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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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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工程战时通风系统验收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民防空工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战时通风系统验收的基本规定、战时通风系统设

备安装验收和战时通风系统子分部验收。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各类防化乙级（含）以下人防工程战时通风系统

的安装质量的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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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038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GB 50134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RFJ 01—2002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 

RFJ 01—2015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战时通风系统  war time ventilation system 

保障人防工程战时室内空气环境品质的通风系统。主要应包括战时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 

3.2  

通风穿墙预埋管  through-wall embedded pipe 

穿越人防工程防护密闭墙或密闭墙的带密闭翼环的专用通风管。该管必须具有相应的防护功能。 

3.3  

尾气监测取样管  monitoring sampling device 

安装在过滤吸收器总出口处，用于对滤出气体进行取样检测的专用管。 

3.4  

换气堵头  aeration drain device 

用于消除滤毒室内染毒空气的专用密闭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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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战时通风系统应为子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可按表 1划分分项工程,根据施工及质量控制和验收需

要，分项工程可按设备类型和管段施工段划分若干检验批。 

表1 人防工程战时通风系统分项划分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1 通风穿墙预埋管安装 

2 风管安装 

3 通风部件安装 

4 测量管、取样管等管线安装 

5 油网滤尘器安装 

6 过滤吸收器安装 

7 密闭阀门安装 

8 自动排气活门安装 

9 通风机安装 

10 通风方式控制与显示装置安装 

 

4.2 在验收前施工方应保证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具备验收条件。 

4.3 检验批合格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合格； 

b)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 80%及以上的检查点合格； 

c) 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验收记录。 

4.4 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的规定，参见附录 A～C记录。 

5 战时通风系统设备安装验收 

5.1 通风穿墙预埋管安装验收 

5.1.1 主控项目 

5.1.1.1 通风穿墙预埋管应按隐蔽项目进行验收。在防护密闭墙或密闭墙混凝土浇筑前应检查项目如

下： 

a) 预埋管件的数量、位置、规格，垂直度等见表 2； 

b) 预埋管件应与周围结构钢筋焊牢。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吊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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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通风穿墙预埋管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为 mm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中心线标高 ±5 水准仪、尺量检查 

2 垂直度 2 吊线、尺量检查 

 

5.1.1.2 通风穿墙预埋管应采用厚度不小于 3mm的钢板焊接制作，其焊缝应饱满、均匀、严密。预埋

管直径的允许偏差：当不大于 300mm时，为-1mm；当大于 300mm时，为-2mm。通风穿墙预埋管有接管要

求的伸出墙面的长度应大于 100mm。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尺量、目测检查。 

5.1.1.3 密闭翼环应采用厚度大于 5mm的钢板制作。钢板应平整，其翼高为 30mm～50mm。密闭翼环与

通风穿墙预埋管的结合部位应满焊。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尺量、目测检查。 

5.1.2 一般项目 

5.1.2.1 通风穿墙预埋管不得有锈迹，应涂刷防锈漆。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吊线检查。 

5.1.2.2 密闭翼环应位于墙体厚度的中间。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尺量、目测检查。 

5.2 风管安装验收 

5.2.1 主控项目 

5.2.1.1 风管的规格、尺寸应设计要求。染毒区风管与附件应采用厚度 2mm～3mm 钢板焊接成型,风管

之间采用焊接连接，应按 0.5%的坡度坡向工程口部。主体工程内风管与配件的钢板厚度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水准仪、尺量检查。 

5.2.1.2 焊缝应饱满、均匀、严密，严禁有烧穿、漏焊和裂缝等缺陷。纵向焊缝必须错开。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5.2.1.3 风管与设备连接的法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管端面不得高于法兰接口平面，对接平行、严密，螺栓紧固； 

b) 法兰平面度的允许偏差为 2mm。垫片应与法兰平齐、连接紧密，染毒区应采用不小于 4mm的无

接口橡胶密封垫片； 

c) 法兰的孔距 80mm～100mm，焊接牢固，焊缝处不设置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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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染毒区应采用厚度大于 6mm的带密封槽的钢制法兰。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手扳拧试检查。 

5.2.2 一般项目 

5.2.2.1 风管安装轴线和标高应满足设计要求，与支架接触紧密、牢固，接缝表面平整。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2.2.2 风管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折角平直，圆弧均匀； 

b) 两端面平行，无明显翘角。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2.2.3 风管与设备连接的法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法兰任意正交两直径之差不应大于 2mm； 

b) 同一批量加工的相同规格法兰的螺孔排列应一致； 

c) 螺栓露出长度一致，同一管段的法兰螺母均在同一侧。 

检验数量：按数量抽查20%，不应少于5件。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靠尺检查。 

5.2.2.4 支、吊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平风管的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 3m； 

b) 垂直风管，单根直管不应少于 2个固定点； 

c) 风口、插板阀、风量调节阀及自控机构处不应设置支、吊架； 

d) 水平悬吊的主、干风管长度超过 20m时，应设防止摆动的固定点，每个系统不应少于 1个； 

e) 吊杆应顺直，螺纹完整、光洁，各副支、吊架的受力应均匀，无明显变形； 

f) 支架上的圆形风管应设托座和抱箍，其圆弧应均匀，且与风管外径相一致。 

检验数量：按数量抽查20%，不得少于1个进风或排风系统支、吊架的全数。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2.2.5 风管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风管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为 mm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中心线标高 ±10 水准仪、尺量检查 

2 清洁区风管水平度 
每米 3 

水准仪、尺量检查 
全长 20 

3 竖向风管垂直度 
每米 2 

吊线、尺量检查 
全长 20 

5.2.2.6 风管及法兰制作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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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风管及法兰制作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为 mm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圆形风管外径 
≤300 -1 

用尺量互成90°的直径 
＞300 -2 

2 圆形法兰直径 +2 用尺量互成 90°的直径 

3 法兰焊缝对接处的平整度 1 靠尺检查 

5.3 通风部件安装验收 

5.3.1 主控项目 

5.3.1.1 风阀、风量测量装置的规格、尺寸应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尺量、目测检查。 

5.3.1.2 插板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壳体应严密，内壁应作防腐处理； 

b) 阀板应平整，启闭灵活，并有可靠的定位固定装置。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手动操作，尺量、目测检查。 

5.3.1.3 风量测量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两端连接的风管直径应与风量测量装置实际内径相一致，轴线允许偏差 3mm； 

b) 按气流方向，风量测量装置应安装在局部阻力部件之后不小于 5倍风管直径处，且在局部阻力

部件之前不小于 2 倍风管直径的直管段上。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5.3.2 一般项目 

5.3.2.1 风量调节阀的开关标识清晰正确，多叶阀叶片贴合、搭接一致，轴距允许偏差 2mm。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3.2.2 风量调节阀的手轮或扳手，应以顺时针方向转动为关闭，其调节范围及开启角度指示应与叶

片开启角度相一致。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手动操作、目测检查。 

5.3.2.3 风量调节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结构牢固，启闭灵活，法兰与风管的材质一致； 

b) 叶片的搭接贴合一致，与阀体缝隙不大于 2mm。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手动操作，尺量、目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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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测量取样管线安装验收 

5.4.1 主控项目 

5.4.1.1 各种测量管、取样管穿过防护密闭墙、密闭墙时，应采用本标准 5.1的防护密闭措施。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查看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4.1.2 压差测量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压差测量管设在油网滤尘器的前、后端。对于管式安装的油网滤尘器，测量管分别设在油网滤

尘器前后端的风管上；立式安装的油网滤尘器，测量管分别伸至安装油网滤尘器墙的两侧； 

b) 压差测量管采用 DN15 热镀锌钢管，每根管的末端均设球阀； 

c) 压差测量管与风管焊接连接，焊缝处应满焊，密闭不漏气。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查看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4.1.3 放射性监测取样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放射性监测取样管设在油网滤尘器的前端，取样管末端设在滤毒室内； 

b) 取样管采用 DN32 热镀锌钢管，管口位于风管中心，并有迎向气流的 90°弯头，管的末端设球

阀； 

c) 取样管与风管焊接连接，焊缝处应满焊，密闭不漏气。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查看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4.1.4 尾气监测取样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尾气监测取样管应设置在过滤吸收器的总出口处； 

b) 尾气监测取样管采用 DN15热镀锌钢管，管口位于风管中心，并有迎向气流的 90°弯头，管的

末端设球阀； 

c) 尾气监测取样管与风管焊接连接，焊缝处应满焊，密闭不漏气。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查看隐蔽工程安装验收记录。 

5.4.1.5 增压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增压管入口设在进风机总出口处风管上，出口设在清洁式进风管两道密闭阀门之间的风管上； 

b) 增压管采用 DN25 热镀锌钢管，管路上设球阀； 

c) 增压管与密闭段风管焊接连接，焊缝处应满焊，密闭不漏气。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4.1.6 测压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压管一端应接至室外空气压力零点处，管口朝下；测压管另一端应连接通风机房或防化值班

室的测压装置； 

b) 测压管采用 DN15 热镀锌钢管，清洁区内连接测压装置的一端设球阀或旋塞阀； 

c) 测压管与测压装置采用软管连接。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通气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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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7 气密性测量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工程口部防毒通道或密闭通道的每道门框墙上设置气密性测量管； 

b) 气密性测量管采用 DN50热镀锌钢管； 

c) 气密性测量管两端应采用套外丝加管帽或套内丝加丝堵的封堵方式。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5 油网滤尘器安装验收 

5.5.1 主控项目 

油网滤尘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油网滤尘器的型号、规格、数量、额定风量应设计要求； 

b) 油网滤尘器的安装方向应正确：网孔大的一侧置于迎风面，网孔小的一侧置于背风面； 

c) 每块滤尘器经过加固处理； 

d) 油网滤尘器应浸油后安装； 

e) 油网滤尘器之间的连接应严密。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5.2 一般项目 

油网滤尘器安装应平正，水平度、垂直度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油网滤尘器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为 mm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水平度
a
 

单个 3 
拉线、水平尺和尺量检验 

成组 5 

2 垂直度 
单个 4 

吊线、尺量检查 
成组 6 

a   
管式安装水平安装时检查水平度 

5.6 过滤吸收器安装验收 

5.6.1 主控项目 

过滤吸收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过滤吸收器的型号、规格、数量、额定风量应设计要求； 

b) 安装位置、方向必须正确； 

c) 过滤吸收器外壳应无损伤、碰伤或穿孔等影响滤毒效果的情况； 

d) 过滤吸收器的总出风口处应设置尾气监测取样管； 

e) 距离每台过滤吸收器的入口处 1.5米范围内应设 AC 220V/50Hz规格的电源插座。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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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5.6.2 一般项目 

5.6.2.1 过滤吸收器的安装验收应进行下列检查： 

a) 螺母在同一侧，排列整齐，固定牢固； 

b) 当多台过滤吸收器并联安装时，应为同型号设备，并保持空气通过每台过滤吸收器的路径相等； 

c) 过滤吸收器应安装在支架上，周边距离不影响设备的拆装。当多台设备垂直安装时，叠设的支

架不应影响设备的拆装； 

d) 过滤吸收器与风管的连接应采用柔性连接； 

e) 过滤吸收器应保持密封。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5.6.2.2 过滤吸收器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6 过滤吸收器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为 mm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罐体中心距 5 尺量检查 

2 垂直度 
单个 2 

吊线、尺量检查 
成组 5 

5.7 密闭阀门安装验收 

5.7.1 主控项目 

5.7.1.1 密闭阀门的安装验收，应检查下列项目： 

a) 密闭阀门的型号、规格、数量应设计要求； 

b) 密闭阀门安装位置准确，固定牢靠，垫片与法兰平齐、连接紧密； 

c) 安装前应进行气密性检查，其气密性能应达到 RFJ01-2002第 3.3.8条规定的要求； 

d) 通风管段上，两个串连密闭阀门中心距不小于阀门内径； 

e) 开关指示状态与阀门板的实际开关状态应相同； 

f) 阀门应用吊钩或支架固定，吊钩不得吊在手柄或锁紧位置上； 

g) 阀门手柄段应留有一定的操作距离，方便开启。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查看密闭阀门检测报告。 

5.7.1.2 密闭阀门安装方向应正确，阀门标识的箭头方向必须与冲击波作用方向一致。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5.7.1.3 电动密闭阀门须经过不少于 50次的无故障连续试运行，试运行后阀板转动灵活，无卡阻、杂

音，电机最高温度不超过 65℃。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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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不少于50次试车检查或检查试运行记录。 

5.7.2 一般项目 

密闭阀门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密闭阀门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为 mm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中心标高 ±3 尺量检查 

5.8 自动排气活门安装验收 

5.8.1 主控项目 

5.8.1.1 自动排气活门的型号、规格、数量及安装位置应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8.1.2 自动排气活门开启方向必须朝向排风方向，平衡锤连杆应与穿墙管法兰平行，平衡锤应铅垂

向下。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吊线检查。 

5.8.1.3 自动排气活门在设计超压下能自动灵活启闭，关闭后阀盘与密封圈贴合严密，锁紧装置锁紧

严密，安装前应进行气密性检查，其气密性能应达到 RFJ01-2002第 3.3.7条规定的要求。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手动检查，推拉力计启动压力检测，查看密闭阀门检测报告。 

5.8.2 一般项目 

自动排气活门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自动排气活门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为 mm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标高 ±5 水准仪、尺量检查 

2 平衡锤连杆铅垂度 5 吊线、尺量检查 

5.9 通风机安装验收 

5.9.1 主控项目 

5.9.1.1 通风机与配用电机的型号、规格、数量、出口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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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2 通风机叶轮严禁与壳体碰擦。试运行时叶轮转向正确，运转平稳，应不少于 2h通电连续运转，

滑动轴承温升不超过 35℃，最高温度不超过 70℃；滚动轴承温升不超过 40℃，最高温度不超过 80℃。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试车检查并应有记录。 

5.9.1.3 手摇电动两用风机及电动脚踏两用风机的齿轮箱内齿轮下端浸入油液高度应为 10mm～12mm。

手摇电动两用风机摇柄应留有一定的操作距离，转轴应距地 935mm，允许偏差±10mm。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5.9.2 一般项目 

5.9.2.1 离心式通风机、管道式通风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叶轮停转后不应每次停留在同一位置； 

b) 通风机与风管的连接应用软管，且连接紧密、不漏气； 

c) 离心式通风机与减振台座接触紧密，固定通风机的地脚螺栓应拧紧，并有防松动措施； 

d) 管道式通风机与减震器及支、吊架连接紧密，牢固可靠，并有防松动措施。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试车检查。 

5.9.2.2 手摇电动两用风机、电动脚踏两用风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机安装位置应保持水平，各部件连接牢固、转动灵活； 

b) 风机减震垫应上下有棱，厚度 10mm～15mm； 

c) 手摇电动两用风机专用支架的地脚螺栓应拧紧； 

d) 电动脚踏两用风机机座固定应采用预埋钢板。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人力和电动试车检查。 

5.9.2.3 通风机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9 通风机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为 mm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中心线的平面位移 10 拉线和尺量检查 

2 标高 ±10 水准仪、尺量检查 

3 皮带轮轮宽中心平面偏移 1 
在主、从动皮带轮端面拉线和

尺量检查 

4 传动轴水平度 0.2/1000 
在轴或皮带轮 0°和 180°的

两个位置上用水平仪检查 

5.10 三种通风方式控制与显示装置安装验收 

5.10.1 主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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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1 防化级别为乙级的人防工程，应安装三种通风方式控制与显示装置，能够实现三种通风方式

的转换并显示，可控制清洁进风机、滤毒进风机和排风机的启停，可控制密闭阀门的启闭。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试车检查。 

5.10.1.2 三种通风方式声光信号箱或文字显示器应能显示通风方式状态，清洁式通风显示为绿色，滤

毒式通风显示为黄色并伴有警示声，隔绝式通风显示为红色并伴有警示声。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试车检查。 

5.10.2 一般项目 

5.10.2.1 三种通风方式本地控制柜，应采用明装方式，控制柜下部离地约 1.4m。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10.2.2 三种通风方式远程总控制台，宜安装在防化值班室或总控制室，该室内宜配置 UPS电源。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5.10.2.3 三种通风方式的声光信号控制箱应设在防化值班室和控制室，显示通风方式的声光信号箱应

设置在控制室/配电室、风机室、防化值班室、出入口最后一道密闭门的内侧等部位的门框上方约 150mm

处。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检查。 

5.10.2.4 防爆呼唤按钮的安装，应预埋在工程战时人员主要出入口第一道防护门或防护密闭门外墙

上，离地面 1.4m。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目测、尺量、试车检查。 

6 战时通风系统子分部验收 

6.1 战时通风系统质量验收时，应提供下列资料： 

a) 战时通风系统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b) 战时通风设备出厂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和进场检验记录； 

c) 安装过程中所用材料质量证明书或试验、复验报告； 

d) 隐蔽项目验收记录； 

e) 工程中间检查交接记录； 

f) 安装过程中形成的与工程技术有关的文件； 

g) 战时通风设备安装工程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参见附录 D。 

6.2 检测系统进、排风量及风机风量、风压、转速，风机的风压、转速应满足设计要求。实测系统风

量值与设计值偏差不得大于 10%。抽测 20%风口风量，各风口风量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5%。 

6.3 对于战时功能为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工程和配套工程防护单元的染毒区风

管及密闭阀门应进行气密性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检测方法及要求参见附录 E。对于单位工程中有多个

战时功能相同的防护单元，应按战时功能抽取不小于 50%的防护单元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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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战时通风系统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A.1.1 检验批验收记录参见表A.1，其中隐蔽工程主要是通风穿墙预埋管的安装，需填写记录表A.1并

附影像资料。 

表A.1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专业工长  项目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与编号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施工组组长  

主

控

项

目 

本标准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记录 

  

  

  

  

  

  

  

  

  

一

般

项

目 

  

  

  

  

  

  

  

  

施工单位检查结果评定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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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战时通风系统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B.1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见表B.1。 

表 B.1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检验批数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负责人  分包项目经理  

序号 检验批部位、区、段 施工单位检验评定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检 

查 

结 

论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验 

收 

结 

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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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战时通风系统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C.1 战时通风系统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战时通风系统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见表C.1。 

表 C.1  战时通风系统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及层数  

施工单位  技术部门负责人  质量部门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负责人  分包技术负责人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检验批数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意见 验收意见 

1 通风穿墙预埋管   

 

2 风管   

3 通风部件   

4 其他管线   

5 油网滤尘器   

6 过滤吸收器   

7 密闭阀门   

8 自动排气活门   

9 通风机   

10 通风方式控制与显示装置   

    

质量控制资料    

安全和功能检验（检测）报告    

观感质量验收  

验 

收 

单 

位 

分包单位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勘察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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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战时通风系统设备安装工程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D.1.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应由施工单位按附表D.1填写，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进行检查，并做出检查结论。 

表 D.1  战时通风系统设备安装工程质量管理检查记录表 

                                     开工日期： 

工程名称  施工许可证（开工证）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  

2 质量责任制  

3 主要专业工种操作上岗证书  

4 分包方资质与对分包单位的管理制度  

5 施工图审查情况  

6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审批  

7 施工技术标准  

8 工程质量检验制度  

9 现场材料、设备存放与管理  

10   

检查结论： 

 

 

 

 

 

 

 

 

 

 

 

 

 

            总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DB11/T 1518—2018 

16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防毒密闭管路及密闭阀门的气密性检查 

E.1 气密性检查 

E.1.1 清洁通风管路和滤毒通风管路的两道密闭阀门之间的管段气密性检查。 

E.1.1.1 安装测试装置：在相邻两个密闭阀门之间的风管的适当位置上打两个直径约10～15mm的孔，

用带金属管接头的橡皮塞塞紧，一个接头用胶管与选好的流量计和加压装置相连，另一接头与测压计的

“+”压端相连。 

E.1.1.2 检测方法：  

E.1.1.2.1 关闭密闭阀门，启动加压装置，向两道关闭锁紧的密闭阀门之间的风管送气。 

E.1.1.2.2 调节送气量，使测压计显示200Pa的超压；用肥皂泡法检查漏气部位，特别注意连接法兰、

软管接口，焊缝处；对发现的漏气部位进行标记，以便处理。 

E.1.1.2.3 漏气部分处理后再用上述方法检查，直到查不出漏气部位为止。 

E.1.1.2.4 在进行滤毒通风管路和密闭阀门气密性检查前，应先拆除滤尘设备，并将风管进出口相接，

保持不漏气。将滤尘室、滤毒室的换气阀进行密封：在约5mm厚的橡胶板上，按阀门连接法兰的孔距打

孔，再用金属固定圈和螺栓紧固密封；密封处理后的阀门，按管路气密性检查方法，用肥皂水涂刷密封

圈边缘，无气泡时即可进行下一步检查。 

E.1.1.2.5 启动加压装置向两道密闭阀门之间的风管充气，同时调节进气量，使管路内超压值在50Pa

稳定后，记下流量计流量读数，该流量值即视为该管路的漏气量。漏气量应不大于对应管径的密闭阀门

允许漏气量的2倍。 

E.1.2 只在单侧有密闭阀门的清洁通风管路和滤毒通风管路的管段气密性检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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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密闭气囊                                   8—充气开关 

2—充气嘴                                     9—检测箱 

3—充气管                                     10—流量计 

4—检测管                                     11—充气装置 

5—通风管                                     12—液晶显示器 

6—密闭阀门                                   13—密封板 

7—充气压力表                                 14—加压装置 

图 E.1  检测原理 

E.1.2.1 安装测试装置：如图E.1，测试装置主要由检测箱和密闭气囊构成，检测箱包括加压装置、测

压计、流量计、控制系统等组成。对于待测的密闭管路，在无密闭阀门一侧安装密闭气囊进行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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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1.1 气源：装置的测试用气源由加压装置提供稳定进气量，通过控制系统调节进气量的大小。 

E.1.2.1.2 密闭气囊：密闭气囊保证了检测过程为无损检测，充气后的气囊与密闭阀门共同形成管道

内的密闭空间。 

E.1.2.1.3 测压计：测压计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测试密闭气囊的压力，通过显示装置保证气囊压力维

持在1000Pa以上，二是显示被测管道内的压力，通过调节进气量的大小可控制管道的压力。 

E.1.2.1.4 流量计：流量计放置于进气管路中，测试进气管中的流量值，该流量值即为所测密闭管段

的漏气量。 

E.1.2.2 检测方法： 

E.1.2.2.1 气密性检测仍采用流量法，测试过程中被测管道内温度应保持稳定。 

E.1.2.2.2 工程现场检测开始前，需由检测单位在实验室内确定检测系统的漏气量，工程现场检测方

法应与实验室检测方法保持一致。检测系统漏气量的检测方法是，首先开启气囊充气装置，同时观察密

闭气囊上的压力仪表值大于1000Pa时则可以停止气囊充气。封堵密闭阀门侧，启动加压装置向密闭管路

内充气。调节进气量，使管路内超压值稳定在50Pa，记下流量计读数，该流量值即为检测系统的漏气量。 

E.1.2.2.3 密闭气囊按图E.1安装，管路正确连接，关闭并锁紧密闭阀门，检查测试装置的所有仪器、

设备，保证处于良好状态。 

E.1.2.2.4 启动加压装置向密闭管路内充气，同时调节进气量，使管路内超压值稳定在50Pa，记下流

量计读数，该流量值减去检测系统的漏气量即为该管段的漏气量。漏气量应不大于管路连接的密闭阀门

的允许漏气量。 

E.1.2.2.5 在实际工程检测中，也可采用封堵板代替密闭气囊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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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测试内容与对应测试仪表 

表 F.1  测试内容与对应测试仪表 

                                     编号： 

序号 测量内容 测量仪表 量程 精度 

1 涂层 划格器 1mm+11 刃 0.01mm 

2 焊缝 焊缝检验尺 0～150mm 0.02mm 

3 平面度 水平仪 20m 0.2mm/m 

4 水平度 水准仪 1.5m～100m 1mm 

5 转速 转速表 0.8rpm～25000rpm 0.01%FS 

6 风量 风速仪 0～10m/s 0.03m/s+5%测量值 

7 风压 微压差计 0～2000Pa 0.5%FS 

8 尺寸 钢卷尺 7.5m 1mm 

9 启动压力 拉力计 0～300N 1%FS 

10 气密性 流量计 0.25m
3
/h～2.5m

3
/h 1.5%FS 

11 垂直度 磁力线坠 6m  

12 风口风量 风量罩 40m
3
/h～4000m

3
/h 3%测量值+12 m

3
/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