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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20 年工程建设规范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

知》（建标函（2020）9 号）的要求，由主编单位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对原国家标

准《煤气余压发电装置技术规范》GB50584-2010 进行修订而成。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计数标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了我国几十年煤气余压发电及能量回收系统的设计、建设、管理经验，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

准，吸收了科研成果，广泛征求了设计、制造、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

定稿。

本标准共分 10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总平面布置、工艺设施、主要设备、

电力设施、过程检测和控制、辅助设施、安全与环保、安装验收及调试维护等。

本次修订主要技术内容是：1.补充煤气透平与电动机同轴驱动的高炉鼓风能量回收装置技术要求；

2.根据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调整增补煤气安全技术及管理要求等；3.增加煤气透平与电动机同轴驱动

的高炉鼓风能量回收装置主要设备内容。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由中冶南方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认真总

结经验，如发现有需修改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交给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地址：武汉

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园路 33 号，邮编：43022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员：

主编单位：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成发科能动力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神通阀门有限公司

宝钢股份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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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 为了在煤气余压发电装置、煤气透平与电动机同轴驱动高炉鼓风能量回收装置的设计、制造、

施工、生产、维护中认真贯彻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统一技术要求，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炼铁炉顶煤气压力不小于 0.08MPa 煤气余压发电装置及煤

气透平与电动机同轴驱动高炉鼓风能量回收装置的设计、制造、施工、运行、维护。

1.0.3 当钢铁煤气余能回收装置工程采用的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工艺与本标准的规定不一

致或者本标准无相关条款规定时，应进行合规性判定。

1.0.4 煤气余压发电装置、煤气透平与电动机同轴驱动高炉鼓风能量回收装置的设计、制造、施工、

运行、维护除应遵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 语

2.0.1 煤气余压发电装置（Top gas Pressure recovery Turbine，简称 TRT）

利用炼铁副产煤气压力与用户压力的压差、温差所具有的能量，通过膨胀透平予以回收，从而

驱动发电机发电的装置。

2.0.2 同轴机组

将煤气余压发电装置（TRT）与高炉鼓风装置合并，煤气透平与鼓风机通过变速离合器相连，利

用煤气透平回收高炉煤气的压力能、热能做功，与电机共同驱动高炉鼓风机，以满足高炉供风需求，

实现高炉煤气余能直接回收利用的装置。

2.0.3 炉顶压力（top pressure）

炉顶空间的煤气压力。

2.0.4 静叶（stationary blade）

安装在透平定子或机壳上的叶片。

2.0.5 可调静叶（variable stator blade）

角度能够进行调节的静叶片。

2.0.6 刚性轴（rigid shaft）

工作转速低于第一阶临界转速的轴。

2.0.7 柔性轴（flexible shaft）

工作转速高于第一阶临界转速的轴

2.0.8 动平衡（dynamic balancing）

调整旋转件的质量分布，使其在旋转状态下测得的力与力偶不平衡量小于允许范围的工艺过程。

2.0.9 高速动平衡（high speed dynamic balancing）

旋转件在最高连续工作转速下进行的动平衡校正。

2.0.10 危急遮断器（ emergency breaker）

当转子转数达到超速设定值时，立即能触发超速保护系统的控制或遮断的部件。

2.0.11 盘车装置（turning gear）

启动前或停机后用手动、电动或其它的方法使转子缓慢转动的装置。

2.0.12 紧急切断阀（emergency shut-off valve）

根据系统设定的条件，能迅速关闭，切断透平机组入口气源的阀门。



3

2.0.13 旁通快开阀（by-pass quick open valve）

当装置事故停机、紧急切断阀快速关闭时，能迅速打开装置旁路的阀门。

2.0.14 启动阀（start-up valve )

通过流量控制进行 TRT 装置启机运行控制的阀门。

2.0.15 隔断装置（ curtain appliance）

配置在煤气管道上，用于隔断煤气，具有可靠保持煤气不泄漏到隔离区域功能的装置统称。

2.0.16 阀台( hydraulic oil control appliance)

液压系统中控制某个阀门或某个单体设施的集合体。

2.0.17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ield-bus control system，简称 FCS 系统)

基于现场总线及智能化仪表的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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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平面布置

3.1 一般规定

3.1.1 TRT、同轴机组装置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地段和主要交通要道邻近处。

3.1.2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布置在有良好自然通风且远离有明火的区域。

3.1.3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尽量靠近煤气净化系统，宜与煤气净化系统布置在同一个区域内。

3.1.4 室内布置的 TRT、同轴机组装置，其生产厂房属乙类厂房，二级耐火等级，宜布置为独立的

建筑物。

3.1.5 室外布置的 TRT 或同轴机组装置，包括露天布置的煤气透平隔声罩等工艺设备、管道、阀门

等与相邻建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的间距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钢铁企业煤气储存和输配系统设计规范》

GB51128 的要求。

3.1.6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控制室、高压配电室、低压配电室、变压器室、操作室等生产辅助用房

间可与煤气净化设施的生产辅助用房间合建。生产辅助用房间与主厂房贴邻布置时，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50414 的有关规定。

3.2防火间距

3.2.1 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室外布置的煤气透平的隔声罩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不小于表 3.2.1 的规定。

表 3.2.1 TRT、同轴机组装置与建筑物、仓库、储罐及堆场的防火间距(m)

名 称 TRT、同轴机组装置

火灾危险性 乙 类

透平膨胀机功率（kW） N≤10000 N＞10000

室外变、配电站 25

民 用 建 筑
裙房，单、多层 25

高层（一类、二类） 50

重要的公共建筑 50

其它

建筑

耐火

等级

一、二级 8 10

三 级 10 12

四 级 12 14

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点 25 25

甲类仓库 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有关规定执行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有关规定执行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 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有关规定执行

邹晓超
GB 50016-2014（2018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3.2.3条规定甲乙类厂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待实施的GB55037-202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5.2.3条规定，对于建筑面积≤300㎡的乙类厂房规定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并且废止建规3.2.3条。本标准从严要求，维持二级耐火等级。

邹晓超
露天布置的构筑物不属于建筑厂房，不需要对其进行甲、乙、丙火灾类别划分。

邹晓超
防火间距维持GB 50016-2014（2018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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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TRT、同轴机组装置

可燃材料堆场 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有关规定执行

注： 1 室外布置的 TRT、同轴机组装置，其煤气透平隔声罩与相邻或毗连建造的生产辅助用房等相关建筑外墙，最小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3m。

2 室内布置的 TRT、同轴机组装置，其设备外缘与厂房内墙或隔声罩内壁，最小水平净距见 4.2.6 条。

3 多台 TRT、同轴机组装置合建在一起时，按各台最大单机功率计算。

4 室外变、配电站是指电力系统电压为 35kV～500kV，且每台变压器容量在 10000kVA 以上的室外变、配电站，以及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

油量大于 5t 的总降压站。

5 重要的公共建筑是指大型的体育场、体育馆、电影院、会议中心及商业楼等人员聚集场所。

3.2.2 TRT、同轴机组装置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3.2.2 的规定。

表 3.2.2 TRT、同轴机组装置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m)

名 称 TRT、同轴机组装置

透平膨胀机功率（kW） N≤10000 N＞10000

厂外铁路线（中心线）
非电力机车 电力机车 非电力机车 电力机车

25 20 25 20

厂内铁路线（中心线）
非电力机车 电力机车 非电力机车 电力机车

20 15 20 15

厂外道路（路边） 15 15

厂内道路

（路边）

主要道路 8 10

次要道路 3 5

3.2.3 TRT、同轴机组装置与管道、架空电力线的最小水平净距，应符合表 3.2.3 的规定。

表 3.2.3 TRT、同轴机组装置与管道、架空电力线的最小水平净距(m)

名 称 TRT、同轴机组装置

透平膨胀机功率（kW） N≤10000 N＞10000

甲、乙、丙类液体、可燃气体及助燃气体

管道
3 5

架空电力线 1.5 倍电杆（塔）高度

注：1 与 TRT、同轴机组装置无关的可燃、助燃气体管道；甲、乙、丙类液体管道均严禁穿过或跨越其生产厂房或装置。

2 与 TRT、同轴机组装置无关的架空电力线；严禁穿过或跨越其生产厂房或装置。

3 与 TRT、同轴机组装置自身相关的各种介质管道及电力线均不受表 3.2.3 的限制。

4 助燃气体指氧气。

3.3 道路及绿化

3.3.1 TRT、同轴机组装置区域应有设备安全、检修维护及消防用车道。当设备安全、检修维护用车

道与消防用车道合用时，应满足消防车道的要求。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

3.3.2 TRT、同轴机组装置区域场地地坪和道路路面宜采用水泥路面，其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 的有关规定。 TRT、同轴机组装置生产厂房室内地坪

标高，应高出周围室外地坪 0.3m 以上，其控制室、变配电室室内地坪标高，不应低于生产厂房室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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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标高。

3.3.3 TRT、同轴机组装置区域场地和道路应设雨水排水设施。

3.3.4 TRT、同轴机组装置区域内的绿化应选择难燃树种或水分大、油脂及蜡质少的常绿树种，宜种

植含水分较多的四季常青草皮。

3.3.5 TRT、同轴机组装置区域内的绿化不应妨碍消防操作，不应在室外消火栓及水泵结合器四周

1.0m 以内种植乔木、灌木、花卉及绿篱。

3.4 围墙

3.4.1 TRT、同轴机组装置区域不宜设围墙，如需设置时，应设非实体围墙或栅栏。煤气余压回收装

置与区域围墙间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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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艺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1 TRT、同轴机组工艺系统的设计应遵循保证高炉正常运行为主、煤气能量回收为辅的基本原则，

在确保高炉正常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回收煤气余能。

4.1.2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明确装置安装地区的环境温度、大气压、地震烈度等条件；并应明确煤

气流量、压力、温度和公辅介质的参数及 TRT 建设地区允许的电力上网电压、频率等。

4.1.3 TRT、同轴机组装置技术文件应以文字或表格形式描述如下内容：

1 设计界面、供货范围、系统考核要求和有关细则。

2 供货范围内各类设备的详细清单和有关的质量检验、合格证书、相关的安全注册证明。

3 透平膨胀机的性能曲线及静叶特性曲线。各类系统的启动条件、试验、操作维护要求。

4.1.4 进入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煤气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应在 30℃～280℃。

2 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含尘量不应大于 10mg/m
3
；煤气净化采用干法工艺时，含尘量不应

大于 5mg/m
3
。

注：体积 m3为：标准工况 0℃、101.325kPa（绝压）时的干气体体积。

4.1.5 TRT、同轴机组系统透平膨胀机的理论功率 N 应按下式计算：

N= GTd

k
k

p f
P
PTCQ  



























1

1

2
1 1860

……………………4.1.5

式中：N－理论功率（kW）

Q －煤气流量（m
3
/h）；

T1－透平入口煤气温度（K）；

P1-透平入口煤气压力（kPa,绝压）；

P2-透平出口煤气压力（kPa,绝压）；

K－绝热指数，K＝Cp/Cv，其中 Cp 为煤气的定压比热、Cv 为煤气

的定容比热；

fd－煤气中冷凝水所放出的汽化潜热的热量修正系数，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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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采用干法工艺时为 1.0；

ηT-透平效率，轴流反动式取 0.85；

ηG-发电机效率，可取 0.95～0.97。

注：煤气流量的体积 m3为：0℃、101.325kPa（绝压）时的干气体体积。

4.1.6 煤气系统应遵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钢铁企业煤气储存和输配

系统设计规范》GB51128 的有关规定。

4.1.7 润滑油系统的基本及详细技术文件应有相应的润滑油系统流程图、润滑油的品种要求、管系、

设备的安装、检验等要求。

4.1.8 液压系统的基本及详细技术文件应有相应的液压油系统流程图、液压油的品种要求、管系、

设备的安装、检验要求。

4.1.9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满足下列条件设定值时方可启动：

1 氮气密封系统的设定应力。

2 润滑油系统的温度、给油管远端的设定压力、油箱的正常油位、高位油箱充满油。

3 液压油系统的设定压力。

4 冷却水和喷雾水干管上的设定压力。

5 气动阀门气源的设定压力。

6 煤气透平管道阀门阀位正常。

7 同轴机组装置中，电机及高炉鼓风机已正常运行。

4.1.10 独立设置的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主控室应设与高炉、煤气调度室联系的直通电话。

4.2 工艺布置

4.2.1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采用地上布置，不应地下或半地下布置。

4.2.2 TRT 装置可采用室内、半敞开式或露天布置。同轴机组宜采用室内布置。

4.2.3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根据噪声情况采取降噪措施。密闭主厂房内的煤气透平膨胀机可不设置

隔声罩。

4.2.4 TRT、同轴机组装置进、出口煤气管道与相关建筑的最小净距，不应小于表 4.2.4 的规定。

表 4.2.4 TRT、同轴机组装置进、出口煤气管道与相关建筑的最小净距(m)

名称

TRT、同轴机组装置（kW）

N≤10000 N＞10000

并行净距 垂直净距 并行净距 垂直净距

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 － 0.8 － 1

相邻或毗连辅助建筑 0.5 0.8 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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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相关建筑应是：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及其辅助建筑。

2 辅助建筑应是：与 TRT、同轴机组装置运行相关的控制室、高压配电室、低压配电室、操作室等生产辅助用房间。当煤气管道经过这

些建筑物区域，管道上不应设置阀门、法兰，建筑物不应设置门窗。

3 装置进、出口煤气管道与主厂房的垂直净距应是：该煤气管道底部与主厂房室内地坪或楼板间的最小间距。

4 装置进、出口煤气管道与相邻或毗连辅助建筑的垂直净距应是：该煤气管道底部与辅助建筑的屋面间的最小间距。

5 装置进、出口煤气管道与相邻或毗连辅助建筑的并行净距应是：该煤气管道外缘与辅助建筑的外墙间的最小间距。

4.2.5 多台 TRT、同轴机组装置可分开单独布置，也可合建在同一生产厂房内。

4.2.6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布置应有满足机组大修的检修空间，透平膨胀机组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2m，主厂房内的透平膨胀机与厂房内墙的净距不宜小于 1.5m。

4.2.7 主机平台安全出口不应少于两个。

4.3 煤气系统

4.3.1 TRT、同轴机组装置在靠近煤气主管的入口侧、出口侧煤气管道应设隔断装置。

4.3.2 煤气透平入口侧煤气管道应设隔断装置、流量计、紧急切断阀等设施。当 TRT、同轴机组装

置上游煤气净化系统设有外供净煤气流量计量设施时，装置入口可不设流量计，但煤气净化系统的煤

气流量信号应送至 TRT、同轴机组控制室。

4.3.3 TRT、同轴机组装置宜设带调节功能的启动阀，启动阀可与煤气透平入口组合式隔断装置的蝶

阀并联设置，也可设于快速切断阀后。

4.3.4 TRT、同轴机组装置煤气透平应设旁通单元，其上应设带调节功能的旁通快开阀。

4.3.5 煤气阀门应符合下列工艺规定:

1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各类煤气阀门设计压力应不小于在操作中可能遇到最苛刻的压力和温

度组合工况的压力，最苛刻的压力和温度组合工况应计及压力源、压力脉动、静压头、控制装置和阀

门的失效或误操作失误、环境影响可能产生的运行条件，且必须满足国家现行标准《钢制管法兰》GB/T

9124 的要求。

2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各类煤气阀门设计温度应按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苛刻的压力和温度组

合工况的温度确定，且必须满足国家现行标准《钢制管法兰》GB/T 9124 的要求。

3 TRT、同轴机组装置设置的盲板阀，宜在无背压的情况下开启。当安装高度距离地面净距小

于或等于 6m 时，盲板阀应选用封闭式。

4 TRT、同轴机组装置设置的蝶阀，其密封试验级别不应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工业阀门压力试

验》GB/T13927 的 B 级、密封副宜采用金属硬密封形式。

5 紧急切断阀应有快闭缓开功能，快闭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1s。旁通快开阀应有缓闭快开功能，

快开时间不应大于 1s。

4.3.6 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进口、出口煤气管道、煤气透平膨胀机组级间

邹晓超
不取消。



10

应设连续排水密封罐。煤气净化采用干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的进口管道宜设、出口管道应设

定期的排水密封罐。TRT、同轴机组装置出口煤气管道的排水密封罐，其水封高度应比管道的最高工作

压力加 500mm，且不小于 4000mm。

4.3.7 煤气管道及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煤气透平膨胀机组进出口煤气管道对接管节点处的作用力和弯矩不应大于设备允许的范围。

2 TRT、同轴机组装置前后煤气管道宜选用 316L、254SMo 等奥氏体不锈钢波纹补偿器。当煤气

净化采用干法工艺时，不锈钢补偿器材质的选择应考虑氯离子、硫化物等对补偿器的腐蚀因素。

3 TRT、同轴机组装置内的碳钢煤气管道，其腐蚀裕量应大于或等于 2mm。透平膨胀机进出口节

点处的弯头应采用园弧弯，其腐蚀裕量应大于或等于 3mm。

4 煤气净化采用干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的煤气设备和管道，其法兰垫片的材质应使用

耐高温的石墨盘根或专用包覆填料、缠绕填料。

4.3.8 管道及阀门的公称直径超出国内外各类标准法兰的规格时，则法兰的设计、制作应符合如下

要求：

1 管道及阀门的法兰设计应符合现行《压力容器》GB150 的规定、填料宜按软填料选取，成品

说明书中应注明所能选取的填料材质限制。

2 管道法兰材质性能应高于等于钢号 Q235B 的要求。

3 材料金属工作温度大于或等于 100℃、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0.1MPa 的法兰材质应符合压力－

温度等级的许用应力。

4 管道法兰应参照所配阀门法兰标准系列的技术要求制作。

4.3.9 煤气系统的主要工艺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TRT、同轴机组装置进、出口的所有阀门应按顺序动作。

2 TRT、同轴机组装置入口隔断装置的盲板阀，应在关闭阀确认关闭后手动或联锁启闭，盲板阀

两侧宜设置差压显示、报警。当差压小于等于该类阀的规定值时，才允许阀门启动。

3 煤气净化采用干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入口煤气应有温度高限与煤气透平主机停机及

紧急切断阀关闭的联锁控制，联锁温度设定值根据煤气透平主机的设计温度确定。

4 煤气透平可调静叶开度宜在高炉控制室及 TRT、同轴机组装置控制室均能显示，并应在 TRT、

同轴机组控制室控制开度。

5 TRT、同轴机组装置进出口煤气管道阀门均应有开、关到位信号。入口蝶阀、启动阀、控制阀、

旁通快开阀均应有开度指示信号。

6 当煤气透平膨胀机事故停机，炉顶压力采用 TRT、同轴机组装置与煤气减压阀组或旁通快开

邹晓超
满足GB622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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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阀并联控制系统时，煤气减压阀组或旁通快开阀应自动打开并介入顶压控制，紧急切断阀及煤气

透平膨胀机的入口静叶应自动迅速关闭。

7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透平膨胀机应在控制室及现场设置紧急停机按钮。厂房机械排风机应设

置控制室及现场操作按钮。

4.4 密封系统

4.4.1 TRT、同轴机组装置密封系统应控制煤气泄漏量在国家现行规范标准要求的范围内，并确保机

组能够长期、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行。

4.4.2 煤气透平轴端密封可采用迷宫密封或充气式组合密封，采用充气式组合密封时，用于密封的

气体宜为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其纯度应大于或等于 99.9％或氧含量应小于 10ppm、压力应不小于

0.35MPa。密封的充气压力应与被密封煤气压力进行差压控制。

4.5 润滑油系统

4.5.1 供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润滑油应满足设备运行安全的质量要求。

4.5.2 润滑油系统的组成和控制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专用的润滑、轴密封和控制油系统》JB/T4365

的有关要求，润滑油站应有高位油箱，油站除高位油箱外宜采用撬装式供货。

4.5.3 润滑油泵除采用主油泵（TRT、同轴机组透平膨胀机主轴驱动）加电动油泵外，也可采用双电

动油泵系统。主油泵和辅助油泵应有自动无扰换泵控制。

4.5.4 油冷却器的油侧压力应高于冷却水压力。

4.5.5 润滑油站的供油管道、管件宜为不锈钢或铜及铜基合金材质。润滑油站油箱及滤油器前管道

可选用碳钢材质，但其内部应进行酸洗、钝化处理。润滑油系统进油各支管或进油总管应设调节装置。

4.5.6 回油管道流向油箱的坡度不宜小于 0.04。

4.5.7 润滑油系统油液污染度等级不低于国家现行标准《液压传动 油液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GB/T 14039 中规定的 22/20/17 级。

4.5.8 润滑油箱宜采用无油雾排放的油雾收集器，油箱顶空间应有一定的负压。

4.6 液压系统

4.6.1 供阀门及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液压油应应符合设备使用的质量要求。

4.6.2 液压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GB/T3766

及《重型机械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JB/T6996 的有关要求。

4.6.3 液压站应采用撬装式供货。

4.6.4 当 TRT、同轴机组装置进出口煤气管道隔断装置采用液压控制时，液压控制系统宜同时配置

手动泵、手动阀，以便手动操作。

邹晓超
不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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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液压站的伺服阀台前应设二次过滤器，过滤器宜具备在线更换检修功能，其过滤精度宜为 3

μm。液压站的油箱应设自过滤系统。液压系统油液污染度等级不低于国家现行标准《液压传动 油液

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GB/T14039 中规定的 18/16/13 级。

4.6.6 液压站应设蓄能器。

4.6.7 液压管路、管件、阀门及油箱的材质应选用不锈钢。

4.6.8 液压系统除有常规的液压油温度、压力和冷却水压力仪表外，尚应有液压油温和加热器、冷

却器联锁控制。二个恒压变量泵工作制度应为一用一备，实现自动切换运行。

4.7 给排水系统

4.7.1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冷却水应为净循环水，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装置的喷雾水宜采用

工业净化水。

4.7.2 TRT、同轴机组装置各净循环水用户接点处的压力不应小于 0.30MPa。装置区域内净循环水及

喷雾水供水干管的压力不应小于 0.35MPa。

4.7.3 发电机和电动机的设备和工程的消防设计应遵循 GB55037-2022《建筑通用防火规范》、

GB55036-2023《消防设施通用规范》、DL5027-2015《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等相关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要求。

4.8 空气系统

4.8.1 同轴机组装置轴流压缩机运行工况点应根据高炉冶炼参数和当地气象条件经计算确定。

4.8.2 同轴机组装置轴流压缩机的吸风、排气、防喘振以及送风等工艺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钢铁企业热力设施设计规范》GB50569 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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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设备

5.1 一般规定

5.1.1 TRT、同轴机组设备的选型应遵循安全稳定、高效节能、操作运维简单方便的原则，且应满足

在高炉生产要求的运行工况区域运行。

5.1.2 透平膨胀机应确定最大允许功率，设计点、最小工况点的功率。

5.1.3 TRT、同轴机组装置及其辅助设备应适合于当地的气候条件。设计时应考虑在运行或停车时能

防止湿气、粉尘及杂质的侵入。

5.1.4 机壳管路部件中易积水的地方，应有排水装置。

5.1.5 润滑油、液压油系统，宜设加热装置。

5.1.6 装配和拆卸时，应设置顶丝、导杆及机壳定位销。

5.1.7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噪声限值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50087

的有关规定，必要时可采取消声、隔声措施。

5.1.8 本规范对 TRT、同轴机组设备未规定的事项，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

GB/T755、《小容量隐极同步发电机技术要求》GB/T21663、《隐极同步发电机技术要求》GB/T7064、《高

炉煤气能量回收透平膨胀机》GB/T28246 的要求。

5.2 透平膨胀机

5.2.1 透平膨胀机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煤气透平零部件的材料应根据高炉煤气的温度及所含腐蚀性介质的浓度进行选择。

2 铸件应完好，没有热裂、夹渣、缩孔、砂眼、裂纹、氧化皮、结疤和类似的有害缺陷。铸件的

表面应通过喷砂、喷丸、化学清洁或其它方法来清理。模压分离的飞边和浇铸冒口的残余物应予以切除、

锉平或磨平。

3 焊接件材料适宜于焊接，焊接辅料必须与母材相熔。所有对安全和运行可靠性有影响的焊缝均

应由合格焊工焊接。

5.2.2 机壳可采用铸件或焊接件。机壳厚度应适于允许最高工作压力和试验压力，并至少有 3.2mm

的腐蚀裕度。

5.2.3 机壳连接应符合如下要求：

1 除了辅助接管允许螺纹接管外，其余接管宜采用法兰连接或加工出平面后用螺柱连接。所有至

机壳的工艺气体接管都应满足极端工况。

2 螺纹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GB/T 196、《普通螺纹 公差》GB/T 197 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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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管螺纹》GB/T12716 等规定。

3 应优先选用双头螺柱连接。螺孔不应穿透压力腔，而且剩余母材应有足够厚度。

4 接管应不移动机器上的主要部件，应能进行安装和拆卸。

5 所有接管的焊接应在压力试验前完成。

6 煤气进出口接管应采用法兰连接或加工出平面后用螺柱或螺栓连接。管口方位按协议规定。

5.2.4 机壳的支承应符合如下要求：

1 有导向键的轴承座,应有利于机壳热膨胀。

2 轴承座与底座之间或机壳支腿与底座之间的局部间隙不应大于 0.05mm。

5.2.5 机壳和支腿的设计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许用外力和外力矩作用下，联轴器的同轴度应

控制在 50μm 之内。

5.2.6 透平膨胀机的技术文件，应明确进出口法兰处的需用外力和外力矩。

5.2.7 定子元件应符合如下要求：

1 透平膨胀机应采用静叶可调式结构。可调静叶可以是单级或多级。煤气透平的静叶调节机构的

设计应适应高炉煤气频繁波动的工况。

2 可调静叶及其操作机构应适用于包括启动、停车的所有规定的工作条件。

5.2.8 透平膨胀机转子应符合如下要求：

1 转子可以采用刚性轴或柔性转子。

2 TRT 透平膨胀机的转子上应设置超速保护装置。

3 主轴要进行热稳定试验或其它热处理方式并进行无损检测。

4 透平膨胀机叶片材料，应根据其承受的静载荷、动载荷、疲劳、耐磨、频率等因素确定。

5 机组应做扭振分析，扭振计算时应考虑弯曲振动与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固有扭振频率至少应

比 任 一 激 励 频 率 高 10% 或 低 10% ， 且 至 少 应 比 任 一 激 励 频 率 的 二 倍 高 10% 或 低 10% 。

若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应采取必要步骤消除临界振动或避开这些转速区。当通过调整联轴器来调整机组

扭转临界转速后仍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应力分析。

6 弯曲临界转速计算应考虑到联轴器、轴承等因素的影响，其值应符合表 5.2.8.1 规定。

表 5.2.8.1 弯曲临界转速

轴
设备

轴流压缩机 煤气透平

刚性轴 ncr1≥1.2n ncr1≥1.25n

柔性轴
ncr1≤0.85n ncr1≤0.85n

ncr2≥1.2n ncr2≥1.2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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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 为工作转速，ncr1为第一阶临界转速，ncr2为第二阶临界转速。

7 透平膨胀机转子应进行动平衡校正。

5.2.9 轴承和轴承箱应符合如下要求：

1 轴承应分为径向轴承和止推轴承。

2 止推轴承宜为有轴衬体的巴氏合金的多瓦块结构。

3 瓦块的设计和制造应具有精确尺寸，以便能进行互换和更换个别瓦块。

4 轴承箱与透平膨胀机机壳为分体结构时,应确保轴承对中的可靠性和重复性。

5 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轴承和轴承箱的油温温升应不超过 28℃。轴承出口油温不应超过 82℃。

6 轴承箱的设计应能安装测振仪表。

5.2.10 透平膨胀机必须设置性能良好的轴端密封。煤气轴端密封一般采用迷宫密封或充气式组合密封，

充气式密封宜采用氮气作为密封气，密封的充气压力应与被密封煤气压力进行差压控制。密封系统应能

在工艺系统投运前投入运行。

5.2.11 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透平膨胀机应配备喷雾装置。

5.2.12 透平膨胀机应配备盘车装置，盘车装置可采用液动或电动驱动方式，啮合方式可采用手动或自

动，脱开方式应采用自动，在透平膨胀机启动及脱离系统停机后使用。当同轴机组系统的透平膨胀机与

变速离合器处于连接状态，而轴流压缩机处于停止鼓风状态时，透平盘车电机不应启动。

5.2.13 对透平膨胀机的其它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高炉煤气能量回收透平膨胀机》GB/T28246 的

规定。

5.3 发电机及励磁机

5.3.1 发电机运行工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电机要适应因输入功率波动而引起出力频繁波动的长期运行工况。

2 发电机应适应电动机工况运行，发电机电动状态运行 2 小时内不应出现任何异常状况。

5.3.2 励磁方式和励磁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同步发电机应采用由主、副励磁机及励磁控制系统组成的无刷励磁方式。

2 励磁控制系统宜为双通道数字控制系统，双通道均为闭环自动调节器，能对发电机实现手动、

自动励磁调节，强励及快速灭磁，并具备自动恒电压调节、自动恒无功功率调节、自动恒功率因数调节

等调节特征。各通道之间的切换、通道本身自动与手动之间的切换以及三恒之间的切换均是无扰动切换。

3 励磁系统适应发电机发电和电动两种运行状态。

4 对励磁系统的其它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同步电机励磁系统大、中型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

技术要求》GB/T7409.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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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发电机应设检测转子线圈两点接地装置。

5.3.4 电机绝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定、转子绝缘系统应采用耐热等级 B 级或 B 级以上的绝缘材料。

2 耐电压试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压交流电机定子线圈及绕组绝缘耐电压试验规范》JB/T

6204 执行。

5.3.5 发电机转子应良好地接地。

5.3.6 发电机应设轴承座在线监测振动探头。

5.3.7 TRT 装置的发电机室外安装，其机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4。

5.3.8 本规范中未规定的事项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755、《小容量

隐极同步发电机技术要求》GB/T21663、《隐极同步发电机技术要求》GB/T7064 的有关规定。

5.4 轴流压缩机

5.4.1 轴流压缩机宜为双出轴连接方式。

5.4.2 轴流压缩机设计时宜将机壳、转子固定点设置于离合器侧。

5.4.3 进排气形式宜选用径向下进气、下排气结构。

5.4.4 轴流压缩机采用静叶可调结构，以适应对高炉工况的变化需求。

5.4.5 轴端密封应能阻止或防止工艺气体向大气泄漏，且安装后应易于拆卸和更换。

5.4.6 除符合上述规定外，轴流压缩机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一般用途轴流式压缩机》JB/T4359

的相关要求。

5.5 电动机、变速器、离合器

5.5.1 电动机额定功率按满足轴流压缩机最大工况设计，可在煤气透平不投入的情况下单独驱动轴流

压缩机在最大工况运行。

5.5.2 电动机应带漏水检测开关，并安装磁力中心线标识。

5.5.3 电动机宜采用水-风冷却器进行冷却。

5.5.4 对于额定功率 30MW 及以上的大功率电动机，宜配置振动检测装置。

5.5.5 变速器使用系数取 1.4，变速离合器使用系数取 1.6。

5.5.6 齿轮制造精度不低于 5 级。

5.5.7 一般情况下，变速离合器的额定功率，按煤气透平最大功率取整或供需双方商定。

5.5.8 变速离合器为变工况运行，应适应在 10%～100%额定功率的工况范围内长期运行。

5.5.9 变速离合器若为刚性联轴器联接，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轴流压缩机热胀影响。

5.5.10 5.5.10 变速离合器只可在轴流压缩机停机后进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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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大型阀门

5.6.1 TRT、同轴机组装置所用大型阀门为用于煤气主管道上的金属密封蝶阀、盲板阀、轴流压缩机

出口大型空气阀门。

5.6.2 煤气透平应配置检修、紧急快关、紧急快开等功能阀门，保障煤气透平的正常投入与安全退出。

5.6.3 TRT、同轴机组装置大型阀门的通用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阀门的驱动方式、控制要求及动作时间应该与用户协商确定。

2 阀门的防护等级及防爆等级应根据电气设施的区域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划分。

3 阀门通道与介质接触部分宜进行特殊处理,处理要求应根据介质性能确定。

4 钢制阀体材料的压力—温度额定值按国家现行标准《钢制阀门 一般要求》GB/T 12224 的有关

规定。

5 阀门法兰技术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制管法兰第 1 部分：PN 系列》GB/T9124.1 和《钢

制管法兰第 2 部分：Class 系列》GB/T9124.2 的有关规定。对于大口径非标法兰应符合本规范 4.3.8

条规定执行。

6 阀门用垫片宜采用金属包覆垫片或者缠绕式垫片。

5.6.4 盲板阀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盲板阀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眼镜阀》GB/T24917 的规定，其密封试验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眼

镜阀》GB/T24917 附录 A的规定，其泄漏量应为零。

2 盲板阀安装时必须使其承压密封侧与管系检修时的承压方向保持一致。

3 盲板阀本体上应标识醒目的“介质流向”箭头或“高压侧”及“低压侧”字样。

4 封闭式盲板阀应在底部设置排灰口，并宜在阀门的两侧设置气体吹扫装置。

5 封闭式盲板阀应在阀门的顶部设置放散口。

6 封闭式盲板阀应设置检修用人孔。

7 封闭式盲板阀在完全背压的情况下不宜直接开启。

8 盲板阀是双动阀，即在阀门开启和关闭动作之前必须先松开阀门密封副，在阀门开启和关闭到

位之后必须夹紧阀门密封副，两个动作必须顺序进行并且需要互锁。阀门开关到位及松开夹紧到位均要

有满足用户要求的信号输出。

5.6.5 金属密封蝶阀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金属密封蝶阀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金属密封蝶阀》JB/T8527 的规定。

2 主要由阀门本体、驱动装置及控制系统三大部份组成。

3 金属密封蝶阀本体的结构形式宜采用三偏心斜板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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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属密封蝶阀的连接形式宜采用双法兰连接。

5 金属密封蝶阀有安装位置及方向要求时，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表明。

6 金属密封蝶阀试验应符合金属密封蝶阀试验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阀门压力试验》

GB/T13927 的有关规定。泄漏量按 B 级规定执行。

7 紧急切断蝶阀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紧急切断蝶阀应采用外置式轴承，不与介质接触，提高阀门动作可靠性，避免阀门在高温

状态下轴承卡阻。

2） 紧急切断蝶阀的驱动装置采用弹簧复位油缸，应带有快关、慢开、慢关和 15°范围内游

动操作功能。

3） 紧急切断蝶阀应带有机械保护功能。

4） 当 TRT、同轴机组装置出现故障时，紧急切断蝶阀必须依靠弹簧力或者其他机械力在 1s

内关闭门。

5） 弹簧复位油缸尾部应该具有可变节流缓冲装置。

6） 紧急切断阀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炉 TRT 系统用快速切断阀》JB/T12007 的规定。

8 旁通快开蝶阀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旁通快开蝶阀与煤气透平膨胀机入口的快速切断阀、透平主机并联，且与快速切断阀连锁。

2） 当紧急切断切断阀关闭时,旁通快开蝶阀应该在 1s 内打开以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3） 旁通快开蝶阀应采用伺服油缸驱动方式。

4） 旁通快开阀宜应配有阀位传感器, 反馈 4～20mA 的模拟量信号满足系统的需要。

5） 旁通快开阀宜配置 2 台，1 台选用单作用油缸，一台选用双作用油缸。

5.6.6 空气阀门

1 助关止回阀宜为气动或液动驱动。

2 防喘振调节阀宜为气动或液动驱动，数量不应少于 2 台，且具有快速开启功能，其总流通能力

应满足轴流压缩机最大放风量的要求。

3 送风阀宜采用电动调节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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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力设施

6.1 电力系统

6.1.1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供配电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 的有

关规定，用电负荷等级应为一级并应采用双重电源供电。

6.1.2 TRT 装置发电机必须与企业配电系统并网运行，发电机与企业配电系统的连接设计，应根据

发电机的单台容量、企业配电系统现状、电力负荷的供电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6.1.3 同轴机组的供配电方案应综合企业电压等级、供电范围、负荷性质和大小及区域总图布置等

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确定。

6.1.4 TRT、同轴机组装置供配电系统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的设计，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继

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14285 以及《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GB50062 的有关规定。

6.1.5 同轴机组的主电机的启动方式应根据企业电网容量和负载、短路参数等条件进行选择，应保

证机组冷态、热态下的安全启动，并满足电网设计要求，且不影响其它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6.1.6 TRT 装置发电机的并网必须考虑对接入点母线上短路容量助增的影响。在靠近发电机处的短

路点，还应考虑短路电流非周期分量的影响。

6.1.7 TRT 装置发电机的发电量应参与企业的电量平衡，但不应承担调峰作用。

6.1.8 TRT 装置发电机电压应根据企业配电电压或并网点电压确定，发电机并入电网的上级区域变

电所的主变压器宜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6.1.9 TRT 装置发电机同期点宜设置在发电机出口断路器处。

6.1.10 TRT 装置发电机与企业配电系统之间的联络线宜设置线路纵联差动保护。

6.2电气设备

6.2.1 TRT 装置发电机、同轴机组的电动机电压母线宜采用单母线接线。对于单机容量较大的发电

机、电动机，应采用发电机变压器组单元、电动机变压器组单元接线。

6.2.2 当 TRT 装置发电机并入电网，因电网内的短路电流过大影响开关设备选型时，可在发电机与

系统联络线回路安装限流电抗器，根据短路电流情况，在发电机出口或系统联络线回路采取限流措施。

6.2.3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低压配电应保证两路电源供电，工作电源与备用电源之间的相位应一致，

且至少应从外部电网引接一回专用线路作为供电电源。

6.2.4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低压配电系统应采用 TN-S 系统。低压配电电压宜采用 380V/220V，动

力和照明网络共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TRT 装置发电机的中性点应采用不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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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TRT、同轴机组装置主要工艺设备的控制、测量和信号宜采用集中控制，其控制应并入机电一

体的控制系统中。

6.2.6 当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发电机、电动机及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必须联锁煤气透平膨胀机

组停机。

6.2.7 TRT 装置发电机、同轴机组的高压配电装置，应采用户内成套配电装置。配电变压器宜选用

干式变压器，接线组别宜为 D，yn11 接线。

6.2.8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设置控制室，高压配电装置、主变压器、配电变压器、系统联络线、直

流屏、励磁屏、同期装置等电气及仪表设备应合并布置，并在控制室进行控制。控制室等电气建筑物

位置的选择，应根据全厂布置方案，遵循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55037 相关要求的前提下，综合安全可靠、满足电气主接线的要求、靠近发电机、主电机、

节省电缆，方便运维管理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6.2.9 TRT 装置设有发电机出线小室时，应与空气冷却器隔离，单独设置。发电机出线小室的门应

为乙级防火门。

6.2.10 TRT、同轴机组装置置于露天的电气设备其机壳防护等级不小于 IP54，处于爆炸和火灾危险

环境的电气设备的设计、选型及安装施工应同时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 及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及安装施工的相关规范要求。。

6.3 防雷及接地

6.3.1 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的规定确定防

雷建筑物类型，并按其要求配置防雷接地装置。

6.3.2 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接地应按国家现行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50065

和《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的规定进行设计。

6.3.3 输送可燃或助燃气体、液体的管道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414

的有关规定进行防静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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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过程检测及控制

7.1 过程控制及检测项目

7.1.1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设炉顶压力控制、紧急切断阀控制、轴封差压控制、透平转速控制、发

电机负荷控制、透平机安全联锁、轴流压缩机安全联锁等控制功能；TRT 装置的过程检测、报警及连

锁应有的项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1 的规定。同轴机组系统的过程检测、报警及连锁应有的项目应符

合本规范附录 A.2 的规定。主要联锁检测应有如下项目：

1 压力和压差检测：

1) TRT：轴封氮气管氮气压力（或与煤气压差）、润滑油总管最远点压力、液压油压力检测等；

当这三个信号中任一信号超低时必须连锁停机。

2) 同轴机组:除轴封氮气管氮气压力（或与煤气压差）、润滑油总管最远点压力、液压油压力检

测等外，还需测量轴流压缩机入口过滤器压差、喉部差压、润滑油压力、进出口空气压力。

2 温度检测：

1) TRT：煤气进口总管煤气温度、透平机轴承温度、发电机轴承温度检测等；当这三个信号中任

一信号超高时必须连锁停机。

2) 同轴机组:除煤气进口总管煤气温度、透平机轴承温度外，还需测量轴流压缩机进出口空气温

度、轴承温度、驱动电机轴承温度、变速箱轴承温度、润滑油油箱及总管温度、冷却水温度等。

3 转速、轴位移和轴振动检测：

1) TRT:透平转速、透平机主轴轴位移、透平机主轴轴振动、发电机轴承座振检测等；当这四个

信号中任一信号超高时必须连锁停机。

2) 同轴机组: 膨胀机转速、轴位移、轴振动，轴流压缩机轴振动、轴位移，变速箱振动，变速

离合器振动。

7.1.2 压力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在振动部位的压力表，应采用充液型防振压力表；其它部位采用弹簧压力表。

2 压力表表盘直径不小于 100mm，盘面为白底黑字。

3 精度优于 1.5%。

7.1.3 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置在室外时，其防护等级应不小于 IP65；当设置在爆炸危险区域时，其应遵循国家现行

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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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采用两线制变送器，输出信号为：4~20mA。

3 精度优于 0.5%。

7.1.4 就地温度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双金属温度计。

2 温度表表盘直径不小于 100mm，盘面为白底黑字。

3 精度优于 2.0%。

7.1.5 温度传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置在室外时，其防护等级应不小于 IP65；当设置在爆炸危险区域时，其应遵循国家现行

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的规定；

2 采用三线制传感器，分度号：Pt100；

7.1.6 转速表的精度优于 1.0%。

7.1.7 与过程检测和控制仪表相配套的二次仪表，安装于控制室内的仪表盘上或盘内，仪表盘的防

护等级不小于 IP20。仪表盘的型式和尺寸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工业自动化仪表盘、柜、台、箱》GB/T

7353 的规定。

7.1.8 检测仪表和控制系统应设置可靠的接地。

7.2 控制系统配置

7.2.1 控制系统应采用 DCS（或 PLC、FCS）控制系统。

7.2.2 控制系统的控制应同时包含电气控制和仪表控制的内容。

7.2.3 控制系统的硬件一般由工作站、DCS（或 PLC、FCS）控制器、DCS（或 PLC、FCS）本地或远程

I/O 站、不间断电源（UPS）、网络设备以及打印机等组成。其中工作站不应少于 2 台，I/O 口的备用量

宜为 15％～20％。

7.2.4 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器、I/O 设备、网络设备等安装在 DCS（或 PLC、FCS）控制系统的控制盘

内，控制盘的防护等级不应小于 IP20，其控制盘安装在控制室或计算机室内。

7.2.5 控制系统中的工控机的显示器、打印机等设备安装（安放）在操作室内的操作台台面上，工

控机的主机备安装（安放）在操作台下（内）。

7.2.6 在操作台明显处应设置紧急停车按钮。

7.3 控制系统功能

7.3.1 控制系统的画面应由主显示画面、操作画面、报警历史画面、历史数据画面等组成，在各画

面上应设有进入其他画面的操作按钮。

7.3.2 控制系统的主显示画面应显示所有的仪表参数的实测值、控制阀门的开度值、开关阀门的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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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用带颜色的闪烁表示该参数处于报警状态或非正常状态；用不同的颜色或状态表示所有设备的

实时状态等。

7.3.3 控制系统的操作画面应设置设备或控制系统的控制方式的选择按钮以及在手动控制方式时操

作该设备或控制系统的操作手段。

7.3.4 控制系统的报警历史画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所有的画面中都必须设置一定的区域用以显示最近出现的报警信号；

2 在所有与该报警相关的参数或设备出现的画面中都必须以醒目方式带颜色的闪烁表明该参数

或设备处于非正常状态；

3 应设置单独的报警历史记录画面，所存数据不应少于 15d；

4 当与本 TRT、同轴机组装置设有相关的二级系统时，本系统不记录报警历史，由相应的二级

系统完成。

7.3.5 控制系统的历史数据画面应采用曲线的方式显示所有的历史数据，应能查询不少于 15d 内的

历史数据。当与本 TRT、同轴机组装置设有相关的二级计算机系统时，本系统不记录历史数据，由相

应的二级系统完成。

7.3.6 控制系统应该完成 7.1.1 所列的所有控制项目。

7.3.7 TRT、同轴机组装置安全联锁系统含透平膨胀机组、轴流压缩机组等安全起动所必须满足的逻

辑条件；和由于过程参数以及设备状态偏离了预定要求时需要透平膨胀机组、轴流压缩机组等紧急停

车的逻辑条件。

7.3.8 控制系统必须设置当前动作未完成或未进行时，与本动作相关的下一动作不得启动的连锁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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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辅助设施

8.1 建筑结构

8.1.1 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生产的火灾危险性为乙类，其辅助建筑中的控制室生产的火灾危险

性为丁类，室内配电室生产的火灾危险性为丙类或者丁类。所有建筑物的耐火极限均不应低于二级。

8.1.2 厂房的耐火等级、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 关于厂房（仓库）的有关规定。

8.1.3 厂房的防爆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 关于厂房（仓库）的有关规定。当辅助建筑与 TRT 装置主厂房贴邻建造时，应采用耐火极限

不低于 3.00h 的不燃烧体墙体隔开。隔墙上不宜开设门、窗洞口。如确需开设门及观察窗时，开设的

观察窗应为固定的甲级防火窗。

8.1.4 厂房的安全疏散应符合现行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GB55037 的有关规定。

8.1.5 承重结构构件应根据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进行设计。对构件承载能

力、稳定、变形、抗裂、抗震等进行计算和验算。

8.1.6 结构型式应根据工程特点、施工条件等经综合比较确定，主厂房框、排架及平台，宜采用钢

筋混凝土结构，其它建筑物、构筑物，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

8.1.7 TRT、同轴机组基础应采用独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基础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动力机器

基础设计规范》GB5004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8.1.8 建筑物、构筑物的抗震设防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规定。

8.1.9 TRT 装置的发电机与冷却器之间有冷却风道时，风道宜采用混凝土结构；受条件限制采用钢

板焊接时，宜采取隔热措施。

8.2 给排水

8.2.1 给水

1 给水水源和冷却水系统以及生活水的供给，宜与炼铁一并考虑。

2 TRT、同轴机组装置生产用水量应根据用水设备的最大小时用水量计算，并采用循环系统。

3 有人值守的 TRT、同轴机组装置生产区应设生活用水。

4 室内布置的 TRT、同轴机组装置应设置室内消火栓，室外布置的，其消防由室外统一考虑。

5 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湿式透平膨胀机组静叶及叶片冲灰喷雾水宜采

用工业净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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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方地区的 TRT、同轴机组供回水管道，宜在低处设置放水阀，高点设置放气阀。

8.2.2 排水

1 湿式透平膨胀机组静叶及叶片冲灰浊水以及地坪冲洗水，可就近排入炼铁浊环水系统或冲渣

水系统统一处理。

2 系统排水宜采用无压排水；若为有压排水，应确保足够差压以利于排水顺畅，所有排污口不

得发生污水倒灌。

3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冷却系统应保证进回水压差不小于 0.15MPa；

4 煤气冷凝水排水器排出的冷凝水不得直接排入下水道、电缆沟或随地排放，应排入指定的蓄

水坑或回收管道系统。

8.3 采暖通风

8.3.1 封闭厂房内设置 TRT、同轴机组装置时，封闭厂房应根据透平装置运行介质的不同按照国家

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 划分防火、防爆等级。封闭

厂房应选用防爆型通风设备，事故时其换气次数不少于 12 次/小时。

8.3.2 TRT、同轴机组装置透平机配置的隔声罩，应按照封闭厂房的要求进行通风系统的设计，隔声

罩内应有带联锁的通风机，其防火防爆等级与封闭厂房相同，并应设置温度及煤气报警装置。

8.3.3 控制室、机柜室、配电室宜设置空调设施。南方湿度大的地区应视工艺需求在电气室增设除

湿设备。

8.4 火灾报警和通讯

8.4.1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操作控制室、润滑油站、液压站、变压器室等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和《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414 的有关规定设置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

8.4.2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操作控制室应按照企业生产智能模式设置不同的电话系统，并应有与煤

气调度室，高炉主控室，厂区电力调度室方便联系的调度电话分机或指令对讲话站，并应配置防爆式

无线对讲电话手持机。

8.4.3 TRT、同轴机组装置宜设置防爆式工业电视监控系统，设计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工业电视系

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115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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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与环保

9.1 安全

9.1.1 有关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布置、建筑、电气等防火间距、消防、防爆防火灾危险的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 3.1、3.2、4.2、8.1 节的有关规定。

9.1.2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设备设计、制造、维护等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

总则》GB5083 的有关规定。

9.1.3 对于可燃、有毒的气体，其阀门和水封的设置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GB6222、《钢铁企业煤气储存和输配系统设计规范》GB51128 的有关规定；

9.1.4 TRT、同轴机组装置控制系统其执行机构的驱动源失效时，应考虑对人员、设备安全的影响及

其预防措施。

9.1.5 室内布置的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煤气透平膨胀机组，主厂房应设在线煤气泄漏报警设施，

封闭厂房应设置事故排风机，其事故时通风换气次数不得小于 12 次/小时，并与煤气泄漏报警设施联

锁。当 TRT、同轴机组装置煤气透平膨胀机组设有隔音罩时，罩内必须设置在线的煤气泄漏报警设施

和排风机，并互相联锁。

9.1.6 煤气泄漏报警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 50493 的有关规定。

9.1.7 TRT、同轴机组装置透平膨胀机组等煤气作业区域应配备符合岗位需求的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

仪、氧含量检测仪、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9.2 环境保护

9.2.1 润滑的废油应集中处理。

9.2.2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噪声控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及本规范附录 B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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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装验收及调试维护

10.1 一般规定

10.1.1 TRT、同轴机组装置各系统管道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GB6222、《钢铁企业煤气储存和输配系统设计规范》GB51128、《钢铁企业煤气储存和输配系统施工及质

量验收规范》GB51164、《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GB/T20801、《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50316、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50235、《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184、《现场设

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GB50236 及《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683 的有关规定及有关设计文件要求。

10.1.2 TRT、同轴机组装置透平膨胀机组、轴流压缩机组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机械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50231、《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5

的有关规定；当制造厂对此有明确规定时，还应满足制造厂相关要求。

10.1.3 TRT、同轴机组装置发电机组、电动机组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气装置安装

工程 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标准范》GB50170 的有关规定；当制造厂对此有明确规定时，则应以制造

厂规定为准。

10.1.4 TRT、同轴机组装置各系统的安装应按设计进行施工。

10.1.5 TRT、同轴机组装置必须在各系统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方可进行调试。

10.2 安装及验收

10.2.1 透平膨胀机组安装时，应按照安装说明书和采用配套的专用工具进行安装。

10.2.2 煤气管道施工完毕，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钢铁企业煤气储

存和输配系统设计规范》GB51128 的规定进行强度试验和气密性试验。

10.2.3 透平膨胀机组安装调试完成后，按国家现行标准《高炉煤气能量回收透平膨胀机》GB/T28246

第 7 章进行透平膨胀机试验，并进行指标考核。

10.2.4 本规范中的电气设备、装置和设施的施工验收要求,应按本标准所附的引用标准名录中有关电

气装置安装工程的标准执行。

10.2.5 润滑油站和液压站的系统清洗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油管路的清洗应采用独立的循环装置，严禁采用主设备进行油循环冲洗。

2 润滑油站的管线其油品的清洁度应达到国家现行标准《液压传动油液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法》GB/T14039 的 22/20/17 级（不低于美国的 NAS1638-11 级）。

3 液压油站的管线其油品的清洁度应达到国家现行标准《液压传动 油液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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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GB/T14039 的 18/16/13 级（不低于美国的 NAS1638-7 级）并满足液压元件对清洁度的要求。

4 现场配制的管路要用专门的冲洗系统冲洗，达到要求后才能接入系统。

5 系统冲洗合格后先低压对液压设备进行试动作，符合设计要求后再调至正常压力，并对各压

力、流量阀进行压力、流量等的设定。

10.3 调试开车

10.3.1 TRT、同轴机组装置安装验收合格后,应先对系统中单台设备或者单个子系统手动状态下进行

单机独立试车，单机调试应符合以下内容和要求：

1 低压电源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压进线及母联单体分合闸功能完好

2) 母联自投功能满足设计要求。低压备用电源自投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2 煤气阀门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个阀门开关正常。

2) 煤气阀门必须按一定的顺序动作，控制上应设计相应的联锁以防误动作。试验应按照

设计的顺序，动作正常，人为改变操作顺序，阀门应拒动。

3 液压油站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油压应满足要求；

2) 溢流阀设定应满足要求；

3) TRT 液压系统的两台液压油泵，运行时一台工作一台备用，试验：当工作泵故障时，备

用泵自动启动，并确认相应的报警功能正常。

4) 电加热器的自动启动和停止功能应正常。

4 液控阀门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紧急切断阀开关试验正常，快关速度满足设计要求。

2) 快开阀的手动开关操作正常，伺服手动操作正常，阀位跟踪正常，快开速度满足设计要

求。

3) 调速阀手动开关操作正常，伺服手操操作正常，阀位跟踪正常，快关速度满足设计要求。

4) 透平静叶的手动开关操作正常，伺服手操操作正常，阀位跟踪正常，快关速度满足设计

要求。

5 润滑油站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工作油压的调整满足设计要求。

2) 按设计要求调试安全阀的动作值并确认安全阀动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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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两台电动油泵的系统，试验：当工作泵故障时，备用泵自动启动，并确认相应的

报警功能正常。

4) 对于透平转子自带主油泵加电动辅助油泵的系统，试验：模拟辅助油泵油压低时自启

动和油压高时自动停止功能应正常。

5) 电加热器的自动启动和停止功能正常

6) 试验高位油箱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6 密封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行氮气对空气的定差压（定流量）的调节试验，以检验调节系统和透平轴封差压的

建立和跟踪的情况。

2) 差压低报警及连锁功能试验。

3) 对于带有防止透平轴封漏煤气引射泵的系统，试验：轴封差压低引射泵的启动情况，

并检查抽吸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7 给排水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水系统水位控制达到要求。

2) 试验：水位超高和超低连锁动作及报警。

3) 循环冷却水供水压力、温度、流量正常。

8 继电保护、发电机本体、同期装置、励磁系统等发配电系统电气设备和电缆的试验应执行现

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10.3.2 TRT、同轴机组透平膨胀机组在未通煤气的情况下，应进行机组与各系统的连锁、系统的开停

机的无负荷联动模拟试验。无负荷联动试车应符合以下内容和要求：

1 联锁报警及紧急停机信号的试验要求一个不漏地进行检查逐个确认。

2 模拟 TRT、同轴机组透平开机停机的试验。

1) TRT 单机试车完毕后，必须进行模拟 TRT 的启动、并网、升负荷、转顶压控制、和紧急

停机试验，以检查系统的核心控制程序；同轴机组单机试车完毕后，必须进行模拟同轴机

组透平的启动、鼓风机供电、升负荷、转顶压控制和紧急停机试验，以检查系统的核心控

制程序。

2) 模拟内容应包括：：投运辅机、模拟升速、模拟发电机并网、模拟轴流压缩机机供电、

模拟升功率、模拟转顶压控制、模拟正常顺序开机及模拟非正常顺序操作的闭锁功能、模

拟紧急停机。

10.3.3 上述试车合格后，进行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负荷试车。驱动从动机自启动一直运行到 T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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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机组装置满荷载即转入调节炉顶压力状态的全部调试工作。负荷试车步骤及要求应满足以下规定:

1 投运 TRT、同轴机组装置电源及辅机系统；

2 TRT、同轴机组系统送煤气；

3 分阶段启动 TRT、同轴机组装置升速至 3000rpm。确认各阶段机组的机械各部位运行应正常，

对于转子自带主油泵的系统应确认主油泵的自动停止和启动功能；

4 分阶段进行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紧急停机试验，要求高炉顶压均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5 机组超速试验。

6 TRT 发电机并网试验。

7 TRT 发电机并网（同轴机组轴流压缩机供电）后，机组带由小到大直至最大负荷分别进行紧

急停机实验，要求高炉顶压均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8 转顶压控制试验，当升负荷至减压阀组全关后，炉顶压力控制将转换到 TRT、同轴机组装置

控制，顶压控制品质应满足要求。

9 TRT、同轴机组装置升负荷过程，须观察机组的各参数应符合要求，并调整透平轴封差压（流

量）满足要求。

10.3.4 TRT、同轴机组装置调试完毕后必须进行 72 小时连续运转试验以完成对系统各部分的考核。

10.3.5 72 小时连续运转试验合格以后，要进行透平机组的性能考核试验，以检验透平的效率满足设

计要求。在此期间按照制造厂提供的详细的性能考核方案，采集相关数据，并计算透平的效率以检验

透平的性能达到了设计要求，或者按《高炉煤气能量回收透平膨胀机》GB/T28246 第 7 章进行透平膨

胀机试验，并进行指标考核。

10.4 维护使用

10.4.1 煤气净化采用干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投产运行和停产检修必须按氮气赶空气、煤

气赶氮气和氮气赶煤气、空气赶氮气的置换程序进行。

1 氮气赶空气结束时应化验煤气氮气中的氧含量≤0.5％（v）为合格，方可进行送煤气操作。

2 在停产检修阶段，氮气赶煤气时，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透平膨胀机应停机并电动盘车 8h

以上，待机组冷却到常温时才能打开机组进行检修。

10.4.2 TRT 装置的检修周期可为 1a~2a。

10.4.3 继电保护试验应一年一次。

10.4.4 液压油润滑油每季度化验一次全分析。

10.4.5 喷雾水流量低于设计流量时需清洗水嘴或管道过滤器。

10.4.6 TRT 装置的发电机、同轴机组装置的电动机在运行时，应测轴承座对地绝缘电阻值，其值应



31

不低于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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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系统过程检测、报警及连锁项目一览表

表 A .1 TRT 系统过程检测、报警及连锁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指 示 报 警 连 锁

1 压力和压差 － － －

1.1 透平机煤气进口总管煤气压力 X

1.2 透平机煤气出口总管煤气压力 X

1.3 轴封氮气管氮气压力（或与煤气压差） X L LL

1.4 润滑油总管最远点压力 X L LL

1.5 润滑油滤油器进出油差压 X H

1.6 液压油压力 X L LL

1.7 高炉炉顶压力 X

2 温度 － － －

2.1 透平机煤气进口总管煤气温度 X H HH

2.2 透平机煤气出口总管煤气温度 X

2.3 透平机轴承温度 X H HH

2.4 发电机轴承温度 X H HH

2.5 发电机定子温度 X H

2.6 主油箱油温 X L

2.7 润滑油冷却器进口油温 X

2.8 润滑油冷却器出口油温 X

2.9 冷却水温度 X

3 转速 － － －

3.1 透平转速 X H HH

4 轴位移和振动 － － －

4.1 透平机主轴轴位移 X H HH

4.2 透平机主轴轴振动 X H HH

4.3 发电机轴承座振 X H HH

5 液位 － － －

5.1 润滑油油箱 X L

5.2 液压油油箱 X L

6 流量 － － －

6.1 煤气流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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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2 同轴机组系统过程检测、报警及连锁项目一览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显示 报警 联锁

一 压力和压差

1 煤气透平入口压力 X

2 煤气透平出口压力 X

3 煤气透平氮封差压 X L LL

4 高炉炉顶压力 X

5 轴流压缩机入口过滤器差压 X H

6 轴流压缩机入口压力 X

7 轴流压缩机喉部差压 X H HH

8 轴流压缩机出口压力 X H HH

9 润滑油总管压力 X L LL

10 润滑油出口过滤器差压 H

11 动力油总管油压 X L LL

12 动力油出口过滤器差压 H

13 氮气总管压力 X L LL

14 冷却水总管压力 X

二 温度

1 煤气透平入口温度 X H HH

2 煤气透平出口温度 X

3 煤气透平支承轴承温度 X H HH

4 煤气透平止推轴承温度 X H HH

5 变速离合器轴承温度 X H HH

6 轴流压缩机入口温度 X

7 轴流压缩机出口温度 X H

8 轴流压缩机支承轴承温度 X H HH

9 轴流压缩机止推轴承温度 X H HH

10 电机轴承温度 X H HH

11 电机定子温度 X H

12 变速箱轴承温度 X H HH

13 润滑油总管油冷却器后温度 X H

14 润滑油箱温度 X H HH

15 动力油箱温度 X H HH

16 冷却水总管温度 X H

三 振动和位移

1 煤气透平轴位移 X H HH

2 煤气透平轴振动 X H HH

3 轴流压缩机轴振动 X H HH

4 轴流压缩机轴位移 X H HH

5 变速箱振动 X H HH

6 变速离合器振动 X H HH

四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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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显示 报警 联锁

1 煤气透平入口流量 X

2 轴流压缩机送风流量 X

五 转速

透平转速 X H HH

六 液位

1 润滑油箱液位 X L LL

2 动力油箱液位 X L LL

七 其它

1 CO浓度检测 X H

2 高炉煤气粉尘浓度监测 X H

注：1 X－要求项目；H－指标为高值；L－指标为低值；HH－指标为高高值；LL－指标为低低值；联锁指透平机停机联锁。

2 表中的高炉炉顶压力是由炉顶系统传至 TRT/同轴机组系统的模拟信号，信号类型为 4~20mADC，传递方式宜采用硬接线的方式。

3 表中流过透平机的煤气流量宜以 4~20mADC 的信号模式、硬接线的方式传至炉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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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作地点噪声声级卫生限值

表 B-1 工作地点噪声声级卫生限值

日接触噪声时间/h 卫生限值/db(A)

8 85

4 88

2 91

1 94

1/2 97

1/4 100

1/8 103

最高不得超过 115 db(A)

表 B-2 非噪声工作地点噪声声级卫生限值

地点名称 卫生限值/db(A)

噪声车间办公室 75

非噪声车间办公室 60

会议室 60

计算机室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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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 ⋯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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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工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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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布置应有满足机组大修的检修空间，透平膨胀机组间的净距不宜小于2m，主厂房内的透
	4.2.7主机平台安全出口不应少于两个。

	4.3 煤气系统
	4.3.1TRT、同轴机组装置在靠近煤气主管的入口侧、出口侧煤气管道应设隔断装置。
	4.3.2煤气透平入口侧煤气管道应设隔断装置、流量计、紧急切断阀等设施。当TRT、同轴机组装置上游煤气净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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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各类煤气阀门设计温度应按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苛刻的压力和温度组合工况的温度
	3  TRT、同轴机组装置设置的盲板阀，宜在无背压的情况下开启。当安装高度距离地面净距小于或等于6m
	4  TRT、同轴机组装置设置的蝶阀，其密封试验级别不应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工业阀门压力试验》GB/T
	5  紧急切断阀应有快闭缓开功能，快闭动作时间不应大于1s。旁通快开阀应有缓闭快开功能，快开时间不应

	4.3.6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进口、出口煤气管道、煤气透平膨胀机组级间应设连续排水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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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煤气系统的主要工艺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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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煤气净化采用干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入口煤气应有温度高限与煤气透平主机停机及紧急切断阀关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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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密封系统
	4.4.1TRT、同轴机组装置密封系统应控制煤气泄漏量在国家现行规范标准要求的范围内，并确保机组能够长期、安全
	4.4.2煤气透平轴端密封可采用迷宫密封或充气式组合密封，采用充气式组合密封时，用于密封的气体宜为氮气或其他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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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供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润滑油应满足设备运行安全的质量要求。
	4.5.2润滑油系统的组成和控制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专用的润滑、轴密封和控制油系统》JB/T4365的有关要求
	4.5.3润滑油泵除采用主油泵（TRT、同轴机组透平膨胀机主轴驱动）加电动油泵外，也可采用双电动油泵系统。主油
	4.5.4油冷却器的油侧压力应高于冷却水压力。
	4.5.5润滑油站的供油管道、管件宜为不锈钢或铜及铜基合金材质。润滑油站油箱及滤油器前管道可选用碳钢材质，但其
	4.5.6回油管道流向油箱的坡度不宜小于0.04。
	4.5.7润滑油系统油液污染度等级不低于国家现行标准《液压传动 油液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GB/T 14039
	4.5.8润滑油箱宜采用无油雾排放的油雾收集器，油箱顶空间应有一定的负压。

	4.6 液压系统
	4.6.1供阀门及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液压油应应符合设备使用的质量要求。
	4.6.2液压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GB/T3766及《重型机械
	4.6.3液压站应采用撬装式供货。
	4.6.4当TRT、同轴机组装置进出口煤气管道隔断装置采用液压控制时，液压控制系统宜同时配置手动泵、手动阀，以
	4.6.5液压站的伺服阀台前应设二次过滤器，过滤器宜具备在线更换检修功能，其过滤精度宜为3μm。液压站的油箱应
	4.6.6液压站应设蓄能器。
	4.6.7液压管路、管件、阀门及油箱的材质应选用不锈钢。
	4.6.8液压系统除有常规的液压油温度、压力和冷却水压力仪表外，尚应有液压油温和加热器、冷却器联锁控制。二个恒

	4.7 给排水系统
	4.7.1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冷却水应为净循环水，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装置的喷雾水宜采用工业净化水。
	4.7.2TRT、同轴机组装置各净循环水用户接点处的压力不应小于0.30MPa。装置区域内净循环水及喷雾水供水
	4.7.3发电机和电动机的设备和工程的消防设计应遵循GB55037-2022《建筑通用防火规范》、GB5503

	4.8 空气系统
	4.8.1同轴机组装置轴流压缩机运行工况点应根据高炉冶炼参数和当地气象条件经计算确定。
	4.8.2同轴机组装置轴流压缩机的吸风、排气、防喘振以及送风等工艺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铁企业热力设


	5主要设备 
	5.1 一般规定
	5.1.1TRT、同轴机组设备的选型应遵循安全稳定、高效节能、操作运维简单方便的原则，且应满足在高炉生产要求的
	5.1.2透平膨胀机应确定最大允许功率，设计点、最小工况点的功率。
	5.1.3TRT、同轴机组装置及其辅助设备应适合于当地的气候条件。设计时应考虑在运行或停车时能防止湿气、粉尘及
	5.1.4机壳管路部件中易积水的地方，应有排水装置。
	5.1.5润滑油、液压油系统，宜设加热装置。
	5.1.6装配和拆卸时，应设置顶丝、导杆及机壳定位销。
	5.1.7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噪声限值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50087的有关
	5.1.8本规范对TRT、同轴机组设备未规定的事项，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7

	5.2 透平膨胀机
	5.2.1透平膨胀机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煤气透平零部件的材料应根据高炉煤气的温度及所含腐蚀性介质的浓度进行选择。
	2铸件应完好，没有热裂、夹渣、缩孔、砂眼、裂纹、氧化皮、结疤和类似的有害缺陷。铸件的表面应通过喷砂、喷
	3焊接件材料适宜于焊接，焊接辅料必须与母材相熔。所有对安全和运行可靠性有影响的焊缝均应由合格焊工焊接。

	5.2.2机壳可采用铸件或焊接件。机壳厚度应适于允许最高工作压力和试验压力，并至少有3.2mm的腐蚀裕度。
	5.2.3机壳连接应符合如下要求：
	1除了辅助接管允许螺纹接管外，其余接管宜采用法兰连接或加工出平面后用螺柱连接。所有至机壳的工艺气体接管
	2螺纹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GB/T 196、《普通螺纹 公差》GB/T 197和《
	3应优先选用双头螺柱连接。螺孔不应穿透压力腔，而且剩余母材应有足够厚度。
	4接管应不移动机器上的主要部件，应能进行安装和拆卸。
	5所有接管的焊接应在压力试验前完成。
	6煤气进出口接管应采用法兰连接或加工出平面后用螺柱或螺栓连接。管口方位按协议规定。

	5.2.4机壳的支承应符合如下要求：
	1有导向键的轴承座,应有利于机壳热膨胀。
	2轴承座与底座之间或机壳支腿与底座之间的局部间隙不应大于0.05mm。

	5.2.5机壳和支腿的设计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许用外力和外力矩作用下，联轴器的同轴度应控制在50μm之内
	5.2.6透平膨胀机的技术文件，应明确进出口法兰处的需用外力和外力矩。
	5.2.7定子元件应符合如下要求：
	1透平膨胀机应采用静叶可调式结构。可调静叶可以是单级或多级。煤气透平的静叶调节机构的设计应适应高炉煤气
	2可调静叶及其操作机构应适用于包括启动、停车的所有规定的工作条件。

	5.2.8透平膨胀机转子应符合如下要求：
	1转子可以采用刚性轴或柔性转子。
	2TRT透平膨胀机的转子上应设置超速保护装置。
	3主轴要进行热稳定试验或其它热处理方式并进行无损检测。
	4透平膨胀机叶片材料，应根据其承受的静载荷、动载荷、疲劳、耐磨、频率等因素确定。
	5机组应做扭振分析，扭振计算时应考虑弯曲振动与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固有扭振频率至少应比任一激励频率高1
	6弯曲临界转速计算应考虑到联轴器、轴承等因素的影响，其值应符合表5.2.8.1规定。  
	注：n 为工作转速，ncr1为第一阶临界转速，ncr2为第二阶临界转速。
	7透平膨胀机转子应进行动平衡校正。

	5.2.9轴承和轴承箱应符合如下要求：
	1轴承应分为径向轴承和止推轴承。
	2止推轴承宜为有轴衬体的巴氏合金的多瓦块结构。
	3瓦块的设计和制造应具有精确尺寸，以便能进行互换和更换个别瓦块。
	4轴承箱与透平膨胀机机壳为分体结构时,应确保轴承对中的可靠性和重复性。
	5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轴承和轴承箱的油温温升应不超过28℃。轴承出口油温不应超过82℃。
	6轴承箱的设计应能安装测振仪表。

	5.2.10透平膨胀机必须设置性能良好的轴端密封。煤气轴端密封一般采用迷宫密封或充气式组合密封，充气式密封宜采用
	5.2.11煤气净化采用湿法工艺时，透平膨胀机应配备喷雾装置。
	5.2.12透平膨胀机应配备盘车装置，盘车装置可采用液动或电动驱动方式，啮合方式可采用手动或自动，脱开方式应采用
	5.2.13对透平膨胀机的其它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高炉煤气能量回收透平膨胀机》GB/T28246的规定。

	5.3  发电机及励磁机
	5.3.1发电机运行工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电机要适应因输入功率波动而引起出力频繁波动的长期运行工况。
	2 发电机应适应电动机工况运行，发电机电动状态运行2小时内不应出现任何异常状况。

	5.3.2励磁方式和励磁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1同步发电机应采用由主、副励磁机及励磁控制系统组成的无刷励磁方式。
	2励磁控制系统宜为双通道数字控制系统，双通道均为闭环自动调节器，能对发电机实现手动、自动励磁调节，强励
	3励磁系统适应发电机发电和电动两种运行状态。
	4对励磁系统的其它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同步电机励磁系统大、中型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技术要求》GB/T

	5.3.3发电机应设检测转子线圈两点接地装置。
	5.3.4电机绝缘应符合以下要求：
	1定、转子绝缘系统应采用耐热等级B级或B级以上的绝缘材料。
	2耐电压试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压交流电机定子线圈及绕组绝缘耐电压试验规范》JB/T 6204执行

	5.3.5发电机转子应良好地接地。
	5.3.6发电机应设轴承座在线监测振动探头。
	5.3.7TRT装置的发电机室外安装，其机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4。
	5.3.8本规范中未规定的事项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755、《小容量隐极同步

	5.4 轴流压缩机
	5.4.1轴流压缩机宜为双出轴连接方式。
	5.4.2轴流压缩机设计时宜将机壳、转子固定点设置于离合器侧。
	5.4.3进排气形式宜选用径向下进气、下排气结构。
	5.4.4轴流压缩机采用静叶可调结构，以适应对高炉工况的变化需求。
	5.4.5轴端密封应能阻止或防止工艺气体向大气泄漏，且安装后应易于拆卸和更换。
	5.4.6除符合上述规定外，轴流压缩机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一般用途轴流式压缩机》JB/T4359的相关要求。

	5.5 电动机、变速器、离合器
	5.5.1电动机额定功率按满足轴流压缩机最大工况设计，可在煤气透平不投入的情况下单独驱动轴流压缩机在最大工况运
	5.5.2电动机应带漏水检测开关，并安装磁力中心线标识。
	5.5.3电动机宜采用水-风冷却器进行冷却。
	5.5.4对于额定功率30MW及以上的大功率电动机，宜配置振动检测装置。
	5.5.5变速器使用系数取1.4，变速离合器使用系数取1.6。
	5.5.6齿轮制造精度不低于5级。
	5.5.7一般情况下，变速离合器的额定功率，按煤气透平最大功率取整或供需双方商定。
	5.5.8变速离合器为变工况运行，应适应在10%～100%额定功率的工况范围内长期运行。
	5.5.9变速离合器若为刚性联轴器联接，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轴流压缩机热胀影响。
	5.5.105.5.10 变速离合器只可在轴流压缩机停机后进行检修。

	5.6 大型阀门
	5.6.1TRT、同轴机组装置所用大型阀门为用于煤气主管道上的金属密封蝶阀、盲板阀、轴流压缩机出口大型空气阀门
	5.6.2煤气透平应配置检修、紧急快关、紧急快开等功能阀门，保障煤气透平的正常投入与安全退出。
	5.6.3TRT、同轴机组装置大型阀门的通用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5.6.4盲板阀应符合以下要求：
	5.6.5金属密封蝶阀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5.6.6空气阀门


	6 电力设施
	6.1 电力系统
	6.1.1TRT、同轴机组装置的供配电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的有关规定，用
	6.1.2TRT装置发电机必须与企业配电系统并网运行，发电机与企业配电系统的连接设计，应根据发电机的单台容量、
	6.1.3同轴机组的供配电方案应综合企业电压等级、供电范围、负荷性质和大小及区域总图布置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
	6.1.4TRT、同轴机组装置供配电系统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的设计，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
	6.1.5同轴机组的主电机的启动方式应根据企业电网容量和负载、短路参数等条件进行选择，应保证机组冷态、热态下的
	6.1.6TRT装置发电机的并网必须考虑对接入点母线上短路容量助增的影响。在靠近发电机处的短路点，还应考虑短路
	6.1.7TRT装置发电机的发电量应参与企业的电量平衡，但不应承担调峰作用。
	6.1.8TRT装置发电机电压应根据企业配电电压或并网点电压确定，发电机并入电网的上级区域变电所的主变压器宜采
	6.1.9TRT装置发电机同期点宜设置在发电机出口断路器处。
	6.1.10TRT装置发电机与企业配电系统之间的联络线宜设置线路纵联差动保护。

	6.2电气设备
	6.2.1TRT装置发电机、同轴机组的电动机电压母线宜采用单母线接线。对于单机容量较大的发电机、电动机，应采用
	6.2.2当TRT装置发电机并入电网，因电网内的短路电流过大影响开关设备选型时，可在发电机与系统联络线回路安装
	6.2.3TRT、同轴机组装置的低压配电应保证两路电源供电，工作电源与备用电源之间的相位应一致，且至少应从外部
	6.2.4TRT、同轴机组装置的低压配电系统应采用TN-S系统。低压配电电压宜采用380V/220V，动力和照
	6.2.5TRT、同轴机组装置主要工艺设备的控制、测量和信号宜采用集中控制，其控制应并入机电一体的控制系统中。
	6.2.6当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发电机、电动机及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必须联锁煤气透平膨胀机组停机。
	6.2.7TRT装置发电机、同轴机组的高压配电装置，应采用户内成套配电装置。配电变压器宜选用干式变压器，接线组
	6.2.8TRT、同轴机组装置应设置控制室，高压配电装置、主变压器、配电变压器、系统联络线、直流屏、励磁屏、同
	6.2.9TRT装置设有发电机出线小室时，应与空气冷却器隔离，单独设置。发电机出线小室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6.2.10TRT、同轴机组装置置于露天的电气设备其机壳防护等级不小于IP54，处于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的电气设备

	6.3  防雷及接地
	6.3.1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的规定确定防雷建筑物类
	6.3.2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接地应按国家现行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50065和《爆
	6.3.3输送可燃或助燃气体、液体的管道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414的有关规定进


	7 过程检测及控制
	7.1  过程控制及检测项目
	7.1.1TRT、同轴机组装置应设炉顶压力控制、紧急切断阀控制、轴封差压控制、透平转速控制、发电机负荷控制、透
	7.1.2压力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7.1.3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7.1.4就地温度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7.1.5温度传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7.1.6转速表的精度优于1.0%。
	7.1.7与过程检测和控制仪表相配套的二次仪表，安装于控制室内的仪表盘上或盘内，仪表盘的防护等级不小于IP20
	7.1.8检测仪表和控制系统应设置可靠的接地。

	7.2  控制系统配置
	7.2.1控制系统应采用DCS（或PLC、FCS）控制系统。 
	7.2.2控制系统的控制应同时包含电气控制和仪表控制的内容。
	7.2.3控制系统的硬件一般由工作站、DCS（或PLC、FCS）控制器、DCS（或PLC、FCS）本地或远程I
	7.2.4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器、I/O设备、网络设备等安装在DCS（或PLC、FCS）控制系统的控制盘内，控制盘
	7.2.5控制系统中的工控机的显示器、打印机等设备安装（安放）在操作室内的操作台台面上，工控机的主机备安装（安
	7.2.6在操作台明显处应设置紧急停车按钮。

	7.3  控制系统功能
	7.3.1控制系统的画面应由主显示画面、操作画面、报警历史画面、历史数据画面等组成，在各画面上应设有进入其他画
	7.3.2控制系统的主显示画面应显示所有的仪表参数的实测值、控制阀门的开度值、开关阀门的阀位等；用带颜色的闪烁
	7.3.3控制系统的操作画面应设置设备或控制系统的控制方式的选择按钮以及在手动控制方式时操作该设备或控制系统的
	7.3.4控制系统的报警历史画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7.3.5控制系统的历史数据画面应采用曲线的方式显示所有的历史数据，应能查询不少于15d内的历史数据。当与本T
	7.3.6控制系统应该完成7.1.1所列的所有控制项目。
	7.3.7TRT、同轴机组装置安全联锁系统含透平膨胀机组、轴流压缩机组等安全起动所必须满足的逻辑条件；和由于过
	7.3.8控制系统必须设置当前动作未完成或未进行时，与本动作相关的下一动作不得启动的连锁控制。


	8辅助设施
	8.1  建筑结构
	8.1.1TRT、同轴机组装置主厂房生产的火灾危险性为乙类，其辅助建筑中的控制室生产的火灾危险性为丁类，室内配
	8.1.2厂房的耐火等级、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
	8.1.3厂房的防爆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
	8.1.4厂房的安全疏散应符合现行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
	8.1.5承重结构构件应根据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进行设计。对构件承载能力、稳定、变形、抗裂
	8.1.6结构型式应根据工程特点、施工条件等经综合比较确定，主厂房框、排架及平台，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其它建
	8.1.7TRT、同轴机组基础应采用独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基础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G
	8.1.8建筑物、构筑物的抗震设防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规定。
	8.1.9TRT 装置的发电机与冷却器之间有冷却风道时，风道宜采用混凝土结构；受条件限制采用钢板焊接时，宜采取

	8.2  给排水
	8.2.1 给水
	8.2.2排水

	8.3  采暖通风
	8.3.1封闭厂房内设置TRT、同轴机组装置时，封闭厂房应根据透平装置运行介质的不同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
	8.3.2TRT、同轴机组装置透平机配置的隔声罩，应按照封闭厂房的要求进行通风系统的设计，隔声罩内应有带联锁的
	8.3.3控制室、机柜室、配电室宜设置空调设施。南方湿度大的地区应视工艺需求在电气室增设除湿设备。

	8.4  火灾报警和通讯
	8.4.1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操作控制室、润滑油站、液压站、变压器室等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
	8.4.2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操作控制室应按照企业生产智能模式设置不同的电话系统，并应有与煤气调度室，高炉主
	8.4.3TRT、同轴机组装置宜设置防爆式工业电视监控系统，设计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9安全与环保
	9.1  安全
	9.1.1有关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布置、建筑、电气等防火间距、消防、防爆防火灾危险的要求应符合本规范3.1、
	9.1.2TRT、同轴机组装置的设备设计、制造、维护等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
	9.1.3对于可燃、有毒的气体，其阀门和水封的设置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钢
	9.1.4TRT、同轴机组装置控制系统其执行机构的驱动源失效时，应考虑对人员、设备安全的影响及其预防措施。
	9.1.5室内布置的TRT、同轴机组装置的煤气透平膨胀机组，主厂房应设在线煤气泄漏报警设施，封闭厂房应设置事故
	9.1.6煤气泄漏报警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 50493
	9.1.7TRT、同轴机组装置透平膨胀机组等煤气作业区域应配备符合岗位需求的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仪、氧含量检测仪

	9.2  环境保护
	9.2.1润滑的废油应集中处理。
	9.2.2TRT、同轴机组装置的噪声控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


	10 安装验收及调试维护
	10.1一般规定
	10.1.1TRT、同轴机组装置各系统管道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
	10.1.2TRT、同轴机组装置透平膨胀机组、轴流压缩机组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10.1.3TRT、同轴机组装置发电机组、电动机组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旋转电机
	10.1.4TRT、同轴机组装置各系统的安装应按设计进行施工。
	10.1.5TRT、同轴机组装置必须在各系统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方可进行调试。

	10.2安装及验收
	10.2.1透平膨胀机组安装时，应按照安装说明书和采用配套的专用工具进行安装。
	10.2.2煤气管道施工完毕，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钢铁企业煤气储存和输配系统
	10.2.3透平膨胀机组安装调试完成后，按国家现行标准《高炉煤气能量回收透平膨胀机》GB/T28246第7章进行
	10.2.4本规范中的电气设备、装置和设施的施工验收要求,应按本标准所附的引用标准名录中有关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的标
	10.2.5润滑油站和液压站的系统清洗应符合以下规定；

	10.3调试开车
	10.3.1TRT、同轴机组装置安装验收合格后,应先对系统中单台设备或者单个子系统手动状态下进行单机独立试车，单
	1) 低压进线及母联单体分合闸功能完好
	2) 母联自投功能满足设计要求。低压备用电源自投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1) 单个阀门开关正常。
	2) 煤气阀门必须按一定的顺序动作，控制上应设计相应的联锁以防误动作。试验应按照设计的顺序，动作正常，人
	1)油压应满足要求；
	2)溢流阀设定应满足要求；
	3)TRT液压系统的两台液压油泵，运行时一台工作一台备用，试验：当工作泵故障时，备用泵自动启动，并确认相
	4)电加热器的自动启动和停止功能应正常。
	1)紧急切断阀开关试验正常，快关速度满足设计要求。
	2)快开阀的手动开关操作正常，伺服手动操作正常，阀位跟踪正常，快开速度满足设计要求。
	3)调速阀手动开关操作正常，伺服手操操作正常，阀位跟踪正常，快关速度满足设计要求。
	4)透平静叶的手动开关操作正常，伺服手操操作正常，阀位跟踪正常，快关速度满足设计要求。
	1) 系统工作油压的调整满足设计要求。
	2) 按设计要求调试安全阀的动作值并确认安全阀动作可靠。
	3) 对于两台电动油泵的系统，试验：当工作泵故障时，备用泵自动启动，并确认相应的报警功能正常。
	4) 对于透平转子自带主油泵加电动辅助油泵的系统，试验：模拟辅助油泵油压低时自启动和油压高时自动停止功能
	5) 电加热器的自动启动和停止功能正常
	6) 试验高位油箱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1) 进行氮气对空气的定差压（定流量）的调节试验，以检验调节系统和透平轴封差压的建立和跟踪的情况。
	2) 差压低报警及连锁功能试验。
	3) 对于带有防止透平轴封漏煤气引射泵的系统，试验：轴封差压低引射泵的启动情况，并检查抽吸能力应满足设计
	1)排水系统水位控制达到要求。
	2)试验：水位超高和超低连锁动作及报警。
	3)循环冷却水供水压力、温度、流量正常。

	10.3.2TRT、同轴机组透平膨胀机组在未通煤气的情况下，应进行机组与各系统的连锁、系统的开停机的无负荷联动模
	1)TRT单机试车完毕后，必须进行模拟TRT的启动、并网、升负荷、转顶压控制、和紧急停机试验，以检查系统
	2)模拟内容应包括：：投运辅机、模拟升速、模拟发电机并网、模拟轴流压缩机机供电、模拟升功率、模拟转顶压控

	10.3.3上述试车合格后，进行TRT、同轴机组装置的负荷试车。驱动从动机自启动一直运行到TRT、同轴机组装置满
	10.3.4TRT、同轴机组装置调试完毕后必须进行72小时连续运转试验以完成对系统各部分的考核。
	10.3.572小时连续运转试验合格以后，要进行透平机组的性能考核试验，以检验透平的效率满足设计要求。在此期间按

	10.4维护使用
	10.4.1煤气净化采用干法工艺时，TRT、同轴机组装置的投产运行和停产检修必须按氮气赶空气、煤气赶氮气和氮气赶
	10.4.2TRT装置的检修周期可为1a~2a。
	10.4.3继电保护试验应一年一次。
	10.4.4液压油润滑油每季度化验一次全分析。
	10.4.5喷雾水流量低于设计流量时需清洗水嘴或管道过滤器。
	10.4.6TRT装置的发电机、同轴机组装置的电动机在运行时，应测轴承座对地绝缘电阻值，其值应不低于1 M(。


	附录A  系统过程检测、报警及连锁项目一览表
	表A .1 TRT系统过程检测、报警及连锁项目一览表
	表A .2 同轴机组系统过程检测、报警及连锁项目一览表
	注：1  X－要求项目；H－指标为高值；L－指标为低值；HH－指标为高高值；LL－指标为低低值；联锁
	2  表中的高炉炉顶压力是由炉顶系统传至TRT/同轴机组系统的模拟信号，信号类型为4~20mADC，
	3  表中流过透平机的煤气流量宜以4~20mADC的信号模式、硬接线的方式传至炉顶系统。


	附录B 工作地点噪声声级卫生限值
	表B-1  工作地点噪声声级卫生限值
	表B-2  非噪声工作地点噪声声级卫生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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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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