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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燃油燃气燃烧器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燃油和燃气燃烧器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输出功率不小于60 kW 的机械通风的工业燃油、燃气燃烧器（以下简称燃烧器）的设

计、制造和验收。本标准不适用于自然通风的燃烧器的设计、制造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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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2000 工业通风机 用标准化风道进行性能试验（idt ISO 5801:1997)

    GB/T 2423. 1-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idt IEC

60068-2-1：1990)

    GB/T 2423. 2-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idt IEC

60068-2-2：1974)

    GB/T 2423. 3-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eqv IEC

68-2-3：1984）

    GB/T 4942. 2-1993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eqv IEC 947-1:1988)

    GB/T 13384-1992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压力雾化式燃烧器 pressure atomizing burner

    通过油压作用使燃油雾化燃烧的燃烧器。

3.2

    转杯式燃烧器 rotary cup burner

    通过转杯高速旋转作用和一次风冲刷作用而使燃油雾化燃烧的燃烧器。

3.3

    低压空气雾化式燃烧器 low-pressure air atomizing burner
    采用压力不高于0. 02 MPa、耗量为全部助燃空气量的（60̂ -100)％的空气使燃油雾化燃烧的燃

烧器。

3.4

    高压介质雾化式燃烧器 high pressure medium atomizing burner
    采用压力不低于0. 30 MPa的压缩空气或蒸汽使燃油雾化燃烧的燃烧器。按雾化介质种类不同分

为压缩空气雾化式燃烧器和蒸汽雾化式燃烧器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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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油、气双燃料燃烧器 dual fuel (gas and oil) burner

    既可单独以燃油为燃料，又可单独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有些燃烧器还可实现燃油、燃气的混合

燃烧。

3.6

    燃料最大流f      maximum flow of fuel

    燃烧器在单位时间内能实现正常燃烧的最大燃料耗量。

3.7

    燃料最小流且 minimum flow of fuel

    燃烧器在单位时间内能实现正常燃烧的最小燃料耗量。

3.8

    正常燃烧 normal combustion

    在规定的条件下，燃烧器在燃烧过程中的性能和参数变化均在预定范围内的工作状态。在此状态

下，火焰应无强烈脉动、脱火和冒黑烟或冒黄烟现象。

3.9

    前（预）扫气 pre purge

    燃烧器在点火燃烧前，向炉膛强制送风吹扫可燃气体的过程。

3.10

    后扫气 post-purge

    燃烧器燃烧火焰熄灭后，向炉膛强制送风吹扫可燃气体的过程。

3.11

    点火火焰建立安全时间 sefety time for establish ignition flame

    第一安全时间 first safety time
    燃烧器在点火火焰形成前，允许点火燃料控制阀处于开启状态的最长时间间隔。

3.12

    主火火焰建立安全时间 sefety time for establish main flame

    第二安全时间 second safety time

    燃烧器在主火火焰形成前，允许主火燃料控制阀处于开启状态的最长时间间隔。

3.13

    火焰熄灭安全时间 sefety time for extinction of flame

    第三安全时间 third safety time
    燃烧器在燃烧过程中主火火焰熄灭后，允许主火燃料控制阀仍处于开启状态的最长时间间隔。

3.14

    连续调节 sequent regulation

    在燃烧器负荷调节范围内，进人燃烧器的燃料量和助燃空气量可按比例平滑控制的调节方式。

3.15

    位式调节 stage regulation
    在燃烧器负荷调节范围内，进人燃烧器的燃料量和助燃空气量可按比例跳跃控制的调节方式。

3.16

    负荷调节比 turndown ratio of load

    在正常燃烧条件下，单台燃烧器的燃料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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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锁定 lock-out; lock up
    燃烧器因故障中断运行程序后，未经人工复位不能再按程序重新自动启动运行的一种安全切断

状态。

3.18

    复位 re-setting
    已动作的电器的所有可动部分回复到原始位置状态的过程。包括人工和自动复位。

3. 19

    雾化猫度 atomizing viscosity
    保证达到燃油正常燃烧要求时，进人雾化器的燃油所允许的最大赫度。

3.20

    雾化介质耗f  atomizing medium consumption
    燃烧器在燃油最大流量下达到正常燃烧要求时，所耗雾化介量与燃油量的质量分数。

3.21

    燃烧器旋口 circle exit of burner

    燃烧器输出的油雾或燃气与助燃空气混合及开始着火燃烧的出口部位。

3.22

    结焦 coking
    粘附在燃烧器旋口或炉膛内壁的燃油，经高温烘烤脱氢分解后形成的坚硬焦化炭。

3.23

    炉膛压力 combustion chamber pressure
    燃烧器在正常燃烧状态下所测定的炉膛内的烟气压力。

3.24

    冷态 cold state

    燃烧器处于无火焰时的运行状态。

3.25

    热态 heat state

    燃烧器处于有火焰时的运行状态。

3.26

    模拟信号 simulated signal

    在燃烧器性能试验中，模仿实际运行工况参数信号向自动化系统输人的等效信号。

4 要求

4. 1 结构和外观

4.1.1 结构

4.1.1.1 燃油燃烧器一般应包含的主要部件有：燃油雾化器，电磁阀，燃油定量泵，燃油流量调节装置，

风机，调风器和配风器，空气、燃油联动调节装置，点火装置（无辅助点火燃料喷嘴的燃烧器仅含电火花

引燃器），火焰监测器和控制箱等。

    高压介质雾化燃烧器还应有雾化介质控制阀和雾化介质压力检测开关等。

    燃用重柴油、重油的燃烧器，还应有燃油加热器和油温调节器等。

4. 1. 1.2 燃气燃烧器一般应包含的主要部件有：燃气喷嘴，燃气阀系组件，燃气流量调节阀，风机，调风

器和配风器，空气、燃气联动调节装置，点火装置（无辅助点火燃料喷嘴的燃烧器仅含电火花引燃器），燃

气压力检测开关，助燃空气压力检测开关，火焰监测器，主燃气控制阀自动检漏装置和控制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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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外观

    燃烧器壳体表面应涂覆与工作条件相适应的防护装饰面漆，漆层应完整、均匀、光洁，不应有划伤、

起泡或脱落。

4.2 介质管路密性

4.2. 1 从燃油定量泵出口到雾化器入口的燃油管路，在1. 25倍设计压力的液压下持续 15 min，应无

燃油泄漏。

4.2.2 从燃气阀系入口到出口的燃气管路，在空气压力达到 1. 25倍设计压力后，在 15 min内管路内

的压降应符合如下要求：

    a) 额定功率不大于2 000 kW的燃烧器不大于50 Pa;

    b） 额定功率大于2 000 kW的燃烧器不大于25 Pa.

4.2.3 从雾化介质控制阀人口到雾化器出口的高压雾化介质管路，在 1. 25倍设计压力的液压下持续

15min，应无试验介质泄漏。

4.3 空气动力性能

    当燃烧器出口静压达到配套炉炉膛压力的1. 1倍时，燃烧器出口空气量应能满足燃烧器负荷调节

范围内最大流量燃料正常燃烧的要求。

4.4 控制

4.4. 1 运行控制

4.4.1.1 燃油燃烧器在自动和手动操作下应能正常运行。其运行顺序一般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风机

启动一前扫气、电极产生电火花～建立点火火焰～建立主火火焰～正常燃烧（自动或手动调节燃烧负

荷）～主火火焰熄灭、后扫气～停机。

    对于高压介质雾化式燃烧器，在进人前扫气程序时，还应通人雾化介质；主火火焰熄灭和后扫气程

序之间，应设置主油枪清扫程序。

    对无辅助点火燃料喷嘴的燃烧器，不设置“建立点火火焰”程序；对于额定功率不大于860 kW的燃

烧器，可不设置“后扫气”程序。

4.4.1.2 除供需双方另有约定外，燃气燃烧器只宜设置自动控制系统。其运行顺序一般应符合下列要

求：启动条件验证～风机启动～前扫气，电极产生电火花”建立点火火焰～建立主火火焰～正常燃烧

（自动或手动调节燃烧负荷）～主火火焰熄灭（含主火火焰故障）～后扫气～停机。

    对于额定功率大于860 kW的燃烧器，在“启动条件验证”程序中，应包括对主燃气控制阀的自动检

漏程序；对无辅助点火燃料喷嘴的燃烧器，不设置“建立点火火焰”程序。

4.4.2 油温控制

    在燃烧器负荷调节范围内任一工况下，燃油实际加热温度与设定值的正、负偏差，宜分别控制在

12℃和6℃之内。

4.5 安全保护

4.5.1 控制箱的介电强度和绝缘电阻

4.5. 1. 1 控制箱不同极性的导电部件之间和所有导电部件与箱壳之间的绝缘应能承受表 1所列介电

强度电压，1 min内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4.5. 1.2 控制箱在承受介电强度电压前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0 Mo，在承受介电强度电压后的绝缘

电阻应不小于1 MSZa

                                      表 1 介电强度电压 单位为伏特

卜 <60>60一士 5002 000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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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点火工况

    燃烧器在进人点火程序前，应确保空气、燃料调节装置的开度均处于其调节范围的最低点，否则，则

不应进人点火程序。

4.5.3 扫气和扫气时间

    燃烧器在自动或手动操作下，应能在点火前进行定时的前扫气，在熄火后进行定时的后扫气

(4.4. l. 1规定可不设置后扫气程序者除外）。前扫气时间应能保证送风量为炉膛及烟道容积的4倍以

上且不少于20 s，后扫气时间应不少于15 so

4.5.4 安全时间

    安全时间的设定值应不大于表2所列限值。

                                      表2 安全时间限值 单位为秒

一止一一
4.5.5 安全联锁和报赞

4.5.5. 1 自动控制状态下，燃烧器至少应具备如下安全联锁和报警功能：

    a) 对燃油燃烧器，当发生点火失败或在正常燃烧后发生火焰故障时，燃烧器应进人锁定状态，并

        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b) 对燃气燃烧器，当发生下列情况时，燃烧器应进入锁定状态，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 燃气控制阀被检测为泄漏；

        — 助燃空气压力低；

        — 燃气压力低；

          — 点火失败；

        — 正常燃烧后发生火焰故障。

    对额定功率不大于860 kW的燃气燃烧器，可不设置“燃气控制阀被检测为泄漏”时的安全联锁和

报警功能。

4.5.5.2 控制系统进人锁定状态后，未经人工复位，燃烧器应不能重新启动。

4.6 燃料流f稳定性

    燃烧器在合同所确定的负荷调节范围（以下相同）内，任一工况下进人燃料喷嘴的燃料流量的波动

范围应在士5％之内。

4.7 燃烧性能

4.7. 1 点火

    燃烧器应能在表2所列点火火焰建立安全时间内建立起稳定的点火火焰，在表2所列主火火焰建

立安全时间内建立起稳定的主火火焰。

4.7.2 燃烧稳定性

    燃烧器在其负荷调节范围内燃料正常燃烧时，燃油烟气中的CO：含量（体积分数，以下相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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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超过士0. 5 ，燃气烟气中的CO：含量变化应不超过士1.5%.

4.7.3 燃烧充分性

    燃烧器在其负荷调节范围内燃料最大流量下正常燃烧时，燃烧烟气中的O：和CO含量应符合如下

要求：

    a) 重柴油和重油：Oz镇4.0%,CO成0.100 % ;

    b） 煤油和轻柴油：OZ镇3.5 %, CO<0.050%;

    c） 燃气：Oz镇3. 5 % , CO镇0. 020% o

4.7.4 氮氧化物（NOr）生成盘

    燃烧器在其负荷调节范围内燃料最大流量下正常燃烧时，烟气中按过剩空气系数为1.2时折算出

的温度型氮氧化物（NO=）含量应符合如下要求：

    a) 燃油：N认毛400 mg/m3；

    b) 燃气：NO, {200 mg/m3 0

4.7.5 火焰尺寸

    燃烧器在其负荷调节范围内燃料最大流量下正常燃烧时，火焰的最大长度和最大直径应小于配套

炉的炉膛尺寸，具体尺寸由供、需双方确定。

4.7.6 负荷调节

    燃烧器在其负荷调节范围内变换燃烧负荷时，应无脱火、熄火、冒黑烟发生，火焰应无明显偏斜和振

动。除位式调节燃烧器外，调节过程中的火焰变化应连续、稳定。

    燃烧器的负荷调节比由合同确定。

4.7.7 结焦和积炭

    燃烧器在其负荷调节范围内连续运行时，旋口的结焦和积炭不应影响正常燃烧，亦不应使炉膛内壁

产生结焦。

4.8 自振动

    燃烧器在最大燃烧负荷下运行时，其振动速度应不大于6. 3 mm/se

4.9 运行可靠性

    燃烧器按“启动运行一停止燃烧”连续进行不少于10个周期（每个周期不少于5 min）的运行和不

少于48 h的连续燃烧运行后，各系统应无异常现象。

4.10 电器外壳防护等级

    控制箱、电动机等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GB/T 4942. 2-1993中规定的IP22，接线盒、开关

等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GB/T 4942.2---1993中规定的IP44,

4.11 环境适应性

4.们．1 概述

    在4. 11. 2̂-4.11. 4规定的条件下，燃烧器应能正常工作。

4.11.2 环境空气温度

    电控设备为。0C一  400C，其他设备为一150C ̂-400C o

4.11.3 环境空气相对湿度

    环境空气温度低于40℃时为（80士3)00，环境空气温度为40℃时为（70士3)%0

4. 11.4 电源电压和频率变化

    电源电压变化在额定值的一10％一＋6％之内和电源频率变化在额定值的士5％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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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一般试验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 正常气候条件：温度为（15̂-35)0C、相对湿度为（20-80)%、大气压力为（86̂ 106) kPa;

    b) 电源电压偏差为额定值的一10％一十6%，频率偏差为额定值的士5%;

    c) 检验场所通风良好。

5.2 结构和外观

    结构和外观用目测的方法进行检查。结果应符合4. 1的要求。

5.3 介质管路密性

    对燃油管路采用。号或10号轻柴油作为试验介质，对高压雾化介质管路采用清水作为试验介质。

将被试管路出口用盲板法兰或螺纹封头密封，开启系统中所有开关阀，从管路人口压人试验介质，升压

至设计压力的1. 25倍后，保压15 min，检查管路中各部件的泄漏情况。

    对燃气管路采用压缩空气作为试验介质。除只留一个进气口外，将燃气管路上所有开口密封，开启

管路中所有开关阀，注人压缩空气，升压至设计压力的1. 25倍后，关闭进气阀，保压 15 min，检查管路

内的压降情况。

    如果对全段管路试验有困难时，可分段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4. 2的要求。

5.4 空气动力性能

    试验装置一般选择GB/T 1236-0...中18.2给出的B型。试验操作按GB/T 1236-2000中第

20章的要求进行，静压、流量和温度的测量分别按GB/T 1236-2000中第7章、第27章和第 8章的要

求进行。测试时，燃烧器风道中的调节风门均应处于全开状态。型式检验时，改变试验装置风道上的流

量控制装置开度，在全关、全开范围内至少测试出大体均布的10个点的静压和流量，并作出空气动力性

能曲线。出厂试验时，可仅在要求静压的工作点上测该点的流量。

    试验条件下测得的静压和流量应换算为。0C,1.013 3X10' Pa状态下的数值，作为实测值。结果应

符合4. 3的要求。

5.5 控制

5.5.1 运行控制

    一般在冷态条件下进行该项目的模拟试验。使燃烧器处于自动控制状态下，向控制系统输人相应

的模拟信号，通过观察控制箱面板上相关程序指示灯的亮、熄以检查燃烧器是否按设定程序进人正常燃

烧状态。进入正常燃烧状态后，输人负荷调节模拟信号，观察空气和燃料调节装置是否随调节信号的变

化进行相应的调节。输人停止燃烧模拟信号，通过观察控制箱面板上相关程序指示灯的亮、熄以检查燃

烧器是否按设定程序停机。

    使燃烧器处于手动控制状态下，操作开关电器和负荷调节器，观察燃烧器是否按操作要求进入相应

的运行状态。

    上述结果应符合4.4. 1的要求。

5.5.2 油温控制

    整定油温控制值比加热器人口油温高出30'C，当加热器出口油温与控制值的正负偏差分别不超过

12℃和6℃时，使燃烧器分别在最小和最大喷油量下各运行（(5̂ 10) min，观察并记录加热器出口温度

表的油温示值。每种状态下至少记录3次，分别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各状态下油温的实测值。结果应

符合4.4.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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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安全保护

5.6.1 控制箱介电强度和绝缘电阻

    按下述方法对控制箱进行介电强度和绝缘电阻试验：

    a) 断开控制箱内的中间继电器、火焰放大器、程序控制器等器件与主电路的连接。

    b) 在进行介电强度试验之前，先用500 V兆欧表测量主电路不同极性导电部件之间和所有导电

        部件与控制箱壳体之间的绝缘电阻。

    c） 用介电强度试验装置分别在不同极性导电部件之间和所有导电部件与控制箱壳体之间施加试

        验电压。试验电压按表1选取，试验电压频率为（25̂-100) Hz。试验前，应采取切实的安全防

        护措施。试验时，施加的电压应从不超过试验电压值的50％开始，然后稳定或分段（每段升压

        不超过全值的5%）增加至全值。电压自半值增加至全值的时间不应少于10 s，全值电压试验

        时间应维持1 mina

            试验过程中如果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切断试验电源，并将带电部分对地放电；试验结束

        后，亦应将带电部分对地放电。

    d) 介电强度试验结束后，应立即按5. 6. 1 b)要求测试绝缘电阻。

    结果应符合4.5.1的要求。

5.6.2 点火工况

    在进行5.5.1试验时，观察进人点火程序时助燃空气和燃料调节装置所处位置。在进人前扫气程

序时，断开伺服电动机接线，观察燃烧器能否进人点火程序。结果应符合4.5.2的要求。

5.6.3 扫气和扫气时间

    在进行5.5.1中自动控制状态下的试验时，当燃烧器进人前扫气程序时，观察风门是否处于其调节

范围的最大位，并用秒表测出在此位置上的停留时间间隔，此为前扫气时间的测量值；当停止燃烧时，用

秒表测出从火焰熄灭到风机断电之间的时间间隔，此为后扫气时间的测量值。对具有油枪清扫程序的

燃烧器，后扫气时间应从清扫程序结束后开始计时。

    每一扫气时间在相同条件下至少测试3次，分别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各扫气时间的实测值。结果

应符合4.5.3的要求。

5.6.4 安全时间

    在点火燃料电磁阀和主燃料电磁阀（或气动阀的动力源电磁阀）线圈上并联电压表。在自动控制状

态下启动燃烧器，当运行至点火程序时，不输入点火火焰模拟信号，用秒表测出点火电磁阀线圈上的电

压表从（220士20) V（以下相同）示值出现到消失的时间间隔，此即为第一安全时间的测量值；

    第二次启动燃烧器，当运行至点火程序时，输人点火火焰模拟信号，不输人主火火焰模拟信号，用秒

表测出主火电磁阀线圈上电压表示值出现到消失的时间间隔，此为第二安全时间的测量值；

    第三次启动燃烧器，当运行至点火程序时，先后输人点火火焰和主火火焰模拟信号，当运行至正常

燃烧状态后，撤除所有火焰模拟信号，用秒表测出从火焰模拟信号撤除起到主火电磁阀线圈上电压示值

消失的时间间隔，此为第三安全时间的测量值。每一个安全时间至少测试3次，分别取其算术平均值作

为各安全时间的实侧值。结果应符合4. 5. 4的要求。

5.6.5 安全联锁和报替

5.6.5. 1 在自动控制状态，启动燃烧器，运行至相应程序时，按燃烧器类别分别输人4.5.5.1中a),b)

两项所列故障状态的模拟信号，观察燃烧器是否进入锁定状态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在一种故障状态

下发生锁定和报警后，应进行复位、消声和撤除该故障状态模拟信号，再重新启动燃烧器，进行另一个故

障状态的试验。结果应符合4.5. 5.1的要求。

5.6.5.2 燃烧器进人锁定状态后，不经复位即启动燃烧器，观察燃烧器能否启动。结果应符合4.5.5.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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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燃料流量稳定性

5.7.1 试验一般可在冷态下进行，试验过程中，燃料温度变化应不超过士5C，某一工况下燃料压力的

波动应不超过士10％。试验用燃油可用自配调合油，该燃油在试验温度下的豁度与雾化赫度要求值的

偏差应不超过士20％。对高压介质雾化燃烧器，试验时应同时通人雾化介质，在某一工况下雾化介质的

压力波动应不超过士5%.

5.7.2 在油雾化器出口套上软管，开启燃烧器，待各工况参数稳定后，使雾化器喷油；待油流稳定后，迅

速将软管移人测量容器中并开始计时，达到预定时间后，迅速将软管移出测量容器。用计量器具测出该

段时间内燃油的数量，并换算成每小时的流量数值。

5.7.3 对燃气流量进行试验时，可将燃气喷嘴装人风机空气动力性能试验装置中，用压缩空气代替燃

气，按5. 4的方法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换算为00C,1.013 3X105 Pa状态下每小时的流量数值。

5.7.4 有条件时，也可在燃烧器喷嘴燃料供给管路的适当位置安装流量计进行测量。

5.7.5 对连续调节的燃烧器，至少应测试小火位、大火位两种工况下的流量；对位式调节的燃烧器，应

测试各段火位的流量。相同条件下，每一工况的流量至少测试3次，计算出每两次测量值的差值，取其

最大差值作为燃料流量变化量的实测值。对燃油流量按 5. 7. 2或 5. 7. 4的规定测试，对燃气流量按

5. 7. 3或5. 7.4的规定测试。结果应符合4.6的要求。

5.8 燃烧性能

5.8. 1 概述

    试验可在试验炉上或实炉上进行。试验用油应是燃烧器适用燃油品种中勃度最大者，燃气应是燃

烧器适用燃气品种中低位热值最小者。

    试验应在所有工况参数达到要求的条件下进行。

5.8.2 点火

    使燃烧器处于自动控制状态下，每隔（(3̂-5) min进行一次自动点火，共进行不少于10次的点火，

观察每次点火是否均能建立起稳定的点火火焰和主火火焰，并用秒表分别测试从燃料控制阀开启到建

立起点火火焰和主火火焰的时间间隔是否分别在第一安全时间和第二安全时间之内。结果应符合

4. 7.1的要求。

5.8.3 燃烧稳定性

    使燃烧器在其负荷调节范围内燃料最小流量下燃烧运行，调节助燃空气至火焰正常，在烟气温度变

化不超过士5℃时，每隔（(5̂"10) min用烟气分析仪测试一次烟气中的co。含量，共进行不少于3次测

试，计算出每两次测试值的差值，取其最大值作为CO：含量变化值的实测值。结果应符合4. 7. 2的

要求。

5.8.4 燃烧充分性

    使燃烧器在其负荷调节范围内燃料最大流量下燃烧运行，调节炉膛压力至合同规定值的1. 1倍，并

调节助燃空气至火焰正常。待燃料炉负荷达到额定负荷的（80̂-100)％且烟气温度变化不超过士50C

时，每隔(5-10) min用烟气分析仪测试一次烟气成分，共进行不少于3次的测试，分别取其算术平均

值，作为各测试项目的实测值。结果应符合4.7.3的要求。

5.8.5 氮氧化物（NOx）生成且

    在进行5.8.4试验时，用烟气分析仪测试烟气中的NO二含量，取不少于3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实测值。结果应符合4. 7. 4的要求。

    如果因燃料中所含的可燃含氮化合物所形成的燃料型NO二使实测值超过4.7.4的要求时，应从实

测值中扣除燃料型NO二的含量后，作为试验结果。

    燃油燃烧烟气中燃料型NO二含量按公式（1)计算：

                                                                  15a
                                    A＝二，，万拼牛书下不下 ························⋯⋯（1）

                                            7 X(V,＋0. 2V ）



GB/T 19839-2005

    式中：

    A— 燃油燃烧烟气中燃料型NO二含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

    a 燃油中化合态氮含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

    Vi- 燃油燃烧理论烟气量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 3/kg);

    V2- 燃油燃烧理论空气量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千克（M'/kg) o

    燃气燃烧烟气中燃料型NO，含量按公式（2)计算：

                                                  。 15b ，n、
                                        B二 了，二一岑共，一 丫 ·········“·············⋯⋯（2）

                                              7X(V3＋0. 2V4）

    式中：

    B - 燃气燃烧烟气中燃料型NO二含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

    b— 燃气中化合态氮含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

    V3— 燃气燃烧理论烟气量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每立方米（m3 /m');

    Vq— 燃气燃烧理论空气量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每立方米（m3/m3)o

    燃料中化合态氮含量数值可由燃料成分分析取得。燃料燃烧理论烟气量和理论空气量可由有关燃

料性质表中查得，或对燃料成分进行分析后由燃烧化学方程式计算取得。

5.8.6 火焰尺寸

    在进行5.8.4试验时，在炉体外通过观察孔用卷尺测量或拍摄照片后测算火焰尺寸。结果应符合

4. 7. 5的要求。

5.8.7 负荷调节

    按照“小火，大火～小火”的调节顺序，使燃烧器进行不少于两个周期（每个周期时间不少于

15 min）的连续燃烧运行，观察火焰状态，并按5.7的规定测试负荷调节范围内燃料最大和最小流量，测

试次数不少于3次，分别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各流量的实测值，由实测值计算出负荷调节比。结果应符

合4. 7.6要求。

5.8.8 结焦和积炭

    在手动控制下使燃烧器点火燃烧后，调节各工况参数，使负荷调节范围内各工况下的火焰达到正常

状态后，按照“小火～大火～小火”的顺序调节燃烧负荷，每隔(10̂ 15) min完成一次循环，进行不少于

10次的连续循环运行后，停止燃烧，检查各部位结焦和积炭情况。结果应符合4. 7.7的要求。

5.9 自振动

    试验在燃烧器最大燃烧负荷下进行，用振动速度测试仪测试其振动速度。对于带风机的燃烧器，测

试风机电动机定子两端轴承部位垂直、水平和轴向3个方向机壳上的振动速度；对于不带风机的燃烧

器，测试壳体上助燃空气入口、出口处的振动速度。取各测量值中的最大值作为振动速度实测值。结果

应符合4.8的要求。

5.10 运行可靠性

    在手动控制下按照“启动～点火，小火～大火，小火～停止”的操作顺序，连续进行不少于10个周

期的运行，每个周期不少于5 min，运行中检查各系统有无异常现象发生。若无异常现象，则进行不少

于48 h的连续燃烧运行，其间小火、中火、大火状态交替变换，在大火状态下累计运行时间不少于4 h,

试验过程中监视运行状态是否正常，试验结束后检查各系统。结果应符合4.9的要求。

5.11 电器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试验按GB/T 4942. 2-1993中8. 1和8.2的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4. 10的要求。

5. 12 环境适应性

5. 12. 1 概述

    试验在冷态下进行，对产品性能测试所需外部信号可用模拟信号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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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低温

    试验方法按GB/T 2423. 1-2001中第二篇的规定。试验严酷等级对电控没备为（(0̂ "3)0C ,16 h,

对其他设备为（一15士3)0C,16 h；试验中间和试验终了时，试品各进行不少于15 min的通电运行，燃烧

器应能按4.4.1的规定正常工作，并按5.5.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4.11.1的要求。

5. 12.3 高温

    试验方法按GB/T 2423. 2-2001中第二篇的规定。试验严酷等级为（40士2)0C,16 h。试验中间

和试验终了时，试品各进行不少于 15 min的通电运行，按 5. 5. 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4.11.1的要求。

5. 12.4 湿度

    试验方法按GB/T 2423. 3-1993的规定。试验严酷等级为2d，相对湿度为（80士3)％。试验中间

和试验终了时，试品各进行不少于 15 min的通电运行，按 5. 5. 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4.11.1的要求。

5. 12.5 电源电压和频率变化

    调节三相调压器和变频机组，使燃烧器的电源参数按表 3规定变化，每种状态运行 15 min，按

5. 5. 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4.11.1的要求。

                                    表 3 电源参数变化组合

t. Nil青                           ft1                      4- 62                      +63                      -10一州
6 检验规则

6. 1 检验分类

    燃烧器的检验分为：

    a） 型式检验；

    b) 出厂检验。

6.2 型式检验

6.2. 1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转厂生产的首制产品；

    c） 因产品结构、材料或工艺有较大改变，且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或检验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2.2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4,

6.2.3 型式检验的样机为1台。

6.2.4 在规定的检验项目中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在采取措施后重新进行检验；若重新检验时该项

目仍不符合要求，则加倍取样检验；若加倍取样检验该项目仍不符合要求，则判型式检验不合格。

6.3 出厂检验

6.3. 1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4a

6.3.2 每台产品出厂前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6.3.3 在规定的检验项目中，若有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允许在采取措施后重新进行检验；若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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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时该项目仍不符合要求，则该台产品不合格。

                                          表4 检验项目

里万
7 标志

7.1 产品标志

7.1.1 每台产品均应在其外壳明显部位装有固定铭牌。铭牌上至少应列出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b） 主要技术参数（额定输出功率、负荷调节比）；

    c） 产品编号；

    d) 制造厂名和制造日期；

    e) 检验合格标志。

7.1.2 风机外壳上应有旋向标志。

7.2 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应符合GB/T 13384-1992中8.1的要求。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包装

8.1.1 包装箱一般为木板箱，箱体应采取加固措施，其牢固程度应能保证在运输过程中箱体不发生

破损。

8.1.2 包装箱内壁均应敷设完整的防水油毡，箱内产品应罩以塑料薄膜袋。

8.1.3 产品装箱应符合GB/T 13384-1992中5.1.3的规定。装箱件的名称、编号、数量应与装箱单

的内容一致。

8.1.4 产品一般应具有以下随机文件：

    a) 装箱清单和备件清单；

    b） 产品使用说明书、控制系统电路图、接线图和燃烧器外形图、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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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产品检验合格证书。

8.2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对产品箱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和防淋雨、溅水措施。

8.3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通风、干燥，无腐蚀气体的室内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