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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 胃

本标准是GB/T 12241-1989((安全阀一般要求》的修订版。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4126-1:1991《安全阀 第1部分:一般要求》(英文版)。

本标准与ISO 4126-1:1991的主要差异如下:

一一本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按照GB/T 1. 1-200。的要求;

— 一本标准按GB/T 1. 1-200。的要求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与GB/T 12241-198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一一 适用范围取消了对整定压力上限的规定;

— 一增加了关于安全阀设计、材料和结构的要求;

— 增加了关于制造厂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

一一增加了关于安全阀安装以及调整、维护和修理的要求;

— 增加了附录C‘质量保证体系中所包含要素的典型概要”，附录 D̀‘对于液体的勃度修正系数”

    及附录E“理论排量计算的替代方法”等三个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附录A至附录E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代替GB/T 12241-19890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阀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安德森 ·格林伍德·克罗斯比阀门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光禹、王德平、黄明亚、王晓钧。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12241-1989

筑
龙
网
(w
ww
.s
in
oa
ec
.c
om
)网

友
收
集
提
供



GB/T 12241-2005

安全阀 一般要求

飞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阀的术语，设计和性能要求，试验，排量确定，当量排量计算，标志和铅封，质量保

证体系以及安装、调整、维护和修理等一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流道直径大于或等于8 mm,整定压力大于或等于0. 1 MPa的各类安全阀。本标准

对安全阀的适用温度未予限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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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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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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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047 管道元件的公称通径(GB/T 1047-2005,ISO 6708:1995,MOD)

    GB/T 1048 管道元件公称压力(GB/T 1048-2005,ISO 7268:1996,MOD)

    GB/ T 1239. 6 圆柱螺旋弹簧设计计算
    GB/T 7306. 1   55。密封管螺纹 第1部分:圆柱内螺纹与圆柱外螺纹(GB/T 7306. 1-2000,egv

ISO 7-1:1994)

    GB/T 7306. 2   55。密封管螺纹 第2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GB/T 7306.2-2000,egv

ISO 7-1:1994)

    GB/T 9113(所有部分) 整体钢制管法兰

    GB/T 9124 钢制管法兰 技术条件

    GB/T 12224 钢制阀门 一般要求

    GB/T 17241. 6 整体铸铁管法兰

    JB/T 79(所有部分) 整体铸钢管法兰

JB/T 1752 阀门结构要素 外螺纹连接端部尺寸

JB/T 2769   PN16.0-32.0 MPa螺纹法兰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安全阀 safety valve
    一种自动阀门，它不借助任何外力而利用介质本身的力来排出一额定数量的流体，以防止压力超过

额定的安全值 当压力恢复正常后，阀门再行关闭并阻止介质继续流出。

3.1.1

    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direct-loaded safety valve
    一种仅靠直接的机械加载装置如重锤、杠杆加重锤或弹簧来克服由阀瓣下介质压力所产生作用力

的安 全阀。

3.1.2

    带动力辅助装置的安全阀 assisted safety valve
    该安全阀借助一个动力辅助装置，可以在压力低于正常整定压力时开启。即使该装置失灵、阀门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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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本标准对安全阀的所有要求。

3. 1.3

    带补充载荷的安全阀 supplementary loaded safety valve
    这种安全阀在其进口压力达到整定压力前始终保持有一个用于增强密封的附加力。该附加力(补

充载荷)可由外部能源提供，而在安全阀进口压力达到整定压力时应可靠地释放。补充载荷的大小应这

样设定，即假定该载荷未能释放时，安全阀仍能在其进口压力不超过国家法规规定的整定压力百分数的

前提下达到额定排量。

3. 1.4

    先导式安全阀 pilot-operated safety valve
    一种依靠从导阀排出介质来驱动或控制的安全阀。该导阀本身应是符合本标准要求的直接载荷式

安 全阀 。

3.2

    压力 pressure

3.2. 1

    整定压11  set pressure
    安全阀在运行条件下开始开启的预定压力，是在阀门进口处测量的表压力。在该压力下，在规定的

运行条件下由介质压力产生的使阀门开启的力同使阀瓣保持在阀座上的力相互平衡。

3.2.2

    超过压力 overpressure
    超过安全阀整定压力的压力增量，通常用整定压力的百分数表示

3.2.3

    回座压力 re-seating pressure
    安全阀排放后其阀瓣重新与阀座接触，即开启高度变为零时的阀进口静压力

3.2.4

    冷态试验差压力 cold differential test pressure
    安全阀在试验台上调整到开始开启时的进口静压力。该压力包含了对背压力及温度等运行条件所

作的修正。

3.2.5

    排放压力 relieving pressure
    整定压力加超过压力。

3.2.6

    排放背压力 built-up back pressure
    由于介质流经安全阀及排放系统而在阀出口处形成的压力。

3.2.7

    附加背压力 superimposed back pressure
    安全阀即将动作前在其出口处存在的静压力，是由其他压力源在排放系统中引起的。

3.2.8

    启闭压差 blowdown

    整定压力与回座压力之差。通常用整定压力的百分数来表示;而当整定压力小于。. 3 MPa时则以

MPa为单位表示。

3.3

    开启高度 lift

    阀瓣离开关闭位置的实际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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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流道面积 flow area

    阀进口端至关闭件密封面间流道的最小横截面积，用来计算无任何阻力影响时的理论流量

3.5

    流道直径 flow diameter

    对应于流道面积的直径。

3.6

    ## JK           discharge capacity

3.6. 1

    理论排f  theoretical discharge capacity

    流道横截面积与安全阀流道面积相等的理想喷管的计算排量，以质量流量或容积流量表示。

3.6.2

    额定排f  certified (discharge) capacity
    实测排量中允许作为安全阀应用基准的那一部分。额定排量可以取为下列三者之一:

    a) 实测排量乘以减低系数(取。9);

    b) 理论排量乘以排量系数，再乘以减低系数(取0.9);

    c) 理论排量乘以额定(即减低的)排量系数。

3.6.3

    当f计算排f  equivalent calculated capacity
    当压力、温度或介质情况等使用条件与额定排量的适用条件不同时，安全阀的计算排量。

3.7

    机械特性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3.7. 1

    频跳 chatter

    安全阀阀瓣快速异常地来回运动，运动中阀瓣接触阀座

3.7.2

    颤振 flutter

    安全阀阀瓣快速异常地来回运动，运动中阀瓣不接触阀座

3.8

    独立监察机构 independent authority
    承担监督试验、审核安全阀排量计算书及证明书等各方面职责的机构

3.9

    检查机构 inspection authority
    负责审核是否符合本标准 的主管机构 。其与独立监察机构 可能是，也 可能不是 同一机构

4 设计 和性能要求

4. 1 设计、材料和结构

4.1.1 总则

4.1.1.1 应设计有导向机构以保证动作和密封的稳定性。

4.1.1.2 除非阀座与阀体做成一体，否则阀座应可靠地固定在阀体七以防止在运行时松动

4.1.1.3 应对所有外部调节机构采取上锁或铅封措施，以防止或便于发现对安全阀未经许可的调节。

4.1.1.4 用于有毒或可燃介质的安全阀应为封闭式，以防止介质向外界泄漏。

4.1.1.5 除非另外采取排泄措施，否则应在安全阀的阀体内液体可能积聚的最低部位设置排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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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受力部件的设计应力应不超过相应国家标准的规定。

4. 1.2 公称通径和公称压力

4. 1.2. 1 阀门的公称通径应符合GB/T 1047的规定。

4. 1.2.2 阀门的公称压力级应符合GB/T 1048的规定。

4. 1.2.3 压力一温度等级按GB/T 9124的规定。

4.1.3 端部连接

4.1.3.1 端 部连接型式

    a) 法兰连接按GB/T 9113,GB/T 17241.6,JB/T 79或JB/T 2769的规定。

    b) 螺纹连接按GB/T 7306. 1---7306. 2或JB/T 1752的规定。

    c) 焊接端部按GB/T 12224的规定。

    d) 根据用户的要求，端部连接也可按其他标准的规定。

4. 1. 3.2 端部连接设计

    安全阀端部连接的设计，不论其型式如何，都应使连接管道或支管的通道面积至少等于安全阀进口

截面积(见图1).

安全阀正常运行所需的内径

                                  符合 符合 小R台

                                      图1 端部连接的设计

4.1.4 对安全阀弹簧的最低要求

4.1.4.1 弹簧材料

    制造安全阀弹簧的材料应符合相应的材料标准的要求，并同其工作条件相适应。

4. 1.4.2 弹簧标记

    弹簧标记，包括打钢印或蚀刻，应限于做在其非有效圈上。

    当弹簧钢丝直径小于6 mm时，可采用挂金属标牌或其他合适的方法来进行标记。

4. 1.4.3 弹簧质皿保证书

    弹簧制造厂应提供有关弹簧的质量保证书，表明弹簧按安全阀制造厂的技术要求完成加工和试验

4.1.4.4 许用应力

    许用应力应参照GB/T 1239.6并根据以往满意的经验来确定。对弹簧的使用温度及其工作环境

都应加以考虑

4. 1. 4.5 弹簧圈间距

    弹簧圈节距应均匀。当安全阀阀瓣达到其额定排量对应的开启高度时，弹簧工作圈之间不应发生

接触。此时弹簧的变形量应小于或等于弹簧圈并紧时变形量的8000

4. 1.4.6 检查、试验及公差

    弹簧的制造质量、试验和公差应保证满足其使用功能。

    所有弹簧应进行永久变形试验。即将弹簧用安全阀制造厂规定的试验负荷压缩至少3次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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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始自由高度;然后再将弹簧用试验负荷压缩3次，再次测量其最终自由高度。两次测量的自由高度

的差值即弹簧的永久变形量应不超过其原始自由高度的0.5%.

4.1.5 安全阀材料

4.1.5.1 安全阀材料应适合于流程介质、邻接部件以及其使用环境。

4.1.5.2 导向面的材料应耐腐蚀，并应加以选择以便把产生咬伤或卡阻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
4.1.5.3用于承压部件的材料应由安全阀制造厂根据技术规范来加以控制。该技术规范应确保控制
材料的质量、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至少相当于相应标准的规定。

4.2 动作性能和排且

4.2. 1 动作性能

4.2. 1. 1 整定压力偏差

    整定压力偏差不应超过士3%整定压力或士。.015 MPa的较大值。

4.2. 1.2 排放压力

    排放压力的上限应服从有关标准或规范的规定。

4.2.1.3 开启高度

    不得小于阀门制造厂标示的设计值。

4.2. 1.4 启 闭压 差

4.2. 1.4. 1 对于启闭压差可调节的阀门，启闭压差的极限值根据使用要求可选择下列二者之一:

    a) 启闭压差最大值为7%整定压力，最小值为2.5%整定压力;

    b) 启闭压差最大值为15%整定压力。

    下列情形不受上述限制:

    当流道直径小于15 mm时，启闭压差最大值为15%整定压力;

    当整定压力小于。. 3 MPa时，启闭压差最大值为。.03 MPa.

4.2. 1. 4. 2 对于启闭压差不可调节的阀门，启闭压差的最大值为15%整定压力。

4.2. 1.4.3 对用于不可压缩介质的阀门，启闭压差的最大值为20 %整定压力。但当整定压力小于

0. 3 MPa时，启闭压差的最大值为0. 06 MPao

4.2.2 额定排A

    安全阀的额定排量应不大于试验测定排量的90%。当采用排量系数方法时，额定排量应按下列二

者之一计算:

    a) 理论排量乘以排量系数，再乘以。.9;

    b) 理论排量乘以额定排量系数。

5 试验

5. 1 出厂试验

5.1.1 目的

    所有安全阀成品应进行出厂试验。试验的目的在于确保每台安全阀都满足其设计要求，其承压部

件或连接部位不发生任何形式的渗漏，并调整到适合其指定的运行条件。

5.1.2 总则

    所有临时用于试验的管道、连接件以及封闭装置应能足够承受试验压力。

    试验后，应仔细地除去所有临时焊接上的附件，并将留下的焊疤磨到与基体齐平，然后用液体渗透

或磁粉等无损探伤方法进行检查。

    试验设备上的所有压力测量装置应按照相应国家标准的规定定期进行校准，以保证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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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壳体液压试验

5.1.3.1 应用说明

    封闭安全阀阀座密封面，在进口侧体腔部位施加试验压力，试验压力为其公称压力的1.5倍。

    当安全阀承受附加背压力或安装于封闭的排放系统时(封闭式安全阀)，应在其排放侧部位进行液

压试验。试验压力为最大背压力的1. 5倍。

    对于向空排放的安全阀或仅在排放时产生背压力的安全阀，不需在其排放侧部位进行液压试验。

5.1.3.2 试验持续时间

    试验压力应在要求的数值时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对各个表面和连接部位进行目视检查。试验

压力的持续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表1的规定。排放侧部位试验的持续时间按5. 1. 3. 1规定的压

力和出 口通径来确定 。

                            表 1 壳体液压试验 的试 验压力最短持续时 间

公称通径

DN/mm

公称压力或最大背压力/MPa

(4.0 > 4.0̂ 6.4 > 6 4

试验压力的最短持续时间/mm

毛50 2 2 3

> 50~ 65 2 2 4

>65~ 80 2 3 4

>80一 100 2 4 5

> 100~ 125 2 4 6

>125一 150 2 5 7

> 150 ~ 200 3 5 9

>200~ 250 3 6 11

> 250 ~ 300 4 7 13

> 300 ~ 350 4 8 15

>350一 400 4 9 17

> 400 ~ 450 4 9 19

> 450~ 500 5 10 22

> 500一 600 5 12 24

注:公称通径 DN> 600时，试验时间应按比例增加。

5.1.3.3 安全要 求

    用适度纯净的水作为试验介质，试验时应排除阀体及试验管路内的空气 试验介质温度应在.5℃一

520C。试验时，阀门或其部件不应承受任何形式的冲击载荷，例如锤击。

:.:
壳体气压试验

  应用说明

    应避免用气体来进行壳体试验。但在下列情况下并经有关各方同意后，可以将5.1.3规定的壳体

液压试验用空气或其他合适的气体来进行:

    a) 设计和结构上不适于充灌液体的阀门;

    b) 使用工况不允许有任何微小水迹的阀门。

    试验压力和加压方法按5.1.3.1的规定。

5. 1.4.2 试验持续时间

    试验持续时间和试验条件按5.1.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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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4.3 安全要求

    应考虑到气压试验中存在的危险性，并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对下列有关因素要引起特别注意:

    a) 若在试验加压过程中的某个阶段阀门发生较大的破裂时，则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因此，在升

          压过程中不允许人员靠近。

    b) 在设计阶段就应对试验条件下发生脆断的危险性予以充分评估，在选择要进行气压试验阀门

          的材料时应考虑避免在试验中发生脆断危险。这就需要在各部件材料的脆变温度和试验温度

          之间规定一个足够的差值。

    c) 应注意到当储罐的高压气体减压到阀门的试验压力时温度会下降这一实际情况。

    d) 对在进行气压试验的阀门，只有当升压过程完成后才可作靠近的检查。

    e) 对在进行气压试验的阀门，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冲击载荷。

    f) 应采取措施防止压力超过试验压力。

5. 1.5 冷态试验差压力的调整

    除非安全阀已预先通过了5. 1. 3或5. 1.4规定的壳体试验，否则不允许用空气或其他气体作为试

验介质对安全阀进行冷态试验差压力的调整。

5. 1.6 密封试验

    安全阀的密封试验按有关标准或规范的规定。

5.2 动作性能和排f试验

5.2. 1 总则

    安全阀的动作性能和排量应通过符合本章要求的型式试验来确定。试验介质为蒸汽、空气、水或其

他性质已知的气体或液体。

5.2.1.1 应 用说明

    本 章适用于 3. 1定义 的各类安全阀 。

5.2.1.2 试验

    动作性能试验按5. 2.2的规定，排量试验按 5. 2. 3的规定。当这些试验分别进行时，对介质流动有

影响的零部件应完整地安装在阀门中。

5.2. 1.3 试验目的

    试验目的在于测定在具体工作条件下阀门动作前、排放中及关闭时的各种特性，例如下列特性(但

不限于此 ):

    a) 整定压力;

    b) 排放压力或超过压力;

    c) 开启高度;

    d) 回座压力或启闭压差;

    e) 用目视或听觉确定的阀门机械特性，如良好的回座能力，有无频跳、颤振、卡阻或有害的振动;

    f) 阀门动作的重复性;

    9) 排量或排量系数。

5.2.1.4 试验手续

    试验的目的和方式是为了提供必要的数据以鉴定阀门的动作性能和排量。为此，在进行试验前，应

将下列资料呈交独立监察机构并得到认可:

    a) 有关被试阀门的充分的资料，以及这些资料所代表的阀门和弹簧的系列范围;

    b) 试验装置的详细情况，包括推荐的仪表系统、试验程序和校准程序;

    c) 推荐的试验介质来源、容量、压力、温度和性质。

5.2. 1.5 基于试验的结果计算

    计算理论排量(见6. 2,6.3或6. 5，及6.4)，并用此值和在排放压力下的实测排量来计算安全阀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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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量系数(见6.1).

5.2.1.6 设计改变

    当安全阀的设计改变以致影响到阀的流体通道、开启高度或性能时，应按第5章规定进行新的

试验 。

5.2.2 动作性能试验

5.2.2. 1 试验要求

    测定动作性能时的整定压力应是所用弹簧设计的最小整定压力。用于空气或其他气体的阀门，可

用蒸汽、空气或其他性质已知的气体进行试验。用于蒸汽的阀门，应采用蒸汽进行试验。用于液体的阀

门，应采用水或其他性质已知的液体进行试验。

    当独立监察机构拥有经验或书面证据证明特定设计安全阀的开启高度和性能符合要求时，可以免

除动作性能试验

5.2.2.2 试验设备

    试验所用压力测量仪表的误差应小于或等于仪表量程的0. 5 ，试验压力应在仪表量程的30%到

70%的范围内。

5.2.2. 3 用于试验程序 的阀门

    试验用安全阀应能代表要求动作性能的那些阀门的设计、压力和通径系列。包括阀门进口面积与

流道面积之比以及流道面积与出口面积之比都应加以考虑。

    当一个阀门系列所包含的通径数大于或等于7时，应取3种通径的阀门进行试验，若该系列所包含

的通径数不大于6种，则进行试验的通径数可减为2种。

    当一个系列的通径范围扩大，以致先前试验的安全阀不再能代表整个系列时，则应增加进行试验的

通径数 。

5.2.2.4 试验程序

    对每一通径的被试阀门，应采用3种有较大差别的弹簧进行试验。当需要对一个通径的阀门进行

3种压力的试验时，可以在一台阀门上用3种有较大差别的弹簧来进行，也可以在3台同样通径的阀门

上以3种有较大差别的整定压力来进行。为了确认其性能具有满意的重复性，每一试验应至少进行

3次 。

    对于新设计或特殊设计的阀门，仅制造一个通径、一个整定压力时，经独立监察机构同意，可以只对

该整定压力进行试验。

    对于仅有一个通径而有多个整定压力的阀门，应当用能代表该阀门使用压力范围的4种不同的弹

簧进行试验。

5.2.3 排f试验

5.2.3. 1 试验要求

    蒸汽用安全阀，在以蒸汽为试验介质确认其动作性能符合要求后，允许用蒸汽、空气或其他性质已

知的气体为介质进行排量试验。当用蒸汽以外的介质来测定排量时，应以机械方法使阀瓣保持在用蒸

汽作试验时所达到的同样开启高度。

5.2.3.2 用于试验 程序的阀门

    用于排量试验的安全阀应是用于动作性能试验(见5. 2. 2. 3 )同一些的阀门，或是同样的阀门。阀

门的状况应与进行动作性能试验时的阀门相同，即阀门的开启高度以及对带有调节圈的阀门其调节圈

的位置应与动作性能试验时对特定通径的阀门在特定超过压力下所确定的相一致。当开启高度值在设

计规定的范围内时，取其平均值。

    作为一种替代方法，也可以相对于阀进口绝对压力建立排量随开启高度和调节圈位置变化的曲线。

然后可以利用这些曲线并根据动作性能试验的结果来确定所要求的排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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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3.3 试验程序

    对一给定的阀门设计应以3种通径，每一通径以3种不同的压力来进行试验。但当该通径系列所

包含的通径数不多于6种时，则试验的通径数可减为2种。

      当一个通径系列所包含的通径数从小于7种扩展到大于或等于7种时，则应对3种通径的阀门进

行总共9种试验。

    可以在一给定的进口压力下且调节圈处于某一适当位置时，建立排量系数随阀门开启高度变化的

曲线。利用内插法可从该曲线确定中间开启高度下的排量系数。还应进行试验来确定排量系数随进口

压力和调节圈相应位置的变化情况。如果这种变化并不发生，则排量系数随开启高度变化的曲线可以

如上述那样加以应用;若有变化，则独立监察机构将要求建立有关这些变化的补充曲线。

    对新设计或专门设计的阀门，仅制造一个通径而有多个整定压力时，应在4种不同整定压力下进行

试验。这些试验压力应能代表阀门使用的压力范围，或由试验设备的能力来决定。根据这4次试验测

定的排量作出对应于进口绝对压力的图点，并通过这4点和0-。点作一直线 如果不是所有的图点都

落在该直线的士5%范围内，独立监察机构将要求作补充的试验，直到确信满足这一要求为止。对于液

体介质，应根据4次试验测定的排量，在对数坐标纸上作出对应于试验压差(进口压力减去背压力)的图

点，并通过这4点作一直线。

    在所有情况下，在试验设备条件限度内，试验阀门的通径和压力范围应能代表该设计的系列。若阀

门通径较大，超出了试验设备的流量试验能力，独立监察机构将根据其判断考虑在安装现场进行排量验

证试验的可能性。

    可以使用3种不同通径但几何形状相似的样机来进行试验以测定排量系数，但被验证的阀门设计

的至少一种阀门的动作性能应是通过试验得到证实的

    在所述的一切排量试验方法中，其各个最终试验结果对其算术平均值的偏差都不得超过士5%。

否则独立监察机构将要求作补充的试验，直到满足这一判据。

5.2.3.4 试验中阀门的调节

    试验进行中，不应对阀门作任何调节 当试验工况有任何变动或偏离时，应给予足够的时间使流

量、温度和压力达到稳定后再读取测量值。

5.2.3.5 试验记录和试验 结果

    试验记录应包括对试验项目的观察、测量、仪表读数和仪表校准记录(如果需要)。原始试验记录应

由进行试验的机构保存。全部试验记录的副本应提供给试验有关各方。修改部分和修正的数值也应分

别列人试验记录。

5.2. 3.6 排f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的设计和操作应使试验测定的实际排量的误差保持在士2%以内

5.2.4 排f系数的确定

    排量系数的确定见6. 10

6 排t的确 定

6.1 排量系数的确定

61.1 排最系数 Kd

    排量系数 Kd可按 下式计算

        W
八 1一 :;二

        W ‘
········‘·······，，-。 ‘二 (1

式 中 :

W-一试验所得实际排量;

W-一计算所得理论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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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2.

2 额足排， 系数 人a

额定排量系数Kd系由排量系数按下式计算:

                                      Kd.= KdX0.9 ························⋯⋯(2)

  用蒸汽作为试验介质时的理论排t

1 干饱和蒸汽的理论排f计算

这里干饱和蒸汽是指最小干度为98%或最大过热度为10℃的蒸汽。

当压力为。. 1 MPa至11 MPa时:

                                      W�= 5. 25APd ························。··⋯(3)

当压力大于11 MPa至22 MPa时:

W一5. 25APd
27. 644Pd一 1000

33. 242Pd一 1061
(4)

    式 中:

    W,— 理论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

      A— 流道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

    Pd—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6.2.2 过热蒸汽的理论排f计算

    这里过热蒸汽是指过热度大于10℃的蒸汽。

    当压力为0. 1 MPa至11 MPa时:

                                        W,sh= 5.25AP,KA

    当压力大于11 MPa至22 MPa时:

(5)

(6)卜W- 二 5. 25APd
27. 644Pd一 1000

33. 242Pd一 1061

    式 中:

    W 、— 理论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A— 流道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

    Pa—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K},,— 过热修正系数(其圆整数见表2)

6.2.3 一种理论排f计算方法

    干拘和IV汽和讨执苏汽的理论排量W，也可按下式计算(无压力限制):

W一。.9118AC探 ..........·....·.······⋯ ⋯ (7)

式中 :

W— 理论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A— 流道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Pa—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V— 实际排放压力和排放温度下的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3/kg);

C— 一绝热指数k的函数(见下式，其圆整数见表3)0

              c一3·948执 .L)    (ktU/(k-D3. 948 Vk 2( ························⋯⋯(8)
    此处，k为排放时阀进口状况下的绝热指数。如果不能获得在该状况下的k值，则应取在。.1013

MPa和15℃时的值。
    注:由于公式来源不同，从式(5)和((6)得到的结果未必与从式(7)得到的相同，但其差值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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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与 k值对 应的C值

k C 一 C 一 C 一 C 一 C 一 C

0.40 1.65 }。·8‘ 2.24 }1.02 2.41 一1.22 2.58 }1.42 2. 72 }1.62 2.84

0.45 1.73 1。·。6 2.26 {‘·。‘ 2.43 一1.2峨 2.59 I  1.44 2.73 一‘·64 2.85

0.50 1.81 一。·88 2.28 }1.06 2.45 一‘·26 2.61 」‘·46 2.74 }1.66 2. 86

0.55 1. 89 一。·90 2.30 }1.08 2. 46 一‘.，“ 2. 62 1}1. 48 2.76 }1.68 2. 87

0.60 1.96 一。92 2.32 一1.10 2.48 一1.3。 2. 63 一1.50 2. 77 }1.70 2. 89

0.65 2.02 一。·94 2.34 一‘·‘2 2.50 一1. 32 2.65 }1. 52 2.78 一1.80 2. 94

0.70 2.08 一。t96 2. 36 11.“ 2.51 一1.34 2.66 一，·54 2.79 一‘.90 2. 99

0.75 2.14 一。·98 2. 38 }1. 16 2. 53 一1.36 2.68 }1. 56 2. 80 一2.00 3.04

0.80 2.20 一。·99 2. 39 一，·18 2. 55 一‘.38 2.69 }，58 2. 82 1“·10 3.09

0.82 2.22 一‘·。。‘2.40 一1.20 2. 56 一‘·40 2.70 }‘60 2. 83 一2.2。 3. 13

6.3 用空气或其他气体作为试验介质时的理论排f

6.3. 1 临界流动和亚临界流动

    在达到临界流动之前，气体或蒸气通过一个孔口(例如安全阀的流道)的流量是随着下游压力的减

小而增加的。一旦达到临界流动，下游压力的进一步减小将不会使流量继续增加。

    在下 列条 件下达到临界流 动 :

........................⋯ ⋯ (9) 
 
镇

卜

氏
一几

氏
一已

在下 列条 件下为亚临界流 动 :

(尚)k/(k-U

(2                             1k/(k-1)}k+1/ ................·............ ( 10)

    这里假定兰金(Rankine)定律有效。

    式 中:

    Pd—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Pb— 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k— 在排放时进口状况下的绝热指数(对于理想气体，k等于比热容比)。

6.3.2 临界流动下的理论排f计算

W:一10AP a C漂一。.9118AC抨 (11)

这里假定兰金定律有效。

式 中:

w、— 理论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A— 流道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

P,—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C— 绝热指数k的函数〔其圆整数见表3，其计算见式(8)D;

  M 气体的分子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 / kmol);

  了一 实际排放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Z— 压缩系数，在许多情况下Z为1,可以不计(见图B.1);

  V— 实际排放压力和排放温度下的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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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亚临界流动下的理论排f计算

W,，一10APdCKb漂一0. 9118ACKb涯 ··················⋯⋯(12)
式 中 :

Ke— 亚临界流动下的理论排量修正系数(其圆整数见表4),

了1

一

尹
万
..

，、

Kti
2k  rk -IP ,2P,‘一(Pa \ <a+0" l/J P
2   1(c+D}(k-llk+1/

. ⋯ ⋯ ”.”········。⋯ ⋯ (13)

表 4 亚临界流 动下的理论排f修正 系数 K�

P,/Pa

绝 热 指 数 k

0.4 0.5 0 6 0. 7 0.8 0.9 1 0自7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 0 2.1 2.2
一---一

亚 临界 pk动下的排量修正系数 Ke

0.45 1.0000.9990. 999

0.50 1_0001.000自 Qqq n QQQ n OQA0.9940. 9920. 989

0. 55 n gqg1.6000 q990.9970.9940. 9910_ 987n qR 又0.9790. 9750 Q7 1

0. 60 1.000n QQQ0.9970.9930.989门 Q只7n q7R0.9720. 9670 9610. 9550.9500.945

0. 65 n qqq0.995n qRq0. 9820.9740. 9670 9S90. 9510.9440.9360 q79n 9220 9150. 909
j- -一

0. 70 0. 9990. 9990. 9930. 9850.9750. 9640.9530.943门 q770.9220. 9130.9030.8950. 8860.8790.8710.864

0. 75 1.0000. 9950. 983n 9K只0.9530. 9380. 9230.9090.8960.8840.8720.8610.8510.8410.8320.8240.8150.808

0.80 0. 999o qRS0.9650. 9420.9210.9000.8810.8640.8470.8330.819n Rn60.7940.7830.7730.7640. 7550. 7470. 739

0.82 自 qQZ0. 9700.9440. 9180.8940.8720. 8520.8330.8170.8010.7870. 7740.7630. 7520.7410. 7320. 7230. 7150.707

0. 84 0.9790. 9480.9170.8880.8620.8390. 8180. 7990. 7820.7660.7520.7390. 7270. 7160.7060. 6970.6880. 6800. 672

0.86 0.9570.9190.8840.8520. 8000. 7790.7590. 7420.7270.7120. 7000.6880. 6770. 6670. 6670.6580. 6490. 6410.634

0.88 0. 9240.8810. 8420. 8090. 7800. 7550. 7330.7140.6970.6820. 6680. 6550. 6440. 6330.6240. 6150. 6060.5990.592

0. 90 0.8800. 8310. 7910. 7570. 7280.7030.681门 片斤90.6450.6310.6170.6050.5940. 5840.5750. 5660.55R0 5510. 544

0. 92 0.8200. 7690.7270. 6930. 6640.6400. 6190 O1 0 5只50.5710.5590. 5470.5370. 5270.5190. 5110.5040. 4970.490

0. 94 0. 7390. 6870. 6470. 6140.5870 5fi50. 5450 5ZR0. 5140.5010.4890.4790.4700. 4610.4530.4460.4400. 4340. 428

0. 96 0. 6280. 5790.542门 5 170. 4890.4690. 4520.4380.4250.4140.4040.3950.387n 7只门0.3730. 3670.3620. 357n 只.S2

0. 98 0.4620. 4220.3930.3710. 3530. 3370 82fi0. 3140. 3060.2960. 2890.2820.2770. 2710.2660.2620. 2580. 2540. 251

1.00 自 门nn n 日日n0.0000.0000.0000.0000. 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 000
{一 一一- -一

6.4 背压力影响的排t修正

    若安全阀的排量与背压力有关 比如在亚临界流动情况下，则即使开启高度保持不变，但考虑到排

量的减少仍需进行排量修正。

    对于开启高度是背压力函数的阀门，需要时，制造厂应提供经独立监察机构验证的专门资料。

6.5 用液体作为试验介质时的理论排班

    用液体作为试验介质时的理论排量按下式计算:

                                  W�=5. 09A p ··。·····。··⋯ ⋯(14)
    式 中:

    W,— 理论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A一一流道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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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s);

    OP— 压差，其值为Pa一Pb，单位为兆帕(MPa)

            此处:P,—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Pb— 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6.6 液体排. 的猫度修正 系数

    液体排量的勃度修正系数见附录Da

6.7 任意介质 理论排且 计算的替代方法

    任意介质理论排量计算的替代方法见附录E.

7 当皿排f计算

    只有当超过压力大于进行排量试验(见5. 2.3)的超过压力时，可以进行当量排量计算;但若超过压

力小于试验时的超过压力，则不允许计算当量排量

    阀门在试验背压力下达到临界流动时所确定的额定排量系数可能不同于在较高背压力下的排量系

数。亚临界流动情况下的当量排量计算只适用于当量理论排量。

    应注意，铭牌(见8. 2 )上给出的是对应于试验证明书所用流体的数据，而不是当量计算排量。

7.1 用于排放气体或蒸汽的阀门

    通常，对所谓气体和蒸汽并未予以区分，术语“气体”是气体和蒸汽两者的通称。

    计算任意气体的当量排量时，流道面积和排量系数应假定不变，并应用第6章中的公式。

7.2 当f排f的计算

    所采用的公式取决于确定所述安全阀额定排量时所使用的基准流体(见第 6章)。7. 2. 1至7.2.4

给出了当量排量公式的例子。

7.2.1 基准流体— 干饱和蒸汽

7.2.1.1 过热蒸汽的当量排量按下式计算:

                                    w、一W., X K,b ·····”······”·⋯ ⋯(15)
    式 中 :

    W、— 认可的过热蒸汽当量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

    W — 干饱和蒸汽额定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K.b— 过热修正系数。

7.2.1.2 湿蒸汽 的当量排 量按下式计算 ，

(16)丛
x

 
 
一一

 
 
W

式 中:

W*— 认可的湿蒸汽当量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

    W,— 干饱和蒸汽额定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X- 阀门进口处湿蒸汽干度。

7.2.1. 3 气体的当量排量

    a) 压 力为 0. 1 MPa牵 11 MPa时

  Wr _ We。
5.25P,    lOP,C, 兀Za Tp

⋯。.....⋯⋯。...········。。·(17)

下标9表示任意气体。

式中 :

W,— 干饱和蒸汽额定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We.— 认可的气体当量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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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Ca— 绝热指数k的函数〔其圆整数见表3，其计算见式((8));

M:一一气体的分子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
Tg— 实际排放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及— 压缩系数，在许多情况下Z为1，可以不计(见图B.1),
b) 压力大干 11 MPa -}V 22 MPa时

Wrs ...⋯⋯。...·..·.⋯⋯(18)

5.25尸 了27. 644Pd - 1000
" k 33. 242尸a一 1061

        W。

IOPdC ,/Me/ZgTg

    下标g表示任意气体。式中符号的含义与式(17)相同。

7.2.2 基准流体— 过热蒸汽

7.2.2.1 千饱和蒸汽的当，排f

    a) 压力为 0. 1 MPa至 11 MPa时 :

W..n

0.9118C甲  Pd/V
  W。。
5. 25Pd

式中 :

W rs6— 过热蒸汽额定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p— 认可的干饱和蒸汽当量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Pd—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C— 绝热指数k的函数〔其圆整数见表3，其计算见式((8)J;

  V— 实际排放压力和排放温度下的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 kg).
b) 压力大于11 MPa至22 MPa时:

                      W .h _ W二
0. 9118C、巾刀V   5. 25P,27. 644Pa一 1000

33. 242P,一 1061

(20)

    式中符号的含义与式(19)相同

7.2.2.2 气体的当f排，

    根据公式(11)所给出的饱和蒸汽与过热蒸汽排量间的关系，可得出:

    a) 压力为0. 1 MPa至11 MPa时:

                            W ash _ W,g
                          5. 25PdK、 lop,Cg、/丽万瓦了奋

    下标9表示任意气体。
    式中 :

    W,sh— 过热蒸汽额定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g— 认可的气体当量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Pa—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K,h— 过热修正系数(其圆整数见表2) ;

      cg— 绝热指数k的函数〔其圆整数见表3，其计算见式((8)D;

    峡— 气体分子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
      Tg— 实际排放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Zg— 压缩系数，在许多情况下Z为1，可以不计(见图B.1),

    b) 压力*千 11 MPa牵 22 MPa时

W r

卜5. 25P,
27. 644P,一 1000

33. 242P 一 1061

        W :

10 P, Ca丫MQ /Za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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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标g表示任意气体。式中符号的含义与式((21)相同。

下列c)可代替上述a)和b).

c) 无任何压力限制:

W 确

0.9118C '/歹刃V
_ we，
  lop,认 了M8z / Zz2 / Tz,

    下标9表示任意气体

    式 中 :

    V— 实际排放压力和排放温度下的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 kg) o

    其余符号的含义与式(21)相同。

    注:由于公式的来源不同，从式(21)或式(22)得到的结果未必与从式(23)得到的相同，但其差值是很小的

7.2.3 基准气体

    基准气体指已知性质的气体(用下标1表示)。

    气体(用下标2表示)的当量排量按下式计算:

” 招 2

lop,认1,/Mgr /乙 /几1

_ Wega
  10 P,认:丫Mg2 /Zga /几:

    式 中:

    W 'g— 基准气体(用下标1表示)额定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ga一 认可的气体(用下标2表示)当量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Pa-—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q— 绝热指数k的函数〔其圆整数见表3，其计算见式(8)J;

    从— 气体分子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
      Tg— 实际排放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几— 压缩系数，在许多情况下Z为1，可以不计(见图B. 1)
    注:式中符号的下标 1和2分别表示基准气体和要计算当量排量的气体。

7.2.4 基准液体

    基准液体指已知性质的液体(用下标1表示)

    参见6. 6及附录De

    以液体为基准流体的额定排量只可用来计算液体的当量排量，但不能用来计算蒸汽、气体或闪蒸液

体的当量排量

    液体(用 下标 2表示)的当量排量按下式计算

一
weLl一wa}磊黔

A中:
w,L2一 认可的液体(用下标2表示)当量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w'Ll— 液体(用下标1表示)额定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P--一液体(用下标1表示)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 / m');

  Pea— 液体(用下标2表示)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AP — 液体(用下标1表示)的压差，单位为兆帕(MPa) ;

△几 一一液体(用下标2表示)的压差，单位为兆帕(MPa) o

标 志和铅封

8.1 安全阀阀体上的标志

    阀体上的标志可与阀体一起做出，也可标在固定于阀体的标牌上。在所有安全阀的阀体上至少应

                                                                                                                                                                      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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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以下内容:

    a) 进 口通径 DN;

    b) 阀体材料代号;

    c) 制造厂名或商标;

    d) 指明介质流向的箭头。

8.2 铭牌上的标志

    固定于安全阀的铭牌上至少应标志下列内容:

    a) 阀门设计的极限工作温度，℃;

    b) 整定压 力 ，MPa;

    c) 制造 厂的产品型号 ;

    d) 标明基准流体(空气用G,蒸汽用S，水用L表示)的额定排量系数或额定排量(标明单位)。流

        体代号可置于额定排量系数或额定排量之前或之后。例如G-0. 815或G-100 000 kg / h;
    e) 流道面积 ，mm'，或流道直径 ，mm;

    f) 最小开启高度，mm，以及相应的超过压力(以整定压力的百分数表示)。

3.3 安全阀的铅封

    所有安全阀应 由制造厂 、其代表或有关负责机构进行铅封 。

9 质f保证体 系

9.1 制造厂应建立并保持一个质量保证体系，以保证本标准的所有要求得到满足。该体系还应保证所

有安全阀的性能与接受初始试验以确定动作和排量特性的代表性阀门的性能相类似。

9.2‘制造厂应能提供一个关于其将要运用的质量体系的书面描述，以供检查机构审核和认可。

    注 附录C提供了质量保证体系所包含要素的典型概要。

9.3 该质量体系可以包含一些措施以满足对9.1规定的附加要求。制造厂可以对体系的这些附加措

施加 以改变而不必 担保预先得到检查机构的认可 。

10 安全阀的安装

10. 1 环境条件

    对于可能给安全阀性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气候条件、工艺流程条件或其他环境条件应给予适当的

考 虑。

10.2 安装

10.2. 1 振荡或锤击现象会导致安全阀排量减少或使密封面及其他零件受到损伤。为把这样的危险降

至最低限度，在安装安全阀时对下列各点应予以考虑。

10.2.2 如果打算将安全阀安装于非垂直向上的位置，应得到制造厂的同意，并注意使指示介质流向的

箭头(按8. 1的要求)指向正确的方向

10.2.3 安全阀安装于一个进口支管上时，该支管的通道最小截面积应不小于安全阀进口截面积(见

4.1.3.2)。这一点很重要

10.2.4 安全阀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近被保护的系统，其进口支管应短而直 对于高压力和/或高排

量的场合，进口支管在其人口处应有足够大的圆角半径，或者具有一个锥形通道，锥形通道的人口处截

面积近似为出口处截面积A的两倍(如图2所示)。

10.2.5 安全阀的进口支管决不应设置在某一支管的正对面

    注 在本文中，切换阀或Y型接头不被看作是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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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足够的圆角半径的入口

                                            1)面积A    2)面积2A

                                              b)锥形通道

                                    图2 安全阀进口支管

10.3 进口管道

10.3.1 在进口支管中或在被保护设备与安全阀之间的压力降应不超过整定压力的3%或最大允许启

闭压差的1/3(以在实际排放时的较小者为准)。

10.3.2 对安装安全阀的管道或容器应给予足够的支撑，以保证振动不会传递到安全阀。

10.3.3 所有相关管道的安装方式应避免对安全阀产生过大的应力，以防导致阀门变形和泄漏。

10. 3.4 在安全阀进口安装隔离装置时，应不违背国家的法律或规范的要求

10.4 排放管道

10.4. 1 同安全阀连接的排放管道的设计和安装应不影响安全阀的排量，同时应充分考虑安全阀排放

反作用力对安全阀进口连接部位的影响。

10.4.2 排放管道的横截面积应不小于安全阀出口截面积。当多个安全阀向一个总管排放时，计算排

放总管的横截面积应保证排放总管能够接受所有可能同时向其排放的安全阀的排放量。此处还应考凉

10. 4.3的要求。

10.4. 3 对安全阀出口侧存在的可能影响整定压力和/或排量的背压力(排放背压力和/或附加背压力)

应 予以考虑。

10.4.4 安全阀的排放或疏液应导至安全地点。应特别注意危险介质的排放及疏液。

10.4.5 应避免出现任何可能导致排放管道系统阻塞的条件。凡适用的场合都应设置疏水管。

10.4.6 在安全阀出口安装隔离装置时，应不违背国家的法律或规范的要求。

10.5 安全阀的可接近性

    安全阀的安装应使人员可以接近以进行功能试验和维修。

11 安全阀的调整、维护和修理

11. 1 安全阀的调整和修理，包括改变整定压力，应由安全阀的制造厂、制造厂授权的代表、或经专业培

训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来执行

11.2 修理安全阀所用的关键备件应由原制造厂提供;如果由授权的代理机构制造时，则应满足原零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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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要求。所谓“关键零件”是指其设计状况对保证安全阀的性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零件，至少包括

喷嘴(阀座)、阀瓣、阀瓣座、阀瓣芯、导向套、阀杆或阀杆组件、调节圈和弹簧。

11. 3 如果要改变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向制造厂询问阀门设计对改变后工作条件的适用性。制造厂

应决定是否需要调换弹簧。只有符合制造厂标准的弹簧才可使用。负责变更整定压力的机构应给阀门

装上标明整定压力和其他相关参数变化的铭牌。已变更的原始标志应划掉，但应保持可辨认。

11.4 该安全阀至少应通过试验来确认其整定压力和密封性。

11.5 一个标明负责修理机构的标牌应永久地安装在安全阀上(如果负责修理的机构不是阀门的制造

厂，建议将标牌紧靠制造厂铭牌安装)。阀门试验满足要求后，负责修理的机构应对所有外部调节机构

进行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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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过热修 正系数 Km的推导

A. 1 过热修正系数Ksh是在给定的进口过热工况下喷嘴的单位面积最大等嫡流量Q..h-二与在同样进口

压力的干饱和工况下的奈培(Napier)流量9m，的比值，即:

Kh 4m.=hm.�9m. ··········。·············⋯⋯(A. 1)

A.2 对单位面积等墒流量g- 采取逐步逼近法直到收敛于单位面积最大流量，从而获得在过热工况下

的单位面积最大等嫡流量Q..hm。二。而Qm.h(单位为kg /h/mm')按下式计算:

Qm.h一等X 3.6 X 10-3 ·········。·····。········⋯ ⋯ (A.2)

式 中:

u— 理想收敛喷嘴的喉部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

V— 喉部的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3/ kg).

其 中:

                                    。=丫2(h一h)

式 中 :

h— 进口处的熔，单位为焦耳每千克((J/kg);

h,— 喉部的熔，单位为焦耳每千克((J/kg).

·················。······⋯ ⋯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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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 附录)

压缩 系数 2的推导

B. 1 压缩 系数 的确定

    排放工况下的压缩系数2可根据气体的精确数据用下式求得:

                                        Z= 106 PdVM /RT

    式 中 :

    Pd—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T— 实际排放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V— 实际排放压力和排放温度下的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 kg) ;

    M 气体的分子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

    R— 通用气体常数，R=8314 N·m/(kmol·K),

    在没有精确数据的情况下，可根据气体的对比温度T}= T/T和对比压力P-=

得到压缩系数。此处，T。和尸。是纯气体的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

(B. 1)

Pd/ P。从 图 B. 1

B. 2 实例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为1. 5 MPa(表压)，在60℃和10%超过压力下排放氨气。从图B. 1确定Z值

如下 :

    排放压 力 Pd= 1.5+ 0.15+ 0. 1= 1. 75 MPa(绝压)

    排放温度T= 60+273 =333 K

    临界压力P=11. 46 MPa

    临界温度 T=405. 6 K

尸一PdT-
T,一TT}-

1.7511.46= 0.153 (B.2)

333405.6= 0. 82 (B. 3)

从图 B. 1查得 Z= 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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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 性附录)

质，保证体 系中所 包含要素的典型概要

C. 1 工作范围

      质量保证体系的书面描述应包含体系适用的工作的范围和场所。

C. 2 权力和贵任

      应明确规定负责质量保证体系的机构和人员的权力和责任。

C. 3 组织机构

      要求有一个组织机构图表，表明管理部门同技术、采购、加工、制作、检验和质量控制部门之间的关

系。这一图表的目的在于区分不同的组织部门并赋予他们特定的职责功能 这些要求并不打算剥夺制

造厂的下述权力:即建立和随时变更其认为合适的任何组织形式的权力。执行质量控制功能的人员应

具有充分的责任、权力和组织上的自由以便识别质量控制间题并采取、推荐或提供解决措施。

C. 4 质f保证体系审核

    制造厂应确保并证实质量保证体系的持续有效性。

C. 5 图样、设计计算书和技术规范书的控制

    制造厂的质量保证体系应包含这样的措施，以保证最新适用的图样、设计计算书、技术规范书和指

导书(包括所有授权的变更)被用于制造、检查、检验和试验过程。

C. 6 采购控制

    制造厂应保证所有采购的材料和服务符合规定的要求，所有采购合同对采购的材料和服务有详细

的规定 。

C. 7 材料控制

    制造厂应具有一个材料控制系统，以保证所接收的材料是适当标识的，拥有任何需要的书面记录并

同材料相对应，同时验证材料符合规定的要求。材料控制系统应保证只有指定的材料用于制造。制造

厂应通过一个能在制造过程的所有阶段对材料检验状态进行标识的系统来保持对材料在制造过程的

控制

C.8 制造控 制

    制造厂应保证制造作业是在受控条件下按照成文的工作指导书来进行。制造厂应对每一项影响质

量又适合检验的作业提交检验，否则应对作业安排适当的监控。

C. 9 质11控制计划

    制造厂的质量控制计划应描述制造作业，包括本标准中指明的检查和检验。

C. 10 焊接

    质量控制系统应包含保证焊接符合规定要求的措施。焊工应经资格评定满足适当标准的要求，其

                                                                                                                                                                      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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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评定记录在需要时应 能提交给检查机构

C. 11 无损检查

    应制定措施以便在需要时使用无损检查来保证材料和部件符合规定的要求。无损检查人员应由其

雇主授权，并/或经认可的国家机关考核合格。其授权或资格考核记录在需要时应能提交给检查机构

C. 12 不 符合项

制造 厂应制定程序以控制不符 合规定要求的物项 。

C. 13 热处 理

制造厂应提供控制手段以保证所有需要的热处理得以实施。应采取能够验证热处理要求的措施。

C. 14 检验状 态

    制造厂应保持一个在制造的所有阶段对材料的检验状态进行标识的系统，并能够区分已检验和未

检验的材料

C. 15 测且和试验设备的校准

    制造厂应配备用来验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并进行控制、校准和维修。校准应

能溯源到国家标准器 。校 准记录应予保存 。

C. 16 记录保存

    制造厂应拥有一个系统以保存那些表明达到要求的质量和表明质量体系有效运行的检验记录、射
线照片和数据报告

C. 17 表式

    质量控制系统中使用的表式以及应用这些表式的详细程序应能提供审核。质量保证体系的书面描

述应涉及 这些表式 。

C. 18 检查 机构

    制造厂应让检查机构能在制造厂内获得质量保证体系书面描述的现行复制件。制造厂的质量保证

体系应作出规定，使检查机构能在制造厂内接触到所有图纸、计算书、技术规范书、程序、工艺卡片、维修

程序、记录、试验结果，以及任何对检查机构按本附录的规定履行职责所需要的其他文件。制造厂可以

规定以文件原件或以其复印件提供给检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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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对 于液体 的贴度修正 系数

如下所述，勃度修正系数用来确定用于钻性液体的安全阀的理论排量。

对于非豁性液体(-<0. 020 Pa " s)，理论排量由下式计算得到:

                            W.L一5. 09A v娅丁

式 中:

W,L— 非私性液体的理论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

AP— 压差，单位为兆帕(MPa) ;

AP一Pd一Pb

  P 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通过计算以确定在流道截面处的雷诺数:

_ W，、Ka 爪西
入e= 下于二二̂/ 二;

          }. o产 y -n.性
···.···············。···。。·⋯(D. 1)

    式中 :

    A— 流道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Ka— 排量系数;

    产— 动力钻度，单位为帕秒(Pa·S).

    然后利用图D. 1由雷诺数确定粘度修正系数K,.

    按勃度修正后的理论排量W,由下式给出:

                            WcL，一K,W,一5. 09K,A p ························⋯⋯(D. 2)

    此处，W、的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上述关系式仅当雷诺数大于或等于400时才适用。否则液体将被认为豁性过大而不适用上式，此

时为确定 w,,应作专 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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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理论排，计 算的替代方法

对于任意流体，理论排量可利用第二流量指数由下式给出:

W一。.09BA漂 (E. 1)

式 中:

W,— 理论排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 / h);

  B— 第二流量指数，为绝热指数k和压力比Pb/Pd的函数;

  A— 流道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lip— 一压差，单位为兆帕(MPa) ;

△尸=尸a一尸b

此处 :

Pa— 实际排放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Pb— 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绝压);

V— 实际排放压力和排放温度下的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kg),

对于可压缩流体，第二流量指数 B可用内插法从表E. 1得到，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为音速膨胀 时:

B(k,P,IP,)
            C

3.948丫2 (1一Pb/Pa)
(E. 2)

当为亚音速膨胀时:

B(k,P,/Pe)=
K,C

3.948丫2(1一Pb/Pd)
(E.3)

  式中 :

C— 绝热指数k的函数〔其圆整数见表3，其计算见式((8));

K,-— 亚临界流动下的理论排量修正系数，用式(13)计算(其圆整数见表4);

Pa和P。的含义与式(E. 1)相同。

对于不可压缩流体，k趋于无穷大，而

                                        B(k,尸h/尸。)= 1 ························⋯⋯ (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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