

2 0 0 5 。

《高压开关设备常温下的机械试验》 c B ／T 3 3 0 9
—

19 8 9 。

《高压开关没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同技术要求》 G B ／T l 1O 2 2
—

19 9 9 。

《高压开关设备抗地震性能试验》 G B ／T l3 5 4 0
—

19 9 2 。

《高压开关设备六氟化硫气体密封试验方法》 G B ／T l l0 2 3
—

19 8 9 。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G B 3 I 1
．

1
．

1
一

l9 9 7 。

《高压套管技术条件》 G B ／T 4 1O 9
—

19 9 9 。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l 部分 ： 电压高于 l0 0 O V a
．

c
．

或 l5 o o V d - c _ 但不超过 3 6 k V 的高压
设备的技术条件》 G B 5 2 2 6

．

3
—

2 o o 5 。

《交流高压断路器的合成试验》 G B ／T 4 4 7 3
—

19 9 6 。

《交流高压负荷开关 一

熔断器组合电器》 G B 16 9 2 6
—

19 9 7 。

《交流高压接触器和基于接触器的电动机起动器》 G B ／T 14 8O 8
—

2 0 0 l 。

《高压交流熔断器 第 4 部分 并联电容器外保护用熔断器》 G B ／T l5 l6 6
．

5
—

2 0 0 8 。

《高压交流熔断器 第 3 部分 喷射式熔断器》 G B ／T 15 16 6
．

3
—

2 o 0 8 。

《高压交流熔断器 第 5 部分 用于电动机回路的高压熔断器的熔断件选用导则》 G B ／T l5 16 6
．

5
—

2 o 0 8 。

《交流高压熔断器 术语》 G B ／T 15 166
．

1
一

l9 9 4 。

《高压交流熔断器 通用试验方法》 G B ／T 15 16 6
．

4
—

2 0 O 8 。

《高压交流熔断器 第 2 部分 限流式熔断器》 G B 15 16 6
．

2
—

2 0 O 8 。

《交流系统用高压绝缘子 的人工 污秽试验》 G B ／T 4 5 8 5
—

2 0 0 4 。

《绝缘配合 第 2 部分 ：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使用导则》 G B ／T 3 1 1
．

1
．

2
—

2 o 0 2 。

《电流互感器》 G B 12 0 8
—

2 0 0 6 。

《保护用电流互感器暂态特性技术要求》 G B 16 84 7
—

19 9 7 。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G B 12 0 7
—

2 o 0 6
。

《组合互感器》 G B 17 2 O 1
—

2 O 0 7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
、

油浸电抗器
、

互感器施工 及验 收规范》 G B J l4 8
一

l9 9 O 。

《特殊环境条件高原用高压 电器的技术要求》 G B ／T 2 O 6 35
—

2 o o 6 。

《高压线路绝缘子空气中冲击击穿试验》 G B ／T 2 0 6 4 2
—

2 O o 6 。

《高压架空送电线 、

变电站无线电干扰测量方法》 G B／T 7 3 4 9
—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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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 交流 断路器的合成试验》 G B ／T 4 4 7 3
—

2 0 0 8 。

1．

2 高压断路器

1 ．

2
．

1 产品概述
能承载 、

关合和开断运行线路的正 常电流
，

也能在规定时间内承载
、

关合和开断规定的异常电流
(如短路电流) 的开关设备 ，

是电力系统的保护和操作的重要电气装置
。

1 ．

2
．

2 产品分类与特点
1 常用高压断路器类别与特点 (见表 1

．

2
．

2
一

1 )
表 1

．

2
．

2
—

1 高压断路器类别与特点

断路器类别 结构 特点

空气断路器 以压缩空气为灭弧介质和绝
缘介质的断路器

其优点是介质无毒 ，

无火灾危险
，

动作快
，

单断口 开断能力强
。

且适 于低
温地 区的环境 条件 。

其缺点是噪声大
、

元件多
，

需要压缩空气辅助体系
，

价格贵 ，

事故率也较高

磁吹断路器 利用磁吹原理灭弧的断路器 以其无油

、

无火灾危险 ，

能适应频繁操作的优点而应用
，

但它的开断能力
和电压等级不高 ，

且价格较贵
，

逐渐被 s R 或真空断路器所取代

s F 。 断路器 以
s F 。 气体为灭弧 介质或同

时兼作绝缘介质的断路器

其单断口 电压甚高于其他类型的断路器
。

在超高压 断路器中
，

s F 。 断路器
的元件数最少 ，

可靠性高
，

开断能力强
．

检修周期长
，

无火灾危险
．

因而
发展迅速

真空断路器 利用真空条件灭弧的断路器 在额定短路开断电流下能连续开断数十次甚至上百次
，

其灭弧部分不需检
修 ．

并无火灾危险
，

在中压系统中应用广泛

2 高压断路器分类 (见表 1
．

2
．

2
—

2 )
表 1

．

2
．

2
—

2 高压 断路器分类

序号 特性 结构型式
J 基本类型 l 多油 ； 2 少 油 ； 3 空气 ； 4 s F^； 5 磁吹 ； 6 真空
2 装置地点 1 户内； 2 户外
3 能否 自动重合闸 1 能； 2 不能

4 操动机构 l 手力贮能 ； 2 电动 ； 3 液压 ； 4 弹簧贮能； 5 气动 ； 6 永磁

1 ．

2
。

3 主要技术性能
1 高压断路器技术性能

1 ) 额定参数 ： 额定电压 ； 额定绝缘水平 ； 额定频率 ； 额定电流 ；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 额定峰值耐
受电流 ；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

对于未装直接过电流脱扣器的断路器而言 ； 合闸和分闸机构以及辅助 回路
的额定电源电压 ； 合闸和分闸机构以及辅 助 回路 的额定 电源频率 ； 操作及灭弧用压缩气体源的额定气压
(如采用时) ；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 出线端故障的额定瞬态恢复电压 ；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额定操作顺
序 ； 额定时间参量 ； 额定近区故障特性

，

对额定 电压在 7 2
．

5 k V 及 以上
，

且 额 定 短 路 开 断 电 流大 于

l2
．

5 k A
，

设计成直接与架空输电线连接的三 极断路器 ； 额定线路充电开断电流
，

用来开合架空输电线
的三 极断路器 ； 额定失步开断电流 ； 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 ； 额定单个电容器组开断电流 ； 额定背对背
电容器组开断电流 ； 额定电容器组关合涌流 ； 额定小感性开断电流 ； 额定异相接地的开合试验 ； 二 次侧
短路开断的试验 ； 噪声及无线电干扰水平

。

2 ) 时间参量额定值
对下列肘间参量规定了额定值 ： 分闸时问上下限； 开断时间 ； 合闸时间上下 限 ； 分

一

合时间； 重合
闸时间 ； 合 分时问

。

额定时间参量根据以下规定 ： 合闸和分闸机构以及辅助回路电源电压的额定值 ；

合闸和分闸机构以及辅助 回路 电源频率的额定值 ； 供操作和灭弧用压缩气体源的气压额定值
。

2 高压断路器配套产



高压配电装置及高压电器 0 j ，

高压断路器的配套产品主要是操动机构 ，

其产品常用的有弹簧贮能操动机构和电磁操动机构如
c T 8 、

c T IO
、

c T 18
、

c T l9 A
、

c T 19 B
、

c D lO
、

C D 19 等
，

此外还有手力贮能操动机构
、

手力操动机构
、

气动机构和液压机构 。

操动机构标准均属高压断路器产品标准中的
一

部分此处不再 重复详见有关标准
。

1 ．

2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高压断路器选用要求
1 )

一

般原则
为保证高压电器在正 常运行

、

检修
、

短路和过电压情况下的安全
，

高压电器应按下列条件选择 ：

①按正常工 作条件包括电压
、

电流
、

频率
、

机械荷载等选择 ；

②按短路稳定条件包括短时耐受电流 、

峰值耐受电流
、

关合和开断电流等选择 ；

③按环境条件包括温度 、

湿度
、

海拔
、

地震等选择 ；

④按承受过电压能力包括绝缘水平等选择；

⑤按各类高压 电器 的不 同特 点包括开关 的操作性能
、

熔断器的保护特性配合
、

互感器的负荷及 准确

等级等选择 。

选择高压电器时应校验的项 目见表 l_2
．

4
—

1 。

表 1
．

2
．

4
—

1 选择高压 电器 时应校验 的项 目

电器名称 额定电压
f kV )

额定电流

(A )

额定 容量

( kV -

A )

机械荷载

( N )

额定开

断电流

(kA )

短路稳定性

环境条件 绝缘水平 其它短时耐

受电流

峰值耐

受 电流

断路器 ／ v， v， v， v， v， v， v， v，

隔离开关 √ v， v， v， ／ 、／ ／ v，

负荷开关 ／ v， √ v， ／ √ v， v，

熔断器 ／ v， ／ v， √ √ v， ／

电流互感器 v， v， v／ ／ v， v， v， ／

电压互感器 ／ ／ ／ v， ／

限流电抗器 ／ v， ／ v／ ／ v，

支柱绝缘子 ／ ／ v， ／

穿墙套管 v， ／ ／ ／ v， v，

注 ： l 表中
“ v，”

为选择电器应进行校验的项目
。

2 以上 按电器设备用于 5 O H z 的情况
，

用于其他频率时对频率也要检验
。

3 环境条件仅按户 内型产品考虑
。

4
其它项指操作性能

、

上下级配合
、 二 次负荷准确等级等内容

。

5 组合电器 中的高压负荷开关和熔断器选择除应分别满足相关要求外
，

还应进行转移电流或交接电流的校验
。

2 ) 按正常工 作条件选择高压断路器
①按工作电压选择
选用的高压断路器 ，

其额定电压应符合所在回路的系统标称电压
，

其允许最高工作电压 砜
。 。

不应小

于所在回路的最高运行电压 u
。 ，

即
U ⋯ ≥ U ，

( 1
．

2
．

4
一

】)

高压电器的额定电压及最高电压见表 1
．

2
．

4
—

2 。

表 1
．

2
．

4
—

2 高压电器的额定电压及最高电压

额定电压 (k V ) 3 6 1O (2 0 )

最高电压 (kV ) 3 5 6
．

9 1 l 5 2 3

②按工作电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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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 电器 的额定电流 ，
。

不应小于该 回路在各种可能运行方式下的持续工 作电流 』。 ， 即
，。 ≥ ‘ (1

．

2
．

4
—

2 )
③按机械荷载选择

高压开关电器接线端子允许的水平机械荷载见表 1．2
．

4
—

3 。

表 1
．

2
．

4
—

3 高压开关电器接线端子允许的水平机械荷载

额定电压 (k V ) 1O 及 以下 (2 0 ) 35

接线 端子 水平 机械荷载 ( N ) 2 5O 5o 0

3
) 按短路稳定条件选择高压电器

①短路稳定性校验的 一

般要求
校验高压电器短路稳定性及高压电器开断电流所用的短路电流 ，

应按设计规划容量计算
，

并应考虑
电力系统的远景发展规划 。

确定短路电流时
，

应按可能发生最大短路电流的正常接线方式计算
。

验算高压电器用的短路电流应按下列情况进行计算 ：

a

除计算短路电流的衰减时间常数外
，

元件的电阻可略去不计
。

b 在电气连接的网络中应计及具有反馈作用的异步电动机的影响和电容补偿装置放电电流的影响
。

c

高压 电器 的短路稳定性 以及 短路开 断电流
，

可按 三 相短路验算
，

当单相
、

两相接地短路较三相
短路严重时 ，

应按严重情况验算
。

验算高压电器短路热效应的计算时间宜采用后备保护时间加相应的断路全分闸时间 。

校验断路器的断流能力 ，

宜取断路器实际开断时间的短路电流作为校验条件
。

装有自动重合闸装置
的断路器 ，

应计及重合闸对额定开断电流的影响
。

用高压熔断器保护的电压互感器回路 ，

可不验算动稳定和热稳定
。

用高压限流熔断器保护的高压电
器 ， 可根据限流熔断器的特性验算其动稳定和热稳定

。

②短路电流的热效应

短路电流在高压 电器 中引起的热效应
。

短路电流持续时间
。

③短路稳定性校验

短路的热稳定校验 。 短路的动稳定校验
。

4 ) 按环境条件选择高压电器
选择高压电器时 ，

应按当地环境条件校核
。

对于户内型产品
，

校核温度
、

湿度
、

海拔
、

地震等
。

C1)选择电器的环境温度

选择户内高压电器时其环境温度为该处通风设计温度 。

当无资料时
，

可取最 热 月平 均最 高温度加
5 ℃ 。

最热月平均最高温度为最热月每月最高温度的月平均值
，

取多年平均值
。

普通高压电器
一

般可在
环境最低温度为 一

3 0 oC 时正常运行
。

户内型高压电器最低温度为
一

l0 ℃ 。

②选择电器的环境湿度

选择电器的环境湿度 ，

应采用当地相对湿度最高月份的平均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 —

在
一

定温度
下 ，

空气 中实f示水汽压强值与饱和水汽压强值之 比； 最高月份的平均相对湿度
— —

该月中日最大相对湿
度值的月平均值) 。

对湿度较高的场所
，

应采用该处实际相对湿度
。

当无资料时
，

可取 比当地湿度最高
月份平均值高 5 ％ 的相对湿度

。
一

般高压 电器可使用在环境温度 + 2 0 ℃
、

相对湿度为 9 O ％ 的环境中
。

当
相对湿度超过 一

般产品使用标准时
，

户内型高压电器使用场所应采取除湿措施
。

③高海拔对高压 电器 的影 响

电器 的 一

般使用条件为海拔不超过 l0 o 0 m 。

高海拔对高压电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主要是对温升和外绝缘的影响
。

当海拔超过 10HD0 m 时
，

由于气温降低足够补偿海拔对温升的影响
，

因而在高海拔 (不超过 4 0 0 0 m )
地区使用时 ，

其额定电流可与
一

般地区
一

样
。

海拔增加
，

空 气 绝缘 强度减弱
，

使电器外绝缘降低 (



高压配电装置及高压电器
·

” 3

内绝缘没有影响) 。

在海拔超过 2 0 o 0 m 的地区
，

对于 1 l0 k V 及 以下 电压的高压 电器
，

可选用高原型产品或选用外绝缘
提高 一

级的产品
。

当海拔为 lO o 0
～

2 0 0 0 m 时
，

对现有 I 1O k V 及 以下 电压等级 的大多数 电器 的外绝缘 尚

有 一

定裕度
，

因此设计时可选用
一

般产品
。

但对高海拔地 区选用 的避雷器应 为高原型产品
。

④地震对高压 电器 的影 响
地震对 电器 的影 响主要是地震波的频率和地震振动 的加速度

。
一

般电器的固有振动频率与地震振动
频率很接近 ，

应设法防止共振的发生
，

并加大电器的阻尼比
。

地 震 振 动 的加 速 度 与 地 震 烈 度 和 地 基 有

关 ，

通常用重力加速 g 的倍数表示
。

选择电器时 ，

应根据当地的地震烈度选用能够满足地震要求的产品
。

电器的辅助设备应具有与主设
备相同的抗震能力 。

在安装时
，

应考虑支架对地震力的放大作用
。

根据 《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进
行抗震设计 。

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以下地区 的电器可不采取抗震措施
，

在 7 度及以上地 区
，

电器应能承

受的地震力 ，

可按表 1
．

2
．

4
—

4 计算
。

表 1
．

2
．

4
—

4 电器应能承受的地震力

地震烈度 (度 ) 8 9

地 面水平加速度 0
．

2 g 0 4 g

地
面垂直加速度 0

．

1 g 0

．

2 g

注 ： g 为重力加速度
。

5 ) 高压电器的绝缘水平
3 —

15 (2 O ) k V 高压电器的绝缘水平应符合 G B 3 1 1
．

1
一

l9 9 7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的 3
～

15 (2 O ) k V 输变电设备的基准绝缘水平的有关规定
， 见表 1

．

2
．

4
—

5 所示
。

表 1
．

2
．

4
—

5 3
～

1 5 I2 O ) kV 输变电设备的基准绝缘水平

额定电压 最高工 作电压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额定短时工 频耐受电压

(kv ) (有效值) (k V ) (峰值 ) 相对地过电压标幺值

(k v ) (峰值) (k v ) (有效值 )

l Ⅱ I Ⅱ

3 3 ．

5 2 0 4 O l0 l8

6 6 9 4 O 6 0 2 0 2 3

10 1 1 ．

5 6 0 7 5 2 8 3 0

15 l7 ．

8 75 l0 5 3 8 4 0

(加 ) 2 3 】2 5 5O

对 3
一

l5 k V 设备给出绝缘水平的两个系列
，

即系列 I 和系列 Ⅱ
。

按系列 I设计的设备适用于下列场合 ：

①在不接到架空线的和工业装置中
，

系统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
，

且在特定 系统 中安装适当的过电
压保护器 ；

②在只经变压器直接接 到架空线上 的系统和工 业装置 中
，

变压器低压侧 (3
～

l5 k V ) 的电缆的每相
对地电容至少为 O

．

0 5 “F
，

当电缆对地电容不足时
，

应尽量靠近变压器接线端增设附加电容器
，

使每相
总电容达 O

．

5 矿
，

并应用适当的避雷器保护
。

在所有其他场合 ，

或要求很大的安全裕度时
，

均须用系列 Ⅱ的设备
。

6 ) 按各类高压电器的不同特点选择高压断路器的操作性能
①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选择

短路开断电流中的直流分量随短路的起始角而变化 ，

断路器应满足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直流分量的
规定值 。

当断路器在电气上离发电机足够远时
，

选择的断路器额定短路开断电流不小于断路器安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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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 电流有效值 即可 。

当断路器临近发电中心
，

直流分量的百分数高于标准值
，

交流分量可能比正常情况衰减得更快
，

短
时电流甚至可以几个周波过零 。

此时断路器的负荷可用断路器延时分闸的方法予 以减轻
。

直流分量百分
数高于标准值 ，

则应向制造厂提出要求
，

进行试验
。

②额定短路关合电流的选择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应与额定电压相对应 。

其值应为断路器额定短路开断电流交流分量的 2
．

5 倍
(即接近于 1

．

8 倍)
。

被选择断路器具有的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应不小于在使用地点预期的短路电流的最
大峰值 。

⑧额定操作顺序的选择

断路器的额定操作顺序为 ：

a

分
一

l8 O s
一

合分
一

l8 0 s
一

合分 ；

b 分
—

O
．

3 s (或 0
．

5 s )
一

合分
一

I8 0 s
一

合分 (用于快速自动重合闸的断路器)
。

当运行的操作顺序比标准规定更苛刻时应向制造厂提出 ，

由制造厂适当地修改断路器的额定值
。

④额定失步开断电流的选择

联络断路器应满足失步 (反向) 开断条件 。

额定失步开断电流 一

般为 2 5 ％ 和 4 O ％ 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

工 频恢复电压对于有效接地系统为
2 ．

0 ‰／√3
，

必要时为 2
．

5 [／
。

／√3
， 对于非有效接地系统为 2

．

5 (，
。

／扫
，

必要 时为 3
．

0 ‰／√3 (u
。

为最高电
压 ) 。

瞬态恢复电压标准值见国标 G R 19 8 4
—

2 o 0 3 。

当预期有经常性失步操作或可能存在超负荷时
，

则需
考虑实际系统的条件 ，

可能需要特殊的断路器或较高额定电压的断路器
。

失步操作的苛刻度 ，

可由配有阻敏元件的继电器以控制脱扣的时间来减轻
，

以便使开断相位显 著地

领先或滞后于 l8 0 。

相角差
。

⑤额定异相接地故障电流 、

发展性故障电流及关于开断电流的选择
异相接地故障开断是指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中的两个相上 ，

处于断路器的内侧和外侧各产生
一

个
单相接地时的开断 。

试验电流值为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值的 8 6
．

6 ％ ； 试验电压为最高电压 ；，

操作顺序为
“

分—

O
．

3 s 或 0
．

5 s
一

合分
一

18 0 s
一

合分
” ； 调频参数按 lO 0 ％ 容量整定

。

其余要求参照关于端部短路的有
关规定 。

发展性故障开断是指断路器在切断故障灭弧过程中 ，

接着又发生故障的开断
。

并联开断在桥形等接线中 ，

有两台断路器同时切断
一

个故障点的情况
。

⑥额定近区故 障开断 电流 的选择

近 区故障开断是指距离断路器数百米到数公里处发生短路时的开断
。

额定电压 3 5 k V 及以上的断路
器进行这项试验 。

开断电流为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 7 5 ％
、

9 0 ％
，

电流频率
、

工 频恢复电压和瞬态恢复
电压按 G B l9 8 4

—

2 0 0̈ 3 《高压交流断路器》确定
，

操作顺序为 ： “

分
一

I1
—

合分
一

1 8 0 s
一

合分
” 。

⑦额定线路充电开断电流 、

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
、

额定电容器组开断电流
、

额定电容器组关合涌
流 、

额定感应电动机开断电流
、

额定空载变压器开断电流
、

额定电抗器开断电流等的选择
。

标准中对上
述各项开断电流和关合电流未作规定 ，

但使用中应按制造厂给出的试验数据选用
。

2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c B 5 O 0 54 。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O O 5 2 。

《1O k V 及 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3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1 l6
—

2 0 0 8 。

《火力发电厂和变 电站照 明设计技术规定》 D I／T 5 3 9 O
一

2 O 0 7 。

《变电站总布置设计技术规程》 D 『／T 5 0 5 6
—

2 o o 7 。

《10 ／(】
．

4 k V 变压器室布置及变配电所常用设备构件安装》O 3 D 2 0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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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配电所二 次接线》 D 2 0 3
一

l
一

2 (2 0 0 2 年合订本)
。

《变配电系统智能化设计 (10 k V 及以下)》 0 3 D 6 0 2
—

1 。

1 ．

2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汁图集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质量检验 及 评定规 程 第 2 部分 ： 高压 电器施 工 质 量 检 验 》 D 『／T 5 16 1
．

2

2 o 0 2 。

《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第 2 部分 ： 工 频高压试验装置》 D L ／T 8 4 8
．

2
—

2 O 0 4 。

《变电站运行导则》 D f／T 9 6 9
—

2 O D̈5 。

1 ．

2
。

6 相关标准
《电工 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 G B ／T 2 9 O O

．

2 0
—

19 9 4 。

《高压电力设备外绝缘污秽等级》 G B ／T 5 5 8 2
一

l9 9 3 。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同技术要求》 G B ／T 1 l0 2 2
—

19 9 9 。

《高压开关设备抗地震性能试验》 G B ／T 13 5 4 O
一

19 9 2 。

《电磁兼容 限值 中 、

高压电力系统中畸变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 G B ／z l7 6 2 5
．

4
—

2 0 0 O 。

《电磁兼容 限值 中 、

高压 电力 系统 中波动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 G B ／z l7 6 2 5
．

5
—

2 O 0 0 。

《电工 术语 发电
、

输电及配电 变电站》 G B ／T 2 9 0 0
．

5 9
—

2 0 O 8 。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G B 3 l 1
．

1
—

19 9 7 。

《绝缘配合 第 2 部分 ：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使用导则》 G B ／T 3 l 1
．

2
—

2 0 0 2 。

《高压交流断路器》 G B l9 8 4
—

2 0 0 3 。

《交流高压断路器的合成试验》 G B ／T 4 4 7 3
—

2 0 O 8 。

《高压开关设备六氟化硫气体密封试验方法》 G B ／T l 1O 2 3
—

19 8 9 。

《高压电器设备无线电干扰测试方法》 G B ／T 1 16 0 4
—

19 89
。

《设备用断路器》 G B l7 7 0 1
—

2 0 0 8 。

《高压电器设备无线电干扰测试方法》 G B ／T l l6 04
—

19 8 9 。

《变压器
、

高压 电器和套管的接线端子》 G B ／T 5 2 7 3
一

l9 8 5 。

《特殊环境条件高原用高压电器的技术要求》 G B ／T 2 O 6 3 5
—

2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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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压配电装置及
‘‘

f尉莲电器1

2 ．

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2 ．

1
．

1 概述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是在低压供电系统中负责完成电能控制 、

保护
、

转换和分配的设备
。

主要 由母
线 、

元器件 (包括隔离开关
、

断路器
、

熔断器
、

接触器
、

热继电器
、

控制模块等) 及其组合电器
、

仪
表及柜体等构成 。

2 ．

1
．

2 分类与基本特点
1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表 2

．

1
．

2
—

1 )
表 2

．

1
．

2
—

1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分类 特点

按

外

形

设

计

开启式 由支撑电气设备的框架组成 ．

带电部件易被触及

面板固定式 正面至少是 IP 2 x 防护等级的开启式设备
，

其他面仍易触及带电体

封

闭

式

柜型 立 放在地 面上 的
一

种封闭式装置
，

由
一

个或几个柜架单元
、

框架单元组成

柜组型 整个柜机械的连成一

体的
一

种组合体

箱型 指安装在垂直面上的一

种封闭式装置

箱组型 多个箱机械的连成 一

体的
一

种组合体

单元隔离式 具有独立的单元 ，

母线和电缆之间也有隔离

抽 出式 内装 一

个或多个抽出式功能单元的封闭式装置

按安装场所 户内或户外

按部件的安装 固定式 、

可移式
、

抽出式

按产品用途 照明 、

动力
、

无功补偿
、

直流等

2 产品型号含义
1 ) 产品型号的命名
产品的全型号 ，

由结构特征代号
、

形式特征代号
、

品种特征代号 (包括用途代号和设计序号)
、

规
格号及附加代号五部分组成 ，

其具体组成形式如下 ：

口 口

占土
构 式
特 特
征 征
代 代
号 号

品种特征

代号

口 ●

附 加代号

口 ●

规格号

口 ●

设计序号
●

一

口 ●

用途代号
●



低压配电装置及低压电器
·

" 7

注 ： 企业可根据 自行开发产品的特点
，

并突出自己企业而 自行命名产品专用型号
，

或按产品型号命
名方式再增加不同制造企业的代号来作为企业产品的专用型号 。

但该型号必须 由企业 申请
，

行业归口单
位备案 ，

以避免混淆与重复
。

2 ) 型号中代号的含义
①结构特征代号

按产品的结构特征进行划分 ，

其代号含义见表 2
．

1
．

2
—

2 。

表 2
．

1
．

2
—

2 结构特征代号含义

结构特征代号 含 义 结构特征代 号 含 义

P 开启式屏 _r 封闭式控制台

G 封闭式柜 C 母线干线系统 (母线槽 )

X 封闭式箱

②形式特征代号
按产品的形式特征进行划分 ，

其代号含义见表 2
．

1
．

2
—

3
。

表 2
．

1
．

2
—

3 形式特征代号含义

形式特征代号 含 义 形式特征代号 含 义

A 拔插式 M 母线系统方式密集绝缘 (用于母线槽 )

B 固定安装 (正面带 防护板操作不
会触及带电部分 )

K 空气绝缘 (用于母线槽 )

C 抽屉式
、

手车式 R 嵌入式

G 固定面板式 X 悬挂式

I{ 抽屉式与电器元件固定安装方式
混合安装形式

Y 移动式

L 电器元件 固定安装 回路间隔采用

隔离式
Z 组合式

③ 品种特征代号
由产品的用途代号与设计序号组成 ，

用途代号用字母表示
。

其代号含义见表 2
．

1
．

2
—

4 ，

设计序号

用数字表示由 l 开始编排
。

表 2
．

1
．

2
—

4 用途代号含义

用途代号 含义 用途代号 含义

C 计量 K 控制

D 低压动态补偿 I
。

动力

E 端子 M 照明

F 分线 Z 直流插座 (用于照明箱)

J 无 功功率补偿

④ 附加代号
对于特殊环境使 用 的低 压成套开关设备

， 可 在 全 型 号 后 加 注 特 定 的 附加 代号
，

其代号含义见表
2 ．

1．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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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2
—

5 附加代号含义

附加代号 含义 附加代号 含义

H 热带产品 C 防尘式

1 ’

H 湿热带产品 W 户外式 (包括防雨
、

防溅
、

防霉
、

防尘等要求)

|rA 干热带产品 R 耐燃型

F 】 、

F 2 防腐式

2 。

1
．

3 主要技术性能
1 按 G B 7 2 5 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要求应满足以下条件 ：

1 ) 周围空气温度不高于 + 4 O ℃ ，

不低于
一

5 ℃ 。 24 小时内平均温度不高于 + 3 5 ℃ 。

超过时
，

需根
据实际情况降容运行 。

2 ) 户内使用
，

使用地点的海拔高度不得超过 2 0 0 O m 。

超过时
，

需根据实际情况降容运行
。

3 ) 周 围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 + 4 0 ℃ 时不超过 5 0 ％ 。

在会产生凝露的场合
，

开关柜 中应采用

通风或除湿等措施 。

2 其他参数详见相关产品技术资料
。

2 。

1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产品选用要点
1 ) 根据负荷性质确定用电负荷等级

。

2 ) 用电负荷性质 (阻性
、

容性
、

感性)
、

设备近期安装容量和远期规划容量
、

同时使用系数和季
节性使用系数 、

电源进线路数和进线方式
、

网络短路电流
、

系统接地型式确定配电系统分支路数和出线
方式 。

3 ) 根据业主资金承受能力及安装使用条件等分析研究
，

达到确保系统的经济合理
、

安全可靠
。

4 ) 变配电所的低压配电柜
，

因为进线电流很大
，

建议由变压器低压侧至低 压配 电柜采 用封 闭式母
线上进线方式安装 。

5 ) 配 电柜 的出线方式宜优先采用下 出线方式
。

6 ) 根据计算逐
一

确定各回路 的计算 电流
，

通过计算电流选择相对应的开关 (开关的框架电流
、

脱
扣器的额定电流 、

脱扣器的整定值) 和所用电缆规格
。

然后计算整条母排的计算电流
，

通过计算电流
选择相对应的主开关 (开关的框架 电流

、

脱扣器的额定电流
、

脱扣器的整定值) 和所用母排规格
。

计
算出总的功率因数 ，

确定无功功率补偿容量
。

7 ) 根据短路电流选择开关的分断能力
，

并校验与下级开关的保护配合
。

当分断能力不够时
，

可采

取以下措施 ： 改用分断能力高的熔断器 ； 或采用限流型断路器
。

8 ) 有些设备属于冲击性大的负荷
，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随机地或周期性地大幅波动
、

或运行功率
因数低 、

或产生大量谐波
。

冲击性负荷会引起电压的波动
，

而且电压的波动速度要高于工 频变化
，

电压
波动不但会影响电压质量 ，

还会引起 电压闪变 。

这类负荷不宜与对电网质量要求高的设备同在
一

段母

排 。

2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没计图集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4 。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O 5 2 。

《10 k 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 B 5 O 0̈5 3 。

《民用建筑 电气设 计规范》JG J 16
—

2 0 0 8 。

《常用低压配电设备及灯具安装》 D 7 0 2
—

1
—

3 (2 0 0 4 年合订本 )
。

《双 电源切换及母线分段控制接线图》 D 3 O 2
—

1
～

3 (2 D 0 2 年合订本 ) 。

《低压母线分段断路器二 次接线 (续 )》O 1 D 3 O 2
—

3



低压配电装置及低压电器
-

都 9

《常用电机控制电路图》 D 3 O 3
—

2
～

3 (2 0 0 2 年合订本)
。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 O l D 3 0 3
—

3 。

《用户终端箱》O 5 D 7 O 2
—

4 。

《电气设备在压型钢板 、

夹芯板上安装》 0 6 s D 7 O 2
—

5 。

《液位测量与控制》 D 7 0 3
一

l
～

2 (2 o o 2 年合订本)
。

2 ．

1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1 ) 配电柜的安装应按照生产厂家的框架尺寸图安装

。

基础槽钢安装后
，

其顶部应高出抹平地面
1O m m ，

基础槽钢应有明显的接地
。

2 ) 下出线的配电柜
，

在柜下宜预留电缆沟
，

柜底部出线孔可现场确定
。

如果是上出线
，

在柜上 必

须有电缆桥架
，

柜上部电缆出线孔可现场确定
。

主母线安装时应将搭接面修理平整
，

处理干净
，

涂上中
性凡士林或采取其它措施 ，

然后用螺栓紧固
。

并进行电缆或架空布线工 作
。 开关 柜并联 安装 时

，

应在并
联孔部位用螺栓紧固。

3 ) 产品安装完毕后
，

应进行各项检查和试验方可投入使用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2 0 0 2 。

2 ．

1 I 6 相关标准
《电工 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第

一

部分 ： 环境参数及其严酷程度》 G B ／T 4 7 9 6
—

2 o 0 8 。

《电工 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温度和湿度》 c B ／T 4 7 9 7
．

1
—

2 0 0 5 。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 B ／T l2 3 2 5
—

2 O O 8 。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 B ／T 12 3 2 6
—

2 0 O 8 。

《电工 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 3 部分 ： 有气候防护场所固定使用》 c B ／T 4 7 9 8
．

3
—

2 0 0 7 。

《户外严酷条件下的电气设施 第三部分 ： 设备及附件的
一

般要求》 G B ／T 9 O 8 9
．

3
—

2 0 0 8 。

《户外严格酷条件下电气设施装置要求》 G B ／T 9 0 8 9
．

4
—

2 0 0 8 。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电控设 备基本试验方 法》 G B ／T l0 2 3 3
—

2 0 o 5 。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l 部分 ： 型式试验 和部分型式 试验成套设备》 G B 7 2 5 1．1
—

2 0 0 5 。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 ： 对母线干线系统 (母线槽 ) 的特殊要求》 G B 7 2 5 1
．

2
—

2 0 o 6 。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3 部分 ： 对非专业人员可进入场地的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 一

配 电板 的特殊要求》 G B 7 2 5 1
．

3
—

2 0 0 6 。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5 部分 ： 对公用 电网动力配电成套设备的特殊要求》 G B 7 2 5 1
．

5
—

2 O 0 8 。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智能型成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 B ／T 7 2 5 1
．

8
—

2 0 0 5 。

《低压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
一

设备接 口 (c D I) 第 l 部分 ： 总则》 G B ／T 8 85 8
．

1
—

2 o 0 2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 一

设备接 口 ( c D I ) 第 2 部分 ： 执行器传感器接 口 (A s
—

i) 》
G B ／T 8 8 5 8 ．

2
—

2 0 02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
一

设备接 口 (c D T ) 第 3 部分 ： D e v ic e N et》 G B ／T 8 8 5 8
．

3
—

2 o o 2 。

《封闭式低压成套开 关 设 备 和 控 制设备在内部故障引起电弧情况下的试验导则》 G B ／z 18 8 5 9
—

2 0 0 2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的尺寸 在成套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 中作 电器机械支承的标准安装轨》

G B ／T l9 3 3 4
—

2 0 O 3
。

《低压电器电量监控器》 G B ／T 2 17 O 5
—

2 o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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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10 0 O V 和直流 15 0 0 V 以下低压配电系统 电气安全 防护检测的试验
、

分 ： 通用要求》 G B ／T 18 2 16
．

1
—

2 o 0 0 。

《交流 1O 0 o V 和直流 15 O 0̈ V 以下低压配 电系统 电气安 全 防护 检测 的试 验
、

分 ： 绝缘电阻》 G B ／T 18 2 l6
．

2
—

2 0 0 2 。

《交流 l0 0 0̈ V 和直流 15 0 O V 以下低压 配电系统 电气安全

分 ： 环路阻抗》 G B ／T 18 2 】6
．

3
—

2 0 0 7 。

《交流 1o 0 0 V 和直流 l5 0 0 V 以下低压配 电系统 电气安全

分 ： 接地电阻和等电位接地电阻》 G B ／T 18 2 16
．

4
—

2 O 0 7 。

《交流 1【)0 0 V 和直流 15 0 0 V 以下低压配 电系统 电气安全

分 ： 对地电阻》 G B ／T l8 2 16
．

5
—

2 O O 7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 部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2 部

防护措施的斌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3 部

防护措施的试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4 部

防护措施的试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5 部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空壳体的一

般要求》 c B ／T 2 O 6 4 l
一

2 o 0 6 。

《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用低压 电器技术要求》 G B ／T 2 O 6 4 5
—

2 0 0 6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l 部分 ： 总则》 G B 14 U 4 8
．

1
—

2 0 0 6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3 部分 ： 开关
、

隔离器
、

隔离开关以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G B 14 o 4 8
．

3
—

2 0 O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5
一

l 部分 ：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机电式控制电路电器》 G B

14 0 4 8 ．

5
—

2 0 0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
—

2 部分 ：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和起动
器 (含软起动器)》 G B l4 0 4 8

．

6
—

2 0 0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7
一

l 部分 ： 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接线端子排》 G B ／T 14 0 4 8
．

7
—

2 0 0 6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7
—

2 部分 ： 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保护导体接线端子排》 G B ／T l4 0 4 8
．

8
—

2 O O 6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6
一

l 部分 ： 多功能电器 转换开关电器》 G 8 ／T 14 o 4 8
．

I 1
—

2 0 0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
—

3 部分 ：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一

非电动机负载用交流半导体控
制器和接触器》 G B ／T l4 0 4 8

．

12
—

2 0 o 6 。

《低压开 关设 备 和控制设备 第 5
—

3 部分
的接近开关 (P D F ) 的要求》 G B ／T 14 O 4 8

．

1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5
—

5 部分
急制动装置》 G B ／T l4 【)4 8

．

14
—

2 0 o 6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5
—

6 部分 ：

D C 担}口 (N A M u R )》 G B ／T 14 O 4 8
．

15
—

2 O O 6
。

《低压开关 设 备和控制设备 第 8 部分 ：

l4 0 4 8 ．

16
—

2 0 O 6
．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一

在故障条件下具有确定功能
2 0 o 6 。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一

具有机械锁闩功能的电气紧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一

接近传感器和开关放大器的

旋转 电机用装入式热保护 (阿 c ) 控 制单 元》 G B ／T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 16 A 且 无 条件接入 的设 备在公 用低压 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
化 、

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 B l7 6 2 5
．

2
—

2 0 0 7 。

《交流 l0 0 0 V 和直流 15 【)(】V 以下低压 配 电系统 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3 部
分 ： 环路阻抗》 G B ／T l8 2 l6

．

3
—

2 0 0 7 。

《交流 10 0 0 V 和直流 l5 0 0 V 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4 部
分 ： 接地电阻和等电位》 G B ／T l8 2 l6

．

4
—

2 o o 7
。

《交流 l0 O 0 V 和直流 l5 0 0 V 以下低 压配 电系统 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5 部
分 ： 对地电阻》 G B ／T l8 2 16

．

5
—

2 0 0 7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人 网工业设备描述的基本原则》 G B ／T 2 I2 O 7
—

2 0 o 7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固定式消防泵驱动器的控制器》 G B ／T 2 l2 0 8
—

2 0 07



低压配电装置及低压电器
·

弭 ，

《电工 术语 低压电器》 G B ／T 2 9 0 0
．

18
—

2 0 0 8 。

《低压电气装置 第 1 部分 ： 基本原则
、

一

般特性评估和定义》 G B／T l6 89 5
．

1
—

2 0 0 8 。

《低压熔断器 第 l 部分 ： 基本要求》 G B 】3 5 3 9
．

1
—

2 0 0 8 。

《低压熔断器 第 3 部分 ： 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 (主要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熔断
器) 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 A 至 F》 G B 13 5 3 9

．

3
—

2 O O 8 。

《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G B ／T l5 5 7 6
—

2 0 0 8
。

《低压系统 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 5 部分 ： 不超过 2 m m 的电气间隙和爬 电距离的确定方法》 G B ／T

16 9 3 5 ．

5
—

2 0 O 8
。

2 ．

2 低压断路器
、

剩余电流保护器

2 ．

2
．

1 产品概述
断路器 ： 能接通

、

承载以及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
，

也能在规定的非正常电路条件下接通
、

承
载一

定时间和分断电流的
一

种机械开关电器
。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 在规定条件下
，

当剩余电流达到或超过给定值时
，

能自动断开电路的机械开
关电器或组合电器 。

2 ．

2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1 常用低压断路器分类 (表 2

．

2
．

2
一

】)
表 2

。

2
．

2
—

1 常用低压断路器分类

内容 分类

使用类别

A
类 (准选择型)

B
类 (选择型)

按分断介质分

空气分断

真空分断

气体分断

按设计型式分
开启式 (模压外壳式或塑壳式)

框架式

按操作机构的控制方法分

手动操作

电动操作

储能操作

按是否适合隔离分 适合隔离
不适合隔离

按是否需要维修分 需要维修
不需要维修

按安装方式分

固定式

插入式

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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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2
．

2
—

1

内容 分类

按外壳防护等级分 见 C B／T l4 o 4 8
．

1
—

2 0 o 0 及 G B 4 2 0 8
—

2o 08
。

按安装类别分 I 、

Ⅱ
、

Ⅲ
、

Ⅳ (注 )

注 ： 安装类别为过电压类别
。

I 一

安装在系统线路末端的特殊设备和部件 (过电压水平为信号水平级) ；

Ⅱ一

安装在安装类别 I 前面和安装类别Ⅲ后 面 的电器设备或部件 ；

Ⅲ 一

安装在安装类别Ⅱ前面和安装类别Ⅳ后面的电器设备或部件
，

(配电及控制水平级) 如直接接在配电干线处
Ⅳ一

安装在安装类别Ⅲ前面的电器
，

(电源水平级 ) 例如安装在电源进线处的电器
。

2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分类 (表 2
．

2
．

2
—

2 )
表 2

．

2
．

2
—

2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分类

内容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按运行方式分类 不用辅助电源
用辅助电源

按安装方式分类 固定安装和固定接线
带有电缆的可移动使用

按级数和电流回路数分类

单极两线

两极

两极三 线

三极

三极四线

四极

根据保护功能分类

只有剩余电流保护功能

带过载保护

带短路保护

带过载和短路保护

带过电压保护

多功能保护 (例如欠电压 、

断相
、

过电流
、

过电压等)

按接线方式分类 用螺钼

‘

或螺栓接线

插入式

按额定剩余电流可调性分类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可凋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可调

在剩余电流含有直流分量时 ，

根据
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动作特性分类

对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的交流正 弦波剩余电流能可靠脱扣的 A c 型

对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的交流正弦波剩余 电流 ，

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和脉动直
流剩余电流迭加 0 o o 6 A 平滑直流电流均能可靠脱扣的 A 型

3 民用建筑常用低压断路器的分类及用途简述 (表 2
．

2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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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2
—

3 民用建筑常用低压断路器的分类及用途简述

名称 电流种类
和范围 (A ) 保护特性 主要用途

配 电用 低 压

断路器

交 流 2 0 0
～

63【x】

选
择型 B 类

二
段保护 ： 瞬时； 短延时 ； 接地故障

作电源总开关和变压器

输出端支路开关
三 段保护 ： 瞬时； 短延时 ； 长延时

四段保护 ： 瞬时 ； 短延时 ； 长延时 ； 接地故障

非选择 A 类

限流型
长延时； 瞬时

变压器输出端支路开关
一

般型 支路末端开关

直 流 6 0 0
～

6()o o

快速型 有极性 ； 无极性 保护半导体整流设备
一

般型 长延时； 瞬时 保护
一

般直流设备

电 动 机 保

护 用 低 压

断路器

交流 63 ～

6 30

直接起动

一

般型 过电流脱扣器瞬动倍数 8
～

l5 In 保护鼠笼型电动机

限流型 过电流脱扣器瞬动倍数 12 In
同上

，

应装在大容量变
压器输出端

间接起动 间接起动 过电流脱扣器瞬动倍数 3
～

8 In
保护 鼠笼型和绕线转子

电动机
照 明用 微

型断路器

交流 6
～

12 5 ；

直流 6
～

10 0
过载长延时 ； 短路瞬时 用于居住建 筑 内电气 设备和信号

二 次电路等
剩 余 电 流

保 护 断 路

器

交流 1O
～

2 5 O

电磁式 按剩余电流动作灵敏度及使用 目的不同
，

以

及不 同型 号分档 ，

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一

般
从 6

—

5 o 0 m A 不等
，

动作时间≤ 0
．

1 s

防止人身 电击事故和避

免因电气设备漏 电造成

的火灾危险电子式

2 ．

2
．

3 主要技术性能
1 常用低压断路器性能 (按结构型式分类 ，

见表 2
．

2
．

3 )
表 2

．

2
．

3 按结构型式分类常用低压断路器的性能
、 、

＼ 结构类型
眦较 项

i ＼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 M C C B )

框架式断路器

( A C B )

脱扣器种类 有过电流脱扣器

，

有 的产品有失压 或分励脱

扣器

可具有过流脱扣器 ，

欠 电压脱扣器 (也可有
延时) 、

分励脱扣器
、

闭锁脱扣器等

短路分断能力 新产品的通断能力较高 高

额定工 作电压 较低 (6 60 V 以下 ) 较高 (至 ¨加 V )

额定电流 多在 6 o 0 A 以下
，

新产品也有达 30 0 0 A 的 2 0 o
～

6 3o 0 A

使用范围 宜做支路开关

，

可保 护小 容量 的配 电线路及

电机

宜做主开关 ， 一

般保护变压器及大容量配电
线路 。

操作方式 带电机传动机构 ．

手动及电动
，

智能化操作 有手柄

、

杠杆 、

电磁铁
，

电动机
，

气压
，

液
压储能式 ，

非储能式等及智能化操作等
安装方式 固定式 ，

插入式
，

抽出式 抽出式
。

固定式

装置方式 可单独安装 ，

也可装 于开关 柜 内 宜装 于开头柜 内
，

有抽屉式结构

外形 体积小 ，

安装紧凑
，

外形美观 体积较大
，

安装占地大

最大短时耐受 电流

及其峰值 较高 高

保护方案 有热保护 ，

过流
、

低电压
，

选择性保护 有热保护
，

过流
，

选择性保护和 自动重合闸

选择性

一

般产品无短延时 ，

有不少产 品有短延时
(可调) 有短延时 (可调)

，

可满足选择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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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型号
国产品牌产品型号编制方式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JB／T 29 3 0

—

9 1 《低压电器产品型号
编制方法》相关规定 。

合资及进 口 品牌的产品型号编制方法与 国内产品不 同
，

具体型号编制方式参见

厂家技术资料 。

2 ．

2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在房屋建筑设计 中低压断路器主要用于线路的过载

、

短路
、

过 电流
、

失压
、

欠压
、

接地
、

漏
电 、

双 电源 自动切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时的保护
、

操作等用途
，

其选择原则除遵守低压电器设备的
使用环境特征等基本原则 (见 《工 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外尚应考虑如下条件 ：

1 ) 断路器的额定电压不应小于线路额定电压 ；

2 ) 断路器额定 电流与过流脱扣器的额定电流不小于线路的计算电流 ；

3 )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能力不小于线路中最大短路 电流 ；

4 ) 选择型配电断路器需考虑短延时短路通断能力和延时保护级问配合 ；

5 ) 断路器欠压脱扣额定电压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

6 ) 当用于电动机保护时
，

则选择断路器需考虑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并使之在起动时间内不动作 ； 计
算见 《工 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7 ) 断路器选择还应考虑断路器与断路器
、

断路器与熔断器的选择性配合
。

① 断路器与断路器的配合应考虑上级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动作值
，

应大于下级断路器出线端处最
大预期短路电流 ，

若由于两级 断路器处短路时回路 元件 阻抗值差别小
，

使之短路电流值差别不大
，

则上

级 断路器可选择带短延时的脱扣器
。

② 限流断路器在短路电流大于或等于其瞬时脱扣器整定值时 ，

将会在数毫秒内脱扣
，

故下级保护
电器不宜用断路器实现选择性保护要求 。

③ 具有短延时的断路器
，

当其时限整定在最大延时时
，

其通断能力下降
。

因此
，

在选择性保护回

路中 ，

断路器的短延时通断能力应满足要求
。

④ 还应考虑上级 断路器的短路延时可返回特性与下级断路器的动作特性时间曲线不应相交
，

短延

时特性曲线与瞬时特性曲线间不应相交 。

⑤ 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时应考虑上 下级 的配 合
，

应将断路器的安秒特性 曲线与熔断器安秒特

性曲线比较 ，

以便在发生短路电流的情况下
，

具有保护选择性
。

⑥ 断路器作配电线路的保护时
，

宜选用带长延时动作过流脱扣器的断路器
，

当线路末端发生单相
接地短路时 ，

短路 电流不小于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过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 l_5 倍
。

2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的选择应考虑下述原则
1 ) 漏电保护断路器的选择应考虑电气设备的供电方式

，

选择见表 2
．

2
．

4
一

l 。

表 2
．

2
．

4
—

1 不 同电压等级剩余 电流保护器型式 的选择

电压 ( V ) 用电设 备选用剩余 电流保护电器型式

单相 2 2 0 二 极二 线式
、

单极二 线式

三相三 线 3 80 三 极式

三
相四线式 3 8 O 三 极四线式

单相设备 2 2 0 与三相设备 3 8 0 共用电路 四极四线式

2 ) 根据电气线路的正常泄漏电流
， 选择剩余 电流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

选择剩余电流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值时 ，

应充分考虑到被保护线路和设备可能发生的正常泄
漏电流值 ，

必要时
，

可通过实际测量取得被保护线路或设备的泄漏电流值
。

常用家用电气设备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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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电流值见表 2
．

2
．

4
—

2 。 2 2 O／3 8O V 单相及三 相线路埋地
、

沿墙敷设穿管电线每公里泄漏电流值见表
2 ．

2
．

4
—

3 。

电动机泄漏电流值见表 2
．

2
．

4
—

4 。

表 2
．

2
．

4
—

2 常用电气设备及线路泄漏电流值

名 称 泄漏电流值 ( m A )

电冰箱 0
．

19

饮水机 0
．

2 1

洗衣机 O
．

32

电
热水器 O

．

4 2

柜式或挂墙式空调器 0 8O

电饭煲 0
．

3 】

抽油烟机 0 2 2

排
气扇 O

．

O 6

蒸汽电熨斗 0 ．2 5

电
视机 (含 V C D 机) O 3 1

计算机 (含打印机) 3 1

台灯 、

吸顶式 白炽灯 0 0 3

落地灯 、

吸顶式日光灯 0
．

1】

微波炉 0
．

4 6

表 2
．

2
．

4
—

3 2 2 0 ／3 8 O V 单相及三 相线路埋地
、

沿墙敷设穿管电线每公里泄漏电流值

绝缘材质 截
面 ( m m 。)

4
6 1O l6 2 5 3 5 5 0 7 0 9 5 l2 0 l5 0 】8 5 2 4 o

聚氯乙烯 5 2 5 2 5 6 6 2 7 0 7 O 7 9 89 9 9 1o 9 l l2 l l6 l2 7

橡 皮 2 7 3 2 3 9 4 0 4 5 4 9 4 9 5 5 5 5 6 0 6 0 6 0 6 l

聚 乙 烯 l7 2O 2 5 2 6 2 9 3 3 3 3 3 3 3 3 3 8 3 8 3 8 3 9

表 2
．

2
．

4
—

4 电动机泄漏电流值

运行方式 额定功率 (kw )
l_5 2 2 5

．

5 7
．

5 l1 l5 】8
．

5 2 2 30 3 7 45 5 5 7 5

正
常运行 0

．

】5 0
．

18 O
．

29 0
．

3 8 O
．

5O 0
．

5 7 0
．

6 5 0
．

7 2 0
．

87 1
．

0o I
．

O 9 1
．

2 2 1
．

4 8

电动机起动 0 5 8 0
．

7 9 l 5 7 2
．

O 5 2 39 2
．

6 3 3 0 3 3 4 8 2 2 5 8 5
．

57 6 6 0 7
．

9 9 10
．

5 4

3
) 选用剩余电流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

，

应不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最大值
的 2 倍

。

4 ) 根据电气设备的环境要求选用剩余电流保护器
。

①剩余电流保护器的防护等级应与使用环境条件相适应 。

②对电源电压偏差较大 、

高温或特低温环境的电气设备应优先选用电磁式剩余电流保护器
。

③雷电活动频繁地区 的电气设备应选用冲击电压不动作型剩余电流保护
。

④房屋建筑剩余电流保护器动作参数选择见表 2
．

2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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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选用及工 程设计的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c B 5 0 0 5 4 。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o 0 5 2 。

《J0 k 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 B 5 O O 5 3
一

】9 94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16
—

2 0 0 8 。

《电气设备节能设计》0 6 D x 0 o 8
—

2 。

《建筑电气常用数据》o 4 D x 1O 1
—

1 。

《常用电机控制电路图》 D 3 O 3
—

2
—

3 (2 (】02 年合订本)
。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叭 D 3O 3
—

3 。

《常用低压配 电 没备及灯具安装》 D 7 O 2
—

1
—

3 (2 0 0 4 年合订本)
。

表 2
．

2
．

4
—

5 房屋建筑剩余电流保护器动作电流参数选择

项目 漏电动作电流参数值 ( m A )

家用电器插座回路的设备 3 O (快速动作)

单 台电机 3 0
～

1o 0 (快速 动作 )

医疗 电气设 备安装剩余 电流保 护器时 6

游泳池 、

喷水池
、

水上游乐场
、

浴室照明线路 l0 (快速动作 )

电源进线处 (防电弧性短路 ) 3o 0
一

lO 0 0

2 ．

2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安装要求
1 ) 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安装应符合 G B l39 5 5

—

9 2 标准及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

2 ) 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安装应充分考虑供电线路
、

供电方式
、

供电电压及系统接地型式
。

3 ) 剩余 电流保护器的额定 电压
、

额定电流
、

短路分断能力
、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

分断时间应满足
被保护供电线路和电气设备的要求 。

4 ) 剩余 电流保护器的安装接线应正确
，

在不同的系统接地形式的单相
、

三 相三 线
、

三相四线供电
系统中剩余电流保护器的接线不同 ，

应给以充分注意
。

2 剩余电流保护器对低压电网的要求
1 ) 剩余 电流保护器的负载侧的中性线

，

不得与其它回路共用 。

2 ) 当电气设备装有高灵敏度的剩余电流保护器时
，

则电气设备单独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最大可放
宽到 5 0 o n

，

但预期接触电压必须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

3 ) 装有剩余 电流保护器保护的线路及电气设备
，

其泄漏电流必须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

同时应满足
选用剩余电流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 ，

应不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正 常泄漏电流的最大值的 2 倍
的规定 。

当其泄漏电流大于允许值时
，

宜减小供电范围或线路敷设方式 。

4 ) 安装剩余电流保护器的电动机及其它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时的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0 _5 M n 。

3 安装剩余电流保护器的施工要求
1 ) 剩余电流保护器标有负载侧和电源侧时 ，

应按规定安装接线
，

不得反接 。

2 ) 安装带有短路保护的剩余 电流保护器
，

必须 保证 在 电弧 喷 出方 向有 足够 的飞 弧距离
。

飞弧距离

大小按剩余电流保护器生产厂的规定 。

3 ) 组合式剩余电流保护器外部连接的控制回路
，

应使用铜导线
，

其截面积不应小于 l_5 m m 。。

4 ) 安装剩余 电流保护器后
，

不能撤掉低压供电线路和电气设备的接地保护措施
，

但应按 2
．

2
．

5 l】)条

及 2
．

2
．

5 2 1 )条的要求进行检查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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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 电流保护器安装后

，

应操作试验按钮
，

检验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工 作特性
，

确认能正 常动作
后才允许投人使用 。

6 ) 剩余电流保护器安装后的检验项 目：

①用试验按钮试验 3 次
，

应正确动作
。

②带负荷分合开关 3 次
，

均不应有误动作
。

7 ) 安装时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和保护线
， 三 极四线式或四极式剩余电流保护器的中性线应接人 剩

余电流保护器 。

经过剩余电流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
，

不得 重 复接 地 或 接设 备外露可导电部
分。

保护线不得接入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

8 ) 剩余 电流保护器的安装必须由经技术培训考核合格的电工 负责进行
。

4 施工安装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电器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0 2 5 4

—

19 9 6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o 3 。

2 ．

2
．

6 相关标准
《电工 术语 低压电器》 G B ／T 2 9 0 0

．

18
—

2 0 0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 G B ／T 14 o 4 8
．

1
—

2 0 0 6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 G B 14 (】4 8
．

2
—

2 O O l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多功能 电器 (设备 ) 第 2 部分 ： 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 (设备) 》 G B

l4 0 4 8 ．

9
一

l9 9 8 。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一

般要求》 G B ／z 6 8 2 9
—

2 0 0 8 。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4 部分 ： 安全防护 第 4_4 章 ： 过电压保护第 4_4 2 节 ： 低压电气装置对暂时过电
压和高压系统与地之间的故障的防护》 G B 16 89 5

．

1 l
一

2 0 0 l 。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不大干 16 A 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 B l7 6 2 5 ．

2
一

l9 9 9
。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16 A 的设备在低压供 电系统 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 B ／Z l7 6 2 5 ．

3
—

2 O O 0 。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16 A 的设备在低压 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限制》 G B ／z

l7 6 2 5 ．

6
—

2 0 0 3 。

《低压电气设备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 一

部分 ： 定义和试验要求》 G B ／T l7 6 2 7
．

1
—

19 9 8 。

《电磁兼容 环境 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低频传导骚扰及信号传输的兼容水平》 c B ／T l8 O 3 9
．

3
—

2 O o 3 。

《交流 lo o O V 和直流 l5 0 0 V 以下低压配 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检测的试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 部
分 ： 通用要求》G B ／T 182 16

．

1
—

2 o 0 0 。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s P n ) 第 1 部分 ：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 B 1 8 8 O 2
．

1
—

2 0 0 2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
一

设备接口 (c D I) 第 l 部分 ： 总则》 G B ／T 18 8 5 8
．

1
—

2 (】02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 一

设备接 口 ( c D I ) 第 2 部分 ： 执行器传感器接 口 (A s
—

i) 》
G B ／T l8 8 5 8 ．

2
—

2 O 0 2
。

《低压开关设 备 和 控制设备 控制器
一

设备接 口 (c D I ) 第 3 部分 ： D e v ic e N et》 G B ／T l8 8 5 8
．

3
—

2 0 o 2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尺寸 在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作电器机械支承的标准安装轨》

G B ／T 19 3 34 —

2 O 0 3 。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G B 109 6 3
—

19 9 9 。

《电气附件 一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 1 部分 ： 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G B 10 96 3
．

1
—

2 o o 5 。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 2 部分 ： 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 G B 10 9 6 3
．

2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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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 G B l4 o 4 8
．

2
—

2 O 0 l 。

《发电机断路器通用技术条件》 G B／T 14 8 24
一

l9 9 3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R c c B ) 第 l 部分 ：
一

般规则》 G B

16 9 16 ．

1
—

2 0 0 3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R c c B ) 第 2 1 部分 ：
一

般规则对动作
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的 R C C B 的适用性》 G B l6 9 l6

．

2 1
—

2 0 0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 电流保护的剩余 电流动作断路器 ( R c c B ) 第 2 2 部分 ：
一

般规则对动作
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 R C c B 的适用性》 G B 16 9 l6

．

2 2
—

2 0 0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 电流保护的剩余 电流动作断路器 (R c B 0 ) 第 1 部分 ：
一

般规则》 c B

16 9 I7 ．

1
—

2 O 0 3 。

《设备用断路器》 G B 17 7 O 1
—

2 0 0 8 。

《低压开关 没备和控制设备 第 3 部分 ： 低压开关
、

隔离器
、

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G B

l4 O 4 8 ．

3
—

2 O O 2 。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

般要求》 G B 6 8 2 9
—

19 9 5 。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 4 7 0 6
．

1
—

2 0 0 5 。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 G B l3 9 5 5
—

2 0 0 5 。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 部分 ： 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第 5 3 章 ：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 B 16 89 5
．

4
—

19 9 7 。

《用电安全导则》 G B ／T l3 8 6 9
—

2 0 0 8 。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可靠性试验方法》 G B ／z 2 2 0 7 4
—

2 0 0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可靠性试验方法》 G B／z 2 2 2 O 2
—

2 0 O 8 。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的可靠性试验方法》 G B ／z 2 2 2 o 3
—

2 0 0 8 。

《电气附件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移动式剩余电流装置 (P R c D ) 》 G B 2 0 【M 4
—

2 0 o 5 。

《电气附件 一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 l 部分 ： 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G B 1O 9 6 3
．

1
—

2 0 O 5 。

《通信设备过电压过 电流保护导则》 G B ／T 2 l54 5
—

2 0 0 8 。

2 ．

3 接触器
、

电机起动器

2 ．

3
．

1 概述
1 接触器 ： 仅有

一

个休止位置
，

能接通
、

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 (包括过载运行条件) 的电流
的一

种非手动操作的机械开关电器
。

2 电机起动器 ： 用于电动机的起
、

停
、

反转用的开关 电器
，

一

般由接触器
、

热继电器及其它电器
组合而成 。

2 ．

3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接触器分类见表 2

．

3
．

2
一

l ，

电动机起动器分类见表 2
．

3
．

2
—

2 。

2 ．

3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接触器的选择
1 ) 接触器的选用原则 ： 接触器可配合其它电器元件

，

实现远距离或频繁控制接通
、

断开电路
。

可
控制电动机 、

电焊机
、

电容器组
、

电热装置
、

照明及其它电力负荷 。

2 ) 接触器选用要点
① 按接触器的控制对象 、

操作次数及使用类别选择相应类别和接触器
，

选择表见表 2
．

3
．

3
一

l 。

②按使用位置处线路的额定电压选择 。

交
、

直流接触头的额定电压应大于线路的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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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2
—

1 接触器分类

分类 功能

交流接触器 用于交 流 电路 的接触器

直流接触 器 用于直 流 电路 的接触器

空气接触器 触头 的闭合或 断开 是在 空气 中进行的接触器

电磁接触器 由电磁铁产生的力带动主触头闭合或断开的接触器

气动接触器 由压缩 空气装置 产生 的力带 动主触 头 闭合或断开的接触器

电磁气动接触器 由电磁阀控制压缩 空气装 置产 生 的力带 动主触头 闭合或断开 的
一

种接触器

电气气动接触器 通过电控阀门 ，

由压缩空气产生的力带动主触头闭合或断开的
一

种接触器

锁扣接触器 当操作机械被施加能量时

，

可动部分动作 ，

当操作机构失去能量时
，

由锁扣装置使可动部分

不能返 回至起始位置的 一

种接触器

中频接触器 用于中频电路的接触器

真空接触器 主触头在高真空的壳内断开和闭合的一

种接触器

半 导体接触器 利用半导体开关电器来完成接触器功能的电器

表 2 ．

3
．

2
—

2 交流电动机起动器分类

起动器分类 含意

直接起 动器 (包括

可逆起动器) 起动时

，

按全电压起动电机

交流减压起动器 通过采用多于

一

级的方式 ，

将线电压施加到电动机的端子上或逐步增加施加在电动机端子上
的电压的起动器。

交流减压起动器又分为星
一

三 角形起动器和自耦减压起动器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 在起动时循序切除预先接在笼型电机转子电路中的
一

个或多个电阻器的变阻式起动器

软起动器

综合起动器

如一

种特殊型式的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
，

其起动功能仅限于控制电压和 (或) 电流上升
，

也可包括可控加速 。

附加的控制功能仅限于提供全电压运行

表 2 ．

3
．

3
—

1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主电路的使用类别及其代号

电流 使用类别代号 用途举例

A C

A C 一

1 无感或微感负载
、

电阻炉

A C 一

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
、

分断

A C 一

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
、

分断

A C 一

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
、

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
、

点动

A C 一

5 a 放电灯的通断

A C 一

5 b 白炽灯的通断

A C 一

6 a 变压器的通断

A C 一

6 b 电容器组的通断

A C 一

7 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A C 一

7 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A C 一

8 a 具有 手动 复位过载脱扣器 的密封制 冷压缩 机 中的电动机控 制

A C 一

8 b 具有 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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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3
．

3
一

l

电流 使用类别代号 用途举例

D C

D C 一

1 无感或微感负载
、

电阻炉

D C 一

3 并激电动机的起动
、

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
、

点动
、

电动机在动态中分断

D C 一

5 串激电动机的起动
、

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
、

点动
、

电动机在动态中分断

D C 一

6 白炽灯的通断

注 l 轻载使用的接触器如 A c
一

2
、

A c
一

3 降容使用时的容量可用于重载
。

2
对于 A c

一

3
、

A c
一

2 负载的主接触器
，

按额定电流选用
。

3
对操作频率大于 3 0 次

，。h 的 A c
一

2 负载
，

应将接触器降级使用
，

降级幅度可为 1
～

2 级
。

③按负载容量选择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 。

接触器主触头额定电流应大于等 于 电动机 的额定 电流

或线路 的计算电流
。

在确定接触器主参数时
，

应留有余量
。

且应考虑接触器所服务对象 的工作制
。

长期

工作制 ； 间断工 作制 (8 h ) ； 反复短时工 作制 ；短时工 作制
。

接触器主触头额定电流是指在间断工作制
下工 作时

，

主触头长期容许通过的电流值
，

因此
，

当接触器在长期工 作制下使用 时应降容使用
。

④对于吸引线圈的电压等级和电流种类 ，

应考虑控制电源的要求
。

⑤对于辅助接点的容量选择 ，

要按联锁回路的需求数量及所连接触头的遮断电流大小考虑
。

⑥对于接触器的接通与断开能力问题 ，

选用时应注意
一

些使用类别中的负载
，

如电容器
、

钨丝灯等
照明器 ，

其接通时电流数大
，

通断时间也较长
，

选用时应 留有余量
。

⑦对于接触器的电寿命及机械寿命问题 ，

由已知每小时平均操作次数和机器的使用寿命年限
，

计算
需要的电寿命 ，

若不能满足要求则应降容使用
。

⑧应考虑环境温度 、

湿度
，

使用场所振动
、

尘埃
、

化学腐蚀等
，

应按相应环境选用不同类型接触器
。

⑨对于照明装置适用接触器 ，

还应考虑 照 明器 的类 型
、

起动电流大小
、

起动时问长短及长期工 作电
流 ，

接触器的电流选择应不大于用电设备 (线路) 额定电流的 9 O ％ 。

对于钨丝灯及有电容补偿的照明装置 ，

应考虑其接通电流值
，

选用数据可参照表 2
．

3
．

3
—

2 。

表 2
．

3
．

3
—

2 照明装置适用数据参考表

照明装置种类 功率因数补偿装置 起动电流 功率因数 起动时间 ( s ) 选数根据

钨丝灯 l6 In O 9
～

1 A c
一

1 工 作制 0
．

9 In 和起动电流

荧光灯 无
I| J O 5 A c —

l 工 作制小接触器为 O 7 In 大接
触器为 O

．

9 In 以及起 动 电流有 2 0 II l O 9

荧光高压汞灯

无 1 6In 0 4
～

O 6 < 5 n 9 【n

有 2 In O 9 5 ( 5 起动电流

钠 灯 无
1

．

6 In 0 4
～

O 6 5
～

8 7 0 ％ 长期工 作电流

有 2O In 0 ．9 5 5
～

8 70 ％ 长期工 作电流和起动电流

金属卤化物灯

(高压)

无 l 4 In 0
．

5 5
—

12
(
在 1 6 In ) 7O％长期工作 电流

有 20In O 95 5
～

12

金
属 卤化物灯

(低压 )

无 In 0
．

3 5
～

】2
(
在 1 6 In ) 7 O ％ 长期工作电流有

2 In O
．

95 5
～

12

2
起动器的选择

1 ) 磁力起动器选择 ： 磁力起动器用于电动机的起
、

停及反转用的开关电器
， 一

般由接触器
、

热继
电器及其它电器组成 。

磁力起动器 (交流直接起动器 ) 按用途分可逆
、

不可逆
，

前者由二 个接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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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可控电动机的正反转
，

具有电和机械联锁
。

其结构可分开启式
、

保护式及防爆式
。

其中接触器部分的选择可参考 2
．

3
．

3
一

l 所述
，

热继电器的选择应考虑下述原则 ：

①热元件额定电流应小于或等于热继 电器 的额定 电流
。

②保护电动机的热继电器的选择应根据电动机的起动时间 ，

选取 6 In 下热继电器的可返回时间是其
动作时间的 O

．

5
～

0
．

7 倍
。

③按额定电流选择热继电器型号规格
。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0
．

9 5
～

1
．

O 5 倍
。

④按整定电流选择热元件编号及额定电流 。

同时应标出整定电流值
。

⑤选择二 相
、

三 相热继电器
，

应根据负荷性质
，

当多台电动机功率的功率差别比较显著时
，

电源电
压严重不平衡场合 ，

不宜选用二 相热继电器
。

⑥对于反复短时工 作制的电动机
，

以及起 动频 繁 的电动机
，

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保护
。

⑦选择热继电器时 ，

要使安秒特性在电机过载特性下方 。

2 ) 自耦减压起动器 ： 自耦减压起动器是利用 自耦变压器降压
，

用于不频繁起动电动机 的电器
，

可
有手动 、

自动方式
。

自耦减压起动器可带过载保护
，

当通过 1
．

2 倍的额定电流时
，

可在 2 O m ．n 内自行脱
扣 ，

切断电源
。

若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

当
一

相断 电
，

另两相电流达到 1
．

15 倍额定电流时
，

可在
2 0 m in 内动作

。

3 ) 星
一

三 角起动器 ： 星
一

三 角起动器是利用改变定子绕组的接线方式来达到减压起动 目的
，

分
手 、

自动二 种
。 一

般无过载及失压保护
，

多数产品由接触器
、

热继电器
、

时间继电器
，

按钮等组成
，

有
防护外壳 ，

有过载
、

失压及断相保护
。 星

一

三 角起动器适用于正常运行 时绕组 为三角形接线
，

且 具有六
个出线端子的低压笼型电动机 。

起动时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星形
，

此时绕组电压为额定电压 的
，

起动转
矩和起动电流为全压起动的 l／3 ，

然后将三 相绕组转接成三 角形
。

此种方式起动转矩小
，

适用于轻载起动
场合 。

在星
一

三 角起动器基础上改进的另
一

种起动器为延边三 角形降压起动
，

民用建筑设计较少采用
。

4 ) 软起动器 ： 软起动器是采用工 业 微处理器和大功率可控硅
，

微电脑控制可控硅输出电压实现限
流起动电机 。

软起动器适用于风机
、

泵类
、

压缩 机等设备
。

5 )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主要原理采用磁场感应原理
，

从电动机三 相主回路上取出电流信号
，

通 过 电

子线路控制 电动机
。

该类装置可作为电动机起动
、

控制装置
，

可有缺相
、

断相
、

过流
、

不平衡等保护 。

3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 B 5 o 0 5 4 。

《供配 电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5 2
。

《lO k V 及以下变电所设 汁规范》 G B 5 0 05 3
—

9 4 。

《民用建筑 电气设计规范》JG J 16
—

2 0 o 8 。

《电气设备节能设计》0 6 D x 0 0 8
—

2 。

《建筑电气常用数据》0 4 D x 1O l
一

1 。

《常用电机控制电路图》 D 3 0 3
—

2
～

3 (2 【】(】2 年合订本)
。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0 1 D 30 3
—

3 。

《常用低压配 电设 备及灯具安装》 D 7 O 2
—

1
—

3 (2 0 0 4 年合订本)
。

2 ．

3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施工 做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低压电器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O 2 5 4

一

l9 9 6 。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0 3 。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质 量 检 验 及评 定 规 程 第 l2 部分 ： 低压电器施工 质量检验》 D L ／T 5 l6 】
．

12
—

2 O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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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6 相关标准
《电工 术语 低压电器》 G B ／T 2 9 0 0

．

1 8
—

2 0 0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 G B ／T I4 o 4 8
．

】
一

2 0 0 6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G B 14 O 4 8
．

4
—

2 0 0 3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5
—

1 部分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控制电路电器》 G B

14 0 4 8 ．

5
—

2 O 0 1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多功能电器 (设备) 第 2 部分 ： 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 (设备) 》 G B

l4 O 4 8 ．

9
—

19 9 8 。

《低压电气设备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 一

部分 ： 定义和试验要求》 G B ／T 17 6 2 7
．

1
—

19 9 8 。

《低压 电气设备 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二 部分 ： 测量系统和试验设备》 G B ／T 17 6 2 7
．

2
一

l9 9 8 。

《电磁兼容 环境 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低频传导骚扰及信号传输的兼容水平》 G B／T 18 0 39
．

3
—

2 0 (】3 。

《交流 10 0 O v 和直流 15 0 O V 以下低压配 电系统 电气安全 防护检测 的试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 部

分 ： 通用要求》 G B ／T 】82 16
．

1
—

2 0 O O 。

《交流 l0 0 0 v 和直流 15 O O V 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检测的试验
、

测量或监控设备第 2 部

分 ： 绝缘电阻》 G B ／T 182 l6
．

2
—

2 o 0 2 。

《家用及类似用途机电式接触器》 G B 17 8 8 5
—

19 9 9 。

《交流接触器节电器》 G B 8 8 7 】
一

2 0 0 1 。

《低压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 备第 4
—

3 部分 ：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一

非 电动机负载用交流半导体控

制器和接触器》 G B ／T 14 O 4 8
，

l2
—

2 O O 6 。

《交流接触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 B 2 l5 18
—

2 0 0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
—

2 部分 ：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和起动

器 (含软起动器)》 G B l4 0 4 8
．

6
—

2 O O 8 。

《接触器式继电器可靠性试验方法》 c B ／z 2 2 2 O 1
—

2 0 0 8 。

《小容量交流接触器可靠性试验方法》 G B ／z 2 2 2 o 0
—

2 0 O 8 。

2 ．

4 隔离器
、

隔离开关 、

熔断器组合电器

2 ．

4
．

1 概述
1 产品定义

根据 G B ／1、29 O O
．

18
—

2 O O 8 《电工 术语 低压电器》
，

产品定义如下 ：

1 ) (机械 ) 开关 ： 指在正常条件下 (包括规定的过载工作条件)
，

能够接通
、

承载和分断电流
，

并
在规定的非正常电路条件下 (例如短路) ，

能在规定时间内承载电流的
一

种机械开关电器
。

开关可以接

通但不能分断短路电流 。

2 ) 隔离器 ： 指在断开状态下能符合规定的隔离功能要求的机械开关电器
。

如分断或接通 的电流可

忽 略 ，

或 (在分断或接通电流时) 隔离器每个极的两端的电压不发生显著变化
，

隔离器可以将电路断
开或闭合 。 它能承载正常电路条件下 的电流

，

也 能在
一

个规定的时间内承载非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

(例如短路电流 ) 。

3 ) 隔离开关 ： 指在断开状态下能符合隔离器的隔离要求的开关
。

断开指由于电器的断开
，

而使电
路内电流被截止 的操作过程

。

4 ) 隔离器和隔离开关功能的差别是 ： 隔离开关具有隔离器的功能
，

并在正常条件下 (包括规定的
过载工 作条件)

，

能够接通
、

承载和分断电流
。

而隔离器在分断或接通的电流可忽略时
，

可 以将 电路断
开或闭合 。

在工 程 设计中
，

把 d is c o n n e c 【0 r (隔离器 )
、 8 w itc h

—

d is c 0 n n e c t o r (隔离开关) 均翻译为隔离
开关 。

根据 G B ／1、29 0 0
．

18
—

2 0 0 8 《电工 术语 低压电器》应按隔离器 (d is c o n n e c t 0 r ) 和隔离开关 ( s w 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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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 is c 0 n n e c 【0 r ) 分开来称谓
。

5 ) 开关
、

隔离器
、

隔离开关与熔断器组装在同
一

单元组成熔断器组合电器
。

熔断器组合电器是对
熔断器开关电器的总称 。

其定义为 ：

① 开关熔断器组 ： 开关 的
一

极或多极与熔断器串联构成的组合电器
。

同义词 ： 负荷开关
。

② 隔离器熔断器组 ： 隔离器的
一

极或多极与熔断器串联构成的组合电器
。

同义词 ： 带熔断器的隔
离器 。

③ 隔离开关熔断器组 ： 隔离开关的
一

极或多极与熔断器串联构成的组合电器
。

④ 熔断器式开关： 用熔断体或带有熔断体载熔件作为动触头的
一

种开关
。

同义词 ： 熔断器式刀开

关 。

⑤ 熔断器式隔离器 ： 用熔断体或带有熔断体载熔件作为动触头的
一

种隔离器
。

⑥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 用熔断体或带有熔断体载熔件作为动触头的
一

种隔离开关
。

2 图形符号
根据 G B ／．r4 7 2 8

．

7
—

2 o o 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 7 部分 ： 开关
、

控制和保护器件》开 关
、

隔离
器 、

隔离开关
、

开关熔断器组
、

隔离器熔断器组
、

隔离开关熔断器组
、

熔断器式开关
、

熔断器式隔离器
及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的图形符号表示的定义概要见表 2

．

4
．

1 。

表 2
．

4
．

1 定义概要

3 基本组成

隔离器 、

隔离开关通常由绝缘底座
、

刀形动触头
、

静触头
、

灭弧装置 和操作机构组成
。

只作 隔离 电

源用 的则不需要灭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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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用途
隔离器 、

隔离开关用于维护
、

测试和检修设备需断开电源的场所
。

熔断器式开关 、

开关熔 断器组
、

熔断器式隔离器
、

隔离器熔断器组
、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及隔离开关
熔断器组用于维护

、

测试和检修设备需断开电源的场所并作线路及负荷的保护
。

2 ．

4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1 电器型式
1 ) 极数 ： 隔离器

、

隔离开关按极数分为 1 ， 2
，

3 ， 4 极
。

2 ) 电流种类 ： 隔离器
、

隔离开关的电流种类分为交流或直流
。

2 主电路的额定值

1 ) 标称电压

①交流系统 中产品的标称电压为 ： 2 2 O／3 8 0 V 及 3 80／6 6 O V 。

②直流系统中产品的标称电压为： 1 1O V 、

2 2 O V 及 4 4 O V 。

2 ) 电流
①约定 自由空气发热电流是不封闭电器在无通风条件下用于温升试验的电流值 。

②约定封闭发热电流由制造厂规定 ，

用它来对安装在规定外壳中的电器进行温升试验
。

③额定工 作电流见制造厂规定
，

额定工 作电流由额定工 作电压
、

额定频率
、

额定工 作制
、

使用类别
和外壳防护的型式确定

。

额定工 作电流见制造厂样本
。

④额定不 间断 电流 由制造 厂规定
，

是电器在不间断工 作制条件所长期承载的电流
。

3 ) 额定频率是用于设计 电器且与其他特性值有关的电源频率
。

国内产品为 5 0 (6 O ) H z 。

3 灭弧介质分为空气
、

真空
、

油等
。

4 操动方式分为 ： 有关人力操作
、

无关人力操作
、

半无关人力操作及贮能操作
。

闭合操作方式可
与断开操作方式不同。

1 ) 有关人力操作指完全靠直接施加人力的
一

种操作
，

操作速度和操作力与操作者的动作有关
。

也

称作直接人力操作 。

2 ) 无关人力操作指能源来源于人力
、

并在
一

次连续操作中贮存和释放能量的
一

种贮能操作
，

操作
速度和操作力与操作者的动作无关 。

也称作人力储能操作
。

3 ) 半无关人力操作指完全靠直接施加达到某
一

阀值的人力的
一

种操作
，

所施人力超过阀值时
，

除
非操作者故意延迟 ，

否则将完成无关通断操作
。

4 ) 贮能操作指利用操作前贮存于机构本身内的
、

并且在预定条件下足以完成操作的能量所进行的
一

种操作 。

贮能方式分为弹簧
、

重物等 ； 能量来源分 为人力
、

电力等 ； 能量释放方式分为人力
、

电力
等 。

例如电动机贮能操动
。

2 ．

4
．

3 产品主要性能指标
1 正 常工 作条件
1 ) 周围空气 温度 ： 周 围空气 温度上 限不超过 + 4 0 ℃ 。

周 围空气温度 2 4 h 的平均温度不超过
+

3 5 ℃ 。

周围空气温度下限
一

般不低于
一

5 ℃ 。

2 ) 海拔 ： 安装地点的海拔高度不超过 2 0 0 0 m 。

3 ) 大气条件 ： 大气相对湿度在周围空气温度为 + 4 O ℃ 时不超过 5 O ％ ； 在较低温度下可以有较高的
相对湿度 ； 最湿月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为 9 O ％ ，

同时该月的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 2 5 0C ，

并考虑到因
温度变化发生在产品表面上的凝露 。

4 ) 周围环境的污染等级是根据出现导电的或吸湿的尘埃
、

游离气体或盐类
，

相对湿度的大小
， 以

及由于吸湿或凝露导致表 面电阻率下降事件发生 的频度 ，

而对环境条件作 出的分级
。 污染等级分为四

级 ，

即 l
，

2 ， 3 ， 4 。

产品通常推荐考虑污染等级 2 。

①污染等级 1 指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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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污染等级 2 指
一

般情况仅有非导电性污染
，

但是必须考虑到偶然由于凝 露造成 短暂 的导 电性
。

③污染等级 3 指有导电性污染
，

或由于预期的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为导电性的
。

④污染等级 4 指造成持久性的导电性污染
，

例如由于导 电尘埃或雨雪所造成的污染
。

2 使用类别
各使用类别所规定的预定用途见表 2

．

4
．

3 。

表 2
．

4
．

3 产品的预定用途

电流

种类

使用类别
典型用途

类别 A 类别 B

交流

A C 一

2 0 A a

A C 一

2 i A

A C 一

2 2 A

A C 一

2 3 A

A C 一

2 0 B 0

A C 一

2 l B

A C 一

2 2 B

A C 一

2 3 B

空载条件下闭合和断开

通断电阻性负载 ，

包括适当的过负载
通断电阻和电感混合负载 ，

包括适当的过负载
通断电动机负载或其他高电感负载

直流

D C 一

2 0 A a

D C 一

2 l A

D C 一

2 2 A

D C 一

2 3 A

D C 一

2 0 B a

D C 一

2 lB

D C 一

2 2 B

D C 一

2 3 B

空
载条件下闭合和断开

通断电阻性负载 ，

包括适当的过负载
通断电阻和电感混合负载 ，

包括适当的过负载
通断高电感负载

注 ： 1 a 在美国不允许使用这类使用类别 。

2
经 常操 作加尾标类别符号 A ； 不经常操作尾标类别符号 B 表示

。

3 安装类别
对于安装在绝缘得到配合的低压系统中的电器或设备

，

根据它的对地额定绝缘电压相应地规定 了它
的对地冲击耐受电压峰值也就规定了它的安装类别 ，

亦叫过电压类别
。

安装类别分为 I
、

Ⅱ
、

Ⅲ
、

Ⅳ 四

类 。

隔离器
、

开关
、

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的安装类别为 Ⅱ
、

Ⅲ
、

Ⅳ类
。

1 ) 安装类别 I (信号水平级) 指安装在系统线路末端的特殊设备或部件
，

例如低压 电子逻 辑系
统 、

遥控
、

小功率信号电路的电器
。

2 ) 安装类别 Ⅱ (负载水平级) 指安装在安装类别 I 前面和安装类别Ⅲ后 面 的 电器 设备或部件
，

例
如控制和通断电动机的电器 ，

螺线管电磁阀
，

耗能电器 (电灯
、

电热器)
，

通过变压器 的主令 和控制电

路电器 。

3 ) 安装类别Ⅲ (配电及控制水平级) 指安装在安装类别 Ⅱ前面和安装类别Ⅳ后面的电器没备或部
件 ，

例如直接联接至配 电干线装入 配 电箱 的电器
。

4 ) 安装类别Ⅳ (电源水平级) 指安装在安装类别Ⅲ前面的电器
，

例如安装在电源进线处的电器
。

4 防护等级分类 ： 见 G B 4 2 O 8
—

2 0 0 8 《外壳防护等级 (IP 代码)》
。

2 ．

4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额定工 作电压在多相电路指相间电压

。

产品的额定电压应与所在回路标称电压相适应
。

2 额定工作电流由制造厂规定
，

其值的确定应考虑到额定工 作电压
，

额定频率的额定工 作制
，

使
用类别和防护外壳型式 。

产品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计算电流
。

3 产品的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的频率相适应
。

4 产品的工 作环境要求满足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
，

若产品的工 作环境与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不
符 ，

应按照 G B／T 4 7 9 7
．

2
—

2 o o 5 《电工 电子产品 自然环境条件 海拔与气压
、

水深和水压》 的规定调整
参数 。

5 额定绝缘电压与介电性能试验
、

爬电距离等有关
，

在任何情况下最大额定工 作电压不应超过额
定绝缘电压

。

6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应大于或等于该电器所处系统中所规定的最大过电压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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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八小 时工 作制是
一

个基本工 作制
， 通常约定发热电流就是以这种基本工作制来确定的 。

8 不间断工作制 由于触头氧化和尘埃累积会导致发热恶性循环
，

电器用于不间断工 作制时可以通

过采用特殊 设计 (例如采用银触头) 或者降容
。

产品的额定不问断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计算电流
。

9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L
。

) 是制造厂规定的短时间内产品所能承受而不损坏的电流值
。

产品应满
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与热稳定的要求 。

1 0 额定短路接通能力是在产品标准或制造厂规定的电压
、

额定频率以及
一

定的功率因数 (或时
间常数) 下电器能够接通的短路电流值 ，

用最大预期短路电流峰值表示
。

1 1 额定短路分断能力 (t
。

) 是在产品标准或制造厂规定的电压
，

额定频率
，

以及
一

定的功率因
数 (或时间常数 ) 下电器能够分断的短路电流值 ，

用预期分断电流值表示 (对于交流用交流分量的有
效值表示) 。

用于断开短路电流的产品
，

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通断能力
。

1 2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是对于本身不能分断短路电流的电器
，

需要时
，

制造厂必须指定适当型号
的短路保护电器加以保护 ，

当指定的短路保护电器是断路器时
，

被保护的电器在断路器的动作时间内能

承受某 一

短路 电流的作用 (包括截断电流峰值
、

焦耳积分 f产d t 的热作用等 )
，

相应于此短路电流的预
J

期短路电流值 。

对于交流
，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用交流分量有效值表示
。

断路器可与被保护电器组合成
一

体 ，

也可以彼此分开
。

选用需校验是否满足
。

1 3 额定熔断短路电流是对于本身不能分断短路电流的电器为熔断器时的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

选
用需校验是否满足 。

1 4 配电系统的接地型式为 T N
—

s 时
，

末端单相配电箱的进线开关或隔离器可选用两极
。

1 5
若要求与接触器或断路器电气联锁

，

产品选用可提供辅助开关的产品
。

1 6 熔断器应增加防断相运转功能
。

1 7 若安全运行需要
，

选用断开位置提供挂锁装置的产品
。

1 8 根据操作要求
，

选用相应操动方式的产品 。

1 9 根据电器现场工 作环境
，

选用相应防护等级的外壳的电器产品
。

2 0 根据电器现场工 作环境的爆炸介质
，

选用满足相应防爆型式及防爆等级的产品
。

2 1 根据电器现场工 作环境的腐蚀性介质
，

选用满足相应腐蚀性介质要求的外壳的产品
。

2 2 对保护的选择性有要求时
，

需校验
。

2 3 隔离开关为不带保护外壳
，

其裸带电体距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2
．

5 m ； 当低于 2
．

5 m 时应设置遮
护物或阻挡物 ，

阻挡物与裸带电体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O
．

8 m ，

阻挡物的高度不应小于 1
．

4 m 。

2 4 隔离开关为不带保护外壳
，

需根据生产厂对产品灭弧要求的安装要求确定安装位置
。

2 5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4 。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c B 5 0 0 5 2 。

《10 k 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 B 5 o 0 5 3
—

19 9 4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16
—

2 0 0 8 。

《电气设备节能设计》O 6 D x 0 0 8
—

2 。

《建筑电气常用数据》0 4 D x 10 l
—

l 。

《常用电机控制电路图》 D 3 O 3
—

2
—

3 (2 0 O 2 年合订本)
。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O l D 3 0 3
—

3 。

《常用低压配电设备及灯具安装》 D 7 O 2
一

l
～

3 (2 f】(】4 年合订本)
。

2 ．

4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安装要点
1 ) 应有可靠的电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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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位置正确
，

安装牢固
， 垂直度允许偏差为 1

．

5 ％ 。

3 ) 施工 做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低电器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0 2 5 4

—

19 9 6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 0 3 o 3 。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第 l2 部分 ： 低压电器施工 质量检验》 D L ／T 5 l6 1
．

12
—

2 0 0 2 。

2 ．

4
．

6 相关标准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 G B ／T 2 9 O 0

．

18
—

2 0 o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 G B ／T 14 o 4 8
．

1
—

2 o 0 6 。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不大于 l6 A 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 中产生 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C B 176 2 5 2 —

19 9 9 。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l6 A 的设备在低压供 电系统 中产生 的电压波动和闪烁 的限制》
G B ／Z I76 2 5 ．

3
—

2 0 0 O 。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l6 A 的设备在低压供 电系统 中产生的谐波 电流的限制》 G B ／z

17 6 2 5 ．

6
—

2 0 0 3 。

《低压电气设备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 一

部分 ： 定义和试验要求》 G B ／T l7 6 2 7
．

1
—

19 9 8 。

《电磁兼容 环境 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低频传导骚扰及信号传输的兼容水平》 G B ／T l8 0 3 9
．

3
—

2 O 0 3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尺寸 在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作电器机械支承的标准安装轨》
G B ／T l9 3 3 4 —

20 0 3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3 部分 ： 低压开关
、

隔离器
、

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c B

14 0 4 8 ．

3
—

2 0 O 2
。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 部分 ： 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第 5 3 章 ：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 B l6 8 9 5
．

4
—

19 9 7 。

《用电安全导则》 c B ／T l3 8 6 9
—

2 O 0 8 。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3 部分 ： 开关
、

隔离器
、

隔离开关 以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G B l4 O 4 8
．

3
—

2 O O 8 。

《低压熔断器第 2 部分 ： 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 (主要
用于工 业的熔断器 ) 》 G B ／T 13 5 3 9

．

2
—

2 0 o 2
。

《低压熔断器 第 4 部分 ： 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c B ／T l3 5 3 9
．

4
—

2 o 0 5 。

《低压熔断器第 2 部分 ： 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 (主要用于 工 业 的熔 断器) 第 l 至 5

篇 ： 标准化熔断器示例》 G B ／T 13 5 3 9
．

6
—

2 0 0 2 。

《低压熔断器 第 4 部分 ： 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第 1 至 3 篇 ： 标准化熔断体示例》
G B ／T l35 39 ．

7
—

2 0 0 5 。

《小型熔断器第 l 部分 ： 小型熔断器定义和小型熔断体通用要求》 G B 9 3 6 4
．

1
—

19 9 7 。

《小型熔断器第 2 部分 ： 管状熔断体》 G B 9 3 6 4
．

2
—

19 9 7 。

《小型熔断器第 3 部分 ： 超小型熔断体》 G B 9 3 6 4
．

3
—

19 9 7 。

《小型熔断器第 6 部分 ： 小型管状熔断体的熔断器座》 G B 9 3 6 4
．

6
—

2 0 0 1 。

《小型熔断器第 4 部分 ： 通用模件熔断体》 G B 9 3 6 4
．

4
—

2 O O 6 。

《低压熔 断器 第 l 部分 ： 基本要求》 G B l3 5 3 9
．

1
—

2 0 0 8 。

《低压熔断器 第 3 部分 ： 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 (主要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熔断

器 ) 标准化熔 断器 系》 G B l3 5 3 9
．

3
—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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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厘器及电
．

源系统

3 ．

1 配电变压器

3 ．

1
．

1 产品概述
配电变压器为工 矿企业与民用建筑供配电系统中的重要设备之

一

，

它将 lO (6 ) k V 或 3 5 k V 网络电
压降至用户使用的 2 3 O ／4 0 0 V 母线电压

。

此类产品适用于交流 5 0 (6 O ) H z ， 三 相最大额定容量 2 5 0 O k V A (单相最大额定容量 8 3 3 k V A ， 一

般
不推荐使用单相变压器 )

，

可在户 内 (外 ) 使用
，

容量在 3 15 k V A 及以下时可安装在杆上
。

3 ．

1
．

2 产品分类形式
、

适用范围
配电变压器根据绝缘介质的不同 ，

分为油浸式变压器和干式变压器 ； 根据调压方式的不同
，

分为无
励磁调压变压器和有载调压变压器 。

1 油浸式变压器按外壳型式
1 ) 非封闭型油浸式变压器 ： 主要有 s 8

、

s 9
、

S 10 等系列产品
，

在工 矿企业
、

农业和民用建筑中广
泛使用 。

2 ) 封闭型油浸式变压器 ： 主要有 s 9
、

s 9
一

M
、

s 10
一

M 等系列产品
，

多用于石油
、

化工行业中多
油污 、

多化学物质的场所
。

3 ) 密封型油浸式变压器 ： 主要有 B s 9
、

s 9
一

M ：
、

s 1o
—

M ：
、

s I 1
一

M R 、 s H
、

s H 12
一

M 等系列产
品 ，

可做工 矿企业
、

农业
、

民用建筑等各种场所配电之用
。

2 干式变压器按绝缘介质
1 ) 包封线圈式干式变压器 ： 主要有 s c B 8

、

s c (B ) 9
、

s c (B ) 10
、

s c R
一

10 等系列产品
，

适用
于高层建筑 、

商业中心
、

机场
、

车站
、

地铁
、

医院
、

工 厂等场所
。

2 ) 非包封线圈干式变压器 ： 主要有 S G 1O 等系列产品
，

适用于高层建筑
、

商业中心
、

机场
、

车站
、

地铁 、

石油化工等场所
。

3 干式变压器按外壳型式
1 ) 非封闭干式变压器 ： 变压器不带保护外壳

，

其铁芯和线圈是靠外界空气冷却
。

主要型号和使用
场所与包封线圈式干式变压器相同 。

2 ) 封闭干式变压器 ： 变压器带保护外壳
，

能使外界空气以循环方式直接冷却铁芯和线圈
。

保护外
壳的防护等级为 IP 2 x

，

保护外壳的材料有钢板
、

铝合金
、

不锈钢等
。 2 5 O k v A 及以上变压器可选配通风

机 ，

以提高冷却效果
。

主要型号和使用场所与包封线圈式干式变压器相同
。

4 变压器 (包含油浸式和干式) 按调压方式
1 ) 无励磁调压变压器 ：

一

般用于电压波动范围小
，

且 电压 变化较少 的场所
。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
提下 ，

能用无励磁调压的尽量不采用有载调压
。

高压分接范围为 ± 5 ％ 或 ± 2 × 2
．

5 ％ ，

主要型号和使用

场所与 3
．

I
．

2
．

1 1 )
、

3
．

1
．

2
．

1 3 )
、

3
．

1
．

2
．

2 1 )
、

3
．

1
．

2
．

2 2 )
、

3
．

1
．

2
．

3 1 )
、

3
．

1
．

2
．

3 2 ) 相同
。

2 ) 有载调压变压器 ： 有载调压变压器的变压器部分与普通变压器相似
，

只是
一

次绕组增加了调压
绕组 ，

装有有载分接开关和有载调压控制器
。

干式有载调压变压器的有载分接开关采用真空箱结构
，

分
接开关与变压器本体采用 一

体化结构
。

有载分接开关可配备自动控制器
，

便于现场或远程控制
，

如有必
要可按用户要求提供计算机接口 。

有载调压变压器可以并联运行
，

必须配置同步控制器
，

且并联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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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数不可超过 4 台
。 lO (6 ) k V 配电变压器不宜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

但在当地 10 (6 ) k V 电源电压
偏差不能满足要求 ，

且用 电单位有 对 电压要求严格 的设 备
，

单独调压装置技术经济合理时
，

亦可采用
l0 (6 ) k V A 有载调压变压器

。

有载调压变压器 主要有 s z 9
、

s c z
、

s c Z 9
、

s F Z 9
、

s c z (B ) l0
、

s c Z 9
一

z 等系列产品
，

适用于高
层建筑 、

商业中心
、

隧道
、

矿井
、

车站
、

机场
、

石油化工 等场所
。

3 ．

1
．

3 主要技术性能
主要工 作环境条件 ： 环境温度不高于 4 O ℃

，

不低 于
一

2 5 ℃ ，

最高 日平均温度 3 0 ℃ ，

最高年平均温
度 2 O ℃ ，

相对湿度不超过 9 0 ％ (环境温度 2 5 ℃ )
，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 【】0 m 。

若与上述使用条 件不符 时
，

应按 G B 64 5O 的有关规定
，

作适当的定额调整
。

3 ．

1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根据负荷性质选择变压器
1 ) 有大量 一

级或二 级负荷时
，

宜装设二 台及以上变压器
，

当其 中任
一

台变压器断开时
，

其余变压
器的容量能满足一

级及二 级负荷的用电
。

一 、

二 级负荷尽可能集中
，

不宜太分散
。

2 ) 季节性负荷容量较大时
，

宜装设专用变压器
。

如大型民用建筑中的空调冷冻机负荷
、

采暖用电
热负荷等 。

3 ) 集中负荷较大时
，

宜装设专用变压器
。

如大型加热设备
、

大型 x 光机
、

电弧炼炉等
。

4 ) 当照明负荷较大或动力和照明采用共用变压器严重影响照 明质量及灯 泡寿命 时
，

可设 照 明专用
变压器 。

一

般情况下
，

动力与照明共用变压器
。

2 根据使用环境选择变压器
1 ) 在正常介质条件下 ，

可选用油浸式变压器或干式变压器
，

如工 矿 企 业
、

农业的独立或 附建变电
所 、

小区独立变电所等
。

可供选择的变压器有 s 8
、

s9
、

s 1O
、

s c (B ) 9
、

s c (B ) l0 等
。

2 ) 在多层或高层主体建筑 内
，

宜选用不燃或难燃型变压器
，

如 s c ( B ) 9
、

s c ( B ) l0
、

s c z

( B ) 9
、

S C z ( B ) 1O 等
。

3 ) 在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严重影 响变压器安 全运行 的场所
，

应选封闭型或密封型变压器
，

如 B s

9 、

s 9
一

M ：
、

s】o
—

M ：
、

s H l2
一

M 等
。

4 ) 不带可燃性油的高
、

低配电装置和非油浸的配电变压器
，

可设 置在
一

同房间内
，

此时变压器应
带 IP 2 x 保护外壳

，

以策安全
。

3 根据用电负荷选择变压器
1 ) 配电变压器 的容量 ，

应综合各种用电设备的设施容量
，

求出计算负荷 (
一

般不计消防负荷)
，

补偿后的视在容量是选择变压器容量和台数的依据 。 一

般变压器的负荷率 8 5 ％ 左右
。 此法较简便

，

可
作估算容量之用 。

2 ) G B ／T 17 4 6 8 《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中
，

推荐配电变压器的容量选择
，

应根据 G B ／T l5 l6 4 《油
浸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或 G B ／n 7 2 I1 《干式电力变压器 负载导则》 及计算 负荷来 确定其 容量

。

上

述二 导则提供了计算机程序和正常周期负载图来确定配电变压器容量
。

详见 c B ／T1 5 16 4 及 G B ／̈ 7 2 1 1

有 关内容 。

4 10 0O k V ·

A 及以上油浸式变压器
，

须装设户外式信号温度计
，

并可接远方信号
。 8 0 O k V

·

A 及
以上油浸式变压器应装气体继 电器和压力保护装置 ，

8o o k V
·

A 以下油浸式变压 器根据使用要求
，

与制
造厂协商 ，

也可装设气体继电器
。

干式变压器应按制造厂规定
，

装设温度测量装置
， 一

般为 6 3 O k V
·

A

及以上变压器装设 。

5 产品选用及工 程设计的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 l6

—

2 0 0 8 。

《干式变压器安装》9 9 D 2 0 l
一

2 。

《室外变压器安装》O 4 D 2 0 l
一

3



·

巧 0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o o 9 年版)

《10／0 ．

4 k V 变压器室布置及变配电所常用设备构件安装》0 3 D 2 O l
一

4 。

《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 G B ／T 174 6 8
—

19 9 8 。

《配电变压器能效及经济技术评价导则》 D I／T 9 8 5
—

2 o 0 5 。

《电力变压器应用导则》 G B ／T 134 9 9
—

2 ()o 2 。

《干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 G B ／T l7 2 1 】
一

l9 9 8 。

《三 相 配 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 B 2 0 O 5 2
—

2 o o 6 。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 B／T I34 6 2
—

2 D 0 8 。

3 ．

1
．

5 施工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配电变压器为变电所的重要组件 ，

油浸式变压器
一

般安装在单独的变压器室内； 无外壳干式变压器
直接落地安装 ，

四周 加保护遮栏 ； 有外壳干式变压器直接落地安装
。

其安装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D 2 O l —

l
一

4
。

2 施工 安装规范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O 3 0 3

—

2 0 o 2 。

《电力变压器运行 规程》 D L ／T 5 7 2
—

19 9 5 (2 0 o 5 )
。

《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 D L ／T 5 7 3
—

19 9 5 (2 0 0 5 )
。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第 3 部分 ： 电力变压器
、

油浸电抗器 、

互感器施工 质量检验》 D L ／T 5 16 1
．

3
—

2 0 0 2 。

3 ．

1
．

6 相关标准
《电力变压器 第 1 部分 总则》 G B l0 94

．

I
—

I9 9 6 。

《电力变压器 第 2 部分 温升》 G B l094
．

2
一

l9 9 6 。

《电力变压器 第 3 部分 ： 绝缘水平
、

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G B 1O 9 4
．

3
—

2 o o 3 。

《电力变压器 第 4 部分 ： 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的雷电冲击和操作 冲击试验导则》 G B ／T 10 94
．

4
—

2 o 0 5 。

《电力变压器 第 5 部分 ： 承受短路的能力》 G B 10 9 4
．

5
—

2 o o 8
。

《电力变压器 第 10 部分 ： 声级测定》 G B ／T l0 94
．

1O
一

2 0 0 3 。

《电工 术语 变压器
、

互感器
、

调压器和电抗器》 G B ／T 2 9 0 0
．

15
—

19 9 7 。

《电工 术语 电机
、

变压器专用设备》 G B ／T 2 9 0 O
．

3 9
—

19 9 4 。

《变压器
、

高压电器和套管的接线端子》 G B ／T 5 2 7 3
一

l9 8 5 。

《干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 B 1O 2 2 8
—

2 O 0 8 。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 B ／T 6 4 5 1
—

2 o 0 8 。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判断导则》 G B ／T 7 2 5 2
—

2 0 0 1 。

《运行 中变压 器油质量标准》 G B ／T 7 5 9 5
—

2 0 0 0 。

《电力用油 (变压器油 、

汽轮机油) 取样方法》 G B 7 5 9 7
一

l9 8 7 。

《油纸电容式变压器套管型式和尺寸》 G B ／T l3O 2 7
一

l9 9 1 。

《电力变压器应用导则》 G B ／T 134 9 9
—

2 0 【】2 。

《运行变压器油维护管理导则》 G B ／T 14 54 2
—

2 0 0 5 。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 G B ／T 15 16 4
一

l9 9 4 。

《干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 G B ／T 17 2 l l
一

19 9 8 。

《变压器铜带》 G B ／T 18 8 l3
—

2 0 0 2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l 部分 ： 通用要求和试验》 G B l9 2 l2
．

1
—

2 0 0 3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4 部分 ： 燃气和燃油燃烧器点火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C B l9 2 l2 ．

4
—

2 o o 5



变压器及电源系统
· ．

，6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 品的安全 第 l3 部分 ： 恒压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G B 19 2 l2
．

13
—

2 0 O 5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16 部分 ： 医疗场所供 电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G B 19 2 12
．

16
—

2 O O 5
。

《电力变压 器
、

电源装 置和类 似产 品 的安 全 第 2 4 部分 ： 建筑工 地 用 变压 器 的特殊 要求》 G B

19 2 l2 ．

2 4
—

2 0【)5
。

《微机变压器保护装置通用技术要求》 G B ／T 19 2 6 2
—

2 o 0 3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 置和类 似产 品的安 全第 2 部分 ：
一

般用途分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G B

l9 2 l2 ．

2
—

2 o 0 6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第 3 部分 ： 控制变压
器的特殊要求》 G B l9 2 l2

．

3
—

2 0 O 6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第 5 部分 ：
一

般用途
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G B 19 2 12

．

5
—

2 0 0 6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第 7 部分 ：
一

般用途
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G B 19 2 l2

．

7
—

2 0 0 6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
、

电抗器和类似产品 电磁兼容 (E M c ) 要求》 G B ／T 2 14 19
—

2 0 0 8 。

《电力变压器 第 l 1 部分 ： 干式变压器》 G B 10 9 4
．

1 1
—

2 o o 7 。

《微机变压器保护装置通用技术要求》 G B ／T 14 5 9 3
．

1
．

3 0 0
—

2 O 0 8 。

《干式非晶合金铁心配电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 B ／T 2 2 0 7 2
—

2 0 0 8 。

《电力变压器 第 l(】
．

1 部分 ： 声级测定 应用导则》 G B ／T 1O 9 4
．

1O 1
—

2 0 O 8 。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 B ／T 13 4 6 2
—

2 0 0 8 。

3 ．

2 预装式变电站

3 ．

2
．

1 产品概述
预装式变电站 ，

一

般由高压开关柜
、

低压配电屏
、

州电：坚压器
、

外壳四部分组成
。

3 ．

2
．

2 产品分类和适用范围
1 分类 ： 按使用环境分为户内式及户外式

。

按预装式变电站电压等级为高压 6
—

3 5 k V
，

低压 2 2 O／

3 80 V ，
．

三相交流
， 5 0 H z ，

额定容量
一

般为 3 0
～

16 0 0 k V A 。

按预装式变电站 中的变压器分为干式
、

油浸
两种 。

2 适用范围 ： 预装式变电站可作为环网型和终端型变配 电装置
。

广泛应用于住宅小区
、

工 矿 企
业 、

宾馆
、

医院
、

商场
、

机场
、

公园
、

铁路等户外场所
。

3 ．

2
。

3 技术性能要求
主要使用条件 ： 海拔高度不超过 1O o 0 m ； 环境温度 ： 最高温度 4 0 ℃ ，

最低温度
一

2 5 qC ，

最高 日平
均温度不超过 3 5 ℃ ； 相对湿度 ： 日平均值不超过 9 O ％ ( + 2 5 ℃ ) ； 户外风速不超过 3 5 m ／s ； 地面倾斜度
不大于 3 。 ； 阳光辐射不得超过 l0 O 0 w ／m 。； 安装地点无爆炸危险

、

火灾
、

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 ；地震烈
度 8 度

。

当与上述正常使用条件不同时
，

由用户和制造厂协商解决
。

3 ．

2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产品选用要点
1 ) 根据工 程的用电负荷的重要性及建设地点所能提供 的高压供 电等级确定成套 电站的高压进线 电

压等级 。

2 ) 根据工 程所在地的电网系统 (短路容量
、

线路阻抗等) 的参数进行短路电流计算
，

以便确定 供

电元件 (如 ： 高
、

低压断路器
、

高压负荷开关等) 选型的具体参数和型号
，

并进行相关的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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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根据工 程的用电负荷
，

进行负荷计算
，

选择恰当的变压器容量
。

4 ) 根据工 程的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低压出线 回路数
，

确定低压 断路器 的容量
，

并预留适当的备用
出线回路

。

考虑便于进
、

出线
，

便于维修等情况
。

5 ) 尽可能的靠近负荷 中心
，

减少进
、

出线电缆的长度
。

2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l6

—

2 O 0 8 。

3 ．

2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1 ) 根据安装环境条件采取防止水淹的措施

。

2 ) 做好接地装置的安装
。

2 施工 安装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3 ．

2
．

6 相关标准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e B 3 1 1

．

1
一

l9 9 7 。

《高压架空线路和发电厂
、

变电所环境污区分级及外绝缘选择标准》 G B ／T l64 34
—

19 9 6 。

《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 G B ／T l7 4 6 7
—

19 9 8 。

《电工 术语 发电
、

输电及配电 变电站》 G R ／T 2 9 0 0
．

5 9
—

2 0 0 8 。

《绝缘配合 第 2 部分 ： 高压输 变 电设备的绝缘配合使用导则》 G B ／T 3 l 1
．

2
—

2 0 0 2 。

3 ．

3 静态交流不停电电源装置 ( U PS )

3 ．

3
．

1 产品概述
静态交流不停电电源装置是 一

种用于连续供电的
、

主要以电力变流器构成的静止型电源设备
。

它由
可控硅整流器 、

逆变器
、

交流静态开关和蓄电池等组成
。

所谓不停电电源装置 (u n in te 丌u p tih k P n w e r

s u p I】ly ，

简称 u P S )
，

是指当城市电网突然停电时
，

仍能保证交流 电源不问断地供 电
。

主要用途 ： U P S 正常运行 时
，

由城市电网交流电源经整流器变为直流
，

并通过充电器对蓄电池组进
行浮充 ，

同时经逆变器输出优质的交流电源对重要用电设备供电
。

当城市电网突然停电时
，

装置自动转
换到蓄电池组 ，

利用蓄电池组储能环节放电
，

经逆变器 对重要用 电设备供 电
。

由于静态交流不停电电源
装置与城市电网经过直流储能环节隔离 ，

排除了市电瞬变干扰
，

并连续不问断地供给重要负荷用电
，

因

而保证了重要设备安全可靠地 、

连续稳定地正常运行
。

u P s 采用绝缘栅双 极 晶 体管技术 ( IG B T ) ； 脉冲宽度调制技术 ( P w M ) 或矢量 空 间调制技术
(s V M )；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D s P ) 以及控制电子电路板采用表面贴装技术 (s M D )

。

使 u P S 整机增强
了抗干扰能力 ，

电路的集成度高
，

提高了可靠性 ； 整机性能得到改善
，

效率很高
。

3 ．

3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

功能
1 不停电电源装置按容量大小可分为 ：

小型不停电电源 ： 10 O 0 V A 及 以下 ； 中型不停电电源 ： 2
—

15 k V A ； 大型不停电电源 ： 2 O k v A 及以
上 。

小型不停电电源输入电压为交流单相 2 2 O V ，

可用于微型计算机 (
一

般单机功率为 2 D O
。

3 0 0 w ) 和
精密电子仪器配套使用的备用电源 。

中型不停电电源
，

输入电压
一

般为交流单相 2 2 0 V ，

也有
一

些厂商生产的 10
～

l5 k V A 的不停电电源
输入电压为三 相 3 8 0 V

，

该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系统
、

航空管理系统
、

卫 星 系统
、

精密仪器
、

科
研 、

医院
、

银行
、

保险等系统中
。

大型不停电电源输入 电压为三 相 2 2 0／3 8O V ，

该系列产品为计算机系统
、

卫 星通讯 系统
、

网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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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

精密仪器仪表
、

高灵敏用电设备提供连续
、

稳定
、

可靠
、

干净的交流电源 。

2 不停电电源按其工 作方式可分为后备式
、

在线式和在线互动式
1 ) 后备式不停电电源是指在电网正常供电时

，

由电网直接向负荷供电
，

当电网供电中断时
，

蓄电
池才对不停 电电源的逆变器供电

，

并由不停电电源的逆变器向负荷提供交流电源
，

即不停电电源的逆变
器总是处于对负荷提供后备供电状态 。

其特点 ： 成本低
、

效率高
，

但输出电压和频率不稳定
，

转换中
断。

不适合高速通信及计算机应用
。

2 ) 在线式不停电电源平时是由电网通过不停电电源的整流电路 向逆变电路提供直流电源
，

并由逆
变电路向负荷提供交流电源 。 一

旦 电网供电中断时
，

改由蓄电池经逆变电路向负荷提供交流电源
。

其优
点 ： 高质量电源输出； 频率

、

电压稳定 ； 零中断转换
。

缺点 ： 成本高
，

效率相对降低
。

适用频率和电压
不稳定的环境和高速通信及计算机应有 。

3 ) 在线互动式不停电电源是指在电网正 常供电
，

而且其电压和频率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

通过 自动

旁路开关 由电网直接 向负荷供 电 ，

当电网电压和频率不稳定
，

超过允许范围内时
，

则市电通过整流器逆
变器向负荷供电。

当电网电压
、

频率稳定在设定的范围内
，

u P S 又 经 自动旁路开关由电网直接向负荷供
电 ，

当电压
、

频率超过允许范围
，

则市电又转 回到通过整流器逆变器向负荷供电
。

互动式 u P S 的优点 ： 成本低
，

正 常情况下效率高
，

输出电压稳定
。

缺点 ： 输出频率不稳定 ； 存在转换时间 (4 m s )
。

不适用场合 ： 不适合发电机组供电和市 电不稳定环境 ； 不适合高速通信及计算机应用
。

3 不停电电源按有无旁路
，

又可 分为有旁路和无旁路两种型式
。

无旁路的方案实际上很少采用
。

有旁路的有手动旁路和自动旁路之分 。

手动旁路开关在维修和测试 u P s 整流逆变主机时
，

连续 以市 电
向用电设备供电之用 。

而 自动旁路开关是互动式 u P s 的组成部分
。

4 不停电电源按电池接线方式不 同
，

又可 分为蓄电池浮充式和开关切换式 (也称分离式 )
。

浮充
式适用于小容量装置 ，

开关切换适用于大容量装置
。

5 不停电电源主接线方案根据供电的可靠性
、

连续性
、

稳定性和电源容量及其他参数质量要求
，

不停电电源系统可分为 ： 单
一

式不停电电源系统 ； 并联式不停电电源系统 ； 冗余式不停 电电源 系统
。

6 u P S 主接线系统
不停电电源的主接线系统方案如下 。

单 一

式 u P s 系统{喜詈釜霁羹妻
并联式 u P s 系统{萋耄釜霁羹妻

冗余式 u P s 系统

1 ) 单
一

式 U P s 系统
单 一

式 u P s 系统系指只有
一

台 u P s 的不停 电电源系统
。

这种系统 由整流器
、

逆变器
、

蓄电池和旁
路开关等组成 。

设有交流静态开关切换旁路方式的单 台 u P s 供电系统
， 一

般适用于中小容量不停电电
源系统 。

2 ) 并联式 u P s 系统
该系统系指具有 一

台或多台逆变器的 u P s 和其他 u P s 工 作单元 的并联 运行
。

要求两 台或多 台逆变
器与市电旁路电源保持同步运行 。

正常运行 时
，

两台逆变器同时向负荷供电
，

各供
一

半负荷
。

当
一

台逆
变器故障时 ，

经交流静态开关 自动切 除故 障逆变器而不影响系统供电
。 此时另

一

台逆变器承担全部供电
负荷 。

在需要时用电负荷也可经交流静态开关 自动切换到市电旁路电源供电
，

但此时
，

供电主要技术指

式 式 式 式充 关 充 关

浮 开 浮 开池 池 池 池

电 电 电 电

蓄 蓄 蓄 蓄
， ● ● 』 、 【 r ● ● ， 、 【
统 统
系 系

黔 {￡

余 余冗 冗

用 联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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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将取决于市 电
、

供电质量将有所下降
。

并联 u P S 系统的输出功率是
一

台逆变器的额定功率
。

3 ) 冗余式 u P s 系统
冗余式 u P s 系统可分为备用冗余式 u P s 系统和并联冗余 u P s 系统

。

冗余式 u P s 系统配置 u P s 台数
一

般推荐选用 2
～

6 台为宜
。

①备用冗余式 u P s 当运行中的 u P S 单元发生故障时
，

则立即经交流静态开关切换到备用 u P S 单元
向负荷供电。

同时切除发生故障的 u P s 单元
。

②并联冗余式 U P s 系统 ： 这种 系统 由若干个分担供电负荷的 u P s 单元
。

所有 u P s 的输出直接并联
，

共同向负荷供电 。

由于并联冗余多台 u P s 设备装设总容量超过负荷要求容量至少 多
一

个 u P s 单元的容
量 ，

因而可以切断其 中任
一

故障单元
，

来保证其余单元负荷供电的连续性
，

继续对全部负荷供电
。

这种
系统可靠性高 ，

利于 u P s 的使用寿命
，

配置灵活
，

即可增容
，

也可冗余
，

有利于提高后备时间
，

是技
术发展的趋势 。

3 ．

3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根据工 程设计要求采用不同类型的不停电供电系统

，

单
一

式的 u P s 系统可靠性相对低些
，

其容
量相对来说小些 ，

如果需要高可靠
、

大容量的不停电电源
，

则可采用并联式 u P s 系统或冗余式 u P s 系
统 。

2 u P S 的节能运行 (E c 0 ) 模式
对电压和频率参数不敏感 的负荷采用 E c O 方式 Q 市电正常时

，

负荷由旁路交流电源通过自动旁
路供电。

如果电源故障或质量超出允许范围
，

负荷 自动转变为逆变器供电
，

而不会 中断
。

如果电源恢复
到容限范围内 ，

负荷又不 问断地转回到旁路交流电源
。

u P s 的 E c O 模式依靠智能能源管理系统跟踪市电质量
，

实现逆变器回路和自动旁路的程序化动作
，

减少整流器和逆变器电能转换损耗 ，

达到节能的 目的
。

3 并联式 u P s 的顺序软起动
多台并联的 u P s 利用智能能源管理功能

，

按事先设定的程序
，

对其实行顺序软起动
，

达到整流器
启动延时并按顺序进行 ，

它的优势是 ： 避免发电机组容量加大 ； 降低对市电的冲击 ； 避免干扰其他负
荷 ； 避免进线 电缆过热

。

4 蓄电池的选择和智能化电池监控系统
1 ) 蓄电池的选择 ： 蓄电池容量应根据市电停电后由其维持供电时间长短的要求选定

。

U P s 系统用的蓄电池需在常温下能瞬时起动
，

宜选用免维护密封酸性蓄电池
，

有条件时应选用碱性
燃料电池 。

2 ) 蓄电池的额定放电时间宜按下列条件确定 ：

①u P s 系统在交流输入发生故障时后
，

为保证用电设备按照操作顺序进行停机时
，

其蓄电池的额定
放电时间可按停电所需最长时间来确定

， 一

般可取 8
一

l5 m in 。

②当有备用电源时 ， u P s 系统在交流输入发生故障后
，

为保证用电设备供电连续性
，

并等待备用电
源投人

，

其蓄电池额定放电时间的确定
，

一

般可取 l0
～

3 O m in 。

③ u P S 系统供电的用电设备负荷特性不同
，

同样容量的 u P s 其电池的后备时间也不同
，

通常可根
据负荷特性来确定蓄电池的额定放 电时间 。

3 ) 智能化电池监控系统
大中型 u P s 系统都配置了智能化电池监控系统

，

不同厂家配置的功能稍有不 同
，

选用时用户要进
行确认 。

保证 u P s 系统最大限度地连续运行 ； 预防电池损坏 ； 延长电池寿命
。

先进的电池监控系统应有下列功能 ：

①根据电池老化 、

温度和充电水平计算真实的可用后备时间 ；

②评估电池的使用寿命 ；

③防止电池过度放电的保护 ，

根据 自动计算出的放 电曲线
，

自动断开电池电路断路器
，

防止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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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

④根据环境温度调整浮充电压
，

以延长 电池使用寿命 ；

⑤限制电池电流 ； 无负荷关机 ；

⑥ 自动电池检测 ： 按可编程的时间间隔做电池 自动放电检测
。

电池状态
，

预防性检测电池的内部故

障 。

电池电路的连接情况 ；

⑦逐渐增强的蜂呜器报警
，

提示后备时间终了 ；

⑧电池温度监测用于 ： 根据电池问的温度调整充 电电压
。

如果设置的允许温度超出正常范围
．

向操

作人员报警 。

5 u I)s 系统的谐波治理
变流装置的输出 、

输入 电源 回路 中含有多次谐波成份
，

抑制谐波是 u P s 系统设计要解决 的
一

个重
要课题 。 u P s 系统抑制谐波有多种方案

，

首先要求整流逆变器少产生谐波
，

如采用 l2 脉冲整流器
，

其
次是输入 、

输出回路中设置隔离变压器或滤波器
。

1 ) 谐波滤波器的种类
谐波滤波器有 以下几种 ：

①电感线圈和电容器组成 的无源滤波器 ；

②有源滤波器 ；

③非补偿型滤波器 (滤除某 一

次或固定的某几次谐波 )；

④补偿型滤波器 ；

⑤动态接点滤波器 ；

⑥正弦波有源谐波调节器
。

正弦波有源谐波澜节器其原理同有源滤波器
，

但适用于任何谐 波频谱
，

并且 不 限于整 流器类 型 的负

荷 。

u P s 系统是否需要装置隔离变压器
，

配置什么样的滤波器
，

用户根据用电负荷的要求
．

与供应商共

同商讨确定。

2 ) 全面谐波治理
全 面谐波 治理 (T H M ) 有源滤波器

，

它实时计算和补偿谐波
。

用正弦波有源谐波调节器技术
，

把
T H M 有源滤波器内置在 u P s 上

，

可显著减少谐波电流再注入配 电系统 中
，

避免对负荷 的干扰
，

它还意
味着增加 u P s 上线 的功率因数

。

T H M 滤波器安装在整流器的上线
，

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D s P ) 实

时地补偿 由整流器产生的谐波 ，

使电网上线电流保持为理想的正弦波
。

6 u P s 的遥控和通信功能
大中型 u P s 系统

一

般均能提供多种灵活的遥控和通信方案供选择
，

大大方便 了用户的操作
、

管理
和维修 。

实现供应商为用户提供远程服务； 沟通用户与供应商间的信息
。

大中型 u P s 可配置如下遥控和通信模块供用户选择 ：

①装置本身带有液晶屏幕显示
，

显示 u P S 运行状 况
，

事故报警
，

在线记录 u P s 运行 时 的各 种数据
。

②遥控板 ，

带液晶和发光二 极管显示 的手持遥控器
，

用通信接 口 连接
，

能对多台 u P s 实旌遥测
、

遥信和遥控 。

③自动回叫服务板
，

在非正常情况下
，

自动拨号模块能向指定的服务中心拨号寻求帮助
。

④智能功率模块与 u P S 通信的智能模块
，

用于监视
、

管理和记录 u P s 输出功率和负荷情况
。

⑤P c 机用监控软件
，

安装在 P c 机上
，

通过通信接 口
．

监控 l
～

9 9 台 u P s
，

还 可通过互联 l网发送 电

子邮件
。

⑥电池组监视模块 ，

连续监视每台电池的智能模块
．

能在电池组中任何
一

只电池严重损坏前告警
。

7 u P s 工 作条件
u P s 适用工 作条件

，

不同厂家供应的不同类型的 u P s 的工作条件有些差异
，

具体看 u P s 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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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Ps 产品技术规格说明书
。

以下是 u P s 的
一

般工 作条件
，

供设计选用者参考 ：

①海拔高度 10 0 O m 及 以下 (有些产品可工 作在海拔 2 0 0 O m 或 3 O o 0 m 以下 ) ；

②室内环境温度 0
～

+ 4 0 ℃ ；

③室内相对湿度不大于 9 0 ％ (不允许结露) ；

④无剧烈震动 、

冲击和垂直倾斜度不超过 5 度的场所 ；

⑤无易燃导电尘埃 、

无腐蚀性气体和爆炸危险的场所 ；

⑥蓄电池室的环境温度 2 O
～

2 5 qC 。

8 工 程设 汁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lI 】6

—

2 o 0 8 。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 Y D ／T 5 O 2 7
—

2 0 0 5 。

《邮电通信电源设备安装设计规范》 Y D J 1
一

l9 8 9 。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 程设计规范》 Y D ／T 5 o 4 O
一

2 0 0 5 。

《常用低压配电设备及灯具安装》 D 7 O 2
—

1
—

3 (2 0 0 4 年合订本)
。

《备用电源》 D 2 0 2
一

l
～

2 (2 0 O 2 年合订本)
。

3 ．

3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安装要点
施工 做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 程施工 监 理暂行规定》 Y D 5 12 6

—

2 O O 5 。

《通信用电源设备抗地震性能检测规范》 Y D 5 0 9 6
—

2 0 05 。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 程 验收规范》 Y D 5 O 7 9
—

2 0 0 5 。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工 程验收规范》 Y D ／T 5 0 5 8
—

2 O 0 5 。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Y D J 3 1
—

19 8 3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c B 5 0 3 0 3 。

3 ．

3
．

5 相关标准
《不间断电源设备 ( U P s ) 第 2 部分 ： 电磁兼容性 (E M c ) 要求》 G B 7 2 6 0

．

2
—

2 o 0 3 。

《不问断电源设备 (u P s ) 第 3 部分 ： 确定性能的方法和试验要求》 G B ／T 7 2 6 O
．

3
—

2 0 0 3 。

《信息技术设备用不间断电源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l4 7 15
—

19 9 3 。

《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性能特性》 G B 17 4 7 8
—

2 o O 4 。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直流电源输入端 口纹波抗扰度试验》 G B ／T l7 6 2 6 17
—

2 o 0 5 。

《电磁兼容 环境 工业设备电源低频传导骚扰发射水平的评估》 G B／z l8O 3 9
．

2
—

2 o o O 。

《电磁兼容 环境 电磁环境分类》 c B ／z l8 O 3 9
．

1
—

2 O O O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
、

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l 部分 ： 通用要求和试验》 G B 19 2 12
．

1
—

2 0 0 8 。

《普通电源或整流电源供电直流电机的特殊试验方法》 G B ／T 2 O l 14
—

2 0 o 6 。

《电力变压器
、

电源装置
、

电抗器和类似产品 电磁兼容 (E M c ) 要求》 G B ／T 2 14 19
—

2 【)(】8 。

《逆变应急电源》 G B ／T 2 l2 2 5
—

2 0 O 7 。

《单路输出式交流 一

直流和交流
一

交流外部电源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 B 2 0 9 4 3
—

2 (】(】7 。

3 ．

4 柴油发电机组

3 ．

4
．

1 产品概述
柴油发电机组由柴油机 、

发电机
、

超动及控制装置
、

日用油箱
、

底盘等组成
。

作为应急
、

备用电源
使用 ，

亦可作正常电源使用
。

应急或备用柴油发电机组以陆地固定式
、

闭式循环水冷机组为主
，

单台



变压器及电源系统
·

巧 7

电机容量不超过 l5 0 0 k w 为宜
。

3 ．

4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

功能
、

适用范围
1 柴油发电机组分类

1 ) 柴油发电机组可分为普通型
、

普通保护型和自动化机组
，

三 种类型 ：

①普通型机组 ：
一

般采用
一

体式结构
，

具备基本的起动
、

停止
、

手动操作和仪表显示功能
。

②普通保护型机组 ： 在普通型机组的基础上
，

增加了自动保护
、

报警功能
， 一

般具有水温高
、

油温
高 、

油压低报警和停机功能
。

有的还带超速 (过频 )
、

充电系统故障报警功能
。

过负荷和 短路保护
，

由
低压断路器来实现 。

2 自动化机组应具有 ：

1 ) 自动维持准备运行状态 ： 机组应急起动和快速加负荷时的机油压力
、

机油温度
、

冷却水温度应
符合产品技术条件之规定 。

2 ) 自起动和加负荷 ： 接自控和遥控指令
，

或市电供电中断时
，

机组能 自动起动并供电
，

机组允许
三次 自动起动 ，

每次起动时间 8
～

l2 s ，

起动间隔 5
一

lO s ，

第三 次 自起动失败时
，

应发出起动失败 的声
光报警信号 。

设有备用机组时
，

应能 自动地将起动信号传递给备用机组
，

有的机组在起动前还有预润滑
和预热等程序 ，

(在寒冷地区订货时应注明带预热装置 )
。

机组 自动起动成功后 。

自动升速至额定转速
，

自动励磁之后
，

自动合闸并向负荷供电
。

首加负荷
量 ，

对于额定功率不大于 2 5 O k w 者
，

不小于 5 O ％ 的额定负荷 ； 对于额定功率大于 2 5 0 k w 者
，

按产品技
术条件之规定 。

市电恢复向负荷供电时间
一

般为 8
～

2 O s 。

机组 自起动的成功率不低于 9 8 ％ 。

3 ) 自动停机 ： 接 自控或遥控指令后
，

或市电恢复供电后
，

应能自动切换负荷
，

主开关分闸
，

空载
进行 l m in 左右

，

自动停车并转入待机状态
。

4 ) 自动并车与解列 ： 接自控或遥控的并车或解列指令后
，

应能 自动并车或解列
。

通常第
一

台机组
运行功率持续达到产品技术条件规定时 ，

应向第二 台机组发出起动指令
，

使其自动并车运行
。

当二 台并
车机组的总功率持续减少到总额功率 4 O ％ 时

，

应向二 台机组中的
一

台机 组发出解列和停机指令
。

两台机组并 车运行时 ，

应能自动分配输出的有功和无功功率
，

其分配差度不超过 ± 1O ％ 。

5 ) 自动补给 ： 机组的燃油
、

机油
、

冷却水应 自动补充
，

机组起动用蓄电池 自动充电
。

6 ) 自动报警与保护 ： 机组的水温高
、

油温高
、

油压低
、

水位低
、

超速 (过频 )
、

失速 (低频 ) 时
，

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

主开关分闸
、

冷机运行后停机
。

当机组发生短路故障 ，

过负荷 1
．

2 倍 (可延时 15
～

2 O s )
、

电压高于 4 8 O v 或低于 3 2 O v (可延时 3
。

6 s ) 时
，

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

主开关分闸
、

冷机运行后停机 。

3 持续功率 ： 在标准环境条件下
，

无时 间限制
，

能连续不问断地运行的功率
，

一

般为额定功率的
9 O ％ 。

4 备用功率 ： 在规定环境条件下
，

能短期运行的最大功率
，

一

般为额定功率的 l lO ％ 。

5 当环境条件超过上 述标准环境条件时
，

按 G B ／．r6O 7 2
—

2 o 0 O 标准
，

应将功率调整到现场环境状
况时的功率 。

3 ．

4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选择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在市电停电时作应急之用 ，

主要供电给
一

级负荷
，

保证 消防时不致停电
。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作应急用 ，

经常处 于待机应急起动状态
，

连续运行的时间不长
，

一

般不超过 8 h
，

因此可按 “

备用功率
”

来确定容量
。

按上述各负荷的容量之和 (不计备用容量 ) ，

考虑经修正后 的机组容量
，

并能满足上述负荷中最大
一

台电动机的起动要求 ，

据此以确定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容量
。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 ，
一

般选用 l 台自动化
、

转速 l5 0 o
～

l0 0 O L p
．

m 、

无 刷励 磁
、

2 3 0 ／4 0 O V
、

三 相 四
线带控制屏 、

充放电没备及共用底盘的发电机组
。

可要求共用底盘带 日用油箱
，

以减 少 管 路 和 占用



埘 8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O O 9 年版)

积 。

市电电源与应急发电机电源的切换主开关之间 ，

除电气联锁外
，

还必须有机械联锁
，

以确保应急发

电机组不向市电网络供电。

2 备用柴油发电机组的选择
为了方便生活 、

商业活动不致停顿
，

可考虑向以下负荷供电 ：

一

般电梯 、

生活饮用水泵
、

生活给排水泵
、

应急照明
、

疏散标志
、

照明
、

消防报警装置
、

安全保卫

装置等 ； 商场
、

餐厅
、

多功能厅
、

会议室的照明
、

空调及通风用电
、

商场上行 自动扶梯
、

货梯等
。

1 ) 上述各 负荷 容量之 和
，

乘以需要系数之后的计算负荷小于应 急柴油发 电机组 的容量 时 (应急柴

油发 电机组容量确定见前述 ) (备用系数按 1
．

2 考虑
，

即 1
．

2 倍计算容量小于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容
量) ，

在市电停电后
，

由应急发电机组向上述负荷供电
，

以保障生活和商业的正常行
。

2 ) 上述各负荷容量之和
．

乘以需要 系数之后 的计算负荷大于单 台应 急柴油发 电机组 的容量 时 (应

急柴 油发 电机组 容量 的确定和计算负荷的确定见 l 所述)
，

可选择 2 台型号
、

容量相同
、

调压
、

调速特
性相近的发电机组 。

在市电停电后
，

由其中
一

台或二 台机组向生活和商业用电供电； 当市电停电
，

又发

生火灾 时 ，

由 2 台机组向消防负荷供电
，

以利消防 。

备用柴油发电机组选用 2 台时 ： 型号
、

容量相同
，

调压
、

调速特性相近
，

自动化机组
，

机组转速为
l5 0 o ～

10 0 0 n p
．

m 、

无刷励磁
、

2 3 0 ／4 O O v
、

三 相四线
、

带控制屏
、

充放电设备共用底盘
。

底盘可带 日用

油箱
。

市电电源与发电机电源的切换主开关之间 ，

除电气联锁外
，

还必须带有机械联锁
，

以保证 发电机 电

源不 向市 电网络供 电 。

3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 B ／T 5 O 3 14

—

2 o 0 6 。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4 5
一

l9 9 5 (2 0 0 5 ) 年版
。

《供配 电系统设计 规 范》 c B 5 O O 5 2 。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5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c B 5 0 0 16
—

2 0 0 6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 l6
—

2 o 0 8 。

《备用电源》 D 2 O 2
一

I
～

2 (2 0 0 2 年合订本)
。

3 ．

4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柴油发电机组在机房中

，

除了散热水箱端外
，

其余布置 尺寸要求
，

请参照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规范》。

散热水箱距墙小于 2 5 0 m m 时
，

可在墙上开洞 直接将热风排至室外 。

散热水箱距墙 6 O O
～

l0 0O m m

时 ，

加导风罩将热风排至室外
，

导风罩与散热水箱之间加柔性接头
。

发电机站房屋的净高 一

般为发电机组高的 2 倍
，

最少应 比发电机高出 1
．

5 m 。

2 电机功率大于 5 0 (】k w 时
，

建议在机组上方的屋顶下安装 16
—

2 O # 工 字钢
，

用以安装起重设备
。

3 有些发电机组须安装 日用燃油箱
，

日用燃油箱容量
一

般满足 3
—

8 h 满负荷运行要求
，

日用燃油
箱须高于 柴油 机 的油 泵

，

可 以用 支架安装
。

出油 口 必须高 出油箱底 1O O m m 以上
，

以防杂质堵塞油管
。

当某些地方的消防部门硬性规定 日用燃油箱的容量 (与发电机容量无关 ) 时 ，

日用燃油箱必须安
装在单独的防火的房间内 ，

并须设有事故储油池
。

为此
，

须事先向有关部门了解
。

当需要时
，

在室外地
下埋设储油罐 一

个
，

以便外部燃油卸入后能沉 淀
一

定的时间
。

4 一

般生产厂都提供每台柴油发电机组的排风量
，

基于进风量大于排风量 的原则
，

从而可得出进
排风百页窗的有效面积 。

由于发电机室
一

般在地下
一

层
，

应有
一

个足够大的排风竖井
，

这样对消除噪声

有利 。

进风百页窗
一

般位于发电机尾部
，

排风百页窗位于进风百页窗相对应的位置
。

如果因地下室 的位

置 ，

难以做到上述要求时
，

但排出的热风不要被进风装置又吸进 室 内
，

否则做不到空气新鲜
、

清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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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

进排风竖井的面积可由暖通等专业协助解决
。

由发电机
、

柴油机
、

排烟管散发的辐射热
，

亦耍用机
械通风或自然通风的方法排至室外 。

5 柴油机的废气
，

具有噪声高
、

震动大
、

温度高的特点
，

排烟管道在室内部分 应采用壁厚不小 于

3 m m 的焊接钢管
，

排烟管与柴油机之间采用波纹管连接
， 经 室 内

“

带隔热带的消声器
”

排至室外或烟
道 ，

排至烟道对降低噪声和防治污染都有好处
。

由于排烟温度较高 (
一

般为 5 D 0 ℃ 左右 )
，

普通粘土砖
砌烟道 ，

做不到经久耐用
，

宜用耐火砖筑砌
。

排烟金属管室内段必须保温 ，

保温层表面温度以不超过 6 0 ℃ 为宜
。

柴油机组的废气排放和除尘等 ，

请与当地环保部门协商解决
。

6 柴油发电机组的基础
，

一

般为 2 O 0 号混凝土结构
，

基础长
、

宽为机组共用底盘长
、

宽各加 2 0 0
—

3 0 O m m ，

基础高出地面 5 0
～

2 0 0 m m ，

基础厚度 ：

F ．

，1
日 =

≠昔 (3
．

4
．

4 )
“

’ D 。 L

式中 日
— —

基础厚度 ( m ) ；

K — —

重量倍数 1
．

5
～

2 ；

G — —

机组总重量 (kg) ；

d — —

混凝土密度 2 4 0 0 k∥ m ’；

B — —

基础宽度 ( m ) ；

￡ — —

基础长度 (m )
。

机组基础不预留地脚螺栓孔 ，

安装时在机组底盘下安置减震器 (或橡胶减震垫)
，

用膨胀螺栓将减

震器与基础固定即可 。

如有必要
，

在基础周围可设置防震沟
，

能够对建筑物提供较好的保护
。

防震沟宽
度为 2 5

～

3 0 m m ，

沟深与基础持平
。

沟内放黄沙或木屑
，

或二 者的混合物
。

7 柴油发电机站除地面外
，

其余各面均须安装吸音材料
，

机房内壁用多iL板
，

在多孔板夹层中均
匀填充岩棉 ，

既吸音又隔音
，

而且 阻燃
。

具体要求请按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相关 内容设计
，

或
征得当地环保部门的同意 ，

另外使进风和排风经过排气室和进气室
，

可 以有效的吸声和降低噪声 。

8 柴油发电机站各房间耐火等级与火灾危险性类别请参照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规定执行
。

9 施工 做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安装 o 0 D 2 0 2
—

2 》
、

《备用电源 D 2 0 2
—

1 ～

3 》
。

1 0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程 施 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3 0 3 。

3 ．

4
．

6 相关标准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1 部分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2 部分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3 部分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4 部分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5 部分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6 部分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7 部分

2 o o 2 。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8 部分
2 0 O 2 ．

用途 、

定额和性能》 G B ／T 2 8 2 0 _ l
一

19 9 7 。

发动机》 G B ／T 2 8 2 O
．

2
—

19 9 7 。

发电机组用交流发电机》 G B ／T 2 8 2 O
．

3
—

19 9 7 。

控制装置和开关装置》 G B ／T 2 8 2 O
．

4
—

19 9 7 。

发电机组》 G B ／T 2 8 2 O
．

5
—

19 9 7 。

试验方法》 G B ／T 2 8 2 O
．

6
—

19 9 7 。

用于技术条件和设 汁的技术 蜕明》 G B ／T 2 8 2 0
．

7

对小功率发电机组的要求和试验》 G B ／T 2 8 2 O
．

8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 的交流发 电机组 第 9 部分 ： 机械振动的测量和评价》 G B ／T 2 82 0
．

9
—

2 o o 2 。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lO 部分 ： 噪声的测量 (包面法) 》 G B ／T 2 8 2 0
．

1O
一

2 0 0 2 。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12 部分 ： 对安全装置的应急供电》 G B ／T 2 8 2 O
．

12
—

2 o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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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柴油发电机组分级要求》 G B ／T 4 7 12
—

2 0 0 8 。

《自动化内燃机电站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12 7 8 6
—

2 o o 6 。

《高压交流发电机断路器》 G B ／T 14 824
—

2 0 o 8 。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三相同步发电机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15 5 4 8
—

2 0 0 8 。

《往复式内燃机 零部件和系统术语 第 9 部分 ： 监控系统》 G B ／T 6 80 9
，

9
—

2 0 07 。

3 ．

5 直流电源成套开关设备

3 ．

5
．

1 产品概述
直流电源成套开关设备 (D ire c 【_ c u 盯 e n l s w jIc hge a r a s s e m b ly ) 由

一

个或多个低压开关电器
、

变流装
置 、

浮充电装置和相关的控制
、

测量
、

信号
、

保护
、

调节单元等
，

由制造厂家负责完成所有内部的电气
和机械的连接 ，

用结构部件完整地组装在
一

起的
一

种组合体
。

主要用于直流供电系统中做为直流操作供电设备 、

各种场合经常负荷供电设备
、

应急供电设备及备
用供电设备 。

3 ．

5
．

2 产品分类
1 按用途分
1 ) 操作用直流供电设备 ；

2 ) 经常负荷用直流供电设备 ；

3 ) 应急用直流供电设备 ；

4 ) 备用直流供电设备 ；

5 ) 多用途兼容直流供 电设备 。

2 充电装置分类
1 ) 相控式晶闸管型充电装置 (集成电路型

、

微机型) ：

2 ) 高频开关电源模块式充电装置
。

3 蓄电池分类
电力系统用直流电源成套开关设备用蓄电池主要有以下几类 ：

1 )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 目前主要分贫液式和胶体式两类 ；

2 ) 防酸式隔爆铅酸蓄电池 ；

3 ) 镉镍蓄电池 ： 主要分为两大类
，

高倍率镉镍蓄电池
，

瞬间放电电流是蓄电池额定容量的 3
，

6

倍 ，

中倍率镉镍蓄电池瞬间放电电流是蓄电池额定容量的 l
一

3 倍
。

3 ．

5
．

3 产品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以电力系统用直流电源成套开关设备为例)
1 产品主要参数

1 ) 输入额定电压及频率
①三 相电压 ： 3 8 O V

、

5 0 H z ；

②单相电压 ： 2 2 0 V
、

5 0 H z 。

2 ) 直流标称电压 ： 2 2 O V
、

l 1O V
、 4 8 V 、

2 4 v 。

3 ) 充电装置输出直流额定电流
充电装置输出直流额定 电流可优先采用下列数值 ： 5 A

、

l0 A
、

2 0 A 、 3 0 A 、 4 0 A
、

5 O A
、

6 0 A
、

80 A
、

l0 O A 、

16 O A
、

2 0 O A
、

2 5 0 A 、 3 l5 A
、

4 0 0 A
、

5 0 0 A 。

4 ) 蓄电池组额定容量 ：

蓄电池额定容量可优先采用下列数值 ：

1O A h 、

2 0 A h
、

4 O A h
、

8 O A h
、

1O O A h
、

l5 O A h
、

2 o o A h
、

2 5 O A h
、

3 0 0 A h
、

3 5 O A h
、

4 O O A h
、

6 0 0

A h 、

8 o o A h
、

I O O O A h
、 】5 o 0 A h

、

2 O O O A h
、

2 5 0 0 A h
、

3 O o o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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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5
) 设备负载等级 ： 负载等级为

一

级 (即连续输出额定电流 )
。

6 ) 稳流精度 ： ± l％
、 ± 2 ％ 。

7 ) 稳压精度 ： ± O
．

5 ％
、 ± I％ 。

8 ) 纹波 系数 ： O
．

5 ％
、

l％
。

2 产品外形尺寸 ：

产品外形尺寸由企业产品标准规定
，

屏 (柜 ) 可优先采用 以下外形尺寸 ：

2 2 6 O m m × 8 o 0 m m × 6 o 0 m m (高 × 宽 × 深
，

高度包含眉头 6 O Ⅲ m )
。

3 ．

5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2 2 O V 和 l 10 V 直流系统应采用蓄电池组

。 4 8 V 及 以下的直流系统
，

可采用蓄 电池组
，

也 可 采 用

由 2 2 O V 或 l lO V 蓄电池组供电的电力用直流电源变换器 (D c ／D c 变换器)
。

2 供电距离较远的辅助车间
，

当需要直流电源时
，

宜独立设置直流系统
。

3 蓄电池组正常应 以浮充 电方式运行
。

4 铅酸蓄电池组不宜设置端电池 ； 镉镍碱性蓄电池组宜减少端电池的个数
。

5 直流系统标称电压
1 ) 专供控制负荷的直流系统宜采用 l 1O V 。

2 ) 专供动力负荷的直流系统宜采用 2 2 O V 。

3 ) 控制负荷和动力负荷合并供电的直流系统宜采用 2 2 0 V 。

6 充电装置
1 ) 应满足蓄电池组的充电和浮充电要求

。

2 ) 应为长期连续工作制
。

3 ) 充电装置应具有稳压
、

稳流及限流性能
。

4 ) 应具有 自动和手动浮充电
、

均衡充电和稳流
、

限流充电等功能
。

5 ) 充电装置的交流电源输入宜为三 相制
，

额定频率为 5 O H z ，

额定电压 为 3 8 O ( 1 ± 1O ％ ) V 。

小容
量充电装置的交流电源输入电压可采用单相 2 2 O (1 ± 10 ％ ) V 。

6 ) l 组蓄电池配置 l 套充电装置的直流系统
，

充电装置的交流电源宜设 2 个回路
， 运行 中 l 回路工

作 ，

另 】回路备用
。

当工 作电源故障时
，

应 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
。

7 蓄电池容量选择条件
1 ) 应满足全厂 (所) 事故全停电时间内的放电容量 ；

2 ) 应满足事故初期 (，
。 i。

) 直流电动机启动电流和其他冲击负荷电流的放电容量 ；

3 ) 应满足蓄电池组持续放电时间内随机 (5 s ) 冲击负荷电流的放电容量 ；

4 ) 应以最严重的事故放电阶段
，

计算直流母线电压水平
。

8 自动化要求
1 ) 直流系统中宜按每组蓄电池组设置

一

套微机监控装置
。

2 ) 直流系统微机监控装置应具有下列基本功能 ：

①测量 ： 直流系统母线电压
、

充电装置输出电压和电流及蓄电池组电压和电流
。

②信号 ： 直流系统母线电压过高和过低
、

直流系统接地
、

充电装置运行方式切换和故障等
。

③控制 ： 充电装置的开机
、

停机和运行方式切换
。

④接口 ： 通过通信接 口
，

将信息传至上 位机
。

9 直流系统设有微机监控装置时
，

各自动化装置的报警信号及其他信息等
，

均应先传至直流系统
的监控装置 ，

然后通过通信接 口传至上位机
。

1 0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0 k 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 B 5 0 O 5 3

—

9 4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16
—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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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配 电所二 次接线》 D 2 0 3
一

l
～

2 (2 0 o 2 年合订本 )
。

3 ．

5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1 D 2 0 3

—

2 《6
一

l0 k V 变配电所二 次接线 (直流操作部分)》
、

D 2 0 3

l 一

2 《变配电所二 次接线》
、 9 5 D 2 O 2

一

l 《蓄电池安装》等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0 3 。

3 ．

5
．

6 相关标准
《外壳防护等级 (IP ) 代码》 G B 4 20 8

—

2 0 o 8 。

《固定型防酸式铅酸蓄电池技术条件》c B l3 3 37
．

1
一

l9 9 1 。

《半导体变流器基本要求的规定》 G B ／T 3 8 5 9
．

1
一

l9 9 3 。

《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性能特性》 G B ／T l7 4 7 8
—

2 0 o 4 。

《电力工程 直流电源设备通用技术条件及安全要求》 e B ／T 19 8 2 6
—

2 o 0 5 。

《低压直流电源 第 3 部分 ： 电磁兼容性 (E M c )》 G B ／T 2 15 6 O
．

3
—

2 0 0 8 。

《低压直流 电源 第 6 部分 ： 评定低压直流电源性能的要求》 G B ／T 2 l5 6 0
．

6
—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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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刀

4 防雷及接地装置

4 ．

1 电涌保护器 (S P D )

4 ．

1
．

1 产品概述
电涌保护器 (英文缩写为 “

S P D ”

) 是用于限制暂态过电压和分流 电涌电流的装置
，

它至少包含
一

个非线性元件 。

4 ．

1
．

2 产品分类及特点
电涌保护器的分类见表 4

．

1
．

2 。

表 4
．

1
．

2 电涌保护器的分类

类型 定义 特点

电压开关型

采用放电问隙 (石墨 、

钛锑铜合金 )
、

气体放电管 、

晶闸管
、

三 端双 向 可 控
硅元件构成的电涌保护器

平时高阻抗 ，

当出现 电压 电涌时突变为低阻抗
。

该类型
电涌保护器释放能量很高 ，

电压保护水平 u p 高
，

但响应
时问长

电压限压型 采用压 敏 电 阻 和抑 制

二 极 管 组 成 的 电

涌保护器

平 时高 阻抗 ，

随着电涌电流和电压的增加
，

阻抗随着连
续变小 。

该类型电涌保护器释放能量不如开关型 高
，

电
压保护水平 Up 较低 ．

但响应时间短

组合型 电压开关型和电压限压型组件组合而
成的电涌保护器 兼有开关型和限压型的特点

按功能划分
，

电涌保护器可分为电源电涌保护器
、

天线馈线电涌保护器和信号电涌保护器
。

4 ．

1
．

3 产品主要性能参数
环境条件参见下列各项 ： 电源电压 ： 持续施加在 s P D 的接线端子间的电压不应超过其最大持续工

作 电压
。

电源频率 ： 5 0／60 H z ± 2 H z 。

使用和贮存温度 ： 正 常 范围
一

5
～

+ 4 0 ℃ 。

海拔高度 ： ≤ 2 0 o O m 。

环境极限温度 ：
一

4 O
一

+ 7 0 ℃ 。

相对湿度 ： 3 0 ％
～

9 O ％ (在室温条件下 )
。

在异常环境下
，

应向厂家提
出。

4 ．

1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电压保护水平 (“ ) 的选择
u 值不应超过被保护设备耐冲击 电压额定值 ， u ，要求 s P D 与被保护的设备的绝缘应有 良好配合

。

在低压供配电系统装置中 ，

设备均应具有
一

定 的耐受 电涌能力
，

即耐 冲击过电压能力
。

当无法获得
2 2 0／3 8 0 V 三 相系统各种设备的耐冲击过电压值时

，

可按 G B 5 0 0 5 7 的给定指标选用
。

见表 4
．

1
．

4
一

l 。

2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 ， ) 的选择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 ： 电涌保护器 (s P D ) 的最大持续工 作电压 u ，：不应低于表 4
．

1
．

4
—

2 的值
。

3 标称放电电流 ，
。

的 (冲击通流容量 ) 选择 ： 流过 s P D
、

8／2 O “s 电流波的峰值 电流
。

用于对

sP D 做 IJ 级分类试验
，

也用于对 s P D 做 I 级和 II 级分类试验的预处理
。

事实上
， ，

。

是 s P D 不发生实质

性破坏而能通过规定次数 ( 一

般为 2 O 次)
、

规定波形 (8／2 O ¨s ) 的最大限度的冲击电流峰值
，

目前
，

几个规范对 f ，

要求不
一

致
。 G B 5 0 O 5 7

一

l9 9 4 (2 0 0 0 年版) 三 级 s P D 的 ，
。

最小值分别为 15 k A
、

5 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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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 A
，

电流波形均为 8／2 0 ¨s 。 IE c 6 O 3 6 4
—

5
—

5 3 ： 2 o 0 1 对 ，
。

的要求有所不同
，

当中性线 (N ) 与 P E

(保护线) 不直接相连时
，

接在中性线和 P E 线问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

对于三 相系统其标称放电电流
，。

≥ 2 0 k A 8／20 ¨s ，

对于单相系统 L ≥ 1 O k A 8／20 斗s 。

表 4
．

1
．

4
—

1 2 2 0 ／3 8 O V 三 相系统各种设备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

设备的位置 电源处的设备 配电线 路 和最后 分支线路的设备 用电设备 特殊需要保护的设备

耐冲击过电压类别 Ⅳ类 Ⅲ类 Ⅱ类 I类

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kV ) 6 4 2 5 1
．

5

注 ： I 类
— —

需要将瞬态过电压限制到特定水平的设备 ；

Ⅱ类
— —

如家用电器
、

手提工 具和类似负荷 ；

Ⅲ类
— —

如配电盘
、

断路器
、

布线系统 (包括电缆
、

母线
、

分线盒
、

开关
、

插座 )
，

应用于工业 的设备和
一

些

其 它设 备 (例如永 久接 至 固定装 置 的固定 安装 的电动机 ) ；

Ⅳ类 — —

如电气计量仪表
、 一

次回路过流保护设备
、

波纹控制设备
。

表 4
．

1
．

4
—

2 按电源系统特征确定电涌保护器 (S P D ) 的最低 ％值

系统接地型式 最低 砂 值

在剩余电流保护器的负荷侧接 s P D 的 T T 系统中
， 『，

。 ≥ 1
．

5 5 “
= 3 57 V

T N
系统

U 。 ≥ 1 1 5 乩
= 2 6 5 V

在剩余电流保护器的电源侧接 s P D 的 T T 系统中

IT
没有引出中性线系统 U

， ≥ 1 15 乩
=

4 6 O V

4
冲击电流 (k

。 ) 的选择 ： 脉冲冲击电流 k
， ：

规定包括幅值电流 ，， 。和电荷 Q 。

标准的 l0／35 O

“ s 雷电流波形是模拟 自然界直接雷击的波形
，

第
一

级 s P D 必须能承受适 当的雷电流的多次冲击而不发
生损坏 。 G B 5 O 3 4 3

—

2 0 0 4 对 k
。

的要求见表
，

而 G B 5 0 0 5 7
—

19 9 4 (2 O o o 年版) 对该参数没有具体数值
要求 ， IE c 6 0 3 6 4

—

5
—

5 3 ： 2 0 叭 对 ，
一

有如下要求 ： 当中性线 (N ) 与保护线 (P E ) 不直接相连时
，

接
在中性线和 P E 线间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

如果电流值无法计算
，

则对于三相 系统 ，
一 ≥ 5 0 k A ，

对于单

相系统 ，㈨ ， ≥ 2 5 k A 。

5 最大放电电流 L
。

(极限冲击通流容量 ) 的选择 ： 流过 S P D
、

8／2O 斗s 电流波的峰值 电流
，

用于
II 级分类试验

。

，m
。

与 ，
。

有许多相同点
，

他们都是用 8／2 0 斗s 电流波的峰值电流对 s P D 做 II 级分类试验
。

不 同之处也很明显
，

，邝
。

只对 s P D 做
一

次冲击试验
，

试验后 s P D 不发生实质性破坏 ； 而 I
。

可 以做 2 O 次
这样的试验 ，

试验后 s P D 也不能有实质性破坏
。

因此
，

，m
。

是冲击的电流极限值
，

所以最大放电电流也

称为极限冲击通流容量 。

显然
， ，

一 > ，。

6 耐受的预期短路 电流的选择
1 ) 电涌保护器 (S P D ) 耐受的短路电流

，

及与之相连接的过电流保护器应等于或大于安装处预期

产生的最大短路电流 。

2 ) 制造厂所规定 电涌保护器 (s P D ) 的额定阻断续流电流值不应小于安装处的预期短路电流值
。

3 ) 在 T T 或 T N 系统中
，

接于中性线和 P F 线之间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动作 (例如火花间隙放电)
后流过工 频续流

，

电涌保护器 (s P D ) 额定阻断续流电流值应大于或等于 10 0 A
。

4 ) 在 IT 系统中
，

接在中性线和 P E 线之间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的额定阻断续流电流值与接在相
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是相同的

。

7 电涌保护器 (s P D ) 之间的配合
根据 IE c 6 13 12

—

3 和 IE c 6 16 4 3
一

l2 要求
，

应当考虑电气装置 中电涌保护器 (s P D ) 之间的配合
。

电涌保护器 (S P D ) 的制造厂应在其文件中提供充分的关于电涌保护器 (s P D ) 之间配合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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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号线路 s P D 性能参数

有线的信号线路装设信号 s P I) 应符合表 4
．

1
．

4
—

3 的要求
，

天馈线路装设信号 s P D 应符合表 4 I
．

4

4 的要求
。

表 4
．

1
．

4
—

3 信号线路 (有线 ) S P D 性能参数

线缆类型 非屏蔽双绞线 屏蔽双绞线 同轴电缆

标称导通电压 ≥ l 2 U ． ≥ 1
．

2 U
。

≥ 1．2 U
．

测试波形 】 2／5 O 仙s 、

8／2 0 斗s 混合波 l_2 ／5 O 斗s 、

8 ／2 0 斗s 混合波 1
．

2 ／5 0 ¨。、

8／2 (】}L。 混合渡

标称放电电流 (k A ) ≥ 1 ≥ 0
．

5 ≥ 3

注 ： u n 为最大工 作电压
。

表 4
．

1
．

4
—

4 天 馈线路 S P D 性能参数

名称 插
入损耗

(fJB ) 电压驻波 比

响应时间

( n s )

平均功率

(W )

特
性阻抗

fn )

传 输速率
(bp s )

工作频率

(M H z) 接

口
形式

数值 ≤ O 50 ≤ 1
．

3 ≤ 1O

≥ 1 5
系统平

均功率

应 满 足 系 统

要求

应 满 足 系 统

要求

应 满 足 系

统要求

应 满 足 系

统要求

9 ：r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c B 5 O O 5 7 。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 B 5 0 34 3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16
—

2 0 0 8 。

《防雷与接地安装》 D 5 0 1
—

1
～

4 (2 o 0 3 年合订本)
。

《建筑物防雷设施安装 (含 2 o 0 3 、 2 o 0 7 年局部修改版) 》 9 9 D 5 0 】
一

1 ； 9 9 (0 3 ) D 5 0 1
一

】； 9 9

(0 7 ) D 5 0 1
一

l (第 4 部分修改版)
。

《建筑物防雷设施安装 (2 0 0 7 年局部修改版)》9 9 (0 7 ) D 5 0 l
—

l (第 4 部分修改版)
。

4 ．

1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s P D 的安装部位示意及装设原则见表 4

．

1
．

5
一

l 及图 4
．

1
．

5 。

表 4
．

1
．

5
—

1 按接地型式装设电涌保护器 (S P D )

电涌保护器装设要求

电涌保护器安装点的接地型式

T r
系统

1州 一

C

系
统

T N —

S 系统 引出中性线的 rr 系统
不 引 出 中

性 线 的 IT

系
统

装设依据 装设依据 装设依据

接线

型式 1

接线

形式 2

接线

型式 l

接线

形式 2

接线

型式 l

接线

形式 2

每一

相线和中性线问 v， ／ ／

每一

相线和 P F 线问 ／ v， √ v，

中性线和 P E 线间 ／ ／ ／ √ v， v，

每一

相线和 P E N 线间 v，

相线间 +

／
强制规定装设 电涌保护器 ； × 不适用 ； + 需要时可增设电涌保护器

1 装设在电源进线端的 s P D

1 ) 电涌保护器 (s P D ) 安装在建筑物电气装置的电源进线端附近
，

或安装在离建筑物电源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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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的主配 电设 备内
。

IE C 6 10 24 - 1 ．

IE C 6 l3 12
—

1

图 4
．

1
．

5 电涌保护器的安装
l 一

电气装置的电源进线端 ： 2
一

配电盘 ； 3
一

馈出线 ； 4
一

总接地端子或母线 ； 5
一

I 级 试验 的电涌保护器 (sPD ) ；

6 一

电涌保护器 (s P D ) 的接地连接线 (接地线) ； 7
一

被保护的固定安装的设备 ； 8
一

Ⅱ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 (sP D ) ：

9 一

且级或 Ⅲ级试验 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 10
一

去耦器件或相导体长度 ； F I 、 心
、

乃 过电流保护器

2 ) 1’N
—

c
、

IT
、

T N
—

s 系统 S P D 装设部位除按表 4
+

1
．

5
一

l 内容要求还应取其路径最短者
。

3 ) 1T 接地形式中
，

接线形式 1 为 s P D 装于剩余电流保护器负荷侧
，

接线型式 2 为 s P D 装于剩余

电流保护器之电源侧 。

2 装设第二 级
、

第三级 s P D

第二 级
、

第三 级 S P D 设置原则 ：

1 ) 在 IJI翻 及其之后分区交界处安装限压型电涌保护器
。

2 )
一

般情况下
，

当在线路上 多处安装 s P D 且无准确数据时
，

电压开关型 s P D 与限压型 S P D 之间

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 IO m ，

限压型 s P D 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 5 m 。

3 ) 第
一

级电涌保护器和第二 级电涌保护器可以组合为
一

台电涌保护器 (s P D )
。

3 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标称放电电流参考值 (见表 4
．

1
．

5
—

2 )
表 4

．

1
．

5
—

2 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标称放电电流参考值 (G B 5 0 3 4 3
—

2 0 0 4 )

保护

等级

IJP加
和 L P Z l 交界处 L P Z l 和 L P z 2

、

L P z 2 和 L P z 3 交界处
直流电源标称放电电流

(k A )第
一

级标称放电电流 ( kA )
第 二 级标称 放
电电流 (k A )

第 三 级 标 称 放

电电流 ( kA )

第 四 级 标 称 放

电电流 (kA )

J0／35O LL s 8／20 u s 8／2O u s 8／2O u s 8／2 0 u s 8／2O u s

A ≥ 2 0 ≥ 8O ≥4 0 ≥ 2 () ≥ l0 ≥ 1O

B ≥ l5 ≥ 6 0 ≥4 0 ≥ 2 0

直流配电系统中根据线

路长度和工作电压选用
C ≥ 】2 5 ≥5 0 ≥ 20

D ≥ l2 ．

5 ≥ 5 0 ≥ 10

s P D
的外封装材料应为阻燃材料

注 ： 目前现行规范 G B 5 00 57
—

9 4 (2 o o O 版)
、

IE c 6 0 3 6 4
—

5
—

53 ： 2 0 o 1 对 In 的要求值与 G B 5 0 34 3
—

2 o 0 4 不
一

致
．

选

用时应注意 。

4 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的设置见 表 4
．

1
．

5
—

3 ； 计算机网络系统传输线路上 s P D 级数的设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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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5
—

3 信号电涌保护器的设置

信号线路名称 s P I】设置部位 备注

天馈线路
】收／发通信设备的射频出人端口处 ；

2
每副天线

1 接地线 ： ≥ 6 m m 。 多股铜芯线
2
架空天线必须置于 L P Z 0 B 内

程控交换机线路 信号线路
I 1

。 ≥ 5 o o A ，

响应时间 ： n s 级

2
接地线 ： ≥ l6 m m 。 多股铜芯线

计算机网络系统
l 进出建筑物的传输线路处
2
设备输入／输出端口处 接地线

：
≥ 1

．

5 m m 。 多股铜芯线

安全防范系统

1
摄像机信号控制线输出／输入端

2
主控机

、

分控机的信号控制线
、

通信线
、

报警线
，

装于 L P z 0 。 ．

L P z 0 。 与 L P Z 1 交界处

接地线 ： ≥ l6 m m 2 多股铜芯线

火灾 自动报警及消防联

动系统

1
信号传输线进出建筑物

，

装于 L P z 0 。 ， L P z 0 。 与
IJF．z 1

交界处
2
与 l19 联网的进出线路

接地线 ： ≥ I6 m m ’ 多股铜芯线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系统中各种线路在 伸 功 ． ， 【』Pz 0 。 与 I忍 1 交界处 接地线 ： ≥ l6 n 1m 。 多股铜芯线

有线电视系统 进出建筑物的信号传输线入 、

出口处 接地线 ： ≥ 16 m m 。 铜芯线

通信基站 信号线进入机房在入户配线架处
l 天线必须置于 u ’加 。 内
2
站区 内严禁布放架空线

表 4 ．

1
．

5
—

4 计算机网络系统传输线路上 S P D 级数的设置

防护等级 信号 sP D 的级数

A 2
级或 3 级

B 2 级

C 1
级或 2 级

D l
级或 2 级

sP D
装于 LJP z 0 。 、

或 I』P _，』】。 与 L P z 1 交界处
、

或 IJlJz l 与 L P 恐 处

5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O 3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 电器施工及验 收规范》 G B 5 O 2 5 4
—

19 9 6 。

4 ．

1
．

6 相关标准
《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G B l】0 32

—

2 o o 0 。

《电子设备用压敏电阻器 第 2 部分 ： 分规范 浪涌抑制型压敏电阻器》 G B ／T 1O 19 4
—

19 9 7 。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 B 5 0 34 3 。

《电视和声音 信号的电缆分配 系统 设 备与部件 第 14 部分 ： 避雷器通用规范》 G B ／T 1 l3 l8
．

14
—

19 9 6 ．

《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 第 l 部分
《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 第 2 部分
《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 第 3 部分
《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 第 4 部分

通则》 G B／T l9 2 7 1
．

1
—

2 0 0 3 。

建筑物的屏蔽 、

内部等电位连接及接地》 G B ／T l9 2 7 1
．

2
—

2 0 0 5 。

对浪涌保护器的要求》 G B ／T 19 2 7 1
．

3
—

2 O 0̈ 5 。

现有建筑物内设备的防护》 G B ／T l9 2 7 1．4
—

2 0 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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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雷电防护术语》 G B ／T l9 6 6 3
—

2 0 0 5 。

《雷电防护 通信线路 第 1 部分 ： 光缆》 G B ／T I9 8 5 6
．

1
—

2 O 0̈5 。

《雷电防护 通信线路 第 2 部分 ： 金属导线》 G B ／T l9 8 5 6
．

2
—

2 0 0 5 。

《电工 名词术语 避雷器》 G B ／T 2 9 0 O
．

12
—

19 8 9 。

《电子设备雷击试验方法》 G B ／T 3 4 8 2
—

2 O 0 8 。

《电子设备雷击试验导则》 G B ／T 3 4 8 3
一

I9 8 3 。

《电子设备雷击保护导则》G B ／T 7 4 5 O
—

l9 8 7 。

《电子设备用压敏 电阻器 第 2 部分 ： 分规范 浪涌抑制型压 敏 电阻器》 G B ／T lO l9 4
—

19 9 7 。

《直热式阶跃型正温度 系数 热敏 电阻器 第 l
一

3 部分 ： 浪涌电流用空白详细规范 评定水平 E z 》 G B ／

T 7 15 4 ．

3
—

2 0 O 3 。

《低压配 电系统 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第 1 部分 ：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 B 18 8 0 2
．

1
—

2 0 o 2 。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 2 1 部分 ： 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 B ／T

18 8 O 2 ．

2 l
一

2 0 0 4 。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IE c 6 】0 2 4
—

1 ： l9 9 0 。

《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 IE c 6 13 12
—

1 ， 2 ， 3
—

9 4 ， 9 5 ， 9 6 。

《低压电力配电系统的浪涌保护器 选择和应用原则》 IE c 6 16 4 3
一

】
，

2 。

《电磁兼容性 ·

E M c 》 IE c lo o 0
—

19 9 5 。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 5
—

5 3 部分 ： 电气 没备 的选择和安装
一

隔离
、

开关和控制设备 第 5 3 4 节 ： 过电
压保护电器》 IE c 6 O 3 6 4

—

5
—

5 3 ： 2 0 O 1 A 1 。

《电工 术语 避雷器
、

低压电涌保护器及元件》 G B ／T 2 9 0 0
．

12
—

2 0 O 8 。

《低压 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 3 2 1 部分 ： 雪崩击穿二 极管 (A B D ) 规范》 c B ／T l880 2
．

3 2 】
一

2 0 0 7 。

《低压 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 3 3 1 部分 ：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 (M O V ) 规范》 G B ／T l8 8 0 2
．

3 3 l
一

2 0 0 7 。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 3 4 1 部分 ： 电涌抑制晶闸管 (1's s ) 规范》 G B ／T l8 8O 2
．

3 4 l
一

2 o 0 7 。

《低压 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 3 l 1 部分 ： 气体放电管 (G D T ) 规范》 G B ／T l8 8 O 2
．

3 l】
一

2 o o 7 。

《低压电力线路和电子设备系统的雷电过电压绝缘 配合》 G B ／T 2 l6 9 7
—

2 o 0 8 。

《低压交流电源 (不高于 】O o 0 V ) 中的浪涌特性》 G B ／z 2 l7 l3
—

2 0 0 8 。

《低压 电涌保护器第 2 1 部分 ： 电信和信号 网络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
— —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 B ／T l8 8 O 2 ．

2 1
—

2 0 O 4 。

《低压 配 电系统 的 电涌保护器 (s P D ) 第 12 部分 ： 选择和使用导则》 G B ／T 18 8 0 2
．

12
—

2 o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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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明开关
：、

插座

5 ．

1 照明开关 、 插头和插座

5 ．

1
．

1 产品基本概念
1 开关 ： 设计用以接通或分断

一

个或多个电路里的电流的装置
。

2 插头 ： 指具有设计用于与插座的插套插合的插销
、

并且装有用于与软缆进行电气连接和机械定
位部件的电器附件 。

3 插座 ： 指具有设计用于与插头的插销插合的插套
、

并且装有用于连接软缆的端子的电器附件
。

5 ．

1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

功能
、

适用范围
1 产品分类
1 ) 开关按表 5

．

1
．

2 - 1 分类 ：

表 5
．

1
．

2
—

1 开关 的分类

项目 产品 应用范围

按可 能 的 连 接 方式
分类

单极开关 1 代号相同或不相同的两个或多
个开关可装在同一

底座上
2

有
一

个断开位置的开关的代号
亦适用于按钮开关和瞬动式开关

双极开关

三极开关

三极加分合中线的开关

双控开关

带公共进线的双路开关

有一

个断开位置的双控开关

双控双极 开关

双控换向开关 (或中间开关)

按触头断开情况分

类

正常间隙结构开关

小间隙结构开关

微间隙结构开关

无触头间隙开关 (半导体开关装置)

按防有害进水保护

等级分类

IP x 0 ： 没有防有害进水保护的开关

lP
代码的含义见 G B 4 20 8IP x 4 ： 防溅开关

IP x 5 ： 防喷开关

按开关的起动方法

分类

旋转开关

倒扳开关

跷板开关

按钮开关

拉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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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

1
．

2
一

l

项 目 产 品 应用范 围

按 开 关的安装方法
分类

明装式开关

暗装式开关

半暗装式开关

面板安装式开关

框缘安装式开关

按由开关设计所决

定的安装方法分类

无需移动导线便可拆卸盖或盖板的开关 (结构 A ) 如果开关有
一

个不能与盖或盖板
分离的底座 (主要部件) ．

而且
，

需要 一

块无需移动导线便可拆卸
的用以装饰墙壁的附加板才能符
合本部分的要求 ，

则只要此附加
板能符合对盖和盖板的要求 ，

这
个开关可看成是结构 A 开关

不移动导线便不能拆卸盖或盖板的开关 (结构 B )

按端子类型分类

带螺纹型端子的开关

带仅适于连接硬导线的无螺纹型端子的开关

带适于连接硬导线和软导线的无螺纹端子的开关

按防止 与 危 险部 件

接触 和 防外部 固体

物进 人 的有 害影 l晌
的保护等级分类

IP 2 x ： 能防止手指接触危险部件和防止最小直径为 l2 5

m m

的外部固体物进人的有害影响的开关
IP 4 x ： 能防止钢丝与危险部件接触和防止最小直径为 I

．

0

m m

的外部固体物进人的有害影响的开关
JP 5 x ： 能防止钢丝与危险部件接触和防尘的开关

2 ) 插座按表 5
．

1
．

2
—

2 分类
表 5

．

1
．

2
—

2 插座的分类

项目 产品 应用范围

按正 常 使 用 安 装好 之 后

的防触电保护等级分类

具有 正常保护的电器附件 具有加强保护 的插座 ，

可 以是带保护 门的
，

也 可以

是不带的具有加强保护 的电器附件

按有无外壳分类 无外壳的插座 对无外壳的插座

，

防触 电保护是由插座的安装盒来

提供有外壳的插座

按有无保护门分类 无保护门的
有保护门的

按插直的使用／安装方法
分类

明装式插座

暗装式插座

半暗装式插座

镶板式插座

框缘式插座

移动式插座

台式插座 ( 一

位或多位)

地板暗装式捅座

电器上的插座

按结构决定的安装方法

分类

无需移动导线即可拆卸盖或盖板

的固定式插座 (结构 A )

如果 一

个固定式插座有
一

个不能与盖或盖板分离的
底座 (主要部件 ) ．

并需要
一

个无需移动导线即可拆
卸的 、

用以装饰墙壁的附加板才能符合本标准的要
求 ，

则只要附加板能符合盖和盖板的要求
．

这个插
J蕈即席视作结构 A 插 J摩

不
移动导线便无法拆卸盖或盖板

的固定式插座 (结构 B



照明开关
、

插座
·

粥 』

3
) 插头分类见表 5

，

1
．

2
—

3

2 适用环境及技术性能 (见表 5
．

I
．

2
—

4 )
表 5

．

1
．

2
—

4 开 关
、

插头插座的适用环境及技术性能

产品名称 适用环境 电压 ( V ) 额定 电流 (A )
家用 和类 似 用途 照 明开

关

在 一

35
～

+ 4 (】℃ 无腐蚀
、

爆炸气体
、

导 电

尘埃的客观存在和类似环境 最高电压
2 50 ≤ 2 O

快 速 接
线产品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

座

在户内或户外使用的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
，

仅用于交流 电压 额定 电压

≥ 5 0 ， < 4 4 0 ≤ 3 2 ≤ J6

3
基本尺寸

面板产品主要有两个系列 ： 8 6 系列
、

12 O 系列
。

早期还有 7 5 系列
。

具体尺寸详见产品样本和技术
资料 。

5 ．

1
．

3 产品技术性能要求
主要技术条件 ，

见表 5
．

1
．

3 。

表 5
．

1
．

3 照 明开关
、

插头和插座主要技术条件

试验项 目 技术条件 试验要求
电气 强 度 和

耐潮性能

在常态下 ； 在 4 8 h 潮态下 ： 产品不同极性之间或
带电部件与壳体之间经 2 o 0 O V

、

】m in 后 不得出现电击或闪络现象

耐热性能

同定载流零件用的基座于 l2 5 0C 做球压试验 l h 后 ；

开关其他绝缘零件于 75 ℃ 做球压试验 Ih 后 ： 开关
可拆式盖 、

面板插头座及其他绝缘材料 于 7 O ℃ lh

后 ； 开关其他部件于 10 o ℃ lh 后

压痕直径不得大于 2 m m

热老化

对于橡胶 、

聚氯乙 烯或类似热塑性材料的零件
，

在 7 0 ℃ ± 2 ℃ 温度 中经 16 8 h (开关上橡胶为 2 4 0 h )
试验后

弹性零件不得失效 ，

绝缘零件不得开裂
、

起泡
、

肿胀等

温升

产品在正常工 作时
，

导 电部件温升不应过高
。

对
试样通以 1h 规定的试验 电流 (频率 5O H z 的额定

电压 ) 不超过

照明开关 ： 4 0 K

家用插头座 ： 4 5 K

机械强度

产品应具有足够 的机械强度 ，

其弹性
、

非弹性或
塑性 ，

非塑性材料外壳
、

盖或本体
，

根据不 同产

品要求 ，

须分别进行 冲击试验
、

滚桶试验
、

压 缩

试验等 ，

试后不应 出现

影响继续使用 的损坏 ： 带电部件易触及
，

外壳
肉眼可见裂纹 ．

插头插座不松脱

正常操作

品名 额定 电压 (V ) 额定电流( A ) 功率因数( c o s曲) 操作次数 (次 ) 要求

家用照明

开关
2 2 0

】6

O ．

6 ± 0
．

05

30 0o 0
能正常使用

，

能承受 15o 0 V
，

I m i|1

试验温升不超过 50 K> l6 lo I)(x 1

家用插头

插座
2 2 0

6

lO

16

3 2

O 6 ± 0
．

0 5

5O 0 0

1O 0 o 0
行程

能承受 15 o 0 v
．

1 m irI 电气强度试
验温升不超过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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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产品选用要点
1 ) 根据用电设备电压类别 ： 直流或交流； 额定电压和最高工作电压

，

额定电流
。

2 ) 根据用电设备功能要求
、

安装方式及接地结构
。

3 ) 根据用电设备使用环境 ： 户内
、

户外及防护等级
。

4 ) 根据建筑设计时面板样式
、

颜色和装饰要求
。

2 工 程设计要点
按照电气安装简图 ，

向土建专业
、

结构专业提供必要的接线盒尺寸及其位置尺寸
，

以便进行预留预
埋 。

3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16

—

2 o o 8 。

《住宅小区建筑电气设计与施工 》0 3 D 6 0 3 。

《小城镇住宅电气设计与安装》O 5 s D 6 o 4 。

5 ．

1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 验收规 范》 G B 5 O l6 9
—

2 0 o 6 。

2 暗装开关与插座的面板应紧贴墙面
，

四周无缝隙
，

安装牢固
，

表面光滑整洁
，

无碎裂
、

划伤
，

装饰帽齐全 。

3 照明开关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同
一

建筑物
、

构筑物的开关采用同
一

系列 的产品
。

开关通断位置
一

致
，

向上为合 (通 )
，

向下
为关 (断) 。

2 ) 相线经开关控制
。

3 ) 固定明装开关时
，

其配套木圆台或塑料圆台的颜色应与室内墙面颜色
一

致
。

4 ) 开关安装位置便于操作
，

开关 边 缘 距 门框 边缘 的距 离 为 O
．

15
一

O
．

2 m ，

开关距地面高度 1
．

3 m ；

拉线开关 2
～

3 m ； 层高小于 3 m 时
，

距顶板不小于 10 0 m m 。

5 ) 相同型号并列安装
，

同
一

室内开关安装高度
一

致
，

并且控制有序不错位
。

并列安装的拉线开关
的相邻间距不小于 2 O m m 。

4 插座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单相两孔插座
，

面对插座的右孔或上孔与相线连接
，

左孔与零线连接 ； 单相三孔插座
，

面对插

座 的右孔 与相线连接 ，

左7L与零线连接 。

2 ) 单相三 于L
， 三 相四fL及三 相五孔插座的 P E 或 P E N 线接在上7L

。

插座的接地端子不与零线端子
连接 。

同
一

场所的三 相插座
，

接线的相序
一

致
。

3 ) P E 或 P E N 线在插座间不串联连接
。

截面与相线
一

样
。

4 ) 当接插有触电危险家用电器的电源时
，

采用能断开电源的带开关插座
，

开关断开相线 。

5 ) 潮湿场所采用密封型并带有保护地线触头的保护型插座
。

安装高度不低于 1
．

5 m ，

托儿所
、

幼
儿园及小学等儿童活动场所应采用安全型插座 。

6 ) 明装插座距地高度 1
．

8 m ； 暗装 0
．

3 m ，

不得小于 O 15 m 。

地面插座面板与地面齐平或紧贴地面
，

盖板固定牢固 ，

密封 良好
。

7 ) 当交流
、

直流或不同电压等级的插座安装在同
一

场所时
，

应有明显的区别
， 且 必须 为不 同结

构 、

规格和不能互换的插座 ； 配套的插头应按交流
、

直流或不同电压等级区别使用
。

8 ) 当插座的上方有暖气管时
，

其间距应大于 2 0 0 m m ； 下方有暖气管时
，

其间距应大于 3 6 O m 。 。

5 ．

1
。

6 相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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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 、

基本参数和尺寸》 G B 1O 0 2
—

2 0 0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三 相插头插座型式
、

基本参数和尺寸》 G B 10 O 3
—

2 0 O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 一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 2 0 9 9
．

1
—

2 o o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二 部分 ： 器具插座的特殊要求》 G B 2 0 9 9
．

2
一

l9 9 7 。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二 部分 ： 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G B 2 0 9 9
．

3
—

19 9 7 。

《电磁兼容 家用电器 、

电动工 具和类似器具的要求 第 1 部分 ： 发射》 G B 4 3 4 3
．

1
—

2 0 0 3 。

《电磁兼容 家用电器 、

电动工 具和类似器具 的要求 第 2 部分 ： 抗扰度产品类标准》 G B 4 3 4 3
．

2
—

19 9 9 。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 1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 】3 l4 0
．

1
—

2 O 0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定时器和定时开关的特殊要求》 G B 14 5 3 6
．

8
一

l9 9 6 。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机用起动继电器的特殊要求》 G B 14 5 3 6
．

1 1
—

2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门锁的特殊要求》 G B 14 5 3 6
．

13
—

2 0 0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起动器的特殊要求》 G B 14 5 3 6
．

16
—

2 0 0 O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交流换气扇及其调速器》 G B ／T 14 8 O 6
—

2 0 0 3 。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 1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 16 9 15
．

1
—

2 0 (】3 。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 2 部分 ： 特殊要求第 1 节 ： 电子开关》 G B l6 9 I5
．

2
—

2 o o O 。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 2 部分 ： 特殊要求第 2 节 ： 遥 控开关 ( R c s ) 》 G B

16 9 l5 ．

3
—

2 0 0 O 。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 的开 关 第 2 部分 ： 特殊要求第 3 节 ： 延时开关》 G B 16 9 15
．

4
—

2 0 0 3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耦合器 第
一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 17 4 6 5
．

1
一

l9 9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耦合器 第二 部分 ： 家用和类似没备用互 连耦合器》 G B l7 4 6 5
．

2
—

19 9 8 。

《工 业 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 2 部分 ： 带插销和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互换性要求》 G B ／T l l9 19
—

2 o 0 l 。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安全盒和外壳 第 l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 l7 4 6 6
一

l9 9 8 。

《工 业 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 1 部分 ： 通用要求》G B ／T 【19 l8
—

2 O O 1 。

《工 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 2 部分 ： 带插销和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 互换性要 求》 G B ／T I 19 l9
—

2 O 0 1 。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外壳的通用要求》 G B I7 4 6 6
—

2 0 0 8 。

《电工术语 电器附件》 G B ／T 2 9 0 0
．

7 O
一

2 o 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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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明j装置及调j洮设备

6 ．

1 照明灯具

6 ．

1
．

1 产品概述
1 产品定义
调整光源发出的光以得到舒适 的照 明环境 的器具

，

称为照明灯具
。

2 产品的主要功能及作用
1 ) 固定光源

，

提供安全的电流通路保证光源的正 常发光 ； 对于气体放电光源
，

还要提供光源发光
所需的电气附件的安装位置和接线 。

2 ) 对光源
、

电气附件及其连接线提供机械防护
，

并为自身的安装提供条件
。

3 ) 在保证总效率的前提下控制光源发出的光通量空间分配
，

实现需要的配光
。

4 ) 保证 照 明安全
，

如防水
、

防爆
、

防触电等
。

5 ) 满足建筑装饰要求
。

6 ．

1
．

2 产品分类
照明灯具 一

般可按照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分类 ：

1 按使用光源分类 (见表 6
．

1
．

2
一

1 )

表 6
．

1 2
—

1 照明灯具按光源分类

名称 特点

使用热辐射光源 的

灯具

热辐射光源通常包括 白炽灯和 卤钨灯 ，

此类光源的特点是点燃时不需要任何电气附件
，

所以

配用此类光源的灯具结构简单 、

体积较小
、

适于各类配光
，

但要求其具有 良好的耐热和散热
性

使用荧光灯光源的

灯具

根据荧光灯光源的形状 ，

使用荧光灯光源的灯具可分为三 类
，

即配用直管荧光灯管的灯具
、

配用环形荧光灯管的灯具和配用单端荧光灯 的灯具 。

除自镇流单端荧光灯外
，

均需在灯具内
设置镇流器 。

由于光源本体较大
，

不利于对 出射光线进行过度 控制
，

故常用于
一

般照明
使用气体放 电光源

灯具

气体放电光源发光效率高 、

功率大
、

表面温度极高
，

常用于高大空间和室外场所
，

因而要求

较大且坚固的灯体 ，

优照的散热性能以及 较好的密封性
使 用 具 E 光 探 明 划

具

随着新光源的不断研发 ，

目前 已经在 实际应 用 的灯具 还包 括 L E D 灯具
、

场致发光灯具
、

辉光
放电灯具等

2 按安装方式分类 (见表 6
．

1
．

2
—

2 )

表 6
．

1
．

2
—

2 照明灯具按安装方式分类

名称 特点

吸顶式灯具 对整个空间包括顶棚均产生较均匀的照明效果
，

易于安装

嵌人式灯具 顶棚与灯具亮度对 比大 ，

垂直面照明效果较差
，

要求顶棚内有足够的安装空间

悬 吊式灯具 光通量利用率高 ，

顶棚有时会产生阴影

壁装式灯具 垂直面照明效果好 ，

可能产生眩光
，

易于安装维护

座装式灯具 与吸顶式灯具产生的照明效果类似 ，

但方向相反
支架式灯具 灯具本体包括安装支架 ，

多用于较大型投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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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配光类型分类

1 )
一

般灯具
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 (C IE ) 的建议

， 一

般灯具按光通量在上下空间分布的比例分为五类
，

详见表
6 ．

1
．

2
—

3
。

表 6
．

1
．

2
—

3
一

般灯具按光通量分布分类

光通量分布 上半球光通量 (％ ) 下半球光通量 (％ ) 适用场所

直接型灯具 O
～

10 10 0
—

9 0
房间的

一

般照明
、

窄配光适用于高大 (大于 6 m ) 的
工业厂房 、

局部照明

半直接型灯具 lO
一

4 0 90
～

60
有 一

定环境气氛的公共建筑照明
漫射型灯具 4 0

～

6 0 6 0
—

4 O

半间接型灯具 60
～

90 40
—

10 不太注重经济效果和 照度要求 不高
，

以环 境气氛照
明为主的场所 ，

如某些居住和公共建筑问接型灯具 90
～

l0 0 IO
～

0

2
) 投光灯具

投光灯属于直接配光型灯具 ，

利用反射和折射在限定的立体角内获得高输出光强
， 一

般分类见表
6 ．

I
．

2
—

4 。

表 6
．

1
．

2
—

4 投光灯具的分类

配光类型 出光 口直径 光束角 最低光束角效率 适用场所

泛光灯 任意 ≥ 2 0 。 35 ％
～

5 O ％
建筑立面照明

、

室 内体 育 场地 照 明
、

广场等

聚光灯 < 0
．

2 m < 2 0 。 35 ％ 建筑立面照明
、

足球场地照明等

探照灯 ≥ 0
．

2 m ( 2 O 。
3 5 ％ 远 距离照明

4 按防触电等级分类 (见表 6
．

1
．

2
—

5 )
表 6

．

1
．

2
—

5 灯具按防触电等级分类

名称 特点

0
类灯具 仅具备基本绝缘且不具备保护 (接地) 连接的灯具

I
类灯具 具备基本绝缘同时具备保护 (接地) 连接的灯具

H
类灯具 不仅具备基本绝缘还具备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不采用保护 (接地 ) 连接的灯具

IH 类灯具 采用特低电压 (s E L V ) 供电
、

且灯具 内部可 能 出现 的电压低 于特低 电压

6 ．

1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一

般原则
1 ) 选用配光合理的灯具

。

应根据照明场所的功能和空间形状确定灯具的配光类型
。

2 ) 选用高效灯具
。

在满足眩光限制要求的条件下
，

对于仅满足视觉功能的照明
，

宜采用直接型配
光灯具和开敞式灯具 。

3 ) 选用便于安装维护
、

运行 费用低 的灯具 。

4 ) 在有火灾或爆炸危险以及粉尘
、

潮湿
、

振动和腐蚀等环境的特殊场所
，

应选用满足该环境要求
的灯具 。

5 ) 灯具表面以及灯用附件等高温部位靠近可燃物时
，

应采取隔热
、

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
。

6 ) 照明灯具应具备完整的光电参数
，

其各项性能应分别符合现行的 《灯具的
一

般要求与试验》等
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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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灯具外 观应与安装场所的环境相协调
。

8 ) 考虑光源的特点及建筑装修的要求
。

2 室内照明场所
1 ) 在需要均匀照明的场所 ，

选择灯具时应考虑灯具的允许距高比
。

2 ) 在有集中空调而且照明容量大的场所
，

宜采用照明灯具与空调 回风 口结合的形式
。

3 ) 门厅
、

会议
、

洽谈等场所的照明应保证足够的垂直照度
。

4 ) 照明灯具的布置应充分考虑与天然采光的结合
。

3 室外照明场所
1 ) 机动车道照明应按规范要求采用截光型或半截光型灯具 。

2 ) 高杆照明应采用轴对称配光灯具 ， 灯具安装高度应大于被照范围半径的 1／2 。

3 ) 庭院照明灯具应有效控制其上半球光通量输出 。

4 ) 体育场地照明宜选用直接配光灯具
，

宜带有限制眩光的附件和灯具安装角度指示器
。

4 景观照明
1 ) 在满足眩光限制和配光要求的条件下 ，

泛光照明灯具效率不应小于 6 O ％ 。

2 ) 室外安装的景观照明灯具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 5 5 ，

埋地灯具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 6 7
，

水中
使用的灯具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 6 8 。

3 ) 轮廓照明宜采用 『JF D 灯具或光源为单端荧光灯的灯具
。

4 ) 内透光照明宜采用 L E D 灯具或光源为细管径荧光灯的灯具
。

5 灯具的防护等级
根据灯具的使用环境 ，

可参照相关的规定进行选择
。

6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 B 5 0 o 3 4

—

2 O 0 4 。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G B 7 7 9 3
一

l9 8 7 。

《城市轨道交通照明》 G B ／T 16 2 7 5
—

2 o o 8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l6
—

2 0 0 8 。

《城市公共交通工 程术语标准》 c JJ／T l】9
—

2 0 0 8 。

《城市道路照明没计标准》 c JJ 4 5
—

2 o o 6 。

《化工 企业照明设计技术规定及条文说明》 H G ／T 2 0 5 8 6
一

l9 9 6 。

《广播电影电视工 程技术用房照明 设计规范》 c Y ／T 5 0 6 1
—

19 9 8 。

《公路照明技术条件》JT／T 367
一

】9 9 7 。

《体育照明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l 部分 ： 室外足球场和综合体育场》 T Y ／T 10 0 2
．

1
—

2 0 0 5 。

《铁路站场电气照明负荷等级》 T B ／T 2 5 8 1
—

19 9 5 。

《公路隧道通风照明设计规范》Ⅲ O26
．

1
一

】9 99 。

《照明设备合理用 电标准》 D B 3 1／l7 8 。

《绿色照明工 程技术规程》 D B J 0 l
一

6 0 7
。

《电气照明节能设计》0 6 D x 0 0 8
一

l 。

《常用低压配 电设备及灯具安装》 D 7 O 2
一

l
～

3 (2 O o 4 年合订本)
。

《特殊灯具安装》0 3 D 7 0 2
—

3 。

《演播厅 、

多功能厅及舞台灯光设计 (4 【)0 m 。 以下 )》0 3 D 7 O 4
一

l 。

《中小型剧场舞台灯光设计》0 6 D 7 【)4
—

2 。

《体育建筑电气设计安装》0 7 D 7 0 6
一

l 。

6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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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做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D 7 O 2
—

1
—

3 (2 O O 4 年合订本) 常用低压配电设备及灯具
安装》《O 3 D 7 0 2

—

3 特殊灯具安装》
。

2 施工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3 0 3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照 明装置施工及验 收规 范》 G B 5 O 2 5 9
—

19 9 6 。

6 ．

1
．

5 相关标准
《管形荧光灯灯座和启动器座》 c B 13 12

—

2 0 0 7 。

《灯头总技术条件》 G B 2 7 9 7
—

2 【】【】8 。

《灯具 第 一

部分 ：
一

般安全要求与试验》 G B 7 0 0 O
．

1
—

2 0 0 7 。

《灯具 第 2
—

2 2 部分 ： 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 G B 7 o o O
．

2
—

2 O O 8 。

《庭园用的可移式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O O O
．

3
—

19 9 6 。

《灯具 第 2
一

l0 部分 ： 特殊要求 儿童用可移式灯具》 G B 7 o o O
．

4
—

2 0 0 7 。

《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00 0
．

5
—

2 0 0 5 。

《灯具 第 2
—

6 部分 ： 特殊要求 带内装式钨丝灯变压器或转换器的灯具》 G B 7 o o 0
．

6
—

2 o o 8 。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O 0 0
．

7
—

2 O 0 5 。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O 0 0
．

8
一

l9 9 7 。

《灯串安全要求》 G B 7 oo 0
．

9
—

2 0 0 8 。

《固定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0 0HD
．

1O
一

19 9 9 。

《可移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O o o
．

1 1
—

19 9 9 。

《嵌入式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0 o 0
．

12
一

l9 9 9 。

《手提灯安全要求》 G B 7 0 0 0
．

13
—

19 9 9 。

《通风式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0 00
．

14
—

2 o 0 0 。

《舞台灯光 、

电视
、

电影及摄影场所 (室内外 ) 用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O 0 o
．

15
—

2 0 0 O 。

《医院和康复大楼 诊所用灯具安全要求》 G B 7 0 O O
．

16
—

2 O 0 O 。

《限制表面温度灯具安全要求》 c B 7 0 O O
．

17
—

2 0 0 3 。

《钨丝灯用特低 电压照 明系统 安全要求》 G B 7 O 0 0
．

18
—

2 【x】3 。

《照相和电影用灯具 (非专业用) 安全要求》 G B 7 0 0 0
．

19
—

2 0 0 5 。

《投光照明灯具光度测试》 G B ／T 7 0 0 2
—

20 O 8 。

《民用机场灯具 一

般要求》 G B ／T 7 2 5 6
—

2 0 O 5 。

《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G l3／T 10 6 8 2
—

2 o o 2 。

《高压钠灯》 G B ／T l3 2 5 9
—

2 0 0 5 。

《管形荧光灯座和启动器座型式和尺寸》 G B 13 2 6 0
—

19 9 1 。

《管形荧光灯座和启动器座检验量规》 G B ／T l3 2 6 1
一

l9 9 1 。

《放电灯 (荧光灯除外) 特性测量方法》 G B ／T 13 4 3 4
—

2 0 (】8 。

《灯具用电源导轨系统》 G B 139 6 1
—

2 0 0 8 。

《管形荧光灯用镇流器 性能要求》 G B ／T 14 0 4 4
—

2 o o 8 。

《白炽灯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 ： 家庭和类似场合普通照明用钨丝灯》 G B 14 19 6
．

1
—

2 0 0 8 。

《白炽灯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 ： 家庭和类似场合普通照明用卤钨灯》 G B 14 19 6
．

2
—

2 0 0 8 。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G B l4 5 3 6
．

4
—

2 0 O 8 。

《发光强度
、

总光通量标准灯泡》 G B l5O 3 9
一

l9 9 4 。

《高压短弧氙灯》 G B ／T l5 o 4 1
—

19 9 4 。

《灯用附件 放电灯 (管形荧光灯除外) 用镇流器 性能要求》 G B ／T 15 0 4 2
—

2 0 0 5 。

《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一

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G B l5 14 3
—

19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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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形荧光灯用交流 电子镇 流器 性 能要求》 G B ／T l5 14 4
—

2 0 0 5 。

《单端荧光灯的安全要求》 G B 16 84 3
一

l9 9 7 。

《普通照明用 自镇流灯的安全要求》G B l6 8 4_4
—

19 9 7 。

《单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G B ／T I7 2 6 2
—

2 o o 2 。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性能要求》 G B ／T l7 2 6 3
—

2 0 0 2 。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 B l7 8 9 6
—

19 9 9 。

《消防应急灯具》 G B 17 94 5
—

2 0 0 0 。

《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线路用电容器 一

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G B J8 4 8 9
—

2 0 0 8 。

《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线路用电容器性能要求》 G B ／T l8 5 o 4
—

2 0 0 1 。

《金属卤化物灯 (钪钠系列)》 G B ／T 186 6 1
—

2 0 0 8 。

《双端荧光灯 安全要求》 G B I877 4
—

2 0 0 2 。

《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 B 19 o 4 3
—

2 0 0 3 。

《普通照明用 自镇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 B l9 O 4 4
—

2 0 0 3 。

《霓虹灯管 的
一

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G B l9 2 6 1
—

2 0 O 3 。

《单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 B l9 4 l5
—

2 0 0 3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l 部分 ：
一

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G B l9 5 10
．

1
—

2 0 o 4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2 部分 ： 启动装置 (辉光启动器除外) 的特殊要求》 G B 19 5 l0
．

2
—

2 0 o 5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3 部分 ： 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G B l9 5 10
．

3
—

2 0 o 4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4 部分 ： 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G B 19 5 lO
．

4
—

2 0 0 5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5 部分 ： 普通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G B l9 5 1O
．

5
—

2 0 0 5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6 部分 ： 公共交通运输工 具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G B l9 5 1O
．

6
—

2 0 O 5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7 部分 ： 航空器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G B I9 5 1O
．

7
—

2 o o 5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8 部分 ： 应急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G B l9 5 10
．

8
—

2 o 0 5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9 部分 ： 荧光灯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G B l9 5 1O
．

9
—

2 0 0 4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l0 部分 ： 放电灯 (荧光灯除外) 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G B l9 5 10
．

10
—

2 o 0 4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l】部分 ： 高频冷启动管形放电灯 (霓红 灯 ) 用 电子 换 流器 和变频 器 的特殊 要

求》 G B 】9 5 l0
．

1 l
一

2 0 o 4 。

《灯的控制装置 第 12 部分 ： 与灯具联用的杂类电子线路的特殊要求》 G B l95 10
．

12
—

2 0 0 5 。

《高压钠灯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 B l9 5 7 3
—

2 o o 4 。

《高压钠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 B 19 5 74
—

2 O O 4 。

《杂类灯座 第 l 部分 ：
一

般要求和试验》 c B 19 6 5 1
．

1
—

2 o 0 8 。

《杂类灯座 第 2
一

I 部分 ： s l4 灯座的特殊要求》 G B 19 6 5 1
．

2
—

2 0 o 8 。

《放电灯 (荧光灯除外) 安全要求》 G B l9 6 5 2
—

2 0 o 5 。

《霓虹灯安装规范》 G B l9 6 5 3
—

2 0 0 5 。

《灯用附件 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 性能要求》 G B ／T l9 6 5 4
—

2 O 0 5 。

《灯用附件 启动装置 (辉光启动器除外) 性能要求》 G B ／T 19 6 5 5
—

2 0 0 5 。

《管形荧光灯用直流电子镇流器 性能要求》 G B ／T l9 6 5 6
—

2 o o 5 。

《电磁兼容 专业用途的音频 、

视频
、

音视频和娱乐场所灯光控制设备的产品类标准 第 1 部分 发射》
G B ／T 19 9 5 4 ．

1
—

2 0 o 5 。

《电磁兼容 专业用途的音频 、

视频
、

音视频和娱乐场所灯光控制设备产品类标准 第 2 部分 ： 抗扰
度》 G B ／T 19 9 5 4

．

2
—

2 0 0 5 。

《灯具电镀 、

化学覆盖层》 G B ／T 3 7 4 1
一

l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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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线
、

电缆

7 ．

1
．

1 产品基本概念
电线 、

电缆是指用以传输电能信息和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线材产品
。

电线 、

电缆由导体 (导线 )
、

绝缘层
、

屏蔽
、

绝缘线芯
、

保护层等部分组成
。 根据不 同需要 的电

线 、

电缆是按照由上述某些或全部组成 内容组成的集合体
。

电线 、

电缆主要用途是 ： 供电； 输配电； 电机
、

电器和电工仪器绕组 以实现电磁能转换 ； 测量电气
参数和物理参数 ； 传输信号

、

信息和控制 ； 用于共用天线电视或电缆电视系统 ； 用作无线电台发射和接
收天线的馈电线或各种射频通信及测试设备连接线等 。

7 ．

1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

功能
、

适用范围
1 电线 、

电缆产品分类可分为 ： 裸电线
、

绕组线
、

电力电缆
、

专用电线电缆
、

通信 电缆
。

1 ) 裸电线 (裸导体) 是没有绝缘层的电线
。

裸电线分为单线和绞线 (绞合导体 )
。

在房屋建设工

程 中主要用于等电位联结
、

保护接地系统
、

防雷接地系统
、

功能接地系统
、

联合接地系统
。

2 ) 绕组线 (电磁线) 是用于电机
、

电器和电工 仪器绕组 以实现 电磁能转换 的电线
。

绕组线 (电磁
线) 分为绕包线和漆包线 。

3 ) 电力电缆是输配电用的电缆
。

电力电缆分为不滴流电缆
、

带绝缘电缆
、

分相铅套电缆
、

分相屏
蔽电缆 、

总屏蔽电缆
、

同心中性线电缆 (包括单相同心中性线电缆和三 相同心中性线 电缆 )
、

压 力 型 电

缆 、

自容式压力型电缆
、

管式电缆
、

充气电缆
、

压气 电缆
、

架空绝缘电缆及集束架空电缆
。

房屋建设工

程 中
，

电力电缆用于变配电系统的供电线路和馈电线路
，

及动力工 程
、

照明工 程的线路
。

4 ) 专用电线电缆是专用工 作的电线电缆
。

专用电线电缆包括电机电器引接线 (电缆)
、

点火电线
、

航空电线 、

补偿电线
、

矿用电缆
、

船用电缆
、

探测电缆
、

控制和信号电缆
、

加热电缆及海底电缆
。

房屋
建设工程中

，

控制电缆在房屋建设工 程中用于变配电所
、

动力工 程 中的控制回路连线
。

预分支电缆
、

绝
缘电线用于动力工 程

、

照明工程的布线
。

5 ) 通信电缆是传输电气信息用的电缆
。

按其用途分为市内电话电缆
、

长途通信电缆
、

局 内配线架
到机架或机架之间的连接的局用电缆 、

用作电话设备连接线的电话软线
、

综合通信电缆
、

共用天线电视
电缆 、

射频电缆及光缆
。

用于电话通信线路
、

综合布线系统
、

电缆电视系统
。

2 房屋建设工 程常用电线电缆按材料特征分类
房屋建设工 程常用电线电缆按材料特征可分为 ： 铜导体

、

铝导体
、

光纤
、

聚氯乙烯绝缘或护套
、

聚
乙烯绝缘或护套 、

交联聚乙烯绝缘
、

橡皮绝缘或护套
、

聚丙烯绝缘
、

钢带铠装聚氯乙烯外套
、

钢带铠装
聚乙烯外套

、

细圆钢丝铠装聚氯乙烯外套
、

细圆钢丝铠装聚乙烯外套
、

粗圆钢丝铠装聚氯乙烯外套
、

粗
圆钢丝铠装聚乙烯外套

。

3 房屋建设工 程常用电线电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特征分类
房屋建设工 程常用电线电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特征可分为 ： 有烟

、

有酸
、

有毒
，

低烟
、

低酸
、

低
毒 ，

无卤
、

低烟
、

低毒
。

适用于火灾危险场合 的电线电缆分为阻燃 电缆
，

低卤低烟阻燃电缆
，

耐火电
缆 ，

低卤低烟耐火电缆
。

4 房屋建设工 程常用电线电缆按额定电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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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设工程 常用 电线电缆按额定电压可分为 ： 3 D 0／30 O v
，

3 0 0／50 0 V
，

4 5 o／7 5 O v
，

0
．

6／lk v
．

6／

】O k V ，

8
．

7／10 k V ， 2 L／3 5 k V
，

2 6／3 5 k V 。

5 橡套软电缆的适用范围
轻型橡套软电缆用于轻型移动电器设备和工 具 ； 中型橡套软电缆用于各种移动电器设备和工具 ； 重

型橡套软电缆用于各种移动电器设备 ，

能承受较大的机械外力作用
。

7 ．

1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产品选用要点
1 ) 电缆芯线材质

、

电力电缆芯数
、

电缆绝缘类型
、

电缆外护层类型
，

控制电缆及金属屏蔽
、

电力
电缆截面按照国家标准 G B 5 0 2 l7 《电力工 程 电缆设计规范》选用

。

2 ) 系统标称电压 u n 为 2 2 0／3 8 0 V 时
，

缆芯对地的额定电压 u o 应满足所在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
式及其运行要求的水平 。

电缆的额定电压为 O
．

6／1k V ，

建筑物内的电线线路为 3 o 0／5 0 0 v 。

系统接地型
式为 I11时

，

则电线线路为 4 5 O／7 5 O V 。

系统标称电压 u n 为 10 k V 时
，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
，

电缆的额
定电压为 8

．

7／1O k V ； 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时
，

则为 6 ／10 k V 。

系统标称电压 u n 为 3 5 k v 时 ： 中性点非有
效接地系统 ，

电缆的额定电压为 2 6／3 5 k V ； 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时
，

则为 2 1／3 5 k v 。

3 )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内
、

爆炸性粉尘环境内
、

火灾危险环境内
，

低压电力
、

照明线路用的绝缘电
线 、

电缆的额定电压必须不低于工 作电压
，

且 不应低 于 5 0 0 V ，

即电线不应低 3 0 0／5 D 0 k v ，

电缆为 O
．

6／

1k V 。

本质安全系统导线绝缘的耐压强度应为 2 倍额定电压
、

最低为 5 0 0 V ： 即导线绝缘的耐压强度应为
4 5 O／7 5 O V ，

最低为 3 o 0／5O O k V
，

电缆时为 0
．

6／lk V 。

4 )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的传输线路和 5 0 V 以 下供电的控制线路
，

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 2 5 O v

的铜芯绝缘电线和铜芯电缆 ，

即电线额定电压不低于 3【x】／3 (】(】V ，

电缆额定电压为 0
．

6／lk v 。

采用交流
2 2 0／3 8 O V 的供电和控制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 5 0 O V 的铜芯绝缘电线和铜芯电缆

，

即电线额定
电压不低于 3 O 0／5 O 0 V ，

电缆额定电压为 O
．

6／lk V 。

5 ) 电缆附件的电缆终端选择按照国家标准 G B 5 O 2 l7 《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选用
。

6 ) 注意电压降
，

接地保护及热稳定校验
。

2 工 程设计要点
1 ) 电缆桥架敷设按照电缆路 由图向土建专业

、

结构专业提出预留过墙洞
、

过楼板洞
、

吊挂等条
件 。

2 ) 电缆沟敷设按照电缆路由图向土建专业提出电缆沟条件
、

沟盖板的要求及预留预埋条件
。

3 ) 设 电缆竖井
，

向土建专业提出电缆竖井条件
、

预留预埋条件及过楼板洞条件
。

4 ) 电线
、

电缆穿管敷设穿梁时
，

向结构专业提出预留预埋条件
。

3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电力工 程 电缆设计规范》 G B 5 0 2 17

—

2 0 o 7
。

《6 6 k 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 B 5 OH0 6 1
—

19 9 7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6
—

2【)0 8 。

《电缆敷设》 D 】O 1
一

l
～

7 (2 0 0 3 年合订本)
。

《电力电缆井设计与安装》0 7 s D 1O 1
—

8 。

《10 k V 及以下架空线路安装》 o 3 D 10 3 。

《电缆防火阻燃设计与施工 》O 6 D l0 5 。

《室内管线安装》 D 3叭
一

l
一

3 (2 0 0 4 年合订本 )
。

7 ．

1
．

4 施工安装要点
1 施工安装要点

1 ) 电缆敷设施工 须符合国家标准 G B 5 0 2 l7 《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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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电缆施工 中

，

电缆的支持与固定符合国家标准 G B 5 0 2 l7 《电力工 程 电缆设计规范》的要求
。

3 ) 施工做法可参见相关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 收规范》G B 5 O 16 8

—

2 0 0 6 。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3 5 k V 及 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O l7 3
一

l9 9 2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架空绝缘配 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程》 D L／T 6 O 2
—

19 9 6 (2 0 0 5 )
。

7 ．

1
．

5 相关标准
《塑料绝缘和橡皮绝缘电话软线 一

般规定》 G B l lO l6
—

19 8 9 。

《测定固体电气绝缘材料暴露在引燃源后燃烧性能的试验方法》 G B l 10 2 O
一

2 0 0 5 。

《电气绝缘耐热性分级》 G B 1 10 2 l
一

2 0 0 7 。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低频通信电缆电线》 G B l 】3 2 7
一

l9 9 9 。

《额定电压 3 5 k V 及以下铜芯
、

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 G B 12 7 O 6
—

19 9 1 。

《电工 软铜绞线》 G B 12 9 7 0
一

l 9 9 l 。

《电力牵引用接触线》 c B 12 9 7 1
—

2 0 0 8 。

《矿用橡套软电缆》 G B 12 9 7 2
—

2 0 0 8 。

《额定电压 7 5 0 V 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 G B l3 0 3 3
—

2 0 0 7 。

《固体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 G B l4 1O
一

2 D 0 6 。

《电缆外护层》G B 2 9 5 2
—

19 8 9 。

《额定电压 4 5 0／7 5 O V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G B 5O 13
—

2 0 0 8 。

《额定电压 4 5 0／7 5 0 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G B 5 O 2 3
—

2 0 0 8 。

《通讯电缆纸》G B 7 9 7 O
—

l9 9 9 。

《塑料绝缘控制电缆》 G B 9 3 3 O
一

2 0 0 8 。

《额定电压 O
．

6／1k V 及以下船用电力电缆和电线》 G B 9 3 3 l
一

2 0 0 8 。

《塑料绝缘和橡皮绝缘电话软线》 G B ／T l 10 16
一

】9 89 。

《射频电缆总规范》 G B ／T 12 2 6 9
—

19 9 0 。

《额定电压 1k V 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 G B l2 5 2 7
—

2 o o 8 。

《额定电压 3 5 k V 及以下铜芯
、

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 G B l2 7 0 6
—

2 0 0 8 。

《移动设备用卷绕电缆载流量计算导则》 G B ／T 12 82 6
—

19 9 1 。

《聚烯烃绝缘聚烯烃护套市内通信电缆》 G B ／T 13 84 9
—

19 9 3 。

《额定电压 10 k V
、

3 O k Y 架空绝缘电缆》 G B l4 0 4 9
—

2 o 0 8 。

《实芯聚乙绝缘射频电缆》 G B ／T l4 8 6 4
一

l9 9 3 。

《漏泄同轴电缆》 G B ／T l5 2 8 5
—

19 9 4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 电缆》 G B ／T 18 0 l5
—

2 0 0 7 。

《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氧指数法》 G B ／T 2 4 0 6
—

19 9 3 。

《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水平法和垂直法》 c B ／T 2 4 O 8
—

2 o 0 8 。

《电缆绝缘和护套材料的通用试验：? 法》 G B ／T 2 9 5 1 l
～

4 2
—

2 【x】8 。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G B ／T 3 o 4 8
—

2 0 0 7 。

《电工 圆铜线》 G B ／T 3 9 5 3
—

19 8 3 。

《电缆的导体》 G B ／T 3 9 5 6
—

2 o o 8 。

《颜色的表示方法》 G B ／T 3 9 7 7
—

2 o 0 8 。

《绝缘导线的标记》 G B 4 8 84
一

l9 8 5 。

《裸电线试验方法》 G B ／T 4 9 O 9
—

19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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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橡皮绝缘和橡皮护套》 G B ／T 7 5 9 4
一

l9 8 7 。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 G B ／T 19 6 6 6
—

2 OH0 5 。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G B ／T 8 8 l5
—

2 0 0 8 。

《额定电压 4 5 O ／75 O V 及 以下橡皮绝缘电缆第 8 部分 ： 特软电线》 G B ／T 50 l3 8
—

2 o o 6
。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G B ／T 3 O 4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1 部分 ：
一

般规定》 G B ／T 6 9 9 5
．

1
—

2 0 O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2 部分 ： 标准颜色》 G B ／T 6 9 9 5 2
—

2 0 O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3 部分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 G B ／T 6 9 9 5
．

3
—

2 0 0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4 部分 ： 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 G B ／T 6 9 9 5
．

4
—

2 0 0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5 部分 ： 电力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 G B ／T 6 9 9 5
．

5
—

2 0 0 8 。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G B ／T l8 3 8 0 8 。

《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 ： 垂直燃烧试验》G B ／T l2 6 6 6
．

1
—

2 【】(】8 。

《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 ： 水平燃烧试验》 G B ／T l2 6 6 6
．

2
—

2 0 0 8 。

《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 ： 倾斜燃烧试验》 G B ／T 】2 6 6 6
．

3
—

2 (J(】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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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 线

7 ．

2
．

1 产品基本概念
母线指用高导电率的铜 、

铝质材料制成的
，

用以传输电能
，

具有汇集和分配电力的产品
。

7 ．

2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

功能
、

适用范围
1 母线通常分为硬母线 、

软母线
、

金属封闭母线
、

母线槽和滑触线五种
。

2 硬母线
硬母线用铜或铝做成 ，

形状有矩形
、

管形
、

槽形和菱形等多种型式
，

用绝缘子支持敷设
。

矩形母线单片最大工 作电流可达 2 k A 左右
。

当工 作电流较大时
，

采用 2
～

4 片并联组合使用 (片间
通风间隙为片厚) ，

母线的载流量
一

般为 4 k A 左右
。

更大的电流由于截面增大
，

电流集肤效应强
，

多片
矩形母线截面形状已不合理 ； 母线的强磁场致使附近的钢结构受到电磁感应产生功率损耗而发热

．

所以
一

般工频工 作电流 3 k A 以上 时采用类 似空心 圆的母 线
。

管形母线具有较小的集肤效应 。

但其散热表面积较小
，

多用于 3 5 k V 及 以下 的屋 内配 电装置
， l1O

～

5 O O k V 屋外配电装置有时也采用铝管母线
。

输送大电流的母线 ，

为减小集肤效应
，

使电流分布均匀
，

改善散热条件采用槽形和菱形母线
。

3 软母线
软母线常用的有铜绞线 、

铝绞线或钢芯铝绞线等架空敷设
。

当电压等级较高 ，

电流较大时则采用扩径软导线 和分裂软导线作为母线 。

软母线多用于 3 5 k V 及以
上的屋外配电装置 。

4 金属封闭母线
金属封闭母线指用金属外壳将导体连同绝缘等封闭起来的组合体 。

1 ) 金属封闭母线按封闭形式分为离相封闭母线和共箱封闭母线两种
①离相封闭母线指每相具有单独金属外壳且各相外壳间有空隙隔离的金属封闭母线 。

离相封闭母线
分为不连式 (分段绝缘 ) 离相封闭母线 、

全连式离相封闭母线
、

自然冷却离相封闭母线
、

强 迫冷却离
相封闭母线及微正压 充气离相封闭母线

。

不连式 (分段绝缘 ) 离相封闭母线指每相外壳分为若干段 ，

段间绝缘
，

每段只有
一

点接地的离相
封闭母线 。

全连式离相封闭母线指每相外壳上 电气连通 ，

分别在三 相外壳首末端处短路并接地的离相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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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自然冷却离相封闭母线指以空气为介质进行 自然冷却的离相封闭母线 。

强迫冷却离相封闭母线指 以空气为介质强迫冷却 的离相封闭母线 。

微正压充气离相封闭母线指在外壳内充以微正压气体的离相封闭母线 。

②共箱封闭母线指三 相母线导体封闭在同
一

个金属外壳中的封闭母线
。

共箱封闭母线又分为不隔相
共箱封闭母线和隔相共箱封闭母线 。

不隔相共箱封闭母线指各相母线导体间不用隔板隔开的共箱封闭母线 。

隔相共箱封闭母线指各相母线导体间用隔板隔开的共箱封闭母线 。

2 ) 金属封闭母线的额定电压按照 G B ／T 8 3 4 9
—

2 O 0 o 规定
，

额定电压值为 1 k V
、

3
．

15 k V
、

6
．

3 k V
、

lo ．

5 k V
、

(13
．

8 k V )
、

15
．

7 5 k V
、

(18 kV )
、

2 O k V
、

(2 4 k V )
、

3 5 k V 。

3 ) 金属封闭母线的额定电压按照 G B ／T 8 3 4 9
—

2 0 0 0 规定
，

额定电流有如下规定 ：

①发电机主回路离相封闭母线的额定电流为 3 15 O A
、

4 0 0 O A 、 5 o 0 0 A
、

6 3 0 0 A
、

8 0 o o A 、 1O O O 0 A
、

l2 5 0 0 A 、

16 o 0 0 A
、

2 0 【)(】0 A
、

2 5 0 o 0 A
、

3 15 0 0 A
、

4 0 O 0 0 A 。

发电机主回路离相封闭母线的额定 电流可根据
实际需要 ，

由供需双方协商选定其他电流等级
。

②发电机分支回路离相封闭母线 的额定 电流为 6 30 A 、 8 0 0 A 、 l0 o O A
、

l2 5 O A
、

16 0 0 A
、

2 0 o 0 A 、

2 5 0 O A 、

3 l5 0 A
、

4 O o 0 A 。

③共箱封闭母线的额定电流为 1O 0 o A
、

12 5 0 A
、

16 0 0 A
、

2 0 0 0 A
、

2 5 0 0 A
、

3 l5 O A
、

4 0 o 0 A
、

5 O o o A
、

6 3 0 0 A 。

4 ) 金属封闭母线的额定频率为 5 0 H z (或 6 0 H z )
。

5 ) 金属封闭母线外壳的防护等级离相封闭母线为 IP 5 4 ； 共箱封闭母线由供需双方商定
。

6 ) 全封闭母线是将母线封闭在充满 s F 6 绝缘气体钢筒内的金属封闭母线
。

按结构形式也分为分箱
母线和共箱母线两种 。

母线全部封闭
，

不会发生 由于外界物体造成短路故障
，

运行可靠 ； 母线的外壳为
接地钢筒 ，

布置紧凑
，

节省占地
。

全封闭母线的制造全部在工 厂内完成
，

在现场只需进行简单的组装
。

全封闭母线价值较贵 ， 一

般用于高压
、

超高压系统
。

金属封闭母线主要用于电压 1
～

3 5 k V
、

电流 4 0 o 0 O A 及 以下
、

频率 5 O H z (或 6 0 H z ) 发电机出线及
其他输配电回路 ，

以安全地传输电能
。

5 母线槽
母线槽分为空气绝缘母线槽 (空气绝缘母线干线系统 ) 、

密集绝缘母线槽 (密集绝缘母线干线系
统) 、

耐火母线槽 (母线干线系统)
。

母线槽可按 L + N + P E
、

L l + L2 + L3
、

IJ1 + I2 + 【3 + N
、

u + I2 + u + N + P E 系统设置电源导体和
保护导体 ，

满足用电负荷的需要
。

1 ) 空气绝缘母线槽是将裸母线用绝缘衬垫支承在壳体内
，

靠空气介质来绝缘的母线槽
。

①空气绝缘母线槽全系列产品由馈电式母线槽
、

分接装置
、

插接式母线槽
、

母线换相单元
、

端盖
、

横向隔板 、

户内型母线槽
、

户外型母线槽
、

直线形母线干线单元 (直线段)
、 L 形母线干线单元 (L 形

接头) 、

T 形母线干线单元 (T 形接头)
、

x 形 (十字形 ) 母线干线单元 (x 形接头 )
、

z 形母线干线单
元 (z 形接头)

、

始端母线单元
、

干线膨胀单元
、

干线变容单元
、

终端母线单元
、

插接式馈电箱
、

安装
支架及吊架等组成 。

②行业标准 JB 85 l1
一

l9 9 6 规定 ：

空气绝缘母线槽额定电流为 6 3 A
、

10 0 A
、

l2 5 A
、

l6 0 A
、

2 0 0 A
、

2 5 O A
、

3 15 A
、

4 0 o A
、

5 0 0 A
、

6 3 O A
、

8 O O A 、

lO O O A
、

l2 5 O A 、 l6 O 0 A 、

2 O O O A
、

2 5 0 O A
、

3 l5 0 A
、

4 o o O A
、

5 O 0 O A 。

空气绝缘母线槽额定工作电压为交流 3 8 O V
、

6 6 0 V 。

空气绝缘母线槽额定频率为 5 0 H z 或者 6 O H z 。

空气绝缘母线槽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 IP 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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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密集绝缘母线槽是将裸母线用绝缘材料覆盖后
，

紧贴通道壳体放置的母线槽
。

①密集绝缘母线槽全系列产品由馈电式母线槽 、

插接式母线槽
、

母线换相单元
、

端盖
、

横向隔板
、

户内型母线槽 、

户外型母线槽
、

直线形母线干线单元 (直线段 )
、

L 形母线干线单元 (L 形接头 )
、

T 形
母线干线单元 (T 形接头 )

、

x 形 (十字形 ) 母线干线单元 (x 形接头)
、

z 形母线干线单元 (z 形接
头 ) 、

始端母线单元
、

干线膨胀单元
、

干线变容单元
、

终端母线单元
、

插接式馈电箱
、

安装支架及吊架
等组成 。

②行业标准 JB／T 9 6 6 2
—

19 9 9 规定 ：

密集绝缘母线槽额定 电流为 2 5 A
、

4 O A
、

6 3 A
、

1OHD A
、

l6 O A
、

2 o 0 A
、

2 5 0 A
、

4 0 O A 、

6 3 O A
、

8 0 0 A
、

1(m 0 A 、

12 5 0 A
、

16 0 0 A
、

2 O 0 O A
、

2 5 0 O A
、

3 15 O A
、

4 0 0 0 A
、

5 O 0 O A 。

密集绝缘母线槽额定工 作电压为交流 3 8 O v
、

6 6 0 v 。

密集绝缘母线槽额定频率为 5 0 H z 或者 6 O H z 。

密集绝缘母线槽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 IP 4 0 。

有的厂商提供的密集绝缘母线槽的额定电压值为 2 2 0 v
、

4 O 0 v
、

4 15 v
、

5 0 0 v 或 6 0 0 v
。

3 ) 耐火母线槽是能够在规定 的时间
、

温度下具有
一

定耐火性
，

并已经过全面型式试验的母线槽
。

①耐火绝缘母线槽 由母线干线馈电单元 、

带分接装置母线干线馈电单元
、

母线干线变容单元
、

膨胀
单元 、

母线换相单元
、

直线型母线干线单元
、

L 形母线干线单元
、

rr 形母线干线单元
、

x (十字形 ) 形
母线干线单元 、

z 形母线干线单元
、

端盖及分接箱 (馈电箱) 组成
。

②耐火绝缘母线槽按绝缘结构分为空气耐火母线槽和密集耐火母线槽二 种
。

③行业标准 JB／T l0 3 2 7
—

2 o o 2 规定 ：

耐火绝缘母线槽额定电流为 6 3 A
、

10 0 A
、

12 5 A
、

16 O A
、

2 0 O A
、

2 5 0 A
、

3 l5 A
、

4 0 0 A
、

5 (】(】A
、

6 3 0 A
、

8 O 0 A 、

1O O 0 A
、

12 5 O A
、

16 O 0 A
、

2 O o o A
、

2 5 o 0 A
、

3 l5 0 A
、

4 O 0 O A
、

5 0 O 0 A 。

耐火绝缘母线槽额定工 作电压为交流 3 8 O v
、

6 6 0 v
、

lO o 0 v ( I l4 O v )
。

耐火绝缘母线槽额定频率为 5 O H z 或者 6 0 m 。

耐火绝缘母线槽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 IP 44 。

4 ) 母线槽具有结构紧凑
、

通用互换性强
，

传输容量大
、

线路损耗小 ； 通过插接式馈电箱
，

使配出
线路容易 ； 母线槽按照行业标准生产

、

检验
，

质量有保证
，

安全可靠 ； 母线槽系列产品具有功能齐全
．

施工 方便等特点
。

母 线 槽 广 泛 应 用 于 交流 5 0 H z 或者 6 O H z ，

额定工 作电压 66O v 及 以下
，

额定电流
5 0 0 O A 及以下树干式配电回路

，

安全地传输电能
。

6 滑触线 (滑接输电装置 ) 是通过集电器向移动受电设备供电的导电装置
。

滑触线可分为固定式裸钢材滑触线 、

悬挂式滑触线和绝缘式安全滑触线
。

滑触线适用于交流 5 O
、

6 O H z ，

额定电压 6 6 O V 以下
、

直流电压 6 6 O v
、

额定电流 5 O
～

2 O 0 O A 的具有
固定行驶轨迹的各种起重运输机械 (如电动葫芦 、

电动桥式起重机
、

梁式起重机
、

龙门式起重机
、

移
动式电动工 具等 ) 和照明器具及其他移动受电设施

、

自动生产线等的供电
。

7 ．

2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母线选择的主要 内容有 ： 母线的类型

、

额定参数
、

使用条件
、

长期工 作时的发热
、

热稳定
、

动
稳定 、

经济 电流密度 和临界工作 电压
。

2 硬母线选用还需要考虑硬母线的负荷组合
、

强度计算
、

挠度计算和微风振动校验
。

3 软母线选用还需要 考虑软母线 的负荷组 合
、

强度计算和挠度计算
。

如果采用由多根软导线构成
的分裂导线式软母线 ，

则还包括排列方式
、

分裂问距和子导线最小直径等选择内容
。

4 金属封闭母线需注意产品的使用条件及技术参数是否满足各项要求
。

周围环境温度
、

海拔高度
不能满足使用条件的要求 。

在其他特殊使用条件下
，

金属封闭母线的设计和应用由供需双方商定
。

5 母线槽需注意产品的使用条件及技术参数是否满足各项要求
。

当为特殊使用条件时
，

必须 由用
户与制造厂 商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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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线槽不应使用在爆炸危险场所

。

7 母线槽使用在腐蚀环境时
，

母线槽应选用有相应防腐措施的型号
。

8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
，

应采用有
一

定防护等级的母线槽
，

防护等级视具体环境特征确定
。

当母线
槽安装在露天环境时 ，

应有防雨
、

防雪措施
。

9 插接式分线箱 (馈电箱) 内装设保护电器时
，

保护电器应具有短路保护
、

过负荷保护和接地保
护 ，

作用于切断供电电源或发出报警信号
。

保护电器选用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

特别要注意应满
足短路条件下的通断能力 。

1 O 母线槽用于树干式配电回路
，

母线槽 的保护电器和插接式分线箱 (馈 电箱 ) 内装设 的保护 电
器其动作应具有选择性 。

1 1 注意母线热胀冷缩的需要
，

选用合理的母线热胀冷缩措施或设置母线 自由滑动端
。

1 2 母线槽在穿过防火墙及防火楼板时
，

应采取防火隔离措施
。

1 3 耐火母线槽贯穿建筑构件时
，

外壳周 围空隙应进行封堵
，

以阻止 火 焰 的传播
，

具体要求见产
品说明书 。

1 4 向滑触线供电的馈电线路应力求最短
，

在
一

条滑触线上
一

般只采用
一

个供电点
。

1 5 向滑触线供电的馈电线路当电压损失超过允许值时
，

可采用使供 电点靠近滑触线 中心点 ； 滑
触线分段采用两个供电点 ； 增加滑触线的截面 ； 设滑触线的辅助线降低阻抗等措施

。

16 滑触线分段采用两个供电点时
，

因绝缘垫的长度大于集电器的长度
，

在通过分段处会使零位
保护断电； 绝缘垫的长度小于集电器的长度

，

在通过分段处会使两个电源并联运行
，

所以需妥善处理分
段处的绝缘垫的长度问题 。

1 7 为操作方便和维护安全
，

应在滑触线附近装设电源开关或隔离开关
。

18 滑触线跨建筑沉降缝
、

建筑物的伸缩缝或滑触线长度超过 5 0 m 时
，

应考虑安装温度补偿装置
。

1 9 在火灾危险环境 2 1 区或 2 2 区内
，

电动起重机不应采用滑触线供电 ； 在火灾危险环境 2 3 区 内
，

电动起重机可采用滑触线供电 ，

但在滑触线下方不应堆置可燃物质
。

2 0 母线过建筑沉降缝时注意选用合理的措施
。

2 1 母线槽始端设备或终端设备为配 电变压器时
，

母线槽始端母线单元或终端母线单元
一

般需安
装就位后 ，

由供货厂商现场实测制做
。

2 2 母线根据确定后的母线敷 没路径
，

依据实际安装环境提出订货明细表
。

2 3 母线槽的连接不应在穿楼板或墙壁处进行
，

连接位置需满足供货厂商的要求
。

2 4 母线
、

金属封闭母线
，

按照布置图 (平面布置图及立面布置图) 或安装简图向土建专业
、

结
构专业提预留过墙洞 、

过楼洞
、

吊挂等条件
。

2 5 滑触线按照动力安装简图向结构专业提预 留预埋条件
。

2 6 母线
、

金属封闭母线安装在电缆竖井 内
，

向土建专业提电缆竖井条件
、

预 留预埋 条件及过楼
洞条件 。

2 7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0 k 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 B 5 O O 5 3

—

19 94 。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 B 5 O O 5 4
—

19 9 5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_I l6
—

2 0 0 8 。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 B 5 0 05 5
一

l9 9 3 。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G B 3 I I
．

1
一

I9 9 7 。

《3 —

1 1O k 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 B 5 0 0 6 O
一

19 9 2 。

《封闭式母线及桥架安装》 D 7 0 l
一

1
—

3 (2 O 0 4 年合订本)
。

7 ．

2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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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敷设施工 须符合 G B J l4 9
—

9 O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

G B 5 0 3 0 3 《建
筑电气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

。

2 ) 敷设施工须须符合 JG J J6
—

2 0 0 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的要求
。

2 施工安装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母线装置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J l4 9

一

l9 9 O 。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O 3 。

7 ．

2
．

5 相关标准
《金属封闭母线》 G B ／T 8 3 4 9

—

2 0 0 0 。

《电工 用铜
、

铝及其合金母线 第 1 部分 ： 铜和铜合金母线》 G B ／T 5 5 8 5
．

1
—

2 o 0 5 。

《电工 用铜
、

铝及其合金母线 第 2 部分 ： 铝和铝合金母线》 G B ／T 5 5 8 5
．

2
—

2 0 0 5 。

《低压成套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2 部分 ： 对母线干线系统 (母线槽 ) 的特殊要求》 G B 7 2 5 1
．

2
—

2 o o 6 ．

7 ．

3 预制分支电力电缆

7 ．

3
．

1 产品基本概念
预制分支电力电缆是指根据设计要求 ，

制造厂采用预制作方式
，

完成了位于主干电缆上制作带有支
线及其接头的电力电缆 。

预制分支电力电缆由主干电缆 、

支线电缆
、

分支接头
、

分支压接型连接件及提升金具组成 。

主干电缆指作为主干线的塑料绝缘 电力 电缆 。 即为额定 电压 0
．

6／lk V 铜单芯或多芯的塑料绝缘电
力电缆 。

支线电缆指作为分支线的塑料绝缘电力电缆 。

即为额定 电压 0
．

6／lk V 铜单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
。

分支接头指主干电缆与支线电缆的预制连接接头 。

每个分支接头部分以优于电缆外护套的合成材料 ，

采用气密模压
，

使电缆的外护套材料和注塑的合
成材料接合在 一

起而形成气密和防水的分支接头
。

分支压接型连接件指用压接方式将主干电缆和支线电缆的导体相互 紧固在
一

起
，

确保导体可靠电气
接触的铜或铜合金导电金具 。

提升金具指安装在主干电缆终端上部的提升器材 。

预制分支电力电缆用于树干式配电系统 。

7 ．

3
．

2 产品分类与基本特点
、

功能
、

适用范围
预制分支电力电缆按采用 O

．

6／lk V 铜单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型号
，

可分为 ： F z
—

V V
—

O
．

6／1
、

F Z
—

Z R V V —

O
．

6／l
、

F Z
—

N I{V V
一

0
．

6 ／l
、

F Z
—

Y JV
—

O
．

6／l
、

F Z
—

Z R Y JV
—

O
．

6／l
、

F Z
—

N H Y JV
一

0
．

6／1
、

F Z —

W D Z
’

Ⅵ V
—

O
．

6／1
、

F Z
—

W D N H Y JV
—

O
．

6／1 。

F z —

V V
一

0
．

6／1 为额定电压 O
．

6／1k V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 乙烯护套预分支电力电缆
，

适用于线芯长
期工 作温度 7 0

～

0 ℃ ； 额定电压 O
．

6／lk V ； 电流小于或等于 16 o o A 的线路中使用
。

F z —

z R V V
—

O
．

6／】为额定电压 O
．

6／1k V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阻燃预分支电力电缆
，

适用于
线芯长期工 作温度 7 0

～

O ℃ ； 额定电压 0
．

6／1k V ； 电流小于或等于 16 0 0 A 的
一 、

二 类高
、

低层建筑电气
设计中 ，

消防要求采用阻燃电缆的线路中使用
。

F Z —

N H V V
一

0
．

6／I 为额定电压 O
．

6／1k V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耐火预分支电力电缆
，

适用于
线芯长期工 作温度 7 O

～

O ℃ ； 额定电压 O
．

6／lk V ； 电流小于或等于 16 0 0 A 的
一

类高
、

低层建筑消防要求
采用阻燃电缆的线路中使用 。

F z —

Y J V
—

O
．

6／1 为额定电压 O
．

6／1k 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预分支电力电缆
，

适用于线芯
长期工 作温度不高于 9O 。C (低 于 0 。c 敷设时

，

电缆必须预先加热
。

) ； 额定电压 O
．

6／Ik V ； 电流小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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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3 7 0 A 的线路中使用
。

F Z —

z R Y JV
一

0
．

6／】为额定电压 0 6／l k 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阻燃预分支电力电缆
，

适用
于线芯长期工作温度不高于 9 O ℃ (低于 0 ℃ 敷设时

，

电缆必须预先加热 ) ； 额定电压 0
．

6／1 k V ； 电流小
于或等于 l3 7 0 A 的

一 、

二 类高
、

低层建筑消防要求采用阻燃电缆的线路中使用
。

F z —

N H Y lIV
—

O
．

6／l 为额定电压 0
．

6／lk 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耐火预分支电力电缆
，

适用
于线芯长期工 作温度不高于 9 0 oc (低于 0 。c 敷设时

，

电缆必须预先加热
。

) ； 额定电压 0
．

6／lk V ； 电流小
于或等于 l3 7 0 A 的

一

类高
、

低层建筑
，

消防要求采用耐火电缆的线路中使用
。

F 7 一

w D z Y JV
—

O
．

6／1 为额定电压 O
．

6 ／1 k 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烯烃护套预分支电力电缆
，

适用于线
芯长期工作温度不高于 9 O ℃

，

不低于 O ℃ ； 额定电压 0
．

6／1k V ； 电流小于或等于 l3 7 0 A 的
一

类高
、

低层
建筑消防要求不含卤素 、

低烟
、

无毒
、

无腐蚀 的线路 中使用
。

F 7 一

w D N H Y J V
—

O
．

6／1 为额定电压 O
．

6／1k 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烯烃护套耐火预分支电力电缆
，

适
用于线芯长期工 作温度不高于 9 0 ℃

，

不低于 O ℃ ； 额定电压 O
．

6／1 k V ； 电流小于或等于 13 7 O A 的
一

类
高 、

低层建筑消防要求不含卤素
、

低烟
、

无毒
、

无腐蚀及采用耐火电缆的线路中使用
。

7 ．

3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预分支电力电缆的主干 电缆芯数

、

电缆绝缘类型
、

电缆外护层类 型
、

电力 电缆截面按照 G B

5 O 2 l7 —

2 0 (】7 《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及 JG J16
—

2 0 0 8 《民用 建筑电气设计规范》选用
。

2 预分支电力电缆的分支电缆长度应满足 G B 5 O 0 5 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设短路保护的要求 。

3 预分支电力电缆不能应用于气体爆炸危险场所
。

4 预分支电力电缆敷设需满足 G B 5 o 0 16
—

2 o 0 6 《建筑防火规范》规定
5 电缆附件的电缆终端选择按照 G B 5 O 2 l7 《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选用 。

6 注意电压降
、

接地保护及热稳定校验
。

7 预分支电力电缆沿电缆桥架敷设时
，

按照电缆路由图向土建专业
、

结构专业提预留过墙洞
、

过
楼洞及吊挂等条件 。

8 预分支电力电缆沿电缆沟敷设
，

按照电缆路由图向土建专业提电缆沟条件
、

沟盖板的要求及预
留预埋条件 。

9 预分支电力电缆在电缆竖井内垂直敷设
，

向土建专业提电缆竖井条件
、

预留预埋条件及过楼洞
条件 ； 向结构专业提预留预埋吊钩安装条件

。

1 O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 G B 5 0 2 17

—

2 O 0 7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l6
—

2 O Ö 8 。

《电缆敷设》 D 1O 1
—

1
～

7 (2 0 O 3 年合订本)
。

《电力电缆井设计与安装》O 7 s D 1O 】
一

8 。

《l0 k V 及以下架空线路安装》O 3 D l0 3 。

《电缆防火阻燃设计与施工 》O 6 1) 10 5 。

《室内管线安装》D 3 0 1
—

1
～

3 (2 0 0 4 年合订本)
。

7 ．

3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1 ) 预分支电力电缆敷设施工 须符合 G B 5 O 2 l7

—

2 0 0 7 《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 的要求
。

2 ) 预分支电力电缆施工 中
，

电缆的支持与固定符合 G B 5 0 2 I7
—

2 0 0 7 《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 的
要求 。

3 ) 预分支电力电缆可按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0 0 D 16 2 《预制分支电力电缆安装》提供的做法施工
、

安装 。

4 ) 预分支电力电缆出厂时是绕扎在电缆盘上或绑扎成圈
。

分支电缆紧紧地绑扎在主干电缆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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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电缆安装固定后
，

再将分支电缆的绑扎解开
，

安装时不应过分强拉分支电缆
。

5 ) 预分支电力电缆的主干电缆采用单 j芷：电缆时
，

应考虑防止涡流效应
，

禁止使用导磁金属夹具
。

6 ) 预分支电力电缆垂直敷设时
，

穿楼板和墙体处注意按照国家或当地规定
，

采用防火堵料封堵
。

7 ) 施工 做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 验收规范》 G B 5 O l6 8

—

2 0 o 6 。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3 5 k 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O l7 3
—

9 2 。

《电气装置安 装工 程 lk V 及以下配线工 程施工 及 验收规范》 G B 5 O 2 5 8
—

9 6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2 0 0 2 。

7 ．

3
．

5 相关标准
《电气绝缘的耐热性评定和分级》 G B l 10 2 1

一

l9 8 9 。

《额定电压 3 5 k v 及 以下铜芯
、

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 G B 12 7 0 6
一

l9 9 1 。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G B ／T 3 0 4 8
一

I9 9 4 。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 G B ／T l9 6 6 6
—

2 0 0 5 。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c B ／T 8 8 l5
—

2 0 0 2 。

《额定电压 4 5 O ／75 0 V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第 8 部分 ： 特软电线》 G B ／T 5 O 13
．

8
—

2 O O 6 。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G B ／T 3 o 4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1 部分 ：
一

般规定》 G B ／T 6 9 9 5
．

1
—

2 o 0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2 部分 ： 标准颜色》 G B ／T 6 9 9 5
．

2
—

2 【)0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3 部分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 G B ／T 6 9 9 5
．

3
—

2 0 0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4 部分 ： 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 G B ／T 6 9 9 5
．

4
—

2 o 0 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5 部分 ： 电力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 G B ／T 6 9 9 5
．

5
—

2 0 0 8 。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G B ／T l8 3 8 0 。

《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l 部分 ： 垂直燃烧试验》 G B ／T 12 6 6 6
．

1
—

2 0 0 8 。

《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 ： 水平燃烧试验》 c B ／T l2 6 6 6
．

2
—

2 0 0 8 。

《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 ： 倾斜燃烧试验》 G B ／T 12 6 6 6
．

3
—

2 O O 8 。

7 ．

4 电缆桥架及线槽

7 ．

4
．

1 产品概述
电缆桥架 (电缆托架 ) 是由托盘或梯架的直线段 、

弯通
、

组件以及托臂 (臂式支架 )
、

吊架等构成
具有密接支承电缆的刚性结构系统之全称 。

电缆桥架是由托盘或梯架的直线段 、

弯通
、

组件
、

托臂
、

吊架
、

支架等主要部分组成
。

7 ．

4
．

2 产品分类形式及适用范围
1 产品分类
1 ) 按制造材料分 ： 有钢制电缆桥架

、

铝合金电缆桥架
、

玻璃钢电缆桥架
、

阻燃电缆桥架 ；

2 ) 按形式分 ： 有有孑L托盘式
、

无孔托盘式
、

组装式托盘式 ； 梯架式 ；

3 ) 按防护形式分 ： 防腐型
、

阻燃型
。

2 适用范围见表 7
．

4
．

2 。

7 ．

4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电缆桥架

、

线槽及其支吊架使用在有腐蚀性环境中
，

应采用耐腐蚀的刚性材料制造
，

或采取防
腐蚀处理 ，

防腐蚀处理方式应满足工 程环境和耐久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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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4
．

2 适用范 围

电缆桥架类型 适用范围

钢制电缆桥架 除单相
工作电流大于 1O o 0 A 的交流系统电缆外

，

电缆数量较多
，

电缆跨距较大
，

或电缆蛇形
敷设场所

铝合金电缆桥架 对耐腐蚀性能要求较高或要求洁净的场所

玻璃钢电缆桥架 对耐腐蚀性能要求较高或易燃 、

易爆的场所

阻燃电缆桥架 防火要求较高的场所

有孔托盘 需要通风散热或防止雨雪积存的场所

无孔托盘 需要屏蔽电磁干扰的电缆线路
，

或有防护外部影响如户外 日照 、

油
、

腐蚀性液体
、

易燃粉尘
等环境要求的场所

组装式托盘 需要因地制宜组装的场所

梯架 需要通风散热或防止雨雪积存的场所

金属线槽 电缆数量较少 ，

而且明敷于正常环境的室内场所
，

但对金属线槽有严重腐蚀的场所不应采用

塑料线槽 正 常环境的室内场所使用
。

在高温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不宜采用

地面金属线槽 正常环境下大空间且隔段变化多

、

用电设备移动性大或有 多种功能线路的场所 ．

暗敷于现浇
混凝土地面 、

楼板或楼板垫层内

2 电缆桥架在有防火要求的区段内
，

可在电缆梯架
、

托盘内添加具有耐火或难燃性能的板
、

网等

材料构成封闭或半封闭式结构 ，

并采取在桥架及其支吊架表面涂刷防火涂层等措施
，

其整体耐火性能应
满足国家有关规范或标准的要求 。

3 在工程防火要求较高的场所
，

不宜采用铝合金电缆桥架
。

4 电缆梯架
、

托盘宽度和高度的选择应符合填充率的要求
，

电缆在梯架
、

托盘内的填充率
一

般情
况下 ，

电力电缆可取 4 0 ％
一

5 0 ％ ，

控制电缆可取 5 0 ％
～

7 O ％ ，

且宜预 留 10 ％
～

2 5 ％ 工 程发展裕量
。

5 在选择电缆桥架的荷载等级时
，

电缆桥架的工 作均布荷载不应大于所选 电缆桥 架 荷 载 等级的额
定均布荷载 ，

如果电缆桥架的支吊架的实际跨距不等于 2 m 时
，

则工 作均布荷载应满足要求
。

6 各种组件及支吊架在满足相应荷载的条件下
，

其规格尺寸应与托盘
、

梯架的直线段
、

弯通系列
相匹配

。

7 在选择电缆桥架的弯通或引上
、

引下装置时
，

不应小于电缆桥架 内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

电
缆最小弯曲半径见表 7

．

4
．

3
一

l 。

表 7
．

4
．

3
—

1 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电缆型式 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无铅包钢护套的橡皮绝缘 电力电缆
l0 D

有钢铠护套的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2 O D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l0 D

交联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l5 D

控制电缆 IO D

综合布线电缆 】0 D

光缆
15 D

同轴电缆 15 D

注 ： D 为电缆外径
。

8 对于跨距大于 6 m 的钢制电缆桥架和跨距大于 2 m 或承载要求大于荷载等级 D 级的铝合金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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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

应按工 程条件进行强度
、

刚度及稳定性的计算或试验验证
。

9 几 组电缆桥架在同
一

高度平行敷设时
，

各相邻电缆桥架之间应考虑维护
、

检修距离
。

1 O 钢制托盘
、

梯架的宽度与高度常用规格尺寸参见 c E s c 3 l ： 2 0 0 6 《钢制电缆桥架工 程没计规
范》有关内容 。

1 1 铝合金托盘
、

梯架的宽度与高度常用规格尺 寸参见 c E c s l0 6 ： 2 0 0 0 《铝合金电缆桥架技术规
程》有关内容 。

1 2 钢制托盘
、

梯架及铝合金托盘
、

梯架的直通单件标准长度可为 2 m 、

3 m 、

4 m 、

6 m 。

1 3 钢制电缆桥架表面防腐处理方 式参见 c E s c 3 l ： 2 0 0 6 《钢制电缆桥架工 程设计规范》有关内
容 。

1 4 铝合金电缆桥架表面防腐处理方式见表 c E c s 10 6 ： 2 o o 0 《铝合金电缆桥架技术规程》有关内
容 。

1 5 线槽允许敷设综合布线电缆数量参见表 7
．

4
．

3
—

2 。

表 7
．

4
．

3
—

2 线槽允许敷设综合布线电缆数量

线型 4 对 2 5 对 50 对 l00 对

外径 ( m m )

三类线 4 7 9 7 l3 4 l8
．

2

五
类线 4 5 7 I2 4 5

超五类线 U T P 5
．

3

超五类线 兀 rP 5 8

六
类线 u 什 6

．

5

六
类线 S

—

sT P 7
．

4

1
6 线槽允许敷设光缆数量见表 7

．

4
．

3
—

3
，

光缆外径允许敷设光缆数量见表 7
．

4
．

3
—

4 。

表 7
．

4
．

3
—

3 线槽允许敷设光缆数量
、 、 ＼ 、

线型
线槽规格 、 、

＼ 2 芯 4 芯 6 芯 12 芯

25 × 2 5 8 7 5 3

2 5 x 5 0 】7 l5 10 7

7 5 × 2 5 2 7 2 3 l6 13

5 0 × 5 0 3 6 3 l 2 【 17

5 O × l0 0 7 4 6 2 4 3 35

lo 0 × 10 0 J5 O 13 5 9 0 7 I

7 5 × 15 0 l6 9 14 l 9 8 7 5

表 7
．

4
．

3
—

4 光缆外径允许敷设光缆数量

线型 2 芯 4 芯 6 芯 l l2 芯

外径 ( m m ) 4 7 5 6 】 l 7

1
7 在工 程设计中

，

电缆桥架的布置应根据经济合理性
、

技术可行性
、

运行 安全 性等因素综合比

较 ，

以确定最佳方案
，

还要充分满足施工 安装
、

维护检修及电缆敷设的要求
。

1 8 电缆桥架及线槽敷设走向应短捷
，

并应尽量沿墙
、

沿柱或沿梁敷设 。

1 9 根据电缆桥架及线槽敷设走 向
，

向土建专业
、

结构专业提出预留墙洞
、

楼板洞及吊架安装时
，

所需预埋钢板位置及荷载 。

并且应与工 艺专业
、

水暖专业及动力专业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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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地面内暗装金属线槽布线

，

在设计时应与土建专业密切配合
，

以便 根 据 不 同 的结 构 型 式 和 建

筑布局 ，

合理确定线路路径和设备选型
。

2 1 不同电压
、

不同用途的电缆不宜敷设在同
一

层电缆桥架内 ：

1 ) 1k V 以上和 l kV 及以下的电缆 ；

2
) 同

一

路径向
一

级负荷供电的双回路电缆 ；

3 ) 应急照明和其他照明的电缆 ；

4
) 电力

、

控制和电信电缆
。

若不同等级的电缆敷设在同
一

电缆桥架时
，

中间应增加隔板隔离
。

2 2 在工 程条件下安装或检修不需考虑附加集 中荷载时
，

电缆梯架
、

托盘的工 作均布荷载按电缆

自重均匀分布计算 。

2 3 电缆桥架不宜与下列管道平行敷设
，

当无法避免时
，

电缆桥架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或采
取相应防护措施 。

1 ) 电缆桥架应在具有腐蚀性液体管道上方
。

2 ) 电缆桥架应在热力管道下方
。

3 ) 易燃易爆气体 比空气重时
，

电缆桥架应在管道上方
。

4 ) 易燃易爆气体 比空气轻时
，

电缆桥架应在管道下方
。

2 4 电缆桥架与管道之间最小距离见相关标准
。

2 5 综合布线电缆与附近可能产生高电平 电磁干扰的电动机
、

电力变压器等 电气设备之 间应保持
必要的间距 。

综合布线电缆与电力电缆的间距应符合 G B ／T 5 O 3 l l
一

2 O 0 7 规范相关 内容的规定
。

2 6 墙上敷设 的综合布线 电缆
、

光缆及管线与其它管线 的间距 应符 合 G B ／T 5 0 3 l l
一

2 0 0 0 规 范
l 1．

0
．

2 条的规定
。

2 7 电缆桥架水平敷设时
，

宜按荷载曲线选取最佳跨距进行支撑 ，

跨距
一

般为 】
．

5
—

3
．

0 m 。

垂直敷
设时 ，

其固定间距不宜大于 2 m 。

2 8 有特殊要求的非标准件应给出详图及技术说明
。

2 9 使用要点
使用时应考虑防积尘 、

防雨雪
。

安装时应考虑伸缩缝
、

挠度
、

偏斜
、

接地及保护
。

敷设电缆时应考
虑金属线槽 、

塑料线槽
、

地面内暗装金属线槽及电缆桥架的填充率 。

3 0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 B 5 O 2 17

—

2 0 0 7 。

《封闭式母线及桥架安装》 D 7 O l
一

1
～

3 (2 O o 4 年合订本)
。

《电缆桥架安装》0 4 D 7 O l
一

3 。

《电缆敷设》 D lO l
—

l
一

7 (2 0 0 3 年合订本)
。

《电力电缆井设计与安装》O 7 s D 10 】
一

8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16
—

2 o 0 8 。

7 ．

4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施工做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 B 5O 16 8

—

2 0 0 6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7 ．

4
．

5 相关标准
《管道支吊架 第 】部分 ： 技术规范》 G B ／T I7 l 16

．

】
一

19 9 7 。

《管道支吊架 第 2 部分 ： 管道连接部件》 G B ／T 】7 1 16
．

2
一

l9 9 7 。

《管道支吊架 第 3 部分 ： 中间连接件和建筑结构连接件》 G B ／T l7 l l6
．

3
—

19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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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 1 部分 ： 通用要求》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 2 部分 ： 特殊要求
管系统》 G B ／T 19 2 】5

．

2
—

2 0 0 3 。

G B ／T 19 2 15 ．

1
—

2 o o 3 。

第 J 节 ： 用于安装在墙上或天花板上的电缆槽

《电缆管理 电缆托盘系统和电缆梯架系统》 G B ／T 2 l7 6 2
—

2 0 0 8 。

7 ．

5 电线 、 电缆配线管材

7 ．

5
．

1 产品基本概念
1 产品基本概念
电线 、

电缆配线管材主要由金属导管和绝缘导管两大类产品组成
。

1 ) 金属导管 lⅡe ta l c 0 n d u it

由金属材料制成的导管 。

2 ) 绝缘导管 in s u la tin g c o n d u it

没有任何导电部分 (不管是 内部金属衬套或是外部金属网 、

金属涂层等均不存在 )
，

由绝缘材料制
成的导管 。

2 产品基本用途
在电气安装中用来保护电线或电缆的圆型或非圆型的布线系统的一

部分
。

导管有足够的密封性
，

使
电线电缆只能从纵向引入 ，

而不能从横向引入
。

7 ．

5
．

2 产品分类及特点
1 金属导管
金属导管主要包括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

普通碳素钢电线套管 (俗称电线管)
、

套接紧定式钢
导管 、

套接扣压式薄壁钢导管
、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管等五类产品
。

目前建筑工地 普遍应用的为焊接钢管
与电线管两类产品。

1 )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焊接钢管是用钢板或钢带经过卷曲成型后焊接制成的钢管 。

焊接钢管生产工 艺简单
，

生产效率高
，

品种规格多 ，

设备投资少
，

但
一

般强度低于无缝钢管
。

焊接钢管按焊缝的形式分为直缝焊管和螺旋焊
管 。

直缝焊管生产工 艺简单
，

生产效率高
，

成本低
，

发展较快
。

螺旋焊管的强度
一

般比直缝焊管高
，

能
用较窄的坯料生产管径较大的焊管 ，

还可 以用 同样 宽度 的坯料生产管径不 同的焊管
。

但是与相同长度的
直缝管相比 ，

焊缝长度增加 3 0 ％
～

】o 0 ％ ，

而且生产速度较低
。

因此
，

较小 口 径的焊管大都采用直缝
焊 ，

大 口径焊管则大多采用螺旋焊
。

①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也称 一

般焊管 (在建筑工 地 也 称为厚电线管)
。

是用于输送水
、

煤气
、

空气 、

油和取暖蒸汽等
一

般较低压力流体和其他用途的焊接钢管
。

由于此种管材的通用性强
，

水
、

暖
、

电专业均可应用 ，

并且此种管材 的管壁可作为 电气的辅助接地线使用
，

所以 目前在建筑工 地应用较为广
泛 。

钢管按壁厚分为普通钢管和加厚钢管 ； 按管端形式分为不带螺纹钢管 (光管) 和带螺纹钢管
。

钢
管的规格用公称口径 ( m m ) 表示

，

公称 口径是内径的近似值
。

习惯上常用英寸表示
。

低压流体输送用
焊接钢管除直接用于输送 流体外

，

还大量 用作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 的原管
。

②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也称镀锌电焊钢管
。

是用于输送水
、

煤气
、

空气
、

油及取暖蒸汽
、

暖水等 一

般较低压力流体或其他用途的热浸镀锌焊接 (炉焊或电焊) 钢管
。

钢管按壁厚分为普通镀锌
钢管和加厚镀锌钢管 ； 按管端形式分为不带螺纹镀锌钢管和带螺纹镀锌钢管

。

钢管的规格用公称 口 径
(m m ) 表示

，

公称 口径是内径的近似值
。

习惯 上 常用英 寸表示
。

在电气专业主要用于明敷设及需要防
腐的场所 。

2 ) 普通碳素钢电线套管
普通碳素钢电线套管 (G B 3 6 4 O

一

8 8 ) 是工 业 与民用建筑
、

安装机器设备等电气安装工 程中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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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护电线的钢管 。

3 )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由管路 、

管材连接套管
、

盒 (箱 )
、

螺钉及其附件组 成
。

电线管路采用同
一

金属
材料制作 ，

并应镀锌
。

紧定螺钉应采用高强度原材料制作
。

4 ) 套接扣压式薄壁钢导管
套接扣压式薄壁钢导管由管路 、

管材连接附件
、

盒 (箱 )
、

扣压专用工 具 组成
。

5 )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管
具有可挠性可 自由弯曲的金属套管 。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管由可挠金属电线保护管及其附件组成
。

2 建筑用绝缘电工 套管
1 ) 按联接形式分 ： 螺纹套管 ； 非螺纹套管

。

2 ) 按机械性能分 ： 低机械应力型套管以下简称轻型
、

中机械应力型套管以下简称中型
、

高机械应
力型套管以下简称重型 、

超高机械应力型套管以下简称超重型 。

3 ) 按弯曲特点分 ： 硬质套管
、

冷弯型硬质套管
、

非冷弯型硬质套管
、

半硬质套管
、

波纹套管
。

4 ) 按温度分 ：
一

2 5 型
、

一

l5 型
、

一

5 型
、

9 0 型
、

9 0／
一

2 5 型
。

5 ) 按阻燃特性分 ： 阻燃套管
、

非阻燃套管
。

7 ．

5
．

3 主要技术性能
1 焊接 管 的规格 (公称 口 径 ： m m )

一

般 包括 6
、

8
、 l0 、

】5
、

2 O
、

2 5
、

3 2
、

4 O
、

5 O
、

6 5
、

8 0
、

10 0 、

l2 5
、

I5 0 几类 。

管长通常为 3
～

l2 m 。

2 普通碳素钢电线套管的规格 (公称 口径 ： m m )
一

般包括 13
、

l6
、

l9
、

2 5
、

3 2
、

3 8
、

5 1
、

6 4
、

7 6 几类
。

管长通常为 3
～

9 m 。

壁厚 (单位 ： m m ) 根据规格不同
一

般包括 1
．

6
、

l_ 8
、

2
．

0
、

2
．

5
、

3
．

2 几
类 。

3 建筑用绝缘电工 套管的规格 (公称尺寸 ： m m )
一

般为 l6 、

2 O
、

2 5
、

3 2
、

4 O
、

5 O
、

6 3 几类 。

4 其它电线
、

电缆配线管材的技术性能参数
、

规格型号详见相关标准
。

7 ．

5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产品选用及工 程设计要点
参见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l6

—

2 0 o 8》相关要求
。

2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 G B 5 O 2 l7

—

2 0 o 7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l6
—

2 0 0 8 。

《电缆敷设》 D IO l
—

J
～

7 (2 o 0 3 年合订本)
。

《电力电缆井设计与安装》O 7 s D 1O 】
一

8 。

《10 k V 及以下架空线路安装》 o 3 D 1o 3 。

《室内管线安装》 D 3O l
—

l
～

3 (2 0 04 年合订本)
。

《地下通信线缆敷设》O 5 x lO 】
一

2 。

7 ．

5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电线导管

、

电缆导管的安装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

1 ) 除埋人混凝土中的非镀锌钢导管外壁不做防腐处理外
，

其他场所的非镀锌钢导管内外壁均做防
腐处理 ，

经检查确认
，

才能配管
。

2 ) 室外直埋导管的路径
、

沟槽深度
、

宽度及垫层处理
，

经检查确认 ，

符合规定后才能埋设导管
。

3 ) 现浇混凝土板内配管在底层钢筋绑扎完成
，

上层 钢筋未绑扎前敷设
，

且检查确认
，

才能绑扎上
层钢筋和浇捣混凝土。

4 ) 现浇混凝土墙体内的钢筋网片绑扎完成
，

门
、

窗等位置已放线
，

经检查确认
，

符合规定后才能
在墙体内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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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被隐蔽的接线盒和导管在隐蔽前检查合格
，

才能隐蔽
。

6 ) 在梁
、

板
、

柱等部位明配管的导管套管
、

埋件
、

支架等检查合格
，

才能配管
。

7 ) 吊顶上的灯位及电气器具位置先放样
，

且与土建及各专业施工单位商定
，

才能在吊顶内配管
。

8 ) T N
—

S 系统的接地 ( P E ) 或 T N
—

c 系统接 P E N 线及其焊接点可靠焊接施工 完成
，

经检查确

认 ，

才能穿人 电线或电缆以及线槽内敷线
。

9 ) 与安装完成的柜
、

屏
、

台
、

箱
、

盘连接的导管
，

管内积水及杂物清理干净
，

经检查确认
，

才能
穿人电线 、

电缆
。

1 O ) 电缆穿管前绝缘测试合格
，

才能穿入导管
。

1 1 ) 电线
、

电缆交接试验合格
，

且 对接线去 向和相位等检查确认
，

才能通电
。

2 管线安装可参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D 3 O 1
—

1
—

3 《室内管线安装》施工 。

3 室外埋地敷设的电缆导管
，

埋 深不 应小 于 0
．

7 m 。

壁厚小于等于 2 m m 的钢电线导管不应埋设于
室外土壤内

。

4 明敷或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布线应采用管壁厚度不小于 1
．

5 m m 的导管
。

5 建筑用绝缘电工 套管应采用阻燃套管
。

电气安装用阻燃 P V c 塑料导管的燃烧性能应符合 G A 3 O 5
一

加 O 1 要求
。

6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管线工 程技术规范》 C E c S 87 ： 9 6 。

《套接扣压式薄壁钢导管电线管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c E c s l(】0 ： 9 8 。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电线管路施工 及验收规程》c E c s 12 0 。

《城市地下通信塑料管管道工 程设计规范》 c E c s 16 5 ： 2 O O 4 。

《民用建筑电话通讯管线设计标准》 D B J l3
—

0 8
—

9 2 。

《通信管道工 程施工 及验收技术规范》 Y D J 39
—

9 O 。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管道篇)》 D L ／T 5 0 3 l
—

l9 9 4 (2 0 0 5 )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 0 3 0 3
—

2 0 0 2 。

7 ．

5
．

6 相关标准
《电工 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第 l 部分 ： 着火试验术语》 G B 5 16 9

．

1
—

2 0 0 7 。

《焊接钢管尺寸及单位长度重量》 G B ／T 2 18 3 5
—

2 o 0 8 。

《普通碳素钢电线套管》 G B ／T 3 6 40
一

l9 8 8 。

《电气安装用导管的技术要求 通用要求》 c B ／T 13 3 8 1
．

1
一

l9 9 2 。

《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l4 5 2 5
一

l9 9 3 。

《电气安装用导管 特殊要求 一

金属导管》 c B ／T 14 8 2 3
．

1
一

l9 9 3 。

《电气安装用导管 特殊要求 一

刚性绝缘材料平导管》 G B ／T 14 8 2 3
．

2
—

19 9 3 。

《电气安装用导管 特殊要求 一

可弯曲 自恢复绝缘材料导管》 e B ／T l4 8 2 3
．

4
—

19 9 3 。

《电气安装用导管配件的技术要求 第 一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 ／T 16 3 16
—

19 9 6 。

《电气安装用超重荷型刚性钢导管》 G B ／T 17 19 3
—

19 9 7 。

《电气导管 电气安装用导管的外径和导管与配件的螺纹》 G B ／T l7 l9 4
—

19 9 7 。

《电气安装用导管系统 第 1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T 2o 04 1
．

1
—

2 o 0 5 。

《爆炸性环境保护电缆用的波纹金属软管》 G B ／T l8 6 16
—

2 0 0 2 。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第 l 部分 ： 通用要求》 G B ／T l9 2 l5
．

1
—

2 o o 3 。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第 2 部分 ： 特殊要求第 1 节 ： 用于安装在墙上或天花板上的电缆槽管系
统》 G B ／T l9 2 l5

．

2
—

2 0 O 3 。

《低压 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 B ／T 3 O 9 1
—

2 o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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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气消防及报警装置

8 ．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 ．

1
．

1 系统组成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由各种火灾探测器 、

手动报警按钮
、

报警控制器和各类控制模块
、

信号模块及传

输线路组成 。

8 ．

1
．

2 系统分类形式
1 系统分类形式
1 ) 按传输方式分类
按传输方式分为多线制 、

总线制
、

无线制
、

总线无线混合制或多线无线混合制
。

2 ) 按保护对象分类
①区域报警系统 ，

宜用于二 级保护对象 ；

②集中报警系统 ，

宜用于
一

级
、

二 级保护对象 ；

③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

宜用于特级和
一

级保护对象
。

2 火灾报警控制器分类
1 ) 火灾报警控制器按其用途可分为 ： 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 ； 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 ； 通用火灾报警

控制器 。

2 ) 火灾报警控制器按其使用环境可分为 ：

3 ) 火灾报警控制器按其结构型式可分为 ：

灾报警控制器 。

4 ) 火灾报警控制器按其联动功能可分为 ：

3 火灾探测器分类形式
火灾探测器分类见表 8

．

1
．

2 。

陆用型火灾报警控制器 ； 船用型火灾报警控制器
。

台式火灾报警控制器 ； 柜式火灾报警控制器 ； 壁挂式火

联动型和非联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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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

1
．

2

感 温火灾探测器

点型

定温式

水银接点型

易熔合金型

玻璃球型

双金属型

热敏电阻型

差温式 热敏电阻型
膜盒型

差定温式

双金属型

热敏电阻型

膜盒型

线型 定温式 感温电缆型
差温式 空气管型

感光 (火焰) 火灾探测器

紫外火焰型

红外火焰型

红外／紫外复合型

双频红外火焰型

三频红外火焰型

复合式火灾探测器

感温感烟型

感温感光型

感烟感光型

感温感烟感光型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双波段图像火焰探测器
光截面图像感烟探测器

吸气式烟雾探测器 空气管取样型探测器

可燃气体探测器

气敏半导体型

铂丝型

光电型

固体电介质型

防爆型探测器 本安型
隔爆型

8 ．

1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火灾探测器的选用
1 ) 在绝大多数的

一

般场所
，

如宾馆客房
、

商场
、

办公楼等处
，

应选用点式感烟探测器
，

并宜优先
选用光电感烟探测器 。

在黑烟较多的场合
，

宜选用离子感烟探测器
。

2 ) 在不适宜安装或安装感烟探测器可能造成误报的场所
，

或火灾发生时产生的烟少
、

温升快的场

所 ，

应选用感温或火焰等类火灾探测器
。

3 ) 在高大空间
，

如展览厅
、

候机大厅
、

高大厂房等处
，

一

般宜选用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
。

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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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宜与视频监控系统相结合
，

选用图像式火灾报警探测器 (双波段图像火焰探测器
、

光截面 图像感

烟探测器) 。

4 ) 在特殊重要的或火灾危险性较高
、

需要及早期发现火灾的场所
，

如重要通信机房
、

大型 计算机
房 、

电磁兼容实验室 (微波暗室 )
、

大型立体仓库等处
，

宜选用高灵敏度的空气管取样式感烟探测装

置 。

5 ) 在对报警的准确率要求高
，

或误报会造成损失的场所
，

宜选用复合型探测器 (烟温复合
、

烟光
复合等) 。

6 ) 在需要联动进行灭火控制的场所
，

如控制计算机房气体灭火
，

控制雨淋系统灭火等
，

为防止误
动作 ，

应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探测器与门控制灭火
，

如点式感烟与感温探测器
，

红外光束感烟与缆式感
温探测器 ，

感烟与火焰探测器等
。

7 ) 在不需要详细按探测区域作为报警区域的大开间场所
，

如汽车库等处
，

为节约投资
，

宜选用非
地址码型探测器 ，

几个探测器合用
一

个地址
。

2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选用
1 ) 智能建筑中的燃气锅炉房

、

燃气表房
、

燃气阀门处
、

公共厨房
、

公寓厨房
、

住宅厨房
、

地下室

或设备层中燃气管线沿途等处 ，

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
。

2 ) 厨房等处可选用非防爆的家用型探测器
，

并需根据所用燃气种类选用相应的探测器
。

3 ) 爆炸性气体危险场所应选用防爆型工业用探测器
，

探测器的报警灵敏度应按照所要探测的气体
进行标定 。

4 ) 公共厨房内应在靠近灶具
、

燃气管道
、

阀门处设置探测器
。

5 ) 在地下室
、

设备层等处燃气管道沿途
，

应在阀门
、

法兰盘连接处
、

焊接处
、

拐弯处等可能泄漏
点的位置设置探测器 。

6 ) 高度超过 6 m 的空间
，

当可燃气体比空气轻时
，

宜设置上下两层探测器
，

其下层探测器距燃气
用具上端不宜 < 1 _ 5 m ，

并应设集气罩
。

3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的联动控制
1 ) 公共厨房等处宜设置为 ： 当任何

一

个探测器报警时启动厨房排风机
，

当两个探测器同时报警时
或通风一

分钟仍维持报警浓度时
，

自动控制关闭有关燃气管道的自动切断阀
。

对重要的
、

关闭后影响比
较大的切断阀 ，

应设置为由消防控制中心及现场两地均可控制
，

确认漏气后手动关闭的方式
。

2 ) 在燃气锅炉房
、

直燃机房
、

燃气表房等重要场所
，

宜选用工 业 用防爆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

当燃
气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 2 5 ％ 时

，

报警并自动启动通风装置
，

当燃气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 5 O ％ 时自动关
闭有关燃气管道的自动切断阀。

或当
一

个探测器报警时启动通风装置
，

通风
一

分钟后仍维持报警浓度
时 ，

自动联锁控制关闭燃气快速切断阀
。

可 由消防控制室和现场手动控制关阀
。

3 ) 公共厨房等处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宜接入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

经火灾报警器编程控制启动有关风

机 、

启动声光报警等
。

4 ) 住宅厨房的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后应 自动启动本厨房排风机
，

宜 自动控制关闭本厨房燃气管道

的自动切断阀。

5 ) 装有分户供暖的家用燃气锅炉的封闭空间 (含封闭阳台) 应设置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

报警后
联锁控制关闭本户燃气管道切断阀 ，

并强制启动通风
。

4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安装位置与线路选择
1 )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安装高度应根据所要检测的燃气的比重确定

。

燃气密度比空气轻时 (如天然

气 、

城市煤气)
，

应安装在燃气设备或管线的上方
，

安装高度距离顶棚应≤ 3 o o m m ，

可吸顶或贴墙安装 ；

燃气比空气重时 (如液化石油气) ，

安装高度应距离地面 3 D 0 m m 左右
。

水平安装位置应靠近燃气阀门
、

燃气表 、

灶具附近等燃气可能泄漏的场所
。

2 ) 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应安装在有强气流通过的位置
，

与通风口之间的距离应 ≥ 5 0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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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安装在住宅厨房
、

公共厨房操作间内的自动切断阀的工 作电压应选为直流 2 4 V 及以下
。

4 ) 因可燃气体探测器正常工 作时耗电量较大
，

其直流电源应单独供电
，

并应根据所连接的探测器
数量和耗电量计算导线截面。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电源不应取 自火灾报警 系统的控制 回路 电源线
，

以免影

响火警控制模块 的动作 。

5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o 0 16
—

2 0 O 6 。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o o 4 5
—

19 9 5 (2 0 0 5 局部修改版 ) 。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l】6
—

19 9 8 。

《汽车库 、

修车库
、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6 7
—

19 9 7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l6
—

2 O O 8 。

《人民防空工 程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9 8
—

19 9 8 (2 D 0 1 年版)
。

《人民防空工 程设计规范》 G B 5 O 2 2 5
一

l9 9 5 。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G B 5 0 O 3 8
—

2 o o 5 。

《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O 4 x 5 0 I 。

《空气采样早期烟雾探测系统》0 3 x 5 0 2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上 )》 9 7 x 7 o 0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图集 (下 )》 9 7 x 7 D 0 (下 )
。

8 ．

1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9 7 x 7 0 0 ，

《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
0 4 x 5 0 l 等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施工 及 验收规范》 G B 5 0 16 6

—

2 O 0 7 。

《建筑电气工 程 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3 0 3
—

2 0 0 2 。

《智能建筑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3 3 9
—

2 o o 3 。

《人民防空工 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0 l3 4
—

2 o 04 。

8 ．

1
．

6 相关标准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G B 4 7 15

—

2 0 o 5 。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G B 4 7 16
—

2 o o 5 。

《火灾报警控制器》 G B 4 7 17
—

2 o 0 5 。

《火灾报警设备专业术语》 G B ／T 4 7 18
—

2 0 O 6 。

《火灾分类》 G B ／T 4 9 6 8
—

2 0 0 8 。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G B l4 0 0 3
—

2 0 D̈ 5 。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 1 部分 ：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G B l4 2 87
．

1
—

2 0 O 5 。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 2 部分 ：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G B 14 2 8 7
．

2
—

20 0 5 。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 3 部分 ：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G B 14 2 8 7
．

3
—

2 o o 5 。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G B 16 2 8 0
—

2 D 0 5 。

《l J9 火灾报警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 B l6 2 8 2
一

l9 9 6 。

《火灾显示盘通用技术条件》 G B l74 2 9
—

19 9 8 。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G B 19 8 8 O
一

2 0 0 5 。

《消防技术文件用消防设备图形符号》 G B ／T 4 3 2 7
—

2 O O 8 。

《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 G B l2 9 7 8
—

2 0 0 3 。

《消防安全标志》 G B 13 4 9 5
一

l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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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9

《消防基本术语 第二 部分》 c B ／T 14 lO 7
一

l9 9 3 。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 B L5 6 3 0
一

l9 9 5 。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G B I6 80 6
—

2 O O 6 。

《消防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G B l6 8 3 8
—

2 O O 5 。

《消防应急灯具》c B I79 4 5
—

2 o 0 o
。

《消防基本术语 第 一

部分》 c B ／T
一

5 9 0 7
一

l9 8 6 。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G B ／T 8 6 2 5
—

2 0 O 5 。

《消防技术文件用消防设备图形符号》 G B ／T 4 3 2 7
—

1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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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播及有线电视
·系

：

统
、

同
，

声传译及会议系统

9 ．

1 有线广播系统

9 ．

1
．

1 系统基本概念
有线广播系统 一

般由音源设备
、

信号放大和处理设备
、

传输线路和扬声器等装置组成
。

9 ．

1
．

2 系统分类
广播 一

般可分为三 类
，

即业务性广播系统
、

服务性广播系统和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

1 业 务性广播系统 ： 以播放语言为主的广播系统
。

2 服务性广播系统 ： 以播放背景音乐或客房音乐的广播 系统
。

3 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 在火灾发生时
，

播放指挥
、

引导建筑物内人员疏散的广播系统
。

9 ．

1
．

3 系统技术性能
1 广播系统中

，

从功放设备 的输 出端至线路上最远的用户扬声器箱间的线路衰耗应满足以下要

求 ：

1 ) 业务性广播不应大于 2 d B (10 0 O H z 时)
。

2 ) 服务性广播不应大于 1 d B (10 0 O H z 时)
。

2 广播的功率馈送回路应采用二 线制
。

当业务性广播系统
、

服务性广播系统和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合并为 一

套系统时
，

馈送回路宜采用三 线制
。

3 系统相关设备的技术指标及要求参见相关标准及厂家技术资料
。

9 ．

1
．

4 系统选用要点及主要技术条件
1 公共建筑的广播网的功率馈送制式 一

般宜采用单环路式
，

广播线路较长的有线广播网宜采用双
环路式 。

系统
一

般采用定压传输方式
。

输出电压采用 7 O V 或 lo o V 。

2 广播设备应根据用户的性质
、

系统功能的要求选择
。

3 大型广播系统宜采用微处理机控制管理的广播系统设备
。

4 广播的功放设备宜选用定电压输出
，

当功放设备容量小或广播范围较小时
，

亦可根据情况

选用定阻抗输出 。

5 功放设备的容量
一

般按下述公式计算 ：

尸 =

K 。 ·

岛
·

乏P
。

式中 |p
— —

功放设备输出总电功率 (w ) ；

J
p 。

— —

K
。 · P j ，

每分路同时广播时最大电功率 ；

J
p ；

— —

第 i支路的用户设备额定容量；

K ，— —

第 i 分路的同时需要系数 ； 服务性广播
，

客房节 目每套 K
，

取 O
，

2
—

0
，

4 ； 背景音乐系统 K
取 O

．

5
～

O
．

6 ； 业务性广播
，

K 取 O
．

7
～

O
．

8 ； 火灾应急广播
， K ．

取 1
．

O (同时广播范围应
符合 “

火灾 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

的有关规定 ) ；

K — —

线路衰耗补偿系数 ： 线路衰耗 ldB 时取 1
．

2 6 ； 线路衰耗 2 (1B 时取 1
．

5 8 ；

K ，
— —

老化系数
，

一

般取 1
．

2
一

1
．

4 。

6 广播功放设备应设置备用功率单元
，

其备用数量应根据广播的重要程度确定
。

备用功率单元应
设 自动或手动投入环节 ，

用于重要广播的环节
，

备用功率单元应能瞬时投入



广播及有线电视系统
、

同声传译及会议系统
-

4 ，，

7
传声器的类别应根据使用性质确定

，

其灵敏度
、

频率特性和阻抗等均应与前级设备的要求相配
合 。

B 民用建筑选用 的扬声器除满足灵敏度
、

频响
、

指向性等特性及播放效果的要求外
，

还 宜 符合下
列规定 ：

1 ) 办公室
、

生活间
、

客房等
，

可采用 1
—

2 w 的扬声器箱
。

2 ) 走廊
、

门厅及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
、

业 务广播等扬声器箱 宜采用 3
—

5 w
。

3 ) 在建筑装饰和室内净高允许的情况下
，

对大空间的场所宜采用声柱 (或组合音箱 ) 。

4 ) 扬声器的声压级应比环境噪声大 l5 d B 。

5 ) 在噪声高
、

潮湿的场所设置扬声器箱时
，

应采用号筒扬声器
。

6 ) 室外扬声器应采用防水防尘型
，

其防护等级应满足所设置位置的环境要求
。

9 功放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柜前净距不应小于 1
．

5 m 。

②柜侧与墙 、

柜背与墙的净距不应小于 0
．

8 m 。

③柜侧需要维护时 ，

柜间距离不应小于 I m 。

④在地震区 ，

应对设备采取抗震加固措施
。

1 O 用于背景音乐的扬声器 (或箱) 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扬声器 (或箱) 的中心间距应根据空间净高
、

声场及均匀度要求
、

扬声器的指向性等因素确定
。

要求较高的场所 ，

声场不均匀度不宜大于 6 d B 。

②扬声器箱在吊顶安装时 ，

应根据场所的性质来确定其间距
。

按环境条件包括温度
、

相对湿度
、

海
拔 、

地震烈度等选择 ；

a
门厅

、

电梯厅
、

休息厅内扬声器箱间距可采用下式估算 ：

L =

(2
～

2
．

5 ) H

式中 ，J
— —

扬声器箱安装间距 ( m ) ；

日 — —

扬声器箱安装高度 (m )
。

b 走道内扬声器箱间距可采用下式估算 ：

￡ =

(3
～

3
．

5 ) Ⅳ
c

会议厅
、

多功能厅
、

餐厅内扬声器箱间距可采用下式估算
f l

￡ =

2 (日
一

】
．

3 ) ta n 詈

式中 口
— —

扬声器的辐射角度
，

一

般要求辐射角度大于或等于 9 O 。 。

根据公共活动场所的噪声情况 ，

扬声器 (或箱) 的输出
．

宜 就地 设置音量 调节 装置 ； 当某场所可
能兼作多种用途时 ，

该场所的背景音乐扬声器的分路宜安装控制开关
。

1 1 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1 ) 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

集中报警系统宜设置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

2 ) 火灾应急广播扬声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民用建筑内扬声器应设置在走道和大厅等公共场所 ，

每个扬声器的额定功率不应小于 3 w
，

其数
量应能保证从 一

个防火区内的任何部位到最近
一

个扬声器的步行距离不大于 2 5 m 。

走道最后
一

个扬声器
距走道末端不大于 l2

．

5 m 。

②在部分工业 厂房
、

停车场
、

大型商场等环境噪声大于 6 O d B 的场所设置的的扬声器
，

其播放范围
内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 15 d B 。

③客房设专用扬声器时 ，

其功率不宜小于 1
．

O w 。

④火灾应急广播与公共广播合用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a

火灾时应能在消防控制室将火灾疏散层的扬声器和公共广播扩音机强制转入火灾应急广播状态

0 0

4 4

I I

@



4 』2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o o 9 年版)

b 消防控制室应能监控用于火灾应急广播的扩音机的工 作状态
，

并能遥控开启扩音机和扬声器播
音 。

c

床头柜内设有服务性音乐广播扬声器时
，

应有火灾应急广播功能
。

d 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备用扩音机
，

其容量不应小于火灾时同时广播的火灾应急广播扬声器最大
容量总和的 1

．

5 倍
。

3 ) 特级保护对象的建筑物各避难层内应设置可独立监控的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

1 2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3 7 l

一

2 o o 6 。

《市 、

县级有线广播电视网设计规范》 G Y 5 0 6 3
一

l9 9 8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c ¨ 6
—

2 0 0 8 。

《厅堂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 G Y J 2 5
一

l9 8 6 。

《有线广播录音 、

播音室
、

声学设计规范和技术用房技术要求》 G Y J 2 6
一

l9 8 6 。

《广播与扩声》0 3 x 3 O I
—

l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上 )》9 7 x 7 0 0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下 )》 9 7 x 7 o o (下 )
。

《体育建筑专用弱电系统设计安装》0 6 x 7 0 1 。

9 ．

1
．

5 施工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1 ) 功放设 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柜前净距不应小于 1
．

5 m 。

②柜侧与墙 、

柜背与墙的净距不应小于 O
．

8 m 。

③柜侧需要维护时 ，

柜间距离不应小于 l m 。

④在地震 区
，

应对设备采取抗震加固措施
。

2 ) 用于背景音乐 的扬声器 (或箱 ) 设置应按 9
．

1
．

4 第 lO 条规定设置
。

3 ) 施工做法 可参见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图集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3 O 3

—

2O O 2 。

《广播传音电缆线路工 程建设技术规范》 G Y 5 O 5 3
—

9 4 。

《广播传音电缆维护规程》 G Y 5 4
—

19 8 9 。

9 ．

1
．

6 相关标准
《声系统设备互连的优选配接值》 G B ／T 14 19 7

—

19 9 3 。

《声系统设备互 连用连接器的应用》 G B ／T l4 9 4 7
—

19 9 4 。

《广播及类似声系统用连接器的应用》 G B ／T 15 2 12
—

19 9 4 。

《应急声系统》 G B ／T 】6 8 5 】
一

19 9 7 。

《厅堂扩声特性测量方法》 G B ／T 4 9 5 9
一

l9 9 5 。

《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输出口基本尺寸》G B ／T 7 39 3
一

l9 8 7 。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通用部分》 G B ／T 7 4 0 0
．

1
—

19 87 。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有线广播》 G B ／T 7 4 o 0
．

3
—

19 8 7 。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 声音广播 通用部分》 G B ／T 7 4 0 0
．

5
一

l9 87
。

《音频 、

视频和视听设备及系统词汇》 G B ／T 9 0 0 2
—

19 9 6 。

《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G B ／T 9 3 9 6
—

19 9 6 。

《直接辐射式电动锥形扬声器通用规范》 G B ／T 9 3 9 7
一

l9 9 6 。

《直接辐射式扬声器尺寸》 G B ／T 9 4 0 0
—

19 8 8



广播及有线电视系统
、

同声传译及会议系统
-

4 ，3

《声环境质量标准》 G B 30 9 6
—

2 0 0 8 。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 有线广播》 G B 7 4 O O
．

3
一

l9 8 7 。

9 ．

2 扩声系统

9 ．

2
．

1 系统基本概念
1 扩声系统由传声器

、

扩音机和扬声器组成
。

在比较完善的扩声系统中还有 ： 调音台
、

数字音频
处理器 、

压缩限幅器
、

均衡器
、

分频器
、

延时器
、

混响器
、

反馈抑制器
、

录音机和唱机等
。

2 本章适用于建筑内中
、

小型厅堂扩声系统
。

会议 、

音乐舞会兼放影视等各类功能的扩声系统
，

应按照多种使用要求 (或 目的) 进行扩声设计
。

包括如下内容 ：

1 ) 观众厅扩声系统

①小型文艺演出和会议合用 。

②小型文艺演 出和会议分别设置两个独立 系统 (即语言和音 乐分开扩声 )
。

小型文艺演出系统中常
含返送系统 。

2 ) 效果重放系统
。

3 ) 立体混响系统
。

9 ．

2
．

2 系统分类
1 根据使用要求 ，

视听场所的扩声系统
一

般分为 ： 文艺演出类扩声系统
。

多用途类扩声系统
。

会
议类扩声系统 。

2 会议厅
、

报告厅等专用会议场所
，

应按语言扩声标准设计
。

9 ．

2
．

3 系统技术性能
扩声系统的技术指标应根据建筑物用途类别 、

质量标准
、

服务对象等因素确定
。

各类厅堂分级及声
学特性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

扩声系统的声学要求 ：

能提供合适响度的声音； 系统频响较宽
，

频响曲线无过大起伏 ； 声场分布均匀 ； 系统噪声低
、

失真
小 ； 语言清晰度较高 ； 避免产生回声干扰 ； 视听尽量

一

致
。

其指标见 G B 5 0 37 1
—

2 O o 6 《厅堂扩声系统
设计规范》、

G Y J2 5 《厅堂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或 w H 0 3 0 1 《歌舞厅扩声系统的声学特性指标与测
量方法》。

9 ．

2
．

4 系统选用要点
1 传声器的选择

传声器种类有动圈式 、

电容式
、

电压式和无线传声器等
，

应按需要合理配置
。

1 ) 动圈式传声器 ： 结构简单
、

稳定可靠
、

使用方便
、

噪声小
，

可用在背景 噪声 很高 的场所
。

广泛
用于语言广播和扩声 。

2 ) 电容式传声器 ： 灵敏度比动圈式高
、

频率响应平坦
、

瞬态特性好
、

失真小
。

即使在振动条件下

也具有 良好的性能 。

多在多功能厅使用
。

3 ) 立体声传声器 ： 通 常 由两个 (或两个 以上 ) 传声器组成
。

具有两个指向性拾音单元
，

指向相差
9 0 。 。

适用于立体声扩声系统
。

4 ) 速度式传声器 ： 响应特性好
，

比动圈式方 向性更强
，

它具有双方向性
，

可 以是高阻抗
，

常与
一

个动圈式传声器组合使用 。

5 ) 无线传声器 ： 由微型发射
、

接收机两部分组成
。

分为乐器型
、

歌唱型等多种
。

不 同类 型 的扩声

系统 ，

应使用不同类型的无线传声器
。

6 ) 当传声器的连接线超过 1O m 时
，

应选择平衡式
、

低阻抗传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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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选定传声器的频率响应特性时
，

应与系统中的其他部分相适应
。

传声器阻抗及平衡性应与调
音台或前置增音机相匹配

。

8 ) 高质量电容传声器和立体声传声器
，

灵敏度高
、

频带宽
、

音色好
、

多指向性
，

主要作为录音与

扩声中主传声器 。

9 ) 传声器的主要指标
①灵敏度 ： 动圈式多为

一

5 6 d B 左右
，

电容式
一

4 O d B 左右
。

分贝数为负值
，

数值越小灵敏度越高
。

②频率响应 ： 高保真最低 5 O
～

l2 5 0 0 H z ，

卡拉 O K 演唱 8 O H z
一

13 k H z ， 厅堂扩声 7 0 H z ～

15 k H z 。

③输出阻抗 ： 1 k n 以上高阻抗
，

15 O
～

6 0 0 n 低阻抗
。

2 音箱 (声柱) 的选择
1 ) 音箱按箱体形式分为封闭式

、

倒相式 (或称低频反音箱 )
、

号筒式和声柱等
。

按分频数又分为
二

分频
、

三 分频
、

四分频等
。

声柱适用于会场语言扩声
。

2 ) 音箱 (声柱) 的性能指标
，

主要有重放频率特性
、

指向性
、

灵敏度
、

失真度
、

额定阻抗
、

额定
功率等 。

对低频重放要求频率较低时
，

应选择大口径扬声器音箱
。

3 ) 声柱 的选择
①声柱特性

由于声柱结构简单 ，

指向性强
，

辐射距离远
，

辐射能利用率高 ； 音质好
，

能满足重放高质量音乐要
求 ，

同时易于控制系统的声音回输稳定度
。

声柱低频辐射效率 比单只扬声器高得多
，

扬声器数量越多
。

主轴上灵敏度越高 ，

辐射距离越远
，

所以在厅堂扩声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
，

但频响特性较差
。

②声柱的类型

声柱分为线列声柱 、

曲线声柱和曲面宽频声柱
。

a

线列声柱是由多个投射式电动扬声器排列成
一

直线组成
。

各扬声器的间距相等
，

同相工 作
，

辐射
相同的功率 。

具有功率容易控制
，

方向性强
，

频率范围宽等优点
。

是厅堂扩声应用最广泛的
一

种声柱
。

声柱越长 ，

声束越窄
，

指向性越强 ； 声柱长度
一

定时
，

频率越高
，

声束越窄
，

指向性越强 ； 在声柱
的垂直方向指向性较强 。

(随频率的降低而减弱 )
b 凹曲面声柱 ： 由多个同相振动

，

相距很近而分布在圆弧上的扬声器组成
。

其指向特性 ： 波长大于弧长时
，

指向很宽 ； 波长接近于弧长时
，

指向变窄 ； 波长小于弧长时指向又
变宽 。

c

凹曲面宽频带声柱是
一

种多频道凹曲面声柱
，

主要用于高质量的扩声系统
。

3 前级增音机 (或前置放大器) 的选择
1 ) 选择前级增音机必须考虑声道数和通路数

。

对于大型较复杂的扩声系统
，

前级增音机至少应该
有 2

～

3 个声道
，

各声道能够独立工作
，

必要时又可 以合成为
一

个声道使用
。

为了保证扩声不中断
，

各
声道应有同时工 作的双通路组成

，
一

用
一

备
。

2 ) 在多功能厅堂的扩声系统中
，

若仅语言扩声
，

则传声器通路数不多
。

若考虑文艺演出和在主席
台上带有少量即席发言传声器 ，

以及传声器输人兼有线路输人功能
，

台式前级增音机
一

般有 3
—

8 路输
出 ，

而桌式前级增音机仅有传声器输入通路
。

3 ) 前级增音机输 出
一

般都采用低阻抗跨接方法
。

输出端除主通路输出外
，

还应考虑线路输 出
、

供
外送节目信号和录音输出等用 。

4 ) 节 目源的输入电平基本上可分为三 类 ：
一

6 0 d R
、 一

4 O d B 和 O d B 。

第
一

类配接低阻抗传声器
，

第
二

类配接高阻抗传声器或拾音器
，

第三 类供无线电转播
、

重放录音或线路输入用
。

放大器的低频系统
一

般采用三 级 放大和两次电平调节
。

4 功率放大器的选择
功率放大器的配置与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 功放设备的单元划分应满足负载的分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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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厅堂扩声系统的功放

一

般采用低阻直接输出
。

当传输距离较远 时
，

如体育场
、

广场类建筑
，

则
采用定压输出。

3 ) 厅堂扩声系统为确保扩声质量
，

应有充分的功率储备
。

一

般功放的功率储备量 (即功率余量)
，

在语言扩声时为 3
—

5 倍以上
，

音乐扩声时为 lO 倍以上
，

或更高
。

5 调音台
1 ) 调音台有固定式和移动式 ，

是
一

种多路输入
、

多路输 出的前置放大器
，

其基本功能是 ： 信号放
大 、

处理
、

混合
、

分配
。

声音凋节分为三类 ： 相对平衡调节
、

节 目动态范围调节和音质调节
。

2 ) 调音 台的选择
①输人类型 ： 分为 4

、

6
、

8
、

12
—

4 8 路以至更多路数
，

多功能厅和歌舞厅
一

般为 8
～

2 4 路
，

视厅堂
规模而定 。

②声道分为单声道 、

双声道
、

四声道
、

多声道输出
，

声道的选择应与扩声系统相对应
。

③用途分为 ： 扩声调音台
、

录音调音台
、

播出调音台
、

迪斯科专用调音台
。

厅堂
、

歌舞厅宜采用扩
声调音台。

④信号处理方式 ； 有模拟式调音台和数字式调音台
。

目前用模拟式调音台为多
。

6 延 时器在扩声系统的应用和选择
延时器是将声音信号延迟 一

段时间以后再传送出去
，

使声音从不同方位传达到听众耳中的时差基本
相同。

当时差大于 3 5 m s 时
，

则应装设延时器
。

7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厅堂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 G Y J 2 5

一

l9 8 6 。

《有线广播录音 、

播音室
、

声学设计规范和技术用房技术要求》 G Y J 2 6
—

19 8 6 。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c B 5 0 37 1
—

2 0 0 6 。

《城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没计规范》 G Y 5 0 7 5
—

2 o 0 5 。

《演出场所扩声系统的声学特性指标》w H ／T I8
—

2 o o 3 。

《扩声系统的图符代号及制图规则》w H ／T I9
—

2 O 0 3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J l6
—

2 o O 8 。

《广播与扩声》0 3 x 3 O l
—

l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上 )》 9 7 x 7 o 0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下 )》 9 7 x 7 0 0 (下 )
。

《体育建筑专用弱电系统设计安装》O 6 x 7 O 1 。

9 ．

2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广播与扩声 0 3 x 30 1

一

l》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2 o o 2 。

《扩声译音系统安装工 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Y 5 O 5 5
—

19 9 5 。

《广播传音电缆维护规程》G Y 54
一

】9 8 9 。

《广播传音电缆线路工 程建设技术规范》 G Y 5 0 5 3
—

9 4 。

9 ．

2
．

6 相关标准
《声系统设备一

般术语解释和计算方法》 G B 12 O 6 0
一

l9 8 9 。

《高保真声频组合设备最低性能要求》 G B l2 O 6 2
—

19 8 9 。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无线 电骚扰特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 B 13 8 3 7
—

2 O ()3 。

《音频 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 B 8 8 9 8
—

2 o o l 。

《直接辐射式电动锥形扬声器通用规范》 G B ／T 9 3 9 7
一

】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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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 实验室标准电容传声器的特性与规范》G B ／T l l6 7 0
—

19 8 9 。

《扬声器听音试验》 c B ／T I2 O 5 8
—

19 8 9 。

《盒式磁带录音机可靠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G B ／T l2 l6 5
—

19 9 8 。

《声音和电视广播发射设备信号链接口》 G B ／T 12 5 6 6
—

19 9 0 。

《声系统设备互连的优选配接值》 G B ／T 14 l9 7
一

l9 9 3 。

《传声器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l4 l9 8
—

19 9 3 。

《高保真声频放大器最低性能要求》 G B ／T 14 2 0 0
一

l9 9 3
。

《视听 、

视频和电视设备及系统音频盒式系统》 G B ／T 14 2 2 0
—

19 9 3 。

《广播节目试听室技术要求》 G B ／T l4 2 2 1
一

l9 9 3 。

《音频组合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G B／T I4 2 7 7
—

19 9 3 。

《广播录音机抖晃测量方法》 G B ／T 14 4 3 2
一

】9 9 3 。

《号筒扬声器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l4 4 74
—

19 9 3 。

《号筒扬声器测量方法》 G B ／T I4 4 7 5
一

l9 9 3 。

《客观评价厅堂语言可懂度的 R A s T I 法》 G B ／T 14 4 7 6
一

l9 9 3 。

《盒式音带制品质量总技术规范》 G B ／T l4 8 5 5
一

l9 9 3 。

《声系统设备互连用连接器的应用》G B ／T l4 9 4 7
—

19 9 4 。

《广播及类似声系统用连接器的应用》 G B ／T l5 2 12
—

19 9 4 。

《高保真调频广播调谐器最低性能要求》 G B ／T l5 2 9 4
一

l9 9 4 。

《会议系统电及音频的性能要求》 G B ／T 15 3 8 l
一

19 9 4 。

《电子设备机柜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l5 3 9 5
—

19 9 4 。

《广播用数字音频盒式磁带系统 (D A T ) 格式及分类特性》 G B ／T l5 5 2 1
一

l9 9 5 。

《调音台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l5 6 4 0
一

l9 9 5 。

《广播数据系统 (R D s ) 技术规范》G B ／T l5 7 7 O
一

19 9 5 。

《激光唱机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15 8 6 0
—

19 9 5 。

《广播声频通道技术指标测量方法》 G B ／T l5 9 4 3
—

19 9 5 。

《广播节目声音质量主观评价方法和技术指标要求》 G B／T l64 6 3
—

19 9 6 。

《声音广播中音频噪声电平的测量》G B ／T 17 l4 7
—

19 9 7 。

《无线传声器系统通用规范》 G B ／T 17 2 7 6
—

19 9 8 。

《音频 、

视频及视听系统 视频系统 Y ／c 连接器的应用和优选电配接值》 c B ／T l8 12 3
—

2 o 0 0 。

《电磁兼容 专业用途的音频 、

视频
、

音视频和娱乐场所灯光控制设备的产品类标准 第 l 部分 ：

发射》 G B ／T l9 9 5 4
．

1
—

2 0 0 5 。

《电磁兼容 专业用途的音频 、

视频
、

音视频和娱乐场所灯光控制设备产品类标准 第 2 部分 ： 抗

扰度》 G B ／T 19 9 5 4
．

2
—

2 o o 5 。

《厅堂扩声特性测量方法》 G B ／T 4 9 5 9
—

19 9 5 。

《广播报时信号》 G B ／T 4 9 6 1
—

19 9 9 。

《人工 混响装置测量方法》 G B ／T 6 4 4 8
—

19 8 6 。

《高保真扬声器系统最低性能要求及测量方法》 G B ／T 7 3 13
一

l9 87 。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 通用部分》 G B ／T 7 4 0 0
．

】
一

l9 8 7 。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 无线电广播》 G B ／T 7 4 o o
．

2
—

19 8 7 。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 有线广播》 c B ／T 74 o o
．

3
—

19 8 7 。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 声音广播 通用部分》 G B ／T 7 4 0 0
．

5
—

19 8 7 。

《声频放大器测量方法》 G B ／T 9 O 0 1
—

19 8 8 。

《音频 、

视频和视听设备及系统词汇》 G B ／T 9 0 o 2
—

19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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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台基本特性测量方法》 G B ／T 9 O 0 3
—

19 8 8 。

《声音广播接收机基本参数》 G B ／T 9 3 7 4
—

19 8 8 。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 G B ／T 9 3 8 3
—

19 9 9 。

《广播收音机 、

广播电视接收机
、

磁带录音机
、

声频功率放大器 (扩音机) 的环境试验要求和试验
方法》 G B ／T 9 3 8 4

—

19 9 7 。

《无线传声器系统测量方法》 G B ／T 9 3 8 8
—

19 8 8 。

《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G B ／T 9 3 9 6
—

19 9 6 。

《直接辐射式电动扬声器通用规范》 G B ／T 9 3 9 7
—

19 9 6 。

《传声器测量方法》G B ／T 9 4 0 1
一

l9 8 8 。

《高保真传声器最低性能要求》 G B ／T 9 4 0 2
一

l9 8 8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 B 3 O 9 6
—

2 0 0 8 。

9 ．

3 有线电视系统

9 ．

3
．

1 系统基本概念
有线电视 (c A T v ) 网的划分
1 有线电视用户为 2 o o 0

～

】0 O 0 (】0 户的城镇联 网
，

或 10 0 0 O O 户以上的大型城市 网
，

一

般由当地有
线电视主管部门经营管理 ，

设有
一

个信号源总前端
，

经干线传输到各地分前端
，

再进入用户分配网
。

传
输干线多采用光纤传送技术与用户分配电缆网连接 ，

形成光缆
一

电缆混合网 (即 H F c )
。

2 用户在 2 0 0 O 户以下的有线电视网
，

一

般可采用全电缆网方式
，

用户分散
、

区域较大的情况也可
采用 H F C 的方式

。

局域 网也可通过光缆与城域 网连接
。

3 双 向传输有线数字电视网
。

在 H F c 网络的基础上
，

正 向 (下行 ) 通道传输有线电视模拟信号
、

数字电视信号和各种数据业务信号 ，

反向 (上行 ) 通道传输各种宽
、

窄带数据业务信号
。

9 ．

3
．

2 系统分类
1 按传输频带分类 ：

1 ) 全频道隔频传输系统
，

即 V H F 系统
、

u H F 系统
、

全频道系统 ( V H F + u H F )
。

2 ) 邻频传输系统
，

即 4 5 O 、

5 5 0
、

7 5 0
、

86 O M H z 系统
。

·

2 邻频道系统由前端
、

传输系统
、

用户分配网络三 部分构成
。

1 ) 前端由信号源设备包括接收天线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
、

微波接收天线 )
、

卫 星接收机
、

天线放

大器 、

自办节 目设备
、

变换器
、

滤波器
、

}昆合器等构成
。

2 ) 传输系统由同轴电缆或光纤 (含光电转换设备)
、

线路放大器
、

均衡器等设备构成
。

3 ) 用户分配网络由传输线路 (同轴电缆或光纤 )
、

放大器
、

分配器
、

分支器
、

用户输出端等设备
构成 。

9 ．

3
．

3 系统技术性能
1 系统设施工作的环境温度宜符合下列要求 ：

1 ) 寒冷地区室外工 作的设施 ：
一

4 O
～

3 5 ℃ ；

2 ) 其它地区室外工 作的设施 ：
一

10
～

5 5 ℃ ；

3 ) 室内工 作的设施 ：
一

5
～

4 O ℃ 。

2 系统载噪比
、

交扰调制比和载波互 调 比的最 小设计值应符合表 9
．

3
．

3
一

l 的规定
。

表 9
。

3
．

3
—

1 系统载噪 比
、

交扰调制比
、

载波互 调比的最小设计值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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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

3 3
一

l

项 目 设计值

交扰调制比 (C M ) 4 7

载波互 调 比 (IM ) 58

3
系统输出口 电平设计值宜符合下列要求 ：

1 ) 非邻频系统可取 7 O ± 5 rJB V̈ 。

2 ) 采用邻频传输 的系统可取 6 8 ± 4 d B 斗V 。

注 ： 在强场强区可提高电平
，

以避免 同频干扰
。

4 系统输出口频道问的电平差的设计值不应大于表 9
．

3
．

3
． 一

2 的规定
。

表 9
．

3
．

3
—

2 系统输 出口频道 间电平差 (d B )

频道 频段 系统输出口 电平差

任意频道

超高频段 13

甚
高频段 l0

甚
高频段中任意 6 0 M H z 内 6

超高频段中任意 1o o M H z 内 7

相
邻频道 2

9 ．

3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产品选用及工 程设计要点
参见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I16

—

2 0 0 8 》相关要求
。

2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 l6

—

2 0 o 8 。

《有线电视系统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O 2【】0
—

19 9 4 。

《有线电视系统》(】3 x 4 0 1
—

2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9 7 x 7 0 0 。

9 ．

3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设置在楼房顶部的天线基础应与屋顶结构部分牢固结合为

一

体
，

并考虑房顶的荷载能力及风荷
载 。

2 卫 星 天线基座
一

般为三 支脚
，

四支脚
，

也有五支脚支座
。

应将其中的两个支脚对准卫星承受最
大风力的方向。

3 楼内布线应全部采用金属导管
，

并与放大器箱
、

分支分配器箱
、

过路箱
、

用户终端暗盒等采用

焊接连接 。

4 放大器箱
、

分支
、

分配器箱
、

过路箱
、

用户终端暗盒应暗装于墙体或明装于弱电间内 (用户终
端盒除外 ) 。

用户终端暗盒安装高度为底边距地面不小于 3 o o m m 。

5 室外线路敷设
1 ) 建筑群 、

住宅小区红线内
，

有线电视系统室外线路敷设宜采用穿管
、

管块
、

直埋等暗敷方式
。

2 ) 具有可供利用的管块时
，

可采用穿管块敷设方式
，

但不得与电力电缆共管孔敷设
。

3 ) 光纤
、

同轴电缆的地下管道应设计在冻土层以下
。

地下管道在拐角处
、

过路的两端和进出建筑
物的地方应设人 (手 ) 孔 ，

引入建筑物的地下管道不应少于两条
。

地下管道的管径及与其他管道的间

距应符合相关的规范 。

6 室内线路敷设
1 ) 新建或有内装饰的改建工程 ，

采用暗管敷设方式 ； 在已建建筑物内
，

可采用明敷方式
。

2 ) 不得将电视电缆同照明线
、

电力线同线槽
、

同出线盒
、

同连接箱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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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强场强区及电视发射台附近应穿钢管且宜沿背电视发射台方向的墙面敷设
。

7 施工 做法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3 x 4 0 】
一

2 《有线电视系统》
、

9 7 x 7 0 0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

8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30 M H z

～

】G H z 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验收规则》 sJ／T 2 8 4 6
一

l9 8 8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c B 5 0 3 o 3
。

9 ．

3
．

6 相关标准
《电视和声音信号电缆分配系统 第 2 部分 ： 设备的电磁兼容》 G B 13 8 3 6

—

2 O 0 0 。

《射频连接器 第 2 4 部分 ： 7 5 n 电缆 分配 系统用螺纹 连接 射频 同轴连接器 ( F 型 )》 G B ／T

1 l3 l3 ．

2 4
—

2 o o J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设备与部件 第 l 部分 ： 通用规范》 G B ／T I】3 l8
．

1
—

1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3 部分 ： 电视调制器通用规范》 G B ／T l l3 18
．

3
一

l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4 部分 ： 频道处理器通用规范》 c B ／T l】3 l8
．

4
一

l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6 部分 ： 混合器通用规范》 G B ／T 1 13 18
．

6
一

l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7 部分 ： 放大器通用规范》 G B ／T 1 l3 l8
．

7
一

l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8 部分 ： 干线放大器通用规范》 G B ／T l l3 l8
．

8
一

l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9 部分 ： 电源设备通用规范》 c B ／T l 13 l8
．

9
—

1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1O 部分 ： 分配器和用户分支器通用规范》 G B ／

T l】3 18 ．

10
一

l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1 1 部分 ： 衰减器
、

均衡器
、

滤波器和陷波器
通用规范》 G B ／T l 13 l8

．

I 1
—

1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12 部分 ： 系统输 出 口 通 用 规 范 》 G B ／T

l l3 】8 ．

12
一

l9 9 6 。

《电视和声音信号 的电缆分配系统 设备与部件 第 l4 部分 ： 避雷器通用规范》 G B ／T 1 l3 l8
．

14
—

19 9 6 。

《有线电视频率配置》 G B／T l7 7 8 6
—

1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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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 建筑设备自j动他系统j

1O
．

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 0 ．

1
．

1 系统概述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B u _ld jn g A u to m a “0 n s y s te m

—

B A s ) 是运用 自动化仪表
、

计算机过程控制和网
络通讯技术 ，

对建筑物 (群) 内的电力
、

照明
、

空调
、

给排水
、

电梯等机电设备或系统进行集中监视
、

控制为目的 ，

达到优化控制及管理而构成的综合系统
。

通常为分散控制与集中监视
、

管理的计算机控制
系统 。

1 0 ．

1
．

2 系统分类
1 产品分类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规模见表 l0

．

1
．

2
一

I 。

表 1 O 1
．

2
—

1 建筑设备监控 系统规模

系统规模 实时数据库点数

小型系统 9 9 9 及 以下

中型系统 lo 0 0
～

2 9 9 9

大型系统 3 (x】0 及 以上

2 产品组成
建筑没备监控系统通常是由管理级 、

控制级
、

现场级
、

控制网络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

1 ) 管理级 ： 是由管理计算机和软件组成
。

管理级内容见表 lO
．

1 2
—

2 。

表 1 O
．

1
．

2
—

2 管理级内容

名称 设备或产品 功能 适用范围

管理计算机

一

般采用商用微机 、

高可靠性
的工 业 控制机

、

容错计算机或
双计算机热备份

实现对整个系统的集中监控 、

控制与管理 各种 建筑设 备监控系统规模

软什 管理软件包括系统软件

、

图形

照示组态软件和应用软件

可完成复杂的优化运行 的计算机和其他 高级控

制功能 ；

可方便地设置和修改系统的设定值 ；

符合国际标准 (Is 0 ) 的开发式的网络通信协议
和接 口 与现场控制器连接 ；

采用组态软件 ，

方便管理员进行系统组态
、

参
数的设置和修改；

汉化显示 和图形显示

各 种 建 筑 设 备 监

控 系统规模

2 ) 控制级 ： 控制器通常是由 I／0 接口
、

运算单元
、

通信单元
、

显示单元等部分组成
。

控制器功能 ： 检测数据的采集 ； 对被控制对象的检测结果
，

通过与设定值进行 比较
、

计算给出相应
的控制作用 ； 控制作用的输出； 接受由中央管理计算机和手操器下载的控制程序； 通信接口与通信协
议 ； 能独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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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现场级 ： 指现场控制的工 艺设备
，

包括空调机组
、

冷水机组等建筑机电设备 ； 电气控制箱的现
场设备 ； 传感器和执行器

。

传感器功能 ： 是对现场各类物理量的检测
。

执行器功能 ： 是将控制器的控制输出施加到被控对象
，

形成对被控对象的控制调节
。

4 ) 控制网络 ： 是将现场控制器与中央管理 计算机相连接 。

1 0 ．

1
．

3 技术性能要求
‘

1 管理级 网络技术要求
一

1 ) 服务器与工 作站之间宜采用客户机／服务器 (c lie n ∥s e r v e r ) 或浏览器／服务器 ( B r 0 w s e r／s e r v e r )
的体系结构 。

当需要远程监控时
，

客户机／服务器的体系结构应支持 w e b 服务器
。

2 ) 应采用符合 lE E E 8 O 2
．

3 的以太网
。

3 ) 宜采用 T c P ／【P 通信协议
。

4 ) 服务器应为客户机 (操作站 ) 提供数据库访问
，

并宜采集控制器
、

微控制器
、

传感器
、

执行
器 、

阀门
、

风阀
、

变频器数椐
，

采集过程历史数据
，

提供服务器配置数据
，

存储用户定义数据的应用信
息结构 ，

生成报警和事件记 录
、

趋势图
、

报表
，

提供系统状态信息
。

5 ) 实时数据库的监控点数 (包括软件点 )
，

应留有余量
，

不宜少于 1O ％ 。

6 ) 客户机 (操作站) 软件根据需要可安装在多台 P c 机上
，

宜建立多台客户机 (操作站 ) 并行工

作的局域网系统 。

7 ) 客户机 (操作站 ) 软件可 以和服务器安装在
一

台 P c 机上 。

8 ) 管理网络层应具有与互联网 (In te rn e t) 联网能力
，

提供互联 网用户通信接口技术
，

用户可通过
w e b 浏览器

，

查看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各种数据或进行远程操作
。

9 ) 当管理网络层的服务器和 (或 ) 操作站故障或停止工 作时
，

不应影响控制器
、

微控制器和现场
仪表设备运行 ，

控制网络层
、

现场网络层通信也不应因此而中断
。

1 0 ) 当不同地理位置上分布有多组相同种类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时
，

宜采用 D s A ( D is 【r Ib u te d s e r v
．

e r
A r c h ite c tu r e ) 分布式服务器结构

。

每个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服务器管理的数据库应互相透明
，

从不同的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客户机 (操作站 ) 均可访问其他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服务器 ，

与该系统的数据库
进行数据交换 ，

使这些独立 的服务器连接成为逻辑上 的
一

个整体系统
。

2 控制级网络技术要求
1) c P u 不宜低于 l6 位

。

2 ) R A M 不宜低于 I2 8 k R 。

3 ) E P R O M 和 (或 ) F Ia s h
—

E P R O M 不宜低于 5 12 k B 。

4 ) R A M 数据应有 7 2 h 断电保护
。

5 ) 操作系统软件
、

应用程序软件应存储在 E P R 0 M 或 F la s n
—

E P R 0 M 中
。

6 ) 硬件和软件宜采用模块化结构
。

7 ) 可提供使用现场总线技术的分布式智能输入
、

输 出模块
，

构成开放式系统 ； 分布式智能输入
、

输出模块应安装在现场网络层上 。

8 ) 应提供至少
一

个 R s 2 3 2 通信接 口 与计算机在现场连接
。

9 ) 应提供与控制网络层通信总线的通信接 口
，

便于控制器与通信总线连接和与其他控制器通信
。

1 0 ) 宜提供与现场网络层通信总线的通信接 口
，

便于控制器与现场网络通信总线连接并与现场设
备通信。

1 1 ) 控制器 (分站 ) 宜提供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输 出以及高速计数脉冲输入
，

并应满足控制任务
优先级别管理和实时性要求 。

1 2 ) 控制器 (分站) 规模以监控点 (硬件点) 数量区分
，

每台不宜超过 2 5 6 点
。

1 3 ) 控制器 (分站) 宜通过图形化编程工程软件进行配置和选择控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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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控制器宜选用挂墙的箱式结构或小型落地柜式结构 ； 分布式智能输入
、

输出模块宜采用可直
接安装在建筑设备的控制柜中的导轨式模块结构 。

1 5 ) 应提供控制器典型配置时的平均无故障工 作时间 (M _rB F )
。

1 6 ) 每个控制器 (分站 ) 在管理 网络层故障时应能继续独立工作
。

1 7 ) 每 台控制器 (分站 ) 的监控点数 (硬件点 )
，

应留有余量
，

不宜小于 】O ％ 。

1 8 ) 通信总线 的通信协议宜采用 T c P／IP
、

B A c n e t
、

L 0 n T a Jk
、

M e te r B u s 和 M 0 d B u s 等匡I际标准
。

3 现场级 网络技术要求
1 ) 微控制器 、

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和传感器
、

电量变送器
、

照度变送器
、

执行器
、

阀门
、

风

阀 、

变频器等智能现场仪表及常规现场仪表
。

2 ) 现场 网络层宜采用 T c P／IP
、

B A c n e t 、

k n T a Ik
、

M e t e r B u s 和 M o d B u s 等国际标准通信总线
。

4 选 用 主要技术指标
1 ) 管理级 网络

①宜采用 lO B A s E
—

T ／l0 0 R A s E
—

T 方式
，

选用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 ；

②服务器与客户机 (操作站) 之间的连接宜选用交换式集线器 ；

③管理网络层 的服务器和至少
一

个客户机 (操作站 )■皿位于监控中心内；

④在管理体制允许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B A s )
、

火灾 自动报警 系统 ( F A s ) 和安全防范系统
(s A s ) 共用

一

个控制 中心或各 控制 中心相距不 远 的情 况 下
， B A s

、

s A s
、

F A s 可共用 同
一

个管理网络
层 ，

构成建筑管理系统 (B M s )
，

但应使三者其余部分的网络各自保持相对独立
。

2 ) 控制级网络
①宜采用总线拓扑结构 ，

也可采用环形
、

星形拓扑结构 ； 用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 ；

②控制网络层可包括并行工 作的多条通信总线
，

每条通信总线可通过网络通信接口与管理网络层
(中央管理工 作站) 连接

，

也可通过管理 网络层服务器 的 R s 2 3 2 通信接 口或内置通信网卡直接与服务器
连接 ；

③当控制器 (分站) 采用以太 网通信接口而与管理网络层处于同
一

通 信级别 时
，

可采用交换式集

线器连接 ，

与中央管理工作站进行通信 ；

④控制器 (分站) 之间通信 ，

应为对等式 (p e e r to p e e r ) 直接数据通信 ；

⑤控制器 (分站) 可与现场网络层的智能现场仪表和分布式智能输入 、

输出模块进行通信；

⑥当控制器 (分站) 采用分布式智能输入
、

输出模块时
，

可以用软件配置的方法 ，

把各个输入
、

输出点分配到不同的控制器 (分站) 中进行监控 。

3 ) 现场级网络
①微控制器 、

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
、

智能现场仪表之间
，

应为对等式直接数据通信 ；

②现场网络层可包括并行工作 的多条通信总线
，

每条通信总线可视为
一

个现场网络 ；

③每个现场网络可通过网络通信接 V I 与管理网络层 (中央管理工 作站) 连接
，

也可通过 网络管理

层服务器 R s 2 3 2 通信接 口或内置通信网卡直接与服务器连接 ；

④当微控制器和 (或) 分布式智能输入输 出棋块采用以太网通信接 口 而与管理 网络层处于 同
一

通
信级别时 ，

可采用交换式集线器连接
，

与中央管理工 作站进行通信 ；

⑤智能现场仪表可通过 网络通信接口与控制网络层控制器 (分站) 进行通信 ；

⑥智能现场仪表宜采用分布式连接
，

用软件配置的方法
，

可把各种现场设备信息分配到不同的控制

器 、

微控制器中进行处理 ；

⑦现场网络层的配置除应符合本祭规定外 ，

尚应符合控制级网络条款的规定
。

4 ) 管理级网络软件 ： 应支持客户机和服务器体系结构 ； 应支持互 联 网连 接 ； 应支持开放系统 ； 应
支持建筑管理系统 (B M s ) 的集成

。

5 ) 服务器软件 ： 宜采用 w in d o w s 2 0 o 3 以上操 作 系统 ； 应采用 T c I)／IP 通 信协议 ； 应采用 ln te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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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p lo r e r 6
．

0 s P l 以上浏览器软件； 实时数据库冗余配置时应为两套； 关系数据库冗余配置时应为两套 ；

不同种类的控制器 、

微控制器应有不同种类 的通信接 口软件； 应具有监控点时间表程序
、

事件存档程
序 、

报警管理程序
、

历史数据采集程序
、

趋势图程序
、

标准报告生成程序及全局时间表程序 ； 宜有不少
于 1o 0 幅标准画面

。

6 ) 客户机软件 ： 应采用 w in d 【)w s x P s P l 以 上操作系统； 应采用 T c P／IP 通信协议 ； 应采用 In fe m e ￡

E x p lo 一 6
．

O s P 1 以上浏览器软件 ； 应有操作站软件 ； 应采用 w e b 网页技术 ； 应有系统密码保护和操作
员操作级别设置软件 。

7 ) 用户工具软件 ： 应有建立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网络和组建数据库软件 ； 应有生成操作站显示图形
软件 。

8 ) 工 程应用软件 ： 应有控制器 自动配置软件 ； 应有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调试软件
。

9 ) 可选软件 ： D s A 分布式服务器系统软件 ； 开放式系统接 口 软件 ；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接 口 软件 ；

安全防范系统接 口软件 ；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接 口软件 (包括物业管理系统接 口软件)
。

1 0 ) 控制级网络软件
①控制器应接受传感器或控制网络 、

现场网络变化的输人参数 (状态或数值 )
，

通过执行预定 的控

制算法 ，

把结果输出到执行器
、

变频器或控制网络
、

管理网络 ；

②控制器应设定和调整受控设备的相关参数 ；

③控制器与控制器之问应进行对等式通信 ，

实现数据共享 ；

④控制器应通过网络上传中央管理工 作站所要求的数据 ；

⑤控制器应独立完成对所辖设备的全部控制 ，

无需中央管理工 作站的协助 ；

⑥控制器应具有处理优先级别设置功能 ；

⑦控制器应能通过网络下载或现场编程输入更新的程序或改变配置参数 。

1 1 ) 控制器操作软件 ： 应能控制控制器硬件 ； 应为操作员提供控制环境与接 口 ； 应执行操作员命
令或程序指令 ； 应提供输入输出

、

内存和存储器
、

文件和 目录管理
，

包括历史数据存储 ； 应提供对网络
资源访问； 应使控制网络层

、

现场 网络层节点之间能够通信 ； 应响应管理网络层
、

控制网络层上的应用
程序或操作员的请求 ； 可 以采用计算机操作系统开发控制 器操 作平 台 ； 可 以嵌 入 w e b 服务器

，

支持因
特网连接 ，

实现浏贤器直接访问控制器
。

1 2 ) 控制器编程软件 ： 应有数据点描述软件
，

具有数值
、

状态
、

限定值
、

默认值设置
，

用户可调
用和修改数据点内的信息 ； 应有时间程序软件

，

可在任何时间对任何数据点赋予设定值或状态
，

包括每
日程序 、

每周程序
、

每年程序
、

特殊 日列表程序
、

今 日功能程序等 ； 应有事件触发程序软件 ； 应有报警
处理程序软件 ，

导致报警信息生成的事件包括超出限定值
、

维护工 作到期
、

累加器读数
、

数据点状态改
变； 应有利用图形化或文本格式编程工 具

，

或使用预先编好的应用程序样板
，

创建任何功能的控制程序
应用程序软件和专用节能管理软件 ； 应有趋势图软件 ； 应有控制器密码保护和操作员级别设置软件

。

1 3 ) 现场级网络软件

①现场层 网络通信协议 ，

宜符合由国家或国际行业 盼会制定的某种可互操作性规范
，

以实 现设备互
操作 。

②微控制器功能宜符合某种末端设备控制器行业规范功能文件的规定 ，

成为该类末端设备的专用控
制器 ，

并可以和符合同
一

行业规范功能文件的第三 方厂商生产的微控制器实现互 操作 ；

③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宜符合某种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 (数字输入模块 D I
、

数字输出模
块 D 0

、

模拟输入模块 A I
、

模拟输出模块 A 0 ) 行业规范功能文件的规定
，

成为该类模块的规范化的分
布式智能输人输出模块 ； 并可以和符合同

一

行业规范功能文件的第三 方厂商生产的同类分布式智能输入
输出模块实现互换 ；

④智能仪表宜符合温度 、

相对湿度
、

流量
、

压力
、

物位
、

成分
、

电量
、

热能
、

照度
、

执行器
、

变频
器等仪表的行业规范功能文件的规定 ，

成为该类仪表的规范化智能仪表
，

并可以和任何符合同
一

行业



4 2 4
·

全国民用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水 暖 电) (2 o o 9 年版)

范仪表功能文件的第三 方厂商生产的智能仪表实现互换
。

⑤每种嵌入式系统均应安装该种嵌入式系统设备的专用软件 ，

用于完成该种专用功能
。

⑥嵌入式系统的操作系统软件应具有系统内核小 、

内存空间需求少
、

实时性强的特点
。

⑦嵌入式 系统设备编程软件
，

应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中的应用层可互操作性准则的规定
，

并宜使用
已成为计算机编程标准的面向对象编程方法进行编程 。

14 ) 控制器编程软件
①应有数据点描述软件 ，

具有数值
、

状态
、

限定值
、

默认值设置
，

用户可调用和修改数据点内的信

②应有时间程序软件 ，

可在任何时间对任何数据点赋予设定值或状态
，

包括每 日程序
、

每周程序
、

每年程序 、

特殊 日列表程序
、

今 日功能程序等 ；

③应有事件触发程序软件 ；

④应有报警处理程序软件
，

导致报警信息生成 的事件包括超出限定值
、

维护工 作到期
、

累加器读
数 、

数据点状态改变 ；

⑤应有利用图形化或文本格式编程工 具
，

或使用预先编好的应用程序样板
，

创建任何功能的控制程
序应用 。

1 0 ，

1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管理级 的选用要点

1 ) 管理级硬件 ： 选择与系统处理性能相适应 的主板
、

c P u
、

内存
、

硬盘
、

显示器
、

光驱
、

键盘
、

鼠标等 ，

并带有满足系统通讯要求的网络接 口 。

2 ) 管理级软件
，

见表 10
．

】
．

4 。

表 1 0
．

1
．

4 管理级软件选择要点

软件类型 软件选择要点

系统软件 应选择通用 、

稳定
、

可靠的操作系统及数据库软件

图形显示组态软件 应选择支持整个系统的硬件设备 ，

具备中文界面
，

并易于组态编程操作

应用软件 应选择能满足整个系统的自动检测 、

控制和管理要求
，

且为用户留有后续维护管理的手段

2 控制级的选用要点
1 ) 现场控制器的信号及精度要求
①现场控制器的信号应分为模拟量输入 ( A 1)

、

模拟量输出 (A 0 )
、

开关量输入 ( D I)
、

开关量输
出 (D 0 )

。

②现场控制器的输入输 出信号应与现场仪表的信号相匹配 。

③现场控制器的信号测量和数据转换精度应满足系统的测量和控制要求 。

2 ) 现场控制器的结构要求
①现场控制器的结构选择应根据被控设备的特点进行 。

测控点较少且 功能要求 比较固定的设备监
控 ，

可选用输入
、

输出点数相对固定的现场控制器
。

②测控点较多且工 业流程变化较多的设备
，

可选用输入
、

输出点数可灵活组合的现场控制器
。

3 ) 现场控制器的通信速率要求
①现场控制器的通信速率应满足整个监控系统的响应速度 。

②现场控制器之间应可通过通信实现现场信息与数据共享 。

3 现场级的选用要点
1 ) 传感器

①传感器的精度和量程 ，

应满足系统控制及参数测量的要求 ；

②温度传感器量程应为测点温度的 1
．

2
一

1
．

5 倍
，

管道内温度传感器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2 5 s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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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或室外安装时 ，

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l5 O s ；

③仅用于一

般温度测量的温度传感器
，

宦采用分度号为 P I lo 0 0 的 B 级精度 (二 线制) ； 当参数参
与自动控制和经济核算时 ，

宜采用分度号为 P I 10 o 的 A 级精度 (三线制) ；

④湿度传感器应安装在附近没有热源
、

水滴且空气流通
，

能反映被测房间或风道空气状态的位置
，

其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15 O s ；

⑤压力 (压差) 传感器的工 作压力 (压差 )
，

应大于测点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 (．N 差 ) 的 1
．

5 倍
，

量程应为测点压力 (压差) 的 1
．

2
～

1
．

3 倍 ；

⑥流量传感器量程应为系统最大流量的 1
．

2
～

1
．

3 倍
，

且应耐受管道介质最大压力
，

并具有瞬态输
出； 流量传感器的安装部位

，

应满足上游 lO D (管径)
、

下游 5 D 的直管段要求
，

当采用电磁流量计
、

涡轮流量计时 ，

其精度宜为 I_5 ％ ；

⑦液位传感器宜使正常液位处于仪表满量程的 5 0 ％ ；

⑧成分传感器的量程应按检测气体 、

浓度进行选择
， 一

氧化碳气体宜按 0
—

3 0 0 p p m 或 O
～

5 0 0 p Ijm ；

二
氧化碳气体宜按 0

—

2 0 0 o p p m 或 O
—

10 0 0 0 p p m (1 p p m = lO “ ) ；

⑨风量传感器宜采用皮托管风量测量装置 ，

其测量的风速范围不宜小于 2
～

】6 m ／s ，

测量精度不应
小于 5 ％ ；

⑩智能传感器应有以太网或现场总线通信接口 。

2 ) 调节阀和风阀
①水管道的两通阀宜选择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

②蒸汽两通阀 ，

当压力损失比大于或等于 0
．

6 时
，

宜选用线性流量特性 ； 小于 0
．

6 时
，

宜选用等百
分比流量特性 ：

③合流三 通阀应具有合流后总流量不变的流量特性
，

其 A
—

A B 口宜采用等百分 比流量特性
，

B
—

A B 口
宜采用线性流量特性 ； 分流三 通阀应具有分流后总流量不变的流量特性

，

其 A B
—

A 口宜采用等百
分比流量特性 ， A B

—

B 口宜采用线性流量特性 ；

④调节阀的口径应通过计算阀门流通能力确定 ；

⑤空调系统宜选择多叶对开型风阀 ，

风阀面积 由风管尺寸决定
，

并应根据风阀面积选择风阀执行
器 ，

执行器扭矩应能可靠关闭风阀； 风阀面积过大时
，

可选多 台执行器并联工作

⑥执行器宜选用 电动执行器 ，

其输出的力或扭矩应使阀门或风阀在最大流体流通压力时可靠开启和
闭合。

⑦水泵 、

风机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应为 l
～

5 5 H z ，

变频器过载能力不应小于 l2 0 ％ 额定电流
，

变频
器外接给定控制信号应包括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 ，

电压信号为直流 0
～

1O V
，

电流信号为直流 4
—

2 O m A 。

⑧现场
一

次测量仪表
、

电动执行器及调节阀的选择除符合本条规定外
，

尚应符合 Jq l6
—

2 0 (】8 《民
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第 2 4 章的相关规定

。

4 控制网络的选用要点
1 ) 通信网络应能满足系统响应时间要求

、

对通信子网的数量限制要求
、

对系统总点数限制要求 。

2 ) 每个通信子网设置应使现场控制器数量
、

监控点数量
、

通信网络线路长度
、

传输缆线规格等满
足产生厂商的网络通信要求 。

5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 B ／T 5 O 3 14

—

2 0 06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 】6
—

2 0 0 8 。

《住宅智能化电气设计施工 图集》9 9 x 6 O 1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设计施工 图集》0 3 x 6 0 2 。

《智能建筑弱电工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上 )》 9 7 x 7 0 O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下 )》 9 7 x 7 o o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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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设计图集》O 3 x 8叭
一

1 。

1 0 ．

1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现场控制器
现场控制器通常是安装在控制现场 ，

对其安装要求如下 ：

1 ) 现场控制器的准确安装位置
，

应根据设计施工 图纸所示
。

2 ) 现场控制器应安装在被监控设备较集中的场所
，

以尽量减少管线敷设
。 一

般设置在电控箱或电
控柜附近 ，

其内部设备应布置整齐美观
，

强
、

弱电系统分开以保证系统安全
，

且便 于检修
。

3 ) 现场控制器应安装在光线充足
、

通风 良好
、

操作维修方便的地方
。

2 仪表
仪表的安装 ，

如取测点结构型式
、

外部管路连接方式
、

维修阀门的设置
、

传感器
、

执行机构和电动
阀门的安装等 ，

应符合 《自动化仪表工 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O O 9 3
—

2 0 0 2 。

3 施工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 B 5 0 3 0 3

—

2 0 o 2 。

《智能建筑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3 9
—

2 0 03 。

《建筑及住宅小区智能化工 程检测验收规范》 D B l l／l4 6
—

2 0 0 2 。

《智能建筑工 程检测规程》c E c s 182
—

2 o 0 5 。

《自动化仪表工 程施工 及 验收规范》 G B 5 0 o 9 3
—

20 0 2 。

1 0 ．

1
．

6 技术经济分析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选用可互相操作

、

可互相替换的开放性的系统
，

如采用 L 0n w o r k s 和 B A c n e L 执
议标准的系统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开放性是指所有生产厂商均按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生产各种器件及
建立系统结构 。

从而使设计院和业主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生产厂商所生产高性能
、

高质量
、

最适合的
器件 ，

建立满足各个建筑物自动化要求的最佳运行
、

管理效果的建筑物自动化系统
。

开放性 的系统 可使系统各种费用的降低
，

使系统有更多的生产厂商可选择
，

减少对某个生产厂商的
依赖 。

使得系统的维护
、

扩展
、

改造
、

重新配置设备或技术升级换代时的费用变得合理
。

1 0 ．

1
．

7 相关标准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1 部分 ： 系统通用要求》 G B ／T 2 0 2 9 9

．

1
—

2 0 0 6 。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2 部分 ： 检测验收》 G B ／T 2 0 2 9 9
．

2
—

2 O 0 6 。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3 部分 ： 物业管理》 G B ／T 2 0 2 9 9
．

3
—

2【】0 6 。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4 部分 ： 控制网络通信协议应用要求》 G B ／T 20 2 9 9
．

4
—

2o o 6 。

10 ．

2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1 O ．

2
．

1 系统概述
1 系统定义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是 以 H F c
、

以太 网
、

现场总线
、

公共电话网
、

无线网的传输网络为物理平 台
，

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技术平台 ，

现场总线为应用操作平台
，

构成的
一

个完整的集家庭通信
、

家庭设备自动
控制 、

家庭安全防范等功能的控制系统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总体目标是建立
一

个由家庭到小区乃至整个城市 的综合信息服务和管理系统
，

以此来提高住宅高新技术的含量和居民居住环境水平
。

2 系统的基本组成
系统宜由服务器 、

家庭控制器 (各种模块)
、

路由器
、

调制解调器
、

交换机
、

通讯器
、

控制器
、

无
线收发器 、

探测器
、

传感器
、

执行机构
、

打印机等主要部分组成
。

3 系统的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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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主要用途是家庭通信 、

家庭设备自动控制
、

家庭安全防范三 个方面
。

1 ) 家庭通信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主要家庭通信用途见表 l0

．

2
．

1
—

1 。

表 1 0
．

2
．

1
—

1 家庭通信的主要用途

通信方式 主要用途

电话线路 通过电话线路实现双向传输语音信号和数据信号

计算机互联网 通过互 联 网实现信息交互
、

综合信息查询
、

网上教育
、

医疗保健
、

电子邮件
、

电子购物等

c A T V 线路 通过 c A T V 线路实现 V O D 点播和多媒体通信

无线局域网 通过无线收发器 、

天线
、

各种无线终端
，

实现双向传输数据信号

2 ) 家庭设备 自动监控
家庭设备 自动监控包括电器设备的集中 、

遥控
、

远距 离异地 (通过电话或 In Ie m e i ) 的监视
、

控制
及数据采集 。

家庭设备 自动监控的主要监控对象及内容见表 lO
．

2
．

1
—

2
。

表 1 0
．

2
．

1
—

2 主要监控对象及 内容

监控对象 监控内容

家用电器的监视和控制 按照预先所设定程序的要求对热水器
、

微波炉
、

视像音 响等家用 电器进行 监视 和控制

热能表 、

燃气表
、

水表
、

电度 表 的数 据采 集 、

计
量和传送

根据小区物业管理的要求所设置数据采集程序 ，

在某
一

特定的时间通过传感器对热能表
、

燃气表 、

水表
、

电度表的用量进行 自动数据采集
、

计量
，

并将采集结果远程传送给小区

物业管理 系统

空调 机 的监 视 、

调 节 和

控制

按照预先所设 定 的程序 ，

根据时间
、

温度
、

相对湿度等参数对空调机进行监视
、

调节和
控制

照明设 备 的监视 、

调 节
和控制

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程序 ．

分别对各个房间照明设备的开
、

关进行控制
，

并可 自动调节
各个房间的照度

窗帘的控制 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程序 ，

对窗帘的启／闭进行控制

3 ) 家庭安全防范
家庭安全防范主要包括火灾报警 、

可燃气体泄漏报警
、

防盗报警
、

紧急求救
、

多防区 的设 置
、

访客
对讲等 。

家庭控制器内按等级预先没置若干个报警电话号码 (如家人单位电话号码
、

手机电话号码
、

寻呼机号码和小区物业管理
、

安全保卫部门电话号码等)
，

在有报警发生时
，

按等级的次序依次不停地
拨通上述电话进行报警 (可报出家中是哪个系统报警 ) 。

同时
，

各种报警信号通过控制网络传送至小 区
物业管理中心

，

并可与其它功能模块实现可编程的联动 (如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后
，

联动关闭燃气管道
上的电磁阀) 。

家庭安全防范的主要对象及内容见表 lO
．

2
．

1
—

3 。

1 0 ．

2
．

2 系统分类与基本特点
、

功能
、

适用范围
1 系统分类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主要可分成以下几类 ：

1 ) 采用公共电话网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

2 ) 采用 H F c 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

3 ) 采用以太网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

4 ) 采用 L 0 n w o r k s 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

5 ) 采用 R S 4 8 5 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

6 ) 采用无线网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等类型
。

2 基本特点
、

功能
、

适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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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基本特点
、

组成
、

功能
、

适用范围详见表 1O 2
．

2 。

表 1 0
．

2
．

1
—

3 主要防范对象及 内容

防范对象 防范 内容

防火灾发生

通过设置在厨房的感温探测器和设置在客厅 、

卧室等的感烟探测器
，

监视各个房间内有无火
灾 。

如有火灾
．

家庭控制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

通知家人及小区物业管理部门 。

家庭控制器
还可以根据有人在家或无 人在家的情况

，

自动调节感温探测器和感烟探测器的灵敏度

防可燃气体泄漏

通过设置在厨房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

监视燃气管道
、

灶具有无燃气泄漏
。

如有燃气泄漏
．

家
庭控制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

并联动关闭燃气管道上的电磁阀
，

同时通知家人及小区物 业管

理部 门

防盗报警

防盗报警的防护区域分成两部分
，

即住宅周界防护和住宅内区域防护
。

住宅周界防护是指在
住宅的门 、

窗上安装门磁开关
，

在对外的玻璃窗
、

门附近安装玻璃破碎探测器 ； 住宅内区域
防护是指在主要通道 、

重要的房间内安装被动红外探测器或被动红外／微波双技术探测器
。

当
家中有人时 ．

住宅周界防护的防盗报警设备 (门磁开关
、

玻璃破碎探测器) 设防
，

住宅内区

域 防护的防盗报警设备 (被动红外探测器或被动红外／微波双技术探测器 ) 撤 防
。

当家人出门
后 ，

住宅周界防护的防盗报警设备 (门磁开关
、

玻璃破碎探测器 ) 和住宅内区域防护的防盗
报警设备 (被动红外探测器或被动红外／微波双技术探测器) 均设防

。

当有非法侵人时
，

家庭
控制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

并通知家人及小区物业管理部门
。

另外
，

通过 程 序可设 定报警装

置的等级和报警器的灵敏度

访 客对 讲 住宅 的主人通过访 客对讲设备 与来 访者进行 双向通话 或可视通话

，

确认是否允许来访者进入 。

住宅的主人利用访客对讲设备 ，

可以对大楼人 口 门或单元门的门锁进行开启和关闭控制

紧急求救

当遇到意外情况 (如疾病或有人非法侵入) 发生时 ．

按动报警按钮向小区物业管理部门进行
紧急求救报警 。

紧急求救信号在网络传输中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别
．

由于是人在紧急情况下的
求救信号 ，

其误报的可能性很小

表 10
．

2
．

2 各种类型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基本特点
、

功能
、

适用范围

系统类型 基本特点 系统组成 系统功能 适用范围

采 用 公

共 电 话

网 的 智

能 家 居

控 制 系

统

家庭智能控制器内配置了与电话线

连接的收发器 ．

利用电话 网络作为
信息传输 网 。

陔系统不仅在功能上
能完全满足要求 ，

而 且 大 大 地 简 化

了布线 ，

可 以节省布线 的投资

由系统 服 务 器 、

家庭控制
器 (内置与电话线连接的

收发器 ) 、

路 由器
、

收 发
器 、

各种探测器
、

各种 传
感器 、

各种执行机构
、

打
印机等组成

实现 家庭 通

信 、

家 庭 设
备 自动控制 、

家庭 安 全 防

范

适用 于新 建 、

扩建
的智能化住宅 (小

区) 工 程
，

且 特 别

适 用 于 改 造 的 智 能

化住 宅 (小 区 ) 工

程 ，

利 用原有 的 电
话线就可实现数据

信号的共网传输

采 用

I1f’

c 的
智 能 家

居 控 制

系统

家庭智能控制器内配置 了 c a bk M o
—

d e m ，

利用有线 电视 的 H F c 网络 作

为信 息 传 输 网 。

该系统不仅在功能
上能完全满足要求 ．

而且 大大地 简
化了布线 ，

可节省布线 的投资
。

H F c
网络采 用共享方式

，

其共享带
宽为 3 6 M hp s 。

用户 网络 的开通 费用
高

由系统 服务 器 、

家庭 控制
器 (内置了 C ab le M 0 d e m )

、

路由器 、

电缆 调制 解 凋器
头端设备 c M 鸭

、

有线电视
传输 网络 、

各种探测 器
、

各种传感器 、

各种 执行机
构 、

打印机等组成

实 现 家 庭 通

信 、

家 庭 设
备 自动控制 ，

家 庭 安 全 防

范

适用 于新 建 、

扩建
的智 能化住宅 (小

区) 工 程
，

且 特 别

适 用 于 改 造 的智 能

化住 宅 (小 区 ) 工

程 ，

利用 原 有 的 电
话线就 可 实现数 据

信 号的共网传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
·

4 2 9

续表 10
．

2
．

2

系统类型 基本特点 系统组成 系统功能 适用范围

采 用 以

太 网 的

智 能 家

居 控 制

系统

家庭智能控制器内配置了以 太 网 网

卡 。

以太 网 同时 支持 住 户计 算 机 和

智能家 居 控 制 系统 。

该系统简化了
布线 ，

可 节 省 投 资
。

传输速率 有
10 M

bps 、

10 0 M b p s 等
。

可 根 据 传 输

距离 的要 求 ，

由小区物 业 管理中心
至各楼交换机采用 5 类 以上 4 对对
绞线 、

多模光缆或单模 光缆
，

由交
换机至控制器采用 5 类对绞电缆

由系统服务器 、

家庭控制
器 、

路 由器
、

交 换 机
、

各
种探 测 器 、

各种 传感 器
、

各种执行机构 、

打 印机等
组成

实 现 家 庭 通

信 、

家 庭 设
备 自动控制 、

家 庭 安 全 防

范

适用 于新 建 、

扩 建
和改造 的智能化住

宅 (小 区 ) 工 程
，

用 以太 网实 现数 据

和图像 信 号 的双 向

传输

采 用

I』lllW 0 r k s

的 智 能

家 居 控

制系统

采用 一

个覆盖全部 1s O ／0 s I 标 准七
层通信协议 、

开 放 性 的 L 0n w o rk 总
线技术 ， 一

台系统服务器最多可连
接 l2 7 台 L o n w 0 r k s 路 由器

， 一

台
L o n w 0 r k s 路由器最多可连接 6 3 台家
庭控制器 。

每 台家庭控制器为 L 0n
—

w ” k
一

个通道上的网络节点
。 I一

一

w o r k s 直接通信距离可达 2 7 o 0 m (双
绞线 、

7 8 k hp s )
，

其通信传输速度最
大可达 1

．

25 M I】p s (此时有效传输距
离为 l3 0 m )

。

传输线通常采用双绞
线 ，

根据 需 要 也 可 采 用 同轴 电缆 或

电力线

由系统 服 务 器 、

家庭控制
器 、

路 由器
、

h n w 0 r k s 路
由器 、

交换机
、

各种探测
器 、

各种传感器
、

各种执
行机构 、

打印机等组成

实 现 家 庭 通

信 、

家 庭 设
备 自动控制 、

家庭 安 全 防

范

特别适 用 于 新 建
、

扩建 的智 能化 住 宅

(小区) 工程

采 用 无

线 网 的

智 能 家

居 控 制

系统

利用无线作为信息传输 网 ，

该系统
不仅在功能上能完全满足要求 ，

而

且从 系 统 服 务 器 至 家 庭 控 制 器 、

家
庭控制器至 各种现场末端装置均采
用无线传输方式 ，

小 区
、

楼 内
、

户
内无需布线 ，

施 工简单
，

可 以节 省
施工 的投资

。

无线 网的工 作频率符
合 IE E E 8O 2 llb 标准要求

由系统 服务 器 、

家庭控制
器 、

无 线 收 发 器
、

各种探
测器 、

各种 传感器
、

各 种
执行机构 、

打印机等组成

实 现 家 庭 通

信 、

家 庭 设
备 自动控制 、

家庭安 全 防

范

适用于新建 、

扩 建
的智能化住 宅 (小

区) 工 程
，

且特 别

适 用 于改 造 的 智 能

化住 宅 (小 区 ) 工

程 ，

不 用 敷 设 线 路
就可 实 现 数据 信 号

的传输

10 ．

2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类型的选用
参见表 lO

．

2
．

2 。

2 家庭控制器的选用
家庭控制器的选用主要包括功能 、

总线技术及模块化设计
、

扩展功能
，

可按用户 的基本要求进行配

置等 。

1 ) 家庭控制器功能的选用
家庭控制器通常具有以下功能 ： 家庭防盗报警 ； 家庭火灾报警 ； 家庭燃气泄露报警 ； 家庭紧急求

助 ； 远程设防与撤 防 ； 远程报警 ； 访客对讲 ； 家用电器监控 ； 家用表具数据采集及处理 ； 空调机监控 ；

接入网接口 ； 小区电子公告 ； 信息查询 ； 家用设备报修等
。

在工 程 设计中
，

家庭控制器功能的选用可参见表 1O 2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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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

2
．

3
—

1 住宅家庭控制器功能设置表

级别 消防 安防 访客对讲 通信网络 信息网络 家电监控 表具数据远传

基本级

( I A )

l
在住户内安

装紧急按钮 开

2
在住户内安

装入 侵报 警 探

测器

具 有语 音 对 讲

及 控制 开启 楼

道 人 口 处 防盗
门功能

接人 2 条外线
，

电话插座 安装

在起 居 室 、

主
卧室 、

主 卫 生
间 、

书房

接人 1 条外线
，

数据插座安装

在起居室或 卧

室

l ～

2 点

热能表 、

燃气 表 、

水 表 、

电 度 表

的 自 动

抄 收 及

远 传 、

超 限 判

断 、

自
动检查 、

分 时 计

费 、

实
时计量 、

管 理 功

能

提高级

f2 A 1

在室 内安装 可

燃 气体 泄漏 自

动 报 警 装 置 ，

且 能 就 地 发 出

声光报警信号

1
在户内两处

安装 紧 急按 钮

开关

2
在户内安装

入侵报警探测

器 ，

在 户 门
、

阳 台 门 、

外 窗
安装入侵 报警

装置

具有语音对讲

及控制开启楼

道人 口 处 防盗
门功 能 ，

可 实

现 住 户 与 安 防

监 控 中 心 的 直

接联系

接人 2 条外线
，

电话插座安装

在起居室 、

主
卧室 、

次卧室
、

主 卫 生 间 、

次
卫生间 、

书房

接人 1 条外线
，

可加 装集 线 器

或信息交换机 ，

数据插座安装

在起居室 、

主
卧室 、

次卧室
、

书房或根据建

设方需求设计

2
点以上

先进级

(3 A )

l
在室内安装

可燃气 体泄漏

自动报警装置 ，

能 自动切 断气

源 、

打 开排 气
装 置 ，

且 能 就

地 发 出声光报
警信号
2

在住户内设
置火 灾 自动报

警装置

l
在户内不少

于两处安装 紧

急按钮开关

2
在户内安装

入侵报警探测

器 ，

在 户 门 及
阳台 门 、

外 窗
安装入侵报警

装置

具 有 语 音 、

可
视对 讲及 控 制

开启楼 道 人 口

处防盗门功能 ，

可 实 现 住 户 与

安 防 监 控 中心

的直接联 系

接入 2 —

3 条外
线 ．

电话 插 座
安装在起居室 、

餐厅 、

主卧室
、

次卧室 、

厨房
、

主 卫 生 间 、

次
卫生间 、

书房

接人 1 条外线
，

应 安装 信 息交

换 机或 集 线器

( H u B )
，

数 据
插座安装 在起

居室 、

主卧室
、

次 卧室 、

书房
或根据建设方

需求设计

2
点以上

2 ) 总线技术及模块化设计 ： 家庭控制器宜采用总线技术
，

如 L o n w o rk s 、

R S 4 8 5 、 B A c n e l、 c A N
．

B u s 、

c E B u s 、

x
—

l(】等 ； 家庭控制器宜采用模块化设计
，

以便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模块完成
不同的功能 。

3 ) 扩展功能 ： 家庭控制器要有
一

定的扩展功能
，

考虑能适应今后发展的需要
。

4 ) 可按用户的基本要求进行配置 ： 应能根据用户提出有哪些被控设备及监视控制要求 (功能 要
求 ) 等因素 ，

来对家庭控制器组成进行配置
，

包含模块种类的选择和各种模块数量的选择
。

3 对 于住 宅小 区安全 防范工程 中的家庭安全 防范 系统 的基本设 置标 准要求可参见 G B 5 0 34 8
—

2 o o 4

《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范》
。

4 常用人侵探测器应用举例见表 l0
．

2
．

3
—

2 。

5 当防火规范规定必须设置火灾报警系统时
，

感烟探测器
、

感温探测器及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设置
及系统的构成须遵循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 B 5叭 16

—

9 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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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 程 没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c J l6

—

2 0 o 8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 R T 5 0 3 l4
—

2 0 O 6 。

《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0 34 8
—

2 0 0 4 。

《入侵报警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 G B 5 0 39 4
—

2 0 0 7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设计施工 图集》 o 3 x 6O 2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上 )》 9 7 x 7 o 0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下)》9 7 x 7 0 0 (下 )
。

《住宅智能化电气设计施工 图集》9 9 x 6 O l 。

《国家康居示范工 程智能化系统示范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
1 0 ．

2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交换机

、

路由器
、

控制器
、

放大箱
、

分配箱
、

电话分线箱安装在电气竖井内或公共走道的墙上
(内) 。

2 家庭控制器暗装 (或明装) 在墙内 (上 )
，

其底边距地面 I
．

4 m 左右
。

家庭控制器应设置在住
户大门附近 (宜距户门 O

．

5 m 以内)
，

且容易操作 (包括没防与撤防) 的地方
。

3 可燃气体探测器安装在厨房内的燃气管道
、

灶具附近
，

当住户使用的是天然气
、

城市煤气
，

燃
气探测器吸顶安装在距顶棚 3 0 0 m m 以内的地方 ； 当住户使用的是液化石油气

，

燃气探测器安装在距地
面 3 0 0 m m 以内地方 。

4 感温探测器设置在厨房内
，

吸顶安装
。

5 感烟探测器设置在起居室
、

卧室等房间内
，

吸顶安装 。

6 紧急按钮开关设置在起居室沙发和主卧室床头附近的墙上
，

以及卫生 间的墙上
。

紧急按钮开关
暗装在墙内 ，

其底边距地面 0
．

5
～

1
．

2 m 。

7 门 (窗) 磁开关安装在门扇和门框内或窗扇和窗框内
。

8 玻璃破碎探测器安装在窗户和玻璃门 (阳台) 附近的墙上或吸顶安装
。

9 被动红外侵入探测器和被动红外／微波双技术探测器安装在住户的主要通道
、

重要 的房间内
，

吸顶安装或安装在顶棚的墙角处 。

1 O 红 外遥控器安装在被控电器设备正面附近 的墙上
，

距离不能超过红外线工作范 围
，

且 与 电器
设备之间没有遮挡 。

1 1 系统安装可参考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设计施工 图集》O 3 x 6 0 2 。

1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 B 5 O 3 0 3

—

2O 0 2 。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3 9
—

2 0 0 3 。

《建筑及住宅小区智能化工 程检测验收规范》 D B 1 l／】4 6
—

2 0 0 2 。

《智能建筑工 程检测规程》 c E c s 182
—

2 o o 5 。

《自动化仪表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 B 5 0 0 9 3
—

2 0 0 2 。

1 O ．

3
．

5 相关标准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1 部分 ： 系统通用要求》 G B ／T 2 0 2 9 9

．

1
—

2 o o 6 。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2 部分 ： 检测验收》 G B ／T 2 O 2 9 9
．

2
—

2 0 06 。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3 部分 ： 物业管理》 G B ／T 2 O 2 9 9
．

3
—

2 0 0 6
。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4 部分 ： 控制网络通信协议应用要求》 G B ／T 2 O 2 9 9
．

4
—

2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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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3 照明设施控制系统

1 0 ．

3
．

1 系统组成及基本特点
1 系统组成及作用 (表 1O

．

3
．

1
—

1 )
表 1 0

．

3
．

1
—

1 照明设施控制 系统组成及作用

系统元件 作用

调光模块 调光模块的基本原
理是 由微 处 理器 ( c P u ) 控制可控硅的开启角大小

，

从而控制输出电压的

平均幅值去调节光源的亮度

开关模块 开关模块的基本原理足由继电器输出控制电源的开关 ，

从而控制光源

输入模块 输入模块的基本原理是接受无源接点信 号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是供人直观操作控制灯光场景的部件 ，

它是由微处理器进行控制的
，

可 以通过 编程

完成各 种不 同的控 制要求 。

微处理器识别输入键符
，

进行处理后向通讯线上发出控制信息
，

去控制相应的调光模块或开关模块对光源进行调光控制或开关控制

传感器接 口模块 用于连接照度探测
、

存在探测
、

移动探测等传感器

控制总线 信号传输

2 监控内容 (表 lO
．

3
．

1
—

2 )
表 1 0

．

3
．

1
—

2 照明设施控制系统监控 内容

监控方式 功能

中央控制 通过 中央站 以及系统软件实现对整个系统 的开关
、

调光
、

时针
、

灯光状态进行监控及管理

开关控制 可以由中央站 、

就地控制面板对灯光进行开启
、

关闭控制

调光控制 可以由中央站 、

就地控制面板对灯光进行从照度零到最大的控制

时针控制 系统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对灯光进行开启 、

关闭控制

异地控制 可以通过 ln te m e l、电话线实现异地远程对灯光进行开启
、

关闭
、

调光控制

场景控制 可以通过 中央站 、

就地控制面板进行编程
，

对灯光进行开启
、

关闭
、

调光控制的设置

遥控器控制 可以通过手持遥控器对设有红外线控制面板所控制区域的灯光进行开启 、

关闭
、

调光控制

照度控制 根据照度探测传感器的探测数据 (光线明

、

暗) ，

按照预先设定的参数 自动对灯光进行开启
、

关闭 、

调光控制

存在 、

移动控制

根据存在探测 、

移动探测等传感器的探测数据
，

按照预先设定的参数 自动对灯光进行开启
、

关闭 、

调光控制

会议控制 可以根据会议进程 ，

通过会议系统设备对场景灯光的开启
、

关闭
、

调光进行联动控制

联动控制 通过输入模块接收电视监控系统

、

入侵报 警 系统 、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

出人 口 控制系统的联

动控制信号 ，

对光源进行开关控制或调光控制

10 ．

3
．

2 系统基本特点
1 实现照明控制智能化
采用照明设施控制系统后 ，

可使照明系统运行在全 自动状态
，

系统将按预先设置切换若干个基本工

作 状态
，

通 常为
“

白天
” ， “

晚上
” ， “

安全
” 、 “

清洁
” 、 “

周末
”

和
“

午饭
”

等
，

根据预设定的时间 自

动地在各种工 作状态之间转换
。

2 维持照度的
一

致性
1 )

一

般照明设计师在对新的办公用房照明设计时
，

照度均 比要求照度高
，

通 常是 7 o o lx ， 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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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为 4 0 0 lx
。

这是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

灯的效率和房间墙面反射率不断衰减的缘故
。

如果设计师
在初期就按标准照度设计 ，

那么
，

无须多长时间房间照度就会低于标 准
，

而不符合办公照度要求
。

正是

由于这种新房间照度的偏高设计
，

不仅造成办公用房使用期 (或两次装饰 的间隔期 ) 的照度不
一

致性
，

而且 由于照度偏高造成不必要 的能源浪费 。

2 ) 采用照明设施控制系统
，

由于可以智能调光
，

尽管照度还是偏高设计
，

但系统将会按照预先设
置的标准亮度使办公室在使用期内保持恒定的照度 ， 而不受灯具效率降低和墙面反射系数衰减的影响

。

3 创造良好的工 作环境
，

提高工 作效率
在办公室

，

配可调光电子镇流器的 日光灯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控制下与传统的 日光灯照明系统相 比
具有显著的优点 。

传统镇流器的日光灯 以 l D 0 H z 的频率闪动 (电网频率 的 2 倍)
，

这种频闪使工 作人员
头脑发胀 ，

眼睛疲劳
，

降低了工 作效率
。

而可调光 电子镇 流器 则工作 在很 高的频率 (4 0
—

7 O k H z )
，

不

仅克服 了频 闪 ，

而且消除了由于使用 s T A R T 而造成起辉 时 的亮 度不稳定
，

给员工 提供了比精 良的房间
装饰和高档办公用具更为重要的有利于健康的舒适环境 ，

同时也提高了工 作效率
。

4 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1 ) 好的灯光设计能营造出

一

种温馨
、

舒适的环境
，

增添其艺术的魅力
。

例如顾客对酒店的第
一

印
象是酒店入口到大堂接待区域

，

高雅别致的光环境可给予顾客
一

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

增添顾客对酒店的
好感 ，

亲切而又温馨吸引众多的顾客
。

2 ) 室 内照明包括宴会厅
、

休息室
、

多功能厅
，

利用灯光的颜色
、

投射方式和不同明暗亮度可创造
出立体感 、

层次感
，

不同色彩的环境气氛
，

不仅使客人有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

而且还可以产生
一

种艺术
欣赏感 ，

使人们产生留连忘返之感
。

5 开放性
照明设施控制系统可 以通过 网络集成 到建筑设 备监控系统 (B A s )

、

建筑管理系统 (B M s ) 中
，

实
现大楼的统一

管理
。

1 0 ．

3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系统要求
根据图纸 ，

业 主要求确定控制方案
。

根据控制方案划分合适的照明回路
，

确定输出调光模块
、

开关

模块 、

输入模块
、

控制面板的位置
、

型号和数量
。

2 传输网络的选用
在国际上照明设施控制系统数据的传输网络无统

一

的标准
，

目前主要有双绞线传输
、

电力载波传输
和无线射频传输三 种方式

。

这三种传输方式的数据传输速率
、

传输的可靠程度有较大区别
，

基本特点和

适用范围见表 】O
．

3
．

3 。

3 开关模块的选用
1 ) 对有开关控制要求 的照明回路宜采用具有以下功能 的控制模块

。

①交流工 作电源 ： 进线单相 A c 2 2 O V 或三 相 A c 3 8 O V ，

出线单相 A c 2 2 0 V 。

②能够通过网络软件和自学习功能设定控制功能
。

③具有系统时钟功能 。

④能够通过软件设定它的网络终端功能 。

⑤能够通过软件设定逻辑关系 (与 、

或)
。

⑥通过软件能设定继电器的互锁功能
。

⑦断电后能设定来电时的继电器状态 。

⑧微处理器还能检测开关模块内部的工 作温度
。

2 ) 开关模块的规格 (出线回路及容量) 应根据被控区域内照明回路
、

容量及控制方式确定
。

4 调光模块的选用
1 ) 对有调光控制要求的照明回路应采用具有以下功能的调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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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交 流工作电源 ： 进线单相 A c 2 2 O V 或三 相 A c 3 8 0 V ，

出线单相 A c 2 2 O V 。

表 1O
．

3
．

3 基本特点和适用范围

序号 类型 基本特点 适用范围

1 双绞线
传输方式

双绞线传输方式以双绞线为信息传输网 ，

需单独敷设线路
。

双绞线传输方 式无论何 时都能处 于最佳状态 ，

c s M A ／c D 控制技术确保系统无论在
现场总线的设备有多少 、

总线距离长短都可获得较高的传输速率
。

如 R s 4 8 5 串行接 [ I总线为主从式网络
，

它的通信为半双工
、

采用双向单信道连接
方式。

它可以高速地进行远距离传输
，

传输速度与传输距离的技术指标如下 ： 传
输速率为 【0 M bⅣ 8 时

，

最大传输距离是 l2 “ ； 传输速率为 1 M b j∥ s 时
，

最大传输距
离是 120 “ ； 传输速率为 10 0 k h∥ s 时

，

最大传输距离是 l2 0 0 m

该系统适用于

新建 、

扩 建 的

工程

2 电力载波
传输方式

电力载波传输方式利用电力线为信息传输网 ，

不用单独敷设线路就可实现数据信

号的传输 。

电力载波传输方式由于受电力线中电流波动的影响 ，

数据传输速率及数据传输的
可靠性受到较大影响 、

效率降低
。

当监控设备 多时
，

数据传输的不可靠可能会导
致系统瘫痪

该系统适用于

新 建
、

扩 建 的
工 程 ，

且 特 别

适 用 于 改 造 的

工程

3 无线射频
传输方式

无线射频传输方式利用无线射 频作 为信息传输网
，

该系统不仅在功能上能完全满
足要求 ，

室内无需布线
，

施工简单
，

可以节省施工的投资
。

无线射频的工作频率符合 IE E E 8 0 2 l lb 标准要求

该系统适用于

新 建
、

扩 建 的
工程 ，

且 特 别
适 用 于 改 造 的

工程

② 能够通过网络软件和 自学习功能设定控制功能
。

③具有系统时钟功能 。

④能够通过软件设定它的网络终端功能
。

⑤每路都具有过载和过流保护
。

调光模块应能防止因外加主电源电压的升高而损坏光源
，

能对输入
主电源的电压值进行计算后进行控制 ，

从而可限制高电压的输出
。

⑥应能保证光源亮度的变化不是突变 的
，

而是按渐增渐减方式调光 。

⑦应能扼制高次谐波的干扰 。

⑧调光模块中可存放多个调光场景预置值
。

存放在 E E P R 0 M 存贮器中的所有控制灯具调光的数据
不会因停电而丢失 ，

停电恢复正常后调光器仍能恢复原有工作状态
。

⑨微处理器还能检测调光模块内部的工作温度
。

2 ) 日光灯调光模块用于对带有高频可调光电子镇流器的 日光灯进行调光
。

3 ) 调光模块的规格 (出线回路及容量 ) 应根据被控区域内照明回路
、

容量及控制方式确定
。

5 日光灯有调光需要
，

应配带有高频可调光电子镇流器
。

6 系统应能限制金 卤灯等气体放电灯再启动的间隔时间
，

有利于提高金 卤灯等气体放电灯的寿
命 。

7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 1 6

—

2 0 0 8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 B T 5 0 3 14
—

2 0 0 6 。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 B 5 0 0 3 4
—

2 0 o 4 。

《住宅智能化电气设计施工 图集》9 9 x 6 O l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设计施工 图集》 0 3 x 6 O 2 。

《智能建筑弱电工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上 )》 9 7 x 7 0 0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下 )》 9 7 x 7 o 0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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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建筑专用弱电系统设计安装》0 6 x 7 0 l 。

《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设计图集》O 3 x 8 O 1
—

1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设计与安装》0 3 x 2 0 1
—

2 。

《演播厅 、

多功能厅及舞台灯光设计 (4 0 0 m 。 以下 )》 0 3 D 7O 4
—

1 。

《中小型剧场舞台灯光设计》0 6 D 7 0 4
—

2 。

1 O ．

3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施工 做法可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9 7 x 7 0 0》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O 3

—

2 0 0 2 。

《智能建筑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3 9
—

2 O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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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防菹系统

11_1 视频监控系统

1 1 ．

1
．

1 系统概述
1 系统定义

视频监控系统是利用视频探测技术 ，

对监视区域进行监视
、

控制
，

并进行实时图像显示
、

记录现场

图像 的电子系统或 网络

2 系统 的基本组成

系统宜 由前端设备 、

传输设备
、

处理／控制设备和记录／显示设 备四大部分组成
。

1 ) 前端设备
前端设备包括摄像机及其配套的镜头 、

云 台
、

防护罩
、

解码器等
。

2 ) 传输设备
传输设备包括传输 电 (光 ) 缆 、

视频分配器
、

光端机
、

有线或无线信号调制解调设备等
。

3 ) 处理／控制设备
处理／控制设备包括视频服务器

、

视频矩阵切换／控制器
、

云台及镜头控制器
、

控制键盘等
。

4 ) 记录／显示设备
记 录／显示设 备包括监视器

、

录像设备等
。

3 系统的主要用途
视频监视系统的主要用途是 了解监视 目标形体变化 、

运 动量 大小等亮 度强弱 的明暗信息
，

可 以实

时 、

形象
、

真实地反映被监控的对象
。

4 系统元件的主要用途
1 ) 摄像机 ： 将被摄体的光信号变成电信号

，

然后送入系统的传输部分进行传送
。

2 ) 镜头 ： 把被监视 目标的光像聚焦于摄像机的靶面或 c c D (电荷耦合器件 ) 传感器上
，

在摄像机

的靶面或 c c D 传感器上产生被监视 目标的清晰图像
。

3 ) 传输电 (光 ) 缆 ： 将摄像机输出的视频信号传送到监控室
。

4 ) 视频分配器 ： 将
一

路视频信号分配为多路输出信号
，

供多台监视器监视同
一

目标
。

5 ) 视频矩 阵切换 ： 切换控制器的作用是对系统传输的图像信号进行切换
、

加工
。

它可以对多路视
频信号进行 自动或手动控制 ，

使
一

个监视器能监视多台摄像机信号
。

6 ) 画面分割处理器 ： 画面分割处理器 的作用是将多个摄像机送来 的图像信号组成
一

组
，

传送给
一

台监视器 ，

并在该监视器屏幕上分为多个画面同时显示
。

7 ) 监视器 ： 把送来的摄像机信号重现成图像
。

8 ) 控制器 ： 在监控室通过它
，

可 以对系统的摄像和传输部分进行远距 离遥控
。

9 ) 电动云台 ： 用于安装摄像机
，

它在控制电压 (云台控制器输出的电压 ) 的作用下
，

做水平和垂
直转动 ，

使摄像机能在大范围内对准并摄取所需要的观察目标
。

1 0 ) 录像机 ： 是电视监视系统的记录和重放装置
，

它可以对摄像机摄制的图像信号进行 记录
，

并
可根据需要将记录的图像进行重放 。

1 1 ．

1
．

2 系统结构分类与特



安全防范系统
·

钟 9

1
系统结构分类 与特点

根据对视频图像信号处理／控制方式的不同
，

视频监控系统结构的种类可分为简单对应模式
、

时序
切换模式 、

矩阵切换模式
、

数字视频网络虚拟交换／切换模式 。

1 ) 简单对应模式 ： 监视器和摄像机简单对应
。

2 ) 时序切换模式 ： 视频输出中至少有
一

路可进行视频图像的时序切换
。

3 ) 矩阵切换模式 ： 可以通过任
一

控制键盘
，

将任意
一

路前端视频输入信号切换到任意
一

路输出的
监视器上 ，

并可编制各种时序切换程序
。

4 ) 数字视频网络虚拟交换／切换模式 ： 模拟摄像机增加数字编码功能
，

被称作网络摄像机
，

数字
视频前端也可以是别的数字摄像机 。

数字交换传输网络可以是以太网和 D D N
、

s D H 等传输网络
。

数字
编码设备可采用具有记录功能的 D V R (数字硬盘录像机 ) 或视频服务器

，

数字视频的处理
、

控制和记
录措施可以在前端

、

传输和显示的任何环节实施
。

2 系统元件的分类与特点
1 ) 摄像机 ： 按颜色划分有彩色摄像机和黑 白摄像机两种 ； 按摄像机的图像处理及输出信号可划分

为模拟摄像机 、

网络摄像机
、

数字摄像机
。

2 ) 镜头 ： 可分为定焦距镜头
、

变焦距镜头
、

广角镜头等
。

①定焦距镜头用于摄取固定 目标 。

②变焦距镜头用于摄取大范围画面 。

③广角镜头用于摄取小视距
、

大视角画面
。

3 ) 监视器 ： 可分为 c R T (阴极射线管监视器 )
、

L c D (液晶监视器 )
、 P I】P (等离子体监视器 ) 等

类型 。

4 ) 录像设备 ： 可分为数字录像设备 (数字硬盘录像机 )
、

磁带录像机 。

1 1 ．

1
．

3 产品主要技术性能
1 选用主要技术指标
视频监控电视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可采用五级损伤制评定 (参见表 l 1

．

1
．

3 )
。

系统在正 常工 作条件
下 ，

图像质量应不低于 4 级的要求 ； 在允许的最恶劣工 作条件下或应急照明情况下
，

图像质量应不低于
3 级的要求

。

表 1 1
．

1
．

3 五 级损伤制评定图像等级

图像等级 图像质量损伤主观 评价

5
不觉察损伤或干扰

4
稍有觉察损伤或干扰

，

但不令人讨厌

3
有明显损伤或干扰

，

令人感到讨厌

2
损伤或干扰较严重

，

令人相当讨厌

l
损伤或干扰极严重

。

不能观看

2 主要技术性能要求
在正常工作照明条件下系统图像质量 的性能指标应符合 以下规定

1 ) 模拟复合视频信号应符合以下规定 ：

视频信号输出幅度 l V ，
一

， ± 3 l1B V B s

实时显示黑白电视水平清晰度 ≥ 4 o o T V L

实时显示彩色电视水平清晰度

回放图像中心水平清晰度
黑白电视灰度等级

随机信噪比

≥ 2 7 O 1 1V I．

≥ 2 2
O T V L

≥
8

≥ 3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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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数字信号应符合以下规定 ：

单路画面像素数量 ≥ 3 5 2 × 2 8 8 (c IF )
单路显示基本帧率 ≥ 2 5 fps

1 1 ．

1
．

4 选用要点
1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的制式应采用与通用的电视制式 一

致
，

选用设备
、

部件的视频输入和输出阻抗以及电
缆的特性阻抗均应为 7 5 n ； 音频设备的输入

、

输出阻抗宜为高阻抗
。

2 摄像机
1 ) 为确保系统总体功能和总体技术指标

，

摄像机选型要充分考虑监视 目标的环境照度
、

安装条
件 、

传输
、

控制和安全管理需求等因素
。

2 ) 监视 目标 的最低环境照度不应低于摄像机最低照度 的 5 O 倍
。

3 ) 应优先选用 c c D 摄像机
。

要求彩色摄像机的水平清晰度在 3 3 0 1TV L 以上
，

黑 白摄像机的水平清

晰度在 4 2 O T V L 以上
。

4 ) 监视 目标 的环境照度不高
，

而要求 图像清晰度较高时
，

宜选用黑 白摄像机 ； 监视 目标的环境照
度不高 ，

且需安装彩色摄像机时
，

需设置附加照明装置
。

附加照明装置的光源光线宜避免直射摄像机镜
头 ，

以免产生晕光
，

并力求环境照度分布均匀
，

附加照明装置可由监控中心控制
。

5 ) 摄像机信噪 比要求在 4 6 d B 以上
。

6 ) 应根据现场环境照度变化情况
，

选择适合的宽动态范围的摄像机 ； 监视 目标的照度变化范围大

或必须逆光摄像时 ，

宜选用具有 自动电子快门的摄像机 。

7 ) 当需要逆光安装时
，

应选用带背景光处理的摄像机
。

8 ) 用于室外或环境照度较低处的彩色摄像机
，

其最低照度应小于 l Ix ( F／1
．

4 )
，

或选用在低照度
时能自动转换为黑白图像的彩色摄像机 。

9 ) 电梯轿厢内设置摄像机时
，

可选择针孔镜头
，

视频信号电缆应选用屏蔽性能好的电梯专用电
缆 。

1 O ) 摄像机的工 作温度
、

湿度应适应现场气候条件的变化
，

必要时可采用适应环境条件 的防护罩
。

3 镜头
1 ) 镜头 的焦距应根据视场大小和镜头与监 视 目标 的距离确定

，

并按下式计算 ：

F =

等 ⋯
．

1_4 )

式中 F
— —

焦距 (m m ) ；

，
4

— —

像场高 (m m ) ；

L — —

物距 (m m ) ；

H — —

视场高 (m m )
。

监视视野狭长的区域 ，

可 选择 长焦 (望 远 ) 镜 头
，

视角在 4 0 。

以内 ； 监视 目标视 距小而视 角较大

时 ，

可选用广角镜头
，

视角在 5 5 。

以上 ； 景深大
、

视角范围广
、

且被监视 目标为移动时
，

宜选用变焦距
镜头 ； 有隐蔽要求或特殊功能要求时

，

可选择针孔镜头或棱镜头
。

2 ) 监视 目标照度恒定或变化较小时宜选用手动可变光圈镜头
。

3 ) 变焦镜头应满足最大距离 的特写与最大视场角观察需求
，

并宜选用具有 自动光圈
、

自动聚焦功
能的变焦镜头 。

变焦镜头的变焦和聚焦响应速度应与移动 目标的活动速度和云台的移动速度相适应
。

4 ) 在光照度变化较大场所 (变化范围相差 lo o 倍以上 ) 应选用 自动或电动光圈镜头
。

5 ) 当有遥控要求时
，

可选用具有聚焦
、

光圈
、

变焦遥控功能的镜头
。

6 ) 镜头接 口 应与摄像机的工 业 接口
一

致
。

7 ) 镜头规格应与摄像机 c c D 靶面规格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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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器

1 ) 彩色摄像机应选用彩色监视器
，

黑 白摄像机应选用黑白监视器
，

至少配置两 台以上
。

2 )
一

般采用 12 ” ～

2 5 ”

黑白或彩色监视器
，

最佳视距宜在 5
～

8 倍显像管尺寸之间
。

3 ) 应选用比摄像机高
一

档 (1o O T V L ) 清晰度的监视器
。

4 ) 在射频传输方式中
，

可采用 电视接收机作为监视器
。

5 ) 有特殊要求时
，

可采用大屏幕投影
、

背投或电视墙等
。

6 ) 摄像机与监视器之间的配置比例应适当 ： 系统部分摄像机配置双工 多画面视频处理器 时
，

应不
大于 5 ：1 ； 5 0 ％ 以 上 摄像机配置双工 多画面视频处理器时

，

应不大于 9 ： l ； 全部 摄像 机配置 双工 多画面
视频处理器时 ，

应不大于 16 ：1 。

5 视频矩阵切换／控制器
1 ) 对摄像机等前端设备的控制

。

2 ) 图像显示任意编程及手动
、

自动切换
。

3 ) 图像显示应具有摄像机位置编码
、

时间
、

日期等信息
。

4 ) 对图像记录设备的控制
。

5 ) 支持必要的联动控制
。

当报警发生时
，

应能对报警现场的图像或声音进行复核
，

并 自动切换到
指定的监视器上显示和自动实时录像 。

6 ) 具有视频报警功能的监视设备
，

应具有多路报警显示和画面定格功能
，

并任意设定视频警戒
区。

7 ) 视频输入接 口 的最低路数应留有
一

定的冗余量
。

8 ) 视频输出接 口 的最低路数应根据安全管理需求和显示
、

记录设备的配置数量确定 。

9 ) 应能手动或 自动操作
，

对镜头
、

电动云台等的各种动作 (如转向
、

变焦
、

聚焦
、

光圈等动作 )
进行遥控 。

一

1 O ) 应能手动或 自动编程切换
，

对所有输入视频信号在指定的监视器上进行 固定或时序显示
。

1 1 ) 应具有配置信息存储功能
，

在供电中断或关机后
，

对所有编程设置
、

摄像机号
、

地址
、

时间
等均可记忆 ，

在开机或电源恢复供电后
，

系统应恢复正常工 作
。

1 2 ) 应具有与外部其他系统联动的接 口 。

当与报警控制设备联动时应能切换出相应部位摄像机的
图像 ，

并显示记录
。

1 3 ) 具有系统操作密码权限设置和中文菜单显示
。

1 4 ) 当系统有分控要求时
，

应根据实际情况分配控制终端如控制键盘及视频输出接 口 等 ； 并根据
需要确定操作权限功能。

6 录像设备
1 ) 宜选用数字录像设备

，

并宜具备防篡改功能； 其存储容量和回放质量应满足相关标准和管理使
用要求 。

2 ) 录像机输入
、

输出信号
，

视
、

音频指标均应与整个系统的技术指标相适应
。

一

个视频监控系
统 ，

至少应配备
一

台录像机
。

3 ) 录像设备应具有 自动录像功能
、

报警联动实时录像功能
，

并可显示 日期
、

时间及摄像机位置编
码 。

4 ) 在同
一

系统中
，

对于磁带录像机和记录介质的规格应
一

致
。

5 ) 大容量长时间记录
，

又有即时分析等功能要求时
，

宜选用数字硬盘录像机
。

小容量视频监控系
统也可直接以其作为控制主机 。

6 ) 数字硬盘录像应选用技术成熟
、

性能稳定可靠的产品
，

应具有同步记录与回放
、

宕机自动恢复
等功能。

对于
一

、 二 级工 程中
、

高度风险区
，

每路记录速度不宜小于 2 5 『彬 秒 ； 对于其他场所
，

每路记
录速度不宜小于 6 帧／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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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数字硬盘录像机可根据系统功能的需要
，

选择摄像机控制
、

监视画面分割
、

报警联动等技术指
标 。

8 ) 数字硬盘录像机硬盘容量可根据录像质量要求
、

信号压缩方式
、

保存时间确定
。

9 ) 在录像的同时需要记录声音时
，

记录设备应能同步记录图像和声音
．

并可同步回放
。

1 0 ) 与入侵报警联动的摄像系统
，

宜单独配备相应的图像记录设备
。

7 云 台／支架
1 ) 根据使用要求选用云台／支架

，

并与现场环境相协调
2 ) 监视对象为固定 目标时

，

摄像机宜配置手动云 台
，

即万向支架
。

3 ) 监视场景范围较大时
，

摄像机应配置电动遥控云 台
，

所选云 台的负荷能力应大于实际负荷的
1 ．

2 倍 ； 云 台的工作温度
、

湿度范围应满足现场环境要求 。

4 ) 云台转动停止时应具有 良好的 自锁性能
，

水平和垂直转角回差应 ≤ 1 。 。

5 ) 云台的运行速度 (转动角速度 ) 和转动的角度范围
，

应与跟踪的移动目标相适应
。

6 ) 室内型电动云台在承受最大负载时
，

机械噪声声强级应 ≤ 5 0 d B 。

7 ) 根据需要可配置快速云台或
一

体化遥控摄像机 (含内置云台等)
。

8 防护罩
1 ) 根据使用要求选用防护罩

，

并应与现场环境相协调
。

2 ) 防护罩尺寸规格应与摄像机
、

镜头等相配套
。

9 传输电缆
、

光缆
1 ) 视频信号传输电缆

①应根据图像信号采用基带传输或射频传输 ，

确定选用视频电缆或射频电缆
。

②所选用电缆的防护层应适合电缆敷设方式及使用环境 的要求 (如气候环境
、

是否存在有害物质
、

干扰源等)。

③室内线路宜选用外导体内径 7 m m 以下 的聚氯 乙烯外套同轴电缆
，

外导体内径 5 m m 的聚氯乙烯外
套同轴电缆最大传输距离 30 0 m ，

外导体内径 7 m m 的聚氯乙烯外套同轴电缆最大传输距离 5 0 0 m ； 室外
线路宜选用外导体内径 7 m m 及以上的聚乙烯外套同轴电缆

，

外导体内径 9 m m 的聚氯乙烯外套同轴电缆

最大传输距离 8 0 0 r n 。

④终端机房没备间的连接线 ，

距离较短时
，

宜选用外导体内径为 3 m m 或 5 m m 、

且具有密编铜网外
导体的同轴电缆 。

⑤电梯轿厢的视频 同轴 电缆应选用 电梯专用 电缆
。

2 ) 5 e 类及以上等级 4 对对绞电缆最大传输距离 9 0 m 。

3 ) 光缆 ：

①光缆的传输模式 ，

可依传输距离而定
。

长距离时宜采用单模光纤
，

距离较短时宜采用多模光纤
。

②光缆芯线数 目
，

应根据监视点的个数
、

监视点的分布情况来确定
，

并注意留有
一

定的余量
。

③光缆的结构及允许的最小弯曲半径 、

最大抗拉力等机械参数
，

应满足施工 条件的要求
。

④光缆的保护层 ，

应适合光缆的敷设方式及使用环境的要求
。

4 ) 控制信号 电缆耐压不应低 于 A C 2 5 O V
，

铜芯绝缘导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O
．

5 O m m 。； 穿管敷设的
绝缘导线 ，

芯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0
．

7 5 m m 。 ； 多芯电缆的芯线截面积应不小于 0
．

3 O m m 。。

5 ) 电源线耐压不应低于 A c 5 0 O V
，

铜芯绝缘导线
、

电缆芯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1
．

0 m m 。。

1 0 其他选用要点
1 ) 被监视场所照度低于所采用摄像机要求的最低照度时

，

应在摄像机防护罩上或附近加装辅助照
明 (应急照明) 设施 。

室外安装的摄像机
，

宜加装对大雾透射力强的灯具 。

2 ) 应根据摄像机所安装 的环境
、

监视要求配置适当的云台
、

防护罩
。

安装在室外的摄像机
，

必须

加装 多功能的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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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多个连续监视点有长时间录像要求时

，

宜选用多画面处理器 (分割器 ) 或数字硬盘录像机 ；

当一

路视频信号要送到多个图像显示或记录设备上时
，

应选用视频分配器
。

1 1 ．

1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摄像机
1 ) 摄像机应安装在监视 目标附近不易受外界损伤的地方 。

摄像机镜头应避免强光直射
，

尽可能从
光源方向对准监视 目标 ．

当需要逆光安装时
，

应选用带背景光处理的摄像机
，

同时应设法降低监视区域
的明暗对比度 。

2 ) 宜优先选用定焦距
、

定方向的固定安装方式的摄像机
，

必要 时可采 取分 区覆 盖方式代替具 有 多
功能镜头 、

云台的摄像机
。

3 ) 摄像机需要隐蔽时
，

可设置在天花板或墙壁 内
。

电梯轿厢内设置摄像机宜安装在电梯厢门左或
右侧上角 。

4 ) 摄像机安装对地高度 ： 室内宜为 2 2
～

5 m ； 室外宜为 3
．

5
～

l0 m 。

2 监视器
1 ) 在满足管理需要和保证图像质量的情况下

，

可进行多画面显示
。

多台监视器同时显示 时
，

宜安
装在显示没备柜或电视墙内 ，

以获取较好 的观察效果
。

2 ) 监视器的设置位置应使屏幕不受外界强光直射
。

当有不可避免的强光入射时
，

应采取相应避光
措施 。

3 监控中心
1 ) 监控中心室内地面应防静电 、

光滑
、

平整
、

不起尘
。

2 ) 室内的电缆
、

控制线的敷设宜设置地槽 ； 当不设置地槽时
，

也可 敷设在 电缆槽 架
、

电缆走廊
、

墙上槽板内
，

或采用活动地板
。

3 ) 根据机架
、

机柜
、

控制台等设备的相应位置
，

应设置电缆槽和进线孔
，

槽的高度和宽度应满足
敷设电缆的容量和电缆弯曲半径的要求 。

4 ) 控制台正面与墙的净距离不应小于 1
．

2 m ，

侧面与墙或其他设备的净距离
，

在主要走道不应小
于 1

．

5 m ，

在次要走道不应小于 O
．

8 m 。

5 ) 机架背面和侧面与墙的净距离不应小于 0
．

8 m 。

6 ) 监控人员距监视器的最佳视距宜为 5
～

8 倍显像管尺寸
。

4 缆线敷设
1 ) 综合布线系统的线缆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

G B ／．r5o 3 l】的规定 。

2 ) 非综合布线系统室内线缆的敷设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无机械损伤的电 (光) 缆 ，

或改
、

扩建工 程使用的电 (光 ) 缆
，

可采用沿墙明敷方式
。

(爹在新建的建筑物内或要求管线隐蔽的电 (光 ) 缆应采用暗管敷设方式 。

③下列情况可采用明管配线 ：

a

易受外部损伤 ；

b 在线路路由上
，

其它管线和障碍物较多
，

不宜 明敷的线路 ；

c
在易受电磁干扰或易燃易爆等危险场所

。

④电缆和电力线平行或交叉敷设时
，

其间距不得小于 O
．

3 m ； 电力线与信号线交叉敷设时
，

宜成直
角 。

3 ) 室外线缆的敷设
，

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民用闭路监视 电视系统工 程 技术规范》 G B 5 0 I9 8
—

19 9 4
中第 2

．

3
．

7 条的要求
。

4 ) 敷设电缆时
，

多芯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
，

应大于其外径的 6 倍 ； 同轴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应大
于其外径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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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线缆槽敷设截 面利用率不应大于 60％ ； 线缆穿管敷设截面利用率不应大于 4 O ％ 。

6 ) 电缆沿支架或在线槽内敷设时应在下列各处牢固固定 ：

①电缆垂直排列或倾斜坡度超过 4 5 。

时的每
一

个支架上 ；

②电缆水平排列或倾斜坡度不超过 4 5 。

时
，

在每隔 l
～

2 个支架上 ；

③在引入接线盒及分线箱前 l5 0
～

3 o o m m 处
。

7 ) 明敷设的信号线路与具有强磁场
、

强 电场的电气设备之间的净距离
，

宜大于 1
．

5 m ，

当采用屏
蔽线缆或穿金属保护管或在金属封闭线槽内敷设时 ，

宜大于 O
．

8 m 。

8 ) 线缆在沟道内敷设时
，

应敷设在支架上或线槽 内
。

当线缆进入建筑物后
，

线缆沟道与建筑物间
应隔离密封 。

9 ) 线缆穿管前应检查保护管是否畅通
，

管口应加护圈
，

防止穿管时损伤导线
。

1 0 ) 导线在管 内或线槽 内不应有接头和扭结
。

导线的接头应在接线盒内焊接或用端子连接
。

1 1 ) 同轴电缆应
一

线到位
，

中间无接头
。

1 2 ) 光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敷设光缆前 ，

应对光纤进行检查
。

光纤应无断点
，

其衰耗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

核对光缆长度
，

并
应根据施工 图的敷设长度来选配光缆

。

配盘时应使接头避开河沟
、

交通要道和其它障碍物
。

架空光缆的
接头应设在杆旁 1 m 以内

。

②敷设光缆时 ，

其最小弯曲半径应大于光缆外经的 2 O 倍
。

光缆的牵引端头应作好技术处理
，

可采

用 自动控制牵引力 的牵 引机进行牵引 。

牵引力应加在加强芯上
，

其牵引力不应超过 15 O k g ； 牵引速度宜
为 10 “∥m in ；

一

次牵引的直线长度不宜超过 1 k m ，

光纤接头的预留长度不应小于 8 m 。

③光缆敷设后 ，

应检查光纤有无损伤
，

并对光缆敷设损耗进行抽测
。

确认没有损伤后
，

再进行接

续 。

④光缆接续应由受过专门训l练的人员操作
，

接续时应采用光功率计或其他仪器进行监视
，

使接续损
耗达到最小 。

接续后应做好保护
，

并安装好光缆接头护套
。

⑤在光缆的接续点和终端应作永久性标志
。

⑥管道敷设光缆时 ，

无接头 的光缆在直道上敷设时应有人工 逐 个人7L同步牵引 ； 预先作好接头的光
缆 ，

其接头部分不得在管道内穿行
。

光缆端头应用塑料胶带包扎好
，

并盘圈放置在托架高处
。

⑦光缆敷设完毕后 ，

宜测量通道的总损耗
，

并用光时域反射计观察光纤通道全程波导衰减特性曲
线 。

5 施工
、

验收的相关标准规范
1 ) 施工 做法可参见 《安全防范系统设计与安装》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与施工 》图集
。

2 ) 施工安装验 收规范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 B 5 0 3 3 9

—

2 0 0 3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0 3
—

2 0 0 2 。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 A 3 O 8
—

2 0 0 l 。

1 1 ．

1
．

6 相关标准规范
《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0 34 8

—

2 o 0 4 。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 B 5 0 3 9 5
—

2 O O 7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 16
—

2 0 O 8 。

《黑自监视器通用技术条件》G B ／T 14 8 5 8
一

l9 9 3 。

《黑白通用型应用电视摄像机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16 6 9 7
一

I9 9 6 。

《应用电视摄像机云台通用技术条件》 G B／T 15 4 12
一

l9 9 4 。

《报警图像信号有线传输装置》 G B ／T l6 6 7 7
一

l9 9 6 。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G B 2 O 8 l5
—

2 o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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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通用型应用电视摄像机测量方法》 G B ／T 12 3 3 8
—

19 9 0 。

《热释电电视摄像机总技术条件》 G B／T l5 3 0 2
—

19 9 4 。

《热释电电视摄像机测量方法》 G B ／T 15 3 o 3
—

19 9 4 。

《应用电视摄像机云 台通用技术条件》G B ／T 15 4 12
一

l9 9 4 。

《摄像机 ( P A L ／s E c A M ／N 11s c ) 测量方法第 l 部分 ： 非广播单传感器摄像机》 G B ／T l5 8 6 5
—

19 9 5 。

《微光电视摄像机总技术条件》G B ／T l5 4 6 5
一

l9 9 5 。

《近红外 电视摄像机总技术条件》 G B ／T l5 6 4 1
一

l9 9 5 。

《黑白通用型应用 电视摄像机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16 6 9 7
—

19 9 6 。

《采用数据链路西议的会议电视远端摄像机控制规程》 G B ／T l6 8 5 8
—

19 9 7 。

《电工术语 非广播用摄像机》 G B ／T 2 9 o o
．

6 7
—

2 o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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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通讯网J络
。

系统

12 ．

1 程控用户交换机

1 2 ．

1
．

1 概述
1 基本概念

通信网络由用户终端设备
、

交换设备
、

传输设备按
一

定拓扑模式组合在
一

起
。

端局至汇接局的传输
设备 一

般称为中继电路
，

端局至终端用户的传输设备称为用户电路
。

程控交换机控制部分包括中央处理
器 (c P u )

、

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
。

话路部分由交换网络
、

出／人 中继器
、

用户电路等组成
。

交换网
络可以是各种接线器 (如纵横接线器 、

编码接线器
、

笛簧接线器等)
，

也可 以是 电子形式矩阵 (电子接

线器 ) 。

交换网络可以是模拟空分的
，

也可 以是数字时分 的
，

并由 c P u 发送控制命令驱动
。

出中继器和
人中继器是和中继线相连的接 口 电路 (中继线用于互联交换机 )

，

传输交换机之间的各种通信信号
，

也

可 以监视局间通话话路 的状态 。

用户电路是每个用户独用的设备
，

包括用户状态的监视和与用户有关的
功能 。

在电子交换机
，

尤其在数字交换机中
，

加强了用户电路的功能
。

话路部分包括交换网络
、

中继
器 、

用户电路以及信号设备
，

且都受控制部分的中央处理器控制
。

所以说程控交换机实质上是数字电子
计算机控制的电话交换 。

2 主要功能及作用
程控用户交换机是 目前和今后较长的时间内 ，

电话与 Is D N 业务的主要通信设备
，

用户通过程控交
换机或通过与公共电话网 (P s T N ) 等业务网的互 通

，

实现用户在建筑物中的语音
、

数据
、

图像
、

多媒
体业务的综合通信 。

3 特点
随着电子元器件和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 ，

数字式程控交换机已作为目前发展的方向
。

它的优点可分
为以下几方面 ：

1 ) 用户服务方面 ： 数字程控式交换机接续速度快
，

接通率高
，

通信质量高
，

便于保密
，

较多的服
务功能和具有多种进网方式 。

2 ) 维护管理方 面 ： 程控数字式交换机具有智能化程度高的控制功能
，

由于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
，

故可靠性高 ，

无机械性 的调整维修
，

维护量很小
，

能方便地记录计算数据
，

便于集 中维护
，

对专用网计
费有较大的灵活性 ，

对 日常的业务工 作处理方便
。

3 ) 网络组织方面 ： 程控数字交换机在模数兼容的过渡阶段
，

具有多种接 口设备
，

能适配各种制式
的交换机 ，

同时利用公共信道信号把程控交换机的处理机互 联 起来
，

就可以形成
一

个
“

计算机网
” 。

根
据需要编制程序 ，

建立集中数据库
，

通过数字链路从各交换机收集数据并将数据发送至各交换机
，

进行
各种控制 ，

实现集中维护管理和集中计费等功能
。

4 ) 建设安装方面 ： 程控数字交换机多用积木式结构方式
，

可以方便组配合扩容
，

组装方便
，

且体
积小 ，

节省机房面积
，

现场施工工作少且简单
。

1 2 ．

1
．

2 产品分类
程控用户交换机按技术结构可分为程控模拟交换机和程控数字交换机 。

1 程控模拟交换机 ： 采用纵横制交换机的空分交换网络
，

控制部分采用中央处理及进行集中控
制 。

属于过渡时期的产品
，

目前 已较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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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控数字交换机的基本原理是将音频模拟信号
，

经取标量 化编码后 变成 数字信 号
，

再 以脉冲再
生的方式进行信号传输 。

电路的接续方式采用时间分隔制
，

使用不同的时点
，

共用
一

条传输线路
，

每
一

个信号占用 一

个时隙
，

用静态 电子接点
，

按时间先后顺序
，

进行接续工 作
。

它的工 作是靠中央处理机按
照预先编定的指令控制交换机的接续动作 ，

完成用户之间的通话
。

1 2 ．

1
．

3 产品选用要点
1 配置要求
系统采用综合业务专 用交换 机 的型 号 。

初装容量
。

终局容量
。

分机数量
。

中继线数量
。

话务 台数
量 。

系统机柜数量
。

电话机数量
。

配线架 ： 其中包括局线端子板
，

用户线测端子板
，

配线架应有的扩余
容量 。

电源设备
。

语音信箱软硬件设备
。

与 M Is 系统联网用软
、

硬件设备
。

与无线寻呼的软硬件接 口

设备 。

维护设备 (含计算机及软件等)
。

自动汁费设备
。

设备正常运行所需要的
一

切软件
。

以上设备维

修专用工具 。

2 网络组成
1 ) 用户交换机 (P A B x ) 应具备强大的组网功能和丰富完善的信令接 口 ，

可 与任何 制式 的交换 机

连接组网 ，

可与调度机
、

无线寻呼系统
、

集群电话系统 (移动电话)
、

卫 星 地 面 站等接 口联网
，

可与任
意传输介质 (光缆 、

铜缆
、

载波
、

微波
、

P c M 复用设备等 ) 相连
。

网络 的转接 不需 要 人工
，

所有通信
不管国际 、

国内
、

地方都可实现用户对用户
，

端对端的通信
。

2 ) 系统应具有
一

个完全平台化的开发系统
，

系统支持 c T I (计算机电话集成 ) 的应用
。

利用本机
构筑一

个集电话通信与计算机通信的平台
，

使得办公室可以使用桌面会议电视系统
，

并将办公室众多的
计算机通过本机这个大平台连接到 Is D N 终端设备或者直接进入各种公网专用网及国际互联 网中去

。

进
行语音 、

数字
、

文本
、

图像的交换和传输
。

3 ) 系统外围端 口设置灵活方便
、

接 口种类任意
、

插板位置任意
、

数量比例任意
、

外围端 口功能开
放 ，

对各种新型终端技术应用和多媒体技术应用具有综合处理能力
。

3 控制方式 ： 程控模拟用户交换机参见 G B ／T 14 7 16
，

程控数字用户交换机参见 G B ／T l4 3 8 l
。

4 软件结构及要求 ： 用户交换机 ( P A B x ) 软件应采用模块化结构
，

要有 容错性
，

能周密检测硬
、

件故障 ，

同时对软件的执行应有监视措施
，

系统软件要求用高级语言编写
。

用户在增加软件包
，

修改各
种数据及鞍件升级时交换机不能引起任何中断

。

5 交换
、

业务性能 ： 话务量 。

传输
。

交换
。

中央处理 s s 模块
。

交换网络模块
。

外围模块
。

远程外

围模块 ( R P M )
。

接 口 。

号码处理
。

时间监视
。

机械机构和工 艺要求
。

环境要求
。

运行和维护要求
。

信
号方式。

传输衰耗
。

接通率
。 可靠性和寿命 。 电源及接地

。

功能要求 ：

用户交换机 ( P A B x ) 应具备如下功能 ： 热线服务
、

缩位拨号
、

主叫号码及姓名显示
、

呼叫转移
、

遇忙转移 、

无人应答转移
、

呼叫限制
、

呼叫代答
、

多方会议
、

区别振钤
，

留言提示
、

系统分组
、

贮存和
再拨 、

跟随
、

分机保持
、

强行插人
、

音乐等待
、

呼叫详细记录
、

经理／秘书电话等功能 ： 系统可提供功
能完善的 、

有多种语言可供选择的语音邮箱系统
，

利用计算机的语音处理原理构成
一

个语音系统
，

在语
音平台上能开放语音信患 、

语音服务等
，

可提供 留言
、

留言转发
、

留言等指示
、

留言轻柔振铃提示
、

传
真等多种功能 。

6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 l6

—

2 o o 8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 没计施工 图集 (上)》9 7 x 7 o 0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下 )》 9 7 x 7 D 0 (下 )
。

《电信专用房屋设计规范》Y D ／T 5 o 0 3
—

2 0 05 。

《有线接入 网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 Y D ／T 5 13 9
—

2 o 0 5 。

《固定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工 程设计规范》 Y D ／T 5 0 7 6
—

2 0 0 5 。

《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安装设计暂行技术规定》Y D J 2 0
—

1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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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通信电源设备安装设计规范》Y D J 1
一

l9 8 9 。

《通信局 (站) 雷电过电压保护工 程 设计规范》 Y D ／T 5 0 9 8
—

2 0 0 1 。

1 2 ．

1
．

4 施工 安装要点
1 施工 安装要点
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9 7 x 7 o 0 ，

《通信线路安装》x 1O 1
一

l 一

2
、

《综合布线系统》 X 】叭
一

3
～

4
、

《蓄电池安装》9 5 D 2 0 2
—

1 等
。

2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0 3

—

2 o o 2 。

《智能建筑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3 9
—

2 o 0 3 。

《城市住宅区和办公楼电话通信设施验收规范》 Y D 5 o 4 8
—

19 9 7 。

1 2 ．

1
．

5 相关标准
《数字交换机的时钟和同步设备进入数字网的兼容性测试方法》 G B ／T l3 15 8

—

19 9 1 。

《程控数字用户自动电话交换机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l4 3 8 1
一

l9 9 3 。

《程控模拟用户自动电话交换机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14 7 l6
—

19 9 3 。

《数字程控自动电话交换机技术要求》 G B ／T l5 5 4 2
一

l9 9 5 。

12 ．

2 综合布线系统

1 2 ．

2
．

1 概述
1 系统概述

建筑物或建筑群内的传输网络 。

它既使电话交换系统和数据通信系统及其他信息管理系统彼此相
连 ， 又使这些设备与外部通信网络相连接

。

它包括建筑物到外部网络或线路上 的连接点与工 作区的话音

或数据终端之间的所有电缆
、

光缆及相关联的布线部件 (不包括有源设备)
。

2 系统组成及作用 (表 l2
．

2
．

1 )
表 1 2

．

2
．

1 综合布线系统组成及作用

名称 作用

工作区

一

个独立的需要设置终端设备 (．rE ) 的区域宜划分为
一

个工 作区
。 工 作区应 由配线子系统的

信息插座模块 (T O ) 延伸到终端设备处的连接缆线及适配器组成

配线子系统 配线子系统应由
工作区的信息插座模块

、

信息插座模块至 电信问配线设备 (F I】) 的配线 电缆

和光缆 、

电信间的配线设备及设备缆线和跳线等组成

干线子系统 干线子系统应由设备间至电信间的干线电缆和光缆

，

安装在设备间的建筑物配线设备 (B D )
及设备缆线和跳线组成

建筑群子系统 建筑群子系统应由连接多个建筑物之间的主干电缆和光缆

、

建筑群配线设备 (c D ) 及设备缆
线和跳线组成

设备间

设备问是在每幢建筑物的适当地点进行网帑管理和信息交换的场地 。

对于综台布线系统工 程
设计 ，

设备间主要安装建筑物配线设备 。 电话交换机
、

计算机主机设备及人 口设施也 可与配

线设备安装在
一

起

进线间 进线间是建筑物外部通信和信息管线 的入
口 部位

，

并可作为人口 设施和建筑群配线设备的安
装场地

管理 管理应对
工 作区

、

电信间
、

设备间
、

进线间的配线设备
、

缆线
、

信息插座模块等设施按
一

定
的模式进行标识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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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2
．

2 系统分类及应用
1 系统分类

1 ) 铜缆布线系统的分级与类别 (表 12
．

2
．

2
一

I )
。

表 1 2
．

2
．

2
—

1 铜缆布线系统的分级与类别

系统分级 支持带宽 ( H z )

支持应用器件

电缆 连接硬件

C l6 M 3 类 3 类

D lo o M 5／5 e 类 5／5 e 类

F 2 5 0 M 6 类 6 类

F 6 0 0 M 7 类 7 类

注 ： 3 类
、

5／5 e 类 (超 5 类)
、

6 类
、

7 类布线系统应能支持向下兼容的应用
。

2 ) 光缆布线系统的分级 (表 12
．

2
．

2
—

2 )
。

表 1 2
．

2
．

2
—

2 光缆布线系统的分级

注： 指不同的光纤应用于不同等级的光信道时
，

至少满足的传输距 离
。

2 系统应用
1 ) 光纤传输的应用

10 O M 、 1 G 以太 网中光纤 的应用见表 I2
．

2 3
一

l
，

10 G 以太网中光纤 的应用见表 l2
．

2
．

3
—

2 。

2 ) 综合布线支持以太网在线供电 (P o E ) 12
．

2
．

3
—

3 。

1 2 。

2
．

3 技术性能要求
1 选用主要技术指标
1 ) 3 类

、

5 类布线系统应考虑指标项目为衰减
、

近端 串音 (N E x T ) ；

2 ) 5 e 类
、

6 类
、

7 类布线系统
，

应考虑指标项 目为插入损耗 ( IL )
、

近端 串音
、

衰减 串音 比
(A c R )

、

等电平远端串音 (E L F E x T )
、

近端 串音 功率 和 ( P S N E x T )
、

衰减串音 比功率和 (P s A c R )
、

等电平远端串音功率和 (P s F T_E F x T )
、

回波损耗 ( R L )
、

时延
、

时延偏差等
表 12

．

2
．

3
—

1 1 O O M 、 1 G 以太 网中光纤的应用

光纤类型 应用 网络 光纤直 径 (“m ) 波长 ( n m ) 带宽 ( M H z ) 应用距离 ( m )

10 0 B A S E —

F X 2o o 0

多
模

lO 0 0 B A S E —

S X

6 2 5 8 5 0

】6 0 2 2f】

lO 0 0 B A S E —

L X

2 0 0 2 7 5

5 0 O 5 5 O

lo o 0 B A S E —

S X

5 O

8 5 0 4 0 O 5 o o

5 0 o 5 5 O

lo 0 0 B A S E —

L X 13 o 0

4 0 0 5 5 O

5 0 () 5 5 O

单模 1O 0 0 B A S E
—

I
。

X ( 10 l3 1O 5 0 0 0

注 ： 上述数据可参见 IE E E 8O 2 3
—

2 o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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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

2
．

3
—

2 1 0 G 以太网中光纤的应用

光纤类型 应用网络 光纤直径 (¨m ) 波长 (n m ) 模式带宽 ( M H z ·

k m ) 应用距离 ( m )

多模

lO G B A S E —

S

62 5

85()

I60／15O 26

20 0／5 0o 33

4O 0／4 oo 66

50

5O 0／5o 0 82

2Oo o／一

3 0 0

10 G B A S E —

L X 4

6 2 5

13 l0

50 O ／5 o 0 3 0 0

5 0

4 0 o ／40 o 24 o

5 0 0 ／50 O 3 0 O

单模

l0 G B A S E —

L

(
10

13 10 】0 O 0 0

l0 G B A S E —

E 15 5 0 3 0 0 0
～

4 0 o o

1O C B A S E —

I
．

X 4 13o o 10 O o 0

注 ： 上述数据 可参见 IE E E 8O 2 3 a c
一

2 (】(】2
。

表 1 2
．

2
．

3
—

3 综合布线以太网在线供电 {P o E )

供电方式

供电方式一

以太 网在线供 电 ( P o E ) 采用由模块配线架式的供电设备 s B
，

通过非数据线对 4 和 5
、

7 和 8 向受电设备提供电源

模块配线架式的供电没备 s B 应兼容 IE E E 8O 2
．

3 af 标准 (P 0 E

协议) ，

应满足网络交换机的协议
，

应能识别受电设备的正确
供电电压 ，

向受电设备不间断地提供要求的电源
，

受电设备
有异常情况立即断电 ，

当受电设备断开后停止供电

供电方式二

以
太网在线供电 (P 0E ) 采用由具有供电功能的以太网交换机

s w ，

通过叠加在数据传输线对 1 和 2
、

3 和 6 向受电设备提供
电源 。

或 l
、

2／3
、

6 信号
，

4
、

5 ／7
、

8 供电

以太网在线供电 (P 0E ) 的对象
，

包括
无线接人点 、

网络 电话等
。

在各种温
度条件下 ，

布线系统 D
、

E
、

F 级信道
线对每 一

导体最小的传送直流电流应
为 0 175 A 。

在各种温度条件下
，

布线
系统 D

、

E
、

F 级信道 的任何导体之间
应支持 4 8 v 直流工 作电压

，

每
一

线对
的输出功率应为 15

．

4 W
，

末端为 13 w

受电设备

3 ) 屏蔽 的布线系统还应考虑非平衡衰减
、

传输阻抗
、

耦合衰减及屏蔽衰减 ；

4
) 6 A

、

7 类布线系统在应用时
，

还应考虑信道 电缆 (6 根对
一

根 4 对对绞电缆 ) 的外部串音功率

和 (P s A N E x T ) 和两根相邻 4 对对绞电缆间的外部串音 (A N E x T )
。

5 )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选用中应考虑机械性能指标 (如缆线结构
、

直径
、

材料
、

承受拉力
、

弯曲半
径等)。

2 主要技术性能要求
参见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 G B 5 0 3 1 l

一

2 O O 7 ；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 验 收规范》 G B 5 0 3 l2
—

2 0 ()7 。，

1 2 ．

2
．

4 选用要点
1 工 程设计中必须选用经过国家认可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合格的

、

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的
定型产品。

2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应按照近期和远期的通信业务
，

计算机网络拓朴结构等需要
，

选用合适的布
线器件与设施 。

选用产品的各项指标应高于系统指标
，

才能保证系统指标得以满足和具有发展的余地
，

同时也应考虑工 程造价及工程要求
，

对系统产品选用应恰如其分
。

3 综合布线系统在进行系统配置选用时
，

应充分考虑用户近期与远期的实际需要与发展
，

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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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用性和灵活性 ，

尽量避免布线系统投入正常使用以后
，

较短的时间又要进行扩建与改建
，

造成资金
浪费 。

一

般来说
，

布线系统的水平配线应以远期需要为主
，

垂直干线应以近期实用为主
。

4 应根据系统对网络的构成
、

传输缆线的规格
、

传输距离等要求选用相应等级的综合布线产品
。

5 对于综合布线系统
，

电缆和接插件之间的连接应考虑阻抗匹配和平衡与非平衡的转换适配
。

在
工程 ( D 级至 F 级) 中特性阻抗应符合 l0 0 n 标准

。

在系统选用时
，

应保证布线信道和链路在支持相应
等级应用中的传输性能 ，

如果选用 6 类布线产品
，

则缆线
、

连接硬件
、

跳线等都应达到 6 类
，

才能保证
系统为 6 类

。

如果采用屏蔽布线系统
，

则所有部件都应选用带屏蔽的硬件
。

6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选用的产品类别及链路
、

信道等级确定应综合考虑建筑物的功能
、

应用网
络 、

业务终端类型
、

业务的需求及发展
、

性能价格
、

现场安装条件等 因素
，

应符合表 l2
．

2 4
—

1 要求
。

表 1 2
．

2
．

4
—

1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选用要求

业务

种类

配线子系统 干线子系统 建筑群子系统

等级 类别 等级 类别 等级 类别

语音 D ／E 5 e／6 C 3 (电缆为大对数 ) C 3 (电缆为室外大对数)

数据

n ／B ，F 5 e ，6／6 h ／1 D ／E ／F

5 B ／6／6 A ／7
( 电 缆 为 4

对
)

D ／E ／F 在不超 过 9o m 时
，

也可
采用室外 4 对对绞电缆

光 纤 ( 多

模或单模)

6 2 5 斗m 多 模／5 0 斗fn

多模／ < 10 “ m 单模 光纤

6 2 5 “̈ 多模／5 O Ⅳ n 多模
／ < 10 ¨m 单模 光纤

6 2 ．

5 “m 多模／5 0 ¨m 多模
／< 10 “m 单模

其它应用 可采用 5 e／6 类 4 对对绞电缆和 6 2 5 肛m 多模／50 m̈ 多模／ < lO 岬 多模
、

单模光缆

注 ： 其它应用
，

指数字监控摄像机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现场控制器 (D D c )
、

出人 口控 制 系统 等采用网络端 口 传送
数字信息时的应用 。

7 工 作区信息点为电端口时应采用 8 位模块通用插座 (R I45 )
，

光端 口宜采用 s F F 小型光纤连接
器件及适配器 。

8 集合点 (c P ) 安装的连接器件应选用卡接式配线模块或 8 位模块通用插座或各类光纤连接器件
和适配器 。

9 当集合点 (c P ) 配线设备为 8 位模块通用插座时
，

c P 电缆宜采用带有单端 R J4 5 插头的产业化
产品 ，

以保证布线链路 的传输性能
。

1 0 F D 、

B D
、

c D 配线设备应采用 8 位模块通用插座或卡接式配线模块 (多对
、

2 5 对及 回线型卡
接模块) 和光纤连接器件及光纤适配器 (单工 或双 工 的 s，r

、

s c 或 s F F 光纤连接器件及适配器)
。

1 1 综合布线系统光纤信道应采用标称波长为 8 5 O n m 和 l3 O O n m 的多模光纤及标称波长为 13 10 n m

和 I5 5 0 n m 的单模光纤
。

1 2 单模和多模光缆的选用应符合网络的构成方式
、

业务的互通互连方式及光纤在 网络 中的应用
传输距离 。

一

般在楼内宜采用多模光缆
，

建筑物之间宜采用多模或单模光缆
，

需直接与电信业务经营者
相连时宜采用单模光缆 。

1 3 综合布线非屏蔽
、

屏蔽
、

光缆系统的选用 (见表 l2
．

2
．

4
—

2 ) 。

表 12
．

2
．

4
—

2 综合布线非屏蔽
、

屏蔽
、

光缆系统的选用

名称 非屏蔽 、

屏蔽
、

光缆系统的选用条件

非屏蔽系统 当综合布线区域内存在的瞬间电磁干扰场强低于
3 V ／m 时

，

或缆线间距满足相应规定时
，

宜采用非屏
蔽缆线和非屏蔽配线设备进行布线

屏 蔽 系 统 或

光缆系统

综合布线区域内存在的电磁干扰场强高于 3 V ／m 时
，

宜采用屏蔽布线系统进行防护
，

也可采用光缆 系

统

用户对 电磁兼容性有较高的要求 (电磁干扰和防信息泄漏) 时
，

或网络安全保密的需要
，

宜采用屏
蔽布线系统或光缆系统

采用非屏蔽布线系统无法满足安装现场条件对缆线的间距要求时 ，

宜采用屏蔽布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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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综合布线屏蔽系统的选用 (见表 】2
．

2
．

4
—

3 )
。

表 1 2
．

2
．

4
—

3 综合布线屏蔽系统的选用

名称 屏蔽系统的选用条件

屏蔽系统要求 屏蔽布线系统采用的电缆 、

连接器件
、

跳线
、

设备电缆都应是屏蔽的
，

并应保持屏蔽层的连续性

屏蔽电缆要求

对于屏蔽电缆根据防护的要求 ，

可分为 F ／u
‘

口 (电缆金属箔屏蔽 )
、

u ／丌 P (线刑金属箔屏 蔽 )
、

s F ／

u lr P
(电缆金属编织丝网加金属箔屏蔽 )

、

s／F T P (电缆金属箔编织 网屏敞加 I：线对金属箔屏蔽 ) 几

种结 构 。

不 同的屏蔽 电缆会产生不同的屏蔽效果
。

金属箔对高频
、

金属编织丝网对低频的电磁屏蔽
效果为佳 。

如果采用双重屏蔽 (s F ／u
’

rP 和 s ／兀 甲 ) 则屏 蔽效果 更 为理想
，

可 以同时抵 御线对之 间和

来 自外部 的电磁辐射 干扰 ，

减少线对之间及线对对外部的电磁辐射干扰

15 综合布线跳线的选用
为保证传输质量 ，

配线设 备连接的跳线宜选用产业化制造的电
、

光各类跳线
，

在电话应用时宜选用

双芯对绞电缆 ，

详见表 12
．

2
．

4
—

4 。

表 1 2
．

2
．

4
—

4 综合布线跳线的选用

名称 跳线的选用条件

跳线

跳线两端的插头 ID c 指 4 对或多对的扁平模块
，

主要连接多端子配线模块 ； R I4 5 指 8 位插头
，

可与 8 位模
块通用插座相连； 跳线两端如为 5T

、

s c
、

s F F 光纤连接器件
，

则与相应的光纤适配器配套相连
，

按以下原

则选择 ：

1

电话跳线宜按每根 1 对或 2 对对绞电缆容量配置
，

跳线两端连接插头采用 ID c 或 R J45 型 ；

2
数据跳线宜按每根 4 对对绞电缆配置

，

跳线两端连接插头采用 ID c 或 R 】4 5 型 ；

3
光纤跳线宜按每根 1 芯或 2 芯光纤配置

．

光跳线连接器件采用 s T
、

s c 或 s F F 型

16 综合布线系统配线模块产品选用 (见表 l2
．

2
．

4
—

5 )
表 1 2

．

2
．

4
—

5 综合布线系统配线模块产品选用

类别 产品类
型 配线设备安装场地和连接缆线类型

配线设备类型 容量及规格 c P (集合点 ) F D (电信问) B D (设备问 ) c D (设 备问／进线问)

电缆配

线设备

大 对 数 卡

接模块

采用 4 对卡接模块

4
对水平电缆

／4
对 c P 电缆

4
对 水 平 电缆／4 对

主干电缆
4 对主

：

f 电缆 4 列主干电缆

采用 5 对卡接模块 大对数主干电缆 大对数主干电缆 大对数主干电缆

2 5
对 卡 接

模块
2 5 对

4
对水平电缆

／4
对 c P 电缆

4
对 水 平 电缆／4 对

主干电缆／大对数主
干电缆

4
列主干电缆

／
大对数 主干
电缆

4
对 主 于电缆／大对

数主干电缆

回线 型 卡

接模块

8
回线

4
对水平电缆

／4
对 C P 电缆

4
对水 平 电缆／4 对

主干电缆 大对数主于电缆 大对数主干电缆

】0
回线 大对 数 主干 电缆 大对数主干电缆 大对数主干电缆

RJ4 5 配 线

模块

一

般为 24 口 或
4 8 口

4
对水平电缆

／4
对 c P 电缆

4
对 水 平 电 缆／4 对

主干电缆
4 对主干电缆 4 对主干 电缆

光缆 配

线设备

sT 光 纤 连
接盘

单 工／双 工
， 一

般为 24 口

水平光缆／C P

光缆 水平光缆
／主干 光缆 主干光缆 主干光缆

s c
光纤连

接盘

单工 ／双 工
． 一

般为 z 4 口

水平光缆／C P

光缆 水平光缆
／主干光缆 主干光缆 主干光缆

s F F
小型光

纤连接盘

单 工 ／双 工
， 一

般为 2 4 口
、

或
4 8 口

水平光缆／C P

光缆 水平光缆
／主干光缆 主干光缆 主干光缆

注 ： s F F 小型光纤连接器可为 L c
、

M T
—

R J
、

V F
一

4 5
、

M u 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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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综合布线工 程选用的电缆

、

光缆应从建筑物的高度
、

面积
、

功能
、

重要性等方面加以综合考
虑 ，

当有防火要求时
，

选用相应等级的缆线 (如阻燃
、

防火
、

低烟无卤电缆等)
。

1 8 在高温
、

潮湿
、

电磁干扰
、

撞击
、

振动
、

腐蚀气体
、

灰尘等恶劣环境中
，

应采用工 业级布线
系统配线设备 。

1 9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信息技术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G B／T l8 2 3 3

—

2 0 O 8 。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 G B ／T 5 O 3 l l
一

2 o 0 7 。

《民用建筑 电气设计规范》 JG J 16
—

2 o 0 8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 B ／T 5 0 3 l4
—

2 0 O 6
。

《住宅智能化电气设计施工 图集》 9 9 x 6 0 l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设计施工 图集》 O 3 x 6 0 2 。

《智能建筑弱电工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上 )》 9 7 x 7 o 0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下 )》 9 7 x 7 0 0 (下 )
。

《体育建筑专用弱电系统设计安装》0 6 x 7 0 l 。

《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设计图集》0 3 x 8 0 1
一

l 。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设 计施工 图集》 Y D 5 0 8 2
—

19 9 9 。

1 2 ．

2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信息插座底盒数量应以插座盒面板设置的开 口数确定
，

每
一

个底盒支持安装的信息点数量不宜
大于 2 个

。

2 光纤信息插座模块安装的底盒大小应充分考虑到水平光缆 (2 芯或 4 芯 ) 终接处的光缆盘 留空
间和满足光缆对弯曲半径的要求 。

3 1 条 4 对对绞电缆应全部固定终接在 1 个 8 位模块通用插座上
。

不允许将 J 条 4 对对绞电缆终接
在 2 个或 2 个以上 8 位模块通用插座

。

4 多用户信息插座和集合点的配线设备应安装于墙体或柱子等建筑物固定的位置
。

5 缆线应有余量以适应终接
、

检测和变更
。

对绞电缆预留长度在工 作区为 3
。

6 c m ，

电信间宜为
0 ．

5
～

2 m ，

设备间宜为 3
—

5 m ； 光缆布放路由宜盘留
，

预留长度宜为 3
—

5 m ，

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设计要
求预留长度 。

6 缆线的弯曲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非屏蔽 4 对对绞电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电缆外径的 4 倍 ；

2 ) 屏蔽 4 对对绞电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电缆外径的 8 倍 ；

3 ) 主干对绞电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电缆外径的 lO 倍 ；

4 ) 2 芯或 4 芯水平光缆的弯曲半径应大于 2 5 m m ； 其他芯数的水平光缆
、

主干光缆和室外光缆的弯
曲半径应至少为光缆外径的 l0 倍

。

7 综合布线缆线宜单独敷设
，

与其他弱电系统各子系统缆线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

8 对于有安全保密要求的工 程
，

综合布线缆线与信号线
、

电力线
、

接地线的间距应符合相应的保
密规定 。

对于具有安全保密要求的缆线应采取独立的金属管或金属线槽敷设
。

9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端到端应保持完好的导通性
。

1 0 配线子系统缆线宜采用在吊顶
、

墙体内穿管或设置金属密封线槽及开放式 (电缆桥架
。

吊挂
环等) 敷设 。

当缆线在地面布放时
，

应根据环境条件选用地板下线槽
、

网络地板
、

高架 (活动) 地板
布线等安装方式 。

1 1 干线子系统垂直通道有穿楼板电缆孔
、

管槽
、

电缆竖井三 种方式可供选择
，

其中宜采用电缆
竖井方式。 电缆竖井的位置上

、

下应对齐
。

1 2 建筑群之间的缆线宜采用地下管道或电缆沟敷设方式
，

并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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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绞电缆终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终接时
，

每对对绞线应保持扭绞状态
，

扭绞松开长度对于 3 类电缆不应大于 7 5 m m ； 对于 5 类
电缆不应大于 13 m m ； 对于 6 类电缆应尽量保持扭绞状态

，

减小扭绞松开长度
。

2 ) 对绞线与 8 位模块式通用插座相连时
，

必须按色标和线对顺序进行卡 接
。

可采用 A 类
、

B 类两
种连接方式均可采用 ，

但在同
一

布线工 程中两种连接方式不应混合使用
。

1 4 7 类布线系统采用非 R 14 5 方式终接时
，

连接图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

1 5 屏蔽对绞电缆的屏蔽层与连接器件终接处屏蔽罩应通过紧固器件可靠接触
，

缆线屏蔽层应与
连接器件屏蔽罩 3 6 O 。

圆周接触
，

接触长度不宜小于 10 m m 。

屏蔽层不应用于受力的场合
。

1 6 对不同的屏蔽对绞线或屏蔽电缆
，

屏蔽层应采用不同的端接方法
。

应对编织层或金属箔与汇
流导线进行有效的端接 。

1 7 光缆终接与接续应采用以下方式 ：

1 ) 光纤与连接器件连接可采用尾纤熔接
、

现场研磨和机械连接方式
。

2 ) 光纤与光纤接续可采用熔接和光连接子 (机械 ) 连接方式
。

1 8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验收规范》 G B ／T 5 0 3 12

—

2 0 (】7 。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0 3
—

2 0 0 2 。

《智能建筑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 39
—

2 0 O 3 。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施工 监理暂行规定》 Y D 5 l2 4
—

2 0 0 5 。

1 2 ．

2
．

7 相关标准规范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1 部分 ： 总规范》 c B ／T l8 0 】5

．

】
一

2 O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2 部分 ： 水平层布线电缆 分规范》 G B ／T 18叭 5
．

2
—

2 O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3 部分 ： 工 作区布线电缆 分规范》 G B ／T 18O 15
．

3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4 部分 ： 垂直布线 电缆 分规范》 G B ／T 18 o 1 5
．

4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5 部分 ： 具有 6 o o M }Iz 及以下传输特性的对绞或星绞对

称电缆 水平层布线电缆 分规范》 G B ／T l8 O l5
．

5
—

2 o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6 部分 ： 具有 6 【)【】M H z 及 以下传输 特性 的对绞或星绞对

称 电缆 工作 区布线 电缆 分规范》 G B ／T 180 l5
．

6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l 1 部分 ： 能力认可 总规范》 G B ／T 180 l5
．

1 1
—

2 o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2 1 部分 ： 水平层布线 电缆 空 白详细规范》 G B ／T

l8O 15 ．

2 l
一

2 o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2 2 部分 ： 水平层布线电缆 能力认可 分规范》 G B ／T

l8 O l5 ．

2 2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 电缆 第 3 1 部分 ： 工 作区布线电缆 空白详细规范》 G B／T

18 0 15 ．

3 l
一

2 0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 电缆 第 3 2 部分 ： 工 作区布线电缆 能力认可 分规范》 G B ／T

l8 0 15 ．

3 2
—

2 O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4 1 部分 ： 垂 直 布 线 电缆 空 白详 细 规 范 》 G B ／T

180 15 ．

4 1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4 2 部分 ： 垂直布线电缆 能力认可 分规范》 G B ／T

l8 O l5 4 2 —

2 o 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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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机网络设备

1 2 ．

3
．

1 系统概述
1 基本概念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 一

种新的通信方式
，

主要是满足数据通信的需
要 。

2 基本组成
计算机网络由网线 、

网卡
、

集线器
、

交换机
、

路由器
、

网关组成
。

即可形成局域网络
，

也可形成广

域 网络 。 网线
、

网卡
、

集线器
、

交换机
、

路由器
、

网关这些设备 可称为计算机网络设备
。

3 计算机网络的作用
计算机网络是将不同地理位置 、

具有独立功能的多台计算机
、

终端及附属设备用通信链路连接起
来 ，

并配备相应的网络软件
，

以实现通信过程中资源共享
。

它不仅可以满足局部地区的
一

个企业
、

公
司 、

学校和办公机构的数据
、

文件传输需要
，

而且可 以在
一

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范围进行信息交换
、

储存
和处理 ，

同时可以提供话音
、

数据和图像的综合性服务
。

1 2 ．

3
．

2 系统分类及主要功能
1 系统分类
1 ) 局域网 (L 0c a 1 A r e a N e tw 0 r k ： L A N )
局域网 一

般位于
一

个建筑物或
一

个单位内
，

这种网络的特点就是 ： 连接范围窄
、

用户数少
、

配置容

易 、

连接速率高
。

目前局域 网最快 的速率为 1 O G 以太 网
。

局域网中的分类为 ： 以太网 (E 【h e r n e t )
、

令牌环网 (T 0k e n R in g )
、

光纤分布式接 口 网络 ( F D D T )
、

异步传输模式网 (A T M ) 以及无线局域网 (W L A N )
。

2 ) 城域网 ( M e tT0 p 0 lita T l A r e a N e tw 0 rk ； M A N )
这种网络 一

般来说是在
一

个城市
，

但不 在 同
一

地 理 小 区 范 围 内 的计 算 机 网 络
。

它采用 的是
IE E E 8 0 2 ．

6 标准
。

在
一

个大型城市或都市地区
，

一

个 M A 一 网络通常连接着多个 I』A N 网
。

如政府机构的
L A N 、

医院的 L A N
、

电信的 L A N
、

公司企业的 L A N 等等
。

城域网多采用 A T M 技术做骨干网
。 A T M 是

一

个用于数据
、

语音
、

视频以及 多媒体应用程序的高速
网络传输方法 。

3 ) 广域网 (w id e A r e a N e tw 0 r k ； w A N )

这种 网络也称为远程 网 ，

所覆盖的范围比城域网 ( M A N ) 更广
，

它
一

般是在不同城市之间的 L A N

或者 M A N 网络互联
，

地理范 围可从几百公里到几千公里
。

因为距 离较远
，

信息衰减比较严重
，

所以这
种网络 一

般是要租用专线
，

通过 IM P (接 口信息处理 ) 协议和线路连接起来
，

构成网状结构
，

解决循
径问题 。

这种城域网因为所连接的用户多
，

总出口带宽有限
，

所以用户的终端连接速率
一

般较低
，

通常

为 9
．

6 k b p s
～

4 5 M b p s 如 ： C H IN A N E T
，

c H IN A P A c
，

和 C H IN A D D N 网
。

4 ) 互联网 (In te m e 1)
互联网称为 “

英特网
” ，

它是全世界范围内的
一

种网络
，

这种网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定性
，

整个
网络的计算机每时每刻随着人们网络的接人在不停的变化 。

这种网络的实现技术很复杂
，

其应用非常广
泛。

2 计算机网络设备的主要功能
1 ) 网线的主要功能 ： 网线是用于链接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的连线

。

2 ) 网卡的主要功能 ： 网卡 ，

(N e tw o rk In te rfa c e c a r d )
。

它是使计算机联网的设备
。

网卡就是将 P c 机和 LA N 连接的网络适配器
。

网卡 (M c ) 插在计算机主板插槽 中
，

负责将用户要
传递的数据转换为网络上其它设备能够识别的格式 ，

通过 网络介质传输
。

它的主要技术参数为带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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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式
、

电气接 口方式等
。

它的基本功能为 ： 从并行到串行的数据转换
，

包的装配和拆装
，

网络存取控
制 ，

数据缓存和网络信号
。

目前 主要是 8 位和 l6 位网卡
。

3 ) 集线器的主要功能 ： 集线器 (H u b ) 是
一

种特殊的中继器
，

可作为多个网段的转接设备
，

因为

几个集线器可 以级联起来
。

智能集线器
，

还可将 网络管理
、

路径选择等网络功能集成于其中
。

集线器是
管理 网络 的最小单元

，

是局域网的星型连接点
。

它对工 作站进行集中管理
，

不让 出问题 的区段影响整个

网络 的正常运行 。 H u b 是局域网中应用最广的连接设备
，

目前若按配置形式可分为独立型集线器
、

模块
化集线器和堆叠式集线器三 种

，

它的作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将
一

些机器连接起来组成
一

个局域网
。

4 ) 交换机的主要功能 ： 交换机 (s w itc h ) 也叫交换式集线器
，

是
一

种工 作在 O s I 第二 层 (数据链
路层 ，

参见
“

广域网
”

定义) 上的
、

基于 M A c (网卡的介质访问控制地址 ) 识别
、

能完成封装转发数
据包功能的网络设备 。

它通过对信息进行重新生成
，

并经过内部处理后转发至指定端 口 ，

具备自动寻址
能力和交换作用 。

交换机不懂得 IP 地址
，

但它可 以
“

学习
” M A c 地址

，

并把其存放在内部地址表中
，

通过在数据帧的始发者和 目标接收者之间建立临时的交换路径 ，

使数据帧直接由源地址到达目的地址
。

交换机上的所有端 口有独享的信道带宽
，

以保证每个端 口上数据的快速有效传输
。

由于交换机根据所传
递信息包的目的地址 ，

将每
一

信息包独立 地从源端 口送 至 目的端 口 ，

而不会向所有端 口发送
，

避免了和

其它端 口发生冲突
，

因此
，

交换机可以同时互不影响的传送这些信息包
，

并防止传输冲突
，

提高了网络
的实际吞吐量 。

5 ) 路由器的主要功能 ： 所谓
“

路由
” ，

是指把数据从
一

个地方传送到另
一

个地方的行为和动作
，

而路 由器 ，

正是执行这种行为动作的机器
，

它的英文名称为 R o u te r ，

是
一

种连接多个网络或网段的网络
设备 ，

它能将不同网络或网段之间的数据信息进行
“

翻译
” ，

以使 它们能够相互
“

读懂
”

对方的数据
，

从而构成 一

个更大的网络
。

简单的讲
，

路由器主要有以下几种功能 ：

①网络互 连
，

路由器支持各种局域 网和广域 网接 口 ，

主要用于互连局域网和广域网
，

实现不同网络
互相通信 ；

②数据处理
，

提供包括分组过滤
、

分组转发
、

优先级
、

复用
、

加密
、

压缩和防火墙等功能 ；

③网络管理
，

路由器提供包括配置管理
、

性能管理
、

容错管理 和流量控制等功能
。

④网关的主要功能 ： 网关 (G a te w _d y ) 又称 网间连 接器
、

协议转换器
。

网关在传输层上实现网络互

连 ，

是最复杂的网络互连设备
，

仅用于两个高层协议不 同的网络互连
。

网关的结构也和路由器类似
，

不

同的是互连层 。

网关既可以用于广域网互连
，

也可以用于局域网互连
。

1 2 ．

3
．

3 系统主要技术性能及产品规格
1 系统主要技术性能
1 ) 系统要配置专 门的机房

，

环境温度宜符合下列要求 ：

①冬天室内工 作温度 ： 15
～

2 5 ℃ ；

②夏天室 内工 作温度 ： 2 5
～

3 0 ℃ 。

2 ) 系统要配置双路供电
，

或 u P s 系统
，

以防止突然停电
，

损坏网络系统
。

2 计算机网络设备产品规格及技术参数
1 ) 双绞线的品种 ：

① l0 0 n 屏蔽电缆 ： 5 类 4 对 2 6 A w G 屏蔽电缆
、

5 类 4 对 2 4 A w G 。

②l D 0 n 非屏蔽电缆 ：

a
7 类 ： J 对 l9 A w G 非屏蔽电缆 ；

b
6 类 ： 4 对 2 4 A w G 非屏蔽电缆

、

4 对 2 3 A w G 非屏蔽电缆
、

2 5 对 2 2 A w G 非屏蔽电缆 ；

c
5 e 类 ： 4 对 A w G 非屏蔽电缆 ；

d 5 类 ： 4 对 24 A w G
、

4 对 2 4 A w G 非屏蔽电缆
、

2 5 对 2 4 A w G 非屏蔽线缆；

e
4 类 ： 4 对 2 4 A w G 非屏蔽线缆

、

2 5 对 2 4 A w G 非屏蔽线缆；

f
3 类 ： 4 对 2 4 A w G 非屏蔽线缆

、

2 5 对 2 4 A w G 非屏蔽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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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2 类 ： 语音与低速传输 ；

h
l 类 ： 基本通讯

。

⑧双体电缆 ：

2 4 A w G 非屏蔽 4／4 对
、

2 4 A w G 非屏蔽／屏蔽 4 ／4 对
、 2 4 ／2 2 A w G 非屏蔽／屏蔽 4 ／2 对

、

2 4 A w G 非屏
蔽 2／2 对

。

④l5 0 Q 屏蔽电缆 ： 1 A 型
、

6 A 型
、

9 A 型
。

2 ) 非屏蔽双绞线的参数 (见表 1 2
．

3
．

3 )
。

表 12
．

3
．

3 非屏蔽双绞线的参数

规格 三类 五类 超五 类 六类

传输速率范围 lO 0 K
一

16 M lo o K
～

1o 0 M ≤ l0 o M ≤ 2 5 O M

传输距离 2O 0 o m
～

l0 o ⋯ 3 k m
～

】0 0 m 1O 0 m lO 0 m

3 ) 网卡主要规格及参数
P c I 网卡 IO ／l0 o／lo 0 O M b p s 砌45 端 口 32

一

位 数据传输 总线
，

支持 3 3 M H z ，

P c I 时钟频率
，

支持
s N M P V ．

1 ，

支持 8 o 2
．

1Q V lJA N T ag g i”g ，

支持通用总线 3
．

3 V & 5 V 。

4 ) 集线器的主要规格和参数
主要规格有 8 ， l6 ， 24 端口的集线器

， 1 0／10 O M b p s 1O B a s e
—

T ，

使用 3
，

4 或 5 类屏蔽／非屏蔽双绞
线 ，

最大传输距离 l0 0 m ， l0 0 B a s e
—

T x ： 5 类非屏蔽双绞线
，

最大传输距离 10 o m 。

5 ) 交换机主要规格及参数
主要规格有 8

，

l6
，

24 口 R J4 5 端 口 ，

机 架 型 19 寸 自适应以太 网交换机
，

支持网络标准 8 0 2
．

3

10 B a s e T ， 8O 2
．

3 u lO 0 B a s e T x
，

背板带宽 ： 4
．

8 G 包转发率 lO M ： l4 ， 8 8 O p p。； 1o 0 M ： I4 8
，

80 O p p s 10 M ／

】0o M b p s M A c 地址表 4 K 。

另外
，

还有智能型和光纤型交换机 ， 示网络情况选用即可
。

6 ) 路由器的主要规格和参数
主要规格有 2 0 0 M P o w e r P c

，

3 端口
， 1 个配置 口 ( c O N ) ； 1 个备份 口 (A u x ) ； 1 个 同／异步串 口

(s E R IA L0 ) ； 1 个 1O／10 0 M 以太网口 ( E T H E R N E 110 口 )
，

尺寸 3 7 6
．

2 m m × 2 8 7
．

9 m m × 7 9
．

4 m m 。

7 ) 网关主要规格及参数
安全网关主要接 口类型 ： R J4 5 主要接 口 数目： 3 口

，

主要参数 ： 支持协议 ： T c P／IP 协议
， Ic M P 协议

， R lP v 2 协议
，

静态路由协议
，

动态路由西议
，

P A P 协议
， c H A P 协议

， N A T 协议
，

P P P o E 协议
，

2 5 O K 个并发会话数
，

新建会话数 7 K ／秒
，

防火墙性
能 l2 O M b p s ， 4 0 G 硬盘

， l0 O 条 V P N 隧道数
， 3 D E s 加密性能 3 0 M hp s ，

病毒邮件扫描 2 50 0 o 封／小时
，

垃

圾邮件 l5 o o 0 封／小时
， H T r P 扫描 】M B ／S ； 内置防火墙

。

1 2 ．

3
．

4 产品选用要点
1 产品选用及工 程设计要点
参见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J／T 16

—

2 o o 8》相关要求
。

2 工 程设计相关规范
、

规程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信息技术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G B ／T l8 2 3 3

—

2 0 0 8 。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 G B ／T 5 0 3 1 1
—

2 O 0 7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c B ／T 5 0 3 l4
—

2 0 0 6 。

《住宅智能化电气设计施工 图集》9 9 x 6 0 1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设计施工 图集》 0 3 x 6 O 2 。

《智能建筑弱电工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上 )》9 7 x 7 0 0 (上 )
。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下 )》 9 7 x 7 0 0 (下 )
。

《体育建筑专用弱电系统设计安装》O 6 x 7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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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设计图集》0 3 x 8 0 1
—

1 。

1 2 ．

3
．

5 施工 安装要点
1 网线施工 要点
具体施工 做法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2 x l0 1

—

3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施工 图集》； 0 3 x 1o 】
一

4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设计实例》； 9 7 x 7 0 0 《智能建筑弱电工 程设计施工 图集》。

2 工 作区施 工 要 点
1 ) 工 作区内线槽要布置合理

、

美观
。

2 ) 信息插座要设计在距离地面 3 0 c m 以上
。

3 ) 信息插座与计算机设备的距离宜保持在 5 m 范围内
。

4 ) 购买的网卡类型接 口要与线缆类型接 口保持
一

致
。

5 ) 交换机位置的安放 ： 无论是主交换机还是 二 级交换机
，

要把交换机放置在节点的中间位置
，

一

方面可以节约网线的使用量 ，

另外还可以将网络的传输距离减小到最短
，

从而提高网络传输质量
。

交换
机通常需要级联 ，

而级联 的最大数 目不能超过五个
。

双绞线借助于交换机的级联可以延长传输距离
，

但
理论上最长不能超过 5 o 0 m 。

3 主设备间施工要点
主设备问是网络系统的管理区域 ，

是网络中心机房
，

所有楼层的信息都由电缆或光缆传送至此 。 通
常 ，

主设备间安装计算机系统
、

网络设 备 (含 ： 集线器
、

交换机
、

路 由器
、

网关
、

R J4 5 数据配线架
、

光缆终端盒和主机柜 ) 。

施工 时需要注意事项 ：

1 ) 主设备 间内的所有进线终端设备应采 用色标
，

以区别各类用途的配线区
。

2 ) 主设备间位置及大小应根据设备的数量
、

规模
、

最佳网络中心等内容综合考虑确定
。

3 ) 集线器
、

交换机
、

路由器
、

网关
、

R J4 5 数据配线架
、

光缆终端盒应安装在设备问的主机柜中
，

它是所有进线和主干及一

些直接水平子系统 的集 中点
，

数据主干
、

水平干线子系统的中心
，

配线架宜采
用色标 、

数字
，

以区别种类用途
。

4 具体施工 做法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O 3 x 6 0 2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施工 图集》及国际标准
规范 E 1A ／_r IA 5 6 9 《商务楼通信通道和空间标准》

。

5 施工 安装验收规范
《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验收规范》 G B ／T 5 0 3 l2

—

2 0 O 7 。

《建筑电气工 程 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3O 3
—

2 0 O 2 。

《智能建筑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O 3 3 9
—

2 O O 3 。

1 2 ．

3
．

6 相关标准规范
1 国家标准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l 部分 ： 总规范》 G B ／T 18 0 15

．

1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2 部分 ： 水平层布线电缆 分规范》 G B ／T 18叭 5
．

2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 称 电缆 第 3 部分 ： 工 作区布线电缆 分规范》 G B ／T 18O 15
．

3
—

2 0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 多 芯 对 称电缆 第 4 部分 ： 垂直布线 电缆 分规范》 G B ／T 180 15
．

4
—

2 O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5 部分 ： 具有 6 0 O M H z 及以下传输特性的对绞或星绞对
称电缆 水平层布线电缆 分规范》 G B ／T 18叭 5

．

5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6 部分 ： 具有 6 o 0 M H z 及 以下传输特性的对绞或星绞对

称 电缆 工 作区布线电缆 分规范》 G B ／T l8叭 5
．

6
—

2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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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l 1 部分 ： 能力认可 总规范》 G B ／T J80 15
．

I 1
—

2 o o 7 。

《数字通信用 对绞 或 星 绞 多 芯对 称 电缆 第 2 1 部分 ： 水平层布线 电缆 空 白详细规范》 G B ／T

【80 15 ．

2 l
一

2 O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 电缆 第 2 2 部分 ： 水平层布线电缆 能力认可 分规范》 G B ／T

18 O l5 ．

2 2
—

2 o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3 1 部分 ： 工 作区 布线电缆 空白详细规范》 G B ／T

l8O 15 ．

3 l
一

2 O O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3 2 部分 ： 工 作区布线电缆 能力认可 分规范》 G B ／T

18 0 】5 ．

3 2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 绞 多 芯 对 称 电缆 第 4 1 部分 ： 垂 直 布线 电缆 空 白详 细 规范》 G B ／T

18 O l5 ．

4 1
—

2 0 0 7
．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 4 2 部分 ： 垂直布线 电缆 能力认可 分规范》 G B ／T

l80 15 ．

4 2
—

2 O 0 7 。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 B 9 2 54
一

l9 9 8 。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 G B ／T 17 6 18
—

19 9 8 。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G B 4 9 4 3
—

2 0 0 1 。

《音频 、

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安全要求》 G B 8 8 9 8
—

2 0 0 1 。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G B ／T 9 3 6 1
一

l9 8 8 。

《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 B 17 8 5 9
一

l9 9 9 。

2 国际标准
《信息技术互联 国际标准》 Is 【)／IE c l 18们

一

9 5 。

《客户建筑物电缆通用敷设要求》Is O ／IE c 1 18 0 1 ； 19 9 5 。

《国际综合布线六类信道标准》Is 0 ／IE c Il 8 0 l 。

《欧洲大楼综合布线系统标准》E N 5 0 l7 3
。

《通用布线系统信息技术欧洲标准》E N 5 0 17 3
。

《商务楼通信建筑布线标准》 E IA ／rr IA 5 6 8 A 。

《商务楼通信通道和空间标准》 E IA ／T IA 5 6 9 。

《住宅及小型商业区综合布线标准》 E IA ／T IA 5 7 O
。

《无屏蔽双绞布线系统现场测试传输性能规定》Ⅲ A ／
。

r【A T s B 6 7 。

《北美建筑通讯线路间距标准》T IA ／E IA 5 6 8
一

R 1 。

《北美商用建筑通讯接地要求》 T IA ／E 1A 6 O 7 。

《北美商用建筑通讯基础结构管理规范》T IA ／Ⅱ A 6O 6
。

《非屏蔽双绞线布线测试标准》T IA ／E IA T s B 6 7
。

《(电磁兼客) 标准》 E N 5 5 0 2 2／c la s s B 。

《欧洲电磁兼容性标准》 E M c 。

《美国国家标准 ： 分布式光纤数据接 口》 A N s IF D D I。

《c s M A ／c D 接 口方法》 IE E E 8O 2
．

3 。 ’

《令牌环接口方法》 IE E E 8 O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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