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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预制组合立管

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预制组合立管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s82-2011,自 ⒛12年 1月 1日 起实施◇其中,第 5.4.6、

6.2,3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⒛11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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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⒛09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E⒛ 09彐 酰 号)的要求 ,

编制组经广泛调杳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内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规范。

本规范共分 7章和 3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

和符号,基本规定,设计,制作,安装,试验与验收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义,必 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渑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 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

请将意见和建议寄往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汊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特 l号 ,邮政编码:430040,

邮箱:哟蹭s@Ⅱcec,com),以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主要审查人 :

主 编 单 位: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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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员:黄 刚 戴 岭 王 亮 明 岗

张永红 尹 奎 刘献伟 宋明刚

褚庆翔 戴运华 刘新海 叶 渝

徐建中 钟宝华 张 杰 曹灵玲

萤

前



渐 骞 耻 鞭 啸燃 莉懒
囤黼

簿 曜 脶 ‘∷麟 溅螓 豫珀
一

昔缴

∶宜
:丬
￡:亏宙;;∶;,::-雾曙髂 Ⅱ事簿鼓 ∷爨国沫

琳呐 蓑且
ˉ
;:苫毳氵:屠苜0ε l息甘辶.·



次

1 总贝刂·⋯⋯⋯⋯̈ ¨̈ ⋯̈⋯⋯⋯⋯̈ ¨̈ ¨̈ ¨̈ ¨̈ ⋯̈⋯̈ ⋯̈ ⋯⋯⋯⋯⋯⋯ l

2 术语和符号 ⋯⋯⋯⋯⋯⋯¨⋯¨¨¨¨¨⋯¨⋯⋯¨⋯⋯·2

21 术语¨̈ ¨̈ ⋯̈⋯⋯̈ ⋯̈⋯⋯⋯̈ ⋯⋯⋯̈ ⋯̈ ⋯¨ ·̈⋯⋯̈ ¨̈ 2

22 符弓¨̈ ¨¨¨⋯¨⋯⋯¨¨⋯¨¨⋯⋯⋯⋯·̈ ¨¨¨ 2

3 基本规定 ⋯⋯⋯¨¨¨⋯⋯¨¨⋯⋯¨¨⋯⋯⋯⋯⋯⋯⋯·5

4 设计 ⋯⋯¨¨¨⋯¨¨⋯¨¨¨¨¨¨⋯¨¨¨¨⋯⋯¨·6

41 设计原则 ·̈ ¨̈ ¨¨¨¨¨̈ ⋯⋯⋯¨¨¨¨̈ ¨̈ ⋯⋯⋯ 6

42 一般规定 ·̈ ¨¨ ⋯̈⋯⋯⋯⋯̈ ⋯̈¨ ⋯̈⋯⋯⋯⋯¨⋯¨⋯ 6

13 瞥道补偿产生的荷载汁箅 ·̈¨¨¨̈ ¨̈ ¨¨̈ ¨¨⋯¨⋯ 7

11 荷载组合计算 ¨¨⋯¨¨⋯⋯¨¨⋯⋯⋯¨̈ ⋯̈⋯⋯⋯ 8

45 管架构件计算 ¨̈ ¨̈ ¨⋯⋯⋯⋯¨¨¨⋯¨⋯⋯⋯⋯⋯ 11

46 立管系统图及纽合平、剖面图 ¨̈ ¨̈ ¨⋯⋯¨¨¨⋯⋯⋯ I3

17 制作及装配图 ¨̈ ¨¨¨̈ ¨¨̈ ¨¨̈ ⋯¨̈ ¨¨¨̈ ⋯⋯·
l衽

5 制作⋯⋯·i· ⋯¨¨¨¨¨⋯¨⋯¨¨¨⋯⋯¨⋯⋯¨¨⋯ 16

51 一般规定 ⋯¨⋯¨̈ ⋯⋯⋯⋯⋯ ⋯̈⋯¨̈ ⋯⋯⋯¨ ⋯̈⋯ 16

52 管道加工 ¨⋯¨⋯̈ ¨¨¨̈ ⋯¨̈ ¨¨̈ ⋯¨̈ ¨⋯⋯⋯ 16

53 管逍支架制作 ¨̈ ¨̈ ¨⋯⋯⋯¨⋯¨¨̈ ¨ ⋯̈⋯⋯⋯⋯ 17

54 装配 ¨̈ ¨̈ ¨¨⋯¨ ·̈⋯⋯ ⋯̈⋯·⋯¨ ·̈⋯⋯⋯⋯¨ 18

55 工厂验收 ¨¨¨̈ ¨⋯⋯¨¨¨⋯⋯⋯¨ ⋯̈⋯⋯⋯⋯⋯ 19

56 半成品保护¨̈ ⋯̈¨⋯⋯⋯⋯⋯⋯⋯⋯̈ ¨⋯⋯⋯⋯⋯⋯·19

6 安装⋯⋯⋯⋯¨⋯⋯⋯⋯⋯¨¨¨¨¨⋯⋯⋯⋯⋯⋯⋯¨ 21

61 施工准备 ¨¨⋯⋯⋯⋯⋯⋯¨¨¨ ·̈⋯¨⋯⋯⋯⋯¨ 21

62 转运与吊装¨¨¨¨¨̈ ⋯ ⋯̈¨¨⋯̈ ¨̈ ⋯⋯⋯⋯¨⋯ 21

63 纽对 ·⋯¨¨¨⋯⋯⋯⋯¨⋯⋯⋯⋯⋯⋯⋯⋯⋯⋯⋯⋯ 22

7 试验与验收⋯⋯¨⋯¨⋯¨¨¨¨⋯⋯⋯⋯⋯⋯⋯⋯¨¨ 2返

6



71 一般规定 ¨¨ ⋯̈ ⋯̈⋯⋯⋯⋯⋯⋯⋯¨⋯⋯⋯⋯⋯···⋯ 24

7.2 焊缝检验及压力试验 ¨̈ ¨̈ ¨̈ ¨̈ ¨⋯⋯⋯⋯⋯⋯⋯¨ 2丛

7,3 马佥刂攵 ·̈······̈●⋯●●⋯····⋯····⋯······⋯················⋯······· 24

附录 A 预制组合立管单元节质量验收记录 ¨̈ ¨¨¨⋯⋯·26

附录 B 预制组合立管单元节转运交接记录 ·⋯⋯⋯¨⋯⋯¨ z9

附录 C 预制组合立管单元节吊装安全作业证 ·̈ ¨¨¨⋯⋯ 30

本规范用词说明 ·⋯⋯⋯⋯⋯⋯⋯⋯⋯⋯⋯¨¨¨¨⋯⋯⋯¨ 31

引用标准名录 ⋯⋯⋯⋯⋯⋯⋯⋯⋯⋯⋯⋯⋯⋯⋯⋯⋯⋯⋯⋯·32

附:条文说明 ·⋯⋯¨¨⋯⋯⋯⋯⋯⋯⋯¨⋯⋯⋯¨⋯¨¨¨“



l

2

3

4

Contents

Gcneral Provisions⋯⋯⋯·̈⋯··̈ ¨̈ ¨ ●̈̈ ⋯̈̈ ·⋯·⋯⋯⋯⋯⋯⋯⋯ 1

Terms and勤mbols ¨̈ ·̈̈ ⋯̈⋯⋯⋯⋯⋯⋯⋯⋯··⋯⋯··⋯⋯⋯⋯·̈ 2

21 T￠rns· ¨̈ ¨̈ ¨̈ ¨̈ ¨̈ ¨̈ ⋯⋯⋯⋯̈ ⋯⋯⋯̈ ⋯̈ ⋯⋯⋯⋯̈ ⋯̈  ̈2

2,2 ssI】 ll,ols ¨̈ ¨̈ ¨̈ ¨̈ ¨̈ ⋯̈̈ ⋯̈⋯̈ ¨̈ ⋯⋯̈ ¨̈ ⋯⋯̈ ⋯̈  ̈2

Basic Requirement ·̈ ·̈ ·̈ ·̈ ·⋯⋯⋯⋯·⋯·⋯⋯⋯⋯·⋯·⋯⋯⋯⋯⋯·⋯ 5

Design ¨̈ ⋯̈̈ ⋯̈ ⋯̈̈ ¨̈ ¨̈ ⋯⋯⋯⋯⋯⋯̈ ⋯⋯⋯̈ ¨̈ ⋯̈ ⋯̈̈  ̈6

4 1  C△sign Principlcs ···⋯·······̈ ·̈ ·̈·····̈ ·̈······̈····̈ ·̈·̈ · 6

42 Basic Require〖 Ilcnt  ¨̈ ¨̈ ⋯̈⋯⋯⋯⋯̈ ⋯̈ ¨̈ ¨̈ ⋯̈ ¨̈ ¨̈  ̈6

4 3 1ヵ妞d(、 lculation Undcr Pipe Comρ c∏△atk)Π  ¨̈ ··̈ ·̈ ·̈ ·̈·⋯· 7

4‘ 4  Colculatlo∏ °fI⒑ad Combinati° ns ·̈···̈ ·̈·····̈ ·̈····̈ ·̈̈ · 8

4 5  Calculati° n° f Pipc supu)rt and Parts ·̈̈ ¨̈ ⋯̈⋯⋯·⋯··⋯⋯· ll

46 ss·stcmatic r,lagram of Risers,Plan and

⒌c“on Plan°f Riser∞mblnrn“ 。n ¨̈ ¨̈ ¨̈ ¨̈ ⋯̈⋯⋯⋯⋯⋯ 13

4 7  Fabrication aIld Asserllbly Dlagram ·̈ ····●●●●●●●●●●●⋯●●●●●●●⋯● 14

Fabrication  ⋯̈̈ ¨̈ ⋯̈ ⋯̈̈ ⋯⋯⋯●⋯⋯⋯⋯̈ ⋯ ●̈●⋯⋯⋯●●⋯⋯⋯ 16

51 GcneraI RcquircIIlcnt ¨̈ ¨̈ ¨̈ ¨̈ ⋯⋯⋯⋯⋯⋯⋯⋯⋯⋯⋯⋯⋯⋯● 16

5 2 Pipc Proccssing ·̈̈ ·̈ ¨̈ ·̈ ⋯●⋯●●⋯⋯●●⋯●⋯⋯●●⋯⋯⋯⋯●⋯̈ ● 16

5 3  Fabrication。 f Plpc support ¨̈ ¨̈ ·̈ ¨̈ ·̈ ¨̈ ●̈⋯⋯⋯⋯·⋯⋯· 17

51 AsscInbly ¨̈ ¨̈ ¨̈ ¨̈ ⋯̈⋯⋯⋯⋯⋯⋯⋯⋯⋯⋯⋯⋯⋯⋯⋯⋯⋯̈ ●18

5 5  Factory Acceptance¨ ·̈ ·̈ ··⋯·⋯⋯·⋯·⋯·̈ ·̈ ·̈··⋯·⋯⋯·⋯·⋯· 19

56 slfegaurding of奂 m⒈扛nl曲ed Produtt· ¨̈ ¨̈ ·̈ ·̈⋯⋯⋯·̈ ·̈19

1nstallation  ¨̈ ¨̈ ·̈ ¨̈ ¨̈ ¨̈ ⋯̈⋯⋯⋯⋯⋯⋯⋯⋯⋯⋯·⋯⋯⋯⋯· 21

6 I Preparations ¨̈ ·̈̈ ●̈̈ ●̈ ⋯̈·⋯⋯·⋯⋯⋯⋯·⋯·⋯⋯⋯·⋯·⋯⋯· 21

62 Transfer aild Holstlng¨ ¨̈ ¨̈ ¨̈ ¨̈ ¨̈ ¨̈ ⋯⋯⋯⋯⋯̈ ¨̈ ·̈21

63 Ass⒇ bly ¨̈ ¨̈ ¨̈ ⋯̈̈ ¨̈ ¨̈ ¨̈ ⋯̈⋯⋯⋯⋯̈ ¨̈ ¨̈ ⋯⋯· 22

8



7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 ¨̈ ●̈̈ ●⋯⋯●●̈ ●̈ ●̈●̈ ·̈ 24

7,l Gcneral Requtement ¨̈ ¨̈ ¨̈ ¨̈ ¨̈ ¨̈ ¨̈ ¨̈ ¨̈ ¨̈ ¨̈ ●24

72 In.spectlon of We1dlng sEm and Pressure Tcst·
¨̈ ¨̈ ¨̈ ¨̈ ●24

7 3  Acccptance· ···̈ ···●●●̈●●●●̈●●●●̈ ●̈●●●●·····●●●●̈●●●●●⋯̈ ●●●● 24

Λppendix A Acceptance Record of section Unit of

Pr←fabricP,ted U血 ted Pipe Risers ⋯̈ ¨̈ ¨̈ ●̈26

Λppendix B T甲nsfer Record of section Unit of

Pr△fabricated United Pipe Rlsers ¨̈ ¨̈ ¨̈ ●̈29

Appendix C Hoisting Work Pennit of Sc∝ ion Unit of

Pr←fabⅡcated United Pipe Risers ·̈¨̈ ¨̈ ¨̈ 30

Explanation of Wording in This Code· ·̈⋯⋯·⋯·̈·⋯·⋯⋯·⋯·⋯⋯ 31

List of Quoted⒊ andards ·⋯⋯⋯⋯̈ ¨̈ ¨̈ ⋯̈ ⋯̈ ¨̈ ¨̈ ¨̈ ⋯̈ ¨ 32

Addition: Explanation of Provisions ⋯·⋯·̈·̈¨̈ ●̈¨̈ ⋯●●̈  ̈33



1 '总   贝刂

1.0,1 为使预制组合立管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适用、安全可靠,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高层、超高层建筑中预制组合立管的设计、

施工及验收。

1.0,3 预制组合立瞥的设计、施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预制组合立管 p贮 fab⒒cated tlnited plpe"seⅡ

将一个管井内的拟组合安装的管道作为一个单元,以一个或

几个楼层分为一个单元节,单元节内所有管道及管道支架预先制

作并装配,运输至施工现场进行整体安装的一组管道。

2.1.2 套管撑板 supportlng phte of dceve

焊接于管道套管上的钢板,是套管与管道框架间的支撑件。

2,1.3 管道框架 suppor刂 ng fmme

由多根支架梁组成,通过可转动支架固定于主体结构上的一

组管道组合支撑框架。

2.n.4 可转动支架 rotatable bracket

管道框架与主体结构连接的部件,通过螺栓与管道框架连

接,可转动支架端头焊接连接板,与主体结构连接固定。

2.1.s 可转动支架连接板 pr°cess∞ nnecton of rotatabk

bracket

可转动支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件。

2.1.6 管道框架封板 blocking phte of supportlng frame

管道框架水平封堵钢板 .

2.1.7 转立试验 hok and stand1ng te敲

预制组合立管在工厂进行的用于验证组合单元结构承载力、

变形等的翻转、竖立试吊作业。

2.2 符  号

2.2.I 作用和作用效应设计值

Ft——补偿器位移产生的轴向弹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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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l——管道补偿对最下端固定支架的作用力 ;

Fn——最下端管道补偿器的轴向弹性力 ;

风l——最下端管道补偿器的内压作用力 ;

凡⒓——管道补偿器对最上端固定支架的作用力 ;

η⒓——最 L端管道补偿器的内压作用力 ;

F。 ——最上瑞管道补偿器的轴向弹性力 ;

E`——固定支架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

F】 ——最下端固定支架上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

E"——作用于最下端囿定支架上的管道内压作用力 ;

F2——最上部固定支架上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

EⅡ
——作用于最上端固定支架上的管道内压作用力 ;

△!——作用于固定支架上的管道内压作用力 ;

Fh— —固定支架连接板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

只 ——套管撑板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

FF——管道框架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

只 ——管架所承受的封堵材料的重量 ;

Fr——可絷动支架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

Fv——可转动支架连接板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

J哝 ——同一截面处绕 r轴的弯矩。
2.2,2 计算指标

∫t——抗剪强度设计值 ;

夕 — —螺栓的承压强度设计值 ;

〃——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

Κ ——补偿器轴向刚度 ;

P1——管道试压压强 ,

弭——垂直于焯缝长度方向的应力。
2.2,3 几何参数

A——压力不平衡式补偿器的有效截面积 ,

A。 ——螺栓的净截面积 ;

〃——螺栓杆直径 ;



r——毛截面惯性矩 ;

九t——角焊缝的计箅厚度 ;

AL——管道轴向伸缩量 ;

L——固定支架之间的管段长度 ;

氵——框架梁的跨度 ,

`r—

—可转动支架的跨度 ;

Jψ
——角焊缝计算长度 ;

s——计算剪应力处以上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

r——承压构件总厚度 ;

rw——腹板厚度 :

W砍 ——对 r轴的净截面模量。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as——受剪面数目;

Ar——闭合温差 ;

o——管道的线膨胀系数氵

n— —正面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 ;

h——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攀 瘁 规 定

a.o.1预制绺合荬臀箕奁
=穰

谶廾浙毁完成方寨设计Ⅱ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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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  计

4.1设 计 原 则

4.1,1 预制组合立管设计应包括管道系统的工作压力、工作温

度、流体特性、环境和各种荷载等.

4,1.2 预制组合立管设计应包括管道的热膨胀计算,通过计算

选择合适的补偿器和固定支架形式,立管预留口标高应按热位移

计算结果进行确定。

4,1.3 预制组合立管设计应包含构造设计与构件计算,并绘制

立管系统图、单元节制作图、单元节装配图,编制制作及安装说

明书。

4,1.4 预制组合立管的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满足管井防火封堵设计和相关施工规范及设计文仵的

要求 ;

2 应满足后续施工作业及检修的要求,运输道路及现场水

平、垂直运输条件和施工机械的性能 ;

3 其分节应与结构工程施工倮持协调,满 足各工序的流水

作业。

4.2-般 规 定

4.2.1 预制组合立管的管道支架强度及变形计算时应对同时作

用在管道支架上的所有荷载加以组合,按施工状态和运行状态的

各种工况分别进行荷载计算,取其中最不利的组合进行计算。

4.2.2 预制组合立管的管道热补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管道的轴向补偿及补偿量 ;

2 固定支架和结构承受的作用力 ;

3 补偿器的合理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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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顼制组合立管的管道支架进行计算时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固定支架连接板的强度计算 ;

2 套管撑板的强度计算 ;

3 管道框架的强度和变形计算 ;

4 可转动支架的强度和变形计算,紧固螺栓的强度计算 ;

5 可转动支架连接板的强度计算 ;

6 焊缝计算。

4.2,4 预制组合立管设计应满足管道压缩量与建筑主体结构压
缩量相互协调。

4.2.5 组合立管单元节应进行吊装强度和变形验算,并应通过
转立试验验证。

4,3 管道补偿产生的荷载计算

4· 3,1 介质温度变化引起的管道轴向伸缩量,可按下式计算 :

AL=gr~△
'       (431)

式中:J~——管道轴向伸缩量 (mm);

← 管道的线膨胀系数 匚mm/(m· ℃)];

L——固定支架之间的管段长度 (m);

&——闭合温差 (℃ )。

4· 3,2 管道补偿产生的作用力应包括补偿器位移产生的轴向弹
性力和内压作用力,其 汁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补偿器位移产生的轴向弹性力可按下式汁算 :

只 =Κ△L     〈4.321)
式中:「t——补偿器位移产生的轴向弹性力 (N);

IC——补偿器轴向刚度 (N/mm)。

2 补偿器内压作用力可按下式计算 :

η,=P、A      (饣 .322)
式中:风 ——补偿器内压作用力 (N);

P【
——管道试压压强 (hlPa);

A 一压力不平衡式补偿器的有效截面积 (m⒓
)。



3 管道补偿对固定支架的作用力计算 (图 d3.2).应 符合

下列规定 :

1)两 端 固定支架的受力,可 按下式

计算 :

凡J=Fd+F"  (4· 3· 23)

只l迎 =Ft⒓ +只⒓  (13.24)
式中;%1——管道补偿对最下端固定支架的

作用力 (N);

只l——最下端管道补偿器的轴向弹性

力 (N);

Fhl——最下端管道补偿器的内压作用

力 (N〉
,

风回——管道补偿器对最上端固定支架

的作用力 (N),

F诏 ——最上端管道补偿器的轴向弹性

力 (N);

Fh,——最上端管道补偿器的内压作用力 (N)。

2)中 间固定支架的受力,可按下式计算 :

凡Ⅱ=F“ ,。n+F“冖l)+F“
"l丿

+F“料l (4· 3.25)

‘,4 荷载组合计算

4.4.1 预制组合立管施工阶段各层管架所承受的荷载计算,应

符合下列要求 :

1 各单元节最上层支架承受本单元节立管的全部荷载 ;

2 其他层支架承受其与下部相邻支架问的配管重量。

4.4.2 预制组合立管与其上部相邻固定支架间运行状态的配管

荷载 (图 4,衽.2),在计算荷载时,应根据固定支架及补偿器的

没置情况进行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不需要设补偿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l)设多个固定支架时,每个固定支架分担本段管道重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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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其承受的荷载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

凡 =12G+1,4F卩     (1,1.21)
式中:E!——固定支架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N);

(讠 ——该固定支架至上方桕邻固定支架间的配管重量(N);

Fρ——作用于该固定支架上的管道内压作用力 (N)。

2)只在下部设固定支架时,固定支架承受全部荷载,最

下端固定支架上承受的荷载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

FI=1.2G+1.4Fm (4 4 2-2)

式中:Fl——最下端圃定攴架上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N);

C——整段管道的配管重量 (N);

凡]——作用于最下端固定支架上的管道内压作用力 (N)。

2 设补偿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最下部固定支架上承受的荷载,最

下端固定支架上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应按下式计算 :

FI=1,2G〗 +1,4(凡 1+F耐 )

(4,4.2-3)

式中:G∶
——最下端固定支架上方补偿器以下

的管道的配管重量 (N)。

2)最上部固定支架上承受的荷载,应

按下式计算 :

F2=1.2G2+14(Fpε +E⒓ )

(4 4 2-4)

式中:F:一最上部固定支架上承受的荷载设

计值 (N);

G  最上端固定支架下方补偿器以⊥的配管重量 (N),

F。2——作用于最上瑞固定支架上的管道内压作用力 (N)。

3)多个补偿器时的中闻固定支架承受的荷载,应按下式

计算 :

凡 =1.2「J+14(%+F~)  (44· 25)

9

图442 配管

荷载示意



式中:G-— 该固定支架下方补偿器到上方补偿器之间的配管

重量 (N)。

4,4.3 固定支架连接板承受的荷载(图 44,3),应按下式计算 :

图443 固定支架示意

l一 连接板;2 刂转/Jl支 架;3一 菅道框架;4一封堵板

凡 =(Fl,凡 ¨凡 )〃旧x     (443)

式中:风 ——固定支架连接板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N)。

4.4.4 套管撑板承受的荷载(图 4,灶 ,4),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 111 套管撑板示意

1一撑板;2一框架;3⋯可转动支架;4一套管

i0



1 固定支架 ,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只 =Fl     (44⒈ 1)

式中:只 ——套管撑板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N)。

2 导向或滑动攴架 ,仅承受施工过程中的单元节内管道重

量 (α ),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F、 =12G、       (44⒋ 2)

4.4。 s 管道框架承受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

Ff=∑ (F剞 J`⋯·F阿 )+1咀   (攻.4.5)

式中:F‘
——管道框架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N);

F。
——管架所承受的封堵材料的重量 (N)。

4,4.6 可转动支架承受的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

Fr=Fl+12G     (446〉
式中:Fr——可转动支架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N);

Gr——管道框架的重量 (N)。

4,4.7 可转动支架连接板承受的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

Fu=只 +l,2Gr     (447)
式中:Fv——可转动支架连接板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N);

G‘
——可转动支架的重量 (N〉 。

4.5 管架构件计算

‘.s.1 固定支架连接板、套管撑板计算时应将管道与连接板、

或套管撑板与套管简化为简支梁,简支梁截面按连接板和套管撑

板有效截面取值,将其承受的荷载简化为简支梁中点的集中荷

载,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M∥ (γxWnx)≤ ∫     (士 .5卜 1)

式中:″民— —同一截面处绕 t轴的弯矩 ;

W心 ——对 r轴的净截面模量 ;

yx——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

f  钢材抗弯强度没计值。

1】



2 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r=Vs/(△w)≤

^    (45⒈
2)

式中:S——计算剪应力部位以上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

J— —毛截面惯性矩 :

^—

—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

`w—

—腹板厚度。

4.5.2 管道框架的计箅,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M7(hWnx)≤ ∫     (4521)
2 挠度 v应按下式计算 ;

〃 J≤ l/400      (4.5.22)
式中:`——框架梁的跨度。

4.5,3 可转动支架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Mx/(γxW咕 )≤ ∫     (45⒊ D
2 挠度 v应按下式计算 :

v/‘扌≤ l/lrlO     (座 5⒊ 2)

式中:Jr——可转动支架的跨度。

3 螺栓的汁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

D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 :

N0=Pz A。 虍      (4533)
2)承压承载力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 :

N:=J∑ 俨     (4.534)
式中:刀v——受剪面数目;

Av——螺栓的净截面积·

J一 螺栓杆直径 ;

夕——螺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

户 一蜾栓的承压强度设计值 ;

r——承压构件总厚度。

J2



4,5,4 可转动支架连接板 (图 吐54)的计算,应符合下列

要求 :

I 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M7(hW"x)≤ y (45,4-1)

2 连接板的焊缝应按下式计算 :

研=F"/(,lhe`w〉 ≤夙r    (45· ⒋2〉

式中:q——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应力 ;

刀~~有效连接板数 (连接板数大于等于 3时 ,刀 =3;连

接板数为 2时 ,刀 =2);

尻‘——角焊缝的计算厚度 (直角角焊缝 九c=0.7″ f,南 f为

焊脚尺寸);

`w—

—角焊缝计算长度 ;

n——正面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 ;

`-—

—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I                                                     4

图 454 可转动支架连接板安装示意

l一焊缝 ;2一垫板;3 缔构钢梁 :^一可转动支槊滩接板氵

5一可转动支架 ;6一 加强肋板

4.6 立管系统囡及组合平、剖面图

4,6.1 系统图应根据原设计各专业管线系统图绘制;系统图应

注明各管道名称、材质、管径、结构标高、分支管预留口标高及

管道组件、附件型号和规格。

】3



4,6.2 系统图应反映立管所在各楼层的支架形式、套管类型 ;

平、剖面图应与系统图及各专业的楼层平面图相对应。

4.6.3 平、剖面图根据系统图和布置方案,应按管组及楼层分

别进行绘制。

4.6,4 平、剖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各管道的系统名称、规格及定位尺寸 ;

2 预留口的开口方向、开冂尺寸、定位尺寸 ;

3 支架类型及定位尺寸.

47 制作及装配图

4.7,1 制作及装配图应根据系统图及平面图分节绘制;宜分别

绘制剖面图、相关层平面图和管架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剖面图主要体现整节的形式,立管的尺寸、开冂位置、

制作和组对的尺寸等 ;

z 平面图主要体现各立管在本层的布置位置圬形式 ;

3 管架图主要体现管架及其部件的加工要求。

4,7,2 制作及装配图应注明各管道及其附件的名称、材质、规

格、尺寸,以及各管道与管架的定位尺寸。

4.7,3 各预留口的标高及开凵方向应根据施工平面图在装配图

上详细注明。

4,7.4 制作及装配图宜注明管道连接焊缝或法兰等的设置及管

道下料要求。

4.7.5 管架图应详细注明所选用的型钢规格及尺寸。

4.7.6 管架图应包括各零部件、用于吊装及组对的临时部仵等

的加工制造详图。

4.7.7 制作前,应复核现场结构情况,必要时可适当调整加工

制作详图。

4.7.8 制作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编制依据 ,

2 制作流程 ;

Ι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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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制  作

5.1-般 规 定

5.1,1 预制组合立管制作前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管道预制加工工厂、车间或者有加工、组装条件的场地 ;

2 完备的施工图纸、制作装配图、制作说明书及有关技术

文件 ;

3 管道清洗、脱脂、内防腐等预处理完成。

5.I.2 所有材料和产晶的标识应清晰 ,质量、技术文件齐全 ,

并按有关要求进行抽样检测。

5,1.3 预制组合立管装配完成后应组织有关部门验收。

5,2瞥 道 加 工

5,2.1 管道切割加工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2.1的规定。

表s.21 管道切割加工尺寸允许偏差 (mm)

5.2.2 管道下料,应将焊缝、法兰及其他连接仵设置于便于检

修的位置,不宜紧贴墙壁、楼板或管架,开孔位置不得在管道焊

缝及其边缘。

s.2.3 切割后的管道,应做好标识。

5,2,4 管道焊接预制加工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2,4的规定。

Ι6

项   目 允许偏差

长 度 +2

09,口 垂直度 管 径

r,N<]oo l

100≤ DN≤ z0o 15

DJxl 2̄00 B



表 5.2.4 管道焊接预制加工尺寸允许偏差 (nln、 )

顼   目 允许偏差

管逍焊接组对内壁错边量
不超过壁厚的 l0%,

且不大于2nlm

管逍对口平直度

对口处偏差

距接口中心 20OnF,处测量
1

管道全长 5

法兰面与管道

中心垂直度

J,N<150 05

DN≥ 150 l0

法兰螺栓孔对称水平度 ±10

5.2.5 管道内应无杂物,管道预制完成后应迸行涂装、封堵 ,

其涂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涂层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

2 焊缝处、坡口处不应涂漆,当放置时间较长时,应进行

防锈处理 ;

3 焊接预制加工完成后,需做铍锌处理的,应逐根试压并

填写试验记录。

5,3 管道支架制作

5.3.1 管道支架各组件在拼装前 ,应做好拼装标识。

5,3.2 管道攴架制作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32的规定。

表s32 瞀道支架制作尺寸的允许偏差 (nlnl)

项   目 允许偏差

管道框架

边  长 ± 2

对角线之差

平面度 2

套 管

套管位置 套管中心线定位尺寸 3

套管高度 相对于管道框架高度 ± 3

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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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2

项   卩 允许偏差

可转动支架

长  度 +5

蜾栓孔间距 ⊥ l

对孔螺栓孔问偏差 l

部件安装位置 固定郡仵、吊装配件的位置 3

封 板
边长、对角线之差 3

封板开孔与套管闷隙 ’̄

s,3.3 可转动支架应与管道框架配钻 ,且应进行螺栓的连接

确认。

5.3.4 安装后需现浇混凝土覆盖的管道支架接触面不应涂漆。

5.4 装  配

s.4.1 预制组合立管单元节装配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41的
规定。

表5.4,1 单元节装配尺寸的允许偏差 (nlnl)

5.4,2 防滑块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每节配管最上层的管卡上下方各设置 2个防滑块 ,

2 在每节配管中间层及最下层的管卡下方各设置 2个 防

滑块 ;

3 防滑块与管卡距离应大于管道的热膨胀量。

Ⅰ8

项   目 允许偏差

相邻管架间距 ± 5

管架与管道垂直度 r,/100o

管道中'心线定位尺寸 3

管道端头与管逍框架闾的距离 ± 5

管道间距 +5

管段全长平直度 (铅垂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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