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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1 编制依据 3.3 当发电机总容量不大于120kW时宜设置移动电站。建设部建质函[2006]71号文“关于印发《2006年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编制工作计划》的通知”。 3.4 当发电机组总容量大于120kW时宜设置固定电站；当条件受到限制时，可设置2个或多个移动电站。《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人民防空工程柴油电站设计标准》RFJ2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2001 3.5 移动电站内宜设置1~2台柴油发电机组，但总容量不得大于120kW。 3.6 柴油发电机组的总容量应符合“规范”第7.2.13条的规定外，并应留有10?5??备用量，但不设备用机组。2 编制目的 为贯彻执行《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以下简称“规范”)中柴油电站的要求，规范移动电站模式，统一设计标准，保证工程设计质量，提高设计人员的工作效率，特 编制本图集，供设计审图、监理、质监、施工、工程管理、维护等部门的人员使用。

4 适用范围 4.1 本图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附建式防空地下室和 结合民用建筑易地修建的单建式防空地下室。战时为甲类或乙类工程。用途为救护站、防空专业队工程、一等人员掩蔽所、 二等人员掩蔽所、物资库、汽车库、生产车间、食品站、人防通道等与之相配套设置的内部电站。3 编制原则 3.1 本图集重点贯彻执行“规范”中： 4.2 本图集中移动电站按战时防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等级为核5级、核6级、核6B级，常5级、常6级。具体工程设计中 应按设定的防护等级进行结构设计，建筑、通风、给排水、电气等专业均应按不同抗力等级采取相应防护措施。3.1.1 建筑专业：第3.4.1条、3.4.2条、3.4.3条，第3.6.3条、3.6.4条、3.6.5条、3.6.6条。 3.1.2 通风专业：第5.7.1条、5.7.2条、5.7.3条、5.7.4条、5.7.5条、5.7.7条、5.7.8条、5.7.9条。 4.3 在工程设计时，符合本图集的设定条件时可参照选用，凡是不符合设计设定条件的均应参照本图集进行修改设计。3.1.3 给水、排水专业：第6.5.1条、6.5.4条、6.5.6条、6.5.7条、6.5.10条。 4.4 本图集按掘开式工程为设计范例，其他开挖形式的工程均可参照设计。3.1.4 电气专业：第7.2.11条第2款、7.2.13条第2款，第7.7.1条、7.7.2条第2款、7.7.8条。 4.5 本图集按1台120kW柴油发电机组设计，若选用2台小3.2 救护站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工程、配套工程等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之和大于5000m2时应设置柴油电站。 编制说明 图集号 07FJ05审核葛洪元 政无 校对陈 涛 设计吴红华 页 2t



容量机组时，机房面积应相应增大。5 主要设计内容 5.1 本图集移动电站的机组容量为120kW及以下，机组台数为1台，防护抗力等级为核6级、常6级的甲类人防工程，其他防护等级均可参考设计。 5.2 本设计选型为两个方案： 5.2.1 移动电站(一)与人员掩蔽工程相结合的方案； 5.2.2 移动电站(二)与防空专业队装备(车辆)掩蔽部、人防汽车库相结合的方案。 5.3 移动电站设计的专业有建筑、通风、给水、排水、供油、动力、照明、电气、接地等图纸，供设计使用。 5.4 结构设计由于具体工程的建筑形式、环境、防护等级、 埋置深度、地质条件等等因素均不相同，工程的结构形式、配筋都不会一样。又因移动电站是人防工程防护单元内的一个组 成部分，也不宜单独设计，应与工程整体设计相一致，故本图册不再提供设计图纸，由设计单位按“规范”中要求自行设计。6 移动电站战时运行模式 6.1 救护站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工程、配套工 程、战时电源主要依靠城市电力系统电源，只有当电力系统电 源受到袭击破坏或暂时破坏中断供电时，才启动柴油发电机组发电，因此移动电站是战时有防护的备用电源。 6.2移动电站柴油发电机房是防护单元内有独立的进风、排风、 排烟系统，战时允许染毒的房间。它由防毒通道与清洁区连通，
并起到隔离作用。当工程处于清洁式、滤毒式、隔绝式状态时，柴油发电机组均应能运行发电，机房内不存在三种通风方式。但当工程处于三种通风方式状态时，其机房运行模式如下： 6.2.1 清洁式通风时，柴油电站正常运行，机组操作人员在 掩蔽所待蔽，但应定时进入机房巡视、进行操作、保养、检查、调换油桶等工作。或者发现机组运行出现不良情况或故障时，从机房出入口或防毒通道进入移动电站机房内。有条件时应结合工程在机房内装置摄像系统，对机组进行监控。 6.2.2 滤毒式通风时，防毒通道已处于正常超压状态，操作 人员须穿戴防毒衣服和面具，由掩蔽所连接机房的防毒通道进入机房内，工作完毕后，返回掩蔽所待蔽时，须打开第一道密闭门(由机房向掩蔽所方向计数),进入后关闭该密闭门，人 员进行简易洗消，将防毒衣、物脱在防毒通道内储衣柜中，同 时打开手动密闭阀门进行排风换气，洗消完毕后，关闭手动密闭阀门，再开第二道密闭门进入人员掩蔽部。 6.2.3 隔绝式通风时，掩蔽部处于隔绝状态，不允许进入机房内。 6.2.4 设在专业队装备(车辆)掩蔽部和汽车库工程内的移 动电站机房，人员经由与人员掩蔽所相连通的洗消间或防毒通道进行洗消或简易洗消后允许进入掩蔽所。7 柴油电站平战转换 7.1 甲类防空地下室的救护站、防空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 编制说明 图集号 07FJ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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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配套工程的柴油电站中除柴油发电机组平时可不安装外，其他附属设备及管线均应安装到位。柴油发电机组应在15d转换时限内完成安装和调试。 7.2 乙类防空地下室的救护站、防空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 工程、配套工程柴油电站内的柴油发电机器组、附属设备及管线平时均可不安装，但应设计到位，并应按设计要求预留好柴 油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的基础、吊钩、管架和预埋管等。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安装和调试。 7.3 移动电站只供作建筑面积大于5000m2的防空地下室的内部电站使用，不宜作区域电站。凡是引接区域电站的防空地 下室的内电源进线电缆是否平时敷设到位，由当地人防主管部门规定；若战时确无区域电源供电，则按“规范”第7.2.13条第4款配置EPS电源，并按7.2.18条执行。 7.4 防空地下室设计应满足战时的防护和使用要求，平战结合的防空地下室还应满足平时的使用要求。对于平战结合的乙 类防空地下室和核5级、核6级、核6B级的甲类防空地下室设 计，当其平时使用要求与战时防护要求不一致时，设计中可采取防护功能平战转换措施。 7.5 平战转换措施应按不使用机械，不需要熟练工人能在规 定的转换期限内完成。临战时实施平战转换不应采用现浇混凝 土；对所需的预制构件应在工程施工时一次做好，并做好标志，就近存放。 7.6 当转换措施中采用预制构件时，应在设计中注明。预埋
件、预留孔(槽)等应在工程施工中一次就位，预制构件应与工程施工同步做好，并应设置构件的存放位置。柴油发电机组和配电柜的基础(高出地面100mm)平时应施工到位. 7.7 平战结合的防空地下室中，下列各项应在工程施工、安装时一次完成： 7.7.1 现浇的钢筋混凝土和混凝土结构、构件； 7.7.2 战时使用的及平战两用的出入口、连通口的防护密闭门、密闭门； 7.7.3 战时使用的及平战两用的通风口防护设施； 7.7.4 战时使用的给水引入管、排水出户管和防爆波地漏。 7.8 移动电站内与柴油发电机组配套设施的排烟管、储油桶、 排风集气罩、储水箱、防毒通道内的高位水箱等平时不使用， 可在规定的转换时限内安装完成，但必须一次完成施工图设计。7.9 移动电站(二)防空专业队装备掩蔽部、汽车库工程内的发电机房、储油间的隔墙可在临战时砖砌构筑。 7.10 电缆、护套线、弱电线路和备用预埋管穿过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墙，除平时有要求外，可不做密闭处理， 临战时应采取防护密闭或密闭封堵，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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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站设计说明1 建筑 1.7 柴油发电机组安装为减小机组展动的影响，机组与基础之间应设置减震器(由机组配套供应)。1.1 移动电站的设置应根据防空地下室的用途，并考虑与防护单元相结合。 1.8 排烟、排风竖井合用出地面后，应与环境相结合，若电站平时安装使用时，还应符合环保要求。移动电站一般宜设置在工程有坡道的出入口附近，设有独立的进风、排风、排烟系统。但不作独立的防护单元，应是防护单元的一部分。 1.9 根据防火要求，储油间采用防火门，门下设有150~200mm高素混凝土门槛，储油间内采用桶装柴油。1.2 移动电站的建筑平面布置形式应采用以柴油机组为中心的布置形式。 1.10 电站内所有机房墙面、储油间、防毒通道等房间的踢脚高120mm,均需水泥砂浆压光；墙面、顶棚修整刮平，喷白。1.3 移动电站的组成：发电机房、储油间、进风扩散室、排 风扩散室、排烟活门室、排风、排烟竖井等，上述位置均为染毒区。与主体清洁区连通时应设防毒通道，内设简易洗消。 1.11 口部地面建筑视地形地物，由单项工程设计决定。 1.12 本设计标高以顶板面标高为±0.000。工程上部覆土由单项工程设计自行确定，但应满足结构抗浮要求。1.4 发电机房应设有能够通至室外地面的发电机组运输出入 口。柴油发电机组为整体运输，不应将柴油机组拆装运输。当 发电机房确无条件设置直通室外地面的发电机组运输出入口时,可在非防护区设置吊装孔。 1.13 移动电站宜与人员掩蔽部工程、防空专业队装备(车辆)掩蔽部工程、人防汽车库工程相结合。 1.14 移动电站不宜与物资库工程相结合。因不能设置防毒 通遒(无滤毒通风)。染毒时机组操作、管理、运行人员不能洗消，无法进入主体清洁区，否则应采取相应措施。1.5 电站(包括防护单元)进风口与柴油机排烟口口部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15m,或高差不宜小于6m。 1.6 本图集未确定选用某一型号的柴油发电机组，因此柴油 发电机组的基础尺寸，应以工程具体设计选型确定。若设计未能确定型号时，可参照本设计提供的尺寸设计。基础应高出地面100mm.

1.15 柴油机组上方设有2个3T的吊钩，供安装、检修使用。1.16 柴油电站的防护等级应与所供负荷的最高防护单元等级一致。本设计图纸提供的基础尺寸能满足大多数国内和进口120kW柴油发电机组的安装。 移动电站设计说明 图集号 07FJ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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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风 2.1 柴油发电机房的冷却方式为风冷。 2.2 移动电站设有独立的进、排风系统，按排除余热计算通风。设有进、排风机各一台。 2.3 本图册移动电站环境温度按照夏季室外通风温度30℃, 机房内温度35℃进行设计。各地区由于气象条件不同，在设计图纸中列出了不同室内外温差下，进风机、排风机、风量、活门的选择表，供设计参照使用。 2.4 柴油机组的排热应利用柴油机散热器接专设排风导风管与排风管相连接，以减小对室温的影响。 2.5 柴油机组不专设燃烧空气管。燃烧空气量按照柴油机额定功率取7m3/kW.h。 2.6 排烟管的管径应与柴油机组相匹配。排烟管应采用保温材料保温隔热。表面温度不应超过60℃。 2.7 储油间排风口选用防火风口，火灾时自动关闭。 2.8 防毒通道设有自动排气活门和手动密闭阀门，供机房运 行操作人员在染毒时经防毒通道进入清洁区，自行操作手动密闭阀门，进行超压换气洗消。3 给排水 3.1 给水：平时和战时的水源均为城市自来水。 3.2 排水：机房内废水排入污水集水井内，由清水泵提升排至工程外。扩散室、活门室、排风、排烟竖井内设防爆地漏，
排至防护密闭门外集水井内。 3.3 供油：柴油机组的储油间内由油桶储油，储油量按7~ 10d计算。储油间净面积不宜小于8m2。战时使用时将油桶设在柴油机机组旁使用。储油间储存桶装柴油，宜由坡道出入口人工搬运入内。 3.4 发电机房内设有1个2m3的水箱，供柴油机组散热器水箱内损耗及机组高温时适当补充冷却用水。人工添水。 3.5 发电机房内设有拖布池一个，供清洁、打扫使用。 3.6 防毒通道内设有储0.2~0.4m3水的高位水箱和洗脸盆一个，供简易洗消使用。 3.7 战时机组操作人员的饮用水设在清洁区人员掩蔽工程内。3.8 通向工程外的给水、排水管道均应设置公称压力为1.0MPa的阀门，核袭击警报时关闭。防护阀门应来用阀芯为不锈钢或铜材质的闸阀或截止阀。 3.9 给水管采用热镀锌衬塑钢管，丝扣连接。 3.10 重力排水管、洗消排水管采用热镀锌钢管，丝扣连接。4 电气 4.1 移动电站内设置一台120kW或以下功率的柴油发电机组(230/400V;50Hz)。柴油发电机组可选用自起动或人工起动。 移动电站设计说明 图集号 07FJ05

审核 葛洪元 礼 校对张汉曹 设计管亚君 页 9



4.2 选择柴油发电机组的常用功率，应不大于按工程所处海拔高度进行修正后的功率，并应有10?5??备用量。4.3 电力系统电源和柴油发电机组的电源应分列运行。 4.4 电站内的动力配电箱(APE箱)为落地式安装时，应设 基础。基础高出地面100mm。照明箱、控制箱采取挂墙式明装。配电箱要求选用防潮防溅型，IP54型。 4.5 在柴油发电机房内应设置三种通风方式信号指示灯箱，由掩蔽所工程引来信号电源。 4.6 电缆桥架不得直接穿过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 墙。当必须通过时应改为穿管敷设，并应符合防护密闭要求，并应预埋不少于4根的备用管。 4.7 普通母线槽不得直接穿过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密闭 隔墙。当必须通过时，需采用防护密闭母线，并应符合防护密闭要求。 4.8 从电站至每个防护单元的战时配电回路应各自独立。战 时内部电源配电回路的电缆穿过其他防护单元或非防护区时， 应采取与受电端防护单元等级相一致的防护措施。明敷电缆宜采用铠装电缆。 4.9 电站内照明光源宜采用各种高效节能荧光灯和白炽灯。储油间宜选用安全型灯具。 4.10 柴油发电机房照度标准值为100lx,储油间、防毒通道照度标准值为75lx。

4.11 柴油机房内应设置电话出线盒，供战时安装电话机。4.12 电站内下列导电部分应做等电位连接：4.12.1 保护接地干线； 4.12.2 电气装置人工接地极的接地干线或总接地端子； 4.12.3 柴油发电机组、配电屏(柜)、配电箱、控制箱； 4.12.4 室内的通风管、给水管、排水管、电缆或电线的穿线管； 4.12.5 建筑物的金属构件，如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防爆波活门的金属门框等； 4.12.6 室内的电气动力箱、控制箱、照明箱等金属外壳；4.12.7 电缆金属外护层。 4.13 选用I类灯具及安装高度低于2.4m时，灯具外露可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应有专用的接地PE线。 4.14 穿过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和密闭墙的各种电缆管线 应采取防护密闭措施，应选用管壁厚度不小于2.5mm的热镀锌钢管。当防护等级为核6级、核6B级、常6级时，明敷穿墙的管线，在管两端采用环氧树脂封堵，可不设置抗力片。 4.15 有条件的工程，柴油机房内宜设置摄像系统。在清洁区能监视柴油机房的机组运行情况。
移动电站设计说明 图集号 07FJ05电就首出 中饮可兴u 现元 校对瞿肇明 设计 魏雯 翻变 页 7



听护单元一 核6级二等人员掩蔽所 口k相邻防护单元 临战封堵

口

防护单元二 核6级二等人员掩蔽所 进风口

∠0L 0 相邻防护单元 说明：0临战封堵临战封堵 1.移动电站宜与人员掩蔽部工程相结合，不 宜与物资库工程相结合.电站的抗力等级应与主体的掩蔽等级一致.为了便于机组操作运行人员进行工作，特别是滤毒式通风时，可进入机房工作。
排风排烟竖井风口相邻防护单元临战封堵 相邻防护单元临战封堵 移动电站

相邻防护单元 防护单元四临战封堵 核6级二等人员掩蔽所防护单元三 2.移动电站一般宜设置在工程有坡道的出入 口附近，便于机组运输，当确无条件设置 直通室外地面的发电机组运输出入口时，可在非防护区设置吊装孔。

核6级二等人员掩落所

相邻防护单元
封oN 70N 7o临战封 3.柴油发电机房为染毒区，由防毒通道与人 员掩蔽部清洁区相连。4.进风口与柴油机排烟口之间的水平距离 不宜小于15m,或高差不宜小于6m。平面位置示意图注：人员掩蔽部+移动电站(1x120kW) 移动电站 建筑平面位置示意图 图集号 07FJ05(一)审核沈志红 校对 陈 涛 设计吴红华 页 8



1500 250250 图例：250

防爆地漏 说明：000 普通地漏 1.柴油机房的平面布置应采用以柴油发电机组为中心的布置形式。钢筋混凝土墙V 2.机房的平面布置应符合各专业的工艺流程，各类管线避免重叠交叉。排风排烟竖井地面平面图 P 混凝土小型砌块墙 12200100.400 2200 2501200 500 1500 500 2200 250 3050 150 100耳通地面出入口(可利用汽车坡道) 钢梯 3 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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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站 (一)

建筑平面图 图集号 07FJ05审核沈志红 校对陈 涛 设计吴红华 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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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50 3600 3000 3200 250 1850 150 00说明： 122001.柴油机组设有钢筋混凝土基础，高出地坪100mm,柴油机组与基础之间应设有减震器。 平面放大图 建筑面积≈87m 移动电站2.地面找坡i≥1坡向地漏或集水井。 建筑平面放大图 图集号 07FJ05(一)3.混凝土墙上的通风预埋管，详见本图集第13页。 审核沈志红 校对陈 涛 设计吴红华 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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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剖面图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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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顶板安装吊钩(承重各3t)120kW柴油发电机组
1600 品

2000
品

O 2-2 剖面图

说明： 1.柴油机房的净高不宜低于3.0m. 2.管底距地面不宜低于2.2m,最低不得低于2.0m。3.工程埋置深度和结构尺寸应由单项工程设计决定。4.排烟扩散室的悬板活门安装高度宜设在扩散室门框墙的上方。 5.柴油发电机组布置四周最小尺寸见下表。 120kW柴油发电机组布置推荐尺寸(m) 操作面尺寸o ≥1.7背面尺寸b >1.3柴油机端c 21.7发电机端d 21.5

导 机房净高H >3.0

30002000

-发电机 -柴油机

o
1200 一

d 3000 C

移动电站 (一)

建筑1-1、2-2 剖面图 图集号 07FJ05审核沈志红 校对陈 涛 设计吴红华盖和 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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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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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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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品

4-4 剖面图
说明： 1.柴油机组的上方不宜设置各类管遒，2.当排风.排烟竖井作备用出入口时， 应设置垂直爬梯；距室外地面0.5m处宜设置0.6mx0.8m(宽x高)的门洞。

移动电站 (一)

建筑3-3～5-5剖面图 图集号 07FJ05审核沈志红 校对陈 涛 设计吴红华 页 12



12400

临战封堵

500 2200 1200250 500 1500 500 2200 250 3050 25直通地面出入口(可利用汽车坡道)

MH3600-6

2排烟 排风排烟竖井HK1000

HK1000

进风扩散室 扩散室 排风扩散室 储油间750750 400 400 人
员

掩
蔽

部

31100 中心距地0.4m 清
洁
区

4100200.550

DN8 950

1200

31277

7000

排烟管 250X2500300

4001500

2(包括保温层)

0
0

7501250×
630

12QkW柴油发电机组5
小

6

1 中心距地12m 1000

1350

机组排风导风管 5 中 距地2.6m1250

1050

防毒通道

4 25035

24000 通风平面图 2

1850 hpo150

说明： 1.柴油机散热器与排风导风管连接，排出的热空气经排风机排入排风扩散室。2.排风导风管战时根据实际到位柴油机的尺寸配套安装。3.储油间换气次数按不小于5次/h计算。 4.柴油机排烟口与排烟管的柔性接头应采用耐高温材料，一般可采用不锈钢 ( )波纹软管，并应带有法兰。 5.排烟管的室内部分应做隔热处理，其外表面温度不应超过60℃。 6.进风口与柴油机排烟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15m,或高差不宜小于6m。移动电站 (一)

通风平面图 图集号 07FJ05

审核 蒋曙 校对刘澜 d4 设计管亚君 页 13



±0.000 800X1000630X1250
4

-3.400

D300
2450 20kW柴油发电机 组

5 250X250
机组排风导风管

3

3000

±0.000 250X250

3000

-3.400

00X1000
机组排风导凤等

400

2450

2

N800
2500

2-2 剖面图

1-1 剖面图 设 备 材 料 表
编号 名 称 型 号 及 规 格 单位数量

1 混流式风机(进风) HL3-2A No.8A 960rpm全压508PaX风量22117m/h 5.5kW 台 1

2 混流式风机(排风) HL3-2A No,8A 960rpm全压597PaX风量18394m3/h 5.5kW 台 1

3 防火风口 250X250 70℃熔断 只 2

4 双层百叶风口 1400X1200 只 1

5 双层百叶风口 800X630 只 1

6 手动瘠闭阀广 D40J-0.5 DN300 只 1

7 自动排气活门 PS-D250 只

8 钢板 度1.0mm.3.0mm m2

9 软接头 m2注：本设备材料表中设备为室内外温差5°℃时选用设备。移动电站 (一)

通风剖面图及材料表 图集号 07FJ05审核蒋 校对刘澜凝设计管亚君 页 14



HK1000

进风扩散室 排烟扩散室

9-009CHW

排风排烟竖井 HK1000

排风扩散室

SF

U

PF

储油问
防毒通道

通风原理图不同室内外温差时活门、风机设备配合表进 风 排 风序号 室内外温差 (C)

进风量(m/h)

进风扩散室活门 风营管径 (mm)

进凤机功率 (kW)

排风量(m/h)

排风扩散室活门 风管管径 (mm)

排风机功率 (kW)

1 4 20993 HK1000 DN800 5.5 20041 HK1000 DN800 5.5

2 5 16794 HK1000 DN800 5.5 15842 HK1000 DN800 5.5

3 6 13995 MH14500-6 DN800 4 13043 MH14500-6 DN800 4

4 7 11996 MH14500-6 DN600 4 11044 MH14500-6 DN600 4说明：1.表中进排风量为本方案电站在不同室内外温差下计算所得. 2.MH系列6级悬板活门最大规格为14500型，当风量超过时只能选用HK系列(5级)悬板活门替代。
移动电站 (一)

通风原理图 图集号 07FJ05审核蒋 校对刘 澜澳设计管亚君 页 15



密闭墙

密闭肋 密闭肋

密闭助 密闭墙

预埋管
密闭肋

一

预埋管
密闭肋

墙厚

墙厚

l型 II型接管尺寸表(内径)公称直径 型号 PS-D250 型超压自动拌气活门DN300 DN600 DN800内径 内径D(mm) D(mm)315 666 870 250

说明： 1.预埋管件应除锈，并在内刷红丹防锈漆两道，应随土建施工时一起浇捣在墙内。 2.预埋管直径应与所连接的管道或密闭阀门、超压自动排气活门的接管直径相一致。 3.短管预埋时应先焊好密闭肋，管道与管道，管道与法 兰，管道与密闭肋的连接均应采用满焊，保证密封。4.I型用于两端接管；Ⅱ型用于一端接管。
移动电站 (一)

风管穿密闭墙做法详图 图集号 07FJ05

审核 蒋曙 校对刘澜浼 设计管亚君 页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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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n-

L2

Lo ≥100

其余V? n-d

2

D2

90

D1(接管外径) 法兰A3

O

冲击波

说明： 1.阀门可以安装在水平或垂直管道上.使用时要求 阀门板全启或全闭，不能作调节流量用。2.阀门安装时，应保证标志压力通径的剪头与受冲 击波的方向一致，并应便于阀门手柄的操作.3.阀门可以采用支架或吊架形式安装。 4.阀门接管的法兰和橡胶垫圈按图加工. 5.此安装图适用于D40J-0.5型手动密闭阀门.
L1 性 能 表

规 格 风量(m/h)当v=6m/s时 当v=8m/s时 重量(kg)DN300 1526 2034 35

尺寸表(mm)规 格 Lo L1 L2 D D?(接管内径) D? D? b n dDN300 585 145 350 385 315 360 325 12 9 11 300

D橡胶垫圈 移动电站 (一)

手动密闭阀门安装图 图集号 07FJ05

审核 蒋曙 校对刘澜淹设计管亚君 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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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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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2542

12-×11.5均布

主体内超压排气方向

O
217 120

450
425
380

2
5
0

5
冲击波

100 密闭墙

说明： 1.本活门用于各级防空地下室的排风口部，作为超压排气用， 2.施工安装要求： 1)预埋短管应焊好密闭肋，不得渗漏。 2)预埋前应除去锈疤，刷红丹防锈漆两道。管道与密 闭肋、短管与渐缩管均采用满焊，要求严密不漏风.3)活门安装时，阀门渐扩管的法兰平面应保持垂直， 阀门的杠杆也应保持垂直。要求法兰上下两螺孔中 心连线保持铅垂.所有螺栓应均匀旋紧，防止渗漏。4)预埋短管长度应根据墙厚而定。管径与活门的通风口径d一致。 5)两个活门上下垂直安装时，两中心距应大于等于600mm。 6)此安装图适用于PS-D250型超压排气活门。
120

移动电站 (一)

超压排气活门安装图 图集号 07FJ05

审核 蒋 曙 6 校对刘澜d4洗设计管亚君 页 18



图例：四由 口 防爆地漏普通地漏密闭套管

排水QDX6-14-0.55流量6m/hr 扬程14m 功0.55kW 12200100 400 2200 250 1200 500 500 2200 250 30501500 150 100通地面出入
(可 利用汽车坡道) 排风排烟竖井 200雨水集水井 钢爬梯集水井十 150排烟 排风扩散室进风扩散室 扩散室[ 储油间≥8m2 4100

员
掩
蔽
部

清
洁

拖布池 柴油机使用时油桶位置 9850

0.2~0.41-3.400 洗消污水集水坑 ( 战时洗消水箱1

250

集水井2-3.400 20KW柴油发电机组 F5 750防毒通道 1000临战封堵 配电柜

2502t 下做100高素混凝土基础接人员掩蔽部给水管 战时水箱150 150 >4000 150 50 3600 3000 3200 1850150 100平面图 250

说明： 1.防护密闭门外雨水集水井泵的设置由平时功能决定。 2.冷却水箱内的储水量为不小于2m,用于在柴油发电机组循环冷却水的水温过高时做补充用水 3.储油间的储油量为柴油机耗油量的7～10d.战时柴油机使用时，油桶设于机组旁 移动电站 给排水平面图 图集号 07FJ054.防毒通遒内地漏采用带水封地漏 (一)审核郑建平 校对 陆众杰 设计张汉曹 还 页 19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2802312011

5006101

https://d.book118.com/828023120115006101
https://d.book118.com/828023120115006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