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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照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Ⅰ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

《团体标准化　第１部分：良好行为指南》ＧＢ／Ｔ２０００４．１—２０１６、《团体标准化　第２部分：良好

行为评价指南》ＧＢ／Ｔ２０００４．２—２０１８编写的有关要求以及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

办法 （试行）》（中建金协 〔２０１７〕１９号）的相关规定制定。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中心归口管理。

本文件编制的技术依托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专家委员会。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

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８号　邮编１０００３７）。

本文件主编单位：宁波一机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

本文件参编单位：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自来水奉贤有限

公司、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水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中核四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邢台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西安水务 （集团）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

市给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兰州理工大学 （特种阀门与密封技术研究所）、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浙江艾合德流体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博纳斯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都流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国威给排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天津市塘沽第一阀门有限公司、中核苏

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春江阀门有限公司、上海标一阀门有限公司、信泰阀门集团有限公

司、沪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龙供水设备有限公司、铁岭特种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铝都

阀门有限公司、苏州悦达阀门有限公司、安徽省白湖阀门厂有限责任公司、远大阀门集团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周振峰、斯武君、秦永新、刘杰、葛欣、赵本友、陈小明、金俊伟、刘

勇、纳新、周立宾、王伟静、张硕、赵红兵、孙建春、袁尚、崔红军、田胜海、杨浩锋、朱爽、黄

显奎、田沁禾、李树勋、沈允、宋正义、王荣辉、严杰、刘永、洪荣坤、吴如荣、柴为民、刘广

和、张贺凯、陈文恭、季能平、陈晓刚、王帅、丁梅、黄杰、邵建农。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员：黄明亚、卢汉清、李益勤、刘巍荣、关凯、高和气、钱勇、纪永超、舒

诗湖。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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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排水用双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给水排水用双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 （以下简称蝶阀）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和参

数、结构、一般要求、要求、检验和试验、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防护和储运。

本文件适用于：公称压力犘犖１０、公称尺寸犇犖１００～犇犖３０００，公称压力犘犖１６、公称尺寸

犇犖１００～犇犖２０００，介质温度不大于８０℃的给水排水用法兰连接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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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２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ＧＢ／Ｔ２２８．１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１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９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１．１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

ＧＢ／Ｔ６９９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１０４７　管道元件　公称尺寸的定义和选用

ＧＢ／Ｔ１０４８　管道元件　公称压力的定义和选用

ＧＢ／Ｔ１０９５　平键　键槽的剖面尺寸

ＧＢ／Ｔ１０９６　普通型　平键

ＧＢ／Ｔ１２２０　不锈钢棒

ＧＢ／Ｔ３２８０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 （ＩＰ代码）

ＧＢ／Ｔ６７３９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

ＧＢ／Ｔ８９２３．１—２０１１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涂覆

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ＧＢ／Ｔ９１１５　对焊钢制管法兰

ＧＢ／Ｔ９２８６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ＧＢ／Ｔ１２２２０　工业阀门　标志

ＧＢ／Ｔ１２２２１　金属阀门　结构长度

ＧＢ／Ｔ１２２２３　部分回转阀门驱动装置的连接

ＧＢ／Ｔ１２２２５　通用阀门　铜合金铸件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２２２７　通用阀门　球墨铸铁件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２２３８—２００８　法兰和对夹连接弹性密封蝶阀

ＧＢ／Ｔ１３９２７　工业阀门　压力试验

ＧＢ／Ｔ１７２１９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ＧＢ／Ｔ１７２４１．６　整体铸铁法兰

ＧＢ／Ｔ１７２４１．７　铸铁法兰　技术条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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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１８７３　橡胶密封件　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

ＧＢ／Ｔ２６６４０—２０１１　阀门壳体最小壁厚尺寸要求规范

ＧＢ／Ｔ３２８０８—２０１６　阀门　型号编制方法

ＣＪ／Ｔ２６１—２０１５　给水排水用蝶阀

ＪＢ／Ｔ１０６　 阀门标志和涂漆

ＪＢ／Ｔ７９２８　工业阀门　供货要求

ＪＢ／Ｔ８５２７—２０１５　金属密封蝶阀

ＪＢ／Ｔ８５３１—２０１３　阀门手动装置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金属硬密封蝶阀　犿犲狋犪犾犺犪狉犱狊犲犪犾犫狌狋狋犲狉犳犾狔狏犪犾狏犲

阀体密封面 （也称阀座）与蝶板密封面材料同为金属的蝶阀。

３．２

双向密封　狋狑狅狑犪狔狊犲犪犾犲犱

在阀体上标注的水主流方向 （正向）和与水主流方向相反的方向 （反向）均能密封。

３．３

最大流速　狋犺犲犺犻犵犺犲狊狋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蝶阀在蝶板位置处于全开时，与蝶阀相同公称尺寸的管道中允许的水流最大平均流速。

３．４

双偏心蝶阀　犫犻犲犮犮犲狀狋狉犻犮犫狌狋狋犲狉犳犾狔狏犪犾狏犲

密封面与阀杆轴线的偏心为一个偏心，阀杆轴线与阀体通道轴线的偏心为另一个偏心的蝶阀。

３．５

双向指示　狋狑狅狑犪狔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

阀杆端面和操作端面都有指针盘显示阀门开度。

４　型号和参数

４．１　型号

蝶阀型号编制应符合ＧＢ／Ｔ３２８０８—２０１６的规定。

４．２　基本参数

４．２．１　公称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４７的规定。

４．２．２　公称压力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４８的规定。

５　结构

５．１　结构型式

法兰连接、双偏心结构，卧式安装或立式安装蝶阀，见图１、图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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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连接座；２—上阀杆；３—阀体；４—阀座；５—销轴；６—蝶板；７—下阀杆；８—驱动装置

图１　双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 （卧式）示意图

１—连接座；２—上阀杆；３—阀体；４—阀座；５—销轴；６—蝶板；７—下阀杆；８—驱动装置

图２　双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 （立式）示意图

５．２　密封结构

蝶阀密封结构采用金属对金属的弹性密封结构，见图３。

１—蝶板；２—蝶板密封面；３—阀座；４—橡胶圈；５—阀体；６—螺钉；７—压盖

图３　密封副典型结构示意图

（ａ）蝶板密封面堆焊及包焊结构；（ｂ）蝶板密封面压板及镶嵌结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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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一般要求

６．１　最大流速

蝶阀进口处水的最大流速不应大于５ｍ／ｓ。

６．２　使用条件

蝶阀不适用于自由排空 （排水阀）的工况。

６．２．１　截流并密封。

６．２．２　可在２０°～７０°范围内调节流量，不宜小于２０°调节流量。

６．３　端面法兰连接尺寸

法兰连接尺寸和密封面形式应按ＧＢ／Ｔ１７２４１．６、ＧＢ／Ｔ９１１５的规定执行，技术要求应按ＧＢ／Ｔ

１７２４１．７的规定执行。

６．４　蝶阀结构长度和阀座流道最小尺寸

６．４．１　蝶阀结构长度应按ＧＢ／Ｔ１２２２１双法兰连接结构长度短系列的规定执行。

６．４．２　阀座流道最小尺寸不应小于表１的规定。

表１　阀座流道最小尺寸 （单位：ｍｍ）

公称尺寸 阀座流道最小尺寸

１００ ８８

１２５ １１７

１５０ １３８

２００ １８５

２５０ ２３０

３００ ２７５

３５０ ３２１

４００ ３７１

４５０ ４２２

５００ ４７２

６００ ５７５

７００ ６７０

８００ ７７０

公称尺寸 阀座流道最小尺寸

９００ ８７０

１０００ ９７０

１２００ １１６０

１４００ １３６０

１６００ １５６０

１８００ １７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６０

２２００ ２１４０

２４００ ２３４０

２６００ ２５４０

２８００ ２７４０

３０００ ２９４０

— —

６．５　阀体

６．５．１　阀体应为球墨铸铁整体铸造，且应消除铸造应力，球化率不低于４级，并应符合ＧＢ／Ｔ

１２２２７的规定。

６．５．２　两端法兰螺栓孔的轴线相对于法兰孔轴线的位置度公差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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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法兰螺栓孔位置度公差 （单位：ｍｍ）

法兰螺栓孔直径 位置度公差

１１．０～１７．５ ≤１．０

２２．０～３０．０ ≤１．５

３３．０～４８．０ ≤２．６

５６．０～６２．０ ≤３．０

＞６２ ≤４．０

６．５．３　公称尺寸不小于犇犖４００的蝶阀，应在阀体适当位置设置起吊装置和站脚，固定螺栓孔根

据需求设置。

６．５．４　阀体上应铸有双向箭头，主密封方向应采用相对略大的箭头表示。

６．６　蝶板

６．６．１　设计时应避免蝶板与前后管道和法兰发生干涉。

６．６．２　蝶板应保证在１．５倍最大允许工作压差下，不发生永久变形和损坏。

６．６．３　蝶板厚度不宜超过阀杆直径的２．２５倍。

６．６．４　蝶板应为球墨铸铁整体铸造，蝶板密封面为奥氏体不锈钢堆焊或包焊加工而成，加工后其

不锈钢厚度应不小于２ｍｍ，堆焊或包焊蝶板密封面后，应充分消除应力，以保证在使用中不发生

变形和渗漏；蝶板密封面也可采用压板或镶嵌固定工艺，并有防松结构。

６．６．５　蝶阀密封副硬度差宜为５ＨＲＣ～１０ＨＲＣ。

６．７　阀座

阀座材料为奥氏体不锈钢，采用机械固定的方式固定在阀体上，阀座与阀体径向空间采用橡胶

圈密封。

６．８　阀杆

６．８．１　阀杆应能承受蝶板在１．５倍最大允许工作压差下的载荷。

６．８．２　阀杆可设计成一个整体轴，也可设计成两个分离的短轴，其嵌入轴孔的长度不应小于轴径

的１．５倍。

６．８．３　阀杆和蝶板的连接强度应满足能够传递阀杆所能承受最大转矩７５％的要求，阀杆和蝶板的

连接方式应确保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不松动。

６．８．４　当阀杆与蝶板连接出现故障或损坏时，阀杆不得由于内压作用而使其任何部分从阀门中脱

出。不得采用依靠驱动装置 （如齿轮驱动装置、执行机构、手柄）防止阀杆脱出的结构型式。

６．８．５　当驱动装置拆除时，阀杆应保持原有位置不变。

６．９　阀杆轴承

６．９．１　在阀杆支承轴座内应设置铜合金轴承。在蝶阀的使用中，轴承应能承受阀杆所传递的最大

负荷，且蝶板和阀杆应转动灵活。

６．９．２　有轴向力的阀门，应在阀杆端部设置推力轴承，以承受轴向推力和控制蝶板的轴向窜动，

不得采用弹性挡圈来止推。

６．１０　阀杆密封

６．１０．１　穿过阀体与驱动装置连接的阀杆应设置阀杆密封，阀杆密封可采用Ｖ形填料、Ｏ形密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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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或其他成形填料，且在不拆卸阀杆的情况下，应可以更换或添加密封填料。

６．１０．２　采用Ｏ形密封圈时，应将其安装在可拆卸的耐磨性不低于阀体材料的槽内；采用成形填

料时，填料函的深度应不少于４圈填料的高度。

６．１０．３　阀体与驱动装置连接处应设置连接座，在不拆卸驱动装置的情况下，应可以更换或添加密

封填料。

６．１０．４　压盖螺栓应穿过压盖孔，不允许在压盖上使用开口槽。

６．１１　驱动装置

６．１１．１　蝶阀的驱动可采用手动、电动、液动、气动等形式。

６．１１．２　当使用蜗轮传动时，蜗轮必须具有自锁功能；驱动装置应能保证蝶阀在最大允许工作压差

和最大流速的工况下正常操作。

６．１１．３　蝶阀驱动装置与阀体中法兰连接尺寸应按ＧＢ／Ｔ１２２２３的规定执行，法兰代号、轴径、键

形式按表３、表４的要求执行。

表３　驱动装置与阀门连接的相关要求 （犘犖１０）

公称尺寸 法兰代号
轴径

（ｍｍ）
键形式

犇犖１００ Ｆ０７ ≥２２ 单键

犇犖１２５ Ｆ０７ ≥２２ 单键

犇犖１５０ Ｆ０７ ≥２２ 单键

犇犖２００ Ｆ１０ ≥２８ 单键

犇犖２５０ Ｆ１０ ≥２８ 单键

犇犖３００ Ｆ１２ ≥３６ 单键

犇犖３５０ Ｆ１２ ≥３６ 单键

犇犖４００ Ｆ１４ ≥４８ 单键

犇犖４５０ Ｆ１４ ≥４８ 单键

犇犖５００ Ｆ１６ ≥６０ 单键

犇犖６００ Ｆ２５ ≥７２ 双键

犇犖７００ Ｆ２５ ≥７２ 双键

犇犖８００ Ｆ３０ ≥８０ 双键

公称尺寸 法兰代号
轴径

（ｍｍ）
键形式

犇犖９００ Ｆ３０ ≥８０ 双键

犇犖１０００ Ｆ３０ ≥９８ 双键

犇犖１２００ Ｆ３５ ≥１１０ 双键

犇犖１４００ Ｆ４０ ≥１３０ 双键

犇犖１６００ Ｆ４０ ≥１３５ 双键

犇犖１８００ Ｆ４８ ≥１７０ 双键

犇犖２０００ Ｆ４８ ≥１７０ 双键

犇犖２２００ Ｆ６０ ≥２００ 双键

犇犖２４００ Ｆ６０ ≥２１０ 双键

犇犖２６００ Ｆ６０ ≥２６０ 双键

犇犖２８００ Ｆ６０ ≥２６０ 双键

犇犖３０００ Ｆ６０ ≥２６０ 双键

表４　驱动装置与阀门连接的相关要求 （犘犖１６）

公称尺寸 法兰代号
轴径

（ｍｍ）
键形式

犇犖１００ Ｆ０７ ≥２２ 单键

犇犖１２５ Ｆ０７ ≥２２ 单键

犇犖１５０ Ｆ０７ ≥２２ 单键

犇犖２００ Ｆ１０ ≥２８ 单键

犇犖２５０ Ｆ１２ ≥３６ 单键

犇犖３００ Ｆ１２ ≥３６ 单键

犇犖３５０ Ｆ１４ ≥４８ 单键

公称尺寸 法兰代号
轴径

（ｍｍ）
键形式

犇犖４００ Ｆ１４ ≥４８ 单键

犇犖４５０ Ｆ１６ ≥６０ 单键

犇犖５００ Ｆ２５ ≥７２ 双键

犇犖６００ Ｆ２５ ≥７２ 双键

犇犖７００ Ｆ３０ ≥８０ 双键

犇犖８００ Ｆ３０ ≥８０ 双键

犇犖９００ Ｆ３０ ≥９８ 双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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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公称尺寸 法兰代号
轴径

（ｍｍ）
键形式

犇犖１０００ Ｆ３５ ≥１１０ 双键

犇犖１２００ Ｆ４０ ≥１３０ 双键

犇犖１４００ Ｆ４８ ≥１６０ 双键

公称尺寸 法兰代号
轴径

（ｍｍ）
键形式

犇犖１６００ Ｆ４８ ≥１７０ 双键

犇犖１８００ Ｆ６０ ≥２００ 双键

犇犖２０００ Ｆ６０ ≥２１０ 双键

　　注：表３和表４中键及键槽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９５、ＧＢ／Ｔ１０９６规定。

６．１１．４　当阀门处于关闭位置时，被驱动阀杆键的位置应位于图４、图５所示位置。从接合面上方

向下看，标准关闭方向为顺时针。

１—开启方向；２—键

图４　被驱动阀杆单键位置示意图

　　　　　　

１—开启方向；２—主键；３—副键

图５　被驱动阀杆双键位置示意图

６．１１．５　阀杆单键驱动时，蜗轮孔内应设置两个键槽，位置应符合图４；阀杆双键驱动时，蜗轮孔

内应设置四个键槽，位置应符合图５。

６．１１．６　市政供排水管道或室外阀门井安装犇犖６００及以上蝶阀时，驱动装置应采用两级传动，对

于地下卧式安装的蝶阀，驱动装置开度指示器应为双向指示。

６．１１．７　应在蜗轮箱上便于观察的位置铸出传动比。

６．１１．８　蜗轮与蜗轮箱体及箱盖相对转动部位，以及二级齿轮箱各相对转动部位，均应加装铜套、

巴氏合金套或滚动轴承。

６．１１．９　在蝶阀驱动装置上应设置表示蝶板位置的开度指示机构及蝶板在全开和全关位置的限位机

构，开度指示盘采用整体铸件制作，开度指示应采用夜光漆。

６．１１．１０　驱动装置的输出扭矩应不小于阀门最大压差工况下操作扭矩的１．２５倍。

６．１１．１１　对用手轮或传动帽操作的蝶阀，除订货合同另有规定外，当正向面对手轮或传动帽时，

顺时针方向转动手轮或传动帽时阀门应为关闭操作。

６．１１．１２　阀门可采用手轮或传动帽操作。采用手轮时，手轮的轮缘或轮芯上应设置明显的指示蝶

板关闭方向的箭头和 “关”字， “关”字应放在箭头的前端，也可标注开、关双向箭头和 “开”

“关”字样。当采用传动帽时，传动帽尺寸应符合图６及表５的要求。

图６　传动帽示意图

表５　传动帽尺寸要求 （单位：ｍｍ）

犘犖１０ 犘犖１６ 传动帽尺寸

犇犖 □犛 犔

１００～３５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２４ ５０

４００～９００ ３５０～１０００ ３２ ６５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１６００ ３６ ８０

１８００～３０００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４０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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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要求

７．１　涂装及外观

７．１．１　所有铸件表面应清洁光滑，不应有裂纹、砂眼、毛刺、黏附物及其他影响使用的缺陷，不

得采用填充环氧树脂胶修补阀体、蝶板等承压铸件的铸造缺陷。

７．１．２　铸件应经抛丸 （喷丸）处理，除去氧化皮、污渍等杂质，并应符合ＧＢ／Ｔ８９２３．１—２０１１规

定的Ｓａ２．５表面处理等级要求，并应在抛丸 （喷丸）完成后６ｈ内涂装。

７．１．３　涂装应采用环氧树脂粉末静电喷涂，涂层固化后不应溶解于水，不应影响水质。除配合面

外，内、外表面涂装厚度不应小于２５０μｍ，配合面涂装厚度不应小于１００μｍ。

７．１．４　涂装后表面应光滑、均匀，不应有杂物混入、针孔、漏喷等缺陷。

７．１．５　蝶阀涂装后，阀门密封面不应附着环氧树脂油漆及任何杂物。如果装配需要，可以使用黏

度不超过煤油的润滑剂。

７．１．６　阀体上的标志应完整、清晰，阀体上应铸有指示介质流向的箭头。

７．２　材料

蝶阀主要零部件材料应符合表６的规定，对阀体、蝶板等承压铸件必须进行消除应力处理。

表６　蝶阀主要零部件材料

零部件名称
材料

名称 牌号 执行标准

阀体

蝶板
球墨铸铁 ＱＴ４５０１０、ＱＴ５００７ ＧＢ／Ｔ１２２２７

阀杆 铬不锈钢 １２Ｃｒ１３、２０Ｃｒ１３、３０Ｃｒ１３ ＧＢ／Ｔ１２２０

阀座 奥氏体不锈钢
０６Ｃｒ１９Ｎｉ１０／０６Ｃｒ１７Ｎｉ１２Ｍｏ２

０２２Ｃｒ１９Ｎｉ１０／０２２Ｃｒ１７Ｎｉ１２Ｍｏ２
ＧＢ／Ｔ３２８０

蝶板密封面 奥氏体不锈钢
０６Ｃｒ１９Ｎｉ１０／０６Ｃｒ１７Ｎｉ１２Ｍｏ２

０２２Ｃｒ１９Ｎｉ１０／０２２Ｃｒ１７Ｎｉ１２Ｍｏ２
ＧＢ／Ｔ３２８０

填料座、填料压盖、

连接座
球墨铸铁 ＱＴ４５０１０、ＱＴ５００７ ＧＢ／Ｔ１２２２７

轴套 铜合金 ＱＡＬ９２、ＺＣｕＡｌ１０Ｆｅ３ ＧＢ／Ｔ１２２２５

填料
橡胶、聚四氟乙烯、

柔性石墨
— ＧＢ／Ｔ２１８７３

橡胶圈 橡胶密封件 ＮＢＲ、ＥＰＤＭ ＧＢ／Ｔ２１８７３

推力轴承 铜合金 ＱＡＬ９２、ＺＣｕＡｌ１０Ｆｅ３ ＧＢ／Ｔ１２２２５

传动帽 球墨铸铁 ＱＴ４５０１０、ＱＴ５００７ ＧＢ／Ｔ１２２２７

７．３　阀体壁厚

阀体的最小壁厚应符合ＧＢ／Ｔ２６６４０—２０１１的规定。公称压力犘犖１６、公称尺寸大于犇犖１２００

的蝶阀，其阀体厚度应按相应公式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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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壳体强度

蝶阀在壳体强度试验后，不应有结构损伤，壳体承压面与任何固定的阀体连接处不应有可见渗

漏，内件不得有残留变形。

７．５　蝶板承载能力

蝶板在１．５倍最大允许压差下不得发生永久变形和损坏。

７．６　密封性能

蝶阀为双向密封，反向密封压力与正向密封压力相同、密封等级要求相同；蝶阀在全关位置的

泄漏量不得低于ＧＢ／Ｔ１３９２７中Ｄ级的规定，或应符合订货合同的要求。

密封面不得有影响密封的介质 （油脂、油漆）存在，如果装配需要，可以使用黏度不超过煤油

的润滑剂。

进行密封试验时，在阀门两端不应施加对密封性能有影响的外力。

７．７　带压启闭操作

在最大允许工作压差下，利用阀门所配置的驱动装置从全关到泄压再到全关依次操作。公称尺

寸不大于犇犖２０００的阀门，循环操作２０次；公称尺寸大于犇犖２０００的阀门，循环操作３次。其间

配置的驱动机构应能平稳地启闭操作，无卡阻和异响等现象，并应达到密封要求。

７．８　操作力

无论采用何种驱动装置，当用手轮或手柄操作时，操作力不应大于３５０Ｎ。

７．９　空载启闭操作

在空载情况下，利用阀门所配置的驱动装置从全关到全开再到全关循环启闭操作蝶阀３次，配

置的驱动机构应能平稳地启闭操作蝶阀，无卡阻和异响等现象，并应达到密封要求。

注：性能试验应按阀体强度试验、密封性能试验、带压启闭操作试验、空载启闭操作试验的顺序进行。

７．１０　蝶板定位

蝶阀应能顺利地全部开启及完全关闭，开关过程中应无卡阻现象。蝶板在最佳关闭位置应有可

调的准确定位装置，且定位后不得因震动等原因而松动。

７．１１　齿轮箱

７．１１．１　地下安装的蝶阀，传动机构齿轮箱应完全封闭，防护等级应符合ＪＢ／Ｔ８５３１的要求。

７．１１．２　润滑油脂应充满箱体内部剩余空间的９０％以上。

７．１２　卫生要求

蝶阀用于生活饮用水系统时，涉水部件的卫生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２１９的规定。

８　检验和试验

８．１　涂装及外观

外观采用目测的方法检验，涂层厚度采用涂层测厚仪检测；涂层附着力应按ＧＢ／Ｔ９２８６划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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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其附着力级别不得大于２级；涂层硬度应按ＧＢ／Ｔ６７３９的要求测定，达到铅笔硬度２Ｈ，

并应有耐１．５ｋＶ以上电压的绝缘性能；抗冲击试验应采用球形端面的落锤，０．５ｋｇ、１ｍ高度自由

落下，撞击涂装后表面无裂纹、剥落和漏电现象。

８．２　材料

金属材料应按ＧＢ／Ｔ２２３的规定或采用光谱法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拉伸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２８．１

规定的方法执行，冲击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２９规定的方法执行，硬度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３１．１规定的方

法执行。

生产厂家或铸件制造方应提供质量检验证明，必要时可抽样复检，检验结果应符合表６的

规定。

８．３　阀体壁厚

采用测厚仪和专用卡尺等量具进行测量。沿阀体圆周方向等分布置测量点，测量点数量应符合

表７的规定。

表７　测量点数量

蝶阀公称直径

（ｍｍ）
犇犖１００～犇犖５００ 犇犖６００～犇犖８００ 犇犖９００～犇犖１２００ ≥犇犖１４００

阀体测量点数

（个）
５ ８ １０ １２

８．４　壳体强度

壳体强度试验应按ＧＢ／Ｔ１３９２７的规定进行。

８．５　蝶板承载能力

蝶板承载能力试验应按ＧＢ／Ｔ１３９２７的规定进行。

８．６　密封性能

密封性能试验应按ＧＢ／Ｔ１３９２７的规定进行。

８．７　带压启闭操作

应满足本文件７．７条的规定。

８．８　操作力

在蝶阀带压开启情况下，采用扭矩测力扳手测定最大操作力矩。应根据蝶阀操作机构所配套的

手轮、Ｔ形扳手等操作件尺寸，换算出操作力，且符合本文件７．８条的规定。

８．９　空载启闭操作

应满足本文件７．９条的规定。

８．１０　蝶板定位

用驱动装置开关蝶板，启闭不得少于３次，应观察有无卡阻现象，蝶板在关闭最佳位置定位，

且定位后不得因震动等原因而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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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　齿轮箱

８．１１．１　防护等级符合ＪＢ／Ｔ８５３１要求。

８．１１．２　目测检验，润滑油脂应充满箱体剩余空间的９０％以上。

８．１２　卫生要求

蝶阀用于生活饮用水系统时，其卫生检验应按ＧＢ／Ｔ１７２１９的规定执行。

９　检验规则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９．１　出厂检验

９．１．１　出厂检验应逐台进行。产品检验合格后，应附有产品合格证方可出厂。

９．１．２　产品仓储超过半年，出厂时应再次检验。

９．１．３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应符合表８的规定。

表８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要求条款 检验试验条款

涂装及外观   ７．１ ８．１

材料 —  ７．２ ８．２

阀体壁厚 —  ７．３ ８．３

壳体强度   ７．４ ８．４

蝶板承载能力 —  ７．５ ８．５

密封性能   ７．６ ８．６

带压启闭操作 —  ７．７ ８．７

操作力   ７．８ ８．８

空载启闭操作   ７．９ ８．９

蝶板定位   ７．１０ ８．１０

卫生要求 —  ７．１２ ８．１２

铭牌内容   １０．２ 目视检查

阀体标志   １０．３ 目视检查

　　注：“”表示应做项目，“—”表示不做项目。

９．２　型式试验

９．２．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提供１台或２台阀门进行型式试验，试验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

ａ）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ｃ）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９．２．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抽样进行型式试验。

ａ）正式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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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

９．２．３　抽样方法：

抽样可在生产线的终端从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也可在产品库中随机抽取，或者从已供

给用户但未使用、并保持出厂状态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每一规格供抽样的最小批量和抽样数量应按

表９的规定。用户抽样时，供抽样最小批量不受限制，抽样数量应按表９的规定。对整个系列产品

进行质量考核时，应根据该系列范围大小情况从中抽取２个或３个典型规格进行检验。

表９　抽样检验的最小批量和数量

公称尺寸 （犇犖） 最小批量 （台） 抽样数量 （台）

≤５００ ６ ２

≥６００ ３ １

９．３　判定规则

９．３．１　质量否决项为本文件７．４条和７．６条，任何一项不合格应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９．３．２　其余各项不合格，可允许一次返修或加倍抽样，经返修或加倍抽样后仍然不合格，应判定

为不合格产品。

１０　标志、包装、防护和储运

１０．１　标志的内容

蝶阀应按ＧＢ／Ｔ１２２２０和ＪＢ／Ｔ１０６的规定进行标记，并应符合本文件１０．２条和１０．３条的

规定。

１０．２　铭牌上的标志

铭牌应采用０６Ｃｒ１９Ｎｉ１０或其他镍合金、铝合金材料制成，在铭牌上至少应包括下列永久标

记，且字体高度不得小于３．５ｍｍ。

ａ）产品名称；

ｂ）产品型号；

ｃ）公称尺寸；

ｄ）公称压力；

ｅ）使用温度；

ｆ）执行标准；

ｇ）出厂日期；

ｈ）出厂编号；

ｉ）制造厂名、商标。

１０．３　阀体标志

铸造成型的阀体，其公称尺寸、公称压力、阀体材料代号、制造厂名或商标应铸造在阀体上。

在阀体上应铸有指示密封方向的箭头。公称尺寸小于犇犖３００的阀门，铸字高度不得小于７ｍｍ，公

称尺寸大于等于犇犖３００的阀门，铸字高度应不小于１４ｍｍ。

１０．４　包装标志

包装外表面应包括下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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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制造厂全称；

ｂ）产品名称、规格及型号；

ｃ）箱体外形尺寸 （ｍｍ）；

ｄ）产品件数和质量 （ｋｇ）；

ｅ）装箱日期；

ｆ）注意事项 （可用符号）。

１０．５　防护和储运

１０．５．１　产品包装前应将所有内腔的水排尽晾干，蝶板应处于关闭状态。

１０．５．２　产品包装宜用箱装，应符合ＪＢ／Ｔ７９２８的规定。

１０．５．３　包装箱内应有下列资料，并应封存在防潮防水的袋内：

ａ）出厂合格证明书；

ｂ）装箱清单；

ｃ）产品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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