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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灭火器压力指示器的型号编制、型式、基本参数及尺寸、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弹簧管式、膜片式压力指示器（以下简称指示器）。 

 
2 引用标准 

GB 2828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3 术语 
3.1  工作压力：指灭火器在使用温度范围内的内部平衡压力。 
3.2 公称工作压力：指灭火器在 20℃时的工作压力。 
3.3 示值误差：指示器指示值与标准仪器指示值之差相对于指示器公称工作压力

的百分误差。 
 
4 产品分类 
4.1 型号编制示例 

 
4.2  结构型式、基本参数及尺寸 
4.2.1 指示器的型式如图 1所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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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指示器按内部结构分为弹簧管（包括多圈）式、膜片式。 
4.2.3  指示器的安装尺寸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mm 
H ≥8 ≥10 
M M8×1 M10×1 

 
4.2.4  指示器的工作环境温度可为－20~ +60℃或－55~ +60℃。 
4.2.5  用于干粉灭火器的指示器应装有过滤器。 
 
5 技术要求 
 
5.1  指示器表盘和指针 

指示器的表盘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指示器的最大量程应为指示器公称工作压力的 1.5~2.5倍，指示器的零位、

公称工作压力、指示器工作压力范围的上、下限和指示器的最大量程值应用刻度

和数字表示。 
b. 指示器工作压力范围用绿色表示。从零位到工作压力下限的范围用红色

表示。 
c. 指示器指针顶端的圆弧的最大直径不得大于 0.25mm。 

5.2  参比工作条件 
在下列条件下，指示器的示值误差、零点、指针偏转平稳性应符合 5.3、5.4

条的规定。 
a. 指示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 负荷均匀变化。 
c. 周围环境温度为 20±5℃。 
d. 用于测量误差检验的标准仪器，其绝对误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被检指示

器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5.3  指示器示值误差 
各检验点的示值误差不应超过表 2的规定。 

表 2 
零  位 公称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范围的上、下限 最大量程 

+12％ ±4％ ±8％ ±15％ 
5.4   指针偏转平稳性 
在测量过程中，指示器的指针不应有跳动和停滞现象。 

5.5   耐振动性能 
指示器应按 6.2条进行振动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5.3、5.4条的规定，其零

部件不得有松动、脱落等缺陷。  
5.6   耐静压性能 
指示器应按 6.3条进行静压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5.3、5.4条的规定。 

5.7   超负荷性能 
指示器应按 6.4条进行超负荷试验。试验后指针与初始零位的偏差不得大于

公称工作压力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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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耐压性能 
指示器应按 6.5条进行耐压试验。试验时不得有泄漏和破裂现象。 

5.9  爆破压力 
指示器应按 6.6条进行爆破试验。指示器的爆破压力应大于 6倍的公称工作

压力，其元件不得在小于 8倍的公称工作压力下弹出。 
5.10 耐交变负荷性能 
指示器应按 6.7条进行交变负荷试验。试验后，其结果应符合 5.3、5.4条的

规定。 
5.11 防水性能 
指示器应按 7.8条进行防水试验。试验后，表盘正面内不得有积水或水汽现

象。 
5.12气密性能 
指示器应按 6.9条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时不得出现可见气泡等泄漏现象。 

5.13 热稳定性能 
指示器应按 7.10条进行热稳定试验。试验后，指针与初始零位的偏差不得大

于公称工作压力的±4％。 
 
6 试验方法 
 
6.1 示值误差检验 
6.1.1 检验条件应符合 5.2条规定。 
6.1.2 检验点：以零位、公称工作压力、工作压力范围的上、下限和最大量程作
为检验点。 
6.1.3 检验方法 
采用指示器与标准仪器比较的方法进行检验。 
检验时应由零位平稳地增负荷至最大指示刻度，保持 1min，然后平稳地减

负荷至各检验点，并在减负荷时进行读数。 
6.2  振动试验 
将指示器充压至指示器的公称工作压力，然后固定在振动台上，依次改变振

动台的振动方向，使指示器按空间三个垂直轴线方向进行振动。各个方向的振动

试验应按下列参数连续进行。 
a. 频率：40 Hz； 
b. 振幅：1 mm； 
c. 时间：2 h。 
经振动试验后的指示器，再按 6.1条的方法进行示值误差检验。 

6.3  静压试验 
将指示器均匀升压至指示器所配用灭火器的水压试验压力，并保持 3h，卸

压后，隔 1h，再按 6.1条的方法进行示值误差检验。 
6.4  超负荷试验 
将指示器均匀升压至最大量程的 1.1 倍，并保持 5min，卸压后，隔 1h，检

验指示器的零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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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耐压试验 
将指示器以缓慢的速率均匀升压至指示器公称工作压力的 6倍，并在此压力

下保持 1 min。 
耐压试验的加压介质应采用液体。 

6.6 爆破试验 
将指示器以缓慢的速率均匀升压，直至弹性元件爆破或 8倍的指示器公称工

作压力值。 
爆破试验加压介质应采用液体。 

6.7 交变负荷试验 
将指示器安装在专用试验台上进行交变负荷试验。交变负荷的范围为指示器

公称工作压力的 0~125％，频率为 0.1Hz，经 1 000次试验后进行误差检验。 
6.8  防水试验 
将经过振动试验的指示器，浸入不小于 0.3m 深的水中，水温不低于 5℃，

2h后取出，检验指示器表盘正面的密封情况。 
6.9  气密性试验 
将经过振动试验的指示器安装在试验器上充压至指示器最大量程值，保持压

力 168h，然后，在此压力下，浸入不小于 0.3m深的水中 10min，水温不低于 5
℃，检查指示器的泄漏状况。 
6.10 热稳定性能试验 
将在常温时充有公称工作压力的指示器放入 60±5℃的高温箱中，保持

500h，然后放于常温环境中，保持 5h，检验指示器的零位误差。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分别按 7.2、7.3条进行。 
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须进行型式检验。 

a. 生产厂试制新产品时； 
b. 工艺、结构和材料的改变对产品性能可能产生影响时； 
c. 停产 6个月以后再生产时； 
d. 连续正常生产半年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 
7.2.3  型式检验的样本数不得少于 9具。 
7.2.4  型式检验的项目应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方为合格。 
7.3  出厂检验 
7.3.1  产品须经过工厂质量检验部门逐批按出厂检验规定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7.3.2  逐批检验应符合 GB 2828的规定。 
7.3.3  逐批检验的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按表 3规定。 
7.3.4  检验样本批量不得小于 500具。 
7.3.5  产品批检采用一次抽样，抽样方案严格性从正常检查开始。其检查分类，
AQL（合格质量水平）和检查水平按表 4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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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组 
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 
A类不合格 B类不合格 C类不合格 

1 

示值误差检验、静

压试验 
1.静压试验时出现泄漏。
2.示值误差的绝对值大
于等于误差限绝对值的

50％ 

示值误差的绝对

值大于等于误差

限绝对值的 20
％，但小于误差

限绝对值的 50％ 

示值误差的绝

对值大于误差

限绝对值，但

小于误差限绝

对值的 20％ 

2 
气密试验防水试验 气密试验时出现泄漏 防水试验时表盘

出现积水现象 
防水试验时表

盘出现水汽现

象 

3 

耐压试验爆破试验 1.耐压试验时出现泄漏。
2.在爆破试验中，当压力
小于 8 倍的公称工作压
力时元件出现弹出现象 

— — 

4 标志 — 无标志 标志不全 
 
                                表 4 
检查分类 A类不合格 B类不合格 C类不合格 
检查项目 
（试验组） 3 1，2 1，2，4 1，2，4 

AQL 1） 1） 2.5 10.0 
检查水平 S-3 I I I 

注：1）当检验中出现 A类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 
 
8.1  产品应在表面上标明适用灭火器的类型。 
8.2  产品应在表面上标明出厂年月或产品编号。 
8.3  产品应在表面上标明制造厂名称或代号。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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