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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舀

本标准按照 GB/T1。 l-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15385— 1994《气瓶水压爆破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 GB15385— 1994相 比较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

——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

——明确试验原理与目标 ;

——完善试验装置系统 ;

——测试数据由目测读取改为传感器直接输人计算机 ;

——规定流量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的精度要求 ;

——取消了本应属于岗位操作法或试验操作规程的细则条款 ;

——取消了试验前必须在瓶体上划出网格的规定要求 ;

——对不同类别的气瓶试验时的应力速率作出限定范围 ;

——明确试验过程中常遇特殊情况的处理规定 ;

——详细规定测试结果的检查、测定和记录内容。

本标准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提 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沈阳斯林达安科新技术有限公司、杭州金牛机械设各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吴粤粢、李秀珍、邓红、陈香根。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 GB15385-— 1994。



GB/T 15385-2011

气瓶水压爆破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瓶的水压爆破试验方法及试验装置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工作压力为 1MPa~35MPa、公称容积为 0.4L~3000L的 钢质无缝气瓶、焊接

气瓶、铝合金无缝气瓶和缠绕气瓶的水压爆破试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工业用非重复充装焊接钢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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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13005 气瓶术语

3 术语和定义、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GB/T13005确 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受试瓶  testing cyⅡ nder

待被测试或正在被测试的气瓶。

3.1.2

爆破压力 burst pressⅡ re

气瓶爆破过程中实际达到的最高压力。

3.1.3

厅已月艮1E,,  yieId pressure

气瓶在内压作用下 ,筒体材料开始沿壁厚全屈服时的压力。

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

pb——受试瓶水压爆破压力 ,MPa;

py——受试瓶屈服压力 ,MPa;

E— —受试瓶破裂时的容积变形率 ,%;

V— —受试瓶的实际容积 ,mL;

ΔV 受试瓶破裂时的容积变形值 ,mL;

A— —受试瓶在爆破压力下的总进水量 ,mL;

B——承压管道在爆破压力下的压人水量 ,mL;

只
——在试验水温和爆破压力下水的平均压缩系数 ,MPa I;且 的计算可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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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理

试验以水为加压介质 ,逐步增大受试瓶的压力 ,直至受试瓶爆破。测定受试瓶的屈服压力和爆破压

力。并核查气瓶断口特征和瓶体破裂形态。

5 测试操作人员

测试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 ,熟悉测试装置 ,掌握测试方法。持有压力试验操作证上岗。

6 测试系统

6.1 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包括加压装置、承压管道、测量仪表和数据处理计箅机。测试系统示意图如图 1。

说明 :

J——增压装且 ;

I——受试瓶 ;

R——专用接头 ;

H——贮水容器 ;

K——压力测量仪表 ;

E——计算机 ;

Y——压力传感器 ;

Q——流量传感器 ;

M——安全防护设施。

图 1 测试系统示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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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加压装置

6.2.1 受试瓶的加压可以选用电动柱塞泵、气驱泵或其他增压装置。

6.2.2 增压装置的额定工作压力不小于气瓶设计爆破压力的 1.5倍 。

6.2.3 增压装置的流量可以按照受试瓶的试验速率进行人工调节。

6.2.4 对受试瓶不能施加除试验水压以外的任何其他外力。

6.3 承压管道

6.3.1 全部承压管道应选用金属管。

6.3.2 承压管道应经过耐压试验 ,试验压力应不小于气瓶设计爆破压力的 1.5倍。

6.3.3 承压管道应妥善布置 ,保证系统内的气体能全部排净。

6.3.4 承压管道与设备、仪表的连接应具有 良好的密封。

6,4 测量仪表

6,4.1 测试系统进水计量用的流量传感器可为液柱计量式或质 (重 )量计量式。传感器的精度应不低

于 0.5级。

6,4,2 测试系统中用于压力测定的压力传感器 ,精 度不低于 0.5级 。用于压力监测用的压力表 .精度

不低于 1.6级 。压力表的最大量程为气瓶设计爆破压力的 1.5~3倍 。

6.4,3 用于测定试验环境温度和试验用水温度的温度测量仪表 ,最小显示值应不大于 1℃ 。

6.5 数据处理用计算机

6,5,1 根据采集的进水量和压力的数据 ,自 动绘制出受试瓶的压力-进水量曲线图。压力及进水量的

数据采集频率不低于 5次/秒 。

6.5.2 以数字正确显示受试瓶的实际爆破压力。

6.5.3 根据压力-进水量 曲线 ,以 数字方式显示受试瓶 (不含缠绕气瓶 )的 屈服压力 。无 明显屈服

现象的受试瓶 ,按 曲线偏离 (或 偏离至某一很小的规定值)比 例膨胀线时的压力值 即显示受试瓶 的

屈服压力 。

7 测试要求

7.1 测试前准备

7.1.1 检查环境温度和试验用水温度 ,调整并保持其在 5℃ 以上。

7.1.2 测定受试瓶 (不含缠绕气瓶 )的实际壁厚 ,测试点应不少于 12点 (筒体的上、中、下三个部位和圆

周的四个方位 )。

7.1.3 测定受试瓶 (不含缠绕气瓶 )筒体的上、中、下三个部位的实际周长。

7.1.4 测定受试瓶的实际容积。

7.2 升压速率

测试过程中 ,受试瓶在屈服压力范围内的升压速率 ,应保证瓶壁的应力增大速率在表 1规定的范

围内。



气 瓶 类 别
瓶体应力速率

最 小 最 大

钢瓶 、碳纤维缠绕瓶 2

铝合金瓶、玻纤缠绕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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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力增大速率 单位为兆帕/秒

7.3 特殊情况处理

7.3.1 测试过程中 ,当 受试瓶的试验压力未达到气瓶屈服压力而遇到设备或系统出现故障以致测试不

能持续进行时 ,允许在故障修复后重新进行测试。

7.3.2 若受试瓶的压力已超越气瓶屈服压力 ,不管任何原因造成的测试停止 ,该受试瓶不能再行测试 。

应另外抽取样品重新进行。

8 测试结果核查、测定和记录

8.1 核对计算机显示的受试瓶爆破压力值和屈服压力值是否和压力表示值相一致 ;核对其是否与计算

机 自动绘制的压力-进水量曲线所表示的数值相一致。

8.2 对瓶体的破裂形态至少要按下列各点进行核查、测定和记录 :

a) 查实爆破瓶体的破裂部位 (上部、中部、下部 );

b) 观测爆破瓶体的破裂形状 (鱼腹状、单鱼尾状、双鱼尾状 );

c) 测定爆破瓶体在裂 口最宽处的实际周长 (不包括裂 口宽度);

d) 鉴别断口特征 (脆性、韧性、有无剪切唇 );

e) 要求测定气瓶破裂时容积变形率的气瓶 ,容积变形率按下式计算 (粗略计算时 ,式 中的 B值可

以忽略或估算 ):

E=ΔV/V× 100%

△V=A— B— (V+A— B)pb· 夙

在测试温度和爆破压力下水的平均压缩系数

`t的

计算可参见附录 A。

9 试验报告

试验单位应向委托单位提交测试结果报告。

测试报告除记载受试瓶的原始数据 ,包括受试瓶批号、出厂编号、公称工作压力、水压试验压力、气

瓶公称容积和实际容积、气瓶设计重量和实测重量、出厂 日期外 ,还至少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a) 试验用水温度和环境温度 ;

b) 压力-进水量曲线图表 ;

c) 受试瓶爆破压力 ;

ω 受试瓶屈服压力 ;

e) 总压人水量 ;

f) 破裂部位和破 口形状 ;

D 断口特征 ;

h) 容积变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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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告应有试验人员、审核人员签章和试验单位公章。

10 安全注意事项

10.1 进行爆破试验的受试瓶应设有安全可靠的隔离装置。

10.2 测试压力超过气瓶的水压试验压力后任何人不得靠近。

10.3 严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拆装管道、测量仪表、受试瓶等承压件或拧紧承压管道的接头。

GB/T 15385-20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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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用水温度和受试瓶爆破压力下水的平均压缩系数只按以下公式计算 ,单位为 MPa】 。

只=(K× lOs-6.8pb)× 107

式中 K的取值可在下表中查取。

表 A。 1 5℃ ~3o℃ 对应的Κ值

t/℃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

试验时水的平均压缩系数

5
6
7
8
9
⒛

n
⒓

B

K

o。 0在942

o.049 15

o。 04886

o,04860

o.048 34

o.048 12

o,04792

o.04775

o.04759

t/℃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Κ

o.04742

o.04725

o.047 10

o,04695

o,046 80

o.046 68

o.046 54

o.04643

o.0座 633

t/℃ K

o。 04623

o.046 13

o.046 04

o.045 94

0.045 86

0。 045 78

0.045 70

o.045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