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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à
本标准代替 HB��������固定灭火系统驱动Ð控制装置通用技术条件�à
本标准与 HB�������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M

标准的总体编排和结构按 HCLU��������进行修改

���
N

增加了前言Ð第�章�使用说明书�Ð附录

���
N

第�章取消了对�HC����和�HC����的引用K增加了�HC������������的引用

���
N

第�章增加了术语�燃气型驱动装置�N
���驱动装置分类由五类增加至七类K增加了�燃气型驱动装置�和�电动型驱动装置�N
���控制装置分类取消了按安装方式进行分类IHB�������的�����JK增加了按控制的灭火系

统进行分类

���
N

在要求一章中增加了各类驱动装置和控制装置的标志要求

���
N

增加了气动型驱动装置Ð液压型驱动装置的工作压力Ð耐腐蚀Ð密封Ð强度要求

���
N

增加燃气型Ð电动型驱动装置的要求

���
N

对控制装置火灾报警功能的要求进行了修改IHB�������的���JN
���增加了各灭火系统的控制装置的功能要求

���
N

对电网供电电压的波动范围进行了修改IHB�������的���JN
���增加了�紧急启动�和�紧急中断�按键的设置位置和按键颜色的要求

���
N

取消了控制装置�高温贮存�和�低温贮存�的要求IHB�������的����JN
���明确了在各种环境试验中和试验后对控制装置的要求

���
N

取消了控制装置�冲击试验�IHB�������的����JK改为�碰撞试验�N
���增加了部分�要求�所对应的 �试验方法�à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K代替 HB��������固定灭火系统驱动Ð控制装置通用技术条件�à
本标准附录 BY附录 I 为规范性附录à
本标准由公安部消防局提出à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分技术委员会IDTCUTLDT���LTD�J归口à
本标准由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K西安市消防局参加起草à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M刘连喜Ð李毅Ð王舒艳Ð董海斌Ð张启应à
本标准于����年首次发布K本次为首次修订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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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灭火系统驱动Ð控制装置

通用技术条件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灭火系统驱动Ð控制装置的分类Ð要求Ð试验方法Ð检验规则及使用说明书à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及民用建筑中安装的固定灭火系统驱动Ð控制装置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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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K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I不包括勘误的内容J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K然而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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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K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à

HC������火灾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

HC��������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à

���
驱动装置��bduvbujo efwjdfth
指直接启动固定灭火系统的释放部件使系统动作的执行机构à

���
控制装置��dpouspmefwjdft
能直接或间接接收火灾报警信号K按需要做出判断K并对驱动装置及其他消防设备下达动作指令的

装置à

���
合体式控制装置��vojubszzqfdpouspmefwjdftu
单个箱体能实现火灾自动报警及灭火一系列预定控制程序的装置à

���
分体式控制装置��gjttjpofeuzqfdpouspmefwjdft
多个箱体才能实现火灾自动报警及灭火一系列预定控制程序的装置à

���
释放部件��sfmfbtfdpnpofoutq
在固定灭火系统及其联动机构中K当执行灭火指令时K由于产生位移或物理Ð化学形态的改变而使

灭火剂释放的部件à

���
燃气型驱动装置��dpncvtujpo btuzqfbduvbujoh efwjdfth
充装气体发生剂K设有激发机构K启动后能产生工作气体的驱动装置à

�

HB�������



���分类

�����驱动装置分类

驱动装置可分为M

bJ��电磁型驱动装置N

cJ��气动型驱动装置N

dJ��液压型驱动装置N

eJ��电爆型驱动装置N

fJ��机械型驱动装置N

gJ��燃气型驱动装置N

hJ��电动型驱动装置à

�����控制装置分类

�������按控制区域数目可分为M

bJ��单区控制装置N

cJ��多区控制装置à

�������按控制的灭火系统可分为M

bJ��气体灭火系统控制装置N

cJ��干粉灭火系统控制装置N

dJ��气溶胶灭火系统控制装置N

eJ��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控制装置N

fJ��泡沫灭火系统控制装置N

gJ��室内消火栓系统控制装置N

hJ��其他灭火系统控制装置à

�������按结构可分为M

bJ��合体控制装置N

cJ��分体控制装置à

���驱动装置要求

�����电磁型驱动装置

�������驱动力

电磁型驱动装置的 有 效 作 用 力K应 不 低 于 正 常 工 作 状 态 时K最 大 负 载 下 释 放 部 件 所 需 操 作 力 的

两倍à

�������工作电压

额定工作电压宜采用��WIe�dJà在额定工作电压的���Y����范围内应能正常动作K并符合

�����的要求à

�������耐电压性能

电磁型驱动装置 的 接 线 端 子 与 外 壳 之 间K在 正 常 的 大 气 条 件 下K应 能 承 受 表m所 规 定 的 频 率 为

��I{的交流电压K在��t的试验过程中K不应发生表面飞弧Ð扫掠放电Ð电晕或击穿现象à
表���耐电压性能试验电压 单位为伏特

额定工作电压 试验电压I有效值J

0��� ���

`��� ����

�������绝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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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大气条件下K电磁型驱动装置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N�à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时K电磁型驱动装置在������温度下应能连续动作���
次I额 定 工 作 电 压 下 进 行JK在 最 高 和 最 低 工 作 温 度 下 各 连 续 进 行��次I在 额 定 工 作 电 压 的���和

����下各进行�次JK试验时驱动装置动作应灵活Ð准确K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à

�������标志

在电磁型驱动装置的表面应至少标有型号规格Ð工作电压Ð电流Ð工作环境温度Ð输出作用力Ð厂名

或商标等à

�����气动型驱动装置

�������驱动力

气动型驱动装置的有效作用力K在最低工作温度下K应不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释放部件所需操作力

的两倍à

�������工作压力

气动型驱动装置的最大工作压力由系统设计要求确定à

�������密封要求

气动型驱动装置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K试验压力为���倍最大工作压力K保压

�njoK各密封部位不得有气泡泄漏à

�������强度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K试验压力为���倍最大工作压力K保压�njoK驱动装置不

得有变形Ð渗漏等现象à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时K气动型驱动装置在������温度下应能连续动作���
次K在最高和最低工作温度下各连续动作��次à试验时驱动装置动作应灵活Ð准确K不得出现任何故障

和结构损坏à

�������耐腐蚀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K气动型驱动装置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K驱动力应

不下降à试验后K再进行气密性试验和一次常温下的工作可靠性试验K结果应符合�����和�����的

要求à

�������标志

在气动型驱动装置的表面应至少标有型号规格Ð输入压力范围Ð最大工作压力Ð工作环境温度Ð输出

作用力Ð厂名或商标等à

�����液压型驱动装置

�������驱动力

液压型驱动装置的有效作用力K在最低工作温度下K应不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释放部件所需操作力

的两倍à

�������工作压力

液压型驱动装置的工作压力由系统设计要求确定à

�������密封要求

液压型驱动装置 按�������规 定 的 方 法 进 行 液 压 密 封 试 验K试 验 压 力 为���倍 工 作 压 力K保 压

�njoK各密封部位不得有渗漏à

�������强度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K试验压力为���倍的工作压力K保压�njoK驱动装置不得

�

HB�������



有变形Ð渗漏等现象à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 行 可 靠 性 试 验 时K液 压 型 驱 动 装 置 在������温 度 下 应 能 连 续 动 作

���次K在最高和最低工作环境温度下各连续动作��次à试验时驱动装置动作应灵活Ð准确K不得出现

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à

�������耐腐蚀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K液压型驱动装置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K驱动力应

不下降à试验后K再进行一次常温下的工作可靠性试验K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标志

在液压型驱动装置的表面应至少标有型号规格Ð输入压力范围Ð工作压力Ð工作环境温度Ð输出作用

力Ð厂名或商标等à

�����电爆型驱动装置

�������驱动力

电爆型驱动装置输出的作用力K应不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释放部件所需操作力的三倍à

�������工作电压

电爆型驱动装置的额定工作电压应不大于��WIe�d�Jà在额定工作电压的���Y����范围内应

能正常动作K并符合�����的要求à

�������绝缘性能

电爆型驱动装 置 当 去 除 电 爆 部 件 时K在 正 常 大 气 条 件 下K芯 线 与 外 壳 之 间 的 绝 缘 电 阻 应 大 于

��N�à

�������时效试验要求

电爆部件在经过��e的时效试验后K其输出的作用力应满足�����的要求K与未经时效试验对照

组的部件比较K其平均输出的作用力差应不超过����à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时K电爆型驱动装置在������温度下应能连续动作���
次I额定工作电压下进行JK在最高和最低工作温度下各连续进行��次I其中在额定工作电压的���和

����下各进行�次JK试验时驱动装置动作应灵活Ð准确K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或变形à

�������双电爆型驱动装置

双电爆型驱动装置的每个电爆部件均应满足�����Y�����的要求K且一个电爆部件失效时K另一

个电爆部件应能使驱动装置正常动作à

�������标志

在电爆型驱动装置的表面应至少标有型号规格Ð工作电压Ð电流Ð工作环境温度Ð输出作用力Ð电爆

部件的有效期Ð厂名或商标等à

�����机械型驱动装置

�������驱动力

机械型驱动装置输出的作用力K应不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释放部件所需操作力的两倍à

�������手动操作要求

bJ��指推操作力应不大于��ON

cJ��指拉操作力应不大于��ON

dJ��手动操作力应不大于���ON

eJ��手动操作行程应不大于���nnà

�������驱动装置行程要求

当机械型驱动装置以下落重物提供驱动力时K重物在下落行程中应为自由下落K应不受到阻挡K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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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的长度应当超过启动释放部件时所需的距离K且行程不得小于��nnà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时K机械型驱动装置在������温度下应能连续动作���
次K在最高和最低工作环境温度下各连续动作��次à试验时驱动装置动作应灵活Ð准确K不得出现任何

故障和结构损坏à

�������耐腐蚀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K机械型驱动装置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K驱动力应

不下降à试验后K再进行一次常温下的工作可靠性试验K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标志

在机械型驱动装置的表面应至少标有型号规格Ð工作环境温度Ð输出作用力Ð厂名或商标等à

�����燃气型驱动装置

�������输出压力和气体生成量

燃气型驱动装置输出的压力K应不小于最大负载条件下释放部件所需操作压力的两倍à气体生成

量应不小于设计值à

�������工作电压

额定工作电压应不大于��WIe�d�Jà在额定工作电压的���Y����范围内应能正常动作K并符

合�����的要求à

�������壳体工作压力

燃气型驱动装置壳体工作压力应不小于气体发生剂所产生的最大压力的���倍à

�������壳体强度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K试验压力为���倍的工作压力K保压�njoK壳体不得有变

形Ð渗漏等现象à

�������壳体超压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 行 超 压 试 验K试 验 压 力 为�倍 的 工 作 压 力K保 压�njoK壳 体 不 得 有 破 裂

现象à

�������壳体密封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K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K保压�njoK壳体各密封部位不得

有气泡泄漏à

�������绝缘性能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K燃气型驱动装置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N�à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时K燃气型驱动装置在������温度下应能连续动作���
次I额定工作电压下进行JK在最高和最低工作环境温度下各连续进行��次I在 额 定 工 作 电 压���和

����条件下各进行�次JK试验时驱动装置动作应灵活Ð准确K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à

�������耐腐蚀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K燃气型驱动装置各部位不得有明显的腐蚀损坏K性能应不

下降à试 验 后K再 进 行 气 密 性 试 验 及 一 次 常 温 下 的 工 作 可 靠 性 试 验K结 果 应 符 合�����和�����的

要求à

��������时效试验要求

驱动装置在经过��e的时效试验后K其输出压力和气体生成量应满足�����的要求K与未经时效

试验对照组的部件比较K其平均输出压力差应不超过����à

��������抗跌落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跌落试验K试验时驱动装置不应有误动作K试验后再进行一次常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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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可靠性试验K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耐湿热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恒定湿热试验K试验后再进行一次常温下的工作可靠性试验K结果应符

合�����的要求à

��������标志

在燃气型驱动装置的表面应至少标有型号规格Ð工作电压Ð电流Ð有效期Ð壳体工作压力Ð工作环境

温度Ð输出压力Ð气体生成量Ð厂名或商标等à

�����电动型驱动装置

�������驱动力

电动型驱动装置的 有 效 作 用 力K应 不 低 于 正 常 工 作 状 态 时K最 大 负 载 下 释 放 部 件 所 需 操 作 力 的

两倍à

�������工作电压

额定工作电压宜采用��WIe�dJÐ���WIb�dJÐ���WIb�dJà在额定工作电压的���Y����范围

内应能正常动作K并符合�����的要求à

�������耐电压性能

电动型驱动装置的接 线 端 子 与 外 壳 之 间K在 正 常 的 大 气 条 件 下K应 能 承 受 表�所 规 定 的 频 率 为

��I{的交流电压K在��t的试验过程中K不应发生表面飞弧Ð扫掠放电Ð电晕或击穿现象à

�������绝缘性能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K电动型驱动装置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N�à

�������工作可靠性要求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试验时K电动型驱动装置在������温度下应能连续动作���
次I额定工作电压下进行JK在最高和最低工作环境温度下各连续进行��次I在额定工作电压的���和

����下各进行�次JK试验时驱动装置动作应灵活Ð准确K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和结构损坏à

�������标志

在电动型驱动装置的表面应至少标有型号规格Ð工作电压Ð电流Ð工作环境温度Ð输出作用力Ð厂名

或商标等à

���控制装置要求

�����基本功能

�������控制装置应能为驱动装置等部件提供合适的电源à

�������控制装置能直接或间接通过控制部件使驱动装置动作à

�������具有火灾报警功能的控制装置其火灾报警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M

bJ��能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自火灾探测器及其他火灾报警触发器件的火灾报警信号K发出声Ð光报

警信号K指示火灾发生部位K并予保持N光报警信号在控制装置复位之前应不能手动消除N声报

警信号应能手动消除K但再次有火灾报警信号输入时K应能再启动à

cJ��当控制装置内部K控制装置与火灾探测器Ð控制装置与传输火灾报警信号的部件间发生下述

故障时K应能在���t内发出与火灾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Ð光故障信号N

�J��控制装置与火 灾 探 测 器Ð手 动 报 警 按 钮 及 起 传 输 火 灾 报 警 信 号 功 能 的 部 件 间 连 接 线 断

线Ð短路I短路时发出火灾报警信号除外JN

�J��控制装置与火灾探测器或连接的其他部件间连接线的接地K出现妨碍控制装置正常工作

的故障N

�J��控制装置的主电源欠压N

�J��给备用电源充电的充电器与备用电源之间连接线断线Ð短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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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干式喷水灭火系统管网的最高和最低气压显示N

hJ��预作用喷水灭火系统的最低气压显示N

iJ��报警阀Ð压力开关和水流指示器的动作情况显示N

jJ��监控雨淋阀的启停状态N

kJ��其他有关阀门所处状态显示N

lJ��相应标准规定的控制功能和显示功能à

��������泡沫灭火系统控制装置还应具有以下功能M

bJ��输出启动和停止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泵和消防水泵的控制信号N

cJ��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N

dJ��相应标准规定的控制功能和显示功能à

��������室内消火栓系统控制装置还应具有以下功能M

bJ��手动和自动控制消防泵的启停N

cJ��消火栓按钮动作位置显示N

dJ��消防泵工作状态显示N

eJ��主备消防泵工作指示N

fJ��相应标准规定的控制功能和显示功能à

�����电源要求

�������控制装置的供电应采用互相独立的主Ð备两种电源K并可自动切换供电à当采用蓄电池组作为

备用电源时K其容量应满足在监视状态下K连续工作��i的用电量K且在��i内K应保证至少一个区域

发生火灾时系统能可靠地动作à主Ð备电源均应有工作状态指示à

�������当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和����时K控制装置应能正常工作à

�������对于多区控制装置K主电源的最低容量应符合表�规定à
表���主电源的最低容量

控制区域 启动灭火装置最低区数

单区Ð双区控制装置 �

�Y�区控制装置 �

�区以上 �

�����运行稳定性要求

控制装置在正常大气条件及正常监视状态下K连续通电��eK试验期间控制装置应不发出控制信号

和故障信号à

�����耐气候环境要求

控制装置应能承受表�所规定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à
表���控制装置耐气候环境试验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要������求

高温试验

低温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

温度
灭 火 系 统 规 定 的 最

高工作温度���
持续时间 ��i

温度
灭 火 系 统 规 定 的 最

低工作温度���
持续时间 ��i

温度 ������
相对湿度 ���Y���
持续时间 ��i

不通 电 状 态��iK正

常监视状态�i

正常监视状态

试验期间K控制 装 置 应 不 发 出 控 制 信

号和 故 障 信 号N试 验 后K控 制 装 置 应

无破坏涂覆和 腐 蚀 现 象K基 本 性 能 应

不改变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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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机械环境要求

控制装置应能承受表�所规定的机械环境试验à
表���控制装置耐机械环境试验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要������求

振动试验

频率循环范围 ��I{Y��I{Y��I{

驱动振幅

I单振幅J
����nn

扫频速率 �倍频程Lnjo

共振点上

保持时间
��njo

共振点上

驱动振幅

I单振幅J
����nn

振动方向 YÐZÐ[

不通电状态

试验后K控制 装 置 应 无 机 械 损 伤

和紧固部位 松 动 现 象K基 本 性 能

应不改变

碰撞试验

碰撞能量 ���K�����K

碰撞次数 每个易损点�次

正常监视状态

试验期间K控 制 装 置 应 不 发 出 控

制信号和不 可 恢 复 的 故 障 信 号K

试验后K基本性能应不改变à

�����抗电干扰要求

控制装置应能承受表�所规定的电干扰条件下的各项试验à
表���控制装置抗电干扰试验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要������求

静电放电试验

电瞬变

脉冲试验

电源

瞬变试验

放电电压 ����W

放电次数 ��次

瞬变脉冲电压
交流电源线�lWK其

他连接线�lW

极性 正Ð负

时间 每次�njo共�次

电源瞬变方式 通电�t�断电�t

施加次数 ���次

施加方式 �次Lnjo

正常监视状态

试验期间K控 制 装 置 应 不 发 出 控

制信号和不 可 恢 复 的 故 障 信 号K

试验后K基本性能应不改变à

�����耐电压要求

控制装置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外壳之间K电源插头I或电源接线端子J与机壳间K在正常的

大气条件下K应能耐受表�所规定的频率为��I{的交流电压K在��t的试验过程中K不应发生表面飞

弧Ð扫掠放电Ð电晕或击穿现象à

�����绝缘电阻要求

控制装置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外壳之间K电源插头I或电源接线端子J与机壳间K在正常的

大气条件下应分别大于��N�Ð��N�à

�����主要部件性能

控制装置的指示灯Ð继电器Ð变压器Ð电子元器件Ð熔断器Ð音响器件Ð电压表等主要部件性能应符合

HC����的要求à

������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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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装置上应至少标有产品名称Ð型号规格Ð主要技术参数Ð生产单位名称或商标Ð生产日期及产品

编号等à

���试验方法

�����基本要求

�������设备要求

bJ��力和长度的测量精度不得低于��N

cJ��压力表的精度不得低于���级à
测量燃气型装置的输出压力的压力表或传感器的精度不得低于���级à

�������环境要求

如果有关条款中没有说明K则试验均应在下述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M

bJ��气温M���Y���N

cJ��相对湿度M���Y���N

dJ��气压M��lQbY���lQbà

�������试验程序要求

应按附录 BY附录 I 规定进行à

�����驱动装置试验方法

�������外观检查

外观检验采用目测方法K样品应符合M

bJ��外表无腐蚀Ð涂覆层剥落Ð起泡Ð划痕Ð毛刺等机械损伤N

cJ��紧固件无松动K操作机构应灵活N

dJ��对照设计图样Ð工艺文件对样品进行检查K应符合设计及工艺要求N

eJ��样品上的标志应分别符合�����Ð�����Ð�����Ð�����Ð�����Ð������Ð�����的要求à

�������驱动力的测定

选用量程范围合适的万能材料试验机Ð冲击力测试装置Ð弹簧测力计进行试验K每个样品应进行三

次测量K三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此样品的驱动力à

�������工作可靠性试验

���������电磁型Ð电爆型Ð燃气型Ð电动型驱动装置可靠性试验

将电磁型Ð电爆型Ð燃气型Ð电动型驱动装置与真实负载I如M阀门Ð联动机构等J或模拟负载装配好à

bJ��在常温下K电磁型Ð电爆型Ð燃气型Ð电动型驱动装置通以额定工作电压K使其循环动作���次K
动作的频率应控制在I�Y�J次LnjoK每次应有可靠的动作判别手段和计数措施à

cJ��在最高工作温度及在���的额定工作电压和����的额定工作电压下K电磁型Ð电爆型Ð燃气

型Ð电动型驱动装置各循环动作�次à

dJ��在最低工作温度及在���的额定工作电压和����的额定工作电压下K电磁型Ð电爆型Ð燃气

型Ð电动型驱动装置各循环动作�次à

eJ��进行高温和低温条件下可靠性试验前K驱动装置应在此温度下至少保持�ià

fJ��若负载随温度变化而变化K试验时应根据温度来调整负载的大小à
试验结果应符合�����Ð�����Ð�����Ð�����的要求à

���������气动型驱动装置可靠性试验

将气动型驱动装置与真实负载I如M阀门Ð联动机构等J或模拟负载装配好à

bJ��在常温下K气动型驱动装置通以标称工作压力的气体K使其循环动作���次K每次应有可靠的

动作判别手段和计数措施à

cJ��在最高工作温度下K气动型驱动装置通以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小工作压力的气体K各循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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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à

dJ��在最低工作温度下K气动型驱动装置通以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小工作压力的气体K各循环动作

�次à

eJ��进行高温和低温条件下可靠性试验前K驱动装置应在此温度下至少保持�ià

fJ��若负载随温度变化而变化K试验时应根据温度来调整负载的大小à
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液压型驱动装置可靠性试验

将液压型驱动装置与真实负载I如M阀门Ð联动机构等J或模拟负载装配好à

bJ��在常温及额定工作压力下K液压型驱动装置循环动作���次K每次应有可靠的动作判别手段和

计数措施à

cJ��在最高工作温度和最低工作温度下K各循环动作��次à

dJ��进行高温和低温条件下可靠性试验前K驱动装置应在此温度下至少保持�ià

eJ��若负载随温度变化而变化K试验时应根据温度来调整负载的大小à
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机械型驱动装置可靠性试验

将机械型驱动装置与真实负载I如M阀门Ð联动机构等J或模拟负载装配好à

bJ��在常温下K使机械型驱动装置循环动作���次K每次应有可靠的动作判别手段和计数措施à

cJ��在最高工作温度和最低工作温度下K各循环动作��次à

dJ��进行高温和低温条件下可靠性试验前K驱动装置应在此温度下至少保持�ià

eJ��若负载随温度变化而变化K试验时应根据温度来调整负载的大小à
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耐电压试验

试验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M
试验电源M电压�WY����WI有效值J连续可调K频率��I{K短路电流��BI有效值JN
升I降J压速率M���WLtY���WLtN
计时M��t��tà
试验时K通过耐电压试验装置K以���WLtY���WLt的升压速率K分别对�����规定的部位施加

��I{Ð�����I�����JWI额定工作电压超过��W 时JK或��I{Ð����I�����JWI额定工作电压不

超过��W 时J的试验电压à
持续时间��t��tK观察并记录试验中所发生的现象à
试验结果应符合�����Ð�����的要求à

�������绝缘电阻测定

试验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M
试验电压M���W���WIe�dJN
测量范围M�N�Y���N�N
最小分度M���N�N
记����时M��t��tà
在不具备专用测试装置的条件下K也可用兆欧表或摇表测试à
试验时K通过绝缘电阻试验装置K分别对�����Ð�����Ð�����Ð�����规定试样的部位施加���W�

��W 直流电压K持续��t��t后K测量其绝缘电阻值à试验时K应保证接触点有可靠的接触K引线间的

绝缘电阻应足够大K以保证读数正确à
试验结果应符合�����Ð�����Ð�����Ð�����的要求à

�������密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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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型驱动装置密封试验

将气动型驱动装置进口与压缩空气或氮气气源相连接K封闭出口并浸入水中K放置在水中深度不小

于���nK缓慢加压至试验压力K保压期间检查K其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液压型驱动装置密封试验

将液压型驱动装置进口与液压供给装置相连接K封闭所有出口K缓慢加压至试验压力K保压期间检

查K其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燃气型驱动装置壳体密封试验

将燃气型驱动装置壳体进口与压缩空气或氮气气源相连接K封闭出口并浸入水中K放置在水中深度

不小于���nK缓慢加压至试验压力K保压期间检查K其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强度试验

强度试验装置用液压源应具备稳压功能K升压速率应在I�Y���JNQbLt范围内可调à
将被检样品进口与液压供给系统相联K排除样品腔内空气后K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K在规定的保压

时间内检查样品K其结果应符合�����Ð�����Ð�����的要求à

�������超压试验

试验装置要求同�����à
将被检样品进口与液压供给系统相联K排除样品腔内空气后K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后对样品进行检

查K其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盐雾腐蚀试验

试验设备M盐雾腐蚀试验箱à
试验前试件经清洗去油污后K悬挂于试验箱内的专用支架上à
试验用盐溶液M由氯化钠溶于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制成K浓度为��hLM��hLMKqI 值在���时为

���Y���à喷淋后的溶液不能再次使用à
试验条件M试验时盐雾腐蚀试验箱内温度为������K喷雾速率为�nMLiY�nMLiKI有效面积

为��dn� 的收集器放入箱内��i所测得的平均喷雾速率JK在整个试验周期内连续喷雾à
试验周期为���ià
试验结束后K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先干 燥���iY�iK在���的 清 水 中 清 洗K最 后 在 空 气 中 自 然 干

燥à试验结果应分别符合�����Ð�����Ð�����Ð�����要求à

��������时效试验

以��件驱动装置为一批K将其分成两组K每组五件N将第一组置于恒温箱内K温度为最高工作温度

加������K时间为��eK将第二组置于������温度下贮存��eà��e试验结束后K立即进行最小

额定电流下的动作试验K并测定每件的输出作用力à
时效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输出作用力差应符合�����和������的要求à

��������燃气型驱动装置输出压力及气体生成量测定

试验装置的容器应能耐受���倍的燃气型驱动装置输出压力à
试验装置如图�所示K其中容器的尺寸为直径��nnK长���nnK容积为�Mà
将燃气型驱动装置与试验装置的容器连接牢固K启动驱动装置K利用记录仪记录下容器内的压力Q

和温度值Uà

����根据气体方程计算出在压力Q 下气体的生成量M

o�Q�����

����U ������

����式中M

o���气体的摩尔量K单位为摩尔InpmJN

Q���容器内的压力值K单位为帕IQb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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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容器内对应压力为Q 时的温度值K单位为开尔文ILJN
在一定输出压力下的气体生成量和在一定气体生成量下的输出压力应不小于生产单位公布的数

值K且满足�����的要求à

������燃气型驱动装置N

��压力传感器N

��温度传感器N

��容器

图���燃气型驱动装置输出压力及气体生成量测试装置

��������跌落试验

拆除外包装的燃气型驱动装置三只K分别以任意姿态K从�n�����n 高处I从燃气型驱动装置最

低点算起J自由落到坚硬的水泥地面上K试验后启动燃气型驱动装置应满足������的要求à
水泥地面为厚���nn 的���级钢筋混凝土板à布置适量钢筋K用���号水泥Ð中粗黄沙和�nn

Y��nn 的碎石以�����的比例浇注而成à

��������恒定湿热试验

驱动装置悬挂于试验箱内à调节试验箱K使温度为������K相对湿度为���Y���I先调节温

度K当温度达到恒定后再加湿JK连续保持��i后K立即进行启动试验K其结果应满足������的要求à

��������手动操作力和行程测定

将驱动装置固 定 好K用 测 力 计 和 游 标 卡 尺 测 量 驱 动 装 置 的 手 动 操 作 力 和 行 程K其 结 果 应 满 足

�����Ð�����的要求à

�����控制装置的试验方法

�������外观检查

外观检验用目测方法进行K样品应符合M

bJ��外表无腐蚀Ð涂覆层剥落Ð起泡Ð划痕Ð毛刺等机械损伤N

cJ��紧固件无松动K操作机构应灵活N

dJ��文字符号和标志应清晰K标志应符合����的要求à

�������基本功能试验

���������将控制装置与火灾探测器或火灾触发器件K及其控制设备或部件连接K使其处于监视状态à

���������使火灾探测器或任意火灾触发器件处于火灾报警状态K观察并记录声Ð光报警信号和受控制

设备的状态à

bJ��对于直接控制设备启动Ð停止Ð运转的控制装置K要分别测量其输出信号à

cJ��对于通过所连接的控制部件间接控制设备启动Ð停止Ð运转的控制装置K要分别测量所连接部

件的输出信号à

dJ��对于要求反映其运行状态的设备K要观察控制装置对其运行状态的显示情况à

eJ��检查声Ð光报警信号能否手动消除K控制装置能否指示出火灾发生部位I限于具有火灾报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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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并与蓄电池一起放入恒定湿热试验箱中K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à
调节试验箱K使温度为������K相对湿度为���Y���I先调节温度K当温度达到恒定后再加

湿JK连续保持��i后K立即进行基本功能试验à
将控制装置从试验箱中取出K使其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处于监视状态�iY�iK为除去其表面的潮

气K可用手摇动控制装置或用室内空气吹风à
检查其表面涂覆情况应符合���的要求并对控制装置进行基本功能试验à

�������振动试验

试验前K将控制装置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ià
试验在振动台上进行K将样品按正常工作位置固定在台面上à

bJ��在��I{Y��I{Y��I{频率范围内K以每分钟一倍频程的扫频速率Ð����nn 振幅K进行一

次扫频循环à观察并记录发现的共振频率à

cJ��未发现共振频率时K在��I{频率上K进行振幅为����nnÐ持续时间为��njo����njo的

定频振动试验à

dJ��发现共振频率不超过四个时K在每一个共振频率上进行振幅为����nnÐ持续时间为��njo
����njo的定频振动试验à

eJ��发现共振频率超过四个时K在��I{Y��I{Y��I{频率循环范围内K进行振幅为����nnÐ
扫频速率为每分钟一倍频程K两次扫频循环试验à

上述试验在样品 YÐZÐ[ 三个轴线上依次进行à
试验后K立即检查外观及紧固部位结果应符合���的要求并对控制装置进行基本功能试验à

�������碰撞试验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K将控制装置与等效负载连接K接通电源K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à
对控制装置表面的每个易损部件施加三次能量为���K�����K的碰撞à在进行试验时应小心进

行K以确保上一组I三次J碰撞的结果不对后续各组碰撞的结果产生影响N在认为可能产生影响时K应考

虑发现的缺陷K取一新的试样K在同一位置重新进行碰撞试验à
试验装置为一弹簧操纵的半球形锤头K碰撞时瞬间能量为���K�����Kà
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静电放电试验

����������试验设备

bJ��静电 发 生 器M输 出 电 压����WI允 差����JK其 电 原 理 如 图�所 示K输 出 电 流 波 形 如 图�
所示à

cJ��静电放电探头M放电端为一��的球体K连接体与后半球外带绝缘材料à

dJ��接地线M静电放电试验用的直接电源和静电放电探头的接地线必须和接地板一起接到安全地

线或接地板上à

����������将控制装置放在试验用接地板上K其周边距接地板各边的距离应不小于���nnà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K将控制装置与等效负载连接K接通电源K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à

����������调节静电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为����WK将连接���qG电容器和���� 电阻器件的静电放

电探头充电到����WK经该����电阻对控制装置进行放电à每次充电后立即将静电放电探头触到控

制装置外部的一个试验点上K无论是否发生电弧放电K务必使探头尖端与试验点切实接触à静电放电应

在控制装置外表面上的��个不同点I控制机构或键盘上五点K输入L输出线离开控制装置���nn 以远

处一点K外壳上距接地线最远处一点K电源开关上一点K显示器及指示灯两点J逐点进行K每次放电的时

间间隔至少为�tà

����������试验期间K监视控制装置是否发出控制信号和不可恢复的故障信号N试验后K进行基本功能

试验K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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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静电发生器电原理图

图���静电发生器输出电流波形

��������电瞬变脉冲试验

����������试验设备

瞬变发生器M输出瞬变脉冲电压�����I�����JWÐ�����I�����JWK脉 冲 频 率��I�����J

lI{Ð����I�����JlI{K输出阻抗���K每���nt输出��nt瞬变脉冲电压K极性为正Ð负à其电原

理图如图�所示à试验时配用的耦合L去耦网络见图�Ð图�à

����V�高压电源N

SD�充电电阻N

DD�储能电容N

ST�脉冲整形电容N

Sn�阻抗匹配电阻N

De�隔直电容

图���电瞬变脉冲发生器电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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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D电源线试验用耦合L去耦网络

单位为毫米

图���其他外连线试验用耦合L去耦网络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K将控制装置与等效负载连接K接通电源K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à

����������对控制装置的 BD电源线施加����WI允差����JÐ频率���lI{I允差����J的正负极

性瞬变脉冲电压I波形见图�J六次I正Ð负各三次JK每���nt施加瞬变脉冲电压��ntI见图�JK每次

施加瞬变脉冲电压时间为�����
��� tK施加两次瞬变脉冲电压的时间间隔为��tà试验期间K监视控制装置

是否发出消防控制和故障信号à

����������对控制装置的其他外接线施加����WI允差����JÐ频率�lI{I允差����J的正负极性

瞬变脉冲电压I波形见图�J两次I正Ð负各一次JK每���nt施加瞬变脉冲电压��ntI见图�JK每次施

加瞬变脉冲电压时间为�����
��� tK施加两次瞬变脉冲电压的时间间隔为��tà试验期间K监视控制装置

是否发出消防控制和故障信号à

����������试验后K进行基本功能试验K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

HB�������



图������ 负载时单脉冲波形

图���一组瞬变脉冲波形

��������电源瞬变试验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K将控制装置与等效负载连接K连接控制装置到电源瞬变试验装置上K使其处

于正常监视状态à
开启试验装置K使控制装置主电源按�通电I�tJ一断电I�tJ�的固定程序连续通断���次K观察并

记录控制装置声Ð光报警信号情况à
试验后K进行基本功能试验K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耐电压试验

试验方法同�����à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绝缘电阻测定

试验方法同�����à试验结果应符合���的要求à

��������主要部件性能试验

试验方法按 HC����的要求进行à

���检验规则

生产单位应依据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组织生产K质量体系应保证每批产品质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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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K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à

�����检验分类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K应进行型式检验M

bJ��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N

cJ��正式投产后K如产品结构Ð材料Ð工艺Ð关键工序的加工方法有重大改变K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时N

dJ��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N

eJ��产品停产一年以上K恢复生产时N

fJ��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à

���������驱动装置的型式检验应按表�的规定进行à

���������控制装置的型式检验应按表�的规定进行à

�������出厂检验

驱动装置的出厂检验应按表�的规定进行à
控制装置的出厂检验应按表�的规定进行à

表���驱动装置型式检验项目Ð出厂检验项目及缺陷类别

部件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全检 抽检 B类 C类

电磁型

驱动装置

驱动力 6� � 6� 6� �

工作电压 6� � 6� � 6�

耐电压性能 6� � � � 6�

绝缘性能 6� � � � 6�

工作可靠性要求 6� � 6� 6� �

标志 6� 6� � � 6�

气动型

驱动装置

驱动力 6� � 6� 6� �

工作压力 6� � 6� � 6�

密封要求 6� � 6� � 6�

工作可靠性要求 6� � 6� 6� �

强度要求 6� � � 6� �

耐腐蚀要求 6� � � � 6�

标志 6� 6� � � 6�

液压型

驱动装置

驱动力 6� � 6� 6� �

工作压力 6� � 6� � 6�

密封要求 6� � 6� � 6�

工作可靠性要求 6� � 6� 6� �

强度要求 6� � � 6� �

耐腐蚀要求 6� � � � 6�

标志 6� 6�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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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续J

部件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全检 抽检 B类 C类

电爆型

驱动装置

驱动力 6� � 6� 6� �

工作电压 6� � 6� � 6�

绝缘性能 6� � 6� � 6�

时效试验要求 6� � � � 6�

工作可靠性要求 6� � 6� 6� �

双电爆型驱动装置 6� � 6� 6� �

标志 6� 6� � � 6�

机械型

驱动装置

驱动力 6� � 6� 6� �

手动操作要求 6� � 6� � 6�

驱动装置行程要求 6� � 6� � 6�

工作可靠性要求 6� � 6� 6� �

耐腐蚀要求 6� � � � 6�

标志 6� 6� � � �

燃气型

驱动装置

输出压力和气体生成量 6� � 6� 6� �

工作电压 6� � 6� � 6�

壳体工作压力 6� � 6� � 6�

壳体强度要求 6� 6� � 6� �

壳体超压要求 6� � � � 6�

壳体密封要求 6� 6� � � 6�

绝缘性能 6� � � � 6�

工作可靠性要求 6� � 6� 6� �

耐腐蚀要求 6� � � � 6�

时效试验要求 6� � � � 6�

抗冲击要求 6� � 6� � 6�

耐湿热要求 6� � � � 6�

标志 6� 6� � � 6�

电动型

驱动装置

驱动力 6� � 6� 6� �

工作电压 6� � 6� � 6�

耐电压性能 6� � � � 6�

绝缘性能 6� � � � 6�

工作可靠性要求 6� � 6� 6� �

标志 6� 6�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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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控制装置型式检验项目Ð出厂检验项目及缺陷类别

部件名称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全检 抽检 B类 C类

控制装置

基本功能 6� 6� � 6� �

电源要求 6� � 6� � 6�

运行稳定性要求 6� 6� � � 6�

高温试验 6� � 6� � 6�

低温试验 6� � 6� � 6�

恒定湿热试验 6� � � � 6�

振动试验 6� � � � 6�

碰撞试验 6� � � � 6�

静电放电试验 6� � � � 6�

电瞬变脉冲试验 6� � � � 6�

电源瞬变试验 6� � 6� � 6�

耐电压试验 6� � � � 6�

绝缘电阻要求 6� � 6� � 6�

主要部件性能 6� � 6� � 6�

标志 6� 6� � � 6�

�������试验程序

驱动装置试验程序按附录 BY附录 I 的规定à

�����抽样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à样品数量按附录 BY附录 I 的规定à

�����检验结果判定

�������型式检验

表�或表�中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K则该驱动装置或控制装置为合格品à若有 B 类项目

不合格K则该驱动装置或控制装置为不合格品à若有C类项目不合格K允许加倍抽样检验K仍有两项不

合格K即判该驱动装置或控制装置不合格à

�������出厂检验

表�或表�中规定的出厂全检项目和抽检项目全部合格K则该驱动装置或控制装置为合格品à若

该批驱动装置或控制装置的全检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K则该批驱动装置或控制装置被判为不合格品N若

该批驱动装置或控制装置的抽检项目中出现不合格K允许加倍抽样检验K该不合格品允许修整后复检K
复检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不合格K即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à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按 HC������进行编写à

�����驱动装置使用说明书

驱动装置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M

bJ��驱动装置简介I主要是工作原理JN

cJ��装置示意图N

dJ��装置名称Ð型号规格Ð主要性能参数Ð安装Ð使用及维护说明Ð注意事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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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定期维护说明N

fJ��售后服务N

gJ��制造单位名称Ð详细地址Ð邮编和电话à

�����控制装置使用说明书

控制装置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M

bJ��控制装置简介I主要是工作原理JN

cJ��控制装置的主要性能指标Ð型号规格等N

dJ��操作面板功能说明N

eJ��主机布线简图N

fJ��端子接线图N

gJ��安装Ð使用及维护说明Ð注意事项N

hJ��售后服务N

iJ��生产单位名称Ð详细地址Ð邮编和电话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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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I规范性附录J

电磁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B����试验程序说明

B������试验序号

�J��外观检查��I�����JN

�J��驱动力的测定��I�����JN

�J��工作可靠性试验��I�����JN

�J��耐电压试验��I�����JN

�J��绝缘电阻测定��I�����Jà

B������说明

�J��上述试验序号在图 B��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N

�J��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à

B����试验程序图

图 B����电磁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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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I规范性附录J

气动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C����试验程序说明

C������试验序号

�J��外观检查��I�����JN

�J��驱动力的测定��I�����JN

�J��工作可靠性试验��I�����JN

�J��密封试验��I�����JN

�J��强度试验��I�����JN

�J��盐雾腐蚀试验��I�����Jà

C������说明

�J��上述试验序号在图C��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N

�J��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à

C����试验程序图

图 C����气动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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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I规范性附录J

液压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D����试验程序说明

D������试验序号

�J��外观检查��I�����JN

�J��驱动力的测定��I�����JN

�J��工作可靠性试验��I�����JN

�J��密封试验��I�����JN

�J��强度试验��I�����JN

�J��盐雾腐蚀试验��I�����Jà

D������说明

�J��上述试验序号在图 D��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N

�J��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à

D����试验程序图

图 D����液压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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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I规范性附录J

电爆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E����试验程序说明

E������试验序号

�J��外观检查��I�����JN

�J��驱动力的测定��I�����JN

�J��工作可靠性试验��I�����JN

�J��时效试验��I������JN

�J��绝缘电阻测定��I�����Jà

E������说明

�J��上述试验序号在图 E��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N

�J��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à

E����试验程序图

图 E����电爆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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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I规范性附录J

机械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F����试验程序说明

F������试验序号

�J��外观检查��I�����JN

�J��驱动力的测定��I�����JN

�J��手动操作力和行程测定��I������JN

�J��工作可靠性试验��I�����JN

�J��盐雾腐蚀试验��I�����Jà

F������说明

�J��上述试验序号在图 F��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N

�J��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à

F����试验程序图

图 F����机械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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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I规范性附录J

燃气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G����试验程序说明

G������试验序号

�J��外观检查��I�����JN

�J��输出压力及气体生成量测定��I������JN

�J��强度试验��I�����JN

�J��超压试验��I�����JN

�J��密封试验��I�����JN

�J��绝缘电阻测定��I�����JN

�J��工作可靠性试验��I�����JN

�J��盐雾腐蚀试验��I�����JN

�J��时效试验��I������JN

��J��跌落试验��I������JN

��J��恒定湿热试验��I������Jà

G������说明

�J��上述试验序号在图G��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N

�J��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à

G����试验程序图

图 G����燃气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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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I规范性附录J

电动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H����试验程序说明

H������试验序号

�J��外观检查��I�����JN

�J��驱动力的测定��I�����JN

�J��工作可靠性试验��I�����JN

�J��耐电压试验��I�����JN

�J��绝缘电阻测定��I�����Jà

H������说明

�J��上述试验序号在图 H��中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N

�J��圆圈中的数字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à

H����试验程序图

图 H����电磁型驱动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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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I规范性附录J

控制装置试验程序及取样数量

I����试验程序说明

I������试验序号

�J��外观检查��I�����JN

�J��基本功能试验��I�����JN

�J��电源试验��I�����JN

�J��运行稳定性试验��I�����JN

�J��高温试验��I�����JN

�J��低温试验��I�����JN

�J��恒定湿热试验��I�����JN

�J��振动试验��I�����JN

�J��碰撞试验��I�����JN

��J��静电放电试验��I������JN

��J��电瞬变脉冲试验��I������JN

��J��电源瞬变试验��I������JN

��J��耐电压试验��I������JN

��J��绝缘电阻测定��I������JN

��J��主要部件性能试验��I������Jà

I������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为两台à

I����试验顺序图

图中的数字为试验序号à
�O�样品M�àƠ��àƠ�àƠ�àƠ�àƠ��àƠ��àƠ�àƠ�àƠ��àƠ�

�O�样品M�àƠ��àƠ�àƠ�àƠ��àƠ��àƠ�àƠ�

图 I����控制装置试验程序图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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