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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４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辽宁省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长沙跃奇节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湖南省浏阳市择明热工器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玉平、黄茶香、方钊、张继云、闫金亮、唐蛟麟、付东良、汤世国、王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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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　烘干系统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花爆竹烘干系统的分类、设计、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烟花爆竹产品、烟火药、效果件、引火线等干燥的烘干系统。

本标准不适用于晒场等自然烘干和无药物料的干燥。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３８３６．１　爆炸性环境　第１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ＧＢ５０８３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ＧＢ５２２６．１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８６２４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ＧＢ／Ｔ９９６９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１１６５２　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

ＧＢ１２４７６．１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６５０７（所有部分）　水管锅炉

ＧＢ／Ｔ２０８０１（所有部分）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ＧＢ２５１３１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安全要求

ＧＢ５０１６１　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

ＡＱ４１０６　烟花爆竹作业场所接地电阻测量方法

ＡＱ４１１５　烟花爆竹防止静电通用导则

ＱＢ／Ｔ１５８８．１　轻工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１６５２、ＧＢ５０１６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烘干系统　犱狉狔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通过能量转化将空气加热后对烟花爆竹产品、烟火药、效果件（裸药和非裸药）、引火线等进行干燥

的设备设施系统。

注：烘干系统分为热风烘干系统和导热介质（含水暖和导热油等）烘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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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热风烘干系统　犺狅狋犪犻狉犱狉狔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利用电能、磁能等对空气加热，按设定温度和风速输送热风进行干燥并实现冷却的烘干系统。

注：主要包括机组（含供热／制冷装置和送风装置）、控制装置、烘房及配套设施。

３．３　

导热介质烘干系统　狋犺犲狉犿犪犾犿犲犱犻狌犿犱狉狔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利用锅炉／热泵等方式对导热介质（水和导热油等）进行加热，并通过导热介质与空气的热交换进行

干燥的烘干系统。

注：主要包括锅炉／热泵、控制装置、烘房及配套设施。

３．４　

移动式物料架　犿狅犫犻犾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狉犪犮犽

用于烘房装载被烘干物料，可移动的物料架。

注：含物料架、滚轮和防静电物料托盘。

３．５　

粉尘探测报警装置　犱狌狊狋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犾犪狉犿犱犲狏犻犮犲

用于直接探测粉尘颗粒物质量浓度，并具有自动报警、自动紧急停车的控制功能的固定式探测仪。

４　分类

根据供热方式的不同，烘干系统分为热风烘干系统和导热介质烘干系统两大类。

５　设计

５．１　热风烘干系统包括主机、控制室、烘房及辅助设施三部分；导热介质烘干系统分为锅炉／热泵、控制

室、烘房及辅助设施三部分。

５．２　安全卫生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８３规定。

５．３　工程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６１规定。

５．４　生产作业设计应符合ＧＢ１１６５２规定。

６　技术要求

６．１　热风烘干系统

６．１．１　主机功率应与烘房面积匹配。

６．１．２　供热／制冷装置采用冷凝器／蒸发器对空气进行加热／制冷时，冷凝器和蒸发器应符合ＧＢ２５１３１

规定。

６．１．３　主机内部与润滑油接触的表面应保持清洁、干燥，机组外表面应清洁。

６．１．４　主机外观不应有锐角、棱边以及损伤等缺陷。

６．１．５　裸药效果件烘干时，送风装置（风柜）应采用轴流防爆风机或离心风机，送风管道内应便于清洗，

外部应用阻燃保温层包裹。

６．１．６　粉状药物烘干时，不应采用热风烘干系统。

６．１．７　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应有完善的接地装置，应符合ＡＱ４１１５的规定。

６．１．８　电气设备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ＧＢ３８３６．１的有关规定。所选用的电器元件应符合ＧＢ１２４７６．１的

有关规定。

２

犌犅／犜３８１４１—２０１９



６．１．９　金属件表面涂漆应做防锈处理，涂装件涂层应附着牢固。

６．１．１０　电镀件保护层不应有脱落现象，焊缝应平整，焊接应牢固。

６．２　导热介质烘干系统

６．２．１　锅炉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５０７（所有部分）的规定。

６．２．２　锅炉／热泵房与烘房之间的管道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８０１（所有部分）的规定。

６．２．３　导热介质循环应保证自动补给，工作过程中应能恒温、可控、可调。

６．２．４　自动给补开关应装在锅炉／热泵房外面。

６．２．５　散热时，应采用光面管或其他易于擦洗的散热器，其表面油漆颜色与烘房内粉尘颜色应有所

区别。

６．３　烘房及辅助设施

６．３．１　一般要求

６．３．１．１　烘房保温层材料应环保、无毒、防火、防静电，其他应符合ＧＢ８６２４相关规定。

６．３．１．２　烘房地面应具有防潮、保温、防静电功能，应易于清理，防静电应符合ＡＱ４１１５要求。

６．３．１．３　烘房应根据面积大小设１个～２个独立排湿通道，排湿口末端应直接接沉淀池，排湿风机应采

用轴流防爆风机或离心风机。

６．３．１．４　物料架可采用固定或可移动形式，物料托盘应采用防静电材质制作，隔层间距应≥１２ｃｍ。

６．３．１．５　带滚轮的可移动物料架应安装导静电铜质拖地链条，其高度不宜超过１．６ｍ，滚轮制动应采用

手动制动或脚动制动，物料架承载物料托盘的支撑杆应牢固可靠。

６．３．１．６　烘房内均应配置粉尘探测报警装置、酒精浓度测试仪（必要时）、温度控制装置和湿度计。

６．３．１．７　粉尘探测报警装置、酒精浓度测试仪、温度控制装置和湿度计在控制室有显示功能。

６．３．１．８　粉尘浓度达到设置临界点时，粉尘探测报警装置应能自动启动排湿；温度达到设置临界点时，

温度控制装置应能自动切断加热。

６．３．１．９　烘房附近应配置晾棚（室）。

６．３．２　热风烘干系统烘房及辅助设施

６．３．２．１　烘房内净高度宜在１．８ｍ～２．０ｍ之间，面积不宜超过４０ｍ
２。

６．３．２．２　烘房门应向外开，内侧应用阻燃保温材料。

６．３．２．３　烘房门拉手应有完善的接地装置。

６．３．２．４　应保障烘房内送风均匀，烘房应设１个以上送风口、回风口，送风与回风通道应保持相对隔离，

以保障烘房内温度的稳定。

６．３．２．５　送风、回风管道应采用隔热材料，回风管道应容易清洗。

６．３．２．６　回风通道内壁应光滑、平整，不应有凸起、凹陷、锐角、毛刺等缺陷导致粉尘堆积，宜采用圆柱形

管道，回风口口径≥５５０ｍｍ。

６．３．２．７　热风烘干系统干燥时送风应均匀，烘干裸药时宜采用直流风，烘房温度和风速应符合

ＧＢ１１６５２规定。

６．３．２．８　烘房内升温速度应≤３０℃／ｈ，升温结束后烘房内同一水平面各处温差应≤３℃。

６．３．３　导热介质烘干系统烘房及辅助设施

６．３．３．１　烘房内散热器支管上的阀门应设在控制室。

６．３．３．２　烘干药物时烘房温度应≤６０℃，烘干成品、非裸药半成品时烘房温度应≤７５℃，药物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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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裸药半成品同时烘干时，烘房温度应≤６０℃。

６．４　安装

６．４．１　应由烘干系统设备生产厂家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设计文件、安装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和

调试。

６．４．２　烘干系统设备在工房内的安装布置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６１、ＧＢ１１６５２的规定，且便于生产作业、清洗

和维护。

６．４．３　设备安装装配后的沉孔螺钉不应突出于零件表面，也不应有明显的偏心；紧固螺栓尾端应略突

出于螺母端面；外露抽端应突出于包容件的端面，突出值一般为倒角值。

６．４．４　主机和送风装置应与烘房隔墙（防爆墙）安装。

６．４．５　应独立设置控制室，热风烘干系统总控开关和导热介质烘干系统控制热水循环的阀门应设置在

控制室。

６．４．６　焊接应符合ＱＢ／Ｔ１５８８．１规定。

６．４．７　带电设备应安装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应符合ＧＢ１１６５２规定。

６．４．８　电路布线应固定良好、排列整齐、美观、合理便于检查，并不妨碍机械的维修和调整。

６．５　维护

６．５．１　应建立设备台账及维护方案，并定期维护。

６．５．２　维护方案应包括维护人员、维护程序、维护周期、维护方法等。

６．５．３　停机后，应及时清除设备上的药物粉尘，并检查设备各部件防静电接地装置的牢固性。

６．５．４　工房布局、作业及设备维修见附录Ａ。

７　检验方法

７．１　热风烘干系统

７．１．１　主机、冷凝器和蒸发器、送风装置（风柜）、电气设备检验：查验制造厂家的合格证明。

７．１．２　接地装置、涂漆、电镀件保护层、焊缝等目测检验。

７．２　导热介质烘干系统

７．２．１　锅炉、热泵、管道检验：查验制造厂家的合格证明。

７．２．２　其他目测检验。

７．３　烘房及辅助设施

７．３．１　烘房净高度、面积及物料架高度、隔层间距、回风口口径采用符合计量要求器具进行测量。

７．３．２　烘房地面、物料架防静电检验按ＡＱ４１１５规定执行。

７．３．３　物料架的支撑杆牢固可靠性检验，取承载物５倍以上质量放在支撑杆上，持续０．５ｈ，检查是否有

变形、裂缝或脱落现象。

７．３．４　温度检验：空载运行，用准确度不低于０．１℃，并经检验合格的温度探测设备对烘房中间平面的

中心点及其边缘四周共５个点进行检验。烘房温度取最高值，温差取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

７．３．５　风速检验：空载运行，用准确度不低于０．１ｍ／ｓ，并经检验合格的风速测量设备对烘房中间平面

的中心点及其边缘四周共５个点进行检验，取平均值。

７．３．６　其他目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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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安装

７．４．１　焊接部件检验：按ＱＢ／Ｔ１５８８．１执行。

７．４．２　接地电阻检测：按ＡＱ４１０６规定执行。

７．４．３　其他目测检验。

７．５　标志、包装检验

７．５．１　查验标志的内容和包装随机文件是否齐全，内容是否正确、完善。

７．５．２　采用准确度为０．１ｍｍ，符合计量要求器具测量标牌和字体大小。

７．５．３　其他目测检验。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验收检验。

８．２　出厂检验

８．２．１　出厂检验由供应商逐台检验（外购件查验合格证明），合格后方准予出厂（安装），并附合格证、产

品说明书和随机附件等。

８．２．２　出厂检验项目：机组（锅炉／热泵）（见６．１，６．２）、标志（见９．１）、包装（见９．２）。

８．３　验收检验

验收检验应由购买方委托专业检验机构或自行组织，在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后，按６．１～６．４规定的

全部项目进行检验。

８．４　判定规则

判定时采用全指标达到法，如有一项不合格，出厂检验不应允许出厂，验收检验应拒收。

９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９．１　标志

９．１．１　应在设备明显部位设置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固定标牌，标牌面积应≥１００ｍｍ
２，内容应包括：名

称、型号、主要技术参数、制造厂名、厂址、制造日期或出厂日期、出厂编号、执行标准编号等。

９．１．２　标牌应经久耐用，其图案和字迹应清晰。

９．１．３　在设备醒目位置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说明。

９．１．４　外包装上应标注名称、型号、制造厂名、厂址、制造日期或出厂日期、执行标准编号、内装数量、净

重、体积和“向上”“怕雨”等警示标志或安全图案及中文警示说明，包装储运图示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

规定。

９．２　包装

９．２．１　设备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规定。

９．２．２　随机文件应齐全，内容确切，包装箱内应附下列文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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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产品使用（安装）说明书，说明书应符合ＧＢ／Ｔ９９６９的规定；

ｂ）　产品合格证或合格证明书；

ｃ）　装箱单。

９．３　运输

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振和抗冲击，避免设备损坏。

９．４　储存

设备应存放在干燥、通风、防雨的仓库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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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工房布局、作业及设备维修

犃．１　工房布局

犃．１．１　热风烘干系统应设计烘房、机组室、控制室；导热介质烘干系统应设计烘房、锅炉／热泵房、控

制室。

犃．１．２　烘房、机组室、锅炉／热泵房和控制室的布置、建筑结构、防护屏障以及防静电、安全监控等安全

设施按ＧＢ５０１６１执行。

犃．１．３　烘干裸药效果件，热风烘干设备控制室与烘房之间应用防爆堤隔离，距离宜≥８ｍ。

犃．１．４　热风烘干系统的烘房外宜设中转棚，用于药物或产品周转。

犃．１．５　烘房外道路应硬化，烘房到包装间之间道路坡度不应大于６°。

犃．１．６　控制室可设在独立的操作间内，也可和机组共用一间，与控制室无关的管线不应通过控制室。

犃．２　作业

犃．２．１　烘房定员１人，特殊情况下可安排２人（礼花弹球进出烘房），也可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犃．２．２　每栋烘房药物定量≤１０００ｋｇ；可移动物料架非裸药定量１００ｋｇ／架，裸药定量５０ｋｇ／架。

犃．２．３　每天停机后，作业人员应及时清除设备及回风通道的药物粉尘，清洗、整理工房，保持工房整洁、

干净。

犃．２．４　烘干设备运行时，烘房内不应有人员进出。

犃．２．５　热风烘干时，药物烘干后机组开启制冷模式，待药物冷却后方可打开烘房门，且需１０ｍｉｎ后操

作人员进入烘房作业。

犃．２．６　导热介质烘干时，药物烘干后打开烘房门窗，１５ｍｉｎ后操作人员方可进入烘房作业。

犃．２．７　其他按ＧＢ１１６５２执行。

犃．３　设备维修

犃．３．１　应制定设备维修方案，主要包括：维修人员、危险物料的处理措施、维修前后检查方法、维修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措施、验收交接等。

犃．３．２　维修设备前应停止生产，切断电源，并应有防止他人合闸的措施。

犃．３．３　应彻底清理所要维修的设备及作业场所的危险药物。

犃．３．４　对设备进行零部件拆卸或组件维修时，应将卸下的可拆卸部件移至工房外的安全地带进行。

犃．３．５　生产期间、停产后未进行彻底清理或未经安检人员验收，工房内严禁焊接与动火；在焊接动火期

间应设专人监护，工作结束后应彻底清理现场。

犃．３．６　设备维修完成后应按本标准运行检验合格后交付使用，并填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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