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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0一t998与 ASMEⅧ一1的某些差异 

／ 丁伯 民 

， c⋯ 溉 ， 丁 

摘要 本文以A曰旺 Ⅶ一1为基础，对GB150—1998与／~SIqIE；11—1的差异提出分析，作为同行专家们的参考。 f 

美键词GB150-1螂 一 I习承辑， 力 楹，设 繇彳{ 
GB150—19981 颁发之后，为方便使用者， ASMEⅧ一1在此图中逋过三个注解对有 

作者将 ASMEⅧ 一1【2 为基准 。与之进行 比较， 

供使用者参考。 

1 关于外压圆筒的计算长度 

As皿 Ⅷ 一1从 1992年版起 ，对外 压圆筒 

的计算长度作 了修改 ，所 以。GB150—1998也 

据此而作出了相应修改 。见图 l。此图即 As她 

Ⅷ 一1的 图 UG一28．1，GB150一 8的 图 6— 

1基本上与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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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压 圆筒 的计算长度 

生：①当隹悻对圈薏或折逝对圆筒柏连接不■于支熏蠛时，隹性、折逝或过 

渡殷曲名义耳吏直琅不小于两}日部圆筒所需柏量小车鹿； 

0应琅每一t面柏直轻和槽应车魔井用图示柏足寸 L分嗣进行计算； 

0当锥体对圆筒或折遗对雷筒柏连接■于支承鹾时，此支熏蟪应提供 

符旨附录 1—8(笔者注 指 觚̂ I一1的附录 1一吕)所计算得柏惯性矩材斟。 

关的计算作了详细说明，GB150—1998则引用 

了该图的二个注，且其中第一个注改为 “图 

(a一2)和图 (c一2)中锥壳或折边段 的厚度不 

得小于相连接圆筒的厚度”(着重点为笔者所 

加，下同)。原意和As姗 疆一1基本一致，但 

关 键的不 同是 GB150—1998对 锥壳 或折边 段 

以及相连接圆筒 的厚度并未 明确是 哪～个厚 

度 ，而ASMEⅧ一1贝町明确规定锥壳或折边段 

的是名义厚度 (nominal thickness，或译公 称厚 

度 ) 圆 筒 则 是 所 需 的最 小 厚 度 (minlmmn 

删 red thickTI圈B，即国内理解的计算厚度)。 

ASME规范 的这种表示 。既从设计原理上 明确 

作出规定，又可以实际操作。 

其二 ，GB150—1998引用了 AS姗 Ⅷ一1的 

第一个注 。规定 了锥壳或折边段厚度的确定原 

则 ，但却未引 ASMEⅧ 一1的第二个注 ，见图 

1，致使标准未规定相连接圆筒厚度应该怎样 

计算。这样，如图 1中(a一2)和(c一2)图结构 

的锥壳 、折边段 以及大 、小端圆筒 。也就是所 

有元件厚度的计算方法全处于空白。 

2 关于外压锥 壳及其和相邻 圆筒连接 

处的加强设计 

2．1外压锥壳设计 

根据两端简支并受外压作用的锥壳模型， 

可得外压锥壳的临界压力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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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压短 圆筒 的临 界压 力则 为 

2．6E ，̂ 、 

P 五 J 

从 设计方便 出发 ，为借助 外压圆筒 的设计 

方法 ．所 以对锥壳 的藏 (1)改写 为和 圆筒 的式 

(2)具有 同样 的形 式 ： 

2．6E(f 02．08口) 

一 L／2(1+D。／1)L)DL4rD~-L／t cos a一 

2．6E ．、， 

￡ DLCDL／t 

其 中 ，‘ =‘c 口，ASIDEⅧ 一1称为 effective 

thieknesB，可译 为等效厚度 或当量厚度 ； 

L。=￡／2(1+D。／D L)，As概 Ⅷ 一1称 为 

eguivalent thickness，可译 为 当量长 度。 

之后 ，就可以甩 L ／D 代替 外压圆筒设计 

中的 ￡／D。、甩 D ／‘ 代替外压 圆筒设计 中的 

D。／￡而用和外压圆筒设计同样的方法进行外 

压锥壳设计 。 

显然 ，上述 符号 ‘。、 L 是 指因为要采用 

外 压圆筒 同样 的设计方 法 而把 外压锥 壳 当量 

化或等效化外压圆筒时的设计参数，并无物理 

意义。各版 ASIDEⅧ 一1的 中译本将 ‘ 译 为有 

效厚 度 ．因为在 Ⅷ 一l中并无 如 国内的 

有效厚度的定义 ，所以这样译从字面上讲未尝 

不可，从含义上讲也能够和 “名义厚度”、“所 

需要最 小厚度 ”相 区别 ，不致引起混淆 ，也未 

尝不可 。但 如 为避 免和 国 内另 有 含义 的有效 

厚度相区别 ，则译为等效厚度更宜。 

GB150—1998把 。=‘o∞口根 据 标 准 的符 

号体系而改为 ：(d 一c)O06口，并将 参 

照 A 匝 VII一1中译 本 而 标 为 锥壳 有 效 厚 

度”。 

综 观 GB150—1998的 总 论 和 各 有关 计 算 

章，都已明确 。= (d 一c)c a为有效厚度 

(对锥壳而言，用下标 c表示锥壳 ，故 = 

(6 一 )为有效厚度)，现又引出一个6 = 

( 一c)c∞a为锥壳有效厚度，使人难以理 

解，已有设计人员多次提及 这一 问题。 

其实，6 =(d 一C)OU6~"中的 d 宜改用 

其它符号表示 ，或 ，或 d 均可 ，即 或 
’

= ( 一C)c∞口，并在所 用符号 中说 明 ， 

d 或 d 为 锥壳 的等 效厚 度 或 当量 厚度 ，为 

避免 和 ( 一c)相 混淆 而不 能称 为 有效 厚 

度 ，锥壳 的有效厚 度则仍是 d ：8 一C；按外 

压 圆筒同样 的方法计算，使 【P】；p 时 的 d 

则 为 ＆／eosa或 6 ／eosa。 

GB150—89对此符 号采用 表示 ，且并束 

赋 以名称 ，所 以未引起和有效 厚度相混淆 的问 

题 。 

2．2外压锥 壳上的加强 圈设计 

GB150—1998引 用 ASMEⅧ 一1的 匿 UG一 

33．1，锥壳的当量长度 ，列为标准的图7一l6， 

见图 2。其 中对简 图(b)锥壳上 的加强 圈设计 ， 

ASMEⅧ 一1并未提及 ，除法 国 CODAP有所规 

定外 ，各 国规 范均 未提 及 。但 由于 CODAP和 

ASMEⅧ 一l在 体系上 略有 不 同 ，所 以也难 以 

直接套 用 。 

图 2 锥壳的当量长度 

GB150—1998在 外 压 锥 壳 的 计 算 ， 即 

7．2．5．2节中，都规定 了 “图7一l6(b)所示的 

加 强 圈 按 6．2．1 的 规 定 设 计 ”， 查 

GB150—199g，6．2．1节是指外 压圆筒和外 压管 

子 的设计而不是加强 圈 的设计 ；而 6．3．1节则 

是外压 圆筒上 的加强 圈设计 ，由于外压 锥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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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外压圆筒 ．该设计方法显然不适用于外压 

锥壳上的加强圈设 计 。关 于 CODAP对外压锥 

壳上加强 圈的设计 方法 以及根据 ASMEⅦ 一1 

的外压 圆筒和外压 锥壳 的设计 原理而提 出对 

外压锥壳上加强 圈设计 的建议方法拙作 已另 

有分析⋯ ，此处不再重复。 

2．3外压锥壳和圆筒相连接的强度加强设计 

ASMEⅧ一l在附录 l一8中规定 ．锥壳不 

论在大端或小端 ，只有在不带折边的条 件 才 

需要进行强度的加强设计 (即在连接处满足截 

面积 的要求 )，如带有折边 ，则不必对连接处 

进行强度的加强设计 (顺便提一下 ．ASMEⅧ 一 

l对 内压锥壳 和相连圆筒 处 的设计 ，在 附录 

1—5中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 

GB150—1998则并来 区分锥壳是否带有折 

边 ，一律要求对连接处进行强度 的加强设计 

此外 ，在规定 有效增强面积 的计算公式 ， 

即大端 的式 (7—17)和小端的式 (7—24)中， 

由于符号的混乱而引起 了错误 ，而且所 引用的 

As慨 Ⅷ 一l公 式 是 1992年 版 以 前 的 公 式 ， 

As帆 Ⅷ 一l从 1992年增补起对此 两公式 已作 

了修改 ，并一直维持到最新的 1998年版 。 

GB150—1998的大端和小端有效增强 截面 

积分别为 ： 

A ：( c)． +( c)̂ 盘  

( c) _cj√ 
根据 GB150—1998的符号说 明 ，二式 中右 

端的前项括号 (8 一 一c)为圆筒有效厚度 

减去锥壳计算厚度；后项括号 (d 一d 一c) 

为锥壳有效厚度减去锥壳有效厚度，显然有 

误。ASIVIEⅧ 一l 1992年版 以前对此二括号分 

别是圆筒有效厚度减去圆筒计算厚度 ．锥壳有 

效厚度减去锥壳计算厚度。 

ASMEⅧ 一l从 1992年增补起 ，对 此二式 

作出修改 ，如用 GB150—1998的符号表示 ，则 

分别为 ： 

A =0．55～佃L ( + ／cos口) 

- ：O．55 —Z 【【 一a)+(8 +8 )／cos a] 

2 4外压 锥壳和圆筒 相 连接时 的刚度加 强设 

计 

在 GB150—1998的式(7—18)和式(7—25) 

计算 系数 口(大端 ：口= ，，J、端 ：口= ) 

中涉及 A 、A 、F 、F 的计算 中，在符号说 明 

中表示为： 

At ：l／2 LL + l／2 L 8 +A 

Al|．= I／2 L + l／2 L + A 

但并未对二式中的符号 作出说明，标准 

在 7，2节中仅在式 (7—10)和式 (7一l1)二次 

提到符号 8 又显然并非指  ̂ 和 An式 中的 

8所 以无法操作。 

据 ASMEⅧ 一1的原意，其 中符号 应分别 

是 大端或小端圆筒的名 义厚 度， 即 8 ；而且 

二式中的锥壳计算厚度 应是锥壳名义厚 

度 ，即 8 。 

GB150—1998对 F 、F 则通过式 (7—19) 

和式(7—26)作出规定 ： 

FL：P。jIf+fl培d 

F。=P Ⅳ+̂ tg 

但并未 根据 ASMEⅧ 一l的推导原理 ，对 

p 、，】、̂ 的正、负号作出说明．任用户白行理 

解而可能导 致结果 出错 。 

照 ASIVIEⅧ 一l的推导原理 ，其 中 p 为外 

压，应取正号，， 、̂ 则取压缩为正号．拉伸为 

负号。 

此外，GB150—1998在符号说明中，对， 、 

， 分别说明为：“除内压外 ，由风载、静载等在 

锥壳大端产生的轴 向载荷”。一是应说 明轴向 

载荷为压或拉时的正 、负号，巳如前述 ：二是 

GB150—1998的符号， 、，z都仅用在外压设 

计 ，并未涉及内压设计 ，明确规定 “除内压 

外”，便现在遇 到的是外压 ，是否也要把由外 

压引起 的轴向载荷计算 在内?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如计算在 内则引起错误 ，所 以这样写显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www.bzfxw.comwww.bzfxw.com

第 2期 ·53· 

是有误的。ASME Ⅷ 一1的规 定是 ，不包括压力 

在 内 (因为讨论 的前提是外 压 ，所 以当然是指 

外压)的由风载、静载等引起的轴向载荷。 

对
．
^、 的符号作 出正确 说 明后 ，也可解 

决在 强度计算 中 0 、p．的符号 问题 。 

3 关于开孔及其补强 

GB150—1998针对 GB150—89存 在 的对椭 

圆孔或长圆孔无法进行补强计算的问题 ，对 

开孔直径 d根据 ASMEⅧ 一1的条 文而重新作 

了如下规定 ：“d为开孔直 径 圆形 孔取接 管 

内直径 加两倍 厚 度附 加量， 椭 圆形 或 长圆形 

孔取所考虑平 面上 的尺 寸 (弦长 ，包括 厚度 附 

加量)”；与此相 对应 在壳体 开孔 的补强计算 

中 ，把 GB150—89规 定的 “通过开孔 中心 ，并过 

壳体轴线的纵截面内所需补强面积按下列要 

求确定 ，GB150—1998删除了壳体轴线的纵 

截面字样 ，而改为参照 ASMEⅧ 一1的“通过开 

孔中心，且垂直于壳体表面的截面上所需的 

最小补强 面积按下列 要 求确定 ”。显然 ．由对 

d值的定义可知，对椭圆形或长圆形孔，不应 

沿某～ 固定 平面来 测量其 弦长， 而应是 对所 

考虑的平面来测量其弦长， 即视开孔的布置 

方位而应对所有可疑平面都进行计算 ，因而 

各个所考虑平面上各有不同的弦长 ；在开孔 

朴强计算中将GB150—89原规定的 “壳体轴线 

的纵截面”字样删除，更 明确地意指对通过开 

孔 中心的所 有 各个可 疑截 面都要 进行 计 算 。 

这本是 ASMEⅧ 一1的原意。但关键的是，与一 

计算相配合，As眦 Ⅷ一1还对各个所考虑的 

平面视其和壳体纵轴的夹角而 1人应力校正 

系数 值 ，以计及各个不同平面的不同应力 

水平 。但 GB150—1998在 此却 只引 了 ASME的 

“所考虑的平面”以及要对通过开孔中心的所 

有 可疑 截面 都要进 行 计算 ，而漏 引 了计 算 中 

的应力校正系数 F，意指各个所考虑平面上的 

应力校正系数 都等于 1，即各个不同平面的 

应力 水平 都相 等 。这样 一来 ，就不符合 ASME 

Ⅷ 一1的等 面积 补强计算原意 。 

相应地 ，GB150—1998和 GB150—89一样 ， 

由 于 未按 照 郴 Ⅷ 一1引 入 应 力 校 正 系数 

F，所 以对 图 3(该 图引 自ASMEⅧ 一1)所示 的 

多个 开孔补强 中的“任意 相邻 两孔之 间的补强 

面 积 应 至 少 等 于 该 两 孔 所 需 总 朴 强 面 积 的 

50％”，使其 中的 该两孔所需总补强面积”无 

法进 行计 算 。 

图 3 多十 开 孔示 意 图 

此外 ，由于在不需补强的最大开孔直径、 

补 强计算公式 等存 在 的和 ASMEⅧ 一1不 相一 

致 的规定 ，所 以 GB150—1998和 GB150—89一 

样 ，应无法如 ASMEⅧ 一1那样 明确规定 ：“凡 

符 合 UG一37规 定 的补 强 要求 的 任何 型 式 的 

开孔，均可位于焊接接头上”。GB150对开孔是 

否可以位在焊接接头上的问题 ，始终是一个 

谜 。文 【5】汇总了各版设计 规定和 GB150对在 

是 否允许在 焊接接头 上开 孔 的有关规 定。 

4 关于焊接接头分类 

GB150—89的 焊 接 接 头 分 类 虽 然 用 了 

伽 规范的称呼 ，但却完全不同干 As Ⅷ 

一 1，是我 国 自己创造的。鉴于 GB150—89中对 

某 些焊 接接头漏作规定 ．GB150—1998对此 作 

出 了修正 ，例如 ，GB150—89参照 A IEⅧ 一1 

把平封头、管板和壳体连接的焊接接头一律期 

为 c类接头 ；GB150—1998则 加以区分 ，把平 

盖、管板与圆筒非对接连接的接头划为 c类 

接头。但还是投 有明确平盖 、管板 与 圆筒对接 

连接的接头 ，因而也 就无法确定它们 的元 损检 

验方法及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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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压球壳和圆锥壳的圆度允差 1 

As皿 Ⅷ 一1对外 压球壳和 圆锥壳的圆度 

允差，照外压圆筒的方法测试并限定，但其中 

涉及球壳和圆锥壳 的计算长 度 和 直径 D ， 

剜分别规定如下： 

在锥壳大端直径处， 

L= L 

D。= DL 

在锥壳小端直径处 ， 

L=L (D L／D。) 

D。= D。 

在锥壳中部直径处 ， 

L=L [2DL／(DL+D。)】 

D =0．5(D L+D。) 

在锥壳外径为 D 的任意截面处 ． 

L=L (DL／D ) 

D = D 

对于球壳，L=D ／2 

GB150—1998则在 10．2．4．11(c)条 中规定 ： 

“圆筒、球壳或锥壳 与 D 分别按第 6章或 

第 7章的规定选取”。而在第 6章及第 7章中 ． 

却并未对球壳的 L、锥壳的 L与 D。作出任何 

规定，以致造成脱节 ，无法对外压球壳和锥壳 

的形状误差作出测量和限定。 

6 其它问题 

尚有一些或缩制标准时相互脱节、或部分 

参照了ASMEⅧ一1、但尚可商榷的问题。 

6．1壳体的圆度允差 

GB150—1998参照 ASMEⅧ 一1，对内压壳 

体从强度角度出发控翻圆度 ，规定 (D一 一 

D一)≤1％D ；对外压壳体 ，则从稳定性角度 

出发控制圆度 ，在 10．2．4．11条 中，仅规定 要用 
一 定弦长尺寸的样板测定 ，其偏差值不大于 

GB150—1998图 10一ll中查 得 的最大允 许偏 

差值，面未从强度角度出发，按照 ASMEⅧ一1 

的规定，还应按内压壳体的要求．把(D一 一 

D～)控制在 ≤I％D，以内。 

此外，GB150—1998和 GB150—89相同．仍 

然保 留了原 JB741—80中规定 ，测量并控制 圆 

度 ，二者的测量方法相 同，都用内弓形或外弓 

形样板测量 ，而样板的弦长尺寸则不相同，所 

规定的允差值也不相 同，使执行者无所适从。 

文【7j已对此作 出了详细分析。 

6．2成型封 头的公差 

GB150—1998仅参 照 AsMEⅧ 一1规定 了 

由于封头 曲率半 径偏 大所 引起 的在样板两边 

的何隙 ，并把 As皿 规定 的偏差值 5／8％D。改 

为 1．25％D ，而未列人 As凇 Ⅷ 一1的由于封 

头 曲率半 径偏小 所引起的在 样板 中部的阃隙 

不应超过 1．25％D 的规定。 

6．3带法兰凸形封头(类型 d J的操作力矩 

GB150—1998对类 型 d的带法兰凸形 封头 

规定，当为 内压时 ，MP=MD+MG+MT—M ； 

当 为 外 压 时 ， M = F。( 。一 L。) +F 

( 一Le) 一M 。对其中的符号 M。，应根据 

ASMEⅧ 一1予以说明：当焊接接头位于法兰 

环形心以上时 ， 前应为负号 ，否则，则应为 

正 号 。 

6．4关于外压壳体开孔补强计算中的计算厚 

度 

GB150—1998对外压壳体开孔朴强计算中 

的计算厚度 仅说明 “按外压计算时圆筒和 

球壳开孔处的计算厚度”，但在外压容器章中 

除规定了名义厚度 和有效厚 度 外 并未 

提及外压壳体的计算厚度 ，宜说明 系按相 

应外压壳体的计算方法并在 【P】=p 时的有 

效厚度值。 

6．5关于中心开有单个大圆孔的整体平盖 

GB150—1998将 As艇 Ⅷ 一1的平盖强度计 

算改称为 “平盖中心开单个圆孔 (d>0、5D。) 

的补强要求”。似不妥当。因为平盏中心的大 

开孔完全是参 照法兰和反 向法兰 的强度计算 

原理 ，计算并校棱平盖上在开孔周围以及和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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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连 接处 的径 向和环 向应力 以及接 管颈 部 和 

圆筒颈部 的轴 向应力 ，并按法 兰原理进 行强 度 

校核 ．和开孔朴强要求 全无 联系 。 

图 4 中心 大开 孔 的整 体平 盖 

另外 ．GB150—1998参 考 ASMEⅧ 一1的译 

文 ，见 图 4，把此 图的右半 视 图标为 “无接管 的 

开孔”也不妥 当。已有许多设计 人员同及 ：无 

接管但有开孔的平盖怎么承受压力?其实，照 

舢 Ⅷ 一1的设计原理以及原文，实有 “此孔 

并 不带有 和平 盖 以全 焊透 焊接 接 头 整体连接 

的接管”之 意 ，也 就是根据 法兰 设计原理 ．左 

半视图的孔带有和整体平盖 以全焊透焊接接 

头整 体连接 的接 管 ．因而无 论在 平盖外周边或 

内周边 (即接 管周围 )，都是用 整体法 兰原理 

计算 ，都有三项应力需要 计算井 校核 ；右半视 

图的孔并不带有和平盖以全焊透焊接接头整 

体连接的接管 ，而只带有如任意式法兰那样未 

全焊透 的、非整体连接 的接 管 ，所 以在 平盖外 

周边仍可用 整体法 兰原 理计算 (因简 体和平盖 

属垒焊透整 体相连)，因而有三项应力 需要计 

算并校棱 ，而在平盏内周边．即开孔周围，因 

和接管并非整体相连，故用 活套法兰原理计 

算 ，仅有环 向应力 一项需要计 算 的校核 。 

6．6关于外压圆筒和管子的几何参数计算圈 

GB150—1998沿 用 GB150—89，对GB150一 

B9的图 6—2标为 “外压或轴向受压圆筒和管 

子几何参数计算图(用于所有材料)”。此图实 

由 ASME Ⅷ 一 1引 来 ， ASME Ⅷ 一l称 为 

“ee【】T c Chart for Cylindrical Ve~els under Ex- 

ternal or C~aoremive tmaa~ (For All Materl- 

幽 )”，译名 为 “外压 或压缩载 荷下 ，圆筒形容 

器的几何参数 图 (用于所有 材料)”．全无 “轴 

向受压”之意 。多年来 ，笔者 已遇到多次 询问 ： 

“轴向受压圆筒的计算长度 怎样计算”，或 

“在 GB150一g9中的许 用轴 向压缩 应力为何和 

计算 长度 ￡无关 ”，或 “真空 圆筒是否要计算 

其轴 向稳定性”等 同题 ，即 由于此 图题 而误 导 

了对轴向受压圆筒的刚度校棱问题 。其实 ， 

A 皿 Ⅷ 一1的外 压 圆筒设 计方 法 和几何参 数 

图既适用 于横 向受均 匀压 缩 、也适 用于横 向和 

轴向同时受相同的均匀压缩 (即外压 )．规范 

忽 略 了此 两种 情况在 周 向失 稳 时临 界压 力 的 

细微差别 ．因而用同一规程和参数图进行计 

算 。而仅 轴向受压 的圆筒 ，则根 据轴 向失稳 原 

理 而列式 直接 计算 A值 ，并 用 材料 曲线 查 取 

许用轴向压缩应力 ，不需要用到几何参数图。 

由于 GB150—1998已将 GB150一g9的许 用 

轴 向压缩应力内 容删除 ，所 以由此 图题所 引起 

的误解可能会更大。例如，当用户遇到轴 向受 

压 圆筒 的稳定 性校核 时 ，因别无 其 它计算 方 

法 ，看到此 图题就必会按 此 图的周向稳定性原 

理校核方法进行计算．因而出错。 

6．7关于压力试验的温度校正值 
-  

GBl50—1螂 和 GBl50—89(第 2号 修 改 

单)相同．对液压试验压力规定： 

pT=1．25p【 J／【 J 

并注明“容器各元件(圆筒、封头 、接管、法 

兰及紧 固件等 )所用材 料不同时 ，应 取各元 件 

材料的 [ 】／[ 】’比值中最小者 。此意实际 

上也由 ASME疆 一l规定的 [ 】／[ 】‘取构成 

该容器各材料的最小 比值一意而来。ASME规 

范的特点之一是 ，有些地方讲得相当原则 ，并 

不作具体 说明 ，因为它认 为用户有能 力根 据压 

力容器 的设计、制造 、检验原理和规范的前后 

文 白行鉴别 。铡如对载荷 中的温差载荷，仅原 

则上提及 ，但不如 GBt50—89那样 作 出详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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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差应力计算 和限定 ，由用户根据具体条件 自 

行判定是否需要计算；再如外压容器开孔补强 

计算 中的容器所需壁厚 ．它并 未再 作更 多说 

明．认为用户有能力判别该 怎么计算；再如无 

折边锥壳和圆筒 的连接处 ．ASMEⅧ 一1规定 

内压锥壳和外压锥壳都要进行强度计算 ．必要 

时予 以加强 ；在计算轴 向载荷 ^、
． 

时，只规 

定是 “不包括压力在内的由风载 、静载荷等引 

起的轴向载荷”．不再具体说 明正、负号 ，但根 

据计算原理和前后 文的理解 ，显然 ．当为 内压 

时．拉伸取正号．压缩取负号．而当为外压时， 

拉伸取负号，压缩取正号。此处只原则提及 

“构成容器各材料”，究意指哪些，也是由用户 

根据压力试验原理 和其 它的相关规定 白行理 

解 。个人认为 ，由压力试验 的 目的、温度修正 

原理 以及 AS皿 Ⅷ 一l对各元件 的计算 原理 、 

各元件材料的安全系数等全面分析 ，应是指圆 

筒和封头 ，最多再包括接管 ，全无必要再包括 

法兰和紧固件 ，因为法兰计算和圆筒、封头、 

接管计算方法不同，并不能直接确定厚度 ；螺 

栓材料所取的安全 系数远 比圆筒 、封头材料为 

大 ．等等 。 

GB150—1998的这一规定 ，在某些条件下 

(例如设计温度较高时 )就有可能用螺栓材料 

的【 ]／【 ] 值确定试验压力值 ．而在该试验 

压力下圆筒和封头还未达到其设计应力水平 ， 

更不要说要 比设计应 力水平高 出 25％对容器 

的宏观强度进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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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翌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司。1998年 11月 18日质技监标函[19981 52号 

关于规范使用标准代号的通知 
1989年《标准化法》正式实施之后，我国开展了 

对国家标准的清理整顿工作。当时，对每项国家标准 

都依法确定了属性．即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强 

制性国家标准代号为 GB推荐性国家标准代号为 

GB／T。由于至今还有相当部分的国家标准未修订， 

已确定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印有 “GB”代号的标准 

文本仍在使用．给使用者和标准信息管理带来一定 

的困难。 

为了加强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依法规范标准属 

性，向社会提供正确的标准信息和服务．经研究决 

定．明确标准代号的规范使用方法。有关事宜通知如 

。F： - 

1．任何场合引用匾家标准(包括文件、标准中引 

用和信息管理)，必须使用该国家标准清理整顿时所 

确定的应有属性代号．即如引用文本上印有“GB”代 

号而实为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使用“GB／r'’代号。 

2．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实现文本上的代号与 

其属性一致．请各部门和直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抓 

紧对这些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 

3．行业标准的标准代号正确使用方法照此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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