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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11117：2019《气瓶 阀门防护帽和防护罩 设计、制造与试验》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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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阀门防护帽和防护罩-设计制造与试验

1 范围

1.1 本文件规定了气瓶阀门防护帽和防护罩等两种防护装置的要求，适用于盛装液化气体、溶解气体和

压缩气体的气瓶。在气瓶运输过程中，可采用本文件规定的阀门防护装置对气瓶阀门(包括带内置压力

调节器的阀门)进行防护。

1.2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气瓶阀门防护帽和防护罩，也可用于测试其他与气瓶瓶体连接的可起到防护作用

的装置，如气瓶搬运装置等。

1.3 本文件不适用于：

——水容积不超过5 L的气瓶上的阀门防护装置；

——通过焊接在气瓶上的耳板连接固定的阀门防护装置；

——直接焊接在气瓶上的阀门防护装置；

——呼吸器、液化石油气钢瓶以及低温绝热气瓶的阀门防护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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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3005 气瓶术语（GB/T 13005-2011;ISO 10286:2007, NEQ）
GB/T 15382 气瓶阀通用技术要求（GB/T 15382-2021;ISO 10297:2014, NEQ）
ISO 13341 气瓶-气瓶阀门的安装（Gas cylinders - Fitting of valves to gas cylinders）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0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护帽 valve protection cap

在气瓶搬运、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防护阀门的装置，将其拆除后才能够进行阀门的连接、断开、开启

和关闭操作。

3.2

防护罩 valve guard

在气瓶搬运、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防护阀门的装置，不需要将其拆除即可操作阀门。

注：防护罩分为转动式和非转动式两种类型。

3.3

试验阀 test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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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跌落试验中用于验证阀门防护装置的阀门。

3.4

允许质量 permitted mass

阀门防护装置所适用气瓶的最大总质量，包括气瓶永久连接附件的质量和气瓶最大充装量。

注1：防护罩属于永久连接附件，防护帽不属于永久连接附件。

注2：最大总质量的单位为公斤（kg）。

4 防护帽和防护罩基本要求

4.1 防护帽

4.1.1 防护帽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保护阀门。

4.1.2 防护帽应通过螺纹或其他合适方式与气瓶固定牢靠。

4.1.3 防护帽示例见图 1。当气瓶阀门尺寸符合图 2 要求，并且图 3中 c值不超过 25mm 时，防护帽

应符合图 1中的尺寸要求并可按照第 8章进行特殊标识。

4.1.4 宜在防护帽上设置可用扳手拧动的六角形凸台或采用其它方式方便瓶帽的安装或拆卸。

注：对于部分自身未设置拆卸装置的防护帽，可使用专用工具进行拆卸。

4.1.5 防护帽应具有足够的排气能力，总排气截面积应不小于 157 mm2，可采用以下方式实现：

——防护帽上设置至少2个直径不小于10 mm的排气孔，见图1，排气孔应对称布置以平衡气体排放

时所产生的推力；

——采用其他排气方式，例如图6a）所示，防护帽在承受内压后将受力提升。

对于快速释放气瓶阀门，其排气能力可能大于典型的传统气瓶阀门，应确保用于该阀门的防护帽排

气能力与阀门相匹配。

4.1.6 所有类型的防护帽应能够排尽积水。

4.1.7 对于使用螺纹连接固定的防护帽，其螺纹尺寸宜符合图 4或图 5以及表 1至表 4的规定。

4.1.8 防护帽不应与阀门的任何部位相接触。

4.2 防护罩

4.2.1 防护罩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保护阀门。

4.2.2 防护罩应固定牢靠并可避免被终端用户随意拆除或在气瓶正常使用条件下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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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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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开放式防护帽 b) 闭合式防护帽

标引序号说明:

1—— 开放式防护帽； 3—— 气瓶轴线；

2—— 闭合式防护帽； 4—— 排气孔Φ ≥10 mm，对称布置；

a—— 大径为78 mm~80 mm之间的螺纹。

注：图示为常用防护帽的典型外形和尺寸。通常使用W80×1/11螺纹固定连接(见图4, 表1和表2)。也可采用其他形

状、尺寸或连接螺纹(例如，图5，表3和表4)，并与阀门之间留有适当距离的防护帽。

图 1 防护帽基本尺寸示例

4.2.3 对于仅与阀门固定的防护罩，应合理设计，具备防止阀门与气瓶相对旋转的功能。

4.2.4 防护罩的设计以及防护罩与气瓶的安装方式应便于阀门的操作以及其他操作装置的安装。转动

式防护罩应能方便地手动定位，以便使其开口与阀门接口对齐。

4.2.5 如果防护罩仅与阀门固定而未与气瓶固定，除了本文件中对防护罩的要求外，阀门在未安装防

护罩的状态下应通过 GB/T 15382中规定的耐机械冲击性试验。

注：在这种情况下，阀门与气瓶之间的连接将会承受冲击载荷。冲击载荷的承受能力按照GB/T 15382中规定的耐机

械冲击性试验进行验证。

4.2.6 防护罩应能够排尽积水。

4.2.7 不论阀门手轮或其他阀门操作装置处于何种位置，防护罩不应妨碍阀门的完整操作。在阀门关

闭时，阀门宜始终低于防护罩顶部至少 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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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对于使用螺纹连接固定的防护罩，其螺纹尺寸宜符合图 4或图 5以及表 1至表 4规定。

4.2.9 除连接部位外，防护罩不应与阀门的任何部位相接触。

尺寸单位为毫米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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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a

标引序号说明:

r—— ≤32.5 mm； h—— ≤90 mm；

R—— ≤38 mm； L—— ≤125 mm；

1—— 基准面(气瓶顶部)，见图3； l—— ≤105 mm；

a R应在阀门距离主轴最远位置进行测量，包括在阀门上安装的出气口堵塞或封帽。

注1：h指在R大于r时，阀门下端的长度；

注2：L指阀门未安装在气瓶上且处于关闭位置时，沿进气口轴线的总长度；

注3：r是相对于阀门进气口轴线的半径，而非相对于阀门操作装置的中心线；

注4：本图基于ISO 10297:2014，图9。

图 2 气瓶阀门尺寸

4.3 气瓶颈圈尺寸

4.3.1 用于安装防护帽和防护罩的气瓶颈圈示例见图 3。

4.3.2 图 4以及表 1、表 2 给出了W80×1/11和 PG80 螺纹的尺寸。图 5以及表 3和表 4给出了典型

的统一螺纹尺寸。在满足本文件所有试验要求的前提下，允许使用其他公认的螺纹形式。



GB/T XXXXX—XXXX

5

尺寸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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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示例1 b) 示例2

标引序号说明:

1—— 基准面(气瓶顶部); 2—— 气瓶颈圈;

a—— W80×1/11； b—— ≥16；

c—— ≤25。

注：示例1和示例2是用于安装防护帽和防护罩的典型气瓶颈圈。示例中颈圈采用常用的W80×1/11连接螺纹进行阀

门防护装置的固定，也可以采用其他形状或尺寸。

图 3 气瓶颈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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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防护帽和防护罩螺纹牙型； 2——气瓶颈圈螺纹牙型；

P= 25.4 / z； r = 0.137 329 P；

H = 0.960 491 P； H1 = 0.640 327 P。

图 4 W80×1/11，PG80 螺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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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80×1/11，PG80 螺纹尺寸

尺寸单位为毫米

螺纹代号
大径
d = D

中径
d2 = D2

小径
d1 = D1

节距
p

每英寸螺纹数量
z

螺纹高度
H1

半径
r

W80×1/11

80 78.521 77.042 2.309 11 1.479 0.317

PG80

表 2 W80×1/11，PG80 螺纹公差

尺寸单位为毫米

螺纹代号

气瓶颈圈 防护帽或防护罩

大径
d

中径
d2

小径
d1

大径
D

中径
D2

小径
D1

W80×1/11
-0.055 0 0 a +0.280 +0.630

-0.530 -0.280 -0.450 0 0 +0.155

PG80
0 0 0 +0.620 +0.360 +0.900

-0.520 -0.260 -0.430 +0.100 +0.100 +0.340

a 未规定最大容许误差，但必须满足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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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防护帽或防护罩螺纹牙型；

2——气瓶颈圈螺纹牙型。

图 5 典型统一螺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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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典型统一螺纹尺寸

尺寸单位为毫米

螺纹 公称直径

大径 中径 小径

节距

P

每英寸

螺纹数量

z

螺纹

高度

H

气瓶

颈圈

d1

阀门防

护帽或

防护罩

D1

气瓶

颈圈

d2

阀门防

护帽或

防护罩

D2

气瓶

颈圈

d

阀门防

护帽或

防护罩

D

3.125×11 UN 79.375 79.197 79.908 77.699 78.410 76.365 77.409 2.309 11 2.000

3.500×11 UN 88.900 88.682 89.065 87.183 87.567 85.849 86.5566 2.309 11 2.000

表 4 典型统一螺纹公差

尺寸单位为毫米

公称直径

气瓶颈圈 防护帽或防护罩

大径
d1

中径
d2

小径
d

大径
D1

中径
D2

小径
D

3.125×11 UN +0.353
-0.061

+0.101
-0.061

+0.102
-0.061

+0.153
-0.152

+0.152
-0.153

+0.152
-0.152

3.500×11 UN +0.139
+0.111

+0.140
-0.140

+0.140
-0.139

+0.165
-0.165

+0.164
-0.166

+0.174 4
-0.155 6

5 阀门防护装置示例图

图6为防护帽示例图，图7为防护罩示例图。

a) b)

图 6 防护帽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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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7 防护罩示例图

6 材料

6.1 应考虑材料特性与使用环境温度之间的关系。经验表明，在-20 °C和室温下进行试验，即可确保

阀门保护装置的安全性。

6.2 防护帽或防护罩的制造单位应考虑气瓶使用条件对材料的影响，包括乙炔气瓶内的丙酮或二甲基

甲酰胺 (DMF)溶剂、大气条件(如紫外线对非金属阀门防护装置的影响)以及用户提出的工况条件等。对

于易燃气体，阀门防护装置宜采用防静电材料制造。制造单位还应提供防护帽或防护罩的预期使用寿命。

注:阀门防护装置的典型材料有钢、铝(铸造和锻造)和热塑性聚合物（可使用玻璃纤维增强）。

7 型式试验

7.1 一般要求

7.1.1 验证阀门防护装置符合性的各项试验和检验应使用经过校准的仪器，按照既定的试验程序进行。

7.1.2 通过试验验证的阀门防护装置只能用于最大尺寸不超过试验阀的阀门，且只能安装在总质量不

超过允许质量的气瓶上。

7.1.3 阀门防护装置应按照制造单位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

7.1.4 用于防护帽或防护罩试验的气瓶，如无变形迹象，且连接螺纹未损坏，则可重复用于试验。试

验气瓶应在试验完成后报废处理或在瓶体上清晰注明为试验样品，禁止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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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每次跌落试验宜使用新的试验阀进行。试验完成后，试验阀应报废处理，或在阀体上清晰注明

为试验样品，禁止投入使用。

7.2 文件

制造单位应向阀门防护装置试验单位提供下列文件：

a) 阀门防护装置的描述，例如，防护罩是转动式还是非转动式；

b) 阀门防护装置使用说明书，应注明阀门防护装置安装在气瓶上还是安装在阀门上；

c) 包含材料清单和标识的全套阀门防护装置设计图纸，并应注明所有尺寸和材料技术规范（包

括材料的技术参数）；

d) 对阀门防护装置预期用途的详细说明，应充分考虑环境条件、所适用的阀门和气瓶；

e) 试验阀的主要尺寸，见图 2；
1) 防护帽的 R, r, h, l和 L；
2) 防护罩的 L和 R；

f) 试验阀的阀体材料和阀门连接接口信息；

g) 与气瓶相关的信息，如用途、容积、材质以及包含图 3中 c值的颈圈尺寸等信息。

文件中应注明允许质量。

7.3 试样

防护帽或防护罩的试样数量和试验温度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适用试验及其所需要的试样数量

7.4 初步检查

对阀门防护装置试样的设计进行检查，确保其符合提交的文件以及本文件第4章和第6章的要求。

7.5 扭矩试验

7.5.1 对安装在气瓶上的非转动式金属防护罩施加不小于 70 N·m的扭矩，防护罩应不发生旋转。

7.5.2 对安装在气瓶上的非转动式非金属防护罩施加不小于 30 N·m的扭矩时，防护罩应不发生旋转。

试验(条款) 温度
°C 防护帽 防护罩

扭矩试验(7.5) 20+10-5 不适用 1a

垂直拉伸试验(7.6) 20+10-5 1b 1

室温跌落试验(7.7) 20+10-5 6~8 6~8

低温跌落试验(7.7) -20 0
-5

b 2 2

a 仅适用于非转动式防护罩；
b 仅适用于 7.6规定的情况；
c 如有规定时，也可采用更低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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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垂直拉伸试验

7.6.1 本试验只适用于阀门防护装置可能会被用于吊装气瓶的情况。

警告：垂直拉伸试验并不意味使用阀门防护装置来吊装气瓶的做法是可接受的或者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

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例如制定操作规程或流程。

7.6.2 阀门防护装置应在垂直方向上试验，即初始拉力必须垂直施加在阀门防护装置的吊装点上。

7.6.3 应在气瓶瓶身或者气瓶顶端附有试验压载物，总起吊质量应不小于允许质量的 4倍。将气瓶吊

离地面约 5cm，保持至少 30 s，阀门防护装置应不发生脱落。

7.6.4 当存在有多个吊装点时，如果能够确定最薄弱的吊装点，则应于该吊装点进行试验，否则所有

吊装点应进行试验。

7.7 跌落试验

7.7.1 阀门防护装置应进行跌落试验以证明其具备保护阀门的功能。试验后应能保证试验阀的可操作

性不受影响。

7.7.2 将阀门防护装置和试验阀一同安装于试验气瓶上。

试验气瓶的用途必须能够代表阀门防护装置拟使用的气瓶，向瓶内装入一定量的水或者根据试验温

度选择的其他介质，使其质量等于允许质量。如果气瓶的部分附件，例如安装在气瓶上的把手，会对试

验结果造成影响，则在试验之前，应将这些附件割下或采用其他方式拆除。

应采用合适的上阀工艺确保阀门与气瓶连接处在试验前不发生泄漏。除非另有规定，上阀时应采用

ISO 13341中规定的最小上阀扭矩。跌落试验开始前，应将气瓶加压至不小于 0.1 MPa。对于部分特殊

阀门，例如气瓶快速释放阀，应选择最低的压力以确保阀门密封不泄露。

7.7.2.1 如果防护帽需要“GB P A”标识，则应在阀门安装后测量图 2中的尺寸 l。

7.7.2.2 应使用检漏液喷剂或其它合适的方式对阀门与气瓶连接部位的气密性进行检查。

7.7.2.3 为确保试验的安全，气密性检验合格后，跌落试验开始前，可将气瓶卸压。

7.7.2.4 按 7.7.3规定，将试验组件(试验气瓶、试验阀、阀门防护装置试样和相关的气瓶附件)垂直跌

落在冲击面上。

7.7.3 冲击面应为面积不小于 1 m×1 m，厚度不小于 0.1m的混凝土地面。混凝土地面上应覆盖一张厚

度不小于 10 mm的钢板进行保护。保护钢板应平整，其表面上任意两点之间的高度差应不超过 2 mm。

钢板应在严重受损后更换。

7.7.4 在跌落试验前，沿着气瓶的纵轴线将试验组件吊起，防护帽或防护罩应朝下，气瓶的纵轴线与

铅垂方向之间的夹角应为 30°±5°。如图 8所示，阀门防护装置最低点与冲击面之间的距离应为 1 200+500
mm。若试验时，气瓶先于阀门防护装置着地，则应更换更小直径但允许质量相同的气瓶进行试验，以

确保阀门防护装置能够先于气瓶着地。



GB/T XXXXX—XXXX

11

尺寸单位为毫米

30°

12
00

10

1

2

标引序号说明：

1——钢板； 2——混凝土地面。

图 8 跌落试验

7.7.5 应对相同型号的 6至 8只防护帽或防护罩进行试验。跌落试验应在阀门防护装置圆周上的 6个
点进行，各点间的夹角为 60°。6只防护帽或防护罩都应在同一个冲击点进行试验。可在阀门防护装置

抗冲击性最弱的位置额外进行 2次试验。低温跌落试验也应在阀门防护装置抗冲击性最弱的位置进行。

应确保至少包括气瓶肩部在内的试验组件顶部已被冷却，且试样在气瓶跌落释放前处于相应的温度。在

冷却过程中应避免温度剧烈变化。

7.7.6 应在跌落试验后对试验阀的受损情况进行检查。允许存在不影响阀门操作的损伤，即阀门的操

作机构仍能够用手、简单工具或阀门扳手等执行连接机构进行开闭。

7.7.7 按 7.7.6检查后，将阀门关闭，使用检漏液喷剂或其它合适的方式进行气密性检查。阀门本体和

阀门与气瓶的连接处不应存在泄漏。必要时，应将气瓶再次加压。

注：在低温情况下，结冰可能会影响气密性检查。可等待一段时间，等到气瓶与阀门连接处的冰融化之后，再进行

跌落试验后的气密性检查。

7.7.8 如果在试验过程中，试验阀未出现可见损伤，则阀门防护装置应视为合格，可用于下列阀门：

a) 尺寸不超过试验阀门，见第 9章；

b) 配套气瓶在装满时的种种未超过试验气瓶的允许质量。

对于阀门设计的额外变更(例如:材料、连接尺寸、手轮、安装或拆卸压力表和泄压装置等附件)，用

户无需要求重新进行跌落试验验证其与型式试验组件之间的安全性能差异。

7.7.9 如果在试验过程中，试验阀出现了 7.7.6所述的可接受损伤，则阀门防护装置应视为合格，可用

于下列阀门：



GB/T XXXXX—XXXX

12

a) 尺寸不超过试验阀门，见第 9章；

b) 配套气瓶在装满时的种种未超过试验气瓶的允许质量。

对于阀门设计的额外变更(例如:材料、连接尺寸、手轮、安装或拆卸压力表和泄压装置等附件)，为

确保与试验组件具有同等的安全水平，用户应对阀门的改变进行评估，必要时可要求重新进行跌落试验

进行验证。

7.7.10 除了 7.7.8和 7.7.9的要求外，对于仅与阀门固定的防护罩，仅适用于尺寸与试验阀相同的阀门。

8 标识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防护帽或防护罩，应带有下列永久标识：

a) 本文件规定的代码：

1) 除下列情况外，所有防护帽或防护罩应标识“GB P”；
2) 下列防护帽可标识“GB P A”：
——符合图 1中的尺寸要求；

——仅用于尺寸符合图 2要求的阀门；

——只装配在颈圈如图 3所示“气瓶顶部”基准面的高度≤25 mm 的气瓶上。

b) 制造单位的标识；

c) 对于防护帽，应标明允许质量，例如，100 kg；
d) 非金属防护帽或防护罩的生产年份和月份。

允许增加其他额外标识。

当防护罩由气瓶产权方自行安装，并能确保除了气瓶产权方之外的其他人员不会对气瓶防护罩进行

拆除和更换时，防护罩无需标识允许质量。但气瓶产权方应持有防护罩试验报告以证明其所使用的防护

罩与安装该防护罩的气瓶相适配。

9 试验报告

试验单位的试验报告中应包括下列信息：

a) 7.2所述的文件；

b) 试验阀门适用的主要尺寸，见图 2：
1) 防护帽的 R、r、h、l和 L值；

2) 防护罩的 L和 R值；

c) 试验阀的阀体材料和阀门进气口；

d) 试验气瓶颈圈尺寸，应标明图 3中标引序号 c的实际尺寸；

e) 连接型式及细节（包括螺纹）；

f) 阀门安装扭矩；

g) 按 7.4至 7.7所进行试验的结果。

报告应由试验负责人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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