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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GB/T 10820-1989((燃煤生活锅炉热效率》。

    本标准与GB/T 10820-1989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 名称修订为《生活锅炉热效率及热工试验方法》;

    — 范围中增加了燃油、燃气和电热锅炉，并对锅炉的工作压力(表压)由不大于0. 4 MPa调整为

        不大于0. 7 MPa，对锅炉的额定热功率不作限定(1989年版的第1章;本版的第1章);

    — 符号不再单列一章，该章调整为规范性引用文件(1989年版的第2章;本版的第2章);

    — 增加了热效率考核条件，强调锅炉首先应符合安全、环保有关规定(见3.1);

    一一不再对锅炉进行分等考核，并调整了锅炉应保证的最低热效率值(1989年版的3.1;本版的

          3.2);

    — 增加了锅炉热工试验总则(见4.1);

    — 调整了试验要求(1989年版的4.4;本版的4.3);

    — 增加了锅炉设计数据综合表(见表2);

    — 试验数据计算结果汇总表列人正文(1989年版的附录B;本版的表3);

    —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常用气体一般性质，’(见附录C),

    本标准附录A,附录B、附录D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西安节能监测中心负责起草。西安市华东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陕

西通用锅炉制造有限公司、宁夏三新真空锅炉制造有限公司、青海省青云锅炉有限公司、北京沃德韦尔

节能环保科技责任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又新、贾铁鹰、张永照、许传凯、谭兆琦、张裕峰、张少军、卢建省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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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锅炉热效率及热工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燃煤、燃油、燃气和电热生活锅炉的热效率及热工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压力不大于0.7 MPa(表压)的蒸汽锅炉、热水锅炉，以及常压热水锅炉(以下简称常

压锅炉)和真空相变热水锅炉(以下简称真空锅炉)

本标准不适用于余热锅炉及不以水为介质的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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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订版均不适应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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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轻柴油

    GB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SH/T 0356 燃料油

    《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小型和常压热水锅炉安全监察规定》

3 技术要求

3门 生活锅炉热效率考核条件

    考核热效率时，锅炉首先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锅炉的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及附件仪表等均应符合锅炉安全技术有关规定

        1)《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小型和常压热水锅炉安全监察规定》;

    b)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3271的规定;

    c) 锅炉燃烧设备、传动装置及辅机的A级噪声应不大于85 dB(A).

I2 生活锅炉热效率指标

12.1 新产品锅炉、新出厂锅炉及节能改造锅炉应保证的最低热效率值按表 1的规定。

3.2.2 海拔高度1 000 m以上地区，允许当地省级节能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对表1中

燃煤、燃气和燃油锅炉的热效率规定值作合理调整，调整值范围:0一一5个百分点。手烧燃煤锅炉，允许

对表1中相应的热效率规定值降低3个百分点。表1中未列燃料的锅炉热效率规定值由供需双方商定

3. 2. 3 表1注2中轻质燃油应符合GB 252或SH/T 0356的规定。

3.2.4 锅炉热工试验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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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锅炉应保证的最低热效率值.

锅炉额定热功率(N)/MW

使 用 燃 料

电热

锅炉

煤炭d

油“ 气亡
褐煤

烟煤
贫煤

无烟煤

工 I m I I m

锅炉热效率/%

N镇0.1 61 60 62 64 62 54 53 57 83 (:;) 93

0. 1<N<0. 35 63 62 65 68 66 58 56 61 83 (::) 93

0.35<N要0. 7 67 67 70 73 70 62 60 66 84 (::) 94

D.7<N<1.4 70 69 72 75 72 65 64 69 86 (::) 95

1. 4<N杯2. 8 74 71 75 78 75 68 66 74 86 (::) 95

N>2.8 76 73 77 80 77 70 68 76 88 (:一) 95

4 热工试验

4.1 总则

4门.1 本标准提供的热工试验方法是按本标准3. 2的规定考核生活锅炉热效率的配套方法，同时适用

于生活锅炉的仲裁试验及其他目的试验。

4门.2 锅炉热效率通过正平衡法测得，取两次热效率的算术平均值。

4门 3 锅炉热功率(或供热量)由实测决定。

4.1.4 饱和蒸汽湿度由实测决定。

4.1.5 锅炉热工试验的测试方应具备第三方公正检测资格。

4.1.6 蒸汽发生器、热水机组及使用其他固体燃料生活锅炉的热工试验可参照本标准本章的有关

规定。

4.2 试验准备

4.2.1 试验负责人应由熟悉本标准并有锅炉热工试验经验的人担任。试验负责人应根据本标准的有关

规定，结合具体情况制定试验大纲。试验负责人应向有关人员(包括司炉)介绍试验大纲，并组织试验大

纲的实施。试验大纲内容包括:

    a) 试验目的和任务;

    b) 试验要求;

    c) 测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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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测点布置与所用仪表、设备;

    e) 试验人员组织与分工;

    f) 试验日程与进度;

    9) 注意事项及其他。

4.2.2 试验前应全面检查锅炉、辅机及供热系统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如有不正常现象应予排除 对于

电热锅炉应进行电气线路、开关、控制装置以及安全方面的检查，在确认一切正常后方能通电运行

4.2.3 按照试验大纲的要求安装仪表和试验设备。

4.2.4 正式试验前，应按试验的要求和测量项目进行预备性试验，以全面检查仪表和试验设备是否正

常工作，熟悉试验操作及人员的相互配合。

4.3 试验要求

4.3. 1 锅炉给水和锅水应符合GB 1576的规定。饮水锅炉的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4. 3.2 正式试验前应使锅炉达到热工况稳定。热工况稳定所需时间(自冷态点火或通电开始并连续运

行):

    a) 对无砖墙(整装、组装)的锅壳式:

          1)燃油、燃气锅炉和电热锅炉不少于2 h;

          2)燃煤锅炉不少于4 h;

    b) 对轻型炉墙锅炉不少于8 h;

    C 对重型炉墙锅炉不少于24 h,

4.3.3 正式试验应在锅炉调整到试验工况稳定运行1h后，经有关各方确认后开始。

4.3.4 锅炉的试验工况

    a) 蒸汽锅炉压力不应小于设计压力的80%，给水温度与设计值之差不应大于士loc;

    b) 热水锅炉进水温度、出水温度与设计值之差不应大于士5C。试验时锅炉的出水压力不应小于

其出口热水温度加20'C的相应饱和压力;铸铁锅炉的出水压力不应小于其出口热水温度加40 C的相应

饱和压力;

    c) 常压锅炉、真空锅炉进水温度、出水温度与设计值之差不应大于士5-C ,

4.3.5 试验期间锅炉热功率的波动不应超过 10%

4.3.6 在试验结束时，锅筒水位和煤斗煤位均应与试验开始时一致，如不一致应进行修正;蒸汽压力与

试验开始时的压力差应小于士0. 02 MPa;进水温度、出水温度与试验开始时的温差应小于士2. 5'C ,试

验期间过量空气系数，给燃料量、给水量、循环水量、出水量(或进水量)、炉排速度、煤层厚度等应基本

一致。

    对于手烧燃煤锅炉应在正式试验前3 min内将炉内燃煤全部清除，立即重新点火开始计算正式试

验。点火应使用准备好的木柴，不允许使用废油、棉纱、油毡等其他引燃材料。试验结束时在符合上述规

定的前提下炉内燃煤应充分燃烧。

4.3.了 锅炉的进水温度、出水温度、蒸汽压力以3 min -5 min为间隔作对应记录，其他项目每隔

10 min-15 min记录一次。

4.3.8 锅炉试验应在额定热功率下进行两次，每次试验的实测热功率应不低于额定热功率的9700

    两次试验测得的热效率之差:

    a) 对于燃煤锅炉应不大于4个百分点;

    b) 对于燃油、燃气锅炉和电热锅炉均应不大于2个百分点。

    如果两次试验测得的热效率之差大于上述规定，需重新试验，直至符合上述规定。

    对于两次以上试验，其平均热效率取热效率之差为最小值的两次试验热效率进行计算。

4.3.9 每次试验持续时间:

    a) 手烧燃煤锅炉应不少于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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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非手烧燃煤锅炉应不少于4 h;

    C 燃油、燃气锅炉应不少于2h;

    d) 电热锅炉应不少于1h。

43.10 试验期间安全阀不得起跳，锅炉不得吹灰、一般情况不排污。

4.3.11 锅炉试验所使用的燃料特性应符合设计要求。

4.3-12 试验所使用的仪表应具备法定检定单位出具的检定合格证(或检定印记)并均应在检定或标定

的有效期内。仪表的安装、使用应符合其产品使用说明书和有关规定。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应对仪表

进行检查。

4.3-13 试验环境一般应为。C -30C;若为露天装置的锅炉，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风速大于5.4 m/s

或雨雪天气应停止试验。

4.4 测f项目

4.4门 测量项目按表3中规定。

4.4.2 测量项目对于不同燃料、不同供热方式(蒸汽、热水等)的锅炉是不同的。可按需要在试验大纲内

明确，仲裁试验可协商确定。

4.5 测试方法及使用仪表

4.5.1 燃料取样

    a) 煤的取样和缩制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b) 燃油取样应在整个试验时间内从燃烧器前(并尽量靠近燃烧器)的管道截面上连续抽取。小型

锅炉可在燃油箱中取样，用抽油管沿油箱垂直高度方向分几点(不少于3点)抽取。每次试验应取2L以

上的原始试样，在容器内搅拌均匀后，立即倒人两只约1I_的玻璃瓶内，加盖密封，并作上封口标记，供

化验分析及备用保存。

    c) 气体燃料在燃烧器前(并尽量靠近燃烧器)的管道上开一取样孔，接上燃气取样器连续取样。气

体燃料的发热量用气体量热计测定，也可按具体成分计算，各种成分气体的发热量参见附录Co

    d) 燃料试样应送具备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资格的检验机构(实验室)或有关各方认可的具备燃料

化验能力的单位进行化验。

4. 5.2 燃料消耗里测it

    a) 对于煤、柴，使用衡器称重，所使用衡器(包括本标准中其他用于称重的衡器)的示值误差应不

大于士0.1%0
    b) 对于燃油，用衡器称重或由经直接称重标定过的油箱上进行测量，也可通过测量流量及密度

确定燃油消耗量。所使用的油流量计，其准确度应不低于0.5级。
    C 对于气体燃料，用气体流量计测量，其准确度应不低于1.5级。气体燃料的压力和温度应在流

量测点测出。

4.5.3 电热锅炉电耗且测f

    用电度表测量，其准确度应不低于1.5级。如果使用互感器，互感器准确度应不低于0.5级。每

kW " h电量的发热量以3 600 kJ计算

4-5.4 蒸汽流A测A

    蒸汽锅炉输出蒸汽量通过测量锅炉给水流量的方法确定。

4.5.5 水流皿测f

    a) 给水流量、循环水量、出水量(或进水量)用标定过的水箱测量或其他流量计测量，流量计准确

度应不低于。.5级，并采用累计方法。循环水量应在锅炉进水管道上测定。

    b) 锅水取样量、排污量用衡器称重或标定过的水箱测量。

4.5.6 压力测f

    测量锅炉给水压力、蒸汽压力、进水压力、出水压力及气体燃料压力的压力表，其准确度应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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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级。

    大气压力可使用空盒气压表在被测锅炉附近测量，其示值误差应不大于士。. 2 kPa,

4.5. 7 温度测f

    锅炉给水温度、出水温度、进水温度及气体燃料温度的测量，可使用水银温度计或其他测温仪表，其

示值误差应不大于士0.5C .测温点应布置在管道上介质温度比较均匀的地方。

    环境温度可使用水银温度计在被测锅炉附近测量，其示值误差应大于士。.5C.

4.5.8 蒸汽湿度测定

    饱和蒸汽湿度的测定按附录D的规定。

4.6 试验结果计算

4.6.1 锅炉供热f计算

    a) 对蒸汽锅炉按式(1)计算:

Q=DR, (h6。一ha, rw100)一 G,r ..................⋯⋯(1)

    式中:

    Q— 锅炉供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Da,- 蒸汽锅炉给水流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hba— 饱和蒸汽熔，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a-一 给水熔，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r-一汽化潜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W - 蒸汽湿度，单位为质量分数(%);

    G.- 锅水取样量(计人排污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b) 对热水锅炉、真空锅炉按式((2)计算:

                                        Q=G (h,。一h�)

    式中:

    Q 锅炉供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G- 锅炉循环水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h+ 锅炉出水熔，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 锅炉进水熔，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c) 对常压锅炉按式((3)计算;

                                          Q=G (h}:一h;, )

    式中:

    Q 锅炉供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G(G;)- 锅炉出水量(或进水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h,.. 锅炉出水焙，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 锅炉进水烩，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4. 6.2 锅炉热效率计算

    a) 对燃煤锅炉按式((4)计算:

... .....·....·....⋯ ⋯ (2)

.............·......·。·····一 (3)

7=
              Q

BQn， ，+ Bm(Qnl.a)。1〔
X 100 ..⋯ ⋯。...·.⋯⋯(4)

式中:

    '7— 锅炉热效率，单位为质量分数(%);

    Q— 锅炉供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B- 煤消耗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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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Bmc— 柴消耗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Q.-,-).,— 柴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b) 燃油锅炉按式((5)计算:

            Q
11= 布;--丁下布尸-. x ivv

      力vv l碌�,}.+.a}少yo

..................... ( 5)

式中1

(Qn. )y。

— 锅炉热效率，单位为质量分数(%);

— 锅炉供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 油消耗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 油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c) 对燃气锅炉按式((6)计算

_ Q
9 = .. , .. 一 ~-戈- n lvv

      石a l碌�.}...a.少q

........................ (6)

    式中:

        I— 锅炉热效率，单位为质量分数(%);

      Q— 锅炉供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风— 气体燃料消耗量(标态)，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h);

(Qoe}...aJq— 气体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标态)，单位为千焦每立方米(kJ/m'),

    d) 对电热锅炉按式((7)计算:

。= Q ~—
    3.6XNd,X10'

又 100 ........................ ( 7)

    式中:

        I- 锅炉热效率，单位为质量分数(%);

        Q— 锅炉供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Nds— 电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每小时((kW·h)/h,

4-7 试验报告

4.7.1 报告第一部分包括下列内容:

    a) 锅炉型号(包括出厂日期、生产编号);

    b) 锅炉制造厂;

    c) 委托单位;

    d) 试验地点;

    e) 试验日期;

    f) 试验负责单位;

    g) 试验负责人;

    h) 试验参加单位和人员;

    i) 燃料化验单位。

4.7.2 报告第二部分为正文，包括下列内容:

    a) 试验目的、任务和要求;
    b) 测点布置图及测量仪表、设备说明;说明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仪表或设备的编号、名称、型号规

格、技术指标(测量范围、准确度、分辨率等)及其他事宜;

c) 试验工况说明及结果分析;

d) 锅炉设计数据综合表(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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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试验数据计算结果汇总表(见表3)0

4.了3 编写试验报告时，试验数据计算结果汇总表应根据本标准要求，选择必要的项目填写。项目的序

号分两项，第一项是试验单位自编顺序号，第二项是本标准原序号。

4-7.4 试验原始数据应存档备查。

                                    表 2 锅炉设计数据综合表

序号 名 称 符 号 单 位 设计数据

(一)锅炉一般特性

1 蒸汽锅炉额定热功率(额定蒸发量) MW; (t/h)

2 热水锅炉额定热功率 M W

3 常压锅炉额定热功率 MW

4 真空锅炉额定热功率 M W

5 燕汽锅炉输出蒸汽量 Dr kg/h

6 燕汽锅炉锅筒蒸汽压力 P M Pa

7 蒸汽锅炉给水温度 t8, ℃

8 热水锅炉循环水量 G kg/h

9 热水锅炉进水温度 t;, ℃

10 热水锅炉出水温度 to ℃

11 热水锅炉进水压力 P; M Pa

12 热水锅炉出水压力 尸。 M Pa

13 常压锅炉进水温度 r, C

14 常压锅炉出水温度 t- C

15 真空锅炉锅筒压力 P M Pa

16 真空锅炉循环水量 G kg/h

17 真空锅炉进水温度 t声 ℃

18 真空锅炉出水温度 t- ℃

19 真空锅炉进水压力 P M Pa

20 真空锅炉出水压力 P} M Pa

21 炉膛容积 V1 m，

22 炉膛容积热负荷 4" W/.,

23 炉排面积热负荷 4R W/m}

24 排烟温度 B, ℃

25 锅炉效率 n %

26 燃料品种

27 燃料低位热值(标态) Qnv. kJ/kg;kJ/m'

28 燃料消耗量〔标态) B kg/h;m'/h

29 电热锅炉电耗量 Nda (kW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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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名 称 符 号 单 位 设计数据

(二)受热面

30 炉膛辐射受热面 H, m2

31 对流受热面 H, m'

32 省煤器受热面 H- m2

33 空气预热器受热面 H, m2

(三)燃烧设备

34 炉排型式尺寸(有效长度X宽) n1

35 炉排传动装置电动机功率 kW

36 液体燃料燃烧器型式X数量X热功率

37 燃烧器进油压力 MPa

38 燃烧器回油压力 M Pa

39 进油温度 1b ℃

40 压力雾化电动机功率 kW

41 转杯式燃烧器电动机功率 kW

42 气体燃烧器进气压力 M Pa

43 气体燃烧器型式X数量x热功率

44 进气温度
℃

(四)除尘装置

45 除尘器型式X数量

(五)通风装置

46 烟囱高度
n1

47 引风机型号

48 引风机风量(标态) m'/h

49 引风机风压
Pa

so 引风机电动机功率 kW

51 送风机型号

52 送风机风量(标态) m'/h

53 送风机风压
Pa

54 送风机电动机功率 kW

(六)给水装置

55 注水器数量X通径

56 蒸汽泵型号X数量

57 蒸汽泵流量 m'/h

58 电动泵型号X数量

59 电动泵扬程
m

60 电动泵流量 m3 /h

61 电动泵电动机功率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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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数据计算结果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符号 单位 计算公式或数据来源
  试验数据

第一次一第二次
1 煤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v,., % 化验数据

2 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卜v.巴 kJ/kg 化验数据

3 木柴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o r)二 kJ/kg 取经验数据:12545

4 进油温度 t,. ℃ 试验数据

5 燃油密度(标态) Pm kg/m0 化验数据

6 燃油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vr) kJ/kg 化验数据

7 气体燃料收到基甲烷 (CH,)「 % 化验数据

8 气体燃料收到基乙烷 (C,H, )., % 化验数据

9 气体燃料收到基丙烷 (CH,). % 化验数据

10 气体燃料收到基丁烷 (C, H。)r % 化验数据

11 气体燃料收到基戊烷 (C,Hiz),* % 化验数据

12 气体燃料收到基氢气 (Hz)., % 化验数据

13 气体燃料收到其氧气 (O2)., 肠 化验数据

1件 气体燃料收到基氮气 (N,)., % 化验数据

15 气体燃料收到基一氧化碳 (COL, % 化验数据

16 气体燃料收到基二氧化碳 (COO., % 化验数据

17 气体燃料收到基硫化氢 (H2S)., % 化验数据

18 气体燃料收到基不饱烃 (名C�H.)v 写 化验数据

19
标态下1 m，千燃气所带

的水量(标态)
Ma kg/-, 查表或化验数据

20
标态下气体燃料含灰量

(标态)
PF kg/m' 查表或化验数据

21 气体燃料容积成分之和 EK. %
EK;=CH,+C,H,+---+O,+

N,+H +⋯+艺C�H

22 干气体燃料密度(标态) pa kg/m'

pa=0.012 5 (CO+N,)+

      0. 000 9 H,+艺(0.54 m

      +0.045 n)C-H,/100+

      0. 015 2 H,S+ 0. 019 7

      CO, +0. 014 30:或

。一。.01艺K (p0L,(，。).A

表

23
气体燃料收到基密度(标

态)
八, kg/m'

Pa = (pa+ Ma+ Pn)

(60. 833   I0. 833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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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序号 名 称 符号 单位 计算公式或数据来硫
试验数据

第一次
一一
弟 二次

24
气体燃料千基低位发热

量(标态)
(Q�.a), kJ/m' ‘Q-,)一 。.O1答K,

(Qn d)L，(QtJ)，查表

25
气体憔料收到基低位发

热量(标态)
(Qn r) kJ/m'

(Q、 ，)，= (Q，_d)，X

{瓦0. 833( 0. 833+Ma一或化“数据
26 给水流量 D, kg/h 试验数据

27
锅水取样量(计人排污

量)
G kg/h 试验数据

28 愉出蒸汽量 D kg/h Dg一0. 75G

29 燕汽压力 P MPa 试验数据

30 饱和熬汽始 h味 kJ/kg 查表

31 蒸汽湿度 U % 试验数据

32 汽化潜热 r kJ/kg 查表

33 给水温度 c乎 C 试验数据

34 给水压力 尸， M Pa 试验数据

35 给水焙 h,. kJ/kg 查表

36
热水锅炉或真空锅护循

环水量
G kg/h 试验数据

37
常压锅炉出水量(或进水

量)
认(G ) kg/h 试验数据

38 进水压力 P;" M Pa 试验数据

39 进水温度 t;, C 试验数据

40 进水给 h kJ/kg 查表

41 出水压力 户 MPa 试验数据

42 出水温度 t� ℃ 试验数据

43 出水熔 人 kJ/kg 查表

44 锅炉供热量 Q kJ/h

一蒸汽锅炉按式(1)计算
热水锅炉、真空锅炉按式(2)

计算

常压锅炉按式(3)计算

45 锅炉热功率 N M W N=Q/36 X 10-

46 锅炉平均热功率 N M W 凡=(N.斗N,)/2

47 煤消耗量 B kg/h 试验数据

48 柴消耗量 B- kg/h 试验数据

49 油消耗量 B kg/h 试验数据

50 气体燃料温度 t, C' 试验数据

51 气体燃料压力 P, M Pa 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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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序号 名 称

3一

符号 单位 计算公式或数据来源
试验数据

第一次
{~
弟 二伙

52 大气压力 Pd M Pa 试验数据

53 环境温度 九 C 试验数据

54 气体燃料消耗量(标态) Bq m3/h 试验数据

55 电热锅炉电耗量 Nd， (kw ·h)/h 试验数据

56 试验时间 S h 试验数据

57 锅炉热效率 V %

燃煤锅炉按式(4)计算

燃油锅炉按式(5)计算

燃气锅炉按式(6)计算

电热锅炉按式(7)计算

53 两次热效率差值 △刁 % 么甲=一刀1一甲:一

54 平均热效率 甲 % 亏=(甲1+甲:)/2



GB/T 10820-2002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煤 炭 分 类

适用于本标准的煤炭分类见表A.1,

表A.1 煤炭分类

序号 煤炭分类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 收到基低位发热值Q. ，/(kl/kg)

1 褐煤 >40 妻11 000

2

烟煤

1类

>20. 0

15 500>Q--.->11 000

19 700)Q--..,>15 500亚类3

> 19 700口类4

5 贫煤
> 10.0

1- 20. 0
>18 800

6

无烟煤

工类 5- 10 15 000-21 000

I类 < 5 > 21 0007

I类 5- 10 > 21 0008

注 工业混煤、型煤以及经洗选和筛分的煤按其千燥无灰基挥发分v,和收到基低位发热值Q r比照表中数

    值归为相应煤炭类别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煤的取样和制备

B.1 生活锅炉的上煤先用车从煤场拉至磅秤，过磅后再送至炉前煤斗，取样应紧接在过秤前小车上或

炉前地面上进行。取样部位一般在小车上距离四角5 cm处和中心部位五点取样;在地面上一般在煤堆

四周高于地面10 cm以上处，取样不得少于5点;在皮带输送机上取样应用铁铲横截煤流，时间要间隔

均匀。上述取样方法每点或每次重量不得少于。. 5 kg，取好后的煤样应放人带盖容器中，以防煤中水分

蒸发。每次试验所取的原始煤样数量不少于总燃煤量的1%，且总取样量不少于10 kg.

B-2 取化验室煤样，原始煤样应经过混合缩分 混合时把原始煤样放人方形铁皮盘中或铁板上，先将

大粒煤破碎，通过13 mm以下分样筛后，再进行充分搅拌缩分。煤样的缩分简易方法是采用堆掺四分法

缩分。操作时用平板铁锹将煤铲起，不应过多，自上而下撒落在锥体的顶端，使其均匀地落在锥体四周，

反复三次，以使煤样的粒度分布均匀;然后用锹从锥体顶端压平，形成一个饼状，再分成四个形状相等的

扇形体，将相对的两个扇形体抛去。再继续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掺合和缩分，直到所需煤样重量为止。一

般缩分到不小于2 kg，分为两份装人容器内，并严密封口，一份送化验室，一份保存备查。

    对要求更高的煤样制备应按GB 474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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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常用气体一般性质

表C.1给出了常用气体的一般性质。

                              表c.1 常用气体一般性质

名称 分子式 密度(标态)po/(kg/m') 沸点/℃
低位发热量(标态)

Q,}..o.-/(kJ/.')

甲烷 CH, 0.716 8 一 161. 5 35 773. 6

乙烷 C,Hs 1. 356 一 88. 6 63 669.04

乙烯 C,H, 1.260 5 一103. 5 58 989. 83

乙炔 CM, 1.170 9 一 83.6 55 983. 26

丙烷 C,H, 2.003 7 一 42. 6 91 121. 25

丙烯 CHs 1.915 一 47 85 894. 25

丁烷 C,H,a 2.703 0. 5 118 498. 18

异丁烷 C,H,o 2. 668 一 10.2 117 921. 12

丁烯 C,Ha 2.50 一 6 113 367. 35

戊烷 C,H,z 3. 457 36. 1 145 896.02

硫化氢 H,S 1.539 2 一 60. 4 23 354. 24

氢 H, 0.089 87 一 252. 78 10 784. 35

一氧化碳 CO 1. 250 0 一 191.5 12 620

二氧化碳 CO, 1. 976 8 一 78. 48

二氧化硫 SO, 2.926 3 一10.0

三氧化硫 SO, (30 575) 46

水蒸汽 H,O 0.804 100.00

氧 O, 1. 428 95 一 182.97

氮 N2 1. 250 5 一 195. 81

空气(干) 1. 292 8 一 193

一氧化氮 N() 1. 340 2 一 152

一氧化二氮 N,O 1. 978 0 一 88.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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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饱和燕汽湿度的测定

D门 蒸汽和锅水样的采集

饱和蒸汽取样器的结构和安装如图D.1所示。

1— 锅筒;

2- 一肋板;

        3- 蒸汽引出管;

        4— 燕汽取样管

                                      圈D.1 探针式取样器

    为使蒸汽取样管取出的蒸汽含水量与蒸汽引出管中的含水量一致，蒸汽取样管中的速度应和蒸汽

引出管中蒸汽速度相等，等速取样时蒸汽试样流量可按式(D.1)决定:

..⋯。二。......⋯⋯ 。·⋯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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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q;- 蒸汽试样流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峨— 蒸汽取样管孔内径，单位为毫米(mm);

  d- 蒸汽引出管内径，单位为毫米(mm) ;

D-- 锅炉输出蒸汽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锅水取样点应从具有代表锅水浓度的管道上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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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和锅水样品，必须通过冷却器冷却到低于30'C -40'C。取样管道与设备必须用不影响分析的

耐蚀材料制成。蒸汽和锅水样品应保持常流，以确保样品有充分的代表性。

    盛取蒸汽凝结水样品必须是塑料制成的瓶，盛取锅水样品的容器也可以用硬质玻璃瓶。采样前，应

先将取样瓶彻底清洗干净，采样时再用水样冲洗三次以后，按计算的试样流量取样，取样后应迅速盖上

瓶塞。

    在试验期间应定期同时对锅水和蒸汽进行取样和测定。

    取样冷却器的结构如图D.2所示。

注:图示件号与尺寸仅供参考。

图D.2 取样冷却器

D. 2

D.2

蒸汽湿度的测定

.1 氯根法(硝酸银容量法)的测定原理

在中性(pH7左右)溶液中，氯化物与硝酸银作用生成白色氯化银沉淀，过量的硝酸银与铬酸钾作

用生成红色铬酸银沉淀，使溶液显橙色，即为滴定终点。滴人的硝酸银量可以表示出溶液中的抓化物

含量

D。2.

用氯根法测得的蒸汽和锅水抓根含量之比的质量分数称为饱和蒸汽湿度。

2 试剂及材料

a) 氯化钠:基准试剂。

b) 硝酸银。

C)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0. 1 mol/L,

d) 硫酸标准滴定溶液:c(H2SO,)=0.05 mol/Lo

e) 氯化钠标准溶液((1 ml一含1 mg氯离子)及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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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氯化钠3 g--4 g置于瓷增锅内，于高温炉内升温至500'C灼烧10 min，然后放人干燥器内冷却至

室温。准确称取1. 649 g氯化钠，先溶于少量蒸馏水，然后稀释至1 000 mL,

    f)硝酸银标准溶液(1 mL相当于1 mg抓离子)及配制:
    称取5g硝酸银溶于1 000 mL燕馏水中配制成硝酸银溶液，以抓化钠标准溶液进行标定。标定方

法如下:
    于三个锥形瓶中，用移液管分别注入10 MI抓化钠标准溶液，再各加人90 mL蒸馏水及1 mL

10吓铬酸钾指示剂，均用硝酸销溶液滴定至橙色，分别记录硝酸银溶液的消耗量。以平均值计算。但三

个平行试验数值间的相对误差应小于0.25%.

    最取100 mL蒸馏水作空白试验，除不加抓化钠标准溶液外，其他步骤同上。记录硝酸银溶液的消

耗量V,e

硝酸银溶液浓度(T)按式(D.2)计算:

T 二 .⋯。..⋯。......⋯ ⋯ (D.2)

    式中:

    T- 硝酸银溶液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毫升(mg/mL) ;

    V,— 空白试验消耗硝酸银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 氯化钠标准溶液消耗硝酸银溶液的平均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0 氯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氯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毫升(mg /mL) ,

    最后调整硝酸银溶液，使其成为1 mL相当于1 mg抓离子的硝酸银标准溶液。

    g)  10%铬酸钾指示剂。

    h)  1%酚酞指示剂(乙醇为溶剂)。

D.2.3 测定方法
    a) 量取100 mL水样于锥形瓶中，加2滴-3滴1%酚酞指示剂，若显红色，即用硫酸标准滴定溶

液〔D.2.2.d)」滴至无色;若不显红色，则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D.2.2.c)I滴至微红色，然后以硫酸

标准滴定溶液仁D. 2. 2. d )〕滴回至无色，再加人1 MI.10 铬酸钾指示剂。

    b) 用硝酸银标准溶液滴定至橙色，记录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消耗体积V,。同时作空白试验「方法同

D. 2.2. f )中的空白试验〕，记录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消耗体积V2=

    抓根(Cl一)含量X按式(D.3)计算:

(V,一Vz) X 1.0
又 1 000 .........⋯⋯(D. 3)

    式中:

    X 氯根(cl一)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 滴定水样消耗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z— 滴定空白消耗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0— 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滴定度，1 mL相当于1 mg氛离子;

    V— 水样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I)。

D.2.4 测定水样时注意事项
    a) 如水样中氯离子含量小于5 mg/L，可将硝酸银标准溶液稀释为1 mL相当于0. 5 mg氯离子

后使用。
    b) 为了便于观察终点，可另取 100 mL水样加1 mL铬酸钾指示剂作对照。

    c) 为便于滴定，宜取lo m工锅水水样加蒸馏水稀释至100 ml后，按上述规定的方法进行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