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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4章和第6幸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附录A至附录R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西安卫士消防设备制造厂、陕西省

公安厅消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连喜、杨展铭、迟立发、谢炳先、严洪、杜增虎、王荣。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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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及部件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及灭火剂贮存装置、总控阀、驱动气体贮存容器、选择阀、单向

阀、驱动器、喷嘴、管路超压泄放阀、信号反馈装置、控制器、分流管等部件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

使用说明书等。

    本标准适用于低压形式贮存的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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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995 钢制压力容器

    GB 5099 钢质无缝气瓶

    GB 5100 钢质焊接气瓶

    GB 9969. 1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 16669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及部件通用技术条件

    GA 61-2002 固定灭火系统驱动、控制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低压二叙化碳灭火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low pressure carbon dioxide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s
(abbreviate system)

    二氧化碳灭火剂在一18℃一一20℃的温度下贮存的灭火系统。

3.2

    灭火剂贮存装it(以F简称贮存装里) extinguishing agent storage equipment (abbreviate storage
equipment)

    由灭火剂贮存容器、检修阀、充装阀、平衡阀、安全阀、容器超压泄放阀、压力控制显示装置、灭火剂

量显示装置、制冷系统等组成的充装灭火剂的贮存装置。

3.3

    总控阀 master control valve

    用于封存灭火剂贮存容器中的二氧化碳灭火剂并控制二氧化碳灭火剂释放的可自动启闭的气动或

电动阀门。

3.4

    充装阀 filling valve

    与灭火剂贮存容器相连，用于充装二氧化碳灭火剂的阀门。

3,5

    平衡阀 balance valve

    与灭火剂贮存容器相连，用于充装二氧化碳灭火剂时气、液相平衡的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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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容器超压泄放阀 extra-pressure relief valve of the container

    安装在灭火剂贮存容器上，用于排除容器中由于异常情况所造成的超压，维持系统所要求的正常公

称压力的安全装置。

3.7

    管路超压泄放阀 extra-pressure relief valve of the pipe

    安装在系统封闭管路中，用于排除管网中由于异常情况所造成的超压，维持系统管网正常工作的安

全装置 。

3.8

    超压泄放阀的开启压力 operation pressure of the extra-pressure relief valve

    超压泄放阀阀瓣在运行条件下开始升起时的进口压力。

3.9

    安全阀 safety valve
    安装在容器上，确保容器在允许的压力下安全运行的阀门。

4 要求

4. 1 贮存装置

    贮存装置上连接总控阀的检修阀应能在一56. 6℃一+50℃范围内正常工作。

    贮存装置上的其他部件应能在一23'C -+50℃范围内正常工作。

4.1.1 灭火荆贮存容器

4.1.1.1 制造标准及资格检查

    灭火剂贮存容器应按GB 150-1998规定，由国家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认可的单位和人员

进行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

4. 1. 1.2 最大工作压力

    灭火剂贮存容器的最大工作压力不应小于2.5 MPa,

4. 1. 1.3 安全要求
    灭火剂贮存容器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的选用和设置应符合GB 150-1998附录B的规定。

4. 1.2 充装阀、平衡阀、检修阀

    充装阀、平衡阀、检修阀的性能应符合4.3.2̂-4.3.5,4.3.9和4.3. 10.2的要求。检修阀应具有开

启状态的指示标志(“开”和“关”或“OPEN'，和“CLOSE")和锁住机构。

4. 1.3 容器超压泄放阀

4.1.3.1 公称压力

    容器超压泄放阀的公称压力不应小于2. 5 MPa.

4. 1.3.2 开启压力和回座压力

    容器超压泄放阀的开启压力应为2. 38 MPa+0. 12 MPa,

    容器超压泄放阀的回座压力不应小于2.15 MPa,

4.1.3.3 强度要求
    按5. 3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1. 5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容器超压泄放阀阀

体不得有变形和渗漏现象。

4.1.3.4 密封要求
    按5. 4. 4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9倍开启压力，保压3 min,阀门出口处应无气

泡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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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5 工作可靠性要求

    容器超压泄放阀在20℃士5 0C温度下进行100次动作试验，试验压力为容器超压泄放阀的开启压

力，试验时阀门动作应灵活、准确、可靠，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此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

验，结果应符合4.1.3.4要求，其开启压力应符合4. 1.3.2的要求。

4.1.3.6 耐腐蚀要求

    按5. 7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容器超压泄放阀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也不得有性

能上的下降。该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和开启压力试验，结果应符合4.1.3.4和4. 1. 3. 2

要求。

4. 1.3.7 容器超压泄放阀的设置

4. 1.3.7. 1 贮存装置上应装设容器超压泄放阀。容量不超过20 000 kg的贮存装置应装设至少两个

容器超压泄放阀，容量超过20 000 kg的贮存装置应成对装设四个容器超压泄放阀。

4. 1.3.7.2 容器超压泄放阀与灭火剂贮存容器间应装设检修阀。

4. 1.3.7.3 容器超压泄放阀应垂直安装，并与灭火剂贮存容器最高液面以上的气相空间相通。

4. 1.4 压力控制显示装置

    压力控制显示装置分为压力控制装置和压力显示装置。

    压力控制装置可采用压力开关、电接点压力表、压力传感器等。

    压力显示装置宜采用压力表。

4.1.4.1 压力开关

    压力开关分为:

    a) 控制制冷机组用压力开关(以下简称CS开关);

    b) 作为监视灭火剂贮存容器内压力的高、低压报警用压力开关(以下简称AS开关)。

4.1.4.1.1 公称压力

    压力开关的公称压力不应小于2.5 MPa.

4. 1,4. 1.2 动作压力要求

    CS开关的动作压力分别为2. 1 MPa10.05 MPa和1. 9 MPa士0. 05 MPa,

    AS开关的动作压力分别为2. 2 MPa士0. 05 MPa和1. 8 MPa士0. 05 MPa

4.1.4. 1.3 强度要求

    按5.3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1. 5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压力开关不得有渗

漏现象及变形、破裂等损坏。

4.1.4. 1.4 密封要求

    按5.4.4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1. 1倍公称压力，保压3 min，其联接密封部位不

得有气泡泄漏。

4. 1.4. 1.5 工作可靠性要求

    在20℃士5'C温度下，CS开关应进行5 000次动作试验,AS开关应进行100次动作试验，试验压力

为压力开关的动作压力，试验期间压力开关常开(常闭)触点应能可靠的闭合(断开)，且不得出现任何故

障和结构损坏。此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结果应符合4.1.4.1.4要求，压力开关动作压力应

符合4.1.4. 1.2要求。

4. 1.4. 1.6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

    压力开关在一23℃和500C温度下各进行10次动作试验，试验压力为压力开关的动作压力，试验期

间压力开关常开(常闭)触点应能可靠的闭合(断开)，压力开关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压力开关

动作压力应符合4.1.4.1.2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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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 1.7 耐腐蚀要求

    按5.7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压力开关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也不得有性能上的

下降。该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和一次常温下的可靠性试验，结果应符合4. 1. 4. 1. 4和
4.1.4.1.5要求。

4.1.4.1.8 耐电压性能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压力开关的所有触点(接地点除外)和外壳间的应能耐受频率为50 Hz的交流

电压，历时60 s的试验，在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表面飞弧、扫掠放电、电晕或击穿现象。试验电压按

表1中规定进行。

4. 1.4. 1.9 绝缘 电阻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压力开关的所有触点(接地点除外)和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及每对断开触点间绝

缘电阻不应小于15 MCI.

4.1.4.1.10 触点接触电阻

                                      裹 1 耐 电压性能试验 电压 单位为伏特

压力开关额定工作电压

          <50

试验 电压 (有效值)

> 50 1 500

    压力开关触点的接触电阻，在正常大气条件下不应大于0. 1 a,

4. 1.4.2 压力表

    压力表分为控制制冷机启停用电接点压力表(以下简称CPG压力表)和显示灭火剂贮存容器内压

力的普通压力表(以下简称DPG压力表)。

4. 1. 4. 2. 1  f程和精度

    压力表的量程应为被测压力上限的 1.5-2. 0倍，表盘直径不应小于 100 mm，精度不应低于

1.5级 。

4. 1.4.2.2 密封要求

    按5.4.6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压力表不得出现气泡等泄漏现象。

4.1.4.2.3 耐高低温要求

    在工作压力(或上限报警压力)的负荷下，压力表应能承受最高和最低工作温度循环的变化而不产

生泄漏，试验后压力表应进行气密性检查，不得出现气泡等泄漏现象。

4. 1.4.2.4 耐腐蚀要求

    按5. 7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压力表表面不应产生影响性能的损坏，压力表内不应有

湿气 。

4.1.4.2.5  CPG压力裹的动作要求、工作可命性要求和电气性能要求

    CPG压力表的动作要求、工作可靠性要求和电气性能要求应符合 4.1.4.1.2,4.1.4.1.5,

4.1.4.1.8,4.1.4.1.9,4.1.4.1.10的规定。

4.1.4.2.6  DPG压力表指针偏转平稳性

    在测量过程中，压力表指针不应有跳动和停滞现象。

4. 1. 4. 2. 7 DPG压力表超负荷要求

    压力表承受1. 1倍测量上限值的负荷，保持3h，公称压力点示值误差不应大于士1.5%.

4.1.4.3 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的量程应为被测压力上限的1.5-2.0倍，精度不应低于1.5级。

4. 1.5 灭火剂f显示装里

    药剂量显示装置可采用液位计或称重装置等方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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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 液位计

4.1.5. 1.1 精度

    液位计应能直接或间接的显示容器内的实际液位。液位计的精度不应低于1.5级。

4. 1.5. 1.2 公称压力

    液位计的公称压力不应小于2.5 MPa,
4. 1.5.2 称重装置

    称重装置应能直接或间接的显示容器内的灭火剂实际质量。其称重精度不应大于1. 5%0,

4. 1.6 制冷系统

4.1.6.1 电源适应能力

    当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90%和110%时，制冷机组应能启动和正常工作。

4. 1.6.2 绝缘电阻

    制冷系统的电源插头及其他有绝缘要求的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5 Mo.

4.1.6.3 耐电压要求

    制冷系统的电源插头及其他有绝缘要求的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应承受 1 500 V交流电压历时

1 min，试验期间不得出现击穿、表面飞弧、扫掠放电及电晕现象。

4. 1.6.4 高温运行和制冷能力要求

    制冷系统在通电状态下，置于50 0C温度下48 h，试验期间应能保证容器内的压力在正常工作的范

围内(即不大于2.15 MPa)，制冷系统应无运行故障。

4. 1.7 贮存装皿保温要求

4. 1.7. 1 绝热层外层保护

    灭火剂贮存容器外应加绝热层，绝热层外应由具有一定强度和耐腐蚀性的材料加以保护。

4. 1.7.2 保温绝热效果

    保温绝热层应保证制冷机停机后，按5.2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在5oc温度下，保持24 h，其二氧

化碳的损失量应符合下式要求且贮存容器内压力不得高于容器超压泄放阀的动作压力上限:

                                      h'L簇6 }/1 000 aV

    式 中:

    Q【— 二氧化碳灭火剂的损失量，单位为千克((kg);

      a— 贮存容器二氧化碳灭火剂的装量系数，。应不大于。.95;

      V 贮存容器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0~ 修正系数，取。.85 kg " m-'/'.
4.1.8 报粉装里的设I

4.1.8.1 贮存装置上应设高、低压力报警装置，高压报警压力为2. 2 MPa士0. 05 MPa，低压报警压力

为1. 8 MPa士0. 05 MPa,

    光报警信号应为红色，在一般环境光线下，距3m处应清晰可见。

    声报警信号在额定工作电压下，距离1 m远处的声压级应不低于65 dB(A).
4.1.8.2 贮存装置上应设高、低液位报警装置。

    光报警信号应为红色，在一般环境光线下，距3m处应清晰可见。

    声报警信号在额定工作电压下，距离1 m远处的声压级应不低于65 dB(A)口

4.2 驱动气体贮存容器

4.2.1 墓本要求

    驱动气体贮存容器应符合GB 5099或GB 5100规定。
4.2.2 公称压力

    驱动气体贮存容器公称压力由设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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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1虽度要求

    按5. 3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1.5倍公称压力，保压2 min，容器不得出现渗漏

现象，钢质无缝容器其容积的残余变形率不得大于3%,钢质焊接容器其容积的残余变形率不得大

于10%.

4.2.4 密封要求

    按5.4.1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公称压力，保压10 min，容器应无气体泄漏。

4.2.5 检漏要求

    驱动气体贮存容器根据驱动气体的类别采用适当的检漏装置，其检漏装置的精度不得低于1.5级。

4.3 总控 阀

4.3.1 工作温度范围

    总控阀应能在一56. 6℃一+50℃范围内正常工作。

4.3.2 公称压力

    总控阀的公称压力不应小于2.5 MPa.

4.3.3 强度要求

    按5.3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1.5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阀体及其附件不得

有变形和渗漏现象。

4.3.4 密封要求

    按5.4.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1. 1倍公称压力，当总控阀处于关闭状态时，保

压3 min，应无气泡泄漏;当总控阀处于开启状态时，各连接密封部位的泄漏气泡数不应超过(<0.6X

公称通径)个/min,

4.3.5 超压要求

    按5. 5规定的方法进行超压试验，在3倍公称压力下，总控阀及其附件不得有破裂现象。

4. 3. 6 工作可靠性要求

    总控阀在一180C+20C温度下进行10。次动作试验，试验压力为2.07 MPa，试验时总控阀动作应灵

活、准确、可靠，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此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结果应符合 4. 3. 4

要求 。

4.3.7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命性

    总控阀在一56. 6 0C和5W C温度下各进行10次动作试验，试验压力为2. 07 MPa，试验时总控阀动

作应灵活、准确、可靠，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此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结果应符合

4.3.4要求。

4.3.8 总控阀局部阻力损失一等效长度表示法

    介质流经总控阀及其连接管接头时产生的局部阻力损失要由在设计上与其相联接的管道的等效长

度表示

    按5. 10规定的方法测得的总控阀等效长度值与生产单位给定值相比，其差值不应超过给定值

的10%0

4.3.9 耐腐蚀要求

    按5. 7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总控阀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也不得有性能上的下

降 该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和一次常温下的可靠性试验，结果应符合4.3.4和4.3.6要求。

4. 3. 10 操作性能

4.3. 10. 1 总控阀应能自动开启和关闭。其开启和关闭时间均不应大于5 S.

4.3. 10.2 总控阀应能手动开启和关闭，其手动操作力不应大于150 N;旋转方向启闭的阀门其旋转开

启角度不应大于900，直线方向启闭的阀门其手动操作位移不应超过300 m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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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1 阀位指示和开关方向

    球阀或蝶阀结构的总控阀应有阀位指示标志(“开”和“关”或“OPEN”和“CLOSE")，指示标志应清

晰、易见。利用手轮开启的阀门，在手轮上应标有开关方向。

4.4 选择阀

4.4. 1 工作温度范 围

    选择阀应能在一56.6℃一+50℃范围内正常工作。

4.4.2 公 称压 力

    选择阀的公称压力不应小于2. 5 MPa.

4.4.3 阀位指 示

    球阀或蝶阀结构的选择阀应有阀位指示标志(“开”和“关”或“OPEN'，和“CLOSE")，指示标志应清

晰 、易见 。

4.4.4 强度要 求

    按5.3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1.5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阀体不得有变形和

渗漏现象。

4.4.5 密封要求

    按5.4.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1.1倍公称压力，当选择阀处于关闭状态时，保

压3 min，应无气泡泄漏;当选择阀处于开启状态时，各连接密封部位的泄漏气泡数不应超过(0.6X

公称通径)个/min,

4.4.6 工作可命性要求

    选择阀在20℃士50C温度下进行100次动作试验，试验压力为2.07 MPa，试验时选择阀动作应灵

活、准确、可靠，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此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结果应符合4. 4. 3

要求。

4.4.7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

    选择阀在一56. 6℃和50'C温度下各进行10次动作试验，试验压力为2. 07 MPa，试验时选择阀动

作应灵活、准确、可靠，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此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结果应符合

4.4. 5要求。

4.4.8 选择阀局部阻力损失一等效长度裹示法

    介质流经选择阀及其连接管接头时，产生的局部阻力损失要由在设计上与其相联接的管道的等效

长度表示 。

    按5.10规定的方法测得的选择阀等效长度值与生产单位给定值相比，其差值不应超过给定值

的10%0

4.4.9 耐腐蚀要求

    按5. 7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选择阀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也不得有性能上的下

降。该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和一次常温下的可靠性试验，结果应符合4.4.5和4.4.6要求。

4.4. 10 手动操作要求

    选择阀的手动操作力不应大于150 N;旋转方向启闭的阀门其旋转开启角度不应大于900，直线方

向启闭的阀门其手动操作位移不应超过300 mm,

4.5 单向阀

4.5.1 工作温度范围

    单向阀应能在一230C  -+50℃范围内正常工作。

4.5.2 公 称压力

    单向阀公称压力 由系统设计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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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强度要求

    按5.3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1.5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阀体不得有渗漏现

象及变形、破裂等损坏。

4.5.4 密封要求

    按5.4.3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1.1倍公称压力，保压3 min，其联接密封部位不

得有气泡泄漏。

4.5.5 反向泄漏要求

    按5. 6规定的方法进行反向泄漏试验，试验压力为1.1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单向阀进口处应无

气泡泄漏。

4.5.6 开启压力要求

    按5. 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单向阀的开启压力不得超过设计要求值。

4.5.7 工作可命性要求

    单向阀在20℃士5 0C温度下进行100次动作试验，单向阀试验压力为其公称压力，试验时单向阀动

作应灵活、准确、可靠，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此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结果应符合

4.5.4要求。

4.5.8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命性

    单向阀在一23℃和500C温度下各进行10次动作试验，试验压力为其相对应温度时的公称压力，试

验时单向阀动作应灵活、准确、可靠，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此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

结果应符合4.5.4要求。

4.5.9 耐腐蚀要求

    按5. 7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单向阀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也不得有性能上的下

降。该试验结束后，再进行气密性试验和一次常温下的可靠性试验，结果应符合4. 5.4和4.5.7要求。

4.6 驱动器

    驱动器应符合GA 61-2002的要求。

4.7 喷嘴

    喷嘴应符合GB 16669要求。

4.8 管路超压泄放阀

4.8. 1 工作温度范围

    管路超压泄放阀应能在一56. 60C-+50℃范围内正常工作。

4.8.2 管路超压泄放阁的性能

    管路超压泄放阀的开启压力根据系统设计确定，其开启压力偏差为开启压力设定值的士5%。管路

超压泄放阀的其他性能应符合4.1.3的要求。

4.9 信号反馈装it

4.9. 1 工作温度范围

    信号反馈装置应能在一23℃一+50℃范围内正常工作。

4.9.2 公 称压力

    信号反馈装置的公称压力不应小于2.5 MPa,
4.9.3 动作压力要求

    信号反馈装置的动作压力不应大于。. 5 MPa,

4.9.4 信号反馈装it的其他性能

    信-4r7m9w的其他性能应符合 4. 1. 4. 1. 3-4. 1. 4. 1. 10中对 AS开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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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控制器

4. 10. 1 工作温度范 围

    装于贮存装置上的控制器应能在一23-C-+50℃范围内正常工作。

    装于室内的控制器应能在。℃一+50'C范围内正常工作。

4. 10.2 基本功能

    控制器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

    a) 控制功能

    应有本机自检功能，自动、手动控制系统释放功能，自动/手动转换功能，紧急停止释放功能，手功

优先功能，延时释放功能，释放时间的控制功能，主/备电自动切换功能。

    b) 显示功能

    应有下列显示:自检，自动、手动状态，紧急停止状态，灭火剂释放，释放延时，主、备电工作状态，制

冷机启停，高、低压力报警，高、低液位报替，故障报警，总控阀开启、关闭状态等。

    c) 声报警功能

    应有火灾报警，火灾预报警，故障报替，高、低压力报警，高、低液位报警，灭火剂释放报警等。

4. 10.3 电源要求

    控制器的电源应符合GA 61-2002中6.2的要求。
4. 10.4 控制器的耐电压、绝缘电阻、高低温试验、电源瞬变要求、器件的性能

    控制器的耐电压、绝缘电阻、高低温试验、电源瞬变要求、器件的性能应符合GA 61-2002的要求

4.11分流管

4. 11. 1 工作温度范围

    分流管应能在一56. 60C -̂x-50℃范围内正常工作。

4.11.2 公称压力

    分流管公称压力应不小于2.5 MPa.
4. 11.3 强度要求

    按5. 3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1. 5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分流管不得有渗漏

现象及变形、破裂等损坏

4. 11.4 密封要求

    按5.4. 3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1. 1倍公称压力，保压3 min，分流管不得有气泡

泄漏 。

4. 12 系统

4. 12. 1 系统构成

    系统应至少由贮存装置、总控阀、驱动器、喷嘴、管路超压泄放装置、信号反馈装置、控制器等部件

构成 。

4. 12.2 工作温度范 围

    系统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界限为一230C~十500C,

4. 12.3 外观

4. 12. 3. 1 系统中进行防腐处理的部件，其防腐涂层应均匀、美观、完整，不得有气孔、灰渣、疤痕、碰铁

等缺陷 。

4. 12.3.2 在系统明显部位应设置铭牌，铭牌标记的内容应符合7,1.2的要求。

4. 12.3.3 在灭火剂贮存容器的外表面明显处应有“低压二氧化碳”或“LOW PRESSURE CARBON

DIOXIDE”字样，字迹应明显、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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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3.4 在每个选择阀上应有永久的标志，标明被防护区的名称或代号。

4. 12.3.5 部件的安装布置应合理，不得影响维修、检查和使用操作。

4. 12.4 密封性能

    系统所有部件安装完毕后，按5.4.5规定的方法对其进行气密性试验，在2. 2 MPa压力下，应无泄

漏，静置24 h，应无压降。

4. 12.5 系统管网中阀门之间的封闭管段应设置超压泄放阀，设置的数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 12.6 运行动作要求

4. 12.6. 1 系统应具有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和机械应急启动功能。

    机械应急启动应有防止误动作的有效措施，并用文字及图形符号标明操作时的方法步骤。

4. 12.6.2 系统应具有延时启动功能，延时时间可在。s-30 s范围内调节。

4. 12.6.3 系统启动时，选择阀应在总控阀动作之前或同时打开。

4. 12.6.4 系统在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和机械应急启动三种形式下进行联动释放试验，各部件及系统的

运行应正常，启动动作应准确可靠，无任何故障出现，各部件不得出现松动、变形、破裂和损坏。

5 试验方法

5.1 墓本要求

5.1.1 设备和介质要求

    a) 试验用水的温度不得低于50C;

    b) 压力表的精度不应低于1. 5级，测量动作压力、开启压力回座压力的压力表精度不应低于

          0.4级 ;

    c) 称重精度不应低于1%o;

    d) 力和长度的测量精度不应低于loo,

5. 1.2 环境要求

    如果有关条款中没有说明，则试验均应在下述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气温,150C -35 0C;

    相对湿度:45%-75%;

    气压:86 kPa-106 kPa.

5. 1.3 试验程序要求

    应按附录A~附录R规定进行。

5.2 外观检验

5.2. 1 部件外观

5.2. 1. 1 部件的标志应齐全，标志内容应符合7.1.1的要求。

5.2.1.2 对照设计图样工艺文件进行检验，部件应符合设计、加工的技术要求。

5.2.1.3 检验试件的工艺一致性情况，目测有无加工缺陷和机械损伤等现象。

5.2.2 系统外观

    目测应符合4. 12. 3和7. 1. 2的要求。

5.3 液压强度试验

    液压强度试验装置用液压源应具备稳压功能，升压速率应不大于0. 5 MPa/so

    将被检样品进口与液压供给系统相联(阀门应处于开启状态)，排除样品腔内空气后，封闭所有出

口，升压至试验压力，在规定的保压时间内检查样品，其结果应分别符合4.1.2,4.1.3.3,4.1.4.1.3,

4. 2. 3,4. 3. 3,4. 4. 4,4. 5. 3,4. 8. 2,4. 9. 4,4. 11. 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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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气密性试验

5.4. 1 驱动气体贮存容器的气密性试验

    将容器与气压供给系统相联，封闭其他出口，向容器内充人压缩空气或氮气至试验压力值，将容器

浸人水中(容器放置在水中的深度不小于0. 3 m)，保压期间对容器进行检查，应符合4.2.4的要求。

5.4.2 总控阀、选择阀、检修阀气密性试验

    阀门处于关闭状态时人口与压缩空气或氮气气源相连接，并浸人水中(放置在水中的深度不小于

0. 3 m)，逐渐充压至规定的试验压力，保压期间进行检查，阀门应无气泡泄漏.

    阀门处于开启状态时，人口与压缩空气或氮气气源相连接，封闭阀的所有出口，逐渐充压至试验压

力，达到试验压力后检查气泡泄漏数应符合4. 1. 2,4. 3. 4,4. 4. 5的要求。

5.4.3 单向阀密封性试验

    将试件的人口与压缩空气或氮气气源相连接，封闭阀出口并浸人水中(放置在水中的深度不小干

0. 3 m)，加压至试验压力，保压期间检查，其结果应符合4.5.4的要求。

5.4.4 其他部件密封性试验

    将试件的人口与压缩空气或氮气气源相连接，浸人水中(放置在水中的深度不小于0. 3 m)，缓慢加

压至试验压力，保压期间检查，其结果应符合4. 1. 2,4. 1. 3. 4,4. 1. 4. 1. 4,4. 8. 2,4. 9. 4,4. 11.4的要求。

54.5 系统气密性试验

    系统上的所有部件安装完毕后与气压供给系统相联，封闭所有出口，向容器内充人压缩空气或氮气

至试验压力值，达到试验压力后关闭气源，静置24 h后检查系统的压降应符合4.12.4的要求。

5.4.6 压力表气密性试验

    将压力表安装在试验管路上，充人氮气或压缩空气，加压至压力测量上限值的3/4，保持7d后.浸

人不低于0. 3 m深的水中10 min.其结果应符合4.1.4.2.2的要求。

5.5 总控阀、充装阀、平衡阀、检修阀超压试验

    试验装置与5.3相同。

    开启总控阀将人口与液压供给系统相连接，充压排净阀体内空气后，封闭所有出口，继续缓慢升压

至试验压力，保压5 min后泄压，其结果应符合4.1.2,4.3.5的要求。

56 单向阀反向泄漏试验

    单向阀出口与气压供给系统相连接，浸人水中(放置在水中的深度不小于。.3 m),缓慢充人氮气或

压缩空气加压至试验压力，保压期间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4. 5. 5的要求。

5.7 盐雾腐蚀试验

      试验设备:盐雾腐蚀试验箱。

      试验前试件经清洗去油污后，除与大气长期接触的部件的进出口外，其余部件的进出口均应封堵，

将试件悬挂于试验箱内的专用支架上。

    试验用盐溶液:由白色氯化钠溶于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制成，浓度为50 g/L士5 g/L.pH值在250C

时为6. 5---7. 2.喷淋后的溶液不能再次使用。

    试验条件:试验时盐雾腐蚀试验箱内温度为35℃士2 *C ,喷雾速率为1 mL/h-2 mL/h(有效面积为

80 c时 的收集器放人箱内24 h所测得的平均喷雾速率)，在整个试验周期内连续喷雾

      试验周期为240 h

    试验结束后，先干燥0. 5 h--1 h，在40℃的清水中清洗，最后在空气中自然干燥。试验结果应分别

符合4. 1.2,4.1.3.6,4.1.4. 1. 7,4. 1.4.2.4,4.3.9,4.4.9,4.5.9,4.8.2,4.9.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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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工作可靠性试验

5.8. 1 总控阀、选择阀工作可靠性试验

    将阀门的人口与供气系统相连，阀出口连接一长。. 5 m士0. 1 m、直径与阀公称直径相同的管道以

及一个等效孔径不小于为3 mm的喷嘴

    在一18℃士20C(总控阀)或20℃士50C(选择阀)温度下，按下列顺序进行10。次循环动作试验:

    a) 阀门人口充压至2.07 MPa，保压时间不小于5 s;

    b) 用阀驱动器打开阀门;

    C) 压力下降至。. 5 MPa以下;

    d) 关闭阀门，再次充压。

    试验结果应符合4. 3. 6,4. 4. 6的要求。

5.8.2 单向阀工作可盆性试验

    将阀门的入口与供气系统相连，用压缩空气或氮气向单向阀充压至单向阀的公称压力，在 200C士

50C温度下，进行100次“开启一关闭”循环动作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4.5.7的要求。

5.8.3 超压泄放阀工作可靠性试验

    超压泄放阀与试验装置连接，通过试验装置向超压泄放阀充压至其动作，然后泄压至超压泄放阀关

闭，在20℃土50C温度下，进行10。次循环动作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4. 1. 3. 5,4.8.2的要求。

5.8.4 压力开关工作可靠性试验

    压力开关与试验装置连接，通过试验装置向压力开关充压至其动作，然后泄压至压力开关复位，在

20℃士5'C温度下，进行4.1.4.1.5所规定的次数的循环动作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4.1. 4.1.5的要求。

5. 8. 5 CPG压力表工作可靠性试验

    将CPG压力表与试验装置连接，通过试验装置向压力表充压至其控制输出的触点闭合，然后泄压

至触点断开，在20℃土50C温度下，进行5 000次循环动作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4.1.4.2.5的要求。

5.8.6 驱动器工作可靠性试验

    按GA 6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4. 6的要求

5.9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前，应使被试样品在相应的极限温度下至少保温2h后，再进行动作可

靠性试验。

5.9. 1 总控阀、选择阀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

    将阀门的人口与供气系统相连，阀出口连接一长0. 5 m士0. 1 m、直径与阀公称直径相同的管道以

及一个等效孔径为3mm的喷嘴。

    在一56. 6℃和500C温度下，按下列顺序各进行10次循环动作试验:

    a) 阀门人口充压至2.07 MPa，保压时间不小于5 s;

    b) 用阀驱动器打开阀门;

    c) 压力下降至。. 5 MPa以下;

    d) 关闭阀门，再次充压。

    试验结果应符合4.3.7 , 4. 4. 7的要求。

5.9.2 单向阀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

    将阀门安装在试验专用容器上，用压缩空气或氮气向容器内充压至单向阀在一23℃和500C温度下

的承受的驱动气体压力，在一23℃和500C温度下，分别进行10次“开启一关闭”动作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4.4. 8的要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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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压力开关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

    压力开关与试验装置连接，通过试验装置向压力开关充压至其动作，然后泄压至压力开关复位，在

-23℃和50℃温度下，分别进行10次循环动作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4.1.4.1.6的要求。

5.10 阁门等效长度测定

    试验顺序 :

    a) 按图1所示安装试验装置;

    b) 在流量计处建立所需的流动，计算雷诺数并确保它至少为 1X10'，若达不到此值，则须提高

          流速 ;

    c) 调节流量，使读数稳定;

    d) 见图1，在被测阀门两侧的一定长度上安装差压测量计或压力传感器以记录压力降;

    e) 记录流速;

    f) 用威廉姆斯和海森提出的经验公式:

    计算容器阀的等效长度L:

                                                      毛 一 上、一 〔a千 b)

雷诺数:Re=万·d/ (VF·P)

Lx
PXc'"X (dX 10'

  6.05X 10"XQ'

式 中 :

L- 阀门的等效长度，单位为米(M);

Lx - 阀门和试验管道的等效长度，单位为米(。);

  s— 管道中水的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

d— 管道的实际内径，单位为米(m);

VF— 水的质量体积，m'/kg= 0. 001;

  f'— 水的动力钻度，单位为帕秒(Pa 。);

P— 试验装置的压力降，单位为帕(Pa);

  ‘— 粗糙度系数，镀锌管120;
份声 水的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a— 见图1，单位为米(m);

  b— 见图1，单位为米(m),

流量计 被侧阀门

进水口.

图 1 阀门等效长度测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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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开启压力和动作压力测定

5.11. 1 单向阀开启压力测定

    单向阀按正常工作位置进行安装，进口与气压供给系统相连，将单向阀浸人水中0.1 m左右，向单

向阀进口缓慢加压至其出口处有气泡冒出为止，记录下此刻精密压力表的读数，反复进行五次，测量的

压力值应符合4.5.6要求。

5.11.2 超压泄放阀开启压力和回座压力测定

    超压泄放阀按正常工作位置进行安装，进口与气压供给系统相连，将超压泄放阀浸人水中0. 1 m

左右，向超压泄放阀进口加压至开启压力的90 ，之后以升压速度不超过。. 01 MPa/s继续加压至其出

口处有气泡冒出为止，记录下此刻精密压力表的读数，此数据即为超压泄放阀的开启压力;然后继续加

压至超压泄放阀完全开启后，再以不超过0.01 MPa/s的速度泄压至超压泄放阀出口无气泡冒出，记录

下此刻精密压力表的读数，此数据即为超压泄放阀的回座压力，上述测试应反复进行五次，其测量值应

符合4.1.3.2,4.8.2要求。

5. 11.3 压力开关、信号反馈装置动作压力测定

    将压力开关、信号反馈装置按其正常工作位置安装在试验设备上，压力开关、信号反馈装置的进口

与气压供给系统相连，缓慢加压，直至压力开关、信号反馈装置动作，记录下此刻精密压力表的读数，连

续反复五次，其平均值即为动作压力，并应符合4.1.4.1.2,4.9.3要求。

    压力开关、信号反馈装置的动作，即触点的闭合可用欧姆表或触点外接声光显示来观察。

5.11.4  CPG压力表动作输出测定

    可按5.11.3的规定进行，其结果应符合4.1.4.2.5的要求。

5. 12 驱动器的驱动力测定

    按GA 61-200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4.6的要求。

5. 13 手动操作试验
    将被测阀门进口用氮气或压缩空气充至2. 5 MPa，并将手动操作机构与适当的测力装置连接，操作

被测阀门使其打开并记录观察到的最大力;观察并记录最大操作位移。

    试验结果应符合4.1.2 , 4.3.10 , 4.4.10的要求。

5. 14 总控阀启闭时间测定

    将总控阀进口与供气系统相连，将驱动装置安装到总控阀上，阀门进口加压至2.07 MPa，用所具有

的驱动方式打开总控阀，用秒表计时，测量从启动驱动装置至总控阀完全打开的时间，然后用所具有的

驱动方式关闭总控阀，用秒表计时，测量从启动驱动装置至总控阀完全关闭的时间。

    试验结果应符合4.3.10.1的要求。

5.15 喷嘴性能试验

    按GB 16669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4. 7的要求。

5. 16 耐电压试验

    试验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试验电源:电压。V--1 500 V(有效值)连续可调，频率50 Hz,短路电流10 A(有效值);

    升(降)压速率:100 V/x-500 V/s;

      计时:60 s士5 s,

    试验时，通过耐压试验装置，以100

50 Hz,l 500(1士10%)V( 额定电压超过

时)的试验 电压 。

  14

V/ŝ-500 V/s的升压速率，分别对第4章规定的部位施加

50 V时)，或50 Hz,500(1士10%)V(额定电压不超过5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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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时间60 s士5s，观察并记录试验中所发生的现象

    试验结果应符合4. 1.4. 1.8,4.1.4.2.5,4.1.6.3,4.9.4,4.10.4的要求。

5. 17 绝缘电阻测定

    试验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试验电压:500 V士50 Vd. c.;

    测量范围,0 MCI-500 Mdt;

    最小分度:0. 1 MSb;

    记 时:60 s士5 s,

    在不具备专用测试装置的条件下，也可用兆欧表或摇表测试。

    试验时，通过绝缘电阻试验装置，分别对第4章规定试样的部位施加 500 V士50 V直流电压，持续

60，士5s后，测量其绝缘电阻值。试验时，应保证接触点有可靠的接触，引线间的绝缘电阻应足够大，

以保证读数正确。

    试验结果应符合4. 1. 4. 1. 9,4. 1. 4. 2. 5,4. 1. 6. 2,4. 9. 4,4. 10.4的要求。

5. 18 触点接触电阻测定

    可用数字毫欧表，直接测量压力开关的接触电阻，也可用测压力开关触点间电压降的方法，换算出

触点的接触电阻，同时用两种方法测量时，则选取数值较大者做为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取连续测量五次的平均值，并应符合4. 1. 4. 1. 10,4. 1. 4. 2. 5的要求。

5. 19 压力表高低温试验

    压力表与气压供给系统连接，使压力表承受工作压力(或上限报警压力)的气压，在一23℃和500(

的环境温度下，各放置24 h，试验后进行气密性检查应符合4.1.4.2.3的要求。

5.20 压力表指针偏转平稳性检验

    向压力表加压至测量上限，在整个加压过程中观察压力表指针偏转的平稳性，应符合4.1. 4. 2. 6的

要求。

5.21 压力表超负荷试验

    压力表均匀升压到测量上限的1. 1倍，并保持3 h,卸去负荷后将压力表放置1h，其工作压力点示

值误差结果应符合4.1.4.2.7的要求。

5.22 制冷系统电源试验

    将制冷系统的电源与调压器相接，通过调压器向制冷系统提供额定工作电压的90%和110

50 Hz的试验电压，使制冷系统在这两种情况下各运行2h，然后再分别做三次启动试验，每次时间间隔

为2 min，观察制冷系统的启动和运行状况，其结果应符合4. 1.6.1要求。

5.23 制冷系统高温运行和制冷能力试验

    将制冷系统连同贮存装置放置在50℃士2℃环境温度下，通以额定的工作电压，在此温度下保持

48 h，试验期间应观察贮存容器内的压力及制冷系统的运行状况，其结果应符合4.1.6.4的要求.

5.24 控制器试验

5.24. 1 基本功能检查

    按产品使用说明书对控制器进行操作，检查控制器有无4. 10.2规定的功能。

5.24.2 电源试验

    按GA 61-200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4,10.3的要求。

5.24.3 高低温试验、电源瞬变试验、器件性能试验

    按GA 61-200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4.10.4的要求。
                                                                                                                                                                      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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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保温绝热效果试验

    试验前，样品状态要求:

    a) 制冷系统停机;

    b) 贮存装置内灭火剂装量系数不得大于0. 9 ;

    c) 贮存装置内压力为2. 1 MPa.

    先对贮存装置进行称重，然后再将贮存装置放在50℃士2℃环境温度下保持24 h，试验结束后立即

进行第二次称重，其二氧化碳灭火剂的损失量和贮存装置内压力应符合4.1.7的要求

5.26 系统构成检查

    目测检查系统构成部件，其结果应符合4.12.1的要求。

5.27 系统运行动作试验

    将各部件按系统连接图的要求组装成一功能试验系统。

    在自动、手动和机械应急三种启动方式下，分别进行运行动作试验，每次试验系统的喷射时间不小

于20 s，试验期间观察系统的动作程序、部件的动作情况、连接部位泄漏情况等应符合4.12.6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生产单位应依据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组织生产，质量体系应保证每批产品质量的一

致性，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6. 1 检验分类

6.1.1 型式检验

6.1.1.1 产品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2的规定进行。

6.1.1.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投产后，如产品结构、材料、工艺、关键工序的加工方法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性

          能时;

    c)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d)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 1.2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2的规定进行。

6.2 试验程序

    按附录A~附录R的规定。

6.3 抽样方法

    部件采用一次随机抽样，系统由随机抽取的部件样品组装构成。样品数量按附录A~附录R的

规定 。

6.4 判定原则

6.4. 1 型式检验 判定原 则

    系统构成的部件全部合格，该系统为合格;若任一种部件不合格，则该系统为不合格。

    部件的型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该部件为合格。若有A类项目不合格，则该部件为不合格。若有

B类项目不合格，允许加倍抽样检验，仍有不合格时，即判该部件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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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型式检验项目、出厂检验项目及不合格类别

部件名称 检验项 目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不合格类别

全检 抽检 A类 B类

贮

存

装

置

灭火剂贮存容器

制造标准及资格要求 ★ ★ ★

外观和标志 ★ ★ ★

公称压力 ★ ★ ★

安全要求 ★ ★ ★

充装 阀 与总控阀相同

平衡阀 与总控阀相同

检修 阀 与总控阀相同

容器超压泄放阀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公称压力 * ★ ★

开启压力和回座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耐腐蚀要求 ★ ★

容器超压泄放阀的设置 ★ ★ ★

压力开关

外观 和标 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公称压力 ★ ★ ★ 一

动作压力要求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 ★ * ★

耐腐蚀要求 ★ ★

耐 电压性能 ★ ★ ★

绝缘电阻 ★ ★ *

触点接触 电阻 ★ * ★

压力表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量 程和精度 ★ ★ ★

密封要求 ★ ★ ★

耐高低温要求 ★ ★

耐腐蚀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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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

部件名称 检验项 目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栓验项目 不合格类别

全检 抽检 A类 B类

贮

存

装

t

压力表

动作要求(CPG) * ★ ★

工作可括性要求(CPG) * ★ ★

电气性能要求(CPG) ★ ★ ★

指针偏转平稳性(DPG) ★ ★ ★

超负荷要求(DPG) ★ ★

压力传感器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童程和精度 ★ * ★

液位计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精度 ★ * ★

公称压力 ★ ★ ★

称重装 Y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精度 ★ ★ ★

制冷系统

外 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电谭适应 能力 ★ ★ ★

绝缘 电阻 ★ ★ ★

耐电压要求 ★ ★ ★

高温运行和制冷能力要求 ★ ★

装1总体
保温要求 ★ ★ ★

报普装里的设里 ★ ★ ★

驭动气体贮存容器

外观和标志 ★ ★ ★

公称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密封要求 ★ ★ ★

枪漏要求 ★ ★ ★

总控阀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公称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超压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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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部件名称 检验项 目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 目 不合格类别

全检 抽检 A类 B类

总控阀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要求 ★ ★ ★

总控阀局部阻力损失 * ★ ★

耐腐蚀要求 ★ ★

操作性能 ★ ★ ★

阀位指示 ★ ★ ★

选择 阀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公称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 要求 ★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 ★ ★ *

选择阀局部阻力损失 ★ ★ ★

耐腐蚀要求 ★ ★

手动操作要求 ★ ★ ★

阀位指示 ★ * ★

单 向阀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公称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反向泄漏要求 ★ ★ ★

开启压力要求 ★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要求 ★ ★

耐腐蚀要求 ★ *

驱动器 按GA 61-2002泊内规定

喷嘴 按GB 16669的规定

管路泄放阀 同容器超压泄放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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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部件名称 检验项 目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不合格类别

全检 抽检 a类 B类

信号反饮装置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公称压力 ★ ★ ★

动作压力要求 ★ ★ ★

其 他性 能 ★ * ★

控制器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基本功 能 ★ ★ ★

电源要求 ★ ★ ★

耐 电压性 能 ★ ★ *

绝缘 电阻 ★ ★ ★

耐高低温要求 ★ ★

耐电薄瞬变要求 ★ ★ ★

器 件性 能 ★ ★ ★

分流管

外观和标志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公称压 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系统

外观和标志 ★ ★ ★

系统构成 ★ ★ ★

工作温度范围 ★ * ★

密封性 能 ★ ★ ★

安全泄放装置的放置 * ★ ★

运行动作要求 * ★ ★

6.4.2 出厂检验判定原则

    系统构成的部件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该系统为合格;若任一种部件不合格，则该系统为不合格。

    部件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该部件为合格。若有A类项目不合格，则该部件为不合格。若有B

类项目不合格，允许加倍抽样检验，仍有不合格时，即判该部件为不合格。

7 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

7. 1 标志和标签

7.1.1部件的标志和标签至少应具有表3规定的内容。

7.1.2 系统的标志和标签至少应具有下列内容:型号规格、充装密度、工作温度范围、制造单位商标或

厂名、制造单位详细地址、依据标准、制造编号、生产日期、系统操作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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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表 3 标志和标签内容

标志内容 } 标 签内容

灭火剂贮存容器

驱动气体贮存容器

容器名称、型号规格、类别、设计压力、最大工

作压力、试验压力、设计温度、容积、产品标准

号、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许可证号、监检标

记、制造编号、生产日期

公称压力、水压试验压力、实测容积、制造厂商

标或代号、安全监察部门的监检标记、制造

年月

容器名称、型号规格、类别、设计压力、设计

温度、容积、产品标准号、制造单位商标或厂

名、许 可证号、制造编号 、生产 日期

公称压力、水压试验压力、实测容积、制造厂

商标或代号、安全监察部门的监检标记、制

造年月

总控阀 、选择阀 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制造单位商标或

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单 向阀 型号规格、介质流向、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制造单位商标或

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气动型 }型号规格、进口压力、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驱动器

电磁 型
型号规格、工作电压、工作电流、驱动力、行程、

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喷嘴 型号规格、喷嘴代号、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进口压力、气体介质类型、

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名称、型号规格、工作电压、工作电流、驱动

力、行程、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

生产 日期

名称、型号规格、喷嘴代号、公称压力、制造

单位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超压泄放 阀

型号规格、公称压力、整定压力、额定排量系

数、适用介质和温度、阀门流道直径、制造单位

商标或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公称压力、整定压力、额定

排量系数、适用介质和温度、阀门流道直径、

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充装阀

平衡阀

检修 阀

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开关方向、制造单位商标

或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开关方向、制造

单位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压 力开关
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动作压力、触点容量、制

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DPG压力表
型号规格、精度、适用介质、制造单位商标或

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动作压力、触点

容量、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

日期

名称、型号规格、精度、适用介质、制造单位

商标或厂名 、出厂编号 、生产 日期

CPG压力表
型号规格、精度、适用介质、触点容量、制造单

位商标或厂名 口

名称、型号规格、精度、适用介质、触点容量、

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出厂编号 、生产 日期

液位计
型号规格、精度、适用介质、制造单位商标或

厂名

制冷系统
型号规格、功率、工作电压、制冷剂类型、制造

单位商标或厂名

控制 器 型号规格、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精度、适用介质、制造单位

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名称、型号规格、功率、工作电压、制冷剂类

型、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

日期

名称、型号规格、工作电压、电流、制造单位

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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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

部件名称 标志 内容 标签内容

压力传感器
型号规格、精度、适用介质、工作电压、制造单

位商标或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精度等级、适用介质、工作

电压、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出厂编号、生产

日期

称 重装置 型号规格、精度、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石 孙 、型 亏 观 裕 、梢 压 寺 驭 .制 迫 毕 仅 阎怀 玫

厂名、出厂编号 、生产 日期

信号反馈装置
型号规格、动作压力、触点容盆、制造单位商标

或 厂名

名称、型号规格、动作压力、触点容量、制造

单位商标或厂名、生产日期

分流管 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型号规格、公称压力、制造单位商标或厂名

7.2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按GB 9969.1进行编写，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系统简介(主要是工作原理)，

    b) 系统主要性能参数;

    c) 系统示意图，

    d) 系统操作程序;

    e) 部件的名称、型号规格、主要性能参数、安装使用及维护说明、注意事项;

    f) 系统安装说明;

    9) 二氧化碳灭火剂灌装方法;

    h) 定期维护说明;

    i) 售后服务;

    j) 制造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和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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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驱动气体贮存容器试验程序及取样数11t

A. 1 试验程序说明

A.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 (5.2.1);

    2) 气密性试验 (5.4.1);

    3) 液压强度试验 (5.3),

A.1.2 说 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A.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A. 2 试验程序图

图A. 1 驭动气体贮存容器试脸程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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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充装阀、平衡 阀、检修阀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B. 1 试 验程序说 明

B.1.1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 (5.2.1);

    2) 液压强度试验(5.3);

    3) 气密性试验(5.4.2,5.4.4);

    4) 超压试验(5.5);

    5) 盐雾腐蚀试验(5. 7);

    6) 手动操作试验(5. 13);

    7) 检修阀阀位指示检查((4. 1.2).

B. 1. 2 说 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B.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B.2 试 验程序图

图 B. 1 充装 阀、平衡阀、检修 阀试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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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超压泄放 阁试验 程序及 取样数 t

C. 1 试验程序说 明

C.1.1

      1)

      2)

      3      )

      4)

      5)

      6)

C. 1. 2

      1)

      2)

试验序 号

外观检验(5.2.1);

液压强度试验(5. 3);
气密性试验(5.4.4);

盐雾腐蚀试验(5. 7);
工作可靠性试验(5.8.3);

开启压力和回座压力测定((5.11.2)0

说 明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C.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C. 2 试验程序 图

图 C.1 超压泄放 阀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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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压力开关试验程序及取样数.

D. 1 试脸程序说明

D.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5.2.1);

    2) 液压强度试验(5.3);

    3) 气密性试验(5.4.4);

    4) 盐雾腐蚀试验(5. 7);

    5) 工作可靠性试验(5.8.4);

    6)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5.9.3);

    7) 压力开关动作压力测定((5. 11. 4) ;

    8) 耐电压试验(5.16);

    9) 绝缘电阻测定(5.17);

    10) 触点接触电阻测定((5.18),

D. 1.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D.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D.2 试验程序圈

圈D. 1 压力开关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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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压力表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试 验程序说明

1 试 验序号

1) 外观检验(5.2.1);

2) 量程和精度检查((4. 10. 3) ;

3) 气密性试验(5.4.5);

4) 盐雾腐蚀试验(5.7);

5) 高低温试验(5. 19);

6)  CPG压力表工作可靠性试验(5.8.5);

7)  CPG压力表动作输出测定(5. 11. 4) ;

8)  CPG压力表耐电压试验(5.16);

9)  CPG压力表绝缘电阻测定(5. 17) ;

10) CPG压力表触点接触电阻测定((5. 18) ;

11) DPG压力表指针偏转平稳性检验(5.20);

12) DPG压力表超负荷试验(5.21),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E.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E

E

E.2 试验程序 图

图E，， 压力表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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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制冷系统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试验程序说明

F. 1

F. 2

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5.2.1);

2) 耐电压试验(5.16);

3) 绝缘电阻测定(5. 17) ;

4) 电源试验(5.22);

5) 高温运行和制冷能力试验(5.23),

2 说 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F.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E

E

试验程序图

圈 F.1 制冷 系统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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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贮存装t试验程序及取样致f

G. 1 试验程序说明

G.1.1 试验序号

    1) 报警装置的设置(4. 1.8);

    2) 保温绝热效果试验(5.25),

G. 1.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G.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G.2 试 验程序 圈

圈 G. 贮存 装1t试 验程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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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H

      (规 范性附录)

总控阀试脸程序及取样数，

H. 1 试验程序说明

H.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5.2.1);

    2) 液压强度试验(5.3);

    3) 气密性试验(5.4.2);

    4) 超压试验 (5.5);

    5) 盐雾腐蚀试验(5.7);

    6) 工作可靠性试验(5.8.1);

    7)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5.9.1);

    8) 阀门等效长度测定((5.10);

    9) 手动操作试验(5. 13);

    10) 启闭时间测定(5. 14) ;

    11) 阀位指示检查(4.3. 11).

H. 1.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H.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H. 2 试验程序圈

圈 H. 1 总控 阀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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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J

      (规 范性附录)

选择闷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试 验程序说明

试验序号

外观检验(5.2.1);

液压强度试验(5. 3);

气密性试验(5.4.2);
盐雾腐蚀试验(5. 7);

工作可靠性试验(5.8.1);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5.9.1);

  阀门等效长度测定((5. 10) ;
手动操作试验(5. 13);
  阀位指示检查((4.4.3),
说明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J.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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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J. 1 选择阀试验程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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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单向润试验程序及取样致t

K.飞试脸程序说明

K.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5.2.1);

    2) 液压强度试验(5. 3);

    3) 气密性试验(5.4.3);

    4) 反向泄漏试验 (5.6);

    5) 盐雾腐蚀试验(5.7);

    6) 工作可靠性试验(5.8.2);

    7)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5.9.2);

    8) 阀门等效长度测定(5. 10) ;

    9) 开启压力测定(5.11.1).

K. 1.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K.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K. 2 试验程序图

图 K. 1 单向阀试验程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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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L

      (规范性附录 )

驱动器试 验程序及取样数t

驱动器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按GA 61-2002的规定。

        附 录 M

      (规范性附录)

喷嘴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喷嘴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按GB 1666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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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N

          (规范性附录)

值号反馈装t试验程序及取样数，

Nl 试验程序说明

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5.2.1);

2) 液压强度试验(5. 3) ;

3) 气密性试验(5.4.4);

4) 盐雾腐蚀试验(5.7);

5) 工作可靠性试验(5.8.4);

6) 极限温度下动作可靠性试验(5.9.3);

7) 动作压力测定(5. 11)，

8) 耐电压试验(5.16);

9) 绝缘电阻测定(5.17);

10) 触点接触电阻测定((5.18).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N.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N. 2 试验程序圈

图 N. 信号反馈装t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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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P

      (规范性附录)

控制器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试 验程序 说明

P. 1

P. 2

1 试 验序 号

1) 外观检验(5. 2.1);

2) 基本功能检查(5.24.1);

3) 电源试验(5.24.2)，

4) 耐电压试验(5.16);

5) 绝缘电阻测定((5. 17);

6) 高低温试验(5.24.3);

7) 电源瞬变试验(5.24.3);

8) 器件性能试验(5.24.3),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P.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P1

P1

试验程序 图

圈P.1 控制皿试验程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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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Q

      (规范性附录)

分流管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Q. 1

0.1

试验程序说明

0.1

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5.2.1);

2) 气密试验(5.4.4);

3) 液压强度试验(5.3),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Q.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Q.2 试 验程序图

图Q. 1 分流管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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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R

      (规范性附录)

系统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R. 1 试 验程序说明

R.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验(5.2.1);

    2) 气密性试验(5.4.5);

    3) 系统构成检查(5.26);

    4) 系统运行动作试验(5.27),

R. 1.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R.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试件数。

R.2 试验程序 图

图R. 1 系统试验程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