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控制阀术语和总则

第二版 进行制订的 在技术内容上与该国际标准等效

本标准按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单元 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部分 标准

编写的基本规定 的规定 增加了引用标准的引导语 以新的版本 替代已被废除的

和 两个引用标准 删去了仅用于注解本标准所述公称压力 公称通径定

义来源的 和 两个引用标准 为了与现行的国内标准相协调 部分术语的

表述按 执行器术语 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

工业过程控制阀 由 个部分 其中有的部分还包括了若干节 的标准组成 各部分既有独

立要求 又处于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中而相互涉及和引用 目前 尚有许多标准还未转化为我国国家标

准 为了尽量保持被采用标准的结构体系 对 中已出版的各标准均按 各部分或各

节标准的编号给予相应的顺序编号 并考虑使用方便和完整性 未经转化的部分标准将直接以

出版物作为引用标准

本标准中的 为非国际单位制的控制阀流量系数 考虑到目前在国际上仍相当广泛使用 因此本

标准在等效采用 时保留了该国际标准中有关流量系数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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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工委员会 是一个由各国家电工委员会 国家委员会 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

织 的目标是促进电工电子领域内有关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 为了达到此目的 也为了其他

各种活动而出版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的制订工作是委托技术委员会进行的 对涉及的课题感兴趣的任

何一个 国家委员会都可参与标准的制订工作 与 有联系的国际组织 政府机构和非官方组织

也可以参与标准的制订工作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紧密合作

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 是由各技术委员会代表了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切的各国家

委员会提出的 这些决议和协议尽可能地表达了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 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 作为推荐标准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 并在

此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承认

为了促进国际上统一 各国家委员会承诺在其国家或区域标准中尽最大限度采用 国

际标准 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区域标准之间 如有不一致之处 应在国家或区域标准中明确提出

序言

本标准是由 第 技术委员会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 的 分委员会 系统的元件 制订

的

本标准以下列文件为依据

六月法 表决报告

中办 中办

有关表决批准本标准的详细情况可参见上表指明的表决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控制阀术语和总则

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工业过程控制阀 以下简称控制阀 该系列标准的第 部分给出

了部分基本术语 同时就使用 其他各部分的要求作了说明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标志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噪声的考虑 第 节 实验室内测量空气动

力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噪声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流通能力 第 节 安装条件下不可压缩流体流

量的尺寸方程式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流通能力 第 节 安装条件下可压缩流体流量

的尺寸方程式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流通能力 第 节 试验程序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流通能力 第 节 固有流量特性和可调比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尺寸 第 节 法兰直通球体形控制阀的端面距

尺寸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尺寸 第 节 无法兰控制阀 薄型蝶阀除外

的端面距尺寸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检验和例行试验

注 引用 时 应同时引用 年的第 次修正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噪声的考虑 第 节 实验室内测量液动流流经

控制阀产生的噪声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噪声的考虑 第 节 空气动力流流经控制阀产

生的噪声的预测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部分 噪声的考虑 第 节 液动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

噪声的预测

金属法兰



组件术语

控制阀

过程控制系统中由动力操纵 调节流体流量的装置 它由执行机构和阀组成 执行机构能按照控制

系统发出的信号 改变阀内截流件的位置

直行程控制阀

具有直线移动式截流件的阀

隔膜阀

由挠性截流件将流体与执行机构隔离 并对大气起密封作用的阀

闸阀

截流件为沿阀座面直线运动的平板或楔形闸板的阀

球形阀

阀体为球形 其截流件的运动方向垂直于阀座平面的阀

角行程控制阀

具有旋转运动式截流件的阀

球阀

截流件为中间带通道的球体或者是球面扇形体的阀 球面的轴线与阀杆的轴线一致

蝶阀

阀体为圆环形 截流件为由中心转轴支承并作旋转运动的圆板的阀

旋塞阀

截流件可以是圆柱 锥形或偏心的部分球体的阀

阀

形成一个压力密封外壳 内含改变过程流体流量的截流件组件

阀体

为阀的主要承压零件 构成流体流路并具有管道连接端

公称通径

尺寸的数值标志 除以外径或螺纹尺寸标志的组件外 管道系统中的所有组件通常都采用这种数值

标志 这是一个便于使用的圆整数 约相当于以毫米表示的连接管道的内径 仅供参考之用 通常

与制造尺寸并没有密切的关系

注

公称通径以 后接下列系列中的一个数值表示

等

公称通径 不能以测量值为依据 并且不得用于计算

某此标准把公称通径 称为公称尺寸 本标准把这两个术语视为同义词

公称压力

压力的数值标志 它是一种便于参考的圆整数 所有以同一个 数值标志的相同公称通径的装

置 其配合尺寸应可兼容

注

允许最大工作压力取决于材料 结构和工作温度 因此必须从相应标准的压力 温度等级表中选取

公称压力以 后接下列系列中相应的参比值加以标志

等级以 推荐标准为依据 和 等级和 和 等级以

指定的法兰系列为依据 见



阀盖

装有阀杆密封件的阀零件 阀盖与阀体可以是一个整体 也可以分离

连接端

用于同输送被控流体的管道作密封连接的阀体结构

法兰连接端

阀体上带有法兰的连接端通过与管道上的对应法兰配合形成压力密封

无法兰连接端

阀体上不带法兰的连接端 阀体端部有连接端面 可以与管道法兰的对应端面啮合 安装时将阀夹

装在两个管道法兰之间

螺纹连接端

具有外螺纹或内螺纹的连接端

焊接连接端

阀体两端为可焊接到管道或其他管件上的连接端 这种连接可分成对接焊或套接焊两种形式

阀内件

阀内接触被控流体的部件 例如截流件 阀座 套筒 阀杆 以及连接阀杆与截流件的部件等 阀体

阀盖 底法兰和垫圈不属于阀内件

阀座面

控制阀处于关闭状态时完全啮合的阀内密封面

阀座

装在阀体内的 可拆卸的阀座面部件

截流件

位于阀内流动通道上 用于限制流量的可活动部件 截流件可以是柱塞 球体 圆板 叶片 闸板 隔

膜等

阀杆 或阀轴

直行程阀中穿过阀盖将执行机构与截流件连接 并使截流件定位的零件 对于角行程阀 应以 阀

轴 一词代替 阀杆

执行机构

将信号转换成相应的运动 改变控制控制阀内部调节机构 截流件 位置的装置或机构 该信号或者

驱动力可以是气动 电动 液动或它们的任何一种组合

执行机构动力部件

执行机构中将流体能 电能 热能或机械能转换成执行机构推杆运动 从而产生推力或转矩的部件

支架

将执行机构动力部件同阀刚性连接的结构

执行机构推杆

将执行机构动力部件的运动传递给阀杆 或阀轴 的组件

管件

直接与控制阀连接端紧密耦合或连接的任何一种装置 如渐缩管 渐扩管 弯头 型接头 弯管等

功能术语

截流件的位置

关闭位置

截流件与阀座面形成一个连续的接触面或接触线时的位置 对于无阀座面的阀 当流动通道为最小

时即为其关闭位置



行程

截流件从关闭位置起的位移

额定行程

截流件从关闭位置到指定的全开位置的位移

相对行程

某一指定开度的行程与额定行程之比

过行程

执行机构的推杆或轴超出关闭位置的位移 某些特殊的阀结构 例如先导平衡套筒结构 为达到规

定的阀座泄漏等级要求 可能需要过行程

流量系数

用于说明规定条件下控制阀流通能力的基本系数 目前采用的流量系数按不同的单位制有

和

注

可以看出 下面确定的各流量系数的量纲和单位都不一致 但可以用数字说明各流量系数之间的关系 各关系式

如下所示

流量系数 和 定义中所包含的一些单位 术语和温度值都与 其他各部分中的不一致 这些

不一致都限于本条 仅用于说明控制阀行业惯用的独特关系 同时对 其他各部分无任何影响

确定流量系数的基本方程式

紊流流过控制阀会导致与比速能成正比的不可恢复的比压能损失

式中 压能损失

静压损失

流体密度

无量纲损失系数

流体平均速度

从方程式 中可以求出流过控制阀的体积流量

式中 体积流量

有效流通面积

流量系数

项可以从方程式 中获得

式中 有效流通面积

无量纲损失系数

的值可以用下列方程式从水的试验数据中求得

式中 被测体积流量



流体密度

阀两端测出的静压损失

当流动是紊流 并且不出现空化或闪蒸时 方程式 有效

流量系数

流量系数 是在下列条件和规定的行程下流过阀的特定体积流量 容量

阀两端的静压损失 为

流体是 温度范围内的水

体积流量的单位是

的值可以用下列方程式从试验结果中求出

式中 被测体积流量

静压损失 见上文

阀两端测出的静压损失

流体密度

水的密度 见上文

当流动是紊流 并且不出现空化或闪蒸时 方程式 有效

流量系数

流量系数 是非国际单位制的控制阀流量系数 在国际上使用得相当广泛 可以用数字表示为

压力下降 情况下 温度为 的水在 内流过阀的美加仑数 在其他条件下 可

以用下式求出

式中 被测体积流量

流体密度

水的密度

阀两端测出的静压损失

当流动是紊流 并且不出现空化或闪蒸时 方程式 有效

额定流量系数

额定行程下的流量系数值

相对流量系数

相对行程下的流量系数与额定流量系数之比

阀额定流通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 可压缩或不可压缩 流体通过阀的流量

阀座泄漏量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 可压缩或不可压缩 流体流过安装后处于关闭状态的阀的流量 阀座泄漏量

的分级规范见

固有流量特性

相对流量系数 与相应的相对行程 的关系 固有流量特性与执行方式无关

理想的固有直线流量特性

相对行程 的等值增量产生相对流量系数 的等值增量的流量特性

其数学式为

式中 对应于 的相对流量系数



直线的斜率

理想的固有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相对行程 的等值增量产生相对流量系数 的等百分比增量的流量特性

其数学式为

式中 对应于 的相对流量系数

曲线图上画出 对 的曲线时固有等百分比流量特性的斜率 因此当 时

固有可调比

在规定的偏差内 最大流量系数与最小流量系数之比 见

阻塞流

不可压缩或可压缩流体在流过控制阀时所能达到的极限或最大流量状态 无论是何种液体 在固定

的入口 上游 条件下 压差增大而流量不进一步增大就表明是阻塞流

临界压差比

压差与入口绝对压力之比 它对所有可压缩流体的控制阀尺寸方程式都有影响 当达到此最大比值

就会出现 定义的阻塞流

设计要求

除以下几方面外 对式样 结构 性能或整体性程度无任何限制 这样就能尽可能经济地使预定的特

定使用功能获得最为广泛的应用

压力密封性

在设计控制阀的所有承压部件时 应该遵循公认的系统设计程序或验收试验程序或者同时遵循这

两个程序

流量特性

在规定了固有流量特性以后 设计应符合 的要求

管道连接装置

几种最为常用的控制阀应该设计成便于按照 标准的要求安装在管道法兰之间 其端面距尺寸

应符合 的要求 适用于压力等级达到 的有法兰球形控制阀

适用于安装在管道法兰之间的压力等级达到 的无法兰球形控制阀和球阀 提供连接端与压力

等级的其他组合形式应通过协商决定

标志

设计应包括由 提出的基本识别标志以及按实际需要增加的标志

试验要求

生产检验

有关生产检验的最低要求见 该标准同时论述了在制造厂内检验控制阀的依据 根据预

计的危险程度 工作状态以及控制阀的结构 可以协商决定增加试验要求

型式检验

流通能力试验

在评定控制阀的流通能力时 应根据 规定的程序进行试验 这些试验可为确定不可压

缩或可压缩两种流体的流量系数和有关系数提供必要的数据 从而又可以预测安装条件下气体 蒸汽或

液体的流量

实验室的噪声测试

在实验室内进行试验确定气体的声压级时 应遵循 规定的程序 确定液体的声压



级时 应遵循 规定的程序 通过试验可获得预测安装条件下的噪声等级的必要依据

预测方法

控制阀口径的计算

在确定规定压力和温度条件下某一流量所需的控制阀口径时 如果是不可压缩流体应按照

进行计算 如果是可压缩流体应按照 进行计算 在预测某一规定口径和式样的

控制阀在规定压力和温度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流量值时 应按这两个 标准的相应程序执行

噪声等级

确定一台在规定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工作的控制阀附近某一点上的预估声压级时 如果是可压缩

流体应按照 规定的程序进行 如果是不可压缩流体应按照 规定的程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