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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0.1-2011

目。言

本标准的本部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 GB ] 50«压力容器 》分为以下四部分 :

一一第 1部分t通用要求:

一一第 2部分:材料;

一一第 3部分:设计:

第 4部分t制造、检验和验收。

本部分为 GB 1 50 的第1 部分 : 通用要求 。 本部分按照 GB/T 1. 1 -2009 « 标准化工作导则始合出 的

规则起草 。

本部分代替 GB 1 5 0-1 9 9 8« 铜制压力容器 》 中 的部分内容 ( 第1 章~第 3 章 、 附录 B 、 附 录 。 ， 与

Gil 150-]998 相 比 ，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的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o

一一通过引用标准的方式，适用于金属材料制压力容器;

←一规定了在满足本标准设计准则的前提下处理超标准范围的设计方告 ;

二一规定了各种结构形式的容器所依据的标准 。

b) 修改了容器建造参与方的资格和职责要求 。

-一规定了设计文件的保存时间:

一一增加了用户或委托方在设it阶段提供书面设计条件的职责;

一一规定了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对验证性爆破试验见证和报告认可的职责 c

c)修订了确定许用应力的安全系数 B

-一对抗拉强度的安全系数由 3. 0调整为 2 . 7 ;

一一对碳钢和低合金钢屈服强度的安全系数由 1. 6 调整为 1. 5 1

对奥氏体不锈钢可VJ采用 Rp1. <I确定许用应力。

d) 增加 了满足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所规定的基本安全要求的符合性声明 。

时增加了采用标准规定之外的设计方法的实脑细则。

。增加了进行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的要求和实施细则 。

g) 增加了附录 A ·标准的符合性声明及修订 。

本部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 262 )提出并归 口 。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浙江大学、合肥通

用机械研究院、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华东理工大学、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o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寿比南、陈钢、郑津洋、陈学东、杨国义 、 谢铁军、李世五、徐锋 、王晓雷、李军、

邱清宇、张延丰、吴全龙 。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一-Gil 150- ] 9 8 9 、 GB 150-1 9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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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标准是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归口的压力睿器大

型通用技术标准之二，用以现在在中国境内建造豆豆使用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的相关技术

要求。

本标准的技术条款包括了压力容器建造过程(即指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工作)中应遵循的强制性

要求、特殊禁用规定以及推荐性条款，其中推荐性条款不是必顶执行的部分。由于本标准没有必要、也

不可能囊括适用起围内压力容器建造中的所有技术细节，因此，在满足法规所规定的基本安全要求的前

提下，不应禁止本标准中没有特别提及的技术内容。本标准不能作为具体压力容器建造的技术手册，亦

不能替代培训、工程经验和工程评价。工程评价是指由知识拥博、娴于规范应用的技术人员所做出针肘

具体产品的技术评价。但工程评价应持合本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不得违反本标准中的强制性要求和

禁用规定。

本标准不限制实际工程设计和建造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但工程技术人员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

时应能做出可靠的判断，确保其满足本标准规定，特别是关于强制性的设计规~(如强度或稳定性设计

公式等)。

本标准规定的技术方法和技术要求不带及任何专利。但世意本』标准的工程应用可能会涉及特定专

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既不要求也不禁止设计人员使用it算机程序实现压力容器的分析或设计，但采用计算机程

序进行分析9.x.设计时，除应满足本标准要求外，还应确认:

1)所采用程序中技术假定的合理性;

2) 所采用程序对设计内容的适应性 ;

3) 所采用程序输入参数及输出结果用于工程设计的正确性 o

对于标准技术条款的询问应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秘书处提交，并有义务提供可能需要的资料。与

标准条款没有直接关系或不能被理解的询问将视为技术咨询的植畴，委员会有权拒绝回答。

时于未经委员会书面授权或认可的其他机掏对标准的宣贯或解梓所产生的理解歧义和由此产生的

任何后果，卫在委员会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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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

第 1 部分 : 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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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螺纹连接的第一个螺纹接头端面 ;

c ) 法兰连接的第一个法兰密封 面 ;

d) 专用连接件或管件连接的第一个密封面 。

1. 6 .2 接管 、人孔 、手孔等的承压封头 、平盖及其紧固件 。

1.6.3 非受压元件与受压元件的连接焊缝 。

1.6.4 直接连接在容器上的非受压元件如支座 、裙座等 。

1. 6. 5 容器的超压世放装置 〈见附录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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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GB 150. 2 压力容器 第 2 部分 z材料

GB 1 50. 3-2011 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 z设计

GB 1 5 0 . 4 压力容器 第4 部分 : 制造 、检验和验收

GB 1 51 管壳式换热器

GB 567(所有部分〉 爆破片安全装置

GB/T 12241 安全间 一般要求

GB 12337 钢制球形储罐

GB/T 2692 9 压力窑器术语

lBfT 4710 钢制塔式容嚣

lBfT 4 731 铜制卧式容器

lB 4732-199 5 铜制压力容器一一分析设计标准 ( 200 5 年确认)

]B/T 4 734 铝制焊接容器

lBfT 4 745 铁制焊接容器

JB/T 475 5 铜制压力容器

]B/T 4756 镰及镰含金制压力容器

NB/T 47002 (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用爆炸焊接复合极

NBfT 4 7011 错制压力容器

TSG ROQ04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与符号

3. 1 术语和定义

GB/T 26929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 1. 1

压力 pr臼sure

垂直作用在容器单位表面积上的力 。 在本标准中，除注明者外，压力均指表压力 。

3.1.2

工作压力 operating pr臼sure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容器顶部可能达到的最高压力。

3. 1. 3

设计压力 design pressure

设定的容器顶部的最高压力 ， 与相应的设计温度一起作为容器的基本设计载荷条件句其值不低于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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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压力 。

3. 1.4

计算压力 calculation pr四sure

在相应设计温度下，用以确定元件厚度的压力.包括液柱静压力等附加载荷 。

3. 1.5

试验压力 t四t pr臼sure

进行耐压试验或泄漏试验时，容器顶部的压力 。

3. 1.6

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maximum allowable working pr四sure (MAWP)

在指定的相应温度下.容器顶部所允许承受的最大压力。该压力是根据容器各受压元件的有效厚

度，考虑了该元件承受的所有载荷而计算得到的，且取最小值。

注 2 当压力容器的设计文件没有给出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时 ，则可 以认为该容器的设计压力 即是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

3. 1.7

设计温度 design temperature

容器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设定的元件的金属温度〈沿元件金属截面的温度平均值)。设计温度与设

计压力一起作为设计载荷条件 a

3. 1.8

试验温度 t臼t temperahll'e

进行耐压试验或泄漏试验时，容器壳体的金属温度。

3. 1.9

最低设计金属温度 minimum d四ign metal temperature

设计时，容器在运行过程中预期的各种可能条件下各元件金属温度的最低值。

3. 1. 10

计算厚度 required thickness

按本标准相应公式计算得到的厚度。需要时，尚应计人其他载荷(见 4. 3 . 2 )所需厚度。对于外压

元件，系指满足稳定性要求的最小厚度。

3. 1. 11

设计厚度 d四ign thickness

计算厚度与腐蚀裕量之和。

3. 1. 12

名义厚度 nominal thickn臼S

设计厚度加上材料厚度负偏差后向上圆整至材料标准规格的厚度。

3. 1. 13

有效厚度 effective thickness

名义厚度戒去腐蚀裕量和材料厚度负偏差。

3. 1. 14

最小成形厚度 minimum required fabrication thickness

受压元件成形后保证设计要求的最小草度。

3. 1. 15

低温害器 low-temperature pressnre vessel

设计温度低于一20 ·C 的眼素钢 、低合金钢 、双相不锈钢和铁素体不锈钢制容器 ， 以及设计温度低于

- 196 ·C 的奥氏体不锈钢制容器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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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持号

c-一-厚度附加量 . mm ;

c， 一一材料厚度负偏差 ，按 4 . 3 . 6 . 1 ， mm ;

cz一一腐蚀裕量 ，按 4 . 3 . 6 . 2 ， mm :

D，一一圆筒或球壳的内直径 ， mm ;

E'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弹性模量 ，MPa;

ρ一一设计压力 ， MPa ;

户T 试验压力最低值 ， MPa ;

Ro--一圆筒的外半径 ， mm :

Rm一一材料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 ， MPa ;

Rι (R川 、Rp\.Q )一一材料标准室温屈服强度 (或 0.2% 、 1. 0 %非 比例延伸强度) ,MPa;

R:,. (R ~川 、R~l. O )一一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 (或 0 . 2 % 、 1. 0 %非 比例延伸强度 ) ， MPa :

R;】一一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经 10 万小时断裂的持久强度的平均值 ， MPa ;

R;一一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经 10 万小时蠕变率为 1 %的蠕变极限平均值 . MPa ;

σT一一试验压力下受压后件的耐力 .MP(i .

tσ]一一容器元件材料在耐压试验温度下的样用应力 ， MP，t ;

[σJ '一-容器元件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 ， MPa ;

〔σ] ; ---设计温度下基层挝料的许用应力 .:MPa ;

tσJ ~一一-设计温度下覆民材斜阳的许用应力 ~MPa ;

[σJ :τ一一设计温度下圃筒许用轴向压缩应力 i MPa l

(Jj 一一，基层材料的名义厚度，.mm ;

(Jz一一覆层材料的厚度 ，不计人腐懊褂噩 ， .mm ;

se--困筒或球壳的有效厚HE.rom:

￠一一焊接接头系敬。

4 通用要求

4. 1 通则

4. 1. 1 钢制容器的设计 、制造 、检验租验收除应特合本标准所有部分的规定外 ，还应遵守国家颁布的有

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

4. 1.2 特定结构容器以及铝 、辑 、铜 、镇及镰合金 、钳制容器 ，其设计 、制造 、检验和验收陈应符合4. 1. 1

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述标准的相应要求:

a) GB 15 I«管壳式换热器» ;

b) GB 12337({钢制球形储罐h

c) lBfT 4 7 3 1«卧式容器h

d) lB fT 4 7 1 0« 塔式容器h

e) JBfT 473 4({铝制焊接容器h

f) JBf T '17 45({铁制焊接容器h

g) lB fT 4755«铜制焊接容器k

h) lBfT 4756«锦及锦合金挥接容器h

j) NB/T 4 70 11({错制压力容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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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3 容器的设计 、制造单位应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

4. 1.4 «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管辖范围 内 的E力容器设计和制造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机构的监察。

4. 1.5 容器类别按《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确定 。

4. 1.6 对不能按GB 150.3 确定结构尺寸的容器或受压元件 ，可 以果用 以下方齿进行设计 :

a) 验证性实验分析 ，如实验应力分析 、验证性被压试验 ，具体要求按附录 C 的规定 ;

b) 利用可比的已投入使用的结构进行对比经验设计 ，具体要求按附录D 的规定 :

c ) 采用包括有限元法在内 的应力分析计算和评定 ，具体要求按附录 E 的规定 。

4.2 资格与职责

4.2. 1 资楠

的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管辖范围内压力容器的设汁单位应持有相应的特种设备

设计许可证;

b) «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事规程》管辖范围内压力容器的制造单位应持有相应的特种设备

制造许可证。

4.2.2 职责

4.2.2.1 用户或设计委托方的职责

容器的用户或设计委托古应当臼正式书面形式向世汁单位提出容器设计条件 ( UDS←User ' s

Design Specification) .其中至少包营以下内容:

a) 容器设计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和规范 ;

b) 操作参数(包括工作压力 、王作温度范围 、擅位高度 、接管载荷等h

c) 压力容器使用地及其自然条件{包括环境温度 、抗震设防烈度 、风街丐载荷等 ) ;

d) 介质组分与特性 f

e) 预期使用年限 ;

。几何参数和管口方位;

g) 设计需要的其他必要条件 。

4.2.2.2 设计单位的职责

的设计单位应对设计文件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b) 容器的设计文件至少应包括强度计算书 .设计图样 、制造技术条件 、风险评估报告 (相关法规或

设计委托方要求时) ，必要时还应当包括安装与使用维修说明:

c) «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管辖范围内压力容器的设计总图应盖有特种设备设计许

可印章;

d) 设计单位向容器用户 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应符合附录F 的要求 p

u 设计单位应在容器设计使用年限内保存全部容器设计文件。

4.2.2.3 制造单位的职责

a ) 制造单位应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制造 ，如需要对原设计进行修改 ， 应当取得原设计单位同

意修改的书面文件，井且对政动部位作出详细记截;

b) 制造单位在容器制造前应制定完善的质量计划 ， 其 内容至少应包括容器或元件的制造工艺控

制点、检验项目和合格指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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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制造单位的检查部门在容器制造过程中和完工后.应按本标准、图样规定和质量计划的规定对

容器进行各项检验和试验，出具相应报告，并对报告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d) 制造单位在检验合格后 ， 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 ;

的制造单位对其制造的每台容器产品应在容器设计使用年限内至少保存下列技术文件备查:

1)质量计划;

2) 制造工艺图或制造工艺卡 ;

3)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

的容器的焊接工艺和热处理工艺文件;

5) 标准中允许制造厂选择的检验 、试验项 目记录 z

的容器制造过程中及完工后的检查、检验、试验记录;

7) 容器的原设计图和竣工图 。

4. 3 设计一般规定

4.3.1 容器设计单位(设计人员 〉应严格依据用户或设计委托方所提供的容器设计条件进行容器设计 ，

应考虑容器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失效模式，提出防止失效的措施。容器受压元件的强度、刚度和稳

定性计算按 GB 1 50. 3 或规范性引用文件的规定 。

对于有成功使用经验的承受插环载荷的容器，经设计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可按本标准进行设计，

并按 ]B 4732 附录 C 补充疲劳分析和评定 ， 同时满足其相关制造要求 。

4.3.2 载荷

设计时应考虑以下载荷 z

a) 内压 、外压或最大压差 ;

b) 液柱静压力 ， 当液柱静压力小于设计压力的 5 %时 ，可忽略不计 :

需要时，还应考虑下列载荷:

c)容器的自重(包括内件和填料等) ，以及正常工作条件下或耐压试验状态下内装介质的重力

载荷;

d) 附属设备及隔热材料 、衬里 、管道 、扶梯 、平台等的重力载荷 ;

巳)风载荷、地震载荷、雪载荷;

f)支座、底座圈、支耳及其他型式支承件的反作用力;

g) 连接管道和其他部件的作用力 ;

h) 温度梯度或热膨胀量不同引起的作用力 ;

i)冲击载荷，包括压力急剧波动引起的冲击载荷、流体冲击引起的反力等;

j ) 运输或吊装时的作用力 E

4.3.3 确定设计压力或计算压力时 ，应考虑 :

a) 容器上装有超压泄放装置时 ，应按附录 B 的规定确定设计压力 ;

b) 对于盛装液化气体的容器 ，如果具有可靠的保冷设施 ， 在规定的装量系数范围 内 ，设计压力应

根据工作条件下容器内介质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确定;否则按相关法规确定;

c) 对于外压容器〈例如真空容器 、液下容器和埋地容器 ) ，确定计算压力时应考虑在正常工作情况

下可能出现的最大内外压力差;

d) 确定真空容器的壳体厚度时 ，设计压力按承受外压考虑 ; 当装有安全控制装置 (如真空泄放阀)

时，设计压力取1. 25 倍最大内外压力差或 0.1 MFa 两者中的低值 ; 当无安全控制装置时 ， 取

0.1 MPa;

e) 由 2 个或 2 个以上压力室组成的容器 ， 如夹套容器 ，应分别确定各压力室的设计压力 ; 确定公

用元件的计算压力时，应考虑相邻室之间的最大压力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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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4 设计温度的确定

a) 设计温度不得低于元件金属在工作状态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 。 对于 o 'C 以下 的金属温度 ，设

计温度不得高于元件金属可能达到的最低温度 。

b) 容器各部分在工作状态下的金属温度不同时 ， 可分别设定每部分的设计温度 。

c ) 元件的金属温度通过以下方法确定 :

1)传热计算求得;

2) 在 已使用的同类容器上测定 ;

3 ) 根据容器内部介质温度并结合外部条件确定 o

d) 在确定最低设计金属温度时 ，应当充分考虑在运行过程中 ，大气环境低温条件对容器壳体金属

温度的影响。大气环境低温条件系指历年来月平均最低气诅(指当月各天的最低气温值之和

除以当月天数〉的最低值 。

4.3.5 对有不同工况的容器 ，应按最苛刻的工况设计 ，必要时还需考虑不同工况的组合 ， 并在图样或相

应技术文件中注明各工况操作条件和设计条件下的压力和温度值。

4.3.6 厚度附加量

厚度附加量按式(1)确定 :

C=C1 + C2 …( 1 )

4. 3. 6. 1 材料厚度负偏差

板材或管材的厚度负偏差按材料标准的规定 。

4 . 3 . 6.2 腐蚀椅量

为防止容器受压元件由于腐蚀、机械磨损而导致厚度削弱减静，应考虑腐蚀楠量，具体规定如下:

a) 对有均匀腐蚀或磨损的元件 ，应根据预期的容器设计使用年限和介质对金属材料的腐蚀速率

(及磨蚀速率〉确定腐蚀柑量 :

b) 容器各元件受到的腐蚀程度不同时 ，可采用不同的腐蚀裕量 ;

c)介质为压缩空气、水燕气或水的眼素铜或低合金钢制容器，腐蚀裕量不小于 1 mm。

4. 3. 7 壳体加工成形后不包括腐蚀裕量的最小厚度 z

a) 踹素钢 、低合金钢制容器 ， 不小于 3 m m ;

b) 高合金钢制容器 ，一般应不小于 2 mm ~

4 .3.8 容器元件的名义厚度和最小成形厚度一般应标注在设计图样上 。

4.4 许用应力

4 . 4. 1 本标准中材料的许用应力按GB 150.2 和相应引用标准选取 。 按表 I 的规定确定钢材 (螺栓材

料除外)许用应力，按表 2的规定确定钢制螺栓材料许用应力 。

表 1钢材(螺栓材料除外)许用应力的取值

材 料
许用应力/MPa

取下列各值中的最小值

碳素钢 、低合金钢
Rm ReI. R:, R;, R~

2. 7' 1. 5 ' 1. 5 ' 1. :j ' 1. 0

离合金钢
旦旦 R，I. C RVJ. ， ) R ~ 1. CI~i， z ) R ~ ， R~

2"' ' 1. 5 ' 1. 口. ( 1. 5 1. 5

钦及钦含金
ι Fι.1. R;"'.2 R~ R~
2. 7' 1. 5 • 1. 5 • 1. 5' 1. 0

11



GB 150.1-20门

襄 1 (攫)

材 料
许用应力 IMPa

取下列各值中的最小值

镰及锦合金
Rrn ι玛 旦旦 旦L R~

2.7' 1. 5 . 1. 5 . 1. 5' 1. 0

铝及铝合金 E旦 坠二 旦Q2..
3. O· 1. 5 • 1. 5

铜及铜合金 3. O· 1. 5 • 1. 5

注 1 ， 对奥氏体高合金钢制受压元件 ， 当设计温度低于蝠变越围 ， 旦允咛有微量的永久变形时 ， 可适 当提高许用

应力至 o . 9R;"'.3'但不超过RpO. ，/L 5 。 此规定不适用于怯主或其他有f撞撞永久变形就产生泄漏或故障的

场合 z

注 2 ， 如果引用标准规定了 RpL o 或 R~l . " ， 则可口选用该值计算其许用应力 ;

注 3 : 根据设计使用年限选用 1. 0 X I 0' h , 1.5XIO ' h、2.0X10 5 h 等持久强度极限值 e

囊 2 嗣嗣螺栓材料许简直力的取11

i字用应力 IMPa
材 料 螺栓直枉，情m 热处理状J缸

取下到各值中的最小值

ζMZZ R2.E7
碳素钢 1辑牵L 、正火

ZR.i:zEPM24""M础

HL』fRL J
~M22

3: $:

R;)低合金钢、马民体
调匮

R汪毛去;; 2 )
M24~M48

3.0 1. 5高合金钢

R~L (RL J
二~M52

2.7

R乌CRLJ
~M22

1. 6
奥氏体高合金钢 固溶

R:i. CRLI 3)
M24~M48

1. 5

4.4.2 设计温度低于20 ·C时 ，取 2 0 ·C 时的许用应力 o

4.4.3 复合铜板的许用应力

对于擅层与基层结合率达到 NB/T 47002 标准中 B2 级板以上的复合铜板 ， 在设计叶算 中 ， 如需计

入覆层材料的强度时，其设计温度下的许用血力按式 ( 2 )确定 :

raJ; 81 十[σJ ~ 82
[σ] ' = … …… . .. ( 2 )

81 十 8z

4.4.4 当地震载荷或风载荷与4.3.2 中其他载荷相组合时 ， 允许元件的设计应力不超过许用应力 的

1. 2 倍 ， 其组合要求按相应标准规定 n

4.4.5 圆衙许用轴向压缩应力 t

的根据圆筒外半径 R" 和有雄厚度 乱 ，据式 ( 3 )计算 A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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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0. 0948，也 /R。 ……………………………… ( 3 )

M 按圆筒材料选用相应的外压应力系数曲线图 C GB 1 50 . 3 第 4 章 ) .根据其温度钱得到 B值.在

弹性范围内(图中的直线段或其左侧) .可用式 ( 4 )计算 B值;

B= 2AE' / 3 ………………………………( 4 )

d 许用轴向压缩应力 [crJ ~取B 值 ，且不得大于 [a] ' 0

4.5 焊接接头分类和焊接接头系数

4.5. 1 焊接接头分类

4. 5. 1. 1 容器受压元件之间的焊接接头分为A、B、C 、D 四类 ， 如图1 所示 。

a) 困筒部分(包括接管)和锥壳部分的现向接头 (多层包扎容器层板层撒向接头除外 ) 、球形封头

与圆简连接的环向接头、各类凸形封头和平封头中的所有拼焊接头以及嵌入式的接管或凸缘

与壳体对接连接的接头，均属 A 类焊接接头;

b ) 壳体部分的环向接头 、锥形封头小端与接管连接的接头 、长强法兰与壳体或接管连接的接头 、

平盖或管板与圆简对接连接的接头以及接管间的对接环向接头，均属 R类焊接接头，但己规

定为 A类的焊接接头除外;

c) 球冠形封头 、平盖 、管板与国再非对接连接的接头 ，法芝与壳体或接管连接的接头 ， 内封头与国

筒的搭接接头以及乡居包扎在器层极居纵向接头.均属℃类焊接接头，但已规定为 A、B类的

焊接接头除外 ;

d ) 接管 (包括人孔困筒飞出缘 ~fH1i! 圈等与壳体连接的接头 .均属句 英挥接接头 . {It. 己规定为 A 、

B.C 类的焊接接头除外 -

4.5. 1. 2 非受Bi元件与受压元悻的连接接头为E 类焊接接头 ，如图 :t所示 。

固 1 焊接接头分提

4.5.2 焊接接头系数

4. 5.2. 1 焊接接头系数 ￠ 应根据对接接头的焊缝形式及无损检测的长度比例确定 。

4.5.2.2 铜制压力容器的焊接接头系数规定如下 :

a) 双面焊对接接头和相当于双面焊的全焊透对接接头

1)全部无损检测，取~= 1. 0 ;

2) 周部无损栓测 ，取 p= O . 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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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面焊对接接头 (沿焊缝根部全长有紧贴基本金属的垫板)

1)全部无损检测，取1>= 0. 9 ;

2) 局部无损检测 ，取 1> =0.8 Q

4.5.2. 3 其他金属材料的焊接接头系数按相应引用标准的规定 。

4. 6 耐压试验

4.6. 1 通用要求

4. 6. 1. 1 甜压试验包括 : 液压试验 、气压试验和气液组合试验 。

4. 6. 1 . 2 容器制成后应经耐压试验 ，试验的种类 、要求和试验压力值应在图样上注明 e

4.6. 1.3 耐压试验一般采用液压试验 ，试验液体应特合 GB 150. 4 或相关标准的要求 。

4.6. 1.4 对于不适宜进行液压试验的睿器 ，可采用气压试验或气被组合试验 。 进行气压试验或气液组

合试验的容器应满足 GB 150.4 或相关标准的要求 。

4 .6.1.5 采用气液组合试验时 ，试验用液体和气体应分别满足 4. 6 . 1. 3 和 4. 6. 1 . 4 的要求 ，试验压力

按气压试验的规定。

4. 6.1 . 6 外压容器以内压进行耐压试验 ，试验压力按4.6.2.3 的规定 。

4.6. 1.7 对于由2 个或2 个以上压力室组成的多腔容器 ， 每个压力室的试验压力按其设计压力确定 ，

各压力室分别进行耐压试验。

a) 拉核公用元件在试验压力下的稳定性 ;

b) 如不能满足稳定性要求 ，则应先进行泄漏检查 ，合格后进行耐压试验 。 在进行耐压试验时 ， 相

邻压力室内应保持一定压力，以使整个试验过程(包括升压、保压和卸压}中的任一时刻，各压

力室的压力差不超过允许压差，回样上应注明这一要求和允许压差值;

c)如需提高某腔试验压力，应满足 4 . 6 . 3 的规定。

4.6. 2 耐压试验压力

4.6.2.1 耐压试验压力的最低值按 4. 6. 2. 2 和 4.6 .2 .3 的规定 ，并考虑 :

的 对于立式容器采用卧置进行擅压试验时 ，试验压力应计人立置试验时的破性静压力 ;

b) 工作条件下内装介质的液柱静压力 大于掖压试验的液桂静压力时 ，应适当考虑相应增加试验

压力 。

4.6.2.2 内压容器

且)被压试验 :

b) 气压试验或气搜组合试验 z

P
T

= 1. 2bρ 「σ
~. -ν[σJ'

…( 5 )

ρTZ l IPL4 … …… … …… · 川
Lυ 」

注 1 :容吉普铭膊上统定有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时，公式中应以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代替设计压力扣

注 2 : 容器各主要受压元件 ，如回筒 、封头 、接管 、设备法兰 (或人手孔法兰 )及其紧固件等所用材料不同时 ，应取各元

件材料的[a] /[a]' ~t值中最小者 :

注 3 : [σ]' 不应低于材料受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控制的许用应力最小值 。

4. 6. 2. 3 外压容器

a ) 液压试验 :

b) 气压试验或气被组合试验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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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4.6.3 耐压试验应力桂棋

如果采用大于 4 . 6 . 2 . 2、 4 . 6. 2. 3 所规定的试验压力 ，在耐压试验前 ，应校接各受压元件在试验条件

下的应力水平，例如对壳体元件应桂按最大总体薄膜应力 σT O

的 i夜压试验时 ， σT~O. 9 R.Lrft;
b) 气压试验或气班组合试验时 ，σT豆O . 8 R.l. rft o

式中 z

R.L 壳体材料在试验祖度下的屈服强度 (或 0 . 2 %非 比例延伸强度 ) .MPa o

4.6.4 耐压试验的免除

不能挂上述规定进行耐压试验的容器，设计单位应提出在确保容器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免除耐压试

验所应采取的安全措施，经设计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后在围样上注明。

4.7 世漏it验

4.7. 1 世漏试验包括气密性试验以及氨检漏试验 、 卤素检漏试验和氨拉漏试验等 。

4.7.2 介质毒性程度为极度 、高度危害或者不允许有做量世帽的容器 ，应在耐压试验合格后进行泄漏

试验。

注z介质毒性程度按4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相关规定确定。

4.7.3 设叶单位应当提出容器WI:漏试验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

4.7.4 需进行世漏试验时 ，试验压力 、试验介质和相应的桂验要求应在国拌上和设计文件中注明 。

4.7.5 气密性试验压力等于设计压力 。

4.8 焊接接头结构设计要求

4.8.1 对于铜制在器 ，焊接接头的结构设计参照GB 150.3-2011附录D 的要求 。

4.8.2 对于其他金属制容器 ，焊接接头的结构设计委照引用标准的要求 。

4.9 超压泄抽装置

本标准适用范围内的容器，在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超压时，应按附录B的要求设置超压世放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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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标准的符合性声明及修订

A. 1 本标准所有部分的制定遵循了 国家颁布的压力容器安全法规所规定的基本安全要求 ， 其设计准

则、材料要求、制造检验技术要求和验收标准均符合《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相应规定 。

本标准所有部分均为协调标准 ， 即按本标准所有部分要求建造的压力容器可以满足《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

全技术监察规程》的基本安全要求 e

A. 2 标准的修订采用提案审查制度 。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利时本标准的悻订提出建议 ， 修订建议

应采用"表A. I标准提案/问询表"的万式提交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

会" ) 0委员会对收到的标准修订提案进行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将采纳的技术内容纳入下一版标准。

表 A. 1标准提案/问询表 总第 号

口标准提案 口标准问询 标准名称

单 位 姓 名

联系地址
一-一 一..----

ft!: 政编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_ . ，，"- 寸 _ ._ ~

电话/传真 也 f信箱

一一
_L.~

标准条款

提案， 问 i句 内容 (可 约街页)
由咛

技术依据与相关资科〈可另酣1[)
一-→ …千千--一一一 一--".，.-.一_.. 一一-- '".-- _._-一

附加说明:

单位图章或提案(问询)人签字:
提交日期 :

年 月 日

r

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西苑 2 号楼 D座三层邮政编码 : 100013

电子邮箱 : GB1 5 0@ cscbpv.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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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 B

(规范性附录)

起压泄放装置

B. 1 范围

B. 1. 1 容器在操作过程 中可能出 现超压时 ， 应按本附录 的要求配备超压泄放装置 ( 以下简称"世放

装置勺 。

B. 1.2 本附录适用于容器上的世放装置 ， 包括安全闽 、爆破片安全装置 、安全阀与爆破片安全装置的

组合装置。安装在容器连接管线上的泄放装置可参照本附录。

B. 1 .3 本附录不适用于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压力剧增 ， 反应速度达到爆轰状态的容器 。

注:爆轰 ( detonatin ll)系指物质的燃烧速度极快 .达到 1 OOOm/ s 以 上时 ，产生与通常的爆燃根本不同的现象 。

B.2 定义

B. 2.1 动作压力

本附录中指安全阀的整在压力或爆破片的设计爆暇压力 e

B. 2. 2 整定压力

安全阀在运行条件下开舶开启的设定压力 i是在阀门进口处测趾iJ<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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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向门开启的力同使阀黯保持在闽座土，的力相互平衡。

B.2.3 设计爆破压力

根据容器的工作条件和相成的安全技术规范设定的‘在世计曝融温皮下爆破片的爆破压力值。

B. 2. 4 标定爆破压力

标注在爆破片铭牌上的.在规定的设计(或许可试验)爆破温度下. I司一批次爆破片抽样爆破试验

时，实割爆破压力的算术平均值。

B. 2. 5 制造范围

一个批改爆破片标定爆破E力相对于设计爆破压力差值的允许分布范围。当爆破片取军制造范围

时，标定爆破压力为设计爆破压力 。

B. 2. 6 最低标定爆破压力

设计爆破压力与制造范围下偏差的代数和 。

B.3 一摆规定

B. 3. 1 容器装有1世放装置时 ，一般以容器的设计压力作为超压限度的起始压力 。

设计固样及铭牌上标注有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时 ， 可用容器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代替设计压力 ， 以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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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2 当容器上装有泄放装置时 .世放装置的动作压力与容器的超压限度应满足如下规定 。

B. 3. 2. 1 当容器上仅安装一个泄放装置时 ， 泄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设计压力 ， 容器的超压限度

应不大于设计'压力的 1 0 %或 20 kPa 中 的较大值 。

B. 3. 2. 2 当容器上安装多个泄放装置时 ，其中一个泄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设计压力 ，其他世放

装置的动作压力可提高至设计压力的1. 05 倍 ; 容器的超压限度应不大于设计压力的 1 6 %或 30 kPa 中

的较大值。

B.3.2.3 当考虑容器在遇到火灾或接近不能预料的外来热源而可能酿成危险时 ， 容器的超压限度应

不大于设计压力的 2 1 % ;如B. 3. 2. 1 或 B. 3. 2. 2 中泄放装置不能满足这一超压限度要求时 ， 应安装辅

助的世放装置，辅助泄放装置动作压力不大于设计压力的1. 1 倍 D

B. 3. 3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 可看成是一个容器 ， 只需在危险的空 间 (容器或管道上 ) 设置一 个世放装

置，但在计算世放装置的地放量时，应把窑器间的连接管道包括在内:

a) 与压力掘相连接 、本身不产生压力的容器 ， 且该容器的设计压力达到压力掘的压力 ;

h) 多个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相同或稍有差异 ，容器之间采用 口径足够大的管道连接 ，且中间无阀门

隔断或虽采用战断阀但有足够措施确保在容器正常工作期间截断间处于全开的位置并铅封。

B. 3. 4 容器内的压力若有可能小于大气压力 ， 而该容器不能承受此负压条件时 ， 应装设防负压的泄放

装置。

B. 3. 5 换热器等压力容器 ， 若高温介质有可能泄漏到低温介质而产生素气时 ，应在低温空间设置泄放

装置 。

B. 3. 6 当容器需要安装世放装置且没有特殊要求时 .应优先选用安全阅 。

B.3.7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应采用爆破片安全装置 :

a) 压力快速增长 ( 如增加分子量的化学反应 、化学爆炸 、爆燃等h

b) 对密封有较高要求 :

c) 容器内物料会导致安全阀失效 ;

d) 安全闹不能适用的其他情况 。

B.3.a 为 了最大限度陆少贵重介质 、有毒介质或其他危害性介质通过安全阀向外泄漏 ，或为 了 防止来

自泄放管线的腐出性气体进入安全阀内部，可以把安全间与爆破片安全装置串联使用。

B. 3. 9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容器 ， 可设置一个或多个爆破片安全装置与安全间并联使用 :

a) 防止在异常工况下压力快速增长的 ;

b) 作为辅助地放装置 ，考虑在有可能遇到火灾或接近不能预料的外来热源需要增加泄放面棋的 。

B.3.10 对盛装易爆介质或者毒性程度为极度 、高度或者中度危害介质的容器 ， 应在泄放装置的排出

口装设导管，将泄放介质引至安全地点，并且进行妥善处理，不得直接排入大气 。

B. 4安全阀

B. 4. 1 安全阀适用于清洁 、不含固体颗桂 、甜度低的介质 。

B.4.2 安全间不能单独用于臣力快速增长的场合 。

B. 4. 3 安全阀不宜单拙用于阀座与阀瓣密封面可能被介质粘连或介质可能生成结晶体的场合 ， 但可

以将爆破片安全装置串联在安全阀人口俯组合使用。

B. 4.4 安全阔的型式通常采用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间 ， 阀型有全启式和微启式 。 全启 式安全阀适用

于泄放气体、蒸气及液化气介质，微启式安全阀一般适用于世放液体介质。也可采用自激式非直接载荷

安全阀，即先导式安全阀。

B. 4.5 用于液体的安全间公称通径至少为15 mm.

B. 4. 6 安全间整定压力偏差不应超过士3%整定压力或土0.015 MPa 的较大值 。

B. 4.7 装有安全阀时 ， 容器的设计压力投以下步骤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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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据容器的工作压力 ι，确定安全间的整定压力丸 ，一般取在 = O . 05 - 1. 1) PW; 当 户.<0. 18 MPa

时.可适当提高 p，相对于 ι的比值;

b) 取容器的设计压力 户 等于或稍大于整定压力 ι . RPρ注丸 。

n. 4 . 8 安全阀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 GRIT 1224 1 D

B.5 爆破片安全装置

B. 5. 1 爆破片安全装置主要由爆破片和夹持器组成 。 常见的爆破片形式有正拱形 、反拱形和平板形 。

B.5.2 爆破片安全装置适用于压力快速增长的场合 ，也常用于保护安全阀的性能而与之串联使用 。

B. 5. 3 爆破片安全装置不能单独用于排放介质毒性程度为极度 、 高度危害或易爆及搜化石油气等场

合 ，在这些场合可以和安全间组合使用 。

B. 5. 4 用于排放液体介质时 .应选择适合于全被相的爆破片安全装置 。

B.5.5 压力容器装有爆破片安全装置时 ，容器的设计压力按以下步骤确定 自

a) 确定爆破片的最低标定爆破压力 队时 根据不同形式的拱形金属爆破片 ， 推荐的 儿皿值参见

表B. 1;

表 B. 1 最低桥定爆础压力P.."in

爆破片空式 载荷性质 ρ"，un /MPa

普通正拱型 静载荷 二注1. 43ρ恤

开缝正拱型 静载荷 关 1. 25队

正拱型 脉动载荷 注1. 7pw

反拱型 静载街、脉动载荷 二'" 1. I Pw

注 z 设计者若有成熟的经验或可靠数据 .亦可不按表 B. I 的规定 。

b) 选定爆破片的制造范围 爆破片的制造范围见表 B. 2;

c) 计算爆破片的设计爆破压力 户b户b等于弘min lJO 上所选爆破片制造范围的下限(取绝对值) ;

d) 确定容器的设计压力 p P 不小于 /> 1 加上所选爆破片制造范围的上限 。

表 B. 2爆破片的制造范围 单位为 MPa

全范围 1/2 范围爆破片 114 范围 。范围

类别
设计爆破压力

上限(正) 下限(负 ) 上限eiE ) 下限( 负 ) 上限(正 〉 下限 (负 ) 上限 下限

>0. 30-0. 40 0.045 0.025 0. 025 0. 015 0. 010 0. 0 10 。 O

>0.40-0.70 0. 065 0.035 0.030 0.020 O. 020 O. 010 O O

正
>0. 70- 1. 00 0.085 0.045 0.040 0.020 0.020 0.01 0 。 。

拱 >1. 00 - 1. 40 O. 110 0.065 0. 060 0.040 0.040 0.020 。 。

形 > 1. 40-2. 50 0. 160 0. 085 0.080 0.040 0. 040 0.020 O 。

> 2.50-3. 50 0.2I D O. 105 O. 100 0. 050 0.040 0.025 。 O

> 3. 50 6% 3% 3% 1. 5 % I. 5 Yo 0. 8% D 。

反拱形 二主O . I O 10% 。 5% O O

注 : 对于正拱形爆破片 ， 当设计爆破压力小于 0. 3 MPa 时 ， 可 由制造单位和使用单位 (或设计单位 }协商商定一个

双方都能接受的较大的制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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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6 爆破片安全装置的材料

8. 5. 6. 1 爆破片材料不受GB 150.2 中关于材料牌号的限制 ，爆破片 材 料应与介质相容 ， 应根据使用

条件与供应商或用户协商确定。爆破片常用材料及其最高适用温度见表 B. 3 0

表 8. 3 爆破片的最高适用温度

爆破片材料 最高适用温度I"C

纯铝 100

纯银 120

纯媒 400

奥~体不锈钢 400

镣铜合金(蒙乃尔) 430

锦锦合金(因康镣) ,18(}

银HI铸合金( 哈氏合金) 480
-一- ........._-- - - -_ . ~-一二 卜一一←'一---一--一--

石墨 200

注z当爆破片表面覆盖密封膜成保护思时 ; r:ol.~号应该覆盖材料对最高远国温度的影响 d

B.5.6.2 用于腐蚀性介质或阅怡、性环境 ，且有可能导致提前失效的爆破片安全装置 ， 呵采用在爆破片

表面进行电镀、喷涂或衬膜等防腐蚀措施。

8. 5. 6. 3 夹持器常用材料有踹钢 、奥民体不锈钢 、踉铜合 金及镇住嬉合金茸受压容器用材 " 材料性能

应与介质相容c

B.5.7 爆踱片安全装置的选用且相关技术要求J主持合GB 567 的规定 b

8. 6安全闹与爆破片安全装置的组合装置

B. 6.1 爆破片安全装置串联在安全阀人口 倒时 ，爆破片爆破时不允许有碎片 。 爆破片安全装置与安

全阀之间的腔体应设置压力表、排气口及报警指示器等 。

B. 6. 2 爆破片安全装置串联在安全阀 出 口侧时 .安全阀应采用特殊结构型式 ( 如平衡式安全阀 〉 以保

证安全阅与爆破片安全装置之间出现累积背压时安全阔仍能在整足压力下开启。同时，爆破片安全装

置与安全阀之间的腔体应设置排气口或排破口。

B.6.3 安全阀与爆破片安全装置 串联组合时 ， 单个世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及容器超压限度应符合

B. 3. 2.1 的要求 。

B.6.4 安全阀与爆破片安全装置并联组合时 ，泄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及容器的超压限度应满足B. 3. Z . Z

要求，其中安全阀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设计压力，爆破片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1. 05 倍设计压力 。 当考

虑在有可能遇到火灾或接近不能预料的外来热踊产生超压时，世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及容器的超压限度

应满足 B. 3 . 2 . 3要求 。

B.7 容器安全泄脑量的计算

B.7.1 持号

Ar -一-容器受热面积 .m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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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形封头的卧式容器人=3. 1 4DnL ;

椭困形封头的卧式容器A， = 3 . 14Dn(L+0. 3D n ) I

立式容器 A， = 3. 14Doh l ;

球形窑器 A，=1. 5 7D;，或从地面起到 7 . 5 m高度以下所包括的外表面积，取两者中较大值 4

D。 一←容器外直径 ， m ;

d 一一-容器进料管内直径 ， mm ;

F-一系数 ，

容器置于地面以下用砂土覆盖时 ， F= 0 . 3 ;

容器置于地面上时 ， F= 1.0;

容器置于大于1 0 L/(m~ • min)喷淋装置下时 ， F= 0 . 6 ;

H一一输人热量 ， kJ/h;

hi 一一容器最高班位 ， m ;

L一一-容器总长 ， m ;

q 一一在世放压力下 .液体的汽化潜热.kJ/k白

。 一一容器进料管内的流速 ， HI ':问

1-一泄版压力下介质的饱和温度 .℃ z

W，一一杳器的安全泄放量 ; kg/ h ;

S 一一容器保温层厚度 ， m ;

A 一一常温下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 ， kJ /.<rn ·h • ·C);

p 一一泄放条件(设定温度与投寇压力 )下的介质密度 . kg/m! •

8. 7. 2 盛装压缩气体或水蒸气的容器安全泄放 fit

a) 对压缩机贮气罐和蒸气雄等在器的安全世政量 ， 分别取该压缩机和蒸汽发生器在单位时间 内

的最大产气(汽)量，

b ) 气体贮罐等的安全泄放量 ，按式(B.n计算i

W , =2. 83 X 10-3

严Jd Z ...……………………(且 1 )

8. 7.3 换热设备等产生蒸汽时 ，安全世放量按式出.2)计算 :

W. =H/q ………………………………( B. 2 )

8. 7. 4 盛装液化气体的容器安全世放量

8. 7 . 4 . 1 介质为易爆掖化气体或位于有可能发生火灾环境下工作的非易爆破化气体的容器 ，分有 、无

绝热保温层计算其安全泄放量:

a) 无绝热保温层时 ，安全泄放量按式 ( B. 3)计算 :

2.55 X l05 FA , o. 82
百七 = ..... . .... ..... .... ... ..... "" ... .. ... r ,........................………….. ( B.3 )

q

b) 有完整的绝热保温层时(例如在火灾条件下 ，保温层不被破坏 ) ，安全泄放量按式出. 4 )计算:

2.61 X (650 - OM ， O . 但
W几 = ……………………………… ( B.4 )oq

B.7.4.2 介质为非易爆准化气体的容器 ， 置于无火灾危险的环境下工作时 ，安全世放量可根据有 、无

绝热保温层，分别参照式 ( B. 3 )或式(B. 4)计算 ，取不低于计算值的30 % 。

B.7.5 因化学反应使气体体积增大的容器 ， 其安全世放量应根据容器内 化学反应可能生成的最大气

量及反应时间来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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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j世放装置泄植面租计算

B.8.1 适用范围

本节适用于单→相介质通过泄放装置时泄放面积的计算。当介质为液相，在排放时应不发生闪蒸。

B. 8.2 符号

A 一一安全阀或爆破片的最小世放面积 ，mm
2

;

C 一一气体特性系数 . 可查表B. 4 或按下式求取 :

C =520~孟?
K二一泄放装置的泄放系数 :

对于安全间，K取额定泄放系数〈额定泄放系数通常由安全阔制造厂提供h

对于爆破片， K为与爆破片装置入口管道形状有关的系数，可查表 B. 5确定，但同时应满足

a ) - d )条件 :

a ) 直接向大气排放 ;

b ) 爆破片安全装置离窑器本体的距离不超过8 倍管在 ;

c) 爆破片安全装置世放营长度不超过 5 倍管在 ;

d) 爆破片安全装置上 、下带接管的公称直径不小于爆破片安全装置的泄放 口公称直径 。

当人口管道形状不易确定或不满足 a) -d)时，可取 K= 0 . 6 2 ;对于液体介质，取 o. 62 或按

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

是一一气体绝热指数，查表 B. 6 ;

M 一-气体的摩尔质量 ，kg/kmo! ;

户。一一泄放装置出口侧压力(绝压) .MPa;

如一一地放装置的泄放压力(绝压) ，包括设计压力和超压限度两部分 .MPa ;

A户 一一，世放装置泄放时内 、外侧的压力差 ，MPa;

R 一一通用气体常数 ，J!<kmo! • K) ,R = 8 314;

w
Re 雷诺数 ，Re= O. 313 4 一τ p

严 '1 11.

Tj -一-泄放装置泄放温度 ， K ;

w 泄放装置世放量 ， kg!h ;

W吕 一-容器的安全泄放量 ， kg!h;

Z -一一气体的压缩系数，见图 B.l，对于空气 Z= 1. 0;

C 一一班{本动力黠度校正系数 ， 见图 B. 2 ， 当液体的甜度不大于 20 ·e水的黠度时 ，取 ~= 1. 0;

μ-一被体动力茹度 . Pa • s;

ρ 一一泄放条件(设定温度与世定压力 )下的介质密度 ，kg!旷 日

B. 8. 3 单个泄放装置泄放面积的计算

B. 8. 3.1 气体

a) II自界条件 ， 即 户。 /ρf<卜ι) . - 1 时 ，
飞 飞h十 l}

~巳 /ZT f
A =1 3.16-:-:一.2- • i 兰干 ……………………………… ( 且 5 )

CK户 I 'V M

22



b ) 亚临界条件 ，阳。/ ρ (击广时 ，

W、 /ZT j
Jh l79 ×

lo z b fJ击 [ (扩 -即可
~~M'

B. 8. 3. 2 饱和蒸汽

饱和蒸汽中蒸汽含量应不小于 98% ，过热度不大于 11 t c

a) 当 知ζ 1 0 MPa 时

A=O.19 ~，
K户 I

b ) 当 1 0 MPa<户 ，~2 2 MPa 时

W , f 33. 2p f - 1 0611
A =0. 1 9 一一 r : :: ' :r, : :: : 1

Kpr 飞 27 . 6如 一 1 000 I

B.8.3.3 被体

A = 0.196 一旦旦
~ K ) p6.p

GB 150.1-2011

……….. ( B. 6 )

….( B. 7 )

…·(E. 8 )

…( B.9 )

对于秸滞性流体的泄放面积计算程序如下 τ

a ) 假设为非霜滞性流体 ，取 ~= 1. a 按式CE. 9 )计算出初始的泄放面权与相应的直径 ，并向 k 圆整

到产品系列化规格最近的公称直径及相对应的泄放面积 3

b) 根据 a )计算 出的困整后世放面积按式 (B. 9)及 ~= l. 0 计算泄放量 W ;

c)根据 M怦出的泄放量 W 及州算出的困整后瞅瞅按式 RE± 0 3 1 3 4 ;去计算雷诺

数 ，由图 B. 2 查得 C值，并以查得的 5值按式 ( B. 9 ) 重新计算泄放量 W ;

d ) 若 W二~W" . 则该直径〈面积) 即为所求 ;若 W<W， 则采用大一挡的产品公称直径相对应的泄

放面积代替 a )计算出 的圆整后泄放面积重复 b) ~ d) 的计算 ，直至 W二"，W ' Q

B. 8. 4 选用的安全世故装置实际泄放面积应不小于按 B. 8. 3 计算的最小泄放面积 A Q

表自. 4 气体特性系数 C

走 C h C h C k C

1.00 315 1. 20 337 1.40 356 1. 60 372

1.02 318 I. 22 339 1.42 358 I. 62 374

1.04 320 1.24 341 I. 44 359 I. 64 376

1.06 322 1.26 343 1.46 361 l. 66 377

I. 08 324 1.28 345 1.48 363 1. 68 379

1. 10 327 1.30 347 1. 50 365 a
I. 70 380

1.12 329 1. 32 349 1.52 366 2. 00 400

1. 14 331 I. 34 351 1. 54 368 2.20 412

1.16 333 1. 36 352 1.56 369

1. 18 335 1.38 354 I. 58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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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B. 5 爆破片安全装置泄放军散

编号 接管示意图 接管形状 泄放系数 K

D

w

~O.2D
插人式接管 0.68

~ _l
~ ~ι

-l ~

2 ~IL 平卉式接管 O. 73

D

lZ'ZZ22 :zzzza
3 带过温困鱼接管 0.80

N (注O. 25m

\

表 8. .6部分气体的性质

气体 分子式
事恕质量 M l 绝热指数 h i 临界压力 P， 临界温度 T，

kg/kn:wI ! (0.01:.\ MPa ， I S吃 日占 1 ~Pa{绝压} K

空气 28.97 一一一11-44卢4tp》 - - ←→f! 1769
132.45

一「

28.01- 卡3.394氮气 N2 126. 05

氧气 O2 32. uo i 1. 1(} 1 5.036 154. 35

氧气 H1 2.02 1. 41 1.297 33.25

氯气 Clz 70.91 1. 35 7.71I 417.15

一氧化碳 CO 28.01 1. 40 3.546 134. 15

二氧化碳 CO2 44.01 1. 30 7.397 304. 25

氨 NH. 17.03 L 31 11.298 405. 55

氯化氢 HCl 36.16 1.'11 8. 268 324. 55

硫化氢 H2S 34.08 1. 32 9.008 373. 55

一氧化二氮 N2 0 44.01 1. 30 7. 265 :{09. 65

二氧化硫 802 日4 . 0 6 1. 29 7.873 430. 35

甲烧 CH. 16.04 1. 31 4.641 190. 65

己快 C2Hz 26.02 1. 26 6.282 309.1 吕

乙烯 C2H4 28.05 1. 25 5.157 282.85

乙:院 CzH. 30.05 1. 22 4.945 305. 25

丙烯 C.H , 42且08 1. 15 4. 560 365.45

丙烧 C.H. 44. 10 1. 13 4.357 368. 75

正丁炕 C4Ht o 58.12 1. 11 3. 648 426. 15

异丁院 CHCCH , ), 58. 12 1. 11 3. 749 40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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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9 泄擅装置的设置

B. 9. 1 泄放装置应设置在容器本体或其连接管线上容易安装 、检查 、维护的部位 。 安全间的间体应在

容器或管线顶部并垂直向上。

B. 9.2 泄放装置应设置在靠近容器压力源的位置 。 若用于气体介质 ， Jitl 设置在气相空间 (包括被体上

方的气相空间)或与该空间相连通的管线上;若用于液体介质 ，应设置在正常液而以下 。

B. 9. 3 容器和泄放装置之间的所有管道 、管件的截面积应不小子世放装置的泄放面积 句 其接管应尽可

能短而直，以免产生过大的压力损失。若一个连接口上装设 2个或者 2个以上的泄放装置(不包括备用

安全间 )时 ，则该连接口入口的截面积，应当至少等于这些地放装置进口截面积的总和。

B. 9. 4 容器与泄放装置之间一般不宜设置中间截断阅 。 对于连结操作的容器 ， 可在容器与 illt 放装置

之间设置截断间专供检修用。容器在正常工作期间，截断间应处于全开的位置井铅封 。

B . 9. 5 泄放装置的支撑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 (或刚度 ) ，以保证能承受该泄放装置泄放时所产生的

反力 。

B. 1O泄放管

B. 10. 1 r世放管应尽可能设计成垂直方向 ，其 口 径应不小于世放装置的出 口 直径 。 若多个泄放装置采

用泄放总管时，总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各泄放装置泄放口截面积总和 。

B. 1 0 .2 当泄放管中可能有易爆介质排放时 ，应根据相应规 wi.要求采取装设阻火器等措施 ， 以 防止固

火的危险。

B. 10.3 在世放管的适当部位开设排泄孔 ，用 以防止雨 、雪及冷凝班等积聚在世放管内 。

B.l0.4 在安装爆破片安全装置的泄放管线时 ， 其 中心线应与爆破片安全装置的中心线对齐 ， 以避免

爆破片受力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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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 C

(规范性附录)

以验证性爆磕试验确定容器设计压力

C.l 总则

C. 1. 1 本附录规定了采用验证性爆随试验确定容器设计压力的基本要求 。

巳1. 2本附录适用于无法按照 GB 150. 3 进 行结构设计 计算的压力 容器或受压元件 。 凡能够按

GB 150. 3 要求准确确定其计算厚度的受压元件 ， 其结构强度设计应满足 GB 150.3 的要求 ， 不得采用

本附录的方法 。

C. 1.3 容器与试验容器 (或元件与试验元件 )应满足以下要求 :

a ) 相同的设计结构和形状 :

b) 相同的材料 . 即对应的材料标准 、牌号 、热处理状态应一致 :

。相同的名义厚度和结构尺寸。对于截面尺才相同的结构，其长度不能大于验证试验件:

d) 相 同的热处理要求 ;

e ) 制造偏差应符合 GB 150.4 的要求 。

C. 1.4 如果容器巾仅部分受压元件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采用验证性爆破试验确定 ， 则容器的设计压

力应根据所有受压元件的要求确定。

C. 1. 5 本附录不得用于盛装介质毒性程度为极度或高度危害的容器的设计 。

C.2 管理与职责

C. 2.1 验证性爆破试验的试验件应 由该容器或受压元件的制造单位完成 ， 试验可 由该容器或受压元

件的制造单位或委托第三方实施 e

C. 2. 2 验证性爆破i式验的实施过程应充分考虑试验人员和场地的安全 ， 试验程序和试验场地安全防

护措施应经实施试验的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C.2.3 参照容器耐压试验的监督检验要求 ，整个试验过程应当接受检验机构人员 见证 ， 验证性爆破试

验报告应经检验机构人员签字认可。

C.2.4 技术评审

C. 2. 4.1 以验证性爆破试验确定容器设计压力或受压元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的技术文件应按《 固定

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1. 9 条进行技术评审 。

C.2.4.2 技术文件要求

C.2.4.2.1 试验件设计和制造文件 ，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

a ) 试验件的结构设计图样 ;

b) 材料质量证明文件 ;

c) 制造过程工艺文件 :

d) 检验记录 ;

的其他相关文件。

C.2.4.2.2 验证性爆破试验报告 ， 至少应包含以下 内容 t

的试验、拥试设备;

b ) 试验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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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试验过程记录 :

d) 试验结论 。

C.3 试验要求

C.3. 1 验证性爆破试验一般以水作为试验介质 ，试验介质和l温度应符合GB 1 50 . 4 的规定 。

C.3.2 试验容器在进行验证性爆破试验前 . 耐压试验压力不得超过预期设计压力 的 L 25 倍 。

C. 3. 3 验证性爆破试验的加压应握惺进行 ， 首先逐渐加压至预期设计压力 的O. 5 倍 . 保压观察后 以

1/10 预期设计压力的增量逐步加压至预期设计压力 .进行不少于10 min 的保压观察后继续以 1/ 1 0 预

期设计压力的增量加压至爆破或设定的停止点 。

C.3.4 验证性爆破试验可选择适 当的压力作为停止点 ， 只要采用该停止点压力计算得到 的设计压力

满足预期的设计压力要求即可 。

C.4 设计压力的确定

C. 4.1 试验温度下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 一 …

的按 C. 4.4 确定 R…". 时 .结式 1 C. I ) i l~ 1平; 试验温度下的胜自 允 i于 }丁 仲:压力 扩 ， 否则按式(C.2)

计算:

ρ :.. . fi主旦旦且
一, :"tR",m

. 11 P ..H.罚手
1"J = _ . . - -一-

r " l l~呻

….( C. 1 )

… ( C.2 )

…( C.4 )

式中 z

f 一一试验温度下的单i旬 在汗 T作压力 ，单位为提舶 ( MPa ) i
A 一一爆破试验距 JJ或 i式辑停止点压力， .1'(1.Ut. j]花 申(I (MP:t) ;

#一一焊接接生系fL;

R"， 一~材料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 ，单位为兆帕 ( MPa ) ;

Rmave 一一室温下i式样的平均抗拉强度 ，单位为兆帕 CMP时 ， 按C. 4. 4 确定 ;

RT回仙Y

bω〉 考虑腐蚀裕量后试验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ρ，按式 (ωC巳. 3盯)确定 2

,, 'Ct - C.ν
ρ =ρ-77L … . . . ... .…….. .•.....…........ ( C.3 )

式中:

户，一一考虑腐蚀裕量后试验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单位为先帕 (MPa ) ;

t 一一强度最薄弱处的材料厚度 ，单位为毫米 (mm ) ;

Cz一一一腐蚀褂量 ，单位为毫米 ( mm ) ;

n -一一结构形状系数 。 对于困筒 、球壳 、半顶角 αζ60·的锥壳等 ， 以及弯曲应力不大于 2/3 总

应力的受压元件时 ， n = 1; 对于平面或近似乎面 ， 如平盖板 、法兰或半到角α>60·的锥

体等，以及弯曲应力大于 2/3总应力的受压元件时 . 11 = 2 0

C. 4. 2 设计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设计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Pruux按式 (C. 4)计算 :

I Iσ

户 IJI .1X = P' ~ _~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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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叫一一设计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单位为兆帕 ( MPa) ;

[aJt一一材料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 咱 单位为兆帕(MPa) ;

[σ] 一一材料试验温度下的许用应力 ，单位为兆帕 ( MPa ) •

C.4.3 采用C. 4. l~C. 4. 2 得到 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作为确定容器设计压力 户 的恢据 。

C. 4. 4 试样的平均抗拉强度 R""，"确定

C. 4. 4.1 试样应从与试验容器相同的材料上用机械方法截取 。

C.4.4.2 取3 个试样抗拉强度的平均值作为平均抗拉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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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J)

(规范性附录)

对比经验设计方法

D.l 总则

D. 1. 1 本附录规定了采用对比经验设计的基本要求 。

D. 1. 2 本附录适用于容器的对比经验设计 ， 对比经验设计容器与参照容器应具有相 同或相近结构和

设计条件。

0.1.3 同时满足以节要求的容器可采用本附录规定的对比经验设计方法 :

a ) 不能按 GB 1 50. 3 进行设计的压力容器 ;

的材料括准抗拉强度下限值小子 540 MPa;

c ) 盛装介质毒性程度为中度危害及以下的容器 。

D. 1 .4 设计单位应取得用户提供的参照容器安全使用的证明文件和设计文件 。

D. 1.5 采用本方法设计应按《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1. 9 条通过技术评审 团

0.2 使用经验要求

D. 2.1 参照容器应为己投入实际生产运行的容器 ， 其安全运行期限不得少于5 年 。

D.2.2 参照容器的实际运行条件不得附于其设计条件的 80% 。

D.3 设计条件

D. 3. 1 与参照容器结构相同 、介质相同 。

D.3.2 设计温度不得高于参照容器的设计温度 ; 对于设计温度低于 o 'C 的容器 ， 容器设汁温度不得低

于参照容器的设计温度 回

D.3.3 设叶压力不得高于参照容器的设计压力 。

D.4 结构

D. 4.1 对比经验设计容器应与参照容器具有相 同或相似的结构 ， 主要结构尺寸的结构相似 比应在

0. 85-1. 15 之间 c

D.4.2 在保证对比经验设计容器使用功能前提下 .应考虑结构优化 ， 减小总体结构不连续和局部结构

不连续所引起的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的影响 。

D.5 材料

D. 5.1 对 t已经验设计容器的材料设计温度下的力学性能不得低于参照容器材料的相应要求 。

D. 5. 2 对比经验设计在器的材料耐腐蚀性能不得低于参照容器材料的相应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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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6 ~量i十

D. 6.1 睿器的对比经验设计应满足以上要求 ， 其结构尺寸可按结构相但原则确定 。

D. 6.2 设计单位应提供设计说明书 。

D.6.3 时于按JB 4732~1995 的3. 10嘈2 和3.10.3 要求需进行破劳分析的容器 ， 根据本附录的要求进

行对比经验设计时，设计说明书中还应补充容器的疲劳分析内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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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 E

(规范性附录)

局部结构应力分析和评定

E. 1 总贝U

E. 1. 1 本附录规定了杏器局部结构采用应力分析方法 (容器总体按GB 150 设计 ) 作为设计依据的基

本要求 o

E. 1.2 本附录仅适用于按GB 150.3 孟法进行设计计算的容器局部结构 。

E.2 设计管理

E. 2.1 按本附录进行容器局部结构应力分析的设计单位和设计者一般不要求具备分街设计资晤 。

E. 2. 2 设计单位应对局部站掏分析的正确性负责 ， 分听报告应作为时应用 部站构的强度计算书 。

E. 3 强度评定要求

E. 3.1 应力分类且应力分析结果的评定方法应符合 JB 4732 的规定 。

E. 3.2 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接GB 150.2 对应材料的许用mi.力确定 C

E. 4 局部结构的制造 、检验和睦-iMI:要求扉满足 JB 4 '13-2 的相盹规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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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凤险评估报告

F. 1 总则

F. 1. 1 本附录规定了风险评估报告的基本要求 。

F. 1. 2 容器设计者应根据相关法规或设叶委托方要求编制针对容器预期使用状况的风险评估报告 D

F. 1. 3 设计者应充分考虑容器在各种工况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失敢模式 ， 在材料选择 、结构设叶 、 制造

检验要求等方面提出安全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失敬。

F. 1.4 设计者应向容器用户提供制定容器事故应急预案所需要的信息 q

F.2 制定原则和程序

F.2.1 设计阶段风险评估主费针耐危在识别有i风险控制 C O

F.2.2 设计阶段风险评估按↓二~ OF理序进行 E

a) 根据用户设计条件和其他设it输人信怠 ，确定容器的各种使用1础 t

b) 根据各使用工况的什政二操作条件 、环境因素进行危害识到.确定可能发生的危害' 且其后果 ;

c) 针对所有危害和相应的失效模式 ，说明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和报据z

d) 对 于可能发生的失娃、摸武 ‘ 拾出制定 ·萨拉应急预案所需要的信息 ;

e) 形成完整的风险评估报告 们

F.3 凤险评估报告内窑

风险评估报告应至少包括 2

的压力容器的基本设计参数t压力、温度、材料、介质性质和外载荷等 F

h) 操作工况条件的描述 :

c) 所有操作 、设计条件F可能发生 的危害 ， 如 z爆炸 、泄捕 、破损 、变形等 z

d) 对于标准已经有规定的失嗷模式 ，说明采用标准的条款 ;

时对于标准没有规定的失效模式，说明设计申载荷、安全系数和相应计算方法的选取依据 a

f)对介质少量泄漏、大量涌出和爆炸状况下如何处置的措施;

g) 根据周 围人员的可能伤及情况 ，规定合适的人员防护设备和措施 ;

h) 风险评估报告应具有与设计图纸一敢的签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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