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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附录A至附录U为规范性附录，附录V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公安部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分技术委员会(CS113/SC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夭津消防科学研究所、上海市消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迟立发、刘连喜、李毅、陈泽民、杨震铭、朱海林、谢炳先、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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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灭火系统及零部件

1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体灭火系统及构成部件中的灭火剂瓶组、容器、容器阀、喷嘴、选择阀、单向阀、集流

管、连接管、安全泄放装置、驱动装置、控制盘、检漏装置、信号反馈装置、减压装置、管路管件、吊钩支架

的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使用说明书编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七氟丙烷(HFC-227ea)灭火系统、三氟甲烷(HFC-23)灭火系统、惰性气体灭火系统

「包括:氢气((M-01)灭火系统、氮气(IG-100)灭火系统、氨气氮气(IG55)灭火系统、混合气体(IG-541)

灭火系统]。使用其他种类灭火剂的气体灭火系统也可参照采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卤代烷1211灭火系统、卤代烷1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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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9-1994 钢质无缝气瓶

    GB 5100-1994 钢质焊接气瓶

    GB/T 8979 纯氮

    GB/T 9251 气瓶水压试验方法

      GB 9969. 1 丁 0 产 品伸 用 i#明 书 0刚

3 术语 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混合气体〔IG541)   IG-541

    指由氮气48.8%--55.2%,氨气37. 2写--42. 8 %，二氧化碳7.600̂ 8.4%混合而成的灭火剂。

3.2

    充装密度 fill density

    贮存容器内灭火剂的质量与该贮存容器容积之比，kg/ m' .

3.3

    贮存压7I  storage pressure

    贮存容器内_按最大充装密度灌装七氟丙烷，氮气充压后在200C环境中的平衡压力

    贮存容器内按最大充装密度灌装三氟甲烷，在20℃环境中的平衡压力

    贮存容器内按最大充装密度灌装惰性气体灭火剂，在20 C环境中的平衡压力。

3.4

    最大工作压力 maximum working pressure
    贮存容器内按最大充装密度灌装灭火剂(贮存七氟丙烷灭火剂的容器充压后)，置于下述两种温度

环境中的较高者，此时容器中的平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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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50'C;

    b) 制造商推荐(或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

3.5

    最小工作压力 minimum working pressure

    贮存容器内按最大充装密度灌装灭火剂(贮存七氟丙烷灭火剂的容器充压后)，置于工作温度范围

下限的平衡压力。

3.6

    喷射时间 discharge time
    对于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和三氟甲烷灭火系统指在20̀C环境条件下，喷嘴喷出最低设计浓度所需灭

火剂量95%的时间。

    对于惰性气体灭火系统指达到95%最低设计浓度所需的时间。

4 基本参数

4. 1 工作温度范围

    a)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0'C -50'C ;

    h) 三氟甲烷灭火系统:-20'C -50'C ;

    C) 惰性气体灭火系统:0'C-50̀C o

    当产品设计工作温度范围超过上述温度界限时，应在产品标牌、瓶组等主要部件上做出明显永久性

标志

4.2 充装密度、充装压力

    a)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最大充装密度 1 150 kg/m' ;

    b) 二氟甲烷灭火系统最大充装密度:860 kg/m';

    C) 惰性气体灭火系统最大充装压力为贮存压力。

4.3 系统喷射时间

    灭火 系统 的最 大喷射时间为 :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10:;

三氟 甲烷灭火系统 :10 s;

a)

l))

C) 惰性气体灭火系统:60、。

  工作压力

灭火系统的贮存压力、最大工作压力、最小工作压力见表

                                      表 1 工作压 力 单 位为兆帕

系统类别 贮存压力
最大工作压力

  (50,C时)

最小工作压力

0C时 一一z。二时
七氟内烷灭火系统

2. 5 一 2.0 一 一
4. 2 5 3 3. 6 一

三氟甲烷灭火系统 一 一 }
氢气灭火系统 一 16. 5 14. 0

氮气灭火系统 一 17. 2 13. 6

        氢气氮气灭火系统

[含:氢气(50士5)%,氮气(50士5)%卫

15. 0 17. 2 13.6

20. 0 23.2 17. 8

混合气体((JG541)灭火系统
15. 0 17. 2 13. 6 } 一
20.0 23.2 17. 8

要求

生产单位有责仟贯彻质量控 制程序 ，以确保 其产品的一致性并符合本标准 的规定。

Administrator
附注
贮存压力2.5MPa，最大工作压力4.2MPa。

Administrator
附注
贮存压力4.2MPa，最大工作压力6.7MPa。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Unmarked”



GA 400- 2002

5. 1 系统

5.1.1 系统构成

5.1.1.1 系统由容器、容器阀、单向阀、选择阀、驱动装置、集流管、连接管、喷嘴、信号反馈装置、安全泄

放装置、控制盘、检漏装置、减压装置、管路管件及吊钩支架等部件构成

5.1.1.2 系统各部件应固定牢固、连接可靠，部件安装位置正确，整体布局合理，便于操作、检查和

维修 .

    系统各部件间连接螺纹、法兰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5. 1. 1. 3 系统中相同功能部件的规格应一致，各灭火剂贮存容器的容积、充装密度、充装压力应一致口

5. 1.2 外观

5.1. 2. 1 系统各构成部件应无明显加工缺陷或机械损伤，部件外表面须进行防腐处理，防腐涂层、镀层

应完整 、均匀

5. 1.2.2 在灭火剂贮存容器的外表正面标注灭火剂的名称或商品名称。字迹应明显、清晰。驱动气瓶

亦应标出驱动气体名称。

5. 1.2.3 系统每个操作部位均应以文字、图形符号标明操作方法，单向阀、选择阀应标示介质流动

方向

5. 1.2.4 铭牌应牢固地设置在系统明显部位，注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执行标准代号、贮存压力、灭

火剂总量、使用温度范围、生产单位、产品编号、出厂日期等内容。

5.1. 3 系统准工作状态

    系统各操作部件的工作位置、控制盘的控制、监视功能，均应处于正常准工作状态。

    灭火剂和驱动气体泄漏监视装置应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灭火剂充装量不得低于设计值。

5. 1.4 启动运行要求

5.1.4.1 启动方式

    a) 系统应具有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和机械应急启动功能

    b) 手动启动和机械应急启动应有防止误动作的有效措施，并用文字或图形符号标明操作方法

5. 1.4.2 延时启动功能

    系统的自动启动应具有延迟启动功能，延迟时间可在0ŝ 30s范围内连续可调，分档可调时每档

间隔不应大于5s。延迟时间设定误差应不大于设定时间的20%.

5. 1.4.3 系统动作程序

    系统的动作程序应在选择阀开启后或同时打开容器阀。

5. 1.4.4 启动运行

    a) 系统采用不同方式启动，其动作应准确、可靠、无故障

    b) 系统的运行参数，如延迟时间、喷射时间、灭火剂喷放量等应在设计规定的范围内。

    c) 灭火剂喷射过程中和喷射后的显示、报警及输出端子动作情况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5. 1.5 灭火要求

5. 1.5. 1 按6.40. 3. 2规定的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13类正庚烷火灭火试验，系统应在灭火剂喷射

结束后605内灭火。

5. 1.5.2 按6. 40. 3. 3规定的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A类表面火灭火试验，系统应在灭火剂喷射结
束后60，内扑灭明火，继续抑制10 min后，开启试验空间通风，木垛不得复燃。

5.2 灭火剂瓶组(以下简称瓶组)

    瓶组包括灭火剂及贮存容器、容器阀、安全泄放装置、灭火剂检漏装置等

5.2. 1 工作压力

    瓶组的工作压力应符合4. 4的规定。

5.2.2 充 装 寮 庶 ‘充奖 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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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组灭火剂充装密度、充装压力应在4. 2规定的范围内。

5.2. 3 密封要求

    按6.3.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瓶组应无气泡泄漏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smm,

5.2.4 抗蔽要求

    按6. 11. 1规定的方法进行振动试验，瓶组任何部件不得产生结构损坏，七氟丙烷、二氟甲烷灭火剂

的净重损失量不得大于灭火剂充装量的。. 5 %;惰性气体、七氟丙烷瓶组内的压力损失不得大于充装压

力的1.5 %。试验后自动启动容器阀，不应出现任何故障。

5.2.5 温度循环泄漏要求

    按6. 12规定的方法进行温度循环泄漏试验，七氟丙烷、三氟甲烷灭火剂的净重损失量不得大于灭

火剂充装量的0.5%;惰性气体、七氟丙烷瓶组内的压力损失不得大于充装压力的1. 5 。试验后自动

启动容器阀，不应出现任何故障。

5.2.6 耐倾倒冲击要求

    按6. 13规定的方法进行耐倾倒冲击试验，瓶组零件不应损坏。试验后瓶组的气密性应符合5.2.3

的规定，自动和手动启动容器阀应能正常开启。

5.2.7 灭火荆和充压气体要求

5.2.7. 1 灌装的灭火剂应为国家允许使用的合格产品

5.2.7.2 充压用氮气含水量应符合GB/T 8979中合格品的规定。

5.3 容器

5. 3. 1 工作 压力

    贮存灭火剂容器的上作压力应符合4.4的规定。

5. 3.2 容积和直径

    钢质无缝容器的公称容积和外径应符合GB 5099-1994第4章的规定。
5. 3. 3 材料

    钢质无缝容器的材料应符合 GB 5099 -1994第 5章的规定，钢质焊接容器的材料应符合

GB 5100--1994第5章的规定

    容器材料的耐腐蚀性能应允许长期贮存灭火剂

5.3.4 强度要求

    按6. 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容器不得出现渗漏现象，其容积的残余变形率不得大于

3%。

    试验压力为1. 5倍最大_〔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3.5 密封要求

    按6. 3. 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容器应无泄漏现象。

    试验压力为最大I_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3.6 超压 要求

    按6. 4. 3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超压试验，容器不得有破裂现象。

    试验压力为3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3.7 标志

    钢质无缝容器钢印标记按GB 5099- -1994中8. 1的规定。钢质焊接容器标记按压力容器或气瓶

安全监检规程的有关规定。

5.4 容器阀

    容器阀的设计应保证在阀门启动时其零部件均不得被喷出阀门之外或进人到管道中

5.4.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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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容器阀明显部位应永久性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型号规格、工作压力

5. 4. 2 材 料

    容器阀体及其内部机械零件应采用不锈钢、铜合金制造，也可以用强度、耐腐蚀性能不低于上述材

质的其他金属材料制造

    弹性密封垫、密封剂及相关部件应采用长期与灭火剂接触而不损坏或变形的材料制造。

5.4.3 工作压 力

    贮存灭火剂容器上的容器阀的工作压力应符合4.4的规定。

5.4.4 强度要求

    按6.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容器阀及其附件不得渗漏、变形或损坏。

    试验压力为1.5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4,5 密封要求

    按6. 3.3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容器阀在关闭状态下应无气泡泄漏;容器阀在开启状态下各

连接密封部位的气泡泄漏量不应超过每分钟20个。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 4. 6 超压要求

    按6.4.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超压试验，容器阀及其附件不得有破裂现象

    试验压力为3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e

5.4.7 最大和最小工作压力下动作要求

    按6.6规定的方法进行最大和最小工作压力下动作试验，容器阀的动作应准确、可靠，并完全开启

5. 4.8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6.5. 1规定的方法进行工作可靠性试验，容器阀及其辅助的控制驱动装置应动作灵活、可靠，不

得出现任何故障或结构损坏〔正常丁作时允许损坏的零件除外)，试验后容器阀的密封性能应符合

5.4. 5的规定。

5.4.9 局部阻力损失

    容器阀局部阻力损失(包括虹吸管、容器阀及连接管接头的局部阻力损失)采用与其相连接的管路

等效长度来表示。

    按6. 7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得的容器阀等效长度值与生产单位公布值相比，其差值不应超过公布值

的 10%。

5.4. 10 耐腐蚀性能

5.4. 10. 1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6.8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容器阀及其附件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容器阀的

密封性能应符合5. 4. 5的规定，工作可靠性按6.5, 1的规定试验时，应能准确、可靠的开启。

5.4, 10.2 耐氨应力腐蚀性能

    按6.10规定的方法进行氨应力腐蚀试验，容器阀及其附件不得有裂纹、损坏。试验后容器阀的强

度应符合5. 4. 4的规定。

5.4. 10.3 耐二氧化硫腐蚀性能

    按6. 9规定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容器阀及其附件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容器

阀的密封性能应符合5A. 5的规定，工作可靠性按6.5.1的规定试验时，应能准确、可靠地开启。

5.4. 11 手动操作要求

    容器阀应具有机械应急启动功能，按6.巧规定的方法进行应急启动手动操作试验，应符合下列

要求 :

    a) 手动操作力不应大于150 N;

    b) 指拉操作力不应大 于 5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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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指推操作力不应大于10N;

    d) 所有手动操作位移均不应大于300 mm。

5.5 喷嘴

5.5.1 标 志

    在喷嘴明显部位应永久性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喷嘴型号、代号或等效单孔直径。

5.5.2 结构、尺寸

5.5.2.1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和三氟甲烷灭火系统用喷嘴代号、等效孔口尺寸应符合表2的规定，惰性

气体灭火系统用喷嘴孔口尺寸按实际需要设计

    喷嘴代号允许每增加1号，等效单孔直径增加0.79375mm的比例向系列外延伸。

5.5.2.2 喷孔横截面积小于7mmZ的喷嘴应安装过滤网，网孔边长应不大于喷孔直径的60%，过滤网

总面积应大于喷孔横截面积的10倍。

5.5.2.3 防止喷孔被外界物质堵塞用保护帽，不得影响喷嘴正常喷射，不得对人员造成损伤。

                                    表 2 喷嘴代 号及等效孔 口尺寸

喷嘴代号 等效单孔直径了mm 等效单孔面积/mmZ}喷嘴代号 等效单孔直径/mm等效单孔面积/。m，
l 0.79 一 一{         一一
It石 1.19 一 } 7 54 一
2 ltsg 一 1.98 一 10 一} 7，4 49.48

2.5 lt98 一 一 8.73 59 87

3 2.38 」tj6 一 一 71，29

3.5 一 一 6.o6 一!一 ::一一 83 61

4 �� 一�33. 18一一 7.94 一}一 14 一一 96.97

生.5 一 3.57 一一 10.00 一一 15 一�一 111.29

5 一 3.97 一�� 一�;;2. 39一一 :6 一一 12.70 一 126.71

5.5         一一 一{         一 160.32

                一一 17.81 --一一 15.88 197.946

6.5
                    一

吞 16
��一

20.90 一 17t魂6 239.48

7 一 24.26 一 24 一 19.05 285.03

7.5         一— 云8丁一习一 :2 一         一 506t45

8         一 3168 一 48 一一一38.4。 一 1138.71

      一一 675 一 35t7魂 一 64 一一 :。.、。 一 2025.80

5.5.3 材料

    喷嘴各部件均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制造，并应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机械强度和耐温度性能

    过滤网的材料应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5.5.4 流量特性

    按6.16规定的方法进行流量特性试验，喷嘴在不同喷射压力下单位孔口面积质量流量与生产单位

公布值相比，其差值不应超过公布值的10%。

5.5.5 耐热和耐压要求

    按6.17规定的方法进行耐热和耐压试验，喷嘴不得有变形、裂纹或损坏。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

力。当系统安装减压装置时，试验压力为减乐装置后最大压力。

55.6 耐热和耐冷击要求

    七氟丙烷和三氟甲烷灭火系统喷嘴按6.18规定的方法进行耐热和耐冷击试验，喷嘴不得有变形、

裂纹或损坏

    惰性气体灭火系统喷嘴无此项要求

5.5.7 耐冲击性能

    按 6，20 规定 的方法进 行机械冲击试验 ，喷嘴不得有变形 、裂纹或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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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8 耐腐蚀性能

5.5.8，1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6. 8规定的方法进行喷嘴盐雾腐蚀试验，喷嘴不应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喷嘴耐热和耐冷

击性能应符合5.5. 6的规定

5.5.8.2 耐氨应力腐蚀性能

    按6. 10规定的方法进行喷嘴氨应力腐蚀试验，喷嘴不应有裂纹或损坏。试验后喷嘴耐热和耐压性

能应符合5.5.5的规定。

5.5.8.3 耐二氧化硫腐蚀性能

    按6.9规定的方法进行喷嘴二氧化硫腐蚀试验，喷嘴不应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喷嘴耐热和

耐冷击性能应符合5.5. 6的规定。

5.5.9 喷射特性

    按6. 19规定的方法进行浓度分布试验，全淹没系统用喷嘴在最大安装高度和最小安装高度的试验

空间中，均应在喷射结束后30 s内达到灭火浓度

56 选择阀

    选择阀的设计应保证在阀门启动时其零部件均不得被喷出阀门之外或进人到管道中。

5.6. 1 标志

    在选择阀明显部位应永久性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型号规格、工作压力、介质流动方向

5.6.2 材料

    选择阀及其内部机械零件应采用不锈钢、铜合金制造，也可以用强度、耐腐蚀性能不低于上述材质

的其他金属材料制造 。

    弹性密封垫、密封剂及相关部件应采用长期与灭火剂接触而不损坏或变形的材料制造。

5.6.3 工作压力

    选择阀的工作压力应符合4. 4的规定

5.6.4 强度要求

    按6. 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选择阀及其附件不得渗漏、变形或损坏。

    试验压力为1.15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6.5 密封要求

    按6.3.3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选择阀在关闭状态下应无气泡泄漏;选择阀在开启状态下各

连接密封部位的气泡泄漏量不应超过每分钟20个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二。。

5.6.6 超压要 求

    按6.4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超压试验，选择阀及其附件不得有破裂现象。

    试验压力为3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6.7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6. 5. 1规定的方法进行工作可稚性试验，选择阀及其辅助的控制驱动装置应动作灵活、可靠，不

得出现任何故障或结构损坏(正常工作时允许损坏的零件除外)

56.8 局部阻力损失

    选择阀局部阻力损失采用与其相连接的管路等效长度来表示

    按6. 7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得的选择阀等效长度值与生产单位公布值相比，其差值不应超过公布值

的 10%。

56.9 耐腐蚀性能

5.6.9. 1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6.8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选择阀及其附件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选择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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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性能应符合5. 6.5的规定，工作可靠性按6. 5,1的规定试验时，应能准确、可靠的开启。

5.6.9.2 耐氨应力腐蚀性能

    按6.10规定的方法进行氨应力腐蚀试验，选择阀及其附件不得有裂纹、损坏。试验后选择阀的强

度应符合5. 6.4的规定。

5.6.9.3 耐二氧化硫腐蚀性能

    按6. 9规定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选择阀及其附件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选择

阀的密封性能应符合5.6.5的规定，工作可靠性按6. 5. 1的规定试验时，应能准确、可靠地开启。

5.6. 10 手动操作要求

    选择阀应有机械应急启动功能，按6. 15规定的方法进行应急启动手动操作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手动操作力不应大于150 N;

    b) 指拉操作力不应大于50 N;

    c) 指推操作力不应大于10 N;

    d) 所有手动操作位移均不应大于300 mm,

5.7 单向阀

5.7. 1 标志

    在单向阀明显部位应永久性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型号规格、工作压力、介质流动方向。

5.7.2 材料

    单向阀及其内部机械零件应采用不锈钢、铜合金制造，也可以用强度、耐腐蚀性能不低于上述材质

的其他 金属 材料制造

    弹性密封垫、密封剂及相关部件应采用长期与灭火剂接触而不损坏或变形的材料制造

5.7.3 工作压力

    用于灭火剂流通管路的单向阀，其工作压力应符合4.4的规定。用于驱动气体控制管路的单向阀，

其工作压力应符合5.11.1.1.1的规定。

5.7.4 强度要求

    按6. 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单向阀及其附件不得渗漏、变形或损坏。

    试验压力为1.5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e

    单向阀正向和反向强度要求相同。

5.7.5 正向密封要求

    按6. 3. 3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单向阀应无气泡泄漏。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

时问为5 mina
5.7.6 反向密封要求

    用于灭火剂流通管路上的单向阀按6. 3. 3规定的方法进行反向气密性试验，在最大工作压力下，气

泡泄漏量不应超过每分钟20个

    用于驱动气体控制管路上的单向阀，在最大工作压力下不应产生气泡泄漏

5. 7.7 超压要求

    按6. 4. 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超压试验，单向阀及其附件不得有破裂现象。

    试验压力为3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单 向阀正 向和反 向超 压要求相同 。

5.7.8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6.5.2规定的方法进行工作可靠性试验，单向阀应能承受100次‘开启一关闭”动作试验，其开启、

关闭动作应灵活、准确，不得出现任何故障或结构损坏

5.7.9 开启压力要求

    按6. 2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单向阀的开启压力不得超过生产单位公布值。在开启压力下阀的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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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应准确、可靠。

5.7. 10 局部阻力损失

    单向阀局部阻力损失采用与其相连接的管路等效长度来表示

    按6. 7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得的单向阀等效长度值与生产单位公布值相比，其差值不应超过公布值

的 10%。

5.7. 11 耐腐蚀性能

5.7. 11. 1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6. 8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单向阀及其附件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单向阀的

反向密封性能应符合5. 7. 6的规定，其工作可靠性按6. 5的规定试验时，应能准确、可靠的动作

5.7. 11.2 耐氨应力腐蚀性能
    按6.10规定的方法进行氨应力腐蚀试验，单向阀及其附件不得有裂纹、损坏。试验后单向阀的反

向密封性能应符合5.7.6的规定，单向阀的强度性能应符合5. 7. 4的规定。

5.7.11.3 耐二氧化硫腐蚀性能

    按6. 9规定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单向阀及其附件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单向

阀的反向密封性能应符合5.7.6的规定，其工作可靠性按6. 5的规定试验时，应能准确、可靠地动作

5.8 集流管

5.8. 1 材料

    集流管应采用无缝管制造，材质应具有耐腐蚀性能或将其内外表面做防腐蚀镀层处理。

58.2 工作压力

    集流管的工作压力应符合4.4的规定。

5.8. 3 强度要求

    按6.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集流管不得渗漏、变形或损坏

    试验压力为1. 5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 8.4 密封要求

    按6. 3. 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集流管应无气泡泄漏。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8.5 自动排气阀要求

    具有主、从气瓶组的集流管，当从动瓶组容器阀利用集流管内压力驱动时，在集流管上应安装自动

排气阀 自动排气阀的设计应保证系统在准工作状态下始终处于开启位置.其关闭压力应不大于。5

倍容器阀最小开启压力。

5.9 连接管

5.9.1 材 料

    连接管宜采用高压软管，亦可采用耐压强度、抗冲击振动能力相当的金属管材。

    连接管应选用耐使用介质腐蚀的材料制造

5.9.2 工作压力

    容器阀与集流管间连接管的工作压力应符合4. 4的规定。控制管路连接管的工作压力应符合

5.11.1.1.1的规定

5.9.3 强度要求

    按6. 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连接管不得渗漏、变形或损坏。

    试验压力为1. 5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口

5.9.4 密封要求

    按6. 3. 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连接管应无气泡泄漏。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仄力保持时间为5 m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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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非金属连接管耐热空气老化性 能

    按6.23规定的方法进行热空气老化试验，非金属软管不得有裂纹等损坏 试验后非金属软管的强

度和密封要求应满足5. 9. 3和5.9.4的规定。

    试验温度140'C，试验时间240 h

5. 10 安全泄放装置

    安全泄放装置在设计和工艺上应保证每次装配后的性能一致

5. 10. 1 泄放动作压力

    灭火剂瓶组、驱动气体瓶组和集流管上应设置安全泄放装置，其泄放动作压力设定值应不小于1. 25

倍最大工作压力，但不大于部件强度试验压力的95%。泄压动作压力范围为设定值X(1士。.05)0

5. 10.2 耐腐蚀性能

5. 10.2. 1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6.8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安全泄放装置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安全泄放装

置的泄放压力范围应符合5. 10. 1的规定。

5. 10.2.2 耐氮应力腐蚀性能

    按6.10规定的方法进行氨应力腐蚀试验，安全泄放装置不得有裂纹、损坏。试验后安全泄放装置

的泄放压力范围应符合5. 10. 1的规定

5. 10.2.3 耐二氧化硫腐蚀性能

    按6. 9规定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安全泄放装置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安全泄

放装置的泄放压力范围应符合5. 10. 1的规定

5. 10.3 耐温度循环性能

    按6. 12规定的方法进行温度循环试验后，安装在瓶组上的安全泄放装置的泄放压力范围应符合

5. 10. 1的规定

5. 11 驱动装置

5.11.1 气动型驱动器

5.11.1.1 驱动气体瓶组

    瓶组包括驱动气体及贮存容器、驱动气体容器阀、驱动气体安全泄放装置，驱动气体检漏装置等。

5.11.1.1.1 工作压力

    驱动气体瓶组的贮存压力由设计决定，生产单位应给出贮存压力、最大工作压力、最小上作压力的

具体数值。

5.”.1. 1.2 密封要求

    按6.3. 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瓶组应无气泡泄漏。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问为5 min,

5.们.1. 1.3 抗震要求

    按6.n规定的方法进行振动试验，瓶组任何部件不得产生结构损坏，气体压力损失不得大于贮存

压力的1. 5% 振动试验后，自动启动驱动气体容器阀，不应出现任何故障。

5. 11. 1. 1.4 温度循环泄漏要求

    按6.12规定的方法进行温度循环泄漏试验，试验温度为4. 1规定的该系统工作温度，试验后，驱动

气体压力损失不得大于贮存压力的1.5%，自动启动驱动气体容器阀，不应出现任何故障。

5. 11. 1.2 驱动气体容器上的容器阀

    驱动气体容器阀的工作压力按5. 11. 1. 1. 1的规定。

    驱动气体容器上的容器阀及驱动部件的强度要求、超压要求、最大和最小工作压力下动作要求、工

作可靠性要求和耐腐蚀性能要求，分别按5.4.4,5.4.6,5.4.7,5.4.8和5. 4. 10的规定
5. 11. 1.3 驱动力要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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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低工作温度下，气动型驱动器的驱动力不应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所需操作力的两倍

5. 11.2 电磁型驱动器

5. 11.2. 1 驱动力要求

    电磁型驱动器的驱动力不应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所需操作力的两倍。

5.11.2.2 耐电压性能

    电磁型4k动器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耐电压性能，按6. 2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不得出现表面

飞弧、扫掠放电、电晕或击穿现象。

    额定工作电压大于50 V时，试验电压为 1 500 V(有效值)，50 Hz;额定工作电压小于等于 50 V

时，试验电压为500 V(有效值),50 Hz

5，11.2.3 绝缘要求

    电磁型驱动器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应大于20 Mn,

5. 11.2.4 电源电压

    供电电压波动幅度在额定工作电压X(1士。.15)范围内电磁型驱动器应能正常工作，驱动力应符合

5.11.2.1的规定。

5. 11.2.5 工作可靠性要 求

    电磁型驱动器按6. 5. 3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应动作准确、灵活，不得出现任何故障或结构

损坏(正常工作时允许损坏的零件除外)。试验条件与动作次数要求

    a)  20'C15'C，最大负载下，额定工作电压，动作100次;

    b) 最高工作温度，最大负载下，额定工作电压X (l士0. 15)，各动作5次;

    c) 最低工作温度，最大负载下，额定工作电压X(1士0.15)，各动作5次。

5. 11. 3 引爆型驱动器

5. 11.3. 1 驱动器输出力

    在引爆部件使用有效期内，驱动器输出力不应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所需操作力的三倍

5. 11.3.2 工作可 靠性 要求

    引爆型驱动器按6.5. 3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引爆型驱动器应动作准确、灵活，不得出现任

何故障或结构损坏(正常工作时允许损坏得零件除外)。试验条件与动作次数要求

    a) 最大负载下，额定工作电压，动作80次;

    b) 最大负载下，额定上作电压X(1上。.15)，各动作10次

    双引爆型的每个引爆部件均能独立使驱动装置正常工作

5.11.3.3 绝缘要求

    引爆型驱动器在正常的大气条件下，芯线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 MSZ

5. 11.3.4 温度 时效要求

    按6.29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引爆部件温度时效处理后，驱动器应能正常启动，驱动器的驱动力应

符合5. 11. 3. 1的规定;与未经温度时效处理的部件比较，其驱动力平均值变化不应超过+10%o

5. 11.4 机械 型驱动器

5. 11. 4.1 驱动力要求

    机械型驱动器的驱动力不应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所需操作力的两倍

    用于驱动多瓶组的机械型驱动器，应限定被驱动灭火剂瓶组数量上限。

5. 11.4.2 行 程要求

    机械型驱动器最大行程不应超过300 mm

    机械型驱动器以卜落重物提供驱动力时，重物应自由下落，该下落行程应保证驱动所需距离，且不

得小于25 mmo

5. 11.4. 3 工作可靠性要求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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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型驱动器按6.5. 3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应动作准确、灵活，不得出现任何故障或结构

损坏。试验条件与动作次数要求:

    a)  20℃士S 'C，最大负载下 ，动作100次;

    b) 最高和最低工作温度下，最大负载下，各动作10次

5. 12 控制盘

5. 12. 1 电源要求

    控制盘主电源在电压为220 X (1士。.15) V,50 Hz条件下应能可靠工作

    控制盘备用电源容量应满足正常监视状态下连续工作24 h，其间应保证系统可靠启动。

    主、备用电源均应有工作指示。

5. 12.2 报奋功能

    控制盘应能接收火灾探测器和火警触发器件来的火警信号，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在额定工作电压

下，距离控制盘1 m处，内部和外部音响器件的声压级(A计权)应分别在65 dB和85 dB以上，115 dB

以下。

    控制盘应具备自身(包括探测、控制回路)故障报警功能。

5. 12.3 控制功能

5. 12.3. 1 控制盘应有自动、手动启动灭火系统功能，自动状态、手动状态应有明显标志并可相互转

换 无论控制盘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手动操作启动必须始终有效。

5. 12. 3.2 控制盘应有延迟启动功能，延迟时间0 s-30、连续可调，如采用分档调节时每档间隔应不

大于 5s

5. 12.3. 3 在控制盘设置“紧急启动”按键时，该键应有避免人员误触及的保护措施，设置“紧急中断”

按键时，按键应置于易操作部位。

5. 12.3. 4 控制盘应有灭火系统启动后的灭火剂喷洒情况的反馈信号显T功能

5. 12.3.5 控制盘应提供控制外部设备的接线端子。

5. 12.4 耐电压性能

    控制盘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耐电压性能，按6. 2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不得出现表面飞弧、扫

掠放电、电晕或击穿现象

    额定工作电压大于50 V时，试验电压为 1 500 V(有效值),50 Hz;额定工作电压小于等于50 V

时，试验电压为500 V(有效值),50 Hz.

5. 12.5 绝缘要求

    在正常的大气条件下，控制盘外部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十20 Ma，电源端子与外

壳间绝缘电阻应大于50 Mno
5. 12.6 环境适应能力

5. 12.6. 1 耐高低温性能

    控制盘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应能经受4. 1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和最低工作温度各 16 h温度试验，

试验后控制盘的报警控制功能应符合5. 12.2和5. 12. 3的规定。

5. 12.6.2 耐湿热性能

    控制盘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应能经受温度40'C土2C，相对湿度90%一95%,24 h恒定湿热试验。

试验后控制盘的报警控制功能应符合5. 12. 2和5. 12. 3的规定

5. 12. 6.3 抗展性能

    按6. 11. 2规定的方法进行振动试验，控制盘及构成部件不应松动、变形或损坏 试验后控制盘的

各项功能应正常无误

5. 12.7 标志

    在控制盘明显部位永久性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产品名称型号、产品编号、出厂日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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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3 检漏装置

    七氟丙烷、三氟甲烷灭火剂贮存容器宜采用测液位或称重方法检漏，惰性气体贮存容器检漏宜采用

压力显示器，七氟丙烷也可以采用压力显示器作为检漏手段。

5. 13. 1 称重装置

5.13.1.1 报替功能

    安装在灭火系统中的称重装置应有泄漏上限报警功能，当灭火剂泄漏量达到质量损失5%时，应能

可靠报警。

5. 13. 1.2 耐高低温性能

    称重装置在4. 1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和最低工作温度环境中分别放置8h后，其报警功能应符合

5. 13. 1. 1的规定

5. 13. 1.3 过载要求

    称重装置承受两倍灭火剂瓶组质量的静载荷(灭火剂按最大充装密度计算)，保持15 min，不得损

坏。试验后报警功能应符合5.13.1.1的规定

5.13.了.4 耐腐蚀性能

5. 13. 1.4. 1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6. 8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称重装置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报警功能应符合

5. 13. 1.1的规定。

5. 13. 1.4.2 耐二氧化硫腐蚀性能

    按69规定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称重装置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报警功能应

符合5.13.1.1的规定

5.13.1.5 标志

    在装置的明显部位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产品型号规格、称重范围等内容。

5. 13.2 压力显示器

5. 13.2. 1 基本性能

5.13.2.1.1 压力显示器工作温度应不小于4. 1规定的温度范围

5. 13.2. 1.2 压力显示器测量范围上限应不小于最大工作压力的1. 1倍。

5. 13.2. 1.3 示值基本误差:

    a) 贮存压力点示值误差应不大于贮存压力的士4%;

    b) 最大工作压力点示值误差应不大于贮存压力的士8%;

    c) 最小工作压力点示值误差应不大于贮存压力的士8%;

    d) 零点和测量范围上限的示值误差应不大于贮存压力的115%

5. 13.2.2 标度盘要求

5. 13.2.2. 1 标度盘的零位、贮存压力、最大工作压力、最小工作压力和测量范围上限的位置应有刻度

和数字标志。

5. 13,2.2.2 标度盘的最大工作压力与最小工作压力范围用绿色表iT. ,零位至最小工作压力范围、最大

工作压力至测量上限范围用红色表示

5. 13.2.2.3 标度盘上应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产品适用介质、法定计量单位(MPa )、计量标志等。

5. 13.2.3 强度密封要求

5. 13.2. 3. 1 按6. 3. 4规定的方法进行密封试验，压力显示器不得出现气泡泄漏。

5. 13.2.3.2 按6.2. 1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压力显示器承受2倍最大工作压力的试验压力，

保持压力5 min不得有渗漏或损坏现象 。

5. 13.2. 3.3 按6.4. 2规定的方法进行超压试验，压力显示器承受4倍最大工作压力的试验压力，保持

压力5 min，其任何零部件不得被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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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3.2.4 环境适应性能

5. 13.2.4. 1 按6,11.1规定的方法进行振动试验，压力显示器部件应无松动、变形或损坏，试验后压力

显示器的示值基本误差应符合5.13.2.1.3的规定。

5. 13.2.4.2 按6.12规定的方法进行温度循环泄漏试验，压力显示器不应渗漏，试验后压力显示器的

示值基本误差应符合5. 13. 2. 1. 3的规定。

5. 13.2.4.3 按6. 8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压力显示器不应产生影响性能的损坏，试验后压力

显示器指针应升降平稳，压力显示器的示值基本误差应符合5.13.2.1.3的规定。

5. 13.2.4.4 按6. 8规定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压力显示器不应产生影响性能的损坏，试验后

压力显示器指针应升降平稳，压力显示器的示值基本误差应符合5. 13. 2. 1. 3的规定

5. 13.2.5 耐交变负荷性能

    按6. 34规定的方法进行交变负荷试验，交变频率为。.1 Hz，交变幅度为贮存压力的40%至最大工

作压力，交变次数为 1 000次。试验后，压力显示器贮存压力的示值误差不应超过贮存压力的士4%.

5. 13.2. 6 报普功能

    安装在灭火系统中的具有泄漏报警功能的压力显示器，当瓶组内压力损失达到贮存压力的10%

时，应能可靠报警

5. 13.3 液位测量装置

5. 13.3. 1 报普功能

    安装在灭火系统中的液位测量装置测量误差不应大于2.5%。具有泄漏上限报警功能的液位测量

装置，当灭火剂泄漏量达到质量损失5%时，应能可靠报警

5. 13.3.2 耐高低温性能

    液位测量装置在4. 1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和最低上作温度环境中分别放置8h后，其报警功能应

符合5. 13. 3. 1的规定。

5. 13.3.3 耐腐蚀性能

5. 13.3.3. 1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6.8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液位测量装置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报警功能应

符合5. 13. 3.工的规定

5. 13. 3. 3.2 耐二氧化硫腐蚀性能

    按6.9规定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液位测量装置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报警功

能应符合5. 13. 3. 1的规定

5. 13.3.4 标志

    在装置的明显部位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产品型号规格、测量范围等内容。

5. 14 信号反馈装置

5.14.1 动作要 求

5.14.1.1 信号反馈装置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5倍系统最小工作压力 当信号反馈装置安装在减压

装置后时，其动作压力应不大于减压装置后压力的50Y, o

5. 14. 1.2 按6. 37规定的方法进行动作试验、信号反馈装置在大于等于动作压力下可靠动作100次;

在小于等于。.8倍动作压力下不应动作。试验后信号反馈装置触点的接触电阻应符合5. 14. 7的规定。

5. 14.2 强度要求

    按6.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信号反馈装置不得损坏。

    试验压力为系统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5 min

5.14.3 密封要求

    按6.3.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信号反馈装置不应产生气泡泄漏。

    试验压力为系统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问为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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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4. 4 耐电压性能

    信号反馈装置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耐电压性能，按6. 2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不得出现表面飞

弧、扫掠放电、电晕或击穿现象。

    额定工作电压大于50 V时，试验电压为1 500 V(有效值)，50 Hz;额定 〔作电压小于等于50 V

时，试验电压为500 V(有效值),50 Hz,

5. 14.5 绝缘要求

    在正常的大气条件下，信号反馈装置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 MEL

5.14.6 耐腐蚀性能

5. 14.6. 1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6.8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 信号反馈装置不应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信号反馈装

置动作要求应符合5.14. 1的规定;触点接触电阻应符合5. 14,7的规定。

5. 14.6.2 耐二氧化硫腐蚀性能

    按6. 9规定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信号反馈装置不应有明显的腐蚀损坏。试验后，信号反

馈装置动作要求应符合5.14. 1的规定;触点接触电阻应符合5. 14. 7的规定

5. 14.7 触点接触电阻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信号反馈装置触点接触电阻不应大于。.1n，动作试验和腐蚀试验后不应大于

0. 5n

5. 15 管路、管件

5. 15. 1 材料

    管路应采用无缝管材，材质应具有耐腐蚀性能或将其内外表面做防腐镀层处理

    管件应采用耐腐蚀的金属材料制造，不得用铸铁件

5. 15.2 工作压力

    管路、管件的工作压力应符合4. 4的规定

5门5.3 强度要求

    按6. 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管路、管件不得渗漏、变形或损坏。

    试验压力为1. 5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

5. 15.4 密封要求

    按6. 3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管路、管件应无气泡泄漏。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5 mine

5. 15.5 局部阻力损失

    按6. 7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得的管件等效长度值与生产单位公布值相比，其差值不应超过公布值的

工0%0

5.15.6 标志

    在管件的明显部位永久性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公称尺寸、工作压力。

5. 16 吊钩、支架

5.16.1 材料

    吊钩、支架应采用碳钢制作。

5. 16.2 承载能力

    按6.38规定的方法进行承载能力试验，吊钩和支架在。.5倍拉伸试验载荷下持续1 min,其变形量

不应大于5 mm。在拉伸试验载荷下持续1 min，不得破裂、脱离

    不 同公称直径管路的拉伸试验载荷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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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拉伸试验载荷

管道外径 D/mm 预加载荷了kg 规定试验载荷了kg

D(28 l0 345

28<D夏34 15 345

34<D(42 20 345

42<D(48
                    {��一

48<D(60 35 465

60<D(73 55 573

73<D毯90 8O 724

90< D(102 9O 837

102<D(120 115 1016

120<D镇140 160 1229

140<D(170 215 ]575

170<D毛200 340 1953

5.17 减压装置

    惰性气体灭火系统允许加装减压装置。

5.17.1 工作压力

    减压装置的工作压力应符合44的规定。

5.17.2 强度要求

    按6.2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减压装置不得渗漏、变形或损坏。

    试验压力为1.5倍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smina

5.17.3 密封要求

    按6.3.2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减压装置应无气泡泄漏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压力保持时间为smm。

5.17.4 减压特性

    按639规定的试验方法，减压装置在规定流量范围内测出的减压特性与生产单位公布值相比，其

差值不应大于公布值的10%。

5.17.5 标 志

    在减压装置的明显部位标出:生产单位或商标、型号规格、介质流动方向等。

6 试验方法

    对系统和部件的性能检验，应参照被检样品的设计图样和相关技术条件，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

进行 。

    任何部件的气密性试验项目，均应在液压强度试验后进行。

    除另行注明外，本章规定的试验应在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即:

    a) 环境温度 :15℃一35 C;

    曰 相对湿度:45%一75%;

    c) 大气 压力:86kPa~IO6kPa。

5.1 外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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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对照 设计图样和相关技 术文件资料 .目测或用通用量器具检查 ，样品的工作温度范 围、火火刑无

装密度、充装压力、工作压力、系统喷射时间等早卜参数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规定。样品的结构、尺

寸、灭火剂和充压气体、贮存容器的容积和直径、部件材料等应符合本标准第5章的规定，并满足设计和

工艺技术文件的要求

6. 1.2 目测检查部件标志的内容和固定方式应符合本标准相应条款的规定

6. 1.3 检查样品工艺一致性情况，目测有无加工缺陷、表面涂覆缺陷、机械损伤等现象，应符合本标准

相应条款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62 液压强度试验

6.2. 1 液压强度试验装置用液压源应具备消除压力脉冲的稳压功能，压力测量仪表的精度不低于1. 5

级，试验装置的升压速率应在使用压力范围内可调。

    压力显示器液压强度试验亦可在活塞式压力试验仪上进行。

6.2.2 将被检样品进口与液压强度试验装置相联，阀类样品应处于开启状态，排除连接管路和样品腔

内空气后，封闭样品所有出口。以不大于0. 5 MPa/s的速率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保持压力5 min后泄

压，检查样品。试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相应条款的规定。

    连接管强度试验升压速率不低于。.5 MPa/s

6.2. 3 容器液压强度试验方法，按照GB/T 9251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 3. 4的规定

6.3 气密性试验

6.3. 1 试验要求

    气压密封试验装置用氮气或压缩空气，压力测量仪表的精度不低于1. 5级，试验装置的气压源应满

足升压速率在使用压力范围内可调。

    检漏试验用水温度不应低于50C.

6. 3.2 灭火剂瓶组、驱动气体瓶组、容器、集流管、连接管、信号反馈装置、管路管件、减压装置等部件

气密性试 验

    将被检样品进口与气压源相联，封闭样品其他出口，以不大于。. 5 MPa/，的升压速率缓慢升压至

试验压力。将样品浸人水中，样品至液面深度不小于0. 3 m，在规定的压力保持时间内检查样品渗漏情

况，应符合本标准相应条款的规定。

6.3.3 容器阀、选择阀、单向阀气密性试验

    试验条件和试验程序与6. 3. 2相同，容器阀、选择阀处于关闭状态，单向阀正向状态 试验结果应

分别符合5.4.乌,5.6.5,5.7.5的规定。

    将容器阀、选择阀置于开启状态，单向阀置于反向状态，重复上述试验 试验结果应分别符合

5.4.5,5.6.5,..7.6的规定。

6.3.4 压力显示器气密性试验

    将被检样品安装在试验管路上，充压至测量上限的2/3，保持7d后浸人水中10 min，样品至液面

深度不小于。. 3 m。试验结果应符合5.13.2.3.1的规定

6.4 超压试验

6.4. 1 试验设备与6. 2.1的规定相同。

6.4.2 将被检样品进口与试验装置相联，容器阀、选择阀处于开启状态，单向阀处于正向开启状态，压

力显示器须做防止内部零件冲出的保护措施，排除连接管路和样品腔内空气后，封闭样品所有出口。以

不大于。. 5 MPa/s的升压速率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保持5 min后泄压，检查样品。试验结果应分别符

合5.4.6,5.6.6,5. 7. 7,5. 11. 1. 2,5. 13.2.3.3的规定。

6.4.3 容器的超压试验方法按照GB/T 9251进行。试验要求和试验结果应符合5. 3. 6的规定

6.5 工作可靠性试验

6.5. 1 容器阀、选择阀的工作可靠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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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 容器阀、选择阀的工作可靠性试验在专用试验装置上进行。气源采用压缩空气或氮气;专用

试验容器的容积和驱动器工作状态应满足被试阀门在启动后完全开启的需要，被试阀门出口须连接与

出口公称直径相同，长度不超过。5 m的直管和一个等效孔径不小于3 mm的喷嘴。

6.5.1.2 将被试阀门安装在专用试验容器上，连接好控制驱动部件，并使之在规定条件下工作，按下述

程序进行:

    a) 给被试阀门充压至贮存压力P，带有减压装置的惰性气体灭火系统选择阀，若减压装置装在选

        择阀的进口端，则尸慎为减压装置出口侧压力，保压时间不小于5 s;

    b) 启动控制驱动部件，使被试阀门开启;

    c) 待专用试验容器内压力降至小于。.SMPa时，关闭被试阀门;

    d) 再向被试阀门充压，继续下一循环

    被试阀门在正常工作时允许破坏的零件，在每个循环试验后及时更换。

6.5.1.3 在常温(200C士5'C)下，七述循环试验重复进行10。次，将试验装置和样品移人温度试验箱

内，在最低和最高工作温度下各进行10次。试验前样品在试验环境中放置时间，首次试验不低于2 h,

其余试验应使样品自身温度与试验箱内温度充分平衡。

    试验结果应符合5. 4. 8 , 5. 6. 7的规定

6.5.2 单向阀工作可靠性试验

    试验在常温下进行，气源采用压缩空气或氮气，顺序给单向阀正、反向交变充压至贮存压力尸，使阀

门达到完全开启或关闭状态，正、反向切换频率不大于每分钟30次。完成10。次开启一关闭循环试验

后。结果应符合5. 7. 8的规定。

6.5.3 驱动器工作可靠性试验

    驱动器可靠性试验条件、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要求与6.5!的规定相同。

    调整驱动器负载至最大负载值，当驱动器工作可靠性试验与容器阀或选择阀的工作可靠性试验同

时进行时，若驱动器样品可用于不同N}号规格阀门的驱动，应选用所需驱动力最大的一种阀门

    a) 气动型驱动器的驱动气体贮存压力P。值由生产单位提供。试验中该压力控制精度应不低于

        士5%。当提供的尸Q值为一个压力范围时，试验中应选用最小值。

    b) 电磁型驱动器，常温100次可靠性试验在额定工作电压下进行，在最低工作温度下进行10次、

        最高工作温度下进行 10次。最高和最低温度下进行的10次试验，分别在额定工作电压X

        (土。.15)条件下各进行5次。

    c) 引爆型驱动器常温工作可靠性试验，在额定工作电压下进行80次，在额定工作电压X (1士

        0.15)条件下各进行10次。双引爆型驱动器，每次试验只轮换装人一只电爆元件。

    d) 机械型驱动器在常温 最低和最高工作温度下的可靠性试验，由人工或借用辅助工具进行，启

        动频率不大于每分钟6次

    驱动器可靠性试验中，每次试验循环均应对动作质量做出判断并计数，试验结果应符合5. 11. 1. 2,

5. 11. 2. 5,5. 11. 3. 2,5. 11. 4. 3的规定。

6.6 最大和最小工作压力下动作试验

    容器阀在最大和最小工作压力下动作试验的试验装置、气源与6.5.1相同。

    将被试阀门安装在专用试验容器上，连接好控制驱动部件，使被试阀门处于正常下作状态，由气源

给专用试验容器充压至。.5倍最小工作压力，启动驱动器使阀门动作，检查阀门开启状况，应符合

5.4.7,5. 11. 1.2的规定。

    最大工作压力下的动作试验程序同卜，试验压力为1. 1倍最大工作压力。

6.7 等效长度试验

    等效长度试验装置在图la)或图l b)试验装置 F进行，压差测量采用压差计或压力传感器，容器阀

应配装所用的虹吸管，试验介质为清水，水温应不小于5 -C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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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管路中须建立雷诺数至少1 X70'的流态，可通过调整水流速实现。

    雷诺数R。由式(1)计算得出:

                                      R。一dup/p ···············⋯⋯(1)
    式 中:

    d一一 管道的实际内径，单位为米(m);

    u- 管道中水的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p— 水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

    p— 水的动力勃度，单位为帕秒(Pa " s) o

    调节进水口压力使流速满足雷诺数Re要求，开启排气阀排除容器腔内空气，流速稳定后，测取水

流量Q、压差P、管道内径d等参数，按式(2)和式(3)计算等效长度La

L= L 一(a+ b)

尸Xc'e'X (dX 10')'.e0

(2)

6. 05 X 10" X创 as
(3 )

式中 :

乙— 样品的等效长度，单位为米(m);

几— 样品和试验管道的等效长度，单位为米(m);

尸一一压差值，单位为帕斯卡(Pa) ;

d- 管道的实际内径，单位为米(m);

  c- 测量管路粗糙度系数，镀锌管取120;

Q 水流量，单位为升每分(L/ min) ;

a— 见图1 a)、图1 b)，单位为米(m);

b— 见图la)、图1 b)，单位为米(m) o

试验结果应符合5.4.9,5.6.8,5.7. 10,5. 15.5的规定。

当采用图1 a)试验装置时，压差值Y应减去液柱H的静压力。

出水 口

进水口

图 1 a) 等效长度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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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计侧点

进水日

                                  图1b) 等效长度试验装置

6.8 盐雾腐蚀试验

    试验在喷雾式盐雾腐蚀箱中进行。试验用盐水溶液质量浓度为20 ，密度l. 126 g/cm'一

1.157 g/cm'。

    将样品清除油渍，封堵阀类部件的进出日，以防止试验盐雾进人内腔。按正常使用位置悬挂在试验

箱工作室中间部位 工作室温度控制在35℃士2 0C。从被测样品上滴下的溶液不能循环使用 在工作

室内至少应从两处收集盐雾，以调节试验过程中的喷雾速率和试验用盐水溶液的浓度，每80 cm，的收

集面积，连续收集16 h，每小时应收集1. 0 mL-2. 0 ml盐溶液，其质量浓度应为19%-21 %

    试验周期10 d，连续喷雾 试验结束后，将样品用清水清洗并置于温度20̀C士5'C、相对湿度不超

过70%的环境中自然干燥7d，检查样品的腐蚀情况应符合本标准相应条款的规定

6.9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试验在化工气体腐蚀试验装置中进行 工作室内按体积比每24 h加人1%的二氧化硫气体。放置

在工作室底部的平底大口器皿中注人足够的蒸馏水，靠自然挥发形成潮湿的环境，工作室内温度保持在

45℃士 2℃。

    将样品清除油渍后.按正常使用位置悬挂在工作室的中间部位，工作室顶部凝聚的液滴不得滴在样

品上

    试验周期16 d，试验进行8d时将样品取出，清水冲洗后重新放回工作室，继续试验8d。试验结束

后，将样品置于温度20℃士5C、相对湿度不超过70%的环境中自然干燥7d，检查样品的腐蚀情况应符

合本标准相应条款的规定。

    试验所用的二氧化硫气体亦可每天在工作室内由Na, S, O, X 5 H, O溶液和稀硫酸反应制取。

6. 10 氨应 力腐蚀试验

    试验在化工气体腐蚀试验装置中进行 工作室底部放置一平底大口器皿，按1 cm'试验容积加氨

水。. 01 ml的比例，将密度为。.94 g/cm'的氨水注人到大口器皿中，靠白然挥发使工作室内形成潮湿

的氨和空气混合气体。混合气体的构成约为 氨35 、水蒸气5%、空气60% e

    将样品清除油渍后，按正常使用位置悬挂在工作室的中间部位，工作室温度控制在34℃士20C,试

验周期10 do

    试验结束后，样品经清洗干燥后检查腐蚀情况，应符合本标准相应条款的规定。

6. 11 振动试验

6. 11. 1 灭火剂瓶组、驱动气体瓶组和压力显示器的振动试验

    灭火剂瓶组按设计的最大充装密度(或充装压力)充装灭火剂，并充压至贮存压力。驱动气体瓶组

按设计的最大充装压力充装驱功气体。压力显示器按工作位置安装在灭火剂瓶组(或驱动气体瓶组)

上，使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称重用试验设备的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样品中灭火剂允许损失量上限的1/3

    采用压力损失作判断时 样品仁须安装(或更换)检验用精密压力测量仪表 将被检样品置于恒温

室中，温度控制在25℃士1C，放置24 h后读取被检瓶组汪力值.采用质量损失作判断的样品只记录称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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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值，无恒温要求。

    试验在振动台上进行，振幅。. 8 mm，频率20 Hz，在样品X,Y,Z三个相互垂直的轴线上每个方向

依次振动2 ha

    振动试验后.读取瓶组压力值和称重的程序要求与振动前的要求相同。以自动方式启动瓶组，试验

结果应符合5.2.4,5.11.1.1.3,5.13.2.4.1的规定。

6.11.2 控制盘振动试验

    试验在振动台上进行，将样品按工作位置固定在台面上。

    a) 在5 Hz一60 Hz一5 Hz频率范围内，以侮分钟一倍频程的速率、0. 19 mm振幅进行一次扫

        频循环。观察并记录发现的共振频率。

    b) 未发现共振频率时，在60 Hz频率上，进行振幅为0. 19 mm、持续时间为10 min士。.5 min的

          定频振动试验

    c) 发现共振频率不超过四个时，在每一个共振频率上，进行振幅为。. 19 mm、持续时间为10 min

        士0. 5 min的定频振动试验。

    d) 发现共振频率超过四个时，在5 Hz ̂-60 Hz~   5 Hz频率范围内，进行振幅为。.19 mm,扫频

        速率为每分钟一倍频程，两次扫频循环试验。

    上述试验在样品X,Y,Z三个轴线上依次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12.6.3的规定

6. 12 温度循环泄漏试验

    试验在温度试验箱中进行。试验前瓶组压力值读取和称重的程序要求与6.11.1相同。

    按下列顺序在每个温度下放置24 h,

      50℃士2’C;

    。℃士2'C(七氟丙烷、惰性气体灭火系统)或一20'C士2'C(三氟甲烷灭火系统);

    50'C士 2'C;

    OC士2'C(七氟丙烷、惰性气体火火系统)或一20℃士2'C(三氟甲烷灭火系统);

      50℃士2℃;

    。℃士2'C(七氟丙烷、惰性气体灭火系统)或一20'C士2'C(三氟甲烷灭火系统)。

    当生产单位推荐的工作温度范围超出上述温度界限时，可按推荐的最高和最低工作温度进行上述

温 度循环泄漏试验 。

    上述循环试验后，将被检样品置于25'C士5℃环境中放置24 d,然后重复上述温度循环试验，再将

被检样品置于25 C士5'C环境中放置24 d后结束该试验。

    试验后，被检瓶组压力值读取和称重的程序要求与试验前相同。以自动方式启动瓶组，试验结果应

符合5. 2. 5,5.11.1.1. 4的规定。

    试验后，安装在瓶组上的安全泄放装置泄放压力试验按6. 14规定的方法进行，结果应符合5. 10. 3

的规定。压力显T器示值误差试验和密封试验分别按 6. 33. 2,6. 3. 4规定的方法进行，结果应符合

5. 13. 2. 1. 3, 5. 13. 2. 3. 1的规定

6. 13 灭火剂瓶组倾倒冲击试验

    试验示意图如图2。七氟丙烷、二氟甲烷灭火剂瓶组内充满清水，惰性气体灭火剂瓶组为空瓶，瓶

组允许加戴保护罩，低碳钢棒直径约为50 mm,垫起的高度使瓶组轴线与地平面成10“角

    将一个水平力F缓慢作用给被检瓶组的容器阀上，使瓶组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条件下倾倒，容器阀

撞击到低碳钢棒上，试验按任意方向进行

6.14 安全泄放装置动作试验

6. 74.1 安全泄放装置动作试验用设备与本标准6. 2. 1液压强度试验设备相间，其中压力测量仪表应

有瞬时记录功能，如选用压力表应带有停针机构

6. 14.2 将被检样品进口与试验装置相联，排除连接管路和样品内腔的空气后，封闭样品的所有出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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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大于。. 5 MPa/s的速率缓慢升压至安全泄压装置动作。记录此时压力，试验结果应符合5. 10. 1

的规定。

6. 15 手动操作试验

    被检阀门处于最大工作压力状态，测力计的精度应不低于2.5级

    将被测阀门的手动操作机构与测力计相联，通过测力计启动被检阀门。记录最大操作力，测量并记

录最大操作行程 试验结果应符合5. 4. 11、  5. 6. 10的规定。

容器阁

灭火药剂

贮存容器

~ ~ ~

刚性垫

                                    图2 倾倒冲击试验示意图

6. 16 喷嘴流丘特性试验

    喷嘴流量特性试验装置如图3所示，容器阀至喷嘴间连接管直径d不应小于喷嘴人口公称直径，荷

重传感器的精度应不低于2/10 000。喷嘴孔口尺寸与灭火剂贮存容器容积应协调，使喷射在合理的时

间内完成。

    按设计给定的充装密度灌装灭火剂并充压至贮存压力，放置2h后安装在试验装置上。安装好喷

嘴，自动启动容器阀，记录喷嘴前压力和灭火剂质量对时间的变化曲线。根据喷嘴实际孔口面积，计一算

出不同喷射压力下喷嘴单位孔口面积的质量流量。结果应符合5. 5. 4的规定。

6. 17 喷嘴耐热和耐压试验

    喷嘴耐热和耐压试验在图4所示试验装置上进行，喷嘴位于温度试验箱工作室中部，试验用气体为

氮气或压缩空气，连接管横截面不应小于三倍喷嘴喷孔面积口

    将喷嘴安装在试验系统中，调整减压阀至工作位置，开启温度试验箱升温至600℃士20-C ,恒温
5 min，打开温度试验箱箱门，启动快速开启阀使气体喷出，在喷射时间10 s内保持喷嘴前压力为规

定值 。

    试验结果应符合5.5.5的规定。

6. 18 喷嘴耐热和耐冷击试验

    喷嘴耐热和耐冷击试验在图5所示试验装置上进行，喷嘴位于温度试验箱工作室中部，试验用气体

为液态二氧化碳，连接管横截面不应小于三倍喷嘴喷孔面积。

    将喷嘴置于温度试验箱中，升温至600'C士20'C，恒温5 min，然后迅速将喷嘴移至恒温在一20℃的

低温温度试验箱中，开启箱门启动快速开启阀使液态二氧化碳由喷嘴喷出。喷射压力2 MPa,喷射时间

刀 1]n 6

试验结果应符合5. 5. 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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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荷重传感器

压力传 感器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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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
白

(10一 20) d 200

灭火药剂

贮存容器

/丫夕7乙乙城/

            图3 喷嘴流t特性试验装置

温度 试验箱

图4 喷嘴耐热和耐压试验装置

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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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试验箱

                                图5 喷嘴耐热和耐冷击试验装置

6. 19 全淹没喷嘴喷射特性试验

6. 19. 1 最大高度试验空间浓度分布试验

    该试验不可与6. 40. 3. 2 t3类火灭火试验或6. 40. 3. 3 A类火灭火试验合并进行。

    a) 试验空间、灭火系统、喷嘴布置分别按6. 40. 3. 1中a),b),c)的规定。燃料为正庚烷，其要求

        按6. 40. 3. 2 a)的规定。

        试验罐为钢质圆形，内径75 mm至90 mm，高不小于100 mm，壁厚不小于2 mm，试验罐底部

        垫水，上部正庚烷高度为50 mm，液面距试验罐口10 mm -20 mm,

    b) 将四个试验罐置于试验空间四墙面对角位置，两上两下交错放置 下角试验罐置于地面上，

        距墙 50 mm 七角试验罐口距吊顶300 mm,距墙50 mm.

        当灭火剂喷射流动直接影响试验罐火焰正常燃烧时，可在垂直于灭火剂喷射流动方向上安装

          挡 板消除对火焰的直接影响 。

    c)点燃试验罐，预燃30、后，启动系统

    d)试验记录:灭火系统有效喷射时间，喷嘴前压力;释放到空间内的灭火剂总量;达到灭火浓度时间。

    观测试验罐灭火时间宜采用红外线摄像仪或测温法

    试验结果应符合5.5.9的规定。

6. 19.2 最小高度试验空间浓度分布试验

    试验空间的面积、高度和喷嘴布置由喷嘴生产单位给出。

    a) 灭火系统、燃料、试验罐尺寸及燃料灌装按6.19. la)中的规定。

    b) 将四个试验罐置于试验空间地面上，地面对角位置各一个，距墙50 mm，地面任意位置一个

        试验罐位置上方设可关闭的开口。

        挡板安装在试验空间中，垂直于灭火剂喷射流动方向，位置见图6 挡板高度等于试验空间高

        度，挡板宽度为试验空间宽度(或长度)的20%,

    c) 点燃试验罐，预燃30 s，启动系统，预燃期间保持试验罐上方开口开启

    d) 试验记录要求同6.19.ld)o

        试验结果应符合5.5.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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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魄

月=生产单位规定的喷嘴的最小安装高度

    ,Xb一单个喷嘴的最大授盖面积

                      图6 喷嘴最小安装高度/最大覆盖面积试验示意图

6.20 喷嘴耐冲击试验

    喷嘴耐冲击试验装置如图7所示，锤头、摆杆、钢轮毅和配重块通过滚动轴承、转动轴安装在固定架

上。锤头材质为铝合金，锤头打击面应有足够的硬度以防止打击时造成损伤，锤头打击面与水平

成 60口。

    将被试喷嘴按图示位置安装在试验装置L，调整喷嘴高度使冲击在锤头打击面的中心线上形成，此

时锤头运动速度为1. 8 m/s士。. 15 m/s，冲击能量为2. 7 1,

    试验结果应符合5. 5. 7的规定。

6.21 单向阀开启压力试验

    单向阀开启压力试验采用6. 3规定的气密性试验装置，压力表的精度不低于。.4级。

    将被测阀门的进口与试验装置相联 阀门处于正向关闭状态。控制装置缓慢升压，记录气体喷出时

的压力，即为开启压力值，试验次数不少于三次，每次结果均应符合5. 7.9的规定

6.22 自动排气阀关闭压力试验

    自动排气阀关闭压力试验采用6. 3规定的气密性试验装置。

    将被试阀门进口与试验装置相联，阀门处于上作位置正常开启状态。控制试验装置缓慢升压，记录

阀门关闭时的压力，试验次数不少于三次，每次结果均应符合5. 8. 5的规定

6.23 热空气老化试验

    非金属连接管热空气老化试验在热空气老化试验箱内进行。

    按生产单位提供的弯曲半径将被试非金属连接管弯成9。。，置于热空气老化试验箱工作室中，样品

之间、样品与箱壁间不应接触

    试验温度为140'C土5'C，试验时间为10 do若样品不能承受该温度而发牛软化时，允许在较低温

度条件下进行加 长时间试验 ，试验持续 时间按下式计算 :

D = 229 000,

(425’



GA 400- 2002

式中 :

D— 试验持续时间，单位为天(d) ;

t— 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老化试验后取出样品，在常温下空气环境中冷却24 h检查，应符合5. 9.5的规定。

单 位为毫米

          a 安装板 ;

          b一一喷嘴;

          c— 锤 头;

          d-一 摆杆 ;

        e- 钢轮毅;

        f— 球轴承;

        9— 转动2700;

        h一一工作重锤;

          」— 配重块 ;

        k一一配重臂;

          l— 滑轮 ;

        m— 调节杆。

                                    图7 喷嘴耐冲击试验装置

6.24 驱动器驱动力测定

    根据气动型、电磁型、引爆型和机械型各类驱动器的结构特点和驱动形式，采用适宜的测力仪，如电

子测力仪或机械测力计，在驱动器正常工作位置和工作条件下，测出驱动力与设计公布值比较，结果应

符合5.11.1.3,5.11.2.1,5.11.3.1,5.11.4.1。

    测力仪器的精度不应低于士500

6.25 驱动器行程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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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驱动器在正常工作位置和工作条件下启动，用读数精度不低于0.smm的长度量具，测出驱动件

的最大位移量，应符合5.11.4.2的规定

6.26 耐电压性能试验

    试验采用耐电压测试仪，试验电压。V-1 500 V连续可调 试验电压设定后自动升压，升压速率

为 100 V/s ̂-500 V/s，定时60 s士5，，到达设定时间后自动降压，试验结果应符合5. 11. 2. 2,5. 12. 4,

5.14.4的规定。

6.27 绝缘电阻试验

    试验采用绝缘电阻测试仪(也可用兆欧表或摇表)，试验电压 500 Vd. c. ,测量范围。MS1 -

500 ma

    测试时应保证触点接触可靠，试验引线间绝缘电阻足够大，试验结果应符合5. 11. 2. 3,5. 11. 3. 3,

S. 12. 5,5. 14. 5的规定

6.28 电源试验

6.28. 1 驱动器电源试验

    将被检驱动器接人可调电源，驱动力测定方法与6.24的规定相同。调整电源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

X(1士。.15),50 Hz。启动驱动器，检查其工作状态，测定驱动力，应符合5. 11. 2. 4的规定。

6.28.2 控制盘电源试验

    使被检控制盘处干正常监视状态，接人可调电源，备用电源充电至正常工作状态

    a) 调整电源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X(1士。. 15),50 Hz。使控制盘所有回路处于报警和驱动喷洒

        状态，检查工作状况。

    b) 断开主电源，备用电源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4 h后，使控制盘一回路处于报警和驱动喷洒状态，

        检查工作状况。

    试验结果应符合5. 12.1的规定

6.29 引爆部件温度时效试验

    将同一批次10具引爆部件均分为两组，分别在700C士2C温度试验箱和20℃士2℃空气环境中放

置90 d。取出后立即进行最小额定电流条件下的引爆试验，检查驱动器工作状况，并测定其驱动力 试

验结果应符合5. 11. 3. 4的规定

6.30 控制、报警功能检查

6.30. 1 控制盘控制、报警功能检查

    使被检控制盘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对照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使用通用量具、目测控制盘的控制、报

警功能应符合5. 12. 3,5. 12. 2的规定。

    声响测量采用手持式声级计。

6. 30. 2 称重装置报警功能试验

    采用重物或砖码模拟灭火剂瓶组质量，逐步缓慢减少质量直至报警，记录质量减少数值，试验结果

应符合5.13.1.1的规定。

6.30.3 压力显示器报普功能试验

    将压力显示器进口与气压供给系统连接，压力显示器的输出端与报警器连接，将气压调至贮存压力

后，缓慢降压至报警器报警，记录此时的压力值，试验结果应符合5.13. 2. 6的规定。

6. 30.4 液位测且装置报替功能试验

    将液位测量装置与模拟容器相连，液位测量装置的输出端与报警器连接，将容器内液位充至正常水

平后，缓慢泄放容器内液体至报警器报警，记录此时的液位值，之后将液位差值换算成灭火剂质量，试验

结果应符合5. 13. 3. 1的规定。

6. 31 高低温试验

    控制盘、称重装置和液位测量装置的高低温试验分别在高温试验箱和低温试验箱中进行，试验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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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精度士2'C，达到设定温度后计算试验时间。试验结束后立即进行功能检查，应符合5. 12.6. 1,

5. 13. 1. 2,5. 13. 3. 2的规定

6. 32 湿热试验

    控制盘湿热试验在湿热试验箱中进行 控制盘工作在正常监视状态。使湿热试验箱缓慢升温至

400C12 C，被检样品温度平衡后，加湿至规定相对湿度，试验时间24 h，试验结束后立即进行功能检

查，应符合5. 12. 6.2的规定

6.33 压力显示器基本性能试验

6.33. 1 标度盘检查

    对照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目测检查压力显示器标度盘的刻度、颜色、标志等应符合5. 13. 2. 2的
规定 。

6.33.2 示值基本误差检验

    检验用压力源采用活塞压力计，当油压造成示值滞后过大时应采用气体压力源 作为检验用压力

表精度不得低于。.4级

    被检压力显示器处于正常工作位置，示值检验在升压过程和降压过程各进行两次，结果应符合

5. 13. 2. 1的规定。

6.34 压力显示器交变负荷试验

    将压力显示器安装在交变负荷试验台上。调整交变频率、交变幅度，然后进行 1 000次的交变试

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13. 2. 5的规定

6. 35 信号反馈装置触点接触电阻试验

    可用数字毫欧表直接测出信号反馈装置触点接触电阻，也可以测取触点间电流和电压降，计算出触

点的接触电阻 所用电工仪表的精度不低于1. 5级，取连续五次测量平均值，结果应符合5. 14. 7的

规定 。

6.36 称重装置过载试验

    将称重装置按工作位置安装在支架上，使其承受相当于两倍灭火剂瓶组(含灭火剂)质量的重物或

拉力，保持15 min，除去载荷后检查样品状况和报警功能，应符合5.13.1.3的规定

6.37 信号反馈装置动作试验

6.37. 1 将被检样品按工作位置安装在试验装置上，接通气压源，连好动作指示灯 缓慢升压至信号

反馈装置动作，记录压力值。反复测试五次，其平均值为动作压力。

6.37.2 调整供气压力使其大于或等于信号反馈装置动作压力，重复动作试验 100次，检查样品动作

状况

    调整供气压力为0. 8倍信号反馈装置动作压力，持续3 min，检查样品动作状况。

    试验结果应符合5. 14. 1的规定。

6. 38 吊钩、支架承载能力试验

    试验在具备拉伸、压缩功能的材料试验机上进行，试验机的拉伸速度应满足样品产生不小于

1. 27 mm/min的拉伸变形

    将被检样品按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台(架)上，工作状态需预加载荷的样品按表3给出的数值预加

载荷。选取适宜的加载速率，启动试验机加载至。.5倍规定试验载荷(见表3)，保持1 min，记录样品变

形量。继续加载至规定试验载荷，保持1 min，检查样品状况，应符合5. 16. 2的规定

6.39 减压装置减压特性试验

    试验介质采用氮气或压缩空气，流量测量采用标准喷嘴，减压装置人口压力、出口压力和标准喷嘴前的压

力均采用自动测量。记录仪表的精度不低于1. 5级 气压源的容量应满足测取参数所需的喷射时间。

    将减压装置按工作位置安装在试验系统中，见图8。减压稳压阀调压至灭火系统贮存压力 自动

开启控制阀，测取各点压力值，结果应符合5. 17. 4的规定。
  2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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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 压 力传感器

                                      图 8 减压 特性试 验装置

6.40 系统试验

6.40. 1 系统的构成、外观、标志和系统的准工作状态

    对照系统构成图样，目测检查系统的构成、外观、标志和系统的准工作状态，应符合5.1.1 ,5.1.2、

5.1.3的规定

6.40.2 系统启动运行试验

6.40.2. 1 组装一个包括全部构成部件的灭火系统，可以用氮气或压缩空气替代灭火剂。自动启动系

统，试验结果应符合5. 1. 4的规定

6.40.2.2 手动启动系统和机械应急启动系统试验，可与6.40. 3灭火试验同时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5. 1. 4的规定

6.40.3 灭火试验

6.40.3. 1 试验准备

    a) 试验空间

        试验空间的体积应不小于100 m'，其长、宽不小于4 m，高度不小于3. 5 m。试验空间若设泄

        压口，应设在3/4空间高度以上或顶部

    b) 灭火系统

        灭火系统设计由生产单位提供。

        灭火剂喷放量按实际试验空间和20℃时最低设计浓度的76. 92%计算(参见附录V)，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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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有实际泄漏，灭火剂瓶组喷射剩余率不为零时，灭火剂充装量应做适当修正

        灭火剂瓶组应在20℃士2C温度下放置16 h以上

        灭火剂喷放时间:七氟丙烷灭火系统、三氟甲烷灭火系统 8 s ̂-10 s;

                      惰性气体灭火系统 50 s -60 s,

    c 喷嘴布置

        喷嘴的位置应保证灭火剂不能直接喷向试验火，不能引起燃料的飞溅。

    d) 氧浓度测量

        试验空间氧浓度测量取样点位置见图9,

        氧浓度分析仪的分辨率不低于。.1%(体积比)，通道数量宜取3。连续测量，试验使用范围:

        17%-21%(体积比)。

    e) 温度测量

        试验空间温度测点位置见图9,

        测温仪表时间常数不大于is，通道数量宜取3。连续测量，测量范围:O 'c一1 200'C ,

6.40.3.2   B类火灭火试验

    a) 油盘、氧浓度测量取样点，温度测点的布置见图9。油盘底部距地面600 mm。油盘为钢质正

        方形，面积0.25 m'10.02 m̀ ，高106 mm，钢板厚6 mm,燃料为正庚烷，其馏分:

        初馏点:900C;

        50 Yo :93'C;

        干点:96. 5 C;

        密度:(15.60C/15.6C )0.719;

        雷德(Reid)蒸气压:13. 79 kPa,

    b) 将油盘加人12.51正庚烷，油盘底部垫水，液面距油盘上沿50 mm，开启氧浓度分析仪和测温

        仪表，使之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点燃油盘，预燃30 s，关闭试验空间所有开口，手动启动灭火系

        统灭火。在灭火系统启动时，试验空间内的空气中氧含量不得低于正常大气条件下空气中氧

        含量0.5%(体积比)。灭火剂喷射前，由燃烧生成物引起的氧浓度变化不得超过1.5%(体积

          比)。

    c) 试验记录:试验空间内各测氧点的氧浓度变化;试验空间内各测温点的温度变化;灭火系统喷

        射延迟时间和喷射时间，喷嘴前压力;灭火时间;释放到试验空间内的灭火剂总量;系统喷射

        过程中和喷射后的控制盘各项功能

    试验结果应符合5.1.5.1的规定。

6. 40. 3. 3  A类火灭火试验

    a) 木材采用云杉、冷杉或密度相当的松木，含水率9%-13%

        木垛由四层构成，每层六根方木。方木横截面为40 mm X 40 mm，长450 mm士50 mm。木垛

        层间呈直角交错放置，每层的方木之间间隔均匀摆成正方形，将方木及层间钉起来形成木垛

        油盘采用6. 40. 3. 2 B类火灭火试验用油盘

        木垛、氧浓度测量取样点、测温点的布置见图， 木垛底部距地面600 mm

        引燃木垛用燃料采用6. 40. 3. 2 B类火灭火试验用正庚烷。

        浸溃时间内观测记录木垛表面温度及余火、复燃状况宜采用红外摄像仪。

  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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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冬
1~J

甲}

a>4 000

Ml一M3— 氧浓度测量取样点;

M4-M6 测温点

                    图9 A类B类火灭火试验布置示意图

引燃木垛

将木垛放在钢质试验架 [，油盘置于木垛正下方，油盘上沿距木垛底部约300 mm，试验架的

结构应使木垛底部充分暴露在大气中。

在试验空间外引燃木垛，但不应受阳光、雨雪等天气条件影响，风速不大于3 m/s，必要时可采

取适当防风措施。如在室内引燃木垛时，室内空间体积应大于六倍试验空间体积

将1.6工正庚烷注人油盘，点燃后引燃木垛自由燃烧3 min，正庚烷耗尽后，木垛继续燃烧3 min

在试验空间外总预燃时间为6 min' o s，预燃结束后将木垛移人试验空间 移入木垛至启动灭

火系统用时不应大于15 s。关闭试验空间所有开口，手动启动灭火系统灭火。

在灭火系统启动时，试验空间内的空气中氧含量不得低于正常大气条件下空气中氧含量。.5%

(体积比)。灭火剂喷放前，由燃烧生成物引起的氧浓度变化不得超过1.500(体积比)。

灭火剂喷射结束后，试验空间维持密封 10 min浸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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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试验记录:10 min浸渍期内有无余火或复燃;木垛试验前后的质量损失;试验空间内各测氧

    点的氧浓度变化;试验空间内各测温点的温度变化;灭火系统喷射延迟时间和喷射时间，喷

    嘴前压力;灭火时间;释放到试验空间内的灭火剂总量;系统喷射过程中和喷射后的控制盘

    各项功能。

试验结果应符合5.1.5.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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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检验分类与项目

7.1.1 型式检验

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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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2 产品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4的规定进行。

7. 1.2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4的规定进行

7. 1.3 试验程序

    按附录A一附录U的规定

7.2 抽样方法

    部件采用一次性随机抽样，系统由随机抽取的部件样品组装构成 样品数量按附录A一附录U的

规定 。

7.3 检验结果判定

7.3. 1 型式检验

    系统和部件全部合格，该产品为合格;系统和部件若出现不合格，则该产品为不合格。

    系统或部件的型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该系统或部件为合格。出现A类项目不合格，则该系统或

部件为不合格。B类项目不合格数大于等于2，该系统或部件为不合格 c类项目不合格数大于等于

4，该系统或部件为不合格。若已有一项B类项目不合格时，c类项目不合格数大于等于2，该系统或部

件判为不合格

7. 3.2 出厂检验

    系统和部件全部合格，该产品为合格;系统和部件若出现不合格，则该产品为不合格。

    系统或部件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该系统或部件为合格 有一项A类项目不合格，则该系统或

部件为不合格 若有B类项目或c类项目不合格，允许加倍抽样检验，仍有不合格项，即判该系统或部

件不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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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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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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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类

系统

系统 构成 ★ ★。

外观 ★ ★ ★

系统准工作状态 * *

启动运行要求 ★ ★ ★

灭火要 求 ★ ★

瓶组

工作 压力 ★ ★ ★

充装密度、充装压力 ★ ★ ★

密封要求 ★ * ★

抗震 要求 ★ ★

温度循环泄漏要求 ★ ★ ★

耐倾倒冲击要求 ★ ★ ★

灭火剂和充压气体 ★ ★ ★

容器

工作压 力 ★ ★ ★

容积 和直径 ★ ★ ★

材料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超压要求 ★ *

标志 ★ ★ ★

容器阀

标志 ★ ★ ★

材料 ★ ★ ★

工作压 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超压要求 ★ ★

最大和最小工作 压力下动作要求 ★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局部阻力损失 ★ ★

耐腐蚀性能 ★ ★

手动操作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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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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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类

喷嘴

标志 * ★ *

结构 、尺 寸 ★ ★ ★

材料 ★ * ★

流量 特性 ★ ★

耐热和耐压要求 ★ *

耐热和耐冷击要求 ★ ★

耐冲击性能 ★ ★

耐腐蚀性能 ★ ★

喷射特性 ★ ★

选择阀

标志 ★ ★ *

材料 ★ ★ ★

工作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超压要求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局部阻力损失 ★ * ★

耐腐蚀性能 ★ ★

手动操作要求 ★ ★ ★

单向阀

标志 ★ ★ ★

材料 ★ ★ *

工作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
母

正向密封要求 ★ ★ ★

反向密封要求 ★ * ★

超压要求 ★
I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开启压力要求 ★ ★ ★

局部阻力损失 ★ ★ ★

耐腐蚀性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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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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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类

集 流管

材料 1一 ★ ��一一一★ ★

工作压力 一一 * ★ 一一 一★ l}
强度要求 * 一★ 一一一 ★ l
密封要求 ★ ★ 一一一 ��一一★

自动抖卜气阀要求 一一 ★ ��一一一★ ��一一 ★

连接 管

材料 一一 ★ 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工作压力 一一 ★ 一★ 一一 ★ l一一
强度要求 一一 ★ 一★ 一一一 ★ 一一一
密封要求 一一 ★ 一★ 一一一 ★ 一一一
非金属连接管耐热空气老化性能 一 ★ 一一 ★

  安全

泄放 装置

泄放动作压力 ★ ★ ★

耐腐 蚀性能 ★ *

耐温度循环性能 ★ ★ ★

驱动

装置

气动型

驱 动器

驱动气体瓶组工作压力 ★ ★ ★

驱动气体瓶组密封要求 ★ ★ ★

驱动气体瓶组抗震要求 ★ ★

驱动气体瓶组温度循环泄漏要求 ★ ★ ★

驱动气体容器阀工作压力 ★ ★ ★

驰动气体容器阀强度要求 ★ ★ ★

驱动气体容器阀超压要求 ★ ★

驱动气体容器阀最大和最小工作压

力下动作要求
★ ★ ★

驱动气体容器阀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驱动气体容器阀耐腐蚀性能 ★ ★

驱动力要求 ★ ★ ★

电磁 型

驱动器

驱动 力要求 ★ ★ *

耐电压性能 ★ ★ ★

绝缘要求 ★ ★ ★

电源 电压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引爆型

驱动器

驱动器输出力 ★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绝缘要求 ★ ★ ★

温度时效要求 ★ ★

机械型

驱动器

驱动力要求 ★ ★ ★

行程要求 ★ * ★

工作可靠性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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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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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类

控制盘

电源要求 ★ * ★

报警 功能 ★ ★ ★

控制功能 ★ ★ ★

耐电压性能 * ★ ★

绝缘要求 ★ ★ ★

耐高低温性能 ★ ★

耐湿热性能 ★ ★

抗震性能 ★ ★

标志 ★ ★ ★

称重装置

报警功能 * ★ ★

耐高低温性能 ★ ★

过载要求 ★ ★ ★

耐腐蚀性能 ★ ★

标志 ★ ★ ★

压力显示器

基本性能 ★ ★ ★

标度盘要求 ★ ★ ★

强度密封要求 ★ ★ ★

抗震性能 ★ ★

温度循环泄漏要求 ★ ★

耐腐蚀性能 ★ ★

耐交变负荷性 能 ★ * ★

报警功能 ★ * ★

液位测量装置

报警功能 ★ ★ ★

耐高低温性能 ★ ★

耐腐蚀性能 ★ ★

标志 ★ ★ ★

信号反馈装置

动作要求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耐电压性能 ★ ★ ★

绝缘要求 ★ ★ ★

耐腐蚀性 能 ★ ★

触点接触 电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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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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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类

管路 、管 件

材料 ★ ★ ★

工作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局部阻力损失 * ★

标志 ★ ★ ★

吊钩、支架
材料 ★ ★ ★

承载能力 ★ ★ ★

减压装置

工作压力 ★ * ★

强度要求 ★ ★ *

密封要求 ★ ★ ★

减压特性 ★ ★ ★

标志 ★ * ★

注:“*”表示进行检验;“ ”表示不进行检验。

8 使用说明书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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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灌装方法;

9) 售后服务;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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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试 验程序及取样数t

A. 1 试验程序说明

A.1.1 试验序号

    1) 系统构成 (6.40.1);

    2) 外观标志 (6.40.1);

    3) 系统准工作状态 ((6.40.1);

    4) 启动运行试验 (6. 40. 2) ;

    5)  A类火灭火试验 (6.40.3.3) ;

    6)  B类火灭火试验 (6,4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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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

A.2 试 验程序图

图 A 系统试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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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瓶组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试 验程序 说明B

B

B l。

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6.1);

2) 气密性试验 ((6.3.2);

3) 振动试验(6.11.1);

4) 温度循环泄漏试验(6.12);

5) 灭火剂瓶组倾倒冲击试验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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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

B.2 试验程序 图

图 B. 瓶组试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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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容器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C. 1 试验程序说明

C.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6.1);

    2) 强度试验 (6.2);

    3) 气密性试验 (6. 3. 2 );

    4) 超压试验 (6.4.3).

C. 1.2 说 明

    1) 述试验序号在图C.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C.2 试验程序 图

图 C 容器试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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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容器 阀试验 程序 及取样数f

试验程序说 明O

D

、

产

1

1

、

I

C
︺

自
八

才4

::

试验序号

外观检查(6.了);

强度试验 ((6.2);

气密性试验((6.3.3);
超压试验(6.4.2);

工作可靠性试验((6.5.1);
最大和最小工作压力动作试验 (6.6);

等效长度试验 (6. 7);

盐雾腐蚀试验 (6.8);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6.9);

  氨应力腐蚀试验 ((6. 10);

  手动操作试验 (6.15)0

说明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D.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圆圈 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 的样 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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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吕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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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U

别

D 2 试 验程序图

图 D.1 容器阀试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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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喷嘴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E. 1 试 验程序说明

1 试 验序号

I) 外观检查 (6. 1);

2) 盐雾腐蚀试验 ((6.8);

3)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6.9);

4) 氨应力腐蚀试验 (6. 10);

5) 喷嘴流量特性试验 (6. 16) ;

6) 喷嘴耐热和耐压试验 (6. 17);

7) 喷嘴耐热和耐冷击试验 (6. 18) ;

8) 全淹没喷嘴喷射特性试验 (6. 19) ;

9) 喷嘴耐冲击试验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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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

E 2 试验程序图

图 E 喷嘴试验 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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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选择 阀试 验程序及取样数t

F. 1

F 1

试验 程序说明

1 试验序 号

1) 外观检查(6.1);

2) 强度试验 (6.2);

3) 气密性试验(6.3.3);

4) 超压试验 (6.4.2);

5) 工作可靠性试验(6. 5. 1) ;

6) 等效长度试验(6.7);

7) 盐雾腐蚀试验 (6.8);

8)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6. 9 );

9) 氨应力腐蚀试验 (6. 10);

10) 手动操作试验 ((6.15)0

2 说明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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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

F.2 试 验程序图

图 F. 选择 阀试验 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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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单 向阀试 验程序及取样数t

G. 1 试验程序说明

G.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6. 1);

    2) 强度试验(6.2);

    3) 正向气密性试验(6.3.3);

    4) 反向气密性试验(6.3.3);

    5) 超压试验 (6. 4. 2 );

    6) 工作可靠性试验(6.5.2);

    7) 等效长度试验 ((6.7);

    8) 盐雾腐蚀试验 (6.8);

    9)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6.9);

    10) 氮应力腐蚀试验 (6. 10) ;

    11) 开启压力试验 (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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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

GZ 试验程序图

图 G 单向 阀试验 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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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集流管试验程序 及取样数最

试验 程序说 明

试 验序 号

外观检查(6.1);

强度试验(6.2);

气密性试验 (6.3.2);

自动排气阀关闭压力试验 (6. 22).

说明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H.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 的样 品数 。

H

H

D

2)

3)

4)

2

1)

幻

H.2 试验程序图

图 H. 集流管试 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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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J

      (规范性 附录)

连接 管试 验程序及取样数t

J. 1 试验 程序 说明

J.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 (6.1);

    2) 强度试验 (6.2);

    3) 气密性试验 (6.3.2);

    4) 热空气老化试验(6.23),

J. 1. 2 说 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1.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J. 2 试验程序 图

图 J. 连接管试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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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安全泄放装置试验 程序及取样数贵

试验程序说明

1

1)

2)

3)

4)

5)

6)

K

K

K.1.2

试验序号

外观检查 ((6.1) ;

安全泄放装置动作试验 (6. 14);

盐雾腐蚀试验 (6. 8);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6.9);

氨应力腐蚀试验((6.10);
温度循环泄漏试验(6. 12).

说明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K.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圆圈 中的数字 为试验 所需的样品数

l)

助

K.2 试验程序 图

图 K. 安全泄放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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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L

        (规范性附录 )

驱 动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A

L. 1 试验程序说明

L.1.1 试验序 号

L.1.1.1 气动型驱动器

    1) 外观检查 (6.1);

    2) 强度试验 (6.2);

    3) 驱动气体瓶组气密性试验(6.3.2);

    4) 超压试验 (6.4.2);

    5) 工作可靠性试验 (6.5.3);

    6) 最大和最小工作压力动作试验(6.6);

    7) 盐雾腐蚀试验 (6.8);

    8)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6.9);

    9) 氨应力腐蚀试验 (6. 10);

    10) 驱动气体瓶组振动试验 (6.11.1);

    11) 驱动气体瓶组温度循环泄漏试验 ((6.12);

    12) 驱动气体瓶组安全泄放装置动作试验 (6. 14);

    13) 驱动器 驱动力测 定 (6. 24)

L. 1. 1.2 电磁型驱动器

    1) 外观检查 (6.1);

    2) 工作可靠性试验 (6.5.3);

    3) 驱动器驱动力测定 (6. 24) ;

    4) 耐电压性能试验(6. 26);

    5) 绝缘电阻试验(6.27);

    6) 电源试 验(6.28.1),

L.1.1.3 引爆型驱动器

    1) 外观检查 (6. 1卜

    2) 工作可靠性试验(6.5.3);

    3) 驱动器驱动力测定(6. 24) ;

    4) 绝缘电阻试验 (6.27);

    5) 引爆部件温度时效试验 (6.29)

L.1.1.4 机械型驱动器

    I) 外观检查 (6.1);

    2) 工作可靠性试验 (6.5.3);

    3) 驱动器驱动力测定 (6. 24) ;

    4) 驱动器驱动行程测定 (6. 25)

L. 1.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L. I, L.2,L.3,L.4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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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试 验程序图

图 L 气动型驱 动器试验程序图

图 L.2 电磁型驱动器试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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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3 引爆 型驱 动器试验程序图

图 L. 4 机械型驱动器试 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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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M

      (规范性附录)

控制盘试验程序 及取样 数量

试验 程序 说明

1

1)

2)

3)

钓

5)

6)

7)

M

M

      8)

M . 1. 2

试验序 号

外观检查 (6.1);

振动试验(6. 11. 2) ;
耐电压性能试验 (6.26);

绝缘电阻试验 ((6. 27);

电源试验 ((6.28.2);

控制、报警功能检查((6.30.1);

高低温试验 (6.31);

湿热试验 (6. 32)。

说明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M.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1)

2)

M.2 试验程序 图

图 M 控制盘试验程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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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N

        〔规范性附录)

称重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N. 1 试验程序说 明

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 (6.1);

2) 报警功能检查 (6.30.2);

3) 高低温试验 (6.31);

4) 称重装置过载试验 (6. 36);

S) 盐雾腐蚀试验 (6.8);

6)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6. 9 )。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IC 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N.2 试验 程序 图

图 N 称重 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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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P

        (规范性附录)

压力显示器试验程序及 取样 数t

P. 1 试验程序说 明

1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 (6. 1);

2) 强度试验 ((6.2);

3) 气密性试验 (6. 3.4);

4) 盐雾腐蚀试验 (6. 8);

5)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6.9);

6) 温度 循环泄漏试验 (6. 12);

7) 振动试验 (6.11.1);

8) 基本性能试验 (6. 33);

9) 报警功能试验 (6. 30. 3);

10) 交变负荷试验(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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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

P.2 试验程序图

图 P. 压力显示器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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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Q

          (规范性附录)

液位测t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 数量

Q. 1 试验 程序说 明

Q.1.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 (6.1);

    2) 报警功能检查 (6. 30. 4) ;

    3) 高低温试验 (6. 31);

    4J 盐雾腐蚀试验 (6.8);

    6)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6. 9 )。

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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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

Q. 2 试验程序图

图Q. 1 液位测且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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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R

          (规范性附录)

信号反馈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里

试验程序说 明

1 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6.1);

2) 强度试验(6.2);

3) 气密性试验 ((6.3.2);

4) 盐雾腐蚀试验 ((6. 8);

5) ，氧化硫腐蚀试验 (6. 9);

6) 耐电压性能试验 (6.26);

7) 绝缘电阻试验 (6.27);

8) 信号反馈装置触点接触电阻试验 (6.35);

9) 信号反馈装置动作试验 (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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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

R

R

R. 2 试验程序图

图 R. 信号反馈 装置试 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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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5

        (规范性附录)

管路、管件试验程序及取样数t

S.1 试验程序 说明

1 试验序 号

1) 外观检查 (6.1);

z) 强度试验 (6.2);

3) 气密性试验 (6. 3. 2 );

4) 等效长度试验 ((6.7)0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S.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S.2 试验程序图

图 5. 管路 、管件试验程序图



GA 400- 2002

            附 录 T

        (规范性附录)

吊钩 、支架试验程序 及取 样数f

T.了 试验程序说 明

T.1.1试验序号

    1) 外观检查 (6.1);

    2) 吊钩、支架承载能力试验 (6.38)0

T. 1. 2 说明

    1)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丁.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2)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T.2 试验 程序图

图 T 吊钩、支架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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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U

        (规范性附录)

减压装置试验 程序及取样数t

U.1 试 验程序说明

川
)

      2)

      3)

      4)

U. 1.2

      1)

      2)

试 验序 号

外观检查 (6.1);

强度试验(6. 2 );

气密性试验(6.3.2);
减压特性试验 ((6.39)

说 明

上述试验序号在图U.1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

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U.2 试验程序 图

图 U 减压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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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V

              (资料性附录)

灭B类正庚烷和A类木垛表面火的灭火浓度

V. 1 各类灭火剂灭正庚烷和A类表面火的灭火浓度(见表V. 1 )

表 V. 1 各类灭火剂 灭正庚 烷和 A类表面火 的灭火浓度

灭火剂名称
B类正庚烷火 A类木垛表面火

蒸气 比体积

s /(.'/kg)

灭火浓度/写 最低设计浓度/% 灭火浓度/% 最低设计浓度/% 20七

HF'C-227ea 6.6 8. 6 5.8 7.5 0. 137 3

HFC-23 12 15. 6 15 19. 5 0. 340 9

IG 01 37. 5 48. 8 29. 2 38. 0 0. 602 3

IG-100 33.6 43.7 31. 0 40. 3 0. 858 3

IG-55 32.3 42. 0 29. 1 37. 8 0. 708 1

IG 541 33 8 43.9 28. 1 36. 5 0. 705 8



 

GA400-2002《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行业标准第 1号修改单 

4  基本参数 

   表 1 修订为：  

   表中七氟丙烷灭火系统一栏：贮存压力为 2.5MPa 时，最大工作压力改为

4.2MPa；贮存压力为 4.2MPa 时，最大工作压力改为 6.7MPa。 

   表 4 增加新内容： 

                            表 4 

出厂检验项目 不合格类别 
部件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

全检 抽检 A 类 B 类 C 类 

系统基本参数 ★   ★   
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