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 3216—2005 标准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 1 级和 2 级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 ISO 9906:1999《冋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 1 级和 2 级》

(英文版）。 关于回转动力泵的水力性能试验规范，除本标准外，还有 GB/T 18149 2000《离

心泵、混流泵和轴流泵水力性能试验规范精密级》，它是等效采用 ISO 5198:1987。它是精

度最高的一个试验规范， 但不能被认为是验收试验规范，因而不推荐用于保证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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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章节概述了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冋转动力泵（离心泵、混流泵和轴流泵，以下简称“泵”）的水力性能验收试验。

它适用 丁•任何尺寸的泵和任何性质如同清洁冷水（如 5.4.5.2 中所定义的）的输送液体。

本标准既不涉及泵的 具体结构细节，也与泵组成件的机械性能无关。 

本标准包括 W 种测量精度等级：1 级用丁•较高的精度，2 级用丁•较低的精度。这些等级包

含不同的 容差系数值、容许波动值和测量不确定度值。 

对附有典型性能曲线选择的批量生产的泵和输人功率在 10kW 以下的泵，见附录 C 较高容

差系数。 本标准既适用丁•不带任何管路附件的泵本身又适用丁•连接上全部或部分上游和/

或下游管路附件 的泵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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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随后的所有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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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适用丁•本标准。 

GB/T 2624 流量测量节流装置用孔板、喷嘴和文丘里管测量充满_管的流体流量 (GB/T 2624 

1993，cqv ISO 5167-1:1991) 

GB/T 18149 离心泵、混流泵和轴流泵水力性能试验规范精密级（GB/T 18149 2000, 

cqvISO 5198:1987) 

ISO 1438-1 使用堰和文丘里槽测量明渠液体流量 

ISO 2186 封闭管路中的流体流动 一次装置和二次装置之间传输压力信号的连接管 

ISO 3354封闭管路中清洁水流量测量 在充满液体的管路中和在规则流动的条件下使用流速 

仪的速度面积法 

ISO 3966 封闭管路中流体流量测量 使用皮托静压管的速度面积法 

ISO 4373 明渠液体流量测量 水位测量器具 

ISO 7194 封闭管路中液体流量测量 用流速仪或皮托静压管测量_形管路中旋涡流或非对称 

流动条件下流量测量的速度面积法 

ISO 8316 封闭管路中液体流量测量 用量筒收集液体的方法 

ISO 9104 封闭管路中液体流量测量 液体电磁流量计性能评价方法 

IEC 60034-2 旋转电机（不包括牵引车辆用电机）第 2 部分:旋转电机损耗和效率的试验方法 



IEC 60051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 

3、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术语、定义和符号适用丁•本标准。 

注 1:定义，特別是对水头和汽蚀余量（NPSH)下的那些定义，可能不适合在流体动力学屮普

遍应 W，而是仅适州于 本标准。一些目前虽在使 W 但不是使 W 本标准绝对必需的术语不

予定义。 

注 2:表 1 给出所 W 符号的字仲表，表 2 给出脚标表。在本标准屮所冇公式均以 SI 单位给出。

关于其他单位换算 为 SI 单位，见附录 F。 

注 3:为了避免仟何解释的错误，最好是重述 GB 3101〜3102 屮给出的量的定义和单位，并

且根据它们在本标准屮 使州的一些特殊情况对这些定义加以补充。 

3. 1 

角速度 angularvelocity 

毎单位时间内轴旋转的弧度数。 

0j=2Kn 

3.2 

转速 speedof rotation 

毎单位时间内的转数。 

3.3 

密度 density 

毎单位体积的质量。 

3.4 

压力 pressure 

毎单位面积上的力。 

注：在本标准中所有的压力均为表压，即相对人气压力所测得的压力，只冇人气压力和汽化

压力是绝对压力。 

3.5 

功率 power 

毎单位时间内传递的能量。 

3.6 

雷诺数 Reynoldsnumber 

3.7 

质量流量 mass flowrate 

泵的外输质量流量，亦即从泵的川口管嘴(短管)排川进入管路的流量。 

注 1:泵内部需州、损失或柚取的流量不计入流量： 

a) 液力平衡轴向力所需的排量； 

b) 冷却泵身轴承； 

c) 填料函的水封。 

注 2:连接管件的泄漏、内部泄漏等不应计入流量。反之，所冇供其他州途的分出流量，如： 

冷却电机轴承； 

——冷却齿轮传动装置（轴承、油冷却器）等 均应计入流量。 



注 3:这些流量是否需要计入以及如何计入分別取决于分出流量的位置和流量测量截面的位

置。 

3.8 

体积流量 volume flowrate 

川口体积流量的值如下： 

Q = iP 

注：在本标准屮符号 Q 也可以表/下仟何给定截面处的体积流量^它是该截面处质量流量和密

度的商。 (截面可以 州脚标标不） 

3.9 

平均速度 meanvelocity 

平均轴向流速等丁•体积流量除以管路横截面积。 

注：应 3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沿 N 路的各种原囚 Q 可能会变化。 

3. 10 

局部速度 localvelocity 

任意一点的流速。 

3. 11 

水头 head 

毎单位质量流体的能量除以重力加速度 g。 

3. 12 

基准面 reference plane 

用作高度测量基准的任一水平面。 

注：为了实州，最好不要规定虚设的基准面。 

3. 13 

相对基准面的高度 height above reference plane 

研究的点相对基准面的高度。 

注：如果所研究的点在基准面之上，其值为正；如果所研究的点在基准面之下，其值为负。

见图 3 和图 4。 

3. 14 

gauge pressure 

相对大气压力的压力。 

注 1:如果该压力高于人气压力，其值为正；如果该压力低于人气压力，其值为负。 

注 2:在本标准屮，除了人气压力和液体的汽化压力以绝对压力表不外，所冇的压力均指从压

力计或类似的压力指 /下仪表上渎出的表压。 

3. 15 

速度水头 velocity head 

毎单位质量运动液体的动能除以 g。 

3. 16 

总水头 total head 

任一截面处总水头由下式给川: 

 



式中: 

z——横截面中心相对基准面的高度; p——所述横截面中心的表压。 

注：U——截面处的绝对总水头由下式给出： 

 

3.17 

入口 总水头 inlet total head 

泵入口截面处的总水头为： 

 

3. 18 

出口 总水头 outlet totalhead 

泵川口截面处的总水头为： 

 

3. 19 

扬程 pump total head 

Mi 口总水头与入口总水头汁的代数差 

注 i:如果液体的压缩性可忽略不计，则— 

如果泵输送液体的压缩性明显，则密度 p 应以平均值替代: 

^十 A P 2 

扬程应用下式计算: 

 

注 2:数学上的恰 2 符号应为 

3.20 

比育 t specific energy 

毎单位质量液体的能量: 

y = gH 

3.21 

入口水头损失 loss ofheadat inlet 

测量点处液体的总水头与泵入口截面处液体的总水头之差。 

3.22 

出口水头损失 loss ofheadat outlet 

泵川口截面处液体的总水头与测量点处液体的总水头之差。 

3.23 

管路摩檫损失系数 pipe friction loss coefficient 

由管路摩擦所致的水头损失的系数。 

3.24 



汽蚀余量 net positive suctionhead 

NPSH 

相对 NPSH 基准面的入口绝对总水头与汽化压力水头的差: 

 

注：此 N_PSH 与 N_PSH 基准面冇关.而入 n 总水头与基准面冇关。 

3.25 

jVPSff 基准面 iVPSJf datum plane 

〈多级泵〉通过由叶轮叶片进口边最外点所描绘的圆的中心的水平面。 

3.26 

jVPSff 基准面 iVPSJf datum plane 

〈立轴或斜轴双吸泵〉通过较高中心的平面。见图 1。 

 

3.27 

可用汽蚀余量 available iVPSJf 

NPSHA 

由装置条件确定的、规定流量下可获得的（可利用的）JVPSH。 

3.28 

必需汽蚀余量 required jVPSff 

NPSHR 

在规定的流量、转速和输送液体的条件下，泵达到规定性能的最小汽蚀余量（川现可见汽蚀、

汽蚀引 起的噪声和振动的增大、扬程或效申降开始、给定降幅的扬程或效申降、汽蚀侵蚀

限度），其值由制造厂 家/供方给川。 

3.29 

NPSH3 

泵第一级扬程下降 3%时的必需汽蚀余量，作为标准基准用丁•表示性能曲线。 

3.30 

型式数 typenumber 

按最佳效申点计算的无量纲的量，由下式定义： 

 

式中： 



Qf 毎一吸入口的体积流量； 

Hf 第一级扬程。 

注：应按第一级叶轮的最人直径取型忒数。 

3.31 

栗输入功率 pumppower input 

驱动机传输给泵的功申。 

3.32 

栗输出功率 pumppower output 

传递给流经泵的液体的机械功申： 

P\ = pQg'H = pQy 

3.33 

驱动机输入功率 driver power input 

泵驱动机吸收的功率。 

3.34 

栗效率 pump efficiency 

泵输川功率除以泵输入功率。 

3.35 

总效率 overall efficiency 

泵输川功率除以驱动机输入功率。 

 

表 1 用作符号的基本字母表（按字母顺序排列） 

符号 量 单位 

A 面积 m- 

D 直径 m 

E 能量 J 

e 总的不确定度，相对值 % 

f 频率 s 
1，Hz 

g 重力加速度“ m/ s
2
 

H 扬稈 m 

 液体水头损失 m 

k 2 量均匀粗糙度 m 

K 型忒数 (纯数值） 

l 长度 m 

m 质量 kg 

n 转速 
i • i 

s 
1
 .mm 

1
 

NPSH 汽蚀余量 m 

P 压力 Pa 

P 功率 W 

(l 质量流量 1
* kg/s 



Q 体积流量。 rn
i
 ! s 

Re 雷诺数 (纯数值） 

t 容差系数，相对值 % 

t 时间 s 

T 转矩 Nm 

U 平均速度 m/s 

V 局部速度 m/s 

V 体积 m^ 

y 比能 J/kg 

符号 量 单位 

Z 相对基准面的高度 

NPSH 基准面（见 3. 25)与基准面位差 

m 

m 

V 效率 (纯数值） 

& 温度 'C 

A 管路摩擦损失系数 (纯数值） 

 动力黏度 m
2
 ! s 

p 密度 kg/W 

Cl) 角速度 rad/s 
a 原则上应该使的 2 地值^然而，对于 2 级，g_ = 9.81 m/V 已足可满足使州； 

g 的 2 地值计算，为:g = 9.780 3(1 十 0.005   3sm、)一 3X10 4，式中^为纬度，2 为海拔 

 
b 质量流量符号亦可选择(/ma C 体积流量符号亦可选择。 

表 2 用作脚标的字母和数字表 

脚标 意 义 

1 入 n 

1, 入 n 测量截面 

2 出 n 

2, 出 n 测量截面 

abs 绝对的 

amb 周围的 

D 差，基准 

f 测量管流体 

G 保证的 

H 扬稈 

gr 组合的电机/泵机组（总的） 

m 平均 

M 压力计的 

n 转速 

P 功率 

Q (体积)流量 

sp 规定的 

T 转换的，转矩 

u  



V 汽化（压力） 

V 效率 

j： 在仟一截面 

4、保证 

本章节描述保证的对象以及保证条件。 

4. 1 保证的对象 

一个保证点应由一个保证流量 Q(;和一个保证扬程加以确定。 

制造厂家/供方保证在规定的条件和规定的转速下（或在某些情况下是频率和电压），测得

的 H(Q) 

曲线将在围绕保证点的一个容差范围内通过（见表 10 和图 2)。 

可以在合同中商定另外的容差范围（例如，只给丨丨丨正的容差系数）。 

此外，在规定的条件和规定的转速下，下列诸量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予以保证： 

a) 泵效率％，或在泵和驱动机总体机组情况下;

 

b) 保证流量下的必需汽蚀余量(JVPSH 只）； 

经特別协议，可以对小流量或大流量（较保证流量）下的数个保证点以及适当的效率和必需

汽蚀余 量值予以保证。保证流量下或某一丁作范围内的最大输人功率也可以予以保证。然

而，可能需要由买 方和制造厂家/供方商定大一些的容差范围。 

4.2 其他的保证条件 

除非另有商定，下列条件适用丁•保证值。 

a) 除非已对泵输送液体的化学和物理性质作了陈述，保证点适用丁•清洁冷水（见 5.4.5.2)。 

b) 合同中应商定清洁冷水条件下的保证值与其他液体条件下的大概性能之间的关系。 

c) 保证应只适用丁•采用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试验装置进行试验的泵。 

d) 泵制造厂家/供方不负责规定保证点规范。 

5、试验的实施 

本章节包括试验的对象、试验的组织、试验装置以及试验条件。 

5.1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的实施：试验的对象 

5.2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的实施：试验的组织 

5.3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的实施：试验装置 

5.4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的实施：试验条件 

5.1 试验的对象 

本章节描述总则、合同试验——保证的满足以及附加检查。 

5.1.1 总则 

如果制造厂家/供方和买方之间没有另外的商定，则下列条件适用： 

a) 精度按 2 级； 

b) 试验应在制造厂家丁厂的试验台上进行； 

c) JVPSH 试验不包括在内。 



如与上述条件有任何差兄，买方和制造厂家/供方应进行商定，并应尽快完成，最好是构成

合同的一 部分。 

如此的差兄可以是： 

精度按 1 级； 

无负的容差系数（见 4.1); 

容差系数与附录 C 相符； 

测量结果的统一计算按附录 K; 

在中立的实验室或现场进行试验； 

有关泵的装置和测量仪表设备的要求有所差兄； 

泵的模拟结构（例如同一壳体中的儿个转子）； 

要求做 JVPSH 试验。 

附录 M 示有建议买方与制造厂家/供进行商定的项目核对清单。 

5.1.2 合同试验——保证的满足 

此试验旨在查明泵的性能并与制造厂家/供方的保证进行比较。 

如果试验是按照本标准进行，并且测得的性能落在为毎一特定量规定的容差范围内（见第 6

章），则 

应认为对任一量的指定的保证已得到满足。 

如要求保证 NPSHK，则应规定汽蚀试验的方法（见 11. 1. 2)。 

如购买多台同样的泵，需要试验的泵的数量应由买方与制造厂家/供方进行商定。 

5.1.3 附加检查 

试验过程中，可能还要注意观察在以下儿个方面泵的情况是否令人满意，即轴承和填料的温

度、漏 水或进空气、声幅射和振动 u 等。 

5.2 试验的组织 

本章节主要概述总则、试验地点、试验日期、试验人员、泵的状况、试验大纲、试验设备、

试验记录以及试验报告。 

5. 2. 1 总则 

买方和制造厂家/供方双方均有权要求目睹这些试验。 

5. 2. 2 试验的地点 5. 2.2. 1 工厂试验 

性能试验最好是在制造厂家的丁厂内进行，或者在制造厂家/供方与买方共同商定的一个地

方进行。 

5. 2.2. 2 现场试验 

假如本标准的所有要求均能得到满足，也可以在现场进行性能试验，但需要有专门的协议。

并且应当认识，大多数现场的条件常常不能完全符合本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有关各

方已经商定如何来 考虑由丁•与规定的要求相违背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不准确性，则现场的

性能试验仍可以接受。 

5.2.3 试验的日期 

试验日期应由制造厂家/供方与买方共同商定。 

5. 2.4 试验人员 

测量的精确性不仅取决丁 •所使用的测量仪表的质量而且也取决丁 •试验时对测量仪表装

置进行操作和读数的人员的能力和熟练技术。因此对被委托作测量的人员的选择应当象选择

试验用的仪表那样 仔细。 



对复杂测量装置的操作和读数，通常应由在测量操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来承担。简单

测量仪表的读数可以交给助手来完成，他们通过预先训练被认为能够相当仔细地以要求的精

度进行读数。 

应当由双方共同任命在测量操作方面有足够经验和资历的人担任试验主管。通常，当试验是

在制造厂家的丁厂内进行，试验主管是泵制造厂家的一名职员。 

试验过程中所有负责执行测量的人员均要服从丁•试验主管，后者指导和监督测量丁作的进

行，报告 试验情况和试验结果，并撰写试验报告。所有与测量以及执行测量有关而引起的

问题均须由试验主管 来决定。 

有关各方应提供试验主管认为是必要的一切帮助。 

5.2.5 泵的状况 

当试验不是在制造厂家的丁厂内进行时，应允许制造厂家和安装单位有机会进行预调整。 

5.2.6 试验大纲 

试验需要遵循的大纲和方法应由试验主管制定，并及早提交给制造厂家/供方和买方使其有

充裕的时间进行考虑和协议。 

只有保证的丁作数据（见 4.1)才是试验的基本数据，试验过程中由测量得川的其他数据仅起

指示性（资料性）的作用，如果大纲中包括这些数据，则应说明此点。 

5.2.7 试验设备 

在决定测量方法时，应同时规定所需的测量和记录仪器仪表设备。 

试验主管应负责检查仪表设备安装的正确性及功能适合性。 

所有测量仪表设备均须附有证明它们符合 6.2 要求的报告，这种证明应是通过校准或与其他

的国家标准、ISO 和 IEC 标准相比较获得的。如有必要，应川示这些报告。 

有关试验仪表校准的合适间隔周期的指导给,在附录 G 中。 

5. 2. 8 记录 

所有试验记录和记录图表均应由试验主管、制造厂家/供方和买方双方的代表（如在场）签

名，并向他们毎人提供一份全部记录和记录图表的副本。 

试验结果的计算应尽可能随同试验的进行一起完成，并且无论如何，也要在试验装置和仪表

设备拆除之前完成以便可以对持有怀疑的测量结果立即进行复测。 

5.2.9 试验报告 

试验结果经仔细检查之后，应该整理成报告，并由试验主管单独签字，或由试验主管以及制

造厂家/ 供方和买方的代表共同签字。 

合同规定的所有各方均应获得一份报告副本。 

试验报告应包含下列信息： 

a) 验收试验的地点和日期； 

b) 制造厂家名称，泵的型号、编号，以及可能的话，还有制造年份； 

c) 叶轮直径、叶片安装角度或其他叶轮标识； 

d) 保证的特性、验收试验时的运转条件； 

e) 泵的驱动机规格； 

f) 试验装置简图，测量截面直径以及有关试验方法和所使用的测量仪表设备（包括校准数

据）的说明； 

g) 读数； 

h) 试验结果的计算和分析； 

i)结论： 



试验结果与所保证的量的比较； 

采取与任何已签订的特別协议有关的行动的确定； 

关丁•泵是可以被验收还是应予拒收以及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予以验收或拒收的建议（如果

保证不是全部得到满足，则关丁•泵的验收与否最终应由买方决定）； 

由丁•采取与任何已签订的特別协议有关的行动而作出的陈述。 

附录 L 中给出了作为指导的泵试验记录表。 

 

  

5.3 试验装置 

本章节主要描述了总则、标准试验装置、模拟试验装置等内容。 

5. 3. 1 总则 

本条根据 1 级和 2 级试验要求的精度规定了为保证获得满意的丁作特性测量所必需的条件。 

注 1:不能假定在某一给定试验装置上测得的泵性能（不管测量得多么精确）也是它在另一装

置上的具冇相 3 精度 的性能/下值。 

注 2:第 7 章和第 8 章屮给出了可保证获得满意测量的合适管路配置的建议和一般性指导。如

冇必要，还可以结合 封闭管路屮的流量测量（各种方法）的 W 际标准一起使 W (见第 7 章） 

5.3.2 标准试验装置 

如果测量截面处的液流具有如下特性，即可获得最佳的测量条件： 

轴对称速度分布； 

等静压分布； 

无装置引起的旋涡。 

对丁• 1 级和 2 级，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要求，所以不需加以证实。 

但是如避免在测量截面处附近（小丁• 4 倍管直径）存在任何弯头或弯头组合、任何横截面

扩大或不连续性，则有可能防止,出现非常不良的速度分布或旋涡。 

通常，人口液流条件的影响随泵的型式数 K 增加而增大。当 K>1. 2 时，建议采用模拟现场

条件试验。 

对丁•从具有自由液面的池中或从设在闭式冋路上液面静止的大容器中引水的标准试验装置，

建议 人口直管段长度 L 按下式确定:L/D=K + 5,式中 D 为管路直径。这一点尤其适合丁• 1

级试验。 

此式也适用丁•在距离为 L 的上游处有一个未装导流片的简单直角弯头的装置。在这样的条

件下， 就不一定要在弯头与泵之间的管路设置整流装置。但是对丁 •在紧接泵的上游处既

无水池也无静液面容 器的闭式冋路，则必须保证进人泵的液流没有由装置引起的旋涡，并

具有法向对称的速度分布。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避免明显的旋涡： 

精心设计测量截面上游的试验回路； 

因地制宜使用整流装置； 

取压孔设置得合适，使其对测量的影响减至最小。 

建议不在吸人管路中安装节流阀（见 5.4.4)。然而，如果不可避免，例如汽蚀试验时，则阀

和泵人 口之间的直管段长度应符合 11.2.2 的要求。 

5.3.3 模拟的试验装置 



如果由丁•上面指丨丨的原因双方商定在模拟现场的条件下试验泵，则重要的是，在模拟冋

路的人口 处，液流应尽可能没有装置引起的大的旋涡，并具有对称的速度分布。应当采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 获得这些条件。 

如有必要，对丁• 1 级试验应该用精皮托管排测定流人模拟冋路的液流速度分布以证实存在

所要求 的流动特性。如未存在，则可以设置适当的装置，例如整流装置，使紊乱的液流（旋

涡或不对称流）变为 整齐来获得所要求的特性。可以在 ISO 7194 中找到使用最广泛的各种

类型整流装置的规范。但是一 定要保证试验条件不会受与某些整流装置有关的压力损失的

影响。 

5.3.4 与管路附件一起试验的泵 

如合同中有规定，则可以将泵同以下管路附件组合进行标准试验： 

a) 在现场最终安装的有关管路附件，或 

b) 与 a)—样的复制件，或 

c) 为试验目的引人并看作是泵本身组成部分的管路附件。 

整个组合体的人口和出口处的流动应符合 5.3.2 中规定的要求。 

测量应按照 8.2.2 进行。 

5.3.5 潜没条件下的泵装置 

如果泵或泵与其管路附件的组合体是在因无法接近或潜没在水中而不能做到如 5.3.2 中所述

的标 准管连接的情况下进行试验或安装，则测量应按照 8.2.3 进行。 

5. 3. 6 钻井栗和;米井栗 

通常，试验钻井泵和深井泵时是不可能将其全部长度的扬水管都装上来进行的，因此，省去

的这部 分扬水管中的水头损失以及其间的任何轴系所吸收的功率均不可能加以考虑，此外

试验时推力轴承的 载荷也比它在最终装置上的载荷要轻。此时测量应按照 8.2.3 进行。 

5.3.7 自吸泵 

原则上自吸泵的自吸能力应始终是在合同规定的静吸水头下并连接上与最终装置一样的人

口管路 来进行验证。如果不能按所述的方式进行试验，则应在合同中规定要采用的试验装

置。 

5.4 试验条件 

本章节主要描述试验的方法、运转的稳定性、试验的转速、扬程的调节以及输送非清洁冷水

液体泵的试验。 

5.4. 1 试验方法 

试验的持续时间应足够长以获得与谋求达到的精度等级相一致的结果。 

所有的测量均应在稳定运转条件下或在不超出表 4 给定范围的不稳定运转条件下进行。 

当未能获得这些条件时，关丁•是否进行测量的决定应是有关各方协议的问题。 

至少需要记录 3 个（2 级试验）或 5 个（1 级试验)测量点才能获得保证点的证实，而且这些

测量点应是均匀密集地分布在保证点附近，例如在 0. 9Q(_;和 1. 1Q(_;之间。 

如果由丁•特殊的原因，需要确定某一丁作条件范围内的性能，则应取足够多的测量点以确

定在 6.2 规定的不确定度范围内的性能。 

如果试验时试验台可供使用的动力不够，并且必须采用降低转速进行试验，则应按 6.1.2 将

试验结果换算到规定的转速下。 

5.4.2 运转的稳定性 

5.4.2. 1 —般说明 



本标准应考虑下述 W 种情况： 

a) 波动：在取一次读数的时间内，一个物理量的测量值相对其平均值的短周期变动。 

b) 变化:相邻 W 次读数之间发生的数值改变。 

5. 4. 2. 2 容许的读数波动及稳定装置的使用 

5.4.2.2. 1 测量系统传输信号的目视直接观测 

表 3 给出了毎个要测量的量的容许波动幅度。 

如果泵的结构或运转使得信号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则可以采用在测量仪表中或其连接管线中

设置一种能使波动幅度降低到表 3 给定值范围内的缓冲器来进行测量。 

表 3 容许波动幅度，以测量量平均值的百分数表示 

测量量 

容许波动幅度 

1 级 

% 

2 级 

% 

流量 

扬稈 

转矩 

输入功率 

士 3 士 6 

转速 士 1 士 2 

注：如果使 W 差压装置测量，所观测的差压的容许波动幅度，1 级应为士 6%，2 级应为士

12%。在分別测量入 n 总压力和出 n 总压力的情况下，最人容许波动幅度应该根据扬程进

行计 0。 

由丁•缓冲装置有可能显著影响读数的精度，故应使用对称和线型缓冲器，例如毛细管，它

须提供至少是一个完整的波动周期内的波动积分。 

5.4.2.2.2 测量系统传输信号的自动记录或累积 

当测量系统传输的信号是由测量装置自动进行记录或累积时，如果具备以下条件则这些信号

的最大容许波动幅度可以较表 3 给出的值为大： 

a) 使用的测量系统有一个积算装置，它能以要求的精度自动求出为计算一个积分周期（它

比对应的系统的响应时间要长得多）内的平均值所需的积分； 

b) 计算平均值所需的积分可以在以后根据模拟信号 Wf)的连续或抽样记录来求得（抽样条

件应在试验报告中作出规定）。 

5.4.2. 3 观测组数 5. 4. 2. 3. 1 稳疋条件 

如果所有涉及的量（流量、扬程、输人功率、转矩和转速）的平均值均不随时间而变化，即

称该试验条件为稳定条件。实际上，如果对一个试验丁况点至少是在 10 s 内观测到的毎一

量的变化不超过表 4 上 部给出的值，即可认为试验条件是稳定的。如果满足此条件，并且

其波动值乂小丁•表 3 中给出的容许值，则对所研究的试验点而言只需记录各独立量的一组

读数即可。 

5.4.2.3.2 不稳定条件 

在试验条件的不稳定性导致对试验的精度产生怀疑的情况下，应按以下程序进行处理。 

对毎一试验点，应以随机的时间间隔（但不少丁• l0s)重复取各个测量量的读数，只有转速

和温度允许进行调整。节流阀、水位、填料函、平衡水的所有调节位置应完全保持不变。 

同一量的这些重复读数之间的差兄是衡量试验条件不稳定性的一种尺度，这种不稳定性除了

试验 装置因素外，试验中的泵至少也对试验条件有部分影响。 



对毎一试验点，最低限度应取 3 组读数，并应记录毎一个独立读数的值和由毎组读数导出的

效- 值。毎一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白_分-差不得大丁•表 4 给出的值。需要注意，如果读数

次数增加，允许有较大的相差。 

这些最大容许差兄用以保证由丁•读数分散所致的不确定度与表 7 中给出的系统不确定度总

合后的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不会大丁•表 8 给出的值。 

应当取毎一量的所有读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得出的实际值。 

如果达不到表 4 给出的值，则应查明原因，调整试验条件并取一组新的完整读数，亦即原先

一组的 所有读数应全部予以废弃。但是不可以因为读数超出限度为由剔除单个读数或剔除

成组观测值中某些选定的读数。 

表 4 同一量重复测量结果之间的变化限度（基于 95%置信限度） 

  每一量的最人渎数和最小渎数之间相对平均值的容许差异 

条件 读数组数 流量、扬稈、转矩、输入功率 转 速 

1 级 

% 

2 级 

% 

1 级 

% 

2 级 

% 

稳定 1 0.   6 1.   2 0.   2 0.   4 

 3 0.   8 1.   8 0.   3 0.   6 

 5 1.   6 3.   5 0.   5 1.   0 

 7 2.   2 4.   5 0.   7 1.   4 

 9 2.   8 5.   8 0.   8 1.   6 

 13 2.   9 5.   9 0.   9 1.   8 

 >20 3.   0 6.   0 1.   0 2.   0 

在读数变化过大不是由丁•测量方法或仪表误差所致因而无法加以消除的情况下，可以用统

计分析 方法计算误差限。 

5.4.3 试验时的转速 

除非另有商定，可以在规定转速的 50%〜120%范围内的试验转速下进行流量、扬程和输人

功-确 定试验。然而，应该注意，试验转速与规定转速相差超过 20%以上时，效率可能会受

到影响。 

对 JVPSH 试验，如果流量是在对应试验转速下最高效率点流量的 50%〜120%范围内，试验

转速 宜在规定转速的 80%〜120%范围内。 

注：对合乎 11. 1.2. 1 和 11. 1.2. 2 要求的试验，上述变化总是可以允许的„对合乎 11. 1.2. 3

要求的试验，型式数 K 小于或等于 2 的泵也是可以允许的；而对型式数 K 人于 2 的泵，须

由冇关各方达成协议方可 5. 4.4 扬程的调节 

除其他方法外，还可以通过在人口管路或出口管路中或同时在 W 处进行节流来获得试验条

件。如 果采用在人口管路中节流方法，应适当考虑有可能产生汽蚀或使水中溶解空气析川

这一情况，因为它可 能会影响泵的运转、流量测量装置使用或同时影响 W 者（见 11.2.2)。 

5. 4.5 输送非清洁冷水液体泵的试验 

5.4.5. 1 总则 

泵的性能可以随输送液体性质的不同而有显著变化。虽然不可能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

使之可以用输送清洁冷水时的性能预测输送其他液体时的性能，但是商定一个适合特定情况

的经验规则而 泵仍用清洁冷水做试验常常是令各方满意的作法。 

附录 I 和附录 J 可以被看作是这方面的一个指导。 

5.4.5. 2 “清洁冷水”的特性 



符合本标准所称的“清洁冷水”的这种水的特性应在表 5 指川的范围内。 

表 5 “清洁冷水”规范 

特 0 单 位 最大值 

温度 .C 40 

运动黏度 m
2
 ! s 1.75X10 ' 

密度 kg/W 1 050 

不吸水的游离间体含量 kg/W 2.   5 

溶解于水的间体含量 kg/m'"
1
 50 

水中溶解气体和游离气体的总含量： 

对开式冋路，不得超过对应泵开式池中水温和压力下的饱和气体容积; 对闭式冋路，不得超

过对应罐内实际压力和温度下的饱和气体容积。 

5. 4. 5. 3 可以用清洁冷水代替作试验的液体的特性 

输送非清洁冷水液体的泵可以用清洁冷水来进行扬程、流量和效率的试验，如果液体的特性

是在表 6 范围以内的话 2)。 

表 6 液体的特性 

液体的特性 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运动黏度 m
2
 /

;
 s 不限 10X10 ' 

密度 kg/W 450 2 000 

不吸水的游离间体含量 kg/W — 5.   0 

液体中溶解气体和游离气体的总含量： 

对开式冋路，不得超过对应泵开式池中液体压力和温度下的饱和气体容积; 对闭式冋路，不

得超过对应罐内实际存在的压力和温度下的饱和气体容积。 

输送不符合上述规定特性的液体泵的试验，应按专门协议进行。 

如无专门协议，汽蚀试验应使用清洁冷水来做。但需要注意，当输送的液体不是清洁冷水时，

这样 的做法可能会对结果有影响。 

6、试验结果的分析 

本章节内容包括试验结果换算到保证条件下，测量不确定度、容差系数值以及规定特性的获

得。 

6.1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结果的分析：试验结果换算到保证条件下 

6.2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结果的分析：测量不确定度 

6.3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结果的分析：容差系数值 

6.4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结果的分析：保证的证实 

6.5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 试验结果的分析：规定特性的获得 

6.1 试验结果换算到保证条件下 

本章节包括总则以及试验结构的相关数据。 

6.1.1 总则 

通常，为证实 4.1 给川的由制造厂家/供方予以保证的特性所需要的各个量都是在与保证所基

丁•的条件多少有差兄的条件下测得的。 

为了确定假如试验是在保证的条件下进行，保证是否会得到满足，就必须将在与保证条件不

同的条件下测得的量换算为保证条件下的测得量。 



6. 1.2 试验结果换算为以规定转速（或频率）和密度为基准的数据 

在与规定转速~相偏离的转速 n 下得到的所有试验数据均应换算为以规定转速~为基准的数

据。 

常见的泵制造厂家的出线是州清洁冷水确定的，而值总是针对清洁冷水而给的。 

如果试验转速与规定转速 sp 的差不超过 5. 4. 3 规定的容许变动范围，并且试验液体与规定

液 体的差兄也在 5. 4. 5. 3 规定的范围以内，则有关流量 Q、扬程 H、输人功率 P 和泵效率

7 的测量数据可以按下列各式进行换算： 

 

如果满足 5.4.3 给川的转速和流量的规定条件并且叶轮人口处液体的物理状态乂是无含影响

泵运 转的气体析出，则作为 NPSH 的一级近似可以采用 1 = 2。如果泵在接近其汽蚀极限的

情况下运转，或 试验转速与规定转速相差超出 5.4.3 给出的规定范围，则汽蚀现象可能会受

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热 力学效应、表面张力的变化、或溶解的或包藏的空气含量不同

等。业已观测到指数:c 值在 1. 3 至 2 之 间，因而有关各方必须就确定要使用的换算公式达

成协议。 

在整体电动机-泵机组的情况下，或当保证是对商定频率和电压而非商定转速而言时（见4.1)，

流 量、扬程、输入功率和效率数据仍服从上述的换算规律，只需将规定转速~换算成规定频

率/SP，转速^ 换成频率/即可。然而，这样的换算只限丁•试验时选定的频率的改变不超过

1%这种情况。如果试验 使用的电压与作为保证特性基准的电压的上差或下差不超过 5%，

则其他丁作数据无需改变。 

如果超出了上述偏差即频率偏差±1%、电压偏差±5%，买方和制造厂家/供方即需要就此达成

协议。 6. 1.3 在与保证的 JVPSfM 不相同的 JVPSJM 下进行的试验 

在对转速（是在 5. 4. 3 给定的容许范围内）作了修正之后，高 JVPSHA 下的泵性能不能代

表低 JVRSHA 下的性能予以验收。 

然而，如果按照 11.1.2.2 或 11.1.2.3 已经查明没有发生汽蚀，则在对转速（是在 5.4.3 给定的

容 许范围内）作了修正之后，低 JVRSHA 下的泵性能可以代表高 JVPSHA 下的性能予以验

收。 

  

6.2 测量不确定度 

本章节主要包括总则、随机不确定度的确定、最大容许系统不确定度、总的测量不确定度以

及效率测量不确定度的确定。 

6.2.1 总则 

即使使用的测量方法和仪表以及分析方法完全遵循现行规则，特別是遵循本标准的要求，毎

一测量 也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度。 

6.2.2 随机不确定度的确定 



对本标准来说，一个变量的测量随机不确定度取为该变量标准偏差的 2 倍。根据 GB/T 18149,

对 任何测量均可以照此计算和表示其不确定度。 

当各项分误差（它们的总合得川不确定度）是彼此独立、小而多并呈高斯分布曲线时，则真

实误差 (即测得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兄）小丁•不确定度的概率为 95%。 

6.2.3 最大容许系统不确定度 

一个测量的不确定度部分是与使用的仪表或测量方法的残余不确定度有关。当通过校准、仔

细的 测量尺寸和正确的安装等将已知的所有误差统统消除之后，仍然会留有误差，它永远

不会消失，并且如 果仍使用同一仪表和同样测量方法，也不能通过重复测量使其降低。这

部分误差分量被称为“系统不确 定度”。第 7 章至第 11 章叙述了按 1 级和 2 级试验要求的精

度范围确定流量、扬程、转速、泵输人功率 和 JVPSH 只值可使用的各种测量方法和仪表设

备。凡是通过校准或参照其他标准已知其测量的系统 不确定度不会超过表 7 给川的最大容

许值的仪表设备或方法均可使用。但这些仪表或方法还应为有关 各方所认可。 

6.2.4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 

随机不确定度，它或是由丁•测量系统的特性、或是由丁•被测量的量的变化、或是由丁• W

者共同所致， 直接以测量结果的分散形式出现与系统不确定度不同，随机不确定度可以通

过在同样条件下增加同 一量的测量次数来加以降低。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应通过计算系统不确定度与随机不确定度的平方和的平方根（方和根）值

得 I。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应尽可能在试验之后并考虑与试验有关的测量和运转条件来加以

确定。 

表 7 系统不确定度的容许值 

 容许值 

量 1级 2级 

 % % 

流量 士 1. 5 士 2. 5 

转速 士 0. 35 士 1. 4 

转矩 士 0. (J 士 2. 0 

扬稈 士 1. 0 士 2. 5 

驱动机输入功率 士 1. 0 士 2. 0 

 如果遵照如 6. 2. 3 给出的有关系统不确定度建议以及如本标准给出的有关试验方法的所有

要求， 则可以假定总的不确定度（在 95%的置信水平下)将不会超过表 8 给 I 丨的值。 

6.2.5 效率测量不确定度的确定 

总效率和泵效率的总的不确定度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e,gr= ~/eQ+eH+epgr 

δ= 74 十 A 十共十 d (如果效率是由转矩和转速计算得出） ev = v+ e 十 fp (如果效+是由泵输

人功+计算得出） 

利用表 8 给出的值进行计算即得川表 9 所给的结果。 

如表 8 和表 9 所给的不确定度表示一个量的测量值与其真值之间的可能偏差。 

表 8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容许值 

量 符 号 
1级 

% 

2级 

% 

流量  士 2. 0 士 3. 5 

转速  士 0. 5 士 2. 0 



转矩 f-r 士 1. 4 士 3. 0 

扬稈 

驱动机输入功率 

e-u 

士 1. 5 士 3. 5 

泵输入功率（由转矩和转速计算得出） 

泵输入功率（由驱动机输入功率和电

机效率计 算得出） 

f-r 

e-r 
士 2. 0 士 4. 0 

表 9 效率总的不确定度导出值 

1级 

% 

2 级 

% 

量 符号 

总效率（由 Q、H和.计算得出） 
e
v 士 2. (J 士 6. 1 

泵效率（由 Q、H、T和 n计算得出）  士 2. (J 士 6. 1 

泵效率（由 Q、H、PS，.和 7,n。,计算得出）  士 3. 2 士 6. 4 

注：为考虑与损失冇关的附加不确定度，参看 10.4。 

6.3 容差系数值 

由丁•完丁过程中制造的不确定度，毎台泵上均会发生儿何形状不符合图纸的情况。 

在对试验结果与保证值（丁作点）进行比较时，应允许有一定的容差，包括试验的泵与没有

任何制造不确定度的泵二者在丁作数据方面的可能偏差。 

应该指出，泵的工作性能的这些容差只与实际的泵有关并不涉及试验条件和测量不确定度。 

为简化保证值的证实，建议引人容差系数。 

±fQ、士 5、±~，分別为流量、扬程和泵效率的容差系数，应适用丁•保证点 Q(;、Hr;。 

在没有关丁•应使用什么样的容差系数值的专门协议的情况下，应使用表 10 给出的数值。 

表 10 容差系数数值 

量 符号 
1 级 

% 

2 级 

% 

流量 
f
Q 士 4. 5 士 8 

扬稈 til 士 3 士 5 

泵效率  士 3 士 5 

其他的容差范围（例如只给出正的容差系数)可以在合同中商定。 

选用产品样本公布的典型性能曲线批量生产的泵以及输人功-小丁• 10kW 的泵，其性能可以

有所改变。那些泵的容差系数示丁•附录 C 中。 

6.4 保证的证实 

本章节主要描述总则、保证的流量、扬程和效率的证实以及保证的 JVPSH的证实。 

6. 4. 1 总则 

毎一保证的证实应通过将试验所得到的结果与合同规定的保证值（包括它们的有关容差）相

比较来进行。 

6.4.2 保证的流量、扬程和效率的证实 

应按 6.1. 2 将测量结果换算到规定的转速（或频率）下，然后绘制它们对流量 Q 的关系曲线。

与各 测量点拟合最佳的曲线代表泵的性能曲线。 

通过保证点以水平线段士~ • Q(;和垂直线段士& • 作出容差的十字线。 



如果 H(Q)曲线与垂直线段和/或水平线段（见图 2)相交或至少相切，则对扬程和流量的保证

即得到满足。 

效率值应由通过规定的丁作点和坐标轴的原点的直线与测得的 H(Q)曲线的交点作一条垂直

线与 7(Q)曲线相交得到。 

如果该交点的效率值高丁•或至少等丁• 7(;(1 — ^)(见图 2)，则对效率的保证条件的满足是在

容差范围内。 

注：如果测得的 Q 和 H 值人于保证值 Qt;和 Ht;，但仍在容差+ • Qt;)和执十（^ • Ht;)泊;围内，

且效率也在容差范围内，则实际的输入功率可能要人于数据表 111 记载的值。 

6.4.3 保证的 JVPSH 的证实 

关丁•汽蚀影响和保证的 JVPSH 只值的检查应遵照 11. 1 要求。 

6.5 规定特性的获得 

本章节包括削减叶轮直径以及转速变化。 

6.5.1 削减叶轮直径 

当根据试验泵的特性显得比规定的特性要高时，通常采取削减（车小）叶轮直径的做法。 

如果规定值与测得值相差很小，可应用比例定律估算新的特性而免去进行一系列新的试验。 

这种方法的应用和削减叶轮直径的可行条件应是双方协议的问题。 

本标准附录 D 给出了关于削减叶轮直径的一些规则指示，对型式数 K<1. 5 的泵，当叶轮平

均出口 直径的削减量不超过 5%时可应用这些规则。 

 

6.5.2 转速变化 

如果变速驱动的泵未能满足保证或超过了保证，只要未超过连续运转的最大容许转速，即可

按另一 转速重新计算试验点。如无专门协议规定可以取最大容许转速等丁• l.〇2«sp。在这

种情况下，不需要做新的试验。 

7、流量的测量 



本章节主要描述流量测量的方法：称重法、容积法、差压装置、薄壁堰、速度面积法、示踪

物法以及其他方法。 

 7. 1 称重法测量 

GB/T 17612 指示了用称重法测量液体流量的所有必需信息。 

称重法得出的只是在充注称重容器这段时间内流量的平均值，此法可以被认为是最精确的流

量测 量方法。这种方法受到如下一些误差的影响：称重误差、液体充注时间测量误差、考

虑温度的流体密度 确定误差，可能还有与液体转向（静态法）或称重时的动态现象(动态法）

有关的误差。 

7.2 容积法 

ISO 8316 指示了用容积法测量液体流量的所有必需信息。 

容积法具有与称重法相近的精度，并且也类似地只是给出在注满标准容量这一段时间内的流

量平均值。 

贮液容器的校准可以采用逐次向容器注人一定体积的水后测量水位的方法来进行，倒人的水

的体积可用称重或用标准量管确定。 

容积法受到以下一些误差的影响：贮液容器校准误差、液位测量误差、液体充注时间测量误

差，以及与液流转向有关的误差。此外，还须检查容器的不漏水性，如有必要应进行泄漏修

正。 

然而，还有另一种可用丁•现场或大流量测量的变型容积法，此即是利用天然贮水池作为标

准容积池，池的容积是用儿何方法或测地法确定的。这种方法的使用指导将在 IEC 60041 的

修订版中给出。 然而，应强调指出，这种方法的测量精度要降低不少，这是由丁•测量既不

稳定也不是处处均等的水位难 度较大所致。 

7.3 差压装置 

孔板、喷嘴和文丘里管的制造、安装和使用是 GB/T 2624 的题目，同时 ISO 2186 给出了关

丁•压力 

计连接管路的技术规范。 

应该特別注意差压装置上游必需的最小直管段长度；GB/T 2624 规定了各种管路配置情况下

的最 小直管段长度。如果必须将差压装置设在泵的下游（有关表中未述及），则对本标准

而言，可以认为泵引 起的液流扰动相当丁•一个 90°单弯头的扰动，并设想该弯头是在与泵

蜗壳或多级泵的最后一级或泵的出口短管（管嘴）同一平面位置上。 

还要注意毎种型式差压装置的管路直径和雷诺数应在 GB/T 2624 规定的范围内。 

应该保证流量测量装置不受例如可能发生在调节阀处的汽蚀或放气的影响。通常可旋开测量

装置 上放气阀来查明是否存在空气。 

应当有可能通过与液柱压力计或静重压力计或其他压力校准标准相比较来检查差压测量装

置。 如果满足有关标准的所有要求，即可以不必校准直接使用标准中给出的流出系数。 

7.4 薄壁堰 

ISO 1438-1 给出了矩形和三角形薄壁堰的结构、安装和应用的技术规范。ISO 4373 规定了

液位测 量装置。 

应特別注意这些装置对上游液流条件的十分敏感，因而必须遵守对引渠的要求。 

为应用该国际标准，所有用丁•测量堰水头的仪表的最小分度应不大丁•对应被测流量 1.5 %

的水头。  

7.5 速度面积法 



这些方法是 ISO 3354 和 ISO 3966 的题目，它们分別论述了利用流速计和静压皮托管测量封

闭管 道中的排量的方法。这些标准给出了有关应用条件、仪表的选择和使用、局部流速的

测量以及用速度分 布的积分计算流量的所有必需技术规范。 

由丁•这些方法的复杂性用在 2 级试验上不太值得，但在进行大流量泵 1 级试验时，它们往

往是唯一 可以应用的方法。 

除了下游有很长的管路设置以外，最好是将测量截面设在泵的上游，以避免过大的湍流和旋

涡流。  

7.6 示踪物法 

适用丁•测量管路中流量的这些方法是 ISO 2975 的题目，它分儿个部分论述了稀释法（恒速

注人法） 和通过时间法这 W 种方法，毎种方法都可以使用放射性示踪物或化学的示踪物。 

至丁•速度面积法，示踪物法仅在 1 级试验上值得使用。此外它们应只限丁•由专业人员来使

用同时 还应注意使用放射性示踪物须受一定的限制。 

7.7 其他方法 

其他一些流量测量仪表，诸如涡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ISO 9104)甚或超声波流量计、旋

涡流量计或面积可变流量计，只要是用 7.1 或 7.2 所述的原始方法（基本方法）之一预先经

过校准的，也可以使 用。当这些流量计是永久地安装在试验设施上时，则应考虑定期检查

其校准情况的可能性。 

这种校准应指整个流量计和有关的测量系统。而且一般应是在试验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实际使

用条件下(压力、温度、水质等）进行。应当注意保证流量计不受试验时产生汽蚀的影响。 

涡轮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不需要很长的上游直管段长度（在大多数情况下 5 倍管子直径的长

度即够）而且可获得很好的精度。超声波流量计对速度分布很敏感，应在实际使用条件下进

行校准。可变面 积流量计应仅限丁•在 2 级试验上使用。 

8、扬程的测量 

本章节包括总则、测量截面的确定、水位的测量以及压力的测量。 

8. 1 总则 8.1.1 测量原理 

扬程应根据其定义（见 3. 19)来进行计算。以泵输送液体的液柱高度表示，它相当丁•泵传递

给毎单 位重量液体的能量。 

水头这一概念可以用比能(_y = g 丑，见 3. 20)来代替，后者相当丁•泵传递给毎单位质量液

体的能量； 

尽管较少见，但还是应予推荐使用。 

3. 19 扬程定义中规定的各个量照例应在泵（或泵和亦属丁•试验对象的连接附件的组合体）

的人口 截面 S,和出口截面 S2 处确定。实际上为了方便和测量精度的缘故，一般是在 S,的

上游和 S2 的下游 与 S,和 S2 有某一小段距离的截面和&截面处进行测量（见图 3)，因此应

该考虑其间的管路摩擦损失，亦即 S,之间的和&与 S2 之间的HI2 (可能还有局部水头损失），

而扬程应由下式给出： 

H=H2-H1+H3+H32 

式中私和压，是和 S2,处的总水头。 

8.2 规定了各种装置类型的测量截面以及一种估算水头损失的方法。 

8. 1.2 各种测量方法 



视泵的安装条件和冋路的布置方式而定，扬程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加以确定:诸如可以分別测

量人口 和出口的总水头；或是测量出口与人口之间的差压再加上（如果有的话)速度水头差

（见图 10)。 

总水头也可以根据输送管路中的压力测量值或进水池和出水池的水位测量值推算得出。8.2

至 8. 4 论述了在这些情况下测量截面的选择和安排、可以使用的各种测量仪表设备以及速

度水头的确定。 8.1.3 测量的不确定度 

扬程测量的不确定度应通过对组成扬程的各个分量的估计不确定度的总合来求得；因此进行

这一 计算的方法要视使用的测量方法而定，这里只可能对有关的各种误差给出如下一些一

般情况分析： 

a) 与其他误差源相比，关丁•高度的误差通常可忽略不计。 

b) 关丁•速度水头的误差，它一方面是由丁•流量测量和截面面积测量造成的误差所致，另一

方面 则是由于将 U72g 视为平均速度水头来计算只是一种近似方法所致，它随着速度分布

越趋均匀而越精确。对丁•低扬程的泵，这些误差就相对值而言可能达到相当重要的程度。 

c) 关丁•液位或压力测量的误差应按各种具体情况进行估算，它不仅要考虑使用的测量仪表

器具 的类型，还要考虑其使用条件(取压孔质量、连接管路的密封性等）以及液流特性（不

稳定性、波 动、压力分布等）。 

8.2 测量截面的确定 

8.2.1 在标准试验装置上试验的泵 

8.2. 1.1 入口测量截面 

当泵是在如 5.3.2 所述的标准试验装置上进行试验时，在人口管路长度允许的情况下，人口

测量截 面一般应设在与泵人口法 3 相距 2 倍管路直径的上游处。要是直管段长度不够使用

（例如在短喇叭管 的情况下），如无预先商定，应将可利用的直管段长度加以划分，以求

尽可能好地利用测量截面的上游和 下游局部条件（例如按上游和下游之比 2: 1)。 

人口测量截面应该设在与泵人口法 3 同直径同轴的直管段截面处，以求液流条件尽可能接近 

5. 3. 2 所建议的那些条件。如果在测量截面上游短距离处存在一个弯头，并且仅使用一个或

W 个取压 孔（2 级试验），则这些取压孔应是垂直丁•弯头所在平面。见图 3 和图 4。 

对丁• 2 级试验，如果人口速度水头与扬程之比很小(小丁• 0.5%)，并且已经知道人口总水头

本身不 很重要（亦即不是指 NPSH 试验这种情况），则足可以将取压孔（见 8. 4. 1)设在人

口法 3 自身位置上而 不是上游 2 倍直径的距离处。 

人口总水头由测得的表压力水头、测量点相对基准面的高度以及视吸人管中速度分布似乎是

普遍 均匀来计算的速度水头 3 项之和得川。 

在部分流量丁况下由丁 •预旋会使泵人口总水头的测量产生误差。这些误差可以按如下所述

进行检 测并应加以修正。 

a)如果泵是从一个具有自由液面的水池中吸水，池里水位和作用在水面上的压力均是恒定的，

则 水池至人口测量截面处的沿程水头损失在没有预旋的情况下按流量的二次方规律变化。

人口 总水头的值也应遵循同一规律。但在小流量丁况下预旋的影响导致偏离这一关系曲线

时，即 

需对测得的人口总水头进行修正以考虑这一差额（见图 5)。 

b) 如果泵不是从具有恒定水位和压力的水池中吸水，则应在足够远的已知没有预旋的上游

处另 行选择测量截面，然后即有可能用上述同样的方法预测 W 截面间的水头损失（但不是

直接关 丁•人口总水头的）。见图 3 和图 4。 

8.2. 1.2 出口测量截面 



出口测量截面一般应设在与泵出口法 3 相距 2 倍管路直径的下游处。对出口速度水头小丁•

扬程的 5%的泵，2 级试验，出口测量截面可以设在出口法 3 处。 

出口测量截面应设在与泵出口法 3 同轴同直径的直管段截面处。当仅使用一个或 W 个取压

孔时（2 级试验），取压孔应垂直丁•蜗壳的平面或泵壳内的任何弯头的平面（见图 6)。 

出口总水头由测得的表压力水头、测量点相对基准面的高度以及视排出管中速度分布似乎是

普遍均匀来计算的速度水头三项之和得出，由泵引起的旋涡流或不规则的速度或压力分布可

能会影响出口 

总水头的确定。囚此可以将取压孔设在下游距离更远些的地方。此时应考虑出口法与测量截

面之间 的水头损失（见 8.2.4)。 

 

1 总水头（总能头）线。 

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水平轴 A =如=之 r_ 

图 4 扬程确定的等角投影图解 



 

a 实际值^ 

h 受预旋影响的^ 

图 5 入口总水头的修正 

 

图 6 垂直于蜗壳平面或弯头平面的取压孔 

8.2.2 带连接管路附件一起试验的泵 

如果是对泵及被视为泵组成部分的其全部或部分上游和下游连接管路附件的组合体进行试

验，则 8.2.1 适用丁•连接管路附件的人口和出口法而不是泵的人口和出口法这样的处理就

使连接管 路附件引起的所有水头损失都归在泵上，即泵的扬程被扣去了一部分，用来抵消

损失 3)。 

然而，如果保证仅是指泵的性能，则人口总水头测量截面与人口法^之间的摩擦水头损失和

可能的 局部水头损失 Hn，以及出口法^与出口总水头测量截面之间的摩擦水头损失和可能

的局部水头损失 HJ2，应按 8. 2. 4 所述的方法进行确定，并将它们计人扬程的计算中。 

如果连接管路附件是装置的组成部分因而不是泵的组成部分，上述规则同样适用。 

8.2.3 潜没式泵和深井泵 

这种类型泵不能在如 5.3.2 所述的标准试验装置上进行试验，其安装条件的示意图如图 7 所

示。 

人口总水头等丁 •抽取液体处的自由表面液位相对基准面的高度加上与作用在该表面上的

表压力相当的水头。 

根据情况，出口总水头可以或是通过测量排出管中的压力（见 8.2.1.2)来确定，或者如果泵

是向一 个具有自由液面的池中排出液体，则通过测量池中液位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假



如在液位测量点附近液体真正处丁•静止状态，则出口总水头等丁•泵排人液体处的自由表面

液位相对基准面的高度加上等丁• 与作用在该表面上的表压力相当的水头。 

这种方法使得发生在测量截面之间的所有水头损失都归在泵上，即泵的扬程被扣去了一部分，

用来抵消损失。3) 

如有必要，可按照 8.2.4 所述方法确定测量截面与合同规定的泵界限之间的摩擦水头损失。

由于回路的特殊性和各种连接管路附件（吸人过滤网、逆止阀、输液弯管、阀、扩散管等）

所致的局部水头损失，应尽可能在起草合同时由提供这些附件的一方作出规定。如果看来做

不到这点时，买方与制造厂家/供方应在验收试验之前商定可采用的损失值。 

因为深井泵〔见图 7a)〕通常不是装上它的全部扬水管进行试验的，除非是在现场进行验收

试验，所以制造厂家/供方应估算和规定未装上的这部分扬水管的摩擦水头损失并提交给买

方。如果看来还有必要通过一次现场试验来证实所规定的特性，则应在合同中规定此点。 

对这种泵的试验，保证可适用丁•连接附件，也可以不适用丁•连接附件。 

8.2.4 入口和出口的摩擦损失 

4.1 的保证适用丁•泵的人口和出口法而压力测量点通常与这些法^有一段距离（见 8.2.1 至 8. 

2. 3)。因此可能有必要将测量点和泵法^之间由丁•摩擦所致的水头损失和％ )加到测得的扬 

程上。 

但是仅当： 

3) ISO 9906 原文此处直译为“…记人泵的借方”，即泵的扬程被借去一部分以支付这些损失，

因此这样的处理方法使测得的扬程值要比实际的小了 „ 

 

k 管路当量均匀粗糙度； 

D 管路直径； 

k/D 相对粗糙度（纯数值）。 

附录 E 示有是否需要进行修正以及如果需要的话如何计算修正值的指示图表。 

如果管路不是具有不变_形横截面和无阻碍的直管，可应用的修正值应是合同专门协议的问

题。 



 

图 7 各种类型潜没式泵扬程的测量 

8. 3 水位的测量 

8.3. 1 测量截面的安排 

测量位置处的液流应是稳定和没有任何局部扰动的。如果自由水面有小的波浪扰动，则视使

用的 测量仪器，可能有必要设置一个静井或静箱，它通过一个多孔板与水池连通，板上的

孔应该足够小（直径 约 3 mm〜5 mm)以缓冲压力波动。 

8. 3. 2 测量仪器 

根据具体情况（自由液面是可以接近还是不可接近，是稳定还是扰动的等）和考虑扬程测量

需要的 精度，可以使用各种型式水位测量仪器。最常用的有： 

a) 沿壁固定的竖的或斜的水位尺； 

b) 针形或钩形水位计，这种情况一定得有静井和支持架，支持架安在靠近自由液面的上方； 

c) 板规，由挂在带刻度的钢带尺上的一个水平金属_盘组成； 

d) 浮规，只能在静井中使用； 

C)如 8.4.3.1 所述的绝对式或差示式液柱压力计； 

f) 起泡器，用压缩空气吹人； 

g) 浸人式压力传感器。 

最后 3 种特別适用丁•自由液面不能接近的场合。 

ISO 4373 对这些仪器有详细说明。 

8.4 压力的测量 8.4.1 取压孔 

对 1 级试验，毎一测量截面应设 4 个取静压孔，沿_周方向对称布置，如图 8a)所示。 

对 2 级试验，毎一测量截面通常仅设一个取静压孔即够，但当液流可能会受旋涡或非对称流

影响 时，也许需要 W 个或更多个取静压孔〔见图 8b)〕。 



 

图 8 1 级和 2 级试验用取压孔 

 

图 9 取静压孔要求 

除了特定情况，即取压孔的位置是由冋路的布置来确定的（见 8.2.1.1 和 8.2.1.2)以外，一般

取压孔不宜设在或接近丁•横截面的最高点或最低点。 

取静压孔应遵照图 9 所示的要求制做，并且应是无毛刺和凹凸不平，垂直丁•管的内壁并与

其齐平。 

取压孔的直径应为 3 mm〜6 mm 之间或等丁•管路直径的 1/10,取 W 者之小值。取压孔的深

度应不小丁• 2.5 倍取压孔直径。 

设有取压孔的管子内孔应清洁光滑，并且耐泵输送液体的化学作用。敷在管子内壁上任何如

油漆类涂层应完好无缺损。如果是纵向焊接管子，取压孔应尽可能避开焊缝。 

当使用儿个取压孔时，各个取压孔均应通过单独的截流旋塞与一环形汇集管相连通，这样，

需要时即可以测量取自任一取压孔的压力。环形管的横截面积应不小丁•所有取压孔横截面

积的总和。在进行 观测之前，应在泵的正常试验条件下逐个测取各取压孔单独开启时的压

力。如果某一读数与 4 个测量 值的算术平均值之差超过总水头的 0.5%或超过一倍测量截面

处的速度水头，应在实际试验开始之前查明读数分散的原因并调整测量条件。当同样的取压

孔用丁• JVPSH 测量时，该偏差不得超过 JVPSH 值的 1%或一倍人口速度水头。连接取压

孔与可能有的缓冲装置（见 5.4.2.2)以及仪表的连接管的孔 径至少要与取压孔的孔径同大。

整个系统应不存在泄漏。 

在连接管线上的任何高点处均应设置一个放气阀，以避免测量过程中气泡聚留形成气阱。 



建议只要可能，就使用半透明管以确定管内是否有空气。ISO 2186 给出了关丁•连接管的指

示。  

8.4.2 高度差的修正 

考虑测量截面中间与压力测量仪表的基准面之间的高度差 UM — z)的压力读数修正值应由

下 式确定： 

f = fM +i〇f • g • (ZM 一 Z) 

式中： 

pr 连接管中流体的密度。 

一定要保证并且表明在整个长度上连接管中充的是同一种流体。 

可使用短的水平连接管 UM — 2〜0)使可能的误差降低至最小。 

8.4.3 压力测量仪表 

8.4.3. 1 液柱压力计 

液柱压力计不需要校准，可用丁•测量较低的压力。 

最常用的压力计液体是水和水银，但也可以使用密度适合丁•测量压力的其他液体。如有可

能，应避免使用 50 mm 以下的液柱高度。可以使用斜管压力计或使用另一种压力计液体来

改变液柱长度。如 果做不到这点，则应特別注意测量误差。 

为使毛细现象的影响降低至最小，压力计管子内孔直径对水银压力计至少应为 6 mm，对水

和其他液体压力计至少应为 10 mm，且连通管 W 边管径应相同。为避免由丁•表面张力的变

化而引起误差，应 当保持压力计中的液体和管子内表面的洁净。 

压力计的设计应使视差误差降低至最小。 

刻度尺 W 个刻度之间的间隔一般应为 1 mm。 

液柱压力计可以是一端开口的，或是闭式的，或由充有压力计液体的一个 U 型管组成。封

在闭式压力计的双管连通部分中的空气被压缩到使之可以按照刻度读取差示压头所需要的

程度。在第一种情 况下，压力是根据某一固定的基准面并相对丁•视为常数的周围大气压力

来测量的。后 W 种型式压力计 可以由一次差压测量得,'丨丨扬程（见图 10)。 

当连接管中充的是空气时，偶尔可能发生泵输送液体的残余液柱（高度 A)仍留在水银面上，

丁• 是有： 

P = PM— pgh 



 

注：/下意阁仅表/下原理，不表/下全部技术细节。 

图 10 使用差压计确定扬程 

8.4.3. 2 静重压力计 

对丁•超川液柱压力计测量可能的压力，使用静重或活塞压力计（无论是单式的还是差动式

的）测量 是实际可行的。然而，只有当压力超过对应旋转部件重量的最低压力时才可以使

用这种压力计。 

可以取单式压力计的有效直径认等丁•直接测得的活塞直径 Dp 与活塞缸直径 A 的算术平均

值。 丁•是如果试验前满足以下条件，即可以用该有效直径计算压力而不需要再作校准： 

 

 

 

通过活塞以不低丁• 30 mm—的速度旋转，实际上可以消除活塞与缸壁之间发生摩擦。 

最好是通过与一个液柱压力计作比较来校核静重压力计，以确定川适用丁•尽可能宽压力范

围的有 效活塞直径。 

8. 4. 3. 3 弹簧压力计 

这种型式压力计是利用一匝普通管或螺旋形管（波尔登度盘式压力计）或一个膜片的机械偏

转来指 示压力。 

如果这种型式压力计用丁•测量人口或川口压力，则建议： 

a) 毎一压力计在它的最佳测量范围内使用（在压力计满刻度的 40%以上）； 

b) 度盘上相邻 iMj 刻度线间隔在 1.5 mm〜3 mm 之间； 

c) 这种分度对应的压力示值最大为扬程的 5%。 

这种测压计的校准情况应定期加以检查。 

图 11 表示确定弹簧压力计基准面的布置图。 

8. 4. 3. 4 其他型式压力计 



还有多种多样基丁•各种机械的和/或电气的特性变化原理的压力传感器，绝对式的或差示的，

也可 以使用，条件是能达到要求的精度、重复性和可靠性;传感器是在它的最佳测量范围内

使用；传感器连同 

它的电气设备通过与精度和可靠性均为更高的一种压力测量装置作比较来定期进行校准。 

 

图 11 确定弹簧压力计基准面的布置图 

9、转速的测量 

转速可通过计数一个测量时间间隔内的转数来测量之，这可以用直接显示的转速表、直流测

速电动 机或交流测速电动机、光学或磁性计数器、或频闪观测仪来实现。 

在交流电动机驱动泵的情况下，转速也可以从栅频观测值和电动机转差率推导得出，转差率

数据或 由电动机制造厂家提供或直接测得（例如使用感应圈）。丁•是转速由下式给出： 

i=Af.j 

式中： 

i 电动机极数； f 测得概频，以赫兹（Hz)表东； 

j 使用与栅极同步的频闪观测仪在时间间隔 Af 内计得的映像数。 

对不能直接测量转速的泵（例如潜没式泵），一般检查栅频和电压即够。 

10、泵输入功率的测量 

本章节主要概括总则、转矩的测量、电功率的测量以及特殊情况。 

10. 1 总则 

泵的输人功率应由转速和转矩的测量结果导出或由测量与泵直接连接的效率已知的电动机

的输人电功率来确定。 

如果是通过测量与中间齿轮传动装置相连接的电动机的输人功率或由置丁 •电动机与传动

装置的转 矩计测得的转速和转矩来确定泵输人功率，则应在合同中载明确定减速齿轮传动

装置损失的方法°。 

如需要更多了解下面所述的各种方法可参见 GB/T 18149。 

10.2 转矩的测量 

转矩应该用能符合表 8 要求的适当的测功计或转矩计进行测量。 

转矩和转速的测量应切合实际地做到适当的同步。 

10.3 电功率的测量 

如果是通过测量与泵直接连接的电动机的输人电功率来确定泵输人功率，电动机应是只在其

效率 已经以足够精度获知的丁况下运转。应当按照 IEC 60034-2 所推荐的方法确定电动机

的效率，并由电 动机生产厂家予以说明。 

此效率不考虑电动机的电缆损失。 



交流电动机的输人电功率应使用 W 瓦特计法或三瓦特计法进行测量。此时允许使用或是儿

个单相 瓦特计、或是可同时测量 W 相或三相功率的一个瓦特计或积算的瓦时计。  

在直流电动机的情况下，或是一个瓦特计或是一个安培计加一个伏特计，均可以使用。 

测量电功-用的指示式仪表的类型和精度等级应符合 IEC 60051。 

10.4 特殊情况 

10.4.1 两端不能接近的泵 

在合为一体的电动机-泵机组的情况下（例如潜没式泵或整体泵，或有总效率保证要求的分

开的泵 和电动机），如可接近，应在电动机的接线端测量机组功率。如系潜没式泵，应在

电缆的引人端进行测 量，并要考虑电缆的损失和规定在合同中。所给丨丨丨的效率应是扣

除了电缆和启动器损失的合为一体的 机组本身的效申。 

10.4.2 深井泵 

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推力轴承和立式传动轴系及轴承所吸收的功率。 

因为深井泵一般不是装上全部的扬水管进行试验的，除非验收试验是在现场进行。泵制造厂

家/供 方应估计丨丨丨推力轴承和立式传动轴系轴承的损失并予以说明。 

10.4.3 共用轴向轴承的电动机-泵机组（并非紧密的直联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须分开确定电动机与泵的功率和效率，则应考虑泵的轴向推力可能还有

泵的转 子重量对推力轴承损失的影响。 

10.4.4 泵机组总效率的测量 

为确定泵机组的效率，如果驱动机是在合同规定的条件下丁作，则只需测量输人和输 I 丨功

率即可。 在这种试验中既不确定驱动丁具和泵二者的损失比例，也不确定如齿轮箱或变速

机构这类中间机械造 成的任何损失。 

11、汽蚀试验 

本章节主要包括总则、试验装置以及泵必需 JVPSH 的确定。 

11.1 总则 

11.1.1 汽蚀试验的目的 

本标准只论述与泵的水力性能（扬程、流量、效率的变化）有关的汽蚀测量，而不研究可由

汽蚀引起 的其他效应（噪声、振动、材料破坏等）。 

绝不可以用汽蚀试验来验证泵在其使用期限内不会发生汽蚀侵蚀。 

可以根据给定流量下扬程或效率的下降量或给定扬程下流量或效率的下降量来测定汽蚀的

发生。 通常多采用给定流量下扬程的下降量这一准则。在多级泵的情况下，扬程的下降应

指第一级扬程，如可 以接近，应通过测量获得。 

大多数情况下，应使用清洁冷水进行汽蚀试验。用水作出的汽蚀试验不能准确地预测输送非

清洁 冷水的液体泵的汽蚀性能（见 5.4.5)。 

在使用高温液体或温度接近临界点的液体做试验的情况下，可能很难甚至不可能以要求的精

度测 量 JVPSH(见 11. 3. 3)。 

11.1.2 试验类型 

11.1.2.1 在规定的 JVTSffA 下保证的特性的证实 

可以简单地作一次检查以确定在规定的 JVRSHA 下泵的水力性能而不探究有什么样的汽蚀

效应。 如果根据 6. 4. 1 在规定的流量和规定的 JVPSHA 下得到保证的扬程和效率，泵即满

足要求。 

11. 1.2.2 在规定的 JVTSHA 下性能没有受到汽蚀影响的证实 



可以作一次检查以表明在规定的丁作条件下泵的水力性能没有受到汽蚀的影响。 

如果在较规定的 JVPSHA 高的 JVPSH 值下进行的试验得出在同一流量下相同的扬程和效率，

泵 即满足要求。 

11.1.2.3 JVPSH3 的确定 

进行这种试验时，采用逐渐降低 NPSH 直至恒定流量下的（第一级）扬程的下降达到 3%。

此时的 JVPSH 值即为 N_PSH3(见表 11 和图 12〜图 14)。 

对扬程非常低的泵，可以商定一个大一些的扬程下降量。 

11.1.2.4 其他汽蚀试验 

可以使用其他的汽蚀判定准则（例如噪声的增大）以及相应的汽蚀试验类型。在这种情况下，

合同 中必须有专门的协议。 

11.2 试验装置 11.2.1 总则 

11.1.2 所述的试验可以用表 11 指示的任何一种方法并在下列各条所述的任何一种装置上来

进行。 改变 W 个调节参数从而保持试验过程中流量恒定是可能的，但这样做通常比较闲难。 

表 11 确定 JVPSH3 的方法 

装置类

型 
幵忒池 幵忒池 幵忒池 幵忒池 幵忒池 闭忒N路 闭忒 N路 

闭忒 N

路 

闭忒槽或 

闭忒 N路 

独立变

化 的量 

入 n节 

流阀 

出 n 节 

流阀 
水位 

入 n节 

流阀 
水位 

罐屮压

力 

温度（汽 

化压力） 

罐屮压

力 

温度（汽化 

压力） 

恒定的

量 

出 n节 

流阀 

入 n 节 

流阀 

入 n和出 

n节流阀 
流量 流量 流量 流量 入 n和出 n节流阀 

随调节

而 变的

量 

扬稈、 

流量、 

NPSHA 

水位 

扬稈、 

流量、 

NPSHA 

水位 

扬稈、 

流量、 

NPSHA 

NPSHA 

扬稈、出 

n节流阀 

(为使流 

量恒定） 

NPSHA 

扬稈、出 

n节流阀 

扬稈、 

NPSHA 

出 n节流 

阀（2扬 

稈幵始

下 降时

为使 流

量恒 

定） 

NPSHA 

扬稈、出 

n节流阀 

(2扬稈 

幵始下

降 时为

使流 量

恒定） 

NPSHA;汽蚀达到一 

定稈度时扬稈和流

量 

扬稈- 

流量和 

NPSH 特

性 II丨

丨线 

见图 12a) 见图 13a) 见图 14a) 

NPSH- 

流量特

性 II丨

丨线 

见图 12b) 见图 13b) 见图 14b) 



 

 

11.2.2 回路的一般特性 

冋路应是这样的，即当泵内出现汽蚀时，在別处不会有严重到影响装置的稳定性或满意运转

或泵性 能测量的汽蚀。 

应当保证汽蚀以及因泵内汽蚀而致的气泡和放出气体不会影响测量仪表装置特別是流量测

量装置 的使用。 

汽蚀试验台，不论它与用于确定效率曲线的试验台是不是同一个台，其测量条件均应符合

5.3 和 5.4 所规定的条件。 

11.2.4 所述的这些试验装置类型可能需要在人口和出口处设置特殊的调节阀，以避免在这些

阀中出现可能会影响结果的汽蚀。 

液流经过节流阀后的汽蚀有时可以采取串联安装 W 个或更多个节流阀的方法或者使节流阀

后的液 流直接进人安插在节流阀与泵人口之间的一个封闭容器或一个大直径的罐中来加以

阻止。此时可能需 要装设导流片并设法从容器抽走空气，特別是在 NPSH 比较低的时候。 



当节流阀处于部分关闭状态时，必须保证管路中是充满液体，并且人口测量截面处的压力和

速度分 布是均匀的。这可以通过在泵人口处使用合适的整流装置和/或一个长度至少为 12D

的长直管段来 达到。 

11.2.3 试验液体的特性 

试验液体应洁净、清澈并且不含有固体物。自由气体应尽可能在试验以前就被除去。 

仅当泵实际上用丁•输送除气水时才需要使用除气水做汽蚀试验。 

反之，为了免去在泵的任何部分除气，冋路中的水不应是过饱和的。 

5.3 和 5.4 规定的一般液流条件，特別是泵人口处的液流条件，必须得到满足。 

11.2.4 装置类型 

注 1: 11.2.4.1 至 11.2.4.3,叙述了可以使州的各种类型装置。这样的装置可能不适合于非冷水

液体试验，因为温度测量的不确定度可能导致汽化压力确定的过人误差。 

注 2:使 W 11.2.4. 1 和 11.2.4.2 所述装置的试验与使 W 11.2.4.3 所述装置的试验相比，前者可

以给出更精确可靠的结果。 

11.2.4.1 闭式回路布置 

泵安装在一个如图 15 所示的闭合管冋路中，通过改变压力、液位或温度，在不影响扬程或

流量情况下改变 JVPSH 直到泵内发生汽蚀。 

为了保持需要的温度，可能需要有对冋路中的液体进行冷却或加热的装置，而且可能还需要

有气体分离罐。 

为避免试验罐中出现不能接受的大的温度差兄可能需要有一条液体再循环回路。 

罐的尺寸应足够大，并应设计成能够阻止气体被裹挟到泵人口液流中去。此外，如果平均速

度超过 0. 25 m/s,罐内可能还需要有稳定栅。 

11.2.4.2 液位可以调节的开式池 

泵通过无阻碍的吸人管路从具有自由液面的液位可以调节的池中抽取液体（见图 16)。 

11.2.4.3 装有节流阀的开式池 

用安装在吸人管路中实际最低位置上的节流阀调节进人泵的液体的压力（见图 17)。 

11.3 泵必需 JVPSH 的确定 11.3.1 各种量的测量方法 

除非另有商定，汽蚀试验时测量扬程、流量、转速和（如有必要）输人功率的方法应采用第

7 章至第 10 章所述的方法。 

需要特別注意保证在流量测量中汽蚀不会影响流量计的精度。必须注意避免空气通过接头和

填料函进人泵内（例如可使用水封/隔离液体）。 

如果试验条件是如此不稳定以致需要重复取读数的话，容许 NPSH 的变化最大至： 

表 4 给出的扬程变化限度的 1. 5 倍，或 

0.2 m， 

取 W 者的较大值。 

11.3.2 压力的确定 

进人泵中的试验液体的汽化压力应该以符合 11.3.3 要求的足够精度来确定。当汽化压力是根

据 标准数据和进人泵液体温度的测量值推导得出时，应论证温度测量必需的精度。 

制造厂家/供方和买方应商定要使用的标准数据的来源。 

温度测量传感器有源元件（丁作元件）伸人管中的深度从人口管壁起应不小于人口管直径的

1/8。 如果温度测量元件浸人人口液流中的深度小于仪表制造厂家要求的深度，则可能需要

有在该浸人深度 下的校准数据。 

一定要保证插人在泵人口管路中的温度测量传感器不会影响人口压力的测量。 



11.3. 3 JVPSHK 的容差系数 

测得的 JVPSH 只与保证的 JVPSH 只之间的最大容许差值为 

对 1 级：f\I\SHR =十 3 % 或 /、.丨 SHR =十 0. 1 5 m， 

对 2 级：f、TSHR =十 6%或 f、TSHR =十 0. 30 m， 

取 W 者的较大值。 

利用下列判別式，如果成立，则保证得到满足： 

\I\SHR 

(JVPSHi^r;十（为 0• 15 m 或十 0• 30 m)>(JVRSH 只）测<9 的。 

图 15 至图 17 仅是原理示意，不表示技术细节，可以看作为示例。 

 

1— 冷却或加热盘管；              6—流量调节阀； 

2—稳定概；                             7—隔尚辟; 

3— 至柚真空或压力调节装置； 8—气体含量测量点； 

4— 喷淋除气液体喷嘴；           9—试验的泵 

5 流量计； 

注：可以采州在由液面上方喷注冷水和柚走热水的方法代替盘管冷却。 

图 15 汽蚀试验：采用闭合回路调节压力和/或温度改变 iVPSi/ 



 

1— 试验的泵；                                                           1—试验的泵； 

2— 至流量调节阀和流量计；                                       2—至流量调节阀和流量计； 

3— 可调节的水位；                                                    3—入 n 压力调节欣 L 

图 16 汽蚀试验：通过调节泵吸水池的液位改变 NPSH     图 17 汽蚀试验：用入口压力调节

阀改变 NPSH 

12、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 ISO 9906:1999 章条编号对照 

表 A.1 给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 ISO 9906:1999 章条编号对照。 

表 A. 1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 ISO 9906:1999 章条编号对照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 W际标准章条编号 

附录 A — 

附录 B — 

附录 C 附录 A 

附录 D 附录 B 

附录 E 附录 C 

附录 F 附录 D 

附录 G 附录 E 

附录 H 附录 F 

附录 1 附录 G 

附录 J 附录 H 

附录 K 附录 1 

附录 L 附录 J 

附录 M 附录 K 

注：表屮的章条以外的本标准其他章条编号与 ISO 9906:1999其他章条编号均相同且内容相

对应。 

13、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 ISO 9906:1999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 B.1 给出了本标准与 ISO 9%6:1999 的技术性差兄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 B. 1 本标准与 ISO 9906:1999 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 囚 

2 
引州了采州 W 际标准的我 W 标准，而非 W

际标准 
以适合我 WW 情 

参考文献 
增加了 ISO 9906 丨||没冇的参考文献[18]〜

[23] 
供使际标准时参考 

1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附有典型性能曲线选择的批量生产的泵以及驱动机输入功率小于 10 kW的泵

的容差系数（适合批量生产泵的 2级试验）。 注：本附录仅适 W于泵的许 W丄作范围。 

C. 1 附有典型性能曲线选择的批量生产的泵 

产品样本中列 M 的性能曲线代表同一型号许多泵的平均（不是最低)性能。这一点同样也适

用于效率和输人功率。因此有必要增大容差甚至还要增大功率容差。 

制造厂家/供方在其产品样本中引用本附录时，应当使用下列最大容差系数： 

流量 fQ= ±9% 

扬程〜=±7% 

泵输人功+^ =十 9% 

驱动机输人功申 fpgl* = +9% 

C. 2 驱动机输入功率小于 10 kW 的泵 

对驱动机输人功申小于 l0kW 但大于 1kW 的泵，其内部各个机械构件的摩擦损失相对变得

重要 而且不易预计，表 10 中给出的容差系数可能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下列容差系

数： 

 

如无另外商定，效率的容差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PP 为丁作范围内驱动机最大输人功率，以 kW 表示。容差系数 pJV 可用下式计算： 

 

15、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削减叶轮直径的确定 

只要有 6. 5. 1 所述的协议，对型式数 K<1. 5 的泵，如叶轮出口平均直径削减比不超过 5%、

切削后叶片的形状又保持不变（出口角、出口边倾斜度等）的话，可以应用下列规则确定新

的特性： 

可以估算新的特性的定律为： 

 

式中: 

D 如图 D.1 给出的直径 脚标 1 =试验的 r=削减的 

Qr=R • Qt Hr=Rl • Ht 



 

对型式数<1.0 的泵，叶轮直径削减量不大于 3%时，可假定削减前后其丁作点的效率实际上

不变。 

16、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摩擦损失 

8.2.4 给出的计算由摩擦引起的水头损失的公式，包含一个冗长的计算式，而在许多情况下

计算得出结论却是不需进行修正。 

图 E.1 和图 E.2 分別对 1 级试验和 2 级试验给出了是否需要进行计算的预先检查方法。它们

适用于输送冷水的具有恒定形横截面的直钢管，并假定人口和出口管路的直径相同，测量点

分別位于人 口法的上游和出口法的下游 W 倍管路直径的距离处（见 8.2.1)。 

如果管路直径不相同，应取管径小的作检查。然后，如果检查指示“不需修正”，即可不必进

行计算。 如果指示“修正”，则可使用图 E. 3(仅适用于输送冷水的钢管）来确定 A 值。如管

子是其他材料制 的或液体不是冷水，可使用图 E.4 给出的莫迪（Moody)图，或者如果愿意，

也可用 8. 2. 4 给出的 A 的公 式求解。关于管子的粗糙度 ft，可采用表 E. 1 给出的值。 

表 E. 1 管子的当量均匀粗糙度 ft 

(新）商品管材料 表面的 2量均匀粗糙度 ft/mm 

玻璃、拉制黄铜、铜或铅 光滑 

钢 0.   05 

涂沥育铸铁 0.   12 

镀锌铁 0.   15 

铸铁 0.   25 

混凝土 0.   30 至 3. 0 

铆接钢 1.0   至 10. 0 



 

图 E. 1 1 级试验场合需要进行损失修正的流速界限指示图 

(测量截面设在泵法兰的上游和下游 2D 距离处） 



 



 

表面粗糙度 ft = 5X10 5 m 运动黏度 n= 1 X 10 6 m2 / s 

图 E. 3 水头损失普适系数 



 

17、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换算为 SI单位 

表 F.1 给出了一些以 SI 单位的倍数或分数单位表示的和以非 SI 单位的单位表示的量换算为

SI 单位的换算系数。以各种单位表示的值乘上此换算系数即得到以 SI 单位表示的相应值。 

表 F. 1 换算系数 

量 S1 单位 符号 
各种单 位 

换算系数 
名称 符号 

(体积） m
i
 /s 升每秒 L/s 10    

流量  立方米每小时 mV.h 1/3   600 

  升每小时 L/h 1/3   600 000 

  升每分钟 L/’min 1/60   000 

  英加仑每分钟 gal(UK)/min 75.77X 10 
e
 

  立方英尺每秒 frVs 28.316   8X 10 
3
 

  芙加仑每分钟 gal(US)/min 63.   09X 10 " 

  芙桶每小时（石油） t»arrel(US)/h 44.   16X10 
6
 

质量流量 kg/s 吨每秒 f/s 10^ 

  吨每小时 t/h 1/3.   6 

  千克每小时 kg/h 1/3   600 

  磅每秒 11//s 0.   453 592 37 

压力 Pa 千克力每平方 M 米 kp/ cm
2
 9.806   65 

  公斤力每平方 M 米 kgf/cm
2
 9.806   65 

  巴 bar 10
5
 



  百皮兹 hpz 10
5
 

  乇 torr 133.322 

  习州毫米水银朴 mmHg 133.322 

  习州毫米水朴 mmH2 0 9.806   65 

  磅达每平方英 K pd//fr 1.488   16 

  标准人气压 atm 101   325 

  磅力每平方英寸 1W/in
2
 (psi) 6   894. 76 

密度 kg/W 千克每立方分米 kg/ dm'"
1
 10^ 

  克每立方 M 米 g/cm'"
1
 10^ 

  磅每立方英尺 lb/fr"
1
 16.018   5 

功率 W 千瓦 kW 10^ 

  千克力米每秒 kp) • m/s 9.806   65 

  I.T.千卡每小时（千 W 际

蒸汽表 kcalIT /h 1.   163 

  卡每小时）   

  公制马力 ch 735.   5 

  马力 hp 745.   7 

  制热单位每小时 iftu/h 0.   293 071 

  公斤力米每秒 kgf • m,/S 9.806   65 

表 F. 1(续) 

量 
S1 单位 各种单 位 

换算系数 
符号 名称 符号 

黏度 Pas 泊 P 10   
1
 

(动力黏度）  达囚秒每平方 M 米 dyn • s/cm
2
 10   

1
 

  克每秒 M 米 g/s • cm 10   
1
 

  千克力秒每平方米 kp • s/m
2
 9.806   65 

  磅达秒每平方英尺 pdl • s/fr 1.488   16 

运动黏度 m
2
 / s 泡（斯托） St =cm

2
 / s 10   

4
 

  平方英尺每秒 fr /
7
s 92.903X 10 ' 

18、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试验仪表校准的合适时间间隔指导 

表 G.1 给出的资料部分是根据“水力学会试验标准，1988,离心泵 1-6”，仅作为指导给出。W

次校 准之间的实际时间间隔根据试验设备及所属仪表可利用的经验而定，应当在试验台的

质量保证程序中作出规定。 

表 G. 1 试验仪表校准的合适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值以年为单位，除非已标明以月为单位 

设备 间隔周期 设备 间隔周期 

流量  功率  

称重容器 1 测功计 6 个月 

容积罐 10 转矩棒 1 

文丘里管 a 经校准的电动机 不要求 



喷嘴 a 便携忒瓦特-安培-伏特计 1 

孔板 a 间定忒瓦特-安培-伏特计 3 

涡轮流量计 1 带应变仪的转矩计 6 个月 

电磁流量计 1 至 375 kW 的屮间传动齿轮 10 个月 

堰 a 

375 kW 以上的屮间传动齿

轮 20 个月 

流速计 2   

超声波流量计 6 个月 转速  

  转速计（普通的） 3 

  转速计（电子的） 1 

压力  频率响应仪  

弹簧压力计 4 个月 磁性的 10 

静重压力计 不要求 光学的 10 

液朴压力计 不要求 频闪观测仪 5 

传感器 4 个月 转矩计（转速） 1 

a.不要求，除非怀疑关键尺寸有改。 

19、附录 H 

(资料性附录) 试验费用和试验的重做 注：本标准的范围不包括诸如试验费 W这样纯商业性

的事，这是应由有各方专门协议的问题。 

H. 1 验收试验和特殊试验的费用 

建议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有关验收试验和特殊试验的费用。 

需要注意，如果要做 JVPSH 试验，试验费用将会增加。 

H. 2 试验的重做 

假如对得到的测量数据的正确性或足够精度存有怀疑，制造厂家/供方和买方均有权要求重

做试验。要是新的测量未能证明所提出的怀疑是正确的话，则要求重新试验的一方必须负担

重做试验的费用。 

20、附录 I 

(资料性附录） 黏性液体的性能修正计算图表 

图 1.1 是一种性能修正计算图表，用于确定已知输送水时性能的普通离心泵输送黏性液体时

的性 能。但是对任一特定的具体泵来说这些修正曲线并不准确。 

如果一定需要准确的数据，则应使用具体要输送的黏性液体进行性能试验。 

由于图 1.1 是基于经验而不是基于理论研究得出的，所以使用超出图示限度的外推法将会超

出这 些图表所适用的经验范围，因而不予推荐。 

修正图表仅适用于采用常规水力设计、具有开式或闭式叶轮、在正常丁作范围内使用的泵。

混流泵 或轴流泵、或专为黏性或非均质液体水力设计的泵不可以使用这些图表。 

图 I. 1 仅在有足够的 JVPSH 可供利用因而可以避免汽蚀的场合下应用。 

它应当仅用于牛顿(均质)液体。胶体、泥浆、纸浆和其他非均质液体可能会使结果大大改变。

改变 大小取决于液体的具体特性。 

本附录使用表 1.1 给出的符号和定义。 

表 1.1 附录 I 使用的补充符号和定义 



符号 量 定 义 

Q'h 黏性流量 泵输送黏性液体时的流量 

 黏性扬稈 泵输送黏性液体时的扬程 

 黏性效率 泵输送黏性液体时的效率 

P,, 黏性输入功率 黏性液体条件下泵需要的输入功率 

Qw 水流量 泵输送水时的流量 

Hw 水扬稈 泵输送水时的扬稈 

TJw 水效率 泵输送水时的效率 

P 密度  

cQ 流量修正系数  

Cn 扬稈修正系数  

c, 效率修正系数  

Qnw 效率达到最高时的水流量  

已知泵输送水时的性能，可使用下列各式确定输送黏性液体时的性能: 

Q'1S = CQ X Qw 

= CH 

Qis = C" X ftw p = QV1S X HV1S X P X g 'ls 7™ 

c’Qx’„和 C,根据图 1.1 确定，该图基于清水性能制成。 

从效申曲线上查出效率达到最高时的水流量（1. 〇 x Q、w)。 

根据此流量确定下列流量：（〇. 6XQ、W)，（0. 8XQ、W)和（1. 2XQ、W)。 

在图 I. 1 的下部输人最佳效率点的流量(1.0XQ、W)，由此点向上查寻至对应此流量的扬程(单

级）线 处，然后由此交点沿水平方向（向左或向右)查寻至要求的黏度线处，再由此点向上

查寻至各修正曲线处。 读出 C’，和 C’Q 值以对应所有 4 个流量的值。 

将毎一扬程乘以相应的扬程修正系数，得到各修正扬程。将毎一效率值乘以 C ,，得出用于

各相应。 

修正流量点的效-值。 

相对修正流量両出修正扬程和修正效率。通过这些点绘制出光滑曲线。关死点扬程可近似地

取等 于水的关死点扬程。 

由上面给出的公式计算出黏性输人功率（P V1 s)。 

标上这些点，并通过它们绘制出光滑曲线，它应与水的输人功率曲线相似并接近于平行。 



 

21、附录 J 

(资料性附录） 输送烃类液体和高温水的泵的 JVPSHK 降低值 

图 J. 1 是关于可预计的烃类液体和高温水的 JVPSH 只降低值的综合图表，它是根据对图示

的各种 流体进行试验得出的有效实验数据，将 NRSH 只的降低值作为流体温度和该温度下

的汽化压力的函数绘制出来的。 

使用图 J.1 时应注意以下的限制和指示。 

JVPSH 只降低值应当被限制在冷水泵必需的 JVPSH 只的 50%以内直到泵在本图表适用的条

件下运转有了特別的经验为止。 

此图表是基于输送纯液体的泵得出的。如果液体中有夹带的空气或其他不冷凝的气体时，g

卩使是 在正常的 JVPSHA 值下泵的性能也可能受到不利的影响，而且随着 JVPSHA 的降低

受害将会更大。 如果存在溶解的空气或其他不冷凝气体，而且泵人口处的绝对压力低得足



以使这些不冷凝气体从溶液 中释放出来，则可能得增加 NPSHA 值至大于冷水所需要的

JVPSHA 值，以避免泵的性能因气体释放 而恶化。 

对烃类混合物，汽化压力随温度可以有显著的变化，因此应该按泵实际输送液体的温度进行

专门汽化压力确定。 

在应用此图表于高温液体时，特別是高温水时，应充分考虑吸人系统对温度和绝对压力瞬变

的敏感性，这可能需要提供一个 JVPSH 只安全裕度，此裕度远远超过在稳定状态下运转时

通常可得到降低值。 

由于缺少能证实 JVPSH 只的降低值大于 3 m 的可用数据，所以此图表只限于在图示范围内

使用，不推荐超出此范围的外推应用。 

将泵输送液体温度（以摄氏度表示)输人图 J.1 的图表底部，并垂直向上查寻到汽化压力。再

由此点沿着或平行于斜线查寻至图表的右边，在这里可以根据坐标给出的刻度读取 NPSH

只的降低值。如 果该值大于冷水 JVPSH 只值的一半，则减去冷水 JVPSH 只值的一半即得

到修正的 JVPSH 只。如果图表上的降低值小于冷水值的一半，则从冷水的 JVPSH 只值中减

去该图表上的值就得到修正的 NPSHR。 

注 1:数据的适 W 性限于其温度-汽化压力关系/下于阁上的那些液体„在没有试验根据的情况

下，对非烃类和非水液体不推荐应 W 此阁表„ 

注 2:实际可 W 于冷水 NPSH 尺值的 NRSH 尺降低值为： 

——在阁表右边刻度上读取的值， 

——或冷水 NRSH 尺的一半， 

取两者的较小值。 



 

22、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测量结果的统计计算 

K. 1 符号 

本附录中所使用的补充符号示于表 K.1。 

表 K. 1 补充符号 

符号 定 义 

a. r 统计参数 

/ / a . r 统计参数 

h 
扬程试验点比# 

-H c; 

Ti 扬程比的平均值 5 

N 在 0. 95QC;至 1. 05QC;范围内的试验点数目 

P 
泵输入功率试验点比 

〇 

P 泵输人功率比的平均值 p = 

(l 流量试验点比 



Qo 

(l 流量比的平均值 g = 

 、' =ym—(i、.
1
 

 ^ ^j(h — Ti)- 

 s'' = Yj、p—T)y 

s(lll ^qii ^ Yj(q— q)(h — h) 

 U ((/ — (/)(/> —孓） 

注：上述总和是指在〇.95Qt;至 1.05Qt;范围内试验点的测量结果总别 u 

K. 2 本附录的使用和有效性 

可以使用 W 个变量的统计分析来计算一个变量的平均值，如果另一个变量的值已知的话。

如果围绕规定值的试验点的分布满足一定要求，即可应用本附录提出的的特殊统计方法。 

K. 3 观测组数和分布 

最少应取 9 组观测值。得出的试验点应这样分布，即在按 6.1.2 将结果换算到规定转速下或

规定频率下后，流量的测量值应落在规定流量点 W 侧宽度为±5 %规定流量的区间内。而且

这些试验点中， 至少有 3 个应在正（3%〜5%)规定流量的区间内，同时至少有 3 个在负（3%

〜5%)规定流量的区间内。 

为便于应用统计方法，在±5%规定流量这一区间内取比最少试验点数目多的试验点是有利的。

如果可行，建议取 20 个点。 

K. 4 平均值的计算 

K. 4. 1 扬程的平均值 

使用下式计算扬程的平均值： 

 

K. 4.2 泵输入功率的平均值 

使用下式计算泵输人功率的平均值： 

 

K. 4. 3 试验结果的计算 

统计参数的值由下列诸式给出： 

 

应当提及的是，统计分析也可以用来由按照 1.3 取定的观测组数计算规定流量下扬程和输入

功申 的 95%置信区间。在参考文献[17]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文中还给出了方便计算

的计算机程序。 



23、附录 L 

(资料性附录） 泵试验记录表 

本附录所示的泵试验记录表格例样仅是为了指导泵的试验结果的提出和便于进行整理分析

而给 的。它无意把需要由泵试验得出的所有信息都包括进去。何况视泵的类型、泵的应用

以及计算的方法 可能还需要对表格作某些改动或补充。 

泵试验记录表 表号 试验级別 

买方 

泵 型号 制®厂家的订单号 订单号 

入 n 直径 

出 n 直径 

叶轮直径 

保证值 
流量（Qc) 转速（〜） 输入功率(Pc;) 

扬稈（) 效率（y) 汽蚀余量（NRSH) 

输送的液体 
温度（r) 汽化压力（户 V) 运动黏度 U) 

密度(p)  酸度（pH) 

电动机 
制®厂家 试验合格证 相数 

转速 

电压 

型号 功率 电流 

测量方法 

 
流量 入 n 水头 出 n 水头 (NPSH) 转矩 功率 转速 

传动 

齿轮 

使用方法         

常数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 气压计压力 (人气

压力） 

相对基准面的（压力）

水头 修正 

入 n 

试验液体的温度 出 n 

测量结果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转速             

流量 

时间间隔             

读数             

测得流量             

扬稈 

出 n 水头读数             

入 n 水头读数             

出 n 水头             

入 n 水头             

AU
2
/2g             

测量位置高差             

扬稈             

m/2g             

(NPSH)             

功率(转矩） 

泵输出功率 Pu             

电压             

电流             

瓦特计渎数 1             

瓦特计渎数 2             



瓦特计渎数总和             

电动机输入功率             

电动机效率             

转矩读数             

齿轮传动效率             

电动机输出功率             

泵输入功率             

总效率             

泵效率             

相对于规定转 

速的值 

体积流量             

扬稈             

功率             

NPSH             

附注 H 期 试验主管 
代表 

买方 供方 

24、附录 M 

(资料性附录） 核对清单 

下面列出的是建议制造厂家/供方与买方在试验之前进行商定的项目的核对清单。应该指出，

在起 草合同时并不总是需要就所有这些项目统统达成协议。 

1) 试验级別的选择（见 5.1) 

2) 保证的范围： 

a) 不带电动机的泵或组合的电动机泵机组（见 10.4.3) 

b) 带或不带连接管路附件的泵（见 5.3.4) 

c) 一个或儿个丁作点的保证的值（如：流量、扬程、输人功率、效率、NPSH 等）（见 4. 1) 

3) 合同性问题，如一批同样的泵中要做试验的台数(见 5. 1. 2) 

4) 试验时需要进行检查的任何其他方面的泵性能（见 5.2.6) 

5) 试验地点（见 5.2.2) 

6) 试验日期（见 5.2.3) 

7) 试验不在制造厂家的丁厂内进行时的负责试验的人员（见 5.2.4) 

8) 测量方法的选择（见第 7 章至第 10 章） 

9) 试验设备（见 5.2.7) 

10) 进行性能试验（见 5.3.2、5.3.3、8.2.1)和汽蚀试验的试验装置（见 11.2. 4) 

11) 证明自吸泵自吸能力的试验装置（见 5.3.7) 

12) 根据使用清洁冷水的试验结果预测泵性能的方法（见 5.4.5) 

13) 超出许可容差的转速差兄（见 5.4.3、6. 1. 2) 

14) JVPSH 换算公式的指数（见 6. 1.2) 

15) 超出许可容差的电压和频申差兄（见 6. 1. 2) 

16) 规定丁作点和其他丁作点的容差值（见 4. 1、6.3、11. 3.3) 

17) 立式井泵的人口损失和传动损失（见 8.2.3、10.4. 2) 

18) 人口和出口处的摩擦损失和兄常压力损失（见 8.2.4 和附录 E) 

19) 电缆损失（见 10.4. 1) 



20) 传动齿轮损失（见 10.4. 4) 

21) 与汽蚀有关的保证的证实方法（见 11. 1.2) 

22) 性能试验使用的液体（见 4.2)和汽蚀试验使用的液体（见 11.2.3) 

23) 试验费用（见附录 H) 

 


