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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18564《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由两部分组成:
———第1部分: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第2部分:非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本部分为GB18564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185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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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B18564.1—2006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第1章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6年版的第1章);
———删除了“压力”“计算压力”“罐体”“安全附件”“排放系统”的术语和定义(见2006年版的3.1、3.
2、3.3、3.4、3.5);

———修改了“液体”的术语和定义(见3.1,2006年版的3.7);
———增加了“罐式车”“罐式半挂车”“容积”“充装率”的术语和定义(见3.4、3.5、3.6、3.7);
———删除了第四章总论(见2006年版的第4章);
———删除了装运剧毒类介质的罐体有效容积的要求(见2006年版的5.1.1.4);
———删除了附录A以外的液体危险货物罐体设计的要求(见2006年版的5.1.1.5);
———修改了与介质接触的材料相容性的要求(见4.1.1,2006年版的5.2.1.4);
———增加了与受压元件相焊接的非受压元件用材料焊接性要求(见4.1.2);
———增加了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0.1MPa或真空度大于或等于0.02MPa的罐体材料和焊接材料

的要求(见4.1.3);
———增加了材料质量证明书及材料标志要求(见4.1.4);
———修改了罐体材料的一般要求(见4.2.1,2006年版的5.2.1.1、5.2.1.2);
———修改了与装运介质相对应罐体材料的选用要求(见4.2.2,2006年版的5.2.1.5、5.2.1.6);
———修改了罐体用钢材选用要求(见4.2.3,2006年版的5.2.2);
———增加了罐体受压元件用钢的要求(见4.2.3.1);
———增加了罐体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化学成分要求(见4.2.3.2);
———删除了装运剧毒类介质的罐体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钢板,在制造前的复验要求(见2006年版

的5.2.1.3);
———修改了罐体用钢材力学性能要求(见4.2.3.3,2006年版的5.2.2.2);
———增加了罐体用钢板的要求(见4.2.3.4);
———修改了罐体用锻件的要求(见4.2.3.5,2006年版的5.2.5);
———修改了罐体用管材的要求(见4.2.3.6,2006年版的5.2.6);
———修改了非金属衬里材料的相关规定(见4.2.5,2006年版的5.2.4);
———增加了选择焊接材料应考虑焊接接头力学性能与罐体母材的匹配,并保证焊接接头的抗拉强

度大于或等于母材标准规定的下限值(见4.3.2);
———增加了焊接材料应满足NB/T47014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评定合格后方可使用(见4.3.3);
———增加了与奥氏体不锈钢表面接触的保温材料氯离子含量的要求(见4.4.3);
———修改了保温层要求(见4.4.4,2006年版的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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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外购件、密封垫片、紧固件的要求(见4.5.1、4.5.2、4.5.3);
———删除了防火和防静电的要求(见2006年版的5.1.2);
———增加了罐体设计文件要求,包括风险评估报告、设计说明书、设计计算书、设计图样、制造技术

条件、使用说明书(见5.1.1);
———增加了罐体设计总图应注明内容要求(见5.1.2);
———增加了罐体图应注明内容要求(见5.1.3);
———修改了罐体与罐式车底盘的连接要求(见12.1,2006年版的5.3.1);
———修改了罐体与罐式半挂车行走机构的连接要求(见12.2,2006年版的5.3.2);
———增加了罐体设计时还应符合其他标准的要求(见5.2.1.1);
———增加了罐体设计代码与介质对应关系表(见5.2.1.2);
———修改了罐体横截面的要求(见5.2.1.4,2006年版的5.4.1.5);
———增加了非圆形截面的曲率半径要求(见5.2.1.5);
———修改了罐体设计应考虑正常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载荷,增加液压试验时的液柱静压力,删除罐体

自重及装运介质的重力载荷(见5.2.2.1,2006年版的5.4.2.1);
———修改了罐体设计应考虑的惯性力(见5.2.2.2,2006年版的5.4.2.2);
———修改了罐体设计压力的要求(见5.2.4,2006年版的5.4.1.1、5.4.3.1);
———修改了罐体计算压力的要求(见5.2.5,2006年版的5.4.1.2、5.4.3.2);
———修改了许用应力要求(见5.2.7,2006年版的5.4.6);
———修改了可不考虑材料腐蚀裕量的条件(见5.2.8.2,2006年版的5.4.7.2);
———修改了介质毒性危害程度确定依据的标准(见5.2.9.3,2006年版的5.4.8.3);
———修改了最大允许充装量的计算方法及要求(见5.2.10,2006年版的5.4.9);
———修改了罐体计算厚度的计算要求(见5.2.11,2006年版的5.4.10);
———修改了罐体焊接接头系数要求,规定罐体应采用全焊透对接接头,焊接接头系数应按选定的建

造标准确定(见5.2.12,2006年版的5.4.10);
———修改明确了按基准钢设定的装有保护装置的圆筒体和最大曲率半径小于或等于2000mm的

非圆形筒体最小厚度要求(见5.2.13.3,2006年版的5.4.13.3);
———增加了两侧面的曲率半径小于或等于2000mm,顶部和底部曲率半径小于或等于3000mm

的非圆形筒体最小厚度要求(见5.2.13.4);
———修改了防止筒体刚性破坏的保护装置的要求(见5.2.13.5,2006年版的5.4.13.4);
———修改了焊接接头设计要求(见5.2.15.1,2006年版的5.4.1.3、5.4.1.4);
———修改了封头、隔仓板设计要求(见5.2.15.2,2006年版的5.4.13.5、5.4.13.6);
———修改了人孔的尺寸,并规定多仓的罐体,每一分仓应至少设置一个人孔(见5.2.15.4,2006年版

的5.4.16);
———修改了倾覆保护装置的要求(见5.2.16,2006年版的5.4.18.1);
———删除了衬里罐体的设计要求(见2006年版的5.4.18.2);
———增加了结构件与罐体的连接要求(见5.2.17);
———修改了罐体与支座连接部位应力校核的要求(见5.2.18.3,2006年版的5.4.12.3);
———修改了管路布置的规定,增加管路与排气管、消音器、阻火装置的距离要求及管路和管路配件

的公称压力要求(见5.3.3,2006年版的5.6.4);
———修改明确了当罐体设计代码第三部分为C和D时,装卸管路系统应设置在罐体顶部(见5.4.3、

5.4.4,2006年版的5.8.3、5.8.4、5.8.5);
———增加了对于易燃介质,泵送系统中的电路应符合GB/T4208规定的IP54防护等级的要求(见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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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扶梯、可折叠护栏和高空作业安全带的设置要求(见5.6,2006年版的5.9);
———修改了罐体耐压试验压力(见5.7.2,2006年版的5.4.17.2);
———修改了安全附件、仪表及装卸附件的一般要求(见6.1,2006年版的5.5.1);
———修改了安全泄放装置的组成及标记内容,并规定多个安全泄放装置的排放能力应当是各个安

全泄放装置排放能力之和(见6.2.1.1、6.2.1.6,2006年版的5.5.2.1、5.5.2.7);
———增加了与爆破片串联的安全阀的排放能力修正系数[见6.2.1.8h)];
———删除了气体在超压排放时排放口朝向的要求[见2006年版的5.5.2.11a)];
———修改了呼吸阀的出气开启压力和进气开启压力(见6.2.1.10,2006年版的5.5.2.10);
———增加了真空减压阀的设置要求(见6.2.2);
———修改了紧急切断装置的要求,规定紧急切断阀自始闭起,应在5s内闭止,阀体不得采用铸铁

或非金属材料制造,安装紧急切断阀的法兰应直接焊接在筒体或封头上(见6.2.3,2006年版

的5.5.3);
———增加了装卸阀门的要求,规定装卸阀门应在全开和全闭工作状态下进行气密性试验合格,阀体

不得选用铸铁或非金属材料制造且应有永久性标识或金属铭牌,手动阀门应在阀门承受气密

性试验压力下全开、全闭操作自如,并不应感到有异常阻力、空转等(见6.4.1.3、6.4.1.4、

6.4.1.5、6.4.1.6);
———修改了装卸用管和快装接头的要求(见6.4.2,2006年版的5.5.4);
———删除了焊接人员与无损检测人员证书要求(见2006年版的6.1.2);
———增加了罐体的受压元件(封头、锻件等)以及安全附件、仪表和装卸附件等为外购、外协件时的

使用要求(见7.1.2);
———增加了罐体设计和制造一般要求(见7.2.1);
———增加了罐体制造中钢板表面机械损伤的处理要求(见7.2.2.2);
———修改了圆形截面的碟形、椭圆形封头的制造要求(见7.2.2.4,2006年版的6.2.3);
———修改了封头拼接的要求,规定中间板的宽度应大于或等于300mm,封头直边部分不应存在纵

向皱折(见7.2.2.5、7.2.2.6,2006年版的6.2.4、6.2.6);
———增加了罐体对接焊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b应小于或等于1.5mm的要求(见7.2.2.7);
———增加了筒体组装时不应采用十字焊缝的要求(见7.2.2.10);
———增加了机械加工表面和非机械加工表面的线性尺寸极限偏差要求(见7.2.2.15);
———增加了紧固件级别及螺栓性能要求(见7.2.2.16);
———增加了罐体的主要几何尺寸、管口方位要求(见7.2.2.17);
———修改了罐体施焊前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及禁止施焊条件要求(见7.2.3.1、7.2.3.2,2006年版的

6.3.1、6.3.2);
———修改了罐体对接焊接接头的余高要求(见7.2.3.4,2006年版的6.3.4);
———修改明确了充装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介质及高合金钢制罐体的焊接接头表面不得有咬

边缺陷(见7.2.3.6,2006年版的6.3.6);
———删除了施焊后应在焊接接头打上焊工钢印的要求(见2006年版的6.3.14);
———修改了热处理的要求(见7.2.4,2006年版的6.4);
———修改了无损检测的要求(见7.2.5,2006年版的6.5);
———增加了非圆形截面罐体直线度及圆弧区横截面上最大和最小成品内半径之差要求(见7.2.6);
———增加了盛水试验时焊接接头如有渗漏,返修后应重新试验的要求(见8.2.3);
———修改了耐压试验要求(见8.3,2006年版的7.3);
———修改了液压试验的试验方法(见8.3.2,2006年版的7.3.4.2);
———修改了气压试验的试验方法,并增加了气液组合压力试验要求及方法(见8.3.3,2006年版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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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装卸用管和快装接头试验要求(见8.5.1,2006年版的7.5.1);
———增加了在用检查要求(见9.1);
———增加了制造单位出厂检查要求(见9.2);
———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见9.3,2006年版的第8章);
———删除了罐体涂装要求(见2006年版的9.1);
———修改了罐体(车)标志要求(见第10章,2006年版的9.2、9.3);
———删除了贮存要求(见2006年版的第10章);
———修改了罐体(车)出厂技术文件和资料要求(见11.1,2006年版的11.1);
———删除了质量证明书中热处理报告要求(见2006年版的11.2);
———删除了定期检验要求(见2006年版的第12章);
———增加了连接要求(见第12章);
———修改了常见液体危险货物介质及主要设计参数表,增加了“表A.1 常见液体危险货物介质及

主要设计参数”中的介质数量(见表A.1,2006年版的表A.1);
———增加了罐体设计代码对应表(见表A.2);
———修改了常见液体危险货物介质与罐体材料的相容性列表,增加了“表B.1 常见液体危险货物

介质与罐体材料的相容性”中的介质数量(见表B.1,2006年版的表B.1);
———修改了附录C安全泄放装置的设计计算(见附录C,2006年版的附录C);
———删除了非圆形截面罐体的要求(见2006年版的附录D);
———增加了在用检查的要求(见附录D);
———增加了罐体合格证和产品数据表(见附录E);
———增加了出厂检验证书(见附录F);
———增加了罐体铭牌(见附录G)。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上海华谊集团装备工

程有限公司、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荆门宏图特种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东营市特种设备检验

所、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三圣物流有限公司、东莞永强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房坤、李军、肖超波、肖学文、魏巍、沈建明、王继鑫、刘洪庆、黄强华、李光海、

丁浩、王特夫、许家龙、程阿罗。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8564—2001;
———GB18564.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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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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GB18564的本部分规定了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以下简称罐车)的金属常压罐体(以下

简称罐体)的材料、设计、安全附件、仪表及装卸附件、制造、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与标识、出厂文件

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罐体:

a) 充装介质为液体危险货物的;

b) 正常运输过程中的工作压力小于0.1MPa的;

c) 金属材料制造且与定型汽车底盘或与罐式半挂车行走机构为永久性连接的。
本部分不适用于非金属材料、真空绝热结构或军事装备等有特殊要求的罐体。
对不能采用本部分进行设计的罐体,允许采用以下方法设计,但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评定、

认可:
———包括有限元法在内的应力分析;
———验证性实验分析(如实验应力分析、验证性液压试验);
———用可比的已投入使用的结构进行对比验证设计。
注1:罐体界定范围如下:

  a) 罐体与管路焊接连接的第一道环向接头的坡口面;

  b) 罐体与管路、安全附件、仪表及装卸附件螺纹连接的第一个螺纹接头端面、法兰连接的第一个法兰密

封面;

  c) 罐体开孔部分的端盖、端塞及其紧固件;

  d) 罐体与非受压元件的连接焊缝。
注2:管路包括所有与罐体相连接的管子与管件。
注3:附件包括所有安全附件、仪表及装卸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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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50(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

GB/T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229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700 碳素结构钢

GB/T713 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

GB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3274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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