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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1 青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关于下达2000年度电力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电力 〔2000] 70号文的要求，由国家电力公司水电施工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负责并组织对SD 197-

1986《周期式自动化混凝土搅拌楼型式与参数系列》和SD 198-1986《周期式自动化混凝土搅拌楼技术
条件》两个标准进行修订的，修订后的标准名称改为 《周期式混凝土搅拌楼》。

    本标准对SD 197--198-1986的适用范围、技术要求、标志、包装、储运等均作了较大的修改:增
加了对安装、试验方法的规定。

    本标准实施后代替SD 197-198-19860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电力公司水电施工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电机械设计研究所、国家电力公司水电施工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性常、成国磐、张红兵、范炜、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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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式混凝土搅拌楼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周期式混凝土搅拌楼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储运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率为30m3/h(包含)以上，生产水工混凝土、商品混凝土、温控混凝土和碾压混

凝土的周期式混凝土搅拌楼以及船载混凝土搅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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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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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J 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150 钢制压力容器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GB 7935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GB/T 9142 混凝土搅拌机
    GB/T 13306 标牌

    GB/T 14249.2 电子器衡通用技术条件
    GB 14902 预拌混凝土

    GB/T 16471运输包装件尺寸界限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77 钢筋混凝土筒仓设计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L/T 5144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JB/1' 5000.13 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GJ 3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JGJ/T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混凝土搅拌楼 concrete mixing plant
    由供料、储料、配料、搅拌、出料、控制等系统及支承结构部件组成，用于生产混凝土的成套设备。

3.2

    标准工况 standed working condition
    符合设计要求的正常工作状况。标准工况应满足下列条件:
    a)混凝土各组成材料供给充分，成品混凝土出料及时，混凝土搅拌楼连续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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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混凝土配合比不变;
    c)骨料级配数为混凝土搅拌楼的设计最高级配数;

    d)混凝土坍落度不小于30mm (强制式搅拌机)和50mm (自落式搅拌机):

    e)每一罐次搅拌的混凝土量 (以捣实后体积计)应为单台搅拌机的公称出料容积:

    f)不加掺合料和添加剂，不进行干搅拌;

    9)根据设计要求确定是否加冰。
3.3

    额定生产率 rated capacity
    在3.2规定的标准工况下，混凝土搅拌楼每小时生产出的均质合格混凝土量(以捣实后体积计，单位m3/h) o

3.4

    骨料 aggregate
    细骨料:细砂 (S2) 2.5mm以下，粗砂 (Sl)粒径2.5mm-5mm，细 (小)石 (G4) 5mm^20mm}

中石 (G3) 20mm-40mm;粗骨料:大石 (G2) 40mm-80mm，特大石 (GO 80mm-150mmo

3.5

    粉料 powdery material
    水泥和掺合料 〔包括粉煤灰、矿粉等)。

3.6

    动态称量精度 dynamic weighing precision
    在秤满量程的1/3到满量程的称量范围内，配料称量结果值与给定值的相对偏差。

3.7

    称量精度 weighing precision
    指秤的静态精度，也就是传感器精度，以检验祛码的质量值与显示称量值的差值对最大称量值之商

的百分值 。

4 分类与型号

4.1 分类

    混凝土搅拌楼按混凝土出料方式，分为连续出料的连续式混凝土搅拌楼和周期循环出料的周期式混

凝土搅拌楼。本标准所指的混凝土搅拌楼仅指周期式混凝土搅拌楼。

    混凝土搅拌楼按照混凝土生产工艺流程布置型式的需要，骨料被提升的次数，分为单阶式和双阶式。

骨料仅提升一次者称为单阶式混凝土搅拌楼 (见图1);骨料需提升两次或两次以上者称为双阶式混凝土

搅拌楼 (见图2)0

混凝土运翰设备

图1 单阶式混凝土搅拌楼骨料流程图 图2 双阶式混凝土搅拌楼骨料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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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型号

4.2.1 型号组成

    混凝土搅拌楼型号由混凝土生产工艺流程布置型式代号、主机代号、主参数和变型 (或更新)代号

等组成:

                                                      123- 45678

其含义详见表

表1 混凝土搅拌楼型号

序 号 代 号 含 义

1 H 混凝土

2

L 搅拌楼

Z 搅拌站

Y 移动式搅拌站

3 数字 额定生产率 (单位.骊)

4 数字 主机装机台数 (单台省略)

5

F

主机代号

双锥倾翻 自落式

反转出料 自落式Z

双卧轴强制式S

单卧轴强制式D

立轴行星式X

6 数字 主机规格 (搅拌机郎〕公称出料容积，单位 L)

7

无 基本型，不标代号

L 可生产预冷混凝土

R 可生产预热混凝土

8 字母

原型不标代号;A为第一次更新;B为第二次更新:

C为第三次更新:依此类推.

不使用1, L, O, R, X

4.2.2 型号示例

    HZ75-151500表示主机为一台JS 1500双卧轴强制式搅拌机，理论生产率为75m3/h的混凝土搅拌站:

    HL120-3F1500表示主机为三台JF1500双锥倾翻自落式搅拌机，理论生产率为120m3/h的混凝土搅

拌楼:

    HL240-4F3000LC表示主机为四台JF3001〕双锥倾翻自落式搅拌机，理论生产率为240m3/h，第三次

变型的预冷混凝土搅拌楼。

4.3 主参数

    额定生产率定义为混凝土搅拌楼的主参数。

    主参数(m3/h)优选系列为:30, 45, 50, 60, 75, 90, 120, 150, 180, 240, 360, 4800

5.1

技术要求

  混凝土搅拌楼生产的混凝土质量

5.1.1 普通混凝土应符合GB 149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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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水工混凝土应符合DUT 5144的规定，并宜多用掺合料而节省水泥，宜以90d或180d后m强度

指标来衡量。

5.2 供料系统

5.2.1 骨料供给

5.2.1.1 骨料供给必须满足混凝土搅拌楼额定生产率的小时用量要求。
5.2.1.2 胶带输送机供料时，由一条供料线同时输送不同粒径的骨料分级上料时，其输送能力不小于骨

料小时用量的1.5倍:若混合上料，则不小于1.25倍;若单独分别输送，则不小于1.2倍。

5.2.1.3 胶带机最大倾角宜不大于180，分料采用回转漏斗或其他有效方式，并有可靠的定位装置和联

锁控制。

5.2.1.4 供料的机械设备，应具有满载启动的能力，有停电自锁或逆止制动装置。

5.2.2 粉料供给

5.2.2.1斗式提升机供料时，水泥和掺合料应用两套设备分别供料，额定能力应不小于各自的小时用料

2倍 。

5.2.2.2 气力输送供料时，最大高度宜不大于20m。当最大高度大于20m时，宜配备专用空压机输送

或助送。储料仓应安装安全阀，以控制仓内压力不大于4900Pao

5.2.3 供水系统
5.2.3.1 由用户水厂按中国国家水质控制标准的要求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水压不大于 350kPa,但应满

足混凝士搅拌楼顶层防火的要求，流量应满足搅拌楼连续配料要求。
5.2.3.2 在寒冷地区工作时，宜根据需要增设加热设施及水温控制装置。

5.2.3.3在炎热地区工作时，宜埃混凝土出料温度的要求，配置冷水、片冰或风冷降温的制冷系统及测
温装置。

5.2.4 外加剂供应系统

5.2.4.1 当外加剂为粉剂时，应在储液池或储液箱内先行液化。
5.2.4.2 外加剂供液设备应具有耐腐蚀性能，输送泵的额定流量应不小于液剂小时用量1.5倍，多余溶

液应回流储液池 (罐)。

5.2.4.3 储液池 (罐)应有搅拌、池底吹气或溶液回流等防沉淀设施。

5.2.5 储料仓

5.2.5.1 骨料仓

5.2.5.1.1 混凝土搅拌楼骨料仓的有效容积 (耐)指能自由排放骨料的容积，其容量不小于骨料的小时

用量。有温控要求时，应按热交换面积和料流时间确定每种骨料的料仓容积。

5.2.5.1.2 骨料粒径大于80mm的料仓，需安装缓降器或其他防止骨料粉碎的设施。
5.2.5.1.3 混凝土搅拌楼骨料仓可配置料位指示装置，胶带输送机供料回转漏斗分料的混凝土搅拌站骨

料仓可配置监控摄像头。

5.2.5.1.4 装载机供料的混凝土搅拌站骨料仓，受料口的宽度不小于装载机斗宽的1.2倍。
5.2.5.1.5 骨料仓出口处出料应顺畅，锥体部分应抗磨损。

5.2.5.2 粉料仓

5.2.5.2.1 混凝土搅拌楼顶粉料仓的有效容积(m3m)不小于该种粉料的1.5h用量，气力输送供料时，料

仓容积应适当增加。

5.2.5.2.2 船载混凝土搅拌楼筒仓储料容积应满足一次出航用量的要求，筒仓壁应加纵环筋，各筒仓应
互相联结在一起，满仓时允许士5“偏摆。各筒仓用料应均衡。

5.2.5.2.3 仓顶应有足够面积的透气和收尘装置，对于气力输送供料应安装压力安全装置。
5.2.5.2.4 仓体不渗水，无泄漏。与有预冷要求的骨料仓相联时，应隔断冷桥，充分隔热。

5.2.5.2.5 锥休角度不应小于550，并且配各破拱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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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6粉料仓内根据用户要求可设置料位指T装置。

5.2.5.3 储液池 (罐)

    供给配料用的储液 (水和外加剂)罐的有效容积 (m3)，对应于水工混凝土搅拌楼不小于4罐次搅
拌混凝土的用液量，商品混凝土搅拌楼不小于8罐次用液量，地面储液池容量不小于一个工作台班的用

量要求。

5.2.5.4 储冰仓
    楼内储冰仓的有效容积(m)不小于4罐次搅拌混凝土的用冰量要求。冰仓外围应有隔热层，仓内

应设有防止片冰冻结及料位监控装置。

5.3 酉己料系统

    混凝土各组成材料宜按质量计量，单位为kg，水和外加剂若采用体积计量时，应折算成质量给定、
指示和报表。配料方式一般为单独配料，各种粒径的骨料可以叠加累计配料，各种粉料之间可以叠加累

计配料，但骨料、粉料和液料之间不应相互叠加累计配料。

5.3.， 给料设备

5.3.1.1各种给料设备动作或运转应灵活、平稳，不应有卡涩和漏料现象，并应有粗精称配料功能。搅

拌楼内给料器上方应设检修闸门，闸门关闭时不应漏料。
5.3.1.2 弧门给料器开关动作时间不宜超过0.5s，粗骨料弧门给料器应有缓冲摆锤。
5.3.1.3粉料配料螺旋机应能频繁启动和点动，输送能力应不小于在指定的称量时间内能输送到该秤的

最大称量值的量。螺旋机长度大于6.5m时，应增设中间支承。
5.3.1.4 给水蝶阀和外加剂球阀的流量应满足液料称量时间的要求。外加剂球阀应具有耐腐蚀性能。

5.3.2 秤

5.3.2.1秤准确度(静态精度):骨料秤用5级硅码检验，误差值不大于0.25%;粉料和液料秤用4级
砧码检验，误差值不大于0.2%.

5.3.2.2 称量精度 (动态精态):秤在三分之一至满量程时，骨料秤最大允许误差士2.0 ，粉料、液料

和片冰秤最大允许误差土1.0%。每把秤的称量精度用连续配料十次测得的相对偏差的均方根值来进行衡

量。

5.3.2.3 拉式传感器的悬挂装置应使传感器仅受轴向力，上下两个叉形接头要错位900，拉杆偏摆角不

应大于 30。压式传感器的承压点不许有卡死现象。传感器应具有防潮功能，或采用防潮措施，其支承

装置应为无振动的刚性体。

5.3.2.4船载混凝土搅拌楼秤斗应设防晃措施。
5.3.2.5骨料秤秤斗容积宜按该秤的最大称量值折算成相应体积的1.2倍取用(骨料密度取1500kg/m3)a
秤斗的易磨损部位应衬耐磨衬板，卸料口卸料应顺畅彻底。

5.3.2.6粉料秤秤斗容积宜按该秤的最大称量值折算成相应的体积加。.1m3(水泥密度取1300kg/m3.掺
合料密度取800kg/m3)。秤斗与给料、卸料接口处应松弛软接且不漏灰(或水)，秤斗上表面应开排气孔，
并安装防水透气罩。卸料口锥面角度不应小于600。
5.3.2.7 液料秤秤斗容积应不小于按该秤的最大称量值计算成相应的体积，液料在指定的卸料时间内应

能排空。

5.3.2.8 片冰秤秤斗应有防止片冰结拱设施，保证排冰顺畅。
5.3.2.9 皮带秤应能满载启动而不打滑。

5.3.3 卸料及搅拌机喂料设备

5.3.3.1 水泥和掺合料卸料时，应由合料器将各种粉料合在一起，合料器溜料斜边角不应小于600。

5.3.3.2 骨料卸到集中料斗，易磨损部位应衬设抗磨衬板和螺纹衬筋，粉料经过集中料斗时必须分隔出

独立的溜料管。

5.3.3.3 翻板门应翻动灵活，无窜料，不漏灰:粉料翻板门卸料溜管空间角不应小于600，骨料翻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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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料溜管空间角不应小于55-。

5.3.3.4 回转喂料器应回转灵活，定位准确，并应与各秤卸料门阀联锁;安装时，与搅拌机对接口处的

耐磨橡胶圈应压紧密封，磨损后应能补给调节。

5.3.3.5 由提升斗喂料的混凝土搅拌站的骨料提升装置，导轨在平面内和平面外应有足够的刚度，提升

斗满料时应能在任意位置停留和启动。

5.4 搅拌机及混凝土出料设备
5.4.1 搅拌机

    搅拌机应符合GB/T 9142的技术要求。

5.4.2 混凝土出料设备
5.4.2.1 水工混凝土搅拌楼的混凝土出料斗容积不宜小于主机机组一循环次拌制出松散混凝土的容积;
出料斗应设卸料弧门，弧门关闭时，不应漏浆。卸料弧门应设有应急开启机构，在发生意外事故时卸出

斗内的混凝土。

5.4.2.2 商品混凝土搅拌楼的混凝土出料斗可不设卸料弧门，但要有卸料接管。

5.4.2.3 出料斗应衬设抗磨衬板。
5.4.2.4 水工和普通混凝土出料斗斜边角不应小于550，干性和高强度混凝土出料斗斜边角不应小于65-。

必要时，应安装振动电动机。

5.4.2.5 出料斗与出料地面的距离宜取3.9m:对于运输斗运输，出料斗与运输斗之间净空尺寸不应小于

0. 15m.

5.5 支承结构

5.5.1 钢结构应按GB 50017进行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应按GBJ 10和JGJ 3进行设计。

5.5.2荷载应按GB 50009的规定采用，料仓荷载计算参照GB 50077，骨料密度宜取1500kg/m3，水泥
密度宜取1300kg/m3,掺合料密度宜取800kg/m3a
5.5.3 混凝土搅拌楼可不考虑地震荷载，但在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一9度地区工作时，宜按丙类建筑和

本地区设防烈度进行设计和采取相应的抗震措施。

5.5.4 钢结构制作和安装应符合施工图设计的要求，重要构件应在工厂内进行预拼装，并应符合GB 50205

的规定 。

5.5.5 要求可拆迁的混凝土搅拌楼，钢结构各运输单元划分要合理:分切点应尽可能分在受力或变形较

小处;单元自身要有足够的刚度:尺寸应符合GB/T 16471的规定。
5.5.6 永久性混凝土搅拌楼，超运输尺寸的大件单元可根据需要现场制作。
5.5.7 混凝土搅拌楼需要保温、隔热或隔音时，所采用的材料应具有良好的阻燃性能。

5.5.8 进料机械的桥架应有建筑起拱，其拱度值为不小于01000，并设单边人行道。

5.6 电气系统
    搅拌楼电气系统包括本楼的所有相关设备动力配电、控制、照明等电气设备。设备除应符合JGJ(P 16

的有关规定外，还应满足搅拌楼生产工艺要求。

5.6.1 供电要求
    按设计的电负荷要求，提供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220V/380V(误差为+5 %, -10 % ), 50Hz

交流电源至搅拌楼总电源开关柜。搅拌楼供电电源应由专用电缆引入，微机控制回路宜由一路独立电源

供电。

5.6.2 控制系统

5.6.2.1 控制系统应可靠，准确，宜采用成熟的先进技术。
5.6.2.2 配料、卸料、搅拌、出料宜采用微机控制，或由智能仪表构成配料秤。
5.6.2.3 进料可利用微机或独立设继电一机械控制或无触点逻辑控制。
5.624 机械设各坛行的重要限价点。应妥用双保护方式，各保护元件宜采用不同类型形式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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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5 进料、出料观察可使用工业电视监视设备。

5.6.2.6 生产工艺的全过程，采用微机可分切换画面动态显示。

5.6.2.7 检修时应配备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5.6.3 微机控制系统

5.6.3.1 微机控制系统包括工业控制计算机、彩色显示器、打印机、输入输出板卡(模拟量输入卡和开

关量输入输出卡)、接线端子板、信号调理板及净化电源 (UPS)等。
5.6.3.2 微机秤的精度和配料偏差应达到5.3.2的规定。

5.6.3.3 微机控制软件应运行在中文操作平台下，并具有相应的管理功能，是控制和管理的一体化软件。
5.6.3.4 软件应支持多用户，每个用户可存储一定数量的配合比，能随意修改和调用。
5.6.3.5 实际生产运行时，按用户设定的配合比和配料次数实现自动连续配料。有关的配比设定值、实

际称量值、配料偏差、供需量、即时生产量等数据应在显示器上动态显示，同时有配料过程的动态模拟
显示和整个系统运行状态显示。配料过程中自动生产数据的存储和统计。

5.6.3.6 称量时，欠秤应能自动点动，卸料时，实现按次序卸料，超秤应能自动扣秤。
5.6.3.7 所有生产数据应存储在微机内以便能随时查阅和打印。

5.6.3.8 对于有砂含水率测定仪时，应能自动计算，实现砂和水用量的增减自动调节。

5.6.3.9 秤斗的皮重去除用键盘进行操作。

5.6.3.10 必要时，同一把秤可实现多种料的叠加称量配料。

5.6.3.11应有各种手动干预功能。
5.6.4 称量检测元件

5.6.4.1 称量检测元件应采用称重传感器。

5.6.4.2 传感器信号的传输应采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端头连接需采用防潮插头插座或防潮连接措施。
5.6.4.3 传感器信号的传输距离过长时，宜考虑现场设置变送器。

5.6.4.4传感器现场安装时，需用截面积不小于l Omm“软铜线进行电气短接。

5.6.5 搅拌楼宜根据分层设置配供电、控制柜〔箱)，搅拌站宜分系统功能设置供电、控制柜(箱)，各

种保护应符合JGJ/T 16的要求。

5.6.6 配电柜 (箱)和控制台 (柜)及相关电气之器件的选择应符合GB 7251的规定
5.6.7楼内布线宜选用护套电缆，集中区域布线应采用电缆桥架，零星布线应采用防护管，通道和可能

碾压处必须采用金属防护管;各用电设备、器件不能直接联结的应采用接线盒分线。

5.6.8 集中控制室应配置冷、暖空调，地面宜为活动地板;应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5.6.9 照明灯具应根据所处工作环境，分别采用防护类型的防护灯具，楼内应分层设置照明配电箱。

5.6.10 在湿热地区使用时，电气元件应按热带电工产品通用技术条件和热带低压电器的规定选择。

5.6.11 防雷和接地应符合JGJ/T 16的要求;用户应设置搅拌楼专用接地网，并与楼体有可靠电气连接，

接地电阻不大于1012。当采用微机控制时，应另设一独立接地网供微机系统使用，接地电阻不大于4Q,
两接地网之间相距lom以上。在经用户所在当地供电部门同意后，搅拌楼可不装设避雷针。零线的重复

接地和防雷接地，可共用一个接地网，但不能和微机接地网有电气连接。

5.7 压缩空气系统

5.7.1 供气气压。.7MPa，正常工作气压为0.5MPa-0.65MPa，气路压力损耗不应大于OAMPa，供气量

应满足混凝土搅拌楼最大耗气量要求。

5.7.2 来自空压机的压缩空气要经过储气罐稳压和冷却，储气罐应符合GB 150的规定，其容量不宜小

于混凝土搅拌楼每分钟最大耗气量的20%用气量的要求。
5.7.3 主气路必须加接安全阀和压力表，安全阀开启压力宜为0.8MPao

5.7.4 每组气动元件应配置油水分离器和油雾器。

5.7.5  031i#bA动作应}a、可靠、切换时间不栩过0.1s:在0.7MPa气压下工作时，不允许漏气，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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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不小于10万次。

5.7.6 气管路布置和连接要合理，便于检修和更换管路上的各元件。

5.8 液压系统

5.8.1 液压元件应符合GB 7935的规定。

5.8.2 液压系统主管路应旁接安全溢流回路，安全阀开启压力宜为1.1倍系统最大工作压力。油液进入

工作元件前，应有过滤装置进行过滤。

5.8.3 系统安装后，以1.5倍的系统最大工作压力进行试验，历时5min无泄漏现象;液压油缸在负载

作用下，内泄漏使活塞的移动量不应大于1.5mm/ho

5.9 润滑系统

    机械设备的运动部件，均应有良好的润滑系统。出厂前试验时以及搅拌楼安装完毕后，各润滑点均

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加注规定的润滑剂。

5.10 除尘装置及粉尘控制

5.10.1控制室内的空气含尘量不应大于4.5mg/m3 0
5.10.2 封闭式搅拌楼尘源处应设吸尘系统，并对灰尘进行回收。需要人员经常监视或操作的场所，空

气含尘量不应大于6mg/m3 0
5.11 安全与环保

5.11.1 机械设备的转动部件周围、梯道两侧、平台周边及缺口、料仓进料口等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

部位，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设备维修和保养时，确保工作人员安全，电控系统必须设置机电联锁和信

号装置。

5.11.2 胶带输送机、骨料提升斗应设置防砂石坠落的防护挡板。

5.11.3 进料、配料、搅拌各层和控制室应配挂灭火器。
5.11.4 粉尘控制应满足5.10的规定。

5.11.5 控制室内噪声不应超过72dB (A).

5.12 质量保证

    在正常工况与正常使用情祝下，搅拌楼的平均无故障的时间应不小于95%0

6 检验规则

6.， 出厂检验

    搅拌楼出厂前须经技术质量部门对以下各项进行检验并记录:

    a)主要原材料和锻件质保单;

    b)主要构件的焊条合格证和焊缝检验单;
    c)关键零部件的热处理和加工精度检验单:

    d)主要部件的组装检验单;
    e)出厂的试验单;

    0 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9)采购件的验证单 (包括型号规格、验证文件和结论)。

6.2 型式试验

6.2.1 搅拌楼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应由国家技术质量监督 (或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质量检测中心参

与进行型式试验:

    a)新研制产品:

    b)修改设计，引起主要性能和参数变化。

6.2.2 型式试验可在制造厂或使用现场进行。

6.2.3 必要时应进行应力试验，对搅拌楼的自重和负载应力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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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方法

7.1 空载运转试验

7.1.1 搅拌楼所有机电设备安装完毕后，经检查确认无误，方可接通电源，开启空压机，使气压达到
0.7MPa，持续运转时间不宜小于15min，气管路及其元件不应漏气，安全阀和减压阀的工作应正常、可

靠。气缸进行单独动作，无卡滞现象。

7.1.2 各电动部件应逐一启动，检查是否正常，并注意电动机的转动方向须正确。
7.1.3 搅拌楼空载连续运转30个循环，检查气动和电动部件的工作是否正常以及行程开关定位是否可

靠。

7.1.4每台秤均按GB/'r 14249.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7.2 标准工况的额定生产率测试
    在3.2条规定的标准工况下，以搅拌机组中任一台指定的搅拌机为时间基准，从该台搅拌机开始卸

料时起，经过若干次循环，至该台搅拌机又将开始卸料时止，历时T (min)搅拌楼生产出的均质合格

混凝土量(以捣实后体积计)为Q (m')，则搅拌楼的额定生产率W (m}/h)为:
                                            W= 60/TX Q

    测定时间T一般应使搅拌机组循环次数不小于3次。

7.3 负载运转试验

    负载运转试验一般应按第5章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进行。

7.4 混凝土质量测试

    混凝土质量测试按照5.1的规定。

7.5 环境粉尘和噪声测试

    J;f *#i}4̀应符合5.10的规定，噪声应符合5.11的规定。

8 标志、包装、储运

8.1 标志

8.1.1 标牌
    应在搅拌楼明显位置处设置产品标牌，其型式和尺寸应符合GB/'r 13306的规定，基本内容按以下

条目详述:

    a)名称、型号、商标;

    b)额定生产率;
    c)主机装机台数及其公称出料容积;

    d)总功率;
    e)自重;

    f)外形尺寸;

    8)制造日期:
    h)出厂编号;

    i)制造厂家名称。
8.1.2 标记

    所有零部件均应在明显位置处打印标记，钢结构件每处连接点应打印各种标记以示区分。包装件标

记应符合GB 191的规定。

8.2 包装

8.2.， 产品包装应符合JB/T 5000.13的规定。

8.2.2 结构件捆扎应牢固，零部件加工面应有保护措施，仪表、仪器、电器元件等应防震、防潮、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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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气动元件内腔应密封。

8.2.3 包装件的单件重量和外形尺寸应符合海、陆、空运输的有关规定。

8.2.4 特殊情况可根据收货人提供运行线路的有关资料，进行调整。
8.2.5 产品包装箱内应提供下列技术文件:
    a)产品合格证书;

    b)产品使用说明书;
    c)产品总图和安装示意图;

    d)易损件加工图;

    e)随机工具和备件清单;
    f)零部件装箱清单。

8.3 储运

    运输时，搅拌楼各运输单元应平整放置并固定牢靠，防止冲击引起构件和设备的变形和损坏，需要

防潮的单元应有防雨措施。装卸时，应严格遵循有关规定或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进行操作。储存时，大
型结构件可露天搁置，小件机械设备和电器元件应存入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