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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化铿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安全要求 GB 18361-2001

Safety requirements of lithium bromide

    absorption water chiller (heater)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澳化锉吸收式冷（温）水机组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蒸汽和热水型澳化铿吸收式冷水机组和直燃型澳化锉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其他同

类型机组可参照执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51-1999 管壳式换热器

    GB 4943-1995 信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idt IEC 950:1991)

    GB/T 5226.1-1996．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通用技术条件（eqv IEC 204-1:1992)

    GB 9237-2001 制冷和供热用机械制冷系统安全要求（eqv ISO 5149:1993)

    GB/T 15706.2-1995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2部分：技术原则与规范

                          (eqv ISO/TR 12100-2：1992)

    GB/T 18362-2001 直燃型澳化锉吸收式冷（温）水机组

    GB/T 18431-2001蒸汽和热水型澳化铿吸收式冷水机组
    GB 50045-199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2-1995 供电系统设计规范

    GBJ 16-198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修订）

3 危险一览表

嗅化铿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可能产生的危险见表1,

                              表1 机组危险一览表

│序 号│ 危 险                                      │有 关 条 款                            │

│    │                                          │要 求                │判 定          │

│1   │ 机 械 危 险                                   │4.1.3  4.1.5  4.1.6 │ 5. 1          │

│2   │ 电 气 危 险                                   │ 4.1.2               │5.2  5.3  5.4 │

│3   │ 使 用 然 料 导 致 火 灾 、爆 炸 、吸 人 有 害 气 体 的 危 险│ 4.1.4  4.2          │5. 5  5. 6    │

│4   │ 由 于 安 全 措 施 错 误 或 定 位 不 当 产 生 的 危 险      │ 4.3                 │5.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1一05-09批准 2001一12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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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要求

4门 基本要求

4.1.1 机组本体

    a）机组设计应符合GB/T 15706. 2,GB/T 18362和GB /T 18431的要求；

    b)工作时，参予运行的本体部件制冷剂及吸收液侧压力，应保持在当地大气压力以下；全国各主要

城市的海拔高度和当地大气压力见附录C（提示的附录），

    。）由于环境影响（如温度异常升高）使机内压力异常上升时，不应危及环境和人身安全；

    d）机组使用材料的机械性能、耐热性及耐蚀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及GB 9237的要求；

    e)机组（包括直燃机的燃烧设备）和辅助设备的使用说明书与维修注意要点（操作手册）应完整、明

确，容易理解和掌握，并符合GB 9237的要求；

    f)机组装有外罩时，应采用通风良好的结构，避免高温气体或可燃性气体等滞留在罩箱内；

    9）室外安装机组应具防雷击和抵御恶劣气候条件的措施。

4.1.2 电气设备

    a)机组带电部位与非带电导体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在1 MS2以上；

    b)机组带电部位与非带电导体之间应承受耐电压试验应无击穿或闪络；

    。）应有可靠的接地措施；

    d)在环境温度5̂-40 C（直接外露的5̂-55̀C),湿度300o~95％的环境中能正常工作；

    e）各种元器件在额定电压的9000~110％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f)应有机组安全情况异常时的声、光报警器件端口；

    9）应有在供电情况异常时，确保安全的控制程序；
    h)应有过负荷保护器件和整体的保护功能；

    1）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T 5226. 1的要求；

    1)应根据使用场所采用可靠的防水、防尘、防结露、防高温、防冻措施。

4.1.3 发生器承受热源压力部分

    蒸汽和热水型机组发生器（高压发生器）承受热源压力大于等于0. 1 MPa部分，其内直径（非圆形

截面指其最大尺寸）大于等于0. 15 m，且容积大于等于0. 025 m'，最高工作温度高于等于当地水沸点

的，应符合GB 151的要求。

4.1.4 燃烧设备系统

    a)燃料配管、燃料截止阀（包括燃油截止阀和姗气截止阀）等不应漏油或漏气；

    b)燃烧设备应与使用的燃料相适应，在整个工作范围内能稳定燃烧；

    。）炉膛内不应存在泄漏燃料；

    d)紧急情况时，应能迅速切断燃料的供给；

    e)燃烧器点火应可靠、准确。燃气型采用辅助燃烧器点火方式的，其辅助燃烧器的点火．以及辅助

燃烧器给主燃烧器的点火均应可靠、准确。

4门．5 温（热）水

    a）名义温（热）水出C7温度

    1)采用蒸发器、吸收器、冷凝器侧制取温水时，温水的名义出口温度至少应比机组中制冷剂泵和吸

收液泵的最高使用温度低10C;

    2)采用高压发生器附加热水换热器制取温（热）水的，温（热）水名义出口温度应比当地水的沸点低

巧C，超过的，应在高压发生器上至少设置2种独立的安全保护器件，其中至少有1种非电器控制的。但

是，名义温（热）水出口温度至少应比当地水的沸点低5C,

    b）生活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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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制取生活热水用途的机组，提供的生活热水的水质应符合有关卫生和安全标准的要求。

4.1.6 隔热

    a）制造厂应在有关资料中规定机组进行隔热的部位和提出隔热技术要求；

    b）机组本体需隔热部位应采取隔热措施，至少应有便于进行隔热的结构，

    c）机组高于60C，且不宜隔热的部位，应有防止烫伤和不宜隔热的明显标识。

4.2 燃烧设备概述

4.2.1 总体结构

    a)结构应能承受正常运输、安装和运行过程中的冲击、振动、载荷、冷热及各种应力；

    b)燃烧器及其附件在本体或机座上安装时，不应因扭转滑移而偏离正确位置，并且不应因振动、热

辐射而影响其工作性能；

    。）应便于目测观察燃烧状态；

    d)烟道应装设防爆门；防爆门的设置应使爆炸气流向安全方向扩散，不应危及人身安全；但最大燃

烧量小于350 kW（高位热值，下同）的，根据情况可以不装设；

    e)火焰检测器安设位置应防止有害光线照射而产生误动作；

    f)设置在风机上的过负荷保护器动作时，燃烧设备应停止运转；

    9）打开燃烧室检修、维护时，错误操作不得导致点火、然烧。
4.2.2 燃油配管系统

    燃油配管系统示例见附录D（提示的附录）图D2o

    a)燃油管路

    1)在嫩油油泵的上游应设置易于检查、维护的油过滤器；

    2)油泵排出管上，应串联装设两个燃油截止阀；最大燃烧量小于350 kW（高位热值，下同）的可以

只装设一个燃油截止阀；

    3)应设置监测油泵排出压力的压力表；

    4)在供油箱上有回油管时，从油泵至油箱的回油管上不应设置旋塞阀及其他阀；

    5)设有燃油加热器时，应有油温自动控制装置。

    b)空气管路应设置测量空气压力的接头。

4.2.3 憔气配管系统

    燃气配管系统示例见附录D图D3,

    a)燃气管路

    1)主燃气管路及点火辅助燃气管路应分别串联装设两个燃气截止阀；

    2)使用内部混合式（大气式或无焰式）燃烧器时，应设防止逆流的止回阀件等；

    3)在燃气截止阀和压力调节器的上游应设置易于检查、维护的过滤器；

    4)燃气压力调节器应按表2设置，调节器原则上应设置在嫩气截止阀的下游；另外，点火管路及主

管路的燃气压力调节器应分别设置；

    5)燃气压力控制器应按表2设置，当燃气压力异常下降和上升时，应能迅速切断燃气；

    6)在主管路上应设置监测供气压力和燃气压力调节器（零调节的除外）工作压力的压力表或压力

表接头；

    7)在紧接燃烧器之前的管路上应设置在全开状态下阻力小的旋塞或阀门等，在旋塞或阀门之前还

应设置进行泄漏检验和测量燃烧器压力的接头；

    8)燃气截止阀不应设置旁通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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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燃气压力调节器和上、下限压力控制器

│嫩气压力  │ 嫌气压力调节器          │姗气压力  │ 燃气压力  │

│    kPa   ├─────┬──────┤ 上限控制 器│ 下限控制器│
│          │主嫌气管路│ 点火分支管路│          │          │

│镇3.5     │ △        │ △          │△        │ 0         │

│>3. 5-9. 8│ △        │ 0           │ 0         │ △        │

│＞9．8    │ O         │ 0           │ 0         │ △        │

│注：O表示应设置，△表示根据需要设置．                       │

    b）空气管路

    1)在调节风门的上游应设置风压控制器，

    2)点火燃烧器空气管路应从调节风门之前引出；

    3)应设置测量空气压力的接头。

4.2.4 燃料配管的材料、设计和制造

    a）燃料管路可采用焊接钢管、无缝钢管或铜管．但燃气压力大于9. 8 kPa，公称直径大于等于

50 mm的燃气管路必须采用无缝钢管；铜管仅应用于点火分支管路和辅助管路，且燃气压力大于3.5

kPa时，只应用于燃气压力调节器的下游。

    b)配管及管路附件的连接方式按表3、表4;

                            表3 燃油管路及管路附件的连接方式

│配 管                          │阀 件                            │压力表等附件                    │

│焊接或法兰连接。公称直径小于25│法兰连接。公称直径小于25 mm时， │法兰连接。公称直径小于25 mm时， │

│mm时，可用螺纹连接            │可用螺纹连接                    │可用螺纹连接                    │

表4 燃气管路及管路附件的连接方式

│燃气压力│ 配 管                                  │阀 件                  │压力表等附件          │

│  kPa   ├───────┬───────────┤                      │                      │
│        │主管路        │点火管路              │                      │                      │

│（9.8   │焊接或法兰连接│ 焊接、法兰连接．燃气截│ 法兰连接．但公称直径不│ 螺纹连接              │

│        │              │止阀下游或公称直径小  │大于80 mm时，可用姗纹 │                      │

│        │              │于20 mm时，可用螺纹连 │连接                  │                      │

│        │              │接                    │                      │                      │

│>9.8    │焊接或法 兰连接│ 焊接或 法兰连接        │法兰连接              │法兰连接 。公称直径不大│

│        │              │                      │                      │于25 mm时，可用姗纹连 │

│        │              │                      │                      │接                    │

    。）采用螺纹连接时，应采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且燃气压力大于9. 8 kPa的嫩气管路应采用无缝

钢制管件；

    d)管路系统应设置支架，并在主干管路与主管路之间设置补偿装置，以消除由于载荷、热膨胀、振

动等产生的外力以及可能引起的配管系统接头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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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配管系统的检查 燃料配管系统应通过 5.4试验外 ，还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检验 ：

    1)燃油配管系统在运转时，应确认没有油的渗漏；燃油截止阀在安装前后均应进行渗漏检查，确认

无漏油；

    2)燃气配管系统组装后，均应按附录A（标准的附录）进行试验，并符合试验要求；但试验压力不得

超过燃气压力调节器和压力控制器等的耐压等级。

4.2.5 燃烧器控制程序

    a)预扫风时，设有烟道风门的应在开启状态．预扫风要求：

    1)燃油型：点火前，应用4倍于燃烧室（包括炉膛和本体烟道）容积以上的风量进行清理；

    2)嫩气型：点火前应用风压控制器等确认风机处于运转状态，且满足燃烧所需最大风量后，再用5

倍于燃烧室容积以上的风量进行清理．

    b)点火应可靠且容易着火，灭火时缓慢且稳定：

    1)燃油型，点火试验时间要在7s以内，但最大燃烧量小于350 kW时，其时间可在15s以内；并采

用低燃烧档点火．

    2)燃气型：

    — 直接点火应采用低燃烧档点火方式，燃烧量大的根据需要采用辅助点火方式；

    — 点火延时应在10s以内，但最大燃烧量小于350 kW时，其时间可在15s以内，

    — 采用辅助点火方式的，确认辅助火焰燃着后，才应使主管路燃气截止阀通电，

    — 采用辅助点火方式的，当主管路燃气截止阀通电后，应在10s内自动关闭辅助点火燃气截止

          阀；

    — 采用低燃烧档着火；

    — 除紧急故障动作熄火外，应采用最低燃烧档熄火。但最大燃烧量小于350 kW的，可任意燃烧

        档熄火。

    。）空燃比：在整个燃烧范围内，应能维持稳定燃烧的空燃比。

    d）紧急安全措施：紧急状态时，应能够迅速切断燃料供应，同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另外，在点火

失败或因为故障熄火时，应能够在4s内切断嫩料供应，并发出声、光报替信号。再重新启动时，应重新

进行包括预扫风在内的全部点火程序．紧急状态包括：

    1)燃油型：燃烧安全器件动作，风机过负荷保护器动作等；

    2)燃气型：燃气压力异常、风压异常、风机过负荷保护器动作等。

    e）后扫风：根据需要进行后扫风。

4.2.6 燃烧机

    a)嫩烧监视控制器

    1)在点火失败和异常熄灭时，燃料截止阀应具有灭焰后在3s内断开电源，或者4s内关断所有燃

料截止阀的功能；

    2)异常熄灭时应查明原因，排除故障，确认安全后方能重新启动；

    3)点火时，应采用自动检测内部电路的程序，防止由于信号干扰、畸变等引起的误动作，并应有元

器件出现故障时能确保安全的保险功能；

    4)嫩烧程序应不易被变更，与安全有关的设定值应该按权限分级锁定，

    5)点火失败或火焰异常熄灭时，应立即停止再点火程序，并应采用不手动复位就不能再启动点火

的结构；

    6)嫩烧监视控制器本体应有承受由于电源或者内部电路产生的短时冲击电压的保护功能；

    7)嫩气型在采用辅助点火时，应具备只有在检测出辅助火焰或启动火焰后才能输出开启主管路燃

气截止阀电信号的功能。

    b）火焰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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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检测应灵敏、可靠，且无误动作；

    2)应设置在适当的位置，能准确地监测所有火焰，并且容易进行检查；

    3)应在规定的温度和安装条件下使用，以避免炉膛的热应力及安装应力而导致其变形、损坏。

    c）点火器

    1)点火燃烧器、点火电极和火焰检测器相互间的位置应准确配置和安装；

    2)点火电火花，应对燃料具有迅速、顺利并准确无误点火的能力。

    3)点火用电极及绝缘接口等应具有承受冲击、振动及受热等不易产生弯曲、变形、裂纹、龟裂和降

        低绝缘性能的材质及结构；

    4)点火器应采用不易积碳和粘附其他杂物的结构；

    5)点火器用电线应具备不燃性、耐热性和热绝缘性，以及绝缘不易老化的性能，且接线应有防止松

        动和挠曲的措施。

    d)燃烧器

    1)应具有良好的火焰稳定能力，在整个燃烧范围内姗烧火焰稳定，并应容易点火与着火，选型时应

        与机组参数和燃烧室型式相适应，

    2)结构应容易清洁、检查、维修和更换；

    3)材料应具有耐热性、耐久性和坚固性。

    4）点火用电极应设置在能安全可靠着火的位置；

    5)燃气型辅助燃烧器应具备使主嫩烧器安全可靠点火的位置和容量，并应注意使其空气管路从风

        量调节阀的下游引出，确认控制主燃烧器“开机／停机”试验合格；

    6)运行时不应有影响其性能的振动；

    7)进行名义燃烧量试验时，烟气中CO不得大于0. 03 0 o（体积浓度），且燃油型的烟气黑度不得大

于林格曼1级。

    e)燃料截止阀

    1)应能在最大压力和压差下可靠工作；

    2)通电停止时，在is内应能可靠地关断燃料，且关闭不得采用电磁力；

    3)通电停止时，应不易用手动开启，且在开启位置应无锁定。

    4)电触点、接线柱和易损坏的工作部位，应设置罩壳保护；

    5)承压部分应承受最高工作压力（燃气为1.5倍最高工作压力），不应产生内、外漏和变形。

    6)在阀体上应设有指示燃料流动方向的标志，

    7)燃气截止阀还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 主嫌烧器用截止阀中至少一个有限位控制器，以防误操作；

    — 限位控制器应符合有关标准；用限位控制器监测开、关信号时，应准确无误，

    — 截止阀用电磁阀的内漏应符合燃气截止阀的规定。

    f)燃料调整机构和空气调节风门

    1)应容易控制和调节，并与姗烧空气量同时进行调整，以在燃烧范围内保持合适的空燃比；

    2）采用连杆传动机构驱动燃料调节阀和空气调节风门时，应有容易调整空燃比的结构和保持适当

空燃比的可靠结构，还应有防止脱落和防止由外部因素引起故障的可靠措施，

    3)不应向外泄漏燃料，在最高工作压力和压差下，动作均应准确、可靠；

    4)应选择合适的流通直径，燃气调节阀还应选择大的回转角度；

    5)燃气型确认低燃烧档的控制器应设I在燃气调节阀上；但是，若该控制器设置在调节阀的传动

机构上时，则应在燃气调节阀和传动机构上分别标出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的位置。

    9）其他阀类

    1)应有识别开／关的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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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工作可靠，且不外漏燃料；

    3)有流动方向要求的，应将流动方向标明在阀体上。

    h)燃油型用油泵和油过滤器

    1）油泵

    — 应易于进行压力调节；

    — 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排气孔，以排出泵及油管中的空气。

    2)油过滤器

    — 油过滤器应采用容易进行内部检查的结构；

    — 壳体上应标有燃油流动方向的箭头。

    1）燃气压力调节器和燃气压力控制器及风压控制器

    1)燃气压力调节器

    — 采用弹簧式压力调节器时，弹簧应设置罩壳；

    — 燃气供应压力、流量在工作范围内波动时，出口压力应能维持燃烧器稳定嫩烧，

    — 应能保持燃烧器在整个燃烧范围内稳定燃烧；

    — 外壳上应设置燃气流动方向的箭头。

    2)燃气压力控制器及风压控制器

    — 应采用防止因机械振动等外部因素而使触点脱落或设定值变化的结构；

    — 在流量节流孔板形式的压力控制器中，应采用能防止孔板破损时燃气亦不外漏的结构；

    — 燃气压力控制器电气触点应与被监测燃气隔离（即防爆型）；

    — 燃气压力控制器应在规定的姗气压力范围内使用。

4.3 安全保护元器件

4.3.1 机组本体应设置的安全保护元器件见表5,

4.3.2 所有安全保护元器件应通过5.7安全保护元器件动作试验确认正常。

                                      表 5 机组安全器件

│安 全 部 件            │热 源 种 类                                  │备 注│

│                    │憔 气    │姗 油    │蒸 汽      │热 水      │    │

│                    │单／双效│单／双效│ 单效│ 双效│ 单效│ 双效│    │

│发生器压力控制器    │ O       │O       │    │△  │    │△  │    │

│发生器温度控制器    │ O       │O       │O   │O   │O   │O   │    │

│发生器液位控制器    │ △      │△      │    │△  │    │△  │    │

│溶液泵、制冷剂泵过载│ O       │O       │O   │O   │O   │O   │    │

│风机电动机过载      │ O       │O       │    │    │    │    │    │

│油泵电动机过载      │        │O       │    │    │    │    │    │

│冷水断水或流量过小  │ O       │O       │O   │O   │O   │O   │    │

│排烟温度过高        │ O       │O       │    │    │    │    │    │

│温（热）水温度过高  │ O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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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完）

│安 全 部 件      │ 热 源 种 类                                  │备 注              │

│              │燃 气    │燃 油    │蒸 汽      │热 水      │                  │

│              │单／双效│单／双效│ 单效│ 双效│ 单效│ 双效│                  │

│燕汽安全阀    │        │        │△  │ △  │    │    │一般由供汽管路配备│

│冷水温度过低  │ O       │O       │O   │O   │O   │O   │                  │

│电源保险装置等│ O       │O       │O   │O   │O   │O   │                  │

│电气接地接口  │ O       │O       │O   │O   │O   │O   │                  │

│超压泄放器件  │ △      │△      │    │    │    │    │含易熔塞、姆破片等│

│燃烧监视控制器│ O       │O       │    │    │    │    │                  │

│火焰检测器    │ O       │O       │    │    │    │    │                  │

│自动点火器    │ O       │O       │    │    │    │    │                  │

│燃料截止阀    │ O       │O       │    │    │    │    │                  │

│燃气压力控制器│ △      │        │    │    │    │    │分下限及上限控制  │

│油过滤器      │        │O       │    │    │    │    │                  │

│嫌气过建器    │ △      │        │    │    │    │    │                  │

│油温控制器    │        │ △      │    │    │    │    │有燃油加热器时配备│

│风压控制器    │ O       │        │    │    │    │    │                  │

│注:O表示应配备；一表示不必配备；△表示根据情况配备。                          │

4.3.3 机组应设置显示下列数值的仪表：

    a）发生器温度（或压力）；

    b）排烟温度。

4.3.4 机组应设置下列附属联锁设备的接口：

    a）冷、温（热）水用；

    b）冷却水用，

    。）冷却塔风机用；

    d）控制热源用（蒸汽型或热水型）．

    e）烟道风门用（直燃机在烟道中设可调节风门时）；

    f)远距离控制安装在室内的直燃机启动、停止的，且最大嫩烧量在58 kW以上时：

    — 燃气泄漏检测器用（燃气型机组）；

    — 感震器用（根据当地震级区域划分，与当地消防部门取得联系）。

    — 室内温度检测器用，

    — 通风设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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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要求的判定

5.1 热源侧压力试验

    单、双效的蒸汽和热水型机组热源侧管程压力试验按GB 151规定进行液压试验。

5.2 绝缘电阻试验

    在机组制冷或供热试验前后，分别用500 V绝缘电阻计来测定其带电部分与非带电金属部分之间

的绝缘电阻。

5.3 耐电压强度试验

    取电压为1 000 V加2倍额定电压（额定功率不足400 W 的电动机采用1 000 V，耐地电压36V以

下的部分采用500 V),50 Hz近似正弦波的交流电，在机组带电部分与非带电部分之间连续施加电压1

min。对地电压为直流30 V以下，控制电路中用的电子部件，可以省去耐电压试验。

5.4 电磁兼容性试验

    按GB/T 5226. 1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5．5 燃料配管系统气密性及耐压试验

    燃料配管系统气密性及耐压试验按附录A进行。

5.6 燃烧设备试验

    燃烧设备试验按附录B（标准的附录）进行。

5.了 安全保护器件动作试验

    各种安全保护器件应根据设计参数进行动作试验．安全保护器件可能因安装等因素引起参数改变

的，试验应在安装后进行。

6 使用信息

6.1 机组的使用信息应符合GB 4943的要求。

6.2 每台机组应有耐久性铭牌固定在明显部位，铭牌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6.2.1 制造厂名称和商标；

6.2.2 机组型号和名称；

6.2.3 冷、温（热）水和冷却水系统工作压力；

6.2.4 机组制造编号；

6.2.5 机组制造日期。

6.3 制造厂应提供包括下列内容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并使用户充分了解：

6.3.1 结构与运行方法；

6.3.2 安全器件与故障处理。

6.3.3 日常检查内容与项目；

6.3.4 定期检查内容与项目；

6.3.5 安装注意事项

    a）机组基础应平整牢固；

    b）直嫩机组的布置应符合GB J 16和GB 50045的要求；

    。）安装直燃机组的机房应有良好通风措施，符合GB J 16和GB 50045的要求；
    d)烟道和烟囱应具有稳定燃烧所需的截面面积和结构，在工作温度下应有足够的强度；

    e）应有维修检查所需的空间；

    f)机组安装在室外时，燃烧装置应有适当的防护设施，机组水系统应有防冻结措施；

    9）每台直燃机组应采用单独烟道，多台机组共用一个烟道时，每台机组的排烟口应设置风门

    h）供电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GB 5005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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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运行操作注意事项

    a）操作人员应常备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并应对其内容充分了解，

    b)操作人员发现异常情况后，应立即停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认安全后方可重新启动；

    。）在炉膛内存在未嫩油或未燃气体时，严禁进行点火操作，未燃油或未撤气体应迅速予以排除；

    d)机组使用的热源应符合设计要求，

    e）直姗机组安装完毕后，供给嫌料前，应进行燃料配管系统的气密性试验，

    f)机组本体和燃料配管进行气密性试验时采用氮气（燃料配管还可采用干操空气），严禁使用氧气

或易燃气体，

    9）嫌料配管系统混人的空气和水，在点火之前应除去。

6．3.7 维护、保养注意事项

    a)安全保护器件应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定期检查，发现异常时不应使用。

    b)机组应进行维护、保养，使其在正常状态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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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瀚气系统的气密性及附压试验方法

A1 适用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直嫌机姗气管系的气密性及耐压试验方法．

A2 试验用气体

    洁净空气或氮气等非活性气体。

A3 试验方法

A3.1 耐压试验和外泄漏气密试验见表A1,

                                                表A1

│燃气压力，kPa │ 耐压试验                │气 密 试 验                                                    │

│< 3. 5         │  加 压 4. 9 kPa 以 上 ，确 认 │  以 4. 9 kPa以 上 气 压 进 行 皂 液 发 泡 试 验 。 确 认 焊 缝 、法 兰 、娜 纹 等│

│              │配管及嫩烧机无异常      │连接部位无泄诵．且水柱压力计保持5 min以上不变即为合格       │

│3.5-9.8       │  加 压超 过 最 高使 用 压 力  │  以最 高使用 压力 1.5倍 以上 的气 压进行皂 液发泡 试验 ．确认 焊     │

│              │1.5倍（压力调节器下游取 │缝、法兰、姗纹等连接部位无泄偏，且水柱压力计保持5 min以上或 │

│              │设定压力 1.5倍以上）时， │压力表刻度保持24 mm以上不变，即为合格                       │

├───────┤确认配管及嫩烧机无异常  ├──────────────────────────────┤

│＞9．8        │                        │  以最高使 用压力 1.1倍 以上 的气 压进行 皂液发 泡试验 。确认 焊     │

│              │                        │缝、法兰、螺纹等连接部位无泄漏。且压力表刻度保持24 min以上不│

│              │                        │变，即为合格                                                │

A3.2 截止阀内部泄漏气密试验

    按照图A1，在截止阀上游，施加1.5倍最高使用压力；确认1 min内部泄漏不超过10 mL o

截止阔

图A1 截止阀内部泄漏气密试验装置图

AQ 试验记录

    本试验必须的记录项目如下：

    试验压力，供气压力，燃气压力调节器的设定压力，使用的仪器名称，测试地点，测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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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姗烧设备试验方法－

B1 适用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直燃机的燃烧设备（燃烧机）试验方法。

B2 试验条件

    试验采用设计文件规定的燃料。试验可在燃烧机制造厂家、直燃机生产厂家、直燃机安装处所和燃

烧机检测机构进行。

B3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要求如下。

B3.1 燃烧在试验炉或直燃机的高压发生器中进行。应具补给水或吸收液或者备用的循环装置，使燃

烧机能够连续燃烧。

B3.2 备有嫩烧机控制装-Re

B3. 3 试验时应备有表Bl所示的仪器仪表。

                                              表Bl

│仪 器 仪 表        │ 燃 料 种 类                    │

│                │嫌 气│ 嫩 油                  │

│憔气压力调节器  │ O   │                      │

│燃料流量计      │ O   │ O                     │

│压力表          │ O   │ O                     │

│水柱压力计      │ O   │                      │

│温度计          │ O   │ O                     │

│烟气分析仪│ OY  │ O   │ O                     │

│          │NO, │ O   │ O                     │

│          │CO  │ O   │ O                     │

│          │黑度│    │ O                     │

│注：110”表示需要配备，“一”表示不需要配备． │

B4 试验方法

B4.1 名义嫩烧试验

B4.1.1 起动被测试燃烧机，达到正常状态之后，开始测试。

B4.1-2 名义燃烧量通过测定燃料流量来确认，燃料流量应在名义值士s％范围。

B4.1. 3 测定名义燃烧状态下烟气温度和OZ,NO.,CO和黑度（燃油时）。

B4. 2 点火试验

B4. 2门 反复进行点火动作，确认燃烧机能稳定点火。

B4. 2. 2 按照通常的起动方式进行燃烧机正确点火，确认不出现点火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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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2. 3 反复起动10次，记录无故障点火的次数。

B4. 3 燃烧设备的安全装置试验

B4. 3.1 使燃烧系统的各种安全装置动作，确认安全动作正常。

B4. 3. 2 作为燃烧安全装置的下列器件的动作必须确认：

    a）火焰检测器

    1)起动前给火焰检测器提供假信号并运转，确认不出现燃烧动作；

    2)运转中无火时，确认嫩料截止阀关闭。

    b)燃烧监控器

    1)确认嫩烧监控器程序的动作，

    2)接收到无火或其他异常信号时，确认是否发出关闭燃料截止阀的信号。

    。）自动点火装置

    确认点火嫩烧时，点燃燃料的电火花发生时间适当与否。

    d)嫩气压力开关

    在燃烧时，改变燃气压力使燃料气压力开关动作，确认嫌料截止阀动作。

    e)燃料截止阀

    1)施加额定电压，确认燃料截止阀按时全开；

    2）在燃料截止阀在全开状态，切断电源，确认燃料截止阀即刻关闭。

B5

B5.1

试验记录

B5

名义燃烧量试验

燃料种类；

燃料温度，℃；

燃料压力，kPa，

燃料流量，m3 /h , L/min , kg /h ;

烟气温度，℃；

烟气中的021%（体积浓度）；

烟气中的CO,％（体积浓度）；

烟气中的NO., 0o（体积浓度，与O：同时测量），

烟气黑度（燃油型）。

点火试验

试验次数，

试验结果。

燃烧设备的安全装置动作试验

安全装置的种类；

异常动作的有无。

试验的其他事项

试验场所，试验日期；

试验人员姓名；

燃烧机的型号；

嫩烧机标牌记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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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海拔高度和当地大气压力

c1 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海拔高度和当地大气压力见表c1,

                                                表cl

│地 名    │台站    │大气压，Pa    │一       │台站  │大气压，P。   │一     │台站  │大气压，Pa    │

│        │商度    │(mmHg)        │        │高度  │ (mmHg )       │      │高度  │(mmHg)        │

│        │海拔，m │ 冬季  │夏季  │        │海拔,m│ 冬季  │夏季  │      │海拔,m│ 冬季  │夏季  │

│齐齐哈尔│ 145.9   │100391│ 98792 │一贵 ·  │1071.2│ 89726 │ 88792 │一 杭州│ 7.2   │102525│100258│

│        │        │(753) │ (741) │        │      │(673) │ (666) │      │      │(766) │ (750) │

│哈尔滨  │171.7   │100125│ 98392 │一       │1891.4│ 81193 │ 80793 │一     │4.2   │101325│ 99992 │

│        │        │(751) │ (738) │        │      │(609) │ (606) │      │      │(760) │ (750) │

│长 春    │236.8   │99453 │ 97725 │一 拉萨  │3658.0│ 65061 │ 65194 │一 南·│ 46.7  │101858│ 99858 │

│        │        │(746) │ (733) │        │      │(488) │ (489) │      │      │(764) │ (749) │

│沈 阳    │41.6    │102125│ 99992 │一       │396.9 │ 97858 │ 95859 │一 州  │48.0  │101325│ 99592 │

│        │        │(766) │ (750) │        │      │(734) │ (719) │      │      │(760) │ (747) │

│大 连    │93.5    │101325│ 99458 │一 浩特  │1063.0│ 90126 │ 88926 │｝ 南·│ 72.21 │ 10119 │ 99529 │

│        │        │(760) │ (746) │        │      │(676) │ (667) │      │      │(759) │ (747) │

│乌鲁木齐│ 653. 5  │95192 │ 93459 │一       │1044.2│ 90392 │ 89059 │｝ 成。│ 505.9 │ 96392 │ 94792 │

│        │        │(714) │ (701) │        │      │(678) │ (668) │      │      │(723) │ (721) │

│西 宁    │2261.2  │77460 │ 77327 │一 太，  │777.9 │ 93325 │ 91859 │一 庆  │351. 1│ 97992 │ 96392 │

│        │        │(581) │ (580) │        │      │(700) │ (689) │      │      │(735) │ (723) │

│兰 州    │1517.2  │85059 │ 84260 │！ J匕· │ 31.2  │102391│ 100125│一 洛·│ 154.3 │ 100925│ 98792 │

│        │        │(638) │ (632) │        │      │(768) │ (751) │      │      │(757) │ (741) │

│银 川    │1111.5  │89859 │ 88392 │一 律    │3. 3  │102658│100525│一 武，│ 23.3  │102391│ 100125│

│        │        │(674) │ (663) │        │      │(770) │ (754) │      │      │(768) │ (751) │

│上 海    │4.5     │102658│100525│一 家庄  │81.8  │101725│ 99592 │一 沙  │44.9  │101591│ 99458 │

│        │        │(770) │ (754) │        │      │(763) │ (747) │      │      │(762) │ (746) │

│徐 州    │43.0    │102258│100125│｝ 济·  │51. 6 │ 101991│ 99858 │一 汕·│ 1.2   │101858│100525│

│        │        │(767) │ (751) │        │      │102525│ 100391│      │      │(764) │ (754) │

│南 京    │8.9     │102525│100391│一 青·  │16.8  │(765) │ (749) │I 广· │ 9.3   │101325│ 99992 │

│        │        │(769) │ (753) │        │      │(769) │ (753) │      │      │(760) │ (750) │

│无 锡    │5.6     │102791│ 100391│I 一      │63.2  │101458│ 99992 │一     │14.1  │101519│ 100258│

│        │        │(771) │ (753) │        │      │(761) │ (750) │      │      │(762) │ (752) │

│合 肥    │23.6    │102391│100258│一 郑·  │110.4 │ 101325│ 99192 │一 桂林│ 166.7 │ 100258│ 98525 │

│        │        │(768) │ (752) │        │      │(760) │ (744) │      │      │(752) │ (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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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姗油、姗气配．系统示例

如表D1～表D3所示。

表D1 图形说明

│符 号            │名 称                │一 ， ，                │名 称                    │

│  A, G．O，OR   │ 管路 A空气；G姗气。  │┌ PM┐                │          压力表        │

│一一七加口一一－│    O嫌油，OR回油   ││ 旦 │GHPA            │    燃气压力上限控制器  │

│一昌一          │          阀门      │└PE┘ GL             │    嫩气压力下限控制器  │

│-KQ7---         │      燃油截止阀    │  PAAL                │        风压控制器      │
│-K>%-*          │      嫌油调节阀    │③                     │        嫌油过滤器      │

│-牖-┘          │      嫩油安全阀    │  O                   │            油泵        │

│-A几            │      嫩气截止阁    │BLW                   │            风机        │
│  一中、」      │    然气压力调节器  │一〔 彝                 │    嫩油型然烧器及喷嘴  │

│一一」＼｝一一  │        止回阀      │－叫二‘‘‘‘J一、   │        点火用电极      │

│、足、          │        操阀        │－叫－－－－．－下－尸│      嫌气型主燃烧机    │
│  甲             │      电动葬阀      │妇                     │燃气型嫌烧机辅助点火装置│
│叫              │  侧量压力用接头    │ 卢 尹                   │                        │

│  g             │侧量压力用软管旋塞  │                      │                        │
│1一灭一         │空气分离器及放气旋塞│                      │                        │

│                │      燃气过速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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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09 ─┐                │ 90        0aay  │                                    

│  │＿＼一口二口⋯．口尸－│．瀑 庄  ┌─┐  │                                    

│  │��荞／－              │        │  │  │      ┌─┐                        
│  │褪一于一单一积        │                │                                    

│山 │ 一                     │护               │ 0k45 aooWy ,......... .......Pr     │

│因│      ┌─┐          │ 片               │a0 dy           3aasy .. ... ......a │

│狱│ 味— 袱                │褪- 草— 积       │ 妇 军 职 irl                        │

│板├───────────┼────────┤                                  ││  │巾 创 照 护              │卞 郎 照 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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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w a3oa%┐                          │aa  aa a. V3oa ` W             │aa   aa .3am                 │

│一    │  │  │      卜                  │┌─┐              f—一〕 │    a 0                     │
│草    │  │哑 八                           ││  │呵                     │┌─┐    LL 卜              │

│褪    │  └─乍 时                         ││  │              飞 i     ││  驶 时                     │

│护    │                              曰  │└─┘ 眨                     ││  │                    曰│

│职    │                        O         │        4H                  │└─┘                O     │

│嘟    │。 ④ — —                           │二 夕                        │， 侄卜朝 ’ ───┐          │

│411   │  山                              │山 二、┌──┬──┐        │  山 ，—O�少 O��    │          │
│      │洲 －                              │n 于 、  │一 咐 │一 叫 │        │洲 一  │      卜 │          │

│      │n ／                               │汤 ／  └──┴──┘        │n ／   │一呕     │          │

│      │  呢，J 碑                         │只 占                         │份 二   │二 卜     │          │

│      │J/ 一                              │4         Y                 │只 人  │。 卜    │          │

│      │一 b                               │r O                          │出 V   │一 正     │          │

│      │田 X                               │摧        I                 │Ar 凸  └────┘          │
│      │r 4                               │                            │革 ！                        │
│      │攀 ！                              │                            │                            │

│拭    │ 年 司                              │侧 华                        │侧 鞘                        │
│独    │                                  │                            │                            │

│护    │�� ─┐                            │xvrJ- C7a am                 │ ':b)}                       │

│嘱    │a k 一 │                            │： ＿ 黔                       │  ┌,/a%T 泰 － 91            │

│军    ││  │                      叫0． │ 八 ）T%─┐                  │  V /1 认 卜*                  │

│妇    │└目 闷                            │只 r*    │                  │  C*-} 2 � �n                 │

│      │x            Vo                   │出 湛──┘                  │coI/ho� �AИ                  │
│      │  。门 r竺、 ．                     │r              X            │  。门 ，胃川、J 一           │

│      │v            t三尸 补              │S 丫                         │w %=/    I》                │
│      │只 一 Y                             │                            │-        y                  │
│      │14 上                              │                            │HI       I                  │
│      │r                  V              │                            │r        p                  │
│      │攀 6                               │                            │攀 乃                        │

│  │哺│ 解 司                              │解 召                        │侧 彬                        │
│  │l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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