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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第5章为强制性条文，其余为推荐性条文。

    本标准代替GB15090-1994《消防软管卷盘》，与GB 15090-1994《消防软管卷盘》相比，主要差异

如下：

    — 增加了水软管卷盘1. 0 MPa之规格、水和泡沫联用种类代号、水和干粉联用种类代号、干粉和

        泡沫联用种类代号、使用场合代号、干粉软管卷盘的气密性试验、外观检验、结构检验、出厂检

        验和型式检验的样品基数及判定准则。

    — 用“耐压性能”取代了“卷盘管路的耐压性能”。

    — 取消了1211软管卷盘、二氧化碳软管卷盘。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家胜、徐耀亮、陈刚、徐兰娣、顾钟红。

    本标准所替代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     GB 1509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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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防 软 管 卷 盘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软管卷盘的产品分类与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水、干粉、泡沫灭火剂的消防软管卷盘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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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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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003 普通螺纹 公差（ISO 965-1;1998, MOD)

    GB 6246-2001有衬里消防水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消防软管卷盘（以下简称软管卷盘） fire hose reel

    由阀门、输人管路、卷盘、软管和喷枪等组成，并能在迅速展开软管的过程中喷射灭火剂的灭火

器具。

3.2

    水软管卷盘 water hose reel

    输送水灭火剂的软管卷盘。

3.3

    干粉软管卷盘 dry powder hose reel

    输送干粉灭火剂的软管卷盘。

3.4

    泡沫软管卷盘 foam hose reel

    输送泡沫灭火剂的软管卷盘。

4 产品分类与型号

4.1 分类

    软管卷盘按其所输送的灭火剂分为水、干粉、泡沫软管卷盘，按其使用场合分为消防车用和非消防

车用软管卷盘。其规格如表1所示。

4.2 型号

    软管卷盘的型号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4.2. 1使用灭火剂种类代号：

    S一水

    F一干粉

    P一泡沫

    SP一水和泡沫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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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一水和干粉联用

    FP一干粉和泡沫联用

                                                表 1

VC's*94}9}1   1   sf'}}f1/MPa〕
4.2.2 使用场合代号：

    C一消防车用

    非消防车用可省略此代号。

4.2.3 软管卷盘的型号编制为：

  JP x  x  x 一 x ／x

！｛｛一立鬓黔作压力，MPa
  ｝ 一 ～一 －一一一－－使用灭火剂种类代号

  一 消防软管卷盘

4.2.4 软管卷盘型号示例如下：

    灭火剂为水、额定工作压力为0. 8 MPa，软管内径为19 mm，软管长度为25 m的软管卷盘，其型号

为：JPSO. 8--19/25

5 技术要求

5.1 喷射性能

    软管卷盘应按6.1规定进行喷射性能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表1规定。

5.2 密封性能

    软管卷盘应按6. 2..1,6. 2. 2规定进行密封试验。试件在额定工作压力下，任何部位均不得渗漏，软

管缠绕轴应不发生明显变形。试验后软管卷盘应能正常使用。干粉软管卷盘还应按6. 2. 3,6. 2. 4规定

进行气密性试验。试件在额定工作压力下，任何部位均不得渗漏，软管缠绕轴应不发生明显变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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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软管卷盘应能正常使用。

5.3 耐压性能

    软管卷盘应按6.3规定进行耐压试验。试件在 1.5倍额定工作压力下，各零部件不得产生影响正

常使用的变形和脱落。试验后软管卷盘应能正常使用。

5.4 耐腐蚀性能

    软管卷盘应按6.4规定进行盐雾腐蚀试验。试件表面应无起层、剥落或肉眼可见的点蚀凹坑。试

验后软管卷盘应能正常使用。

5.5 抗载荷性能

    软管卷盘应按6. 5规定进行抗载荷试验。试验后其密封性能应符合5. 2规定。

5.6 转动性能

    软管卷盘应按6. 6规定进行转动试验。其转动的启动力矩应不大于20N"mo

5.7 喷枪性能

5.7. 1 喷枪应带有开关，“开”与“关”的转换功能应由一个动作完成。

5.7.2 使用水的喷枪应为直流型或直流喷雾混合型。

5.7.3 喷枪的螺纹应符合GB/T 197-2003中内螺纹7 H级、外螺纹8g级的要求。螺纹应表面光

洁、牙形完整。

5.7.4 喷枪在软管卷盘 1. 5倍额定工作压力下不得产生明显变形或断裂现象。

5.7.5 喷枪应按6.7.3规定进行跌落试验，试验后喷枪应无碎裂和变形现象并能正常使用。

5.8 软管性能

5.8. 1 软管的内径、长度和相应的极限偏差应符合表2规定。

                                                表 2

臼一一洲
5.8.2 软管在3.0倍额定工作压力下，不得有破裂和异形现象。

5.8.3 软管在额定工作压力下，外径膨胀率应在一5%-+7％范围内。

5.8.4 软管在额定工作压力下，轴向伸长率应在一6％一十10％范围内。

5.8.5 软管应按6.8.3规定进行弯曲试验，试验后其外径增加率不得大于初始值的10%.

5.8.6 软管应按6.8.4规定进行低温试验，试验后软管应能立即展开，无卷曲现象，并能再次缠绕，且

在额定工作压力下无渗漏。

5.8.7 软管衬里及覆盖层材料的物理机械性能应符合相应材料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5.8.8 软管外表应无破损、划伤、局部隆起。

5.9 外观质f

    软管卷盘表面应进行耐腐蚀处理，涂漆部分的漆层应均匀，无明显的划痕和碰伤。焊缝应平整均

匀、焊接牢固，应无烧穿、疤瘤等。

5. 10 结构要求

5. 10. 1 软管卷盘应有清除通路内残留灭火剂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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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软管卷盘旋转部分应能绕转臂的固定轴向外作水平转动和摆动，摆动角应不小于900,

5.10.3 软管卷盘应设有保险机构，保证未打开进口阀时，软管不能展开。

5.10.4 软管卷盘进口阀的开启和关闭方向应有明显的标志。顺时针方向为关闭。

5.10.5 软管与卷盘的连接应保证软管缠绕时，靠近连接部位的软管不扁瘪。

6 试验方法

6.1 喷射试验

    在外界风速小于3 m/s条件下，作顺风方向喷射试验。

6.1.1 射程

    将软管展开，调节喷枪轴线使其仰角为300士20，喷枪口中心到地面高度为1 m士0. 05 m。将喷枪

偏离测量方向，按表1规定将软管进口压力调节到规定值并开始喷射。然后将喷枪口转向测量方向，测

出灭火剂喷洒密集中心到喷枪口在地面投影的距离，即为软管卷盘的射程。其应符合表1规定。

6. 1．2 流f

6. 1.2.1 对于输送水和泡沫的软管卷盘，在将进口压力调节到表1规定值后，即向容器内喷射60 s,测

出容器内积液的体积即为流量。

6. 1.2.2 对于使用其他灭火剂的软管卷盘，可在测定射程的同时用秒表测定灭火剂开始喷出枪口至射

程测定结束的时间间隔，时间间隔应不少于30 s。然后测出试验前和喷射结束时灭火剂容器的质量差，

用式（1)计算该软管卷盘的流量。其应符合表I相应规定。

                                                        Q
                              “一子 ’”···············一 （‘）

    式中：

    4— 软管卷盘的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I丫min) ;

    Qes一一灭火剂的喷射量，单位为升（L) ;

    t— 喷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6.2 密封试验

6.2. 1 软管完全缠绕，将软管卷盘进口端与水压试验台相连。使管路灌满水，关闭喷枪，缓慢升压至额

定工作压力，保压2 min，卸压后将软管全部展开，检查软管缠绕轴是否变形，再升压至该压力，保压

2 min，结果应符合5.2规定。

6.2.2 水压试验台应符合6.3.2规定。

6.2.3 软管完全缠绕，将软管卷盘进口端与气压试验台相连。关闭喷枪，缓慢升压至额定工作压力，保

压2 min，卸压后将软管全部展开，检查软管缠绕轴是否变形，结果应符合5.2规定。

6.2.4 气压试验台应符合6.3. 3规定。

6.3 耐压试验

6.3. 1 软管完全缠绕，将软管卷盘进口端与水压试验台相连。使管路灌满水，关闭喷枪，缓慢升压至

5.3规定的压力，保压2 min，结果应符合5.3规定。

6.3.2 水压试验台应符合下列要求：

6.3.2. 1 水压源的额定工作压力应不低于相应软管卷盘额定工作压力的3倍。

6.3.2.2 当系统内水压不大于3. 0 MPa时，压力显示器所显示的压力波动值应不大于士0. 03 MPa，水

压大于3. 0 MPa时，压力波动值应不大于士0. 05 MPa.

6.3.2.3 压力显示器的下限为。，上限为试验所需压力值的1.5-3.0倍范围内，精度不低于士1.5肠。

6.3.3 气压试验台应符合下列要求：

6.3.3.1气压源的额定工作压力应不低于相应软管卷盘额定工作压力的3倍。

6.3.3.2 当系统内气压不大于3. 0 MPa时，压力显示器所显示的压力波动值应不大于士0. 03 MPa，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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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大于3. 0 MPa时，压力波动值应不大于士0. 05 MPa,

6.3.3.3 压力显示器的下限为。，上限为试验所需压力值的1.5̂ 3.0倍范围内，精度不低于士1.5％.

6.4 耐腐蚀试验

6.4.1去除软管，将其余部分的表面用中性清洁液浸泡清洗，再用清水漂洗，干燥后将其悬挂在盐雾箱

内，并使旋转轴垂直于地面。

6.4.2 盐雾腐蚀试验的试验条件如下：

    盐溶液浓度 50 g/L士1 g/L;

    盐雾沉降率：1. 0 mL/ĥ-2. 0 mL/h(在 80 cm“水平收集区内）；

    盐溶液在35℃时的pH值应保持在6.5-7.2范围内；

    盐雾箱内存放试样的空间温度为35℃士21C ;

    盐溶液96 h内连续喷射。

6.4.3 试验后，检查转动部分，看其能否正常转动。将试样在室内干燥1h后用不超过40℃的温水漂

洗，待其干燥后检查试样表面状况。结果应符合5.4规定。

6.5 抗载荷试验

6.5.1 如图1所示，按制造厂规定的安装方法，将试样固定安装在冲击试验架上，使试样通路灌满水，

然后将截面为100 mm X 25 mm，长度比卷盘两侧板间距略长的钢板平放在两侧板上；将质量25 kg、直

径125 mm的钢锤从距离钢板上平面300 mm处自由落下冲击钢板1次，落点为两侧板中央位置。冲

击后再按6.2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5.2规定。

                                                                                                    单位为毫米

一i
    1- 钢板；

    2- 0125,25 kg钢锤。

                                                  图 1

6.5.2 按6. 5.1规定安装试样并灌水。如图2所示在卷盘侧板上悬挂质量为80 kg祛码。72 h后去

除祛码，再按6.2规定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5. 2规定。旋转轴仅为1个支承点的卷盘，悬挂点应距

支承点最远。旋转轴多于1个支承点的，悬挂点应通过各支承点的支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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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1— 夹钳；

    2- 80 kg祛码。

                                                  图 2

6.6 转动试验

    软管完全缠绕，在喷枪处悬挂重物，逐渐增加悬挂物质量，直至卷盘开始旋转。计算悬挂物所产生

的力矩，结果应符合5.6规定。

6.7 喷枪性能试验

6.7. 1 用螺纹环塞规检验喷枪上的螺纹，结果应符合5.7.3规定。

6.7.2 将喷枪安装在水压试验台上，灌水并排除喷枪内的空气，缓慢升压至5.7.4规定的试验压力，保

压2 min，结果应符合5.7.4规定。

6.7.3 喷枪分别以喷嘴、开关朝下的位置，悬挂在试验架上，以喷枪的最低部为基点，从离地l. 50 m士

0. 05 m的高度自由落在厚10 cm的钢筋水泥制成的平台上。每个试样的每个位置重复跌落3次。结

果应符合5. 7.5规定。

6.8 软管性能试验

6.8. 1 软管内径的检验方法应按GB 6246-2001的4.1规定。其中D, , D：如表3所示。

                                                表3

一件片洲
6.8.2 软管的耐压试验方法及外径膨胀率、轴向伸长率的试验方法按GB 6246-2001的4.2和4.4规

定执行。其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8.2至5.8.4规定。

6.8.3 在软管任意点上做标记，测定标记点处的软管外径。使软管在光滑轴上缠绕一周，且使标记点

处于缠绕段上。将软管一端夹在轴上，另一端悬挂质量为4. 5 kg的祛码，沿光滑轴线平行方向测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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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标记点处的最大外径，其结果应符合 5. 8. 5规定。内径为13 mm, 16 mm的软管，光滑轴直径为

150 mm；其余内径的软管光滑轴直径为200 mm.

    软管外径变化率用式（2)表示。

                                                        d。一 d ．＿＿。， ，，、
                                        R＝ 竺三一一- x 100 ··················⋯⋯（2）

                                                  d,

    式中：

    A一一一软管外径变化率；

    d,— 吊重前标记点处软管外径，单位为毫米（mm).

    d2— 吊重后标记点处软管最大外径，单位为毫米（mm) o

6.8.4 将软管缠绕在6.8.3规定的光滑轴上。置于一5℃低温箱内10h，取出后立即展开并重新缠绕，

其结果应符合5.8.6规定。从最内层割取1. 20 m长的一段软管，置于室温下lh，再在额定工作压力下

进行水压试验，软管应无渗漏。

6.8.5 软管衬里及覆盖层的物理机械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相应材料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6.8.6 软管的外观质量用目测方法检验，结果应符合5.8.8规定。

6.9 外观检验

    利用目视法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S. 9规定。

6. 10 结构检验

    利用目视法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5.10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产品必须经过工厂质量检验部门按出厂检验项目检验合格方能出厂。

7.1.2 出厂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5.1,5.2,5.3,5.9,5.10,8. 1,8.20

7.1.3 出厂检验的样本数按5. 1, 5. 3每批不得少于2台，以50台为一批。按5.2,5.9,5. 10,8. 1,8.2

为逐台检验。

7.1.4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5.1,5.2,5.3,5.9,5.10,8.1,8.2方为合格。

7.2 型式检验

7.2.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须进行型式试验。

    a) 生产厂新试制产品时；

    b) 改变工艺、结构、材料、部件并对产品性能可能产生影响时；

    c） 停产一年以上再生产时；

    d) 正常连续生产一年时。

7.2.2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第5章、第8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7.2.3 型式检验的样本数每批不得少于2台，以50台为一批。

7.2.4 型式检验的项目应全部符合标准方为合格。

8 标志

8. 1 应在卷盘位置标出型号、规格、商标（或厂名）、生产年月、编号等内容。

8.2 应在使用者显见的位置用文字和图形注明正确使用方法和定期检查要求。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