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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蓦

CJ／T 288--2008

本标准参考了BS 4076--1989《钢制烟囱设计规范》。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城镇燃气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宁波科达管业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泰舟波纹

管有限公司、北京兴达波纹管有限公司、南通中航波纹管有限公司、苏州云白华鼎烟囱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岷、郁福义、陈立苏、吴梅、李水章、吉远宏、王泳。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1范围预制双层不锈钢烟道及烟囱C_J／T288--2008本标准规定了预制双层不锈钢烟道及烟囱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编制、材料、结构和尺寸、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烟道及烟囱的安装。本标准适用于以厚度为0．6mm～1．5mm的不锈钢板、在工厂制造、在使用现场组装的预制双层不锈钢烟囱。预制双层不锈钢烟囱用于公共建筑物中的燃油燃气锅炉、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热水机组、柴油发电机、厨房的排烟系统，长期连续使用温度低于450℃、短期不连续使用温度低于550℃，有冷凝液的废气、烟气的输送和排放。2规范性引用文件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GB／T3280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GB／T12777金属波纹管膨胀节通用技术条件GB／T17393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GB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264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JB／T4730承压设备无损检测3术语和定义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3．1预制双屡不锈钢烟囱factory-madestainlesssteelchimney先在工厂制成由外层简体和运送废气且承载的内层筒体及隔热层组成的预制管件(如直管、弯头、三通、伸缩管等)和连接件、固定件，运输到现场将预制管件和连接件、固定件组合而成的烟囱。3．2管件section由内层筒体、外层筒体及内、外层之间的固定件和隔热层组成的有相同构造和尺寸的预制管件。主要管件有：直管——是组成烟道及烟囱的主体管件，连接多个直管能形成一段直烟道及烟囱。弯头、错位管——用于烟道及烟囱的拐弯处和横向偏移处。三通、异径三通——用于连接烟道及烟囱的垂直段和水平段或主烟道和支烟道。伸缩管、长度调节管——长度可伸缩的直管，用于两个固定支架之间，补偿由于热膨胀引起的烟道的长度变化。在烟道及烟囱安装时可作长度调节用。3．3波纹管膨胀节bellowsexpansionjoints由一个或几个波纹管及构件组成，用在密封要求较高的烟囱补偿由于热胀冷缩引起的烟道及烟囱长度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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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使用时应考虑波纹管膨胀节产生的弹性反力对烟道和支架的作用。

3．4

非金一补偿嚣non-m“allic expansion joints

能补偿烟道任意方向的位移和连接偏差，因工作时无弹性反力宜安装在锅炉出口的支烟道上。

3．5

法兰flage

由不锈钢筒体通过压力成型形成的内层简体二端法兰，用于管件内层筒体之间的连接。

3．6

环箍hoop steel

管件内层筒体法兰的连接件。

3．7

环套outer shell

管件外层筒体的外部套管。

3．8

固定支架anchor

烟道及烟囱的固定支撑件。

3．9

导向支架guide

烟道及烟囱的滑动导向支撑件。

4型号编制

4．1代号

YSB表示预制双层不锈钢烟道及烟囱

烟囱型号编制应包括代号(YsB)、内径(mm)和隔热层厚度(ram)等内容。

Y

热层厚度

径

号

4．2示佣：

YSB-1100一50：内径1 100 mm，隔热层厚度50 mm的烟囱。

5材料、结构和尺寸

5．1材料

5．1．1管件的内层、外层筒体

管件含共体法兰的内层和外层筒体用材料应根据烟气温度、腐蚀环境等工作条件宜按表1、表2的

规定选用固溶处理态的奥氏体不锈钢冷轧钢板。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应有生产厂的质量合格证

书，经过验收合格方可使用。

表1内层材料

牌 号 允许使用温度范围 标准号

06Crl9Nil0(304) 长期连续使用≯450℃、
GB／T 3280

06Crl7Nil2M。2(318) 短期不连续使用≯550℃



裹2外层材料cj／T288--2008牌号标准号06Crl9Nil0(304)、12Crl7Mn6Ni5N(201)，GB／T328012Crl8Mn9Ni5N(202)内层不锈钢板厚度可按表3选用。表3内层厚度单位为毫米内层内径≠板厚300≤≠l≤8S00．8～1．0850<≠≤12001．0h1．2t>12001．2～1．5外层不锈钢板厚度可按表4选用。表4外层厚度单位为毫米外层外径≠不锈钢板厚度350斌12000．6～0．8≠>12000．8～1．05．1．2环箍环箍应采用和内层筒体牌号和厚度相同的不锈钢材料。5．1．3环套环套应采用和外层简体牌号和厚度相同的不锈钢材料。5．1．4隔热材料隔热材料宜采用硅酸铝纤维棉或毯，应符合GB／T17393和GB50264的规定，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书。5．1．5紧固件环箍及露天安装的环套用紧固件宜采用不锈钢材料，除非设计另有规定外均宜采用性能等级高于4．6级、表面经过镀锌钝化处理的紧固件。5．1．6支吊架固定(或导向)支架、吊架的材料应采用碳钢或不锈钢，采用碳钢时应作热镀锌表面处理，宜采用表面涂漆，涂漆前应做彻底除锈处理，并应按设计图纸规定的牌号涂底漆和面漆各两层。5．1．7附件材料与内层简体管壁焊接的排水管、检测管应采用和内层筒体相同牌号的不锈钢材料。5．2结构和尺寸5．2．1管件的规格和长度a)管件的内径≠宜按：300、350、400、450、500、550、600、650、700、750、800、850、900、950、1000、1050、1100、l150、1200(单位为ram)选用。b)管件的长度应方便运输及安装。5．2．2隔热层的厚度除非系统设计另有规定外其厚度应按25mm、50mm、75mm、100ram四种选用，空气夹层厚度应为25mm。5．2．3内层筒体和外层筒体的固定管件的支撑是由内层筒体承载的，内层筒体和外层筒体的固定应满足烟囱长期使用寿命要求。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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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之间宜采用不锈钢支撑件焊接固定，支撑件应设置合理，尽量减少内外层之间的热量传导。

5．2．4内层简体的连接

内层简体二端的法兰和筒壁应为共体结构。

在烟气工作温度低于250℃的烟囱，管件内层筒体的法兰之间应使用耐高温液体密封胶。

5．2．5固定支架

固定支架的结构应满足烟囱的承载要求和长期使用寿命要求，宜采用内层筒体连接法兰面支撑形

式，内层筒体法兰和碳钢支架之间应填充陶瓷纤维等非金属衬垫进行绝缘。

5．2．6避雷和防电击

防雷保护装置应符合GB 50057的规定。

5．2．7热膨胀和补偿器

两个固定支架间烟道及烟囱的热膨胀应选择符合相应标准的伸缩管、波纹管膨胀节和非金属补偿

器来吸收，设置补偿器的地方应方便维护检查。

5．2．8波纹膨胀节的制造应符合GB／T 12777的规定。

5．2．9附件配置

按烟道和排烟设备的设计要求设置补偿器、躲阀、工况调节闽、爆破片或爆破门、烟气检测传感器连

接口、排水管等附件，且此附件宜由烟囱制造商提供。

6性能要求

6．1外观要求

内层简体、外层简体表面不应有裂纹、焊接飞溅物及明显的划痕、瘪坑和凹痕等缺陷。

6．2管件尺寸允许偏差见表5。

裹5管件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内层内径≠ 内层内径≠
项 目

≯≤600 600<≠≤1 200

内层内径允许偏差 土1．5 士2．5

内层法兰面宽度偏差 士1．o 士1．5

外层外径允许偏差 +2 +3．5

长度偏差 士3 士3

6．3管件形状允许偏差见表6。

裹6管件形状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内层内径≠ 内层内径≠
项 目

≠≤600 600<@≤Zl 200

内层圆度偏差 2 4

外层圆度偏差 3 4

连接面对轴线的垂直度 o．5％内径，且不大于2 o．5％内径，且不大于4

内外层同轴度 2 4

6．4焊缝要求

6．4．1内层简体、外层简体管坯宜采用自动氩弧焊施焊的全焊透对接型纵向焊缝，不应有环向焊缝。

管坯纵向焊缝条数应符合表7规定，各相邻纵向焊缝间距不应小于250 mm。

4



表7管坯纵向焊缝条数CJ／T288--2008管坯外径／mm管坯长度／mm≥300～600>600～1200>1200～1400焊链条数／条≤10001≤2≤3>1000≤2≤3≤46．4．2纵向焊缝表面应无裂纹、气孔、咬边和对口错边，凹坑、下塌和余高均不应大于壁厚的10％。焊缝表面应呈银白色或金黄色。6．4．3内层筒体成形之前应对管坯纵向焊缝进行着色渗透探伤。着色渗透探伤，焊缝不应存在下列缺陷显示：a)所有的裂纹等线状显示，b)四个或四个以上边距小于1．5I'Dnl的成行密集圆形显示；c)任一150mm焊缝长度内五个以上直径大于1／2管坯壁厚的随机散布圆形显示。6．5隔热层要求管件隔热材料的安装容重允许偏差为+10％。6．6强度要求烟囱的固定支架和直管段的承载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6．7密封性要求抽取管件三个按照制造单位的方法连接，两端有效密封，当压力达到500Pa的试验压力并保持10rain后，压力不应小于250Pa，或按供需双方协议商定。7试验方法7．1外观检查零部件及产品外观用目测观察方法进行。7．2管件尺寸测量使用校准过的量具进行以下项目的测量，精度达到士0．1mm。7．2．1内层内径：记录管件内径4点测量值，沿内周测量，避开成型端。7．2．2内层法兰面宽度：记录管件两端各4点测量值，沿法兰面均布4点测量。7．2．3外层外径：记录管件外径4点测量值，沿外壁测量，避开成型端。7．2．4长度：记录管件长度4点测量值。7．3管件形位公差检测7．3．1内层圆度：用7．2．1的测量值计算最大差值。7．3．2外层圆度：用7．2．3的测量值计算最大差值。7．3．3连接面对轴线的垂直度：管件置于符合要求的平台，使用校准过的量具记录管件二端各2点测量值。7．3．4内外层同轴度：使用校准过的量具记录管件二端内外层间隙的4点测量值计算最大差值。7．4焊缝检查7．4．1外观检查用目测方法进行。7．4．2管坯纵焊缝的着色渗透探伤应按JB／T4"／30的规定进行检查。7．5隔热层检查7．5．1外观检查，用目测方法进行。5



cj／r 288--2008

7．5．2安装容重检查，取样称量检查同时按容积用料计算。

7．6 固定支架和直管的强度试验

按照制造单位要求安装固定支架和一段直管。用重块或设备施加静荷载，静荷载为制造单位长度

1米直管的重量与B．1．11垂直安装时固定支架以上管件最大允许高度的乘积的1．5倍-I-5％，5 rain后

撤除载荷，记录固定支架和直管的永久变形，直管按7．2测量并记录。

7．7密封性试验

7．7．1试验件的安装：由制造单位提供的管件和连接件，最少包括2个接头，按图安装。

7．7．2试验装置：洁净压缩空气源、阀门、量程1 ooo Pa精度达到士10 Pa的压力计一个。

7．7．3开启阀门使试件缓慢升压至500 paq-lO Pa时关闭阀门，观察压力计记录lO rain后的压力计

数值。

8检验规则

检验规则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9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标志

烟囱部件(管件、连接件和附件)上应有产品标志，标志上应注明：部件名称、部件代号、制造厂名、注

册商标、执行标准。

9．2包装

9．2．1管件的外表面用塑料薄膜等包裹。

9．2．2固定支架、导向支架、雨帽等附件允许裸装。

9．2．3环箍、环套等连接件应妥善捆扎。

9．2．4随产品应附管件质量合格证书、安装要领书、施工安装图、发货清单。合格证书中应包括产品名

称、产品编号、管件名称、管件编号、管件的检测数据。

9．3运输

产品管件应平放，堆放最多两层。运输工具应有防雨措施。不应磕碰和挤压，不应置于地面上

滚动。

9．4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无腐蚀性气体的干燥、通风的室内。管件不应放置在露天，不应淋雨。

10烟道爰烟囱的安装

烟道及烟囱的安装参见附录B。



附录A(规范性附录)检验规则A．1检验分类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现场检验和型式检验。A．2出厂检验A．2．1出厂检验应逐件按表A．1的规定进行。表A．1检验项目CI／T288--2008序号检验项目要求的章条号试验方法的章条号1外观检查6．1、6．4．1、6．4．27．1、7．4．12尺寸和重量检查6．2、6．57．2、7．5．23形位公差检查6．37．34焊缝探伤检查6．4．37．4．2A．2．2当检验中有一项或几项不合格时，应在本标准允许范围内对缺陷进行返修。返修后对不合格项目重新检验，如重新检验仍有一项不合格时，则判为不合格。注：序号4‘焊缝探伤检查'在合同有要求时进行。A．3现场检验现场检验分为部件验收检验和烟囱竣工检验。A．3．1现场部件验收检验应逐件按表A．2的规定进行。表A．2检验项目序号检验项目要求的章条号试验方法的章条号·外观检查6．1、6．4．1、6．4．27．1、7．4．1z尺寸检查6．27．2A．3．2烟囱竣工检验按表A．3的规定进行。表A．3检验项目序号检验项目要求的章条号试验方法的章条号＆1．1、13．1．2、B．1．3、B1．4、1安装正确性检查B．2．1＆1．11、B．1．12、＆r．13、B．1．14,2外观检查13．1．6、B．1．7、&1．8B．2．23直线度检查B．1．9B．2．34垂直度检查＆1．10B．2．4A．4型式检验A．4．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a)新产品鉴定定型，投入批量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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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产品在材料、工艺、结构的改变足以影响产品性能时；

c)停产一年以上重新生产时；

d)合同中有规定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A．4．2检验项目：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所有项目。

A．4．3抽样：型式检验应在同一批出厂检验合格的管件中任意抽取至少二件样品进行，现场检验应用

一件预制双层不锈钢烟囱，用现场或模拟系统方式进行。

A．4．4判定：所有试验合格时，则判型式检验合格。当试验中有任一项不合格时，则判型式检验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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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烟道及烟囱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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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安装要求

B．1．1 烟囱的安装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施工安装图样和技术文件进行，安装图应注明预制管件的

代号、安装位置、数量、要求等。

B．1．2烟囱与墙、梁等的间距不小于50 mm，周围不允许有易燃物，必要时应采用挡火件和隔板。

当烟囱安装在建筑物的烟囱井时，井道内壁和烟囱的间距至少达到100 mm，并设计有用于安装和

检修的门。

B．1．3烟道及烟囱穿过屋面处应设置防雨套管或防雨板。

建筑物屋面应设计泛水台，其高度宜达到300 mE。

B．1．4在垂直烟道的底部宜配有容易拆卸的检修清污底盖，底盖附配有盖帽或手动阀的排水管。

B．1．5安装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安装图规定的产品代号、名称、数量和要求进行安装。

B．1．6烟道外观应平直、外表面无明显的瘪坑和划痕，管件连接处和连接面应严密无明显的缝隙。

B．1．7室外烟道安装不得在雨、雪中进行，管件外层接合面应涂液体密封胶起防水和防潮作用。

B．1．8除安装图另有规定外，固定(或导向)支架用钢膨胀螺栓应固定在钢筋混凝土的柱、墙、梁上，螺

母应拧紧，支架、吊架等安装应可靠、牢固。

B．1．9直线度

除非系统设计另有规定，当直烟道的任意管段长度不大于5 m时，其任一点的偏差不应大于8 inm，

当长度大于5 m，其偏差不应大于该长度的2／1 000和25 mm中的较大值。

B．1．10垂直度

除非系统设计另有规定烟囱垂直度不应大于25 mrEl和高度的1／1 000中的较大值。

B．1．1 1 垂直安装时固定支架以上管件最大允许高度

表B．1最大允许高度

管件内径 隔热层厚度25 mm、50 mm 隔热层厚度75 mrll、100 mm

'／'／ram 允许安装高度／m 允许安装高度／m

300～450 40 30

500～850 32 25

900--1 200 22 18

超过最大允许高度时应设置固定支架。

B．1．12水平烟道的吊架间距不应大于4 133，坡度按照施工安装图规定。

B．1．13垂直烟道的导向支架间距不应大于7 m。

B．1．14除安装图另有规定外非金属补偿器安装后其二端管口的横向偏差不应大于20 ITIE。

B．2检验方法

B．2．1安装正确性检查

用目测方法观察检查，应符合施工安装图样和技术文件要求。

B．2．2烟道及烟囱外观检查

用目测方法观察检查，应符合B．1．6、B．1．7、B．1．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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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直线度检查

B．2．3．1 水平烟道检查：在水平烟道检查长度的底部拉一直线，用直尺测量和记录烟道外壁与直线问

偏离的最大差值。

B．2．3．2垂直烟道检查：在垂直烟道检查长度的侧壁拉一直线，用直尺测量和记录外壁与直线间偏离

的最大差值；在圆周方向其他位置重复测量，得到的最大差值中的最大值为直线度，直线度应符合

B．1_9的要求。

B．2．4垂直度检查

按规定长度确定测量垂直度的始末两点，用铅锤吊垂线(铅锤应超出上述始末两点)，然后用直尺测

量和记录始末两点偏离该垂线的值，始末两点偏离值的差值为垂直度，垂直度应符合B．1．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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