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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DB34/T 1191-2010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金属常压罐体定期检验规程》。

本标准与 DB34/T 1191-2010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的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一般要求”（见第 3 章）； 

——修改了条款内容（见 3.1）； 

——删除了上一版本的 3.2 ； 

——删除了上一版本的 4 检验周期 c) 中的“并报检验单位审查”； 

——将“5 检验项目”和“6 检验内容”归纳整理为“5 检验项目和内容”； 

——在原 6.5 条后增加“5.6 内部检查”内容； 

——7 检验结论及报告出具做了修改；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A。 

本标准由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提出。 

本标准由安徽省特种设备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小勇、苏本金、胡超杰、王立辉、韩啸、陈习文、高万东、刘长仙、张德镇、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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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金属常压罐体定期检验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金属常压罐体定期检验的一般要求、周期、项目和内

容、检验结论及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装运介质为液体危险货物，工作压力小于 0.1 MPa,与定型汽车底盘或半挂车车架永

久性连接的金属罐体的定期检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非金属、真空绝热罐体或有特殊要求的军事装备用罐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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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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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4.1-2006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1部分 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NB/T 47013.2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第2部分：射线检测 

NB/T 47013.4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第4部分：磁粉检测 

NB/T 47013.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第5部分：渗透检测 

3 一般要求 

3.1 罐体定期检验机构应取得相应的资格。 

3.2 使用单位在送检前应将罐体外表面清洁干净，检验时罐体内介质应清空；需要进入罐体内部检验

的，应将内部的介质处理干净，盛装易燃、易爆、助燃、毒性、腐蚀或窒息性介质的必须置换、中和、

消毒、清洗，取样分析，分析结果应达到有关规范、标准规定；盛装易燃、易爆介质的，严禁用空气置

换。 

3.3 检验机构应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对检验条件进行检查确认，对检验检测中的危险源进行辨

识和控制，确认符合现场检验条件。 

3.4 使用单位在送检时应向检验机构提供罐体的出厂技术文件、改造和维修资料、上次检验报告、使

用记录以及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等有关证件。 

3.5 检验检测用仪器、仪表、量具应符合相应的技术规范，检验用照明灯具和电源应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 

4 检验周期 

4.1 罐体的定期检验应每年进行 1 次。 

4.2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罐体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a) 罐体发生事故，对罐体可能造成损伤的； 

b) 罐体经重大修理或改造后重新投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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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罐体变更装载介质的（使用单位应取得原生产单位的同意）； 

d) 停用 1 年以上重新使用的。 

5 检验项目和内容 

5.1 检验项目 

罐体定期检验项目包括资料审查、外表面宏观检查、壁厚测定、安全附件和承压元件检查、泄漏试

验。必要时进行焊接接头无损检测、罐体内宏观检查。 

5.2 资料审查 

5.2.1 检验前应审查以下资料： 

a) 罐体的出厂技术文件； 

b) 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有关证件； 

c) 上次定期检验报告； 

d) 改造与重大修理记录。 

5.2.2 本标准 5.1.1 a）、b）中的资料在罐体首次检验时必须审查，在以后的检验中可以视需要查阅。 

5.3 外表面宏观检查 

5.3.1 外观检查 

5.3.1.1 罐体外表面应无裂纹、泄漏及其它可能影响运输安全的问题。 

5.3.1.2 焊接接头表面不应有裂纹、气孔、夹渣等缺陷。焊接接头表面缺陷或机械损伤经打磨后，其

厚度应不小于母材的厚度。 

5.3.1.3 焊接接头咬边的连续长度不应大于 100 mm，焊接接头两侧咬边的总长不应超过该条焊接接头

总长的 10％；咬边深度不应大于 0.5 mm。装运剧毒类介质及高合金钢制罐体的焊接接头不得有咬边缺

陷。 

5.3.1.4 罐体护栏、人孔及人孔盖、观察孔应无腐蚀、变形；扶梯、罐顶操作平台、遮阳罩与罐体的

连接应牢固。 

5.3.1.5 有保温层的罐体，保温层应无破损、脱落、潮湿。 

5.3.1.6 罐车底部沉淀槽应无变形、泄漏。 

5.3.1.7 罐体表面油漆防腐层应完好，铝及铝合金或不锈钢制罐体的涂漆应符合设计的规定。 

5.3.1.8 罐体的标志、标识应符合 GB 18564.1-2006 的规定。 

5.3.1.9 对焊接接头的可疑部位，宜采用无损检测的方法进行检验。焊接接头的射线、磁粉和渗透检

测应符合 NB/T 47013.2、NB/T 47013.4、NB/T 47013.5 的规定，其合格级别应符合 GB 18564.1-2006

的规定。 

5.3.2 结构检查 

5.3.2.1 罐体对接焊接接头应采用双面焊或相当于双面焊的全焊透结构，封头与筒体的连接应采用全

焊透对接结构。 

5.3.2.2 装运剧毒类介质的罐体，其人孔、接管、凸缘等与筒体或封头焊接的焊接接头应采用双面焊

或相当于双面焊的全焊透结构。 

5.3.2.3 装运剧毒类介质或 GB 18564.1-2006 的附录 A 中试验压力不低于 0.4 MPa 的罐体应采用圆形

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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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 罐体与底盘支座连接的结构形式检查。罐体与底盘的连接结构和固定装置应牢固可靠。 

5.3.2.5 焊缝的布置应符合 GB 18564.1-2006 的规定。 

5.3.2.6 上述检查项目仅在首次检验时进行，以后的检验只对运行中可能发生变化的内容进行复查。 

5.3.3 几何尺寸检查 

5.3.3.1 罐体外形尺寸的测量。 

5.3.3.2 罐体对接焊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 b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单位：mm 

对口处钢材厚度 

δs 

对口错边量 

b 

≤ 12 
纵向焊接接头 环向焊接接头 

≤ δs/4 ≤ δs/4 

注：嵌入式接管与筒体或封头对接连接焊接接头，按环向焊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要求 

 

5.3.3.3 罐体对接焊接接头的棱角度 E 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2  

                                                                             单位：mm 

接头处钢材厚度 

δs 

棱角度 

E 

轴向焊接接头 环向焊接接头 

≤ 6 ≤ 5 ≤ 5 

＞ 6 ≤（δs/10＋2）且≤5 ≤（δs/10＋2）且≤ 5 

 

5.3.3.4 封头表面的凸凹量 C 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3  

                                                                              单位：mm 

罐体内径 

Di 

凸凹量 

C 

Di ＜ 800 ≤ 2 

800 ≤Di ＜ 1200 ≤ 3 

Di ≥ 1200 ≤ 4 

 

5.3.3.5 罐体表面的直线度，在 1m 范围内应不大于 5 mm，全长范围内应不大于 12 mm。 

5.3.3.6 对接接头的余高 e1 、e2应符合表 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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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单位：mm 

钢、铝及铝合金材料 

单面坡口 双面坡口 

e1 e2 e1 e2 

0～15％δs且≤4 ≤1.5 0～15％δ1且≤3 0～15％δ2且≤3 

注：表中百分数计算小于 1.5 时按 1.5 计算。 

 

5.3.3.7 角焊接接头的焊脚高度，应不小于焊件中较薄者的厚度；补强圈的焊脚高度应不小于补强圈

厚度的 70％。 

5.3.3.8 上述检查项目仅在首次检验时进行，以后的检验只对运行中可能发生变化的内容进行复查。 

5.4 壁厚测定 

5.4.1 测定位置应具有代表性，有足够的测定点数。测定后标图记录，对异常测厚点做详细标记。厚

度测定点的位置，一般应当选择以下部位： 

a) 液位经常波动的部位； 

b) 易受腐蚀、冲蚀的部位； 

c) 制造成型时壁厚减薄部位和使用中易产生变形及磨损的部位； 

d) 表面缺陷检查时发现的可疑部位； 

e) 接管部位。 

5.4.2 罐体的最小壁厚应满足 GB 18564.1-2006 的规定。 

5.5 安全附件和承压元件检查 

5.5.1 安全泄放装置 

5.5.1.1 安全泄放装置的设置应符合 GB 18564.1-2006 的规定。 

5.5.1.2 装运易燃易爆介质的罐体应设置呼吸阀和紧急泄放装置。紧急泄放装置的开启压力应不小于

罐体设计压力的 1.05 倍～1.1 倍，且不小于 0.02 MPa。呼吸阀的设置和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罐体的每个分仓应至少设置一个排放系统及一个呼吸阀，分仓容积大于 12 m
3
时，应至少设置

2 个呼吸阀； 

b) 呼吸阀的最小通气直径应不小于 19 mm； 

c) 呼吸阀的出气阀应当在罐内压力高于外界压力 6 kPa～8 kPa 时开启，进气阀应当在罐内压力

低于外界压力 2 kPa～3 kPa 时开启； 

d) 罐车发生翻倒事故时，呼吸阀不应泄漏介质； 

e) 易燃、易爆介质用呼吸阀应具有阻火功能。 

5.5.1.3 当罐体设置安全阀与爆破片串联组合装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爆破片应与安全阀串联组合，在非泄放状态下与介质接触的应是爆破片； 

b) 爆破片的爆破压力应高于安全阀开启压力，且不应超过安全阀开启压力的 10％； 

c) 爆破片不应使用脆性材料制作，破裂后不得产生碎片和脱落，用于装运易燃、易爆介质的爆破

片在破裂时不应产生火花； 

d) 安全阀与爆破片之间的腔体应设置排放阀、压力表或其他合适的指示器等，用以检查爆破片是

否渗漏或破裂，并及时排放腔体内蓄积的压力，避免背压影响爆破片的爆破动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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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紧急切断装置 

设置应符合 GB 18564.1-2006 的规定，紧急切断装置的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紧急切断阀不应出现腐蚀变形及其他影响正常使用的缺陷； 

b) 遥控关闭装置或远程控制系统功能应正常； 

c) 紧急切断阀上的易熔塞应完好； 

d) 紧急切断阀应有出厂合格证明，安装位置和数量应满足要求； 

e) 经改造加装的紧急切断阀应经原制造厂确认或者经有资格的检验机构监督检验。 

5.5.3 导静电装置检查 

5.5.3.1 检查导静电拖地带应完好，与车辆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5.5.3.2 测电阻部位应打磨出金属光泽，测电阻仪表接头和测电阻部位应能紧密接合。 

5.5.3.3 应进行下列电阻值的测量，且测量结果以不大于 5 Ω为合格： 

a) 罐体任一点至导静电拖地带和车辆连接点的导电通路电阻值； 

b) 金属管路中任意两点间，或管路任意一点至导静电拖地带和车辆连接点的导电通路电阻值； 

c) 导静电拖地带和车辆连接点至导静电拖地带末端导电通路电阻值； 

d) 装卸软管两端电阻值。 

5.5.4  管路及阀门检查 

5.5.4.1 管路和阀门所用材料应与装运的介质相容；管路的布置应符合 GB 18564.1-2006 的规定。 

5.5.4.2 阀体不得采用铸铁或非金属材料，阀体表面不得有裂纹、严重缩孔等缺陷，阀门连接螺栓不

得松动，阀门操作应灵活。 

5.5.4.3 装运易燃、易爆介质的罐体阀门应采用不产生火花的铜、铝合金或不锈钢材质。装运剧毒介

质和强腐蚀介质的罐体阀门应采用公称压力不低于 PN1.6 MPa 的钢质阀门或其他专用阀门。 

5.5.5 其他要求 

5.5.5.1 压力表、温度计应完好，其量程大小应符合要求，且在有效的检定期内。 

5.5.5.2 液位计应清晰准确，操作应灵活可靠。 

5.5.5.3 装卸软管应符合 GB 18564.1-2006 的规定。 

5.5.5.4 泵送系统运转应完好，不得有泄漏。 

5.5.5.5 装卸口的设置应符合 GB 18564.1-2006 的规定。 

5.5.5.6 装运易燃、易爆类介质的罐车应配备不少于 2个与载运介质相适应的灭火器，灭火器应完好

并在有效期内。 

5.5.5.7 装运易燃、易爆类介质的罐车的发动机排气装置应采用防火型或在排气口加装排气火花熄灭

器，且排气管出口应安装到车头前部。  

5.6 泄漏试验 

5.6.1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应进行泄漏试验： 

a) 罐体经修理或改造后； 

b) 罐车设计图样规定要求进行泄漏试验的罐体，应进行泄漏试验，试验方法按照设计图样的要求

进行； 

c) 经其它项目检验后，使用单位或检验人员认为有必要的。 

5.6.2 罐体泄漏试验应在所有安全附件、管路安装齐全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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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罐体泄漏试验采用气密性试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试验气体应为干燥、洁净的空气、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 

b) 试验压力为罐体设计压力且不低于 0.036 MPa； 

c) 试验时，压力应缓慢上升，达到规定的试验压力后保压不少于 10 min，同时检查罐体焊接接

头和各阀体及连接面； 

d) 保压期间，禁止采用连续加压以维持试验压力不变； 

e) 当有泄漏时，应在修复后重新进行试验。 

5.6.4 氨检漏、卤素检漏及氦检漏等试验方法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泄漏性试验以无泄漏为合格。 

5.7 内部检查 

5.7.1 罐体内防波板应完好，紧固螺栓不应有脱落，防波板与支承部件焊接部位不应有裂纹； 

5.7.2 罐体内隔舱板应完好，不应有脱落、松动，与罐体连接的焊缝不应有裂纹； 

5.7.3 罐体内加强圈与罐体连接应牢固可靠；加强圈不应有裂纹。  

6 检验结论及报告出具 

6.1 现场检验工作完成后，应做出下述检验结论： 

a) 符合要求：系指罐体经检验合格,无影响装卸及运输安全的问题或者发现的缺陷和问题已经解

决或者进行处理，并且经过确认，能够保证安全运行； 

b) 不符合要求：系指罐体经检验不合格，或有影响装卸及运输安全的问题，并且发现的缺陷和问

题未经解决或处理，不能够保证安全运行。 

6.2 检验机构应在检验后应及时出具检验报告，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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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罐体检验报告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罐体检

验报告 
  

  

 

 

  
使用单位： 

 
罐车牌号： 

 
报告编号： 

 
检验日期： 

  

  

 

 

 

 
（检验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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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报告书由计算机打印，涂改或复印无效； 

2、本报告为委托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该罐体检验时的状况； 

3、本报告书无编制、审核、批准人员签字和检验机构检验专用章无效； 

4、本报告书一式四份，检验机构一份，使用单位三份； 

5、使用单位对本报告若有异议，请在收到报告书之日 5 日内，向检验机构提出书面意见。 

 

 

 

 

 

 

 

机构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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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罐体检验结论报告 
汽车牌号：                            报告编号： 

使用单位 
 

 

单位地址  

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营运证号  邮政编码  

罐车型号  设计单位  

产品编号  设计日期  

运输介质  设计温度  

罐体容积  制造单位  

投用日期  制造日期  

筒体材质  筒体厚度  

封头材质  封头厚度  

主要检验依据： 

 

 

 

检验发现的缺陷位置、程度、性质及其处理意见（必要时附图或附页）： 

 

 

 

检验结论： 

 

充装介质： 

 

 

下次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机构检验专用章） 

 

年  月  日 

 

检验：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          日期：    年  月  日 

 

 

审批：          日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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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罐体检验报告附页 
汽车牌号：                              报告编号：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检查结果 

1 

资料审查 

出厂技术文件  

2 改造、维修资料  

3 上次定期检验报告及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情况  

4 营运证  

5 

罐体外表面检验 

外表面腐蚀、磨损、凹陷、变形、泄漏  

6 罐体形状  

7 罐体规格  

8 罐体护栏  

9 人孔及人孔盖  

10 观察孔  

11 沉淀槽  

12 罐体与车架的连接  

13 漆色、标志、标识  

14 罐体表面的直线度  

15 封头表面凹凸量  

16 罐体凹坑深度  

17 罐体改装和开孔情况  

18 

焊缝外表面检验 

焊接接头表面裂纹、泄漏、损伤情况  

19 咬边  

20 焊缝余高 mm 

21 角焊接接头的焊角高度 mm 

22 纵焊缝的对口错边量 mm 

23 环焊缝的对口错边量 mm 

24 焊缝修磨等处理情况  

25 

安全附件及承压元件 

灭火器  

26 危险品标志灯和危险品标志牌  

27 发动机排气装置及排气管出口位置  

29 底盘、罐体、管道、阀门等任意两点间的电阻 Ω 

30 罐体、管道、阀门等与导电橡胶带末端的电阻 Ω 

31 液位计  

32 压力表  

33 阀门、管路  

34 泵送系统  

35 安全泄放装置  

36 紧急切断装置  

37 泄漏试验（试验，试验介质：       温度：       ）  

 

检验：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      日期：    年  月  日 

注：没有或者未进行的检验项目在检查结果栏打“—”；无问题或者合格的检验项目在检查结果栏填“合格或具体检查

的结果”；有问题或者不合格的检验项目在检查结果栏填“不合格和具体检查的结果”。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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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 体 壁 厚 测 定 报 告 
汽车牌号：                              报告编号： 

测量仪器型号 
 

 
测量仪器编号  

测量仪器精度 ±  mm 耦 合 剂  

公称 

厚度 

筒体 mm 实测最 

小壁厚 

筒体 mm 

封头 mm 封头 mm 

表面状况  实测点数 点 

 

测厚点部位图： 

 

 

 

 

 

测      厚      记      录 

测点 

编号 

测点 

厚度 

测点 

编号 

测点 

厚度 

测点 

编号 

测点 

厚度 

测点 

编号 

测点 

厚度 

测点 

编号 

测点 

厚度 

测点 

编号 

测点 

厚度 

            

            

            

            

            

 

检测结果： 

 

 

 

 

 

检验：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           日期：     年  月  日 

 

注：测厚记录表格不够时，可按测厚记录格式增加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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