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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城镇给水排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３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利欧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厦门海源泵业有限公司、山东华立供水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南方中金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德隆流体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夏源洁水务科技有限

公司、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上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瑞驰泵业有限公司、山东国泰创新供水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沃德水泵制造有限公司、南京尤孚泵业有限

公司、广州市白云泵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中美埃梯梯泵业有限公司、杭州西子泵业有限公司、北京信远

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中霖供水科技有限公司、烟台惠丰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上海艺迈

实业有限公司、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华明九、张伟毅、陈英华、姜文源、刘建、曹捩、谭青、於华国、吴永忠、王延毅、

沈月生、龚文军、滕人博、谭红全、鲁娟、张晓乐、牟乃景、赵秀英、蒋介中、吴昌辉、彭振军、吴丽、白文全、

李龙、王莉莉、杨光、吕亚军、张涛、姚学斌、陈天波、张惠泉、蒋星学、邓帮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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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管网叠压供水设备（以下简称“设备”）的术语和定义，设备组成、分类、型号标记及使

用条件，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管网叠压供水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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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５０．１　压力容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１５０．２　压力容器　第２部分：材料

ＧＢ／Ｔ１５０．３　压力容器　第３部分：设计

ＧＢ／Ｔ１５０．４　压力容器　第４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７５５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８１６　井用潜水泵

ＧＢ／Ｔ２８１８　井用潜水异步电动机

ＧＢ／Ｔ３２１４　水泵流量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３２１６　回转动力泵　水力性能验收试验　１级、２级和３级

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　电气控制设备

ＧＢ／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５６５７　离心泵技术条件（Ⅲ类）

ＧＢ／Ｔ１２７７１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４９７６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ＧＢ／Ｔ１７２１９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ＧＢ１８６１３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ＧＢ１９７６２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ＧＢ／Ｔ２９５２９—２０１３　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

ＧＢ５００１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４２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ＣＪ／Ｔ３５２　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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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Ｂ／Ｔ４７１１　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狑犪狋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犱犲狏犻犮犲狑犻狋犺狊狌狆犲狉犻犿狆狅狊犻狀犵狆犻狆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与供水管网直接串联加压供水，利用供水管网压力并保证满足用户水压、水量、水质，且保证不会影

响供水部门规定的最小服务水头的加压供水装置。

３．２　

罐式叠压供水设备　狆狅狋狋狔狆犲狑犪狋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犱犲狏犻犮犲狑犻狋犺狊狌狆犲狉犻犿狆狅狊犻狀犵狆犻狆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配有低位调蓄压力罐并实现流量调节的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３．３　

箱式叠压供水设备　犮犪犫犻狀犲狋狋狔狆犲狑犪狋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犱犲狏犻犮犲狑犻狋犺狊狌狆犲狉犻犿狆狅狊犻狀犵狆犻狆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配有低位调蓄水箱并实现流量调节的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３．４　

高位调蓄式叠压供水设备　狑犪狋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犱犲狏犻犮犲狑犻狋犺狊狌狆犲狉犻犿狆狅狊犻狀犵狆犻狆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犳狅狉狅狏犲狉犺犲犪犱狊狋狅狉犪犵犲

配有高位调蓄装置并实现流量调节的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３．５　

调蓄（调节）装置　犱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犪狀犱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具有一定贮存水量，并能自动实施差量补偿（调节）的装置。

３．６　

补偿泵　犮狅犿狆犲狀狊犪狋犻狅狀狆狌犿狆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中，以调蓄贮水容器（箱、罐）为水源、专为输送补偿水量而设置的增压泵。

注：补偿泵也称调蓄泵。

３．７　

串联型调蓄装置　狊犲狉犻犲狊狊狋狅狉犪犵犲犱犲狏犻犮犲

串联在设备入口管路靠限流阀调节，或高位串联在用户供水管路靠叠压补水泵限流调节，最终实现

少抽多供差量补偿效果，且所提供的补偿流量不能被直接检测的调蓄设施。

３．８　

并联型调蓄装置　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狊狋狅狉犪犵犲犱犲狏犻犮犲

并联在设备出口管路（用户供水管路），能独立可控提供补偿流量，最终实现差量补偿的调蓄装置。

３．９　

限定压力　犾犻犿犻狋犲犱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根据供水管网可提供的水压，所设置的设备进口处的最低压力。

３．１０　

稳定时间　狊犲狋狋犾犲犱狋犻犿犲

设备偏离稳定运行状态后，恢复到稳定状态所需时间。

３．１１　

恒压精度　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稳定运行状态时，设备出口压力与恒压目标值的差值。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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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设备组成、分类、型号标记及使用条件

４．１　组成

设备可由调蓄装置、给水泵机组（主泵、辅泵、补偿泵）、气压罐、管路阀门、过滤器、倒流防止器、消毒

器、控制柜、仪表传感器等组成。

４．２　调蓄装置

调蓄装置可由贮水容器（罐、箱）以及为实现差量补偿而设置的限流调节阀，或管路切换阀，或补偿

泵等组成。不同的调蓄补偿装置，其提供补偿流量的方式不同，调蓄技术方案可分为下列类型：

ａ）　设备入口串联调蓄；

ｂ）　设备出口并联调蓄；

ｃ）　高位串联调蓄。

４．３　分类

４．３．１　按调蓄装置可分为下列类型：

ａ）　无调蓄式，代号为０；

ｂ）　低位罐调蓄式，代号为１；

ｃ）　低位水箱调蓄式，代号为２；

ｄ）　高位水箱调蓄式，代号为３。

４．３．２　按结构型式可分为下列类型：

ａ）　整体式，机电集中安装于同一底座，代号为ＮＺ；

ｂ）　分体式，机电分置安装于不同位置，代号为ＮＦ。

４．４　型号标记

设备型号主要由４部分组成：

□










　

叠压供水设备代号（Ｄ ）

□








　

结构形式代号

□□□








设备配置： 用三位数字表示

□／□□／□□／□


 配泵参数：配泵参数按照补偿泵、并联辅泵、 主泵顺序编写

注１：配泵参数中斜杠前表示额定流量（ｍ３／ｈ），斜杠后表示额定扬程（ｍ）。

注２：设备配置的三位数中，第１个格数字表示调蓄装置类型（０为无调蓄，１为低位罐，２为低位水箱，３为高位水

箱），第２个格数字表示配套辅泵总台数（含补偿泵、并联辅泵等），第３个格数字表示配套主泵台数（含备

用泵。

示例１：ＤＮＦ１２２１０／３０１０／６０２０／６０，表示采用分体式、低位罐调蓄的叠压供水设备，配套补偿泵１台，并联辅泵

１台，主泵２台（１用１备），补偿泵额定流量１０ｍ３／ｈ、额定扬程３０ｍ，并联辅泵额定流量１０ｍ３／ｈ、额定扬程６０ｍ，主泵

额定流量２０ｍ３／ｈ、额定扬程６０ｍ。

示例２：ＤＮＺ１０３２０／６０，表示采用整体式、低位罐调蓄的叠压供水设备，配套主泵３台（２用１备无辅泵），额定流量

２０ｍ３／ｈ、额定扬程６０ｍ。

４．５　使用条件

使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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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供电频率：５０×（１００±５）％ Ｈｚ。

ｂ）　供电电压：ＡＣ３８０×（１００±１０）％ Ｖ；功率在０．３７ｋＷ～２．２ｋＷ 的泵也可以配置单相电机 ＡＣ１

×２２０×（１００±１０）％ Ｖ。

ｃ）　环境温度：４℃～４０℃。

ｄ）　相对湿度：２０℃环境温度下，小于９０％。

ｅ）　海拔高度：不应超过１０００ｍ。

ｆ）　设备运行场所应有良好卫生、通风环境，应无导电或爆炸性尘埃、无腐蚀金属、破坏绝缘或影响

水质的气体或蒸汽。

５　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设备应按设备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５．１．２　设备整体布局及部件安装位置应合理，便于安装、操作、调试和维修。

５．１．３　设备配套使用的仪表，其类型、量程、精度应满足使用要求，产品应有产品合格证。

５．１．４　设备配套使用的水泵、阀门、管件的耐压等级和密封性能应满足使用要求，配套使用的产品应有

产品合格证，阀门及其活动部件动作应灵活、可靠。

５．２　外观

５．２．１　设备表面应平整、匀称，不应有明显的划伤、凹陷、局部变形等缺陷。

５．２．２　设备表面涂层的颜色应均匀，不应有明显的脱漆、起泡、剥离、裂纹、流痕等缺陷。管路布置应合

理、美观、检修方便，易于操作。

５．２．３　设备焊接处的焊缝应均匀、牢固，不应有气孔、夹渣、裂纹或烧穿等缺陷。

５．２．４　部件间采用螺栓连接时，应牢固、可靠。

５．２．５　设备应有牢固吊环。

５．２．６　设备应安装牢固，宜有电机转向、水流流向、电气安全标识，宜有区分性、使用性提示标识或

挂牌。

５．３　性能要求

５．３．１　卫生要求

设备中过流部件材质的卫生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２１９的规定。

５．３．２　调蓄能力

设备的调蓄（补偿）能力应按表１选择。

表１　设备的调蓄能力分级

级 别 要 求

１级
补偿水量犞 不小于设计流量的１ｍｉｎ水量；

最大补偿流量犙 不小于设计流量的１５％

２级
补偿水量犞 不小于设计流量的３ｍｉｎ水量；

最大补偿流量犙 不小于设计流量的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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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级 别 要 求

３级
补偿水量犞 不小于最大小时流量的３０ｍｉｎ水量；

最大补偿流量犙 不小于最大小时流量的３０％

４级
补偿水量犞 不小于最大小时流量的６０ｍｉｎ水量；

最大补偿流量犙 不小于最大小时流量的４５％

５级
补偿水量犞 不小于最大小时流量的１２０ｍｉｎ水量；

最大补偿流量犙 不小于最大小时流量的６０％

５．３．３　供水能力

设备的供水压力、恒压范围、供水流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额定供水压力（恒压上限），不应低于犎ｍ＋犘１－Δ犘；

ｂ）　最低供水压力（恒压下限），可低至０．８犎ｍ＋犘１（部分变频）或０．６犎ｍ＋犘１（全变频）；

ｃ）　在额定供水压力运行，设备的额定供水流量不应低于各泵额定流量之和的９０％。

注：犎ｍ 为配泵额定扬程；犘１ 为设备入口压力；Δ犘 为额定流量时设备内部水头损失（Δ犘 按６ｍ计）。

５．３．４　恒压性能

设备的恒压调节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稳定运行时恒压精度不应低于０．０１ＭＰａ；

ｂ）　加减泵过程或流量突变过程的稳定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全变频运行：功率小于或等于１５ｋＷ 时应小于１５ｓ，功率大于１５ｋＷ 时应小于２０ｓ；

———部分变频运行：功率小于或等于１５ｋＷ 时应小于２０ｓ，功率大于１５ｋＷ 时应小于３０ｓ。

５．３．５　能效指标

不同设备的能效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在规定的恒压范围内运行，设备的平均单位能效犈，实验室测试值应优于表２规定的值。

表２　设备的平均单位能效犈 与平均效率η

单泵

流量

ｍ３／ｈ

设备不同配泵台数下的能效

１用１备 ２用１备 ３用１备

平均单位能效犈

ｋＷｈ／（ｍ３·ＭＰａ）

平均效率η

％

平均单位能效犈

ｋＷｈ／（ｍ３·ＭＰａ）

平均效率η

％

平均单位能效犈

ｋＷｈ／（ｍ３·ＭＰａ）

平均效率η

％

１０ ０．８４２ ３３．０２ ０．６９ ４０．２９ ０．６５６ ４２．３８

１５ ０．８２ ３３．９０ ０．６７２ ４１．３７ ０．６３８ ４３．５７

２０ ０．８０４ ３４．５８ ０．６５９ ４２．１９ ０．６２６ ４４．４１

３２ ０．７４８ ３７．１７ ０．６１３ ４５．３５ ０．５８３ ４７．６８

４５ ０．７１５ ３８．８８ ０．５８６ ４７．４４ ０．５５７ ４９．９１

６４ ０．７０４ ３９．４９ ０．５７７ ４８．１８ ０．５４８ ５０．７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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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高位调蓄设备、４用１备及以上设备，其声明额定效率ηｅ不应小于按公式（１）、公式（２）计算所

得值；其声明额定单位能效犈ｅ的实验室测试值不应大于按公式（３）计算所得值，测试值负偏

差不应超过５％。

ηｅ＝η１ｅη２ｅη３ｅη４ｅ ……………………（１）

η４ｅ＝犘／（犘＋Δ犘） ……………………（２）

犈ｅ＝０．２７８／ηｅ ……………………（３）

式中：

ηｅ　　———额定平均效率，以％表示；

η１ｅ ———水泵额定效率，以％表示，按ＧＢ１９７６２中规定的多级泵节能评价值取值；

η２ｅ ———电机额定效率，以％表示，按ＧＢ１８６１３中规定的２级能效取值；

η３ｅ ———变频器效率，以％表示，按９７％取值，全工频运行η３ｅ＝１００％；

η４ｅ ———内部传输效率，以％表示；

犘 ———设备出口压力与入口压力的差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Δ犘 ———内部水头损失按０．０６ＭＰａ计，单位为兆帕 （ＭＰａ）；

０．２７８ ———理想单位能耗，单位为千瓦时每立方米兆帕［ｋＷｈ／（ｍ３·ＭＰａ）］。

５．３．６　噪声

设备噪声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常规设备，正常运行的噪声应符合ＧＢ／Ｔ２９５２９—２０１３中Ｂ级规定；

ｂ）　低噪声设备，应比常规设备低６ｄＢ（Ａ）以上；

ｃ）　静音设备，应比低噪声设备低１２ｄＢ（Ａ）以上。

５．３．７　强度及密封性

设备在１．５倍工作压力且不低于０．６ＭＰａ压力下，保压１０ｍｉｎ，应无变形或损坏，在１．１倍工作压

力下，保压３０ｍｉｎ应无渗漏。

５．３．８　连续运行

设备在其额定流量及额定压力工况下应能连续正常运行，连续运行时间不应低于表３的规定值。

表３　连续运行时间表

电机功率

ｋＷ

连续运行时间

ｈ

小于或等于７．５ ４

１１～２２ ６

３０～７５ ８

９０～２８０ １０

大于２８０ １２

５．３．９　抗干扰能力

设备在设计负荷的用电装置干扰下，应稳定、正常工作。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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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运行控制要求

５．４．１　停机保压

配套气压罐的设备，应具有小流量停机保压功能。且配套气压罐的有效容积不宜小于设备中最小

泵１％额定流量下的３ｍｉｎ水量。其运行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设备应能准确监测分辨小流量，并在供水低谷或夜间时，自动切换为停机保压工作状态；

ｂ）　停机保压过程中，设备的上下限压力差应可设置；

ｃ）　应采取自适应控制，根据气压罐配置及工况条件，自动调整小流量分界点或自动调整相关参数

判据设定值；

ｄ）　配套微型气压罐的设备，应能监测分辨零微流量，并切换进入变频休眠、唤醒的循环往复运行

状态。

５．４．２　叠压运行

当用户流量增大，停机保压不能维持时，设备进入持续的叠压供水过程中，其运行控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ａ）　在持续的叠压供水过程中，设备出口恒压性能应符合５．３．４的规定。

ｂ）　设备中各泵的运行应调度合理，使用时间应均衡，应采取适当的轮次交替或循环运行方式，连

续运行的设备应做定时交替。

ｃ）　设备的加泵、减泵的判据参数应设置合理，根据用户流量需求自动加泵、减泵，并应采取适当措

施，避免产生加减泵振荡及超流量过载等问题。

ｄ）　对全变频设备，采取适当自适应控制技术，当入口压力变化导致设备增压值大幅变化时，可自

动调整加泵、减泵的判据，优化设备的运行调度。

ｅ）　同规格变频泵并联运行时，应采用同频调速方式（各泵等流量分配）；不同规格的变频泵并联，

应按节能原则采用不同频调速方式（各泵不等流量分配）。

ｆ）　备用泵平时应与其他泵一样参与运行，各泵互为备用，当出现故障泵时，故障泵被程序自动屏

蔽，直到修复后系统复位重新加入。

ｇ）　当设备入口压力下降至限定压力，设备应自动停机，等待水源条件恢复。

５．４．３　调蓄补偿

配有调蓄装置的设备，在高峰供水期的运行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当设备叠压供水流量（抽吸流量）大于设定值时，或当设备入口压力下降至设定值时，应自动投

入调蓄补偿运行，设备出口恒压性能仍应符合５．３．４的规定。

ｂ）　设备应具有强制调蓄补偿运行的功能，强制循环时间可设置。

ｃ）　调蓄补偿运行时，补偿流量及补偿时间可调节。

ｄ）　并联型调蓄装置，在补偿运行时不应将市政水源作为其补水；串联型调蓄装置，在补偿运行时

应限制其进水流量（限制抽吸流量）。

ｅ）　调蓄补偿结束后应返回叠压供水。

５．５　运行监测、保护

５．５．１　仪表与传感器

仪表与传感器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设备进、出水管路上应设置指针式压力表，表盘公称直径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出水管路压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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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选用电接点压力表（兼做控制仪表）；

ｂ）　设备进、出水管路上应设置压力传感器，精度不宜低于０．５级，采用４ｍＡ～２０ｍＡ标准信号传

感器，也可采用标准电压信号传感器；

ｃ）　设备宜具有电力参数检测功能，检测参数包括各泵电流、电压、有功功率、电力能耗等，检测精

度不宜低于２．５级；

ｄ）　设备宜设置流量传感器；或可在控制系统中通过软件计算监测供水流量；

ｅ）　液位传感器的精度不低于１级，宜采用４ｍＡ～２０ｍＡ标准信号传感器；

ｆ）　出水压力宜具有冗余压力监测功能；

ｇ）　对各类传感器的检测信号应做实时分析，传感器故障时，应有对应的报警信号和故障对策。

５．５．２　电气保护

设备应具有对电源的过压、欠压、缺相、对异常的过流、短路故障进行报警及自动保护功能，对可恢

复的故障应能手动或自动消除，恢复正常运行。

５．５．３　泵机保护

水泵与电机的监测、报警、保护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充分利用各类监测信息，对平时泵机运行参数的偏差做预警、报警；

ｂ）　对各种原因造成的泵机过载（超电流）应有报警保护措施；

ｃ）　对各种原因造成的电机过热（超温）应有报警保护措施；

ｄ）　泵机故障保护时，备用泵应在２ｓ内自动启动；

ｅ）　连续运行的设备应采取变频休眠、定时换泵等措施，避免零流量连续运行造成的高温现象；

ｆ）　水冷泵、管中泵、潜水泵、屏蔽泵、永磁电机泵应具有更完善的报警保护功能。

５．５．４　管路保护

设备管路的预警报警保护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采取２种以上压力监测措施，超压时设备宜减泵或降频运行，当超压不能有效控制时，设备

应报警并自动停机，超压消除后，应自动恢复正常运行。对部分变频拖动的设备，宜设置适当

规格的超压泄压阀，泄压阀动作时应有报警信号。

ｂ）　应设置水淹传感器，事故时应做报警、保护停泵。

５．５．５　缺水保护

设备应采取措施，实时监测管网管路、调蓄装置的水源状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当设备入口压力降低至限定压力时，已运行的设备应自动关泵，水源恢复后应能自动开启恢复

正常运行；

ｂ）　当调蓄装置缺水时，对应的调蓄装置不应运行，已运行的应自动停止并作报警，等待补水恢复。

５．５．６　气压罐监测报警

设备宜采取措施，监测气压罐的预充气，当气压罐偏离最佳工况至一定程度时（可设置），应有预警

报警。

５．５．７　噪声、振动报警

宜设置噪声、振动传感器，设备的噪声、振动监测异常时应有预警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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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控制柜

５．６．１　一般要求

５．６．１．１　控制柜表面应平整、匀称，不应有明显的变形或烧穿等缺陷，其外观应符合ＣＪ／Ｔ３５２的规定。

５．６．１．２　控制柜内接线点应牢固，布线应符合设计样图和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控制柜中电气元

件须按接线图进行标示。

５．６．１．３　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６．６．４的规定。

５．６．１．４　控制柜室内安装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ＧＢ／Ｔ４２０８规定的ＩＰ４３，室外安装时，防护等级不应低

于ＩＰ５４。

５．６．２　控制系统

５．６．２．１　启停控制

控制柜启停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控制柜应具有手动、自动启停功能，或可配置远程操作的启停功能；

ｂ）　变频泵停机应采用降速软停机方式；工频泵，１５ｋＷ 及以下的应采用直接启停方式，１８．５ｋＷ

及以上的应采用星三角等降压启动方式。

５．６．２．２　控制器

控制器基本功能的软硬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控制器的调速性能与逻辑控制功能软件设计应符合５．３、５．４、５．５的相关规定。

ｂ）　控制器应易于维护检修、更换替代，宜预留资源，方便改进、扩展、备用、通信等功能需求；宜采

用基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ＰＬＣ）技术的通用控制器，采用专用变频控制器时宜设计为独立安

装形式。

ｃ）　控制器应采用双压力传感器。

ｄ）　控制器设计在变频器内部时，采用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方式，实现水泵与变频、逻辑、传感器相

互备份，数字控制全变频运行。

５．６．２．３　远程监控

控制柜的远程监控功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设备监测信息应具有统一规范的地址变量表及数据格式；

ｂ）　控制柜应具有一定数据处理能力，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分析计算应现场及时处理，减少物联远传

信息量；

ｃ）　控制柜ＰＬＣ有远程监控时应配置物联网关等通信模块，采用不低于 ＨＴＴＰＳ安全级别的通信

协议，完成设备数据传输，无远程监控时应预留物联通信接口；

ｄ）　正常运行的设备，应可使用远程终端设备（电脑或手机）监视检查设备的运行工况。

５．６．２．４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具有清晰美观的设备组态、动态图表、中文数据显示，具有简洁提示性交互操作界面设计，并

有屏显电子帮助（操作说明）；传统面板元件开关、按钮、按键、指示灯、仪表等应有明确牢固的

标识。

ｂ）　应具有电压、电流、进出口压力、运行频率、各泵工况等基本显示功能；应具有各类控制参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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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调试功能、各种故障预警报警等的显示功能。

５．６．３　温升

控制柜各部件的温升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６．１１的规定。

５．６．４　电气性能

５．６．４．１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设备中不等电位的裸导体之间，以及带电的裸导体与裸露导电部件之间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

离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６．４的规定。

５．６．４．２　介电强度

设备的冲击耐受电压应符合 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６．１０．３的规定；设备的工频耐受电压应符合

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６．１０．２的规定。

５．６．４．３　安全接地保护

金属柜体上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与接地点相连接的保护导线的截面，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

中６．５．１．２的规定。与接地点连接的导线应采用黄绿双色线或铜编织线，并有明显的接地标示。主接地

点与设备任何有关的、因绝缘损坏可能带电的金属部件之间的电阻不应超过０．１Ω。连接接地线的螺

钉和接地点不应作为其他用途。

５．６．４．４　电磁兼容性（犈犕犆）

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６．１３的规定。

５．６．４．５　浪涌保护

控制柜宜设置浪涌保护器。

５．６．５　环境适应性

５．６．５．１　控制柜在表４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低温试验、高温试验和恒定湿热试验，试验期间和试验后

各项功能空载模拟检测应保持正常。

表４　环境适应性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持续时间 试验状态

低温试验

高温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

５℃±２℃

５５℃±２℃

４０℃±２℃

相对湿度９３％±３％

１６ｈ

１６ｈ

４８ｈ

通电

空载状态

５．６．５．２　控制柜进行振动试验后各项功能空载模拟检测应保持正常。

５．７　水泵机组

５．７．１　水泵机组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５６５７的规定，水泵效率应符合ＧＢ１９７６２节能评价值的规定；与水泵

配套的电机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５的规定，电机效率应符合ＧＢ１８６１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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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　采用管中泵的水泵机组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１６的规定，水泵效率应符合ＧＢ１９７６２节能评价值

的规定；配套电机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１８的规定，电机效率应符合ＧＢ１８６１３的规定。

５．７．３　设备配套的水泵机组应有产品合格证。

５．７．４　水泵应选用低噪声离心泵，过流部件材质应为不锈钢、铜或球墨铸铁。

５．７．５　水泵机组应配置备用泵，备用泵的供水能力不应小于机组中最大一台工作泵的供水能力。

５．７．６　水泵配套的电动机功率，应满足所选水泵流量扬程性能曲线上任何一点运行所需功率的要求。

５．７．７　水泵机组应有基础隔振，宜有管道隔振和支架隔振措施。

５．８　管路系统

５．８．１　管材、管件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材质不应低于０６Ｃｒ１９Ｎｉ１０不锈钢，且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７７１或

ＧＢ／Ｔ１４９７６的规定。阀门、倒流防止器的材质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５．８．２　管材、管件、阀门、倒流防止器的选用及连接方法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５和ＧＢ５０２４２的相关规定。

５．８．３　管路最低处应设置泄水阀。

５．９　气压罐

５．９．１　气压罐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应按ＧＢ／Ｔ１５０．１、ＧＢ／Ｔ１５０．２、ＧＢ／Ｔ１５０．３、ＧＢ／Ｔ１５０．４的

规定。

５．９．２　气压罐的罐体承压应按最高工作压力的要求配置，用于生活饮用水的设备宜配置隔膜式气

压罐。

５．９．３　配套气压罐的总容积、有效容积应按停机保压需求选择，可按５．４．１确定。

５．１０　低位调蓄罐

５．１０．１　调蓄罐的卫生性能要求可按５．３．１确定，过流部位材质为不锈钢时，其材质性能不应低于

０６Ｃｒ１９Ｎｉ１０不锈钢性能。

５．１０．２　调蓄罐直径宜优选φ６００ｍｍ、φ８００ｍｍ、φ１０００ｍｍ、φ１２００ｍｍ、φ１４００ｍｍ、φ１６００ｍｍ、

φ１８００ｍｍ、φ２０００ｍｍ。

５．１０．３　设备入口串联调蓄装置，所配置的调蓄罐设计压力不应低于设备引水管网的最大给水压力，且

不应低于０．６ＭＰａ。

５．１０．４　设备出口并联调蓄装置，所配置的调蓄罐设计制造应符合５．９的规定，所配置的调蓄罐宜兼有

气压罐功能。

５．１０．５　调蓄罐应便于检修、清洗，φ１４００ｍｍ及以上调蓄罐应设清洗人孔。

５．１０．６　调蓄罐的焊接外观应符合５．２．３的规定。

５．１１　高低位调蓄水箱

５．１１．１　调蓄水箱的材质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材质性能不应低于０６Ｃｒ１９Ｎｉ１０不锈钢性能。

５．１１．２　调蓄水箱卫生要求应符合５．３．１的规定。

５．１１．３　水箱应设置现场液位显示。

５．１１．４　水箱高于１．５ｍ时，应设置内外检修爬梯。

５．１１．５　水箱人孔应密封，应设置锁紧装置。

５．１１．６　水箱应有接地措施，室外安装水箱应视气候环境条件采取保温及防雷措施。

５．１１．７　水箱焊接完毕后应进行满水试验。

５．１１．８　水箱应有防溢流技术措施，水箱溢流应设置溢流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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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补偿泵

５．１２．１　补偿泵调节功能应符合５．３．２和５．４．３的规定。

５．１２．２　补偿泵的额定流量应按所需的最大补偿流量选用。

５．１２．３　补偿泵的额定扬程，应按其正常出口压力减入口最低压力选择；补偿泵应能承受入口接管处最

高工作压力。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一般要求

检查设备的合格证，相关图样、技术、质量文件或检验报告。

６．２　外观检查

目测检验设备外观。

６．３　性能要求检查

６．３．１　卫生要求

设备的卫生要求按ＧＢ／Ｔ１７２１９的规定试验。

６．３．２　调蓄能力

检查设备配套的调蓄装置贮水容积，并在６．４运行控制试验时，关闭水源管路总阀，单独试验调蓄

装置的出水量（容积）。

６．３．３　供水能力

在６．４运行控制试验过程中，分别设置供水压力为恒压上限、恒压下限、恒压中间值，对不同的恒压

设定值，逐渐开大设备出口管路阀门，检查记录设备在恒压上限、恒压下限、恒压范围中间值时的最大供

水流量。

６．３．４　恒压性能

在６．４运行控制试验过程中，在规定的恒压范围任意设定一个恒压值（目标值），调节出水阀门逐渐

加大流量，使各工作泵陆续投入运行，在此过程中记录各泵投入前后稳定运行状态下的压力实测值，并

记录各泵加泵过程中的压力稳定时间；再调节出水阀门逐渐减小流量，记录各泵减泵前后的稳定压力实

测值与减泵过程中的压力稳定时间，多次记录的稳定时间平均值与多次记录的压力实测平均值与目标

值对比。

对１用１备配泵的设备，在规定的恒压范围任意设定一个恒压值（目标值），在额定流量范围内调节

出水阀门快速加大流量，每次调节流量变化不小于额定流量的２０％，记录阀门快速调节前后的压力与

稳定时间；再调节出水阀门快速减小流量做类似记录。

注：恒压性能指标为调试参数，设备能多次调试试验。

６．３．５　能效指标

能效指标的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抽样设备的配泵额定扬程应为８０ｍ上下，使设备在恒压范围内自动运行，可取恒压范围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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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设置，调节出水口阀门，分别调节出水流量为设备额定供水流量的１０％、２０％、…、１００％，待

各测试点稳定运行后，记录设备进水和出水口压力值、出水口流量值、设备输入电功率值。

对应１０个流量点记录１０组数据，按公式（４）计算各测试点的单位能效犈犻，按公式（５）计算平均单

位能效犈，平均效率η可以公式（６）计算。

犈犻＝
犘犻

犙犻（犘２－犘１）
……………………（４）

犈＝
∑
１０

犻＝１

犈犻

１０
……………………（５）

η＝０．２７８／犈 ……………………（６）

式中：

犘１———设备进水口压力，单位为兆帕斯卡（ＭＰａ）；

犘２———设备出水口压力，单位为兆帕斯卡（ＭＰａ）；

犙犻———设备出水口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犘犻———设备输入电功率，单位为千瓦（ｋＷ）；

η ———设备平均效率，以％表示；

犈 ———设备平均单位能效，单位为千瓦时每立方米兆帕［ｋＷｈ／（ｍ３·ＭＰａ）］；

ｂ）　对高位调蓄设备、４用１备以上设备，采用５．３．５ｂ）规定的测试方法，但只采集记录设备在额定

流量时的一组数据，犈ｅ按公式（３）计算额定单位能效，ηｅ按公式（１）计算额定效率。

６．３．６　噪声

按设备额定压力９０％设定恒压目标值，启动设备在额定流量下运行，在背景噪声不大于５０ｄＢ（Ａ）

环境条件下，用声级计在距设备前１ｍ、高１ｍ处测量水泵机组声压。

６．３．７　强度及密封性

强度试验时启动试压泵，调节试压泵出口的出水压力至工作压力的１．５倍，保压１０ｍｉｎ；密封试验

时关闭设备出水口阀门，启动试压泵并将压力调节到设备工作压力的１．１倍，保持３０ｍｉｎ。

６．３．８　连续运行

开启设备，调节出水阀门，使设备流量、压力达到额定工况。设备按表３规定的时间进行连续运行

试验。功率大于或等于３０ｋＷ 的水泵，可在工作现场进行试验。

６．３．９　抗干扰能力

设备在正常工况运行状态下，在距设备１ｍ处启动功率大于２０ｋＶＡ的电焊机作为干扰源，检查设

备运行状态。

６．４　运行控制试验

６．４．１　停机保压

设备在规定的恒压范围运行，调节出水口阀门，使出水流量控制在设备额定流量的２０％～３０％之

间的小流量范围，进行下列检查：

ａ）　检查设备是否能辨别所设定的小流量并自动切换进入停机保压状态，检查设备停机保压过程

的工作情况，记录气压罐每小时补水启停次数；

ｂ）　设置不同的上下限压力值，检查记录停机保压过程中设备出口的实际压力；

３１

犌犅／犜３８５９４—２０２０

标准共享吧【www.bzgxb.com】提供下载



ｃ）　对具有自适应控制功能的设备，先关闭设备出水阀门使流量为零，停机保压后手动放气调节气

压罐预充气，使设备出口压力降低至设定下限后再开启出口阀门，进入小流量运行，检查记录

气压罐每小时补水启停次数；

ｄ）　对配套微型气压罐的设备，调节出水口阀门，使出水流量至零微流量，检查设备的休眠唤醒、循

环往复的运行情况。

６．４．２　叠压运行

设备在规定的恒压范围运行，调节出水口阀门，使出水流量大于６．４．１规定的小流量设定值，或超

过设定的相关参数判断条件时（无流量检测时），设备切换到叠压供水状态，逐渐调节设备出口阀门开

度：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使出水流量从较小值到接近设备允许的最大抽吸流量，在试验过程中进行下

列检查：

ａ）　检查设备出口压力变化情况；

ｂ）　检查设备配泵的运行方式；

ｃ）　检查设备的加减泵逻辑动作及运行情况；

ｄ）　试验过程中人为改变设备入口压力，检查设备对工况变化的自适应能力；

ｅ）　检查设备的调速方式及各泵流量分配情况；

ｆ）　试验过程中，观察设备出口压力随流量变化情况，检查恒压控制方式；

ｇ）　试验过程中，检查设备的备用泵运行情况；

ｈ）　调节入口压力至设定的限定压力值，检查设备的停机功能。

６．４．３　调蓄补偿

设备在规定的恒压范围运行，调节出口阀门，使出水流量大于设定的抽吸流量限值，设备的调蓄装

置自动投入补偿运行，设备切换到叠压供水与补偿供水的联合供水状态，试验过程中进行下列检查：

ａ）　观察调蓄补偿设施在不同模拟条件下自动投入运行情况，并观察投入调蓄补偿运行后的恒压

运行情况；

ｂ）　调节出口阀门，使出水流量小于设定的抽吸流量限值，并将贮水更新周期设置为３ｍｉｎ～５ｍｉｎ

钟控时间，观察调蓄补偿设施的强制投入运行情况；

ｃ）　调蓄补偿运行期间，调节出水阀使出水流量发生一定变化，观察补偿流量的可调性；

ｄ）　对并联和串联型调蓄设施，检查调蓄补偿运行结束后的补水功能；

ｅ）　调蓄补偿结束后，观察设备返回叠压运行的情况。

６．５　运行监测、保护试验

６．５．１　仪表与传感器

对照检查技术文件与实物，检查仪表配置与量程精度情况，运行试验时手动断线模拟各传感器故障

观察报警情况。

６．５．２　电气保护

设备正常运行中，人为设置过电压、欠压、缺相、过流、短路等故障，检查设备的报警保护功能。

６．５．３　泵机保护

设备运行试验过程中时，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ａ）　２泵或多泵并联运行时，减小其中一台泵出口阀门的开度，模拟同频调速泵的流量分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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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设备报警情况。

ｂ）　检查面板显示或监控平台显示，是否有各泵的运行时间记录、维护提示信息。

ｃ）　试验方法同ａ），模拟叶轮嵌塞故障导致的流量分配偏差，检查报警情况。

ｄ）　对工频泵，通过调整热继电器或调整电子热继电器的保护参数模拟过载；对变频泵，通过调整

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参数观察过载保护功能，并观察备用泵的运行情况。

ｅ）　用相同的感温元件模拟电机过热（超温）故障，观察保护功能，并观察备用泵的运行情况。

ｆ）　在泵机故障中，检查备用泵自动启动的延时时间。

ｇ）　对不设气压罐的设备，关闭出水阀门，零流量运行３ｈ，检查泵出口水温升情况。

ｈ）　对照技术文件，检查水冷泵、管中泵、潜水泵、屏蔽泵、永磁电机泵的报警保护功能。

６．５．４　管路保护

设备运行试验时，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ａ）　调节出水阀门，分别使设备在不同工作泵台数（不同流量）下运行，每次不同工作泵台数（不同

流量）试验时，快速关小出水阀门使流量降低３０％～４０％，模拟流量突变超压，或摘除压力传

感器信号模拟故障超压，在不同试验中观察设备的超压处理、报警、保护、恢复情况，对部分泵

变频拖动的设备，观察泄压阀动作，检查报警情况；

ｂ）　运行试验时，模拟水淹传感器动作，检查设备的响应情况；

ｃ）　试验前先接一回流管路模拟某台泵的止回阀回流故障，该泵运行时手动关闭回流管（模拟该泵

无回流），该泵停机时手动打开回流管（模拟止回阀回流），然后开始试验，调节设定设备流量，

使其小于单泵运行时的流量，供水运行试验过程中，自动交替启动各泵，同时手动配合开闭回

流管，比较不同泵的运行参数偏差，检查设备有无报警。

６．５．５　缺水保护

设备的缺水保护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ａ）　设备正常工况下，关闭进水阀门，或调节进水阀门使设备入口压力降低至限定压力值，观察设

备自动停机状态；打开进水阀门，检查设备自动开启状态。

ｂ）　设备正常工况下，强制投入补偿运行，并模拟调蓄装置缺水信号，检查报警保护功能。

６．５．６　气压罐监测报警

设备停机保压运行试验时，记录正常的启停周期，手动放气模拟预充气漏失，当启停周期降低３０％

时，检查是否有报警信号。

６．５．７　噪声、振动报警

设置有噪声、振动传感器的设备，模拟噪声、振动异常试验，检查是否有预警报警。

６．６　控制柜试验

６．６．１　一般要求

通过目视和测量的方式检查控制柜尺寸、所选用元器件、导线颜色、指示灯和按钮颜色、控制柜的表

面质量、结构、材质等。

６．６．２　控制系统

６．６．２．１　启停控制

开启设备处于手动、自动、远程控制状态，检查水泵的启动、停止状态。

５１

犌犅／犜３８５９４—２０２０

标准共享吧【www.bzgxb.com】提供下载



６．６．２．２　控制器

控制器基本功能的软硬件设计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ａ）　控制器的调速性能与逻辑控制功能设计在６．３、６．４、６．５相关试验过程中检验；

ｂ）　在运行试验时，人为模拟压力传感器故障，观察设备的恒压运行情况；

ｃ）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检查控制器通用型与专用型设计；

ｄ）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检查主备双控制器、双压力传感器设计；

ｅ）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检查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系统设计。

６．６．２．３　远程监控

对照检查控制柜技术文件与实物，并通过终端（电脑或手机）检查设备的监控功能。

６．６．２．４　人机界面

对照技术文件检查控制柜面板的显示、操作功能。

６．６．３　温升

在６．３．８连续运行试验中，设备温升恒定时，检查记录控制柜内各部件的温升值。

６．６．４　电气性能

６．６．４．１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按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７．５的规定检验。

６．６．４．２　介电强度

按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７．１３的规定检验。

６．６．４．３　安全接地保护

按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７．６的规定检验。

６．６．４．４　电磁兼容性（犈犕犆）

按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１６中７．１５的规定检验。

６．６．４．５　浪涌保护

检查浪涌保护器技术性能与技术文件的一致性。

６．６．５　环境适应性

６．６．５．１　低温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的规定进行；高温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的规定进行；恒定湿热按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的规定进行。

６．６．５．２　振动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的规定进行。

６．７　水泵机组

６．７．１　水泵机组性能试验按ＧＢ／Ｔ３２１４和ＧＢ／Ｔ３２１６的规定进行。

６．７．２　目视检查水泵机组结构，工作泵备用泵数量，泵与电机参数，隔振安装措施，产品合格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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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管路系统检查

６．８．１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目视检查管路、管件、阀门、倒流防止器的外观。

６．８．２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测量其尺寸，检查管路、管件、阀门等的公称压力。

６．８．３　查看设备的管路、管件、阀门、倒流防止器的安装连接。

６．８．４　查看设备最低处有无泄水阀。

６．９　气压罐检查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检查设备的气压罐配置。

６．１０　低位调蓄罐检查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检查低位调蓄罐的性能及配置。

６．１１　高低位调蓄水箱检查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检查高低位水箱及其附属设施。

６．１２　补偿泵检查

对照技术文件与实物，检查补偿泵的配置。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设备出厂前，应经企业内部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具有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７．２．２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应符合的条款 检验条款

一般要求 √ √ ５．１ ６．１

外观 √ √ ５．２ ６．２

性能

要求

卫生要求 — √
ａ ５．３．１ ６．３．１

调蓄能力 — √ ５．３．２ ６．３．２

供水能力 √ √ ５．３．３ ６．３．３

恒压性能 √ √ ５．３．４ ６．３．４

能效指标 — √ ５．３．５ ６．３．５

噪声 — √ ５．３．６ ６．３．６

强度及密封性 √ √ ５．３．７ ６．３．７

连续运行 — √ ５．３．８ ６．３．８

抗干扰能力 — √ ５．３．９ 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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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应符合的条款 检验条款

运行控制

停机保压 √ √ ５．４．１ ６．４．１

叠压运行 √ √ ５．４．２ ６．４．２

调蓄补偿 — √ ５．４．３ ６．４．３

运行监测、

保护

仪表与传感器 √ √ ５．５．１ ６．５．１

电气保护 — √ ５．５．２ ６．５．２

泵机保护 — √ ５．５．３ ６．５．３

管路保护 — √ ５．５．４ ６．５．４

缺水保护 √ √ ５．５．５ ６．５．５

气压罐监测报警 — √ ５．５．６ ６．５．６

噪声、振动报警 — √ ５．５．７ ６．５．７

控制柜

一般要求 √
ｂ

√ ５．６．１ ６．６．１

启停控制 √ √ ５．６．２．１ ６．６．２．１

控制器 — √ ５．６．２．２ ６．６．２．２

远程监控 √ √ ５．６．２．３ ６．６．２．３

人机界面 √ √ ５．６．２．４ ６．６．２．４

温升 — √ ５．６．３ ６．６．３

电气

性能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 √ ５．６．４．１ ６．６．４．１

介电强度 √ √ ５．６．４．２ ６．６．４．２

安全接地保护 √ √ ５．６．４．３ ６．６．４．３

电磁兼容性（ＥＭＣ） — √ ５．６．４．４ ６．６．４．４

浪涌保护 √ √ ５．６．４．５ ６．６．４．５

环境适应性 — √ ５．６．５ ６．６．５

水泵机组
— √ ５．７．１～５．７．２ ６．７．１

√ √ ５．７．３～５．７．７ ６．７．２

管路系统 √ √ ５．８ ６．８

气压罐 √ √ ５．９ ６．９

低位调蓄罐 √ √ ５．１０ ６．１０

高低位调蓄水箱 √ √ ５．１１ ６．１１

补偿泵 √ √ ５．１２ ６．１２

　　
ａ 可用有效期内卫生认证测试代替。

ｂ 出厂检验时，不做控制柜防护等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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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　设备出厂检验应逐台检验。在出厂检验中若出现不合格项，可返工复检，直至合格。

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产品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ｂ）　已定型的产品设计、工艺、关键材料更改，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正常生产，每５年应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７．３．２　型式检验应为全项目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７．３．３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任选一台按规定逐项检验。出现不合格时，应加倍抽样试

验，若加倍抽样试验全部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仍出现不合格项，应判型式检验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设备明显部位应有牢固的标牌，标牌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规定，且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ａ）　设备名称、型号；

ｂ）　额定供水流量、压力、功率；

ｃ）　电源电压、额定频率、额定电流；

ｄ）　设备编号、出厂日期；

ｅ）　制造厂名称、商标；

ｆ）　设备制造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

８．１．２　设备包装箱上应至少标明下列内容：

ａ）　设备名称、型号；

ｂ）　用户名称；

ｃ）　设备编号；

ｄ）　制造厂名称、地址；

ｅ）　生产日期；

ｆ）　收发货地址；

ｇ）　防雨、防震、向上等标志。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水泵机组和控制柜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规定。

８．２．２　调蓄罐与气压罐包装应符合ＪＢ／Ｔ４７１１的规定。

８．２．３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８．２．４　设备包装箱内应至少附带下列随机文件，并封存在防水的文件袋内。

ａ）　设备合格证；

ｂ）　设备安装使用说明书；

ｃ）　设备验收单、保修卡；

ｄ）　装箱清单；

ｅ）　设备设计图样（基础图、设备安装大样图、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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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运输

设备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剧烈振动、撞击。设备装卸及运输过程中不应倒置或横放，并注意轻装、

轻卸。

８．４　贮存

设备应存放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介质和远离磁场的场所，当露天存放时，应有防雨、防晒、防潮等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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