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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钢液浇包安全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钢液浇包的设计、制造和使用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炼钢及铸造生产用钢液浇包(以下简称浇包)。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2568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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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985．1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T 3077 合金结构钢

GB 5226．1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9439 灰铸铁件

GB／T 9445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1352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 12265．3机械安全避免人体各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

GB／T 14776 人类工效学 工作岗位尺寸 设计原则及其数值

GB／T 15706．2 2007机械安全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第2部分：技术原则

GB／T 16251 工作系统设计的人类工效学原则

GB／T 16856．1机械安全风险评价第1部分：原则

GB／T 23583．1钢液浇包第1部分：型式与基本参数

GB／T 23583．2钢液浇包第2部分：技术条件

B／T

B／T

B／T

B／T

44铸造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00．15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第15部分：锻钢件无损探伤

88．15冶金起重机技术条件铸造起重机

73金属切削机床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3重要危险项目

3．1 总则

下列重要危险项目是按GB／T 16856．1的规定，对本标准适用范围内的设备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

这些危险项目可能发生在设备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或在运输、安装、调整、维修、拆卸等各个

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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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5683—20103．2机械危险3．2．1由浇包机械强度、稳定性达不到要求可能产生断裂、破裂、倾覆和不可预测的移动危险。3．2．2由浇包零部件及物体坠落或抛出产生的冲击危险。3．2．3由浇包的表面、边缘或棱角产生的刺伤或割伤危险。3．2．4由高空作业或在设备周围产生的跌落、滑倒、绊倒危险。3．2．5由不当操作造成的耐火材料破裂、零部件损坏失效导致浇包脱落、倾覆危险。3．2．6由吊运设备配置不当造成的浇包升降失灵引起的浇包脱落倾覆危险。3．2．7清理包衬时，由于包衬粘挂的钢、渣造成的刺伤或割伤危险及其与包衬脱落产生的砸伤危险。3．2．8由浇包吊运过程中对人身产生的碰撞、挤压危险。3．2．9由于浇包操作环境狭窄产生的挤压伤害危险。3．2．10由浇包操作工具和材料不当放置和不当使用产生的碰伤、摔伤危险。3．3电气危险3．3．1由电气系统产生的触电危险。3．3．2由电气系统失灵产生的浇包意外运动引起的危险。3．3．3由电器故障引起的火灾危险。3．4热危险3．4．1由钢液泄漏、飞溅、火焰及热辐射所产生的灼伤、烫伤和烧伤危险。3．4．2由高温包体引起的烫伤危险。3．4．3由钢渣引起的烫伤、烧伤和火灾危险。3．5其他危险3．5．1由烟尘和有害气体引起的吸人和中毒危险及妨碍正常操作导致的其他危险。3．5．2由水蒸气引起的灼伤、烫伤危险。3．5．3由钢液表面光辐射引起的视觉损伤危险。3．5．4浇包设计时忽略人类工效学原则而产生的危险。3．5．5由于未采用个人防护措施而产生的危险。3．5．6由于向有积水或潮湿的地点倾倒钢液引起的爆炸危险。3．5．7由于向有积水或潮湿的浇包倾倒钢液或钢渣引起的爆炸危险。3．5．8由于钢液溅人包轴与轴承或吊钩间隙，导致操作故障产生的危险。4安全要求和措施4．1机械危险4．1．1制造。4．1．24．1．34．1．44．1．54．1．62浇包应符合GB／T23583．2和JB／T1644的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浇包的桶体、吊攀、横梁、吊杆所用材料应符合GB／T700的规定。浇包包轴座所用材料应符合GB／T11352的规定。浇包中所用合金结构钢应符合GB／T3077的规定。包轴所用材料力学性能不应低于35号钢并应符合GB／T699的规定。齿轮箱所用铸铁件应符合GB／T9439的规定，铸钢件应符合GB／T1135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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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5683—2010

4．1．7 包轴加工后应进行探伤检查，探伤的要求应符合JB／T 5000．15的规定。检测人员应按

GB／T 9445取得楣关资质。

4．1．8浇包所有焊接件的焊缝坡口均应符合GB／T 985．1和GB／T 985．2的要求，焊接质量应符合

JB／T 9873的要求。

4．1．9浇包应能自锁或锁定，锁定装置应安全可靠。

4．1．10浇包吊攀凸肩与横梁下支承面应紧贴，当紧固螺栓不作用时应能承受2倍的额定负荷。

4．1．11浇包主安全卡与吊杆两侧间隙之和不应大于5 mm。

4．1．12 浇包的吊攀、吊杆的强度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10，横梁、包轴的强度设计安全系数不

应小于5。

4．1．13浇包在2倍额定负载下操作不少于5次，不应出现异常现象。

4．1．14滑动水口操作应灵活可靠，关闭后不应有钢液滴漏。

4．1．15塞杆保护耐火材料应密封可靠，出钢口关闭后不应有钢液滴漏。

4．1．16吊运浇包的设备应符合有关安全要求，吊运浇包行车应符合JB／T 7688．15的规定。

4．1．17吊运浇包时，应与人员保持安全距离，并设置警示标识。

4．1．18浇包构件应无锋利边角和毛刺。

4．1．19修筑浇包时应设置安全平台和脚手架。

4．1．20按规定工艺烘干浇包，包衬不应出现裂纹和缺损。

4．1．21进入包内工作的人员应戴安全防护用品，现场应有两名以上工作人员。

4．1．22浇包无吊挂放置时，应将横粱转至最低位置；横梁垂直放置时，应将吊杆用安全卡卡牢。

4．1．23修包场地应有充足照明和通风设施；地面应有安全通道，工具和材料的放置不应阻碍安全

通行。

4．1．24吊运中的浇包与人员的最小距离应符合GBl2265．3的规定。

4．1．25浇包操作人员的工作岗位尺寸应符合GB／T 14776的规定。

4．2电气危险

4．2．1

4．2．2

烧烫。

4．2．3

4．2．4

4．2．5

4．2．6

4．2．7

电气系统应符合GB 5226．1的要求。

与浇包接触的电器和电缆应有可靠的隔热和防钢液溅落装置，避免电器受浇包的热影响和钢液

电器、电缆与浇包钢结构之间应有可靠的绝缘，避免浇包钢结构带电。

与浇包连接的电缆应有可靠固定和防折装置，避免连接处产生拉折破坏。

电动浇包在吊运前应先断电、拔下插头，浇注时再插好插头并送电。

与浇包连接的电缆不应在地面拖带。

修包用照明灯应采用36 V安全电压；电动工具的电缆应悬吊使用。

4．3热危险的安全要求和措施

4．3．1操作人员在使用浇包时应佩戴安全防护用品。

4．3．2落放浇包要平稳，避免停放在可导致钢包倾斜的地方。

4．3．3液面与包体顶部应留有一定的余隙高度，余隙高度应符合GB／T 23583．1的规定。

4．3．4不应在可能导致飞溅伤害、热辐射伤害的地方倾倒钢液和钢渣。

4．3．5不应使用包衬有裂纹的浇包。

4．3．6清理包衬时，包衬温度不应高于50℃。

4．3．7在浇包操作的环境中应设置通风除尘装置，随时排除烟尘。

4。3．8不应用水冷却炽热的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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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5683—20104．3．9处理钢液应佩戴深色护目镜或防护面罩。4．3．10在浇包工作区域设置防护栏和警示牌，以防止非工作人员进入浇包工作区。4．4其他危险4．4．1在吊运过程中，应将安全卡卡牢吊杆，以确保桶体平稳安全。4．4．2浇包减速机构和底注机构要定期加高温润滑脂。4．4．3浇包的设计、制造与使用应符合GB／T16251的要求。4．4．4浇包操作人员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的材质、结构应与工作条件适应，能有效防止危险因素对人体的伤害。4．4．5在电动浇包的电器安装部位明显处应设置防触电警告牌。4．4．6在浇包盛接钢液、倾倒钢液、清除包衬的地点设置明显的安全警告牌。4．4．7浇包倾转机构、吊环的结构应使操作方便省力。4．4．8浇包的减速器和包轴应设置防止钢液溅人的安全防护装置。5安全要求和措施的判定5．1总则浇包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规定，用几种判定方法时其结果应一致。判定方法如下：5．2判定方法1功能试验通过安全功能试验检查浇包的功能是否满足要求。如果由于技术原因功能试验无法进行或者只能使用破坏性试验进行验证，则按5．3、5．4和5．5给出的方法。5．3判定方法2检测借助检测仪器、仪表，优先选择现有的和标准化的测定方法，检查浇包是否满足要求。如果由于仪器设备和测定方法不能满足浇包安全检验或者安全要求和措施是定性的，则按5．4、5．5给出的方法。5．4判定方法3计算或查看图样利用计算或图样来分析和检查浇包是否满足要求，对某些特定要求(如稳定性、重心位置、机械强度等)适用这种方法。如果仅通过计算或图样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则按5．5给出的方法。5．5判定方法4观察通过对规定零部件的目测测定，检查浇包是否达到规定的要求和性能。注：观察包括检查或审查浇包的使用信息。6使用信息6．1警示信息浇包的视觉信号(如灯光)、听觉信号(如音响)装置应符合GB／T15706．22007中6．3的规定。6．2标志6．2．1标志、符号(象形图)、文字警告应符合GB／T15706．2—2007中6．4和有关标准的规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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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浇包应标明下列信息

a) 制造厂和供应商(必要时)的名称和地址

b)制造年份；

c)名称型号；

d)出厂编号；

e)各种信号和警告装置、标志、文字警告；

f)浇包额定装载量；

g)浇包的总重量。

6．3使用说明书

GB 25683～2010

6．3．1使用说明书应符合GB／T15706．2 2007中6．5和GB／T 9969的规定。

6．3．2使用说明书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对浇包防护和安全装置的详细说明。

b)对用户应采用的安全装置提出要求。

c)浇包安全操作步骤及安全规程的详细说明，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推荐使用的包衬材料的技术参数；

——包衬的清理、修补、砌筑与烘干的要求；

——浇包的浇注口零件和耐火构件的安装与更换；

——浇包的吊运、停放、钢液的盛装及浇注；

一一其他安全操作要求(如安全检查、定期维护、停放地点、废钢液倾倒、与钢液接触的工具预

热、修包和浇注地点通风等)。

d) 操作者可能需要的其他保护的详细资料，如防护用品等。

e)在安装调试、故障检验、维护或维修及使用之前，为消除或减小风险，将浇包置于零机械状态时

应遵循的详细步骤，及验证是否处于零机械状态的方法。

f)对故障诊断、排除方法及调整维修后再启动的详细说明。

g) 维修和维护程序和要求的详细说明。

h)吊运说明。

i) 关于保护措施和工作方式方面的使用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