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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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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6399:2014《灌溉水表》。
与本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778.1—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ISO4064-1:

2014,IDT)
———GB/T778.2—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2部分:试验方法(ISO4064-2:2014,IDT)
———GB/T1800.2—2020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线性尺寸公差ISO代号体系 第2部分:

标准公差带代号和孔、轴的极限偏差表(ISO286-2:2010,MOD)
———GB/T7307—2001 55°非密封管螺纹(eqvISO228-1:1994)
———GB/T18688—2012 农业灌溉设备 灌溉阀的压力损失 试验方法(ISO9644:2008,IDT)
———GB/T27418—2017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ISO/IECGuide98-3:2008,MOD)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纠正了原国际标准印刷错误:将5.6.3中提及的“ISO4064-1:2005中5.8.3”改为“ISO4064-1:

2005中6.5.1”。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耀峰液压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东海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新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国家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泰安轻松表计有限公司、泰山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农业农村

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欣欣、张峰、林志良、张咸胜、董云雷、王洋、严海军、费战波、赵庆亮、赵丽伟、

侯永胜、王有军、魏富奎、张东旭、徐峰、曹洪玮、高江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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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溉 水 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灌溉水表(以下简称水表)的技术要求和检定程序。本文件不考虑水表使用的水质,
也不考虑用于计量流过封闭满管道中热水或冷水的实际体积的设计技术。本文件适用于配有累积流量

指示装置的水表。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电或电子原理的水表,也适用于带有用于计量冷水实际体积流量的电子装置的

基于机械原理的水表。本文件对附属于计量控制的电子辅助装置提出了计量要求。本文件中辅助装置

是可选项。但国家或国际法规中规定了一些与水表应用有关的辅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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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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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28-1 非螺纹密封连接管螺纹 第1部分:尺寸、公差和标注(Pipethreadswherepressure-
tightjointsarenotmadeonthethreads—Part1:Dimensions,tolerancesanddesignation)

ISO286-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ISO线性尺寸公差代码体系 第2部分:孔和轴的标准

公差等级和极限偏差表[Geometricalproductspecifications(GPS)—ISOcodesystemfortoleranceson
linearsizes—Part2:Tablesofstandardtoleranceclassesandlimitdeviationsforholesandshafts]

ISO4064-1:2005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表和热水表 第1部分:规范(Meas-
urementofwaterflowinfullychargedclosedconduits—Metersforcoldpotablewaterandhotwater—

Part1:Specifications)

ISO4064-2:2005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表和热水表 第2部分:安装要求

(Measurementofwaterflowinfullychargedclosedconduits—Metersforcoldpotablewaterandhot
water—Part2:Installationrequirements)

ISO9644 农业灌溉装备 灌溉阀的压力损失 试验方法(Agriculturalirrigationequipment—

Pressurelossesinirrigationvalves—Testmethod)

ISO/IEC指南98-3 测量不确定度 第3部分: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GUM1995)[Uncertainty
ofmeasurement—Part3:Guidetotheexpress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GUM:1995)]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表 watermeter
在测量条件下用于连续测量、储存和显示流经测量传感器的水体积的装置。
注:水表至少包括测量传感器、计算器(包括调整或校正装置,如果存在)、指示装置,三个装置可置于不同的外

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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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IMLR49-1:2006,2.1.1,有修改]

3.2
指示装置 indicatingdevice
给出流过水表的水体积对应示值的水表部件。

3.3
实际体积 actualvolume
Va

流过水表的水的总体积。
注:实际体积是由参比体积计算而得,参比体积是考虑到各种测量条件的不同而采用合适的测量标准加以确定的。

[来源:OIMLR49-1:2006,2.2.1,有修改]

3.4
指示体积 indicatedvolume
Vi

对应于实际体积,水表所显示的水体积。
[来源:OIMLR49-1:2006]

3.5
流量 flowrate
Q
单位时间流过装置的水体积。

3.6
最小流量 minimumflowrate
Q1

水表符合最大允许误差要求的最低流量。

3.7
分界流量 transitionalflowrate
Q2

出现在常用流量和最小流量之间,将流量范围划分成各有特定最大允许误差的“高区”和“低区”两
个区的流量。

3.8
常用流量 permanentflowrate
Q3

额定工作条件下水表符合最大允许误差要求的最大流量。

3.9
过载流量 overloadflowrate
Q4

要求水表在短时间内能符合最大允许误差要求,随后在额定工作条件下仍能保持计量特性的最大

流量。

3.10
试验流量 testflowrate
从经过校准的参比装置的示值计算出的试验时的平均流量。

3.11
误差 error
测得量值减去参比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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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最大允许误差 maximumpermissibleerror
MPE
本文件允许的最大误差值。

3.13
工作压力 workingpressure
pw

水表上游测得的管道中的平均水压。

3.14
耐久性 durability
水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保持其性能特性的能力。

3.15
测量条件 meteringconditions
测量点处被测水的条件。
示例:水的温度、压力。

3.16
最高允许压力 maximumadmissiblepressure
MAP
额定工作条件下,水表能够持久承受且计量性能不会劣化的最高内压。
注:MAP等同于公称压力(PN)。

3.17
工作温度 workingtemperature
Tw

在水表的上游、下游测得的管道中的平均水温。
[来源:OIMLR49-1:2006]

3.18
最低和最高允许温度 minimumandmaximumadmissibletemperature
mAT,MAT
额定工作条件下,水表能够持久承受且计量性能不会劣化的最低、最高水温。
注:mAT和 MAT分别代表额定工作温度的下限和上限。

[来源:OIMLR49-1:2006,2.3.7]

3.19
压力损失 pressureloss
在整个系统或局部系统中两个规定点间由于水流引起的压力差。

3.20
极限条件 limitingcondition
水表不损坏且计量性能不会劣化的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极端条件,并且恢复额定工作条件后能正常

工作。

3.21
公称直径 nominaldiameter
DN
用于表示管道尺寸的数值,近似等于管道的外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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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影响量 influencevariable
在直接测量过程中,不影响实际被测量,但影响示值与测量结果之间关系的量。

3.23
影响因子 influencefactor
水表额定工作条件范围内的影响量。

3.24
额定工作条件 ratedoperatingcondition
ROC
为使水表按设计性能工作,测量时需要满足的工作条件。
注:额定工作条件规定了流量和影响量的量值区间,要求水表的(示值)误差在最大允许误差范围内。

[来源:ISO/IEC指南99:2007,4.9,有修改]
3.25

簧片接触单元 reedcontactunit
将接触弹簧压片、半磁或全磁材料封装处理,通过外部磁场进行控制的集合(如脉动器)。

3.26
测量状态 measuringstate
开关关闭时的状态。

3.27
回弹 bounce
在初次闭合后接触的瞬间重新断开,或初次断开后的瞬间闭合。

3.28
回弹时间 bouncetime
簧片接触单元首次闭合(或断开)瞬间和最终闭合(或断开)瞬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3.29
操作位置时间 operatepositiontime
簧片接触单元处于操作位置的瞬间与去除施加到触点的磁场的瞬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注:它包括常开触点的闭合回弹时间或常闭触点的断开回弹时间。

4 计量特性

4.1 最大允许误差(MPE)

4.1.1 公式

相对误差ε以百分数表示,见公式(1):

ε=
(Vi-Va)

Va
×100(%) ……………………(1)

  式中:
Vi———指示体积;
Va———实际体积。

4.1.2 限制

以最小流量(Q1)(包括)和分界流量(Q2)(不包括)之间的流量(Q)排出的体积,最大允许误差(正
或负)为5%。

以分界流量(Q2)(包括)和过载流量(Q4)(包括)之间的流量排出的体积,最大允许误差(正或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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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
———Q1≤Q<Q2,MPE≤5%;
———Q2≤Q≤Q4,MPE≤2%。
如果水表测量范围内的所有误差符号都相同,至少一个误差应小于最大允许误差的二分之一。
当配件与水表整体出售时,例如控制阀,配件应进行完整的误差分析,而并非改变水表的计量特征。
制造商声明的最大允许误差用于推荐的安装配置。

4.2 计量特性

4.2.1 常用流量(Q3)

常用流量Q3 的值(m3/h),应从以下值中选取:

1.0 1.6 2.5 4.0 6.3
10 16 25 40 63
100 160 250 400 630
1000 1600 2500 4000 6300

  以上系列值可向更高值或更低值扩展。

4.2.2 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由Q3/Q1 的比值确定。数值应从以下值中选取:

10 12.5 16 20 25 31.5 40 50 63 80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以上系列值可向更高值扩展。

4.2.3 常用流量Q3 与过载流量Q4 之间的关系

过载流量由式(2)定义:

Q4/Q3=1.25 ……………………(2)

4.2.4 分界流量Q2 与最小流量Q1 之间的关系

分界流量由式(3)定义:

Q2/Q1=1.6 ……………………(3)

  例如:Q3=100;Q3/Q1=10(R10);Q2/Q1=1.6;Q4/Q3=1.25
式中:
Q3=100m3/h;

Q1=10m3/h;

Q2=16m3/h;

Q4=125m3/h。

5 技术特性

5.1 一般要求

水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保证在设计使用寿命期内功能正常,排除示值偏差较大的可能性;
b) 在额定工作条件下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附加规定如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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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表连续测量、记录、显示流过测量传感器全部水流。
注:水表至少包括测量传感器、计算器和显示装置。

———制造商应在操作说明书中给出水表可以计量逆流的条件。
———在不影响本文件规定的水表性能的条件下,可以增加其他信息输入和输出的辅助功能(远程读

取、预付费等)。
———水表设计应尽可能避免水流的扰动及固体物质的带入所造成的干扰。
———如ISO4064-1:2005中7.2.7定义的一样,水表设计应使其避免受到磁场的干扰。

5.2 额定工作条件

水表的额定工作条件应符合:

a) 环境温度范围(Tamb):0.1℃≤Tamb<50℃;

b) 压力(p):p<MAP(最高允许压力);

c) 水温范围 [工作温度(Tw)]:0.1℃≤Tw<30℃;

d) 流量范围(Q):Q1(最小流量)<Q≤Q3(常用流量);

e) 电压(主要为交流电):额定电压(Unom)±5%;

f) 电流频率:额定频率(fnom)±2%;

g) 电压(电池)范围:Ubmin≤U≤Ubmax。

5.3 材料

水表材料的强度和耐用度应满足水表的使用要求。
水表材料应能耐内部、外部腐蚀,或进行适当的表面防护处理。
水表材料应不受工作温度范围内水温变化的不利影响。

5.4 指示装置

5.4.1 功能

指示装置应能方便、清晰地读出数值。

5.4.2 测量单元

水流量应用立方米表示。符号m3 应标识在刻度盘上或紧跟数值之后。

5.4.3 指示范围

本要求在表1中列出。

表1 指示范围

Q3

m3/h

指示范围

(最小值)

m3

Q3≤6.3 9999

6.3<Q3≤63 99999

63<Q3≤630 999999

630<Q3≤6300 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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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指示装置颜色编码

立方米及其整数部分应使用黑色显示。

立方米的小数部分应使用红色显示。

指针、指示标记、数字、鼓轮、字盘、刻度盘或开孔框应使用红色和黑色两种颜色显示。

只要能明确区分主示值和备用显示(例如用于检定和试验的小数),允许使用其他方式显示电子水

表的体积(以立方米为单位)。

5.5 逆流

对于可计量逆流的水表,其两个方向的常用流量和测量范围可以不同。

制造商应明确水表是否可以计量逆流。如果可以计量逆流,应从指示体积中减去逆流体积,或单独

记录。正向流和逆流的最大允许误差均应符合4.1.2的规定。

不能计量逆流的水表应防止逆流产生,或者能承受意外逆流而不会造成正向流计量性能出现任何

下降或变化。

5.6 封印和安全

5.6.1 水表安全和防护

水表安全和误操作保护只涉及水表,并包括主要显示部分。

5.6.2 机械保护装置

水表应配置保护装置,如封印,以保证在不损坏封印或保护装置的情况下无法拆卸或者改动水表。

5.6.3 电子封印

当机械封印不能防止访问对确定测量结果有影响的参数时,应满足ISO4064-1:2005中6.5.1的

要求。

5.7 其他装置

水表可以配置其他装置,例如簧片交换器。配置其他装置时,制造商应保证其与水表的兼容性,且

不影响水表计量性能。

例如,为了保证水表与簧片交换器的兼容性,制造商可参照附录A进行试验。

6 计量要求

6.1 示值误差

额定工作条件下,水表的示值误差不应超过4.1.2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6.2 内部压力

水表内部应能承受设计压力,在承压运行过程中不应影响其计量性能,不应出现泄露、渗出或永久

变形。压力值用最高允许压力表征。

水表按照制造商声明的最高允许压力 MAP分类,见表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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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水压分类

分类
最高允许压力(MAP)

MPa bar

最大允许压力6 0.6 6

最大允许压力10 1.0 10

最大允许压力16 1.6 16

最大允许压力25 2.5 25

最大允许压力40 4.0 40

6.3 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

水表应能承受7.5试验程序中确定的流速场异常的影响。在施加流动扰动期间,示值误差应符合

4.1.2的要求。
基于7.5中规定的相关试验结果,水表制造商应根据表3和表4规定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
制造商应规定流量调节部分并作为被检水表的附属装置,包括整直器和(或)直管段。

表3 对上游流速场不规则变化的敏感度等级(U)

等级
所需直管段长度

(×DN)
需要整直器

U0 0 否

U3 3 否

U5 5 否

U10 10 否

U15 15 否

U0S 0 是

U3S 3 是

U5S 5 是

U10S 10 是

表4 对下游流速场不规则变化的敏感度等级(D)

等级
所需直管段长度

(×DN)
需要整直器

D0 0 否

D3 3 否

D5 5 否

D0S 0 是

D3S 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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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压力损失

额定工作条件下,水表(包括过滤器和滤网)在Q1 和Q3 之间的最大压力损失不应超过63kPa。
压力损失等级由制造商按表5选取。

表5 压力损失等级

分类
最大压力损失

kPa bar

ΔP63 63 0.63

ΔP40 40 0.40

ΔP25 25 0.25

ΔP16 16 0.16

ΔP10 10 0.10

  注:最大压力损失可以不同于并高于Q3 的水头损失。

7 性能试验

7.1 通用试验条件

7.1.1 水质

应使用公共清洁的水源或满足相同要求的水进行水表试验。
水中不应含有任何可能损坏水表或影响水表工作的物质。水中不应有气泡。

7.1.2 参比条件

参比条件见表6。

表6 参比条件

条件 允许范围

水温范围 4℃~35℃

工作(水)压力范围 0.03MPa~1MPa,DN>500为0.6MPa

环境温度范围 4℃~35℃

环境相对湿度范围 35%~75%

环境大气压力范围 86kPa~106kPa

7.1.3 压力

在试验过程中,水表入水口处的水压变化应不超过10%。
水表入水口处的水压应不超过水表的最高允许压力(pw)。
在试验过程中,水表出水口处水压至少应达到0.03MPa。
压力(或压力损失)测量的最大不确定度应为测量值的±5%。
在测量中,应根据参考文献[4]评估不确定度,包含因子k=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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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流量

每次试验期间流量的相对变化(不包括启动和停止)应不超过:
———Q1 至Q2(不包括Q2)为±2.5%;
———Q2(包括Q2)到Q4 为±5.0%。
流量平均值是试验期间单位时间内流过的实际体积。

7.1.5 温度

试验期间水温的变化应不大于5℃。
测量水温的最大不确定度应不超过±1℃。
在测量中,应根据参考文献[4]评估不确定度,包含因子k=2。

7.2 静压试验

7.2.1 试验目的

目的是检验水表能否在规定时间内承受规定的试验水压,不发生泄漏或损坏。

7.2.2 试验准备

a) 将单个或多个水表安装在试验台上。

b) 排出管路和水表中的空气。

c) 确保试验台无泄漏。

d) 确保试验压力无波动。

7.2.3 试验程序

a) 增加水压到水表最高允许压力的1.6倍,并保持15min。

b) 检查水表有无物理损伤和外部泄漏,检查有无漏进指示装置内现象。

c) 增加水压到水表最高允许压力的2倍,并保持1min。保证试验过程中流量为0。

d) 检查水表有无物理损伤和外部泄漏,检查有无漏进指示装置内现象。
附加要求:

e) 无压力波动情况下缓慢地加压和减压。

7.2.4 验收标准

压力试验中不应出现水表泄漏或漏进指示装置中或造成物理损坏。

7.3 误差确定试验

7.3.1 试验目的

本试验旨在确定水表是否符合4.1.2的要求及水表的方位对(示值)误差的影响。

7.3.2 试验准备

本条款规定的确定水表(示值)误差的方法被称为“收集法”,即将流经水表的水量收集在一个或多

个收集容器内,用容积法或称重法确定水量。只要能满足不确定度的要求,也可采用其他方法。
检查(示值)误差的方法是将参比条件下水表的体积示值与经过校准的参比装置作比对。
进行本项试验时,水表宜不带辅助装置(如果有)进行试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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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 水表的方位

按照制造商标明的水表位置(空间位置)将水表正确安装在试验装置中。
a) 如果水表上标有“H”标记,试验时连接管道应安装成水平方向(指示装置位于顶部)。
b) 如果水表上标有“V”标记,试验时连接管道应安装成垂直方向。
c) 如果水表没有“H”或“V”标记:

1) 至少一台样品水表应安装成流动方向为自下而上的垂直安装;
2) 至少一台样品水表应安装成流动方向为自上而下的垂直安装;
3) 至少一台样品水表应安装成流动轴线处于垂直和水平方向之间的一个中间角度(角度由

批准机构确定);
4) 其余样品水表应安装成水平方向;
5) 对于指示装置与表体合为一体的水表,至少一台水平安装水表的指示装置应位于侧面,其

余水表的指示装置应位于顶部。
d) 所有的水表,无论处于水平方向、垂直方向还是一个中间角度,其流动轴线位置的容差均应为

±5°。

7.3.3 试验程序

a) 至少应在下列6组流量下确定水表(测量实际体积时)的基本(示值)误差。
1) 在Q1~1.1Q1 之间;
2) 在Q2~1.1Q2 之间;
3) 在0.33(Q2+Q3)~0.37(Q2+Q3)之间;
4) 在0.67(Q2+Q3)~0.74(Q2+Q3)之间;
5) 在0.9Q3~Q3 之间;
6) 在0.95Q4~Q4 之间。

b) 根据误差曲线的形状决定是否需要在其他流量下测量(示值)误差。
c) 计算各流量下的相对(示值)误差。

7.3.4 验收标准

a) 六个流量的示值误差不应超过最大允许误差。如果一个或多个水表的仅在一个流量下的示值

误差大于最大允许误差,则在该流量下重新进行试验。如果该流量下的三个试验结果中有两

个在最大允许误差内,且三个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小于或等于最大允许误差,应认为试验

合格。
b) 如果水表的所有误差的正负符号都相同,至少其中一个误差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二分之

一。在所有情况下,本要求应适用于供水方和用水方。
c) 7.3.3a)1)、2)和5)的标准偏差不应超过4.1.2中给出的最大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d) 试验时,确定流过水表的实际体积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超过适用最大允许误差的五分之一。
注:被测实际体积的不确定度不包括水表的不确定度分量。

应根据ISO/IEC指南98-3(GUM)评定不确定度,包含因子k=2。

7.4 压力损失试验

7.4.1 试验目的

本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在Q1~Q3 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流量下水表的最大压力损失,并验证是否符合

6.4的要求。
测定流经水表Q1 到Q3 之间的任意流量的最大压力损失。验证最大压力损失是否小于0.063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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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损失指在试验期间流经水表的压力损失,水表由表及连接管组成,但不包括试验管道。试验在正向

流条件下进行,如适合逆流工作的,也在逆流条件下进行。

7.4.2 准备

按ISO9644要求安装。

7.4.3 试验程序

将水表安装在试验装置的测量段内。设定流量并排尽试验段内的空气。确保水表下游的静压可以
防止水表内部出现空化或渗漏。排尽取压口和变送器连接管内的空气。确保试验水温稳定。在Q1~
Q3 之间,监测压力差的变化。记录最大压力损失时的流量Qt,压力损失值和水温。通常可发现流量值

Qt等于Q3。
最大压力损失宜在最大扩展不确定度为5%的情况下进行试验,包含因子k=2。

7.4.4 验收标准

在额定工作条件下的任一流量下,水表压力损失不应超过制造商声明等级的压力损失的最大值。

7.5 流体扰动试验

某些类型的水表对安装条件不敏感,例如容积式水表,可不做此试验。
制造商应规定水表的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该等级不包括水表上游大于15×DN的管段和水表下

游5×DN的管段。

7.5.1 试验目的

本试验旨在检验水表是否符合6.3的要求。
注1:测量水表上、下游出现规定的常见扰动流对水表(示值)误差的影响。
注2:试验采用第1类和第2类扰动装置,分别产生向左(左旋)和向右(右旋)旋转流速场(漩涡)。该类流动扰动通

常出现在直接连接的两个90°弯头下游。第3类扰动装置可产生不对称速度剖面,通常出现在过流截面突变

的位置、单个弯头或未全开闸阀的下游。

7.5.2 准备

按7.3.2要求进行安装和操作,同时应符合7.5.3中的规定。

7.5.3 试验程序

a) 采用附录B规定的1、2和3类流动扰动装置,在0.9Q3~Q3 范围内,在图1中六种安装条件下

确定水表的(示值)误差。
b) 每次试验期间,其他影响因子都应保持在7.1.2规定的参比条件。
附加要求:
c) 对于制造商已规定上游安装长度至少为15×DN的直管段、下游安装长度至少为5×DN的直

管段的水表,不准许使用外部流动整直器。
d) 制造商规定水表下游最短的直管段长度为5×DN时,只进行图1中第1、3和5项试验。
e) 如果水表采用外部流动整直器,制造商应规定整直器的型号、技术要求及其相对于水表的安装

位置。
f) 在试验过程中,不应将水表内具有整流功能的装置当作整直器。

g) 水表上、下游直管段长度取决于水表的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应分别符合表3、表4的要求。

7.5.4 验收标准

在任何扰动试验中,水表的相对(示值)误差应不超过适用的最大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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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1:无整直器试验1A:有整直器

试验2:无整直器试验2A:有整直器

试验3:无整直器试验3A:有整直器

试验4:无整直器试验4A:有整直器

试验5:无整直器试验5A:有整直器

试验6:无整直器试验6A:有整直器

标引序号说明:
1———1型扰流器;
2———水表;
3———直管段;
4———整直器;
5———2型扰流器;
6———3型扰流器。

图1 流动扰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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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逆流试验

7.6.1 试验目的

本试验旨在检验水表在发生逆流时,仍能满足5.5的要求。
可测量逆流的水表应能准确地记录逆流体积。
允许出现逆流但不测量逆流的水表应能承受逆流。随后应测量正向流的测量误差,确认逆流未导

致水表的计量性能下降。
可防逆流的水表(例如带止回阀的水表),应在其出口连接件上施加最大允许压力,随后测量正向流

的测量误差,确保压力作用于水表未导致水表的计量性能下降。

7.6.2 试验准备

装置和操作要求应符合7.3.2。

7.6.3 试验程序

7.6.3.1 可测量逆流的水表

a) 在下列每一逆流量范围内,测量至少一台水表的(示值)误差:

1) Q1~1.1Q1 之间;

2) Q2~1.1Q2 之间;

3) 0.9Q3~Q3 之间。

b) 每次试验期间,其他影响因子都应保持在参比条件。

c) 计算每个流量的(示值)误差。

d) 此外,还应进行以下试验:压力损失试验(7.4),流体扰动试验(7.5)和耐久性试验(7.7)。

7.6.3.2 不可测量逆流的水表

a) 水表承受0.9Q3 逆流1min。

b) 在下列正向流量范围下测量至少一台水表的示值误差:

1) Q1~1.1Q1 之间;

2) Q2~1.1Q2 之间;

3) 0.9Q3~Q3 之间。

c) 每次试验期间,其他影响因子都应保持在参比条件。

d) 计算每个流量的(示值)误差。

7.6.3.3 防逆流水表

a) 防逆流水表宜能承受逆流方向最大工作压力1min。

b) 检查阀门有无明显泄漏。

c) 在下列正向流量范围下至少测量一台水表的示值误差:

1) Q1~1.1Q1 之间;

2) Q2~1.1Q2 之间;

3) 0.9Q3~Q3 之间。

d) 每次试验期间,其他影响因子都应保持在参比条件。

e) 计算每个流量的相对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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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验收标准

7.6.3.1,7.6.3.2和7.6.3.3所述的试验中,水表的误差均不应超过适用的最大允许误差。

7.7 耐久性试验

7.7.1 耐久性试验

表7 耐久性试验

温度等级
常用流量

(Q3)
试验

流量

试验水温

±5℃

试验

类型

中断

次数

暂停持

续时间

试验流量

运行时间

启动和停止

持续时间

T30和T50

Q3≤16m3/h
Q3

Q4

20℃
20℃

断续

连续

100000
—

15s
—

15s
100h

0.15[Q3]as
最小1s

Q3>16m3/h
Q3

Q4

20℃
20℃

连续

连续

—
—

—
—

800h
200h

—
—

所有其他类别

Q3≤16m3/h
Q3

Q4

50℃
0.9×MAT

断续

连续

100000
—

15s
—

15s
100h

0.15[Q3]as
最小1s

Q3>16m3/h
Q3

Q4

50℃
0.9×MAT

连续

连续

—
—

—
—

800h
200h

—
—

  a [Q3]数量等同于Q3,用 m3/h表示。

7.7.1.1 连续流量试验

7.7.1.1.1 试验目的

本试验的目的是检验水表在连续、常用和过载流量条件下的耐用性。
本试验包括让水表承受7.7.1中表7中列出的连续流量Q3 或Q4 进行的试验。

7.7.1.1.2 试验准备

除被试的水表外,管道系统还包括:

a) 流量调节装置;

b) 一台或数台隔离阀;

c) 水表入口处水温测量装置;

d) 试验流量和试验持续时间检测装置;

e) 入口和出口压力测量装置。
各种装置不应引起空化现象。

7.7.1.1.3 试验程序

a) 连续耐久性试验开始之前,按7.3的规定并在相同的流量下测量水表的(示值)误差。

b) 逐个或成批地将水表装上试验装置,水表的方位与确定水表基本(示值)误差试验相同。

c) 进行下列试验:

1) 对于Q3≤16m3/h的水表,在Q4 下运行水表1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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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Q3>16m3/h水表,在Q3 下运行水表800h,然后在Q4 下运行200h。

d) 耐久性试验期间,水表应保持在额定工作条件下,每台水表出口处的压力应足够高以防止

空化。

e) 连续耐久性试验之后,按7.3的规定并在相同的流量下测量水表的(示值)误差。

f) 计算每个流量下的相对(示值)误差。

g) 从f)取得的各种流量下的(示值)误差中减去a)取得的(示值)误差。

7.7.1.1.3.1 流量容差

整个试验过程中,流量应始终稳定在事先确定的值上。
每次试验时,流量值的相对变化应不超过±10%(启动和停止时除外)。

7.7.1.1.3.2 试验计时容差

规定的试验持续时间是最小值。

7.7.1.1.3.3 排放体积容差

试验结束时,指示的体积应不少于根据规定试验流量与规定试验持续时间的乘积确定的体积。
为满足试验条件,应频繁监测流量。可以用被试水表检查流量。

7.7.1.1.3.4 试验读数

试验期间,至少每24h读取一次试验装置的下列读数,若试验分段进行,则每一时段读取一次

读数。

a) 被试水表上游的管道压力;

b) 被试水表下游的管道压力;

c) 被试水表上游的管道水温;

d) 流量;

e) 被试水表的读数;

f) 流经水表的体积。

7.7.1.1.4 验收标准

在连续耐久性试验后:

a) 误差曲线的变化不应超过:
———低区流量(Q1≤Q<Q2):±3%;
———高区流量(Q2≤Q≤Q4):±1.5%。
这两项要求按每种流量下的(示值)误差的平均值确定。

b) 误差曲线不应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低区流量(Q1≤Q<Q2):±6%;
———高区流量(Q2≤Q≤Q4):±2.5%。

7.7.1.2 断续流量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Q3≤16m3/h的水表和复式水表。

7.7.1.2.1 试验目的

本试验的目的是检验水表在周期性流动条件下的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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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是让水表承受规定次数的短时启动、停止流量循环。在整个试验期间,每个循环的恒定试验

流量阶段都保持规定的流量Q3。

7.7.1.2.2 试验准备

水表可串联、并联或以这两种方式混合联接。
管道系统包括:

a) 一台流量调节装置(如有必要,每条串联水表线上一台);

b) 一台或数台隔离阀;

c) 水表上游水温测量装置;

d) 试验流量、循环持续时间和循环次数的检测装置;

e) 每条串联水表线上一台流动中断装置;

f) 入口和出口压力测量装置。
各种装置不应引起空化现象,或造成其他各种形式的水表额外磨损。
排尽水表和连接管道内的空气。
在重复执行开启和关闭操作时,流量应逐渐变化,以防止出现水锤现象。

7.7.1.2.3 流量循环

一个完整的循环由以下四个阶段组成:

a) 从零流量到试验流量Q3 的阶段;

b) 保持试验流量Q3 不变的阶段;

c) 从试验流量Q3 到零流量阶段;

d) 零流量阶段。
试验程序应规定流量循环次数,单次循环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以及排出的总体积。

7.7.1.2.4 试验程序

7.7.1.2.4.1 所有类型的水表

a) 断续耐久性试验开始之前,按7.3中所述方法并在相同的流量下测量水表的(示值)误差;

b) 逐个或成批地将水表装上试验装置,水表的方位与确定水表基本(示值)误差试验相同;

c) 试验期间,水表应保持在额定工作条件下,水表下游的压力应足够高,以防止水表内出现空化;

d) 将流量调节到规定的容差范围内;

e) 在表7所示的条件下运行水表;

f) 断续耐久性试验之后,按7.3中所述方法并在相同的流量下测量水表的最终(示值)误差;

g) 计算每种流量下的相对(示值)误差;

h) 从g)取得的各种流量下的(示值)误差中减去a)取得的基本(示值)误差值。

7.7.1.2.4.2 流量容差

除开启、关闭和中断期间外,流量值的相对变化不应超过±10%。
可以用被试水表检查流量。

7.7.1.2.4.3 试验计时容差

流量循环每一阶段规定持续时间的容差不应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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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总持续时间的容差不应超过±5%。

7.7.1.2.4.4 循环次数容差

循环次数不应少于规定次数,但不应超过规定次数的1%。

7.7.1.2.4.5 排放体积容差

整个试验期间排放的体积应等于规定标称试验流量与试验中的理论持续时间(运行时间加上过渡

时间和中断时间,容差为±5%)的乘积的二分之一。

如果需要,可以通过频繁监测瞬时流量和运行时间来达到此精度。

7.7.1.2.4.6 试验读数

试验期间,至少应每24h记录一次试验装置的下列读数,如果试验分段进行,则每一时段记录一次

读数。

a) 被试水表上游的管道压力;

b) 被试水表下游的管道压力;

c) 被试水表上游的管道水温;

d) 流量;

e) 断续流量试验循环中四个阶段的持续时间;

f) 循环次数;

g) 被试水表读数;

h) 流经水表的体积。

7.7.1.2.5 验收标准

在耐久性试验之后:

a) 误差曲线的变化不应超过:
———低区流量(Q1≤Q<Q2):±3%;
———高区流量(Q2≤Q≤Q4):±1.5%。

这两项要求按每种流量下的(示值)误差的平均值确定。

b) 误差曲线不应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低区流量(Q1≤Q<Q2):±6%;
———高区流量(Q2≤Q≤Q4):±2.5%。

7.7.2 耐固体颗粒试验

7.7.2.1 试验目的

本试验旨在检验水表在承受携带固体颗粒物质的水流下而不出现损坏的能力。

无运动部件的水表不必进行本试验。

7.7.2.2 试验条件

耐固体颗粒试验应按表9中的试验条件进行,水质应符合表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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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颗粒特征

形状 球形

密度 2.5Mg/m3~3Mg/m3

硬度 6

含量 10g/L~20g/L

尺寸 80%的颗粒为100μm~300μm

表9 试验条件

流量 试验类型 持续时间

Q3 恒定流量 600h

  试验程序参照7.7.1.1中的连续流量试验。

7.7.2.3 验收标准

耐固体颗粒试验之后,按7.3中所述方法并在相同的流量下测量水表的示值误差。
计算每种流量下的相对(示值)误差。
从g)取得的各种流量下的示值误差中减去a)取得的基本(示值)误差值。

a) 误差曲线的变化不应超过:
———低区流量(Q1≤Q<Q2):±3%;

———高区流量(Q2≤Q≤Q4):±1.5%。
为了确定这些要求,应采用每种流量下的误差平均值。

b) 误差曲线不应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低区流量(Q1≤Q<Q2):±6%;

———高区流量(Q2≤Q≤Q4):±2.5%。

7.7.2.4 水表分类

根据试验结果将水表进行分类:
———A类:如果通过耐固体颗粒试验;
———B类:如果未能通过耐固体颗粒试验。

8 与影响因子和扰动相关的试验

试验目的是验证水表在规定环境温度和工作条件下能否按预定要求工作。
根据其类型,试验应按ISO4064-2:2005第8章中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用于灌溉的水表工作

条件应为:
———环境等级:B级和C级;
———电磁环境:E1级。

ISO4064-2:2005第8章规定了每种类型水表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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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记

水表上应留出位置用于粘贴检定标记,该标记应在不拆卸水表的情况下可见。
水表应清晰、永久地标记以下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集中或分散标记在水表的外壳、指示装置的度盘、

铭牌或不可分离的水表表盖上。
———公称直径(DN);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制造年份(后2位)和系列号(尽可能地接近指示装置);
———测量单位:立方米;
———Q3 数值;
———Q3 与Q1 的比值(前缀“R”,如“R10”);
———最大允许压力,如对于DN≥500,其值不同于1MPa或0.6MPa时标记;
———流向(标记在水表壳体的两侧,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很容易看到流动方向指示箭头,也可只

标记在一侧);
———字母V或H,如果水表只能在竖直或水平位置操作;
———压力损失等级,如对于DN≥500,其值不同于1MPa或0.6MPa时标记;
———不规则上游下游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分类;
———耐固体颗粒性能等级。
水表应配置可以封印的防护装置,以保证在正确安装水表前和安装后,在不损坏防护装置的情况下

无法拆卸或者改动水表和(或)水表的调整装置或修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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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脉冲输入解决方法

A.1 总则

当流量传感器产生脉冲信号时,每一个脉冲代表一个体积。脉冲的产生、传输和计数应符合 A.2
的要求。

注:脉冲发生器被认为是簧片接触单元。

A.2 试验

A.2.1 正确脉冲计数

A.2.1.1 试验目的

本试验旨在检查与水表有关脉冲发生器的正确工作。

A.2.1.2 试验条件

按照制造商的建议,将水表与脉冲发生器一起安装在与精度试验相同的系统中。数字累加器用于

计算脉冲数量,如图A.1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电源;

2———试验的脉冲发生器;

3———电阻;

4———过滤器,50ms;

5———输入;

6———接地;

7———数字累加器。

图 A.1 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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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表A.1给出条件进行试验。

表 A.1 试验条件

试验流量 脉冲数量

Q4 50

Q3 50

  数字累加器给出的总脉冲数等于在任意时间点的脉冲数和试验开始时脉冲数的差值。

每种流量进行两次试验。

需要记录的参数如下:
———水表标识;
———脉冲发生器标识;
———试验流量;
———体积/脉冲比率;
———水表中水的最初体积和最终体积的差值;
———数字累加器脉冲数;
———累加器中显示的脉冲数与应显示的脉冲实际值之间的差值(根据水表中显示的初始和最终体

积之间的差值以及“体积/脉冲”比率进行计算)。

A.2.1.3 正确计数脉冲的合格判定

当数字累加器中显示的脉冲数量等于应被显示的实际脉冲值时,试验结果被认为满意(根据水表中

最初体积和最终体积的差值和“体积/脉冲”比率计算)。

A.2.2 操作位置时间测定

A.2.2.1 试验目的

本试验旨在测定操作位置时间。

A.2.2.2 试验条件

按制造商的建议,将水表与脉冲发生器一起安装在与精度试验相同的系统中。

按图A.2所示连接示波器、电阻、可调节水源和脉冲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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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电源;

2———被测脉冲发生器;

3———电阻;

4———输入;

5———接地;

6———示波器。

图 A.2 连接图

  当示波器屏幕显示两个脉冲上升沿时记录数据,测量脉冲的周期和振幅。
在流量Q4、Q3 和Q1 下进行截图。
在表A.2中列出的试验条件下进行试验。

表 A.2 试验条件

试验流量 脉冲数量

Q4 10

Q3 10

  用短暂启停法进行试验(在稳定流量条件和分流流量的情况下试验并读数)以保证获取完整脉冲。
对于平均流量,计算相对于一个全脉冲周期的操作位置时间(tON/t),以百分数表示。
记录下列参数:
———水表标识;
———脉冲发生器标识;
———试验流量;
———在相同条件下实施的测量次数或重复次数;
———操作位置时间和一个脉冲周期。
对于每一个流量:
———tON最小值;
———tON最大值;
———tON平均值。
计算tON/t的每一个值,以百分数表示。

A.2.2.3 操作位置时间测定的合格判定

tON/t应符合下列限值的关系,用百分数表示(见图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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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50%;
———最小值:10%。

  标引序号说明:

1———开;

2———关;

a———10%≤tON/t≤50%。

图 A.3 插座关闭时时间测定

A.2.3 电反弹时间测定

A.2.3.1 试验目标

试验的目标是测定电反弹的持续时间,即从脉冲第一个空白消逝的时间起至稳定的时间。

A.2.3.2 试验条件

按制造商的建议,将水表与脉冲发生器一起安装在与精度试验相同的系统中。
按图A.2所示连接示波器。
示波器屏幕显示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记录数据。
在流量Q4、Q3 和Q1 下进行截图。
按表A.3中所示试验条件进行试验。

表 A.3 试验条件

试验流量 脉冲数量

Q4 10

Q3 10

Q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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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种情况,获取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回弹持续时间。记录从脉冲第一个上升沿开始至信号稳定

在顶部的时间(稳定关闭电源)及从脉冲第一个下降沿开始至信号稳定在底部的时间(稳定打开电源),
见图A.4。

  标引序号说明:

1———电压U;

2———时间(s)。

图 A.4 回弹时间

  记录下列参数:
———水表标识;
———脉冲发生器。
对于每种流量:

脉冲上升沿

t1 最小值;

t1 最大值;

t1 中间值。









脉冲下降沿

t2 最小值;

t2 最大值;

t2 中间值。









A.2.3.3 测定回弹时间合格判定

回弹的持续时间(t1 和t2)不应超过脉冲间最短时间的0.1%。

A.2.4 按覆盖层或插座分类

———类型1:无任何覆盖层

———类型2:有金覆盖层

无覆盖继电器至少需要1mA电流才能传输电信号,只要有机械接触,带有金覆盖层的继电器就可

以传输电流。

A.3 其他技术

对于其他技术,有待研发能够提供同等安全等级的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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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流动扰动器

B.1 水流速度截面不规则

如果水表上、下游没有公称直径与水表相同的一定长度的直管段,水表会受流体扰动影响。
流体会受到两种类型的扰动,即漩涡和速度分布突变。
漩涡的成因很多。例如管道不同平面上的两个或多个弯头,或者管道上有离心泵,或者将供水管道

切向进入主管道(安装灌溉水表)的切向入口等。
速度剖面突变主要是由障碍物部分阻塞管道引起的,例如,出现单个弯头、部分关闭的阀、蝶阀、检

查阀、孔、流量或压力调节器等。最大速度区域可能在剖面的中心,或在与剖面圆周相切的一个或多个

区域。
通过确保水表上、下游有足够长度的直管段,可以有效控制两种类型的扰动。可通过安装流动整直

器或流量调节器缩短直管长度。
水表上、下游安装流体整直器时,水表和流量整直器之间应安装内径相等且足够长度的直管段。

B.2 流动扰动器

图B.1~图B.4所示为7.5中所述试验中使用的流动扰动器。
除非另有说明,图中所有尺寸为毫米。
除非另有说明,机加工的尺寸精确到±0.25mm。

B.3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

图B.1所示为螺纹型扰动发生器配套的漩涡生成器单元组成。

图B.1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漩涡发生器单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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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1 盖 1 不锈钢

2 壳体 1 不锈钢

3 漩涡发成器 1 不锈钢

4 流体 — —

5 垫圈 2 纤维

6 内六角螺栓 4 不锈钢

  1型扰动器———左旋漩涡发生器sinistrorsum;

2型扰动器———右旋漩涡发生器dextrorsum。

图B.1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漩涡发生器单元组成 (续)

  图B.2所示为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速度剖面扰动单元组成。

序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1 盖 1 不锈钢

2 壳体 1 不锈钢

3 流体 — —

4 流动扰动器 1 不锈钢

5 垫圈 2 纤维

6 内六角螺栓 4 不锈钢

  3型扰动器———速度剖面流动扰动器。

图B.2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速度剖面扰动单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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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B.3所示为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盖,尺寸见表B.1。

  标引序号说明:

1———4个孔ϕJ,镗孔ϕK×L;

2———加工面的表面粗糙度全部为3.2μm。

图B.3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盖,尺寸见表B.1

表B.1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盖尺寸(见图B.3)

DN 螺纹连接 A Be9a C D Eb F G H J K L M N

15 G3/4″B 52
29.960
29.908

23 15 3/4″BSP 10 12.5 5.5 4.5 7.5 4 40 23

20 G1″B 58
35.950
35.888

29 20 1″BSP 10 12.5 5.5 4.5 7.5 4 46 23

25 G11/4″B 63
41.950
41.888

36 25 11/4″BSP 12 14.5 6.5 5.5 9.0 5 52 26

32 G11/2″B 76
51.940
51.866

44 32 11/2″BSP 12 16.5 6.5 5.5 9.0 5 64 28

40 G2″B 82
59.940
59.866

50 40 2″BSP 13 18.5 6.5 5.5 9.0 5 70 30

50 G21/2″B 102
69.940
69.866

62 50 21/2″BSP 13 20.0 8.0 6.5 10.5 6 84 33

  a 见ISO286-2。
b 见ISO228-1。

82

GB/T40115—2021/ISO16399:2014



  图B.4所示为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壳体,尺寸见表B.2。

  标引序号说明:

1———4孔;

2———机械表面粗糙度全部为3.2μm。

图B.4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壳体,尺寸见表B.2

表B.2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壳体尺寸(见图B.4)

DN A BH9a C D E F G H J K L M

15 52
30.052
30.000

23.5 15.5 15 46 3/4″BSP 3.3 16 M4 12 40

20 58
36.062
36.000

26.0 18.0 15 46 1″BSP 3.3 16 M4 12 46

25 63
42.062
42.000

30.5 20.5 20 55 11/4″BSP 4.2 18 M5 14 52

32 76
52.074
52.000

35.0 24.0 20 65 11/2″BSP 4.2 18 M5 14 64

40 82
60.074
60.000

41.0 28.0 25 75 2″BSP 4.2 18 M5 14 70

50 102
70.074
70.000

47.0 33.0 25 90 21/2″BSP 5.0 24 M6 20 84

  a 见ISO286-2。

92

GB/T40115—2021/ISO16399:2014



  图B.5所示为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漩涡发生器,尺寸见表B.3。

  标引序号说明:

1———8条均布的叶片固定槽;

2———叶片在槽内定位并焊接;

3———槽中心深0.76;

4———叶片细节图。

加工面的表面粗糙度全部为3.2μm。

图B.5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漩涡发生器,尺寸见表B.3

表B.3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漩涡发生器尺寸(见图B.5)

DN Ad9a B C D E F G H J

15
29.935
29.851

25 15 10.5 7.5 6.05 7.6
0.57
0.52

0.50

20
35.920
35.820

31 20 13.0 10.0 7.72 10.2
0.57
0.52

0.50

25
41.920
41.820

38 25 15.5 12.5 9.38 12.7
0.82
0.87

0.75

32
51.900
51.780

46 32 19.0 16.0 11.72 16.4
0.82
0.87

0.75

40
59.900
59.780

52 40 23.0 20.0 14.38 20.5
0.82
0.87

0.75

50
69.900
69.780

64 50 28.0 25.0 17.72 25.5
1.57
1.52

1.50

  a 见ISO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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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B.6所示为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流动扰动器,尺寸见表B.4。

  加工面的表面粗糙度全部为3.2μm。

图B.6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流动扰动器,尺寸见表B.4

表B.4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流动扰动器尺寸(见图B.6)

DN Ad9a B C D E F G

15
29.935
29.851

25 15 13.125 10.5 7.5 7.5

20
35.920
35.820

31 20 17.500 13.0 10.0 5.0

25
41.920
41.820

38 25 21.875 15.5 12.5 6.0

32
51.900
51.780

46 32 28.000 19.0 16.0 6.0

40
59.900
59.780

52 40 35.000 23.0 20.0 6.0

50
69.900
69.780

64 50 43.750 28.0 25.0 6.0

  a 见ISO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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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B.7所示为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垫圈,尺寸见表B.5。

图B.7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的垫圈,尺寸见表B.5

表B.5 螺纹型扰动发生器垫圈尺寸(见图B.7)

DN A B

15 24.5 15.5

20 30.5 20.5

25 37.5 25.5

32 45.5 32.5

40 51.5 40.5

50 63.5 50.5

B.4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

图B.8所示为圆片扰动发生器的漩涡发生器单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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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1 漩涡发生器 1 不锈钢

2 流体 — —

3 垫圈 2 纤维

4
带法兰的直管段(ISO7005-2或

ISO7005-3)
2 不锈钢

  1型扰动器———左旋漩涡发生器;

2型扰动器———右旋漩涡发生器。

图B.8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漩涡发生器单元配置

  图B.9所示为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速度剖面扰动单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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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1 流动扰动器 1 不锈钢

2 流体 — —

3 垫圈 2 纤维

4
带法兰的直管段(见ISO7005-2
或ISO7005-3)

2 不锈钢

  3型扰动器———速度剖面流动扰动器。

图B.9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速度剖面扰动单元组成

  图B.10所示为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漩涡发生器,尺寸见表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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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8条均布的叶片固定槽;

2———固定叶片(焊接)。

加工面的表面粗糙度全部为3.2μm。

图B.10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漩涡发生器,尺寸见表B.6

表B.6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漩涡发生器尺寸(见图B.10)

DN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50 50 165 104 4 18 125 45° 25 28 16.9 25.5 1.5
1.57
1.52

— —

65 65 185 124 4 18 145 45° 33 36 21.9 33.4 1.5
1.57
1.52

— —

80 80 200 139 8 18 160 221/2° 40 43 26.9 40.6 1.5
1.57
1.52

— —

100 100 220 159 8 18 180 221/2° 50 53 33.6 50.8 1.5
1.57
1.52

— —

125 125 250 189 8 18 210 221/2° 63 66 41.9 64.1 1.5
1.57
1.52

— —

150 150 285 214 8 22 240 221/2° 75 78 50.3 76.1 3.0
3.07
3.02

195 22

200 200 340 269 8 22 295 221/2° 100 103 66.9 101.6 3.0
3.07
3.02

24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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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漩涡发生器尺寸(见图B.10)(续)

DN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250 250 395 324 12 22 350 15° 125 128 83.6 127.2 3.0
3.07
3.02

295 26

300 300 445 374 12 22 400 15° 150 153 100.3 152.7 3.0
3.07
3.02

345 28

400 400 565 482 16 27 515 111/4° 200 203 133.6 203.8 3.0
3.07
3.02

445 30

500 500 670 587 20 27 620 9° 250 253 166.9 255.0 3.0
3.07
3.02

545 32

600 600 780 687 20 30 725 9° 300 303 200.3 306.1 3.0
3.07
3.02

645 34

800 800 1015 912 24 33 950 71/2° 400 403 266.9 408.3 3.0
3.07
3.02

845 36

  图B.11所示为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流动扰动器,尺寸见表B.7。

  标引序号说明:

1———D 个ϕE 的孔。
a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漩涡发生器。

图B.11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流动扰动器,尺寸见表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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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流动扰动器尺寸(见图B.11)

DN A B C D E F G H

50 50 165 104 4 18 125 45° 43.8

65 65 185 124 4 18 145 45° 56.9

80 80 200 139 8 18 160 221/2° 70.0

100 100 220 159 8 18 180 221/2° 87.5

125 125 250 189 8 18 210 221/2° 109.4

150 150 285 214 8 22 240 221/2° 131.3

200 200 340 269 8 22 295 221/2° 175.0

250 250 395 324 12 22 350 15° 218.8

300 300 445 374 12 22 400 15° 262.5

400 400 565 482 16 27 515 111/4° 350.0

500 500 670 587 20 27 620 9° 437.5

600 600 780 687 20 30 725 9° 525.0

800 800 1015 912 24 33 950 71/2° 700.0

  图B.12所示为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垫圈,尺寸见表B.8。

图B.12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的垫圈,尺寸见表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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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圆片型号扰动发生器垫圈尺寸(见图B.12)

圆片型扰动发生器———第3项:垫圈

DN A B

50 103.5 50.5

65 123.5 65.5

80 138.5 80.5

100 158.5 100.5

125 188.5 125.5

150 213.5 150.5

200 268.5 200.5

250 323.5 250.5

300 375.5 300.5

400 481.5 400.5

500 586.5 500.5

600 686.5 600.5

800 911.5 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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