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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保证空气压缩机的安全运行，通过检验得到空气压缩机的相关性能，从而了解空气压缩机运行中

存在的问题，以便采取措施，保证安全、经济运转，制定本标准。本标准的编制，参考了GB/T 3853-1998
《容积式压缩机验收检验》等标准和《煤矿安全规程)7(2004版)的相关部分.

    本标准由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归口。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国家安全生产抚顺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河

南煤矿安全监察局等。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陈在学、韩正菊、藏梦、金小汉、胡继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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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在用空气压缩机安全检测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在用空气压缩机性能检验方法和检验用仪器设备。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在用固定式和移动式空气压缩机的安全技术性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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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的所有修改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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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853-1998容积式压缩机验收试验
    GB 4980-85 容积式压缩机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

    GB/T 6075.4-2001 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和评价机器的机械振动

    GB/T 15487-1995 容积式压缩机流量测量方法

    MT 687-1997 煤矿井下移动式空气压缩机

    《煤矿安全规程》 2004版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流量— 单位时间内空气压缩机最末一级气缸排出的气体，折算到第一级进口状态的压力和温度

时的气体容积值。

3.2 额定容积流量— 特定进口状态(进气压力为1.013 3X105 Pa, 20'C)时的排气量。它标注在空

气压缩机铭牌上。

3.3 排气效率— 空压机的实际排气量与额定排气量之比口

3.4 排气压力— 最末一级汽缸排出的气体压力。

3.5 比功率— 一定的排气压力下，单位排气量所消耗的轴功率。

3.6 标准状态— 压力为1.0133 X105 Pa和温度为20℃时的空气状态。

4 基本参数及符号

4. 1 基本参数及符号见表1,

4.2 在用的空气压缩机应是符合GB/T 3853,MT 687等相关标准的正式产品。
                                      表 1 墓本参数及符号

符 号 量的名称
单 位

符 号 中文名称

Q 容积流量 时 /min 立方米每分

n 转速 r/min 转每分

P 压力 Pa 帕

P 功率 kW 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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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符 号 量的名称
单 位

符 号 中文名称

V 容积 m3 立方米

t 时间 s 秒

T 热力学温度 K 开

刀 效率

P 质量密度 kg/m' 千克每立方米

R 气体常数 J/(kg·K) 焦每千克开尔文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目测检验，要求各部分连接合理，各种管路、电缆应布置整齐。

5.2 证件

    井下用压缩机应有安全准用标志，地面用压缩机应有相关证件(如贮气罐检验证书、安全阀检定证

书、油的闪点等)。

5.3 安全保护装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能报警并自动停车:

    a) 压力循环油压低于设计规定值;

    b) 冷却水中断;

    c) 排气温度超限:

    — 压缩机排气温度单缸超过190'C、双缸超过160'C.

    — 井下移动式空气压缩机:往复活塞式排气温度超过180r;喷油回转式排气温度超过1200C(采

        用金属滑片的超过1300C),

    — 往复活塞式曲轴箱内润滑油温度超过WC.

    d) 风包内的温度超过120℃时。

5.4 温度

5.4.1 风包在地面应设在室外阴凉处，在井下应设在空气流畅的地方。在井下，固定式压缩机和风包

应分别设在2个酮室内。

5.4.2 风包出口管路上应加装释加阀，其口径不应小于出口管路的直径，释放压力应为空气压缩机最

高工作压力的1.25-1.4倍。
5.5 压缩机油

    使用的压缩机油的闪点不低于215 0C a

5.6 容积流f

    容积流量应大于0. 85Q, IQ,为压缩机铭牌容积流量。

5.7 排气压力

    排气压力不低于额定排气压力Pl=

58 转速

    转速测量值与额定值间允许的最大偏差士3%0

5.9 比功率

    比功率应符合表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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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功率要求

铭牌排气量/(m' /min) 3 6 10 20 40 60 100

比功率/(kW/(m'·min))
水冷 (5，8 <5.15 镇5. 10 成5.05

风冷 <6.3

5.10 噪声

    按 GB

5.11 振动

    应符合

498。方法，测得的机房内噪声不得超过90 dB.

GB/T 6075.4的规定。

6 检验方法、设备和精度

6.1 总则

6.1.1 规定的检测设备和各种测量方法所涉及的测量仪器仪表的精度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经计量

部门检定合格.测试过程中测量参数的允许波动范围见表3,

                            表3 空气压缩机运转今数的允许波动范围

运转参数
测试值与规定值间允许的

最大相对偏差(或偏差)

任一参数的一组读数相对于

其平均值的最大允许波动范围

空气压缩机吸气压力 士0.5%

总压力比 士1.0% 士0.5%

空气压缩机吸气温度 士1. o0C

主轴转速 士3.0% 士1. 0'/0

空气压缩机吸气温度与进口冷却水

温度的差值
士8. O 'c 士1. O *C

冷却水流量 士10% 士3.0%

电压 士5. 0'/0 士2.0%

电源频率 士1. 0% 士0.5%

6.1.2 检测前应对压风系统中的全部设备、连接管路、测压点、测温点作密封性检查，不应泄漏。

6. 1.3 检测负责人应由在测试技术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担任，一般检测人员应由具有一定的检

测专业知识并能够对矿用空气压缩机检测进行熟练操作的人员担任，所有检测人员都应有经过主管部

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检测员证，并做到持证上岗。

6.2 压力Mf

6.2. 1 总则

6.2. 1.1 管道和储气罐的恻压接头应垂直于内壁并与其平齐。

6.2.1.2 压力表接管应尽可能短，应检验其密封性并排除所有泄漏。

6.2.1.3 仪表应妥善安装，使其不致感受有害的振动。

6.2.2 大气压力测定

    大气压力用气压计测量。
6.2.3 压力表的选用

    应按试验压力选择压力表的量程，指示的压力值应处于(1/3̂-2/3)满量程之间 并满足表3的

要求。

6.2.4 测压点布里

    测压点布置见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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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测压仪表及测点布皿

测压项 目 符号 测压部位 侧点数 侧压仪表 精度等级

大气压力 Po 吸气口附近阴凉处 气压计 <士67 Pa

一级吸气压力 P.}
距吸气法兰 1倍管

径处的吸气管上
2 U形压差计 间隔1 mm标尺

一级排气压力 P>} 中间冷却器出口处 1 空压机上一级压力表 04级

二级排气压力 Pn2
距排气法兰 1倍管

径的排气管上
2 空压机上二级压力表 0.4级

风包压力 P 风包上侧压孔 1 风包上压力表 1.5级

润滑油压力 P. 齿轮油泵出口 1 油泵上压力表 1.5级

63 温度测且

6.3.1 应将经过检定过的、精度符合要求的测温仪器，如温度计、热电偶、电阻温度计或热敏电阻插人

管中或套管内测量温度。

6.3.2 温度计套管应尽量薄，其直径应尽量小，同时其外表面应防腐蚀和抗氧化。

6.3.3 温度计或套管应插入管内100 mm或1/3管直径。

6.3.4 读数时，不应将温度计从被测介质中取出;采用套管时，则不应将其从套管中取出。

6.3.5 测点布置、测温仪表及精度要求，见表5,

                              表5 测点布t.测温仪表及精度要求

测温项目 符号 测温部位 测点数 测温仪表 精度等级

大气温度 To 机房外阴凉处 温度计 < 士1K

一级吸气温度 T.,
距吸气法兰 2倍直径处的

吸气管上
2 温度计 < 士1K

一级排气温度 TDi 中间冷却器进口处 2 温度计 <士1K

二级吸气温度 几: 中间冷却器出口处 2 温度计 <士1 K

二级排气温度 To
距排气法兰 2倍直径处的

排气管上
2 温度计 <士1K

风包温度 T, 风包测温孔 1 点温计 < 士1 K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T, . Tz 冷却水进、出口处 1 温度计 < 土1K

润滑油温度 界 齿轮油泵处 1 温度计 < 士1K

6.4 转速测f

    转速测量时，在压缩机检测期间应以大约相等的时间间隔读出不少于三次的转速值，计算出平均转

速，转速的波动和偏差应不超过表3的规定。
6.5 流f测f

    流量的测量按GB/T 15487进行。流量的测量有两种方法:风包法和流量计法。

6.5.， 风包法

    风包法流量系统如图1所示。

6. 5. 首先测量风包及相连管路的容积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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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气压缩机;

z— 风包.

    3 闸门‘

    4— 旋塞;

    5 温度计;

    6— 压力表。

                                  圈 1 风包法测1t布it示愈图

6.512 切断所有用气设备，在风包上安装压力计及两支温度计，测量风包内气体压力和温度。测试

前要检查安全阀的工作情况，同时检查管道和容器是否漏气。

6.5.1.3 测试时，把风包内的剩余气体及油、水放净，然后关闭闸门3，开动压缩机。当风包中空气压力升

至0. 2 MPâ-0. 3 MPa时，开始用秒表计时，同时记录风包中气体的压力P,和温度T,。当风包中气体达

到测试压力Pz时，立即停止秒表和空气压缩机，并迅速记下压力由p，升至p:的时间c和温度爪。
6.5.1.4 压缩机排气量的计算。

    a) 吸气状态下的排气量Qo

鱼
TI

卜

 
 
一

，m

九
-爪

Qo=

式中:

Qo— 吸气状态下空气压缩机的排气量,ms /min;

V— 风包容积(包括闸门3以前排气管内的容积)

P} .T 测试开始时，风包内的绝对压力，Pa和绝对温度，K;

Pz.爪— 测试结束时，风包内的绝对压力，Pa和绝对温度，K;

P- To— 空气压缩机吸气状态下空气的压力，Pa和绝对温度，K;

    t - 测试开始到测试结束时的充气时间，S.

  b) 标准状态下的排气量Q

  本方法以标准大气压力和20℃作为标准状态。其排气量

一
Q=

。 PO T20
w 一丁石万一

      Pi o

式中:

To ITzo— 标准状态下的绝对温度(To =

  p— 标准大气压.p二1. 013 3 X 10,

流.法测t容积流，

273 K,孔0=293 K);

  Pa,

6.5.2

6.5.2. 1

6.5.2.2

6.5.2.3

测点位置应选在离进气管口5倍管径以上的直线段。

测速仪测杆插人深度在2/3半径左右。

测得的数据应按校正曲线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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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功率测t

6.6.1 压缩机轴功率按下列方法测定:

    a) 用损耗分析法间接测定电动机输出功率，然后乘以传动效率;

    b) 按电动机铭牌上的效率计算电动机输出功率，然后乘以传动效率。

6.6.2 电动机输人功率应在电动机人线端测量，交流电动机用综合电参数测试仪或二瓦特表法，直流

电动机用电压一电流表法测量。仪表精度应不低于表6规定。

                                        表 6 测电仪表精度

名称 精度等级/级 说 明

05
-
05
肠
05
喇

电参数侧定仪

电流表

电压表

瓦特表

互感器

    测试时仪表的指示值应在全量程的1/3以上。用二瓦特表侧

量三相功率时可以例外 但其指示的电流、电压值不应低于瓦特表

额定电流电压值的60环

6.6.3 为了统一测定压缩机轴功率，保证不同状况下使用的压缩机的测定参数具有可比性，传动效率

作出如下规定:

    a) 电动机与压缩机直联时，传动效率pc=1;
    b) 电动机与压缩机用精密齿轮传动(每一级)，传动效率r/,=0. 98;
    c) 电动机与压缩机用皮带传动，传动效率}.=0. 97.

7 检测结果的计算

7. 1 比功率几 的计算

p=P竺1L」
            Q

.....................··⋯⋯(3)

    式中:

    尸— 电动机输人功率，kW;

    17,— 电动机效率，%。

7.2 排气效率rlr的计算

、一最x100 ⋯. 。。.。·.⋯。·。。..，...。:.(4)

    式中:

    Q.— 压缩机铭牌容积流量，m' /min,

8 检测报告和检测记录

81 检测记录

    检测记录由检测人员填写并签名，确保现场记录的真实、准确。

8.2 检验报告

    本着科学、公正、客观的原则出具检验报告，检验项目要准确清晰、明确和客观。报告格式、内容应

满足检验方法中规定的要求，应提供足够的信息。

9 检测周期

    检测周期为每三年至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