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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言

本标准按照GBff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m厅8471-2010 (袋式除尘器 安装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 与JBrr 8471-201 0 相比
主要技术 变化如下:

一一删除了"内滤分室反吹类袋式除尘器术语"(见201 0年版的 3.1); 

一一删除了除尘器安装极限偏差、 公差检查方法中关于吊架中心线与滤袋短管中心线同轴度的要求
〈见2010年版的表 3);

一一删除了 内滤式滤袋安装张紧力理论计算公式[见201 0年版的公式(1)J; 
-一删除了对滤袋垂直度和张紧力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见表 6， 201 0年版的表 6、 6.5.1); 
一一修订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

一一修改了设备基础尺寸和位直的允许 偏差(见表 1， 201 0年版的表1);
一一修改了滤袋安装前质量检查要求 〈见4.3.19， 201 0年版的 4.3.15); 
一一修改了滤袋预 喷涂的要求 〈见4.3.26， 2010年版的 6.1 0.2);

一一修改了脉冲阀喷吹试验要求(见6.6.2， 201 0年版的 6.6.1); 
一一增加了"过滤单元"名词解释(见3.1); 
一一增加了需要高强度螺栓框架的安装要求(见4.3.9);
一一增加了滤袋安装及滤袋框架安装的要求(见4.3.18、 4.3.21、 4.3.23);
一一增加了对除尘器整体外观要求的内容 〈见6.2.1);

一一增加了滤袋安装后利用荧光粉检漏的要求(见6.3.2);
一一增加了滤袋框架安装后的验收规范(见6.5.2、 6.5 .3);
一一增加了除尘器荧光粉检漏试验方法(见7.2);
一一增加了焊缝质量检验方法 〈见7.3): 
一一增加了滤袋、 滤袋框架检验方法(见7.5);
一一增加了 电气控制装置检验方法(见7.6);
一一增加了几何尺寸检验工具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见7. 7)。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CMIFffC 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科林环保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菲达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尚泰环保配件有限公司、 山东海汇环保设各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陈国忠、 马琳、 沈强、 胡汉芳、 赵胜清、 寿志毅、 郭淫、 姚宇平、 郑奎照、 吴
建新、 秦奕鹰、 沈卫星、 查培强、 夏云、 丁士仁、 李习花、 袁海卿。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 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JB.厅8471-1996、 JBrr 847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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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式除尘器 安装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袋式除尘器的术语和定义、 安装技术要求、 施工安全技术、 验收规范以及试验方法与
性能检验。

本标准适用于袋式除尘器(以下简称除尘器) 的安装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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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ff 985.1 气焊、 焊条电弧焊、 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柬焊的推荐坡口

GBff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 2894 安全 标志及其使用导 则
GBff3608 高处作业分级

GBff3787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 使用、 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程
GBff3805 特低电压(ELV) 限值

GB 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1 部分= 钢直梯
GB 4053.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2 部分: 钢斜梯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 部分: 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ff 5465.2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 部分z 图形符号
GB 5725 安全网
GB 6095 安全带

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ff6719 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GB 7059 便携式木折梯安全要求
GBff 892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 部分: 未涂覆过的钢材表

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 12142 便携式金属梯安全要求
GBff 16845 除尘器 术语
GB 5014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直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 电气装直安装工程 盘、 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f 50905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四厅32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 滤袋
B厅5000.12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2 部分: 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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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rr 5911-2016 电除尘器焊接件 技术条件

B厅5917 袋式除尘器周滤袋框架
JGJ 82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过滤单元 llter unit 

袋式除尘器中由滤袋 〈或含滤袋框架〉、 花板和清灰装置构成， 并在配套箱体、 管道和风机后能实
现过滤与清灰功能的独立除尘组件。

4 安装技术要求

4.1 安装前技术准备

4.1.1 除尘器安装应有安装技术文件、 安装图样和货物清单明细表。
4.1.2 技术文件应 包括资料清单， 产品合格证， 机械结构和电气、 仪表、 滤袋安装的技术说明书， 装
箱清单，重要配套件、 外购件的检验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等。
4.1.3 新建除尘器安装应按设计规定进行，先安装除尘器、 烟气预处理器和通(引〉 风机， 后安装管
道支架、 管道、 除尘阀门和附属设施。 除尘器部件因运输条件与结构原因允许分体交货。设备空载试车

合格后， 再进行涂装和保温工作。
4.1.4 安装单位应按 4.1 .1---4.1.3 的要求编制安装实施细则、 施工技术流程图、 施工安全技术章程等有

关技术文件。

4.2 安装现场条件的准备

4.2.1 按安装图样和货物清单明细表清点检查零部件， 缺损件应及时处理，更换补齐。
4.2.2 除尘器零部件中凡需 转 动和滑 动的部件均应清洗、 注油润滑防护。

4.2.3 各零部件在安装前应按图样和本标准 要求进行检查， 发现在运输、 装卸、 存放过程中产生变形
的应做整形和校正， 并重新涂 刷相符的防锈漆， 保养完毕后应恢复原标记。
4.2.4 应对设备进行基础尺寸和位置的检查，极限偏差、 公差和检查方法 见表 10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
返工处理直至验收合格。

表1 基础尺寸和位置的极限偏差、 公差与检查方法

序号 项目 极限偏差或公差 mm 检查方法

坐标位置 20 用经纬仪及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2 不同平面标高
o 用水准仪或拉线、 金属直尺测量检查-20 

3 平面外形尺寸 :t20 用金属直尺测量 检查

4 凸台上平面外形尺寸 o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20 

5 四槽尺寸
+20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每米 5 用水平尺、 塞尺测量检查
6 平面水平度

全长 10 用水准仪或拉线、 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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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础尺寸和位置的极限偏差、公差与检查方法 (续〉

序号 项目 极限偏差或公差mm 检查方法

每米 5 用经纬仪或吊线、 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7 垂直度

全高 10 用经纬仪或吊线、 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中心位置 2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顶标高
+20 

用水准仪或拉线、 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8 预埋地脚螺栓

o 

中心距 :t2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垂直度 5 用吊线、 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中心线位置 10 用金属亘尺测量检查

截 面尺寸
+20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o 
9 预埋地脚螺栓孔

深度
+20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o 

垂直度 h11∞ 且�10 用吊线、 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注1 :检查坐标、 中心线位置时， 应沿 纵、 横两个方向测量， 井取其中偏差的较大值.

注2: h为预埋地脚螺栓孔孔深， 单位为毫米 (mm ).

4.2.5 有特定要求的电气设备和仪表可由供需双方商定检查保养事宜。

4.3 安装与施工

4.3.1 除尘器安装与施工应符合GB50205 的规定。
4.3.2 除尘器管道安装极限偏差、 公差和检查方法 见表 2， 除尘器安装极限偏差、 公差和检查方法 见
表 3。

表2 管道安装极限偏差、公差和检查方法

序号 项 目 极限偏差或公差mm 检查方法

入口管道与各滤袋室中心线位置 :t1O 用挂线和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2 入口管道中心标高 :t1O 根据水平基准测量尺寸检查

3 调节阅水平度 211∞o 用水平仪检查

4 出口管道中心线位置 士10 根据水平基准测量尺寸检查

5 出口管道中心标高 +10 根据水平基准测量只寸检查

表3 安装极眼偏差、公差和检查方法

序号 项 目 极限偏差或公差mm 检查方法

立柱 纵、 横向中心线位置 :t2.5 用挂线和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2 立柱底扳标高 士2.5 用水准仪标尺测量检查

3 立柱垂直度 111∞o 用挂线和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4 横梁〈第一层〉标高 :t5 用水准仪标尺测量检查

5 横粱(第一层)中心距 11 1000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6 横梁〈第一层〉对角线长度之差 11 1 000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7 灰斗中心线位置 士5 用挂线和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8 进出口法兰 纵、 横向中心钱位置 :t20 用挂线和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3 



JB厅、8471一.2020

表3 安装极限偏差、 公差和检查方法 (续〉

序号 项 目 极限偏差或公差mm 检查方法

灰斗出口标高 士5
根据水平基准， 用水准仪或

9 
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10 灰斗上下口几何尺寸 士5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11 进出口法兰几何尺寸 :1::5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12 迸出口法兰端面垂直度 2/1∞o 用钱坠、 水平尺、 金属直尺测量 检查

13 喷吹管管嘴中心线与滤袋中心线同轴度 ;2 用线坠在每组滤袋两端 检查两个点

4.3.3 除尘器在吊装时应避免吊绳损伤漆膜和部件。
4.3.4 除尘器安装与施工过程中， 构件的吊钩以及防构件 变形的安装辅助用支撑件， 施工完成后应及

时拆除干净。

4.3.5 除尘器安装精度和连接部位坐标尺寸应符合技术文件和图样规定。
4.3.6 焊接件组对焊接时， 壁(板〉 的错边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管子或管件对口， 内壁齐平， 允许错边量不超过管壁厚度的 10%， 最大错边量小于lmm;
b) 容器类部件， 构件组对焊接允许错边量 见表 40

表4 构件组对焊接允许错边量 单 位为毫米

焊缝 壁厚t 错边量mm

纵焊缝 一 0.1 t， 且不大于3

运6 0.25 t 

环焊缝 >6---10 0.2 t 

>10 O.It+l， 且不大于4

单 面焊缝根部 不大于2

4.3.7 焊接形式及尺寸应符合GBrr 985.1、 GBrr 985. 2 的要求， 焊缝质量应符合 mrr 5911- 2016 中

5.3 的规定。

4.3.8 除尘器各部件、 构件应按分体交货状态及技术文件和图样的规定进行永久性焊接。
4.3.9 除尘器下部框架采用高强度螺栓安装时， 施工前应报检并按照 JGJ 82 的规定执行。

4.3.10 除尘器所有连接法兰均应衬以密封材料， 损 坏的密封材料应更换。 密封材料的接头宜采用斜
接， 并涂以密封胶， 方可连接安装。
4.3.11 安装除尘器两连接法兰 中心对位 偏差不应大于螺栓直径的 11 6， 经调校不能对位的部件和构件
的螺孔，允许使用找正棒〈结合冲头)强制对位后套入螺栓紧固。 有防松结构的连接应按图样规定装好
紧固防松元件。
4.3.12 除尘器构件 间采用焊接又 有螺栓预定位紧固的，应先按 4.3.11 方法定位后再按图样要求焊接。
4.3.13 除尘器钢平台、 梯子、 栏杆安装应符合GB4053.1---4053.3 的规定。 钢平台、 梯子、 栏杆安装
极限偏差、 公差和检查方法应符合本标准 表 5 的规定。

4 

表5 钢平台、 梯子、 栏杆安装极限偏差、 公差和检查方法

极限偏差或公差mm

土15

Ll1 000， 且运20

检查方法

用水准仪标尺测量检查

用水准仪标尺测量检查



JB厅. 8471-2020 

表5 钢平台、 梯子、 栏杆安装极限偏差、 公差和检查方法 (续〉

序号 项目 极限偏差或公差mm 检查方法

3 钢平台支座垂直度 H/l000. 且�15 用经纬仪或挂线和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4 承重钢平台梁侧向弯曲 Lllooo. 且运10 用挂线和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5 承重钢平台梁垂直度 H1250. 且运15 用挂线和金属直尺测量 检查

6 直梯垂直度 LllOOO. 且�15 用挂线和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7 栏杆高度 土15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8 栏杆立向间距 土15 用金属直尺测量检查

注 H为钢平台高度. L为其长度， 单 位均为毫米 (mm).

4.3.14 管道、 阔类、 输灰机安装前， 应认真检查并消除 内部杂物和污垢。
4丘15 除尘器清灰、 差压和控制气源管道系统的气 动元件、 执行元件 〈气缸、 脉冲阀〉、 控制阀类的
安装应符合安装技术文件的规定， 其中气源管道的连接应符合GB50235 的规定。

4.3.16 清灰机构、 输灰机、 减速器、 排灰阀等运 动部件的安装应符合技术文件和有关机械设备施工
规范的规定。
4.3.17 除尘器电器、 仪表的安装除应符合本标准 4 .1 .1 和 4 .1 .2 的规定外， 电缆线路的安装还应符合

GB 50168 的规定， 接地装重的安装应符合GB5016 9的规定， 盘、 柜的安装应符合GB50171 的规定，

电气照明装置的安装应符合GB50303 的规定， 母线装置的安装应符合GB50149的规定。

4.3.18 滤袋安装前，安装人员应接受培训，并严格按照指导人员的技术交 底要求进行安装，装袋现场
严禁烟火。
4.3.19 滤袋安装前应逐个检查其外观质量， 滤袋应干燥、 无破损、 无划痕、 无污染， 袋头应无变形.
4.3.20 滤袋框架应无脱焊、 变形， 表面涂层无脱落，框架的长度和外周长、 滤袋框架横筋与竖筋的直
径应符合B厅5 917 的要求。
4.3.21 滤袋安装过程中应采用护套保护滤袋， 严禁滤袋在搬运、 安装过程出现磕、 碰、 划等损伤。

4.3.22 滤袋安装后不应扭曲， 袋口不应有皱折， 且应密封无缝隙。

4.3.23 袋笼安装时，应将滤袋框架先调整垂直，并 以缓慢均匀 的速度放入滤袋，禁止 以自由落体的方
式随意滑入滤袋。
4.3.24 除尘器安装焊接完毕并检漏验收合格后， 应补涂 底漆、 面漆， 漆膜颜色应符合技术文件的规
定， 外 表面干漆膜总厚度不小于80 J，1血。
4.3.25 滤袋安装完毕后， 若需在除尘器内部进行气割、 焊接作业， 应有可 靠措施防止火花接触滤袋。

4.3.26 对用于 燃煤锅炉、 焦炉、 垃圾焚烧等治理含有酸性、 菊性烟气的除尘器，应在负荷 试车前按下
列要求进行预喷涂工作:

a)炉窑第一次启炉和长时 间停炉后再次启炉时，应进行预 喷涂以保护滤袋:
b) 预 喷涂宜采用石灰石粉、 粉煤灰或熟石灰，目数宜为2 ∞目""" 4 ∞目，水分含量应小于1 %. 投

料量应大于350 glm2; 
c) 关闭清灰系统， 开启 风机， 各过滤单元风量不应小于 额定风量的 80%， 观察达到预定流量后各

过滤单元的压差，开始 持续均匀投料〈条件许可则整个除尘器同时进行预 喷涂)，预 喷涂完成后，
过滤单元的压差增加宜为200 Pa---300 Pa; 

d) 投料结束后， 风机应负荷 持续运行 20 min;

e) 在预 喷涂工作完成后， 应关闭风机并抽取一条滤袋检查预 喷涂效果:
f) 做完预 喷涂后， 除尘器可 开始 投入运行，投运前不应清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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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安全技术

5.1 施工单位应把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放在首位， 并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由单位负责人贯彻执行。
5.2 施工单位应设置安全员和专职起重工作员。

5.3 施工人员应经过安全技术培训， 合格后才能允许上岗作业。
5.4 施工区域应按GB2894设置安全标志， 按GB5725 和GB6095 设置安全网、 使用安全带， 人员应

佩戴安全帽进场。
5.5 施工、 安装中使用的设各、 梯子、 工具、 绳索应符合GB7059、 GB12142 和GBrr 3787 的规定。
5.6 高处作业应符合GBrr 3608 的规定，高处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高处作业应系安全带，挂安全网。
高处吊装作业， 应指挥与操作责任分明， 联系方式统一， 事故应急预案到位， 监控设施得力。

5 . 7 焊接施工时应防止焊接触 电、 弧光 辐射， 焊机接线应有屏护罩， 插座应完整， 外壳应可靠接地，
绝缘电阻三lMno
5.8 施工供 电应符合电气安全技术规定， 有安全电压要求的设备应符合GBrr 3805 的规定。
5.9 安装场地的最低照度应不低于20lx。 场地照明应注95%， 照明器安装高度运2. 4m时， 照明 电压
应运24V。 在有封闭口的设备 内施工， 应使用电压<24V 的安全行灯或 手电， 禁止采用明火。
5.10 除尘器涂装施工应符合GB6514的规定。

5.11 安装施工应根据气候环境状况制定并实施必要的职业安全健康规定。
5.12 除尘器安装完毕应按GB289 4的规定重新设置安全 标志。 电气图形符号应符合GBrr 5465 .2 的
规定。
5.13 安装施工应符合GBrr 509 05 的规定。

6 验收规范

6.1 连接与安全

6.1.1 除尘器各部件、 构件之间可卸式连接应牢固，不应有紧固件滑扣、 坏牙、 超长露头〈允许露头 3 ---
5 个螺距)、 欠位防松等缺陷。

6.1.2 除尘器起 动使用后， 结构、 通道应无过度颤抖、 振 动现象。
6.1.3 安全设施应无隐患， 安全标志明确， 安全用具齐备。

6.2 安装精度与外观

6.2.1 除尘器外观应完整， 内部应无杂物。 平台、 楼梯照明应完好。 有保温要求的除尘器， 保温层应
完整。
6.2.2 除尘器外观涂漆颜色应一致， 不应有漆膜发泡、 剥落、 卷皮、 裂纹等涂装缺陷。

6.3 密封与防漏

6.3.1 除尘器各连接法兰和检修门、 阀类、 阀门封口填料应密封完整， 不应有漏损现象。

6.3.2 除尘器安装完成后， 宜采用荧光粉进行检漏， 验证并判定滤袋、 滤袋安装、 净气室与含尘室 间
的焊缝等是否达到规定的密封要求。

6.3.3 有气压控制要求的气源管、 压差管连接应可靠无泄漏。
6.3.4 密封防漏应满足除尘器漏风率性能要求。

6.4 运动机构

6.4.1 所有阀门、 检修门安装后应启闭灵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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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2 设备运转前应检查， 不应有工具、 棉杂物、 残留焊条等堵塞通道。

6 .4. 3 排灰阅安装前， 清灰机构、 减速器、 输灰机安装后应清除杂物， 电动机通电点动时应观察设计
转向是否正确， 手动和电 动均应灵活无卡涩、 润滑通 畅，然后进行 8 h 空载试运转。 运转后温升应不离

于40 "C ， 旦密封性好、 无渗漏现象。

6 .4.4 运动部位试车时严禁非指定人员乱动开关、 阀 门、 控制按钮。

6 .5 滤袋和滤袋附属装置

6 .5 .1 滤袋安装到位后应按 表 6 的要求检查。

检查项目

滤袋安装

表6 滤袋检查要求

要求

不扭曲， 无皱折， 平直

袋口密封无缝隙

检查方法

目测

6 .5 .2 用 手电 筒逐一照射滤袋框架 内部，应能 看到框架 底盖， 否则， 可判断该框架 变形，应调整或
更换。

6 .5 .3 从灰斗观察滤袋的底部， 不应有滤袋与滤袋、 滤袋与箱体壁板之间相互碰撞或接触。

6 .6 分气箱与愤吹管

6 .6 .1 分气箱和喷吹管与上箱体组装时，应严格保证喷吹管与花板平行， 全长平行度误差不超过 2mm，
并使喷管嘴轴线与花板孔轴线重合， 其中心位置 偏差应小于;2mmo

6 .6 .2 除尘器应在滤袋安装前进行 喷吹试验，每个阀 正常连续 动作不应少于10 次，喷吹管应固定牢固，
脉冲喷吹时位置 偏差应小于2mmo

6.7 试压检验

除尘器压缩空气和 液压系统应试压检验耐压强度。 试验压力为正常工作压力的 1.5 倍。

6 .8 电控装置与仪表

电控盘柜、 仪表应按有关安装技术文件调试， 调试合格后联机连续试运转不少于8 h。

6 .9 涂装

6.9.1 除尘器涂装前应将 表面的 铁锈、 残留物、 油污、 尘土及其他污物清除干净。 除锈方法和除锈等
级应符合GBrr 8923.1的规定，当使用 喷砂或抛丸除锈时， 其除锈等级不低于Sa2.5 ;当使用 手工除锈
或 动力工具除锈时， 除锈等级不低于St2。

6 息 2 分体发运现场安装的除尘器，应在现场涂最后一道面漆。漆膜应均匀 ，颜色一致，不应有发脆、
剥落、 裂纹、 卷皮和刷痕等缺陷， 厚度不应小于30 阻。

7 试验方法与性能检验

7.1 性能测试

7.1.1 性能测试应包括滤袋 喷吹压力、 清灰周期、 脉冲 宽度、 脉冲间 隔、 进口烟气流量 偏差率。
7.1.2 性能测试直在调试合格投运1500 h 后或合同规定时间 内进行。
7.1.3 除尘器出口粉尘排放浓度、 设备阻力和漏风率的测试应符合G Brr 67 19 的规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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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粉检漏试验

7.2.1 在冷态条件下， 按照操作说明书， 开启 风机， 风量达除尘器设计风量的 60% 以上。
7.2.2 在除尘器的进口烟道投入颜色鲜明、 干燥散状的荧光粉， 让气流将荧光粉带入除尘器 内部，投

入时尽量使荧光粉散状均匀 地进入气流，避免荧光粉团块沉降。投放位直应选择在荧光粉不易沉淀且便
于操作的地方，投放量按 3 g!m2，...，.g g!m2过滤面积计算。

7.2.3 荧光粉投入后， 风机至少保持运行 20 min 以上。
7.2.4 完成荧光粉投入后， 关闭风机， 进入净气室并关闭检修门， 在没有外部光线的条件下， 用荧光
灯仔细检测净气室 内的花板接缝处、 滤袋与花板的接口点、 滤袋 内部、 净气室烟道与含尘室的接缝处等

区域。
7.2.5 

7.2.6 

净气室内部在紫外线灯照射下， 若没有发现发光的荧光粉， 则说明除尘器的密封性完好。

发现缺陷后应进行修整， 并在完成后采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粉进行检漏， 直至合格。

7.2 

焊缝质量检验

焊缝质量检验按 JBrr 5911 的规定，焊缝气密性除了采用目测检查，还应采用煤油渗漏法或着色检
测等方法进行检查消缺，净气室内的花板接缝处、 净气室烟道与含尘室的接缝处、 除尘器外壁板等区域

的密封性焊缝应 1 00%检验。

7.3 

防锈及外观要求检验

防锈及外观用目测， 并按 6.2 .2 和 6 旦 2 的要求进行检查。
涂层漆膜厚度的检验用漆膜测厚仪， 检验点在 每平方米 中不少于2 点。

漆膜附着力的检验按B厅5000 .1 2 的规定进行。

7.4 

7.4.1 

7.4.2 

7.4.3 

滤袋、滤袋框架检验方法

滤袋的检验方法按HJrr 327 的规定。

滤袋框架的检验方法按B厅5917 的规定。

7.5 

7.5.1 

7.5.2 

电气控制装置试验

进行相应的控制功能试验， 电气控制装置应对 灰斗加热、 灰斗 卸 灰、 灰斗助卸 灰设各、 滤袋清灰系
统等进行控制， 且具有安全报警等功能。

7.6 

其他检验

用于几何尺寸检验的工具， 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2 级。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