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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

保证压力容器安全运行，超压时能自动卸压，防

止发生超压爆炸的附属机构。

包括安全阀、爆破片，以及两者的组合装置。

保证压力容器安全运行，超压时能自动卸压，防

止发生超压爆炸的附属机构。

包括安全阀、爆破片，以及两者的组合装置。

4.3.7 安全泄放装置

目的：目的：

一、安全泄放原理一、安全泄放原理

2. 自动报警作用。因为排放气体时，介质是以高速喷出，常
常发出较大的响声，相当于报警音响讯号。

2. 自动报警作用。因为排放气体时，介质是以高速喷出，常
常发出较大的响声，相当于报警音响讯号。

作用：作用：

1.  正常工作压力下运行时，保持严密不漏；超过限定值时，

能自动、迅速地排泄出容器内介质，使容器内的压力始终

保持在许用压力范围以内。

1.  正常工作压力下运行时，保持严密不漏；超过限定值时，

能自动、迅速地排泄出容器内介质，使容器内的压力始终

保持在许用压力范围以内。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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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

1.  安全泄放装置的额定

泄放量应不小于容器

的安全泄放量。

2.   有超压可能的容器，

才单独配备安全泄放

装置，并非每台容器

都必须直接配置。

1.  安全泄放装置的额定

泄放量应不小于容器

的安全泄放量。

2.   有超压可能的容器，

才单独配备安全泄放

装置，并非每台容器

都必须直接配置。

要求：要求：

指容器超压时为保证它的压

力不会再升高而在单位时间

内所必须泄放的气量。

指容器超压时为保证它的压

力不会再升高而在单位时间

内所必须泄放的气量。

对于不同的压力容器应按不同的方法取其值对于不同的压力容器应按不同的方法取其值

指它在全开状态时，在排

放压力下单位时间内所能

排出的气量。

指它在全开状态时，在排

放压力下单位时间内所能

排出的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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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阀二、安全阀

作用作用 通过阀的自动开启排出气体来降低容器内过高的压力。通过阀的自动开启排出气体来降低容器内过高的压力。

优点：优点：

仅排放容器内高于规定值的部分压

力，当容器内的压力降至稍低于正

常操作压力时，能自动关闭，避免

一旦容器超压就把全部气体排出而

造成浪费和中断生产；可重复使用

多次，安装调整也比较容易。

仅排放容器内高于规定值的部分压

力，当容器内的压力降至稍低于正

常操作压力时，能自动关闭，避免

一旦容器超压就把全部气体排出而

造成浪费和中断生产；可重复使用

多次，安装调整也比较容易。

缺点：缺点：

密封性能较

差，阀的开

启有滞后现

象，泄压反

应较慢。

密封性能较

差，阀的开

启有滞后现

象，泄压反

应较慢。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4.3.7 安全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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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与类型1. 结构与类型

结构：结构：

主要由阀座、

阀瓣和加载机

构组成。阀瓣

与阀座紧扣在

一起，形成一

密封面，阀瓣

上面是加载机

构。

主要由阀座阀座、

阀瓣阀瓣 和加载机加载机

构构 组成。阀瓣

与阀座紧扣在

一起，形成一

密封面，阀瓣

上面是加载机

构。

工作原理：工作原理：

（1）安全阀通过作用在阀瓣上的两

个力的不平衡作用，使其关闭

或开启，达到自动控制压力容

器超压的目的。

（2）正常工作压力时，容器内介质

作用于阀瓣上的力小于加载机

构施加在它上面的力，两力之

差在阀瓣与阀座之间构成密封

比压，使阀瓣紧压着阀座，容

器内的气体无法排出。

（1）安全阀通过作用在阀瓣上的两

个力的不平衡作用，使其关闭

或开启，达到自动控制压力容

器超压的目的。

（2）正常工作压力时，容器内介质

作用于阀瓣上的力小于加载机

构施加在它上面的力，两力之

差在阀瓣与阀座之间构成密封

比压，使阀瓣紧压着阀座，容

器内的气体无法排出。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4.3.7 安全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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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容器内压力超过额定的压力并达到安全阀的开

启压力时，介质作用于阀瓣上的力大于加载机

构加在它上面的力，于是阀瓣离开阀座，安全

阀开启，容器内的气体通过阀座排出。如果容

器的安全泄放量小于安全阀的额定排放量，经

一段时间泄放后，容器内压力会降到正常工作

压力以下（即回座压力），此时介质作用于阀

瓣上的力已低于加载机构施加在它上面的力，

阀瓣又回落到阀座上，安全阀停止排气，容器

可继续工作。

（3）容器内压力超过额定的压力并达到安全阀的开

启压力时，介质作用于阀瓣上的力大于加载机

构加在它上面的力，于是阀瓣离开阀座，安全

阀开启，容器内的气体通过阀座排出。如果容

器的安全泄放量小于安全阀的额定排放量，经

一段时间泄放后，容器内压力会降到正常工作

压力以下（即回座压力），此时介质作用于阀

瓣上的力已低于加载机构施加在它上面的力，

阀瓣又回落到阀座上，安全阀停止排气，容器

可继续工作。

工作原理：工作原理：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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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分类：安全阀分类： 重锤杠杆式重锤杠杆式

弹簧式弹簧式
加载机构加载机构

微启式微启式

全启式全启式阀瓣开启高度阀瓣开启高度

全封闭式全封闭式

半封闭式半封闭式

开放式开放式

气体排放方式气体排放方式

直接作用式直接作用式

非直接作用式非直接作用式
作用原理作用原理

分类方式分类方式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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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图4-42举例：图4-42

原理：利用弹簧压缩力来平衡作用在阀瓣上的力。调节螺

旋弹簧的压缩量，就可以调整安全阀的开启（整定）压

力。图中所示为带上、下调节圈的弹簧全启式安全阀。装

在阀瓣外面的上调节圈和装在阀座上的下调节圈在密封面

周围形成一个很窄的缝隙，当开启高度不大时，气流两次

冲击阀瓣，使它继续升高，开启高度增大后，上调节圈又

迫使气流弯转向下，反作用力使阀瓣进一步开启。因此改

变调节圈的位置，可以调整安全阀开启压力和回座压力。

原理：利用弹簧压缩力来平衡作用在阀瓣上的力。调节螺

旋弹簧的压缩量，就可以调整安全阀的开启（整定）压

力。图中所示为带上、下调节圈的弹簧全启式安全阀。装

在阀瓣外面的上调节圈和装在阀座上的下调节圈在密封面

周围形成一个很窄的缝隙，当开启高度不大时，气流两次

冲击阀瓣，使它继续升高，开启高度增大后，上调节圈又

迫使气流弯转向下，反作用力使阀瓣进一步开启。因此改

变调节圈的位置，可以调整安全阀开启压力和回座压力。

特点：结构紧凑、灵敏度高、安装方位不受限制及对振
动不敏感等优点，随着结构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其使用
范围越来越广。

特点：结构紧凑、灵敏度高、安装方位不受限制及对振
动不敏感等优点，随着结构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其使用
范围越来越广。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4.3.7 安全泄放装置



10图4-42   弹簧式安全阀
（a）有提升把手及上下调节圈（b）无提升把手，有反冲盘及下调节圈

(a) (b)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4.3.7 安全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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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阀的选用2．安全阀的选用

选用原则：
综合考虑压力容器
的操作条件、介质
特性、载荷特点、
容器的安全泄放
量，防超压动作的
要求（动作特点、
灵敏性、可靠性、
密闭性）、生产运
行特点、安全技术
要求，以及维修更
换等因素。

选用原则：
综合考虑压力容器
的操作条件、介质
特性、载荷特点、
容器的安全泄放
量，防超压动作的
要求（动作特点、
灵敏性、可靠性、
密闭性）、生产运
行特点、安全技术
要求，以及维修更
换等因素。

具体：
①易燃、毒性程度为中度以上危害的
介质，必须选用封闭式安全阀，如需
带有手动提升机构，须采用封闭式带
扳手的安全阀；对空气或其它不会污
染环境的非易燃气体，可选用敞开式
安全阀。
②高压容器及安全泄放量较大而壳体
的强度裕度又不太大的容器，应选用
全启式安全阀；微启式安全阀宜用于
排量不大，要求不高的场合。
③高温容器宜选用重锤杠杆式安全阀
或带散热器的安全阀，不宜选用弹簧
式安全阀。

具体：
①易燃、毒性程度为中度以上危害的
介质，必须选用封闭式安全阀，如需
带有手动提升机构，须采用封闭式带
扳手的安全阀；对空气或其它不会污
染环境的非易燃气体，可选用敞开式
安全阀。
②高压容器及安全泄放量较大而壳体
的强度裕度又不太大的容器，应选用
全启式安全阀；微启式安全阀宜用于
排量不大，要求不高的场合。
③高温容器宜选用重锤杠杆式安全阀
或带散热器的安全阀，不宜选用弹簧
式安全阀。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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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爆破片三、爆破片

定义：定义：

是一种断裂型安全泄放装置。利用爆破片在标定爆破压力下

即发生断裂来达到泄压目的，泄压后爆破片不能继续有效使

用，容器也被迫停止运行。

是一种断裂型安全泄放装置。利用爆破片在标定爆破压力下

即发生断裂来达到泄压目的，泄压后爆破片不能继续有效使

用，容器也被迫停止运行。

(1) 密闭性能好，能做到完全密封；

(2) 破裂速度快，泄压反应迅速。

(1) 密闭性能好，能做到完全密封；

(2) 破裂速度快，泄压反应迅速。

特点：特点：

因此，当安全阀不能起到有效保护作用
时，必须使用爆破片或爆破片与安全阀的
组合装置。

因此，当安全阀不能起到有效保护作用
时，必须使用爆破片或爆破片与安全阀的
组合装置。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4.3.7 安全泄放装置



13

由爆破片元件和夹持器等组成。

爆破片元件是关键的压力敏感元件，要求在标定

的爆破压力和爆破温度下能够迅速断裂或脱落。

夹持器是固定爆破片元件位置的辅助部件，具有

额定的泄放口径。

由爆破片元件和夹持器等组成。

爆破片元件是关键的压力敏感元件，要求在标定

的爆破压力和爆破温度下能够迅速断裂或脱落。

夹持器是固定爆破片元件位置的辅助部件，具有

额定的泄放口径。

1. 结构与类型1. 结构与类型

结构：结构：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4.3.7 安全泄放装置



14

爆破片分类：爆破片分类： 拉伸型拉伸型

压缩型压缩型

剪切型剪切型

弯曲型弯曲型

受力形式受力形式

正拱型正拱型

反拱型反拱型

平板型平板型

产品外观产品外观

爆破型爆破型

触破型触破型

脱落型脱落型
破坏动作破坏动作

分类方式分类方式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4.3.7 安全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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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

图4-43    正拱开缝型爆破片及夹持器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4.3.7 安全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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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图4-43

结构：

拱型爆破片的压力敏感元

件是一完整的膜片，事先

经液压预拱成凸型（a）
与（b），装在一副螺栓

紧固的夹持器内（c），

其中膜片按周边夹持方式

分为锥面夹持（a）和平

面夹持（b）。

工作：

爆破片安装在压力容器上

时，其凹面朝被保护的容器

一侧。当系统超压达到爆破

片的最低标定爆破压力时，

爆破片在双向等轴拉应力作

用下爆破，使系统的压力得

到泄放。另外，夹持器的内

圈与平面应有圆角，以免爆

破片元件变形时周边受剪

切，影响动作压力的稳定。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4.3.7 安全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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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设备设计

①介质为不洁净气体的压力容器，这些介质易堵塞安全阀
通道，或使安全阀开启失灵；

②物料的化学反应使压力可能迅速上升的压力容器，这类
容器内的压力可能会急剧增加，而安全阀动作滞后，不
能有效地起到安全泄放作用；

③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的气体介质或盛装贵重介质
的压力容器，由于对安全阀来说，微量泄漏是难免的，
故为防止污染环境或不允许存在微量泄漏，宜选用爆破片。

④介质为强腐蚀性气体的压力容器，腐蚀性大的介质，用耐
腐蚀的贵重材料制造安全阀成本高，而用其制造爆破片，
成本非常低廉。

①介质为不洁净气体的压力容器，这些介质易堵塞安全阀
通道，或使安全阀开启失灵；

②物料的化学反应使压力可能迅速上升的压力容器，这类
容器内的压力可能会急剧增加，而安全阀动作滞后，不
能有效地起到安全泄放作用；

③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的气体介质或盛装贵重介质
的压力容器，由于对安全阀来说，微量泄漏是难免的，
故为防止污染环境或不允许存在微量泄漏，宜选用爆破片。

④介质为强腐蚀性气体的压力容器，腐蚀性大的介质，用耐
腐蚀的贵重材料制造安全阀成本高，而用其制造爆破片，
成本非常低廉。

2．爆破片的选用22．爆破片的选用．爆破片的选用

（1）多数压力容器都使用安全阀，然而安全阀存在“关不严、
打不开”的隐患。

（1）多数压力容器都使用安全阀，然而安全阀存在“关不严、
打不开”的隐患。

（2）某些场合应优先选用爆破片作为安全泄放装置。（2）某些场合应优先选用爆破片作为安全泄放装置。

4.3.7 4.3.7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泄放装置 4.3.7 安全泄放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