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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常压容器检验工作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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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役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安全附件检验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役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液压安全阀、氮封阀

的检验内容、检验方法与合格评定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设计压力小于 0.1MPa，盛装石油、石油产品、石化产品或其他类似介质

的在役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液压安全阀和氮封阀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义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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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213.4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4部分：检验和例行试验 

NB/T 47013.7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第7部分目视检测 

SY/T 0511 石油储罐附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紧急泄放阀emergency pressure relief valve 

当发生火灾或其他异常情况时，用于紧急释放罐内压力的安全装置。 

3.2 

氮封阀blanket gas regulator 

用氮气隔离物料与外界接触，维持储罐微正压的阀门。 

3.3 

离线检验out-of-service inspection 

将安全附件从储罐上拆解下来，送至试验台或其他检验装置上进行的检验。 

3.4 

在线检验in-service inspection 

安全附件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或虽处于非工作状态但仍然保持在工作位置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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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的检验。 

3.5 

授权检验员 authorized inspector 

按照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相关团体标准要求，经过培训和能力评定，确认具备在

役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安全附件检验能力并得到检验机构授权的人员。 

3.6 

授权检验机构 authorized inspection agency 

按照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相关团体标准要求，经过能力评定，确认具备在役立式

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安全附件检验能力的检验机构。 

4 一般要求 

4.1 安全附件的检验工作应由授权检验机构和授权检验员实施。 

4.2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液压安全阀、氮封阀的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其他标准或法

规要求高于本文件的，从其规定。 

4.3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液压安全阀、氮封阀的检验可采用在线检验方式或离线检

验方式。 

4.4 在易燃易爆场使用的检验装置、仪器和辅助工具，应满足相应场所的防爆要求。 

4.5 检验装置采用的压力表、传感器等仪器应经检定或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6 采用在线检验方式时，应设置防止异物落入罐内的安全装置和储罐实时压力监测装

置。 

4.7 检验机构应按本文件要求制定检验细则或作业指导书。当检验细则或作业指导

书不能满足要求时，应结合安全附件的相关技术资料、使用记录及其可能的损伤模

式，制定检验方案。 

5 检验准备 

5.1 资料准备 

委托单位应向检验机构提供安全附件的技术资料和运行资料（包括运行期间的

异常情况记录、日常检修和维护记录）、历次检验报告以及储罐的运行记录。检验

人员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审查。 

5.2 现场准备 

5.2.1 进行危害因素识别，确认符合安全条件后，方可进入罐区开展相应工作。 

5.2.2 实施在线检验的，委托单位应确保储罐处于正常稳定的工作状态，停止进出物料作业，

保持罐内压力稳定，检验人员认为必要时还应向检验机构提供罐顶气相空间的实时压力值。 

6 呼吸阀与紧急泄放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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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检验项目 

呼吸阀与紧急泄放阀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检验、动作性能检验、开启压力和泄漏量检验。 

6.2 检验装置 

检验装置一般由气源、通气管路、流量计、压力表和试验台等组成。在线检验

装置宜采用储存有空气或氮气的气瓶作为气源，离线检验装置宜配备空气压缩机和

储气罐；储罐或气瓶与被检阀门之间应装设减压阀，以保证压力稳定。 

6.3 检验实施 

6.3.1 外观检验 

外观检验按 NB/T47013.7 的规定执行，以满足下述条件为合格： 

1) 紧固件无松脱； 

2) 阀罩或防雨罩无杂物堵塞，防护网无破损； 

3) 阀体无影响正常使用的裂纹、泄漏和腐蚀等损伤； 

4) 弹簧无断裂或其他影响使用的缺陷； 

5) 阻火呼吸阀的阻火盘及支架无损伤，孔隙无堵塞、变形。 

6.3.2 动作性能检验 

动作性能以阀盘在开启和关闭时动作灵活，动作完成后处于关闭状态为合格。 

6.3.3 开启压力和泄漏量检验 

6.3.3.1 在线检验方法宜按附录 B 的规定执行；离线检验方法按 SY/T0511 的规定执行。 

6.3.3.2 实测开启压力以符合表 6.1 规定为合格，泄漏量以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要求为合格，

当其他标准或法规要求高于本文件时，从其规定。 

表 6.1 开启压力允许偏差值 

设定开启压力Ps 

Pa 

允许偏差 

Pa 

Ps≤1000 ±50 

Ps＞1000 ± 5% 

7 液压安全阀检验 

7.1 检验项目 

液压安全阀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检验和开启压力检验。 

7.2 检验装置 

液压安全阀检验装置要求同第 6.2 条。 

7.3 检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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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外观检验 

外观检验按NB/T47013.7的规定执行，以满足下列要求为合格： 

1) 紧固件无松脱； 

2) 标尺、液位计无损伤，标识清晰； 

3) 阀体无变形、腐蚀、裂纹和渗漏迹象等； 

4) 充液口、内外量油口、回流槽通畅无堵塞； 

5) 调节机构的螺杆、螺母无损伤； 

6) 液封油清洁，无水、悬浮物、锈蚀物或颗粒等其他杂质。 

7.3.2 开启压力检验 

1) 开启压力检验按 SY/T0511 的规定执行。 

2) 开启压力偏差以正压 、负压 为合格。 

8 氮封阀检验 

8.1 检验项目 

氮封阀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检验、开启压力检验、关闭压力检验和泄漏量检验。 

8.2 检验装置 

氮封阀检验装置一般由气源、储气罐、流量计、水槽、截止阀、压力表、输气管道等组

成，装置示意图如图8.1所示。 

 

1—气源；2、8、11—截止阀；3—压力表；4—被测氮封阀； 

5—流量计；6—引出管；7—水槽；9—U型管或压力传感器；10—储气罐 

图8.1  氮封阀检验装置示意图 

其中： 

1) 储气罐容积不小于1.5m³，设计压力不低于0.2MPa； 

2) 压力表精度不低于1.6级，量程宜为试验压力的2~3倍，最大不超过试验压力的4倍； 

3) 流量计精度不低于4级，量程宜为试验压力的2~3倍，最大不超过允许泄漏量的4倍； 

4) 引出管规格为内径6mm，壁厚1mm，长度不大于500mm，管子应垂直浸入水中

5~10mm，管端表面应光滑，无倒角和毛刺。 

8.3 检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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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外观检验 

外观检验按NB/T 47013.7的规定执行，以壳体、取压管、执行机构和指挥器等零件无损

伤，阀体上的流向标识与安装方向一致，取压管、中法兰和各管接头位置无渗漏为合格。 

8.3.2 开启压力检验 

1) 将氮封阀安装在试验装置上，打开截止阀2，并缓慢打开截止阀8直至水槽7中无气

泡产生或流量计5示数为零，关闭截止阀8； 

2) 缓慢打开截止阀11，并维持较小开度，直至水槽7中有连续气泡产生，关闭截止阀

11并记录U型管压差计或压力传感器的示值，示数即为氮封阀的开启压力； 

3) 以实测开启压力与设定开启压力的偏差符合表8.1规定为合格。 

表8.1 氮封阀开启压力允许偏差 

设定开启压力Ps 

Pa 

允许偏差 

Pa 

Ps≤1000 ± 150 

Ps＞1000 ± 15% 

8.3.3 关闭压力试验 

1) 完成开启压力试验后，缓慢打开截止阀8，直至水槽7中无连续气泡产生或流量计5

示数为零，关闭截止阀8，此时，U型管或压力传感器8的示数为氮封阀的关闭压力

Pc； 

2) 以实测关闭压力与标称关闭压力值的偏差符合表8.2规定为合格。 

表8.2 氮封阀关闭压力允许偏差 

设定开启压力Ps 

Pa 

允许偏差 

Pa 

Ps≤1000 ± 150Pa 

Ps＞1000 ± 15% 

8.3.4 泄漏量试验 

1) 完成关闭压力试验后，调整截止阀8和11，使储气罐中压力稳定在氮封阀的关闭压

力，记录流量计5示数或水槽7的气泡数； 

2) 泄漏量以满足GB/T 17213.4中Ⅵ级要求(见表8.3)为合格。 

表 8.3 氮封阀允许泄漏量 

阀座直/mm 

泄漏量 

ml/min 气泡/min 

15、20、25 4.5×10-4×△p 3×10-3×△p 

40 9×10-4×△p 6×10-3×△p 

50 1.35×10-3×△p 9×10-3×△p 

65 1.8×10-3×△p 1.2×10-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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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7×10-3×△p 1.8×10-2×△p 

100 5.22×10-3×△p 3.3×10-2×△p 

150 1.2×10-2×△p 8.1×10-2×△p 

注：△p—阀前后压差，单位为 kPa； 

如果阀座直径与表列值相差 2mm 以上，则假设泄漏量与阀座直径的平方成正比的情况下通过内

推法取得。 

9 检验报告 

9.1  检验完成后，检验人员应根据检验结果如实编制检验报告，按检验机构质量管理体系

的要求审批后，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提交给委托方； 

9.2  检验报告至少应包含下述内容： 

——报告编号； 

——使用单位信息（单位名称、地址等）； 

——储罐名称及编号； 

——安全附件信息（名称、型号、编号或安装位置、工作介质、公称通径、设定压力等）； 

——检验仪器信息（名称、型号、编号等）； 

——检验依据； 

——检验方式与介质； 

——检验项目、数据与结果； 

——检验结论； 

——检验、审核与批准人员签署。 

9.3检验报告示例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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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的分类、结构与工作原理 

A.1 呼吸阀 

A.1.1 基本概念 

呼吸阀是用于保护储罐不受超压或真空破坏，同时还能减少罐内介质蒸发损失

的泄压装置。 

A.1.2 分类 

A.1.2.1 根据压力端和真空端排列方式分为并列式和同轴式。压力端与真空端平行排

列的称为并列式，压力端与真空端上下同轴排列的称为同轴式。 

A.1.2.2 根据呼吸阀开启压力的设定方式分为液体加载式、重力加载式、弹簧式和先

导式。通过加载液体来设定开启压力的称为液体加载式；通过重块重量来设定开启

压力的称为重力加载式；通过弹簧来设定开启压力的称为弹簧式；通过导阀来设定

开启压力的称为先导式。通常呼吸阀设定开启压力大于等于6.9kPa；真空端开启压

力小于等于4.3kPa的呼吸通常采用弹簧式呼吸阀。 

A.1.2.3 根据功能分为单呼式、单吸式和呼吸式。仅有呼气功能的称为单呼阀，仅有

吸气功能的称为单吸阀，具备呼、吸双功能的称为呼吸阀。 

A.1.3  结构与工作原理 

A.1.3.1 并列式呼吸阀结构与工作原理 

 

1—真空端阀盘；2—防雨罩；3—压力端阀盘；4—储罐接口 

图A.1 重力加载并列式呼吸阀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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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状态）                                   （吸气状态） 

图A.2 重力加载并列式呼吸阀工作原理示意图 

 

A.1.3.2 同轴式呼吸阀结构与工作原理 

 

1—压力端阀盘；2—真空端阀盘；3—防雨罩；4—储罐接口 

图A.3 重力加载同轴式呼吸阀结构示意图 

 

 

（呼气状态）                           （吸气状态） 

图A.4 重力加载同轴式呼吸阀工作原理示意图 

 

A.1.3.3 液体加载式呼吸阀结构与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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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力端储液腔；2—压力端浮标；3—压力端浮标视窗；4—真空端储液腔； 

5—真空端浮标视窗；6—真空端浮标；7—下阀体；8—储罐接口 

注：真空端也可采用重力加载式 

图A.5 液体加载式呼吸阀结构示意图 

 

（呼气状态）                                   （吸气状态） 

图A.6 液体加载式呼吸阀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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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4弹簧加载式结构 

 

1—真空端重力加载；2—防雨罩；3—压力端弹簧加载；4—储罐接口 

图A.7弹簧加载式呼吸阀结构示意图 

弹簧式呼吸阀工作原理和并列式呼吸阀（A. 2）类似。 

A.1.3.5先导式呼吸阀结构与工作原理 

 

1—先导导阀；2—主阀控制腔；3—膜片；4—阀座；5—导压管；6—储罐接口 

图A.8先导式呼吸阀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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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状态）                                 （吸气状态） 

图 A.9 先导式呼吸阀工作原理示意图 

 

A.1.3.6 阻火呼吸阀结构 

设置了管端阻火器的呼吸阀称为阻火呼吸阀，阻火器设置在呼吸阀的大气侧。

常见的阻火呼吸阀有同轴式和并列式两种，结构如图A.10、A.11所示。因阻火器和呼

吸阀共用一个阀体，此结构类型的阻火呼吸阀也称为一体式阻火呼吸阀。 

 

1—压力端阀盘；2—真空端阀盘；3—管端阻火器；4—防雨罩；5—储罐接口 

图A.10 同轴一体式阻火呼吸阀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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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端阻火器（真空端）；2—真空端阀盘；3—防雨罩；4—管端阻火器（压力端）； 

5—压力端阀盘；6—储罐接口 

图A.11 并列一体式阻火呼吸阀结构示意图 

 

呼吸阀和管道阻火器组合使用的称为分体式阻火呼吸阀，阻火器设置在罐侧，

其常见结构如图A.12所示。 

 

1—真空端阀盘；2—防雨罩；3—压力端阀盘；4—管道阻火器；5—储罐接口 

图A.12 分体式阻火呼吸阀结构示意图 

A.2  液压安全阀 

A.2.1 液压安全阀是当呼吸阀发生故障或失效时替代呼吸阀作用的装置。液压安全

阀一般采用沸点高、蒸发慢、凝点低的油品作为密封液体，其开启压力一般略高于

呼吸阀，因此在正常工况下不会动作。 

A.2.2 结构与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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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安全阀其结构和工作原理如图A.13、A.14所示。 

 
1—集液筒；2—充液筒；3—分隔筒；4—调节螺栓； 

5—顶罩；6—油封液面（平衡状态）；7—中心管 

图A.13 液压安全阀结构示意图 

 

（呼气状态）（吸气状态） 

图A.14 液压安全阀工作示意图 

A.3  紧急泄放阀 

A.3.1 紧急泄放阀是在储罐事故状态下的压力释放装置。一般只具备压力泄放功能，

其流量远高于储罐的正常呼气流量。目前国内尚无紧急泄放阀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 

A.3.2 分类 

根据定压方式紧急泄放阀分为重力加载式、杠杆式、弹簧加载式和磁力式。 

A.3.3 结构与工作原理 

紧急泄放阀的工作原理与呼吸阀类似，结构如图A.15~A.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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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力加载阀盘；2—储罐接口 

图A.15  重力加载式紧急泄放阀结构示意图 

 

1—杠杆加载阀盘；2—储罐接口 

图A.16  杠杆式紧急泄放阀结构示意图 

 

1—防雨罩；2—弹簧加载阀盘；3—储罐接口 

图A.17  弹簧加载式紧急泄放阀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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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检验方法 

B.1  概述 

B.1.1  呼吸阀在线检验方法可采用压力法或反向压差法。 

B.1.2  紧急泄放阀在线检验方法可采用压力法、反向压差法或力值法。 

B.1.3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离线检验方法采用压力法。 

B.1.4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检验时需重复九次，取九次结果的算术平均值。遇试验

结果异常时，应重新进行试验。 

B.2  压力法 

B.2.1 以检验接口或检验副阀截断罐内介质与待检阀门之间的连通，通过外部检验

气源对待检阀门施加正负压力，进行开启压力和泄漏量检验的方法称为压力法。 

压力法试验装置如图B.1所示。 

 

1-调节阀；2-检验设备；3-检验接口/副阀；4-待检阀门；5-压力表； 

6-储罐；7-数据处理系统 

图 B.1 压力法在线检验装置示意图 

B.2.2 采用压力法实施在线检验的，需要在阀门制造安装时预留检验接口，未预留

检验接口的，则需在阀门和储罐之间临时加装一个检验副阀。 

B.2.3 检验准备 

1) 停止储罐进出物料作业，使罐内压力保持平稳； 

2) 通过检验接口或检验副阀，连接检验气源、检验仪器和待检阀门，并使检验

气源至待检阀门之间保持密封。 

B.2.4 开启压力检验 

打开调节阀1，使测试气体通过测试设备进入待检阀门，缓慢升高或降低测试气

体压力，驱动阀盘开启；当持续增加气体流量和压力/真空值而阀门入口处压力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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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值保持不变时，进口处压力值即为开启压力。 

B.2.5 泄漏量检验 

调整进气压力，使阀门腔体压力稳定在测试压力，持续输入测试气体，所测到

的气体消耗量即为阀门的泄漏量。 

注：测试压力一般为0.75倍的开启压力，根据不同标准要求，也可以为0.8倍或

0.9倍的开启压力。 

B.3  反向压差法 

B.3.1 保持罐内介质与待检阀门之间的连通，通过外部检验气源对待检阀门施加正

负压力，进行开启压力和泄漏量检验的方法称为反向压差法。其中，开启压力需要

通过罐内实时压力与外部施加的压力进行代数计算求得。 

B.3.2 反向压差法试验装置如图B.2所示，试验装置应具备使阀门大气侧接口腔体产

生正负压的功能。 

 

1-调节阀；2-检验仪器；3,7压力真空表； 4-检验工装；5-待检阀门； 6-储罐 

8-防爆数据采集系统  9-防爆正负压检验气源 

图B.2  反向压差法试验装置示意图 

 

B.3.3检验准备 

1) 停止储罐进出物料作业，使罐内压力保持平稳； 

2) 通过设有通气管和压力采集口的检验工装连接测试气源、检验仪器和待检阀门，并

使待检阀门与检验气源之间保持密封。 

B.3.4开启压力检验 

1) 打开调节阀门1，调节通气量，缓慢升压或降压，当压力曲线出现拐点并有波动时，

阀盘与阀座开始分离，阀盘开启； 

2) 记录罐内实时压力P、为使阀门开启而对阀门压力端施加的负压或对真空端施加的

正压Po1； 

3) 开启压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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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内实时压力与测试气源施加的负压/正压的差值即为相应的呼出开启压力和吸入

开启压力。 

Pk=P-Po1……………………………………..（1） 

 

式中：Pk—— 呼吸阀开启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P —— 储罐实时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Po1—— 为使呼吸阀开启而对阀门压力端/真空端施加的压力，单位为帕斯卡

（Pa）。 

B.3.5 泄漏量检验 

1) 通过调节阀1，调整检验压力Po2，使储罐实时压力P与阀门压力端/真空端腔体内压

力Po2的差值P-Po2分别等于呼吸阀呼出开启压力和吸入开启压力Pk的0.75倍并保持

温定。 

2) 记录流量计的气体进/出气流量值，该流量值即为呼吸阀的实时泄漏量。 

注：测试压力一般为0.75倍的开启压力，根据不同标准要求，也可以为0.8倍或

0.9倍的开启压力。 

 

B.4  力值法 

B.4.1  对阀盘施加外力，使其在储罐实时压力和外力联合作用下与阀座分离，通过

计算求得紧急泄放阀开启压力的检验方法称为力值法。 

B.4.2  力值法受加力点、阀门限位、定位、杠杆支点摩擦的影响，测试计算结果可

能与实际值存在一定误差，适用于无法采用压力法和反向压差法检验的紧急泄放阀

开启压力的测试。 

B.4.3  检验准备 

1) 停止储罐进出物料作业，使罐内压力保持平稳； 

2) 通过实际测量或咨询生产厂家获取阀盘阀座的有效密封直径； 

3) 计算阀盘阀座之间密封当量面积。 

B.4.4  检验实施 

1) 选取阀盘适当位置，利用工装和传感器施加可准确测量的垂直拉力，使阀盘

和阀座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相对位移量以开始可看见、听见或测量到密封

面气流流出为限。杠杆加载式阀门一般选取杠杆的远端居中施加垂直拉力，

弹簧和重力加载式阀门应选择阀盘中心施加垂直拉力。杠杆加载式阀门需保

证支轴处润滑良好，以减少摩擦扭矩对力值测量的影响。 

2) 开启压力计算： 

a) 重力加载式和弹簧加载式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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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重力加载式阀门开启压力检验示意图 

 

 

图B.4弹簧加载式阀门开启压力检验示意图 

开启压力按公式（2）计算： 

Pk=F /S+P   ……………. …………….（2） 

其中：S=πD2/4 

式中：Pk——紧急泄放阀开启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F——作用在阀盘中心，使阀盘与阀座分离，开始有可观察或可测量到气体

流出时的拉力，取正值，单位为牛顿，（N）； 

S——紧急泄放阀当量密封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P——储罐顶部实时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D——阀座当量密封直径，单位为米（m）。 

 

b) 杠杆式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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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5  杠杆式紧急泄放阀开启压力检验示意图 

 

开启压力：Pk=（F×L1）/（L2×Sh）+P 

其中：Sh=πD2/4 

式中：Pk——紧急泄放阀开启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F——作用在阀盘远端，使阀盘与阀座分离，开始有可观察或可测量气体

流出时的拉力，取正值，单位为牛顿（N）； 

L1——杠杆式紧急泄放阀外加拉力或顶升力臂，单位为米（m）； 

L2——杠杆式紧急泄放阀阀盘重量形成的阻力臂，单位为米（m）； 

Sh——紧急泄放阀当量密封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P——储罐顶部实时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D——阀座有效密封直径，单位为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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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的泄漏量要求 

常用呼吸阀/紧急泄放阀产品标准的泄漏量要求如表C.1所示。 

表C.1  常用标准对呼吸阀/紧急泄放阀的泄漏量要求 

阀门通径 

mm 

最大允许泄漏量 

m3/h 
备注 

SY/T 

0511.1-2010[1] 
ISO 28300-2008[2] API 2000-2014[3] 

≤150 0.04 0.014 0.014 

呼吸阀 

200 ~350 0.4 0.142 0.142 

≥400 / 0.566 0.566 紧急泄放阀 

 

欧洲部分地区制造商的呼吸阀/紧急泄放阀产品，已开始采用更为严格的 EN12266《工

业阀门-金属阀门试验》[4]、API527《泄压阀的阀座密封性》[5]等标准规定的泄漏量要求。随

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升，国内各地、各行业对储罐的 VOCs（特别是对有毒、有害、有异味

介质）无组织排放的管控越发严格，在严格执行产品标准的基础之上，也有石化企业和部分

地区推荐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泄漏量符合表 C.2 所示的超低允许泄漏量要求。 

表C.2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超低允许泄漏量 

阀门通径 

mm 

最大允许泄漏量 

m3/h 
备注 

≤150 0.0017 

呼吸阀 

200 ~ 400 0.0030 

≥400 0.0045 紧急泄放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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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安全附件检验报告示例 

各附件的检验报告示例见表D.1~D.3 

表 D.1  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 

使用单位  

使用地址  

储罐编号  罐顶型式  

阀

门

参

数 

编号或安装

位置 
 型号  

结构型式  开启压力 Pa 

公称直径 mm 制造单位  

安装日期  上次检验日期  

检验依据  

检验方式  检验地点  

检验仪器型号  检验仪器编号  

试验介质  环境条件  

检验仪器 

（计量器具） 

检定情况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数据 检验结果 

开启压力（Pa）    

通气量（m3/h）    

检验结论  检验日期  

备注  

检验人员  

编制：年月日 

检验单位名称（盖章） 审核：年月日 

批准：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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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液压安全阀件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 

使用单位  

使用地址  

储罐编号  罐顶型式  

阀 

门 

参 

数 

编号或 
安装位置  规格型号  

开启压力                    Pa 公称直径 mm 

制造单位  

安装日期  上次检验日期  

检验依据  

检验方式  检验地点  

检验仪器型号  检验仪器编号  

试验介质  环境条件  

检验仪器 

（计量器具） 

检定情况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数据 检验结果 

正压开启压力（Pa）    

负压开启压力（Pa）    

检验结论  检验日期  

备注  

检验人员  

编制：年月日 

检验单位名称（盖章） 审核：年月日 

批准：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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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3氮封阀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 

使用单位  

单位地址  

储罐编号  罐顶型式  

阀门

参数 

编号或 

安装位置  型号  

入口压力 MPa 开启压力 Pa 

公称直径 mm 制造单位  

安装日期  上次检验日期  

检验依据  

检验方式  检验地点  

检验仪器型号  检验仪器编号  

试验介质  环境条件  

检验仪器 

(计量器具) 

检定情况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数据 检验结果 

开启压力（Pa）    

关闭压力（Pa）    

泄漏量    

检验结论  检验时间  

备注  

检验人员  

编制：年月日 

检验单位名称（盖章） 审核：年月日 

批准：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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